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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 要 ) 中非合作是中国开展南南合作的重要领域 , 也是中国特色的

国际发展合作理念成长与提升的实践舞台 "借助对非援助与发展合作这

一战略支点 , 中国实践和体验着南南合作及其理念的成长擅变 "五+ 六

年的中国援非体现了中国南南合作发展观从单方面强调非洲政治解放与

民族独立到观照中非双方共同发展的变迁 ; 利益观从不求回报到互利共

赢的转变 ; 合作关系从互援互助到相互合作的演进 ; 身份建构则从反帝

反殖的革命共同体到南方国家发展事业的发展伙伴的擅变 "中国的南南

合作理念伴随着中非合作的深入而不断成长 , 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

外交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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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中国成立至今 , 中国一直将 自己视为发展中南方国家的一员 , 将加

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视为 自己对外关系的基石 , 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以发展

本文为胡美主持的20 11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 民 5中国援非五十年与中国特色

国际援助之理论总结与实践创新 6(课题编号: llC G J02 2 ) 以及刘鸿武主持的20 09 年度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 5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 6(项 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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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为主题的南南外交 "在此过程中 , 非洲虽与中国相距遥远 , 但其南方国

家身份所赋予的发展使命使其逐渐成为中国推进南南合作的战略伙伴 , 对非

关系成为中国探索南南外交的独特窗口 "总体上看 , 五十多年的对非援助与

合作实践是中国外交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历程 , 也是中国南南合作理念不断充

实完善的成长过程 "随着中国援非的深人 , 中国南南合作的发展观 !利益观 !

合作关系和身份建构突破和超出了南北合作的范畴 , 而具有塑造现代世界体

系的更深刻的时代意义 "认识总结这份当代中国外交的特殊实践 , 对于提升

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与思维框架有着特殊的意义 "

一 !中国南南合作的发展观:
从非洲民族解放到中非共同发展

发展是南方国家的历史使命 , 也是南南合作的 目标和最终归宿 " 围绕着

探索南方世界发展道路的命题 , 南方 国家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 , 中国援非

体现了中国南南合作发展观从政治领域到政治经济领域并重演变 , 从单方面

强调非洲的发展到观照中非双方共同发展的演变 "

中国对非南南合作的起点是以政治斗争和民族解放为起点的 "在非洲民

族解放斗争时期 , 相同的反帝反殖反霸使命赋予了中非双方政治上的 /革命

者 0 ! 秩序上的 /挑战者 0 的角色 , 相同的历史际遇使 中国获得了与非洲共

同变革旧秩序的勇气和动力 , 坚定地支持非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 "

这一时期 , 中国把亚非拉国家视为反帝反殖的基本力量 " 197 4年 , 毛泽

东在会见赞 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 , 发展中国家是 /反帝 !反殖 ! 反霸的主

力军 0 , 强调对发展中国家 /争取和维护 民族独立 !捍卫国家主权 ! 发展民

族经济的正义斗争 0 的坚决支持 " 1.]围绕着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 中国排除

万难 , 展开了对非洲国家的全力支持 "基于坦赞铁路对于南部非洲解放运动

的重要意义 , 在本国经济需要巨大资金支援和建设的背景下 , 中国政府做出

了斥巨资援建坦赞铁路的决定 "周恩来曾指出 , /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

比亚来说 , 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 , 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

义 "这两个姐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 种族主义包围着 , 他们共同

=l] 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交部 ! 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 5毛泽 东外交文选 6, 中央文献

出版社 ! 世界知识 出版社 , 1994 年 , 第60 0一60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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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没有周围国家的独立解放 , 就不会有他们 自己真正的独立解放 "0 l2] 显

然 , 在中国领导人的援助视野中 , 非洲!的政治发展不仅仅是一两个国家的独

立和解放 , 而是整个南部非洲甚至全体非洲国家的独立和解放 "因而 , 这一

时期 中国南南合作的领域超越了一国一地的合作范畴 , 而具有了南方国家共

同谋求民族解放的鲜明特色 "毛泽东在会见卡翁达时曾讲的一句话为这一时

期的南南合作做了最好的注脚 ) /全世界如果不解放 , 中国就不可能最后

解放 自己 , 你们也不能最后解放 自己 "0 阴

非洲国家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并建立民族国家后 , 中国援非并没有

就此止步 , 而是开始向巩固民族独立 !实现经济发展的维度调整 "中国政策

的这一调整祸合了阿明所理解的非殖民化思路 "阿明曾这样表示 , /实现亚非

政治 的非殖 民化 0 只是南方国家的最低限度的共同纲领 , /而赢得经济 ! 社

会和文化的解放才是目的 0 "叫由此 , 中国南南合作的内涵向民族解放和经济

合作并重的方向转变 "中国在继续向谋求民族独立国家提供政治上的支援外 ,

还向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 以帮助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恢复经济 "据统

计 , 195 6一1977年间 , 中国为非洲提供了超过二!4. 76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 占

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58 % "[s] 虽然巨额的援助提供给不同的非洲国家 , 这些

援助却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 , 即均围绕着非洲国家的发展而展开 , 展示出

其不同于传统援助的特色 " 1963 年周恩来访非期间 , 首次公布了中国政府在

对外援助问题上的政策立场 , 即 /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0 , l6] 较为

系统全面地给出了中国发展观的官方诊释: /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 目的 ,

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 , 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 自力更生的道路 0 ;

/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 目 , 力求投资少 , 收效快 , 使受援国的政府增

