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frica Analytica 非洲海外研究
影子权力：通过“灵附体”

显现的霸权和抵抗 
P46

■ Ambassador in Focus
大使访谈

走进南部非洲“粮仓”

P68

■Culture 文化
程晖非洲游记之二

浓缩生命的节日

P79

■Human Geography 人文地理
灵语者”：肯尼亚吉莱玛人的

“灵魂附体”   
P74

AFRICA
2012/02RMB15.00    USD6.00建 议 零 售 价总第30期

赞中合作区

跨越新节点
如何保障海外人身安全
海外人身损害风险的防范与救助 P62

P32





[本刊部分图片由时代图库、中国图片总汇、视觉中国、东方IC、全景、壹图特别提供]

版权合作媒体

顾问委员会  

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全国政协副主席

李肇星／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委员、原外交部长

赵启正／全国政协外委会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

万季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马文普／全国人大外委会副主任委员、原中联部副部长

杨福昌／原外交部副部长

保育钧／原工商联副主席、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吉佩定／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原外交部副部长

高秋福／原新华社副社长

魏建国／全国政协委员、原商务部副部长

专家委员会（按姓氏笔画顺序） 

王成安／原商务部援外司副司长、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刚毅／北京周报社社长

刘水明／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

刘贵今／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

刘鸿武／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钱江学者、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

刘家骧／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

               原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总经理

安永玉／原驻纳米比亚、肯尼亚大使

许孟水／原驻几内亚、喀麦隆、毛里求斯大使

李安山／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松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

陆苗耕／原驻南非开普敦总领事

周晓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所长

贺文萍／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

徐伟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室主任

盛亦来／中央电视台海外节目中心主任

黄    泳／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

黄舍骄／原驻卢旺达、刚果（金）大使

谢燕申／南京艺术学院非洲艺术研究所所长、

                国家博物馆特聘研究员

程   涛／原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原驻马里、摩洛哥大使

声明
（一） 

        作者向本刊投稿，应当就该稿件的电子版、有声版

的权利，书面向本刊作出特殊声明，如未能提出书面特

殊声明，即视作该作者：

      （1）同意授权本出版物及本出版物合作媒体进行网

络传播及发行;

      （2）认可本出版物支付的稿费包括上述所有使用方

式的稿费。

（二） 

        除合作媒体外，其他任何出版物未经许可，不得

转载、摘编本刊文章。

（三） 

        因时间关系，本刊采用部分未联系到原作者的图

片，敬请作者见刊后联系本刊，以便邮寄稿酬。

《非洲》2012.02      总第30期  每月1日出版

Sponsor 主管单位  

Organizer 主办单位  

Publisher 出版发行 

President 社长    

Vice President 副社长 

Administrative Vice President 常务副社长

Executive President/Managing Editor 执行社长/ 总编辑 

Vice Executive Managing Editor 执行副总编辑  

  Executive Editor in Chief 执行主编 

Editor/Reporter 编辑/记者 

Visual Director 视觉总监   

Director of public relations division 外联部主任

Marketing 市场部

Career Development Department Director 事业拓展部总监  

非洲留学生联络部副主任  

Financial Department 财务部  

Legal Council 法律顾问  

Telephone Number of Editor Department 编辑部电话

Telephone Number of Publisher Department 发行部电话

Telephone Number of Advertising Department 广告部电话

Magazine’s Address 杂志社地址 

Postcode 邮政编码

E-mail 本刊电子邮箱

Fax 传真

Website 网址

Mailing Code 邮发代号 

Domestic Unity Journal No. 国内统一刊号

International Standard Joural No. 国际标准刊号

Foreign Issue 国外发行

Foreign Issue Code 国外发行代号

Advertising Business Certificate No.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Printing 印刷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

《非洲》杂志社有限公司

陈昊苏 Chen Haosu 

冯佐库 Feng Zuoku 

王运泽 Wang Yunze 

汪付明 Wang Fuming 

孟永 Meng Yong

解即墨 Xie Jimo  周雷 Zhou Lei

杨琳 Yang Lin  米雪 Mi Xue

徐正虹 Xu Zhenghong

陶静婵 Tao Jingchan

童颖 Tong Ying

武渊 Wu Yuan

赵宇 Zhao Yu

于天野 Yu Tianye

黄明明 Huang Mingming

李宏斌 Li Hongbin

王大伟 Hermann Mefire  

魏静 Wei Jing

顾春雷 Gu Chunlei

(8610) 57419556   

(8610) 65618588-8013 

(8610) 57419550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轿子胡同40号

100010

africa@vip.163.com

(8610) 65629583

www.africa518.com

2-791

CN11-5812/C

ISSN 1674-6465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M8906

京朝工商广字第8137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订阅网址：博看网www.bookan.com.cn

Vice Director of African Oversea
Student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



与非洲
近在咫尺

全面介绍非洲和中非关系的中文新闻期刊

订阅热线：

010-65618588-8013

欢迎订阅！
《非洲》2012年全年12期  订阅价180元

 邮发代号：2－791

杂 志 社
AFRICA



2012.02  总第30期CONTENTS

隔代情暖
08 图片故事

 Visual Story

影子权力：通过“灵附体”显现的霸权和抵抗 46

走出国门救援“非洲之角”26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评论:聚合的力量

赞中合作区新引擎

集聚合作区经济

打造碧水蓝天下绿色企业

“最可爱的人”演绎有色精神

32
34
37
40

   42

专题报道  Feature

非洲海外研究  Africa Analytica 

南苏丹独立半年记23

时政报道  Spotlight

P08

News 资讯

Foreign Journal Express 外刊速递

File 档案

Vision 镜像

Book Review 悦读氧吧

 10 
 12
 13
 14
 95

每期必有

P18

埃塞俄比亚亚贝洛地区伯拉纳部落的一处窝棚，虽家徒四壁，祖孙向火亲情融融……

两起人质劫持事件的启示28





2012.02  总第30期CONTENTS

Investment 投资

三份项目邀约企业共建塞拉里昂 

Analysis 纵览

中南贸易龙腾航空

中国光伏企业转战非洲“避冬”

非洲：谋求青年人红利

Economist 学人

如何保障海外人身安全

——海外人身损害风险防范与救助

Numbers 数字

非洲各国谁最财大气粗 

52

55
56
59

 

62

65

经济  Economy

“灵语者”：肯尼亚吉莱玛人的“灵魂附体”   

Culture 文化

程晖非洲游记之二：浓缩生命的节日

一个非洲青年眼中的中国龙年

中非交流，媒体先行

美丽的“天堂鸟”

Tourist 旅游

雄伟的中世纪宫殿：大津巴布韦遗址

Microblog 自媒体   

Book Review 悦读氧吧

74 

79
83
86
88

92
94
 95

走进南部非洲“粮仓”
68 大使访谈

Ambassador in Focus

P84

人文地理 Human Geography

津巴布韦特色的石雕、中国韵味的太师椅铺着洁白的布单，这样的搭配，似乎在告诉来访的客人，房间主人对

这两个国家有着同样特殊的情感。“我爱我的祖国津巴布韦，也爱中国，因为这里是我呆了五年的家。”津巴

布韦驻华大使弗雷德里克·沙瓦用这样一番话作为开场白，带领《非洲》杂志记者走进南部非洲“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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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story 图片故事

文 /泽鑫

这是一处没有旅人问津的村落——伯拉纳族村，散

落在埃塞俄比亚南方通往肯尼亚边境的要镇亚贝洛地

区。

伯拉纳族村落祖上与 OMO 低谷的部落民族埃尔

伯莱族同宗。 因两兄弟反目，各自统领一部分部族。

留在 OMO 低谷原地的为埃尔伯莱族，伯拉纳族则东

迁至亚贝洛，甚至向南进入肯尼亚北部边陲，半游牧半

农耕。长期的分治，使得两个民族的房屋建设、服饰、

器皿甚至语言都截然不同了。埃尔伯莱依然原始，而伯

拉纳族已经开化得多。

摄影师“闯进”了一个家徒四壁的窝棚，浅淡斑

驳的光线、若即若离的气氛下，弱光摄影为其展示出另

一种巧技、刺激力和神秘感。

很多人都喜欢在弱光下进行拍摄，原因很简单——

独特的场景、不一样的曝光方式，往往能给人带来额外

的惊喜——弱光摄影充分展现了时间在画面上的创造

力，为作品带来一种横亘静谧的纵深感。　　　 

弱光摄影最大的特点在于“漫长”的快门开启时间，

往往需要数秒、甚至数十秒来完成拍摄。因此，一般来

说，一支稳固的三角架必不可少；除此之外，快门线也

可以有效减少按下快门时可能出现的抖动。但作者却是

用一台D3X ，ISO1600 高感光度设置下，手持相机拍

摄完成了一张完美的弱光照片。

在这张胶片中，大面积的暗黑，小孩如同蓝宝石

的眼睛与祖母的黯淡神情形成对比。祖母眼光哀戚但是

坚定——“哀而不伤”，正是这张照片的主调。场景光

也烘托出这一氛围，背景晦暗深邃，光照下的前景色彩

斑斓；苦难中的悲戚，悲戚中的希望，融合为整体温暖

的叙事基调。

很多照片会被人们永远记住，很多镜头能够穿越

时光，因为表现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会直接激发我们灵

魂深处的同情之心。

 

隔代情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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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申望平埃塞俄比亚亚贝洛地区伯拉纳部落的一处窝棚，虽家徒四壁，祖孙向火亲情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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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声音

读览

2 月 1 日，北京 —南非最大的国际航

空公司——南非航空 (South African 

Airways) 开通了由北京至约翰内斯堡

的直航航线。新航线开通后，每周将运

营 3 个航班，周二，周四和周六，全程

飞行时间大约为 15 个小时。相比以往

转机方式，直飞航线大大节省了转机所

带来的时间损耗。

据尼日利亚当地媒体报道，壳牌公司拟

于 2012 年向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及

伊朗项目投资 30 亿美元，这是该公司

增加储备区块和提高全球盈利的重要战

略组成。

2 月 2 日，在第 16 个“世界湿地日”

到来之际，喀麦隆在雅温得举行主题为

“湿地旅游：一种独特体验”等系列活动，

呼吁广大民众提高湿地保护意识，促进

自然环境的保护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埃及最大国有商业银行——埃及国民银

行去年年收入 420 亿埃镑，净利润达

210 亿埃镑。该银行去年贷款 710 亿埃

镑，比前年增加 220 亿埃镑。坏账率从

20% 减少到 9%。

根据安哥拉央行官网消息，安央行对本

国居民及非本国居民出入境携带安货币

宽扎和外汇的金额作出调整，非安哥拉

本国居民个人最多可携带 1 万美元或等

值其他外国货币及 5

万宽扎出境 ；新规将于 2012 年 2 月 27

日生效。

非洲联盟证券在其每周报告中指出，纳

米比亚证券交易所 (NSX) 的总指数一周

内上升了 1.5%。其中，涨幅最高的是羚

羊地产有限公司，上升了 14.7% ；纳证

券市场交易额为 2.374 亿纳元，其中羚

羊地产交易额为 1.862 亿纳元。

15

30 亿

16

210亿

5万

1.862亿

“继续收留这些无罪释放的人这么多年，对我们来说是个负担，我们曾与他们的律

师一起，寻找适合流放他们的国家。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成功。”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发言人罗兰·埃姆斯索（Roland Amoussouga）向 BBC表示，寻找

合适的国家愿意接受这些无罪释放的犯人“是法庭要面对的关键挑战”。

“塞内加尔的市民每 5 年就有表

达自己的权力……2 月 26 日，如果

他们决定不再要阿卜杜拉耶·瓦德当

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便不再当总

统，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选择。”                

—— 阿玛杜·萨尔（Amadou Sall）

   大量的塞内加尔警方已经在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中心做好部署，那里

聚集着大量的阿卜杜拉耶·瓦德总统反对者。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过很多次了。我们说的很明白了，这不是我们的政策。不

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们都强调过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政策是混合经济。”

——就是否实现矿产国有化的问题，南非总统雅各布·祖玛强调在世界上最大的铂

生产地进行矿产资源国有化是行不通的。

“乌干达国会再次考虑反同性恋法案这一事实令人担忧和失望……如果法案通

过，它将代表着对所有乌干达人人权的严重打击，而不论他们的性取向或性别。”

                          ——国际特赦组织的非洲项目主任米歇尔·卡各里

反同性恋法案在乌干达于 2009 年 10月首次提出，但这项法案一直被搁置。乌

干达国会议员 David Bahati 再次提交他起草的反同性恋法案，政府回应称乌干达有

讨论反同性恋法案的权利，但也表示该反同性恋法案的起草并未得到政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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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媒

体公报称，在儿基会支持下，利比亚超过

120 万青少年儿童将从 1 月 7 日开始全面

返校复课，朝着战后恢复正常生活的目标

又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此外，联合国

驻利比亚代表兼人道协调员卡彭蒂耶昨

日也发表媒体声明称，近六成利比亚流离

失所者已重返家园。

1 月 31 日，非洲联盟第十八届首脑

会议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非

盟总部召开，会议未能如期选出新一任常

设执行机构主席，导致决策层换届延后。

会议商定，选举将于 6 月 29 日 -30 日在

马拉维首都利隆圭举行的下届峰会上继

续进行。选出新领导人前，非盟委员会现

任主席、副主席及委员任期顺延。

1 月 19 日，第三届中阿民间友好合

作对话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与会的几

十名中埃官员和企业界人士对两国经济

贸易发展前景表示乐观。会后，中国阿拉

伯交流协会和埃及埃中文化交流协会举

行签字仪式，双方决定于今年 5 月·10

月在开罗分别举办中埃书画家文化交流

年会和中埃企业家峰会。

安哥拉卢班戈当地时间 1 月 30 日

18 时，卢班戈社会住房项目房建合同在

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总部签署，这标志着

驻晋中央企业中国铁建十七局集团建筑

公司安哥拉项目实现了滚动发展。中铁

十七局集团建筑公司安哥拉项目部负责

5500 套工程施工。

2 月 8 日， 中 国 驻 摩 洛 哥 大 使 许

镜湖与摩洛哥王国能源矿产水利和环境

部秘书长穆罕默德·叶海亚·兹尼拜赫

（Mohammed Yahya ZNIBER）分别代表

两国政府在摩洛哥签署《中国援摩洛哥政

府太阳能照明设备换文》。该批物资主要

包括 300 套太阳能照明路灯及附属设备。

1 月 15 日—16 日， 第 15 届中非国

家经济共同体（CEEAC）首脑会议在乍

得举行。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刚果

（布）总统萨苏、中非总统博齐泽、布隆

迪总统恩库伦齐扎、非盟主席让·平和乍

得总统代比出席了会议。与会各国讨论了

中非维和特派团、中非军队后勤支持、共

同体一体化税费以及自由贸易区等问题，

并就有关共同体事务通过了一系列决定。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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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42 年对美国进行深入剖析以来，《经

济学人》第一次以同样的方式将一个国家单独拿

出来分析。因为，当前中国是一个经济超级大国，

并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可能动摇美国地位的军事力

量。同时，他们对于中国的政治同样感兴趣 ：统

治该国的是一个与全球规范格格不入的体系。在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将对世界其他国家展

现其强大的吸引力，同时也使他们感到惴惴不安。

战后日本从未如此出现过如此情景，对当今印度

来说可能也是如此。

早在 20 年前，中国离超级大国还很遥远。

1992 年初，邓小平“南巡”之举开创了中国的新

未来，自此中国的经济才算走上正轨。政治控制和

市场改革联手产生了巨大的利益，中国在过去 20 年

间的崛起比以往任何大规模的经济发展都要令人印

象深刻，经济年增长率平均达到了 10%，4.4 亿人

摆脱了贫困——这在历史上当属规模最大的脱贫。

然而，发展背后也隐藏着种种不安分因素。

广东乌坎的村民动荡事件，四川藏区发生的民族

冲突、人民对于房价暴跌忧心忡忡，无节制的工

业化污染庄稼，越来越多的腐败现象使得民怨冲

天 ：这一切都是社会离心因素的表征，让共产党

的执政工作变得越发棘手。

中国血雨腥风的历史使共产党明白要格外提

防社会混乱。中国崛起的脚步要不断前行，发展

模式就不可一成不变。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

每天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民生产总值（GNP）

和国内生产总值 (GDP) 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成功与

否的主要标准。现如今，GDP 遭遇困境。经济学

家和国家领导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衡量一个国

家地位的其他标准，比如一个听起来暧昧不清的

概念——幸福感。

2009 年，受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委任，

由经济学家阿马迪亚·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让 - 保罗·菲图西带头对“GDP 替代”研究成

为了全球的政策向导。2011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紧接着就“生活好吗”在其成员国中发表了

“幸福感”报告。自 2007 年以来，每年列格坦研

究中心都会发行一份包含了经济和其他指标的全

球繁荣指数。个别国家更是越来越热衷于这种游

戏，英国总理大卫·卡梅伦公开对幸福指数的测

量，此举掀起轩然大波。也有一些机构和国家挑

战 GDP 已有数十年之久，比如联合国人类发展指

标和不丹王国一直坚持认为，最重要的不是 GDP

也不是 GNP, 而是 GNH——国民幸福总值。

很显然，GDP 遭遇困境主要有三个原因 ：

其一，即使根据它自己的方式来衡量，也存在缺

陷，其忽略了大量的经济活动，比如没有薪酬的

日常生活。同时，作为广阔、复杂体系的独一代

表，其不可避免地会曲解很多东西 ；其二，它无

法将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素计算在内 ；其

三，教育上的成就、生活期盼等也许比国民生产

总值更能反映幸福感。

说到双生儿，你会想到什么？两张同样的脸，

同样的发型，同样声音，同样的言行，同样爱好

……总之，你分不清两个人谁是谁。就像一位母

亲所说的 ：“她们哭声是一样的，笑声是一样的，

我真的分辨不出这两孩子。”当然，这位母亲所说

的情况也许是当两个孩子还是婴孩时，可是慢慢

地，她就能清楚知道了。因为即使是双生儿，也

会有不同的地方。

双胞胎研究者认为，双胞胎对于解开基因

与天性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因为他

们来自同一个受精卵，实际上分享的是同一个

基因密码。他们之间任何的一些不同点，比如

有一个的皮肤看起来更细嫩，一定只是因为他

晒的太阳比较少。然而，最近的双胞胎研究使

科学家们得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 ：外部环境

并不是导致差异的唯一因素。还有第三类元素在

起作用，像一座桥梁一样架在在外部环境和内部

基因之间运作，用它的方式塑造不同的我们。

“很明显，当你看到一对双生儿的时候，他

们身上很多东西是一样的，而且是固定无法改

变的。但是有一点也非常清楚，当你慢慢地了

解他们，会发现他们之间仍然有许多不同点。

我认为，表观遗传学是这些差异的根源。”丹妮

尔·里德说。“我最喜欢说的是，天性有的是用

铅笔写的，有的是用钢笔写的。用铅笔写的东西

可以更改，即表观遗传 ；而用钢笔写的东西却无

法更改，即 DNA。”

   《国家地理》
National Geography

钢笔与铅笔书写的双生儿 中国发展——繁荣背后的矛盾

《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

  幸福指数VS GDP

 《哈佛商业评论》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外刊速递    Foreign Journal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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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执政党百年庆典
1 月８日（南非当地时间），南非执政党非国大党在南非司法首都布隆方丹隆重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庆典

活动以南非国歌“上帝保佑非洲”开始。南非总统祖马在随后的致辞中简要回顾了非国大党百年来带领南非

人民进行反种族隔离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历史，并感谢世界各国尤其是非洲国家在历史上给予非国大人员、

物质、精神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1 月 18 日（北京时间），南非非国大百年历程报告会在北京西亚非洲研究所举行。报告会的主题为“非

国大的治国理念和南非的包容发展道路”。南非驻华大使兰加博士，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使、中国前驻南非大

使刘贵今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安山等对报告进行了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西

亚非洲研究所南非研究中心主任杨立华主持了报告会。

抹不去的记忆

回顾南非国大党
建党百年历程

档案 File

编辑 / 徐正虹名词
解释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现为南非执政党，简称非国大，是南非最大的黑人

民族主义政党，也是南非唯一跨种族的政党。1912 年 1 月 8 日，非国大在布隆方丹成立，最初叫“南非土著人国

民大会”，1923 年改称现名，现有约 100 万党员，另有大量支持者。自成立以来，该党一直致力于从事反对种族主

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同白人当局进行斗争。1960 年，非国大被南非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一些主要领导人流亡

国外，国内组织转入地下从事革命活动。几十年来，该党为反对种族隔离和歧视、争取种族平等与自由，同白人

当局进行了艰苦而顽强的斗争，成为南非影响最大的黑人解放组织。

这不仅仅是 ANC 成员国的庆典，也是全世界反殖民压迫、反种族隔离的盛典。

ANC 是一个属于人民的组织。

它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使其能与时俱进。

它有强大的内部民主程序，在政策上赋予每一个官员权利，在任何一件事上都公开民主探讨。

它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的领导者角色，极重视与其它进步组织合作，随时准备着学习。

它一直保持着谦卑，从不狂妄自大。

这就是非国大能够幸存和并作为领导者的原因。

……

李安山 ：

     在全世界，目前只有一位领袖受到全世界人民的

拥戴，他就是纳尔逊·曼德拉。这位南非斗士对南非

非国大的贡献值得世人铭记。中国和南非的关系历史

悠久，我对两国的合作和发展充满了憧憬。我相信，

在合作过程中，问题越多越好，双方会为世界的和谐

作出积极的贡献。

雅克布·祖玛在 ANC 百年庆典上的讲话（摘录）

刘贵今 ：

    作为一名有“特殊南非情结”的老外交官，我非常

推崇南非国大“包容、吸纳和融合”的能力，在南非，

有近半数的部长是女性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南非非国

大从未成熟的少年，到迎来建党百年的华丽转身，其生

命力和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同时，非国大的治党风格

和治国理念值得称道。

（1912－2012）

西亚非洲研究所报告会上嘉宾精彩语录集锦



AFRICA  2012.02     14

新华社评出 2011年

国际十大新闻之六

苏丹南方独立
改变非洲版图

2011 年 7 月 9日，苏丹第一副总统兼南部自治政府主席

萨尔瓦·基尔在朱巴宣誓就任南苏丹共和国首任总统。



Vision镜
像

1月10日，“欢乐春节”走进非洲，大联欢在马拉维首都利隆圭举行，马拉维儿童艺术团演员表演中国舞蹈《千手观音》。

1月16日，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在蒙罗维亚宣誓就任利比里亚第25届总统，并在总统就职典礼上发表就职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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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1日，“非洲杯”揭幕战举办

地——巴塔体育场，大批赤道几内

亚球迷企图尽快入场，造成相互拥

挤，场面十分混乱。

非洲杯
1月29日，非洲杯A组小组赛中，利

比亚队以2比1战胜塞内加尔队。利

比亚队球员布斯非（左）进球后与

队友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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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镜
像

《非洲脚印》

1月13日，被誉为非洲版“大河

之舞”的大型歌舞史诗《非洲脚

印》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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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非
盟
总
部

1月28日，中国政府援建的非洲联盟会议中心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落成。非盟会议中心是中国援助非洲重点项目之一，工程耗资2亿

美元，也是中国政府继坦赞铁路后对非洲最大的援建项目。1月29日，非洲联盟第18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在非盟会议中心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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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镜
像



AFRICA  2012.02     20

1月29日，第18届非洲联盟（非盟）首脑会议在非盟总部开

幕。本届首脑会议的主题是“促进非洲内部贸易”。 

非盟会议中心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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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镜
像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应邀出席非洲

联盟第18届首脑会议开幕式，并发

表题为《加强中非团结合作携手共

创美好未来》的演讲。

贾庆林同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区外国家

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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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盟会议中心内一角

几名工作人员在非盟会议中心清洗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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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争执、平叛、冲突……饱受了几十年的战

乱之后，苏丹南北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南苏丹自立门户。

自 2011 年 7 月 9 日独立至今，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

家已经历了半年多的岁月。 

融入国际社会步步为营
“我们，由民主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按照南苏丹

人民的意愿，根据自主独立公投的结果，在此正式宣布，

南苏丹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2011 年 7 月 9 日，南

文 / 东边雨

南苏丹独立半年记 

苏丹议会议长詹姆斯·瓦尼·伊加在南苏丹首都朱巴举

行的庆典仪式上宣读了独立宣言。

伊加表示，南苏丹将依次寻求加入联合国、非洲

联盟、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升国旗仪式之

后，原苏丹第一副总统兼南方政府主席萨尔瓦·基尔签

署过渡宪法，并宣誓就任南苏丹总统。游击队出身的基

尔说，“我们不愿再战斗，我们要创造和平”。

庆典仪式上，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表达了善意：

“尽管我们相信苏丹统一会更好……我们会与南苏丹加

南苏丹独立半年以来，南北双方之间的遗留问题除了石油利益分配外，

边界划分、债务分配、侨民身份、阿卜耶伊地区归属等问题也仍未得到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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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时政报道

