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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洲 人 对 于 中 非 关 系

的 认 知
＊ (上)

沙伯力
＊＊　严海蓉＊＊＊

＊ 　 近十年来 ,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联系迅速加强 , 而对于非洲民众对其国家与中国之间关系看法的推

测也众说纷纭。中非之间的联系是多方面的 , 非洲人经常谈论的话题包括:非洲原材料出口换取中国

产品的进口;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向非洲的移民 , 以及中国与非洲在与西方势力的一些

分歧事件上的联合 , 等等 。

我们曾经对中非关系中的独特性及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负面描述的政治背景进行过分析 。① 在本

文中 , 我们以调查研究的数据为依托进行论述 。这些数据来自一家美国专业调查公司在非洲多国进行

的问卷调查 , 一名喀麦隆研究员在本国的问卷调查 , 还有我们在 9个非洲国家对 2 000名大学生及教

职员工进行的问卷调查和访谈 。通过这些调研数据 , 我们推断出影响非洲民众对于中非关系看法的有

关因素 。

当然 , 这些调查研究也有局限性 。这些调查研究的规模和范围不同:一些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仅

在某一非洲国家内进行;最大型的调查却覆盖了约 1/5的非洲国家。我们自己的问卷调查仅在非洲一

些大学内进行 , 尽管在调查范围上存在明显局限 , 在大学的调查能够传达一些非洲知识分子 , 以及准

精英阶层的想法 , 同时也是跨国比较研究非洲人观点的相对罕见的例证 。② 此外 , 我们调查的内容不

仅仅局限于同类调查问卷中涉及的常见问题 , 还包含了许多国际上关于中非关系言论的焦点话题 , 以

及一些之前从未进行过有关这类主题问卷调查的国家 , 如处于国际舆论中心的非洲国家赞比亚 。

我们从这一系列问卷调查中得出 3个结论 。首先 , 所有调查一致显示 , 非洲人对中非联系的态度

远不像西方媒体描述的那样具有负面性 , ③ 但是也不像一些中方资料所暗示的那样积极 。相反地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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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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

tafaAbdal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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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ruvilaMatth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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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zodziTsikata), [博茨瓦纳 ]

利兹维蒂·图瓦内 (LetshwitiTutwane)。感谢香港政府特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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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巴里·索特曼 、 严海蓉:《友谊与利益:中非关系的独特性 》 , 载 《西亚非洲 》, 2007年第 4期 , 第 55 ～ 61页;Barry

SautmanandYanHairong, “ForestfortheTrees:Trade, InvestmentandtheChina-in-AfricaDiscourse” , PacificAffairs, Vol.81, No.1,

2008, pp.9-29.

Similarly, asurveyamonguniversitystudentsinNigeriathatfoundthatbetween1973and1995popularprioritieshadshiftedfromfavour-

ingeconomicdevelopmenttofavouringdemocracyissaidtohaveneverthelessproduceda“fascinatingfinding.” MichaelBrattonetal., PublicO-

pinion, Democracy, andMarketReforminAfric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2005), pp.51, 55.

SeeSergeMichel, “WhenChinametAfrica” , ForeignPolicy, 1May2008, pp.38-46.SeeR.W.Johnson, “China' sempire-

builderssweepupAfricanriches” , 16July2006.SeeRobynDixon, “AfricanslashoutatChina” , 6October2006.



们发现:非洲人对待中非关系的态度是不断变化和相当复杂的。受访者普遍避免一种两极化观点:即

使受访者对中非联系大体持积极态度 , 他们仍不否认双方在某些领域上的冲突;即使受访者总体上对

中非关系持负面态度 , 他们也对中非关系中一些有利的方面表示认可 。其次 , 西方媒体一向认为只有

非洲统治精英对中非联系持积极态度 , 这与我们问卷调查的结果不相符 。最后 , 基于调研结果 , 我们

发现在以大学为基础的受访群体中 , 他们的国别成为决定他们对中非联系态度的主要因素。相比之

下 , 除性别以外的其他社会因素 , 都对我们的调查结果影响甚微 。

除了调查非洲民众对中非联系的看法 , 我们也探索非洲民众产生这些看法的原因。我们认为 , 对

非洲民众的态度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非洲各国有关中非关系演绎的政治话语。在不同非洲国家 , 统治

