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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阈下的非洲左翼执政党联合自强

———以南部非洲六姊妹党为例

邓延庭

[摘 要] 在南部非洲的现代发展演进历程中， 坦桑尼亚等六国的左翼执政党将社会主义理念与本国的民族

解放、 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 以联合自强的方式在非洲稳定构筑了独特的左翼政治力量跨国矩阵， 有力推动

了非洲在实现区域一体化和国家现代化等方面的独立探索， 为社会主义在非洲复兴提供了前提条件。 以历史发

展为轴线， 从政治、 经济、 安全、 对外关系等多个维度梳理六姊妹党联合自强的特点与意义， 有助于从具象化

与实证研究的视角， 解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非洲左翼政治力量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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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非洲掀起去西方化转型发展浪潮的背景下， 日益活跃的左翼政治力量成为推动非洲突

破新自由主义范式束缚、 开展新一轮独立发展道路探索的生力军。 作为非洲左翼政治力量的突出

代表， 坦桑尼亚革命党 （以下简称 “革命党”）、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以下简称 “非国大”）、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以下简称 “安人运”）、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 （以下简称 “莫解卫”）、 纳

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以下简称 “人组党”）、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爱国阵线 （以下简

称 “津民盟 -爱阵”） 等六个执政党以联合自强的方式， 构筑了以抵御新自由主义在非洲泛滥、
捍卫非洲自主发展权、 探索社会主义在非洲时代价值为主要特征的跨国政治矩阵， 被誉为南部非

洲①六姊妹党。

一、 六姊妹党联合自强是南部非洲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

六姊妹党的形成与发展， 是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南部非洲左翼执政党， 在不同历史时期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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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使用的 “南部非洲” 概念， 是依据非洲统一组织、 尼雷尔领导力学院等国际组织、 机构， 在讨论南部非洲解放

运动叙事中所使用的带有特殊政治含义的地理范围。 从地理位置、 传统文化、 族群、 语言等角度来看， 坦桑尼亚通常被划分为

典型的东部非洲国家。 但在本文的研究语境下， 坦桑尼亚被列为 “南部非洲” 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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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民族解放和国家治理之路的必然结果。
（一） 对革命友谊的集体继承奠定了联合自强的基础

在发轫于 20 世纪中期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 南部非洲因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制约， 实

现民族解放的进程带有明显的滞后性、 曲折性、 复杂性。 从时间维度来看， 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

动的兴起虽然完全同步于非洲其他次区域， 但最终取得成功的时间却大相径庭。 相较于在 20 世

纪 60 年代获得政治独立的绝大多数非洲国家， 同时期的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正处于最艰难、
最凶险的阶段， 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葡语非洲国家独立才出现形势转机， 最终到 1994 年新

南非成立才实现全域解放。 从任务角度来看， 不同于非洲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以殖民主义为

唯一斗争对象， 南部非洲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除面临葡萄牙殖民者顽固拒绝非殖民化的困局之

外， 还存在南非种族隔离统治、 罗德西亚 （津巴布韦） 白人政权片面独立、 南非对西南非洲

（纳米比亚） 非法吞并等问题， 加之美国暗中干涉安哥拉、 莫桑比克内战， 域内的民族解放运动

实质上沿着反对殖民主义、 种族主义、 帝国主义及三者间勾连的多重逻辑主线展开。 在 30 多年

的艰苦斗争中， 各殖民地 （国） 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力量彼此支持、 相互配合， 形成了牢不可

破的革命友谊， 拉开了六姊妹党携手登上非洲政治舞台的历史帷幕。
第一， 在泛非主义推动下构建唇齿相依的党际关系， 是六姊妹党革命友谊的突出特征。 坦桑

尼亚作为六国中最先独立的一方， 革命党 （坦盟）① 将尼雷尔 （ Julius Nyerere） 提出的 “乌贾

马” 作为阐述泛非主义的具象化概念， 并在理论上将其从坦桑尼亚国内建设的范畴推广至非洲

解放的层面， 主张所有非洲国家同属一个 “乌贾马” 大家庭， 其中任何一个成员都要对其他成

员的自由与福祉承担义务， 非洲各地都获解放才是非洲的解放②。 在此理念的指引下， 坦桑尼亚

成为支持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桥头堡， 尼雷尔长期担任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主席、 前线

国家首脑会议主席等职务， 革命党 （坦盟） 竭尽全力为其他五个政党的斗争提供财力物力支持

与国际空间， 粉碎了南非、 葡萄牙对民族解放力量的联合绞杀。 在此历史进程中， “乌贾马” 理

论也对安东尼奥·内图 （António Neto）、 萨莫拉·马谢尔 （Samora Machel）、 罗伯特·穆加贝

（Robert Mugabe）、 萨姆·努乔马 （Samuel Nujoma）、 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等领袖

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推动他们领导下的各党纷纷与革命党 （坦盟） 形成以荣辱与共为特征

的命运共同体。 作为上述机制的受益者， 安人运、 莫解阵、 津民盟③成为执政党后， 也第一时间

带领各自国家加入， 配合革命党 （坦盟） 继续支持人组党、 非国大的斗争直至最终胜利。
第二， 在社会主义理念引领下毫不妥协地推进斗争， 是六姊妹党革命友谊的显著优势。 除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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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1961 年坦噶尼喀独立时， 尼雷尔领导的左翼执政党名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 1964 年， 坦噶尼喀、 桑给巴尔两国

联合组建坦桑尼亚后， 坦盟继续维持全国 （除桑给巴尔之外） 执政党地位。 1977 年， 坦盟与桑给巴尔执政党非洲 -设拉子党

合并后改称革命党， 至今一直维持执政地位。
Julius. K. Nyerere， “ ‘Ujamaa’， the Basis of African Socialism”， The Journal of Pan African Studies， Vol. 1， No. 1， 1987.
津巴布韦于 1980 年独立， 左翼执政党名称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至 1987 年合并反对党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后，

