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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２１ 世纪初ꎬ 伴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ꎬ 以 “金砖国家”
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群体性崛起ꎬ 这是国际秩序发生的重要变化ꎮ 在

世界秩序调整与变动中ꎬ 非洲大陆以持续强劲的经济增势大大提升了自身

的国际地位ꎮ 从非洲自身发展看ꎬ 多极化世界为非洲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ꎬ
如非洲经济正在与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进一步融合ꎬ 非洲矿业对外资吸引

力增大ꎬ 非洲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参与度加深ꎬ 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助力非

洲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等等ꎮ 与此同时ꎬ 非洲国家在农业、 矿业、 工业、
基础设施、 地区一体化、 对外贸易与投资、 对外援的管理等方面面临一系

列挑战ꎮ 这需要非洲国家各个层面加以应对ꎬ 其中社会科学学者可以通过

研究与讨论ꎬ 为非洲把握发展机遇、 应对挑战提供智力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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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或者说第三世界的崛起ꎬ 无疑是 ２１ 世

纪初国际秩序最重要的变化ꎮ 这种转变的影响力开始作用于全球经济治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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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据作者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里斯本召开的第五届非洲研究欧洲会议 (ＥＣＡＳ) 上的总结发

言修改而成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本文编译者在遵从作者原文语意基础上ꎬ 对论文第二部分小标题及正文

语序略有改动ꎮ 本文仅代表作者的个人学术观点ꎮ



正在形成中的多极世界: 非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系和国际关系ꎮ 然而ꎬ 由此带来的国际新秩序的新特征虽潜滋暗长ꎬ 但目前

尚未十分明朗ꎮ

世界格局是多极还是单极?

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 (Ｊｉｍ Ｏ'Ｎｅｉｌ) ２０１１ 年在他的 “世

界需要更好的经济金砖国家”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ｅｄ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ＲＩＣｓ) 一文

中首次提出 “金砖四国” 的概念ꎮ 这个缩写代表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

４ 个 “新兴经济体”ꎮ 他认为ꎬ 上述四国是 “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ꎮ 他的判

断主要基于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ꎬ 尤其是考虑到人口规模、 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率以及战略性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等因素ꎮ 后来ꎬ 由于南非的加入ꎬ “金砖

四国” 变化为 “金砖国家” ( “ＢＲＩＣｓ” 中的小写 “ｓ” 变成大写 “Ｓ”ꎬ 即南

非)ꎮ 事实上ꎬ “金砖国家” 是在发达经济体经济表现不景气的情势下出现的ꎬ
这些国家的发展活力可期可待ꎬ 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集团ꎮ

起初ꎬ “金砖国家” 定期召开领导人会议ꎬ 讨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议

题ꎬ 涉及气候变化、 货币篮子、 现代化、 基于创新的进步等等ꎮ 后来ꎬ 金砖

国家会议议题愈加广泛ꎬ 逐渐开始在 “热点” 形势、 涌现的国际冲突、 国际

机制改革等议题上发声ꎮ①

５２

① 经俄罗斯倡议ꎬ 金砖四国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首次金砖国家外长会晤ꎬ 此后

每年依例举行ꎮ 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底ꎬ 金砖四国及后来的金砖国家共举行了 ８ 次领导人会晤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中、 俄、 印、 巴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会晤ꎬ 主要就国际形势、 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峰会、 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粮食安全、 能源安全、 气候变化、 金砖国家对话合作未来发展方向等

问题交换了意见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ꎬ 金砖四国领导人在巴西利亚举行第二次会晤ꎬ 主要就国际形势、 国际

金融危机、 二十国集团事务、 气候变化、 金砖国家务实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ꎬ 中、
俄、 印、 巴、 南五国领导人在海南三亚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ꎬ 会议讨论了国际形势、 国际

经济金融、 发展、 金砖国家合作四大项议题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 五国领导人在印度新德里举行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四次会晤ꎬ 讨论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两大议题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 五国领导人在南非德班举行金

