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世界历史》2021年第6期 字号 : [大]  [中] [小] 打印

首页 > 学术成果 > 世界近现代史

沐涛：南非现代化之路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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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非洲各国的现代化研究中，国内学界对南非的现代化研究成果最多，既有专著，也有专题论文。南非的现代化研究受到较多关注，一是与

南非的现代化发展水平有关。南非的综合国力、经济发展程度在非洲长期名列前茅，拥有完备的硬件基础设施，深井采矿等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

位，国内生产总值一度占全非洲的1/3。二是与南非现代化的复杂性有关。南非属于世界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的一员，表面上与澳大利亚、新西兰

等国相似，同为西方的殖民地，本身没有经历漫长的社会变革而在内部产生现代化动力的过程，只是借助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

从矿业起步，进而带动社会经济其他部门的变化。但是，南非现代化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相比，更具复杂性，其经验更值得总结。

　　南非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矿业革命”。在此之前，南非在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最早的土著居民科伊桑人已被消灭殆

尽，南迁的班图人在与白人殖民者抗争失败后，被赶至土地贫瘠的“土著人保留地”，处于部落制的农牧混合经济状态。17世纪中叶后，荷兰、

英国等欧洲国家殖民者相继来到气候宜人的非洲最南端，他们在这里建立殖民地并不断向内地推进。到19世纪中叶，他们共建立了四个政治实

体：两个英国殖民地——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殖民地，建有种植园和手工工场；地处内陆的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

邦，以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经济为主。总之，到19世纪60年代，南非仍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十分落后，欧洲移民前往南非的兴趣不

大。据统计，1820-1860年，平均每年移民南非约750人。在经济状况最糟糕的德兰士瓦共和国，有时只好以分发土地或邮票作为白人雇员的工

资。即将开通的苏伊士运河将大幅减少过往南非的船只，这使南非的前景更加黯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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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南非钻石和金矿的发现改变了这一切。1867年和1869年，人们在南非奥兰治河领域发现两块重量分别为21.25克拉和83.5克拉的钻

石。后一块钻石(后来被命名为“南非之星”)的发现甚至引起了轰动效应，人们蜂拥而至，在这块贫瘠、荒凉之地，用铲子、镐在河滩上到处挖

掘，到1872年，南非已产出价值150万英镑的钻石，仅两年时间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生产地。十年后，钻石的开采总值跃居到2,600万英镑，

当年的出口值达到400万英镑，为开普殖民地其他商品年出口总值的5倍。1886年在当时布尔人控制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又发现了一个金矿脉，断断

续续长达430公里。金矿开采带来的经济效应比钻石更大，南非黄金生产很快就在世界上占据首位。在1898年，其产量达到119,200公斤，超过美

国和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金国，当年其产量占世界黄金产量的27.55%。

　　钻石和黄金的开采改变了这个地区的面貌，1869-1899年在南非历史上被称为“矿业革命时期”，也是南非经济现代化的起点。第一，它改

变了南非的政治版图。矿业开采带来的巨额利润引起英国、德国和布尔人三方的激烈争夺，最终导致英布战争(1899-1902)爆发，战争以英国人艰

难取胜告终。1910年，四个殖民地合并为“南非联邦”(1961年成立南非共和国)。第二，它促进了当地交通运输业的变革，从过去的牛车运输和

头顶肩扛的人力运输，转变为以铁路运输为主、公路汽车运输为辅的现代运输格局，从钻石、黄金等矿业中心到各主要港埠的铁路干线被快速建

成。到1914年，南非联邦已拥有铁路14,471公里，基本形成了南非现在的铁路布局。同期的公路建设也令人瞩目，至1918年，南非已建成无沥青

铺盖的简易公路75,000多公里，拥有载客汽车2万多辆，货车9,000辆。第三，它促进了南非的城市化，以金伯利和约翰内斯堡为代表的矿工聚居

地从无到有，演变为现代城市，原有的开普敦、伊丽莎白港、东伦敦、德班港等港口城市得到扩展。始建于1886年的约翰内斯堡，十年后已是一

个“繁忙”的城市，在黄金开采中腰缠万贯的富翁住在城市东北部的郊区，那里修建了漂亮的别墅，四周是园林和私家花园。直到现在，约翰内

斯堡仍是南非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第四，它带动了制造业的发展。为满足矿业开采需要，出现了许多辅助产业，如生产甘油炸药、矿靴、

