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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与其说非洲是一个 “干涸大陆”， 不如更确切地说，
非洲缺水的主要原因在于水资源开发不足， 供水率、 利用率等水治理

能力低下。 为了更好地改善非洲水治理， 研究者们不断从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推出富有成效的研究方法， 水治理的各级主体

也在管理和规划上做出了各自努力。 在国际、 洲际、 国家等多层面，
国际组织和非洲各国都进行了水治理探索， 呈现出多领域、 多参与者

共同介入治理等特点， 但是由于数据和传统风俗等客观条件的限制，
目前非洲水治理仍有较高的不可预测性， 是未来非洲可持续发展需要

重视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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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水治理的现实背景

水资源包括经人类控制并直接可供灌溉、 发电、 给水、 航运、 养殖等用途的

地表水和地下水， 以及江河、 湖泊、 井、 泉、 潮汐、 港湾和养殖水域等， 是发展

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 然而， 水资源在世界各地分布不均， 非洲更是如

此。 与通常看法不同的是， 非洲拥有较为丰富的水资源， 占世界水资源的比例约

为 9% 。① 但非洲水资源在季节分配上多寡不定， 且地区分布也不均衡， 超过

70%的水资源集中在中部和西部非洲， 而北部非洲和苏丹—萨赫勒地区只占总量

的 5. 5% 。 非洲水资源分配不均也造成不同区域、 国家大相径庭的水资源需求。
总体来看， 超过 40%的非洲人生活在贫瘠、 半贫瘠和半干旱半潮湿地区， 8 亿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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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但这并不为人所知， 在 “非洲水资源研究” 课程开始之前， 笔者都会向学生们发放非洲水
资源印象问卷， 根据调查结果， 学生们关于非洲水资源的印象大多是 “缺水” 和 “污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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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人中有 3 亿人处于缺水状态。① 非洲人均可用水资源量不仅远低于全球平均水

平， 而且仍在下降。
与其说非洲是一个 “干涸大陆”， 倒不如说非洲缺水的主要原因是水资源开

发不足， 供水率、 利用率和水治理能力低下。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这也导致整个大陆只有 38%的水资源被用于日常生

活和工农业生产， 只有 5%的耕地得到灌溉，② 只有 44%的城市人口和 24%的农

村人口拥有足够的水处理设施。③ 近年来， 非洲各国供水和用水需求之间的差

距还在不断扩大，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方式的改变， 用水需求也快

速增长。 但是， 由于农业、 工业和采矿业的竞争性需求及水质恶化， 非洲总体

供水量一直下降， 人均可用水资源量在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情况下， 也不断

下降。④ 近年来， 南非开普敦和南部非洲多地遭遇历史性干旱， 开普敦的水库容

量只相当于平时的 20% 。⑤ 于是， 各国纷纷转向使用战备资源， 即地下水开采与

排污， 对地下水源产生威胁。⑥ 非洲水资源总体形势每况愈下。
水卫生条件欠佳是非洲地区霍乱、 伤寒等传染病和热带疾病不定时流行的主

要原因。 根据相关报道， 在全球近 8 亿缺乏水处理的人口中， 有一半以上居住在

非洲； 撒哈拉以南非洲有 6. 95 亿人， 其中 3. 19 亿人无法获取饮用水；⑦ 多数非

洲人仍在使用以河流、 湖泊为载体的地表水，⑧ 每小时就有 115 人死于恶劣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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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个人卫生及受污染水源引发的各种疾病。① 据世界卫生组织测算， 向水和卫

生设施每投入 1 美元， 可获得 3 ～ 34 美元的经济回报。② 但是， 这些投入对于积

贫积弱的非洲国家来说可谓望洋兴叹。
20世纪 80年代， 联合国发起 “国际饮水供应与环境卫生十年” （International

Drinking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Decade：1981 - 90） 倡议， 不少非洲国家借此

