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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当今非洲国家的落后和贫困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

但过去殖民宗主国的统治

和掠夺带来的更多
、

更严重的历史遗留产生的深刻影响不可低估
:

其后果主要表现在非

洲国家至今存在 的不合理 的国际边界
、

承袭殖民时期 的缺乏内部凝聚力的行政管理组 织

和立法制度
、

严重畸形的单一经 济结构
、

城市与乡村间的巨大差别
、

教育制度的落后
,

以

及鄙视非洲黑人的种族主义思想的泛滥等等
。

这些都是阻碍非洲国家政局的稳定
、

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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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总面积 3 0 0 0 多万平方公里
,

人 口 只有 7
.

2 亿 (2 0 0 0 年估计 )
,

是地广人稀的一个大

洲
,

现有 53 个独立 国家 ¹
,

也是世界上国家最多的一个大洲
。

它们都是发展中国家
。

现在世

界上的发展 中国家集中在非洲
、

亚洲和拉丁 美洲º ,

因为过去都处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
,

现在独立了
,

但也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 中
。

非洲绝大多数国家是在 20 世纪 60 一 7 0 年代取得独立
,

建立主权国家
。

非洲国家独立后

的发展
,

实际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任务
:
一是发展民族经济

,

加强国家综合实力
,

改善和

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

二是加强 民族团结
,

增强多 民族国家的凝聚力
。

这两项任务是

相互影响
、

相互作用的
。

经过 30 一 40 年的时间
,

非洲做得怎样呢 ? 应该说
,

非洲现在依然是

世界上最贫困
、

最落后的大洲
,

而且越来越落后
。

在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国家中
,

非洲在

19 7 1 年有 17 个国家
, 19 8 0 年增加到 27 个

, 20 0 1 年达到 34 个
,

占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总数

的 3/ 4 。

为什么 出现上述这样的现象 ? 人们确实可 以举出许多原因
,

见仁见智
。

我认为
,

非洲的

¹ 尚有一个 已经取 得独立
,

但没有最终确定是 否是独立 的国家 的地 区 (西撒哈拉 )
,

还有 7 个地 区和城

市至今没有独立 或 归还给非洲 国家
,

分别被英
、

法
、

西
、

菊等国统 治
。

º 拉丁美洲通 常是指美国一 墨西哥边 界格兰德河以南的美洲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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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会
、

也不 可能离开独立时的基础 和条件
。

因为人民能够创造历史
,

可是这种创造 只能

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的
。

这里所说 的基础和条件是涵括着地理和人力物力资源
、

历史文化特点
、

社会发展的现有水平等等
。

其 中原先殖民宗主国的统治和掠夺对它们产生 的

长期而 又深刻的影响是不 可低估的
,

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

西方殖民 主义国家对非洲的侵略
、

统治和掠夺同拉丁美洲
、

亚洲相 比较而言有其明显的

特征
。

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
、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有其鲜明的特点
。

在亚非拉三大洲中
,

非洲是最早遭受西方殖 民主义侵略
,

却是最晚完成殖民化
,

也是最后取得政治独立
,

建立 多

民族国家的大陆
。

在 中世纪末期
,

葡萄牙是最早对外进行殖民侵略的
。

它在 1 4 1 5 年占领摩洛

哥的休达建立殖民据点
,

这是西方殖 民主义在亚非拉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
。

近代殖 民主

义是在非洲大陆降生的
。

自此起
,

到 19 世纪 70 年代末
,

葡
、

西
、

荷
、

英
、

法等国在非洲 已

经霸占了 1 / 10 的领土
,

建立了它们在非洲的第一批殖民地
。

这批殖 民地不少则成为西方国家

到达亚洲
、

美洲的过境后勤基地
。

有些曾经还是进行奴隶贸易的据点
。

这种罪恶的奴隶贸易

进行了 4 0 0 年时间
。

1 9 世纪 7。年代以后
,

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向帝国主义过渡
。

分割世界是帝国 主义的一个重

要特征
。

从这个时期起
,

开始掀起了夺取殖民地的大规模高潮
,

帝 国主义列强侵 占
、

分割世

界领土的斗争达到
一

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

但在当时
,

亚洲的土地基本上 已经瓜分完毕
,

而拉丁

美洲由于美国实行门罗主义
,

欧洲列强在那里的扩张遭到排挤
,

因此
,

争夺非洲的大块
“

无

主地
”

