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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企业员工在非安全问题论析

王　 涛　 王潇茹

【内容提要】 随着中非经贸关系的日益发展， 在非中资企业员工

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如一些非洲国家政局不稳和反政府武

装问题对中资企业员工的安全产生了重大影响。 虽然一些非洲国家

的反政府武装会制造有针对性的专门袭击， 但更多的是偶发的波及

性袭击。 它们反映出了非洲在营商环境方面存在问题， 也揭示出中

资企业在应对方面的薄弱。 中国应坚持与联合国、 非盟在和平安全

领域的合作， 探索成立安保公司的可行性。 中企应履行社会责任，
加强对非舆论沟通， 改善自身形象。 从根本上讲， 非洲国家实现政

治稳定才是问题解决的关键， 这需要非洲探索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

政治、 经济、 社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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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在非洲中资企业员工安全问题随着中非经贸关系的日益发展而不断凸显。①

① 本文聚焦在非洲中资企业中的中国籍员工安全问题， 非洲籍员工不属于本文讨论对象。



自 ２０００ 年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以来， 中非经贸往来日益紧密。 ２００９ 年以

来， 中国已连续十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非洲也是中国第三大

海外投资市场。①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超过 ４４３. ９
亿美元。② 中国投资几乎遍布非洲每一个国家， 涵盖科技、 地质勘查、 房

地产、 金融、 批发零售和农业等领域。③ 据商务部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
中国在非洲投资兴业的各类企业超过 ３７００ 家。④ 其中， 中国基建企业在

非洲的业务逐年增加， 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投资约占非洲该领域

总投资的 １ ／ ４。⑤

随着在非中资企业数量与业务量不断增长， 中国驻非员工人数也在

增加。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中国劳务合作派往非洲的人数

超过 １. ７ 万人， 对非洲承包工程派出的人超过 ５. ５ 万人。⑥ 尽管 ２０２０ 年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阻滞了人员进一步流动， 但若疫情结束， 在非洲的

中资企业员工仍有可能增长。 然而， 与之相关的非洲营商环境却不容

乐观。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布的涵盖 １１４ 个样本国的

“２０２１ 年度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 显示， 有大量中国投资的非

洲 １５ 国处于投资中高风险级。 非洲普遍的部落宗教冲突、 经济社会

矛盾确已成为威胁中国海外利益不容忽视的因素。 其中， 各类反政府

武装对在非中资企业员工的攻击已对中资企业在非洲开展正常经营活

动造成威胁。
学界对在非中资企业面临风险的解释， 涉及两个方面。 其一， 中资

企业行为不当论。 主要认为中资企业在非洲的不恰当行为引发社会怨恨

与不满情绪， 尤其是中资企业大量涌入非洲后， 给当地实力较弱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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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带来冲击。① 其二， 非洲环境决定论。 一些学者认为非洲国家治

理能力较低， 对边远地区的反政府武装鞭长莫及， 而在这些地区从事

基础设施建设或开发的中资企业也就得不到当事国政府提供的保护，
反政府武装则将中资企业进驻等同为政府利益拓展， 针对中资企业的

攻击也就难以避免。 中资企业在这些营商环境不良国家的投资， 正是

为了追求高收益导致的高风险行为。② 事实上， 相关袭击中有不少是

非针对性事件， 随着中国人在非洲越来越广泛的分布， 被袭击波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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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大大提高。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以来， “伊斯兰国” 势力快速渗入非洲， 在西非与

东非都呈现出向南扩张的态势， 其势力与当地恐怖主义组织的博弈将制

造新的不稳定因素。 而非洲业已存在的、 基于部落或资源的反政府武装

将继续构成非洲政治中的一个 “常态”。 它们都是中资企业在非洲拓展利

益边界时面临的潜在威胁。① 笔者尽力搜集 ２００４ 年以来相关事件的公开

新闻报道， 在此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讨论。②

二　 中资企业员工遇袭的基本情况

由于历史因素， 世界上许多风险低利润高的市场已被发达国家捷足

先登。 中资企业大规模进入的非洲地区， 在营商环境方面兼具高回报与

高风险的特点。 其中， 反政府武装就是对在非中资企业平稳运营产生较

大影响的一个因素。 据公开报道， 从 ２００４ 年到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非洲地区反

