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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聚焦 

美国对非公共外交：起源与早期发展 

长期以来，美国对非外交政策始终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前人研究往往着眼于美国与

非洲国家之间的官方外交，鲜有文献专门探讨美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公共外交。从相关研究

的数量来看，研究美国对非公共外交的文献要比研究中国对非公共外交的文献多了将近 50%。

然而，鉴于美国在对非公共外交上投入的大量精力与财力，这一失衡的数字背后蕴含着值得

挖掘的学术问题。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5 年的民意调查显示，非洲地区

79%的受访者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相比之下，70%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态度。此外，根据

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2016 年的民意调查，在 36 个非洲国家的样本中，有 30%的受

访者认为美国的发展模式更为理想，而 24%的受访者倾向于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非洲公众

对美国的正面评价很可能与美国在非洲长期推行的公共外交实践有关。 

本文认为，公共外交作为非官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官方外交的补充，在美国与非

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史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与此同时，与非洲公

共外交（African public diplomacy）一样，对非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 towards Africa）

也是具有研究潜力的新兴领域。因此，研究美国对非公共外交，不仅具有学术意义，更有政

策价值。下文将从美国各界对公共外交的认知、美国对非公共外交的历史沿革以及发展动因

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 美国学界与官方对公共外交的认知 

自公共外交概念诞生之初，学界和官方就试图对其进行明确的定义。然而，尽管人们不

断提出不同的诠释，却始终没有达成共识。鉴于此，本文将对美国学界与官方的公共外交定

义进行梳理和评估，尝试为本研究奠定清晰的理论基调。 

1965 年，美国学者埃德蒙·古利恩（Edmund Gullion）首次提出了“公共外交”概念，

指出“公共外交包含一国政府对他国舆论的开发、一国利益团体与他国利益团体的互动、外

交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形成和实施过程所产生的

影响，中心是信息与观点的流通”。在他看来，公共外交的主体是政府，客体是公众。汉斯·塔

奇（Hans Tuch）则认为古利恩提出的定义“过于宽泛”。他认为“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与

外国公众沟通的过程，目的是让外国公众了解本国的思想、理想、制度和文化，以及国家目

标和现行政策”。 

在学界之外，美国政府也曾多次为公共外交提出定义。1983 年，美国政府在其公布的

《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公共外交管理》（Management of Public Diplomacy Relative to National 

Security）中，将公共外交活动概括为“由政府发起，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活动”。由此可见，

公共外交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被视为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活动。1987 年，美国国务院

在《国际关系术语词典》中重新定义了公共外交：“由政府发起的交流项目，通过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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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和文化交流等手段，来了解和影响他国的舆论，减少他国政府和公众对美国的负

面观念，避免引起关系复杂化，提高美国在他国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维护美国的国

家利益。” 2000 年，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U.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专门对公共外交做了更加系统化的定义，提出“公共外交是通过国际交流、国

际信息计划、媒体研究和民意调查等，来了解和影响他国公众的活动，目的是向他国输出美

国的价值观，促进美国与他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减少他国对美国的负面看法。公共外交是美

国维护和开发海外利益的重要方式，具有低成本和高效率的特点”。 

为进一步厘清公共外交的定义，我们需要区分公共外交与其他相近的外交活动，例如

“民间外交”是一国公众与另一国公众之间的交流活动，而“公众事务”强调的是一国政府

通过各种方式让本国公众支持其政策和活动的行为，二者与“公共外交”存在本质的区别。 

总的来看，本文所研究的公共外交具备以下几点要素：公共外交的实施主体是一国政府，

接受客体是他国公众；公共外交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外交的内在基础是国家软

实力；公共外交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本文所探讨的美国对非公共外交指的是，美国政府通过

媒体宣传、文化交流来了解和影响非洲公众的思想活动，目的是向非洲国家输出美国的价值

观，促进美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减少非洲国家对美国的负面看法。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发展援助在美国开展公共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们认为这一方式也属于美国开展对

