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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 非洲大陆被视作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 二战

结束后, 尽管苏联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持保留态

度, 但随着英国、 法国等殖民大国衰退以及众多新独立非洲国家涌现,
苏联逐渐加强了对非洲的战略关注。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 苏联对非

增加军事援助、 强化与非洲社会主义政党及武装团体的联系, 甚至直接

干预非洲国家的内政, 以期在地缘政治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然而, 非

洲事务在苏联的外交政策中优先级较低, 更多是苏联与西方博弈的筹

码。 苏联这种以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导向的政策不仅加剧了非洲的不

稳定局势, 也给苏联经济带来了沉重负担, 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因

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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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近代以来, 非洲大陆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 辽阔的地域以及独特的战略地

位, 备受西方列强青睐。 相比之下, 俄罗斯在非洲事务中的影响力相对有限, 处

于次要地位。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苏联崛起为超级大国, 此时恰逢非洲大

陆涌现出强烈的反殖民运动。 为了与西方相抗衡, 并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范

围, 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开始涉足非洲事务, 积极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外

交关系, 并广泛提供军事与经济援助。② 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 苏联综合国力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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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提升, 而美国则在全球范围内采取战略收缩态势, 形成 “苏攻美守” 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 苏联对非洲的援助规模相较于赫鲁晓夫时代呈几何倍数增长,① 援

助重心明显偏向军事领域, 这在客观上加剧了地区冲突。 此外, 苏联在安哥拉内

战中派遣古巴雇佣军干预其内部纷争, 以及在欧加登战争中先后支持敌对的索马

里和埃塞俄比亚, 这些行为均显露出这一时期苏联对非政策中的干涉主义与利己

主义成分。② 这种策略不仅给苏联经济带来沉重负担, 而且收效甚微。 许多非洲

国家也因采用不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而走了弯路。③

学界已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非洲外交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 苏联外交部陆续发布了有关苏联与非洲关系的文件集, 这些文件集

以官方视角记录了冷战时期苏联与非洲的交往历程。④ 随着苏联解体, 大量涉及

苏联与非洲外交关系的原始档案被解密。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今, 欧美冷战史学

者基于这些解密档案, 撰写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深入探讨苏联在非

洲之角冲突中的角色,⑤ 及其在安哥拉内战中的立场。⑥ 部分学者还从美苏冷战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ｕ Ｇｕａｎ－Ｆｕ,“Ｓｏｖｉｅｔ 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ｏｖｉ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１,１９８３,ｐｐ. ７２ － ７４.
刘金质: «试论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政治研究» １９８６ 年第 ４ 期, 第 ４６ 页。
顾志红: «苏联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反思与调整», «苏联东欧问题» １９９１ 年第 ４ 期, 第 ２０ 页。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出版的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СССР и страны Африки
１９４６ －１９６２ гг.: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М.: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１９６３;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 出 版 的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СССР и страны Африки: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１９６３ －１９７０ гг.:В двух частях. Часть １ (１９６３ － １９６６ гг.)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１９８２;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СССР и страны Африки: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１９６３ －１９７０ гг.:В двух частях. Часть ２ (１９６７ －１９７０ гг.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１９８２;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СССР и страны Африки: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１９７１ －１９７６ гг. В ２ －х ч . Часть １ ( １９７１ －１９７４ гг.)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１９８５;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СССР и страны Африки: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１９７１ －１９７６ гг. В ２ －х ч . Часть ２ (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６ гг.) М.:
Политиздат,１９８５.
代表性文献: Ｈａｒｒｙ Ｂｒｉｎｄ,“Ｓｏｖｉｅ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 ６０,
Ｎｏ. １,１９８３,ｐｐ. ７５ － ９５;Ｒｏｂｅｒｔ Ｐａｔｍａｎ,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 ５; Ｏｄｄ Ａｒｎｅ Ｗｅｓｔａ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Ｏｕｒ Ｔｉｍ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 ２５７.
值得一提的是, 西方学者特别关注古巴在安哥拉内战中的作用, 参见 Ｎａｔａｌｉａ Ｔｅｌｅｐｎｅｖａ,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１９６１ － １９７５,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２;Ｐｉｅｒｏ Ｇｌｅｉｊｅｓｅｓ,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Ｈａｖａｎａ,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１９５９ － １９７６,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Ｅｄｗａｒｄ Ｇｅｏｒｇｅ, Ｔｈｅ Ｃｕｂ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ｇｏｌａ,１９６５ － １９９１: Ｆｒｏｍ Ｃｈｅ Ｇｕｅｖａｒａ ｔｏ Ｃｕｉｔｏ
Ｃｕａｎａｖａｌｅ,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２００５.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非洲政策探析

的大背景出发, 就苏联对非洲外交政策进行全面分析。① 然而, 中国学者通常将

这一时期苏联对非政策纳入苏联与第三世界关系的总体框架内进行研究, 因此在

研究深度和广度上略显不足。② 本文旨在结合俄罗斯最新解密档案和国际学术界

最新研究成果, 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非政策的历史背景、 动机、 实施情况及

其利弊四个方面, 全面梳理这一时期苏联对非政策的内外逻辑, 并从投入与产出

的角度进行客观评价。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非政策的历史缘起

传统而言, 俄国在非洲事务中并非显著的利益攸关方, 这主要源于其受地处

北方内陆、 邻近海域相对封闭和割裂的地理环境约束, 同时也受制于它当时较为

落后的经济水平。 自苏伊士运河通航以来, 英、 法等国纷纷加强对非洲大陆的侵

略和渗透, 然而直至 １８７１ 年, 俄国在苏伊士运河通航国的排名中仍位列第八,
这与当时它在欧洲仅次于英、 法的强国地位形成鲜明反差。 在 １８８４ 年柏林会议