才正式改为现名称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爱国阵线。 根据历史时期的差异， 本文分别使用津民盟、 津民盟 -爱阵两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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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党 （坦盟） 之外， 其他五个政党分别因为领导发动民族解放运动， 而被所在国 （殖民地） 当

局列为 “非法组织”， 彻底阻断了各党曾经抱有的以和平方式走向独立的设想。 受非洲社会主义

运动高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各党逐步形成共识， 南部非洲民族解放力量与反动势力的生

死斗争， 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与非洲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等价值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①。 因

此， 从 1961 年安人运打响反对葡萄牙 “第一枪”、 非国大成立 “民族之矛” 秘密武装， 到 1966
年人组党发动反南非游击战， 五个政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共同走上了暴力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道

路。 尼雷尔领导下的革命党 （坦盟） 原本推崇通过恢复非洲传统实现社会主义的和平解放道路，
但在遭遇 1964 年南非支持下的未遂政变后， 开始转而支持其他五个政党武装颠覆反动统治， 强

调放弃幻想与妥协是实现非洲完全解放的必要前提②。 此后， 坦桑尼亚开始在境内巴加莫约等地

设立自由战士训练营， 为其他五个政党的人员提供社会主义政治理论、 军事技能培训， 有效支持了

其各自领导下的武装斗争。 六姊妹党在笃信与追求社会主义中实现与资本主义的彻底切割， 为南部

非洲的完全解放提供了坚强保证。
六姊妹党间的革命友谊本质上是六国民族解放运动在有机融合与一体推进中凝聚的政治共

识， 它不仅夯实了六姊妹党始终在思想、 行动、 价值观等方面保持同频共振的基础， 也勾勒出全

新的南部非洲发展的逻辑主线。
（二） 对新自由主义泛滥的集体抵制筑牢了联合自强的防线

冷战结束对世界形势的影响深刻重塑了非洲发展的轨迹， 随着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 以及东西

方两大集团两极均势格局的消失， 非洲的自主发展探索空间开始面临所谓 “华盛顿共识” 的极限挤

压。 为最大限度地在非洲收割利益， 美西方凭借政治经济霸权， 强迫非洲接受发展转轨。 在经济上

接受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所谓结构调整计划， 推进私有化、 自由化改造， 在政治上

拥抱所谓 “第三波” 民主化浪潮， 建立以竞争性多党选举为核心的西式民主， 接受西方的 “普世

价值观”， 被列为非洲重新发展与西方关系的基本前提。 受此影响， 非洲绝大多数地区在 20世纪 90
年代都被迫妥协， 但与非洲人民的期望相反， 泛滥的新自由主义不仅没能助力非洲走出 20 世纪 70
年代末石油危机对其经济的冲击， 反而加剧了非洲面临的发展困局， 让非洲整体陷入了自独立以来

最混乱的时期。 反思和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泛滥， 成为这一时期非洲左翼执政党集体发力的焦点。
一方面， 非洲发展对新自由主义表现出的剧烈排异反应， 为非洲左翼执政党反思西方发展模

式提供了生动素材。 新自由主义在非洲发展实践中表现出的无用性， 本质上是非洲落后的经济基

础与强行被嫁接的西方资本主义上层建筑间的结构性矛盾的体现。 在政治层面， 以族群为代表的

尚未得到有效整合的社会文化性群体及其身份认同， 在多党选举中实现政治化的同时也走向了极

·26·

①

②

John S. Saul， “Socialism and Southern Africa”， from Micchelle Williams and Vishwas Satgar，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Crisis， Critique & Struggle”， Johannesburg： Wits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98.

Julius K. Nyerere， Bob Clark and Bill Matney， “ Julius Nyerere Discusses Crisis in Southern Africa”， The Black Scholar，
Vol. 8， No. 2，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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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衍生出诸多无序对抗的政治力量， 在加剧社会撕裂的过程中销蚀了政治稳定的根基①； 在经

济层面， 非洲人民努力 30 多年建立起的以进口替代为主要特征的初级工业化成果被西方跨国企

业一扫而光， 大量发展援助实际流向西方支持的非洲买办阶层的个人腰包， 民众失业率激增， 贫

困发生率大幅度反弹， 城乡间、 地区间、 阶级间贫富差距扩大， 国内市场进一步走向碎片化； 在

社会文化领域， 西方后现代主义价值体系在西化精英和年轻群体中快速蔓延， 挑战传统、 解构权

威、 质疑历史的反叛情绪正在快速演变成为对非洲自主发展探索的批判②， 甚至是对国家主义叙

事的否定； 在安全领域， 以索马里内战、 卢旺达大屠杀、 两次刚果战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人道

主义危机的接连爆发， 让非洲进一步陷入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构成的恶性循环。 因此， 非洲在转

轨中脱轨的上述事实表明， 新自由主义泛滥实质是西方冷战后在非洲大肆收割利益的意识形态遮

羞布， 只有紧握自主发展探索权， 左翼执政党才能真正捍卫本国民族解放的果实。
另一方面， 赞比亚局势突变及老牌左翼执政党的结局， 为其他非洲左翼执政党思考变局中的领

