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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什 与 克 林 顿
访 问 非 洲 比 较 分 析

贺文 萍

  内容提要  今年7月, 美国总统布什访问非洲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笔者通过对布

什此行与 1998年克林顿非洲之行进行比较分析, 认为两次访问非洲具有几乎雷同的出访国

家和相似的国内政治需要, 在推动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加强与法国争夺在非洲的

/影响力0, 以及不直接卷入非洲地区冲突方面, 均体现出美国对非洲政策的继承性和延续

性。但布什此次在反恐、重视非洲石油资源, 以及关注非洲人健康和教育方面做出的姿态则

体现出美国对非洲政策的新发展与新重心。说到底, 美国是从其全球战略出发来制定和执行

其对非洲政策的。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和变化必然会引起对非洲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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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文萍, 1966 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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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7月 7日至 12日, 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塞内加尔、南非、博茨瓦纳、乌干达和尼日利亚 5个

非洲国家, 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访问非洲的共和党在任总统。尽管白宫极力渲染布什此行的意义非同

小可, 但舆论普遍认为布什此行难以胜过 1998年民主党克林顿总统的非洲之行。那么, 二者相隔 5

年的非洲之行有何异同? 美国对非洲政策的重心 5年来变在何处? 本文通过比较二者访问非洲的异同

来做一解答。

两 次 访 问 非 洲 的 相 同 点

(一) 几乎雷同的出访国家和相似的国内政治需要

1998年3月克林顿访问的是加纳、乌干达、卢旺达、南非、博茨瓦纳和塞内加尔。这不仅是克氏

就任总统后的首次非洲之行, 也是 20年来美国在职总统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首次正式访问 ( 1978年

卡特总统访问了尼日利亚和利比里亚)。布什此次则是访问塞内加尔、南非、博茨瓦纳、乌干达和尼

日利亚。两次访问的共同国家是塞内加尔、南非、博茨瓦纳和乌干达。这种挑选和重复不是偶然的,

而是反映出一种精心的安排和美国认可的价值观的传递。上述 4个被访国家不仅在地域上具有西非

(塞内加尔)、南部非洲 (南非和博茨瓦纳) 和东非 (乌干达) 的代表性 (这可使美国总统的访问具有

面向全非洲的气势和概念) ,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们均为非洲政治和经济改革进程中的 /楷模0 国家。

访问这些国家可以将美国的对非洲政策、访问非洲要实现的具体目标, 以及美国的外交政策理念等巧

妙地加以结合。具体来看, 塞内加尔、南非和博茨瓦纳均为非洲政治民主化搞得好的国家, 它们要么

民主体制存续时间长 (如博茨瓦纳) , 要么在市民社会、新闻自由等方面走在前列 (如南非和塞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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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 , 这与冷战结束后历届美国政府倡导的推广民主是一脉相承的。

另外, 两次访问非洲在节奏安排上也如出一辙。在重点国家要多住细谈, 在非重点国家则惊鸿一

瞥, 匆匆而过。南非作为非洲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和资源富国, 在非洲的地区维和与经济发展方面发

挥关键作用。尽管南非在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常常与美国意见相左, 但克林顿 (在南非访问 4天) 和

布什 (在南非停留 3天) 均耐心地与时任南非总统曼德拉和现任总统姆贝基促膝细谈, 意在通过会晤

和密切关系实现美国借助与地区大国的合作来控制非洲事务的战略目标。在战略意义相对较小的乌干

达和卢旺达, 布什和克林顿都只在该国机场附近作了几个小时的短暂停留。

两次访问非洲还反映出美国国内政治和种族因素对美国的非洲政策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美国两党

政治的运转模式使共和党和民主党必须正视国内种族问题, 以便为选举赢得尽可能多的选票。有评论

认为, /布什访问非洲将证明他不只是一个战争贩子。他在处理非洲问题和制定美国对非洲政策的总

体框架时大力为竞选做准备。0 ¹ 美国黑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3% , 且包括救援组织、宗教团体、商界