强联系，包括经济和贸易合作。你们的成功就是我们的

成功。”当天，美英法德等数十个国家和组织向南苏丹

发出了贺电，正式承认了这个新生的国家。

建国当天，基尔致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申请

加入联合国。7 月 11 日联合国接受了南苏丹的申请，

并于 7 月 14 日接纳南苏丹成为联合国第 193 个会员国。

7 月 28 日成功加入非洲联盟后，南苏丹继续积极努力

融入国际社会。2011 年 10 月 28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在巴黎总部宣布通过了南苏丹加入教科文的审议。总

干事博科娃表示，将尽力帮助南苏丹发展教育文化事

业，促进南苏丹的全面发展。

半个月之后的 11 月 16 日，乌干达外交部高级官

员罗达·卡伊绍透露，12 月份在乌干达举行的首脑峰

会上，“非洲大湖地区国际会议”将正式接纳南苏丹为

该地区组织第 12 个成员国。11 月 17 日，访问乌干达

的南苏丹总统基尔透露，南苏丹已经开始申请加入东非

共同体组织。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也表示，将支持南苏

丹申请东非共同体。

12 月 16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

德表示，几个月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向南苏丹提

供税收、公共财政管理、外汇储备管理等技术支持和培

训，以促使其解决面临的保持经济稳定等挑战，南苏丹

有望于 2012 年初成为该组织第 188 个成员。

在融入国际社会的道路上，南苏丹貌似一帆风顺。

然而，不能忘了南苏丹要站稳脚跟，最需要处理好的双

边关系，就是跟北方“兄弟”——苏丹的关系。

南北利益纠葛难分难解
原苏丹 1956 年独立，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

2008 年的统计显示有 3915 万人口。位于埃及正南方向，

西部接壤利比亚、乍得、中非三国，南部挨着刚果（金）、

乌干达、肯尼亚三国，东部则与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

亚为邻。东北部的红海海岸，是该国唯一的出海口。

苏丹南北不和由来已久，双方打了 22 年的内战，

付出了约 200 万人死亡的代价，最终于 2005 年签署《全

面和平协议》。根据协议，南部地区于 2011 年 1 月 9 日

举行了全民公投，通过了南苏丹独立的决议。2011 年 7

月 9 日，南苏丹独立。

南苏丹的独立，让苏丹失去了 1/4 多的土地，国土

面积排名下降至非洲第三。独立后，南苏丹则变成了一

个内陆国家。这为接下来无休无止的争端埋下了伏笔。

石油生产的收入，是苏丹与南苏丹双方的主要财政收入

来源。石油资源开发是近年来苏丹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

力，南苏丹独立后，苏丹出口创汇遭受重创。原苏丹已

探明石油储量为 60 多亿万桶——其中大部分位于南方，

石油产量约为 50 万桶 / 天，南苏丹大约占据原苏丹 3/4

的原油产量。

上世纪 90 年代，苏丹开始修建输油管道、储油罐

及港口等基础设施。受地理条件限制，这些基础设施全

部建在了北方。南苏丹有油，而北方的苏丹则拥有关键

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大部分的石油都出产在南方。

然而，南苏丹的石油出口，必须经由苏丹境内两条通往

北方的输油管道输往临着红海的港口。于是，围绕着刚

刚独立出去的小兄弟该出多少钱来用这些基础设施，南

北两家发生了争执。

苏丹的要价是每桶 36 美元，而南苏丹只愿意为输

油管道支付每桶 70 美分的费用。双方分歧之大，可见

一斑。另外，苏丹指责南苏丹自独立以来，已经拖欠了

高达 7 亿多美元的管道使用费。南苏丹不予以认同。

2011 年 11 月 28 日，苏丹代理石油部长艾哈迈

德·奥斯曼宣布，由于南苏丹没按约定支付石油过境费，

从当天起将暂停南苏丹过境北方出口石油。随后，苏丹

外交部发言人奥贝德·马拉维赫又表示，即使双方就费

用问题达不成协议，苏丹也不会阻止南方石油过境。

但马拉维赫也表示，苏丹将扣留一定比例南苏丹

输送往北方的石油，以代替输油管道费用，直到双方达

成协议。南苏丹石油和矿业部长史蒂芬 2011 年 12 月份

表示，至少有 100 万桶石油被扣在苏丹的一个港口，并

警告苏丹若出售扣押的石油，将被认为是非法行为。

2012 年 1 月 4 日，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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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苏丹受益于不负担输油费用的现状，“南苏丹政府在

谈判中的行为显示，他们并不想达成协议”，因此“我

们将采取单方面措施，以月计向他们征收输油费用”。

非盟苏丹问题高级别代表团团长、南非前总统姆

贝基 2011 年曾几次亲赴苏丹，协调南北关系，促成双

方签订和平框架，达成停火意愿。

在姆贝基带领的高级别代表团斡旋下，围绕着输油

管道费用等石油利益问题，南北双方多次谈判，一直未

果。分析认为，南北双方若围绕石油利益的矛盾持续得

不到解决，则有可能陷入代理人战争乃至直接军事冲突。

2011 年 12 月 14 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华盛顿一次

旨在促进国际社会对南苏丹支持的会议上，警告南苏丹

必须摆脱石油资源带来的“魔咒”：“要么它（石油资源）

帮助你们摆脱国家财政困境，要么你们将沦为自然资源

魔咒的猎物”。

内外安全危机若隐若现
独立后，南苏丹坐拥巨大的石油储备，却是世界

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苏

丹倒数十多位，而南苏丹可能更接近末尾，”国际危机

研究组织苏丹问题专家扎克·弗廷在一份报告中如此描

述。他认为，南苏丹人“独立的喜悦可能因南北双方共

同面临的麻烦所减弱”。截至目前，南北苏丹双方已经

完成了 80% 的边界线划定，剩下的 20% 不是战略要地

就是交通要道，双方一直争执不下，搁置至今。由于南

部欠发达缺少工作机会，南苏丹独立后，约 100 万南部

人留在了生活数十年的北方。然而苏丹通过的法案，将

使选择南苏丹国籍的人失去苏丹公民资格，留在北方的

南部人身份将成为问题。

自南苏丹独立以来，在南北边境地区苏丹军队与

叛乱分子的冲突也持续不断。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支持本

国境内的反政府武装。在南北内战期间曾隶属于南方军

队的叛乱分子，在南苏丹独立之后，却拒绝放下武器。

2011 年 12 月 30 日，苏丹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苏丹反

政府武装“正义与平等运动”的 430 名武装人员劫掠了

一些村庄，绑架了约 500 名平民后，进入南苏丹。

苏丹指责这些武装人员聚集在南苏丹境内的塔姆

萨哈地区，南苏丹当局在那给他们设立了营地，方便他

们召集、训练武装人员。南苏丹军方则在指责苏丹军队

对南苏丹西加扎勒河州进行了连续两天的轰炸，导致

17 名无辜牧民死亡。

另外，12 月 20 日南苏丹副总统马沙尔宣布，军

方击毙了南苏丹境内叛军领导人乔治·阿图尔。阿图尔

叛军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南苏丹主要产油区琼莱州，南苏

丹多次指责苏丹政府向阿图尔秘密运送武器和资金，试

图通过阿图尔控制南苏丹石油资源。除了围绕叛军的口

水仗之外，南苏丹境内还存在部族矛盾隐患。南苏丹一

些部落多次因争夺土地和牲畜而爆发冲突。

2011 年 8 月 18 日，南苏丹琼莱州皮多县的穆尔

勒部落袭击了尤罗县的洛乌 - 努埃尔部落，意图抢夺

2000 头牛，造成 8 个村庄损毁，导致 500 人死亡，超

过 200 人遭绑架。此前几天，来自洛乌 - 努埃尔部落的

约 6000 持械年轻人冲向了穆尔勒部落，以报复后者在

8 月份发起的攻击。2012 年 1 月 4 日联合国警告称，琼

莱州因部落冲突导致的数千难民目前急需救助。

联合国数据显示，2011 年上半年南苏丹爆发 330

起暴力冲突，致死 2368 人 ；而 2011 年底几个月的部

落冲突已致死逾 1100 人，6 万多人被迫逃离家园。目前，

联合国多国派出了赴南苏丹维和部队。然而多年的内战使得

枪支在民间泛滥成灾，南苏丹人道危机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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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信息，索马里每天都会有 250

名儿童离开我们。换言之，在每 6 分钟里，就有一个

生命逝去。6 分钟，连一杯咖啡都没喝完的时间，非洲

之角却上演着一场场生命残忍离开的悲剧。

非洲之角发生旱灾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

注。2011 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肯尼亚红十字会、

国际美慈组织等等世界大小慈善 NGO( 不以营利为目的

的非政府组织 ) 汇聚在非洲之角这块土地上，积极展开

救援。

2011 年 7 月，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向

走出国门 救援“非洲之角” 

文 / 林媛 上官旭峰

全世界发出倡议，呼吁世界各国募集救援资金，中国政

府在此次非洲之角饥荒救援活动中表现积极，累计捐赠

4.43 亿元人民币给遭受旱灾的 4 个国家。

尽管如此，解决非洲之角旱灾的资金缺口依然很

大，还需要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作为中国 NGO 舞台

上活跃的一员，2011 年 8 月，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世界

粮食计划署启动了援助非洲之角旱灾的募捐活动，并得

到国内公众的积极响应。

2011 年 10 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奔赴非洲之角救

援现场。当月 8 日 -18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

非洲之角，又称东北非洲 , 包括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肯尼亚、索马里、苏丹、乌

干达等东非国家。现在，它被称为“死亡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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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伍鹏、紧急救援部问会芳等组成的非洲之角灾情考察

小组，赴肯尼亚进行实地考察。一是通过实地走访肯尼

亚旱区及索马里难民集中的达达布难民营，了解非洲之

角旱灾灾区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救援计划。二

是通过参与世界粮食计划署救援物资发放活动，亲自把

中国人民的爱心传递给非洲之角的灾民和难民。

在实地考察中，考察队先后拜访了中国驻肯尼亚

大使馆、肯尼亚红十字会、WFP 东非总部和美慈驻东

非办公室，走访了肯尼亚红十字会的加里萨项目区，对

非洲之角的旱情及各机构采取的救援行动有了较为全

面的了解。

考察队在驱车赶往距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400 多

公里的加里萨路上，沿途的河流都裸露出干涸的河床。

车行到姆温吉镇时，队员们看到许多人在干涸的提那

(Tina) 河取水。考察队了解到，这个地区原本雨水充足，

持续的干旱已经严重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原本在河里

捕鱼的渔民，现在不得不改变职业，以买水为生。

约翰 (John) 原本是提那河渔民，但是河水已干涸

两年无鱼可捕。为了维持生计，他现在靠卖水维持全家

5 口人的生活。每天他用自行车运水，每次 5 桶，每天

运六七次，然后以每桶水 30 先令 ( 相当于人民币 2 元钱 )

的价钱卖出去，一天大概能卖 30 桶。

60 年不遇的旱灾，也几乎摧毁了那老 (Nunow) 村。

那老村距离加里萨县 25 公里。旱灾发生前，那老村

有 100 多户村民，村民们大多居住在草棚搭建的房屋

中，靠养羊为生，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非常低。70 多

岁的 Aden、妻子和孩子一家 7 口挤在一间 8 平方米大

的茅草屋里。茅草屋几乎被铺在地上的木板床铺占满。

Aden 没有耕地，有 10 头山羊和 10 头绵羊，3 个大一

点的孩子帮家里放羊。

2011 年 5 月，肯尼亚红十字会在那老村成立卡车

送水项目点，在那老村设有 10000 升和 5000 升两种规

格 5 个水箱，每两天运送一次，由村长组织发放饮用水。

肯尼亚红十字会的这个项目给 Aden 家带来了希望。有

了饮用水，Aden 家全家就不用离开村庄，过着游离不

定的生活，可以在那老村坚持下去。

肯尼亚红十字会原本计划送水至 10 月份的雨季。

但是，到了 10 月份雨季迟迟不来，当地降水稀少，旱

情也没有缓解，肯尼亚红十字会不得不继续坚持送水项

目。

目前，肯尼亚红十字会在加里萨县为 6 个社区

1800 户人家，21 所学校 8400 人提供饮用水供应。肯

尼亚红十字会平均每天给每个社区送水量 1.8 万升。每

天的送水成本包括水费、租车费、运费、随车志愿者津

贴和司机劳务费等，距离远的地方，费用成本会更高。

肯 尼 亚 红 十 字 会 加 里 萨 办 公 室 主 任 Ethero 

Edward 对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到来，感到十分高兴。

他告诉考察队员，“我们的项目只能持续到 10 月底，

急需得到外界的帮助来延续送水项目。”他表示，更多

国家的 NGO 组织加入支援这片土地，非洲之角的灾民

们就能更快地离开灾难的阴霾，恢复他们原有的生活。

通过考察，队员对当地灾情有了更深层的认识 ：

中国西北部常年来一直处于水源缺乏的状态，中国扶贫

基金会结合当地情况，投入了水窖项目建设，用水窖储

蓄雨水，解决了人畜用水方面的问题。“非洲之角”情

况与中国西北部情况类似，水窖项目有很强的实用性。

考察队员回国后，中国扶贫基金会组建了“非洲

之角”水窖项目组，开始筹备“非洲之角”水窖项目，

为水窖寻找启动资金与工程组等。

同时，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国石油合作，在苏丹

杰济拉州的阿布欧舍援建了苏中 - 阿布欧舍友谊医院。

2011 年 10 月，阿布欧舍友谊医院顺利运营。

这是中国 NGO 在非洲第一个成功的医院援助项

目。中国扶贫基金会阿布欧舍友谊医院评估小组的评估

报告中表示，医院项目赢得中国援苏医疗队的高度评

价，也得到杰济拉州当地居民的赞誉。中国驻苏丹大使

馆表示，阿布欧舍医院已经成为外交部民间公共外交的

典范。

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化援助，已成为中国扶贫基金

会的发展战略。中国 NGO 的国际化新篇章也注定要由

中国扶贫基金会翻开崭新的一页。

当地人挖开河床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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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8 日和 1 月 31 日，短短 4 天里，非洲大陆上

接连传出两起中国员工被劫持事件。

1 月 28 日的劫持事件，发生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以

南 620 多公里的南科尔多凡州阿巴西亚镇附近，被劫持

的是中水电七局苏丹南科尔多凡州公路项目的 29 名中

国员工，劫持人质者为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成员。

1 月 31 日的劫持事件，发生在埃及西奈西奈省省

会艾尔阿里什以南莱赫丰区（Lehfen）通往水泥厂的路

上，被劫持的是系莱赫丰水泥厂 25 名中国员工，劫持

者为当地贝都因斯瓦尔克部落成员。

目前两起事件均已和平解决 ：埃及被劫人质在当

局和部落头面人物调停下，于 2 月 1 日平安获释 ；苏丹

被劫持的 29 名中国员工则在历经一周多劫难后，于当

地时间 2 月 7 日上午获释，登上国际红十字会飞机前往

内罗毕，在那里被移交给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

两次事件背后
和以往类似事件相比，此番两起人质劫持事件具

有共同的特异之处，即事件并非中国因素直接造成，而

文 / 陶短房

是由当地固有矛盾激发。劫持者政治目的明确、经济要

求模糊，主观上并无意伤害人质。

苏丹南科尔多凡事件，系苏丹内战历史遗留问题

和南科尔多凡与喀土穆关系问题的复杂产物。苏丹南北

分治后，SPLM-N 拒绝解除武装，成为单纯政治反对派，

与达尔富尔的几个反政府派别组成“苏丹革命阵线”，

令喀土穆当局感到威胁。自去年 9 月起，苏丹政府军对

该组织发动清剿，迫使其一部逃入南苏丹，另一部在南

科尔多瓦州努巴山区和政府军周旋。

此次人质劫持事件发生后，SPLM-N 坦言“无意伤

害中国人”，并称之所以劫持人质，是为了拿中国人当

挡箭牌，抵挡政府军的围剿，声称“一旦时机成熟便释

放中国人”。此后 1 周多的周旋中，他们又不断提出“中

国政府保证喀土穆当局停止军事进攻”、“建立国际安全

走廊”等政治交换条件。

与之相应，SPLM-N 秘书长亚西尔 - 阿尔曼和发言

人罗迪均对喀土穆当局“意图破坏当地安全稳定”、“试

图阻止该地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指控矢口否认，强

调劫持人质是“自卫”、不得已，且直至事件解决也未

两起人质劫持事件的启示

Special Report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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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提出勒赎要求。

埃及西奈半岛事件，则由于斯瓦尔克部落中部分

成员因 2004 年 10 月 7 日塔巴希尔顿酒店连环爆炸案（34

死 105 伤）被警方以“涉嫌恐怖袭击同谋”为由拘捕。

其中 5 人被拘押至今。穆巴拉克下台后，新当局曾许诺

早日释放这些被拘押者，却迟迟不见下文。

绑架者的动机，是借劫持“外宾”提请当局和外界

关注，至于这些“外宾”是哪一国人并不重要。事实上

中国人质获释后不到 48 小时，当地又发生了一起针对美

国人的绑架事件，3 名美国人和一名埃及人被短暂劫持。

据帮助居间调停的贝都因知名人士易卜拉欣·马埃

内称，斯瓦尔克部落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发泄不满，

引发国际关注，因为他们的诉求一直未得到政府的重视

和回应。

当地媒体报道称，在如愿见到军警和当局谈判代

表，并释放中国人质后，该部落人士当众散发了传单，

上面所提出的，是 “释放族人”和“停止向以色列输送

天然气”两项政治要求，尽管埃及军政当局均不愿透露

营救细节，但许多媒体都表示，营救并不涉及金钱交易。

此次 4 天内接连发生的、看似和“中国元素”无

关，却危及如此多中国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更提醒

国人，当你不可避免地频繁出现在一些高位场合时，即

使你不去自找麻烦，麻烦有时也会自动找上你。

如何规避风险
非洲机遇多、风险也大，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交织

缠绕。即便在此长期经营的法、英、土耳其、黎巴嫩等

国企业、工作人员和游客，也常被卷入无妄之灾。原本

是“后来者”，来势却又如此凶猛，分布如此之广、密

度如此之大、频率如此之高的中国人，自然更容易踏入

险地而不自知。

中国企业、个人现金积累多、大量雇用本国职员、

喜欢封闭式管理、遇到不测惯于用钱解决、喜欢走上层

路线等特点，更易使之成为各种针对性袭击目标。近年

来，由于中国企业、中国人在当地经营、管理、生活、

交往所产生摩擦、矛盾引发的风险屡有所闻。且一旦发

生意外，往往就是人数多、影响大的恶性事件。

中国是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和最重要投资者。中非

之间经济互补，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下更是相互需要、

依存。2000 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从事经营活动，中非

贸易总额高达 1500-1600 亿美元。中国企业、资本和中

国人在非洲各地出现的频率只会越来越多，所遇到的风

险也必然相应放大。

这就要求有关方面不仅事先做足“功课”，尽量规

避风险，做好各种应付意外的预案，一旦危机发生，可

以最小的代价保护中国人生命、财产安全。

不仅如此，有关方面还应充分发挥日益增长的国

际影响力，在不违背原则和国际法的基础上积极调解投

资地域的冲突、矛盾，并采用适当手段提醒相关各方，

中国企业和公民既不是可任人宰割、随便拿来当筹码的

鱼腩，也不是“有求必应”、可反复敲打的“摇钱树”。

那么，该如何规避和保护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员

工生命、财产安全？

防范风险的最根本方法，是做好预研，避开高风

险地区。如果无法规避，则有的放矢地做好充分防范措

施。尽管复杂，但非洲各地的系统性风险往往是可以预

见、预防的。

如 2007 年 4 月 24 日 导 致 74 死 1 伤 7 人 被 劫 持

的埃塞俄比亚欧加登中原油田勘探局作业营地遇袭事

件，事发地欧加登是非洲战后持续几十年、爆发过两次

局部战争的老热点，肇事组织“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

（ONLF）事发前一周便在其官方网站上警告外国油田

勘探者“离开否则不客气”。此次事件发生地南科尔多凡

州，2008 年 10 月就曾发生过 9 名中石油员工被绑架事件。

甚至早在 2004 年，这里就已经有两名中国员工被绑架过。

当地其它外国籍员工也屡屡传出被绑架的消息。

中国企业习惯于大量引入本国员工，目的是提高

效率、方便管理。但如此一方面当地人得不到就业机会

容易产生怨气，另一方面如此多的中国人集中于一个狭

小的封闭环境，不出事则已、出则必是大事。



日常工作生活中，中国在非企业、侨民应也注意改

变一些“高危习惯”，如大量贮存现金、炫耀财富、习

惯走上层路线、遇事爱用金钱摆平，以及不尊重当地风

俗习惯、生搬硬套国内管理模式等。

使领馆等有关机构也应尽到提醒、告诫的义务。近

年来，中国加强了海外领事保护行动，对有针对性的危

机、风险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有所提高。

怎样迅速营救
但此次苏丹、埃及中国人质被劫持事件提醒我们，

随着中国在非洲“存在感”加强，这类“殃及池鱼”式

突发事件也会越来越多，对此应有针对性预案和对策。

一旦发生类似事件，应怎样营救在非洲遇险的中

国公民？

首先，必须迅速、准确判明劫匪动机、意图和暴

力属性，并据此作出最适合、最有利于保障人质安全的

选项，不能一味求快。

其次，非洲是部族的社会，更是有“关系”的社会。

通过诸如部族、宗教、地方上的关系斡旋、搭桥或试探，

往往事半功倍。必须指出，“走关系”应多路并行，切莫“吊

死在一棵树上”。要知道在非洲，“杀熟”、“两头吃”或“拷

贝走样”可是司空见惯的。

第三，中国相关部门、机构要早介入、主动介入。

这不仅可避免当地军政部门、中间人和其它可能的误

导、蒙蔽，更及时、全面了解绑架者的动机、背景、

诉求和人质状况，也可更直接、更及时地让对方知道

中方的立场、态度和底线，在非洲，底牌越清晰，态

度越明确，摊牌也会越快，人质相应也就越安全。

第四，在非洲营救中国公民，不依靠当地政府、

官员和军警的力量显然不行。但这种依靠必须“多长

个心眼”，有时中国人的遇难实际上是地方和当局间

矛盾所拖累，求助当局介入反倒令问题更难处理。也

有时当局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目的，刻意曲解问题成因，

或采用有利于自己、却不利于人质安全的方法解决问

题，如为避免矛盾公开化、国际化，或避免国际干预

而草率行动，最终导致绑匪和人质玉石俱焚等。中方

有关部门应明确“人质安全第一”的立场，充分发挥

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敦促有关当局避免采取可能激

化矛盾的单方面行动。

第五，本着“人质安全第一”的原则，无节制地

付赎金或草率使用武力都不可取。

第六，军事营救手段是最后的、不得已的备案，

可以不用，却不能不备。在军队编制、装备上适当倾

斜，增加远洋海、空兵力投放、人员运输能力，和侦

查、预警、后勤保障能力，组建类似西德边防九大队

那样适合海外反恐、解救人质的特种部队，是十分必

要的，同时也是当前中国海外、尤其非洲维权、救援

最大的短板所在。

Special Report 特别报道

AFRICA  2012.0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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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龙年肇始之际，中外嘉宾在人民大会堂见证了龙行天下的新成果，充分感

受到“中赞合作，共同发展”的力量。

近年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在建设有色金属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加快实施“走

出去”战略的步伐。建设国家间经济贸易合作区，既可以升华矿业企业开展的业务

层次，也可以向赞比亚政府传递我们促进经济发展的良好用意，加强互信，化“单赢”

为“双赢”。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5 年来沐

浴着中赞友好合作的阳光雨露茁壮成长。中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召开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是“天时”，中赞两国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是“地利”，中国有色

集团走进赞比亚 14 年积累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人脉优势、形象优势是“人和”，

这些因素为合作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合作区是一个友谊聚合的平台，是一个协同发展的平台，是一个融合成长的平台。

我们看到，中国有色集团正在为推进中赞两国形成更为紧密的“中赞合作，共同发展”

