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非合作论坛牵引下中非关系的创新性与外溢性
‘

陈水胜 席桂桂

【 内容提要 】
２ １ 世纪 以 来 ， 在 中 非 合作论坛 的 强 有 力 牵 引 下 ， 中

非 友 好合作全方 位 、 加速度 推进 ， 政 治 关 系 完 成
“

三 连 升
”

，
经 贸 合

作 实 现
“

三 级跳
”

， 安全合作 迈 向
“

纵 深 化
”

，
人 文 交 流 也 呈 现 蓬 勃

发 展之势 。 新 时 期 的 中 非 合作从形 式 到 内 容都 颇具创 新性 ， 在对 非 合

作 和 南 南 合作 中 发挥着 示 范 引 领作 用 。 中 非 关 系 的 跨越 式 发展 ， 不 仅

开 启 了 中 非 合作 共赢 的 新 时代 ， 而 且其外 溢效应 也 直 接 引 发 了 国 际社

会 的 新 一 轮
“

非 洲 热
”

。 各主 要 大 国 纷纷反 思 和 调 整其 对 非 政 策 ， 加

大 对 非 合作 力 度 ， 客观 上 为 非 洲 复 兴 提供 ：ｆ 有 力 的 外部 支撑 。 相 信 随

着 中 国 特色 大 国 外 交 的 全 面推进 ， 中 非 合作论坛将继 续 引 领 和 推 动 国

际 社会对 非 合作机制 创 新发展 ， 进 一 步 助 力 非 洲 人 民 加 快 实现联合 自

强 、 发 展振 兴 的
“

非 洲 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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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 进人近现代时期 ， 相似 的历史遭遇 ，

？ 本文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２０ １ ５ 年基地 自设项 目 《冷战后 欧盟对非洲政策调整研究 ＞

（ 项 目 号 ：
ＡＲＬ２０ １ ５０２

） 的阶段性成果 。 在此 ， 谨对 非 洲研究 院 的资助 表示感谢 ！ 同 时 ， 感谢匿

名评审专家提出 的宝贵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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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 的 目标追求 ， 使 中非人民 的命运 紧紧相连 ， 使中非关系经受住 了 时间

和 国 际风云变幻 的考验 ，

？ 堪称发展 中 国家间关系 的典范 。
１ ９５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埃及成为第一个与新中 国建立外交关系 的非洲 国家 ，

正式开启 了 中非

的现代外交关系 。 截至 １ ９７９ 年改革开放之初 ， 与 中 国建立外交 的非洲 国

家 已达 ４４ 个 。 其间 ， 有 ４０ 多个非洲 国家 的 １ ２０ 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访问过 中 国 。

？ 冷战结束后 ， 特别是进入 ２ １ 世纪 以 来 ， 在 中非合作论坛

的牵 引 和带动下 ， 中非之间深厚 的传统友谊迅速转化为 中非互利合作的强

大动力 ， 使 中非关系得到全面提升 ，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

一

中非合作论坛的创立与发展

新 中 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 ， 中非关系 中 的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

性需要 占据 了 主导地位 。 因此 ， 中 国对非政策的重点集 中在三个方面 ， 即

支持非洲人民 的 民族独立运动 ； 与非洲 国家在 国 际舞 台上联合进行反帝 、

反殖和反霸斗争 ； 援助非洲 国家 的经济建设 。
？ 改革开放 以 后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 我们开始对非洲政策进行 了 一定 的调整 ， 突 出 强化互利合作

的 内涵 ， 以适应 国 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 。 此时 ， 中非关系从以前单纯

的强调政治需要进人既强调政治需要又注重经济合作的新阶段 。

新 、 旧世纪交替之际 ， 面对失落的尴尬境地 ， 非洲大陆决心通过联合

自 强 ， 走一体化与现代化融合发展之路 ， 来实现非洲 的复兴之梦 。 这为 中

非关系全方位发展创造 了难得的机遇 。 于是 ， 根据非洲 国家的建议 ， 在双

方的共同倡议下 ， 中 国 同非 洲 国 家于 ２０００ 年创办 中 非合作论坛 。

？ 该论

① 唐家璇 ： 《劲雨煦风 ＞ ，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４６０ 页 。

② 刘鸿武 ： 《 中非关系 ３ ０ 年 ： 撬动 中 国 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 的支点 ＞ ， 载＜ 世界经济与政

治 ＞２００ ８ 年第 １ １ 期 ， 第 ８ １ 页 。

③ 李安 山 ： 《论 中 国对非政策 的调适与转变 》 ， 栽＜西亚非洲 ＞２００６ 年第 ８ 期 ， 第 １ ４ 页 。

④ 关于 中非合作论坛 ， 有一些外媒和西方学者认为完全是 中 国倡议召 开 的 ， 这是一种 主观

臆测 。 据前 国务委 员唐家璇介绍 ， 这
一倡议首先来 自 非洲 国家 。 １ ９９９ 年 ５ 月 ， 时任马达加斯加外

长 的拉齐凡徳里亚马纳 纳访华时 ， 建议成立 一个
“

中 国
＿非洲论坛

”

