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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１ 世纪初以来， 欧盟对非政策经历了深刻调整， 主要表

现为： 在战略上， 朝向构建 “平等伙伴关系”， 以摆脱过去 “援助者—受

援者” 关系； 在经济上， 推进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ＥＰＡ） 谈判， 以

放弃对非单边优惠， 构建互惠经贸关系， 同时通过 “全球门户” 计划

重点促进对非基建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在安全与防务上， 主要推进在

非洲维和与反恐行动， 在非洲之角、 几内亚湾和萨赫勒等地区打击海

盗和实施多重反恐行动。 尽管欧盟对非多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且有所创

新， 机制化程度也日益提高， 形式上的关系平等化逐步增强， 但是从

根本上看， 欧盟对非政策依然包含深刻的新殖民主义性质， 主要体现

为： 欧盟在对非合作中巩固并利用实力优势， 维持双方不平等关系；
对非实施政治和军事干涉并寻求控制； 造成对非经济剥削以及非洲对

欧盟市场的高度依附； 对非洲进行认同塑造； 在多个领域对非洲社会

造成破坏。 未来， 非洲只有加强自身内部团结并与南方国家进行更深

入合作， 才能真正从欧盟新殖民主义束缚中脱离出来， 实现真正的欧

非平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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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年， 欧盟与非洲国家举行首届欧非峰会， 共同确立未来双方将建构平

等伙伴关系。 ２００７ 年， 欧非第二届峰会 （里斯本峰会） 通过 《欧盟与非洲战略

伙伴关系》 文件， 预示着欧盟与非洲正式开启 “平等伙伴关系” 建设历程。①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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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或推动欧非关系新变化，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 欧盟分别颁布了对非政策指导

文件。 在 ２０２０ 年颁布的 《对非全面战略》 文件中， 欧盟明确其与非洲伙伴关系

将聚焦于 ５ 个方面， 包括绿色转型与能源、 数字化转型、 可持续增长和就业、 和

平与治理、 移民和流动性。① ２０２１ 年， 欧非签署 “后科托努协定”， 双方重申上

述五大合作领域。 纵观 ２１ 世纪初以来的对非政策文件， 欧盟试图在对非关系上

实现两大目标转变： 其一， 推动过去 “援助者—受援者” 不平等关系向平等伙

伴关系转化； 其二， 实现对非关系领域多元化和进一步深化， 将过去在 《洛美协

定》 中所规定的经贸交流、 政治合作与发展援助三大交流支柱转变为气候变化、
绿色、 移民、 数字、 安全等更多元化、 更细化的合作领域， 并制定更详细的实现

方案。②

鉴于欧盟从 ２１ 世纪初开始从战略上调整对非关系， 向所谓 “平等伙伴关

系” 转化， 西方部分学术研究有意淡化欧盟对非政策实际上存在日益加深的殖民

主义嫌疑， 比如有学者认为建立伙伴关系将为非洲长期发展赋权。③ 可以说， 基

于二战后殖民体系瓦解， 尤其是 ２１ 世纪初以来欧盟对非政策 “平等化” 转向，
西方主流学术界较少关注欧盟对非政策的殖民主义色彩， 或认为目前欧非关系早

已超越新殖民主义范畴。④ 在此背景下， 也有非洲人质疑欧美对非政策的新殖民

主义性质。 伊多姆·因亚布里 （Ｉｄｏｍ Ｔ. Ｉｎｙａｂｒｉ） 写道： “非洲学者什么时候会克

制自己， 不把我们的问题视为主要由外部阴谋造成的……令人震惊的是， 在恩克

鲁玛之后的半个世纪里， 我们仍然坚持以一种外部固定的模式来破解我们的困

境。 我们知道， 一些非洲人会坚持认为， 非洲的所有政变和反政变幕后都有遥远

的欧美势力插手。 但是既然冷战结束了， 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把东非地区的种族

或部落战争和竞选危机归咎于新殖民主义呢？”⑤ 尽管这种质疑在很大程度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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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非洲学者在反思非洲治理能力和自身问题， 但同时也几乎否定了包括欧洲在

内的西方对非洲仍然实行殖民主义政策的可能性。
难能可贵的是， 中国学者没有忽略欧非关系实际上的不平等性。 有学者认

为， 尽管欧非正在打造所谓 “平等伙伴关系”， 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 欧非关

系仍将长期处于不平等状态；① 或认为欧盟仍将长期视非洲为传统势力范围。②

也有学者从发展等特定领域出发， 指出欧盟制定对非援助政策存在由欧盟主导、
对非贡献有限、 援助政策缺乏持续资金来源等问题；③ 或指出冷战结束后欧盟调

整对非援助政策主要出于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和大国竞争的考量， 而非为了推动双

方关系真正平等化。④ 尽管如此， 国内学者对欧非关系 “平等化” 背后不平等关

系实质的讨论尚不深入， 仅仅指出不平等现象的存在， 甚至肯定平等化趋势的真

实性。
面对学术界对欧盟非洲政策新殖民主义性质的部分否认， 或对欧非关系不平

等现象背后根源阐释欠缺的现状， 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欧盟对非政策， 确认其是

否具有新殖民主义性质。 本文认为， 自 ２１ 世纪初以来， 欧盟对非关系的平等化

调整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非洲与欧洲的谈判能力和形式上双方关系平等化，
但这一关系的实质或底色依然是新殖民主义， 或者说新殖民主义在新时代条件下

的延续甚至某种程度的强化。 有鉴于此， 本文第一部分探讨新殖民主义的理论流

变及其核心要义， 在此基础上建构分析欧盟对非政策新殖民主义性质的理论基

础； 第二部分从政治、 经济、 意识形态和社会等层面全面阐述 ２１ 世纪以来欧盟

对非政策的主要内涵； 第三部分具体分析欧盟对非政策的新殖民主义表现， 以及

这些政策对非洲发展的冲击； 结语部分提出面对欧盟加强新殖民主义政策攻势，
非洲摆脱被殖民命运的根本途径。

新殖民主义概念谱系及其表现形式

新殖民主义理论是二战后主要从非洲和美洲等地发展起来的综合性理论， 旨

在区分之前殖民者对殖民地进行直接赤裸裸统治或管制的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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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阐释复杂多样， 无论哪一种阐释都指向一个基本事实： 二战后依然存在西方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 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方面

依然依附于西方或受西方严重侵蚀。

（一） 新殖民主义理论缘起与发展

从词源来看， “新殖民主义” 这一术语的流行源自非洲。 １９６２ 年， 摩洛哥一个

政治组织的领导人迈赫迪·巴尔卡 （Ｍｅｈｄｉ Ｂｅｎ Ｂａｒｋａ） 使用了 “ａｌ － Ｉｓｔｉ’ ｍａｒ ａｌ －
Ｊａｄｉｄ” 一词， 意为阿拉伯语的 “新殖民主义”， 用以描述 １９６０ 年代初期非洲的

政治趋势。① １９６３ 年， 加纳时任总理恩克鲁玛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Ｎｗｉａ Ｋｗａｍｅ Ｎｋｒｕｍａｈ）
在为 《非洲统一组织宪章》 撰写的序言中使用了 “新殖民主义” 一词， 并在

１９６５ 年出版的 《新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 中系统阐释了对新殖民主

义的理解。 恩克鲁玛指出， 二战后非洲国家从西方的殖民地状态中获得解放， 但

在事实上仍然被西方支配和剥削， 这意味着理论上独立自主、 免受外部力量侵犯

的主权国家， 实际上经济和政治体系依然受外部影响。 他指出新殖民主义一个典

型表现就是， 外国提供的贷款或经济援助无益于非洲贫困国家的发展和缩小贫富

差距， 却被用于剥削非洲国家的资源。 他还认为， 新殖民主义实施分而治之策

略， 即将大的、 联合的殖民地分为许多小的、 不可发展的 （Ｎｏｎ － ｖｉａｂｌｅ） 国家。
如此一来， 这些国家无法独立发展， 必须依赖前宗主国的力量来确保其防御和内

部安全， 两者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如殖民地时期一样相互联系。② 总之， 恩克鲁玛

深刻指出二战后形式上主权独立的非洲国家， 实际上经济、 政治和安全依然受制

于前西方殖民国家， 并没有真正独立。
从非洲发源的新殖民主义概念和理论很快在世界其他地区得到传播和响应。

与恩克鲁玛同时代的法国思想家弗朗茨·法农 （Ｆｒａｎｔｚ Ｆａｎｏｎ） 揭示了非洲政治

精英的腐败与欧洲殖民者的相关性， 二者 “同谋” 构成了新殖民主义的另一面。
法农指出， 后殖民国家保留了前殖民国家的机构， 因此即使在获得独立后仍然存

在 （殖民） 结构， 阶级持续存在， 前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与非洲下层阶级之间的

