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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记述非洲事务及发展状况的年鉴是开展非洲研究的基础材料。随着中国
对非洲研究的关注，非洲年鉴使用的关注度日益提升。除传统的《撒哈拉以南非洲

年鉴》外，国际多边组织提供的专门“年鉴”或年度报告在非洲研究中发挥的作用日

益突出，其中包括联合国非经委、非洲开发银行、非盟委员会年度编撰出版的《非洲

统计年鉴》、联合国贸发组织年度出版物《非洲经济发展报告》、非洲开发银行年度出

版物《非洲经济发展报告》、联合国非经委年度出版物《非洲经济报告》等。这些年鉴

或年鉴发展报告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各自的特点，除提供基础数据外，也反映了相

关机构对非洲发展议题关注的变化。由于年鉴编撰的出处及特点差异，在非洲研究

中对年鉴的使用应多角度审视并重视对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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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的成功举办，国内的非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了解和研究

非洲需要更多的文献和数据分析，而有关记述非洲事务的年鉴就是获取这些数据的必不

可少的途径之一，也是非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一、记述非洲事务和数据相关年鉴的整体特点

作为基础研究材料，年鉴所提供的系统性信息和基础数据通常是研究人员关注的重

点，非洲研究也不例外。相比于较多的国内年鉴数据报告，国内非洲研究曾长期受困于统

计资料的不足。但随着应用信息技术的扩展及交叉学科的不断发展，年鉴编撰内容传播

方式正发生着明显的变化，由此也给国内非洲研究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目前来看，国内非

洲研究使用的年鉴有以下几个特点。

非洲基础研究离不开国际统计数据年鉴。作为基础研究，无论是政治研究还是社会

经济发展研究，非洲国家的基本数据必不可少。但受限于非洲国家众多及统计口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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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基础研究中，采用国际机构的数据通常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外，由于一些非洲国

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年鉴数据的统计工作严重不足，因此，依靠国际机构的统计数

据也成为非洲研究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现实。

国内非洲研究对年鉴的使用关注度日益提升。非洲学是国内学术教研中的小众学

科。长期以来，受制于语言、研究人员规模、信息传播方式及关注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对记

述非洲事务和数据的相关年鉴的使用并不普遍，关注度也较低。但研究非洲问题，特别是

对基础研究而言，年鉴文献所提供的资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国内非

洲研究的不断升温及众多新兴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加入，对非洲发展数据的应用日益

增多，了解非洲研究的国际统计数据的迫切性也得到了提升。

记述非洲事务和数据的相关年鉴形式趋于多样化。在年鉴资料的实际使用中，记述

非洲事务和数据的相关年鉴在形式上并不是仅仅以年鉴形式体现。一类年鉴是，非洲研

究有专门的国别综合年鉴。如国内常用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年鉴》（ＡｆｒｉｃａＳｏｕｔｈｏｆｔｈｅ
Ｓａｈａｒａ）①，还有专业的统计年鉴，如《非洲统计年鉴》（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Ｙｅａｒｂｏｏｋ）。② 前者
是传统的综合年鉴，由总部设在伦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７１年印刷第１版，之
后每年更新出版。后者是由联合国非经委（ＵＮＥＣＡ）、非洲开发银行（ＡｆＤＢ）和非盟委员会
（ＡＵ）共同发布的关于非洲国家基础发展数据的重要基础统计报告。该报告不仅在联合
国非经委网站上年度更新，也在非洲开发银行网站上年度更新。另一类年鉴是，作为发展

议题，国际机构也以年度报告的形式编撰年鉴，以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这些年度专题

分析报告在介绍非洲基本数据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国际社会对非洲研究的关注议题进行

深度分析，这类年度报告是对前者以“年鉴”形式存在报告的有益补充。如“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ＵＮＣＴＡＤ，以下简称联合国贸发组织）、非洲开发银行、联合国非经委作为关注
非洲发展的权威国际或地区组织，其年度报告不仅反映了国际机构和非洲区域组织对非

洲发展突出问题或新问题的关注，是国际社会非洲发展的综合性前沿报告，同时也是中国

非洲问题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因此，对比２１世纪以来贸发组织和非洲开发银行的年度
报告核心议题，是了解非洲近年来发展议题变化的重要参考。尽管二者的很多数据出处

