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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论初探 

张 春 

内容提要 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建构首先源于对国际舆论的回应 

压力，但根本上来 自于中非关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生需求和非洲期待 

上升的外生需求。当前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论应突破传统的物质性关 

切，从物质性、战略性和理论性贡献三方面加以系统建构。中非关系的 

物质性贡献表现为中国对非洲的危机稳定和冲突后重建的帮助以及中非 

双方相互促进对方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性贡献体现为提升非洲的国际地 

位、推动国际对非合作机制发展和促进了国际体系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 

方向发展；理论性贡献包括为国际关系理论添加非西方要素、推动南南 

合作理论的建构以及促进国际发展理论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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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中心副主任、副研 

究员 (上海 200233)。 

全面、系统乃至于理论化地呈现中非关系的积极贡献，首先源于中非关 

系本身当前所处的为西方所主导的国际舆论环境的恶化，但其意义远不止于 

此；事实上，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建构，根本上来 自于中非关系可持续发 

展的内生需求和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非洲期待急剧上升的外生需求。某种程 

度上，现有的学术研究存在重大不足，特别是对中非关系的评价往往强调物 

质性要素且多为被动回应，缺乏主动的系统性和理论性建构。有鉴于此，本 

文认为必须同时从物质、战略和理论 3个层次，系统性地探讨中非关系的国 

际贡献 ，进而建构一个完整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为中非关系的长期可持 

续发展奠定更为扎实的基础，同时更为积极地回应非洲上升的期待和西方不 

当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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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需求分析 

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需求主要来 自于三方面：中非关系所面临的 

较为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压力，但更为重要和更为根本的是中非关系可持续 

发展的内生性需求和体系转型背景下非洲对中非关系期待上升的外生性需求。 

当然，现有的研究既具备一定基础但同时又存在重大不足，也使得建构中非 

关系国际贡献论显得格外迫切。 

(一)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是为中非关系 “正名”的需要 

自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很大程度上 

消极看待这一关系的发展。源于 自身的诸多问题，美、欧等西方世界在新世 

纪初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这导致其在 2006年前后突然陷 

入一种 “非理性的狂暴”，认为中国利用了他们的疏忽，偷偷溜进了他们的后 

院、并会将其 “挤出”非洲；① 其突出表现是各种形式的 “新殖民主义论” 

和 “中国在非洲威胁论”在短时间内快速涌现。这一狂暴情绪一直持续到北 

京奥运会成功举办。此后，西方逐渐从最初的冲动中冷静下来，开始更为理 

性地思考中非关系，对中非关系的客观和理性评价逐渐缓慢增多。 

西方的冷静并不意味着中非关系的国际舆论环境的改善，事实上一个危 

险的新趋势正在出现，即西方对中非关系的批评正迈向系统化、理论化和官 

方化。就系统化和理论化趋势而言，几乎所有批评都有一项共同的逻辑，即 

中国不关注非洲的安全、稳定而只注重 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关注非洲安全的 

前提便是要促进非洲的民主。换句话说，美、欧等西方国家试图利用 “民主 一 

安全 一发展关联”(Democracy—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逻辑，②使中非 

关系陷于理论上和道德上的 “不正确”。同时，尽管对中非关系的批评更多来 

自媒体、学者和大众，③ 但美、欧政府高官批评中非关系的声音也 日益增多， 

① 英国国防部曾于2008年委托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Chatham House)对2005～2008年间 

有关中非关系的文献做一综述，该报告充分显示出美欧当时的非理性状态，See Tom Cargill，China and 

Africa：A Literature Review，Unpublished Chatham House Review，2008． 

② 笔者曾就 “发展 一安全关联”作过粗浅讨论，参见张春：《“发展 一安全关联”：中美欧对非 

政策比较》，载 《欧洲研究》2009年第 3期。 

③ 笔者曾于2011年 1O月 11日同美国国防大学非洲战略研究中心 (Af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主任威廉 ·贝拉米 (hmb Williams Bellamy)大使就该问题有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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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一种官方化趋势，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克里顿在 201 1年便曾两度影 

射中国在非洲搞 “新殖民主义”。 

受西方舆论的影响，非洲对中非关系的传统友好认知也正遭到削弱。例 

如，非洲有关中国商品质量、移民融人当地社会、企业社会责任、支持 “专 

制政权”等问题的讨论正在增加，有人甚至认为非洲 “反华情绪”正成为一 

种主导性的社会情绪。① 当然，非洲对中非关系的舆论环境恶化也有其特殊原 

因：一是中非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历史和感情基础；② 二是 

伴随着非洲的政治发展和领导人更替，中非之间的传统感情也随历史年轮滚 

动而逐渐淡化。两相结合，包括政府和公民社会在内的非洲对中国、中非关 

系的认知都有逐渐朝向不那么积极方向发展的可能。 

(二)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是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 

尽管对当代中非关系的阶段划分有多种观点，但如果从平衡道义观与利 

益观的视角看，中非关系在冷战后逐渐实现了更为合理的平衡，正向可持续 

发展阶段迈进。改革开放前的中非关系更多由共同反帝反殖斗争的国际道义 

观所支撑，缺少重大实际经济利益的支持。也须承认的是，由于整个国际体 

系的冷战格局，这一国际道义观往往渗入意识形态考虑，并为双边关系带来 

不必要的损害。整个 20世纪 80年代，出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更多将视 

野放在了美、欧等发达国家，非洲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冷战结束后，中非 

关系进入崭新阶段，中国注意到对非关系中道义观与利益观的失衡，进而追 

求同步发展中非经贸关系和促进中非传统友谊，中非关系正向可持续发展 

阶段迈进 。(3) 

