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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以非洲香港华商网络为切入点， 梳理并探讨近代以

来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的历史角色及其转变历程。 从历史视角来看， 香港

在中非关系中经历了三种角色， 分别是华工与贸易中转站、 独立的商贸

主体以及 “一国两制” 下的地方主体， 反映了不同时期非洲香港华商

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 香港回归祖国后， 在非洲的香港华

商与中国内地华商逐渐融合， 由此形成独特的非洲粤港澳商会及其商贸

网络， 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发展、 助力 “一带一路” 建设等提

供了重要的经贸支撑。 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的历史角色及其转变历程表

明， 香港与非洲的交往始终与祖国的荣辱兴衰紧密相连， 而新时期中非

全方位合作将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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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香港成为中国内地居民向海外迁移的重要通道

和门户，① 同时也是西方殖民者进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和前哨。 在此过程中， 通

过香港去往非洲的中国内地劳工成为香港与非洲联系的 “先民”， 并且部分劳工

还发展成为早期的非洲华商。 随着中非关系的历史变迁， 以香港商人 （或经香港

前往非洲经商的中国内地居民） 为代表的非洲华商网络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 香

港与非洲的联系也由以往通过西方殖民者转变为通过非洲华商网络。 香港回归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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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后， 香港华商与中国内地华商在非洲的商业网络逐渐融合， 并形成粤港澳商会

这样的区域性华商网络。 当前， 学界较多关注香港与欧美之间的交往， 而较少研

究香港与非洲之间的联系。 因此， 本文将探讨近代以来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的历史

角色及其转变历程。

近代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的角色： 华工与贸易中转站

近代以来， 中非交往与联系的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深受西方殖民者全球

扩张影响。① 由于西方殖民者强行介入， 不论是中国内地劳动力输往非洲， 还是

开展中非贸易， 香港都成为中国内地和非洲交往的中转站。 同时， 由于西方列强

主要开辟的是海上航线， 因此早期旅非华侨主要来自广东和福建， 也包括香

港。② 由此， 厘清近代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的历史角色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 香港中转站角色的形成

据考察， 近代中国人前往非洲主要有两条线路： 一条是从香港出发， 到南

洋， 经毛里求斯至留尼汪、 马达加斯加等非洲国家； 另一条是从香港出发， 经南

洋， 直达南非， 或经毛里求斯转到南非， 后来到达南非的中国人又以南非为跳板

转赴其他非洲国家。 此外， 也有中国人是从香港、 南洋经印度， 再转到东部非洲

等地。 可见， 香港在输出中国内地人口和华工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由中国

内地前往非洲的劳工大部分经由香港中转。③ 鸦片战争期间， 英国占领香港， 并

于 １８４１ 年 ６ 月宣布香港为自由港， 允许商船自由进出， 香港就此成为英国侵占

中国的桥头堡， 同时也是中国内地与世界联系的前沿地带。 １８４６ 年， 一艘从香

港驶往英国的 “奇鹰号” 三桅船， 载了 ３０ 名华人到达南非后又绕过好望角， 成

为第一艘绕过好望角的中国航船。④ 鸦片战争结束后， 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 西方殖民者不仅在中国进行文化输出和抢占资源， 还从中国掠夺劳动

力。 此外， 英国、 法国分别在 １８３３ 年和 １８４８ 年实行废奴运动， 导致两国海外殖

民地一时间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 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从非洲以外的地方招募劳

工。 在此背景下， 香港成为中国内地劳工出国的主要口岸。⑤

随着世界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范围不断扩大， 西方殖民者希望通过加强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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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间的联系来巩固殖民统治， 并企图以殖民地为跳板， 获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利

益。 经过几个世纪罪恶的奴隶贸易， 非洲劳动力空前缺乏， 再加上南非、 南罗得

西亚 （现津巴布韦） 发现大量黄金、 钻石等资源， 西方殖民者急需向非洲输送

劳动力。 彼时的中国， 太平天国运动导致南方人口大量外流， 从中国招募劳工以

填补殖民地劳动力缺口就成为西方殖民者的最佳选择。 在西方殖民列强的鼓动

下， 大批中国内地劳工被雇佣到非洲， 其中大部分经由香港中转。 据了解， 占领

香港后， 英国女王颁布了 《英王制诰》， 确定通过香港向英国殖民地， 特别是

“向西印度群岛、 南非等地迁徙中国苦力”①。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 香港成为西方

