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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对非洲发展及中非合作的启示*

李 丹 王丽君

【内容提要】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 现代化作为发展的重

要维度之一, 对全球发展事业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

开辟了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 可为与中国有历史、 现实、 理论、 情

感等逻辑上内洽的非洲国家提供借鉴。 非洲国家现代化发展需以减

贫发展为首要, 以工业基建为重点, 以科技教育为支撑, 以自主发

展为动力。 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 构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须在

具体实践中不断探索, 打造更加紧密的中非发展伙伴关系、 促进中

非农工商贸产业融合、 增强中非可持续发展潜力、 提升中非实现跨

越式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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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 是破解各种难题的关键钥匙。 2000 年

“千年发展目标” (MDGs) 提出 “推动全球合作促进发展”, 2015 年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指出 “以包容性方式实现所有人的可持续

发展”, 2021 年 “全球发展倡议” 强调 “推动实现更加强劲、 绿色、 健

康的全球发展”, 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首要议题。 对非洲大陆而言,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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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政治、 经济、 社会及对外关系问题, 本质上都与发展问题相关联。
发展问题是这块大陆所有问题的纽结、 焦点与源头。① 作为国际发展的主

流路径, 现代化是不同国家和民族摆脱落后、 实现发展的共同选择。 中

国式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是人口规模巨大的

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的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

化,② 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 也为非洲发展和中非合作提供了

借鉴。 2013 年, 习近平在出访坦桑尼亚期间首次提出 “中非从来都是命

运共同体” 的重要论断, 使中非超过 26 亿人的命运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

起。 在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 习近平表示

“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 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

内的各国一道, 共同实现现代化”。③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中国式现代化或可为中非合作提供更

多发展增长点, 助力构建新时代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 促进全球发展进

程实现新突破。

一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内洽

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 也为人类实现现代

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在 2023 年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 习近平表示中国

“愿做非洲现代化道路的同行者”。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地区层面的具

体化、 在合作领域的深入化, 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互利共赢、 互

促互进的有机联系整体, 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相呼应, 具有内洽的

历史逻辑、 现实逻辑、 理论逻辑与情感逻辑。

(一) 历史逻辑: 在继往开来中追求发展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过程, 其形成非一时之力可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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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的也非一时之效。 中非的发展有着长期、 深厚的历史积淀, 构建中

非发展命运共同体虽是对现代化发展需求的响应, 但也并非突如其来的

构想。 汉朝张骞出使西域, 开启了丝绸之路, 中非陆路通道被全程打通,
两地开始进行贸易往来。 随着中国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发展, 唐宋时期便

已开辟了中非直达航线。① 元代中国与非洲的海上交通可分为至北非、 至

东非沿岸、 至马达加斯加岛这三条航线, 中国人对非洲南部的知识随之

增加。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 其中四访非洲, 进一步增进了中非间的认识

与了解。② 在历史沉浮中, 中非间的直接往来与贸易虽受到过冲击, 但间

接贸易从未停止。
没有摆脱依附地位的国家难以推动现代化建设, 实现真正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 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非洲老一辈政治家

共同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纪元, 双方开始紧密联系, 以寻求后发国家的现

代化之路。 二战结束后, 亚非拉受压迫民族纷纷独立, 以期探寻自身发

展。 新中国一成立就站在亚非拉国家一边, 坚定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帝反

殖斗争。 1955 年万隆会议召开, 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了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得到与会亚非国家的认同, 万隆精神后来也成了中

非关系的核心支柱。 1956 年 5 月 30 日, 新中国和埃及正式建立了外交关

系, 拉开了中非现代外交的序幕。 1963 年底至 1964 年初, 周恩来率领中

国代表团先后访问了 10 个非洲国家, 并在访问过程中提出了中国对外援

助的 “八项原则”, 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和非洲的真诚友谊。
改革开放后, 中国对非友好合作更加贴近双方发展实际。 中国适时

调整了对非援助模式, 从一开始多为不求回报的单方给予, 逐渐将援助

与贸易和投资结合为一体, 探索出互利合作模式。 1978 年, 邓小平在会

见马达加斯加政府经贸代表团时说: “我们现在还很穷, 在无产阶级国际

主义义务方面, 还不可能做得很多, 贡献还很小。 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
国民经济发展了, 我们对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③