精英和反对派精英对如何诠释中非联系可能有分歧 , 但也可能意见一致。在多数情况下 , 具体国家有

关中非关系的政治话语与中国在其国内的实际活动情况关系不大 , 而是取决于国内政治家在精英内部

政治竞争中是否利用 “中国问题” 来占取优势 。部分民众可能对一些具体问题 , 如中国人的相互商

业竞争或劳工关系等有所不满 , 但社会上并没有一个总体的 “中国问题” , 直到国内政治家把它制造

出来。在此过程中 , 媒体始终扮演一个辅助角色 , 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非洲大众认知的形成。

赞比亚和苏丹是我们调查中的两个极 。这两个国家与中国都有大量贸易往来 , 国内也有大量的中

国投资项目 。因此 , 我们对赞 、苏两国进行了最广泛的实地调查 。我们认为赞比亚人可能更易对中非

关系产生偏见和误解 , 其原因是:首先 , 赞比亚国内最大反对党将中非联系作为党派竞选的议题之

一;其次 , 西方媒体在赞比亚具有普遍的影响力。与赞比亚民众相比 , 苏丹民众对中非联系的态度显

得比较积极 。这主要是因为苏丹国内反对党没有打 “中国牌”, 且西方媒体在苏丹的影响力较弱 。

在本文中 , 我们首先会讨论一些未受到关注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 , 尽管这些在多国或单一国家进

行的调查问卷可能覆盖相同的受访者 。随后 , 我们会以自己问卷调查的结果为基础 , 解释不同国家受

访者产生认知差异的原因 。最后 , 我们将分析这些发现对于国际研讨及未来中非关系研究的重要性 。

多 国 随 机 调 查

尽管非洲人已对中非关系有所研究 , ① 但直到最近都没有非洲人对中国认知的系统调查 。在 2006

年底的一次论坛上 , 前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和布基纳法索大使大卫 ·西恩 (DavidShinn)曾质疑 “关于

非洲公众对中国的印象我们究竟了解多少 ”②。当时 , 尽管存在有关中非关系的轶事类型的报道 , 但

是却没有针对非洲人对中非关系认知的系统性研究 。 2006年末 , 第一份与此相关的调查发表 , 当时

正值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举行之际 , 中非关系再度升温。这项调查在 19个非洲国家进行 , 每个国家

抽查 1 000名成年人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 , 有 52%的受访者对中国领导人 “表示满意”;有 60%的受

访者对美国领导人 “表示满意 ”, 但是还有许多受访者表示 “无法判断 ”。此次调查还发现 , 受访群

体越年轻 , 对中国领导人的支持度就相对越高 。 2007年的 “皮尤全球民意调查 ” 包括了 10个非洲国

家 , 在每个国家抽取 700 ～ 1 100位成年人 , 就中 、美两国的影响力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 。在此次调

查和我们随后将讨论的其他随机样本调查中 , 受访者通常都被问及中国和美国对他们国家的影响。除

南非外 (南非的受访群体主要由居住在城市的白人构成), 受访者中对中国印象良好的约为对中国印

象不佳的两倍 、 甚至更多 。在科特迪瓦和马里 , 对中国印象良好的受访者几乎达到了在中国本土调查

中 93%的比例 。在 2006年的 “皮尤全球民意调查 ” 中 , 尼日利亚是参加对中国印象调查的唯一非洲

·70·

　西亚非洲　2010年第 8期

①

②

Seee.g.KwesiKwaaPrahed., Afro-ChineseRelations:Past, PresentandFuture, Capetown:CASAS, 2007;FirozeManjiandSte-

phenMarkseds., AfricanPerspectivesonChinainAfrica, Oxford:Fahamu, 2007;KwekuAmpiahandSanushaNaidueds., CrouchingTiger,

HiddenDragon? ChinaandAfrica, Durban:UniversityofKwazulu-NatalPress, 2008.

