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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作为着眼于长远、互惠双方的全

方位一体化的长效对话合作机制，先后经历了给予国际主义援助的政

策话语建构、体现公正互惠的政策话语建构和深化能力建设的政策话

语沿革。通过梳理发现，中国对非教育援助话语政策体现出指导思想

上逐步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援助形式日渐完善、项目援助注重实

效、援助构成逐渐形成政府主导高校主体的双边交流体系等趋势。因

此今后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应注意: 理念上，以文化软实力作为中国对

非教育援助政策话语的基础; 内容上，全方位拓展中国对非教育援助

话语体系; 方式上，注重受援对象主动性发挥的对非教育政策话语彰

显; 保障上，增强对非教育援助话语体系下的效果的监督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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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作为 “南南合作”典型

的中非教育交流在彼此互动中逐渐形成着眼于长远、互惠双方的全方位一

体化的长效对话合作机制。语言是思维的表达，政策作为话语的建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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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定的话语修辞与论证策略对社会 ‘问题’自身、相关群体 ‘身

份’以及政策方案之‘合理性’依据进行特定建构从而服务于自身意图

的体现，而非仅仅是决策者对客观社会问题的直接回应”①。中国对非教

育援助的政策话语，作为一种集体性的语言有效表达，是指中国政府借助

一定的外交政策或行为，根据非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现实情

况，在教育领域中做出的反应，是集体成员怎样行为的规范性计划。与中

国对其他国家的教育政策话语不同的是，中非之间不是简单的国与国单一

性的教育协作，而是一系列机制性集体性多方对话协商机制，并坚持

“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教育援助和交流。

一 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政策话语的阶段沿革

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深度，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

宏观的国际社会背景和自身的战略发展相结合的时代需要。通过对中国对

非教育援助政策话语的阶段梳理，我们发现，虽然各个时期的政策主导话

语不同，但彼此之间表现出良好的可持续性和完整性。

( 一) 基于国际主义援助的政策话语建构 ( 20 世纪 50—80 年代)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把与非洲国家和人民建立良好的友谊，支持非

洲人民争取国家解放、主权平等和民族独立，视为自己的应尽之谊，也正

是在“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者联合起来” ( 列宁语) 的影响下，奠定了

这一时期中国对非外交的基本理念和政策。对此，周恩来总理曾专门撰文

写道: “我们心中不容丝毫忘掉与我们受同样苦痛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弱

小民族……我们的救国运动乃必须建立在国际主义上面。”在 1963 年 12

月至 1964 年 2 月出访非洲十国时，周总理反复提及 “中非人民有相似命

运，是天然同盟者: 我们彼此之间过去有 ‘共同经历’，受殖民主义压

迫; 今天有‘共同任务’，要独立和发展; 未来要 ‘共同奋斗’，要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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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①。他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进一步明确: “我们对外援助的出发点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