成为欧洲列强对外掠夺的重要 目标
。

19 世纪 8 0 年代 中期
,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召开的柏

林会议
,

揭开了疯狂瓜分非洲的序幕
。

到 1 9 1 2 年为止的 27 年时间
,

英
、

法
、

德
、

意
、

比
、

葡
、

西等国 已经占领 了非洲 96 %的领土
,

只有埃塞俄比亚
、

利比里亚两国名义上保持独立
,

但实

际 上也 已沦为半殖民地国
。

非洲到这个时候才最终完成殖民化
。

但在当时
,

拉丁美洲已经 出

现 了第一次 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
,

不 久一大批民族独立 国家光荣诞生
。

殖民体系在拉 丁美洲

逐渐崩溃 ¹
。

西 方列强 在非洲的辖 区里建立起政治统治
,

先是实行
“

分而治之
”

的政策
,

到 20 世纪初

起普遍采取
“

合而治之
”

的策略为其一大特点
。

法国 和英国最为典型
。

例如
,

法国在 19 0 4年

又把它在西非的所有殖民地合并成为西非联邦
, 19 10 年又把在赤道非洲的殖民地合并成赤道

非洲联邦
。

英国殖民部在 19 14 年初将不同民族
、

宗教的北尼 日利亚保护地
、

南尼 日利亚保护

地和拉各斯殖民地强行合并为单一的尼 日利亚殖 民地和保护国
。

它们都由宗主国人士担任的

大总膺进行统治
。

但在殖 民地最基层设村一级组织
。

村长由宗主国人士担任的县长选择忠诚

于殖 民当局 的非洲人酋长或传统势力担任
。

他们帮着强迫非洲人纳税
、

强征劳动力
,

维持社

会治安等
,

起着外来统治者起不到的作用
。

后来
,

德国
、

比利时
、

葡萄牙
、

意大利殖 民主义

者都仿照 法 国和英国
,

对殖民地采取
“

合而治之
”

的策略
,

分别成立德属东非
、

葡属非洲领

地
、

意属东非
、

比属 中非等等
。

一 次大战结束后
,

亚洲的觉醒
,

出现了 民族独立运动的新高潮
。

非洲的形势从总体来说

却迥然不同
,

它在殖民化道路上越陷越深
:
经过一次大战和战后二十年

,

随着帝国主义压迫

掠夺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

非洲 已经转化为帝国主义的后方
,

其标志是殖民主义统治相对稳

¹ 拉丁美洲 18 个 主要国家早在 19 世纪头 3。年时 间都先后摆脱西 班牙
、

葡萄牙的统治获得独立
。

剩下

加 勒比地 区 13 个 原是 英国和荷兰 的小块殖 民地
,

又是 岛国
,

到 2 0 世纪 6 0 年代至 8 0 年代 初才获得 独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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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

对非洲人民的超经济掠夺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

非洲经济的畸形发展具有深刻的殖 民地

性质
。

二次大战和战后头十年
,

随着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
,

殖民体系在亚洲走 向崩溃
。

非洲
,

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却被西方老殖民主义国家视为它们在海外殖 民地 的最后阵地
,

更显示其特殊重要性
。

它们极力强化其统治和加紧掠夺
。

例如
,

英国在其东部和中部非洲殖

民地又分别建立东非联邦
、

中非联邦
。

法国也强化
“

法兰西联邦
”

对非洲殖民地的统治
。

美

国新殖 民主义也积极染指非洲
。

当时
,

它主要在北非和南部非洲扩大其势力范围
。

非洲一时

被称为
“

黑暗的大陆
” 、 “

沉寂的大陆
” 。

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高潮起源于 1 9 5 5 年召开的亚非会

议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

1 9 6 0 一 1 9 70 年代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
。

42 个国

家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独立
。

1 9 9 0 年纳米比亚的独立
,

标志着殖 民体系在非洲已经彻底瓦解
,

非

洲 的非殖民化斗争取得重大的胜利
。

经过 30 年的非殖 民化斗争
,

非洲 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独立
,

是它们分别依靠以下三种斗

争方式实现的
:

第一种是通过武装起义
,

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
,

如阿尔及利亚
、

肯尼亚
、

津

巴布韦
,

还有葡属非洲殖 民地等少数国家
。

第二种是广泛发动群众
,

运用除武装斗争外
,

罢

工
、

游行示威等各种合法斗争
,

如利 比亚
、

苏丹
、

加纳
、

几 内亚等国
。

第三种是向殖民宗主

国政府和殖民当局开展上层斗争
,

宗主国在不得 已的情况下
,

为了维护 自己的利益和影响
,

有

条件地允许非洲殖民地获得独立
,

迫使他们签订各种各样保护殖民宗主国利益的条约和协定
。

像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绝大多数殖民地就是这样的
。

但总的来说
,

依靠第二
、

第三种斗争方

式取得独立的占大多数
。

回顾非洲殖民化的上述进程
,

与亚洲
、

拉丁美洲相 比
,

说明殖 民主义在非洲的存在具有

久远性和特殊重要性的特征
。

非洲非殖民化的历程
,

也说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具有迟

缓性和不彻底性的特点
。

因此
,

西方殖民主义给独立后 的非洲国家带来的历史遗 留与亚洲
、

拉

丁美洲相 比较 自然更多
,

也更加严重
。

西方殖 民主义对非洲的侵略和掠夺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是客观存在的 ¹
,

它们决不是随着

非洲国家的独立而 自行消失
,

还会长期地起作用
,

影响非洲国家的政局稳定
、

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
。

这些严重后果在政治上主要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

1
.

