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读者： 

    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是一家泛非的中立调查机构网络，目标是提供决策过程中日益不

可避免需要关注的公众声音，自从1999年成立以来的20年，已经成为与非洲事务相关的决策者、公民

社会、学者、媒体、捐助人、投资者和普通非洲民众可信赖的数据和信息来源，其声誉来源于其调查

方法，即在不同此地区、国家、城乡之间均衡取样，随机对任何一个成年非洲民众进行当地语言进行

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  

     

    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扩展，在2014-15年一轮的

调查中，非洲晴雨表第一次发表了35个非洲国家对中国印

象的调查。 

 

 

    根据此次调查，非洲民众对中国好感度的因素有几个

方面：中国在基础设施等发展领域的投入、中国产品物美

价廉和中国的商业投资等。而影响中国负面形象的因素，

非洲人主要选择了如下几方面：中国产品的质量、中国人

挤占了工作机会以及中国的挖山开矿等等。 

 

 

   此次调查一个广为引用的数据，是关于非洲人认为哪

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最有吸引力的，美国是第一位的，而

中国已经跃居第二位，尽管中国国内的政策圈和学者们

很谨慎“中国模式”这个词汇。非洲晴雨表给出了不同

国别的认知情况，比如中非的喀麦隆是所有受调查国别

中指数最高的，高达48%，而加纳作为撒哈拉以南最早独

立、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在这一轮调查中反而只给出了

15%的认可度；然而2018年来北京参加中非峰会的加纳总

统则毫不讳言中国发展模式的启发意义，显示了政治、经济精英们的认知很可能与一般民众的认知相

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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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5年，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美国成为影响世界的最大因素之一，特别是其政府在非洲公开发动

的一系列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举措，到底在非洲人心目中引发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万众期待中，2020

年9月3日，非洲晴雨表终于推出了2019年调查的最初成果发现，并且邀请中非学者以研讨会的形式举

办了第一轮成果发现研讨会。非洲晴雨表能力建设部主任Edem Selormey博士在主讲了新一轮调查的

主要发现，牛津大学Folashade Soule博士、金山大学的吴御瑄博士和我受邀进行了点评和讨论，深

感与有荣焉。 

 

 

 

 

 

 

 

新一轮调查基于18个国家的样本，关于哪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最有吸引力的指数，与上一次没有根

本的变化，中国仍然是在美国之后的第二位。 

 

    值得关注的是，在18个国别中，除了在西非/萨赫勒地区

和南部非洲的博茨瓦纳，相比于2015年的数据有所上升外，

其他受访国家的国别认知均有所下降。牛津大学的Folashade 

Soule博士和我都认为，近年来中国在西非地区经济活动和在

安全领域的维和以及助力非洲国家的安全行动显然应该是重

要的因素。至于在其他国别的下降原因，应该是对每一国作

具体的时间段变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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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中国人、特别是每天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的政府有关

部门的官员、一线实施各种合作项目的企业人士们深感欣慰的

是另一项调查数据：最有影响力的外来者——这一项中国高居

榜首（59%），美国屈居第二(58%)！！！欣慰和骄傲不是因为

我们宣扬中美角力，因为中国的对非议程不是针对任何第三

国。非洲人的认可，是对中国的对非政策和一线兢兢业业推进

的对非工作的承认！毕竟，如果“模式认可度”未必与受访者

相关，“有影响力外来者”显然是基于对受访者自身和国家的

影响（尽管可能是积极和消极兼具的）做出的判断。 

 

    值得关注的是，地区大国、原来宗主国作为有影响力的外来

者追随其后，而俄罗斯也达到了38%；民众对于国际组织的认可

度，非洲次地区组织有明显提升，达到了55%，而联合国屈居

54%、非洲联盟为50%。正如Folashade解读的，这样的结果特别

显示了非洲的能力和民众认知丰富的；当然，“外来者”明显更

加多元，比如俄罗斯、比如中东地区和阿拉伯国家。 

 

 

    对于中国作为外来者的积极影响，非洲人的评价明显高于

15年指数的仍然是佛得角、几内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加纳

等国。除了我和Folashade解读的中国近年在西非的积极作为

以外，中国和非洲学者还应该更深入做每一个国别研究，引入

更加丰富的变量来理解这些变化情况。  

 

 

    这样的研究将更进一步揭示民众对中国在各国实施项目的了解与相对积极或者消极的中国影响力

认知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比如说自2018年以来充斥世界媒体的中国债务陷阱言论。晴雨表的

调查数据显示了非常分化的状态，整体上了解中国贷款的民众人数多的国家，未必同时是对中国形成

负面认知、甚至更多忧虑中国存在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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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观察： 一带一路与非洲的研究新进展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以来，很多学者表示了在各国纷纷关闭国门、断绝人员移动往来的情况下，

一带一路倡议将被打断、搁置、甚至终止的担忧，更何况美国大选前瞄准中国开足火力不遗余力进行

打击的趋势，更是让很多美国学者更加担忧，“一带一路在媒体消失了”背后是否还有活力。 

 

    8月29日上海师大举办的《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线上线下

的中非学者发表了大量有关于一带一路的新研究成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推进正在深入展