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ꎬ 就世界经济形势、 全球经济治理、 金砖国家合作、 加强金砖国家与非洲国

家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五国领导人在巴西福塔莱萨和巴

西利亚两地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ꎬ 此次会晤是金砖国家第二轮领导人会晤的开局之作ꎬ 讨

论了金砖国家未来合作规划ꎬ 并就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领域重大问题以及金砖国家合作深入交换意见ꎬ
五位领导人见证签署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协议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五国领导人在俄罗

斯乌法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ꎬ 围绕 “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全球发展的强有力因素” 主

题ꎬ 就全球政治经济领域重大问题以及金砖国家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在印度果阿举

行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ꎬ 主题为 “打造有效、 包容、 共同的解决方案”ꎮ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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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西方集团ꎬ 标志着美国 “单极时刻” 的中

止———如果不是美国单极世界的终结ꎬ 即美国霸权、 声誉和权威的相对衰落ꎬ
那么 “金砖国家” 的联合就不可能在发展中世界受到谨慎的欢迎ꎮ “金砖国

家” 被视为各国家间互相尊重各自文化和历史特性的创新型的 “国际合作

模式”ꎮ
由于 “金砖国家” 代表了欧洲、 亚洲、 非洲和南美 ４ 个大陆的人民ꎬ 并

努力推动公正、 公平的世界秩序ꎬ 它们迅速成为被热烈讨论的对象: 有些人

认为金砖国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派ꎬ 另一些人认为他们是 “帝国主义

三巨头” (萨米尔阿明创造的术语)① 的次帝国主义代理人ꎬ 还有一些人认

为他们两者兼而有之ꎮ 无论如何ꎬ 金砖国家的出现被视作世界格局多极化的

萌动ꎮ
事实上ꎬ 金砖国家在某些国际冲突中的立场、 在对重构国际机制 (如联

合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等) 以及创建世界舞台新结构的努力ꎬ
正在间接地导致 “帝国主义三巨头” 力量的衰弱ꎮ 但这没有使得金砖国家或

其他新兴国家成为反对帝国主义者ꎮ 相比于反对帝国主义社会思潮ꎬ 地缘政

治因素得到新兴国家更多的关注: 金砖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如何? 金砖国家

之间的关系如何? 金砖国家与南方的非金砖国家的关系如何? 以及我们如何

处理 “增长率” 这个变量———这正是金砖国家 “存在的理由”ꎮ 值得注意的

是ꎬ 近些年金砖国家由于经济衰退的延续或者加深ꎬ 正在变得畏缩不前ꎮ
的确ꎬ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 “多中心” 的世界、 一个正在重新塑造中的世

界ꎬ 这与冷战时期相对稳定的状况大不相同ꎮ 然而ꎬ 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

发展得如此之快ꎬ 并且以如此不同和不确定的方式呈现出来ꎬ 以至于无法保

证足够的稳定性以让我们确信 “多极世界” 已经到来ꎮ
但是ꎬ 对于正在塑造中的新世界秩序的性质有很多推测ꎮ 对于世界银行

及其前行长 (佐克利) 来说ꎬ ２１ 世纪见证了全球经济的多极化ꎮ “第三世界

的概念” 和 “七国集团领导人炉边谈话的旧世界” 都不再适用了ꎮ

６２

① 埃及的萨米尔阿明将美国、 欧洲和日本称之为 “帝国主义三巨头” (Ｔｒｉａｄ)ꎮ 他认为以美国

为首的新型集体帝国主义通过垄断资本主义、 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控制全球ꎬ 维持统治地位ꎮ 萨米尔
阿明目前担任位于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第三世界论坛主席ꎬ 是近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ꎬ 全球化问

题专家ꎬ 著名经济学家ꎮ 他运用依附论、 世界体系论和全球化思想等理论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批

判ꎮ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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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唐纳德卡贝鲁卡在 ２０１３ 年召开的第五届东京非洲发

展国际会议之前的发言中就宣称ꎬ “在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的时期ꎬ 是新兴市场

