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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南非和中非人文交流战略

研讨会会议综述

武 卉

【内容提要】 “新时期中南非和中非人文交流战略研讨会” 围绕

中南非和中非人文交流机制的战略意义、 目标路径、 创新举措和长远

规划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经过思想的交流与碰撞， 与会者认为：
中南非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具有战略意义； 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

科学知识体系是机制建立的基础； 要实现中南非之间的有效人文交流

要确保主体的广泛性和载体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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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卉，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历史与文化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 （金华， 321004）

2017 年 4 月 1 日， 由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主办的 “新时期中南

非和中非人文交流战略研讨会” 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 来自教育部国际

司、 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 浙江省教育

厅外事处等部门的领导以及南非金山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人民大

学、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云南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浙江财经大

学、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的中外学者及非洲商会负责人等 70 余

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代表与嘉宾围绕中南非和中非人文交流机制的战略意

义、 目标路径、 创新举措和长远规划展开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



一 中南非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恰逢其时，意义深远

在 “一带一路” 倡议、 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推进的时代

背景下， 人文交流的价值更加凸显，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亲在于心

相通”， 以 “民心相通” 为内涵的人文交流正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

方面。
南非是非洲大国和重要的新兴国家， 中国与南非建交十多年来， 两国

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迅猛发展。 中国已连续七年成为南非在全球的第一大贸

易伙伴， 两国双向投资从传统的家电、 矿业、 冶炼等领域扩展到金融、 电

信、 新能源、 基础设施等领域。 两国间的人文交流也呈现出强劲的活力，
互办 “国家年” 活动吸引了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参与。 与会代表从不同的

角度对即将建立的中南非人文交流机制给予了高度期许。
教育部国际司副司长于继海指出， 2000 年教育部启动中外高级别人

文交流机制以来， 中国南非人文交流机制是第七个中外人文交流机制①，
也是中国同非洲建立的首个人文交流机制。 南非作为非洲综合实力最强的

国家， 已经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是中非双边团结合作的典

范。 如今， 人文交流已经同政治互信、 经贸往来一道成为中南合作的三驾

马车。 在此背景下成立中南非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将为中南非人文交流的不

断深化提供智库支持， 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处长王立勇表示， 人文交流在当今国与国

之间的相互交往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 “一带一路” “金砖国家” 框

架下， 人文交流平台机制在国家外交中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中非合作是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增长点， 人文合作又是中非合作的重要增长

点， 建立中国与非洲的人文交流机制， 将为南南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未

来， 也将对南北对话、 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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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外六个人文交流机制分别为： 2000 年中国与俄罗斯建立的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

（后改称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 2010 年建立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 2012 年建立的中英高级

别人文交流机制、 2012 年建立的中国同欧盟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2014 年启动的中法高级别人

文交流机制、 2015 年启动的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 中南非人文交流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鸿武认为， 人文交流是中国在非洲的长期战略

性投资， 中非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将为非洲以有利于世界和平、 和谐共赢

的方式崛起提供保证； 中非人文交流合作是维护中国在非洲利益的最佳

方式。
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总会姒海从华人华侨角度解读了中南非人文交

流机制建立的意义。 他认为人文交流研究和理论的拓展为海外华人华侨社

区的发展提供了总规划和发展方向； 为华人华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提供了

思想工具； 为消除双边误解、 加深了解提供了有力保障。 南非海外华人华

侨的历史已有 100 余年， 人文交流是华人华侨提高自身素质、 促进华人社

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思想基础。

二 中南非人文交流需要以有中国特色的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为基础   

  人文交流是建立在对人类共同命运普遍关注基础之上的思想沟通、 理

念认同、 文化碰撞， 需要中国学界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 需要将中国故

事传播到非洲， 同时也需要中国了解非洲， 了解非洲大陆曾经发生和正在

发生的变化。 对于这种双向交流与互动， 与会专家学者达成普遍共识， 并

就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出深刻见解。
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处长王天龙表示， 中国从贫穷走向富强的事

实表明， 中国的发展理念、 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

丰富。 提炼和总结中国发展经验， 形成有中国特色、 中国智慧、 中国风格

和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是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任务。
刘鸿武认为， 过去， 中国学者做非洲研究缺少全球视野， 唯西方论调