斗争仍在继续。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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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ｗａｍｅ Ｎｋｒｕｍａｈ，Ｎｅｏ －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ｏｍｓ Ｎｅｌｓｏｎ ＆
Ｓｏｎｓ，Ｌｔｄ.，１９６５，ｐｐ. １ － ３２.
Ｍａｒｋ Ｌａｎｇａｎ，“Ｎｅｏ －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Ｎｋｒｕｍａｈ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ｉｌａｎｄ Ｒａｂａｋａ，” ｉｎ
Ｒｅｉｌａｎｄ Ｒａｂａｋａ （ ｅｄ.），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ａｎ － 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ｓｍ （ Ｆｉｒ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０，ｐｐ. １０１ －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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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 非洲的新殖民主义理论和同时代的左翼思想在内涵上异曲同工。
尽管有些左翼理论并没有使用 “新殖民主义” 词汇， 但同样强烈控诉前西方殖

民者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剥削及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破坏。 这些理论在范畴

上同属新殖民主义理论的一部分，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在美洲得到广泛传播

的 “依附理论”。 这一理论最早于 １９６０ 年代左右由阿根廷经济学家兼政治家劳

尔·普雷维什 （Ｒａúｌ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 提出， 在 １９６０—１９７０ 年代逐渐得到学术界重视。
另外， 美国的依曼纽尔·沃勒斯坦 （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巴西的费尔南多·
卡多佐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Ｈｅｎｒｉｑｕｅ Ｃａｒｄｏｓｏ）、 安德烈·弗兰克 （Ａｎｄｒｅ Ｆｒａｎｋ） 等人也对

这一理论有重要贡献。
根据依附理论， 国家不发达主要是由其在世界经济中的边缘地位造成

的。 不发达国家通常在世界市场上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 这些资源被出

售给发达经济体， 后者有能力将其转化为工业制成品， 不发达国家再以高价

购买制成品， 因此会耗尽它们本可用于升级自身生产能力的资本。 结果形成

恶性循环， 使世界经济在富裕的核心国家和贫穷的外围国家之间长期分裂。
该理论中的激进流派甚至认为， 摆脱对核心区依赖的唯一途径是创建非资本

主义 （如社会主义） 的国民经济。① 因此， 依附理论主要作为解释落后国家经

济不发达的一种理论。
非洲学者也对依附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 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 （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ｉｎ） 认为， 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资本主义扩张

既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达的原因， 也是外围国家不发达的原因。 阿明提到， 在

全球化背景下核心区仍然保留五项垄断———技术垄断、 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垄断、
对市场准入的垄断、 对媒体和通信的垄断、 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其他先进毁灭

性手段的垄断。 此外， 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个机构直接或间接地行使垄断权力。②

除了从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理论分析外， 从认知和意识形态领域分析前殖民

国家对前殖民地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侵蚀和影响的理论被称为后殖民主义理论。
该理论在批判西方对前殖民地国家依然具有深刻的文化侵蚀基础上， 为前殖民地

·０８·

①

②

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 ｃｏｍ／ ｔｏｐｉｃ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 ｔｈｅｏｒｙ，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２，２０２３.
Ｊｏｈｎ Ｂｅｌｌａｍｙ，“Ｆｏ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ａｕｌ Ｂａｒａｎ’ 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ｆｔｅｒ 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Ｍａｙ １，２００７，Ｖｏｌ. ５９， Ｉｓｓｕｅ. １，ｈｔｔｐｓ： ／ ／ 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ｅｖｉｅｗ. ｏｒｇ ／
２００７ ／ ０５ ／ ０１ ／ ｔｈｅ －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 ｗｏｒｌｄ － ｓｙｓｔｅｍ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２，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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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立自身的知识空间， 产生自己的哲学、 语言、 社会和经济的文化话语提供

支持。 该理论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爱德华·萨义德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ｉｄ）、 佳亚特里·斯

皮瓦克 （Ｇａｙａｔｒｉ Ｓｐｉｖａｋ）、 罗伯特·扬 （Ｒｏｂｅｒｔ Ｙｏｕｎｇ）、 霍米·巴巴 （Ｈｏｍｍｉ
Ｂｈａｂｈａ） 等。 以萨义德为例， 作为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主要开创者， 他在代表

作 《东方主义》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一书中指出， 东方主义是西方的话语建构， 而话

语则是一种权力， “东方” 作为欧洲的 “他者”， 从来都是欧洲文化的一个内在

组成部分。① 简言之， 作为批判理论， 具有多元思想来源和论述的后殖民主义理

论聚焦于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 主张通过重新解读殖民历史和文化， 清理殖民

者在文化、 心理、 意识形态、 概念、 想象结构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或毒

害， 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认同和政治结构， 最终打破殖民话语构成的主导意象，
它不是新殖民主义理论的反面， 而是新殖民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

（二） 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及本文分析框架

纵观不同时期的新殖民主义理论阐述， 可知新殖民主义理论从诞生起至今依

然是严肃而活跃的学术话题， 这也反映出新殖民主义作为一种现象并没有在现实

世界中消失。 关于新殖民主义在实践中的表现， 有学者认为二战后的新殖民主义

表现为 “虚幻的主权” “资金链遏制” 和 “文化与价值渗透”。② 根据新殖民主

义经典理论流派的阐释和中国学者对新殖民主义的理解， 本文将新殖民主义表现

形式具体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 和旧殖民主义一样， 新殖民主义表现出对被殖民对象的剥削， 只是剥

削方式更加间接和隐蔽。 新殖民主义者主要通过新自由主义方式， 以技术垄断、
贸易优势和资本优势等， 获取在双边经贸与投资关系中的超额利润， 并形成明显

的主导。
第二， 使被殖民对象形成单一经济结构及对殖民者的经济依附。 新殖民主义

更广泛地被视为阻止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 并使它们成为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来

源的根源。 当落后国家出口和提供廉价原材料以帮助新殖民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

时， 它们便被纳入新殖民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 总之， 新殖民主义者力求维持与

落后国家之间的 “原材料—工业制成品” 关系的分工模式， 从而形成 “外围—
核心” 之间经济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

·１８·

①

②

罗钢、 刘向愚主编：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第 ３—２１
页、 第 １５８—１７９ 页、 第 ２０２—２１７ 页、 第 ２７７—２９４ 页。
毕健康： 《反思新殖民主义》， 《史学理论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３０—１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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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对被殖民对象实施金融控制。 利用落后国家需要资金发展经济的强烈

需求， 新殖民主义者惯常通过金融贷款的方式来影响甚至控制受援国。 国际金融

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经常被指责参与新殖民主义， 它们提供贷款

的条件使受援国采取有利于主导这些机构的国家 （通常是西方国家） 的政策，①

而且可能导致受援国陷入债务陷阱， 从而加深受援国的对外依赖。② 金融控制的

典型案例是非洲法郎金融共同体， 即法国与其前非洲殖民地之间持续密切的金融

关系。 比属刚果是另一案例， 比利时在该国独立后继续通过兴业银行控制着其非

殖民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
第四， 追求政治控制以巩固双方不平等关系。 发展援助是最常见的政治控制

形式之一。 债务国为获得贷款等援助， 通常不得不接受债权国的政治改革要求，
包括减少公共部门就业和其他支出、 国企私有化、 对国家控制行业放松管制以及

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等。 简言之， 发展援助是新殖民主义者通过经济手段实现政

治控制的一种重要方式。 此外， 新殖民主义者的政治控制还包括在受援国培养听

命于殖民者的政治精英， 甚至直接派出政治和军事力量干预受援国的政治和社会

事务。 政治控制还表现为尽力维持对被殖民国家的谈判优势， 造成双方在交往中

的不平等地位。
第五， 通过对被殖民对象进行文化、 价值和意识形态单向输出， 以塑造对象

国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 如前所述， 后殖民主义理论充分反映了殖民者为同化前

殖民地并获取话语权， 如何将自身语言、 文化和价值观源源不断地传输给后者，
使后者自觉认同 “殖民者—被殖民者” 的关系， 并接受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存在。

除了在政治上维持不平等地位、 剥夺独立性， 经济上进行剥削、 造成依附，
文化上塑造认同以实现精神控制外， 新殖民主义还表现为对被殖民对象社会和自

然环境的持续破坏。 归根结底， 新殖民主义和旧新殖民主义大同小异， 本质上相

同。③ 只是相对于旧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不再采取对被殖民国家的直接政治统

治和暴力控制， 而改为更隐蔽温和的方式进行， 实质上表现为通过政治控制、 经

济剥削、 社会破坏及文化侵蚀等使被殖民对象丧失独立性， 保持依附性。

·２８·

①

②

③

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 ｃｏｍ／ ｔｏｐｉｃ ／ 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２０２３.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Ｍａｊｈａｎｏｖｉｃｈ， “ Ｉｓｓｕｅｓ：Ｎｅｏ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Ｔｉｅｒｎｅｙ，
Ｆａｚａｌ Ｒｉｚｖｉ ａｎｄ Ｋａｄｒｉｙｅ Ｅｒｃｉｋａｎ （ 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Ｆｏｕｒ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２，ｐｐ. ６８２ － ６９０.
宇杰： 《新殖民主义寿终正寝了吗？ ———评冷战后殖民主义的新特征》， 《世界经济与政
治》 １９９６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３—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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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 对外政策是否具有新殖民主义性质或底色， 不取决于一国在