殖民者补充非洲劳动力的中转站。 据统计， 从 １８００ 年到 １８５０ 年， 从中国运送到

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契约华工就达到惊人的 ３２ 万人。②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中英签订 《北京条约》 （又称 《中英续增条约》）， 条约

第五款规定： “凡有华民情甘出口， 或在英国所属各处， 或在外洋别地承工， 大

清国皇帝准其按照两国议定之保工章程， 与英民立约为凭。”③ １８６８ 年中美又签

订 《蒲安臣条约》， 这些条约规定清政府不得阻止华工出境， 而英、 法等国商人

在中国沿海各城市设站开馆公开招工， 使外国掠卖华工活动披上合法外衣， 更加

肆无忌惮。④ 在整个华工输出过程中， 香港始终处于中转站或者说中介地位。 据

统计， 在 １８４７ 年到 １８７４ 年期间， 从厦门、 广东、 香港和澳门运走的中国人估计

达到 １５ 万至 ５０ 万人。⑤ 综上可知， 近代香港在中非关系中扮演着特定的历史角

色， 即西方殖民者将中国劳动力输往非洲的中转站， 而到达非洲的部分华工并未

在合同期满后回国， 他们中大多数开始经商做买卖， 由此形成早期的非洲华商

群体。

（二） 非洲香港华商网络的初步发展

１９ 世纪中后期，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使交通工具更新换代， 这极大地拉

近了中国与非洲的距离， 中非人员交流与贸易往来逐渐增多。 １８９０ 年， 香港到毛

里求斯的马斯克林群岛使用了汽轮， 从而大大方便了人们涌向毛里求斯。 从香港

开船的两个月前， 广州以及一些主要县份 （如梅县、 开平等） 会张出布告， 公

布航班， 由代理商开始发放船票。 旅客提前 １５ 天到香港， 然后开船日总比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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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晚几天。① １８９８ 年， 清政府与刚果自由邦 （现刚果民主共和国） 签订 《中国

与刚果国专章》， 刚果自由邦成为第一个与中国订立条约的非洲国家。② 这既方

便了中国劳工和居民进入刚果自由邦， 也有利于开展中非商贸活动， 香港在其中

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近代以来， 香港不仅是中国人前往非洲的跳板， 也是非洲华人开展商贸活动

的中介。 香港地理优势显著， 既有得天独厚的天然良港， 又靠近中国内地， 加上

港英政府实行自由港政策， 吸引各国商人前来投资， 以此为基础香港逐步发展成

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对华贸易的中转站。 至 １９ 世纪末， 香港已经确立起远东转

运港的地位， 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商港。 例如， ２０ 世纪初的毛里求斯， 华人有

３５１５ 人， 其中 ２８５８ 人是商人， 占 ８１. ３％ 。③ 华人数量增加促进了中国与毛里求

斯的贸易往来， 其中绝大多数贸易以香港为中转站。 １８９２ 年， 毛里求斯从中国

进口商品额为 １６４２ 卢比， １８９３ 年为 ２４７２ 卢比， 到 １８９４ 年猛增至 １６８４９３ 卢比，
从这一年开始到 １９０７ 年， 毛里求斯与中国内地及香港的商业往来一直处于稳定

发展状态。④

当中国的国门逐渐被西方列强打开后， 西方殖民者转而从厦门、 汕头、 烟

台、 秦皇岛等地运送中国劳工前往非洲， 导致香港的中转站地位有所下降， 但是

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例如， １９０４ 年 ５ 月 ２５ 日， 一艘满载 １０５４ 名中国契约工人的

英国船只———推德塔尔号， 就由香港启航朝南非方向航行， 其中绝大多数契约工

人都来自中国广东省。⑤ 在广西梧州口岸， 还曾发现过一份完整的 １９０３ 年 《南
非招工合约》， 其中就提到香港： 所有工人由中国官并梧州英领事官看验， 同时

并由本行医员验看注册， 本行然后收受载往香港， 由太古行出费。⑥ １９０５ 年， 为

了给南非金矿招工， 港英政府曾特意建造一个能容纳万余人的屯舍， 该屯舍位于

九龙荔枝角。⑦ 由于华工到达南非金矿后面临各种非人道待遇， 以及南非当局限

制亚洲人的政策， 至 １９１０ 年， 赴南非的契约华工基本都返回国内。 但是， 仍有

部分契约华工留在当地， 或辗转到其他非洲国家。 为了谋生， 他们开始从事商贸

活动， 后成为非洲华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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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 香港与非洲的交往逐步由人员往来变为贸易往

来。 同时， 由于香港历来与海外华商联系密切， 是海外华商投资的中介和据点，
香港的中介地位能够帮助中国内地与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各地建立联系。① 随着

