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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一平蔡一平是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DAWN）的执行委员会成员。

她与 Vanita Mukherjee 共同主持 DAWN 的性与生殖健康与权利 

（SRHR）的主题分析团队。蔡一平曾任职于全国妇联妇女研究

所（2006-2008年）和《中国妇女报》（1995-2005年），撰写了大量

关于妇女人权与发展问题的文章。她的研究重点是跨国女权运

动，特别是全球南方的女权运动，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媒体

和传播。她于2013年至2016年担任联合国妇女署亚太民间社会

咨询小组成员，也是2014年5月成立的亚太民间社会组织区域

参与机制的顾问。她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全球与国际研究系博

士候选人，研究主题为性别与全球中国。

安妮塔 ·蒙图特（Annita Montoute）安妮塔 ·蒙图特（Annita Montoute）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西印

度群岛大学（UWI）圣奥古斯丁校区国际关系研究所（IIR）的高

级讲师兼代理主任。她曾担任发展政策管理欧洲中心的研究员。

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公民社会和全球治理、加勒比对外关系以及

中国与加勒比地区的关系。她拥有西印度群岛大学的国际关系

博士学位。她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教师，拥有亚瑟 · 刘易斯爵士社

区学院的教育研究生证书。

杰奎琳 ·拉瓜迪亚 ·马丁内斯（Jacqueline Laguardia Martinez）杰奎琳 ·拉瓜迪亚 ·马丁内斯（Jacqueline Laguardia Martinez）

博士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西印度群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高级讲

师。此前，她曾担任哈瓦那大学副教授和胡安 · 马里内洛古巴

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她曾参加学术活动、发表演讲，并在北美、

拉丁美洲和欧洲讲学。她是哈瓦那大学“诺曼 · 吉尔万”加勒比

研究中心成员，也是“大加勒比地区危机、解决方案和替代方

案”（CLACSO）工作组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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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哥的西印度群岛大学圣奥古斯丁校区性别与发展研究所工

作。自1998年以来，她一直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英语加勒比

地区从事性别与发展领域的工作。黛博拉参与了三项加勒比地区

国家性别政策的制定，并与米歇尔 ·罗利教授共同编辑了《加勒比

性别研究评论》（CRGS）2017年特刊，题为“工具还是武器？ ：

加勒比地区的政策制定、性别公正和社会变革的政治”。她在同

行评议的期刊发表多篇文章，研究议题涉及加勒比地区国家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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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马克公共政策与全球研究研究生院的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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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是太平洋岛国的发展研究。她此前的研究项目关注的一

些重点领域包括贫困、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地缘政治、

以渔业部门为重点的社会保护和预警系统、儿童保护、残疾、家

庭暴力、性别主流化、气候变化，以及职业健康和安全有关的工

作场所政策。她还是位于斐济第二大岛瓦努阿岛的“Bia i Cake 妇

女合作社”的成员，这是她所在村庄的妇女团体，其使命是“通

过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建立替代性生计”。她拥有瑞典马尔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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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可持续发展组织（Latinoamérica Sustentable，LAS）的研究

员，该组织是厄瓜多尔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关注中国在拉丁美洲

的投资，并致力于在此背景下保护环境和当地社区。黛安娜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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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美洲研究项目的博士研究员，拥有厄瓜多尔的安第纳西蒙玻

利瓦尔大学（Universidad Andina Simón Bolívar-Ecuador，UASB-

Ecuador）的国际发展合作硕士学位。自2014年以来，黛安娜一

直研究拉丁美洲与中国的关系，特别关注中国的发展和基础设

施投资项目的融资机制。她的博士研究追踪了这些项目对国家、

环境和当地发展的制度能力的影响，并深入研究了厄瓜多尔的

案例。黛安娜就此主题发表了多篇文章和一本专著。她还曾在

厄瓜多尔多所大学工作，并参与了关于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国际

研究计划。

希比斯特 · 卡萨（Hibist Kassa）希比斯特 · 卡萨（Hibist Kassa）是莱斯特大学环境未来研究

所的政策研究员。她是南方农业网络研究公报的副主编，该网

络是一个由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研究人员组成的洲

际网络。希比斯特拥有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加纳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以及政治学、地理学和自然资源开发

学士学位。她在非洲女权组织和政策研究机构任职十余年，曾

经是 DAWN 的执行委员会成员。 她目前正在撰写关于小商品生

产以及手工和小规模采矿的书，该书即将出版。 她在学术期刊

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了多篇文章，议题涉及手工采矿政策、土地、

社会再生产、非洲的帝国主义和冲突、以及自然资源的政治经

济学。

辛齐勒 · 芬古（Zinzile Fengu）辛齐勒 · 芬古（Zinzile Fengu）是一位充满热情的研究员和独

立顾问。她拥有津巴布韦卢帕内州立大学语言和传播学士学位、

监测与评估特别荣誉学位，并获得了发展学硕士学位。她在人

权领域有超过12年的工作经验，在创伤治疗、游说和倡导，以

及女权运动建设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她目前正在攻读发展学

博士学位，她的论文研究重点是津巴布韦的女权主义组织。她

的研究兴趣是从女权主义视角分析环境问题、采矿业、生计、

灾害管理以及性和生殖健康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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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德（Itunu Grace Ishola）李明德（Itunu Grace Ishola）是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中国学硕士

项目2022级燕京学者，主修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重点是中非

教育合作、人力资本开发和公共外交。她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获

得汉语语言和国际教育学士学位，能说流利的汉语普通话。她通

过广泛的实地研究、观察和对中国各地的参与者进行采访，为

中非关系领域做出了贡献。李明德是知名的北京大学非洲学生会

（PUASA）现任副主席。此前，她曾担任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驻

北京大使馆联络官，负责2019年至2020年尼日利亚在华学生的

事务。此外，她还是北京非洲侨民网络学术委员会成员，并担任

美国非洲青年侨民组织的行政助理。

帕特里夏 · 桑戈 · 波拉德（Patricia Sango Pollard）帕特里夏 · 桑戈 · 波拉德（Patricia Sango Pollard）是所罗门群

岛性别平等、妇女权利和社会包容方面的独立研究员。她曾于

“所罗门群岛妇女权利行动运动”这一组织任职，具有管理经验。

她也在多个倡导妇女权利和儿童保护的组织里担任董事会成员。

目前，她为多家所罗门群岛的地方和区域组织以及发展合作伙伴

提供有关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的咨询建议。她最近的作品之一是

于2023年与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合作向澳

大利亚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和平建设和女权主义外交政策的政策

文件，其重点关注所罗门群岛。她2014年毕业于南太平洋大学，

获得发展学硕士学位，她的硕士论文主题是发展援助对所罗门群

岛性别平等项目的影响。

高文 · 克尔卡尔（Govind Kelkar）高文 · 克尔卡尔（Govind Kelkar）是一位女权主义学者，中国

政治经济学博士。她是印度社会发展委员会和人类发展研究所

的客座教授，也是印度“性别与发展研究与创新中心”（GenDev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的执行主任，并在2013年5月

至2020年3月曾担任美国西雅图的“农村发展研究所”（Landesa）

的高级顾问。与此同时，高文教授还担任了荷兰“能源国际”

（ENERGIA International）的国际研究协调员，以及斯瓦米纳坦研

究基金会（Swaminathan Research Foundation）性别与能源方面的

研究负责人。 她是泰国曼谷亚洲理工学院的杰出兼职教师。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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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现任中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名誉教授、印度德

里中国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她撰写了十六本著作和许多学术

文章。她与人合作的近著《猎巫：文化、父权制和结构转型》一

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

丽都 ·阿格瓦尔（Ritu Agarwal）丽都 ·阿格瓦尔（Ritu Agarwal）是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东亚研究中心副教授。 她拥有德里大学中国研究博士学位和尼

赫鲁大学的政治学硕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研究了云南省微观层

面的土地转型。目前她正在研究省级层面，特别是云南省的转型

问题。 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农村政治经济学、城市化、财产权、性

别研究以及中国的省级和国家层面的政治。阿格瓦尔博士曾在北

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她是云南社会科学院的访问学者，也是云

南民族大学和云南大学的访问学者。她还曾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

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为她的研究工作收集材料。

劳拉 · 特拉杰贝尔 · 韦斯比奇（Laura Trajber Waisbich）劳拉 · 特拉杰贝尔 · 韦斯比奇（Laura Trajber Waisbich）是一位

南南合作专家。她在发展学、外交政策和人权领域拥有十多年的

研究和政策倡导经验。她是一位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拥

有剑桥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她目前是英国牛津大学拉丁美洲

研究系的讲师和拉丁美洲中心巴西研究项目的主任。她还兼职

于三个巴西智库：南南合作研究和政策中心（Articulação SUL）、

巴西分析和规划中心 （CEBRAP）， 以及伊加拉佩研究所（Igarapé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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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从南方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在全球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即本书中所

称的全球中国——是不可否认的当务之急。中国的投资和劳动力已经进入了全球

南方的社区，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自然环境。中国的发展合作模式重塑了许多全

球南方政府处理发展问题的做法，以及与其他国际发展伙伴的交往方式。中国在

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方针重塑了地区内部和跨地区的地缘政治。然而，全球南方关

于中国的对话，特别是在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对话，受到偏见、障碍和盲点的严重

限制。为了实现经济和性别公正，并确保可持续和民主的发展，南方女性主义者

需要与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和盟友建立新的突破性关系。

本书中的论文，不论是从分析的深度还是覆盖的广度来说，都说明了这是一

个有意义的成果。书中的案例研究展示了全球中国的地理覆盖范围之广，及其在

全球南方参与领域的多样性。它们还说明了女性对中国在其社区开展的项目的不

同反应：一些妇女要求项目提供更好的可及性，另一些妇女则要求项目完全停止

运营。本书还让我们深入了解了中国全球参与的新趋势及其性别维度，中国的软

实力策略及其性别影响，以及针对中国在全球南方开展的项目中的跨国倡导工作

和缺乏性别考量的情况。

阅读这本书，可以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对全球中国的性别维度及其影响的深

入理解之路刚刚开始，幸运的是，面对其独特性和复杂性，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扎

实的起点。书中所包含的知识不仅仅提供了经验事实；它的也为读者勾勒出了一

种思考全球中国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应用于全球南方的不同地方背景中。从这

个意义上说，我们希望本书能成为未来全球中国的研究者和活动家的参考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本书讨论的议题之外，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本身也意

义重大。除了发表研究成果外，本研究项目的目标还包括建立一个关于全球中国

性别问题的南方女权主义知识社区。这一社区建设的使命至关重要，并对我们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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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自主理解和有意义的参与该问题的能力产生长期影响。尽管中国在全球南方的

立足点日益牢固，但其内部仍在不断变化。为建立一个南方女权主义学者的学术

社区打下坚实基础，能够积极地共同创造知识，以响应中国国内外变化，这是一

项重大而及时的成就。它可以带来创新的集体行动模式和团结的生态系统。但新

的起点总是充满挑战的，考虑到长期以来存在的脱节，有必要搭建这些桥梁。这

一点，体现在蔡一平的导言章节中对参与本项研究的学者们不同观点的描述中，

她强调创造对话和反思的空间，而不是追求共识。在这个空间中，关于“西方中

心主义”与“中国中心主义”方法的二元概念是一个有趣的辩论领域。随着来自全

球南方女性生活现实的经验事实越来越多，以及对这个知识社区——无论是在中

国国内还是国外——的信任度不断提高，我们将能够从女权主义的角度进行自己

的独立分析。

本书及其出版过程有望弥补我们在理解和参与全球中国这一议题方面存在的

重大差距。也许正如 DAWN 所期望的那样，这本书将有助于以有意义的方式重新

构想南南关系，从而真正促进女性权益和性别平等。

卡玛拉·钱德拉吉拉娜（Kamala Chandrakirana）

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共同协调员（DAWN General Co-Coordin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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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研究者和媒体对这一主题的

兴趣也日益浓厚，他们的主要关注点聚焦于中国的海外投资，尤其是“一带一路

倡议（BRI）”，以及在全球政治和地区动态迅速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对全球的政

治、社会经济、环境和人权方面的影响（Yeh 2016，李静君2017，Ohashi 2018，

Beeson 2018，Franceschini 和 Loubere 2021，阿马尔 等2022，Haug 等 2024）。然而，

目前的研究中对性别方面的关注仍然不足 （苏茜2016，蔡一平和李英桃2021）。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层近期加大了对全球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承诺，包括向联

合国妇女署提供资金，以促进实现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的第五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习近平2015和2020），并在中国国际合作政策文件《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

作》白皮书中首次提及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作为优先领域之一（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2021）。

为了填补这一知识空白，DAWN 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研究人员合作，在2022

年至2024年期间开展了一项研究项目，分析中国在全球南方参与中的性别影响。

这项探索性研究汇集了来自全球南方国家包括非洲、亚洲、太平洋、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的学者，她们拥有广泛的知识和多学科的背景。这八个案例研究探讨

了中国的全球参与对全球南方妇女带来的深远和多维度的影响，以及政府、企

业、民间社会和当地社区等各个部门如何互动。

本文简要介绍了这个为期三年的研究项目的合作过程及其主要成果。此外，

本文还反思了这项研究对全球中国（Global China）这个方兴未艾的新研究领域的

贡献。迄今为止，该领域迫切需要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学术研究，特别是那些以

全球南方妇女和边缘群体的经验为基础的学术研究，以加强该领域的发展。此

外，这项研究还阐明了南方女性主义对国际合作、南南关系的重新构想，以及在

迅速崛起的全球南方和变化中的全球地缘政治背景下，如何将妇女权利和性别平

等议题整合到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去。

2. 审视近年来中国的全球参与的趋势与影响

由于这项研究本质上是探索性的，因此 DAWN 有意识地避免给作者强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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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或解释模式。我们宁愿让每个案例的研究者自己来确定她们的研究问题、假设

和方法。作为第一步，DAWN 撰写了一份分析框架文件来指导这项研究（蔡一平

和于音2022）。该框架文件侧重于分析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全球参与的轨迹，

特别是自2010年以来的新趋势，以了解性别在这一参与中的地位。它回顾了中国

在性别与发展、国际发展合作方面的国家政策和实践，以及学者和民间社会的相

关研究和分析。它主要探讨三个问题：（1）中国全球参与的新趋势是什么？（2）

中国政府的官方文件中如何定义社会性别的概念，并在其发展合作实践中如何实

施？（3）南方女权主义的合作如何加强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并创造关于全球中

国的新知识和理论？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展，在研究这些新趋势和影响之前，有

必要回顾一下中国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悠久历史。中国与亚洲、非洲和欧洲的贸易

关系早于全球南方大部分地区的被殖民化的进程，这种殖民化进程一直持续到

鸦片战争时期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中国被欧美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自1956年与其最重要的政治盟友苏联断绝

关系以来，中国与前殖民地和新独立的国家统称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或全球

南方国家（Yu 1977）。这种政治立场从万隆会议（1955 年）到不结盟运动（NAM），

并延续至今天的联合国中的“77 国集团 + 中国”（G77+China）。这段历史意义重

大，因为它在当代中国的全球参与中，特别是在其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中，不

断被回顾和重新叙述（Franceschini 和 Loubere 2021，习近平 2024）。

同样重要的是，需要将当前中国的全球参与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来理解，

即建设富强的国家和建构公平的世界秩序，中国的这两个愿景长久以来就存在，

并且二者相互交织。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愿景相似，中国领导人认为国家的首要

任务是通过现代化和发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经济增长，打造强大的经济，以赶

超发达国家（Huang 2016）。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一直在倡导

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和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国际经济新秩序，NIEO），然而这一

政治议程在联合国一直被发达国家搁置一旁（Prashad 2007，Getachew 2019）。

最后，当今中国的全球参与应该放在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审

视。毛泽东时代的全球主义（globalism）和第三世界理论（third world theory）回应

了冷战以及中苏争端的实际情况，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和国际主义议程的推

动（林春 2019）。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目前的全球参与是“南方崛起”（联



导论：南方女性主义关于全球中国的知识共建	 ·16·

返回目录

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3）现象的一部分，并受到中美竞争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全

球参与应该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面临多重危机的情境下，在全球治理亟须改革的

背景下进行分析。

DAWN 的研究框架文件将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全球参与划分为三个时期：

（1）1978年至2000年：通过实施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型；（2）2001年至2012年：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加速

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3）2013年至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启动，以及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新开发银行（NDB，或称金砖国家银行）等新国际

金融机构的成立，中国的全球参与持续扩展。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来自全球南方

和北方的阻力与竞争，中国自身也在不断进行适应与调整。

这项研究主要聚焦在中国全球参与的最新阶段。DAWN 的研究框架文件确定

并分析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全球影响的三个新趋势：（1）捍卫多边主义和中国积极参

与联合国体系；（2）通过发展融资、援助和贷款重塑全球发展合作的格局；（3）创

建和加强以南南合作为重点的新双边和多边倡议与机制，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全

球发展倡议（GDI）、中非合作论坛和中国 - 东盟自贸区等。

2.1 捍卫多边主义和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中的参与

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

席位，取代了代表中国的台湾当局（Choudhury 2020）。自此以来，作为五个常

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积极参与这个最重要的多边政府机构，并利用其在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特殊地位来日益增强其全球影响力和参与全球治理（Haug

等2024）。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捍卫多边主义方面变得更加积极和直言不讳

（Abdenur 2014，Chan 2015，Stephen 2021）。与此同时，它利用联合国体系作为

平台来合法化并放大一带一路倡议的效益（Liu 2021a，Haug 2024），并通过2021

年启动的全球发展倡议将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与联合国十七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相结合。一些研究者把中国看作联合国系统中负责任的国际参与者，而

另一些人则对其在该组织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对于其在人权

问题上的态度（Brooks 2018，Foot 2020，Worden 2020，Oud 2020，Inboden 2021，

Haug 等2024）。正如中国在其《未来峰会及第79届联合国大会会期声明中的立场

文件》中所阐述的那样，中国认为自身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追求和平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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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中扮演着积极和建设性的角色，同时捍卫其国家利益（中国外

交部2024）。

2.2 重塑国际发展融资与合作的格局

2013年，中国启动了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其海外经济合作，以促进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五大总体目标。从那时起，中

国在发展融资支出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及其他主要强国。根据 AidData 的一份报

告，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平均每年中国在海外发展项目上的支出为850亿美

元，而美国的支出仅为370亿美元（Malik 等2021）。

关于中国发展融资的主要批评和争议集中在债务陷阱外交以及贸易、贷款和

投资交易缺乏透明度的问题上（Singh 2021，Kinyondo 2019，Tower 2020）。由于

中国的外援和贷款基于无附加条件、不干涉内政和尊重主权的原则，对于那些政

治不稳定、政府预算不足或腐败程度高的国家来说，它们对此表示欢迎（Condon 

2012）。其他批评则源于大规模基础设施、矿业和能源项目对社区和环境造成的

负面影响；项目协议的不透明和过高的债务负担；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ESIAs）

及其他尽职调查措施流于形式；以及投资可能导致高冲突地区不稳定的风险

（Tower 2020）。

毫无疑问，中国的发展融资和合作深刻影响了全球发展融资的实践和话语，

打破了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为主导的格局。七国集团（G7）于

2021年6月12日宣布了“重建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倡议，

并于2022年6月26日启动了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美国承诺在未来五年

内动员200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本，用于该伙伴关系的四个领域——健康与健

康安全、数字连接、性别平等与公平、以及气候与能源安全（白宫 2022）。所有

这些新倡议预计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或与中国形成全面竞争。

2.3 创建和加强新的国际多边机制

近年来，中国启动并创建了新的多边发展机构和基金，首先在区域层面开

展合作，并逐步扩展到全球层面。中国在这些论坛中的角色也从最初的共同创始

者和参与者，逐渐更多地转变为发起者和主办者。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中

国试图“通过建立与一系列国际机构平行的结构来重新调整国际秩序”；另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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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则认为，这是对美国霸权主导的不平等全球权力关系的一种“制度（再）平衡”

（Abdenur 2014，Stephen 2021）。

中国 - 非洲合作论坛（FOCAC）、中国 - 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CASCF）、中

国 - 加勒比经济贸易合作论坛（CCETC）、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17+1）以及中

国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等平台，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议程制定空

间。新开发银行（NDB）（2014）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2015）的建立， 

体现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多边主义的决心，毫无疑问，它们重新分配了现有

组织的权力和资源，使其影响力和职责更加多元化，为服务接受者提供了更多的

选择，并通过为受援国提供替代性的资金渠道，增强了中国的谈判能力（Stephen 

2021）。

中国创立的多数新机制都是基于南南合作框架。全球南方的概念指的是发展

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其中许多位于南半球，包括亚洲、太平洋、非洲、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地区。全球南方较低的经济和工业发展水平以及对全球北方的依赖，

是经历了五百年的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结果（Mignolo 2011）。然而，今

天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全球南方找到妥协与合作的共同基础（Ramachran 2016，

Weiss 等 2016，Waisbich 等 2021）。尽管如此，如何区分中国推动的多边主义与

由全球北方主导的多边主义，仍然是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

3. 探讨中国全球参与中的性别问题

3.1 社会性别在中国国家发展话语和人权框架中的定义

对中国的全球参与相关的官方文件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发现，性别平等和男女

平等这两个术语通常被交替使用。女性常常与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一起被纳入

脆弱群体之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1）。与之相悖的是，与此同时女性的潜力

和主体性又得到了广泛认可。政策认为，发展女性的能力和保障她们的健康能够

使女性积极参与构建和谐、稳定和繁荣的社会，并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最终实现

性别平等。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中，性别平等与女

性赋权被归类于青年和妇女部分，与医疗健康、技能培训等相关。在更新的《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2-2024年）中，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的讨论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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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之前的路径，强调通过能力建设和交流发挥女性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潜

力。在《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1）中，性别

平等等同于妇女发展，而维护妇女的权益则仅提到促进健康和保健。

国家对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官方话语认为，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

件，而妇女解放应是民族解放的内在组成部分（Liu 2021b）。这种框架也与中国

官方的人权立场相一致，后者优先考虑发展权（RtD）。发展权主张，人民的生存

和发展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是追求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前提。

相比之下，主流的西方国际人权话语则侧重于个体权利和自由。在中国的发展合

作项目与传统北方捐赠者资助的项目之间，可以观察到这些不同的视角。中国以

在国际层面热情倡导发展权而闻名，并展示通过经济增长和减贫实现人权的“具

有中国特色的方法”，作为“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7 和 

2021，Oud 2020）。中国认为，其投资有助于东道国的国家经济发展，并为当地

创造就业机会。然而，批评者指出，这些投资忽视了环境和社会（包括性别方面）

的影响，对劳动者产生负面影响；并且未能促进受援国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Osondu-Oti 2016）。

对性别平等和妇女参与发展的这种理解，在中国政府参与联合国相关问题的

国际谈判和外交活动中的官方立场也可以观察到（蔡一平和李英桃 2021）。中国

政府积极加入了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承诺的全球共识，其中包括1995年在北

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2015

年通过的《2030年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与一些其他联合国成员

国在谈判中的做法不同，中国政府并不阻止“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这一表

述，亦未将其替换为“男女平等”（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然而，它对

支持性取向和性别认同（SOGI）相关的表述则较为谨慎，认为在该问题上成员国

之间尚缺乏共识（蔡一平 2021 和 2024）。中国政府在性别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反映

了其在外交上长期坚持的“求同存异”原则。然而，这种模糊性更可能源于中国

并不认为性别相关问题是优先事项，也不是必须在国际论坛上加以捍卫的核心国

家利益问题。与其他更突出领域如贸易、投资、安全、人权、反恐和气候变化相

比，中国对外政策中尚未就性别相关问题形成一致和连贯的立场（蔡一平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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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无附加条件与国家的域外义务：中国南南合作中的性别框架

中国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经济、社会及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等多项国际人权条约，

这些条约都包含性别平等原则。像所有签署和批准这些公约的国家一样，中国有

义务定期向相关条约机构报告在实施这些条约方面取得的进展。尽管这些义务主

要适用于国内管辖，但国家也确实承担域外义务。《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中，国家在商业活动背景下的义务的一般性意见第24号（2017）》指出，该

公约在三个层面上确立了国家缔约方的具体义务——尊重、保护和履行。这些义

务既适用于国家的国土范围内的情况，也适用于国家缔约方可能行使控制权的国

土以外的情况（第10段）。当一个国家可能影响其领土以外的情况时，域外义务

便会产生，这符合国际法所施加的限制，通过控制居住在其领土内的企业及 / 或

受其管辖的活动，从而可能有助于在其国土以外有效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第28段）（E/C.12/GC/24，2017年8月10日）。

作为该公约的签署国，这些条款适用于中国的海外投资和发展项目。国际金

融机构（IFIs）已制定了一些关于性别的负责任投资的政策，这些先例可以为中国

金融机构所参考（赵芷芊等2021）。近年来，中国政府各部委共同发布了多项关

于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的对外投资和融资指南（LAS 网站，日期不详）。然而，

这些政策在实际执行中的效果仍然存疑（Delfau 和 Yeophantong 2020，谢世宏等 

2021，《全球中国人民地图》网站，日期不详）。

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遵循不干涉主权和内政、无附加条件和平等互惠的原

则，并且是南南合作框架的一部分。中国在全球南方促进性别平等的努力集中在

三个主题上，即：医疗健康、教育和经济赋权。这种方法在《新时代的中国国际

发展合作》白皮书中得到了最佳体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该文件强调了中

国在改善全球南方的母婴健康项目方面的努力，以及职业和技术培训，以提高女

性的就业率及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参与。该文件并未提供全面的方法或战略来

促进国际发展合作中性别主流化问题。同样，医疗保健、培训、交流和教育是中

非合作的主要活动。《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和《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中包含了一些更具体的内容，例如增加女性

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专业培训、通过中国制造业投资为女性创造就业机会、加强生

殖健康、让女性参与信息技术行业、培训女警以及组织女性政治家与高层官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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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交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指出：

“根据非盟《2063年议程》的优先事项和《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战略（2018-

2028）》，双方同意在尊重不同传统和文化的基础上，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等

方面合作，特别是在就业、领导力、体面劳动、创业、教育学习、农业、健康、

融资、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等领域。”（中国外交部2024）。

3.3 在承诺与现实之间：中国在全球南方的投资与贸易对性别的影响

中国性别平等方面的国际承诺与其在跨国贸易、外国投资和海外援助项目中

的实践之间存在显著差距，这主要是由于对受援国性别平等状况缺乏充分了解，

以及中国和受援国在履行其对性别平等的承诺方面缺乏强烈的政治意愿（陆海娜

等2018）。在中国投资的老挝和柬埔寨农业公司（黄思然等2018）以及中国在越南、

缅甸和孟加拉国投资的纺织和服装企业（梁晓辉2019）中，管理人员和当地女性

工人的性别意识普遍较低。例如，在中国投资的纺织行业中，管理人员的性别刻

板印象和缺乏性别敏感性导致了工资收入上存在性别差距、缺乏母乳喂养和儿童

保育设施，以及缺乏防止和管理职场性骚扰的机制（梁晓辉2019）。

现有文献表明，在负责任投资的框架下的表述中，女性被视为有价值的经

济资产。这种话语和实践认为，通过改善女性的权利和赋权，可以实现社会责任

和可持续投资。然而，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国投资者身上，而非受影响的当

地社区及这些社区中的女性和边缘化群体的经历与视角。此外，许多研究局限于

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和企业社会责任（CSR）框架，忽视了国际投资者、东

道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以及当地社区之间多维度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研究也很少

关注性别议题与阶级、种族、年龄、文化、性取向与性别认同（SOGI）和宗教等

议题的交叉性，而这些交叉性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性别影响至关重

要。因此，DAWN 的此项合作研究旨在通过使用新的分析框架和南方女性主义的

批判视角来填补这一知识空白，相关内容将在本文的下一部分进一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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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方法

4.1“全球中国”作为一个分析概念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扩张和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在各个层

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些影响的大多数研究主要采用两种不同但又

相互关联的框架。第一组研究采用政治经济学框架来分析中国在全球的参与，尤

其是中国的国有资本如何重塑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和消费（So 2010，李静

君 2017）。第二组研究则深植于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这些学科中，重点考察中国

对全球治理结构以及国际发展合作话语和实践的影响（Abdenur 2014，Yeh 2016，

Haug 等2024）。

旨在调和这两个框架之间的内在联系，近年来“全球中国”作为一个新概念应

运而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之作为一个有用的概念，来理解中国的全球参与，

并分析这一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利益相关方，包括日益增长的抵制情绪（李静君 

2017和2022，Franceschini 和 Loubere 2022）。总体而言，这一概念放弃了“中国

走出去”的海外投资战略是一个由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集中化整体战略的假设，

认识到中国的全球参与在多个领域呈现出多种形式。除了国家的海外投资外，还

涉及诸如移民、全球媒体网络、高等教育、技术转让、多边的区域和全球信用机

构，以及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海外的扩展。“全球中国”这一概念使研究者能够运用

跨学科和跨领域的视角，结合人类学、地理学、文化研究、移民研究、历史学、

社会学、性别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等方法论，对这一主题进行更为细致

的分析（Choudhury 2020，Xu 2022，Repnikova 2022，Lu 2022，Gong 2022，Chen 

2022）。因此，“全球中国”这一概念为理论创新和方法论的重新定位提供了肥沃

的土壤，同时，它也需要对中国的全球参与进行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

因此，DAWN 的这项研究以“全球中国”为总体概念，旨在了解中国的全球

参与及其性别影响，这些影响是政府、企业、民间社会和受影响社区等各利益相

关方之间持续互动和协商的结果。首先，这一概念使研究者能够识别和探讨各自

背景中最为相关和紧迫的主题，包括中国在矿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中的投资，到中

国的软实力，再到地方和跨国公民抵抗运动。其次，这一概念挑战了以国家为中

心的自上而下的方法，驳斥了在关于中国全球参与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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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救世主”二元对立框架（Rofel 和 Rojas 2022）。最后，正如本论文集中的每个

案例研究所展示的那样，这一概念鼓励学者在研究中采用跨学科的方法。

4.2 从南方女性主义视角的探寻

南方女性主义理论家认为，应该基于历史、地理、情境和文化，去创造、

交流和构想知识的形式，并呼吁实现南北知识的民主化（Byrne 和 Imma 2019，

Uchendu 等 2019）。南方女性主义学者批评主流的发展话语和实践，认为全球南

方的妇女被新自由主义发展议程所利用，而新自由主义发展议程继续扩大了全球

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以及男女之间的差距（Sen 和 Grown 1987，Kabeer 2005，

Bernal 和 Grewal 2014）。

该理论借鉴了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Mohanty 等1991），

南方女性主义认为，为了抵抗无处不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建立全球南方女性

主义和其他社会运动之间的团结与开展对话非常重要。同时，它质疑并拒绝“全

球姐妹情谊”（Morgan 1984 和 2003）这一理想化概念，因为该概念忽视了国家、

种族、性别、阶级和性取向之间的交叉性和结构性不平等（Mohanty 2003）。

DAWN 认为，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参与所带来的性别影响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动

态过程，是各方参与者的活动、互动与争论过程中的共同产物；因此，要理解这

种性别影响，必须要在多个地点进行即时和全面地评估，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并且这种评估需要立足于南方国家的现实。作为一个全球南方的女性主义网络，

DAWN 坚信来自全球南方女性的视角和经验应当是这些分析的中心，而这只有通

过对话、协作和团结才能实现。

为了突出全球南方女性的自主声音，本研究特意邀请来自全球南方的学者合

作开展了八个案例研究。这些案例通过分析中国全球参与带来的性别影响的不同

方面，为加深对全球中国的了解做出了贡献。具体案例研究包括：

● 《中国的发展合作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女性的影响》，作者：安妮塔·蒙图特

（Annita Montoute）、杰奎琳 ·拉瓜迪亚 ·马丁内斯（Jacqueline Laguardia Martinez）、

黛博拉 ·麦克菲（Deborah McFee）
● 《中国的参与在太平洋岛国的性别影响：汤加和瓦努阿图的“一带一路”基

础设施项目案例研究》，作者：瓦塞马卡 ·鲁图（Vasemaca Lutu）
● 《厄瓜多尔和秘鲁的中国矿业项目：性别影响和妇女的能动性》，作者：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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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 ·卡斯特罗 ·萨尔加多（Diana  Castro Salgado）
● 《中国在非洲的矿业投资和采掘主义的性别影响：津巴布韦比基塔矿区研

究》，作者：希比斯特 ·卡萨（Hibist Kassa） 和辛齐勒 ·芬古（Zinzile Fengu）
● 《赋权尼日利亚农业中的女性：评估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对女性小农户

生计、能力建设和社会规范转变的影响》，作者：李明德（Ishola Itunu Grace）
● 《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协议对女性、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中国 - 所罗门群岛双

边安全合作与澳大利亚 - 所罗门群岛双边安全条约的比较案例研究》，作者：帕特

里夏 ·桑戈 ·波拉德（Patricia Sango Pollard）
● 《中国在全球南方的软实力参与中的性别问题》，作者：高文 · 克尔卡尔

（Govind Kelkar） 和 丽都 ·阿格瓦尔（Ritu Agarwal）
● 《跨国民间组织针对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倡导行动中的性别问

题：机遇和挑战》，作者：劳拉 ·特拉杰贝尔 ·韦斯比奇（Laura Trajber Waisbich）

每个案例研究在区域或国家背景下探讨以下一个或多个问题：

（1）性别在中国的全球参与中扮演着何种角色？

（2）中国的投资和援助项目如何影响当地社区的性别平等、妇女的生活和

人权？

（3）作为一个新兴的参与者，中国的海外投资和发展项目在性别政策和性别

相关影响评估方面与传统的捐赠者和投资者有何不同？如果有，具体表现如何？

如果没有，原因是什么？

（4）面对中国对外援助和投资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南方女权主义和社会运

动如何加强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的倡导，并实现社会和环境正义？

此次合作研究的目的旨在挑战当前在研究中国的全球参与中普遍存在的狭隘

框架，即：由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方法，从而摆脱西方的种族主义和对知识生

产的霸权和控制。这项研究还旨在要求南方和北方的国家和企业部门对维护南方

妇女和南方人民的人权和福祉尽到责任。

4.3 知识的共同生产

南方女性主义的合作并非新鲜事，但它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

Byrne 和 Imma（2019）所提醒的，全球南方是多元和灵活的。这要求南方女性主

义的学术研究和行动的知识生产是去中心化和去殖民化的。DAWN 将这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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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一种典型的南方女性主义合作知识生产的项目，因为它为对话、批判、辩论

和反思彼此的立场提供了空间，而不是追求共识。DAWN 召集了一个研究顾问小

组，该小组由 DAWN 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成员、DAWN 合作伙伴及其他专家组

成，她们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提供宝贵支持，包括对分析框架提出意见、寻找可能

的研究者、对案例研究的初稿进行同行审议，以及在作者会议、网络研讨会和宣

传活动中作为评论员出席，以传播研究成果。根据分析框架所提出的问题，每个

案例研究的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专业特长和资源，自行决定研究主题、调

查的具体问题和适当的方法。同时，为了促进这一合作研究，DAWN 创建了共享

文件夹，包含有用的参考资料以供研究者们使用。DAWN 组织了两次聚会，一次

线上，一次线下，让研究者和顾问小组成员可以交流观点，提出研究中遇到的困

难问题，并进行坦诚的对话。例如，学者们经常在“西方中心”还是“中国中心”

方法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当一些中国项目被叫停且未实施时如何评估其实际影

响，以及一些概念和类别（如新殖民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女权主义、新帝

国主义和北京共识，等等）是否可以在没有适当的背景化和问题化的情况下应用

于本研究。这些对话、辩论和自我反思不仅加深了对每个案例所研究的问题的理

解，也加深了研究者对自身立场的理解。因此，这样的合作研究有助于加强学者

之间的团结和协作，而这正是本研究项目的愿景和初心，即：通过知识的共建和

分享，建立一个南方女权主义知识社区和从性别视角分析全球中国这一议题的知

识网络。

本研究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进行的，因疫情导致的旅行不便和非常有限

的研究经费，使得研究者们进行现场调研来收集第一手实证数据变得极其困难。

一些研究者表示，他们对难以获取关键知情人的反馈，以及缺乏相关数据表示沮

丧。此外，当前的地缘政治和中国与西方之间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分歧可能会使

任何有意义的对话变得不可能，甚至毫无意义。研究者们认为这些是本研究所面

临的共同挑战。此外，本研究的主题“全球中国”正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其

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之中，因此需要女性主义学者持续不断的集体努力，来分析和

了解其复杂的动态。最后，关于本研究的标题“中国在全球南方的性别影响”，如

前所述，在中国官方文件中，“性别平等”和“男女平等”经常互换使用。然而，

本项目中的研究者们认为妇女（women）和性别（gender）是不同的概念，前者不能

替代后者。后者被理解为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尽管如此，案例研究必须将重点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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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到女性身上。但研究者也注意到女性的多样性，并试图在分析中考虑到性别角

色和规范产生和延续的历史、文化、宗教和政治结构背景。总体而言，这些研究

在深入探讨了具体的案例、项目或问题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大局和更广泛和交叉

的视角。

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我将介绍八个案例研究的主要发现，以及基于这些研

究结论，如何从性别的视角评估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并重新想象南方女性主

义对性别和发展的愿景。

5. 主要发现和反思

这八个案例研究来自全球南方不同的地区——亚洲、太平洋、非洲、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涵盖与中国全球参与相关的广泛问题，如软实力、矿业和基

础设施项目投资，以及民间社会的角色。本研究项目的议题涉及之广是经过考量

的。DAWN 让研究者根据自身状况自行决定最相关和重要的主题。这需要考虑他

们所掌握的资源，能否收集到所需要的数据，采用哪些合适的研究方法，以及他

们与利益相关者的个人联系如何。尽管研究结论存在多样性，但所有这些研究结

论都回应了项目的框架文件中所提出的关键指导性问题。本文从这项研究的结论

中，总结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共同议题。

5.1 主要发现

5.1.1关于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参与带来的性别影响，这八个案例研究显示的结

果好坏参半。这些影响因项目的性质、主要参与者是谁以及他们如何与当地社区

互动而异。从太平洋到加勒比海再到非洲，女性通过中国所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

（例如道路和卫生设施的建设）以及农业合作项目，直接和间接受益。汤加和瓦

努阿图都是中国在太平洋地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当这些国家面对台

风、火山爆发和海啸给基础设施造成严重损害，中国迅速作出响应，帮助重建房

屋、建筑物、道路、桥梁和通信线路。此外，中国提供了医疗物资、食品、其他

必需品、水箱和帐篷，并派遣了医务人员（请见本书中鲁图的文章）。改善基础

设施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通过提供就业和商业机会，满足了女性的实际需求，从

而为实现性别平等目标和女性经济赋权创造了条件。然而，这种“涓滴”策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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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在社会中带来具有变革意义的性别平等变化仍然有待观察，特别是在缺乏民

间社会和妇女组织的有意义参与的情况下。

同样，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中国的参与主要出现在男性主导的建筑行业。

在库瓦医院项目中，女性从医院所提供的各种服务中受益匪浅，其中许多服务都

是女性及其子女的迫切需求。医院内的护理培训课程，女性参加的比例很高，因

为护理行业以女性为主。但在 eTecK 工业园的案例中，该项目并未考虑促进女性

就业或推动女性拥有企业或女性创业（参见本书中蒙图特等人的文章）。

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案例研究评估了中国主导的农业培训对女性小农户

的益处。一方面，由于制度性障碍、难以获取贷款和职业隔离，女性小农户在培

训后的收入和生计机会改善有限。另一方面，尽管直接经济影响有限，但培训提

高了女性小农户采用现代农业技术的意愿，促进了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参见本

书中李明德的文章）。相比之下，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采矿业投资的案例研究

发现，这些项目与之前的其他跨国公司经营的矿业项目一样，给社区和环境带来

了负面影响，而这些影响主要由女性承担（参见本书中黛安娜 · 卡斯特罗的文章，

以及卡萨和芬古的文章）。此外，每个案例研究都具体分析了导致这些影响的因

素以及应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善这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作者表明，在本研

究进行之中以及完成之后，观察到近年来中国企业为改善环境和当地社区居民的

福祉所做出的努力，有的已经初现成效。遗憾的是，这些最新的进展可能无法完

全反应在案例研究中。因此，这些案例研究也可以视作为中国的海外发展项目留

存的一份历史记录。

5.1.2 这些案例研究表明，尽管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已被纳入中国最新的国

际合作的国家政策文件作为优先事项，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并未将性别或妇女问

题放在全球参与策略的重要位置，也缺乏具体的行动计划或指南来实施这一政策

（参见本书中蒙图特等人的文章，以及鲁图的文章和李明德的文章）。中国与所

罗门群岛双边安全合作协议的案例研究指出，尽管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

最大资助国，但中国尚未制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WPS）议程的国家行动计划

（参见本书中波拉德的文章）。在太平洋地区的汤加和瓦努阿图，除了建设学校、

道路和桥梁等重要基础设施外，作者没有看到任何支持社区层面性别平等的一带

一路项目。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公司与当地妇女和女童的互动也很有限（参

见本书中鲁图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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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案例研究都重申了分析框架所确定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官方国家政策的

承诺与实践中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指导方针和实施策略而存在差距。我将在下面的

“重新思考南南关系和发展援助的附加条件”这一节中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此

外，在考察了中国软实力中的性别问题后，作者认为，如果不对中国家庭和社会

中的性别权力关系进行根本性转变，结构性父权制将继续存在，那么，任何试图

“讲好中国故事”的努力可能都无法如愿以偿（参见本书中克尔卡尔和阿格瓦尔的

文章）。

5.1.3 这些案例研究将女性及其能动性置于分析的中心。研究表明，女性往

往站在反对中国矿业公司和水电大坝项目抗争的最前线，在某些情况下，她们通

过地方行动和跨国倡导成功地停止了这些项目。这些案例研究中的大多数都采访

了女性、女性组织和女性活动家，并放大了女性的声音。在本书中，黛安娜 · 卡

斯特罗对秘鲁和厄瓜多尔两个采矿项目的案例研究表明，女性在地方层面的代表

性不低，并且一些女性领导人拥有很高的公众合法性；然而，她们的工作仍处于

起步阶段，她们的参与还非常有限，有时甚至不为人所知。韦斯比奇（Waisbich）

在本书的文章中指出，在反对中国投资的肯尼亚发电厂和东南亚水电大坝的运动

中，这些成功的跨国运动的领导人自始至终并没有提出性别问题，也没有讨论或

优先考虑性别问题。

本书的作者们指出，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父权制和性别歧视的持续

存在、将环境影响等其他问题作为优先议题的战略考量、运动中对性别问题的淡

化以及缺乏性别意识和相关政策指导，这些都是导致性别盲点的因素。

5.1.4 这些案例研究立足于全球南方国家妇女的现实和经验，将关注点从中

国转向接受中国发展融资和投资的东道国，从而要求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对妇女

权利和性别平等承担责任。提升受援国和受影响社区的能力建设非常重要，以便

他们能够更好地与中国进行互动和谈判，增强对投资者以及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

对环境和人权的问责（参见本书中蒙图特等人的文章、鲁图的文章、卡萨和芬古

的文章）。地方上的社区活动家、国家层面的行动者和东道国的相关机构，他们

都在挑战存在社会和环境争议与风险的项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迫使一些包

括中国企业在内的政府和商业参与者重新考虑投资计划和政策优先事项。在肯尼

亚的拉穆案例中尤为突出，其中还包括了多边机构的广泛参与，包括共同融资机

构、非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专门机构等。他们的参与使得肯尼亚的倡导团体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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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相关的倡导活动之外，也开展更广泛的的跨国倡导活动从而施加更多压力

