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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经历了

三个不同阶段。通过援建学校、派遣教师、捐赠设备、开展培训等，

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结出了丰硕成果，实现了从 “授人以鱼”
到“授人以渔”的方法转变，体现出 “真、实、亲、诚”的策略思

想。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的经验包括: 一是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

教育交流机制; 二是坚持平等互信、共同发展的原则; 三是注重经验

总结和质量提高; 四是不断丰富合作的内容，并体现出前瞻性。积极

开展对非教育援助与交流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是提升中国在非软实

力、助力非洲人力资源开发、推动中非关系发展、促进中非文化包容

互鉴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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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 ( 2014) 》白皮书显示: 2010—
2012 年，中国共向 121 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其中非洲地区 51 国，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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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援助的主要地区。从援助资金的地区分布上看，非洲占了中国对外援

助资金总额的 51. 8%。① 从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发展过程看，已从 20 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派遣援非教师、接收非洲留学生为主，发展到今天的对非

人力资源培训、提供更多政府奖学金、对非汉语教学、中非高校间合作、
在非洲援建各类学校等。实践证明，中国与非洲大陆之间的教育合作与交

流不仅带动了非洲教育的发展，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成为促进中非人文交流、提升中国在非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一 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历史发展及阶段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对非援助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

前期和 21 世纪中非合作论坛以来的三个阶段。从最初帮助非洲国家捍卫

民族独立、支持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治主导下的无偿、无私、无畏性

援助，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秉持 “不干涉内政”前提下的 “平等互利、
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为目的的经济导向性援助，再到当前

集经济、文化、教育及人道主义援助为一体的多样性援助。在这一历史进

程中，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实现了从 “授人以鱼”到 “授人以渔”的观念

转变，落实了“真、实、亲、诚”的策略思想。

( 一) 第一阶段(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末) :“政治主导型”援助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属于开创阶段，一方

面中国对非洲的了解还十分有限，也才刚刚开始，更主要的原因是新中国

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自己也需要搞建设，也要发展教育，但出于政

治的需要，同时也是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中国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还是尽可能多地派出教师去帮助非洲发展教育。据文献记载: 20 世纪 50
年代只有 3 名中国教师在非洲任教，但到了 70 年代已有 115 名中国教师

在非洲执教。除了派遣教师外，中国政府还开始接收来华非洲留学生、非

洲国家教育代表团来访等。但是从客观上讲，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教育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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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目的是为了促进中非之间政治交往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中国大规模

开展对非经济援助搭建人才服务的桥梁。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中国开

始了较大规模地援助非洲，重点是帮助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如坦赞铁路就

是一件史诗般的工程，其他还如帮助非洲国家修建体育场馆、工厂、医

院、水库大坝等。同时，在援建过程中，还根据实际需要，开展了一些针

对当地员工的技术培训，数量不多，主要出于应急所需。由于新中国成立

不久，能够接纳留学生的规模有限，同期留学生的人数也比较有限。据统

计，20 世纪整个 50 年代，只有来自埃及、喀麦隆、肯尼亚、乌干达和马

拉维的一共 24 名非洲学生在中国学习。到了 70 年代，中国与 25 个非洲

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中国学习的非洲留学生的人数增加到 648 人。①

这一时期无论是援助的对象国还是留学生的来源地都是与新中国关系比较

紧密的非洲国家。

( 二) 第二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末) :“经济导向型”援助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更加注重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的实效性，具

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大幅增加。据统计，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共有 43 个非洲国家向中国派遣了留学生，总人数达

2 245人; 二是对非教育援助的力度加大、领域进一步拓展。除了向非洲

国家捐赠教学物资外，开始向非洲国家派遣志愿者教师。到了 90 年代后

期，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已包括留学生教育、技术培训、企业用工培训、校

际交流、人员互访等多种形式; 三是教育援助的内容更加注重针对非洲经

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和未来发展需要。职业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逐渐成为这