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事件达 ５２ 起 （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非洲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情况

单位： 人

国家 时间 遇袭地点 遭遇袭击者 制造袭击者 遇袭人数

尼日尔 ２００７ － ０７ － ０６ 阿加德兹地区
中国公司驻尼日

尔工地员工

“尼日尔人争取正

义运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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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讨论的反政府武装不仅包括通过常规战争形式与政府对抗、 占据某一地区 （一国国

内或跨境） 或流动多地、 旨在推翻现有政权或试图占据母国部分领土以创立新国家的有

组织武装， 也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第一， 恐怖主义组织。 非洲恐怖主义组织如非洲之角

的索马里 “青年党”、 尼日利亚的 “博科圣地”， 以及萨赫勒地区各个组织， 都抱持宗

教或族群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属于一类特殊的反政府武装。 第二，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其中相当部分的武装分子为反政府武装的成员， 另外也可能存在盗匪团伙， 他们不属于

反政府武装范畴。 但因后续报道与信息缺失， 所以将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全部排除，
不利于呈现反政府武装袭击的整体态势。 不过， 本文将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全部纳

入统计， 也存在夸大反政府武装威胁的风险。
本文未做详细注释的数据均来自中国领事服务网发布的安全提醒和中国驻非洲各国大使

馆的安全提醒， 其他数据主要来自公开可见的中国网、 中国政府网、 中国新闻网、 央视

网、 人民网、 新华网、 北方网、 网易新闻、 中国日报网等发布的消息。



续表

国家 时间 遇袭地点 遭遇袭击者 制造袭击者 遇袭人数

尼日尔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０８
尼日尔西部与马

里交界地区
中国矿业公司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２

尼日利亚

２００７ － ０１ － ０５
尼日尔河三角洲

地区

四川通信建设公

司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５

２００７ － ０１ － ２５ 巴耶尔萨州

中国石油集团东

方地球物理公司

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９

２００８ － ０５ － ０６ 卡拉巴尔
中土公司尼日利

亚分公司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３

２０１０ － ０９ － ２２ 拉各斯港 中国船员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１

２０１２ － １０ － ０６ 迈杜古里市郊 中资机构人员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１

２０１２ － １０ － １９ 迈杜古里 中资企业建筑工人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１

２０１２ － １１ － ０７ 博尔诺州 中资企业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４

２０１４ － ０１ － ２４ 卡杜纳州 中资公司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２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１３ 科吉州州府洛科贾 中国木材公司员工 “博科圣地” ３

２０１６ － ０８ － ０５ 纳萨拉瓦州
非洲北极星投资

公司中国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２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８ 纳萨拉瓦州 中国矿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２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１４ 拉各斯东部莱基 中国渔民 海盗 ４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２５ 埃博伊州 中资企业建筑工人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２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２５ 奥雄州 中资企业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２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３０ 埃博伊州
中国东方尼日利

亚有限公司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２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０４ 埃博伊州

格林菲尔德金属

尼日利亚有限公

司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２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２２ 十字河州
中尼合资器材有

限公司技术人员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４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２７ 埃基蒂州 中资企业工程师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１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０７ 贝努埃州 中资企业建筑工人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３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１６ 奥贡州 中国铁路建筑工人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４

埃及 ２０１２ － ０１ － ３１ 西奈半岛 中国水泥厂工人
“ 统 一 和 圣 战 ”
组织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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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时间 遇袭地点 遭遇袭击者 制造袭击者 遇袭人数

埃塞俄比亚
２００７ － ０４ － ２４ 欧加登地区

中国石化中原油

田勘探局员工

“欧加登民族解放

阵线”
１７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１５ 奥罗米亚州 中国矿工 奥罗莫解放军 ３

苏丹

２００４ － ０３ － １３ 西部地区

天津华北地质勘

查局所属苏丹分

公司员工

苏丹反政府武装 ２

２００４ － ０３ － ２６ 西部地区

中国石油天然气

公司—辽 河 油 田

筑路公司工人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２

２００８ － １０ － １８ 南部油田 ４ 号地区
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公司员工
“正义与平等运动” ９

