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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京 非 洲 发 展 国 际 会 议
与 日 本 援 助 非 洲 政 策 3

李 安 山

　　内容提要 　第四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召开在即。中国学界多关心日本援助非洲的动

机 , 较少注意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与日本援助非洲理念之间的关联。笔者在梳理历次非洲发展

国际会议的同时 , 对冷战后日本援助非洲政策、理念及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 , 东京非洲发

展国际会议是日本力图改变西方为主导的传统援助方式的尝试 , 其效果已经呈现。“主事

权 ”和 “伙伴关系 ”的概念已对国际援助体系产生影响。

关 键 词　东京　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日本外交　日本援助非洲政策　主事权　伙伴关系

作者简介　李安山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 (北京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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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年前 , 一位学者在谈到西方与非洲建立政治、经济关系时指出了日本能起桥梁作用的优越条

件 : 作为发达国家 , 日本了解西方国家的态度 ; 由于刚成为发达国家 , 日本了解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和

期望 ; 大多数非洲国家并没有将日本视为 “殖民 ”国家。① 这种说法言之成理。然而 , 在相当长的时

间里 , 日本的这种优势并未变为现实 , 主要因为以日美基轴为核心的战后外交路线使日本援助非洲政

策基本在西方的指挥棒下运作②; 非洲在日本外交战略中始终居于次要地位。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简称 “TICAD”) 因第一届在东京召开而得

名。第四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即将在横滨召开 , 我们有必要对冷战后的日本援助非洲政策作一剖

析。中国学界较关心日本援助非洲的动机 , 对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和日本援助非洲理念之间的关联较少

注意。③ 本文在梳理历次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同时 , 对冷战后日本援助非洲理念及其对国际援助体系

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 ,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是日本宣传其援助理念 , 并力图改变传统援助

方式的尝试 , 其效果已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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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此文是笔者两次访问日本 (2007年 1月和 11～12月 ) 的体会与读书心得。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得到初晓波博士、陈蕊、许亮等人

的帮助 , 特此致谢。

See James Soukup, “Japanese - African relations: Problem s and Prospects”, Asian Survey, Vol15, No17, 1965, p13331
“尽管有迹象表明 , 日本官员希望寻求一条行动上较为独立的路线 , 但不论在言语还是行为上 , 日本都不愿使西方朋友不高

兴。“See James Soukup, op1cit1, p1334; Kazuhiko Togo, Foreign Policy 1945 - 2003, The Q uest for a Proactive Policy, Leiden: B rill, 2005,

pp155 - 861
参见曾强、余文胜 : 《冷战后日本对非洲政策的调整变化》, 载 《国际资料信息》, 2000年第 8期 , 第 1～5、6页 ; 钟伟云 :

《日本对非援助的战略图谋》, 载 《西亚非洲》, 2001年第 6期 , 第 14～19页 ; 罗建波 : 《论冷战后日本对非洲的外交政策 》, 载 《国

际观察》, 2003年第 1期 , 第 69～74页 ; 吴波 : 《日本对非洲官方发展援助战略》, 载 《西亚非洲 》, 2004年第 5期 , 第 29～33页。

See Howard Lehman, “Japan’ s foreign aid policy to Africa since the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Pacific Affa irs,

Vol178, No13, 20051



东 京 非 洲 发 展 国 际 会 议 : 缘 起 与 机 制

20世纪 80年代与 90年代前期 , 非洲经历着一场边缘化过程 , 表现在经济和战略两个方面。80

年代 , 在非洲投资的英国公司有 43家从津巴布韦、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等国撤资 ; 美国在肯尼亚的公

司减少 ; 日本驻肯尼亚的公司从 15家减少到 2家。① 非洲的战略地位由于苏联的崩溃进一步下降。

正是在这一时期 , 日本提出愿与联合国共同举办非洲发展会议。②

(一 ) 第一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1991年 , 日本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举办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意向。③ 1993年 , 日本政府与联合国和

全球非洲联盟 ( GCA, Global Coalition for Africa) 等国际组织联合在东京举办了首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TICAD IⅠ)。日本表示将在援助非洲的改革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并阐述了日本对非洲政策的基本

方针 : 支持非洲进行政治、经济和人才改革 , 支持环境保护 , 提高援助的效果和效率。会后发表的 《东

京非洲发展宣言》在支持非洲政治和经济改革、通过私营部门进行经济开发、非洲地区合作和一体化、

紧急救援和发展、吸收亚洲经验以促进非洲发展和南南合作、加强国际合作、后续行动等 7个方面达成

共识。“我们庄严通过这一宣言 , 坚信它将加强建立在非洲国家自力更生的可持续发展与非洲发展伙伴

支持基础上的一种新兴伙伴关系。”④宣言中出现的 “自力更生”和 “伙伴关系”两个概念对传统的援

助理念产生了冲击。在美欧对非洲出现 “援助疲劳”之际 , 日本通过举办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 提高了在