。 在这一建议 的基础上 ， 中

国经研究后 ， 倡议召 开
“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２０００ 年部长级会议
”

， 得到 了非洲 国家的热烈 响

应 。 参见唐家璇 《劲雨煦风 》 ，
世界知识出 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４ ３ ３

－

４６０ 页
；
李安 山 ： 《论 中非合

作论坛 的起源——兼谈对 中 国非洲 战略 的思考 ＞ ， 载 《外交评论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３ 期 ， 第 １ ５
—

３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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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至今已举办 了六届 部长级会议 （ 参见表 １
） ， 成为双方深化传统友谊 、

加强政治对话 、 开展全方位合作 、 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集体对话与务实

合作机制 。
２００６ 年的北京峰会最受瞩 目 ， 对西方 国家的剌激最大 。 该峰

会是
“

新 中 国外交史上迄今规模最大 、 级别最髙 、 出 席 国家领导人最多

的一次盛会… …更是将 中非关系推 向 了新高潮
” ？

。

表 １第一至六届中非合作论坛槪况

届数时间地点 对非合作 内容

会议通过 《 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宣 言 》 和 《 中非经济 和社会发

展合作纲领 ＞ ， 为 中 国与非洲 国家发展长期 稳定 、 平等互利 的

一２０００ 年北京新型伙伴关系确 定 了 方 向 。 中 国政府宣 布 了 减 免非 洲 重偾 穷

国和最不发达 国家 １ ００ 亿元人 民 币 偾务 和设立
“

非洲 人力 资

源开发基金
”

等举措

通过 《 中 非 合 作 论 坛——亚 的 斯 亚 贝 巴 行 动 计 划 （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年 ） ＞ 。 中 国政府宣布在论坛框架下继续增加对非援助 ，
３

二 ２００ ３ 年 亚的斯亚贝 巴
年 内 为非洲培养 １ 万名各类人才 以及给予非洲部分最不发达 国

家部分输华商品免关税待遇等举措

会议通过 《 中 非 合作 论坛 北 京 峰 会 宜 言 》 和 《 中 非 合作 论

坛——北京行动计划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９ 年 ） ＞ ， 决定建立 和发展政

治上平等互信 、 经 济上合作 共贏 、 文化上交流互鉴 的 中非 新

型 战略伙伴关 系 。 中 国 政府 宣 布 了 旨在 加 强 中 非 务 实 合作 、

三 ２００６ 年北京
支持非洲 国家发展 的 ８ 项政策搰施 ， 包括增加对非捩助 、 提供

优惠贷款和优惠 出 口 买方信贷 、 设立 中 非 发展基金 、 援建非

盟会议 中心 、 免偾 、 免关税 、 建 立经 贸 合作 区 、 加 强人力 资

源开发以及教育 、 医疗等领域 的合作

会议通过 《 中非合作论坛 沙姆沙伊赫宣言 》 和 《 中非合作论

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 （
２０ １ ０

—

２０ １ ２ 年 ） 》 两个文件 。 中

四２００９ 年 沙姆沙伊鱅 国政府宣布 了对非合作新 ８ 项举措 ， 涉及农业 、 环塊保护 、 促

，进投资 、 减免偾务 、 扩 大市 场准人 、 应对气候变化 、 科 技合

作 、 医疗 、 教育 、 人文交流等方面 。

① 唐家璇 ： 《劲雨煦风 ＞ ， 世界知识 出 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４ １ ７—４ １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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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届数时间地点对非合作 内 容


会议通过 《 中 非 合 作 论 坛 第 五 届 部 长 级 会 议 北 京 宣 言 》 和

《 中非合作论坛第 五届 部长级会议
——北京行动计划 （

２０ １ ３
—

五２０ １ ２ 年北京２０ １ ５ 年 ） 》 两个文件 。 中 国政府宣布 了今后 ３ 年在投敲资 、 援

助 、 非洲一体化 、 民 间交往 以及非洲 和 平 与 安 全 等 五 大 领域

支持非洲 和平发展 、 加强 中非合作的一系列新举措

会议通过 《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 内 斯堡 峰会宣 言 》 和 《 中 非合

