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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非减贫发展高端对话会暨中非智库论坛第六届

会议” 围绕主题 “摆脱贫困， 共同发展”， 深入交流习近平主席著作

《摆脱贫困》 一书中阐述的思想理念、 实践经验， 讨论了 “中国与非

洲的减贫发展政策和实践经验” “对接中非合作计划， 加快非洲工业

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等议题。 会议认为， 扶贫减贫发展应抓住当

前中非关系发展的时代契机， 理念先行， 根据当地情况务实发展， 在

长期不断的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 同时应加强对减贫发展区域和项目

的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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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21—22 日， 在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和中国驻非盟使团的支

持下， 由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和非盟领导力学院共同举办的 “中非

减贫发展高端对话会暨中非智库论坛第六届会议”，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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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斯亚贝巴非盟总部举行。 来自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等 30 多个非洲国家及

非洲联盟、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非洲能力建设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智

库领袖、 著名学者、 媒体代表、 政府官员、 金融界人士等 200 余人应邀与

会。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重要

演讲， 非盟领导力学院总监穆娜、 浙江师范大学校长郑孟状代表主办方分

别致辞。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 非盟领导力学院总监穆娜

共同担任大会主席并主持开幕式。 会议围绕 “摆脱贫困， 共同发展” 这

一核心主题， 以交流习近平主席著作 《摆脱贫困》 一书中阐述的思想理

念、 实践和中国减贫发展经验为切入点， 设置了 “中国与非洲的减贫发

展政策和实践经验” “对接中非合作计划， 加快非洲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进程” 两个平行组讨论。 与会人员就中国减贫发展的主要经验， 非洲摆

脱贫困、 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如何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政

策、 探索符合国情的减贫途径， 如何发挥劳动力市场、 金融机构、 社会保

障政策在减贫发展中的作用， 如何加强中非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合作，
如何有效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 克服非洲发展的挑战等

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 细致、 充分的研讨和热烈的交流。
王毅部长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 过去 40 年， 7 亿多中国

人摆脱了贫困， 为联合国实现减贫千年发展目标做出了 70% 的贡献， 开

创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 《摆脱贫困》 一书阐述的减贫理念、 政策举

措， 至今对中国完成减贫任务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对发展中国家推进减贫

努力也具有借鉴参考价值。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习近

平主席倡导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仅是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 也希

望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都能过上美好生活。 王毅表达了中方助

力非洲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立场和意愿： 第一， 中方愿与非洲朋友

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 但绝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第二， 中方愿同

非方对接发展战略， 帮助非洲优先破解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人才不足、 资

金短缺三大瓶颈， 为减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 中方愿为非洲减贫事

业营造必要环境。 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提升国防、 维和、 维稳、 反恐等自主

解决非洲问题的能力。 第四， 中方愿鼓励国际社会支持非洲加快减贫。 中

国欢迎非洲合作伙伴多元化， 呼吁各方摒弃零和游戏的旧思维， 树立合作

共赢的新理念。
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在开幕式上表示， 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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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 特别是对于非洲这样渴望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地区。 1949 年新

中国成立后， 政府将之前非常贫苦、 懒惰和宿命论的农业人口从思想上转

变为 “自力更生、 用自己双手创造未来的人”， “自力更生” 的意识是非

洲学习中国发展经验的第一课。 他认为， 非洲有潜力成为世界的粮仓， 创

造跨越大陆的世界繁荣。 为此， 非洲需要充分发展、 培养年轻人的劳动、
工作技能， 尤其是要改善非洲妇女的教育、 就业状况； 非洲更需要和平安

全的环境开展招商引资、 教育培训等工作促进发展、 减少贫困， 进而将非

洲 2063 议程所提出的发展目标变为现实。 非盟领导力学院总监穆娜女士

表示全球化给非洲减贫带来了更多机会， 非洲发展的时机正在此时。 长期

以来， 非盟领导力学院在非洲 2063 议程规划下， 支持成员国研制战略发

展计划， 搭建非盟一体化战略、 领导力提升、 具体分项战略等平台， 以促

成利益相关方对长期战略目标的认同， 提升区域能力， 共筑未来。 此次会

议， 将有助于中非双方增进理解， 互通互联。
浙江师范大学校长郑孟状教授指出， 中非双方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

