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西亚非洲 6 编辑部版权所有

#论  坛#

新 兴 大 国
南 非 外 交 战 略 评 析

张 忠 祥

  内容提要  南非是目前非洲唯一的新兴大国。自 20世纪末以来, 南非外交日趋活跃。

南非以非洲复兴为己任, 发挥该国维护南部非洲地区安全与发展中的作用, 加强南南合作,

重视发展南北关系,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体现出南非外交战略的重点。正是姆贝基大力倡导

的 /非洲复兴0 思想成为他当政时期南非外交战略选择的思想源泉。从总体看, 姆贝基时

期南非外交呈现出 3个特点: 毫不掩饰地追求大国地位; 在外交领域强调民主、人权, 积极

参与全球治理; 敢于顶住压力, 坚持自己的外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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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 南非在外交领域表现相当活跃。在各方与非洲的峰会中, 如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日

非峰会、欧非峰会、印非峰会等, 南非自然是重要的一员。不仅如此, 南非与欧盟建有峰会, 与印度

和巴西结成 /对话论坛 0, 南非顶住内外压力, 奉行对津巴布韦的 /温和外交 0, 一直主张通过对话

和谈判解决津巴布韦的政治危机, 在 2008年 7月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制裁津巴布韦的决议草案时投了

反对票。2008年初, 南非还与中国一起举办系列活动, 隆重纪念中南建交十周年。此外, 南非还在

积极地准备 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 这将是非洲国家首次举办此类体育盛会。

南非外交的日趋活跃是与国际社会对非洲重新关注、非洲国际地位的上升相联系的。更重要的因

素是, 它还源于南非民主变革以来经济的较快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事实上, 姆贝基时期 ( 1999~ 2008

年任南非总统 ) 南非已经跻身于新兴大国的行列。笔者认为, 新兴大国至少应当符合下列标准: ( 1)

拥有相当的物质基础, 如较大的国土面积、较多的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 至少可发挥地

区性的影响力; ( 2) 有参与国际体系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事务的较强意愿, 并为国际社会

所认可; ( 3) 综合国力发展态势良好, 可能为国际体系的转型贡献力量。目前, 南非面积约 122万

平方公里, 人口 4 740万 ( 2006年 ) , 南非领土面积在非洲居第九位, 人口总数居非洲第五位。 2007

年南非国内生产总值为 2 776亿美元, 居世界第 28位。¹ 此外, 南非自然资源丰富, 是世界五大矿产

国之一。金融、法律体系比较完善, 通讯、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良好。所以, 南非的综合国力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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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国内生产总值排名还要靠前。 2007年, 在英国简氏全球国力排名座次榜上, 南非居第 22位, 排在

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之后。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 经过曼德拉时期的恢复和发展, 南非的外交抱负日

益勃发, 它不仅追求南部非洲霸主地位, 还要力争做非洲甚至第三世界的代言人。 1999年, 南非加

入二十国集团, 成为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的一员。 2003年 6月, 南非和巴西、印度三国成立 /对话论

坛 0, 拟定了三国互相扶持、共同迈向大国行列的目标。 2007年, 南非海军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计

划, 表示将 /向远洋进军 0, 这被认为是南非追求大国地位的又一明显信号。此外, 南非还是非洲仅

有的两个公开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家之一。在新兴大国中, 南非虽不如 /金砖四国 0

(即 / BR ICs0, 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 ) 那样突出, 但鉴于它在非洲的特殊地位, 以及在国

际事务中的积极表现, 许多学者都倾向将南非列入新兴大国之列。¹

所以, 新兴大国南非的外交主要是论述姆贝基时期南非的外交。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外交, 国内

已有专著问世º; 曼德拉时期南非的外交, 也有学者论及, » 但是, 对于姆贝基时期南非外交的研究,

在国内尚需深入。

南 非 外 交 战 略 的 重 点

1994年新南非诞生后, 重返国际社会, 为南非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是曼德拉时

期南非外交的目标。到 1999年, 与南非建交的国家由 1993年底的 83个猛增到 180多个。姆贝基则

奉行独立自主全方位外交政策, 努力实现新兴大国的抱负, 其外交目标 /是捍卫南非的国家利益和

价值观, 促进非洲复兴, 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0 姆贝基时期, 南非外交的指导性原则是: /促

进人权; 促进民主; 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上遵守正义和国际法; 维护国际和平和采取国际协商机制解

决冲突; 在世界事务中维护非洲的利益; 通过地区和国际合作推动经济发展。0¼ 在此基础上, 依据

1997年底非国大在第 50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所提出的南非外交战略布局, 形成了姆贝基任

