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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ccessful decade of BRI's contributions to Africa

金砖国家:正在崛起的国际参与者1

GERT GROBLER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JNU

South Africa is chairing the BRICS group of countries in 2023 and will therefore

be hosting the leaders of 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 at the 15th BRICS

Summit,under the theme, “BRICS and Africa: Partnership for Mutually Accelerated

Grow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clusive Multilateralism ”, in Johannesburg

from 22 to 24 August 2023.

As excitement and interest builds up for the BRICS Summit this year, the

country is experiencing a busy calendar on the diplomatic front with many delegations

arriving in South Africa for a total of 200 BRICS related meetings during the year.The

Summit will, in fact,be one of the largest gatherings post-Covid, with at least 67

International leaders attending the Summit, while 1000 delegates are expected for the

BRICS business council gathering as well as a huge media contingent.

As regards the upcoming Summit,South Africa will endeavor to provide strategic

leadership during its tenure as BRICS Chair,in close consultation with other Members,

based on the Chair’s priorities and previously agreed-upon decisions and to ensure

coordination and continuity in BRICS objectives and activities.

South Africa and its fellow BRICS partners, in fact, look forward to utilizing the

1 本文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区域国别学院）高级研究员、南非前资深外

交官，该文原发表于《中国日报》（China Daily)。



Summit to further cement intra-BRICS cooperation under the three pillars-political

and security,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nd cultural &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draw up an enhanced blueprint for future BRICS cooperation aimed at making a

growing contribution towards global peace and stability,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Given the excellent relations with China,South Africa, in particular, sincerely

appreciates the support of China in hosting the 2023 BRICS Summit as reflected in a

recent constructive message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South Africa’s President Cyril

Ramaphosa: “ China is ready to work with South Africa to maintain the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the BRICS cooperation mechanism, build a high-quality partnership

that is more comprehensive, closer, more pragmatic and more inclusive,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of member countries and promote more robust, greener and sounder

global development.

Since its inception in 2009, BRICS has become a positive, stabilizing and

constructive force with rising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appeal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nd has always been closely linked to the destiny of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Based on the many achievements of BRICS ,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BRICS platform represent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in global

governance. BRICS has over the past decade increasingly demonstrated an ability to

embark on concrete and innovative measures aimed at addressing the deep imbalances

afflicting the globe.

BRICS can be proud of its cooperation achievements which is multi-sectorial

and multi-faceted in nature, covering wide ranging areas such as governance, security,

economy, energy, climate change, trade,finan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The progress

that has been recorded is due to the collective commitment of all BRICS member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all its decisions which are based on consensus.



South Africa has reaped significant benefits from its membership of this

important bloc, most notably in the area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Being part of BRICS, enabled South Africa to employ additional and powerful

tools in its fight to address its domestic triple challenges of unemployment, poverty

and inequality through increased trade, investment, tourism as well as capacity

building, skill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main objectives of South Africa’s engagement in BRICS are to enhance the

futur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South Africa and to strengthen intra-BRICS

relations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In a BRICS context, South Africa will continue to emphasise concrete

cooperation that contributes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to the priorities of a better

South Africa, a better Africa, and a better world through its partnership with key

players of the Global South on issues related to global governance and it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o enhance these objectives, the following will be the key priorities during the

Summit:

– South Africa’s declared strategic intent to further advance the African

development agenda within the BRICS group including the building of a partnership

between BRICS and Africa to unlock mutually beneficial opportunities for increased

trade, investment and infrastructure through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Furthermore to strengthen post-pandemic socio-economic recovery and the attainment

of the UN 2030 Agenda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veloping a partnership towards an equitable Just Energy Transition in South

Africa .This aim is to alleviate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by moving towards a net

zero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target by 2050, while at the same time ensuring that no



one gets left behind.

– Transforming education and skills development for the future, particularly

aimed at the adoption of 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 (4IR) technologies in Africa

and equipping the youth with the skills needed to benefit from this important

megatrend.

–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group ’ s key priorities

outlined in the 2020-2025 BRICS strategy amongst others the strengthening of post-

pandemic socio-economic recovery and the attainment of the UN 2030 Agenda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also of critical importance in the light of the

increasingly devastating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 With 40%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and 26% of the world’s land surface, BRICS is well placed to drive the world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event a climate catastrophe.

