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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对非洲地区的外交政策选择与成效
———基于小国外交的分析视角∗∗

韩　 晗

内容提要: 古巴在成就 “小国大外交” 的进程中ꎬ 与非洲的

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支点性作用ꎮ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小国外交视角ꎬ
能部分阐释古巴对非洲的外交实践ꎮ 同时ꎬ 古巴的诸多务实政策选

择超越了既有分析框架中对小国权力关系的认知局限ꎮ 古巴对非政

策在历史和现实逻辑中不断更新ꎮ 面对国内经济困难和外部大国封

锁的双重压力ꎬ 古巴最终形成了具有本国特点的小国外交ꎮ 历经革

命与争取独立的非常规外交、 医疗合作以及多元外交的递进式发

展ꎬ 古巴外交从立足于输出革命理想ꎬ 逐步向构建积极国家形象的

大外交方向发展ꎮ 现实层面ꎬ 古非关系成为南南合作中具有代表性

的外交关系ꎬ 也成就了古巴的国际 “医疗影响力”ꎮ 理论层面ꎬ 作

为国际关系体系中的非典型小国ꎬ 古巴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向非洲输

出制度的外交实践ꎬ 打破了只有发达国家才能对外输出制度的固有

认知ꎬ 挑战了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旧秩序ꎮ 新时期ꎬ 古非

关系面临双方经济与发展需求趋同、 合作匹配度不高、 美古关系变

化等诸多内外挑战ꎬ 维持并扩大现有合作成果是古、 非双方的诉

求ꎬ 也是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与影响的前提ꎮ 未来ꎬ 古非关系或将

为小国及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权力发展理论贡献新的实践经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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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巴作为较小规模的国际行为体ꎬ 具有远超国家体量的国际影响ꎬ 形成

这种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古巴对非洲外交的政策效力ꎮ 在既有的小国外交

研究中ꎬ 古巴对非洲外交值得深入研究ꎮ 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ꎬ 大国一般

被认为是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ꎬ 拥有向发展中国家、 弱小国家传导制度的权

力ꎬ 而小国没有平等的国际地位ꎮ 现实主义各流派的观点也大都与肯尼思
华尔兹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 Ｗａｌｔｚ) 近似ꎬ “国际政治的一般理论必然是着眼于大国关

系”①ꎮ 基于此ꎬ 对非外交的实证研究多聚焦法国、 美国等 “大国”ꎮ 与之相

对的是ꎬ 小国被视为 “弱国的权力”ꎮ 这既不符合国际关系中以平等关系为基

本的分析原则ꎬ 也不符合现实中的外交行为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国际秩序已不再仅由发达大国主导ꎬ 小国已在国际关

系研究中从最初的研究对象逐渐发展为研究视角和范式ꎮ 不仅如此ꎬ 小国的

重要性日益上升、 影响加大ꎬ 相关论述日趋丰富ꎮ 现有小国研究的对象国从

早期的欧洲ꎬ 逐渐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扩大ꎮ 论述内容包括对小国的界定、
分类及小国行为ꎬ 尤其是外交选择及特点等ꎮ 着眼于欧洲小国外交的分析认

为ꎬ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ꎬ 小国有着偏好结盟、 关注特定领域等行为特点ꎬ
以追求和平及寻求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为共同利益诉求ꎮ 学者对小国外交行

为的分析引入了更多理论范式ꎮ 英国学者汤姆朗 (Ｔｏｍ Ｌｏｎｇ) 从固有性、
派生性和集体性三大权力论述小国在国际社会的利益获得与影响力问题ꎮ②部

分学者已认识到了小国外交影响力被低估的问题ꎮ 韦民分别在 «小国与国际

关系» 及 «小国与国际安全» 两部著作中提出在国际社会ꎬ 小国与大国有着

平等的法律地位ꎬ 两者外交机会相同ꎮ③ 小国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ꎬ 它

的安全行为亦对国际安全格局有着重要影响ꎮ④ 这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中既有的

大国视角的有益补充ꎮ 从古巴对非外交政策来看ꎬ 另一个小国外交分析范式

的问题在于ꎬ 研究对象多为亚欧地区发达或准发达国家ꎮ 中文文献相关实证

研究多见于周边外交及亚太区域分析中ꎮ 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ꎬ 欠发达的第

三世界小国的外交行为对国际关系的现实和理论影响并未被充分认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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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借助小国外交视角分析古巴的对非政策发展ꎬ 以外交选择的历史

和现实逻辑、 常规政策及非常规政策选择及其成效ꎬ 尝试解释古巴以非洲地

区为支点ꎬ 超越对小国外交既有认知的现实意义ꎻ 厘清小国外交与古巴实际

对外行为是否契合、 古巴成就 “小国大外交” 的理论影响ꎮ 同时ꎬ 试评估其

对非外交的政策风险与潜在发展路径ꎮ 本文相较以往文献ꎬ 在以下三方面有

边际贡献ꎮ 第一ꎬ 解释在历史与现实、 内外部因素作用下ꎬ 古巴作为小国却

在对非外交中不能选择一般小国外交路径的根本原因ꎮ 第二ꎬ 现有小国外交

视角不能完全解释南方社会主义国家外交行为ꎬ 予以补充解释ꎮ 第三ꎬ 阐释

在既有的国际关系大小国权力分析框架下ꎬ 古巴突破小国的外交尝试有何理

论意义ꎮ

一　 古巴对非外交政策选择的历史渊源和现实逻辑

从政策因素看ꎬ 古巴今天取得的外交成就部分地归功于选择非洲作为其

对外关系的支点ꎮ 但回顾 １９５９ 年获得独立时的古巴ꎬ 其不仅面临经济结构单

一、 缺乏资源等一般小国的发展短板ꎬ 还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遭

受政治打压和外交孤立ꎬ 而且ꎬ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长期的金融、 经济封锁和

贸易禁运ꎮ 这与传统小国外交的分析主体 (欧、 亚小国) 有着巨大差异ꎬ 古

巴因而无法正常选择结盟或特色外交的常规发展路径ꎮ 与此同时ꎬ 非洲争取

独立的进程为古巴提供了外交政策发展空间ꎮ 古巴因历史上的殖民经济及黑

人移民ꎬ 与非洲有着密切渊源ꎮ 加之决策者选择和地缘政治因素ꎬ 共同构成

了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对非外交逻辑ꎮ
(一) 古巴对非外交政策形成的历史、 血缘及文化因素