作论坛——约翰 内 斯堡行 动计划 （
２０ １ ６

—

２０ １ ８ 年 ） ＞ 。 中 国政

府宣布未来三年将在工业 化 、 农业现代 化 、 基础设施 、 金融 、

六２０ １ ５ 年 约翰 内斯堡 绿色发展 、 贸 易 投 资便 利 化 、 减贫 惠 民 、 公共卫生 、 人 文交

流 、 和平安全等 十大 领域 与 非 洲 开 展务实 合作 ，
即

＊ ＊

十 大合

作计划
”

。 为确保
“

十大合作计划
”

的实施 ， 中方决定提供 总

额 ６００ 亿美元 的资金支持

资料来源 ： 根据外交部开设 的 中非合作论坛专 题 网 页上 的 资料 整理而成 ， 详 细情 况参见 ｈ ｔ
？

ｔ
ｐ ：／／ｗｗｗ ．  ｆｏｃ ａｃ ． ｏｒ

ｇ
／ ｃｈｎ／ ０

每届论坛上 ， 中非双方都会共 同规划并提 出 为期三年 的具体合作计

划 ， 使各项合作更加务实 、 可行 ，
也让双方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和收

益 。 与此同 时 ， 每届论坛上 ， 中方还会推 出一系列对非援助举措 ， 深受非

洲 国家的欢迎 。 在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召 开 的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 内斯堡峰会上 ，

习 近平宣布 了未来三年将同非洲 国家重点实施的
“

十大合作计划
”

， 使 中

非关系 和 中非合作跨上 了一个新 的大 台 阶 。

这是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 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 对 中非关系发展具有承

前启后 、 继往开来的里程碑意义 。 中非合作的方式 已 经不仅仅局限于三年

期 的合作安排 ， 开始注重 中 国 经济社会发展与非盟 《
２０６ ３ 年议程 》 相结

合 ，
强调 中长期 战略合作 。 此外 ， 中非合作 内容从经济贸易合作 ， 从短期

分散的对非 医疗援助项 目合作等 内容 ， 扩展到 中非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

平方面的合作 ， 并注意 系统性地提升非洲政府能力建设上 。

① 正如王毅外

长在总结该峰会时所指 出 的 ，

“

十大合作计划 ， 着 眼于解决非洲人 民最为

① 周 玉渊 ： 《 中非合作论坛 １ ５ 年 ： 成就 、 挑 战 与 展望 》 ， 载 《 西 亚非洲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１ 期 ，

第 １ ７
＿

２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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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 的就业 、 温饱和健康三大 民生问题 ， 着眼于破解基础设施滞后 、 人才

不足 、 资金短缺三大发展瓶颈 。 十大合作计划 的实施 ， 将有助于将 中非传

统友好进一步转化为互利合作的动力 ， 有利于非洲 的 自 然与人力 资源尽快

形成经济发展 的 实 力
”

， 他强 调 ：

“

十 大合作计划 构 成 《 中 非 合作论

坛——约翰 内斯堡行动计划 （
２０ １ ６

—

２０ １ ８ 年 ） 》 的精华 ， 是今后一个时期

中 国对非合作的全方位蓝图 ， 标志着 中非关系将跨上一个大台 阶 ， 进人一

个新时期 。

” ？

二 中非合作论坛牵引下中非关系的创新性

（

一

） 政治关系 ， 完成
“

三连升
”

新 中 国成立后 ， 毛泽东 、 周恩来 、 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和非洲 民族

解放运动的先驱们 ， 共同缔造和培育 了伟大的 中非友谊 ， 使得 中非关系任

凭风吹雨打始终坚如磐石 。 中非合作论坛创立后 ， 双方在 中非深厚友谊的

基础上 ， 积极致力 于构建更高水平的政治关系 。 十五年来 ， 中非政治关系

实现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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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

三连升
”

， 中非传统友谊迸发出生机勃勃的时代活力 。

２０００ 年 ， 在 中非合作论坛首届 部长级会议上 ， 根据江泽 民 的倡议 ，

中非双方决定 面 向 未来 ， 建立长期 稳定 、 平等互利 的新 型伙伴关 系 。

？

２００６ 年 ， 在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 胡锦涛用
“

三个好
”

来定位 中非

关系 ， 即 中 国永远是非洲 的好朋友 、 好伙伴 、 好兄弟 。 同时 ， 他还提出 了

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 、 经济上合作共贏 、 文化上交流互鉴的 中非新

型战略伙伴的新倡议 ， 得到 了广大非洲 国家的一致认 同 。
？２０ １ ３ 年 ，

习 近

① 《王毅 阐述 中非合作论坛约輸 内斯堡峰会成果 ＞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７ 日 ， 载 中非合作论坛 网

站 ：
ｈ ｔ ｔ

ｐ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 ｏ ｉ＾／ ｃｈｎ／ ｌ ｔｄａ／ｄｗ
ｊ
ｂ ｚｚ

