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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面对日趋严峻复杂的世界安全形势ꎬ 中国坚持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理念ꎬ 强调系统性、 全局性的动态思维ꎬ 并积极参与非

洲和平安全建设ꎮ 中国积极推动非洲实现共同安全ꎬ 在国际场合为非洲安全

利益积极发声ꎬ 尊重非洲处理安全事务的自主性ꎬ 设置专门机制参与非洲安

全事务ꎮ 鉴于非洲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态势ꎬ 中国强调

通过综合施策ꎬ 多管齐下ꎬ 联动应对各类安全挑战ꎮ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及

非洲一体化组织框架下的安全合作ꎬ 推动各方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和平安全ꎮ
中国坚持推动地区可持续发展助力非洲实现持久安全ꎬ 加强与非洲在减贫、
科技创新、 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合作ꎮ 中国的全球安全观为解决当前非洲的安

全问题提供了新思路ꎬ 符合当前国际社会的主流思想和非洲的安全需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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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安全局势面临多重挑战ꎬ 其联动性、 跨国性、 多样性更加突出ꎬ
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ꎬ 地缘政治冲突加剧ꎬ 自然灾害频发ꎬ 恐怖主义

和极端主义肆虐ꎮ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ꎬ “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ꎬ 已经

成为摆在所有人面前的课题ꎮ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
颁布实施ꎬ 其中第二十条规定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共同、 综合、 合作、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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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及其在非洲安全治理的实践　

持续的全球安全观ꎬ 加强国际安全合作ꎬ 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ꎮ 上述

论述既界定了新时代中国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核心理念与原则ꎬ 又成为指导

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法理依据ꎮ 非洲安全问题尤其复杂多样ꎬ 是全球各

类安全事件的高发区ꎬ 武装冲突、 军事政变、 恐怖主义、 非法贸易、 海盗问

题、 公共卫生问题、 气候变化与环境恶化引发的自然灾害和人口贫困等问题

交织叠加ꎬ 以俄罗斯、 欧美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大国在非洲的竞争进一步加剧ꎬ
非洲安全形势渐转复杂ꎮ 安全合作是中非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ꎮ 非洲是中国

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地区ꎬ 也是检视中国全球安全观的重要场域ꎮ
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是习近平主席于 ２０１４ 年在亚洲相互

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首次提出的ꎬ 主要针对亚洲安全问题ꎮ 从

其内涵看ꎬ 共同ꎬ 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ꎻ 综合ꎬ 就是要统筹

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ꎻ 合作ꎬ 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ꎬ 促进各国和

本地区的安全ꎻ 可持续ꎬ 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ꎮ① 上述四方

面内容相互联系ꎬ 相互促进ꎬ 构成了统一的整体ꎬ 体现了全局观念和系统思

维ꎮ 此后ꎬ 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对亚洲安全观进行阐释ꎬ 并将其提升为全

球安全观ꎬ 成为凝聚各国安全共识、 促进各国安全合作、 维护世界和平的重

要思想引领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

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ꎬ “各国应该树立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全球安

全观ꎬ 树立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ꎬ 以合作谋安全、 谋稳定ꎬ 以安全促和

平、 促发展ꎮ”②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博鳌论坛开幕式上ꎬ 从全人类

的前途命运和安危福祉的高度出发ꎬ 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ꎬ 倡导各国坚持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ꎬ 打造安全共同体ꎬ 为消弭国际冲突根源、 应对

国际安全挑战、 实现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新方向ꎮ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ꎬ 习近平主

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７０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ꎬ “中方提出的

全球安全倡议ꎬ 就是倡导践行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ꎬ 以合作

促发展ꎬ 以合作促安全ꎬ 构建起更为均衡、 有效、 可持续的安全架构”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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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ꎬ 载

习近平著: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 第一卷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１３３ ~ １３４ 页ꎮ
习近平: «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　 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

体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ꎬ 北京)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７ 日ꎮ
习近平: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７０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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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也明确指出 “坚持共同ꎬ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

全观是理念指引”①ꎮ
当前学术界关于中非安全合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４ 个方面ꎮ 其一ꎬ

从宏观层面分析中国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发展演进、 角色定位、 政策逻辑、
路径选择以及 “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 的主张ꎻ② 其二ꎬ 对于中国与国

际伙伴、 非洲区域组织合作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实践进行研究ꎬ 包括联合国、
欧盟、 非盟、 法国、 英国等国际组织或大国ꎻ③ 其三ꎬ 研究中国参与非洲特定

国家的安全治理问题ꎬ 包括苏丹与南苏丹、 马里、 利比里亚等国ꎻ④ 其四ꎬ 评

析中非在具体安全议题中的合作ꎬ 包括公共卫生安全、 粮食安全、 网络安全、
海上安全、 气候安全、 反恐等议题⑤ꎮ 上述研究勾勒出中非安全合作的基本轮

廓ꎬ 指出了一些具体领域合作中存在的问题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目前学界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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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全文)»ꎬ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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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１８ꎻ 罗建波、 孙欣: « “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 非洲集体安

全的本土知识探索»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０３ ~ １３３ 页ꎻ 贺文萍: «非洲安全形势特点

及中非安全合作新视角»ꎬ 载 «亚非纵横»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 ~ １４ 页ꎻ 张春: «新时期中非和平安全

合作: 创新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应»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ꎬ 第 ４ ~ ８ 页ꎮ
李因才: «非洲维和态势与中国的参与»ꎬ 载 «国际关系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３６ ~ １５４

页ꎻ 程子龙: «联合国、 非盟和中国: 基于非洲和平安全架构合作的和平伙伴关系»ꎬ 载 «国际关系研

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２３ ~ １３６ 页ꎻ 智宇琛: «法国对非军事政策演变对中法非和平安全合作的启

示»ꎬ 载 «国际展望»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７３ ~ ９２ 页ꎻ 周瑾艳: «中英非和平安全合作的前景与挑战»ꎬ
载 «国际展望»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９３ ~ １０９ 页ꎮ Ｓｅｅ Ｎｉａｌｌ Ｄｕｇｇａｎ ａｎｄ Ｏｂｅｒｔ Ｈｏｄｚｉ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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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民、 范鹏: «对中国外交应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总结与思考»ꎬ 载 «国际展望» ２０１５ 年

第 ５ 期ꎬ 第 １６ ~ ２９ 页ꎻ 王晓静: «马里维和行动浅析»ꎬ 载 «国际研究参考» ２０１４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２１ ~
２４ 页ꎻ 王洪海、 孔炜良: «利比里亚国家安全形势现状与中国驻利维和警队安全应对策略»ꎬ 载 «武警

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０ ~ ４３ 页ꎮ
王涛、 刘肖兰: «中非卫生安全合作 ６０ 年: 历程、 成就与展望»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２５ ~ ４８ 页ꎻ 安春英: «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的应然逻辑与实践路径»ꎬ 载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４ ~ ５１ 页ꎻ 贺鉴等: «中国与东非国家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ꎬ 载 «现代国际

关系»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５２ ~ ５９ 页ꎻ 李新烽等: «中国参与几内亚湾地区和平与安全合作: 挑战与深

化路径»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１３ ~ １２３ 页ꎻ 肖莹莹、 袁正清: «非洲网络安全治

理初探»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２１ ~ １３７ 页ꎻ 于宏源、 汪万发: «气候地缘竞合背景下

