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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我演讲的内容是全球化与非洲!以及在

单极全球化世界中所有发展中国家将要面临的

挑战"

一、全球化社会影响问题世界委员会

首先介绍一下全球化社会影响问题世界委

员会" 我与芬兰总统塔里娅#哈洛宁共同担任全

球化社会影响问题世界委员会的主席已有两年

了! 这一委员会是在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
索马维亚先生的倡议下于 "’’( 年成立的! 起因

是由于人们意识到!在这个相互依赖%相互联系

日益密切的世界上!尽管全球化进程带来种种好

处!但也在产生着令人难以承受的不平等和不公

平" 如今受益者寥寥无几!而非洲并没有从全球

化中受益!而非洲又在决定社会性质上丧失发言

权!从而也就从根本上丧失了从全球化中受益的

机会"
一方面!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另一方面!世界

范围的相互联系正变得更加密切! 更加网络化"
一方面!我们要求世界遵循统一的民主和人权的

基本价值观!而事实上!我们却没有将世界引向

这一理想" 恰恰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将西方文

化作为全球化的基石!并缓慢使其标准化" 两股

作用力方向相反!必定会导致两败俱伤"
其次! 许多人对全球化的方方面面不甚满

意"而在全球化社会影响问题世界委员会成立之

前!不同想法%经历和背景的人没有被整合起来!
群策群力!达成共识!以使全球化进程更加公平!
更易于接受" 与之相反的是!全球化日益成为一

个造成不和的主题!导致人们在全球化问题的争

论中陷入无休止的冲突! 而冲突有时具有暴力

特性"
冲突并不符合任何人的长远利益" 正如 "’’)

年 * 月 ") 日全球化社会影响问题世界委员会发

布的报告中所说&’ 尽管利益有所不同!我们仍然

相信!有必要实现更公平全面的全球化!全世界

越来越多的人都认同这一点( )为了我们共存的

这个世界!必须结束此前在全球化问题的争论中

总是存在的各说各话%聋子对话的局面*

二、非洲的现状

众所周知!过去几十年来!在日益加速的全

球化过程中!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地区是受

益最少+缺损最多的大陆" 如今!撒哈拉以南地区

全球化与非洲

坦桑尼亚总统 本杰明·威廉·姆卡帕

摘 要：过去几十年来，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过程中，非洲是受益最少的大陆，尤其是撒哈拉以南地区。非洲的历史与

其现状有着内在的关联，并值得密切关注。由于非洲各国遭受过长期殖民统治，因此独立后的非洲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拥

有完善的民主和繁荣的经济。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只有西方跨国公司从中获利，而非洲国家却身处难以扭转的劣势。在

这种情况下，南南合作是非常必要的，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尽力摆脱工业富国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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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贫困人口与 !" 年前相比几乎翻了一番! 即使

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你也能够明白"造成

这一令人担忧趋势的主要原因在于非洲经济没

有达到其应有的增长速率! !""! 年"非洲最不发

达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 #$%&"但是如果这些

国家想要在脱贫方面真正发挥作用的话"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的年经济增长率就不能低于 ’!!
造成这种情况有若干原因"其中之一便是当今的

全球化进程没有公平地对待非洲!
大多数非洲国家已经独立四五十年了! 但

是"非洲的奴隶史#殖民史#新殖民史和剥削史"
与今天非洲的现状都有关联! 如果我们非洲人想

从全球化中受益"就必须做许多事情"还要做得

更好! 正如委员会报告中所说的"非洲必须首先

应付全球化在国内产生的负面效应"我对这一必

要性深信不疑! 但是我们的历史所造成的当前局

势和非洲大陆进入全球经济范围的方式"都与我

们的现状有内在关联"因此值得密切关注!

