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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非文化交流合作新路径

———中非文化合作交流示范区建设研讨会综述

陈嘉雷

【内容提要】文化交流是中非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非文化交

流历史悠久，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成立以来，随着中非合作的不断推

进，中非文化交流日益深化。2018 年 5 月 9 日，浙江省委书记车俊

在全省对外开放大会上宣布，将在金华建设中非文化合作交流示范

区。9 月 13 日“中非文化合作交流示范区建设研讨会”在金华召开，

与会中非专家学者回顾中非文化交流历史，分析当前中非文化交流

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共同探讨如何建设中非文化交流示范区，助

力中非人文交流与合作。
【关 键 词】中非文化，中非艺术，中非文化合作交流示范区

【作者简介】陈嘉雷，博士研究生，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中非发展与合作带入了新的历史阶

段。峰会闭幕一周后，山水悠悠、文脉延绵的金华举办了 “中非文化合

作交流示范区建设研讨会”。作为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后续

活动，研讨会立足区域和地方特色，充分发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在全国对非研究的领先地位，以创建 “中非文化合作交流示范区”为主

题，探讨示范区建设规划与中非人文艺术交往相关议题，深入探索中非

合作的新形式。研讨会受到了中非各界的广泛关注，中非政府官员、智

库学者、艺术家、工商代表和媒体代表共 600 余人与会。与会专家学者从



不同角度就中非人文交流合作进行深入研讨，回顾了中非人文交往历史、
现状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就中非文化合作交流示范区建设规划提出建议，

为中非在人文和艺术领域的进一步合作提供了宝贵的智力支持。

一 中非文化交流合作的历史进程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师范大学非

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指出，随着非西方世界在政治上、经济上、文

化上的崛起，各个民族与各种文明平等交往、合作发展的新的世界体系

必将逐渐建立起来。当前，中非双方深入交流、倾力合作，共同反抗国

际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积极探索双方发展合作道路，努力构建 “解释

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知识体系、概念体系、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

并以此加入全球现代文明的塑造进程。新时期中非两大文明区域在独特

的文明的基础上，互利共赢，携手打造了中非交流合作的新天地、新路

径和新模式。中非双方交流合作将惠及中非命运共同体的 26 亿民众。中

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大陆，发展是双

方民众的迫切诉求。中非交流与合作已经走入中非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以广大民众的思想智慧和创造力释放发展潜力，发挥地方政府、民间团

体、个体工商业者以及民众力量，深化中非交流与合作。在中非合作发

展方面，金华一直是先行者和佼佼者。在人类文明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

中非人民在表达对生活和生命的感知时创造了包容多样的灿烂文明，形

成了各有特点的知识体系、情感认知和思想内容，推动了世界的发展和

人类的进步。中非文明在多维时空的相互凝视，携手创造了多元的文化

形态，中非双方秉承“和而不同”“四海一家”“天下大同”的文化交流

合作理念，为世界文化的交流与理解提供了新模式与新样本。当前，中

非发展合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机遇期，中非文明将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

创造力，拓展世界的认知和边界，推动世界现代文明的塑造。同时，中

非文明交流互鉴，将以更加丰富的形象和更具活力的创造力，共建中非

命运共同体。
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逐渐形成了多元包容的文化气

质和独特的文化创造力。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华文明走向复兴，

重建文化自信心，积极探索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国与非洲虽相距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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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是推动世界文明发展与演进的主要力量。中