（参见本书中韦斯比奇的文章）。

此外，全球南方国家应加强与当地社区、民间社会组织和女性权利组织的伙

伴关系与合作，以确保它们在国际发展合作过程中对性别平等的承诺，使妇女发

展能落到实处并且满足国家的发展需求。这些研究案例明确呼吁，应该加强妇女

运动的跨国倡导和南方国家之间的女性主义联盟与团结（参见本书中卡斯特罗的

文章、克尔卡尔和阿格瓦尔的文章）。

5.2 对研究结果和主要发现的反思

自本研究项目启动以来，DAWN 一直刻意避免提出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的假设。

相反，我们让每个案例研究的作者自行确定他们的研究问题、假设、总体概念和

方法。随着项目的进展和研究成果的问世，我们现在确实有更多的证据来支持从

性别视角出发审视这项研究中展现出的一些具有共性的关键问题，并且把这些问

题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探讨，即：在当前风云诡谲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扮演

着何种角色。

5.2.1 重新思考南南关系和促进南南合作中的性别议题

中国并不是全球发展融资中唯一的新兴角色，但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中国宣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中国

国际发展合作署2023）。同时，中国避免被归类为传统意义上的捐赠国。中国的

外交政策基于长期以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尊重主权和领土完

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以及和平共处。该政策是由周恩来总理

在1953年中印谈判中提出的，随后在1955年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上扩展为万

隆十项原则。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还遵循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不干涉、无条件性和

互惠原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a）。南南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起源

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冷战政治，指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特定领域基于相互

需求进行合作，分享知识、技能以及倡议，以实现各自和 / 或共同的利益，如农

业、城市化和健康。自1978年召开首次高级别联合国南南合作会议及通过《布宜

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BAPA）以来，南南合作不断发展。

在当前背景下，特别是自2019年3月举行的第二届联合国高级别南南合作会

议（BAPA+40）以来，南南合作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重要框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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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被进一步激发，以补充传统的南北合作（Mawdsley 2014，Gray 和 Gills 2016，

联合国 2019，Haug 2022，Waisbich 和 Mawdsley 2022）。南南合作的目的是为南

方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做出贡献。其实践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如伙伴关系与团结、

相互尊重与互惠互利、尊重国家主权、相互平等、无附加条件、不干涉内政以及

增强多边主义（G77和中国 2019，联合国2019）。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发生重

大变化的推动下，南南合作的实践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表现出新趋势，例如，

它吸引了多方利益相关者和各种非国家参与者，推动南南合作以实施可持续发展

目标。当前南南合作的新趋势给人们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在推进保障人权的作

用方面，南南合作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人权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南南合作如何具体而有意义地在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吸引社区和民间社会组织的

参与，包括女性权利倡导组织的参与？因为南南合作强调其包容性和重视多方利

益相关者的伙伴关系。

BAPA+40会议的成果文件承认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在促进可持续发展中的性

别平等目标以及为女性和女孩赋权方面的贡献，并鼓励进一步尝试将性别视角纳

入这些合作模式（联合国2019）。遗憾的是，该文件并未提供关于如何将性别观点

纳入南南合作中的性别主流化实操手册；这种知识只能产生于广泛的实践探索。

本书中的这些案例研究考察了中国在南南合作中的实践，并促使我们从性别

视角重新思考南南合作。首先，将性别视角纳入南南合作，有助于将南南合作从

以国家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本的发展合作。自南南合作产生以来，它的特点主要

是以国家为中心。大多数万隆原则提及的都是国家主体（除了“促进互利和合作”

这一原则，可以有不同的解释）。1978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采取了类似

的方法，主要聚焦于国家之间的合作。DAWN 的研究指出了这种方法的不足和局

限性。正如这些案例研究所展示的，虽然中国优先考虑国家间的联系，但在实际

操作中，南南合作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家关系的范畴。

其次，将性别视角引入南南合作可以加强以整体人权为基础的方法，既满足

妇女发展的实际需求，又最大程度地促进妇女人权和性别平等的战略需求，超越

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在发展权和人权话语上的对立。正如一些全球南方的学者所

指出的，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融资可能有助于改善社会和经济权利，但由

于缺乏透明度和当地社区的参与，这些投资可能会阻碍公民和政治权利（Osondu-

Oti 2016，Kamga 2018）。性别视角与人权方法可以相辅相成，促进整体的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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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提高。正如韦斯比奇的案例研究所示，尽管权利导向的倡导在中国的政策

倡导工作中可能尚未找到一种容易和直接的方式，但它肯定有助于在未来为性别

问题寻求可见性创造空间（参见本书中韦斯比奇的文章）。

第三，在南南合作中引入性别视角可以增强问责制，而这种问责机制离不

开这些国家妇女组织和妇女运动的努力与合作。这要求更多的民间社会团体和受

影响社区居民的参与，接受监督的不仅是政府（迄今为止，政府是南南合作的支

柱），还需要关注其他参与者，例如商业部门。在关于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的

案例研究中，项目的主要组成部分——为小农户提供培训的就是一家中国企业。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指出，在民间社会团体之间，尤其是妇女组织之间，建立更

多更好的南南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公民社会的南南关系可以使中国组织听到发展

中国家团体与在海外的中国利益相关者打交道的经验。

5.2.2 挑战将性别问题作为国际发展合作中的附加条件，并质疑女性主义外交

政策的框架

过去十年，国际发展合作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标志包括2011年在釜山

举行的第四届援助有效性的高级别论坛，以及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国际发展合作

的力度不断加大。中国的发展融资有助于填补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

面临的巨大资金缺口，据估计，每年的资金缺口在2.5万亿至4万亿美元之间（联

合国2024）。中国的发展融资集中在基础设施、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卫生和教

育领域，以满足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需求。这些正是 DAWN 此项研究所分析的

重点领域。

目前还很少有研究探讨中国援助项目与传统捐助项目对性别的影响。张传红

和黄振乾（2023）的研究比较了世界银行（WB）和中国在非洲的援助项目，并得出

结论——世界银行的援助增加了当地对性别平等的支持，其结果在不同部门和性

别之间效果也有所不同。那些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部门在接受外国援助之后，在

提高妇女对性别平等的态度方面影响最为显著，因此有助于向当地民众传播性别

平等的社会规范。相比之下，中国的援助没有显示出类似的效果。

与传统援助相比，中国的发展援助通常被接受国视为更具吸引力，因为它区

别于其他捐赠国或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附加任

何政策条件（Li 2017）。援助的附加条件是指捐赠国或捐赠机构要求那些接受援助

的国家改变政策、或引入某些政策、或进行结构性调整，作为获得其资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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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条件。支持援助附加条件的倡导者，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这有助于确保

接受国采纳强有力和有效的政策，通常意味着财政紧缩政策，或促进受援国的民

主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期不详）。然而，实证证据表明，援助附加条件是否

能促进非洲及其他地区的民主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历史背景（Kentikelenis

等2016，Li 2017，张传红和黄振乾2023），而不能简单化地归结于是附加条件带

来的结果。

此外，全球南方的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捐赠者施加的条件并未导致性别平等

和女性地位的改善。相反，它加剧了女性和最边缘化群体的困境。由于援助的附

加条件通常涉及紧缩措施以及对医疗保健、社会服务和教育公共融资的削减，这

严重削弱了受援国的政策选择和能力（Alemany 和 Dede 2008，Muchhala 2024）。

当附加条件涉及人权和性别问题，改革性别歧视的习惯法、同性恋权利等问

题，它就变得更加复杂和有争议，并遭遇受援国政府的抵制（Lange 和 Tjomsland 

2014，Provost 2023）。

为什么许多南方国家政府不再是顺从的发展伙伴，而是采取更自信的立场？

这种新的自信部分源于南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崛起，部分是因为像中国这样的新

捐助者提供了新的资金资源。这当然受到全球南方国家政府的欢迎，但这对全球

南方国家的女性来说是好消息吗？本研究特别关注评估中国发展合作中的不附加

条件这一政策对全球南方国家女性的意义，并探讨性别问题是否可以、以及如何

可能，融入这一政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性别主流化战略被传统援助国、多边发展机构和国

际发展非政府组织广泛采用。性别主流化的定义是指“评估所有领域和所有层面

的任何计划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或项目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的过程”（联合国

1997）。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证据表明，性别主流化政策和战略的实施主要依

赖于受援国政府的配合以及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的大力支持。

本书的案例研究显示，与传统发展伙伴相比，中国参与者没有采用性别主流

化方法，与当地社区或妇女非政府组织很少互动（参见本书中卡斯特罗、鲁图、

波拉德、韦斯比奇和李明德的文章）。例如，所罗门群岛的居民并不了解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的具体内容，因为该文件从未公开，而2017 年所罗门群岛 -

澳大利亚安全条约则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参见本书中波拉德的文章）。在汤加，

汤加公民社会论坛的一个妇女团体在发展伙伴的支持下，在其社区发起了性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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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意识宣传项目；然而，她们不知道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也不知道一带一路项

目中是否有关注汤加妇女发展的项目（参见本书中鲁图的文章）。

在此背景下，采用何种方式，可以促使中国在外交政策和国际发展合作中考

虑性别平等，同时又不违背其无附加条件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呢？为了探讨这个

问题，首先探究一下“女性主义外交政策”这一新兴趋势，可能会有所裨益。

近年来，一些国家将其外交政策重新标签为女性主义外交政策，瑞典在2014

年率先推出（随着2022年新政府的上台，瑞典当前已经退出了这一政策），随后

加拿大（2017年）、法国（2019年）、墨西哥（2020年）、卢森堡（2021年）、西班牙

（2021年）、智利（2022年）、利比里亚（2022年）、哥伦比亚（2022年）和德国（2022

年）等国相继跟进，这些国家声明其外交政策将把妇女和女孩置于工作的核心，

并确保女性主义视角将成为政策的中心。一些妇女非政府组织，如国际女性发展

机构（IWDA）和国际女性研究中心（ICRW），汇聚了女性主义学者、活动家和政

治学家，并组织了相关讨论。女性主义外交政策遵循四个“R”的原则，即：权利

（rights）、代表（representation）、资源（resource）和现实（reality）。

这意味着要检视女孩和妇女是否与男孩和男人享有同等的人权，妇女在地方

和联邦政府中是否得到充分代表，以及国家预算是否关注性别问题，并分配了足

够的资源来解决女孩和妇女的问题，同时也要认识到政策不会立即改变现状（瑞

典政府办公室 日期不详，ICRW 日期不详，Köhler 2022，Foteini 2023，Ridge 等

2019，Conley 2022，联合国妇女署 日期不详，Thompson 2020）。各国需根据自

身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实施这样的政策。总体来看，在过去十年中，女性主义

外交政策的实施非常简单化、选择性强且不系统；也就是说，这一政策并没有反

映在与外交相关的行动、战略、政策中，甚至也没有反映在跟外交有关的大部分

融资中。此外，女性主义外交政策没有解决诸如紧缩政策和援助附加条件等宏观

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性别和其他政策的背景，并直接影响着女性的福祉。

使用意识形态来指导外交政策并非新鲜事。这可以从20世纪60年代和70

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反帝国主义和反霸权主义中观察到（Choudhury 2020），也

在1970年代末期吉米 · 卡特总统将人权理念融入美国外交政策中有迹可循（Moyn 

2010，Donnelly 和 Whelan 2020）。女性主义外交政策应该对现存的根深蒂固的不

平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等级进行变革，倡导经济福祉，尊重环境，并确保

和平。这应该是各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同时采取综合性和交叉性的方法解决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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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遗憾的是，在现实政治中，女性主义外交政策的实施与其理想相去甚远。

在日益两极化和对立的世界中，女性主义议程被当作武器，用于对某些国家实施

制裁，有时甚至被用来交换其他政治利益。因此，女性主义外交政策，在最好的

情况下被误解为仅仅是提高性别意识；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会成为维护霸权和超

级大国地位的工具。例如，在一篇关于推进女性主义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中，作

者问道：“美国能否利用在诸如‘妇女、和平与安全（WPS）’议程等领域的进展，

成为一个引领性别平等议题的超级大国？”（Graham 和 Corrado 2021）。美国及其

盟国在阿富汗和加沙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使得这些女性主义外交政策倡导变得更

加困难。

5.2.3 迈向南方女性主义的合作与团结，以实现性别平等和公正发展

在这里需要重申，正如许多研究者和倡导者已经指出的那样，性别平等并不

意味着附加条件。指出当前女权主义外交政策倡导中的问题也并不意味着要否定

女性主义原则和女性主义政治，这些原则和政治深深植根于广大妇女、不符合性

别规范者、以及受压迫和边缘化群体所经历的反对父权制和不公正的不懈斗争和

行动中。从上述分析和本项研究的证据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附加条

件还是女性主义外交政策框架都不是将性别问题纳入中国参与全球南方的可行途

径。如果是这样，那么替代方案是什么？ DAWN 的本项研究正是旨在从全球南

方的经验和视角出发，提供新的思路和创新的行动。

从所有案例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实现性别平等和实现妇女人权

不是一种需要附加的条件，而是一个应纳入各国发展议程的目标。这也是各国政

府通过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积极努力实现的目标，以及通过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北京行动纲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国际妇女人权公约和政

策框架做出的庄严承诺。毫无疑问，国际发展合作也应为实现这一目标助力。为

此，这一进程的每个参与者都必须承担责任。尽管中国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商

业协会发布了越来越多的指导方针，以促进在海外经营的公司取得良好业绩，但

在性别相关问题基本上仍付之阙如。关于中国投资的矿业项目的两个案例研究显

示，中国公司未能妥善应对当地社区在透明度、问责制和人权等方面的要求，并

且缺乏有效的尽职调查、全面风险评估、对话和补偿机制（参见本书中卡斯特罗、

卡萨和芬古的文章）。在本书中蒙图特等人的文章强调，尽管中国应该承担其相

应的责任，但加勒比海国家的政府应被视为“积极行动的主体，作为独立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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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执行与中国相关的发展项目时，完全有能力塑造和影响项目的性质和

内容”。

本研究表明，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方面，可以并

肩携手相向而行。他们都担负着各自的责任，有义务履行他们在国内和国际上的

承诺。在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30周年之际的当下，重新审视这些承诺显得尤

为必要。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需要继续探索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定位性

别问题。可喜的是，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例如，2024 年 4 月 

29 日，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合作成立了全球妇女发展合作

交流培训基地。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承诺通过提供培训、为妇女就业和创业提供

资金、支持联合国妇女署以及促进全球妇女合作与交流来增加对妇女国际发展合

作的支持（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 2024）。这一新成立的机构是一个良好的交流与

倡导平台，可以促进将性别问题更好地融入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之中。

一直以来，中国和全球南方女性主义者积极利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

视公约》的定期审议机制进行倡导，并加强全球南方女权主义的团结。妇女组

织——生态行动（Acción Ecológica）和 合作行动（Cooper Acción）于 2023 年 4 月

向《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影子报告。该报告提请委

员会关注中国政府履行其域外义务和对该公约的承诺，即：在其国家领土之外保

护妇女的人权，特别是在中国企业在秘鲁和厄瓜多尔运营的采矿项目中对当地妇

女带来的影响（Acción Ecológica 和 Cooper Acción 2023）。妇女组织的报告呼吁中

国政府建立监督机制，以监测、调查和制止因在其境外运营的中国国有公司矿业

活动而导致女性权利受到侵犯。令人鼓舞的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委员会对中国第九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有两段内容回应了这一呼吁。其中

提到“在2021年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确定了包括性别平等

在内的八个合作领域”，并呼吁中国政府“确保《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

皮书明确规定《公约》的基本保障”（联合国 CEDAW 委员会 2023）。这一结论性

意见已经由妇女组织翻译并在社区分发，作为进一步宣传倡导的工具。这只是女

性主义南南合作的一个例子，它将研究与行动相结合，将本地、国家和全球层面

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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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加勒比地区之间关系日益增长的兴趣，大量关于

这一主题的学术文献和评论文章也随之产生。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研究和报告，

把对中国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分析置于更广泛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LAC）框架内

（Gachúz Maya 和 Urdinez 2022，Piccone 2020，Dussel Peters 2019，Gil Barragán

和 Aguilera Castillo 2017，Niu 2015，Domínguez 等2006）。在关注加勒比英语区

时，倾向于将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重点是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

中最大的经济体牙买加，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Gonzalez Vicente 2021，

Gonzalez-Vicente 和 Montoute 2020，Minto 2019，Bernal 2013）。这些研究也都

优先关注经济和贸易关系，妇女与性别议题则在文献中缺失。因此，在很大程度

上，学术文献中的性别盲点和性别偏见，也存在于中国 - 加勒比相关的政策辩论

和实践中。

为弥补此缺失，本文试图通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以下简称为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的 e TecK 凤凰公园工业区（e Teck Phoenix Park Industrial Estate）和

库瓦医院（Couva Hospital）这两个案例，来考察中国在加勒比地区发展合作中的

妇女议题。本文填充的另一个缺失是，在绝大多数的宏观层面分析之外，进行了

微观层面分析。为推进这项探讨，我们提出的指导性问题是：中国的发展合作项

目对妇女的影响是什么？即，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发展合作，是否以及如何为妇

女赋权？通过研究具体的项目并专注于社区和妇女，本论文更偏向采取从自下而

上的方法，而不是研究中国发展合作中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方法。

1. 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发展合作的途径

中国的发展合作是以南南合作的概念为基础，它是基于共同利益、基于参与

合作国家的需求、以及为了中国和相关国家的互利互惠，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中国的发展合作旨在减少贫

困和改善人们的生活，以减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培育更加公正公

平的国际关系。

中国的发展合作对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妇女

的影响

安妮塔·蒙图特（Annita Montoute）

杰奎琳·拉瓜迪亚·马丁内斯（Jacqueline Laguardia Martinez）

黛博拉·麦克菲（Deborah Mc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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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而言，“国际发展合作”是指在南南合作框架内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的双边和多边行动。中国将合作理解为一个多维度进程，其中包括传统实践，

例如提供技术援助和人力资源培训，通过优惠贷款提供融资，促进贸易，投资

于战略领域以及参与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合作项目通常得到政府间协议的支持

（Laguardia Martínez 2022）。中国发展合作挑战了传统模式，而推行其自己对于

南南合作的做法，即把贷款、信贷、投资、贸易、专业培训和技术转移等等都放

在一个项目之中。中国发展合作的愿景和实操，与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投资项目

有重合部分。因此，在中国与全球南南合作伙伴的合作中，这两种数据难以分

类，因为投资相关的数据和发展合作项目相关的数据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

中国与加勒比地区关系的合作范围，已在2008年和2016年两份中国关于拉

美和加勒比的政策文件中列出。中国也将加勒比 - 中国经贸合作论坛（Caribbean-

Chin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Forum）作为促进与加勒比地区关系的平

台。另一个途径是外交协商，即中国外交部和建交的加勒比国家的外交部之间的

协商。

中国的发展合作遇到了很多批评。中国对发展合作模式和议程的表述，通常

与公民社会和其他批评者大不相同。阿夫拉 · 雷蒙德（Afra Raymond）指出，中国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发展合作，存在着言辞与现实之间的脱节。他批评一家中

国公司的项目，那是一个由政府提供土地的保障性公共住房建设，他报告说房屋

的成本超出了低收入人口（本项目的目标群体）可负担的范围（AfraRaymond.net，

《财产问题——新公共住房》2019年5月29日）。

对中国参与加勒比地区经济建设的另一个批评是，中国企业正在削弱该国

承包商，但并不是以其自身的内在竞争力，而是由于所拥有的各种特权（Kelly 

2019），包括获得低息信贷、设备材料的减税与免税优惠，以及获得廉价中国劳动

力的独家途径（Gonzalez-Vicente 和 Montoute 2020）。

在更广泛层面上，加勒比与中国之间贸易关系的性质对该地区的长期发展构

成了威胁。巨大的贸易赤字，从中国进口成品，和从加勒比出口原材料，都在重

复经济依赖的历史模式（Montoute 2013，Girvan 2011）。中国奉行的“一个中国”

的政策，在发展合作方面排除了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加勒比国家，而加勒比各国

与中国主要基于双边性质的关系强化了这些国家之间的竞争，因此削弱而不是加

强了区域融合。此外，雇佣的大多数劳动力都来自中国，不利于促进技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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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oute 2013）。

2. 中国在性别平等问题上的立场

根据官方发布的《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妇

女与性别平等的发展被阐述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要素，并被认为在中国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份报告列举了一些政策举措作为例证：中

国共产党对中国妇女工作的指导方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保障妇女权益的立

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推动妇女事业的工作机制，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国策的

政府机制，加强妇联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的桥梁纽带作用（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2019）。

在中国，性别是指男人和女人，这反映了一种性别二元论的解释。性别平

等及其相关工作，倾向于聚焦妇女在发展中平等参与机会的结构性、实质性机制

（蔡一平和李英桃2021）。中国的立场是“平等的发展机会是国家和组成国家的

个人的一项特有权利”，一如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的表述。对中国而言，“拥

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共享发展成果，使每个人都得到全面发展，显现充分的发展

权，是人类社会的理想追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6）。1980年，中国签署并批

准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

2021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

其中，首次将促进性别平等阐述为中国未来国际发展合作的优先领域（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2021）。

中国已经阐明其立场，即欢迎妇女参与整个发展过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6），与此同时，可能有必要检视政策文件的内容、其贯彻实施的程度，以及意

识形态中的社会性别规范中的现存差距，因为这些差距对理解每个社会中普遍存

在的性别不平等至关重要。此外，在中国的海外发展合作中，在多大程度上将促

进性别平等和公平原则置于核心地位，这一点并不明显。因此，尚不清楚中国的

各个项目是否有具体要素来确保妇女赋权，以保证这并不是偶然为之，而是贯穿

在项目的设计中，以确保和促进从国家到社区各层面的发展过程中的妇女参与和

赋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本文调研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案例。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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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是加勒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和加勒比共同体

（CARICOM）创始成员国之一，1974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基于本

研究的目的，本论文选取了凤凰公园工业区和库瓦医院这两个合作发展项目作为

研究对象，因为中国对这两个项目提供了优惠的贷款。本文着重分析这两个中国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合作发展项目，也依据了加勒比地区有关收集分性别数据

的政策。这样的数据让我们能解读政策对不同性别的社会经济影响。因此，我们

的分析集中于政策对妇女现实生活的影响。

3. 概念框架：在中国对加勒比的发展合作中纳入性别平等
与妇女的能动性

本文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妇女的权利是人权（联合国1995）。妇女的人权

是不可剥夺、不可或缺和不可分割的普世人权的一部分。保护这种权利要求对经

济发展采取具体的、目标导向的方法，以便有空间考虑到妇女的经济、政治和社

会处境。我们认识到妇女（women）与社会性别（gender）是不可以相互替换的两个

概念。一个不能取代另一个。妇女是指生理女性者，要注意的是，妇女是被塑造

的，是被不同的社会、历史和经济环境塑造的（Andermahr 等2000）。所说的生理

性别为女性者，是基于事实上调查中的数据与分类都是基于参与者的生理性别而

非社会性别。需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社会性别则被理解为更复杂的社会建构。

归根结底，本文试图应用的性别的概念，考虑到本地区的后殖民主义的处境，并

包含了社会性别内涵的现实的各个面向，以便从性别视角拓展对中国在加勒比地

区的发展合作项目的理解。

社会性别理论的建构，及其运用于探索分析妇女地位的过程，主要见诸于

加勒比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形成中，它是聚焦加勒比地区的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

一种形式。第三世界女权主义并非狭隘地认为所有妇女都被男性压迫（Alexander

和 Mohanty 1997），而将男性视为可能的盟友。它认为帝国主义和全球不平等是

妇女遭受压迫的根源。最后，它指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复杂相互作用构成了

性别不平等的制度基础（Barriteau 2012，Parpart 2013，Hooper 2000）。第三世界

女权主义理论并不是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存在的沟壑的对抗，而更多是主张跨

国的、比较性的、关系型的理论，并在其中回应全球各种形式的新老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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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和 Mohanty 1997）。恩汀 · 巴里托（Eudine Barriteau）基于加勒比的后

现代主义著作（2003）中对性别的定义，提供了一个文化相关性更高的框架来研究

加勒比女性主义者如何组织起来，与加勒比国家、人民，以及全球投资模式在该

地区的各种结构进行对话。

巴里托的理论建构中，社会性别制度主要具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意识形态维

度，一个是物质维度：

● 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维度，展示出一个既定的社会中，女性气质和男性气

质的观念是怎样被构造、被维系的。

● 正是观念中构造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造成男人和妇女在获取资源上存

在差异，并且在社会内部被分配给予不平等的地位、权力和资源，从而使性别社

会关系的物质维度得以维系（Barriteau 2003）
● 巴里托将社会性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但并没有将妇女和社会性别混为一

谈，她阐明了社会性别制度下男性气质如何被建构而成，以及后殖民时代加勒比

国家在践行不平等中所扮演的角色（Barriteau 2003，第9页）。这种制度性的不平

等，一直是加勒比女权主义者们多年以来呼吁改变的对象。

上述对社会性别的界定提供了一个视角，通过此视角，可将性别议题放置于

社会结构、公共政策及全球投资模式框架内进行必要分析。此类分析将性别与多

个领域叠加起来。首先，在发展的语境中，性别被用来建立不同的议题：即，男

人、妇女、男性气质和 / 或女性气质，以及建立起这些议题在全球治理结构中与

性别权力关系的交叉点，比如与权力、种族、阶级、肤色、宗教、等级制度及男

性女性群体之间的性别权力关系的交叉点。这种对社会性别的界定也可以将之理

解为一个意识形态框架，政策制定空间及具体参与方式正是建立在关于性别的种

种深层假设之上的。

就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活动而言，以下三个背景对我们理解及描述中国对

本地区妇女的影响至关重要，它们分别是：本地区女户主家庭比例较高，妇女失

业率更高且持续时间长，以及性别隔离的格局（Seguino 2003，Seguino 和 Grown 

2006）。

在国际妇女运动中，加勒比女权主义活动家曾长期参与调研全球贸易中的不

平等条款，提高加勒比妇女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以及提高诸如加勒比国家在

内的小岛屿国家的政治经济中的性别敏感度。早在20世纪80年代，由西印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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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凯夫山分校（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 at Cave Hill）的约瑟琳 · 马西亚（Joycelin 

Massiah）bq01主持领导的加勒比妇女项目（Women in the Caribbean Project，WICP）bq02

即表明，加勒比妇女的社会角色具有双重层面工作的特性：既在家庭内部工作也

在家庭以外工作，并且这种经济的必需性，其存在超出了西方将男性作为养家者

的狭隘建构，因而那种建构不适用于本地区（Anderson 1986）。20世纪80年代至今，

本地区女权主义活动家和学者一直致力于阐明妇女在社会经济中的位置、日益自

由主义的贸易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影响、以及加剧本地区不平等的性别盲视和性别

中立的政策现状。

虽然本地区认识到随着日益增强的全球化而来的自由流动，为部分男性和妇

女提供了机会，但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在规划和制定公共政策时，需要评估衡量其

他人可能因之失去的生计、工作和生意（Massiah 1990，French 1994）。在20世

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该地区社会活动家曾对结构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及

类似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发出过最响亮的批判之声。他们呼吁投资

及经济活动应了解性别公正与平等，并承诺在贯彻执行中保持性别敏感。他们揣

测，中国资本流入本地区只会加剧经济上的不平等，而该地区的广大妇女将首当

其冲受到其社会和经济效应的影响（Wedderburn 2006）。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加强，投资大幅度增加，要想理解其

对妇女生活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是否可以获取相关数据，帮助我们探究

妇女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中国的绝大多数业务集中在建筑行业。作为男性主导

的行业，中国男性以工人角色进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让人无法清楚看到妇女

就业和中国资本流入本国之间的明确关联。必须注意的是，尽管有妇女在不少此

类企业中担任管理职务，但该行业仍然是由男性主导。这在加勒比 - 中国经贸合

作论坛中更为明显，惠及加勒比妇女的赠款集中在提供培训方面，尤其是为加勒

比国民提供高等学位教育方面，以及对基建项目的影响进行性别分析方面，即分

析基建项目作为一种手段，通过扩大满足基本需求的供应来改善妇女生活境况。

对本文调研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工业园区能够在国家层面增加创业机会。工

业园区项目呼应了经济多元化战略，以促进制造业、物流行业及新兴产业的发

展，这些行业比较依赖工厂和制造业的发展。

对于在这些工业园区工作的妇女群体，现存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区隔模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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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了。妇女除了作为工厂工人受雇之外，本来多由妇女持有和经营的小微企业

方面，她们得到的空间很有限。也就是说，妇女除了向占多数的男性工人提供饮

食之类的服务外，园区里的就业情况基本上反映了加勒比就业中传统的性别区隔

模式。妇女大多集中于服务行业，男性则集中于技术工种。不过这其中的重要一

点可能是，园区功能类似劳动力贮水池，为流动女性提供了可以停留一时的工作

机会。

4. 研究方法

由于本文主要的研究目标，是从性别视角来了解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发展合

作，因此选择了解释主义模式（interpretivist paradigm）。解释主义基于的一个假

设是，世界是社会建构的，因此本质上是主观的。因此，本文研究方法具有某种

相对主义的本体论和主观主义的认识论。基于此，这种方法适用于探索性的研究

工作，即旨在解释社会现实。自然而然地，定性研究设计与这种研究范式是一致

的。定性研究有五种类型：民族志、叙事研究、现象学、扎根理论及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适用于需要深入理解某种现象的调研（Ebneyamini 和 Sadeghi 

Moghadam 2018，Creswell 2007）。本文涵盖对两个案例的深入描述及分析：凤凰

公园工业区和库瓦医院。

为了与案例研究的定义保持一致，并深入理解现象，我们利用不同数据收集

工具进行了三角测量，包括文献回顾及半结构化访谈，还使用了目的性抽样及滚

雪球式抽样。为了准确理解妇女的观点，我们考察了一个权利为本的妇女组织，

2023年2月25日这个组织举行月度会议时，进行了文件回顾及焦点小组讨论。此

外，我们于2023年3月3日访谈了该组织的筹资总监。

需要注意的是，该机构的工作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改善治理结构，迫切

需要民间社会组织的参与，这样可以确保代表性及透明度成为治理过程的核心驱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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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案例分析：库瓦医院和 e TecK 凤凰公园工业区

5.1 库瓦医院

库瓦医院（原库瓦儿童医院，目前作为库瓦医疗综合培训机构运营）是中国

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开发的一个项目。它由中国进出口银行（CHEXIM）向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提供优惠贷款，由上海建工（加勒比）集团（SCG）bq03 建造。

负责建造该项目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机构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城市发展公司

（UDeCOTT）bq04。该项目于2012年启动，2015年完工但未启用。2019年，它被更

名为库瓦医疗综合培训机构，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和西印度群岛大学（UWI）

共同持有，有300名西印度群岛大学的学生在该机构接受培训。该医院目前为公

共卫生部门唯一的付费机构（《每日快讯》2018）。

库瓦儿童医院于2015年3月在前人民伙伴政府执政期间竣工，并于8月14日，

即2015年大选三周之前，由前总理卡姆拉 · 佩尔萨德 - 比塞萨尔（Kamla Persad-

Bissessar）揭幕。然而，这个开张只是仪式性的，因为该机构并未实际投入使用。

随着2015年9月政府更迭为人民民族运动，卫生部长宣布，由于政府的财政吃紧

而缺乏足够资金运营该医院。他们报告说，鉴于施工仍在进行中，对医务人员和

市民来说不合适不安全，因而不能投入使用。将该机构由儿童医院改建为医疗及

综合培训机构的理由是，这可以扩大医院的用途和职能，包括科研功能，并可以

对其进行升级改造以吸引国际客户（《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快讯》2018年10月1日）。

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根据公共卫生资产评估，卫生部决定将该医院用

作治疗新冠患者的医疗机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城市发展公司电邮通讯，2023年

3月3日）。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上海建工集团（加勒比）有限公司负责医院的

维修维护（对上海建工集团（加勒比）有限公司的采访，2023年2月27日）。

库瓦医院提供的诊疗及服务包括：诊断及影像学、外科手术、烧伤及整形、

重症监护、母婴护理、分娩、儿科门诊、成人门诊、儿科康复、药房和实验室，

以及为急诊患者提供直升机通道的停机坪（上海建工集团（加勒比）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7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城市发展公司电邮通讯，2023年3月3日）。

库瓦医院的工程开发过程中，曾于2012年5月进行两轮公共协商，两次都

位于库瓦社区名为 Preysal 的社区中心，目的是为社区及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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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社区反馈。在这两次协商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城市发展公司介绍了施工建

设、设计规划，以及项目的基建开发等基本信息。卫生部与来自不同行业的利益

相关方进行了商讨，以确定医院的终端使用者，简介未来可以提供的服务范畴，

可以接待的病人的大致数量，照顾每个可能的病例所需的材料，可预期获得的服

务，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城市发展公司电邮通讯，2023年3

月3日）。

据上海建工集团（加勒比）有限公司称，医院的未来受益者会是所有社会群

体。除了旨在为能源部门服务的烧伤病房外，该医院还为所有国民提供服务，配

备有很多专门为妇女提供的服务和医疗设施。其中包括加勒比地区第一台乳腺癌

治疗仪器，以及一个培训护士（其中大多数都为妇女）的设施。展望未来，数字

建筑技术有望为妇女提供在建筑行业工作的机会，而无需她们在建筑工地上从事

重体力劳动（对上海建工集团（加勒比）有限公司的采访，2023年2月27 日）。

5.2 凤凰公园工业区

凤凰公园工业区缘起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的广阔的愿景目标，即持续的

高质量国外直接投资（FDI）与国内投资是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吸引此类投资的主

要方式渠道之一，是提供战略空间场所让投资者在此运营和彼此合作。上述观点

基于以下观察经验：在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地方，通常都建设经济特区

和工业园区来吸收投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的观点是，为提高竞争力与实现

繁荣发展，出售工业用地和经济空间场地是必要的。根据北京建工国际建设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BCEG，以下简称北京建工）的预测，在该园区运营的10家中国工

厂每年将产生约2亿美元的营收。该园区将为60至80个工厂提供厂房，直接雇用

4500多名员工，每年贡献 GDP 约16亿美元。

该工业园区是一个政府间项目，由中国进出口银行（CHEXIM）提供总共

1.04295亿美元的贷款。这家国有企业与 e TecK 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而共同开

发此项目，由北京建工（BCEG）承建。该项目占地133英亩，包含五个工厂厂房，

每个厂房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

在2019年，应环境管理局要求，在施工之前进行了两轮焦点小组形式的协

商。第一轮协商是与园区附近社区的成员，具体为居住地距离工业园一到五公里

范围内的社区居民。此次协商仅有工业园区附近的社区参与，因为普遍认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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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建设及运营后，这些社区受到的影响将会最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贸易

与工业部，2023年8月29日）

与社区协商的目的是解决社区的担忧并识别他们的需求与要求（对北京建工

的访谈，2023年2月27日）。居民担心目前非法占有国有土地者的土地使用权问

题，健康问题，安全问题，施工期间诸如粉尘等职业健康和环境安全（HSSE）风

险，以及该项目提供的就业机会。就产生的影响方面，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建

筑行业就业机会、零售生意（食品、建筑材料等）及销售都会有所增加。但另一

方面，周边社区都将受到噪音和粉尘的负面影响（e TecK 电邮通讯，2023年3月

9日）。

另一轮是与一般公众进行的协商，包括了该项目的主要利益相关方以及园区

附近的社区。该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承包商、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国家机构

及本地企业（e TecK 电邮通讯，2023年3月9日）。其他参与的利益相关方包括环

境管理局（EMA）与职业健康与安全局（OSHA），分别涉及环境保护和健康与安全

主题。协商并没有具体就妇女或男性群体进行意见搜集（e TecK 电邮通讯，2023

年3月9日；对北京建工的采访，2023年2月27日）。

北京建工指出，在协商过程中，有一些妇女表示有意愿在工业园区开设企

业。但由于该项目仍在持续推进中，协商的一些成果尚未落实（对北京建工的采

访，2023年2月27日）。

另外针对该项目进行了一项可行性研究，以便弄清楚该项目在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的非能源部门发展实体基础设施的可行性（e TecK 电邮通讯，2023年3月

9日）。

在承包商北京建工（BCEG）与雇主 e TecK 之间的合同中，有一项条款是关于

本地的内容，其中规定承包商一方保证使用60% 的本地劳动力，并从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的本地制造商与供应商处采购至少50% 的原材料。北京建工遵守了这两项

规定。本地劳动力覆盖了从非技术工种到专业人员的不同层级。本地平均劳动力

雇佣率一直保持在70% 到90% 之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贸易与工业部电邮通讯，

2023年8月29日）。

2023年2月，贸易与工业部长保拉 · 戈皮 - 斯科恩（Paula Gopee-Scoon）宣

布，四家中国企业和八家本地企业签署了协议，将在 e TecK 的凤凰公园工业区运

营。本地企业是：Pillai’s Tools Company Ltd （物流与配送）；阿里五金与金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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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商（制造业）；南方反射玻璃公司（制造业）；全球烟草公司（制造业）；Valcom 

EMI Ltd 公司（分销）；Pour Me One Brewery 公司（食品与饮料）；Centaur 建筑服

务公司（制造业）；Ramps Logistics TT 公司（物流）；Pricesmart TT Ltd（物流与配

送）。中国公司是：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制造业）；东莞市莎米特箱包有限公司（制

造业）；MSK Seafood（物流与配送）；FCMC 公司（物流与分销）（《新闻日报》，

2023）。

迄今，该项目已经为行政管理、工程及建筑行业的男性和女性创造了就业机

会。一旦工业园内的各企业开始运营，园区附近社区和更广范围的社区居民将获

得更多的就业机会。e TecK 表示，他们支持所有为妇女赋权和平等提供实现条件

的项目（e TecK 电邮通讯，2023年3月9日）。贸易与工业部表示，很多技术人员

为妇女（贸易与工业部电邮通讯，2023年8月29日）。

北京建工的展望是，随着进入园区的投资与雇佣机会增多，妇女的就业机会

将会因此增加，即妇女可以受惠于工业园本身。十家中国投资商已确认或开始在

工业园区进行业务运营。其中一家已经在生产行李箱包。据北京建工称，该箱包

企业被鼓励雇用女性员工。另一家企业将生产妇女卫生用品，该企业可能会雇佣

女性员工。其他将要在园区运营投产的企业包括 SMJ 与 Pricesmart，该两家企业

将会雇佣大量女性员工（对北京建工的访谈，2023年2月27日）。

此外，北京建工坚信，虽然没有提供优惠给妇女群体，但欢迎她们通过购

买土地或租赁厂房来投资。持有小型企业的妇女有可能从相对较小的可投资地块

中受益。妇女被鼓励在工业园内的生产制造企业中从事运营管理工作及接受培训

（对北京建工的访谈，2023年2月27日）。

e TecK 凤凰公园工业区设计目的是为从事制造和装配的企业提供技术基础

设施与厂房厂址，在某种意义上，这与致力于妇女问题的公民社会组织的行动目

标相去甚远。虽然对园区管理及服务业人员的性别审计显示妇女从业人员数量显

著，但工业园的业务主营并非妇女传统务工经商领域。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中国合作项目的这两个案例，分析其对妇女的影响，可

以看到，公民社会组织和关注妇女议题的活动家在这两个项目中的参与都十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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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就 e TecK 工业园而言，没有发现其主营业务与传统上妇女经营的领域有所

交集。在项目设计之时，并没有进行社会性别需求或影响分析，并未考虑妇女的

具体需求。在这两个案例中，加勒比妇女的社会性别需求，即与她们在工作场所

之内承担着照料和工作的双重角色相关的性别需求，并不是项目设计规划的一

部分。

本研究并未在妇女就业与中国资本进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之间建立明确相关

性，尤其是工业园区案例，其项目宗旨并非妇女就业议题。即使该项目能够增长

小微企业的空间，但此情形并非出于有意设置的策略议程。采购流程中也未曾包

括怎样吸引妇女持有和经营的企业，或为妇女创业提高可能性。据报告，雇主（e 

TecK）和承包商（北京建工）遵守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采购条例与法律，以及他

们各自的合同义务，但其中都未具体提及促进妇女创业。

就库瓦医院案例而言，妇女显然可以从其提供的各项服务中获益良多，许多

服务都能够满足妇女及其子女的迫切需求。设在医院的护理培训设施，妇女接触

使用的比例非常高，因为护理专业从业人员大多为妇女。

基于调研结果，我们认为，除了中国支持性别平等、妇女赋权与能动性的政

策立场之外，有必要将这一政策立场转化在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战略之中。

中国应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纳入发展合作全过程，将其作为实现性别平等与妇

女赋权的战略方针。中国可以更积极主动地促进性别主流化，评估发展需求，确

保在发展合作倡议框架内通过项目制定、实施、监测及评估对性别平等议题产生

积极影响。我们建议通过以下措施促进性别主流化：

1. 开展研究，了解受援国及受援社区妇女的现实境况。

2. 考虑分性别搜集数据及设置指标，以便更好地理解社会性别相关议题。

3. 将能够促进性别平等以及妇女女童能动性的项目，列为最高优先重视。

4. 对生育健康及妇科领域予以最高优先重视。

5. 对提供社会性别敏感的商品及物资的项目，给予最高优先重视。

6. 与发展合作项目中的合作伙伴，开展具有社会性别意识与社会性别敏感的

对话。

7. 在进行每项发展合作倡议或项目时，考虑如何识别、阐述妇女女童的具体

需求与利益。

8. 在人力资源开发、职业培训及技术合作相关的发展合作倡议或项目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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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强调性别平等的方式方法。

9. 对提高妇女就业能力、促进妇女适应技术变化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项目，

给予最高优先重视。

10. 将以性别平等为导向的方法纳入到人员及文化交流中，确保项目设计

规划考虑到当地妇女女童的利益需求，确保妇女可以积极参与决策及落实的全

过程。

11. 与受援国的妇女组织进行对话，确保在发展合作规划的监测、评估及反

馈中包含当地妇女的视角。确保有多元经历的妇女群体参与讨论非常重要。

12. 咨询在合作项目场所中工作的妇女，以确保考虑她们的看法观点，并保

证尽可能调整她们的工作条件以满足其特殊需求。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值此2023年第三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际，中国强调将性别主流

化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关键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可望成就未来良好势头。

中国已经开展了住房、供水系统、医疗、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农村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很多项目。调查结果显示，本文两个案例研究中的工人绝大

多数为男性。就此而言，一般性的服务设施如安全清洁的卫生间是提供给所有人

的，妇女同样能从中受益。缺失的是，男女收入公平的规定，以及缺失改善女性

员工现场工作环境的日托设施。

妇女是发展中国家最弱势的群体之一，在评估发展合作项目的相关结果及

影响时，她们需要被着重加以考虑。在执行倡议时，还必须考虑到安全措施的落

实，以确保妇女参与时其身心完整性不受威胁。例如，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必须

确保这些项目能够让妇女可以使用安全的卫生设施，修建人行道及安装路灯等，

使妇女能获得信贷及托儿服务。如果中国期望促进将性别融入发展合作的主流，

就必须在与受援国的谈判开始之初即着手落实。所有各方应共同促进性别平等及

妇女女童赋权，并因地制宜地虑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中国负责发展合

作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鼓励妇女作为同等重要的角色参与政治对话，在发

展合作的相关谈判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确保社会性别的主流化，使其体现在发

展合作项目从规划到监测及评估的所有阶段。

与此同时，虽然中国要承担其应有的责任，但加勒比各国政府不应在这一过

程中退居为被动代理人，旁观中国承担全部或大部分责任。此类立场只会加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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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困扰加勒比地区（实际上是全球范围内的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在发展合作伙

伴关系中的捐助国 - 受援国依赖综合症。我们督促受援国在发展合作中，有责任

提出本国性别平等议程。因此，我们认为加勒比国家作为主权独立国家，是积极

推进对外关系的能动者，有能力塑造和影响发展项目的性质与内容，不管是与中

国开展的发展合作项目，还是与其他国家开展的发展合作项目。这意味着，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在各种倡议的举措中满足妇女的需求、关注妇女受到的影

