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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阿关系历史悠久。非统时期的非阿关系在现代非阿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非统时期, 非阿

关系发展不是一帆风顺 ,先后经历了摸索、合作和新时期等三个阶段。其中,中东危机是主要影响因素。双方

在争取民族解放、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务实合作, 取得了一定成果。主要表现在: 阿拉伯国

家更多地在资金和物资上援助黑非国家,黑非洲主要在政治和道义上支持阿拉伯世界。探究这一时期非阿关

系发展轨迹, 有助于深入地了解这两个发展中国家集中地区的关系史, 预测今后双方关系发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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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非阿关系¹
发展开始于 1950年代。非洲

统一组织 (简称 /非统0 )时期 ( 1963~ 2002)的非阿

关系在现代非阿关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处

在东西方 /冷战0背景下,非统时期的非阿关系经

历了一个不平坦的发展历程。本文以黑非洲国家

对中东危机的态度变化为线索,沿着时间顺序,把

该时期的非阿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 即,摸索时期

( 1963~ 1972)、密切合作时期 ( 1973~ 1978)和新时

期 ( 1979~ 2002)等。在双方共同努力下,非阿关系

有了很大发展,在争取民族解放、促进经济发展和

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果。

在非统时期,非阿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关系,非

阿合作是南南合作,原则是平等和自愿,目标是反

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维护各自民族

解放、国家独立和经济发展,特点是相互支持, 即,

阿拉伯国家更多地在资金和物资上支持黑非国

家,黑非洲主要在政治和道义上支持阿拉伯世界。

相近的地理位置和相同的近代历史遭遇是非阿关

系发展的基础, 共同的现实任务和相互需求是非

阿双方进一步发展动力。那么什么是影响非阿关

系的决定性因素以及北非阿拉伯国家在非阿关系

中所扮演的角色,则是本文要探索的问题。

一﹑摸索时期 ( 1963~ 1972年 )

基于地理因素,非阿联系久远而密切。远在

法老时期之前,埃及经过苏伊士地峡、红海同叙利

亚 2巴勒斯坦走廊、美索不达米亚接触。在整个法
老时期,除了双方互相攻伐之外,埃及同西亚的贸

易是很密切的。阿拉伯崛起时期, 北部非洲成为

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东部非洲海岸则成为以阿

拉伯2波斯为中心的印度洋贸易的一翼。同时, 伊

斯兰教开始在非洲传播。阿拉伯人将亚洲的桔

子、柠檬和石榴等引种到非洲, 把东非的葫芦、咖

啡和蓖麻等作物传入亚洲。 15至 20世纪中叶,

由于被西方殖民统治,非阿官方关系基本中止,但

民间往来没有间断过。

非统成立为非阿关系发展揭开了新篇章。在

泛阿拉伯主义和泛非主义的直接推动下, 阿拉伯

国家联盟 (简称 /阿盟 0)和非统先后于 1945年和

1963年成立。在 1948年和 1956年的两次中东

战争中,阿拉伯世界遭到失败, 以色列占领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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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加沙地区、约旦河西岸以及蒂朗海峡,捍卫国家

主权、反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成为阿盟的主要任

务。非统成立时,一部分非洲国家还未摆脱殖民

统治, 南非还处在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下,反对殖民

主义和种族主义是非统的首要目标。相同的历史

遭遇和使命是非统和阿盟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组织

展开合作的基础。非统作为非洲最大最重要的国

际组织发挥着重大作用, 成为发展非阿关系的一

个主体。相较于北非阿国家, 黑非国家是非统成

员国的大多数,主导着非统事务。非统与阿盟关

系代表着非阿关系。

1963年至 1972年,非阿关系处于摸索时期。

阿盟自成立以来,采取了积极的对非政策,决心在

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种族主义和国际舞台等方面

支持黑非洲。1953年,阿盟通过加强阿非关系决

议,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强其成员国与亚非

其他国家关系。
º
同时,阿拉伯期望得到黑非洲支

持,包括巴勒斯坦问题进入非统议程等。在首届

非统首脑常会上,突尼斯总统呼吁黑非洲支持阿

世界。
[ 1 ] ( 3112312)

不过,黑非洲在中东问题上采取中

立立场。1967年阿以战争爆发时, 23个黑非国家

与以色列有着外交关系。

1967年,以色列占领埃及领土, 使黑非洲对

中东危机的态度发生了首次转变, 开始参与中东

事务。非统首次表达了对埃及严峻状况的关切和

同情, 决定尽最大努力在联合国范围内确保埃及

领土完整, 反对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 1968

年、1969年和 1970年, 非统三次通过决议要求成

员国施加影响, 以确保联合国安理会 242号决议

被严格执行。
»
不过, 非统接受了以色列 2800美

元捐赠,却显露出多数黑非国家在中东问题上的

摇摆态度。
[ 1 ] ( 3122313)