机会铺设了自来水管网， 建设了一批供水卫生设施， 但由于进展缓慢， 大多数国

家财政吃紧， 后续投入极为有限， 水治理效果并不明显。 随着城市人口急剧增

长，③ 很多非洲国家目前仍在使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供水设备， 且因疏于

维护而渗漏严重， 即使在非洲最发达国家———南非仍有 36%的水费因漏水损失

而无法收取， 其他国家的浪费现象更是无法统计。④

因此， 各界普遍认为，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各国政治经济常态变化的前提下，
需要对水资源进行更好的规划和利用， 才能解决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和非平稳

性， 这也成为非洲水治理研究的出发点。

非洲水治理研究的视角与主体

水治理是治理理论框架下的一种研究视角，⑤ 即综合考量水资源合理使用与

管理所产生的政治、 社会和经济等影响， 寻求解决路径的理论探索。 具体内容

包括： 获取水资源的主体、 方式， 以及与水相关的服务权； 确定水资源的服务

·67·

①

②

③

④

⑤

联合国： 《生命之水十年》， http： / / www. un. org / zh / waterforlifedecade / africa. shtml[2021 -
12 - 0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Evaluation of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Water and Sanitation
Improvements at the Global Level，”http： / / www. who. int / water sanitation health / wsh0404. pdf
[2021 - 12 - 08] .
非洲总人口从 1960 年大约 2. 85 亿人增至目前约 13 亿人， 非洲城市用水和废水管理面临
着新挑战。 预计到 2050 年， 非洲总人口将突破 25 亿人， 其中 55%生活在城市。
日本东京和柬埔寨金边的比例分别为 3. 7% 和 8% ， “‘No Drop’ Water Conservation
Report，”http： / / www. gcx. co. za / no - drop - water - conservation - report / [2021 - 12 - 10] .
治理 （governance） 理论作为国际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的跨学科理论思潮， 是对国家 （政
府） 、 市场失灵的反思以及全球合作共治、 新地区主义等现实的回应， 也是对传统公共
管理和政权理念的冲击。 治理理论凸显市场、 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作用， 对于国家和
社会孰为中心的论辩， 使治理在地方 （ local）、 社会 （society）、 次国家 （ sub - national）、
国家 （national）、 次 /区域 （ sub / regional）、 全球 （global） 等诸多层次显示出不同含义，
甚至变成可以映射任何事物的 “流行词”。 对治理的一般定义仍存在争议， 不同愿景的人
们倾向于不同的界定方式， 但最常被引用的治理定义是： 在一个国家的事务管理中行使
政治、 经济和行政权力。 治理包括复杂机制、 过程和制度， 通过治理， 公民和团体可以
明确各自利益， 调解分歧， 行使其合法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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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保障水资源分配的公平和效率； 平衡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用

水需求等。 水治理旨在为水资源管理和服务提供政治、 社会、 经济和行政等方

面的机制设计， 包括制定和实施与水相关的政策、 法律和制度， 厘清政府、 民

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在水资源管理和服务方面的作用和责任等。 由于水行业与其

他行业相互关联， 并受多方影响， 水治理体系通常也反映出国际、 国家和地方

的政治现实。
从历史视角研究非洲水资源既惯常又新鲜。 人类与水的关系一直是历史常态

问题， 而水治理作为环境和资源的重要一环， 受到历史学者广泛关注。 有学者重

点探讨了非洲水历史的诸多问题， 并提出历史研究可以为非洲水治理提供背景、
案例和长程视角， 也可以为治理者提供更有创造性的思考广度、 深度和维度。①

无论是回顾南非水资源综合管理史， 以反思南非水法的经济效率、 环境可持续性

和公平性，② 还是回溯开发前灌溉史， 以考察东非农业水资源管理的本土化及其

变化过程，③ 其目标都是通过历史回溯， 改良和推进实践应用。 从环境史角度来

看， 《沙上的水： 中东和北非环境史》 与 《一部南非环境史》 均反映了不同区域

内各民族的用水历程。④ 威廉·马克·亚当斯 （William Mark Adams ） 则讨论了

刚果河开发的不同观念。⑤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水历史协会成立以来， 水历史

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 2009 年， 该协会公开发行旗舰刊物 《水史》， 显示出学界