响，这些问题应该在国家层级的发展合作进程中得到协调和解决。国家层级的性

别政策需要囊括性别正义与经济正义、性别与贸易以及性别与投资之间的多种联

系，这方面的考量应在发展战略中加以明确阐述。

在与合作伙伴（例如与中国）的发展合作框架之下设计的项目，必须采纳对

平等和包容议题更加敏感的措施，包括阐明最佳实践的创新方案。对实现这一点

至关重要的是有政策及服务来帮助妇女平衡家庭责任与外部工作。具体来讲，应

该为在此类项目中工作的妇女及其代表方，例如工会、职业协会（例如护士协

会），提供协商机会。并且应在实际操作方面的案例研究中一直强调此点。

只有做到如上所述，在与中国的发展合作实践中，才能有意义地将妇女的需

求整合、反映到从规划到实施的全过程。

（翻译：孙李娜；校对：冯媛；核稿：张玉婷）

注释

bq01 Joycelin Massiah 教授是西印度大学（现为 SALISES，亚瑟刘易斯爵士

社会与经济研究院）社会和经济研究所（东加勒比）的第一位女性主任。此外，她

还是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加勒比办事处的前区域主任。

bq02 WICP 是 1979 年 至 1982 年 进 行 的 一 项 研 究 项 目。 在 Joycelin Messiah

博士的领导下，该项目对加勒比地区的妇女进行了最广泛的深度研究（Barriteau，

2003年）。

bq03 上海建工（加勒比）有限公司是上海建工的子公司。上海建工是世界

建筑行业领导者之一，是一家多数股权由中国政府持有的国有上市公司。2022

年，在《工程新闻记录》评选出的全球250家最大工程承包商中排名第8位，在世

界500强企业中排名第321位（2023年2月27日，对上海建工（加勒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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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访）。

bq04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城市发展公司（UDeCOTT）是一家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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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 访谈问题列表

访谈对象：国家机关 / 公司

访谈问题：

1. 是否就建立凤凰公园工业区和库瓦医院进行了一般性协商，特别是与妇女

和妇女团体进行了协商？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影响评估和需求分析？

如果问题 1回答为 “否”，请问原因是什么？

如果问题 1回答为 “是”：

（1）这些举措的目的是什么？

（2）这些举措的目标群体是哪些？

（3）是否考虑到，或正在考虑妇女的需要及其对妇女的潜在影响？如果有考

虑到，请问以何种方式实现？

（4）协商 / 参与、需求分析和影响评估的结果如何？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5/14/c_137178759.htm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5/14/c_137178759.htm
https://muse.jhu.edu/article/74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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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需求分析 / 影响评估的结果是否得到了落实？如果是，在多大程度上，以

及怎样实施或正在实施的？

2. 哪些群体已经或正在受到该项目的影响（正面或负面）？请解释他们已受

到或正受到的影响。

3. 本文调研的两个项目对具体妇女群体（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如何？

4. 为不同社会群体提供了哪些机会 / 途径，以使其受惠于凤凰公园工业区和

库瓦医院项目并从中受益？

5. 具体为妇女提供了哪些机会 / 途径，以使其受惠于凤凰公园工业区和库瓦

医院项目并从中受益？

6. 总体来看，如何通过调研的两个项目和中国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发展合

作项目，促进、提升和 / 或加强妇女的参与？

7. 这两个在建项目，和中国总体发展合作项目中，可以 / 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以确保妇女不会受到负面影响并实现赋权？

访谈对象：妇女组织 / 社会运动 / 活动家团体

访谈问题：

1. 在中国发展合作项目的规划设计和实施中，妇女与性别议题在多大程度上

被考虑在内？

2. 在凤凰公园工业区和库瓦医院项目的设计、开发和施工的任何阶段，您和

/ 或您的组织是否有被咨询过？

3. 如果问题 2回答为“是”：

（1）您知道这些举措的目的是什么吗？

（2）您表达了什么观点？

（3）您知道需求分析和影响评估的产出是什么吗？

（4）您是否知道需求分析 / 影响评估发现了什么？如果知道，您知道它们是

否有落实实施吗？

（5）这些协商的产出结果是什么？

（6）您知道这两个项目的设计和开发阶段，是否进行了需求分析和影响评估？

4. 中国发展合作项目对妇女与性别平等的影响是什么，即它们如何为妇女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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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或去权？特定妇女群体如何受到 / 正受到影响（正面或负面影响）？为妇女提

供了哪些机会 / 途径，使她们能够受惠于这两个项目并从中受益？

5. 妇女如何看待调研中的这两个项目对她们生活的影响？您对这两个项目的

设计 / 开发有何看法？凤凰公园工业区和库瓦医院是否 / 如何对特定妇女群体产

生（正面及负面）影响？如果是，以何种方式？您对中国发展合作项目的总体看

法是什么？

6. 中国的发展合作应该如何设计及执行，以促进妇女与性别平等的赋权和能

动性？如何促进、提升和 / 或加强妇女参与中国发展合作项目的设计和开发？中

国合作项目的设计、开发和实施应考虑哪些因素，以确保妇女的赋能赋权？

附录2 - 受访机构名单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贸易与工业部

● E TecK 有限公司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城市发展公司

● 北京建工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 上海建工（加勒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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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加和
瓦努阿图

中国的参与在

太平洋岛国的性别影响：

汤加和瓦努阿图的

“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项目

案例研究

瓦塞马卡·鲁图（Vasemaca Lu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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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基础设施角度分析观察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存在两种途径：首先，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关的发展利益；其次，与全球性强国和地

区性大国竞争重点相关的安全利益，这些国家在争夺可能用于海军舰艇和军用

飞机的基地以及其他资源。双边和多边外交、官方发展援助、技术援助和用于

主要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等方式，都在这两种方法中发挥作用（PANG，2022）。

全球范围内，美国一直是主导力量，并在太平洋地区依然占据支配地位。冷战

时期，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形成的安全联盟，积极奉行“战略遏止”的政策，

通过在20世纪70年代的殖民主义，使苏联远离太平洋地区，并伴之以外交手段、

地区性组织、经济控制和支票外交（Crocombe，2007）等策略。直到21世纪初，

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一直在使用这些策略和手段，由亚

洲开发银行（ADB）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介入，资金由其背后的强国提供，用

以支持这些国家对太平洋岛国（PICs）发展的控制，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

业领域。bq01

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全球倡议，即一带一路倡议（BRI），随后又

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这两项倡议都为中国与南方国家开展金融和技术

合作提供了框架。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合

作不断深化和扩展。因此，美国和澳大利亚越来越关注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

力。所罗门群岛在2022年初与中国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两国均担心中国可能在

该地区建立军事基地。bq02

尽管中国提供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受到欢迎，但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对性别问题

的影响仍未得到充分探讨。因此，本文基于以下两个主要的研究问题，对中国参

与汤加和瓦努阿图两个太平洋岛国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全面分析，并特别突出这

些项目的性别影响：

（1）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项目，是否有助于汤加和瓦努阿图实施支持性别

平等、妇女权利和发展的本国计划？在这些投资项目中，性别平等的目标是否得

到体现？还是说，这些投资是否仅仅为了满足中国自身的利益，或只服务于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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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的当地精英？

（2）性别问题在太平洋岛国的发展融资中发挥什么作用？在汤加和瓦努阿图

性别平等问题上，中国与其他主要援助国的投资政策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有，差

异体现在哪里？如果没有，原因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的组织结构如下：首先，讨论研究方法。其次，介

绍太平洋岛国与国际发展合作的背景。第三，讨论中国在该地区的发展合作。第

四，重点分析太平洋岛国和中国国际合作中性别平等的现状。第五，对案例研究

结果进行讨论和分析。最后，提出一些结论性意见和建议。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方法

本文支持蔡一平（2021）和陆海娜（2019）的观点，即人权和性别应该被纳入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全球性事务中，并应与其性别平等的承诺保持一致（蔡

一平和于音2022）。本案例研究审视了在国家层面推动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所采

取的方法，并且讨论了这些举措取得的成就，明确了主要挑战和建议。随着中国

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增强，人们关心其在一带一路项目和海外投资中对性别平

等的承诺、政策和框架是否一致。还需要确定中国在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中的性别

政策和操作指南，是否有助于太平洋岛国促进本国妇女发展。因此，本文将重点

放在汤加和瓦努阿图，本研究分析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两国均严重依赖中国，

因此两国基础设施项目对性别的影响是相似的。

本次研究采用了多种数据收集方法，包括主要和次要数据来源。主要数据收

集包括关键知情者的访谈、审阅者的反馈以及作者研讨会。来自汤加和瓦努阿图

政府的工作人员、妇女和残疾人群体、民间社会组织（CSOs），还有两名研究性

别平等、残疾和社会融合的独立顾问参与了此次研究。由于作者本人无法前往这

两个太平洋岛国进行研究，因此访谈采用了电子邮件、电话和网络会议（Zoom）

通话的方式。如果无法通过 Zoom 进行在线采访，关键的被访问者也可以选择填

写一份或多份问卷。

此项研究共联系了十四名个人和组织作为关键受访者参与本次研究，其中只

有七人提供了反馈 bq03。次要数据来源包括对学术文章、期刊、在线新闻以及非政

府和区域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在内的报告进行的案头调查。本文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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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信息均来自主要和次要来源，在调研过程中，研究者充分保护与被调查者

之间的信任关系，并努力维护整个研究中采用的为当事人保密的道德标准。

2. 太平洋岛国与国际发展合作

太平洋岛国面临经济、社会和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土面积小、地

理上远离主要岛屿和市场，在水源、能源、农业、矿产、基础设施和技术资源等

方面供应有限，并且面临气候变化影响的高风险。此外，另一个发展挑战是实现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太平洋岛国希望在上述领域寻求更大的发展伙伴

提供援助。

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直是太平洋岛国主要的传统合作伙伴。在冷战结

束后，美国退出了太平洋地区，其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于1992年关闭，美国国际

开发署（USAID）关闭，和平队志愿者撤回（Beck 2020）。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随后

介入，填补了美国留下的角色。由于区域政治动荡不安，比如所罗门群岛（1998

年至2000年）的种族冲突以及斐济多次政变等，澳大利亚从安全角度考虑将太平

洋视为一个必须维持“稳定”而非关注商业往来的区域。自2006年斐济政变以来，

一直在搅动该地区地缘政治的因素是太平洋岛国更加自信的姿态和中国日益增长

的影响力。

由于对中国崛起和地缘政治竞争日益加剧的担忧，美国重新回到了南太平

洋，恢复了 USAID 项目；澳大利亚提出了“太平洋跃升（Pacific Step Up）”倡议，

新西兰推出了“太平洋重启（Pacific Reset）”战略。这三个国家还通过增加双边

援助，建立合作关系，并通过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PIFS）和南太平洋委员会

（SPC）bq04等地区组织，将关注的重点分散在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

西亚等国家。显然，为了削弱中国的影响力，这三个西方国家已经恢复或做出了

新的承诺，以改善和增加对太平洋地区的援助。

3. 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合作状况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是在相互理解和协作下，通过南南合作形成的，旨

在共同努力，促进发展。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北京已在太平洋地区援助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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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项目，包括提供健康、农业、教育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专业知识 bq05，培训

了约一万名本地专业技术人员，并在汤加和斐济设立了大使馆 bq06。从1992年到

2021年，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贸易平均增长了13%，中国企业在太平洋岛国

的投资超过200亿美元 bq07。在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继续向太平洋各

国政府提供有吸引力的贷款，并已实施了近500个完整的工程项目，提供优惠贷

款、技术支持和实物援助，以帮助当地建设重要的基础设施 bq08。

在2013年11月举行的中国 - 太平洋经济发展与合作论坛第二次会议上，时任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宣布，从1970年到2013年11月，中国对太平洋地区的援

助总额达到了14.8亿美元，而且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提供约10亿美元的商业贷款，

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发展（Zhang 2018）。中国还转变资金方式，向太平洋地区国家

提供赠款，希望继续保持在该地区的主要出资国地位。

然而，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存在并非没有遭到质疑。有关债务可持

续性的问题以及中国在该地区推行“债务陷阱”外交的指控接踵而至。例如，在

2019年，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断绝了与台湾地区的外交关系转而与中国建交。

随后，北京被指试图通过提供发展资金向所罗门群岛议会议员贿赂，来诱使他们

的外交关系转变方向 bq09。2022年4月，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允

许中国安全部队在首都霍尼亚拉 bq10的请求下维护社会秩序，这令马莱塔群岛 bq11人

民感到不安，他们拒绝接受从台北转向北京的外交变化。据报道，当地社区表

示，中国国有企业追求与本国领导人进行投资交易，却忽视了普通民众的关切和

利益 bq12。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前总统大卫 · 帕努埃洛（David Panuelo）也表达了类似的担

忧，他指责中国进行政治战争并（以向政府成员赠送礼物和现金的形式）笼络本

国精英。现今，马绍尔群岛、瑙鲁、帕劳和图瓦卢是仅有的几个仍与台北保持外

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 bq13。考虑到中国在该地区受到诸多关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指

控和争论，这些较小的国家选择继续与台湾地区结盟，这样更透明的合作伙伴是

他们的首选。

对中国参与经济发展的另一项批评，则涉及其低质量的基础设施和导致负债

的贷款，这似乎隐含着“乞丐不能挑三拣四”的态度。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展开南

南对话被视为具有战略目的，希望各国将彼此视为有着相同经历的遭受过西方殖

民主义的“发展中国家”bq14。中国因使用债务而非援助方式，在国际发展金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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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受到批评，这使得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承担偿还贷

款的巨大负担，从而引发重大的公共财政管理问题。

此外，2022年5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太平洋地区之行，

希望达成一项多边协议，以加强与该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关系 bq15。然而，由于在安

全协议方面未获得太平洋岛国的足够支持，王毅的努力未能取得成功。尽管遇到

了挫折，中国仍在和太平洋岛国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灾

害管理、卫生、农业、贸易、旅游、技术进步和民航等问题 bq16。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受到这些国家内部政治和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竞

争的严重影响，尤其是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竞争。尽管针对中国的批

评一直存在，但因为中国能带来实际利益，太平洋岛国仍然视中国为一个非常重

要的发展伙伴。虽然近年来中国在文化交流和“软实力”推广手段方面有所增加，

例如设立孔子学院、提供奖学金和培训项目机会，但太平洋岛国与中国的交往似

乎更加偏向经济和外交层面。

4. 太平洋岛国和中国国际合作中的性别平等

太平洋岛国于1994年通过了第一个促进性别平等的区域性政策，即《提高妇

女地位和性别平等太平洋行动纲要》（PPA）。该纲要在2004年进行首次修订，并

在2013年再次修订，现在演变为《2018-2030年太平洋性别平等和妇女人权行动纲

要》bq17。新框架纳入了现有的促进性别平等的区域性和国际性政策，例如2012年《太

平洋领导人性别平等宣言》（PLGED）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PLGED 的目

标之一是提高妇女的政治参与度。

此外，太平洋岛国论坛（PIFS）还发布了《蓝色太平洋大陆2050战略》，旨在

促进妇女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赋权和积极参与 bq18。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但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该地区的性别平等政策和法规取得了显著进展。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下简称《消歧公约》）、《北京行动纲领》

（BPfA）、《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相关地区协议已经确立了促进性别平等

的规范和指标。然而，这些政策在当地的影响和实施进展相当缓慢；例如，太平

洋地区妇女的政治代表性在过去二十年中仅增加了百分之四 bq19。 2022 年 6 月举行

的太平洋岛屿论坛女性领导人会议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呼吁太平洋国家从空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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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行动。

从整体上看，中国在支持性别平等方面秉持坚定的立场，目前尚不清楚其性

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政策是否真正在海外项目中得到切实履行。《新时代的中国国

际合作》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指出，在促进妇女发展方面，中国通过

实施各种母婴保健项目，例如提供医疗物资、医务人员和培训计划，以改善发展

中国家的临床服务，赋予妇女权力并保护妇女的权益。此外，还通过能力发展和

技术培训项目等援助，以提高妇女就业和政治经济活动的参与度（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2021）。

为了支持前述立场，中国邀请太平洋岛国的妇女机构和组织参加相关活动，

如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十周年的大会和妇女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2019年

10月，中国成功举办了汤加妇女经济能力建设研讨会；2021年5月，全国妇联组

织了中国 - 所罗门群岛视频对话，主题是妇女与减贫 bq20。

5. 中国在太平洋岛国“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的性别分
析：两个案例研究

本节将重点介绍中国与两个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性别平等和妇女问题的现

状，基础设施对妇女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为何选择汤加和瓦努阿图作为本研究的

两个案例国家，并阐述主要发现。

5.1 中国与汤加及瓦努阿图的关系

中国自1998年同汤加建交，在贸易、政治、商业、基础设施、渔业、医疗、

教育、农业和旅游等关键领域提供援助。近年来，中国在汤加大力支持的基础设

施项目主要集中在供水与卫生、交通运输、可再生能源、电信以及信息和通信技

术方面。多年来，中国商务部（MOFCOM）为汤加资助了多项赠款形式的基础设

施项目，例如为2019年太平洋运动会修建了体育场 bq21。

因为高度易受飓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汤加在灾害风险方面排名世界

第三（《世界风险报告》2021）。该国最著名的自然灾难发生于2022年1月，一次

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引发了海啸，导致全国多地的房屋、道路和基础设施损毁。为

应对灾害，中国提供了后勤支持、预制房屋、拖拉机和其他必要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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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2年，中国与瓦努阿图一直保持着外交关系，多年来，在社会发展、贸

易和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的援助都有所增加，包括应对新冠疫情（COVID-19）的

影响。北京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贷款和赠款，两国之间签署了十多份关于基础设

施、技术、民航、海事事务和渔业的合作文件 bq22。大多数中国项目都是以赠款形

式资助的，包括总理办公室和科曼体育场 bq23。

在2023年2月底和3月初，瓦努阿图连续遭受了两次飓风（朱迪和凯文）侵袭，

随后又发生了一场地震，导致许多公共设施、住宅建筑和财产损失。中国做出了

响应，提供了价值约1亿瓦努阿图瓦图（译者注：瓦图为瓦努阿图货币，简写为

VUV）的人道主义援助 bq24。救灾物资包括急救包、帐篷和折叠床。此外，中国政

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分别向瓦努阿图提供了50万美元和10万美元的现金援助 bq25。

瓦努阿图政府希望利用这些赠款帮助所有受飓风影响的人 bq26。

这两个太平洋岛国的政府都认为，基础设施发展对于建设可持续和繁荣的社

会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可以促进经济和社会活动，提高农村和城市居民的交流和

互联互通。因此，由于中国提供的诱人优惠以及对援助和发展的快速反应，中国

一直是首选合作伙伴。

5.2 汤加和瓦努阿图的性别平等和妇女问题

汤加于1995年签署了《北京行动纲领》，在2020年《北京 +25》国家报告中将

性别主题视为抗灾及减灾项目的核心要素。在地区层面，汤加于2012年通过了

《太平洋地区领导人性别平等宣言》。在性别平等国家层面的承诺方面，主要包

括《汤加战略发展框架（II）2015-2025》bq27 和《汤加国家妇女赋权和性别平等政

策与行动战略计划2019-2025》（WEGET）。内政部下属的妇女事务与性别平等司

（WAGED）是国家妇女事务机构，负责监测、评估和实施《汤加国家妇女赋权和

性别平等政策与行动战略计划2019-2025》中关于妇女赋权和性别平等政策。

然而，2015年3月，一些教会团体的妇女公开反对汤加政府，批评汤加政府

通过了《消歧公约》，她们担心该条约可能破坏社会规范。由天主教妇女联盟领导

的多次抗议和请愿活动，声称签署《消歧公约》将促进同性婚姻和堕胎 bq28。一位

汤加的关键受访者表示，政府需要与宗教团体保持独立，不允许教会支配或误导

人民，政府应专注于其议程和承诺，根据《消歧公约》，保护妇女和其他受影响的

群体（2023年3月11日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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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汤加女性的就业率为38.4%，男性为56.2%（汤加统计局2018）。性

别差距相当明显，经济部门的就业情况也是如此。据报道，尽管女性较少参与农

业、渔业和林业方面的劳动，但众所周知，汤加女性在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

生产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2021年，由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季节性用工计划 bq29，许多汤加男

性前往国外工作，共有22.1% 的家庭是女户主。在传统上，由于“法户（fahu）”

制度 bq30，女性一般在社区中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该制度下，长姐或其他被选

定的姐妹在家庭内担任受人尊敬和体现权威的职务。

然而，实际上大多数汤加人仍然认为男性是主要的决策者，担负领导责任。

在2021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75名候选人中有12名女性（占16%），但无一当

选。在议会26席议员中，有一名女性非民选议员，因此议会中女性代表的比例为

3.7%bq31。令人遗憾的是，最近四次选举中女性在议会中的代表率都均未超过8%bq32。

瓦努阿图致力于推动性别平等，于1995年签署了《北京行动纲领》，并于

2019年提交了《北京 +25》国家审议报告，明确了需要解决的关键领域，如为妇女

发展提供优质教育和培训。在地区层面，瓦努阿图于2012年签署了《太平洋地区

领导人性别平等宣言》，由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于2016年发布的区域性调查显

示，该国在妇女参政、性别平等和残疾人相关数据收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瓦努阿图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国家承诺包括《2016-2030年国家可持续发展计

划》、《2020-2030年国家性别平等政策》以及《2020-2025年执行计划和监测评估战

略》。这些承诺旨在促进所有年龄和行为能力的男女之间的平等、尊重、机会和

责任。司法和社区服务部（MJCS）下属的妇女事务部（DWA）是瓦努阿图的国家

妇女事务机构，负责监测和评估其国家性别政策。

在瓦努阿图，影响性别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包括：通过宗教、传统权力结构

以及“卡斯塔姆（Kastam）”制度引入的父权价值观 bq33。截至2022年3月，由于缺乏

竞选席位所需的财力和资源bq34，没有女性成为国会议员（自2012年以来一直如此）。

瓦努阿图妇女事务部于2011年对《市政法案》提出了一项修正案，以确保在市政

议会中为妇女保留一些席位，并建立妇女参与地方政府选举的配额制度。

瓦努阿图是世界上灾害风险评级最高的国家（《世界风险报告》2021年）。这

是由于该国极易受到飓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此类灾害影响弱势群体，如

妇女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妇女也是儿童和老年人的主要照顾者，因此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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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发生时，她们的工作量可能会增加。

5.3 基础设施对妇女发展的重要性

尽管落后的基础设施对男性和女性均产生影响，但由于服务获取水平、财务

困难和性别不平等，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在太平洋地区，女性花费大部分时间

进行家务劳动并照顾家庭成员。例如，在汤加，据估计超过50% 的女性每周在非

经济活动上工作的时间比男性长，这些活动包括家务劳动、烹饪、照顾儿童和老

年人（太平洋地区基础设施2016）。

当地的风俗和限制，再加上落后的基础设施，可能会加剧许多妇女和其他

边缘群体已经面临的不平等，从而使她们在灾害期间更容易受影响（Morgan 等

2020）。自然灾害对妇女和女童产生了不利的负面作用，影响她们的粮食安全、

生命安全、健康和生计。在瓦努阿图，妇女通常负责为整个家庭提供食物，并承

担63.6% 的无偿再生产劳动（Williams2020）。

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的互通性和设计，尤其在农村或贫困社区，可以帮助妇女

更好地获得卫生和交通服务。例如，更好的道路通达性，使妇女能够更轻松地到

达卫生中心；在道路状况不佳的情况下，这可能变得更困难。在太平洋地区的一

些农村中，妇女（以及女孩、男孩和男人）不得不走很长的距离或渡河，才能赶

上公共汽车或卡车。在清晨或黄昏行走时，妇女更容易面临安全风险。因此，在

基础设施设计和建设中，必须考虑满足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的需求，以减少这些

不利因素并确保妇女受益。

选择汤加和瓦努阿图作为研究案例，因为它们都积累了大量债务，前者海外

债务的60%、后者海外债务的50%，其债主都是中国 bq35。自2008年以来，中国

进出口银行（CEXIM）向汤加提供了两笔重要的优惠贷款，分别于2008年11月和

2010年3月开始。第一笔贷款约为7200万美元，而第二笔贷款约为4800万美元

（Dornan 和 Brant2014）。这两笔贷款的期限为二十年，宽限期为五年，利率为

2%bq36。截至2022年底，瓦努阿图对中国进出口银行（CEXIM）的债务总额约为

1.37亿美元，政府当局自2018年以来已偿还部分贷款，2021年偿还了20亿瓦图，

这是基于中国减少贷款优惠的背景下发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报告：

瓦努阿图，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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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汤加和瓦努阿图性别分析案例研究的主要发现

本节将讨论基础设施项目对当地社区、妇女和其他边缘化群体的影响，以及

它们如何帮助汤加和瓦努阿图促进性别平等。这些案例还将以中国和其他发展伙

伴为参照，阐明性别在发展融资中的作用。

5.4.1 汤加5.4.1 汤加

中国资助了汤加许多基础设施项目，包括2018年在首都努库阿洛法进行的人

行道建设，价值约550万美元，以及2015年圣乔治政府大楼的建设，价值约1330

万美元 bq37。前一个项目由基础设施部与广东东莞市合作完成，后一个项目由则上

海建工集团建设。这两个项目的完成使当地居民拥有更好的道路和安全的建筑条

件。多年来，东莞市为汤加提供了各种捐赠和其他实物援助，包括二十台船只引

擎（2023年3月）bq38、拖拉机、计算机（2022年1月）以及为面临水源短缺弱势家庭

提供的500个水箱（2021年9月）bq39。

一位关键受访者表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援助救济、技术装备等方面提

供了大量帮助，但一些项目也存在着质量问题，向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捐赠的计

算机的使用寿命也不到一年。此外，该受访者补充说，“汤加大部分的一带一路

项目都会雇佣中国工人，使用中国生产的材料，当地人被雇佣，主要是担任工地

的保安”（2023年3月16日的采访）。博扎托（Bozzato2017）指出，中国对外援助

通常是有条件的，例如，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所涉及的建设项目，其承包

商必须是中国本土公司，建筑材料约有50% 要从中国采购。就实际参与建筑物、

道路等项目的建设阶段而言，汤加很少有女性在这些项目中就业。女性往往以

支持服务的形式发挥间接作用，例如为项目现场的工人做饭（2023年3月20日的

采访）。

此外，中国在灾害救援方面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2021年海底火山爆发

后，中国在72小时内作出响应，提供医疗物资，派遣医疗人员，并捐赠集装箱

作为临时住房。该受访者表示，这些集装箱是否到达了最脆弱的地区，是另外一

个令人担忧的原因——这与中国无关，而是与负责分配这些资源的汤加管理机构

有关。

来自中国的资金，包括一带一路倡议，是在政府间框架内运作的。资金通常

直接面对政府各部门，然后由其向公众（民间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妇女和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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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团体等）通报哪些资金和方案是可用的。然而，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基

于它们感兴趣的优先领域）也可以直接向中国驻汤加大使馆提出财政援助或请求。

因此，他们可以根据请求获得桌子和打印机等办公用品。该受访者还表示，中国

的援助和操作指南并不明晰：“在我们申请援助时，他们没有明确指定应该优先考

虑的领域”。除了中国，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以及新西兰外交和贸易部

（MFAT）也会提供资金和援助（2023年3月20日的采访）。

汤加民间社会论坛（CSFT）下的各个妇女团体，在妇女事务和性别平等司

（WAGED）或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等发展伙伴的资助下，在各自的社区

发起提高性别平等意识项目；然而，该受访者并不了解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现

状，也不清楚这些项目对汤加妇女发展的关注程度（2023年3月20日的采访）。

这种说法可能表明民间社会组织、中国公司和相关机构之间缺乏联系或合作。

关于边缘群体，Lavame'a Ta'e'iloa 残疾人协会约60% 的成员是女性。该受访

者表示，残疾人仍然被忽视。在包容性方面，有关管理机构与残疾人群体之间存

在广泛的脱节：资金和项目并没有直接惠及残疾人，因为他们并未参与决策过

程。此外，“2016年，有10100名残疾人在内政部登记，但是仅有2520名残疾人

在2022年初的火山爆发后得到了帮助。”（2023年6月21日的采访）。该受访者不

确定在未得到帮助的残疾人中有多少是女性。他重申，因为缺乏相关支持，也未

开展调查以更新统计数据，所以并不清楚受影响的人群是否得到了必要的帮助。

此外，根据一带一路倡议或其他承包商建造的一些建筑并不总是“对残疾人友

好”，例如并未设计修建坡道（2023年2月24日的采访）。

一带一路倡议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通过奖学金和工作交流项目，为太平洋

岛屿的学生和成年人提供教育和文化交流机会。据受访者称，中国向妇女事务和

性别平等司捐赠了30台笔记本电脑，以帮助该部门在社区和外岛为妇女团体进行

社区培训。此外，在2018年、2019年和2020年，中国还先后将25名汤加政府工

作人员送至中国，进行了为期六周的培训。因此，妇女组织能够学习如何撰写报

告，申请资助。政府工作人员的能力建设和文化交流也得到加强。中国对妇女事

务和性别平等司的支持符合汤加政府《汤加国家妇女赋权和性别平等政策与行动

战略计划2019-2025年》政策的目标三：“平等参与经济和就业”，也契合一带一路

倡议的人文互通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两大目标。通过中国的支持，妇女能够提高

其技术水平和写作技能，体验新的环境，学到新的技能，也因此能够加强性别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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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提高经济前景，增强妇女在资源获取方面的权益。然而，在基础设施部门，

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决策过程中，妇女的参与度明显不足（2023年4月6日收到的电

子邮件回复）。

5.4.2 瓦努阿图5.4.2 瓦努阿图

塔纳和马拉库拉公路修复项目由中国提供优惠贷款，价值约5200万美元 bq40。

该项目由中国土木工程建设总公司牵头，瓦努阿图财政和经济管理部协助。已建

成的道路将村庄和社区连接起来，当地人经常称之为“希望之路”。《中国日报》

网站分享的一则故事指出，在塔纳岛上，一名种菜的农户曾经每天花费七到八个

小时在去出售农产品的路上，现在只需45分钟就能到达市场。此外，在该工程的

前两个阶段，该项目雇佣了约400名当地工人 bq41。

自公路项目完成以来，生活在塔纳和马拉库拉岛上的尼 - 瓦努阿图民众受益

匪浅。交易市场和其他公共服务触手可及，这改善了他们的经济、健康、安全、

食品和营养状况。工程的实施为当地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无疑提升了他们的收入

和照顾家庭的能力，他们也学到了新的建筑技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没有足够

的可用数据说明当地女工就业的人数，以及关于这些中国公司的性别政策的信

息，即便是有的话，也不完整。还有一个问题引人关注，有公务员指责称，前基

础设施部长在没有咨询社会服务领域意见的情况下，就与中方达成了该项目的非

正式协议（Dornan 和 Brant2014）。

为达成一带一路倡议的人文互通目标，中国每年向瓦努阿图提供大约20个政

府奖学金名额和数百个培训机会 bq42。从中国援助获得的收益，符合瓦努阿图的

《2016-2030年国家可持续发展计划》三大支柱目标，包括社会（优质教育、社会

包容）、环境（食品和营养安全）和经济（改善基础设施、加强农村社区、创造就

业和商机）bq43。“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于2021年发起的一项旨在引导全球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倡议，它与瓦努阿图《2016-2030年国家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对

接仍在进行中。

然而，有些一带一路项目也遭受了一些批评。2017年6月，在瓦努阿图首都

维拉港翻修马拉波阿学院的瓦努阿图工人声称，他们的中国雇主烟建集团（Yanjan 

Group）违反了瓦努阿图的劳动法。他们声称工作时间过长，工资使用现金支付

且没有工资单。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他们与中国管理人员之间存在语言障

碍，无法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诉求 bq44。这表明有必要监督并促使中国承包商遵守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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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阿图的劳动法，以确保本地工人的权利、安全、保障和福祉。至关重要的是确

保包括女工在内任何工人都没有遭受剥削。

此外，根据一位受访者的说法，“来自中国的资金与妇女的关系微乎其微；

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的项目并不是由中国直接资助的，而是通过本地的相

关政府机构和 / 或发展伙伴组织而获得的——是一种政府对政府的行为。”除了学

校建筑、道路和桥梁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建设外，受访者表示并没有看到任何支持

社区层面性别平等的一带一路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公司与当地妇女和女

童的接触并不多（2023年3月21日的采访）。

中国在基础设施和医院等辅助服务的建设方面，特别是在偏远地区和村庄，

为瓦努阿图提供了巨大帮助。然而，由于缺乏专业技能，女性并没有直接参与一

带一路项目，但她们确实在一些项目现场提供食物和餐饮服务（2023年4月19日

的采访）。另一位关键受访者重申，在基建项目中，妇女通常在垃圾处理、清洁

和烹饪支持服务等方面担任辅助岗位（2023年5月9日的采访）。

当被问及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扮演的角色时，尤其是在两个案例研究中的一

带一路项目中扮演的角色时，一位汤加受访者指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当地

部分居民就业方面给予了很大帮助……提供了更好的道路通行条件，由于港口 /

码头的升级和建设，与外岛之间的互联互通得到了改善；然而据我了解，在这些

一带一路项目中，妇女和女童似乎并未给予优先考虑”（2023年6月21日的采访）。

一位瓦努阿图受访者也重申了类似的观点，表示“中国的优势在于对瓦努阿图的

基础设施支持；然而，推动和实施他们的性别平等政策不足可能是其弱项”（2023

年6月28日的采访）。

这两位受访者表示，相比之下，他们都曾与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合

作，在各自社区就性别平等意识的提高和实施开展工作。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和

汤加、瓦努阿图政府的性别发展政策是一致的，都以提高当地社区的性别意识为

目的。然而，一位汤加受访者指出，尽管在一些社区进行了宣传活动和培训，但

捐赠组织很少进行后续工作或与当地居民互动（2023年6月28日的采访）。另一

位关键受访者则提到，“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发展项目上的性

别分析似乎只是流于表面，并没有分析这些项目为当地社区带来的直接影响——

他们是否与当地妇女互动并寻求她们的反馈意见了呢？……看起来这些组织并不

擅长协调这样的对话”（2023年5月9日的采访）。人们对性别平等有很大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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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人民并没有看到其价值。这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评估这些

项目的影响，以及从长远来看，这些项目是否真的惠及妇女（2023年5月12日的

采访）。

结论与建议

基础设施发展在太平洋岛屿的社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为社会、经济和环境

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引入，是整个地区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

毫无疑问这些项目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尽管太平洋岛国政府面临着澳

大利亚、美国和新西兰等其他主要援助国的广泛质疑，它们还是更愿意与中国这

个援助国合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还重申致力于在全球舞台上追求性别平等，并认为加强妇女能力和保护

妇女健康，将最终为经济和政治发展营造繁荣稳定的环境。在2021年1月发布的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合作》白皮书中，强调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其核心倡

议之一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些目标，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五——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

然而，尽管中国承诺在全球推动性别平等，但从本文的两个国家的案例研

究中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中国似乎还没有将这些政策纳入其一带一

路项目中。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和亚洲开发银行作为发展伙伴和资助

方，已经在太平洋岛国的投资项目中纳入了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五的性别

框架和政策。亚洲开发银行制定了一项关于性别和发展的政策，作为其性别和发

展活动的框架。该政策将性别主流化作为促进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的重点。此

外，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在基础设施方案中，将性别平等主流化纳入领导能力培

训中，旨在吸引妇女和女童积极参与项目的实施过程。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通过

提供能力建设项目和教育机会（如奖学金和助学金等）来推行其“软实力”政策，

但是在这两个案例研究中，中国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以及残疾人等少

数群体之间缺乏合作、理解和沟通。很显然，中国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特色，并

认为这对汤加和瓦努阿图来说更重要，因为通过道路、桥梁、港口等实现互联互

通，这些比两个太平洋岛国的性别平等问题更为优先。

这两个太平洋岛国的不在政府部门内任职的受访者重申，中国的发展援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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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捐助者的协调和安排都只是在“政府对政府”的合作框架下才存在的。一

些观察者指出，中国援助和投资的实施并未惠及社区层面的预期受益人。因此，

受援国政府当局和财政部等负责机构，确实影响了中国援助在当地的有效性和实

施效果。考虑到这些机构与政治领导人的密切联系，他们是否有能力对项目影响

做更进一步的深入评估变得至关重要（Dornan 和 Brant 2014）。尽管关键受访者不

愿指名道姓说出谁是从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中实际受益的“当地精英”，但他们承认

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从访谈中可以明显看出，在基础设施项目中实施性别平等政策的过程中，中

国在建立更透明的流程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虽然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和亚洲开发银行都有性别发展框架，但与中国一样，它们在性别平等方案的实施

阶段及其对妇女的长期影响方面也存在短板，只是中国的程度更重。同样值得注

意的是，省级和国家规划以及独立工作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阻碍了瓦努阿图的

性别平等进展（MJCS 2019）。

要提高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性别平等政策制定和实施落地，可以考虑以

下措施：

● 与当地的民间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妇女团体和其他边缘群体保持开放

的沟通和对话。这些参与者在与社区和基层妇女接触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 重新审视将妇女的能动性和发展纳入项目范围的迫切需求。

● 更加强调和实施执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五，特别是对中国企业承揽的

一带一路项目，确保项目遵守并符合国家性别平等政策和战略。

● 提高获取性别平等操作指南的便捷性，以及实施过程的透明度，例如将中

文官方文件翻译为英文，以便当地部门和社区更好地理解和获取这些文件。

● 提高媒体认知，开展宣传活动，鼓励当地妇女和女童获得更多机会，尽可

能参与项目建设阶段的技术领域的工作。

● 提升对中国援助优先领域的更多认识，如性别发展议题上有哪些优先领域，

以便计划申请项目的当地潜在合作机构和妇女团体更加了解情况。

● 开展可行性研究，了解在何处以及如何帮助妇女，例如征求在项目实施区

域的妇女团体对项目可行性的看法。这可以跟当地政府机构合作进行。

● 解决语言障碍问题，考虑雇佣更多本地工人，尤其是女性。

● 制定一个关于项目对妇女直接和间接影响、预期产出的框架，同时确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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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SWOT 分析）。

● 定期与政府机构沟通，跟进了解财政、医疗和技术援助的分配和供应情况，

以评估相关政策框架是否真正惠及妇女。

● 在建造建筑物等时，考虑为妇女和弱势群体（例如残疾人士）提供合理的便

利设施，例如设置坡道。

至关重要的是，太平洋岛国应积极将性别平等列在基础设施发展需求的优先

位置，并与中国及其他援助方密切合作，共同推动这一重要领域的进展。管理机

构需要更加透明地监督、评估和协调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中涉及到与中国私营公司

签订合同的基础设施项目。此外，在两国的妇女事务和基础设施部门，加强人员

能力建设，使其在所有由捐助方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中，能够提供建议并监测性

别主流化的推行，这一点同样重要。此外，太平洋国家政府应制定关于中国一带

一路项目性别影响的进展和年度报告，与国家妇女团体、民间社会组织、政府机

构和其他目标群体共享，并在网上公开。妇女团体的独立研究和宣传活动，可以

帮助推动基础设施领域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倡议。最后，需要建立一个由政府部

门、妇女团体和公民社会组成的指导委员会，进行有效协调，以创建一个框架，

帮助评估一带一路项目对性别平等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翻译：赵瑾娜；校对：韩扬、李悦；核稿：张玉婷）

注释 

bq01 Naidu, V., Lutu, V. and Asi, C. （V. 奈都 , V. 鲁图及 C. 阿斯）（2022）.

Regional Report on Pacific geopolitics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 four-country 

study for PANG （Pacific Network on Globalisation, Suva （Not yet publicly released）

（《太平洋地缘政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地区报告：太平洋岛国全球化网络四国报告》,

尚未公开发布）。

bq02 Westcott, B.（B. 韦 斯 科 特） （2023）. Why US and China Compete for 

Influence with PI Nation （为什么中美两国在太平洋国家竞争影响力）. https://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07-11/how-us-china-seek-influence-

with-solomons-and-other-pacific-island-nations （2023年7月15日访问）

bq03 参与的主要受访者有：汤加民间社会论坛（执行主任）、妇女事务部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07-11/how-us-china-seek-influence-with-solomons-and-other-pacific-island-nation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07-11/how-us-china-seek-influence-with-solomons-and-other-pacific-island-nation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07-11/how-us-china-seek-influence-with-solomons-and-other-pacific-island-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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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性别平等司—汤加（监测和评价官员）、汤加拉瓦米阿塔伊洛阿残疾人协会（主

席）、瓦努阿图全国妇女理事会（执行主任）、瓦努阿图互联网治理论坛主任（“智

能姐妹倡议”方案的一部分，旨在加强女孩在瓦努阿图信息通信技术（ICT）部门

就业的能力）和两名独立的 GEDSI 顾问。

bq04 同注释bq01。

bq05 Bozatto, F. （F. 博 扎 托） （2017）. ‘Gifts That Bind: China’s Aid to the 

Pacific Island Nations’（《“绑定的礼物：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 Asia Japan 

Journal 12, p. 19

bq06 Zhang, D.（张登华） （2022）. China’s influence as a Pacific donor, Lowy 

Institute （中 国 作 为 太 平 洋 资 助 国 的 影 响）.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

interpreter/china-s-influence-pacific-donor   （2023年1月22日访问）

bq07 王毅（2022）. China stands ready to build six new platforms for cooperation 

with PICs（《中 国 愿 打 造 同 岛 国 合 作 的 六 个 新 平 台》）.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

交 部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wjdt_665385/wshd_665389/202205/

t20220531_10695001.html   （2023年3月1日访问，此链接已经失效。）

bq08  出处同上。

bq09 Petersson, L（L. 彼 得 森）. （2022）.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in the 

South Pacific’（《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 Uttryck Magazine. 

https://www.uttryckmagazine.com/chinas-growing-influence-in-the-south-pacific/ 

（2023年2月25日访问）

bq10 所罗门群岛首都。

bq11 所罗门群岛人口最大的省份。

bq12 Kemish, I（I. 凯米施）. （2022）. Great powers and small islands: An update 

from the Pacific and its engagement with Australia（《大国和小岛：太平洋地区发展进

展和与澳大利亚的合作》）, Observer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www.orfonline.org/

expert-speak/great-powers-and-small-islands-an-update-from-the-pacific-and-

its-engagement-with-australia/ （2023年3月1日访问）

bq13 Pohle-Anderson, C. and Staats, J（C. 波 勒 - 安 德 森，J. 施 特 兹）. 

