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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洲 人 对 于 中 非 关 系

的 认 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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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 斥 统 治 精 英 和 人 民 在 中 非 问 题 上 的 二 元 对 立:

对 随 机 样 本 调 查 的 解 析

　　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讨论往往是二元的:他们认为 , 作为中国的同盟 , 非洲统治者独裁 、无能

和腐败;将中非的联合归结为双方对西方所倡导的良政 、透明化 , 人权以及环境保护问题的不屑。①

西方国家提出上述议题的部分原因是 , 西方国家政府认为中国是他们在非洲战略上的竞争者 。② 一些

西方学者以二分法在非洲的领导者及其人民之间定位中国:一位英国专家曾经指出 “ (中国)并没有

聆听非洲人民的愿望;(中国)只是在听从非洲统治阶级的意愿。”③ 但事实上 , 许多非洲的领导人

(除津巴布韦和苏丹之外)既是 “中国的朋友 ”, 通常也是西方势力的朋友 。例如 , 与中国相比 ,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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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协助我们进行问卷调查的非洲相关大学的下列人员 , 我们认为他们也是本文的合著者: [苏丹 ] 穆斯塔法 ·阿卜杜拉

(MustafaAbdallah), [苏丹 ] 阿里·阿卜杜拉阿里 (AliAbdallahAli), [埃及 ] 绍鲁克·阿里 (ShoroukAly), [埃塞俄比亚 ] 库鲁维

拉·马特维斯 (KuruvilaMarthews), [赞比亚 ] 蒙加·蒙巴 (MoongaMoomba), [肯尼亚 ] 斯特拉 ·阿姆阿亚 (StellahAmuhaya),

[尼日利亚 ] 奥鲁舍伊·奥杰昆勒 (OlusheyiOjekunle), [南非 ] 约恩·帕克 (YoonPark), [加纳 ] 迪佐兹·齐卡塔 (DzodziTsika-

ta), [博茨瓦纳 ] 利兹维蒂 · 图瓦内 (LetshwitiTutwane)。 感谢香港特区政府研资局对本课题的慷慨资助 (项目登记号:

HKUST6422/05H)。因版面有限 , 部分数据和分析无法在此全部呈现。有兴趣的读者请和我们联系 (ssyhr@inet.polyu.edu.hk), 我们

愿提供全文。

　 ＊＊ 沙伯力 (BarrySautman)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政治学者 、 律师。

　 ＊＊＊ 严海蓉系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部的人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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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非洲国家有强劲的军事联系。①

根据西方媒体的描述 , 非洲 “人民 ” 通过国内的反对党对本国的执政党进行反抗 , 从而抵制执

政党对中国的迎合。尽管在一些国家 (赞比亚 、 博茨瓦纳 、 纳米比亚 、南非 、莱索托 、塞内加尔等

国), 中国人的存在被作为国内政治问题提出 , 但实际上 , 这些国家的执政党的确通过 “自由和平

等 ” 的选举上台 , 因而把反对党等同于人民是有问题的。非洲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明显的区别 ,

在平民百姓中随机抽样调查的结果否定了中国在非洲统治阶层中受支持 , 而在非洲平民中则不然的二

元对立论。这些调查表明 , 尽管存在国别上的差异 , 大多数非洲人仍支持中非关系 , 并且认为中国在

其国家的影响比美国更加积极 。

对 非 洲 大 学 生 和 教 员 的 调 查

我们的调查在 9个国家展开② , 每个国家涉及 250名受访者 (150名本科生 、 50名研究生和 50名

教员), 其中有 7个国家的调查问卷是在这些国家最著名的大学展开的。苏丹的调查在多个大学进

行 , 有一部分在苏丹喀土穆大学 、朱巴大学及非洲大学进行;另一部分在苏丹科技大学展开。所有的

调查问卷都由调查者当面发放和回收 。除了我们在埃及的助手是阿拉伯人以外 , 其余国家的调查问卷

由当地黑人研究生派发并回收 。

我们运用了回归分析来探寻影响受访者看法的因素 。我们把国别之外的其他因素作为变量 , 诸如

年龄 、 性别 、教育程度及父亲的职业等 , 并以 3个主要问题作为范例进行变量分析 。③ 我们发现了这

些社会变量造成的差异是少量的。与研究生和教员相比 , 本科生 (比例在 17%以上)更加认可中非

关系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益处 , 而不是利弊兼有 。关于中国的非洲政策比西方政策不利比例的问题 , 男