人士和国会黑人议员委员会在内的游说联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关注贫困和发展问题不仅可以争取国

内黑人的选票, 而且可以吸引和转变郊区居民和职业女性等中立投票人的立场。因此, 为争取连任

(克林顿是为民主党, 布什则为自己) , 需要高举 /关注非洲0 这面大旗。为此, 克林顿访问非洲时特

邀了美国著名黑人民权领袖杰克逊相伴, 布什则有国务卿鲍威尔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这两位

重量级人物跟随左右。

(二) 对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一贯推崇与大力推动

推广民主和自由经济发展是美国历届政府不变的外交政策理念, 也是最深层的美国国家战略目

标。由于对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自我推崇和过高估计, 几乎每一项美国外交举措和动议

的背后都隐含着此动机的影子。无论是克林顿政府提出的 5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和机会伙伴关系法案6

(主要对非洲国家出口美国的服装和纺织品实行配额和关税免除) , 还是布什政府首创的 /千年挑战账

户0 (The 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 ) , 美国对其提供每一笔发展援助都设立了严格的民主、自由、

人权的条件和门槛, 未达标国家是无缘接受美国伸出的 /橄榄枝0 的。

克林顿访问非洲时反复提到要在美国与非洲之间建立一种以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为基础的新型、

长期的 /伙伴关系0。克林顿政府认为, 冷战结束后非洲的 / 民主化0 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民
主0 国家的数目在 10年间已翻一番, 达到 20多个。美国与非洲伙伴关系的核心仍是发展民主, 但主

张通过发展经贸来推进民主。为此, 5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和机会伙伴关系法案6 明确将 /美非贸易0

和 /对非援助0 与非洲的人权、民主、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 受益国必须是 /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民

主和市场经济及法制体系0 的国家, 运用经济手段推行美国价值观成为克林顿政府对非洲政策的基

点。布什政府继承了这一衣钵, 对接受 /千年挑战账户0 援助的国家提出了所谓致力于自由市场经

济、关注健康和教育投资、无腐败行为等前提条件。布什认为, 美国在非洲的责任是与一直以来指导

美国和世界的 (民主) 理想一致的, 美国面临在非洲保卫和扩大民主、自由的使命与召唤。º

(三) 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漠视及政策的表里不一

推动和维持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是美国政府历来挂在嘴上的漂亮话。克林顿访问非洲时还抛出了一

个所谓的 5对付非洲危机计划6, 准备投入上千万美元用于向有关非洲国家派遣美军顾问、培训非洲

维和部队。在访问经历了 1994年惨绝人寰的 /部族大屠杀0 的卢旺达时, 克林顿还惺惺作态地接见

了6名 /部族大屠杀0 的幸存者, 为美国和国际社会未能阻止这场屠杀表示遗憾, 并承认对此负有责

任。同样, 布什在出访前也信誓旦旦地把 /致力于维护非洲的和平与安全0 作为他非洲之行的首要目
标, 允诺要积极支持非洲国家促成刚果 (金)、苏丹、利比里亚等国从战乱走向和平, 从后勤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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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布什 2003年 6月 26日在华盛顿召开的 / 美非商业峰会0 上的讲话。

肯尼思#沃尔什: 5走进一片充满痛苦的土地6 , 载 5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6 周刊, 2003年 7月 14日。



等方面帮助非洲国家建立有效的维和部队。然而, 实际情况是, 自 1993年美军在索马里 /黑鹰折翼0

后, 美国对出兵非洲维和采取了消极态度, 不愿直接和过多地卷入非洲的地区冲突, 转而强调非洲问

题应由非洲人自己来解决。克林顿的 5对付非洲危机计划6, 说白了, 就是一个美国出钱、出枪, 非

洲出人, 既可保证美军零伤亡, 又可继续控制非洲事务的计划。和其前任克林顿政府一样, 面对利比

里亚日益升级的内战、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以及国际社会和非洲国家要求其出兵维和的强烈呼吁,