提供了继续前进的经济动力ꎮ 当下的多极世界已经被证明是充满力量的ꎬ 正

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为多极世界提供了经济活力ꎮ”①

对于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的学者和官员来说ꎬ 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ꎬ
全球权力均势已经改变ꎬ 上述情势正在促进期待已久的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加

速ꎮ 因此ꎬ 新兴经济体欢呼 ２１ 世纪标志着多极世界的诞生ꎬ 所有文明都将实

现共同发展和繁荣ꎮ
在美国和欧洲学者、 专家中几乎达成共识ꎬ 美国和八国集团的实力在削

弱ꎬ 新的国家行为体在全球的影响力正在上升ꎬ 但他们认为我们距离多极世

界还很遥远ꎮ 对他们来说ꎬ 美国仍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和军事强国ꎮ 亨

廷顿常常创造让我们耳熟能详的时尚词汇ꎬ 他将我们生活的世界描述为 “单
级 －多极” (ｕｎｉ － ｍｕｌｔｉ － ｐｏｌａｒ)ꎮ 他认为ꎬ 现在世界上只有唯一的超级大国ꎬ
但这绝不意味着世界是单极的ꎬ 但也不意味着多极ꎻ 世界是 “单极 ＋ 双极体

系”ꎮ 因此ꎬ 亨廷顿否认 “十字军东征” 的乔治沃克布什在其 “单极时

刻” 的荣耀ꎮ
这一特别的亨氏规则并未流行起来ꎻ 我们还有其他不太成功的规则: “选

择性多极” (军事上的双极、 经济上的多极和道德上的多极———但西方国家的

道德权威受到质疑)ꎻ “多层级、 文化多样的多极” (双层级的结构ꎬ 以美国

和中国作为第一层级ꎬ 第二层级则主要是区域性国家ꎬ 如印度、 巴西、 南非、
俄罗斯、 日本、 欧洲大国以及其他二十国集团国家)ꎮ

然而ꎬ 只有极少的美国和欧洲学者和分析家敢于宣称 “后西方多极世界”
的到来ꎮ “后西方” 是因为经济和地缘政治活动的核心正在从西方转移ꎬ “多
极” 是因为西方不再具有统治世界的财政手段ꎮ 这一转变最显著的标志是中

国以 ７ ０００ 亿美元贷款拯救了华尔街ꎮ 对这些分析家来说ꎬ “单极时代” 当然

已经终结了ꎮ

７２

① 唐纳德卡贝鲁卡 (Ｄｏｎａｌｄ Ｋａｂｅｒｕｋａ) 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在东京大学的演讲ꎬ 参见非洲开发

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ｆｄｂ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ｆｄｂ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Ｇｅｎｅｒｉｃ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０１３ － ０６ －
０５％ ２０Ｔｏｋｙｏ％ ２０ － ％ ２０Ａｆｒｉｃａ％ Ｅ２％ ８０％ ９９ｓ％ ２０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２０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ｉｎ％ ２０ａ％
２０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２０Ｗｏｒｌｄ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１８ꎮ 几年前ꎬ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在 «世界经济展望» 中也做过同样的判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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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单极时代真的终结了吗? 今天ꎬ 当我们观察世界各地的大量危机和热

点事件时ꎬ 会有种 “似曾相识” 的感觉ꎮ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仍然由 “西方

力量和其他力量” 组成ꎬ 但西方的风格已经从 “大男子主义” 的单极转变为

“精巧的”、 “冷静的” 单极ꎮ 笔者希望这个转变能够使我们逐步迈向某种形

式的多极化ꎬ 西方仍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ꎬ 不是作为霸权ꎬ 而是作为联盟

的建设者、 权力的协调者与平衡者ꎮ
在多极世界实现之前ꎬ 尽管 “资本主义三巨头” 相对衰落———或者正因

为其重要性的相对下降ꎬ 他们将继续部署所有的经济、 财政和军事手段来延

续其统治地位ꎮ

非洲在世界秩序重建中有哪些机遇与挑战?