相同，但关注的不同点反映了非洲自身及国际社会对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新认识。

记述非洲事务和数据的相关年鉴出现两种趋势。其一，数字化和平台化。网络的发

展为国际多边机构的年鉴报告提供了很好的展示平台，也为研究人员获取相关报告提供

了极大的便利。无论是以上提到的《非洲统计年鉴》还是各类年度发展报告，均可以在其

网站上进行浏览并下载。比如在联合国非经委、非洲开发银行免费查询和下载年度《非洲

统计年鉴》；在联合国贸发组织网站、非洲开发银行等机构查询下载年度专题报告。其二，

“年鉴”或年度报告的内容不断扩大，既包括国际发展众多议题的发展指标，也包括核心议

题的专题分析等。以《非洲统计年鉴》为例，其日益成为一个综合多家国际多边机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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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年鉴。如营商环境指标是世界银行２００２年启动的旨在对全球１９０个经济体的营
商环境进行年度评估的指标，《非洲统计年鉴》将其作为一项内容加以罗列。

二、《非洲统计年鉴》

联合国非经委、非洲开发银行、非盟委员会发布的《非洲统计年鉴》是一部重视基础

性、综合性统计数据的年鉴。该年鉴特点不仅体现在多机构联合发布，同时在内容上也涵

盖领域较多。

《非洲统计年鉴》在内容上整体分为两大部分。其中第一大部分是“非洲各国统计简

表”（ＳＵＭＭＡＲＹＴＡＢＬＥＳ），第二大部分是“非洲各国的国别数据”（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ＡＢＬＥＳ）统
计表格。前者是关于非洲５４个国家的整体社会经济数据的集中体现，后者是各个非洲国
家的专门行业数据。而“非洲各国统计简表”的内容又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社会

和人口指标统计。其内容包括人口数量、结构、经济人口规模、国际移民数量、识字率、中

小学入学率、教师数量、中小学性别比例、初级卫生状况等。第二部分是经济数据统计。

其内容包括各国ＧＤＰ规模、ＧＤＰ年度增长率、人均ＧＤＰ、ＧＤＰ结构、通胀率、农业和食品生
产指数、工矿业和制造业生产指数、电力生产类型及规模等。第三部分是货币和财政统

计。其内容包括广义货币供应、汇率变化、政府财政情况。第四部分是对外经济统计。其

内容包括外债、国际贸易收支、国际金融流通（包括政府开发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非洲

区内贸易情况（按照非洲的地区一体化组织进行分类统计进出口）。第五部分是经济结构

和投资环境。其中包括旅游业人口流入及相关基础设施能力、通讯服务水平、营商环境指

标等。第六部分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贫困人口数量、饥饿人口数量、婴幼儿死亡人口

数量、儿童受教育比例、性别平等体现、获得卫生用水人数比例、能享用电力人数比例、不

同性别的失业率及儿童／青少年务工比例、失业人口的收入增长及政府转移支付等数据。
在《非洲各国的国别数据》栏目中，又具体细化介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部门数据。目前，

《非洲统计年鉴》网络版最早报告是２００６年版，社会经济数据统计溯及１９９７年，而２０１７
年的报告数据基本可更新到２０１６年。从研究角度看，２０年的年鉴数据，已足以开展相关
国家的基本研究。

三、《撒哈拉以南非洲年鉴》

作为较早发行的纸质版年鉴，《撒哈拉以南非洲年鉴》（ＡｆｒｉｃａＳｏｕｔｈｏｆｔｈｅＳａｈａｒａ）曾是
国内非洲研究学者长期使用的工具书。但随着２１世纪以来国际多边机构众多年度电子
报告的出现，该年鉴在国内学界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断下降。

《撒哈拉以南非洲年鉴》在内容上整体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综述”，尽管在１９７１
年到２０１７年间的不同年鉴中内容有所变化，但基本上包括了政治发展、经济趋势、健康及
医疗卫生、政策变化、安全形势、国际关系等内容。第二部分是该年鉴的主要内容，以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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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分别介绍了地理、历史、经济等统计数据。在应用中，该年鉴最大的特点是以文字