对外政策中是否采取系统或全面的新殖民主义政策。 即使一国对外政策中包含致

力于平等伙伴关系建设的意愿， 但只要其存在上述新殖民主义表现中的一种 （遑
论全部）， 就可以视该政策具有新殖民主义性质或底色。 另外， 如果一国对外政

策在形式上和主观意愿上推动与他国关系平等化甚至反殖化和去殖化， 但是在客

观上造成具有新殖民主义表现形式的后果， 那么其对外政策也是新殖民主义政

策， 无论该政策的 “外形” 或决策者的意愿如何。 这一点对如何看待欧盟对非

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２１ 世纪以来欧盟对非政策的主要内涵

自 ２１ 世纪初以来， 欧盟开始强化和持续调整其各领域的对非政策。 在战

略和政治领域， 表现为提升双方合作机制化水平， 包括制定针对非洲不同地区

的政策， 加强对非发展援助政治内涵， 提升对非军事介入水平等； 在经贸领

域， 主要体现为强力推进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谈判， 提升双方在原材料、 能

源和基建方面的合作； 在文教领域， 表现为在宗教和文化、 教育等层面巩固对

非 “欧洲化” 进程； 在其他领域， 尤其加强双方在移民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

共同关注。

（一） 战略和政治领域的对非政策

２１ 世纪初以来， 从战略层面看， 欧非加快了双方关系机制化进程， 并提升

了在军事、 反恐、 发展援助等多个重要领域的合作水平。
第一， 建构基于伙伴关系的战略合作机制。 长期以来， 欧非关系很大程度上

建立在双方机制化交流基础上。 ２１ 世纪之前， 欧非主要通过 《洛美协定》 规范

双方合作。 ２１ 世纪以来， 欧非合作机制化得以延续， 于 ２０００ 年启动 《科托努协

定》， 并于 ２０２１ 年签署 “后科托努协定”， 以代替到期的 《科托努协定》。 在新

的战略协定精神指引下， 双方新增了欧非峰会和欧盟与非洲若干地区集团的合作

机制， 以共同致力于所谓 “平等伙伴关系” 建设。
从欧非洲际合作机制来看， 欧非峰会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其首届峰会确立了欧

非伙伴关系， 试图摆脱过去 “援助者—受援者” 的不平等关系。 峰会每 ３ 年在

非洲和欧盟轮替举办， 最近一次峰会在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召开， 通过了 《２０３０ 共同愿

景》。 此外， 欧盟与非盟也有定期对话合作机制， 涉及不同机构和级别间的合作

安排， 如部长级会议、 委员会会议及议会间会议等。 除上述官方交流机制外， 还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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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些由民间社会、 私营部门、 专家学者等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对话机制， 如

非盟—欧盟青年合作中心、 非洲—欧盟民间社会论坛、 欧盟—非洲商业论坛、 非

盟—欧盟人权对话、 非洲—欧盟能源伙伴关系等。 这些半官方或民间对话机制可

以补充欧非官方对话机制无法覆盖的议题， 或强化官方合作内涵。
第二， 实施特定的非洲地区政策。 ２１ 世纪以来， 非洲部分地区受恐怖主义

影响， 出现持续动荡或不稳定， 极大威胁欧盟在非洲利益。 为了稳定这些地

区， 近年来欧盟制定了针对包括几内亚湾、 萨赫勒、 东非之角等特殊地区的安

全政策。 如 ２０１４ 年欧盟通过几内亚湾战略， 承诺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中

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几内亚湾委员会 （ＧＧＣ） 共同打击海上犯罪。 此后欧

盟推出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行动计划， 指导欧盟几内亚湾战略实施。① 由于几内亚湾

地区的海上犯罪主要表现为恐怖主义和地区冲突， 安全介入是欧盟在该地区的行

动重点。 比如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欧盟商定向该地区加纳、 多哥、 贝宁和科特迪瓦部

署警察和士兵。② 针对萨赫勒地区， ２０１５ 年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年萨赫勒地区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 年欧盟理事会通过 《欧盟萨赫勒战略》。③

基于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框架， 欧盟在该地区部署有欧盟马里军事训练行动部队

（ＥＵＴＭ Ｍａｌｉ）、 欧盟萨赫勒马里能力建设特派团 （ＥＵＣＡＰ Ｓａｈｅｌ Ｍａｌｉ） 和欧盟萨

赫勒尼日尔能力建设特派团 （ＥＵＣＡＰ Ｓａｈｅｌ Ｎｉｇｅｒ）， 实施维和与反恐等多重

任务。
第三， 在发展援助中强化政治条件。 发展援助一直是欧盟对非支柱政策之

一。 自 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 欧盟向非洲提供了大量发展援助， 在非洲经济社会发展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甚至影响非洲政治经济发展进程。 尽管援助看似不是政治合

作的一部分， 但欧盟对非援助中夹杂有大量政治性条款和隐性诉求， 因此其援助

政策实际上应视为欧盟在政治领域对非政策的组成部分。 尤其从 １９８９ 年 《洛美

协定》 第四期开始， 欧盟 （欧共体） 在对非援助中加入各类政治改革条款，
２０００ 年的 《科托努协定》 又加入良治相关条款， ２０２１ 年的 “后科托努协定” 同

样将政治要求作为欧盟对非援助的重要前提。 因此， 欧盟对非援助从之前添加经

济改革条款发展到增加政治改革条款， 使之成为向非洲施加政治影响的重要

手段。

·４８·

①
②

③

宇杰： 《新殖民主义寿终正寝了吗？ ———评冷战后殖民主义的新特征》， 第 １３—１５ 页。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Ｂｒｚｏｚｏｗｓｋｉ，“ＥＵ Ｐｌａｎｓ Ｎｅｗ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ｌｆ ｏｆ Ｇｕｉｎｅａ，”Ｅｕｒａｃｔｉｖ，Ａｕｇｕｓｔ ３０，
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ｃｔｉｖ. ｃｏｍ ／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ｎｅｗｓ ／ ｅｕ － ｐｌａｎｓ － ｎｅｗ － ａｆｒｉｃａ － 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ｉｎ －
ｇｕｌｆ － ｏｆ － ｇｕｉｎｅａ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２０２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ｈｅ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ｕｇｕｓｔ ２７，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ｅａｓ.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ｅａｓ ／ ｓａｈｅｌ － ｒｅｇｉｏｎ＿ｅｎ＃９３５９，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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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来看， 欧盟及其成员国提供了世界上最多的发展援助， 仅 ２０１９ 年援

助额就达约 ７５０ 亿欧元， 其中大约 １ ／ ３ 的援助流向非洲。① 欧盟非洲信托基金

（ＥＵＴＦ） 在提供援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到 ２０２１ 年底该基金停止接收新项

目， 被合并到一个更统一的欧盟发展基金， 即 “邻里、 发展与国际合作工具—全

球欧洲” （ＮＤＩＣＩ －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② 因此， 欧盟对非发展援助被置于一个更广

泛的发展框架预算中， 而该预算被置于欧盟中长期年度预算内， 受欧盟委员会

监管。
目前欧盟对非洲发展援助的一个趋势是越来越聚焦于安全化态势， 尤其包括

对移民的管理。 ２００３ 年欧盟出台的首份安全战略文件已经显示出安全化考虑。③

值得关注的是， 自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发生以来， 欧盟对非援助开始紧缩。 欧盟将

大量和平发展基金的资金用于对乌克兰援助， 挤占了大量原本投向非洲的资金。
欧盟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资金在其人道主义援助中所占的比重从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６. ２％下降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２９. １％ ， 在 ２０２２ 年进一步降至 ２５％ 。 在欧洲内外安全

和地缘形势的压力下， 对非发展援助力度持续下降， 可能进一步引起非洲人道主

义危机的恶性循环， 导致更加严重的难民问题。④

第四， 强化安全领域合作。 安全介入或安全合作是欧盟对非高政治领域的重

要政策内涵。 从单边层面看， 欧盟对非安全合作的制度基础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

策 （ＣＦＳＰ）。 根据该共同政策， 欧盟为对非安全合作提供融资工具。 ２０２１ 年前，
欧盟主要通过非洲和平基金 （ＡＰＦ） 发挥作用。 此后欧盟改组融资方式， 主要由

欧洲和平基金 （ＥＰＦ） 提供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制下涉及与非洲防务合作部分