殖民地时期形成的非洲国家的边界成为当今非洲国家不断发生民族纠纷和边界冲突的

祸根
,

也是阻碍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

非洲大陆所有国家的边界问题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

即在近代遭受殖民侵略和统治前
,

非

洲从来不存在严格的边界概念
。

出现过的一些古代国家也没有专门划定属于 自己国家权限的

地 区界限
。

其原因
,

正如著名的埃及学者布特罗斯
·

布特罗斯一加利所指出的
, “

首先
,

非洲

地广人稀
。

因此
,

为 占领土地而进行 的争斗从未达到像欧洲或亚洲人烟相对稠密的某些国家

那样激烈的程度
。

第二
,

非洲人 民主要是游牧民族
,

部落经常迁移
,

到处寻找水源和牧场
,

这

¹ 目前
,

对于西方殖 民主义在非洲产生的影响和意义的问题
,

国 内外学者存在着种种不 同的看法
。

笔

者对该问题不在此作全面评论
,

只 是对它造成至今依然存在的严重后果作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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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得任何边界概念反 而显得多余了
。

⋯ ⋯第三
,

地形测量的资料不足
,

同时也极为复杂
,

使

得边界难划定
,

甚至不能划定
。 ’,

¹

非洲国家现在的边界概念完全是殖民主义带来的
,

而且是在非洲人无权的情况下
,

大体

上都是在帝国主义疯狂瓜分时期形成的
。

帝国主义列强从各 自的利益 出发
,

凭实力
,

同时又

根据 自己统治的需要划定殖民地的边界
。

例如英
、

法为了瓜分西非地区
,

于 18 9 8 年在巴黎签

署 了协定
,

规定以尼 日尔河的东西为界
,

作为法
、

英各 自占领土地的边界
,

即是后来的法属

西非殖民地和英属西非殖民地的边界
。

法属西非殖 民地面积十分辽阔
,

达到 4 70 万平方公里
,

相 当于法国本土的八倍多
,

为了便于统治
,

法 国任意地将其分割成八块殖 民地
。

再如
,

莫桑

比克
、

马拉维和津 巴布韦的边界也是英国与葡萄牙在 18 9 1 年通过协议强行划定的
。

如此划分边界造成的危害表现在三个方面
:
一是传统的 民族º 聚居 区遭到割裂

,

人为地

制造许多少数民族
,

使得民族数量非常多
,

非洲成为世界上民族最多的一个洲
,

导致民族纠

纷的长期存在
。

同一个 民族被分割在若干个 国家和地区
。

例如
,

巴刚果族被分割在安哥拉
、

刚

果 (金 )
、

刚果 和加蓬 四国
。

西非著名的富尔贝族甚至被分割在英
、

法
、

葡
、

德等国的七块殖

民地里
。

还有的原是一个 国家里的不同民族
,

又被分割在许多国家和地区
。

再有的是原来属
一

于不同文化
、

语言和传统的民族被强行划进在同一个 国家里
,

像西非地区部分 的豪萨族人
、

约

鲁 巴族人和 伊博族人被强行划入尼 日利亚境内
。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

非洲各殖 民地境内存在

着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
。

非洲殖 民地独立后
,

这种情况就延续下来
,

任何 国家都是有上百
,

甚

至数百个民族
,

像坦桑尼亚有 12 0 个民族
,

尼 日利亚有 250 个民族
,

甚至国土只有 47
.

5 万

平方公里的喀麦隆也竟有 10 0 多个民族
。

这种情况
,

不但严重地破坏 了民族的团结
,

早 已存

在 的民族内部和各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和 交流被隔绝了
。

同时
,

由于一个国家内居 民

民族成份复杂和零乱而带来民族关系和国家建设中的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

二是边界划分的不合理
,

自然会引起非洲独立 国家之间的争端
,

发展为武装冲突
,

已经

成为毒化非洲 国家关系的病疾
,

也成为当前困扰非洲大陆的一个重大问题
。

非洲几乎所有国

家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边界争议
。 19 5 8 年 12 月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办的第一届 全非人民大

会上
,

来 自数十个独立 国家和殖民地的许多民 间组织通过的多项决议 中
,

有的在严厉谴责殖

民主义
、

帝 国主义时指出
: “

帝 国主义列强为分裂非洲人民而划分的人为边界
,

特别是那些割

裂种族集团和分离同血统人 民的边界
” , “

呼吁早 日废除或调整这类边界
。 ”

