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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美国将人权外交理论转变为人权外交制

度， 并依此在非洲推行人权外交。 人权具备道德属性和传播优势， 而且

非洲在人权方面存在先天 “脆弱性”， 所以明显受美西方人权理念的影

响， 这成为冷战时期美国非洲战略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冷战后， 美国

更倾向于通过贸易等手段凸显人权因素， 从干预非洲逐渐转为对非合作。
整体来看， 政府是美国影响非洲人权的主导力量， 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

深度参与非洲人权进程， 一些宗教组织也以人权名义开展独立行动。 总

体来看， 非洲人权发展取得一些效果， 但也被动接受着 “时代划痕”。
因此， 发展非洲人权需要充分实现内生动力与外在驱动的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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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摆脱殖民统治、 实现主权独立后， 保护人权成为非洲国家的重要任务。 经

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非洲人权理论与实践均取得长足进步。 最引人注目的是，
非洲国家出台了一些地区性人权宪章或宣言， 设立了一些人权机构。 然而， 非洲

人权从发展伊始就受到美西方国家的重点关注。 自二战结束以来， 在美国政府的

公开声明中， 推动非洲人权发展始终占据重要地位。①近年来， 美国政府或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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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 卡特政府将人权原则纳入 《对外援助法》 修正案， 同时要求南非改革种族隔

离制度； 老布什政府鼓励非洲限制政府权力， 保障公民政治权利， 推行司法独立、 新闻
自由等； 克林顿政府声明应向非洲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减少苦难和饥饿； 小布什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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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公布的人权文件必涉及非洲。 在这种外部压力下， “非洲关于人权的所有讨

论都陷入西方话语体系， 这严重影响了非洲人权文化及思想的发展。”① 因此，
分析美国对非洲人权的影响， 有助于洞察美西方国家的对非外交及其政治目的。
美国干涉非洲人权的方式具有多样性， 但其战略目标始终恒定， 即维护美国在非

洲利益最大化。 本文拟以历史脉络为线索， 评估美国的非洲人权政策、 实践路径

及其影响， 以便更好地认识美国在全球推行人权话语的战略意图。

美国对非政策中的人权话语

影响甚至控制非洲一直是西方国家对非政策的基石， 美国对非政策也始终围

绕维护自身利益展开。 美国更注重打造符合美国价值体系的 “开放非洲”， 白宫

认为 “只有开放的非洲才会更倾向于和美国合作”②。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美国

外交政策适时而变， 其关涉人权的外交理论也随之变化。 一些美国人遵循威尔逊

主义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ｉｓｍ） 的外交传统， 开始探索人权的外交价值。 例如， １９７３ 年美

国众议员唐纳德·弗雷泽 （Ｄｏｎａｌｄ Ｆｒａｓｅｒ） 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出， “在外交政策

中考虑人权是出于道德与实际的双重需要。”③ 一位民主党参议员也表达了类似

观点： “联合国人权进程不理想， 美国政府需要向全世界传播人权价值。”④ 足见

美国社会已形成 “美国应向世界推行人权” 的理念。 １９７８ 年 ２ 月， 吉米·卡特

（Ｊｉｍｍｙ Ｃａｒｔｅｒ） 签署 《总统人权命令： ＮＳＣ － ３０ 号文件》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
ＮＳＣ －３０）， 正式将人权外交理念转变为人权外交制度。 自此， “人权高于主权”
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石。

在美国与非洲的交往过程中， 人权概念重构了美国对非外交的道德基调， 人

权话语赋予美国对非外交以道德属性。 “美国是非洲人权的支持者和维护者” 比

“美国在非洲寻求利益” 更能打动人心。 一方面， 美国想要在非洲发挥道德楷模

作用。 “西方传统外交观念的重要特征是， 认为自己是文明人， 于是把站在对面

·４·

①

②

③

④

Ｐａｕｌ Ｔｉｙａｍｂｅ Ｚｅｌｅｚａ，“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４１，Ｎｏ. ３，２００７，ｐ. ４９４.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Ｕ.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Ｓｕｂ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Ａｕｇｕｓｔ ８，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ｒｏｏｍ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０８ ／ ｆａｃｔ － ｓｈｅｅｔ －
ｕ － ｓ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ｔｏｗａｒｄ －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９ Ｊｕｌｙ，２０２３.
Ｔｏｎｙ Ｅｖａｎｓ，ＵＳ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 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ｐ. １６４.
［美］ 塞缪尔·莫恩： 《最后的乌托邦———历史中的人权》， 汪少卿、 陶力行译， 商务印
书馆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１５０ 页。