加收人 , 积累资金 0 " 中国一改传统援助者对非洲的灰心失望 , 字里行间浸

润着对非洲未来发展的希望和信心 , 其本身就是对非洲走上自力更生道路的

巨大暗示和鼓舞 "

[2] 尹家民:5援建坦赞铁路内幕 6, 5党史博览 6, 99 9年第 12 期 , 第10 页 "

[3] 吕正操 :5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背景 6, 5纵横 6, 1998 年第 1期 , 第 19 页 "

[4 ] 萨米尔 #阿明 :5南南合作走向复兴 (上 ) 6, 5读书 6, 20 05 年第 11 期 , 第32 页 "

[5] 李安山:5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转变 6, 5西亚非洲 6, 20 06 年第8期 , 第

14 页

16] 本文步及的 /八项原则 0 的具体条款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5中国的对外援助 (20 H 年4 月 ) 6, 人民出版社 , 20 11年 , 第30一3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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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 , 中国的外交方针从外交为政治服务调整为

外交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 "中国和非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某种富有变

革意义的结构性调整 , 这一大的世界背景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理念重构的起

点 "而此时的非洲也正面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调整 "在经历了1970 年代非

洲经济的衰退后 , 1980 年代西方开始主导在非洲实行全面的自由主义经济改

革 , 非洲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的社会负效应 日渐凸显 "非洲大陆的一些

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和探索属于非洲 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 "探索适合南方国家

的经济发展之途成为了中非双方的共 同主题和追求 , 也成为中非南南合作的

重要内容 "

作为发展中国家 ,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关系摆脱了非洲与传统殖民者之间

的依附和不平等关系的束缚和困扰 , 成为发展中南方国家共同谋求经济发展

时代进步的重要选择 "虽然中国的经济开始出现摆脱困境 ! 走向腾飞的前兆 ,

但中国政府坚持 , /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第三世界提供

援助 0 , 并将之作为 /不可推卸的国际义务 0 "[7] 在对外援助政策方面 , 1983 年 ,

中国政府提出 /平等互利 !讲求实效 ! 形式多样 ! 共同发展 0的 /四项原则 0 ,

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来实施援外项 目"

/四项原则 0 的提出 , 不仅是中国援外方针的重大调整 , 也是中国南南合

作发展观念的重大转折 "在新的援外原则中 , 中国不再单方面强调非洲国家

的发展 , 发展的聚焦点也不再局限于政治上的解放 , 转而强调中国和非洲双

方经济和社会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 /四项原则 0 明确指出 , /合作的 目的在于

取长补短互相帮助 , 以利于增强双方 自力更生能力和促进各 自民族经济的发

展 0 "无论是 /取长补短 0 , 还是 /互相帮助 0, 均以承认和认可非洲发展中

所具有的优势和长处为前提 , 这些既是非洲未来发展的基础 , 也是中非在合

作 中有效互动 ! 成功实现共同发展的关键因素所在 "共同发展理念的提出是

中国援非观念的巨大进步 , 突破单向促进非洲发展的局限 , 在双向互动的经

济框架下拓展了南南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 展示了新型南南合作超越传统南南

合作的新内涵和意义 , 是中国南南合作发展观的一次飞跃性进步 "

随着 中非共 同发展援助观念的推广 , 在发展的表达方式和表现载体上 ,

南南合作也拥有了更宽广的表现领域和更多维的表现舞台 "2000 年 , 在中非

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 中非开辟了 /中非合作论坛 0 作为中非合作的机制化平

[71 胡耀邦: 5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 6, 5人民日报 6, 19 82 年 1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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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 目前论坛已经涉及世界 1/3 的人口 , 不仅给中国和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个

固定的合作平台 , 而且为中非合作领域的拓展 !层次的提升以及合作的结构

性转型提供了框架性保障 "经过十多年的积淀 ! 四届中非合作论坛 , /合作论

坛 0 成为中国和诸多南方国家实现发展的一个重要品牌 , 印度 ! 巴西 !韩国

等国也先后开拓这一方式发展对非合作 , 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实际

上 , 共同发展不仅仅只是中国政府的设想和政策 , 而且是众多非洲国家的追

求和梦想 "看到中国的迅速发展和中国对非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 很多非洲国

家的领导人纷纷表示 /向东看 0 "尼 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对到访的胡锦涛

主席表示 , /当你们引领世界发展时 , 我们想紧紧跟随你们的脚步 0"181

在中非合作的带动下 , 中非商贸往来 日益繁荣 , 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的

贸易伙伴 , 非洲也已成为中国的第四大投资目的地 "中非贸易从2000年的

100 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068亿美元 , 2010年 , 中非贸易逆全球金融危机

而继续上涨到 1269 亿美元 "l9] 西方有批评指出 , 在中非贸易中 , 中国进 口的

商品额低于非洲出口到中国的商品额 , 中国有向非洲倾销产品之嫌 "对此 ,

英国 5金融时报 6 的一篇文章在经过实证分析后指出 ,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

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也不大: 过去 10 年间 , 进 口额在出口额的65 % 至 105 %

之间 0 " 7."]国外学者对于中国与非洲在发展节奏上的盲视 , 所以造成很多学

者认为 , 中国是根据 自己的发展节奏和发展需求来安排对非援助 "[川美国负

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尼 #卡尔森甚至公开宣称 : /中国是一个邪恶的

经济竞争对手 , 没有任何道德可言 "0llzl 实际上 , 在中非合作中 , 中国不仅在

努力地为中国企业打开非洲的大门 , 而且也将精力放在为非洲企业引人 中国

市场 "2006 年 , 根据中国企业 /走进非洲 0 对资金的需求 , 中国设立 /中非

发展基金 0 协助中国企业走进非洲; 同时 , 根据非洲商品走进中国市场的需

[8] D eclaration m ade to President H u Jintao and his entourage durin g their visit to

N ig eri a , S C 胭甲, 2 8 A P ri l, 20 0 6 .