水泵、水力钻孔机和风车等工厂，而生产这些新产品的技术和设备则直接得益于欧洲工业革命。到1890年，南非已有工厂530个，1904年制造业

产值达2,000万英镑。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南非与英国等欧洲国家的交通运输受到影响，特别是德国在大西洋实施的无限制潜艇战迫使南非加大力度发

展制造业，开始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战略。1920年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1911年的4%上升到7%，1930年进一步增加到9%。第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物资紧缺迫使南非政府进一步发展制造业。1940年，国家成立了“工业发展公司”，以国家投资的形式推动迫切需要发展

的工业部门，军需工业、建材业、机械制造、电器制造和纺织品等工业部门都得到发展。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南非的工厂数已增加到10,877

家，制造业产值与1939年相比增加了116%，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已跃居第一位，占19.9%，超过了采矿业的14.4%。二战后，南非制造业继续保持

良好发展势头。在1945-1949年，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9.1%。其后转入稳定增长时期，1955-1960年年均增长率为4.5%。到1960年，制造

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上升到21%，而矿业和农业已分别降到14%和12%。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为应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社会的制裁，南非在健全自身工业体系的基础上，重点发展以军火工业为代表的重化工

业，着手研制一系列新式武器，使本不完善的军火工业得以系统化、先进化，军费预算逐年增加。1960年南非的军事预算是0.44亿兰特，1978年

已增加到18.99亿兰特，在不到二十年里，南非军事预算增加了43倍。1964年，南非成立了两个重要的军工机构，即国家军备局和国家军火公

司，前者负责监督国内军工生产的质量和价格，后者主管军火生产。1977年，这两家机构合并成“南非军备公司”(Armcor)，统一管理南非所有

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和采购，成为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组织。1965年，南非政府又成立了“阿特拉斯飞机制造公司”，专门生产军用飞

机。同年，南非向西方国家购买了制造重武器的专利权。到20世纪60年代末，南非基本实现了常规武器的自给自足，并开始向邻国输出武器。南

非在20世纪70年代还通过引进西方国家的技术发展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非的机器制造业已能提供国内工业设备需求量的80%。此时，南非已是整个南半球发展

中国家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以上，建立起发达的现代工业体系，并发展出完善的基础工业、发达的商品化农

业和第三产业，其发展水平居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南非经济出现近二十年的增长乏力甚至衰退。1975年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9%，而上一个年度

为8.3%。尤其是在1982-1993年的12年间，南非国内生产总值有6年是负增长，制造业、建筑业、对外贸易、农业和服务业等经济部门都出现了

程度不等的增长下滑。以制造业为例，1975-1980年，南非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是4.1%，1980-1990年则为负增长，这是南非工业化以来从未发

生过的现象。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南非经济出现持续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二元经济制度，即白人绝对控制的现代经济和保留地的黑人落后的农牧业经

济，以及为维护这种二元经济而长期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南非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矿业生产，而矿业生产则依赖于廉价的黑人

劳动力，当时的二元经济制度和维护这种二元经济制度的种族隔离政策则保证了黑人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即制

造业上升为南非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时，二元经济及种族主义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便上升到主要位置。首先，它造成了占南非人口大多数

的黑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购买力低下，严重制约了南非国内市场的扩大，也制约了其工业规模的扩大，与政府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格格不入。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起，南非当局采取了一些发展黑人保留地经济的政策，其现代工业和农业也开始起步，但到20世纪80年代初，各

个黑人保留地仍然十分落后。20世纪80年代初，67%黑人的收入处于政府提出的“最低贫困线”之下。其次，种族隔离制使南非得不到足够的技

术和管理人才，限制了经济规模的扩大。在种族隔离政策下，黑人很难受到相应的技术培训，而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批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

而且，农业和采矿业也逐步向现代化过渡，它们也由原来的只需要廉价的简单劳动力，转化为需要有技术、有知识的劳动力。20世纪五六十年

代，对这些人员的需要基本上可以在白人社会范围内得到满足。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工业化在南非经济生活中各个领域的迅速发展，经



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出现了严重短缺。职业保留制度、黑人流动劳工制度和教育制度中的种族限制措施，限制了黑人受