是尊； 如今， 中国几十年来的对非合作模式已经为全球对非合作提供了模

板参照， 是时候构建属于中国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以重新解读非

洲。 中国的区域研究历史可追溯至千年之前， 因时、 因地、 因空制宜是中

国区域治理的传统。 因此， 中国学者要研究非洲及其文化， 必须 “入乡

随俗”。 他进一步提出了 “我行故我在” 的观点， 并强调， 中非合作靠的

不是理论而是实践， 中国与非洲人文交流的开展， 需要中国学者深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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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理解非洲， 根据非洲的期待和需求推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贺文萍教授

在题为 《讲好 “两个故事” 是推进中非人文交流的重要抓手》 的发言中

指出， 中国学者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 从个性、 思想、 文化等方面多元

化了解非洲， 促进双边人文交流。 她认为非洲文化的发展处于变化之中，
唯有实地调研才能更新对非洲大陆的认知。 另外， 她强调要加强对中国本

身的了解。 因此中国应该对自身发展经验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高估或低估

中国发展经验都不利于中非人文交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苏长和教授赞同中国在对外

人文交流中应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观点。 他认为，
人文交流实质是知识体系的交流，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

系是讲好中国治国理政经验以及阐释其他中国经验的基础， 也是中国经验

区别于西方理论的标识。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周志发根据自己的

赴美留学经历强调了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的重要性。 他认为在当今的全球学

术界， 没有中国特色就几乎没有话语权。 中非人文交流的关键与难点在于

如何通过总结中国自身经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并使其具有普

适性。

三 多措并举，全面推进中南非人文交流

政策指导下的人文交流必将呈现多元主体参与、 多举措并举的实施路

径， 在教育、 文化、 科技、 艺术、 青年、 妇女、 体育、 媒体、 智库等各领

域开展长期而广泛的合作与交流。 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针对人文交

流的路径问题进行了热烈和深入的讨论。
国际关系学院非洲研究中心讲师刘天南作了题为 “中非人文合作交

流的深度、 广度以及效应” 的发言。 她认为， 应该扩大人文交流主体范

围。 “官方为主的交流容易呈现歌功颂德的倾向或过多强调中国传统文化

而忽视对中国当下实情的交流， 从而使双方交流的客观性和全面性遭受质

疑。” 她举例道， 中非人文交流官方主体之一的外交官往往身兼数职， 时

间、 精力以及特定领域专业性的缺乏影响了中非交流的成效。 她建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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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中国记者赴非或促进中国游客赴非旅游等途径为中非之间互相了解创

造机会。
她的观点得到其他与会者的认可。 刘鸿武认为， 中国的边疆地区及其

文化是中国与非洲人文合作的衔接点， 培养边疆地区人才作为非洲研究后

备军是提升中非人文交流效率的有效途径。 贺文萍提出， 开展中非之间学

术合作， 从学者层面开展交流， 可以拓宽研究视角， 促进中国与南非的人

文交流。 义乌国际商贸城南非馆馆长骆玲娟指出， 商人主体也可以参与到

中非人文交流中， 因为 “文化中蕴含着商机”。 她建议将非洲知识纳入中

学生教育体系， 将非洲思维植入青年心中， 培养年轻人的非洲情怀， 鼓励

更多人赴非经商。 姒海认为， 华人华侨是中国形象在海外的窗口， 他们长

期生活在非洲， 融入当地生活， 比政府和企业更能深刻体会到非洲人民的

难处， 而中非之间的人文交流离不开这种元素。 他倡导华人华侨提高自身

素质， 尽可能多地参与到双边人文交流中去。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教育所所长牛长松从孔子学院载体角度阐述

了她的观点。 她指出， 孔子学院是 “我行故我在” 在南非的具体实践，
孔子学院与非洲的中国文化研究已经形成网络， 同时也促进了中非教育之

间的合作与交流。 作为中非人文交流中的重要角色， 孔子学院可以考虑以

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非洲， 比如考虑将其功能从教学单位向服务职能转

变， 培养本土师资、 研发本土教材， 走多元化的发展道路。 刘天南也建议

通过增加人文交流的载体来强化人文交流的深度。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影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勇和浙江师范