国际援助事务方面的威望 , 对非洲提供援助问题也重新得到了国际关注。

(二 ) 第二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1998年 , 日本与联合国举办第二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 TICAD II)。会议规模空前 , 共有 51

个非洲国家、11个亚洲国家、18个欧美国家和 44个国际组织与会。会议提出 《东京行动计划 》

( Tokyo Agenda for Action) , 以 “减贫与融入全球经济的非洲一体化 ”为主题 , 强调南南合作及推动

民主化和解决争端的必要性。会议宣布 : “主事权 ” (ownership ) 与 “伙伴关系 ” (partnership ) 是行

动计划的根本原则。“主事权 ”是从 “自力更生 ”的概念演变而来 , 指非洲国家在制定和实施发展计

划过程中的自主权 , 主要体现为 “自助 ”; “伙伴关系 ”强调援助国与受援国的关系。⑤ 在 2000年 7

月召开的冲绳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 , 日本作为东道国首次邀请南非、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三国总统

出席西方集团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会议。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十年中 , 通过日本的努力 , 非

洲发展成为联合国和八国集团关注的问题 , 从而进入了国际议程。

(三 ) 第三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2003年 , 第三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 TICAD III) 召开。会议提出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

“通过经济发展减贫 ”和 “巩固和平 ”3个要点 , 列出了 8个议题 : 巩固和平 ; 能力建设 ; 以人为中

心的发展 ; 基础设施建设 ; 农业发展 ; 私营部门发展 ; 扩大伙伴关系 ; 与公民社会对话。会议发表了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十周年宣言 》 ( TICAD Tenth Anniversary Declaration)。宣言认为 , 非洲发展国

际会议使国际社会认识了非洲面临的挑战 , 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力量与以非洲联盟和 “非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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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John W1 Harbeson and Donald Rothchild, ed1, Africa in W orld Politics, Post - Cold W ar Challenges, Boulder: W estview Press, 1995,

pp18, 44 - 451
以下资料主要来自日本外务省有关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网站 ( http: / /www1mofa1 jp / region /africa / ticad / index1htm l) 和联合国

发展署有关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网站 ( http: / /www1undp1org/ ticad2 / archive1shtm l)。无特殊情况网址不再注明。

See IDCJ, “Thematic Evaluation of Japanese A id in the field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Africa”, MOFA, March 2003, p151 http: / /

www1mofa1go1jp /policy/oda /evaluation /2002 /africa1pdf1
“Tokyo Declaration on African Development”, October, 1993, Tokyo1
See“Tokyo Agenda for Action 1998”, 1998, Tokyo1



新伙伴计划 ”为代表的非洲主动性相结合 ; 承认 “创造一种平等的国际贸易制度仍然是非洲发展面

临的主要挑战 ”; 强调 “非洲发展国际会议过程一直提倡非洲国家对自身发展进程的 ‘主事权 ’和国

际社会支持这种主事权的 ‘伙伴关系 ’对非洲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些概念在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国

际社会得到广泛认可。”① 1993年以来 , 日本为非洲提供了 100亿美元的援助。这些援助涵盖面广 ,

包括基础建设、农业、供水、教育、医疗卫生和免除债务等方面。最具政治意义的是 , 时任首相小泉

表示 : “日本希望在非洲和亚洲之间起到桥梁作用 ”, 并以 “非洲新稻谷 ”作为日本这一努力的象

征。② 随后 , 日本一直积极筹备第四届会议 , 一系列与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有关的活动先后举行。2004

年 11月 , 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属下的亚非贸易投资会议在东京举办 ; 2006年 2月 , 巩固和平会议在亚

的斯亚贝巴举行。2007年 , 在达累斯萨拉姆举办了第四届亚非企业论坛。同年 3月 , 在内罗毕举办

了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可持续发展能源与环境部长级会议 , 5月和 6月举行的八国集团外长会议和八

国集团首脑会议均讨论了非洲发展问题 , 10月和 11月分别在卢萨卡和突尼斯举办了非洲发展国际会

议 -地区准备会议。2008年 3月 , 在利伯维尔举行部长级筹备会议。
(四 ) 第四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2008年 5月 28～30日 , 第四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 TICAD IV) 将在横滨举行 , 届时将颁发

“野口英世非洲奖 ”③。会议主题为 “朝向活力非洲 ———充满希望与机会的大陆 ”, 重点是促进经济发

展、保证人的安全和应对环境问题或气候变化。会议决定提出 4点措施 : 促进增长、达到千年发展目

标、巩固和平与民主化、应对环境问题或气候变化。④ 此次会议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首先 , 非洲日