的非洲议题与中非合作»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９３ ~ １１０ 页ꎮ Ｓｅｅ Ｕｓｍａｎ Ａ Ｔａｒ ａｎｄ
Ｓｕｌａｉｍａｎ Ｓａｉｄｕ Ａｂｕｂａｋａｒ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ｉｎ Ｕｓ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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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２８０ －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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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合作理念视域探讨中非安全合作实践的研究仍显不足ꎮ 鉴此ꎬ 本文将以

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这一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为切入点ꎬ 在中国

的全球安全观视域下探讨中国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观念、 立场与实践ꎮ 这一

课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ꎬ 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和中

非安全合作故事ꎬ 提升对非传播能力建设ꎬ 从而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

运共同体①提供参考ꎮ

一　 积极发声: 助力非洲实现共同安全

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ꎬ 坚持推动国际共同安全

是新时代中国的大国担当ꎮ 非洲安全是全球安全治理的 “晴雨表”ꎮ 基于实现

全球共同安全的愿景ꎬ 中国始终将非洲安全视为全球安全治理的关键一环ꎬ
积极在国际场合为实现非洲的共同安全发声ꎬ 尊重非洲解决安全问题的治理

原则ꎬ 并针对非洲安全问题的特点设置了相关参与机制ꎮ
(一) 在双多边国际舞台上呼吁破解非洲安全难题

中国积极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与地区组织平台ꎬ 推动形成应对非洲安

全挑战的国际共识ꎬ 为实现非洲共同安全作出贡献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 中国外交

部长王毅在安理会 “非洲和平与安全” 公开会上表示ꎬ 帮助非洲实现和平安

全是国际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ꎬ 我们要将非洲和平安全摆在突出位置ꎬ 充分

发挥非洲国家解决自身问题的主观能动性ꎬ 支持非洲增强自主维护和平安全

的能力ꎮ② 在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召开的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ꎬ 习近平主席强调与非

洲共同维护和平安全的全球环境ꎬ “非洲正朝着 ‘消弭枪声’ 的目标不懈努

力ꎬ 我们愿同非方一道ꎬ 践行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新安全观ꎬ 倡导

以对话弥合分歧、 以合作化解争端ꎬ 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ꎬ 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③ꎮ 同时ꎬ 鉴于非盟是促进非洲实现共同安全、 集体安全的

重要力量ꎬ 中国在多个国际场合坚定支持非盟深入参与二十国集团、 金砖国

１５

①

②

③

参见习近平: «携手推进现代化ꎬ 共筑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

旨讲话»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５ 日ꎬ 北京)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６ 日ꎮ
«王毅出席安理会 “非洲和平与安全” 公开会»ꎬ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１９０９ / ｔ２０１９０９２７＿３５９７１９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０７ꎮ
习近平: «携手推进现代化事业　 共创中非美好未来———在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ꎬ 约翰内斯堡)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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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等机制ꎬ 支持非洲在全球安全治理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ꎮ
关注非洲、 支持非洲、 促进非洲和平与发展是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

值主席国的优良传统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ꎬ 中国共担任了 ９ 次安理会

轮值主席ꎬ 总计通过了 １５ 项主席声明ꎬ 其中有 １２ 项涉及非洲和平安全问题ꎬ
占比达 ８０％ ꎮ① 例如ꎬ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 在中国的倡议下ꎬ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

有关 “非洲的和平与安全” 的主席声明②ꎬ 提出了以综合方式帮助非洲打击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具体举措ꎻ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 在中国的推动下ꎬ 联合国安

理会通过了主席声明ꎬ 推动国际社会重视疫情对非洲和平发展带来的严峻挑

战ꎬ 凝聚共识与合力ꎬ 开展非洲疫后重建工作ꎬ 为非洲持久和平注入动力③ꎻ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ꎬ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关于加强非洲能力建设问题的主

席声明④ꎬ 呼吁全面推进、 因国施策ꎬ 结合非洲国家需求ꎬ 有针对性地支持非

洲安全能力建设ꎬ 以实现非洲大陆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ꎮ 同时ꎬ
中国推动召开相关辩论会ꎬ 呼吁国际社会支持非洲实现和平安全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 在中国的倡议下ꎬ 安理会举行了 “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建

设” 的公开辩论会ꎬ 旨在为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提供支持ꎮ⑤

（二） 充分尊重非洲处理安全事务的自主权

在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过程中ꎬ 中国充分尊重非方意愿ꎬ 坚持不干涉内

政ꎬ 支持非洲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ꎮ “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 的原则贯

穿于中非安全合作的始终ꎮ 习近平主席在历次中非合作论坛的主旨讲话中多次

强调支持非洲提升自主维护和平稳定的能力ꎮ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５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将和平安全的现代化明确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六

大主张之一ꎬ 指出 “中方愿帮助非洲提升自主维护和平稳定的能力ꎬ 推动全球

安全倡议率先在非洲落地ꎬ 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ꎮ”⑥ 中方将

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该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官网统计得出ꎮ 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ｕｎ ｃｈｉｎａ －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ｇｏｖ ｃｎꎬ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０７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安理会主席声明»ꎬ 载联合国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 / ｕｎｄｏｃ /
ｇｅｎ / ｎ２０ / ０６４ / ３１ / ｐｄｆ / ｎ２００６４３１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０７ꎮ

«王毅主持安理会 “非洲和平与安全” 高级别会议»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安理会主席声明»ꎮ
«中国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倡议获好评»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 － ０７ / ２０ / ｃ＿１１２１３５１７３９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０７ꎮ
习近平: «携手推进现代化ꎬ 共筑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

话»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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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非方提供 １０ 亿元人民币无偿军事援助ꎬ 为非方培训 ６ ０００ 名军队人才和

１ ０００名警务执法人员ꎬ 邀请 ５００ 名青年军官访华ꎬ 开展中非军队联演联训、
联合巡航ꎬ 实施 “助力非洲摆脱雷患行动”ꎮ①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中国官方一共

发布了两份对非合作的文件ꎬ 分别是 ２０１５ 年的 «中国对非政策文件» 和

２０２１ 年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白皮书ꎮ 其中ꎬ «中国对非政策文件» 提到

“支持非洲国家以非洲方式自主解决非洲问题的努力积极探索具有中国

特色的建设性参与解决非洲热点问题的方式和途径”②ꎻ «新时代的中非合

作» 白皮书指出ꎬ “中国是非洲和平安全事务的建设性参与者ꎬ 一贯致力于支

持非洲人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③ꎮ 此外ꎬ 作为中非合作的最重要的平台

之一ꎬ ２０１３ 年迄今的 ４ 届中非合作论坛共发布了 ４ 个宣言、 ４ 个行动计划以

及 «中非合作 ２０３５ 年愿景»ꎬ 这些重要文件均提到了支持非洲以非洲方式

自主解决非洲问题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４ 年中非合作论坛期间发布的 «关于共筑新

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 中提到ꎬ 中非双方 “愿秉持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ꎬ 携手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坚持通过非洲

