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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随着近年来中非政治和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 国际媒体、西方政

界和学术界有关中非关系的报道和讨论急剧升温, 有关中国在非洲搞所谓 /新殖民主

义0 的恶意歪曲也在泛滥。事实上, 旨在互利共赢的中非能源合作与西方掠夺式的开采

有着本质不同, 中国参与非洲油气资源的开发有助于非洲产油国实现石油投资和开采技

术的多元化, 以及非洲国家在石油工业决策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建立在取长补短、相

互借鉴与合作基础之上的中非经贸关系在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发展, 提高普通百姓的生活

水平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对非援助和贷款则帮助非洲国家建立了许多基础

设施项目, 并以其灵活和高效解决了许多非洲国家发展经济的燃眉之急。

=关键词 >  中非关系  能源合作  经贸关系

  随着近年来中非政治和经贸关系的快速
发展, 国际媒体和西方政学界有关中非关系

的报道和讨论急剧升温。然而, 在如何认识

/中非关系发展 0 问题上, 中国与西方媒体

和智库的观点存在相当程度上的差距。在中

国学者看来, 近年来中非关系的发展是半个

多世纪以来中非全天候友好合作关系的自然

发展和延伸, 互相尊重、真诚友好和平等互

利是中非关系的实质和基本特征。中非合作

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对非援助

是以援助促发展、以发展促合作, 最终目标

是实现中非共同发展。

而在许多西方媒体、智库以及一些政界

人士看来, 中国重视发展对非关系完全是出

于对石油等战略资源的争夺, 中国在非洲政

治经济影响的扩大是一种 /新殖民主义 0
的表现, 中国对非援助和提供贷款则是加重

了非洲已有的债务危机, 对国际社会为非洲

减债的努力也构成了冲击, 等等。而中非关

系发展的真实情况则是对西方观点谬误的最

好反驳。

一、互利共赢的中非能源合作

近年来, 随着中国在非洲能源开发工作

的展开, 西方一些媒体和学界 (包括一些

政界人士 ) 开始鼓噪 /中国对非洲资源的
掠夺是一种 -新殖民主义 . 0。他们认为,

中国对非洲的关注完全是基于对石油等战略

原材料的需要。¹ 的确,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 中国在 1993年就从石油出口国转

变为石油进口国。如今, 中国已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而非洲也正

迅速成为世界重要的石油供应地。中国经济

的高速发展及国内石油资源的相对不足, 到

非洲去采油, 与非洲国家开展资源开发合作

无可厚非。作为石油资源产地的非洲国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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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缺乏资金和技术, 也需要外来投资和合