上, 非洲大陆几乎被欧洲列强瓜分完毕, 尽管俄国作为列强之一参加了会议, 但

未获得任何领土, 并在随后的近 ８０ 年中失去了在非洲扩张的机会。③ 总体来说,
除了 １９ 世纪末俄国与同属东正教的埃塞俄比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交流,④ 以及

共产国际在非洲支持了一些成效有限的革命活动外,⑤ 二战前的俄国及苏联并未

在非洲形成有效且持久的影响力。
二战结束后, 亚非拉地区掀起了反对殖民统治、 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浪潮。

此时, 英法两国因战争损耗已无力维系在非洲的殖民统治, 而苏联的影响力在战

后迅速扩大, 成为拥有强大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超级大国。 然而, 面对英、
法撤离非洲后留下的权力真空, 战后初期的苏联在斯大林 “两个阵营” 理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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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 对非洲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抱有极大的不信任感, 将他们视为资产阶级甚至

是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舔食者和走狗”①。 未明确声援社会主义的非洲领导

人往往会被视为帝国主义的支持者。 此外,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 苏

联也持否定态度。② 在这种教条、 僵化的意识形态下, 苏联对非洲的独立运动并

未给予足够重视。
随着赫鲁晓夫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上台, 对斯大林主义的全面反思与批判

在苏联广泛展开, 这为苏联官方更具创造性和灵活性地解读非洲社会主义提供了

可能。 随着大量亚非拉国家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６０ 年代取得独立, 赫鲁晓夫认

识到, 在东西方阵营以外, 中立阵营逐渐扩大。 为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声誉、 提

升苏联在非洲的形象、 保障能源供应以及控制海上战略通道, 苏联积极对非洲国

家开展外交攻势, 以此对抗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 与美国及其盟国相比, 苏

联在非洲开展外交活动具有比较优势, 这些优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③

(一) 苏联没有殖民非洲的历史包袱

历史上, 俄国及苏联并未在非洲建立过持续性的殖民统治, 相反它曾支持埃

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的侵略。④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 苏联在

大国中率先立场鲜明地谴责意大利的侵略行为, 并呼吁对意大利实施坚决的制

裁,⑤ 这与西方殖民大国表现出的犹豫和迟疑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立场让刚摆脱

殖民统治的非洲国家对苏联产生了亲近感, 这种亲近感又极大地促进了苏联对非

政策的实施。 １９６０ 年, 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起并推动了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

人民独立宣言»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为非洲各国实现民族独立提供了重要的国际法支撑。 同时, 苏联

对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罗得西亚和南非政权持续进行批判, 这一立场赢得了非

洲特别是南部非洲国家的广泛赞誉。 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苏联已与 ２９ 个非洲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ｏｂｅｒｔ Ｆ. Ｇｏｒｍａｎ,“Ｓｏｖｉｅ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 ８３,Ｎｏ. ３３１,１９８４,ｐ. １７０.
Ｒｏｂｅｒｔ Ｆ. Ｇｏｒｍａｎ,“Ｓｏｖｉｅ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 １７０.
关于苏联在非洲的外交优势, 参见 Ｈｅｌｅｎ Ｄｅｓｆｏｓｓｅｓ,“Ｔｈｅ ＵＳＳＲ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Ｉｓｓｕｅ: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ｉｎｉｏｎ,Ｖｏｌ. １６,Ｎｏ. １,１９８７,ｐ. ６;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 Ｌａｔｈａｍ,“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１９６３ － １９７５,” ｉｎ Ｍｅｌｖｙｎ Ｐ. Ｌｅｆｆｌｅｒ ａｎｄ Ｏｄｄ Ａｒｎｅ Ｗｅｓｔａｄ( ｅｄｓ.),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ｖｏｌ. ２):Ｃ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Ｄéｔｅｎｔ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 ２７６.
谢晶晶: «苏联对 “非洲之角” 的政策 (１９７４—１９７８)», 硕士学位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１４ 年, 第 ７ 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Ｐａｔｍａｎ,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ｐ.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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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立双边外交关系,① 极大地拓展了其在非洲的活动空间。

