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洲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
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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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琴 雯

内容提要　 二战后， 非洲在非殖民化历程与冷战地缘博弈中， 形成

了跨国有组织犯罪滋生的土壤。 跨国有组织犯罪与地区冲突、 恐怖主义

相互交织形成恶性循环， 持续威胁区域安全与发展。 为应对这一挑战，
非洲国家依托非盟、 次区域组织及国际机构， 构建了警务协作、 情报共

享与司法互助等多层次治理体系。 然而， 国家治理能力薄弱、 法律规范

碎片化、 区域机制协调不足等问题仍然制约治理效能。 在此背景下， 中

非安全合作呈现深化态势： 通过联合执法、 能力建设项目及安全对话机

制， 双方在打击毒品走私、 野生动物非法贸易、 轻小武器扩散等领域取

得进展。 未来， 依托全球安全倡议并以数字技术赋能， 中非可在刑事情

报网络构建、 跨境执法协同与司法能力共建方面深化合作， 为非洲安全

治理注入新动力， 筑牢中非命运共同体安全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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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安全合作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中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是关键议题之一。 自二战结束以来， 跨国有组织犯罪逐渐成为国际安全议程的重

要内容。 冷战结束后， 以跨国有组织犯罪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国际社会

高度重视。 当前，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 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日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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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 犯罪网络间的联系愈加紧密， 影响力与危害性持续攀升。
从犯罪学角度看， 跨国有组织犯罪作为有组织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 通常具

有错综复杂的犯罪过程、 庞大的组织规模、 严密的内部结构和强大的资金调动能

力。 然而， 从法理层面来看， 国际社会尚未就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定义达成共识。
各国和地区基于其历史背景与实践经验， 对这一问题的界定不尽相同。 《联合国打

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 未对跨国有组织犯罪作出精确定义， 只是着重界定了 “有组织犯罪集团”
“严重犯罪” “有组织结构的集团” 等关键术语。① 这种定义方式赋予公约更大

灵活性， 便于适应新型犯罪活动和形式， 从而更好地实现通过加强合作有效预防

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宗旨。 尽管跨国有组织犯罪尚无明确定义， 但是国际社

会已就共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达成广泛共识， 全球及区域层面的安全治理实践

也在这一共识的支撑下稳步推进。
根据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倡议 （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 ２０２３ 年报告， 非洲是全球跨国有组织犯罪水平第二高的大陆，
仅次于亚洲。② 有学者指出，跨国有组织犯罪、主权国家争端、种族矛盾、恐怖主义

和极端主义等多种冲突因素，在非洲各地找到了滋生土壤。③ 面对这些挑战，非洲

国家已将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列为国家战略优先事项，主动采取有力措施，展现出

维护区域安全的坚定决心。 在国际合作方面，截至 ２０２３ 年，非洲大陆 ５４ 个国家中

有 ５２ 个已批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相关议定书，④这一高批准率

体现了非洲国家在国际合作层面的高度共识。 此外，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以下简称 “西共体”）、 南部非洲发

展共同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以下简称 “南共体”） 等次

区域组织也将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作为工作重点。 这些合作举措为非洲区域安全

治理带来新活力。
以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为代表的非洲安全治理实践， 凸显了非洲乃至全球安

全形势的复杂性。 非洲的安全和发展问题仅靠自身力量难以解决， 因而成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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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注的重要议题。① 作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在推

进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首届中国—
东非执法安全部长级对话成功举行， 为中非执法安全合作搭建了新平台。 同年 １０
月， 中国外长王毅在同尼日利亚外长优素福·迈塔马·图加尔 （ＹｕＳｕｆ Ｍａｉｔａｍａ
Ｔｕｇａｌｅ） 会见时明确指出， 中国将坚定支持非洲加强和平安全能力建设， 并积极

同非方建立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伙伴关系， 全力推进安全共筑伙伴行动。② 这一表

态彰显了中国在中非安全合作领域的坚定决心与积极作为。 中国正在不断深化中

非应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区域合作， 携手非洲各国共筑安全共同体， 为非洲安全

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有鉴于此，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非洲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发展脉络及特点，

梳理非洲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区域合作的机制、 发展路径和实践挑战， 不仅有助

于深化对非洲安全治理路径的理解， 也为探讨中非执法安全合作及中非命运共同

体建设成效与前景提供重要参考。

非洲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发展阶段

冷战期间， 美苏两国在非洲大陆展开激烈的战略竞争， 其他西方国家也通过

政治、 经济和军事手段干预非洲事务。 这一时期， 众多非洲国家陷入频繁的政变

和内战， 社会处于持续动荡之中。 暴力冲突带来的创伤不仅深刻影响了非洲的社

会结构， 还强化了武装势力与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联系， 导致非洲国家在打击

毒品走私、 人口贩运等跨国有组织犯罪时面临更大挑战。

（一） 二战结束后非洲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萌芽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帝国主义国家在非洲的殖民掠夺主要表现为大规模开采

矿产资源。③ 二战后， 资源成为非洲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发展的驱动因素。 尽管

非洲各国相继获得独立， 但非殖民化进程中的混乱与冲突为跨国有组织犯罪提供

了土壤。
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经历着剧变， 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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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犯罪的跨国扩张创造了条件。 新兴独立国家虽然在法律层面确立了主权边

界， 但普遍存在边境管理薄弱、 “多孔边界” 和执法缺位等问题， 致使跨境非法

贩运活动有机可乘。 在萨赫勒—撒哈拉地区尤其明显， 许多商贩利用边境两侧的

价格差从事走私活动。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 撒哈拉沙漠周边的图阿雷格族经常

充当非法贩运活动的人力运输工具， 而阿拉伯商人则借此积累了财富。 这些早期

的商品走私危害虽然远低于后来兴起的毒品、 武器和人口贩运， 但是为日后更大

规模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奠定了基础。 ８０ 年代末， 假冒卷烟贩运开始兴起并逐步

扩大市场； ９０ 年代后， 伴随毒品贩运规模激增， 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发展起来，
逐步形成非法贩运活动与犯罪网络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① 例如， 许多大麻和可

卡因经由撒哈拉地区， 再通过巴尔干销往欧洲和中东地区， 尤其是沙特阿拉伯。
非洲跨国有组织犯罪主要起源于两个地区： 南非西开普省和尼日利亚东南

部。 尼日利亚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可追溯到殖民统治末期， 当时一些民族主义政治

家为了筹集资金， 滥用地方权力向外企提供政府合同以获取回扣， 这种腐败模式

延续至今。 目前， 尼日利亚东南部的毒品贩运组织活跃于全球可卡因市场，② 并

在巴西圣保罗建立了大型社区网络， 为毒品运回非洲提供后勤支持。③

（二） 冷战结束后非洲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

冷战期间， 大量微型和轻型武器流入非洲， 助长了人口、 毒品贩运和偷猎等

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的蔓延。 冷战结束后， 非洲国家大力发展经济， 跨国贸易规

模不断扩大， 客观上便利了国际犯罪网络与地方犯罪集团之间的联系。 同时， 国

际社会对非洲的援助政策发生了变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及西方国家

推行的结构调整方案以市场化改革为政策导向， 实际上系统性地侵蚀了非洲新生

民族国家脆弱的治理基础。 政治经济权力分散化导致国内冲突和暴力事件频发，
而武装冲突则借助 “政治斗争” 名义为跨国有组织犯罪提供掩护，④ 跨国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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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ｏｕｆ Ｆａｒｒａｈ， “ Ｌ’ Ｅｓｐａｃｅ Ｓａｈéｌｏ － Ｓａｈａｒｉｅｎ， ｕｎ Ｅｓｐａｃｅ Ｇａｎｇｒéｎé ｐａｒ ｌａ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ｔé ｅｔ ｌａ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ｒｅｉｏｎ２４.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４ ／ ｌｅｓｐａｃｅ － ｓａｈｅｌｏ － ｓａｈａｒｉｅｎ － ｕｎ －
ｅｓｐａｃｅ － ｇａｎｇｒｅｎｅ － ｐａｒ － ｌａ －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ｔｅ － ｅｔ － ｌａ －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８，２０２４.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Ａ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ｎ
Ｄｒｕｇ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ｅ，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ｏｄｃ.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ａｔａ － ａｎｄ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ｔｏｃｔａ ／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ＴＯＣＴＡ＿２０１３＿ＥＮ.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２０２４.
Ｌａｕｒｅｎｔ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Ｌｅ Ｔｒａｆｉｃ ｄｅ Ｓｔｕｐéｆｉａｎｔｓ ｅｎ Ａｆｒｉｑｕｅ，ｕｎｅ Ｍｅｎａｃｅ ｅｎ Ｐｅｒｐéｔｕｅｌｌｅ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ｕｒｅｎｔ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 ｅｄｓ.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ｔé Ｏｒｇａｎｉｓéｅ ｅｎ Ａｆｒｉｑｕｅ， Ｌａ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ｄｅ ｌｉｖｒｅｓ，２０１９，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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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Ｃｒｉｍｅ，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ｏｄｃ. ｏｒｇ ／ ｐｄｆ ／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ｃｒｉｍｅ ＿ ｗｅｓｔ － ａｆｒｉｃａ － ０５. ｐｄｆ，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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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逐渐成为武装冲突的重要资金来源渠道。 １９８９—２０００ 年， 非洲每年平均发