教育和成为技术、管理人员的机会。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非有组织的技术培训仍只局限于对白人和一些有色人、亚洲人。根据1953年颁布

的《班图教育法》，南非实行了针对不同种族的不同教育体制，在教育经费、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上都有很大差别，特别是在白人与黑人之间表

现得尤其明显。以1978-1979年度为例，南非政府为每个白人孩子支付的教育经费平均约940美元，为每个有色人孩子约支付290美元，而黑人孩

子只有90美元。这种不合理的种族歧视教育制度，制约了广大黑人教育素质的提高，影响了南非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这是南非从劳动

密集型企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过渡比较缓慢的重要原因。因此，种族隔离制度已严重制约了南非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再次，种族隔

离制度导致的越来越严重的种族矛盾使南非社会和政治动荡不安，无法给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20世纪60年代初，黑人民族解放运

动因非洲人国民大会(以下简称“非国大”)和泛非主义者大会遭到残酷镇压而陷入低潮，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又以更大的规模再次兴起。黑人反

抗斗争既有全国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也有局部的武装斗争，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支持。1976年索韦托的示威游行和1977年为抗议杀

害黑人领袖比科而展开的全国性罢工和游行，都有几十万人参加，使1977年南非国民生产总值较前一年只增长了0.49%，制造业产值则下降了

4.5%。从1977年年底到1981年年中的4年半里，南非共发生六十多起由非国大领导的武装破坏活动，从1981年下半年起，平均每隔53.2小时就

发生一起破坏事件。社会动荡不安直接导致了投资环境的恶化，资金纷纷外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约有300家外国公司撤出了南非，其中

近1/4是美国公司。

　　越来越严厉的国际制裁是导致南非经济衰退的主要外部原因。国际社会最早发起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制裁的是印度。早在1946年，印度自治

政府就宣布断绝与南非的外交和贸易往来。1948年南非国民党政府实施更加严格的种族歧视政策后，其种族歧视问题几乎成了每届联大的必备议

题。1960年4月，针对南非白人政府在3月21日制造的沙佩维尔惨案，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通过了关于南非问题的第134号决议，要求南非政府取

消种族隔离政策。1963年8月，根据32个非洲成员国递交的提议，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对南非武器禁售的第181号决议，强烈反对南非加强种族隔

离政策的行为，这是联合国首次通过的一份针对南非的实质性制裁决议。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1985年9月，美国

总统里根以签署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禁止向南非输出计算机、提供新的贷款、输出核技术和从南非购入黄金。1986年和1987年，欧共体、日

本、北欧、英联邦等先后宣布对南非扩大制裁，其中欧共体决定禁止从南非进口黄金、钢铁、铀、煤、纺织品、农产品，禁止向南非投资和出口

石油。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全面反对种族隔离法》，禁止向南非进行新投资和提供贷款，禁止从南非进口钢、铁、煤、铀、黄金、纺织品、农

产品等，中断同南非的直接空中联系。

　　南非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为此需要输出农矿产品和进口机器设备。到1988年年中，南非由于贸易制裁而损失的出口外汇收入达50亿美

元。国际制裁效果最显著的作用是使南非减少了外国投资和贷款，使许多外国公司撤出南非，以致出现资金大量外流。到1985年，外国在南非直

接和间接的投资总额约400亿美元，主要是英国、美国、西德和法国的投资。由于实行制裁，整个20世纪80年代，南非没有获得新的重大的外国



直接投资。在国际制裁的影响下，南非外汇来源的三个主要途径——外国直接投资、外国贷款和出口收入在不断减少，它的外债却连续增加。短

期债务从1980年的60亿美元，增加到1984年的130亿美元，1986年又上升到240亿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末，南非用于偿还外债和支付进口的

费用已超过110亿美元。金融危机对步履维艰的南非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

　　另外，国际市场上农矿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也直接影响了南非的经济发展，其中1973年后石油大幅度涨价对其影响最大。南非是一个不产石