作。事实是, 由于历史的原因, 非洲国家的

石油开发控制权目前大多掌握在法国、英

国、意大利和美国等原殖民宗主国和西方其

他大国手中。长期以来, 由于西方石油公司

只关注自身经济利益, 忽视对石油产地的环

境保护和非洲产油国自我经济发展能力的提

高, /石油美元 0 只是鼓胀了西方石油公司
的腰包, 并未给非洲当地人民带来福音。

中非石油贸易虽然发展迅速, 但从不遮

遮掩掩, 始终是公开、透明和互利的。中国

石油公司参与非洲油气资源的开发有助于非

洲产油国摆脱长期以来对西方石油公司的依

赖, 实现石油投资和开采技术的多元化, 在

石油工业决策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更重要

的是, 中非能源合作与西方石油公司掠夺式

的开采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 2006年初发

布的 5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6 中明确提到,

中非资源合作是本着 /互惠互利、共同发
展的原则, 采取形式多样的合作方式与非洲

国家共同开发和合理利用资源, 帮助非洲国

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促进非洲国

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0。¹ 对此, 我们

只要简单对比一下西方舆论热炒的中国与苏

丹的能源合作和非洲头号石油生产国尼日利

亚的石油生产状况就能一目了然。中国公司

自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参与苏丹的能源

开发。截至 2003年底, 中国石油公司在苏

丹共投入 27亿美元, 修建了 1506公里的输

油管道, 建成了一家年产 250万吨的原油加

工厂和若干个加油站, 不仅使苏丹从一个石

油进口国变成了石油出口国, 而且拥有了一

个集勘探、生产、炼制、运输和销售于一体

的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º 中国非洲问题特

使刘贵今 2008年 2月在参观了中国援建的

年产成品油能力达 500万吨的喀土穆炼油厂

后曾说, /这个炼油厂以事实证明, 中国和

苏丹开展石油合作不是只顾自己的利益, 而

是真心诚意地帮苏丹人民。如果只是为了自

己的利益, 完全可以从苏丹进口原油, 再把

成品油出口到苏丹。0»

除硬件能力的提高外, 中国公司还注重

提高当地员工的技术水平和素质培养等 /软
件0 能力的建设。据中石油苏丹项目协调领
导小组介绍, 目前中石油在苏丹的各个项目

中都大量使用本地员工, 部分项目中苏丹员

工的比例达到了 90%以上。通过对苏丹本地

员工进行培训, 不仅满足了项目对人才的需

求, 同时也为苏丹培养了大批石油行业的操

作工人和经营管理人才。中苏合作是利益共

享, 互利共赢。¼ 另外, 截至 2006年底, 中

石油先后在苏丹投入 3287万美元用于帮助苏

丹建设学校、医院等生活配套设施, 发展当

地社会公益事业, 受益人数超过 150万人,

在国际大企业中为数不多, 屈指可数。½

近十年来, 苏丹经济在 /石油美元 0
强大引擎的带动下表现出强劲的复苏态势。

不仅石油生产从 1993年的日产 2000桶提高

到目前的 50万桶, 2006年原油出口占总出

口的 84% , ¾ 而且经济增长率近年来均保持

在 8% - 12%左右, 在东北非国家中名列前

茅。通货膨胀率也从 20世纪 90年代的

135%下降到目前的 5%左右。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则从 20世纪 90年代末的 280美元提

高到目前的 1080美元。外汇收入也逐年增

加, 到 2005年 4月底, 苏丹外汇储备就已

达到 1414亿美元。苏丹因此有能力按期偿
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 受到该组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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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并于 2000年恢复其会员国的投票权。¹

需要强调的是, 中苏合作还促进了苏丹

的和平。 /石油美元 0 带动下的强劲经济增
长为苏丹南北 /全面和平协议 0 的顺利实
施以及苏丹和平局面的巩固提供了经济基础

和保障。 2005年初签订的苏丹南北 /全面
和平协议 0 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苏丹南
方自治政府与中央政府平分南部石油收入。

据苏丹财政部的统计, 南方自治政府在

2006年头 5个月里已经收到总计 4173亿美
元的石油分成收入, 而且其月均收入呈快速

上涨趋势, 从 2006年 1月份的 7200万美元

上涨到 5月份的 1112亿美元。º 稳定的石油
收入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有效地缓解了苏

丹南方自治政府和喀土穆中央政府的预算困

境, 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而且有力地促

进了苏丹南北 /全面和平协议 0 的顺利执
行以及和平的巩固。

反观非洲石油大国尼日利亚, 壳牌公司

在尼已搞了 50多年的石油开采, 可尼至今还

是出口原油, 进口汽油, 没有自己的石油生

产和加工体系, 实际上至今仍然是个初级资

源输出国。目前, 几乎所有尼日利亚石油生

产都被西方五大跨国公司控制。尼日利亚国

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奥毕在胡锦涛主席

2006年 4月访问尼日利亚前夕曾在接受中国

记者专访时说, 西方国家除了在有战略意义

的石油领域投资外, 对尼的制造业没有兴趣。

更令人气愤的是, 西方石油公司在开采石油

过程中, 不采取有效环境保护措施, 致使采

油区遭受严重污染, 破坏了生态平衡, 恶化

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居住条件。特别是多年来

因石油公司疏于对输油管道的更新和维修,

管道漏油现象始终没有得到有效处理。»