布什政府却无动于衷, 在出兵利比里亚维和的问题上期期艾艾、不置可否。近日, 在联合国秘书长安

南的再次强烈呼吁下, 布什才略略松口, 但仍表示美国不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 只会派出微小规模

(几十人到数百人之间, 上限不会超过 1000人)、短暂逗留的后勤支援部队, 而且具体出兵时间要等

研究了此前赴利比里亚的美国军事评估小组的报告后再行决定。另外, 对联合国要求延长和扩大驻刚

果 (金) 维和部队的规模一事, 美国也是拖拖拉拉, 态度消极。这与美国不久前不顾全世界的反对,

一意孤行派出 15万兵力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究其原因, 布什早在 3年前竞选总

统时就已说得很明白。当时, 他明确说, 非洲 /不属于美国的战略利益范围0, 反对美国出兵介入

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认为美军不应卷入 /美国战略利益0 以外的种族清洗和屠杀。

(四) 与法国争夺 /势力范围0 和 /影响力0

两任总统相隔 5年访问非洲均把西非法语国家塞内加尔列为出访国, 这绝非偶然和巧合, 而是藉

此向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垄断性地位发出挑战, 表明美国愿意并能够与曾被认为属于法国势力范围的非

洲国家建立起伙伴关系。由于历史原因, 法国与非洲国家存在特殊的关系。二次大战以来, 历届法国

政府都把维系与非洲的关系视为巩固法国大国地位的基础。通过法语、西非法郎 (亦称 /非洲法
郎0)、法国援助、每年一度的法非首脑会议, 以及法国在非洲的驻军, 法国一直牢牢地把法语非洲国

家拴在自己的阵营里。

冷战结束后, 美国雄心勃勃, 开始把目光投向世界的各个角落。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 美国

对非洲的兴趣日益加大。1996年 2月, 美国商务部长布朗访问非洲, 公开扬言美国不能拱手让出具有

强大潜力的非洲市场。同年 10月, 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问非洲, 明确表示: /非洲可以划分为一

些势力范围, 外部大国可以把那里所有的国家视为其私有领地的时代已经结束0, /克林顿总统决心要

加强美国对非洲的介入0。¹ 布什则更是对法国联合非洲国家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耿耿于怀, 恨不

能挖掉法国在非洲的墙角而后快。

实际上, 美国近年来在法语非洲国家的苦心经营并没有白费。就塞内加尔而言, 这个在西非乃至

全非洲均举足轻重的法语国家与美国的关系日趋密切, 它不仅在伊拉克问题上支持美国的立场, 而且

与加纳和乌干达一样, 都在军事上同美国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为迎接布什访问非洲, 塞内加尔 5太

阳报6 还吹捧布什为 /强大美国的、强有力的、具有吸引力的、谜一般的总统0, 认为美国对伊拉克

采取的行动 /可以被视为类似于反纳粹德国的解放行动0, /美国意味着人权、合理管理和自由选举,

意味着保障国民在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拥有相同的成功机会。0º

两 次 访 问 非 洲 的 差 异

(一) /做秀0 表演功力和效果的差异

1998年克林顿访问非洲历时 12天, 随行人员达 800之众。其访问非洲规模之大和时间之长, 在

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访问期间, 克林顿还向世人展示了他著名的 /同情心0。他对美国参与奴隶贸
易一事表示道歉, 承认美国从奴隶贸易中牟利、冷战时期在非洲造成冲突和对非洲的忽视是错误的。

)11)