关系积极努力，逐步将赞比亚的资源优势转化为赞比亚经济发展的动力。我们相信，

中国有色集团一定会融汇中国有色金属工业长久以来积淀的大气魄、大胸怀、大境界，

充分发挥聚合效应，建设经营好合作区，实现和谐发展、持续发展，将坦赞铁路后

中赞合作的又一里程碑打造成中外友好合作的丰碑。

聚合的力量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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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中国有色集团将以合作区为平台，

积极履行中央企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

在中南部非洲形成我国最大的境外铜钴生产基地，为中

赞友谊在新时期的巩固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有色集团总经理罗涛在接受《非洲》专访时说，

合作区寄托了中国有色延伸产业链、实现优势互补的希

望，寄托了中国有色推进技术创新、转变发展方式的希望。

罗涛说，凭借“走出去”的特色和优势，中国有

色集团近年来实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2011 年，中国

有色集团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与“十一五”

初期相比分别增长了 15 倍、20 倍和 10 倍，正在积极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矿业集团。

延伸产业链
提升非洲大陆铜工业水平

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有色集团的对外投资区域主要是三块，中南

部非洲、亚洲周边国家和矿业资本发达的国家。

中国有色集团副总经理陶星虎说，这其中非洲板

块是中国有色最重视的工作区域，赞比亚又是非洲板块

中模式最成熟、经验最丰富的部分，是中国有色未来实

现大发展、快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希望之地。

“目前，我们立志将赞比亚业务打造成为我们最有

优势、最具特点、最有前景的业务板块。”按照初步设想，

赞中合作区

到 2015 年，中国有色集团将以合作区为核心，力争在

中南部非洲建成年产铜 50 万吨、钴 5000 吨的大型海

外铜钴原料生产基地。

这不是纸上谈兵。

记者了解到，自 2003 年起，中国有色集团以谦比希

铜矿为核心，着手在赞比亚筹建中国有色工业园。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中国有色工业园的建设上升到国

家层面，从商务部组织的中国首批境外经贸合作区招标

中脱颖而出，并正式更名为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

其发展定位和规划是“以有色金属工业为主，延伸有色

金属加工产业链，适当发展配套产业和服务业，建设具

有辐射和示范效应的有色金属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园区”。

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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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星虎解释说，中国有色集团意在以合作区为平

台，完善产业链条、扩大规模影响、聚集群体效应，带

动中外企业走进赞比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数据显示，从 2007 年 2 月赞中合作区揭牌到 2011

年底，合作区基础设施投资累计超过 1.3 亿美元，已有

17 家企业入驻，吸引投资近 10 亿美元，实际完成投资近

9 亿美元，利税近 5 亿美元，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43.5 亿

美元。

目前，围绕发展目标，合作区入区企业上下游相互

依托，将打造采、选、冶、加完整的产业链。此外区内

企业还与有色集团收购的赞比亚卢安夏铜矿优势互补，

形成了协同发展的格局。

未来五年，“我们将通过不断完善产业链，把铜产

品的附加值留在非洲大陆，提升非洲大陆铜工业的技术

和装备水平，以“互利共赢”的形象，实现与非洲的共

同发展、共同成长、共同繁荣。”陶星虎说。

园区彼此独立又协调发展
将分工布局并重发展

赞比亚经济贸易合作区目前有谦比希和卢萨卡两

个园区，规划总面积为 17.28 平方公里。赞比亚中国经

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昝宝森说，两个园区

彼此独立而又协调发展，其中谦比希园区是基础，卢萨

卡园区是在谦比希园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十二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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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两个园区将分工布局，并重发展。

记者了解到，谦比希园区将继续发挥自身产业定

位优势，依托赞比亚有色金属资源，以铜钴开采为基

础，以铜钴冶炼为核心，大力发展有色金属矿冶产业群

主导产业，拓展有色金属产业链，发展有色金属加工产

业和有色金属衍生产业。“十二五”期间，一是要建成

以铜钴为原料的有色金属产业链，二是要以铜钴冶炼的

副产品为基础，形成化工、贵金属、化肥、建材等资源

集约综合利用的有色金属衍生产品产业群，三是以赞比

亚矿产资源开发和有色金属加工业为市场，带动汽修机

械、耐火材料、钢结构等有色金属工业配套产业的形成。 

    对卢萨卡园区规划，昝宝森说，一是要以赞比亚丰

富的低成本劳动力和农副业资源为依托，积极促进以

服装、食品、家电、电子、工艺品等为主的轻工业的

发展，开发加工贸易、工业展示、国际商务、技术研

发、企业总部等功能 ；二是要建立和完善服务功能，鼓

励发展运输、仓储等生产性服务业 ；三是要用市场手

段发展工、商业配套服务产业，引入培训、医疗、邮

政电信等服务项目，促进合作区生活配套服务的完善。 

    到 2020 年，力争引进投资 20 亿美元，园区内企

业达 80 家，布局合理、管理先进、 服务到位，成为

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综合性经济贸易合作区。 

打造适合合作区企业发展体制和模
式，增强对海外投资企业的吸引力

“十二五”时期，中国有色集团提出建设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矿业集团的发展目标，而赞比亚中国

经济贸易合作区等重大项目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障。

“建设总体思路上遵循‘以我为主、保证形象、建

出特色’的原则。合作区的建设和发展，不仅代表集团

公司的成绩，也代表中国政府的形象。”赞比亚中国经

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昝宝森说，赞中合作

区重点发挥五个作用 ：

一是充分发挥合作区政策法规研究平台的作用 ；

二是充分发挥合作区资源整合、资本运作平台的作用；

三是充分发挥合作区代表集团公司在赞比亚履行社会

责任、组织公益活动的平台作用 ；四是充分发挥海外

党建创新平台的作用。要继续依托合作区的平台，开

展海外党建工作，推动企业文化建设 ；五是继续发挥

合作区海外人才培养平台的作用。

昝宝森说，境外合作区是集团公司海外投资的新模

式，没有固定经验可以借鉴。如何更好地发挥合作区海外

投融资管理平台的作用，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保驾护航，需

要合作区公司不断摸索创新，建立一套适合合作区企业发

展的体制和模式，增强合作区对海外投资企业的吸引力。 

     在推进技术创新、转变发展方式方面，合作区企业不

断摸索，取得新进展。陶星虎说，中国有色集团近年与中

南大学、东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开展校企合作、联

合攻关。以谦比希铜矿建设为例，谦比希铜矿的井下支

护方式研究，大大降低了矿石损失、贫化率 ；铜冶炼厂

开发了分层排放及燃烧控制技术，吨铜投资成本比当地

企业降低 30%，整体达到国际先进，部分处于国际领先。

按照“开发一个、成功一个；建成一个，影响一片”的原则，

中国有色集团在合作区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思路和做法

正推广到其他境外投资合作项目。

陶星虎认为，建设国家间经济贸易合作区，既可

以升华矿业企业开展的业务层次，也可以向赞比亚政

府表明中国着力帮助其发展经济的良好用意，加强互信，

化“单赢”为“双赢”。目前，赞中合作区正在深化形成

更为紧密的“中赞合作，共同发展”关系，逐步将赞比亚

和非洲国家的资源优势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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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合作区经济

1998年对于中国有色集团在赞比亚的发展意义非凡。

这一年，中国有色积极参与赞比亚谦比希铜矿的国际投标。

如果没有这年的果断出击，也许就没有今天赞中经济贸易合作区。

围绕谦比希铜矿这座“航空母舰”，中国有色逐步建成了贯通采

选冶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集群，投资建设了谦比希铜冶炼厂、谦

比希湿法冶炼厂等企业。并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园区建设力

度，创新管理模式，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跨国合作平台，携手更

多中外企业走进赞比亚，成为“中赞合作，共同发展”的典范。

一座铜矿的再生
谦比希铜矿是世界闻名的赞比亚—刚果铜矿带上

的一个典型的沉积型铜矿床，已探明的资源量含铜 500

万吨、钴 12 万吨，设计能力为日处理矿石 6500 吨，

中国有色集团接手时该矿已经停产了 13 年之久。

该矿是我国政府批准在境外开发建设的第一个有

色金属矿山，是中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由中国有色

和赞比亚联合铜业公司合资经营，中方占 85% 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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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方占 15% 的干股。该矿分为主矿体、西矿体和东南

矿体三部分。其中，主矿体的复产建设总投资 1.6 亿美

元，复产于 2000 年 7 月动工，2003 年 7 月建成投产 ；

西矿体于 2007 年 10 月 27 日开工建设，2010 年 11 月

27 日建成投产 ；东南矿体正在加紧进行前期工作，各

项工作有序推进。

通过运用中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谦比希铜矿迅

速恢复了生产，并成为中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通过对

主矿体深部开采、西矿体和东南矿体的大开发，谦比希

铜矿将在 2015 年前后全部建成，达到铜精矿含铜 10

万吨以上。赞比亚谦比希铜矿的开发建设和生产经营，

对中国步入矿产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探索有色金属工业

新的发展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和实践意义。2004

年 11 月，吴邦国委员长访问非洲期间，亲临谦比希铜

矿视察并题词“励精图治、大展宏图”。

令人羡慕的资源储备并不是中国有色购买谦比希

铜矿唯一的收获，该矿地处非洲前沿的有利位置使得中

国企业不断获得在非洲进行矿业领域合作的机会。这种

桥头堡的作用是在国内公司运作或是境外代表处无法

比拟的。资源开发的机遇信息不断地出现在身边，而方

便的地理优势和企业交往的信任也更使中国有色在这

一方面显现出不可替代的优势。

在发展的同时中国有色认识到，单一矿产品无法

抵御市场风险，必须要发展多种经营，在产品的深加工

上做努力，例如上冶炼、湿法、电解等。还要发展其他

配套产业，以多渠道、多方位、多产品的发展，来保证

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从 2003 年开始，中国有色以谦比希铜矿为基础，

建立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合作区包含谦比希分

区和卢萨卡分区两部分，规划总面积为 17.28 平方公里。

2007 年 2 月 4 日，胡锦涛主席在访问赞比亚期间，与

赞比亚总统姆瓦纳瓦萨共同为合作区及入区企业谦比

希铜冶炼有限公司揭牌并题词“中赞合作，共同发展”。

资源整合之路
回顾在赞比亚的发展，与中国和赞比亚政府的大

力支持和充分信任密不可分，特别是在“走出去”的初

期。中国有色集团副总经理陶星虎说，上世纪 90 年代

时我国尚未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该战略是

2000 年左右提出来的。当时我国对走出国门的态度比

较谨慎，但从政策上、资金上给予特别支持，希望我们

出去就国际投资与合作进行有益的尝试与探索，这给了



39AFRICA  2012.02

我们强大的后盾和巨大的信心。同时，中赞国家和人民

之间长期以来的坚固友谊也为我们走进赞比亚提供了

先天条件。

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昝宝森说，结合赞比亚国情，在中赞两国政府的支持下，

合作区集中优势资源，软硬环境兼顾，通过开发建设基

础设施、生产设施、综合服务设施、落实优惠政策、完

善协调服务、大力开展招商引资等工作打造外国企业在

非洲快速成长的投资平台。

昝宝森介绍，谦比希园区首期规划面积 11.58 平方

公里，以有色金属工业为主导，延伸有色金属加工产业

链，适当发展配套产业和服务业，建设具有辐射和示范

效应的有色金属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园区。

目前，谦比希园区电力供应、土地平整、道路和

管网建设，满足企业入区所需的“三通一平”条件。中

心配套区长达 6km 的 9 条道路，以及给水、雨水排水、

污水排水、电力、通讯等相关管线已经建成。中心区内

4800 平米现代化的综合服务楼即将入驻使用，其中包

含 480 平米多功能会议厅，为区内企业提供会议、培

训场所以及 1000 平米办公场所。南非标准银行已经决

定在楼内设立分支机构。3 万平米标准厂房在陆续开发

建设中，其中 8000 平米厂房已经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

卢萨卡园区规划面积 5.7 平方公里，依托赞比亚卡

翁达国际机场的优势，重点发展商贸、物流、加工、房

地产等产业，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功能的现代空港产业

园区，在区域内主要分为物流仓储区、建筑材料产业城、

增值加工区、办公服务区、中央商务区以及高档住宅区。

卢萨卡园区目前启动项目包括中国有色集团和中国建筑

材料集团联合开发建设的新型建材产业城。

创新的力量
合作区企业要发展，陶星虎认为技术创新很重要。

谈起合作区内的有色企业创新，陶星虎说从冶炼

技术、系统改造升级无处不在创新。他举例说，谦比希

铜冶炼厂目前是赞比亚第三大冶炼厂，主攻铜矿冶炼。

谦比希铜冶炼公司的艾萨炉自 2009 年 1 月 20 日 10 时

58 分点火至 2011 年 5 月 31 日 11 时 30 分熄火，连续

运行 29 个月，创造了艾薇炉第一炉期炉寿命的世界最

高纪录。艾萨技术持有者发展经理埃利斯布鲁斯 2009

年到谦比希铜冶炼厂现场考察后曾说过，谦比希是最干

净的冶炼厂。得到艾萨发明人的承认与许可后，艾薇熔

炼系统已经被中国后续建设的冶炼厂借鉴使用。

目前，冶炼厂铜矿原料由合作区内的卢安夏、非

矿公司，以及 Lumuwala、坎萨希、chibuluma 公司

5 家公司提供，矿山尾矿则成为谦比希湿法冶炼公司的

原料，而矿山废石渣做成建筑材料，用于合作区基础设

施建设。已经形成涵盖勘探、采矿、选矿、冶炼、加工

的产业链，出口矿产终端产品。

谦比希铜矿还致力于提高铜的回收率，与东北大

学合作开展“复杂难开发铜钴资源采选治关键技术”研

究、与背景矿冶研究总院完成电炉渣 / 转炉渣浮选和渣

浸出的实验研究，建设炉渣回收冶炼流程，同时实现高

冶炼效率和高金属回收率，将铜的回收率从 96% 提高

到 98%。

国务院参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陈全训

认为，作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最早“走出去”并且开展

国际合作最成功的企业，中国有色集团的成功之处在

于，解放思想、创新思路，善于从全球视野、产业链上

下游发展寻求发展空间和市场商机，通过商业模式的创

新，将走进赞比亚的先发优势转化成为平台优势、合作

优势、发展优势，为中国有色行业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

重，成为中国有色行业开展国际合作的杰出代表，具备

了带动作用和示范效应。

五年来，经贸合作区累计完成投资 9 亿美元，其

中，基础设施投资超过 1.3 亿美元。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43.5 亿美元，累计缴纳税费超过 1.1 亿美元。目前共有

17 家入区企业，中国有色集团和合作区为赞比亚当地

创造就业岗位 12000 余个，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以有色

金属产业链为主的企业集群发展的格局。同时，企业之

间、企业与当地社区之间形成了合作共赢、和谐发展的

格局。

中国有色集团总经理罗涛说，中国有色致力打造中

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示范区、中国有色金属循环经济技术

海外示范区、中央企业与海外当地社区和谐共处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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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依托科技创新，

中国有色集团全力建设碧水蓝天下的绿色企业。”

中国有色集团总经理罗涛说，我们要求合作区的

企业成为当地节能减排和环保标杆。

2007 年 2 月份胡锦涛主席到赞比亚进行国事访

问，并出席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揭牌仪式时指

出 ：第一，一定要重视环保 ；第二，要重视跟当地人民

和谐。如今，合作区建设五年间，有色人可以自豪地说，

矿区现场，天是蓝的，水是清的，成为赞比亚安全环保、

科技进步的标杆和样板。

“在对外投资中我们特别更加注重环境保护，特别

是在非洲原始森林很多，蓝天碧水更要重视环保，投资

矿山，包括开采排放我们都是在赞比亚当地能耗最低，

污染最少，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的企业。”罗涛说。

引以为豪的是，有色集团在赞的冶炼厂从投产以

来，没有一天因为环保问题停产，比邻的其他国家投资

的冶炼厂，经常因为环保不达标，排放不达标，受到当

地政府的批评，他们问什么标准使我们能够生产，当地

官员讲达到中国企业的标准，就是标准。

有一些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卢安夏铜老冶炼厂位于卢安夏市西南 3 公里处，

早在 1999 年就已关闭。此前冶炼厂设备陈旧、效率低，

竖井提升设备超过了 30 年，加之投资者没有注意设备

更新与环境维护，使得高耸的厂房满目疮痍。卢安夏铜

接管矿山不久，便着手履行环境清洁责任。公司对选矿

厂、碎矿的簇成系统进行了改造，使得矿山的粉尘排放

量从 690 个固体颗粒每立方厘米降到 50 个每立方厘米。

卢安夏铜还对巴鲁巴矿设备进行了改造，对竖井系统进

行了改造，提高了竖井的自动化程度和运行的安全性。

类似这样的改造项目在矿山超过 70 项。

技术创新提速节能减排和环保实效。卢安夏铜下属

穆里亚希矿每年雨季到来，堆浸厂和尾矿库都要汇集大

量的含酸和铜的废水。2009 年—2010 年，公司着手对

打造碧水蓝天下绿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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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库进行增容、复垦设计及尾矿库的加高加固工程，

并采取谦比希湿法将萃取液遣返回尾矿和堆浸场进行

循环采矿，实现含酸液体的重复利用，达到节能减排的

目的。这极大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同时获得较好的经

济效益。目前，卢安夏铜已经投进去 100 多万美金对

废墟堆进行绿化，采用先进的熔炼技术，建设制氧站以

提供氧气，综合利用新的技术回收废渣、钴，并且每月

对烟气、烟尘、外排水体上游、下游、周边地下水进行监测，

并进行定期取样和送检，对照赞比亚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

和水污染物达标排放执行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出具报告。

为给库区下游居民提供了更为安全的生活环境，

中色非洲矿业公司投资 380 多万美元，完成了穆里

亚希尾矿库增容二期工程，坝体加高 4 米，新增库容

573.43 万立方米，全面满足尾矿排放的完全环保要求，

下游居民生活更安全了。

谦比希湿法冶炼公司为了早日恢复土地平整时去

除的植被，企业利用现有的土地和水资源，科学规划，

自建了 10 公顷的苗木基地，拥有 20 多个品种的绿化

用树苗。对于尾矿的外排工作，公司把采空的 8 号尾

矿库库底全部夯实后，铺上 HDPE 板，做成大的环保

尾矿库，排入环保尾矿库的液体因为有 HDPE 板的阻

隔不能进入土壤中，公司又将这部分液体经过汇集澄清

后被循环泵打回生产系统，避免了液体对环境的影响。

此外，中国有色集团主动投身非洲公益事业，提

供各种捐助超过 1000 万美元，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1.3

亿美元。在赞比亚投资建立了中赞友谊医院，为赞方

员工以及部分家属提供免费医疗，提高了当地的医疗

水平 ；作为赞比亚中华商会会长单位，经常组织中资

企业举办慈善活动，赞助赞比亚全国性体育赛事 ；向

“非洲第一夫人防治艾滋病组织”、国家抗疟疾计划、中

小学校、抗洪救灾以及妇女儿童救助会等捐赠资金和物

资 ；为当地社区和酋长部落捐建道路、围墙、公共候

车厅、自由市场等公用设施。这些行为得到了当地社

会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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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与快乐同在
在赞比亚，中国有色集团派出的员工工作时间相

对会长一些，为的就是这样能够对业务更熟悉，管理方

面也更连贯。

在赞比亚，中国有色集团连续工作 4-5 年的员工

非常多，最长的在非洲工作有长达 12 年，每年虽然都

有探亲假，但还是与家人聚少离多，更多的是靠工作之

余与家里人通过电话、电脑、网络进行沟通。

陶星虎说，他们常年战斗在非洲、需要克服生理和

心理挑战，他们错过了孩子的成长、无法享受亲情绕膝，

“最可爱的人”演绎有色精神

中国有色集团深耕非洲的十余年间，有色的员工

们演绎着一个个平凡而震撼的故事。

面对极其简陋的生产生活设施，肆虐的蚊虫叮咬，

不可预知的流行疾病，中国有色集团副总经理陶星虎在

赞比亚度过了近 10 年的光阴，最难熬时一个月内两次

疟疾，长年的奔波一度使其因静脉曲张而无法行走。

中赞友谊医院院长秦喜胜经手的赞比亚病人成千

上万，很多次手术台上下来才发现手套被割破，这在艾

滋病高发的赞比亚异常危险，但在他眼中所有的病人都

需要关爱和照顾，艾滋病也不能让他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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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甚至在双亲过世时不能陪父母走完最后一程，更

有年轻的生命永远地长眠在异国的青冢。独对清灯，两

行清泪，是多数人暗夜里孤单的剪影。我们在赞比亚的

员工是奉献最多、索取最少的人，是条件最艰苦、性格

最坚韧的人，是最可爱、最可敬的人！

然而在赞比亚，大家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中国员

工、赞比亚员工不但是一起工作、生活，还一起创造快乐、

共同成长，和谐融洽、积极奋进。一位赞方员工的夫人

要到南非去动一个生命攸关的大手术 , 但费用缺口巨大。

一条鲜活的生命 , 命悬一线 , 岌岌可危。中方员工了解

情况后，主动捐款凑足救命钱。正是对中赞之间的“兄弟情、

朋友情、伙伴情”的珍惜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

开启友谊新旅程
陶星虎说，1998 年，中国有色集团沿着坦赞铁路

这条“中非友谊之路”，再次走进非洲，踏上那片老一

辈中非人民曾并肩奋战并结下深厚友谊的土地，与非洲

兄弟们一起开启了新的发展旅程。经过十多年来的共

同奋斗，在非洲有关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下，中国

有色集团充分发挥在资金、技术、管理、人才、市场

等方面的优势，在非洲大陆上建立起了中国最大的也

是第一个集生产、贸易、服务于一体的跨国合作平台

和后勤保障基地——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目

前，中国有色集团在赞比亚、刚果拥有 10 家子企业，

成为中南部非洲具有比较大影响力的中资公司。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赞比亚的投资与

合作一片萧条，各国投资者纷纷停产、减产，甚至关

闭矿山、解散当地员工以求自保，赞比亚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受到非常大的冲击。这个时候，中国有色集团

郑重承诺，中国有色集团在赞比亚的企业“不裁减一

名员工、不减少一分投资、不减少一吨产量”，这在

当时的中非经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不仅如此，中国有色集团还进一步扩大支持赞比

亚兄弟的力度，增加投资接管了已被关闭的赞比亚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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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夏铜矿，当时这家拥有 1700 名员工的铜矿，看不到

一丝希望，国际铜价均价为每吨 3000 美元左右，而他

们生产一吨铜的成本就要 4000 多美元，难以为继生产、

生活。该矿的破产无疑对当地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卢安夏这个城市几乎完全依靠这座矿山来维持运

转。中国有色接手后，不到半年便恢复生产，使 2250

余名赞籍员工就业，惠及民众近 2 万人，让以矿为生

的城市重获新生。

2011 年赞比亚竞选期间，赞比亚员工中间出现了

一些针对中资企业的负面言论，民众情绪一度对准了赞

比亚合作区内的中资企业。谦比希铜矿一年一度的工资

谈判前夕的 2011 年 10 月，谦比希铜矿赞籍工人突然

举行罢工，要求加薪 200 万克瓦查（约合 400 美金）。

陶星虎表示，罢工事件给了中国有色集团不少启

示，除了有政治大环境因素外，当地工人的劳动文化和

理念也是其中原因之一。让当地工会和工人了解中国的

管理理念和文化理念，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其实，合作区加强本土融合工作一直都在进行。合