的方式介绍相关国家的历史及年内的一些重大事件。但相比于本文提到的《非洲统计年

鉴》，该年鉴却又在数据的详实度上存在不足。如国别数据中，虽然也有部门经济发展的

指标数据，但很显然同前者是有差距的。此外，相比查询国际多边组织电子年鉴报告，该

年鉴不仅存在使用成本较高，也存在便利度不足的问题。

四、《非洲经济发展报告》

联合国贸发组织编撰的《非洲经济发展报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ｒｅｐｏｒｔ）①

是以发展专题为导向的年度报告。该报告通常根据年内非洲发展形势设定一个核心研究

议题，并围绕该议题就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从基础数据看，报告数据不像专门年鉴所

涉及范围较广，但从研究议题看，报告却反映了当前国际组织对非洲发展核心议题的关

注。

在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１６年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的主题分别为２００１年“表现、前景与政
策问题”、２００２年“从调整到减贫的新问题”、２００３年“贸易表现和大宗商品依赖”、２００４年
“债务可持续性：绿洲还是海市蜃楼？”、２００５年“外国直接投资作用的再思考”、２００６年
“增加援助：加大工作力度”、２００７年“国内资源流动和发展型国家的政策空间利用”、２００８
年“贸易自由化之后的出口业绩：模式和政策前景”、２００９年“为非洲发展而加强地区经济
一体化”、２０１０年“南南合作：非洲和发展伙伴的新合作模式”、２０１１年“新全球环境下培育
非洲产业发展”、２０１２年“非洲的结构转型和持续发展”、２０１３年“非洲内部贸易：释放私营
领域的动力”、２０１４年“促进投资来实现非洲的变革型增长”、２０１５年“为促进增长和发展
释放非洲服务贸易潜力”、２０１６年“非洲债务和开发金融”、２０１７年“旅游业在促进转型和
包容性增长中的作用”、２０１８年“结构转型中的移民”。这些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的关于非洲
的年度发展报告，其议题反映了非洲２１世纪以来发展的基本事实，即非洲发展成绩是显
著的，与此同时，非洲持续增长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也是突出的。这种突出性问题既表现

为非洲发展长期存在的问题，也包括新形势下非洲发展及持续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如

２００４年关注非洲债务可持续性问题，２０１６年再次回到该问题。问题虽是老问题，但是在
新的发展形势下出现了新的发展特点。其他如减贫、大宗商品依赖、债务、援助、发展转型

等，在经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五、《非洲经济发展报告》

非洲开发银行作为非洲地区性金融机构所发布的《非洲经济发展报告》（Ａｆｒｉｃ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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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①也是非洲社会经济研究常用的年鉴报告，报告每年通过网站进行发
布。目前网站上存在的报告涵盖１９９８—２０１５年共计１５份（包括１９９８、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从网站公开的报告看，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年度报告缺乏鲜明主题，尽管报告也
涉及一些导向性议题，如政府作用、市场改革、融资合作、减贫等，但更多是以“栏目”形式

介绍当年非洲经济发展的基本数据及情况。在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１５年间，非洲开发银行的年度
《非洲发展报告》主题分别为２００１年“构建非洲良治”、２００２年“非洲农村减贫和发展”、
２００５年“非洲公共部门管理”、２００６年“援助、债务减免和发展”、２００７年“非洲自然资源为
可持续发展的作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非洲的冲突解决、和平与重建”、２０１０年“非洲的港口、
物流和贸易”、２０１１年“私营业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驱动”、２０１２年“非洲的绿色增长”、
２０１４年“促进包容性增长而一体化”、２０１５年“为持续发展而战胜增长、贫穷和不平等”。

与贸发组织的非洲报告相比，非洲开发银行２１世纪以来的年度发展报告有三个特
点。其一，除关注非洲经济发展议题外，也对非洲国家的内部治理问题，也包括民主良治、

冲突解决、公共管理等有较多关注。其二，涉及近年来非洲发展的道路方向和新理念选

择，如仍将私营业的发展定义为非洲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提出非洲的增长方式向“绿

色”转变以及在一体化过程中实现各国的“包容性增长”。其三，对贸易问题较为关注。涉

及的报告包括２００３年“贸易表现和大宗商品依赖”、２０１３年“非洲内部贸易：释放私营领
域的动力”、２０１５年“为促进增长和发展释放非洲服务贸易潜力”，其中非洲贸易对大宗商
品的依赖仍是非洲的老问题，而对“内部贸易”“服务贸易”的关注与贸发组织报告有很大