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会议是在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背景下召开 , 中非关系的扩展对

日本产生了巨大压力。其次 , 十多年来 , 日本在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组织上颇费心思 , 在非洲广结良

缘。然而 , 日本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努力毫无结果 ; 时任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主任的日本

候选人尾身茂在世卫总干事职位的竞争中输给中国香港的陈冯富珍。这些都与日本失去非洲国家的支

持有关。会议为日本提供了一个争取非洲国家的重要机会。再次 , 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将于今年 7月在

东京举行。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成功举办将提高日本在发达国家集团中的地位。最后 , 日本已将非洲

定为石油的重要来源地之一 , 这次会议将进一步促进日本与非洲的经济合作。

从四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组织与机制看 , 其规模日渐扩大。参加第一届会议的非洲国家为 47

个 , 第二届为 51个 , 第三届为 50个 (包括 23名非洲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与会的其他国家及地区

第一届时只有 13个捐助方 , 第二、三届时分别增至 27个和 39个 , 包括亚洲国家。国际组织和地区

组织大大增加。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影响力逐步扩大。第三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召开以来 , “主事

权 ”和 “伙伴关系 ”的概念已为经合发展组织所接受 , 日本的影响力凸显。⑤

日 本 对 非 洲 援 助 : 诸 因 素 分 析

日本对非洲援助受诸多因素影响。从实际操作看 , 对非洲援助主要受 3个因素影响 : 援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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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与日本援助非洲政策　

①

②

③

④

⑤

“TICAD Tenth Anniversary Declaration”, October, 2003, Tokyo1
See“Keynote Speech by Prime M inister Junichiro Koizum i at the Third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 TICAD

III) ”, 29 Sep tember 2003; M 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D iplom atic B luebook 2004 , p11271非洲新稻谷 (NER ICA, New R ice for Africa) 是

日本在西非研发的结合亚洲和非洲稻谷优点的新品种。

野口英世 (No guchi H ideyo, 1876 - 1928) , 日本生物学家。1927年赴非洲研究黄热病 , 1928年 5月 21日因感染此病卒于黄

金海岸 (今加纳 ) 阿克拉。日本的 1 000日元纸币印有他的肖像 , 以纪念他作出的贡献。

See“TICAD Concep t Paper”,“The Fourth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 TICAD IV ) , 28 - 30 May,

Yokohama”1
这些概念得到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和欧洲联盟的认可 , 在它们的一些文件中不断出现。 See“Actions for a Positiv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Africa to Promote Development: OECD - NEPAD Statement”, 19 November 2003, Johannesburg; “EU and Africa: Toward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19 December 2005, B russels1



国家主管部门、对非洲政策。

(一 ) 日本的援外政策

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路线与经济中心主义的外交特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外交的两大支

柱。① 非洲在日本的外交政策中始终处于次要地位 , 这可以从下列事实反映出来。其一 , 日本首相极

少访问过非洲。2001年 , 时任首相森喜朗首次访问非洲三国 , 以加强双边关系 , 希望在解决非洲问

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其二 , 日本第一次注意到非洲的作用是在日、美关于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

席位的提案遭到非洲国家的激烈反对。日本在 1961年设立中近东非洲部 , 1965年改为中近东非洲

局。② 然而 , 外务省非洲处的外交官人数比例最低。③ 其三 , 日本外交政策的轴心是美国 , 援外重点

一直是亚洲地区。④

对战后日本官方发展援助 (ODA ) 的分期有不同观点。东乡和彦将分期分为 4个阶段 : 战后重

建和赔偿 (1945～1963年 ) ; 经济援助扩展 ( 1964～1976年 ) ; 有计划的扩展 ( 1977～1988年 ) 和

第一捐助国 (1989年以后 )。⑤ 非洲学者阿姆皮亚将日本援助的历史划为 5个阶段 : 1954年至 20世

纪 60年代后期 , 60年代后期至 1973和 1974年 ; 1974～1985年 ; 1986～1989年 ; 1989年以后。两

种划分表明了不同观点。前一种代表日本立场 , 强调日本作为援助国的计划性和贡献 ; 后一种将日本

援外政策放在国际政治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 , 注重国际因素对日本的影响 , 如 1973年和 1974年的中

东石油危机对日本援外政策的影响 , 20世纪 8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对日本外援数量和质量的要求及其

影响 , 80年代末 , 美国与其西方盟国要求日本一道将受援国的 “人权 ”等问题作为 “条件 ”与援助

挂钩。⑥

冷战后 , 日本反思其援助政策 , 并于 1992年提出 《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宪章 》。宪章提出了 4个