非公共外交的基本手段。具体而言，美国主要通过发展援助、媒体宣传和文化教育三大手段，

新闻署、国际开发署、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五大机构开展对非公共外交。下文将以

冷战时期为例，展现美国对非公共外交的政策演变。 

 

图 1：政府外交、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的关系1 

 
1 赵启正：《公共外交战略》，学习出版社 2014 年版。笔者认为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存在区别，上图在赵

启正工作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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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冷战期间美国对非公共外交的发展历程 

二战后，美国政府开始在国家战略层面尝试开展公共外交实践，但对其真正作用并没有

具体清晰的认识。冷战爆发后，美国通过国务院，在全球进行公共外交布局。当时，由于美

国坚持“欧洲优先”的战略，非洲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中处于边缘地位，美国对非公共外交缓

慢发展。20 世纪 50 年代末，随着非洲国家的纷纷独立，美国加大了对非公共外交的投入，

为对非公共外交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越南战争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放缓了对非公共外交的推进速度。20 世纪 80 年代起，美苏争霸进入第

三阶段，美国更加积极地在非洲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美国对非公共外交进入活跃期。总体而

言，冷战期间美国对非公共外交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杜鲁门到肯尼迪时期（奠基期）、约

翰逊到尼克松时期（低谷期）、福特到布什时期（活跃期）。 

(一) 奠基期 

冷战初期，为了遏制苏联在非洲的扩张，美国开始在非洲较为系统地开展公共外交活动。

20 世纪 50 年代末，随着非洲的战略位置提高，美国加大了对非公共外交的重视力度，其中，

发展援助作为其核心手段，为美国在非洲的公共外交建立了初步的基础。 

杜鲁门时期（1945-1953），美国在非洲开展公共外交主要是为了服务其“遏制战略”，

即遏制苏联在非洲进一步扩张。在这一战略目标下，美国逐步构建起对非公共外交的制度体

系。1947 年 7 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国家安全法》。同年 9 月，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成立，负责收集外国政府情报，并参与公共外交活动。1949 年 1 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

“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 Program），意在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埃及、利比亚、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都在早期成为受援国。在文化教育方面，

1946 年 8 月，《富布赖特法案》（Fulbright Program）通过，旨在促进教育和文化的交流，

向世界传播美国的价值观。艾森豪威尔时期（1953-1961），美国主张采用更加和平的方式

“解放”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公开性的公共外交成为实施“解放战略”的一大工具。这一时

期，美国对非公共外交迈向专门化，在对外宣传、发展援助和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

进展。1953 年 8 月，美国政府成立了美国新闻署（USIA），负责对外宣传，成为美国开展

公共外交的主导机构。此后，美国的公共外交活动由美国新闻署和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

（ECA）共同负责。在发展援助方面，1959 年，美国在非洲实施了“粮食用于和平计划”

（Food for Peace）。在当时，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超过了 2 亿美元，几乎是 1949 年的 18

倍。在文化交流方面，1956 年起，美国国务院还开展了“爵士乐外交”（Jazz Diplomacy），

任命非洲裔音乐家为“爵士乐大使”。他们在非洲几十个城市演出，不仅从情感上赢得了非

洲民众，还传播美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完成了“文化外交”的使命。同一时期，艾森豪威尔

政府采纳了副总统尼克松的建议，优先与非洲国家建立教育和文化联系，以期赢得民心。此

外，美国政府还开启了“外国学生领袖计划”（Foreign Student Leadership Project），加大了

扶持外国“青年领袖”的力度。在媒体宣传方面，1959 年，“美国之音”在非洲 13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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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 24 个新闻办事处。肯尼迪时期（1961-1963），美国对非公共外交迎来新发展。除了