的资金。 欧非合作包括民事及军事任务， 其中民事任务主要着眼能力建设和预防

冲突等， 军事活动主要表现为和平支持行动 （ＰＳＯｓ）。
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欧盟在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框架内，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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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Ｋｉｒａ Ｓｃｈａｃｈｔ， “ Ｅ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ｉｄ ａ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Ｗ， Ａｐｒｉｌ １３，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ｗ. ｃｏｍ ／ ｅｎ ／ ｅｕ － ｕｓｅｓ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ａｉｄ － ｔｏ － ｓｔｒｏｎｇａｒｍ － ａｆｒｉｃａ － ｏｎ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ａ －
６１３７５１８９，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２０２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ＮＤＩＣＩ －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ｆｕｎｄｉｎｇ － ａｎｄ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ａｎｄ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 ｇｌｏｂａｌ － ｅｕｒｏｐｅ － ｎｄｉｃｉ － ｇｌｏｂａｌ － ｅｕｒｏ ｐｅ＿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
２０２３.
金玲： 《欧盟的非洲政策调整： 话语、 行为与身份重塑》，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第 ４６—６７ 页。
张超： 《俄乌冲突如何影响欧盟的对非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 ｃａｓｓ. ｃｎ ／ ｃｎ ／ ｗｏｒｋ ／ ｃｏｍｍｅｎｔ ／ ２０２２１１ ／ ｔ２０２２１１２９ ＿ ５５６７３５８.
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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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部署了 ２４ 项任务和行动， 其中约有一半在非洲。① 当前欧盟希望扩大在非

洲的军事存在， 为非洲提供充足的培训和设备， 提高非洲国防和安全部队自主和

平行动的能力， 包括在西非部署新的军民特派团， 以阻遏伊斯兰组织在西非和萨

赫勒地区的扩张。 除准备部署反恐行动外， 欧盟还计划增强当地安全部队及加大

对他们的技术支持。
从双边机制化角度看， 在欧非官方交流机制中， 如欧非峰会、 其他双边层级

联系机制等， 和平与安全是重要议题之一， 形成了机制化合作模式。 欧盟委员会

下属的政治与安全委员会和非盟委员会下属的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存在信息交换机

制， 双方每年会举行会议， 并保持定期联系。 ２０１８ 年欧盟与非盟签署 《和平、
安全与治理谅解备忘录》， 推动欧非在安全领域合作的进一步机制化发展。 作为

备忘录的一部分， 欧非将每年举行部长级会议和两次高级官员定期磋商。

（二） 经济领域的对非政策

２０００ 年以来欧盟对非经济合作领域主要焦点是大力持续推进 《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 谈判， 将单边优惠贸易向双边优惠贸易方向转变， 从根本上改变过

去不平等的伙伴关系地位。 此外， 鉴于地缘政治竞争和绿色能源转型等方面的

考虑及俄乌冲突的背景， 欧盟加大了与非洲在基建、 能源、 特定原材料和供应

链上的合作。
第一， 开启基于互惠贸易的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谈判。 长期以来， 欧盟

与非洲经贸关系框架沿用 《洛美协定》 规定的对非单边优惠政策， 对非洲实施

普惠制 （ＧＳＰ） 贸易， 包括针对最不发达国家采取基于 “除武器外一切产品”
（ＥＢＡ） 的贸易优惠安排。 然而这种贸易优惠不仅造成非洲对欧盟市场的结构

性依赖， 而且由于欧盟掌握着优惠贸易的主动权， 可以根据政治评估随时暂停

或取消对非优惠， 使非洲在贸易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 常被迫应欧盟要求实

施政治改革。

·６８·

①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欧盟涉非行动包括： 中非共和国咨询团 （ＥＵＡＭ ＲＣＡ）、 利比亚边境
援助团 （ＥＵＢＡＭ Ｌｉｂｙａ）、 萨赫勒马里能力建设特派团 （ＥＵＣＡＰ Ｓａｈｅｌ Ｍａｌｉ）、 萨赫勒尼日
尔能力建设特派团 （ＥＵＣＡＰ Ｓａｈｅｌ Ｎｉｇｅｒ）、 索马里能力建设特派团 （ＥＵＣＡＰ Ｓｏｍａｌｉａ）、 尼
日尔军事伙伴代表团 （ＥＵＭＰＭ Ｎｉｇｅｒ）、 海军 “伊里尼” 行动 （ＥＵＮＡＶＦＯＲ ＭＥＤ ＩＲＩＮＩ，
执行联合国对利比亚武器禁运）、 海军索马里行动 （ＥＵＮＡＶＦＯＲ Ｓｏｍａｌｉａ， 确保索马里海
上安全）、 萨赫勒区域咨询和协调小组 （ＥＵ ＲＡＣＣ Ｓａｈｅｌ）、 马里训练团 （ＥＵＴＭ Ｍａｌｉ）、
莫桑比克训练团 （ＥＵＴＭ Ｍｏｚａｍｂｉｑｕｅ）、 中非共和国训练团 （ＥＵＴＭ ＲＣＡ）、 索马里训练
团 （ＥＵＴＭ Ｓｏｍａｌｉａ）、 几内亚湾西非国家支持活动 （ＥＵ ＳＤＩ ＧＯＧ）。 ＥＵ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３，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ｅａｓ.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ｅａｓ ／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 ａｎｄ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ｎ？ ｓ ＝ ３３４４，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３，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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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对非单边优惠政策在 １９９０ 年代受到关贸总协定 （ＧＡＴＴ） 和后来的世贸

组织 （ＷＴＯ） 及部分美洲国家的指责。 因此， 为适应世贸组织要求， 缓解国际

压力， 强化欧非经贸关系， 促进双方从 “援助者—受援者” 关系向平等伙伴关

系转化， 欧盟在 ２０００ 年与非加太国家集团签署 《科托努协定》 后， 宣布将就签

署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进行谈判。 根据设想， 欧盟对非洲成员实施进口产品

零关税及无限配额， 欧盟将成为非洲永久、 完全和自由的出口市场。 这一点与之

前的单边优惠政策没有太大区别， 而有区别的地方在于： 非洲国家需要在 １５—
２５ 年内逐步废除大约 ８０％的进口关税， 当然部分敏感产品被排除在自由化范围

之外， 主要包括一些农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若某些欧盟商品对非洲进口增长

过速， 非洲国家还可采取进口配额和重征关税等保障措施。① 尽管如此， 谈判进

展并不顺利， 原因在于非洲国家对该互惠协定的后果充满忧虑， 它们担心在自身

工业化尚未完成前与欧盟市场进行互惠交易将会阻断非洲的工业化进程。
第二， 大力推进对非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投资与合作。 长期以来， 欧盟并不

是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推动者。 目前， 欧盟对非洲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主要体

现在 “全球门户” 计划中。 作为欧盟发起的一项倡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第六届欧盟—
非盟峰会期间， 欧盟对外行动署公布 《欧盟—非洲： 全球门户投资计划》 系列

文件， 提出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７ 年筹措 ３０００ 亿欧元的发展基金， 其中一半用于非洲，
重点领域包括能源、 交通、 数字、 健康、 教育、 研究等。 欧盟声称这些投资将建

立在民主价值观， 高标准、 良好的治理， 透明、 平等的伙伴关系， 绿色清洁基础

设施和促进私营部门投资等标准之上。
受俄乌冲突影响， 欧盟对于俄罗斯之外的能源需求急剧上升。 在此背景下，

非洲成为欧洲新的重要能源来源地， 重点对象国包括安哥拉、 尼日利亚、 埃及

等。 除了提升非洲化石能源对欧供应外， 欧盟对非能源政策还包括对非洲绿色能

源发展的支持， 以帮助非洲大陆向清洁能源过渡， 比如积极说服非洲接受欧盟

“绿色协定”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 以便逐步降低甚至放弃化石燃料， 转向投资清洁可

再生能源。 整体而言， 目前欧盟在对非能源政策中将提升非洲化石能源开发以满

足欧盟需求与推动非洲绿色能源转型并重， 但还是更偏重满足欧盟能源需求。 比

如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发布的 《变动世界中欧盟对外能源接触》 中， 欧盟特别指出非洲

国家可以通过天然气供应为欧盟能源安全作出贡献。②

·７８·

①

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ＥＵ） Ｎｏ. ９７８ ／ ２０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１，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 －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ＰＤＦ ／ ？ ｕｒｉ ＝ ＣＥＬＥＸ：３２０１２Ｒ０９７８＆ｒｉｄ ＝ １，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５，２０２３.
匡舒啸、 张锐： 《欧盟对非能源政策： 最新动态、 逻辑动因与影响》， 《教学与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７ 期， 第 ６０—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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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重新重视和开发新的原材料。 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随着欧洲和