一时期对非教育援助的重点领域。例如，1983 年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机构

合作，以华为、中信、中建等中资企业为依托，开始举办各种实用技术培

训班②; 四是中非高校间的交流与合作路径开启，成为该阶段中非教育合

作的主要内容。中国高校开始为非洲国家举办专业研修班、帮助其进行学

科建设和实验室建设，并派遣专业教师前往任教、合作进行科学研究等。
这一时期也是中非关系进一步加强的时期，中国对非援助的方式方法处于

积极探索和调整适应阶段，为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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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三阶段 ( 21 世纪以来) : “经济—人文并重型”援助

2000 年 10 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对非教育

援助与合作进入一个新时期。援助形式从当初以物资、货币、建设项目为

主的“硬援助”，进一步发展为涵盖技术、信息、人才和智力等方面的

“软援助”，实现“软—硬”兼顾，凸显经济与文化 “两个轮子”一起转

的援助新理念。①具体表现为: ( 1) 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领域的高层互访

日益频繁，并形成了高层磋商机制; ( 2) 在中国政府为非洲国家提供的

政府奖学金名额不断增加的同时，自费来华留学的非洲学生也越来越多;

( 3) 中非双方的教育行政管理官员、大中学校校长以及双方学者、师生

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发展; ( 4) 自 2005 年第一家非洲孔子学院在肯尼亚

建立以来，非洲孔子学院发展迅速，对非汉语教学及中国文化在非洲的传

播越来越受到非洲人民的欢迎; ( 5) 在 “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和中

资企业的资助下，职业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项目不断拓展，规模越来越

大，涵盖领域越来越广。
2015 年 12 月 3 日至 5 日，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

开。为落实会议成果，围绕 “中非携手并进: 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这

一主题，规划今后三年中非各领域友好互利合作，双方共同制定并一致通

过了《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会议期间，中国政府还发表了 《中国对非

洲政策文件》，其中在“扩大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条款中，明确提

出“扩大中非教育合作，大力支持非洲教育事业发展。根据非洲国家经

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加大投入，提高实效，帮助非洲国家培养培训更多急

需人才，特别是师资和医护人才。加强双方教育部门和教育机构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继续实施‘非洲人才计划’，逐步增加对非洲国家的政府奖学

金名额，鼓励地方政府、高校、企业和社会团体设立奖学金，欢迎更多非

洲青年来华学习……坚持学用结合，扩大师资培训和职业技术教育合作规

模，扩展人力资源开发途径”②。与 2006 年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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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职业教育成为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对非教育援助的历史进程看，虽然不同阶段援

助的重点、内容和目标多有变化，但在对非教育援助的基本立场和原则方

面，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了“变”与“不变”两条主线: 所谓 “不变”之

处，是指中国政府在对非援助过程中，始终遵守 “相互尊重、相互平等”
基础上的互惠互利。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 3 月访问非洲时，从历史、现

在和未来发展的角度，全面阐述了中国对非共谋和平、同促发展的政策。
他用“真、实、亲、诚”这四个字高度概括了中国的对非策略。他说:

“中国对待非洲朋友，讲一个 ‘真’字; 开展对非合作，讲一个 ‘实’
字; 加强中非友好，讲一个‘亲’字; 解决合作中的问题，讲一个 ‘诚’
字。”① 这与西方国家附带许多限制性条件的对非援助有很大区别。西方

国家把对非援助看作是赠予，甚至是 “施舍”，而我国一贯强调对非援助

是一种互利合作、不附加任何不平等条件。所谓 “变”之处，则是在对

非援助的策略选择、领域重点、项目开展方面，更加关注非洲国家和人民

的切实需要，同时也会考虑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但无论从中国对

非教育援助的发展历程还是从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实践来看，未来中非

教育合作与交流必将愈益频繁，也会更加全面，中国政府对非教育援助的

力度和效度都会进一步加强。

二 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的主要成就

自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的内容

和形式都得到了快速发展。援助内容有帮助非洲建学校、捐赠教学设备、
开办孔子学院、开展各类培训、启动其他专项等，形式更加多样，取得了

显著成效。

( 一) 对非人力资源培训规模不断扩大，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

自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首届会议召开以来，教育部与商务部先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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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建立了 10 个国家教育援助非洲基地，参与此项工作的高校有 50
多所，每年举办援非研修班数以百计，学员包括非洲国家的各级教育官