[9] 520 10年我与西亚非洲国家贸易统计国另小清况 6, 2011年6 月13 日, httP ://xyf

m o fe o m .g o v.c可aart iele/d at e/2 0 1106 /20 l l0 60 7 5 96 6 90 h tln l.

=10 2 瓦伦丁娜 #罗梅伊 巴尼 #乔普森, 5中非贸易的数字背后 6, 20 10 年 12 月21 日,

h ttP :刀w w w 爪eh in ese.eo rn/ story /0 0 103 6 12 8 .

[11] C A lden , D L arge, Ch ina R eturns to Aj 卜ica -A rising p ow er and a C ontinenl

D 儿bra ce , C olum bia U niversity Press, P .5.

[12] W ikileak s: US 几人Jnitors -城gg re ssive 0 C hina in 汉fr iea , 9 D eeem ber 20 10 , httP ://

w w w 七b e eo .u 灯n ew s/w orld 一afr ica 一1 195 5 5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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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现状 , 中国在义乌开办 /非洲商品展销中心 0 , 由中国政府出面帮助非

洲商品打开中国市场 "通过这一平台 , 非洲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加快 "现

在埃及的柑橘 ! 南非的葡萄酒 !加纳的可可豆 ! 乌干达的咖啡 !突尼斯的橄

榄油等特色产品 , 逐渐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和喜爱 "为支持非洲国家扩大对

华出口 , 2005 年起 , 中国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对华出口商品零关税待

遇 "截至201 0年7月 , 受惠商品 已扩大到4700 多个税 目 , 到201 5年将开放

95 % 的非洲商品关税 "据统计 , 从2005年至ZQ10 年6月底 , 中国在零关税待

遇下累计进口非洲商品 13.2亿美元 " 10]

二 !中国南南合作的利益观: 从不求回报到互利共赢

利益是任何合作的目的和归宿 "著名的现实主义国际大师摩根索甚至认

为 , 无论何种形式的对外援助 , 本质都是政治性的 , 其 目标都是维护和促进

国家利益 "l.4]国家主体 !利益至上和权力追求是现实主义国际援助理论的核

心 " 中国对非援助大致经历了从无偿援助为主到多种援助方式并存的转变 ,

利益追求也经历了由不求回报到互利共赢的过程 "

改革开放前 ,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 以无偿援助为主 "在国际主义精神的鼓

舞下 , 这一时期中国的援非强调尽力而为 , 不求回报 "鉴于新独立的非洲国

家过去长期遭受殖民主义掠夺 , 经济落后 , 资金短缺 , 人才匾乏 , 该时期中

国对非洲的援助主要是援建一些解决生活基本需要的项 目, 帮助非洲国家逐

步走上 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 " /八项原则 0 中明确指出 , /中国政府

以无息或者低息货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 , 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 , 以

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0 " 1% 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所做 5政府工作

报告 6 中指出 , /今后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 , 我们应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 , 认真地加强对外援助 , 努力为国际主义做出更大贡献 "0!-.]由此可见 , 中

国的援非更多地是从非洲方面着眼考虑的 , 较少考虑中国自身在援助中的经

济回报 "对此 , 不少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也承认 , /中国对我们的援助是无私

=1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5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 (20 10 年 12 月 ) 6,

人 民出版社 , 20 10 年 , 第4一5页 "

!14 ] H ans M orgenthau , /A Po litieal T heory of F oreign A id , ., Th e A m eriean P oliriea l

Sc ien ee R eview , Vo l.56 , N o Z , Ju ne 19 62 , p .3 o s .

[l 5] 周恩来: 5政府工作报 告 6, 5人 民日报 6, 19 64 年 12 月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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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卓有成效的 "0 [l6]

事实上 , 不求回报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回报 "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中 ,

中国没有附加任何政治目的的援助 , 却赢得非洲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给予的坚

定支持 " 197 1年 , 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 ,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

在这场争取重返联合国的马拉松中, 非洲国家坚持了十多年的斗争 , 为中国

重返联合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最终 , 在赞成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76 票

中 , 非洲国家给予了不可或缺的26 票 "

然而 , 长时间大规模的无偿援助给巫待发展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财

政负担 "到 1970 年代 , 不求回报的无偿援助激情还没有完全消退 , 但随着援

助数量的增多和援助规模的扩大 , 维持这种热情的物质基础和政治条件正在

明显削弱 "在这一阶段过程中 , 由于沉重的援外负担 , 加上一系列国内经济

政策的失误 , 中国财政出现了巨额赤字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 中国援外支

出的比例 , 由 /一五 0 ! /二五 0 期间的l% 左右 , 提高到 1972 ! 1973 ! 1974

年的6. 7% !7. 2% !6. 3% , 大大超过了中国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 " 1975 年4月 ,

中共中央研究后认为 , 这一时期援外规模的确过大 , 巨额的外援导致中国的

经济张力的结构性失衡 , 直接影响到中非援助关系的弹性 "南南合作在利益

结构极度不平衡的情况下陷人了困境 "