美国加速向绿色能源和绿色经济转型， 以及基于供应链多元化的考虑， 近些年来

欧盟非常关注非洲矿产资源， 尤其是关键矿产。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欧盟和纳米比亚

签署了关键原材料 （如钨和萤石） 生产谅解备忘录。 欧盟还希望与其他非洲国

家如阿尔及利亚、 赞比亚、 摩洛哥、 卢旺达、 塞内加尔、 乌干达、 南非等签署类

似协议。 ２０２３ 年， 欧盟就电池矿物与刚果 （金） 进行谈判， 并计划与其他非洲

国家谈判， 以支撑其关键原材料供应。 同年， 欧盟还与刚果 （金）、 赞比亚、 安

哥拉等多个非洲国家和金融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 在开发关键原材料价值链等领

域展开合作。 欧盟还计划和美国共同启动 “洛比托走廊” （Ｌｏｂｉｔｏ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和

“赞比亚—洛比托线” （Ｚａｍｂｉａ － Ｌｏｂｉｔｏ ｌｉｎｅ） 项目，① 将安哥拉以及钴、 锂、 铜

资源丰富的刚果 （金）、 赞比亚与大西洋两岸 （即欧美） 相连。

（三） 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对非政策

欧盟非常重视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对非交流与合作。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博雷利 （Ｊｏｓｅｐ Ｂｏｒｒｅｌｌ） 坦言： “我们希望为欧盟与非洲之间的伙伴关系

注入新的动力。 然而， 这种伙伴关系不应仅限于经济和政治领域， 文化和人文交

流应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不过这种交流与合作的背后实际上是欧盟对

非实施 “欧盟化” 的强烈意愿。 欧洲议会的一份文件宣称， 欧非之间的重要战

略基础是分享共同价值观， “基于价值观的合作战略在实施行动计划时必须务实

且有效。”③ 因此， 对非传输欧洲价值观以实现所谓 “欧非价值观共享”， 成为欧

盟与非洲文化与意识形态交流的基本目的。 在对非 “欧盟化” 或价值观传输的

途径上， 欧盟主要通过对非发展援助、 直接的文化与教育交流， 而比较有特色的

方式是日益重视与非洲的宗教交流。

·８８·

①

②

③

阮佳琪： 《美欧与非洲签署三份备忘录， 美媒： 欲与中国争夺关键矿产资源》， 观察者网，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２３＿１０＿２７＿７１３５９７. ｓｈｔｍｌ，访问
日期：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Ｊｏｓｅｐ Ｂｏｒｒｅｌｌ， “ Ｐｌａｃ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ｏｆ Ｏｕｒ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Ｍａｙ １，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ｅａｓ.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ｅａｓ ／ ｐｌａｃｉｎｇ －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ｈｅａｒｔ － ｏｕｒ －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 ａｆｒｉｃａ＿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２０２３.
Ｃａｒｌｏｓ Ｚｏｒｒｉｎｈｏ，“ＥＵ － Ａｆｒｉｃａ：Ｗｅ Ｎｅｅｄ ａ Ｖａｌｕｅｓ － Ｂ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Ｕ －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Ｐｅｏｐｌｅ，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Ｃａｒｌｏｓ Ｚｏｒｒｉｎｈ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２，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ｅｕ ／ 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 ｍｕｓｔ －
ｌｅａｄ － ｅｕａｆｒｉｃａ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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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通过对外援助等方式对非传输欧洲价值观。 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既是早

期推动非洲经济改革、 后来促使非洲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利器， 也是欧盟对非洲

推行欧洲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 欧盟在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年对 《洛美协定》
第四期的中期考察报告中， 开始提出受援国须尊重人权和民主等西方价值观的条

件， 否则援助将会被推迟甚至取消。① ２０００ 年后， 欧盟通过 《科托努协定》 进

一步强化了对非援助中的人权、 民主和良治条件， 完全奠定了欧盟对非援助的

价值观导向。 由于欧盟在确认非洲受援国是否遵守价值观条件方面的执行力度

非常强，② 因此欧盟通过发展援助推行欧洲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能力也非同

寻常。
发展援助政策之所以成为欧盟一个强有力的对非价值观传输工具， 在于欧盟

具有雄厚的援助能力而非洲又急需援助以应对从财政到债务的各种挑战， 也在于

该政策内置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之中， 要服从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
并与其他外部优先事项挂钩。③ 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法律基础是欧盟

条约， 尤其是 《里斯本条约》。 该条约相关条款规定欧盟应维护和促进其价值

观， 包括民主、 法治、 人权的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 以及基本自由、 尊重人的

尊严、 平等和团结等。④ 因此， 基于欧盟对外政策需向外传输欧洲价值观的法律

要求， 欧盟在对非发展援助中嵌入明确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就具有强大的内生

动力。
第二， 对非洲宗教政策。 宗教交流是欧盟开展对非交流、 传输欧洲价值观的

重要方式。 近些年来， 欧盟日益重视在对外活动中开展宗教交流， 在促进所谓宗

教自由化和推进基督教扩张方面不遗余力。 ２００８ 年，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索拉纳与来自欧盟成员国以及挪威和瑞士的外交官组成一个非正式小组， 讨

论宗教和信仰在欧盟对外关系中的影响。 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 欧盟对外行动署一直在

向欧盟相关官员提供提升宗教素养方面的培训。 根据欧洲议会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决议，

·９８·

①

②

③

④

刘丽云： 《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探析》， 《当代世界》 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８—２０ 页。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ＥＵ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 “ＥＵ，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ｏｐｅ. ｕｎｃ. ｅｄｕ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ｉｔｅｓ ／ ３１４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Ｂｒｉｅｆ＿ＥＵ＿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ｆｒｉｃａ＿２０１３.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５，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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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 ４，
Ｎｏ. １，２０１５，ｐ. ９２.
Ｇｅｏｒｇｉｏｓ Ｋ. Ｂｏｕｎｔａｇｋｉｄｉｓ，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ｓ Ｃ. Ｆｒａｇｋｏｓ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ｓ Ｃ. Ｆｒａｎｇｏｓ， “ Ｅ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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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设立特使以促进欧盟域外的宗教信仰自由。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欧盟外交与安全

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 （Ｆｅｄｅｒｉｃａ Ｍｏｇｈｅｒｉｎｉ） 启动了一项 “社会宗教全球交流计

划” （ＧＥＲＩＳ）， 通过欧盟资助以创建由民间社会和不同信仰者组成的跨国网络，
促进尊重和社会宽容。①

在实际操作中， 欧盟热衷于与北非地区的宗教组织交往， 并倾向于重点保护

该地区的基督教少数群体。 结果是， 欧盟在与该地区的宗教交往中主要选择与

“温和的” 宗教团体进行接触， 而非应对宗教极端主义带来的挑战。② 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 欧盟也以推进基督教发展为目的。 据预测， 到 ２０６０ 年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基督徒占全球的比例将增至 ４２％ ， 成为全球基督教社区最集中区域。 为

加强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宗教影响， 欧盟将与该地区的宗教接触置于与应对气候变

化、 发展和冲突解决同等重要的地位。③

第三， 更广泛的对非文教政策。 欧盟一直以来都较为重视创新和教育领域的

对非合作， 随着欧盟日益强调非洲能力建设、 非洲人口快速增长， 以及大国加强

对非洲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争夺， 欧盟在教育、 学术和创新领域加快了对非合作。
例如， 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 欧盟通过伊拉斯穆 ＋ （Ｅｒａｓｍｕｓ ＋ ） 项目促成了欧非之间

２６０００ 人次的学术交流， 并计划到 ２０２７ 年让至少 １０５０００ 名非洲学生受益于该计

划资助的留学项目。④ 欧盟还通过了欧洲 “地平线计划”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以

促进非洲的科学研究， 并通过其他方式促进非洲大陆内部的学术交流等。

（四） 其他层面的对非政策

除上述领域之外， 欧盟对一些特定的、 难以单独归纳到政治、 经贸或文化领

域的事务也相当重视， 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移民问题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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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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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日益关注来自非洲的移民问题。 ２０１５ 年难民危机爆发后， 欧盟将移