既有小国外交分析注重现代国家利益与权力因素ꎬ 而古巴与非洲外交却

占有了更为稳定的历史文化先机ꎬ 并形成了古非外交关系构建的充分条件ꎮ
近似的殖民遭遇及随后的移民潮为分居大西洋两岸的加勒比岛国和非洲大陆

间发展双边关系提供了合理性ꎮ① 历史上ꎬ 殖民及主动移民浪潮曾让古巴非洲

—９１１—

① 西班牙殖民统治以来ꎬ 古巴是拉美地区最早引进种植园经济的国家ꎮ 因过度劳役和瘟疫导致

古巴印第安人死亡ꎬ 殖民者为了生产需要ꎬ 从非洲输运黑人作为奴隶ꎬ 弥补劳动力不足ꎮ １５１３ 年ꎬ ４
名非洲奴隶首次运进古巴ꎬ 开启了古巴与非洲的奴隶贸易ꎮ １５２０ 年ꎬ 有 ３００ 名非洲奴隶来到古巴从事

金矿开采ꎬ 是古巴首批大规模引入的非洲黑人奴隶ꎮ 参见 “ ＡｆｒｏＣｕｂ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 Ｔｉｍｅ Ｌｉｎｅ １４９２ ｔｏ
１９０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ｆｒｏｃｕｂａｗｅｂ ｃｏｍ /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ｔｍ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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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人口规模十分可观ꎮ① 更重要的是ꎬ 移民结构改变了古巴原有的族群和人口

结构ꎬ 当代古巴社会中的非洲裔移民已历经 ５００ 多年的民族融合ꎬ 作为新兴

种族ꎬ 承载着古巴非洲裔文化ꎮ② 在对非交往中ꎬ 古巴的黑人民族特质有助于

引发非洲人民的历史共鸣ꎬ 成为古巴与非洲国家关系的血缘纽带ꎮ
传统观点认为ꎬ 小国外交鲜少涉及外来族裔因素ꎬ 相关论述不多ꎮ 古巴

的多元种族构成提供了与非发展外交关系的族裔共识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本土

非洲裔人口让古巴初期参与非洲革命及独立斗争具有了正当性ꎮ 历史上流入

古巴的非洲裔群体与非洲本土人口的传统联系ꎬ 形成了古巴同情非洲的社会

基础和支持非洲民族解放的外交义务ꎬ 加上建国时期古巴面临的困难和压力ꎬ
成为当时古巴国家文明 “内核” 因素的重要构成部分ꎮ 国家对外部世界的态

度和行为模式与该国文明的内核——— “人” 之间存在深刻联系ꎮ 尚会鹏在

«人、 国家与国际关系: 心理文化学路径» 一书中认为ꎬ “人” 和 “心理—社会

均衡体” 是影响国家行为体与国际关系的两个研究范式ꎮ③ 相较拉美其他国

家ꎬ 古巴与巴西对非关系最为密切绝非偶然ꎮ 分析这两个国际行为体ꎬ 尽管

存在国家规模、 外交偏好等诸多差异ꎬ 但两国在非洲裔社会族群构成和与非

洲的利益关联性方面却十分一致ꎮ 这也是古巴对非外交的微观影响因素ꎮ 非

洲裔人口的民族利益对国家的外交行为的影响ꎬ 初现于古巴推翻了独裁的巴

蒂斯塔政府之后、 非洲裔黑人获得平等公民身份之时ꎮ 当前古巴黑人及黑人

混血人口④就是其非洲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ꎮ
小国分析框架认为ꎬ 国家规模局限性或造成小国文化影响难以用于对外

关系中ꎮ 古巴成为反向案例国ꎮ 古巴的非洲裔群体文化因其双向性特征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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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世纪初非洲奴隶贸易至今ꎬ 非洲裔人口曾一度超过古巴人口的半数ꎮ 至 １５３２ 年ꎬ 非洲黑人

曾经在古巴人口占比中达到峰值 ６２ ５％ ꎮ 在 １８—１９ 世纪ꎬ 总共约有 ６０ 万非洲黑人被从西部非洲运至

古巴当奴隶ꎮ 参见 “ Ｃｕｂａｎ Ｌｏｃ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ｄ” . ｈｔｔｐ: / / ｃｕｂａ － ｊｕｎｋｙ ｃｏｍ / ｃｕｂａ / ｂｌａｃｋ －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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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６ 年ꎬ 黑人作为奴隶的贩运终止ꎬ 但来自非洲的黑人移民随之开始ꎮ １９１３—１９２７ 年期间ꎬ
仅非法偷渡到古巴的非洲黑人平均每年就有 ４ 万之多ꎮ 之后ꎬ 由于古巴经济危机ꎬ 非洲移民古巴潮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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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页ꎮ
当前古巴 １０００ 多万人口中ꎬ 黑人占比 １１％ ꎬ 混血种人 (２２％ )ꎮ 参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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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对非外交带来了机遇ꎮ 相较法国及欧洲殖民者后裔的历史身份ꎬ 古巴非洲