推动中非关系向着可持续发展阶段迈进的重要驱动力，是中非合作论坛 

的创建和日益成熟。中非合作论坛是中非双方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背景 

下创立的新的合作模式。这在中非合作关系史上是第一次为中非双方开展对 

① See Yaroslav Trofimov，“In Africa，China’S Expansion Begins to Stir Resentment”，The Wall Street 

Journal，2 Feb．2007，http：／／news．mongabay．com／2007／0202一wsj．html，2007—02 —05；Paolo von 

Schirach， “Anti—Chinese Sentiment Strong Theme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Upset in Zambia”，Schirach Re- 

port，September 23，201 1，http：／／sehirachreport．eom／inde~php／201 1／09／23／。201 1—1O一15． 

② 李伟建等：《迈向新的十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载 《西亚非洲》2010年第9 

期，第 8—9页。 

③ 张春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的传统外交》，载 《国际展望》2011年 7／8月刊，第 70～ 

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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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与合作、解决共同关注的新挑战与新问题构建了对话平台。① 通过迄今为止 

的4届论坛会议，中国对非合作机制 日益完善：2000年首届部长级论坛后， 

建立了高官会议及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处等机制；2003年第二届论坛部 

长级会议增加了中非企业家大会，使得论坛成为企业家合作的桥梁；2006年 

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暨北京峰会使中非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外长级 

政治磋商实现机制化，还启动了非洲驻华使团磋商程序；2009年第四届论坛 

后 ，双方又召开了中非文化论坛、中非法律论坛、中非智库论坛等，使论坛 

机制进一步完善。 

(三)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是满足非洲期待日益上升的外生需求 

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使非洲面临着重大的平衡发展与安全、应对外部压力 

以及处理突发危机的压力，迫切需要中国伸以援手。非洲原本严峻的发展与 

安全压力在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更显迫切：一方面，由于自身发展的时间尚 

短且历史遗留问题仍相当多，非洲国家在赢得了政治主权半个多世纪后，并 

未真正赢得经济上的主权 ，仍面临着严峻的发展挑战；另一方面，由于全球 

化的深入和国际体系转型的加速，非洲的各种新旧矛盾不断被激活，进而导 

致非洲也同时面临着重大的安全挑战。但很大程度上，由于西方式思维和话 

语的影响力相当强大，非洲在强调发展与安全问题的解决时，更多采取的是 

一 种 “安全第一”或 “发展政策安全化”的思路。②与此同时，来自西方外 

部大国的不当压力事实上恶化了非洲的发展环境。尽管国际体系的转型事实 

上呼吁西方大国理性地、主动地减弱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不 良影响，但事实 

却恰恰相反。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曾经和仍在主导非洲事务的西方发达国家， 

特别是欧盟主要国家和美国，仍试图控制非洲的发展方向，进而影响中非关 

系的发展。 

此外，诸如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使非洲的长期发展任 

务更为艰巨。在 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许多分析家都认为其对非 

洲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非洲经济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开放度比世界其他 

① 参见 [塞内加尔]卡林 ·巴蒂利：《中国对非洲的文化战略：重要性、前景与挑战》，载 《西 

亚非洲》2009年第5期，第25页。 

② 张春 ：《全球经济危机下非洲地区一体化的挑战》，载 《非洲研究》2010年第 1卷 (总第 1 

卷)，第 256—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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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地区都低。①但随着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大多数人认识到，非 

洲又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尽管其对造成危机的贡献度最小。如同在全 

球气候变化中一一样，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13益波及实体经济，非洲再一 

次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② 

上述三方面需求或压力使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建构显得相当紧迫和必 

要，而这一紧迫性和必要性又为既有研究的明显不足所强化。当前有关中非 

关系积极面的研究存在着 3个重大不足：一是主动性不足，目前有关中非关 

系积极贡献的较系统著述往往由外国人写就，③且受到的关注程度甚至大于国 

内学者的相似论著；二是战略性不足，鉴于外界批评更多集中于物质性的经 

济利益，由此而来的中国学术反应也就少有超越物质层面而达致战略乃至理 

论层面的；三是理论性和系统性不足，面对西方攻击的日益理论化和系统化， 

中国的学术反应仍相对零散，缺乏理论性、系统性，迫切需要提出中非关系 

在理论层次上的国际贡献。④针对上述研究不足，作者认为，应当建构一个系 

统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它必须超越传统的物质性关切，而深入和系统地 

探讨中非关系的物质性、战略性和理论性贡献。 

中非关系的物质性贡献 

中非关系的物质性贡献，是指这一关系对中国或非洲的国内社会 一经济 

的稳定与发展的直接推动，几乎涵盖中非双边关系的所有方面，但最为核心 

的是双边经贸关系。事实上，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也更多关注中非关系的物 

质层面，特别是其中的经贸关系，并尝试从更深刻的理论层面对此加以批评。 

① 舒运国、路征远：《世界金融危机对非洲的影响》，载 《西亚非洲》2009年第 3期，第 5～ 

6页。 

② Cindy Shiner，“Africa：Continent Needs Proactive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Expert Says”，All Af- 

Ⅱ，18 March 2010。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t003180001．htm1．2010—03—20． 

③ SeeGarth Shelton and Farhana Paruk，TheForum org China—Afma cooperation：A StrategicOpportu— 

nity，Johannesburg：[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2008；Deborah Brautigam，The Dragon’s ： The Real 

Story ofChina inAfric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赞比亚]丹比萨 ·莫约著；王涛、杨惠 