继承前任政府的援助政策外，1961 年 9 月，肯尼迪总统启动了“和平队”项目，此后共有

7.2 万美国人在 47 个非洲国家参与活动。“和平队”成为美国联络非洲国家民众，推动对

非公共外交的战略工具，不仅传播了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还改善了美国在受援国的负面形

象。同年 11 月，美国政府出台《1961 年对外援助法》（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61），

为美国的对外援助提供了的法律依据和制度基础。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随即成立，专

门负责管理民间对外援助和发展援助。从此，美国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对外援助制度。在

文化教育方面，1961 年 9 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富布赖特一海斯法案》（Fulbright-Hays Act），

以立法的形式授权美国行政机构向国外进行知识输出，它扩大了美国对非交流活动的范围。

为了降低“青年领袖项目”的政治敏感性，肯尼迪政府将“外国学生领袖计划”（Foreign 

Student Leadership Project）改名为“青年计划”（The Youth Program）。1962 年 4 月，“部

际青年委员会”（Inter-Agency Youth Committee）成立，美国的“青年领袖项目”从此走向

成熟。在继承杜鲁门的“遏制战略”和艾森豪威尔的“解放战略”的基础上，肯尼迪通过“和

平队”开展和平演变，实施“和平战略”，发展了对非公共外交的形式与内涵。 

 

图 2：1961 年非洲裔“爵士乐大使”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在埃及开罗演出 

（图片来源：https://www.nytimes.com/2008/06/29/arts/music/29kapl.html） 

(二) 低谷期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越南战争对美国的影响持续扩大。美国对外策略呈现出战略收缩

特征，其在非洲的公共外交活动显著减少。同时，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逐渐瓦解，美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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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遭遇挑战，美国不得不减少在非洲的公共外交投入，美国对非公共外

交进入低谷。 

约翰逊时期（1963-1969），美国对非公共外交面临困境。由于越南战争成为美国政府

最优先的事项，约翰逊政府对非洲的重视程度很低。对越南的军事干预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反

战和“反文化”运动，美国的政治体制遭到质疑。因此，美国政府在实施外交政策的过程中

减少了对外干预，这直接导致美国更少地介入非洲事务，尤其是缩减了对非洲的发展援助。

与此同时，在美国霸权主义压迫和非洲民族主义崛起的双重作用下，坦桑尼亚、几内亚和尼

日利亚等国爆发了反对“和平队”的活动。非洲学生运动兴起，纷纷反对美国，“青年领袖

项目”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由于个人偏见，约翰逊总统对中央情报局持有负面看法，本该由

中央情报局实施的公共外交活动也大幅减少。尼克松时期（1969-1974），美国对非公共外

交走向区域化。面对内忧外患的战略困境，尼克松总统上台后决定收缩战略棋盘，特别是减

少对边缘地区的资源投入，以便集中力量在重点地区同苏联竞争。尼克松把对非公共外交的

资源主要集中在南非，形成了美国对非新战略格局。在发展援助方面，虽然尼克松政府通过

国际开发署为乍得和马里等干旱地区提供了食品和紧急援助，但在 1973 年却把对非援助的

金额降低至 2.574 亿美元，而此前这一数值稳定在 4 亿美元以上。在文化教育上，美国的

“青年领袖项目”遭遇重重困境，1973 年，尼克松政府解散了“部际青年委员会”（Inter-

Agency Youth Committee），将其部分职能下放给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 

 

图 3：1972 年“和平队”非洲裔志愿者在肯尼亚基苏木讲授英语 

（图片来源：

https://www.jstor.org/stable/pdf/2945109.pdf?refreqid=excelsior%3A600deaa1a03722fbc7c72718

39e381fd&ab_segments=&origin=&initiator=&acceptT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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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跃期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末，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与苏联的

战略竞争日益激烈。迫于苏联的进攻性态势，福特、卡特、里根和布什政府加强了对非洲国

家的重视，公共外交作为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斗争工具再次被提上重要议程，美国对非公共外