而中国公司在与尼日利亚进行能源合作

之外, 还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电力、通

讯等领域与尼展开了全面合作。中国企业在

尼办厂, 教给当地人技术, 生产当地市场需

要的产品。 2006年初, 尼政府和中国广东

新光国际集团签署了一项总值达 20亿美元

的改善尼铁路系统的协议。 2005年, 尼日

利亚向中国的非石油产品出口为尼创汇 5亿

多美元。另外, 就 2006年 4月胡锦涛主席

出访尼日利亚期间与尼达成的石油开采协议

来说, 尼方向中石油集团提供的 4个区块的

油田开采许可证, 两处位于富产石油的尼日

尔河三角洲, 另两处则位于自然条件相对恶

劣、尚未开发的乍得湖区域。在这些区块开

采石油, 不仅对欧美石油跨国公司在尼的石

油利益不构成任何威胁, 而且能通过资金和

技术的输入, 帮助尼日利亚勘探和开采未知

的石油处女地, 实现投资来源的多样化。不

仅如此, 中国还承诺投资 40亿美元用于尼

日利亚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提供 500万美

元用于购买抗疟疾药物、帮助培训尼日利亚

人控制疟疾和禽流感并在技术上进行合作。

因此, 尼日利亚、南非等非洲国家都欢迎中

国公司到那里投资, 反而是某些西方大国对

中非关系的发展坐卧不安。

当西方指责中国掠夺非洲能源的时候,

正是西方及其跨国石油公司在加大对非洲能

源领域的投资, 扩大从非洲的石油进口。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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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到 25%。美国能源部仅 2003年一年对

非洲石油的投资就为 100亿美元。美国谢夫

隆石油公司近 5年在非洲的投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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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法国道达尔集团计划在

近 5年内向尼日利亚投资 100亿美元, 向安

哥拉投资 50亿美元用于油气开发。该公司近

期还在苏丹南部拿到了一些石油项目。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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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牌石油公司的一项报告则称, 2002年该公

司已拥有尼日利亚 300亿桶石油储量的 55%

左右, 并占尼 220万桶日均产量的 40%。

其实, 相对于西方国家和西方石油公司而

言, 非洲向中国出口的石油以及中国石油公司

在非洲石油市场上所占的份额都还十分有限。

2008年 7月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

出, 相对于西方许多跨国石油大公司, 中国石

油公司是非洲石油勘探和生产业的后来者, 其

在非洲石油业的投资还不足其他石油公司在该

地区投资的 1 /10。 2006年, 非洲生产石油的

57%是输往欧美, 仅 16%输到中国。¹ 在非洲

已探明油气储量中, 中国仅占不到 2%。º 因

此, 那些攻击中国 /资源掠夺0 的西方媒体
和人士如此惊慌的目的已十分清楚。

二、各取所需和互补的中非经贸关系

在经贸领域, 对中国在非洲搞所谓 /新
殖民主义 0 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

曰中国以廉价商品占领非洲市场, 向非洲国

家推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二曰中非经贸关

系是一种不平等的 /南北经济关系 0 模式,

即非洲主要出口原材料, 进口中国的制成品;

三曰中国企业只顾追求商业利益, 不保护当

地环境和劳工权益, 不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的确, 随着中非经贸合作规模的不断扩