２０１２ － ０１ － ２９ 南科尔多凡州
中国中水电公司

员工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北方局）
２９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１８ 西科尔多凡州 中国石油工人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１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１６ 西科尔多凡州 中国石油工人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１

马里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２０ 巴马科丽笙酒店
中国铁建国际集

团员工
“血盟旅” ７

喀麦隆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２０ 极北省
中国水利水电第

十六工程局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１１

索马里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２７
摩加迪沙半岛皇

宫酒店

中国驻索马里大

使馆人员
索马里 “青年党” ４

阿尔及利亚

２００７ － １２ － １１ 阿尔及尔
中国建筑工程总

公司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８

２０１０ － ０６ － １０ 布维拉省 中资企业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１

２０１１ － ０８ － １４ 东部地区 中国商人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２

２０１３ － ０４ － １２ 南部地区 中资企业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９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１０ 达尔贝达库米娜区 中资企业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１

肯尼亚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２２
内罗毕西门购物

中心
中国公民 索马里 “青年党” ２

布基纳法索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５ 瓦加杜古
驻马里中国公司

员工

“伊斯兰马格里布

基地组织”
２

中非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０４ 索索 － 那孔波 中资企业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４

刚果 （布）

２００５ － １０ － １３ 布拉柴维尔 中国援刚专家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２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１４
布拉柴维尔以北

国家 ２ 号公路
中国木业公司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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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时间 遇袭地点 遭遇袭击者 制造袭击者 遇袭人数

刚果

（金）

２００９ － １０ － ０５
北基伍省 ＲＮ４ 号

公路项目沿线

中国水电建设集

团第十四工程局

采石场员工

东北部民兵武装 ８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１７ 伊图里省 中国采矿场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２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４ 伊图里省 中资企业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３

莫桑比克 ２０１０ － ０３ － ２２ 马尼卡省 中国务工人员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６

南非 ２０１３ － ０４ － ２２ 南部地区 中国公民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２

赞比亚 ２０１４ － ０２ － １２ 卢萨卡
“点线科技公司”
员工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７

加纳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１９ 近海 中国船员 不明身份武装分子 ３

加蓬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２ 利伯维尔港 中国船员 海盗 ４

总计 ２３８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公开报道整理。

袭击事件主要发生在尼日尔、 尼日利亚、 埃及、 埃塞俄比亚、 苏丹、
马里、 喀麦隆、 索马里、 阿尔及利亚、 肯尼亚、 布基纳法索、 中非、 刚

果 （布）、 刚果 （金）、 莫桑比克、 南非、 赞比亚、 加纳和加蓬共 １９ 国。
其中已证实参与袭击中资企业员工的反政府武装包括： “尼日尔人争取正

义运动”、 埃及 “统一和圣战” 组织、 “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 索马里

“青年党”、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血盟旅”、 苏丹人民解放运

动 （北方局） 和苏丹达尔富尔地区 “正义与平等运动”， 此外多为不明

身份武装分子且缺乏后续报道。 被波及的企业包括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

企业。
非洲反政府武装制造的袭击主要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 非洲反政府

武装将中资企业及员工作为主要袭击目标。 这类袭击目的性强， 带有政

治诉求 （它们视中资企业为政府支持者或赞助者） 或经济目的 （它们试

图抢劫财物并勒索赎金），① 主要表现为其对中资企业营地的有组织突袭，
　 　 　 　

５０１中资企业员工在非安全问题论析　

① 参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一位指挥官曾指出， “南方人的苦难是中国人造成的”； 该组

织前领导人约翰·加朗甚至认为， 中国石油公司是应当被袭击的 “合理目标”， 毕竟

“他们都是为伊斯兰政权工作的商人”。 参见刘辉 《苏丹和南苏丹石油纷争研究》，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第 １８８、 １９６ 页。