(二) 苏联的经济援助更具战略性

苏联对非洲援助更多基于地缘政治考量, 而非仅仅追求经济利润。 １９５６ 年,
赫鲁晓夫提出著名的 “三和” 路线。② 鉴于非洲社会尚处于部落阶段, 还未出现

阶级分化, 呈现出 “原始共产主义” 的特征, 赫鲁晓夫认为通过向非洲国家提

供经济援助, 可以帮助它们跨越阶级社会的发展阶段, 直接 “和平过渡” 到社

会主义社会, 从而成为苏联的坚实盟友。③ 为此, 赫鲁晓夫指派苏联科学院非洲

研究所首任所长伊万·波捷欣 (Ｉｖａｎ Ｐｏｔｅｋｈｉｎ) 带领一个考察团, 于 １９５７ 年访问

加纳、 马里、 几内亚等国, 他们回国后的报告也证实了赫鲁晓夫的看法。④

在这种战略思维的指引下, 苏联首先选择向具有明显社会主义倾向的非洲领

导人及其国家提供援助。 为实现让这些国家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的目标, 苏

联对非洲的援助优先选择投资规模大、 建设周期长、 成本回收速度慢的重工业项

目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这些项目因风险较高而不被西方政府及投资者看好, 或

因政治原因被搁置甚至取消。 同时, 非洲国家本身缺乏相应的资金储备和技术人

才, 苏联介入客观上解决了它们的燃眉之急, 使许多受援国领导人和普通民众对

苏联抱有感激之情。 例如, 埃及总统纳赛尔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感谢苏联为阿斯

旺水坝项目提供贷款, 称此举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产生了巨大反响, 使人民将苏

联视为自己的朋友。⑤

(三) 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对非洲更具吸引力

俄国在历史上并未跻身于工业发达国家之列。 然而, 在斯大林长达 ２９ 年的

领导下, 苏联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这无疑为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起到良好的示

范效果, 促使众多非洲领导人赞赏社会主义制度。 同时, 由于众多非洲国家的边

界实际上是由西方国家划定的, 所以国家内部存在民族、 宗教、 习俗等多方面的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数据来源于 В. Г. Солодовников － ЦК КПСС. Записка Причины и урок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переворотов в Африке ,２２ марта １９６６г,РГАНИ. Ф. ５. Оп. ５０. Д. ７６６. Л. ２７６ － ３０７. Цит.
по:С. В. Мазов,А. Б. Давидсон(Отв. ред.),Россия и Африка. Докуменmы и маmериалы.
１９６１ － начало １９７０ － х.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２０２１,с,１１１ － １２７.
指苏联在与资本主义国家 “和平共处” 的基础上, 通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 “和平
竞赛”, 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 “和平过渡”。
Ｇｕ Ｇｕａｎ － Ｆｕ,“Ｓｏｖｉｅｔ 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 ７１.
Ｎａｔａｌｉａ Ｔｅｌｅｐｎｅｖａ,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１９６１ － １９７５,ｐ. １９.
«纳赛尔致赫鲁晓夫的信», 载杨存堂主编: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 ２７ 卷,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６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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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如何构建民族共同体, 避免国家陷入分裂与解体的困境, 成为这些非洲国

家在社会治理领域面临的重大考验。 在此情境下, 以政治集中性高, 意识形态超

越民族界限, 以及社会动员能力强为特点的苏联模式, 似乎为非洲国家提供了解

决迫切问题的有效方案, 也因此成为非洲领导人治国的重要理论参考。
总体而言, 勃列日涅夫之前的苏联与非洲关系表现出间接性特征, 其交往主

要集中在经济和文化两大领域。 但这种相对疏离的关系使非洲各国在与苏联交往

中往往抱有美好幻想, 视苏联为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 争取民族独立的

天然盟友。 它们认为苏联对非洲的经济援助是出于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阶

级感情, 效仿苏联模式被视为实现国家工业化、 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及国族认同

强化的理想途径。 然而, 随着苏联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特别是战略投送能力提

升, 其在非洲的利益触角逐渐扩大。 至勃列日涅夫时期, 尽管苏联在官方层面仍

然打着 “反殖反霸” 的幌子, 但其对非政策中干涉主义、 利己主义本质, 已通

过公开或已解密档案所记录的隐蔽行动而更加清晰地暴露出来。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非政策的主要动机

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 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相较于赫鲁晓夫时代, 均实

现了显著跃升。 同时,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至 ７０ 年代后期的国际环境, 也为苏联

在非洲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 美国正深受 “水门事件” 和越南战争

的双重困扰, 美国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仍然偏低, 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问题也给非

洲国家留下负面印象。① 因此,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对非政策, 相较于斯大林

的怀疑和警惕, 以及赫鲁晓夫的经济援助与政治声援, 更加注重输出意识形态和

提供军事援助。② 苏联积极介入非洲国家内部以及国家间的外交争端和领土纠

纷, 力图将更多已独立或即将独立的非洲国家纳入其势力范围, 以扩大社会主义

阵营在非洲的影响力。 在这一外交思想的指导下, 苏联先后介入安哥拉、 莫桑比

克等国的内部纷争, 并在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边境冲突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

用。 随着勃列日涅夫对非洲事务的深入干预, 苏联在非洲的影响力达到前所未有

的高度, 对非洲各国乃至地区秩序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６７·

①

②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ｆｒｏｍ 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Ｓｔａｆｆ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ｓ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Ｂｒｚｅｚｉｎｓｋｉ),” ｉｎ Ｌｏｕｉｓｅ Ｐ. Ｗｏｏｄｒｏｏｆｅ ( 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７７ －１９８０,Ｖｏｌｕｍｅ Ｘｖｉｉ,Ｐａｒｔ ２,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ｐ. ５ － ８.
关于苏联对非洲军事援助情况, 参见 Ｇｕ Ｇｕａｎ － Ｆｕ,“ Ｓｏｖｉｅｔ 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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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 苏联对非政策的主要动机展现出多元且具备选择性的特点。①