ｊ
ｈ
＿ ｌ ／ ｔ ｌ ３２ １ ７ ３ ９ ． ｈ ｔｍ ． 访问时间 ：

２０ １ ６
－

０ ３
－

１ ２日 。

② 江泽 民 ： 《 中非携手合作 共贏新 的世纪——在
“

中非合作论坛一北京 ２０００ 年部长级

会议
”

开幕式上 的讲话 》 ，
２０００ 年 １ ０ 月 １ ０ 日 ， 载 中非合作论坛 网 站 ：

ｈ ｔｔ
ｐ ：／／ｗｗｗ． ｆ〇Ｃ ａＣ ． 〇ｒ

ｇ
／

ｃｈｎ／ ｌ ｔｄａ／ｄｙｊ
ｂ ｚ

ｊ
ｈ
ｙ
／ ｚ

ｙｊ
ｈ ｌ ２００９／ ｔ ｌ ５ ５ ５ ６５ ． ｈ ｔｍ ． 访问 时 间 ：

２０ １ ６
－ ０３ －

１ ２日 。

③ 胡 锦涛 ： 《开创 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 系新局面——在 中非 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开幕式上 的

讲话 》 ，
２００６年 １ １月４日

， 载 中 非 合 作 论 坛 网 站 ：
ｈ ｔｔｐ ：／／ｗｗｗ ． ｆｏｃａｃ ． ｏｒ

ｇ
／ ｃｈｎ／ ｌ ｔｄ ａ／ｂ

ｊ
ｆｌｉ ｂｚ

ｊ
ｈｙ／

ｚ
ｙｊ
ｈ３ ２００９／ ｔ５ ８４７６ ８ ． ｈ ｔｍ ． 访问 时 间 ：

２０ １ ６ 
－

０３
－

 １ ２日 。



２ ２０ 非洲研究


平担任 国家主席后 的首访选择 了非洲大陆 ， 并提出 了
“

真 、 实 、 亲 、 诚
”

的对非政策方针和正确义利观 ， 凸显 了 中 国对非洲 的 重视 。
２０ １ ５ 年 ， 在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 内斯堡峰会上 ， 习 近平提议将 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

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并为此做实做强
“

五大支柱
”

， 即政治上平

等互信 、 经济上合作共贏 、 文 明上交流互鉴 、 安全上守望相助 、 国 际事务

中 团结协作 。

？

（ 二 ） 经贸合作 ， 实现
“

三级眺
”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 ， 中非之间并未构建紧密的经贸联系 ， 其贸易与投

资额度也相对较小 。 以 贸 易额为例 ，

１ ９５０ 年 ， 中非双边 贸 易额仅为 １ ２ １ ４

万美元 ，

Ｉ ９６０ 达到 １ 亿美元 ，
１ ９ ８０ 年超过 １ ０ 亿美元 。

？ 然而 ， 在 中 非合

作论坛框架下 ，
双方不断推进经贸领域的互惠互利合作 ， 使合作规模和合

作水平实现 了质的 飞跃 。 其 中 ， 贸易额实现 了从
“

百亿
”

到
“

千亿
”

再

到
“

两千亿
”

的三级跳 。
２０００ 年 ， 中非 贸易额迈上 了 百亿美元 台 阶 ， 到

２００８ 年则突破 了１ ０００ 亿美元大关 。

③ 中 国 自 ２００９ 年起成为非洲第一大贸

易伙伴国 。 到 ２０ １ ４ 年 ， 这一数额 已 达 ２２００ 亿美元 ， 是 ２０００ 年 中 非合作

论坛 启 动 时 的 ２２ 倍 ， 占 非 洲 对 外 贸 易 总 额 的 比 例 由 ３ ．８２％ 上 升

至 ２０ ． ５ ％ 。

④

中 国对非洲 国家的投资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初始 阶段规模普遍较

小 。 进入 ９０ 年代后 ， 中 国对非投资规模逐步扩大 ， 领域不断拓宽 ， 方式

也 日 趋多样 。
２０００ 年 以来 ， 在 中 非合作论坛带动下 ， 中 国对非投资快速

增长 ，
逐步形成多元化 的投资格局 ， 实现 了从

“

个 、 十 、 百
”

的
“

三级

跳
”

。 ２００３ 年年底 中 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为 ４ ． ９ 亿美元 ， 而截至 ２００９ 年

① 习 近平 ： 《开启 中非合作共贏 、 共同发展 的新时代一在 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 内 斯堡开 幕

式上 的 讲 话 》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４ 日 ， 载 中 非 合 作 论 坛 网 站 ：