的相似性。

六、《非洲经济报告》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简称联合国非经委，ＵＮＥＣＡ）作为专门关注非洲发展的联合
国机构，其任务是支持联合国的非洲成员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该部门出版年度《非洲经

济报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Ａｆｒｉｃａ）更多从全球产业经济、融资环境、发展水平、增长和就业
及可持续发展等全球议题关注非洲的发展。这为开展以非洲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发展与合

作研究提供了较好的介入窗口。

联合国非经委《非洲经济报告》②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７年间的年度报告主题分别为：２０００
年“转型中的非洲经济”、２００２年“非洲经济的表现和进步”、２００４年“释放非洲的贸易潜
力”、２００５年“面对非洲的失业和贫穷挑战”、２００６年“非洲资本流动和开发融资”、２００７年
“通过经济多元化促进非洲发展”、２００８年“非洲和蒙特雷共识”、２００９年“通过地区价值
链发展非洲农业”、２０１０年“促进高水平的可持续增长削减失业”、２０１１年“经济转型中的

６７

中国年鉴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①
②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ｆｄｂ．ｏｒｇ／ｅ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ｒｉｃ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８－０９－０５］．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ｅｃａ．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ｒｉ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ａｆｒｉｃａ［２０１８－０９－０５］．



国家地位：非洲的治理发展”、２０１２年“最为全球增长极的非洲尚未释放潜力”、２０１３年“利
用非洲的大宗商品促进产业增长就业和经济转型”、２０１４年“具有推动力的非洲工业政
策”、２０１５年“贸易带动工业化发展”、２０１６年“非洲的绿色工业化”、２０１７年“非洲的转型：
城市化和工业化”。

联合国非经委有关２１世纪以来的非洲发展报告关注非洲发展的议题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个方面。其一，非洲的转型发展问题，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的年度报告都
将转型发展作为核心议题。从大的方面看，经济的转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制

度的转型带动的，如不同所有制制度下的经济转型。这也可以说明为何伴随苏联解体及

冷战的结束大量前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所谓的转型发展。这种转型是社会制度转型带动的

经济转型。另一个是资源或者资金、技术、市场等要素流动带动下的转型。从近年来国际

多边机构的对非转型关注看，通过后者来推动非洲经济结构的转型是主要内容。这是基

于非洲国家已经在冷战结束后按照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方案进行了改革，其中包括放弃

原有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实施私有化和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而要通

过后者实现经济的转型，就必须在转型的过程中实现持续的资源流入。一方面，在国际大

宗商品价格繁荣的时候，通过贸易盈余为非洲转型提供资金支持并推动相关行业发展；另

一方面，通过吸引外资的流入来实现转型。正如非经委２０１４年报告所指：“非洲的结构转
型伴随着资源的重新分配，特别是投资从低生产率领域转向高生产率领域。”其二，非洲工

业化问题，特别是在２０１４年以来，该问题持续受到关注，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
年度报告中工业化都是关注非洲发展的核心议题。略加分析可以发现，其间分别关注的

议题分别涉及非洲工业化政策、工业化发展的突破口、发展方向、发展目标。除此之外，

２００９年报告则从农业附加值产业链延伸角度关注非洲的工业化发展。其三，对非洲资本
流动问题的关注，主要是２００６年报告和２００８年报告。２１世纪以来非洲发展资本流入的
特点整体上在２１世纪初仍重视强调援助，到２０１０年以来更加重视市场及资源手段。从
此角度来看，非洲市场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中国的非洲问题研究方兴未艾，中国学者对记述非洲事务和数据的相关年

鉴使用也仅仅是起步。了解非洲的发展离不开文献和统计数据的分析，也离不开国际社

会对非洲发展核心议题的关注。因此，中国的非洲研究学者了解记述非洲信息和数据的

非洲年鉴及分析非洲问题的年度报告，对于提升研究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国

际机构的网络版年鉴或年度报告为学者获取相关资料提供了便利条件，重视通过该途径

获取相关资源对于非洲研究无疑将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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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研究中几部年鉴的特点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