华文化与非洲文化分处东亚世界和热带大陆，两种文明形态的时空对话

最早可追溯到 2000 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并在唐代和明代达到顶峰。香港

丝路文化协会会长余浩然通过大量考古发现和文献材料回顾了中非文化

交流发展历程。他指出在埃及开罗近郊出土了大量中国瓷片，经考古学

鉴定，瓷片为唐三彩、邢白窑、越青瓷、长沙窑瓷等唐代陶瓷碎片。同

时，唐代贾耽绘制于公元 784 年的 《皇华四达记》，记载了唐代海上贸易

航线图，详细绘制中国大陆到非洲北部和东南部的航海线路。可见，中

非交流在唐代已经非常频繁。此外，东非拉穆岛出土的瓷器碎片，桑给

巴尔岛镶嵌在建筑上的瓷器碎片，是古代中非交往的最好印证，其中包

括唐代的唐三彩、青瓷、长沙窑，宋代的龙泉瓷，元青花瓷和明代万历

年间的五彩瓷器等。明清时期，受海禁政策影响及中国丧失对印度洋的

航海控制权，中非交流逐渐减少。2013 年由中国政府主导的“拉穆走廊”
项目启动，中非文化交流再次走向繁荣。其建成后将连通肯尼亚拉穆港、
南苏丹原油产区和埃塞俄比亚交通走廊，推动东非经济发展和地区一体

化进程。
文化是中非交往的重要纽带，两种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感性

思维和重视情谊，强烈的集体主义与家庭观念，倡导独立自主发展等理

念不谋而合，成为中非文化交流互动和中非跨文明对话基础。浙江师范

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历史文化研究所周海金副研究员总结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中非文化交流合作历程和新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非文

化交流与合作主要可分为 20 世纪 50—70 年代政治交往主导下的艺术团互

访，改革开放后至 20 世纪末政府间协议指导下的全方位文化交流合作，

2000 年至今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非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三个阶段，

旨在打造文化共兴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当前，中非文化交流合作呈现出

新特点和新变化，参与主体更多、交流领域更广、合作程度更深、后续

行动更实，可见中非文化交流合作务实高效，不断推进。
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建立，中非发展合作不断深化。中非文化

交流与合作的过程实质上是中非人才培养的过程。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

中心咨询研究处负责人方正指出，根据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行动计划》，

下一阶段中国将为非洲培养 1000 名精英人才，并提供 5000 个中国政府奖

励金名额和 5 万研修名额。因此，中国政府和高校应与非洲国家教育部

门合作建立来华非洲留学生数据库，了解非洲发展的人才缺口和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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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规划，使非洲学生学有所成、学有所用，成为中非文化交流、中非

发展合作的桥梁与纽带。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罗德里格博士结合亲

身经历认为，中非文化合作交流必须以非洲年轻人兴趣为着力点，在兴

趣的基础上建立文化交流的平台，增进彼此间相互理解。
中非文化交流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发展过程中虽有中断，但相

同的历史境遇和文化遭遇让彼此之间关系和情感更为紧密。特别是中非

文化交流合作的不断发展，成为理解双方文化、经济和社会的重要途径。
文化在中非经贸往来中的角色也日益突显，中国已连续 9 年成为非洲第

一大贸易伙伴，在交往过程中中非双方的文化差异不容忽视。中国社会

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李智彪教授认为影响中非交往的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语言沟通障碍，非洲国家民族众多、语言体

系复杂，中国人在非洲多用通用语言与当地人交流，不利于中资企业融

入当地和深入发展; 第二，价值观不同，传统非洲的文明对时间、金钱

观念淡薄，中国商人和企业需要理解非洲工业化发展和向现代社会转变

的过程; 第三，意识形态差异，冷战结束后大多数非洲国家选择西式多

党民主制度，实际上这并未给非洲大陆带来真正的发展，而中国改革开

放 40 年的成功发展经验值得非洲国家借鉴。
从中非文化交流合作的发展历程来看，中非交往历史悠久、底蕴丰

富。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共识和民众情感。中非文

化交流合作作为中非合作的精神内核，仍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 新时期中非艺术交流与合作