“China' sAfricaStrategy:aNewApproachtoDevelopmentandDiplomacy?” CarnegieEndowment, 12 December2006, http://

www.carnegieendowment.org/events/index.cfm? fa=print＆id=941.



国家;在当时的调查中 , 59%的尼日利亚人对中国印象良好;而这项数字在 2007年上升为 75%。

在整个 2007年的皮尤民意调查中 , 有 7个国家表示在经济方面中国对它们影响力最大 , 其中有

5个是非洲国家 。 4个非洲国家表示 , 中国对它们在军事方面的影响力最大。没有任何非洲国家对中

国表示强烈不满 。当被问及中国对它们影响的利弊时 , 认为有利的受访者比例约在 52% (南非) ～

93% (马里)之间;而认为不利的受访者比例约在 5% (加纳) ～ 33% (埃塞俄比亚)之间。

民意调查表明 , 非洲人对于中国的认识要比对于美国的认识更加正面和积极。当被问及美国对他

们国家影响的利弊时 , 非洲人 (除南非外)更多地对中国的影响力表示好感。在坦桑尼亚和埃塞俄

比亚 , 认为美国的影响弊大于利的人数超出利大于弊的人数 , 但是没有任何非洲国家对中国持类似观

点 。在其他非洲国家 , 大多数受访者肯定了美国的影响力 , 而对中国影响力持肯定态度的人数则更

多:在塞内加尔 , 8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塞内加尔的角色使事情向良性方向发展。相比之下 , 只有

56%的受访者对于美国的角色持相同观点 。有 91%的肯尼亚人表示中国对肯尼亚有积极的影响 , 而

认为美国对肯尼亚有积极影响的受访者占 74%。

2008年皮尤民意调查包括坦桑 、尼日利亚 、 埃及和南非在内的 24个国家 。调查者注明调查的时

间正值中国发生西藏事件期间 、并处于四川地震发生之前 , 暗示该时间段对中国形象有很多负面影

响 。然而 , 中国在尼日利亚正面和负面看法的比例分别为:75%和 18% (2007年);79%和 14%

(2008年)。在坦桑 , 正面和负面的看法分别为 70%和 11% (2007年);59%和 8% (2008年), 问卷

调查中的排名反而略有提高。在埃及 (2007年:65%和 31%;2008年:59%和 29%)和南非 (2007

年:44%和 47%;2008年:37%和 51%), 人们对于中国的负面认识则有所增加 。

2008年的皮尤民意调查显示 , 除了中国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 , 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3

个国家的受访者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受访者 , 都更加认可非洲与中国实质上是伙伴关系 (尼日利亚

78%, 坦桑尼亚 74%, 南非 53%), 而不是敌人或者非敌非友。尼日利亚和坦桑 (南非问卷中没有

包括此题)在比较中 、美 “是否愿意考虑他们国家观点” 的调查中给与中国高于美国的排名 。

除巴基斯坦外 , 这 3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受访者对中国的评价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加积极。尼

日利亚的受访者对中国在他们国家正面影响的评价远远高于其他受访者;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人比其

他国家的人更认可中国的军事力量;但是 , 南非则以 3:2的多数负面看待中国的军事力量 。当论及

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时 , 最为乐观的国家中包括:坦桑 、尼日利亚和南非 。在尼日利亚 , 有 87%的人

认为中国的经济影响对他们国家有利 , 而有 5%的人则认为不利。

在 53%的南非人 、 87%的尼日利亚人和 77%的坦桑尼亚人对中国经济影响力抱有正面看法的

同时 , 只有 36%的尼日利亚人 、 31%的南非人和 17%的坦桑尼亚人正面评价美国经济的影响力 。

在埃及受访者中 , 有 59%对中国印象良好 , 29%印象不佳;对于美国态度分别为印象良好的 22%

和印象不好的 75%;约有 36%的埃及人认为中国是埃及的合作伙伴 , 24%认为中国是敌对国家;

1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埃及的合作伙伴 , 39%的人认为美国是敌对国家。在对埃及的经济影响

方面 , 4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影响对埃及有利 , 33%认为不利;至于美国 , 这一组数字分别为