员、学者、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从 2008 年起，教育部还与商务部合作，

委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设立了 “为发展中国家培养硕士人才项

目 ( MPA) ”，旨在为非洲国家培养高级管理人才。
当前中国对非洲人力资源培训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是举办多类型、面

向不同群体的专业研修班。培训内容涵盖经贸、党政、外交、国防、农

业、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环保等多个领域，主要采取专题讲座、座

谈交流、实地考察等形式; 二是开展不同领域的技术培训，为非洲国家培

养急需的实用技术人员。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如小水电技术、干旱地

区节水灌溉、菌草技术、农业生物技术、儿童病防治、通信技术等。这类

培训既有针对具体国家开展的培训项目，如 “2015 年加纳、埃塞俄比亚

农业 科 技 管 理 人 员 培 训 班”等; 也 有 面 向 某 个 地 域 的 培 训 项 目，如

“2015 年非洲法语国家棉花种植技术合作培训班”“非洲法语国家农业职

业教师研修班”等。这些培训班大部分都是采取 “请进来”的方式，今

后将更多地采取 “走出去”培训，利用中国在非洲的培训资源，到非洲

国家开展现场培训。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每年开展的各类对非技术人才培训逾万人

次。商务部、教育部、文化部及相关部委是中国对非人力资源培训的授权

单位，援外培训基地、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行业企业培训机构以及一些

专业协会均成为开展对非培训的实施单位。这些单位和部门根据各自的专

业优势和资源优势、人才优势，有针对性地承接并开展对非人力资源培训

项目。培训内容涉及教育、计算机、医疗卫生、药用植物、经济、农业、
外交、新闻、公共政策、能源和环境保护等众多主题。一些民间或非政府

组织 ( 如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法律学会等) 、中资企业等也开始积极

开展对非人力资源培训。其中，面向非洲国家教育官员和教师的培训成为

对非人力资源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非洲高等教育管理培训班、职业教

育管理培训班、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研修班、现代远程教育研修班等，为非

洲国家培训千余名教育官员、校长和教职人员。
同时，中国政府还积极谋求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如教育部借助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强大专家库和丰富的国际援助经验，共同实施开展对非教育

援助项目。例如，2013 年 6 月，名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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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项目正式开启。该项目由中国政府提供经费支持，计划在 4 年

时间内对 8 个非洲国家的基础教育师资提供教学能力方面的培训，旨在通

过提升教师水平，加强各国教育部门和教师培训机构的能力建设。首批受

援助的三个国家分别是埃塞俄比亚、纳米比亚和科特迪瓦。① 该项目是中

国政府首次开展的专门针对非洲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大型计划，标志着

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进一步拓展和具体化。

( 二) 中国对非奖学金名额大幅增加，非洲来华留学人数越来越多

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 2002 年年底，中国已向非洲 50 个国家提供

政府奖学金 1. 53 万多人次，也向埃及、肯尼亚、摩洛哥等国派遣了多名

中国留学生和进修人员。② 2005 年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非洲学生为1 367
人，占外国留学生总数 18. 95%。从 2000 年到 2011 年，到我国留学的非

洲学生人数达 7. 9 万人，其中获得政府奖学金的人数 3. 3 万，占 41. 3%。
非洲自费来华留学人数也呈逐年快速增长趋势。从 2005 年开始，非洲国

家自费留学生人数开始超过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人数。到 2011 年，自

费留学人数已是政府奖学金人数的 2. 3 倍。2015 年，中国政府奖学金人

数增加到 6 000 人。今后三年 ( 2016—2018 年) ，面向非洲学生的奖学金

项目力度更大，中国政府承诺向非洲国家提供 2 000 个学历学位教育名额

和 3 万个政府名额。③ 中国正成为非洲青年放飞人生梦想、实现职业理想

的留学福地。
除中国政府奖学金外，北京、上海、重庆、浙江等地先后设立地方政

府奖学金，各有关高校也设立了校内奖学金，华为公司、国家开发银行等

企业也设立了来华留学企业奖学金。有条件的高校开始推行用英语或法语

为留学生授课。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政府也开始提供全额奖学金支持本

国学生到中国高校留学。政府奖学金使得更多的非洲学生有机会来华学

习，不仅可以为对方国家培养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的专业人才，还可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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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深双方民间交往、交流和理解、友谊，促进中非友好关系的健康

