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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非三方合作: 中国何以作为?∗

张　 春

①

　 　 内容提要　 自 ２００６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ꎬ 以美欧为代表

的国际社会持续要求与中国开展涉非三方合作ꎮ 而且自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

融危机以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在涉非三方合作方面

的政策空间ꎬ 进而推动中国逐渐从 “被动应对” 向 “主动塑造” 转变ꎮ
中国已经与多个重要的非洲伙伴国围绕涉非三方合作开展了政策磋商ꎮ
尽管中国政府已提出 “非洲提出、 非洲同意、 非洲主导” 的涉非三方

合作指导原则ꎬ 但塑造这一合作其他方面的努力尚不充分ꎮ 中国主动塑

造涉非三方合作需要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 一是识别出重要的合作领

域ꎻ 二是发现潜在的合作伙伴ꎻ 三是完善政策性保障体系ꎮ
关 键 词　 中非关系　 三方合作　 主动塑造　 政策设计

作者简介　 张春ꎬ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　 ２００２３３)ꎮ

自 ２００６ 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暨北京峰会成功召开后ꎬ 以美

欧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对与中国在非洲开展三方合作的呼声便持续不断ꎮ 而且ꎬ
自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ꎬ 特别是随着国际权势转移趋势日益明显ꎬ
国际社会要求与中国开展涉非三方合作的压力事实上得到缓解ꎬ 中国推进这

一合作的政策空间大有改善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ꎬ 李克强总理于 ２０１４ 年首度

提出 “非洲需要、 非洲同意、 非洲参与” 的涉非三方合作指导原则ꎬ 习近平

主席又于 ２０１５ 年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正式

将其升级为 “非洲提出、 非洲同意、 非洲主导”ꎮ 据此ꎬ 我们可以认为ꎬ 与最

３

① 感谢本文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中肯修改意见与建议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初防守性地回应 “是否” 开展涉非三方合作不同ꎬ 当前中国正开始主动塑造

涉非三方合作原则、 内容和形式ꎮ 中国虽已提出完整和合理的涉非三方合作

指导原则ꎬ 但仍需识别其重点合作领域、 潜在合作伙伴并完善相关的政策保

障体系ꎮ 唯有如此ꎬ 涉非三方合作才能有利于中非关系和非洲的可持续发展ꎬ
有利于中国全球治理能力的提升ꎬ 从而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完善与发展贡

献力量ꎮ

涉非三方合作政策空间的演变

２００６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召开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ꎬ 此后

美国和欧洲国家纷纷提议与中国开展涉非三方合作ꎮ 但由于此前的中非关系

更多是恢复性发展①ꎬ 中国尚不完全具备开展平等、 公正的涉非三方合作的能

力ꎮ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ꎬ 不只是缓解了中国涉非三方合作的压力ꎬ
更是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缓冲ꎬ 以推进中非关系的发展ꎬ 进而为主动塑

造涉非三方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实力基础ꎮ 今天ꎬ 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不再是

“是否” 开展涉非三方合作ꎬ 而是 “如何” 推进三方合作以实现其效用最大

化ꎬ 为中非合作和非洲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最大力量ꎮ
(一) 被动应对时期: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

在 ２００６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之前ꎬ 西方国家的主要注意力投向

美国所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ꎬ 对中非合作的进展缺乏充分关注ꎮ 在这一背景

下ꎬ 对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际社会而言ꎬ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成功召

开使其陷入一种 “战略焦虑” 甚至 “战略臆想狂” 之中ꎬ 认为中国进入了其

后院ꎬ 并会将其 “挤出” 非洲ꎮ② 这样ꎬ 在各种非理性的批评甚至攻击之外ꎬ
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施加了巨大压力ꎬ 试图推进涉非三方合作ꎮ

欧盟主要通过双边和单边主义方式对中国施加压力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应欧盟要

求ꎬ 非洲问题首次出现在中欧联合声明中ꎮ 这是自 １９９８ 年中欧领导人会晤以

来的首次ꎬ 具体涉及三方面内容: 一是在全球层面ꎬ 强调围绕联合国 “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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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非关系在 ２００６ 年以前很大程度上仍是恢复性发展的论述ꎬ 可参见张春: «中非关系:
应对国际对非合作的压力和挑战»ꎬ 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４ 页ꎮ

有关这一阶段西方对中非关系、 中非合作论坛的态度的总体描述ꎬ ｓｅｅ Ｔｏｍ Ｃａｒｇｉｌｌ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ꎬ ２００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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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 和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支持非洲ꎻ 二是在对非关系层面ꎬ 双方承

诺共同为非洲的和平、 稳定、 可持续发展作出努力ꎬ 但互不干涉对方同非洲

的合作事务ꎻ 三是在中欧关系层面ꎬ “双方同意建立非洲问题对话机制ꎬ 并探

索与非洲伙伴开展务实合作的渠道ꎬ 包括支持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ꎬ 以实

现 ‘千年发展目标’”ꎬ 双方也表明了对对方与非洲合作机制的支持ꎬ 分别是

中非合作论坛和有关援助有效性的 «巴黎宣言»ꎮ① ２００７ 年的中欧领导人会晤

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前述表述模式ꎬ 但更加明确地指出ꎬ “双
方同意继续进行中欧非洲问题对话ꎬ 并积极探索在适当领域开展中欧非三方

合作的有效方式和途径”ꎮ②

２００８ 年ꎬ 由于第 １１ 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延期举行ꎬ 欧盟决定采用单边主义

方式对中国施压ꎮ 同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ꎬ 欧盟出台文件声称ꎬ 中欧非三边合作将

共同努力促进非洲发展和提升援助有效性ꎬ 并提出 ４ 个合作优先目标: 强化

安全与支持维和行动ꎻ 发展可持续基础设施以强化互联互通和地区一体化ꎻ
在促进经济和商业增长的同时保护环境、 管理自然资源ꎻ 提高农业产量、 产

品质量和粮食安全ꎮ③

与欧盟相比ꎬ 中国和美国官方并未就中 － 美 － 非三方合作展开讨论ꎬ 特

别是该议题并未进入自 ２００６ 年下半年正式创设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中ꎮ 直

到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ꎬ 中美双方才 “决定在下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ꎬ 就政策

规划、 非洲、 拉美、 南亚、 中亚事务举行新一轮对话ꎬ 加强两国在地区和国

际问题上的协调合作”ꎮ④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和美国已就涉非三方合作达成

任何共识ꎮ
在政府层面外ꎬ 多个美欧研究机构围绕涉非三方合作制造舆论、 提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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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ꎬ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９ 月ꎬ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 ６７６２０３ / ｏｚ ＿ ６７８７７０ / １２０６ ＿ ６７９９３０ / １２０７ ＿ ６７９９４２ / ｔ２７１ ０９５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６ꎮ