1978 年至 1998 年, 42 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访华, 中国 22 位领导人对非洲

国家多次进行友好访问。④ 从 1991 年起, 中国外长连续 33 年选择非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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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年出访的第一站。

(二) 现实逻辑: 在互利共赢中把握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结合中国自身发展特色的情境下不断形成的, 非

洲各国的现代化之路也各具发展特点。 构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需要结

合双方特色, 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共赢, 取得现代化成果。 迈入 21 世纪,
中非合作论坛的设立为加强中非伙伴关系提供了沟通渠道, 成为协调中

非关系的理想机构,① 也成为推动中非合作不断向全方位、 多层次、 高质

量发展的长效机制。 论坛通过的一系列文件为中非发展合作提供了前瞻

性指导, 鼓励和支持中非地方政府、 高校、 企业、 青年和非政府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的经验交流与务实合作, 不断赋予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新的

时代使命。 在共建 “一带一路” 过程中, 中非合作不断朝着高标准、 可

持续、 惠民生的方向发展, 众多港口和铁路线的开发已成为 “一带一路”
的旗舰项目。

中非之间存在彼此补益和互惠的空间, 使得双方在此长彼短的领域

有形成优势互补的可能。 一方面, 中非关系的加强可为中国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原料、 市场和投资场所的后续保证; 另一方面, 非洲也可通

过大力发展中非关系得到发展资金、 技术和经验, 并使其原料出口多元

化, 同时在开发自有资源的过程中有了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 互利共赢

原则作为中非在处理共同发展问题上的基本遵循, 促使双方在合作中不

断寻找利益的 “最大公约数”。 在推动构建中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过程

中, 中非积极将各个领域的互补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在资源、 技术、
经贸等领域构建起了无数的利益交汇点, 有力促使中非发展合作不断

深化。
除却上述长期性的现实基础, 突发性的现实考验更凸显了构建中非

发展命运共同体的必要。 尤其是在全球新冠疫情肆虐、 公共卫生安全遭

到严重挑战的特殊背景下, 中国是第一批向非洲捐赠疫苗的国家之一,
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通过医疗队为非洲提供各项援助。② 中国还专门组建

了远程专家指导团队, 通过召开远程视频会议的方式与非洲 54 个国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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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技术交流, 针对新冠疫情在非洲各国的不同发展程度, 采取针对性的

援助办法。 总体而言, 中非具有构建发展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依托、 能力

与需求, 既是主动作为, 也是顺势而为。

(三) 理论逻辑: 在开放合作中推动发展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闭关锁国的现代化, 而是要在对外开放中

和其他国家进行深度交往。①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同世界

各国开展平等的交流合作, 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有益经验,②

不以损害他国利益谋求自身发展。 非洲国家在探索现代化过程中, 与中

国有着广泛的发展共识、 发展利益和发展空间, 双方在开放合作中不断

增进了解, 紧抓发展重点, 将中国梦与非洲梦进行有机结合, 以现代化

成果推动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并以该共同体的构建助推双方现

代化进程。
“中非关系最大的 ‘义’, 就是用中国发展助力非洲发展, 最终实现

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③ 构建发展命运共同体符合中非各国的核心利益。
习近平指出, “长期以来, 中非一直互帮互助、 同舟共济, 中国将为非洲

减贫发展、 就业创收、 安居乐业作出新的更大的努力”。④ 在长久的开放

合作中, 中国帮助非洲突破发展瓶颈, 成为非洲发展的可靠朋友。 无论

是在基建、 农业、 工业、 电商等产业, 还是在卫生、 教育、 科技、 环保

等领域, 中国都提供了大力支持, 为非洲国家减少贫困、 改善投资环

境、 提升工业化水平、 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构建中非发展命

运共同体将中国式现代化、 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 、 非洲各国落实非盟

《2063 年议程》 、 中非与全球共同推进联合国 《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 联成一体, 是中非抱团取暖、 携手同行共谋发展合作、 共促民生