三、殖民统治对非洲国家的影响

显然"非洲当前的有些问题源于非洲国家的

诞生和成长的方式! 仅凭国旗#国歌及其他国家

设施"以及争取政治独立的高涨情绪"就认为预

示着非洲进入了一个良好的民主治国与经济繁

荣的新时代"这种想法是幼稚的!
思考非洲独立问题时"用$ 中途夭折%这个比

喻比$ 诞生%更恰当!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殖民列

强愿意或准备让健康#新兴#独立的非洲国家问

世"他们希望的只是中途夭折! 就非洲国家本身

而言"在民主自治和社会发展制度及人力资源方

面"必要的筹备尚不完善!
这并非多愁善感" 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事实!

这种准备不充分的状况意味着独立非洲国家起

步时是弱小的#不稳定的实体"这种情况是殖民

列强造成的! 比如"当几内亚拒绝接受自治而要

求完全独立时"法国的反应是立即断然撤回所有

经济援助"所有公务员#技工"甚至拆除基础设施

和设备! 因为法国人非常清楚"他们从未培训过

几内亚人来接管这些工作!

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帕克南将非洲这一阶

段的历史作了如下概括’$ 从 ()#% 年到 ()*’ 年

这 (( 年间"各国争先恐后地逃离非洲"其速度与

一个半世纪以前争先恐后地进入非洲时一样快

得有失尊严((首先"这些) 殖民*国家认识到"
殖民者在被人踢出门之前"就会自觉出去! %+(,-.*%(/

他进一步补充道’$ 英国#法国#比利时对托管地

的统治" 和对其他殖民地的统治一样独断专行!
没有国联的监督"不发展自治"教育水平大多停

滞在小学阶段"赤贫! 托管地就像殖民地一样"是

世界经济的囚徒((%+(,-.*%0/!
独立之初"大部分非洲国家是首次进行体制

变革"原先的体制是暴虐#不民主的"种族歧视事

件不断!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治者独断

专行"侵犯人权"剥削少数民族! 在这种情况下"
仅凭仓促制定的宪法"就希望刚刚独立的非洲国

家能够拥有完善的民主和繁荣的经济"这是不切

实际的! 单从字面意思就能明白"殖民列强之所

以到非洲来"不是为了向我们传授民主#人权和

有效的经济管理经验! 我们经历的殖民主义是一

种统治#一种分而治之#一种恩赐施舍#一种蒙受

剥削和滥用人权的耻辱!
在我们独立之初" 受过教育的人寥寥无几!

殖民者退出之后"大多数非洲人没有民主自治的

经验! 殖民列强没有让我们轻而易举地获得民

主"我们必须为此而斗争#流血"甚至牺牲! 因此

独立之后"大多数领导人别无选择"只能仓促应

对"边干边学"尝试各种新鲜事物"犯错误"有时

错误的代价高昂! 虽然会犯错"但至少他们是自

我命运的主宰"而非他人的臣民!
将所有的错误及治国不当的发生完全归咎

于他们也不公平! 在后来的利奥波德维尔举行的

刚果独立庆祝活动中"比利时国王博多安触景生

情"鲁莽地脱口而出’$ 先生们"现在该展示一下

你们没有辜负我们的信心%"立刻引来帕特里斯&
卢蒙巴) 刚果第一任总理*愤怒的反驳+!,-."#$/! 我认

为国王的话是极端的侮辱"所以卢蒙巴的反驳是

理所应当的! 无怪乎有些人蓄意要杀死卢蒙巴"
而且也确实做到了!

独立之初"几乎没有一个非洲国家拥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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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的国民经济! 我们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互动都