作区企业在赞方员工中开展了“看中国有色集团为当地

做的贡献，看给社会办的好事，看给自己家庭带来的变

化”的“三看”活动，破除赞方员工从西方企业承袭的“单

纯雇佣劳动”思想，增强他们对企业的认同感，大力推

进“本土化”。在赞比亚公司高管层中设立了外方副总

经理，双方互相尊重、合作共事。

陶星虎说，每年公司都在给工人增加工资，去年

涨幅为 12%，今年也将根据谈判结果为工人增加工资。

此外，公司给工人提供了优厚的福利待遇，包括一个工

人可带四个家属免费医疗。

中国有色集团党委书记张克利指出，中国有色集

团不仅在国内积极塑造和谐企业，在境外企业尤其注重

这一点，因为企业代表的是国家形象。

有色人都是行动派
谦比希铜党委书记余忠勤是 98 年出去的第一拨人，

走出去 14 年，在非洲一呆就是 9 年。

在海外工作的中方员工，像余忠勤这样的，都会

经历家庭长期两地分居的痛苦。现在已经 52 岁的余忠

勤离开国内时，孩子上小学 3 年级，一直都是他的妻

子在照顾，如今孩子已经读大学了。对家庭，他有很多

愧疚。忍受对家庭的愧疚，不只余忠勤一人。有色人说，

要用行动实现赞中互利共赢发展。

商务部 2006 年提出合作区由中国有色集团来操

作，余忠勤认为，首先是看中了中国有色在赞比亚投资

建设的有色产业园的成功的海外管理经验。

他说，中国有色集团从 1998 年收购收购谦比希铜

矿开始在赞比亚投资，到 2006 年将有色产业园的概念

转化成为综合型境外合作区，已经把握了在赞比亚投资

的脉络。

正是把握了脉络，中国有色集团在非洲大陆创造

了诸多“第一”：

投资建立起了集生产、贸易、服务于一体的跨国

合作平台—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这同时也是中

国在非洲设立的第一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和赞比亚第一

个多功能经济区 ；

投资开发了中国在境外投资建设的第一座也是迄

今为止最大的有色金属矿山—赞比亚谦比希铜矿 ；投资

建设了中国在境外投资最大的铜冶炼项目—赞比亚谦

比希铜冶炼厂 ；此外还投资建设了一批重大项目，为赞

比亚等国家的有色金属工业打下了基础。

在普通民众和赞比亚民众眼中，中国有色集团是

既解决他们实际困难，又能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福祉的

企业，赞比亚家庭一般人口比较多，每一名在合作区企

业就业的人员就可以养活至少 10 位家人，在他们眼中

的中国有色集团人是行动派，用踏踏实实的行动感染、

激励当地人争取自己的幸福。

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总经理昝宝森表示，赞

比亚合作区发展的 5 年，是有色集团在赞比亚快速发

展的 5 年，也是有色在赞打造中赞两国商贸往来的投

资平台的 5 年。这个平台上，合作区有色集团各家企

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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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权力：

通过“灵附体”显现的霸权和抵抗

篇章设计 ：本刊执行主编  周雷

研究提供 ：杰内特·麦金托什（Janet Mcintosh）

                  布朗戴斯大学教授（Brandeis University）

本期海外研究院将在人文地理所记载的灵附体 1 基础上

进行分析，理解非洲大陆普遍的灵附体现象背后的社会原

因是什么？它揭示了非洲是怎样一个社会？考虑灵附体和

祖先灵的广泛存在，中国人在非洲进行旅游、投资、文化

活动时候，必须对此加以重视。不要将非洲的一些地方信

仰等同于国内媒体知识中经常出现的肤浅阐释——封建迷

信，而是要认识非洲的本土信仰背后的深层认知，特别是

1请看本期XX页以及上期XX页

这些信仰在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发生了哪些变化？

同时进一步思考，即使非洲“插上电”，国民进入互联

网和虚拟时代，他们的传统信仰又会发生哪些新变化？

还是那种根深蒂固的祖先灵崇拜和灵附体，只是换了一

种形式，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也同样显现？

在非洲，传统知识和信仰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例

如 2010 年，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显示，仅在刚果（金）

一个地方就有大约 2 万名儿童，被当地人认定为“巫蛊儿

童”（非洲当地语言称之为 kindoki，也就是危害家庭的人），

受到邪灵的控制，许多儿童最终被杀死。从医学和心理学

角度来看，这些孩子很多是孤儿、白化病儿和残疾儿童。

Africa Analytica 非洲海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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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们通过人类学家深度调查的南部非洲案

例，理解了灵附体背后的非洲社会积习、根深蒂固的仇

恨和阶层差异，以及个体和群体在灵附体过程中所表现

出来的隐藏抵抗。

有一位人类学家曾经详细记载过肯尼亚灵强迫

人们转换信仰的现象，他就是戴维·帕金（David 

Parkin）。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帕金就第一次涉足这

一地区的研究，80 年代又重新回到该领域。帕金最早

是在研究居住于 Kaloleni 地区（在马林迪西南处大概

40 公里处）的吉莱玛社会的再分配和资本文化之间差

异的时候开始注意到该现象。

传统的吉莱玛社会在经济上采用平等主义，主要

通过仪式性和非正式的分配实现。但是 20 世纪中期在

年轻的 Kaloleni 人之间日益发展起来的棕榈酒业打破

了这种社群主义的平衡，因此在老一代 Kaloleni 人和

年轻一代 Kaloleni 人之间制造了紧张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被穆斯林之灵附身的年轻

男性企业家只有信仰伊斯兰教才能摆脱病魇。他们的这

种行为被帕金称为“治疗性的”，因为只有遵守伊斯兰

教的各种禁忌才能重新恢复健康。有些人为了转换信

仰，将自己从非穆斯林亲属关系中割裂开来，不与他们

吃饭，有时候还搬离他们的村庄，住到城镇附近的地方

去。

帕金对这种现象的解读是从实用主义和经济学角

度入手的 ：新穆斯林企业家将自己和以前的亲属和族群

分隔开来。这样的话，他们就能“避免”没完没了地接

济这些人，也不用继续与他们“相近相熟”。信仰转换

还能帮助他们避免对手寻仇。

所以，就像现在这样，经济层面上的改变可以衍

生出社会层面平衡的打破，从而制造紧张的社会状态。

因为要遵守伊斯兰饮食上的禁忌，新近转换成伊斯兰教

徒的穆斯林不能跟还没转换的人一起吃饭，这样的话，

这些企业家们就可以减少“被自己妒忌的邻居或者亲戚

下毒伤害的可能性”。

同时，被灵强迫的转换可使他们免受因转换信仰

而受到的来自族群的指责。这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便

利，因为“在他们的社会里面，转换成为穆斯林一直都

被看作是一种离经叛道”。除了向我们介绍了由灵引起

的信仰转换背后的种种复杂社会因素，帕金的分析还显

示出一个工具主义者对于该现象的解读，他把这一现象

称为 Kaloleni 地区的“过去 15 年的经济变化映像”。

马林迪的另一种附体经验：内在的服从和秩序重整

在马林迪，强迫性被灵附身而进行宗教信仰转换

的现象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帕金观察到的有些不同。

很多因为受到灵附身的强迫而转换宗教信仰的人

是灵媒。而他们的工作职责是要与高等的穆斯林之灵建

立良好的关系，从而建立自己的威望，所以他们信仰的

转换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这和帕金观察到

的接受转换的企业家们不同。大多数被穆斯林之灵附身

的人几乎没有什么需要去保护的财富，即使有也很少。

即使他们转换信仰，马林迪人也不会把自己从其他吉莱

玛人之中分离出来，所以他们也没有必要因为担心嫉妒

或者想报复的朋友亲人而转换信仰。

此外，这里的转换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并没有

明显特征表明男性占多数。事实上，在马林迪，女性占

据了转换者的大多数，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女性更

弱小，更容易被灵附身。麦金托什还发现，在受灵逼迫

而转换信仰的社会现象中，并没有明显的转换者年代差

异。转换者平均地分布在老一代和年轻一代人群中。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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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研究曾提到，吉莱玛人认为伊斯兰教无论经济上还

是宗教上，都是更加高等的。对于那些最终臣服于穆斯

林之灵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安慰自己说，自己并不是一

个随随便便甘愿臣服于压迫者的人。

许多屈从于穆斯林之灵的人都表示自己并不愿意

将自己与其他吉莱玛人隔离开来。许多被穆斯林之灵附

身的人根本不愿意转换信仰，他们当然也不愿意大张旗

鼓地将自己是一个转换者（或者

潜在转换者）作为身份辨识的

标签。对于灵的反馈通常也是

三心二意、充满怨气的。那些

非灵媒的普通人并不能从与穆

斯林之灵合作之中获得认知上

的优越感，所以他们能获得的

可见好处并不明显。

灵魂附体背后的种族对抗
和霸权表达

被来自其他族群的灵附身，

包括力量非常强大的灵，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并不是罕见现象。

Boddy 和 Stoller 两位学者就曾

经在自己的著作中记载了与吉

莱玛案例在结构上非常相近的

现象。他们认为灵附身其实是一

种低级反抗高级的潜在形式。

在 Boddy 和 Stoller 描述的语境下，灵附身通常

模仿当地的一种舆论形态，模仿这个区域不同主宰者对

当地社会的控制和训诫。

Boddy 曾经记录过在北苏丹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

性被 Zar 灵附身的现象（想像一下，非洲人可能如何看

待 Zara 这样一个服装品牌）。Zar 灵的宗教仪式有时候包

括很多外来的灵，比如吉普赛灵，埃塞俄比亚妓女以及

西方的医生、律师、以及军官等。这些灵一旦附上女性

身体，她们就会向男人流露险恶用心，或者说男人的坏话。

她们可能会诅咒男人，乱拍打一番，跳有暗示之意的舞蹈，

或者做其他一些日常生活中女性不适合做的不雅行为。

Zar 灵给了女性们一个表达对自己社会地位和日常

生活不满的机会，尤其是在那个女性完全屈服于男性的

社会。但是 Zar 不仅仅是发泄和表达的途径。Boddy

将这种附身称之为“文本”。这些文本充满了意义，让

旁观者和利益关联者有空间产生自己的联想和解读。

Zar 灵附身是对日常真实生活的扭曲反映，通过这种方

式，被附身的人可以审视自己生活的世界。无言的 Zar

灵附身于是能够让女性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获得一点

轻松的表演乐趣，同时也可以重新

评估自己的人生。

借灵还魂：通过附体的戏谑和批判

Stoller 关于附身的记载记录了

Hauka 灵附上西非桑海人的现象。

在这场 Hauka 灵开的“恐怖玩笑”

中，被附身的男人和女人都会模仿

军队里高级军官或者其他殖民者形

象的着装和神情，以非常怪异和颠

覆性的风格，吓唬小孩子，却引得

众人哄堂大笑。

这种 Hauka 滑稽戏的内容包括

夸张地行敬礼仪式或者其他颇具讽刺

意味的、针对殖民主义的夸张表演。

这些表演还会带有语言争论对白，被

附身的人和观众之间互动。Stoller

认为，这种灵附身对“殖民者的本质

给予了强烈而大胆的批判”。的确，Hauka 灵附身是在桑

海军队在 19-20 世纪之交抗击外来殖民的失败之后开始

形成，形式也很像大势已去的旧法兰西王国曾经流行的

闹剧表演或者滑稽戏。Stoller 认为，这些表演性的评论

独特的诠释能力帮助社会现有居民能够在他们羞辱的记

忆中找到想象出来的、重新获得的力量感。

Boddy 和 Stoller 两位学者的诠释都是将灵附身看作

是一种媒介，可以使被附身之人与观者能够达到相互理

解，反对的声音也可以通过这个媒介发出。他们描述的

附身现象体现了当地人的一种独特认知方式，里面隐藏

了社会批判。

举例来说，若想批判，不能只是行为，更要用言语

表达出批判意义。所以，Hauka 灵附身中的夸张表演因

Africa Analytica 非洲海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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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不只是反映出对殖民地时期的行为，被附身的人将这

些旧时行为定格、重置，并将它们作为模仿嘲笑的对象。

Zar 灵附身同样也是对社会事实的夸张和怪异表现。

虽然它们都是扭曲的，但是他们都在批判过程中隐晦地

表达了自己的意图。此外，在 Hauka 和 Zar 的案例中，

灵附身在一种充满仪式感的过程中展开，借助这个环境，

灵附体的参与者和旁观者可以借新的情境来表达自己的

想法和批判，使自己观点的表述颇为戏剧化和舞台化，像

是带着一种面具。

然而，受灵逼迫的信仰转换在本质上并不是表演性。

它表面上是平常性的，进行的时间也较长，很大程度上是

一个人在私人空间，突然行为转变。这些举动有些时候太

唐突，让人看起来难受，有时候是连续数月个人举止怪异，

最终不得不去灵媒处获得解答和治疗，同时这些被灵附

体的人要决定 ：要么臣服于灵，要么拒绝它们的要求。

在这种附身表现中，并没有特别清晰的观众群体，没

有公共仪式来彰显附身的重要性，附身本身也没有明显的

颠覆性信息。很多受灵逼迫转换信仰的症状只是模仿穆斯

林的习惯（斋戒、拒绝某些食物、周五不工作、套上一件

kofia），而不是用某种嘲笑或者批判的形式去改变这些习

惯。

吉莱玛：灵附体彰显了当地人的孤立无助

吉莱玛案例中被附身的人几乎享受不到附身带来

的好处，这一点有点奇怪。在其他文化中，也常见一些

灵通过让人生病展现自己力量而人们会在第一次被附

身之后不断抗拒、怨恨的案例。但是在许多这样的案例

中，被附身之后初级阶段的痛苦可以通过仪式过程转换

形式，这个过程中灵会被驱走，或者被附之人接受了灵

的要求，与灵建立起契约性关系，从而治愈自己的痛苦，

恢复健康。

事实上，在许多人类学的研究中，附身都被认为

是最终能够让被欺压的被附之人获益的过程，能够帮助

他们成功，表达自己的意愿或者面临的挫折，或者更好

地了解自己和自己身处的世界。

但是在现今的吉莱玛案例中，不仅附身过程给人

们的生活带来诸多明显的不便与羞辱，而且他们对于灵

的批判和反抗还可能会被认为是对灵要求的拒绝，从而

会加深他们所受的痛苦或者他们被灵控制的状态。在这

种情况下，被附之人并不能获得友好的安慰或者找到宣

泄挫折的渠道。整个被附身的过程丝毫不能给被附之人

带来明显的社会与心理上的益处。

吉莱玛之灵让被附之人在肉体上经历了一场对于

穆斯林霸权的深度对抗，他们通过身体和肉身来认识自

己的处境和周遭的世界。Masquelier 认为附身有助于

“在产生意义和理解层面上，让身体行为说出比言语更

重要的信息”，也就是说，吉莱玛的附身现象其实反射

的是这个族群在社会宗教状况被孤立和围困的现实。

穆斯林之灵打击惩罚任何一种对更高权威的不认

可和漠视，具体来说，就是不被高等的斯瓦希里人和阿

拉伯穆斯林所认可的一切。在一个穆斯林主宰的人类社

会里生存，就像是一个被控制的玩偶，灵会附上你身。如

果有人像一些吉莱玛人一样强烈反抗，灵用身体反应惩罚你，

同时也是对你低等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背景的双重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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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附体的过程中，那些看不见的伊斯兰教信使让

吉莱玛人一吃野鼠、一喝棕榈酒就呕吐，它们在本质上

制造伊斯兰教和子虚乌有的不洁的吉莱玛传统之间的互

不相容。问题是有些吉莱玛人自己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事

实——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以及在现实生活中对彼此

地位不平等的体会，双方的地位鸿沟因此进一步加大，

于是斯瓦希里和阿拉伯人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霸权。

获得与遗忘：灵附体者的独白仪式更深的含义

有些转换信仰的吉莱玛人会强调，即使自己信仰

变了，但是还会对吉莱玛保持忠诚。但是同时也在谈论

自己转换经历时所展现出的穆斯林式的傲慢和狭隘。就

像一个女性会如此描述自己的感受 ：

“我是被迫转变我的信仰的，因为那些事（疾病）。

但是事实上，我并不真的喜欢那个宗教——如果你真的

要从思想上接受它（伊斯兰教），你就要完全忘掉所有

的 Giriama 人，还要去鄙视他们。这样不好。”还有一

个女性应和她说 ：“我不想因为转换到伊斯兰教而忘掉

我故乡的人。”

一些年长的治疗师则说自己并未受到穆斯林之灵

折磨，因为他们看到伊斯兰教已经被穆斯林群体的行

为在道德上玷污了。

我不想跟那个宗教产生一丝一毫的联系。我周五

工作，但是我没有看到自己的工作受到任何疾病的影

响。我在斋月也正常吃喝，穆斯林不吃的东西我都吃。

那些转换成穆斯林的人已经养成了穆斯林习惯——我

不 想 那 样。 我 不 能 忘 掉

在奴隶时代阿拉伯人是

怎么对待我们 Giriama

人的。

有 一 位 女 性 灵 媒 提

到自己转换了信仰也不

一定能保证为穆斯林世

界所接受。

我对于成为一个穆斯林没有任何兴趣。我不想改

变自己的名字我也不会祈祷——事实上，我不喜欢穆

斯林，他们总是看不起 Giriama 人还轻蔑地叫我们

尼佧（Nyika，一种对吉莱玛人的蔑称）。我加入穆

斯林仅仅是为了工作方便，但事实上我热爱自己的低

等灵，Giriama 灵，他们很好，他们也比那些高等阿

拉伯之灵更灵验。

在吉莱玛人的世界观里，穆斯林占有绝对优势，

但是在吉莱玛的意识形态框架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

优势地位就一定保证他们在道德上是“好的”。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被灵附身的人都

接纳了他们自有的文化习惯与穆斯林之间存在固有

冲突的事实，从一方转换到另一方可能会引起身体

上的不适。但是同一个因为反抗而忍受肉体折磨的

人依然还能够在意识层面表达抗拒，让作为穆斯林

对立面的吉莱玛意识形态能够发出声音。

在意识深处，他们的身体却屈服于臭名昭著的

霸权，而通过灵附体这个“中介”，他们本人也可

能会挑战这种霸权。灵附体者只是为了让身体能够

适应于更加高等和强大的集团，而不是通过附体彻

底改变自己的受压迫地位，或是得到一些精神意义

上的支持。

简单地说，就是当自己被霸权控制，且无法暂时

改变的时候，给吉莱玛的生存空间挖一个孔，渗透更多

空气，然后在这些空气中创造一个更加自由的自己。

Africa Analytica 非洲海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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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炼油厂项目
非洲地区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冈比亚等国家进

口精炼燃油产品呈现规模小、成本高、耗时耗力的现状。

随着这些非洲国家“白油”（液化石油气、汽油、煤油、

喷气燃油和柴油）的需求量持续加大，偏低的储存量就

可以使得这些“白油”显著影响市场。

塞拉利昂矿业、农业和制造业等行业的大型企业

多位于偏远地区，国家电网不能满足他们建设中的电力

需求。为此，利用柴油发电成了这些公司的自行开销，

这会间接地降低公司的利润。因此，建立一个石油炼油

厂不仅可以节省成本，而且可以推动整个市场。

SINO-NIMO 石油有限公司，已经在塞拉利昂正

式注册，正在寻求中国合伙人共同完成石油炼油厂项目。

该项目分为两个时间段，第一阶段为 2012 年 1 月

-2014 年 12 月，第二阶段为 2015 年 1 月以后。终极目

标是发展塞拉利昂的石油存储能力，以养活塞拉利昂、

利比里亚、冈比亚、几内亚和几内亚比绍这五个市场。

三份项目邀约企业共建塞拉利昂
文 / 本刊记者 米雪

塞拉利昂是非洲西海岸的一个小国，东北与几内亚接壤，东南与利比里亚
交界，国土面积约7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年增长率为2.6%。
2011年年底，塞拉利昂政府通过了石油炼制、渔业和旅游业三份项目
的计划书，希望相关企业寻求感兴趣的中国伙伴，共同建设塞拉利昂。

第
一
阶
段

时间：2012年1月-2014年12月

目标：在塞拉利昂建成一个每天炼油30000桶产量的现货市
场，生产重油、车用柴油、煤油、航空汽轮机煤油（喷气A1
燃料）、汽油和液化石油气；
修建一艘沿海供应油轮，负责运送成品至其他四个国家；
在塞拉利昂创建沥青厂，用于扩建区域公路以及改善现有
的道路网络；
在塞拉利昂提高储油罐容量，使得其他四国减少运输大型
桶装石油的花费，并进一步减少这五国石油产品的价格；
增加液化石油气储罐和散装油罐车的使用，减少对木材和
煤炭的依赖，以保护环境。

项目成本：包 含资本支出计划，炼油厂4.5亿美元，液化石
油气储罐、散装油罐车和液压缸2000万美元，沿海油轮和
燃油驳船2500万美元，在五国的储油罐，以及土地购买和租
赁费共1亿美元。

时间：2015年1月以后

目标：在保证市场安全、散装运输至零售加油站之后，开发
并扩大现有的市场。

项目风险：可能出现的中度风险包括由于出口收入波动而引
起的宏观经济不稳定、股东基金设立失败等；可能出现的低
度风险包括整体安全环境下降、中国投资者以及塞拉利昂政
府的微弱回应。

第
二
阶
段

SINO-NIMO 石油有限公司

SIKA 渔业公司

塞拉利昂阳光假日度假村

资料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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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旅游业发展项目
塞拉利昂海滨地区风光秀丽，有 50 公里长、未被

污染的原始银色沙滩、滨图玛尼山脉和铁吉山脉、本

布纳瀑布和科诺钻石产区等著名旅游风景区。由于内

战，塞拉利昂的旅游业一直呈现低迷状态。随着内战

结束，2002 年以来，塞拉利昂旅游业逐渐苏醒，到访

游客数量以及宾馆入住率回升。

但是，塞拉利昂酒店和基础设施的缺乏，也在制

约其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势头。为了满足大量游客的需

求，塞拉利昂迫切需要建设国际标准的酒店、度假村

和会议中心，以提高其竞争优势。

塞拉利昂政府 2009 年起草国家投资政策，并实施

了几项战略政策，曾试图发展国家旅游产业 ：5 年内

免征企业所得税，仅限于原始资本支出的 150% ；对新

建、扩建或改造现有旅游相关设施（建材、机械及设备）

免征税款 ；最多可以对 6 个外国员工免征工资税 3 年，

前提是员工必须掌握本国没有的技能 ；开发塞拉利昂奴

隶制度展览；在网站进行寻找非裔美国人活动，促进“寻

根旅游”项目 ；在国内和国际积极推广关于塞拉利昂旅

游发展潜力的市场意识。

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塞拉利昂政府的大力支持，明

显有利于外国投资方。

塞拉利昂阳光假日度假村，希望在塞拉利昂首都

弗里敦和省级城镇，特别是在对游客有吸引力的海滩区

域，建设连锁酒店、度假村、娱乐休闲中心等。成本估

计为 1.62 亿美元，其中包括建筑和土建工程、厂房及

设备的采购、豪华船只和公共汽车的购置等。预计将建

设包含 600 间客房、陆地和海上交通基础设施，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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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分类 海产品 总产量（吨） 单位成本（美元） 每年总成本（美元）

出口市场 1

2

3

虾

普通鱼类

熏鱼

537

475

100

  
15,000

8,000

12,000

 8,055,000

3,800,000

1,200,000

本地市场 1 混合类 900 5,000  4,500,000

沿海工业捕鱼项目 
渔业是塞拉利昂沿海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 11%，处于维持生计的水平。塞拉利

昂主要渔产品为虾、龙虾、墨鱼和金枪鱼等，产量在

317000 和 574000 吨之间，可持续产量为 100000 至

150000 吨。冻虾构成海产品创汇最高。

塞拉利昂小规模捕鱼活动，主要由沿海和近海地区

的渔船进行。这种小规模的传统捕鱼，雇佣了约 30000

员工，为当地提供了超过 70% 的食用鱼。但由于技术水

平制约，不仅单位产量较低 ；捕鱼种类也仅限于小型中

上层鱼类，例如沙丁鱼等，底栖物种的数量则非常有限。

总体来说，手工捕鱼成本较高，基础设施的缺乏和

金融约束导致产业成绩不佳。而工业渔业主要由外商独

资的船只进行。

为了达到理想的鱼产量，以减少鱼类进口，塞拉利

昂政府希望私营公司开发其渔业产业，投入资金和现代

捕鱼技术。政府会提供一些捐助及外国合作伙伴的支持。

SIKA 渔业公司计划发展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

（Freetown）默里镇（Murray Town）的渔业产业，

并寻求外国合伙人及资金 4250 万美元，以扩大外海和

远洋商业捕鱼。希望通过增加新的拖网渔船、建造冷库、

购买新的制冰设备、建立鱼类仓库等方案，增加国内以

及国际市场的鱼类供应。

预计项目开始一年以后，项目收益就会超过 1700

万美元。有关专家分析，尽管经营亏损会在第一年和第

二年达到 3133 万美元和 796.7 万美元，不过该项目可行度

还是相当高的。在随后的几年中，税前净利润保守估计将

达 1525.6 万美元，甚至极有可能超过 2344.1 万美元。

进全国各地及离岛的旅游路线。

塞拉利昂将于 2012 年进行大选，旅游业项目可能

面临外部风险，比如社会秩序混乱引发的暴乱。数据表

明，只要民主进程继续处于稳固状态，这种可能性的发

生微乎其微。项目土建工程建设完成之后，为了避免社

会秩序崩溃引起的不良后果，旅游项目将于 2014 年开

始正式运营。

沿海工业捕鱼预计海产品销售量和收入：

Economy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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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1 日，周二，晚上 12 点 20 分，一条巨龙跃