交进入活跃发展期。 

福特时期（1974-1977），美国对非公共外交走出低谷。在发展援助方面，1976 年，美

国政府通过国际开发署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帮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减缓旱灾影响。在媒体

宣传方面，“美国之音”进一步扩大了在非洲的节目内容，以传播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对

外政策立场。在文化教育方面，福特政府继续支持“富布赖特计划”，通过增加项目资金，

鼓励更多的非洲学生赴美国学习。卡特时期（1977-1981），美国对非公共外交稳中有进。

1978 年 4 月，卡特政府把原先负责开展对外公共外交的美国新闻署和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

务局合并，成立美国国际交流署（USICA），旨在解决先前存在的冗余问题。在发展援助上，

美国进出口银行（EXIM）也向非洲提供了大量贷款，1977 年美国对非洲贷款额约为 1.4 亿

美元，1980 年时，这一数值上升到 20 多亿美元。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美国进一步加大

了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在媒体宣传上，美国提出了“人权外交”，强调文化的多样性，承认

并鼓励非洲的民族主义。为了在情感上争取非洲人民，任命非裔美国人安德鲁·扬（Andrew 

Young）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并派其两度访问非洲。在文化教育方面，美国国际交流署明

显加强了对文化交流活动，特别是针对潜在“青年领袖”交流活动的投入。1978 年，面向发

展中国家的休伯特·汉弗莱奖学金项目（The Hubert H. Humphrey Fellowship Program）成立，

为“富布赖特计划”的进一步加强提供了动力。里根时期（1981-1989）和布什时期（1989-

1993），美国对非公共外交快速发展，迎来繁荣发展期。里根上台之初，他就确定要充分发

挥公共外交的作用，以宣传美国的价值观，推动所谓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与苏联倡导的

共产主义路线对抗。1982 年 8 月，里根总统将美国国际交流署的名字改回美国新闻署，专

门负责开展对外宣传，加大对非公共外交的力度。在发展援助上，1985 年美国对非经济援

助达到 20 世纪的峰值。除了援助的规模有所扩大，援助的领域也不断拓展。这一时期，美

国的经济援助不但成为拉拢非洲排挤苏联的途径，而且还成为推动非洲国家政治变革的重

要手段，意图在意识形态上将苏联挤出非洲。在媒体宣传上，里根总统在其上任第一年就把

美国新闻署的预算增加了 42%。1983 年，美国新闻署还发起了“世界网”项目，在非洲架

设了 9 座信号塔，通过卫星电视节目加大在非洲的宣传力度。随着拨款的增加和设备的更

新，美国对外广播的时数也大幅增多。1980 年至 1984 年，美国政府对外广播的时数增加了

30%。在文化教育方面，80 年代，“富布赖特计划”已扩展到非洲 46 个国家，参与学者数

量增长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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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美国规模最大的国际教育交流项目——“富布赖特计划” 

（图片来源：https://us.fulbrightonline.org/） 

三、 美国对非公共外交发展的动因分析 

外交策略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始终是国家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外交策略又与国家的文

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并会受到后者的影响和塑造。因此，由于文化不同，各国在界

定利益时存在不同的着重点，因而在追求利益时也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公共外交作为非官方

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官方外交的补充，它既以国家利益为依归，同时又受到国家文化的

深刻影响。简而言之，美国的公共外交是受到文化与利益双重驱动的结果，在文化与利益因

素的双重影响下，美国对非公共外交兼具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风格。 

从文化上来讲，理想主义是美国对非公共外交变革的动因。理想主义强调对公众的文化

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并将人类和平与发展建立在对公众的信任之上，因而更加注重执行过

程公开化和面向公众的非官方外交，这一点构成了美国对非公共外交的逻辑基础，也是美国

政府开展对非公共外交的文化动因。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言：“美国的文化和艺术是美

国的核心竞争力。”文化项目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据核心地位。与此同时，“天赋使命观”

（Manifest destiny）是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最集中的体现，这一观念认为美国受上帝委托，