发展。

( 三) 对非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广泛开展，中非人文交流全面推进

自 2005 年非洲第一所孔子学院在内罗毕大学成立以来，目前已经在

非洲 30 多个国家建立了 40 多所孔子学院、10 多个孔子课堂，派出的汉

语教师和志愿者逾千人，在孔子学院注册学习汉语的人数达 9 万余人。非

洲孔子学院为所在院校的师生提供汉语教学、开设汉语课程的同时，一些

孔子学院还开设了商务汉语、导游汉语等特色课程，满足了非洲民众的不

同学习要求。很多孔子学院以所在大学为基地，采取 “一院多点”的教

学模式，将汉语教学辐射到整个区域，包括其他院校、中小学校、私营部

门及政府机构，使汉语教学的受众面更加广泛。孔子学院还积极开展各种

文化交流活动，中国武术、书法、剪纸、国画、电影鉴赏、地方戏曲等成

为各孔子学院的常设课程。孔子学院举办的中国春节、元宵、端午、中秋

等传统节日活动丰富多彩，深受当地民众的欢迎，为非洲民众提供了零距

离接触中国文化的机会，成为全面提升中非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

( 四) 中非高校间的合作与交流日趋加强，推动中国教育走进非洲

自新中国成立后到 2003 年，我国已在 21 个非洲国家开展了 60 期援

助项目，建立了 23 个实验室，内容涉及生物、计算机、物理、分析化学、
食品加工、材料、园艺、土木工程等多个领域。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喀麦隆

雅温得第一大学微生物实验室、肯尼亚埃格顿大学生物技术实验室和园艺

生产技术合作中心、科特迪瓦博瓦尼大学食品加工与保鲜中心等。2010
年 6 月，在第八次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援外工作会议上，中非双方正式启动

了“中非高校 20 + 20 合作计划”。中国的 20 所高校与非洲的 20 所高校结

对开展合作与交流，利用各自的学科优势和特色，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师

资培训、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形成了 “一对一”的校际合作模式。
中国政府援建的大学网络平台和远程教学系统，也为受援国丰富教学资

源、扩大教育对象创造了条件。
随着新时期中非关系的全面快速发展，中国政府 “一路一带”战略

的积极推进，“中国经验”对非洲更加具有吸引力和借鉴作用，中国教育

“走出去”是必然的选择。中非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之间开展的交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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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从很大程度上看也是为中国教育 “走进非洲”做了很好的经验探索，

为今后时期中国教育成功 “走出去”做好铺垫。

( 五) 通过援建学校、派遣教师、捐赠设备等，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成

果丰硕

为了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大、中、小学教育，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2002 年，中国共向 33 个非洲国家派遣了 530 名专业教师，所教授的课程

涉及理、工、农、文、体育等十几个专业。近十年来，为帮助非洲国家实

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国向非洲国家派遣的教师和志愿者人数逐年增加，除

了官方渠道外派教师外，中非高校间的教师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我国一些

高校开始自主地向非洲国家派遣教师，到对方学校任教或讲学。
除了派遣教师外，中国政府对非援建的学校项目也按计划成功实施。

2007 年建成的“埃塞—中国职业技术学院”，可容纳 3 000 名学生。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政府承诺为非洲国家援建 100 所农村小

学; 截至 2009 年年底，已建成 107 所小学，并为 30 所学校提供了教学设

备。2009 年“沙姆莎伊赫行动计划”中，中国政府决定再建 50 所中非友

好学校，包括小学、中学、职业技术学校等。实际新建了 54 所学校，并

为 6 所学校提供教学设备。①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2002 年年底，中国共向非洲 24 个国家援赠

了不同种类的教学设备和文化用品。例如，2001 年中国教育部向加蓬、
喀麦隆、多哥、塞舌尔、莫桑比克等国援赠了计算机、运动服和体育器材

等教学、学习和办公用品。近年来，为响应教科文组织关于帮助非洲国家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号召，中国政府、企业和机构向非洲国家捐赠的教学