入约翰内斯堡的暮色天际向东驶去。15 小时后，北京

时间 2012 年 2 月 1 日晚 8 点 50 分，中国与南非间直

航的首航班机 SA288 满载着各界政商要员及媒体降落

在北京首都机场。

为了庆祝中南直航，这架空客 A340-600 机身上

特意喷绘了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龙。这不仅应景的

庆祝了中国的龙年，也标志着南非与中国日益增长的情

谊。

直航开通后，中国商人抵达约翰内斯堡后，还可

以进行多重选择，搭乘南非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南部非

洲 10 多个城市，如安哥拉、赞比亚、津巴布韦。甚至

可以转抵南美两大城市——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和

巴西圣保罗。 

北京线路是南非航空夺得亚洲和南美市场的南—

南客流的战略之一。从巴西圣保罗到中国北京，南非航

空已将五大金砖国家中的三国联系在一起，实现美洲、

非洲和亚洲的无缝对接。

南非航空首席执行官西扎·姆兹米拉表示，如果

北京至约翰内斯堡航线火爆，南非航空可能将该航线航

班增加至每天一班。新航线不仅为北京和约翰内斯堡的

游客提供舒适的旅行体验，也为往返于非洲各个地区的

商务和访问旅客提供便利。

此外，南非航空正与星空联盟就开通南非至上海航

线展开商谈，希望通过代码共享的形式服务于上海。姆

兹米拉曾说过，亚洲是全球航空业增长最快的市场，开

拓亚洲市场是南非航空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非与中国的关系，在南非总统祖玛执政期间得到

了快速的发展。而随着约翰内斯堡与北京龙年的直航，

将大大增加两国间的经贸交流往来，也必会让双方的关

系更为紧密。

2011 年 8 月，中国与南非建立了一个全面的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并就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水资源利用、

住房、医疗保健以及教育等方面达成了协议。

就最近发布的统计数据看，中国与南非的 2011 年

双边贸易进出口总值高达 45 亿美元，较 2010 年同比

增长 77%。而此条直航航线的开通，将更好地促进中

国与南非间的商业交流，大大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增长

和旅游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和吸引投资。

同时，南非航空的直航也将增加南非企业探寻中

国市场的机遇，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投资。而

这也与南非的行业政策及发展策略相一致。同时，南非

将更着重于对当地的投入、建立合资企业，以创造就业、

推动制造业以及从矿业和其他自然资源中获益。

南非财政部长普拉温·戈登曾表示，中国正向价

值链上端转移，释放出大量就业机会，非洲可以在价格

上击败越南等国家取得那些工作。直航航线的开通，将

有利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经济发展、地区间交流和

内部发展，这促使非洲大陆面临巨大机遇。

此外，引入注目的是，南非已成为非洲接待中国游

客最多的国家之一。从 2002 年开始，南非成为中国公

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据南非旅游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0 年到访南非的中国游客的数量是 68309 人，与

2009 年同期数据相比增长了 62.3%。2011 年 1 至 9 月，

中国游客来南非游览人数，同比上升了 18.1%。截止到

2011 年 12 月，中国游客的数量再次增长了 25.6%。

中南贸易
龙腾

文 / 米勒·马托拉

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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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苏劲松

中国光伏企业转战非洲“避冬”

2011 年对中国光伏生产商来说，是“过冬”的年份。前有各类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导致的成本压力，

以及“十一五”狂飙突进后的结构性饱和，后有美欧的“双反”夹击。

对此，部分领头羊企业加大了拓展外部市场的脚步。

这是中国光伏企业应对行业“冬天”的权宜之计，还是针对新能源未来世界格局的战略性未雨绸缪？

Economy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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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企业抢滩非洲
1 月 18 日，龙年春节倒数第四天，国内最大的光

伏支架生产商及光伏电站承建商——保威新能源官方

宣布，将在南非投资光伏电站支架的生产线和设立电站

工程施工安装队。这是南非首次整体引进海外太阳能支

架供应商。按照该国政府的计划，保威公司将在该国中

部地区建立 6 个太阳能支架生产基地和 1 个培训中心。

南非好望角北部的半荒漠地区，日照资源十分丰

富，拥有大片未开垦土地，这使得南非成为非洲大陆发

展太阳能的“理想国”。据保威公司 CEO 吴克耀介绍，

这一地区将成为南非太阳能电站的中心，保威将在今年

年中之前实现这一计划，届时太阳能支架年产能将超过

500MW，同时为当地提供 4000 个工作机会。

在这之前，作为光伏电站的主要零件供应商，保

威也为美国、印度、马来西亚的多个 MW 级工程提供

支架系统，今年还将为欧洲和北美供应 100MW 的支

架系统。“登陆南非是公司的重要战略，将成为公司拓

展非洲市场的桥头堡。”保威营运总监陈志文说。

这其实可以看作国内光伏企业转战非洲的收官之

作。据统计，整个农历 2011 年，共有 40 多家光伏生

产商先后踏进非洲大陆，寻求新的机会。在此之前，南

非世界杯上一炮打响的河北英利新能源公司，已经在南

非启动了两座 10MW（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2011 年 8 月，相关部委正式启动了 40 个太阳能

援助项目。去年 6 月和 8 月，“援助非洲国家小型清洁

能源项目”两个考察组先后前往非洲，考察了埃及、苏

丹、毛里塔尼亚等多个国家。这是 2009 年 11 月，温

家宝总理在埃及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

时的承诺的兑现。

考察组带头人、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太阳能光伏

分会负责人孙广彬介绍，很多前期工作早在 2010 年就

已启动了，如制定太阳能援助产品细则、筛选产品援助

套餐、明确供货商等，初期已经提供了 9 个项目套餐，

包括道路亮化、小型离网系统、太阳能应急设备等，“每

个援助项目金额都是 1000 万元到 2000 万元，总金额

达 6 亿”。

国内光伏行业“入冬”
经过了“十一五”期间的狂飙突进，国内光伏行

业正迎来艰难的调整期。“接下来的两年，将是光伏企

业难熬的冬天。这将是一个逐渐去库存化的过程。”中

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业内专家认为，经过雨后春笋般的成长后，光伏

企业近年来已进入平稳发展期。中西部一些电力需求并

不是太大的地方，电力已经甚至趋于饱和。加上电力本

身对原料、技术的要求很高，也推高了其运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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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去年下半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美欧

市场连连给中国光伏企业制造“双反”（反倾销、反补

贴）麻烦。包括英利、尚德、阿特斯在内的 14 家光伏

企业目前都已表示，接到了来自美国商务部的初步调查

问卷，预计 3 月份会有初步结果。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介绍，国内

已有三成光伏组件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

中国光伏领域的另一龙头企业尚德电力去年底的

财报显示，第三季度其净亏损达 1.164 亿美元，为同期

亏损额最大的光伏企业。而一同在美上市的另外 7 家

光伏企业中，最后一季财报也均显示亏损，如晶澳太阳

能同比下滑 31.6%，韩华新能源同比下滑 34.4%。

与此同时，除房地产外，光伏产业也是最近这段时

期“高利贷风波”的受害者，分析人士认为，光伏企业

“钱荒”占当地资金断裂企业总数的比例达 80%，不少

企业已开始裁员。

面对“内忧外患”，部分光伏企业开始转战外部市

场。种种因素将非洲推上前台，使其成为光伏行业的一

支“潜力股”。

“走在那些非洲城市之中，我能很明显地感受到他

们对充足电力的渴求。”这是孙广彬考察归来的最大感

触。在去年 5 月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能源部长会议

上专家指出，目前非洲平均只有三成人口能用上电，仅

占世界人均电力消费总量的 6%，而发电量更是只占世

界发电总量的 3%。

考察组发现，很多非洲国家日照充足，太阳能比

火电、水电更适合非洲。而且，非洲多数国家疆域小、

人口少且居住分散，离网型发电系统更适合他们的实际

需要。

“东南亚、中东、非洲地区的太阳能光伏市场成长

速度将会非常快。”他认为，目前欧美乃至中国的光伏

市场正趋于饱和，而拥有十几亿人口的非洲将是“必争

之地”。

权衡非洲市场收益
前中国驻莫桑比克大使田广凤表示，非洲国家很

欢迎中国的光伏项目。对国内企业而言，这是一个转嫁

内需压力、走出国门的好途径。

英利公司将通过在南非的试点，在整个非洲拓展离

网型电力系统。这些项目不仅没有影响到第三方利益，

还帮助这些国家解决能源短缺的难题。

不过，“援助非洲国家小型清洁能源项目”考察组

也发现，虽然非洲光伏产业处于初级阶段，有很大的拓

展空间，但短期效益却不一定乐观。

一方面，大多数中部非洲国家的经济水平还很低，

很多地方的民众连普通的电都没有用上，离消费太阳能

电还有很大的距离 ；另一方面，光伏对当地人来说还是

个新鲜事物，技术上也有距离。

对此，保威必须制定一套有别于国内的战略规划，

在建立支架生产线之前，同步建立培训中心，从一线生

产技术人员到后期操作使用，对当地人进行手把手的培

训。这将是一笔不小的成本。

在英利国际业务部项目经理韩铁生看来，目前转

向非洲市场还远远不能弥补其在国内和欧洲市场上的

损失，“非洲的市场目前还只是一些小型的离网型电站

系统，不像欧洲的很多大型工程项目，我们可以提供大

量的大型组件。”

事实上，非洲和欧洲的光伏完全是两种模式。韩

铁生介绍，非洲的电力、电网建设都还比较落后，不仅

很多地方没有通电，即使通电的地方，上网电价也没有

政府补贴，因此用电需求没有激活。“政策上没有优势，

是电企打开市场一大困扰。个别国家如南非、阿尔及利

亚有一定补贴，但也只是援助性，目前还没有企业自发

地区建电站。”

“所以，短期内要在非洲市场实现理想中的盈利，

不太可能，国内的光伏企业还需要调整战略，放长线，

需要先从建立小型的离网型发电系统开始，逐步普及用

太阳能的意识。但非洲基础能源匮乏，且经济发展前景

看好，因而长期看发展光伏还是很有潜力的。”韩铁生

说，他已经将这里作为自己未来建功立业的市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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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谋求青年人红利
文 / 本刊记者 徐正虹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许多非洲青年选择自主创业，他们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

开创一条成功之路，创业热已成为一种时尚。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发布《2011 年非洲青年人

报告》指出，青年人是非洲复兴的关键，也是非洲社会

转型和发展的中坚力量。通过投资青年人教育、促进就

业、提升医疗水平和鼓励有效的社会参与，非洲将收获

丰厚的青年人红利。

现状 ：青年就业已成社会顽疾
《2011 年非洲青年人报告》指出，35% 的非洲人

口是 15-35 岁的青年人。这正是为未来打拼、成家立

业的年纪，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年轻人的失业率

为 11%。在北非，这一数字接近 24%。

在 2011 年 6 月初为解决非洲青年人就业而召开的

非洲开发银行年度会议上，专家指出 , 加纳全国失业率

为 8.7%，青年人失业率高达 31.7%。塞拉利昂青年人

失业率高达 52.5%。南非商业工会于近期发表声明指出，

南非 29 岁以下的青年人就业率仅为 27%，34 岁以下

的失业率为 44%。按狭义标准计算，南非黑人青年人

失业率为 39%，若按广义计算则高达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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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许多北非国家的青年掀起声势浩大的争

取权利和自由的运动，要求政府满足改善生活等合法诉

求。因此，向青年人赋权不仅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以及

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管理至关重要，而且能

够使可持续的政治进步得到更多的关注。

谈及非洲青年高失业率的原因，非洲能力建设基金

执行秘书埃德温·福勒姆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一，许多

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仍低于 5%，而每年就业市场新增

青年就业人口高达 1000 万 ；其二，高等教育机构毕业

生既不具备产业部门所需要的技能，也没有从心理上为

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 ；其三，非洲国家青年人就业

政策不完善，没有为青年人提供充分的就业、创业环境。 

    毋庸置疑，非洲青年人的失业问题已成为困扰非

洲经济腾飞的一大难题。即使已经就业的青年人中，

70%-80% 都集中在工资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仅

有 10% 左右在非农业部门就业。与此同时，不少非洲

国家教育普及率不高。非洲地区仍有 50% 以上的青年

人是文盲。虽然现在入学率在上升，但提升教学质量仍

面临严峻挑战。

以东非为例，由于自身面临的难题无法得到社会

的重视，青年人的政治冲动越来越强烈。在肯尼亚、乌

干达等国家，一些令人担忧的苗头已经显现。在索马里

等动荡地区，成群结队的青年人被逼上了极度危险的偷

渡之路，他们的目的地包括阿拉伯半岛和欧洲。而且，

还有一些青年人成了极端组织、海盗发展的对象。

挑战 ：人才亟待培养
经济基础差、青年人口多，是非洲国家面临的巨大

社会问题。但不少非洲专家认为，但对一个国家的经济

腾飞来说，青年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宝库，

要让它成为非洲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2011 年 5 月 25 日 , 在“加快青年赋权和可持续

发展”的非洲日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强调，非洲是

世界上“最年轻”的大陆，其 70% 人口的年龄在 30 岁

以下 ；青年人无疑是非洲最大的有待挖掘的宝贵资源。 

    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在 2012 年 1 月份举行的非盟

首脑会议期间表示，非洲国家应更多考虑青年教育和培

养，采取具有实际效果的措施加快青年能力培养。北非

部分国家发生政治动荡，在一定程度上和青年群体被

边缘化、青年人诉求得不到合理解决有关。他呼吁非

洲领导人在青年一代教育、就业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米吉罗则表示 ：“如果我们想要

在未来带给非洲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增强青

年人的能力。必须将青年人的发展放在国家优先发展的

位置上，让他们收获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

非洲联盟劳动和社会事务理事会在第八次常务会

议报告中指出，非洲联盟在促进就业、消除贫困和增加

青年就业方面提出了目标。在就业方面强调，就业政策

应该重视增加农村地区增加就业 ；非正规部门不仅在促

进经济增长，而且在创造就业方面，特别是在吸收青年

和妇女就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共享未来前景”研讨会上，东非国家代表一致认

为，急需制定体现青年人需求的发展计划。东非共同

体前秘书长姆瓦帕秋说，未来掌握在青年人手中，政府

必须释放这个群体的能量，并作为今后发展的关键一环。

对此，埃德温·福勒姆认为，15 岁以下人口占非洲总人

口的三成以上，非洲现在是，将来也是全球青年人最多

的大陆，而“青年人是未来数十年非洲发展的最好财富”。

进取 ：年轻人崇尚“自主创业”

与过去相比，更多非洲青年人涌向大城市，他们

梦想着能够进入信息与通信技术或金融行业。同时，仍

有许多非洲青年人生活在乡村，靠小农经济糊口，甚至

是靠天吃饭。而无论是在城市或农村，他们缺乏的同样

是资金、技术和经验。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许多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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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选择自主创业，他们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创一条

成功之路，创业热已成为一种时尚。

2011 年 6 月底，美国盖洛普公司在对 27 个非洲

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后表示，非洲青年人中渴望创业的

人数比例最多。15-24 岁的青年人中，两成表示准备

在未来的一年中开始创业，这一比例在 25-35 岁年龄

段更高，而且女性的创业雄心丝毫不亚于男性。尤其是

在撒哈拉以南国家，青年人对在商海中有所建树表现出

异乎寻常的热度。

盖洛普的这一调查结果证明非洲青年人对于自身

未来的积极态度，特别是其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关

系。对于本国、本地区的商业环境，非洲青年人的信任

度普遍上升，91% 的加纳青年人表示希望通过个人创

业获取财富。

但对于如何获得资金，非洲青年人表示要看国家

的政策。调查还发现，尽管为数众多的非洲青年人勾画

未来的创业蓝图，对创业前景充满乐观，尤其认为发达

的网络将助其一臂之力，但是真正做好案头工作或者尝

试申请贷款的人却不多。

非洲能力建设基金秘书长弗兰尼说，非洲国家

应当从现在就认识到为青年人增强能力、创造就业

的努力在今后将发挥关键性作用。为了挖掘青年人

的潜力，应当鼓励他们进入工厂或创业。非洲国家

需要的是构建个体培训的平台，营造适宜的政策环

境，鼓励青年人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参与对话与合作。 

    据悉，非洲不少国家的商业银行已经计划增加对中小企

业的贷款。肯尼亚政府于 2009 年前设立了“青年人发展

基金”，旨在鼓励年轻人自主创业。可见，如何给年轻人创

造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使他们能大显身手，关键还是在

于非洲国家能否有好政策，为青年人创业助一臂之力。

 

   南非国家青年人发展机构负责人柯林斯·沙巴纳说，

尽管目前已经有很多针对非洲青年的教育和就业项

目，但还是要进一步挖掘他们在非洲减贫和可持续发

展中的巨大潜力。政府和社会重视和投入程度还需加

强 , 以推动整个社会包括私有部门和青年人自身来一

起迎接这个挑战。

为了给青年人创造施展才华的舞台，非洲国家纷纷

出台措施促进青年人就业。南非政府将每年的 6 月定

为“青年月”，旨在推动青年人发展和就业，同时政府

将 2011 年作为“创造就业年”。南非财政部安排 90 亿

兰特（1 兰特约合 0.97 元人民币）作为就业基金，力

争在未来三年为青年人创造 15 万个就业机会。

2011 年 6 月中旬，毛里塔尼亚青年人就业促进局

与非洲能力建设基金等机构合作，举办了有关企业与青

年人创业和就业的专题班，吸引了北非、东非和西非的

企业、青年协会代表和国际组织的参与，其主要成果

是达成“努瓦克肖特宣言”，形成多项促进青年人创业、

培训方面的共识。

非洲联盟劳动和社会事务理事会在第八次常务会

议，建议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和劳动市场管理 ；非盟委员

会与次区域组织共同努力，协调劳工和社会保障的法律

框架，为非洲大陆内部劳动力流动提供便利，朝着非洲

大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方向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杨立华认

为，非洲长期存在的专业人才外流，甚至非法移民、贩

卖人口问题，基本的根源在于本地就业机会的不足。发

展经济、创造就业，是解决人口外流的治本之道。此外，

注重加强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投入，提高人力资源的质

量，可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

教育培训应与社会需要相适应。如改革非洲教育

课程设置轻理工、轻专业技术的历史遗产，使教育专业

机构与工业发展适应。同时，政府应该鼓励企业的劳工

技术培训，要求企业承担技术培训的任务。

随着非洲经济社会的发展，加之当前欧美国家经

济不景气，非洲国家的发展前景有可能吸引人才回流，

比如南非需要 90 多万专业技术人员，而失业率仍然在

25%，外流的南非白人当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有些开始回

归南非，其他非洲国家也会出现此类情况。

给力 ：为梦想搭建舞台



AFRICA  2012.02      62

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出国就更难

了。无论是到海外投资、经营、旅游还是留学，首先考

虑的是人身安全问题。刚刚发生的苏丹和埃及的人质绑

架事件震惊中外，把海外人身安全问题再一次推到风口

浪尖。人们不得不担心，还有人敢到海外去工作吗？到

海外投资如何保障自身的人身安全？笔者认为，应从如

下四个方面入手。

加强自身安全防范意识和措施
提高自身安全防范的意识，采取必要而又恰当的

防范和救济措施，是一切安全防范方法之首。因为无

论有多么好的防范制度和防范机构，都是外因，只有

被保护的当事人竭尽全力地主观努力，才能达到实际

效果。

自身的安全防范，应始于准备出国之时。在出国前，

就要了解安全防范的知识和信息。尤其要对拟前往国的

有关安全的基本情况、法律知识、风土人情、中国驻外

使馆的情况等掌握清楚，并携带相关资料，以备不时之需。

如何保障海外人身安全
———海外人身损害风险的防范与救助

    文 / 洪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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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外交部网站和中国领事服务网，都刊载

了出国的注意事项及其所在国基本信息。可登录这些

网站，并查阅或向去过该国的相关人员请教，尽可能

收集拟往国的风土人情、气候情况、治安状况、艾滋病、

流行病疫情、法律法规等信息，并且要把这些信息和

中国各驻外使、领馆的联系方式资料打印成册，随身

携带。不要把这些信息或资料拷贝存在电脑上了事，

一则因为电脑本身的可能损坏和不便携带，二则担心

到时可能无电而无法开机。如果你前往国家与我国还

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则可记下该国周边国家的我国使、

领馆的地址与电话，到时可打这些国家的电话求助。 

出国前要将自己的手机开通国际长途业务，以便在

途中和到达目的国之后，随时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

并把自己的出行计划日程告知家人。

到达目的国后先到中国驻当地使、领馆进行公民登

记，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等信息以及在护照上所详细写明的

家人或朋友的地址、电话号码告知中国使领馆，以便出

现紧急情况时，使、领馆能及时与您本人和家人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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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五条规定 ：领事职

务包括“于国际法许可之限度内，在接受国内保护派遣

国及其国民——个人与法人——之利益”、“帮助及协助派

遣国国民——个人与法人”等。也就是说，中国公民在

其他国家境内的行为主要受国际法及所在国当地法律的

约束。一旦中国公民（包括触犯当地法律的中国籍公民）

在当地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国驻外使、领馆

有责任在国际法及当地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施领事保护。 

中国领事保护措施近年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有

260 多个驻外使领馆，负责领事保护的实施。如果你的

手机开通了国际长途业务，一旦到达一个国家，就会收

到中国驻该国使领馆的短信，将该国使领馆的电话告知

你，你务必保存好该短信，并写下来，一旦需要，可立

即与就近的中国驻该国使、领馆取得联系，获得保护。

中国人出国遇到麻烦，不善于利用领事保护手段，

总喜欢用金钱开路，试图通过送钱的方式“私了”，殊

不知这样做，如果对方是政府官员，则构成行贿，自己

涉嫌犯罪 ；如果对方是犯罪嫌疑人，则正中对方下怀，

被其抓住命门，成为犯罪分子的“人肉提款机”。

学人

经常留意当地报纸、电视等媒体信息，了解当地政

治、经济、社会形势，熟记当地火、警、急救等应急电话。

尤其是注意各国的这种应急电话与国内是不同的。例如

坦桑尼亚的匪警电话是 111，火警电话是 112。而南非

的匪警电话是 10111，火警电话是 331 － 2222。

充分利用领事保护 
所谓领事保护是指中国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在

所在国受到侵害时，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依法向驻在国

有关当局反映有关要求，敦促对方依法公正、妥善处理，

从而维护海外中国人的合法权益。 

领事保护的内容是海外中国公民、法人在海外的合

法权益。合法权益主要包括 ：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合

法居留权、合法就业权，法定社会福利、人道主义待遇等，

以及当事人与我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持正常联系的权利。 

领事保护的方式主要是依法依规，向驻在国反映

有关要求，敦促公平、公正、妥善地处理。所依据的法规，

主要包括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有关国际公约、双边条约

或协定以及中国和驻在国的有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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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国外经验，拓展救助渠道
国人在外国的安全问题，是世界范围的问题，西方

国家早就遇到，只不过近几年中国的案例越来越多。据

国外一家机构统计，近几年，遭遇海外安全事故前三名

最多的中国、法国和德国。

国外的一些经验行之有效，值得我国借鉴。例如，

针对索马里海域频繁发生海盗劫持船只与人质的事件，

我国借鉴美、法、英、日、韩等国家经验，派出军舰“保

驾护航”，取得很好的效果。还有许多其他的经验可以借鉴。

美国在外交保护上很重视，美国常常通过一些卸

任总统、国务卿介入海外保护的工作，解救被扣的美国

公民。例如 2009 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问朝鲜，就

从朝鲜带回两名被朝鲜拘押的美国人。美国利用退役军

人和警察等，组建私人保安公司，从事解救人质的事务。

如 1997 年成立的黑水公司，就是美国著名的保安公司，

最初由美国海军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的几名退役军

人组建，现发展为全球最大的保安公司。

德国对于被劫持与绑架的外国游客，有时通过私下

付赎金的方式，让对方释放人质。例如，2003 年，有

32 名欧洲游客在阿尔及利亚南部撒哈拉沙漠探险时被

绑架。德国经过阿尔及利亚官方与绑匪的数日谈判后，

向绑匪支付了巨额赎金 , 被劫持人质终于回到国内。

以色列则不惜动用军力，出动战斗吉普车、轻型装

甲车、装甲运兵车、直升机等战斗装备进行解救。例如

1984 年，以色列著名的“摩西行动”，动用空军，把在

埃塞俄比亚的近万名遭内战和饥饿打击的“黑色犹太

人”偷偷空运回以色列。

运用国际公约，打击劫持人质事件
劫持人质是国际犯罪行为，遭到许多国际公约的强

烈反对，如《联合国宪章》规定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及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宗旨及原则，《世界人

