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讨论：非洲民族国家建构：多维度研究 

自20世纪中期以来，非洲大陆的民族国家建构 (或构建)就一直备受学 

界关注。近期，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苏丹的分裂、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消亡， 

以及部分国家发生的不同烈度的国内冲突，需要学界再次透过这些事件表象， 

反思非洲民族国家建构问题。实际上，民族国家建构包括两层含义：国家建 

构与民族建构。国家认同的建构是一个多样性的民族认同逐步整合和统一的 

过程，是实现为全体国民创造一个情感归属的 “精神家园”的关键途径。而 

民族认同的建构是在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完成本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整 

合的统一性和共同性。因此，多向度研究非洲大陆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会 

增加我们认知当下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思维深度。 

本期刊登的一组 7篇论文，既有宏观考察，又有国别案例分析，从不同 

视角、不同层面论述了非洲民族国家建构这个主题。其中，关于当代非洲国 

家建构障碍与前景的论析，体现了作者对建构聚合型非洲现代民族国家之路 

径的思考；南非个案以非国大参与南非政治发展为主线，立足于剖析新南非 

在制度设计与构建层面如何实现了政治权力的分享、经济利益的兼顾与社会 

文化的整合，是非洲大陆在民族建构过程中，实现包容差异和平等承认、糅 

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很好实例；埃及案例一文则运用 “超越变局看变局” 

的思维逻辑，从历史视野探究了文明交往、国家建构与埃及发展的互动关系； 

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论题，侧重从民族利益的角度论述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 

同的一致性与冲突性；有关苏丹民族国家解构一文，解析了苏丹缘何未能完 

成由 “沙聚之邦”向 “内聚向心之国”的转变，回答了国家的裂变因何发生 

的问题；尼日利亚案例以国家政治制度建构为视角，分析了国家行政资源 

与社会文化整合等问题；科特迪瓦案例以公 民认同为基点，解读了土著话 

语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科特迪瓦选举 

危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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