非洲艺术是世界艺术的瑰宝，它汇聚了世界文化艺术的主要形态，

体现了非洲人民的生活观念与思维逻辑。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文

化再造与文明复兴的进程。中国与遥远非洲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紧密，

两大文明在交流过程中相互借鉴，创造性地发展了人类当代文化。随着

中非发展与合作的推进，中非文化艺术交流不断深入、成果显著。通过

文化艺术交流，加强了双方间的认知和了解，促进中非文明交流互鉴、
交融共存。在中非合作机制不断深化的新时代，中非在美术、音乐、媒

体等艺术交流中不断加深理解，做好中非人民情感纽带，逐渐形成汇集

26 亿人的艺术情感和审美价值，携手打造文化共兴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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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艺术是了解非洲民族和文化最好的窗口，同时其对世界现代艺

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刘鸿武教授指出，非洲艺术是世界艺术的瑰宝，

现代西方艺术从非洲汲取了大量的元素，非洲人以独特的生活智慧和浪

漫的想象创造了形态丰富的艺术文化。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郑军德教

授以《无尽之柱》《亚维农少女》等西方现代艺术作品为例，认为西方现

代艺术借鉴了传统非洲艺术形态、色彩、构图以及内心情感表达，重申

了非洲艺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重要影响。近代以来，非洲艺术在对外交

往中不断的融合发展。郑教授认为非洲现代艺术具有五大特点，第一是

发展时间早，受欧洲殖民统治影响最早出现在欧洲现代派艺术产生之后;

第二是发展面广，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非洲大陆掀起了现代艺术创作高

潮; 第三是深受西方影响，大多数非洲现代派艺术家都受过西方教育，

作品关注人权、城市问题、政治事件、男女平等、环保以等主题; 第四

是注重传统，非洲艺术作品有其独有的非洲风格，本土特色鲜明; 第五

是表达方式多元化，非洲艺术家热衷于尝试不同的媒介，如媒体、装置、
实验艺术、综合材料等表达创作思想。《艺术地带》杂志主编谢海以 “今

日丝绸之路国际美术展”中非洲艺术展览单元为例，将上述过程概括为

“挪用与扩展”。非洲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将本土艺术的延续与欧洲艺术的

学习借鉴相融合，成为非洲艺术拓展的可能性。
然而，在西方话语下，非洲艺术与欧洲艺术的交流与互动存在很大

的不平衡。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杨勇从艺术史编撰角度解读了

构建非洲艺术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性。他指出，长期以来受欧洲

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影响，对非洲艺术的阐释局限于西方视角，带

有某种偏见与误解。非洲艺术并不是原始的，只重功用的。因此，要摆

脱西方话语的强行解释，非洲国家应对本土艺术发展进行回顾总结，用

非洲人的视角书写非洲艺术史，夺回对非洲艺术阐述的话语权，重新审

视非洲艺术对世界艺术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
艺术的本身就是生活。刘鸿武教授强调非洲文化艺术是跟生活融合

在一起的生活的艺术，是非洲人民对生命、宇宙、自然界的认识和思考，

它自由浪漫，不带有功利性。非洲艺术以极强的情绪感染力和情感饱和

度呈现着非洲热情的生活态度和思维逻辑。非洲文化是宗教、艺术、情

感和生活的统一，是人类早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古代非洲人就将绘画、
雕刻等艺术形式融入日常生活。相较于欧洲史前岩画以宗教为题材，非

洲岩画更关注民众的生活，它描绘了狩猎、战争、狂欢等生活场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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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师范大学大夏书院院长沐涛教授认为非洲岩画主要有四大特点，其一