往往被波及的人员数量多， 造成的伤亡人数也较多。 不过此类袭击数量

不多。 第二类， 非洲反政府武装的袭击目标并非中资企业及员工， 只是

波及在场的中国人 （死亡、 受伤、 被绑架）。 这类袭击具有随机性， 一般

发生于酒店、 餐馆和商场等公众场所。 鉴于非洲安全形势， 这类袭击的

数量反而更多。

三　 袭击事件的特点

在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非洲反政府武装制造的袭击事件中， 至少有

５２ 起针对或波及中资企业及员工， 涉及 １９ 个非洲国家， 波及 ２３８ 名中国

员工。
第一， 从袭击事件的发生次数及其分布来看， 大多数非洲国家只发

生过一次针对或波及中资企业及员工的反政府武装袭击事件， 呈现出鲜

明的随机性与偶发性特征。 但在尼日利亚 （２０ 起）、 苏丹 （６ 起）、 阿尔

及利亚 （５ 起）、 刚果 （金） （３ 起） （见图 １） 四国发生的袭击又较为集

中。 其中， 发生在尼日利亚的袭击数占全部袭击事件数量的 ３８％ 。

图 １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非洲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

事件的国别次数分布

这四国恰是非洲国内局势较为动荡的几个国家。 其一， 尼日利亚北

部 “博科圣地” 肆虐、 农牧民冲突频仍， 南部三角洲地区也由于石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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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中央与地方分配争执而陷入低烈度的长期动荡中。① 其二， 苏丹 ２０１１
年以前， 既存在南方分离主义威胁， 也需应对达尔富尔、 科尔多凡、 青

尼罗河州等地的多支反政府武装。② ２０１１ 年南苏丹分离后， 随着石油收入

锐减， 经济形势恶化， 新的政治、 社会矛盾层出不穷， 铁腕的巴希尔政

权也在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因政变倒台。③ 其三， 阿尔及利亚则属于整体平稳但

局部安全局势较严峻的国家， 如南部深入撒哈拉沙漠的地区， 活跃着图

阿雷格人的分离主义反政府武装， 北部沿海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

尽管处于蛰伏状态， 但势力尚在， 且该国民众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排华情

绪。④ 其四， 刚果 （金） 在经历两次大规模内战后， 国内整合与和解进程

挑战重重， 东北部地区外国干涉势力与地方部落割据相呼应， 甚至对中

央政府的权力更迭造成影响。⑤ 可以说， 四国反政府武装波及中资企业员

工的袭击事件， 与各国整体安全态势有一定关联； 中资企业作为政府

“替罪羊”， 也难免被反政府武装针对。
从地区占比上分析， 可以发现西非地区反政府武装针对或波及中资

企业员工的袭击事件占全非近一半， 北非也占了 １ ／ ４ 多， 这两个地区是

袭击事件高发区。 考虑到联结西、 北非的萨赫勒地区反政府武装 （以图

阿雷格人武装最为典型） 的跨国流动性， 在评估投资风险时， 对西非、
北非地区的分析就不能只考虑各国国内营商环境， 也应考虑地区战略安

全态势这一变量。 而面对袭击事件发生较少的南部非洲地区， 中资企业

投资就更应关注各国国内社会冲突对投资的影响， 如南非、 津巴布韦的

群体性排外事件。 不过，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以来， “伊斯兰国” 势力趁势

向南部非洲渗透， 莫桑比克北部近海天然气投资项目也因恐怖袭击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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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文刚： 《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 超越民族宗教因素的解读》，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第 ６９—９３ 页； 宁彧： 《尼日利亚 “博科圣地” 问题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云南大

学， ２０１８； 王涛： 《尼日利亚 “油气寄生型” 反政府武装探析》，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

第 ３ 期， 第 １４２—１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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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中断。① 参考西非、 北非情况， 制定在南部非洲的投资风险预案， 可能

不失为具有前瞻性的举措。
第二， 从遇袭中资企业员工伤亡情况及其分布来看， 袭击事件共导

致 ５４ 人死亡。 大多数非洲国家反政府武装袭击事件针对或波及的中资企

业员工不到 １０ 人， 但同样在尼日利亚 （５７ 人）、 苏丹 （４４ 人）、 阿尔及

利亚 （２１ 人） 等国， 遇袭中资企业员工人数较多， 与袭击事件的高频次

相呼应。 两个例外是埃及与埃塞俄比亚。 前者只统计到一次袭击事件，
但牵涉 ２４ 名中资企业员工， 后者有两次袭击事件， 牵涉 ２０ 名中资企业员

工 （见图 ２）， 都属于单次袭击人数多的情况。 由此也可以发现， 袭击事

件频次与遇袭中资企业员工人数之间不存在简单的正相关性， 还是应判

断袭击有无针对性。

图 ２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非洲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