生 １４ 次武装冲突，① 这种持续动荡为犯罪网络滋生提供了土壤。
在被称为 “有组织犯罪温床”② 的西非地区， 政治权力斗争是冲突和暴力的

主要根源之一。 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利用西非部分国家边境管制薄弱和法治不健

全的弱点， 更加猖獗地进行人口贩运、 卷烟走私和非法武器贩运等犯罪活动。 然

而， 西非的某些跨国有组织犯罪并非源于政权斗争。 以加纳为例， 一些受过高等

教育且英语流利的年轻人为寻求就业机会而移居国外。 １９８２ 年起， 尼日利亚大

规模驱逐加纳人， 导致部分流动人口陷入困境， 他们转而从事贩毒等非法活动。
在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 高达 ８０％ 的性工作者来自加纳， 她们多依托复杂的犯

罪网络运作。③ 此外， 加纳贩毒集团与尼日利亚同行合作， 在扩大全球海洛因贸

易和西非毒品市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④

在饱受内战和暴力冲突困扰的非洲大陆， “战争暴利” 成为推动跨国有组织

犯罪发展的重要因素， 尤其体现在非法枪支贩运问题上。 该地区的小型有组织犯

罪团体经常与从事偷猎、 恐怖活动以及武器或毒品贩运的大型跨国有组织犯罪网

络合作， 加剧了区域安全形势的复杂性。 同时， 海上犯罪成为非洲地区另一突出

问题。 一些非洲沿海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海洋资源， 通航水域广阔， 这种

地理优势为海盗活动提供了条件。 冷战结束后， 几内亚湾的海盗袭击显著增多，
针对油轮和海上平台的袭击常伴随人质劫持。⑤ 然而， 几内亚湾周边国家在法律

规定、 起诉能力和相关立法方面均存在明显不足， 难以有效遏制这些海上犯罪

行为。⑥

·５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ｌｌｅｎｓｔｅｅ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ａ Ｓｏ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１９８９ － ２００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 ９，Ｎｏ. ３８，２００１，ｐ. ６３２.
ＥＮＡＣＴ Ａｆｒｉｃａ，“Ａ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ｓｅｄ Ｃｒｉｍｅ？”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ａｃｔａｆｒｉｃａ. ｏｒｇ ／ ｅｎａｃｔ －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 ａ － ｔｕｒｎｉｎｇ － ｐｏｉｎｔ － ｆｏｒ － ｗｅｓｔ － ａｆｒｉｃａｓ － ｆｉｇｈｔ －
ａｇａｉｎｓｔ － ｏｒｇａｎｉｓｅｄ － ｃｒｉｍｅ，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８，２０２４.
Ｗａｌｔｅｒ Ｇａｍｎｋｗｉ， “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Ｓｍａｒｔ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ａｒｃｏｔｉｃｓ ／ Ｐｒｏ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 ａ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ｓｔ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Ｃ. １９２０ － Ｃ. １９９８，”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 １０，２０１５，ｐ. ２０.
“Ａｆｒｉｃａ Ｏｒｇａｎｉｓ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２３ ｉｎ Ｇｈａｎａ，” Ｏｃｉｎｄｅｘ，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ｒｉｃａ. ｏｃｉｎｄｅｘ. ｎｅｔ ／
ａｓｓｅｔ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３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ｏｃｉｎｄｅｘ＿ｓｕｍｍａｒｙ＿ｇｈａｎａ.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８，２０２４.
“É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éｇ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ａ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ｔé Ｏｒｇａｎｉｓéｅ ｄａｎｓ ｌａ Ｒéｇｉｏｎ ｄｅ ｌ’ Ａｆｒｉｑｕ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
２０１８，”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ａｃｔ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３. ａｍａｚｏｎａｗｓ. ｃｏｍ ／ ｓｉｔｅ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１８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 ｒｅｐｏｒｔ －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ｆｒｉｃａ －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８，２０２４.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ｉｒａｃｙ，”ＵＮＯＤＣ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ｏｄｃ. ｏｒｇ ／
ｗｅｓｔ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ｆｒｉｃａ ／ ｅｎ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 ｃｒｉｍｅ － ａｎｄ － ｐｉｒａｃｙ.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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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２１ 世纪以来非洲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多样化发展

进入 ２１ 世纪， 犯罪分子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 构建起更为庞大、 复杂

的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 与早期主要由民主化进程和政治权力斗争所推动的跨国

有组织犯罪不同， 当今非洲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与武装组织主要由经济利益驱

使， 而非意识形态因素， 这些组织涉足毒品贩运和新型犯罪活动。 同时， 随着

“伊斯兰国” 扩张， 非洲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新据点， 恐怖袭击和人质劫持事件频

发。 ２０２４ 年 《全球恐怖主义指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ＧＴＩ） 报告显示， 撒哈

拉以南非洲、 中东和北非以及南亚的恐怖主义威胁远超其他地区。 ２０２３ 年， 这

三个地区恐怖主义活动致死人数占全球恐怖主义活动致死人数的 ９４％ ， 其中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高达 ５９％ 。①

以西非萨赫勒地区为例， 跨国有组织犯罪从根本上威胁该地区的稳定与发

展，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障碍。② 首先， 走私、 贩毒、 人口贩运和恐怖

主义活动严重危及地区安全。 该地区处于南美和欧洲之间的贸易便利通道， 这一

地理优势为毒品贸易 （特别是可卡因贩运） 提供了便利， 并带来巨额非法资金

流。 同时， 薄弱的地方治理降低了犯罪集团和恐怖组织的活动成本。③ 该地区长

期默许走私活动， 执法不力， 加之部分政客参与毒品交易或受贿， 更使问题雪上

加霜。④

其次， 非法军火贸易在西非萨赫勒地区尤为猖獗。 持续的内战为非法武器交

易创造了巨大市场， 脆弱的边境管理制度也为此类交易大开方便之门。 非法军火

常通过官商勾结伪装运输， 武器或被拆解成零部件以普通贸易形式公开运输。⑤

此外， 严重腐败导致军队内部武器倒卖事件屡见不鲜。 例如， 曾有尼日利亚陆军

少校以 １ 亿奈拉向尼日尔三角洲武装分子出售 ７０００ 支军用枪支。⑥ 与此同时， 随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Ｐｅａｃｅ，“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２４，”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ｄｐｅａｃｅ.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４ ／ ０２ ／ ＧＴＩ －２０２４ － ｗｅｂ －２９０２２４.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２０２４.
“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ｏ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ｎ Ｄｒｕｇ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ｅ，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ｏｄｃ.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ａｔａ － ａｎｄ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ｔｏｃｔａ＿ｓａｈｅｌ ／ ＴＯＣＴＡ＿Ｓａｈｅｌ＿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ａｌ＿２０２４.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２０２４.
陈阿龙： 《中东剧变以来非洲萨赫勒地区安全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 ２０２２ 年。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Ｅｌｌｉｓ，“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ｕｇ Ｔｒａｄｅ，”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 １０８，Ｎｏ. ４，２００９，
ｐｐ. １７１ － １９６.
张国凤： 《非洲的非法军火贸易及其影响》，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 第 ２９—３３ 页。
Ｅｔａｎｎｉｂｉ Ｅ. Ｏ. Ａｌｅｍｉｋａ， “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ｓ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 Ｅｂｅｒｔ － Ｓｔｉｆｔｕｎｇ，２０１３，ｐ.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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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稳定增长，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攀升， 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

借机渗透经济领域， 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与活动范围。

非洲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合作路径

非洲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团伙通常资源充足， 组织严密，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