方式解决非洲问题”ꎬ 双方认为ꎬ “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 是应对非洲大陆

和平与安全挑战和威胁的有力、 理想的规范框架ꎬ 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该框

架ꎮ④ 上述共识说明中国尊重非洲自主进行安全治理的理念得到了非方的认

同ꎬ 也应当成为各方参与非洲安全治理合作的重要原则ꎮ
中国在参与非洲安全治理时ꎬ 充分尊重非洲国家自主处理内外部安全问

题的权利ꎬ 不干涉其安全政策的制定ꎬ 而是根据当事国的具体要求通过双边

和多边渠道提供支持ꎮ 例如ꎬ 中国向南苏丹派遣维和部队是应南苏丹政府邀

请ꎬ 在联合国授权下进行的ꎮ 同时ꎬ 在南苏丹内战期间ꎬ 中国积极劝谈促和ꎬ
主要通过外交手段支持南苏丹的和平努力ꎬ 并没有直接介入或者给对方强加

解决方案ꎬ 充分尊重了南苏丹处理内部安全事务的自主权ꎻ 中国向尼日利亚

提供反恐培训和设备帮助其应对 “博科圣地” 等恐怖主义的威胁ꎬ 合作的前

提是由尼日利亚政府自主决定其反恐策略和需求ꎬ 中国根据其请求提供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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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２５ －２０２７) (摘要)»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６ 日ꎮ
«中国对非政策文件» (二○一五年十二月)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３１ 页ꎮ
«关于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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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盟在非洲安全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ꎬ 中国坚定支持非盟在非洲和平安全

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ꎬ 向非盟提供了资金和物资支持ꎬ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

件ꎬ 不干预其行动指挥和部署决策ꎬ 尊重非洲通过区域组织解决自身安全问

题的权利和能力ꎮ 这和某些西方国家借安全问题来干预非洲国家内政或者附

加政治条件的做法截然不同ꎮ
（三） 针对非洲安全问题设置特定参与机制

针对非洲安全问题ꎬ 中国设置了中国非洲事务特别代表、 中非和平与安

全论坛等参与机制ꎬ 彰显了中国在参与非洲安全治理过程中的灵活性和多

样性ꎮ
为有效参与非洲安全事务ꎬ 中国设立非洲事务特使ꎬ 包括常设特使和临

时特使ꎮ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ꎬ 中国政府正式设立非洲事务特别代表ꎬ 特使初期的工

作围绕达尔富尔问题展开ꎬ 长期工作主要是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

的联系ꎮ 迄今ꎬ 中国已经任命了 ４ 位非洲事务特别代表ꎬ 广泛参与了苏丹、
索马里、 刚果 (金)、 津巴布韦、 科特迪瓦和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冲突的

斡旋ꎬ 积极协调各方立场ꎬ 坚持以发展促和平ꎬ 为非洲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

贡献ꎮ 同时ꎬ 中国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临时特使ꎮ 例如ꎬ 为推动达尔富尔问题

的和平解决ꎬ 中国设置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①ꎬ 加强与达尔富尔问题有关各

方的沟通与协调ꎻ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 中国政府任命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务特使ꎬ 推

动非洲之角各国实现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ꎮ
为了加强中非在和平安全领域的合作ꎬ 中方倡议并成立了中非和平安全

论坛ꎮ 在此机制下ꎬ 中非双方围绕非洲地区热点问题、 自主和平安全能力建

设等议题加强沟通ꎬ 增进理解ꎬ 在国际场合共同发出 “全球南方” 的声音ꎮ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非安全合作ꎬ 向第二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致贺信ꎬ 强

调 “中国始终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发展对非关系ꎬ 愿同非洲朋友

一道ꎬ 坚持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②ꎮ 同时ꎬ 中国举行 “中非

和平安全行动对话会”ꎬ 推动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和平安全领域的成果ꎬ 并积极

参与非洲国家举行的和平安全领域的重要会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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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由时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大使兼任ꎮ
«习近平向第二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致贺信»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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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综合施策: 统筹维护非洲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综合安全ꎬ 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ꎮ 传统安全是

各国安全政策的重点ꎬ 涉及政治安全、 国防安全、 国家领土主权安全以及政

权安全等重要内容ꎻ 非传统安全主要包括经济安全、 金融安全、 文化安全、
社会安全、 科技安全、 网络安全、 粮食安全、 生态安全、 资源安全、 核安全

等方面ꎮ “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ꎬ 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

相互转化”①ꎬ 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片面关系ꎬ 和平与安全的实现离不开传

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统筹治理ꎮ
（一） 参与传统安全治理

多年来ꎬ 传统安全威胁如政变、 内战和边境冲突等问题ꎬ 是非洲地区和

国家和平与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ꎬ 造成了国家动荡、 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的

严重后果ꎮ
以中国在解决南苏丹内战危机中的实践为例ꎮ ２０１１ 年南苏丹独立后ꎬ 该

国与苏丹之间关于边界、 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ꎬ 国内族群冲突频发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南苏丹两大族群丁卡人和努尔人之间爆发冲突并逐渐升级为内战ꎬ
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ꎬ 一直到 ２０１８ 年双方签署新的和

平协议ꎬ 内战才逐渐平息ꎬ 但局部冲突依然存在ꎮ 在此期间ꎬ 中国积极通过

外交手段劝和促谈ꎬ 敦促各方停火并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ꎮ 与此同时ꎬ 中

国积极参与南苏丹的维和行动ꎮ 应联合国邀请ꎬ 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ꎬ 中国先后向

南苏丹派遣多批维和部队ꎮ 此外ꎬ 中国向南苏丹提供了多种形式的人道主义

援助ꎬ 包括现汇和物资援助、 派遣医疗队等ꎬ 缓解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ꎮ② 从

中国参与南苏丹和平进程的实践可以看出ꎬ 中国始终坚持通过和平手段推动

各方达成共识ꎬ 促进冲突解决ꎬ 支持在联合国及地区组织的框架下开展多边

沟通协作解决问题ꎬ 并从南苏丹民众需求出发提供及时的人道主义援助ꎮ
（二） 参与非传统安全治理

除了传统安全威胁之外ꎬ 非洲面临着更加严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ꎬ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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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 «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２５ 页ꎮ

毛锐: «中国与南苏丹关系发展研究»ꎬ 载 «非洲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２６２ ~ ２７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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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 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危机、 粮食危机、 非法经济活动、 海上安全

和网络安全等方面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３ 年ꎬ 非洲地区因激进伊斯兰暴力袭击而造成

的死亡人数猛增 ２０％ (从 ２０２２ 年的 １９ ４１２ 人增加到 ２３ ３２２ 人ꎬ 与 ２０２１ 年相

比增加了近一倍)ꎬ 创下历史新高ꎮ① 非洲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多样性、 跨

国性和联动性ꎬ 多个层面的安全问题交织ꎬ 边境管控的松弛使得这些安全问

题经常突破地理界限ꎬ 增加了应对的困难程度ꎮ② 中国积极参与非洲的非传统

安全治理ꎬ 包括粮食安全、 海上安全、 公共卫生安全、 打击恐怖主义合作以

及人道主义救援和灾后重建等方面ꎬ 为非洲长期稳定和发展作出了贡献ꎮ
以中国参与非洲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为例ꎮ 非洲国家普遍面临着严峻的公