神，支援兄弟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支

援未独立的国家取得独立; 支援新独立的国家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

巩固自己的独立，增强各国人民团结反帝的力量……”② 其具体表现为对

非关系的“五项立场”③ 和 “八项原则”④。事实上，这同样是国家对非

进行教育援助的立足点和发展取向。

文化交流作为国与国之间对话沟通，是阐述各自观点、消除疑虑、增

进友谊的重要渠道，其重要的形式之一就是教育合作。中国政府通过向刚

摆脱西方列强殖民统治、赢得自身独立的非洲国家提供教育援助，培养人

才，改变那里的落后局面，表达了对非教育援助的基本理念。在中非文化

合作交流中最早且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埃之间的文化合作。这不仅仅因为埃

及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更重要的是两国政府在万隆会议上就

包括文化合作、经济往来等方面事宜进行的会谈，打开了中非文化交流的

大门。两国政府间签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埃及共和国政府文化

合作协议》，成为中国与其他非洲国家签订文化合作协议的范本。按照主

题词出现的频次及相关的话语变式分析这一文本，最终聚焦在 “学术交

流”“人才交流”“学校层次”和 “人才培养”四个主题词。其中，“学

术交流”以“相应的科学机构进行联系”“公认的科学和艺术组织联系”
“举办一切种类的图片和艺术展览会” “交换电影演出、书刊等出版物、

教育和文化价值的仪器和标本”等话语变式出现 8 次; “人才交流”以

“互派语言教师到对方国家任教” “交换留学生” “交换教授和科学家”
“访问、讲学”等话语变式出现 9 次; “学校层次”以 “高等学校”这样

表述明确的话语变式出现 1 次; “人才培养”以“互认文凭和学位”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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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变式出现 1 次。

对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我国对非教育援助的内容主要是以

师生互换为主体的“人才交流”和产品形态为主导的“学术交流”。究其

原因，在于刚刚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亟须专门人才帮助其走出政治、经

济和文化发展落后的困境; 而长期处在被殖民生活，西方列强掠夺下的非

洲人民，在实现国家发展中表现出人才、技术和资金的明显匮乏。人才的

培养是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对于强权长期压迫的非洲国家。因此，如何培

养出服务当地建设的专业性人才，是中非教育合作的主要内容。除此之

外，来自视听方面的文化作品，也是久经战火和贫穷之下的非洲人民的精

神家园的回归诉求。

而教育合作能够顺利达成的前提条件，是文化合作协议中诸如 “双

方”“交换”“同等”等显示彼此之间地位平等、互利互惠的词语的频繁

出现，这反映了我国对非教育援助正在形成 “发展引导型援助”的基本

模式。所谓“发展引导型援助”，即在援助理念上，坚持 “平等互助、共

同发展”; 在援助方式上，强调“平等协商、互利互惠”; 在援助目的上，

致力于“以援助促发展，以发展促合作，以合作实现共同繁荣”①。通过

“发展 + 引导”的方式，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在实现自身民族解放、人民当

家做主人的同时，也在努力承担起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责任，即 “思

考如何在自存与共存、援他与助我、利己与互惠之间寻求适当平衡，对人

类现代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②。在这样的思路下，中国对非洲的

教育援助与合作注重着眼于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即使在我国三年自然灾

害和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尽可能帮助非洲国家。另一方面，也

再次强调非洲人民的发展方向由非洲人民自主决定，中国只是根据非洲人

民的现实需要，提供相应的、无任何附加条件的教育帮助，为非洲发展提

供助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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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体现公正互惠的政策话语建构 (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末)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末，随着中国与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关系实

现了正常化，这一时期国际社会的变化对中非教育合作交流也产生了重大

影响。一方面，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台的 “结构调整计划”
(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SAPs) 由于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在支持非洲实现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还附加系列性政治和经济上的限制性

条款，反而进一步加剧了非洲地区的贫困，使非洲债台高筑，从而影响投

入教育事业的经费，教育服务提供的机会和质量大幅下降，学生辍学率升

高; 教育成本分担和回收制度导致了城乡、贫富和性别上的入学率差距进

一步拉大; 由于教育预算没有增加、货币贬值和控制教育部门工资总额的

政策，教师的工资水平也明显下降。①

另一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走改革开放的路线，在对外交流中我们也致力于为早日实现 “四个

现代化”的基本目标而服务。基于此，中国政府就中非关系的定位，先

后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 “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

展”的中非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涵盖政治与经

济、国际与国内、双边与多边关系的中国对非洲政策 “六项原则”，和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加强磋商、面向