内南非外交战略的重点。

(一 ) 以非洲为南非外交立足点, 并将维护南部非洲地区安全与发展作为南非外交优先考虑的

目标

南非对非洲外交战略的具体举措: ( 1)参与本地区和非洲大陆的一体化, 包括发挥非盟及其机构

的作用, 推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发展。 ( 2)完成作为非洲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 5非洲发展新伙伴

计划6, 以及作为该计划区域目标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地区战略发展计划。 ( 3)支持非洲的和平、

安全、稳定和冲突国家战后重建。 ( 4)通过与非洲各国富有成效的对话与合作, 加强双边政治、社会

和经济联系。½ 以非洲为南非外交的立足点是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白人当局企图 /脱非入欧 0 的思想

有根本区别, 反映出南非愿意与非洲同呼吸、共患难。这一思想, 早在 1996年 5月 8日姆贝基在南

非议会里所做的那次著名演讲中体现出来, 他在题为 5我是一名非洲人6 的演讲中说, /今天, 作为

一名非洲人的感觉真好0、 /我是一名非洲人。, ,利比里亚、索马里、苏丹、布隆迪、阿尔及利亚

人民因暴力冲突所受的痛苦, 也是我承受的痛苦。我的大陆上的贫穷、灾难和非人遭遇的阴郁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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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共同承担的重负。0¹ 2004年 6月 18日, 姆贝基为 5今日非国大 6 撰文时指出: /非洲是南非

外交政策的核心焦点 0º, 因为南非的未来是与非洲的未来, 尤其是与南部非洲的邻国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 南非在非洲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南非倡导 /非洲复兴0, 积极

推动非统组织向非洲联盟转变, 并积极促成泛非议会、非盟委员会等主要机构的成立, 以非洲国家联

合自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2002年 7月, 南非主办非盟首次首脑会议, 并当选为主席国, 姆贝

基担任非盟首任主席。南非积极发挥地区大国作用, 重视改善、加强与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地区

大国的关系, 建立 /国家双边委员会 0; 主张以政治手段和平解决争端, 积极参与调解埃塞俄比亚与

厄立特里亚冲突及刚果 (金 )、刚果 (布 )、布隆迪、苏丹等问题; 敦促成立 /非洲互查机制 0, 强

烈谴责以军事政变方式更迭国家政权, 推动非统首脑会议作出不接纳非民选政府的决定。

在南非对非洲战略中, 南部非洲是该战略的重中之重。 1994年南非加入了南共体, 并积极推动

该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发展。2006年 10月 27日, 姆贝基在非国大的网站上撰文, 明确提出 /南部非
洲必须统一 0»。2008年 7月 15日, 南非无偿援助塞舌尔 360万美元, 帮助塞舌尔克服当前的经济困

难。¼ 2008年 2月 8日, 姆贝基在南非议会发表演讲时指出, 南非应该利用担任南共体主席国之机,

积极推动南部非洲自由贸易区在 2008年建立起来。½ 在津巴布韦问题上, 当时的南非姆贝基政府反

对制裁, 主张以和谈方式实现政治解决, 是与保持南部非洲和平稳定的思想相一致的。

(二 ) 加强南南合作, 尤其与其他新兴大国的协同

南非把自身定位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并将加强南南合作放在其外交战略的重要位置上, 姆贝基曾

说, 南南合作是 /南非对外体系中的核心领域之一 0¾。南南合作是为了在全球化中维护和提升南方

国家的利益, 同时也为了维护南非自身的利益。南非主张在促进南方国家的发展问题上扮演一个重要

角色, 主要举措有: ( 1)深化 /印度 -巴西 - 南非对话论坛0; ( 2)加强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 ( 3)强

化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 4)为建立印度 -非洲论坛作贡献; ( 5)加强中非合作论坛; ( 6)积极参与南

方组织如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

在南非外交战略思维里, 南半球应分担全球的和平、民主和政治稳定, 北半球则应施予更多的援

助、市场准入、取消外债、增加投资等。南方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 75%, 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组织中

却只有 1 /3的投票权, 因此, 应积极整合和发挥现有的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这些南方国家组织

的作用, 以便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的改革中确保南方国家的利益。南方国家还可

以考虑建立南方首脑会议的模式, 以便在与西方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沟通和联系中增强自身的力量。

