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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由于西方现代化的整体成功ꎬ 既有理论往往强调现代化的单

一模式和线性进步ꎬ 贬抑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并掩盖其背后的共通性ꎮ 竞争

性理论与实践的存在ꎬ 加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ꎬ 不仅凸显了现代化道路的

多样性可能ꎬ 更展示了多样性现代化道路的 ３ 个共通要素ꎬ 即凝聚发展共识、
培育发展动力和强化发展韧性ꎮ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得益于中国通过发挥中

国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ꎬ 从而凝聚国家发展共识ꎻ 通过实现内生驱动、 优化

资源配置和以发展优先持续推进改革开放ꎬ 从而培育发展动力ꎻ 通过实行经

济多样化、 渐进式改革和风险预警与危机管理ꎬ 从而强化发展韧性ꎮ 相较而

言ꎬ 非洲国家拥有传统共识治理与现代民主治理的融合经验ꎬ 并在协调 “发
展—安全—治理” 三者关系、 开展风险早期预警与管控等方面付诸大量实践ꎬ
正在积极探索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道路ꎮ 尽管中国与非洲国家存在诸多国情差异ꎬ
但双方围绕发展共识、 发展动力和发展韧性展开现代化经验交流ꎬ 可有效打破

“现代化 ＝西方化” 的迷思ꎬ 推动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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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ꎬ 可谓进入 ２１ 世纪甚至是自 １９７９ 年中

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为重大的国际事态之一ꎮ 一方面ꎬ 中国整体经济实力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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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ꎬ 中国 １９７９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仅为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８０ ３０％ 、 美国的 ６ ７９％ ꎬ 但到 ２０２２ 年这两个数据分别提升为 ８ ７７ 倍和

７０ ５５％ ꎻ 另一方面ꎬ 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改善ꎬ １９７９ 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仅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３１ ３１％ 、 美国的 １ ５８％ ꎬ 到 ２０２２ 年分别提升

为 ７ ５２ 倍和 １６ ６５％ ꎮ①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 “现代化 ＝ 西方化” 的迷思ꎬ
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ꎬ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ꎬ 为人类

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

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ꎬ 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ꎮ② 需要强调

的是ꎬ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凸显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可能ꎬ 更揭示了多样性

的现代化道路背后的共通性基础ꎮ 回顾迄今国际上主要的经济发展理论及其

方案ꎬ 现代化理论事实上确立的是单一模式且线性进步的现代化方案ꎻ 尽管

遭到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研究者的强烈反驳ꎬ 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案

例稀缺特别是反复遭遇挫折ꎬ 使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全球化理论变相强调现代

化理论的单一模式和线性进步更为便利ꎮ 尽管冷战结束后以 “亚洲四小龙”
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ꎬ 但发展型国家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理论研究者却强调发展模式的复制十分困难ꎮ③ 因此ꎬ 要理解中国式现

代化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独立迈向现代化所提供的借鉴意义ꎬ 就需要揭示中国

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共通要素ꎬ 特别是在西方理论刻意放大

其特殊性的背景下ꎮ 惟有识别出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多样性现代化道路的

共通性ꎬ 才能有效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意义ꎬ 并为促进其他发展中国家

独立迈向现代化、 推动中外现代化经验互鉴奠定坚实基础ꎮ

一　 识别多样性现代化道路的共通性

必须承认的是ꎬ 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取得较长时期成功的现代化实践主要

发生在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ꎮ 因此ꎬ 中国式现代化的确突破了西方理论所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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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后发国家不发展理论框架ꎬ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现代化提供了具

有普遍意义的 “中国方案”ꎮ① 这一普遍意义事实上在于两方面: 一是证明现

代化道路存在多种可能ꎬ 打破了西方理论有关现代化的宿命论和线性论ꎻ 二

是凸显了多样性现代化道路背后的共通性ꎬ 西方理论对单一模式的强调则导

致对多样性的否定ꎬ 进而使探讨多样性背后的共通性变得不可能ꎮ 鉴此ꎬ 我

们需要首先揭示既有理论否定现代化多样性的逻辑ꎬ 并发现其中蕴含的现代

化共通性ꎬ 从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机结合自身特殊性与现代化普遍性、 独

立迈向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撑ꎬ 为中外现代化经验互鉴与促进共同发展奠定理

论基础ꎮ
(一) 既有理论对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贬抑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ꎬ 维持甚或提高 “生存质量” 逐渐超越确保

“生存必需” 成为各国战略优先ꎮ② 通过推动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全面发展ꎬ 已

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 共同追求未必意味着具有相同发

展道路ꎮ 事实上ꎬ 既有理论对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探索并不充分ꎬ 特别是主

要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的现代化理论、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理论更

多强调发展道路的单一性ꎻ 而主要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经验为基础的依附论、
世界体系论及发展型国家理论ꎬ 或因作为理论基础的实践不够成功而难获认

可ꎬ 或因作为理论基础的实践不够普遍而被认为难以复制ꎮ 整体而言ꎬ 既有

理论对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持贬抑取向ꎮ 依据理论趋于成熟的大致时间ꎬ 主

要有现代化理论、 依附论、 世界体系论、 新自由主义、 全球化理论与发展型

国家理论ꎮ 这些理论都尝试为国家发展特别是国民经济增长提供宏观方案ꎬ
涉及经济、 政治及社会等多个维度ꎮ 整体而言ꎬ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理论远

较其他理论更为宏观ꎬ 而发展型国家理论最为微观ꎬ 现代化理论、 依附论和

世界体系论居间ꎮ 依据其发展处方及具体实践ꎬ 可将上述理论分为三类ꎮ
第一ꎬ 现代化理论、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理论强调单一模式和线性进步

的发展方案ꎬ 事实上否定了现代化的多样化可能ꎮ 形成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

现代化理论是第一个系统地探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ꎬ 其兴起主要源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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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洋: «中国式现代化对后发国家不发展理论的超越»ꎬ 载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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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期ꎬ 第 １４ ~ ２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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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 ３ 个根本性事态ꎬ 即美国霸权确立、 共产主义扩散及去殖民化运动成

功ꎮ① 新独立国家对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追求ꎬ 以及东西方意识形态竞争ꎬ
都使对新发展模式的需求得以凸显ꎮ② 在此背景下ꎬ 西方提供的现代化理论从

未被局限于经济增长ꎬ 而是试图提供一套涵盖政治和社会现代化的宏观理论ꎬ
其深层意图是否定西式现代化道路之外的其他可能ꎮ③ 例如ꎬ 华尔特惠特曼
罗斯托 (Ｗ Ｗ Ｒｏｓｔｏｗ) 将现代化道路划分为 ５ 个阶段: 传统社会、 过渡 (起
飞前) 阶段、 起飞阶段、 成熟阶段及大众消费阶段ꎻ 为凸显其意识形态关切ꎬ
罗斯托甚至将 “非共产党宣言” 作为其著作的副标题ꎮ④ 与此类似ꎬ 塞默

尔马丁李普塞特 (Ｓｅｙｍｏｕｒ Ｍ Ｌｉｐｓｅｔ) 提出一种解释国家社会政治发展的

内生转型理论ꎬ 但并未构建社会经济发展模型ꎻ⑤ 其他西方学者则多从微观经

济过程视角将社会进化解释为单一的宏观社会过程ꎮ⑥ 现代化理论被认为是一

种宿命论和线性论ꎬ 欧洲国家被认为代表现代化方向ꎬ 其他国家处于 “较低”
阶段ꎬ 非洲更是被贴上 “野蛮” “原始” 的标签ꎻ 现代化意味着从落后的传

统社会向进步的现代社会过渡ꎮ⑦ 换言之ꎬ 现代化理论视角下的现代化道路是

单一且线性的ꎬ 并不存在多样性的可能ꎮ
新自由主义是大萧条前英、 美经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复兴ꎬ 但其复兴

与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发展处方未能奏效直接相关ꎮ 新自由主义倡导整体

上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经济ꎬ 认为发展不是国家战略行动的后果ꎬ 而是市场

力量的结果ꎬ 或者说ꎬ 恰恰是政府干预和市场监管过多才导致了发展失败ꎮ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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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 新自由主义认为ꎬ “正确的” 现代化道路是将市场从国家控制和监管中

解放出来ꎬ 赋予自由市场、 开放经济和私有化以主导地位ꎬ 使资本、 商品和

服务能够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ꎮ 新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化理论的宿命

论和线性论的复苏ꎬ 其意识形态目标也相当明显ꎬ 因其兴起与美国经济、 政

治和军事实力的全球扩张高度重合ꎮ①

得益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兴起的当代全球化进程ꎬ 全球化理论框架下的发展理

论强调ꎬ 全球化机制特别是经济领域的一体化是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前提ꎮ 全球化

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紧密交织ꎬ 均以美欧发展模式为基础ꎬ 贸易和投资全球化被认

为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散密不可分ꎮ 与新自由主义不同ꎬ 全球化理论强调相互依

赖效应可以超越国家间的政治、 文化及地理等阻隔因素ꎬ 特别是新技术可帮助发

展中国家更为有效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以实现发展ꎮ② 这意味着全球化进程特别是新

技术发展ꎬ 可能使民族国家丧失现代化的相关性ꎬ 各国发展差异主要归因于经济

和文化因素ꎻ③ 现代化理论的现代化道路单一论和线性论某种程度上得以再现ꎮ
第二ꎬ 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是对现代化道路单一论和线性论的公开反击ꎬ