待译：《援助的死亡》，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 

④ 当然，国内也有多位学者就此进行过尝试，参见刘鸿武、罗建波著：《中非发展合作 ：理论、 

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版；李安山：《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 

形象》，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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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新近已有人开始质疑 中国的 “双赢”政策，认为中国只有在确保 

“赢”的情况下才会行动，同时由于中国更强进而往往 “赢”得更多。①这 

样，以针锋相对的 “辩解”战术予以回应，效果并不明显甚至可能陷入西方 

的话语圈套之中；因此，有必要转换对中非关系物质性贡献的论述逻辑。作 

者尝试根据中国和非洲不同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不同局势将中非关系的物质 

性贡献分为 3类：稳定危机或紧急态势，支持冲突后重建，推进可持续发展。 

这一分类方法可有效避免对中非关系特定方面的过分强调，有助于从中非双 

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思考中非关系的物质性贡献。 

(一)中国是非洲危机或紧急态势的稳定力量 

独立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非洲仍面临着较为严峻的人为和 自然危机、 

内部和外部危机，即使那些已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国家也是如此。中国一 

贯支持非洲解决危机或紧急态势的努力，成为非洲危机或紧急态势的重要稳 

定力量。 

基于不干涉内政原则，中国在非洲的危机管理和冲突缓解中发挥了建设 

性作用。以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为例，尽管该危机的实质是环境、气候变化等 

所加剧的种族间资源争夺战，且中国更多的是被动地卷入该危机之中，但中 

国仍为该问题的缓解和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说服苏丹政府接受联 

合国与非盟混合维和部队的部署。② 又如，中国积极参与应对索马里海盗的国 

际努力，不仅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打击海盗，还从 2008 

年 12月起派遣护卫舰执行护航任务。截至2011年底，中国共派出10批 25艘 

次舰船、8 400余名官兵执行护航任务，对 403批 4 383艘中外船舶实施了护 

航 ，确保了被护船舶和人员百分之百安全。③ 

中国也为非洲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应对各种紧急的 自然灾祸。 

中国自上世纪 60年代起便开始为qlz~H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始终坚持在联合国 

框架下对非洲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切实加强受灾国的能力建设。例如，201 1 

年，非洲之角5个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自然灾害并导致了广泛的粮食危机，为 

① R0berr Sutter．“Gl0hal Responsibility or Free Riding：The Implications of the ‘Win—Win’Princi— 

ple for China’S Approach to Foreign Crise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paper presented for Annu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September 2010． 

② 张春：《中国与欧盟在达尔富尔的合作探析》，载 《西亚非洲》2008年第 9期。 

③ 《3年来中国海军 8 400余官兵护航 403批4 383艘中外船舶》，人民网2011年 l2月 26日， 

http：／／military．people．eom．cn／GB／172467／l6720919．ht 。20l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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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帮助非洲之角国家尽快摆脱这一局面，中国于当年 l0月向该地区提供了价 

值4．4亿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人道主义 

援助。① 

中国还为缓解与稳定非洲的长期性危机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典型事例是 

中国医疗队的派遣。自1963年中国第一支医疗队奔赴阿尔及利亚以来，中国 

共计有23省市向46个非洲国家派遣过1．7万名医护人员；目前仍有近1 000 

名医疗人员在41个非洲国家工作，为非洲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做出了极大的 

贡献。② 

(二)中国是非洲冲突后重建的支持力量 

作为非洲的传统友好伙伴，中国一贯支持非洲国家的冲突后重建努力。 

根据对 “冲突后重建”的三阶段划分法，③ 中国目前在非洲的冲突后重建努 

力主要属于前两个阶段、包括两大类，即为非洲提供维持和平力量和参与非 

洲的经济重建努力。 

非洲既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开始，也是中国最为重视的维 

和地区。中国认为，“维和行动的需求主要在非洲。联合国维和行动应向非洲 

倾斜。”④ 1989年，中国首次向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援助团派遣了20名 

文职官员，帮助监督纳米比亚大选；这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开 

始。此后，中国日益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是在非洲的维持 

和平行动。自2000年至 2011年，中国向莫桑比克、塞拉利昂、利比里亚、 

刚果 (金)、科特迪瓦、布隆迪、苏丹、西撒哈拉、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 

等地派驻了维和人员，共计参加了联合国在非洲的 l5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 

① 《中国向非洲提供建国以来最大一笔粮食援助》，中新网 2011年 9月 25日，http：／／www． 

chinanew~com／gn／2011／09—25／3351368．shtml，2011—09—27． 

② 张春：《医疗外交与软实力培育——以中国援非医疗队为例》，载 《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 

3期，第51页。 

③ 这 3个阶段包括 ：起步阶段，始于广泛的暴力结束之际，其特征是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服务， 

通过稳定行动和军事干涉提供基本安全 ，其中包括部署维和人员；在转型或过渡阶段，合法的地方能 

力产生并得到支持，其关注重点是重启经济发展，包括物质上的重建，确保有效的治理和管辖，并为 

提供诸如教育和医疗等基本社会福利奠定基础；最终阶段即巩固可持续发展阶段，即巩固先前的恢复 

性努力以预防冲突再次爆发。在这一阶段，军事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维和人员逐渐退出社会和政治舞台， 

社会重归 “正常”。See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Task Framework Report，Washington。D．C．：CSIS． 

May 2002，http：／／csis．org／images／stories／pcr／framework
． pdf．2010—03—20． 

④ 沈国放：《我们为和平而来—— “世纪面临的挑战：国际维和研讨会”上的讲话》，载 《国际 

问题研究》2005年第 1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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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官兵 1．5万余人。①截至 2012年 1月，中国参与了在非洲的所有 7个维 

