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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 当代非洲国家建构的障碍及前景 

刘鸿武 方 伟 

内容提要 由松散分割的传统部族社会，向统一聚合的现代主权国 

家过渡，是当代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核心主题与基本目标。在此发展阶 

段上，非洲国家需要形成有效能的中央政府，且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发 

展、政治稳定和民族融合，以国家力量来集中资源，动员民众，培植国 

家情感，追求发展 目标。迄今，国家成长与民族融合这两大任务在许多 

非洲国家都没有真正完成。为此，非洲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变革运动，从 

自身的现实需要来追求理解政治的意义，从经济的角度来把握政治的本 

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来建设国家，维护国家主权，追求思想自立，方 

能最终实现国泰民安，富强稳定。在维护非洲国家主权、推进非洲国家 

成长方面，中国可以发挥更多建设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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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大陆数十个年轻国家的成长与政治发展问题，一直是国际非洲研究 

界广为关注的核心问题。无论是从理论的层面还是从实践的层面上看，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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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数十年间非洲国家在政治发展领域所经历的曲折过程，在此期间各国之政 

体模式与政治形态所呈现的种种混杂与矛盾的现象，以及迄今为止许多国家 

依然极不稳定的局势和并不明朗的政治发展前景，使得当代非洲国家的政治 

发展问题一直是一个具有巨大学术挑战性与现实关切性的研究命题。 

关于非洲国家的当代政治发展问题，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研究者的观念与 

看法依然迥异。相关的争论集中在如下一些复杂的问题上。第一，当代非洲 

国家政治发展的首要任务或核心问题是什么，在非洲国家独立之初或国家创 

立伊始的政治发展早期阶段上，什么样的国家制度与政府体制才是可行的、 

有用的、能稳定存在的?第二，对于非洲国家来说，衡量其国家政治制度是 

否合理、国家政权体制是否正义的标准应该如何确立和判定，是由实践需要 

和有效性来判定、还是由某种先定的理念或意识形态来判定?第三，独立后 

的非洲国家是建立一种适应非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内生型的、本土化 

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形成一种有助于推进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 

改善的有统一行动能力的集权化强势政府，还是按照西方的政治理念，移植 

一 种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看来更具有所谓道德合法性的议会政体与选举制度? 

第四，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有助于促成国家的一体化进程与民族认同，而不是 

强化族群矛盾并最终导致国家的分裂瓦解?第五，是建立一种可以集中国家 

资源以便举国一致地努力去为国家的长远发展目标奋斗的强势政府，还是建 

立一种仅追求本族群眼前利益或局部利益并导致持续的相互排斥且恶性竞争 

的弱势政府?所有这些问题，在过去数十年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一直 

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在这种理论与观念混乱的背后，现实的非洲政治更 

呈现出长期的动荡与混乱局面。 

从全球比较的多维视角上看，今 日非洲国家成长进程中需要解决的核心 

问题，依然集中在下述几个方面。 

1．国家主权的建构进程依然需要持续地向前推进，依然需要着力来推进 

统一国家的建设进程，增强有效能政府的执政能力与管理能力。 

如何克服部族 (部落)社会的分裂性与离散性，推进现代主权国家的统 

一 建构与民族一体化融合，是独立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面临的最大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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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也是实现国家稳定、经济增长、社会安全的基本前提。为逐渐推进统 