美国对非洲人权外交： 话语选择、 实施路径及其危害性

的人描述为野蛮人。”① 在对非外交中， 美国对本国价值观始终保持着优越感，
认为其具备普世性， 尤其是 “人权至上” 最富美国特色。 甚至在一些美国政客

看来， 非洲需要在美国的帮助下保护人权， 以便从 “野蛮” 走向 “文明”。 另一

方面， 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沼后， 国内外对非正义外交政策的抗议不断， 美国急

需实现外交政策的道德转向。 于是， 人权外交悄然进入美国外交话语的选择范

围， 并展现出超越国际政治和地缘利益的正义性。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 美国助

理国务卿帕特里夏·墨菲·德里安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Ｍｕｒｐｈｙ Ｄｅｒｉａｎ） 的讲话就充分反映

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道德转向， 她指出， “人权即世界秩序， 应以人权重构世界，
才能实现每个人的人权， 保障每个人的尊严”。② 但是非洲对于美国依旧残存着

百年前奴隶贸易的记忆， 加之冷战时期明目张胆地介入非洲， 美国在非洲的国际

形象较为负面。 因此， 美国着手在非洲开展人权外交， 希望以此消解霸道形象，
擢升道德地位。 而后， 由西方媒体推波助澜， 美国被塑造为非洲人权的保护者和

监督者。 受此影响， 保护人权一度成为评价各国形象的道德标准。
人权话语是美国在非洲推行价值观的便利工具。 “美国并非殖民大国， 但二

战以来在价值渗透上得心应手。”③ 这得益于威尔逊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其核心思想是在全球传播法治、 民主、 人权等观念， 促使其他国家心甘情愿地接

受美国价值观。 “纵观美国近百年来进行的民主输出以及人道主义干涉， 都与威

尔逊主义一脉相承。”④ 受其影响， 大多数美国人也希望本国外交能向全球传播

美国价值。 从历史维度来看， 美国之所以急于在非洲扩散人权话语， 传播美国价

值观， 与美苏争霸密切相关。 自诩 “文明” 的美国需要在价值观方面极具吸引

力， 而人权话语在传播方面具备优势， 并且人权还能 “连接道德、 法律和政治，
为普遍交流与合作铺平道路”⑤。

除此之外， 非洲国家在人权方面存在先天 “脆弱性”， 易受西方干预， 因此

势必在人权领域受美国严重影响。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 随着非洲国家逐渐摆脱殖

民统治实现独立， 公众渴望更富裕的生活、 更公平的分配制度、 更正义的司法结

构和更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 然而， 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经历了漫长

的殖民统治后， 非洲国家根基薄弱， 种族矛盾尖锐， 经济结构单一， 文化被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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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义裹挟， 缺乏现代制度， 因此保障西式人权也就很难一蹴而就。 １９７７ 年

卡特当选美国总统， 他视人权外交为美国外交的首要工具。 人权学者塞缪尔·莫

恩 （Ｓａｍｕｅｌ Ｍｏｙｎ） 总结道： “美国总统卡特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 把人权

问题从处于底层的游离状态推升至全世界话语的核心。”① 自此， 美国开始利用

人权问题获取海内外广泛认同。 受其影响， 新崛起的非洲政治精英为维持执政合

法性， 响应来自美国的人权号召， “承诺要保障人权， 尽快实现经济发展， 并尽

量避免来自国际社会的人权谴责”②。 其中的逻辑是： 美国是当代人权话语的发

起者， 而非洲很大程度上是接受者。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美国对非人权外交从理论话语走向行动实践。 此后， 美国

对非人权外交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 大致可划分为 ３ 个阶段。
第一阶段 （１９７０—１９９１ 年）， 冷战中后期人权话语成为大国在非洲利益博弈

的重要工具。 在此时期， 随着美苏争霸愈演愈烈， 以及大批非洲国家获得独立，
非洲在冷战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高。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苏联展开对非攻势， 即

“输出革命、 输出意识形态、 不加任何政治军事义务的经济援助”③。 因此， 新独

立的非洲国家广受苏联影响， 接受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 “先后有 ２４ 个非洲国家

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④。 在此形势下， 为遏制共产主义， 占据意识形态领地，
美国与苏联在非洲展开激烈争夺。 经过经济对抗、 资源争夺、 代理人战争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 苏联再次扮演起主导非洲的角色， 这对美西方国家控制非洲

的战略意图形成有力挑战。
人权外交是冷战时期美国非洲战略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尼克松政府支

持非洲白人政权， 为非洲盟国提供军事及安全援助， 公开反对国会把人权滥用于

外交。⑤ 福特政府对人权外交的态度却发生较大转变。 １９７６ 年， 时任国务卿亨利·基

辛格 （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访问南部非洲国家， 许诺以人道主义援助支持人权问题。
至卡特政府时期， 人权外交开始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 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在