ｈ ｔｔｐ ：／／ｗｗｗ ＿ ｆｏｃａｃ ． ｏｒ
ｇ
／ ｃｈｎ／ ｌ ｔｄ ａ／

ｄｗ
ｊ
ｂｚｚ

ｊ
ｈ
＿ １ ／Ｕ ３ ２ １ ５６９ ． ｈ ｔｍ ． 访问 时 间 ：

２０ １ ６ 
－

０ ３
－

１ ２ 。

② 国务 院新 闻办 ： 《 中 国与非 洲 的经 贸合作 》 （ 白 皮 书 ） ，
２０ １ ０ 年 １ ２ 月 ２ ３ 日

， 载人 民 网 ：

ｈ ｔ ｔｐ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

ｐ
ｅｏｐ

ｌｅ ， ｃ ｏｍ ． ｃｎ／ＧＢ／ １ ０２６／ １ ３５ ６５９ ３ ２ ．ｈ ｔｍ ｌ ． 访问 时间 ：
２０ １ ６

－

０ ３
－

 １ ２ ０

③ 同上 。

④ 王毅 ： 《 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 推动 中非友好合作全面发展 》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 ２６ 日 ， 载环球

网 ：
ｈ ｔ ｔｐ ：／／ｗｏ ｒｌｄ ， ｈｕａ ｎ

ｑ
ｉｕ ． ｃｏｍ／ ｅｘｃ ｌｕ ａ ｉｖｅ／２０ １ ５

－

ｌ ｌ ／ ８０５ １ ０４９ ． ｈ ｔｍ ｌ ． 访问时间 ：
２０ １ ６ 

－ ０３
－

１ ２日 。





中非合作论坛牵 引 下 中非关系 的创新性与外溢性 ２ ２ １

年底 ， 中 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 已 大 幅增 长到 ９３ ．３ 亿美元 。
？ 当前 ， 中 国

对非投资存量超过 ３００ 亿美元 ， 是 ２０００ 年论坛启 动时的 ６０ 倍 ， 近年年均

增速保持在 ２０％ 以上 。 现有 ３０００ 多家 中 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兴业 ，

２０ １４ 年

中非人员往来超过 ３６０ 万人次 。
？

（三 ） 安全合作 ， 迈向
“

纵深化
”

安全与发展是非洲面临的两大根本性难题 。 作为负责任大国和非洲 的

好朋友 、 好伙伴 、 好兄弟 ，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起 ， 中 国 开始通过联合

国 、 非盟等全球性与地区性机制 ， 逐步加人 国 际社会为实现非洲和平与安

全的各种努力之中 ， 并 日 益成为非洲 和平与安全建设的重要力量 。
？ 中非

合作论坛创立后 ， 中 国在该框架下积极 同非盟和非洲 国家开展和平安全 、

反恐对话与合作 ， 支持非洲维和行动 ， 提供能力建设援助 。 据介绍 ， 中 国

已参加 １ ６ 项在非洲 的维和行动 ， 累计派 出 维和人员 近 ３ 万人次 ， 在亚丁

湾和索马里海域的护航 自 ２００９ 年 以来从未停止 。 ２０ １ ６ 年 ９ 月
，
习 近平主

席 出席联合国维和峰会时宣布 ， 今后 ５ 年 中 国将 向非盟提供总额为 １ 亿美

元的无偿军事援助 ， 用于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 队建设 ，

为非洲和平安全事务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 。

？

（ 四 ） 人文交流 ， 呈现
“

蓬勃化
”

相对于经贸 、 投资领域的快速发展 ， 中非人文领域交流相对滞后 ， 存

在许多薄弱环节和短板 。
？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更加重视政府间 的合作 ，

一

定程度上忽视 了对非洲 的社会投入 。 其结果导致 了部分非洲 民众对 中非合

作的不理解 ， 甚至是抱怨 ， 影响 了 中 国在非洲 的形象 。 近年来 ， 我们 已经

意识到 了这一问题 ，
正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不断加大力度 ， 全方位推进

① 国务院新闻办 ：＜ 中 国与非洲 的经 贸合作 ＞ （ 白 皮书 ） ，
２０ １ ０ 年 １ ２ 月 ２３ 日 ， 载人 民 网 ：

ｈ ｔｔ
ｐ ：／／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ｓ ，

ｐｅｏｐ ｌｅ ， ｃｏｍ ． ｃｎ／ＧＢ／ １ ０２６／ １ ３ ５６５９ ３ ２ ． ｈ ｔｍＬ访问时间 ：
２０ １ ６ 

－

０３－ １ ２ 。

② 王縠 ：＜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 推动 中非友好合作全面发展 ＞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 ２６ 日