福祉的体现, 是双方发展合作深化的必然, 极大地拓展了中非发展空

间, 挖掘了双方合作潜力, 对推进全球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非关系

深化发展历程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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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非关系深化发展历程

时间 场合 中非关系定位 内涵

2000 年
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

会议
中非新型伙伴关系 长期稳定、 平等互利

2006 年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 
中非新型战略伙伴

关系

政治上平等互信、 经济上合作共赢、 文

化上交流互鉴

2013 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非期间演讲
中非命运共同体

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真实亲诚、 正确

义利观

2015 年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

斯堡峰会

中非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

政治上平等互信、 经济上合作共赢、 文

明上交流互鉴、 安全上守望相助、 国际

事务中团结协作

2018 年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

运共同体

责任共担、 合作共赢、 幸福共享、 文化

共兴、 安全共筑、 和谐共生

2021 年
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

部长级会议

新时代中非命运共

同体

坚持团结抗疫、 深化务实合作、 推进绿

色发展、 维护公平正义

2023 年 中非领导人对话会
高水平中非命运共

同体

共同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共同维

护和平安全的全球环境、 共同建设开放

包容的世界经济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四) 情感逻辑: 在同舟共济中稳定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 “文明冲突论” 的桎梏, 推动着各种文明

交相辉映, 用真心真情为构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情感支撑。 毛

泽东、 周恩来在非洲享有崇高威望, 不仅因他们立场鲜明地把非洲民族

解放事业看作人类社会进程中的 “伟大斗争”, 也因他们发自内心地把非

洲人民当作 “自己人”, 切实为他们的利益着想。 中非在同帝国主义和殖

民大国的斗争中相互支持, 建立了深厚而真诚的友谊。① 中国历来崇尚和

平, 始终坚定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并积极维护全球公平正义。
1960 年在阿尔及利亚反法独立斗争中, 毛泽东向该国临时政府代表团表

示, 中国坚定站在非洲一边。 1964 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 亲自慰问

遇刺的恩克鲁玛总统, 并带去了毛泽东的亲笔书信, 表达了中国政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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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恩克鲁玛总统的决心。 1965 年, 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

尔时, 对其提出的援建坦赞铁路请求慷慨应允。 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侠

肝义胆和真挚情怀, 赢得了非洲国家人民的拥戴。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曾

用 “全天候朋友” 形容中赞关系, 1988 年邓小平接见他时, 卡翁达又说

“中国是非洲真正的朋友”, “中国对非洲的帮助是真正无私的帮助, 我们

为有中国这样的朋友而骄傲”。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也曾强调 “对华友好

永远是坦桑尼亚对外政策的基石”。①

无论是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和非盟会议中心、 助力国际社会援非抗击

埃博拉病毒与新冠疫情, 还是非洲国家无私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 在汶

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灾害后积极向中方捐款, 都体现了中非患难与共的兄

弟情谊。 习近平在解释中非友好历久弥坚、 永葆活力时说: “其根本原因

就在于双方始终坚持平等相待、 真诚友好、 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 中非

永远是好朋友、 好伙伴、 好兄弟。”② 这样饱含深情的表述在中国对非文

件和领导人讲话中比比皆是, 是中非关系深情厚谊的真实写照。 2013 年

提出的 “真、 实、 亲、 诚” 和正确义利观高度凝练和概括了中国的对非

政策理念, 是中国对非情谊的又一表达。 中国以互帮互助、 共同发展、
亲诚惠容、 互利共赢的逻辑代替了以往国际关系中的零和思维、 冷战思

维、 强权思维和势力范围思维,③ 将情感逻辑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四

个坚持”、 “五不” 原则等国际关系规范有机结合在一起, 开创了对非洲

兄弟讲信义、 重情义、 扬正义、 树道义的友谊外交。

二 中国式现代化对非洲发展的启示

世界是一个共生、 共建、 共享的有机整体,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

世界性意义。④ 有国外学者曾言, 基于当下发展的情境, 中国的成功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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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大陆领导人一个替代西方领导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方案的选择。① 尼日

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纳伊朱表示, 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