和行动，派出 1 500多名维和人员，是 5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 

最多的国家。② 中国派出的维和人员中没有战斗部队，要么是军事观察员，要 

么是民事警察，要么是 占据维和人员绝大多数的支持性力量，如工兵部队、 

医疗队等。通过这一举措，中国在向非洲和世界表明中国对非洲冲突后重建 

的全力支持的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意 

通过维和干涉非洲内部事务。 

与此同时，中国一贯支持非洲冲突后重建国家的经济重建，特别是为其 

基础设施重建提供支持。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的研究，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建 

设的投资在2005至2009年间始终稳定在每年5O亿美元的水平，2010年甚至 

大幅增长 80％，达到了 90亿美元。相比之下，2010年印度、阿拉伯国家以 

及非洲地区银行对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只有 27亿美元。③ 中国在非洲的 

投资为诸如刚果 (金)、安哥拉、利比里亚等国的冲突后重建努力做出了重大 

贡献。 

(三)中非互为对方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力量 

中非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基于平等互利的双赢关系。必须指出的 

是，非洲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帮助，特别是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发 

展急需的资源和国内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而这正是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攻 

击中非关系的核心所在。例如，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增长而来的对能源资源需 

求增加，中国从非洲进 口的原油和天然气正逐年上升，目前已占到中国原油 

总进口的 1／3左右。同时，非洲在中国的出口市场中的重要性也不断上升。 

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中国为非洲可持续发展所作的贡献更为明显。非 

洲开发银行201 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随着中非关系从关注相对狭隘 

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向更为宽泛的发展问题聚焦的转型，中非关系正朝 “发展 

伙伴”的方向演变：“中国是一个有价值的贸易伙伴、投资来源和传统发展伙 

伴的重要补充。中国正向基础设施大规模地投资，这有助于缓解供应瓶颈 ， 

① 《国防部：“中国军力将直接进入非洲”报道别有用心》，http：／／www．mod．gov．en／intl／2011— 

10／27／content
一
4309238．htm，201 1—1 1—20． 

②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数据，http：／／www．an．org／，2012年 1月，2012—03—20． 

③ Richard Sehiere and Alex Rugamba， “Chines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and African Integration”， 

WorkingPaper。No．127，May 2011，~l'ie8xl Development Bank Group，PP．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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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竞争力。”① 中国对非洲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同时发生在多边和双边两个 

层次上。 

在多边层次上，中国与非盟及其他地区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展开密切合作， 

以促进非洲大陆和次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努力。中国同非盟及其前身非统保持 

着友好往来和良好合作，并向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以推进非洲大陆性 

的地区一体进程。2005年3月，中国成为首批向非盟派遣兼驻代表的区外国 

家。2008年 8月，中国与非盟建立战略对话机制，迄今已经举行了4次战略 

对话。2011年 1月，中国与非盟举行首次中国 一非盟外交政策磋商；同年 lO 

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高官会通过会议纪要，接纳非盟委员会为论坛正式 

成员，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非盟的战略合作。中国对非盟的支持最为集中 

地体现在中国对非盟会议中心的援建上，并于2012年 1月底举行的非盟首脑 

会议期间交付使用。在支持非洲大陆性的地区一体化努力之外，中国还与非 

洲的各地区一体化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包括西非经济共同体、东非共同 

体、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 

在双边层次上，中国不是仅与非洲的资源富集国交往，也同等重视其他 

国家。进入新世纪以来，中非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得到迅猛发展，2011年双 

边贸易接近 1 600亿美元规模，到2010年中国对非洲各类投资近400亿美元。 

在经贸关系之外，主要通过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为非洲提供了全面的可持续 

发展支持，覆盖了从农业与粮食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到人力资源开发、教育、 

科技合作与技术转让到减贫、医疗卫生、气候变化应对、减灾救灾等几乎所 

有方面。例如，为支持非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国在过去 50多年里为非洲 

援建农业项目142个 ，建成农产品加工项目51个，通过提供优惠贷款支持农 

业项 目13个 ，为非洲培训农业人才6 000多名。② 又如，为避免非洲陷入债务 

危机，中国多次减免非洲对华债务：从 2000年至 2009年，中国一共免除 35 

个非洲国家的312笔债务，总计 189．6亿元人民币。③ 

① Richard Sehiere，“China and Africa：An Emerging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An Overview of 

Issues”， Working Paper，No．125， May 2011，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 pp．6—17． 

② 《陈德铭：中国将继续支持非洲农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商务部网站：hup：／／www． 

mofeom．gov．en／aartiele／ae／ai／200911／20091110608567
． htm1．2010—02—20． 

③ 《中国再次大规模减免他国债务 已减免非洲国家200多亿》，南方周末网，2010年9月 23日， 

http：／／www．infzm．corn／content／50494．2010—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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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关系的战略性贡献 

中非关系的战略性贡献，是指它对超越双边关系的更为宏观的国际战略 

格局和国际体系转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其提升中非双方在国际体系 

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的意义。尽管现有研究也关注中非关系的战略意义，但国 

外文献、特别是西方文献往往充满消极态度，认为中非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 

上是在破坏美、欧在非洲的所谓 良治、人权、反腐等努力，这一言论甚至得 

到一些非洲学者和政客的附和；而国内文献则辩解多于系统论证。笔者认为， 

中非关系的战略性贡献主要包括三方面，即提升非洲的国际地位，带动国际 

对非合作机制的发展，推动国际体系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型。 

(一)中非关系发展提升了非洲的国际地位 

很大程度上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中非 

关系的发展对非洲国际地位的提升作用明显大于对于中国的类似作用。冷战 

结束后，非洲对西方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大大下降，某种程度上陷入被美、欧 

“抛弃”的命运。① 这种 “抛弃”或 “退出非洲”首要的证据便是美、欧提出 

“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方法——有人称其为 “虚拟介入”，其实质是结 

合西方资金和非洲人力来解决非洲冲突。其次，非洲原本不高的国际经济重 

要性持续下降。任意确定一个基准价格计算都可以发现，非洲在全球贸易中 

的份额在 20世纪90年代甚至低于30年前的水平。1996年，非洲在全球贸易 

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甚至不到 2％。②西方国家普遍将非洲看作一个 “没有希望 