越了国家机构的能力。① 这些犯罪活动频繁跨越国界， 使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成

为非洲安全治理的重要议题。 为应对这一挑战， 非洲各国积极探索符合本土实际

的解决方案， 区域间合作也不断加强。

（一） 通过国际和区域机构促进警务合作机制建设

区域联盟在打击日益猖獗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中发挥着关键作

用。② 近年来， 非盟及非洲次区域组织在安全合作领域取得初步成效， 确立了以

辅助性、 互补性和比较优势为核心的合作原则。 这一原则不仅为非洲自主和平行

动提供理论指导， 更推动非洲安全治理的自主化与协同化发展。③ 一方面， 联合

国与非盟的合作以建立安全协调和援助机制为核心， 重点在于打击恐怖主义、 跨

国有组织犯罪及武器非法扩散。④ 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特派团将打击跨国有组织

犯罪列为主要任务，⑤ 并通过安理会第 ２０１８ 号和第 ２０３９ 号决议鼓励非洲次区域

组织在打击海盗、 制定海上安全战略问题上加强协调。⑥ 另一方面， 国际刑警组

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

题办公室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ｎ Ｄｒｕｇ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ｅ， ＵＮＯＤＣ） 等机构在打击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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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 Ｃｏ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Ｐｏｌｉｃｅｓ Ｆａｃｅ à ｌａ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ｔé ｅｎ Ａｆｒ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Ｏｕｅｓｔ，”ＶＯＡ Ａｆｒｉｑｕｅ，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ｏａａｆｒｉｑｕｅ. ｃｏｍ ／ ａ ／ ｌａ － ｃｏｏｐ％Ｃ３％Ａ９ｒａｔｉｏｎ － ｄｅｓ － ｐｏｌｉｃｅｓ － ｆａｃｅ － ％ Ｃ３％ Ａ０ －
ｌａ －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ｔ％ Ｃ３％ Ａ９ － ｅｎ － ａｆｒｉｑｕｅ － ｄｅ － ｌ － ｏｕｅｓｔ ／ ４４５６８６９.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５，
２０２４.
“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ｃｅ Ｔａｃｋｌ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 － Ｂｏｒｄｅｒ Ｃｒ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ｉｎｔ ／ Ｎｅｗｓ － ａｎｄ － Ｅｖｅｎｔｓ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９ ／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
Ｅａｓｔ － Ａｆｒｉｃａ － ｐｏｌｉｃｅ － ｔａｃｋｌｅ － ｒｉｓｉｎｇ － ｃｒｏｓｓ － ｂｏｒｄｅｒ － ｃｒｉｍｅ，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５，２０２４.
胡二杰： 《非洲联盟与非洲次区域组织的安全合作》，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第 ９４ 页。
李因才： 《联合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安全部门援助》，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第 ７０ 页。
周玉渊： 《非洲维和伙伴关系： 联合国维和改革与中国的角色》，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第 ７７ 页。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Ｂｏａｍａｈ，“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ｉ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ｏｆ Ｇｕｉｎｅａ，”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１７，Ｎｏ. ３，２０２３，
ｐｐ. ６６ －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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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跨国有组织犯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 非盟将反恐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确立为核心职能。 ２０１４ 年， 《阿尔及

尔宣言》 促成非洲警察合作组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ＲＩＰＯＬ） 成立， 致力于加强非洲国家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恐怖主义、 武器

和人口贩运等方面的合作。 ２０１７ 年该组织通过章程， 明确将打击跨国有组织犯

罪作为核心任务之一，① 并在 ２０１８ 年设立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网络犯罪和恐

怖主义三个专项工作队。 同时， 开展犯罪趋势研究并制定预防犯罪战略， 为非洲

国家提供坚实的合作框架。② 此外， 非盟设立了非洲恐怖主义研究中心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ＣＳＲＴ） 等安全研究智库， 作为和

平与安全理事会下属机构， 推动实施 《非盟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促进国际合作。③

其次， 国际组织在打击非洲跨国有组织犯罪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２０１６ 年国

际刑警组织设立驻非盟特别代表办公室， 以配合其在内罗毕、 哈拉雷、 雅温得和

阿比让的四个区域办事处工作。④ ２０１９ 年与非盟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

犯罪合作框架协议， 合作内容包括数据共享、 “Ｉ—２４ ／ ７” 全球警察通信系统（Ｉ －
２４ ／ ７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的使用， 以及非盟与国际刑警组织非洲

国家中心局的信息交换。⑤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双方启动为期三年的国际刑警组织与非

盟支持非洲警察合作组织计划 （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非洲警察合作组织章程》 第 ３ 条定义了该组织的若干目标， 包括与国家、 区域和国际执
法机构协调与合作， 促进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预防、 侦查和起诉； ……在执行非洲联盟
相关政策的框架内， 制定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恐怖主义犯罪和网络犯罪的统一非洲战
略； 在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方面加强与类似机构的合作等。 “Ｓｔａｔｕｓ ｄｕ Ｍéｃａｎｉｓｍｅ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 ｄｅ Ｃｏ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èｒｅ，” ＡＦＲＩＰＯＬ，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ａｕ. ｉｎｔ ／ ｆｒ ／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 ｓｔａｔｕｔ － ｄｕ －
ｍｅｃａｎｉｓｍｅ － ｄｅ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ｐｏｌｉｃｉｅｒｅ － ｄｅ － ｌｕｎｉｏｎ －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 － ａｆｒｉｐｏ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８，２０２４.
栗长江： 《非洲警察合作组织： 肇始、 架构与职能》， 《现代世界警察》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３１ 页。
张春： 《化边缘为中心： 非洲的跨境安全研究》， 《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１ 页。
“Ｒé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ｏ ５ ＧＡ － ２０１８ － ８７ － ＲＥＳ － ０５，Ｐｒｏｊｅｔ ｄ’Ａｃｃｏｒｄ ｅｎｔｒｅ ｌ’Ｕｎｉ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 ｅｔ 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Ｐｏｌｉｃｅ Ｃｒｉｍｉｎｅｌｌｅ Ｒｅｌａｔｉｆ à ｌａ Ｃｏ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ｒｅ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ｅｔ ｌｅ
Ｍéｃａｎｉｓｍｅ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 ｄｅ Ｃｏ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èｒｅ，” ＡＦＲＩＰＯＬ，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ｉｎｔ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５９１２ ／ ｆｉｌｅ ／ ＧＡ － ２０１８ － ８７ － ＲＥＳ － ０５％ ２０Ｆｒａ. ｐｄｆ？ ｉ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ｆｒｅ － ＦＲ，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８，２０２４.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ｄ’ｕｎ Ａｃｃｏｒｄ ｅｎｔｒｅ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ｅｔ ｌ’Ｕｎｉ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 ａｆｉｎ ｄｅ Ｒｅｎｆｏｒｃｅｒ ｌａ Ｌｕｔｔｅ ｃｏｎｔｒｅ
ｌ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ｅ ｅｔ ｌａ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ｔé Ｏｒｇａｎｉｓéｅ，”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ｉｎｔ ／ ｆｒ ／
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ｅｓ － ｅｔ － ｅｖｅｎｅｍｅｎｔｓ ／ 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ｅｓ ／ ２０１９ ／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 ｄ － ｕｎ － ａｃｃｏｒｄ － ｅｎｔｒｅ －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
ｅｔ － ｌ － Ｕｎｉｏｎ －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 － ａｆｉｎ － ｄｅ － ｒｅｎｆｏｒｃｅｒ － ｌａ － ｌｕｔｔｅ － ｃｏｎｔｒｅ － ｌｅ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ｅ － ｅｔ － ｌａ －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ｔｅ － ｏｒｇａｎｉｓｅｅ，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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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ＦＲＩＰＯＬ， ＩＳＰＡ）， 获得德国外交部 １２００ 万欧元资助， 为非

洲警察合作组织提供通信系统、 数据库建设和犯罪情报分析等支持。①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双管齐下， 一方面致力于强化非洲国家警务能

力建设， 开展警务技术、 情报导向侦查、 犯罪现场管理和电子证据分析等培训；
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区域协调合作， 建立机构间合作平台以应对跨国犯罪威胁。 例

如， ２０１０ 年启动试点的机场联合禁毒行动 （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ＩＲＣＯＰ） 是由该办公室、 世界海关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ＣＯ）、
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发起的国际执法合作项目， 旨在通过加强机场执法合作， 打击

