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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中非关系发展的建议

阎学通 刘月明

冷战后中非政治上的相互需求增加
,

但国际政治合作的范围有限

冷战的结束使中国与非洲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增加了
。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政治关系在�� 年

代末和�� 年代比较冷淡
。

”� �年 卜半年起
,

中非政治关系开始向积极方面发展
, � � � �年双方 �

政治关系转热
。

� � �  年非洲有 � 位国家首脑访华
,

中国领导人访间非洲国家达 �� 个
,

目前
,

中非关系在往来级别和频繁程度上都在增加
。

,

冷战后中非政治关系不断发展的原因主要是双方的相互需求和共同利益增加了
。

由于美

苏结束了在非洲的争夺
,

非洲国家在世界政治中变得更无足轻重
,

获得经济援助 的 机 会 大

减
。

外部支持消失
,

世界性政治自由化的泛滥使非洲国家政治内乱四起
。

为了摆脱这种被边

缘化的处境
,

稳定国内政局
,

非洲国家政治上需要中国对现政权的支持
,

经济上寻求中国援

助
,

外交上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多为第三世界的利益说话
。

中国与非洲国家在维护国家主

权
、

反对干涉内部事务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
,

即抵制西方以人权为由干涉内政
。

在联合国第

�� 届人权会议上
,

以�� 票对甘票通过我国提出的对西方反华决议草案不采取行动的动议
,

其 �

中赞成票的一半是非洲国家
。

虽然目前中非之间的共同政治利益有所增加
,

但中非能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合作领域十

分有限
,

主要集中在人权和不干涉内政问题上
。

山于非洲国家都是小国
,

在国际事务中的基

本利益与我不一效
。

他们希望大小国家能够平等
,

削弱大国的特殊利益
,

例如取消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的否决权
。

他们希望垃�加第三世界在女理会的成员
,

有非洲自已的代表成为常任理 ,

事国
,

这会削弱我在安理会中的地位
。

由于我与非洲国家缺少地缘联系
,

在安 全
、

地 区 合

作
、

环境保护等方面缺少共��� 关心的共体事务
。

非洲国家与我关系紧密的不多
。

在国际事务中能经常保持与我立场一致的非洲国家只有 �

津巴布韦等少数国家
,

其它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与我国的关系仅是一般的国家关系
。

冷战后失

去了利用美苏矛盾获取经援的条件后
,

一些非洲国家开始对我打台湾牌
,

对我提出较高的经

日本海
,

有着天然的与外界交流的条件
。

通过中国境内的铁路和蒙古新铁路线可达俄罗斯的赤

塔
,

而形成又一个欧业大陆桥
。

近年来
,

图们江三角洲开发的价值为中外经济学家所洞察
,

并

逐渐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重视
。

工� � �年 �� 月
,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主持下
,

中国
、

俄罗斯
、

朝鲜
、

韩国
、

蒙古的高级政府官员在北京签署了一份有关图们江地区开发的协议
。

预计这项 �� 年的发展计划将耗资�� �亿美元
。

图们江三角洲的开发是包括
‘

�� 俄两国在内的多国经济合作项 日
,

是一项跨世纪的宏大工

程
。

工程的实施将使该地区繁荣 起来
,

并对东北 亚各国的发展带来裨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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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要求
。