布什与克林顿访问非洲比较分析

¹

º 5乔治#W#布什总统, 欢迎你访问塞内加尔6, 载 [塞内加尔] 5太阳报6 , 2003年 7月 2日。

法新社约翰内斯堡 1996年 10月 12日讯。



他还说, 美国对非洲犯的最大错误也许是对非洲的忽视和无知, 要 /用新眼光观察非洲, 创造共同的

未来0 ¹。此外, 克林顿还不失时机地展示他的随和个性和亲民形象。他时而披上非洲传统的长袍,

时而兴之所致载歌载舞。其言行颇得非洲人民的好感。克林顿在访问中不仅享受到非洲群众夹道热烈

欢迎的待遇, 而且不少非洲舆论也对他的访问予以较高评价, 认为 /给非洲带来深远的影响0、/使非

洲得到了重视0、/揭开了美非关系的新篇章0, 等等。º

与克林顿相比, 布什此次访问非洲的时间只有 5天, 600人的代表团中仅记者就占 300人, 主要

是为布什进行舆论造势, 改善因伊拉克战争而受损的美国政府形象。在参观塞内加尔海岸著名的 /奴

隶岛0 ) ) ) 戈里岛时, 虽然布什把奴隶制斥之为 /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之一0, 但却没有对美国参与

奴隶贸易的行为表示歉意 (国务卿鲍威尔在此后的美国 CNN电视访谈中竟认为 /道歉毫无必要0)。

有别于克林顿受到夹道欢迎的是, 非洲人却以反美示威、外交上的故意怠慢, 以及报纸上铺天盖地的

批评之声 /欢迎0 布什的到来。不仅受世人尊敬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出国躲避而拒见布什, 各地的示

威游行甚至打出了 /屠夫布什0 和 /接待布什就相当于同魔鬼签订条约0 的标语, 抗议美国对伊拉克

发动战争、外交单边主义和对非洲问题的忽视。非洲舆论 (包括世界其他国家甚至美国自身的舆论)

普遍对布什的访问评价不高, 认为这是针对非洲资源的一次 /石油之旅0、 / 政治做秀0 和 /狩猎0,

/貌似善意而缺乏实质0, 等等。»

(二) 政策关注的重点有别

经济因素在克林顿时期对非洲政策和访问非洲的目标中占有突出地位。在某种程度上, 以克林顿

访问非洲为标志, 美国对非洲政策的重心开始从政治转向经济, 从援助转向贸易, 加强贸易和扩大对

非洲投资成为美国对非洲政策的新基点。为配合克林顿赴非洲宣讲美国的新非洲政策, 美国众议院在

克氏出访前, 通过了克林顿政府和国会两党议员联合提出的 5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和机会伙伴关系法

案6。根据该法案, 美国将在一定条件下取消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进口纺织品的关税和配额, 给予

近1800种非洲国家产品免税进入美国的待遇, 设立两项总额达 615亿美元的非洲投资保证基金, 以

鼓励美国国内企业界向非洲投资, 以及建立美非贸易合作论坛和美非自由贸易区等。2000年 5月, 克

林顿在卸任前正式签署了 5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和机会伙伴关系法案6 (有评论认为这是美国继 1994年

批准同意成立世贸组织法案后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贸易举措)。同年 10月, 克林顿宣布 34个撒哈拉以

南非洲国家为 5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和机会伙伴关系法案6 受益国。该法案自启动以来, 一方面推动了

美国棉纱和坯布等纺织原料的出口, 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非洲纺织品对美国的出口, 对美非双边贸易发

挥了积极作用。

与克林顿政府不同, 布什政府对非洲政策的重心主要放在反对恐怖主义和石油能源的供应方面。

布什在访问非洲时承诺, 美国要在未来 15个月内拿出 1亿美元帮助东非和非洲之角国家 (包括肯尼

亚、埃塞俄比亚、吉布提、乌干达和坦桑尼亚) 提高反恐能力, 包括加强空中和海上、陆路边界的巡

逻, 追踪恐怖分子的计算机数据库建设和情报互享, 等等。布什在访问尼日利亚时明确说, /我们将

不允许恐怖分子威胁非洲人民, 或是把非洲当做基地威胁世界0 (当然, 其最关注的恐怕是后者, 即

威胁世界。在美国看来, 世界即是美国 ) ) ) 作者注)。南非有国际评论家认为, 如果没有九一一事件,

布什根本不会到非洲访问。的确, 贫瘠且在全球化中日益边缘化的非洲存在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五

