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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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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非命运共同体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强劲的现实
动力和美好的未来愿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指出中非将携手打造
“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
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有力支持，是非洲改变受制于人的命运的难得机遇，可为南
南合作提供有益参考，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更是建设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八大行动”是实现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路
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应加强与非盟、非洲各次区域组织
的协商对话，积极开展多边合作，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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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主席的亲自主持和引领下，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取得圆满成功。这是继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后中
非领导人再次举行集体会晤，也是时隔 12 年后再次在中国主办论坛
峰会，是中非友好大家庭的一次历史性聚会，是中非加强团结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的一座历史丰碑。峰会达成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和重要



影响的成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非双方一致同意构建更加紧密的命
运共同体，非洲国家积极支持并踊跃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非方高
度赞赏中方为下一阶段中非务实合作提出的 “八大行动”，擘画了新
时代中非合作的美好愿景。

一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具有战略意义

“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非洲访问时的讲
话，一语道出了中非命运共同体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也对中国与非洲
基于相似遭遇和共同使命，在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
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同心同向、守望相助的历史作了生动的概括。
“中非是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2013 年 3 月，习主席在南非德班

同非洲国家领导人就中非关系交换意见时提出 “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2015 年 11 月则将其发展为 “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无论是前
者还是后者，都表明了中非命运共同体具有强劲的现实动力。中非合作
非一时之计亦非一时之需。中国对非合作注重 “授人以渔”，强调支持非
洲增强造血功能和自主可持续发展。
“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

典范。”2018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擘画了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未来
美好愿景，向世界宣告中非将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
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中非
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到实践的丰富和完善，为未来中非合作关系提供了根
本遵循。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的有力支持，是非洲改变受制于人的命运的难得机遇，可为南南合作
提供有益参考，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更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基础。

( 一)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有力支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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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有”① 这一当前形势做出科学判断后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因此，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梦的实现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阻力。一方
面，出于对以自身为中心的国际格局被打破、既有利益丧失的担忧，西
方国家或歪曲、片面解读 “中国梦”。另一方面，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
周边一些国家表现出焦虑。面对这一“世情”，中国必须积极争取发展中
国家的支持，而非洲不可或缺。实践证明，中国的发展都离不开非洲的
支持，而且越是在艰难时期，非洲的支持愈显弥足珍贵。

( 二)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是非洲改变受制于人的命运
的难得机遇

尽管非洲国家于 20 世纪 60 年代起纷纷实现了政治独立，但经济上始
终未能摆脱美国及原殖民宗主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宰，从经济结构调整计
划到现行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所有欧美开具的 “药方”不仅未能使非
洲实现发展，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了倒退。在经历了数次失败的尝试后，
很多非洲国家进行了深刻反思，开始“向东看”与“向东靠”，希冀向以
中国为主的亚洲国家学习发展经验，寻求这些国家的支持。在这一历史
背景下，继续深化中非务实合作，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是非洲彻底摆脱西方的掣肘、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良好选择。诚如非
盟现任轮值主席、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所言，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重
要意义，通过合作，中国为非洲国家带来了科技、资金和产能，中国自
身取得发展的同时，非洲国家也获得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双方实现共赢。②

( 三)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可为南南合作提供有益参
考，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

习近平指出，非洲的发展是中国的机遇，中国的发展也是非洲的机遇，
中非共同发展对于增强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具有重
要意义。发展中国家之间是天然的命运共同体，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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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是中国与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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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http: // cpc.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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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团结合作的典范、南南合作的样板。① 因此，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中
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集中体现和典型范式，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合
作的信心，是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助推器和国际秩序变革的加速器。

( 四)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基础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
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许
多前所未有的奇迹。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义务更有
意愿为人类的共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体现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习近平
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包含着我国人民对世界和平、共同发展美
好愿望的追求。② 而非洲大陆是最能够体现这种责任担当的舞台。这是因
为，和平与发展是非洲当前面临的最重要时代主题，帮助非洲解决好这
两个问题，不仅将惠及 54 个非洲国家、12 亿非洲人民，更可以促进世界
各国共创繁荣、富强、文明、进步，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可以为全
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

二 中非命运共同体具有时代新内涵

“六位一体”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进一步坚定了中非在更
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开展各领域合作的意愿和信心，将全面提升
中非关系的战略性、前瞻性，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确立了
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将开辟中非更加美好的未来前景，为在全球范围
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累经验，树立典范。责任共担、合作共赢、
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六个“共”字，与“一带一
路”倡议遵循的“共商、共享、共建”原则一脉相承，展现了中国愿同非
洲各国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携手前进的“全球视野”，体现了中国始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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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 《共筑中非命运共同体，开启团结合作新征程》，《智慧中国》2018 年第 9 期，第
24 页。
张华椿、季璟: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时代价值》，《邢台学院学报》2019 年第
1 期，第 36 页。