共卫生安全挑战ꎬ 卫生基础设施薄弱ꎬ 卫生条件差ꎮ 民众传染病的感染率和

致死率较高ꎬ 疫苗接种率不足ꎬ 营养不良问题突出ꎮ 中国积极参与非洲的公

共卫生安全治理ꎬ 援外理念和模式逐步得到了非方认可ꎬ 同时也提升了中国

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能力ꎮ 首先ꎬ 中国始终坚持 “授人以渔” 的原

则ꎬ 多年来为非洲国家培养了数万名本土医护人员ꎬ 以重点专科技术合作和

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为平台ꎬ 针对薄弱科室进行组团式的援助ꎬ 提升其医疗卫

生服务的自主发展能力ꎮ 针对非洲国家民众长期受传染病困扰的状况ꎬ 援非

医疗队积极开展艾滋病、 疟疾等传染病防治工作ꎬ 帮助非洲国家建设防治中

心ꎬ 提升非洲本土抗疫水平ꎬ 保障非洲国家公共卫生安全ꎮ 其次ꎬ 中国始终

坚持不干涉受援国内政、 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以义为先的原则ꎮ 中国援非

医疗工作坚持以提升非洲的医疗卫生自主能力为根本目的ꎬ 始终坚持人道主

义精神和平等理念ꎬ 充分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ꎬ 不把援助

和所谓的 “民主” 挂钩ꎮ 同时ꎬ 中国的援非医疗模式从最初的临床医疗、 派

遣医疗队、 援助医疗物资ꎬ 逐渐发展到帮助非洲国家建设长效的公共卫生体

系ꎬ 并注重传播中国经验ꎬ 包括医疗改革和医疗发展经验ꎮ 再次ꎬ 中国参与

非洲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同时ꎬ 注重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ꎬ 积极参与非洲

医疗卫生的国际合作项目ꎬ 助力非洲的卫生健康水平的提升ꎮ 例如ꎬ 在非洲

国家抗击新冠疫情蔓延期间ꎬ 中国呼吁联合国、 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关

６５

①

②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Ｄｅａｔｈｓ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Ｓｐｉｒａｌ”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ｒｉｃａ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 / ｍｉｇ２０２４ － ｄｅａｔｈｓ －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 ａｆｒｉｃａ － ｒｉｓｅꎬ
２０２４ － ０７ － １５

安春英: «非传统安全视阈下的中非安全合作»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５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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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非洲国家的抗疫需求ꎬ 协调资源支持非洲国家应对疫情ꎮ
（三） 联动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非洲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ꎬ 唯有多管齐下、 综合施

策ꎬ 才能有效应对各类安全挑战ꎮ 当前ꎬ 非洲安全问题的联动性更加突出ꎬ
同政治、 经济、 文化、 民族、 宗教等问题紧密相关ꎬ 安全治理是全方位的工

作ꎬ 是总体战ꎬ 需要全面动员和全面部署ꎬ 统筹推进各领域的安全ꎮ
中国参与马里的安全治理是联动处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范例ꎮ

２０１２ 年初ꎬ 马里北部长期存在的图阿雷格人分离主义势力与活跃在这一地区

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合流发起叛乱ꎬ 叛乱活动迅速从马里北部向中部和南部首

都巴马科蔓延ꎮ 马里此次危机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联动的结果ꎬ
最显著的特征是政治、 经济与民族和宗教问题的叠加效应ꎮ 马里北部图阿雷

格人不满经济优势地位的丧失与政治上的被边缘化ꎮ 加之ꎬ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开始伊斯兰极端主义在马里传播ꎬ 在冲击传统宗教权威的同时ꎬ 也出现了

一批本地图阿雷格人和富拉尼人极端分子ꎮ 马里中部出现了游牧的富拉尼人

与周边定居农业族群之间争夺资源的冲突ꎬ 极端势力则借助富拉尼人日渐孤

立的处境、 打着维护富拉尼人权利的旗号ꎬ 挑拨农牧民冲突ꎮ ２０１２ 年迄今的

马里危机是复杂的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和生态环境层面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ꎬ 由此需要综合应对ꎮ
鉴此ꎬ 中国将马里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视为一个整体ꎬ 多重手

段并用ꎬ 系统性加以应对ꎮ 在政府治理领域ꎬ 鉴于腐败与治理能力不足是马

里危机爆发的重要刺激因素ꎬ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ꎬ 中国香港特区廉政公署应邀在马

里开展反腐培训ꎮ① 在和平与安全领域ꎬ 中国参加了联合国框架下在马里的维

和行动———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 (任务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ꎬ 积极助力马里危机的解决ꎮ 在经济治理领域ꎬ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 中国和

马里两国代表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备忘录ꎬ 推动两国在重大战略规划

及政策上的对接ꎬ 推动双方经济合作ꎻ 此外ꎬ 马里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曾多

次参加中国举办的研修班ꎬ 涉及政府治理、 矿业、 农村发展、 绿色发展、 茶

业、 棉业等广泛领域ꎬ 体现中方欲通过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来消除冲突 “震

７５

① «中国驻马里大使陈志宏出席香港特区廉政公署在马里反腐培训班开班仪式»ꎬ 载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马里共和国大使馆网站: ｈｔｔｐ: / / ｍｌ ｃｈｉｎａ －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ｇｏｖ ｃｎ / ｚｘｙｗ / ２０２４０３ / ｔ２０２４０３０５＿ １１２５３６４４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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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源” 之逻辑理路ꎮ 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ꎬ 在中马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农业技

术援助项目、 中国与泛非 “绿色长城” 组织合作框架下ꎬ 中方设立了萨赫勒

地区沙漠化治理、 沙漠作物发展等项目ꎬ 有助于提升马里粮食生产水平和应对

气候变化的产业韧性ꎮ 在基础设施领域ꎬ 华为公司帮助马里建设国家骨干光缆

等基础设施ꎬ 提升马里民用和军用通信安全水平ꎬ 增强马里安全部队应对安全

挑战的能力ꎮ 此外ꎬ 中国承建的巴马科—塞古公路项目是连接西非和撒哈拉的

重要通道ꎬ 该公路的修建有助于马里北部的经济发展和稳定ꎮ 在教育层面ꎬ 中

国援建了西非地区最大的教育基础设施———马里巴马科大学卡巴拉校区和塞努

职业培训中心ꎬ 上述项目有助于提升马里高等教育基础设施水平ꎬ 为青年人创

造就业机会ꎮ 在公共卫生治理领域ꎬ 中国通过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鲁班工坊

项目开设马里鲁班工坊ꎬ 促进中医和马里传统医学结合ꎬ 为培养马里医疗卫生

人才ꎮ 此外ꎬ 中国先后派出２９ 批中国援马医疗队ꎬ 并于２０１１ 年建成首家援非综

合性医院马里医院ꎬ 助力马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的提升ꎮ 总之ꎬ 安全治理是一

项全方位的工作ꎬ 要做到全面动员和全面部署ꎬ 统筹推进各领域的安全ꎮ 无论

从短期还是长期看ꎬ 中国的行动和实践有利于马里国内的安全形势改善ꎮ

三　 全面合作: 以合作促进非洲安全

合作安全ꎬ 即通过对话合作促进本土和各国的安全ꎮ “安全问题早已超越

国界ꎬ 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短板都会导致外部风险大量涌入ꎬ 形成安全风险

洼地ꎻ 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外溢成为区域性甚至全

球性的安全问题ꎮ”① 中国倡导合作安全ꎬ 不断增进各方战略互信ꎬ 共同维护

全球安全ꎮ 中国积极参与在联合国和非洲区域组织框架下的非洲安全治理行

动ꎬ 推动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冲突ꎮ
（一） 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非洲安全治理

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实践ꎬ 主要包括积极参与维和

行动、 打击恐怖主义、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ꎬ 以及推动政治解决与冲突调解等

事宜ꎮ 中国自 １９９０ 年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ꎬ ８０％以上派出的维和人员部

８５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１３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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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在非洲ꎮ① 南苏丹的联合国特派团 (ＵＭＩＳＳ) 是中国参与最广泛的任务之

一ꎬ 中国派出了步兵营、 工兵和医疗队ꎬ 为维护当地和平、 保护平民以及基

础设施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３ 年ꎬ 中国共向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