但边界的更改或调

整不是容易的事情
,

因为涉及到相关国家的利益
,

必然要引起争端和 冲突
,

甚至战争
。

所以

在 19 6 3年 5 月非洲统一组织制定组织宪章时明确规定成员 国
“

尊重各个成员国的主权与领土

完整和独立 生存的不可 剥夺的权利
” 。

由于该问题的突出和严重
,

非洲统一组织在 19 6 4 年 7 月

举行的首脑会议上
,

特别制定和通过了
“

关于非洲边界不得改变的决议
” , “

郑重宣布所有成

员 国保证尊重它们取得民族独立时存在的边界
。 ”

尽管如此
,

但是这些争端和冲突还是在许 多国家之间发生
。

重要 的有阿尔及利亚与突尼

布特罗斯
·

布特罗斯一 加利
:
《非洲边界争端》 ( 中译本 )

,

商务 印书馆 19 7 9 年
,

第 3 一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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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的族称很乱
。

对非洲人们共 同体
,

学者们有 的称 之为民族
,

也有的叫部族
,

还 有的千脆 叫部落
,

¹º

各有各的道理
,

难 以 一致
。

笔者认 为
,

族称之科学性
,

首先要建立在对人们的共 同体进行科学的识别基 础上

的
,

即依据有关 的科学理论
,

密切结合历史和现实
,

开展 大量调查研 究方能做 到
。

但在 非洲
,

据笔 者所知
,

从

过去到现在还没有人 做过这 种必须的工 作
。

因此
,

族称 的混乱是很 自然 的
。

本文为简便起 见
,

权且像上 面所

引用的那样
,

一律 用民族称 谓
,

专此说 明
。



斯
、

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
、

利比亚与乍得
、

埃及与苏丹
、

苏丹与乌干达
、

索马里与埃塞俄 比

亚
、

索马里与肯尼亚
、

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 比亚
、

加纳与多哥
、

尼 日利亚与喀麦隆
、

加纳与

布基纳法索
、

尼 日尔与贝宁
、

马拉维与坦桑尼亚
、

坦桑尼亚与乌干达之间等等
,

有些还是多

国为一个地区 的边界发生争端和冲突
,

如西撒哈拉问题
,

摩洛哥
、

阿尔及利亚
、

毛里塔尼亚

三国都陷人纷争之中
。

这些争端和 冲突不少继续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边界战争
,

造成双方人员
、

财力和物力的重

大损失
。

比如
,

索马里与埃塞俄 比亚
、

肯尼亚的边界争端早在 1 9 6 3 年就开始 了
。

1 9 6 4 年 1 月
,

索马里为争夺埃塞俄 比亚的欧加登地区发展成为较大规模的战争
。

又为争夺肯尼亚与索马里

的接壤地带
,

索马里又同肯尼亚开始
。

这些战争打打停停
、

停停打打
,

延续了 10 多年时间
。

到 1 9 7 7 年时
,

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
,

双方分别 由当时的美国和 苏联支持
。

1 9 7 8 年索马里受挫后被迫从欧加登地 区撤兵
,

但两国之间的冲突和磨擦一直不断
。

再如
,

厄

立特里亚在 1 9 9 3 年 4 月宣布独立后
,

同埃塞俄 比亚不断发生争吵
,

后 因过去意大利殖民主义

划分边界的不合理
,

两 国于 1 9 9 8 年酿成边界冲突
,

很快发展成为大规模 的边界战争
,

双方都

动用坦克
、

飞机
、

导弹
,

致使死伤高达数万人
,

许多城镇被夷为平地
,

12 0 多万老百姓流离失

所
,

财产损失难以计数
。

有的学者在评述这场厄埃之战时说
,

这是 20 世纪末发生在非洲大陆

上最惨烈的战争
。

三是人为地
、

主观地划分边界
,

使得非洲独立国家的数量众多
,

其面积大小各不相等
,

自

然资源和经济潜力也不均等
。

经分割后
,

有些 国家辽阔 (如苏丹 2 50 万平方公里
、

阿尔及利

亚 23 8 万平方公里 )
,

有些国家不过是弹丸之地 (如塞舌尔 4 55 平方公里
、

吉布提 2
.