非洲的道德形象。 卡特政府国务卿塞勒斯·罗伯茨·万斯 （Ｃｙｒｕｓ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Ｖａｎｃｅ）
在演讲时表示， “以任何理由侵犯人权的行为都是错误的， 以种族为理由侵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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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特别令人讨厌， 美国将在整个非洲执行促进人权的政策。”① 与此同时， 美国

对非洲的援助加大了人权介入的力度。② 到里根政府时期， 美国直接利用非洲人

权问题指责苏联， 认为苏联将非洲视为东西方的角斗场， 严重损害了非洲人权，
因此非洲需要美国的军事干预， 以打压苏联势力， 实现和平与发展。 在冷战中后

期， 美国还广泛尝试向非洲移植民主体制， 遏制共产主义在非洲的影响力， 并借

口人权问题抨击倾向于苏联的非洲国家。 在这一阶段， 人权外交不仅帮助美国赢

得许多非洲盟友， 还逐渐削弱苏联共产主义事业的合法性。
第二阶段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 年）， 冷战后初期美国主要通过经济诱导实现人权干

涉。 冷战结束后， 美国总统威廉·杰斐逊·克林顿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Ｃｌｉｎｔｏｎ）
谋求在非洲全面铺开民主制。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克林顿总统在演讲中指出， “美国外

交政策根植于民主制度……在这个危险与承诺并存的时代， 自由、 民主、 经济繁

荣和人权能否在世界各地成为现实取决于我们的行动。”③ 作为典型的汉密尔顿

主义者， 他还重视在非洲寻觅商业利益， 推行 “叫好又叫座” 的外交政策。 因

此， 冷战后的美国减少了对非洲人权的直接干预， 更多通过贸易手段凸显人权因

素。 从很多方面来看， 克林顿政府并未放松在非洲的 “软外交”， 其人权战略仍

然因袭传统做法。 然而， 美国曾对非洲作出的人权承诺并未完全兑现， 反而为维

护自身利益， “选择性漠视” 显而易见的非洲人权问题。 例如， １９９４ 年卢旺达大

屠杀发生时， 白宫的反应是， “美国介入越晚越好、 越少越好， 别的国家介入越

多越好。”④ 面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苏丹的人道主义灾难， 时任国务卿马德琳·
科贝尔·奥尔布赖特 （Ｍａｄｅｌｅｉｎｅ Ｋｏｒｂｅｌ Ａｌｂｒｉｇｈｔ） 明确表示： “苏丹人权局势在

美国没有市场。”⑤

第三阶段 （２００１ 年至今）， 美国人权干涉呈现多元化趋势。 进入新世纪后，
人权外交依然是美国对非战略的重要工具， 只是隐匿得更深。 除了传统领域， 美

国还关注教育医疗、 妇女儿童等议题。 小布什政府积极对待非洲人权问题， 传播

美国价值观念。 ２００２ 年启动 “非洲教育倡议”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并

单独设置 “大使女童奖学金计划”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ｓ Ｇｉｒｌ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Ｐｒｏｇｒ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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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年启动 “总统艾滋病紧急救助计划” （ＰＥＰＦＡＲ）， ２００５ 年又发起 “总统疟

疾倡议” （ＰＭＩ）。 此外， 小布什政府还组建美军非洲司令部， 承担人权促进任

务。 但是， 非洲学者认为设置该机构仅仅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 强化地区

政治稳定。① 之后， 奥巴马政府将非洲作为美国外交的优先对象， 以合作者的姿

态与非洲交往。 在人权方面， 奥巴马政府实现从 “美国为主的干预和施惠” 转

向 “促进美国与非洲合作”。 ２０１４ 年， 首届美非峰会商讨了非洲减少贫困、 促进

妇女发展、 提升儿童健康水平等事项。 不过， 唐纳德·特朗普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总统在任期间从未出访过非洲， 他对非洲较为轻视， 认为对非援助 “普遍无效且

容易产生腐败”②。 但是， 特朗普政府并未停止执行奥巴马政府的对非政策， 甚

至还提出新的政策框架 “繁荣非洲” （Ｐｒｏｓｐｅｒ Ａｆｒｉｃａ）， 投资 “２Ｘ 妇女倡议”
（２Ｘ Ｗｏｍｅｎ’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和 “女企业家学院” （ＡＷＥ）， 支持非洲妇女事业发展。

拜登政府在非洲重申人权话语， 强调美式价值观。 拜登总统组建了专业的非洲团

队， 并任命知名人权捍卫者、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 （Ｓａｍａｎｔｈａ Ｐｏｗｅｒ）
管理美国国际开发署。 拜登政府意识到人权话语有利于美国赢得全球竞争， 于是对非