但拉美国家现代化遭遇的挫折使其探索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努力大打折扣ꎮ
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的依附论强调ꎬ 现代化理论本身具有误导性ꎬ 因

其掩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真正关系ꎮ 事实上ꎬ 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

实现现代化ꎬ 根源恰好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或不发展ꎮ 换句话说ꎬ 发展

中国家难以实现现代化的原因ꎬ 并非现代化理论所强调的未能实现从传统社

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ꎬ 而是世界经济体系所存在的 “中心—外围” 结构: 发

达国家居于世界经济中心ꎬ 而发展中国家居于外围ꎬ 中心与外围是一种剥削

与被剥削、 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ꎮ④ 因此ꎬ “欠发达” 并不是一种原初状态ꎬ

７

①

②

③

④

Ｊｏｈｎ Ｂｒｏｈｍａｎ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ꎬ Ｅｕｒｏ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ｉａ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ｏ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ꎬ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１６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１２１ － １４０

Ｊｅｆｆｅｒｙ Ｅｖｅｒｅｔｔꎬ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ｅｗ Ｓｐａｃｅｓ ｆｏ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ｕｍꎬ Ｖｏｌ ２７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４０８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Ｅ Ｒｅｙｅｓꎬ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Ｂａｓｉｓ”ꎬ Ｓｉｎｃｒｏｎｉａꎬ Ｖｏｌ ６ꎬ Ｎｏ １８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１ － ５

Ａｎｄｒｅ Ｇ Ｆｒａｎｋꎬ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ｏｌｍ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ｉｅｒꎬ １９６７ꎻ Ｒａｕｌ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ꎬ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６８ꎻ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Ｈ Ｃａｒｄｏｓｏ ａｎｄ Ｅｎｚｏ
Ｆａｌｅｔｔｏꎬ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９ꎻ Ｉｎｇｒｉｄ Ｈ Ｋｖａｎｇｒａｖｅｎ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 Ｒｅｓｔ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Ｖｏｌ ５２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７６ －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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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发达国家经济上剥削落后国家的结果ꎮ① 这意味着ꎬ 与现代化理论强调现

代化的时间性与趋同性不同ꎬ 依附论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基础ꎬ 侧重从结构

即 “中心—外围” 关系上系统分析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ꎬ 并给

出了激进的体系变革方案和温和的依附发展方案ꎮ② 前者探索全新的现代化道

路ꎬ 后者则试图沿袭西式现代化道路ꎮ

与依附论依然强调国家或单元层次不同ꎬ 世界体系论从宏观社会学的

视角ꎬ 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解释为全面的社会体系ꎮ 世界体系论的代表学

者伊曼努尔沃勒斯坦 (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强调ꎬ 世界体系是个文化多

元但经济、 社会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ꎬ 因为整个体系为单一的国

际分工模式所主导ꎮ 这一分工体系不仅是功能性的ꎬ 也是地理性的: 通过

不平等交换ꎬ 包括边缘和半边缘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被转移到中

心也即发达国家ꎮ③ 这样ꎬ 边缘、 半边缘国家尽管可能实现数量意义上的增

长和发展ꎬ 但难以实现质的突破ꎬ 因此其发展不过是依附地位的再生产ꎮ④ 尽

管与依附论 “中心—外围” 结构拥有相似特点ꎬ 但世界体系论更强调全球

性的阶级关系ꎻ 边缘对半边缘和中心、 半边缘对中心的双重依赖关系ꎬ 导

致发展中国家整体性的现代化更为困难ꎬ 尽管单个国家革命性的现代化战

略仍可能获得成功ꎮ

第三ꎬ 发展型国家理论得到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奇迹的支撑ꎬ 但往往被认

为高度特殊进而难以复制ꎬ 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可能被最大程度地贬低了ꎮ

发展型国家理论源于研究者对二战后日本经济增长奇迹的分析ꎬ 而东亚地区

的群体性发展更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强大支撑ꎮ 查默斯约翰逊 (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 认为ꎬ 发展型国家有 ４ 个基本特征: 拥有一个小规模的精英官僚机

构ꎬ 治理成本较低ꎻ 官僚机构有充分自主空间且政治体系运转有效ꎻ 采用国

８

①
②

③

④

Ａｎｄｒｅ Ｇ Ｆｒａｎｋꎬ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ｏｌｍ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ｉｅｒꎬ １９６７ꎬ ｐ ２５
陈明明: «现代化论与依附论———两种旧式发展理论的再读»ꎬ 载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２８ 页ꎮ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ꎬ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ｏｒｌｄ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４ꎻ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ꎬ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０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Ｃｈａｓｅ － Ｄｕｎ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Ｇｒｉｍｅｓꎬ “Ｗｏｒｌｄ －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２１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５ꎬ ｐｐ ３８７ － 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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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干预的市场经济ꎻ 具备一个类似日本通商产业省 (ＭＩＴＩ) 的强力机构ꎮ①

这意味着ꎬ 发展型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国家角色ꎮ 例如ꎬ 彼得埃文

斯 (Ｐｅｔｅｒ Ｅｖａｎｓ) 认为ꎬ 发展型国家中的国家角色涵盖管理者 ( ｃｕｓｔｏｄｉａｎ)、
创造者 (ｄｅｍｉｕｒｇｅ)、 接生员 (ｍｉｄｗｉｆｅｒｙ) 及放牧者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等ꎬ 尽管在

此过程中国家必须保持与社会、 市场等方面的嵌入性自主 (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地位ꎮ② 需要强调的是ꎬ 由于它对国家特别是官僚能力的强调与新

自由主义理论相对立ꎬ 因此发展型国家理论被认为是一种按照归纳法建构起

来的理论ꎬ 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实践紧密关联ꎬ 使其很难从案例上升为知识ꎬ
进而其可复制性相对较差ꎮ③ 因此ꎬ 尽管发展型国家理论确实揭示了现代化道

路的多样性可能ꎬ 但却被最大程度地贬低了ꎮ
(二) 既有理论蕴含的现代化道路共通性

尽管西方理论对现代化道路单一模式和线性进步的强调因其现代化实践

的整体性成功而占据优势ꎬ 但依附论、 世界体系论和发展型国家理论仍凸显

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可能ꎮ 尽管上述理论的价值取向存在重大差异ꎬ 但基

于具体实践的理论建构ꎬ 事实上包括诸多共同要素ꎮ 换句话说ꎬ 现代化道路

的单一性与多样性争论事实上也凸显了现代化道路的共通性ꎮ 随着中国式现

代化取得重大进展ꎬ 这一多样性与共通性得以更为有效地展示在世人面前ꎬ
可大致总结为 “发展共识—发展动力—发展韧性” 分析框架ꎮ

第一ꎬ 发展共识ꎬ 亦即塑造全社会对现代化的共同追求认知ꎬ 是所有国家

迈向现代化的基本政治条件ꎮ 几乎所有理论都强调政治层面上层建筑的决定性

作用: 现代化理论、 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发展型国家理论强调国内政治特别是政

体的重要性ꎻ 而依附论、 世界体系论和全球化理论强调国际政治或者说国际体

系的结构性制约ꎮ 具体而言ꎬ 政治层面的上层建筑对现代化实践的根本重要性

在于三方面: 一是政治精英的引领角色ꎮ 例如ꎬ 一项主要基于西方国家现代化

９

①

②

③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Ｏｄｙｓｓｅｙ ｏｆ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ꎬ ｉｎ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Ｍ Ｗｏｏ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ꎬ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３８ － ３９ꎻ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Ａ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１９２５－１９７５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２

Ｐｅｔｅｒ Ｅｖａｎｓꎬ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５

张振华: «发展型国家研究四十年: 理论贡献、 不足与展望»ꎬ 载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７９ ~ １８７ 页ꎻ 牛可: «发展型国家 (地区): 条件和限度»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２０ ~ ２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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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研究认为ꎬ “发展阶级联盟”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是否存在ꎬ

对发展或现代化尤其重要ꎮ① 二是发展战略的塑造ꎮ 基于北欧国家现代化实践

的一项研究指出ꎬ 实现政治、 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塑造政治与经济

的共生关系ꎻ 但该研究最终仍回到更宏大的政治层面上层建筑ꎬ 强调只有可

信政体 (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ｐｏｌｉｔｙ) 才可能塑造合理的国家发展战略ꎮ② 三是整个社会认

知的建构ꎮ 发展型国家理论强调ꎬ 在政治精英、 国家公职人员、 国内资产阶

级、 劳动阶级等群体之间ꎬ 必须形成有关发展的 “共同项目”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认知ꎬ 才可能推动现代化发展ꎮ③ 韩国学者李折周在总结韩国发展型国家的主

要特征时也强调ꎬ 围绕发展和增长达成高度社会共识ꎬ 是发展战略和产业政

策长期稳定运行的基础ꎮ④ 国内学者张振华在考察发展型国家理论研究 ４０ 年

的历程后指出ꎬ 发展型国家的 ３ 个要件———发展意愿、 发展能力和产业政

策ꎮ⑤ 尽管他未使用 “发展共识” 这一术语ꎬ 但 “发展意愿” 指全民共同意

愿ꎬ 因此事实上其内涵仍是 “发展共识”ꎮ

第二ꎬ 发展动力是迈向现代化的物质基础ꎬ 其核心是发展中国家严重受

限的发展资源的获取与利用ꎮ 推动现代化进程得以启动并最终实现ꎬ 是所有

理论的最终落脚点ꎬ 并主要关注 ３ 个问题: 一是如何启动现代化进程ꎬ 或者

说是罗斯托现代化理论所讨论的如何实现 “经济起飞”? 现代化理论、 新自由

主义理论和全球化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雷同ꎬ 即引入现代技术和科学方法、

集中发展贸易并借此实现储蓄和投资ꎬ 以及有效利用外资和外援ꎬ 可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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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获得经济增长引擎ꎮ 或者说ꎬ 西方理论强调ꎬ 启动现代化的关键在于