3 万平

方公里 )
,

但大多数 国家都是小面积或中等面积的国家
,

有些 国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 (如南非

2 9 5 4 公里
、

莫桑比克 2 4 7 0 公里 )
,

有些国家却是内陆国 (有马里
、

布基纳法索
、

尼 日尔
、

乍

得
、

中非
、

乌干达
、

马拉维
、

赞 比亚
、

津巴 布韦
、

博茨瓦纳
、

莱索托
、

卢旺达
、

布隆迪
、

斯

威士 兰等 14 个国家 )
,

有些国家有着丰富的 自然资源 (如刚果 (金 )
、

尼 日利亚等国 )
,

有些

国家则贫瘩缺少资源 (如科摩罗
、

佛得角等国 )
,

有些国家邻国较少 (如 冈比亚
、

莱索托等

国 )
,

有些国家邻国较多 (如苏丹
、

刚果 (金 ) 等国 )
,

会给国家安全带来严重的问题
。

继承

历史遗留的那些面积狭小
、

缺少出海 口
、

自然资源贫乏
、

便于邻 国干预的非洲独立国家
,

在

发展民族经济
、

加强多 民族国家凝聚力过程 中所遇到的困难更是显而易见的 ¹
。

2
.

非洲国家独立后不得不承袭殖民地时期建立的行政管理组织和立法制度
,

因缺乏内部

凝聚力
,

在许多国家造成动乱不 已的局面
。

殖民地时期的行政管理组织和立法机构是根据殖

民地统治和掠夺的需要建立的
。

首先
,

殖 民当局削弱了当地原有的传统管理体制
。

殖 民地以

前
,

非洲存在着传统的君主政体和家族酋长制度
。

经过殖民征服
,

他们或被废弃
,

或被利用

转化为殖民地当局的行政官员
,

或由殖民地 当局扶植那些原是无权担任酋长职务 的人担任酋

长
。

殖民当局利用他们对非洲居民强制推行强迫劳动
,

征收税收甚至强制征兵等制度
。

因而
,

一些传统统治者已经在非洲群众 中失去了作用和地位
。

其次
,

殖民当局造就 了一批非洲的社

会精英
。

他们人数虽少
,

但大多是西方国家培养的知识分子
,

能量不小
。

他们是非洲最早一

批民族主义者
,

独立后掌握 国家的权力
,

但大都没有管理国家的经验
,

加之不少国家由于殖

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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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宗主 国的施计
,

独立进程十分仓促
,

许多国家未经改造却继承了原有的行政管理组织和立

法制度
。

经过独立后最初的欢乐年代
,

这套统治方式从基本正常运行逐渐产生危机
,

酿成无

休止的动乱
。

过去有宗主国在殖 民地建立的土著治安部队或常备军是殖民主义的产物
,

是巩

固殖民统治的工具
。

在殖民统治被推翻时
,

他们没有被解散而是被新独立国家所接管
。

特别

是那些通过和平方式取得独立的国家
,

都是以他们为主组建本国军队的
。

军队干预国家政治

生活
,

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从 2 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起的将近 2。多年时间里
,

非洲盛行军事政变
。

有些 国家持续几 十

年政局动荡
,

政变频繁
,

像加纳和尼 日利亚这样 的国家都是典型 的例证
。

加纳独立后不久爆

发的成功政变和未遂政变共有 7 次之多
,

有些政变是推翻了文官政府的
,

也有些政变是推翻

了军人政府的
,

以新 的军政府取代原有的军政府
。

尼 日利亚也前后发生过 7 次已遂军事政变
,

还有些是未遂政变
。

尼 日利亚原本是资源丰富的非洲经济大国
,

由于连年政局激烈动荡
,

生

产持续滑坡
,

经济凋敝
,

人均国民收人从 1 9 8 2 年的 1 1 0 0 多美元
,

跌落到 80 年代末 3 00 美元

左右
,

成为联合国统计的最不发达国家
。

西方殖 民主义对非洲的侵略和长期掠夺给非洲独立国家在经济方面带来的后果同样是很

严重的
。

殖民地时期形成的经济畸形发展成为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发展 民族经济的一大障碍
。