担负着推动社会发展和捍卫人类命运的特殊责任与使命。理想主义与“天赋使命观”促使美

国领导人推广美国的价值观，积极向外扩张，争当世界领袖。具体而言，民主党的外交政策

更具理想主义色彩，偏向于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在处理对非关系时，经常强调人权、发展

援助和文化交流等具有公共外交属性的手段。虽然共和党在外交政策上更受到现实主义的

影响，但“天赋使命观”为其行动纲领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其在与非洲国家展开外交活动时

更强调美国的全球责任和领导角色。冷战期间，美国政府认为民主和自由是美国的特性，美

国政府需要向全世界推广民主，推动自由。20 世纪 50 年代末，非洲国家纷纷独立，非洲成

为美苏争霸的前沿。受理想主义的影响，美国认为自己有义务推动非洲国家走向民主，因此

通过发展援助的方式，加大了对非公共外交的投入力度。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受到越南

战争的影响，理想主义让步于现实主义，维护国家利益的优先权超越了“天赋使命观”。因

此，美国减缓了发展对非公共外交的速度。20 世纪 80 年代起，在“人权外交”和“里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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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影响下，民主和发展被提升到了新高度，美国政府利用公共外交在非洲大力推广西方

价值观，把推广美式民主作为其对非政策的一个目标。理想主义是影响美国对非公共外交转

变的主要文化动因。在此基础上，美国政府通过发展援助、媒体宣传和文化教育三大手段开

展对非公共外交，目的在于从文化上影响非洲国家公众，扩大美国政府与非洲公众的对话，

减少非洲公众对美国的负面观念，提高美国在非洲公众中的形象。 

从利益上来讲，国家利益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政治现实主义观点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交往中的行动指南和行为准则，任何主权国家

在制订和执行外交政策时都必须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对非公共外交作为美国

重要的外交方式之一，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传统的外交方式不同，公共外交能够更加

以更加平和的方式了解和影响他国的舆论，减少他国公众对美国的错误观念，提高美国在他

国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20 世纪 50 年代末，非洲国家纷纷独

立。为了避免非洲国家转向共产主义阵营，美国以发展援助为重点，加大了对非公共外交的

投入力度。在美国对非公共外交的奠基期，美国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制定了遏制苏联在

非影响力的战略目标。从杜鲁门的“遏制战略”到艾森豪威尔的“解放战略”再到肯尼迪的

“和平战略”，美国政府推行对非公共外交的出发点始终是维护美国的政治利益。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由于越南战争的影响，美国把外交的重心放到了亚洲，维护安全利益成为

美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首要目的。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损失。

面对非洲国家出现的反美运动，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对“和平队”和“青年领袖项目”进行

了调整，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在非洲的海外利益。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美国重新评估了其

对非外交策略。由于美国需要重建其在非洲的声誉，对非公共外交成为了重建美国形象的有

效工具。通过媒体宣传和文化教育，美国试图在非洲建立更积极、友好的关系，同时也为其

经济利益在非洲找到更多的机会。在全球传播美国文化的背后，隐藏着促进美国贸易发展的

愿望。到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美苏争霸进入第三阶段，美国的对非公共外交策略进一步加

强。公共外交作为一个美国体现软实力的工具，在意识形态、文化和经济上与苏联进行竞争。

在现实主义的驱动下，美国在冷战末期开展了密集的公共外交活动，取得了一系列迅速和直

接的效果，切实地维护了国家的安全、政治和经济利益。就公共外交的根本目的而言，美国

对非公共外交始终都受到现实主义因素的驱动。所以，美国政府通过新闻署、国际开发署、

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五大机构开展对非公共外交，根本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结语 