， 栽环球

网 ：
ｈｔｔｐ ：／／ｗｏｒｌｄ ． ｈｕａｎｑ ｉ ｕ ． ｃｏｍ／ ｅ ｉｃｃ ｌｕ ８ ｉ ｖｅ／２０ １ ５

－

ｌ ｌ ／８０５ １ ０４９ ． Ｉ ｉ ｔｍ ｌ ？ 访问 时间 ：
２０ １ ６

－

０ ３
－

１ ２ 。

③ 王学军 ： 《 中 国参与非洲 和平与安 全建设 的 回颞与反思 ＞ ， 栽 《 国 际问题研究 ＞２０ １ ２ 年

第 １ 期 ， 第 ３０ 页 。

④ 王毅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推动 中非友好合作全面发展 ＞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 ２６ 日

， 栽环球

网 ：
ｈ ｔｔｐ ：／／ｗｏｒｌｄ ． ｈｕａｎ

ｑ
ｉｕ＿ ｃｏｍ／ｅｘｃ ｌｕａ ｉｖｅ／２０ １ ５

－

１ １ ／８０５ １ ０４９ ． ｈ ｔｍｌ ■ 访问时间 ：
２０ １ ６

－

０３ 
－

 １ ２ 。

⑤ 刘鸿武 ： 《人文交流知识共享 ＞ ， 栽 ｛人 民 日 报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 ２７ 日 ， 第 ２ １ 版 。



２ ２ ２ 非洲研究

中非人文交流合作 ， 特别是 民 间 、 智库 、 高校 、 新 闻等领域交流更是方兴

未艾 。 据介绍 ， 截至 ２０ １ ４ 年年底 ，

“

中非 民 间友好行动
”

共在 ４９ 个非洲

国家开展 １ ４ １ 个项 目 ， 促进社会公益 、 帮扶弱势群体 。

“

中 非联合研究交

流计划
”

落实顺利 ，

３ 年 内 如期实施 １ ００ 个研究项 目 ， 中 非 ２０ 家高校和

研究机构建立
“
一对一

”

长期合作关 系 。

“

中非新 闻交流 中 心
”

邀请 １ ７

个非洲 国家的 １ ９ 名记者来华长期访 问交流 ， 南非 、 尼 日 利亚 、 加纳等多

国媒体派 团到 中 国参访 ， 中 国 主流媒体增加赴非洲实地采访 。 截至 ２０ １ ５

年年底 ，
已在非洲建设 ４５ 所孔子学 院 和 ２４ 个孔子课堂 ，

２４ 个非洲 国 家

成为 中 国公 民组 团 出境旅游 目 的地 。
２０ １ ４ 年 ， 中 国公 民首站访非 ３０６ ． ２４

万人次 ， 同 比增长 ６ １ ．６％ 。

？

习 近平主席 曾深刻指 出 ：

“

中非关系 的根基和血脉在人 民 ， 中非关系

发展应该更多面 向 人 民 。

”

他强调 ：

“

要更加重视 中非人文交流 ， 增进 中

非人 民 的相互 了解和认知 ， 厚植 中 非友好事业 的社会基础 。

” ② 相信 中 非

人文交流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 中非友好合作新 的增长点和新的亮点 。

三 中非合作论坛牵引下中非关系的外溢性

创建 中非合作论坛 ， 是 中非关系史上的一次创举 。 十五年来 ， 在 中非

合作论坛的牵 引 下 ，
不仅使 中非关系发展提升到 了

一个新的更髙水平 ，
开

启 了 中非全方位互利合作 的新时代 ，
而且其产生 的外溢效应直接引 发 了新

一轮
“

非洲热
”

， 同时也间接地迫使欧盟 、 美 国 等其他传统行为体反思 和

加强对非合作 ， 迫切其改变它们 习 以 为常 的不平等的对非关系模式 。

其一 ， 中非合作引 发 了 国 际社会对非洲 的再关注和大投入 。 冷战结束

初期 ， 非洲 曾
一度面临着被

“

边缘化
”

、

“

被抛弃
”

的危险 。 随着非洲 内

部联合 自 强取得积极进展 ，
以及 中非合作产生 的 巨 大示范意义和强烈刺激

效应 ， 非洲得 以重新 回 到 国 际社会关注 的视野 中 ，
再度成为 国 际社会博弈

① 王毅 ： 《 中 非人文交流蓬勃开展 ， 传统友好 的社会和 民意基础更加巩 固 》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３日 ， 载人 民 网 ：
ｈ ｔｔ

ｐ ：／／ｗｏ ｒｌｄ ，

ｐ
ｅｏ

ｐ
ｌｅ ，ｃ ｏｍ． ｃｎ／ ｎ／２０ １ ５ ／ １ ２０ ３ ／ ｃ ｌ ５ ７ ２７ ８

－２７ ８ ８７４ ５ ８ ．ｈ ｔｍ ｌ ＿访 问 时 间 ：

２０ １ ６
－

０ ３
－

１ ２ ０

② 习 近平 ： 《 习 近平谈治 国理政 》 ， 外文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５ 年版 ，
第 ３０８ 页 。