的大陆”。第三，由于此前3O余年对非洲援助的效果不佳，冷战结束后的第 

一 个十年成为 “援助疲劳”的十年。这明显体现为 1992年后官方发展援助量 

的大幅下降：以 1991年的固定价格和汇率计算，对非洲援助总额从 1990～ 

1991年度的 177亿美元降到了2001年的 138亿美元。③ 最后，与这一 “援助 

疲劳”相伴随的还有西方对于援助条件的增加和 日益苛刻。从 2O世纪 90年 

① Goran Hyden and Michael Bratton eds．，GD m口 and Politic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PP．2—3． 

② World Bank，Can Africa Claim the 21st Century?，Washington：New York，2000，P．8． 

③ OECD，Development Co—operation：Efforts and Policies ofthe Members ofthe o~z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2002 Report，Paris：OECD，2003，pp．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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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初起，民主和人权成为西方双边发展援助的重要附加条件。① 对于良治的更 

一 般性要求也代表着对非洲国家的国内事务的最广泛的干涉，某种程度意味 

着对许多非洲国家的 “再次殖民化”。② 

如同非洲发展银行所指，非洲国家和人民事实上相当欢迎中非关系的发 

展，因为后者为非洲带来了其传统伙伴——即西方国家——之外的替代性选 

择。③最为重要的是，中非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刺激了其他国家与非洲经贸关 

系的发展。在过去 10年中，非洲的对外贸易总额翻了一番，其中以中国为首 

的新兴大国市场的份额从 23％增加到 39％；在非洲与新兴大国的贸易额中， 

中国占38．5％，印度 14．1％，韩国7．2％，巴西 7．1％，土耳其 6．5％。④ 中 

东等产油区的政治动荡以及中非能源关系的快速发展，也刺激了国际社会与 

非洲的资源关系。例如，美国非常重视确保在非洲获得有保障的石油资源， 

美国预期到2020年使来 自非洲的既便宜又高质量的石油供应能从 2002年其 

石油进口总额的 15％上升到 25％。⑤ 很大程度上，由于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 

使其余国际社会担心 “丢掉赢得非洲人心和精神世界的战斗”，进而纷纷呼吁 

其政府重视非洲，以改变非洲的 “政治和经济实力平衡的转移”。⑥ 

(二)中非合作论坛的发展带动了国际对非合作机制的增生 

中非合作论坛的成功使非洲现在拥有更多的国际性合作平台，因为它不 

仅 “激活”了既有的对非合作机制，还 “启发”了新的对非合作机制的建 

立。一方面，在中非论坛成立之前，事实上已存在多个对非合作机制，典型 

① G CmwfoM，~ e／gn Aid and Political reform：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Democracy A l口nce and 

Political Cond itionality，Houndmills：Palgrave，2002；O．Stokke ed．，Aid and  Political Cond itionality，Lon— 

don：Frank Cass，1995． 

② k Dunn，“Madlab#32：The(Black)African State：Rethinking the Sovereign St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ory”，ink Dunn and Shaw eds．，Africa’s ChallengetoInternationalRelations Theory，Hound— 

mills，Basingstoke：Palgrave，2001，PP．51—52． 

③ Mary—Fran?oise Renard， “China’S Trade and FDI in Africa”，Working Paper，No．126，May 

2011，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P．6． 

④ Thierry Ogler， “OECD Atacks China—Africa Trade‘Myths”’，Emerging Markets，7 June 2011， 

http：／／www．emergingmarkets．org／Article／2844091／OECD—attacks—China—Africa—trade—myths．htm1． 

2011一O6—2O． 

⑤ “Africa is Rising in Strategic Importance to Washington Policy Makers”，New York T／rue s，September 

18，2002． 

⑥ 《美参院忧 “在非洲输给中国”吁奥巴马实施新 战略》，中国新闻网，2011年 11月 22日， 

http：／／www．jfdaily．corn／a／2418850．htm，201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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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欧盟与非洲的欧非峰会，日本与非洲的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但这些机 

制都不够活跃 ，成效也不明显。欧盟对欧非峰会的重视程度并不高，致使原 

计划于2003年召开的第二届欧非峰会迟迟无法举行。随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的召开，欧洲担心被中国 “甩在后面”，终于在 2007年 12月召开了第二 