是作为超级大国经济的附属"而且要通过其介入

种植园#采矿#贸易及所有采掘业的盟国! 非洲史

的著名作家巴兹尔$戴维森曾做出如下描述%& 在

通向稳定途中出现的这些政治困难"自独立之日

起就已经产生了"随后又产生了其他一些经济和

社会方面的困难! 新政府被迫接管的并非繁荣的

殖民贸易"而是一场深刻的殖民危机! ’
实际情况是" 我们在独立时所继承的不是国

家!从 !""# 至 !""$ 年"在柏林由殖民列强对边界

进行了极不合理的划分" 我们所继承的仅仅是在

这一范围内被捆绑在一起的不同敌对部族的混

合! 独立之初"不应低估国家建设所面临的挑战"
因为殖民统治者教会部落或教派的是仇恨和不信

任(况且由于种族和宗教的分歧与敌对"分而治之

的政策得以加强并继续起作用!在某些国家"殖民

统治的结束引发了政变#内战#冲突和不稳定"种

族主义得以强化"这也不足为奇! 更有甚者"某些

国家的一大治国特点就是频繁组织大批民粹主义

者集会"仅仅为了显示一种创造的惯性)
坦桑尼亚是一个例外"努力在 %&’ 多个不同

部落中树立一种国家感! 其他国家就没有如此幸

运了"没有我们的开国总统姆瓦利姆$朱利叶斯$
($尼雷尔那样具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他将国家建

设放在首位!
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非洲国家更多地专注于

追求所谓的& 独立果实’"进行再分配"而不是先充

分发展生产"为再分配创造必要的剩余!由于发展

的驱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包括坦桑尼亚"于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卫生和教育基础设施进行

了大量投资"而其国内经济还没有能力维持#供应

和保障如此巨大的社会服务网络! 鉴于殖民政府

所遗留下来的状况"这样做是不是错了*

四、全球化与非洲

对于非洲来说"后冷战时代标志着从被养父

母收养转而变成了孤儿) 养父母离开了"并在远

方为提供新形式的支持而不断强加各种限制条

件"包括治国#包括承担责任以及& 华盛顿共识’
等! 非洲现在已成为各种发展理论的试验田"有

些成功"有些惨败!
几天前在上海" 世界银行行长吉姆$沃尔芬

森向我们保证"& 华盛顿共识’ 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是个好消息"我们欢迎发展伙伴关系新概念!

然而另一个大问题出现了%伙伴关系呈现出

一种不安全的不对称! 非洲的发展成为空话"全

球双重标准取代了全球的团结!
非洲之所以像个孤儿"主要与石油等资源问

题相关! 工业富国似乎觉得非洲是微不足道的"
无关痛痒的"有时甚至被认为是丑陋的累赘! 于

是一再食言"诸如进行新的经贸交易#增加援助#
免除更多债务等!

新千年之初"非洲市场依然过于狭小"仅能

吸纳世界出口总量的 &!" 国际贸易份额也是微

乎其微" 大约 &!" 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有

限"占世界直接投资总数的不足 %!"占发展中国

家外国直接投资的 )*"$!! 因此实力不对称对

于我们极为不利!
况且人们已经失去耐心了%为什么非洲不能

跑得更快呢* 但是如果双腿套在袋子里"怎能跑

得更快呢* 我们恳求外部世界%请将我们的双腿

从袋子里拿出来吧)
有一点再清楚不过了%没有灵丹妙药"没有

应急措施"没有一种万能的方法能解决非洲所有

的问题! 非洲已在国家#地区#大陆各个层面上尽

力为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创造必要条件"进而从全

球化中获益更多! 人们很容易想到的是和平#安

全#稳定#宏观经济基础#基础设施及社会服务等

方面"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非洲人民致力

于处理问题" 为寻求解决方法而承担主要责任"
调动共同的资源!

在国家层面上"坦桑尼亚已竭尽所能"然而

我们的经历表明这些还不够! 正确的政策与政治

意愿是必要的"但也还不够! 必须突破供给方的

限制"这需要更多的发展援助"必须建设体系机

制"培养个人能力"必须使外部环境变得有利! 对

于许多非洲国家来说"这需要有更多的政府部门

参与进来"还需要更多非债务性外部资源! 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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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我们需要综合的连贯一致的战略!由国家