一 国家建构与民族一体化融合，提升和培植国内民众的国家认同与爱国情感， 

非洲国家经过了两代人的努力，目前已经取得巨大成效。但在一些国家，这 

一

进程从一开始就受到内外因素的干扰而进展缓慢。今天，一些非洲国家甚 

至日益处于国家体系消解与政府功能瓦解的无政府状态中。 

目前，对非洲国家统一建构进程形成阻遏障碍、消解国家存在基础的内 

外因素十分复杂，但大体上来自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消解力量，是西方发 

达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和政治 自由化进程，作为一种巨大的外部政治经 

济力量，明显地从外部消解着非洲国家的主权，侵蚀非洲国家的政治权威与 

行动能力。总体上看，非洲国家是在国内一体化进程远没有完成、统一国家 

的主权建构与民族认同问题远未解决的背景下，被动地卷进全球化洪流中来 

的。作为小国寡民的弱势国家，非洲国家常常面临着国家主权丧失与被肢解 

的压力。第二个消解力量，是在国家一体化建构与民族融合远未完成的情况 

下，一些非洲国家在内外压力下照搬西方竞争性的多党制与选举政治，结果 

往往引发持续的族群冲突、宗教冲突、文化冲突，这又从内部侵蚀着非洲国 

家主权的统一性与政府执政能力。第三个消解力量，是近20多年来急速涌现 

的大量非政府组织及这些组织不断发出的对抗性政治诉求，也在一定程度上 

从内部消解了非洲国家的政府权威与国家行动能力。 

事实上，在今 日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无国家保护与缺失政府管理 

的情况下还能获得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与经济增长。今天，在 

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能力严重缺失，基层政权形同虚设，看不到条块 

分明、上下联通的功能化的政权网络与管理系统，在 “有社会而无政府”的 

状态下，千千万万的百姓苍生在广阔无边的大草原和大荒漠中陷入一种无助 

的、自生自灭般的艰难处境。国家统一体制的消解和政府管理能力的丧失导 

致了巨大的灾难。虽然今El tI@H国家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本，拥有大量的年轻 

人口，却因缺乏组织者和动员机制将他们凝合成国家的建设力量，庞大的人 

口资源无法转化为服务国家建设的人力资源与生产要素，人们只能无所事事， 

四处游荡生存，巨大的人口红利没有得以利用。 

2．许多国家在过去数十年中始终不能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政治的本质， 

始终没能将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长期忽略经济发展这一根 

本 目标而深陷无谓的空头政治纷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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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与落后是动荡、冲突甚至恐怖主义的主要源头之一。不集中精力发 

展经济，不努力改善民生，不保持一个稳定有效的国家体制，一切都无从谈 

起，政府也迟早要垮台。过去几十年，无论是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还是议 

会政体的民主政府，许多非洲国家的执政者都没有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放 

置在工作的首要位置上，而是就政治谈政治，缺乏推进经济增长的意愿与能 

力。多年来，西方在非洲推进的政治变革，往往过度迷信选举政治和投票功 

能，以为只要有了选举 ，有了多党制，一切问题就会获得解决。但劣质选举 

政治与无序政党竞争使国家的任何长期规划与发展都无从落实，政治许诺盛 

行，短期行为泛滥。多年来 ，非洲大陆空头政治充斥，政治挂帅盛行，选举 

迷信左右一切，这是非洲国家面临的一个根本性 境。①对于今日的非洲国家 

来说，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才是最大的政治，非洲国家需要进行政治改革， 

但政治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属点应该是如何促进非洲的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 

应该是围绕着经济建设能力的提升来进行政治变革，而不是如何将 自己的政 

治变得与西方一样。 

3．当代非洲国家需要更有效地培植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培养政 

党领袖与普通民众的爱国情感及为国家利益而奋斗的现代精神。 

长期的政治动荡与族群分裂，往往造成非洲国家缺乏坚实有力的国家核 

心理念与核心价值体系，维系和动员全体国民的国家整体利益观念也往往难 

以建构起来。在国家认同感薄弱的情况下，国内各竞争性的政治团体与对抗 

性的族群政党往往不能共同来制定和持续地追求国家的长期战略与发展 目标， 

一 些国家的政策连续性差 ，政治经济的短期行为盛行，或指望通过外部援助 

来迅速解决国家发展的所有问题。事实上，非洲国家相对落后的经济与社会 

状态不可能指望在短期内解决，国际社会需要鼓励这些国家的政治家和人民 

坚持为国家复兴做长远的艰苦奋斗，努力推进国家的基础建设工程，并保持 

政局和政策的稳定与连续。只有政策的连续性与长期性才能使非洲国家面临 

的根本性发展难题逐渐获得解决。研究非洲发展障碍问题的美国学者约翰 · 

伽思维尼恩就曾认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有采取长期策略的能力和 

埋头苦干、坚忍不拔的精神，因而中国也更加注重非洲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 

① “u Hongwu， “China—Africa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Reshaping of Modem Human Civiliza— 

tion”，ChinaInternational Studies，No．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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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维护非洲国家主权方面持严谨的态度。① 