大, 双方在贸易、投资等方面不可避免会出现

一些矛盾。中国在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上的超强

竞争力, 影响到一些非洲国家的纺织和轻工行

业。尽管中非贸易额近十年来突飞猛进, 但中

国对非出口机电、轻工和纺织等制成品, 从非

洲进口石油、木材、矿产品等原料的贸易结构

并没有多大改变。但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

中非双方的比较优势以及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产

业分工情况决定的。基于 /买与卖 0 的相互
需要和经济全球化产业分工而形成的平等经贸

关系, 与依靠不平等条约瓜分和占领市场的

/殖民主义 0 行为有着本质不同。
从本质上看, 中非经济合作是一种优势

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非洲有

53个国家和 815亿人口, 自然和人力资源

丰富, 市场广阔, 发展潜力巨大。但因长期

的殖民掠夺和局部冲突动荡, 经济仍比较落

后, 缺乏发展资金、技术和经验。中国经过

30多年的改革开放, 经济规模和实力有了

显著增长, 拥有各个阶梯层次的适用技术和

设备以及多年来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成功

经验。因此, 中非之间在资源、市场和资

金、技术与经验间的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与

合作完全是一种互利共赢行为。

正是由于中非经贸关系的这种互补性,

中非双边贸易近十年来才出现了快速发展。

双边贸易额从 20世纪 50年代初的 1211万

美元, 发展到了 2000年的 105亿美元、

2004年的 294亿美元、 2006年的 554亿美

元和 2007年的 730多亿美元。 2008年中非

贸易更是超过了千亿美元, 提前 2年完成了

预定目标。特别是近年来, 中国加强了从非

洲国家的进口, 与非洲贸易出现并保持了逆

差, 使非洲国家获得了大量外汇收入。为进

一步便利非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 从 2005

年 1月 1日起, 中国还对 28个最不发达非

洲国家的 190个税目的输华商品 ( 2006年

11月中非领导人峰会期间宣布扩大到 440

多种商品 ) 实行免关税政策, 使相关非洲

国家受惠商品的对华出口额成倍增长。

从中非经贸结构看 , 非洲出口原材料,

进口制成品的贸易结构其实是长期殖民统治

固化的单一畸形经济结构造成的, 这一现状

的改变需要非洲工业化进程、经济一体化进

程以及多元化经济的发展, 而这些进程的完

成均需要时间, 不可能一蹴而就。非洲制造

业不发达, 长期以来, 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制

成品及日用消费品都依赖进口。以往来自欧

美的商品因价格高昂, 一般老百姓根本消费

)48)

5亚非纵横 6 2009年第 6期

¹

º

2008年 7月 11日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 5建设桥梁: 中国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中日益增长的作用6 ( Building

b ridges: Ch inaps grow ing role as infrastructure financier for Sub2Saharan Af2

rica), ht tp: / /www1pp iaf1 org /content /view /438 /462 /。

5中国低调的非洲行 6, 载 [英 ] 5金融时报 6, 2008年 3月

12日。



不起。中非贸易和物美价廉的中国日用工业

品则为非洲人提供了买得起的商品, 客观上

提高了当地民众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一位

来华进修的尼日利亚军官曾激动地说, 感谢

中国, 尼普通百姓现在不必再穿来自欧美的

二手旧衣服, 而买得起来自中国的新衣服

了。穿新、旧衣服的区别体现出的是一种期

盼已久的自尊。另外, 得益于与中国贸易的

大幅增加,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近年来

取得了近 6%的年均经济增长, 成为全世界

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当然, 由于

中国在纺织品生产和贸易方面的超强竞争

力, 一些非洲国家的纺织业发展受到了一定

程度的冲击。对此, 中方不仅表现出了强烈

的关注, 而且决心采取自我限制纺织品出口

配额的措施来帮助有关非洲国家进行纺织品

工业的结构调整, 以提高其产品的竞争力。

至于指责中国输出发展模式, 稍有常识

的人都知道中国历来不干涉别国内政, 尊重

非洲国家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从

不寻求向非洲国家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

模式。反观自殖民时期以来的西方对非洲政

策, 在 /直接0 或 /间接0 殖民之后, 原殖

民宗主国又通过英联邦、法非首脑会议等机

制试图继续保持对非洲的控制和影响。冷战

后, 通过实施将援助与是否实行西方式民主

相挂钩的政策,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大国通过

/胡萝卜 0 (援助 ) 与 /大棒 0 (停止援助 )

交相结合的方式, 强行向非洲国家推行西方

式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政治价值观。无论是

克林顿政府提出的 5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 6
(简称 AG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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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对其
提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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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达标的国家是