性受访者比女性受访者低 14%的认可度 。受访者父亲的职业几乎不影响调查结果。 55岁以上的人群

比 25岁以下人群更可能 (比例高出 9.6%)相信 , 中国的政策比西方国家的政策可能有更大危害性 ,

更倾向于 (比例高出 4.4%)认为中国对非洲发展存在现实威胁 。从某种程度上说 , 受访者的看法存

在人群上的差异 , 其主要的特点是年轻人和男性通常比年长者和女性更加支持中国 。

当把受访者的国别这一变量加入到回归等式后 , 出现了令人注目的结果:除性别之外 , 其他变量

的影响消失了。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国别导致了受访者回应结果的主要差异。表 1显示 , 肯尼亚人 、

苏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对中非关系持有最积极的态度 , 博茨瓦纳人和赞比亚人态度最为消极 , 尼日利

亚人 、 加纳人 、 埃及人和南非人位于中间 。除南非外 , 其他国家的大多数人都认为 , 中国的发展对其

本国来说是一个正面的范例。因为南非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中国 , ④ 因此受访者大多不认为中国

的发展模式值得效仿 。绝大多数的埃塞俄比亚人 (86%)、苏丹人 (85%)、 肯尼亚人 (84%)、及加

纳人 (83%)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持积极态度 , 而赞比亚人 (75%)和博茨瓦纳人 (56%)中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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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2007, inpurchasingpowerparityterms, 9 700versus5 400, CIA, World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

world-factbook/rankorder/2004rank.html.



例略少于前者。

表 1　对于你所在的国家来说 , 中国式的发展模式是

国家 非常正面的范例 (%) 较正面 (%) 不相关 (%) 负面 (%) 无法判断 (%) 人数 (人)

博茨瓦纳 16.4 39.2 15.5 9.5 19.4 232

埃及 39.3 36.7 11.7 6.6 5.6 196

埃塞俄比亚 33.0 52.8 4.6 6.1 3.6 197

加纳 44.4 38.8 4.8 2.0 10.00 250

肯尼亚 36.2 47.4 5.6 4.6 6.1 196

尼日利亚 34.5 40.6 6.1 3.6 15.2 197

南非 3.0 43.7 1.5 2.0 49.7 197

苏丹 44.0 40.5 4.4 6.3 4.8 252

赞比亚 22.0 52.9 8.4 10.5 6.3 191

合计 30.9 43.3 7.0 5.7 13.2 100

总人数 (人) 589 826 133 108 252 1 908

埃塞俄比亚 、苏丹和肯尼亚的受访者 (84%、 83%和 81%)认为 , 中国或多或少与非洲存在共

同的利益。南非 、博茨瓦纳和埃及受访者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最为消极 (31%、 43%和 48%)。赞比亚

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 , 中国与非洲之间或多或少有着共同利益;那些认为中非之间几乎没有或者鲜有

共同利益的人 , 通常都认为中国通过向非洲移民来减少本国人口压力 , 也有人认为中国人由于文化差

异不习惯与外人交往 。

赞比亚 (58%)和苏丹 (51%)居于强烈同意或同意 “中国仅对非洲的自然资源感兴趣 ” 的名

单之首 , 随后是埃塞俄比亚 (46%)和博茨瓦纳 (41%)。来自埃及 、 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的回应中 ,

