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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尼日尔政变及影响的分析

7月26日，尼日尔总统卫队部分军人扣押总统穆罕默德·巴祖姆。

当天深夜，政变军人代表在尼日尔国家电视台宣布成立保卫祖国国家

委员会，解除巴祖姆总统职权，由军政权接管国家事务。8月10日，

政变军人宣布成立新政府。从各类媒体日前发布的相关信息来看，尼

日尔政变显然存在深刻的社会、政治、地缘因素。

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与众多欠发达国家，特别是西非和萨赫勒地区邻国类似，尼日尔

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发展与安全问题，且两者存在密切的相关性。

安全威胁破坏发展环境，贫困则进一步诱发和催生各类安全问题，特

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

尼日尔面临着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造成的跨境威胁和人道危

机，如暴力极端分子和恐怖组织活动、跨境有组织犯罪、自然灾害威



胁等。其中，2009年以来，自称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武

装分子在这一地区相当活跃。早在2011年5月，阿尔及利亚内政部长

卡布利亚就曾指出，活跃在非洲萨赫勒地区的恐怖组织正在通过贩毒

和其他有组织犯罪活动扩充实力，对地区安全形势构成威胁。尼日尔

北部正面临博科圣地和ISIS的威胁，该地或将成为“基地”组织在全

球其他地区发动恐怖袭击的跳板。

尼日尔地处非洲萨赫勒地区，气候干旱、土地贫瘠，属于世界最

不发达国家之一。2022年尼日尔国内生产总值152.2亿美元，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584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1.1%。尼日尔88%的居民