合稳定团派出 １０ 批维和部队ꎮ② 此外ꎬ 中国的资金支持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

占据较大份额ꎮ 根据联合国相关数据ꎬ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期间ꎬ 中国向联合国提

供的维和资金占比为 １５ ２１％ ꎬ 排名第二ꎮ③ 中国还设立了中国—联合国和平

发展基金ꎬ 专门用于支持联合国的和平事业ꎬ 除去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统筹规

划ꎬ 其余资金中的大部分用于非洲的维和事业ꎮ④ 中国推进实施 “中非和平与

安全合作基金”ꎬ 超额完成了 ５０ 个安全援助项目ꎬ 为非洲维和提供了装备、
物资和培训等各种支持ꎮ⑤

中国还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了非洲反恐行动ꎮ 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ꎬ
中国支持联合国发挥中心协调作用ꎮ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ꎬ 在 “中国—联合国和平与

发展基金” 资助下ꎬ 联合国反恐能力建设培训班在多哥启动ꎬ 该项目由联合

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共同实施ꎬ 将为非洲

反恐提供更多切实支持ꎮ⑥ 此外ꎬ 中国还通过联合国向非洲提供了多方面的人

道主义援助ꎮ 例如ꎬ 中国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ꎬ 向津巴布韦、 索马

里、 南苏丹、 埃塞俄比亚等 ３０ 个国家实施了 ５０ 多个粮食援助项目ꎬ 缓解当

地粮食短缺态势ꎻ 同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ꎬ 在乌干达、 卢旺达实施土壤管理

能力项目ꎬ 提升其农业生产水平ꎮ⑦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下的打击海

盗和跨国犯罪、 防止武器扩散和参与冲突后重建等行动ꎮ 中国在联合国框架

下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实践充分体现了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理念ꎬ 有利于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非洲国家的安全利益ꎮ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第 ３２ 页ꎮ
根据联合国第 ２ ６９０ 号决议ꎬ 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完成了撤离ꎮ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ｉｎｇꎬ “Ｈｏｗ Ｗｅ Ａｒｅ Ｆｕｎｄｅｄ”ꎬ ｈｔｔｐｓ: / /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ｈｏｗ － ｗｅ －

ａｒｅ － ｆｕｎｄｅｄꎬ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１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３０ 年» (白皮书)ꎬ 载中国

政府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１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４４３９８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１５ꎮ
林子涵、 赵华宁: «为非洲和平安全积极贡献力量»ꎬ 载 «解放军报»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ꎮ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全球安全倡议落实进展报告 (２０２４)»ꎬ 参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网

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ｉｓ ｏｒｇ ｃｎ / ｘｗｄｔ / ２０２４０７ / Ｗ０２０２４０７１８５２８３３４０６６３１４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４ － ０９ － １３ꎮ
«中方将向非洲多国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李明答记者问»ꎬ

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ｄｃａ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２４０４３０ / ７ｅ７６０００ｅｆ７６ｂ４６ｅ９９ｂ１１１ｅ０６０ｅｆ６１ｄ８
１ / ｃ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１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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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参与非洲区域组织框架下的安全治理

中国向来支持非盟在维护非洲和平安全中发挥主导作用ꎮ 为保障非盟在

和平安全领域的工作顺利展开ꎬ 中国在资金、 人员、 培训等方面给予非盟大

量支持ꎮ 在资金方面ꎬ ２０１５ 年ꎬ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论时提出ꎬ 中国将在未来五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 １ 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ꎬ
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的建设ꎮ① 此后ꎬ 中国积极落实对非

盟 １ 亿美元的无偿军援和新增 ８ ０００ 万美元军援ꎬ 用于非洲加强自主维和能力

建设ꎬ 并提供 ３ 亿元人民币ꎬ 用于支持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建设ꎮ② 同

时ꎬ 中国还推动联合国为非洲自主维和提供充足、 持续的资金支持ꎬ 呼吁在

处理非盟维和供资问题上ꎬ 遵守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的根本原则ꎬ 通过

联合国会费提供支持ꎮ 非盟维和行动接受联合国资助后ꎬ 仍由非盟主导行动ꎬ
其根本在于非盟以多样化的方式解决融资的问题ꎮ③

在人员和培训方面ꎬ 中国始终支持非盟的维和行动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 中国

军队向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派出了 １４０ 人的直升机分队ꎬ 承担部

队投送、 行动支援、 人员搜救等任务ꎮ④ 在反恐方面ꎬ 中国和非盟密切合作ꎬ
通过情报共享、 提供技术支持以及反恐设备ꎬ 帮助非盟打击萨赫勒地区和索

马里的恐袭行为ꎮ 同时ꎬ 中国为非盟安全部队提供战术培训ꎬ 帮助其提升反

恐战术和应对极端主义威胁的能力ꎮ 中国支持非盟军事能力建设ꎬ 为其军事

和警察人员提供广泛的培训ꎬ 覆盖维和、 反恐、 边境安全管理、 后勤保障等

多个领域ꎮ 中国的国防大学和其他军事院校招收非洲军官ꎬ 定期为其提供指

挥与参谋培训课程ꎬ 同时向非洲国家派遣军事教官ꎬ 直接在当地进行培训ꎮ
例如ꎬ 中国派往南苏丹的教官为政府军和警察部队提供了如何在维和任务中

保护平民的专项培训ꎮ
除了与非盟的合作ꎬ 中国还与其他非洲区域性组织开展了广泛的安全合

作ꎮ 例如ꎬ 中国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提供反恐培训和装备支持ꎬ

０６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八

日)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 第一卷ꎬ 第 ２９１ 页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第 ３１ 页ꎮ
«张军大使在安理会非盟自主维和行动供资问题公开会的发言»ꎬ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团网站: ｈｔｔｐ: / / ｕｎ ｃｈｉｎａ －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ｇｏｖ ｃｎ / ｈｙｙｆｙ / ２０２３０５ / ｔ２０２３０５２６＿１１０８３８７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１５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３０ 年» 白皮书ꎮ



新时代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及其在非洲安全治理的实践　

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跨国犯罪和海盗活动ꎻ 在促进南苏丹和平进程中ꎬ 中国

坚定支持伊加特发挥斡旋主渠道的作用ꎬ 并专门倡议并组织了 “支持伊加特

南苏丹和平进程专门磋商” 机制ꎮ
（三） 致力于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和平与安全

全球安全倡议倡导通过对话协商和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ꎬ
以对话弥合分歧ꎬ 以合作化解争端ꎮ 中国多次参与和支持非盟及其他区域组

织的和平对话倡议ꎬ 并提供平台促进各方进行谈判和交流ꎮ 例如ꎬ 自 ２０１３ 年

南苏丹内战爆发以来ꎬ 中国通过外交手段积极参与和平进程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和

９ 月ꎬ 中国先后接待了南苏丹政府和反对派代表ꎬ 听取各方意见ꎻ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出席了在喀土穆举行的 “伊加特南苏丹和平进程专

门磋商” 会议ꎬ 提出了中国推动南苏丹和平进程的 “四点倡议”①ꎬ 并在此基

础上推动与会各方达成了五点重要共识ꎻ 时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

建华大使多次与政府军和反对派组织会面ꎬ 同时在南苏丹、 苏丹、 乌干达、
埃塞俄比亚、 英国、 美国、 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和非洲联盟之间开展 “穿梭

外交”ꎬ 推动各方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ꎮ 中国倡导建立 “非洲之角和平安全构