英国加大投入， 香港逐步发展为转口贸易港， 并成为中国内地进出口贸易的中

心。 １９１１ 年， 广州至香港九龙的铁路通车， 大大方便了中国内地移民、 货物借

道香港前往非洲， 亦方便非洲华人华侨支援祖国。 从 １９３１ 年开始， 远东局势逐

渐紧张， 由于战争需要， 香港再次发挥贸易中转站和中国对外贸易桥梁的作用，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三） 香港中转站角色的特点

１. 中非、 中外文化的交汇地

被英国占领后， 香港逐渐成为西方人来华的集散地和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内地

的桥头堡。 西方殖民者、 传教士在香港传播西方宗教， 出版西方刊物， 许多香港

居民及中国内地居民从中接触到西方文化。 据统计， 仅在 １８４３—１８６０ 年间， 西

方传教士就在香港出版了 ６０ 余种中文书刊。② 此外， 由于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
中国内地居民将其视为出国谋生的主要中转站。 这一时期， 大量中国内地华工经

香港去往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各地。 可以说， 香港不仅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

心， 还是沟通中国与非洲、 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更是名副其实的中非、 中外文化

交汇地。
２. 中国内地对外联络的 “超级联系人”
鸦片战争结束后， 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逐渐由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边陲小村

镇迅速蜕变为中外货物集散地、 贸易中心， 中国内地进出口贸易大多经由香港中

转， 香港因此成为中国内地对外联络的 “超级联系人”。 香港具有独特的地理优

势， 它是近代中国最早开辟非洲航线的地区， 这不仅便于西方殖民者加强其殖民

统治下各地之间的联系， 也有利于中非交往。 除地理位置优越可以发挥中转站作

用以外， 香港还具备政策优势， 不少香港居民或经由香港中转的内地居民能够相

对方便地前往南非、 毛里求斯、 尼日利亚等英属非洲殖民地。
３. 劳动力与商品贸易的中转站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 香港不仅成为中国内地劳动力输往非洲

的中转站， 也成为中非商品贸易的中转站。 作为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自由港， 中国

内地出口商品大部分经香港运往非洲， 而非洲出口商品绝大多数也经香港运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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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樑： 《海外华商网络与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 《东南学术》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第 ２４５ 页。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第 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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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地， 由此初步形成以香港为中心的中非华商网络。 早期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的

历史角色， 是以西方殖民者为中间人， 华人劳工和自由移民为主体， 经历了劳动

力 “输出—输入” 中介模式向商品贸易 “输出—输入” 中介模式转变的历史过

程。 随着世界格局变化， 以往由西方殖民者经香港向非洲输送 “苦力” “契约华

工” 的现象逐渐消失， 但香港与非洲的联系不仅没有减弱， 反而经由香港在非洲

的华商网络不断扩展， 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的历史角色也随之发生变化， 并展现出

一定的特色。

回归前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的角色： 独立的商贸主体

二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 中非直接互动逐步增多， 香港的中介地

位开始下降。 朝鲜战争爆发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封锁政策，
因而新中国较少通过香港与非洲联系。 自开埠以来， 香港与非洲的商业贸易就一

直存在， 并于二战后得到加强。 随着香港在非洲华商网络规模的不断壮大， 香港

与非洲的商贸往来变得相对独立， 进而在回归祖国前的中非关系中形成独立的商

贸主体地位。

（一） 非洲香港华商网络的迅速发展

近代以来， 华侨留在非洲的主要目的是谋生， 而非移民定居， 大多数华侨的

谋生手段主要是经商。① 由于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 在中国内地居民与香港居民

前往非洲以及建立商贸网络的过程中， 香港均是重要的中转站， 并由此形成非洲

香港华商群体及其网络。 非洲香港华商主要指在非洲从事工商业活动的香港居民

（或经由香港到非洲定居的中国内地移民）， “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有着明显的相通

性， 在交往与合作中建立起盘根交错的关系， 成为中国以外的华人资本群体之

一。”② 随着香港往来非洲的航线不断增多， 从毛里求斯、 南非拓展至尼日利亚、
加纳等地， 极大地加速了以香港为核心纽带的非洲华商网络形成。

受朝鲜战争影响， 香港转口贸易受阻， 因而转向发展出口加工业， 其与非洲

的贸易额随之增多 （如表 １）。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 香港与非洲的贸易额有较大