外交附加了更多的人权因素。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３ 年， 美国主办了两场 “民主峰会”， 邀请

多个非洲国家领导人与会， 主张人权及民主应成为美非合作的基础， 并承诺在非洲投

入更多对外援助支持民主、 捍卫人权。

美国影响非洲人权的方式与路径

人权话语要通过具体方式贯彻落实， 针对非洲各国国情， 美国政府相对应地

采取了不同方式与路径。 同时， 一些非政府组织受人权外交思潮影响， 也在美国

向非洲人权施加影响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体来说， 美国影响非洲人权的

路径与方式较为多样， 但主要还是政府主导人权外交、 国际组织深度参与和宗教

组织遥相呼应。
第一， 政府是美国在非洲推行人权外交的主导力量。 美国的外交风格是 “美

国例外论”③， 在与非洲的交往过程中， 它延续这一风格， 摆出 “救世主” 姿态。
在各种国际场合或人权白皮书中， 美国曾多次严厉指责非洲国家存在人权问题，
采用 “胡萝卜加大棒” 手段， 迫使非洲依照美国标准改善人权状况。 其中， 援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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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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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积敏、 魏雪梅： 《美国对非洲外交研究》， 第 １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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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是美国对非人权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 《美国对外援助参考指南》， 美国

政府将对非援助分为五类， 即军事援助、 人道主义援助、 双边经济援助、 多边经

济援助和法治援助。① 美国国际开发署、 美国非洲发展基金会、 千禧年挑战公司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是美国政府开展对非援助的主要执行机构，
具体形式包括资金援助、 技术援助、 粮食援助和债务减免。 非洲是获得美国援助

最多的地区之一， 而同意人权附加条件是得到美国援助的必要条件。 自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 借由 《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ｃｔ） 的

人权条款， 美国终止了埃塞俄比亚、 几内亚和马里的受惠国身份。②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拜登政府又以人权状况为由， 将针对津巴布韦的制裁延长一年， 并称 “姆南

加古瓦政权正在实施威胁美国外交的政策”③。
另外， 发布 《国别人权报告》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是美国对非人权外交的重要手段， 其内容几乎都是关于各国公民的政治权利。④

《国别人权报告》 主要包含政府是否尊重人权完整、 政府是否尊重公民自由、 公民

是否有自由参政的权利、 政府腐败及缺乏透明程度、 政府对非政府组织调查及指

控其侵犯人权的态度、 是否存在歧视虐待及人口贩卖、 公民是否有劳工权利等。
《国别人权报告》 往往会 “点名” 批评某些非洲国家， 指出其在人权保护方面存在

的问题， 甚至指明某些非洲国家政府即是侵犯人权的主体。 纵览 ２０２２ 年的报告可

以发现， 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被视为 “存在重大的人权问题”， 如警察部门侵犯人

权、 存在法外处决的情况、 监狱条件恶劣、 司法不独立、 限制公民言论自由、 腐

败严重等。 其中， 发展问题和文化相对性也被描述为人权问题。⑤ 该报告漠视非洲

国家的贫困状况， 极少谈及非洲人的生存与发展状况， 忽视非洲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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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Ｚｉｍｂａｂｗｅ，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Ｓｕｄａｎ，Ｅｇｙｐｔ，”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２０２２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ｏｎ －
ｈｕｍａｎ － ｒｉｇｈｔｓ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１５ Ｊｕｌｙ，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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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世界银行发现， “近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 ２０３０ 年

世界 ９０％的贫困人口将居住在此。”① 根据 《２０２２ 年联合国报告》， 非洲人权面临的

主要问题是生存与发展、 和平与安全， 而不是公民缺少政治权利。
美国还擅长在人权领域对非洲国家开展 “学理渗透”。 国际法学者路易斯·

亨金 （Ｌｏｕｉｓ Ｈｅｎｋｉｎ） “从一开始的历史叙述起就将人权概念美国化”②。 他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创立国际人权中心， 开设国际人权课程， 培养学生团体， 参加联合

国人权委员会会议， 与国际人权学术网络建立联系， 并成为其核心。 非洲是美国

“学理渗透” 的重镇， 苏联解体后， 美国向南非、 乌干达、 阿尔及利亚等国移植

美国宪政理论， 帮助它们确立三权分立原则。 此后， 美国学者、 政要、 议员频繁

出访非洲， 向非洲国家介绍西方人权理念， 帮助非洲国家开展人权教育。 时至今

日， 美国依然在向非洲政府、 高等教育机构、 人权组织广泛输出工作人员、 学

者、 国际法专家、 人权律师等。
第二， 国际组织深度参与非洲人权进程。 塞缪尔·亨廷顿 （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直言： “有许多组织参与美国的扩张， 包括政府与非政府组织， 它们致力于在别