共同的发展愿景， 更保持着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浙江师范大学在办学

实践中， 主动服务国家外交战略， 积极致力中非交流合作， 努力为国际社

会认知中非关系、 理解中国对非战略结构与性质搭建平台。 此次会议有助

于非洲人民理解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寻找适合非洲的发展之路。
非盟委员会副主席夸第和中国外交部中非合作论坛事务大使周欲晓共

同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

义， 埃塞俄比亚总理经济顾问、 总理府部际协调人阿尔卡贝 （Akebe） 分

别从中非不同的视角就 《摆脱贫困》 一书有关减贫发展的思想、 理念和

政策举措进行了深入解读； 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陈志刚， 埃塞俄比亚

发展研究所主任、 前总理经济顾问尼瓦伊·加百利 （Newai Gabreal） 分别

介绍了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减贫发展战略、 成功实践和启示。

一 扶贫减贫，理念先行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过去 40 年来， 中国已经有 7 亿多人脱贫。 过去

5 年中每年脱贫人口达到 2000 多万， 到 2020 年将实现全部脱贫。 黄友义

向大家分享了他第一次参与扶贫的亲历经验。 他分析认为， 宁德在 2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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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GDP 增加了 45 倍， 就是实现中国梦的过程。 其经验在于： 找到自身优

势， 思路脱贫、 意识脱贫； 因地制宜， 谋划发展； 加强指挥， 各方协调；
敢于担当， 勇于负责。 贫困地区完全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 政策、 长处、
优势在特定领域实现 “弱鸟先飞”， 把脱贫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不

仅需要有正确的方向和准确的政策， 也应该提出系统的发展脱贫的方法，
还要有高水平的服务。 要立足本地资源发展加工业， 提高附加值。 “一带

一路” 倡议就是希望与各个有关国家一起， 通过共商、 共建和共享的原

则， 携手发展， 共同富裕。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美好的前景， 也是巨大的挑

战，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未来就像习近平主席所说的： “只要有信心， 黄

土变成金。”
阿尔卡贝非常认同黄友义的观点， 他认为， 贫穷绝非宿命， 而是未来

经济转型的契机。 同时， 对减贫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 要致力于更综合的

目标， 保障和平， 提升增长质量。 陈志刚将 “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 作

为中非面对的共同目标。 虽然减贫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是个难题， 却是值得

奋斗的目标， 其核心要义就是加快发展， 推行特色化的脱贫政策。 不仅看

贫困地区缺什么， 还要看有什么， 可以发展什么。 刘鸿武教授提出， 要发

挥政府、 社会和市场等多方面的协同作用。 地方贫困但观念不能贫困，
20 世纪 80 年代的宁德就如同今天的埃塞俄比亚， 将发展视为生死攸关

的事情， 这是减贫的关键。 《人民日报》 国际部副主任吴绮敏在参观完

亚吉铁路和轻轨项目之后， 对埃塞俄比亚的发展表示赞赏， 她认为， 科

学的观念能够振奋精神， 指引行动。 她聚焦中国减贫发展的财政税收政

策， 证明了习总书记提出的 “滴水穿石” “弱鸟先飞” 理念的正确性。 南

非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研究员雅姿妮 （Yazini April） 将福建宁德减贫和工

业化经验对非洲的启示， 总结为五个方面： 机制化的支持体系、 技术发

展、 注重农业、 根据现实发展工业化生产， 以及最重要的自力更生的理念

和实践。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张瑾博士认为， 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有

特色的绿色减贫策略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这为非洲更好地发展提供了经验

案例， 在了解自己所需的前提下， 非洲可以协同国际合作伙伴实现共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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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总结经验，务实发展

中非双方代表分享了扶贫的经历和经验。 中国全国扶贫宣教中心主任

黄承伟介绍了中国精准扶贫政策和实践经验， 包括中国的社会保障经验，
即通过精确了解贫困人口的数量和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帮扶； 通过集

思广益达成共识； 通过政府和基层的政策协调推进扶贫， 最终成就 “一

户也不能少” 的中国式扶贫特色。 坦桑尼亚经济社会研究基金会的费斯

托 （Festo Maro） 系统总结了非洲扶贫的经验和教训： 机会不均等、 贫困

人口聚集在贫困国家是非洲扶贫存在的问题。 经济发展是减贫的必要前

提， 也是就业和所有非洲未来发展蓝图的基础， 健康、 社会保障、 能力建

设、 法制化发展、 外汇流动等都有经验值得总结。 非洲需要探索自主、 可

持续、 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 以生产符合非洲人需求的产品。 对此， 非洲

首先要掌握自己的话语权。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经济规划部主任巴斯沐唯 （ Bartholomew