角大楼有官员称, 在北非地区、特别是撒哈拉沙漠边缘西起毛里塔尼亚至苏丹的地带, 由于人烟稀

少、边界管理和控制不严, 国际毒品贩子、武器走私集团、伊斯兰极端组织, 以及一些与 /基地0 组
织有联系的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日趋频繁。在非洲, 1998年曾发生过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使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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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民日报6, 1998年 3月 26日。



的恐怖爆炸案, 致使 212人丧生。2002年 11月和今年 3月, 又分别在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和摩洛

哥的卡萨布兰卡发生了主要针对以色列人与西方人的恐怖袭击事件, 造成多人伤亡。为阻断中东的恐

怖主义向非洲蔓延和渗透, 防止在非洲出现 /另一个阿富汗0, 确保 /美国安全0, 美国需要非洲国家

对其全球反恐战略的支持与合作 (布什此次选择访问乌干达和塞内加尔,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它们在

此前伊拉克战争中站在美国一边的嘉奖)。因此, 一方面是不愿出兵利比里亚维护 /非洲安全0, 另一

方面则是准备将现有美国在吉布提约 1500人的驻军扩充到 6500人的规模, 加强在非洲之角的军事存

在。据悉, 五角大楼还拟在北非的战略要点组建一些 /军事基地群0, 其中包括若干能驻扎一个主力

作战旅官兵 ( 3000至 5000人) 的 /前沿基地0 (附近配有军用机场)。为配合反对恐怖主义的现实全

球战略的需要, 美军近期加大在非洲的反恐力量似已成定局。

国际舆论 (包括美国的媒体) 还普遍认为布什访问非洲另一个着眼点是非洲丰富的石油资源。南

非 5商业日报6 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布什的非洲之行, 表面上是 /加强外交关系、支持 5非洲发展新
伙伴计划6, 其实是一次石油之旅0。尽管布什否认其非洲之行是出于石油利益的驱动, 并狡称这种联

系是 /阴谋理论家0 的言论, 是他所听到过的 /最令人惊讶的阴谋联想0, 但滑稽恐怕也让布什难堪

的是, 他手下的国务院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坎斯特纳却坦言非洲石油 /对美国而言是国家战略目标0。

实际上, 只要稍加观察, 明眼人不会忘记, 近年来美国政府和各大石油公司在非洲几近疯狂的采油活

动, 以及布什于 2002年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集体召见非洲 10个石油生产国领导人的不平常举动。

近年来, 由于中东地区的爆炸性局势, 美国已着力实行石油进口来源的多样化。而非洲近 10年来勘

探发现了大量新油田, 其石油的储量、产量和出口量增幅近年来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被认为是

世界石油天然气供应的 /新大陆0。美国认为, 和中东相比, 非洲产油国分散, 政治上更易控制, 且

在地理上 (尤其是优质油气资源集中的西非几内亚湾) 离美国更近。当前, 美国 16%的进口石油来

自非洲。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估计, 到2015年, 这一数字将升至 25%。美国能源部今年决定对非

洲石油的投资为 100亿美元, 美国谢夫隆石油公司宣布未来 5年将在非洲投资 200亿美元。埃克森 )

美孚公司则正在铺设一条耗资 37亿美元的输油管道, 把乍得新的石油供应输往喀麦隆的大西洋海岸,

该项目是迄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历史上基础设施方面最大的私人投资。此次布什不顾尼日利亚国内

因石油工人大罢工而导致的动荡局势, 执意访问尼日利亚 (肯尼亚却因安全原因被从布什出访名单中

取消) , 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尼日利亚石油大国的地位分不开的。尼日利亚目前是美国第 5大石油供应