事件的人员伤亡分布

从地区分布上看， 中资企业员工遇袭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北非， 其次

是西非。 遇袭人数分布呈现由北向南递减的特点。 不过， 北非袭击频次

低， 近年来鲜有新的袭击事件， 而西非袭击事件持续至今， 也表明非针

对的波及性袭击可能会对中资企业员工带来更多威胁。
遭遇反政府武装袭击事件的中资企业多涉及石油开发、 矿产资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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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非洲不少反政府武装， 如 “尼日尔三角洲解

放运动” 就是以盗取、 掠取油气资源、 矿产资源为生的。 中资企业进入

非洲能源、 矿业领域后， 在客观上形成了与反政府武装的 “资源争夺”
态势， 这无疑增加诱发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的可能。① 在油气开

发、 矿产勘探等领域发生的遇袭事件， 在本文统计范围内就已波及 １４６ 名

中资企业员工。
在非中资企业影响力日益增强， 也会使反政府武装 “特别关注” 中资

企业及其员工。 一方面， 中资企业经营活动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冲击当地

民众生计， 引发民众不满， 反政府武装会通过袭击中资企业员工的方式赢

取地方民众同情与支持， 从而增强自身合法性。 另一方面， 反政府武装也

会向中资企业 “借势”， 通过对中资企业员工进行袭击， 扩大自身国际影响

力， 并迫使政府采取有利于反政府武装的政策， 赢取政治上的主动。
当然， 随着中资企业进入非洲深度与广度的拓展， 从可接触性、 影

响力等方面考虑， 反政府武装对中资企业员工袭击的意愿也会随之增强。
不过， 中资企业在非洲的经验在逐步累积， 对安保等的重视程度也在不

断提高， 因此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的机会成本也相应提高了。
因而， 意图与实际后果之间必定存在 “差距”。 据图 ３ 可发现， 近 １５ 年

来中非贸易额基本保持增长态势， 但中资企业员工遇袭事件的频次并未

　 　 　 　

图 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年中非贸易额与中资企业员工在非洲遇袭频次对比

　 　 　 　 资料来源：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非进出口额》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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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 ４７ （１）， ｐｐ. １５ － ２８.



同步增长， 这可以解释为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机会成本提高，
或者也可以认为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只是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

的一个背景因素， 二者并不存在正相关性。

四　 袭击事件的影响

反政府武装对中资企业员工的袭击不仅给中资企业造成了直接的人

员、 财产损失， 而且影响了中资企业在非洲的正常经营活动。 这类袭击

事件的发生同样恶化了非洲所在国投资环境， 打击了投资者信心， 影响

了中非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 从长远看也不利于非洲国家政治稳定。

（一） 对中资企业的影响

对于遇袭的中资企业来说， 袭击事件造成企业、 中资企业员工的生

命财产损失。 一方面， 伤亡与损失需要提供赔付、 补偿、 抚恤， 满足反

政府武装提出的赎金要求等， 这增加了经营的额外成本。 另一方面， 中

资企业为了防止未来发生类似事件， 势必要增强在非洲从事经营活动时

的安保配备， 这又是一笔不菲的支出。 目前投资非洲的中资企业中， 除

了 １００ 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外， 其余绝大多数都是中、 小型企业。 安全风险

的提升、 安保的开销都会提升其经营活动的成本。 尤其面对中非经贸活

动中出现的误解与排斥时，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压力越来越大， 这更增

加了许多中、 小企业的经营成本， 企业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这些

不利于其在非洲安心开展业务。①

反政府武装制造的袭击事件具有影响面广、 遇袭国家多、 伤亡较大、
难以预测等特征。 这不仅导致企业经营成本增加， 更是对一个企业生存

的挑战， 毕竟风险的高低对利润的取得也有影响。 许多在非洲投资兴业

的中资企业可能会因此而撤离， 对尚未赴非投资的企业而言， 反政府武

装袭击带来的恐吓也可能会令其止步， 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中资企业对非

洲投资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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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非洲当事国的影响

