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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南非对外政策的种族主义诠释 
贾  磊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  种族主义不仅是南非长期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思想渊源，而且对战后南非的对外政策产生了不容忽

视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南非的地区霸权政策，南非与以色列、台湾地区构筑三角孤立联盟，努力谋求

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庇护等三个方面。笔者拟从种族主义的视角，对此加以诠释。 

[关键词]  战后  南非  对外政策  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就是鼓吹人类的不同种族在本质上有优劣之

分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在南非社会中可以说根深蒂固、由

来已久。然而，到战后尤其是 60 年代以后，当白人种族统

治在整个非洲甚至全世界销声匿迹之时，1948 年上台的南

非国民党政权却确立了惨无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从而将种

族主义对南非对外政策的传统影响发展到极至。“从本质上

来说，一个国家的外交活动一向取决于内政，外交从来都是

内政的延续。”[1]除国际政治因素外，国内政治也是影响外

交的一个重大因素。宏观上讲，1948 年以后南非对外政策

中的种族主义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非洲尤其是南部非洲推行地区霸权政策 

    一个国家对内政策是否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对外

政策是否民主。民主国家可以按照国内民主的方法来处理国

际间的各种关系[2]，而不民主的国家则很难以民主的方式处

理国际关系。南非在南部非洲推行的地区霸权政策主要表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1.支持南部非洲白人政权镇压黑人民族解放运动。50

年代末,为了减少周边国家和地区黑人民族独立运动对其国

内种族主义统治的威胁，南非极力支持南部非洲的白人政权

尤其是罗得西亚白人政权和安哥拉莫桑比克的葡萄牙殖民

当局镇压黑人民族独立运动。 
1964 年 10 月，南非同葡萄牙就一系列政治协议互换

备忘录。同年 11 月南非又与南罗得西亚白人政府缔结了类

似的条约，组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捍卫南部非洲白人统治的

“神圣同盟”。1965 年 11 月南非支持南罗得西亚单方面“独

立”脱离英国的统治，改名为罗得西亚，使它在军事上成为

南非对抗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块盾牌。据统计，1969
年南非在罗得西亚的总人数已达到 2700 人。[3] 1974 年 1 月，

南非议会通过新的防务法，规定南非军队可以在南非境外服

役。这为南非军队在国境线以外公开镇压黑人民族解放运动

做好了立法准备。南非对葡萄牙和罗得西亚白人当局的经

济、军事支持使罗得西亚的独立与赞比亚和马拉维的独立相

比整整推迟了 16 年，使葡属非洲殖民地的独立延缓了 10
多年。 

2．非法占领西南非洲（1968 年后改称纳米比亚）。西

南非洲从 1890 年起沦为德国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期被南非占领。之后由国际联盟将其作为委任统治地委任南

非代表英国对它进行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南非洲又

成为联合国交给南非的托管地。但是南非否认联合国对前国

联的委任统治有继承关系，并于 1946 年底向联合国提出了

合并西南非洲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于 1949 年通过《西南

非洲事务修改法》，正式吞并了西南非洲。联合国在 1966
年通过决议正式取消南非对西南非洲的托管权，1970 年对

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占领实行经济制裁。但是，南非对西南非

洲人民的独立运动仍不断进行镇压，对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也

进行顽固抵制。直到德克勒克政府时期，伴随国内种族主义

制度的逐渐瓦解，南非对外政策日趋民主，纳米比亚问题的

解决才逐步进入实质阶段。1990 年 3 月 21 日，非洲最后一

块殖民地——纳米比亚终于宣告独立。 
3．政治干涉和武装入侵。1978 年博塔就任南非政府

总理后，提出了著名的 “星座计划”。该计划以南非为核心，

包括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斯威士兰和莱索托。 “星座计划”
首要目的是保持和加强业已存在的南非对该地区黑人国家

