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中国非洲研究年会专题研讨之四：新时代的中国非洲研究

2020 年 12 月 5 日，首届中国非洲研究年会暨“新冠疫情下的非洲形式及走

势”学术研讨会第四分会场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丘明厅举行。第四分会场研讨主题

为“新时代的中国非洲研究”，分两个时段进行。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外国语学

院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王新刚，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党争胜教授先后主

持了第四分会场的研讨。北京语言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岩，商务部国际贸易

经济合作研究院西亚非洲所所长毛小菁先后担任评论人。

图为王新刚主持第一时段研讨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孙晓萌教授分析了跨学科视阈下的中国非洲研究的前

景与挑战。她指出，虽然我国非洲研究的学科化进程加速，但与之相匹配的对这

个学科的投入还相距甚远。她建议要加强对整个学科的顶层设计，增强国别与区

域研究，整合资源，破除学科壁垒。通过对比美国的经验，她认为中国非洲学研

究的制度化建设还要加强，虽然各方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但与非洲体量相比，

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最后，她提出对非洲研究人才的培养力度要继续加强，特

别是当前我国涌现出一批拥有扎实外语基本功、实地调研和田野工作能力强、对

非洲敏感和感兴趣的年轻人，要加强对这些人才的培养。

图为孙晓萌在发言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非洲法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卡教授

就数字时代开展非洲法研究发表看法，包括为什么要研究非洲法、研究什么内容

与怎么开展研究。他认为加强对非洲法的研究，建立共享共通的法律知识体系，

继而推动中非法律交流合作十分重要，加强对当代非洲法律的发展与治国理政的

效能研究、中非合作当中的法律问题研究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主题。他建议中非

法律院校要加强交流合作，熟悉双方的法律制度，可以利用在线学习推动中非法



学院的师资等资源共享。

图为吴卡在发言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贺鉴教授探讨了中非法律合作与新时代中国的

非洲法研究。他用较多案例展示了中非法律合作的缘起与发展过程，指出“中非

合作论坛——法律论坛”“中非法学院院长论坛”等论坛在加强中非法律交流中

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图为贺鉴在发言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韩志斌教授对索马里国家建构中的部落问题进行

了阐述，他指出索马里部落是建立在亲缘关系基础上的群体，依靠父系血缘划分

支系，父权制是这些家族部落的重要特征，具有较强的凝聚力。不同的部落之间

保持一种对抗关系，成为索马里部落社会的基本政治原则，这也是“对抗平衡理

论”的真实写照。



图为韩志斌在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毕健康研究员阐述了埃及治理与发展困境。

他指出，埃及经济面临困境，导致埃及经济困境的三个结构性问题是：公有部门

与私有部门的问题、工业与农业的问题、自主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问题。他分析了

埃及经济治理中的三个难题，包括私有部门企业准入与运营、税务制度、司法与

产权。



图为毕健康在发言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人类学教研室主任施琳教授以埃塞俄比

亚人类学研究为例，探讨非洲“本土民族志”兴起之路。她指出，基于丰富的非

洲田野资料，西方学者撰写出多部经典的非洲民族志，对于推动人类学学科发展

和形塑外界对非洲的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越来越多的受过人类学专业训练的

非洲本土学者，走进（回）自己熟悉的家乡田野，在“自己人”中开展田野工作，

他们撰写了富有非洲特点的新型本土民族志，值得高度关注。她还提出了中国人

走进非洲，如何书写非洲民族志的思考。

图为施琳在发言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闫伟教授谈论了索马里的伊斯兰化与阿拉伯认同的历

史起源。他回顾了索马里伊斯兰化的历史图景和历史起源，指出索马里的伊斯兰

化进程伴随着阿拉伯人的移民浪潮，使伊斯兰化与阿拉伯化具有了紧密的关联。

而这一文化转向大致是以和平的形式进行的，但阿拉伯—伊斯兰化在不同地区的

表现和程度具有很大差异。他认为阿拉伯—伊斯兰化根本上改变了索马里的文明

形态，提供了多种认同观念，而阿拉伯认同与近代以来西方的殖民主义史学所唤

醒，并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合流，成为索马里民族构建的重要历史资源。

图为闫伟在发言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寿慧生研究员在发言中谈到卢旺达战后族

群关系重建的范式转移问题。他指出，已有族群冲突的传统解释范式包括现实主

义方案与自由主义方案都存在局限，需要转移到基于身份认同的族群和解新范

式。这一范式的着眼点在于个体身份的多元性和可塑性，来重新梳理社区关系以

实现和谐共存，进而实现一个社会构建的过程。他还以盖卡卡法庭为例来论证社

区重建与身份认同的重塑。



图为寿慧生在发言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教授黄振乾从国家历史、殖民统治

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莱索托土地改革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非洲国家土地改革（独