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关于各

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

言》等所规定了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神圣不可

侵犯。1979 年，达成了专门的《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我国于 1992 年加入了该公约。

该公约规定，劫持人质是引起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

罪行，对任何犯劫持人质罪行者必须予以起诉或引渡，

需要各国之间发展国际合作，制订和采取有效措施，以

防止作为国际恐怖主义的表现的一切劫持人质行为，并

对犯有此项罪行者予以起诉和惩罚。

公约明确界定了劫持人质罪的概念，即任何人如

劫持或扣押并以杀死、伤害或继续扣押另一个人（以下

称“人质”）为威胁，以强迫第三方，即某个国家、某

个国际政府间组织、某个自然人或法人或某一群人，做

或不做某种行为，作为释放人质的明示或暗示条件，即

构成劫持人质罪。任何人图谋劫持人质，或与实行或图

谋劫持人质者同谋而参与其事，也同样构成此罪。每个

缔约国应当对这种罪行予以惩罚。

各缔约国应加强合作，防止此类罪行，特别是：A. 采

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措施，以防止为在其领土内外进行此

等犯罪行为而在其领土内所作的准备，包括禁止鼓励、

煽动、筹划或参与劫持人质行为的个人、团体和组织在

其领土内从事非法活动的措施 ；B. 交换情报并协同采

取行政和其他适当措施，以防止此类罪行的发生。

任何缔约国，如嫌疑犯在其领土内，当判明情况

有此需要时，应按照该国法律，在进行刑事诉讼或引渡

程序所需要的时间内扣留该人或采取其他措施，以保证

其留在该国境内。该缔约国应立即进行初步调查，以查

明事实。

进行初步调查的国家，应尽快将调查结果通知相

关国家或组织，并说明它是否有意行使管辖权，对嫌疑

犯提起公诉。如果决定自己不提起公诉，则需将犯罪嫌

疑人引渡给有管辖权的国家。

公约还要求，凡在适用于缔约国间的所有引渡条

约和办法中与本公约不相容的各项规定，在各缔约国必

须进行修改。各缔约国承诺在以后彼此间缔结的所有引

渡条约中将此种罪行列为可以引渡的罪行。提出引渡的

国家，对于已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应当进行审判。

对于其他国家就劫持人质的被告提起刑事诉讼的，

各缔约国应互相给予最大限度的协助，包括提供它们掌

握的为诉讼程序所需的一切证据。

我国在加入公约时，对该公约第 16 条第 1 款提

出了保留。该款规定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缔约国之间

关于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方面的任何争端，如不能谈判

解决，经缔约国一方要求，应交付仲裁。如果自要求仲

裁之日起六个月内，当事各方不能就仲裁的组织达成协

议，任何一方需依照《国际法院规约》提出请求，将

争端提交国际法院审理。也就是说，只有这一条款对

我国不适用，其他条款，我国必须遵守，其他缔约国

也应遵守。（作者系湘潭大学非洲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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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各国谁最财大气粗
文 / 本刊记者 杨琳 政府预算是国家财政的核心。2012 年已经开始，

非洲大多数国家 2012 年的政府预算已于 2011 年下半

年开始陆续公布，通过这些数字虽然不能达到对非洲各国

的财政情况窥一斑而见全貌的效果，但也可以有所了解。

从表格中不难看出，所列国家的财政收入都低于

财政支出。但赤字如何补齐，各国方式不同，借助国外

援助、发行债券等。为什么国家财政收入不足，依然还

需高额的财政支出？预算的钱究竟都花到哪里去了？

这些钱是否能为经济增长起到作用，将来是否可以逐年

减少赤字？都是经济人士关注的问题。

作为非洲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塞舌尔，是表格

上 唯 一 没 有 赤 字 的 非 洲 国 家。2011 年， 在 全 球 经

济整体放缓、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国际粮食和油价

持续上升的不利外部环境下，塞舌尔积极进行经济

改 革、 逐 步 完 善 经 济 结 构， 全 年 经 济 整 体 运 行 良

好。塞舌尔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旅游业、建筑

业、通讯业、金融业和本地生产制造业是塞今年经

济 增 长 的 五 大 主 要 行 业， 基 本 实 现 了 预 定 经 济 目

标。专家预测 ：塞舌尔 2012 年经济走势依旧良好。 

     2012 年，塞舌尔经济发展有利和不利因素并存，

总体经济发展前景依然十分乐观。主要有利因素为 :

赴塞旅游人数将继续上升、外商直接投资将保持增长

国家 年度 收入 支出 赤字 备注

布隆迪 2012 10964亿布法郎 12117亿布法郎 1153亿布法郎
为增加财政收入，2012年布隆迪税务局将增加税收并大力打击偷税
漏税行为。

莫桑比克 2012 955亿梅蒂卡尔 1625亿梅蒂卡尔 670亿梅蒂卡尔

赤字将由捐款和贷款填补。其中，外国贷款和无偿援助仅占39.6%，
较2011年、2010年分别降低5个和11.8个百分点，这表明莫桑比克
正逐步降低对外国援助的依赖程度。

赞比亚 2012 19.98万亿克瓦查 27.70万亿克瓦查

喀麦隆 2012 28000亿非郎 28000亿非郎 4990亿非郎 自有收入23010亿非郎，国债和援款4990亿非郎。

科特迪瓦 2012 31600亿西郎
其中6000亿西郎将用于投资，占整个预算的20%。根据总统瓦塔拉
的计划，2012年估价的投资主要将在卫生，道路建设，电力，通讯
设备等方面。

刚果（布） 2012 36455.75亿非郎
作为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刚果（布）国外贷款收入2012年预计将达
4640亿非郎。

吉布提 2012 930亿吉布提法郎
财政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直接和间接税收的调整，二是国
外援助有所增长。 

莱索托 10038.3百万马洛蒂 12717.9百万马洛蒂 2712.3百万马洛蒂

乌干达 2011/12 6.3万亿先令 10.3万亿先令
发展伙伴援助资金为2.9万亿先令（10.4亿美元），占预算资金来源
的29%；另有1.1万亿先令（约3.9亿美元）预算尚无资金来源。

埃及 3500亿埃镑 5140亿埃镑 1640亿埃镑

肯尼亚 91.9亿美元 113.3亿美元 21.5亿美元
基础设施建设为最大支出项目，占总支出比达19.2%，同比增长
28%，主要投向公路、能源和运输

博茨瓦纳 2011/12 341亿普拉 410.3亿普拉 69.3亿普拉 这是继2009/2010、2010/2011财年后博连续第三年财政赤字。

塞舌尔 2012 50亿卢比 48亿卢比

说明 ：表格中数据来自商务部网站及其相关链接。

非洲多国 2012 年度政府预算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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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经济

势头、海底光纤的接通将为经济多元化提供可能。主

要不利因素为 ：欧债危机有进一步恶化趋势、打击海

盗造成企业经营成本上升。

2012 年塞舍尔财政贸易部预计其主要经济指标如

下 ：经济增速将达到 4%，名义 GDP 总额将突破 10 亿

美元。通胀水平将达到 3.5%。外汇储备略有增加，将

达到 2.83 亿美元，相当于 2.6 个月的总进口额。基本

盈余将增加到 6.42 亿卢比。经常项目逆差进一步降低，

将占当年 GDP 的 20% 债务利息总额 3.81 亿卢比。

总统来说，塞舌尔 2012 年的预算还是很乐观的，

而作为非洲大国的埃及则不容乐观。 

2011 年 6 月 1 日，埃及通过了有史以来最大年度

财政预算案。根据该预算案，2011-2012 年埃及财政

总收入为 3500 亿埃镑，总支出为 5140 亿埃镑，赤字

1640 亿埃镑，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10.75%。

埃及财政部长拉达旺在阐述预算案报告时指出，政

府将就资产收入和富裕人群所得税进行调整，以增加财

政收入。调整后的资产收入税率为 10%，富裕人群所

得税率将提高 5%。 

民生领域，埃及居民社保退休金在财政支出中所占

比重最大，约为 2070 亿埃镑，较上年增加 1060 亿埃镑，

约占财政总支出的 40%。拉达旺表示，政府已设定最

低工资限额为每月 700 埃镑，并计划在 5 年内将这一

标准提高到 1200 埃镑，此举将使政府多支出 75 亿埃镑。

此外，政府还将计划投入 100 亿埃镑建设保障性住房，

并继续补贴基本食品和燃料进行以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水

平。2011-2012 年商品补贴开支约为 224 亿埃镑，约占财

政总支出的 4.4%。然而，考虑到埃及尚未完全稳定的政局，

这些举措能否顺利实施达到预期目标，需要拭目以待。

无独有偶，为保障民生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非 洲 旅 游 大 国 肯 尼 亚 在 2011 年 6 月 9 日 公 布 了 肯

历史上首个支出超过 1 万亿肯先令的预算方案——

2011/2012 财年财政预算方案。 方案中基础设施建

设占总支出达 19.2%，同比增长 28%，为最大支出

项目，主要投向公路、能源和运输。为实现预算目标，

肯尼亚计划采取一系列税收改革措施，包括调整进口

税和消费税，修改金融和税收有关法律，出台《增值

税法草案》等。对于未来经济走势，该预算方案持乐

观态度，认为能克服不利因素影响，实现 2011 年经济

增长 5.3%，2012 年增长 6.1%。目前，肯尼亚国内稳定，

为实现这一目标奠定了一定基础。

对于增加财政支出所带来赤字以及债务，各国采取

的措施也有所不同，为增加财政收入，2012 年布隆迪税

务局将增加税收并大力打击偷税漏税行为。赞比亚政府

规定，至少 50% 的预算用于社会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

赞比亚政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在扩大对社会、经济、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同时，不忽视政府的还债能力。因

此，优惠贷款将是政府的首选。为满足大型基础设施建

设的资金需要，对于具有较高经济和社会回报的项目，

政府会考虑使用非优惠性质贷款。

赞比亚经济长期依赖于铜矿业，但多数赞比亚人

未能从中受益。为此，近年来赞比亚政府力求实现经济

多元化，加大努力促进农业、旅游业和制造业的增长。

为提高私营部门生产率，现任政府在 2011 年上台

50 天内降低了信贷成本。政府将加快商业许可和制度

改革，降低营商成本，加大对职业和技术教育的投入，

提高劳动力技能水平，满足企业需求。赞比亚银行也将

继续为企业提供可承受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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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南部非洲“粮仓”
——专访津巴布韦驻华大使弗雷德里克·沙瓦

文 / 本刊记者 米雪

友好外交 ：紧密联手，共同发展
中国同津巴布韦于 1980 年 4 月 18 日津巴布韦独

立日当天建交。“中国是最早与津巴布韦建交的几个国

家之一，其实在正式建交之前双方就有了交往。建交以

来，双方对许多国际问题的态度和看法基本一致，并保

持紧密友好的外交关系。”沙瓦说道。    

津巴布韦是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人口 1330 万，

黑人占总人口的 99%。津巴布韦自然资源丰富，煤蕴

藏量约 270 亿吨，铁蕴藏量约 2.5 亿吨，铬和石棉的储

量均很大。工农业基础较好，正常年景粮食自给有余，

主要生产玉米、烟草、棉花、花卉、甘蔗和茶叶等，享

有南部非洲“粮仓”的美誉。

中国现如今已成为援助津巴布韦的主要国家之一。

在过去的十年里，津巴布韦经历了严重的经济挑战。

2000 年 -2002 年，津巴布韦政府实施“快速土改计划”，

征收白人土地，用于安置无地或少地的黑人农民，导致

社会矛盾激化，经济下滑，陷入政经危机，朝野尖锐对

立。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实施不宣布的经济制裁，对津

巴布韦高官实行禁止入境等一系列“精确制裁”，支持

反对党，要求穆加贝总统下台。作为津巴布韦的友好国，

中国选择与津巴布韦站在同一边，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

对津巴布韦进行经济制裁的决议。

经贸往来 ：加强农业、矿业、基础        
             设施和制造业合作

“中国同津巴布韦的经贸合作互惠互利，使津巴布

韦人民受益匪浅。中津两国政府间签有经济技术合作、

贸易、投资保护等协定，设有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两

国建交以来，中国援助津巴布韦建设了哈拉雷国家体育

场，以及医院、学校、水坝、水井、服装厂等。”沙瓦

高度评价中津两国近年来在经贸合作方面取得的新成

就。

2010 年，双边贸易额达 5.6 亿美元，同比增长

89.1%。2011 年 1-7 月， 中 津 贸 易 额 达 5.9 亿 美 元，

中国主要从津巴布韦进口烟草、棉花和铬铁等产品，出

口机电、纺织品。

自 2008 年底至今，为帮助津巴布韦人民防治霍乱

疫情和应对当前困难，中国政府先后向津巴布韦提供了

550 万美元现汇援助、500 万美元粮食援助和 3000 万

元人民币无偿援助。2011 年，中国提供了 9000 万元

人民币粮食援助，帮助津巴布韦应对粮食危机。

津巴布韦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可以说农业是

津巴布韦经济发展的引擎，占津巴布韦 GDP 的 17.2%，

其中烟草是出口到中国最多的作物，还有棉花，小麦，

糖，咖啡和茶等。沙瓦认为，中津两国应该加强农业合

作 ：“农业是中国投资者应该关注的一大领域。津巴布

韦有广袤的大地，但缺乏足够的科学种植经验。我们希

望在未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到津巴布韦传授科学技术，

让我们学习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家如何喂饱 13 亿人口。”

矿产资源也是 GDP 的主要增长点，津巴布韦拥有很

长的采矿历史，蕴藏大量的矿产资源，主要有黄金、铂、

钻石、铬、镍、铁、花岗岩等。不同的矿场都具备了良

好的基础设施及强大的技术支持，为投资者提供了巨大

津巴布韦特色的石雕、中国韵味的太
师椅铺着洁白的布单，这样的搭配，似乎在
告诉来访的客人，房间主人对这两个国家有
着同样特殊的情感。

“我爱我的祖国津巴布韦，也爱中
国，因为这里是我呆了五年的家。”2月13

日，津巴布韦驻华大使弗雷德里克·沙瓦

用这样一番话作为开场白，带领《非洲》杂
志记者走进南部非洲“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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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机。

“在原始开采、基础设施、制造业及技术开发方面

都存在着很多投资机会。”沙瓦认为，津巴布韦是不断

加强地区性及全球性投资与贸易合作的国家之一。例

如，公路修建对于津巴布韦就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一条

宽阔平坦的公路，贸易合作就意味着零可能性。只有路

修好了，邻国和外国的投资以及进出口才能顺顺当当地

进入津巴布韦。

“目前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两国政治上的友

好联系与交流转化为蓬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

双方都有着很大的优势 ：津巴布韦自然资源丰富，加之

中国财政实力雄厚并拥有双赢的条件。”沙瓦对中津未

来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充满信心。

旅游业 ：景观斑斓，绝对安全
津巴布韦位于非洲东南部的一个高原上，是一个

内陆国家，处于赞比西河与粼波波河之间，东邻莫桑比

克，南接南非，西和西北与博茨瓦纳、赞比亚接壤。津

巴布韦在班图语中意为“石头城”，境内已发现 200 多

处“石头城”遗址，是非洲古老文明的象征。

就如同它的国旗一样，津巴布韦的自然景观是个

性鲜明、五彩斑斓的。也正是这样的斑斓景观，吸引着

世界各地的游人接踵而至。“津巴布韦的奇特景观数不

胜数，这里有着最原始的景色和最淳朴的民风，这一切

都是津巴布韦越来越受游客关注的重要原因。”沙瓦说。

津巴布韦的旅游业享有盛名，尤其是它的维多利

亚大瀑布，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谈及津巴布韦最令

人印象深刻的旅游资源，沙瓦首先介绍的并不是津巴布

韦的自然风光，而是热情好客的津巴布韦人民，“津巴

布韦人民是我们提供给世界的最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

因为津巴布韦人民最热情好客。在津巴布韦，人们不分

种族，不分宗教信仰，和谐共处，将温暖和柔情带给游

客，津巴布韦人民的人文情怀已经成为了津巴布韦斑斓

景观中最绚烂的一笔。”沙瓦说道。

就中国游客最关心的旅游安全问题，沙瓦表示，“不

管是到津巴布韦旅游还是投资，都是很安全的。尽管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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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全球旅游行业面对诸多挑战，包括旅游成本增加的

影响，不过，作为非洲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津巴布

韦的旅游业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增长，这归功于津巴布韦

健全的保护设施和良好的社会治安。”

自 2004 年 11 月起，津巴布韦航空公司开通首都

哈拉雷至北京的直航，现每周一班。“津巴布韦旅游业

在中国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和津巴布韦之间的友

谊，我欢迎更多的中国朋友来津巴布韦游历这片神奇斑

斓的土地。预计到 2015 年左右，将会有 1 亿游客领略

过津巴布韦的热情和美丽。”沙瓦说道。

文化教育 ：中文是“未来的语言”
津巴布韦长期以来十分重视教育，近年来又不断

加大对非常规教育的投资，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津

巴布韦人口识字率达到了 92％，名列非洲国家榜首。

为了确保每位公民都能受教育，津政府在过去几

年中一方面不断加强对常规的中小学教育投入，另一方

面积极发展远程教育等非常规教育事业。

“尽管津巴布韦面临严重经济困难，但在教育项目

和计划方面的实施依然能够得到优先保证。”沙瓦说，

“在津巴布韦，至少有两所小学已经开始教授中文。中

文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伟大的语言’、‘未来的语言’。”

中国一贯重视与津巴布韦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同

津巴布韦签有文化协定和高等教育合作协定等。在中非

合作论坛的框架下，2007 年 3 月，津巴布韦大学孔子

学院正式开课。首批 57 名汉语学生已顺利结业，其中

20 名学生赴华交流。不仅如此，2011 年，中国向津巴

布韦提供 16 份硕士奖学金并为津巴布韦培训了 200 多

名政府官员和专业人士，来华留学生总数超过百名。

“我的儿子正就读于清华大学，他的普通话讲得特

别好，是我的中文老师。今年，中国为我们提供了 8 份

奖学金，来华留学人数直线上升，我真心希望这座美丽

的“语言桥”可以更加紧密地连结两国文化。”沙瓦意

味深长地说道。

货币体系 ：人民币将成为主要货币
数年前，津巴布韦经历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按

2008 年 7 月的官方统计，通胀率高达 231,000,000%。

后来，津巴布韦启动多种货币系统，其中包括美元、南

非兰特和博茨瓦纳货币普拉，当地货币使用不断萎缩。

受益于多种货币制度的实行，津巴布韦经济从 2009 年

开始实现了平稳快速增长。 

沙瓦表示，当前美元正快速失去世界储备货币地

位，欧元区国家遭受债务危机重创，而中国的人民币持

续稳固，很可能像美元一样成为 21 世纪世界的储备货

币。

为了进一步应对经济危机对金融业造成的严重影

响，津巴布韦政府日前正在考虑重组货币体系。津巴布

韦中央银行对人民币的潜力抱有很高的期望，认为中国

是“金砖国家”中经济增长最好的，其强大的购买力将

使津巴布韦受益。“因此，津巴布韦希望采用人民币作

为其多元货币体系中的主要货币，以降低全球经济危机

对津巴布韦造成的损失。”沙瓦说。

出任大使 ：使命使然，情感倾注
沙瓦就任津巴布韦驻华大使已经 5 年了，偌大的

北京城在他眼里看来，用 3 个简简单单的词语就可以

表达出这些年的体会——“好吃、好玩、好看”。

“中国有三十几个省级行政单位，我已经去过

二十七八个了。”沙瓦得意地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中国饮食世界闻名，沙瓦喜欢中国食物，甚至仔细研究

过八大菜系。他对于中国的地大物博感触颇深 ：“中国

很大，每个省市都有不同的气候变化、各自的生活习惯，

甚至方言都相差迥异。在中国当大使，我有幸游历了很

多地区，从黑龙江到海南，从昆明到大连，也参与了不

少重大事件，比如 2008 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

2010 年上海世博会。这些经历让我对中国环境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也学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对我

的职业生涯无疑帮助很大。”

沙瓦在学生时代就对政治非常感兴趣，曾经在津巴

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 爱国阵线（津民盟）工作多年，并

且在 1977-1980 年作为首席代表，多次出访西欧。80

年代起，他曾就任津巴布韦人力资源规划和发展部部

长、政治事务部部长、津民盟行政主任等职位。“也许

津巴布韦殖民地的历史激起了我致力于政治领域的决

心，虽然这是我第一次被任命为大使，但是这些年的政

治经验，再加上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友好，我与中国的连

结不再局限于‘大使’和‘出访国’这样简单的字眼儿，

而是一种由内向外蔓延的情怀，是使命使然，更是情感

倾注。”沙瓦由衷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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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assador in Focus 大使访谈

AFRICA MAGAZIN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Zimbabw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on April 18, 1980. Would you 
please briefly review the major milestones of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Mr. SHAVA: Zimbabwe and China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on 18 April 1980 and since then, 
relations between two countries have been excellent 
and growing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Actually, 
China was among the first countries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independent Zimbabwe. 

Since then, both countries have consulted each 
other on international issues of mutual concern and 
have supported each other in times of need especially 
on issues of human righ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last decade, when Zimbabwe has been 
facing a lot of economic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economic sanctions imposed on Zimbabwe by 
Western nations, the two friendly countries have 
forged ahead with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jects to 
their mutual benefit. At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UNSC), China together with Russia, vetoed 
a Western sponsored Resolution that was intended to 
impose sanctions on Zimbabwe under Chapter 7 of 
the UN Charter.

The two countries level of communication is 
highly commendable. Zimbabwe and China have 
maintained high level contacts at both party and 
government level characterized by exchange of high 
level visits.

Interview of H.E. Mr.Frederick M. M. Shava,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of Zimbabwe
In the afternoon of February 13, Mr. H. E. Frederick M. M. Shava,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of Embassy of Zimbabwe, has 
been interviewed by Africa Magazine.

AFRICA MAGAZINE: What is your comment 
about the exist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Zimbabwe? In what fields or industry 
do you think the two sides should go further in 
cooperation, and how?

沙瓦大使在采访结束时写道 ：

我想感谢《非洲》杂志社的采访，它的确增进了中国和

津巴布韦之间了解。

我希望《非洲》杂志社通过每次艰辛努力所换来的成功

能促进中非友好关系。

让我们继续一如既往地增进中非人民之间的友好，以及

中国和津巴布韦人民之间的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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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SHAVA: The two countries have, over the 
last past 32 years, taken strides in enhancing and 
broadening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Trade 
and Investment activi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picked up substantially from 2009, following a period 
of a subdued performance. 
Since then, bilate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has been 
growing steadily. Zimbabwe has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In that respect, mining and agriculture 
cont inue to hold the greats t potent ia l in the 
Zimbabwe-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of exploration, mining and value addition of 
mineral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Opportunities also exist in the tourism, manufacturing 
and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sectors.

AFRICA MAGAZINE: What sectors of industry 
in Zimbabwe mean more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investors? What are your 
suggestions to them?

Mr. SHAVA: To promote competition and openness 
in the country’s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government 
invites investment offers from all interested parties on 
the same terms and arrangements. However, different 
projects are looked at on a case by case basis. 
We are looking for investment in the areas of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griculture, energy, 
mining and manufacturing. The Embassy is ready to 
provide any details to all potential investors.

AFRICA MAGAZINE: Like China, Zimbabwe is 
a country enriched with cultural heritage. What 
is your view about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Mr. SHAVA: I do believe that cultural exchange is 
a powerful means which can bridge the gap between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and draw their hearts 
closer, and in this case it will help consolidate and 
facilitat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people. Cultural understanding promotes mutual trust 
in politics, economic win-win cooperation and is a 

driving force to lasting China-Zimbabwe relations. 
The exchanges enhance tourism which subsequently 
contributes to the countries’ GDP and overall 
development. China presents immense opportunities 
for us as the largest tourism source market which has 
the potential to generate 100 million tourists by 2015.
Due to mutual understanding, recently China and 
Zimbabwe’s bilater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have grown rapidly; cooperation in other fields 
has yielded good results; and consult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ve been 
intensified. 

AFRICA MAGAZINE: In recent years, inflation 
has been a major problem in Zimbabwe. How did 
Zimbabwe confront with this problem, and what 
is your suggestion to China and the world? 

