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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危 机 与 非 洲 对 外 关 系

舒 运 国

　　内容提要 　为了克服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 , 非洲国家加快了一体化进程 , 及时把目光转

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 , 并与中国进一步加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些

措施产生了下列影响 : 首先 , 非洲国家的一体化不仅使非洲在国际社会的整体地位得以提

升 , 而且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带来不可避免的冲击。其次 , 非洲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密切

联系大大丰富了南南合作的内容 , 提高了南南合作的地位。最后 , 中非战略伙伴关系在经受

金融危机的考验 , 显示出勃勃生机 , 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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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 , 不但对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冲击 , 而且对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原本落后的非洲国家 , 在金融危机中遭遇了各种困

难 , 诸如 : 产品出口受阻与价格下跌 , 旅游业遭受重创 , 侨汇大幅度减少 , 国际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

萎缩 , 经济发展速度明显趋缓 , 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 以及失业增加等。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发表

的 《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宣言 》指出 : “这场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蔓延 ,

特别是由于非洲经济的脆弱性 , 这场危机对非洲经济冲击的严重后果有可能还会进一步显现 , 非洲国

家实现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 ’的困难加剧。”为了走出危机的阴影 , 非洲国家积极应对 , 实施了各

种对策 , 这些对策对非洲的对外关系直接产生影响。

加 快 非 洲 一 体 化 进 程

非洲有 53个国家 , 许多国家因领土面积窄小、人口有限、自然资源稀少 , 经济发展因此受到束

缚。国力弱小更使它们难以抵御外部经济危机的冲击。针对这种形势 , 非洲民族主义者早就提出过建

立非洲合众国的方案。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后 , 加纳首任总统恩克鲁玛再次提出了构建非洲地区一体化

的建议。在之后的近半个多世纪里 , 非洲一体化进程起起落落 , 虽获得一定进展 , 如陆续成立了非洲

统一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下称 “南共体 ”)、东南非共同市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下称

“西共体 ”) 和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十多个重要的区域性组织或经济合作组织 , 但是实质性进展不

大。

金融危机的冲击 , 使非洲各国领导人感到实现一体化的紧迫性。非洲联盟委员会副主席姆温查指

出 , 非洲应该以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挑战为契机 , 更具创新精神地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①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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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国家领导人也多次表达了相同观点。这表明非洲正在努力通过加快一体化进程来抵御金融危机寒

潮。最近一段时间 , 非洲一体化动作也确实不断。在次地区层面 , 西共体修订了西非单一货币 “路

线图 ”, 确立了 2020年实行单一货币的计划 ; 东南非共同市场正式成立关税同盟 , 实现该地区统一关

税 ; 南共体也正式成立了自由贸易区 ; 2009年 8月 , 东非共同体和非洲投资环境便利化组织启动了

东非共同体统一商业法第二阶段项目 , 以促进东非地区的商业与投资 ; 同月 , 东非共同体、东南非共

同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三大非洲地区组织就确定统一关税和贸易规则草案达成共识。在非洲

层面 , 建立非洲合众国的步伐明显加速。在第 11～13届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上 , 推进非洲一体化始终

是会议的主要议程。非洲国家领导人不断扩大共识 , 在 2009年 7月举行的第 13届非盟首脑会议通过

多项计划和决议 , 从而使非洲一体化进程又向前迈进一步 , 会议决定将目前非盟常设机构非盟委员会

提升为 “非盟权力机构 ”, 并赋予更大、更广泛的权力 , 统一负责非盟的防务、外交和对外贸易谈判

等重大问题。

一体化是非洲联合自强的必由之路。首先 , 它有利于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 , 有利于推动非洲国家

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 《2009年非洲发展报告 》指出 , 非洲国家间的内部贸

易额占非洲出口总值的 9% , 而欧洲的内部贸易额占欧洲对外贸易出口总值的 71% , 亚洲 (不包括日

本 )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 这项数字也高达 45% , 美洲发展中国家内部贸易占其出口总值的 1815%。①