民 （难民） 问题视为强化本土安全战略的重要对象， 日益重视移民遣返和重新

接纳， 目前的主要思路是与其他国家加强遣返和再入境合作， 提高有效遣返率，
包括通过支持自愿返回， 以及达成重新接纳安排等方式。 在返回的同时， 应持续

关注移民 （难民） 重新融入原籍国的问题。
非洲是欧盟外来移民重要来源地， 在 ２０２０ 年发布的 《对非全面战略》 中，

欧盟将非洲视为移民和人口迁移事务上的合作伙伴。 文件指出， 由于经济差距和

地区冲突的影响， 非洲的移民群体将持续成为欧非关系的重要挑战。 在对待非洲

移民问题上， 欧盟以将移民预先阻止在境外为主要目的， 其次是通过庇护与归化

消化非洲移民。 在合作机制上， 欧盟试图建立欧非间移民和人员流动对话联合框

架， 在移民问题工作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继续加强非盟、 欧盟与联合国三方合

作。 在区域层面， 欧盟建议与非盟、 联合国、 欧盟成员国的地区组织一道， 推动

落实 《瓦莱塔联合行动计划》 及喀土穆和拉巴特进程。 其中， 前者确立了切断

移民来源和处理合法移民的大致办法， 后者就具体打击非法移民和融资问题作出

进一步安排。 根据 “后科托努协定”， 处理移民问题成为欧非合作的五大领域之

一。 虽然欧盟内部在移民处理问题上仍存在争议， 但是面对非洲对欧持续的移民

压力， 预计双方将在此领域展开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第二， 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实施独特对非政策。 在气候变化领域， 欧盟通过

了一些单边法规措施， 对非洲造成影响。 例如， 欧盟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入欧

商品碳排放量， 单方制定了碳边境调节机制， 以加强对碳排放过高的外国商品进

入欧盟市场的监管。 尽管这一机制并非单独针对非洲， 甚至不主要针对非洲商

品， 但依然会对非洲农产品出口欧盟产生潜在影响。 另外， 为应对全球森林砍

伐， ２０２３ 年欧盟出台了一项针对任意毁林产品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 ｆｒｅ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的

监管法规， 该法规要求欧盟进口商表明他们的产品 （如咖啡、 巧克力或棕榈油）
与森林砍伐无关， 产品能追溯其来源， 包括生产地。 这虽然是无差别对待所有外

国进口产品的法规， 但它将直接冲击与欧洲市场联系紧密的非洲国家的农产品生

产商。

欧盟对非政策中的新殖民主义性质分析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欧盟在推动对非 “平等伙伴关系” 方面作出很大努力： 战

略和政治层面推动伙伴关系建设； 经济方面主要推动基于互惠的自由贸易协定，
即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谈判， 并加大基建和能源等领域合作； 文化方面推动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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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教育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其他领域 （如移民） 也注重通过协商方式寻

求解决方案等。 可以说， 欧盟为推动欧非从 “援助者—受援者” 关系向平等伙

伴关系转变付出了一些努力。
然而， 在欧盟推动欧非关系平等化进程中， 基于本文对新殖民主义表现的

理解， 实际上当前欧非关系依然具有很强的甚至是系统性的新殖民主义性质，
这种性质不以欧盟对非政策平等化表象为转移。 目前， 欧盟对非政策中包含新

殖民主义性质的具体表现为： 欧盟利用欧非之间天然存在的实力差距， 形成持

续的对非实质性不平等； 在实力不对等基础上， 欧盟对非进行政治和军事干涉

并存在软性胁迫； 造成对非经济系统性剥削， 并可能加深非洲对欧盟的经济依

附； 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非输送欧盟价值观或使非洲价值观 “欧盟化”， 并在客

观上造成对非洲社会的深刻破坏。 换言之， 尽管欧盟对非政策在客观上存在有

利于欧非关系平等化的部分， 在主观上也致力于推动双方关系平等化， 但实际

上这些政策导致一系列新殖民主义后果， 从而具有新殖民主义的内在特质。

（一） 在双边机制中巩固并利用双方天然的实力差距， 维护双方实质不平等地位

尽管 ２１ 世纪初以来， 欧盟和非洲国家建立起形式上平等的各类机制化合作

平台， 但是在这些合作机制中， 欧盟事实上处于主导地位， 并有意利用了这种地

位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这在双方谈判和议程设置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双方在合

作机制内存在的较大能力差距最终体现为欧盟主导欧非关系进程， 巩固了欧非关

系实质不平等。
具体而言， 从形式上看， 欧盟通过机制化平台与非洲国家和区域组织开展平

等合作， 然而实质上欧盟在这些机制中处于主导地位， 非洲国家及其多边组织主

要对欧盟提出的政策意见做出 “适应性” 或 “反应性” 行动。 以欧非峰会为例，
历届峰会议程在名义上经由双方协商确立， 而实际上是欧盟确立主要内容后让非

洲进行选择和确认， 再开展后续谈判。 因此， 峰会实际上加剧了两者关系中的权

力不对称。① 在其他诸多欧非合作机制中， 例如欧盟与非盟对话机制， 由于非盟

能力 （包括人力和财政资源及整合非洲内部意见的能力） 相对缺乏， 其在与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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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谈判中基本处于劣势地位， 比如在推动欧非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时， 早

期欧盟与非盟进行直接谈判， 但非盟无力应对， 欧盟转而与非洲国家和区域组织

逐一谈判。 这反映出， 非盟和非洲国家在与欧盟谈判中， 依然处于只能对欧盟立

场做出反应的地位， 无法主动设置议程。
欧非在双方合作机制中的权力不对称性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二战后， 欧非

关系建立在欧共体单方面制定的 《罗马条约》 及欧非共同签订的 《雅温得协定》
《洛美协定》 《科托努协定》 及最近的 “后科托努协定” 基础之上。 然而， 这些

条约的谈判和签署几乎都是由欧盟 （欧共体） 主导， 甚至受到欧盟胁迫。 以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为例， 该协定谈判基于 《科托努协定》 框架及欧盟的要

求， 但非洲国家有诸多顾虑， 因此反对快速签署该协定。 然而， 欧盟威胁那些拖

延谈判的非洲国家， 若谈判不按时结束， 欧盟将撤销这些国家自 《洛美协定》
以来享有的单边贸易优惠。① 又以欧洲和平基金为例， ２０２１ 年欧盟设立该基金以

取代之前的非洲和平基金， 两者的区别是， 非洲和平基金允许非洲领导人确定安

全行动范围， 而欧洲和平基金使欧盟在影响非洲大陆安全的关键决策上绕过非

盟。② 这意味着非洲在面对欧非关系中的安全行动时缺乏话语权。
尽管在国际关系中基于实力不对等的交往十分常见， 但是问题在于， 欧盟显

然有意利用它与非盟、 非洲地区机构和非洲国家间的权力不对称， 使得双方关系

对欧盟有利， 而缺乏总体战略的非洲国家处于不利地位。 如果不针对欧盟和其他

伙伴明确自己的战略重点， 非洲国家将继续在其对外伙伴关系中被动发挥作

用。③ 因此， 即使双方交流机制的权力不对等性并不等同于存在新殖民主义， 但欧

盟显然利用了这一不对等性， 从而使非洲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 并受制于欧盟

设定的议程， 从而使表面平等的双边关系在实质上处于不平等状态。

（二） 对非内部事务进行干涉和控制

欧盟对非干涉、 控制与压迫体现在多个方面， 比如制定特定地区政策， 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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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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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内政进行深刻的战略和军事渗透与介入； 对非洲政治生活实施各种类型的干

涉； 通过发展政策改造非洲政治和社会体制等。 以下就欧盟通过地区政策和发展

援助对非干涉与控制进行阐释。
第一， 欧盟实施特定地区政策， 在战略和军事层面对非洲许多国家进行全面

渗透。 尽管欧盟对非政策建立在欧非双方协调基础上， 但它最终体现在欧盟力量

在非洲领土的存在而不是非洲力量在欧盟领土的存在， 使欧盟在上述地区的战略

与军事介入具有侵犯该地区主权的嫌疑，① 并以维护欧盟成员国利益为根本目

的。 比如， 在对非地区政策中， 军事介入是这些政策的核心行动， 而军事介入的

主导力量来自以法国为代表的前殖民国家。 法国以保护法国公民或支持当地合法

政府为借口， 或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 在非洲多国驻军， 实际上是为了维持法非

特殊关系， 维护法国利益， 攫取非洲资源。 而萨赫勒或马格里布地区的恐怖主

义， 主要是 ２０１１ 年法国带头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引发的后果之一。② 因此，
近些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在非洲地区的军事干预被当地民众视为不稳定因素， 这

些国家正被迫陆续离开上述地区。③ 尽管在驻在国的反对下， 法国等被迫撤离部

分在非洲的军事力量， 但是不会放弃对非洲的战略与安全介入， 欧盟也会考虑其

下一步行动。④

第二， 以发展援助为名义的对非体制变革要求。 尽管欧盟不断承诺加大对非

洲发展援助， 然而非洲在履行欧盟所要求的改革条款后， 并没有获得经济上的显

著发展。 例如， ２１ 世纪以来接受欧盟有条件援助后， 莫桑比克的腰果、 椰子和

其他农产品的种植、 加工和出口反而受到严重干扰。⑤ 非洲国家没有从欧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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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雅婷： 《２１ 世纪欧盟对非援助的政治导向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第
２６４—２６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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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变得更加富裕， 但欧盟从中获得战略利益。 欧盟对非援助服务于欧盟自身利