Armah） 分析了非洲扶贫的趋势、 政策及国际合作在其中的角色， 他认为

减贫首要的是计划， 非洲需要切实、 综合、 连贯性和长时段的目标， 也需

要政府有结构性和财力上的支持。 非洲所获得的农业援助有下降趋势， 对

农产品出口缺乏足够的支持， 对妇女的支持力度不够； 非洲经济还没有做

到多元化， 必须通过增加商品和矿业附加值来促进就业， 减少贫困。 中国

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杨光研究员总结了中国探索发展道路、 实现自

主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经验， 他指出： 发展是基础， 安全是保障。 目前中国

实现了自主发展， 政府正在致力于消除发展的不均衡， 其中， 集约式发

展、 可持续发展、 绿色发展、 成本收益核算等因素， 将是中国在探索未来

发展道路上的主要考量。 津巴布韦经济政策分析研究所主任吉布森 （Gib-
son Chigumira） 援引非洲之角、 利比亚、 布隆迪、 埃及、 刚果金等国推动

扶贫发展、 就业和社会保障的经验， 认为不同国家因其人口结构、 主要经

济驱动力、 面对气候变化能力等方面的鸿沟， 是未来应采取不同扶贫策略

进行发展的基本认知点。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发展研究所所长黄梅波教授就

中国经济特区建设实践经验及对非洲的启示做出分享。 她认为， 中国经济

特区之所以取得成功， 而非洲的经济特区表现欠佳的主要原因和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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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应关注： 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以及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主动性、 完善

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框架、 地方政府及园区管委会高效的执行力和服务水

平、 技术转移与不断的技术学习和升级、 园区明确的目标及健全的监测评

估体系。
喀麦隆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史蒂芬·恩广扎 （ Stephane Ngwanza） 回

顾了非洲贫穷的原因， 认为非洲国家受制于各种外部力量和外部规划， 无

法发挥自主性。 而非洲的不稳定和战乱， 限制了非洲的起飞。 他认同中国

和亚洲的发展模式， 认为政治稳定、 制定符合非洲实际的发展规划， 并主

导这些规划， 才可以为减贫和投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与此同时， 应充

分听取民意、 考虑少数民族的利益、 惩治腐败、 加强国家治理， 这些都是

减贫的重要前提。 来自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和丹·奥斯曼·阿比迪

（Hodan Osman Abdi） 博士认为私有企业和年轻人是未来非洲发展的动力，
应将携手繁荣的理念贯彻到他们的心中。 阿尔卡贝认为， 廉洁政府加上对

成功有热切愿望、 愿意为之奋斗的有能力的年轻人， 是未来引领非洲前行

的主体。

三 减贫发展，综合施治

刘鸿武教授充分肯定政府的效力。 他认为， 发展中国家要发挥好政府

作用， 因地制宜地制定减贫发展政策。 为此， 政府必须有推进国家发展的

意愿， 并且务实高效； 政府必须以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为工作中心， 而且

代表全体人民， 不能在宗教、 民族、 地域等方面具有排他性； 政府必须高

度重视教育投入与人才资源开发， 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 努力提升政

府办事效率； 国家政策必须符合本国国情， 并保持政策连续性， 同时长期

坚持对外开放。
科特迪瓦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分析部主任奥尔本·阿霍里

（Alban E. Ahoure） 以科特迪瓦在 2012 年至 2015 年成功减贫的案例说明，
减贫对于重债穷国的非洲国家而言至关重要。 非洲国家的贫困人口数量巨

大， 应追求更高水平的发展， 向中国学习减贫经验。 阿尔卡贝认为非洲农

业长期被忽视， 没有足够的附加值， 是造成非洲贫困的重要原因。 中国企

业在非洲的经营应该重视非洲环境和农业现代化提升， 提高产品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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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包容性发展、 关注风险防控， 来实现最终的双赢。 埃塞俄比亚发展研