对跨学科水研究的兴趣日益浓厚， 这本期刊也成为从历史角度回溯和反思水治理

的重要平台。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为水治理提供了广泛的知识来源和研究方

法。 水研究专家们指出， 水治理的各级主体既需要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客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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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M. Adams， Wasting the Rain： Rivers， People and Planning in Afric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innesota，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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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掌握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基本知识， 还需要具备管理和规划水问题的各项能

力。① 在此基础上， 致力于解决政治、 经济和技术问题的水治理维度不断被推

出， “水—能源—食物” 就是其中之一。② 2011 年， 德国波恩举办的 “水—能

源—食物安全关联关系” 会议后， 五年时间内大约 300 个学术机构加入“水—能

源—食物” 研究。③ 研究细类不断完善， 从能源与水双边关系研究扩展到水、 能

源和食物多边关系研究； 研究尺度也从全球、 区域、 国家逐渐延伸到家庭、 产品

等方面。④ 非洲水治理研究也不断扩展， 尤其是应用层次分析法等指标体系， 以

及将水资源综合管理作为水治理中心和整体战略， 关于非洲水治理的具体案例也

不断增加。
近年来， 非洲大多数区域都受到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 单一主体已无法应对

所有危机， 这要求研究者、 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等非洲水治理主体保持高度协

同。 以南非为例， 20 世纪 60 年代的干旱危机催生出水研究委员会， 该委员会不

仅同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 国家研究基金会开展联合研究， 还与南非高等教育

和研究机构合作， 扩大了水治理的研究范围， 增加了研究议题的综合性和复杂

性。 不过， 由于非洲 90%的水资源属于 63 个国际流域集水区， 跨越多国边界，
这为如何有效、 公平和可持续地开展水治理， 以提升社会经济效益带来较大挑

战。 主权纷争、 资源和需求分配不均， 以及技术和财政能力差异等问题， 使跨界

水资源管理极具复杂性。 通过合作是否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是否可以确保

公平的利益分配， 则是各国需要考量的事情。 此外， 高昂的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

使各国不会主动采取合作行为， 因而需要外界推动， 水治理合作才能取得一些进

展， 这也促使国际组织加入非洲水资源协调和管理进程。
水治理的界定和推广主要来自国际组织。 联合国发展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发

现： 水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 尤其涉及未来发展和减贫问题。 在过去

几十年中， 越来越多的滥用行为造成水资源短缺、 水质退化和水生态系统破

坏， 严重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 政治稳定和生态系统完整性。 联合国开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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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小等： 《城市食物—能源—水关联关系： 概念框架与研究展望》， 《生态学报》 2019
年第 4 期， 第 1144—1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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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认为， 水危机主要是人类咎由自取， 不仅源于水资源的供应限制、 资金和技

术的缺乏， 更是由于水治理的重大失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表示， 泛及全球

的水危机并没有一种全能的解决方案， 但水治理可以推进相关公共政策的设计

和实施， 促使政府、 民间社会和企业共同承担责任， 以获得经济、 社会和环境

效益。 其他国际组织也对水治理的相关问题表示关切， 例如世界卫生组织提

出， 由于超过 20 亿人缺乏必要的卫生用水， 提高水资源使用的卫生条件具有

重大意义。
因此， 非洲水治理与非洲政治发展、 非洲千年发展目标以及非洲减贫发展计

划等项目紧密相连。 这些项目旨在强化水资源管理的机构、 机制和目标， 以水资

源能力建设为主要抓手， 帮助私有领域更为便利地参与公共事务。 联合国主导推

动了一系列非洲水治理改善方案， 希望通过全球治理的逻辑体系， 为各国政府和

利益相关者搭建平台， 使国家与社会、 经济、 生态协调发展， 满足 20 亿人改善

水质的迫切需求。 2010 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专门将提升安全用水的人口比例