冷战期间，美国对非公共外交的策略和重心随着全球和非洲地缘政治的变化而调整，从

初步构建，到陷入低谷，再到活跃发展，展现了美国对非公共外交策略的发展脉络。在文化

传统与国家利益的双重影响下，美国政府通过发展援助、媒体宣传和文化教育三大手段，利

用新闻署、国际开发署、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五大机构开展对非公共外交。具体而

言，理想主义驱使美国在非洲推广民主、人权和自由，而现实主义使其着重考虑国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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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经济利益。冷战期间，文化与利益在对非策略中交织作用，体现了文化传统与国家利

益的平衡。简而言之，美国对非公共外交就是其政治理想与现实利益交汇的体现。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对非公共外交目前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在发展对非公共外交时，需

要逐步完善自身的公共外交法律体系与机制建设。作为参照，历史上，《美国国家安全法》

和《富布赖特一海斯法案》等法律框架配合美国新闻署、美国国务院等政府机构，一同为开

展公共外交提供法制基础与政治支撑。同时，美国的对非公共外交策略结合了文化传统与国

家利益，这是积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中国在开展对非公共外交时，应充分反思美国对非

公共外交实践中的不足和缺陷，充分发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尊重非洲本土文化和思想智慧，

促进中非双方的文化特性与外交利益的融合，从而推动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

这既是中国对非公共外交的优势所在，也是中美对非公共外交路径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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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动态 

南非 

【经济动态】南非将于 11 月举办美非贸易峰会 

当地时间 9 月 20 日，南非和美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南非将在 11 月 2 日至 4 日在约

翰内斯堡举办美国-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与经济合作论坛（U.S.-sub-Saharan Africa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会议将讨论是否以及如何延长将于 2025 年到期的《非

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此前，美国议员曾呼吁延期举办本轮峰会，理由是南非与

俄罗斯确立了密切的军事关系。 

——编译自 09 月 21 日 Reuters 

 

几内亚 

【政治动态】几内亚过渡总统称西方民主模式不适合非洲 

当地时间 9 月 21 日，几内亚过渡总统马马迪·敦布亚（Mamady Doumbouya）在联合

国大会宣称西方民主模式在非洲大陆失败了。敦布亚总统表示：“非洲正在遭受着强加给我

们的治理模式之苦，这种模式对西方国家来说确实行之有效，因为它们依据自身历史进程设

计了这种模式，但这一模式难以适应非洲的现实。”敦布亚总统呼吁与旧的世界秩序决裂，

因为“往日的非洲已经一去不复返，不要再对我们说教了！” 

——编译自 09 月 21 日 Le Monde 

 

卢旺达 

【文化动态】卢旺达种族灭绝纪念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单 

当地时间 9 月 21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把四座卢旺达种族灭绝纪念馆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它们分别位于尼亚马塔（Nyamata）、穆兰比（Murambi）、吉索齐（Gisozi）

和比塞塞洛（Bisesero）。卢旺达政府发言人约兰德·马科洛（Yolande Makolo）表示：“此

举旨在保留惨痛记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为全球在预防种族灭绝问题上尽一份力。”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认为把种族灭绝纪念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能够为维护世界和平做

出贡献。 

——编译自 09 月 21 日 UNESCO W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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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金） 

【政治动态】齐塞克迪总统要求联合国维和部队迅速撤离本国 

当地时间 9 月 20 日，刚果（金）总统费利克斯·齐塞克迪（Félix Tshisekedi）在联合国

大会呼吁从今年年底起加速撤出本国境内的联合国维护人员。对于维和部队“未能成功对抗”

该国的武装团队一事，他深感遗憾，直言“国家的命运现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要确

保国家稳定”。联合国驻刚果（金）稳定特派团拥有近 15000 名维和人员，在当地执行任务

长达 25 年。联合国初步确定将于 2024 年底撤出维护人员，但齐塞克迪总统要求要大选前，

即 2023 年底完成这项任务。近几个月，刚果（金）爆发了多次反维和部队的示威活动，造

成了不同程度的人员伤亡。 

——编译自 09 月 21 日 Jeune Afr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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