显然 , 非洲国家之间内部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发展潜力还很大 , 而一体化恰恰成为发掘非洲潜力的最

佳途径。其次 , 一体化也有利于维护非洲国家的安全稳定。长期以来 , 政局动荡和战乱是制约非洲国

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隐患。近年来 , 非盟、西共体、南共体等组织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 , 在恢复

有关国家正常的政治经济生活秩序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非洲的现实证实了非盟委员会前主席科

纳雷的结论 : “如果不实施一体化 , 非洲就没有未来。”②

更加积极地推动地区一体化 , 是非洲克服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的现实要求。但是 , 它对国际关

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 (1) 一体化有助于消除非洲当前的松散和涣乱状态 , 有助于非洲的强大

与繁荣。非洲各类区域组织十分重视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并采取相应措施。以东非共同体为例 ,

2009年 10月 , 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卢旺达和布隆迪东非共同体 5个成员国在乌干达首都坎

帕拉举行了关于和平与安全的地区会议 , 商讨在共同体框架下加强成员国间协作、建立区域安全机制

的问题 , 以应对各类安全威胁与挑战。而南共体则对津巴布韦和马达加斯加的局势进行讨论 , 并表达

了自己的立场。毫无疑问 , 一个团结而稳定的非洲将有力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 2) 随着一体化

进程的加快 , 非洲 53个国家在越来越多的场合用一个声音讲话 , 因此 , 非洲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将

日益提升。在这次金融危机中 , 非洲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突尼斯举行会议 , 商讨全球金融危机日渐

蔓延背景下非洲国家的应对之策。此次会议就如何解决世界金融危机形成统一立场。在此基础上 , 非

洲在 2009年 4月初召开的二十国集团伦敦金融峰会上 , 协调立场 , 一致呼吁国际社会为非洲国家应

对金融危机提供帮助。非洲国家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 峰会回应了它们的要求 , 重申致力于实现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兑现官方发展援助承诺。这些都表明了联合的非洲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大大提高。

(3) 非洲的强大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它有利于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力

量 , 有利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第 13届非盟峰会通过了对国际刑事法院对苏丹总统

巴希尔发出的逮捕令不予合作等问题的决议 , 该决议指出 , 鉴于非盟的要求未能得到回应 , 非盟成员

国将不遵循关于逮捕并移交被起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的 《罗马规约 》条款规定。这就是说 , 非盟成

员国集体抵制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上述决定 , 此举彰显了非洲在国际社会日益增强的力量 , 从一个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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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反映出一个联合自强的非洲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进程中将发挥的积极作用。

加 强 非 洲 国 家 与 其 他 发 展 中 国 家 、

尤 其 新 兴 经 济 体 国 家 的 交 往

　　有迹象表明 , 在金融危机打击下 , 西方国家为节省开支 , 不同程度削减对非洲的发展援助。据非

洲开发银行负责人介绍 ,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 世界各大银行收紧银根 , 向非洲所能提供的资金大

幅减少 , 使一些非洲国家正在实施的基础设施项目停滞 , 如港口、电力等。美国助理国务卿弗拉泽尔

称 , 全球金融危机将影响许多在非洲工作的美国人 , 现在无法预测是否还能够在未来几年重新派遣援

助队伍赴非洲实施援助项目。按照美国政府承诺 , 2009～2014年 , 美国政府将向撒哈拉以南 10个非

洲国家提供总额 39亿美元的援助 , 但由于金融危机 , 美国新政府可能重新考虑该项预算。①

与此同时 , 流入非洲的外国 (主要是西方国家 ) 直接投资也将减少。联合国贸发会议 2009年 9

月 24日公布的年度 《世界投资报告 》透露 , 2007年非洲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达 530亿美元 , 创

历史最高纪录。然而 , 受金融危机影响 , 非洲国家 2009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令人担忧。② 西