–Strengthening multilateralism, including working towards real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One of the founding values of BRICS is the need to

restructure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rchitecture to be more

equitabl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Actively promoting South-South cooperation through establishing vibrant and

robust trade, investment,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networks betwee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its 2020-2025 Strategy, the BRICS group defined concrete ways of

enhancing South-South relations.

–During the 2022 Summit, BRICS countries declared their “support promoting

discussions among BRICS members on an expansion process ”. The growing interest

in BRICS indicates that many countries are searching for a multi polar forum that is

modern, inclusive, and oriented toward the good of all. There will therefore be an



increasing focus at the Summit on the need to clarify the guiding principles, standards,

criteria, and procedures for this expansion process on the basis of full consultation and

consensus.

As regards the final arrangements for the Summit which are progressing well, the

Ministe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of South Africa, Dr Naledi

Pandor has confirmed that the BRICS summit will go ahead in Johannesburg in

August, as originally planned and added the following :

Comprehensive preparations for the Summit are underway in South Africa by the

police and security authorities to, in consultation with all its partners , ensure the

safety of all the high level delegations and visitors to the summit by enhancing

policing in the country through technology, specialised skills and a modernised South

African police service as a matter of urgency. China's Minister of Public Security,

Wang Xiaohong hosted South Africa’s Minister of Police ,Bheki Cele, in China in

June 2023. Apart from holding highly fruitful discussions on increasing cooperation

on policing ,the two Ministers also reflected on the security preparations for the

BRICS summit in Johannesburg. China declared that is was ready to work with South

Africa to bolster the security in the country during the BRICS Summit which was

warmly welcomed by the South African side.

Contradicting all expectations in the West of the eventual weakening of the

group, the BRICS member countries continue to work in a committed fashion towards

strengthening consultation and cooperation. Critics of BRICS who thought that the

formation would be just another talk shop, have been proven wrong. It will, no doubt,

once again be evident during the upcoming Summit and it’s outcome, that BRICS,

based on its mandate to restructure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rchitecture to be more equitabl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is indeed a goal

oriented formation with continuity, concrete and tactical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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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态

东非共同体领导人将刚果（金）地区部队授权延长三个月

(原题：EAC Leaders Extend Mandate of Regional Force in DRC By Three Months)

来源：尼罗河邮报（Nile post），当地时间：9月 6 日

作者： Samuel Muhimba, 叶凡译 吴诗怡校

原文链接: https://nilepost.co.ug/2023/09/06/eac-leaders-extend-mandate-of-regional-for

ce-in-drc-by-three-months/

9 月 5 日，东非国家领导人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东非共同体第 22 届特别

峰会（22nd Extra-Ordinary Summit of the EAC）上达成一项协议，决定将东非共

同体(EAC)驻刚果（金）地区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12 月 8 日。肯尼

亚、布隆迪、卢旺达、坦桑尼亚、南苏丹的领导人以及乌干达和刚果（金）的

代表出席此次峰会。

自 2022 年 11 月以来，由肯尼亚、乌干达、布隆迪和南苏丹士兵组成的地

区部队一直驻扎在刚果（金）境内，以清除持续在该国东部地区制造恐怖事件

的 M23 叛军。该地区部队当前任务将于 9 月 8 日结束。但是，根据 9 月 5 日会

议公报，东非共同体领导人投票决定将地区部队的活动授权再延长 90 天。公报

中写道:“各国元首同意将东非共同体地区部队（EACRF）的任务期限和部队地

位协定再延长三个月，即从 2023 年 9 月 9 日延长至 2023 年 12 月 8 日。”目前，

各方正在等待部长理事会的评价报告。

此外，各国元首赞扬刚果（金）总统菲利克斯·齐塞克迪（Felix Tshisekedi）

为恢复本国东部的安全所做出的努力，同时对布隆迪总统、峰会主席埃瓦里斯

特·恩达伊施米耶(Evariste Ndayishimiye)继续支持刚果（金）人民追求可持续

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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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司法机构如何处理积压案件，维持司法质量