为了保持中非援助关系的可持续推进 , 中非双方都不得不 回过头来重新

思考这种援助中的深层次缺陷 , 并开始探索一种兼顾中非双方经济和发展利

益的援助模式 , 让双方在援助与合作中均有所收益 "改革开放后 , 中国开始

进行对外援助与 自我发展相结合的新兴援助方式的探索 , 开拓性地探索一种

/互利 0 的合作模式 "1983年初 , 中共中央提出了 /平等互利 , 讲求实效 ,

形式多样 , 共同发展 0 四项原则 "中央援非政策的调整表明 , 中非援助关系

中的利益结构 由 /不求 回报 0 向 /互利 0 ! /讲求实效 0 过渡 "南南合作走

出了单方面的无私奉献 , 而开启 了南方国家在合作中共同谋求发展利益的新

航程 "

对于中非援助与合作关系的目标获益 , 中一非双方有了新的认知和期待 "

作为发展中国家 , 发展是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最重要历史使命 , 中国和非洲国

家在南南合作中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 , 努力发现并践行一种以共同发展为本

[l 6] 石林主编 :5当代中国的时外经济合作 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89 年 , 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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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全新的生存文化与价值理念 "在处理中国与非洲共同发展的问题上遵循

/互利共赢 0 的原则 , /注重提高对外援助项 目的经济效益和长远效果 0 " [l .]

这种包容了市场力量的经济因素进人对外援助领域 , 中国企业参与援非的过

程 , 在完成援助使命的同时 , 还带动了中国企业 /走进非洲 0 的步伐 "

互利共赢原则在短时间内爆发了其发展能量 , 也正是因为其瞬间释放的

影响 , 让很多传统援助国对中国在非洲持高度怀疑的态度 "在备受关注和争

议的中非资源合作领域 , 中国屡屡被批评为 /掠夺 0 非洲资源 "然而 , 中国

并不是非洲石油资源的最大消费者 "资料显示 , 欧洲和美 国依然是非洲石油

的主要消费者 , 占到33 一36 % , 中国大约进 口了非洲石油资源的 10一16% "1.-]在

石油开采行业 , 中国在非石油公司开采量所占份额也相当有限 " 2006年 , 所

有在非中国公司的石油产量大约只相当于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国际公司在非

产量的 l/3 "1.92与欧美大国做法不同的是 , 中国在开采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的

同时 , 高度关注和重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中国对非洲的基础设施投人

逐年增多 , 从 200 1一2003 年的年均 5亿美元 , 增加到2004一2005年的年均巧亿

美元 , 到2006 年达到70 亿美元 "l20] 这些资金主要集中到非洲的水电站和铁路

建设上 "截止到2007年底 , 中国已经至少提供了33 亿美元用于建设水电站项

目 , 超过 600 亿瓦的发电量 "这些项 目建成后 , 将提高撒哈拉以南非洲30%

的供电量 "[2l] 中国目前至少已在35 个非洲国家 ! 提供了超过 900 项基础设施

建设项 目援助 , 中国的 /安哥拉模式 0 已经成为非洲发展的典型模式 "对于

基础设施极度缺乏的非洲而言 , 这些都将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 "

对于中国和非洲的这种共赢模式 , 非洲国家表示欢迎和赞许 "几内亚总统阿

=1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中国的时外援助 (20 11 年4 月 ) 6, 人民

出版社 , 20 11年 , 第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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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Jam es S w an an d T h om as J. C h risten sen , / Te stim ony b叹fo re the 以5 . Se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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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 ate 名o v / testim o n y /2 0 0 8/s w an Te stim o n y0 8 0 6 04 a 卫d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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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8 V iv ien Fo ster ete, B uilding B ridg es: C hina污G ro w ing R ole as l权fr astrueture

Fi nancierfo r通fr iea, W 6rld B ank , 2009, p刀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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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法 #孔戴明确表示 , 中国和几内亚之间并不如西方所言是用资源换资金 ,

几内亚着眼与中国的长远的强劲的伙伴关系 , /和中国之间是双赢关系 "0 I22]

无论是不求 回报还是互利双赢 , 都是中国南南合作谋求南方国家发展的

路径 , 是中国对于合作的利益需要和分配的心理期待 "从不求 回报到互利双

赢 , 南南合作超越了一种单向度的主体对客体的征服 ! 支配和占有关系 , 在

主体和客体之间形成一种双向的相互设定 !相互制约的良性互动关系 "从不

求回报到互利双赢 , 没有损害到非洲国家在中非合作中的收益 , 反而增加了

非洲国家作为合作方在合作关系中的互动与共荣 , 充分地调动起本土经济中

与生俱来的优势和长处 , 并在合作中激发并充分释放出来 "随着南南合作的

深化 , 合作的南方 国家之间各国利益的一致性 !互联性明显增强 , 正在 日益

构成一个 /一荣俱荣 , 一损俱损 0 的相互存在 !共同发展的整体 , 互利双赢

成为推动这一 /俱荣俱损 0 关系继续前进的动力 "

三 !中国南南合作的合作关系观:
从互相援助到相互合作

中国的援非实际上是中国和非洲围绕着发展主题而展开的互动与合作 "

中国突破了传统援助的赐予观念 , 打破了既定的援助结构图式 , 观察援助关

系的视角不再仅仅停留在援助者层面 , 也延伸到受援者的维度 , 在援非中强

调援受双方的互为主体和互为客体的角色转换 "因而 , 中非关系超越了施援

与受援的关系 , 始终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合作关系 "在这种合作关系中 , 从强

调援助到强调合作 , 中非关系从相互扶持 !平等互助的互相援助向互利共赢 !