非洲大陆曾经饱受伤害: 忍受 ４００ 年奴隶贸易①带来的苦痛ꎬ 遭受殖民者

的入侵与统治ꎬ 被西方列强任意瓜分、 划定国家疆界ꎮ 即使非洲国家独立以

来ꎬ 它们的自然资源也长期被掠夺ꎮ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ꎬ 非洲国家为破解经

济危机困境ꎬ 被迫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改革方案———政

治上实行多党民主ꎬ 经济上推行经济市场化、 贸易自由化、 产业私有化为特

征的 «结构调整方案»ꎮ
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在达喀尔 (塞内加尔首都) 的讲话仍然环绕

在耳边: “非洲的悲剧在于非洲尚未真正进入历史ꎮ 非洲农民千百年来日出而

作、 日落而息ꎬ 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ꎬ 说着同样的话语ꎮ 在这个万物不断

重新开始的想象世界ꎬ 并无人类冒险和进步概念的空间ꎮ”②

这是来自不太遥远的过去的声音! 确实ꎬ 不到十年前ꎬ 非洲的欧洲伙伴

们已 “厌倦非洲”ꎬ 称非洲为 “没有希望的大陆”ꎮ③ 令人惊异的是ꎬ 今天ꎬ

８２

①

②

③

１５ 世纪中叶至 １９ 世纪末叶ꎬ 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为了向美洲殖民地种植园和矿山提供劳动力ꎬ
从撒哈拉以南非洲掳走大批黑人ꎬ 将其远程贩运到美洲各地ꎮ 奴隶贸易延续 ４ 个世纪之久ꎬ 使数亿非

洲人丧失生命ꎬ 给非洲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ꎬ 是非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

期ꎮ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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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３９０１ /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 ｆｒａｎｃｅ － ｓ － ｎ － ｇａｌ － ｅｘｔｒａｉｔｓ － ｄｕ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 ｄｅ － ｄａｋａｒ － ｐｒｏｎｏｎｃ － ｐａｒ － ｎｉｃｏｌａｓ － ｓａｒｋｏｚｙ －
ｅｎ －２００７ꎬ ２０１６ －１０ －１８ꎮ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Ｗｅｂ Ａｒｔｉｃｌｅꎬ “Ｈｏｐｅｌｅｓｓ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ｎｏｄｅ / ３３３４２９ꎬ ２０００ －
０５ －１１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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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出版物却在赞扬非洲是 “跃动的雄狮”ꎬ 庆祝 “非洲崛起”ꎬ 欣赏 “有
活力的非洲市场”ꎬ 认可非洲是 “投资者的增长机遇”ꎮ①

那么ꎬ 从 “非洲悲观论” 到 “非洲乐观论” 是因为非洲发生了哪些

变化?
这种对非洲发展前景的研判主要是基于非洲大陆引人注目的经济表现ꎮ

在过去的十年中ꎬ 非洲经济以超过其他地区的速度在增长ꎮ 具体来说ꎬ 出口

蓬勃发展ꎬ 出口市场变得更加多元化ꎬ 外商直接投资比上一个十年增长 ６ 倍

(这里还包括其他绿地投资的指标)ꎮ
非洲经济的良好表现主要是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参与ꎮ ２１ 世纪初ꎬ 全球经

济和政治变化不仅为非洲带来了经济转型的巨大机遇ꎬ 也推动了更有弹性的

经济增长模式ꎮ 事实上ꎬ 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ꎬ 非洲受益于其与新兴经济体

国家日益增强的联系ꎬ 特别是持续增长的中非贸易额ꎬ 使非洲能够部分弱化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ꎬ 有助于非洲经济强劲复苏与保持良好增长