导权问题敲响了警钟。 在卡翁达 （Kenneth Kaunda） 及其领导的联合民族独立党的带领下， 赞比亚

加入了推动南部非洲民族解放的所有国际合作机制， 对南部非洲实现完全解放的贡献仅次于坦桑尼

亚。 自 20世纪 60年代中期起， 作为南部非洲唯一获得解放以及所有独立非洲国家中最靠南的国

家， 赞比亚利用与多个待解放地区接壤的地缘优势， 通过为五个政党提供大量支持来践行卡翁达和

联民党的人道社会主义思想， 也因此成为各种反动势力发动跨境武装袭击的重灾区。 因此， 南部非

洲的解放进程原本是六姊妹党与联民党组成的 “七姊妹党” 革命友谊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但由于联

民党在 1991年赞比亚改行多党制后的首次大选中败北， 革命时代的佳话未能续写至发展建设时期。
卡翁达及联民党的败选有多方面原因， 但归根结底是党的领导层存在政治幼稚的问题， 对世界银

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断贷施压， 美国卡特中心、 全国民主基金会对反对党的资助， 英联邦观察

小组拉偏架式监督等西方 “软干涉” 准备不足。 在 1996 年大选中遭遇翻盘失败后， 卡翁达和联民

党于 20世纪末最终被西化后的赞比亚政坛完全边缘化。 相继执政的多党民主运动、 爱国阵线在经

济上迅速推进国有铜矿开采企业的私有化进程， 导致大量工人失业， 在政治上主打西式民主掩盖下

的民粹主义， 引发本巴族、 通加族、 洛齐族无序政治竞争加剧。 西式改革不仅没有让铜矿资源丰富

的赞比亚摘掉重债穷国的帽子， 而且在若干年后使之成为非洲第一个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③。
赞比亚的情况表明， 左翼执政党放弃对西方的盲从与幻想， 从长远来看是维护本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必

然要求。
南部非洲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自由主义泛滥的影响， 除了在 20 世纪 90 年代解放的纳米

比亚、 南非直接采取多党制外， 其他四国也都在同一时期为转型多党选举制作出了相应的宪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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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Dominika Kother， Beyond Ethnic Politics in Af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7.
Nkolo Foé， “The Multiple Politics of Philosophy in Africa： Emancipation， Postcolonialisms， Hermeneutics， and Governance”，

Africana Philosophy， Volume 59， Issue 3 - 4， 2012.
Finance Uncovered， “ Zambia's Sovereign Debt Crisis： How Foreign Creditors Have All the Power Over Country's Economic

Recovery”， https： / / www. financeuncovered. org / stories / zambia - sovereign - debt - crisis - zesco - economic -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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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但基于对新自由主义之于非洲特别是赞比亚影响的反思， 六姊妹党牢牢掌控本国改革与发展

的主导权， 在坚持左翼执政特色中有效抵御了西方政治经济攻势对南部非洲的冲击。 在政治方

面， 多党制下的六姊妹党仍然维持系统的指导思想与完善的党组织， 强调对农民、 工人等群体的

代表性， 没有退变为实质为社会团体的选举型政党， 且连选连胜， 稳定长期执政； 在经济方面，

公有制占主导， 特别是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牢牢掌握在国有经济手中， 西方资本在国家管控下有

序进入部分行业。 此外， 每当六国中任何一方进入大选或改革的关键时间节点， 其他五国 （党）

都会派出人员前来交流和支持， 持续筑牢抵御新自由主义泛滥的统一战线。 也正是得益于六姊妹

党的领导， 南部非洲成为冷战后非洲大陆上唯一长期保持和平与发展的次区域。

（三） 对治理挑战的集体反思增强了联合自强的生命力

21 世纪初， 随着冷战两极格局解体对非洲的冲击日渐平缓， 六姊妹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开始

从外部转向内部， 即由对外破局新自由主义的直接进攻， 转变为对内领导本国实现高质量发展。

能否适应上述变化， 直接决定了各党是否与时俱进地拥有科学领导力。 具体来看， 六姊妹党在转

型变化中， 主要面临以下两类挑战。

其一， 在党的中心任务从争取民族解放、 争取执政地位向国内发展和建设转变的过程中， 部

分执政党存在准备不足的问题。 身份角色转变带来的最大变化， 是要求执政党在处理国家改革与

发展问题时， 需谨慎使用革命阶段疾风骤雨式的行动模式， 应在结合本国实际的基础上探索出稳

健的解决方案， 避免因休克疗法超出社会实际承受能力而引发治理困局。 作为长期承受白人种族

主义压迫的受害者， 津巴布韦、 南非实施的激进的黑人赋权改革， 都在一定程度上遭遇了类似的

挑战。 在津巴布韦， 成为执政党后的津民盟 -爱阵为彻底消除白人种族主义剥削的经济基础， 大

力推行旨在确保黑人民众 “耕者有其田” 的土地改革计划。 但相较于执政初期以赎买白人农场

主土地为主要手段的温和改革， 津民盟 -爱阵为加快黑人经济解放， 于 2000 年掀起 “快车道”

土改， 直接没收白人农场主的土地资源分配给无地黑人居民。 这种激进的改革固然快速根除了白

人剥削， 但其超出了黑人居民的接收能力， 大量不具备耕种能力的黑人居民接管土地导致全国农

业生产出现波动①。 同时， 大量白人农场主的出逃也为西方实施制裁提供了口实。 南非的情况与

之类似， 执政后的非国大为在最短时间内消除种族隔离的表现和影响， 一方面让大量准备尚不充

分的黑人居民接管国家的各行各业， 另一方面放松对南部非洲其他国家黑人居民前往南非的管

制。 这些政策初衷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 但其在实践层面导致的公共服务部门效率下降、 人口膨