无缘接受美国伸出的 /橄榄枝 0 的。
近十年来, 特别是 2000年中非合作论

坛成立以来, 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步伐大

大加快。截至 2006年底, 中国累计对非各

类投资达到 117亿美元 (其中对非直接投资

额达 6614亿美元 ), 在非洲兴办各类企业

800多家, 投资项目涉及贸易、生产加工、

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

发等多个领域。由于 /走出去 0 的不少在
非企业属中小型企业, 缺乏海外经营经验和

人才, 在一些企业中某种程度上存在不了解

和不遵守当地法律, 把国内经营恶习带到非

洲的情况。但是, 也应当看到, 这些出现问

题的企业在 800多家企业中只是极少数。西

方媒体以偏盖全地借此 /描黑 0 整个中国
在非企业有其险恶用心。事实上, 据中国学

者赴非实际调研掌握的情况看, 绝大多数在

非洲经营的中国企业, 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

业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都能够严格遵守当地

的法律法规, 在环境、税收、劳工、安全生

产等方面得到了非洲国家的认可。¹

总体而言, 中国对非投资促进了非洲国

家经济的发展, 增加了当地的就业和税收,

带去了适合非洲国家的技术, 培养了大批人

才, 增强了非洲国家自主建设的能力, 提高

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受到非洲国家的普遍欢

迎。世界银行负责非洲地区的副行长南卡尼

曾说, /中国对非洲的贸易与投资正成为非
洲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0, 在非洲所
有的外来投资中, 有 1 /10是来自中国的投

资。南卡尼说, 非洲国家正在从当地不断增

长的中国投资中获益, 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中

国企业将先进的技术带入非洲。 /过去二三
十年,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不断增长

的海外投资, 尤其是与美国大市场的贸易往

来。现在, 非洲正面临相同的机遇, 与中国

这个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大市场的合作必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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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推动非洲经济不断前进。0¹

三、中国对非援助和贷款推动非洲经济

发展

近年来, 西方一些学术会议甚至一年一

度的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在讨论对非援助和贷

款问题时, 又把批评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如

在 2007年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召开前的西方

八国财长会议上, 德国财长批评和警告中国

的对非援助和贷款冲击了西方债权国近年来

在非洲的减债努力, 有可能引发新一轮非洲

债务危机, 中国对非援助和贷款 /不负责
任 0 等等º。类似的指责还出现在各类研究

报告和媒体报道之中, 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

/无赖贷款者 0 ( rogue cred itor) 和 /搭顺风
车者 0 ( free rider) 的说法。

这种对中国对非援助和提供贷款的指责

带有很大的主观臆断成分。姑且不论在总体

规模上, 和西方对非援助及贷款相比, 中国

的对非援助和贷款在总体数额和比重上都相

对较小, 对非洲总体债务危机的影响也较微

弱这一基本事实, 即使从非洲债务问题的形

成、中国在促进非洲债务问题解决中所做出

的努力、中国对非援助和贷款所产生的实际

效果以及非洲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投资与援助

所持有的普遍欢迎态度等方面来综合评估,

很难得出中国援助非洲 /不负责任 0 和可
能引发新一轮非洲债务危机的结论。相反,

正由于中国近年来加大了对非援助、投资和

经贸合作的力度, /中国因素 0 对非洲经济
近年来强劲反弹的贡献率至少在 5%以上。

中国对非援助、投资和经贸合作对推动非洲

近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非洲债务问题由来已久。近 3000亿美

元的巨额外债成为制约非洲经济发展的一个

瓶颈。事实上, 对非洲巨额外债的形成, 西

方国家难脱其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大

多数非洲国家在实现初期工业化过程中资金

匮乏, 便大量举借外债。然而, 在过去 20

多年, 随着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和西

方国家设置贸易壁垒, 非洲国家的出口条件

明显恶化, 导致国际收支失衡, 偿债能力下

降, 不得不借新债还旧债, 加上高昂利息,

外债规模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和西方债权国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相

比, 尽管中国对非洲的债权数额和比重都不

大, 并且中国自身仍为发展中国家, 但为推

动国际社会解决非洲严重的债务危机, 中国

政府在 2000年 10月首届 /中非合作论坛 0
上庄严承诺在两年内免除有关非洲国家欠华

到期债务 156笔, 总金额 105亿元人民币。

事实证明这一承诺得到了提前和超额完成。

在 2006年 11月召开的第三届 /中非合作论
坛0 暨中非领导人峰会上, 中国政府再次承

诺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

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 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