届欧盟 ～非洲峰会。日本 1993年创立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的最初动机并非 

仅仅为了帮助非洲，更重要的是为了提升 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特别是 

趁美、欧陷入 “援助疲劳”之际抢夺国际发展援助的领导权。因此，日本一 

方面并不准备过于密集地组织会议，将每届会议的间隔期定为 5年；另一方 

面，日本一直没有尝试将这一平台机制化，以至每一届会议之后人们都无法 

知道下一届会议是否将按时召开。直到 2008年，日本才在第四届非洲发展东 

京国际会议峰会上确认将该平台机制化，并固定会期。 

另一方面，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之后，不少国家纷纷效仿中国，建立对非 

合作平台，如韩国、印度、土耳其等。2006年 11月5～7日，韩国举行第一 

届韩非论坛，邀请到5名非洲首脑和20个国家的 27位部长级官员出席该论 

坛，其中多数为出席北京峰会后 “顺访”的非洲代表。2009年，韩国举办了 

第二届韩非论坛。印度也于2008年4月举办了首届印度 一非洲峰会，标志着 

印度对非合作机制的形成；第二届印非峰会已于 2011年5月在埃塞俄比亚首 

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2008年 8月，土耳其举办了首届土耳其 一非洲合作峰 

会，并确定峰会每 5年举行一次，第二届土耳其 一非洲峰会将于2013年在非 

洲举办。尽管无法确切证明这些新建的对非合作平台是否模仿了中非合作论 

坛，但至少可从形式上看出某些相似性。例如，韩非论坛也是每3年举行峰 

会且在两次论坛期间举办高官会议——时间上与中非合作论坛同年但略晚， 

同样设有后续委员会，等等。又如，印非峰会也是每 3年举办一次，也一般 

发表一份宣言和一份行动计划，并建立了后续机制。 

(三)中非国际合作推动国际体系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型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双方在国际舞 

台上的合作有着重大的国际政治和战略意义。这种意义首先体现为，通过保 

持高层交往和密切政治对话和磋商——特别是中~IIE#t-长政治磋商、中国一非 

盟战略对话等机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加强协调配合，如国 

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二十国集团的建章立制、金砖国家机制建设、世界银 

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等，防止非洲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决策机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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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边缘化，并实质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共同推 

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① 

中国还在其他多边外交舞台与非洲的重要代表特别是南非展开全面合作， 

推动国际体系的转型。例如，中国于2010年 l2月 23日邀请南非加人金砖国 

家集团，被后者称作是 “早到的圣诞礼物”；作为金砖国家集团内经济重要性 

最低的成员，南非的加入更多是其代表整个非洲的政治意义。②此外，中国还 

与南非在二十国集团 (G20)、基础四国、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等 “志 

同道合的多边论坛”中合作，以促进国际体系的合理转型。⑧ 

随着中非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作用上升，国际社会越来越希望与中国和 

非洲开展三边合作，因为这不仅对中国和非洲有利，对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 

世界其他国家也是有利的。④ 2006年，应欧盟要求，非洲问题出现在中欧联 

合声明中，双方指出 “将在援助有效性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等问题上寻求合 

作”。2008年，欧盟单方面出台了 《中欧非三边合作沟通文件》。美国也对与 

中非开展三边合作相当感兴趣：201 1年 1 1月初，美国参议院举行了一次有关 

中非关系的听证会；同月，美国国务卿助理约翰 ·卡森也在第五轮中美非洲 

事务磋商中提出与中国在非洲的三边合作问题。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中也加大了对中非关系的重视度：传统 

欧美、美日政策协调中已经加入了中非关系问题，一些新的机制性合作也正 

在形成，如于 2010年 10月启动的印度与 日本间的 “印日非洲对话”(India— 

Japan Dialogue on Africa)，⑤ 又如同年 11月启动的 “美印非洲问题对话”。⑥ 

① 温家宝：《全面推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 

讲话》，沙姆沙伊赫，2009年 l1月 8日；《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 ·胡斯尼 ·穆巴拉克先生 

阁下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沙姆沙伊赫，2009年 11月8 Et，均载 《中 

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 

② Emmosele Abiodun， “Nigeria：FG’s Journey to BRICS—Prospects and Challenges”，8 February 

2012，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202080172．html，2012一O2—10． 

③ DIRCO，Building a Better World：The Diplomacy ofUbu~u，White Paper on s0 Âfrica’s Foreign 

Policy，Final Draft，May 2011，DIRCO South Africa，P．25． 

④ 这是英国国际发展部 (DFID)官员在2010年 3月 24～25日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的 

“经贸合作与可持续的中非关系”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观点。 

⑤ “India，Japan Discuss Political，Economic Engagements with Africa”，Da Ind／a，16 June 2011， 

http：／／www．dailyindia．eom／show／445775．php，201t一06—20． 

⑥ “US Lauds India’S Model of Engaging Africa”，IANS，10 June 201 1，http：／／mangalorean．corn／ 

news．php? newstype=local&newsid=244136．201 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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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关系的理论性贡献 

与物质性贡献和战略性贡献相比，中非关系的理论性贡献相对抽象，进 

而所受关注也相应较少。中非关系的理论性贡献，是指这一关系可为国际关 

系理论整体及特定方面的思考和研究提供的新洞察和新要素；最为明显地， 

这一关系可为作为整体的国际关系理论贡献非西方的特别是中国和非洲的新 

要素进而使之得以丰富，它也可基于真正的南南合作经验而推动长期呼吁但 

却进展缓慢的南南合作理论的建构，而其区别性的发展合作实践也能贡献于 

当前存在重大缺陷的国际发展学理论的修正与完善。 

(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丰富了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 

尽管冷战结束并未为国际社会带来真正的 “和平红利”，但至少为国际关 

系理论的发展带来了十年左右的 “和平红利”；在这十年里，国际关系理论研 

究不仅反思冷战时期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失败，而且致力于国际关系理论新 

范式的探索，其最大成果或许是建构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2001年发生的 

九一一事件，扭转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心，再度使作为整体的国际关系 

理论研究陷于停滞。 

在这一背景下，中非关系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首要贡献在于，为当代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供包括 “中国元素”和 “非洲元素”在内的新理论来 