1971年,黑非洲开始参与中东问题解决, 声

援阿拉伯。非统 5关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持续遭

受侵略决议 6主张以色列立即从所占领的阿领土

撤出去,要求全面执行安理会 242号决议。一个

由喀麦隆等 4国元首组成的次委员会,被授命与

以、埃进行接触。黑非国家认为,以色列顽固不合

作态度是中东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 1972

年,非统通过了严厉谴责以色列决议,要求以无条

件从被占的阿领土上撤走。
¼
但决议没有满足阿

拉伯要黑非洲与以断交的诉求。

这一时期非阿关系的特点是,黑非洲态度发

生了重大的变化,实现了对中东危机由中立、参与

到声援阿拉伯的转变, 非阿关系在摸索中前行。

1967年以后,以色列持续占领埃及领土事实逐渐

成为非统会议主要议题,阿、以冲突在领土问题上

已经非洲化,黑非洲逐渐把以色列占领埃及领土

视为对非洲的侵略。再者, 以色列对尼日利亚的

比夫拉、苏丹南部地区等分离势力的支持,激起一

些黑非国家的敌意。不过, 由于大多数黑非国家

依然与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 非统并没能采取激

烈的反以行动。

  二﹑密切合作时期
( 1973~ 1978年 )

1973年战争之后,黑非洲对中东危机的态度

发生根本转变, 开始与阿拉伯一同全力反对以色

列,非阿关系进入密切合作时期。首先,双方积极

互动, 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合作政策和措施。 1973

年,非统在 5关于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埃及共

和国部分领土决议 6中指出, 由于以色列侵略对

非洲大陆的安全和统一构成威胁, 非统打算采取

政治和经济措施来反对以色列。稍后,非统部长

会议又通过 2个关于中东危机决议,建议与以色

列断交直到其从所占领的阿领土撤走和巴人民恢

复合法权利为止, 要求成员国对以色列和南非实

行全面经济抵制政策, 并建立一个 7人委员会监

督非阿合作进况。会议还向埃及、叙利亚和巴解

组织等 3方领导人发去了支持电。
½
世界舆论为

之震惊。

同年,第 6届阿盟首脑会议通过关于非统与

阿盟合作声明, 赞赏黑非国家与以色列断绝关系

的决定。并通过了关于阿盟与非统合作决议, 要

求巩固非阿政治领域合作和所有阿国家断绝与南

非、葡萄牙和罗得西亚等 3国一切关系; 对南非、

葡萄牙和罗得西亚等国强迫实行阿石油彻底禁

运,并采取特别措施保证对非洲正常石油供应;提

升对非洲解放运动的支持; 巩固和拓展非阿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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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资金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等。
¾
非统代表

蒙博托总统以观察员身份与会。 1974年,非统设

立 /非阿合作部0和通过关于非阿合作决议, 要求

召开非阿首脑会议。
¿
同时, 阿盟首脑会议支持召

开非阿合作首脑会议, 决定派一个由 7国外长组

成的委员会访问黑非洲, 以促进非阿团结。
À
1975

年,非统首脑会议通过 5非阿合作决议 6和 5关于

巴勒斯坦问题决议 6, 重申支持阿拉伯反对以犹

太复国主义的斗争。
Á
巴解主席阿拉法特作为国

家元首列席会议。

经过不懈地努力,非阿双方开始坐在一起,共

同探讨具体合作事宜。 1975年,非阿部长委员会

首次联席会议在开罗举行, 通过了非阿合作行动

计划及宣言草案。1977年 3月,首届非阿国家首

脑会议在开罗举行,来自非统和阿盟的 73个国家

与会, 通过了 5非阿合作行动计划宣言6、5非阿经

济和金融合作宣言 6和 5为实现非阿合作组织工

作和第一次非阿政府首脑会议政治宣言 6等文

件。会议制定了合作原则, 创立一些机制, 如, 非

阿首脑会议每 3年举行 1次; 非阿联席部长会议

每 18个月召开 1次;两组织各挑选 12个成员国

组成一个 /非阿合作常设委员会 0, 负责执行双方

合作决议和监督决议的实施;在贸易、采矿和能源

等领域设 8个工作组;创立 /非阿法院 0等。Â

其次,采取实际行动, 具体落实合作事宜。黑

非洲在政治上坚决支持阿拉伯。到 1975年底, 与

以色列断交的黑非国家达到 29个。阿盟建立一

些援非资金和技术的机构,如, /与非洲技术合作

埃及基金0、/伊斯兰开发银行 0、 /沙特阿拉伯基

金 0和 /科威特基金 0等。由此, 大批阿专家被派

遣到非洲,黑非学生在埃及大学或学院学习。到

2005年, /阿拉伯促进非洲发展银行 0 ( BADEA )