«第十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ꎬ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ꎬ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 ６７６２０３ / ｏｚ ＿ ６７８７７０ / １２０６ ＿ ６７９９３０ / １２０７ ＿ ６７９９４２ / ｔ３８６５１８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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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ｎａｌ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７ꎬ ２００８ꎬ ｈｔｔｐ: / / ｅｕｒ －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ＡＬＬ / ? ｕｒｉ ＝ ＵＲＩＳＥＲＶ: ｒｘ０００２ꎬ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１６

«２０１１ 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成果清单»ꎬ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ꎬ 载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ｚｍｇｘ / ｚｌｙｊｊｄｈ /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３ / ｔ８２１７９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 －０２ －１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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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ꎬ 如德国发展研究所 (ＤＩＥ)、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 (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等ꎮ 相应地ꎬ 中外智库的相关对话也迅速增加ꎮ 例如ꎬ
由南非布伦特斯特基金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国苏

利文基金会联合主办的 “非洲 － 中国 － 美国三方对话会”ꎬ 于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

共举行了 ３ 次ꎬ 发表的会议文件表示三方可以确立一致的合作战略ꎮ①

需要指出的是ꎬ 这一时期欧美有关涉非三方合作的讨论仍带有明显的居

高临下心态ꎬ 试图规范或引导中非关系的发展ꎬ 同时给中非合作带来了巨大

压力ꎮ② 基于提高自身发展能力、 增强国际谈判筹码等关切ꎬ 非洲尤其担忧潜

在的 “中国加入西方阵营” 可能ꎬ 进而对三方合作的反对尤其强烈ꎮ③ 因此ꎬ
中方的谨慎和非方的反对很大程度都属于被动防守ꎬ 因为任何潜在的涉非三

方合作都将被美欧所主导ꎬ 中非双方将丧失所有的主动权和所有权ꎮ
(二) 能力培育时期: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突发ꎬ 加上随后而来的欧洲债务危机与欧元危机ꎬ
缓解了中国在涉非三方合作方面的战略与舆论压力ꎬ 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战

略缓冲ꎮ 基于此ꎬ 中国充分利用这一机遇ꎬ 强化自身在涉非三方合作方面的

战略规划、 议题设置、 谈判战术等能力ꎬ 为主动塑造涉非三方合作奠定了扎

实的基础ꎮ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际社会对快速发展的中非合作的关注大大下降ꎬ

这相当明显地体现在中国与欧美的战略性对话中ꎮ 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举行的第

１２ 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发表的联合声明中ꎬ 有关非洲的内容只剩下一条ꎬ 即双

方 “欢迎中国、 欧盟和非洲三边对话ꎬ 同意探讨合作的适当领域ꎮ 双方重申

支持全面、 及时地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ꎬ 支持非洲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早日复

苏ꎮ”④ 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３ 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仅提及在亚丁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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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 中国 － 美国三方对话会议最后文件»ꎬ 张永蓬译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６３ ~ ６５ 页ꎮ
张春: 前引文ꎬ 第 ３３ ~ ４２ 页ꎮ
Ｃｈｒｉｓ Ａｌｄｅｎ ａｎｄ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Ｓｉｄｉｒｏｐｏｕｌｏｓꎬ “Ａｆｒｉｃａ － Ｃｈｉｎａ － ＥＵ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ｉｔｆａｌｌｓ”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ｏｔｅꎬ Ｎｏ １１ꎬ ２００９ꎬ Ｔｈｅ Ｎｏｒｄｉｃ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 ｐ ５ 需要指出的是ꎬ 学

术界有关非洲反对三方合作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多见ꎬ 但在各种国际性讨论中ꎬ 非洲官员和学者对三方

合作的反对声音总是相当高的ꎮ
«第十二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ꎬ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６７６２０３ / ｏｚ＿ ６７８７７０ / １２０６＿ ６７９９３０ / １２０７＿ ６７９９４２ / ｔ６３０１
３３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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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海盗开展合作是积极步骤ꎬ 并同意探讨进一步合作的领域ꎮ 此后ꎬ 非洲

议题事实上从中欧领导人会晤中消失ꎬ 除 ２０１３ 年 «中欧合作 ２０２０ 战略规划»
提及非洲外ꎬ 历次领导人会晤后的联合声明都使用 “应就全球和地区问题开

展更紧密的合作” 或 “就具有全球重大影响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对话与沟

通” 的措辞ꎮ 换句话说ꎬ 由于自身困境ꎬ 欧盟对涉非三方合作的关注度在这

一时期事实上逐渐降低ꎬ 从 ２０１１ 年起基本不再提及这一问题ꎮ 相似的情况也

发生在中美关系中ꎮ 尽管 ２０１１ 年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提及中国和美国

要就非洲问题举行政策对话ꎬ 但事实上在此后的两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

成果清单中ꎬ 均未提及非洲问题ꎮ
当然ꎬ 这并不意味着美欧完全不再关注涉非三方合作问题ꎮ 在学术界仍

高度关注涉非三方合作的同时ꎬ 美欧发达国家对中非合作仍高度敏感ꎬ 并从两

个方向围绕涉非三方合作对中国施加压力ꎮ 一方面ꎬ 美欧在国内营造有关涉非

三方合作的舆论ꎬ 特别是将自身置于可能纠正中非合作的 “错误” 的道德高地

上ꎬ 如仅在 ２０１１ 年ꎬ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访非时曾两度影射中

非关系ꎮ 另一方面ꎬ 尽管美欧因深陷金融危机ꎬ 对非事务心有余而力不足ꎬ 但

以美欧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仍试图通过发展不包含中国的涉非三方合作ꎬ 如美 －
印 －非对话、 印 －日 －非对话等ꎬ 间接对中国施加压力ꎮ

国际社会对涉非三方合作的压力缓解ꎬ 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能力培养缓

冲期ꎮ 这一时期ꎬ 中非关系在前期基础上取得长足进展ꎬ 特别是自 ２００９ 年

起ꎬ 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国ꎬ 同时在发展合作和投资等方面也

成为非洲的重要伙伴ꎮ 尤其重要的是ꎬ 中国主动抓住机遇ꎬ 加速自身在涉非

三方合作方面的能力培养ꎬ 其中最重要的是与多个国家开展围绕非洲事务的

政策磋商ꎮ 如表 １ 所示ꎬ 自 ２００５ 年与美国开始非洲事务磋商到 ２０１２ 年ꎬ 中国

已经与非洲的主要合作伙伴建立了磋商机制ꎮ 例如ꎬ 中国与美国就非洲事务

磋商基本保持两年一次ꎬ 中国与欧盟、 法国、 英国均为一年一次ꎬ 与日本和

韩国围绕非洲事务的磋商由于中、 日、 韩领导人峰会的中断而相应中断ꎬ 与

印度于 ２０１２ 年举行过一次非洲事务磋商ꎮ
由此ꎬ 正是大量的政策磋商 (参见表 １) 使中国对各国对非政策和涉非

三方合作的意图等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ꎬ 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利用自身的比较