增长， 主要体现在出口方面。 １９６８ 年， 香港对非洲的出口贸易额仅为 ３. ５７ 亿港

元， １９７７ 年增加到 １４. ９１ 亿港元， 其中转口贸易额从 １９６８ 年的 １. ０６ 亿港元上升

到 １９７７ 年的 ４. ３ 亿港元， 表明香港与非洲的商贸网络在这一时期得到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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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山： 《非洲华人华侨史》， 第 ２５５ 页。
李国樑： 《海外华商网络与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 第 ２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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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香港与非洲商品贸易额 （１９６８—１９７７ 年） 　 （单位： 百万港元）

年份 １９６８ １９６９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１ １９７２ １９７３ １９７４ １９７５ １９７６ １９７７

进口 ３０３ ３２０ ４２５ ４２８ ３８９ ５６９ ６０９ ５４２ ６９６ ８４５

出口 ３５７ ４１２ ５４３ ５６２ ５８８ ６８６ １０４３ １１８６ １２９１ １４９１

转口 １０６ １４０ １７３ １５３ １３４ １７３ ２９３ ３１０ ３７３ ４３０

　 　 资料来源： 《香港统计年鉴 １９７８》， 香港统计署， １９７８ 年，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ｇｏｖ. ｈｋ ／
ｐｕｂ ／ ｈｉｓｔ ／ １９７１＿１９８０ ／ Ｂ１０１０００３１９７８ＡＮ７８Ｅ０１００. ｐｄｆ，访问日期：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

香港是连接海外的重要节点城市， 以其为连接点沟通中国内地与全球的华商

网络不仅具有单向的网络功能， 而且具有双向流动的特点。① 对非洲而言， 香港

是沟通中国内地与包括非洲在内世界各地的纽带， 具有 “超级联系人” 的特征，
其主要通过全球华商网络发挥作用。 对中国内地而言， 香港在非洲的华商网络主

要受家族主义、 社会关系等中华文化影响， 从属于世界华商网络。 此外， 近代中

国内地居民大多通过香港去往非洲， 因此非洲华侨华人或多或少与香港保持联

系。 可见， 以香港为连接点的全球华商网络使非洲香港华商网络能够不断发展

壮大。
华商网络是一个 “关系性” 集合体， 经过长期培育、 流动， 华商之间的社

会资本会向全球范围外溢， 最终为香港乃至中国内地与海外华人之间架设桥

梁。② 例如，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由于石油危机， 毛里求斯面临经济危机， 当地华

人朱梅麟 （时任毛里求斯立法会议员） 依靠华人企业家身份， 到香港等地寻求

投资， 成功地将不少香港资本引进毛里求斯， 并带来大量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劳

工。 尼日利亚则有查氏集团、 董氏集团、 李氏集团和华亨集团四大华人家族企

业， 它们成为海外香港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标杆。 以上情况表明， 随着港非贸易

不断扩展， 前往非洲的香港商人不断增多， 非洲香港华商网络得以形成并发展

壮大。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 受欧美对香港纺织品贸易限制影响， 非洲香港华商网

络不断丰富与完善。 朝鲜战争爆发后， 联合国对新中国实施禁运， 作为转口港的

香港大受打击。 随后港英政府决定调整经济发展模式， 即由转口贸易型经济变为

轻工业型经济， 香港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起， 加工出口纺织品、 电子零件等产

品。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香港纺织业、 制衣业迅速崛起， 大量纺织品出口到发达国

家， 给这些国家的纺织业造成很大冲击。 为了保护本国纺织业， 限制发展中国家

和地区的纺织品出口， 美西方国家推动在关贸总协定下引入 《多种纤维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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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冯邦彦： 《香港华商与 “全球华人网络” 的崛兴》， 《港澳经济》 １９９８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１５ 页。
曹德军： 《流动的 “关系”： 社会资本与东南亚华商网络演变分析》， 《南海学刊》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第 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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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ＦＡ）， 并于 １９７４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生效。 香港纺织品出口发达国家受到很大限

制， 需要拓展其他市场。 而得益于香港与非洲商贸网络的存在， 香港纺织品转而

出口到非洲地区。 相关数据显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尼日利亚已成为香港服装出口

的第二大市场， 仅次于美国。①

（二） 香港独立商贸主体角色的形成

二战后， 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 中非直接合作与交流逐步开展， 香港

与内地发展出两种不同的对非合作路径。 中国内地与非洲的交流与合作以反帝反

霸为基础， 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 而香港与非洲的交往则以贸易和投资为主。
形成两种模式的主要原因是， 香港在新中国成立后并未马上回归祖国， 而是仍受