（ 2023 ）. Pro-Taiwan Pacific Island Leaders Show Cracks in China’s Appeal: Some 

local and national leaders are calling for greater scrutiny of China’s activities （《亲台的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china-s-influence-pacific-donor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china-s-influence-pacific-donor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wjdt_665385/wshd_665389/202205/t20220531_10695001.html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wjdt_665385/wshd_665389/202205/t20220531_10695001.html
https://www.uttryckmagazine.com/chinas-growing-influence-in-the-south-pacific/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great-powers-and-small-islands-an-update-from-the-pacific-and-its-engagement-with-australia/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great-powers-and-small-islands-an-update-from-the-pacific-and-its-engagement-with-australia/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great-powers-and-small-islands-an-update-from-the-pacific-and-its-engagement-with-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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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对中国吸引力的质疑：一些地方和国家领导人呼吁对中国的

活动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https://www.usip.org/

publications/2023/05/pro-taiwan-pacific-island-leaders-show-cracks-chinas-appeal

（2023年5月20日访问，此链接已经失效。）

bq14 Ratuva, S（S. 拉 古 瓦）. （2022）. Pacific Agency: A Devalued Political 

Capital?（《太 平 洋 地 区 的 能 动 性： 被 低 估 的 政 治 资 本》）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pacific-

agency-a-devalued-political-capital/（2023年5月11日访问）

bq15 Staats, J（J. 施 特 兹）. （2022）. Four Takeaways from China’s Tou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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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探讨了秘鲁的拉斯班巴斯（Las Bambas）和厄瓜多尔的里约布兰科（Rio 

Blanco）两个采矿项目对当地社区妇女的影响，以及她们在捍卫自然和土地方面

所起的作用。这两个采矿项目分别自2014年和2013年起由中国公司控制，拉斯

班巴斯项目由 MMG 公司控制，其主要股东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里约布兰科项

目由厄瓜多尔黄金矿业公司（Ecuagoldmining）控制，其所有者为中国的庄胜矿产

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在这两个案例中都存在潜在的环境和社会冲突，而且妇女在

这些抗争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总体上介绍了中国参与拉丁美洲采矿业的

背景，并对中国采矿业对外投资指导方针中的性别方法进行了反思。第二部分通

过简要的历史概述介绍了这些项目，并探讨了采矿活动对妇女生活的影响，以及

妇女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捍卫大自然和她们的土地。第三部分是比较分析和主要

结论。

1. 中国在拉丁美洲的矿业开采

在所有的自然资源开采活动中，采矿业尤其加剧了父权文化，加深了性别不

平等（Ulloa 2016, 第124页）。拉丁美洲的妇女研究者和女权主义者（Abnal 2015，

Aliaga 等2021，Guzman 2022，Pérez 等2019）发现，由于该行业吸引了男性就业，

造成男性人口增加，因此在矿业开采的主要地区有非常严重的男性化现象。男性

霸权的利益和价值观所带来的变化重新构建了社区。因此，妇女在日常生活中更

直接地感受到了矿业活动的影响，因为她们的传统角色直接关怀生命——包括对

人类、动物和自然的关怀。此外，她们还面临着不断加剧的物质上的和象征性的

暴力的不同影响。

卡特里娜 · 安德森（Katrina Anderson）在她最近的研究 《在危机中建立力量：

妇女对采矿业的应对 》（2022 ）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不仅是结构性的，植根于

制度体系和社会实践，而且是多维的；也就是说，它发生在经济、环境、政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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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本研究从这些方面分析了采矿项目对妇女的影响。

1.1 中国采矿业的背景和特点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 “大宗商品热潮（commodity boom） ”时期，中国公司在

拉丁美洲的业务不断增加。它最初是由中国工业发展对原材料的需求推动的，如

今也受到了维持全球矿产供应链正常运转（如能源转型所需的铜、锂等）的紧迫

性影响。

根据恩里克 · 杜塞尔（Enrique Dussel）在2022 年编制的关于中国在拉丁美洲

投资的数据库，2000 年至 2021 年间，中国通过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拉丁美

洲国家的近 1720 亿美元中，近 40% 流向了采矿和金属行业，这其中有 56% 是通

过兼并和收购以前由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公司运营的采矿项目获得的。

拉丁美洲在全世界矿产储量中拥有很高的比例：锂储量的 61%、铜储量的 

39%、银储量的 32%、锡储量的 25%、铝土矿和氧化铝储量的 18%、镍储量的 

32%、钼储量的 25% 以及铁储量的 15%（Bárcena 2018）。厄瓜多尔和秘鲁在中

国在该区域的矿业扩张中扮演着战略性角色。在秘鲁，诸如 Toromocho、Mina 

Galeno、拉斯班巴斯、Marcona 和 里约布兰科等项目尤为突出；厄瓜多尔的 

Mirador、San Carlos Panantza 和里约布兰科等项目也同样重要。最近，玻利维亚、

阿根廷和智利因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锂储量而备受关注。

尽管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在矿业领域，与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中国公

司的行为并无明显不同（Valderrey 和 Lemus 2019，第398页）；但另一些研究人员

则认为，中国公司的运营展现了“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鲁本 · 冈萨雷斯 - 维

森特（Rubén González-Vicente）（转引自 Sacher 2017，第137-140页）认为，中国

海外矿业投资有三个特点。

首先，由于中国企业在所有权方面的“混合”性质（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

它们相对有别于私人股东和短期盈利需求。这使它们有余地采取西方同行不愿采

用的方式运营并承担其中的风险（Sacher 2017 ，第140页）。

其次，在矿业并购的同时，中国企业也会商洽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合同，以建

设公路、铁路、港口、发电和电力输送系统等，这使它们能够与其他参与者建立

联盟和财团，并控制供应链（ Sacher 2017，第138页）。因此，紫金矿业集团、铜

陵有色金属集团、中国五矿集团、江西铜业、天齐锂业、庄胜矿产资源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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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首钢总公司和中国铝业公司等公司都在矿产的勘探、开采、加工和提炼阶

段进行投资，同时也对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投资。据国际包容性发展组织（IDI 

2021）称，中国的政策和商业银行提供了稳定的长期融资来源，进一步推动了这

些投资活动。

第三，如本文分析，中国公司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应对当地社区在透明度、问

责制、人权和其他方面的要求。冈萨雷斯 - 维森特（González-Vicente）认为 bq01，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公司 “在中国不需要面临来自‘公民社会’的压力”，因

此可以避开公众舆论（ Sacher 2017，第139页） 。所以企业缺乏进行尽职调查、全

面风险评估、对话和赔偿等有效机制。

关于最后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2013年至2020年期间，非政府组织“商业

与人权信息中心（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re）”（2021）在全球

范围内记录了679起与中国海外商业行为有关的侵犯人权投诉。其中，76% 涉及

采掘业，其中35% 涉及金属采矿业。三分之一以上的投诉涉及中国矿业公司与当

地社区之间的冲突以及环境影响。拉丁美洲是报告案件数量最多的地区（43%）。

此外，在“中国投融资、人权与环境共同体（Collective on Chinese Finance and 

Investment,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CICDHA）”主持的2022年和2023

年度报告中，分别曝光了12个和6个采矿项目，这表明中国在拉丁美洲的业务伴

随着越来越多的侵犯人权和重大环境影响的投诉。

1.2 性别与中国颁布的采矿业准则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监管机构和商业协会发布了越来越多的规划和指

南，以促进中国公司在海外经营中取得良好表现。这些文件反映了中国立法者的

关注点、优先事项和政治意愿，往往标志着中国开始加强监管进程。

随着中国企业日益国际化，这些指南越来越多地提及遵守国际规则和标准，

如《世界人权宣言》、《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经合组织（OECD）负责任商业

行为尽责管理指南》和《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其中都包含有关性别问题的重要指

标和指南。这标志着 “中国政府、企业和金融部门对其干预项目的结果愿意承担

越来越多的共同责任”（Garzón 2020）。

在过去的五年中，虽然在最相关的国际业务准则中基本没有专门针对性别问

题的规定，但在矿业领域，主要由于中国矿业联合会、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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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MC）发布的准则，情况有所改善（表1）。这两份矿业行业准则都至少在风

险评估、劳动歧视、减少负面影响、尽职调查、性别暴力和侵犯人权等方面提到

了性别或妇女问题。遗憾的是，就其性质而言，这些指导方针并不具有约束力，

而且与其他企业协会一样，CCCMC 也没有强制执行这些指导方针的监管权力，

这就在条文与现实之间造成了巨大的执行鸿沟。拉丁美洲的案例，尤其是本文所

分析的项目，就说明了这一点。

表 1. 2017-2022年中国在矿业领域开展国际业务的主要适用准则

名称名称 发布年份发布年份 发布实体发布实体 参考国际框架参考国际框架 特别提及性别或妇女的情况特别提及性别或妇女的情况

普遍准则普遍准则

《针对海外中

国公司的可持

续 基 础 设 施

指南》

2017

中国国际承包

商协会与大公

国际信用评级

《国际金融公

司（IFC）环境

与社会可持续

性表现标准》

在工人权利和利益部分提到，

禁止基于种族或性别的就业歧

视（3.1.2-8）。

《规范中国企

业对外投资和

合作的通知》

2018

商务部，外交

部，以及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无 无

《关于促进境

外项目承包高

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

2019
商务部及其他

19个部门

“国际规范和

标准”
无

《对外投资合

作与建设项目

生态环境保护

指南》

2022

生态环境部办

公厅和商务部

办公厅

“国际承诺”，

“国际惯例”，

“国际标准”

无

矿业行业准则矿业行业准则

《海外矿业投

资的社会责任

指南》

2017

中国五矿化工

进出口商会，

在中德双边企

业社会责任项

目的支持下

《 2 0 3 0 年

议程》

《联合国指导

原则》

《全球契约十

项原则》

不得因性别等原因歧视工人

（3.5.3）

2030年议程

进行社会影响评估 [...] 并制

定全面计划以减轻 [...] 与

性别相关的 [...] 负面影响

（3.8.1）

制定 [...] 针对性别暴力的

计划（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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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名称 发布年份发布年份 发布实体发布实体 参考国际框架参考国际框架 特别提及性别或妇女的情况特别提及性别或妇女的情况

《负责任矿产

供应链尽职调

查准则》第2

版

2022
中国五矿化工

进出口商会

《联合国指导

原则》

《经 合 组 织

（OECD）负 责

任商业行为尽

职调查指南》

尽职调查与风险成比例。这

意味着“考虑这些风险如何影

响不同群体 [...] 并从 [...]

性别角度进行尽职调查”（4.3）

“... 由诸多因素引起的（性别

暴力是其中的因素之一）矿业

活动对社区健康与安全的风险

[...]”（6.2.2.20）

认定“由强迫迁移引起的人权

侵犯 [...] 尤其是对妇女和

儿童这样的弱势群体”的“不

良影响”（6.2.2.19）

* 数据来源：根据拉丁美洲可持续发展组织（LAS）监测和传播工作的指导方针。

有趣的是，2023年5月，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发布了《采矿业和矿产

价值链调解磋商机制》，其草案版本向国内和国际组织征求意见。拉丁美洲可

持续发展组织（LAS）与一些非政府组织——金砖政策中心（巴西）、合作行动

（CooperAcción，秘鲁）、环境与自然资源基金会（FARN，阿根廷）和自我支持组

织（Sustentarse，智利）——一起提出了一系列反馈并指出，该机制的建立表明，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有兴趣提供一个空间，解决受中国海外采矿业务影响的

人们的申诉。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意识到妇女是在参与过程中特别脆弱和受排斥的

群体。然而，该机制需要以促进性别视角、尊重遵守人权为重点，而不仅仅是为

各方参与者之间提供一个谈判空间。

2. 妇女和秘鲁和厄瓜多尔的采矿项目

合作行动组织（CooperAcción）的尤瓦娜 · 马马尼（Yovana Mamani）和昆卡大

学（Universidad de Cuenca）的安娜 · 加布里埃拉 · 卡斯特罗（Ana Gabriela Castro）

合作撰写了本节内容，她们对采矿项目所在的农民社区妇女进行了七次深入访

谈，其中拉斯班巴斯项目访谈了四名妇女，里约布兰科项目访谈了三名妇女。出

于匿名原则受访妇女的姓名均有改动。所有受访者都亲身经历了采矿作业的直接

影响及其引发的社会环境冲突，她们都是积极的妇女活动倡导者和抵抗运动的领

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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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拉斯班巴斯项目

拉斯班巴斯项目是一个露天铜矿，位于秘鲁南部海拔4000米的阿普里马克

（Apurimac）大区。2016年，该项目开始商业生产，巩固了其作为秘鲁最大铜矿

和世界十大铜矿之一的地位。据估计在2022年该铜矿产量占世界铜产量的2%，

并贡献了秘鲁国内生产总值的1% （LAS 和 Schmidt 2022）。

跨国公司对该矿的勘探始于20世纪90年代。2014年，中国公司 MMG（由中

国五矿集团公司控股）、国信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和中信金属有限公司组成的财团

以58.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该采矿项目（合作行动 CooperAcción 2015）bq02。这是

当时中国公司收购外国矿业资产的最大一笔交易（中国国资委 SASAC 2014）。收

购资金来自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中国工商银行（ICBC）、中国银行（BOC）

和中国进出口银行（CEXIM）提供的70亿美元银团贷款。

拉斯班巴斯项目的特点是与社区存在潜在冲突，2014年 MMG 的进入加剧了

这种冲突。这主要是因为在没有与公众事先、自由和知情协商的情况下，没有对

变化进行研究的情况下，中国公司的项目就被当局批准，并且这个项目改变了矿

物的运输方式和路线：它放弃了采矿管道项目，建立了由公路和铁路组成的复合

式采矿运输。公路穿越150多个村庄，建在公有土地和公共道路上（Leyva 2018）。

这一变化对当地居民，尤其是妇女产生了巨大影响。

该项目直接影响的地区是历史上属于十八个农民社区的原住民领地。科塔

班巴斯省（译者注：阿普里马克大区下辖的行政区）总人口为 50656 人，其中男

性占53%，妇女占47%。70% 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国家统计和信息局 INEI 

2017）。妇女主要从事家务劳动与照料、小规模农业劳动，以及在本地进行农产

品贸易和交换。男性则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而且也是采矿作业中非技术工种的主

要劳动力。

采矿项目对妇女的主要影响

- 经济影响

拉斯班巴斯等采矿项目往往因其创造的就业机会而得到推崇；然而，人们往

往没有注意到采矿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通常是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是如何重新

建构了性别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受到的影响最大（Pérez 等 2019）。妇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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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在三个方面受到影响：土地权、生活成本增加和就业机会。

采矿活动中固有的个人和经济利益进一步加剧了历史上土地保有权的不平

等。为扩大采矿业务就要不断买卖土地，这意味着妇女越来越难以获得她们日常

活动所依赖的社区土地。此外，在科塔班巴斯等社区，土地所有权被认为是男性

的专属，妇女没有决策权（Pérez 等，第50页）。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家庭和社区关

系的分裂和瓦解。玛蒂尔德（Matilde ）不禁问道：“在你出生的村子里，就因为你

是妇女，你就没有土地权？这不公平”。她接着说，“……以前，虽然我们很穷，

但我们很快乐；那时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有很多自私自

利”。她的证词反映了科塔班巴斯许多妇女的处境；她们在自己的社区没有土地

权，更不用说在丈夫的社区了；她们在社区决策中没有发言权。

采矿项目周边地区的生活费用不断上涨，这对负责家庭照料和养家糊口的妇

女来说是一个问题。随着采矿带来的收入增加和当地工人消费水平的提高，生活

成本也水涨船高，而当地工人大多是男性。例如，维罗妮卡（Verónica）说，采矿

活动影响了家庭的食物成本：“……在矿业公司工作导致所有东西都非常昂贵；不

像以前可以买到便宜的食物”。她还说，“……不仅是家里的食品，衣服、药品也

是如此”。

在就业方面，Pérez 等人（2019，第23页）的研究表明，在拉斯班巴斯等采矿

业的环境中，妇女获得的利益远远低于男性。尽管他们发现 MMG 已努力将妇女

纳入价值链，但传统的性别角色却被加深了，妇女扮演着确保工人及其家庭得到

照顾的角色（第25-26页）。换句话说，妇女是采矿活动的照料工作的主要承担者

和提供者，拉斯班巴斯大型项目建设阶段的动工，即宣布妇女开始承担“三重负

担”：家庭内的劳动、照顾家人和家庭外的工作（第42页）。

此外，即使受过所需教育的妇女，也很难在矿山从事工作。2021年，在拉

斯班巴斯的直接劳动力中，妇女仅占8.9%（Energiminas 2021）。那些找到工作

的妇女表示，工资不足以支付生活开销，因为她们往往从事清洁和做饭等收入

较低的工作（Pérez 等2019，第 25页）。玛蒂尔德（Matilde）说：“我们没有工作；

对于这里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是妇女，情况会更糟”。对于维罗

妮卡（Verónica）来说，不仅是面临生活困难，而且还面临着歧视：“在查华华丘

（Chalhuahuacho）地区，矿业公司不要妇女。……当他们给我们工作时，这里的

工资，在矿业公司旁边，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此外，就业机会与受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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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有时，看到我们地区发生的情况，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们有具有专业技

能的年轻妇女，但她们没有工作”。

- 环境影响

采矿项目对环境和健康造成了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每天有370辆重型卡车经

过 169个居民点运输矿产品，造成持续噪音、水源和牧场污染、震颤和粉尘（中

国投融资、人权与环境共同体 CICDHA 2022）。尽管这些影响总体上影响到所有

村民，但对妇女的影响却有所不同，因为她们从事的家庭照顾和生计活动主要依

赖于水、土地和动物等自然资源。

玛蒂尔德（Matilde）对此表示担忧：“由于破碎机产生的粉尘，绵羊、奶牛和

小羊驼都死了……我想知道他们如何给我们解决污染问题”。她还说，“如果我们

卖肉，他们会问肉从哪里来；如果我们说是奇卡维（Chicñawi）bq03的，他们就不想

买了，因为他们说肉被铅污染了”。她提到，在采矿活动之前，他们没有这些问

题。胡安娜（Juana）也担心：“他们制造的灰尘和噪音……从环境方面来说，对农

业和畜牧业造成严重影响”。维罗妮卡（Verónica）说，“原来在我们的溪流里有鳟

鱼……，但不幸的是，由于水受到污染，我们几乎再也没有鳟鱼了”。

- 政治影响

2015年至2016年间，运输方式的改变所引发的冲突夺去了四名社区成员的

生命，三名妇女倡导者被定罪（Bueno 2019）。这些冲突的特点是，中国公司与私

人保安公司签订了合同，在这一背景下，国家警察过度使用武力、刑事定罪和施

加迫害。有些孤儿寡母完全被国家和公司遗弃。玛丽亚（Maria）的情况就是这样，

她的丈夫被杀害了。她说：“我非常痛苦，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杀害我的丈夫……

我无法工作，因为我的孩子还小。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另一位妇女的证词也

表明了绝望：“我的儿子死了，我以前都是依靠他……我再也不能工作了，我没有

力气耕种土地……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吃的，我没有牲畜，我没有水，我所在的

社区不再下雨。我们失去了所有的庄稼”。另一位寡妇说：“我丈夫像动物一样被

杀害了。国家和 MMG 都没有帮助我们……我希望他们能设身处地地想一下我们

的痛苦”。bq04

此外，刑事定罪一直是国家和公司用来迫害和威胁抗议者的工具。虽然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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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指控都是针对男性的，但对妇女的影响也很大，因为面对威胁，妇女通常会放

弃抵抗（Vargas Díaz 2017）。在受访的四名妇女中，有两名妇女因担任领导职务

和要求实现权利而遭到投诉。例如，胡安娜（Juana）说：“有关环境问题，我们应

该在前期咨商时就被告知，我因为声讨这个环境权利而遭到了谴责”。维罗妮卡

（Verónica）仅仅因为在抗议活动中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就被矿方以“严重抢

劫罪”告发。此外，四名受访者中有三人曾受到威胁或成为这些冲突的受害者。

对玛蒂尔德（Matilde）来说，这些威胁与该公司的领地、人口和信息控制战略如影

随形。她断言，“矿山收买了所有人，人们无处申诉，当局也被矿山收买了，那

些公开反对矿山的人受到了威胁或金钱的诱惑”。

尽管妇女站在投诉和抗议行动的最前沿，但没有任何空间鼓励她们代表自

己积极参与决策或与中国公司的对话。劳动负担沉重、性别角色定型的深化、信

息的缺乏、社区结构和规范的限制、受教育机会不足、遭受歧视以及其他因素加

剧了这种状况。很多信息都没有使用他们原住民的盖丘亚语（Quechua language），

他们也无法接触到这些传播信息的渠道。维罗妮卡（Verónica）说，“我们几乎没

法参与，因为我们仍然需要改变，我们缺乏更多关于我们权利的知识，我们需要

更多领导能力，才能去参与对话”。

- 社会文化影响

拉斯班巴斯的采矿活动为男性人口带来了经济收入，导致了严重的酗酒、家

庭暴力和性别暴力、遗弃和家庭关系破裂的比例增高。胡安娜（Juana）说，“当

他们有钱的时候，就会专注于喝酒和其他活动，他们忽视了自己的健康，出现了

很多酗酒、大男子主义和暴力行为”。妇女意识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家庭和社区中

的歧视和排斥越来越严重，让她们在社区参与活动中受到限制。正如玛蒂尔德

（Matilde）提到的，“你的亲哥哥告诉你，你没有权利；那个多嘴的人又在说三

道四”。

此外，为了与社区建立联系，MMG 建立了双边对话空间，在其直接影响范

围内的各地区以不同的方式开展对话。在每个地区就产生了关于是否谈判以及采

矿带来的利弊得失的对抗分歧，这削弱了基层社会组织和社区，破坏了这些地

区的社会结构。因此，这也影响到了在家庭和社区层面的关系，正如玛蒂尔德

（Matilde）所说的那样：“……我们女人没有登记，家庭中意见分歧严重，我的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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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不想把我那份土地分给我……这一切都是因为采矿和野心”。

采矿活动还加剧了性别分工。采矿活动中男性人口的增加导致该地区男性

化，从而引发了针对妇女的性暴力。据一名社区妇女称，“哪里有矿山，哪里就

有人口贩运；妇女被当作性玩物”。维罗妮卡（Verónica ）还提到：“我受到其他组

织的歧视……他们把我们女人当作物品”。

妇女在面对采矿项目时的能动性

在拉斯班巴斯项目中，社区的主要诉求不是中止项目，而是履行矿业公司与

政府之间进行相关补偿的协议，例如重新安置、社会和经济发展、环境破坏和土

地使用进行补偿的协议。社区通过示威和封锁等非正式机制以及对话圆桌会议等

正式机制进行抗议（LAS 和 Schmith 2022）。

尽管妇女面临结构性限制，但通过制定权利议程，妇女的组织能力得到了加

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她们能够向更广泛的地方社会组织和当局提出要求。妇女

在省一级具有代表性，有一些妇女领导人在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但是，她们

的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妇女的参与非常有限，所有受访者都认为，有必要增加

妇女担任权力和决策职位的机会。

早在2000年，拉斯班巴斯就成立了妇女组织，但在随后的十年中，这些组

织被削弱，有些甚至由于农民组织的分裂而消失（Cuadros 2010，第40页）。在 

MMG 公司进驻后，这些组织重新开始行动，如今，妇女根据共同利益以不同方

式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组织、联合会和农业委员会。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妇

女的参与仍需得到丈夫的同意。维罗妮卡（Verónica）讲述了她作为领导者的担忧：

“……有时妇女为了能够参加会议……会说，‘我要和我丈夫谈谈’，这就好像是

说我要征求他的同意”。她还认为必须组织起来，加强妇女和联合会的自主权：

“作为联合会，我们正在考虑创建一个制衣项目和另一个养鳟鱼的项目，在社区

里养豚鼠，从而能够利用一切资源，为我们的家庭带来生计”。

2.2 里约布兰科项目

里约布兰科（Rio Blanco）采矿项目位于厄瓜多尔南部，海拔3900米，毗邻

被宣布为拉姆萨遗址 bq05 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卡哈斯国家公园（Cajas National 

Park）。该项目是厄瓜多尔五个大型采矿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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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于 1998 年开始勘探该矿。2013年，由庄胜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组建的中国财团厄瓜多尔黄金矿业公司南美分公司（Ecuagoldmining South America 

S.A. ）公司收购了该项目，并于2016年开始矿山建设工作（Calle 2019）。2017年，

中国公司不遵守劳动协议和剥夺土地的行为增加了社区对他们的诉求。2018年5

月，莫勒图罗（Molleturo）社区以侵犯事先、自由和知情协商权为由，通过法院要

求中国公司采取保护行动并暂停该项目。当地法院做出了有利社区的裁决，下令

暂停采矿活动（Quizhe 2020，Quizhpe 和 Vallejo 2022）。2020年，庄胜矿产资源

集团有限公司向厄瓜多尔国家提出了4.8亿美元的 “国际仲裁争议”，2022年10月，

庄胜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中国 - 厄瓜多尔投资条约》这一双边协议，以缺

乏保障投资者为由提出索赔。直至作者进行本研究时，社区和妇女的抗争一直在

持续。

莫勒图罗（Molleturo）行政区的农村人口为7166人，其中49% 为妇女，51%

为男性（拉美核工业工人工会 SIN 2023）。该行政区区有72个社区，其中三个社

区一直与采矿项目保持联系：里约布兰科（Río Blanco）、科查潘巴（Cochapamba）

和圣佩德罗德尤马特（San Pedro de Yumate）（PDOT 2021）（Plan de Desarrollo y 

Ordenamiento Territorial 土地使用规划文件 2021）。里约布兰科社区是受采矿活动

影响的主要社区，该社区土地所有权的特点是，土地更多集中在男性手中。男性

拥有38% 的土地，而妇女只拥有17% 的土地。其余的所有者是社区或法人，他们

拥有约45% 的土地（Torres 2022，第107页）。

采矿项目对妇女的主要影响

-  经济影响

里约布兰科项目的采矿活动将个人和集体土地（paramos）商品化用于采矿，

这改变了当地的农业结构（Carpio 2022）。厄瓜多尔黄金矿业公司自进驻以来已获

得600多公顷土地，其中大部分是公共土地，骡夫们在日常生活中要穿过这些土

地。这限制了妇女的行动自由，导致土地重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Torres 2022，第

107页）。伊丽莎（Eliza）说，在采矿公司到来之前，“这是一个集体所有的公社，

采矿公司买下后说，现在这是私人财产，我们不能穿过这些土地”。米里亚姆

（Miriam ）也断言，“公司不承认我们是原住民社区，因此他们有理由购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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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影响

勘探和施工阶段对环境的影响造成了水源和土地的广泛破坏和污染。用伊丽

莎（Eliza）的话说，“由于失去了许多溪流，现在水源相当匮乏……如果自然受到

影响，我们妇女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我们在土地上劳作；当然，也有男人在土地

上劳作，但种地的大多数是女人”。

妇女注意到采矿活动之前与现在的不同。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由于钻探活

动，某些集体土地（paramos）已经干涸或受到污染。米里亚姆（Miriam）说：“这

让我们对饮用水产生了担心；我们真的很害怕水被许多化学物质污染。这太可怕

了。想象一下，用这样的水种植庄稼，灌溉庄稼。这种情况真不好，对健康也有

害”。伊丽莎（Eliza）还谈到了克鲁兹洛马（Cruz Loma）泻湖不可逆转的干涸问题：

“加拿大公司使泻湖干涸，而中国公司则用碎石填满泻湖。因此，这就是采矿留

下的冲突；如果我们让情况这样发展下去，它就会变成一片沙漠”。

- 政治影响

采矿活动引发了支持项目的社区和抵制项目的社区之间的对抗，导致两极分

化和内部社会关系的破裂，也引起了社区与国家军队、社区与中国公司利益一致

的私人保安之间的对抗。根据这些妇女的证词和经历，警察和军队对她们进行了

身体和精神上的攻击。莫妮卡（Monica ）回忆道：“ 警察想攻击我们；他们对付我

们不择手段。他们想开车碾过我们，但我没有给他们让路” 。

妇女在家庭和社区层面的参与一直深受父权制历史逻辑的浸润，随着采矿活

动的出现，父权制进一步加深。在社区空间中，男性说了算。对发言妇女的污名

化导致一些妇女退出了反抗活动。伊丽莎（Eliza）证实了这一点，她说：“矿业公

司说，因为你是妇女，所以你不能领导；因为你是妇女，所以你不能发言，你不

能大声说话……在社区中，男性不能接受妇女的领导，他们不接受有一个妇女组

织”。伊丽莎补充说，“如果公司开会，只有男人去；女人即使去了，她也只能保

持沉默，低着头，不能发表意见”。

- 社会文化影响

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破裂是里约布兰科社区现实中的一部分。建筑工地提供的

工作岗位是家庭和社区之间众多冲突的根源。男人们为工作而争斗，这加剧了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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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女童和青少年的不安全感（Carpio 2022）。伊丽莎（Eliza）提到，采矿活动造

成了“我们之间的对抗或挑衅，甚至发生在我们家庭之间。对我们来说，在自己

的家人之间、兄弟姐妹之间、表兄弟或叔伯之间、同一社区的邻居之间产生分歧

是很棘手的”。

采矿冲突还导致妇女因各种刑事诉讼而长期离家，从事组织和行政工作。取

而代之的是，她们的女儿或祖母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而这份工作在经济或社会

上却很少得到认可。

此外，该地区的男性化也导致了不安全局势以及针对妇女的象征性和人身

暴力。阿娜 · 卡斯特罗（Ana Castro）和史蒂文 · 塞瓦略斯（Steven Cevallos）（2023 

）对 “辛奇瓦尔米妇女抵抗组织”（Mujeres en Resistencia Sinchi Warmi）的妇女中

发生的这些事件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60% 以上的妇女在采矿过程中受到了影

响（遭到歧视、侮辱、羞辱或殴打等）。此外，采矿项目使针对妇女的暴力增加

了 86.7% ：情感暴力（80%）、身体暴力（66.7%）、象征性暴力（33.3%）、性暴力

（13.3%）和经济暴力（13.3%）。

许多妇女受到矿工和私人保安的性骚扰。恐惧和威胁使她们不敢报案。伊丽

莎（Eliza ）回忆说：“当我开始在矿上工作时，我也受到了骚扰……当我告诉他我

要举报他时，他告诉我‘去举报吧，但这里的老板也这样做’”。她还证实，矿工

们“开始想建立一个卖淫妇女之家项目，但被阻止了”。

最后，2018年采矿活动的暂停导致非正规团体的进入和非法采矿，给妇女带

来了不安全。妇女指责公司自己的私人警卫将武器交给了社区里的男人。莫妮卡

（Mónica）说：“公司在离开时将男人们武装起来。公司武装了社区。公司告诉那

些男人们，‘我们要走了，但你们要留在这里保卫矿区’”。冲突不断升级，导致

2022 年一名孕妇被杀害，此案件仍在调查中（Paz Cardona 2022 ）。

妇女在面对采矿项目时的能动性

妇女在抵制里约布兰科项目中的积极参与和领导作用吸引了众多研究人员的

关 注（Carpio 2022，Zibechi 2019，Quizhpe 和 Vallejo 2022，Torres 2022，Castro

和 Cevallos 2023）。一位当地居民认为，“没有妇女就没有对采矿的抵抗，也就没

有社会运动”，而另一位居民则补充道，“该组织的最大价值在于妇女”（Zibechi 

2019），这一点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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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一直站在抵抗运动的最前沿。2018年村民接管营地时，妇女站在最前线。

正如莫妮卡（Monica）所指出的，“我们男女各占一半，但我们女人在前线更加积

极……因为我们女人更有抵抗力，我们不允许自己被征服，被公司欺骗……当然

也有其他人这样做，但我们更有抵抗力”。Zibechi（2019）还强调，在那次事件中，

“面对妇女的坚定态度，警察很快就放弃了”。

在这种冲突与抵抗的背景下，“妇女抵抗组织（Sinchi Warmi） ”于 2018 年诞

生。该组织由抵抗采矿活动的年轻妇女、农民、原住民妇女、农村妇女和城市妇

女组成。Sinchi Warmi bq06在盖丘亚语中意为 “坚强的妇女或反抗的妇女”，其主要

目标是通过社区项目捍卫人权和自然，倡导恢复和振兴原住民领地的知识和智

慧，加强来自不同反抗阵线的妇女之间的支持网络。

2018 年，在社区提出的保护行动框架内，该组织参与了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活动，妇女在活动中用自己的语言详细讲述了她们在保卫领地过程中的经

历。她们还在通过相互学习、加强妇女和青年的能力来推广采矿以外的替代性工

作。她们的妇女社区艺术项目“Warmi Muyu”（盖丘亚语“播种的女人”）试图通过

手工艺品创作，从而创造一种有尊严的经济选择。

3. 主要结论和反思

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存在与采矿业密切相关，以确保自然资源的全球供应链，

维持其工业发展和能源转型。尤其是采矿活动，从许多方面改变了社会，由于妇

女与自然和生命关怀的直接关系，这些变革对妇女产生了不同的、不成比例的影

响。领地的男性化和采矿产生的冲突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社区 - 家庭动态和妇女的

日常生活。劳尔·齐贝奇（Raúl Zibechi）（2019）对此总结如下：“男人梦想的是工作。

妇女的梦想是保护生命”。

尽管中国政府努力引导企业提高绩效，但拉斯班巴斯公司和里约布兰科公司

的案例表明，这些努力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落实。中国企业对妇女诉求的回应不

力，反映出采掘活动中父权制的深化。公司的运作也显示出其风险承受能力（一

些项目产生了社会冲突）和薄弱的尽职调查机制（一些项目没有开展自由、事先

和知情协商程序或进行全面环境研究）。

在拉斯班巴斯和里约布兰科周围社区进行的访谈，以及本文中提到的各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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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只是揭示了妇女在采矿环境中遭受的经济、环境、政治和社会文化层面影响

的一小部分样本。尽管这些影响波及全体人口，但妇女对这些影响的感知和体验

是有区别的，而且更加直接，因为这些影响加深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父权结构。

在经济领域，采矿项目通过有利于采矿项目的土地商品化改变了农业结构，

损害了集体财产，导致更多的土地所有权掌握在男性手中。这阻碍了妇女获得生

计和照顾的资源（作物、水和食物）以及相关服务（住房、安全和健康）。作为生

命和社区的守护者，妇女还承担着修复或重建失去的一切的额外负担。在 Pérez

等人（2019）看来，家庭照料活动与采矿之间的这种联系与采矿链中的价值创造有

关；也就是说，妇女从事的家庭照料活动维持了采矿活动，而在当地经济中这些

家庭照料活动通常是不可见的。

在环境领域，妇女受到水源和土地的破坏和污染的影响，而水源和土地是家

庭和社区赖以生存的主要资源。这影响了她们的日常生活，也影响了她们和社区

的健康。

在政治领域，妇女，尤其是领导人和倡导者，在冲突和抵抗局势中受到迫

害、威胁和刑事定罪。她们因积极参与和大声疾呼而遭受歧视和侮辱。此外，有

证据表明，公权力和私人保安队与公司和政府结盟，大量地使用武力。

最后，在社会文化领域，主要影响是社会、社区和家庭结构的破裂。中国公

司往往利用项目所在国力量薄弱，通过经济补偿机制、谈判和社会服务来控制人

口和土地，从而破坏社会凝聚力，分化社区。反过来，土地的男性化又加剧了对

妇女的歧视、不安全和暴力。在政府、公司和社区的努力下，上述情况在近年已

经有所改变。

表 2. 两个矿业项目的比较：其影响及受到的抵抗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拉斯班巴斯拉斯班巴斯 里约布兰科里约布兰科

中方运营公司
五矿资源有限公司，国信国际与

中信

厄瓜多尔黄金矿业公司（庄胜矿产资源集

团有限公司）

运营状态 运营中 已暂停

开采阶段 2016年至今 2016年至2018年

项目的影响项目的影响

经济方面
土地所有权的变化，生活成本和

工作获取的增加

农业结构的变化，就业争议，女孩和老年

妇女承担的工作量增加

环境方面
水源和土地污染，卡车交通持续

的噪音、震动和灰尘

水源和土地的破坏与污染，克鲁斯洛马泻

湖（Cruz Loma Lagoon）的干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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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拉斯班巴斯拉斯班巴斯 里约布兰科里约布兰科

政治方面

妇女倡导者面临刑事起诉和威

胁，过度使用武力，参与方面的

障碍，丈夫和父亲被谋杀

妇女倡导者面临刑事起诉和迫害，社区间

的利益分化，使用武力和挑衅，参与方面

的障碍

社会文化方面

男性化和性别角色的加剧，歧视

和排斥，社会结构的破裂，威胁

和暴力，劳动的性别分工加剧

男性化和性别角色的加剧，歧视妇女权利

的捍卫者，带来社会和家庭结构的破裂、

不安全感和暴力

妇女的能动性和对项目的抵抗妇女的能动性和对项目的抵抗

妇女的诉求

履行关于获取水和土地的协议和

承诺，政治参与，解决家庭饮

食、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

争取他们作为原住民卡纳里人（Kañari）

被认可，参与自由、事先和知情的协商，

最终停止该项目

取得的成就

加强妇女组织，妇女领导人拥有

极高的民众合法性，地方和市政

组织中具有性别焦点的权利议

程，妇女的个人和经济赋权项目

创 建“抵 抗 中 的 妇 女 组 织（Sinchi 

Warmi）”，妇女战斗在抗议和谴责活动的

前线，他们实现了保护行动和项目的暂

停，开展替代性生计的活动和相互学习

除了对项目周边社区妇女的影响之外，采矿活动也为妇女领袖和妇女社会运

动的出现和巩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妇女发挥了自身的能动性，重新配置和占据

了社会环境中的新空间，从而采取行动改变了她们面临的秩序或习俗，而她们在

历史上一直被排斥在这种秩序或习俗之外。

因此，正如瓦尔德里（Valderry）和莱姆斯（Lemus）（2021年，第404页） 所精

辟指出的那样，妇女“……为捍卫公共财产、社区权利、更好的工作条件或尊重

环境而大声疾呼。她们提出了一种理解人类、工作和自然之间关系的不同模式”。

因此，她们对历史上支撑跨国采矿活动的采掘型父权制模式提出了一种范式上的

挑战，而中国现在正是这跨国采矿活动的一部分。

（翻译：韩扬、李悦；校对：赵瑾娜；核稿：张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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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bq01 有关其他地区类似案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考缅甸的案例以及莱帕当

铜 矿 项 目， 网 站 链 接：https://media.business-humanrights.org/media/documents/

files/documents/SRI_The_Social_Responsibility_of_Chinas_OFDI_and_NGOs_

Engagement.pdf. 另外，请参阅张兢兢的论文。网站链接：https://www.business-

humanrights.org/en/latest-news/interview-with-environmental-lawyer-zhang-

jingjing-on-the-need-for-legal-requirements-for-chinese-overseas-investments/

bq02 尽管所有权发生了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自2004年以来，公司的许

多高管和董事保持不变。这解释了无论公司的国籍如何，不良实践的连续性。

bq03 Chicñawi 是个农民社区，玛蒂尔德（Matilde） 就来自那里。它隶属于

科塔班巴斯（Cotabambas）省的查华华丘（Challhuahuacho）区。这个社区位于矿场

直接影响范围内，且靠近矿石加工厂。

bq04 这两个证词来自于在2022年11月由合作行动（CooperAcción）和拉丁

美洲可持续发展（Latinoamérica Sustentable）两个非政府组织在秘鲁库斯科举办的

研讨会上，与受影响地区居民进行的记录。

bq05 这片湿地是根据《湿地公约》（又称拉姆萨公约）认定的全球重要湿地。

拉姆萨公约旨在促进湿地的保护和科学明智利用。该公约为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提供了一个国际框架，强调了湿地生态系统在维持生物多样性、水资源供

应、气候调节以及为人类提供休闲和教育机会等方面的价值。全球各地的湿地，

无论是天然或人工的，永久性或暂时性的，淡水或咸水的，都在公约的保护范围

之内。

bq06 “Sinchi Warmi”在盖丘亚语中意味着“坚强的女性”或“抵抗中的女

性”。在盖丘亚语中“Sinchi”意味着“坚强的”或“有力的”，而“Warmi”则是“女

人”的意思。这个词语体现了女性力量和抵抗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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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津巴布韦的本土化政策旨在重新配置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从

而纠正历史上的不公，实现自主发展（Moyo 和 Yeros 2011）。这一政策转变发生

的大背景是对经济自由化的不满（Seddon 和 Zeilig 2005，Saul 和 Saunders 2005），

这一政策也是因为那些为了纠正由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带来对土地的剥夺的政策

遭到了失败。作为对这一本土化政策转变的回应，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欧

盟以侵犯人权和政治压迫为由对津巴布韦实施了制裁（英国政府 2022，加拿大全

球事务部 2023），这些制裁限制了津巴布韦获得发展融资和投资的机会（Dendere 

2022）。

津巴布韦的困境凸显了全球南方国家所面临的挑战，这些国家在独立后仍受

制于资本积累的全球体系，这削弱了它们重组经济、政治体制和社会的能力。在

这种情况下，提出迅速进行土地改革，并不仅仅来自外部的压力（Moyo 2018），

更反应出在白人至上的体系下，黑人资产阶级与小农生产者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

（Moyo 和 Yeros 2018）。

这是比基塔地区锂矿开采的背景，该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都集

中在土地冲突上。土地重新分配后，比基塔被指定为安置点，因为妇女的土地权

被限制，她们受到的不利影响尤为严重。比基塔的妇女面临着采矿活动带来的多

重挑战，这些活动对矿区所在社区的影响尤为严重。在比基塔，盛行个体手工开

采锂矿，这些活动也再次复制了在脆弱环境中大规模采矿所存在的挑战。比基塔

矿进一步加剧了土地权的有限、水源匮乏、边界争端和社会问题等综合难题。总

而言之，这对健康、社会再生产以及粮食和水安全都产生了影响。

广义上讲，采掘主义（extractivism）泛指全球生产、再生产和贸易体系的不

平衡的一体化，它使负责初级生产的国家创造的价值份额较低，而这些国家在环

境、健康和劳动力成本（包括社会再生产劳动力）方面的负担较重。津巴布韦推

行了矿业改革，以鼓励选矿（Chimwamurombe 和 Gona 2023），并作为社区更直接

参与矿物开采的一种手段（Mathibela 2022）。这一改革增加了妇女参与矿产价值

链的可能性（非洲矿产愿景 2009），并影响了锂矿开采。因为与黄金开采的矿石直

接流入国有冶炼厂不同，锂矿开采不具备类似的加工能力。由于在锂提取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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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缺乏这种能力，津巴布韦难以从矿产价值中获取更大的份额。

企业问责框架以自愿程序为主，在自愿程序中，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被期待

“不造成伤害”和“尊重人权 ”而不是 “保护 ”人权（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2011，

Bernaz 2021 第50-53页）。这里的人权被理解为包括了获取公共商品的一种权利。

在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政策下，“保护”人权这本应属于国家的职权范围，实际

上已成为一种 “有组织的背弃”（Gilmore 2022）。在实践中，投资者依赖于当地法

律，而这些地方法律在政策真空中运作，违法行为就在其中发生。如果没有有效

的监督和补救机制，违法行为就会被忽视，在极端情况下，违法行为还会得到国

家的支持。矿产开采区的安全化（译者注：以加强安全的名义对其实施管控）就

是这种情况的结果。

中国政府始终如一地支持津巴布韦渡过危机（郭少春 2022），这对来自中国的

投资的性质意味着什么？它们是否创造了扭转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新模式？本

案例研究重点关注种族、性别和阶级不平等如何在资源开采地重现，并尖锐地凸

显了这些矛盾。它评估了国家和现有的企业问责框架的性质，这些框架也为侵蚀

妇女权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虽然西方投资者在这些条件下，以巨大的代价在矿区东道国和社区进行运

营，但新的投资来源为加强监管能力和探索互利关系提供了机会。传统的西方投

资者一直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以应对公民社会团体（尤其是原住民领导）

的抗议和运动以及国际人权法。公司被认为是 “责任承担者”，而其原籍国的国内

法院则负责干预和起诉侵权行为（Bernaz 2021）。因此，如果有关国家不愿意干涉

和起诉涉事公司，那么这样的机会就不存在。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将西方传统投资者奉为企业责任的典范。这些行为者依靠

企业社会责任（Blowfield 2005），以及近来的本土化采购来获得其经营的合法性

（Kassa 2020）。就他们本身而言，从长远来看这些做法对于保障企业的社会责任

并没有起到效果。相反，本案例研究分析了性别不平等如何在资源开采领域被复

制，以及搭建一个以自愿、事先、知情同意为框架的社区参与平台的重要性，这

个平台与可以预测和预防公认的有害影响，与此同时，要加强国家机构预防违法

行为的能力，并在侵权行为发生时对其进行起诉。国家必须被重建和重新定位，

以确保人权和公平、公正的发展成果。

第一部分概述了指导本文的理论框架。我们借鉴了露丝·威尔逊·吉尔摩（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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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 Gilmore）所著的《有组织的背弃》（Organised Abandonment）一书，分析了