优势ꎬ 特别是中非合作的快速发展ꎬ 为下一阶段主动塑造涉非三方合作奠定

了扎实的基础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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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国与第三国的非洲事务磋商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６ 年)

对象国 起始年份 已举行轮次

美国 ２００５

共 ７ 轮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 ３ 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 ２ 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 ２ 轮

欧盟 ２００５

共 ９ 轮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 ４ 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 ４ 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 １ 轮

法国 ２００６

共 １１ 轮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 ３ 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 ５ 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 ３ 轮

日本、 韩国 ２００８

共 ５ 轮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 １ 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 ３ 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 １ 轮

英国 ２００８

共 ８ 轮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 ２ 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 ４ 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 ２ 轮

印度 ２０１２ 共 １ 轮

俄罗斯 ２０１４ 共 １ 轮

德国 ２０１６ 共 １ 轮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相关信息制作ꎮ

(三) 主动塑造时期: ２０１４ 年以来

自 ２０１４ 年起ꎬ 中国在涉非三方合作方面变得更加积极ꎬ 进入主动塑造

时期ꎮ
一方面ꎬ 中国政府在较短时间内提出并升级了涉非三方合作的指导原则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８ 日ꎬ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 ２４ 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上发表

致辞ꎬ 指出ꎬ “中方也愿与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加强协作ꎬ 在 ‘非洲需要、 非

洲同意、 非洲参与’ 的原则下ꎬ 探讨在非洲开展三方和多方合作ꎬ 共同为非

洲发展建设作贡献”ꎮ① 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有关涉非三方合作的指

８

① 李克强: «共同推动非洲发展迈上新台阶———在第 ２４ 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上的致辞»ꎬ 载

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 ＿ ６７４９７９ / ｙｗｚｔ ＿ ６７５０９９ / ２０１４ｚｔ ＿
６７５１０１ / ｌｋｑｚｌｆｗｓｓ＿ ６７５１３５ / ｚｘｘｘ＿ ６７５１３７ / ｔ１１５４１４１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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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原则ꎮ 根据上述原则ꎬ 涉非三方合作应以非洲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ꎬ 以非

洲的同意为前提ꎬ 争取确保非洲的全程参与ꎮ①

基于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访美期间中美双方就在第三方合作达成的

“受援国提出、 受援国同意、 受援国主导” 原则ꎬ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外交部长王

毅的 “蓝厅论坛” 讲话和 １２ 月公布的第二份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中ꎬ 中

国政府提出了升级版的涉非三方合作指导原则: “中国赞赏国际社会采取建设

性行动、 支持和帮助非洲实现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努力ꎬ 愿本着 ‘非洲

提出、 非洲同意、 非洲主导’ 原则ꎬ 以积极、 开放、 包容的态度同其他国家

及国际和地区组织加强协调与合作ꎬ 在非洲探讨开展三方和多方合作ꎬ 共同

为非洲实现和平、 稳定、 发展作出贡献ꎮ”②

此后ꎬ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 “非洲提出、 非洲同意、 非洲主导” 原则对涉

非三方合作的重要指导意义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

内斯堡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上ꎬ 外交部和商务部均明确强调ꎬ 中方一直

秉承 “非洲提出、 非洲同意、 非洲主导” 原则ꎬ 同非洲其他合作伙伴探讨开

展三方合作或多方合作ꎮ③ 又如ꎬ 外交部长王毅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７ 日在谈及对非

伙伴关系时指出ꎬ 有关各方一定要遵循 “非洲提出ꎬ 非洲同意ꎬ 非洲主导”
原则ꎬ 才能确保对非伙伴关系取得成效ꎮ④

另一方面ꎬ 中国还多管齐下ꎬ 推动涉非三方合作的落实ꎮ 进入 ２０１４ 年

后ꎬ 中国政府不仅延续了与美国、 欧盟、 法国、 日本、 韩国、 英国等围绕非

洲事务的政策磋商机制ꎬ 还新启动了与俄罗斯和德国的非洲事务磋商ꎮ 例如ꎬ
落实中 －法 －非三方合作的相关举措明显加速ꎬ 中 － 法 － 非三方合作研讨会

先后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和 ４ 月在巴黎和北京召开ꎬ 重点聚焦基础设施、 能源、 交

９

①
②

③

④

张春: 前引文ꎬ 第 ４１ ~ ４２ 页ꎮ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ꎬ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 ６７４９７９ / ｙｗｚｔ＿ ６７５０９９ / ２０１５ｎｚｔ / ｘｚｘｆｆｇｃｘｑｈｂｈ＿ ６８４９８０ / ｚｘｘｘ＿ ６８４９８２ / ｔ１３２１５５６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８ꎮ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将举行»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３ 日ꎻ «商务部: 中国将随国力增强增加对非援助»ꎬ 载凤凰网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６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６０７２６ / ４９６６６２４７＿ ０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８ꎮ

«王毅: 发展对非伙伴关系ꎬ 为非洲人民带来实在益处»ꎬ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８ 日ꎬ 载中国外交部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 ６７３０８９ / ｘｇｈｄ＿ ６７３０９７ / ｔ１４３９５７０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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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农业、 卫生、 可持续发展等领域ꎮ① 中、 法金融机构也在积极商讨建立中

法共同基金ꎬ 为开展三方合作提供融资支持ꎬ 助力更多的合作项目落地ꎮ 显

然ꎬ 中 －法 －非三方合作已换挡提速ꎬ 正在驶入快车道ꎮ② 又如ꎬ 中 － 美 － 非

和平安全磋商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正式启动ꎬ 先后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７ 月和 １１ 月举

行了第二、 第三和第四次磋商ꎬ 对推动中 － 美 － 非和平安全合作有着积极

作用ꎮ

目前阶段ꎬ 中国涉非三方合作的主要伙伴是美国、 法国和英国ꎮ 以 ２０１４

年西非地区埃博拉疫情暴发时的合作为基础ꎬ 中、 美在 ２０１６ 年第八轮中美战

略与经济对话中围绕加强非洲公共卫生能力达成合作共识ꎬ 双方共同承诺与

非盟及其成员国一道推动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简称 “非洲疾控中心”)