用品和设施越来越多，品种也越来越丰富。
随着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首届会议的成功召开，双方合作与交流的

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更加丰富。中国政府帮助非洲国家修桥、筑路、打

井、修电站、建医院、盖学校、派遣医生和教师、提供国家奖学金、培训

各种人才等，为非洲国家在减贫、治病防病、发展经济、培养人才、改善

环境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非洲人民的信赖和尊重，也引起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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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中国对非援助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援

助，已历经半个多世纪，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显著成绩，具有无限广

阔的前景。

三 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的经验启示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与中非教育交流所取得的成就，

其成功经验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重视机制建设，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教育交流机制。中国老一

辈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新一代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

都曾多次接见或会见来自非洲的教育代表团，表达了对中非教育往来的重

视和支持。据初步统计，自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中国访问非洲的教育代

表团和接待非洲国家的教育代表团的数量超过了 100 个，而且呈现不断增

长的趋势。就参与形式而言，教育高层往来既有非定期的双边会晤，也有

定期的双边和多边教育高层对话与磋商机制。在双边领域，中国与埃及已

建立年度双边教育高层研讨会; 在多边领域，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为中非教

育高层的集体会晤提供了理想平台。实践证明，成熟的交流机制不仅可以

巩固原有的教育交流成果，而且能推动中非间的教育合作稳步地向前

发展。
其次是一贯坚持平等互信、互助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半个多世纪

以来，中国政府以朋友和兄弟的身份对非洲国家提供真诚和无私的教育援

助，并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非之间的教育交流强调身份平等，坚持

平等互利，尊重国格尊严，既是一种体现互惠互利的 “双赢”，更是对中

国政府一贯倡导的 “和平共处”原则及建立 “平等互信”的国际新秩序

主张的阐释与发扬。
三是注重实践经验总结，着力提高中非教育合作的质量和影响力。无

论是实施对非教育援助项目，还是举办各种专业的研修班，都需要建立起

不断完善的公平、公开、透明的竞争机制和评估机制。竞争机制要求各承

办单位和机构在充分考虑非洲国家实际需要和自身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公

开、公正、公平的竞争方式获得援非项目的承办权;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更

需要建立起质量跟踪和评估机制。各承办单位在实施任何一项援非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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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学校建设、设备采购、举办研修班和培训班等，都需要经过严格

规范的评审程序，以保证项目实施的质量和影响力。
四是不断丰富合作内容，体现教育援非的战略性和前瞻性。自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政府开展的一系列对非教育援助项目都是在充分了解和沟通

的基础上进行的，真正体现出为对方之急所急，收到了良好效果。近年

来，在继续扩大接收非洲国家留学生，邀请非洲教育界人士来华交流学习

和培训考察的同时，积极派遣教师和志愿者到非洲进行讲学或任教，并为

非洲国家的学校提供必需的教学物资援助。在做好援助非洲教育项目的基

础上，通过中非教育领域多方位的合作与交流，增进了中非两国人民间的

相互了解，促进更多的中国人和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实现以教育援非推动

双方产业的发展，体现了教育援非工作的战略性和前瞻性。
从中非合作发展的实际来看，中非间的教育合作与交流才刚刚起步，

未来前景更加广阔。当然，中非教育往来离不开双方政府、学校和机构的

积极支持与参与，中国的高校、职业院校是中非教育合作的主要践行者，

是中国政府开展对非教育援助的着力点。中国教育管理部门和办学机构在

接收和培养留学生、派遣教师和学者、举办各种研修班、培训各类技术人

才、开展对非汉语教学、加强中国的非洲研究过程中，都对中非关系的全

面健康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 中国开展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的战略意义

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及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其重要价值不仅仅体现在

教育领域，还涉及其他领域和层次范围，无论是从 “授人以鱼”到 “授

人以渔”的发展视角，还是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抑或服务于

双方国家利益的政治和经济视角，乃至促进中国教育国际化发展均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这是提高中国在非软实力的必要途径。在对非战略中，加强中

非教育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提高我国在非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根据美国学