国的领土上追求其重视的目标。”③ 资金雄厚的美国国际组织， 在干涉非洲人权

事务、 渗透美国价值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它们通过游说、 制造舆论、 影

响民意等方式介入美国对非外交。 其中， 一些跨国公司是沟通美非贸易的重要主

体， 政治力量不可小觑。 例如， 由跨国企业高管组成的总统非洲经商咨询委员会

能直接向总统提出政策建议， 该委员会最关注的非洲人权问题往往与贸易环境相

关， 他们鞭策美国政府去解决非洲腐败问题。④ 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国际人权组织，
与跨国公司不同， 它们总是直接为 “非洲人权” 摇旗呐喊。 据人道主义成果网统

计， 在美国注册、 办公、 招揽人员的国际人权组织超过 ３００ 个， 其中 “人权观察”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 “自由之家”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等组织影响较大。

具体来看， 人权组织经常越过程序， 为美国政界高层和他国人权活动家牵线

搭桥， 进而影响美国外交政策， 干涉他国内政。 如克林顿总统访问非洲时， “人
权观察” 组织便安排总统夫人希拉里会见当地人权活动家、 政治异见者。⑤ 另

·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ｈｉｈａｎｇ. ｏｒｇ ／ ｚｈ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
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２０ Ｊｕｌｙ，２０２３.
［美］ 塞缪尔·莫恩： 《最后的乌托邦———历史中的人权》， 第 ２０４ 页。
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１９９６.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ＡＣ － ＤＢＩＡ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ｖ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ｄｏｉｎｇ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ａｆｒｉｃａ，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２０
Ｊｕｌｙ，２０２３.
熊志勇主编： 《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２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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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部分人权组织每年向美国政府提供人权报告， 以此影响美国对非政策的制

定。 人权组织还善于利用舆论， 如 “人权第一”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Ｆｉｒｓｔ） 组织曾发

布 “布林肯将资助涉嫌恐怖主义的埃及政府”① “肯尼亚警察获美国政府赞助，
实施酷刑并法外处决， 但未被问责”② 等类似新闻， 敦促美国政府援助非洲要以

人权为标准。 有学者观察到， “大赦国际” （Ａｍｎｅｓ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人权观察”
“人权律师委员会” 等组织还建立了 “数据自由网络”， 该网站通过设定特定话

题吸引网民参与互动， 炒作发展中国家失业、 腐败、 贫富分化、 司法不公等社会

问题， 企图激化当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③ 近年来， 一旦非洲国家在人权方

面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人权组织就会对其公开指责， 并且常在非洲开展人权教

育、 调查记录人权、 制定人权标准及程序、 促进和平与发展等活动。④

人权行动需要物质基础， 而基金会则是人权行动重要的资金来源。 比尔及梅

琳达·盖茨基金会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分别在南非、 尼日利亚、 埃

塞俄比亚设立办事处， 它们与非洲各国政府、 国际组织合作， 向 ４９ 个非洲国家提

供资金及技术。 ２０ 世纪 ５０ 至 ９０ 年代， 福特基金会 （Ｆｏｒ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跟随历史潮

流援助非洲， 其资助项目沿着美国对人权的 “新解释” 铺开， 从批判南非种族政

策、 支持妇女运动， 到培育民主下一代， 从而成为美国基金会影响非洲人权的典

型代表。 还有一种趋势在今天至关重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 发达国家对非洲的援

助资金逐步从当地政府流向非政府组织。⑤ 例如， 乔治·索罗斯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ｏｒｏｓ）
创建的开放社会基金会 （Ｏｐｅ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在非洲的捐赠额高达 １. ２７４
亿美元， 主要用于非洲公民政治权利伸张及民主制度建设， １３６ 个非洲人权组织