给予 “同意 ”、 “不同意” 和 “中立” 或 “不知道 ” 的答案都有相当的比例 , 但只有 7.6%的南非受

访者表示同意。赞比亚和苏丹两国在自然资源开发行业拥有最多的中国投资。在南非没有类似的中国

投资 , 中国在其他国家自然资源领域的投资也是介于几乎没有与适度之间的 (表 2)。

表 2　对于中国在非洲只是为了寻求自然资源这一说法 , 你的看法是

国家 非常同意 (%) 同意 (%) 中立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无法判断 (%) 人数

博茨瓦纳 24.9 16.5 27.8 19.0 5.1 6.8 237

埃及 16.8 20.8 23.4 25.4 8.1 5.6 197

埃塞俄比亚 16.3 29.6 19.9 23.0 4.6 6.6 196

加纳 8.8 20.8 27.2 35.2 1.6 6.4 250

肯尼亚 16.8 16.2 24.4 33.5 6.1 3.0 197

尼日利亚 6.6 23.4 27.4 26.4 8.6 7.6 197

南非 1.0 6.6 38.1 31.5 4.1 18.8 197

苏丹 21.6 29.2 19.2 23.2 4.0 2.8 250

赞比亚 23.5 34.2 19.9 15.3 2.6 4.6 196

合计 (%) 15.3 22.2 25.2 25.9 4.9 6.8 100

总人数 (人) 294 421 483 496 93 130 1917

在每一个受访国 , 对中国的 “不干预政策 ” 表示强烈支持或支持的人多于强烈反对或反对的人。

在苏丹 , 支持或者强烈支持中国 “不干预政策 ” 的受访者比例居于首位 (77%), 而在博茨瓦纳 、 埃

塞俄比亚 、 埃及 、肯尼亚和赞比亚 , 对此表示支持的受访者比例比表示不支持的受访者的比例高两倍

或更多 。在 7个国家中 , 超出半数的人支持中国 “不干预政策 ”。在南非和尼日利亚 , 支持率和反对

率差距较小 , 而且很多人选择 “不知道”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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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你认为对于非洲来说 , 中国的 “不干涉政策 ” 是

国家 好政策 (%)
基本上是好政策 ,

但存在问题 (%)
弊大于利 (%)相当不利 (%)无法判断 (%) 人数

博茨瓦纳 22.2 34.3 18.7 9.1 15.7 230

埃及 34.4 23.6 19.5 7.2 15.4 195

埃塞俄比亚 14.3 50.5 16.3 11.2 7.7 196

加纳 24.0 32.8 13.6 19.2 10.4 250

肯尼亚 31.1 35.8 16.6 12.4 4.1 193

尼日利亚 17.3 31.0 14.7 12.7 24.4 197

南非 12.2 31.0 19.8 13.2 23.9 197

苏丹 43.2 33.6 8.0 4.8 10.4 250

赞比亚 29.6 36.2 18.9 8.2 7.1 196

合计 (%) 25.7 34.2 16.0 10.9 13.1 100

总人数 (人) 490 652 304 208 250 1 904

西方媒体强调中国小商业在南非的负面影响 , 认为中国商人的出现减少了当地人的就业机会。①

然而 , 在我们调查的所有国家中 , 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小商业有助于当地经济发展 , 或虽然有问题 ,

但有帮助。在肯尼亚 、加纳 、 尼日利亚和苏丹 , 选择 “有助于当地经济发展 ” 的人数高于其他选项

的人数 , 但是只有在肯尼亚持这一观点的人占大多数 (60%)。在其他地方 , 人们对于中国小商业抱

有矛盾的看法。在博茨瓦纳 、 南非 、 埃塞俄比亚 、埃及和赞比亚 , 很多受访者 (在南非和赞比亚占

大多数)认为 , 中国小商业的出现既有利于当地人 , 但同时也制造了很多问题 (表 4)。

表 4　对于你所在国家中的中国人的小商业 , 你的看法是

国家
有助于当地的

经济发展 (%)

有帮助 , 但是也给当地

民众带来问题 (%)

对地方经济发展

没有帮助 (%)