者约瑟夫·奈提出的 “软实力”划分标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包括四种

力量资源: 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二是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发展

模式等的感召力和辐射力，三是制定国际规则和建立国际机制的能力，四

261 非洲研究



是恰当的外交政策。① 显然，中国目前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亟待提高，

无论是文化吸引力、发展模式的辐射力，还是国际舞台规则的制定、话语

权把握等方面都亟待加强。相比基础设施建设援助、工程援助、减贫援助

等硬实力类型的援助，中国在文化影响力、话语感召力、思想传导力、机

制运行的效力等方面尚显不足，通过加强对非教育援助及交流合作，可以

增强中国对非援助的软实力，影响也会更加深远。
第二，这是中非不同民族文化间包容互鉴的有效手段。全球化的发展

必将带来不同文化间的融合与碰撞，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多极化或多中心

的世界，文化的同质性与差异性也将更加充分地展现出来。中非双方都有

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双方理应互相吸收对方的优秀

文化成果，以促进各自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和世界文化的繁荣。教育交流

的根本在于文化的互动，通过对对方历史、文化、语言的学习和掌握，可

以推动双方在文化领域的学习和互鉴，促进各自文化的生长和创新发展。
第三，这是助力非洲工业化发展、促进人力资源开发的迫切需要。非

洲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非洲。非洲需要中国以援建学校、人力资源培

训、提供奖学金赴中国留学、派遣志愿者和专家赴非洲等形式提供的教育

援助，来帮助非洲国家培养经济发展所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提高非洲国家政治稳定性和经济发展潜力。我国在 30 多年改革开放的过

程中，积累了许多成熟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技术和经验对于非洲

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通过对非教育援助将这些技术和经验传递到非

洲国家，对于增强非洲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必将产生重要作用，也必然会得到非洲人民的欢迎与赞赏。
第四，这是促进中非关系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的现实所需。对非教

育援助培养了大批对华友好人士，使他们成为我国政治外交利益的潜在维

护者。尤其是在华人力资源培训、来华留学、赴非志愿者服务等形式的援

助，使非洲人民目睹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亲身感受到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巨大成就，深刻体会到中国人民的友好和真诚，从而加深对中国

的情感和友谊。我国政府为非洲受援国培训的各领域、各部门的管理人才

和技术人才，回国后很多人获得了重用，有的甚至跻身政界、商界或军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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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他们为积极推动双边友好、宣传和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做出了很好

的贡献。例如，自 2014 年 3 月份西非地区爆发埃博拉疫情以来，中国已

对包括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几内亚等疫区三国在内的有关非洲国家实施

了四轮总金额 7. 5 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及时落实到位。当

然，中国也不会忘记，在中国四川汶川地震发生以后，利比里亚、几内

亚、塞拉利昂、赤道几内亚等一些非洲国家在自身尚不富裕的情况下向中

国援助了 6 400 万元人民币，对中国的抗震救灾在道义上给予了非常大的

支持。① 此外，教育援非过程中，也使中国人民对非洲的国情知识和历史

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有助于更多的中国人和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开拓非

洲市场，也有利于促进中非贸易往来。

( 责任编辑: 王珩)

China’ s Education Aid and Cooperation
to Africa: Developmental Stage，

Achievement and Significance
Chen Mingkun ，Li Junli，Zhang Jianpo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PＲC，China’ s education aid and coop-
eration to Africa has experienced three different stages and made remarkable re-
sults，during the course of aiding we consistently insists on the politic ideas that
is“true， real，close and honesty” toward African， and also realized the
change from“giving him a fish”to “teach him to fish”. Summarizing the suc-
cessful experience，China’s education aid and cooperation to Africa has main-
ly following points: first，establishing a top-down mechanism of education ex-
change; second，insisting on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mutual development;
third，pay attention to the experience and quality improved; fourth，constantly
enriching the contents of cooperation. Carrying out the education aid and com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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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ation to Africa has profound significance. This is the reality need for impro-
ving 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accelerating African human resources de-
velopment，pushing forward the Sino-African relations and promoting cultural
toleranc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Key words: Sino-African Cooperation，Education Aid，Characteristics，En-
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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