此外, 南非与其他新兴大国一起利用 /二十国集团0 的框架, 加强协调寻求工业化国家在农业补贴

和市场准入议题上作出让步。

在南南合作方面, 南非十分重视与其他新兴大国的协作。1997年, 南非与印度建立了战略伙伴

关系, 两国建有双边联合委员会。 2003年 6月有关三国成立 /印度 -巴西 -南非对话论坛 0, 之后举

行了两次峰会。它不仅成为三国在国际组织及多边论坛中加强政治磋商与合作的平台, 还成为它们加

强相互间经贸合作的重要机制。 2000年南非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 宣布成立高级别国家双边委员会,

2004年中南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南非外交部于 2007年 5月 15日发表声明指出, 与中国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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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伙伴关系是南非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 南非希望进一步拓展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活动, 同时希望在中

国的帮助下, 使非洲的关切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场合得到更多支持。¹

(三 ) 实行多边务实外交, 重视发展南北关系

南非民主变革后, 实行多边务实外交, 姆贝基与曼德拉一样, 都很重视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

姆贝基认为, 不论是 5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6, 还是南非自己的发展, 都需要发达国家的支持。 2004

年初, 姆贝基在其竞选纲领中提出, 本届政府关注解决国内失业和贫困问题。2006年 2月, 南非政

府公布实施 5南非加速和共享增长倡议6 ( ASG ISA ) , 旨在促进就业和减贫。为实现这些计划, 南非

积极寻求发达国家的大力支持, 并确定了该国发展南北关系的主要领域: ( 1)加强与欧盟、八国集团、

英联邦, 以及其他的北方组织等合作; ( 2)加强与经合组织 ( OECD ) 的合作; ( 3)发挥 /东京非洲发

展国际会议 0 的作用等。º

南非重视发展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关系。欧盟是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投资国及援助方。欧盟投资

占南非外来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南非与欧盟签有贸易、发展与合作协议, 建有合作联委会机制; 与

英、德建有高级别双边磋商机制; 与法国建有经贸联委会机制; 与爱尔兰建有伙伴论坛。在此基础

上, 南非与欧盟成立首脑会议, 2008年 7月 25日, 首届欧盟与南非首脑会议在法国波尔多举行。讨

论的议题包括气候变化问题、移民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在内的世界性议题, 包括欧盟 -南非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世贸组织相关问题和私营业在非洲发展中作用在内的经济议题, 以及津巴布韦、苏丹、乍

得和中东地区的安全议题。»

南非同美国的关系密切。美国是南非第二大贸易伙伴, 南非是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出口

市场 ( 2006年双边贸易额约 764亿兰特 )。1992年以来, 美国先后向南非提供各类援助近 7亿美元。

双方签有防御互助条约和军事协定。布什政府上台后, 两国以部长级 /双边协调论坛 0 取代原副总

统级双边委员会。美国同意向南非开放农产品市场。南非是美国 /非洲经济增长与贸易机会法案

(AGOA ) 0 第二大受惠国。 2003年和 2004年, 南非连续两年成为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非洲国家。

2005年 8月, 南非与美国签署协议, 加入 /非洲应急行动培训和援助 0, 成为加入该项目的第 13个

非洲国家。

日本与南非建有 /日本 -南非伙伴论坛0。日本目前是南非第四大贸易伙伴, 也是南非重要的投

资国和援助国之一。 2006年, 南日贸易额为 716亿兰特。 2006年 4月, 南非副总统努卡率团访问日

本, 寻求日本对南非新出台的 5加速和共享增长倡议 6 的支持。2008年 5月, 姆贝基出席在东京召

开的第四届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0。

(四 )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通过多边体系寻求全球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稳定与安全

南非在便于治理领域关注的话题很广泛, 包括构建国际新秩序、反对恐怖主义、食品安全、难民

问题、裁军和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 等等。¼ 它主张集体安全的南非,

将多边外交视为主要外交战略, 其中, 联合国是最重要的角色, 因此, 南非认为, 应该强化联合国的

功能, 主张在联合国系统和它的特殊机构促进发展、安全、人权, 关注可持续发展、减债、贫困、艾

滋病、全球化、新一轮世界贸易谈判等与发展中国家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重大议题, 南非是联合国、

英联邦、非盟、不结盟运动等 70多个国际组织成员国。南非还积极参加联合国人权、裁军等领域的

活动, 主张维护民主、人权, 倡导改革现有国际体系, 建立以多边主义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公正、平等

的国际新秩序。 2004年, 南非成为泛非议会永久所在地。 2006年, 南非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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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0年 )。 2007~ 2008年, 南非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影 响 南 非 外 交 战 略 选 择 的 指 导 思 想

