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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是非洲致力于独立国民经济体系，突破不公平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途径。 

    

      “冷战后缺乏独立和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使得非洲处于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的边缘，非洲国家要在当今国际政

治经济秩序中获得地位和话语权，还离不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通过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  

      11月3日至11月6日，来自非洲40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政要将聚集北京，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在峰会期间，中国将宣布一系列与非洲的重大合作举措，特别是在援助、投资、贸易和社会发展领域。 

    

      在当代国际政治和全球化过程中，非洲的地位如何？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将其置于非洲近现代历史脉络中

加以考察。 

    

      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习惯于把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纷纷独立作为非洲国际地位发生变化的“分水

岭”。独立前，非洲大陆被欧洲列强豆剖瓜分，沦为任人宰割的殖民、帝国主义的附庸，根本没有自己的地位和话语权，

这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独立前非洲是在以极其被动的方式参与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进程。 

    

      然而，问题在于，独立后非洲国家并没有因此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非洲国家的政治独立取决于其自身的努力奋

斗，也得益于其所处的世界格局的变化。与非洲国家政治独立相伴随的并不是经济的自立，尤其是后者，使得非洲国家在

政治上不能特立独行地维护国家利益。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独立后，非洲又再次成为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战场。无论是埃塞俄比亚和索马

里间爆发的区域性代理人战争，还是安哥拉内战冲突都留下了美苏争霸的身影。二是80年代非洲国家的发展计划要由世界

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决断，丧失了自主制定经济计划和根据本国具体国情发展国民经济的历史机遇，其结果致使非

洲大陆在80年代白白丧失了10年的发展机会。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组成的组织机构仍然在对非洲形成事实上的控

制，非洲国家经济对国际垄断组织和跨国公司控制的国际市场的依附性迄今也没能完全改变。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非洲一直没有被世人所遗忘，只是她始终是处于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的边缘。析其原因，

笔者认为，非洲大陆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贯穿着新、旧殖民主义的作用。新殖民主义和老殖民主义的区别仅仅是表

现形式上的差异。与传统的殖民主义相比，后者的破坏性使命渐弱，建设性使命渐强。值得注意的是，新殖民主义虽然不

再以武装占领殖民地和大举移民作为其表现形式，然而，其本质属性———不公平性和不公正性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非

洲昔日的民族独立运动与新、老殖民主义间的斗争已经改头换面，演变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新旧秩序间的较量。 

    

      今天，随着非洲联盟的诞生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出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独立自强，经济发展的非

洲业已展现在世人的眼前。但由于总体上缺乏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非洲国家仍然在以出让资源和提供市场的方式，参与

到国际经济的循环体系中。世界经济一体化表明，自力更生与加强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同等重要。尤其是在众多发达国家存

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矛盾的情形下，非洲国家利用既有资源提高非洲自身在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和话语

权，确有其现实可能性。然而，这还不是达成目的的重要条件。 

    

      对非洲国家而言，要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获得地位和话语权，还离不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通过



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值得一提的是，值此中非合作论坛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及首脑峰会召开，加强与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中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无疑是非洲国家扩大与外界经济联系的一个重要渠道和首要之选。 

    

      互利共赢是中非关系的本质属性，这已经为过去50年双边的相互交往所印证。笔者认为，如果利用中国的资金和

技术，结合非洲国家的资源和中国的市场，通过产业转移、技术转让和人力资源合作，双方定能为南南合作打造稳固、共

赢的发展平台。为此，双方均有着同样的期许，也都在为这一目标进行共同努力。 

    

      11月3日至6日，近50个非洲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将如约聚首北京，共商合作发展大计，即是要践行这种可能

性。中非首脑峰会的召开是当代国际关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似乎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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