未来”的加强中非关系的五点建议。② 从中非关系的基本原则可以看出，

我国这一时期对非外交的主要手段是经济手段，教育援助只是作为促进非

洲发展的一种方式。

因此，这一时期对非教育交流的主要特点是将教育援助与培训融合于

相关的经济政策中。虽然，诸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日利亚联邦

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等政策文件所涉及的教育内容表述与之前相

差不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受援国实际利益的需求，援助方式日益多

元。具体来说，中国政府在延续接收留学生的基础上，不断调整非洲来华

留学生的学历结构，改变招生方法，即相对缩减来华攻读本科学位人数，

增加研究生招生比例; 继续实施 “走出去”战略，在当地开展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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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通过派遣援非教师、捐赠教学和科研仪器设备、人才培训与人力资

源开发、合作科研等方式，帮助它们发展高等教育和完善学科建设，为非

洲国家培养建设需要的专业人才; 紧密结合国家资源开发的需要，通过浙

江大学 ( 原浙江农业大学) 与喀麦隆合作的雅温得第一大学微生物实验

室、浙江师范大学与喀麦隆合作的雅温得第二大学汉语培训中心、纳米比

亚与东南大学合作的物理试验室和化学试验室项目、武汉大学 ( 原武汉

测绘大学) 与津巴布韦合作的哈拉雷技术学院测量实验室和计算机实验

室项目等一系列科研项目的建起，采用 “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模

式，积极探索教育面向市场需求的新路，使教育更多地着眼于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①

分析发现，通过项目合作制的方式，将教育援助与非洲当地的经济

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确立起的知识生产

要素对非洲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主要方式。除此之外，我国对非教

育援助正在开始从 “人工输血”的单向传递向 “半自主造血”的双向

互动，在保障人员培养结构合理性的基础上，我国给予更多的是科研上

的指导和鼓励，以帮助非洲人民最终能够掌握先进技术，用于解决自身

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并由此进一步实践对非教育援助的 “中国

模式”。

( 三) 深化能力建设的政策话语建构 ( 21 世纪初至今)

步入 21 世纪的非洲发展，由于受到全球一体化思维模式的影响，已

经从国别发展的“单打独斗”、“支零破碎”成为跨领域、跨国别之间的

整体发展，其中，最显著的标识是成立于 2002 年的非洲联盟 ( 以下简称

“非盟”) 。非盟成立后，先后发表并通过了非盟 《2004—2007 年战略框

架》、《非洲教育 “二·十”行动计划 ( 2006—2015) 》等。在非洲经济

发展中，人们也越来越注意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以至于在非盟会议上，人

们提出“教育是关键，其绩效直接影响甚至决定非洲发展的质量和规模;

教育是非洲开发人力资源、传授适当技能、知识和态度的最主要的途径;

再利用非洲现有的资源、实现工业化、参与全球知识经济、为非洲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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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取得应有地位等方面，教育构成发展了新观念、科学技术的基础; 非