究所主任纳外 （Newai Gabreal） 博士通过比较东南亚国家和欧洲经验后提

出， 不同国别的不同文化和历史决定了不同发展情况， 劳动力、 国家和私

人行业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结构性因素， 资本、 社会、 技术、 领导阶层等

都在此中变动。 经济和政策的延续性对于发展而言十分重要， 而前提是发

展农业。 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则理性地看待了非洲经济增长 6% ， 但

减贫效果不佳的现实。 他认为非洲的发展和减贫脱轨了， 其原因在于农业

经济增长率低， 同时人口增长率高。 非洲要实现更好的发展， 必须有超过

人口增长率的发展， 且提供足够的劳动力需求。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张艳茹博士用非洲渔民减贫的案例说明， 非洲海洋经济正在逐步成为带动

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或可作为新的发展案例予以借鉴。
加纳民主选举援助研究所主任伊曼纽尔 · 阿科韦特 （ Emmanuel

O. Akwetey） 博士探讨了民主治理在减贫工作中的作用， 他对 《摆脱贫

困》 一书中论述 “弱鸟先飞” 提升官员效率和公务员操守， 加强能力建

设等， 印象深刻， 指出应建设 “发展型政党”， 不仅要关注选举， 还要关

注领导力建设， 提升规划和执行能力， 建设专业有德的官僚体系， 以推动

农业现代化， 促使国家摆脱贫困。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法律与社会发展研究

中心吴卡博士介绍了中国精准法律扶贫经验， 指出 “精准扶贫， 法律要

同行甚至要先行”， 为此可以从立法规范、 司法保障和律师服务等方面构

建精准法律扶贫机制。 喀麦隆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史蒂芬 （ Stephane Ng-
wanza） 也强调了机制与制度的稳定性， 他认为非洲存在政乱与战乱， 是

西方大国利益冲突的战场， 导致非洲战略重要性降低， 而忽略当地社会与

人民现实情况、 没有吸引人才的政策、 非洲政权合法性问题等， 影响了非

洲的经济起飞。 未来， 非洲应多考虑落后地区的利益， 推进教育发展， 推

动政策和管理透明性， 减少腐败。

四 中非合作，时代契机

周欲晓大使向中非双方学者阐释了中国秉持的五大合作发展理念， 表

达了安全、 有序、 有效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的决心。 他

指出： 发展是摆脱贫困的关键， 而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是发展的唯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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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落实中非工业与农业合作， 要坚持五大发展理念， 即坚持共同发展、
坚持集约化发展、 坚持绿色发展、 坚持安全发展、 坚持开放发展。 阿尔卡

贝认为， 中国作为合作伙伴所提供的相互尊重、 不干涉政策、 不附加条件

的援助， 为非洲摆脱只是 “资源出口地” 的劣势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是真正的伙伴。 时值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 中国人民大学王

义桅教授认为， 这不仅包括海陆空多个层面的设计， 将改变之前非洲被动

的全球化进程， 也将使非洲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受益。 实践证明， 基础

设施的投入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好处。 “一带一路” 倡议关注基

础设施建设， 是扶贫的重要方面， 同时倡导中非双方进行新工业化合作，
追求包容性和在互联互通等多领域的合作， 这些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提升

空间。 未来中非可以在能源方面合作解决非洲能源短缺问题， 也可以加强

培训合作解决人力资源问题， 同时， 在其他领域， 如青年、 就业、 两性方

面， 开展中非地区与省级合作， 都是值得期待的合作领域。 巴斯沐唯对中

国能为非洲提供的经济转型抱有信心。 他认为中非合作论坛提供了中非经

济合作的新平台， 非洲的转型可以为中国带动出口和投资增长， 而相当数

量的中国投资将促进非洲在科学、 技术、 贸易、 财政、 教育等方面的改

善， 并最终促进非洲的经济转型； 从学理的角度阐释了中国的发展将会改

变外部世界发展理论， 中国将以 “安全” 和 “合作” 的方式提供发展的

另一种可能。
刘鸿武教授和穆娜女士共同主持了第二次全体大会， 舒展大使和伊曼

纽尔·纳多施 （ Emmanuel Nnadozie） 博士分别向大会汇报各平行分组讨

论情况。 会议分组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一是明确务实地制定导向性政策，
甩开双臂干工作， 因时制宜地制定减贫政策， 执政党必须贴近人民， 了解