Mr. SHAVA: In Februa ry 2009 , Z imbabwe 
introduced a multi-currency system which provides 
more predictability to the investors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situation where Zimbabwe dollar lost its 
value. To China and the world, we also offer very 
competitive incentives, attractive taxation rates, 
sound infrastructure and the warm hospitality of 
our people. There is also a low crime rate, therefore 
invest in Zimbabwe and you will not regret.

AFRICA MAGAZINE: Would you l ike to 
introduc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how much great 
progress had been made during the past years?

Mr. SHAVA: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s largely encompass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where 
China offers scholarships to Zimbabwean students. 
As a result, Zimbabwe has many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in various fields and Zimbabwe was among the 
first African countries to have a Confucius Institute.
    This year we got 8 offers of scholarship from China. 
Within the FOCAC programme, we bring many 
Zimbabwean students for short cours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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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灵观念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很多地方的文化——包括全世

界很多其他文化中，神灵常常与人类社会和历史保持着

一种复杂关系，它有时成为复杂社会通过宗教行为和空

间的拟态和投射。举例来说，一个社群建立起一个能

够反映和重建其族群联系历史和社会等级的神灵系统

绝非罕见现象。虽然神灵并不仅仅是社会现实的模糊反

映，但是在非洲肯尼亚的吉莱玛族群的生活中，神灵和

社会密不可分。

1961 和 1991 年前后，学者诺贝尔（Noble）以及 

帕金（Parkin）都曾在非洲进行人类学研究，他们主要

的工作范围就是肯尼亚海岸地区。两位学者在著作中描

述了多种吉莱玛文化中的“灵”，包括与吉莱玛族群有

交集的族群文化中的灵，其中有动物之灵，以及一些不

太容易划分类别的灵，比如 KatsumbaKazi（一种吉莱

玛族群的女性之灵，职责是教育辅导入门级的灵媒）以

及 ZikiriMaiti（意思是“行走的尸体”）。

Noble 和 Parkin 两位学者都关注阿拉伯和穆斯林之

灵 ： Noble 坚持认为，吉莱玛人将穆斯林之灵看作是“恶

魔”或者是“恶魔的代言人”，而 Parkin 则认为，穆斯林

之灵在当地人眼中是非常“强大而且可能带来危害的”。

如今，在马林迪（Malindi）城镇，麦金托什发现

本期的非洲人文地理将继续讲述非洲肯尼亚吉

莱玛人（Giriama）的一种特殊宗教现象——灵魂附

体，除了上期介绍的非洲种族差异和宗教隔膜，这

种灵魂附体进一步体现了一种霸权显现和道德抵抗。

本文标题出现的肯尼亚灵魂附体是个双关语：它既

指是一种宗教仪式和灵媒活动，也是指一个被灵魂

附体的非洲大陆。这将再次印证：要理解非洲，读

懂这里的历史和宗教是多么重要。

许多当地人都还知道 Noble 和 Parkin 曾经列出的那些

灵，而这些灵成为反映马林迪地区人口多元化特点的媒

介。这些灵，比如 Kamba, Somali，以及一些穆斯林

之灵，似乎在当今地区生活中占有非常显著的地位。

令 人 吃 惊 的 是， 很 多 人 将 能 够 附 上 人 身 的 灵

划分为两种“上等灵”类，他们称这两种灵为“穆

斯 林 之 灵 ”(Upandewakiislam) 和“ 吉 莱 玛 之

灵”(Upandewakigiriama)。

穆斯林之灵很少会被人们贴上清晰的“恶魔”标签，

但是它们会被认为非常强大，有时候会强迫人们违背自

己的意愿。这些穆斯林之灵包括 PepoMwalimu （教师

之灵 ：Mwalimu 在斯瓦希里语中是“教师”的意思，

而 Mwalimu 是 Mwalimuwakitabu 的简写，后者是

一种使用书籍的灵媒治疗师）；PepoIjumaa（星期五之

灵）； PepoMwarabu（阿拉伯之灵）； PepoQuruani（古

兰经之灵）。

一些受访者提到，“吉莱玛之灵”包括的灵不仅仅

是吉莱玛本地传统的灵，还包括所有非阿拉伯和非斯瓦

希里的灵，包括动物和族群之灵，比如 Kamba, So-

mali, Maasai 等等。这些灵和阿拉伯 / 斯瓦希里之灵

之间的区别，比信奉这些灵的族群之间的差异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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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的世界：非洲人的一种世界观和
认知方式

吉列斯（Giles）的研究发现，蒙巴萨岛、坦噶（坦

桑尼亚）以及桑给巴尔岛地区有一种关于灵的分类法，

这种分类法“反映出整个斯瓦希里社会文化，并对文化

本身重新定义”。在吉列斯的发现中，其中有一点是斯

瓦希里社会中，对宇宙的认识首先是认识文明、纯粹的

阿拉伯之灵以及非文明、被玷污的异教之灵的区别。

后者的灵被叫做 Kinyika——它们被冠以轻蔑的别

称——粗野之灵。这样的灵包括 Mijikenda 人，他们

站在斯瓦希里人的对立面。而 Mijikenda 人和斯瓦希

里人确定都对高等的穆斯林之灵和低等的吉莱玛之灵

有区分。但是他们之间的根本区别是 ：吉莱玛人自身

也认为，自己的吉莱玛之灵在众灵系统中的地位是低等

的。

吉莱玛人有时候也在意识上反抗高他们一等的阿

拉伯之灵。然而，吉列斯则认为，斯瓦希里人对于阿拉

伯之灵的尊重表达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对于伊斯兰文

化和城市文化的看重。

对于吉莱玛人来说，所有的灵都有多种力量，可

能造福人类，也可能危害人类。灵可以用他们认知上的

优势或者物质性的能量帮助灵媒和治疗师，但是它们跟

人类一样，也会非常苛刻，变化莫测，甚至心存歹意。

有一种非常邪恶的穆斯林之灵，叫做 Jini。据说，

只要主人们喂食它们人类的鲜血——有时候是吉莱玛

人的鲜血，它们就能帮助自己的斯瓦希里或者阿拉伯主

人们聚敛金子和钱财。这事实上是穆斯林教徒对于吉莱

玛人压榨的一个清晰隐喻。

其他的灵，不管是生来就低等的灵还是高贵的穆

斯林之灵，都可能会自发地附上人身，而被附身的人可

能会生病或者破财。因此，人们如果生病了或者走霉运，

最为常见的做法就是去拜访灵媒，问卜吉凶，以确认是

否自己已经被灵附身。

如果真的被附身了，那么灵媒就要为被附之人实

施驱邪之术，或者运用其他一些修正邪灵的手法。有些

灵可能是穆斯林之灵，灵媒自己必须要安抚这些躁动的

知识链接：祖先作为一种灵的存在

非洲研究学者许媛媛提到，非洲黑人具有自己独特的宗教

传统，尤其是崇拜祖先灵魂的传统。他们认为 ：“死者的灵魂

仍与生前的氏族、部落保持一定的联系 , 监视或参与部落成员

的生产和生活，施以好的或坏的影响”。因而 , 他们对祖先的

灵魂“既害怕，又崇拜 ；既畏惧，又求助 ”。

1993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非裔美国女作家托妮·莫里

森也是一名非洲黑人祖先崇拜传统的信奉者，在其代表作之一

《所罗门之歌 》中，展现了大量的黑人文化元素，用现代语言

对非洲的祖先之灵进行了赞颂。在莫里森看来，祖先是“不受

时间限制的人，他们与后代的关系是善意的、指导性的和保护

的 ；他们给后代提供的是智慧”。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

森通过描写两位女性人物在与各自父亲灵魂的交流中获得帮

助，表现了非洲黑人祖先崇拜的传统。帕拉特和露丝是小说中

两个重要的女性人物，每当她们遇到困难时，她们就会求助于

各自父亲的灵魂，与其交谈，并从中得到指引，以解决现实生

活中的各种困惑。

灵，比如与它们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些灵媒之术可以提

供两种主要的方法，让穆斯林之灵能够强迫被附的吉莱

玛人转换。一种方法是，让灵附上一个普通的吉莱玛人

之身，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灵媒能力或者接受过灵媒训练

的人 ；另一种则是，灵会指挥灵媒的身体，封闭他们的

灵术，控制他们的饮食以及日常行为，直到灵媒完成驱

魔之术。

灵媒的出现：“灵语者”的操纵方式
在鼓声和舞蹈的伴随下，灵媒施行安抚灵术，这

个过程通常很短。如果一个人被力量强大的穆斯林之灵

附身，那么驱魔的过程可能更加漫长。被附之人还像正

常人一样生活和反应，但是他们的身体和行动都要受到

附身的灵的指挥。这种附身的状况和平常生活并无明显

区分，但是被附身后的生活还是赋予了新的意义。有一

位 30 多岁的灵媒曾经这样描述最常见的长期附身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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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我身的是穆斯林之灵，所以我打算很快就要

转换信仰。我知道自己将来一定会转换的。我已经看到

了一些征兆。我不能吃某些食物，比如野鼠或者被屠宰

地不干净的死去动物。如果我吃的话，我就会呕吐，然

后要病好几天。在斋月期间，附上我身的灵就会强迫我

禁食 ；白天，我就是感觉不到饥饿，但是到了晚上我就

会饿。如果我星期五工作的话，我也会生病。

这位妇女将自己的信仰转换描述成为必然的事情。

一旦她感受到了附身，她就要和信仰建立起契约关系，

成为穆斯林教徒，并且忠诚地服从穆斯林之灵的各种禁

忌。她这么做能换来的是穆斯林之灵不再让她生病，而

且还会参与她以后的灵媒之术。但不是所有被附身的人

都愿意信仰转换，他们宁愿经历一段长期的灵对他们的

肉体折磨，也要拒绝——通常反抗地非常激烈——接纳

自己穆斯林的身份或者主动服从伊斯兰的各种禁忌。还

有一位女性灵媒声称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穆斯林，而且

她在身体上反抗穆斯林的饮食规定，因为她在实施灵术

之时，有一位阿拉伯之灵帮助她 ：

说到宗教信仰，我既不是穆斯林也不是基督徒——

我是传统主义者——但是在斋月期间，我白天也不会感到

饥饿，只有晚上才会饿。我从来不喝棕榈酒或者经过不

干净屠宰的动物，也不吃猪肉。即使是一只鸡，也必须

要由伊斯兰教徒宰杀，否则我吃了就会生病 ；就像是有

一种病魔一下子窜遍全身。这一切都是因为阿拉伯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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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的显现：几种灵附体的感受

吃了野鼠或者喝了棕榈酒就会呕吐，这种强烈的

对某种食物的抗拒在吉莱玛当地人眼中其实是一种“传

统”的反应。在吉莱玛社会，食物是族群身份认证的重

要指标，这和很多社会是一样的。所以对某种食物不由

自主的抗拒意味着对某种族群关系的彻底断绝。如果一

种文化本身包含有很多需要饮酒的仪式和社交场合，那

么不能喝棕榈酒就是一件非常不合群的事情。当地人认

为，这种饮食和抗拒是不受人控制的。

有一位灵媒描述她的被附身后的一些初级反应，

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自己身体的不能自控 ：“我就发现自

己在星期五不能工作，在斋月期间的白天不想吃东西。”

有一位中年男性灵媒描述自己的状态仿佛是梦游一般 ：

“你会发现自己还没有祈祷就开始洗澡了，不由自主穿

上一件 Kofia，当你发现自己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

知道你被穆斯林之灵附身了。”

令人惊讶的是，有一些人不愿意转换信仰，所以

他们通常保持被动的状态，而不是转变自己，主动接受

伊斯兰教的各种禁忌。他们可能会因为不受控制的身体

状态和行为而责备自己许多年，甚至一生。

没有经过灵媒训练的普通人可能会有类似的对

Giriama 食物的抗拒以及不由自主进行一些穆斯林行为

的经历。然而有时候，他们的病症并没有显著特征，只

有经过灵媒确认才知道自己是被灵附身了。比如说有一

个年轻人，曾经告诉我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有一次生

病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他的父母把他带到灵媒那里，

灵媒告诉他们他已经被穆斯林之灵附身。灵要求他必须

要穿成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男子的样子，其中包括一种叫

做 Kanzu 的白色长袍。他非常不情愿地照做，但是从

来不穿着这衣服出门，因为他认为自己穿成一个穆斯

林，就等于告诉别人他已经妥协。等他的病好了之后，

他立刻就把长袍扔掉，换回自己以前的衣服。所以说有

些普通人愿意暂时服从穆斯林的禁忌要求只是想让自

己免受附身的痛苦折磨。还有一些人会拖延自己与穆斯

林之灵相遇的时间。我曾经与之一起工作的几个当地人

就是身穿 Kofia，因为据说已经穿了几年了，就是为了

不被灵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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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天而定的节日时间
“既然如此，那非洲的春节是哪一天呢？”好奇的

你一定会这样问我。这个还真不好回答。

非洲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国家众多，民

族和部族的情况更是复杂，所以非洲的节庆活动异常丰

富，播种与收割的时候都会有重大节日，还有一些节日

是由传统故事和神话演变而来的纪念日。因此，非洲各

国一般都有好几个节日。此外，对个人来说，出生、结婚、

生子、死亡，这样的日子也是节日，如果碰上酋长的个

人节日，也堪称盛典。

这样的节日不按年历走，没有统一的日期，是约

定俗成的日子。比如埃及每年 4 月的闻风节则是一个

浪漫的节日。这一天，埃及人都要出游踏青，到大自然

的怀抱中观光赏景、野餐、歌舞，来庆祝季节的转换，

程晖非洲游记之二：

文 / 程晖 杨琳  插图 / 王仿溪

浓缩生命的节日

1 月 18 日，离中国传统节日——春
节还有五天的时候，我踏上了旅途，目
的地——南非小镇上的海边别墅。很
多人都会问我为什么要到异国他乡过
春节，我的回答是 ：“好玩。”因为你可
以在海边看到孔明灯沿着山脉冉冉升起
蔚为壮观的场面 ；也可以去打超级实惠
的高尔夫球，看鳄鱼如何接球 ；还会收
到当地朋友 “HAHAPPY CHINESE 
NEW YEAR”( 春节好 ) 的短信……

不过，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到非
洲，我希望你在非洲的传统节日来，
那样你将最大限度地感受到非洲的历
史文化，一个浓缩的非洲画卷将会徐
徐而热烈地呈现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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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内心的喜悦。又比如每年七月下旬举行，摩洛哥穆

斯林的盛大宗教节日，又比如捕鱼节 ……在非洲，节

日一年四季都有，就看你对什么样的文化更感兴趣了。

非洲的每个传统节日都有着较强的地域特点和鲜

明的民族特色，与欧美国家相比，非洲的节日中保留了

更多的古朴风情。各种竞技较量，图腾崇拜，以及各部

族的传统音乐和舞蹈，往往是非洲的节日活动中不可缺

少的内容。因此，在传统节日庆典上，几乎可以领略到

所有当地的传统文化，还可以看到众多当地的头面人

物，比较大的酋长、政府要员，乃至国王都会出席仪式。

除了传统的节日庆典，如果赶上酋长的生日，就

很值得一看。现在城市周边的村落已经不再忌讳、排斥

外国人观看村里的仪式，可能还会客人奉为上宾。如果

是在偏僻的地方，则一定要找当地人给你引荐，经过允

许再去参加，切不可擅自闯入观看。有些节日仪式是不

欢迎外人去的，甚至村里的妇女儿童也不允许参加。如

果擅入，结果非常严重，从被驱逐甚至到被伤害。因

此，尊重当地的习俗很重要。非洲节日形式大同小异，

主要表现在穿戴上的区别，服饰代表了不同民族的传统

文化。如今，在非洲节日庆典活动中，不仅仅展示了剽

悍、粗犷的原始遗风，而且增添了弘扬民族文化、增进

民族间的交往与团结、促进经济贸易和旅游业发展等新

内容。

令人瞠目结舌的趣事
非洲的庆典活动一般三到四天，就像中国的庙会，

盛典过后的贸易，则像中国农村的赶大集。

活动通常是在一片场地上，比如在公园划一块场

地，把草都给割了，露出下面的黄土地，用席子或者栅

栏建起围墙，即使赶上雨季，也不会造成泥泞。围绕庆

典广场还将搭建各种讲究的草棚子，供从周边国家邀请

来的贵宾们使用。普通民众则聚集在广场上。非洲的雨

都是大暴雨，一个响雷瓢泼大雨就倾盆而下，可能你刚

找到躲雨的地方，雨已经戛然而止。下雨时会有云彩，

太阳从云彩缝里透出一道光变成一道绚丽的彩虹。想象

一下，在彩虹的光芒下载歌载舞举行盛典是多么美好的

一件事啊。露天广场上到处都是双卡录音机，没有电源，

使用干电池，基本上每棵大树下面都会有一个双卡录音

机，每个录音机放着传统音乐，旁边围着一群人载歌载

舞 ；也会有人卖快餐，塑料快餐盒，一盒菜，加一盒糊

糊是一份，一份折合人民币一两元钱。在盛典上，大家

都会把最美的衣服穿上，有的人穿着会很夸张，但不管

穿着正式或非正式的服装，大家吃饭、休息时都会座在

地上，与大自然亲密接触，那神态无比惬意。

广场上的仪式结束后，当地酋长家里还会有一些固

定仪式。在这样的仪式上，跳的舞蹈就有些不一样，表

演者会带面具，有一种面具类似中国的大头娃娃，舞蹈

娱乐的成分很大。而且，这也是当天唯一可以使用餐具

仪式，有当地德高望重的女人用勺子给众人分食物，象

征着和平与分享。

除了庆典节日，很多节日以商贸为主，有点像中

国的庙会，都是很民间的地摊。在市场上贩卖的商品基

本都一样，属于百货一类。有自家产的农副产品，如拳

头大小的鼻烟，虽然形状不均匀，但品质绝对纯正 ；有

当地家常用的生活用品，比如特别软的用来榨汁的草编

工具 ；也有一些卖现在世界闻名的黑木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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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如果你感兴趣，也不要轻易询问 ；如

果不打算购买，就更不要问，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当地，如果询价后就走是非常没礼貌的行为，摊主会

拉着你还价，遇到这种情况不要害怕，当地就是这样的

性情，想要摆脱，就说一个对方肯定接受不了的价格，

这样也就过去了。但在问之前自己要有个心理价位，如

果对方接受了你这个价格，请交钱走人，否则会惹来大

麻烦。当地人对中国人死咬着一个价位的还价方式很不

理解，但如果你还价，他们就会拉住你和你谈价。当然，

再满意的东西也要还价，在非洲购买东西砍价，这是很

必要的环节。我在那里观察了很久，除非真的要买，否

则是没有人闲逛的。

此外，中国人的习惯是同样的物品购买的数量多，

是要优惠的，而在非洲恰恰相反。那是在莫桑比克的集

市上，我看中了一对用动物骨头做的调料盒，摊主开价

是 20 元一对，经过讨价还价之后，10 元一对成交。我

看这调料盒做工独特，异域风情浓厚，就想购买 1000

对带回中国售卖。本以为这样的数量，摊主一定会给我

一个更好的价格，结果摊主和家人商量后却告诉我，如

果一个星期后给我提供 1000 对的话，价格是 25 元一对。

因为这对于他们实在是太麻烦了。当时我很诧异，后来

我理解了，这些调料盒都是手工制作，1000 对，没有

机器的协助确实是个相当庞大的工作量。

其实，当你了解了非洲以后，这些都不算什么，真

正会让你惊讶的是——在集市上，你可能会看到酋长的

老婆或者母亲摆摊。我在参加喀麦隆当地仪式时，见到

一位已逝酋长的妻子，在节日盛典现场时，她身穿民族

传统盛装坐在主席台上，接受各方来宾的问候，接受族

人的行礼及祝福，其神态高贵，派头十足。然而，就在

第二天的集市上，我又看到了她，当时我以为眼花了，

这时的她已经把盛装脱了，看起来和普通村民没什么两

样，在那里叫卖着商品。

她也看到了我们，不好意思地朝我们打着招呼，她

告诉我们 ：我要独立生活，平常就以贩卖商品为生。他

们（现任酋长及孩子们）也很辛苦，不能完全依靠他们，

加重他们的负担。这样的话语让我们感叹这真是上得了

銮殿、入得了尘埃，酋长的妻子果然有境界。不过，旁

边摆摊的人在一旁说 ：她卖的最贵，平常也最霸道。听

了他们的话让人忍俊不禁。

不易解决的出门小事
举办重大节日，搞大规模活动的国家，大多是政

权相对稳定，有相当的控制能力，安全都不是问题。

观看节日并非难事，难的是衣食住行中的“住”。

节日活动现场通常是在民族所在地，而不是首都，而这

样的地方酒店少之又少，接待能力极低。因此大多数来

宾往往要住在周边的城市，并且要事先找好交通工具。

当地虽然也有若干家酒店，但不能保证服务标准而且价

格不菲 ；小旅社抛去治安因素不说，卫生条件也极差而

且经常没电，虽然房间里会备有蜡烛，但只有一张床的

又脏又破屋子里，幽幽的烛火只会让人更不舒服。

如果你实在是想住在当地，以便第二天可以第一

时间赶到庆典现场，建议你住家庭酒店，一个小院，几

间房子，主人和客人住在一起，不仅安全，也温暖舒适。

价格比大酒店实惠不说，还会包一天三顿饭，这很重要，

出去也没有餐馆可吃，而且还能根据主人的习俗吃到异

域风情的特色饭菜，一举多得。服务也很周到，说好 8

点吃早饭，7 点半会叫你起床，让你在 8 点可以准时吃

上热乎乎的饭菜，家里面也很干净。在非洲选择住家庭

酒店是明智的。

家庭酒店并不难找，当地的中国人、白人、印度人

都开这样的店。找当地的中国人介绍很容易就能找到。

如果时间充裕也可以在网上查找，凡是欢迎外来游客的

国家都能找到这样的地方，尤

其是海边，不管发达不发达，

都会有这样的家庭酒店，如果

你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就到了当

地，可以找当地的人给你开车，

随意到任何地方，看到满意的

房子，不论别墅还是院落，直

接找房主沟通即可，通常都可

以达成心愿。这也是非洲人民

淳朴好客的表现。

在节日庆典上，大家所担

心的人身安全没有问题，不过

要注意提防小偷小摸，一旦遇

到情况，要立刻报警，虽然找

回财物的可能性不大，但到警

察局立案之后，会有一个受理案件的编号，凭着这个编

号，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临时护照等。如果租的

汽车丢了，报案之后，租车公司会与保险公司直接沟通，

与租车人就没有关系了，该去哪去哪，不会有任何麻烦。

在非洲，语言的交流时首要的，当地一个国家好

几十种语言，一个当地人有时可能会说十几种语言。所

以到一个地方前，要先找好当地人陪同。

朋友，春节已过，除了工作也会要制定一下今年

的出游计划吧！怎么样，今年出国旅游就去非洲吧，也

许在某个节日的现场你会和我不期而遇哟。

有奖问答：
1. 一对骨头的做的调料盒，买 1 对

是 10元钱，买1000对，每对会花多少钱？

A.10 元 B.25 元 C.5 元 D.8 元

2. 请任意写出非洲 3 个有特色的

传统节日。

上期有奖问答答案 ：珍珠鸡

请将答案发电子邮件至

africa@vip.163.com。答

对的前三名读者会有精美

礼物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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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洲青年眼中的中国龙年
图文 / 龙刚

Culture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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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我玩得很开心。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天坛