英国政府管辖， 这间接导致香港确立了独立的商贸主体地位。
基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 新中国并未立刻收回香港， 而是采取 “长期打算，

充分利用” 的策略， 因此香港在与非洲的商贸往来中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 而在

非洲国家中， 香港与英联邦成员联系较多， 香港人前往这些国家受到的限制更

少。 例如， 尼日利亚华人企业家查济民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将香港业务逐渐转

向西非国家， 不断在尼日利亚、 加纳等国投资办厂。 １９６４ 年， 查济民在尼日利

亚卡杜纳筹建了一家名为 “统一尼日利亚” 的纺织厂， 该厂是中国与非洲在纺

织业生产、 管理和销售方面的第一次合作。② 据了解， 查济民之所以选择在尼日

利亚、 加纳等国建厂， 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语言、 政策、 法律等与香港

类似。
与中国内地不同的对非合作路径造就了香港独立商贸主体角色。 从新中国成

立到改革开放， 政治与意识形态是中国对非政策的主要考量， 反帝反霸求生存、
求独立成为中非关系的重要基石。③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１９９７ 年回归祖国，
香港的经济发展经历诸多曲折， 但总体而言取得较大成就。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

来， 香港成功实现经济转型， 即从转口贸易型经济向出口加工型经济转变。 从

１９６５ 年至 １９８５ 年， 香港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 ８％ ， 成为 “亚洲四小龙”
之首。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 香港资本急剧膨胀， 完成资本积累的香港企业家对非

投资意愿更加强烈。 反观中国内地， 政治利益是对非合作的首要因素， 而经贸合

作的意愿并不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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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香港统计年鉴 １９７８》， 香港统计署， １９７８ 年。
李安山： 《战后非洲中国移民人口状况的动态分析》， 《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第 ３５ 页。
温国砫、 苏亦煌、 王学军： 《中国在非洲国家利益的拓展及其国际效应》， 《中共浙江省
委党校学报》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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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香港华商网络扩大加速了香港独立商贸主体角色的形成。 通过在非洲的

香港华商， 众多香港企业家为追求经济利益， 前往非洲开展商贸活动。 自近代以

来， 商路畅通使香港至非洲的商贸网络逐渐成形， 香港成为中非贸易的中转站、
中非人文交流的节点城市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诸多非洲华人华侨捐资

抗日， 他们向国内输送物资基本都通过香港。① 二战后， 香港并未马上回归祖

国， 但凭借已有的华商网络能够单独与非洲开展贸易和投资。 这一时期非洲的香

港华商经济基本与中国内地脱节， 从而导致香港在中非关系中展现出独立的商贸

主体特征。

（三） 香港独立商贸主体角色的特点

１. 中国、 西方、 非洲三方互动的交汇点

如前所述， 新中国成立后并未马上收回香港， 导致香港仍受英国殖民统治，
彼时香港与非洲仍保持着正常的商贸、 人员往来， 这意味着中国能够通过香港获

得非洲资源， 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 当香港在贸易往来、 人员

交流、 经贸投资等方面与非洲产生联系时， 可以利用英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

的各种资源。 彼时， 由于大部分非洲国家尚处于民族解放运动阶段， 与中国交往

尤其是经贸交流还需经香港中转。 可见， 香港独立的商贸主体角色使其成为中

国、 西方与非洲三方互动的交汇点。
２. “香港人、 中国心” 在非洲的体现

从社会互动、 族群认同、 文化亲情角度来看， 非洲香港华商不仅继承了儒家

文化的诸多传统， 呈现出家族化、 关系化的发展模式， 而且尤为重视 “关系”。
关系性交往既可以带来理性收益， 也能创造情感认同，② 这是香港企业家在非洲

抱团发展的初衷。 据了解， 有的香港移民与非洲人通婚， 有的担任华人社团的领

袖， 有的则将先进设备和管理模式带到非洲， 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解决了

一些就业问题， 而且树立了良好的中国形象。 例如， 尼日利亚第一位华人酋长朱

南扬， 作为来自香港的华人移民， 他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还带动

香港同胞前往当地发展， 并与当地人构建了和谐关系。③ 与此同时， 非洲香港华

商始终保持一颗炽热的 “中国心”， 保持强烈的爱国情怀， 保持对中华文化的高

度认同， 并大力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 加强与当地人民的文化交流， 促进相互理

解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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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李安山： 《非洲华人华侨史》， 第 ２８５ 页。
曹德军： 《流动的 “关系”： 社会资本与东南亚华商网络演变分析》， 第 ６６ 页。
李安山： 《战后非洲中国移民人口状况的动态分析》， 第 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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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非洲成为香港移民潮目的地之一