鉴于非洲各国在历史传统、 民族构成、 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苏联往往

会根据具体情况, 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政策。 例如, 针对石油和钻石资源丰富且

社会主义基础稳固的安哥拉, 苏联主要致力于协助执政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巩

固政权, 压制由美国、 南非资助的反对派武装, 以实现将刚果到莫桑比克等遵循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国家连成一线的战略目标。② 对于非洲之角地区的介入, 则更

多地出于控制红海—亚丁湾这一战略要冲, 进而把控海上战略通道的考量。 尽管

在具体策略上存在差异, 但这些行动背后都蕴含着共同目标。

(一) 传播意识形态

依据 “世界革命” 理论, 苏联积极向外输出共产主义制度。 但相较于西方

国家, 苏联在面向非洲国家传播意识形态方面稍显不足,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苏联在非洲的影响力。 为改善这一状况, 苏联积极在经济、 军事、 教育、 医疗、
意识形态等领域为非洲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及亲苏武装力量提供支持。 一旦这

些势力上台执政, 苏联即致力于协助其改造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 以符合苏联

模式。
１９７６ 年 ２ 月, 苏联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安东尼奥·阿戈什蒂纽·

内图 (Ａｎｔóｎｉｏ Ａｇｏｓｔｉｎｈｏ Ｎｅｔｏ) 在武装占领首都罗安达并当选总统 ３ 个月后, 宣

布了安哥拉的发展纲领, 即指引安哥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③ 对此, 勃列日涅夫

对内图表示高度赞赏: “这是国际主义的胜利, 也是进步力量的国际声援的胜

利。” “安哥拉事件再次证实了我们时代的伟大真理: 因国际主义声援而倍增的

人民捍卫自由的决心, 是不可战胜的力量。”④ 索马里的情况也颇为类似。 １９６９
年索马里陆军少将西亚德·巴雷 (Ｓｉａｄ Ｂａｒｒｅ) 发动政变, 他出任最高革命委员

会主席兼政府总理, 并开始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 到 １９７４ 年, 在苏联的协

助下, 巴雷建立了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 (Ｓｏｍａｌｉ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７７·

①

②

③

④

关于这一时期苏联对非政策的动机, 参见 Ｈｅｎｒｙ Ｂｉｅｎｅ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Ｓｏｖｉｅ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 ９５,Ｎｏ. １,１９８０,ｐｐ. ２９ － ４２;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Ｇｒｅｙ,“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ｏａｌ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３,１９８４,ｐｐ. ５１１ － ５２７.
陈之骅、 吴恩远、 马龙闪主编: «苏联兴亡史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５４８—５４９ 页。
«兹韦列夫关于安哥拉形势给国内的政治信函», 载叶书宗主编: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 ３３ 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１４ 页。
«在招待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安东尼奥·阿戈什蒂纽·内图的
宴会上的讲话», 载 «勃列日涅夫言论» 第十二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版, 第 ２７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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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党纲中载明: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最高革命委员会以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为基

础, 利用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满怀信心地引导国家沿着业

已选择的道路前进。”①

后来的事实证明, 苏联对非洲的意识形态渗透策略是极其失败且不负责任

的。 在输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 苏联并未充分考虑非洲各国相对落后的社会现

实, 将不符合国情的社会制度强加于非洲人民, 这不仅导致一些国家政局动荡,
同时也使这些国家经济失调, 它们因此错过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经济全球化

背景下接受产业转移的宝贵机遇。 随着经济结构日益僵化, 经济形势日趋严峻,
这些国家最终不得不放弃社会主义道路。

(二) 牟取经济利益

尽管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有了显著增长, 但与资本

主义阵营相比, 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显然无法相提并论。 苏联对于

世界市场的最初构想源于斯大林时期的 “两个世界市场” 理论。② 依据此理论,
苏联在战后初期将对外贸易的重点聚焦于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兄弟国家, 这极大地

限制了其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与水平。③ 进入赫鲁

晓夫时代, 尽管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有所发展, 但这种贸易始终服务于同

西方进行 “和平竞争” 的战略目标, 苏联旨在通过这种贸易取得包括非洲国家

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信任, 使它们与西方阵营疏远。 赫鲁晓夫在接受 «纽约时

报» 记者采访时曾表示: “我们最不看重贸易的经济因素, 而最重视其政治因

素, 因为它是一种促进国家间更好关系的手段。”④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 随着国际贸易深入发展及国际分工日益深化, 苏联认识

到封闭政策已不利于经济发展, 同时意识到其经济实力尚不足以与西方抗衡, 积

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对于推动经济进步、 改善其面临的劳动生产率停滞、 技术水

平落后、 资本短缺等困境具有重大意义。 为此, 苏联渴望与自然资源丰富、 发展

潜力巨大的非洲国家优先建立联系, 并试图将其纳入社会主义阵营。 为了实现这

一目标, 苏联先后与阿尔及利亚、 几内亚和摩洛哥等国签订 “资源换贷款”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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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苏驻索马里大使馆关于索马里革命的报告», 载叶书宗主编: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
３３ 卷, 第 ８１ 页。
所谓 “两个世界市场”, 即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国家的市场和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阵
营国 家 的 市 场, 参 见 Ｇ. Маленков, Отчетный доклад ＸＩＸ съезда партии о работ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ВКП(б),５ октября１９５２,Москва,с. １６ － １７.
Ｇｕ Ｇｕａｎ － Ｆｕ,“Ｓｏｖｉｅｔ 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 ８５.
Ｇｕ Ｇｕａｎ － Ｆｕ,“Ｓｏｖｉｅｔ 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 ８４.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非洲政策探析