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主席伊本 ·钱巴斯也指出 , 金融危机将导致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 ,

因而遏制非洲的经济增长。他特别指出 , 由于非洲私营领域的发展与外国直接投资密切相关 , 因此 ,

金融危机无疑带来了负面影响。例如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OP IC) 2008年曾承诺设立总额为 16亿

美元的基金 , 用于支持私营企业对非洲投资 , 考虑到全球金融危机和非洲国家自身的不稳定因素 , 部

分私营投资者到非洲投资积极性受到影响 , 进而减少对非洲的直接投资。③

非洲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在金融危机中与西方的经济联系减少后 , 非洲

国家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 , 以对亚洲的经济交往为例 ,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 , 近年来

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及投资大幅度增加。目前 , 非洲 27%的商品出口到亚洲 ,

而 2000年这项比例仅有 14%左右。在非洲的出口贸易中 , 对亚洲的贸易量目前与对传统贸易伙伴美

国和欧盟的贸易量已经几乎相等 ; 亚洲对非洲的出口增长也非常迅速 , 年增长幅度约为 18% , 增长

速度超过对其他地区的出口。与此同时 , 尽管非洲与亚洲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规模远远小于贸易规

模 , 但非洲与亚洲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正在高速增长。亚洲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尤其迅速。④

在发展南南关系中 , 非洲尤其关注新兴经济体 , 这是因为 : 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出较强

的抗击能力和较好的经济发展前景。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社会地位的提高 , 为它们与非洲的合作提

供了更加宽广的舞台。而且双方都是发展中国家 , 彼此间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在这种形势下 , 近两年

来 , 非洲在与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合作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近年来 , 非洲与印度的贸易发展很快 , 1991年印度对非洲贸易额不到 10亿美元 , 2001年为 55

亿美元 , 2007年升至 300亿美元。2007年贸易额是 1991年的 30倍。2008年在新德里举行了 “印

度 -非洲峰会 ”, 会议通过 《德里宣言 》和 《印度 -非洲合作框架协议 》两个文件 , 双方决定建立战

略伙伴关系 , 确定了印非双方今后在人力资源、教育、科技、农业研究、粮食安全、工商业发展、医

药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 以及司法和防务等领域加强合作。印度政府还宣布 , 将为全球 50个最不发

达国家 , 包括 34个非洲国家 , 提供免关税准入印度市场的待遇 ; 该计划将在关税方面为 9215%的最

不发达国家出口产品提供最惠国待遇 , 优惠政策将惠及钻石、棉花、可可、水果、铝矿石及铜矿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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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非洲出口商品。此外 , 印度进出口银行将把非洲项目信贷规模提升逾一倍 , 从 2003～2004年

度的 2115亿美元增至 2008～2009年度的 54亿美元 , 承诺提高印度援助非洲预算 , 今后 5～6年提供

5亿美元援助款项 , 支持非洲国家推进铁路、信息技术、通讯和能源、生物医药建设。① 乌干达总统

穆塞韦尼、尼日利亚副总统乔纳森等非洲国家领导人表示 , “与印度加强合作将有助于解决非洲发展

问题 ”②。

冷战时期 , 苏联通过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与非洲建立了密切联系。此后的俄罗斯则一度远离非

洲 : 首任总统叶利钦无暇访问非洲 , 普京在 8年总统任期内也仅仅访问了 5个非洲国家。近年来 , 俄

非关系得到较快发展 , 其具体表现为 : 首先 , 2009年 6月 , 梅德韦杰夫总统首次踏上非洲 , 对埃及、

尼日利亚、纳米比亚和安哥拉四国进行了访问。在俄罗斯外交史上 , 国家元首一次出访 4个非洲国家

尚属首次。不仅如此 , 除埃及外 ,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 3个国家都是冷战后俄罗斯总统首次出访的国

