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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麗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國近年在非洲舞台的政經外交行動規模龐大，有取代原來美國與歐盟國

家角色之姿，晚近頗受西方媒體與學界注意，相關的介紹與分析正如雨

後春筍般出現。本書作者為出生於喀麥隆的政治學者，在法國巴黎天主教學

院取得博士學位後，現於加拿大魁北克任教。此書改寫自其博士論文，書寫

方式夾敘夾議、中規中矩，可作為此主題入門書之一。全書共有五章，第一

章回顧中非關係的歷史，第二章探討中國在非洲的多元策略佈局，第三章分

析中國政策在現實面呈現的矛盾，第四章描述中國在具體的經濟佈局之外所

企圖展現的軟實力，第五章則是精要的國際政治比較研究，將中國勢力與非

洲原先的合作對象歐洲（尤其是法國）、美國作對比，同時也將中國與印度

兩大新興勢力作比較。結論則聚焦於非洲的後殖民秩序，推敲中國帶來的衝

擊。

中國人與埃及人之接觸雖可上溯至漢朝，且於唐宋元明清各朝有零星往

來，但持續而有效的中非外交關係實始於冷戰局勢下。隨著第三世界勢力形

成，毛澤東與周恩來領導的共產中國企圖拉攏非洲新興獨立國家；周恩來在

1963年底、1964年初進行的非洲十國巡迴訪問為中非關係開啟新局。其後隨

著國際局勢變化，兩區域之間的關係並非總是如此熱絡。要瞭解1990年代後

中國對非洲重新燃起的興趣，本書作者認為應從天安門事件、能源問題、中

臺外交競逐等方面切入。因天安門事件而被西方國家一致譴責抵制的中國在

外交上亟需一些不緊隨西方立場的友邦之支持，地下資源豐富且相對落後的

非洲乃成為中國全球戰略佈局下一個蘊含多重利益的區域。1996年，中國國

家主席江澤民制訂非洲新政策；三年一次的中非合作論壇（FOCAC）於2000

年開始舉辦，陸續研擬數項多邊合作方案。在此基礎上，中非之間的貿易總

額從2001年的百餘億美元一路增加，在2008年首度超過千億美元。除此之

外，中國也對許多非洲國家減免債務，並提供各種補助與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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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評論者往往對此現象帶著極度批評的眼光，本書作者則從一開始就

表明其保持中立超然的企圖。不過，到了中間幾章，他仍不得不指出，在此

榮景之下，中國對非洲「兄弟之邦」的投資其實在此地區埋下許多失衡的因

子，包括許多專家已經指出的幾項。首先，中國為了取得開發地下資源的機

會，完全不在乎國際間普遍秉持的民主、人權等前提條件，而以不干涉他國

內政為由，給予許多非洲獨裁政府無法自西方國家取得的金援與武器，更在

聯合國安理會中以反對或棄權的方式延遲西方國家建議的制裁手段。這類舉

動給予非洲獨裁者持續肆虐的機會，對非洲建立民主制度不利。其次是資源

開發造成的環境破壞問題，例如剛果森林在短期間內遭大規模砍伐、非洲沿

海資源因工業捕魚模式而嚴重耗盡等等，長期而言，都對非洲生態造成無可

逆轉的破壞。除了這些常被提及的議題之外，作者也舉出其它實際案例，呈

現中國投資所帶來的一些令人憂喜參半的影響。例如：雖然表面經濟數字亮

眼，但中國的資金投入並未帶給非洲當地人更多的就業機會，因為中資企業

習慣直接從本國輸入廉價勞工，無視當地工會規定，反而導致非洲勞工薪資

條件只降不升。另一方面，中國廉價商品、劣質品、仿冒品大舉輸入，佔據

非洲一半以上的消費市場，間接影響當地製造業的生產意願，使得產業升級

更遙遙無望。中國官方企業投資除了在能源開發、農業、漁業方面有明顯影

響外，紡織業也是大宗。中國投資的二手衣買賣已經改變非洲成衣市場的面

貌，而由於品質低劣的貨品充斥，連非洲婦女傳統使用的纏腰布之生產都受

到動搖。

與一些侷限於政經面向的著作不同的是，此書因偏向國際關係分析，所

以把晚近十多年該領域中所強調的軟實力（soft power）表現也納入分析，在

第四章專門論之。作者認為，中國政府為吸引非洲人對中國模式的好感及嚮

往，運用了許多象徵資源來凸顯其愛好和平、注重道德價值、有能力主持國

際秩序的泱泱大國形象。這些軟實力包括論述中的修辭、歷史文化、僑社的

力量等等。例如中國領導人到非洲各國進行官方訪問時，特別喜歡強調雙邊

接觸有悠久的歷史、在第三世界中的兄弟情誼，在經貿關係上的互利共生、

雙贏局面等等。而在文化外交上，中國一方面承諾提供非洲學生與專業人士

培育機會，同時也注重在非洲推廣中文教育，並鼓勵兩地藝術家交流。根據

作者提供的數字，2006年有3700多名非洲學生取得中國政府獎學金到中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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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大學就讀；2009年，總名額已增至5500名以上；而這些數字還不包

括接受短期訓練的農業、科技、醫療等方面的專業人員。此外，從2005年底

第一個在肯亞成立的孔子學院算起，到了2011年初，非洲各地已設有二十一

個孔子學院。除此之外，中國政府特別鼓勵中非青年交流計畫，文化部門也

規劃一個專門邀請非洲知名文化界人士到中國訪問的計畫。中國人到非洲觀

光的人數與日俱增，2010年的上海世博也特別設置一個迎接四十二個友邦的

非洲館。

整體而言，作者試圖以持平的立場來分析中國大規模進駐非洲的現象。

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將完全取代歐、美在非洲的地位，而且可能是進行一

種新殖民；對此，作者提出具體數字，認為歐美與非洲貿易數字仍然高於中

國，不至於被完全邊緣化，而且也提醒讀者，目前在非洲的中國投資者，已

經不完全是國家政策下的移民。根據一些尚待查證的數字，近幾年在非洲居

住的中國人數量已超過百萬人，而許多並不受中國官方企業控管。作者認為

中國策略有時並非許多人所描述的那般萬能。另一方面，作者也提醒，非洲

是由許多國家組成，並非所有國家在各個方面都被中國這個老大哥牽著鼻子

走。他認為非洲聯盟對這些新興貿易伙伴的主張應該要有更全面的思考。儘

管如此，作者對於中國政府的策略僅停留在描述的層次，而未提出更宏觀或

更深入的評估，這可能是此書最大的限制。

這個仍在中、非之間進行的大規模金流、物流、人流的國際新情勢，其

中所造成的社群、文化相遇與衝突，其實相當值得人類學家以微觀的角度來

研究，並進一步與國際關係專家所提供的宏觀論述作對話。不論是源於何種

動機，那些移民非洲的中國人與當地社群之間如何互動？而那些積極學習中

文、甚至留學中國的非洲人又在非洲社會扮演何種角色？對於某些承受著脆

弱族群關係、不穩定民主制度的非洲國家而言，中國資金的大量流入是福音

還是災難的開始？當歷來被批評的歐美勢力遭邊緣化，中非之間所謂的「南

南合作」究竟提供了何種值得觀察的新模式？是否可能擺脫所謂新殖民的陷

阱？對於這個世界秩序重組的新現象，臺灣緣於己身的地理位置、以及長期

處於非洲金錢外交賽局的歷史，實有更密切觀察之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