接受该基金会的援助， 为此这些组织经常批评非洲政府。⑥

第三， 一些宗教组织遥相呼应， 以人权名义开展民间行动。 美国社会有着深

厚的宗教传统， 美国人民也深受宗教影响。 美国信众派别林立， 宗教组织层出不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ｒｉａｎ Ｄｏｏｌｅｙ，“Ｂｌｉｎｋｅｎ’ 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ｍｍｉｎｅｎｔ ｏｎ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ａｎ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Ｆｉｒｓｔ，２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ｆｉｒｓｔ. ｏｒｇ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ｂｌｉｎｋｅｎｓ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ｉｍｍｉｎｅｎｔ － ｏｎ － ｆｕｎｄｉｎｇ － ａｎ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ｔｈａｔ － ｅｎａｂｌｅｓ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 ２ ／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２５ Ｊｕｌｙ，２０２３.
“Ｈｏｗ ｔｈｅ Ｏｂａｍａ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Ｔａｃｋｌ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Ｆｉｒｓｔ， １５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ｆｉｒｓｔ. ｏｒｇ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ｈｏｗ － ｔｈｅ － ｏｂａｍａ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ｕｌｄ － ｔａｃｋｌｅ － ｄｒｉｖｅｒｓ － ｏｆ － ｖｉｏｌｅｎｔ －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 ｉ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２５
Ｊｕｌｙ，２０２３.
刘波：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与中东剧变》，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第 ７０ 页。
Ｖａｉｂｈａｖ Ｇｏｅｌ ａｎｄ Ｍａｎｏｊ Ｋｒ. Ｔｒｉｐａｔｈｉ，“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ＧＯ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 ７１，Ｎｏ. ３，２０１０，ｐ. ７７１.
胡志方： 《非洲非政府组织与国际资助者关系探析》，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６４ 页。
“Ａｆｒｉｃａ，”Ｏｐｅ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ｐｅ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 ／ ｗｈａｔ － ｗｅ － ｄｏ ／
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ａｆｒｉｃａ，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２５ Ｊｕｌｙ，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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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 其中， 由于具备强烈的传教气质、 自由的组织形式、 突出的筹资能力等优

势， 美国基督新教组织广泛在海外建立分会， 并热衷于跨国开展传教、 公共倡

议、 社会服务等活动， 这给非洲人权事务带来隐性影响。 有报道称， “冷战结束

以来， 数以百计的美国基督教组织在苏丹从事传教和人道主义援助活动。”① 同

时， 新教的观念也会影响非洲教会， 从而影响非洲信众的人权观念与实践。 １８８０
年， 美国新教组织———非洲卫理公会圣公会 （ＡＭＥ Ｃｈｕｒｃｈ） 就已经在非洲传教。
一百多年来， 该组织在非洲已有 ６ 个教区， 超过 ２７８ 万会员， 其反对种族与性别

歧视的观念深入非洲信众心中。 ２０２１ 年， 该组织迎来了第一位非洲女主教， 这

是通过宗教力量为非洲女性赋权的范例。 可是， 并非所有来自美国新教的人权观

念都适用于非洲。 例如， 部分新教自由派承认性少数群体的婚姻， 并承接这类群

体的结婚仪式， 遭到保守派激烈反对， 这一斗争有扩大至非洲的趋势。
除此之外， 美国宗教组织还在跨国行动中批判政府的宗教管理政策、 编织与传播

政府迫害宗教人士的故事、 扶持表面为宗教人士但实际为政治异见者的政治势力。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Ｓｕｄ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就是美国宗教组织借人

权干涉非洲国家内政的典型。② 还需注意的是， 宗教组织以宗教人权的名义进行跨域

渗透。 例如， 基督教人道主义组织 “全球基督教救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Ｒｅｌｉｅｆ） 就致

力于 “为受迫害的基督徒建立最广泛、 最隐蔽的服务网络”③。 在过去的 ６０ 年中， 该

组织已成为全世界最大及最知名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组织之一， 在 ６０ 多个国家活动，
为所谓的 “受迫害基督徒” 提供圣经、 紧急援助、 圣职培训、 宣传和社区重建。 在

非洲， 尤其是北非地区， 该组织的渗透明显影响了当地的宗教生态。

美国影响非洲人权的危害性评估

经过梳理可以发现， 美国对非洲人权理论与实践带来巨大冲击。 正如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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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ｌｄｍａｎ，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ｌｓ Ｇｉｖｅ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 Ｔｉｎｇｅ，”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Ｍａｙ ２６，２００４.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与宗教人权： 基督教福音派强调苏丹的悲剧在于领导人推行伊斯兰化，
他们通过网络展现苏丹基督教徒的困境， 以唤起美国广大宗教社区和信徒对苏丹问题的
关注。 部分福音派团体非法进入苏丹领空投放救援物资。 与此同时， 基督教福音派在苏
丹宗教人权问题上与天主教会也产生有力互动。 教宗保禄·若望二世和美国天主教会均
出面干预苏丹问题， 后者不仅派团去苏丹调查， 在国会作证， 还在全国各地的天主教刊
物上刊登调查结果， 与基督教福音派呼应配合， 形成广义基督教的 “普世受难运动”。 参
见徐以骅： 《宗教与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以美国宗教团体的 “苏丹运动” 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 第 ２０７ 页。
《敞开的门美国分部首席执行官出走， 另立组织 “全球基督教救济”》， 《基督时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ｔｉｍｅｓ. ｃｎ ／ ｎｅｗｓ ／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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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学者保罗·蒂亚姆贝·泽莱扎 （Ｐａｕｌ Ｔｉｙａｍｂｅ Ｚｅｌｅｚａ） 所言， “美国的政策并非