自 20世纪末起, 姆贝基大力倡导 /非洲复兴0 思想, 这一思想成为决定南非外交战略的主要指

导思想。该思想主要建立在非洲人自主意识的觉醒、尊重人权, 以及政治民主的建立、经济振兴计划

等三大支柱上。虽然 /非洲复兴0 思想并非姆贝基首创, 泛非主义的先驱和第一代非洲领导人, 如

布莱登、杜波伊斯、恩克鲁玛等都曾提出过类似的思想, 但姆贝基是在非洲面对全球化变得日益边缘

化的新背景下提出这一思想的。这是非洲新一代领导人应对非洲边缘化的产物。同时, 南非赢得废除

种族隔离制度的胜利后, 需要有一个新目标, 非洲复兴思想既能将南非的命运与整个非洲的命运联系

在一起, 又是一种新的努力方向, /非洲复兴在南非内部获得了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上的作
用。, ,使它代替了消融中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意识形态。0¹

非洲复兴, 即通过统一与合作重建非洲, 这是姆贝基时代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8年 4

月 9日, 姆贝基在日本东京发表的题为 5非洲复兴: 南非与世界6 的演讲中对非洲复兴做了比较系
统的阐述, 他说: /我们必须制止那些使世界上许多人认为非洲人没有能力建立和维护好的治理制度

的行为。0 /只有我们自己制定计划, 只有我们自己为政策的成败负起责任, 非洲复兴才能取得成

功。0 /非洲的不发达必须是世界上其他地区每个人关心的事情, 非洲复兴的胜利不仅关乎着非洲人

民生活的改善, 而且关乎着整个人类的尊严。0º 综合姆贝基关于非洲复兴思想在多个场合的论述,

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有: ( 1)非洲有辉煌的历史, 也必将有光明的未来。 ( 2)非洲自独立至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 是新殖民主义的历史。非洲已经具备复兴的条件, 即以新南非诞生为标志的非殖民化彻底

完成; 非洲人民认识到新殖民主义已经失败; 随着冷战结束, 大国在非洲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已经弱

化; 全球化进程在加速进行。 ( 3)非洲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 4)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 ( 5)南非可

以为非洲复兴作出贡献。 ( 6)国际社会可以为非洲复兴作出贡献。»

在非洲复兴思想的指导下, 南非以非洲为本国外交的立足点, 大力推进非洲国家和地区的联合与

自强, 推动非盟的成立和内部机构的完善, 提出并努力实施 5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6。要实现这一计

划, 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 国际社会也应该为非洲的复兴作出贡献, 因此, 南非重视发展与

发达国家的关系。在非洲复兴的旗号下, 南非将自身命运与整个非洲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并且表示,

南非可以为非洲复兴作出贡献, 这反映出南非作为新兴大国的宏大抱负。

对 南 非 外 交 战 略 的 评 价

选择外交战略固然受到外交思想的指导, 但它的基础是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南非外交战略的选择

是与其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相一致的。姆贝基执政时期, 南非经济有了较快发展, 2003~ 2007

年, 南非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 5%左右。¼ 与曼德拉时期的南非不同, 这时的南非不再限于

重返国际社会大家庭, 其外交变得更有抱负。姆贝基的外交是以取得非洲更大的经济发展为指向, 同

时寻求以更好的方式提高本身的国际地位, 两者都是与南非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一致的。总之,

姆贝基时期的南非外交是为其作为新兴大国崛起服务, 为南非的继续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包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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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好与邻国关系、本地区国家的关系, 以及与其他新兴大国、发达国家的关系, 等等。姆贝基时期南

非外交战略具有下列一些特点:

(一 ) 积极追求大国地位

南非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 政治地位迅速上升, 同时, 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 南非对大国

地位的追求也立即显露出来, 它不仅要做非洲地区大国, 还要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它以非洲复

兴为己任, 大力加强与其他新兴大国的协同与合作, 主张创立南方国家峰会, 积极争取成为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 这些都是南非追求大国地位的具体体现。

(二 )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在种族隔离时代, 南非广大黑人是国内白人的奴隶, 毫无民主、人权可言。所以, 新南非建立

后, 他们倍感民主、人权的可贵, 将促进民主和人权列为南非外交的指导性原则之中。非盟成立后,

南非敦促在非盟内部建立国家间 /防止和消除冲突中央机构 0, 这一机构被授予干预和解决非洲所发

生的冲突的使命。此外, 南非还敦促在非盟内部设立 /互查机制0, 制止非洲国家损害民主、人权的

行为。

(三 ) 坚持本国的外交原则

南非主张通过对话与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 反对动辄使用制裁和武力解决。 2007年南非担任

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第一个月, 就投票反对美国起草的要求缅甸军政府释放政治犯的提案,