的规划和运营ꎬ 与非洲疾控中心协作规划活动的实施ꎬ 加强技术能力ꎬ 共同

开展公共卫生培训和提高非洲公共卫生专家能力ꎮ 此外ꎬ 中、 美双方还围绕

非洲粮食安全特别是支持非盟 “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 等展开了合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底ꎬ 在李克强总理访问法国后ꎬ 中、 法双方围绕在第三方市场合

作发展问题发表了单独的联合声明ꎬ 强调 “中、 法愿鼓励和支持两国企业在

第三方市场开展或加强合作”ꎻ 并指出在第三方市场合作应遵循 “企业主导ꎬ

政府推动ꎻ 平等协商ꎬ 互利共赢ꎻ 互补、 互利、 开放、 包容” 等原则ꎬ 明确

非洲是中、 法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点地区ꎮ③ 在同年 １０ 月习近平主席对英

国的访问中ꎬ 中、 英双方表示 “愿进一步加强国际产能合作ꎬ 并对开展三方

合作持开放态度”④ꎬ 其具体成果中也有多项涉及非洲ꎬ 如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

司与英国国际发展部签署 «关于促进非洲投资和出口合作备忘录»、 商务部与英

国国际发展部签署 «关于加强发展合作ꎬ 有效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伙伴关系

０１

①

②

③

④

«翟隽大使在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 “聚焦非洲” 研讨会上的讲话»ꎬ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ꎬ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ｍｂ － ｃｈｉｎｅ ｆｒ / ｃｈｎ / ｔｔｘｗ / ｔ１３４０９８５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９ꎮ

徐惠喜: «中法非三方合作换档提速»ꎬ 中非合作论坛ꎬ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ꎬ 载中国外交部网

站: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ｌｔ / ｃｈｎ / ｚｆｇｘ / ｚｆｇｘｊｍｈｚ / ｔ１３６０１９５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８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ꎬ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ꎬ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 ６７４９７９ / ｙｗｚｔ＿ ６７５０９９ / ２０１５
ｎｚｔ / ｌｚｌｃｘｂｌｓｆｇｏｍ＿ ６７４９９１ / ｚｘｘｘ＿ ６７４９９３ / ｔ１２７７６７０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１８ꎮ

«中英关于构建面向 ２１ 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ꎬ 载中国

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 ６７４９７９ / ｙｗｚｔ＿ ６７５０９９ / ２０１５ｎｚｔ / ｘｊｐｄｙｇｊｘｇｓ
ｆｗ＿ ６８４２８３ / ｚｘｘｘ＿ ６８４２８５ / ｔ１３０８３００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１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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谅解备忘录»、 中英联合撤侨室内推演①、 探讨建立中英国际维和合作机制等ꎮ②

涉非三方合作的领域识别

当下ꎬ 涉非三方合作的核心问题已从十余年前的 “是否开展” 转向了

“如何开展”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大多数有关涉非三方合作的讨论往往缺乏对非

洲自身需求的真正关注ꎬ 而是假设这一合作必然有利于非洲ꎮ③ 因此ꎬ 要使涉

非三方合作真正有利于非洲可持续发展和中非合作ꎬ 就必须首先准确识别合

作的重要领域ꎬ 其前提则是对非洲长期可持续发展根本需求的准确判断ꎮ
(一) 涉非三方合作领域识别的基础

由于非洲国家众多、 地区差异较大ꎬ 因此就作为整体的涉非三方合作而

言ꎬ 其合作领域识别应主要从全球和非洲大陆两个层次上加以分析ꎬ 分别聚

焦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以下简称 «２０３０ 年议程») 和 «非洲

２０６３ 年议程»ꎮ
１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议程»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第 ７０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替代 ２０００ 年起实施的联合国 “千

年发展目标” 的 «２０３０ 年议程»ꎮ «２０３０ 年议程» 共计有 １７ 项目标 (Ｇｏａｌｓ)、
１６９ 项具体目标 (Ｔａｒｇｅｔｓ)ꎬ 因此也被称作 “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ꎬ 从内

容上可以分为 ４ 组: 第 １ ~ ７ 项目标涉及消除贫困与饥饿ꎬ 保障受教育权利ꎬ
促进性别平等ꎬ 享有改善的水、 环境卫生和能源服务等ꎬ 主要体现保障人自

身发展的基本需求ꎬ 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ꎻ 第 ８ ~ １１ 项目标涉及实现

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就业、 可持续工业化和创新ꎬ 减少不平等ꎬ 建设可持续城

市和人类住区ꎬ 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等ꎬ 重心是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

会包容ꎻ 第 １３ ~ １５ 项目标涉及应对气候变化ꎬ 保护海洋资源和陆地生态系

统ꎬ 强调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ꎻ 第 １６ ~ １７ 项涉及制度建设、 实现方式 (执行

１１

①

②

③

尽管未明示未来的潜在合作地区是非洲ꎬ 但在该项目进入政策议程前ꎬ 英国驻华武官西蒙
列维 (Ｓｉｍｏｎ Ｌｅｖｅｙ) 在与笔者就此深入交流时明确其聚焦地区是非洲ꎬ 并试图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就此开展合作ꎮ 笔者对西蒙列维访谈ꎬ 北京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ꎮ
«习近平访英期间双方成果清单披露ꎬ 涉政商领域近 ６０ 项»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ꎬ 载澎湃国

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１３８７８２６ꎬ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１８ꎮ
Ｌｕｋｅ Ａ Ｐａｔｅｙ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Ｌａｒｇｅꎬ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ＤＩＩ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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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 和构建伙伴关系ꎬ 旨在通过国际合作加强各项目标的落实ꎮ
如果从 «２０３０ 年议程» 与 “千年发展目标” 的相互关联看ꎬ 又可将

«２０３０ 年议程» 目标分为三类: 一是继续推进 “千年发展目标” 中未完成目

标的相关目标ꎬ 如消除贫困、 改善教育与卫生状况等ꎮ 当然ꎬ «２０３０ 年议程»
对所有未完成的 “千年发展目标” 都有所升级ꎬ 提高了门槛ꎮ 二是新增大量

可持续发展目标ꎬ 如包容性发展、 气候变化、 可持续消费与生产、 海洋环境

保护、 生态系统保护、 和平与包容社会等ꎮ 三是提出与执行手段、 全球伙伴

关系的相关目标ꎬ 共计 ６２ 项具体目标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在 «２０３０ 年议程» 正式形成之前ꎬ 非洲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起

开始讨论非洲的具体关切ꎬ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形成了非洲的共同立场ꎬ 也被称

作 “非洲发展议程”ꎮ 根据这一议程ꎬ 非洲主要强调六方面: 经济结构转型与

包容性增长ꎻ 科技创新ꎻ 以人为本的发展ꎻ 环境可持续性、 自然资源管理及

灾害风险管理ꎻ 和平与安全ꎻ 融资与伙伴关系ꎮ① 尽管这一议程本身的具体目

标和指标不够清晰ꎬ 但的确能够看出非洲的主要关切ꎮ
２ 非洲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及其第一个十年规划