长期以来， 北美、 欧洲等发达地区是香港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后来， 考虑

到香港经济转型的需要、 香港与非洲经济互补的现实， 以及非洲投资与移民政策

的吸引， 大批香港移民选择前往非洲发展。 以南非为例，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
南非宽松的移民政策和优越的投资政策吸引大批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及东南亚华

人前往南非 “淘金” 或定居。①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 在香港人心中， 南非成

为仅次于加拿大、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移民目标国。② 大批香港人在这一时期来到南

非定居和生活， 使南非的香港移民大增。 据了解， １９９１—１９９７ 年， 每年从中国香港到

达南非的移民数量就有 １０００ 多户。③ 非洲成为香港移民的新兴目的地之一。

回归后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的角色： “一国两制” 下的地方主体

随着香港回归祖国， 其独立的商贸主体角色发生了变化， 香港逐步融进中非

关系发展大局。 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发展以及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
香港与内地加速融合， 统筹于中央政府的对非合作框架。 其中， 最显著特征是非

洲香港华商网络与非洲内地华商网络融合， 进而形成独特的非洲粤港澳华商网

络。 此外， 香港保留了与非洲的经贸关系， 扮演了 “一国两制” 下的地方主体

角色， 既融入国家对非合作大局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一） 香港回归及非洲香港华商网络的扩展

香港回归祖国后， 被中央政府纳入对非政策框架中， 但仍维持着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非洲” 三角经贸关系。④ 这既丰富了 “一国两制” 的实践内涵， 还展

现出香港特色。 自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 中非关系逐步进入经济为核心， 政

治、 外交、 文化、 安全等多领域全面发展的新阶段。⑤ 新时期， 随着中非合作水

平大幅提升、 合作领域大幅扩展， 作为祖国的一部分， 香港逐渐参与中央政府对

非战略框架， 呈现出与内地深度融合的趋势， 如积极参与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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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随着中国内地经济快速发展， 香港能够更多地参与中非经

贸活动， 由中国内地输往非洲的转口贸易， 更让香港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 进入

２１ 世纪， 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 中非直接贸易随之增多， 在中央政府统筹及

特殊关怀下， 香港获得大量机会参与中国对非合作项目。 同时， 利用中非合作论

坛、 “一带一路” 倡议等对非合作平台， 更多的香港企业将目光投向非洲。 例

如， 香港联运能源控股公司就参与过多个中国对非投资项目， 包括卢旺达水利水

电项目、 保罗马水电站、 鲁帕塔水电站以及佛得角国家电力公司私有化项目

等。① 可见， 在 “一国两制” 框架下， 由中央政府统筹安排， 港非合作的范围与

内涵都得到极大扩展。
进入新世纪后， 大量中国内地居民涌入非洲， 推动非洲香港华商与内地华商

融合， 不仅能够丰富中非关系的内涵， 还能在二者之间实现优势互补。 以南非为

例， 香港回归前， 南非华侨华人主要从事服装、 鞋帽、 箱包、 眼镜等商品的零售

与批发， 也有部分华商从事进出口贸易。② 其中， 作为稍早到达南非的香港移

民， 他们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较成熟的社会网络， 与后来的中国内地华商形成

优势互补。 因此， 随着中国内地华商进入非洲， 非洲香港华商网络逐渐形成涵盖

粤港澳地区的华商网络扩大版。 例如， 南部非洲粤港澳总商会、 尼日利亚粤港澳

总商会等组织相继出现， 加速了非洲粤港澳华商的融合。 可以说， 回归祖国扩展

了香港对非合作的范围与内涵， 加速了非洲香港移民与内地移民的融合。
非洲香港华商获得经济成功后， 往往会为促进中非交流贡献力量。 有的华商

担当领导， 为非洲华人华侨解决困难。 有的华商则成为领事保护联络员， 为维护

非洲华商利益四处奔走。 例如， 来自香港的喀麦隆韦德集团总经理庄先生， 就担

任喀麦隆木材协会会长职务， 他捐资建设了喀麦隆杜阿拉华人活动中心。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南部非洲粤港澳总商会成员、 广东人郑先生， 在南非西北省遭遇抢劫，
被送到医院抢救， 通过当时南部非洲粤港澳总商会会长陈玉玲等人帮助， 郑先生