想”ꎬ 与吉布提、 埃塞俄比亚、 索马里等非洲之角国家建立了地区安全与对话

机制ꎬ 以帮助该地区解决恐怖主义、 海盗问题以及跨境犯罪问题ꎮ 由此可以

看出ꎬ 中国通过多边和双边的对话机制以及外交努力ꎬ 积极劝和促谈ꎬ 推动

了非洲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ꎮ
此外ꎬ 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 “长臂管辖”ꎬ 反对向冲突各

方强加和平方案ꎮ 而西方国家则习惯将经济制裁和军事介入视为促成和平协

议、 恢复地区稳定的工具ꎮ 美国多次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和外交施压 (包括财

产冻结和旅行禁令) 等方式ꎬ 强迫南苏丹领导人履行和平协议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美国对南苏丹的交战双方指挥官实施定向制裁ꎬ 指控其煽动种族暴

力ꎬ 同时宣称要追责煽动暴力的其他人士ꎬ 旨在向南苏丹政府相关人员和危

机参与方施加压力ꎮ②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欧盟也宣布将对两名南苏丹军事领导人

１６

①

②

“四点倡议” 具体内容是: 摒弃武力ꎬ 全面停火ꎻ 尽快组建过渡政府ꎻ 坚定支持伊加特发挥

斡旋主渠道作用ꎻ 尽快缓解人道主义形势ꎮ 参见 «王毅就推动南苏丹和平进程提出中方倡议»ꎬ 载中

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６７６２０３ / ｆｚ＿６７７３１６ / ｎｓｄ＿６７８３０８ / ｎｓｄｘｗ＿
６７８３１４ / ２０１５０１ / ｔ２０１５０１１３＿９３２０４１４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１４ꎮ

Ｕ 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Ｕ Ｓ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ｇｅｎｅｖａ ｕ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ｇｏｖ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０６ / ｕ － ｓ －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ｆｏｒ － ｓｏｕｔｈ － ｓｕｄａｎꎬ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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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旅行禁令并冻结财产ꎬ 同时对苏丹反对派的领袖彼得加德特 (Ｐｅｔｅｒ
Ｇａｄｅｔ) 进行制裁ꎮ① 制裁措施虽然迫使双方暂时回到谈判桌前ꎬ 但是战争并

没有停止ꎮ② 除了采取制裁措施外ꎬ 西方国家主导的军事干预行动存在加剧非

洲国家内部冲突的风险ꎮ 例如ꎬ 在马里危机中ꎬ 法国与马里北部的叛乱族群

图阿雷格人关系紧密ꎬ 因而出现了将反恐军事行动中夺回的城镇交给图阿雷

格人控制的情况ꎬ 引发马里政府和民众的不满ꎮ 此外ꎬ 法军在反恐军事行动

中为亲政府族群提供训练ꎬ 而亲政府族群将反恐活动扩大ꎬ 对与极端分子过

从甚密的富拉尼人实施集体惩罚ꎬ 从而激化了马里中部的族群矛盾ꎮ 由此可

见ꎬ 实现非洲持久的和平与安全需要通过对话合作ꎬ 增进战略互信ꎬ 以合作

谋和平、 以合作促安全ꎬ 单打独斗或迷信武力都无法实现非洲的持久和平ꎮ

四　 标本兼治: 以发展推进非洲可持续安全

可持续安全ꎬ 即以发展和安全并重来实现持久安全ꎮ 发展是安全的基础ꎬ
安全是发展的条件ꎬ 有安全才能保障发展ꎬ 有发展才能促进安全ꎮ “贫瘠的土

地上长不出和平的大树ꎬ 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ꎮ③ 中非携手推进

和平安全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要求ꎬ 是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

动ꎮ 对于非洲而言ꎬ 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ꎬ 也是解决地区安全的 “总钥匙”ꎮ
非洲的安全与发展息息相关ꎬ 实现非洲的持久安全需要聚焦发展主题ꎬ 积极

改善民生ꎬ 缩小贫富差距ꎬ 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ꎬ 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

安全ꎮ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ꎬ 非盟启动了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的第二个十年计划④ꎬ 提出

了阶段性的战略目标ꎬ 其中多处体现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内容ꎮ 例如ꎬ 非盟

提出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包容性、 公平性和可持续性ꎻ 要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制

造业、 工业化和产品附加值增加ꎬ 增强经济的多样化和抗风险韧性ꎻ 增加海

２６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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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Ｌ６Ｎ０ＰＭ２５Ｉꎬ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１５

[南苏丹] 勒本内尔森莫洛: «南苏丹的和平进程与国际社会的作用»ꎬ 沈晓雷编译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５４ 页ꎮ
习近平: «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ꎬ 第１３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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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经济投资ꎬ 提高粮食安全与食物营养安全ꎬ 提升海洋运输安全等ꎮ 在 ２０２４
年中非合作论坛发表的 «北京宣言» 中ꎬ 中方表示将支持非盟发展署—非洲

发展新伙伴关系提出的和平、 安全、 发展三位一体计划ꎬ 支持非盟冲突后重

建和发展中心落实有关计划ꎮ① 中国在参与非洲安全治理实践的过程中ꎬ 坚持

通过发展来促进非洲实现可持续安全ꎬ 从助力非洲国家摆脱贫困、 提升非洲

经济增长动能和促进非洲绿色发展等方面加强与非方的合作ꎮ
（一） 助力非洲国家摆脱贫困

中国在自己脱贫的同时ꎬ 始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ꎬ 力所能及向其他发展

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ꎬ 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最不发达国家摆脱贫困ꎬ 是助推世界摆脱贫困、 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ꎮ②

中国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治理经验ꎬ 并将这些经

验灵活应用到助力非洲摆脱贫困的实践中ꎮ
首先ꎬ 中国基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认知ꎬ 将发展作为解决非洲国家贫困的

根本路径ꎮ 中国高度重视中非经贸合作ꎬ 通过 “一带一路”、 中非经贸博览会

等平台ꎬ 中非经贸合作取得了量的进展和质的提高ꎮ ２０２３ 年ꎬ 中国和非洲的

贸易总额达到了 ２ ８２１ 亿美元③ꎬ 连续 １５ 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ꎮ 在商品

进出口方面ꎬ 中非产品贸易不断提质升级ꎮ 中国对非出口的无人机技术等高新

技术产品、 农业机械、 新能源汽车、 光伏、 锂电池增长明显ꎬ 促进了非洲产业

升级、 农业现代化和绿色转型ꎮ 在投资方面ꎬ 中国对非投资继续增加ꎬ 不仅加

强了基建领域的投资ꎬ 还通过基建项目带动非洲国家产业链、 供应链的升级ꎮ④

非洲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提升ꎬ 改善了减贫的基础条件ꎬ 中非产能合作的不

断加强助力非洲益贫式增长ꎬ 中非之间的贸易畅通则有助于提升贫困人口的

收入水平ꎮ⑤

其次ꎬ 中国在助力非洲脱贫过程中ꎬ 坚持各方共同参与ꎬ 协同推进ꎬ 积

极对接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和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ꎬ 以及非洲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６ 日ꎮ
颜旭: «脱贫攻坚伟大成就的世界意义»ꎬ 载 «解放军报»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ꎮ
王俊岭: «中非经贸合作取得丰硕成果»ꎬ 载 «人民日报» (海外版)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ꎮ
«国务院新闻办就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及中非经贸合作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ꎬ 载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ｌｉａｎｂｏ / ｆａｂｕ / ２０２３０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８８６２９８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１５ꎮ
安春英: «自主知识体系视角下的新时代中非减贫合作»ꎬ 载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７ ~ ８ 页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