共同发展的相互合作转变 "

作为一个传统受援者和发展中国家 , 自身的受援体验和发展经验为中国

的援非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 中国在援非中自始至终坚持 , 非洲国家发

展的动力源于其 自身 , 主张以非洲国家为主体展开援助 , 因而强调和倡导一

种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互为主体的援助关系 "在 1964 年的 /八项援助 0 中 ,

中国政府就明确 了中非相互援助的关系 " /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

则提供援助 , 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做是单方面的赐予 , 而认为援助是相互

[22] / 中国不是新殖民主义0, 20 11年 9月 16 日, 卜ttP 二刀w w w .ft chinese.eoha story/ oolo

4 0 7 2 5?P ag e= 1.



中国援非五十年与中国南南合作理念的成长

的 0 "作为援助者 , 中国在援非中没有了传统援助者所特有的盛气凌人和居

高临下 , 代之以相互尊重的平常心 "无论是中国还是非洲 , 都得益于这种相

互援助的合作关系结构 "周恩来明确表示 , /我们对兄弟国家和新独立国家进

行援助 , 把他们的力量加强了 , 反过来就是削弱了帝 国主义的力量 , 这对我

们也是巨大的支援 ",, [,,]

既然援助是相互的 , 援受双方在权利关系中处于平等的地位 , 恰恰是这

种平等成为了中非平等交往的基础 "在博茨瓦纳总统菲斯特斯 #摩格 (Fes tu s

M og ae ) 看来 , 中国的援助已经摆脱了传统援助中的恩赐与等级 , 而形成一

种平等互助的关系 , /我发现中国人对待我们是平等的 "西方对待我们像他们

的子民 "0四 与南北援助不同 , 南南援助的优势并不在于充裕的资金和多样化

的现代合作技术 , 而恰恰在于南方国家在发展中对发展动力源于南方国家内

部的深刻理解 , 以及基于这种理解而形成的平等交往原则 "这种平等交往表

现在处理与受援国的关系上 , 则表现为 /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 0 , 寻找适合本

国国情 的发展道路 ; 援受双方的平等交往则表现为 /不干涉他国内政 0 "正

如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所言 , /无论是在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援

助中 , 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 , 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左右我们的

政策或损害我们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企图 "0lz51 在这种援助关系中 , 不仅非洲的

本土知识和发展需求得到了充分尊重和重视 , 而且非洲 自身也逐渐地从一个

被任意想象和建构的客体转变为一个被尊重 ! 被认同的发展主体 "

在南北援助关系中 , 传统的北方援助国总是试图在对非援助中附加种种

条件 , 其中最为典型的即为 /民主 0 和 /良治 0 , 试图在非洲国家输 出自己

的价值观念和国家制度 "与此相反 , 中非合作中 , 中国政府始终主张在援助

中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 非洲国家在发展中参考和借鉴中国发展模式的经验 ,

但鼓励 /非洲人民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0 "I2e }对此 , 西方 国家对于

[2 3] 王泰平: 5中华人 民共和 国外交史 ( 19 57 一19 69 )6, 第二卷 , 世界知识 出版社 ,

1998年 , 第 19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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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附加条件的援助颇有微词 , 认为这种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将助长非洲的

腐败 , 不利于非洲发展 "美国长期从事中国援非问题研究的学者黛博拉研究

后发现 , 中国组织援助的商务部是通过竞标的方式来确定提供援非物资的中

国公司的 "除了极少赠予部分的援助以现金结算外 , 中国政府一直都没有将

现金转账到非洲国家手中 " /钱留在中国, 支付给中国公司和非洲国家政府授

权的供应商 , 实际上援助防止了大规模的营私 "0lz7] 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开始

肯定中国援助模式的长处 , 塞内加尔总统甚至表示 , /连西方 自己也有许多地

方需要向中国学习 "0 四

20 世纪 80 年代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推进 , 中国的援外方针继续调整 ,

中非之间平等互助的对等援助关系为中非建构起 /共济互助 0 的合作关系奠

定了基础 , 互相援助逐渐为相互间的平衡合作所取代 "同为发展中国家 , 中

非双方虽然在经济和科技水平上有待提升 , 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彼此补益和互

惠的空间 , 在此长彼短的领域有形成优势互补的可能 "诚如一位非裔经济学

家所说 , -他们有我们想要的 , 我们有他们所需的 "0四从这种意义上 , 中非双

方在资源 ! 技术 !农业 ! 教育等此长彼短的领域构建起无数的利益交汇点 ,

拓展出众多合作与共赢的空间 , 在很多领域形成了多样化的合作 "

从援助到合作的转变 , 不单只是名称上的变化 , 还伴随着中非之间合作

角度和技术渗透方式的变革 "在合作关系中 , 双方的援助互动关系为合作者

之间的互动结构所取代 "较之于援助 , 合作有助于合作者走向更加深人的合

作 "中非合作为非洲发展创造了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平台, 为中非双方的

技术交流和技术人员培训创造了可能性空间 "在中国一苏丹石油技术合作下 ,

苏丹已实现 由一个石油产品进 口国向出口国的转变 , 拥有了集石油勘探 ! 生

产 ! 炼制 !运输 !销售于一体的石油工业体系能力 "英荷壳牌公司在尼 日利

亚开采了50 多年的石油 , 尼至今仍是一个石油输出国 , 没有石油生产和加工

体系 "正如一位非洲官员指出的 , 西方的技术虽然先进 , 但 /西方国家从未

[2 7] D . B r巨utigam , C hina , 城斤iea and the In teroationa lA id A reh itecture , httP ://

a角 eab u sin ess i on l了20 10/11/2 5/eh in a一a角 ca一an d 一th e一in tem atio n al一aid 一ar ehitecture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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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转让技术 ,,但中国却愿意转让 "0 l30J 中国的技术发展基础和现状也更适

合非洲国家的国情 , 因而合作获得更好的效果 "爱立信和摩托罗拉垄断非洲

通讯业时 , 非洲的通讯业并未得到很好的发展 , 而当中国的华为等通讯企业

与非洲合作后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 "究其原因 , 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副主席 !