定。① 但由于苏联本身并不缺乏自然资源, 直接大规模收购非洲国家的矿产资源

或拿下矿产开采权并非最优选择。 因此, 苏联更倾向于采取更为隐蔽与复杂的方

式, 即通过鼓励非洲国家向西方阵营出口矿产, 并将所得利润中的大部分用于向

苏联购买廉价武器, 再用武器销售所得从西方购入粮食、 技术产品等 “硬通

货”。② 在这一 “贸易三角” 中, 苏联不仅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 还通过武器输

出实现了与非洲国家的政治绑定, 可谓一举两得。

(三) 遏制西方阵营

勃列日涅夫曾在多个重要场合中, 反复强调苏联对非政策的基石是所谓的

“国际主义原则”, 但他在欧加登冲突中的政策转向, 削弱了这一说法的可信度。
欧加登地区作为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的争议领土, 尽管居住着 ２００ 万索马里

游牧民, 但在行政上属于埃塞俄比亚。 １９７４ 年 ９ 月, 埃塞俄比亚发生军事政变,
亲苏的军方领导人门格斯图掌权, 并决定推行社会主义制度。 随后, 在苏联军事

援助下, 索马里总统巴雷于 １９７７ 年向欧加登地区发起全面进攻, 意图通过武力

手段吞并欧加登地区。 由于军队主要由苏联教官训练并装备了苏制武器, 索马里

在战争初期进展顺利。 埃塞俄比亚向苏联求助并要求其制止索马里军队的进攻。
在斡旋无果后, 考虑到埃塞俄比亚的战略重要性, 苏联做出戏剧性的政策调整,
不仅将原本驻扎在索马里的约 １０００ 名军事顾问调往埃塞俄比亚, 还派遣古巴雇

佣军参与对索马里的作战行动, 最终导致索马里战败。
事实上,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非洲政策完全以自身战略利益为导向。

在 “苏攻美守” 的战略背景下, 苏联的主要考量在于如何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

力量, 控制战略交通要道, 进而实现对西方阵营的有效遏制。 正如 １９７８ 年 ２
月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在电视讲话中所言: “非洲之角地区首先具有军事—
政治经济意义。 这一地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处在亚非两大洲的结合部, 在波

斯湾和印度洋中有许多优良的海港, 更主要的还在于这一地区有把生产石油的

国家同美洲和欧洲联系起来的海上航线。”③ 因此, 对于非洲国家内部的领土

纠纷及其他各类矛盾, 苏联要求这些国家不应仅从民族利益出发, 而应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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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Ｇｕ Ｇｕａｎ － Ｆｕ,“Ｓｏｖｉｅｔ 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 ８７.
关于这种隐蔽的 “三角贸易”,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Ｇｒｅｙ, “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ｏａｌｓ,”ｐ. ５１５.
惠凯: «飞翔在非洲之角上空的北极熊———１９７７ 年苏联战略大空运», «航空世界»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 第 ６４—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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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原则” 从巩固进步力量的立场行事。① 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内如索马里

这样的 “麻烦制造者”, 苏联采取了果断的惩戒措施。 这足以表明, 苏联所谓的

“国际主义原则”, 本质在于无视非洲各国利益, 将非洲国家作为与西方阵营博

弈的棋子。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非政策的具体表现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 苏联虽在美苏争霸中占据攻势地位, 但社会主义阵

营在经济层面明显落后于资本主义阵营, 这一现实制约了苏联在非洲事务中的介

入深度与规模。 同时, 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尚未成熟, 主要通过对外

出口矿产资源赚取外汇, 因而对西方市场存在强烈的依赖关系。 在政治层面, 非

洲国家普遍存在民族、 宗教、 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 政权更迭频繁, 这些主客

观因素均对苏联的非洲战略构成不利影响。 鉴于以上形势, 苏联在非洲事务的干

预策略上采取了扬长避短的方针,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以军火输出为突破口

尽管苏联在多数产业领域落后于西方, 但其在军事工业领域的实力不容忽

视。 作为一个拥有完整军工产业链的军事强国, 其武器装备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具

有相对优势, 军火贸易在苏联与非洲贸易往来中也占有极大比重。 与西方武器相

比, 苏制武器以操作简便、 价格适中及耐用性强的特点, 在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

第三世界国家中颇受欢迎, 成为苏联在世界市场中少数具备较强竞争力的商品

之一。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 苏联对非洲国家的军火出口呈显著增长趋势。 在勃列

日涅夫上台前的十年 (１９５５—１９６４), 苏联向非洲出售的军火总额达到 ７. ３５ 亿美

元; 在其执政的前中期 (１９６７—１９７６), 这一数值提升至 ４４. １６ 亿美元; 而在随

后的五年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 军火出口更是激增至惊人的 １１３. ２ 亿美元。 从购买军

火的国家来看, １９６７—１９７６ 年, 埃及因处于第三、 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 成为