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做出了很好的示范。② 在很多方面, 诸如重视减贫

发展、 关注工业基建、 着眼科技教育、 挖掘自主动力等, 非洲与中国都

各自采取过不同措施, 但因国情不同, 各领域投入的力度、 方式不同,
故取得的成效也不同。 但相对于西方的发展理念, 与非洲国家具有同样

历史遭遇、 基本国情相似且都是后发国家的中国, 其现代化探索经验对

非洲国家来说显然更具有借鉴意义。

(一) 以减贫发展为首要

无论是中国还是非洲, 终结贫困都是实现现代化的最基本要求, 是

实现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 是构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的首要内容。 受

贫困羁绊的发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消

除贫困始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③ 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导

致了贫富两极分化的格局, 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向共同

富裕的目标迈进, “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近一亿农村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 九百六十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 历史性地解决了

绝对贫困问题, 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④ 中国带领规模巨大

的人口创建了卓有成效的扶贫减贫模式, 提前实现了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 所提出的减贫目标, 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 70%。 长期

且没有完全根除的贫困是使中国领导人如此关注发展减贫问题, 并对非

洲贫困感同身受的重要原因。 国际社会关于 “非洲崛起” 的言论时有响

起, 但非洲大陆的发展前景仍面临现实挑战: 贫困依旧影响着近 4 亿撒

哈拉以南的非洲人, 他们每天只能靠着不到 1. 25 美元的生活成本生存;⑤

2022 年世界上最贫穷的 25 个国家中, 非洲占了 21 个, 最穷的前 9 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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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在非洲;① 乌克兰冲突导致数百万非洲人陷入贫困, 且使非洲债务高

风险国家的比例也有所提升 (预计 2023 年将从 53%提升到 61%)②。 对非

洲国家来说, 发展的首要问题就是减贫, 减贫是发展的第一步, 舍此谈

发展就是误导, 撇开民生谈民主更是不负责任。 中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

业的积极倡导者和中非减贫合作的有力推动者, 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

部长级会议中, 双方就将减贫发展列为重要议题。 2014 年 《中国和非洲

联盟加强中非减贫合作纲要》 出台, 成为指导中非不断探寻新时代下减

贫新形式与新内容的纲领。 中国还十分重视非洲国家的债务问题。 王毅

在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上表示, 中方将免除非洲 17 国

截至 2021 年底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 23 笔。 中方也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框

架下的对非减债行动, 呼吁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在减轻非洲国家债务负担

方面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二) 以工业基建为重点

工业化进程涉及社会经济复杂的全面转型, 一直是结构转型和由此

产生的经济发展的支柱。 多年来, 非洲领导人重申促进工业发展的决心,
将其作为实现经济有效转型、 社会可持续变革的手段。 中国在追求现代

化的过程中已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 通过自身探索找到了一条成功的工

业化道路。 中国对工业化进程的理解不同于西方, 具有独特的有效性和

灵活性, 促进了中非价值链上下游企业的纵向合作, 并为同类产品制造

商提供了横向聚集的基础设施。③ 作为国家贸易交流与产能合作发展的基

础, 设施联通对进行有效配置资源、 提高生产力具有积极意义,④ 可大大

降低商品交易成本和使用成本, 产生经济回报。 现代化的长远发展离不

开基础设施的铺垫, “道路通百业兴” “要想富先修路” 是中国脱贫致富

的成功经验, 且设施的扩散效应仍在继续凸显。 非洲是世界上面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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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大洲, 基础设施发展有助于推动该大陆各国经济与全球市场的融合,
减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等。 据调查, 仅改善基础设施每年就可能

使非洲地区的增长率至少提升 1. 2 个百分点。① 但非洲国家依靠自身财政

难以解决基建投入问题, 而在长期同西方国家的合作中该问题得不到重

视。② 习近平曾表示要 “为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发展中国家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提供更多支持, 促进共同繁荣”。③ 加之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是一项