作为保障人权的基本手段。 针对各国实际状况， 联合国于 2007 年推出 “水机制

十年能力发展方案”， 并将非洲水资源会议基本都设在非洲本土。① 从实施效果

来看， 非洲大陆总体水治理水平有所提升。 2010 年， 能够改善水源的城市人口

比例范围从 52% （毛里塔尼亚） 到 100% （埃及、 毛里求斯、 尼日尔和塞舌

尔）； 在千年发展目标期间， 已获取改良水源的人数增加了 20% ， 共 4. 27 亿人。
但非洲仍然是改善饮用水进展最滞后的区域， 有 3. 19 亿人无法使用改善水； 世

界上改善水覆盖率低于 50%的国家共有 3 个， 其中非洲有两国， 分别是安哥拉

和赤道几内亚。②

目前， 除了联合国等全球性国际组织以外， 世界银行、 非洲开发银行、 透

明国际、 和平基金、 千年挑战公司等国际机构也加入非洲水治理进程。 这些机

构通过各种项目介入非洲各国水治理， 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洲水治理发

展。 但客观地说， 由于投资停滞不前或合作过程较为复杂， 采取次优的单边发

展选择， 往往可能导致负面的环境影响， 并在后续共享资源方面引发政治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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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其中包括： 新闻工作者培训 （2009 年， 埃及开罗）， 针对农业用水效率、 开发水作物软
件的应用培训 （2009 年 7 月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 2010 年 3 月南非布隆方丹）， 中东和
北非区域政策制定者培训 （2009 年 10 月至 12 月）， 为水资源管理者开办的区域性应用水
损失减少研讨会 （2010 年 1 月， 摩洛哥拉巴特）， 第一届 G - WADI 网络研讨会 （2010
年 4 月塞内加尔达喀尔）， 水能力建设讨论会 （2010 年 3 月乌干达坎帕拉）， 非洲水资源
损失减少活动 （2011 年 3 月开普敦）， 农业废水的安全使用项目区域性研讨会 （2012 年
摩洛哥和南非）。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Progress on Sanitation and Drinking Water—2015 Update and MDG
Assessment，”2015，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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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付出重大代价， 这些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影响尤其重大。 如何进行共享和

可靠的信息交流， 开展包容性对话并建立信任， 是不同机构合作的基础。

非洲国家水治理进展

非洲有潜力满足当前和未来就业需求的行业大多依赖水资源， 比如农业、 渔

业和水产养殖业、 零售和酒店业、 制造业和建筑业、 自然资源开采和能源生产

等， 这些部门不同程度上都需要保障水资源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 但是， 由于发

展阶段和产业能力有限， 非洲各国目前尚不完全具备应对自然危机的能力， 一旦

遇到自然灾害， 主要生产部门容易受到影响， 继而波及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整体经

济。 用水不当能促成短期就业， 但会对水资源的长期供应造成负面影响， 并危及

其他产业和国家发展大局。 以加纳为例， 2011 年首次出产石油时， 经济增长率

达到 14% ， 到 2015 年经济增长率只有 3. 9% ， 这一变化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但