胀、 基础设施人均占有率不足等问题在多个中心城市引发社会治安恶化、 民众示威抗议， 成为反

对党在大选中攻击非国大的焦点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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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Sam Moyo， “Three Decades of Agrarian Reform in Zimbabwe”，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ume 38， 2011.
Gregory Houston and Modimowabarwa Kanyane， “The ANC's Policy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From the Liberation Struggle

to the Holding of State Power”， https： / / www. researchgate. net / publication / 273519144 The ANC's Policy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From the liberation struggle to the holding of stat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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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长期掌权滋生的体制僵化和部分党员腐败等问题， 侵蚀了执政党的群众基础。 一党长

期执政在确保政治稳定的同时， 也带来了部分党员沦为特权阶层， 党组织臃肿、 封闭、 效率下降

等问题。 特别是在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冲击以及各党指导思想发生局部调整的背景下， 出现思想混

乱的部分党员推崇实用利己主义， 沦为公权的蛀虫， 严重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在坦桑

尼亚， 革命党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放开党政官员经商禁令后， 不少身居要职的党员成为赚得盆满

钵满的腐败分子。 党代表工人、 农民的形象正在受到政商联合体泛滥的冲击， 在人民心目中的形

象与地位开始出现滑坡。 受此影响， 进入 21 世纪之后， 革命党的政治优势逐步丧失， 至 2015 年

大选时得票率仅勉强过半， 创下改行多党制以来的历史新低。 安哥拉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石油经

济腾飞后特别是内战结束后， 安逸的环境让长期执政的安人运党内出现一大批靠油吃油的特权阶

层。 日益固化的党内利益群体的存在以及石油行业、 协会崛起对党组织的虚化， 令安人运面临日

益脱离人民群众的风险。 在进入 21 世纪后的历届大选中， 反对执政党和政府腐败正在成为反对

党招徕选票的核心叙事， 而安人运与反对党的支持率差距也在逐渐缩小。
为应对在世纪交替阶段出现的治理困局， 六姊妹党在此阶段持续加强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

集体探索旨在巩固长期执政地位的应对之策。 无论是在津巴布韦的土改推进， 还是在南非国内社

会形势的议题上， 其他四国都以双边或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机制下的多边形式予以建设性参与，
协助两国执政党化解治理危机。 此外， 南非国家行政学院也与坦桑尼亚、 莫桑比克、 安哥拉等国

的相关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推动各国的党政人员实现跨国互访、 联合培养， 在领导力提升、 惩治

腐败、 夯实思想与组织建设等方面互学互鉴、 集体探索。 持续提升的政治合作黏性度， 为六姊妹

党的联合自强持续注入了丰富的内涵。

二、 六姊妹党联合自强是支撑当前非洲自主发展探索的重要根基

六姊妹党在领导民族革命与国家建设时取得的诸多成就， 为非洲当下探索实现以区域一体

化、 现代化为目标的高质量发展， 贡献了左翼执政党的集体智慧。
（一） 共同斗争塑造非洲区域一体化的示范标杆

在非洲现代政治的语境下， 泛非主义提出了通过推进由非洲主权国家自主参与的区域一体

化， 来加速实现非洲实现安定与繁荣的具体任务。 一体化驱动现代化不仅是非洲自身发展的突出

特征， 也是非洲参与世界治理的重要着力点， 被包括非洲联盟 《2063 年议程》 在内的各类非洲

自主发展愿景列为首要目标。 六姊妹党发轫于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革命友谊， 塑造了南部非洲以

长期稳定的跨国合作为特征的地缘政治特征， 为非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一方面， 六姊妹党联合是南部非洲真正实现自主一体化的保证。 自独立以来， 非洲虽涌现出

各类一体化机制， 但却普遍面临两类问题： 其一， 殖民统治痕迹明显， 带有解放不彻底的局限

性。 如主要由非洲法语国家参加的西非经济货币联盟、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与货币共同体， 本质上

就是原法属西非、 法属赤道非洲两大殖民地联邦的翻版延续， 各国依托法国开展的一体化合作，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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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沦为法国新殖民主义裹挟非洲的牺牲品； 其二， 国家间差异巨大， 难以构成同质性联合。 如

肯尼亚与坦桑尼亚有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争， 导致第一代东非共同体解体①， 而尼

日利亚、 加纳等英语国家与塞内加尔、 科特迪瓦等法语国家的竞争， 也成为常常导致西非国家经

济共同体陷入决策僵局的症结②。 相较之下， 六姊妹党从共同价值理念出发， 不仅破除了外来干

涉的影响， 而且超越了彼此在历史和语言上的差异， 通过将矛头指向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反动

联合， 将集体的政治觉醒打造为各国联合发展的基础③。 在革命党 （坦盟） 长期支援其他五党解

放斗争的基础上， 六姊妹党中已获解放的各方联合发起南部非洲协调会议， 旨在通过推动各国间

政治经济合作的制度化， 继续遏制南非种族主义在域内的影响力。 为适应形势变化， 1992 年该

机制改组为功能更加完备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以下简称 “南共体”）， 并先后吸收解放后的

纳米比亚、 南非参加， 至此最终建成以政党联合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模式。
另一方面， 六姊妹党联合是南部非洲一体化快速推进的强劲动力。 得益于相似的执政理念、

政治体制， 南非的制造业基础、 安哥拉与纳米比亚的资源禀赋、 莫桑比克的便利区位、 坦桑尼亚

的人口红利、 津巴布韦的农业优势在南共体机制下充分聚合， 让各执政党的交流互鉴、 各国经济

社会的稳健发展、 南部非洲一体化加速推进实现同频共振。 当前， 在 《南共体 2050 年愿景》 和

《南共体区域指示性战略发展规划》 的推动下， 南部非洲已实现以和平与善治为基础， 工业发展

与市场一体化、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人力资本开发三驾马车拉动的一体化格局④， 成为非洲区域

一体化成果最显著的地区， 为当前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积蓄了动能。 此外， 作为其突出特征