成功脱离生命危险， 并被运送回国继续治疗。③ 非洲香港华商的善举数不胜数，
他们的行为客观上加速了香港移民与内地新移民的融合， 反映出香港与内地一家

亲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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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洲香港华商与中国内地华商的融合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８ 年， 中非贸易额从 １０５ 亿美元上升至 ２０４２ 亿美元， 港非

贸易额也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１８１ 亿港元上升到 ２０１８ 年的近 ６５０ 亿港元。① 总体上，
２００３ 年港非贸易额占中非贸易额的近 ２０％ ， 但 ２０１８ 年港非贸易额仅占中非贸易

额的 ５％左右， 表明香港在中非经贸关系中的地位下降， 因而需要与内地进行产

业结合， 共同促进对非贸易与投资。 基于非洲国家开放的经济环境以及中国外向

型经济的发展，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大量中国内地居民移民非洲， 并逐渐成

为非洲华人华侨的主力军。② 相较于香港华商， 中国内地华商到达非洲的时间较

晚， 需要重构社会网络满足社会生活的需求， 因而稍早到达非洲的香港华商就成

为内地华商的学习榜样与合作对象。
因故乡地理位置接近和语言相通， 香港华商与广东华商逐渐融合， 形成以粤

语为纽带、 岭南文化为底蕴的地域性行业社团———非洲粤港澳商会， 极大地促进

了香港华商与内地华商的合作。 其中， 在南非成立的南部非洲粤港澳总商会具有

较强的代表性， 商会成员来自香港、 澳门以及广东。 成立 ２０ 多年以来， 商会以

服务粤港澳移民为重点， 以 “凝聚侨心、 集聚侨力” 为工作中心， 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 “不断推进中非友好交流合作， 构建和谐侨社， 积极维护华

侨华人权益， 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做出了应有贡献。”③ 除南非外， 尼日利亚粤

港澳同乡总会也是典型代表， 该同乡会充分发扬爱国爱乡精神， 在联谊乡情、 帮

助乡亲分忧解难、 促进拉各斯和谐侨社建设、 支持总领馆工作等方面作出积极贡

献。④ 非洲粤港澳商会的产生， 加速了非洲华商网络的建设， 并为增进中非友

谊、 促进中非民间交往贡献了力量。
南非、 尼日利亚粤港澳商会的成立， 与两国华商的规模有关。 南非、 尼日利

亚以及中国香港曾被英国殖民统治， 香港企业家前往这些国家投资不受语言、 政

策束缚。 前文提到， 尼日利亚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香港纺织品的主要进口国， 而南

非优惠的投资与移民政策也吸引众多香港投资和移民。 经过多年发展， 南非、 尼

日利亚等国的香港华商不断增多。 ２００７ 年， 在南非的中国香港、 澳门与台湾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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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数量就达到 ５ 万人规模。① 可见， 非洲的香港人、 澳门人与广东人逐渐融合，
不仅形成了融入中非合作框架的非洲粤港澳商会， 还为粤港澳三地华侨华人提供

了各种资源， 更向世界展示了香港、 澳门与内地紧密相连、 不可分割的事实， 有

力维护了祖国统一。

（三） 非洲粤港澳商会产生的意义及影响

非洲粤港澳商会的产生， 不仅能够促进香港华商与内地华商的融合， 还极大

地扩展了中非合作的内涵， 使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１. 推动香港参与中非合作

非洲粤港澳华商群体以粤语为纽带、 传承岭南文化为共同特征， 将来自香

港、 澳门、 广东的移民紧密团结起来， 对外始终作为一个团体而存在， 不仅搭建

起三地移民相互融合的平台， 也为香港参与中非合作提供便利。 在中非合作框架

下， 非洲粤港澳商会积极助力非洲华商参与国家对非合作项目。 例如， 香港参与

了 “一带一路” 民心相通、 “香港青年新跑道计划” 等中非人文交流项目， 不仅

为香港人民与非洲人民提供更多的交流渠道， 而且增强了香港人民对中非交流成

果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并为促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增加中非人文交往提供

重要支撑。
２. 增加非洲香港华商的社会资本

非洲粤港澳商会的成立与发展， 亦是非洲粤港澳华商拓展社会网络、 增加社

会资本的重要手段。 随着中非关系日益紧密， 中国对非投资力度不断加大， 香港

华商融入国家对非合作大局的趋势愈发明显。 香港华商与广东华商的融合形成了

独特的非洲粤港澳商会， 不仅加快了香港融入祖国对非合作框架的速度， 获得更

多发展机会， 还极大地增加了香港华商的社会资本， 如关系网络、 个人信用等。
此外， 香港华商还能与内地华商建立合作关系， 形成利益共同体， 增加他们获取

经济利润的能力， 进而实现互利共赢。
３. 呼应国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随着国家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香港、 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开始提速，
非洲粤港澳商会的形成与发展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对接非洲产业转移等方面具有重