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谢伯阳表示 , 中国的 /低成本发展之路 , 比西方模式更

适合非洲 ,, "[,1]

在合作中 , 合作双方的发展需求得以重视和尊重 , 因而合作能够达成 ;

合作双方在合作中实现了其发展的预期目标 , 因而合作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可

能性 "三年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 , 从2000 年至今 , 中非根据持续变化的外在

国际环境和内在发展优势 , 不断地发现和拓展彼此间合作的领域和空间 , 针

对双方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期待 , 创新合作载体 , 适时调适合作的内容

和重点 , 找寻更适合双方合作和发展的新生长点 , 高质量地满足双方对于合

作的心理预期 "伴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推进 , 中非合作领域 日益拓展 , 金融 !

旅游 !航空 ! 环境保护等逐渐成为了中非合作的新领域和新亮点 "以中非金

融合作为例 ,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 进出口银行 !工商银行 ! 中国银行等业务

已遍及非洲大陆 "截至2009年底 , 埃及 ! 摩洛哥 !喀麦隆 ! 南非和尼 日利亚

等5个非洲国家的6家银行 , 在中国设立了分行或代表处 "l32] 中非金融合作的

开展将大大便利中非合作的全面拓展 "

双方的合作关系建构了合作 , 同时也被合作所建构 "中非合作成功的经

验成为中非合作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和基础 , 而中非合作中的障碍和问题 ,

也成为中非间不断合作创新的新契机 "随着中国与非洲国家经贸合作规模的

扩大 , 中国大量涌人南非市场的纺织品 , 在一定程度上对南非的一大支柱产

业纺织业造成了严重冲击 "针对这种情况 , 温家宝总理在访问南非时承诺 ,

中国将主动限制出口到南非市场上的服装和纺织品数量 "而此前没有任何国

家同非洲主动签订类似的单边优惠贸易协定 "[33] 中南合作关系在建构中南之

[30] / Fri end or Forager?0 F T, 23 Feb , 2006; /Th e C hinese are in A 角ea 一Th is T im e to

Stay 0, Ne w E ra (N am ibia), 13 M ar 2006.

[川 /中国低成本发展之路更适合非洲 0 , 20 10 年5 月3 1 日, httP :/七usiness#sohu #co耐
20 10 0 5 3 1/n2 7 24 56 9 14 .sh lm l.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5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 (20 10 年 12 月 ) 6,

人民出版社 , 20 10 年 , 第 17 页"

[33] G ordon B ell, / D eals see w 七n tu rn on ehann in A 角ea0, Th e Slanda rd, Jun e 23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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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纺织品贸易 , 而中南纺织品贸易业在推进中南关系继续向前推进 "

正是由于中非双方在合作中的相互建构关系 , 因而 , 五十六年的援助与

合作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关系 , 而是一个不断完善优化的开放的合作

体系 "中非合作的成功经验会成为中非进一步合作的基础 , 与此同时 , 中非

之间对于合作的更高期待 , 也成为推动双方深化合作的动力 "在中非之间的

南南合作中 , 中非对于合作的理解已经超出了殖民关系 , 而具有了发展视域

下南方国家在合作中实现深度交流和融合的特点 "

四 !中国南南合作的身份建构:
从政治同行者到发展追求者

身份是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自我认知实践 , 是赖以处理与外界关系的自我定位

系统 "亨廷顿认为 , 身份是 /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 0"[34] 社会心理学者

则认为 , 身份实际上是 /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对他或她是谁的定义 , 包括个人属性

和共同属性 "0[35] 中非南南合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和非洲在交往中不断地构建

其身份相互认同的过程 "五十六年的中国援非 , 中非的身份从一个共同应对殖民

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同行者向共同谋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追求者擅变 , 在这

一擅变历程中 , 中非的平等身份却始终没有改变 "
对正在谋求民族独立的非洲国家而言 , 最重要的是构建自己的身份 "殖民时

代 , 作为殖民地的非洲经历了一次深刻的 !颠覆性的身份危机 "而通过与中国这

样一个有着相似历史记忆 !刚刚完成民族独立的国家交往 , 非洲逐渐获得了自我

的身份认同 "中非共同的殖民记忆内化为其反帝反殖的集体记忆和集体身份 "它

们在对抗当时国际秩序的强者的过程中 , 联合起来 , 形成超民族政治共同体 "凭

借着相同的发展中国家身份 ! 同样的殖民历史和民族抗争记忆 , 提高了双方分享

共同命运的程度 "为了谋求在相反于既有主流社会一体制的原则基础上生存下来 ,

中非两大政治共同体超越了时空 , 依托援助这一载体 , 筑就了共同的反帝反殖战

壕 , 建构起一种抗拒性的集体认同 , 拥有了共同的身份 "

在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 , 在巩固非洲民族独立的相当长时间里 ,

中非交往因为共同应对相同的权力中心 , 超越了与西方构成的强暴性的认同关

[3 41 塞缪尔 #亨廷顿: 5我们是谁? 6, 新华出版社 , 20 05 年 , 第20 页 "

[3 5] 巴伦 #伯恩: 5社会心理学 6( 第十版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 04 年 , 第

20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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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强化着一种基于共同身份而产生的强烈认同 "1956 年 7月 , 埃及政府宣布将

英法控股 % % 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 , 引发 /第二次中东战争 0 "中国政府