风险高、 周期长、 见效慢的投资, 需要稳定的环境以促使其良好发展。
中国具有平稳的社会环境, 可确保项目持续推进。 然而, 在许多非洲国

家因政治动荡、 战乱纷争, 很多项目难以施为。 另外, 在中非基础设施

建设中最困难的往往不是工程技术, 中国官员和开发商更需慎重考虑政

治、 法律制度、 公众情绪等因素的影响。 近年来, 在 “一带一路” 合作

的带动下, 中非在交通、 电力、 能源和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成效

显著, 受到非洲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广泛欢迎和支持, 成为助力非洲现代

化建设、 构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三) 以科技教育为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中国在追求

国家富强的同时造就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并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推动人

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教育、 科技、 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 战略性支撑”,④ 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教育体系, 筑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人力基础。 非洲也不断加强对教

育的重视, 其 《2063 年议程》 明确提出要通过创新、 科学和技术革命来

发展人力和社会资本, 非洲大陆教育战略 (CESA) 旨在调整非洲的教育

和培训系统, 以培养具有促进国家、 次区域和大陆可持续发展所需知识、
技能和创造力的人才。 但仍有众多非洲儿童在能够接受教育的边缘徘徊,
2019 年大约有 1. 05 亿小学和中学年龄段的儿童失学, 这是全世界该年龄

段失学儿童数量的 41%。 非洲每 10 万人中接受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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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人数为 762 人, 而全球为 801 人。① 在非洲, 仅仅取消学费往往不足以

保证最贫困家庭的儿童上学, 机会成本、 周边学校或学习中心不足、 普

遍的社会规则、 冲突和安全问题等都应被纳入考虑范围———这些都是中

国需要特别注意的。 但总体而言, 中非对科教兴国、 人才强国的共识,
推动双方科教合作不断深化, 并呈现学生规模日益扩大、 教育领域不断

拓展、 教学形式趋于多样、 培育层次逐步提升等特点。 中国通过为非洲

国家修建中小学校舍、 提供教学物资, 为其量身打造本地教材, 支持非

洲基础教育; 通过援建大学图书馆、 教学区, 开展中非高校 “20+20” 合

作计划, 加强科研合作与师生互访, 推动文凭和学位互认, 发展高等教

育; 积极开展汉语教学和文化交流活动, 使孔子学院成为中非教育合作

的一个优质品牌, 培养了一批非洲的 “中国通”。 这些不同层次人才的培

养使非洲的人口资源转化为了人口红利, 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提供了智力支持。

(四) 以自主发展为动力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依靠外来力量拯救自己命运的, 西方援助既

非没有代价, 也非国家发展的捷径, 自主发展才是根本动力和切实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 “现代化悖论”, 破除 “现代化 = 西方化” 的迷思,
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走上了现代化新道路,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

的路径选择,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② 对于

饱受外部干涉的非洲国家来说, 发展更应是从发展实际出发、 创造发展

条件、 实现自主发展的过程。 非洲学者莫约明确提出, 过去数十年西方

主导下的国际社会对非洲的援助不仅无效, 而且更是造成非洲发展失败

的重要原因。 这些居高临下的恩赐式支配性外援, 给非洲发展带来结构

性障碍……既引发深重腐败, 又断送了非洲自主发展的可能与机会。③ 加

纳的非洲—中国政策与咨询中心执行主任保罗·弗林蓬认为, “默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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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几乎在非洲每个国家, 我们的对话都是西方主导或策划的。 但由于

现在信息获取的便捷, 人们可以真正欣赏不同的声音和新的视角”。① 一

个国家的发展不能单凭 “拿来主义”, 而应在比较他国经验与本国实际后

进行取舍。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吸取国外经验教训后进行的本土化改造,
非洲的现代化道路发展应不外如是。 中国政府模式是独一无二的, 其具

有强有力的政党领导, 并是全球经济的主要参与者, 这意味着政府能够

集中力量规划和建设大量大型项目。 在一些非洲国家, 政府机构实际上

可能缺乏必要的权力和资金, 无法无缝地进行总体规划。 且许多非洲传

统的社区结构仍然是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他们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