裔人口是宪法层面的种族构成ꎮ 古巴的非洲文化因其特殊性还形成了非洲对古

巴的社会关系的黏性ꎬ 为古巴对非外交提供了安全性保障ꎮ 在外交中ꎬ 基于对

本民族文化域外化的价值观认同ꎬ 非洲人民乐于接受与古巴的 “血缘联系”ꎮ
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ꎬ 古巴建立了种植园经济ꎬ 随之大量非洲劳动人口

被引入ꎬ 古巴与非洲随之建立了非自主性历史联系ꎬ 成为其突破小国外交局

限性的先决条件ꎮ 革命胜利后ꎬ 古巴主动对非洲输出革命理念、 参与非洲同

胞事务正是基于上述历史、 血缘及文化纽带因素ꎮ
(二) 古巴对非外交政策形成的现实背景

回顾不同时期的古巴对外关系ꎬ 巴蒂斯塔政府拥有近似的背景条件ꎬ 但

并未建立与非洲的密切关系ꎮ 除了历史、 血缘和文化之外ꎬ 古非关系还需现

实必要条件ꎬ 例如古巴能否获得国际伙伴、 摆脱特殊的地缘政治困局、 应对

与美国间的不对称性关系、 解除本国面临的生存威胁等问题ꎮ
古巴特殊且重要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是革命后新政府选择对非洲外交

的消极且必要的外部因素ꎮ 历史上ꎬ 古巴先后经历了西班牙和英国的殖民统

治、 卡斯特罗兄弟领导的独立运动以及美苏之间激烈博弈的冷战等时期ꎮ 受

特殊的国际环境影响ꎬ 古巴被迫向所在地区外的南方国家调整政策重心ꎮ 两

极格局下古巴面临复杂的大国 “关切”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美古关系走向敌对

后ꎬ 大小国不对称关系曾对古巴形成巨大威胁ꎮ 古巴加入苏联领导的集团后ꎬ
仍希望推进本国的革命输出政策ꎮ “古巴导弹危机” 事件使古巴革命政权又遭

遇了地区和国际的孤立ꎬ 与周边国家关系、 多边外交等小国外交的重点领域

均受到了显著的负面影响ꎮ 在美国影响下ꎬ 古巴被美洲国家组织等重要的地

区合作机制拒之门外ꎮ 严峻的现实使古巴意识到ꎬ 大国在彼时对拉美的地缘

政治影响深远ꎮ 拉美一些国家受到美国压力ꎬ 不敢与古巴有过多接触ꎮ
上述现实因素可以说是古巴最终开启对非外交的背景和动因ꎮ 外交政策分

析理论认为ꎬ 具体行为体是国家间关系变化的根源性动因ꎮ① 其中ꎬ 决策者具有

较大的主导性ꎮ 小国外交理论分析也提出: “领导人的政治特质是小国外交发展

不可忽视的因素ꎮ”② 古巴领导人参与非洲事务的决策ꎬ 最终开启了对非外交ꎮ
此外ꎬ 古巴对非开展外交的外部条件和可能性也基本成熟ꎮ 第一ꎬ 国际

—１２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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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民著: «小国与国际关系»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２５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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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ꎬ 雅尔塔体系形成了两极分界 “平静期”ꎬ 让苏联与美国在非洲的战略争

夺相对趋缓ꎮ 第二ꎬ 非洲因不少地区仍未摆脱殖民统治而受到国际社会关

注ꎮ① 第三ꎬ 南北国家间巨大的差别也让古巴为非洲同胞争取平等权利、 共谋

生存与发展道路提供了外交合理性ꎮ

二　 古巴对非洲地区的主要外交政策选择

面对多重挑战ꎬ 古巴在独立后很难再遵循常规的结盟或特色外交等一般

路径谋求小国外交发展ꎮ 古巴的体量相对较小ꎬ 难以开展全面外交ꎬ 更何况

两极格局及国际社会的孤立态势加剧了它的 “小国危机”ꎮ 然而ꎬ 古巴敏锐地

意识到当时历史和现实等因素综合产生的机遇ꎬ 开辟对非洲外交ꎬ 并将其作

为对外关系的着力点ꎮ 它的外交实践也证实了非洲对古巴外部环境改善的重

要作用ꎮ 回顾古巴近 ６０ 年的对非外交历程ꎬ 古巴革命领导人的三次外交选择

尤为关键ꎮ 他们积极寻找对非洲的外交突破口、 构建对非特色外交ꎬ 谋求对

非外交多元化ꎮ 古巴的对非外交既符合小国外交逻辑ꎬ 也突破了既有研究对

小国外交的局限认知ꎮ
(一) 以非常规外交确立与非洲国家的关系

小国外交一般鲜少涉及军事领域ꎬ 但古巴却选择了这种非常规外交行为ꎮ
为了进入非洲地区ꎬ 古巴采取的具体外交行为有: 团结和参与非洲国家的反

殖民反种族歧视的革命斗争ꎬ 向非洲输出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经验ꎬ 甚至直

接派遣武装人员参与地区独立进程ꎮ 古巴以军事参与展开对非外交的目的有

二: 对外ꎬ 古巴积极响应联合国争取世界未独立地区消除殖民制度的号召ꎬ
顺应当时的国际呼声ꎬ 或可让古巴在国际事务上崭露头角ꎻ 对内ꎬ 实现对非

外交破冰ꎬ 力求抵消与大国 (美国) 关系紧张及周边外交遇冷对国内发展的

不利影响ꎮ
上述目标是对小国外交资源和能力的双重挑战ꎬ 古巴却将小国身份转化

为对非洲外交的有利条件ꎮ 古巴以刚独立的发展中小国身份ꎬ 将本国的独立

经验与非洲争取独立的诉求进行对接ꎮ 非洲争取独立和民族平等的革命领袖

—２２１—

① １９４５ 年联合国成立以来ꎬ 全球近 １ / ３ (约 ７ ５ 亿) 人口生活在殖民统治制度下的 ８０ 个未独立

地区ꎮ １９６１ 年ꎬ 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 (又称 “２４ 国委员会”) 成立ꎬ 负责推动殖民统治下未独