同年 5月, 南非就美国发起的关于黎巴嫩事务的一个提案表示弃权。南非主张与伊朗接触而不是制

裁, 姆贝基还反对制裁苏丹和津巴布韦, 2008年 7月, 美国在安理会上提出了一项关于津巴布韦的

提案, 南非就投了反对票。南非在外交上坚持自己的原则, 有时让 /华盛顿的决策者头痛 0。美国的

非洲事务高级官员弗雷泽对此解释说, /这部分在于他们将自己视为一个全球大国, 部分在于他们认

为自己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0¹

总之, 姆贝基时期的南非外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不论是倡导非洲复兴、参与建立 /印度 -

巴西 -南非对话论坛 0、作为主要的发展中大国参与八国集团峰会, 还是积极参与解决非洲的一些热

点问题, 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当然, 南非外交也面临挑战, 在新兴大国群体中, 南非综合实力较弱

(比较公认的新兴大国有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墨西哥等 )。在 2007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排

位中, 中国居第 4位, 巴西第 10位, 俄罗斯第 11位, 墨西哥第 14位, 南非则为第 28位。º 所以,

南非外交的国内经济实力不如其他新兴大国雄厚, 南非外交战略的目标与其国力存在一定程度的脱

节。此外, 南非的国内矛盾、高失业率和高犯罪率也会对外交产生不利影响, 2008年 5月底和 6月

初的南非暴力排外事件, 就曾损害到南非的国际形象。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赵  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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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ature of Iraq. s Ba. ath Party in the Course of NationalBuilding

H an Zh ibin pp136- 42

  The nationalism o f Iraq. s B a. ath Party had
played a key ro le in form ulat ing the national reg iona l
po litical system, econom ic structure and cultura l
strategy. There w ere five characters of formu lating
Iraq. s nationa lism o f Ba. ath Party: orig inating in
exchang ing o f w est- orienta l cu ltures; seek ing in
pan - Arabization; m odern iza tion of revo lut ionary
nat ionalism; mu lt i- identit ies o f creating of nat ion2
alism; structura l characters of nationalism. Iraq. s
B a. ath Party had m ade efforts in po lit ical develop2

m en,t econom ic reform and im prov ing internationa l
re lation, but its targetw as far aw ay from m eeting the
needs of g lobalization in term s of the ideo logy topic
and its pract ica l resu l.t In term s o f the pract ice, it
appeared its unw illingness, com pelling and inbo rn
w eakness. In term s of the idea,l it w as short o f co2
hesion, coex istence and renew al of m echan ism. In
the future, the nat iona lism of Iraq. s Ba. ath Party
shou ld use opening attitude tom ix itself together w ith
other c iv ilizations and thew ave of globa lization.

A Comment on South Africa: An Emerging Power and its Foreign Strategy

Zhang Zhongx iang pp148- 53

  South A frica is now the on ly new em erg ing
pow er in A frica continen.t South A frica is show ing

us active diplom acy since end o f the 20
th

century.
South A frica tries to reviveA fr ica as itsm ission, and
tries to dem onstrate its ro le to m ainta in regional se2
curity and developm ent in A frica. In recent years,
South A frica enhances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em phasizes to deve lop sou th- north re lation. The fo2
cus o f South A frica. s diplom acy is to take part in

globa lm anagem en.t The idea l o f / A fr ica Rev ival0
advocated by presidentM bek i is the source o f South
A frica. s d ip lom a tic strategy. In genera lly, South
A frica. s d ip lom acy o fM bek i t im es has three charac2
ters: open ing seeking o f pow er status; advocating o f
dem ocracy, hum an rights and jo in ing g lobalm anage2
m en;t insisting in d ip lom acy independence and
ob jecting pressure from outside world.

Afrikaner and Their Convergence w ith the Black Econom ic Structure

on Land Problem s in South Africa

SunH ongqi pp154- 58

  In the m iddle of the 17
th

century, emp loyees
from the Netherlands. E ast India Com pany cam e to
the C ape and estab lished CapeTow n co lony. During
the late tw o hundreds years, the native A fr icans,
those co lon ists becam e the ow ner of the land, and
they had on ly 14 percent o f the whole popu lation,
but they occupied 87 percent o f the w ho le land in
South A frica. For th is case, South A frica w as once
one o f the countries those had m ost ser ious land

issue. There w ere m any reasons fo r causing such
serious land issue in South A frica, and one of the
im portant reasons w as the unan im ity of econom ic
structure betw een the new A fricans and the native
black peop le. For th is case, the co lonists and the
nat ive peop le broke out serious conflicts in g rasping
the land, and that w as also the internal h istorica l
source of the land issue in South A 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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