重非洲、热爱非洲、支持非洲的 “非洲情怀”，更体现了 “四个坚持”和
“五不”的“中国特色”。中非关系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共赢发展的成功典
范、南南合作的示范案例。“一带一路”倡议把亚非大陆更紧密联系起来，
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
新之路、文明之路。这为中非合作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为全球治理提出
了创新方案。具体而言，“中非命运共同体”新内涵具有以下特点。

( 一) 鲜明的价值引领

“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的义利观。2013 年，习近
平担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就选择了非洲国家，首次提出新时期中国对
非政策“四字箴言”: 对待非洲朋友，要讲一个“真”字; 对非合作，要
讲一个“实”字; 对中非友好，要讲一个 “亲”字; 对合作中的问题，
要讲一个“诚”字。在对非合作中，中国始终坚持多予少取、先予后取、
只予不取，张开怀抱欢迎非洲搭乘中国发展快车。① 同时，中国永远做非
洲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

( 二) 坚定的合作原则

在合作的道路上，中国同非洲各国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携手前进，
始终尊重非洲、热爱非洲、支持非洲，做到“四个坚持”和“五不”。即
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坚持发展为民、
务实高效，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 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
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
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

( 三) 共赢的发展理念

中非关系的本质特征是真诚友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中非发展“战略契合，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② 合作共赢这一
理念为中非关系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开展对非合作始终尊重和维
护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秉持公道，为非洲伸张正义。中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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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寅: 《携手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红旗文稿》2018年第 17期，第 31页。
习近平: 《习近平同多哥总统福雷举行会谈 双方同意共同推动中多关系再上新台阶》，
《人民日报》2015 年 12 月 2 日。



互信不断增强，经贸往来不断提升，人文交流不断深入，中非关系已成
为发展中国家共赢发展的成功典范、南南合作的示范案例。

( 四) 务实的行动计划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中国
对非关系政策理念，宣布未来 3 年中国对非全方位合作重大举措，把中
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重点打造“五大支柱”，实施 “十
大合作计划”，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2018 北京峰会提出了 “四个面向”
和“八大行动”，即“实施产业促进行动、设施联通行动、贸易便利行
动、绿色发展行动、能力建设行动、健康卫生行动、人文交流行动、和
平安全行动”。这是促进中非高质量、可持续共同发展的新部署。

三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由于中非命运共同体涉及全球治理、生态环保、基础设施、工业农
业、产能金融、和平安全、教育文化、国际民生等众多领域，需要全方
位、复合型的行动计划和实施路径。因此，相比而言， “八大行动”在
“十大合作计划”的基础上，结合中非合作的实践经验与非洲实际情况继
续强化升级现有的合作举措，提出一系列新的合作机制，更加注重能力
建设、内涵发展，更注重发挥非盟作用，关注非洲自主发展和人民幸福，
闪耀着温暖的人性光辉。这是促进中非高质量、可持续共同发展的新部
署，是对现有合作机制的优化升级。

( 一) 将“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纳入“产业促进行动”中

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不再单列，而是被整合到 “产业促进行动”中，
并支持非洲在 2030 年前基本实现粮食安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
仅为国民提供粮食，还是产业加工的原料。目前，非洲的农业不仅无法
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更无法为产业发展提供原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① 因此，粮食安全对于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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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习近平与“十三五”十四大战略》，人民网，http: //politics.
people. com. cn /n /2015 /1122 /c1001 －27842000. html，最后下载日期: 2015年 11月 22日。



大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粮食生产是
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藏农于技”，农业现代化依靠的是技术，因此
中国与非洲的农业合作不仅授之以鱼 ( 向非洲受灾国家提供 10 亿元人民
币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 ，还向非洲授以 “渔”，与非洲一道制定并实
施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规划和行动计划，实施 50 个农业援助项目，派遣
500 名高级农业专家，培养青年农业科研领军人才和农民致富带头人。

( 二) 将减贫惠民合作融入产业、设施、贸易、发展、能力建设、健
康卫生行动中

“八大行动”中没有减贫惠民合作，并不等于说减贫惠民合作不再
重要，减贫合作仍然是中非合作的重要领域。减贫合作不是一项单一的
事业，而是一项综合性工程，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完善的医疗卫生条
件、便捷化的贸易、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产业的发展、发展技能的获
得等都有利于减贫实现的事业，都是一项项惠民工程。