立后）的主要对象为传统土地制度，却很少被社会科学家关注，但事实上研究非

洲国家土地改革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他分析了莱索托的土地改革过程，提

出土地改革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必修课”，初始条件和时代背

景决定了非洲国家建设与土地改革同步进行，而国家能力是非洲土地改革的“阿

喀琉斯之踵”。

图为黄振乾在发言

在第一时段发言结束后，北京语言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岩进行评论，她

把研讨归为四类话题：一是非洲法律问题，有两位学者谈论这个问题，非洲法律



问题十分重要，特别是在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建议可以考察法国的法律，其

对非洲法语国家影响很深。今天的非洲研究要形成合力，不同学科要联合起来开

展非洲研究；二是一位学者谈到学科问题，学科建设问题值得关注；三是有四位

老师谈论民族问题，民族问题与历史、语言、文化、习俗相关，属于长线的基础

研究，需要下大力气；四是治国理政与发展路径，比如土地改革问题、埃及发展

问题。

图为李岩在评论

图为党争胜主持第二时段研讨

武汉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王战教授就非洲法语国家资源经济发展与危机

发表看法，他对比了非洲在独立前与独立后的经济资源发展情况，分析了非洲的



城市化、财政收入与财政开支情况，得出三个结论，在发展滞后和国际援助减少

时，石油对非洲国家是机遇；西方对石油的依赖或许是非洲发展的有效解决方案；

利益分配等原因增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等。

图为王战在发言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玉渊对非洲债务救助进

行了宏观思考。他分析了当前对非洲进行债务救助的各种观点，认为目前债务救

助已经变成一个道理正确或者政治正确的事件，但更重要的在于跳出债务救助的

政治正确，深究债务救助的有效性问题，明确其目的是什么，如何才能更好地进

行救助。他指出，在今年新冠疫情下，关于债务救助议题和议程不断发生变化和

转移，带来新的问题，引发学界对债务救助是否是新的发展工具、经济工具、技

术手段、政治决策的反思，但这些答案都需存疑，更需要关注的是非洲债务救助

的有效性。



图为周玉渊在发言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忠奎对特朗普政府对非洲国家的

军事安全合作问题进行了探讨，介绍了美军非洲司令部的相关情况，指出美国在

非洲开展活动主要包括高层访问、联合演习、安全培训、安全援助、作战行动这

几大类别，其中安全培训数量最多、高层接触次之。他分析美军非洲司令部的活

动特点有三：一是注重提升非洲伙伴国的能力，二是高层接触积累资源，三是少

花钱多办事。美国活动的地区重点是北非、萨赫勒地区、非洲之角，主要利益在

于打击暴恐组织与大国之争。



图为王忠奎在发言

北京道丰文化有限公司的徐钢先生介绍了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非洲国家发

行的抗疫邮票情况。非洲共有十个国家发行抗疫邮票，覆盖东西南北中不同地区、

涉及 4个语种。他还用生动的图片来展示了各种疫情主题邮票，包括维多利亚女

王戴上口罩、白衣天使奋战一线、雕塑戴上口罩、卡通漫画等等。他还在发言中

提及中非邮政系统因疫情受到中断或滞后的问题。

图为徐钢在发言

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亚非语系副主任李坤若楠介绍了中国影视

剧在中非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她认为中非民心相通至关重要，中国优秀的影视

剧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好方式。在对非的影视剧制作和传播方面，要在以

下三方面下功夫：一是剧情方面，要贴近非洲人的心理和生活状态；二是画面，



要优美的画面或者宏大的战争场面；三是语言的翻译，可以和时下的流行语相结

合。她指出对非洲的影视剧要注重非洲人的接受形式，今后在配音音色、文化翻

译等方面需继续提高。

图为李坤若楠在发言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非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潘良谈到了埃塞尔比亚族

裔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他分析了埃塞俄比亚建立的历史、民族主义话语

的形成、族裔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民族联邦制的确立与影响等问题。他进而分

析了未来的影响与启示，提出 2021 年选举将成为泛埃塞尔比亚主义和族裔民主

义的角力场，激进族裔民族主义将成为埃塞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因此埃塞急需

重建国家认同。

图为潘良在发言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东非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雪冬以坦桑尼亚

（1967-1977 年间）为例，探讨了成员国利益对东非共同体一体化建设的影响。

坦桑尼亚独立之初有三个主要利益所在，一是推动坦桑尼亚独立后的农村发展战

略，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肯尼亚资本主义制度；二是扩大在非洲的贸易，特别

是在非洲次地区的贸易；三是反对殖民主义，要求非洲解放和统一，主张在非洲

特别是在非洲内部建立区域组织。进而他具体分析了围绕这三大利益，坦桑尼亚

与东非共同体的斗争与合作过程。

图为李雪冬在发言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安全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立谈到了新时代

中国非洲研究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她指出，中国正在实施全面深化

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和非洲各国普遍期待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致力于实现经济独立和自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契合，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是一种追求各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为核心的这一种新型的南南合作关系。



图为陈立在发言

在第二个时段发言结束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所长毛小菁在点评中提到，各位老师的发言内容丰富、角度丰富，因时间有限，

感觉意犹未尽。我一直以为非洲研究是比较小众的研究，没想到这么多嘉宾参与。

我以前主要是从事对非援助研究，今天能听到各位老师的演讲，开阔视野，特别

是有的领域我没涉及的很有帮助，比如徐钢老师关于非洲邮票的研究很有意思。

对于学者来说，基础研究很重要，但是对于未来判断、政策建议的研究也很重要，

很多老师鉴于时间关系后半部分没有展开，有些意犹未尽，希望建议能提出来。

中非研究中很多议题都值得研究，中非研究要放在国内形势变化、国际形势、大

国关系等背景中来考察。这个阶段老师们对债务问题、军事、影视等方面的研究

都是很好的视角，值得关注，这些方面对于维护中国在海外的利益、促进中非民

心都十分有帮助。



图为毛小菁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