重点 : 重视人道主义援助 ; 承认全球相互依存 ; 强调自助努力 ; 考虑环境后果。这些原则表明了日本

对援助的态度 : 一是受援国的自身责任 (包括民主化、人权和环境保护 ) , 二是暗示日本对环境保护

的项目和国家提供援助的可能性更大。⑦ 1995年 , 这一宪章修改后提交联合国发展行动工作小组 , 被

称为日本提交给国际组织的 “有关国际发展最全面的文件 ”。文件提出了 “软件援助 ” ( software aid)

的概念 : 即对 “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力资源发展和制度建设 ”方面的援助。这一文件突出三点 :

日本对于将东亚发展模式运用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强大信心 ; 日本独特的外援方式 (包括受援国的

自助和不同国家不同方式 ) ; 民主、良政和妇女对发展方针的指导作用。⑧

2003年 , 日本发表新的 《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宪章 》。宪章提出五大方针 :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自助

努力 ; 促进人的安全 ; 保证公平 ; 利用日本的经验和技能 ; 加强国际社会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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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张光著 : 《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 , 1996年版 ; 金熙德著 : 《日本政府开发援助 》,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 2000年版。

参见 [日本 ] 永野信利著 : 《日本外务省研究》, 上海译文出版社 , 1979年版 , 第 283～284页 ; 金熙德著 : 《日美基轴与经

济外交———日本外交的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8年版 , 第 333～334页。金熙德认为 , “二战前日本与非洲的关系几乎没有

进展 , 战后初期日本也未能积极发展与非洲的关系。” (第 333页 )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See Kweku Amp iah, The D ynam ics of Japan’s

Rela tions w ith Africa, South Africa, Tanzania and N igeria ,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173, See Masako O sada, Sanctions and

Honorary W hites: D iplom atic Politics and Econom ic Rela tions in Rela tions between Japan and South Africa , W 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21
See Jun Morikawa, Japan and Africa, B ig B usiness and D iplom acy, London: C1 Hurst, 1997, note 3, p191
See Glen D1 Hook, et al, Japan’s In ternational Rela tions: Politics, Econom ics and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1177 - 274;

A sia Program Special Report, “Japan’s ODA at 50: An A ssessment”, W ashington, DC: Woodrow W 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0051 http: / /www1wilsoncenter1org/ top ics/pubs/A siaReport1281pdf1
See Kazuhiko Togo, op1cit1, pp1316 - 3431 See Tomoko Fujisaki, et al,“Japan as Top Donor: The Challenge of Imp lementing Software

A id Policy”, Pacific Affa irs, Vol1 69, No141 (W inter, 1996 - 1997) , pp1519 - 5391
See Kweku Amp iah, op1cit1, pp1173 - 1751
See Howard Lehman, op1cit1, p14261
See Tomoko Fujisaki, et al, op1cit1, pp1519, 5241



则第一条即指出 :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自助努力 , 通过扩大与发展中国家在主要方面 (人力资源发

展、包括发展法律体系在内的制度建设 , 以及经济和社会基础建设 ) 的合作 , 这是日本官方发展援

助最重要的宗旨 ”; “日本尊重发展中国家的主事权 , 优先援助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发展战略 ”, ① 进一

步强调 “自助 ”、“主事权 ”和 “伙伴关系 ”等概念。这既表明日本官方援助政策受到援助非洲的启

发 , 也是日本针对西方传统援助战略做出的修正。

(二 ) 日本的援外机构

日本对外合作援助的决策体制长期以来一直主要是 “四省厅体制 ”, 即日本对外援助的立案和决

策基本由大藏省、外务省、通产省和经济企划厅协商。具体的实施部门为主管资金合作的日本进出口

银行和海外经济合作基金 , 以及以对外技术合作为主的国际合作署。② 为加强对外技术援助与合作 ,

国际合作署于 1983年成立国际合作研究所 ( IF IC)。1999年 , 日本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经济合作基金

合并为日本国际合作银行 (JB IC)。由于日本对非洲的援助以无偿援助为主 , 国际合作署是对非洲援

助的主要实施部门。国际合作署分为三大部分 : 总部、海外办公室和国内办公室 , 由会长领导。现任

会长是原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绪芳贞子 , 她上台后对国际合作署的改革力度颇大。总部管辖 20个