决策!有外部支持"
非洲各国大多属于最不发达国家之列" 联合

国召开过三次最不发达国家会议!发表了出色的

报告和有力的讲话!但至今尚未付诸行动!或者

想出相应的对策" 联合国希望将经济合作发展组

织国家 !"#!的收入作为发展援助!这一目标即使

不是奢望!也仅仅是一个遥远的梦" 一些富裕的

小国#$$荷兰%丹麦%瑞典%挪威$$$已经表示这

一目标可以得到一贯持续的实现" 我由衷地%诚

挚地向这些国家表示赞许和感谢" 正是由于他们

慷慨的援助政策! 才没有使非洲各国变得更贫

穷" 这说明只要政治意愿充分! 这一目标就能

实现"
正是由于缺乏政治意愿!才延误了英国财长

戈登&布朗关于国际金融中心的提案获得更广泛

的支持!这一中心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发展提

供外部资源保障’
有人认为!富国将穷国紧紧攥在手心里的说

法有些夸张!虽然这不是唯一的解释!其实一点

也不夸张" 我们不能低估实力不对称所造成的影

响" 由于严重依赖初级商品出口!非洲!尤其是撒

哈拉以南地区!一直被牢牢地控制!饱受变幻莫

测的世界商品市场与气候的折磨!还有贪婪的增

值与贸易跨国公司的盘剥" 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

认为! 这一问题影响到了非洲() 过去二十五年

来!这一地区的经济之所以不景气!主要原因在

于不利贸易条款导致资源大量流失* 世界银行估

计!由于近三十年+ $%#!"$%%# 年,的不利贸易条

款!非洲非石油出口国+ 除南非以外,的累计损失

相当于这些国家 $%##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
累积净资源流动的 &$!!净资源转移的 ’(!* 联

合国贸易发展大会的研究表明!如果标准开支评

估贸易条款维持 $%(! 年的水平! 那么这片次大

陆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就能在现有水平上

翻一番--.)*+*
坦桑尼亚出产优质腰果* $ 公斤腰果 !"& 美

分!对于农民们来说已经算是好价钱了!而 $ 公

斤加工过的腰果的价格至少是原来的 &! 倍* 这

中间的差价进了谁的腰包呢/ 西方跨国公司处在

这个增值链的高端* 许多人喜欢) 瑞士.巧克力!
但是有谁会记得象牙海岸那些穷苦的农民/ 他们

的劳动艰苦繁重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没有他们

种的可可豆!我们也不可能津津有味地品尝美味

的) 瑞士.巧克力*
对于这种剥削关系!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的

报告以咖啡为例() 当非洲生产者蒙受外汇进口

损失的同时!价值链高端的贸易商和公司却在牟

取暴利* 比如!据国际咖啡组织称!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初! 咖啡生产国的利润 + 出口离岸价格,为

$!! 亿美元!而零售值约为 *!! 亿美元*如今零售

值 是 #!! 亿 美 元! 但 生 产 国 只 能 得 到 &"& 亿 美

元* .),+

我们身处劣势!跨国公司从中获利!我们却

难以挣脱其掌控* 我们的发展伙伴不愿承认这些

全球销售商正在代替全球管理!他们宁愿问更简

单的问题(为什么非洲不发展/ 我们的套袋赛跑

怎能与毫无羁绊的冲刺相匹敌/ 这样怎能发展/
更糟糕的是!当我们试图在出口前进行农产

品加工的时候!富国政府却提高了关税!也许并

非有意而为之! 但却使我们更加难以摆脱束缚*
我来举两个例子! 看看当我们尝试农产品加工

时!关税是如何变化的(
* 对于未加工的咖啡豆，欧盟征收 7.3% 的

关税，在美国是 0.1% ，在日本为 6% 。而对于精加

工 的 咖 啡 豆 ， 欧 盟 征 收 的 关 税 要 高 得 多 ，为

12.1% ，美国为 10.1% ，日本为 18.8% 。

* 对于未加工的可可豆，欧盟征收 0.5% 的

关税，在美国和日本均为零。对于半加工的可可

豆，欧盟征收 9.7% 的关税，在美国是 0.2% ，在日本

为 7% 。如果非洲想要出售高级可可产品的话，欧

盟将征收高达 30.6% 的关税，在美国是 15.3% ，在

日本为 21.7％。

再加上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每年给本国

农业部门的巨额补贴高达 *!!! 多亿美元! 你们

可以想象! 对于以农业为竞争优势的非洲来说!
从现存的全球化进程中获益是多么困难!几乎是

不可能的* 他们不仅为我们出口加工农产品制造

困难!而且还向我们倾销补贴过的农产品!使我

们的农民蒙受更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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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坦桑尼亚人食用进口的牛奶! 奶酪和黄油"
这些产品在原产国都有高额补贴# 而坦桑尼亚的