向非洲提供贷款总额达 27. 9亿美元, 覆盖撒哈拉

以南 42个国家, 还向一些非洲区域组织提供援

助。
[ 2]

推动非阿两方密切且合作的因素主要有以下

几点: 其一, 中东危机为非阿合作提供了契机。在

中东问题上,非阿走向联合是必然趋势。以色列

持续占领埃及领土,严重地亵渎了非统宪章精神,

让黑非洲无法容忍。其二, 双方共同利益为双方

合作提供了可能,非统与阿盟的共同成员国有 10

个,北非阿国家拥有占整个阿世界 66%人口和

72%土地。其三, /以色列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的合作,为非洲和阿拉伯的团结提供了另一个理

由 0 [ 3] ( 553)
。 1974年, 以色列与南非建交, 双方在

经贸和军事等领域的关系密切。 1976年,南非总

理沃斯特访问了以色列, 使两国关系上了一个新

台阶, 形成了 /以色列 -南非轴心0。其四, /阿拉

伯石油输出国组织 0兴起也是非阿合作的重要条

件。 1968 年, /阿 拉 伯石 油 输 出 国 组 织 0

( OAPEC)成立, 其中 7个成员国左右着 /石油输

出国组织 0 ( OPEC )。 1973年, /石油输出国组

织 0对以色列及亲以的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

并提高石油价格;而对于黑非非产油国,则通过直

接供油、保价和提供资金等给予大量支持。

这一时期非阿关系的特点是,中东危机成为

非阿合作的契合点;以色列继续占领埃及领土,促

使非阿双方最终走向联合对敌的道路;在北非阿

国家等因素的积极推动下,以反对以色列为契机,

双方展开密切合作,在诸如联合国和不结盟运动

等国际组织上协调立场, 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

主义等问题上互相支持,非阿合作取得一定成就。

三﹑新时期 ( 1979~ 2002年 )

非阿密切合作时期十分短暂。在 1979年至

2001年, 非阿关系处于合作与纷争并存的新时

期,非阿合作受到很大冲击。一方面,合作取得一

些成果: 1986年, /非阿文化学院0成立; 到 2001

年, /非阿贸易博览会 0举行 5届; /非阿商务周 0

举行 2次活动。另一方面, 合作差强人意: 1977

年到 1994年, /非阿合作常设委员会 0共召开 11

次会议, 比预想的 24次减少了一半; 首脑会议和

联席部长会议没能再次开会, /非阿法院 0没有成

立,合作监督机构也没有像预想那样运行; 特别

90年代之后,非阿多边合作逐渐减少,甚至停顿。

导致非阿关系倒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埃及对以色列态度转变导致非阿内部

出现新变数,动摇了双方合作的根基。埃及参加

戴维营会谈和接纳以色列使阿世界发生严重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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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1979年,阿盟通过谴责埃及决议, 中止其成

员国资格,把总部迁往突尼斯, 要求成员国中断与

埃及的关系。埃及也被开除出伊斯兰组织。但

是, 多数黑非国家并没有对埃及采取过激措施。

非统顶住压力, 继续欢迎埃及参加自己的活动。

在黑非洲的帮助下,埃及还保住了不结盟运动成

员资格。不过, 1980年埃以关系正常化之后, 一

些黑非国家认为,继续同以断交的理由已不复存

在。1982年和 1983年, 扎伊尔和利比里亚先后

与以复交。

其次,非阿之间的纷争增添了非阿关系发展

的障碍。一些黑非国家指责阿国家干涉其内政,

向其反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和军事援助。在安哥拉

问题上, 阿国家错误地与南非、美国站在一起, 采

取支持 /安盟 0 (UN ITA )立场。在石油价格、苏丹

支持 /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 0反对埃塞俄比亚以

及阿国家支持乌干达阿明政权反对坦桑尼亚等方

面,非阿纷争不断。毛里塔尼亚与塞内加尔、埃塞

俄比亚与索马里的冲突被视为非阿种族争端。阿

援非资金不足, 引起黑非洲不满。据估计, 1973

年至 1982年,阿援非资金总额仅为 75亿美元, 而

流向西方石油美元总额高达 3500多亿。
[ 4] ( 175)

再次,非阿关注点不同。 1980年代之后, /两

伊战争 0和 /海湾战争 0爆发, 海湾问题成为阿国

家优先考虑和解决的内容。同时, 黑非洲则更多

地关注利比里亚、卢旺达、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等

国的内部冲突。

另外,以色列争取黑非洲工作取得了成效。

据有关材料, 1973年黑非国家同以断交之后, 以

继续同 22个黑非国家保持着军事、贸易和经济等

方面联系;约有 1万名以色列人在黑非洲活动, 其

中约有 4000多名技术人员、军事顾问和商人; 同

黑非洲年贸易额都在 2亿美元以上, 1981年以向

黑非洲出口总额高达 12. 5亿美元以上。
[ 5]

