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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非洲大陆地域辽阔，文明悠久，民族众多，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与非洲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质的飞跃。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与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国内各行各业都产生了走进非洲、认知非洲、了
解非洲的广泛需要。
加强对非洲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技教育、中非关系各方面的研究，培养相关专业人才，已经显得
日益重要。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文化繁荣。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日趋紧密，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省份。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一批批浙江人远赴非洲闯市场，寻商机。
如今在广袤非洲大陆的城市与乡村，都可以找到浙江人辛劳创业的身影。
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来到浙江经商贸易，寻求发展机会。
世纪之交，基于主动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学校特色学科建设的需要，浙江师范
大学努力发挥自身优势，凝练办学特色，积极开展对非工作，重点在汉语国际推广、人力资源开发与
非洲学术研究三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产生了广泛影响。
1996年，受国家教委派遣，我校在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建立了“喀麦隆汉语教学中心
”。
十多年来，已有1 000多人在该中心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其中外交官和研究生达500多名，对象遍及
非洲近20个国家。
该中心在非洲诸多国家已声名远播，被喀麦隆政府及周边国家赞誉为“体现南南合作精神的典范”。
2005年，为表彰中国教师在传播汉语言文化、发展中喀友谊方面所作的特殊贡献，喀麦隆政府授予我
校三位教师“喀麦隆金质劳动勋章”。
2007年11月，该中心发展为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和汉语水平考试（HSK）考点。
2007年胡锦涛主席访问喀麦隆期间，中喀两国元首共同做出了合作建设孔子学院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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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初步介绍和研究当代非洲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过程及活动情况的著作，分上、下篇。
上篇是对非洲非政府组织基本情况的综合研究，下篇是对非洲非政府组织的国别个案研究。
本书作者在实地考察非洲的基础上，选择了若干个具有代表性或特殊性的非洲非政府组织作为个案进
行探讨。
对于非洲非政府组织快速发展及其日益广泛活动对中非民间交往，对中非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进程
可能产生的影响，本书也作了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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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鸿武，浙江省“钱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亚非学会理事、中国中东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非洲问题与中非关系研究。
曾出访非洲20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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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当代非洲，一个普通存在的发展难题，是从国家与公民之关系进程上看，两者的进程与要求
有诸多矛盾与冲突。
总体上说，由于这些非洲国家多是新建立的，独立之初的核心问题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建设与国家统
治与政府治理能力的培育，国家的发展任务似乎超越了公民社会与个人权益的成长需要。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非洲绝大多数地区，在前殖民地时代多还处在前民族国家的传统部落与村社阶
段，社会组织相对分散、分割与封闭，国家政权组织或政府组织或者规模很小，或者几乎不存在。
因而独立后建立的年轻国家，面临着急迫而艰巨的国家建构任务，包括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组建
、完善，各级政府统治能力与管理能力的培育、提升与拓展。
这种状况，就是政治学家们通常所说的“国家构建”或“国家发展”，其实也就是现代政府组织的形
成与发展过程。
而这对于当代非洲数十个年轻国家来说都将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
事实上，国家建构的缓慢与政府管理能力或治理能力的低下，一直是非洲国家独立后发展缓慢、社会
混乱不已的重要原因。
因而从一般的情形上说，强化和提升国家能力，提升政府治理水平，被认为是实现非洲国家发展任务
的普遍而首要的前提。
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上，是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现代社会的标准来理解非洲的发展现实及需要的，那种
外科手术式的移植政治体制与制度结构的做法，那种以为照搬某种选举制度、多党体制就可以解决非
洲所有复杂问题的想法，其实是太过天真和幼稚了。
应该说，经过独立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非洲大陆的国家建设与政府组织结构成长，已经取得了广泛
的成效，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已经成长起来。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却又出现了国家与政府权力过度膨胀、社会生活普遍泛政治化的趋势。
独立后的非洲许多国家，政府权力处于整个社会万流归宗的中心位置上，而民间的权力、企业的权力
、社会的权力却成长缓慢或严重边缘化，社会因此失去来自民间社会的活力与创新动力。
更为引起争议的难题是，这些日益强大起来的当代非洲国家政治权力和政府机构组织，那些大权在握
的政府官僚与政治精英，其权力的运作与使用缺乏来自民间社会与其他权力机构的有效制约与监督，
于是非洲国家在当代发展过程中普遍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集权过度、政治腐败、机构臃肿、
效能低下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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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11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与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促会）、中国教育国际交
流协会三家单位，在浙江师范大学联合召开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非非政府组织交流与合作”的研讨
会。
会后，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承担了中促会研究课题《中非关系全面提升背景下的非洲非政府组织
研究》课题，课题由刘鸿武和沈蓓莉主持，研究院多位研究人员和一些博士硕士研究生参与，中促会
的几位同仁也参与了讨论与研究工作。
两年来，课题组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资料，撰写出了多篇调研报告和论文，并组织了几
次小型研讨会，还与国内外学术界进行了沟通与交流。
这期间，课题组的一些成员曾前往非洲国家留学进修，实地收集资料，在当地访问非洲非政府组织并
观察它们的工作。
这部著作，是课题组成员工作的成果之一，它对当代非洲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情况做出了初步的梳理与
介绍。
全书是集体合作的成果。
全书由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刘鸿武和中促会秘书长沈蓓莉担任主编，主编通过与课题组
成员讨论，构思了全书的体系结构与基本观点，确定了编写内容。
各部分初稿的撰写者为：导论：刘鸿武、沈蓓莉；第一章第一节：刘凯阳、吴琳；第二节：王珂；第
三节祝发根；第二章：方伟、王学军、王涛；第三、第四章：胡志方；第五章：赵琼；第六章：王学
军、方伟、郑如、张瑾；第七章：牛长松；第八章：姜恒昆、方伟；第九章：周术情；第十章：肖玉
华；第十一章：王涛；第十二章：杨夏、陈秋月；第十三章：肖玉华；第十四章：马恩瑜；第十五章
：王涛；附录、参考文献与索引：方伟。
吴琳、张瑾担任课题秘书。
主编刘鸿武对全书做了统稿修订，对一些章节做了较大的补充、改写与调整。
张瑾担任课题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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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非政府组织与中非关系》：非洲研究文库，中非关系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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