(原题：How judiciary is tackling case backlog, maintaining quality justice)

来源：新时代报（The New Times），当地时间：9 月 5 日

作者：Aurore Teta Ufitiwabo，夏钰翔译 吴诗怡校

原文链接: https://www.newtimes.co.rw/article/10519/news/law/how-judiciary-is-tackling-

case-backlogs-maintaining-quality-justice

数据显示，目前卢旺达全国共有 318 名法官和 235 名书记员。这两方面的

人数明显低于待办的案件数量，导致在某些方面案件积压和审判时间延长。

法院发言人哈里森·穆塔巴齐（Harrison Mutabazi）表示，尽管自 2004 年

以来法官和书记员的人数略有增加，但积压案件仍在继续增加，从 2005 年的

37116 例增加到 2022 年的 91381 例。这意味着，一名法官平均每月要处理 49

起案件。在谈到短缺背后的原因时，他指出，除了有退休的法官外，大多数法

官没有具体说明离职原因便辞职了。“通过我们的分析，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

人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工作，这表明离职可能是受更好的附加福利诱惑而更换了

工作，”穆塔巴齐补充说，另一个因素是招聘的速度过慢导致法院工作人员短

缺。

工作人员短缺的情况不仅限于法院，还包括起诉和调查机构等其他机构。

在 9 月 4 日开始的 2023-2024 司法年期间，卢旺达律师协会（the Rwanda Bar

Association，RBA)主席莫伊斯·恩昆达巴拉希（Moise Nkundabarashi）表达了

类似的担忧，强调法院官员和法院配套设施的短缺可能会阻碍及时伸张正义，

相关职能部门必须采取紧急行动解决这些问题。

然 而 在 同 一 场 合 ， 司 法 部 长 伊 曼 纽 尔 · 乌 吉 拉 谢 布 贾 (Emmanuel

Ugirashebuja)就法官短缺的情况认为，法官的招聘过程需要很长时间，但这不



3

应该是一个挑战，因为司法部已经制定有关措施以确保高质量司法。这些措施

包括增加工作人员数量，利用科技手段提高效率，修订有关审判的法律，使有

关各方有更多时间在法庭外解决他们的问题，以及加强调解和辩诉交易等。

工作人员虽然短缺，但已解决的案件数量仍在继续增加，乌吉拉谢布贾认

为这是因为司法部门对仓促处理的案件持谨慎态度，并致力于有效解决这些案

件。乌吉拉谢布贾强调，司法部将继续关注正义的及时伸张，发挥正义在国家

生活、安全和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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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动态

气候变化致东非国家损失超 300 亿美元

(原题：Over $30 billion loss to East African nations due to climate change impacts)

来源：亚的斯亚贝巴标准报（Addis Standard），当地时间：9月 5日

作者：Angy Essam，夏钰翔译 彭宝仪校

原文链接: https://addisstandard.com/news-oxfam-reveals-over-30-billion-loss-to-east-afri

can-nations-due-to-climate-change-impacts

9 月 4 日，乐施会（Oxfam）发布的一份题为《不公平份额：不公的气候金

融 与 东 非 饥 饿 危 机 》 （UNFAIR SHARE： Unequal climate finance to East

Africa's hunger crisis）报告显示，2021 年以来，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

和南苏丹四个东非国家因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失超过 300 亿美元。这一令人痛

心的消息一经传出，非洲各国领导便人齐聚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在即将召开的

全球会议之前，建立统一立场，讨论资金分配的相关战略，以便优先解决非洲

大陆紧迫的环境问题。

近年来，东非国家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之一。越来越严重和频繁

的极端天气被认为是造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和部分南苏丹饥荒的主

要因素，四国气候的变化使干旱的可能性增加了 100 倍。尽管非洲的碳排放量

仅占全世界的 3%，但它一直是受全球变暖影响最大的大陆。报告显示，仅气候

变化就造成这四个东非国家 74 亿美元的畜牧业损失。长期的干旱和不稳定的降

雨量导致近 1300 万只动物死亡，数十万公顷农作物被毁，数百万人没有收入或

食物。因此，四国有 4000 多万人正遭受因两年干旱、多年洪水、背井离乡和区

域冲突造成的严重饥荒。

据英国援助机构数据显示，尽管发达国家对东非日益恶化的气候危机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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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责任，但 2021 年仅向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和南苏丹提供了 24 亿