自上而下、 由外而内的外生驱动ꎮ① 但对依附论、 世界体系论和发展型国家理

论来说ꎬ 必须避免国家自身发展陷入被剥削循环及过度依赖外资和外援ꎮ 由

此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ꎬ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资源相对有限ꎬ 如何合理

配置资源使其发挥最大效应ꎬ 从而推动现代化进程ꎬ 就变得极端重要ꎮ 这也

正是依附论、 世界体系论和发展型国家理论或者强调进口替代ꎬ 或者强调出

口导向或战略产业政策的原因之一ꎮ 但这里还存在第三个问题ꎬ 即发展中国

家如何能在引进外资外援与避免对外依赖之间实现平衡? 或者说ꎬ 如何在内

生 “造血” 能力培育要求与外部发展环境改善压力之间实现平衡? 亦即如何

基于发展共识ꎬ 确保国家在较长时期内始终聚焦发展?②

第三ꎬ 发展韧性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ꎬ 也是多样性现代化道路的理论

生命力的基础ꎮ 就既有发展理论的相互竞争性而言ꎬ 以西方发达国家经验为

基础的现代化理论、 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全球化理论明显占据上风ꎮ 其原因根

本上在于ꎬ 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过程ꎬ 其间的变革与反复也即发展韧性的强

弱ꎬ③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化进程的成败ꎬ 也决定了相关理论的生命力ꎮ 发

展韧性的强弱首先取决于经济多样性水平ꎬ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相对单一的

经济结构较难抵御内外冲击ꎮ 其次ꎬ 发展韧性的强弱也取决于对发展目标与

发展环境的关系调适ꎬ 即改革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ꎬ 因其可向国内外投资者

展示一国迈向现代化的可信承诺ꎬ 从而形成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共生ꎻ
反之ꎬ 如果改革不可持续ꎬ 扭曲的激励可能诱发资本外逃、 短期投资或其他

阻碍改革与发展的行为ꎬ 导致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ꎮ④ 最后ꎬ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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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的强弱还表现为风险预警和危机管理的能力大小ꎬ 由此以稳健改革和风

险预警为核心的发展韧性培育颇为重要ꎮ
尽管西方理论掩盖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可能进而否定现代化道路的共通

性ꎬ 但竞争性理论和实践的存在ꎬ 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进展ꎬ 仍使这

一多样性与共通性得以展示ꎮ 具体而言ꎬ 多样性的现代化道路的共通性主要

涵盖 ３ 个维度ꎬ 即发展共识凝聚、 发展动力培育和发展韧性强化ꎬ 这是所有

国家迈向独立自主现代化时都应重视的共同要素ꎮ 这 ３ 个共通性的识别ꎬ 是

以既有竞争性理论和差异性实践为基础ꎬ 因此既源于多样性又超越多样性ꎬ
它在聚焦多样性现代化道路共通性的同时ꎬ 为各国迈向现代化的 “独立自主”
预留充分空间ꎬ 不仅有利于现代化多样性道路的探索ꎬ 也有利于多样性现代

化实践的经验交流互鉴ꎮ

二　 发展共识凝聚

现代化是一项历史进程ꎬ 必须通过整体性努力才有可能实现ꎮ 因此ꎬ 任

何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ꎬ 都需要始终致力于凝聚和维持国家发展共识ꎮ
为此ꎬ 政治精英必须发挥引领作用ꎬ 并制定出国家现代化的战略规划ꎬ 然后

使其获得全社会支持ꎬ 上升为国家共识ꎮ 中非发展共识凝聚经验交流空间广

阔: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共识凝聚中的先锋队作用ꎻ
非洲大陆和国家往往制定了完善的发展战略ꎬ 但仅部分国家实现了传统共识治

理与现代民主治理的有机结合ꎬ 仍有部分国家面临社会支持不够充分的挑战ꎮ
(一) 精英引领能力的建设

引领与凝聚国家发展共识的精英力量通常以政党形式出现ꎬ 因此ꎬ 西方

反复强调ꎬ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所特有ꎬ 非洲国家难以效仿ꎮ① 但这一论调的根

本错误在于ꎬ 它将重点置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政党在操作层次的组织形式和运

作方式ꎬ 而刻意忽视其凝聚国家共识的核心功能ꎮ 同理ꎬ 美欧对非洲政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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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误导也在于ꎬ 本末倒置地强调政党的法律合规、 内部组织及选举获胜等

方面ꎬ 刻意忽视政党凝聚国家共识的核心功能ꎮ① 非洲有着悠久的共识治理传

统ꎬ 与现代民主治理的有机结合有助于政治精英引领能力的建设ꎮ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ꎬ 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

队ꎬ 始终坚持通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团结全社会精英ꎮ 中国是一个多

民族的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ꎬ 要求政党制度必须具备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ꎮ
中国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ꎬ 其关键在

于: 共产党始终是社会整合的中坚力量ꎬ 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扩大了社会整

合的边界和张力ꎬ 体现出强大的社会整合力ꎮ 如同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６ 日同党外人士座谈时所强调的ꎬ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ꎬ 始终同中国共产党

同心同德、 团结奋斗ꎬ 是多党合作的根本政治基础”ꎬ 各民主党派的政治责任

就是 “传承政治薪火、 深化政治共识ꎬ 始终保持同心同德、 团结奋斗的政治

本色”ꎬ 在凝心聚力、 服务大局上发挥更大作用ꎬ 动员激励广大成员和所联系

群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而团结奋斗ꎮ②

非洲有着悠久的共识决策传统ꎬ 以长老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精英长期发挥

着引领作用ꎮ 通过开放性的社区会议或部落会议等机制ꎬ 共识治理的基本特

征是透明的参与式治理ꎬ 避免权力集中于单一机构或个人ꎬ 其代表性机制是

因地而异的长老会议ꎮ③ 在共识治理下ꎬ 意见矛盾甚至争端冲突一般是通过谈

判解决ꎬ 而不是经由必然产生赢家和输家的对抗性程序解决ꎮ 尼日利亚东部

的伊博 (Ｉｂｏ) 村议会、 厄立特里亚的拜托 (Ｂａｉｔｏ) 村议会、 肯尼亚基库尤人

的长老委员会 (ｋｉａｍａ)、 肯尼亚海岸米吉肯达 (Ｍｉｊｉｋｅｎｄａ) 的卡亚 ( ｋａｙａ)
长老以及北非柏柏尔人的长老会议制度ꎬ 都是传统共识治理的典型例子ꎮ 尽

管人口增长、 科层制发展等使共识治理应用于国家层面日渐困难ꎬ 但它仍不

失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方法ꎮ 它不仅有助于解决和管理与国家多样性相关的各

类冲突或矛盾ꎬ 还可缓解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各类争端ꎮ 大多数非洲国家

３１

①

②

③

Ｔａｉｗｏ Ａ Ｏｌａｉｙａꎬ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Ｉｔｓ Ｐｅｃｕｌｉ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 １０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１１９ － １３０

习近平: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　 在凝心聚力服务大局上发挥更大作用»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ꎮ
Ａｓｍａｒｏｍ Ｌｅｇｅｓｓｅꎬ Ｇａｄａ: Ｔｈｒｅ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３ꎻ Ａｓｍａｒｏｍ Ｌｅｇｅｓｓｅꎬ Ｏｒｏｍ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ｅ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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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后都实现了传统共识治理与现代民主治理的有机结合ꎬ 使政治精英的引

领能力得到明显提高ꎮ 与此同时ꎬ 西式民主治理模式的引入也使部分非洲国

家陷入传统与现代的调适困境ꎬ 政治精英的引领能力建设面临严峻挑战ꎮ 在

全面引入现代民主政治的同时ꎬ 非洲多国面临政治现代化、 国家建构、 民族

建构等不够充分的难题ꎬ 使 “赢者通吃” 压倒共识治理ꎬ 传统长老难以有效

发挥作用ꎮ① 一方面ꎬ 前殖民宗主国在殖民时期便设法破坏共识治理机制ꎬ 如

英国曾在中央权威之外任命独立的所谓 “发明的酋长” ( ｉｎｖｅｎｔｅｄ ｃｈｉｅｆｓ) 和

“国家奉养的长老” (ｓｔａｔｅ － ｐａｉｄ ｅｌｄｅｒ)ꎬ 以取代传统的酋长或长老ꎮ 这些尝试

尽管整体上失败了ꎬ 但仍对相关国家的治理产生了负面影响ꎬ 如索马里的长

老 (Ａｑｉｌｓ) 和肯尼亚的酋长制ꎮ② 另一方面ꎬ 西式对抗政治与非洲当地的种

族多样性相结合ꎬ 使非洲国家的政党国家化面临严峻挑战ꎮ 例如ꎬ 尽管肯尼

亚自 １９６３ 年独立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个民主国家ꎬ 但无论是 １９６３ ~ １９９１ 年间的

一党执政还是 １９９１ 年后的多党制ꎬ 都带有明显的群族特征ꎬ 而这正是 ２００７
年肯尼亚大选后全国性骚乱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ꎮ③