部门。56个海外办公室中有 16个在非洲。③ 此外 , 国际合作署还设有 6个地区支持办公室 , 其中非

洲有 3个。2003年 , 国际合作署成为独立的行政机构 , 分 5个司 , 第四司是非洲司。2005年 , 时任

首相小泉制定 “小政府 ”计划 , 将国际合作署与国际合作银行合并为负责援外事务的机构。今年整

合完毕后它将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援助机构之一 ”。

(三 ) 日本援助非洲政策的演变

从战后到 20世纪 70年代 , 日本一直以对美国协调和发展经济为外交的核心目标。这一时期 , 日本

与非洲关系的最大特点是促进日本商品的出口。④ 日本的援助与商品输出有直接联系。日本对非洲援助

始于何时 ? 阿姆皮亚认为始于 1966年 , 当年日本对尼日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提供了贷

款。⑤ 如果阿姆皮亚将援助定义为 “援款”, 他或许是对的。从广义上说 , 日本对非洲的援助始于 60年

代初。当时 , 日本除参与联合国的援助计划外 , 还对非洲进行技术援助。资料表明 , 日本是 1961年向

尼日利亚提供援助的十个国家之一。⑥ 1963年 , 日本还根据本国的 “对中近东和非洲技术援助计划”向

非洲派出 38名专家 , 接受 108名非洲学员到日本接受培训。日本还鼓励私人企业以投资方式援助非洲。

1964年 , 日本已在尼日利亚建立了纺织厂、金属冶炼厂和渔业公司⑦; 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噶尼

喀 (属坦桑尼亚 ) 建立了纺织厂 , 在象牙海岸 (今科特迪瓦 ) 建立了渔业公司。⑧

在 1964年的联合国贸易大会上 , 日本对非洲贸易顺差和日本与南非的密切关系受到非洲国家的

激烈批评。为了补偿 , 日本宣布了一系列措施 , 如将国民收入的 1%用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 ,

发展中国家的成品和半成品可享受日本的优惠关税 ; 决定对 19个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 , 贷款利率为

315%。这些国家或是向日本出口额超过 1 000万美元 , 或是它们与日本的贸易逆差超过 10倍 , 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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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肯尼亚和加纳列为此类国家。① 虽然日本政府鼓励中小企业到非洲投资 , 结果并不理想。日本

企业希望投资收益快、安全的项目 ; 农民企业不愿看到来自非洲的商品与本国产品竞争。1972年 ,

“非捆绑式援助 ”仍只占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 2811%。②

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 , 以确保资源为中心的经济安全保障成为日本援助政策的一大目标。③ 日本

对非洲官方发展援助政策进一步明确 , 战略援助的理念得到强化 , 自身安全利益成为日本扩大援助规

模的主要原因。20世纪 80年代初 , 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争当政治大国的目标。为此 , 官方发展援助大

幅度增加 , 从 1977年的 14亿美元增至 1980年的 33亿美元。1978年 , 日本在竞争联合国非常任理事

国时失败 , 主要原因是非洲国家不支持。1979年 , 日本对非洲援助占日本双边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

10%左右。④ 1984年 , 日本的官方援助超过法国 ,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援助国。日本的援助对象

也由亚洲国家扩展到中东地区。1986年 , 日本当选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 , 但得票率不高。日本人

日益认识到 , 要在联合国这个舞台上取胜 , 非洲的支持至关重要。⑤ 1987年 , 日本对 11个撒哈拉以

南非洲国家的援款达 5亿美元 , 但由于文化隔阂和日本对非洲知识的贫乏 , 大部分援款均委托给英国

的海外发展部门帮忙援助事务。⑥

坦桑尼亚是日本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援助的重要国家之一。1973～1987年 , 日本共提供援助

353175亿日元。其中超过 10亿日元的项目如下 : 非项目援款 25亿日元 (1987年 ) , 乞力马扎罗农工

发展中心建筑 20亿日元 (1979年 ) , 塞兰德尔大桥建筑 15亿日元 (1980年 ) , 达累斯萨拉姆电力项

目 1312亿日元 ( 1986年 ) 和 11145亿日元 (1987年 ) , 渔业促进项目 11140亿日元 ( 1984年 )。⑦

援助项目还包括技术、教育、卫生、社会福利和免债等方面。我们从中可以看出 , 日本援助的内容涵

盖面广 , 对坦桑尼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何日本慷慨相助 ? 日本官员的解释是 , 出于人道主义

考虑。但阿姆皮亚指出 , 虽然不排除这一因素 , 但主要原因在于 : 日本一直不顾非洲国家的抗议与南

非进行贸易 , 而坦桑是前线国家的重要成员 , 在第三世界中很有威望 , 尼雷尔也是一位十分杰出的领

袖人物。这样 , 日本对坦桑尼亚的经济援助实际上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⑧ 这是日本将经济援助作为

外交工具的典型。

1989年 , 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援助国。此时 , 西方援助对受援国提出附加条件 , 也对日本的援

助提出更多要求。1991年 , 日本正式提出承办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 1993年 , 第一届非洲发展国际会