美元气候相关的发展融资。这与东非国家每年为实现 2030 年气候目标所需的

533 亿美元形成了鲜明对比。自 2021 年以来，这四个国家需要紧急援助的人数

激增一倍多，从 2070 万飙升至 4350 万。不幸的是，人道主义组织的援助相较

于需要帮助的难民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据联合国估计，保障东非人民的生存

需要 87.4 亿美元。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四分之一的资金得以落实。

目前，非洲各国领导人齐聚肯尼亚，设法解决非洲大陆日益受到气候变化

影响及其相关成本的问题。

“萨拉姆”成为乌干达首家获得营业执照的伊斯兰银行

(原题：Salaam Becomes First Bank to Get Islamic Banking Licence in Uganda)

来源：全非网（allafrica.com），当地时间：9月 9日

作者：Kenneth Kazibwe，夏雯艳译 马金龙校

原文链接: 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2309110170.html

萨拉姆银行有限公司（Salaam Bank Limited）成为乌干达首家获得伊斯兰

营业执照的金融机构。

9 月 8 日，乌干达银行副行长迈克尔·阿廷吉-埃戈（Michael Atingi-Ego）

在财政部常务秘书拉马森·戈戈比（Ramathan Ggoobi）的见证下向萨拉姆银行

工作人员颁发了执照，并表示“在萨拉姆银行有限公司踏上新征程之际，乌干

达银行致力于在监督中提供支持。我们相信伊斯兰银行业能够为乌干达金融业

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戈戈比亦称这是乌干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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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在颁发首张执照前，穆塞韦尼（Museveni）总统签署了《2023 年金

融机构法（修正案）》，为乌干达引入伊斯兰银行业奠定了基石。所谓伊斯兰

银行业，又被称为伊斯兰金融，是指按照伊斯兰教教法原则运作的金融体系。

伊斯兰银行业的引入标志着乌干达金融业发展到了一个关键阶段，为企业

和个人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促进金融包容性。同时，它还能为乌干达人提供

无息贷款，且贷款人和借款人能按照事先商定的比例分享利润或分担损失。

总部位于吉布提的萨拉姆非洲银行（SAB）于去年收购了乌干达顶级金融

银行有限公司（TFB），从而进入乌干达市场。自 2008 年正式开业起，萨拉姆

非洲银行已成为吉布提最大的银行。此后，该银行业务扩展到埃塞俄比亚、肯

尼亚和马来西亚，并开设了瓦法伊银行（Waafi Bank）。获得新执照后，萨拉

姆非洲银行将在未来一年内经营伊斯兰银行业务。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基础设施部长呼吁调动资源以缩小区

域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缺口

(原题：COMESA infrastructure ministers call for resource mobilization to close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gap)

来源：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当地时间：9月 14日

作者：Mwangi Gakunga，陈晴译 马金龙校

原文链接: https://www.comesa.int/comesa-infrastructure-ministers-call-for-resource-mo

bilization-to-close-regional-infrastructure-gap/

2023 年 9 月 14 日，东南非共同市场 (COMESA) 区域基础设施部长在卢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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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首都基加利举行了第 13 次会议，呼吁从国家资源、公私伙伴关系、外国直接

投资和发展伙伴中调集资金，以弥补不断增长的基础设施缺口。会议指出，自

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随着资源向疫情控制不断的倾斜，基础设施建

设缺口逐渐扩大。据估计，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缺口在 2020 年扩大至 590 亿至

960 亿美元。

卢旺达基础设施部国务部长帕斯·乌瓦赛（Patricie UWASE）在会议开幕

式上指出，尽管成员国作出了积极努力，但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在数量和质量上

仍然存在不足。她认为，国家政策有时会阻碍贸易流通和贸易便利化。她呼吁

部长们提供政策指导，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缓解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缺

口巨大的挑战，确保基础设施足以满足当前和未来的需求。

东南非共同市场秘书长奇莱西·卡普韦（Chileshe Kapwepwe）在会议上致

辞时认为，该地区许多国家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是制约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