综上ꎬ 非洲国家在融合传统共识治理和现代民主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功与

存在的缺陷ꎬ 不仅可为非洲自身也可为中国带来借鉴ꎬ 而发挥中国共产党在

凝聚国家发展共识方面的先锋队作用与经验也值得同非洲国家分享ꎮ 其关键

在于ꎬ 政治精英不仅应引领塑造国家发展战略ꎬ 更要引领整个社会对最终利

益形成共同认知ꎬ 从而共同追求现代化目标ꎮ④

(二) 国家发展战略的塑造

发展战略是发展共识的明确体现ꎬ 同时也是发展共识得以凝聚的有形载

体ꎮ 尽管中非政治精英引领能力建设存在差异ꎬ 但均围绕发展战略塑造取得了

重要进展ꎮ 无论是中国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更为具体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ꎬ

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Ｂｒｏｗｎｅ Ｏｎｕｏｈａꎬ “Ｐｏｗｅｒ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８ － ３１

Ｂｅｖｅｒｌｙ Ｇａｒｔｒｅｌｌ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ｓꎬ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ｈｉｅｆ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ｆｏｒ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Ｕｇａｎｄ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２６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８３ꎬ ｐｐ １ － ２４

“Ｋｅｎｙａ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ｔ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 ＣＩＰＥＶ)”ꎬ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６ꎬ ２００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ｌｉｅｆｗｅｂ ｉｎｔ / ｒｅｐｏｒｔ / ｋｅｎｙａ / ｋｅｎｙａ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ｉｎｑｕｉｒｙ － ｐｏｓｔ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
ｃｉｐｅｖ － ｆｉｎａｌ －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１０

Ｋｗａｓｉ Ｗｉｒｅｄｕ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ｌｅａ ｆｏｒ ａ Ｎｏｎ － Ｐａｒｔｙ
Ｐｏｌｉｔｙ”ꎬ ｉｎ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Ｃ Ｅｚｅ ｅｄꎬ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ｄｅｒ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１９９７ꎬ ｐｐ ３０４ꎬ ３０６



中非现代化发展道路探索的多样性与共通性　

还是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ꎬ 抑或非洲大多数国家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ꎬ 都明

确表明中国和非洲的政治精英在塑造国家发展战略方面付出了不懈努力ꎮ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ꎬ 中国政府持续深化对实现现代化战略的塑造ꎮ 整体

上ꎬ 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主要经历了 “四个现代化” 目标和 “两个一百

年” 奋斗目标的发展ꎬ 二者的衔接或重叠是邓小平提出的 “三步走” 发展战

略ꎮ 随着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小康社会的成功建设ꎬ 党的二十大报告又提出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ꎬ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即分两步走ꎬ 到 ２１ 世纪中叶ꎬ “把中国建设成

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ꎮ①

非洲大陆在发展战略塑造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ꎬ 大多数国家拥有相对完

善的中长期发展战略ꎮ 在国家层面ꎬ 非洲国家制定了自身迈向现代化的战略

规划ꎻ 对于部分发展战略规划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ꎬ 非盟则派驻国家工作队

帮助其制定国家发展战略ꎮ 非洲各国主要基于 ３ 个要素凝练自身的发展战略:
一是本国战略优先ꎬ 二是对接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ꎬ 三是关切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ꎮ 这表明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是非洲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载体ꎬ 非洲国家自身发展战略同时也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的载体ꎮ 例如ꎬ 南非于 ２０１２ 年公布其指导未来发展的

«２０３０ 年国家发展规划»ꎬ 其根本目标便是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的

消除贫困与减少不平等ꎬ 强调这是整个国家的战略规划ꎬ 要求政府和社会力

量共同推动ꎮ② 又如ꎬ 埃塞俄比亚即使面临内部治理困难ꎬ 仍于 ２０２０ 年出台

了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的十年发展规划ꎮ 该规划与全球和地区发展规划有效对接ꎬ
旨在使埃塞俄比亚成为 “非洲繁荣的灯塔”ꎬ 但也强调从贫困转向繁荣需要长

时间的努力和全社会的支持ꎮ③ 在大陆层面ꎬ 非盟在非统成立 ５０ 周年之际即

２０１３ 年正式推出了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ꎬ 设定了非洲至 ２０６３ 年的发展目标ꎬ 涵

盖非洲政治、 经济、 安全、 社会、 文化、 地区一体化发展等七大愿景ꎮ④ 为确保

５１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２１ 页和第 ２４ 页ꎮ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Ｏｕ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Ｍａｋｅ Ｉｔ Ｗｏｒ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２０３０ꎬ Ｐｒｅｔｏｒｉａꎬ ２０１２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Ａ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ｔｏ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ꎬ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ꎬ ２０２０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６３: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ｅ Ｗａｎｔꎬ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Ｖｅｒｓｉｏｎꎬ ３ 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ꎬ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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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展共识的落实ꎬ 非盟一方面将七大愿景细分为 ２０ 个目标、 ３８ 个优先领

域ꎬ 另一方面将 ５０ 年战略划分为 ５ 个十年执行规划ꎮ①

中国与非洲大陆和国家在发展战略塑造方面存在明显的路径差异: 中国

更多基于自身发展的既有轨迹ꎬ 在充分虑及国际潮流的基础上塑造自身中长

期发展战略ꎻ 相比之下ꎬ 由于经济体量较小、 易受外部事态影响ꎬ 非洲国家

更加注重将自身发展目标与全球和地区性发展议程相互对接ꎬ 通过 “一个框

架多项议程” 模式设定自身中长期发展战略ꎮ 中非发展战略塑造的差异性ꎬ
进一步印证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可能ꎬ 也蕴含着重大的多样性现代化实践

经验交流互鉴空间ꎮ
(三) 社会共同认知的培育

政治精英引领下塑造的国家发展战略ꎬ 必须得到全社会的充分支持ꎬ 才

能真正转化为国家发展共识ꎬ 并得到有效落实和长期坚持ꎮ 中国式现代化是

人口规模巨大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ꎬ 其成功的秘诀之一就在于全社

会的共同认知和高度支持ꎮ 社会支持对非洲国家独立迈向现代化同样重要ꎬ
尽管培育社会共同认知对非洲国家而言仍存在重大挑战ꎮ

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成为国家发展共识的根本原因在于ꎬ 在迈向现代化的过

程中ꎬ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放在首要位置ꎮ 党纲明确强调ꎬ 党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ꎬ 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ꎬ 同群众同甘

共苦ꎬ 保持最密切的联系ꎮ 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

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 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

性、 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ꎬ 永不脱离群众ꎬ 与群众有福

同享、 有难同当ꎬ 有盐同咸、 无盐同淡ꎮ②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庆祝建党 １００ 周年

大会上所说: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ꎬ 打江山、 守江山ꎬ 守的是人民的

心ꎮ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ꎮ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ꎬ 与人民休戚与共、 生死相依ꎬ 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ꎬ
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 任何权势团体、 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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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关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的具体内涵及执行现状等情况ꎬ 可参见非盟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ａｕ ｉｎｔ /
ａｇｅｎｄａ２０６３) 相关信息ꎮ

习近平: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突出重点»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 第四卷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５１２ 页ꎮ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 日)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ꎬ 第 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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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已故总理梅莱斯泽纳维 (Ｍｅｌｅｓ Ｚｅｎａｗｉ) 曾说ꎬ 要实现独立

自主的现代化ꎬ 就必须 “一心一意追求共同增长和超越式发展”ꎬ 通过塑造全

国性共识使其 “发展议程占据主导地位”ꎮ① 尽管如此ꎬ 非洲国家在培育社会

共同认知方面仍面临诸多问题ꎮ 一方面ꎬ “有增长无发展” 的挑战在非洲国家

中较为普遍ꎬ 因为发展不足导致资源不充分ꎬ 难以实现有效的均衡分配ꎮ② 即

使是在埃塞俄比亚ꎬ 资源分配高度不均也是族群间矛盾积累并最终升级的重

要原因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９ 年埃塞俄比亚各主要州所获得的财政资源及相应的人均

开支差距巨大: 就联邦拨付占本州财政资源的比例而言ꎬ 提格雷州高达 ４１％ ꎬ
而奥罗莫州、 阿姆哈拉州和南部各民族州分别为 ２６％ 、 ２５％和 １７％ ꎻ 就人均

支出而言ꎬ 提格雷州高达 １ ４４３ 比尔③ꎬ 而奥罗莫州、 阿姆哈拉州和南部各民

族州分别为 ７３３ 比尔、 ８８０ 比尔和 ３１１ 比尔ꎮ④ 因此ꎬ 尽管埃塞俄比亚在梅莱

斯总理时期获得了较快发展ꎬ 但对国家发展战略的社会支持并不稳固ꎬ 进而

在梅莱斯总理去世后呈加速崩溃态势ꎮ 由此而来ꎬ 埃革阵作为埃塞现代化的

先锋队作用遭到严重质疑ꎬ 整体国家发展共识也陷于崩溃⑤ꎬ 甚至危及国家的

中长期发展前景ꎮ 另一方面ꎬ 西方理念在非洲社会层面有大量拥趸ꎬ 其中尤

以非政府组织为最ꎮ 客观地看ꎬ 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发展中扮演着多样性角色ꎬ
可依据其活动领域与基本目标大致分为四类———发展促进者、 桥梁建设者、
危机缓解者及麻烦制造者ꎮ 但是ꎬ 绝大多数非洲非政府组织的理念和资金都