开，而全球的非洲研究学者们也正在加入到这一题目的研究热潮中，与2018年、2019年笔者参与北京

大学同事们主持的“一带一路”研究甚至很难找出阅读材料给学生的境况已经大为不同。会议上，学

者们的发言令人振奋，关于一带一路在非洲进展的研究，呈现出向不同区域、不同国别、不同领域深

入的趋势，包括经常被忽略的人文领域也得到了很多关注和成建制的研究组织的进展，新人辈出更是

令人眼睛一亮。这里，仅列举部分题目供读者卓参：张振克《基于能源合作视角的中非共建一带路的

机遇与挑战》、余建华《中国 -埃及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动力、进展与挑战》、朱伟东《中非

共建“一带路”的法律挑战及应对》、Ayodeji OLUKOJU（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中国资本和技术

与非洲海上铁路运输》、黄梅波《基于数字丝路计划下的中非电商合作》、陈晓红《中国—非洲经贸

博览会机制建设》、黄玉沛《中非共建“一带路”进程的债务问题》、李洪峰《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

的“一带路”与西非—基于塞内加尔个案的观察》、何曙荣《新冠疫情下对非经贸的地方政府角色：

浙江金华的案例》、张春《创新经验分享：中非境外贸合作区的实践》等。 

 

    就在上海会议前二周，香港科技大学（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

gy）新兴市场研究所举办的题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贸易与投资（Trade and Investment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广邀全球学者在云端进行了持续2周的国际会议系列研讨。在六场研讨

中，一带一路研究的学者超越了地区限制，将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的进展连成一体进行了充分的讨

论，笔者受邀参加，受益良多，这里介绍几位学者的精彩观点。根据来自全球各地学者们的广泛研

究，笔者认为这里我们应该有信心，一带一路倡议还在继续，中国政府最近提出的“双循环”，并不

意味中国开始转向“内循环”，而是在坚持工笔画画好对外合作这幅画的同时，也更深入地推进国内

的发展建设。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PKUCAS      

北大非洲电讯 PKU African Tele-Info No.458 2020–9–5  

致读者信 

第  4   页（共 7  页） 



 

 

     

    波士顿大学叶敏教授认为，一带一路一定会继续发展，可能优先选项有所调整； 

 

 

 

 

 

 

    兰德智库的Jannifer Bouey、朱可人等研究员认为，健康丝路机制经过新冠肺炎的意外促进，已

经呼之欲出了。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的李教授认为，决定带路发展的更多是

当地的复杂政治经济和权力关系，所谓“债务陷阱外交“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不能够帐都算到中国头

上，在部分国家出现的债务问题必须要分析当地精英的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 

 

 

中心主任：刘海方 

2020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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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月26日，刘海方应邀参加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举办的课题评审会，受评审课题为浙江师大徐薇

博士团对承担的“中国与南非减贫合作研究”。会议由谭卫平主任主持，毛小菁研究员、郑宇教授、

周圣坤教授也作为评审专家参会。 

 

 

 

 

 

 

 

 

 

 

2、8月28日，刘海方应邀参加南非著名智库全球对话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Dia-

logue，IGD)召开的“非洲人对一带一路认知”研究顾问讨论会。 

 

3、8月29日，李安山、刘海方应邀参加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非共建“一带一路”

的机遇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分别发表题为《中非合作新挑战：口号与陷阱》、《一带一路倡议

如何促进中非合作：以乌干达和赞比亚为例》的演讲。除了中国各高校、智库的学者专家，参加会议

的还有非洲联盟驻华代表处Rahamtalla M. Osman大使、津巴布韦驻华使馆Martin Chedondo大使、莱

索托驻华使馆Setenane大使、尼日利亚阿巴丹大学历史系主任Olutayo C. Adesina教授、拉各斯大学

历 史 系 Ayooeji  Olukoju 教 授 等 也 在 线 出 席 了 研 讨 会，相 关 报 道 参 见 链 接 http://

world.people.com.cn/n1/2020/0831/c1002-31843025.html。 

 

4、9月3日，刘海方应邀参加非洲晴雨表“非洲声音”论坛，与牛津大学学者共同点评该机构

2019-2020新一轮中国形象调查发现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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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华秋实 

2020届毕业生论文题目选 
 

 

许亮指导 

 

本科生： 

钟嘉睿：《中国企业在海外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验和挑战：以华为在非洲的经营为例》 

 

研究生（英文项目） 

Shannon Leonora Lim, “Middle Power Economic Cooperation: A Case Study of Malaysia-

Nigeria Bilateral Relations from the 1990s to the Present” 

 

 

刘海方指导 

 

本科生： 

潘晴：《南非的中国新移民——以古田县为例》 

 

研究生： 

1. 金正润（韩）：《韩国如何在非洲开展新村运动:以坦桑尼亚为案例》（中文） 

2. 托马（乍得）：《萨赫勒地区安全走向与新安全机制研究：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视角》（中

文） 

 

英文项目： 

1. 朱尔斯：《传统援助者正在向超越发展援助的方向发展？荷兰国际发展合作案例研究》 

2. 胡漫婷：《全球视角下评估中国在2014 年西非埃博拉疫情中的应对措施（China’s response 

to the 2014 West African Ebola outbreak: Appraisal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3. 朴韩罗:《为何韩国新村运动（Saemaul Undong）可以促进埃塞俄比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

能力的视角》 

4. 周腾:《国际交往中的非洲能动性: 以南非在金砖国家机制内与中国的交往为例》 

5. 孙乐马:《中国对非和平与安全合作：动因，方式与影响》 

6. 杨惠文:《从维护和平到建设和平：联合国在非洲大湖地区新区域性安全治理框架研究》 

7. 普杰勇：《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建立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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