议召开。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于 1994年公开表态 , 赞成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 , 这大大鼓舞

了日本 “争常 ”的决心。⑨ 日本为了加强其在国际上的地位 , 一方面加大对外援助的力度 , 另一方面

加大非捆绑式援助在官方援助中的比例。1998年 , 日本的非捆绑式援助额达到官方发展援助额的

9316% , 在主要捐助国中居首位 , 解决了困扰日本援助的老大难问题。�λυ 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起 ,

非洲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大大降低 ; 英、美提出以集团形式援助 , 不突出各自国家。日本认

为 , 该政策主要因英、美对自己在非洲国家的援助政策缺乏自信而生。�λϖ 这些因素为日本提高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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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援助体系中的地位提供了机会。日本在冷战后对非洲援助包括 : 技术培训、派遣专家、提供设

备、以项目援助为基础的技术合作与发展研究、派自愿者和提供资金援助等。此外 , 还有紧急灾难救

援、合作后续行动 , 以及招募与培训合格人员、支持日本移民等。

近年来 , 日本在援助非洲方面花费不少功夫。通过主办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 将南北会谈引入西方八

国集团峰会 , 使非洲问题纳入联合国的议事日程 , 日本的作用非同小可。作为回报 , 日本在国际舞台上

得到了非洲的支持。1996年 , 日本与印度竞争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地位时胜出 , 小田滋被选为联合国国

际法院大法官 , 绪芳贞子被选为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在 2005年的国际捕鲸大会上 , 大部分非洲成

员国都在捕鲸问题上支持日本的立场 , 在同年 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选举中 , 非盟投票一致

支持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日本人松浦晃一郎连任。① 同年 , 斋贺富美子以最高票当选 《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委员。日本取得的这些外交成就与非洲国家的鼎力相助分不开。

非 洲 发 展 国 际 会 议 以 来 的 日 本 援 助 非 洲 政 策

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以来的日本援助非洲理念是什么 ? “主事权 ”和 “伙伴关系 ”等概念的含义是

什么 ? 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对现存的国际关系有何影响 ? 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探究的问题。

20世纪 80年代末 , 一篇分析日本援外政策的文章提出了提供援助的 5点理由。 (1) 援助是一种

便捷可行的方式 , 灵活方便。 (2) 援助能达到目的 ,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外交工具。 (3) 援助可提高

日本民族的荣誉感。 (4) 援助受人欢迎。 (5) 援助可向日本提供一种理想前景 , 也向世人表明日本

是一个对国际作出贡献的非军事国家。② 这一结论虽有道理 , 但毕竟是十多年前的分析 , 同时也忽略

了国际环境对日本援外政策的影响。日本在 1989年成为世界最大捐助国后 , 一直对在西方支配的国

际援助体系中处于受支配的地位颇为不满。日本对西方强行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结构调整计划也有看

法。③ 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冷战后日本外交的重要目标 , 这需要非洲的支持 , 援助成为

一种便利工具。日本必须摆脱西方的束缚 , 才能在国际援助体系中彰显自己的理念和作为最大援助国

的地位。通过策划、组织 , 以及在方针上对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有效控制 , 日本基本上达到了目的。

这表现在以下 4个方面。

(一 )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成功运作

通过与联合国的合作 , 日本使发展会议成为由一个发达国家承办的针对非洲发展问题的国际会

议。为达目的 , 日本可谓竭尽全力。从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 日本经济陷入萧条 , 在这种情况下 , 承

办非洲发展国际会议需要勇气。勒曼注意到 , 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未设秘书处 , 却由外务省控制会议的

议程 , 认为这样可节省日本政府开支。④ 笔者认为 , 日本不设会议秘书处 , 而是高举联合国大旗 , 使

日本占领道德制高点。联合国的大旗既具有号召力 , 也可使与会者平等相处 , 日本则可以利用东道国

地位和组织之便推行自己的援助理念。概言之 , 在组织上 , 日本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合作举办非洲发

展国际会议 , 协调非洲国家与西方援助国之间的关系 , 从而取得举办这一国际会议的合法性与合理

性。在代表性上 , 日本邀请政府与私营、国际和地区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等多方与会 , 特别是邀请亚洲

国家与会以突出亚非合作的色彩 , 突出了多方参与的特点。在方针上 , 日本强调 “主事权 ”和 “伙

伴关系 ”两个新概念 , 将以 “自助 ”为核心的援助新理念引入长期由西方支配的国际援助体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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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上 , 日本通过五年一次的聚会使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成为帮助非洲减贫的重大机会。会议成为整合

各种政治力量的平台 , 为非洲的发展增添了活力。日本的外交艺术取得了一举数得的效果。

(二 ) 对结构调整计划的批判

20世纪 80年代 ,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动下 , 撒哈拉以南大多数非洲国家进行了

