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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非洲学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突破 口

中 国教育部社会科 学 司 司 长 刘贵 芹

尊敬 的张 明副部长 ， 林怡副会长 ， 各位专家 、 各位朋友 ，
同志们 ：

在金砖国 家领导人厦门会皤 ， 新兴市场 国 家与发展 中 国家对话会刚

刚结束之际 ， 我们在这里隆重举办以 非洲 问题研究为主题的新书发布会

暨中 国非洲学 发展战略 研讨会 ， 十分及 时 ， 很有必 要 ， 这是贯彻 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 特别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

重要讲话梢神 的重要举措 。

首先我代表教育部社会科学 司 向 《从 中 国 边疆 到非洲大陆
——

跨文

化区域研究行与思 》 等三部著作 的出 版发行 ， 向
“

中 国非洲学的原创性

发展战略研讨会
”

的成功召 开 ， 表示热烈的祝贺 ， 向对主办此次会议付

出辛勤劳动的世界知识 出版社 、 中 国非洲人 民友好协会 、 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 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 以来 ， 在党和政府的 髙度重视下 ， 在有关

部 门 的大力支持下 ，
我 国非洲 问 题研究取得 了 重大进展 ， 其中浙江师范

大学起到 了重要的 引领示范和组织推动作用 ， 走在全国前列 。 十年来浙

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深人研究 中非关系 发展面临 的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

题
， 推出 了

一批重要学术成果 ， 坚持服务 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战 略 ，
积极

为党政部门的决策建言献策 ， 为构建 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 了

智力 支持 ， 同 时坚持以育人育才为 中心 ， 初步构建 了学生 、 学术 、 学科

—体的综合发展体系 ， 培养了
一大批非洲 问题研究急需人才 ， 坚持推进

国 内 外智库交流 ， 创办 了 中非智库论坛 ， 提高 了我 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的 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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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党和 国家事业 的发展发生历史性变革 ， 我 国发展站在 了新的 历

史起点上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 了新 的发展 阶段 ， 加强非洲 问题研究

具有更加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 。

首先 ， 加强非洲 问题研究 ， 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 总书记外交思想 ， 发

展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的迫切霈要 。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贏为核心的新型 国 际关系思想 ，
关 于打造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 ， 关于正确义利观思想 ， 关于
“
一 带一路

”

倡议重要思想 ， 特

别是做强和夯实 中非 政治上平等互信 ， 经济上合作共贏 ， 文 明上交流互

鉴 ， 安全上守望相助 ， 国际事务 中 团结协作 的五大支柱思想 ， 都离 不开

非洲研究的有力智力支撑 。

其次 ， 加强非洲问题研究 ， 是加快构建 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的 迫

切霈要 。 现在我 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已经基本确定 ， 但还存在着新

兴学科 、 交叉学科建设薄弱等 突 出 问题 。 拓展领域 ，
补齐短板 ， 加 快发

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 特别是加快建设中 国 特色

非洲问题学科 ， 加快哲学社会科学走 出去 步伐 ，
是其 中 一项重大任务 ，

—个重要的突破 口
。

最后 ， 加强非洲问题研究是全面提髙我 国高等教育质 量 ， 建设高等

教育强 国的迫切需要 。 我 国高等教育 目前 已进人 了 以提高质量 为核 心的

内涵式发展新阶段 ， 扎根中 国大地办好我国 高校 ， 充分发挥髙校人才培

养 、 科学研究 、 社会服务 、 文化传 承创新 、 国际交流合作 的作用 ， 增强

国家核心竞争力 ，
迫切需要完善学 生 、 学术 、 学科一体的 非洲问题研究

综合发展体系 。 可 以说 ， 加强非洲 问题研究 大有可为 ， 我相信非洲 问题

研究也一定会大有作为 。

当前非洲 问题研究处于难得的 重大的历史机遇期 ，
这里我提四 点建

议供参考 。

第一 ， 深人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 。 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

想为指导新形势下 中 国外交提供 了理论指导 ， 为加强非洲 问题研究 提供

了根本准绳 ， 我们要深人学 习研究 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构建 以合

作共贏为核心的新型 国际关系思想 ， 关于打造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 ， 关

于正确义利观思想 ， 关于
“
一带一路

”

倡议重大思想 ， 特别是深入研究

阐述秉持
“

真 、 实 、 亲 、 诚
”

对非合作理念 ， 推动 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建设思想 ， 要 以更宽广 的视野 ， 更长远 的眼光来聚焦思考 中 非关

系 发展面临 的一 系列重大战略问题 ， 加强前睢性 、 针对性 、 储备性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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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能够体现中 国 智慧 、 中 国价值 的 发展 理念 、 发展 主张 、 发 展方案 ，

提出专业化 、 建设性 、 有实效的政策建议 。

第二 ， 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非关 系实践创新研究 。 党 的 十八 大以

来 ， 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 引下 ， 中非关 系发展取得 了辉煌成就 ，

在
“

真 、 实 、 亲 、 诚
”

对非工作方针和 中非 十大合作计划推 动下 ，
中 非

合作迈向新髙度 ，
我们要加强 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 非关系 理论实践制度创

新成果研究 ， 提炼形成标志性的学术概念 。

第三 ， 整体上加强研究非洲 问 题和 中非 关系 的学科建设 ， 特别要 进

—步研究明确学科 的定位宗 旨
， 进

一步研究 明确博士学位 、 硕士学位 的

培养 目 标 ， 进一步研究 明确学科 的研究范围 、 课程设置 ， 进一 步研究 明

确 主要的相关学科 ， 为加强非洲问题研究提供更加有力的学科支撑 。

第 四 ， 加强 协同机制创新 。 紧紧 围绕 出思想 、 出人 才 、 出成果 ， 加

强髙等学校与党政决策部 门 的协 同 ， 加强髙等学校与髙等学校之 间 的协

同 ， 加强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的协 同 ， 加强髙等学校与行业企业 的协 同 ，

加强髙等学校与 国外研究机构 的协 同 ， 打造强强联合 、 优势互补 的 多元

化研究团队 ，
建立健全深人融合合作共贏的体制机制

，
形成集群优势 。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建设十年并不是终点 ， 而是一个新 的开端 ，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 为我 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

造 、 学术繁荣提供 了强大动力 、 丰富滋养和广 阔空 间 。 衷心地希望各位

专家学者 ， 特别是浙江师范大学刘鸿武教授 团队立足中 国特色大 国外交

实践 ，
不忘初心 ， 大胆探索 ，

进一 步提 髙研究质 量 ， 推动非洲 问 题研究

再上新的 台阶 ，
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 。 最后祝本次研讨

会圆满成功
，
谢谢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