非洲国家当代政治发展进程的艰巨性，是由非洲国家建构的特殊历史背 

景与基础条件决定的。总体上说，现代国家的政治演进有其内在规定性与制 

约性，必须通过一个漫长的自然历史进程才能逐渐解决其发展进程中的各项 

复杂命题，而这一进程之推进顺利与否，还取决于政治进程与发展道路的选 

择是否得当。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非洲大陆先后涌现出了数十个年轻的国家。这些 

国家总体上是由原来西方建立的殖民地演变而来的。这些在殖民地基础上获 

得独立而建立起来的年轻国家，继承了一份十分不合理的外部强加的欧洲殖 

民统治的政治遗产，在极不合理的殖民地政治基础和边界范围上开始建设 自 

己的现代国家，开始追求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追求国家的一体化与民族融合， 

这其间所包含的艰难与复杂，远远超出建国时非洲民族主义者的想象。非洲 

国家独立后首先必须在政治发展与国家政权建设领域做出巨大努力，形成国 

家统治能力与管理能力，而这种现代统治能力或管理能力的形成，仅靠简单 

地移植某种欧式的现代议会制度、竞争性选举制度是解决不了这些复杂的发 

展问题的。这正是当代非洲数十个国家独立后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一波三折、 

历经种种战祸、内乱、冲突的深层原因。 

如何由传统的部族 (部落)社会转变成长为现代国家，是独立后非洲国 

家政治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最大挑战与核心问题，而这一进程一开始就因为 

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介入与干预而走上了一条曲折的道路。20世纪 60 

年代独立后建立的大多数~II@H年轻国家，最初基本上是按照西方殖民者设计 

的模式建立的。许多国家都照搬或模仿了原殖民宗主国家的政治制度，包括 

形式上的议会政体、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但是，这一套制度在非洲的移植 

与推广往往不过是西方人的一厢情愿，在当时并不符合非洲大陆的现实需要， 

也缺乏稳定存的基础和发挥功能的条件。因而，许多~II@H国家在独立之后数 

① [美国]约翰 ·伽思维尼著；伍铁、唐晓丽译： 《能源战争：非洲石油资源与生存状态大揭 

秘》，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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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多因管理无能、权力纷争与部族矛盾激化而陷入政治混乱，在西式政 

体无力维持统治的情况下，国家陷于混乱。于是在许多国家，军人集团随之 

冲到政治前台，通过各种形式的政变或战争，变成了国家的实际统治者。2O 

世纪70年代后，非洲大陆普遍建立了军人独裁或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 

冷战时期的2O世纪七八十年代，东、西方大国在非洲相互争夺，西方国 

家考虑的主要是如何维护其全球冷战优势。对于西方世界来说，非洲只有被 

放置在其全球战略中时才具有意义，西方虽然也期待非洲实行西式政体与制 

度，但实际情况是，只要这些非洲国家奉行亲西方的内政外交政策，西方就 

对非洲国家建立军人政权或集权政治并不太在意。冷战结束后，西方失去了 

战略对手，开始在非洲大陆鼓吹西式议会体制和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与选举制 

度，在非洲强力推行仿行西方的政治变革。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 

期，在国外因素压力下，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发生普遍的政治变革，再度建立 

了类似西方现代政体的议会制度与多党竞争体制。进入 90年代后，很多国家 

的领导人不再是通过军事政变或非宪法方式夺取政权，而是通过公开的选举 

上台执政。那时，很多西方人相信西式政体及其观念已经在非洲大陆获得确 

定无疑的正当性身份，必将完全统治这片大陆。 

然而，非洲的政治发展现实却并没有这么简单，20世纪90年代后的非洲 

大陆，政治发展依然面临种种挑战。事实上，在 90年代的民主化变革进程 

中，非洲国家都又经历了一段程度不同的动荡与混乱，经济衰退与社会冲突 

普遍发生，而且由于缺乏坚实的基础，一些名义上建立了西式民主政体的非 

洲国家，依然还是保持着类似军人政权的集权主义内核。为了进一步推进西 

式政体及其意识形态在非洲大陆进一步发展，西方国家在90年代后通过各种 

方式，包括提供带有种种政治附加条款的援助，持续地向非洲国家施加各种 

压力，要求非洲国家继续推进西式政治变革，并把非洲国家经济落后、贫困 

严重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没有实现西式的民主、人权与自由。于是，西方 

国家在冷战后普遍地奉行对非洲政治进程的 “干涉主义”政策，将援助与干 

预结合起来，并给非洲开出了许多政治变革的灵丹妙药。 

过去数十年，非洲国家也试图探索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寻求建立适合 

国家发展需要的政治模式，但这个过程往往受外部力量干预而一次次中断。 

20世纪 90年代以后，虽然多党制成为非洲国家的主流政体，但这并不意味着 

非洲国家都踏上了民主的坦途。现实的情势却是，许多非洲国家虽然拥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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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外壳，但实际情况往往是一党独大或强人政治。在一 