是分布的地区广泛，遍布整个非洲大陆; 其二是时间跨度大，据估算非

洲岩石壁画最早可追溯至 3 万年前; 其三是遗址数量多，考古发现非洲

岩画遗址有约上万处; 其四是艺术研究价值大，非洲岩画艺术记录了非

洲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是形象刻录的非洲古代史。可见，

非洲岩画艺术以独特的绘画形式反映了古代非洲的生活，它世俗的审美

风格广泛地影响着非洲艺术风格的发展。人文摄影家、作家梁子老师以

自己二十年来行走非洲的经历，从非洲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感悟非洲文化

与艺术，描绘了一幅并不遥远的真实的非洲民俗生活图景。中非关系深

入发展有赖于民心相通，中非交流首先要相互认知和理解，民众的文化

传统和民俗生活是建立相互理解最好的途径。梁子老师认为，行走非洲、
研究非洲要从非洲人的生活出发，了解生活习惯以及吃穿住行背后的文

化内涵和非洲人的生活逻辑和思维方式，才能真正了解非洲人的生活逻

辑和思维方式。理解文化差异，尊重文化多元，重新认识正在发展中的

非洲大陆以及非洲文化艺术。
新时期中非艺术交流与合作参与主体多元，交流领域更广，合作程

度加深，后续行动务实高效。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李湘云老师以非洲

音乐艺术研究为切入点，纵观新时期中非艺术交流。她认为非洲音乐优

美动听且极富感染力，已成为中非艺术交流重要艺术形式和媒介。当下

中非音乐交流以青年人为主体，交流方式多样; 政府主导，民间交流日

益活跃; 学者研究内容广泛，成果增多; 特别是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框

架下，中非音乐交流日益频繁。音乐是进行情感沟通和相互理解的有效

途径，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非音乐交流将成为促进中非青年人之间相

互理解和沟通的媒介。因此，未来中非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要建立中非

音乐交流机制，加强中国的非洲音乐教育，推进中国传统音乐在非洲的

传播。
影视艺术是中非艺术交流合作的主要领域。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

院非洲影视中心主任张勇副教授介绍了中非影视交流的发展现状，他指

出中非影视交流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坦赞铁路的建设，中国的影

视作品走进非洲。近年来，随着中非影视艺术的交流合作的发展，为中

非艺术交流合作提供了可借鉴的交流合作模式。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

院拍摄的大型纪录片 《我从非洲来》由中非导演联合拍摄，以国际化的

视角和非洲人自述的结构，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当代中非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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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非影视艺术合作的一次成功尝试。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

院黄宝富教授指出，纪录片 《我从非洲来》打破了西方影视语言塑造的

落后的非洲形象，呈现了真实的中非交流场景和民众生活。他认为这部

纪录片重要的意义在于运用中非双视角讲述中非故事，用自述、旁白的

手法撇开文化偏见，真实呈现了中非人民交往中的文化差异与文化融合。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非影视交流硕果累累，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张勇老师指出，中非影视交流作品中浅层符号多，深入叙事少，电影

《中国推销员》《战狼 2》《红海行动》里非洲均是负面的。再者，当前我

国赴非拍摄影片多，但有效传播不及 BBC 等西方媒体。随着中非影视市

场的发展和影视交流的加强，影像应成为新时代表达中非关系的新媒介，

中非双方应借其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眼中的非洲和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建

立自己的传播话语体系。
新时期中非艺术交流与合作方兴未艾，为更好地做好非洲艺术研究，

推进中非相互理解和艺术交流，2008 年 10 月，浙师大美术学院非洲艺术

研究中心成立，是国内高校最早研究非洲艺术的研究机构之一。中心成

立以来举办了首届全国非洲艺术研究国际研讨会，参与组建国内第一个

非洲艺术博物馆，出版《非洲艺术研究》等相关著作，并在中外多地举

行中非艺术交流展，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

长邱兴雄教授指出，随着中非合作的推进，中非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

自信的回归，中非艺术也会逐渐开始摆脱西方的影响，走出属于自己的

艺术道路。

三 中非文化交流示范区建设探索

现代文明是开放的、传播的、全球化的文明。中非双方要加入现代

文明塑造进程，就要充分发挥自身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加强文

化交流与合作，推动实现文化发展与文化共兴。近些年来，随着中非发

展合作的不断深化，参与主体逐渐多元化。地方政府、高校、民间团体、
个体工商业者以及民众个人都积极参与中非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实践，合