洲要巩固和平的文化、两性平等，形成积极的非洲价值观，也要通过教育

这个途径”①。
与此同时，在中国政府对非外交辞令中，先后提出 “中非命运共同

体”“正确的义利观”“真、实、亲、诚”等理念，认为双方有 “共同的

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双方互视对方的发展为

自己的机遇，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繁荣。② 中国政府也认为，通过

与非洲进行积极的教育合作与交流来促进教育系统人员、财务、信息、结

构各个方面的持续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而且将提升

中国价值及其在非洲的影响力。③

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出，中非坚持在共同的价值观引领下，在合作中

促发展，相互包容，共同前进，走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中非教育之间交

往的密切、共识的达成和情感的维系，需要自身能力建设的加强予以保

障。在中国政府 2006 年颁布的《中国对非政策文件》中，旗帜鲜明地提

出: “真诚友好、平等互利、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是中非交往与合作的原

则，也是中非关系长盛不衰的动力。”在“合作方式”上，明确提出 “确

定重点”“拓展领域”“加大投入”“提高实效”，突出反映了中国对非教

育援助已经进入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阶段; 在此基础上，根据非洲地

区的现实迫切需要，抓住重点，落到实处。其中， “加大投入”表现在

“设立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适当增加政府奖学金名额”“继续与非洲

互派留学生”“继续派遣援非教师”，反映了国家对非洲教育发展进行的

财力和人力投入。“确定重点”明确了 “教育援助项目的实施”，加强非

洲各级各类学校的软硬件建设。“拓展领域”则集中表现在教学内容、学

科领域、合作方式的延伸和拓展，如 “帮助非洲国家开展汉语教学”，

“加强在职业技术教育和远程教育等方面的合作” “鼓励双方教育、学术

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不仅帮助非洲人民确立起创业创新精神和终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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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理念，更是学会适应如何在社会信息化发展的时代，获得就业机会来

满足生活的需要，从而能够做到机会公平。“提高实效”则在于 “促进非

洲有关薄弱学科的发展”。
2015 年颁布的 《中国对非政策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对非教

育援助是在 “真、实、亲、诚”的外交理念下进行的，中国政府对非

洲做到平等互信、务实高效、和谐共处、以诚相待。政策条文将师资

作为急需人 才 进 行 培 养，体 现 了 教 师 对 于 一 个 国 家 教 育 发 展 的 重 要

性，以及非洲优秀师资的极度匮乏。“鼓励地方政府、高校、企业和

社会团体设立奖学金” “鼓励双方更多院校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扩

大 ‘中非高校 20 + 20 合作计划’项目的合作成果”，反映了中非民间

教育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在不断升高，参与的层次和水平也不断拓展，

一方面，民间资本的大量涌入，缓解了政府的压力，使得中非教育交

流的形式更为多样、更加灵活; 另一方面，中非民间教育交流主体从

政府机构延伸到高校，对于非洲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和中非之间科研

项目的合作研发，具有重要意义。“坚持学用结合，扩大师资培训和

职业技术教育合作规模，扩展人力资源开发的途径”，则充分体现了

文件的务实性和实效性。

二 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政策话语演进的趋势

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作为中非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变与不变中走向成熟和稳固。中国对非政府的

无附加条件援助、彼此间相互尊重、以诚相待的情谊是不变的; 变的是对

非教育援助政策与时俱进地不断调整。

( 一) 指导思想逐步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

中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受制于国际社会对新中国成立和发展的敌对态

度，提出“五项立场”和“八项原则”。在总的外交政策影响下，中国对

非教育援助政策呈现出较为浓厚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色彩，表现出极大

的政治优先性。在冷战思维业已消逝，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国际社会新形

势，中国政府先后于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提出了对非关系 “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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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① 和“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等外交新理念。在这一新思维

引导下，中非教育关系 “援助”更强调的是一种 “合作”关系，形成和

发展了中非教育部长级论坛、中非智库 10 + 10 合作伙伴计划等机制化平

台，旨在彼此双方通过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中实现自身能力建设，呈现出

多样化、多途径的发展样态，从而实现自主发展的可持续性。

( 二) 援助形式日渐完善，注重实效，项目援助为主

项目援助是指援助方以项目打包的方式，将援助资源整体而富有针对

性地给予援助对象。中国对非实施的教育援助，严密关切非洲当地现实的

经济发展需要，考虑到非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国提供的对

非援助以项目模式为主，因为在教育水平落后的非洲农村地区，基础设施

建设是最为迫切的需求。在实施方式上，基础设施援建一般采用成套项目

方式，成套项目分为中方代建或受援方自建的方式。② 中国对非洲的教育

援助 60 余年，经历了受非洲当地政府委托，奔赴实地，提供专家、提供

技术和提供资金，负责全过程的中方代建; 转向非洲政府在中国政府资金

和技术支持下，参与并负责项目建设主体，在实际需求的进一步明确下进

行建设的过程，中国政府只是提供相应的建议指导和监管。

( 三) 援助构成逐渐形成政府主导高校主体的双边交流体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埃及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议》到 《中