总是在帮助促进和保护非洲人权。”① 非洲人权也在被动接受 “时代划痕”， 并且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都会继续承受美国带来的影响。 因此， 从现实维度

考虑， 必须在理论层面对美国人权影响的效果进行评估。
第一， 促进非洲人权保护走向法治化， 促成部分非洲国家建立官方人权机

构。 客观来看， 美国对非洲人权也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 为非洲民众和人权项目

提供资金支持； 推动非洲国家开展人权改革， 打破人权信息壁垒； 拓展联合国了

解非洲人权现状的渠道等。 更重要的是， 大多数非洲国家开启了人权保护法治化

进程。 目前， 非洲人权保护的区域性制度趋于完善。 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后， 确认

遵守 《世界人权宣言》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通过制定 《非洲

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ｉｇｈｔｓ） 及其两项

议定书， 逐渐成为非洲人权保护体系的核心机构。 ２００４ 年， 非洲人权与民族权

法院成立， 这是构建非洲人权保护体系的标志性事件。 时至今日， 非洲各国以宪

法为核心的国内人权保护体系也基本建立， 超过 ３０ 个国家借鉴美国经验， 启用

合宪性审查制度， 还有部分国家直接移植 《权利法案》 来确定本国的人权保护

制度。② 除此之外， 在外部政治压力下， 一批国家人权机构相继成立， 主要服务于国

内人权事务， 并应对来自国际社会的人权批判。 例如， 摩洛哥成立人权咨询委员会，
任命人权部长； 阿尔及利亚设立国家人权监测机构； 南非建立人权委员会。

第二， 影响非洲政治稳定， 甚至造成冲突事件， 危害当地安全。 美国及人权

组织十分关注非洲公民的政治权利， 例如确保对政治犯的公正审判、 废除死刑、
结束法外处决等。③ 但是在非洲， 考虑到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历史、 公民社会较

为软弱的现实， 如果外部力量过度强调政治权利， 国家内部会出现理念与实际的

割裂， 势必造成政治混乱。 从结果来看， 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非洲国家对人

权的重视程度， 但也有学者认为： “政治性援助会使种族冲突和暴力复杂化， 导

致倒退、 内战、 军事政变等结果。”④ 还有学者研究发现，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年美国

对非援助降低了受援国的人权水平。”⑤ 当前， 美国对非洲人权的影响已经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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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国家社会动荡。 例如， 突尼斯政权更迭就受到美国人权组织的推波助澜，
《福布斯》 杂志称， “在人权组织的协助下， 突尼斯是阿拉伯世界中第一个由崛

起的公民力量———更确切地说是网民———推翻现政权的国家。”① 此外， “点名羞

辱” 的政治影响也应受到关注。 美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经常在人权领域 “点名

羞辱” 一些非洲国家， 这提升了国际社会关注度， 但根据雅各布·奥斯德兰

（Ｊａｃｏｂ Ａｕｓｄｅｒａｎ） 分析， “点名羞辱” 亦会产生负面影响， 即增加受羞辱国家的

政治异见程度， 从而加大政府镇压普通民众的需要， 这种国内压力的增加可能会

导致新的人权侵害行为出现。②

第三， 深化非洲 “人权依赖症”， 削弱非洲人权运动独立性。 “人权依赖症”
是指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 倒逼发展中国家保护本国人权。③ 美国人

权援助打压了非洲人权发展的内生动力， 使非洲边缘处境合法化。 在非洲， 有

４８ 个国家接受了美国援助。④ 根据法律规定， 美国分配援助时必须考虑受援国政

府的人权表现。⑤ 因此， 非洲改善人权的动力大都来自对美国援助的依赖。 其

中， 非洲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现状集中体现了 “援助依赖” 的困境。 非洲绝

大多数非政府组织的生存依赖外部捐赠， 尤其依赖美国基金会。 但捐助往往附带

条件， 因此捐助者虽未处于行动中心， 但处于规则中心。 换句话说， 非洲国家非

政府组织的人权行动并不符合非洲实际， 而是迎合美国 “口味”， 它们以保护公

民政治权利为中心， 以批评本国政府制造社会混乱为目的。 所以， 此类组织的人

权行动效果不佳， 对政府的批评无法做到公正和独立。 这也印证了经济学家威

廉·埃斯特利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 对援助的看法： “援助使人们停止寻找自己解

决问题的方法， 腐蚀地方机构并削弱其作用， 导致一些援助机构形同虚设。”⑥

第四， 加大非洲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 非洲经济脆弱性愈加凸显。 有

研究表明， “不管人权有多大的吸引力， 除非与大国利益和偏好一致， 否则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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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状况不会取得进展。”① 实际上， 美国对非人权外交是一种符合美国利益的