苏联在非洲最大的军火购买国, 而安哥拉、 索马里则分别位列第四和第五。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 年, 埃塞俄比亚跃升至第二位, 安哥拉、 索马里分别保持第四和第

·０８·

① «伊利乔夫与卡西姆第二阶段的会谈记录», 载叶书宗主编: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 ３３
卷, 第 １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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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的位置, 而埃及则退居第十八位。① 这一变化与地区局势演变及苏联对非洲各

国态度的改变相吻合。②

显然, 向非洲国家出口武器, 进而影响地区局势, 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加

强对非洲影响力的重要策略。 这一策略的实施, 不仅极大地冲击了地区原有的安

全格局, 还加剧了地区冲突的烈度。 同时, 部分国家为偿还因购买武器而产生的

债务, 不得不挪用原本用于民生改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 从而加剧了贫困恶

性循环。

(二) 进行代理人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 古巴雇佣军在此阶段对苏联的非洲战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 堪称苏联在非洲的 “外科手术刀”。 从安哥拉到纳米比亚、 由埃塞俄比亚至

索马里, 古巴战士的身影遍布非洲大陆。 在最高峰时, 古巴武装部队的 １ / ４ 都投

身于非洲军事行动中,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古巴国内人力资源紧张。③

可以说, 古巴政府的决策中包含了理想主义因素以及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
正如挪威冷战史学者文安立 (Ｏｄｄ Ａｒｎｅ Ｗｅｓｔａｄ) 所言, 其行动 “是对美国威胁

古巴的一种前沿防御”④。 然而, 古巴的主要目的仍是通过参与非洲军事行动,
支持苏联的非洲战略, 并向苏联展示实力, 以此在经济上寻求更多援助, 并在政

治上争取独立自主。 这一点在古巴外交政策顾问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备忘录中

得到证实, 该备忘录指出: “古巴对内图当局请求的回应将令我们最亲密的盟友

苏联感到高兴。 同时, 这也将向莫斯科展示我们独立推动国外武装斗争的能力,
这是我们与苏联关系中的重要筹码。”⑤

尽管古巴与苏联在非洲政策的最终目标和实施路径上有所分歧, 但无可否认

的是, 如果没有苏联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以及军事上的强大生产能力和投送能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数据来源于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 详见 Ｕ. Ｓ. Ａｒｍ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Ｗｏｒｌ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ｍ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１９６７ －１９７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９７８, ｐｐ. １５７ －１５９; Ｕ. Ｓ. Ａｒｍ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Ｗｏｒｌ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ｍ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１９７１ －１９８０,”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１９８３,ｐ. １１７.
１９７２ 年 ７ 月, 因不满苏联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拒绝向埃及提供实质性军事支援且多次试
图干涉埃及内政, 萨达特总统宣布终止苏联 １. ５ 万名军事顾问的任务, 要求他们在一个
星期内离开埃及, 苏埃关系严重恶化。 详见 Ｋａｒｅｎ Ｄａｗｉｓｈａ,Ｓｏｖｉｅ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ｇｙｐｔ,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７９,ｐｐ. ７１ － ８２.
«古巴加紧实行国家生活军事化», «人民日报» １９７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 第 ６ 版。
Ｏｄｄ Ａｒｎｅ Ｗｅｓｔａｄ,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ｌｄ Ｗａｒ: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Ｏｕｒ Ｔｉｍｅｓ,
ｐ. １７６.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Ｆ. Ｌｏｗｅｎｔｈａｌ,“Ｃｕｂａ’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 ２,Ｎｏ. １,１９７７,
ｐｐ.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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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古巴这一军事工业体系不完整的小国, 将难以在非洲大陆多个冲突热点维持

数万人的军事存在。 因此, 古巴在非洲实际上扮演了苏联军事代理人的角色, 其

军人凭借对苏制武器的熟练运用和丰富的游击战经验, 在非洲军事行动中取得较

好战绩, 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非洲迅速扩张的重要倚仗。 相比之下, 西方

国家在非洲难以找到如此忠诚且富有战斗力的盟友, 因此在与苏联的争夺中处于

不利地位。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非政策的利与弊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 苏联在非洲大陆实施了一系列扩张策略, 成功地将

部分非洲国家暂时纳入社会主义阵营, 并为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与经济独立提供

重要支持。 然而, 从经济成效和国际声誉的角度来看, 苏联所付出的代价与其所

获得的收益并不相称, 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非洲受援国在后续发展过程中, 也因

苏联外交战略的影响而陷入政治动荡与经济衰退的困境。 因此, 对双方而言, 苏

联在非洲的外交政策总体上呈现出弊大于利的态势。
从有利方面来看,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非外交政策的调整, 促进了非洲受

援国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的进程。 其中, 尤为关键的是军事援助大幅增加以及军

事顾问人数扩充, 这些举措对处于独立战争决胜阶段的葡属非洲国家赢得最后胜

利起到重要作用。① 此外, 苏联通过与非洲友好国家签订长期的 «友好合作条

约», 为这些新独立国家提供稳定的资金与技术支持, 这无疑为它们实现初步工

业化和经济自主奠定了经济和技术基础。 在国际层面, 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社会

主义阵营在非洲的力量, 也提高了苏联在非洲的国际影响力。
然而,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 苏联对非政策始终聚焦于同西方阵营的地缘政治