大体上有损当地

民众的利益 (%)
无法判断 (%) 人数

博茨瓦纳 14.9 43.8 17.9 17.4 6.0 235

埃及 24.0 26.5 21.4 17.3 10.7　 196

埃塞俄比亚 40.2 40.7 6.2 7.7 5.2 194

加纳 45.2 40.4 8.0 3.2 3.2 250

肯尼亚 59.7 24.5 5.6 7.1 3.1 196

尼日利亚 44.7 28.4 12.2 8.1 6.6 197

南非 24.4 51.3 6.1 5.1 13.2　 197

苏丹 38.7 28.4 14.0 10.7 8.2 243

赞比亚 13.8 51.0 18.4 15.3 1.5 196

合计 (%) 34.0 37.2 12.2 10.2 6.4 100

总人数 (人) 647 709 233 194 121 1 904

在九国中 , 7个国家 (除博茨瓦纳和赞比亚以外)有较多的人认为 , 中国在非洲的政策大体上或

在某种程度上对其国家有益 , 此类受访者占大多数的国家有苏丹 (68%)、 肯尼亚 (64%)、埃塞俄

比亚 (56%)和尼日利亚 (51%)。然而 , 在博茨瓦纳和赞比亚 , 选择 “既有利 , 又有害” 的为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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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很多非洲国家都存在着在出售高档进口货的本地商家和出售便宜的中国货的华人及本地商家之间的竞争 , seeSabrinaN' Di-

aye, “Giftorcurse:theimpactofChinesetradersontheactorsoftheSandagamarketinDarkar” , PowerPoint, UniversityofFrankfurt, 2008, ht-

tp://www.izo.uni-frankfurt.de/NDiaye Korrekturen.pdf;CailinFitzsimmons, “Atroubledfrontier” , SouthChinaMorningPost, 17 Janu-

ary2008.中国有数万非洲人 , 主要是商人 , 他们成为非洲诸国中国货的主要供货商 , seeSimonMontlake, “OutofAfrica-Guangzhou”

, Monocle, No.11, 2008, pp.61 -65;LiZhigangetal., “EthnicenclaveoftransnationalmigrantsinGuangzhou:acasestudyofXiaobei” , pa-

per, 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China' sUrbanLandandHousing, HongKong, 13-15 December2007;BrigitteBertoncelloandSylvieBrede-

loup, “TheemergenceofnewAfricà tradingposts' inHongKongandGuangzhou” , ChinaPerspectives, No.1, 2007, pp.94 -105;“Outof

Africa-andintoChina” , 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 12May2008;Declan, “BlackpearlsintheYellowRiver” , 3 February2008, http://

siftalk.com/talk/? p=14.



多 (分别为 35%和 50%)。虽然只有 5.3%的受访者选择 “大体上有害” , 但每个国家都有相当比例

的人认为中国政策对他们的国家利弊兼有 。

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中 , 较多的人认为中国的非洲政策比西方的非洲政策对非洲有很多或较多的

益处 (表 5)。持此类看法的人 , 在苏丹 (80%)、 埃塞俄比亚 (65%)和肯尼亚 (59%)占大多数。

尽管博茨瓦纳和赞比亚对中国在非洲的政策持采取较为批判的态度 , 这两个国家受访者选择中国政策

“有利” 或 “在某种程度上有利 ” 的人数是选择 “有害 ” 或 “在某种程度上有害 ” 的人数的两倍。

但是 , 除苏丹之外 , 其他所有国家也有一定数量的受访者认为中 、西方政策基本相同。

表 5　与西方相比 , 你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政策是

国家
对非洲非常

有利 (%)

对非洲比较

有利 (%)

基本相同

(%)

对非洲较

不利 (%)

对非洲非常

不利 (%)