立地区的去殖民化进程ꎬ 消除殖民主义ꎮ 参见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ｐｐａ /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ｚｈ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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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乐于接受来自第三世界国家、 曾经受到殖民统治和压迫的民族以及黑人

同胞的革命及游击战经验ꎮ 古巴政府基于国际主义外交原则①ꎬ 向非洲等地区

传播自身革命和独立的成功经验ꎬ 不仅输出游击战理念ꎬ 更派出战地医疗团

队与受到帝国主义压迫和歧视的非洲人民建立联系ꎮ １９６４ 年ꎬ 切格瓦拉曾

代表古巴在一次演讲中表示: “任何国家对帝国主义的胜利ꎬ 都是我们的胜

利ꎻ 而任何国家的失败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失败ꎮ”② 这符合当时亚非拉地区的

革命斗争需求ꎬ 也契合联合国促进自觉与独立的理念ꎮ③

古巴以极为有限的外交资源参与非洲独立事务ꎬ 外交行为面临较大风险

却目标明晰ꎮ 首先ꎬ 古巴积极保持同非洲反殖民斗争民族和地区的密切合作ꎬ
稳定对非关系ꎬ 参与了非洲多国的革命武装战争ꎮ④ 其次ꎬ 发挥领袖外交效

能ꎮ 借助革命斗争友谊ꎬ 时任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与阿尔及利亚革命领导人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ꎮ 通过参与刚果革命 (１９６５ 年失败)ꎬ 明确了古巴出兵非

洲的目标: 帮助世界未独立人民开展反殖民、 反侵略斗争ꎬ 输出古巴的革命

主义与斗争模式ꎮ⑤ 最后ꎬ 面对国际格局变化ꎬ 古巴积极借助第三方大国的支

持ꎬ 扩大在非影响力ꎮ⑥ 虽因大国因素最终军事撤出非洲ꎬ 但古巴却因非常规外

交ꎬ 建立了古非间合作并凭借战地医疗援助推动对非外交向特色外交方向发展ꎮ
(二) 确立医疗特色外交: 成就古巴对非外交政策转型

特色外交是小国的常规外交模式ꎮ 古巴对非医疗援助又称 “医疗外交”ꎬ 主

—３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ｕｂａꎬ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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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ｅｒｏ Ｇｌｅｉｊｅｓｅｓ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Ｈａｖａｎａ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１９５９ － １９７６ꎬ 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５５２

联合国于 １９５９ 年公布了 «关于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之宣言»ꎬ 联合国第四委员会专门

处理去殖民化的相关问题ꎮ
１９６２ 年ꎬ 古巴首次参与对非军事援助ꎬ 将战斗物资经海上送至卡萨布兰卡港并辗转运抵阿尔

及利亚ꎬ 支持其独立斗争ꎮ 这实现了古巴输出革命和扩大反帝盟友的外交诉求ꎮ １９６３ 年ꎬ 古巴开始向

非洲革命提供医疗服务ꎬ 派出医生、 护士等共计 ５５ 人ꎮ 此外ꎬ 古巴还曾经参与几内亚比绍等国的革

命ꎮ 参见 Ｓｕｎａｍｉｓ Ｆａｂｅｌｏ Ｃｏｎｃｅｐｃｉóｎ ａｎｄ Ｙｏｓｌａｎ Ｓｉｌｖｅｒｉｏ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ｅｄｓ)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Ｃｕｂ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ｅｍ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２２

１９６４ 年以来ꎬ 时任古巴政府高级领导人切格瓦拉访问了非洲多国ꎬ 包括阿尔及利亚、 马

里、 刚果、 几内亚、 加纳、 贝宁和坦桑尼亚等ꎬ 与多支非洲解放运动力量建立联系ꎮ 在其带领下ꎬ ２００
名古巴人参与非洲刚果的独立战争ꎬ 拉开了古巴派遣军事人员参与非洲独立战争的序幕ꎮ 参见 Ｓｕｎａｍｉｓ
Ｆａｂｅｌｏ Ｃｏｎｃｅｐｃｉóｎ ａｎｄ Ｙｏｓｌａｎ Ｓｉｌｖｅｒｉｏ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ｅｄｓ)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Ｃｕｂ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ｅｍ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２２

１９７５ 年ꎬ 古巴借助苏联装备将军队大规模送往安哥拉ꎬ 与美国支持的雇佣军和南非军队作

战ꎬ 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代理人战争ꎮ １９８８ 年ꎬ 根据双方签署的 «纽约协定»ꎬ 古巴与南非军队分

别从安哥拉撤出ꎬ 古巴对非洲地区事务的军事参与被迫结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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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在国与国之间合作时惠及大众健康领域的对外合作行为ꎮ 这是古巴确立国