益， 而且是否符合援助条件由欧盟决定， 如果非洲在接受援助后不遵守欧盟诉求

条款， 欧盟会对非洲国家实施限制或制裁。 因此欧盟对非援助的刚性条件在根本

上并非为了真正实现非洲的发展繁荣， 而是通过保留对非洲国家是否遵守其条件

而施加奖惩措施的威慑力和权力， 从而使欧盟能够通过援助来推动非洲按自身意

图进行内部改造， 强化对非控制和维护在非利益。 因此， 欧盟对非发展援助实际

上源于寻求使非洲对欧盟保持一定程度依赖的新殖民主义野心。① 随着对援助中

政治条款的日益重视和惩戒机制的日益健全化和法制化， 欧盟对非援助逐步成为

其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

（三） 造成对非经济剥削， 强化非洲对欧经济长期依附

目前， 欧盟对非经贸政策与欧洲一体化开始时的对非经贸政策无法完全割

裂。 开启欧洲早期一体化的 《罗马条约》 中的联系协定将当时法国、 比利时、
意大利等国的非洲属地纳入欧洲共同市场。 这些国家认为， “欧洲共同市场代表

了对当时还是殖民地的领土的一种新形式的经济统治”。② 恩克鲁玛对此予以严

厉批判， 认为这代表了一种新型的 “集体殖民主义体系”。③ 如今， 欧盟对非新

殖民主义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控制非洲自然资源的强烈意图、 以贸易为手段造

成对非经济剥削及强化非洲对欧盟市场的依附性等。
第一， 通过贸易优势形成事实上的剥削。 经济领域是体现欧盟对非政策新殖

民主义性质的重点领域。 目前， 非洲尚未取得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国家能力， 因此

欧盟正大力推进的对非 “平等互惠” 自贸协定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实际上会

给非洲带来潜在的巨大损害。 例如加纳是与欧盟签署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

国家， 有学者在考察该国家禽部门时发现， “过早的贸易自由化可能会损害 （该
国） 农业生计。”④ 事实上， 签署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对非洲国家的潜在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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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方面的， 包括贸易逆差 （欧盟制成品涌入） 和对欧盟结构性依赖加深、 海

关收入损失 （非洲国家海关对欧盟进口商品的课税优惠乃至零关税） 和国际收

支赤字增加 （收入减少后的国际借贷）、 巨额债务、 资源掠夺 （自然资源的低关

税或零关税对欧盟出口） 并导致环境条件恶化、 农业生产受损等。① 从宏观领域

看金融层面的盈亏结果能较好地认识欧非在经贸关系中的地位。 根据报告， 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净负债超过 ４１０ 亿美元， 尽管也有每年约 １６１０
亿美元以贷款、 汇款 （在非洲以外工作并寄回国内的资金） 和援助的形式流入，
但有 ２０３０ 亿美元离开非洲大陆。② 其中， 离开的美元很大部分以欧盟企业利润

的形式流回欧洲， 这无异于欧盟企业对非洲的吸血。
因此， 基于自由主义的 “平等互惠” 机制， 以及技术、 市场、 谈判和规则

优势， 欧盟很容易在对非经贸关系中取得全面优势， 取得对非洲市场的主导权，
而非洲几乎无法摆脱对欧盟市场的依赖， 可能被限定在前工业化或工业化程度很

弱的位置， 成为被欧盟市场盘剥的对象。
第二， 潜在的资源控制。 尽管对非洲矿产和原料的开发并不等同于新殖民主

义行为， 但是基于历史经验， 如今欧盟对非洲经济资源的高度重视可能不会给当

地带来财富， 而是令其更加贫穷。 比如， 加纳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可生产国之一，
然而法国公司控制着该国可可交易市场， 加纳小生产者仅获得最终产品价值 ５％
以下的利润， 而主要利润被法国公司获取， 加纳大多数人依然生活在贫困

之中。③

在欧盟尝试加强对非洲经济资源控制的最新政策中， “全球门户” 计划值得

关注。 在该计划确立的非洲 １１ 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走廊 （也被明确称为 “矿
产资源走廊”） 规划中， 详细列出了矿山和原矿 （如铝土矿、 金、 铂等） 储量

等， 并据此提供开发援助。 这些规划将使非洲的矿产资源受到欧盟的潜在控制甚

至掠夺， 并不会给当地经济带来繁荣。
再如在能源政策中， 欧盟强调支持非洲向清洁绿色能源转型， 尽管非洲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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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 在推动非洲绿色能源转型过程中， 欧盟主要立足自

身需求， 这给非洲带来严峻挑战： 过早的氢能等绿色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规划可

能会遏制非洲早期工业化发展的需求， 而欧盟在推动过程中并没有帮助非洲建立

起发展绿色能源和矿产绿色开发的完整产业链。 比如， 非洲国家曾向欧盟提出援

建天然气发电工程的要求， 但是被欧盟以 “减缓气候变化” 的名义拒绝。① 由

此， 非洲国家将继续被局限在绿色科技价值链的资源提取阶段， 还得面临开采矿

产资源带来的污染、 栖息地破坏和资源枯竭等环境问题。② 总之， 欧盟给非洲描

画的绿色发展之梦可能成为非洲的 “绿色诅咒”， 非洲不但难以踏上绿色能源发

展之路， 反而可能成为欧盟实现绿色发展所需原材料的来源地。

（四） 维持塑造非洲低劣身份认同的能力

对过去的理解深刻影响人们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 历史成为身份建构的关键

因素， 这是因为 “它们赋予了对群体起源及其与其他群体关系的理解”③。 基于

此， 旧殖民主义对非洲人低劣身份和价值观的建构产生了巨大的代际影响。 这意

味着， 过去欧洲殖民者对当代非洲人的身份塑造在今天依然产生影响， 甚至具有

决定性意义。 可以说， “在有关黑人的所有定义和标识中， 没有一个是由黑人所

决定。”④ 在旧殖民主义时代， 欧洲贬低非洲人的文献和观念被传播到非洲， 使

许多非洲人也以欧洲殖民者的视角看待自己， 而这种身份认同对非洲人造成了持

续伤害。 即使目前， 也有许多非洲人仍以离开非洲、 移民到欧洲生活为更高级的

人生追求。 “而留在非洲的人们将缺乏旅行和逃离非洲的机会视为严重的劣势……
（非洲人） 在精神上仍然被殖民。”⑤

·７９·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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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非洲人试图摆脱过去殖民主义留下的认同困境和劣势， 但欧盟并没有为

此作出多少努力来解除其前辈对非洲人打造的至今也未能摆脱的精神桎梏， 甚至

以新的方式强化对非洲人低劣身份认同的塑造与控制，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

对非宗教发展的影响。
西方基督教很早就被欧洲殖民者带到非洲， 并很快在非洲社会扎根， 成为殖

民和剥削非洲的工具之一。 “从本质上讲， 基督教是西方政府为剥削和征服非洲

国家辩护的幌子。”① 然而， 如今欧盟正在强化对非宗教交流， 根据欧盟宗教外

交的本质， 这些交流无非是对当地基督教组织进行关注和资助， 从而推动基督教

及其背后欧洲价值观的持续渗透。 欧盟在文化领域的对非政策具有同样的目的

和效果， 这使形式上独立的非洲国家在脱离殖民统治后， 在身份认同建构上依

然受制于欧洲， 从而陷入 “落后—先进” 的认知范式， 甚至认可非洲在智识和

能力水平上的低等并认为发展上必须从属于欧洲， 非洲在精神领域的独立依然

遥遥无期。

（五） 对非洲社会造成破坏与冲击

欧盟对非政策的新殖民主义性质还包括对非洲社会造成严重破坏， 这在环境

保护等领域体现得尤其明显。
第一， 欧盟在非洲积极推进 “绿色协定”， 实施拔苗助长式项目， 造成对非

环境殖民主义或绿色殖民主义。 环境殖民主义表现为利用环境问题推行霸权主

义， 其本质仍与旧殖民主义一样， 即攫取穷国的资源和财富， 使穷国永远处于落

后的受支配的不平等地位。② 它有时表现为国家行为， 有时表现为企业行为。 然

而在非洲推行激进的绿色发展会潜在地伤害非洲人民， 这包括： 用于绿色能源生

产设备的钴等矿物在非洲开采量及对欧盟出口量增加， 加速欧盟对非洲自然矿产

资源的潜在控制； 欧盟通过低碳项目推动非洲种植特定植被， 导致非洲土著的土

地被侵占和农作物品种单一， 对当地的生物多样性造成灾难性影响； 为促进非洲

气候治理， 欧盟将对非提供融资， 但大部分以贷款形式出现， 这可能会让非洲

·８９·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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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翔宇： 《环境问题：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 “绿色冲击波”》，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６５—６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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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更多债务等。① 可见， 欧盟在非洲推广绿色发展项目的理由冠冕堂皇———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促进非洲绿色发展， 背后实际上存在满足欧洲本土绿色能源发