来自外部特别是西方ꎮ 而外部资金的意识形态导向往往使非洲非政府组织更

多聚焦人权、 问责、 教育等领域ꎬ 而对经济和民生问题关注不够ꎮ⑥ 这样ꎬ 输

入型非政府组织往往放大了非洲各国的政治不稳定、 经济不发达等问题ꎬ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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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ｅｌｅｓ Ｚｅｎａｗｉ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ａｄ 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ꎬ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Ｄｒａｆｔꎬ ｃｈａｐ
２１ 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ｓ ｃｏ ｕｋ / ｍｅｌｅｓｚｅｎａｗｉ / ｐｄｆ / ｚｅｎａｗｉ ＿ ｄｅａｄ ＿ ｅｎｄｓ＿ ａｎｄ ＿ ｎｅｗ ＿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 １０ － ２０

安春英: «非洲经济增长与减贫发展的悖论———兼论非洲从贫困化增长到益贫式增长范式的转

变»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２０ ~ ２６ 页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美元可兑换 ２９ １１ 比尔ꎮ
Ｊｏｓ Ｍｅｅｓ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Ｏｖ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 Ｃｌｉｎｇｅｎｄａｅｌ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３ꎬ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ｌｉｎｇｅｎｄａｅｌ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 ｏｖｅｒ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ｓ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１０

周瑾艳: «作为非洲道路的民主发展型国家———埃塞俄比亚的启示»ꎬ 载 «文化纵横» ２０１９ 年

第 ６ 期ꎬ 第 ３６ 页ꎮ
Ｓｔｅｖｅｎ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ꎬ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Ｆｕｎｄｅｒ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Ａｆｒｉｃａ Ｇｒａｎｔｍａｋｅｒ’ｓ Ａｆｆｉｎ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 (ＡＧＡＧ)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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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共识难以有效凝聚ꎮ①

当然ꎬ 仍有不少非洲国家的发展战略在特定时间内获得了较高的社会支

持ꎬ 并推动这些发展型国家的成长ꎮ 中非发展共识凝聚过程中的共性和差异ꎬ
尽管与政治精英的引领能力密切相关ꎬ 但也与国家是否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

展道路、 发展的可持续性高低等有关ꎻ 或者说ꎬ 发展共识凝聚并非独立的ꎬ
而是与发展动力、 发展韧性等方面紧密相关ꎮ

三　 发展动力培育

现代化蕴含着进步与发展ꎬ 而任何国家在启动现代化的最初阶段ꎬ 都可

能面临资源不足的限制ꎬ 因此ꎬ 一国独立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便是培育可持续

的发展动力ꎮ 它大致涵盖三方面内容: 一是实现内生驱动ꎬ 聚焦独立性发展

动力的培育ꎬ 避免陷入依附论的 “中心—外围” 或世界体系论的 “边缘—半

边缘—中心” 的不平等结构之中ꎻ 二是优化资源配置ꎬ 强调突破性发展动力

的培育ꎬ 实现有限资源的效用最大化ꎻ 三是以发展优先持续推进改革开放ꎬ
致力于持续性发展动力的培育ꎬ 实现有限资源在发展、 安全和治理等部门的

合理分配ꎮ
(一) 实现内生驱动

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最大理论价值在于ꎬ 它们揭示了现代化理论的宿

命论和线性论谬误ꎬ 指出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就必须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

路ꎬ 其前提是实现内生驱动型发展ꎮ 中国和非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均表明ꎬ
内生驱动型发展是国家获得真正属于自身的发展动力的前提ꎬ 可为更为长期

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ꎮ
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成功经验就是走自己的路ꎬ 实现内生驱动型发展ꎮ

早在 １９７９ 年ꎬ 邓小平就明确指出ꎬ “过去搞民主革命ꎬ 要适合中国情况ꎮ
现在搞建设ꎬ 也要适合中国情况ꎬ 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ꎮ”② 这也

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 “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的口号ꎮ 习近平主席在

谈到中国式现代化时ꎬ 强调其核心在于秉持独立自主原则ꎬ 探索现代化道

８１

①

②

相关讨论可参见张春: «非洲政治治理 ６０ 年: 多重长期困境与潜在创新出路»ꎬ 载 «西亚非

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６６ ~ ９０ 页ꎮ
邓小平著: «邓小平文选» 第 ２ 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版ꎬ 第 １６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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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多样性ꎮ 他指出ꎬ 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 “专利品”ꎬ 也不是非此即彼

的 “单选题”ꎬ 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 “复制粘贴”ꎮ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

化ꎬ 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ꎬ 更要立足本国国情ꎬ 具有本国特色ꎮ① 中国

式现代化成功的奥秘之一在于ꎬ 中国通过内生驱动型发展走出了一条真正

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ꎬ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追求独立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

思路ꎮ
非洲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纷纷致力于经济独立ꎬ 发展型国家模式被证

明是最有可能帮助非洲国家实现独立自主和内生型发展的方法ꎮ② 例如ꎬ 加

纳、 坦桑尼亚和毛里求斯在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度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成

效ꎬ 而埃塞俄比亚则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非洲发展型

国家代表ꎮ 梅莱斯总理曾明确指出ꎬ 新自由主义模式在非洲是行不通的ꎻ 如

果没有国家推动或有效的发展型国家ꎬ 欠发达的经济体无法推动国家发展ꎮ③

尽管发展型国家模式在非洲遭遇过至少两次反复ꎬ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以下简称 “非经委”) 在进入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仍倡导非洲国家采取发展

型国家发展模式ꎻ 认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所强调的自由市场理论并非唯一的发

展机制ꎬ 在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ꎬ 国家应当发挥重要作用ꎮ④ 在发

展型国家模式之外ꎬ 非洲国家也在寻求从其传统智慧中寻找内生驱动型发展的启

迪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 非洲多国兴起一股 “回归传统” (ｒ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潮流ꎬ 强调通过自下而上的自我确认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吸纳等方式寻找传

统ꎬ 为其独立发展提供思想支撑ꎮ⑤ 这一 “回归传统” 潮流今天仍在持续ꎮ
根据非洲晴雨表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２００８ 年启动的一项系列调查ꎬ 传统权威在

非洲多国仍然很强大ꎬ 尤其是非洲公众高度认可传统权威在社区治理、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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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北京)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ꎮ

[赞比亚] 恩琼加迈克尔穆里基塔: «在非洲创建胜任的发展型国家: 实现非洲 ２０６３ 议

程的基本动力»ꎬ 载 «非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６９ ~ ７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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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ｕｐ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８ / ｍｅｌｅｓ － ｚｅｎａｗｉ － ｉｎ － ｈｉｓ － ｏｗｎ － ｗｏｒｄｓ 转引自周瑾艳: «作为非洲道路的民主发展型

国家———埃塞俄比亚的启示»ꎬ 第 ３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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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ＵＮＥＣＡꎬ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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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 土地分配等方面的角色与作用ꎮ① 与此同时ꎬ 由于非洲国家普遍经济体

量较小ꎬ 因此通过团结合作实现共同的内生驱动型发展便相当重要ꎮ 非盟

(及其前身 “非统”) 一直在努力推进非洲地区至大陆的渐进性一体化ꎮ 经过

多年发展ꎬ 非洲国家的一体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ꎮ 根据非盟、 非洲开发银行

和非经委共同开发的非洲地区一体化指标ꎬ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ꎬ 非洲已有 ２５ 个

国家达到中等一体化水平 (得分区间为 ０ ３３ ~ ０ ６６)ꎬ 尽管仍有 ２９ 个国家处

于较低水平 (得分区间为 ０ ~ ０ ３３ 分)ꎻ 需要强调的是ꎬ 作为整体的非洲即将

迈入中等水平ꎬ ２０１９ 年得分达到 ０ ３２７ 分ꎮ②

尽管非洲国家的内生驱动型发展道路探索已取得一定进展ꎬ 但仍受经济

体量、 历史联系、 国际体系等因素制约ꎬ 部分非洲国家对如何实现内生驱动

的思考仍不够充分ꎬ 易受西方误导ꎮ 例如ꎬ 非洲当前的债务风险更多与投资

和回报周期均较长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关ꎬ 要求实现债务积累与基础设施发展

的合理平衡ꎬ 但在西方 “债务陷阱论” 蛊惑下ꎬ 不少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

设陷于停滞ꎮ 中非开展独立发展道路探索与坚持的经验交流互鉴正变得日益

迫切ꎮ
(二) 优化资源配置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ꎬ 发展资源总体上高度有限ꎬ 如何有效利用有限

资源变得十分重要ꎮ 因此ꎬ 任何旨在实现独立自主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ꎬ 均

需优化资源配置ꎬ 特别是通过集中资源于关键领域ꎬ 争取在短期内取得重大

突破ꎬ 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ꎮ
中国一贯强调优化资源配置ꎬ 通过以点带面最终带动整体性的国家发展ꎮ

例如ꎬ 在脱贫攻坚的发展共识指引下ꎬ 中国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方式ꎬ 如期完

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ꎮ 到 ２０２０ 年底ꎬ 中国实现现行标准下 ９ ８９９ 万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ꎬ ８３２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ꎬ １２ ８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ꎬ 提

前 １０ 年实现了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ꎮ③ 又如ꎬ 面对美国

咄咄逼人的科技竞争和打压ꎬ 习近平主席强调ꎬ 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ꎬ

０２

①

②

③

Ｃａｒｏｌｙｎ Ｌｏｇａｎ ａｎｄ Ｋｅｌｅｃｈｉ Ａｍａｋｏｈ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ｔ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Ｓｔａｙ ｉｎ
Ｄｅｂ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Ｓｔａｙ Ｏｕ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ꎬ Ｎｏ ５４８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 ４ － ８