家。其次 , 增加对非洲援助。俄罗斯共减免非洲国家 200亿美元的债务 , 其中一半为最近两年减免。

再次 , 俄非经贸关系不断拓展。2009年 ,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注资 25亿美元与尼日利亚国家

石油公司成立合资公司 , 创下尼日利亚单项吸引外资的最高纪录。新公司将主要进行天然气资源的采

集和利用 , 并勘探和开采新油气田。另外 , 俄罗斯还将参与撒哈拉天然气管道项目。该管道建成后 ,

尼日利亚每年可向欧洲输送 300亿立方米天然气。俄罗斯最大的投资银行复兴集团、俄诺里尔斯克镍

业集团、俄铝业集团、俄钻石公司等都在实施开发南部非洲矿产资源的庞大计划。据俄罗斯自然资源

部部长特鲁特涅夫最近介绍 , 仅俄罗斯对纳米比亚投资就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 , 而投资重点将是纳米

比亚的水电和铀矿开采。③

近年来 , 非洲与巴西的贸易有较大幅度增长 , 巴西向非洲出口汽车 ’配件、冷冻食品和陶瓷产品

等 , 非洲则向巴西出口矿产品等原材料。此外 , 巴西对非洲的投资也有较快增长 , 除在非洲承包建筑

工程外 , 还投资参与安哥拉的钻石开采、安哥拉与尼日利亚的石油开发和莫桑比克的煤矿开采。巴西

于 2009年举办 “巴西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农业发展论坛 ”, 两国决定加强两地之间农业领域的双

赢合作与交流。巴西外交部长阿莫林指出 , 巴西 2008年对非洲的投资达 260亿美元 , 2009年有望进

一步增长。④

非洲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新兴经济体扩大合作 , 一方面拓展了非洲国家对外经济交

往的空间 ,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方国家援助减少所带来的损失 , 因此 , 对于克服经济危机的影响具

有明显作用。另一方面 , 这些举措也对非洲对外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 (1) 非洲与发展中国家扩大

合作与交流 , 丰富了南南合作的内容和形式 , 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 , 这对于改变国际政

治经济秩序带来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次金融危机中 , 西方发达国家 (尤其是美国 ) 主宰世

界经济格局的局面得到了较大改变 , 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正在提升。为了解决危机 , 西方发达国家一

改以往由自己说了算的模式 , 而始终以二十国集团的形式出现 , 其中不但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和

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国家 , 而且包括了南非。美国财长盖特纳明确表示 : 七国集团应该向二十国集团转

变 , 只有这样 , 才能反映世界经济的变化。⑤ (2) 非洲与发展中国家扩大合作与交流 , 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了非洲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 , 从而增强了自主性 , 提高了非洲在国际社会

的地位。南非国民议会贸易与工业委员会主席琼·福布斯指出 : 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与非洲国家之

间的贸易日益增加 , 为非洲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肯尼亚总理奥廷加表示 , 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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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经济增长使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额大幅增长 , 南南贸易关系经受了金融危机的考验。①

中 非 加 强 合 作 , 进 一 步 推 动 双 方 关 系 的 发 展

世界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中非经贸合作的基础。众所周知 , 中非经贸合作有稳定和扎实的基础 ,

具体表现为 : (1) 中非经贸关系不但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 也形成了良好的传统 ; (2) 中国和非

洲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 , 其共同属性使中非双方长期保持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良好政治关系 , 这为

中非经贸关系提供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 (3) 中非经贸合作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 这不但表现为中

非经贸合作具有很大的互补性 , 而且表现为中非双方已经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 从而为中非合作的

可持续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事实也证明 , 中非经贸合作的基础并没有因金融危机而发生变化 , 相

反 , 它依然在发挥强劲作用。2008年是金融危机肆虐的一年 , 但是 , 中非贸易的增长势头不减 , 贸

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 , 再创历史纪录。历史已经证明 , 以互利双赢为宗旨的中非经贸合作经历了历

史的考验 , 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 , 对于促进中国和非洲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 , 在这次应对金

