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非智库论坛第
－

届会议宣言

我们 , 来 自 中国 和非洲 的安哥拉 、 贝 宁 、 博茨瓦纳 、 喀麦 隆 、 刚 果

( 金 ) 、 刚果 ( 布 ) 、 埃及 、 赤道几内 亚 、 埃塞俄 比亚 、 加纳 、 肯尼亚 、 莱

索托 、 毛里求斯 、 摩洛哥 、 莫桑比克 、 纳米比亚 、 尼 日利亚 、 卢旺达 、 南

非 、 坦桑尼亚 、 多哥 、 突尼斯 、 乌干达 、 塞内加尔 、 塞拉利 昂 、 苏丹 、 津

巴布韦等 2 7 个 国家 、 非洲联盟等非洲地 区组织 以及世界上部分其他 国家

的著名智库的代表 , 部分企业家和前政要 , 于 2 0 1 1 年 1 0 月 2 7 日 至 2 8

日 , 于中 国浙江省的杭州 和金华 , 举行了中非智库论坛第
一

届会议 , 就新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非关系进行 了深人研讨 , 并达成广泛一致 , 特发表如
—

ｔ
±＝ｒ

“

ｒ 且 曰 。

我们积极评价中非智库论坛的倡议 , 认为它召开得及时和必要 ,
应该

成为新形势下 中非双方智库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共享平台和 固定机制 , 希望

该论坛本着
“

民间 为主 , 政府参与 ,
坦诚对话 , 凝聚共识

”

的 宗 旨 ,
积

极联 系非洲和中 国的智库机构 , 以及世界上其他关心中非关系 的学者 ,
就

非洲政经形势 、 中非关系及相关领域的议题进行对话 、 交流和探讨 , 以增

进了解 , 扩大共识 , 巩固友谊 , 建言献策
,
更好地发挥 中非智 库在促进双

方全面合作 中的作用 。

我们注意到 ,
进人新世纪以来 , 作为世界上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和大

陆 , 过去十年 ,
中非在各领域的合作关系快速发展和扩大 ,

引起了世界的

兴趣和关注 。

“

中非合作论坛
”

为此起到 了不可替代 的推进作用 。 未来 的

十年 ,
中非合作关系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 同 时也面临许多新的 困难 和挑

战 , 有待 中 非双方学者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和深人 的实践探索 , 以使 中非

合作关系在未来十年更加健康 、 互利和可持续发展 , 更好地造福于 中非双

方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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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 , 我们在本届会议上 , 以
“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 的 中非关 系
”

为

主题 ,
回顾了过去十年 中非关系 的成就 , 分析了 当前中非关系 面临 的问题

和挑战 , 并展望未来十年中非关系的发展前景与开拓创新空间 。 我们还就

三个分议题进行了深人讨论 , 即非洲安全形势与 中非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

合作 , 非洲金融和投资环境与 中非在金融 、 投资领域的合作 , 中非人文交

流与智库的作用 。

会议强调 , 实现和平 、 安全和稳定 , 是非洲发展的必要前提 。 进入新

世纪以来 , 非洲和平 、 安全局势有 了明显改善 , 但局部地 区和 国家也出 现．

恶化趋势 , 面临着新问题和新挑战 。 在此领域 , 中非双方应该加强合作 ,

中 国应该在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和主动 的作用 。

会议指出 , 非洲近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明显成就 , 潜力 巨大 ,
国

际对非金融 、 投资合作 日益增多 , 但非洲 的金融投 资环境仍需进一步改

．

善 。 双方金融机构应该努力扶持 中非中小企业 的发展 , 增加非洲就业机

会 , 促进非洲对华出 口
,
让 中非合作更好地实现互利双赢和惠及更多非洲

民众 。

我们深信 , 今天 , 发展中 国家的现代复兴已经有了重大进展 , 人类也

走到了一个新的前景更加光明 、 挑战也更为严峻的十字路 口上 。 中 国与非

洲是世界两大文明体系 ,
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 。 因此 , 中非智库

交流更显得重要 。 中非双方的思想界和学术界 , 应该共 同努力 , 推进人类

不同文 明的对话 , 增进南南共识 、 南北共识 、 东西共识 , 使我们共同生活

的世界更加和谐 、 和平和安全 。

我们对 中非智库论坛首次会议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 。 该论坛在 中非合

作论坛框架内 , 作为 中非民 间对话 的固定机制之
一

, 今后将每年在 中国或

非洲国家举行 。 我们对中非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 会给予 的指导 , 对

浙江省人 民政府 、 国家开发银行 、 中国外交学会给予的支持 , 对中 国国际

问题研究所 、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中

国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院给予的协助表示感谢 ,
也对会议主办方浙江师范大

学及其非洲研究院和中非商学院作为中非智库论坛秘书处为会议成功举办

所做的大量 的后勤 、 礼宾和文书工作表示诚挚的谢意 ！

2 0 1 1 年 1 0 月 2 8 日 于中 国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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