殖

民主义在非洲的统治在经济上完成了把非洲经济纳人国际经济的轨道
,

成为世界资本主 义经

济体系的附属部分
。

一方面
,

西方列强向非洲提供了它们过去没有的东西
,

如建造了公路
、

铁

路
、

电话
、

电讯
、

港 口 和机场等基础设施
,

种植了像咖啡
、

可可
、

烟草
、

花生等经济作物
,

引

进了货 币经济
,

推动了非洲经济的商品化等
,

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

但这些引进都是在非洲

处于极其不利的受掠夺受剥削的地位下进行的
,

这些东西越多
,

非洲人民遭受 的苦难越深重
。

一方面
,

西方列强对非洲实行竭泽而渔式的掠夺
,

致使非洲经济片面畸形发展
。

非洲经济的发展是以该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和满足西方列强的需要为基础的
。

各个殖 民地

都片面发展一种或几种供出 口 的农业经济作物或矿产品
。

如加纳的可可和黄金
、

苏丹和乌干

达 的棉花
、

塞内加尔和冈比亚的花生
、

南非的黄金和金刚石
、

津巴布韦的烟草和黄金
、

赞比

亚的铜矿石
、

桑给巴尔的丁香
、

尼 日利亚和塞拉利昂的棕桐产品
、

莫桑 比克的甘蔗
、

喀麦隆

和多哥的可可
、

坦喀尼 喀的咖啡和西少尔麻
、

刚果的铜矿石和铁矿砂
、

几 内亚的铝矾土等等
。

完全忽视了 国内生产者非洲人的需要
,

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遭到扼杀
,

在许多殖民地
,

现代

工业几乎等于零
。

被迫生产他们所不消费的产品
,

而消费他们不生产 的产品
。

在非洲殖 民地
,

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现象
,

输出花生却进 口 花生食品
、

输出咖啡豆却进 口 咖啡饮料
、

输出棉花

却进 口纺织 品
、

输出铁矿砂却进 口铁器生产工具
、

输出铝矾土却进 口铝制器皿⋯⋯非洲经济

作物和矿产品 的产量在世界总产量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需求刺激着非洲

殖民地生产的发展
。

非洲经济发展的片面性和脆弱性 已经存在很长时间
。

这种不合理的经济

结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

要进行改革
,

解决这种问题是很难很难的
。

许多非洲国家 已经

独立数十年
,

这一情况至今没有根本的改变
。

当前
,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市场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

非洲一些国家实施外向型经济发

展战略
,

促进出 口带动经济发展
,

然而如何改变殖民地时期形成的片面发展一两种供出 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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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作物或矿产 品的状态
,

现在来看仍然是个严峻的问题
,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
,

非洲

经济的脆弱性是很难改变的
。

1 9 9 7 年 7 月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非洲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是

近期的一大证明
。

非洲绝大多数 国家的经济从 1 9 9 4 年起连续 4 年稳定增长
,

摆脱 了从 80 年

代初起的 10 多年严重滑坡
,

应该说成绩是喜人的
,

但要究其原因
,

主要是由于作为经济支柱

的农矿初级产品 (如可可
、

咖啡
、

棉花
、

棕桐仁
、

木材
、

橡胶
、

烟叶
、

石油
、

铜
、

铝锡等 ) 和

贵金属 (如黄金
、

白银
、

钻石等) 出 口价格的上扬造成的
。

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许多国家货

币大幅度贬值
,

有的国家一度贬值 10 0 % 以上
,

促使它们尽量输出出 口商品予以弥补
。

亚洲 国

家
,

特别是东南亚 国家主要输出的大多是同非洲一样的农矿初级产品
,

其价格更加低廉
,

在

争夺 国际市场方面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

东南亚国家又把出 口方向努力转向有活力的欧美市

场
,

以争取外汇
,

非洲国家传统运销欧盟和北美的农业和矿业原料明显受到影响
。

与此同时
,

外界向非洲的投资在过去较少的基础上进展更加缓慢
。

这次金融危机对非洲造成的冲击是很

严重的
。

¹ 20 01 年
“ 9 · 11 ”

事件后
,

据联合 国预计世界经济将受不小的影响
。

当年 的世界经

济增长率会降低 1%
,

其中非洲从原先估算的 4
.

3%降至 3%
,

是降幅最大的地 区之一
。

现行

的世界贸易规则拉大 了非洲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
,

使非洲越来越穷
。

例如
,

发达国家

控制着非洲国家的农产品出 口价格
,

迫使他们以低价出 口
,

高价进 口
,

阻碍了他们通过出 口

增加收人
。

有统计表明
,

发达国家每年 的农产品补贴款约有 30 0 0 亿美元
,

几乎等于撒哈拉以

南全部非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 的总和
。

因此
,

非洲国家根本无法按平等价格将产品打入发达

国家的市场
。

º 仅从上述可 以看出
,

对非洲来说
,

改革殖 民主义时代遗 留下来的不合理经济结

构势在必行 !