较量, 非洲国家的正当权益从来不是苏联决策的首要因素。 为促使非洲国家遵循

其全球战略布局, 苏联实施了一系列干预他国内政、 激化地区对抗的行为, 这不

仅对非洲国家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 也给自身带来负面影响, 这些影响主要表现

为两方面。

(一) 对于非洲而言, 造成长期的安全动荡, 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

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 苏联对非洲的干涉、 渗透与颠覆活动, 致使该地区一

些国家长期陷入地缘政治的纠葛之中, 安全环境显著恶化。 特别是苏联在非洲之

·２８·

① Ｎａｔａｌｉａ Ｔｅｌｅｐｎｅｖａ,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１９６１ － １９７５,ｐｐ. １０１ － 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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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冲突中两面三刀的行为以及在安哥拉内战中煽风点火的做派, 让非洲国家逐步

认清了其对非政策霸权主义、 利己主义的本质。 苏丹总统尼迈里在接受美国 «时
代» 周刊采访时, 曾就非洲安全问题发表评论: “真正的危险是, 超级大国利用

一些非常孤立的冲突事件, 作为它们加剧和扩大对非洲军事干涉的借口。 目前我

已看到的是, 一些国家甚至强国, 即古巴和苏联, 带着军事装备和军队, 声称来

帮助非洲人。” 他接着说: “我认为, 苏联这样在军事上介入非洲是错误的, 势

必把非洲变成超级大国冲突的重要场所。” 在谈到非洲之角问题时, 他认为,
“苏联人介入使整个事情更加复杂化。 我深信, 如果别人不来干涉我们, 我们这

个大陆上的问题就会容易解决得多, 为解决这些问题所付出的代价也会小

得多。”①

面临苏联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冲击之余, 非洲国家还深受苏联模式僵化的影

响。 由于忽视自身实际情况, 这些国家被迫采取以举债为手段, 优先发展重工业

或特定产业的政策, 以融入苏联的经济体系。 然而, 这种错误政策不仅导致国家

经济和民生长期得不到改善, 而且原本有望发展的产业也大多因资金、 管理和技

术的匮乏而逐渐荒废。 当非洲国家认识到政治上过度依赖苏联、 发展上机械模仿

苏联模式无法引领国家走向现代化时, 它们纷纷摒弃了社会主义, 转而探索适合

国情的发展道路。 因此, 苏联在非洲苦心打造的势力范围最终只是短暂的繁荣,
无法长久维持。

　 　 (二) 对于苏联而言, 壮大了相关的利益集团, 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局势紧

张与不稳定,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滞缓了其产业升级进程

　 　 苏联在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过程中, 过于侧重自身利益, 不顾非洲国家的实际

情况; 仅仅追求短期利益, 缺少长远的战略考量, 不仅极大地损害了自己长期以

来在非洲树立的反殖民主义先锋形象, 更为严重的是, 它采取的以军火为先导的

对非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军工复合体集团, 并催生了一批通过非洲外交或情报

工作发迹的所谓 “国际问题专家”。 这些专家在利益驱使和思维惯性下, 拒绝针

对难以为继的非洲政策作出任何实质性调整, 从而导致苏联对非政策顽固地坚持

错误方向, 并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苏联在非洲的持续扩张引发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阵营的警惕。 为应对此局

势, 美国采取一系列举措, 以增强自身在非洲周边地区的地位, 从而达到制衡苏

联在非洲影响力的目的。 这些举措包括缓和与巴西的关系, 巩固在中东的优势地

·３８·

① «西亚德总统和尼迈里总统揭露苏联干涉非洲 警惕苏联颠覆阴谋 坚决捍卫国家独立主
权», «人民日报» １９７８ 年 ７ 月 ３ 日, 第 ５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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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以及深化与印度的合作, 从而在广泛的地缘政治格局中遏制苏联在非洲的扩

张态势。① 同时, 美国明确向苏联表达了对其在非洲扩张行为的关切, 指出这一

行为将对美苏关系的整体氛围和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产生重大影响, 如当时正在进

行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第二阶段。②

从短期效果来看, 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在非洲似乎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它几

乎打通了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的社会主义走廊, 并通过在非洲之角的活动有

效控制了红海这一亚欧航运的战略要冲, 极大地限制了西方阵营在非洲的影响

力。 但就长远效果而言, 苏联在非洲的强势行动加剧了西方国家对苏联的防备与

不信任, 其参与各类和平谈判的诚意也受到质疑, 进而使苏联失去了一次缓和国

际局势的重要机会。
在国际紧张局势未能缓和的大背景下, 苏联面临严峻的经济压力, 不得不将

大量资金投向军备建设, 以维持庞大的军队规模和新式武器的研发。 此举加剧了

苏联财政的紧张状况, 使其本就脆弱的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 尽管苏联在与非洲

国家的军火交易中取得了一定利润, 但这些利润大多被重新投入与美国的军备竞

赛中。 由于盲目地与美国进行军备竞争, 苏联在经济实力远不及美国的情况下,
将军费开支维持在接近美国两倍的水平,③ 这进一步压缩了农业和轻工业在国民

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勃列日涅夫当局将超过 ８５％的工业投资用于发展军事工业,④ 导致苏联在新