和显著优势， 党际交流与一体化发展的相得益彰， 也为非洲其他次区域的一体化以及非洲在国际

事务中构筑统一立场、 发出统一声音的努力， 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南部非洲经验探索。

（二） 共同发展奠定中非携手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桥头堡

在中非现代关系的演进历程中， 六姊妹党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 各国对华交流合作全

景展现和系统诠释了中非友谊历久弥坚的逻辑主线。 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 随着中国依托共建

“一带一路” 全面对接、 持续赋能六党六国共同发展， 南部非洲正在成为中国推动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落地非洲的中坚力量， 持续厚植中非共筑高水平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第一， 中国对六国共同发展的长期支持， 为中非合作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自中非双方正式开

启外交关系以来， 南部非洲一直是培育和践行中非友谊的前沿阵地。 在民族解放运动时期， 中国

积极支持六姊妹党领导的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抗击反动势力的斗争。 作为引领中非合作的重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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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第一代东非共同体成立于 1967 年， 成员包括肯尼亚、 坦桑尼亚、 乌干达三国， 后因采取社会主义制度的坦桑尼亚与

采取资本主义的肯尼亚在政治制度、 经济发展等多个方面存在冲突， 最终导致该组织于 1977 年解体。
Emman Oteiku， “ ECOWAS and the New ‘ Scramble for Africa’： Interrogating the Francophone / Anglophone Dynam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Vol. 13， No. 1， 2018.
“Nyerere： ‘Without Unity， There Is No Future for Africa’”， https： / / newafricanmagazine. com / 3723 / .
“SADC Regional Indicative Strategic Development Plan （ RISDP） 2020 - 2030”， https： / / www. sadc. int / pillars / regional -

indicative - strategic - development - plan - 2020 -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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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 中国和坦桑尼亚的合作一方面建成了以友谊纺织厂为代表的产业项目， 推动坦桑尼亚国内的

乌贾马社会主义建设， 持续夯实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后方大本营建设， 另一方面助力坦桑尼亚

对其他五党解放斗争的支持， 通过建设被誉为 “自由之路” 的坦赞铁路， 打破了反动势力在经

济、 军事上扼杀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的企图， 从而在理念、 路径、 内容等多个方面奠定了中非

“全天候” 友谊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此外， 中国还通过反对美国干涉安哥拉、 莫桑比克内战， 支

持津巴布韦、 纳米比亚独立， 呼吁释放曼德拉等多重途径支持五国人民的斗争， 五国在实现解放

后也迅速将对华合作列为对外关系的优先着力点， 双方友好传统友谊被持续注入新的动能。 进入

新时代以来， 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 中国与六国的交流合作持续迈向新的高度， 助力中非关系高

水平发展。 2013 年 3 月， 习近平主席在当选国家最高领导人后， 将首次访非之行的首站选择在

坦桑尼亚， 并在尼雷尔会议中心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 “真、 实、 亲、 诚” 对非政策理念和正

确义利观， 为新时代中非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2015 年 12 月， 习近平主席赴南非出席中非合作论

坛约翰内斯堡峰会， 与时任南非总统祖马 （Jacob Zuma） 以及时任非盟轮值主席国、 津巴布韦总统

穆加贝共同推动中非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提升了新时代中非合作的战略地位。 2018

年9月， 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与到访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Matamela Ramaphosa）

共同掀起中非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帷幕， 明确了新时代中非合作的战略目标。

在双边合作关系上， 随着 2024 年 3 月安哥拉总统洛伦索 （João Lourenço） 与习近平主席共同见

证中安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诞生， 至此六国全部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 （合作） 伙伴关系①，

成为与中国建立高层级双边合作关系国家数量最密集的非洲次区域。 在共建 “一带一路” 框架下，

六国成为 “三网一化” 建设与中非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示范国， 中国的双循环发展、 双碳经济振

兴、 新质生产力培育等成就， 系统转化为支持各国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拥抱工业 4. 0、 推进农

业现代化的强大动能， 助力南部非洲成为落实非盟 《2063年议程》 发展愿景的前沿地带。

第二， 中国共产党助力六姊妹党共同发展， 凸显了自主发展探索赋能中非合作的巨大优势。

破除西方范式的束缚， 独立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

命、 建设、 改革成功的关键， 也是支持六姊妹党联合自强的重要着力点。 在民族解放运动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成果与经验， 成为六党领导和发动非洲人

民的重要参考。 革命党 （坦盟） 在 《阿鲁沙宣言》 中充分借鉴了中国的三大改造、 五年计划等

成就以及中国共产党八大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部署了以乌贾马村建设为支撑的社会主义

发展战略②。 津民盟等政党充分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理论， 一方面最大程度地

发动人民群众， 另一方面在敌后开辟根据地和发动游击战， 最终纷纷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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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23年8月， 中国与南非正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至 2024年 3月， 中国与其他五国全部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Paul Kaiser，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he Fragile Nation： The Demise of Social Unity in Tanzani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4， No. 2，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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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胜利①。 六姊妹党成为执政党之后， 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与六姊妹党的交流合

作取得新的辉煌。 从交流方式来看， 双方的联系日益制度化、 系统化。 中国共产党不仅连续派出

高级代表分别参加六姊妹党的全国党代会， 而且定期邀请六姊妹党领袖、 骨干来华交流， 党际交

往日益成为引领中国与六国双边关系发展的中心议题。 从合作议题来看， 中国共产党与六姊妹党

交流的深度与质量稳步提升。 加强领导力、 党组织建设， 强化执政党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 依法

执政、 增进人民福祉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六姊妹党的坚定共识， 在党的自我革命与自主探索现代化等