往往不一致。② 故中非在交流合作中, 应全方位考虑实际差异, 审慎借鉴

发展经验。 中国领导人呼吁发展中国家要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习近平在

出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非洲时就指出要 “加强同非洲国家在农业、 制

造业等领域的互利合作, 帮助非洲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实

现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③ 从 “十大合作计划” 到 “八大行动” 再到

“九项工程”, 从 “新型伙伴关系” 到 “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再到 “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激发非洲自主发展潜力逐渐成为中非合作的核心重

点与目标方向。

三
 

中国式现代化助力构建中非发展

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 在探索进程中不仅致力于实现

自身发展, 而且注重并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④ 在中国式现代化

视域下, 构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须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探索, 打造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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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的中非发展伙伴关系、 促进中非农工商贸产业融合、 增强中非可持

续发展潜力、 提升中非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能力。

(一) 打造更加紧密的中非发展伙伴关系

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的命运相互交织, 亦使各国的现代化联系更为

密切。 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 也无疑增

强了非洲国家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信心。 中非顺应时势变

化, 在合作中既注重抓好各国间的双边关系, 亦关注处理好多国间的多

边关系, 为发展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性。
一是加固双边伙伴关系。 非洲国家是 “一带一路” 倡议、 全球发

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的支持方。 截至 2023 年 6 月,
53 个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中, 有 52 国以及非盟委员会已经同中国签

署共建 “一带一路” 的合作文件。 据统计, 中国已与 21 个非洲国家和

非盟委员会建立双边委员会、 外交磋商或战略对话机制, 同 51 个非洲

国家建立经贸联 (混) 合委员会机制。① 中非双方须继续完善各项倡议

与各项国际倡议之间的协调机制, 推进非洲大陆一体化和次区域组织一

体化建设的协调发展, 签订具有针对性的合作协定、 谅解备忘录, 实现

发展利益最大化。
二是加快多边关系发展。 中非设立了一系列更为专业化的平台进行

深入合作: 中非企业家大会、 中国—非洲联合工商会、 中非跨境电商平

台等在不同领域搭建了中非对话平台; 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产能合作基

金、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成为促进中非投融资的重要平台, 为推动构

建新时代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注入新鲜动力。 作为中非区域间合作机制,
中非合作论坛是由中国面向一个大洲创设的第一个国际机制, 虽然在推

进中非关系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论坛机制的制度化建设还有待

加强,② 需对论坛后续机制进行优化。
三是加强发展议题对接。 为更快、 更好地推动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

的建构, 双方在中非合作中不断加强发展思路和理念对接, 不断丰富议

题形式。 中国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与非洲 《2063 年议程》 高度契合: 全

球发展倡议呼吁 “坚持发展优先” “坚持行动导向”, 关注的八大重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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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几乎囊括非洲所有亟须发展的优先领域; 《2063 年议程》 确定了非洲发

展的核心框架, 制定的各类发展计划与全球发展倡议暗合。

(二) 促进中非农工商贸产业融合

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动力,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稳定性与持

续性将会直接对全球经济发展基本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现在是非

洲最大的经济伙伴, 双方通过经贸合作,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不断巩

固构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 为该共同体的实现提供了可

行性。
一是深化农业合作。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统计, 在 45 个需要粮

食援助的国家中, 非洲占有 33 个。①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农业增长

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由非农业增长带来的同等幅度的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相比, 在减轻贫困方面的作用要高 11 倍。② 农业作为中非合作的

传统领域和重要利益交汇点, 双方可依托在非各类经贸合作园区, 推动

涵盖农产品种植、 加工、 销售等环节的全产业链合作, 共同提高非洲农

产品本地化加工能力,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例如, 中阳建设集团在赞比

亚投资建设的中阳生态农业产业园, 成为中非农业合作领域的典型示

范园。
二是升级工业合作。 工业化是非洲实现持续性发展的前提, 非盟在

《2063 年议程》 中将实现工业化视为非洲经济转型的引擎。 中国拥有门类

齐全、 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 双方开展工业化合作的各项条件均趋于成

熟。 中方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在尊重东道国市场规则的基础上, 赴非

洲国家建设和运营境外经贸合作区、 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 鼓励中方劳

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转移, 开展进口替代型和出口主导型合作; 支持中

企赴非投资, 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并开展本土化经营, 助力非洲产业升级;
帮助非企学习更多的商业理念与管理模式, 提升非洲国家经济多元化程