力探索深化中非文化交流合作的新思路、新路径和新模式。浙江作为中

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对外开放性最强、最具经济活力和文化感染

力的地区之一，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起点。5 月 9 日召开的全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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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开放大会上，省委书记车俊提出浙江对外开放 “十大举措”，高度重视

对非文化交流与合作，指出在金华建设中非文化合作交流示范区，将浙

江金华打造成为非洲文化之都、教育之都、艺术之都、思想之都和智库

之都，探索中非文化交流合作的新路径。刘鸿武教授强调，中非文化合

作交流示范区将是中国文化元素与非洲文化元素的创新结合，成为中国

江南文化与非洲文化融合的试验区。
浙江金华地处浙江中部城市群的交汇地带，因其 “地处金星与婺女

两星争华之处”而得名金华。刘鸿武教授指出，金华地理位置优越、经

济发展规模较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随着义乌等地对外贸易的开展与

繁荣，金华与非洲大陆联系日益紧密。金华具备推动中非发展合作深化的

基础，具备探索中非文化交流合作路径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首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及八大行动的推出，为新时期中非文

化交流合作创造了机遇。中国处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和改革开放再出

发的起点，浙江省紧抓深化改革开放的机遇。义甬舟大通道建设和金义

都市新区国际性、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将给中非文化园建设带来

千载难逢的机遇。同时，随着非洲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非洲各国急需在

中国有一个平台，展现民族文化，增进了解互信。
其次，金华地处浙江中心腹地，交通便利，商旅往来众多，文化包

容性强。多元包容的文化塑造了金华独特的文化品格，北宋王朝灭亡以

后，北方的知识分子带着中国经典文献逃难到了浙江，将江南的唯美诗

意与北方的务实重理相融合。南宋时期朱熹在金华讲学，促成金华地区

实事求是的文化品格的塑造。南宋理学家吕祖谦倡导要 “遇实才，说实

话，讲实理，做实事”，创造的婺学成为浙中学派重要的一支。可见，金

华悠久的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灵秀开阔与务

实创新的思想，成为金华在改革开放 40 年来快速发展的精神内核。中非

文化合作交流示范区选址在金华城北尖峰山脚下原婺文化园地块，继往

开来，必将成为中非文化交流合作的新模式。特别是本地块地形地貌靠

近尖峰山，有长岭水库和周围低坡缓丘，与非洲地貌有天然相似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示范区建设有 “人和”这一重要的基础。浙江师范

大学非洲研究院是中国对非交流与合作的前沿阵地，在国内国际上都具

有广泛影响力，可调集丰富的资源来创新性地服务于金华打造都市文化

品牌、建设开放性国际都市。以非洲研究为契机，人们将金华与非洲联

结在一起，是金华这座城市在全国拥有的一种独一无二的资源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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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师大现有非洲籍留学生近 1500 人，金华还聚集了来自 29 个非洲国家的

约 1. 3 万名非洲商人，这都为非洲文化园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具

有国内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
与此同时，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致力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地

方社会发展、服务于民众幸福生活。刘鸿武教授认为，学术研究要做到

“知行合一”，将理论付诸实践。非洲研究是一门研究发展问题且高度务

实的学科，知识要服务乡村和社会的发展，知民众之需，行民众之望，

服务地方社会。金华市秋滨小学就是中非文化交流合作的一次成功尝试。
秋滨小学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工业园区附近，为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教

育质量，浙师大非洲研究院同秋滨小学合作，让非洲元素走进校园。金

华市秋滨小学校长何建平介绍，2015 年 6 月，在浙师大非洲研究院、美

术学院的倡议和推动下秋滨小学 “活力非洲园”开园，成为国内小学首

家融体验和研究为一体的非洲文化主题园。作为中非基础教育文化交流

实验基地，2015 年 9 月起学校非洲文化教育向纵深推进，先后编撰五部

校本教材，内容涵盖非洲地理介绍、音乐体验、艺术赏析、工艺品制作、
文学鉴赏等相关学科与领域，让孩子们能够全方位了解与感受非洲文化。
秋滨小学现已成为国内中非文化交流的示范窗口，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