相比非洲对 «２０３０ 年议程» 的共同立场ꎬ 非洲大陆着眼于非洲统一组织

成立 １００ 周年 (即 ２０６３ 年) 而制定的非洲大陆面向未来 ５０ 年的社会 － 经济

转型战略框架ꎬ 对识别涉非三方合作的潜在领域更有意义ꎮ «２０６３ 年议程»
以非洲大陆自 １９６３ 年非洲统一组织成立以来的各种发展战略规划或议程为基

础ꎬ 旨在推动实现非洲国家、 地区和大陆层次的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ꎬ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正式启动讨论ꎬ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获得通过ꎮ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在

拟定过程中展开了广泛咨询ꎬ 最终提出支撑议程的 ７ 大愿景和 １７ 个行动领

域ꎮ② 由此看ꎬ «２０６３ 年议程» 是为所有非洲人的福祉而优化非洲资源使用的

全球战略ꎮ 考虑到这一愿景的长期性ꎬ 非盟决定通过连续的十年执行规划

(共计 ５ 个) 将愿景目标转化为具体政策行动ꎬ 第一个十年执行规划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正式公布ꎮ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第一个十年规划首先确立了该议程的 １２ 个旗舰项目

２１

①

②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ＣＡＰ)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２０１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ｄａ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ꎬ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７ － ２１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６３: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ｅ Ｗａｎｔꎬ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Ｖｅｒｓｉｏｎꎬ 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ꎬ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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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ａｇｓｈｉ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ꎬ 包括: 高速铁路网、 泛非网络大学、 泛非大宗商品战略、
每年一次的非洲论坛、 到 ２０１７ 年建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泛非护照与人员

自由流动、 大英加大坝、 泛非信息网络、 “２０２０ 年枪声沉寂计划” (Ｓｉｌ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ｕｎｓ ｂｙ ２０２０)、 非洲太空战略、 单一非洲航空市场ꎬ 以及非洲金融机构

建设ꎮ①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第一个十年规划同时规定了国别与地区经济共同体、 大

陆两个层次的近期发展优先项目ꎮ 在各国及地区经济共同体层次上ꎬ 共有 １２
项: 可持续与包容性经济增长ꎻ 人力资源发展ꎻ 农业 (附加值) 与农业加工

业发展ꎻ 就业特别是青年与妇女就业增长ꎻ 社会保障ꎻ 性别、 妇女发展与青

年赋权ꎻ 良治ꎻ 基础设施发展ꎻ 科技创新ꎻ 基于制造业的工业化ꎻ 和平与安

全ꎻ 文艺体育ꎮ 在大陆层次上则重点发展以下 ６ 大框架: 非洲农业综合发展

计划 (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ＣＡＡＤＰ)、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ＰＩＤＡ)、 非洲矿业愿景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Ｖｉｓｉｏｎꎬ ＡＭＶ)、 非洲科技创新战略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ＳＴＩＳＡ)、 非洲区域内贸易促

进计 划 (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Ｉｎｔｒ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ｄｅꎬ ＢＩＡＴ )、 非 洲 工 业 发 展 加 速 计 划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ＩＤＡ) 等ꎮ②

相比 «２０３０ 年议程» 的非洲共同立场和作为整体的 «２０６３ 年议程»ꎬ 第

一个十年规划有着相对详细的目标和指标体系ꎬ 对非洲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

优先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ꎮ
(二) 涉非三方合作的潜在领域

如果我们将前述的 «２０３０ 年议程» 和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的优先领域相结

合ꎬ 就能初步识别出涉非三方合作的潜在领域ꎬ 这对未来 １０ ~ １５ 年的涉非三

方合作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ꎮ 一方面ꎬ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议程» 旨在推进

全球可持续发展ꎬ 对非洲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有着指导性意义ꎬ 其中诸多目标

和具体目标也适用于非洲ꎻ 另一方面ꎬ 非洲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特别是其第一个

十年执行规划是根据非洲自身情况和愿望而设计的ꎬ 更加符合非洲的现实需

要ꎮ 具体而言ꎬ 未来 １０ ~ １５ 年内ꎬ 涉非三方合作的潜在领域大致包括以下方

３１

①

②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６３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ｅ Ｗａｎｔ: Ｆｉｒｓｔ Ｔｅｎ － Ｙｅａ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３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１５ － １６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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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表 ２):

表 ２　 涉非三方合作的潜在领域

领　 域 具体领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２０３０ 年议程»

经济发展

基础设施 √ √

基于制造业的工业化 √

农业产业 √ √

资源开发与管理 √ √

国内资源动员 √ √

数据统计能力 √

和平与安全
２０２０ 年枪声沉寂计划 √

非洲和平安全架构 √

社会治理

妇女与青年赋权 √ √

民族关系治理

社会保障体系 √

文化教育
泛非主义、 非洲文化复兴 √

基础教育与人力资源 √
〗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下列资料自制: ｓｅｅ: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６３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ｅ
Ｗａｎｔ: Ｆｉｒｓｔ Ｔｅｎ － Ｙｅａ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３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ꎻ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ＡＰ)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２０１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ｄａꎬ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ꎬ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ꎻ 联合国: «变革我们的世界: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ꎬ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大会

决议ꎬ 联合国文件ꎬ Ａ / ＲＥＳ / ７０ / １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ꎮ

１ 经济发展

非洲大陆目前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ꎬ 尽管在过去 １０ 余

年里始终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ꎮ 由于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较

差ꎬ 非洲的发展关注并非 «２０３０ 年议程» 中着重强调的可持续发展ꎬ 而是水

平相对较低的领域ꎬ 具体包括: 一是为非洲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性

环境支撑的基础设施建设ꎬ 非洲已将高速铁路网和单一航空市场列为重点ꎻ
二是基于制造业的工业化ꎬ 即并非美欧发达国家所强调的技术密集型的工业

化ꎬ 而更多侧重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化ꎬ 并争取逐渐向劳动力密集型与资本

密集型相结合的工业化ꎻ 三是农业产业 (Ａｇｒｉ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 旨在提升非洲农业

生产力和农产品附加值等ꎻ 四是资源开发与资源管理ꎬ 旨在为非洲的长期可

持续发展提供启动资金ꎬ 同时实现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合理平衡ꎻ 五是

４１



涉非三方合作: 中国何以作为? 　