基层的情况， 从地方到中央， 务实、 实干， 才可以解决民生的问题。 二是

减贫是长期过程， 只有可持续地发展， 才可以减贫， 否则返贫率也会很

高。 三是中非合作为非洲加快农业、 工业发展进程， 提升农业生产率， 促

进增长提供了机会、 应先行先试， 为非洲带来合理发展。 以中国为首推进

的基础设施发展， 其对非洲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 一方面降低了交易成

本， 另一方面增加了国际竞争力， 而这些都将促进贸易、 提升基础设施、
水、 农业、 数字化发展的多种机遇。 四是当前非洲大陆最大的挑战是贫困

问题， 不平等、 气候变化和青年失业是慢性的贫困问题， 非洲光是经济增

长还不够， 还需要以可持续方式降低贫困率。 非洲应重视政治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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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问题和包容问题、 腐败问题等根本的发展问题， 应推翻随意任用、 学

院主义和部族主义。 五是心态、 态度的转变非常重要， 贫困影响社会自

信， 但是可以通过发展予以消除。 民主有很大的作用， 但是不能视为目标

本身。 只有提升领导力和技能， 才可以确保经济变革、 保证战略是可实

现的。
最后， 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央外办前副主任杜起

文大使， 非盟委员会副主席夸第分别作大会总结讲话。 杜起文大使在作大

会总结时高度肯定了此次会议召开的意义。 杜大使说 “这次会议再一次

证明， 中国和非洲不仅是患难与共的好兄弟， 也是实现减贫发展道路上的

好伙伴”。 他表示， 通过中非与会代表对中非合作的优先领域和主要方向

达成了六个基本共识： 第一， 分享治国理政经验， 增强非洲国家自主探索

发展道路的意识和能力。 第二， 加强人力资源合作开发， 帮助非洲国家破

解人才不足瓶颈。 第三， 坚持集约发挥理念， 把基础设施建设同产业化发

展结合起来， 加快非洲工业化进程。 第四， 创新合作模式， 充分调动市场

和私营资本的积极性， 助力非洲国家解决发展资金短缺问题。 第五， 加强

和平安全合作， 维护非洲和平稳定， 为中非合作和非洲发展创造安全环

境。 第六， 秉持开放、 包容、 共赢理念， 欢迎非洲合作伙伴多样化， 共同

为非洲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夸第副主席高度评价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和减贫事业的成效。 他认

为， 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正是当前非洲发展所面临

的问题。 中国是非洲减贫发展的榜样， 习近平主席在 《摆脱贫困》 书中

提出 “扶贫先扶志， 扶贫必扶智” “把经济建设当作最大的政治” “弱鸟

先飞” 以及因地制宜、 行动至上、 “既要发展经济， 又要廉洁政府” 等重

要思想， 对非洲实现减贫发展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 夸第还高度赞赏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真实亲诚” 对非政策理念， 积极评价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落实取得的成效， 认为中非双方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

下建立以发展为核心的伙伴关系， 有力促进了非洲减贫发展进程。
论坛受到媒体广泛关注。 来自中国的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 《人民日

报》、 中国日报、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来自非洲 20 多个国家的主流媒

体 60 余位媒体人士全程参加会议， 并进行充分报道。 《人民日报》 以

《减贫发展， 中非携手前行》 《书写一个又一个 “第一”》 《让我们一起种

下思想的种子》 为题进行系列深度报道， 并做了会议专版。 会后，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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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组织与会人员赴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集体考察了部分中埃重大合

作项目， 并同力帆汽车公司、 帝缘陶瓷公司、 华坚鞋业等部分中资企业代

表座谈， 实地感受中非合作对非洲减贫发展的贡献和作用。

（责任编辑： 王珩）

Seeking a common position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Summary of the 6th

China-Africa High-Level Dialogue and
Think Tank Forum

Zhang Jin

Abstract： Focusing on its theme of Fighting Against Poverty：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and Africa， the China-Afri-
ca High-level Dialogue on Poverty Reduction and the 6th Meeting of the China-
Africa Think Tank Forum had an in-depth exchange of ideas and practices elab-
orated in “Out of Poverty”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discussed topics such
as “ poverty reduction policy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China and Africa”，
“aligning with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plan to speed up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Africa” . It is agreed on the meeting that be-
fore its implementation， the concep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first while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of the current develop-
ment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experience should be summed up in time during
the long-term practice， pursuing a pragmat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local
situation； furthermore， integrated measures should be applied to the regions
and related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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