中国对非洲投资遭遇到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就是政治风险， 反政府武

装则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基础设施、 资源开发等企业的经营

地点往往在非洲国家较落后、 偏远的地方， 这些地方恰恰就是反政府武

装肆虐之地， 反政府武装对中资企业员工的袭击， 在增加经营成本的同

时， 也损害了企业投资非洲当事国的信心， 在迫使企业撤出的同时， 也

不利于当事国发展。
从表面上看， 这是投资环境的问题， 从根本上讲， 则是政治发展问

题。 非洲许多国家仍在艰难探索合适的发展道路与模式， 一些政治矛盾

往往会被激化并发展为体制外对抗与冲突， 反政府武装应运而生， 中资

企业难免被波及。 例如， 尼日利亚反政府武装对中资企业的袭击， 本质

上是与尼日利亚政府的对抗， 而不单纯是一个索要赎金的经济犯罪行

为。① 另外还要注意， 在反政府武装猖獗的环境中， 一些非政治类的劫匪

也会打着反政府武装的旗号作案， 混淆视听， 更加恶化投资经营环境，
如 ２０１２ 年尼日利亚中国工人遇袭身亡事件便是如此。②

（三） 对中非关系发展全局的影响

中非关系的发展是全方位的， 其中经济关系是重要的一个驱动力。
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 虽然是偶发性、 局部性事件， 但长此以

往， 将会 “放大效应”， 在某些投资、 贸易领域整体上产生对中资企业

的吓阻效果。 面对这一问题， 如果中企投资仅集中在投资风险较低的国

家或地区， 显然不利于中国与广大非洲国家开展经贸合作， 也不利于中

非全面友好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但若进入风险高的地区， 中资企业员工

的安全又难以得到保障。 这就成为中非经贸关系发展中的一个两难

问题。
更严重的情况则是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所产生的对中非关

系不可逆转的伤害， 如在袭击频率和遇袭人数都居高不下的苏丹和南苏

丹地区， 中资企业被迫撤离。 ２０１１ 年南北苏丹分离， 南苏丹独立，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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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苏丹纷争以及南苏丹内战， 反政府武装对中资企业员工造成了威胁，
这迫使中国石油企业及关联企业撤离南苏丹。 双方的经贸合作一落千丈，
更不利于中国—南苏丹政治关系的平稳发展。①

五　 思考与对策

２１ 世纪以来， 中资企业 “走进非洲” 的经验日益累积， 中国外交部

门应对各类危机的能力也不断提升。 如何在坚持 “不干涉别国内政” 这

一原则的基础上， 维护中资企业与员工合法权益， 有效规避反政府武装

袭击的风险， 将是未来考验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一， 中国应坚持与联合国、 非盟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 支持

它们在应对非洲反政府武装问题上发挥主导性作用。 目前， 安全合作已

成为中非之间继政治、 经济和文化合作的第四根支柱。 作为全球安全治

理的主要参与者，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同时又是非盟的战

略伙伴。 就联合国方面来看， 作为第二大会费缴纳国和第二大维和摊款

国， 中国应主动利用此契机， 加强与联合国在非洲维和问题上的沟通与

合作， 积极支持联合国在非洲冲突地区的维和行动， 促进联合国向非盟

的安全机制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和人员培训。 此外， 中国应在当前

开展与非洲安全合作的基础上， 探索新的合作增长点。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习

近平主席表示将在五年内为非盟提供总额 １ 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 用

以支持非洲常备军的建设。② 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 习近平

主席再次强调要加强中非安全合作， 为非洲常备军的建设提供支持。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中国又单独向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常备军援助 ５２０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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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器装备。① ２０１８ 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又再次强调， “中方

支持非洲自主维和能力建设……积极推进落实 １ 亿美元的对非无偿军事

援助， 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 并共同推动广

大发展中国家提升在联合国维和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② 不难发现，
与非洲的安全合作主要集中于物资援助领域。③ 未来， 中国在坚持 “以非

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 原则基础上， 应将这种物资援助的合作机制化、
规范化、 常态化， 如仿照 “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 设立 “中国—
非洲和平发展基金”， 这样就能为下一阶段中非安全合作新领域的拓展提