殖民当局促使非洲殖 民地经济的畸形发展
,

强迫非洲人沦为劳动力
,

使他们付 出了大量

的
、

惊人 的代价
。

表现为强迫劳动
、

强迫种植单一经济作物
,

掠夺土地
、

流动劳工制度等等
。

这些措施产生的后果是十分严重和深远的
。

有些直到非洲国家独立后仍然影响着国家的稳定

和经济的发展
。

例如
,

掠夺土地这一措施
,

其 目的是殖 民当局从非洲人那里掠走肥沃的土地
,

制造土地荒
,

迫使非洲人为了活命只好离开家园
,

替 白人殖民者做工
。

殖民当局在掠夺土地

的过程中表现得特别的贪婪
,

他们所得土地绝大部分是任意荒废的
。

掠夺非洲人的土地是西

方殖 民主义者在非洲大陆上奉行的一项带有普遍性的传统政策
。

非洲许多殖民地深受其害
,

即

使在非洲 国家独立后许多年其流毒依然很深重
。

像津巴布韦是个明显的例证
。

该国是农业国
,

75 %的人居住在农村
。 19 8 0 年独立时土地问题非常严重

。

大约 5 7 0 0 个白人农场 占有肥沃土地

16 0 0 万公顷
,

每户平均占地面积 17 5 4 公顷
,

相当于非洲人的 110 倍
。

无地或少地 的非洲人达

80 多万户
。

政府实施了 20 年的重新安置计划
,

土地问题 因国家无力
、

加之原宗主国英国的破

坏 » 依然没有得到基本解决
,

制约着国家经济的发展
,

从 20 0 0 年初起 由于土地问题诱发 了政

治动乱
,

政府处境危难
。

在今 日的南非
、

肯尼亚
、

乌干达等 国土地问题都是困扰政府的棘手

¹ 参见拙文
:
《亚 洲金融危机对非洲经济 的影响 》

,

载 《西 亚 非洲 》
, 1 9 9 8 年第 5 期

,

第 1一 7 页
。

º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 2 0 01 年 9 月 30 日电
。

» 津 巴布韦独立前
,

由于英国的干预
, 19 7 9 年 1 2月在伦敦兰开斯特大厦

,

津巴布韦各方举行制宪会

议
,

制定 了津 巴布韦共和国宪法 (史称 兰开斯特宪法 )
。

19 8 0 年 4 月 18 日津 巴布韦独立 时生效
。

在这部宪法

里规定 了津 巴布韦 10 年 间土地改革的原则
,

一 是对白人农场主采取 支付外币赎买土 地的办法
。

二是赎买土

地需由白人农场 主 自愿
。

又规 定英国政府保证提供足够的外币 以便津巴布韦政府向白人农场主购买土地
。

后

英方籍 口 废约不再如数提供经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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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在殖民地时期
,

非洲社会发生 了畸变
,

非洲国家独立后因惯性继续循势发展
,

要改变现

状是各国面临的重大难题
。

西方殖民统治给非洲社会带来的影响
,

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

第一
,

制造和扩大了城市中心与农村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别
。

随着西方列强殖民统治和经

济掠夺的需要
,

在非洲大陆上一大批中心城市发展起来了
。

它们有的是殖民政府首府和行政

中心
,

有的是商业中心
,

也有 的是矿业中心
,

或者交通中心等等
。

特别是在一次大战后的 26

年被称为非洲殖民地的大发展时期产生的一批城市
,

有
:

内罗毕
、

尼亚美
、

阿 比让
、

卢萨卡
、

索尔兹伯里 (今哈拉雷 )
、

约翰内斯堡
、

卡萨布兰卡
、

金伯利
、

埃努古
、

乔斯
、

路路阿堡
、

哈

科特港
、

塔克拉迪
、

布拉瓦约
、

巴马科等等
。

这些城市拥有 电力
、

自来水
、

卫生设备
、

交通

设施
、

娱乐场所
、

医院
、

居民住宅
、

商店等条件
。

非洲农村大多不是处于边远偏僻 的地区
,

便

是在贫瘩的不毛之地
。

缺水缺电
、

垃圾成堆
。

农村的青少年离开家庭
,

进人城市
,

流落街头

寻找工作
。

他们聚居城郊或贫民窟
,

那里成为酗酒
、

吸毒
、

卖淫
、

犯罪等罪恶场所
。

非洲国家独立后
,

农村人 口向城市流动大大加速进行
,

20 世纪 90 年代
,

非洲城市人 口增

长率远高于其他大陆
。

在 1 9 9 0 到 1 9 9 6 年期间
,

非洲城市人 口平均每年增长 4
.

4 %
,

大大高

于非洲人 口 年增长率 2
.

8 %
,

比发达国家的城市人 口增长率的 1 %高出三倍多
。

¹ 城市中心与

农村地区的差别进一步拉开
。

但即使在城市里
,

由于住房极度紧张
,

交通拥挤
,

教育设施
、

医

疗卫生设备严重不足
,

加之失业严重
,

贫富悬殊
,

严重影响社会 的稳定
。

º

第二
,

西方列强为了培养对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更有用的非洲人而兴办教育
,

然而小学

分布不合理
,

学校设备不齐全
,

课程设置和教学 内容照搬宗主国的
,

严重脱离本国
、

本地的

实际
。

在很多殖民地学校只设在一
、

二个城市里
。

最初只设小学
、

中学和师范学校
,

培养少

数办事员和参加殖民机构管理的中下级职员
。

不重视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
。

在撒哈拉以南非

洲的许多殖 民地只是到二次大战后开始创办大学
,

而且每个殖民地只办一所大学
,

往往又是

宗主国大学的分校
。

大学里 只重视文科和 外国语言科 目
,

优秀者再送宗主国深造
。

殖民 当局

希望他们成为其代理人
,

担任殖民地的中高级职务
。

非洲国家独立 已经数十年时间
,

上述这

些状况至今还严重存在着
。

受教育的人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
,

有的还嫌弃 自己的国家和人 民
,

有钱人在西方学习后在国外寻找工作
,

国家却缺乏人才
。

学校分布不均衡
,

不利于 国家的现

代化建设
,

致使不同民族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拉大
,

造成紧张关 系
。

»