无法比较

(%)
人数

博茨瓦纳 12.6 26.9 18.8 9.4 7.2 25.1 223

埃及 18.1 29.0 26.9 7.8 4.7 13.5 193

埃塞俄比亚 24.9 40.6 14.2 6.6 4.1 9.6 197

加纳 19.6 19.6 21.2 3.2 0.4 36.0 250

肯尼亚 22.1 36.9 22.6 9.2 2.6 6.7 195

尼日利亚 15.2 23.4 17.8 6.1 7.1 30.5 197

南非 3.1 31.6 35.2 2.6 0　 27.6 196

苏丹 46.4 34.1 6.3 4.4 3.2 5.6 252

赞比亚 13.8 29.7 30.3 10.8　 3.1 12.3 195

合计 (%) 20.2 30.0 21.0 6.5 3.5 18.8 100

总人数 (人) 384 569 398 124 67 356 1 898

被调查的 9国中 , 对中国项目感到 “非常满意 ” 或者 “满意” 的人数多于 “非常不满” 或 “不

满 ” 的人数 。 “非常满意 ” 或 “满意 ” 的人数在如下国家占多数:苏丹 (72%)、 肯尼亚 (69%)、

埃塞俄比亚 (67%)、 加纳 (63%)、尼日利亚 (57%)和埃及 (52%)。

中国人来到非洲的时间远远晚于西方人。许多中国人 , 例如建筑工人或者小本买卖的商人 , 生活

和工作在非洲偏远的地区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并不会讲欧洲或者东道国的语言 , 但除赞比亚以外 , 所

有国家有许多受访者都认为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好地适应和融入了当地社会中 , 这一点值得我们关注

(表 6)。持有这种观点的受访者在埃塞俄比亚 (53%)占大多数 , 并且在两个受访的穆斯林国

家 ———埃及 (72%)和苏丹 (65%)更为突出。肯尼亚受访者中 , 持两种对立观点的人数基本相当。

表 6　中国人对当地社会的适应程度 (与西方人相比较)

国家 更适应 (%) 较适应 (%) 一样 (%) 较不适应 (%) 更不适应 (%) 无法比较 (%) 人数

博茨瓦纳 26.9 22.0 17.0 13.9 10.3 9.9 223

埃及 41.6 30.5 13.2 2.0 3.0 9.6 197

埃塞俄比亚 22.4 30.6 10.7 16.8 4.6 14.8 196

加纳 13.2 27.2 22.0 14.4 11.2 12.0 250

肯尼亚 14.3 26.5 14.3 23.5 15.3 6.1 196

尼日利亚 15.7 32.0 29.4 8.6 7.6 6.6 197

南非 34.2 15.3 38.3 0.5 1.0 10.7 196

苏丹 33.1 31.9 9.6 6.4 11.6 7.6 251

赞比亚 14.8 19.4 9.7 22.4 26.5 7.1 196

合计 (%) 24.0 26.3 18.1 12.0 10.2 9.4 100

总人数 (人) 457 500 344 228 194 179 1 902

非洲人对中国人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表 7)受访国家的大多数人都对中国人的勤奋刻苦印象深

刻 。尽管在博茨瓦纳和赞比亚分别有 16.6%和 7.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人不友好;有 18.9%的南非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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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者 、 17.3%的埃塞俄比亚受访者及 13.9%的肯尼亚受访者将中国人亲切友善作为他们的第二选择 ,

但却认为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倾向是最不显著的 。

表 7　你对你所在国家的中国人有什么印象

国家
勤劳

(%)

自律

(%)

友善

(%)

不友善

(%)

种族主义

者 (%)

机会主义

者 (%)

自私

(%)

不善交际

(%)

不自律

(%)
人数

博茨瓦纳 64.1 5.4 4.0 16.6 5.4 4.0 0 0 　 0.4 223

埃及 61.7 15.3　 17.3　 0.5 2.6 2.6 0 0 0 196

埃塞俄比亚 87.2 3.1 4.6 1.0 1.0 3.1 0 0 0 196

肯尼亚 70.1 6.2 13.9　 6.7 2.6 0.5 0 0 0 194

尼日利亚 77.0 8.7 8.2 2.0 3.1 1.0 0 0 0 196

南非 74.0 6.6 18.9　 0　 0　 0.5 0 0 0 196

苏丹 72.7 20.2　 4.3 1.6 0.8 0　 0 　 0.4 0 253

赞比亚 75.4 5.3 4.8 7.5 4.3 1.1 　1.6 0 0 187

合计 (%) 72.6 9.2 9.3 4.6 2.4 1.6 　0.2 　 0.1 　 0.1 100

总人数 (人) 1 192 151 152 75 40 26 3 1 1 1 641

在所有 9个受访国家中 , 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对非洲大陆 “非常有利” 或者 “有利 ” 的人数大