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行动计划 ( 2013—2015 年) 》，中

国对非教育援助是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基础上，增进两国交

往、深化两国友谊、谋求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随着中非

之间交流面的扩大和深化，中非之间正在逐步形成以高校之间互通有无为

主体的双边交流体系。在政府的政策指导下，高校成为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师资培训的主要平台，是中非教育合作的主力军和前沿阵地。我们从

“中非高校 20 + 20 合作计划”、孔子学院与中国合作学校的协作经营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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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项目从筹划走向成熟的历程中可见一斑。

三 建构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政策话语的思考与建议

通过对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在不同时期的话语表达内容和方式的解读，

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时代发展不同，但 “好”的政策文本需要服务于国

家战略并以“渐进式的序贯层递”① 的方式，进行整合与完善。在确保政

策话语连续性的基础上，适当根据政治、经济发展需要，增添新的内容或

对之前的内容予以调适，在有号召力的新话语感召下，从 “观念型文本”

转向“行动型文本”。

( 一) 理念上，以文化软实力作为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政策话语的基础

关于文化软实力，学界认为它是特定人类共同体生活的价值系统及其

象征形式所呈现的柔性吸引力，是一种实际生存创造力的文化，是具有柔

性力量的文化资源，是文化力和软实力的有机结合体，是文化的同化力和

认同力。② 就笔者来看，文化软实力是一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经过时

间的洗涤所保存下来的力量，通过思想的感召、制度的创新来实现行为的

凝聚，并通过一定的方式予以传播，予以推广。文化软实力往往以潜移默

化的方式影响着国家制定的外交政策及相应的外交行为。

在我国，传统文化形成的 “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逐渐演变为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并通过以诚待人、一诺千金的行为准则和宽以待人的为人处世，得到落

实。这一观念也深深影响着我国对外政策，并形成和完善了 “和谐共赢”

的文化软实力思想。对此，我们可以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 “五项立

场”和“八项原则”，90 年代的“六项原则”，直至今天倡导的 “正确义

利观”，看到它的传承。正是在这一对非外交思想下，我们通过对非进行

无附加条件的教育援助，在提升非洲各国教育质量、发展综合国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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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祛除西方世界大肆宣扬的 “中国威胁论” “新殖民主义”，进一步增

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秉承这一基本理念，中国至今已在非洲大陆建立了 46 所孔子学院，

鼓励国内各高校发挥自身优势，选择优秀师资，赴非洲进行汉语教学，并

举办丰富多彩具有中国气息的文化活动。高校履行孔子学院章程，传播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与世界先进文明交流对话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 高校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过程中，也肩负着巨大

的责任和使命。

( 二) 内容上，全方位拓展中国对非教育援助话语体系

综观中国对非洲 60 年来的教育援助，立足民生，采取 “走出去”和

“请进来”相结合的外交战略，已经从师生互派、资金投入、基础教育设

施援建的初级合作逐渐呈现出多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深度文化合作。
例如，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 2007—2009 年) 》上，中方明

确在“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基础上加大投入，拓展非洲各类人才培

训规模、援建农村学校; 根据非洲国家需要，在非洲设立孔子学院，帮助

非洲国家开展汉语教学，鼓励中国有关院校开展非洲语言教学。在 《中

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 ( 2010—2012 年) 》上，倡导实施

“中非高校 20 + 20 合作计划”，实现中非高等学校的进一步友好往来; 启

动“中非科技伙伴计划”，进行科技项目研发合作; 进一步加大学习学位

培养和培训力度。 《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行动计划

( 2013—2015 年) 》则致力于非洲国家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并将其置于非

洲国家的优先领域，推动 “非洲民生科技行动”，倡议实施 “中非智库

10 + 10 合作伙伴计划”。
随着合作层次由官方逐渐扩展向民间，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政策的话语