毒品走私、 人口贩运、 武器非法贸易等跨国有组织犯罪。② 世界海关组织还与欧

盟合作开展打击跨大西洋毒品贩运协调行动 （ＣＯＬＩＢＲＩ）， 旨在追踪拉美及西非

地区的可卡因贩运路线。③ 此外，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 联合国西非和

萨赫勒办事处、 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等多方联合发起了区域性安全治理项目 “西非

海岸倡议”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ａｓ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ＷＡＣＩ）， 以加强执法取证、 边境管理、
反洗钱和司法能力建设。④

此外， 非洲区域特别协调机制在特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同时面临一些

局限性。 ２１ 世纪初成立的非洲待命部队 （ＡＳＦ） 最初被设想为非洲和平与安全

架构的核心组成部分， 非盟积极推动在东非、 中非、 北非、 南非和西非建立 ５ 个

次区域待命部队。⑤ 尽管该部队在法律、 运营和治理机制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但

与最初的理想目标相比仍存在差距。 例如， 西非待命部队面临较大挑战， 特别是

成员国部队调配困难， 从而影响了其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武装叛乱等活动中的效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笔者根据 《国际刑警组织与非盟支持非洲警察组织计划 （ ＩＳＰＡ） 路线图》 整理。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ｄ’Ａｐｐｕｉ à ｌ’Ｕｎｉ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ｍｅｎｔ à Ａｆｒｉｐｏｌ，”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ｉｎｔ ／ ｆ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１７０９１ ／ ｆｉｌｅ ／ ＡＦＲＩＰＯＬ －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２０Ｓｈｅｅｔ ＿ＦＲ０５ －
ＨＲ.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２０２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ａｌ － Ｔｉｍ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ｉｒ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ＩＲＣＯＰ），”ＵＮＯＤＣ，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ｏｄｃ.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６ ／ ＸＡＷ
Ｕ７２＿ＡＩＲＣＯＰ＿ｍｉｄ － ｔｅｒ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２０２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Ｊｏｉｎ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ｎ ａ Ｎｅ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ＬＩＢＲＩ’ Ｐｒｏｊｅｃｔ，”Ｗｏｒｌｄ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ｃｏｏｍｄ. 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２０１９ ／ ａｐｒｉｌ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ｕｎｉｏｎ － ｊｏｉｎ －
ｆｏｒｃｅｓ － ｏｎ － ａ － ｎｅｗ －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ｓｐｘ，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２０２４.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ａｓ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ＷＡＣＩ） ／ Ｏｒｇａｎｉｓ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
（ＯＣＷＡＲ － Ｔ），”ＵＮＯＤＣ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ｏｄｃ. ｏｒｇ ／ ｗｅｓｔａｎｄｃｅｎ
ｔｒａｌａｆｒｉｃａ ／ ｅｎ ／ ｗａｃｉ － ｏｃｗａｒｔ.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２０２４.
Ｂａｓｈｉｒ Ｂａｌａ ａｎｄ Ｕｓｍａｎ Ａ. Ｔａ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Ｃｏｕｎｔｅｒ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 －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 １４，Ｎｏ. ２，２０２１，ｐｐ. １８６ －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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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经过 ２０ 多年发展， 非洲待命部队受资金短缺和协调不足等制约未能完全实

现初衷， 但非洲各国及区域组织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所作出的制度性努力仍然

值得肯定。

（二） 通过项目制提升非洲区域警务合作的能力手段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条件的限制， 许多非洲国家在打击跨国有组织

犯罪方面的成效有限。 因此， 国际及地区组织合作遂将提升非洲区域警务的实际

能力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ＥＮＡＣＴ 项目， 全称为 “增强非洲更有效地应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能力项

目”， 由欧盟资助， 国际刑警组织非洲安全研究所和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

倡议” 非政府组织共同实施。① 该项目旨在全面分析非洲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影

响， 评估其对和平、 发展、 安全和法治的作用， 并定期向非洲警察局及相关区域

警察组织报告监测结果。 另一个重要项目国际执法合作实时通信平台 （ Ｉ—
ＣＯＲＥ） 则致力于提升国际刑警组织的全球警务信息共享能力， 尤其是在生物特

征识别数据应用领域。 该项目通过向非洲一线警察提供通缉犯指纹数据， 并开放

１８ 个数据库供成员国查询， 从而显著提高了边境管控水平和整体警务效率。 这

些数据库此前存在互不连通、 数据格式不一的问题。 ２０２２ 年， “Ｉ － ＣＯＲＥ” 项目

引入统一信息架构平台， 实现了单一搜索功能和智能分析， 革新数据查询环境，
将海量数据转化为高价值情报。②

总体而言， 非洲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领域的能力建设，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外部项目所提供的技术支持。 “Ｉ—ＣＯＲＥ” 等项目为非洲警务执法合作提供有力

的技术支撑，③ 通过 “Ａｆｙｓｃｏｍ” 和 “ＳＩＰＡＯ” 等平台， 实现了国际、 区域和国

家层面的信息共享。④ 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种外部力量的深度参与也反映了其对

·０４·

①

②

③

④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ｉｎｔ ／ ｅ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１９６７７ ／ ｆｉｌｅ ／ ＥＮＡＣＴ％２０ｂｒｏｃｈｕｒｅ％２０２０２３.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５，２０２４.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Ｍｏｎｒｏｙ，“Ｔｅｎ － ｙｅａ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Ｒｅｎｅｗｓ Ｉｔ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ｇｉｔ. ｓｉｔｅ３６. ｎｅｔ ／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７ ／ ｔｅｎ － ｙｅａｒ －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 ｒｅｎｅｗｓ － ｉｔ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５，２０２４.
“ Ｉ － ＥＡ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ｏ Ｃｏｍｂａ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ｅａｐｃｃｏ.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１ ／ １１ ／ Ｉ － ＥＡＣ －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ＴＯ － ＣＯＭＢＡＴ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 Ｍ０ＡＡＮＤ －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０ＡＣＲＩＭＥ － ＩＮ － ＴＨＥ － ＲＥＧＩＯＮ.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０，２０２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ＳＩＰＡＯ： Ｒｅｎｆｏｒｃｅｒ ｌｅｓ Éｃｈａｎｇｅｓ ｄ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Ｐｏｌｉｃｅ ｅｎ Ａｆｒ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Ｏｕｅｓｔ，”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ｉｎｔ ／ ｆ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１９１１７ ／ ｆｉｌｅ ／ ＷＡＰＩ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ｈｅｅｔ＿
２０２３＿ＦＲ.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０，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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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安全问题的持续关注。 通过开展多边安全合作， 搭建区域平台并推动能力建

设项目， 外部力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非洲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区域安全

治理的能力。 然而， 这种外部支持也引发了对区域安全治理自主性的思考。 有学

者指出， 外部力量在非洲安全治理中采取的强势介入方式， 反衬出非洲自身能力

建设不足。①

（三） 注重加强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执法司法协调合作

跨国有组织犯罪因其高度专业化和组织化特点， 对各国家和地区在刑事司法

协助与警务合作方面的能力提出很大挑战。 因此， 建立多层面、 高效的执法和司

法合作机制成为应对此类犯罪的关键。
在国际层面， 非洲地区主要依托联合国支持， 开展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执

法司法协调合作。 ２０１８ 年，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推出 “联络法官倡议”
（Ｌｉａｉｓｏｎ 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ｅ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创新项目，② 旨在解决欧洲、 非洲及其他地区在打

击跨国有组织犯罪过程中的司法协调难题。③ 该机制的实施有效促进了非洲与其

他国家和地区在司法领域的合作， 并逐渐成为非洲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重要手

段。④ ２０２１ 年，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选派 ４ 名非洲国家高级官员赴欧洲

担任联络法官， 以加强针对跨国非法贩运和人口贩运问题的国际司法合作。
在区域层面， 执法司法协调的加强源于多方面因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西共体

通过 《关于豁免司法与人权的巴马科宣言》 （Ｂａｍａｋｏ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ｅ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同意建立司法互助网络， 并制定相应的区域战略，
旨在促进对跨国有组织犯罪人员的有效起诉。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在西共体委员会和