经济的控制；通过经济手段使邻国放弃批评南非的种族隔离

政策，使它们不会成为南非黑人解放组织向国内渗透的跳

板。另一个目的是通过“星座计划”使“独立”的“黑人家园”得
到国际承认。“星座计划”由于在推行过程中得不到周边国

家的响应而失败。“星座计划”失败后，博塔政府转而采用

政治干涉、武装入侵等手段，强迫南部非洲各国承认其“地

区霸主”地位。政治干涉主要表现为在邻国组织政治反对派，

进行暗杀和发动政变等。不择手段地推翻莱索托乔纳森政府

是南非对邻国进行政治干涉的最突出事例。此外，南非还在

津巴布韦企图暗杀在独立大选中击败南非所支持的穆左雷

瓦的穆加贝，在莫桑比克支持“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的

叛乱活动等等，不一而足。 
二、与以色列、台湾地区构筑三角联盟 
南非为了摆脱因其实行种族主义而遭到国际社会孤立

和制裁的处境，维持国内种族主义的统治，努力在国际社会

寻找盟友，从而与国际上同样处于孤立地位的以色列和台湾

地区不谋而合。三方不断发展外交关系，加强经济和军事方

面的合作，在冷战时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三角孤立同盟”。 
南非由于实行种族主义政策，不断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

谴责和制裁。自 1948 年印度政府宣布与南非断交始，至 1981
年已经有 124 个国家和联合国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加入到

对南非的谴责和制裁。战后新诞生的以色列，由于对阿拉伯

国家坚持僵硬政策，因而在国际上也一直不得人心。这种共

同的孤立处境增加了南非与以色列间的亲和力。1948 年 5
月 24 日，即以色列国建国的第 10 天，南非就承认了以色列，

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4]第一次中东战

争中南非对以提供了大量食品、医药、武器和资金上的援助，

另有数百名南非犹太人前往以色列参战。1950 年以色列在

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设立了总领事馆。[5]1953 年，南非总理

丹尼尔·马兰访问了以色列，成为以色列建国后第一个来访

的外国政府首脑。[6]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南非放松了对外汇款的限制，允

许南非犹太人汇去一笔 2050 万美元的应急基金，并送去武

器和飞机，派出了军事代表团。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南非

犹太人又向以色列捐助了 3000 万美元，还有 1500 多名志愿

兵前往以色列参战。[7] 因而，双方关系开始升温。1972 年

南非在特拉维夫的领事馆改名为总领事馆，1974 年双方外

交关系进一步升格为大使级。1976 年 4 月，南非总理沃斯

特访问了以色列，使两国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形成了“以

色列－南非轴心”。1978 年 2 月，以色列财政部长访问了南

非，商谈了双方科技合作与双边贸易问题。此后，双方在经

贸、科技及军事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1991 年 11 月，南

非总统德克勒克正式访问以色列，双方关系日益密切。 
台湾和南非的情形相似，在国际上均十分孤立。因此，

双方很早便确立了外交关系。早在 1962 年，南非和台湾便

建立了领事级的外交关系，当时通过其驻日本东京的代表与

台湾联系。[8]1967 年南非开始在台湾直接派驻领事。进入

70 年代后，双方关系获得迅速发展。但德克勒克上台后，

伴随种族主义改革的不断加强，尤其到 1994 年正式废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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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隔离制度，南非与中国建交的障碍基本消除，南非与台湾

的关系便日益恶化。到 1998 年南非和中国正式建交，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

立场，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便客观上宣告了南

非与台湾关系的寿终正寝。 
三、努力谋求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庇护 
美国与南非的关系自二战结束以后不断发展和密切。在