些非洲国家，一些执政者还发现了只要举起 “民主”的旗帜，就不但可以维 

护其权利基础，还能获得西方国家和援助机构的大力支持。而西方国家及其 

主导的国际援助机构，则又认为这些国家人权记录尚有污点、民主政治远不 

到位，因而继续以附有政治条件的援助手段向这些国家施压，使这些非洲国 

家始终处于被动变革政治体制的状态中。 

持续不断的选举与政治竞争不仅消耗着国家十分有限的人力物力，而且 

在部族政治影响下畸形发展的竞争性政党政治，政治选举往往都带上了部族 

政治冲突的色彩。在国家建构远未完成，只有部族意识而无国家观念的状态 

下，以部族政治为背景形成的对抗性政党，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往 

往只从本部族的角度考虑问题，部族标准就是政治标准。在此情形下，政党 

利益与国家利益往往并无统一之交集。而在选举过程中以部族为界的非此即 

彼式的零和博弈，使参与政治的各政治集团与政党往往都既没有长远的国家 

发展目标与战略谋划，也缺乏承担国家长远发展责任的远见卓识，只是一味 

地为了选举而选举。一些在西方民主援助下维持着生存的 “民主政府”，很难 

摆脱对西方的政治与经济依附。对援助的依赖瓦解了非洲国家自力更生发展 

的意愿与可能，形成了援助与依赖两者间的恶性循环的怪圈。最终，西方主 

导的对非洲国际援助也走上了绝路。 

各种形式的外部干预严重影响了当代非洲弱小国家的发展进程。总体上 

看，过去数十年，内外因素作用下的非洲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一波三折，经历 

种种磨难。缺乏内在 自主能力的非洲国家，往往难于保持国家的稳定局面， 

也难于去追求国家的长久发展战略。迄今，非洲在政治上依然还是一块有待 

探寻自己发展道路的大陆。 

就政治与国家形态的发展来看，世界各国、各地区在前现代社会所达到 

的发展水平与表现形式各有特点，因而进入当代社会后各国所首先要解决的 

政治发展问题与应该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也很不一样，不可能将一种单一的 

政治发展模式与理念照搬到世界任何国家去，即便这种政治模式与理念在它 

的原生国或母国已经运行得很好很有效，它也未必就可以不作修正和变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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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另外一个不同的社会与环境。 

当代非洲大陆各年轻新生国家创建、形成、产生的动因和模式，不同于 

近代西方那样是经过近代早期几百年的早期王权发展、市场经济成长与社会 

文化的一体化而导致现代民族与国家的产生，非洲的模式是先宣布组成国家、 

建立政府，然后依靠政府人为的力量，借助于国家机构的有组织的政治权力 

来推进民族和国家的一体化，来为这个新国家的生存发展寻求必要的文化纽 

带、国民意识和社会经济基础。同样，它也不同于东方那些文明古国是经过 

非殖民地化的完成而重建 自己往昔的古老国家。非洲非殖民地化之后建立的 

一 系列国家，绝大多数并非是 “重建”，而是 “新建”，是 “创建”，因为这 

些国家历史上并不曾出现过。可以说，无论是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是与东方 

国家相比，当代非洲多数国家更多的是缺乏作为统一国家而存在的一种历史 

经历、国民意识、国家观念，缺乏使国家持久团结稳固的国内各民族共享的 

文化联系、精神纽带和历史遗产。脆弱的国家结构和松散的国民纽带使这些 

国家也很易受外部因素影响而引发国内动荡。因此，如何由传统部族社会发 

展成现代民族国家，是非洲各国建立后面临的一个严峻的历史性挑战。① 在这 

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当代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群体中，非洲各新生 

国家面临的发展任务更加艰巨，面临的发展命题更加复杂。非洲国家不仅面 

临艰巨的经济发展任务，更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发展、民族发展和文化发展的 

任务。许多东方国家在历史上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比如社会的整合与民族 

聚合一体化，国家政治体制的初步形成与统一而又集权的政府官僚机构的建 

立及其功能职能的分化与专门化，统一的国家文化共识体系与语言、宗教、 

价值观方面的某种同质结构的出现等等，这一切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否进 

入现代经济起飞阶段，能否使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得到有效的实施，能否进 

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并使广大民众普遍参与到国家发展事业中来而共同努力走 

向现代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独立后的非洲各国，部族冲突、部 

族矛盾、部族战争此起彼伏，军事政变和内乱分离接连不断，一个重要原因 

是各个年轻的国家还未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统一国民意识，缺乏举国一致全民 

① 参见刘鸿武等著：《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尼 日利亚国家发展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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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的核心价值体系。④ 