无息贷款债务, 金额约 100多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始于 1956年。早在 20

世纪 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访非期间提出的

5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6 中, 中国政府就明

确提出: 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 严

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 绝不附带任何条件, 绝

不要求任何特权; 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

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 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

期限, 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中国政府对

外提供援助的目的, 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

依赖, 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

济独立发展的道路; 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

种技术援助的时候, 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

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

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 中国援助专家

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 不

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在这一原则指导

下, 截至 2006年 5月底, 中国共向非洲国家

提供各方面援助 444亿元人民币, 已帮助非洲

国家援建了包括纺织厂、水电站、体育场、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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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学校等在内的共 800多个项目。著名的坦

赞铁路就是中国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为非洲援建的。这条友谊之路全长 1860公里,

中国曾先后有 5万工程技术人员在坦赞苦战酷

热和疾病, 其中 64人献出了宝贵生命。

近年来, 在 /中非合作论坛 0 的机制框
架内, 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非援助和投资力

度。特别是在 2006年 11月召开的中非峰会

上, 中国政府提出了对非援助的八项一揽子

政策措施, 从减债、提高援助、鼓励投资、

向非洲产品开放中国市场到人力资源培训以

及农业和医疗卫生合作等。另外, 由于基础

设施是支撑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中国对非

投资也主要集中在这一领域。 2008年 7月世

界银行发布的一份名为 /建设桥梁: 中国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中日益增

长的作用 0 的研究报告认为, 中国在自然条

件艰苦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投资承建了大

量桥梁、铁路和公路。投资总额从 2004年以

前的每年不超过 10亿美元迅速提升至 2006

年的 70多亿美元 ( 2007年回落至 45亿美

元 )。在诸多的基建领域中, 水电站和铁路

建设是中国投资的两大重点。中国目前已投

资 33亿美元建设中的 10个水电站项目可以

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新增 6000兆瓦电力供

应, 使该地区的电力供应状况提升 30%。而

中国正在改建的 1350公里铁路以及新建的

1600公里铁路将是对该地区现存 5万公里铁

路网的一个重要补充。从建设规模和资金总

量上看, 包括中国、印度和几个中东海湾石

油富国在内的新出现的融资方在非洲基础设

施领域的投资已超过传统的经合组织国家,

体现出南南合作不断增长的新趋势。这些投

资极大地改善了非洲的基础设施状况和整体

投资环境, 推动了非洲的经济发展。¹

实事求是地说, 中国对非援助、投资和

经贸活动的加强不仅使非洲受援国实现了外

援和外资来源的多元化, 增强了非洲自主选

择的能力和自主决定自身发展道路的自主

性, 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和人民的消

费能力及实际生活水平, 而且中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客观上带动了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

的上扬, 增加了非洲初级产品输出国的外汇

收入, 改善了其国际贸易环境, 增强了其偿

债能力。非洲经济近年来能连续保持年均

5% - 6%的经济增长, /中国因素 0 功不可
没。举例来说, 得益于中国在其基础建设等

领域的援助和投资, 饱经战乱 27年之久的

安哥拉近年来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高速发

展。 2006年经济增长率更是高达 17% , 国

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均呈现欣欣向荣的喜人局

面。中国的另一主要受援国苏丹近年来的变

化更是让人吃惊。 10年前, 联合国的统计

资料显示, 苏丹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

一。而 10年后的今天, 苏丹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已上升到 1080美元, 并以 8%以上的

经济增长率稳居阿拉伯地区和非洲地区经济

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前列。因此, 有非洲学

者认为, /迄今为止, 西方援助没有发挥作

用。非洲大陆经济经历了多年倒退, 直到最

近几年才取得了 5%的增长率。这样的成就

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华贸易。0º 塞内
加尔总统瓦德 2008年初也在英国 5金融时
报 6 撰文指出, /通过直接投资、贷款和各
种公平合理的合同, 中国已帮助非洲国家建