第三
,

由于数个世纪奴隶贸易
、

殖 民主义和种族压迫的影响
,

歧视
、

鄙视非洲黑人的种

族主 义谬论泛滥
,

成为长期以来社会统治思想
。 “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 占统治地位

的思想
。 ”¹ 非洲人民也同样受到种族主义宣传 的毒害

,

他们一些人误认为 自己
“

低能
” 、 “

卑

门万

º

代卷》
,

叮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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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
” ,

而帝 国主义却是
“

不可战胜 的
” ,

其统治是
“

不可动摇的
” 。

殖民体系崩溃
,

殖 民主义虽

然被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

但是歧视黑人的丑恶思想意识绝不会轻易地消除的
。

当前非

洲 国家在克服困难
,

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

一些人表现出缺乏强烈 的精神力量
,

缺乏 自力

更生
、

奋发图强 的意识
,

缺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自信心
,

而是一味依赖于国际社会
,

这

无疑是殖民主义在非洲造成恶果的一种突出表现
。

其实
,

非洲 国家 自独立以来
,

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物
。

就拿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文学

来说
,

有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尼 日利亚剧作家握里
·

索因卡 (1 9 8 6 年)
、

埃及的小说家

纳吉布
·

马哈福兹 (1 9 8 8 年 ) 和南非的女小说家娜丁
·

戈迪默 (1 9 9 1 年 )
。

此外
,

还有一批

著名的文学家
,

如埃及的塔哈
·

侯赛因
、

阿尔及利亚的穆罕默德
·

狄布
、

尼 日利亚的钦努阿
·

阿契贝
、

喀麦隆的费迪南德
·

奥约诺
、

塞内加尔的列奥波尔德
·

桑戈尔
、

塞 内加尔的桑贝

内
·

乌斯曼
、

南非的彼得
·

阿伯拉罕姆斯等
。

著名 的政治家更是数不胜数
:

有在国际政治舞

台上担任重要角色的联合 国第六
、

第七任秘书长的埃及学者布特罗斯
·

布特罗 斯一加利
、

加

纳人科菲
·

安南
。

还有著名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的艾伯特
·

卢图利 (1 9 6。年 )
、

德斯蒙

德
·

图图 (1 9 84 年 )
,

像南非的纳尔逊
·

曼德拉
、

坦桑尼亚的尼雷尔
、

加纳的恩克鲁玛
、

埃及

的纳赛尔等都是卓越的国家领导人
。

上述这些杰出人物
,

他们像普通人一样开始时都处在不

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
,

但他们有着努力奋斗
,

发奋励志
,

自强不息的精神
,

以惊人的毅力

创造伟业
,

从而赢得世人的赞美和崇敬
。

个人是这样
,

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
。

非洲国家差别很大
,

其中 34 个是最不发达国家
,

还

有 19 个国家是不差的
,

有些还是很好的国家
,

像突尼斯
、

毛里求斯
、

博茨瓦 纳
、

加蓬等国就

是这样的
。

例如博茨瓦纳在 2 0 世纪 6 0 年代中期独立时是最不发达国家
,

当时一些人预测是
“

无希望发展
”

的国家
。

但经过 35 年时间
,

已经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政局一直 比较稳定
,

民族关系和睦
,

社会和谐协调
,

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

国内生产总值从 1 9 74 一 1 9 8 9 年的平均增

长率为 n
.

19 %
。

社会也发生巨 变
,

人民安居乐业
,

城市化发展迅速
,

如首都 哈博罗内原先

是大片荒地
,

现在已拥有 10 多万人 口 的新兴城市
。

人们把博茨瓦纳称为
“

非洲发展 的橱窗
” 。

这些都说明
,

殖民主义给非洲国家造成的历史遗留是客观存在着的
,

也是很严重的
。

但也不

是不可 以改变的
。

非洲国家和人民通过制定和实施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和政策
,

艰苦劳

动
,

自强不息是可 以改变现状
,

建设好一个新 的繁荣富强的国家的
。

一切歧视
、

鄙视非洲
,

一

些非洲人缺乏 自信心
,

缺乏 自立 自主的意识是没有根据的
,

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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