油的国家，它虽然发展了从煤炭中提炼石油的技术，但大部分的石油需求依靠进口。石油价格暴涨使南非每年要增加一大笔额外的开支。与石油

价格暴涨相反，因西方国家经济衰退而引起的世界市场原材料价格疲软，造成南非盛产的农产品和黄金等矿产品价格的下跌。以黄金为例，1980

年初国际金价为每盎司850美元，之后价格不断走低，到1985年降至每盎司317美元。煤炭、铁矿石以及向周边国家出口的大宗粮食作物玉米等农

作物同期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也处于下跌趋势。

　　面对经济发展受挫、不断加码的国内的种族矛盾和国际制裁，1989年德克勒克就任总统后开始了南非政治变革和种族和解进程，南非政治民

主化的序幕被拉开。1990年2月，德克勒克政府取消了对非国大、泛非大和南非共产党等组织的禁令；释放由于参加这些组织而被关押的人，黑

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由此结束了长达27年的被监禁生活。在南非已实行多年的《土著人土地法》(1931、1936年颁布)、《人口登记法》(1950年

颁布)和《集团居住法》(1966年颁布)等80多项种族主义法令在1991年被先后废除。1993年底，《南非共和国宪法法案》获得通过。宪法规定：

所有南非人拥有统一的国籍，各种族平等；全国划分为9个省，各省具有一定的制宪和行政权力；国家议会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组成；政府由总

统、至少两名副总统和最多27名部长组成；军队的权力完全归中央，并建立国家和省两级警察部队。

　　1994年4月，南非举行了本国历史上首次多种族民主大选，非国大获胜，组成了以曼德拉为首的多种族政府。一个倡导种族平等、民主和统

一的新南非诞生了。新南非迄今先后经历了曼德拉、姆贝基、莫兰特蒂、祖马和拉马福萨5任黑人总统，在现代化道路上继续探索前行，主要成就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建立了一个种族平等的包容性国家，完成现代民族的建构。1910年，尽管四个白人殖民地组成了南非联邦，但众多的黑人部落仍夹杂

其间。在种族隔离制度时期，又人为地将一些分散的黑人部落划分为10个“黑人家园”。1993年的南非临时宪法，才将包括“黑人家园”在内的

全部领土重新划分为9个省；在承认和保护传统酋长的地位和作用基础上，对部落酋长制进行改革，通过1995年的《地方政府过渡法》，中央接

管了各省和“黑人家园”过去行使的权力，过去按种族(部落)划分的地方政权被撤销、归并和改造。这是废除英国及白人种族主义政权遗留下来的

对黑人保留地实行间接统治的一大胜利，对各种族的融合、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黑人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实现南非真正统一中迈出

了扎实的一步。在社会文化方面，鼓励各种族学生在同一所学校、同一间教室上课，工人可以在同一处做工，公务员可以在同一间办公室上班，

甚至白人和黑人也可以在同一海滨沙滩、文化场所游玩休闲，各种族文化的发展和交融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94年曼德拉于议会首次发表国情演



说时，便明确提出新政府的基本目标是在南非创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这成了以后历届政府的基本国策，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约50%用于社会

服务。在他向议会提交的《重建和发展计划》中，重点调整种族隔离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把满足人民基本需求作为重建和发展的

起点，把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作为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通过民主化和国家建设来解决社会分裂状态；进行土改，把约30%的农田重新分配给黑

人。

　　其次是抓住发展机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新南非成立后，国际社会结束了对其制裁，为南非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比较宽松的国际环

境，外资重新流入，南非也重返国际贸易领域，对外贸易逐年增长。在产业政策调整方面，除对原有的采矿业进行技术改造外，发展劳动密集型

加工制造业，以提高黑人的就业率，同时，大力推动信息通信技术和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使用。在利好的国内外环境下，南非经济扭转了

多年的负增长，实现了恢复性的发展。1994年，从大选当年一季度的负增长，实现了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2.5%。到2000年时，南非国内

生产总值达到1,258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920美元。这种恢复性的增长，为南非进入21世纪的平稳发展和现代化的继续奠定了较好的基

础。2011年，南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0美元。

　　再次是助力发展黑人经济。为了改变“落后的黑人经济”，解决黑人经济地位过低和在企业中股权过少的问题，新南非政府通过颁布《就业

平等行动》《技能开发法》《基础广泛的增强黑人经济法》等，对黑人企业优先采购和发放商业许可证与配额，推行国有企业重组与私有化和建

立公私合作关系，推动实施“黑人经济振兴”。通过这些措施，大幅度提高了黑人在上市公司中所持有的股权，在管理和技术岗位的就业比例逐

步上升，改变了黑人的就业结构，从而出现了一批快速致富的黑人权贵精英。黑人中产阶级人数从2004年的170万上升到2013年的400多万(年收

入在5万兰特左右)，他们整体购买力水平超过300万白人中产阶级。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相比，不难发现南非的现代化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从发展类型来说，它不属于以英国为代表的内源型现代化，而