展、 掌控非洲矿产资源、 追逐欧洲金融资本利润和干预主导非洲事务等目的。
第二， 欧洲跨国公司对非洲森林和草原业务的严重破坏负有重大责任， 欧盟

在某种程度上是其同谋。 目前， 不少欧洲跨国公司出于对特殊植被和农作物的需

要， 大量损毁包括非洲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雨林和草原， 对后者的生态造成

严重破坏。 例如， 根据 “全球见证” 的报告， 法国米其林公司和德国大陆集团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ＡＧ） 等欧洲顶级轮胎制造商从西非和中非采购橡胶， 而这涉嫌通过

砍伐当地森林和损害当地人的土地权利来建造橡胶园。 ２０２０ 年， 非洲有 ６ 个国

家 （加蓬、 喀麦隆、 加纳、 尼日利亚、 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 向欧盟出口了价

值 ５. ０３ 亿美元的天然橡胶，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这 ６ 个国家有 ２００ 平方英里的森林因

为大规模橡胶种植园而被毁坏。②

虽然欧盟某种程度上是激进的全球环保力量， 例如它通过了 《欧盟木材法

规》 （ＥＵＴＲ）， 以监管国外森林面临风险的地区相关商品进入欧盟市场。 该法规

加强对棕榈油、 大豆、 牛肉、 木材、 咖啡和可可等商品的监管， 但橡胶被认为是

欧洲所需的重要原材料， 因此不受 《欧盟木材法规》 的监管。 这当然部分归因

于欧洲轮胎和橡胶制造商协会 （ＥＴＲＭＡ） 等资本行业的有效游说， 但也表明欧

盟在事关非洲重大利害和应对气候变化重大事件方面， 并没有真正维护非洲利益

和积极减缓气候变化， 而是选择维护欧盟企业的利益。 不仅如此， 欧盟放弃了对

成员国金融界资助破坏非洲森林和草原业务的监管责任。 欧盟企业有关非洲橡胶

园的业务得到一些银行的大量资助， 荷兰合作银行、 法国巴黎银行、 德意志银行

和巴克莱银行等在为与非洲森林砍伐有关的公司提供融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③ 但欧盟直接放弃了监管责任。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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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对非洲人民生活造成潜在危害。 欧盟一些单方面对外法规并非针对非

洲， 但对欧非关系造成重大影响。 以 ２０２３ 年 “任意毁林产品” （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
ｆｒｅ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监管法规为例， 该法规的出台对非洲造成负面冲击。 该法律条文

将会使世代以种植咖啡豆、 可可豆和棕榈为生的非洲农民突然发现， 他们的农业

生产正受到远在欧洲的法规制定者的质疑。 这看似是积极的一步， 将改变非洲落

后的生产方式， 并改善全球气候变化现状。 实际上， 它只会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责

任加到非洲人身上， 包括采用当地难以承受高昂成本的生产方式， 当地面临更严

苛的生产监管和更冗繁的销售流程， 当地居民因欧盟减少进口而失业， 非洲国家

关税收入减少， 在对欧盟经贸关系中处于更弱势地位等。 而欧洲人却不用承担任

何责任， 并享受各种好处， 从而使该法律 “惩罚那些对 （气候变化） 危机负有

最小责任的人”①。 因为在欧盟监管过程中， 受到终极冲击的是非洲农民和出口

商， 欧盟还可以从为非洲提供相关融资和技术中获取额外利润。

结　 语

自 ２１ 世纪初以来， 欧盟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欧非 “平等伙伴关系” 建构， 无

论是政治领域召开峰会， 还是签署新的 “后科托努协定”， 或是 《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 谈判和文教领域交流加深， 都旨在建设一个更为密切而平等的欧非关系。
但是， 在这一关系建构过程中， 或受制于历史的惯性， 或出于主观意愿的影响，
欧非关系依然无可避免地沾染了明显的新殖民主义色彩。 或许对此可以有一个最

为根本性的解释， 那就是 ２１ 世纪初以来， 欧盟之所以调整对非政策， 在政治、
经济、 文化和社会各领域加速强化与非洲关系， 致力于欧非平等伙伴关系建设，
背后存在一个战略考虑， 即欧洲国家正把当年殖民过的国家看成新的砝码，② 以

便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地缘政治竞争中取得优势。 在此战略目的中， 非洲更像一个

工具， 而非平等合作伙伴。
宏观地看， 欧盟在推进欧非平等伙伴关系过程中， 欧非关系发生了一些有利

于非洲的变化， 比如获得欧洲绿色发展资金和技术援助， 在基础设施领域得到欧

盟支持， 在人力资源开发和能力建设以及其他领域的地区治理方面得到欧盟资助

等。 但从根本上而言， “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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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ｒｓｔｅｎ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４，２０２３.
姜宣等： 《此时为殖民道歉， 欧洲打的什么算盘？》， 《环球时报》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３ 日， 第 ７ 版。



２１ 世纪以来欧盟对非洲政策

思考去殖民主义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① 如今， 非洲想要在政治、
经贸、 安全和其他各领域真正摆脱欧盟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束缚， 以下几方面尤为

值得思考并付诸行动。
第一， 利用欧盟对非 “平等化” 进程， 尽量推进双方实质性平等。 基于历

史和现实原因， 非洲无法在短期内， 甚至在很长时间内摆脱对欧盟市场的依赖。
因此， 如何谨慎对待欧非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谈判， 使非洲不会受到欧盟市

场的过度盘剥和形成过度依赖， 是非洲国家需要关注的问题。 非洲需要认真处理

好谈判进程， 可在推进欧非互惠自由贸易的同时， 就如何消除欧非贸易给非洲工

业化带来的冲击、 促进非洲农业可持续发展及非洲统一市场等， 进行另一轨道的

多边谈判。
第二， 致力于推进非洲大陆一体化进程。 冷战时期， 一些非洲领导人基于泛

非主义的愿景开始推进政治意义上的非洲一体化。 如今， 非洲已经开启大陆经济

一体化方案，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启动， 这是非洲区域一体化

和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将极大地促进非洲国家扩大和改善内部贸易， 降

低对欧盟市场的经济依赖程度， 从而有效地摆脱与欧洲的殖民主义经贸关系。
第三， 积极发展与其他地区国家的关系。 经济依附及政治与意识形态控制是

非洲至今仍然遭受新殖民主义威胁的重要原因， 而积极开拓发展与除欧洲外的其

他地区国家的关系， 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合作， 将有效对冲欧盟

市场对非洲的影响和控制， 并增加欧盟在非洲市场的竞争压力， 逐步改变欧非关

系的新殖民主义性质。
上述途径意味着， 非洲真正的去殖民化不能仅仅从具有新殖民主义性质的欧

非关系本身去寻找， 而应开拓关系网络， 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南方国家的关系中

寻找。 欧非不平等关系的平等化和去殖民化不只取决于欧非关系， 更取决于非洲

与欧洲之外世界关系的发展。 非洲与南方国家的深刻联系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

非洲与欧盟的关系及非洲自身的命运。

（责任编辑： 李若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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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ｗａｒ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ｉｌｌ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ｏ －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ｅ ＥＵ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ｅｓ ｉｔｓ ｐｏｗｅｒ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ｉｔ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ｃａｒｒｙ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ｓｅｅ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ｔａｋｅ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ｈｉｇ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Ｕ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ａｐ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ｂ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ｔｒｏ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ｏｎｌｙ ｂ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ｔ ｃａｎ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ｈａｃｋｌｅｓ ｏｆ ＥＵ’ ｓ ｎｅｏ －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ａ
ｔｒｕｌｙ ｅｑ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Ｅｕｒｏｐ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Ｕ’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ｃｙ，ｎｅｏ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ｅｑｕａｌｓ，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ｆ －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Ｊｉａｎ Ｊｕｎｂｏ， Ｄｅｐｕｔｙ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３３）；Ｙａｎｇ Ｚｈａｏ，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３３）．

Ｍｏｒｏｃｃｏ’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ｉｎｃｅ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ＶＩ
Ｈｅ Ｚｅｒ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ＶＩ，Ｍｏｒｏｃｃｏ ｈａｓ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ｏｕｔ ｏｆ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Ｍｏｒｏｃｃ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ｓ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ｉｔ ｈ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ｈａｒｅ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ｏ ａ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ｅｔ ｉｔｓ ｏｗ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ｏｗ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ｏｒｏｃｃｏ ｈ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ｆｒｕｉｔｆｕ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ａｎ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Ｈｏｗｅｖｅｒ，Ｍｏｒｏｃｃｏ’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ｌｓｏ ｆａｃｅｓ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ｏｕ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ＶＩ，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ｏｕｔｈ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ｆｒｉｃａ’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Ｈｅ Ｚｅｒｕｉ，Ｐｈ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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