这种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新国家创建模式，使得20世纪 6O年代后的 

非洲各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不在于是否要建立现代议会体制，也不在于 

是实行多党制还是一党制，而在于如何加速新国家的统一建构进程。这一进 

程大体上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与主权上的统一国家构建，二是民族 

共同体与观念文化上的统一国家建构，三是经济生活领域的统一国民经济统 

一 结构与国内统一市场及由此推进而成的国家共同经济发展利益的形成。通 

过这三方面的互为因果、互为前提的推进过程，逐渐使年轻的非洲新生国家 

形成内在的凝聚力和持续生存的能力，形成一个全民拥戴认可、有着合法性 

和治理国家能力的现代政府。为新生国家创建一种举国一致、全民共识的国 

民文化体系，一种能为新兴国家之团结、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支持的统一国 

家观念和国民意识 ，一种来 自观念上、文化上、心理上和情感上的国内各民 

族命运共担前途共有的文化纽带，使国内高度异质性和封闭性的部族文化得 

以整合，逐渐实现 “建构一个统一的国家、塑造一个现代的国族、树立一种 

爱国的观念”的发展目标。 

对于独立后的非洲新生国家来说，政治发展如同一个复杂的国家建构系 

统工作，需要有很高的战略智慧来精心把握，细心推进，并非一夜之间建立 

多党制和通过一场大选替换一个政府就能解决。这些复杂的历史任务包括非 

洲国家需要逐渐打破传统部族社会间的分割与封闭状态，推进国家内部的政 

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进程，需要建立现代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形成国 

内统一的市场体系与流通渠道，努力发展国内交通与运输体系，建立统一的 

国家语言文化与教育制度，需要培育国家全体民众的国家观念与国家意识， 

将各国国内分割破碎的传统部族社会整合成具有内在凝聚力的现代社会。所 

有这些内容，都是独立后非洲年轻国家首先要解决的紧迫而现实的发展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采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与制度安排，究竟是以一党制的方 

式还是多党制的方式来推进，是搞分权的三权分立制或议会制，还是搞集权 

的中央单一行政体制，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看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 

传统与现实发展状态如何，看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更有助于这个国家解决这些 

① 关于非洲国家成长进程分析中所涉及到的部族社会概念及其理论问题，可参见 [美国]菲利 

克斯 ·格罗斯著；王建娥等译：《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新华出版社，2003版，第 

30～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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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迫的发展问题。 

直到今 日，对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如何进一步消除化解国内各地 

区、各部族间的相互隔膜、封闭，如何加快塑造出一种富于认同感与向心力 

且有助于国家稳定发展的新型国民文化体系，依然是非洲各国面临的发展核 

心命题，一个尚待解决的发展前提问题，也是国际学术界在研究当代非洲国 

家成长问题时必须面对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是支撑一个国家生存、发展和稳定的基础，也是一 