信奉伊斯兰教，贫困问题使这一地区的居民极易受到极端主义、恐怖

主义的诱惑、煽动，并通过参与贩毒等有组织跨境犯罪活动获取经济

来源。

政变发生后，法国、西共体、欧盟、美国均宣布对尼日尔实施经

济制裁或暂停援助。国际制裁恐将令尼日尔陷入更大的困境。尼日尔

经济高度依赖国际援助。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数据，尼日尔约90%

的电力需从邻国尼日利亚进口。尼日尔前总理乌胡穆杜·穆罕默杜7

月30日对法国国际广播（RFI）表示，制裁可能是灾难性的，尼日尔

需要找到方法避免灾难。穆罕默杜说，尼日尔每年下半年的政府预算

通常都是在欧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法国开发署提供

的预算援助下完成的。

尼日尔政局陷入混乱，加之制裁可能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可能

给频繁滋扰当地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进一步提供发展空间。



二、安全与发展结构

尼日尔安全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力量，缺乏独立自主，导致国家

安全与发展结构严重畸形。

尽管尼日尔自1960年7月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国家独立，但尼

日尔所处的西非和萨赫勒地区仍然在政治与经济上受到法国的严密

控制。尼日尔上两任民选总统——穆罕默杜·优素福和穆罕默德·巴

祖姆，背后都有法国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法国利益的代理人。

尼日尔的所谓“民选政府”事实上都是外国势力的买办。

尼日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已探明铀储量42万吨，占全球的11%，

居世界第5位。尼日尔目前拥有2座现役铀矿，2020年产量2991吨。此

外，尼日尔磷酸盐储量12.54亿吨，居世界第4位，尚未开发；尼日尔

境内已探明储量的石油超过50亿桶，年产量100万吨；煤储量约7000

万吨，还有锡、铁、石膏、黄金等矿产资源。但这些资源通常被外国

资本控制，本国人民并未从中获得相应利益。

包括尼日尔在内的西非和中非十几个国家使用由法国提供担保

的货币——西非法郎，使法国能够通过货币操控，在该地区获取巨大

的商业利益。尼日尔的铀和石油等资源也长期处于外国资本的控制之

下。尼日尔的铀资源长期被法国这个前殖民宗主国掌控，尼日尔人民

几乎拿不到任何好处。

关于本次政变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前总统家族与现任总统之

间在尼石油资源的分配上存在严重分歧，后者希望将石油贸易由国家

统一掌控，但这触动了前总统家族在石油领域的利益。但无论是前任



总统还是现任总统，其实质都属于为外国势力服务的买办阶层。

此外，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尼日尔也需要外部力量的支

持。尼日尔反恐所需技术、财政、物资、培训和后勤支持，都需要依

赖国际社会。目前，尼日尔有美、法、意、欧盟驻军约3000人。美国

驻尼亚美大使馆宣称，自2012年以来，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已经向尼日

尔提供了超过5亿美元的军备和培训。

本次政变的社会背景之一即是西非和萨赫勒地区民众不断高涨

的反殖民主义（集中体现为反法）情绪。7月30日，支持政变的尼日

尔民众包围并冲击法国驻尼日尔大使馆，焚烧法国国旗，并高喊“法

国滚蛋”。

三、大国与地区力量博弈

西非与萨赫勒地区在矿产资源和地缘政治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

价值，早已引起世界主要大国的关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该

地区快速推进，美国则试图通过地缘政治布局，来阻止中国与该地区

的合作及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上升。法国则打算利用其与该地区的传统

合作关系与影响力，进一步巩固在该地区的存在。而俄罗斯也正在利

用“瓦格纳”的力量在非洲扩大影响力。有鉴于此，尼政变后，域外

大国或将在该国展开新一轮角逐。

尽管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煽动或参与了本次政变，但俄罗斯显然

会利用这样的有利机遇，借助当地民众的反法情绪，扩大俄罗斯在当

地的安全与贸易活动，以提升其在当地的影响力。法国外交部发言人



勒让德尔8月4日称，俄罗斯对尼日尔局势明显采取了投机态度。美国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他不认为俄罗斯和瓦格纳煽动了尼日尔的政变，

但他指责“瓦格纳正在利用尼日尔的不稳定局势”。据美联社6日报

道，尼日尔政变领导人在上周访问马里期间与瓦格纳取得联系并向其

请求援助。瓦格纳与尼日尔的邻国马里当局自2021年开始合作，并维

持至今，期间，美国白宫指责普里戈任策划了驱逐联合国马里稳定团

的行动。瓦格纳部队介入，或将使尼日尔政变后的局势更加错综复杂。

从西非与萨赫勒地区内部来说，作为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以下简称“西共体”）主导国的尼日利亚，一方面希望

通过斡旋或干涉解决尼日尔政变问题，以巩固并提升自身在西共体中

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希望借此防止因尼日尔乱局导致博科圣地和

ISIS在尼日尔进一步发展壮大，从而对自身安全形成威胁。但同属西

共体成员的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几内亚却坚定声援尼日尔，这三国目

前都是由通过政变夺权上台的军政府执政，如果尼日尔政变政府的合

法性遭到否定，这三国的政府合法性也将连带受到质疑。

四、对中国的影响

尼日尔政变对与尼存在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国家可能产生不利影

响，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国与中国。尼日尔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合作伙

伴之一。双边贸易呈现稳定增长趋势，中国对尼日尔提供了大量的投

资和援助；参与了多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公路、铁路、水利和

能源等领域。据中国商务部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核工



业集团公司在尼日尔石油和铀开采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此外，政变

前中国驻尼日尔大使还曾与巴祖姆总统洽谈尼亚美工业园区以及尼

日尔-贝宁输油管道项目。

目前，非洲被视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新“竞技场”。尼日尔政变

可能会提升中国对尼投资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但也将为中国在当地提

升影响力创造机遇。政变前的尼日尔深受法国影响，而发动政变的军

人和支持政变的民众，却表现出强烈的反法情绪和去法国化倾向，这

显然对处于与西方竞争影响力地位的中国有利。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

中心高级政策研究员W·久德·穆尔认为，如果西方减少在尼日尔的

存在，中国的影响力必然会增加。

中国在非洲的主要关切是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非

经济合作及对当地的建设与发展，以实现合作共赢。因此，中国需要

该地区保持稳定的发展环境，应为该地区的安全稳定做出贡献，如派

团参加联合国驻当地维和部队，并通过外交斡旋，使冲突各方实现和

解等。中国在尼日尔有重要利益，需要密切关注局势发展，需保护好

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同时需对在尼在建项目和拟建项目安全采取相

应措施。

（撰写：初智勇，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专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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