经济结构调整。这一计划虽有一定的合理性 , 但由于方案以西方发展模式为蓝本 , 与非洲国情不符 ,

效果并不理想。尼日利亚历史学家阿科莫拉夫认为 , 结构调整计划使非洲遭受双重打击。“首先 ,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出的药方全面破坏了非洲经济 ; 其次 , 非洲人因为经济上的无所作为而

备受指责。那些在非洲捞得盆满钵满的西方顾问心满意足地去银行提钱时 , 非洲人却不得不收拾残

局 : 基础设施崩溃、教育和医疗保健体系体无完肤、公民忍饥挨饿。”① 非洲边缘化使日本认识到结

构调整计划不可行。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第一份文件 《东京非洲发展宣言 》对持续多年的结构调整

计划提出了含蓄的批评。第一 , 结构调整计划没有考虑到非洲国家的特殊情况和要求。第二 , 任何政

治和经济改革都应以减贫和提高人民福利为目的。第三 , 结构调整计划只注意到经济层面 , 这是不合

适的 , 应注意政治与经济改革同行。②

(三 ) 日本援助新理念的宣传

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提出的 “主事权”和 “伙伴关系 ”是日本援助理念的重要体现。在国际援助

体系里 , 从来只有援助者与受援者这样一种上下关系 , “主事 ”与 “伙伴 ”却意味着一种平等。“主

事权 ”源于 1995年 《开罗行动计划 》 (Cairo Agenda for Action) 中关于 “非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点

由非洲来决定 ”这一思想。《东京行动计划 》用 “主事权 ”代替 “自力更生 ”, 明确表达了发展战略

从计划到实施都应由非洲人自己决定的思想 , 强调了援助应以自助为根据的理念。“主事权 ”主要有

3层涵义。非洲在制定和落实发展政策的过程中发挥自主权 , 以 “实施非洲确定的发展重点 ”; 通过

发展来减贫 , 这与西方看重援助不同 ; 发展是自身主导的发展和公民的参与 , 主事权 “应建立在政

府、私营部门与公民社会之间不断对话的过程中。”③“伙伴关系 ”有 4层涵义 : 国际援助方与受援方

之间的伙伴关系 ; 非洲国家政府与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伙伴关系 ; 亚洲和非洲的伙伴

关系 ; 日本与非洲在国际事务中的伙伴关系。特别是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 , 日本急切希望通过联合国

改革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 非洲国家对现存的联合国的体制极为不满 , 希望改革。因此 , 日本特别

希望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加强与非洲的合作。日本明确表示 : “在建设一个与日本的原则和思想相符

的国际框架过程中 , 日本将非洲国家视为重要伙伴。以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为例 , 尽管进行

实质性改革已被推到 2006年 , 日本一直与非洲国家密切配合 , 以寻求可能的办法完成改革。”④

(四 ) 与西方援助集团争夺话语权

虽然属于发达国家 , 日本却自认为是 “非西方捐助者”⑤。在援助和发展这两个领域 , 日本自认为最

有发言权。日本援助的亚洲国家已先后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 日本在 1989年成为最大捐助国 ; 对非

洲援助也居领先地位。援助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 , 而日本是 “亚洲第一个发达国家”, 对发展有一套

经验 , 完全可供非洲参照。然而 , 在国际援助体系中 , 日本却要听从西方的支配。对这种从属地位 , 日

本早已不满 , 但又不能明抗。“主事权 ”将选择权交给非洲人 , “伙伴关系”则在联合国框架内提出。

日本指望在不得罪西方的情况下将话语权夺过来。在 1993年 《东京非洲发展宣言》中出现的 “自力更

生”和 “伙伴关系”的提法表达了尊重非洲自主、主张平等关系的理念 , 是对西方国家那种颐指气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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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哲学的否定 , 更是日本援助新政策的宣示。在 1998年的 《东京行动计划》中 , “主事权”一词出现

7次 , “伙伴关系”出现 10次。2003年的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十周年宣言 》进一步强调这两个概

念。虽然该文件 (英文为 2 473个词 ) 比 《东京行动计划》 (6 697个词 ) 简短许多 , 但 “主事权”出

现 16次之多 , “伙伴关系”也出现 13次。这是一种颇具匠心的策略。

“亚非合作 ”是会议提出的另一概念 , 强调非洲发展应借助亚洲经验。日本认为自身的现代化相

当成功 , 受它援助的东亚国家经济增速 , 亚非合作可促进非洲的发展。《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十周