兴科技领域, 如微电子、 新材料、 生物工程等方面, 与西方阵营的差距逐渐拉

大, 而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日常用品供应却处于日益紧缺的状态。 １９７８ 年, 苏联

成为全球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 其军事经费占每年国民收入的 ２０％—２５％ , 与

之对应的是,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逐年下跌, 甚至出现停滞现象。⑤

在冷战思维的驱使下, 苏联为维持其同盟体系, 在包括非洲在内的广大地区

投入巨额资金。 相反, 美国已逐渐摆脱石油危机与越战泥潭, 并在第三次科技革

命中取得了对苏联的先手优势, 开启了新一轮战略扩张。 １９８３ 年, 里根政府针

对苏联经济日益捉襟见肘的形势, 推出 “星球大战” 计划, 开始与苏联展开新

一轮军备竞赛, 试图利用美国庞大的经济体量进一步拖垮苏联财政。 这一举措对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ｆｒｏｍ 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Ｓｔａｆｆ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ｓ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Ｂｒｚｅｚｉｎｓｋｉ),”ｐ. ８.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ｆｒｏｍ 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Ｓｔａｆｆ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ｓ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Ｂｒｚｅｚｉｎｓｋｉ),”ｐｐ. １６,４８.
陈之骅、 吴恩远、 马龙闪主编: «苏联兴亡史纲», 第 ５５２ 页。
同上。
张英姣、 孙启军: «论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对第三世界扩张的后果», 第 １８８—１９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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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本就畸形的经济结构造成严重冲击, 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结　 语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 苏联的综合国力达到顶峰, 在与西方国家的地缘政

治竞争中占据一定优势, 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也达到巅峰。 应当承认的是, 苏联

为刚独立的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支援葡属非洲殖民地的武装斗争, 的确对非

洲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同时也对美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 新老殖民主

义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在国际冷战的大背景下, 苏联对非政策客观上促进了

两大阵营力量格局走向均势, 并在政治上迫使美国与苏联就和平与裁军问题展开

谈判, 这对缓和国际局势有所助益。 然而,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非洲外交政策

的核心考量始终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因此苏联在加大对非洲援助的同时, 也

加强了对非洲受援国意识形态、 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的干预和控制, 使它们逐步

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接轨, 成为与西方阵营对抗的前哨阵地。 但是, 苏联在非

洲的扩张战略损害了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利益及战略安全, 引起西方疑虑和警惕。
尤其是美国开始怀疑苏联试图通过和平的表象掩盖其在非洲乃至广大第三世界的

扩张意图, 进而对苏联通过谈判缓解两大阵营紧张关系的诚意产生了怀疑。
非洲国家因生产关系原始、 经济结构落后、 教育资源不足, 不宜优先发展重

工业和计划经济以实现经济自主, 这一判断并非基于苏联领导人和非洲学专家的

臆想, 而是现实证明, 与发展阶段不符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将引发纷争与混

乱, 导致发展停滞。 正因如此, 在苏联僵化的发展模式束缚下, 一些非洲国家始

终未能构建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机制, 迫使苏联不断通过 “输血”, 以维持其在

非洲大陆的影响力。 然而, 由于当地管理人才匮乏, 援助项目往往难以直接惠及

民众, 且多数最终荒废。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虽然增加了对包括非洲在内的第三

世界国家的投入, 但是效果有限, 反而加剧了苏联的财政负担, 阻碍了产业升

级, 使其在新技术革命中错失先机, 最终在国际格局中处于被动, 为苏联解体埋

下了伏笔。

(责任编辑: 贺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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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ｗａｓ ｏｎｃｅ ｓｋｅｐｔｉｃ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ｕｔ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ｏｇｍａ,ｉｔ ｔｏｏｋ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ｒｉｔａｉｎ,Ｆｒａｎｃｅ,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ａｎｄ Ｂｅｌｇｉｕ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Ｂｒｅｚｈｎｅｖ’ｓ ｒｕｌｅ, ｗｉｔｈ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ｏｃｃｕｐｙ ａ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ｔ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Ｌｅｎｉｎ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Ｎｏｎｅｔｈｅｌ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ａｓ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ａｓｅ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Ｗｅｓ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ｃ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Ｔｈｉ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ｍ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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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５,Ｎｏ. ２,Ｊｕｎｅ ２０２４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ｔｕｒｍｏｉｌ ｏｎ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ａｕｓｅｄ ａ

ｈｕｇ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Ｂｒｅｚｈｎｅｖ ｅｒａ,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ｆｒｉｃａ,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ｕ Ｂｏ,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 ａｎ ７１０１１９);Ｌｉ Ｐｅｉｑｉ,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ｈａａｎ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 ７１０１１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Ｚｏｎ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ｙｉ ａｎｄ Ｓｈｅｎ Ｚｈｏｎｇｘｉ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ｂｌｕ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ｈａｓ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Ｚｏｎ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ｉ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ｙ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ｆａｃｅｓ ｍａｎ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ｕｃｈ ａｓ ｗｅａｋ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ｅｇ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ｔｓ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Ｚｏｎ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ｎｒｉ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Ｚｏｎ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ｓ: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ｙ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Ｊｉｎｈｕａ ３２１００４); Ｓｈｅｎ Ｚｈｏｎｇｘｉ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ｈｕａ ３２１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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