于持相反观点的人数。此类观点占多数的国家有 7个 , 其中比例最高的是苏丹 (77%)和肯尼亚

(76%)。尼日利亚 (49%)和博茨瓦纳 (46%)对中国崛起持积极态度的人接近半数。

“一些人认为中国在实行新殖民主义 ”, 是我们此次调查中最具争议的问题。我们在问卷设计上

的疏忽使这个问题有些混淆 , 因为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新殖民主义概念的理解 。我们没有把概念加以

定义 , 而国际媒体经常将这一概念简化为以工业产品来交换原料的行为 。① 因此受访者依据各自对此

概念的理解答题 。以下五国被访者选择最多的是 “中立” 或者 “不知道 ”, 因此没有明确地表明立

场:博茨瓦纳 (51%)、埃塞俄比亚 (56%)、埃及 (39%)、加纳 (45%)和尼日利亚 (54%)。在

博茨瓦纳 、 赞比亚和埃及 , 表示 “非常同意 ” 或 “同意 ” 的人多于表示 “非常不同意 ” 或 “不同

意 ” 的人。在其他六国中 , 比较多的人不同意这一观点 。有趣的是 , 尽管西方政治家和媒体认为中

国在苏丹的影响力最大 , 大多数苏丹人不同意 “中国在实行新殖民主义” 这一观点 。②

最后一个问题涉及移民问题。包括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欧洲 , 本地人对移民和移民者的反对都十分

常见。③ 在 7个国家中 , 我们通过 “一些人认为更多的中国移民会对非洲有利 ” 这一问题 , 测试非洲

民众有关中国移民的看法 。博茨瓦纳 、南非和埃及持否定态度的人数多于肯定这一观点的人。不赞同

的人数在埃及 (52%)和博茨瓦纳 (49%)占有大约一半 , 但是大部分的南非人 (69%)对此问题

持中立态度 , 尽管南非本土最近对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移民爆发了群体性攻击。约 40%的苏丹被访

者倾向于更多的中国移民 , 而肯尼亚 (41%)、 埃塞俄比亚 (39%)和尼日利亚 (36%)被访者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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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的人比反对的人多 10%。在所有的国家 , 相当多的被访者选择了中立 。需要注意的是 , 因为

我们给出的问题是关于 “更多的中国移民 ” , 所以那些持反对态度的人有可能仍然认可目前的移民

水平 。

总 体 评 估

我们问卷调查结果大体与那些随机问卷调查的发现相吻合 , 但是我们的问卷内容包括了国际媒体

中有争议的话题 , 调查的范围涉及到随机问卷调查没有涵盖的国家。肯尼亚 、 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受

访者大体上对中国的发展 、政策以及与非洲的关系持有最积极的态度 。然而 , 在对中国的崛起以及与

非洲的共同利益保持乐观的同时 , 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过半受访者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唯一目的就是获

取自然资源 。

西方舆论常常把博茨瓦纳 、赞比亚和南非当作是对中国有负面看法的典型 。但即使在这些国家 ,

而且被访对象是大学生和教员 , 即这个群体被指望和政府有不同的立场 , 赞成的人数通常高于反对的

人数。举例来讲 , 赞比亚人对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政策 、 对中国人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 , 以及新殖民主

义这一说法都持有负面看法。然而 , 他们当中 51%的人认为 , 中非之间存在可观的共同利益 , 62%

的人对中国的崛起显示出极大的热情。同时 , 与另外五国相比较 , 赞比亚人对中国实施的 “互不干

涉政策 ” 抱有更乐观的态度。

虽然中国在非洲的政策和做法顾及各国国情 , 但总体上中国在非洲的行为却基本相似:基础设施

建设 , 日益增长的非洲原材料出口和中国机械及消费品的进口 , 华人移民的增加 , 等等 。我们认为非

洲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存在差异 ,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国别差异呢? 这主要取决于各国内部的党派竞争在