因素之一。卡普韦女士也为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融资分析了原因，呼吁建立

明确的公私伙伴关系框架，以保证投资者得到法律保护，更易获得所需的投资

许可，并降低法律和运营风险。此外，主持会议的布隆迪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长

莱奥卡迪·恩达卡伊萨巴强调了发展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负责交通运输、信息技术和能源的部长和部长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下一

次基础设施部长联席会议将于 2024 年由布隆迪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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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态

马拉维:查克维拉总统呼吁对国家树木和森林进行管理

(原题：Malawi: Chakwera Launches Call to Action on Management of Trees and Forests in

Malawi)

来源：尼亚萨时报 (Nyasa Times)，当地时间：9月 1日

作作者：Watipaso Mzungu，吴虹芸译 吴诗怡校

原文链接: https://www.nyasatimes.com/chakwera-launches-call-to-action-on-manageme

nt-of-trees-and-forests-in-malawi/

8 月 31 日，马拉维总统拉扎勒斯·麦卡锡·查克维拉（Lazarus McCarthy

Chakwera）在利隆圭酋长论坛（Chiefs' Forum in Lilongwe）上发表讲话，强调

酋长在森林治理和落实可持续森林管理机制等方面的重要性，并敦促相关部门

采取行动，对马拉维的树木和森林进行有序管理，开展森林恢复，制止违法行

为。此次酋长论坛旨在加强酋长对土地、森林和自然资源管理的参与和领导，

并就如何加强其在管理中的作用及政府如何实现这一议程达成共识。

查克维拉对自然环境受到破坏表示遗憾，并表示政府决心扭转这一局面。

就国家层面而言，政府需要增加树木数量，恢复已经被破坏的森林，同时，必

须制止森林管理中存在的违法行为与腐败现象。这单靠政府难以做到，需要酋

长一起，携手培育公民的责任意识，共同保护土地和森林。

查克维拉对酋长愿意在环境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表示欣慰。他表示，酋长

是马拉维人的父母，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纽带，在管理本国森林和自然资源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每个马拉维人也都迫切需要改变态度与行为。

最后，查克维拉感谢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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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非洲生态系统恢复联盟(AREECA)项目为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做出的贡献。

索马里开始向埃塞俄比亚出口鱼类和水果

(原题：Somalia to Start Fish, Fruit Exports to Ethiopia)

来源：记者报（The Reporter），当地时间：9月 9日

作者：Selamawit Mengesha，夏雯艳译 陈伊振校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reporterethiopia.com/36407/

2023 年 9 月 5 日至 6 日，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在摩加迪沙举行了部长级联

席会议，两国在会上签署了一份关于加强双边贸易关系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

录旨在遏制走私，规定两国之间的服务贸易和特定商品贸易，如兴奋剂植物阿

拉伯茶等。备忘录签署后，索马里开始正式向邻国埃塞俄比亚出口鱼类和水果

等产品。

埃塞俄比亚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长格布雷梅斯克凯勒·恰拉（Gebremeskel

Chala）表示，该备忘录旨在促进两国在贸易领域的互惠互利，“为了增加产销

交流，政府将发挥作用，让私营企业投资者积极参与，以消除非法交易”。他

指出，由于走私活动猖獗，此前两国之间的非官方贸易非常多，新的谅解备忘

录能够提供一个法律框架，促进埃塞俄比亚牲畜、牛和其他农产品等货物与索

马里的鱼类和水果等出口产品之间的官方贸易。

恰拉称，埃塞俄比亚当局在向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提供援助，帮助他们克

服官僚主义障碍，确保简化跨境商业活动流程，尤其是在阿拉伯茶出口方面。

阿拉伯茶在埃塞俄比亚对索马里的出口商品中居于首位，如果将运往索马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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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货物纳入计算，阿拉伯茶每年的出口额超过 2.5 亿美元。

恰拉认为，肯尼亚的阿拉伯茶商人比埃塞俄比亚同行更成功，因为他们拥

有更加低廉的汇款成本、巨大的商业网络和便捷的银行服务等优势。作为回应，

索马里政府承诺通过延长 10 天交货时间和允许大批量发货，为当地阿拉伯茶出

口商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两国在政府层面就相关政治决定达成一致，高级贸

易官员对细节进行了技术审查并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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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动态