国, 每年供应美国 3亿多桶石油, 占非洲出口美国石油量的一半。预计在 2007年以前, 尼日利亚石

油日产能力将比现在提高 35%。无怪乎有评论说, /美国把加大从非洲进口石油视为国家安全问题,

利用外交手段取悦非洲石油出产国, 而不管它们在政府透明度、民主或人权方面有怎样的记录。0 ¹

(三) /善心0 援助的体现不同

在外交以及内政中表现出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 /慈善0 与 /关爱0, 并以此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

争取国内中下层人群的选票, 一直是美国历届政府手中把玩不腻的 /筹码0。区别只是这份 /爱心0

和 /善款0 投入的领域会随着形势的发展有不同侧重。

1998年克林顿访问非洲时主要在非洲减债问题上大做文章。克林顿宣布美国将免除 /积极进行

经济改革0 的非洲国家的全部债务, 并声称本年度美国政府预算中用于免除非洲债务数额将达 16亿

美元。事实上, 美国对非洲国家的减债事宜进展相当缓慢。至今, 非洲国家的外债仍节节攀升, 目前

已高达3500亿美元。

与克林顿不同, 布什此次非洲之行将 /慈善0 的重心放在防治艾滋病与教育方面。允诺在未来 5

年内提供 150亿美元的防治艾滋病援助资金, 主要将用于非洲和加勒比地区 14个受艾滋病危害最严

重的国家 (其中非洲占 12个国家)。在教育方面, 则承诺 5年内拿出总计 6亿美元的资金来改善非洲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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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5美国急于开采非洲黑金6 , 载 [英] 5泰晤士报6 , 2003年 7月 7日, 新华社伦敦 2003年 7月 7日英文讯。



落后的教育状况。具体计划是其中 2亿美元用于为非洲培训 42万名教师和提供 25万名非洲学生奖学

金, 4亿美元用于课本等教具。布什此次在健康和教育方面打出 /慈善牌0, 主要为了改善其因伊拉

克战争而大大受损的国际形象。他承认, 美国的外部形象在伊拉克战争前后受到了损害, /现在一提
到 -美国. 这个名字, 便有人将它与战争联系在一起0。现在, /对美国来说, 重要的是不仅要向世界

展示其 -肌肉. , 还要展示它的 -心. 0。¹ 总统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也毫不讳言: /美国必须向世人表明

它是一个在全球致力于改善人们生活的国家, 手中不仅有 -利剑. , 也有 -橄榄枝. 。0º 然而, 事实

是, 美国伸过来的 /橄榄枝0 却让非洲人吃不上 /橄榄0。目前, 此项在未来 5 年内提供 150亿美元

的计划尚停留在纸上, 拨款还需得到美国国会批准。据悉, 2004年度的拨款已被众议院削减了1/ 4,

由原来的 40亿美元减为 30亿美元。再者, 布什对非洲国家关注的艾滋病药品知识产权, 以及药品的

过高定价问题不予理会, 并将 150亿美元的 5防治艾滋病援助计划6 交由美国一家大型艾滋病药品生
产公司的退休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管理。这样, 美国的这笔防治艾滋病 /善款0 便可通过一只手在世界

人民面前交给非洲国家, 但又在此后悄悄通过另一只手靠昂贵的艾滋病药品费用将款项收回美国。

另外, 美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也是着眼长远, 通过培训教师、资助非洲留学生和提供教材来培植

当代以及下一代非洲人的亲美情结, 通过潜移默化灌输美国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文化与价值理

念, 这样在 /硬力量0 (援助和贸易等) 之外加上 /软力量0 (文化、宗教和价值观等) , 以求从根本

上争夺乃至排挤法国等欧洲国家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 为美国最终控制非洲这块潜力巨大的资源和市