际主义为外交原则的重要载体ꎬ 源于国内医疗制度理念 “让每一个人享有健康”
在外交领域的延伸ꎮ 对非医疗外交还承载了古巴理念与制度输出的诉求ꎮ

古巴对非外交政策从非常规外交模式向特色外交调整ꎬ 是迫于古巴及非

洲当时的内外局势变迁ꎮ①对非医疗外交可追溯至古巴参与非洲独立运动时期ꎬ
这不仅是古巴的一种革命斗争手段ꎬ 客观上也向非洲地区提供了附属公共产

品ꎮ 由于当时非洲的未独立地区条件艰苦ꎬ 古巴主动向革命前线及战地后方

提供公共医疗产品及服务ꎮ② 这种具有前瞻性的合作成为独立后非洲领导人深

刻认同古巴公共医疗制度的重要基础ꎮ 古巴向非洲提供的医疗公共产品初期

由于资源短缺ꎬ 合作方案因各国情况而异ꎮ③ 随着对非医疗合作模式日趋多

元ꎬ 古巴吸引了更多的非洲医疗合作伙伴国ꎬ 至 ２０１９ 年合作对象达 ３２ 国

(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 北非及中东的广大地区)ꎮ
古巴合作模式以人力、 物力援助为主ꎬ 并重视公共卫生制度及医疗教育理

念的输出ꎬ 构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对非医疗外交ꎮ 由于古巴医疗技术在国际社

会受到广大非洲国家的肯定ꎬ 这既彰显出古巴的国际主义、 人本主义外交理念ꎬ
又让古巴成为国际公共卫生事务的积极参与者ꎮ 古巴的特色外交还表现在推动

与非洲国家合作朝着制度与教育领域延展上ꎮ④ 为进一步寻求对非外交安全ꎬ 古

巴开始尝试外交政策多元化ꎬ 力图降低小国特色外交的单一性风险ꎮ

—４２１—

①

②

③

④

在古巴经济 “特殊时期”ꎬ 受多数非洲国家独立运动和美苏在非斗争趋缓的态势影响ꎬ 为了

延续对非外交ꎬ 古巴被迫调整对非政策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古巴对非医疗合作模式基本形成ꎬ 以补偿

性技术援助和直接合同为主ꎮ 合作内容主要有二: 一是非洲国家政府与古巴签署项目协议ꎬ 向提供服

务并受合同约束的古巴医事服务者支付劳动报酬ꎻ 二是古巴参与非洲国家卫生体系建设ꎬ 非方提供的

补偿性资金维持古巴对非医疗人才培养奖学金体系ꎮ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ꎬ 古巴首次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疗团队ꎮ １９６０—１９８０ 年间ꎬ 古巴以 “国际

主义任务” 为原则ꎬ 为非洲提供大量战地医学人员、 技术和专业培训ꎮ
对非具体合作方案种类主要包括: 综合健康计划 (ＰＩ)ꎬ 补偿型综合健康计划 (ＰＩＳＣＧ)、 有

偿技术援助 (ＡＴＣ)、 古巴医疗服务 (ＳＭＣ)、 奇迹行动 (ＯＭ) 以及费用补偿型奇迹行动 (ＯＭＣＧ)ꎮ
除常规项目ꎬ 古巴针对突发自然灾害和严重传染性疾病ꎬ 成立了亨利里夫国际派遣队机制ꎮ 这一对

外医疗援助机制创建于 ２００５ 年ꎬ 随后应用于非洲埃博拉等多个流行病援助场景ꎮ 古巴对非医疗合作甚

至因此获得了 “埃博拉外交” 的美誉ꎮ
１９９８ 年ꎬ 综合卫生计划 (ＰＩＳ) 新合作模式的出现取代了国际主义与补偿性技术援助合作ꎮ

该计划最早用于参与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应对飓风袭击ꎬ 提供灾后应急卫生服务ꎮ 古巴在该计划中进

一步压缩了海外医疗队的财政负担ꎬ 只提供日常开销ꎬ 医生工资由受援助国提供ꎮ 此外ꎬ 古巴建设了

面向非洲及全球的拉丁美洲医学院 (ＥＬＡＭ)ꎬ 向外国医疗人才提供奖学金和培训ꎬ 以辅助医生的形式

派遣合作ꎮ 参见 Ｇｏｒｒｙ Ｃｏｎｎｅｒꎬ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ꎬ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Ｃｕｂ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ｉ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Ｃｕｂａｎａ ｄｅ Ｐｅｓａｍｉｅｎｔｏ Ｓｏｃｉｏｔｅｏｌóｇｉｃｏꎬ Ｎｏ ４２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２８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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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谋求对非外交多元化ꎬ 加快制度合作

尽管古巴对非外交拥有革命及医疗合作基础ꎬ 但仍缺乏国际安全保障ꎮ
理论层面ꎬ 国际体系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观点虽有学术争议ꎬ 但相关争论并

不否认国家间存在利益冲突的可能ꎮ 单一领域或双边合作均不能扭转小国的

国际安全现状ꎮ 现实层面ꎬ 同为南方国家的古巴和非洲都面临自身发展困境

及大国的威胁ꎮ 除了国家的生存安全外ꎬ 古巴与非洲的共同安全困境在于对

本国政体的安全关切高于国家安全ꎮ 古巴更能以同理心感知非洲社会中的广

泛情绪ꎮ 西塞尔克拉布认为ꎬ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ꎬ 由超级大国主导的

集体防御协定所提供的 “保护” 类似于 “殖民主义或依附的一个条件”ꎮ① 这

些国家反殖民的对外政策以及国际体系的 “外围” 国家身份ꎬ 加上选择参与

不结盟运动以及七十七国集团ꎬ 都让它们的对外政策与安全行为更具 “第三

世界国家” 共性ꎮ 作为制度输入国ꎬ 它们基本都受到外部制度不公平和内部

制度不符合自身特点的双重发展制约ꎬ 而这些制度 “不适性” 都源自于主导

国际关系的 “大国”ꎮ 为了改善被排斥或边缘化的状态ꎬ 它们只好共同谋求改

变全球规范制定过程中的大国主导态势ꎬ 而古巴和非洲国家的共同诉求正是

多元合作的利益基础ꎮ
尤其对古巴来说ꎬ 对非双边外交中单一领域 (医疗) 的合作不足以保障

对非外交安全ꎮ 古巴尝试以多元外交推进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间制度输出ꎮ
这是因为古巴需要巩固独立、 自主的外交形象ꎬ 同时也是对非洲国家谋求多