各国发展战略ꎬ 大力推动非洲减贫与发展进程ꎮ①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习近平主席

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中国将同非洲国家密切配合

实施减贫惠农工程ꎬ 将为非洲援助实施 １０ 个减贫和农业项目ꎬ 鼓励中国机构

和企业在非洲建设中非农业发展与减贫示范村ꎬ 支持在非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联盟发起 “百企千村” 活动ꎮ② ２０２４ 年ꎬ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布的中非

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中包含兴农惠民伙伴行动ꎮ 为落实这一伙伴行

动ꎬ 中国将向非洲提供紧急粮食援助ꎬ 并建设农业示范区ꎬ 派遣农业专家ꎬ
加强中非农业科创合作ꎬ 同时鼓励中非企业投资农业领域ꎬ 为非洲创造不少

于 １００ 万个就业岗位ꎮ
再次ꎬ 中国重视对非人才培养和农业技术推广ꎬ 增强内生减贫能力ꎬ 致

力于从根本上改善非洲国家的贫困问题ꎮ 中国为非洲国家专门举办多期减贫

研修班③ꎬ 介绍中国减贫经验ꎮ 非洲国家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ꎬ 基

于此ꎬ 中国在非洲国家建立了农业技术示范中心ꎬ 派遣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ꎬ
向当地农民提供培训ꎬ 推广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作物和种植技术ꎮ 例如ꎬ 兰

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科研人员根据非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ꎬ 将中国

的垄沟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到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等国ꎬ 有效提升了非洲当地

旱作农业的生产效率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非

洲分中心正式成立ꎬ 致力于选育适合当地条件的杂交水稻品种ꎮ 当前ꎬ 中国

的杂交水稻已经在 ２０ 多个非洲国家实现了种植ꎮ④

（二） 加强新技术领域合作， 提升经济增长动能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要以创新引领发展ꎬ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历史性机遇ꎬ 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ꎮ 由于科技水平落后ꎬ
非洲国家长期以来依赖低附加值初级产品出口ꎬ 经济增长动能长期不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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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炜鑫等: «大力推动非洲减贫与发展进程»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ꎮ
习近平: «同舟共济ꎬ 继往开来ꎬ 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

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ꎬ 载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 第二卷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４２５ 页ꎮ

减贫研究班主要由中国国际减贫中心承办ꎬ 目前已经举办的研修班主要包括 “中非社会发展

与减贫研修班” “首届非洲基层干部减贫交流研修班” “非洲国家贫困治理与发展研修班” “多哥扶贫

政策与实施官员研修班” “非洲法语国家推进 ＭＤＧ 进程中的减贫与社会发展政策研修班” 等ꎮ 参见中

国国际减贫中心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ｐｒｃｃ ｏｒｇ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４０Ｘ９Ｚｌ２ｇＮ５Ｏꎬ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１５ꎮ
关于杂交水稻在非洲的技术推广情况ꎬ 参见文春晖、 徐海涛: «中国杂交水稻在非洲的技术积

累及其可持续发展»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３１ ~ １５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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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ꎬ 非洲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科技的重要性ꎬ «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七大愿

景的首要目标是建设一个基于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繁荣非洲ꎬ 其中

包括以科学、 技术、 创新为基础的技术革命将广泛展开ꎮ 以科技创新促进

共赢发展是中非人民的共同期待ꎬ 中国重视和非洲的科技创新合作ꎬ 致力

于提升其经济增长动能ꎮ
中国积极同非洲加强科技创新战略沟通与对接ꎬ 分享科技发展经验与成

果ꎬ 推动双方科技人才交流与培养ꎬ 技术转移与创新创业ꎮ 中国与非洲国家

建设了一批高水平的联合实验室ꎬ 创建了中非联合研究中心、 中非创新合作

中心ꎮ①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ꎬ 中非联合发布 “加强中非带路科技创新ꎬ 促进非洲可

持续发展” 倡议ꎬ 各参与方将建立中国科教机构—非盟发展署—国际组织间

科技创新合作与交流机制ꎬ 加强各方科技创新合作、 成果共享和应用及人才

培养ꎮ② 数字发展对于推进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ꎬ 推动数字发展有助于

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ꎮ 中国重视与非洲的数字合作ꎬ 中国积累的

数字化发展经验和较为完整的数字产业生态ꎬ 可为非洲国家的数字化专项

发展提供参考借鉴ꎮ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ꎬ 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发布了 «中非数字

合作发展行动计划»ꎬ 将加强中非在数字政策、 数字基建、 数字创新、 数字

转型、 数字安全、 数字能力等方面的合作ꎬ 共同推进前沿技术发展ꎬ 加强

数字能力建设ꎬ 增强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ꎮ③ 同时ꎬ 中国也加强同非洲国家

在太空技术方面的合作ꎬ 利用遥感数据开展防灾减灾、 卫星导航和精准农

业等领域的合作ꎮ
（三） 促进非洲绿色发展，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安全是非洲面临的重大挑战ꎬ 并可能在未来几十年进一步加深非洲

发展的脆弱性ꎮ 水资源的分布不均ꎬ 土地资源的争夺以及极端气候事件可能

引发更多暴力冲突ꎮ④ 非洲向来重视人与自然和谐ꎬ 认为人是自然界的有机组

成部分ꎬ 应该为子孙后代创建一个良好的环境ꎮ 例如ꎬ 津巴布韦有一个重要

５６

①
②

③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第 ２６ 页ꎮ
«中非联合发布 “加强中非带路科技创新ꎬ 促进非洲可持续发展” 倡议»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ｓｉｌｋｒｏａｄ /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２８ / ｃ＿１１２９８９０３３０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４ － ８ － １５ꎮ
«未来三年共同培养数字人才 ‹中非数字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发布»ꎬ 载央广网: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ｃｎｒ ｃｎ / ｎａｔｉｖｅ / ｇｄ / ２０２４０７３０ / ｔ２０２４０７３０＿５２６８２２６６３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１５ꎮ
Ｊｅａｎ Ｃｈｒｙｓｏｓｔｏｍｅꎬ Ｋ Ｋｉｙａｌａ ａｎｄ Ｇｅｏｆｆ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ａｒｒｉｓ ｅｄｓꎬ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２２ꎬ ｐ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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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叫 “乌卡马” (Ｕｋａｍａ)ꎬ 意为 “关联性”ꎬ 表达的就是人类与非人类世界

的相互关系ꎬ 强调当代人对子孙后代负有责任ꎮ① 中国致力于深化与非洲国

家在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ꎮ 迄今ꎬ 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ꎬ 中

国对非已经实施了上百个清洁能源项目和绿色发展项目ꎬ② 助力非洲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ꎮ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ꎬ 非洲大陆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资源ꎮ 随着中非能源

合作深入发展ꎬ 非洲地区有了越来越多的光伏电站、 风电场和水电站ꎮ 例如ꎬ
由中国电建承建的位于科特迪瓦西部的苏布雷水电站改善了当地以火电为主

的电力能源结构ꎬ 提供了更多的清洁能源ꎮ 中国支持非洲的 “绿色长城项目”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Ｇｒｅｅｎ Ｗａｌｌ)ꎬ③ 与其秘书处联合共建了泛非 “绿色长城” 研究中