供坚实基础。
第二， 可以考虑在非洲成立国有安保公司。 随着中资企业和公民不

断进入非洲投资兴业， 其面对的风险与挑战将日益多样化、 复杂化， 仅

靠现有中国领事保护显然不够。 中国在非洲成立安保公司， 越来越有必

要。 中国安保公司虽起步晚， 但在海外也有所发展， 如南非的中华玄龙

安保公司和苏丹的华信中安 （北京） 安保服务有限公司， 它们主要为当

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提供安保服务。④ 据笔者对塞内加尔中资企业的走

访， 发现它们对安保公司的兴趣也十分浓厚。
笔者认为， 成立中国国有安保公司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在非洲地区

的这类公司应该配备训练中心、 靶场及安全顾问等， 可以执行各类大中

小型安保任务。 同时， 安保公司应配备具有较强管理经验的人员负责管

理。 安保公司还须与中国大使馆和国内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 以便遇

到问题及时反馈， 有机联动。 在运营上， 安保公司应按照市场定价模式

来确定安保费用， 并按照安保规模大小以及危险程度进行估价。 安保公

司应配备充足人员， 以便在突发情况下有可调集的富余资源。 另外， 在

成立安保公司过程中， 尤其需要重视中国驻非洲地区安保人员签证与装

备问题。 考虑到非洲地区一些国家严格限制工作签证的办理， 安保公司

３１１中资企业员工在非安全问题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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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官

网，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５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ｃａｃｓｕｍｍｉｔ.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ｃｈｎ ／ ｈｙｑｋ ／ ｔ１５９２２４７. ｈｔｍ。
王涛： 《集体安全机制视野下的非洲常备军建设》，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３３—
１３５ 页。
赵亚赟：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 “黑水” 吗？》， 《社会观察》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第 ４７ 页。



不妨考虑适当雇用少量熟悉当地情况且可信可靠的非洲本地员工。①

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也在一定程度上也与非洲舆论中的中

资企业负面形象有关。 中非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 离不开中非人文交流、
民心相通。 在非中资企业要注意与当地媒体建立良好关系。 在某些非洲

国家， 若条件允许， 中资企业甚至可以尝试投资、 入股当地新闻媒体企

业。 在面对虚假和片面不实的报道时， 中资企业应采取积极接触、 释疑

解惑的策略， 引导塑造于我有利的公共媒体环境。② 同时， 中资企业要学

习自我宣传， 做得好， 宣传也不应落后， 不应 “低调”。 行动和宣传并

举， 更有利于引导非洲民众对中资企业的正面认知。 事实上， 在非洲有

关中国的负面舆论并非主流， 存在不当行为的中资企业也是少数。 但是，
中资企业自己若不注重总结、 宣传， 不注意让当地民众了解企业行为，
导致隔阂， 舆论中的 “真空区” 便会被非洲某些受西方影响的负面舆论

占据。③ 中资企业只有 “理直气壮” 地 “讲好中国故事”， 反政府武装对

中资企业员工的袭击才会丧失合法性基础， 也无法借此来赢取民众同情，
这或许将削弱非洲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的意愿。

反政府武装袭击中资企业员工事件的症结在于非洲反政府武装的肆

虐。 基达内·门吉斯塔布认为， 与对国家间冲突的介入不同， “外力” 手

段很难在解决非洲国内冲突中发挥作用。 反政府武装乃是非洲国家面临

的结构性问题， 反映的是政治经济体制与当地经济、 族群、 宗教等关系

的错位， 以及现代国家能力的缺失。④ 因而， 非洲国家只有实现社会经济

的良性发展， 只有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才能从根本上解

决反政府武装问题。 当务之急则是非洲自主安全能力的建设， 有效发挥

“非洲常备军” “非洲快速反应部队” 等现有军事机制的潜能， 从而通过

军事手段弹压反政府武装， 达成集体和平的非盟愿景。

【责任编辑】 李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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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ｉｄ 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ｗｉｎｄｏｗ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ｕｔｕ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
ｃａ， ｓｏｌｖ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 ｇｏ
ｇｌｏｂａｌ” .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ｏｎ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ｔ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ａｗ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ｔｃ.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ｅ⁃
ｎ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ｆｕｎ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ｅｘ⁃
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ｄ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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