中非合作论坛牵 引 下 中非关系 的创新性与外溢性 ２ ２３

的重地 ， 并 由此掀起了新一轮
“

非洲热
”

？
。 短短 的 十多年时 间 ， 中 非合

作取得的成效和产生的影响令西方社会震惊 ， 尤其是 ２００６ 年北京峰会成

功召开之后 ，

“

欧美便像炸开 了锅 。 对他们而言 ，
问题不只是在于非洲是

他们 的传统势力范围 ， 更在于 中 国利用 了他们的疏忽 ， 偷偷溜进 了他们 的

后院并会将其
‘

挤 出
’

非洲 。

” ② 因此
， 他们在对 中 国展开各种激烈批评

的 同时 ， 更不忘髙呼
“

不能把非洲拱手让给 中 国人
”

？
。

于是 ， 美 国 、 欧盟 、 日 本 、 印度 、 巴西 、 俄罗斯 、 土耳其 、 韩 国等主

要大国纷纷大幅调整对非政策 ， 格外重视与非洲 的合作 。

一时间 ， 非洲成

了一片 合 作 与 竞 争 的
“

热 土
”

。 以 外 国 对 非 直 接 投 资 （
ＦＤ Ｉ

） 为 例 ，

１ ９ ８０
—

１ ９８９ 年非洲吸收的 ＦＤ Ｉ 总额为 ２２０ ．１ ６ 亿美元 ， 年平均数约 ２２ 亿美

元 ；
１ ９９０

—

１ ９９９ 年吸收的 ＦＤ Ｉ 总额增加到 了６７４ ．１ ４ 亿美元 ， 年平均数也

相应地提髙到 了６７ 亿美元 ； 而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 年这两个数值则分别跃升至

３ １ ３０ ．１ ６ 亿美元和 ３ １ ３ 亿美元 。

④ ２ １ 世纪前十年 ， 非洲吸引 的 ＦＤ Ｉ 比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增长 了１ ３ 倍多 ， 较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提髙 了近 ４ 倍 ， 国 际社会对

非投资热情可见一斑 。

其二 ， 中非合作推动欧美调整对非政策模式 ， 促使其更加积极 、 平等

地对待非洲 。 长期 以来 ， 非洲被欧 、 美 习惯性地视作其
“

后 院
”

， 双方关

系是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 的 。 欧 、 美更是经常性地 以
“

家长
”

的身份对

非洲 国家的 内政指手画脚 。 而 中 国则对非洲伙伴平等相待 、 真诚友好 ， 从

不会因提供援助而摆 出
“

髙人一等
”

的姿态 ， 更不会干涉非洲 国家 内政 。

① 历史上 ， 国 际社会曾 出现过三次
“

非洲 热
”

： 第一次是 １ ９ 世纪下半叶 ， 动 因是基于垄断

需要 的领土控制
； 第二次是 ２０ 世纪下半叶 ， 动 因是基于意识形态 的政治控制 ； 第 三次是 ２ １ 世纪

初 ， 动 因是世界经济发展 的重新定位 。 参见沐涛 ｛非洲 的地缘特点 与
“

非洲 热
”

＞ ，

２０ １ 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栽 中 国社会科学 网 ：

ｈ ｔ ｔ
ｐ ：／／ｗａａｓ ＿ ｃＭ８ ． ｃｎ／ｎ ｅｗ ８／Ｕ３ ３４７ ． ｈ ｔｍ

； 杭聪 ： （ 非洲 与外部世界关

系 的历史变化—— 中 国非洲史研究会第 十届年会综述 ＞ ，
２０ １ ４ 年 ５ 月 １ ６ 日 ， 载 中 国社会科学 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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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张春 ： 《 中非关系 国际贡献论 ＞ ，
上海人 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１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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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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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比之下 ， 高下 自 明 。 因 此 ， 许 多 非 洲 国 家纷纷采取
“

向 东看
”

政策 ，

积极发展 同 中 国 的友好关系 和互利合作 。 欧盟委员会发展委员路易 ？ 米歇

尔 （
Ｌｏｕ ｉ ｓＭ ｉ ｃｈ ｅ ｌ

） 坦承 ：

“

欧盟对非 战 略 以往 的特点是一种
‘

施舍者与

受贈者
’