度和自主发展能力。 西电埃及是中国技术助推埃及本土制造业发展的缩

影, 一批类似企业在当地设立生产制造中心, 聚集成团、 培强做大, 成

为加快当地工业化速度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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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优化投资贸易。 就贸易而言,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十年来, 中

非贸易总额累计超 2 万亿美元, 中国始终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

位。① 2022 年, 中非贸易额达 2820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1. 1%。 中非贸易

在实现数量增长的同时, 质量结构也得到同步优化。 中方设立中非经贸

博览会, 组织贸易促进团去非洲采购, 并通过电子商务平台, 举办 “非

洲好物网购节” 等活动, 大力推介非洲优质特色产品, 贸易渠道不断拓

展。 2022 年, 中国对非新增直接投资 34 亿美元, 截至同年年底, 中国对

非洲直接投资存量超过 470 亿美元, 是非洲第四大投资来源国, 目前在非

洲投资的中国企业有 3000 余家, 几乎在所有非洲国家都进行了投资, 投

资方式更加多样、 投资主体日益多元、 投资平台逐步升级, 贸易投资融

合发展态势良好。

(三) 增强中非可持续发展潜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
保护环境和发展生产力并不冲突,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环境

就是发展生产力。② 中非从思想和行动上双管齐下, 不断激发绿色潜力,
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

一是突出绿色发展理念。 非洲 “自然、 和谐、 人道、 共有、 共享”
的传统价值观与中国的 “天人合一” “和合包容” 传统文化精髓高度契

合, 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的 “绿色基因” 提供了生长土壤。 中国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为非洲走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相

协调的绿色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启示。 2021 年 11 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

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首次发布了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 双方一致

倡导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可持续发展, 明确表示 “助力可

持续发展,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二是强调清洁能源开发。 大量燃烧化石能源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而传统油气与煤炭资源的消费量占非洲能源消费量的 92%, 故开发清洁

能源, 减少传统化石能源亟须提上非洲发展日程。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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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光伏和风电等领域确立了全球领先优势,① 为中非在可再生能源领域

的合作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为非洲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支持者, 中

国支持非洲国家实现 “公正过渡” 计划, 助力其完成从化石燃料 (特别

是煤炭) 到可再生能源的过渡。② 从埃塞俄比亚的阿达马风电场与阿伊萨

风电站, 到乌干达的卡鲁玛水电站, 再到肯尼亚的加里萨光伏电站, 中

国和非洲已开展了上百个清洁能源和绿色发展项目的合作, 为解决传统

能源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提供了新方案。
三是促进绿色科技发展。 循环经济是缓解工业发展对资源和生态环

境所造成压力的关键,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其需具备 “硬件”
(包括技术基础设施) 和 “软件” (包括生态创新技能、 专业知识和商业

模式) 两个关键属性。③ 中非积极通过合作开发更为系统、 高效的创新技

术, 将 “资源困局” 转变为 “发展新局”, 共享绿色发展机遇。 中方可帮

助非洲构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制定多种危险预警与早期行动计划, 提

升非洲国家对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信息的采集与监管能力。

(四) 提升中非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能力

如何实现发展? 关键是自身拥有相应的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从被动、
外源式、 单一的现代化走向了主动、 内生性、 全面高质量的现代化, 其

“伟大意义绝不仅限于中国, 它还为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具有重要

的世界意义”,④ 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可操作性。
一是数字经济赋能发展。 数字产业在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积极帮助非洲国家消除 “数字鸿沟”。 截至 2021 年,
超过 15 个非洲国家的 17 个城市中的 1500 多家企业选择中国企业作为数

字化转型伙伴, 29 个国家选择中国企业提供的智慧政务服务方案。⑤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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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积极参与非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非洲电子商务、 移动支付等

行业发展, 还通过数字化外贸的方式与非洲本土分销商结合, 进一步拓

宽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销路。 目前, 已经有数十家中国企业创建的跨境

电子商务平台进入非洲市场, 加快布局 “基地+展贸+营销” 跨境电商供

应链体系。①

二是加强人力资源开发。 非洲大陆拥有 14 亿人口, 将数量众多的人

口转变为高素质技能型专业人才是非洲国家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关键。 为

满足近年来非洲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服务中非发展,
中方院校在非洲多国开展了不同类型的培训班, 并通过建设工业园区和