何种程度上将中国问题与选举问题绑在一起 , 而不取决于各国与中国的具体关系。此外 , 国际媒体的

影响也是一个次要原因。

西方媒体在很多非洲国家的支配性的地位 。虽然西方媒体把非洲描绘成一连串灾难的做法遭到了

不满和批评 , ① 但他们仍在新闻报道及塑造新闻工作者世界观方面占有主导性地位 。② 一项研究发现 ,

“非洲在外交事务和当地新闻报道方面对西方媒体和新闻机构的依赖尤为明显。”③ 1997年 , 南非当

时的总统塔博·姆贝基曾说过:“很长时间以来 , 我们都靠别人来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 。我们像鹦鹉

学舌一样把那些别人口中关于我们的词语和故事如同福音真理一般学来。即使是在非洲记者报道的新

闻中 , 构建其内容的也往往是那些总部设在亚特兰大 、 纽约或者是伦敦的外国新闻机构 。”④ 曾经有

一项研究表明 , 在 2006年 5月至 6月期间 , 加纳最大的两家报社发表的 543篇文章中 , 有 64%的

文章来自于英国广播公司 (BBC), 而只有 13%的文章来自加纳新闻机构 , 剩余的 23%来自其他

机构 。⑤

剑桥大学的政治地理学家艾玛·莫德斯利 (EmmaMawdsley)指出 , 西方媒体倾向于负面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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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联系。在查阅了 230篇英国报纸上的文章后 , 她发现了有 4种叙事倾向:“系统性

地构建了非洲的软弱 、西方的托管义务及中国的冷酷无情的形象”; “将中国和在非洲从事不同活动

的中国人同质化;策略性地高度关注中国对非洲大陆负面影响;把非洲人描述为受害者或坏人 , 以对

西方在非洲的利益和扮演角色的自满 。”① 她的研究指出 , 体面的英国媒体刊登的报刊文章大多对于

西方国家在非洲的行为持正面态度 , 而对中国的行为进行贬低和诋毁 。媒体对中国的非洲行为的渲染

是有影响力的:2007年中 , 在对美国民众的一项调查中发现 , 半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会

对美国构成威胁 。而其中绝大多数的受访者对中非关系的认识完全来自于媒体 。②

西方媒体的描述 , 包括其中被非洲当地媒体重复报道的部分 , 很可能给非洲民众对中非关系的看

法带来负面影响 。在我们的调查中 , 大部分受访者在形成个人对中非关系认知的过程中一定也受到了

西方媒体的影响 。当被问到他们有关中国和中国人主要信息的来源时 , 一半受访者认为是国际媒体 ,

而实际上在大部分非洲国家中所谓的国际媒体就是西方媒体 , 三成受访者认为是当地媒体 , 另外的两

成则是通过其他来源 (教育 、 人际交往 、中国人)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我们的研究表明 , 比起 “通

过当地新闻和广播获取信息的普通非洲人 ”, ③ 大学生受访者对信息的获取通常依赖于国际媒体 。

尽管国际媒体具有这样的渲染作用 , 我们的研究还是发现非洲人整体上仍倾向于支持非中关系。

虽然这些媒体不能够决定非洲人的看法 , 但是他们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当国际媒体为 “打中国牌”

的国内反对派大张旗鼓进行宣传时 , 这种影响尤为突出 。

因此 , 谈及非洲民众对中非关系的认知和解释问题 , 国内党派竞争中的政治动员起主要作用 , 媒

体起催化作用 , 共同塑造着人们的视角和认知 。举例来说 , 肯尼亚人至少与赞比亚人一样受西方媒体

主导的影响 , 肯尼亚的媒体亦经常谴责和质疑中国人在非洲的行为。然而 , 肯尼亚人却非常积极地看

待中国人在非洲的作用 ,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党派并没有打中国牌 。在尼日利亚 , 非但政治党派不