融危机中 , 它必然成为有效的抵御手段。最近胡锦涛主席指出 :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 , 加强

中非团结合作意义更加重大。②

中非双方加强合作 , 采取了下列措施 :

11中国兑现自己的诺言 , 一如既往地援助非洲经济发展。　非洲受到金融危机冲击 , 经济发展

遭遇困难。中国在同样遭遇困难的情况下 , 坚守诺言 , 一如既往地援助非洲。2009年 2月 , 温家宝总

理在会见安哥拉领导人多斯桑托斯时重申 : 中国将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各项后续行动 , 不会

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而减少对非洲的援助 , 愿与非洲国家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问题上保持密切协作。中

国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提供了颇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 : 在过去 3年里 , 中国政府免除了 34个非洲国

家的 308笔政府债务 , 提供了 102个优惠贷款项目 , 培训了 215万名非洲国家政府官员和专业人士 ,

对 31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 400多种商品实行零关税 , 促进它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 , 中非贸易额在

2008年达 1 068亿美元 , 比上一年增长 45%。③ 此外 , 中国向乌干达、卢旺达、马拉维等国提供了新

的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对此 , 赞比亚总统鲁皮亚 ·班达深有感触 : 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 , 许多西

方投资者纷纷撤出赞比亚 , 导致赞比亚民众大量失业 , 中国投资者非但没有裁掉一名员工 , 反而增加

了投资 , 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 令赞比亚人民十分感激。仅赞 -中经济贸易合作区就为赞比亚创造了

4 000多个直接就业岗位。④

在 2009年 11月召开的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上 , 温家宝总理再次重申中国政府的态度 : “中国人

民对非洲人民的感情是真诚的 , 中国对非洲发展的支持是实实在在的。今后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化 ,

我们同非洲人民的友谊不会变 , 与非洲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变 , 支持非洲经济社

会发展的政策不会变。在今后 3年 , 中国政府将采取八项新举措推进中非合作。”⑤ 八项新举措加大

了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力度 , 进一步拓宽了中非经贸交流的渠道和范围 , 为非洲国家应对金融危机

提供了新动力。非洲国家高度评价中国政府的举措 , 赞比亚商业、贸易和工业部长穆塔蒂说 , 此次中

国提出的八项措施必将成为推动赞比亚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契机。他呼吁赞比亚各界积极利用这

些措施。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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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中非双方积极捕捉机遇 , 扩大合作。　对于中非合作而言 , 当前的金融危机既是挑战 , 更有

机遇。比如 , 当前中国和非洲都在为克服危机而积极行动 , 中国决定投入 4万亿人民币巨资扩大内

需 , 而非洲一些国家决心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 又如 , 随着西方经济的滑坡 , 欧美市场出现相应的萎缩

等。这些变化恰恰给中非经贸合作的扩展提供了更大空间 , 使非洲国家的产品 (包括能源和原材料 )

可以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 , 而中国的制成品和投资则能更大规模进入非洲。在这种形势下 , 中非双方

抓住契机 , 一方面拓宽传统合作领域 (如贸易、农业、工业制造、资源开发、技术服务、基础设施

建设、电信、人力资源开发等 ) , 尤其是基础设施和农业 ; 另一方面不断开发新领域 , 如在旅游、金

融、科技和环境保护等领域与非洲国家的合作 , 使这些领域成为中非关系发展的新增长点。

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关系是一种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 其特点是 : 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互利共

赢、文化上交流互鉴。金融危机期间 , 中非关系进一步加强 , 对国际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 ( 1) 中

非进一步加强合作 , 有利于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温家宝总理在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空前的大变革、大调整 , 中非同属发展中国家 , 既面临着加快发展的难得的历史

机遇 , 也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全球性挑战。双方进一步加强互利合作 , 有利于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 实现

共同发展 ; 有利于带动国际社会更加关注非洲 , 帮助非洲加快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 有利于促进南南合

作 , 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整体地位 ; 有利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秩序公