势头ꎮ 一个有力的例证是ꎬ 非洲大陆与金砖国家的贸易额在过去十年增长了 ９
倍ꎬ 但同时期非洲地区对经合组织国家的出口份额从 ７０％ 下降到 ５０％ ꎮ② 非

洲还吸引了金砖国家大量的投资ꎬ 其主要来自于中国ꎬ 但印度、 巴西和其他

新兴经济体的贡献也在变得更加重要ꎮ
不容忽视的是ꎬ 这些情况发生在美国经济和财政复苏仍很脆弱的时期ꎬ

而欧盟———仍是非洲最大的市场和援助提供方———正处于紧缩和低增长的

周期ꎮ
具体而言ꎬ 在多极化世界的变动中ꎬ 非洲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ꎮ

这主要包括: 第一ꎬ 非洲经济正在与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进一步融合ꎮ 第二ꎬ
非洲储量丰富的矿产资源在驱动经济增长ꎬ 吸引外部投资ꎮ 第三ꎬ 随着世界

经济的中心向南方国家和东方国家转移ꎬ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形势有助于提升

９２

①

②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Ｗｅｂ Ａｒｔｉｃｌｅꎬ “Ｔｈｅ Ｈｏｐｅｆｕｌ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ｉｓｉｎｇ”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ｎｏｄｅ / ２１５４１０１５ꎬ ２０１１ －１２ －０３ꎻ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Ｌ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 ＵＳ: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２０１０ꎻ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ｗｅｂ ａｒｔｉｃｌｅ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ｉｓｉｎｇ: Ａ Ｈｏｐｅｆｕｌ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ｓｐｅｃｉａｌ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１５７２３７７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ｌｉｖｅｓ － ｈａｖｅ － ａｌｒｅａｄｙ －
ｇｒｅａｔｌｙ －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 ｏｖｅｒ － ｐａｓｔ － ｄｅｃａｄｅ － ｓａｙｓ － ｏｌｉｖｅｒ － ａｕｇｕｓｔꎬ ２０１３ －０３ －０２ ———译者注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ａｒｋｅｔｓ”ꎬ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ｅｎｔｅｒꎬ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ｔｒａｃｅｎ ｏｒｇ / Ａｆｒｉｃａ － ｔｒａｄｅ －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 Ｅｘｐｏｒｔ －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 ｉｎ － ｇｒｏｗｔｈ －
ｍａｒｋｅ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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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话语权ꎮ 第四ꎬ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革命为非洲直接应用新技术和 “跨
越” 发展提供机遇ꎮ

与此同时ꎬ 非洲国家还要面对诸多重要挑战: 第一ꎬ 在贸易与投资领域ꎬ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与欧洲、 美国互相交融ꎬ 非洲面对发达经济体国家经济继

续减缓造成的影响时仍很脆弱ꎮ 因此ꎬ 非洲国家应寻求贸易伙伴多样化ꎬ 并

与更广大的国际市场建立联系ꎮ 第二ꎬ 在农业领域ꎬ 非洲国家需关注 “土地

被侵占” 和非洲粮食安全问题ꎮ 由于外资对农田的投资会有利可图ꎬ 政府需

要对投机性的活动和非洲小农户的被迫迁移风险保持高度警惕ꎮ 第三ꎬ 在采

掘业领域ꎬ 目前ꎬ 跨国公司对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聚焦于能够快速产生盈利

的矿产资源开发领域ꎬ 特别是石油和其他珍贵和稀缺的矿种ꎮ 在矿产资源开

发过程中ꎬ 跨国公司主要采用对矿产品的初级采掘ꎬ 而鲜有在当地进行矿产

品加工的情况ꎮ 这种类型的矿业合作会令非洲陷入低附加值生产的境地ꎬ 生

产力的增长空间不足以支撑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与创造就业ꎬ 且难以带动当地

市场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ꎮ 第四ꎬ 在基础设施领域ꎬ 基础设施的薄弱仍是

非洲经济增长的瓶颈ꎮ 非洲的传统发展伙伴常常忽视基础设施融资ꎬ 认为很

难开发出援助支持下的公私联合融资的好模式ꎮ 中国和非洲开发银行在这个

领域已做了很多ꎬ 但还可以做得更多ꎮ 第五ꎬ 在教育和地区一体化领域ꎬ 前

者的发展会为生产领域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ꎬ 而后者的发展则会为非洲国家

之间经济合作提供便利条件ꎮ 这些都需要建构更深、 更广的公私合营伙伴关

系ꎮ 第六ꎬ 在工业化领域ꎬ 非洲与欧盟签订的 «经济伙伴协定»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ꎬ ＥＰＡＳ)、 同美国的 «非洲增长和机遇法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ｃｔꎬ ＡＧＯＡ) 中的歧视性贸易安排ꎬ 将继续损害非洲的