慈善资本主义手段， 有利于美国繁荣， 不利于非洲可持续发展。 以资助非洲人权

事务的基金会为例， 美国法律不禁止基金会营利， 因此在投资非洲时， 许多基金

会优先选择与本国跨国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合作。 １９９７—２０２３ 年， 比尔及梅琳

达·盖茨基金会共设立 ５４２２ 个援非项目， 其中 ２６６３ 个项目的受赠主体是美国机

构。② 也就是说， 基金会的资金大多用于投资西方世界的产业链， 为发达国家积

累社会财富， 并将过剩产品投放于非洲市场。 在美国以人权为名向非洲施以经济

援助的过程中， 非洲处于被动地位， 似乎不得已扮演着 “全球化后备军” 的角

色。 大量非洲人口成为人权援助产业链中的廉价劳动力， 丰富的自然资源也被西

方大型跨国公司通过贸易纳入囊中。 对非洲来说， 看似是自由选择， 得到了发达

国家的援助青睐， 实则深化了非洲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最终又转化为

公众压力， 进一步恶化非洲人权状况。
第五， 冲击当地价值体系， 不利于非洲本土人权话语的发展。 非洲文化具有

整体性特征， 又因外来文明的传播， 亦具备多样性特征。 但不管是北部非洲伊斯

兰文化区， 还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化区， 根源性价值都萌生于集体主义。 所以，
人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要在非洲有效呈现， 而不仅仅成为政治修辞， 必须与非

洲整体价值观和多样文化结合。 但是非洲 “困” 在自我的历史语境中， 被现代

化潮流裹挟， 只能被动接受美国的人权方案。 然而， 美国承认的 “普遍人权”
与非洲价值存在冲突， 它假定个体拥有自然权利， 集体必定剥夺个体权利， 压榨

个体生存空间。 美式人权背后还隐藏着 “美国中心论”，③ 展现出必然的扩张性，
表面上是权利主体范畴的扩张， 事实上是美国价值的扩张， 这种扩张无法解决非

洲人权困境， 甚至阻碍了非洲本土人权话语的发展。 绝大多数情况下， 美国都把

本国人权发展成果视为人类普遍的道德认同和政治意愿， 罔顾非洲实际， 但是美

国的经济优势又迫使非洲忽视本土价值， 因而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对此， 非洲学

者提出， “非洲各国独立后， 并没有灵活适用非洲文化。 从根本上说， 移植的人

权文化隐含着让非洲人变成西方人的期望。”④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多元主义的兴起

部分消解了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冲突， 而人权作为新时代最重要的价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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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非洲发挥作用， 就必须从本土文化出发， 再向外叠加人权共识。

余　 论

２１ 世纪以来， 非洲地位日益凸显， 人权议题成为西方国家控制非洲的重要手

段。 因此， 人权外交成为美西方国家非洲战略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这给非

洲本土人权理论与实践带来巨大挑战。 客观来讲， 仍有几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一是美国推广国际人权理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但客观上忽略了人权理念

根植的文化本土性及社会现实， 一些原则并不必然适用于非洲实际， 给非洲人权

发展造成阻碍。 美国外交政策， 特别是对非洲人权的施压及干预， 深深伤害了非

洲人民的民族情感， 为解决非洲问题而移植美国办法， 无异于削足适履。 因此，
非洲人权要进步， 需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分析非洲特殊性， 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

办法， 不断适应非洲社会的发展和非洲人的需要。
二是经济依赖性决定政治软弱性和人权附着性。 人权是历史的产物， 非洲人

权的进步离不开经济基础， 如果经济依赖美国， 人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然陷入

美国的 “文化圈套”。 美国人权理念更可能形成一种破坏性力量， 摧毁非洲人权

理论的 “共同体” 基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非洲颁布了一系列人权文件， 虽然其

中一些理念蕴含深刻的文化属性， 但其积极意义仍没有得到充分展示。
三是国际人权规则的非洲本土语境化是解决非洲人权问题的必由之路。 深刻

汲取非洲传统文化中有利于改善人权的内容， 不在美国人权理念的冲击下妄自菲

薄， 不一定模仿或附着于西方给定的模式， 而是从非洲国家长期的人权实践中形

成理论， 可能对非洲国际人权规则普遍性有一定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 从非洲具体情况出发， 将美国人权价值与理念理想化和绝对化的

做法并不可行， 但完全依赖本土封闭式地自我发展也不可行。 因此， 非洲人权发

展应是结合内生动力与外在驱动， 借助全球化推动的时代变迁而逐步实现。

（责任编辑： 贺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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