元发展的政策回应ꎮ 相较特色外交ꎬ 外交多元化的风险更高且收益不确定ꎮ
但相较超过双方国家能力的全面外交ꎬ 多元外交或具有一定的替代功能ꎮ 此

外ꎬ 弥补古非经贸关系的薄弱是古巴开展多元外交的又一重要考量ꎮ 当前的

古非多元外交仍处在发展进程中ꎬ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ꎬ 但目前古巴实施的多

元外交主要包含三层内涵: 一是地理维度 (面向整个非洲)ꎬ 二是合作领域

(从医疗扩展至教育、 卫生、 制度等)ꎬ 三是多边层面ꎮ
古巴对非外交进一步丰富了对小国外交影响力的学理解释ꎮ 当前ꎬ 基于

国内学界对二战以来北欧等地区小国的样本分析ꎬ 有成果验证了小国在多边

机制、 地区安全事务中的重要影响力ꎮ② 这有力挑战了肯尼思华尔兹提出的

—５２１—

①

②

Ｃｅｉｃｉｌ Ｃｒａｂｂꎬ Ｔｈｅ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ｏｎ －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ａｅｇｅｒꎬ
１９６７ꎬ ｐ ６７

夏立平、 谢茜: «北欧国家国际作用的新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基于重构后的 “小国国

际作用理论” 的分析»ꎬ 载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６３ － ７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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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决定国际关系体系的结构” 的论断ꎮ 古巴进一步对 “小
国外交在双边及所在地区外部影响有限” 的认知进行了重构ꎮ 其重要的理论

意义在于: 小国存在如大国一样对其他国家产生制度性影响的能力ꎮ 古巴一

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家间交往规范的形成与扩散不仅遵循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

家的传导路径这一对小国外交的传统认知ꎮ 这有赖于古巴特殊的对非外交条

件ꎬ 更得益于古巴内部制度和理念在外交领域的应用ꎮ 无论是国家卫生体系

规范还是教育制度的对非输出ꎬ 古巴都遵循了 “尽可能在最基层ꎬ 针对相关

个人和群体进行定位治理和援助的原则”①ꎮ 换言之ꎬ 古巴对非政策是以尊重

当地发展需求及 “当地自主性” 为前提ꎮ 古巴的政策调整是第三世界国家创

新国际关系博弈规则或机制的有益尝试和实践ꎬ 不仅是对小国外交固有范式

的补充ꎬ 甚至丰富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ꎮ 发展中国家在

调节与外部世界关系中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性ꎬ 外交关系的交往与合作也可以

有更大的空间ꎮ

三　 古巴对非洲外交政策的效果评析

相较一般小国ꎬ 古巴对非洲外交形成的背景、 手段及特点具有国际环境

特殊性ꎮ 对非外交机遇的形成更多源于自身的主动选择ꎬ 是在面对诸多域外

因素扰动时的应对措施ꎮ 事实上ꎬ 古巴对非外交始终伴随风险和争议ꎬ 这更

凸显了其以小国身份取得的外交成效ꎮ
第一ꎬ 由于分别代表两大阵营的美苏是古巴外交压力的主要来源ꎬ 因此

古巴对非政策选择是破解外交孤立局面的关键之举ꎮ 在古美关系中ꎬ 古巴特

殊的地理位置及其双边关系在对古巴经济发展形成最大挑战的同时ꎬ 却为非

洲国家提供了抗击新殖民主义的完美范例ꎮ② 作为离美国最近、 西半球唯一的

社会主义国家ꎬ 古巴在历经美国对其经济、 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半个多世纪后

依旧保持国家独立与经济进步ꎮ 与古苏关系中ꎬ 冷战结束后ꎬ 苏联解体让古巴

失去了最重要的外部经济和政治的支持并宣布国家经济进入 “特殊时期”ꎬ 古巴

—６２１—

①
②

Ａｎｎｅ －Ｍａｒｉｅ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ꎬ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３９ －４２
古巴国土面积仅 １０９８８４ 平方公里ꎬ 人口 １１１８ ２ 万 (２０２１ 年)ꎮ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ꎬ 古巴岛

距离美国南部仅 ９０ 海里ꎬ 是美军影响和控制南美大陆最便捷的通道ꎮ １８２３ 年ꎬ 时任美国国务卿约

翰昆西亚当斯提出的 “熟果政策” 认为ꎬ 古巴好似树上的苹果ꎬ 成熟后没有其他选择ꎬ 在脱离西

班牙殖民后 “必然” 只能落入美国的统治ꎬ 因此古巴是美国理所当然的势力范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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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进行了外交政策调整ꎮ 在世界的两极格局向多极方向发展的进程中ꎬ 古巴

的经济政治安全环境因非洲得以改善ꎮ 长期获得古巴医疗与教育支持的非洲同

样面临西方干预ꎮ 反帝国主义、 公共医疗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模式ꎬ 无疑是

非洲国家追寻的社会平等愿景ꎮ 在古巴因两个大国而失去外交领域重要的关系

性权力时ꎬ 非洲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关系补充ꎮ
第二ꎬ 非洲为古巴国家安全提供了支点性作用ꎮ 在国家安全关切视角下ꎬ