也从单一的发展教育转向以教育为核心，兼具面向文化、传媒、科技等领

域的 拓 展。在 《中 非 合 作 论 坛 第 五 届 部 长 级 会 议———北 京 行 动 计 划

( 2013—2015 年) 》就曾提到，要进一步扩大中非文化交流 “文化聚焦”
品牌影响，并在“中非文化人士互访计划”、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加强合

作; 中非之间围绕优秀电影展播、推进图书出版的翻译、印刷和出版等项

目; 开展“非洲民生科技行动”，实施联合研究与技术示范项目，接收非

洲科研人员来华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鼓励与非洲国家的知识共享和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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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技术转让，提升非洲国家科技创新能力。①

( 三) 方式上，注重受援对象主动性发挥的对非教育政策话语彰显

随着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内容多样和深入，中国对非洲的教育援助的

方式也在此从“授人以鱼”向 “授人以渔”转变，反映了彼此之间理解

互信基础上的深层对话，所带来的也是交流方式的全面性。合作的基础也

正在从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层面交流发展到理念层面的精神交往。可以

说，在由人员、财务、信息和结构组成的中非教育交流合作和对话系统

中，政府奖学金、短期培训、学校援建、孔子学院、教师借调以及高校合

作等方式，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②

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中国政府不断认识到，对非教育援助只是促进非

洲当地发展的助动力和催化剂，真正实现非洲发展的还是非洲人本身的认

知觉醒和能力提升。因此，中非之间的合作和交流项目，在本着促进非洲

当地发展的基础上，以行动的方式写入政策条文中 ( 如 《北京行动计划

( 2013—2015 年) 》中的“非洲民生科技行动”) 予以落实。与之前相比，

中国政府对非洲发展，在援助的基础上，更多的是鼓励和支持，而非之前

的“大包大揽”。

( 四) 保障上，增强对非教育援助话语体系下的效果的监督评估

“教育援助的有效性分析必须从中非合作的基本原则与立场出发，在

‘中非合作论坛’的综合框架内思考援助对中非双边所产生的影响和效

益。”③ 中国对非教育援助取得怎样的实际效果，一方面，是看是否满足

了非洲作为受援国的实际需求，是否有利于帮助非洲国家解决本土实际困

难和问题; 另一方面，是看援助方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否做好相应的

顶层设计，是不是在符合中非合作发展方向的基础上，为人民谋福祉，满

足普通民众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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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来说，我们看到，中非合作论坛，作为 21 世纪中国和非洲国

家的主要集体对话机制，通过定期的部长级会议、外长级会议以及使团磋

商等方式，保障中非对话的务实，并在每一次论坛会议结束之后，都会颁

布政策文件，作为行动纲领，对中非合作予以规范。但是，我们认为还需

要进一步增强将民间力量作为第三方评估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并实现监督

评估的全程参与，即“不论是实施援助非洲项目，还是举办专业研修班，

都要不断完善援助非洲过程中的竞争机制、评估机制、激励机制和辐射机

制”①，并形成相应的教育问责机制。

( 责任编辑: 王珩)

The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Educational Aid Policy From

China to Affrica
Qian Xusheng

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aid from China to Affrica has become a whole
round long-acting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this long-term project
has benefited to both sides，this policy discourse construction has gone through
three process，which is international aid，reciprocity and fairness，strengthe-
ning capacity building. Through the analysis，the educational aid discourse poli-
cy from China to Africa has some features，such as the guidance ideology gradu-
ally tends to get rid of the ideological shackles，the form of the protect assis-
tance has become perfect，focusing on effective assistance，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ssistance gradually tends to a bilateral system that the government direct it
and the universities are subject. Therefore，the aid project will improve in some
aspects. In theroy，culture soft power will be the basis in the educational aid
discourse policy; in content，we have to expand the educational aid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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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in manner，focus the influence on the initiative behavior of recipient
objects to the expression of discourse policy for educational assistance to Africa;

in security，increase the efficts on supervise and assessment under the aid dis-
course system.

Keywords: African education; Educational assistance; Discourse Con-
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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