法院 的 支 持 下， 联 合 国 毒 品 与 犯 罪 问 题 办 公 室 成 立 西 非 检 察 官 协 会

（ＷＡＣＡＰ）。⑤ 该机构基于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的合作宗旨， 致

力于提升刑事司法合作能力， 不仅帮助西非各国更有效地打击包括恐怖主义在内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郝楚语、 袁田西竹： 《非洲安全治理自主性的危机与探索》， 《战略决策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第 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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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ｄｇｅｓ － ｔｏ －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 ｉｎ － ｃｏｕｒｔｓ.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０，２０２４.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Ｒａｂａｔｅｌ ａｎｄ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Ｄｅｐａｒｉｓ，“Ｌｉａｉｓｏｎ 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ｉ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Ｃｏｕｒ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２０１５，ｐ. ６１７.
Ａｎｎａｌｉｓａ Ｐａｕｃｉｕｌｌｏ ａｎｄ Ｃｈｅｒｖｉｎｅ Ｏｆｔａｄｅｈ，“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Ｔｈｅ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Ｃａｓｅ，”Ｅｕｃｒｉｍ，Ｖｏｌ. ３，２０１９，ｐｐ. １９４ － １９８.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ＵＮＯＤＣ，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ｏｄｃ.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 ｃｒｉｍｅ ／ ＧＰＴＯＣ ／ １３ － ８７０３９ ＿ＷＡＣＡＰ＿Ｌｅａｆｌｅｔ ＿
Ｅｂｏｏｋ.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０，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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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类犯罪活动， 还积极推进犯罪所得的追缴工作。 自该机构启动以来， 相关国

家在处理司法协助和引渡请求方面的效率更高。
在国家层面， 许多非洲国家采取开放性的刑事司法协助立法。① 为应对跨国

有组织犯罪的多重威胁， 各国推出战略措施， 加强行政、 执法和司法部门的协

同。 这些措施旨在整合军队、 警察和宪兵等各方力量， 以期更有效地打击恐怖主

义及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 例如， 尼日尔司法部于 ２０１８ 年设立专门协调委员会，
负责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 该委员会由调查员、 法官、 警察、 宪兵和

情报部门人员组成， 致力于提高逮捕、 拘留、 调查及引渡工作的协调效率。

非洲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实践困境

非洲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活动形式多样， 涉及领域广泛。 虽然非洲已采用

一些富有成效的区域合作机制和执法手段来应对这些威胁， 但打击跨国有组织犯

罪的实际效果仍取决于各国的政治意愿、 治理能力和法律体系完善程度。

（一） 非洲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能力和意愿不足

非洲所面临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 是其区域经济和社会背景下的特殊产

物。 一些非洲国家由于治理能力不足， 难以维持有效的法律和社会秩序， 导致违

法犯罪活动蔓延。 政府往往缺乏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应对这些挑战。② 当前， 非洲

国家面临经济水平低下、 警务力量薄弱、 边境管控不力等诸多困难， 这些问题都

与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和政治意愿不高密切相关。
非洲长期面临严峻的腐败问题。 这一困境可追溯至二战后， 众多非洲国家虽

在形式上获得独立， 但在民主化进程中步履蹒跚， 既缺乏坚定的政治意愿， 也欠

缺相应的经验。 多数国家曾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之下， 频繁的军事政变和内战导致

政治局势持续动荡。 在此背景下， 政府决策层难以就巩固民主的政策和法律达成

共识， 滥用公权力以扩大个人及家族势力的现象屡见不鲜。 伴随民主化浪潮席卷

非洲大陆， 贩毒者有了政治渗透的可乘之机， 他们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染指政

·２４·

①

②

黄风、 王君祥： 《非洲国家刑事司法协助立法若干问题探析———兼议对我国刑事司法协助
立法的启示》， 《比较法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９０ 页。
朱伟东、 洛紫恒： 《国家与暴力： 非洲二维安全观构建探析》，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３ 年
第 ２ 期， 第 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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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① 这一现象反映了非洲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特殊形态， 即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

在某些情况下得到政府内部力量的协助。 例如， 海关部门是违禁品和人口贩运活

动的重要关卡， 但其内部腐败可能为犯罪分子大开方便之门。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后期以来， 西非地区频发的军事政变和武装冲突， 不仅加剧了该地区财富获取方

式的不确定性， 也进一步模糊了政治与犯罪之间的界限。② ９０ 年代中期， 西共体

的一些工作人员被派往塞拉利昂执行维和任务， 他们却参与了当地的毒品和钻石

贩运。
根据非政府组织 “透明国际” （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２１ 年发布的

“全球清廉指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ＧＰＩ）， 当前非洲的腐败形势依然严

峻。③ 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政权孱弱、 治理能力不足的地区作为据点， 通过

贿赂等非法手段大肆开展犯罪活动。 此外， 非洲国家政府官员普遍待遇偏低， 进

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以南非为例， 其私营安保行业的从业人数已超过

警察数量。 一家私营安保公司员工透露， 在南非的富人社区， 人们往往更倾向于

信赖私人安保力量， 而非寻求警察的保护， 原因在于当地警察普遍存在效率低下

以及严重的腐败问题。④

域外行为体的强势介入， 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非洲国家在打击犯罪方面的能

力和意愿不足。 例如， 尼日利亚国家公共安全力量承受着日益增长的压力， 而私

营安保行业迅速发展， 尤其是法国安保公司在非洲地区的影响力十分显著。⑤ 此

外， 许多非洲国家之间缺乏政治互信， 这种不信任往往阻碍了情报信息的有效共

享。 多种因素相互交织， 进一步增加了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的难度。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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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ａｒｋ Ｓｈａｗ，“Ｌ’ 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Ｐｌａｃｅ ｄｅ ｌ’ Ａｆｒｉｑｕｅ ｄａｎｓ ｌ’ 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Ｃｒｉｍｉｎｅｌｌｅ Ｍｏｎｄｉａｌｅ，”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ａｃｔ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３. ａｍａｚｏｎａｗｓ. ｃｏｍ ／ ｓｉｔｅ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１２ －１２＿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ｅｎｃ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３，２０２４.
“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ＵＮＯＤＣ， ２０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ｏｄｃ. ｏｒｇ ／ ｐｄｆ ／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ｅ＿ｗｅｓｔ － ａｆｒｉｃａ － ０５.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３，２０２４.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 Ｉｎｄｅｘ ｄ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 Ｆａｉｔ Ａｐｐａｒａîｔｒｅ ｐｏｕｒ
ｌ’Ａｆｒｉｑｕｅ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ｉｅｎｎｅ ｕｎｅ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Ｎｉｖｅａｕｘ ｄｅ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Ｄｅｐｕｉｓ ｕｎｅ Ｄéｃｅｎｎｉｅ，ｄａｎｓ
ｕ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ｅ ｄｅ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ｅｔ ｄｅ Ｒé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ｏｒｇ ／ ｆｒ ／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２１ －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ｄｅｘ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ａｆｒｉｃａ，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３，２０２４.
ＡＦＰ，“ＰＩＣ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ＳＡ Ｅｍｐｌｏｙ Ｍｏｒｅ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ｅ，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ｅｃｔｏｒＣｒｅａｔｅｓ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ｃｏ. ｚａ ／ ｎｅｗｓ ／ ｐｒｉｖａｔｅ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ｓａｆｅ － ｓｕｂｕｒｂｓ － ｊｏｂｕｒｇ － ｎｅｒｖｏｕｓ － ｒｉｃｈ ／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３，２０２４.
付琴雯： 《非洲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发展与挑战》， 《现代世界警察》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
第 ６５ 页。
马艳珩、 曾范敬： 《浅析非洲警察合作组织在反恐中的作用及挑战》， 《北京警察学院学
报》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第 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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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部分非洲国家法律规范缺失或不完善

２０１６ 年， 联合国发布的 《安全部门改革综合技术指导说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Ｎｏｔｅｓ） 强调， 构建和整合法律制度框架对加

强法治至关重要。① 然而， 许多非洲国家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方面的立法仍显

不足， 而且法律合作的执行与协调面临障碍。 有学者认为， 即便是政治经济相对

稳定的非洲国家， 也因立法缺陷而难以有效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②

从国内法律的视角来看， 非洲跨国有组织犯罪呈现出类型多样且影响广泛的

特点。 其犯罪活动涉及多个主体， 适用的法律法规错综复杂， 对国内各领域法律

的协调构成严峻挑战。 以西非地区为例， 轻小武器在国家间有组织、 有目的地非

法扩散， 对地区安全构成重大威胁。③ 为了有效遏制此类犯罪行为， 需同时对武

器与弹药管制、 武器进出口管理、 国家公园狩猎武器管理以及执法部门武器使用

等多项法律进行修订。 然而， 启动立法或修订专门性法律条款往往牵一发而动全

身， 可能导致不同法律间的不兼容或冲突。 盲目立法同样值得警惕。 例如， 南非

针对偷猎犀牛出台的专项法中， 相关条款和措施之间的协调性不足， 甚至存在法

律冲突。④ 南非 《防止有组织犯罪法》 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域外管辖权规定有