是一种在矿产资源促动下的外源型现代化。南非现代化在启动初期，内部并未产生现代生产力或社会变革的动力，市场发育也不成熟，而是在

“矿业革命”的驱动下，借助外来资本和西方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通过开采和出口钻石、黄金等矿产资源，在获得一定的资本原始积累和技术

力量之后，逐步走向工业化和全面的现代化。国家作为一种超经济的组织力量，在其现代化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控制与调节作用。这种矿产资源

促动下的外源型现代化国家主要发生于20世纪下半叶的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下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那些大规模开采石油，发展石化工业，再

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各个产油国，开采和出口铜矿资源来带动国家经济全面发展的智利、赞比亚等国。但南非在启动的时间上比较早，与日本、

澳大利亚等国同属于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下的一员；在文化上，基督教文化与非洲传统的部落文化并存，最终建立了一种包容性的文化形态。

　　二是现代化发展曲折，阶段性明显。如果从19世纪70年代算起，南非现代化前后延续了一百多年，包含了世界第二次和第三次现代化浪潮，

这在当今世界各国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其间，南非经历了白人殖民者或种族主义政权主导下的经济现代化和1994年后非国大主导下的全面现代化



两个时期。其中经济现代化时期又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世纪70年代至1910年，为发展钻石和黄金开采为主的矿业经济阶段；1910年至20

世纪50年代末，是以重点发展制造业、满足内需为主的进口替代工业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是以重点发展汽车制造、炼油、采矿设

备、机械制造和军火工业等工业部门，兼顾电子、计算机和原子能等高科技工业的重化工业阶段。

　　三是政治现代化滞后于经济现代化，政局不稳成为困扰南非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在1994年以前，南非政治现代化只存在于白人群

体中。根据1910年的《南非法》和1961年的《南非共和国宪法》，基本确立了白人社会中的民主政治，通过选举赋予政府合法性，立法、行政、

司法三权分立和相互制约，但广大黑人被剥夺了公民权。白人统治集团长期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是与现代化中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等要素背

道而驰的，意图通过剥夺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维系白人资本家的低成本和局部安全。直到德克勒克上台后，才翻开了南非政

治现代化的新的一页。1996年通过的《南非共和国宪法》，正式结束了种族歧视和排斥，开始建设统一、多元和民主的新南非。

　　但是，南非长期实施的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产生的种族矛盾、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问题等，不是短期能消除的，依

然是制约南非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南非高犯罪率问题在白人统治后期已非常严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和彼得马里茨

堡至少有超过1/4的黑人死亡原因是非自然的，其中超过一半是他杀。新南非成立后，曼德拉政府随即废除了死刑法律和允许居民合法持有枪支，

在人权问题上的过度保护，更加不利于震慑和控制持枪抢劫、杀人等暴力犯罪活动。此外，对周边国家宽松的移民政策，导致非法移民急剧增

加，也加剧了种族矛盾，不时发生排外事件。仅在2015年4月发生的排外骚乱中，就有数十人死伤。此后，南非就业和劳工部开始限制雇主从其

他国家雇用人员的数量，特别是不需要复杂技能的部门。2007年，非国大曾提出建设“发展型国家”的理念，试图通过加快经济发展，妥善解决

贫困、犯罪等社会问题。但因为经济发展不如预期，加上非国大内部派系斗争加剧，使该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不仅影响了

经济发展，减少了外来投资，也成为南非现代化全面发展的一大障碍。

　　总之，南非现代化道路具有不可复制性，既漫长、曲折，也因为长期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产生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增加了复杂性。美国学者

拉尔夫?A. 奥斯丁在研究南非的工业化道路后，对其进行的最后总结是：“南非的经济既不类似于欧洲，也不是美洲式的，继而也就既没有吸取其

他地区的发展经验，也不是其他地区发展的模板。”南非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更是如此。

　　（注释略）

（作者：沐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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