国家是如何在矿业监管中，其保护人权的义务被架空。本节探讨了津巴布韦如何

试图摆脱采掘主义，以及中国作为战略伙伴的角色。本节还概述了采用的方法论

和女权运动建设策略。第二部分探讨了比基塔的案例以及受锂矿影响的妇女的经

历。基于案例研究的主要发现，我们在最后的章节提出了一些反思和建议以改善

治理和问责机制，这些机制超越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框架，强调加强国家和企业的

责任和受影响社区的参与来实现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

2．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2.1 国家、性别不平等和发展不平衡

提到锂矿开采，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强调了中国的投资如何“振兴了被西方

公司长期闲置的资源”（郭少春 2022）。这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投资如何刺激在白人

至上主义统治下仍处于边缘地位的经济体的增长和积累的关注。刺激新的生产和

积累领域的可能性，及它对实现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的广泛重要性，尤为重要。

在南部非洲，由于土地被极度剥夺，这一政治问题更加突出。

阿奇 · 马菲耶（Archie Mafeje 2003）在分析欧洲式农业转型所面临的障碍时

曾强调，经济内部的积累受到价值生产者与统治精英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紧张关

系的制约。在土地保有权制度和小生产者之间的劳动分配方面，按性别划分的等

级制度也再现了两性不平等。就津巴布韦而言，呼吁将妇女的土地权利重点放在

集体行动上，而不是土地所有权上，从而加强了这一点（Manji 2006），而另一些

人则强调了一种战略，该战略涉及如何确保妇女获得和维护其土地权利的能力

（Goldman 等 2016）。由于津巴布韦的结构调整政策，黑人资产阶级和小农生产

者之间的阶级不平等日益加剧（Moyo 和 Yeros 2005），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种族和

性别不平等。这些阶级关系也对津巴布韦的治理体系和国家性质产生了影响。

这些日益加剧的阶级矛盾造成了治理真空，使得企业和露丝 · 威尔逊 · 吉尔

摩（Ruth Wilson Gilmore 2022， 第23页）所说的 “‘反国家’的国家 ”能够 “扰乱 

（disorganise）”生产系统和财产关系，包括土地，的运作（Gilmore 2007，第28

页）。从更广的视角来看，这形成了由环境破坏、劳动力过度剥削、结构调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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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私有化等因素造成的不均衡发展（Gilmore 2022，第64页）。“有组织的背弃”

理论不仅论述了国家的缺失，还论述了国家如何进行干预以塑造市场化的方法并

控制其结果。为了控制结构调整政策的后果，加强安全化是必要的。吉尔摩将技

术官僚、企业和政党归为一类，认为他们有相似的利益，可以利用国家来实现

目的。

在南部非洲极度被剥夺的历史背景下，资源开采的性质导致了对土地和自然

资源控制权的争夺。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为包括中国五矿化工进出

口商会（CCCMC）在内的企业设定了全球问责制框架。《中国矿产供应链尽责管

理指南》确定了矿产供应链以及环境和社会治理，该准则本身是一个自愿框架，

借鉴了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尽职调查准则（Castillo 和 Purdy 2022）。

自我监管（self-regulation）的基本假设是，公司可以在确保承担社会责任和谋

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间实现平衡。如果一个国家忽视其保护人权和监管公司实体

的责任，就会产生侵权行为的真空地带。当国家本身代表企业利益或与企业利益

一起侵犯权利时，这就是一种 “有组织的暴力”（Gilmore 2022）。另一方面，进

步的人权方法借鉴国际法，寻求国内和国际法院的干预。在实践中，社区组织、

民间社会组织和记者是那些记录侵权行为，并通过具体案件寻求补救措施的人

（Bernaz 2021，Kassa 和 Nyirongo 2020）。

治理真空导致了自上而下制定的政策无法反映小农生产者（尤其是妇女）的

利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组织的背弃得以盛行，国家和私人行为者都在不同

程度地施加这种有组织的背弃。它与种族和性别不平等交织在一起，侵犯了身体

完整性和自主权、环境权、健康权、劳动权和财产权，以及结社权和迁徙权，这

些正是本案例研究要探讨的问题。

2.2  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整个非洲大陆稀土矿产投资地图为指导。虽然主要投资来自中国，

但纳米比亚、加纳和津巴布韦出现的关键原材料矿物出口禁令表明，非洲大陆的

资源民族主义正在抬头。

对津巴布韦的关注源于该国一直以来的政策干预，这些政策强调经济本土

化和促进手工采矿业的显著增长。虽然在纸面上津巴布韦试图摆脱采掘主义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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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导向，但土地使用权安排、气候变化带来的脆弱性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都带来

了挑战，这些挑战对不同的性别有着不同的影响。在政治不稳定、外部制裁、严

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粮食不安全的背景下，本案例研究显得至关重要，它可以使

我们了解中国在津巴布韦这一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锂矿开采中的投资有何不

同。研究中国投资的性质及其对性别问题的影响，对于提出政策建议尤为重要。

此次实地调查基于2019至2022年在津巴布韦马斯温戈（Masvingo）省比基塔

收集的数据。我们与20名妇女进行了焦点小组讨论，并用滚雪球抽样的方式确定

了10名接受单独访谈的妇女。接受访谈的妇女年龄在25岁至46岁之间，她们提

供了最有影响力的叙述和经历，并且，她们领导了一系列的干预行动来改善妇女

在比基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

矿业开采对妇女的影响不同与男性，因此她们经历了许多源自采掘主义父权

制的创伤。在记录这些经历的过程中，我们试图让妇女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

她们曾因遭受暴力而陷入沉默。为了避免采用掘取主义的研究方法，我们通过治

愈创伤来确保研究过程是互惠互利的，这是在社区中分享经验的前提条件。这一

做法为勾勒发展目标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我们需要投资为我们做什么奠定了基

础。我们还认为，通过这个平台，妇女们能够根据她们自己的条件、经验、世界

观和视角来重新夺回权力。

焦点组讨论旨在了解比基塔妇女的生活经历，以及她们如何受到资源开采的

影响。参加焦点组讨论的妇女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采矿活动的影响，包括失去土

地、受到性侵犯、从事性工作或发生性交易关系，还有一些妇女的配偶在比基塔

矿区受伤。焦点组包括了在治疗周期中讲述故事，让人们听到因资源开采而遭受

痛苦的女性的声音，看到她们的面孔。

3． 主要发现及分析

3.1  持续的危机、矿业改革与中国在津巴布韦的投资

本节探讨了持续危机和矿业改革的背景，尤其是津巴布韦锂矿行业和中国投

资。津巴布韦是非洲东南部的一个内陆国家，人口近1600万，国土面积39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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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该国的识字率为 86.5%。据津巴布韦国家统计局估计，有300万到400

万津巴布韦人生活在国外（《纪事报》2023）。津巴布韦曾是一个主要的粮食出口

国，但由于土地重新分配政策造成的混乱，该国正变得越来越依赖进口粮食。

英国和美国实施的经济制裁加剧了津巴布韦的经济衰退，造成恶性通货膨

胀、政治动荡，最终导致津巴布韦转向使用美元。2019年，津巴布韦进入了最严

重的经济萧条期，食品、药品和能源短缺（《经济学人》2020）。这些情况导致了

政治孤立和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水平低下，而中国则凭

借持续支持津巴布韦成为提供援助和投资的战略盟友。

快速土地改革（Fast Track Land Reform，FTLR）致使参加过解放斗争的退

伍军人发起了征用土地，在大约二十年后，长期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以及对

执政党的抗议导致津巴布韦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 - 爱国阵线（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Patriotic Front ，缩写为 ZANU-PF，简称民盟）的领导层发生更迭。

民盟自1980 年津巴布韦独立以来一直作为执政党，但由于内部派系争权夺利，该

党的力量已被削弱，最终在2017年发生了针对罗伯特 ·穆加贝的政变。

埃默森 · 姆南加古瓦（Emmerson Mnangagwa）领导下的新政府并未对民盟的

统治做出重大改变（Vambe 2023），但也做出了重大妥协。2020年，政府同意对白

人农民进行补偿，并重新安置在快速土地改革中占据农场的黑人农民（Chingono 

2023）。非洲开发银行提出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为补偿提供资金（Gbane 

2023）。

对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一直存在争议，它对津巴布韦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都产生着影响（Moyo 和 Yeros 2007，Bond 2007，Moyo 2011），这些改革也对采

矿业产生了影响。矿业部门的本土化表现为要求将外国公司和矿山51% 的股权分

配给指定实体，在矿业部门，这些实体往往是社区股份所有权信托（Russel 2011，

Nechena和Kurebwa 2018，Makoni 2014）。该办法最初寻求铂金和钻石矿的控股权，

经过修订后，得以扩展至其他矿产（Veritas 2021）。

然而，在经历了许多不确定性和反弹之后（Motsoeneng 2019），政府决定删除

该修正案，以减轻投资者对其投资和资产的担忧（Kuyedzwa 2021）。尽管如此，

社区股份所有权信托一直是矿业部门确保矿区所在社区的参与并保证企业承担社

会责任的重要工具。在实践中，由于政府要求公司给予社区股份所有权信托的

10% 股份并非由政府支付（或社区团体无法获得购买这些股份的资金），而且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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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所有权信托在矿业运营治理中的作用也不明确，因此这只是象征性的。公司

甚至没有义务向社区股份所有权信托基金支付分红，矿区所在社区也并不具备质

疑矿业公司的法律地位（Nechena 和 Kurebwa 2018）。

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被并称为锂三角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

中国的锂矿资源也颇为丰富（Kaunda 2020）。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在

津巴布韦比基塔矿投资了3.8 亿美元，该矿拥有 1100 万吨的锂矿石储量，是世界

上最大的单体锂矿床（译注：目前业内公认的世界最大单体锂矿应是位于玻利维

亚的锂矿床）。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扩大了矿物开采范围，从最初用

于陶瓷和玻璃生产扩大到电池原料。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是2005 年以来在

津巴布韦运营的八十家中国国有企业之一，其价值达104.5亿美元。津巴布韦另

一个主要的锂矿开采企业是阿卡迪亚公司（Arcadia），该公司也隶属于一家中国公

司（Sydney Boyo 等 2023）。

津巴布韦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在本国加工锂，以保留更大的价值份额。2020年，

津巴布韦是最大的锂生产国。手工采矿也为锂的价值链做出了贡献。2022 年颁布

的基础矿物控制法禁止出口锂原矿，除非是正在开发的矿山以及在津巴布韦建立

加工厂的情况（Philip de Wet 2022）。据推测，该法律旨在控制小规模手工采矿的

走私活动。禁令影响了依赖手工采矿的生计（Sydney Boyo 等 2023），包括锂的开

采（Boyo 2023）。锂矿开采对环境的影响及其对妇女和社区造成的社会后果也很

严重，这将在下一节详述。

从2000到2018年，津巴布韦的主要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是南非、中国和毛

里求斯（Chinyanganya 和 Sunge 2021，第150页），其中中国自2021年以来一直是

主要来源国（Sharara 2023）。根据津巴布韦发展署的数据，在来自中国的 427 项

投资中，有 228 项投资在采矿业。主要的矿业公司有中矿资源集团、浙江华友钴

业和深圳盛新锂能集团，它们都投资了锂矿和加工厂（Sharara 2023）。浙江华友

在2022年以4.22亿美元收购了阿卡迪亚矿。作为 “确保和建立锂产业链 ”战略

的一部分，华友宣布将投资 3 亿美元建造一座加工450万吨锂矿石的工厂（Banya 

2023）。

津巴布韦环境法协会（Zimbabwe Environmental Law Association，ZELA）和

非洲环境法研究所 （Africa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Law，AIEL）（译者注：AIEL

是 ZELA 的分支机构）强调，中国的锂加工能力超过了其锂储量，这需要中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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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锂的供应多元化。因此，控制锂矿开采对中国具有战略优势。尽管中国已有矿

产加工能力，但必须考虑的是，中国如何应对津巴布韦建设国内加工能力的措

施。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津巴布韦为锂投资设立了经济特区制度（译者注：

经济特区政策指为投资者在特定行业的投资提供奖励措施），这意味着相关公司

在2025年1月之前都可以免税（津巴布韦环境法协会和非洲环境法研究所 2023）。

投资者一直对监管制度薄弱存在担忧，而中国在津巴布韦的投资和业务范围之

广，又加剧了人们对此问题的担忧。中国投资者既有大规模投资方，也有手工采

矿的买家（津巴布韦环境法协会和非洲环境法研究所 2023）。最近，比基塔矿的

运营不得不短暂停止，以便政府对劳工管理和分包商进行检查（路透社 2023）。

3.2  津巴布韦的矿业改革和本土化

当前对关键矿产的抢购为重新制定连贯一致的区域战略议程提供了新的动力

（Chikwanka 2023）。2022年7月，赞比亚、马里和几内亚与其他八个成员国一起

批准了成立非洲矿产开发中心（African Mineral Development Centre，AMDC）的

章程。非洲矿产开发中心（AMDC）将协调并监督非洲矿产愿景（African Mining 

Vision，AMV）的实施，确保建立机制推动其实施（非洲矿产开发中心，日期不

详）。非洲矿产愿景也在接受评估，并将制定一项新的非洲绿色矿业战略作为补

充（非洲自然资源管理和投资中心2022，津巴布韦环境律师协会2023）。赞比亚

和津巴布韦都通过了一项新的国家矿产开发政策，以在国家层面实现这一目标。

非洲发展愿景（2009）只是在妇女的采矿权和将妇女纳入价值链的问题上考

虑到了妇女。而支持妇女参与采矿业需要解决产权方面的障碍，还需要承认既有

的社会规范会阻碍、排除或限制妇女经营采矿业务，例如一些禁忌，还有要求妇

女从事照料。这并不是说妇女无法克服这些障碍，或无法积极地挑战社会规范和

政策。

然而，这仍然是一种个体主义的策略，仅仅涵盖了那些能够筹集到资本以获

得经营许可、购买和管理采矿设备和劳动力的妇女。它将那些缺乏资产无法筹集

到资源的妇女排除在外。而且，这两类妇女仍将受到损害妇女土地权的习惯法的

制约。这是一种有限的方法，没有考虑到社会地位和生计受到损害的妇女，她们

在偏远和农村地区影响治理进程的能力极其有限，而且风险很大。需要关注支持

妇女塑造发展成果的明确治理机制（Kengne 日期不详）。在缺乏对明确机制的关



中国在非洲的矿业投资和采掘主义的性别影响：	津巴布韦比基塔矿区研究	 ·129·

返回目录

注这一点上，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联合国人权

高专办 2011，Bernaz 2021）。

虽然关注的重点往往集中在采矿业中令人震惊的侵犯劳工权利行为上，但也

需要了解采矿业对环境和性别的相互影响。持续的气候危机不仅威胁着农业生计

的活力，也加剧了采掘主义下的环境成本和采掘主义的性别化特质，因此必须对

之加以考虑。比基塔锂矿所在的马斯温戈省凸显了这些问题的相互关联性。

3.3  比基塔矿业活动对环境和性别的影响

马斯温戈省位于津巴布韦东南部，由七个区组成，其中比基塔区的贫困程度

最高（Viceisza 等 2020年）。根据国际财富指数（International Wealth Index ，IWI）

按照资产、住房质量和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打分，马斯温戈分数为38.2，而津巴布

韦全国平均为44.1（全球数据实验室 2023）。比基塔是津巴布韦最贫穷省份之一

中最贫穷的地区。

比基塔还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干旱、热浪和洪水直接影响农业

活动，而农业是当地主要的经济活动。不断恶化的卫生设施和道路网络也降低了

生活质量和抵御这些恶劣条件的能力。饥饿和饥荒普遍存在，童婚现象日益增多

（Chikoko 和 Chihiya 2023）。

该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是部族的（communal），有些社区（wards）同时拥有

部族和重新安置的社区，导致土地冲突，这一趋势在马斯温戈地区也很普遍

（Mafukidze 2018 ）。自2000年代以来，津巴布韦面临经济衰退，许多人不得不

从城市搬迁到农村地区，这导致了重新安置区的建立。经济危机还导致津巴布韦

男性户主出国移民数量激增，妇女成为事实上的户主。

比基塔的一位32岁的妇女梅维丝（Mavis，2024年的访谈），解释道：“这里地

少人多，人口增长也导致了这个区域水危机严重，而矿业大量的用水进一步加剧

了水危机。”

津巴布韦的重新安置区肇始于土地再分配改革计划，在该计划中，优先考

虑并鼓励在公共牧场或可耕地上建立小块土地。而在实践中，国家的作用占主导

地位，往往控制着农场一级的决策（Marongwe 2011）。妇女的土地所有权更多地

取决于原住民的宇宙观、当地的文化和政治状况，而不是地契或许可证，因此她

们并没有从土地改革中受益。这些多重排斥使妇女处于弱势地位。快速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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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置过程混乱，暴力频仍，导致妇女，尤其是单身或丧偶妇女很难有立足之地

（Zvokuomba 和 Batisai 2020）。

在该地区的两个社区中，一个是重新安置区，另一个是锂矿特许开采区，这

使得两个社区极易冲突。手工采矿业曾为贫困家庭提供了谋生手段，而手工采矿

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获取和控制土地和资源的争夺和利益诉求。该地区的主要谋

生手段是农作物生产、畜牧业生产、园艺和手工开采锂矿。

在津巴布韦经济体系中，手工采矿活动有了显著发展，尤其是在黄金行业，

在津巴布韦35吨黄金总产量中，有23.3吨是由手工采矿者生产的（Moyo 2023）。

在比基塔，手工采矿者还开采透锂长石，这些活动与比基塔矿场共存。锂的出口

禁令表面上是为了阻止手工采矿者的走私，从而确保本地加工和增值。

比基塔的手工采矿者还侵占和挖掘人们的田地，导致该地区成为死亡陷阱，

耕地遭到破坏。梅维丝（Mavis，2024年的访谈）解释说：“由于矿井没有得到良好

的设置和支撑，曾发生过矿井坍塌的事故，这场意外造成了人员伤亡。”土地退化

对比基塔的妇女造成了严重影响，因为她们的生计依赖于农业自给自足。手工采

矿者作业的露天矿井还增加了妇女无偿护理受伤儿童和配偶的工作负担。

鉴于含锂的透锂长石储量可加工成碳酸锂，且全球对锂电池的需求不断增

加，透锂长石作为一种矿藏已变得越来越有价值（Sitando 和 Crouse 2011）。在锂

矿区大规模开垦土地和开挖深坑后，比基塔的土地和环境出现了退化。比基塔45

岁的妇女莎伦（Sharon）强调说：“一些矿场位于我们用来耕种的土地上，这使我

们的粮食短缺。由于粮食短缺，我们的学龄女生也变得更容易受伤害”。

比基塔的大规模手工采矿活动造成了水、空气和土地污染。25岁的妇女梅西

（Mercy，2024 年的访谈）解释说，“缺水对我们的打击非常大，我们因为缺水而

患上各类疾病的风险增高了”。大规模的采掘过程导致这些地质系统失衡，并可

能对水资源和土壤健康造成灾难性后果（Adeel 等 2019）。

2017 年，工商企业和人权资讯中心（The Business &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 2019）记录了关于比基塔运营中废物倾倒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指控。在

中矿资源集团于 2022 年开始在比基塔运营（比基塔矿业公司 2017）之前，就存

在劳工和环境违规的行为及其导致的不满情绪，比基塔的运营曾关停了两年。然

而，在焦点组讨论和访谈中，大家一致认为，由于自 2022 年中矿资源集团运营

以来，由于运营规模迅速扩大，局势进一步恶化了。下面的时间轴说明了英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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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历史主导地位。

比基塔开矿的历史时间轴

中矿资源集团被指控侵犯劳工权利（路透社 2023），以及没有认识到其活

动对环境的影响。津巴布韦钻石和联合工人工会（Zimbabwe Diamond and Allied 

Workers Union）秘书长称“中国矿工是新殖民者，他们的到来使本地工人面临生死

存亡的威胁”（Mangirazi 和 Sithole 2021）。2017年，一份关于工人遭到中国矿山

枪击和枪支威胁的报告唤起了人们对近期大屠杀（如在南非）的创伤记忆（Sinwell

和 Mbatha 2016），以及历史上控制劳工的殖民策略（Laning 和 Mueller 1979）。

珍妮特（Janet，2024年的访谈）和梅西（Mercy，2024年的访谈）描述了就业

中的性别歧视的做法：“在就业方面，皮肤白皙、身材苗条的女性是首选，她们

的工资甚至比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同事要高”（Janet，2024年的访谈）。“我们

这些又胖又丑的人不会被录用，因为我们没有吸引力，这意味着我们甚至无法在

矿上找到工作。这些中国人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他们破坏了我们作为一个

社区的良好关系，使我们变得脆弱，生活状况比以前更糟”（Mercy，2024年的

访谈）。

由于中矿资源集团造成的污染，该公司与比基塔社区成员之间曾发生过冲

突。该公司使用工业塑料划定一些作业区。这种材料很容易撕裂，并与矿产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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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的化学品混合。2023年5月，中矿资源集团被迫暂停运营，接受政府检查

（路透社 b 版，2023年）。

珍妮特（2024年的访谈）进一步解释道：“中国人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灾难性

的后果；空气、土地和噪音污染之严重令人震惊。到处都是塑料，到处都是灰

尘，一天到晚都在爆炸，一天到晚都在鸣笛。总之，这里没有安宁。”

要了解中矿资源集团的运营如何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就必须考虑到比基塔

目前的紧张局势。因为相互争夺土地所引发的冲突令人担忧。津巴布韦的土地权

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宪法》规定，津巴布韦的所有公有土地都归总统所有，总统

应根据《土地法》批准土地的占有和使用。社区酋长是上述土地的监护人（津巴布

韦宪法第71条）。这意味着总统和酋长可以任意决定土地的用途。

中矿资源集团管理着比基塔最大的锂矿，也是唯一获准在比基塔合法开采锂

矿的实体。多年来，矿场不断扩大，占用的土地比最初宣布的更多。据观察，随

着在比基塔发现更多的锂矿，矿场也在扩大。这种扩张是有问题的，因为津巴布

韦宪法规定采矿优先于所有其他土地用途。

结果就是，哪里发现了锂矿藏，哪里的农业就会萎缩，而采矿业则获得优

先，这造成了更多的冲突和混乱。在津巴布韦的社会和文化权利中，男性被赋予

为土地的所有者，而女性则是土地的使用者。因此，在决定如何使用和分配土地

时，妇女处于这套等级体系的最底层。由于上述条款的存在，改变土地用途的现

象十分猖獗，女户主家庭所受的影响尤为严重。

与此同时，中矿资源集团并未就其运营与矿区所在社区进行有意义的接触，

这对矿区所在社区造成了直接影响。自从中矿集团接管比基塔矿以来，梅维丝

（2024年的访谈）说，“在我们这个地区，问题多于解决办法。他们每天都制定新

的规则和法律，我们很难跟上。”

梅维丝（2024年的访谈）解释了中矿资源集团如何在未与社区协商的情况下

任意划定区域：“之前我们从市场运来的货物会放在自己的家里，但现在由于特许

区被封锁，我们很难把我们的货物运回来”。梅西（2024年的访谈）进一步描述了

由此增加的性别暴力风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运输网络，现在我们把货卸到离家

很远的地方，这使我们在灌木丛地区面临被抢劫和性侵犯的风险”。公司决策的

随意性和造成的不成比例的影响反映出，在实践中，矿业公司和国家在制造和维

持有组织的背弃方面是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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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环境影响而言，在矿物提取过程中渗入土壤和水源会导致化学酸浓度达到

危险浓度，这些酸被植物和水生生物吸收，从而进入食品系统，造成严重的健康

问题。虽然利用微生物进行生物浸出技术取得了进展，但目前还无法实现工业规

模的应用（Moazzam 等 2021）。随着时间的推移，污染物将以酸性矿井排水的形

式积聚在地下水系统中。

在这些社区，妇女承担着社会再生产的重担，无偿照料工作的增加直接影响

到她们。她们的生计活动依赖于土壤和水资源，而这些资源在锂矿开采中被具有

生态破坏性的浸出方法所污染。水污染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很大，因为这意味着

她们必须走很远的路才能为家庭取到干净的水，这也使她们面临性侵犯的风险，

并影响到她们在日常家务上花的时间。

一些矿区靠近学校，导致高鲁罗（Gaururo）和古鲁瓦（Guruva）高中以及马林

甘比齐（Maringambizi）中学关闭（Makado 和 Makado 2015）。与此同时，中矿资

源集团为比基塔 - 法舒（Bikita-Fashu）中学建立了科学实验室，同时还为曼贡多

（Mangondo）中学提供了电力变压器。马林达（Marinda）小学也实现了电气化。

在奇瓦拉（Chiwara），其他学校和卫生设施也获得了供水（Maponga 2023）。

津巴布韦的经济状况，加上比基塔妇女受教育程度低，使这里成为商业性性

工作的中心，基于性别的暴力增加。性工作者被杀害的事件令人震惊。2022年的

一项研究发现，93% 的受访者认为性别暴力普遍存在，63% 的受访者认为性别暴

力增加与干旱相关（Muto 2022）。

采矿作业（包括手工采矿和大规模采矿）距离学校太近，对年轻女孩构成严

重威胁，因为她们暴露在性虐待、杀害妇女、感染艾滋病病毒 / 艾滋病的风险之

中，以及青少年意外怀孕。在校女生因为还要承担家庭责任，在时间紧张的情况

下男人会让她们搭车上学，这让她们面临各种伤害（Gwarisa 2021）。由于这里粮

食短缺的发生率很高，而且需要支付自己和兄弟姐妹的基本需求，女孩很容易进

入性交易关系（Dziro 2020）。

出售矿石赚取收入的手工采矿者和从矿山赚取工资的矿工们创造了对商业性

性工作的需求，这给妇女和女孩带来了风险，这些风险通常来自年长的男性和罪

犯，并给家庭带来了动荡（Dziro 2020）。

传统领袖在处理学校关闭、边界争端以及确保当地人在采矿业就业方面发挥

着关键作用（Chanakira 等 2019）。《传统领袖法》（1988年）通过将他们纳入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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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所有权信托基金董事会使传统领袖的职责进一步加强，其职责扩大到了重新

安置区。早些时候，这一举措被描述为表面文章，实际上只是用来安抚社区，并

不具有变革的可能性。尽管酋长们可能会动员起来确保当地就业（Chanakira 等 

2019 ），但对于妇女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不可靠的盟友，妇女需要让

渡出部分利益以获得酋长们支持她们的生计和土地权。

在某些情况下，酋长侵犯了妇女的权利，将属于女户主家庭的土地分配出

去，因为妇女不会提出反对意见。这对谁有资格获得、控制和管理土地产生着影

响。因此，国家政府政策和地方行政部门执行政策之间存在差距。酋长占据的政

治区域也存在争议。这使得矿业投资的环境变得复杂、充满冲突，并倾向于将妇

女边缘化。

像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这样的公司和一系列参与者合作，开发

了一套广泛而复杂的战略来确定互利发展战略的伙伴。该公司表示，它采用空间

分析来确定建设当地经济的方法（英美资源集团 2023 ）。然而，英美资源集团因

在南美和非洲侵犯人权和破坏环境而被追究责任（美洲环境保护协会 2021，工商

企业和人权资讯中心 2020，大赦国际 2023），因此不能作为可复制的典范。与此

同时，中矿资源集团在比基塔并没有执行的策略，除了一次对违反劳工法的调查

外，没有任何机制追究他们的责任。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一调查有什么结果或做出

了任何改变。

重要的是要考虑到采矿作业，包括锂矿开采，对耕地和水等自然资源的破

坏程度。这包括之前生产周期的历史遗留问题，比基塔的开采可追溯到 1911 年。

开采矿石和生产锂精矿的过程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周边采矿特许区以

外的牲畜和耕地（Sierra Club 2021）。

为了强调这一点，珍妮特（2024 年的访谈）认为，失去土地使女孩 “面临被

操纵和虐待的风险”。年轻女孩受到中矿资源集团男工的虐待，这些男工既有国

内移民，也有中国人，他们“利用我们的女孩，导致少女怀孕、辍学和性传播疾

病。性传播疾病在社区内无休止地循环，令人恐惧”。

莎伦（Sharon，2024 年的访谈）解释说，造成这种脆弱性的根本原因是耕地

稀缺，这导致竞争性采矿作业致使社区粮食短缺。这种脆弱性还延伸到妇女和女

孩，使她们成为年长男子进行性交易的目标：“中国公司的到来严重影响了我们的

生计”。梅维丝（2024年的访谈）和梅西（2024年）也描述了比基塔的矿工、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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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成年少女和妇女之间的感染循环。这进一步引发了性别暴力。未成年少

女面临着来自中国工人的风险，他们“希望与这些年轻女孩发生关系，而且由于

这里的贫困程度，这些女孩也很容易受到矿工和手工采矿者的虐待。中国工人称

这些年轻女孩为 ‘小玛丽亚’。甚至使一个年轻女孩怀孕了，后来抛弃了这个女

孩”（Mercy 2024年的访谈）。

正如前文强调的那样，比基塔的采矿业加剧了暴力，这里迫切需要为妇女

创造空间以分享她们的经历，集中治愈创伤，并重建她们的生活和社区。在实践

中，这些活动不仅包括咨询，还包括生计活动（WoMin 2021）。津巴布韦的强奸

幸存者网络（Rape Survivors Network）就是一个例子。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接受咨询

培训，这样她们就能为社区中的强奸幸存者提供支持。这些空间应该得到支持，

用来指导制止基于性别的暴力、保护性工作者的权利，并为其他妇女和女孩提供

社会支持的干预措施，避免她们受到男性工人的压力而陷入性交易关系。

4. 总结和反思

津巴布韦的本土化政策通过鼓励选矿的政策来试图保留采矿业中的更大价

值份额，来补救采矿业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采掘业的一个核

心问题，即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其经济处于边缘地位。在这方面，中国

似乎是一个有效的合作伙伴，在津巴布韦建立了加工能力，支持政府禁止锂原料

出口。

尽管如此，在全球，一方面对矿产的需求不断增长，资源国希望可以借此

机会获得更公平的矿产开采价值份额；另一方面，采矿业存在长期的经济、社会

和生态影响，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在矿区，土地冲突、性交易关

系、虐待儿童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加剧也引发了人们对种族、阶级和性别不平等

重现的进一步担忧。比基塔矿区的中矿资源集团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这家公

司并非绝无仅有。相反，在自愿尽职调查框架和缺乏惩罚措施的情况下，有罪不

罚的现象普遍存在。虽然欧洲正在引入尽职调查法，但由于担心无法与中国竞

争，这些法律也被淡化了。这意味着中国在制定全球公司治理条款方面可以发挥

战略作用，通过确保具有强制性的环境和社会治理标准和引入惩罚措施来制定全

球公司治理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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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贝拉（Mathibela 2022）断言，如果不改革矿产资源治理，不促成自下而

上的进程，持续不断的冲突和紧张局势就不会得到解决。马蒂贝拉建议向地方社

区下放权力。这需要确保有透明的程序，包括对严重伤害的起诉，追究企业在环

境、人权和劳工权利方面的责任，同时也为建设当地经济创造机会。此外，还应

该建立一个透明的、包容妇女领导力的沟通流程，以此作为建立信任的手段，以

增进公司对自己业务经营所在地区的背景的了解，例如像比基塔这样的地区的

了解。

可以发挥社区股份所有权计划的作用，使之能够成为有效、有代表性和有意

义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不是以企业社会责任基金的形式运作。可以公平地得出结

论，任何纳入传统领袖、地方政府和矿区所在社区参与的问责机制或社区参与平

台，都必须明确将妇女和女孩也纳入其中。

另一个关键的治理问题是津巴布韦采矿业的安全化和军事化特点。虽然相

关问题在津巴布韦的钻石和黄金开采中一直备受关注，但安全化问题也同样适用

于锂矿开采，在这里，非法资金流动、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等问题正逐渐凸显出来

（Glass 2021）。在实践中，安全化一直是服务于采掘主义的重要工具。这并非津

巴布韦或中矿资源集团所独有，而是各国有组织地放弃矿产治理的结果。一个核

心问题仍然是需要 “保障土地所有权”（Mathibela 2022），以及支持例如强奸幸存

者网络等平台作为干预模式。

然而，如果采矿业不考虑环境和社会成本，包括价值创造过程中不可或缺

的社会再生产的成本，可能会重现贫困女性化的模式。传统投资者已经开发了如

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自愿问责机制等工具，但在实践中，这些工具并不能有效地

满足当地对经济活动中应该做到公平、公正和环境可持续的要求。企业社会责任

项目中采用的狭隘的干预措施难以解决这些更广泛的资源治理问题。为了创造这

些空间，各国必须提高对矿业公司的监督和监管能力，并辅之以负责任的地方治

理体系，以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并在侵权行为发生时确保采取有意义的补救

措施。

（翻译：张帆；校对：蔡凌萍；核稿：张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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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应对粮食短缺的经验使其成为非洲农业发展合适且杰出

的伙伴（Brautigam 和 Tang 2009）。中国凭借其在包括农业在内的几个经济快速增

长领域的投资和发展援助方面的成功方法，支持了很多致力于复制“中国发展模

式”的非洲国家。先前的研究认为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农业合作采取了不同的模式，

包括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ATDC），提供技术培训和奖学金以促进技术和知识

转让、土地投资、开办合资企业，以及在东道国、中国国有和私有企业之间的公

平关系（Brautigam 和 Tang 2009，Harding 等 2021，Gu 等 2016，FOCAC 2009）。

这些农业合作模式的有效实施依赖于双边协议、三边合作和公私伙伴关系（PPP）

（Olasehinde 等 2023，Ebula 和 Qi 2011，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期不详）。

这些模式在诸如中非合作论坛（FOCAC）、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之

类的合作机制中得到了体现。《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2004-2006）》促进了中非

农业合作。中国承诺向不同的非洲国家派遣100名农业专家，提供农业领域的培

训和专业技术，促进粮食安全和发展。包括商务部、农业农村部和科技部在内的

中国政府机构和部委被指派与非洲同行合作，提供专业知识，并与东道国保持良

好外交关系。为了促进与非洲不同国家的可持续农业合作，中国采取了“一省一

国”合作模式——一个中国省份作为发展伙伴服务一个非洲国家，在一次竞标中

巧妙地一举完成政治和商业任务。这一模式的重要特征是自2006年以来，在包括

尼日利亚在内的24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Harding 等 2021，Liu 和

Peter 2023，Buckley 等 2017，Jiang 等 2016，Amanor 和 Chichava 2016）。

2003至2014年间，在全非洲启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之前，通过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南南合作项目（UNFAO-SCC），尼日利亚接待了大约650名中国农业专家

和技术人员，以及接受了200多种农业技术。其中许多驻扎在农村的专家和技术

人员引进了非传统农业技术，为小农户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并加强了当地的农

业实践，极大地改善了许多尼日利亚小农户的收入和生计（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 2019）。Sun（2011）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增加了对非洲农业投资的力度并非

偶然。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中国希望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减少化石

燃料的使用，增加生物燃料的生产，以满足能源需求，同时确保国内粮食安全。



赋权尼日利亚农业中的女性	 ·151·

返回目录

特别是，非洲生产许多制造生物燃料的主要作物，这为中非农业合作创造了更多

渠道。例如，尼日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薯出口国之一，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木薯进口国。对生物燃料原料不断增长的需求为双方的贸易和投资创造了途径，

有助于抵消一部分中非的贸易失衡。

国家、企业和大学都是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在尼日

利亚农业援助项目的实施者包括中国大使馆、中国商务部、中国国有和私营企业

以及一些研究机构，他们与尼日利亚联邦农业与农村发展部、预算与国家规划

部、联邦妇女事务部等政府部门合作，在尼日利亚实施项目。2022年，中国驻尼

日利亚大使与尼日利亚农业大学合作发起了“菌草技术工作坊”，旨在建立一个

占地20公顷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专门用于规划和培训尼日利亚农业技术人员

（Oyoyo 2022）。虽然中国农业专家及企业在尼日利亚引进杂交水稻、玉米、小米

和木薯变种的目的是帮助尼日利亚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粮食安全，但许多当地

农民对此褒贬不一（Ibrahim 2020，Otung 2014）。然而，由于在评估教育、培训、

农业投入、推广服务和信贷设施方面存在文化和制度障碍，人们对小农特别是妇

女，如何从该计划中受益知之甚少（世界银行2022，Ogunlela 和 Mukhtar 2009，

Olaosebikan 等 2019）。

尽管关于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的模式、前景和挑战的研究日益增多，但

有关妇女的角色，以及中国农业合作对尼日利亚农业领域中的性别平等和妇女权

利影响的研究却十分匮乏。因此，本文旨在从性别视角研究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

合作，重点关注对女性小农的影响。本文试图回答以下研究问题：中国 - 尼日利

亚农业合作如何影响尼日利亚女性小农的权利和性别平等？中国主导的培训项目

如何影响尼日利亚女性小农的收入和生计？在尼日利亚农业领域追求经济和社会

赋权的同时，妇女采取了哪些策略来克服性别规范？

本研究以女性主义视角和微观分析为基础，有助于了解中国在全球南方的

农业领域参与情况。它提供了一个视角，显示了中国农业援助项目在尼日利亚粮

食生产以外对女性小农的影响。本研究探讨了中国农业援助项目中的现有制度规

定在促进尼日利亚农业领域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方面的有效性。本研究采用案例

研究法和定性研究法，评估了尼日利亚的一家中国公私合营农业企业——绿色农

业西非有限公司（GAWAL）。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是中国在尼日利亚开展农业

培训的推动者，也是中国在阿布贾捐助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唯一实施者。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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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在尼日利亚运营的中国公私合营农业企业，它展示了中非农业合作的混合模

式。中国通过将商业战略与援助倡议相结合，努力使其援助项目在东道国可持续

发展，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Jiao 2014）。本研究通过性别视角揭示了该公司在尼

日利亚的业务运营情况。受访者对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培训计划的看法表明，

这些计划影响了数百名参与计划的尼日利亚小农的生计和福利。然而，有关这些

计划在改善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方面影响的信息却很少，因此需要关注并探讨培

训设计中的性别主流化。

本文结构如下：开篇部分介绍了中非农业合作的背景以及本案例研究的目标

和贡献；第二部分回顾了有关妇女参与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的现有文献、指

导本研究的概念框架、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第三部分是研究结果和讨论；最后

一部分是结论和建议。

2. 检视妇女在中非农业合作中的作用

本节回顾了有关中非农业合作、妇女参与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指导本

研究的概念框架及其方法的现有文献。

2.1 中非农业合作

关于中非合作影响的近期报告，依据多项实地调查的数据，显示了中国在农

业领域的援助对非洲国家的各项社会经济成果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关中非农业援

助有效性的研究文献集中于这一合作对农村发展和减贫（Gubak 和 Samuel 2015，

Paulin 2017）、青年赋权和创造就业（Akinnifesi 和 Setshawelo 2014）、以及农民生

产力和收入水平（Olasehinde 等 2013）的影响。其他学者，包括 Ebula 和 Qi（2011）、

Jiao（2015）和 Bakare（2019），通过强调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公私伙伴关

系视角，探讨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的性质、影响和挑战。然而，Gu 等人（2016）

持有不同观点，他们将中国在非洲的农业参与描述为一种混合模式，这种模式模

糊了捐助方（国家）和投资者（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并创造了一种

共生关系——受助者与捐助者之间的“发展合作”。然而，尽管这些研究提供了大

量有关中国主导的农业干预措施在非洲受援国的性质和效果的细节，但它们并没

有触及几个核心议题，包括女性小农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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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农民身处农业一线，是乡村发展的关键角色（Ogunlela 和 Muktar 2009）。

尽管如此，各种障碍包括风俗、信仰、无偿家务劳动影响了妇女获得贷款、教

育和健康服务，限制了她们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前景（Ogunlela 和 Muktar 

2009）。Veliu 等（2009）认为，宗教信仰妨碍了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穆斯林和非穆斯

林妇女的土地所有权，压低了她们的收入，促使许多女性小农户寻求其他收入来

源。此外，Das 等（2023）发现，尼日利亚限制性的性别规范、职业隔离和地区差

异影响了妇女在农业企业价值链培训项目的选择，加深了男性和女性农业企业创

业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社会经济不平等。

尽管妇女在农业中举足轻重，但一些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研究却未能将

女性农民的参与纳入分析与结论中（Gubak 和 Samuel 2015，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 2019，Olasehinde 2023）。上述文献几乎没有揭示中国农业援助对妇女的影响，

以及发展援助如何影响性别平等和缩小非洲农业领域的收入差距。此外，最近才

开始出现探讨中国与非洲农业合作的混合模式的文献，这些文献对该模式在中国

企业具体案例中的应用及其对生产力、收入和性别平等的实际影响见解有限。因

此，本研究试图通过探讨女性小农在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中的参与情况来填

补这些研究空白。由于认识到混合模式是中国农业参与南南合作（SSC）的关键因

素，本文对在尼日利亚运营的中国农业企业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进行了案例研

究，调查其活动，包括培训和技术转让，如何影响女性参与者。这一方法揭示了

中国参与尼日利亚农业的具体机制，为有关农业中的妇女和中非合作的本地化影

响的研究做出贡献。

2.2 概念框架

本研究整合了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for a New Era，DAWN）提出的性别、经济和生态正义（gender,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justice，GEEJ）框架，探讨了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参与和可持续生计方

法对性别的影响。GEEJ 框架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探讨了性别、经济和生态正义之

间的相互联系。它将这些领域联系起来，探索性别与全球化、发展和气候变化等

社会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它还为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参与及其如何影响东

道国的人权、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创造了一个性别意识的视角（蔡一平和于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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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GEEJ 框架有助于阐明性别与上述因素之间的联系，但使用该框架分析

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需要深入的理论基础，以微观分析的方式探究性别

相关问题结果背后的多方面动态。因此，本研究也采用了罗伯特 · 钱伯斯（Robert 

Chambers）和戈登 ·康维（Gordon Conway）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

钱伯斯和康维（1992） 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提出了生计的概念，强调了人类的行

动和行为背后的复杂性，因为这些行为都受制于特定时间以及所能获得的机会。

本研究采用了钱伯斯和康维对生计的定义，即“满足基本所需充足的流动或储备

的食物与现金”。当一个人能够管理和应对各种挑战，增加对未来需求的持续供

应时，生计才是可持续的（钱伯斯和康维 1992年，第5页）。司康尼斯（Scoones 

1998）将可持续生计的概念转化为一个用于分析的概念框架，描述了实现可持续

生计所需的不同资源、个人策略以及那些影响着实现可持续生计的正式和非正式

制度结构。作者所认为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

社会资本或政治资本，而结构则包括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法律、文化和制度。

随着全球化、数字化和技术的崛起，一些学者扩大了资本的范围来分析其

他领域和学科的各种案例和研究（Odero 2006，Horsley 等 2015，De Haan 2011）。

Odero（2006）在该框架中加入了信息资本，认为信息在个人实现可持续生计的战

略中至关重要。为了全面理解所研究的现象，本研究采用了六种资本（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经济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信息资本）的框架来评估中国 - 尼

日利亚农业合作对女性小农收入和生计的影响。在这里，人力资本包括教育水平

和各种农业实践的能力；自然资本是指获得土地和水的机会；物质资本包括农业

机械和用于提高生产率和收入的各种资产（将农作物运往市场的卡车或储存农作

物的仓库）；金融资本包括现金和获得信贷、贷款和赠款的机会；社会资本指社

会和政治关系、农民组织成员资格以及朋友和合作伙伴网络；信息资本指个人获

得与其农业实践相关的信息的机会，如培训、推广服务和（价值链的）市场准入。

2.3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评估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对尼日利亚女性小