10%和 49%。

非洲民意调查组织 (AfroBaraometer)于 2008年的问卷调查在 20个国家进行 , 有 1.9万多非洲

居民受访 , 是迄今为止涉及最多非洲国家的民意调查。调查的问题是 “依您的意见 , 中国给您的国

家带来多大帮助 ?” 提供相应的选择有 “什么也没有做” 、 “没有多少帮助 ”、 “有点帮助 ”, 以及 “有

很大帮助”。前两个选择表达对中国角色的负面印象 , 而后两个则表达正面印象。概括来说 , 正面的

回应平均有 67%, 而负面的有 32.7%。以百分率排名 , 正面回应的国家依次为:莱索托 (83%)、贝宁

(82%)、佛得角 (80%)、马达加斯加 (79%)、马拉维 (78%)、塞内加尔 (77%)、利比里亚 (77%)、赞

比亚 (75%)、博茨瓦纳 (73%)、马里 (69%)、加纳 (67%)、肯尼亚 (63%)、坦桑(63%)、津巴布韦

(59%)、尼日尼亚 (56%)、纳米比亚 (52%)、南非 (43%)和乌干达 (36%)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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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一 国 家 随 机 样 本 调 查

从 3个单一国家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看 , 2006年末 , 盖洛普在乍得调查了 1 000名成年人 , 问及

当地人对美国 、 中国及法国的看法。① 关于对法国的看法 , 28%的受访者表示良好 , 54%表示不好;

对于中国 , 52%的受访者表示良好 , 28%表示不佳;而对于美国 , 50%的受访者表示良好 , 28%表示

不好。尽管同乍得爆发武装冲突的苏丹与中国关系密切 , 乍得人对中国的看法比他们对美国要好。②

当被问及对于不同国家国民的看法时 , 乍得人表示对法国人 、中国人 、美国人看法不佳的比例分别是

53%、 24%、 29%。受访者表示对法国人 、 中国人 、 美国人看法较好的比例分别是约 25%、 51%、

48%。

2007年末盖洛普在苏丹进行了民意测验 , 受访的地区不包括达尔富尔地区及其部分南部地区。③

受访的 1000名苏丹成年人中 , 有 29%对美国看法较好 , 51%的比例认为不好;有 48%的受访者对中

国看法较好 , 26%的人认为不佳 。对美国 “看法非常不好 ” 的人数比例是对中国的 3倍;而对中国

“看法非常好 “的人数比例是美国的 2倍 。约有 40%的受访者对美国人看法不好 , 38%的比例认为对

美国人看法良好;而对于中国人 , 这一组比例为 21%和 51%。调查负责人把中国比美国排名高的原

因归结为 3点:即美国专注于从政治上解决苏丹达尔富尔以及南部问题;美国对苏丹进行的经济制

裁;美国将苏丹列入了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相反 , 中国近来对达尔富尔问题的参与主要是通过

与苏丹建立经济合作关系 。

在喀麦隆 , 一个研究机构 (ResearchTourCameroon)对 10个城市的各 100名受访者调查了有关

中国移民的所谓 “入侵问题”④。非洲的中国人口数量的确一度剧增 , 但是当 “中国问题 ” 被牵涉到

执政党和反对党的竞争中时 , 在非洲的中国人数目往往被夸大。⑤ 有 70%的受访者声称中国人的涌入

影响了当地非洲人的正常生活 , 25%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中国人的到来 , 有 5%的受访者表示并不在

意 。有 92%的受访者认可中国对喀麦隆在经济方面具有促进作用 , 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 只有

8%的受访者认为这种关系对本国经济发展不利 , 81%的受访者欢迎中国产品 , 主要是因为这些商品

与穷人的购买力相符 , 并且它们有助于当地人经商;有 35%的受访者表示价格低廉的中国摩托车为

喀麦隆年轻人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 (当出租司机), 有助于降低当地的犯罪率 。当被问到本国社会的

哪一方在双边关系中获益时 , 70%受访者认为政府通过向中国政府贷款 , 从中直接受益;30%认为穷

人是中非关系的受益者 , 因为当地穷人可以购买价格低廉的中国商品 。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赵　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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