反华 , 连当地的媒体也没有将中国人视为问题。④ 这并不是说 , 非洲民众是政治和媒体的被动接收

者 , 而是强调非洲与世界上的任何地区一样 , 民众在政治上的认识和判断并不自动地直接来自于日常

的生活经验 , 而是可能被强大的政治势力及媒体所干预和动员。

结　　论

本文⑤讨论的一系列问卷调查并没有证明非洲民众对中国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即使有些国家的

政客打 “中国牌 ” 时 , 民众对于中国在非洲的作用还是褒多于贬 , 对中国的评价好于美国。调查的

结果也不能证明大多数非洲民众像西方媒体一样把 “压迫性的亲中国的统治精英 ” 和 “批评中国的

人民英雄” 作二元区别。调查的结果告诉我们西方媒体是如何阐述和塑造非洲人对中非关系的认知:

西方媒体不情愿承认非洲民众有可能认为中国比西方的的行为对非洲有利 , 并且暗示如果有这样观点

的话 , 其原因是所谓的 “中国人” 勾结他们的非洲政治客户妨碍视听的结果。

多数非洲民众可能对中非关系持有积极的态度是有原因的。原因之一正如 《2008年世界银行年

度报告 》 详细说明的 , 中国以低成本 、高效率地建造了非洲许多的基础设施。⑥ 同时 , 中国的商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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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大多数非洲民众买不起的商品卖到了非洲 。一位学者亦指出:“非洲的消费者受益于中国公司提

供的大量廉价商品。举例来说 , 中国制造的塑料拖鞋在近几年中彻底占领非洲市场 , 并且改变了非洲

贫困国家的妇女和孩童赤脚出行的日常生活状况。”①

我们的调查也可以显示人们对于中非关系拥有积极看法的其他缘由。一些非洲国家的初级产品大

量出口到中国 , 而先前中国与非洲在对到世界其他地区出口上存在着竞争 (如纺织品), 给非洲造成

了一些损失 , 现在竞争基本上消失了 。② 在一些非洲民众看来 , 中国通过鼓励国内积蓄的方式来推动

可持续发展 , 是一个有启发性的发展模式 。③ 与西方援助不同 , 中国的援助没有附加政治条件 , 与流

行的舆论相反 , 这样的援助方式可能更受非洲民众的欢迎 , 因为可以削减政治上的障碍 , 从而更快地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④ 此外 , 中国没有殖民的劣迹 , 也没有入侵过任何国家。中国支持其他发展中国

家在世界公平贸易上的努力 , 如应对西方国家对本国产品的补贴 , 造成发展中国家出口困难的问

题 。⑤ 这些对中国行为的解释是否准确在此不是那么重要 , 重要的是这些观点在我们访谈的非洲人当

中 (2005 ～ 2008年 , 7次对非洲九国的调查)的确存在 。

诚然 , 非洲民众这种对中非联系的积极态度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赞比亚的案例显示 , “打中国

牌 ” 也不足以保证反对党能有一条平稳通向权力的道路 , 因为以下原因将使他们再 “打中国牌 ” 可

能难度更大:中国在非洲建设的基础设施将发挥成效;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取代中国人从事中国商品在

非洲的零售;中国促进非洲的工业发展 , 等等 。当媒体源更多元化的时候 , 西方媒体在非洲的影响可

能下滑 。

关于非洲民众如何看待中非关系 , 我们建议将来应当在更多的国家开展调查 , 调查的问题应该更

多地包括社会基层关注的话题 。由于中非关系正在迅速增长 , 反映不同时段的数据积累将会有助于研

究的深入。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 ·施瓦布先生曾说过:“非洲需要世界 , 正如世界亦需要非

洲 ”。而一位中国学者认为 , “非洲需要中国 , 中国更需要非洲。”⑥ 因此 , 了解非洲民众对于中非关

系的看法 , 对于认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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