种持久发挥作用的国家文化体系。从最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角度来看，所谓 

“国家”或 “国民”，并不只意味着国际法层面上的国家边界或疆域。国家意 

味着在此版图内生活的人们，对于 自己的国家有基本的归属感，对于本国的 

历史、传统、文化、国家利益有源 自内心的体认、尊重和维护意识。因为国 

之为国，不仅是地理概念上的，更是观念上的，精神文化上的。从古今中外 

各国之兴废成败经验来看，一国之民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的内心世界里是否 

意识到自己与这个国家、与这个国家中的其他人有一份共同的命运与前途， 

并在国家发生灾难之时有一份 “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对国家兴亡有所 

牵念，有所担当，这一切观念与文化上的传统与精神，对一个国家的生存与 

发展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国之民缺失了这样一种 “国民情怀”、“国家 

意识”，人们各怀私利，各行其是，仅仅追求局部的、集团的、地方的利益， 

置国家民族之大义于不顾，这样的国家与民族一旦大难临头便会四分五裂， 

万劫而不复。 

但国家观念与国家情感的成长毕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华文明已经 

有上下数千年之演进历史，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存在亦有数千年之久，固而国 

之化险克坚的潜力，国之于逆境中坚持、逆境中重新崛起的民族力量，总体 

上是相当顽强而持久的。 

而较之于中国这样的古老的国家，非洲大陆当代50多个年轻国家确实面 

临着复杂的挑战与艰巨的发展任务。当代非洲国家都十分年轻，立国不久， 

文化根基多有先天之不足与后天之缺失。克服这一困境，必有一个漫长的过 

程。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文化背景，是我们理解当代非洲国家发展进程为何 

如此曲折艰难、其政治经济为何长期处于世界体系相对落后状态之问题时必 

须充分考虑到的。事实上，认清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承认现代性展开过程的 

复杂性与曲折性，是理解文明发展存在差异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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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一般历史来看，传统社会在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早期 

阶段，需要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逐渐同时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从政治方面的 

两个条件来说，一是需要形成一个拥有足够权威和政策创制能力、能有效克 

服国家混乱冲突和分裂倾向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即形成现代民族国家和统 

一 的中央政府；二是这个形成中的体制必须具有某种现代意识并致力于运用 

这个体制力量去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也即国家领导集团现代精神与现代 

观念的逐渐形成。如果只有后者而无前者，现代化只是奢望而无以为凭，因 

为没有达致现代化的手段；如果有了前者而缺乏后者，现代化进程反而会障 

碍重重，因为这个集权体制和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成了抑制变革发展的严重障 

碍。从文化方面的两个条件来说，一是需要形成一种全民共识、举国一致的 

统一国民文化体系，也即国家文化的整合与一体化或同质化，它可以提供一 

种强有力的国家意识和国民情感，作为国家统一和团结的文化纽带；二是需 

要在国家的政治体制、政策和思想中引入现代科学文化、理性精神，以及实 

现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知识、技术与理论。 

在这方面，世界各国在其现代化之初，具备的状况是各不一样的。有的 

东方古老大国，总的来说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是前一个条件已有相当的基础 

而后一个条件不足，而一旦这些国家通过某种适合于其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与 

社会结构并与现代世界发展趋势大体相吻合的变革，使得它们在两方面都具 

备相应条件，那么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有可能获得快速的推进。东方世 

界的土耳其、中国、日本、伊朗这些国家，它们作为有久远历史的文明古国， 

在历史上就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完备的统一国家结构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也较早形成了较有凝聚力的国家观念，有同质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文化体 

系。相对于非洲在20世纪 60年代才获得独立的年轻国家来说，这些东方亚 

洲国家的统一行动能力、政府的权威和社会动员水平都是较强的。这无疑是 

这些东方亚洲追求现代化和现代经济发展的有利的历史条件或优势。如果这 

些国家同时又形成了一个具有现代意识并致力于推进国家现代经济发展的领 

导阶层，如果这些国家形成了具有现代理性、科学观念的现代化领导集团， 

并且在富于凝聚和动员能力的国民文化体系与传统中又注入了现代思想，诸 

如科学精神、理性主义的观念，从事现代化和现代经济增长的知识、理论、 

技术，那么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将会有巨大的行动能力，将会进入一个很快的 

现代发展时期。当代一些亚洲国家发展较快，大体上与这些背景条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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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如果这些国家的领导集团还是受着传统的非理性的观念的支配，国民 

文化体系中还没有注入现代科学观念和意识的话，那么这些有统一集权国家 

政体、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国家，现代发展可能反而会受到严重抑制。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强有力的同质一体化程度很高的中央集权政府反而 

可能成了阻碍现代发展的巨大障碍。而这同质一体化程度很高的国民意识、 

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感，也可能被引导成一种非理性的危险的力量。 

对于在二战后涌现出来的非洲新兴国家来说，在其现代化变革的最初年 

代，无论是在政治条件还是文化条件方面，它们最缺乏的是统一稳定的民族 

国家政治结构，缺乏有合法性并得到全体国内民众认可的中央政府，缺乏富 

于凝聚力的一体化的国民文化体系和统一民族情感。这些新兴非洲国家在独 

立前大多缺乏统一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发展经历，内部的联系与融合程度 

很低，因而构建有内部凝聚力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培养有统一情感与共同观 

念的国民意识，并创造年轻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形态，培养年轻一代对于 

国家的归属认同情感，自然应该成为当代非洲国家成长与文化发展所追求的 

核心目标。 

四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今 日的非洲国家，需要在如下方面做出新的 

努力。第一，今日的非洲国家，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结合非洲实际情况，认真思考属于非洲自己的发展道路，探寻非洲问题的非 