基础设施尤其是水与能源设施无法满足国家快速增长的经济需要， 已成为发展的

重要掣肘。 加纳主要依靠伏尔塔河的阿克苏博水力发电大坝供电， 由于近年来降

雨量减少， 自然流量受限， 水电站运作时间缩短一半， 且需要 24 小时关闭一次，
无力提供经济发展和日常生活所需电力。①

非洲各国普遍认识到水资源的使用问题， 并采取了一系列治理行动： 制定法

律和规则、 保障用水平均分配、 通过自制管理和许可证制度予以规范， 以及建设

必要的水供应设施。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莫桑比克、 乌干达、 津巴布韦、 坦

桑尼亚和赞比亚等非洲国家都制定了水法律。 另外， 部分国家试图以国际项目为

抓手， 推进国内相关事务发展。 比如， 埃塞俄比亚动员利益相关者一起制定环境

法规， 同时启动供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WASH） 计划， 以该计划为关键抓

手， 从政府战略和协议出发， 将社会发展进一步拓展到卫生服务等领域。 还有一

些非洲国家制定政策框架， 发布高级别宣言、 决议和行动纲领， 以发展和利用非

洲水资源，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 包括 《非洲水愿景 2025》 及其行

动框架、 非盟水与农业特别首脑会议 《苏尔特宣言》、 非盟 《沙姆沙伊赫水和卫

生宣言》， 以及 《2063 年议程》。 这些政策以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 非洲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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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UNESCO，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Water Development Report 2016：Water and Jobs，https： / /
unesdoc. unesco. org / ark： / 48223 / pf0000243938[2021 - 12 - 13]
Daniel Kaufmann， Aart Kraay and Massimo Mastruzzi， “ Governance Matters III：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1998，2000 and 2002，”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 18，No. 2，
2004，pp. 253 - 287；Ashley C. Brown，et al. ，Handbook for Evaluating Infrastructure Regulatory
System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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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发展方案等战略计划为基础， 综合发展非洲水资源， 以减轻贫穷和根除贫困，
实现社会经济发展。

然而， 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债务负担沉重，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加之缺乏

管理水资源的财政与行政能力、 法律与政策不平衡、 缺乏专职办公人员等原

因， 非洲开展水资源管理面临巨大困难。 考虑到公共资金有限， 各行业对资金

的争夺激烈， 每个行业都试图说明其带动国家发展的关键地位， 但各国合理吸

收和利用现有资源的能力不足， 即便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的联合国 “水机制十

年” “千年发展目标” 等项目也面临着各种挑战。 大多数非洲国家大幅落后于

环境卫生及饮用水工作的既定目标， 难以实现对存留水资源、 环境和个人卫生

方面所做承诺。 更严重的是， 经过多方努力， 撒哈拉以南非洲达到基本卫生条

件的水资源覆盖率仍只有 30% ， 自 1990 年以来仅增长了 4% 。① 随着人口数量

持续增长， 尤其是贫穷国家和城市贫民区的增长更为迅速， 非洲水资源退化趋势

正在加快。 即使经济发展有先天禀赋的非洲国家， 也因水资源管理滞后， 影响了

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率。
2000 年左右， 在世界银行、 非洲经委会和非洲发展银行的带动下， 非洲多

国加入 《非洲水前景》 提出的水资源潜力计划， 以适应农业、 工业、 水电业、
旅游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国家目标。 2005 年， 非洲多国又加入联合国主导的 “生
命之水十年行动” （Water for Life，2005 - 2015）， 以响应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经过多年努力， 非洲水环境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别。 仅获取水资源一项， 北部非

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就存在较大差异， 北非水资源覆盖率达到 92% ， 很快即可

实现 94%的千年发展目标； 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水资源覆盖率只有 61% ， 离

75%的千年发展目标还很遥远。 从撒哈拉以南非洲 35 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可知，
“无论城镇还是乡村， 最贫困与最富有的 1 / 5 人口间都有显著差别。 在城镇区域

最富有的 1 / 5 人口中， 超过 90%可享受到改善过的水资源， 逾 60%的家庭有自

来水； 而在乡村区域， 最贫困的 2 / 5 家庭完全享受不到自来水， 且仅有不到一半

的人口能够获取在某种程度上改善过的水资源。”②

2011 年， 非洲各国再次就供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计划做出政治承诺，
同意增加拨款并增强领导力与协调力。 大多数国家还针对该计划设立具体目标，
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与监管。 多个非洲国家联合通过了 《2025 年非洲水远