融资特别是国内资源动员ꎬ 根据非洲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及其第一个十年执行规

划ꎬ 非洲国家需努力调动国内资源ꎬ 为实现该愿景提供 ７５％ ~ ９０％ 的资金支

持ꎮ 其主要手段包括: 扩大财政收入来源ꎬ 最大限度地增加自然资源开发收

益ꎬ 提高包括非洲养老金、 央行外汇储备、 主权财富基金和资本市场等非洲

资本的杠杆率ꎬ 提高储蓄率ꎬ 追加外逃资本ꎬ 遏制腐败等ꎮ 所有上述领域都

为 «２０３０ 年议程» 和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及其第一个十年执行规划所强调ꎻ 六是

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数据统计能力ꎬ 尽管这并未被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及

其第一个十年执行规划所强调ꎬ 但在 «２０３０ 年议程» 重点关注之外ꎬ 非洲也

出台了自身的 “非洲数据革命共识”ꎮ
２ 和平与安全

如前所述ꎬ 非洲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尤其强调和平与安全ꎬ 特别是非洲自身

的和平安全架构ꎮ 非洲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很大程度上与其面临的和平安全挑

战严峻情势相关ꎬ 这也是缘何 “２０２０ 年枪声沉寂计划”、 各国冲突预防与管

理机制等如此受到重视的原因ꎮ
３ 社会治理

非洲在和平与安全、 经济发展等领域的严峻形势也与其社会治理不善密

切相关ꎬ 因此需要外部支持ꎮ 具体的领域可包括: 一是妇女和青年赋权ꎬ 这

是 «２０３０ 年议程» 和 «２０６３ 年议程» 所共同强调的ꎻ 二是民族关系治理ꎬ 非

洲族群关系始终是困扰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点挑战ꎻ 三是社会保障体系特别

是公共卫生体系建设ꎬ 尽管在更为具体的国别目标中颇受关注ꎬ 但在相对宏

观的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及其第一个十年执行规划中未得到充分强调ꎮ
４ 文化教育

在这一领域ꎬ 涉非三方合作的具体内容包括: 一是非洲国家相当重视的

泛非主义、 非洲文化复兴等问题ꎬ 通过涉非三方合作可促进文明交流和文明

融合ꎻ 二是教育ꎬ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第一个十年执行规划更多强调职业技术教

育ꎬ 对其他基础性教育强调相对不够充分ꎬ 涉非三方合作应当为非洲提供更

多可用资源以便发展教育、 提升其人力资源水平ꎮ

涉非三方合作的潜在伙伴关系

在大致确立涉非三方合作的重点领域之后ꎬ 我们需要识别出与有关国家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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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可能在上述领域开展合作ꎮ 如果一国具备单独行动的能力且不逊于其他

非洲伙伴国ꎬ 那么涉非三方合作便无太多必要ꎮ 同样ꎬ 如果涉非三方合作完

全无法实现平等互利ꎬ 而是特定国家压制或强迫其他国家开展涉非三方合作ꎬ
合作也不太可能真正有效ꎮ 只有各国 “发挥各自优势特色ꎬ 形成非洲发展合

力”①ꎬ 才可能真正推动对非伙伴关系取得成效ꎮ 事实上ꎬ 自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

危机爆发以来ꎬ 各非洲的主要伙伴国在非洲的差异化竞争态势日趋明显ꎬ 各

国对非合作比较优势结构正在逐步形成ꎬ 为涉非三方合作的伙伴关系建构奠

定了现实基础ꎮ
(一) 各伙伴国对非战略差异化竞争态势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特别是自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ꎬ 非洲的发展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ꎬ 非洲大陆以其良好的经济增速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

极ꎮ 同时ꎬ 以中非关系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对非合作快速发展ꎮ 这两个发展共

同推动了国际社会对非洲的兴趣关注回升ꎬ 随之而来的是各伙伴国围绕非洲

的竞争日趋激烈ꎮ 但需要指出的是ꎬ 各伙伴国在非洲的利益格局并未发生质

的变化ꎬ 更多是各国基于自身能力差异或比较优势不同ꎬ 而主动采取了差异

化战略以强化自身在非洲的竞争优势ꎮ
第一ꎬ 尽管各伙伴国在非洲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ꎬ 但各国在非洲的利益

结构总体上保持稳定ꎮ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除少数国家外ꎬ 绝大多数伙伴国与非

洲的双边货物贸易保持稳定增长ꎮ 除美国外其他国家的对非贸易受 ２００８ 年全

球金融危机影响时间较短ꎮ 美非贸易在 ２０１１ 年后陷入金融危机以来的二度下

滑ꎬ ２０１５ 年双边贸易额仅 ５２０ 亿美元ꎬ 相当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的高点即

２０１１ 年 (１ ２５９ 亿美元) 的 ４１％ ꎮ 这与中非贸易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ꎬ
特别是中非贸易在 ２０１５ 年攀上 ２ ４００ 亿美元高点ꎮ 但需要指出的是ꎬ 除了中

国和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对外贸易中的份额变化较大外ꎬ 其他伙伴国在非

洲的贸易比重变化幅度并不大 (见图 １)ꎮ 就此而言ꎬ 各伙伴国在非经济利益

格局更多是量变而非质变ꎮ 类似地ꎬ 尽管中国、 印度等新兴大国对非投资增

长迅速ꎬ 但无论是就规模总量还是覆盖领域等而言ꎬ 仍无法与美欧等非洲的

传统投资伙伴相比ꎮ 此外ꎬ 尽管中国对非援助数额难以确定ꎬ 但其规模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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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毅: 发展对非伙伴关系ꎬ 为非洲人民带来实在益处»ꎬ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８ 日ꎬ 载中国外交部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 ６７３０８９ / ｘｇｈｄ＿ ６７３０９７ / ｔ１４３９５７０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２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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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远不如美、 英、 法、 德等西方大国ꎮ①

图 １　 主要国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对外贸易中的比重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

资料来源: ＩＭＦꎬ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ＯＴＳ)ꎬ ｈｔｔｐ: / / 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ｄａｔａ ｉｍｆ ｏｒｇꎬ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１０

第二ꎬ 尽管美欧在对非合作机制建设上一度落后ꎬ 但在进入 ２１ 世纪第二

个十年以来正得到改善ꎮ 中非合作论坛在成立之初并未受到西方大国重视ꎬ
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美国陷入 “全球反恐战争” 和欧洲内部在是否追随美国问

题上陷入分裂等有关ꎮ 但自 ２００６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ꎬ 无论是西方

大国还是新兴大国ꎬ 均高度重视对非合作机制的建设ꎮ
由于与非洲有特殊的历史联系ꎬ 西方大国均有相对成熟的对非合作机制ꎮ

作为整体的欧盟于 ２０００ 年便召开了首届欧非峰会ꎬ 但由于英国与津巴布韦的

政治纠纷而使原定于 ２００３ 年召开的第二届峰会被无限推迟ꎮ 直到 ２００６ 年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后ꎬ 欧盟才得以多次克服上述困难而于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连续召开了 ３ 次峰会ꎬ 推动了欧非关系向着更为平等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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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ꎬ 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 ８９３ ４ 亿元人民币ꎮ 按非洲占比 ５１ ８％ 推算ꎬ ３ 年间中