经济区创造一个良性的 “技术—人才—就业” 循环来推动非洲的进一步

工业化。② 通过开设鲁班工坊, 援建职业技术学校或职业培训中心, 中方

为非洲青年提供实用技术培训, 有力促进了当地的职业人才培训和经济

社会发展。 新冠疫情后, 中非都意识到了医卫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双方

正致力于构建全方位、 多层次、 立体化的培养体系。
三是激发就业市场活力。 据联合国统计, 全球 17%的人口生活在非

洲, 其中 15 岁以下的比例为 40%, 30 岁以下比例高达 70%, 这意味着非

洲有着巨大的劳动力与消费市场。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白皮书指出, 截

至 2020 年底, 中国在非洲设立各类企业超过 3500 家, 聘用非洲本地员工

比例超 80%, 直接和间接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 例如, 中国广核集

团在纳米比亚参建的湖山铀矿项目为当地社区创造了 6000 个临时职位和

2000 多个长期职位; 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沿海铁路建设创造了 5 万个直接

就业岗位和 15 万个间接就业岗位, 而铁路的运营过程也创造了 2 万～ 3
万个稳定的就业岗位。③ 随着大批中非合作项目的落地, 中方继续鼓励中

国企业同非洲伙伴开展合资合作, 在基建项目执行和开发各环节雇用更

多本地工人, 开拓其就业空间。
总之, 中国式现代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 是世界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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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互惠、 共同发展的现代化。① 构建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系统

的、 长期的、 复杂的工程, 符合中非发展合作现状, 契合中非发展优先

关切, 是中非合作的深化、 拓展与升级。 在逆流涌动的全球发展态势下、
在风高浪急的地缘政治博弈中, 对于 “发展依然是最大的政治, 是国家

利益的核心所在”② 的中国和非洲而言, 坚定支持彼此的发展利益, 打造

发展命运共同体, 不仅是中非发展的福音, 也为推动南南合作与全球发

展提供了方案。

【责任编辑】 王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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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not balanced, and their educational level is on the
low side. In particular, it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educational needs of the vast
number of new overseas Chinese in Africa. China is the motherland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s the key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ystem. Therefo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duty-bound i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edu-
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expansion of resource supply, and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futu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current good situation, actively plan and accurately allocate
resources to build 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s for overseas Chinese in Africa,
support localized Africa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to carry out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guide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enterprises in Africa to partici-
pate in running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Keywords: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in Africa; Education for the Over-
seas Chinese; Education for Ethnic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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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zation,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developmen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global developmen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
tion has opened up a new path to realize modernization, which can provide ref-
erence for African countries that are logically consistent with China in history,
reality, theory, emotion, etc.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of African coun-
tries needs to prioritize poverty reduction and industrial infrastructure as the foc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as the support, and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s the driving for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o
build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China-Africa's development, we
need to continue to explore in concrete practice, forge a closer China-Africa's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Africa's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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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and commerce industries, enhance China-Africa's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potential, and enhance China-Africa's ability to achieve leapfrog develop-
ment.

Key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China-Africa's Development;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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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foreign in-
vestment has also moved to the world rapidly, the amou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of China has leapt to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ld at presen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African countries have increasingly shown great market poten-
tial. They are regarded as a hot spot for investment by investors and have become
one of the key area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invest abroad. However, there
are unfavorable factors such as political turmoil, frequent terrorist activities and
changeable laws in Africa, which bring many political and legal risks to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 and investment disputes have sprung up.
How to resolve disputes effectively and maximize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Chinese investors is a difficult problem that China needs to face for a long
time. There are three ways to solve investment disputes: political means, arbi-
tration and domestic litigation.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invest-
ment dispute settlement,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above dispute relief measures
have various disadvantag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three ways of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path of Sino-African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establishing a dis-
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with the judicial settlement of China-Africa invest-
ment court as the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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