由于我们无法满足这种要求
,

有些非洲国家转向了台湾
。

近年来已有利比里亚
、

尼

、 日尔
、

几内亚比绍
、

莱索托
、

中非共和国等 � 国与台湾
“
建交

” 。

还有赞比 亚
、

赤 道 几 内

亚
、

马达加斯加等国发生过这种危机
。

目前台湾当局把重返联合国定为主要外交目标
,

今后

卜 必然会加紧在非洲的金钱外交
,

而非洲国家也会对我更多地打台湾牌
。

冷战后中非经济合作有所发展
,

但发展十分缓慢

� � � �年我提出对非经济合作四原则后
,

中非经济关系由单方援助转向互利合作
。
� � � �年

后这种合作继续发展
, � � � �年至 � � � �年中非贸易额邮

�

�亿美元增至 ��
�

�� 亿美元
。

合作的形

式现有承包工程
、

劳动服务
、

技术服务
、

人员培训
、

独资或合资经营
、

合作管理
、

租赁等
。

相对于我 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总体平均发展速度
,

中非经 济 合 作 发 展 缓 慢
。

� �  �年 至
� �� �� 年我对外贸易总额增长了�� �

,

而对非只增长 �� �
,

其间还出现过负增长年份
。

从比例

上看我对非贸易占我国际贸易的比重较低
,

� �  �年以来一直徘徊在 � �左右
。

我对非贸易占

非洲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很低
,

也只有 � �左右
,

而且还有长期的赤字
。

、 我与非洲国家经贸关系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首先是我没有抓住非洲 的 主 要 市

场
。

非洲对外贸易的主要国家是由南非
、

尼 日利亚
、

摩洛哥和突尼斯构成
,

它们占非洲对外

贸易总额的��  
。

而我 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只分别 占他 们 外 贸 的。
�

�� �
、

。
�

� �
、

� �和

。
�

� �
。

其次是我贸易方式僵硬
。

起订量高
,

付款方式不灵活
,

运输期 长
。

第 三 是 缺 乏 宣

传
。

我对非洲国家宣传我产品的工作不够
,

非洲人还不很了解中国的经济和 科技实力
,

对中

沙国产品信不过
。

第四
,

我国厂商认为非洲国家经济落后
,

不注重开发非洲市场
。

第五是非洲

� 的产品不适合我国需要
,

进 口量难以增加
。

政 策 建 议

鉴于我在非洲的经济利益有限
,

对非政策的任务应侧重发展中非之间的政治关系
。

争取

非洲国家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

抵制台湾在非洲的金钱外交应成为我对非政策的主要目标
。

台湾的外汇储备是我的尸倍
,

人均量是我的 ��� 倍
,

所以我不可 能
、

也 不应该在非洲 与 台

‘ 湾进行援助竞赛
。

为了挫败台湾的金钱外交
,

我在非洲应采取保护重点的作法
。

非 洲 小 国

多
,

他们在国际政治中作用很小
。

如果那些工。� �万人口 以下的小国对我打台湾牌
,

我应对他

们晓以大义
,

而不增加额外援助
。

台湾以美元收买非洲国家的能力也有极限
,

每收买一个外

, 交关系
,

台湾就背上一个定期援助的包袱
,

一旦停止援助
,

这些 小 国 会 立 即转 向 我
。

对

�。。�万人口 以上的尼 日利亚
、

埃及要努力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

和南非要尽力保持友好关系
。

户这些国家在国际上
,

特别是在非洲影响大
,

如能与这些国家建立较好的关系
,

必然能带动与

硫 � 众他们周边小国关系的发展
。

如果我与南非发展较好关系
,

莱索托和斯威士兰就容易重新与我

一 屹策交和建交
,

因为他们都在南非的控制下
。

对 � � � �万和 � � � �万之间的国家可分为政治上影响

衰大的国家和影响不人的国家两类
。

像肯尼亚
、

科特迪瓦
、

摩洛哥这种国家要充分重视
,

而

赞比亚
、
乌干达和马达加斯加之类则适可而止

。

在坚持保住与非洲大国外交关系的原则下
,

我应注重普遍加强与非洲国家上层社会人士的关系
。

非洲国家多为人治国家
,

社会腐败比较

严重
,
政府官员个人意见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很大

。

我对非经援的一部分如用于 发展 与

非洲上层人士的个人关系
,

其政治效果会比用于社会项目更为有效
。

台 湾 于 � � �  年 工月 发

、
「‘

� 表了 《外交报娜
》

,

在国际上影响很大
·

为了使非洲国家更加明了我国的台湾政策
,

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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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台湾问题的白皮书应尽早面世
。