国对非援助额约 ４６２ ７８ 亿元ꎬ 即每年约 １５４ ２ 亿元 (约合不到 ２５ 亿美元)ꎮ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对外援助 (２０１４)»ꎬ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１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７１５４６７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８ꎻ 相比之下ꎬ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ＣＥＤ) 发展援助委员会 (ＤＡＣ) 主要成员国的对非援助额远远高于中国: ２０１２ 年ꎬ 美国对非援助额

为 ８９ 亿美元ꎬ 英国 ３４ ４ 亿美元ꎬ 法国 ４１ ２ 亿美元ꎬ 德国 ２７ ８ 亿美元ꎬ 加拿大 １８ ５ 亿美元ꎬ 日本 １７ ２
亿美元ꎬ ｓｅｅ ＯＣＥＤ － ＤＡＣ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ｉｄ ａｔ ａ Ｇｌａｎｃ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ｂｙ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２０１６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ｐ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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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发展ꎮ 第五届欧非峰会计划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底在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

召开ꎮ
日本于 １９９３ 年创建了 “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 (Ｔｏｋｙ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ＴＩＣＡＤ)ꎬ 但在 ２００６ 年中非合作论坛之前

始终没有实现机制化ꎮ ２００８ 年的第四次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正式确定ꎬ 此

后该机制将定期每 ５ 年举行一次ꎻ ２０１３ 年举行的第五次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

议决定ꎬ 将会期改为 ３ 年一次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ꎬ 第六次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ꎬ 该会议首次在非洲大陆举行ꎮ
对非合作机制建设步伐最快的仍当属美国ꎮ 美国不仅多次延长其既有对

非合作措施特别是 “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 (ＡＧＯＡ)ꎬ 还先于 ２００７ 年创建独

立的美军非洲司令部ꎬ 后于 ２０１４ 年正式召开首届美非峰会ꎮ 尽管特朗普政府

迄今尚未出台完整的对非政策ꎬ 但其对全球反恐的坚决态度表明ꎬ 美国对非

安全方面的政策极可能延续甚至强化ꎮ
必须指出的是ꎬ 随着西方大国重新重视对非合作机制的建设和更新ꎬ 新

兴大国对非合作机制建设的优势正逐渐缩小ꎮ 除中非合作论坛仍保持良好发

展态势之外ꎬ 其他新兴大国的对非合作机制都面临动力减弱的挑战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０８ 年召开首届土耳其 － 非洲峰会后ꎬ 原定于 ２０１３ 年召开的第二届土 －
非峰会被多次推迟ꎬ 直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才得以召开ꎮ 又如ꎬ 印度于 ２００８ 年举

行了首届印非峰会ꎬ 此后又于 ２０１１ 年举行了第二届ꎬ 但原本于 ２０１４ 年举行

的第三届印非峰会最后推迟到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举行ꎮ 再如ꎬ 韩国原来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底宣布将于年底 (提前) 举行第四次韩非论坛ꎬ 却拖延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才

得以召开ꎮ①

第三ꎬ 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正逐渐成为各伙伴国在非洲竞争新的热点领

域ꎮ 自 ２０１０ 年底阿拉伯剧变以来ꎬ 各国纷纷强化对非和平安全合作ꎮ 鉴于全

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各国经济实力变化ꎬ 各国对非安全合作的侧重点也各不相

同ꎬ 呈明显的差异化发展态势ꎮ 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ꎬ 不仅西方大国经济复苏缓

慢ꎬ 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态势也明显放缓ꎬ 南非、 巴西、 俄罗斯都遭遇不同

程度的经济困难ꎻ 加之ꎬ 和平安全事务是西方大国的传统强项ꎬ 因此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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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非和平安全合作的差异化发展更多表现为西方大国在恢复其传统优势的

同时ꎬ 正利用这一优势寻求 “收复” 其他领域如经济领域的 “失地”ꎮ
在试图通过安全 “抓手” 重新掌握在非洲竞争优势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

法国和美国ꎮ 自其前殖民地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独立以来ꎬ 法国仍与这

些国家者保持着特殊的战略安全伙伴关系ꎮ 自 １９６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ꎬ 法国军事

上介入非洲多达 ５０ 余次ꎮ① 进入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ꎬ 随着马里、 中非共

和国局势动荡ꎬ 法国先后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和 １２ 月分别军事介入马里和中非两

国ꎮ 进入 ２０１４ 年后ꎬ 法国对非洲的和平安全事务的介入更为系统和频繁ꎬ 特

别是通过努力使其在整个西部非洲地区的军事努力得以机制化ꎮ 美国于 ２００７
年成立美军非洲司令部ꎬ 但难以在非洲落地ꎮ 美国通过各种方式事实上解决

了这一难题ꎮ 一是自 ２０１３ 年起ꎬ 美军在非洲 ３５ 个国家部署了特种部队ꎻ 二

是 ２０１４ 年首届美非峰会通过非洲维和快速响应计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Ｒａｐｉ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 ＡＰＲＲＰ / Ａ － Ｐｒｅｐ) 和安全治理倡议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ＳＧＩ)ꎬ 使美国得以在 １１ 个国家开展相关活动ꎮ 在美国

和法国之外ꎬ 欧盟、 英国等对非洲和平安全事务的介入也日益强化ꎬ 特别是

英国自阿拉伯剧变以来尝试发展 “４Ｄ” (防务、 发展、 外交、 国内) 方法推

进其在非洲的海外利益保护ꎬ 日本也在吉布提建立了首个海外军事基地ꎮ 相

比之下ꎬ 新兴大国在参与非洲和平安全事务上仍不够积极ꎬ 发力点相对较少ꎬ
印度主要参与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ꎬ 土耳其则在索马里、 苏丹和南苏丹事务

上有所涉猎ꎮ
由此可见ꎬ 尽管表面上各国在非洲的战略竞争似乎在加剧ꎬ 但事实上更

多是错位发展ꎮ 换言之ꎬ 自 ２０１２ 年起ꎬ 各伙伴国对非政策出现了较为明显的

差异化发展态势ꎬ 各国对非政策往往强调其 “独特” 模式ꎬ 即在对非政策中

强调经济、 安全和道德因素的不同组织方式ꎮ 具体有 ３ 种类型: 第一类是仅

注重特定方面维护或促进其在非利益ꎮ 其中法国和俄罗斯均更重视和平安全

事务ꎬ 法国强调军事介入ꎬ 俄罗斯则由于自身实力原因而注重军售ꎻ 韩国相

对更关注经济利益ꎬ 主要通过技术、 教育等手段推进ꎻ 北欧国家如挪威、 丹

麦、 芬兰、 冰岛等也属于这一类别ꎬ 但更多强调与和平、 安全相关的人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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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等道德因素ꎮ 第二类国家的关注点比第一类要多但仍不如第三类国家全面ꎬ
如日本、 德国、 巴西、 印度等往往同时强调经济利益和道德考量ꎻ 英国强调