这一时期非阿关系的特点是,中东问题发生

深刻变化,导致非阿关系的聚合力丧失,非阿关系

进入既合作又纷争的新时期。埃及的外交政策发

生大转弯,成为第一个接纳以色列的阿国家,引起

阿世界乃至黑非洲发生严重分化。埃及被开除出

阿盟和伊斯兰组织,一些黑非国家与以色列恢复

了外交关系,非阿关系发展遭到挫折,双方原先达

成的许多合作内容都没有得到认真地落实。

非统时期,非阿关系的发展经过了摸索、密切

合作和新时期等三个阶段, 双方合作取得了一些

成果。在诸多影响非阿关系发展的因素中, 中东

危机是决定性因素,是衡量非阿关系的晴雨表;北

非阿拉伯国家起初的桥梁和凝合剂作用, 后来变

成了双方合作的障碍。 1963年到 1978年, 非阿

关系从摸索到密切合作,以中东危机为契机,北非

阿国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非洲主义不会与

阿拉伯主义相对抗,相反非洲主义加强了阿拉伯

主义。0 [ 6] ( 180 )
非统和阿盟的重要成员国埃及的领

土被以色列占领, 中东危机就使泛非主义与泛阿

拉伯主义深深地交织在一起, 非统自然地加入了

阿盟反以斗争。以中东危机为契合点,非阿双方

展开积极地合作、共同对敌。然而, 进入到 1980

年代, 埃及接纳以色列, 中东形势突变, 非阿摩擦

不断, 双方合作势头大大减弱了,非阿关系由密切

合作时期过渡到合作又纷争的新时期。当前, 处

理非阿关系,特别是处理好黑非洲国家与北非阿

国家的关系问题,依然是非洲在追求团结、统一和

复兴征途中必须面对的课题。

注释:

¹ 主要指黑非洲与西亚、北非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ºLeague of A rab States, 21 Janua ry 1954, S ix th M eet2

ing, Tw en tieth O rd inary Sess ion, Reso lution 605.

»非洲统一组织文件. OAU Docum ents, AHG /St. 2

( Ô ), CM /Res. 134( Ú ), AHG /Res. 53( Õ )、AHG /Res. 57

( Ö ) andAHG /Res. 63 ( × ). http: / /www. a frica- union.

o rg / roo t/ au /Docum ents/Dec isions/dec is ions. htm

¼ 非洲统一组织文件. OAU Documents, AHG /Res. 66

( Ø ) andAHG /Res. 67(Ù ).

½ 非洲统一组织文件. OAU Documents, AHG /Res. 70

( Ú ), ECM /Res. 20( Ø ) and ECM /Res. 21( Ø ).

¾ Secretar iat o f the League of A rab Sta tes, A rab Summ it

Con ference: Re lations and Sta tem ent, 1946– 1989( 1990) .

¿非洲统一组织文件. OAU Docum ents, CM /Res. 338

( Ú Ú Ó ) andAHG /Res. 75(Û ).

À League o f A rab States, 29 Octobe r 1974, 17 /71.

Á 非洲统一组织文件. OAU Documents, AHG /Res. 73

( Ü ) and AHG /Res. 77( 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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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n2Arab Relations of the OAU Period

LU Zheng2yuan1, LEI Fang
2

( 1. CCP A nhui Sheng W ei D ang X iao, H efei 230000, China;

2. P olitical Institute of A nhu i University of F inance and E conom ics, B 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African2Arab Re lations has a long histo ry. A frican2Arab Relations o f the OAU per iod occup ies an im po rtant

p lace in the con temporary h isto ry o f A fr ican2A rab Re lations. Dur ing the OAU per iod, A fr ican2A rab Re lations was not p la in. It

w en t through three stages2grop ing, coopera tion and new per iod. Am ong them, the M idd le East crisis was the m a in influenc ing

factors. In the respects of str iv ing fo r national liberation, prom oting econom ic deve lopm ent and cu lture exchange, bo th s ides had

m ade cooperation and got som e pos itive results. It show ed A rab countries a ided B lack A fr ica in the aspects o f funds, goods and

m ater ia ls even m ore. B lack A frica supported A rab countr ies in the aspec ts o f po litics, m orality and justicem a inly. T o study the

developm ent ma th of A frican2Arab Relations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 ing the relation h isto ry of tw o areas m any developing coun2

tr ies put together, and detecting the deve lopm ent prospect of the b ilateral re la tions.

Key words: the OAU; A frican2Arab re la tions; g roping; cooperation; new pe 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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