古巴对国内经济安全的重视外化为外交政策的务实性ꎮ 外交也成为医疗服务

贸易的推动力ꎬ 外交政策有利于扩大对外医疗培训与合作的规模ꎮ 无论是菲

德尔卡斯特罗提出的国家自主发展路线原则还是劳尔卡斯特罗的 “更新”
进程ꎬ 都以古巴国家形象建构为核心ꎬ 在国家安全与外交发展间建立了相互

联系ꎬ 赢得非洲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支持ꎬ 客观提升了古巴的国际地位ꎮ 多

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地区和国际等多边舞台对古巴社会主义制度给予了高度

评价ꎮ 古巴革命主义、 国际主义、 人本主义及医疗强国形象的建设以非洲为

平台走向国际社会ꎬ 古非关系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关系递进ꎮ 可以说ꎬ
非洲对古巴的最重要的外交行为回应ꎬ 是非洲大陆在国际社会支持古巴经济

模式与政治选择ꎮ
第三ꎬ 通过小国擅长的特色外交ꎬ 对非政策平衡了古巴与大国关系的不

对称性ꎮ 为了在两极格局 “和平共处” 的战略态势下扩大国际生存空间ꎬ 古

巴基于对非外交优势ꎬ 开展了多轮对非政策调整ꎬ 实现了保障外交安全的最

低诉求ꎮ 其中ꎬ 对非医疗合作是古巴一贯始终的政策核心ꎬ 弥补了没有经贸

合作基石这一不足ꎮ 古巴也以此为抓手ꎬ 扩大了对非外交的领域与规模ꎮ 无

论是软实力构建、 人道主义国家形象的提升ꎬ 都是古巴应对美国威胁的重要

支撑ꎮ
第四ꎬ 古巴实现了对非洲的 “大外交”ꎬ 其具体成效有三个方面ꎮ 首先ꎬ

有力挑战了国际关系的 “西方主导” 论ꎮ 在非洲事务上ꎬ 古巴是域外国家中

唯一直接参与非洲独立事务的 “小国”ꎮ 其次ꎬ 赢得了非洲不同阶层的认同ꎮ
古巴对非外交实现了广泛且全面的社会影响ꎮ 最后ꎬ 古巴影响了南部非洲的

次区域安全局势ꎮ
第五ꎬ 古巴对非外交从注重传统安全向谋求制度安全过渡ꎮ 以文化认同

作为对非外交的重要支点ꎬ 古巴成功降低了非洲国内政治变化对古非关系的

冲击ꎮ 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ꎬ 新重商主义社会的发展并未构建区域内良好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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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环境ꎮ① 在拉美地区ꎬ 古巴深受左右翼政党轮替导致的对古关系冲击之

苦ꎮ 古巴以有限的外交资源稳定了与非洲国家关系ꎬ 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拉美

地区不确定因素对古巴的影响ꎮ 古巴在对非外交由军事合作向医疗合作的转

型中ꎬ 通过公共卫生领域的南南合作进一步强化了在医学、 技术和教育等领

域的对非理念输出ꎮ
第六ꎬ 古非关系改变了古巴小国外交的定位ꎮ 古巴通过公共产品型援助

手段ꎬ 实现了发展中国家向外输出制度与标准ꎬ 微妙地改变了发达国家在国

际秩序中占主导地位的不平等关系范式ꎮ 古巴对部分非洲国家的制度影响远

超法国这样的发达大国ꎬ 在医疗、 公共政策乃至教育等领域实现了发展中国

家的制度传导ꎬ 打破了发达国家对国际社会的制度主导地位ꎬ 对国际新秩序

的构建贡献了一份力量ꎮ
然而ꎬ 国际形势的变化ꎬ 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出现ꎬ 无疑重构了国际空间尤其

是国家间的交往规则ꎮ 内外部因素叠加ꎬ 古巴与非洲关系面临着三大现实风险ꎮ
第一ꎬ 古非关系的最大外部风险是古美关系进展态势及美国对古封锁的

长期存在ꎮ 古巴未能通过对非医疗外交实现增进古巴—美国—非洲多边医疗

合作的预期ꎮ 尽管美古两国在奥巴马政府 “关系正常化” 进程中曾签署 ２２ 项

谅解备忘录 (其中 ２ 份涉及健康、 卫生领域合作)ꎬ 然而ꎬ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

拜登ꎬ 继任美国总统对古的外交表态虽有所区别ꎬ 但对古核心目标始终是遏

制社会主义政权ꎮ 基于国内外政治形势ꎬ 短期内美国无意全面改善对古关系ꎬ
拜登政府的外交优先事项更不在对古关系ꎮ 美国学界和民调均倾向对古关系

正常化的呼吁ꎬ 至少短期内无法彻底改变古巴裔美国政客的对古强硬路线ꎮ
自 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 集中于佛罗里达州的反古政治势力日益强大ꎬ 而且对古外交

政策历来关系着总统能否获得这一重要地区的支持ꎮ 面对特朗普任内遗留的

诸多行政限制及佛罗里达州对古巴的强硬外交态度ꎬ 美国对古巴的经济、 贸

易和金融制裁或将继续ꎬ 这直接威胁着古巴对非外交的多元化发展ꎮ
第二ꎬ 小国外交的经贸短板难解ꎮ 古巴内部经济持续困难ꎬ 对非经贸发

展难有重大发展ꎮ 古巴经济社会模式 “更新” 的进程和速度ꎬ 不足以缓解疫

情和美国半个世纪的封锁对古巴经济的重大冲击ꎮ 拉美经委会数据显示ꎬ
２０２１ 年古巴执行货币并轨改革ꎬ 国家遭遇通货膨胀及生活物资短缺ꎬ 年度经

—８２１—

① [美] 戴维Ｅ 阿普特著ꎬ 陈尧译: «现代化的政治»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第