( 三) 新增能力建设行动

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非洲要想彻底实现脱贫致富
的目标，依靠的不仅是资金，而必须是知识，拥有资金并不完全等同于
减贫，拥有知识才完全等同于减贫。非洲要依靠知识，将非洲的资源潜
力变成经济发展动力，如果非洲国家能够用知识资本武装起来，通过长
足发展，非洲经济就会逐渐繁荣，非洲需要结合非洲实际制定一以贯之
的发展战略与发展规划。未来 3 年，中国要与非洲国家一道制定并实施
《农业现代化合作规划和行动计划》、与非盟启动编制 《中非基础设施合
作规划》等能力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在非洲设立从事职业技能培训的
鲁班工坊，提高非洲青年的技术水准与创新创业能力。

( 四) 注重发挥非盟在解决非洲事务方面的作用，助力非洲一体化建设

中国坚定支持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等地区组织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
问题，2018 年 3 月 21 日，非洲 44 国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的非盟首
脑特别会议上签署成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因此，“实施贸易便利
行动”中指出支持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继续同非洲有意愿的国家和地
区开展自由贸易谈判。2018 年 1 月，非洲联盟官员在召开的第 30 届非盟
峰会系列会议上宣布，非洲单一航空运输市场将于 28 日正式启动。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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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结合非盟提出的这一行动规划，正式在 “实施联通行动”中提出了
“支持非洲单一航空运输市场建设，开通更多中非直航航班”未来行动
计划。

( 五) 优化升级现有合作机制，推动中非合作关键领域的机制化建设

根据蒙内铁路、亚吉铁路、阿卡铁路、非洲工业园区等中国在非洲
实施的一系列重大工程的实践，提出 “支持中国企业以投建营一体化等
模式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中国援非医疗队的实践经验，为非洲
培养更多专科医生，继续派遣并优化援非医疗队; 结合中非人文交流经
验，打造中非联合交流计划升级版。在优化升级现有合作机制的同时，
为了推进中非合作关键领域的合作，2018 年北京峰会还提出一系列机制
化建设行动。如在华设立中国 －非洲经贸博览会; 成立中国在非企业社
会责任联盟以让中国企业承担起对非洲当地社会的企业责任; 建立电子
商务合作机制; 推进中非环境合作中心建设，建设中非竹子中心; 设立
中国非洲研究院，设立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等一系列机构与机制，等等。

四 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思考与建议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应以 “命运”为根本出发点，采
取切实措施，积极推进中非关系的全方面深入发展。

( 一) 加强与非盟、非洲各次区域组织的协商对话，寻求与这些组织
的战略对接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外交场合均提出以协商作为现代国际治
理的重要方法。实际上，相比与域外国家及经济体开展合作关系，非洲
更重视域内各国的合作，视自己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
非盟多次峰会以非洲一体化为主题并出台了《2063 年议程》，各次区域组
织纷纷制定中长期规划以及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均是最好的例证。
当然，主要受资金、经验及技术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这些发展规划的实
施正面临很多挑战。在此情势下，中国应积极推进与非洲大陆及次区域
层面的协商与合作，寻求命运接榫点、利益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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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积极开展中国、非洲及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多边合作

随着非洲的缓慢崛起，以及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以美国、
欧盟为主的发达经济体重新将目光投向非洲，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也
不甘落后，或依靠后裔的力量与非洲重修旧好，或以相同语言、相似文
化为支点加强与非洲国家的交往。可以说，对非多边合作是全球治理进
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大国彰显负责任形象的平台。① 尽管中国与其他
经济体在非洲存在很多竞争，但相比而言，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各方合
作机会更多，安全与发展是其中最重要的两大领域。只有非洲实现了持
久的局势稳定与经济增长，各国在非洲的利益方能持续，中国可以在这
些领域寻求与非洲国家及其他经济体的多边合作，这也正是建设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应有之意。

( 三) 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支撑，与非洲共筑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均为中国为全世界提供的重要公
共产品，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很
多非洲国家表现出了浓厚的参与意愿。其根本原因在于，非洲国家目前
以一体化与工业化为改变自身命运的两条最重要途径，而建设 “一带一
路”的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产业发展的模式恰与非洲的两大发展目标高
度契合。自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召开以来，非洲国家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与此同时，在 “一带一路”倡议中，非洲不
但能够发挥参与以及桥梁作用，更能够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② 因此，可
以“一带一路”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
“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构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是

面向时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崭新命题。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
指引中国和非洲国家登高望远、阔步前行，会聚 26 亿中非人民的智慧和
力量，共同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

( 责任编辑: 王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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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the demand for French-speaking talents serving China-Africa coopera-
tion has also shown new features in recent years. How to teach the French-speaking
students wh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meet the needs of the national devel-
opment strategy，that is a research topic that is urgently needed for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ersonnel of French majors. This paper will first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effectiveness and deficiency of current French specialized talents training in our
country，and combin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sufficient market supply of French-
speaking students who serve the China-Africa cooperation，and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and direction of teaching French specialized students at Chines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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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omies，and build an even closer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China and
Africa based on“The Belt and Ｒ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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