农收入和生计的影响，以及对尼日利亚小农中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提升的影响。

这种方法超越了尼日利亚粮食生产和在尼日利亚的中国农业企业经营的范围这些

以往的研究议题。本研究采用定性方法，从半结构式访谈、政策文件、学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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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书籍和新闻报道中获取第一手和第二手数据。访谈在2023年10月至12月期

间通过 WhatsApp、微信和音频电话进行。访谈围绕着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受访

者采取开放式讨论，分享了他们在尼日利亚参加中国主导的培训活动的经历及其

对收入和生计的影响。

本研究共有14名受访者，其中男性5人，女性9人，包括一位绿色农业西非

有限公司的代表、一位尼日利亚农业部的代表、一位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

三边合作的区域主任，以及2019年9月至2023年12月期间在阿布贾参加绿色农业

西非有限公司主办的农业培训活动的两位男性和九位女性农民。这些受访者的背

景广泛，他们为了解不同培训阶段和时期项目产生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整体视角。

2023年培训的受访者尚在从参与培训中获取知识的阶段，而2019年培训的受访者

已在他们的农业实践中采用了获得的技能，并可以讨论培训对其产量、收入水平

和生计的影响。研究人员采用了“滚雪球”抽样的方法，请受访者介绍其他愿意

参加研究的培训参与者。研究人员在选择受访者时采用了一种旨在获得最大变异

性样本的方法（Creswell 2007）。这一选择是为了通过受访者的真实经历了解所研

究的现象，而不是为了突出受访者的代表性。由于现场采访受限，研究人员与受

访者进行了网上访谈。所有从受访者处收集或披露的数据都会保密，访谈数据不

包含受访者的个人身份信息，如姓名、地址或电话号码。

3. 性别差距抑或妇女赋权：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尼日利亚农
业合作

本节介绍并讨论了研究结果。研究结果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中国主导的农业

培训项目对尼日利亚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的影响；农业培训项目对尼日利亚女性

小农收入和生计的影响；以及妇女的谈判能力和策略对尼日利亚农业部门中性别

规范的改变。

3.1 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中的公私伙伴
关系模式

从性别视角审视尼日利亚的农业发展至关重要，这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

尼日利亚是中国在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其2021年的贸易额超过130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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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23年第一季度，农业约占尼日利亚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2%（国家统

计局 2023年）。农业雇佣了35% 的劳动力，其中约一半是女性小农（国际劳工组

织 2021年）。2003年以来，尼日利亚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南南合作框架下

接待了约650名中国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这些专家每人花两年时间对尼日利亚

小农户、推广代理和其他当地农业专家进行培训，教授更具成本效益的中国农业

新技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2019年）。因此，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不断

发展，涉及许多利益相关方，包括中国大使馆、在尼日利亚运营的国有和私营企

业以及同乡会和友谊协会。这些新的参与者执行了中国的混合发展援助模式，并

成为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的联络方。本研究聚焦于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

（GAWAL），这是一家公私合营的农业企业，由中地海外集团（原名中地海外建设

集团）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06年在尼日利亚成立。

中地海外集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入尼日利亚，看中的是其农业技术专长和

该国的市场前景、有利的农业条件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总经理王淼强调，该公

司致力于将其商业利益与企业社会责任（CSR）目标结合起来，并强调企业社会

责任对其声誉以及尼日利亚的可持续增长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Li 2021）。绿色

农业西非有限公司的业务包括大规模种子生产、农业机械和设备销售、农产品加

工、培训和咨询，以及在尼日利亚（凯比和阿布贾）建设和运营农业产业园。绿

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还与多家中国农业和研究机构合作，开展与种子生产相关的

研究、培训和知识交流。bq01

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是尼日利亚联邦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发起的“增长促进

支持计划”（Growth Enhancement Support，GES）和“锚定借款人计划”（Anchor 

Borrowers’ Programme，ABP）的战略合作伙伴和杂交水稻种子供应商。该公司

在尼日利亚凯比州经营着一个2025公顷的机械化示范农场，并在尼日利亚首都

阿布贾设有运营办公室。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为尼日利亚政府官员和农民提供

农业培训，执行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援助项目，并在阿布贾的布瓦里运营尼日利

亚唯一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bq02本研究之所以研究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是因

为它是中国混合援助模式的缩影——在与尼日利亚的农业合作中，由国家和独立

企业共同开展商业项目和援助项目，两者相结合 （Harding 等 2021，Brautigam 和

Tang 2009）。此外，在2016年，作为中国援助项目，它在尼日利亚开展了首次

农业培训，自那时起培训了超过400名农民和政府半官方人员（张 2016，GA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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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3.2 谁参与了什么？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对尼日利亚小农的农业培训

中国和尼日利亚农业合作的一个核心特点是技术转让和农业相关的技术援

助。本研究发现，能力建设、粮食安全、可持续农业企业和耕作机制已牢牢嵌入

中国在尼日利亚的农业合作中（Gubak 和 Samuel 2015）。中国通过各种机制组织

培训和技术援助，包括双边和三边协议以及中国在尼日利亚的国有和私有企业。

中国政府资助了多个农业和技术培训项目，引进中国农业技术，促进中国 - 尼日

利亚农业技术转让。多年来，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组织了八次由中国政府支持

的培训项目，帮助尼日利亚小农掌握杂交种子、农业机械使用、农药和化学品应

用、加工以及农业企业价值链知识等方面的尖端技能。

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 尼日利亚 - 中国农业合作主要为农户和推广人员

提供农业培训不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2019，Olasehinde 2023），绿色农业西

非有限公司为这些团体和政府官员提供有关中国农业技术的培训。2016年至2019

年，该公司培训了400多名政府官员、小农户和技术人员，并在尼日利亚各州成

立了7个种子生产合作社，拥有约5000名成员，以传播中国农业技术，促进尼日

利亚的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bq03除了在尼日利亚实施中国农业援助项目外，该公

司还与尼日利亚农业与农村发展部、预算与国家规划部、联邦妇女事务部等部委

和政府机构合作，为其农业培训项目招募学员。然而，如公司记录所示，因为特

定作物和价值链的性别隔离、计划信息传播不畅以及依赖地方部委招募学员等因

素，导致男性参与培训的比例高于女性。每次培训的男女学员比例平均为30 ：9，

女性学员不到学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见附录中的表1）。

农业培训计划没有规定男女参与者的比例而导致了性别失衡。虽然受访公司

的代表强调他们有意招募更多的女性小农，但他们指出，由于负责招募的部委拥

有参与者的酌处权，并且这一决定和程序缺乏正式的政策或指导方针。此外，没

有任何公告明确规定培训计划参与者的招募程序、资格标准或性别分布。虽然一

些受访者表示，成为注册农民协会或合作团体的成员是参加培训的先决条件，但

研究发现了一些例外情况。这表明，负责招募的部委使用其他要求和指标来确定

培训参与者的资格。因此，需要重新评估招募方法，以增加女性小农对培训项目

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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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有效实施了农业援助项目，并通过将部分种

子生产外包给当地农民来维持业务。本研究中的男性小农户表示，他们被邀请担

任水稻外包工，帮助生产杂交水稻种子，并以合理的价格出售给公司。受访者六

解释说：“在（上一个）雨季，公司发给我们种子，让我们为他们生产。他们把种

子免费提供给农民，然后在生产之后，无论农民生产多少，他们都会买回所有种

子，哪怕价值十亿（奈拉）。”

虽然这意味着该公司可以将生产本地化，帮助小农实现收入多样化，并提高

对中国制造的现代农业技术的采用率，但这也带来了妇女参与不足的问题。

此外，与中国在尼日利亚主导的其他农业培训计划一样，培训的大部分内

容集中在杂交水稻和木薯的种植和加工、农用化学品的使用以及农业机械和设备

的操作（Osheinde 2023，Guhbak 和 Samuel 2015）。在尼日利亚，男性小农主宰

了水稻和用于种植的木薯的销售（Umeh 和 Atarboh 2006，转引自 Omiunu 2014 ；

Aboaba 等 2019 ；Olaosebikan 等 2019），这阻碍了许多女性小农参与此类农业培

训计划。因此，包括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在内的中国农业援助项目实施者，在

设计和实施培训项目时，应考虑尼日利亚农业中的性别角色、规范、文化和职业

隔离。通过提供传统上由妇女种植的作物（如块茎作物和蔬菜）的课程来促进包

容性。

此外，培训方案采用80/20原则，即80% 的理论知识和20% 的实践，这使得

学员在大部分培训中实际体验所学技能的机会有限。公司代表承认，由于空间限

制和参与者的人口结构，他们在2022年之前的培训计划缺乏足够的示范。他们采

用了不同的培训方式：给政府官员提供更多的理论信息，而给小农户和当地农业

专家更多的示范。该代表解释说，自2022年12月开始使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设

施以来，公司在培训计划中增加了实践环节。

此外，尽管在培训初期理论和实践知识不平衡，但本研究发现，学员们采用

了中国的农业技术，包括杂交水稻种子和病虫害防治技术，这表明绿色农业西非

有限公司成功地转让了中国农业知识和技术，提高了作物产量。受访者五表示：

“使用改良水稻种子（GAWAL R1和 Faro 44）bq04 和更好的推广服务后，农民在旱

季耕作的低洼地区每公顷的水稻产量达到三至五吨，甚至可达到六吨。米农发

现，他们很难用粟米 bq05来取代当地小米，当地的珍珠粟品种 sosat 和 super sosatvi

非常好。不过，他们利用小米种植技术的信息，这让他们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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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

这一发现证实了 Olasehinde 等人（2023）的研究，该研究认为，虽然农民从

培训中获益，但农民之间培训资源和信息分配仍然存在不平衡。与没有类似背景

和经济激励的其他人相比，大多数培训参与者拥有相对较高的财务和社会资本

（Olasehinde 等 2023）。没有数据证据表明有妇女参与了由中国农业专家在尼日利

亚奥贡州组织的为期6个月的活动。本研究分析了男性和女性小农在参加培训后

的差异，以填补这一空白。

3.3 中国主导的农业培训对尼日利亚女性小农收入和生计的影响

本研究考察了培训后小农户的生计和收入情况，重点关注四项指标：农产品

和产量、收入多样化、获得信贷的途径以及生产单位（劳动力、种子、化肥和农

业机械）。调查结果表明，相对于产量，受访者对培训项目的满意度有所提高。

一位受访者最初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产量很少，只能养家糊口，她说（参

加培训后）作物产量提高了，能够养家糊口，还能将剩余部分出售或换取其他商

品和服务。但是，该受访者没有具体说明用额外收入购买了何种商品和服务。这

些商品和服务可以是教育、健康产品、牲畜以及有形和无形资产，这些资产可能

会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计、生活水平以及农村的整体发展（DFID 1999）。

本研究还发现，培训后学员决定通过利用新获得的技能使收入来源多样化。

受访者二指出，虽然她学会了用芝麻榨油用于个人消费，但买不起用于自己农场

大规模生产杂交水稻的秧苗。如果在培训后向这些农民提供足够的信贷和资金，

就可以在尼日利亚的农产品加工业中利用已有的芝麻油制造技能。绿色农业西非

有限公司的代表表示，这是一个挑战，一些学员由于缺乏资金购买农业材料和技

术，因此无法在其日常的农场经营中运用到培训期间获得的大部分知识。此外，

受访者五指出，在索科托，改良水稻种子和更好的推广服务帮助将水稻产量提高

到每公顷 6 吨左右，即使是在干旱季节。

不过，研究发现，培训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与女性小农相比，

男性农民在培训后的收入水平和改善生活的机会显著增加。据男性小农报告，他

们的农业产量提高了约30%，他们参与了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的外包种植计划，

并获得了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信贷服务，这些都有助于在培训后增加他们的收

入。受访者六解释说，公司为他提供了参加外包种植计划的机会，他在该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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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公司生产水稻种子，赚取额外收入。此外，培训结束后，他还从政府那里获

得了一笔贷款，用于扩大自己的农业综合企业，他计划购买一台收割机 bq07并租给

其他农民，以获得更多收入。相比之下，女性小农在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时面临着

资金限制。她们经营小生意，包括出售牛肉、绵羊肉和山羊肉、加工农产品、做

裁缝、买卖饮料和小家电，从而实现收入多样化，并将利润再投资于农业经营。

在预算分配和获得信贷、培训以及作物和价值链推广支持方面的性别失衡，

使女性小农与男性相比处于不利地位。除了阻碍女性小农获得可提高其农业收入

和生计的机会的制度性障碍外，根深蒂固的文化信仰、性别规范和职业隔离也使

一些女性小农无法种植谷物、咖啡、可可和各种块茎作物等有价值的作物。女性

农民将这些作物归类为 “男性作物”（世界银行 2022年，第33页），不愿意种植这

些作物。

此外，尼日利亚农业中男女之间的权力动态极大地影响了妇女经营的农场的

生产力和农业产量。性别角色影响了妇女在作物选择、土地获取、农业投入、机

械和体力劳动方面的决策，塑造了男性和女性小农之间的权力结构。九号受访者

指出，在她所在的社区，男性小农主导了水稻种植，少数种植水稻的女性小农的

农场规模要小于男性小农。七号受访者解释了妇女面临的挑战，包括没有经济能

力租用大面积农田，因为她们经常将生产时间用于在丈夫的农场上耕作。此外，

男性小农户通常通过继承来控制土地资产，导致许多妇女无法获得土地。受访者

一主要种植水果和蔬菜，而不是玉米、大米、小米或其他谷物，她回答说，妇女

需要男性同伴帮助她们在机械租金、体力劳动工资以及化肥和其他农用化学品等

投入上讨价还价。她解释说：“即使你对种植水稻感兴趣，你也不能独自做：这

需要大量资本。此外，妇女可以在农业领域工作，但不管我们说什么，农业领域

仍是男性主导。因此，身为女性，你只被期待在后方工作，而不是农场运营的一

线。你需要一个男人来管理农场。我的手下有一些员工，我知道作为妇女想要发

号施令的滋味。是的，你可以下达指令，但女性这么做要比男性面临更多挑战。”

现有的文献研究也印证了上述情况，即已婚女性农民需要更多的激励或动

力才能投入时间和资源到她们的农田，因为她们花费大量时间在丈夫的农田工

作或做家务（Pierotti、Friedson-Ridenour 和 Olayiwola 2022）。虽然妇女在尼日利

亚农业劳动力中占很大比例，但资源和较高的农业价值链主要由男性农民控制

（Ogunlela 和 Mukhtar 2009，世界银行 2022）。这种影响男女小农之间社会经济



赋权尼日利亚农业中的女性	 ·161·

返回目录

不平等的现象说明了 Scoones（1998）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强调的结构和过程的转

变。它解释了私人和公共制度、政策、法律和文化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人的

生计。

总体而言，仅靠培训和提高技术可能无法在短期内带来预期的结构性变革。

这可能是由于培训计划很难快速推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动态的转变，而这些社会

经济动态在文化与宗教上是根深蒂固的。与此同时，普遍存在的权力差距也会阻

碍获得技术培训，从而造成周而复始的挑战。这些发现具有互补性。一方面，在

不解决权力差异的情况下获取技术知识和技能，会使女性小农在获得农业相关机

会方面继续面临障碍。另一方面，在没有提供培训的情况下重构权力动态，可能

会导致错过取得有意义的社会经济进步的机会。尽管如此，长期的变化是可能

的，这体现在本研究中女性小农的行为变化上，她们从事水稻种植，并愿意种植

更多的经济作物，包括大量种植生姜和花生。此外，女性农民的农业产量提高也

增加了可支配收入。经济独立又提高了女性小农的自主性，使她们在涉及农业实

践、家庭支出和社区发展的决策过程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3.4 通过获取资本改变性别规范

本研究发现，女性小农参加中国主导的农业培训影响了她们所在社区对现代

农业实践的采用，从而导致农业领域性别规范的转变。培训后，更多的女性小农

种植了大量水稻和其他主食，增加了她们的收入和社区的粮食安全。受访者还讨

论了她们与社区、朋友和农民协会成员，尤其是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由妇女领导的

合作社成员，分享新的耕作技术和方法。因此，可以确定两个受益群体：参加绿

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农业培训的直接受益者和间接受益者，后者包括受训者的家

庭成员、同一农民协会的成员、朋友和整个社区。在9位女性受访者中，有5位

是农民协会的领导人。她们指出，她们将培训中获得的知识与各自合作社中的约

300名妇女分享。受访者七说：“作为我所在社区的农民合作社社长，我参加了培

训，记下了要点，然后回去培训其他农民。这些妇女还在更小的村子里培训其他

农民。”

这一信息共享过程对联邦妇女事务部来说至关重要，它要求受益人向所在

农场协会和社区中的其他小农授课。通过妇女事务部招募的受访者表示，农民协

会中的领导角色、语言能力以及培训其他农民的意愿构成了培训资格标准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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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参与者被要求提交一份综合报告，其中包括举办“阶梯式”培训（“step-down” 

training）bq08的照片、参与者名单、培训中的挑战和社区对培训的反馈意见。尽管

规定了制度来解决小农在获得农业培训机会时可能面临的语言和文化障碍，但研

究发现，针对如何监测不同地区“阶梯式”培训计划的执行，仍然缺乏必要的政

策和框架。各部委仅仅依靠报告和图片，而没有系统的措施来衡量培训计划对社

区小农的影响和可持续性。

尽管如此，这一过程还是产生了连锁效应，即，一名女性小农参加农业培

训，启发了其他无法直接获得培训的女性小农，从而缩小了尼日利亚经济作物和

主食种植中的性别差距。根据 Farnworth 等人（2020）的观点，这一发现表明，采

用新技术可以重构农业中男女的权力动态。这些技术可以帮助农民提高生产率、

农场产量和收入，提高妇女在家庭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度及其对家庭的经济贡献

（Farnworth 等 2020）。

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利用信息资本制定生计战略以实现预期成果的有效

性。受访者表示，他们是通过职业和个人关系获得农业培训信息的。受访者八提

到，她从一位熟人那里获得了培训信息，这位熟人是她所在州州长的特别顾问。

这位受访者认为，语言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参与者对培训的选择。参加培训

的人既精通英语，又能用豪萨语或其他土著语言进行交流，从而有效地为其所在

社区的农民开展培训。Olasehinde 等人（2023）强调，一些农民更喜欢从其他农民

那里学习，因为他们对该个人、其语言和文化都熟悉（Olasehinde 等 2023）。在

这种非正式的环境中，女性小农可以学习新的农业技术，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农

场，提高产量和收入。

此外，研究还表明，尼日利亚的许多女性小农对她们在农业中遇到的文化、

政治和制度障碍有所意识。作为回应，她们利用自身的能动性制定战略来消除或

减轻这些限制，包括收入多样化和参与社区领导。土地资产对大多数女性小农来

说意味着财务稳定，在紧急情况下可作为生产资料和抵押品。在妇女土地所有权

受限制的地区 bq09，她们采取的策略包括通过父母、亲戚或男性子女获得土地。

例如，一位未婚女性受访者通过父母获得了农田，她承认自己独立获得田地会遇

到困难。经济拮据进一步促使女性小农依赖贷款、继承、父母或配偶的支持来投

资资本密集型资产，包括土地和农业机械。在尼日利亚的一些地区，尤其是农业

盛行的北部地区，由于宗教或文化信仰，大多数妇女无法拥有或继承土地（Ve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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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09）。

同样，Umaru Baba 和 Van der Horst（2018年）指出，在过去十年中，尼日利

亚北部地区的妇女一直在通过各种关系，包括婚姻和其他社会网络，谈判她们拥

有牲畜和财产的权利。这与社会资本是可持续生计的资产这一理论不谋而合，社

会资本使个人能够获得土地、牲畜和农业设备等物质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

生金融资本。许多妇女积极挑战限制她们生产能力和收入的性别规范。她们依赖

于各种网络，包括宗教、同乡和农民协会，获得知识共享和资金支持。这项研究

表明，妇女赋权有助于解决具有限制性和歧视性的文化规范。知识和经济赋权让

尼日利亚农业领域的妇女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使她们能够运用主动性和谈判

力，购买更多资产，并参与家庭和社区的决策。

4. 结论和建议

这项关于中国 - 尼日利亚农业合作及其对女性小农影响的案例研究，评估了

中国主导的农业培训计划对被招募的女性小农的收入和生计的影响。研究表明，

由中国的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主导的农业培训，在促进尼日利亚农业中的妇女

权利和性别平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面临的挑战体现在培训招募机制，

尼日利亚特定作物和价值链现有的性别隔离，以及项目信息传播不畅，导致女性

受训者少于男性。此外，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和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没有制度规

定，为更多女性小农参加培训提供配额。同样，研究也表明，与女性小农相比，

男性小农在培训后报告的作物产量更高，并带来收入增加。不过，培训有助于女

性小农改善农业生产方式，提高产量，采用新技术，并增进与其他小农的社会凝

聚力。此外，该研究还提供证据表明，女性小农接受更多的农业培训可促进农村

地区采用新的农业技术和工艺，从而增强粮食安全和尼日利亚农村的发展。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首先，研究范围仅限于参加两个绿色农业西非有限

公司培训计划的尼日利亚小农样本。这些因素凸显出，在其他培训计划项目和该

公司执行的项目以外的地区，其他受访者的经验缺失的问题，从而对研究结果的

普遍性和代表性提出了质疑。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作为一项先导研究，希望引起

学者、活动家和政策制定者对本文所讨论问题的关注，并为后续通过性别视角开

展农业发展合作研究奠定基础。未来的研究可以与不同地区或国家的类似培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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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不管是中国主导的还是其他国际机构主导的项目，进行比较分析，以得出跨

文化和跨地区的见解。

建议

（1）在设计培训方案时应考虑性别因素，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举办的培训种

类应多样化。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水稻种子生产，他们可以邀请

其他农业培训专家对园艺、块茎作物和其他尼日利亚女性小农传统种植的作物开

展培训。这将为那些无法转而种植“男性作物”的妇女提供机会，并使她们掌握

更好的方法来改进其在当下价值链中的农业实践。

（2）去除农业领域中的性别定型化。从历史上看，虽然妇女对农业做出了巨

大贡献，但她们并不被视为农业发展的积极参与者，也较少获得土地、信贷和推

广服务等重要资源。因此，政府应颁布新的包容性政策，去除农业领域中的性别

定型化，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通过农业领域的性别平等化，使妇女可以参与决

策并获得必要的服务，促进农业的生产和转型。

（3）采用“小而美 ”模式。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这一概念描述了中国与其他

国家合作的小型项目。该模式强调项目的有效性和可观收益。在中国 - 尼日利亚

农业培训和项目中采用这一模式有助于解决社会和性别不平等问题。在大多数情

况下，大项目由政府主导，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政治目的；这些项目可能无法惠及

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村农民。相反，结构合理的“小而美”项目可以改善小农户

的生活，为他们提供发展农业技能的机会。

（翻译：张帆；校对：蔡凌萍；核稿：张玉婷）

注释

bq01 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公司代表于2023年10月3日提供的信息。

bq02 信息来自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网址：https://gawal123.

com/（访问日期：2023年11月6日，网站链接已经失效。）。

bq03 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代表于2023年10月3日提供的信息。

bq04 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生产并销往尼日利亚市场的杂交水稻种子品种

https://gawal123.com/
https://gawal12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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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bq05 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生产并销往尼日利亚市场的杂交小米种子品种

名称。

bq06 尼日利亚当地采购的小米种子名称。

bq07 收获季节用于收集作物的机器。

bq08 “阶梯式培训”是农民协会和招聘部门对当地农民和合作社领导人开

展的农业培训的称呼。在阶梯式培训中，接受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农业培训的

第一手受益者使用尼日利亚的一些土著语言，在非正式场合传授从培训中获得的

知识和技术。

bq09 在尼日利亚不同地区，尤其是北部地区，妇女通过配偶、男性子女和

亲戚获得土地。研究表明，尼日利亚的一些地区因妇女的宗教地位而禁止她们继

承或拥有土地。例如，北部的穆斯林妇女和非穆斯林妇女拥有土地的机会和权利

不同（见 Veliu 等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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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1 ：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在2016年至2023年期间组织的农业培训清单

年份年份 农业技术培训农业技术培训
项目的种类项目的种类 资金提供者资金提供者 合作方合作方 周期周期 参与者参与者

数量数量
女性参与女性参与
者数量者数量

1 2016
综合农业技

术培训

中国驻尼日

利亚大使馆
尼日利亚农业部 7天 40 15

2 2017
综合农业技

术培训
中国商业部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45天 21 7

3 2017
综合农业技

术培训

中国驻尼日

利亚大使馆
尼日利亚农业部 7天 40 6

4 2018
综合农业技

术培训
中国商务部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45天 103 18

5 2018
综合农业技

术培训

中国驻尼日

利亚大使馆
尼日利亚农业部 7天 40 15

6 2018
综合农业技

术培训

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

尼日利亚的不同农业

组织
2天 74 15

7 2019
综合农业技

术培训

中国驻尼日

利亚大使馆
尼日利亚农业部 7天 40 5

8 2023

花生品质评

价及加工利

用技术

中国科学技

术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

品加工研究所和尼日

利亚农业研究委员会

1天 70 未知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司代表提供的数据绘制的表格）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6-06/16/c_135442229.htm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6-06/16/c_1354422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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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年是所罗门群岛外交关系史上的转折点。这一年，所罗门群岛结束了

与台湾长期的外交关系，选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一外交转变发生的背景

是，该国政府似乎想急切改变国家的走向以竭力满足民众需求。2021年3月，中

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安全协议，加剧了人们对中国是否计划通过军事力量来扩

大在太平洋地区霸权的疑虑。

这个转变可能影响无数领域，本研究着重探讨在妇女、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影

响。我们旨在解答一个范围更广的问题：与传统发展伙伴澳大利亚相比，所罗门

群岛与中国签署的安全协议，对所罗门群岛妇女的处境以及在她们在和平建设和

安全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有何影响？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作者采用了两种信息搜集方法。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

了深入研究，包括但不限于政策文件、学术论文、新闻报道和在线公共论坛等。

其次，进行了非正式访谈，包括政府官员、民间社会代表和当地妇女。共邀请了

15人进行采访，其中只有7名妇女做出了回应。鉴于事件在国内的敏感性，对未

回应者作者并未再次邀请采访。所有受访者都要求匿名。为适应不同受访人群，

采访问题（见附录1）有所调整。

本研究聚焦于所罗门群岛，背景涉及该国最近面临的棘手问题、对外部安全

援助的需求、妇女的地位及其在建设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以及从承认台湾到

承认中国的“外交转变”等等方面。本文的正文讨论了以下领域的研究结果：对

《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签署及其执行情况的看法；该协议对妇女、和平与

安全的影响所引发的担忧；与澳大利亚在妇女、和平与安全方面所提供援助的比

较；以及在当前地缘政治形势下，促进所罗门群岛妇女和平与安全的机会。

需要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使用的性别（gender）和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

是指女性和男性经历的社会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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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所罗门群岛简况

所罗门群岛位于南太平洋，位于澳大利亚东北约2000公里处，陆地总面积

为28466平方公里（南太平洋委员会2023，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2022）。它的900

多个岛屿组成了9个岛屿省份。首都霍尼亚拉（Honiara）位于最大的瓜达尔卡纳尔

（Guadalcanal）岛上（南太平洋委员会2023）。该国属于热带气候，位于珊瑚三角

带，是世界上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查普曼 2021）。令人遗憾的是，

这种生物多样性不断受到伐木活动的威胁。同时，该国也首当其冲地面临海平面

上升和气候变化等不利影响（查普曼 2021）。

所罗门群岛总人口744407人，主要由美拉尼西亚人组成，也包括波利尼

西亚人、密克罗尼西亚人 bq01、中国人、其他亚洲人以及欧洲人（南太平洋委员会 

2021）。在文化上，大多数所罗门群岛人过着一种集体生活，对自己的亲属群体、

部落、土地和省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们主要使用英语和皮金语 bq02，另有大约

70种主要语言和许多其他当地方言（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2022）。

该国经济严重依赖原材料出口，主要包括林业、农业和渔业，采矿业近年

来也开始发展，有金矿、铝土矿和镍矿等。2021年，该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GDP）为2305美元（所罗门群岛中央银行 2021）。约80% 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主要依靠农业和渔业维持生计。该国的制造业规模相对较小，大多数商品和服务

都需要依赖进口（Gay 2016，第3页）。政府预算和发展项目严重依赖国际双边和

多边伙伴的海外援助。

所罗门群岛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保护地，于1978年获得独立，采用威斯敏斯

特议会民主制度，以英国君主为国家元首，总督是其代表。总理是政府首脑，负

责监督由23名成员组成的内阁，这些成员构成了政府的行政部门。该国在政治上

被划分为50个选区，每个选区选出一名代表，一院制的国民议会就由这50名代

表组成，议员们按“简单多数制”选举产生（Ace 项目 2014）。

所罗门群岛是联合国成员国，与许多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对该国发展至

关重要的国家均与其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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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后三者是该国目前最重要的发展合作伙伴，与该国保持着紧密的贸易和

发展援助关系。澳大利亚是所罗门群岛最大的双边捐赠国，通过其外交贸易部

（DFAT）开展工作，并在应对新冠（COVID -19）疫情的过程中努力重新加强了双

边关系；自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通过在司法、卫生、教育、农业、治理、性别

和安全领域的各种发展计划，共计为所罗门提供了超过8亿美元的援助（澳大利亚

外交贸易部 2023年）。

1.2. 所罗门群岛的外交关系从台湾地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转变

所罗门群岛1983年和台湾地区建立外交关系， 36年来所罗门群岛从中受益匪

浅。这种外交关系于2019年结束，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

将台湾视为中国的一个省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有双重外交承认（Maizland 

2023）。历史上，台湾地区与包括所罗门群岛在内的几个国家均建立了外交关系，

以期在全球舞台上，特别是在联合国获得承认。在保持外交关系期间，台湾向所

罗门群岛提供了多领域的支持，包括通过农村选区发展基金（RDCF）向议员提供

自主支配资金（Nanau 2015，第441-450页）。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渐成

为所罗门群岛最大的出口市场，2017年吸纳了所罗门群岛出口总额的65.2%，价

值3.26亿美元（Agorau 和 Zhang 2019）。

2019年9月20日，所罗门群岛政府与中国签署联合公报，致使关于该国准备

将外交关系从台湾转向中国的猜测达到了高潮。国民议会中的反对党议员指责，

此举过于仓促，公众咨询不足，并且没有充分遵守议会程序（所罗门群岛议会反

对党 2019）。然而，总理马纳西 · 索加瓦雷（Manasseh Sogavare）却表示，由于中

国是联合国成员，这一转变使所罗门群岛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从而承认并

支持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Iroga 2020）。两国达成的共识之一是推动一带一路

倡议的发展（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2018）。近年来，这种合作关系快速发展，中国

为太平洋岛国主要体育赛事——2023年太平洋运动会——的设施建设提供了主要

支持，该运动会于2023年底首次在所罗门群岛举办（所罗门国家通讯社 2021）。

1.3 政治不稳定、暴力和安全协议

所罗门群岛长期存在政治不稳定和内乱，这些问题持续不断地威胁着国家

的政治稳定和法律秩序。不信任投票屡见不鲜，并且时有成功，导致政府的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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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迭和政策实施的中断。1998年至2003年，所罗门群岛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种

族冲突”，其根源是由于腐败、资源分配不公和土地纠纷等深层次的原因导致的

社会不满情绪。这场冲突在瓜达尔卡纳尔（Guadalcanal）和马莱塔（Malaita）这两

个较大省份的武装团体之间发生，导致100多人死亡，人权遭到侵犯，人民流离

失所。在由澳大利亚的主导下、太平洋论坛成员国参与的所罗门群岛区域援助团

（RAMSI，下面简称区域援所团）进行了干预，这场骚乱于2003年结束，强力推

动了和平进程。尽管有区域援所团的存在，首都霍尼亚拉（Honiara）在2006年还

是爆发了一场骚乱，导致唐人街严重损毁。这场骚乱的导火索是对斯奈德 · 里尼

（Snyder Rini）当选总理的不满，他被指与华人社区关系密切，而华人则被指控制

了该国大部分经济活动（鹦鹉螺研究所 2006）。

区域援所团于2017年6月结束了其行动，随后于8月，澳大利亚和所罗门群

岛签署了一项安全条约。该条约允许澳大利亚警察、国防部队、相关文职人员和

第三国力量在需要时，迅速部署到所罗门群岛（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2017）。该

条约的书面文本已公开，以便公众了解其内容（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2023）。

1.4 所罗门群岛性别平等、妇女、和平与安全

所罗门群岛的父权制度，在21世纪仍然阻碍着妇女的进步。尽管五个主要

岛屿有着母系社会结构，但这并未带给妇女在政治和社区的领导角色（Caso 和

Pollard 2023）。目前议会的50个代表中，仅有4名妇女成员。在土地和财产所有

权等利益分配方面，妇女缺乏平等对话的权利。尽管妇女地位有所改善，但她

们仍然经常遭受亲密伴侣的性暴力和身体暴力，并且容易面临失业和分娩死亡

（Caso 和 Pollard 2023）。在1998年至2003年的种族冲突期间，妇女经历了许多

暴行，包括强奸、强迫婚姻，也缺乏获取医疗和司法服务的机会（所罗门妇女、

青年、儿童和家庭事务部 SIG-MWYCFA 2017，第12页）。同样，2021年首都发

生的骚乱加剧了妇女的安全风险，并破坏了依赖非正式经济部门的妇女的生计。

尽管如此，所罗门群岛拥有强大的妇女事务网络和运动，在政府的妇女、青

年、儿童和家庭事务部（Ministry of Women, Youth, Children and Family Affairs ，

MWYCFA）、全国妇女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NCW）的主持下，加

上其他主要民间组织，致力于倡导性别平等，改善影响妇女的各种问题。妇女、

青年、儿童和家庭事务部负责监督《性别和平等和妇女发展》（Gender and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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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omen’s Development ，GEWD），《消除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EVAWG）政策、《国家妇女和女童经济赋权

战略》（National Women and Girls Economic Empowerment Strategy ，NWGEES）。

所罗门群岛还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以下简称《消歧公约》）的缔

约国，通过了《北京行动纲领》（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和其他支持改善妇女

和女童处境的各种区域性承诺。在澳大利亚、联合国妇女署和其他发展伙伴的大

力支持下，所罗门群岛政府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些框架下的政策和行动，并

逐渐促进变革。

在各种危机期间，妇女通过与交战各方和执法部门互动，通过媒体开展宣传

活动，在和平进程的推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种族冲突时期，妇女利用习俗

和基督教教义发挥调解作用，包括援引传统法则（坦布）来调解，并向武装分子

施加压力促成其解除武装”（SIG-MWYCFA 2017，第12页）。同样，在 2006 年

骚乱期间，妇女网络联合起来，并利用公开媒体，要求变革。然而，妇女对重建

和平的贡献从未得到充分承认。解决种族冲突的谈判中，为和平而孜孜努力的妇

女被沦为旁观者。同样，区域援所团也没有为妇女提供足够的空间，使其能为和

平进程做出贡献。2006 年骚乱期间，区域援所团人员曾建议著名妇女代表希尔

达·卡利（Hilda Kari）不要与骚乱者对话，就是例证之一（乔治 2018，第1340页）。

2015年，政府通过当时的民族团结、和解与和平部（Ministry of National Unity, 

Reconciliation and Peace，MNURP）推出了所罗门群岛国家和平建设政策。该政策

依然未能重视对妇女的保护，也忽视了其对重建和平的贡献（所罗门妇女、青年、

儿童和家庭事务部 2020）。

这些经历促使所罗门政府妇女、青年、儿童和家庭事务部于2017年通过联合

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UNSCR1325），以及《所罗门群岛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

行动计划2017-2021》，并得到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联合国妇女署和其他合作伙

伴的大力支持。该战略借鉴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30 号一般性建

议，呼吁承认妇女全面、平等参与和平建设进程的作用（所罗门妇女、青年、儿

童和家庭事务部 2017）。该战略为妇女参与社会事务，并在涉及自身安全和国家

安全问题上考虑她们的权利铺平了道路。

下一章节将仔细研究《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解读它与妇女、和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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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关系。此外，还对所罗门群岛与传统合作伙伴澳大利亚的类似合作进行了

比较，并强调了《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和《澳大利亚 - 所罗门群岛双边安

全条约》可能带来的机遇。

2. 中国 - 所罗门群岛双边安全合作与《澳大利亚 - 所罗门
群岛双边安全条约》

2.1. 对《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及其实施的解读

《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的具体通过日期从未完全对外披露。根据一份

在推特上发布的泄露协议副本，该协议允许所罗门群岛请求“在获得同意时，部

署中国警察、武警、军事人员和其他执法部队，协助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道主义援

助，并允许中国船只在该国停靠和过境，以及允许相关的中国军事力量在必要时

保护中国在当地的人员和项目”（美国广播公司 2022）。

2022年5月，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该协议阐明了三项原则：尊重所罗

门群岛的国家主权，维护社会稳定，与该国已缔约的区域安全协议和其他安全

计划并行运作。此外，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对外贸易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External Trade ，MFAET）常任秘书表示，该协议旨在应对内部安全威胁和气

候变化，而非针对外部威胁，并且只有在其他措施都无效的时刻才会启动（Kekea 

2022）。然而，该协议的最终文本尚未对外公布。

太平洋地区和国际社会对该协议的非透明表达了意见，包括该协议可能允许

中国在该国建立海军基地，以及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可能渗透到一个以民主制

度为主的地区。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在多个平台上强烈否认了建立海军基地的可能

性。澳大利亚对此做出了回应，增加了对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和国防援助，自2021

年骚乱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在该国保持军事存在（澳大利亚外交部 2022）。美国

也重新关注所罗门群岛，重启了已关闭了三十年的大使馆。同时，美国和澳大利

亚政府还对所罗门群岛进行正式访问，向当局介绍其最新的安全协议，即美英澳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Doherty 和 Hurst 2023）。作为回应，所罗门群

岛和中国都对核扩散的风险以及对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威胁表示关切。

然而，在当地，《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仍然处于神秘状态，只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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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罗门群岛两国政府掌握其具体内容。 根据2023年2月进行的非正式采访，所

罗门群岛民众并不了解该安全协议的全部内容，因为最终条款从未对外发布，这

种情况与2017 年签订的《所罗门群岛 - 澳大利亚安全条约》不同。协议内容的保

密性引发的恐惧有：该国屈服于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威胁，会进而破坏

国家民主进程、原则和机制（所罗门群岛全国妇女委员会《消歧公约报告》 2023）。

言论自由受到威胁的证明之一，是2022年5月安全协议签署后，媒体被禁止报道

中国代表团与所罗门群岛政府的会面（国际记者联盟 2022）。

另一些观点认为，签署该安全协议并非必要，因为该国并未面临外部安全威

胁，而是存在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高失业率、商品和服务交付不力、政府治

理和执法不善、以及腐败增加等。而这些问题均可以通过健全的政策和立法得到

更好的解决（受访者 2023）。另外，也有观点认为，向警察提供枪支和其他战术

训练以平息骚乱，可能会成为一种用来镇压那些要求政府承担责任的民众的有效

手段，因为在这个国家，近年来的公众抗议和示威活动已经受到大量警察管制和

例行镇压（Aqorau 2022）。

另一位受访者（2023）表示，由于没有与公众进行有效协商，安全协议可能是

本地精英谋求自身利益并将之合法化的一种手段，并为政客及其亲中国的朋党提

供保护，使其免受所罗门群岛人民日渐增长的抵抗情绪的影响。然而，有其他受

访者（2023）认为，安全协议及随后在该国开展的警察和国防能力建设是及时的，

因为可以迅速应对持续的骚乱，这些破坏活动会导致群众丧生和经济活动损失。

总而言之，安全协议及其随后的事态发展在公众中引起了诸多猜测，这种猜测在

阿福加（Afuga）于 2022年4月18 日在 Yumi Tok Tok 论坛上发帖所引发的反应中可

见一斑，该论坛设立在 Facebook 平台上，发帖内容主要围绕所罗门群岛国内问题。

2.2. 关注《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对妇女、和平和安全的影响

《所罗门群岛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2017-2021》清楚地概述了支持

妇女参与和平建设和安全的关键因素，包括：

（1）参与——在各个层面扩大妇女在和平与安全中的参与、代表和决策。

（2）保护——保护妇女的人权，使其免受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威胁。

（3）预防——所罗门群岛积极预防针对妇女和女童的冲突和暴力。

（4）恢复、康复与和解——在所有发展和和平建设活动中重视妇女、女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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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事项和权利（所罗门妇女、青年、儿童和家庭事务部 2017，第7页）。

2020年，所罗门群岛政府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该战略将性别平等纳入主流，并尊重所罗门群岛《所罗门群岛妇女、和

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2017-2021》包括的所有内容（所罗门群岛政府 2020，第

22页）。

与所罗门群岛一样，中国也是《消歧公约》的缔约国，并一直就“中国在促进

性别平等和保护妇女权利方面取得的成就和进展”定期提交执行公约的报告（蔡

一平、于音 2022）。中国还建立了打击性暴力的框架，并报告其在遵守包括普遍

定期审议（UPR）在内的联合国人权机制、履行人权义务的情况（蔡一平、于音 

2022）。最近，中国国务院公布了未来十年（2021-2030年）的妇女和儿童发展纲要，

涵盖了妇女在健康、教育和经济等方面的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23）。

自 2015年以来，中国致力于推进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

号决议，在逐步削减军费、裁军、增加联合国妇女维和人员数量、参与打击贩卖

妇女和女童等方面取得了进步（郭、韩 2022， 第284-292页）。

尽管中国做出了上述承诺，但在《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的起草和制定

过程中，并未咨询该国主要妇女组织的意见。负责该协议制定的外交与对外贸易

部（MFAET），警察、国家安全和惩教部（Ministry of Police,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rrectional Services ，MPNSCS）等部门，也没有与妇女、青年、儿童和家庭部

咨询并听取建议。这表明尽管在国家框架中规定要向妇女咨询，但是这一点并未

得到落实。中国对“妇女、和平与安全”的承诺，也没有在该安全协议中得以体

现。在签署协议后，该国所有妇女非政府组织的总机构妇女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NCW）， 与 所 罗 门 群 岛 透 明 组 织（Transparency Solomon 

Islands，TSI），对该协议不透明的谈判方式提出担忧，因为它完全没有征求来自

妇女、青年、儿童或残障人士群体的意见（Podokolo 2022）。这些担忧与蔡一平和

于音在前述报告（2022）中提出的问题相呼应，即中国外交政策有时会以“不干涉

原则”的名义，将妇女权益让渡给其他优先事项。

同样，所罗门群岛妇女无论在骚乱冲突期间或冲突之后的和平建设和安全努

力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安全协议由于缺乏与妇女的协商沟通，这个重

要的历史传承被削弱了。 这个安全协议，重复了过去的老路，并强化了所罗门群

岛妇女总是被排除在决策之外的看法。 例如，政府代表告知所罗门群岛妇女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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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鼓励该委员会就安全协议与媒体接触（受访者 2022）。这种压制言论自由

的细微表现，也被指是与中国相关（大赦国际 2022）。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向警察提供枪支和弹药，使其实现装备军事化。澳

大利亚对中国援助所罗门群岛皇家警察部队（Royal Solomon Islands Police Force，

RSIPF）做出了反应，共提供60支 MK18步枪和13辆车辆，其中一些将配备给新

成立的贵宾移动保护小组（Maka’a 和 Wright 2022）。所罗门群岛最近的历史表

明，因警察和普通人持有枪支导致了针对平民的暴行，对妇女和儿童产生了严重

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种族对抗的紧张局势中，“各部门的警察被指控侵犯

人权”（大赦国际 2000 ：第9-16页）。在法律和秩序崩溃期间，多个地方的妇女

和女童在武装分子的枪口威胁下遭到强奸（Fangalasuu 等 2011，第19-28页）。

在区域援所团行动初期，所罗门群岛在枪支大赦活动中已收缴并销毁了近

4000件武器。最近，所罗门群岛皇家警察部队加快了以建立社区关系为基础的社

区警务计划，社区协助参与维护和平与安全，防止非法活动发生（Denoon 2014，

RSIPF 2016）。枪支的重新使用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他们担心当局可能批准使