马拉维：500 万人缺乏正规教育，国家公民教育倡议致力于减

少文盲

(原题：Malawi: Nice Commits to Reduce Illiteracy As 5 Million Malawians Lack Formal

Education)

来源：尼亚萨时报（ Nyasa Times），当地时间：9月 12日

作者：Watipaso Mzungu，唐贇译 彭宝仪校

原文链接: https://www.nyasatimes.com/nice-commits-to-reduce-illiteracy-as-5-million

-malawians-lack-formal-education/

9 月 8 日，国际扫盲日来临之际，马拉维姆德卡农业发展公司场馆（Mdeka

ADMARC Ground）纪念活动中，坦桑尼亚姆万扎（Mwanza）和奈诺（Neno）

地区的国家公民教育倡议官华莱斯·库扎拉（Wallace Kudzala）强调了成人扫

盲教育的必要性，认为这是有效促进个人、社区和国家发展的关键。他说：

“扫盲干预措施有助于增强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参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

活动的能力。因此，让我呼吁所有人报名参加成人教育，以改变这个国家。”

在马拉维，尽管《马拉维共和国宪法》规定将教育和技能发展作为促进公

民福祉和国家发展的措施之一，但马拉维仍有 500 万文盲。因此，在今年名为

“ 促 进 扫 盲 、 为 应 对 转 型 世 界 促 进 扫 盲 ： 为 可 持 续 和 平 社 会 奠 基 ”

（ Promoting literacy for a world in transition: Building the foundation for

sustainable and peaceful societies）的国际扫盲主题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下设的

国家公民教育倡议（National Initiative for Civic Education，NICE）公共信托基

金表示，其将致力于帮助马拉维减少文盲，加强成人技能发展和成人教育。同

时，该基金正在倡导《思维模式改变议程》（the Mindset Change Agenda），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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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为推进马拉维实现“2063 愿景”的关键力量。

在国际扫盲纪念会上，马拉维性别、社区发展和社会福利部长让·穆奥瑙

瓦乌扎·森德扎（Jean Muonaowauza Sendeza）表示，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通

过农业和商业等领域成功地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马拉维代

理副执行秘书戴维·穆莱拉（David Mulera）也表示，教科文组织致力于推进成

人教育，因为它相信只有有知识的人才能改变社区和世界。随着极端天气事件

（如“弗雷迪”、“艾达”台风、热带风暴“安娜“、气候经济不景气）的增

加，许多国家和地区正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人们只有学会阅读和写作，才

能对困境更有承受力。

坦桑尼亚：总理办公室为青年提供学徒制培训

(原题：Tanzania: PM Office Offers Apprenticeship Training to Self-Employed Youth)

来源：坦桑尼亚每日新闻（Tanzania Daily News），当地时间：9月 7 日

作者：作者：Rodgers Luhwago, Nelly Mtema，毛亚欣译 彭宝仪校

原文链接: https://dailynews.co.tz/pm-office-offers-apprenticeship-training-to-self-employ

ed-youth/

9 月 7 日，坦桑尼亚总理办公室的劳动、就业、青年和残疾人事务部副部

长帕特洛巴·卡塔比（Patrobas Katambi）在国民大会上表示，该部门正计划为

自由职业者和未接受正规教育的青年提供实习和学徒制培训。

卡塔比表示，总理办公室的劳动、就业、青年和残疾人事务部（以下简称

“事务部”）采用学徒制形式，提供包括各行业工作技能在内的各类培训，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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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的培训时间将花费在实习上。同时，从正规教育系统之外获得的在职培训

可以评估参与者的弱点，在改进这些弱项后获得相应的资格证书，帮助青年进

入更高水平的学习。另外，事务部还帮助青年毕业生进行实习，不同层次的毕

业生可到相应工作场所学习所需的知识，同时在实习过程中学习新技术。

卡塔比补充道，创业和商业发展培训一般与通过青年发展基金提供的贷款

计划一起进行。该计划帮助技能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生产

力和学徒的就业能力。通过贷款计划，政府希望实现教育部门的价值，让青年

们获得最高效的技能，从而提高各个部门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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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院动态