立了许多基础设施项目, ,,提高了数百万
非洲民众而非少数精英分子的生活水平。0
他还说, /我们与世界银行签合同要花 5年

时间讨论, 而我们与中国只需 3个月。,,
比起西方批评者, 中国人更有竞争力, 较少

官僚作风, 更适合在非洲做生意。不仅非洲,

就连西方都有很多东西可向中国学习。0»

)51)

5亚非纵横 6 2009年第 6期

¹

º

»

2008年 7月 11日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 5建设桥梁: 中国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中日益增长的作用 6 ( Bu ild ing

b ridges: Ch inaps grow ing role as in fras tructure financier for Sub2Saharan

Africa) , h ttp: / /www1pp iaf1 org /conten t/v iew /438 /462 /。

保罗# 莫尔克拉夫特: 5为什么北京在非洲能赢? 6, 载

[南非 ] 5商业日报 6, 2007年 2月 5日。

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 # 瓦德: 5现在该是西方照自己

所宣扬的那样去做的时候了 6, 载 [英 ] 5金融时报6, 2008年 1月

24日。



勿庸置疑, 避免非洲出现新一轮债务危

机的办法不是停止对急需发展资金的非洲国

家提供援助和贷款, 而是应着眼于提高援助

和贷款的效应, 使非洲国家通过经济发展增

强自身的偿债能力, 逐步走出 /借新债还旧
债 0 的怪圈, 实现经济的自主和可持续发

展。对此, 非洲国家看得很明白。在 2006年

的西方八国峰会后, 非洲各国财长会议曾明

确表示, 非洲迫切需要来自中国的贷款和投

资。塞内加尔经济和财政国务部长阿卜杜拉

耶#迪奥普说,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非洲开发基金等信贷机构向非洲提供

的贷款流通太慢, 而且附加了太多的条件。0
而来自中国的援助和贷款没有任何先决条件,

而且流通快, 效率高, 非洲国家在得到贷款

时不需要牺牲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¹ 正因

如此, 非洲国家普遍欢迎中国的援助和贷款,

希望借此进一步带动非洲经济的发展。

四、结论

综上所述, 所谓中国在非洲搞 /新殖
民主义 0 的说法既缺乏历史依据, 也没有

事实支持。持此论者往往戴着意识形态的有

色眼镜, 以一种过时的 /零和 0 冷战思维
来看待中国和非洲关系的发展。 2005年 7

月笔者在剑桥参加一个中非关系研讨会时,

曾就此询问过一位西方学者, 为什么西方近

来如此热衷 /渲染 0 中非关系, 他一语道

破地说, /因为你们在非洲太成功了 0。
说到底, 这些西方媒体和政要肆意渲染

中国在非洲搞 /新殖民主义 0, 其根本原因
还在于担心中国提升对非关系将对其在非利

益形成挑战, 担心中非联手在国际事务中分

量和影响力的加强有可能挑战西方主导的现

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此, 世界银行负责

贫困国家融资事务的前副总裁杰夫#兰姆也
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出现这种言论的原因,

就在于 /在商业领域, 中国侵犯了传统援

助提供者的 -地盘 . , 这引起了西方决策者
们的惊愕。从某种程度来说, 这是危言耸

听, 或者说是言不由衷。0º 事实上, 半个

多世纪的中非友好合作关系雄辩地表明, 中

非关系的发展不针对任何第三国, 中非之间

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南南合作伙伴关系。

温家宝总理 2006年 6月访问非洲 7国

时, 曾在埃及开罗举办记者会, 明确表示:

/ -新殖民主义 . 这顶帽子绝对扣不到中国
的头上。从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遭