限， 难以应对当前犯罪模式， 学界呼吁进行修订。⑤ 同时， 非洲国家在打击跨国

有组织犯罪方面力度不足。 西非地区的犯罪分子很少被定罪或被没收资产， 这进

一步弱化了打击跨国贩毒、 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效果。 此外， 行政、 执法和司

法部门在刑事司法事项上缺乏协调与战略协商， 加剧了法律执行的低效。 政治腐

败更是削弱了非洲法律体系的稳定性， 导致公民对法律法规的尊重度下降。⑥

值得注意的是， 在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的过程中， 部分非洲国家倾向于直接照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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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ｔｏｒ＿ｒｅｆｏｒｍ.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６，２０２４.
Ｇｕｍｉｓａｉ Ｍｕｔｕｍ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Ｗｅａｋ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ＵＮ Ｕｒｇｅｓ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Ｐｏｌｉｃｅ，Ａｎｔｉ －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Ｃｒｉｍ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ａｆｒｉｃａｒｅｎｅｗａｌ ／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 ｊｕｌｙ －
２００７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 ｃｒｉｍｅ － ｔａｒｇｅｔｓ － ｗｅａｋ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ｓｔａｔｅｓ，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６，２０２４.
赵裴： 《轻小武器非法扩散及其管制机制———以西非地区为例》， 《国际观察》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６０ 页。
杨立华： 《南非的民主转型与国家治理》，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５７ 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Ｎａｎｉｍａ，“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ｓ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Ａｃｔ １９９８：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ｃｈｅｌ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Ｒｈｉｎｏ Ｐｏａｃｈｉｎｇ，”
Ｐｏｔｃｈｅｆｓｔｒｏｏｍ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ｏ. １，２０１９，ｐ. ２.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Ｅｌｌｉｓ，Ｔｈ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Ｄａｒｋｎｅｓ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ｓｅｄ Ｃｒｉｍｅ，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 ８１.



非洲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区域合作

搬 《联合国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等一般性条款。 这些条款通常过于宽泛， 缺乏实

际操作性， 且时效性不足， 因此难以有效应对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等复杂问

题。 为弥补国内立法效力和影响力的不足， 一些区域组织开始介入国家法律制度的改

进过程， 并取得较好效果。 例如，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西共体药物管制委员会 （ＥＣＯＷＡＳ
Ｄｒｕ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公布 《禁毒示范法》 （ＥＣＯＷＡＳ Ｍｏｄｅｌ Ｄｒｕ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ａｗ），①

该文件融合了联合国三项药物管制条约的义务规定，② 并结合西共体 《打击西非

非法毒品贩运、 有组织犯罪和药物滥用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ＥＣＯＷＡ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ｏｎ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Ｉｌｌｉｃｉｔ Ｄｒｕｇ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ｂｕｓｅ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等区域法律文件的精髓和承诺， 推动西非国家在打击毒品

犯罪方面的立法改革。
从区域法律视角看， 非洲各区域组织致力于建立司法合作机制， 以维护和平

并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为打击犯罪行为， 西非国家相继签署了 《警察部队刑事

事项调查合作协议》 （２００２ 年） 和 《建立刑事情报和调查局的议定书》 （２００６
年）。 此外， 西非国家还针对特定类型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制定了多项区域法律合

作文件， 如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反毒品行动计划》。 然而， 这些区域法律框架的实际

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 其弹药和其他相关材料的公约》 等

文件尚未获得实质性批准， 西共体设立刑事情报调查局的计划仍未付诸实践。 这

表明， 非洲在构建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区域法律制度过程中， 亟须加强对现行

法律文件的宣传与引导， 促使各签署国重视并落实已签署的法律框架， 确保区域

司法合作机制真正发挥效力。
从国际法律视角看， 非洲大陆积极支持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 ５４ 个非洲国家中有 ５２ 个已批准该公约， 尤其在通过后的前 ５ 年内， ３６ 个

国家率先批准， 成为全球最早的适用者之一。③ 这对全球犯罪率最高、 复原力最

低的非洲大陆意义重大。 然而， 自 ２００３ 年公约生效 ２０ 年来， 非洲国家在执行方

面的成效不尽如人意。 研究表明， 尽管多数非洲国家较早签署或批准了公约，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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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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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ＤＣ － ＭＤＬ － ＦＲ －ＷＥＢ.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８，２０２４.
在联合国主持下， 先后通过三项药物管制公约， 分别是 １９６１ 年 《单一麻醉药物公约》
（１９７２ 年议定书修订）、 １９７１ 年 《精神药物公约》 和 １９８８ 年 《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物和
精神药物公约》。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ｎｅｔ ／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 ｕｎｔｏｃ －
ａｆｒｉｃａ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 ｃｒｉｍｅ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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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犯罪遏制和应变能力未见显著改善， 公约对非洲犯罪率的直接影响有限。 各

国的实施情况差异显著， 如南非在运用公约机制打击跨国金融犯罪方面表现突

出， 而东非地区采取的合作模式则显示出比单纯依赖公约机制更高的效率。① 总

体而言， 尽管非洲各国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上展现出积极姿态， 但受限于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政府治理能力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等多重因素， 在实际执

行层面的意愿与能力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三） 非洲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冗杂重叠

跨国有组织犯罪具有复杂性， 需要高效的执法和司法合作框架来应对。 传统

上， 非洲对此类犯罪的应对主要局限于刑事司法或安全领域， 区域协作不足。 在

国际组织支持下， 非洲通过开展一系列项目加强国际合作， 一些区域机制具有整

体性优势， 但仍面临职能重叠、 执行不力等挑战。
目前， 非洲大陆存在多达 １５ 个区域和次区域组织， 学者们普遍担忧这些组

织职能相互重叠可能导致 “意大利面条碗效应”， 即形成一种复杂且混乱的局

面。② 这些组织所发布的政策文件虽然具有倡议性， 但普遍缺乏实际的法律约束

力。 ２０２１ 年 《全球有组织犯罪报告》 指出， 非洲深受人口和武器贩运影响， 但

其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制度框架建设相对滞后。 区域组织内部整合不足， 尤其

在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管辖方面， 常出现职能重叠和冲突。 以萨赫勒地区的反恐工

作为例， 多个区域组织之间沟通不畅， 导致区域政治声音分散， 难以形成统一立

场。 此外， 推动法律层面的区域协调面临诸多障碍， 包括法律冲突和协调机制落

实困难。③ 简而言之， 区域合作机制的数量并不等同于其实际效能。
金融全球化加剧了洗钱等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蔓延。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

组 （ＦＡＴＦ） 作为在国际范围内制定反洗钱及反恐怖主义融资相关措施的权威机

构， 在全球设有 ８ 个区域性机构， 其中 ３ 个位于非洲。④ 这些机构原计划合并为

·６４·

①

②

③
④

ＥＮＡＣＴ，“ Ｉｎｄｉｃｅ ｄｕ Ｃｒ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é ｅｎ Ａｆｒｉｑｕｅ ２０２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ｔé ｅｎ Ｈａｕｓｓｅ： Ｖｕｌｎéｒａｂｉｌｉｔéｓ
Ｇｒａｎｄｉｓｓａｎｔｅｓ，”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ｒｉｃａ. ｏｃｉｎｄｅｘ. ｎｅｔ ／ ａｓｓｅｔ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ｆｒｅｎｃｈ ／ ｅｎａｃｔ＿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３.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２４.
Ｏｌｗｅｔｈｕ Ｍａｊｏｌａ ａｎｄ Ｄａｒｒｅｎ Ｂｒｏｏｋｂａｎｋｓ，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ＵＮＴＯＣ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 ｏｆ Ｅｎａｃｔ，”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ａｃｔ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３. ａｍａｚｏｎａｗｓ. ｃｏｍ ／ ｓｉｔｅ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ｒｅｓｅ
ａｒｃｈ － ｐａｐｅｒ － ３８.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２４.
王娅： 《非洲区域一体化中的法律一体化分析》， 《法国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第 ３０ 页。
几个 ＦＡＴＦ 式区域性反洗钱小组包括： 欧洲委员会评价反洗钱措施特设专家委员会
（ＭＯＮＥＹＶＡＬ）、 欧亚集团 （ＥＡＧ）、 加勒比地区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ＣＦＡＴＦ）、 亚太反
洗钱小组 （ＡＰＧ）、 南美洲反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 （ＧＡＦＩＳＵＤ）、 东部和南部非洲反洗钱
小组 （ＥＳＡＡＭＬＧ）、 西非政府间反洗钱行动小组 （ＧＩＡＢＡ）、 中东和北非金融行动特别工
作组 （ＭＥＮＡＦＡＴ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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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ＴＦ—ＡＦＲＩＣＡ”， 但至今未能实现。 欧盟资助的 “ＯＣＷＡＲ—Ｍ” 和 “ＯＣＷＡＲ—Ｃ”
项目提升了非洲在打击洗钱方面的实操能力， 但也为各区域组织之间的协调工作