要的促进作用。 众所周知， 中非经济具有较强互补性， 在非洲粤港澳商会推动

下， 粤港澳大湾区的商品在非洲很受欢迎。 ２０１５ 年， 粤非贸易额达到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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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４３１. ３ 亿美元，① 港非贸易额亦在 ２０１８ 年突破 ６５０ 亿港元， 这些数据表明粤港

澳大湾区与非洲建立了活跃的经贸网络。 此外， 越来越多的非洲商人进入粤港澳

大湾区寻求商机， 他们分布在广州、 香港、 佛山、 东莞等地， 为促进中非贸易以

及人文交流作出重要贡献。
总体而言， 作为地域性社会团体， 非洲粤港澳商会对于团结香港、 澳门及广

东华商具有重要作用。 非洲粤港澳商会不仅拓展了中非合作内涵， 同时在粤港澳

大湾区产业对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连接作用。 随着香港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 香港华商不断与内地华商融合， 香港成功确立其在中非关系中的新角色， 即

“一国两制” 下的地方主体。 这一角色不仅具有 “两制” 特色， 更包含 “一国”
的基本前提。 因此， 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下， 香港一定能为促进中非关系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结　 语

本文以华商网络为核心， 讨论了香港在中非关系中的历史角色及其转变历

程。 不论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强行拉拽下成为中国内地连接非洲的中转地， 还

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独立的商贸主体与非洲进行贸易、 投资与人员往来， 抑或是

回归祖国后演变成为 “一国两制” 下的地方主体， 香港在中非关系的历史变迁

中始终有其独特的历史定位， 侧面反映出中非关系日益紧密以及祖国日益强大的

事实。 因此， 虽曾受英国殖民统治， 但就中非关系而言， 香港从未离开过祖国。
在非洲的香港华商也始终怀着 “香港人、 中国心” 的身份认同， 保持着团结互

助友爱的中华文化精神， 通过与内地华商融合， 形成粤港澳商会这样的地域性行

业团体， 而非洲粤港澳商会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国内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总体而

言， 香港作为中西方交汇的地方， 客观上加速了中非交流与互动， 其中香港华商

及其网络作出了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 贺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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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ｎｅａｒｌｙ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ｅｎｇｒｅ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ｎｅｗｓ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ｐｐｅａｌｉｎｇ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ｎｅｗｓ ｕｓｅｒｓ，Ａｌ Ｊｅｚｅｅｒａ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ｉｔ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ｈａｓ ｇａｉｎｅｄ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ａ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ｔｓ ｎｅｗ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Ｃｈｉｎａ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ｕｔｈｏｒｓ：Ｍｅｎｇ Ｌａｎｊｕ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ａｔ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Ｍａｏ Ｊｉｎｇｙｉ，Ｐｏｓｔ －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４）.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ｅｎ Ｇｕｏｚｈｕ ａｎｄ Ｚｈｏｕ Ｊ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ｅｒ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ｔｈｒｅｅ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 ａ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２）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 ３ ） ａ ｌｏｃ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 ｏｎ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ｗ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ｓｅ ｒｏｌ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ｅｒ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ｒａｓ.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ａｎ ｆｒｏｍ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ｕ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Ｍａｃａｏ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ｗｈｉｃｈ ｐｌａｙｓ ａ ｋｅ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ｉ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ａｖ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８５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ｍ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Ｉｔ ａｌｓ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Ｗｅｎ Ｇｕｏｚｈｕ，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１１６７）； Ｚｈｏｕ Ｊｕ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ａ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ｕｄａ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２２５０００）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ｏｎｇ Ｚｕｏｚｈｕ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ｎ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ｈａ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ｍｕｃ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ｏ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ａｔｅ， ｈａｖｅ ａ ｗｅａｋ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ｙｅ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ｙ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 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ｌａｙｓ ａ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ｈａ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ｄｏｐｔ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ａ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ｒｅｆｅｒ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ｂｅｈｉ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ｌｏ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ｗｏｒｔｈ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ｄａ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ｙｅｔ ｂｅｅｎ ｆｏｒｍ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ｕｔｈｏｒ：Ｄｏｎｇ Ｚｕｏｚｈｕａｎｇ，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ａｔ Ｚｈｏｕ Ｅｎｌａ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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