在继续支持非洲国家反对西方对内政干涉的间时
,

也应肯定非洲国家多党政治变化的积

极性
。

由于多党运动在非洲国家的普遍发展
,

许多新的非洲领导人都是通过多党选举结果上台

的
,

今后还会有更多的非洲国家通过选举产生新政府
。

承认多党政治在非洲的积极性
,

就是

承认通过选举上台的政权的合法性和进步性
,

这有助于与新执政者建立友好关系
,

而且为今

后发展与新政权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

承认多党运动的积极性
,

也为我与反对党往来创造了理

论基础
,

从而可 以减少非洲国家因政权更迭对我采取不友好政策的可能
。

采取更多的形式扩大我在非洲的政治影响
。

实力不足是我在非洲影响有限的根本原因
,

但扩大影响的方法不够全面也是原因之一
。

除了继续加强对非派遣医疗队
、

文艺代表团
、

领

导人访问和接收非洲留学生之外
,

还可以做以下几方面的尝试
�
鼓励我在非外交

、

工程
、

医疗
�

人员走入非洲社会
,

如他们愿意向非洲移民提供方便条件
。

增加对非洲无线广播的语种和时

间
,

非洲有几百种语言
,

许多人不懂官方语言 , 重点在于介绍中国经济的成 就
、

科 技 发展
、

优秀文化和产品广告
。

鉴于非洲人喜欢中国的武打片
,

应加强中国电影和画报的发行 , 现留

学回国人员日益增加
,

可派遣有语言能力的人去非洲从事教学
,

教学是最有效的宣传方式
。

发展中非经济关系的重点应放在扩大出口和技术援助上
。

扩大出口既可有经济收益
,

又

可扩大政治影响
,

对非技术援助则是我国的长处
,

成本低
,

影响大
,

效果长久
。

在非洲建立

货物集散中心已成为扩大对非出口的当务之急
。

南非
、

科特迪瓦
、

摩洛哥
、

肯尼亚的政治影

响较大
,

基础设施条件较好
,

而且都有较大的港 口
,

如果我在这四个国家建成集散中心
,
并

附设中国银行办事处
,

可从东
、

南
、

西
、

北四面向非洲大部分地区辐射
。

国内产品先集中到

这四个国家便于非洲国家提货
,

订货量大小的生意都能做
,

现款和易货贸易也都能做
,

从而

可以解决起订量大
、

运输期长
、

付款方式不灵活三个主要间题
。

同时在贸易上要加强与当地

华人的合作
,

而不应与他们争生意
。

对非出口要发挥我技术优势
。

我国对非出 口目前主要是日用品
,

而机械和工具出口量不

大
。

其实非洲国家更需要我机械制品和工具
,

我国机械与工具虽不如西方的先进
,

但具有操作

简单
,

易于维修的特点
,

这比较符合技术落后的非洲国家的需要
。

近年来非洲国家已意识到中

国技术更符合非洲国情的情况
,

尤其是农业技术
。

许多知识分子正在推动政府加强转向学习中

国的传统技术
,

从做豆腐
、

种菜到打井
、

灌溉对非洲都有吸引力
。

向非洲国家传授我国普通

生产技术必然会带动我机械产品和工具的出口
。

向非洲派遗技术专家是发展中非经济关系的重要渠道
。

非洲国家现面临严重经济困难
,

我应 主动和他们商讨派遣经济和技术专家的问题
。

目前我国经济改革经验为世界所公认
,

非

洲国家领导人很想学习中国经验
。

我应派一些专家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经济发展计划
,

帮助他

们建立经济实验 区
。

由我国专家制定的计划不但有助于我国产品的出口
,

而更重要的是可 以

长远地影响中非经济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
。

苏联�� 年代对我派出了专家团至今对中苏经济关

系还有影响
。

此外
,

我 可积极鼓叻我企业和个体户到非洲发展我传统产业
。

利用当地原材料发展手工

编制品
、

建材加工厂
、

家具厂
、

制砖厂
、

木雕艺术加工厂等
。

这些项目投资少
,

规模小
,

见

效快
。

不但帮助非洲国家解决就业问题
,

发展生产力
,

同时也是扩大我国出口的一条途径
。

产品可 以扰地销鲁
,

或向周边国家和西欧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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