具体数据可从非洲地区一体化指标网站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 ａｆｒｉｃａ ｏｒｇ /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 ａｌｌ －
ａｆｒｉｃａ) 获取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０６ / ｃ＿１１２７２９５８６８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１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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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国家战略需求ꎬ 优化配置创新资源ꎬ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ꎬ 大幅提升

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ꎬ 在若干重要领域形成竞争优势、 赢得战略主动ꎮ① 通过

优化资源配置ꎬ 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西方几百年才有的现代化成果ꎬ 实

现了从 “赶上时代” 到 “引领时代” 的伟大跨越ꎮ②

非洲国家也始终在探索更好的资源配置方式ꎬ 其典型是设立经济特区并

将其打造为经济增长极ꎬ 再通过其辐射带动作用以实现系统性的经济增长ꎮ③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ꎬ 在冷战结束后的 ２０ 年中ꎬ 设立经济特区的非洲

国家从 ３７ 个增至 ５４ 个ꎻ 整个大陆的经济特区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２０ 个增至 ２０２０ 年

的 ２３７ 个ꎬ 其中最多的是肯尼亚 (６１ 个)ꎬ 尼日利亚 (３８)、 埃塞俄比亚

(１８) 和埃及 (１０) 紧随其后ꎮ④ 在大陆层面ꎬ 为使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得

以有效落实ꎬ 非盟确立了 １５ 个旗舰项目ꎬ 并将发展资源优先放在非洲大陆自

贸区 (ＡｆＣＦＴＡ)、 非洲大宗商品战略、 非洲高速铁路网及非洲单一航空市场

等项目上ꎮ 其中ꎬ 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是非洲优化资源配置的典型体现ꎮ 非

洲大陆自贸区旨在通过加强非洲在全球贸易谈判中的共同话语权和政策空间ꎬ
加快非洲内部贸易ꎬ 提高非洲在全球市场的贸易地位ꎬ 加快区域和非洲大陆

一体化进程ꎮ 建成之后ꎬ 非洲大陆自贸区将是全球最大的巨型自贸区ꎬ 覆盖

５４ 个国家 １３ 亿人口ꎬ 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３ ４ 万亿美元ꎮ 根据世界银行的评

估ꎬ 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全面推进将使非洲大陆的真实收入到 ２０３５ 年增长 ７％ ꎬ
相当于 ４ ４５０ 亿美元 (按 ２０１４ 年价格计算)ꎻ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非洲大陆自贸区的

运行还会为非洲以外世界带来 ７６０ 亿美元的额外增长ꎬ 相当于为全球经济增

长额外贡献 ０ １ 个百分点ꎮ 具体到贸易一体化ꎬ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非洲大陆自贸区

将促进出口增长 ２９％ ꎬ 进口增长 ７％ ꎬ 且不会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带来消极影

响ꎮ⑤ 非洲大陆自贸区对大陆内部贸易的增长促进有重要意义ꎬ 据估计ꎬ 到

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７ 日ꎮ

郝永平、 黄相怀: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成就 “中国之治”»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３ 日ꎮ
Ａｒｋｅｂｅ Ｏｑｕｂａｙ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Ｈｕｂ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Ｕｎ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 ２９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 １ － ４０
ＵＮＣＴＡＤꎬ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ＣＴＡＤ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３５ － ３７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ｒｅ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４３ －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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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５ 年ꎬ 大陆内部贸易可能比没有自贸区的情况高出 ３４％ ꎮ①

从优化资源配置的具体举措看ꎬ 中非有着一定相似性: 双方均未采取选

择性的战略产业政策ꎬ 而是采用行业集成或地理集成的突破方法ꎬ 力求在较

短时间内将有限资源的效用最大程度地予以发挥ꎬ 通过以点带面的突破带动

整个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ꎮ 但由于非洲国家大多实行多党制ꎬ 各党

派利益和政见不同ꎬ 国家间或一国内部存在民族与社会矛盾ꎬ 使资源配置难

以取得预期效果ꎮ
(三) 以发展优先持续推进改革开放

发展中国家独立迈向现代化ꎬ 需要持续推进改革开放ꎮ 在此过程中ꎬ 需

要进行自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ꎬ 通过开放市场、 改善营商环境而吸引更多外

来资本ꎬ 同时也应避免形成对外依赖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提供外资、 外援的国

际组织或国家注重优先改善安全和治理表现ꎬ 但这可能分散东道国的发展资

源ꎮ 因此ꎬ 对发展资源相对有限的发展中国家而言ꎬ 确保内生驱动所需的必

要资源ꎬ 避免外部对改善发展环境的压力所造成的干扰ꎬ 对现代化道路的成

功至关重要ꎮ 换言之ꎬ 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于改革开放的持

续赋能ꎬ 要求以发展优先为核心ꎬ 实现有限资源在发展、 安全和治理等部门

的合理分配ꎬ 这是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动力不足的重要保障ꎮ
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秘诀之一是进行改革开放ꎮ 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ꎬ 也是决定实现 ‘两个 １００ 年’ 奋

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ꎮ”② “要坚持用改革开放这个关

键一招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ꎮ”③ 那么ꎬ 改革开放

应当怎样进行? “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

心ꎬ 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ꎮ”④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 ４０ 余年积累的宝贵经

验之一ꎮ 自 １９７９ 年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始终坚持通过改革改善自身的营商环

２２

①

②

③

④

ＵＮＥＣＡꎬ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ｆＣＦＴＡ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Ｂｏｏｓｔ Ｉｎｔｒａ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８ꎬ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ｅｃａ ｏｒｇ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 ｔｈｅ － ａｆｃｆｔａ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ｗｉｌｌ － ｂｏｏｓｔ － ｉｎｔｒａ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ｔｒａｄｅ － ａｎｄ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３ － ０２ － １８

«习近平: 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ꎮ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强调　 增强土地要素对优势地区高质量

发展保障能力　 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ꎮ
习近平: «改革开放四十年积累的宝贵经验»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 第三卷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１８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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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以吸引更多外资ꎮ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ꎬ 在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９ 年间ꎬ 全球各经济体

共推出 ３ ８４７ 项改革举措ꎬ 中国以 ４２ 项位居第二ꎬ 仅次于印度 (４８ 项)ꎮ① 正

是得益于重大的市场改革举措ꎬ 中国自 １９９２ 年起对外资的吸引力明显增强ꎬ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６ 年间ꎬ 外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均值达到 ３ ８７％ ꎮ② 中国

对外资长期保持着较强吸引力ꎬ 正是通过改革开放获得了中国经济发展急需

的资金、 技术和市场ꎬ 实现了自身经济的快速增长ꎮ 由此ꎬ 中国逐渐培育起

可持续的造血能力ꎬ 使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的逻辑得以真正实

现ꎮ 改革、 发展、 稳定三者关系的合理平衡ꎬ 为中国坚持发展优先、 培育发

展动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ꎮ
相对而言ꎬ 由于发展资源严重受限ꎬ 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对外资和外援有

迫切需求ꎮ 在西方国家看来ꎬ 非洲的欠发展是由于安全不够和治理不佳所导

致ꎬ 必须将主要资源投入安全和治理部门ꎬ 否则将始终难以发展ꎮ 在 “发展

条件优先论” 影响下ꎬ 西方国家对非资金投入相当部分流向安全与治理部门ꎬ
而非发展部门ꎮ 这意味着外资和外援投入发展这一具备再生产能力的部门的

资源被大幅压缩ꎬ 非洲国家自身发展动力始终难以真正培育起来ꎮ 事实上ꎬ
众多非洲国家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始相继进行了市场化改革ꎬ 持续对外资放宽

市场准入ꎬ 以期通过更大的市场开放度来吸引更多外资ꎮ 但由于非洲国家往

往屈服于来自西方的外资或外援方对改善发展环境的压力ꎬ 发展的优先地位

时常发生动摇ꎬ 最终难以促进自身生产力的发展ꎮ 例如ꎬ 以外资占国内生产

总值比重连续超过 ２％为标准ꎬ 自 １９７９ 年以来非洲表现较好的国家是博茨瓦

纳、 毛里求斯和坦桑尼亚ꎮ 被认为是非洲发展型国家代表之一的博茨瓦纳ꎬ
曾在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７ 年和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９ 年这两个时段吸引到大量外资ꎬ 这两个时段

其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比例分别达到 ６ ５６％ 和 ４ ７７％ ꎻ 毛里求斯在

２００７ ~ ２０２２ 年间仅 ３ 个年份低于 ２％ ꎬ 但最低年份也达到 １ ８％ ꎬ 平均达到

３ １４％ ꎻ 坦桑尼亚则是在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１ 年间仅 １ 年低于 ２％ ꎬ 平均达到

３ ３０％ ꎮ③ 这些国家在外资大量流入时期ꎬ 均取得较为明显的发展ꎻ 但在外资

流入量减少时ꎬ 其发展就差强人意ꎬ 说明外资在助力提升非洲国家发展动力

３２

①

②
③

具体数据可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获取ꎮ

笔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数据计算得出ꎮ
同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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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性方面仍需要大幅改善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 中非双方均高度重视改革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ꎮ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ꎬ 中国强调的处理好改革、 发展、 稳定三者关系与西方和