奶制品生产者却没有一分一厘的补贴"他们的产

品在国内也卖不出好价钱$ 人们不愿质疑这些显

而易见的不公平现象" 他们宁愿问更简单的问

题%为什么非洲不发展& 如果我们生产的越多"产

品的价格反而越低"那我们如何能发展&

五、南南合作的必要性

!""# 年 $ 月坎昆全球贸易对话的失败"让我

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回想起三十多年前处理的两

大难题$ 第一"在全球谈判中"在为争取自身利益

的斗争中"团结是强有力的武器$ 在坎昆我们站

在一起"阻止了工业富国对我们的威胁恐吓$
在南半球"我们的起点也不尽相同"有些国

家的经济实力更强一些"然而无论我们的发展水

平是多么参差不齐"我们都很清楚"被忽视或不

予以重视是有失尊严的$ 我们当中比较发达的国

家"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表示愿意向别国传

授自己的经验$ 坦中长期保持着全天候的友谊"
这种友谊和团结是在斗争中产生的$ 我们屡屡并

肩作战%一同努力实现了南非的解放"一同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确保在国

际社会中的合法地位而斗争"一同为建立国际经

济新秩序而斗争" 现在又一同团结南半球国家"
为维护主权尊严和经济发展这一共同事业而斗

争"我们还将一同为反对全球化进程的不公平现

象而继续斗争$ 继瓦利姆’朱利叶斯’%’尼雷尔与

毛主席之后"我们继续加强合作"胜利必将属于

我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南合作中发挥着特殊

的作用"像中国!印度!南非!巴西这样的国家能

够成为发展中国家新联盟的核心$
我们必须建立贸易!投资!科技和文化上的

国际体制"尊重我们的合法需求"听取我们对全

球事务的意见$ 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垄

断思想" 以不容置疑的权威来决定全球事务"或

者谋求自身利益"完全忽视这个星球上其他国家

的存在$ 南半球国家应当进一步整合经济贸易"

分享知识与经验"在面对富国时显示出前所未有

的团结$ 我们都必须减少对富国的依赖"必须向

他们证明"这也是我们的星球"我们也有发言权(
从中国古代哲学家孙子的) 孙子兵法*中"我们学

会了如何把握好机会$ 南南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尽

力摆脱工业富国的掌控$ 现状的受益者肯定不愿

放弃他们享有的权益$ 我们必须制订计划"争取

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获取我们应得的份额"这

好比一场战争$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南南合作的众多机

会"但如果不加以利用"这些机会就毫无意义"机

会是越利用越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最大+发展

最快的发展中国家"我来中国就是要主张尽快结

束有关南南合作的纸上谈兵"现在是将讨论付诸

实践的时候了$ 肯定会有人泼冷水"指出前进的

道路上阻碍重重"但我们绝不能分神$ 贵国就是

一个绝佳范例"一个国家只要专心致志"拒不分

心"就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我希望中国在南南

合作中能带领我们以更新!更大的干劲"把握所

有机会$ 如果没有机会"我们就去创造机会$
因此"我们必须寻求并清楚地表明我们的选

择和筹码$ 即将在巴西圣保罗召开的联合国贸易

发展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将提供一次良机"在优

惠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体系内" 展开新一轮的谈

判$ 这明确传递出一条信息,,,改变全球贸易体

制是可能的"新体制将公平对待所有国家"真正

为全球脱贫而奋斗$ 明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亚

非峰会上将通过加强次区域组织秘书处间的磋

商"发展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南南合作$
&$$’ 年 & 月 &! 日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南部