是明、清两代的皇家祭坛，春节期间将举行古老的皇家

仪式。对我们这些留在北京，并没有去中国农村的人来说，

这是庆祝春节不能错过的一件事。

这是第八个“天坛文化周”，320 名表演者穿着古

代的服装，演绎着古老的祭天仪式。这样的仪式让我震

撼。我认为，在这个仪式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天坛历

史活了过来， 并让中国人民真正享受自己的五千年悠久

的历史文化遗产。

我了解到，春节起始于商朝时期（约公元前 1600-

公元前 1100 年），意味着旧的一年结束和新的一年的开始。

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

为主要内容。人们感谢神对大自然的祝福，包括山脉、河流、

太阳、月亮和星星，感谢他们的祖先让他们共同享受丰

盛富饶的土地、海洋、天空和让他们能够尽情地吃喝玩

乐的领域。因此现在中国人还会前往庙会，享受美味的

小吃和精湛的表演。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博大精深。

我非常羡慕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得以保留，中国

只是被列强半被殖民统治，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成功

地保存及修复其文化遗产。我去上海时，发现每个

殖民地在外滩建筑物的顶部都有四个中国国旗高高

地挂着，随风展开。是的，中国人已经站起来。黄浦江

的另一边，对我来说，象征着新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

界的大国。

而我们非洲人民“非常好或正确地被殖民统治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大块。

重造我们的传统文化被证明是非常困难的。在天坛我看

到许多古老的大鼓再次被启用。这就提醒我对非洲传统

社会鼓的精神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欧洲殖民者和欧洲第

一个基督教传教士首先禁止非洲人使用的鼓。他们知

道非洲鼓乐的力量。为了控制我们的头脑，他们告诉我

们——非洲舞蹈是魔鬼的工作。这是他们攻击我们的文化

根源。 也就是说，谁控制鼓，就能控制非洲人民的生活。

有一天我告诉一个朋友，中国确实是一个和谐的

社会。人们说，现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是不断

增长的，但我觉得春节期间壮观的桥梁两边，贫富差距

却显得更大。北京这个 2200 万人的城市在春节期间非

常安静，除了除夕烟花的声音打破了沉寂之外，其他时

刻都绝对地安静。与此同时，我可以想象，农村肯定

有美丽的装饰、春联、穿着最好的节庆服装的人、礼品

（为老人、朋友、亲戚和表现良好的儿童准备的）、红包、

街头派对、许多习俗如吃饺子（我与一些研究员拜访

了李安山老师的家，吃了很多自己亲手包的饺子，很有

趣）、年糕、腊八粥、糯稻和面条（面条象征长寿）等。

娱乐活动包括舞龙、放爆竹为“驱邪”的活动和别的仪

式等等都是嗡嗡作响的，到处都是热闹的气氛。

更有意思的是，由于春节，资金得以回流到农村，像

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独特的投资机会，所以可说是为中国农村

带来了一个双赢的局面。城市和农村已取得了双赢交易和它

们之间的和谐。我认为这是了不起的。

中国新年庆祝活动前后通常是 15 天，15 天之后，中

国的城市将再次被嗡嗡声震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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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2 日，中央电视台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建立非

洲分台，用英语播报非洲新闻。这是央视在海外建成的

首个分台。中非交流在媒体发展的推动下，进一步得到

了深化。

“把真实的中国介绍给非洲，将真实的非洲呈现给

世界”是央视非洲分台的最终追求的目标。建设非洲分

台，不仅体现了中央电视台全球新闻采集报道网络的不

断完善，新闻核心竞争力、国际传播能力的提高，而且

为促进中非友好起到沟通、交流、引导的作用。

肯尼亚副总统卡隆佐·穆西约卡呼吁中央电视台

非洲频道“塑造一个全新的非洲大陆形象”，因为非洲

“一直被呈现为一个灾难不断的大陆”。

中非交流，媒体先行
    文 / 本刊记者 陶静婵

西方声音——话语权的缺失
20 世纪初，非洲的绝大部分沦为西方殖民地。欧

洲殖民者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对非洲大地进行大肆侵

略和掠夺的同时，开始向非洲各地和各个方面大举渗

透。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成为西方控制非洲

的话语权的有力工具。

法国媒体在非洲掌握着话语权，并一直占据主导

地位 ：RFI 是非洲影响力最大的国际广播媒体，它在非洲

法语区收听率一直比较稳定，大约有 2380 万固定听众。

TV5 则是非洲法语区被收看最多的国际媒体，在马格里

布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等地区影响力最大。F24 在阿尔

及利亚的收视率为 67%，超过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在该地区 62% 的收视率。在非洲的法语区、

马格里布和中东，F24 的受众接近 1900 万。

Culture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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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中国还是非洲国家，多年以来始终受到来自

西方媒体的压力和挑战。西方媒体经常对有关中国、非

洲和中非关系的事务进行歪曲报道和无端指责，对此，

中非媒体有必要加以反驳，以正视听。

现如今，西方媒体仍然在新闻传播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从另一个角度讲，西方世界掌控了全球的话语权。而发展

中国家的声音依然微弱。中非双方都意识到，加强中非媒

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但尤为重要，而且还相当迫切。

平等互利——中非媒体交往历史
中非媒体交流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1955 年 12 月，

应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邀请，埃及通讯社总编辑萨韦

为团长的埃及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一行 6 人访问了中国，

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代表团在回国之前发表的

一封由全体团员签名的告别书指出 ：“我们将带着 6 亿

中国人民的友谊回到祖国，把这种友谊带给埃及人民。”

新华社加纳分社中非媒体交流与合作是平等的。中

非之间交往的事实表明，中非双方始终以尊重主权、平

等互利、共同发展为准则。中非关系所具有的平等性质，

决定了中非媒体交流与合作也必须是平等的。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为中非媒体交流与

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中非媒体交流与合作，开

始以多形式、多渠道和多层面的方式展开和进行，其规

模和频率也较以往更大、更高、更多元化。

截至 2011 年 10 月底，中央电视台的三个有关的

频道，中文的国际频道，英文 CCTV，还有法语，进

入当地直播卫星平台、有线电视网，在非洲 45 个国家

落地，用户达到 2600 万户。

近五年来，中国广播电视总局共举办培训项目 65

个，邀请了 10 个非洲电视摄制组来华采访，2010 年还请

了尼日利亚等五个国家的部长访华，培训了 210 名非洲国

家官员和媒体工作人员。在三年前，广电总局、广播电台

在非洲才只有两三个记者站，现在已经有 11 个了。

莫桑比克政府新闻办公室国家信息和传播局局长

卢西亚诺·何塞称，中非之间的媒体合作在近年来不断

发展。现在在非洲经常能够听到有关中国的新闻。以前

在非洲听到很多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但是因为有了这

些合作，非洲人对中国了解得更多了，知道了很多事情

并不是西方媒体报道的那样。

经济发展——非洲媒体发展动力
近年来，非洲经济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媒体行业的进

步。全球增长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公司（Frost & 

Sullivan）近日发表报告称，非洲目前的互联网用户达

到 1.2 亿。在过去的 10 年中，非洲互联网使用取得了

史无前例的增长，达到 2000%，远超同期全球 480%

的增长水平。

在非洲，twitter 的网络平台被广泛用于社会现

象讨论，并迅速演变为重要的信息传播途径。根据

2011 年 twitter 采样全球 1150 万用户调查发现，非

洲活跃用户平均年龄为 20-29 岁，低于全球平均年龄

的 39 岁。

然而，非洲国家广播电视发展水平依然不高。技

术的落后导致广播电视发展的落后。数字化已成为媒

体发展的必备手段，不论数字信号覆盖率达到多少 , 

仍有部分公众 ( 尤其是弱势群体或低收入的家庭 ) 不

愿意数字化。而且 , 由于非洲社会贫富差距极大 , 仍

有许多低收入家庭无法承担一些费用。

实现数字化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良好的技术。凭借

先进的广播技术，中国一些企业开始在非洲布局，通过

投资当地广播电视网，以带动国内节目进入当地。他们

在非洲推进数字电视的应用，数字电视是有线和卫星直

播的方式，通过地面无线电波的方式接收的电视，是

近两三年来国际上才采用的，这个方式在非洲是比较

适用的。

由于非洲国家广播电视发展水平不高，部分国家

准入门槛较低，中国具有明显的技术和经济优势，中

国就企业可以发挥体制价格优势抢占先机。

尽管中非媒体合作与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但

依然存在许多阻碍因素，比如中非新闻理念不同，

文化传统差异较大，非洲各国都信奉西方国家的理

念，差距较大；西方国家形成先入为主的理念和方式，

对中非的合作进行歪曲和干扰 ；国家的扶持合作还

需加强，部门协调的力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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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我在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馆工作。身在异国

他乡，对一些新奇的事物总是非常敏感，留给我印象很深

的是，在这个自然原生态的黑非洲土地上，有太多奇异美

丽的花卉，其中却有一种花儿给我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印象。

记得，初到利比里亚是 2006 年 7 月的一个夜晚。第

二天，我起得特别早，就想走出屋外看看我们大使馆宿舍

院落的景象。我信步走在漂浮的、浓浓的晨雾中，吮吸着

海边清新的空气，耳畔不断传来鸟儿唧唧喳喳的叫声。渐

渐地雾气散去，阳光开始洒向大地。我这才看清原来宿舍

院子里的几栋小楼就坐落在这片绿茵茵的、平坦的大草地

上，房前屋后的周围草地上生长着许多奇美的热带植物，

远处还有几棵长得枝繁叶茂的大树。

远远望去，我看到在一棵大树下有一簇特别高出的草

丛，草丛上像是有许多黄色的或是橙黄色的粉蝶似的东西

在晃动着。好奇心驱使着我踏着晨露打湿的草地一路走到

近前，这才看清原来在这棵大树下的菁菁草地上长有一簇

奇美的花卉。每株花卉都长着翠绿的、长梭型的叶子，并

且花茎笔直，差不多有 1 米来高，在每根花茎的顶端都长

有一支或黄色、或橙黄色的花儿，它们卷曲的花瓣长得或

长或短、细长而尖，旁边的花萼有的却呈一种青蓝色，微

风袭来，随风摇曳，犹如落在枝头上振翅欲飞的金丝雀。

啊！这不正是“天堂鸟花”吗？我顿时兴奋起来。出

国前，在国内花店里我曾好几次看到过这种售价不菲的花

文 / 图  王玉君

美丽的“天堂鸟”

传说在 18世纪，英皇乔治二世的
皇后在南非看到了生长在野外的天堂
鸟花儿，非常喜爱，感觉它酷似展开
橙黄色羽翼飞翔的天堂鸟，又恰好皇
后在英国的家乡名字就叫“天堂鸟”，
于是她便给这种漂亮的花儿也起了个
“天堂鸟”的美名。

Culture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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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记得那时我还为此专门上网查过关于这种花的资料。

据说，天堂鸟花原产自非洲南部的好望角，性喜温暖、湿

润和半阴环境，而热带雨林气候的利比里亚正适合这种花

卉生长的自然环境，难怪我在这里能看到它们的风姿。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弯下身来，小心翼翼地掐了几支天

堂鸟花并立即带回室内。在修剪了一番枝叶后，我把它们插

到一个晶莹剔透的大玻璃瓶中。在绿叶的衬托下，那几支艳

黄的、橙黄的天堂鸟花一下子让屋子显得温馨浪漫起来。

据了解，天堂鸟花在中国还有另外两个名称，叫作“鹤

望兰”、“极乐鸟”。但无论什么名字，彰显的都是它的美丽，

承载着人们的美好遐想。据说，在 1984 年美国洛杉矶举办

的第 23 届奥运会上，所有获得冠军的运动员都能在领取奖

牌的同时获得一支天堂鸟花，它也因此在美洲获得了另一

个雅号——“胜利之花”。而在非洲，天堂鸟花深受当地黑

人的青睐，被视为“自由、吉祥和幸福”的象征。

在三年驻外工作中，我在这个西非国度又陆续发现了

几种不同颜色的“天堂鸟”，它们不

仅有黄色的、橙黄色的、暗红色的，

还有粉色的。不管是在大使馆宴请贵宾

的餐桌上，还是高档宾馆大堂的吧台上 ；不管

是在一些国际机构、政府部门的会客室里，还是居家庭院

里的房前屋后，甚至在野外的草丛中，我都见到过天堂鸟

妩媚婀娜的身姿。而那些插在精致典雅花瓶中的天堂鸟花，

更是引人注目、令人赞叹。

天堂鸟花的美丽已经让我为之感叹，令我更为感动是，

这美丽的“天堂鸟”曾给我留下的一段美好的回忆！

2007 年 2 月 1 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因为在这

一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利比里亚进行了历史性的国

事访问，并将中利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推向了历史新高。

这天早晨，当我推开屋门外出时，猛然间我发现在屋

外大门的两侧门框上插着几支带着嫩绿叶子的“天堂鸟”，

从它们枝叶上的露水我感到它们是刚刚采摘来的。是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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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房的屋门外插上了这美丽的花呢？我赶忙下楼询

问正在楼下值勤的黑人保安，原来这几支花都是他们插

在我的门上的，而且他们还把使馆的另外两座小楼的大

门以及院子大门的两侧门柱都装点上了美丽的花草，而

其中的天堂鸟花是他们的最爱。我问他们这样做的缘

由，他们笑着说，今天在利比里亚是个特别的日子，因

为中国的国家主席今天到利比里亚访问。“我们猜测胡

主席一定会到这里来看望你们，所以，我们就采集了这

些最漂亮的鲜花来装饰你们房屋的大门。”听他们进一

步解释我才明白，原来在利比里亚有个习俗，如果有贵

客到访或主人远道而来回家，家人便会在自家门上装饰

上最美的花草，以表示他们对尊贵客人到访或主人回家

的喜悦之情。他们友好、纯朴的话语深深地打动着我，

我连连向他们表示感谢……

虽然我现在已经不在非洲工作了，远离了那里的

人们，但我时常还是在想，在象征着自由、富贵、吉祥

的“天堂鸟”生长的非洲大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

却根本过不上一天“天堂”般美好幸福的日子，他们依

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战乱、瘟疫、各种自然灾害时

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我为他们祈祷着，期盼着利比亚

的战火早日消停、干旱的非洲之角降临甘露，尼日利亚

首都的大楼也不再有恐怖的爆炸袭击……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离开非洲已有 2 年多了。近日，

在京城的一家花店里，偶然间我再次看到了“天堂鸟”

那美丽的身姿，尽管花店的店员说他们的天堂鸟花都是

在中国种植的，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段我在非

洲工作、生活的岁月，想起了关于天堂鸟的那个美好的

往事。我不知道那几个曾给我们看门的黑人保安现在生

活得怎样，是不是还在那个大院里工作？也不知道那个

称赞中国的利比里亚大学生是否真的实现了他来中国

留学的梦想？更不知道院子里的那簇天堂鸟花是不是

仍在展示着它美丽的风姿？

我衷心地祝愿在这片盛开着象征富贵、吉祥的天

堂鸟花的非洲大地上，她纯朴善良的人民也能像我们

一样过上和谐、安宁的生活，从此远离战乱、瘟疫、

恐怖和暴君。但愿大千世界无灾难，人类社会无征战，

美丽的“天堂鸟”能给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带来永远

的吉祥和幸福。

Culture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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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伟的中世纪宫殿

Culture 文化

大津巴布韦遗址位于津巴布韦中部，隐藏在一片山

林之中，在大约 500 年前衰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人们一度以为它仅仅是个传说。有人猜测，大津巴布韦

是《圣经》中和所罗门王共度春宵的示巴女王的宫殿，

还有人说大津巴布韦是失落的黄金城，那里沉睡着无数

的宝藏。直到 1871 年，一支由德国人率领的探险队来

到这里，大津巴布韦才又重新回到了现实的世界。

置身山谷间这广阔的灰色故城之中，聆听鸟儿从灌

文图提供：津巴布韦旅游局

大津巴布韦遗址

地球上的美景数不胜数，但有些地方只有亲身体验，才能真正领略到其独特

景观和丰富文化内涵，大津巴布韦遗址——雄伟的中世纪宫殿就是其中之一。

木和散落的岩石中发出的鸣叫，眺望小路尽头山顶宫殿

惊人的巨石，端看那高大的圆锥形塔楼，你会感到人类

是如此的渺小而迷失在其中。这山顶巨大的石头宫殿究

竟是如何建成的？什么样的人力物力才能筑就这样的建

筑神址，巨大的圆锥塔楼，从山谷腹到到山顶的巨石城

墙……一切的一切都是巨大而沉重的砾石。

这座数世纪前的古王国宫殿，以山为基石，由广阔

的花岗岩石垒砌而成，外墙是用石片垒起的，石片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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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抛光，石片之间也不曾使用任何粘合剂，虽然看上去略

显粗糙，但堡垒已经在山顶屹立了数百年，单是这份坚韧，

就足以令人称奇。石壁间留出的门洞空间都十分狭小，成年

人必须弯腰进入。据说，这个设计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在

遭遇外地入侵时，手持利器的战士会躲在门洞两边，单等敌

人探头的瞬间给予致命的一击。

置身其中，无法不令人感叹这中世纪王国的强盛、人民

的聪明智慧以及无比的精神力量！

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津巴布韦遗址，印证了欧洲

殖民者到来之前非洲蓬勃发展的本土文明，这里是 12-15 世

纪两千多讲绍纳语的本土居民的家园。

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地方，充满着历史的气息，那段历

史甚至被严重误读。早期的考古和历史学家曾认为这座中世

纪的宫殿中藏满黄金和钻石，而这些巨石城墙是作为堡垒建

造的。现在这种说法早已被推翻。其实这座巨石宫殿的建造

目的非常简单，就是为了彰显当时统治者的权威，表达

臣民的敬意。

大津巴布韦遗址，非常完整地诠释了津巴布韦精神，

值得您至少花上一整天时间在这里流连。当然，想去探

访这样的惊人的中世纪石头宫殿，必定要去攀登观看山

顶卫城，虽然上山的路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精疲力尽，

但却同样也会使你精神振奋！

现在普遍认为，大津巴布韦遗址是一个伟大帝国的

都城，其当时的统治区域包括现在的津巴布韦以及邻近

的南非、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现在边境国家公园的部分

地区。最有力的证据是在这些国家都有类似结构的建筑，

特别是在布拉瓦约 (Bulawayo) 附近的卡米遗址 (the 

Khami Ruins)。如果仅仅游览大津巴布韦遗址，很难让

您完整地了解这个中世纪王国，强烈建议您一并参观卡

米遗址或其他相关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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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    Microblog

1月28日，苏丹反政府武装组织在与政府军进行一系列交火之后，抓走29名中国工人作为人质。1月31
日，25名中国人在埃及西奈半岛阿里什市附近被一伙贝都因人劫持。2月1日，在埃及被劫持的25名中国人
已经被安全释放。

近期以来接连发生的两起绑架中国人事件牵动着所有国人的心，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展开了最迅速有
效的求援行动，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但是事件始末仍让人议论纷纷，每个人都在沉思事件背后的
原因、动机。西方媒体称这是中国“走出去”的代价，这是否会影响中国人“走出去”的步伐？是否会
导致中非关系面临挑战？如何理解海外中国人频繁遇险的现象？如何解决海外华人的安全性？让我们来
看看海内外网友看法和感受。

@梁铨 （《非洲时报》记者）：近年来，中国政府在非洲很多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大批华人也远赴非洲淘金，但部分华

人发财后易炫富，导致当地人把华人当成“富人”对待，南非华商频繁遭抢就是由此引发的。苏丹、埃及华人被绑架，其

中夹杂着政治因素，但也绝对与中国淘金客越来越富有关。祖国强大是海外华人的坚强后盾，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在危险情

况发生时迅速反应，保证海外华人的安全！

@杨光 （南非生意人）: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够强硬，很多华人在国外吃亏后都没处诉苦。比如在南非，很多华商被偷被抢后

都不愿报警，因为知道报警也没用，甚至会遭到不肖警察的再次抢劫。使领馆也仅仅是在华人遭抢劫遇难后才会出面，这

就让抢匪、坏警察等把华人当成头号抢劫或勒索的目标。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绝不能再如同绵羊一般软弱下去！

@郑一峰 （苏丹翻译）:苏丹华工遭绑时我还在国内过春节，看到消息并不是非常震惊。苏丹境内各股政治势力错综复杂，

比如2011年7月南苏丹就宣布从苏丹国土中独立。苏丹有很多中资企业，并承建了大量工程，这也成为反政府势力攻击的目

标，相信埃及情况类似。事发后，中国政府能成功解救华工，仅有一人遇难，这已经是不错的结果了！

@肖萧 （南非留学生）:苏丹、埃及两起绑架事件发生后，我父母连续来电话问我在南非的情况，可怜天下父母心！非洲贫

富差距很大，社会治安一般，不少国家还发生过内战。但是非洲资源丰富且机会很多，这也吸引了大量华人前来淘金。希

望华人朋友时刻注意人身安全，远离各种政治势力，也希望外交部门能有应急措施，保证海外华人安全！

（以上言论由南非特约记者 王晓鹏 采访整理）

@马鼎盛：随着中国扩大在全球投资，中国在动荡区域的曝光率升高，华人逐渐成为袭击主要对象之一。除了外交施压之

外，中国私人安保队伍到境外执行任务的呼声越来越高。有些网民及专家甚至建议“利用中国每年20万广大的退伍兵资

源，建立强有力的民间安保公司出境自卫，像美国的黑水公司，我们搞个红盾集团”。 

@胡锡进：为20几名在苏丹遭绑架的中水电员工祈祷。中国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去西方人不太敢去的复杂地区工作，在西方

公司已经占了好地盘的这个世界上，“淘出”中国人发展的新空间。他们增加了中国能源供应渠道，带动了国内就业，给中

国资金创造了出路。他们有个体户，有国企员工等。向他们致敬，祝他们平安。

@张颐武: 这个国家正是靠着许许多多的人的努力才在实实在在的进步的，他们没有高谈阔论，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的一

部分，但他们的平平常常却面对危险和挑战的工作在把一个国家带向新的高度，希望他们平安。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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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氧吧 Book review

自 1840 年前后中国被迫开关、步入世

界以来，对外国舆地政情的了解就应时而

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受林则徐之托，

1842 年，魏源编辑刊刻了近代中国首部介绍

当时世界主要国家舆地政情的大型志书《海

国图志》。这部著作曾对渴望了解世界的国人

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更加积

极的姿态，加快了融入世界的步伐。当今世界，

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中国乃至世

界的发展将进入更加广阔的天地。面对发展

与挑战，“如何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更好地维

护民族国家的主权与独立，积极参与国际事

务，为促进世界与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贡献”

成了摆在学者面前的问题。

基于此，《列国志》丛书成为读者了解

世界、认识世界的桥梁。该丛书是中国社会

科学院重大课题国家“十五”重点出版项目，

2002 年 8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由陈佳

贵副院长为主任的编委会，由百位专家学者

投入到约计 200 卷艰辛的编写工作中。

为了适应中国与新南非合作关系日益发

展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员杨立华主编了《列国志·南非卷》一书。

该书不是作者一时的妙手偶得，而是她潜心

从事非洲研究近 30 年、长期跟踪南非的政治、

经济发展，多次深入南非考察的心血之作。

本书从南非的历史写到今天，向读者全

面介绍了南非共和国的自然、历史、政治、

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和对外关系，同时

着重阐述了新南非的宪政改革、经济政策和

发展潜力，以及在非洲和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和作用，内容详实而生动。它不仅是外交外

事工作者、国际经贸人士认识南非的案头读

物 ；而且对于广大渴望了解南非的读者而言，

也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文 / 徐正虹

《列国志·南非卷》 杨立华主编 

架设通往彩虹之国的桥梁：《列国志·南非卷》

华尔街是如何在音乐声中变形的？华

尔街是如何走向深渊的？华尔街的未来在哪

里？华尔街上最令人艳羡的金融机构——高

盛如何做到让其他金融机构俯首称臣？

金融危机后，有太多的书在讨论整个金

融体系如何会走到濒临崩溃这一步，可是没

哪一位作者能像苏珊·麦吉一样把华尔街分

析得如此真实而透彻，故事讲得如此生动而

精彩。看众多一线银行家、投资经理、研究

分析家、交易员、分析管理人员们如何演绎

金融操作术。《华盛顿邮报》也不可否认，《追

逐高盛》是一部“大师级作品……超越平常

之作，完美而清晰”。

“只要音乐响起，你就必须站起来随着音

乐起舞。”在华尔街，为了利润，什么事都可

以做。在华尔街，不创新就相当于等死。过

去的 20 年，华尔街上众多的投资银行都在追

华尔街变形记

《追逐高盛》 苏珊·麦吉  

文 / 萄紫尘

逐高盛，是因为高盛总能把产品创新做得很成

功。然而，每一个成功的创新都潜伏着破坏的

种子。创新狂潮堆积了太多的潜在风险。

可是华尔街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没有人

愿意正视风险。华尔街太傲慢。在整个金融市

场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华尔街依然傲慢

地不信邪。“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没事干嘛

去找麻烦呢。只要我们维持这个赚大钱的势头，

我们的股东高兴，就没什么可担心的。”华尔街

不但傲慢，还被利润、高薪、奖金蒙蔽了双眼。

对高额利润的无限渴望，造成了今天支持华尔

街运作最核心的精神——唯“利”是图。

麦吉并非要用讲故事的方法让我们再重

温一遍 2007-2008 年的次贷危机，相反，她要

讲述华尔街是如何从一个金融中介演变成一个

以自我为中心、以制造高风险而产生高额利润

的赚钱机器。

中信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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