心ꎮ④ ２０２２ 年ꎬ 中国支持 “非洲绿色长城” 建设国际研修班在北京举办ꎬ 来

自布基纳法索、 乍得、 马里、 尼日利亚、 毛里塔尼亚、 塞内加尔 ６ 个非洲法

语国家的 ２２ 名高级官员参加培训ꎮ⑤ 同时ꎬ 由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

心开发的 “大数据支持非洲绿色长城建设在线工具” 为非洲绿色长城建设提

供重要支持ꎮ⑥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ꎬ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同发

布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ꎬ 双方决定建立新时代中非应对气候变化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ꎬ 推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框架下项目的实施ꎬ 倡导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可持续发展ꎬ 推动气候融资合作ꎬ 加强绿色发展

合作ꎮ⑦ 此外ꎬ 在中非合作论坛、 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下ꎬ 中国与非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Ｂｅｈｒｅｎｓꎬ Ｋｅｖｉｎ Ｇａｒｙꎬ “Ｍｏｒ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２ － ３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８２

李嘉宝: «中非合作共建更绿色的非洲 (观象台 “八大行动” 结硕果)»ꎬ 载 «人民日报»
(海外版)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ꎮ

该项目是非洲联盟在撒哈拉以南沙漠以及萨赫勒地区的旗舰生态保护项目ꎬ 主要受中国 “三
北” 防护林项目等工程启发ꎬ 旨在通过植树造林、 恢复土地和水资源管理ꎬ 遏制撒哈拉沙漠的扩张和

荒漠化ꎬ 改善萨赫勒地区的生态环境ꎬ 于 ２００７ 年开始启动ꎬ 目标是在萨赫勒地区建造一条长达 ８ ０００
公里ꎬ 宽 １５ 公里的绿色屏障ꎮ 参见绿色长城项目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ｇｒｅｅｎｗａｌｌ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 － ｇｒｅａｔ －
ｇｒｅｅｎ － ｗａｌｌꎬ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１５ꎮ

«新疆生地所荒漠化防治研究团队考察毛里塔尼亚»ꎬ 载中国科学院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ｓ ｃｎ / ｙｘ / ２０１９０３ / ｔ２０１９０３１２＿４６８４５１４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４ － ０７ － ３０ꎮ

«国际竹藤中心 “一带一路” 援外培训综述»ꎬ 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ｇｏｖ ｃｎ / ｃ / ｗｗｗ / ｌｃｄｔ / ５３６５７１ ｊ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４ － ０７ － ３０ꎮ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中国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 (２０２３)»ꎬ 载中国国际

发展知识中心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ｋｄ ｏｒｇ / ｄｅｔａｉｌ? ｄｏｃＩｄ ＝ １７０１４１９９９６８７０２３４１１４ꎬ ２０２４ － ０９ － １３ꎮ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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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国家开展了全方位、 多领域务实的气象领域合作ꎮ 目前ꎬ 中国在津巴布韦、
肯尼亚、 纳米比亚、 喀麦隆、 苏丹、 几内亚等非洲国家先后实施了气象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 (如搭建自动气象站、 人工气象观测系统、 风云三号卫星数据

接收处理系统等)ꎬ 为非洲国家开展气象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支

持ꎮ 同时ꎬ 中国为 ５２ 个非洲国家提供了 ３ ９６３ 人次的短期和长期气象交流①ꎻ
开展以海洋技术与管理为主题的培训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海洋低碳经济ꎬ 促

进生态环境保护和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ꎻ 开展以森林执法为主题的培训ꎬ
分享中国在森林资源保护方面的经验ꎬ 推动非洲国家森林可持续经营ꎮ

五　 结语

总体国家安全观倡导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全球安全观ꎬ② 是新时代

中国的安全理念在解决全球安全问题领域的重要体现ꎬ 是一种大安全的理念ꎬ
强调安全问题的多样性、 联动性和动态性ꎮ 共同安全、 综合安全、 合作安全、
可持续安全 ４ 个方面构成了一个整体ꎬ 各个部分相互关联ꎬ 相互影响ꎬ 是辩

证统一的关系ꎬ 强调系统的思维和方法ꎬ 用普遍联系的、 发展变化的、 统筹

兼顾的视角来看问题ꎬ 充分把握了全局与局部、 当前和长远的关系ꎮ 中国的

全球安全观为解决当前非洲的安全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ꎬ 符合当前非洲的安

全需要ꎮ 在这一安全观的指引下ꎬ 中国充分尊重非洲国家意愿ꎬ 坚持不干涉

内政ꎬ 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ꎬ 积极探索建设性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ꎬ
始终从促进国际共同安全的高度出发ꎬ 推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关注非洲安全

问题ꎬ 加强与各方合作ꎬ 综合施策治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ꎬ 提升其

安全治理能力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还通过可持续发展来促进非洲实现可持续安

全ꎮ 当然ꎬ 非洲安全问题最终还是要靠非洲人自己解决ꎬ 需要通过构建自身

的安全治理体系和实现充分的发展来保障自身安全ꎮ 目前ꎬ 非洲国家维护自

身安全的能力还很有限ꎬ 必须久久为功ꎬ 善作善成ꎮ 未来ꎬ 中非应进一步加

强双方在和平安全理念方面的交流互鉴ꎬ 凝聚共识ꎬ 携手推进和平安全的现

代化ꎬ 在国际安全领域共同发声ꎬ 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ꎬ

７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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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全方位、 多领域务实气象合作成果丰硕»ꎬ 载央视网: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２４ / ０９ /
０６ / ＡＲＴＩ７ＰｒＰＦＯｖＳ９ｕＯａ１ＵＣｘｒｈ６Ｄ２４０９０６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４ － ０９ － ０６ꎮ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ꎬ 第 １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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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 “全球南方” 国家在促进世界和平的过程中发挥

更大作用ꎮ
中国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理念和模式得到了非洲及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ꎮ

马里前总理穆萨马拉 (Ｍｏｕｓｓａ Ｍａｒａ) 表示ꎬ “中国的维和人员不仅是一支

和平力量ꎬ 同时也是一支发展力量赢得了马里人民的心ꎮ”① 美国学者丽

娜本阿卜杜拉 (Ｌｉｎａ Ｂｅｎａｂｄａｌｌａｈ) 认为ꎬ “中国目前对自己在非洲安全建设

中的角色定位是通过能力建设项目促进发展ꎬ 这种发展—安全观与很多非洲

领导人的观念契合ꎮ”② 她在另一篇文章中表示ꎬ “中国的发展促安全方式对

于促进马里的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有着重要意义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

的非军事性的发展介入为军事性干预手段创造了附加价值ꎮ”③ 加拿大学者罗

伊斯德梅洛 (Ｒｏｙｃｅ Ｄｅ Ｍｅｌｏ) 认为ꎬ 非洲国家普遍欢迎中国的这种不干

涉其政治的方式ꎬ 这与西方经常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中强调所谓人权和政

治环境 (改善) 的做法截然不同ꎮ④ 马里学者约罗迪亚洛 (Ｙｏｒｏ Ｄｉａｌｌｏ) 指

出ꎬ “中国政府和企业积极帮助非洲国家抗击疫情、 恢复生产、 发展经济ꎬ 对

非洲国家的安全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ꎮ”⑤ 苏丹前外长易卜拉辛甘杜尔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Ｇｈａｎｄｏｕｒ) 表示ꎬ “中国是苏丹和地区安全的关键伙伴”ꎮ⑥ 上述评价

充分证明了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得到了国际社会和非洲各方的普遍认同ꎬ 也必

将在非洲安全治理和非洲的和平事业中发挥更大的影响与积极作用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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