３００ － ３０５ 页ꎮ



古巴对非洲地区的外交政策选择与成效径　

济增长率仅为 ２ ２％ ꎮ① 古巴由于外汇严重不足ꎬ 出现生活和医疗物资断供ꎮ
２０２１ 年ꎬ 在美西方势力煽动下ꎬ 部分古巴市民示威游行ꎮ 近几年古巴还面临

因燃油短缺导致的频繁断电和汽油供应不足ꎮ 古巴的制度优越性一定程度上

受到不断发展的非洲国家质疑ꎬ 古巴与阿尔及利亚的能源合作仍十分有限ꎮ
而在碳中和、 绿色经济及数字经济等新兴国际合作领域ꎬ 相比法国、 中国、
日本等国ꎬ 古巴无疑不具备对非合作优势ꎮ

第三ꎬ 古非双方老一辈领导人换代也使双边关系受到影响ꎮ 古非领导人

之间跨越世纪的革命情谊随着卡斯特罗和曼德拉的逝世而衰减ꎮ 以迪亚斯 －
卡内尔为领导的新一代古巴领导人并未参与古巴 １９７５—１９９１ 年在非洲的军事

革命斗争ꎬ 而谋求与非洲新一代领导人关系的递进是维系古非合作理念依存

度的关键ꎮ
此外ꎬ 古巴外交的务实原则日益遭到西方的 “质疑”ꎮ 西方对古巴在非

“牟利论” 的负面评价直接针对医疗服务输出ꎮ 美国认为这是古巴服务贸易的

主要来源ꎬ 欧洲学者批评其经济目的大于国际主义原则ꎮ 对此ꎬ 古巴予以积

极的外交反击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ꎬ 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曾指出ꎬ 美国国

际开发署曾拨款 ２００ 万美元用于袭击古巴医疗队的计划ꎮ② 不可否认的是ꎬ 对

古巴医疗合作的政治化论调ꎬ 其借助对非援助赚取第三方项目援助资金、 驻

非古巴医生报酬被古政府克扣等抨击内容ꎬ 客观上影响了古巴国际主义和人

本主义的国际形象构建ꎮ③在西方恶意破坏、 中伤以及古巴对外医疗服务管理

存在某些缺陷的情况下ꎬ 医疗外交的成效将持续面临遭到西方削弱的威胁ꎮ
未来ꎬ 大国的 “不对称关注” 仍是古巴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ꎬ 古非共同应对

世界秩序演变仍需发展中国家在外交政策和实践中的进一步突破ꎮ

四　 结语

面对实力缺陷、 外交资源匮乏、 经验不足及缺乏外交政策议题等劣势ꎬ
古巴不仅抓住了小国的平等法律地位、 无威胁的行为体、 专一外交等小国对

外关系优势ꎬ 而且抓住了历史血缘和领导人因素ꎬ 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非洲

—９２１—

①

②

ＥＣＬＡＣ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Ｃｕｂａ”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ｏ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１３６２ / ４７１９３ / ７５ / ＥＩ２０２１＿Ｃｕｂａ＿ ｅｎ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０１]

③　 Ｓｕｎａｍｉｓ Ｆａｂｅｌｏ Ｃｏｎｃｅｐｃｉóｎ ａｎｄ Ｙｏｓｌａｎ Ｓｉｌｖｅｒｉｏ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 ｅｄｓ)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Ｃｕｂ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ｅｍ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１３ꎬ 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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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独立这一外交时机ꎬ 实现了对非关系的长足发展和小国外交的开拓创新ꎮ
面对对非外交的不同时期风险ꎬ 古巴始终坚持与非洲国家扩大共识、 增进利

益互补ꎮ 在发达与欠发达国家间的矛盾中ꎬ 古巴与非洲的立场和理念存在共

识、 互有认同ꎬ 在改革发展的阶段两方的一致性更高ꎮ 社会建设方面ꎬ 古巴

开拓了传统优势和现代特点相结合的路径ꎮ 此外ꎬ 与美国的关系始终是困扰

古巴在现实层面扩大和非洲合作的掣肘ꎬ 但古巴却也因此赢得了与非洲的长

期共识: 美国与古巴的矛盾是新兴国家共同面临的与帝国主义间矛盾的缩影ꎮ
这或许是古巴在非洲寻求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合作的有利前提ꎮ 基于既有的对

非医疗合作ꎬ 古巴仍在谋求对非合作新局面ꎮ 古巴在国际医疗合作、 培训、
科研、 灾害与传染病救治、 生物制药等优势领域或仍有可为ꎮ

西方国际关系中的小国外交视角并不能完全考量古巴的义利观、 国际主

义精神和反帝团结的坚定信仰ꎮ 古巴是发展中国家ꎬ 也是社会主义国家ꎬ 资

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间的博弈直接影响着对社会主义外交分析的客观性ꎮ
西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亚非拉不结盟运动的非理性评价ꎬ 就是最好的例

证ꎮ 在被殖民文化的纽带下ꎬ 古巴与非洲大陆有着摆脱西方干涉的共同政治

愿望ꎮ 在经济领域ꎬ 它们都有被边缘化的危险ꎮ 古巴对非洲的外交核心始终

没有改变ꎬ 始终高举国际主义和人本主义ꎬ 寻求独立、 自主、 平衡的国际关

系ꎬ 发展更广泛的国际合作ꎮ
古巴对非外交政策承载的不仅是小国促进国内发展的根本需求ꎬ 更包含

了小国突破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外交努力ꎮ 在遭受美国严厉封锁的情

况下ꎬ 古巴对非外交不仅削弱了大国对小国国际关系的制约ꎬ 还动摇了大国

对国际关系及规则的决定性和主导性作用ꎮ 借助非洲ꎬ 古巴重塑了第三世界

小国的外交范式ꎬ 创造出同大国博弈、 超国家体量的外交制衡可能性ꎮ
(责任编辑　 徐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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