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04.20     11:36:39     1,207 words                                                                               CCC 

7.4 BR2 -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CN 2,502.doc 
1 

黛博拉·布劳提甘《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相》，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9 

 

 

多米尼克·泰   

                                                                                    

副标题里用到“真相”这个词使这本书似乎看来有点像是记者写的报道文学作品，但它

其实是一本极为严肃的研究专著，里面充满了贷款额、投资额、利润……等的数据和统计。

虽然写作的风格混合了访谈情境的描绘与大量的人物使这本书读起来很流畅，但要跟上作者

论点的主线却不总是那么容易。毫无疑问，身为中非关系专家的布劳提甘意图摧毁神话并且

导正那种硬把猎食者角色强加给中国的观点，而且她这种挑战广泛成见的大胆言论绝非基于

初生之犊般的天真勇气，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中国与非洲做生意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

——实际上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说“非洲”而应该说“非洲诸国”，因为每个非洲国家都有它

自己的特性，但是中国领导人的公开讲话却经常给人一种他们总是把非洲当成一个整体来谈

的印象。 

西方与非洲交往假装是要帮助后者经济起飞，实际上却没有那么高风亮节、言行一致，

这是作者毫不避讳地告诉读者们的事实之一。传统上援助非洲的国家个个都怀抱着难以启齿

的动机，而且还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但当今的中国需要原料，却是人尽皆知的常识；同时中

国还必须得证明它在国际舞台上是个负责任的强权。事实上，中国已经身为一个有效的外交

行动者介入到非洲大陆上许多的是非之地，而且不仅只是出于与台湾打外交战的目的。 

布劳提甘承认：由于中国既要适应国际惯例又要保守机密而采用的特殊政策、规范或机

制，使得材料不易取得，可能也不完全可信。本书充满了过去的和现在正在发生中的案例，

以及针对中国在非洲的外交官、金融决策者和经理所做的非常有趣的访谈节录。 

结论（307 页）一开头就扼要说明了作者在细心观察多年之后对于这数十年来中国与非

洲政治经济关系的看法。她不相信中国是个“流氓捐助者”，不过她承认中国在非洲大陆的

崛起在某些方面确实值得关注……“中国的援助和介入被人误传，敲警钟的音量与实际发生

的状况太不成比例”。事实上中国提供的出口信贷大于援助，而且也不是没有风险的。她坚

称中国近来在非洲的作为是中国在邓小平时代决定与日本等国家做生意时所获得的亲身经验

的结果，所以她说中国只不过是“以创新的方式”把生意和援助给连结了起来。  

如今中国已经在非洲大陆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并且有意常驻下去。西方国家和日本应

该认清这个现实，尽快把中国提升为愈来愈负责任的一名非洲大陆利害共享者……并且面对

它们自身在保证援助穷国一事上口惠而实不至的弊病。所以说，本书是将中国在非洲的所作

所为正反两面并陈的一本书。 

埃塞俄比亚被引为一则成功的范例。当中国的皮革制造业者在埃塞俄比亚刚站稳脚跟之

后不久，害怕中国人会把整个市场偷走的恐惧便开始蔓延，但结果刚好相反，埃塞俄比亚的

制鞋业不久之后便开始繁荣起来。莫里西斯的加工出口区也经常被引用为另一则成功的故事。 

但是，作者经常造访的非洲国家之一——狮子山——的情况便迥然不同，南非和苏丹亦

然。正反案例的比较有助于我们获致一种全局观点，所以这不能说是本书的缺点……相反的，

它昭示我们也应该把非洲的多面分歧性纳入考量，就像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到的那样。就算

某些地方有成功的案例，也不能掩盖掉其他更多地方值得关注的真实问题。 

这意味着必须找出不一样的实际作法来解决一再发生的老问题，比如一个项目中中国工

人相对于本地工人的人数比例。布劳提甘说在非洲国家境内中国工人人数的主控权事实上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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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在非洲国家政府手中（157 页），同样的，一些中国企业之所以要急着赶工完成项目，还

有一些交易案之所以被仓促提出，实际上是被非洲国家本身的某些政治性时限或内部问题所

迫，这些都是非洲国家方面该承担起的责任。 

但是，“归根究底”她写道“如何把握与中国的邂逅，主权还是在非洲国家政府的手中”

（311 页），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为中国公司工作或者与中国公司做生意的非洲人的

反应，里头有不少难听话，为什么呢？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或其他这类的机构发布的官

方报告还有外国政府在援助政策指南都给了受援助国很多指导意见，这些课程究竟目的何在

往往令人费解。 

非洲国家为什么没办法把扶贫工作做得更好？难道全是援助方的错吗？布劳提甘给出了

许多案例显示许多受帮助的非洲国家在项目已经完成了好几年之后还不得不再请中国的经理

和工程师回来帮忙，否则项目就得停摆。中国政府已经保证要给非洲人员提供各式各样的培

训。中国显得很有诚意要与非洲国家做生意，并且深知中国需要伙伴，经营与非洲大陆长期

性的合作关系是合理的中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那么，非洲国家政府和人民又是如何理解中国方面邀请缔结的伙伴关系呢？他们能自立

自强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像当年中国那样，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及一套多多少少为民众

广泛接受的专制政策的支撑下，以改革开放为杠杆与外国人进行经济加商业的讨价还价？中

国为非洲国家示范了这个帮千万中国人摆脱贫困的模式（尽管有诸如污染和高基尼系数等等

副作用）而不是把它强加在非洲国家头上，不过我们不能确定它会不会成功，或许我们还应

该把其他的一些因素放进这个方程式里。 

虽然有很多具煽动性但缺乏根据的攻讦无损于中国的清白，但说到底，这本书所涉及的

人物里没有一个是高凤亮节的英雄。有许多的实验还有待于我们富于创意且小心谨慎地付诸

实践，激励非洲人成为更有决心的伙伴和负责任的利害共享者也许是可能的，关于这一点，

对非洲了解甚深的布劳提甘或许能提供一些高见。 

或许是因为尾注已经塞满了参考资料信息，所以这本书附有一套很实用的索引，但却没

有参考书目，不过，布劳提甘另有几篇研究论文却无论如何不应该被遗漏，例如与本书同一

年出版的，由茱莉亚·施特劳斯（Julia C. Strauss）和玛莎·萨维德拉（Martha Saavedra）合

编的中国季刊新系列第 9 期“中国与非洲：浮现中的全球化与发展模式”特刊（China Quaterly, 

New Series No 9, Special Issue “China and Africa : Emerging Patterns in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当中，布劳提甘有一篇与唐晓阳（Tang Xiaoyang）合作的关于中国在非洲农

业方面的作为与投资的论文。在同一期上至少还有另两篇文章讨论到上面提及的一些问题—

—尽管那些问题与《龙的礼物》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一篇是多卜勒（G. Dobler）关于“纳

米比亚的中国外派人员社区的形成”（157 至 177 页），另一篇是苏特曼（B. Sautman）和严

海荣（Yan Hairong）针对“非洲人对中国—非洲关系的看法”的探讨（178 至 209 页）。显

然，中国人在非洲的真实故事，还有太多的篇章有待人们去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