景》， 旨在以水资源为重点， 推动非洲发展与非洲团结的新型合作关系。 对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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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Progress on Sanitation and Drinking Water—2015 Update and MDG
Assessment，”2015.
联合国： 《生命之水十年》， http： / / www. un. org / zh / waterforlifedecade / africa. shtml[2021 -
12 - 08]。



中国非洲学刊 2022 年第 1 期

西河流域多个部门的研究表明， 在没有外部投资的情况下， 流域合作仍然可以使

企业能源产量增加 23% 。① 由此， 非洲国家认识到水资源合作的重要性，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 非洲境内跨国、 跨区域政策协调便受到非洲各国重视， 创建了

不少跨界合作体制和法律框架， 并在推动非洲水资源开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例

如， 赞比西河流域管理局、 沃尔特河管理局与尼罗河流域委员会等， 在非洲跨界

水资源综合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1994 年， 肯尼亚、 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签订了 《维多利亚湖三方环境管理规

划筹备协定》， 1995 年以此建立了全球环境基金项目， 其中心任务是渔业管理、
控制污染、 控制杂草入侵和流域地区的开发利用。 1995 年，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

体通过了 《关于共享河流系统议定书》， 确立了利益一致和密切合作原则。 1999
年颁布的 《尼罗河流域倡议》 是尼罗河十国实施的联合项目， 旨在确保可持续

资源的开发、 安全、 协作和经济联合。 2012 年， 非洲设立基础设施发展项目，
其中优先行动计划在 2020 年前启动 51 个不同领域的短期项目， 旨在推进非洲基

础设施建设， 跟进全球经济增长步伐。 另外， 位于刚果河流域， 具有较高发电潜

力， 受到多方关注的英加 （Inga） 水电站， 显示出通过分配大坝水能和电力的方

式， 满足非洲多个地区用电需求的可能性。 尽管仍需进行严格的生态环境评估，
协调各国合作的政治意愿， 探索建立多边共赢的体制框架， 但以协作方式为所有

参与者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或许是解决非洲水问题的最好抓手。

非洲水治理特点与前景

由于水资源与各行业有相关性和联动性， 非洲水治理往往也与卫生、 健康防

疫、 人权等领域密切合作， 以满足各领域的改善需求。 非洲水治理涉及多个参与

主体的信息、 技术、 数据和专业性， 且存在不对称现象， 因此参与主体具有不同

的价值偏向和政策选择， 为非洲水治理带来发展维度的争议。 非洲水治理需要各

领域不同参与主体的协调合作， 这不仅受限于国际体系因素， 也是非洲各国政府

需要面对的难题， 还涉及非洲各国内部公私部门的权力分享与竞争， 对非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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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World Bank，“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of the Zambezi River Basin Ensures Greater Economic
Resilience，”http： / / www. worldbank. org / en / news / feature / 2015 / 09 / 10 /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
of - the - zambezi - river - basin - ensures - greater - economic - resilience[2021 - 12 - 15] .
1992 年在都柏林和里约热内卢召开的水与环境国际会议提出 “水资源综合管理” 概念，
旨在帮助各国按照成本—效益较优和可持续方法尽力处理水问题。 其基本定义为： 以公
平的、 不损害重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方式促进水、 土及相关资源的协调开发和管理从
而使经济和社会财富最大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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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影响较大。 长远来看， 非洲水治理究竟以谁为主， 也是衡量非洲自主发展的

关键指标， 需要非洲各国理性对待。
非洲进行有效的水治理， 首要条件就是掌握非洲水资源的数据和特点。 可靠

的数据对决策、 监测和评估结果至关重要， 但非洲国家经费有限， 绘图、 监测和

调研能力不足， 数据往往来自援助国家或定点数据供应。 许多国家虽然已经建立

了供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监测框架， 但大多数报告的数据并不一致， 最后还

是依赖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 削弱了非洲水资源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的正确性和

严谨性。 即使援助国家和国际组织有比较周密的水治理计划， 非洲国家水治理的

执行能力也较为欠缺。 世界贸易组织发现， 只有 1 / 3 的受访非洲国家正在实施、
资助和定期审查供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计划。 而在大多数非洲国家， 由于监