带来新的挑战。 同样， 为推动区域一体化， 中部非洲签署多项协议并设立多个机

构， 但是这些机构目标重叠， 导致政策混乱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相关工作的进

展。 例如， 中非经济和货币共同体 （ＣＥＭＡＣ） 与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ＥＣＣＡＳ）
在和平与安全职能上重叠， 这不仅削弱了区域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效果，
还因机构间竞争与不信任加剧了地区脆弱性。①

中非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执法安全合作

中国始终秉持着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坚定原则， 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合作

路径不断深化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务实协作。 一方面，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

的维和行动， 为非洲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贡献重要力量； 同时协助非洲国家加强

安全能力建设， 提升其自主维护安全的能力。 另一方面， 中国与非洲国家在打击

跨国有组织犯罪等执法安全领域开展深入合作， 通过联合行动、 情报共享和经验

交流， 持续深化区域安全合作中的互信协作。 中国坚持以对话弥合分歧、 以合作

化解争端， 与非洲国家携手共进， 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一） 非洲是中国推进执法安全合作的重要区域伙伴

中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近年来， 中国在非洲利益扩大， 相关安全风

险也随之增加，② 这使得中国积极参与非洲安全治理， 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成为

一项紧迫任务。 在此过程中， 国际执法合作是中非安全合作的重要形式， 也是全

球安全治理的关键路径之一。
当前， 中国推进国际执法合作主要通过 ３ 个途径： 一是构建全球警务合作联

络网络， 中国在国际执法合作领域取得显著成就。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公安部已

与 １１０ 余个国家建立双边执法合作机制和联络热线， 签署 ４００ 余份政府间及部门

间执法合作文件。③ 中国派出的警务联络官逐年增加， 并创新合作机制， 如在南

·７４·

①

②

③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Ｌ’Ａｆｒｉｑｕ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ｕｎｅ Ｒéｇｉｏｎ ｅｎ Ｒｅｔａｒｄ？ Ｐｒｅｍｉｅｒ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ｄ’É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éｇｉｑｕｅ Ｓｏｕｓ － Ｒéｇｉｏｎａｌｅ ｄｕ ＰＮＵＤ，”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 ／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ｕｃｌｇａ.
ｏｒｇ ／ ＩＭＧ ／ ｐｄｆ ／ ｌａｆｒｉｑｕ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ｕｎｅｒｅｇｉｏｎｅｎｒｅｔａｒｄ.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２４.
王洪一： 《非洲安全新挑战及其对中非合作的影响》，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０８ 页。
夏莉萍： 《中国领事保护理念与实践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网，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ｃｓｓｎ. ｃｎ ／ ｓｋｇｚ ／ ｓｋｗｙｃ ／ ２０２３０５ ／ ｔ２０２３０５１１＿５６３７２９５. 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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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设立 “华人警民合作中心”， 有效拓展了国际司法执法合作的深度与广度。①

二是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网络深化合作。 国际刑警组织通过全天候加密系统将中国

与 １９４ 个成员国紧密连接， 形成实时合作机制。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公安部部长

王小洪在会见国际刑警组织主席艾哈迈德·埃尔拉斯 （ Ａｈｍｅｄ Ａｌ － Ｒａｉｓｉ） 时表

示， 双方将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跨境赌博、 反恐及追逃追赃等领域深化合作，
为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推进全球公共安全治理注入强大动力。② 三是发展国际执

法人脉网络。 中国通过外警培训、 警务援助等方式， 构建广泛的国际执法合作网

络。 国内公安院校充分利用专业资源， 为来自 １１６ 个国家的逾 ２ 万名警官提供执

法研修和培训， 成为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纽带。③

非洲是中国推动国际执法安全合作的重要伙伴和关键地区。 作为非洲和平与

安全事务的建设性参与者， 中国始终秉持 “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 的理念，
积极支持非洲在自身发展道路上实现和平与稳定。④ 中非执法安全合作已从初步

探索逐步走向机制化建设， 并不断深化拓展， 取得显著成效。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中国与非洲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 为双方执

法安全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１９９０ 年， 中国首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此后超过 ８０％的中国维和人员部署在非洲， 为非洲和平与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任命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和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务特使， 就非洲热点问题积极斡

旋， 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调解作用。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向非

洲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中国持续参与非洲维和， 并不断拓展合作领域。
中非合作论坛及其框架下的次级合作机制也在不断深化发展。 特别是在

２０１８ 年北京峰会上， 中非双方共同签署 《北京宣言》 和 《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明确提出加强安全合作， 并倡议设立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基金以

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等机制化平台。⑤ 近年来， 中国为非洲国家培训 ２０００ 余名

执法人员， 提供警用物资， 并在联合国和国际刑警组织框架内与非洲国家开展案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南非比勒陀利亚华人警民合作中心正式成立》， 中国新闻网，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ｈｒ ／ ２０２２ ／ ０８ －２３ ／ ９８３４２９４. 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王小洪会见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埃尔拉斯》， 中国政府网，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ｌｉｅｂｉａｏ ／ ２０２４１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８９８６９. ｈｔｍ，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大国担当， 国际执法安全合作再上新台阶》， 中国警察网，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ｃｐｄ. ｃｏｍ. ｃｎ ／ ｙｗ＿３０９３７ ／ ９２３ ／ ｔ＿１１０３９６９. ｈｔｍｌ，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宁注入强劲动力 （新时代中非合作）》， 人民网，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ｍ.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ｎ ／ ｎ４ ／ ２０２４ ／ ０９０２ ／ ｃ２３ － ２１２１７６９２. ｈｔｍｌ，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中非 合 作 论 坛—北 京 行 动 计 划 （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 中 国 外 交 部 网 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ｔｙｔｊ＿６７４９１１ ／ ２０１８０９ ／ ｔ２０１８０９０５＿７９４８５１４. ｓｈｔｍｌ，访问日
期：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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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协作、 情报交流、 经验分享和联合行动， 共同打击跨国犯罪。① 中非双方以共

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指引， 深化和平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对话。 中

方举办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并积极参与非洲相关会议。② 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加强执

法能力建设和国防建设， 助力非洲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实现持久安全。 通过推动

落实 “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 “一带一路” 倡议以及社会治安、 维和反恐等项

目， 中国实施安全援助。③ 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基金已超额完成 ５０ 个安全援助项

目， 为非洲维和维稳提供全方位支持。④

（二） 中非明确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关键方向

在 ２０２４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郑重宣布， 中国

与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至战略层面， 并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为新时代

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这一战略定位为中非各领域合作指明了方向， 也为双方

在执法安全领域的深度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 首届中国—东非执法安

全部长级对话在北京成功举行， 标志着中非执法安全合作迈向更高层次、 更广领

域。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２５—２０２７）》 明确提出， 要加强与非洲

警察组织的机制化合作， 定期举办与东非 １４ 国的执法安全部长级对话， 并与东

非警察首长合作组织及其成员国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 安保、 打击跨国有组织

犯罪和执法能力建设合作。⑤ 这为中非在当前及未来的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合作

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南。
在上述战略框架的指导下， 当前中非双方在执法安全领域的主要合作方向集

中在 ４ 个关键层面。 一是打击轻小武器及弹药的非法转让和滥用。 中非将合作应

对非洲轻小武器和弹药的非法流通问题， 切断非法武器供应链， 减少对地区安全

与稳定的威胁。 二是打击危害人身安全与环境的犯罪。 中非重点关注非法采矿、
走私野生动植物等导致环境退化的犯罪行为， 以及毒品犯罪、 人口贩卖和追逃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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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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赃等领域。 这些犯罪行为不仅危害人身安全， 也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 三是