源。中国和非洲作为当今世界上最为古老的两大文明，其相互联系的强化对 

于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无疑有着重大意义。①例如，非洲的地区一体化事实 

上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征，即所谓 “跨国混合行为体联盟” 

(Transnational Mixed Actor Coalitions)，非国家行为体和公民社会在其中所发挥 

的作用事实上相当大，特别是就建立新的地区互动类型，创建共享规范，影 

响各种地区治理问题等而言，因此有必要研究 “网络和混合行为体联盟在生 

产更为包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作用”。② 又如，中国正在建构有中国 

① 刘鸿武：《当代中非关系与亚非文明复兴浪潮——关于当代中非关系特殊性质及意义的若干问 

题》，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9期 ，第 29—37页。 

② Okey Iheduru，“Civil Society，Transnational Networks＆ New Patterns of Regional Interaction：Les。 

∞ns From West Mrica”．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48th An- 

nual Convention，28 Feb．2007，p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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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 ，而非洲则是中国践行这些理论最为成功和 

最具潜力的地区，因此中非关系可重大地推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 

理论进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的话语体系。 

中非关系还可通过提供替代性的解释而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一 

方面，过去十余年来 ，不少研究质疑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在发展中世界、特别 

是非洲的适用性。①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非关系的发展使得中国和非洲的 

国际影响上升，进而可某种程度上影响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总体而言，中 

非的替代性视角可通过 3种方式发挥作用：一是修正既有的国际关系解释， 

如纠正对非洲现状和发展前景的悲观视角，从而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反映现 

实。二是以全新的话语解释既有现象，特别是如对非洲冲突的地方性理解、 

非洲国家概念的特殊认知、国际关系民主化等，以 “打破对国际关系概念的 

正统界定所强加的思维定式”。② 三是解释国际关系现象的新特征，随着中非 

关系的发展，中国和非洲的诸多潜在具有国际关系普遍意义的现象正在发生， 

特别是如次国家行为体与政府关系、国际关系的内外关联等，“政治权力为非 

洲的大量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所行使。因为标准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数据都只 

是官方的，因此许多非洲的国际关系被遗漏了”。③ 

(二)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可极大地推动南南合作理论的建构 

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南方国家内部的合作有了质的提升。根据联 

合国贸发会议 201 1年底的一份报告，此前十年左右的一个重要事件是部分新 

兴大国在全球经济中重要性的上升以及南南经济关系的发展。其结果是，“尽 

管传统的北方伙伴仍很重要，南南关系现在在欠发达国家融人世界经济中正 

发挥着13益重要的作用，未来可能变得更为重要⋯⋯。”④ 传统意义上的南南 

① See S．G Neuman ed．，International Relatio T~ory and the Third World，HoundsmiUs：Macmil． 

1an，1998；k C．Dunn and T．M．Shaw eds．，Africa’s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asing- 

stoke：Palgrave，2001； C．Nkiwane，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gional Lessons for a Global 

Discours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1．22，2001，PP．279 290；K．C．Lavelle，“Moving in 

from the Periphery：Africa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Review of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1．12，N0．2，2005，pp-364—379． 

② Rolan Bleiker， “Forget IR Theory”，in Stephen Chan，Peter Mandaville and Rolan Bleiker eds,， 

The Zen 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HoundsmiUs，Basingstoke：Palgrave，2001，pp．50—51． 

③ Douglas Lemke， “African Lesson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World Politics，Vo1．56， 

N0．1，October 2003，P．117． 

④ UNCTAD， LeastDevelopedCoumriesReport2011：ThePotentialRoleofSouth—SouthCooperation 

，0r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New York：United Nations，201 1，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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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很大程度上必须通过北方国家作为中转，因而更多的不是直接合作。 

随着中非关系本身及其所带动的其他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南方国家 

间的直接合作正迅速增加。如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巴 

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 “新兴发展中国家”正 “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分化 

出来并在快速成长，而它们的发展动力越来越依靠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加强 

而不是依赖于发达国家”；作为这一进程重要组成要素的中非关系，也因此获 

得了 “经济学上的合理解释”。① 这样，在更为扎实的南南合作理念和经验基 

础上，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南南合作理论已经成为可能。 

中非关系对于推动南南合作中的核心理论要素，特别是如南方国家的 

“团结外交”(Diplomacy of Solidarity)、发展中国家合作、发展中国家政权稳 

定、国家与次国家行为体关系等，有着重要意义。首先，诸如 “意识形态、 

国家间或文化间互动的性质以及团结外交”等不为主流国际关系所关注的要 

素，事实上却在南南合作中经常出现，往往体现出南方国家 “强调相互尊重 

和文化互惠”。②根据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果大国使用强制外交，往往能 

够影响体系中弱国的行为；但事实上，今天的南南合作使得诸多弱小国家并 

不会轻易屈服于大国制裁或诱惑。例如，尽管西方一致 “批评”津巴布韦， 

但中国和南部非洲领导人却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进而不会屈服于西方的压 

力而不再支持津巴布韦。其次，中非关系坚持传统的国际关系行为准则，特 

别是如国家间相互平等与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援助不施加条件等；这 

在很大程度上是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核心准则 ，是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 

等南南合作平台的基础。第三，出于相同或相似的历史经历与现实挑战，南 

南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政权安全，因此国家与次国家团体的关系事实上完 

全不同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表现，并很可能领导于现有的主权国家与次国家 

行为体关系的实践与理论探讨。③总之，中非关系的发展为传统南南合作理论 

① Ciisaem Akin and M．Ayhan Kose， “Changing Nature of North—South Linkages：Stylized Facts and 