非洲强调的 “发展—安全—治理” 关联事实上相通甚至是相同的ꎬ 这为中非

现代化道路的经验交流互鉴创造了条件: 发展都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全面

发展ꎻ “稳定” 与 “安全” 属于同义词ꎬ 但 “稳定” 的门槛相对更低ꎻ “改
革” 是 “治理” 的动词ꎬ 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治理效率ꎬ 也即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ꎮ① 因此ꎬ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 “发展优先” 以保障

发展动力的可持续性经验ꎬ 不仅可与非洲发展型国家相互交流ꎬ 也可为其他

发展中国家独立迈向现代化提供参照ꎮ

四　 发展韧性强化

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现代化道路ꎬ 外部冲击和内部风险均可能导致发展

进程的受挫甚至中断ꎮ 在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上ꎬ 所有国家都必须克服种种内

外危机ꎬ 不断提升发展韧性ꎬ 具体涵盖 ３ 个要素: 一是以经济多样化战略分

散风险ꎬ 提升抗风险能力ꎻ 二是以渐进性改革和增量式改革确保稳定ꎬ 塑造

改革良性循环ꎻ 三是以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强化预防ꎬ 培育危机预警和风险

管理能力ꎮ
(一) 经济多样化战略

发展韧性的提升ꎬ 关键在于避免陷入依赖甚至不平等结构ꎬ 包括内部的

单一经济结构和外部投资与援助依赖ꎮ 因此ꎬ 经济多样化战略高度重要ꎬ 既

要在国内建立尽可能多样化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ꎬ 又要在对外合作中

实现合作伙伴抑或外部资源来源的多样化ꎮ
尽管在 １９４９ 年建国之初一穷二白ꎬ 中国的确在短短的 ７０ 余年时间里从

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发展为一个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ꎬ 拥有联合国产业分

类中的所有工业门类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不仅实现了经济多样化ꎬ 而且迅速建

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ꎬ 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

的物质基础ꎮ １９５２ 年ꎬ 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仅有 ３４９ 亿元ꎬ 到 １９７９ 年即改革开

４２

①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４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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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启动时也仅为 ４ ２３７ 亿元ꎬ 但到 １９９０ 年便迅速增至近 ２ ４ 万亿元ꎬ ２０００ 年

增至 ８ ５ 万亿元ꎬ ２０１０ 年达到近 ７０ 万亿元ꎬ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１１０ 万亿元ꎮ① 在国

内经济体系逐渐完善的同时ꎬ 中国的国际经济伙伴也日益多元ꎮ 中国已经是

１４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ꎬ 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ꎮ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十年来ꎬ 中国已与 １５０ 多个国家、 ３０ 多个国际组织签

署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ꎬ 举办 ３ 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ꎬ
成立了 ２０ 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ꎮ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２ 年ꎬ 中国与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 １９ １ 万亿美元 (年均增长 ６ ４％ )ꎬ 双向投资累计超

过 ３ ８００ 亿美元ꎬ 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完成营业额累计分别达到 ２ 万亿美元

和 １ ３ 万亿美元ꎮ②

同样ꎬ 实现经济多样化是非洲大陆和国家的长期追求ꎬ 体现在非盟推进

地区一体化进程以及非洲各国经济发展战略或政策取向等方面ꎬ 如埃塞俄比

亚确立了 ２０２０ ~ ２０３０ 年发展规划的经济多样性目标③ꎮ 但由于历史原因ꎬ 非

洲部分国家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单一经济结构ꎬ 主要有 ３ 种表现形式: 一是资

源富集国主要依赖资源出口ꎬ 极易陷入所谓 “资源诅咒”ꎻ 二是部分国家在殖

民时期被强制实施单一经济ꎬ 迄今仍对特定产业经济较为依赖ꎻ 三是资源贫

乏且缺乏经济作物的国家则容易陷入 “援助依赖”ꎮ 非洲国家经济结构单一最

突出地体现为对大宗商品出口的依赖ꎮ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界定ꎬ 任何国

家如果特定大宗商品出口占所有出口商品价值的 ６０％以上ꎬ 就属于大宗商品

依赖型国家ꎻ 非洲有高达 ８３％的国家属于这一类型ꎬ 占全球的 ４５％ ꎮ 具体而

言ꎬ 非洲国家主要出口三类产品ꎬ 即农产品、 矿产品、 石油和天然气ꎮ 在非

洲 ５４ 个国家中ꎬ 单一初级产品出口占所有出口商品价值 ７０％以上的国家多达

４５ 个ꎮ④ 经济结构的单一使非洲高达 ８０％以上的人口在非正式经济部门就业ꎬ
劳动生产率不增反降———从 １９６０ 年的 １１ ９％下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７ ７％ ꎮ⑤ 经济

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中国统计年鉴»: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ｓｊ / ｎｄｓｊꎬ ２０２４ － ０２ － １８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共建 “一带一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ꎮ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Ａ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ｔｏ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ꎬ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ꎬ ２０２０
ＵＮＣＴＡＤ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２: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Ｇｅｎｅｖａ: ＵＮＣＴＡＤ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 ７ － ８
Ｚａｉｎａｂ Ｕ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Ｌａｎｄｒｙ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ｏｗ ａｎｄ Ｗｈｙ Ｉ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ꎬ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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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单一也使非洲不少国家严重依赖外资和外援ꎮ
尽管中国与非洲国家经济规模差异明显ꎬ 但作为整体的非洲仍充满建立

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希望ꎮ 因此ꎬ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部门性经

验交流互鉴、 与非洲大陆的整体性合作ꎬ 对于改善非洲大陆和国家的发展韧

性高度重要ꎮ
(二) 渐进式改革方法

现代化是个长期进程ꎬ 始终与改革相伴随ꎻ 改革的良性循环是发展韧性

的重要保障ꎮ 尽管不是必然ꎬ 改革的循序渐进与其良性循环高度相关ꎻ 过于

激进的改革往往容易引发强烈反弹ꎬ 进而诱发改革失败的恶性循环ꎮ 尽管中

国与非洲国情不同ꎬ 但对改革节奏的把握或追求改革的良性循环却是相同的ꎮ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系统观念ꎬ 强调 “摸着石头过河” 的渐进式改革

方法ꎮ 习近平主席一贯强调ꎬ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ꎬ 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ꎬ 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ꎬ 推进改革发展、 调整利益关系往往

牵一发而动全身ꎮ①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ꎬ 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

论ꎬ 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ꎮ 摸着石头过河ꎬ 是富有中国特色、 符合中国国

情的改革方法ꎮ 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这种渐进式改革ꎬ 避免了因情

况不明、 举措不当而引起的社会动荡ꎬ 为稳步推进改革、 顺利实现目标提供

了保证ꎮ “摸着石头过河”ꎬ 符合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ꎬ 符合事物从量

变到质变的辩证法ꎮ 不能说改革开放初期要摸着石头过河ꎬ 现在再摸着石头

过河就不能提了要采取试点探索、 投石问路的方法ꎬ 取得了经验ꎬ 达成

了共识ꎬ 看得很准了ꎬ 感觉到推开很稳当了ꎬ 再推开ꎬ 积小胜为大胜ꎮ② 与摸

着石头相配套的稳打稳扎方法ꎬ 是始终坚持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合理平衡ꎻ
“共享” 成为最基本的发展要求ꎬ “有形之手” 不仅要做大蛋糕ꎬ 更要分好

蛋糕ꎮ③

非洲各国发展情况各异ꎬ 推进改革方式与效果亦不同ꎮ 非洲发展型国家

的政府往往对政权掌握较为稳固ꎬ 并不存在对改革可能被终结的担忧ꎬ 因此

６２

①

②
③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 第 ２０ ~ ２１ 页ꎮ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６ ~ ７ 页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纪实»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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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举措也相对稳健ꎮ 例如ꎬ 卢旺达、 埃塞俄比亚、 坦桑尼亚等国的发展很

大程度上都得益于稳定的治理预期ꎮ 卢旺达政府自 １９９５ 年起全心致力于国家

经济发展ꎬ 先后于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６ 年颁布了 «远景 ２０２０» 及 «远景 ２０５０»ꎬ
旨在带领卢旺达在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５ 年及 ２０５０ 年依次迈入中低、 中高及高收入

国家行列ꎮ 得益于日趋稳定的政治形势和渐进性的改革举措ꎬ 卢旺达的发展

型国家建设取得明显成就ꎮ① 当然ꎬ 也有部分非洲国家执政者将政党竞争从共

识凝聚手段歪曲为谋取私利的工具ꎬ 在推进改革时往往首尾不顾、 急功近利ꎬ
极易陷入改革的恶性循环之中ꎮ 此外ꎬ 非洲国家改革的良性循环不仅会受政

党政治影响ꎬ 也可能受所谓 “雄心政治” 的影响ꎮ 纵观非洲国家独立 ６０ 余年

的历史ꎬ 大陆和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不可谓不多ꎬ 但为数不少的战略规划并

未取得实质性进展ꎬ 原因有时也在于战略目标过于宏大ꎮ 例如ꎬ 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提出雄心勃勃的 “２０２０ 年消弭枪声” 计划被证明过于宏伟ꎬ 不得不

将实现期限延至 ２０３０ 年ꎮ 又如ꎬ 为解决发展动能不足问题ꎬ 非盟提出建设四

大金融机构的目标: 到 ２０１６ 年成立非洲投资银行和泛非证券交易所ꎬ 到 ２０１８
年建立非洲货币基金ꎬ 到 ２０２８ 年或 ２０３４ 年建立非洲中央银行ꎮ② 这一目标同