打击假药与假币市场。 中非携手加大市场监管与执法力度， 打击制造和交易假药、 假

币等违法犯罪活动， 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经济秩序。 四是打击非法移民与人口贩运。
中非将通过信息共享、 联合行动等方式， 合作应对非法移民和人口贩运问题， 维护地

区社会秩序和人道主义权益。 通过深化与拓展这些重点领域， 中非执法安全合作将为

非洲和平与稳定提供有力支持， 同时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

动力。
轻小武器非法贸易不仅关乎和平与安全， 更是常规军控领域的重要议题。 长

期以来， 非洲深受轻小武器及其弹药的滥用与非法转让之害， 尤其是萨赫勒地区

和中部非洲部分地区， 非法武器泛滥不断加剧地方动荡与冲突。①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及其议定书的实施情况审议机制启动。 同

月， 非盟提出 “消弭非洲枪声” 倡议， 旨在通过国际合作与地区努力减少非法

流通轻小武器， 维护非洲和平与稳定。 在此背景下，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应对轻小

武器非法贸易的合作， 不仅批准了 《联合国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

和弹药议定书》 和 《武器贸易条约》， 还倡导执行 《小武器行动纲领》 和 《国际

追查文书》 等政治约束性文件， 并不断完善国内相关管控措施。 同时， 中国主张

各国在管理轻小武器方面承担首要责任， 加强边境管控， 限制武器的非法流动，
并呼吁联合国维和部队充分利用新技术以高效执行任务、 监测武器流动。 中国强

调， 解决轻小武器的扩散根本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 只有改善地区经济

条件， 才能从源头遏制非法武器流通。② ２０２４ 年中非双方在 《关于共筑新时代全

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 中达成共识， 决定共同推动落实 “消弭非洲

枪声” 倡议。③ 通过应对轻小武器非法贸易这一全球性挑战， 中非展现了维护地

区和平与安全的坚定决心， 也彰显了双方在国际执法安全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国际非法野生动物贩运已成为一种低风险、 高回报的典型犯罪活动。 这类活

动主要由国际犯罪集团操控， 每年非法获利高达 １５０ 亿—２００ 亿美元， 位列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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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收入第四， 仅次于枪支、 毒品和人口贩卖。① ２０２４ 年 《世界野生动物犯罪报

告》 指出， 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各个环节都对全球野生动物的非法贸易链条起着关

键性的影响作用。② 面对这一形势， 中非双方在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贩运问题上保

持高度一致， 紧密合作， 全力遏制这一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蔓延趋势。③ 自 １９８９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颁布实施以来， 中国通过多轮修订加大

国内执法力度。 ２０１６ 年修订版强化了市场、 交通枢纽的监控和边境检查， 与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ＣＩＴＥＳ） 接轨， 明确禁止买卖或使用国家重

点保护的珍稀或濒危野生物种及其制品。 ２０１７ 年， 中国全面关闭国内象牙市场，
禁止犀牛角和虎骨的商业加工， 从源头上切断非法野生动物制品的需求链。④ 同

时， 中国积极与非洲国家磋商与合作， 如与肯尼亚警方联合行动捣毁象牙走私集

团， 并向博茨瓦纳提供价值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设备和物资， 用于野生动物保护

和森林执法。⑤ 这些努力， 无论是国内立法改革还是国际执法合作， 都充分展现了

中非双方在打击野生动物犯罪、 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坚定意愿和积极行动。

（三） 新形势下推进中非执法安全合作建议

跨国有组织犯罪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事外。 各国

应切实履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责任与义务。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中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张军大使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举行的公开辩论会上强调，
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国家间的执法与司法合作力度，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

设， 为非洲和平与安全注入新动力。⑥ 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 中国与非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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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深化信息共享、 执法技术支持和司法能力合作， 共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维护区域安全与稳定。

首先， 加强中非安全情报能力合作。 情报合作能力建设是中非执法安全合作

的基础， 而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则是关键支撑。 中国可以积极借助 “数字丝绸之

路” 建设的契机， 着力加强双方在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 从而有效推动中非

在跨境数字领域的互联互通， 并为实现刑事与犯罪信息的共享提供技术保障。 在

此基础上， 中国应深化与非盟等组织的合作， 将反恐职能拓展至非洲重点地区，
推进反恐国际刑事合作机制建设， 提升反恐合作的层次和质量。① 同时， 中国可

与非洲重点国家建立专门的反恐数据库和情报交流平台， 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跨境

犯罪信息的实时交换， 增强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预警和应对能力。
其次， 深化中非执法能力与技术支持。 近年来， 中国通过中国—联合国和平

与发展基金支持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等机构， 助力发展中国家提升执法

能力。 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是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中国

是推动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中坚力量。 由于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相似的社会经济环

境， 它们在反恐、 预防暴力和极端主义问题上最具条件分享解决方案。② 在此背

景下， 中国可进一步加强与非洲国家的联合执法行动， 针对毒品走私、 电信诈

骗、 网络犯罪等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 通过共享技术和经验、 持续培训非洲执法

人员， 提升执法效率， 推动中非警务合作的制度化、 常态化发展， 以务实合作促

进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与和平。
最后， 加强中非司法合作与能力建设。 《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明确指出， 中非应继续加强法治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致力

于现有国际法治体系的健全与完善。 为此， 中国结合非洲国家的实际需求， 积极

开展执法司法人才培训， 提升非洲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③ 近年来， 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等高校相继为非洲国家执法司法人员提供能力培训。 ２０１２ 年， 湘潭大学

成为全国首家中国—非洲法律培训基地， 至今已举办六届中非法学院院长论坛，
为中非司法领域合作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中国已与 ８３ 个

·２５·

①

②

③

宋国新： 《共建 “一带一路” 十周年： 重大安全成就与风险应对》，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第 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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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结合非洲国家实际需求培训各类人才， 提升地区国家自主发展能力———促进非洲不
断释放人口红利》， 中国政府网，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ｌｉｅｂｉａｏ ／
２０２４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７０７３０. ｈｔｍ，访问日期：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８ 日。



非洲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区域合作

国家缔结 １７１ 项双边司法协助类条约， 加入近 ３０ 项国际公约， 覆盖 １３０ 多个国

家。① 通过加强司法协助， 中非共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合作不断深化， 但双

边司法合作条约仍有扩展空间。 未来， 中非可在刑事司法协助、 打击跨国有组织

犯罪等方面密切沟通协作， 落实双边法律机制， 为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提供坚实的

法律保障。

结　 语

在非殖民化浪潮中， 非洲地缘政治格局与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深刻的重塑与

转型。 冷战博弈与内外部冲突交织， 为有组织犯罪滋生提供温床。 进入 ２１ 世纪，
非洲在推动全球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决心与区域

合作亦同步增强。 国际和地区组织在非洲和平与发展进程中扮演核心角色， 对安

全治理及警务合作机制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研究表明， 非洲跨国有组织犯罪呈现

出合法与非法活动交织的复杂特征， 单纯的 “敌我对立” 视角难以全面把握。
尽管政治与犯罪问题盘根错节， 但对非洲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区域合作不应悲

观。 “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 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非洲在推动国际法治体

系的健全与完善方面展现出愈发积极的姿态与建设性的作用。 百年变局之下， 中

非执法安全合作迎来新机遇与挑战。 非洲国家在反恐、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领

域对国际支持的需求持续增长， 中国在非海外利益拓展亦需更完善的安全保障。
深化中非在关键议题上的合作， 既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又为中国在非利益提供有

力保护， 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责任编辑： 贺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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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推动高质量司法合作 为共建 “一带一路”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中国法院网，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ｅｔａｉｌ ／ ２０２４ ／ ０１ ／ ｉｄ ／ ７７４７０１８. ｓｈｔｍｌ，访问日
期：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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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 ａ ｖｉｃｉｏｕｓ ｃｙｃｌｅ， ｈａ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ｍｕｌｔｉ －
ｄｉｍ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ａ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ｐｏｌｉｃ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ａｎ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ｍｕｔｕ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ｓｕｂ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ｉｌｌ ｆａｃｅｓ ｍａｎ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ｄｒｕｇ 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ｔｒａｄ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ｊｏｉｎｔ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ａｎ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ｒｏｓｓ －
ｂｏｒｄｅｒ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ｊｅｃｔｉｎｇ ｆｒｅｓｈ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ｉｎ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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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ｎｄ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ｔ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Ｕ’ 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ａ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ｋｅ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ｂｕｒｄｅ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 ａｇ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ｉｄ，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Ｕ ａｎｄ ｓｕｂ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ｖ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Ｋｅｙ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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