两次发表声明 , 表示中国不能坐视埃及的主权和领土遭受任何形式的侵犯 , /愿

意尽我们的能力所及 , 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 , 包括物资援助在内 , 支援埃及的斗

争 "0[36I 作为一个新生政权 , 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力量依然很小 , 不可能给予很大

的物质援助 , 因此 , 这种支持与其是一种坚强的物质支持 , 还不如说是一种坚定

的精神鼓舞 "中国所给予非洲的力量来源 , 与其说是物资援助的物资所带来的战

斗力 , 还不如说是中国反殖反帝身份赐予非洲的精神鼓舞和认同支持 "埃及驻华

大使加拉 卜大力称赞中国的援助是巨大而慷慨的 , /在提高埃及人民反对罪恶的

侵略者的时期和巩固中埃两国友好关系上起了巨大影响 "0l37] 中国被非洲国家 /抬

进了 0联合国后 , 中国代表团每届联合国大会都在为非洲的反殖斗争伸张正义 "

中国在对非援助时 , 根据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八项原则 0 的精神 , /中国政

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 , 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 ,

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0 中国援非专家通过这一方式践行其与非洲国家

专家相平等的身份 , 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对受援国及其人民的一种态度和身份 , 这

种态度也影响着援助的效果 "正如美国学者黛博拉所注意到的那样 , 与中国援助

者完全不同 , /大部分西方援助工人享受的高工资是当地人民痛苦的一个来源 "0

因此 , 她提醒人们在观察和评价中国的援非专家时 , 记住这些对比非常必要 "四

随着非洲民族独立的巩固 , 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成为中非人民首要的 !全新

的 !现实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后 , 中国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 "

新的社会语境让中非合作建立在崭新的历史起点之上 "在摆脱贫困 ! 实现经济自

主发展的问题上 , 中国这一时期对非关系中的身份定位有所调整 , 即不再是一个

同行的革命者 , 而是一个携程的发展伙伴 , 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共同追求者 "

中国的国际地位伴随着其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而提升 , 然而 , 中国的南方国

家身份没有改变 "在 /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0 的外交指导方针下 , 中国与非洲国家

的关系定位也没有改变 "新时期的中非合作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中重要而特殊的组

成部分 "学者的研究表明 , 在中国的战略视野中 , 非洲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 , 中

非关系反而被视为 /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一个支点 0 , 作为 /中国有尊严

[3 6] 艾周昌 ! 沐涛 :5中非关系史 6, 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 , 19 % 年 , 第23 1页 "

137] 艾周昌 ! 沐涛: 5中非关系史 6, 第2引 页 "
=38] D eborah B rautigam , Th e D ragon兮G必, Th e R ealSt o尽 of Ch ina in 理fr ica, o xfo rd:

O x fo rd U n iv ersity P re ss, 20 0 9 , P .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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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走向外部世界的一个平台 0 "l30] 在 200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筹资会议上 , 胡锦涛

明确表示 : /中国是中低收人的发展中国家 ,,但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支持和帮助

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 0, 并提出五大举措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 让21 世纪

成为 /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 0 "四在此后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 , 西方传统援助国

纷纷作出了撤资减援的举动 , 中国政府则明确承诺 , 不会因金融危机而减少对非

洲的援助 , 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对非贸易与投资 , 帮助非洲国家增强可

持续发展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 并积极敦促国际社会切实履行过去所作的承诺 , 为

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4 .]中国在赞比亚的矿产企业 , 在金

融危机发生后承诺 , /不减少一吨产量 !不裁减一名员工 !不减少一分投资 0 , 成

为该国七家外资矿山企业中唯一没有减产和裁员的企业 "阅在危机面前 , 在其他

国家纷纷削减援非预算时 , 中国则继续践行援非承诺 , 一方面表现出中国与非洲

共同担当发展危机的勇气 , 另一方面也展示出中国在危机中仍努力扮演好作为发

展伙伴的角色的决心 "

在实践亚非世界复兴和发展诉求的过程中 , 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 并

凭借着经济上的优异表现 , 中国逐渐具有了介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

过渡性国家属性 , 逐渐摆脱了国际体系边缘的地位 , 与印度 ! 巴西 !南非等国一

样成为了新兴经济体 , 从实力对比上为改变当前国际体系的固有运行模式作出贡

献 " /当前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不仅成为一个 (发展 ) 榜样 , 而且开始重构国际发

展 !国际经济 ! 国际社会甚至国际政治的图景 "0[.3] 尽管如此 中国还是依然将 自

己视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 , 中国由一个关注自身发展向更多地关注整个亚非世界

发展的全球性国家转型 , 中非依然J洛守着最初的共同的平等身份 "2007年 , 胡

锦涛在访非中强调 , /过去 !现在 !将来 , 中国人民都是非洲人民平等互信 !真

诚相待的好朋友 , 互利互惠 !合作共赢的好伙伴 , 患难与共 !情同手足的好兄

[3 91 刘鸿武 :5中非关 系: 撬动 中非欧三方关 系的一 个支 .汽 6, httP :// ias .zj nu .

en .aead em ie爪yy y.asP ?id=4 .

[4 0] 5五大举措支持发展中国家 6, 5新华每日电讯 6, 20 05 年 9 月16 日"
[4 1] 熊争艳 ! 刘宏鹏 : 5中国不减反增对非援助提升其反经济危机能力 6, 20 09 年2

月 20 日 , httP ://new s.xilili uanet.eoln/ w orld/ 2009一02/20/eont1{n仁10854504 .htm .