受了大约 110年的殖民主义侵略。中华民族

懂得殖民主义给人民带来的苦痛, 也深知要

同殖民主义作斗争。我们长期以来之所以支

持非洲民族解放和振兴, 这是一个主要原

因。0» 纵观历史, 无论是 300年前肮脏的

奴隶贸易还是 1884年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

是早年西方殖民者依靠刀与火的血腥野蛮掠

夺逐步把非洲变为其原料供应者和商品倾销

地, 使非洲形成了依赖西方宗主国的依附型

单一经济结构。正如印度一家报刊文章指出

的, /中国今天在非洲的做法和西方殖民者
过去的做法有一个关键性差别。那就是, 中

国没有对非洲弱小国家进行军事占领和破坏

当地的经济, 并借此把一些贸易条件强加给

这些国家。0¼ 相反, 又正如德国 5经济周
刊 6 所载文指出的, 中国 /令非洲经济在
2005年增长了 5%以上, 而且也将通货膨胀

压缩到 25年来的最低水平。在非洲历史上,

以经济投资形式流入的资金首次超过了以发

展援助形式流入的资金。0 /非洲有史以来
首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而为这块大陆创造

这一绝佳契机的正是中国人。0½

(责任编辑  任  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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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财政部称中国给非洲贷款是 /无赖贷款者 06, http: / /

bbs1bv20081 cn /arch iver/? tid- 1916231htm l。

5世行行长含糊 /澄清 0 对华指责 6, 载 5国际先驱导

报 6, 2006年 11月 10- 16日, 第 22版。

5温家宝表示: 中国在非洲不搞 /新殖民主义 0 6, 新华社

2006年 6月 20日电, 中国新闻网, h ttp: / /www1 ch ina1 com1 cn /
ch inese /new s /12465981htm l。

5中国与非洲经济体 6, 载 [印度 ] 5印度教徒报 6, 2007

年 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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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 ition as an energy power and prom ote its recovery as a Euro2A sian power.

Ch ina2Japan2ROK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Trade2Econom ic
Developm ent in East Asia

WuDelie

 Ch ina2Japan2ROK cooperation m ay in the future resu lt in an East A sia Reg ional E conom ic
Cooperation Community, w ith consp icuous features of inter2dependency and mutual

comp lem entarity. The key for Ch ina and Japan to m ainta in strategicmutual beneficial relationsh ips
lies in the establishm ent o fmutua l trus,t whileCh ina2ROK cooperation shou ld ab ide by the principle

ofmutual benefits.

An Analysis of India2South Africa Re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ir Trade and Econom ic Cooperation

Xu Guoqing

 S ince the restoration o f d ip lom atic relations betw een India and South A frica, their b ilateral trade
and econom ic cooperation has produced great ach ievem ents, benefiting from such factors as their

benign political relations, comp lem entary econom ies and close h istorical cu ltural contacts. Their

fruitfu l econom ic cooperation is o f great s ign ificance to the promo tion o f econom ic cooperation am ong
the develop ing countries from A sia, A frica and Latin Am erica.

A Study of DPRKps Econom ic Developm ent Strategy
Tan Hongmei

 DPRKps econom ic developm ent strategy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rategic periods s ince the end of
the KoreanW ar. For the foreseeab le future, she is not likely to change her econom ic tactics which

have g iven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m ilitary industry and heavy industry, and second place to

the grow th of ligh t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But she w ill gradually ad just the proportion of these
sectors in accordancew ith the change of the security environm en,t so as to ach ieve the ends of her

econom ic power strategy.

Sino2African Relation: Facts and D istortions
HeW enping

 W ith the rap id development o f S ino2A frican political and econom ic re lations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em erged qu ite some v ilification thatChina is pursuing a ÷neo2co lon ialismù policy in A frica. A s a
matter o f fac,t whether it is in the fie ld o f energy cooperation and econom ic relations, or in the field

of aid and investm en,t S ino2A frican mutua l beneficial and w in2w in cooperation is different in nature

from the engagemen,t which is characterized as p illage, of theW estw ith A frica.

The Experience of Poverty A lleviation in China and Africa:
A Comparison

An Chunying

 A s the largest develop ing country and the continentw ith a host of develop ing countries, China and
A frica, when engag ing in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poverty allev iation, w ill certa in ly m ak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 ent of international poverty allev iation cause. The experience gained by
Ch ina and A frica in the course m ay be varied, but can be compared and learned from one and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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