我校召开非洲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座谈会1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区域国别学院）

为纪念十六年来的初心坚守和峥嵘岁月。9 月 1 日，非洲研究院二楼会议

室内举行了一场简朴而隆重的庆祝仪式，随后开展了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区域国

别学学科建设座谈会。非洲研究院领导班子与师生代表、校研究生院、教育学

院、经管学院、外语学院、国际学院、地环学院、人文学院等职能部门、兄弟

学院的负责人、教师代表参加会议。浙师大副校长林一钢、原副校长楼世洲出

席会议，研究生院院长温建明主持会议。

刘鸿武院长表示，浙师大作为地方性院校，在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方面不具

备先天优势，但 16 年来非洲研究事业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也付出了殚精竭

虑的努力。成绩来之不易，更应清醒坚定。要坚定地坚持走“学科建设为本体、

智库服务为功用、媒体传播为手段、扎根非洲为前提、中非合作为路径、协同

创新以赋能”的发展之路，并在实践中做更加精细化的创新；要坚定地践行

“两头落地原则”治学理念。

围绕非洲区域国别学的学位点建设、人才培养、研究方向凝练等相关具体

问题，原副校长楼世洲、经管学院院长陈宇峰、教育学院院长黄晓、外语学院

院长胡美馨等纷纷建言献策、贡献灼见。下一阶段，非洲区域国别学建设将进

一步发挥“共享学科”的辐射功能，为各基础学科交叉发展、集成创新提供更

多机制性、知识性的公共产品和共享平台。

1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浙师大非洲研究院”，内容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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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特莱姆森大学经济学教授齐恩·巴卡来院讲学1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区域国别学院）

2023 年 9 月 22 日上午，阿尔及利亚特莱姆森大学经济学教授齐恩·巴卡

（Zine M. Barka）应邀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交流参观，并作了题为

“Is Algeria a Good Place to Invest in”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浙师大非洲研究院助

理研究员卢秋怡主持，杨淑岚、贺轶洲、等研究人员及来自非洲研究院、外国

语学院、非洲区域国别学本科实验班等学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齐恩·巴卡教授主要从阿尔及利亚的人文历史、地理气候环境、国家发展、

营商环境、未来需求和出路等多个方面，详细分析了阿尔及利亚在贸易、投资、

新能源、油气开采技术、基础设施、旅游等方面的经济机遇，以及企业在阿尔

及利亚开展经济活动时可能面临的限制与困难，包括阿尔及利亚现有的投资法

律、税收限制、开放经济困境、地理环境限制等。阿尔及利亚对进口的需求大，

油、气、光、风等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能更便利地进入欧洲市场，且

当前外债比例低，这些都是吸引外部投资者的有利条件。

随后，齐恩·巴卡教授还就阿尔及利亚与中国的合作进行了简要的回顾。

他指出，中国与阿尔及利亚过去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密切的

交流，但两国的文化交流却相对欠缺，未来需要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以促进

相互了解。

讲座结束后，现场师生与齐恩·巴卡教授就中国企业的本土化问题、中国

在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存在、阿尔及利亚的青年失业问题、人才流失问题展开了

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1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浙师大非洲研究院”，内容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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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推荐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尼日利亚的史学危机及反思1

王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 4期

推荐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6hUDq1wV4gDqdHFKKT9hQ

尼日利亚是当代非洲史学最早的诞生地之一，以伊巴丹学派为代表的民族

主义史学曾享誉非洲内外。然而，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尼日利亚史学

出现了史学组织、历史学专业招生与史学的社会价值等方面的危机。民族主义

史学家从历史理论、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等方面反思本次危机，认为这是民族

主义史学自身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的缺陷和政府实施忽视人文社科系列政策综合

作用的结果。在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举措：改变过去经验主

义的做法，注重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重今薄古，加强对当代史的研究；

超越政治史，将史学研究扩大到族群关系史、经济史、国际关系等与非洲当代

问题密切相关的研究主题，并主张改进史学研究方法。

1 本文转载自“ 史学理论研究官方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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