领域推进合作， 勾勒出双方共同回答时代之问的逻辑主线。 为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 中国支持六国

在坦桑尼亚滨海省合作建立尼雷尔领导力学院， 搭建六姊妹党与中国共产党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的多边合作平台。 自2022年正式投用以来， 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在习近平主席回信②和六国领袖的相

关要求的鼓舞下， 在课程设置上重点突出六姊妹党加强合作、 中非交流互鉴等主题， 一方面强化了

六姊妹党的理念交流和中青年干部培养， 为六姊妹党联合自强在新时代的延续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思想与组织建设， 另一方面为六姊妹党当前领导的自主发展与改革， 提供了以新发展理念、 全过

程人民民主、 “三大全球倡议” 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经验参考， 推动南部非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助力

非洲自主发展探索的高地。 尼雷尔领导力学院院长马塞琳娜·奇日加 （Marcelina Chijoriga） 表示，

通过与中国共产党开展培训交流， 南部非洲六姊妹党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中国发展的成功经

验中获益良多， 希望未来与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 促进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③。

（三） 共同变革塑造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中坚力量

冷战后的国际变局曾让非洲社会主义运动一度跌入低谷。 但在非洲当前掀起的以反思和批判新自

由主义普适性为特征的转型发展中， 社会主义之于非洲弘扬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

时代价值，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非洲有识之士所重新认可④。 作为与社会主义在非洲发展具有密切关联的

左翼执政党， 六姊妹党在当前的发展与改革进程中， 正在积极尝试将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施政探索，

作为领导非洲人民实现第二次解放⑤的重要着力点⑥， 为推动社会主义在非洲复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首先， 六姊妹党的稳定长期执政， 构筑了社会主义在非洲复兴的制度支撑。 如前所述，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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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Olayiwola Abegunrin and Charity Manyeruke， China's Power in Africa： A New Global Order，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 80.
2022 年 6 月 8 日， 习近平总书记给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南部非洲六姊妹党中青年干部研讨班全体学员回信， 鼓励学员围

绕新时期执政党应领导国家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怎样实现发展这一重大课题深入交流研讨， 互学互鉴、 共同进步。 参见

《习近平给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南部非洲六姊妹党中青年干部研讨班全体学员回信》， http： / / www. xinhuanet. com / politics / leaders /
2022 - 06 / 09 / c 1128727760. htm。

参见 《为非洲国家发展带来更多有益借鉴》， http： / / world. people. com. cn / n1 / 2022 / 1019 / c1002 - 32547636. html。
参见邓延庭： 《非洲去西方化转型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探索》，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2 年第 5 期。
非洲左翼政治力量认为， 20 世纪中期的独立浪潮实现了非洲国家的政治独立， 是非洲的第一次解放。 当前， 非洲在非

盟 《2063 年议程》 引领下掀起的新一轮自主发展探索被称为非洲的第二次解放， 力图在去西方化转型发展中真正实现非洲的

经济独立、 文化自主。
2023 年 6 月， 笔者在坦桑尼亚参加尼雷尔领导力学院 2023 年南部非洲六姊妹党中青年干部研修班， 在与非洲学员交

流中， 六党代表普遍表示， 社会主义理念对于非洲人民实现第二次解放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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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在南部非洲的实践， 本质上是各国实现民族解放和自主发展的底层逻辑。 冷战结束后， 尽管

社会主义在六党的政治叙事中的色彩被相应淡化， 但与六国发展实践的密切联系却并未被破坏。
在执政党层面， 六姊妹党在组织架构、 人员构成、 奋斗目标等多个方面都较冷战结束之前没有发

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国家层面， 有计划的发展和强大的国有经济依然保持强大韧性。 因此， 在对

新自由主义泛滥的集体防御中， 六姊妹党实质上并没有被迫与社会主义实现全面切割， 而是继续

整体保留了推行社会主义的相应制度安排， 为社会主义的复兴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其次， 六姊妹党与国际左翼政治力量的密切联系， 厚植了社会主义在非洲复兴的民意基础。

特别是近几年来， 面对乌克兰危机叠加气候变化等挑战加剧非洲发展与和平赤字的形势， 六姊妹

党与其他非洲左翼政党共同发出反对西方干涉、 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 推动左翼力量联合成

为塑造非洲发出统一声音的支柱。 六姊妹党还提出在非洲捍卫和平、 多边主义、 社会党国际身份

及价值观的倡议， 获得非洲社会各界的广泛称赞， 提升了非洲民众对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下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重要意义的理解与认可。
最后， 六姊妹党推进的国家政治经济改革， 为社会主义在非洲复兴提供了路径探索。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 六国逐步将借用或恢复前辈领导人的社会主义理念或实践作为破解执

政危机或治理困局的主导方向。 从革命党高举复兴尼雷尔乌贾马思想旗帜， 推动实施马古富力改

革①， 到津民盟 -爱阵实施姆南加古瓦新政， 反思和调整激进的土改政策和经济发展策略； 从非

国大联合南非共产党、 南非工会大会组成执政联盟， 坚持左翼政治纲领对国家改革的引领地位，
到安人运实施洛伦索改革， 狠抓党建、 严惩腐败， 为强化国家对石油经济的自主领导权而带领安

哥拉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②， 社会主义理念之于非洲发展与改革的功效性在六国的改革实践中得

到了充分的展示， 为其他非洲国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路径。

三、 六姊妹党联合自强的行稳致远仍面临潜在风险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六姊妹党联合发展的稳定性、 可持续性仍将受到非洲

及国际形势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一） 国情差异成为六姊妹党同步发展面临的内部挑战