Explanations”，IMF WorkingPaper，WP／07／280，December 2007，pP-4—5． 

② S．Mahmud，“Controlling African States’Behavio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SanctionsAgainst Libya and Nigeria”。in K．C．Dunn and M．Shaw eds．．Africa’s Challengeto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asingstoke：Palgrave，2001，P．138． 

③ J． Clark， “Realism，Neo—Realism and Afric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in K．C．Dunn and T．M．Shaw eds．，Africa’s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asingstoke： 

Palgrave，2001，pP．91—92，94． 

· 35· 



 

W亘垩韭 垫 生筮 塑 

的更新提供了机遇，使我们有机会思考南南合作的新理念、新方法，思考新 

兴大国与非洲如何合作共同参与和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转型与发展。 

(三)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也可修正和完善当代国际发展学理论 

中国及其他新兴大国在非洲的区别于西方传统的发展战略与策略，很大 

程度上有助于修正和完善当前正 日益陷入困境的西方发展学理论。由于其哲 

学假设、战略前提及战术运用等的不当，西方发展学理论正因附加政治和社 

会条件而变得本末倒置、因国家利益和部门利益考虑而丧失发展关切、因所 

谓 “道德关切”而变得盛气凌人、因寻找一劳永逸的 “万能药”而变得短 

视、因新兴援助体崛起而变得排斥异己。① 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在非洲不附 

加政治和社会条件、不干涉受援 国内政、坚持受援国需求第一、坚持民生 

第一等做法 ，获得了远比西方传统援助方法更大的成功和效用，也更受非 

洲欢迎。② 

尽管有不少人开始讨论所谓 “中国模式”，但中国更强调与非洲的 “相互 

借鉴、共同发展”，特别是在如发展、教育交流、科学、文化、医疗卫生等领 

域。中国对于发展的这一立场更强调了国家自决，反对包括如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在内的西方世界的发展理念中体现的国家等级。③更为重要 

的是，这事实上为发展理念提供了替代性的话语。相当长时期以来 ，西方的 

发展伙伴视自身为所有发展模式的标准设定者，并视发展中国家 (受援国) 

为需要帮助的一方；这排除了相互学习的可能。正是由于中国所提供的替代 

性发展理念，挑战了 “作为西方思想变革的外部发展援助的合法性。旧式二 

分法的发展话语正日益被扭转，进而使得北方与其余世界的发展关系的观念 

也发生了变化”④，从而为国际发展学理论的修正乃至重建提供了机遇。 

① [赞比亚]丹比萨 ·莫约著；王涛、杨惠等译：《援助的死亡》，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 

第8～20页。 

② 参见贺文萍：《从 “援助有效性”到 “发展有效性”：援助理念的演变及中国经验的作用》， 

载 《西亚非洲》2011年第 9期。 

③ Barry V．Sautman，“Friends and Interests：China’S Distinctive Links with Africa”，Working Paper， 

No．t2， Cen~r on China’8 Transnational Relation，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6，http：／／www．cctr．ust．hE／materials／working
_
papers／WorkingPaperl2．pdf，PP．15—16，2007—02～ 

2O． 

④ Clemens Six， “The Rise of Postcolonial States as Donors：A Challenge to the Development Para- 

digm?”，Third Wodd Quarterly，Vo1．30，No．6，2009，P．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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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关系所面临的较为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是提出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 

献论的现实压力，但来 自于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内生需求和非洲在体系转 

型下期望上升的外生需求，才是这一使命的长期和根本动力；同时，现有研 

究存在的重大不足也使这一使命更显迫切。本文尝试从物质、战略和理论 3 

个层次分析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使之成为一个相对完整和相对理论化的体 

系，以回应上述现实需求。当然，这一研究更多只是初步性的，不光因为这 

一 工作需要长期努力，更因为这一努力本身仍面临着诸多的外在不确定性。 

这些不确定性也可从中非关系的物质、战略和理论等 3个层面加以考察。 

在物质层面，下一阶段的中非关系至少面临两大结构性挑战：一是中非 

经济结构可能的同步升级将导致双方关系的重大结构性调整；二是当前世界 

经济的转型，特别是结合资本主义危机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而诞生的新 

发展思维和发展技术 ，可能为中非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挑战。 

在战略层面，其挑战主要在于，美、欧在硬实力相对削弱的背景下将权 

势斗争的战场逐渐转向软实力、巧实力竞争，同时非洲战略选择增多背景下 

各主要国际行为体在非洲的竞争也日渐加剧。 

在理论层面，主要由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地位和南方国家内部的 

多样化发展，使中非关系的理论意涵建构充满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仍是当代中国学者不可推卸的重任： 

首先是要回应前述的诸多需求或挑战，其次是要将理论话语主动权掌握在中 

国人手中，或许最重要的是要指引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乃至更为宏大的中国 

国际贡献论的未来建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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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ntributions of Sino—-African Relationship 

Zhang Chun 

Abstract：To buil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ntributions of Sino—African re- 

lationship is to answer the international criticisms，and more importantly to direct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o meet Africa’S rising expectations．The author argues 

that it’S important to go beyond the discussions about the economic aspect of this re- 

lationship and build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exploring its contributions from 

physical，strategic，and theoretical levels．The physical contributions of Sino—Afri— 

can relationship include stabilizing African crisis situations， helping African post— 

conflict reconstruction， and facilitating African and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Its strategic contributions embody in raising African international status，moti— 

vating new cooperation mechanisms，and pushing forwar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 

national system．And it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re to add new elements to current 

international theories，to facilitate theorization process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o correc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Key W ords：Sino —African Relationship；Physical Contributions；Strategic 

Contributions；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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