正化 , 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① (2)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 , 中非关系不但经受了考验 ,

而且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但成为和平时期国际关系的典范 , 同样成为危机时期国际关系的典

范。“全天候 ”的中非关系为处理国家间、民族间的关系树立了榜样。从这个角度讲 , 中非关系对于

改造不合理的国际关系、建立新型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将产生十分有力的推动作用。 ( 3) 中非关系

对当前全球的国际关系产生了较大影响。苏丹外交部的地区与双边关系部门主管拉赫马图拉 ·穆罕默

德 ·奥斯曼指出 : 中非合作论坛是南南合作的高级阶段 , 是我们长久以来追求的合作模式。它可以带

来国际经济关系的转变 , 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效仿 , 如法国、加拿大、印度已经在与非洲合作时采取类

似中非合作的模式。②

总之 ,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 , 非洲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不但对克服危机产

生积极作用 , 在一定程度上对非洲的对外关系也产生积极影响 : 首先 , 从国际格局角度看 , 一体化进

程的加快有助于非洲国家的团结联合。非洲用一个声音讲话 , 不但大大提升非洲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

而且对国际政治经济旧格局带来不可避免的冲击。其次 , 从南北关系看 , 非洲国家从欧美获得的经济

援助减少后 , 及时把目光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 , 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 , 不断发展并扩大双方的经济

联系。由于非洲和新兴市场国家都属于南方国家 , 因此 , 彼此联系和交往的扩大丰富了南南合作的内

容 , 提高了南南合作的地位。最后 , 中非战略伙伴关系经受了金融危机的考验 , 显示出勃勃生机。中

非关系在金融危机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 , 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责任编辑 : 安春英 　责任校对 : 詹世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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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 inanc ia l Cr isis and Afr ican Fore ign Rela tion s

Shu Yunguo pp15 - 10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impacts of the finan2
cial crisis, African countries have accelerated the
step s to integration1 They are timely looking to the
other develop ing econom ies, especially the emerging
develop ing on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new - type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China1 A ll these have such
results as follows: firstly,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he A frican countries has been raised, which

affected inevitably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 ic order; secondly, the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has been largely enriched by content
and enhanced by position; thirdly, the China -
Africa strategic partnership has withstood the tes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become a model of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1

The Influence of Afr ican Un ion and Ch ina - AU rela tion sh ip

L i Zh ibiao pp111 - 19

　　The major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the world have been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in
recent years to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African Union
(AU) , and AU’s authority has been largely recog2
nized by African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ll these show that AU’s mechanism is being per2
fect and has been fruitful in p romoting African peace
and security and African integration. W ith AU ’s
influence strengthening, China - AU relations have
also been develop ing towards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mechanism. However, the issues with AU itself

and the contradictions and differences in clos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U have also
p resented challenges to the in - dep th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 hen we highly recog2
n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rategic goal of China’s
African policy, to strengthen the mechanism
building of China - AU strategic dialogue will be
more helpful for China to integrate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specific African states into the whole of the
more strategically - significant China - African
relationship.

The Paradox between Afr ican Econom ic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D evelopm en t

———A lso on the Afr ican Tran sition from Growth w ith Poverty to Pro - Poor Growth

A n Chunying pp120 - 26

　　Since m id 1990 s, African economy has been
increasing m ildly and the growth quality is imp roving
1 However, poverty in Africa has not been reduced
but increased to some extent, which should mainly
derives from such interior factors as that the low
quality agriculture growth, lack of resource invest2
ment and export - driven econom ic structure cannot
benefit the poor1 It is also related to the long -

termed structural issues of restricting African poverty
reduction1 The p ro - poor growth in Africa focuses
on the benefits of the poor in the econom ic growth
and highlights that the growth should not only release
the poverty but reverse the income inequalities1 In
the long run, the p ro - poor growth is needed if
African countries are to make their gross econom ic
growth benefit the poverty reduc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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