场宝地铺平道路。

美 国 对 非 洲 政 策 的 新 发 展

综上所述, 通过对比布什和克林顿在时隔 5年后的两次非洲之行, 我们发现, 美国当前布什共和

党政府与克林顿民主党政府对非洲的政策是既有继承和延续, 又有新的发展和重心。在推广民主和自

由市场经济模式、加强对非洲的贸易和投资、不直接卷入非洲地区冲突等方面, 美国对非洲的政策体

现了很强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在反恐、石油开采和对健康、教育的关注方面, 则体现了本届美国政府

的匠心独运。其实, 说到底, 美国是从其全球战略出发来制定和推行其对非洲政策的。美国全球战略

的调整和变化必然会引起对非洲政策的调整。九一一事件后, 面对全球的恐怖攻击威胁, 美国推出的

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加大了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打击力度。另外, 九一一事件也加快了美国能源进口来源

多样化的步伐。当然, 九一一事件也让美国政府认识到, 贫穷和落后是孕育恐怖主义的温床。帮助非

洲国家提高健康和教育水平, 消除贫困, 制止动乱也是国际反恐斗争的重要方面。最后, 落实到根

本, 美国始终相信, 能引领美国人民实现今天国富民安幸福生活的民主、自由、人权也终将是带领非

洲人民走出贫困落后的灯塔和指南, 而美国就是手擎这一灯塔和指南的领路者。这就是美国对非洲政

策 /变0 与 /不变0 中的根本逻辑。

(责任编辑: 徐  拓  责任校对: 邢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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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re the Real Powers of the Iraqi Governing Council

Liu Yueqin pp. 5- 8

  Established in July 13, the Iraqi Governing Coun2
cil ( IGC) , as the first interim government institute,

has gained recognition from some countries. However,

the IGC was a U. S. - appointed institute, not select2

ed by the civilian. With its 25 members being con2
trolled by Bremer, Iraq. s U. S. governor are in charge

of the post- war reconstruction, and its decisions sub2
ject to Bremer. s veto,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IGC has

no real power and it is Bremer who has the final say.

At present, Iraq is st ill under the U. S. military occu2
pat ion. Although the IGC allocated its member quota

according to the Iraqi populat ion proport ion and the

Shiah Muslims dominate, it doesn. t follow that a Shiah

muslin will be future Iraqi president. To what extent

can the IGC play its role st ill depends.

A Comparing Analysis of Bush and Clinton. s Visits to Africa

He Wenping pp. 9- 14

  U. S. president Bush. s visit to Africa in July this

year aroused broad attentions from world opinion. After

contrasting the visit with that of Clinton. s in 1998,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both visits have almost the same des2
tinat ions and similar internal political needs, and both

reflect the inheritance and continuity in U. S. - African

policies in promot ing polit ical democracy and economic

liberat ion of African countries, strengthening its con2
tests against France for influence in Africa and not di2

rectly involved in African regional conflicts. However,

new development and new priorities may be discerned

in U. S. - African policies from Bush. s attitudes to2
ward ant iterrorism, African oil resource, African health

and education. In the f inal analysis, it is from its glob2
al strategy that U. S. makes and carries out its African

policies. Adjustments and changes in U. S. global

strategy are bound to result in relevant adjustments and

changes in its African policies.

Strengthen the Practice of New Strategies and

Reform the Medical Assistance Work toward Africa

) ) ) 40 Years Since the Dispatch of Chinese Foreign Aid Medical Team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pp. 15- 18

  For 40 years, Chinese Foreign Aid Medical Team

has continued to create miracles of the medical science

under the extreme hardships in Africa,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foreign aid being formed. At present ,

during the course of China. s social economic develop2
ments, and the reforms of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and

medical systems, some difficult problems demanding

prompt solutions emerge in the work of Chinese Foreign

Aid Medical Team, such as the difficulties of dispatch2
ment and management . Facing the new problems in in2
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2
ments, the / going abroad strategy0 must be carried out

and the medical assistance work toward Africa must be

reformed. To this end, the Chinese Foreign Aid Medi2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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