用枪支来镇压民众，并忧心可能再次引发暴动。反对派领导人担心，所罗门群岛

可能正走上军事化国家的道路，而该国的真正问题是缺乏健全的经济政策，这

是枪支措施无法解决的（Kusu 2022）。然而，索加瓦雷总理对这些援助表示欢

迎，声称这是“保护该国所有人民生命、福利、自由和财产”的责任（Maka’a 和

Wright 2021）。

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协议转移了人们对该国各种紧迫问题的关注，包

括妇女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政府当局、反对派团体和一些省级政府之间的政治争

斗，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竞争主导了公众舆论，从而掩盖了该国医疗保健和

教育服务匮乏，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恶化且不足，无法支撑人员和市场流动，大

规模城市移民和失业等问题，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妇女和边缘群体的困境。在本文

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妇女将本国和中国的合作同太平洋运

动会基础设施建设和警察行动联系在一起，但对其更广泛的影响认识有限。2023

年7月7日，社交媒体平台 Yumi Tok Tok 论坛的一则帖子引起关注，内容指出，

中国用于太平洋运动会综合体建设的 5 亿所罗门群岛元（SBD）可能是中国的优惠

贷款，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赠款。政府媒体从未完全披露其真实状况，引发了

人们对子孙后代可能承受还款影响的担忧。同时，针对中国警察在驻地周边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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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妇女和儿童进行功夫培训的宣传，也引发了评论，询问这是否属于安全协议实

施的内容（受访者 2023）。在这个国家中，15岁至49岁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发生

率为 64%（国际冲浪救援组织 2021），这种培训看似为妇女赋权，但也转移了人

们的注意力，忽视了施暴者对妇女根深蒂固的偏见。此外，妇女生育健康仍未得

到优先考虑；孕产妇死亡率很高，宫颈癌和乳腺癌是目前妇女的主要死因。 所罗

门群岛孕产妇死亡率是澳大利亚的17倍，宫颈癌死亡率是其11倍（国际冲浪救援

组织 2021）。而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反应非常缓慢。

所罗门群岛因与中国的新关系而成为该地区地缘政治竞争的焦点。那么，像

澳大利亚这样与美国结盟对抗中国的传统伙伴，在向所罗门群岛提供安全援助

中，是如何让妇女参与进来的？了解这一点是很有用处的。下一章节将讨论这些

内容。

2.3. 比较澳大利亚对妇女、和平与安全的考虑

截至2021年，澳大利亚就推动所罗门群岛性别平等发展投入了3480万美元。

这些资金通过区域性机构、联合国机构、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等渠道进行分配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2016）。在随后的几年中，澳大利亚对该国妇女的援助主

要集中在消除暴力，提升妇女领导力、决策权上，这些项目是在“太平洋妇女塑

造太平洋发展（Pacific Women Shaping Pacific Development）” （现已被“太平洋妇

女领导（Pacific Women Lead）”所取代）框架下进行的（Caso 和 Pollard 2023，第

3页）。

目前，澳大利亚对印太地区 bq03性别平等的承诺包括“结束性暴力和基于性别

的暴力、促进妇女的经济赋权、提升妇女的领导力、增加妇女和女童获得基本服

务的机会和影响力，包括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服务，并实施‘妇女、和平与安全议

程’”（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2023）。澳大利亚《2022-2031年妇女、和平与安全国

家行动计划》包括四个重要目标，即：

（1）支持妇女和女童有意义地参与冲突预防及和平进程，并满足其需求；

（2）减少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

（3）支持复原、危机反应、安全、法律和司法等努力，以满足所有妇女和女

童的需求和权利；

（4）展示对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领导力和责任感（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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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这一国家行动计划将通过各部门和各机构在伙伴国的项目中实施。

澳大利亚一直以其作为所罗门群岛的主要合作伙伴而自豪，他们扮演了推动

当地性别平等和“妇女、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角色。尽管澳大利亚对妇女、和平

与安全做出了书面承诺，但这些承诺在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2017年安全条约中并

未得到体现，协议内容未提及联合国安理会1325号决议或所罗门群岛“妇女、和

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Caso 和 Pollard 2023，第3页）。在这些表现上，澳大

利亚与中国的做法完全相似。一位受访者表示，在澳大利亚主导干预2021年骚乱

时，也没有关注性别问题。尽管澳大利亚对“妇女、和平与安全”作出承诺，这

可以被视为支持制定政策来解决家庭暴力，提拔妇女在警察部队中担任重要领导

职务，并通过赋权妇女机构以机构参与的方式为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但涉及军

事安全议题时，他们并没有为妇女提供机会，使她们在谈判桌上拥有一席之位。

同时，澳大利亚未经协商沟通就为所罗门警察提供颇有争议的武器援助，也将妇

女降于边缘位置。澳大利亚与中国为确保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双边安全协议的做法

如出一辙。

本文最后一章将讨论在《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下一些可能的机会。

3. 促进妇女、和平与安全的机会

前文详细阐述了所罗门群岛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可能正是为了解决这些存

在的问题，促成了该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在随后双方签署了安全协议。该

协议签署后，所激发的反应迅速升级，导致了中国与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美

国和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斗争；这些政治斗争对一直存在的妇

女、和平与安全承诺的影响，则表现为在此过程中几乎未考虑妇女的声音。尽管

如此，这也为所罗门群岛扩大妇女在“妇女、和平与安全”中的声音创造了机会，

并提供替代的外交政策和指导方针，即致力于满足社会需求，并促进公平、性别

敏感、合乎道义的可持续发展。

本章将从四个方面展开讨论：（1）促进妇女参与国家安全和安全协议的讨论； 

（2）建立并加强与中国的积极的外交关系，促进妇女发展；（3）获得外部支持，解

决导致本国内部争端的根源问题，从该地区日渐加剧的地缘政治中获益；（4）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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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政策，确保所罗门在该地区不稳定的形势下取得最佳成果。

3.1 促进妇女参与国家安全和安全协议的讨论

首先，所罗门群岛妇女应继续要求有意义地参与国家安全协议实施的讨论。

《所罗门群岛国家安全战略》和《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为妇女提供了

机会，使其能够对政府实施这些计划问责，使妇女的声音在国家安全层面得到倾

听。同样，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关于促进性别平等的框架，及其《妇女、和平与

安全国家行动计划》（译者注：中国目前尚未制定《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

划》），也为所罗门群岛妇女提供了寻求和获得支持的机会，从而完善和实施所罗

门群岛本国《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此外，可以敦促中国和澳大利亚

采取女权主义外交政策，使“国家拥有和平建设的手段，推动性别正义和妇女赋

权，将其作为和平的先决条件”（Caso 和 Pollard 2023，第4-5页）。这种外交政策

在决策时将考虑到外交政策的结果对妇女和其他边缘群体的影响，从而减少使用

军事手段。鉴于妇女在所罗门群岛建设和平努力中的作用，妇女应被视为知识拥

有者，她们对关键安全决策的贡献不应被忽视。

3.2. 建立与加强与中国的积极外交关系，促进妇女发展

尽管谈及所罗门政府与中国和澳大利亚签署安全协议，相关讨论都充斥着忧

心忡忡，但这两项承诺都可能成为寻求额外援助的机会，以提高所罗门的经济利

益，并改善与妇女相关的基础设施。澳大利亚已经对所罗门群岛妇女发展作出了

承诺，中国在这方面可以提供有益的补充，并且，中国崛起成为全球经济主要参

与者的经验也值得所罗门群岛借鉴，中国可以为所罗门群岛的政策实施提供有针

对性的建议和援助，从而为妇女就业、创业以及获得信贷和金融服务创造机会。

中国驻霍尼亚拉大使馆已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妇女代表举行会议，介绍中国妇

联的职责，并探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可能性（受访者 2023）。 同样，对基础设

施和交通系统的大规模投资，将使人们——特别是妇女，更容易获得各种便利，

包括健康、教育、司法、市场和其他关键服务。此外，妇女还可以从中国数字技

术的进步中受益，以保护她们免受网络欺凌和拐卖等新威胁，并从中国的医学进

步中获益，支持妇女健康设施和类似领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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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从地缘政治局势中受益

自与中国建交及签署安全协议以来，所罗门群岛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已成

为其他世界大国关注的焦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加强了多部门联动的支持，包

括为太平洋运动会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援助（所罗门群岛政府 2022）。美国和英国

重新激活了与所罗门群岛延续几十年的合作关系，美国增加了新的投资并重开大

使馆；同样，英国也扩大了双边合作领域，包括在贸易方面开展全新合作的前

景（所罗门政府外交与贸易部 2023）。这些变化带来的承诺为改善该国状况提供

了机会。所罗门群岛政府坚持“与所有人为友，不与任何人为敌”的政策，最大

限度地利用当前的形势（所罗门政府外交与贸易部 2022）。他们可以利用这一机

会，为大力发展本国的卫生、基础设施、教育、投资和就业等方面的需要而寻求

支持，并为社会发展获得常规性援助，这可能有助于解决导致该国内部动荡的根

源。在安全方面，政府会将其关注范围扩大至《国家安全战略》中所涵盖的一系

列安全风险。这些风险包括气候变化、卫生安全、免受外国干预的国家安全、边

境安全、种族冲突、跨国犯罪、网络威胁、恐怖主义、土地争端、政治和社会动

荡、害虫侵袭、腐败、失业、外国人涌入、环境安全和经济安全等（所罗门群岛

政府 2020）。然而，这些工作需要格外谨慎地进行，要接纳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

社区团体，并尊重所罗门群岛民主的价值观、原则和制度。

3.4. 加强安全政策的实施

自《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和《所罗门群岛国家安全战略》等关键

安全政策颁布以来，所罗门群岛面临着这些安全协议和向所罗门群岛皇家警察部

队供应武器所带来的新的安全问题。因此，该国现在应该对这些政策进行修订，

以指导新任务的开展，确保民众受益并得到保护。《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

计划（2017-2021年）》需要进行修订，当务之急是纳入确保妇女积极主动参与和

考虑国家安全事务的条款。同样，鉴于所罗门群岛目前向警察提供枪支，地缘政

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而且该地区军火扩散引发担忧等现实，该国应限制执法人

员使用武力和枪支，防止对合法行使抗议权的民众滥用武器。该国已经承认关于

核不扩散的国际和地区性条约与协定，要坚定不移地履行其在相关协议中规定应

承担的义务，包括《南太平洋无核区拉罗通加条约》（Rarotonga Treaty on the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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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fic Nuclear Free Zone）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CTBT）等（所罗门政府外交与贸易部 2016）。此外，政府履行其职责

时应该符合民众的利益，不损害国家主权。

结语

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视角审视《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可以发现，

所罗门群岛妇女尚未将此事及其对她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联系起来，而是对其实施

方式表示担忧。总而言之，尽管政策中有相关规定，但在国家安全讨论中并没有

出现妇女的声音，也未承认妇女在和平建设和安全努力中的领导作用，而且军备

供应引发了人们对枪支可能像以往那样被滥用于普通民众的担忧。虽然澳大利亚

依然是所罗门群岛最重要的双边伙伴，但其最近的军事化做法，包括所罗门群岛

警察军事化，参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行为仍然令人担忧。

所罗门群岛妇女和政府可以探索从这种形势中受益的方法，包括让政府和外交伙

伴为实施性别平等和“妇女、和平与安全”框架承担起责任，让妇女参加讨论，

并与中国合作，通过与妇女组织磋商合作，共同促进妇女发展。鉴于当前各个世

界大国对该国的兴趣和采取军事化手段的风险，所罗门群岛必须谨慎行事，以确

保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最弱势群体不会进一步被边缘化。在太平洋地区的地缘

政治竞争和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加剧的局势下，所罗门群岛是否有能力开辟自己

的道路，尚有待观察。

（翻译：赵瑾娜、校对：冯媛、核稿：张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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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bq01 皮金语（Pijin）是英语和当地方言的混合体。所罗门群岛皮金语是三

种美拉尼西亚简化语之一（另外两种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托克皮金语和瓦努阿图

的比斯拉马语），它们或多或少是 19 世纪初太平洋贸易术语的直接分支。

bq02 所罗门群岛的密克罗尼西亚人是 1950 年代在英国殖民政府统治下，

重新定居在所罗门群岛的基里巴斯人的后裔。主要定居点位于所罗门群岛西部的

瓦吉纳和提香娜群岛（Tabe 2011，第20页）。

bq03 印太地区（Indo-Pacific Region）这一术语是美国在对抗中国战略中的

新地缘战略名称。美国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在四方安全对话（QUAD）下建立

了关系，对话重点是海上合作，并解决印太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健康问题。这种

关系最近有所加强，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Smith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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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访谈问卷

1. 你对中国 - 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有何了解 ? 此协议对地区和国际有何影响 ?

2. 你对政府 / 相关政府部门执行本协议的情况有何分析？

3. 你是否了解安全协议中支持 / 涉及本国妇女、和平与安全的任何条款 /

活动？

4. 该协议对所罗门群岛有哪些消极和积极影响？

5. 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来促进这项协议对妇女、和平和安全产生积极影响？

6. 你是否了解其他发展合作伙伴对所罗门群岛妇女和平与安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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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人们越来越关注软实力的重要性及其在

塑造全球南方对中国文化、政体和经济的正面感知中的强大作用。中国是如何展

现自身的社会经济价值观、繁荣的经济发展和吸引力，从而使其他国家倾向于接

受中国的价值观和实力，且减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的反对意见？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借助软实力参与全球南方事务的做法，试图探索社会性

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政策和实践。本文首先简要论述中国软实力的一些显著特

征，特别指出了中国参与全球南方事务的主要方式。在这些机制和方法的制定过

程中，社会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这一因素长期缺失。然而，在联合国及世界性会

议等多边平台及国家规划中，中国对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问题给予了一些政策关

注，但这些政策声明很大程度上依然只停留在政策意原上。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动性别平等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

价值标准”（中国政府网 2021），通过法律、政策等战略性措施倡导妇女的平等

权利，确保妇女平等地获得经济资源，参与家庭与社会经济发展，如倡导和支持

“男女共担家务”，承担照顾家人等家庭责任（中国政府网 2021）。这类政策声明

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创建一个具有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理念的文化经济软实力平

台过程中，中国领导层发挥着什么作用？

主要由于本文涉及的范畴有限，我们对中国软实力的构思具有一些局限性。

我们的分析没有纳入软实力的两个方面：一是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如“非爱不

可”（一个津巴布韦的华人华侨爱心妈妈群），以及私营的市场参与者，如华为公

司；二是意义更加重大的在全球南方的一带一路倡议。诚然，上述方面令当地群

众被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吸引并产生了向往。不过，这种影响需要从公共外交角度

进行专门的全面分析。

为了理解中国的软实力，我们通过以下三个渠道收集数据：（1）过去二十年来，

我们频繁造访中国农村，这有利于我们开展参与式观察；（2）我们定期与泰国亚

洲理工学院、印度尼赫鲁大学和中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开展交

流；（3）我们系统收集了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综述，包括当地有关女性主义活动和

中国在全球南方的

软实力参与中的性别问题

高文·克尔卡尔（Govind Kel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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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研究的报道。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开展实地研究，是

因为我们尊重隐私和确保匿名，谨慎地建立起了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信任。在

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我们仔细分析了自身田野调查笔记及当地媒体的语境分析和

报道。本研究一以贯之的主要论点是：社会性别是理解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维

度，而这一维度长期受到严重忽视，因为以往对中国的软实力的研究中，往往对

其加以男性化的解读。

1. 定义中国的软实力

约瑟夫 · 奈在其2011年的研究中描述了两种类型的实力。硬实力是指通过胁

迫、威胁和引诱等手段，使他人违背自身最初的偏好和策略而行事的能力（Nye 

2011，第11页）。与硬实力不同，软实力是“使他人期望达到你的目的”并“依

靠吸引力，而非通过胁迫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Nye 2004，第5页）。约瑟

夫 · 奈的论述揭示了三种软实力的主要来源：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然而在

中国，“软实力”一词强调的是文化维度，更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历

史、道德、经济治理相结合。中国语境下的软实力不同于约瑟夫 · 奈的解释。中

国的软实力概念认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界限不是固定的，二者是相互促

进、相互赋能的。在中国，软实力被认为与政治稳定和社会凝聚力相互关联

（Repnikova 2022，第52页）。例如，中国媒体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与新市场

不断拓展相关，与中国大学不断增长的收入相关。

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形象（Pu 2019）。在强调自身成就

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采取主动出击和积极回应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热爱

和平、不具威胁的形象。这些回应包括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政策的批评（Edney 

2014）。这些信息通过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及智库、研究机构、公关公司等对外传

播。这些信息在某些情况下具有一定强制性，针对党和国家政策的批评意见会时

不时地出现或消失在公众视野中（Shambaugh 2015）。

1.1 中国学界对中国软实力的讨论聚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

王沪宁分析指出，软实力是国家实力的一个要素，“其力量来自扩散性”，并

认为软实力来自于文化等无形资源。因此，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政策的背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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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权力，或者一种实力，可以影响他国的行为（王 1993）。《光明日报》于

2013年所发表的文章提到：

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发源地，中国如果只出口电视机，不出

口电视机播放的内容，也就是不出口中国的思想观念，那么中国就成了一个“硬

件加工厂”。事实上，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软实

力”，它已经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bq01

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随着中国逐渐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中国应控

制或影响有关软实力的主流话语。丹尼尔 · 林奇（2020）指出，软实力的概念很大

程度上由西方把控，用以服务其自身议题，因此中国正提出自己的软实力模型，

提出要恢复其文明自信，并在世界政治中创造一个面向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新

方向。

2013年1月，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成立，并在过去几年中举办了中

国软实力研究工作坊和会议。在最近召开的“国家软实力建设”工作坊上，该中

心主任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软实力发展，并在过去几年中不断提出要增强

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 cfau.edu.cn），从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

国，为中外学者营造更多学术交流的机会。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中国

社会科学论坛，旨在成为中外社科人文交流的高层平台，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hqu.edu.cn），重点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确保世界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

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崛起将不会增强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因为中国经

济的腾飞遵循了基于西方的市场价值观。因此，中国必须比以往更加坚定地遵循

植根于社会主义、中国政治体制和中国文化的历史价值观（王义桅 2016）。还有

人认为，中国独特的历史遗产及价值观是一股能够挑战西方规范的文明力量。因

此，中国不应保持低调，而应努力打造自身国家形象，向世界全面讲述中国故事

（Lynch 2020，第49页）。中国的战略政策强调有意识地向世界打造正面的中国

国家形象，向世界展示中国热爱和平、以人为本、包容自信的负责任的大国形

象，而软实力正是这一政策的核心（Guo 和 Hua 2007）。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

平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

强。”bq02

应当注意，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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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古语来说，当“形于中而发于外”。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根据中国

文化历史、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规划制定中国软实力，且这一中国模式

将用于对外宣传中国文化价值观中蕴含的中国力量，这种力量“在综合国力的竞

争中……与经济和政治互相交织”（李 2008，第2页）。

1.2 通过减贫项目与经济繁荣增强中国的吸引力

作为经济繁荣的典范，特别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脱贫方面，中国一直

吸引着全球南方国家。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中国7.7亿农

村人口摆脱贫困，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扶贫减贫工作开展之

初，中国曾接受来自世界银行的援助，同时得到了资金投入、知识转让、技术援

助等方面的支持，并与国际社会开展广泛合作。而目前，中国正积极参与全球贫

困治理，不断深化减贫领域交流合作，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

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惠及发展中国家民生的国际减贫合作项目。在亚洲地区，

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开展乡村减贫推进计划，在老挝、柬埔寨、缅甸三国乡村基

层社区实施“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在非洲地区，中国为非洲国家

援建水利基础设施、职业技术学校、社会保障住房、医院等设施。在拉丁美洲地

区，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帮助当地民众摆脱贫困，合作设立国际农村教育研

究与培训中心等机构。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前身为中国扶贫基金会 bq03，成立于1989年，是中国扶贫

领域规模最大的公益组织之一，其登记管理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业务

主管单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已在缅甸、尼泊尔、埃塞俄比亚设立海

外办公室。基金会致力于向弱势群体提供医疗保健和营养食品，重点覆盖母婴儿

童，同时提供奖学金，协助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通过开展旅游、商业、小额信

贷等项目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善当地社区民生。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尼泊尔办

公室通过开展能力建设项目，启动贫困妇女职业支持项目，提供牲畜饲养、创办

小企业等相关技术培训。2019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尼泊尔办公室向158名尼

泊尔贫困妇女提供了每人5万尼泊尔卢比的贷款，旨在通过创收活动改善她们的

生活。bq04显然，人们认为贫困人口中包含妇女，认为扶贫计划将自动使女性获得

和男性同等的福利。然而研究表明这并非事实，男性依然控制且拥有资源，并通

过这种扶贫计划获益，而女性依然需要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正如在其他发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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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的情况那样（邓肯和李 2001，克尔卡尔 2016，联合国妇女署和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 2013）。就尼泊尔而言，我们没有关于如何确保当地妇女能够从此类

项目中受益的详细信息。在争取妇女的资源权利和决策自由方面，这些扶贫项目

采取了只针对妇女的方法。

2. 在中国软实力中纳入社会性别因素

要分析中国软实力的社会性别维度，我们需要探究在中国的对外宣传和“讲

好中国故事”的软实力工具中是否关注了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问题。我们希望了

解，在中国的国内政策中，为减少或消除针对妇女的不平等及解决社会性别关系

问题制定了何种政策措施，此类政策措施是如何对外发布或传达的。它们在建设

社会主义文明强国和经济强国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2.1 中国革命议程中的女性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持续存在的封建父权社会

关系不断加以批判，并修正政策赋予妇女社会和经济权利，如财产权、摆脱家庭

控制的自由和外出就业的权利等，举例如下：

早在1948年，中共中央委员会就颁布法令，规定以家庭为单位，不分男女，

统一平均分配土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婚姻法规定了婚姻自由、

一夫一妻、男女平等负有抚养子女的义务，在继承权和子女监护方面作出了有利

于妇女的改变，削弱了男性在家庭中的权力。《土地改革法》赋予妇女以自己的名

义拥有土地的权利（详见克尔卡尔 1990）。但上述法律颁布实施后，妇女自杀或

被谋杀案件层出不穷。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鼓励妇女参加劳动，作为农业集体化的一部分。斯

泰西（1983，第214页）指出，“截至1959年，农村地区共建立了约498万家托儿

所和幼儿园及超过360万所食堂”。然而这种情况仅仅维持了几年，因为当地男性

要求“在家吃上热饭热菜”。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展全国性运动，旨在实现：（1）更加平等的工分评定机制，

包括将“同等工作”重新定义为同等价值的工作，而非相同的工作；（2）男性分担

家务劳动和育儿责任；（3）提倡从妻居，认为从夫居是传统婚姻实践和家庭结构

中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一个根源（宋庆龄，载于《人民日报》 1975 ；克尔卡尔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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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页）。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妇女在社会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女性以男

性为标准，提出“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然而有证据表明，妇女在这场“极

左”运动中仍处于弱势地位（王政 1997）。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

会的支持下，部分职业妇女组织反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变化，要求在经

济分配制度中建立男女平等的关系（克尔卡尔 1985，诺兰 1983，山东省妇女联合

会 1986）。中国妇女对要求妇女重新安排时间兼顾家务劳动和农业或副业承包生

产的政策建议提出了反对。她们对“妇女应做贤妻良母”的传统道德观提出批判，

并向政策制定者建议，如果男性能够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责任，妇女在家庭和社

会中就会享有更加平等的地位（克尔卡尔 1990，第131页）。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等方面，

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

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王 2013，张 等 2015）。

2.2 在全球层面的一贯承诺

中国革命建设之初，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就制定政策，旨在提高妇女地位，打

破传统父权结构，消除社会和政治领域对妇女的歧视。历史上这些对社会性别平

等关系的关注，是否属于中国为构建双边和多边关系进行的软实力谈判的一部

分？在全球层面，中国于1980年签署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并于1995年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签署了《北京行动纲领》。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于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成果性文件

《北京行动纲领》，明确体现了中国为在全球层面实现妇女赋权所作出的努力。大

会筹备期间，一些研究人员撰写材料，记录妇女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的贡献及妇

女为争取在资源、财产和决策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会后不久，中

国各大学及智库与国际民间社会研究机构合作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性别相关的研究

项目。部分学者指出，妇女研究之所以能够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的国家和省市层

面落地生根，离不开两股力量的推动：一是妇女运动的推动，试图解决与妇女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二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学者和专业人士，她们就特定

历史文化背景撰写了有关女性主义的理论著作（李小江和李辉【音译】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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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将向联合国妇女署捐款1000万美

元，用于支持其谋求和平与发展。重要的是，通过联合国中国雇员被选举担任联

合国及众多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关键职位，中国成功地提升了自身形象。这种隐性

力量在中国参加出席国际会议、发表讲话时得到体现。中国在国际和国内平台上

对社会性别平等的立场保持一致，因为中国政府将这种“话语权力”视为其国际

力量的关键（帕尔默 2023）。此外，中国还签署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

包括目标5——促进性别平等，以及旨在确保妇女普遍享有性和生殖健康和平等

获取经济资源的权利的相关目标。

中国承诺将为发展中国家妇女和女童提供医疗保健、职业培训、教育投资及

其他方面的支持（新兴世界研究中心 2018）。据报道，中华女子学院为发展中国

家妇女开设了在职学历学位项目。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在尼泊尔开展了丰富多样的

能力建设项目，培养妇女企业家，促进妇女就业。作为中国和尼泊尔国际合作的

一个重要部分，尼泊尔全国妇女联合会开设了一个广播项目，旨在加强农村地区

妇女能力建设。

2020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

别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了妇女的“半边天”作用，并提出了以下主张：（1）让性

别平等落到实处，为妇女参政提供新机遇，消除针对妇女的偏见、歧视、暴力，

让性别平等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2）加强全球妇女事

业合作，消除暴力、歧视、贫困等旧有问题，并在解决性别数字鸿沟等新挑战上

有所作为，提高妇女在联合国系统中的代表性。

在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强

调：“我们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我们要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如前所述，中国已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就实现性别平等、维护妇女权利作出

承诺（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制定了

全面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承诺“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推动性别平等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充分发挥妇女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半边天’作用”（中国政府网 2021）。在后文中，

我们将探讨中国软实力运行机制中对社会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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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软实力的运行机制

3.1 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是推动中国软实力战略的重要机制。孔子学院致力于让世界更好地

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学和文化，成立孔子学院的目的主要是吸引海外学子学习汉

语及相关课程，从而弘扬中国文化，并通过中国艺术、中国文化和中国电影塑造

国家形象。2020年6月1日发布的官方报告指出，中国已在162个国家和地区成

立541所孔子学院，设立1170家孔子课堂（Repnikova 2022，第11页）。但人们对

这些机构的作用和职能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和解读。部分人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文

化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另一部分人则将孔子学院视为“学术

恶意软件”，认为孔子学院是权力不对等、文化强加的一部分，以软实力理念为

名，行政治目的之实（Hartig 2014，Shahlins 2008）。尽管如此，人们仍普遍认为

孔子学院有力地推动了大众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

的形象。

然而，孔子学院也面临教学质量、对中国的描述过时以及忽视当地文化背景

等问题（詹春燕、卢梦亚 2019）。一般来说，设立孔子学院是为了在海外非华人

群体中推广中国语言文化。部分有关亚洲国家孔子学院的现有资料显示，学生学

习的内容包括中国语言和文化（如艺术、音乐和传统舞蹈）（Qiao 2024）。虽然我

们尚未掌握确切资料，证明孔子学院如何讲授中国文化中有关妇女角色和社会性

别关系的内容，但我们可以推测，有关妇女权利和社会性别平等的内容并未出现

在孔子学院的课堂上。在本文的女性主义分析中，我们注意到，儒家文化中吸纳

了有关社会等级制度和妇女家庭义务的内容，这些对妇女的传统性别规训有可能

反映在语言文化课程中。

3.2 中国教育的国际化

中国将高等教育视为拓展其影响力范围的工具，既用于增强中国在其他国家

的影响力，又用于确保中国商品拓展海外市场，实现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目标

（Romi Jain 2021）。此外，高等教育通过推广中国文化、汉语言和中华文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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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也可能有助于在国际上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21世纪初，中国致力于将自身

打造为极具吸引力的国际知识产出和培训中心。1978年至2018年，在华留学生人

数从1236人增长至49.22万人（Shi 和 Hu 2019）。《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显示，

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移民来源国。2017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

和亚洲的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

中国已成为南亚学生重要且极具吸引力的留学目的国。2016年，在华学习的

孟加拉国留学生人数达4900人（是该国留学印度人数的三倍），在华缅甸留学生

人数是其留印人数的17倍。目前，在华尼泊尔留学生超过6400人。在华巴基斯

坦留学生总数已超18000人，学生学成归国后进入各类公立及私营研发机构工作。

目前，为加强文化合作，中国政府将向尼泊尔学生提供100份中国政府奖学金。

耐人寻味的是，自费留学生（包括全球南方国家的自费留学生）的教育资金

所得对中国教育部和国内众多高校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虽然许多来自发展中国

家的学生和短期访问者在离开中国后仍对中国保持欣赏之情，但仍有部分人质疑

中国将文化和市场逻辑相融合，并批评中国存在教育质量和种族歧视问题（Romi 

Jain 2018）。

3.3 媒体：中国的对外传播平台

中国对外传播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毛泽东时代，洪若诗（Joshua S. Horn, 

1914-1975）的《扫除一切害人虫——一位英国外科医生在人民中国：1954-1969》

（Away from All Pests: An English Surgeon in People’s China 1954-1969）及 韩 丁

（William Hinton 1919-2004）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等书籍和纸媒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

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作用发生了重大转变。

1996年，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开始组建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主要负责对外发

行书籍期刊和运营多媒体内容。

中国通过出版一系列书籍、期刊、杂志搭建起推动交流的知识平台，从而加

深海外对中国软实力的认识。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于2009年在湖南成立中国文化

软实力研究中心，以文化软实力为主要研究对象。中心出版发布《中国文化软实

力研究蓝皮书》、《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报告》、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丛书、《中国

文化软实力研究论纲》等软实力相关学术专著24部，发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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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经济崛起为主题的期刊论文400篇。

全国妇联机关刊《中国妇女》（英文）杂志在构建社会主义妇女文化阵线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讲述妇女能动性背后故事的场所”，这些故事对于理解中

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女性主义斗争至关重要。《中国妇女》杂志不断引导中国社会

了解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致力于改变中国大众看待国内外政治事

件的世界观，因而备受关注（王政2010）。

2009年，中国政府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中文媒体广播“中国之声”和

《环球时报》（英文）（隶属于人民日报社）为重点。截止到20世纪末，新华社海

外分社达101个（姜飞、张楠 2019），并推出国际新闻栏目。2013年，《中国日报》

亚洲版在尼泊尔发刊，《亚太日报》尼泊尔版创刊，由新华社主办。

1978年，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始探索国际传播的可能性。

1981年，《中国日报》创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创办的第一份全国性英文日报，

致力于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随后，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央电视台外语频道及不断增长的国际传播网站逐渐构筑起中国主流媒体“走出

去”矩阵。2011年至2016年间，我们多次到访中国，并在故宫等旅游景点注意到，

中国年轻女性打扮靓丽，穿着中国女性时装，展示她们的身材和美貌。时尚杂志

将其解读为中国现代化时期女性自信的体现（Xu 和 Ge 2016）。这改变了时尚品牌

的宣传广告，也带来了女性对作为市场商品的美丽身材的内在渴望。

为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北京逐渐被打造成面向全球视听产业的区域中

心。北京四达时代（Star Times）在非洲开展数字广播电视业务以来，已逐步建立

起可覆盖数千万用户的庞大网络体系。目前，四达时代已在非洲30多个国家开展

业务，数字电视用户总量达1300万，网络视频用户总量达2700万，社交媒体粉

丝总量达1300万，已成为非洲知名视听品牌。中国成功借助软实力向世界讲述混

合了中国政治与经济元素的文化，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

3.4 体育盛事与博览会

大型活动是中国软实力的体现。中国举办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

海世博会等一系列大型活动，也包括频繁举办区域性峰会和多种多样的“一带一

路”主题活动。此类峰会及贸易博览会虽耗资巨大，但均面向国际受众，旨在宣

传中国的政治理念，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地位的信任。例如，中国举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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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旨在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展现中国在过去六十年中取得的

成就。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将此类活动作为开展国内教育的平台，向中国公

众传递民族自豪感和“中国的伟大：过去、现在和未来”（Hubert 2017，第17页）。

不可否认，此类大型活动也受到部分外国记者和中国青年的批评，批评其采取自

上而下的活动组织形式，并限制外国记者报道中国农村地区的现状。与此同时，

中国的国家级媒体也批评西方记者“不了解真实的中国”（Latham 2009，第34页）。

耐人寻味的是，国内因素也被纳入了中国软实力考量范围之中，尽管这些

因素往往比较微妙。规模宏大的世博会和体育盛会向中国民众展示了新中国的强

盛。展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吸引力及中国强盛的国力将增强中国在国内外的影响

力。胡锦涛主政时期，中国提出一个国家的力量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物质力量、

精神力量和文化力量。文化既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自我认同，因此对国内国际

都具有吸引力。

结论

诚然，中国已实现其软实力目标，即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的积极故事。研究表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成为具有自身文化和政治特色

的世界大国，获得了赞赏。中国的软实力战略通过外交支持、投资、高等教育交

流和孔子学院给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已成为尼泊尔和

巴基斯坦学生接受海外高等教育（包括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目的国（Hussain 和

Mehmood 2018）。

尽管中国在软实力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表明，期

待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自动实现性别平等是不现实的。上述经验反而表明，妇女

正在努力解决因性别而处于从属地位，以及妇女被排除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

决策过程之外的问题。如果在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包括在减贫项目中还存在

着性别盲点，那么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不改变结构性的父权制，充其量

只会让妇女既定的性别地位发生微不足道的变化，象征性地实现非歧视和性别包

容，治标不治本。

中国的经验进一步表明，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妇女将

无法摆脱家庭束缚，所有为构建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努力都可能无法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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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中对妇女的规训——妇女要尽职尽责、

“宜室宜家”、妇女要恭顺、承担抚育照料之责，这些很可能会强化中国国内及全

球南方伙伴国家的传统父权制结构和妇女的不平等。学者对此需要做进一步的研

究，看看这些原则是否发生了改变或被替代，包括妇女掌握资源的权利，以及她

们是否摆脱了传统家庭制度中妇女的屈从地位和受到的歧视。

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一种将中国呈现为追求性别

平等的典范，而另一种则是对妇女持传统看法，将中国妇女置于相对较低的社会

地位，使其囿于传统儒家价值观。中国各级妇联积极推动建设文明家庭、平安家

庭、和美家庭的国家目标，从化解婚姻和家庭中的矛盾纠纷入手，增强家庭成员

协作。互联网、妇女组织、法律服务的新型组合让中国开始创建一种新的家庭模

式，其中，妇女承担照顾家庭的大部分责任。在提升妇女社会角色方面，浙江省

妇联推动建立妇女儿童服务中心，让妇女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角色和责任。除提供

妇女创业和就业指导等基本服务外，妇联还开办了照顾儿童、帮助特殊群体的培

训班，促进家庭和谐的家庭教育课程，以及处理婚姻纠纷的心理咨询课程。

随着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老龄化的加速，这一现象使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应

采取何种策略提高中国的出生率。为提振不断下降的出生率，四川省近期修改了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允许非结婚的人口给他们的新生儿进行出生登记，引发广

泛讨论。四川省有关部门随后澄清，此举并非鼓励非婚生育，而是为了保护未婚

先孕群体的权益。

由于中国一直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经济高速增长上，对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问

题的关注在中国政治经济中一直处于次要地位。2011年发布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

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提供了中国城市职场中存在社会性别不平等和歧视现象

的诸多细节（Fan 2014）。中国尚未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定义对

妇女的歧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没有女性；五位国务委员中目前有一位女性，即

谌贻琴，她于2022年秋季履新前为贵州省委书记。

全国人大代表中妇女所占的比例不足25%，而在国际上，女性代表在国家议

会中的平均占比为25.9%。女性收入不足男性的70%，但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是

男性的两倍（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2011）。

尽管中国在国家发展规划中对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作出了明确承诺，但

其软实力政策并未体现这一点，以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目标5。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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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问题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议题中一直饱受争议（蔡一平、李英桃 2021）。一些

系统性障碍阻碍着社会性别平等及消除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不公平的贸易和投

资协议、企业的攫取、土地与资源掠夺、气候变化、无处不在的父权制和原教旨

主义等。

虽然存在着中国社会政治层面对社会性别平等的忽视，但也有证据表明，中

国妇女的能动性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全国妇联提出党和国家应支持妇女获得经

济资源的权利，并严厉打击性别暴力和针对妇女的性虐待（Zing 2014，克尔卡尔 

2016）。

中国的外交政策和贸易谈判中并未涉及社会性别平等问题。与社会性别平

等、妇女和女童权利保障相关的问题被认为可能有干涉其他主权国家的文化和传

统之嫌，从而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bq05相悖。

在前文的讨论中，我们注意到，中国在国内及国际多边平台的政策声明中致

力解决妇女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和边缘化现象。但父权制影响下的社会准则和

习俗使这些政策的约束力大打折扣，难以落到实处。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如果不

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性别等级观念和此类社会习俗，实现社会性别平等和妇女赋

权的希望近乎渺茫。应当作出的根本性改变包括：（1）不再将实现男女平等视为减

贫或经济发展的次要目标；（2）创造能够推动性别平等的政策和实践的良好环境，

使其成为中国文化和政治体系以及贸易谈判中明确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

然，这也要求实现男女平等，尊重妇女尊严，在家庭中和治理结构中摆脱大男子

主义的态度。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未来是否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将取决于妇

女的能动性是否不断增强，取决于妇女是否能够直接（而无需通过其家庭及男性

户主）获取资源、参与政治决策，还取决于妇女是否能够摆脱暴力、掌控自己的

生活。

（翻译：杨欣妍、校对：付蕾、核稿：张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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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bq01 引自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3-07/26/nw.D110000gmrb_20130726_4-15.htm。

2024年2月16日访问。

bq02 引自 https://www.workercn.cn/255/201907/09/190709111352331.shtml。

2024年2月16日访问。

bq03 请参阅其网站：http://en.cfpa.org.cn。

bq04 请 参 阅 其 网 站：http://en.cfpa.org.cn/index.php?file=article&cmd=show&

artid=242。

bq05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

涉内政、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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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8年，肯尼亚律师兼活动家奥马尔 · 埃尔马维（Omar Elmawi）在推特

（Twitter）上发表了这样一个挑衅性问题：“如果中国因环境和健康问题关停了其

国内的103座煤电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可以在非洲建设煤电厂并正常运转

呢？”bq01当时，埃尔马维及其同事正在等待肯尼亚法院的裁决，是否暂停在肯尼亚

的拉穆（Lamu）建设一座中国投资的煤电厂。正如推文所示，在肯尼亚法院质疑

该项目的同时，像埃尔马维这样的活动人士同样没有对中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视而不见。

公民社会组织在全球南方国家以何种方式参与和抗争中国支持的项目，这仍

然是研究全球中国（Global China）政治中未被充分研究的一个维度。相应地，对

公民社会行动中由女性领导的行动和性别考量所知更少。本文通过引用东南亚和

东非的例子，重新审视公民社会对中国所支持（资助、建设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大

型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跨国抗争的典型事例，有助于填补这

些空白。重新审视的案例包括湄公河流域的两起反水电运动——针对缅甸的密松

（Myitsone）大坝和柬埔寨的柴阿润（Cheay Areng）大坝，以及肯尼亚拉穆（Lamu）

的一场反煤电运动。2010年期间的这些动员行动成功地在实际运营开始之前阻

止了项目，出于对当地居民和环境潜在负面影响的共同担忧，民间社会的反对声

音越来越大。本文之所以选择分析这些倡导活动，是因为它们在文献中被表述为

公民社会跨国动员的“非常积极”和“成功”的实例（Kirchherr 2018，Yeophantong 

2020，Chheat 2022），不仅实现了预期目标，还有助于改变中国与负责任的外国

能源投资有关的政策和业务实践（Tang 2015）。通过重构这些运动的由来、优先

考虑的主要问题以及其中的性别因素，本文不仅补充了日益丰富的关于全球中国

的性别、社会和环境影响的研究，而且还有助于形成和了解中国在全球南方发展

议题中的公民社会行动。

这一重构工作主要依赖于案头研究（包括回顾相关文件、文献和媒体评论），

辅之以十次半结构化和非正式访谈进行三角测量，主要是为了收集中国相关方的

观点。关键知情人为目的性抽样，主要选取了那些了解这些运动、性别问题或这

些地区的中国海外发展倡议和投资的公民社会组织和学术界代表。其他利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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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者（包括政府和企业部门）的观点通过媒体和文献回顾收集。访谈于2018年至

2023年在中国境内和远程方式进行。绝大多数关键信息来源是中国公民和女性。

为了保护隐私访谈数据均为匿名。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概括介绍了在全球中国背景下的公民社

会动员。第二部分审视了所选择的动员实例，突出了一些交叉特征。第三部分聚

焦于原本被认为成功的运动中的盲点，包括被忽视的性别问题。最后一部分提出

了一些与倡导相关的结论性思考。

1. 监测全球中国：针对中国发展合作的社会动员

进入21世纪以来，南南合作（SSC）再次兴起，其中关于中国作为全球发展行

为体的崛起众说纷纭（Mawdsley 2012，谷靖等2016）。关于发展合作的“南方提

供者”（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等）及其新的发展合作方式（通

过技术合作、政策和知识交流、发展融资和投资）能否改变现有的北方和西方主

导的援助模式，激辩不断。尽管南南合作的研究迅速扩展，但许多涉及南方国家

在全球发展中的角色辩论一直都是，并且现在仍然如此，沉浸在简单化的价值观

叙述中（Fourie 等 2019）。

全球南方的公民社会组织，包括草根组织和专业倡导团体、独立学者和记

者，是提供南南合作知识并参与实地南南合作倡议的重要参与者（Pomeroy 等 

2016，Shipton 和 Dauvergne 2021）。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们的参与为南方主导的

发展合作的政策制定、实践和影响提供了扎实的、细致入微的和另类的观点，既

挑战了南方政府对“双赢”（南南合作优于发展援助）关系的过度积极的描述，又

拒绝了西方媒体和政策人士对这一关系过度轻视的说法（韦斯比奇 2021a）。

我在这里所称的南南合作监测运动的对象，既包括对大型的南南合作的供应

方（如中国、巴西和印度），也包括开展南南合作项目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些

监测在2010年代扩大了规模（韦斯比奇 2021b）。然而，近年来，他们的大部分

注意力已转向监测全球中国（谢世宏 2022，韦斯比奇 2022）。对中国的关注和担

忧，首先是因为中国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方面的主导地位，这种建设大型

基础设施项目的发展合作模式传统上被认为将会引发社会环境影响，从而激发社

会动员（韦斯比奇 2021b）；其次，因为中国通过双边合作和投资以及“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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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BRI）和“全球发展倡议”（GDI）等多边倡议，展现出日益自信的外交政策