和省教育厅的高度赞扬，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成绩得到显著提高。刘

鸿武教授解释，非洲文化的感染力和创造性，释放了儿童自然、淳朴、
好奇的天性，激发了儿童的想象力，让学生创造性地认知这个世界。这

就是非洲文化艺术的魅力，学问虽远在非洲亦当求之。
关于中非文化合作交流示范区建设，刘鸿武教授提出了系统的理论

与实践方案。以金华三千年文脉为积淀，打造融中国江南文化与非洲乡

村文化建筑一体的群落。园区拟建于金华山南麓、长岭水库周边地区，

将形成以“丽泽书院·非洲会堂”为主体建筑，包含明招寺与廷巴克图

寺、东阳木雕馆与非洲木雕馆、李渔戏剧馆与非洲戏剧馆、江南美食馆

与非洲美食馆等在内，融合中国江南乡村文化元素和非洲部族文化元素

融通精巧、对比强烈的景观大道，充分彰显中国气度与非洲风情。示范

区将有望成为中非智库合作与学术交流的思想创新平台、中非经贸投资

合作的项目孵化基地、中非科教合作的人才培训基地、中非文化艺术交流

融合的国际交往平台，借助园区功能塑造，逐渐将金华打造成为未来中国

的非洲“文化之都”“艺术之都”“影视之都”和“教育培训之都”。
刘鸿武教授指出，中非文化合作交流示范区的规划和落实无论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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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深化合作发展，还是对于金华城市建设、浙师大非洲研究成果落地

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示范区将推动金华都市圈的建设与发展。当前，

金华城市发展迫切需要一个高端的、融本土化与国际化于一体的标志性

国际会议中心及建筑文化园区，以提升金华城市文化建设的精神品位与

现代功能，满足金华都市圈快速发展与国际交往的综合需要。其次，园

区建成将使金华成为中国文化走向非洲、非洲文化走进中国的一块国家

高地。示范区所在的北山是金华文化和金华精神根基之所在，北山的开

发建设需走一条 “融通中外、连接中非”的创新之路。一方面，在此重

续金华三千年文脉之深厚传统; 另一方面，通过引入非洲文化并实现江

南文化与非洲文化的精美对比与融合，而赋予金华文脉以新的时代气息。
最后，在金华北山核心地带建造以 “丽泽书院·非洲会堂”为主体建筑

的“中非文化国际会展园区”，打造一个融中国江南文化与非洲乡村文化

为一体的建筑群落园区，正可以大大提升金华城市文化建设的精神品位

与独特魅力，满足金华建设现代都市区的国际交往功能。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院已经成为中国对非合作重要智库，在国内外都有广泛影响力，

可以调集广泛而独特的资源来创新性地服务于金华打造都市文化品牌、
建设开放性国际都市的需要。非洲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大陆，是未来的世

界市场与世界工厂，非洲文化、艺术、建筑、音乐、舞蹈、村落、歌谣、
美食，都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与精神意义，近代以来已为欧美国家充分

吸取而获益广泛。中非合作是国家的基础性对外战略，中非人文交流也

是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的核心部分。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哪一座城市在

中非战略合作中占据了核心位置，哪一座城市就融入了国家大战略而必

然获得特殊的历史机遇与发展空间。金华市发改委规划处副处长石振峰

从政府层面介绍了建设中非文化交流示范区的构想和所做的相关工作，

期待园区的建成进一步推动金华城市发展和全省对非合作迈上新台阶，

推动打造中非文化交流合作的新模式。

( 责任编辑: 王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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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The future chambers of
commerce should accurately position their own roles，constantly exert their unique advanta-
ges，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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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China-Africa cultural exchanges are increasingly deepened with the cooperation moving
forward constantly between the two sides. On May 9 of this year，Che Jun，Secretary of CPC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announced that Jinhua would build China-Africa Cultural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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