受南部非洲六国各自历史与现实国情差异的影响， 尽管六姊妹党目前都长期维持了执政党地

位， 但其稳固程度不尽相同。 换言之， 在党的中心任务和身份角色的转变过程中 ， 六党因处于

不同的成长阶段， 面临的生存环境不尽相同， 承担的治理重任也存在差异。 这些因素将为日后六

姊妹党发展的不均衡、 不同步埋下潜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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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邓延庭： 《尼雷尔非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的马古富力改革》，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1 年第 12 期。
“Angola's Exit from OPEC： A Paradigm Shift in Global Oil Dynamics”， https： / / energycapitalpower. com / angola - opec -

paradigm - shift - oil - dynamic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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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各党当前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执政压力。 坦桑尼亚、 安哥拉、 莫桑比克三国原为经济落

后的殖民地， 革命党、 安人运、 莫解阵三党分别执政后， 实质上从 “零起点” 开始谋划国家现

代化建设， 在薄弱基础上另起炉灶谋划发展的阻力和风险相对较小。 处于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下的

津巴布韦、 纳米比亚经济结构单一， 人口总量较小， 津民盟 -爱阵、 人组党分别推进渐进式改

革， 便可带领国家实现稳健的转轨发展。 相较之下， 实现多种族大选之前的南非一直是非洲第一

大经济体， 依托种族隔离制度建立起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完整的社会分工体系。 这就意味着执

政后的非国大需要在此成熟且固化的发展模式上大规模植入种族平等的元素。 毋庸置疑， 无论是

对白人群体既得利益的冲击， 还是难以满足有色人种群体过高的期望， 非国大推动的生产资料与

社会财富再分配政策面临巨大的阻力， 国家发展给予的容错空间和社会舆论给予的宽容度相对有

限。 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后， 全球经济增长疲软、 地缘政治冲突风险提升、 国际保守

主义势力抬头等外部风险的内化， 令非国大先前改革与探索的红利被美西方渗透、 民粹主义泛滥

等问题快速吞噬， 致使该党的执政压力激增。 自 2019 年大选开始， 非国大成为六姊妹党中唯一

以竞选联盟维持执政地位的政党。 在 2024 年大选中， 该党虽然继续胜选维持执政党地位， 但成

为六姊妹党中唯一失去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 未来， 非国大需要较其他五党付出更大的改革决心

和努力， 才能彻底摆脱近年来突现的执政危机。
第二， 部分政党面临治理政策如何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难题。 安哥拉原为经济落后的葡语非

洲国家之一， 但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卡宾达地区油气资源的大规模开发， 特别是 21 世纪

初内战结束后， 该国一跃成为仅次于尼日利亚的非洲第二大产油国， 是六姊妹党执政的各国中唯

一经历经济总量、 增速、 人均收入在非洲排名极速上升的国家。 伴随石油经济腾飞而出现的执政

党腐败和获利群体固化， 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安人运的社会治理能力改革滞后于经济基础变化的

问题， 成为反对党集体围攻的焦点。 尽管通过洛伦索改革， 安哥拉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执政党贪

腐、 社会财富流失等问题， 但其经济高增速与社会发展包容性不足之间的基本矛盾仍有待进一步

优化。 特别是近来受乌克兰危机、 巴以冲突、 红海航道危机等因素影响， 2024 年上半年全球油

价飙升至七年来最高， 再次暴增的石油美元收入将成为检验洛伦索改革成效持续性的新一轮大

考。 考虑到同为葡语非洲国家的莫桑比克当前正在北部德尔加杜角地区大规模开发油气资源， 石

油经济的崛起带来的双刃剑是否会让莫解阵同样陷入安人运面临的治理难题， 依然值得密切关注。
（二） 美西方地缘政治围堵对六姊妹党团结协作构成外部威胁

受全球形势变化影响， 美西方为巩固传统霸权， 对抗世界多极化， 将加大对非洲的 “拉拢”
与 “改造” 力度作为遏制中国、 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全球影响力的主抓手， 企图通过以所谓价

值观共识引领的政治对话和所谓以开放透明为特征的经济合作， 在非洲构建以美西方为核心的

“小院高墙”， 对冲非洲一体化以及非洲与外部世界开展的南南合作。 作为共同推动非洲自主发

展联合的左翼政治力量矩阵， 六姊妹党自然成为美西方为染指非洲而必须拿掉的绊脚石。
从政治层面看， 以左翼执政特色为靶标发动认知战争， 成为美西方在非洲煽动孤立六姊妹党的

主要手段。 从坚持加大与中国、 俄罗斯的经济、 安全合作， 到在乌克兰危机中拒绝盲目追随西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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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近年来南部非洲六国的团结协作与独立发展， 正在成为阻滞美西方战略冲击非洲的前沿防波

堤。 换言之， 在美西方看来， 作为在 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浪潮中的 “漏网之鱼”， 六国的存在不仅

将继续挤压西方势力介入南部非洲地缘政治的空间， 而且可能在非洲范围内发挥示范效应并引发连

锁反应。 为此， 拜登政府自上台以来， 将提升六国发展的 “民主化与透明化” 作为在非洲兜售所谓

价值观外交的重要着力点。 2022年 8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南非， 施压南非在俄乌冲突、 与中

俄关系、 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与西方保持一致。 同期， 白宫发布 《美国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
引入开放性、 开放社会等概念， 强调对非输送民主与安全红利的目标， 对抗非洲的所谓的 “威权主

义回潮”， 抵御中俄在非洲实施的 “有害活动”①。 毋庸置疑， 在上述充满冷战思维的二分法中， 南

非等六国实质上被划入与非洲民主建设背道而驰的所谓威权主义阵营， 被贴上了认知作战对象的标

签。 除借助肯尼亚 2022 年大选等实践鼓吹所谓西式民主、 开放性在非洲的普适性与韧性之外②，
美西方的认知战重点指向六国内部， 暗中支持反对党煽动民众瓦解左翼执政党的合法性。 例如， 作