之间 的不对称关系 ， 被 打上 了 自 以 为是 的意识形态 和往往是单

边色彩的双重烙 印 。

” ① 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公开的文件 中也宣称说 ：

“

如果

欧洲想保持非洲 的优先合作伙伴地位 ， 想从这种关系 中 获得更多 的利益 ，

它必须在现有基础上加强甚至重新塑造与非洲在某些领域的关系 。 这种关

系应 当超越过去那种施舍者与受赠者的关系 ，
而且成为政治上的平等合作

伙伴 。

” ②

面对 中非合作形成的强大竞争压力 ， 欧 、 美纷纷调整其对非政策 ， 构

建更加积极 、 平等的对非合作模式 。 比如 ，

２００７ 年 １ ２ 月 ， 欧盟终于克服

内部分歧 ， 召开 了搁置 已 久的第二届 欧非峰会 。 第二届 欧非峰会的成功举

办 以及欧非联合战略的启 动实施 ， 标志着欧非关系转型正式步入实质性操

作阶段 ， 欧非关系定位开始 由
“

依附
”

趋 向
“

平等
”

， 欧非双方 的身份也

开始 由
“

施舍者一受赠者
”

向 战略合作伙伴转 向 。

其三 ， 中非合作提升 了发展 中 国家的地位和作用 ， 有力地推动 了全球

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 向 发展 。 长期 以来 ， 广大发展中 国家
一直饱受

不公正 、 不合理的 国 际政治经济秩序之苦 。 尽管大家一直都在呼吁和致力

于构建 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但 由 于与发达 国家集 团 的实力差距悬殊 ， 导

＇

致该进程艰难 曲折 。 进人 ２ １ 世纪后 ， 中 非共 同创立 中非合作论坛 的重要

初衷之一就是为 了建立公正合理的 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在中非合作论坛

首届部长级会议上 ， 江泽 民 明 确提 出 了 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的
“

四个应

该
”

， 即
“

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应该保瘅各 国享有主权平等和 内政不受

干涉的权利 ；
应该保障各 国享有平等与 国 际事务的权利 ；

应该保障各 国享

① ［ 中非 ］ 蒂埃里 ． 班吉 ： 《 中 国 ， 非洲 新 的发展伙伴
——欧洲 特权在黑色大陆 上趋 于 终

结 ？ ＞ ， 肖 晗等译 ，
世界知识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１ ２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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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非合作论坛牵 引 下 中非关系 的创新性与外溢性 ２２ ５

有平等的发展权利 ； 应该保障各个 民族和各种文 明共 同发展 的权利
” ？

。

中非合作论坛的创立和发展 ， 推动南南合作从象征性合作转 向 实质性合

作 ， 带动 了发展 中 国家地位的上升 。 同时 ， 论坛还引领着发展 中 国家机制

的构建 ， 为 发 展 中 国 家更 好地 参 与 全球 治 理 和 国 际合作 提供 了 制 度

经验 。
？

十五年来 ， 中非合作的 巨大成功 ， 不仅开创 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 ， 为

广大发展 中 国家开展互利共贏的合作提供 了可供借鉴方式和成熟可靠的路

径 ，
而且迅速壮大了发展 中 国家的实力 ， 进一步扭转了在与发达 国家对 比

中整体力量失衡的不利局 面 ， 极大地提髙 了 广大发展 中 国家 的地位和作

用 ， 为全球经济治理和 国际体系转型注人了强大正能量 。
？

总之 ， 加强 同非洲 国家的 团结与合作始终是 中 国独立 自 主和平外交政

策的重要基石 ， 也是 中 国坚定不移的战略选择 。 在中非合作论坛的强大牵

引 下 ， 中非友好关系
“

历久弥珍 、 历久弥坚 、 历久弥新
”

，
正如 ２０ １ ５ 年

发布的 《 中 国对非政策文件 》 中所总结的那样 ：

“

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

体 。 半个多世纪 以来 ， 无论国 际风云如何变幻 ， 中非始终是风雨 同舟的好

朋友 、 休戚与共的好伙伴 、 肝胆相照 的好兄弟 。 中非传统友好深得人心 ，

已成为 中非双方的宝贵财富 。 长期 以来 ， 中非双方坚持真诚友好 、 平等相

待 ， 这是 中非关系历久弥坚的精神 内核 。 新形势下 ， 中非双方将在此基础

上
， 致力于合作共贏 、 共 同发展 ， 为 中 非关系 賦予新 的 内 涵 ， 注人不竭

动力 。

”
？

（ 责任编辑 ： 宁 或 ）

① 江泽 民 ：＜ 中非携手合作 共贏新 的世纪一在
“

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 ２０００ 年部长级

会议
”

开幕式上 的讲话 》 ，
２０００ 年 １ ０ 月 １ ０ 日

， 栽 中非 合作论坛 网 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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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周玉渊 ： 《 中非合作论坛 １ ５ 年 ： 成 就 、 挑 战 与展望 ＞ ， 载 《 西亚非洲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１ 期 ，

第 ５ 页 。

③ 有关中非关系 国际贡献的系统性总结 ， 可参见 ： 张春 ： 《 中非关系 国际贡献论 ＞ ， 上海人

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④ 《 中 国 对 非 政 策 文 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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