阱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5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 (20 10 年 12 月 ) 6,
人民出版社 , 20 10 年 , 第8一9 页 "

[43 8 Joshua C ooPer R am o, Th e B eijing CO nsensus:灿2tes in th e Ne w p hy sics of Ch ines e

P o w er , T h e F o reign P o liey C en ter, 2 0 04 , P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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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 "0l44] 无论是朋友 !伙伴还是兄弟 , 在中国的伦理观念中 , 都是褪去了尊卑贵贱

等级观念的同辈人 "这种身份的平等不只是体现在口头 , 还展示在中非正式的政

策文件之中 , 2006年底公布的 5中国对非政策文件 6将中非发展新型战略伙伴关

系的内涵阐释为 /政治上平等互信 !经济上合作共赢 !文化上交流互鉴 0 "[.5] 这

一内涵 , 除了身份的平等 , 互信 !共赢和互鉴更展示了中非间身份的深层互动与
全面交流 "虽然中国的国际身份的几经转型 ! 中国具体的援非政策的几度调整 ,

但这些都没有改变中国在与非洲国家交往的平等 !谦卑的姿态 "

然而 ,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 中非合作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视野内的国际合

作事业 "如何以南方国家的身份 !南南合作的标准实践国际化合作 , 是当前南南

合作困扰中国的一个重大问题 "如目前引起国际热议的国际劳工标准问题 !非洲

的环境问题以及在非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 , 中国企业带着自己的标准走进非洲 ,

以中国的标准和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在非洲执行其劳工和环境标准 !履行其社会

责任 "然而 , 这种标准和表达方式也许并不符合非洲国家的习惯和国际惯例 , 因

而 , 中国的公司频频被西方国家指控 "在这一点上 , 目前 , 中国政府正着手采取

一些措施 , 以期逐步解决相关问题 "中国环境规划院已经起草了针对涉及援助

和海外投资的中国公司的环境指导方针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已经承诺运用 /对受

其益的公司 , 采用最高的社会和环境的标准 0 "146 ]2008年 , 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升

级了其 5环境保护政策 6, 坚持中央政府倡导的 /绿色信贷 0 政策 "中国在非企

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 惠及当地民众 "在苏丹 , 中国企业的公益事业已使200 多

万人受益 , 在尼 日利亚捐建的中尼友好小学缓解了当地 30 0个村庄的基础教育压

力 "l47] 中国政府和企业的种种行动表明 , 中方已经意识到南南合作中所涉及到的

种种社会和国际责任等问题 , 并在积极行动 , 力争制定更高的标准规范在非企业

的行为 "然而 , 作为以南方国家身份参与国际合作的中国在非公司和企业 , 除了

要应付国际商业方面的挑战外 , 身份的国际转换成为了今后一段时间内不得不直

7科 8 胡锦涛: 5加强中非团结合作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 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的

演讲 6, 2007年 2 月7 日, httP ://new s.xinh uanet.eo而w orl山2007一02/07/eontent-- 57 llso6 .htrn .

145 ] 5 中 非 合 作 论 坛 北 京 峰 会 宣 言 6, httP ://~ .fo ca c.o喇c树 1记a坦jth bzj hy/

h ywJ 3 2 0() 9/t5 8 4 7 76 .h tln .

[46] U w e Wi ssenbaeh , /Pa rtn ers in CO n砚Petition尸Th e E以 通斤iea and Ch ina 0 C onfe renee

S u m m 卿 p ro cee d in g s , E ur o pe an U n ion , Jun e 2 8 , 2 00 7 , p .7 .

[4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5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 (20 10 年 12 月 ) 6,

人 民出版社 , 20 10 年 , 第 11 页"

2 7



5国际问题研究 6 201 2年第1期

面的重要挑战 "

结 语

经过 60年艰苦奋斗 , 中国由一个穷困落后的衰败国家重振为一个崛起中

的世界性大国 , 并逐渐由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 开始向相对比较发达的国

家行列迈进 , 在这一进程中 , 中国始终将 自己视为发展中的南方国家的一员 ,

将 自己的理想 !情感 !行为与目标都放置在南方国家的行列中予来把握 " 中

国需要将 自己的发展与促进亚非世界的发展结合起来 , 为非洲大陆的发展作

出自己的贡献 "而五十六年的中国对非援助与合作 历程见证和承载了中国南

南合作理念的成长过程 "中国南南合作理念的成.长过程就是中非双方不断创

造 !保存和强化彼此对于南南合作的理解 , 是中非双方独特外交智慧的集体

结晶 , 展示着中非双方对于南南合作的深刻理解和自我诊释 "

56年的风云变化 , 南南合作的实质没有变化 , 而内涵却在不断深化和丰

富 "作为以发展为使命的南方国家 , 发展是其最终极的内在诉求和最崇高的历史

使命 "中国的援非实践着这样一个历史进程 : 以朋友的身份 , 向非洲国家提供不

附加任何条件的无偿的双向平等援助 , 帮助非洲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 ,

向中国以合作者的身份 , 与非洲国家围绕着互利双赢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 最终实

现中非双方的共同发展转变 "伴随着中国援非进程的推进和中非关系的变化 , 中

国的南南合作观念不断被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意义 "在新的南南合作理念下 , 中国

和非洲以全新的南方国家的身份和姿态处理与外部世界 !南方世界的关系 "通过

南南合作 , 中非双方在平等互助的原则下开展长达56 年的合作 , 创造了互利双

赢 !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在这一平等身份的引导下 , 中非双方的南方身份意识

日益觉醒 , 逐渐建构起相互平等的南方国家身份 , 日益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与北

方国家享有相等身份地位的国际关系行为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