工业化发展和相关第三产业活动ꎮ 非洲国家应在重新谈判这些贸易安排时ꎬ
维护经济主权ꎬ 并努力为国家经济发展扫除障碍ꎮ 第七ꎬ 在发展援助的管理

领域ꎬ 虽然近年非洲国家已意识到国家对援助依赖性的负面影响ꎬ 并采取了

一些应对措施ꎬ 但总体看非洲仍然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加依赖援助ꎮ 考虑到

传统援助方经济状况的局限性ꎬ 非洲国家应更有效地使用无偿援助或优惠性

贷款ꎬ 更有力地动员国内资源ꎮ
因此ꎬ 尽管非洲经济在过去十年表现良好、 未来前景乐观ꎬ 但仍面临很

多挑战ꎬ 尤其是当我们观察经济增长的质量时ꎮ 确实ꎬ 非洲很多国家正变得

更加富有ꎬ 但整个社会部门远远落后ꎮ 非洲国家在实现十年快速经济增长之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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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ꎬ 仍有几乎一半人口生活在每天 １ ２５ 美元的绝对贫困标准线之下ꎬ① 财富

不均更加严重ꎬ 太多的儿童在挨饿ꎬ 太多的年轻人没有工作ꎮ 政府未能将增

长的财富浪潮转变为最边缘的公民的发展机遇ꎮ 享受医疗、 教育、 水资源、
卫生设施的机会不平等进一步强化了国内民众的贫富差距ꎬ 普通农民也未能

充分分享经济增长ꎮ 因此ꎬ 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庆祝所有人获得社会发展层面

的持续改善ꎬ 那么我们对 “非洲崛起” 的欣喜与祝贺是充满缺憾的ꎬ 也是不

完整的ꎮ
除此之外ꎬ 武装暴力程度不断升级ꎬ 武装冲突造成非洲大陆的持续不稳

定ꎮ 将众多的军事政变、 分离主义运动、 恐怖活动或全球对自然资源的争夺

认定为 “低烈度冲突”ꎬ 既不会减少这些冲突的不稳定性ꎬ 也不会降低这些冲

突对非洲大陆发展努力的损害ꎮ
因此ꎬ ２０１０ 年底以来已经席卷北非和西亚的广泛和快速传播的青年抗议

浪潮从非洲开始毫不奇怪ꎮ 正是突尼斯这个北非国家点燃了 “青年抗争” 的

第一个火花ꎮ 我们不要忘记ꎬ 动乱前的突尼斯有着令人惊羡的经济记录和出

色的增长指标ꎮ 这些发生在整个非洲乃至世界各地蔓延的社会动乱ꎬ 是为了

谴责政治和经济制度只服务于既得利益ꎬ 而不是公共利益ꎮ 所有这些动乱有

一个共同的特点ꎬ 都是为了表达民众对不公正和不平等的愤怒、 对青年失业

的担忧、 对腐败和不负责任政府的沮丧ꎮ 这些动乱还有一个共同点ꎬ 都是由

充满活力的青年通过抗议举动发挥主导作用ꎮ
无论我们将这场全球社会抗议运动视作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ꎬ 或者 １９６８

年运动的继续ꎬ 又或者是信息技术革命的结果ꎬ 在埃及解放广场集会的抗议

者们更像是全球公众对维护少数者利益却损害多数者利益的不公正和不公平

的世界体系的深度愤怒的集体表达ꎮ 这些社会动荡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ꎮ

社会科学家在非洲发展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全球社会运动的爆发和快速扩散是对社会科学家的一种 “提醒”ꎮ 这里的