测不一致导致严重的决策差距，① 即使能够确定供水系统和卫生系统的具体方

位， 也受制于各方利益角逐， 这些都为非洲水治理结果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从非洲水治理环境来看， 非洲传统生计均以土地和水作为基础， 水文化在

非洲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尼罗河流域居民通过观测尼罗河水文， 区分季节和

农业生活， 根据水文化留存的知识准确预测尼罗河泛滥时间， 再靠每年尼罗河

定时泛滥留下的肥沃污泥进行耕作， 最终留下璀璨的尼罗河文明。 至今， 非洲

一些社区仍以水井为活动中心， 许多活动都在此处进行， 这里也是非洲妇女和

儿童互动最多的场所。 非洲其他涉水区域通常也都有较明确的宗教仪轨和维护

规则。 对非洲本土社会而言， 水治理不仅改善非洲基础设施等硬件， 也包括考

察所在区域水文化、 水技术、 水知识等软件。
2015 年 3 月 3 日， 作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中国—非洲

“水行动” 合作项目报告于第 15 届非洲环境部长会议期间发布。 该报告重点突

出各项目在流域管理、 雨水蓄积、 饮用水处理、 污水处理、 干旱农业和防治沙漠

化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尤其关注能力建设与合作模式的经验总结。 据项目报告显

示， 约 1000 名非洲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和农民从培训班、 研讨班、 实地考察和

留学项目中获益。② 2016 年南部非洲发生干旱， 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前往非

洲开凿水井， 并配置简单的水处理装备。 以 “一带一路” 倡议为抓手， 中国为

非洲提供了不同于西方援助者的国际公共产品， 在非洲民众可及、 可靠、 可负担

的前提下， 中非在基础设施、 医药、 卫生、 技术、 教育等多个领域展开切实合

作， 成为未来非洲水治理可以期待的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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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UN Reveals Major Gaps in Water and Sanitation，Especially in Rural Areas，” https： / / www.
qualityassurancemag. com / article / un - water - sanitation - gaps / 2014 - 12 - 2[2021 - 12 - 18]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环境署—中国—非洲 “水行动” 项目报告发布》， http： / / www. tanpai
fang. com / zhengcefagui / 2015 / 030542827. html[2021 - 12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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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尽管非洲有着悠久的水文明， 历经殖民政策洗礼， 民族国家也投入了一定精

力进行治理， 但由于受到资金和人力等多重因素影响， 非洲水治理效果较差， 不

得不倚重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水治理援助。 非洲水问题折射出非洲对自身资源

的掌控随时代变迁而旁落的历程， 是全球化以来非洲被迫进入全球治理体系， 而

无力选择的表现， 是非洲整体历史命运的客观写照。
非洲水治理关乎未来各个行业和领域的发展， 是非洲发展的基本问题之一。

由于非洲水治理与非洲政治、 经济和社会联系紧密， 它也成为检验非洲能否联合

自强的关键领域。 因此， 提升非洲各国的整体治理能力， 是更好进行非洲水治理

的必要前提。 在当前形势下， 非洲水治理已不是某个非洲国家可以掌控的内部事

务， 需要更多具有全球视野的社会和经济力量予以协助， 但是非洲各国、 民众从

传统文化中汲取必要的地方知识， 来真正应对和解决非洲水问题， 以促进非洲长

期可持续发展， 是可以溯及的最佳路径。

（责任编辑： 贺杨 责任校对： 李若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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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at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s a critical issue in international

river management. The analysis of active securitization and passive desecuritization of
South Africa’s international river management can help to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regional water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transformation. South Africa’s
relatively strong economic strength in its peripheral river basins places it in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water and political complex of all the peripheral international rivers，and
allows it to take the initiative in carrying out the safe management system conduciv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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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ve for more water resources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ir own water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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