样雄心勃勃ꎬ 在 ２０１９ 年非盟第一次评估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第一个十年执行规划

进展时ꎬ 该目标的建设进度被认为已实现 ９２％ ꎮ 但到 ２０２１ 年第二次评估时ꎬ
这一目标的实现水平变为 “无法评估”③ꎬ 暗示该目标实现具有相当难度ꎮ

中非国家因经济规模不同ꎬ 对渐进式改革方法的敏感度存在天然差异ꎬ
非洲国家体量相对较小ꎬ 进而改革步伐可能较快ꎮ 因此ꎬ 改革经验的交流互

鉴不仅有助于双方进一步巩固自身改革共识ꎬ 更有助于理解现代化道路的多

样性可能ꎮ
(三) 风险预警与管控能力

理论只有得到现实的支持ꎬ 才能具备长期生命力ꎮ 依附论、 世界体系论

和发展型国家理论ꎬ 均面临现实支撑的稳固性或可持续性问题ꎬ 导致理论的

７２

①

②

③

姜璐、 祝若琰: «产业政策、 国家能力与发展意愿———卢旺达发展型国家模式初探 (１９９４ 年

至今)»ꎬ 载 «区域与全球发展»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９５ ~ １１８ 页ꎮ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６３: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ｅ Ｗａｎｔꎬ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Ｖｅｒｓｉｏｎꎬ 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６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６３ꎬ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ｂｕｒｇ:

ＡＵＤＡ － ＮＥＰＡＤ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ꎬ ｐ ９ꎻ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６３ꎬ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ｂｕｒｇ: ＡＵＤＡ － ＮＥＰＡＤ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２ꎬ 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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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大打折扣ꎮ 因此ꎬ 预警与管控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ꎬ 是避免发展大起

大落、 提升发展韧性的又一关键ꎮ
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成功的重要保障ꎬ 便是中国政府高度关注发展过程中

的风险预警与控制ꎮ 一方面ꎬ 中国认识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一以贯之的

战略决心和战略定力ꎮ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ꎬ 需要统筹兼顾、
系统谋划、 整体推进要增强战略的前瞻性ꎬ 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趋

势ꎬ 敏锐洞悉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ꎬ 以科学的战略预见未来、
引领未来ꎮ① 另一方面ꎬ 中国国家领导集体始终保持着清醒头脑ꎬ 反复强调要

居安思危ꎬ 要有前瞻性的风险意识ꎮ 首先ꎬ 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ꎬ 越是

取得成绩的时候ꎬ 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ꎬ 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ꎬ 绝

不能犯战略性、 颠覆性错误ꎮ 其次ꎬ 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 复杂敏感的

周边环境、 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ꎬ 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ꎬ 也要有

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ꎻ 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ꎬ 也要

打好化险为夷、 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ꎮ② 再次ꎬ 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ꎬ
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ꎬ 树立底线思维ꎬ 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ꎬ 把风

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ꎬ 注重堵漏洞、 强弱项ꎬ 下好先手棋、 打好主动仗ꎬ 有

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ꎬ 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ꎮ③ 最后ꎬ 要高

度重视并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的转化通道ꎬ 避免各领域风险产生交叉感染ꎬ
防止非公共性风险扩大为公共性风险、 非政治性风险蔓延为政治性风险ꎮ④ 正

是在上述理念引领下ꎬ 为应对国际发展环境尤其是全球贸易格局的重大变化ꎬ
中国实施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诸多经济举措ꎮ

由于自身发展一直面临较为严峻的安全挑战ꎬ 非洲国家也将风险预警与

危机管理当作自身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但往往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ꎮ
以次地区组织伊加特 ( ＩＧＡＤ) 的早期预警与早期响应机制为蓝本ꎬ 非盟于

２００９ 年正式建设了非洲大陆早期预警系统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ꎬ

８２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８ 日ꎮ
习近平: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

面»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６ 日ꎮ
习近平: «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 的说明»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ꎮ
习近平: «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９６ ~ ９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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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ＷＳ)ꎬ 但它更侧重于安全风险预警与响应ꎬ 如聚焦草根层次的社会性冲突ꎬ
对传统的军事或武装冲突则涉入不深ꎬ 总体上可为非洲次区域发展韧性的提

升贡献重要力量ꎮ① 需要承认的是ꎬ 非洲的风险预警意识和危机管理能力仍然

相对较低ꎬ 难以充分保障其可持续发展ꎮ 从国家层次看ꎬ 非洲各国往往对潜

在风险不够敏感ꎮ 例如ꎬ 尽管埃塞俄比亚在进入 ２１ 世纪后是 “非洲崛起” 的

重要代表之一ꎬ 但其民族联邦制、 发展成果分配不均等风险始终未得到充分

有效的系统性预防ꎮ 这也正是埃塞俄比亚的发展在 ２０１２ 年梅莱斯总理逝世后

面临严峻困难的深层原因之一ꎮ 又如ꎬ 当前非洲多国面临的债务风险与其实

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风险意识不足有关ꎮ 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１ 年间ꎬ 赞比亚、 尼日

利亚、 南非等国的债务增长速度在大多数年份明显高于出口增长速度ꎬ 经常

出现出口负增长情况下仍大幅举债的现象ꎬ 为其债务风险埋下了伏笔ꎮ② 从大

陆层次看ꎬ 非洲经济发展自独立以来大起大落现象明显: 既可能在短时间内

由低迷转向高速发展ꎬ 也可能发生断崖式堕落ꎮ 独立头 ２０ 年即 １９６１ ~ １９８０ 年

间ꎬ 非洲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 ４ １９％ ꎬ 但波动区间极大: 既有从 １９６７ 年

( － １ ２３％ ) 的低迷态势ꎬ 迅速改善至 １９７０ 年高达 １０ ２４％ ꎬ 创下这一时期的

最高纪录ꎻ 也有从 １９７４ 年的 ７ ９２％ 急速掉头直下跌至 １９７５ 年的 － ０ １２％ ꎮ
在 １９６０ ~ ２０２１ 年间ꎬ 非洲经济增长速度的振动区间高达 ５ ５００％ ꎬ 而全球平均

振幅仅为 １ １００％ ꎮ③

中国建设独立的风险预警与管理能力ꎬ 同非洲大陆更多发展集体性的风

险预警与管控能力ꎬ 有着广阔的经验交流互鉴空间ꎮ 在全球化时代ꎬ 多国合

作共同防范现代化过程中的复合性风险ꎬ 正呼吁中非加大风险预警与管理的

互利合作与经验互鉴ꎮ

五　 结论

纵观世界历史ꎬ 东方国家在更长的时间里引领世界发展ꎬ 西方国家在现

９２

①

②
③

Ａｍａｎｄｉｎｅ Ｇｎａｎｇｕｅｎｏｎꎬ “Ｐｉｖｏｔｉｎｇ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ＩＳＳ Ｂｒｉｅｆ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１ － ８ꎻ 张春: «伊加特与非洲之角的安全

治理»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８０ ~ ８２ 页ꎮ
笔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数据计算得出ꎮ
同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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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道路上的领先态势只是最近 ４００ 余年的事情ꎮ 就此而言ꎬ 西方化绝对不

是现代化的唯一有效路径ꎮ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在较短时间内实

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ꎬ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走向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

的参照ꎮ
中非现代化经验交流互鉴的关键意义在于ꎬ 双方不仅可有效推动中国式

和非洲式现代化的共同发展ꎬ 进一步丰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ꎬ 更可进一步

彰显多样性现代化道路背后的 “发展共识—发展动力—发展韧性” 共通性ꎬ
为更多发展中国家独立迈向现代化提供借鉴与参考ꎮ 发展共识凝聚、 发展动

力培育与发展韧性强化三者的良性循环ꎬ 是包括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

发展中国家独立迈向现代化的基本保障ꎮ 发展共识的凝聚ꎬ 不仅有助于发展

中国家抵制美欧的 “教师爷” 做法ꎬ 更有助于实现发展中国家或 “全球南

方” 的内部团结ꎬ 促进国家认同的培育ꎬ 缓解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紧张关

系ꎬ 全面提高治理能力ꎻ 发展动力的培育ꎬ 不仅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掌握面对

外部资金的主动ꎬ 更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内部各类问题的解决ꎬ 特别是实现发

展资源的自我再生产ꎬ 由此而来的非零和性增量改革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零

和性存量改革导致的对抗和紧张ꎬ 使可持续发展的安全和治理条件得以改善ꎻ
发展韧性的强化ꎬ 不仅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更为有效地应对外部性的人为和自

然危机ꎬ 更可强化对自身内部风险的预判和管理ꎬ 也有助于凝聚国家发展共

识ꎬ 尽可能降低发展资源的无谓损耗ꎬ 提升发展动能利用效率ꎮ 通过中非现

代化经验交流互鉴ꎬ 推动发展共识、 发展动能与发展韧性三要素的良性循环ꎬ
有益于包括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独立自主现代化道路的

探索ꎮ
这里也需指出的是ꎬ 共通性与多样性互为前提: 共通性是多样性的基础ꎬ

但惟有多样性才能凸显共通性ꎮ 因此ꎬ 包括中非在内的世界现代化经验交流

互鉴ꎬ 必须既尊重共通性与多样性ꎬ 又不混同共通性与多样性ꎬ 从而推动各

国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ꎬ 最大程度地丰富人类发展道路的内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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