社会科学家不是那些负责为政策制定者 “快速到位” 的专家ꎬ 而是那些以建

１３

① Ｍａｒｃｉｏ Ｃｒｕｚꎬ Ｊａｍｅｓ Ｆｏｓｔｅｒꎬ Ｂｒｙｃｅ Ｑｕｉｌｌｉｎ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 Ｓｃｈｅｌｌｅｋｅｎｓꎬ Ｅｎｄｉｎｇ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６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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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更公正、 公平的社会为伦理责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ꎮ
我们需要以动态的方法更好地了解当前危机的特点及其对贫困的影响ꎮ

从经济形势的角度来看ꎬ 我们需要将当前的困难置于经济发展的长时段视野

中来考察ꎬ 以便将其特征与发达经济体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因金融市场在

其管制 (或解除管制) 中的作用增加而经历的变化联系起来ꎮ 若我们采用经

济和金融危机的数学实证主义方法ꎬ 则需要通过对整个经济系统进行更具定

性和哲学性的评判来支撑ꎮ 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都需要进行这种反思ꎬ 这必

须超越个人理性机构的限制ꎬ 超越认为市场是完美的、 自我平衡的、 自我管

制和均衡的这种有缺陷的假设ꎮ
从社会发展情况的角度看ꎬ 全球范围内的贫穷和不平等的状况仍在继续ꎬ

且似乎已然产生大规模社会排斥的结果ꎬ 其不可逆性是非常令人关切的ꎬ 被

排斥的个人和群体所承受的后果令人担忧ꎮ 据 «２０１６ 年世界社会科学报告»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资料显示ꎬ 世界上 １％ 的人口占有全球财

富的近半ꎬ 全球 ６２ 个最富有的人的财富相当于全球半数最贫穷的人的财富

总和ꎮ①

在人类历史的当下阶段ꎬ 确实迫切需要社会科学家在提出能够使人类在

这个星球继续有尊严的和可持续的生活的原则前ꎬ 理解我们当代社会的系统

性危机ꎮ 尽管积累至今的知识体系还存在诸多缺憾ꎬ 尽管社会和机构组织形

式的经验还存在不足ꎬ 尽管思想的概念、 种类与模型仍有局限ꎬ 但足以使得

今天的社会科学家能够应对一个巨大的挑战ꎬ 即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

解释、 提出且能促进危机解决的方案ꎮ 的确ꎬ 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的范围和

后果是不可预知的ꎬ 但它们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ꎬ 考验我们维持、 质疑、
提出并想象文明新范式的能力ꎮ

这确实 是 布 迪 厄 (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 波 阿 凡 图 拉  德  苏 萨  桑 多 斯

(Ｂｏａｖｅｎｔｕｒａ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Ｓａｎｔｏｓ)、 阿马蒂亚  森 ( 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 沃勒斯坦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阿尼巴尔基哈诺 (Ａｎｉｂａｌ Ｑｕｉｊａｎｏ)、 萨米尔阿明 (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ｉｎｅ)、 马哈默德马姆达尼 (Ｍａｈｍｏｏｄ Ｍａｍｄａｎｉ)、 苏莱曼贝希尔迪亚

涅 (Ｓｕｌａｙｍａｎ Ｂａｃｈｉｒ Ｄｉａｇｎｅ) 等世界知名学者开始讨论的议题的方向ꎮ 社会

２３

①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ｏ ａ Ｊｕｓｔ Ｗｏｒｌｄ”ꎬ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ꎬ ｐ １８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ｓｓａｕ ｏｒｇ / ＩＭＧ / ｐｄｆ /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ｐｄｆ



正在形成中的多极世界: 非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科学工作者的相关讨论展示了他们致力于构建公正与和平的世界观ꎬ 以及推

动可持续、 包容、 和谐的人类文明理念的希望和决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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