第二次柏林危机即“柏林墙事件”中南非派了 60 名空军人

员参加了西方的空运行动，在朝鲜战争中也曾派空军参加到

美国一方作战，1956 年又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可谓立

场鲜明。与此同时，美国则在战后至 70 年代中期，一直维

护南非白人的统治。虽然在卡特政府时美南关系相对处于低

潮，甚至在 1978 年 9 月，安理会通过了美英等西方五国提

出的纳米比亚独立方案(435 号决议)，要求南非放弃对纳米

比亚的非法统治。为此，南非舆论称美南关系已降至了所谓

“历史最低点”。但是，即便在这一时期，美南关系在实质

性问题上仍保持着相当的热度，美国偏袒南非的立场并未改

变。美国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批评虽然在措辞和口气上比

较严厉和强硬，但在实质性问题上却含糊、躲闪，如对关键

性的“一人一票”问题，美国就并不坚持。在卡特执政初期发

起的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和谈行动”中，美国政府也始终坚

持在和谈中要有保证少数白人政权的条款。到 1981 年里根

上台时便否定了卡特时期对南非的压制政策，他上台伊始就

表示，决不抛弃南非这样一个“发生的每一场战争中都与我

们并肩作战”、“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国家”，“要向南非这样友

好的国家打开大门”。[9]在里根的第一任期内（1981－1985）
美国增加了同南非的接触和往来，设法帮助南非摆脱孤立的

国际环境。自 1987 年以后，随着苏联对外扩张的势头减弱，

南非的桥头堡作用就失去了，而且里根政府对南非的偏袒政

策日益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在此背景下，里根逐渐调

整了对南非的政策，不仅增大了对南非当局的政治压力，改

变了以往不同南非黑人民族运动组织接触的立场，而且开始

对南非进行实质性制裁。直至德克勒克时期南非进行废除种

族主义的改革，美国才逐步恢复和发展与南非的关系。 
南非之所以在因实行种族主义而众叛亲离的时候却获

得美国的庇护，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经济和政

治因素外，意识形态也是拉近两国关系的一个重大因素。两

国都具有种族主义传统。根植于美国移民始祖宗教理念中的

种族主义不仅对美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刻与广

泛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一直延伸到 20 乃至 21 世纪。[10]

总之，在南非的不懈努力下，美国长期成为南非种族主义政

权强有力的外部支持者。 
另外，南非也积极寻求其他西方国家的庇护。由于与英

国的传统关系，南非也试图发展和巩固与英国的关系，并重

视发展与德、法以经贸往来为主的双边关系。但是，英国首

相麦克米伦 1960 年关于南非种族主义改革的演说、南非脱

离英联邦以及南非国内的反英情绪等多种因素使南非与英

国的关系并未如南非所想的那样一帆风顺。与德、法等国的

经济来往对孤立中的南非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但双方在政治

领域无多大建树。 

综上所述，种族主义是影响南非对外政策的一个不容忽

视的重大因素。极端种族隔离制度的顽固推行曾使南非长期

陷于国际孤立的困境，伴随这一腐朽制度的逐步废除，种族

主义对南非对外政策的传统影响的日趋式微，南非对外政策

渐渐步入民主化轨道，其对外关系也日益呈现出崭新的面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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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3 页）省力、便于动态更新。同时，还可以进行

资源共享，减少重复劳动。因此，要做好现代化图书馆服务

工作，单靠现有的手工操作那是不现实的，由于新技术、电

子计算机电讯技术的迅猛发展，给图书情报服务工作提供了

改变现状的服务手段。如果图书情报部门在服务技术手段

上，普遍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文献检索，编制书目索引和进

行文献借阅流通管理，改变常规服务手段和服务方式，那么

将会提高情报服务率，加强图书情报服务功能。 

五、图书馆在情报信息资源建设中应采取的对策 

知识经济时代使社会信息资源的出现对图书馆信息资

源的采集、加工、存储、检索和传输方式发起了强烈的冲击。

这就要求图书馆的情报工作由过去传统的工作方式必须进

行变革，即改变传统的藏书建设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变文

献信息采集中的“以藏为主”为“以用为主”；使图书情报

资源的加工、存储、检索达到规范化和标准化，使图书情报

信息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六、图书情报服务方式的开发 

图书情报服务部门要有效地满足读者和用户的需求，单

靠图书馆文献的流通和借阅显然是不够的，必须采取多种形

式的主动服务，形成一个高效的服务机制。为适应经济建设

发展的需要，在服务结构上，由常规性的低层次服务向高层

次服务延伸，由过去的数量型服务向抓住本地区有一定分量

和特色，并能引起有关部门注意的质量型课题服务方向转

变。在服务对象上，从为科研单位服务扩展到科技所涉及的

方方面面上，特别是工厂、企业的技术开发，经营管理人员，

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服务对象群体。在服务领域上，从单

一的科学领域向多元领域延伸；形成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纵横交融的领域。在服务内容上，从传统科技情报向高科技

情报、产品情报乃至为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经济情报

领域拓宽，形成丰富的情报服务内容。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

展推动下的全球化趋势，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图书馆图书情

报传统的保存和传播手段，不断开发图书情报工作的新领

域。 

综上所述，图书情报服务的深层次的改革应在服务机制

上下工夫，图书情报服务工作是文献信息从分散到集中，从

无序到有序，从传递到有效利用的过程，这些都体现在图书

情报服务的运行机制上，最终表现在对经济建设的贡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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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6 页）案先进单位的档案管理工作、知识及发展

情况，以便开阔视野、增长知识，从而做到厚积而薄发，努

力提高自己档案业务水平。 

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对文书档案管理模式和档案管理

的工作人员都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由传统的管理模式和

理念向现代管理模式和理念转变，在提供利用服务时，能够

发挥出更好的时效价值，使档案管理工作发挥出应有的经济

效益及社会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