洲化解决。第二，非洲需要形成自主思想与独立精神，独立思考和观察自己 

的政治发展道路，寻求非洲问题的非洲化解决方案。第三，国家能力建设是 

非洲发展的根本前提，非洲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国家能力建设，提升政府的行 

动与管理能力。第四，今天非洲国家还特别需要培养国民的爱国精神，为国 

家与民族奋斗的精神，把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形成齐心协力的国 

家团结精神，而不能让国家陷入分裂与破碎化。第五，非洲国家应该把国家 

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来建设国家的能力。创 

造财富比任何政治理想更富于现实的理性精神。第六，非洲国家需要一个长 

期的国家发展策略，稳定而持续地追求国家发展目标，并且坚持独立自主、 

艰苦奋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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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非洲的安全与和平建设只能通过经济发展、社会团结才能 

最终实现，但非洲的问题不可能一天解决，任何政治家和政治方案都需要通 

过长期的坚持不懈实践来推进，实实在在的艰苦奋斗比任何华丽的演讲口号 

都更加重要。就目前来看，非洲国家需要走出以往的政治迷信的误区，不再 

执迷于选举崇拜，不再就政治谈政治，而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谈政治问题，从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角度来理解政治的本质，从而一心一意来谋求经济发 

展，追求国家稳定。 

多年来，中国一直恪守 “不干涉内政”及不主动输出中国政治思想的原 

则，这一原则今后仍需坚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不参与国际间的思想 

竞争与合作，因为国际思想高地是一个不同思想观念激烈竞争的领域。近一 

二十年来，随着中非合作发展的快速发展与中国影响力在非洲的提升，来自 

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理念促进了非洲社会发展思想和政治发展理念的积极变化， 

而HB~I'I的稳定发展与中国国家利益之间的联系也 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如 

何以更积极主动的合作姿态和创新政策，帮助非洲国家实现政治稳定，推动 

改革，促进开放，加快发展，提升能力，越来越成为中国对非战略中应予以 

关注的基本命题。从今后之发展趋势上看，中国应该以积极而稳妥的方式， 

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前提下，更多地关注和介入非洲内部事务的发展， 

在把握双方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的基础上，通过思想对话与经验交流，帮助 

非洲尽力消除那些出于各种原因，至今仍明显妨碍其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深 

层障碍，支持非洲国家的改革进程。① 

在这方面，中国学术界需要更清楚地表达 自己的思想理念与知识立场， 

以自己的方式与非洲国家开展交流，以实质性的举措来支持和帮助非洲思想 

智库的自主发展与能力建设。中国不需要跟随西方搞意识形态对抗，也不需 

要对外输出意识形态，但中国可以用 自己追求国家民族复兴进程的经历及所 

累积的经验及教训来关照对比非洲的发展困境与发展难题，可以与非洲国家 

开展更广泛的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探究非洲国家解决其发展难题所需要的 

思想智慧与政策方案。中国通过与非洲思想界学术界的密切合作，共同来探 

讨非洲如何获得经济发展、推进改革开放 保持国家稳定，增强能力建设。 

① 刘鸿武：《国际思想竞争与非洲研究的中国学派》，载 《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 4期，第 

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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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权、思想 自立与发展 

State Sovereignty，Ideological Independence and the 

砌ghts to Develop 

— — On the State Building in Contemporary Africa： 

Obstacles and Prospects 

Liu Hongwu& Fang Wei 

Abstract：The transition from divided tribal societies to united modelTl sover’ 

eign states is the key subject and basic aim in current African political develop— 

ments．During this period， African countries are eagerly about to see an efficient 

central government dedicated to economic development，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thnic 

unification；it can use state power to amass resources，mobilize its people， nurtur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pursue development goals．However，up to date，African 

countries fail to complete these two tasks of nation —— building and ethnic 

unification．Therefore，it’S time for a new movement for ideological changes in Afri- 

ca．Then Africa can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politics from its practical needs， to 

grasp the essence of politics from the economic angle，and to build the country cen— 

ter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country’S prosperity，people’S peace， politi— 

cal stability cannot be realized until state sovereignty maintained，and ideological in— 

dependence attmned．In African efforts to maintain sovereignty and build their nation— 

states，China can play an even bigger and more constructive role． 

Key W ords：African Politics；State Building；African Develo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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