年宣言 》指出 , 各国情况虽然不同 , 发展经验不可照搬 , “但我们认识到亚洲经验的相关性对非洲发

展有利 ”; 亚洲诸国经验的多样性表明 : 非洲可以吸取亚洲的经验与教训。《宣言 》用了大量篇幅介

绍亚洲经验 , 并极力说明亚洲与非洲的相关性。① 历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强调亚非在农业、能力建

设、技术转移、贸易与投资方面的合作。除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相关文件外 , 外务省还发表相关政策

文件 , 强调亚非合作的重要性。《日本与非洲的团结 : 具体行动 》是第三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后外务

省发表的政策文件之一。文件强调加强亚非合作的两个方面 : 与非洲分享亚洲经验 ; 促进亚非之间的

贸易与投资 , 并特意强调 “非洲新稻谷 ”的作用。② 日本强调亚非合作还有更重要的原因。由世界银

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各种发展战略都是以西方的发展为蓝本。这种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经验

基础上的模式在非洲既不成功 , 也引起非洲国家的反感。亚洲具有与非洲同样的殖民地经历 , 近年来

发展迅速。这种历史相似性对非洲极具吸引力。日本认为 : 亚洲模式通过日本为主导来宣传既有合理

性 , 也有说服力。日本想主导援助与发展的话语 , 又不想刺激西方。通过强调亚非伙伴关系来掌握发

展问题的主导权 , 既不会引起西方的反感 , 又可赢得非洲的尊敬。

日本渴望成为 “援助非洲领域的思想领袖 ”③。4次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效果较为明显 : 会议规模逐

步扩大 , 涵盖议题不断拓展 , 探讨内容日益丰富 , 援助数额逐渐增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 日本提出

的一些新概念已对西方主导的援助理念形成冲击。日本对非洲援助的战略目标主要有二 : 在经济

(特别是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开发领域 ) 上加强与非洲的合作 ; 加强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通过 15

年的运作 , 日本从组织上、方针上和机制上逐步掌握了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话语权 ; “主事权 ”

和 “伙伴关系 ”等概念已对国际援助体系产生影响 ; 日本在国际援助非洲事务上逐步由被动变为主

动。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也有值得改进之处。根本问题在于 : 亚洲的日本将自己置于西方集团之中

(这正是其矛盾之处 ) , 可否取得非洲国家的信任尚难以肯定 ; 如果总是将自己置于 “教师爷 ”和

“恩赐者 ”的地位 , 日本与非洲国家之间难以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

(责任编辑 : 徐 　拓 　责任校对 : 安春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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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CAD and Japan ’s A id Policy to Afr ica

L i A nshan pp15 - 13

　　The fourth conference of TICAD is to be held
soon. The Chinese scholars have put more attention
on the motivation of Japan’s aid to Africa and less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ICAD and the sense of
Japan’s aid to Africa. This paper not only reviews
the past three times TICAD which held in Japan,
but also analyses the sense of Japanese aid policy

towards Africa and its influence.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ICAD is a try for Japan to change the tradi2
tional way of aid dom inated by the west and its effect
is emerging. The concep tions of“ownership”and
“partnership ”have exerte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aid.

Com plem en tar ity and Reg iona l Pla tform for Econom ic Coopera tion
between Ch ina and the Portuguese Afr ican Coun tr ies

Zhang Yongpeng pp114 - 19

　　 The Chinese - Portuguese African econom ic
cooperation is motivated externally by econom ic
globalizat ion and regionalization and internally by
pursuing ones’own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on
the comp lementarity of the econom ic resource struc2
ture of China and the Portuguese African countries
show that the comparative - advantageous and disad2
vantageous resources of both sides can be comp le2
mentary. The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Portuguese
African countries could match the demand of the

Chinese market and benefit them selves from th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2
ca Cooperation and the Forum on China - Portuguese
Cooperation, a dual - structure, can be a p ragmatic
alternation for both. However, how to make the eco2
nom ic comp lementarity a reality is still needed to be
communicated and further strategic reflections are
needed. The evident comp lementarity and potential
of China - Portuguese Africa cooperation may destine
a win - win p rospect.

Advantages and D isadvan tages of China - Angola
Econom ic Coopera tion

A n Chunying pp120 - 25

　　 Since the end of civil war in Angola,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ngola has been soaring and the
bilateral econom ic cooperation is p rogressing steadi2
ly. It is the favorable foundation of bilateral relation2
ship , the full - dimensional comp lementarity in
economy and technology, the more and more credi2
ble policy context and the broad information network
of the Macau Platforum that energize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 Angolan econom ic cooper2

ation. Meanwhile, challenges to the bilateral
econom ic cooperation come to their being in the form
of risk investment both from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ina and Angola. Further exp loring and expanding
the potential of cooperation is thus needed to develop
the dimension of econom 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ngola. So far, Angola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 ic partners of China i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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