为美西方掌控下国际自由联盟的成员， 民主联盟已成为南非最大反对党， 在民众中鼓吹新自由主义

与执政党左翼改革的认知对立， 攻击中南合作③， 成为美西方抹黑、 挑战非国大的本土意识形态

工具。 同理， 在安哥拉， 美西方支持下的最大反对党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通过鼓吹独裁

与民主、 黑暗与透明的认知对立， 收获了大量青年居民的选票支持， 给安人运的执政地位带来潜

在威胁。 综上， 借助舆论霸权发动认知战， 美西方在竭力压制六国政治影响力的同时， 寄希望于

亲西方反对势力上台， 企图通过复刻冷战结束后的和平演变， 实现对六国彻底的政治 “改造”。
从经济层面看， 近年来在全球产业链、 价值链重构中分化瓦解六姊妹党团结协作的物质基

础， 成为美西方涉足南部非洲事务的切入点。 一方面， 美西方尝试将具有显著经济价值的国家纳

入自身主导的经济发展轨道。 美国除联合英国、 欧盟国家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承诺提供 85 亿

美元支持南非的公正能源转型伙伴计划④， 在推动工业 4. 0 加速落地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拉拢

南非的同时， 还谋求投融资 23 亿美元支持安哥拉洛比托走廊建设， 将其打造成为 “重建美好世

界” 倡议及 “全球门户” 战略在非洲的样板项目⑤， 满足安哥拉实现产业升级和发展转型的目

标。 在上述项目中， 美西方强调以所谓资金的透明性、 材料的绿色环保性、 项目的有效性来支持

与南非和安哥拉的合作， 实质上企图通过炮制一套能够全面遮断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在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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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US Strategy toward Sub-Saharan Africa”， https： / / www. whitehouse. gov / wp - content / uploads / 2022 / 08 / U. S. - Strategy -
Toward - Sub - Saharan - Africa - FINAL. pdf.

Jan Bachmann and Benard Kilaka， “ Kenya： Behind Disputed Election， Signs of Growing Democratic Resilience”， https： / /
nai. uu. se / news - and - events / news / 2022 -08 -31 - kenya - behind - disputed - election - signs - of - growing - democratic - resilience. html.

“South Africa Opposition Party Calls for Arrest of Putin During Upcoming BRICS Conference”， https： / / www. jurist. org / news /
2023 / 05 / south - africa - opposition - party - calls - for - arrest - of - putin - during - upcoming - brics - conference / .

Ethan Van Diemen， “ South Africa： New Investment Pledges Boost South Africa's Just Energy Transition Funding Pool to
MYM11. 8bn”， https： / / allafrica. com / stories / 202310020042. html.

“Positioning the Lobito Corridor as a Model for Foreign Investment”， https： / / energycapitalandpower. africa - newsroom. com /
press / positioning - the - lobito - corridor - as - a - model - for - foreign - investment？ lang =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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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推进的西式标准， 吸引和拉拢两国采取换道发展， 进而实现控制南非国内市场、 安哥拉石油

资源以及严重依赖两国港口出口的刚果 （金） 南部、 赞比亚的关键性矿产资源的战略目标。 在

实践层面， 西方给左翼执政党经济 “甜头” 的政策总是与其通过支持反对党来反向政治施压相

互配合， 成为其当下强推新自由主义的典型特征。 另一方面， 美西方竭力将经济价值较低且不愿

妥协的国家推向极端孤立。 由于激进土改触及白人农场主利益， 津巴布韦自 21 世纪初开始遭受

美西方全面经济制裁， 成为六国中经济发展面临挑战最为严峻的国家。 姆南加古瓦 （Emmerson
Mnangagwa） 接替穆加贝担任总统并开展改革后， 美西方的全面经济制裁并没有松动的趋势。
2024 年 3 月， 美国以 “滥用职权” “侵犯人权” 为理由向全世界宣布对包括姆纳加古瓦总统在

内的多名高层党政官员的全面制裁①， 不仅向津民盟 -爱阵的执政地位发起了新一轮极限压制与

孤立， 而且向其他五国贩卖所谓民主赤字引发治理困局的焦虑。 总之， 美西方企图通过在经济领

域实施 “胡萝卜 +大棒” 政策， 推动六国在国家利益诉求和发展水平上的差异超出六姊妹党集

体管控的能力范围， 由此带来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近 70 年来， 六姊妹党在南部非洲的解放与发展实践中踔厉奋发、 携手共进， 以破除西方中

心主义范式对非洲的束缚与干扰为导向， 推动非洲自主探索实现区域一体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

路， 为民族主义的非洲化和泛非主义的时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六姊妹党的友谊历经国际风云变

幻， 在从革命同志到发展伙伴的历史跨越中， 持续丰富联合的理论内涵， 积极探索自强的实践路

径， 彰显左翼执政党为非洲振兴与进步作出的卓越贡献， 推动了社会主义在非洲的复兴。
诚然，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六姊妹党的团结与合作仍面临内外多重挑战的掣肘， 但

在新自由主义颓势尽显， 非洲去西方化转型发展方兴未艾的时代之势下， 理念优势与制度优势必

将推动各党在以本国人民为核心的自我革命中走出困境， 助力非洲左翼执政党的联合自强乘风破

浪。 当前， 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非洲正在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

重要一极， 历久弥新的六姊妹党传统友谊必将在承载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助力非洲团结与复兴的

历史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与示范作用， 让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持续夯实构建全

球南方的基石。

（邓延庭系中国非洲研究院安全研究室副主任、 副研究员， 中国亚非学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 元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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