和不断增强的全球发展角色。在这些新兴监测运动的背景下，中国与全球南方发

展交流中的各种议题，如劳工条件、治理、腐败和环境恶化等，已经被广泛讨论

（Mohan 2014，Yeophantong 2020，阿马尔 等 2022）。 然而，学术界、政策圈以

及公民社会组织对性别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蔡一平、李英桃 2021）。

公民社会对全球中国的监测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基层动员到政策倡导、与

项目相关的活动，以及独立的知识生产和报道。这些动员既可以在中国境内展

开（由中国或总部设在中国的组织领导——有关这些组织的更详细描述请参阅

本文第三节），也可以在中国境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许多传统发展监督机构

（watchdog）所在的全球北方展开。通常，监测依赖于跨国行动主义网络（Keck 和

Sikkink 1998），汇集了非政府组织、社会运动、学者和记者的代表，围绕特定的

“原则性问题”展开行动（Guarnizo 和 Smith 1998）。一方面，南南合作监测运动

效仿了现有（通常是北方主导的）网络和资源，将之用于与发展合作和基础设施建

设倡议相关的内部和外部倡导工作（Fox 和 Brown 1998）。另一方面，监测包括中

国在内的崛起中的大国，在制定适合南方主导的发展合作倡议特点的新动员策略

和行动方式也在创新。解读中国并按照他们的方式与中国行动者和机构接触，对

于成功地动员公民社会参与、努力促成变革甚或停止中国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

变得越来越至关重要（韦斯比奇 2022）。

2．在东南亚和东非监测中国支持的能源项目

中国目前是全球南方能源基础建设的主要双边融资方，这些基础设施包括水

电大坝、燃煤电厂、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以及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厂等可再生能源。

能源基础设施投资也是大多数一带一路项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Zhou 等 2022）。

大型能源项目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因为它们的成本和收益

分配不均也一直成为争议的根源（Tan-Mullins 等 2017）。当地社区不成比例地承

担了社会环境成本。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妇女，影响到她们

的权利、生计和健康，以及性别不平等和基于性别的暴力（Castañeda Carney 等 

2020）。近年来，国际大型能源项目融资者如中国，面临着更多的压力，要在当

前全球（气候、生物多样性和污染）的三重危机中寻求平衡，既要迫切地发展经

跨国民间组织的倡导行动中的性别问题	 ·220·



返回目录

济，又要确保公平、正义和可持续未来。

本节探讨了过去公民社会动员叫停中国支持的东南亚和东非大型能源基础设

施项目的实例。这些海外项目的争议性不仅揭示了实现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生态

文明和共同繁荣愿景作为中国对外行动的一个核心部分所面临的挑战，也揭示了

发展是什么以及如何追求发展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多重争议。

湄公河地区水力发电面临的挑战：密松水坝和柴阿润水坝的案例

在2006年至2017年期间，中国参与了东南亚41% 的大型水电设施建设

（Middleton 2022）。在湄公河流域，自2000年代以来，在双边捐助国和多边机

构（如世界银行）提供的资金减少的背景下，一场水电大坝建设热潮（Kirchherr 

2018）在南方国家（如中国）和韩国的资助下展开（Tan Mullins 等 2017）。尽管

中国与其地区伙伴之间不平等的互相依赖关系日益加剧，但各国政府欢迎这种

不带太多附加条件的替代资本来源，包括对借款方较弱的社会环境约束（Laporte 

2017，Gong 2021）。与此同时，湄公河上的大坝建设在其国内和地区层面都面临

着来自公民社会的强烈反对（基尔赫尔 2018，约番东 2020，The Rupture Project 

2022）。

密松水电站于2006年由中缅双边宣布发起，中方作为资金提供者和承包

商。该项目计划建在缅甸最长的河流——位于克钦邦（靠近中国的云南省）的伊

洛瓦底江上。中国进出口银行（CHEXIM）负责融资，该水电站将通过一个合资

公司运行，即上游伊洛瓦底江汇流盆地水电有限公司（the Upstream Ayeyarwady 

Confluence Basin Hydropower Co., Ltd）。中国国有企业中国电力投资（China Power 

Investment，CPI）将持有其80% 的股份。预建设工作于2009年开始，但很快遭遇

了公民社会的抵制。

抗议从当地开始，由克钦人带头，他们发表公开信、散发传单，并在项目附

近制造爆炸事件。反对声音从2010年开始高涨，并逐渐成为全国性的动员行动，

这场名为“拯救伊洛瓦底江”的活动汇集了环保活动家、科学家、历史学家和艺

术家。当时的缅甸民主象征人物昂山素季也加入了这场运动。争议的关键问题围

绕着对克钦人和伊洛瓦底江下游社区（包括约12000人的转移和重新安置），以及

与该流域有关的更广泛的国家文化和遗产问题（Chan 2017，Kirchherr  2018）。由

缅甸组织，如缅甸河流网络（Burma Rivers Network）领导的反大坝动员也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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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注和支持。国际非政府组织如国际河流组织（International Rivers）发挥了重

要的补充作用，例如突出环境影响评估研究中的管理不善问题（Gong 2021）。

2011年6月，克钦爆发了一场内战，时任总统登盛（Thein Sein）不顾中方的

反对宣布暂停该项目。这导致中国政府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CPI）加大努力说

服缅甸政府恢复项目，包括通过公共关系活动和邀请缅甸非政府利益相关方（包

括公民社会组织、记者、反对党和克钦代表）访问中国（Mogensen 2017，Chan 

2017，Gong 2021）。由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The China NGO Network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CNIE）举办了一系列民间人士活动（Hsu 2017，MFA/

PRC 2012）。bq02

位于北京的全球环境研究所（GEI）也参与其中，为缅甸官员进行培训，在

项目暂停后与各利益相关方举行闭门会议，并与中国承包商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合

作，调查如果大坝建设重新开始将对社会环境产生的影响和管理（GEI 2015，季、

张 2016，Yeophantong 2020）。虽然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和全球环境研

究所在与中国政府进行紧密对话中各自发挥了不同的“公民外交”和技术专家咨

询角色（Tang 2015，Yeophantong 2020），但其他中国组织，如云南的环保组织绿

色流域（Green Watershed）采取了不同的路线，用行动“促进中国海外投资可持续

发展”（于 2012）。绿色流域进行了自己的缅甸研究之旅，在现场监测中国在当地

的投资项目。他们的访问同样旨在通过了解项目的影响并听取基层不同利益相关

方的意见，促进中缅两国的联系。尽管中国进行了种种外交和准外交努力，但大

坝建设从未恢复。

柴阿润（Cheay Areng）水电站计划建在柬埔寨的保护区豆蔻山脉（Cardamom 

Mountains），这个地区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主要居住着冲族（Chong）和高棉

（Khmer）族。中国进出口银行保障项目资金，建设工作交给了中国南方电网、

中国国电集团、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一系列中国企业。建设工程在2013年左

右加速进行，随后遭遇了当地的抵抗，因为大坝的建设将迫使靠耕种、捕鱼和

采集森林产品为生的1500人离开当地（Hensengerth 2017）。受影响的社区拒绝

了补偿并发起了阻止水电站建设项目的运动。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对环境的破坏、

对传统生计和当地社区福祉的影响。当地的抵抗得到了独立僧侣社会正义网络

（Independent Monks Network for Social Justice）等一系列异见僧侣组织以及其他柬

埔寨组织的支持，包括柬埔寨青年网络（Cambodian Youth Network）、Samreth 律

跨国民间组织的倡导行动中的性别问题	 ·222·



返回目录

师团（Samreth Law Group）、柬埔寨自然之母（Mother Nature Cambodia）、柬埔寨

河流联盟（Rivers Coalition in Cambodia）和 3S 河流保护网络（3S River Protection 

Network）。国际环保组织如国际河流组织（International Rivers）、地球权利国际组

织（Earth Rights International）以及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也参与其

中（Yeophantong 2020，Chheat 2022）。bq03 2015年，活动人士向联合国柬埔寨人权

状况特别报告员提出申诉。申诉主要集中在该项目的环境风险和对原住民权利的

侵犯。它还提出了社会和性别问题，包括对妇女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因为她们

传统上负责取水和种植粮食等活动。bq04 2015年2月，洪森首相暂停了大坝的建设，

并于2017年无限期地搁置了项目。而且至今仍未恢复。

这两场反大坝运动显示了共同点，两者都将社会运动学者所称的“穷人的环

保主义”（Martinez-Alier 2014）与由非政府组织领导的国内的和跨国的倡导活动相

结合（如前文所述）。动员行动是由权利被剥夺的当地民众（通常是原住民）来推

动的，他们站出来保护自然，反对企业和与国家抗争。他们的主张围绕着环境和

社会正义问题，包括争取承认、获得参与的权利，以及其他人权考量。无论是在

缅甸还是柬埔寨，这些由社区领导的动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东道国和中国政府

未能因地制宜，采取特定背景的社会环境和人权保障措施来防止对当地社区造成

不成比例的伤害。当地动员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然后在国际范围内扩大，并

且因为环境问题越来越被关注。

国内政治因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项目被取消是因为活动人士通过

将他们的主张融入已经动荡的政治舞台，成功地挑战了在关键栖息地、保护区和

原住民土地上建造大型水坝的适当性。在这两种情况下，地方斗争升级为国内斗

争，将争议从边缘转移到了国内政治的中心。国际行动者也发挥了作用，从区域

层面开始，例如在法律动员方面为国内活动人士提供帮助，并且对外宣传他们的

主张。公开参与运动的区域和国际行动者包括来自邻国的非政府组织，如拯救湄

公河联盟（Save the Mekong Coalition），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如国际河流组织。

在这两个案例中，领导国际运动的活动人士并没有强调中国资金提供者和建

设者的角色，也很少在法律和宣传动员中利用中国为斗争场所。这种战术选择反

映了人们的共识，即中国的资金提供者和承包商难以影响（Cheathh 2022，Laporte 

2017）。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首先，中国现有的企业和金融部门海外投资

指南具有广泛性和自愿性；其次，中国对东道国体系的尊重，再加上中国本身就

跨国民间组织的倡导行动中的性别问题	 ·223·



返回目录

水电对当地社区影响的评估缺乏充分的标准；第三，中国的政策侧重于慈善事

业而不是解决冲突，而且在整体政策执行上存在差距（Garzón 2018 [2014]，Tang 

2015，Tan-Mullins 等 2017，蔡菲菲等 2017，Gong 2021）。活动人士也较少关注

去影响中国的行动者，这大概与中国的社会组织（例如 CNIE、GEI 或绿色流域）

没有公开加入阻止这些项目的努力有关，尽管这些组织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两

个案例。

最后，有关性别影响的问题在这些反对大坝建设的跨国运动中并没有被凸

显，这些跨国动员集中在环境和海洋生物的保护以及社区权利和移民安置议题

上。据熟悉该地区的受访者称，湄公河地区与水电相关的民间社会动员以及政府

和企业的风险评估中，并非完全忽视性别问题，并且性别议题也影响着公民社会

的行动，然而，性别议题很少被单独列出，或以全面的方式处理。bq05我将在本文

稍后部分再次讨论这一点。

挑战肯尼亚化石燃料发电厂：拉穆煤电厂的案例

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停止资助海外煤电厂，以此表明中国应

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承诺。截至2022年4月，已有十五个海外煤电项目被搁置或取

消。尽管对于已处于预建阶段的项目、专门为电力工业区建造的工厂以及已融资

的电厂退役前景仍不明朗（Clark 等人 2022），但国有建筑公司已开始退出煤炭项

目，着眼于扩大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Chen 和 Shen 2022）。

然而就在习近平主席做出承诺的几年前，中国参与了东非的一个备受争议的

煤炭相关的项目，由于强大的民间社会反对而被迫停止。2014年，肯尼亚政府启

动了在拉穆县建设肯尼亚首座煤电厂的项目，该县靠近与索马里的边境。一个由

肯尼亚和中国能源公司联合成立的阿木电力公司（Amu Power Company）赢得了

这个投标，中国工商银行（ICBC）及其他国际融资机构，如非洲开发银行（AfDB）

将为项目提供60% 的融资。煤电厂计划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附近，

这是一个重要的海岸红树林森林生态区。原计划于2015年12月开始建设，但到

2016年中期，项目已经面临延迟和激烈的国际动员行动。2019年，根据法院裁决

该项目被暂停。

在拉穆的一些组织包括“拯救拉穆（Save Lamu）”、“穆赫里穆斯林人权组

织（Muslims for Human Rights - Muhuri）”和“Kwasasi Mvunjeni 农民自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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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asasi Mvunjeni Farmers Self-Help Group）”，在“卡迪巴协会（Katiba Institute）”、

“350肯尼亚（350 Kenya）”和“非煤炭化组织（deCOALonize）”等更大的国家级

组织的带领下，领导了动员行动。社区关注的核心是环境和土地，及生计、文

化和健康问题。这些问题由肯尼亚更大的组织提出，并得到了非洲内外的国际

行动者的支持，这些支持来自区域和国际的环境和发展非政府组织，如“自然正

义（Natural Justice）”、“绿色和平（Greenpeace）”、“问责理事会（Accountability 

Counsel）”和“海因里西 ·伯尔基金会（the Heinrich Böll Stiftung）”，以及联合国机

构，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这些多样的

声音汇聚在一起共同反对煤电，并在肯尼亚和东非推广替代性的、公正的和可持

续的能源和未来发展（UNEP 2018，Zhu 2020）。

在拉穆最初的街头抗议活动中，拉穆妇女在领导当地反对该电厂以及更广泛

的反煤炭运动中，凸显出了重要作用（拯救拉穆 2018，EJ Atlas 日期不详，Patel 

2021）。然而随着动员的扩大，在运动进程中，对性别的影响和妇女组织参与的

关注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在更加对外的舞台上淡化性别问题，并没有阻止拉穆

妇女动员起来并提出她们的关注点，例如通过由“350非洲（350Africa.org）”和

“非洲妇女联盟（WoMin）”等组织主办的国家和区域研讨会（350非洲 2017）来

发声。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中国或来自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公开参与了反对该

煤电厂项目的运动，然而，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某些中国的行动者确实进行了

一定程度上谨慎的或私下的外交和倡导努力，包括在幕后联合起草信件和其他背

景资料，以协助国际倡导工作。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办公室等组

织，即使相隔甚远也参与了监测拉穆的中国投资，除了煤电厂外，还涉及拉穆

港 - 南苏丹 - 埃塞俄比亚运输走廊项目（Lamu Port-South Sudan-Ethiopia Transport 

Corridor Project，LAPSSET）（Le 2016，韦斯比奇 2021b）。bq06 拉穆的争议也受

到了独立的中国记者和活动人士的报道，这些记者和博客，如中外对话（China 

Dialogue）和熊猫爪子龙爪子博客（the Panda Paw Dragon Claw blog），报道了全球

中国的情况。bq07

活动人士将政策倡导和法律策略结合起来，针对肯尼亚政府以及中国利益相

关者（包括中国大使馆和中国工商银行）和其他融资方开展工作。bq082016年，这些

组织向肯尼亚国家环境法庭提起诉讼，指控肯尼亚国家环境管理局和阿木电力公

司违反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许可证要求。2019年，肯尼亚法官撤销了阿木电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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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建设该工厂的许可证，并在环保团体不断施压下，非洲开发银行退出，导致该

项目陷入停滞。2020年，中国工商银行也退出了。此案件目前正在上诉中。活动

人士最初与中国驻内罗毕外交使团的接触并不成功，但在法院裁决后，他们与中

国大使进行了会面。当时，大使表达了他个人并不支持煤炭项目，而活动人士则

重申，他们并不是“反对发展”，而是“推动可持续且最大程度上不伤害拉穆人民

和肯尼亚人民的发展”（拯救拉穆 2019）。他们还重申欢迎中国投资于可再生能源

（包括风能、太阳能等）（拯救拉穆 2019）。

与湄公河地区的运动一样，针对拉穆煤电厂的行动也成功阻止了中国支持的

能源基础设施项目。拉穆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东道国，即肯尼亚的活动人士和国家

法院，发挥的作用，对一个有社会环境争议和风险的项目提出异议，并迫使政府

和商业行为者们，包括其中一些中国机构，重新考虑投资计划和政策重点。拉穆

案例还涉及到多边机构的行为者们更大程度地参与，包括共同融资机构如非洲开

发银行和联合国专门机构。除了关注与中国有关的活动之外，这些机构的参与也

是肯尼亚团体的跨国倡导活动的焦点议题（韦斯比奇 2021b）。肯尼亚活动人士

主要从环境方面对该项目提出了质疑。活动人士主要瞄准了国内的舞台（并找到

了行动空间），同时也想方设法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融资者。最后，这个

案例再次说明，成功阻止一个中国支持的大型能源基础设施项目的动员行动，既

无需明显的性别影响相关的倡导策略，也不必公开依赖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的

参与。

3. 分析这些成功的倡导行动中的盲点

在回顾了不同能源领域和不同地区的标志性公民社会动员之后，本节讨论了

这些已经成功的行动中的两个盲点：即对性别问题的盲点和缺乏中国相关组织的

参与这一盲点。分析这些盲点对于试图凸显在全球中国有关的跨国行动中性别问

题的可见性，以及在未来有关中国参与全球南方大型能源基础设施项目的对话中

吸引更多中国的声音，都至关重要。

社会性别盲点

尽管妇女活动家和妇女组织积极了参与案例所在地区的抗议和动员行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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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盲点是这些动员行动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特征（这一特征在拉丁美洲针对中国

支持的采矿项目的原住民社区抗议行动中也存在着，参见阿马尔等人 2022）。跨

国活动家们表达了对中国支持的大型能源基础设施项目的一些担忧，但是在他们

的叙述中性别问题往往处于边缘地位，甚至是看不见的。通常，激发冲突的主要

问题是环境影响。虽然存在某些社会和人权问题，例如文化、生计和健康，但这

些议题对于活动家们而言并不那么重要。与此同时，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包括项

目对女性的具体影响，项目对男女的不同影响，以及项目带来的更广泛的性别不

平等问题，往往被忽视或被低估了。

性别问题的缺失并非是上述倡导活动独有的，这些倡导活动针对的是具体的

项目，倡导目标明确地指向东道国政府。性别因素在针对中国利益相关者的跨国

倡导活动中也同样不可见。bq09 例如，全球260多个组织在2020年签署的一封信，

呼吁中国确保将新冠疫情（COVID-19）的救助资金用于“高质量”而非“高风险”

的一带一路项目。在定义风险项目时，签署者强调对当地环境、社区和生计的直

接影响，以及对“森林、海洋、沙漠、河流或其他日益脆弱但仍完整的生态系统

及其中赖以生存的人们”所带来的伤害和破坏。虽然对人的关切肯定存在，但这

封信并未包含与女性和性别相关的具体建议。从列出的六十个有问题的项目清单

中，只有一个项目（喀麦隆的一项棕榈油倡议）明确提到了对女性权利和生计的

具体限制。bq10

将具体项目的行动与政策倡导活动放在一起，揭示了一种更广泛的动员模

式，即让中国利益相关者参与环境问题，呼吁中国不断增长的“软法律”体系。bq11

这包括承诺、倡议、金融工具、政策和法规，如“绿色一带一路”和2021年《海

外投资与合作绿色发展指南》。bq12 当然，那些在中国境外和境内同时开展的动员

行动，战略性地依赖（并有助于扩大）现有的环境和气候问题政策空间（韦斯比奇 

2022）。然而，这样做的同时，他们无意中造成了社会和性别问题的边缘化。接

下来的段落将通过描绘中国境内的组织在全球中国中的动员活动概况来进一步讨

论这一陷阱。

全球范围内，公民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广受争议的话题。中国法律界定了三种

类型的公民社会组织（通常称为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

位和基金会。然而，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人们还可以找到在中国运营的其他类型

的组织。这些组织包括基层（草根）组织、政府运营的非政府组织（GONGO）、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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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和在中国设有办事处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本文中，我使用“中国和中国境内

的组织（Chinese and China-based organisations）”这一术语来指代在中国运营并与

全球中国有关的多元化组织。在这个广泛的类别中，这些社会组织不仅专业领域

和身份不同，它们在中国的法律地位也各异（即一些已在2016年慈善法下正式注

册，而另一些没有），因此它们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关系也不同。这种多元化，

使它们受到国家管控的形式不同，并使得它们参与和接触政策和企业决策的层次

也不同。

现有的学术研究将大多数中国社会组织描述为非政治性的，大多是服务性组

织。然而，中国也有一些社会组织从事政策相关的研究、动员和倡导工作，其中

许多是针对环境问题的（Ho 和 Edmonds 2008，Tian 和 Chuang 2022）。尽管过去

十年社会组织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Deane 2021），但与人权和性别问题相比，环

境问题对于草根动员、倡导工作和新闻业来说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更安全”（雷

普尼科娃 Repnikova 2022）。对于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等国内环境问题的动员和

报道，以及涉及全球中国的环境影响来说都确实如此（韦斯比奇 2022）。

在与国内和全球中国的相关问题上，环境问题的倡导活动通过大型的“非对

抗性的”、“建设性的”和“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方式进行（Ho 和 Edmonds 2008，

雷普尼科娃 2022）。在监测全球中国时，中国环保组织的工作以合作为中心，体

现在与政府和海外经营企业一起，在政治上可接受的问题和框架下采取行动。这

些政治上可接受并且已被接受的概念包括：改善中国海外企业在当地的社会环境

方面的表现，降低海外项目的财务和声誉风险，并改善中国的全球形象（韦斯比

奇 2022）。

具体而言，中国的组织寻求影响政策制定者和银行业，以加强海外投资与

合作的社会环境政策和法规，并监测中国企业当地的社会环境表现。通过这样的

做法，他们还帮助提高中国企业的“社会适应”，宣传国际标准、最佳实践和经

验，并支持他们加强社会环境政策。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社会组织经常使用有关

风险、声誉、绩效和负责任经营相关的财务管理和企业语言。例如，全球环境研

究所将其在缅甸密松大坝的工作描述为“帮助建立公司与地方政府、商业协会、

非政府组织和社区之间的非正式沟通平台”（季、张 2016，第19页）。位于北京

的社会资源研究所（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SRI）对其监测中国在缅甸的投资工

作也给出了类似的描述，称其为“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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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的社会责任发展”，并协助中国和东道国的利益相关者“实现双赢”（蔡

菲菲等 2017，第67页）。亚洲基金会是监测全球中国的中国组织的主要资助伙伴，

它也采取类似的方法来“支持中国建设性的全球参与”，并“与中国合作伙伴合作，

建立相互理解，鼓励对环境负责的行为并提高合规能力”（亚洲基金会 2016）。

尽管这种嵌入式行动主义（Ho 和 Edmonds 2008）使得中国的组织能够扩大与

全球中国的接触，但也对其自身工作带来一些影响。首先，这些组织主要通过内

部策略而不是外部策略（或通过两者结合）来行动，因此，他们避免对政治敏感

问题公开表态，并避免加入对抗性的动员行动，包括基层民间社会团体领导的动

员（如前面提到的一些例子，后文将进一步对此展开讨论）。其次，这些组织“找

到一种可接受的方式与中国政府和企业沟通，组织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

话”（蔡菲菲等 2017，第5页），这种做法具有战略价值。且受益于中国政府对社

会环境问题日益开放的态度，所以这些组织使用的语言以促进改进为核心，使他

们的批评更容易被接受，也会产生一些积极的效果。这种做法的结果之一是陷入

李（2007）所总结的将问题描述为技术性的问题以去除其政治敏感性。bq13另一种就

是被那些希望一切照旧的人利用或拉拢。

对于那些在中国开展动员行动的人来说，这种权衡越来越明显。用一位受访

者的话说，环保行动“在触碰某些界限之前仍然是可以接受的”。bq14 一方面，正

如两位受访者所描述的那样，在中国国内人们努力尝试“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工作

和行动”。bq15 因此，民间社会行动者通过将问题去政治化的策略并采用有利于商

业的语言，想方设法地将维护当地社区的福祉和尊严纳入议程（唐 2015）。然而

另一方面，这种技术性和非对抗性的路线，使得各组织最终在其倡导策略以及与

中国官员和公司的对话中进行自我审查，避免公开谈论政治议题，其中也包括性

别问题。最终，据受访者所说，更激进的——或者用受访者的话来说 bq16，政治敏

感的议题——重新安置、种族冲突和社会性别等问题，最终被边缘化了，或只是

笼统模糊地纳入社会问题中被提及。因为这些社会议题被视为更具政治性，因此

更具挑战性，推动起来更艰难。中国的组织于是陷入了一个实用主义的、甚至可

以说是由追求成功而驱动的陷阱，不断致力于解决那些看似更不具政治性，听起

来更技术性和非对抗性的问题，比如环境恶化、气候变化和降低碳排放问题。bq17

导致性别问题被忽视的一个因素是，中国境内积极监测全球中国的组织数量

有限，其中大多数缺乏对社会和性别问题的强烈关注和专业知识。尽管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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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组织从事扶贫工作（季、张 2016）并监督国家和企业的海外行为（如前所

述），但很少有中国组织能够维持这项国际工作。至于就中国在全球发展的作用

进行持续倡导工作的组织就更少了，而且他们的关注点大多是在亚洲。此外，更

活跃的组织（例如全球环境研究所、绿创中心、绿色流域、社会资源研究所、世

界自然基金会、绿色和平组织、世界资源研究所、香港乐施会和亚洲基金会）他

们似乎很难将两者兼顾，即通过与金融和银行系统的战略对话来影响中国的绿色

发展金融政策，并监测中国在海外的项目，而且通常优先考虑前者而不是后者。bq18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导致难以系统全面地关注性别问题。

受访者表示，在全球中国相关工作中，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常常是暂时性的且

流于表面，有时是为了响应特定的国际资金的要求，或者是个人（而非机构）努力

推进的结果。那些与政府和企业就海外项目进行接触的中国组织常常感到，将性

别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指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研究性别和性

问题的专家面对国内的问题已经感到分身乏术，且面临日益加强的国家管控，使

得她们无法将精力转向全球中国。例如，Tian 和 Chuang（2022）认为，根据2016

年《慈善法》，从事性别、社会和权利相关工作的社会组织受到的政治冲击更大。

新法规也针对在中国设有办事处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那些设法保持开放的组织缩

减了运营规模，并且最终资助领域可能包括全球中国与性别，却不一定足够。在

这方面，福特基金会或许是个例外，它还在持续这两个领域方面的工作（蔡一平、

李英桃 2021）。香港乐施会还寻求通过将性别观点纳入中国主导的多边银行（即

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和新开发银行）以及区域项目的主流来弥合这些领域，以

及在区域项目中促进中国主导的价值链和私营部门投资更负责任和更具包容性

（Tobing-David 2019）。然而，将性别因素纳入对中国发展合作总体监测的尝试仍

然有限，这需要持续的投入，让具有性别专业知识的组织和个人与这一领域更活

跃的团体（即环境组织）有合作空间，并推动这一议程在中国向前发展。

失踪的中国盟友

这就导致了第二个盲点：在针对中国主导的海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公开

批评的跨国运动中，中国组织的参与程度参差不齐。这里描绘的全景图显示，中

国的公民社会团体在过去湄公河大坝相关的跨国运动中发挥着相对较小或更谨慎

的作用，而在肯尼亚与煤炭相关的运动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这种现象并不是本

跨国民间组织的倡导行动中的性别问题	 ·230·



返回目录

文讨论的运动所独有，中国的组织很少参与反对中国主导和资助的其他发展中国

家项目的公开跨国行动，这似乎是常态（韦斯比奇 2022，Shipton 和 Deauvergne 

2022，谢 2022）。

中国的组织在这些运动中处于边缘，并不意味着可以低估他们参与社会动员

所面临的挑战，也不意味着应该小觑他们为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所做出的努

力。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组织并没有表现出冷漠，而是成功地积极拓展中国

可以接受的关于全球中国讨论的界限，缓慢而稳步地扩大了现有的政治空间，为

政府和企业海外行为的改变提供参考和建议。中国的人员和组织前往争议地点并

与当地行动者接触，他们对中国在该地区的行为从不同的视角提供了更关键的报

道，为在中国引发新的政策讨论做出了贡献。他们对如何在当地展开项目提供了

中国视角，有助于了解和认识中国公司的绩效和多方面影响，特别是在湄公河流

域等邻近地区。此外，作为中国人并身为专家，他们的资历有助于在中国利益相

关者（公司和外交使团）和东道国的各个团体之间架起桥梁。

与此同时，他们的缺席，或者他们与当地伙伴仅有断断续续的接触（例如拉

穆案例），以及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在全球中国的发声中数量有限和缺乏多样性，

这些都值得我们广泛地来讨论。首先，要了解复制跨国联合网络模式的局限性，

这些网络依赖于资金和建设国组织的积极和直言不讳的参与。第二，在未来几

年，要帮助形成包括中国的组织参与在内的跨国合作的替代模式。正如前文所指

出的，从历史上看，跨国网络一直是东道国公民社会团体动员和挑战国际资助的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核心部分。同样，本文研究的所有案例中，跨国网络为当地

团体提供了额外的物质资源和象征性资源，向当地公司和政府施加压力，并最终

与之谈判。中国日渐成为大型发展项目的主要资助者和建设者，东道国的公民社

会团体需要调整和改进动员策略，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效仿传统上用于影响多边银

行和西方资助方而采取的策略。

因此，只有让所有参与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中国参与者）参与进来，动

员行动才能够为当地社区取得更好的成果。但假设中国的团体能够或愿意采用某

些类型的抵抗手段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即使他们对当地的问题有着类似的担

忧，但由于公开抗议官方项目具有很大的成本和风险，他们也不会作为明面上的

合作伙伴加入终止建设项目的行动。激进的抗议有不同的形式，正如一位受访者

所说，中国这一领域的许多行动者“正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激进行动”。bq23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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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据表明，中国的组织和专家正在与南方国家的同行进行接触，以帮助与当地

的中国企业联络，影响中国在新的多边组织中的立场，并了解中国的政策和法规

（余 2012，蔡菲菲等 2017）。bq24虽然双方的这些对外联系努力可能并不总能转化

为持续的合作形式，但有关全球中国的丰富报道以及中国组织参与其中的更大政

策空间，为让更多中国人在明面上讨论（包括那些具有性别专业知识和敏感性的

声音）创造了新的机会。当地团体迫切需要中国合作伙伴来帮助了解中国支持项

目的文化、组织、语言和政策细节。这种需求可能会增长，反映了中国对全球发

展的渴望。

结论

本文重新审视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公民社会运动，这些运动成功地

阻止了在东南亚和东非建设备受争议的中国（资金和建设）支持的能源基础设施

项目。通过社会动员的视角，本文分析了这些项目被成功阻止的主要框架、策

略、组织动态和驱动因素。这种跨区域比较分析揭示了东道国组织在制定围绕环

境问题为主的具有政治意义的跨国运动方面的领导作用，并利用本国场域（包括

对政治领导和国家法院的压力）叫停了这些项目。这里研究的案例还显示了国际

盟友的战略支持，以及跨国舞台在超越国界开展动员的作用。在所有案例中，性

别问题都是边缘问题，在公共话语建构中被忽视。尽管妇女组织及其关注点并未

缺失，但值得注意的是，跨国运动的领导人并未始终如一地提出、讨论或优先考

虑性别问题。另一个缺失的元素是中国的社会组织很少参与这些公开的更具对抗

性的国际网络。这里需要重申，这并不是说中国社会组织完全缺席，而是强调其

局限性，但同时这也是他们作出的选择，他们选择用其他的方式和目标来监测

项目。

总而言之，这些发现为那些寻求提高性别问题的可见性和赋权妇女而行动

的人们，特别是开展全球中国相关动员行动的妇女组织来说，提供了重要的启

发。第一点是要认识到，已经监测全球中国的民间组织需要与中国、东道国以及

这些国家中关注性别问题和专业知识的组织加强联系，着力建立这些关系非常重

要。更多更好的南南联系可以让中国和中国本土组织听取发展中国家团体的意

见，了解他们在海外与中国利益相关者打交道的经验。指出项目落地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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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中国作出积极改变，东道国的组织因此可以帮助中国的社会组织“重新协

商哪些因素构成‘负责任的’企业行为，与有关发展的官方主导话语进行商榷”

（Yeopanthong 2020，第104页）。与当地组织，特别是妇女组织和性别专家合作，

也可能有助于这些中国组织挑战一些颇为盛行的观念，即大型能源基础设施项目

不会产生性别影响，或者性别问题是西方的发明。bq25

与此同时，加强南南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可以让东道国的民间社会团体更好

地了解中国，更好地与当地的中国利益相关者接触。事实上，中国的社会组织更

受中国公司信任（Tang 2015），bq26 这有助于他们在解决冲突和谈判方面继续发挥

桥梁作用。总而言之，共同努力至关重要，这样才能找到正确的切入点和倡导场

域，产生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合力，从而更有效地促进东道国政府、中国政府和中

国企业制定负责任的政策以及制度和变革的机会。

第二个启发是认识到加强合作并非易事。建立联系可能需要时间和努力，包

括开展外联活动、建立信任和共同制定战略。这需要中国的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

他们监督中国海外活动的意愿和国际行动的能力，包括了解亚洲等邻近地区和其

他地区的地方语言和当地环境。这还需要以开放的态度来应对“更大的对立、冲

突和自治的力量”（Tang 2015，第22页），包括来自受项目影响的群体，并愿意寻

找方法将当地的关注点（或他们基于权利的方法）纳入中国的倡导策略中，探讨各

方都可以接受的新方法。虽然这样做对所有各方都具有挑战性，但建立更加多元

化的网络可以防止有关环境问题的批评，就像性别等问题那样，被挪用和去政治

化，从而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促进公正和变革性的发展范式的讨论落地生根。这

种多样性还可能激励监测运动批判性地评估迄今为止常用的倡导方法，比如强调

保护自然和环境，聚焦于技术性解决方案，因而，在大型能源基础设施项目中，

不断推进政府和企业参与者更负责任的行为。

具体来说，这可能需要公民社会团体在针对特定项目的跨国运动中，采用不

同的框架和语言并发挥不同的角色，有些相对更为明显，同时共同参与联合国等

多边空间来提出与全球中国相关的交叉议题。虽然基于权利的倡导可能不会立即

在中国的政策倡导工作中找到简单和直接的途径，但它肯定有助于在未来几年为

性别议题创造一个更可见的存在空间。

总之，加强公民社会在性别相关问题上的跨国行动需要加强跨国联盟。由

于历史、地理和组织的原因，东南亚地区为加强联系提供了良好的起点。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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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公民社会更加联合一致地跨国参与。中国已经在水电以及其他大型基础设施

项目、采矿业和农业价值链上展开了海外发展项目。东南亚地区需要重振（主要

是基于环境的）行动主义，同时需要与更具有性别敏感的相关组织重新开展对话。

学习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全球中国跨国动员的形式也很有价值，这些地区很多敏感

的领土越来越受到中国采矿业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影响（阿马尔 等 2022

年）。在过去的几年里，当地的草根组织和倡导团体，包括原住民和妇女团体具

有针对大型发展项目开展跨国动员的悠久传统，已经开始在国家、区域和跨国层

面（例如在联合国人权机构中）进行协调，积极参与了对中国支持的项目给当地

社区和环境造成的影响的批评。bq27由于远离中国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关注的主要

圈子，拉丁美洲可能提供了一个（较不敏感的）替代性的场所，以培育能够在未

来几年理解全球中国的性别影响并采取行动的南南公民社会网络。

（翻译：蔡凌萍、校对：张帆、核稿：张玉婷）

注释

bq01 请参阅 https://twitter.com/OmarElmawi/status/999690933204672513。

bq02 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CNIE）成立于2005年，是一个由 300 多

个中国组织组成的伞式组织，也是公民社会就全球发展问题与世界各地其他社

会组织进行接触的主要联络点。除了这里提到的与缅甸的“胞波情谊”活动外，

CNIE 还主办了中非合作论坛、G20和金砖国家等多边的民间社会活动。自 2022

年起，CNIE 还牵头联系其他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以增加公众对中国主导的全

球发展倡议 GDI 的支持（CNIE 2022）。

bq03 请参阅国际河流组织关于柴阿润（Cheay Areng）大坝的信件：https://

archive.internationalrivers.org/sites/default/files/attached-files/20130624-letter_to_

guodian_re_cheay_areng_dam_english.pdf.

bq04 请 参 阅 向 联 合 国 提 交 的 完 整 报 告：https://earthrights.org/wp-content/

uploads/submission_to_special_rapporteur_on_hydropower.pdf.

bq05 2023年对一位中国发展专家的采访；2023年对一位中国性别与发展专家

的采访。

bq06 2023年对一位中国性别与发展专家的采访；2023年对一位英国国际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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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bq07 请参阅 https://pandapawdragonclaw.blog/2020/01/17/how-does-2020-bode-

for-chinas-overseas-investment-a-chinese-lawyers-take/ ；或者参见：https://dialogue.

earth/en/energy/lamu-kenyan-coal-project-chinese-investors-take-environmental-

risks-seriously/ 访问日期：2023年5月24日。

bq08 请参阅案例，通用电气曾一度打算收购阿木电力公司的股份，宗教组

织致函通用电气，要求其重新考虑对该项目的支持。网址：https://www.asyousow.

org/letters/joint-letter-to-ge。

bq09 一个例外是围绕中国的新多边银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

新开发银行）的动员行动，由金砖国家女权主义观察组织（BRICS Feminist Watch）

大力领导（见韦斯比奇 2022）。

bq10 信 件 的 全 文 可 以 见 网 站：https://foe.org/blog/chinese-covid-19-relief-

to-investments/。

bq11 2023年对一位英国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bq12 该规定是对商务部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2013年《环境保护与合作指

南》的更新，也是首次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制定标准。至少自 2008 年以

来，中国已存在有关海外项目和对外投资的规定。

bq13 在中国与性工作者合作的基层组织中，田、庄（2022）也发现了类似的

动态。

bq14 2018年对一位在中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bq15 2018年对一位在中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2023年对一位英国

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bq16 2019年对一位中国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bq17 感谢蔡一平在这一点上的见解，特别是她对中国环保组织“成功”动员

的背后带来的消极影响的看法。

bq18 2023年对一位中国的发展专家的采访；2023年对一位在英国的国际非政

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bq19 2019年对一位中国的性别学者的采访。

bq20 2018年对一位在中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bq21 2019年对一位在中国的性别学者的采访；2023年对一位在中国的性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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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专家的采访。

bq22 2023年对一位在中国的性别和发展专家的采访。

bq23 2023年对一位在英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

bq24 2019年对一位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2019年对一位在中国的

性别和发展专家的采访。

bq25 2018年对一位在中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采访；2018年对一位在中

国的发展学者的采访；2023年对一位在中国的性别和发展专家的采访。

bq26 2023年对一位在中国的发展专家的采访。

bq27 参见，例如：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latest-news/latin-

america-14-cases-show-environmental-and-human-rights-violations-by-chinese-

companies-report-for-un-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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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关于全球中国及其性别影响的论文集，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学习和探

索的过程。我们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集体反思和分析并非始于谋求共识。在这

个研究项目的整个过程中，每个研究者都虚心接受批评和自我反思，并且调整自

己的观点和立场。这一过程要求我们尊重研究者的多样性，尊重他们不同的学科

背景为这项研究带来的广泛专业知识。有些人专攻发展研究，有些人是中国问题

专家，还有一些人来自国际关系领域，该领域的理论和框架以北方为主导。有些

人有女权主义和社会运动背景。本书的作者们来自全球南方的不同地区，有着不

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我们认为这是本研究的优势之一，因为它使所有参与者能

够从自己独特的背景、经验和视角出发分享她们的见解和分析。因此，只要其研

究方法切实可行，这种多样性并不会降低分析的可信度。事实上，本研究的发现

揭示了将中国的全球参与简单化或概括化为“救世 vs 魔鬼”的二元框架并不准确。

正如这些案例研究所展示的，中国的全球参与涉及各种不同的参与者，并且是一

个动态过程。DAWN 感谢每一位参与者在这个互相学习的过程中提出真诚和建设

性的意见、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以及展现出的学术诚信与贡献。

DAWN 充分意识到本研究的主题——全球中国——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

态目标，这使得对该主题的任何研究都极具挑战性。DAWN 希望这项研究能够为

从性别视角重新构想南南关系提供思考，以促进中国和全球南方的积极改变。这

个研究项目是南方女性主义知识构建的一个生动例子，即通过相互学习、互动讨

论与坦诚对话进行合作。

本书中的这些实证案例研究通过关注地方与全球的联系以及优先考虑自下

而上的方法，对中国的全球影响的宏观叙事提出了挑战。这些论文涉及的主题

广泛——从中国的软实力到女性、和平与安全议题，从公民社会的行动到在矿

业、基础设施和农业方面的投资等均有涉及。这些论文考察了参与其中的各种部

门、机构和利益相关方，包括从国家、商业部门和金融机构，到传统资助者和国

际发展机构，还有地方社区、公民社会、女性组织及土著群体等。这些研究探究

各个领域之间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关系，从而描绘了中国的全球足迹发展的动态

过程，以及这些动态过程中展现出的正在变化的世界格局和秩序。这些论文以女

性的能动性为中心，而不是将女性仅仅视为被动的受害者或脆弱群体。同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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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既强调对中国的国家行为者和商业行为者的问责，也重视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与

中国及其他发展行为者的谈判过程中的能力建设，呼吁中方与受援国之间的相互

问责。

因此，这项探索性研究旨在探索一种新型南南关系的可能性，它挑战了关于

中国作为崛起的一方而南方国家作为受害者一方的主流叙事和单一形象，这种形

象的塑造常常受到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和“黄祸”叙事的偏见影响。作为一个新的

发展行动者，对中国与全球南方的互动的理解不应陷入原有的北方 - 南方国家的

那种捐助国 - 受援国的窠臼，不应强化传统上困扰全球南方的发展伙伴关系中的

捐助者 - 受援者依赖综合症。性别平等和女性发展是可以实现的目标，应在中国

的发展合作中被高度重视，并配置相应的操作指导方针和充足的财政资源。这种

做法不应被视为与中国所坚持的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的外交政策相矛盾。本书的这些案例研究表明，受援国一方作为积极的参与者，

有责任在与中国及其他发展合作伙伴执行的发展项目中推动自身的性别议程。唯

有如此，重构南南关系和有意义的跨国女性主义对话才有可能实现。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方之间的内部倡导是必要的，这需要南南女性主义的

合作。利用联合国的论坛和机制，例如北京 +30的推动力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公约》审查，这些都是推动倡导的可行途径。通过这些平台，各国可以分

享经验、资源和策略，增强对性别平等的共识和行动力，从而推动更有效的政策

制定和实施。这种合作不仅能促进女性的权利，还能实现整个南方国家在发展合

作中的共同利益。

由于时间限制和其他障碍，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流动性有限，本研究项目无

法全面考察有关全球中国及其与全球南方国家相关的所有重要的主题，例如，中

国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的体系中和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

色，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在原材料开采方面的投资，那么中国国有资本的特殊性是

什么？以利润优化为导向的中国资本与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传统私人资本（李

静君 2017）对女性的影响有何不同？可以建立哪些机制来促进和维持全球南方女

权主义的长期交流、运动建设和政策倡导？许多问题仍待探索。DAWN 希望通过

这次南方女性主义合作进一步激发研究者的兴趣，促进在中国国际合作的性别与

发展领域中不断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批判性分析。并且，DAWN 期待这一努力将引

导中国的研究者和其他国家的研究者开展有意义且具有战略性的交流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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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二十年的全球参与的快速扩展，中国正面临以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

的围堵以及来自全球南方人民日益增长的抵制。与此同时，也逐渐受到了全球南

方国家和人民的接纳和欢迎。因此，南方女性主义者需要回答的一个尖锐的问题

是：南南女权主义之间的对话和团结能否消除厌女症、父权制、军国主义、民族

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并使我们重新构想一个以人

权、尊严、自决以及性别、经济和生态正义为中心的女性主义议程？ DAWN 呼

吁南方女性主义学者和活动家共同携手、思考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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