团结国际会议上"瓦利姆’朱利叶斯’%’尼雷尔对

各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作了如下阐述%- 建立南

南合作能够增强南半球国家的实力"巩固长期利

益"捍卫真正的独立$ 各国之所以无力承受北半

球国家施加的压力或破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

分依赖南北贸易!专长和资金$ .
!""# 年 &! 月 &’!&$ 日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

召开的 (( 国集团高级会议上"发表了) 关于南南

合作的马拉喀什宣言* "我们都深受鼓舞$ 该宣言

认识到"为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作为南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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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充!南南合作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

少的" 南南合作是一股惊人的团结力量!有了它!
即使再大的挑战!我们也能应对" 宣言表明!发展

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致力于加强资源与经验方

面的交流!了解如何在各个地区使南南合作有利

于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宣言坚信!南南合作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没有哪一个国家!
即便是最先进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对实现独自增

长与发展抱有希望!进而影响国际进程" 但只要

共同合作!发展中国家就能在实现发展目标和塑

造国际关系的进程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上半年召开的第十届全

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回顾了这个时代的全球性

挑战#$ 我们要坚持促进世界多极化!倡导国际关

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促进经济全球化朝

着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要坚持互

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反对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继续推

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温家

宝总理是在召唤政治外交上的志同道合者" 我愿

意参与进来!为实现多边主义和公正的全球化以

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我国热切期待着为完成

这一使命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托马斯·帕克南$争夺非洲!%#$伦敦&阿巴克斯历史出版

社’"(("$
!)#亚当·霍克希尔德$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在殖民非洲关

于贪婪、恐怖和英雄主义的故事!%#$伦敦&佩珀麦克出版

社’)***$
!+#巴兹尔·戴维森$现代非洲：社会政治史!%#$伦敦和纽约&

郎文出版社，"((,$
!,#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非洲经济发展：非洲贸易中存在

的问题!-#$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秘书长的报告$

（ 翻译 唐 洁 责任编辑 严 瑾）

!"#$%"&’%(&#) %)* +,-&./

./012340 5466423 %7282
!"#$%&’$() *+ ),$ -(&)$’ .$/012&3 *+ 45(65(&57

+01(-/.(2 9:;4<2’ /=8/<4266> =?@AB2C2;20 9:;4<2’ 4= DC/ <E0D40/0D DC2D C2= 3E=D 6E=D E?D :;E3 DC/ 2<</6/;2D/F 82</ E: G6E@!
264H2D4E0 40 DC/ 62=D :/I F/<2F/=$ 9:;4<20 C4=DE;> 4= 40D;40=4<266> ;/6/J20D DE DC/ <?;;/0D =4D?2D4E0 20F DC/;/:E;/ F/=/;J/= 3E;/
DC20 :;4JE6E?= 2DD/0D4E0$ KD 4= 438E==4@6/ :E; 9:;4<20 <E?0D;4/= DE C/;26F 2 0/I /;2 E: GEEF F/3E<;2D4< GEJ/;020</ 20F /<E0E34<
8;E=8/;4D> 40 DC/ 0/2; :?D?;/’ G4J/0 4D= 6E0GLD/;3 =?::/;40G :;E3 <E6E0426 ;?6/$ MEI2F2>=’ 9:;4<20 <E?0D;4/= C2J/ 64DD6/ :6/N4@464D>
DE I;/=D6/ DC/3=/6J/= E?D E: DC/ G;48 E: DC/ 3?6D402D4E026= DC2D 8;E:4D :;E3 DC/4; 8E=4D4E0 E: I/270/==$ O0F/; DC/ <?;;/0D <E0F4!
D4E0=P BE?DCLBE?DC <EE8/;2D4E0’ ?6D432D/6> 2@E?D I;/=D40G 3E;/ <E0D;E6 EJ/; DC/ IE;6F :;E3 DC/ G;48 E: ;4<C 40F?=D;4264H/F <E?0!
D;4/=’ 4= 438/;2D4J/$

345 6#-*12 Q6E@264H2D4E0( 9:;4<2(BE?DCLBE?DC <EE8/;2D4E0’(R20H2042(R20H2042LSC402 ;/62D4E0

外交学院学报 "#$T 年

"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