大学非洲研究院索马里籍研究员和丹·奥斯曼·阿卜迪从影视交流载体角

度分析了如何促进中南非人文交流。 张勇认为， 影视传播在文化交流中有

其独特的功能和作用， 是讲述中非合作故事的重要手段。 电影作为人文交

流的媒介， 对语言的要求不如其他人文交流载体高， 是比较直观的文化交

流手段。 目前中国与南非在电影交流方面成效不明显， 中国应该在举办非

洲电影节、 加强非洲电影学术研究、 合资拍摄影片方面寻找突破。 和丹进

一步指出了举办中国和南非电影节的必要性。 她指出， 影视艺术是了解其

他民族和文化的重要途径， 可以通过设立中南非电影节、 引进南非优秀电

影、 举办高校专项的影视作品大赛等途径来增加南非电影的曝光率以及提

升拍摄南非电影的积极性； 通过设立专门拍摄非洲题材影视的基金、 组织

中南非影视制作人员的联合培训等方式来促进中国与南非在电影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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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浙江财经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崇秀全认为， 中南非甚至中非的艺术交流

还停留在认知的初步阶段， 艺术的互动、 交流和研究非常不足； 了解非洲

并非易事， 这不仅需要平台的支撑， 也需要多学科的融合。 他认为艺术研

究者应积极践行刘鸿武教授提出的 “我行故我在” 命题， 深入非洲， 从

一种感性认识开始， 继而上升到理论和实践。
此外，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中心执行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院长闫瑾女士以中欧人文交流中心为例， 讲述了研究基地在中外人文交

流中的作用；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非洲翻译馆馆长张生祥表

示非洲翻译馆目前已经在着手翻译中国在有关道路、 方案， 以及全球治理

方面的项目， 旨在从翻译角度推动中非人文交流。

四 多点辐射，全面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人文交流与中非其他领域的合作是一种相互支撑关系， 将助力中国与

非洲国家的共同发展， 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指出， 中非关系早期侧重

于政策与经济； 现在， 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成为中非关系的新定位。 中非

人文交流应该成为建设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中国同非洲不存在结构性

矛盾、 领土领海矛盾， 拥有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良好基础。
刘鸿武认为， “任何一种文明最高的境界第一无非就是求扩大， 第二

是求长久”， 求长久就是形成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非洲在许多方面有相似

之处， 中南非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为两国间深度对话提供了便利。 未来，
中南非人文交流机制将作为中非人文交流机制的起点， 带动辐射整个非洲

大陆的人文交流网络； 交流机制下属的研究中心将成为国家的高端智库网

络， 向全非洲输出中国思想、 中国经验、 中国智慧。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副教授李舒弟积极推进 “中

南非文化艺术节” 项目落户浙江金华。 他指出， 中南非文化艺术节将是

中国与非洲艺术交流的大聚会， 中非的文化共融将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奠定

基础。
在全球化背景下， 非洲的政治、 经济、 文化研究早就融贯为一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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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南非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员姚桂梅， 云南大

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书记、 教授张永宏，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尼日利亚

籍研究员迈克尔·伊西祖勒恩分别以 “南非经济发展的风险与规避” “中

非科技合作战略定位” “如何加强与提升中非民间关系” 为题就中非命运

共同体抒发己见。
会议形成了以下共识： 一是中南非人文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中南非人

文交流机制的建立意义重大。 二是要开展深度的人文交流， 需要中国政府

与民间多主体的参与， 也需要多学科的融合。 三是可以通过影视作品等载

体从科技、 教育、 艺术、 科技等方面全面推进中国与南非之间的人文交

流。 四是总结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才能讲述好中国故事、
非洲故事。 与会代表对于中南非人文交流机制的未来充满信心， 他们相

信， 这一机制的建立能使人们在不久的将来看见如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

院喀麦隆籍博士研究生姆乌乎·周丽彤在会议发言中所说的 “真正独立

的、 发达而新兴的、 拥有高质量教育体系、 无饥饿、 无战事、 交通发达、
工业化成功” 的非洲大陆。

（责任编辑： 王珩）

Review of The Strategy Seminar on
China-Africa and China South Africa

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New Era
Wu Hui

Abstract： On April 1st， 2017， the new era of China-South Africa and
China-Africa cultural exchange strategy seminar， sponsored by the Institute of Af-
rican Studies of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was held in Zhejiang Normal Uni-
versity. Scholars and guests did an in-depth discussion about the significance，
targets， paths and long-term plannings of China and South Africa cultural ex-
change. After the exchange and collision of ideas， participants agreed that the
cultural exchange mechanism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frican has a magnificent
meaning. Constructing th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with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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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the basic. More subjects and methods will ensure a good
result.

Keywords： South Africa， Cultural exchange， Mechanism， Sino-
African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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