利益和安全要素ꎻ 土耳其对经济和宗教文化的强调也有明显特色ꎮ 第三类国

家即中国和美国ꎬ 对上述所有要素都较为重视ꎬ 特别是美国提出了 “３Ｄ”
(即防务、 外交、 发展) 对非合作政策ꎮ

(二) 各国比较优势与涉非三方合作的伙伴结构

美欧等发达国家推动对非战略竞争差异化发展的根本目的ꎬ 是在遭到全

球金融危机冲击后重建自身在非洲的比较优势的同时ꎬ 延缓或阻滞新兴大国

特别是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快速深入发展ꎬ 并在时机恰当时利用其比较优势重

新抢占对非合作的战略高地ꎮ
从推动涉非三方合作的角度看各伙伴国对非战略差异化竞争态势ꎬ 可以

发现大量的合作机会ꎬ 其关键就在于其中所体现的比较优势结构ꎮ 因此ꎬ 在

各伙伴国在非洲的比较优势尚相对平衡的情况下ꎬ 中国主动塑造和推动涉非

三方合作便有更大可能ꎻ 一旦以美欧为主的发达国家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

过来ꎬ 并在对非战略竞争中掌握更大主动ꎬ 当前的伙伴国在非洲比较优势结

构可能重新有利于美欧等发达国家ꎬ 从而使涉非三方合作丧失重要的机遇ꎮ
要利用各伙伴国对非战略差异化竞争所带来的比较优势结构ꎬ 就需要有

效识别出各伙伴国在非洲的比较优势ꎬ 从而推动涉非三方合作ꎮ 结合前文所

识别的涉非三方合作重点领域和伙伴国对非政策的差异化发展ꎬ 我们可初步

界定就涉非三方合作而言的各伙伴国在非比较优势结构 (表 ３)ꎮ 总体上ꎬ
中、 美两国的比较优势较为明显ꎻ 其他国家主要可依据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

进行划分ꎬ 发达国家在国家和社会治理、 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更有优势ꎬ
而新兴大国则主要在更为基础性的经济发展领域拥有优势ꎮ 但也存在一些例

外ꎬ 如日本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较强优势ꎬ 俄罗斯则主要在和平安全领域

有优势ꎬ 中国、 印度、 美国等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更有经验等等ꎮ

表 ３　 各伙伴国在涉非三方合作中的比较优势结构

中国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韩国 印度 巴西 土耳其 俄罗斯

基础设施 √ √ √ √

基于制造业的
工业化

√ √ √

农业产业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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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源 开 发 与
管理

√ √ √ √ √ √ √

国内资源动员 √ √ √ √ √ √ √

数据统计能力 √ √ √ √ √ √

“２０２０ 年枪声
沉寂计划” √ √ √ √ √

非洲和平安全
架构

√ √ √ √ √

妇 女 与 青 年
赋权

√ √ √ √ √ √ √ √ √

民族关系治理 √ √ √ √

社会保障体系 √ √ √ √ √ √ √

泛非主义、 非
洲文化复兴

√ √ √ √ √ √ √

基础教育与人
力资源

√ √ √ √ √ √ √ √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对非合作伙伴国现有情况自制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涉非三方合作可以包括两种类型: 一是强强联手ꎬ 即拥

有相同比较优势的伙伴国在非洲开展合作ꎻ 二是优势互补ꎬ 即以不同的比较

优势相结合形成合作ꎮ 前者更多集中于无法形成比较优势互换的领域ꎬ 如和

平安全、 妇女与青年赋权、 民族关系治理、 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ꎻ 后者则更

多是在相对较 “硬” 的领域更为适用ꎬ 如资金优势与技术优势可相互结合ꎬ
特别是在基础设施、 基于制造业的工业化、 农业产业、 资源开发与管理等

领域ꎮ

涉非三方合作的政策保障

随着各伙伴国在非洲的比较优势此消彼长和中国的战略主动性上升ꎬ 涉

非三方合作正逐渐朝向实质性方向迈进ꎮ 事实上ꎬ 在农业、 矿产开发、 安全、
医疗卫生等方面已有部分三方合作的实践经验ꎬ 但无论是抽象的讨论ꎬ 还是

具体的合作实践ꎬ 都主要聚焦具体国家、 具体项目ꎬ 仍不足以指导整个涉非

三方合作ꎮ 因此ꎬ 在主动塑造涉非三方合作的大背景下ꎬ 中国需要系统设计

涉非三方合作的战略与政策ꎬ 确保涉非三方合作发挥出最大的实际效应ꎮ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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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ꎬ 这一政策保障体系大致包括战略指导思想、 政策指导原则、 涉非三

方合作项目库设计、 后续落实与评估体系建设及其他保障性政策举措ꎮ
(一) 战略指导思想

涉非三方合作是中非合作的重要补充ꎬ 它应致力于两个核心目标的实现ꎬ
即服从和服务于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ꎻ 促进非洲的长期可持续发展ꎮ 由此

而来ꎬ 涉非三方合作可有 ４ 个派生性目标: 完善自身国家形象ꎬ 特别是强化

国际社会对中国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的认知ꎻ 改善与相关第三国的关系ꎬ
特别是与美国、 印度、 韩国甚至日本等国的关系ꎻ 为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开

展三方合作提供经验参照ꎻ 为促进全球层次的新型发展伙伴关系提供重要参

照ꎬ 特别是升级和发展南北合作 －南南合作的关系模式ꎮ
为实现上述目标ꎬ 涉非三方合作的战略指导思想应当是 “为中非关系合

作方式提供补充”ꎬ 不能本末倒置而任其主导中非关系的发展ꎮ 具体而言ꎬ 这

种补充作用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能力补充ꎬ 即在中非双边合作并不具备充分

的能力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时ꎬ 涉非三方合作应发挥其补充作用ꎬ 如在中非

双边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中ꎬ 第三方的补充作用或者是提供资金ꎬ 或者是提

供技术补充ꎻ 二是合法性补充ꎬ 即中非双边合作需要克服一些人为合法性挑

战时ꎬ 可通过引进第三方、 利用其所提供的合法性来推动相关政策、 项目的

落实ꎬ 特别是围绕诸如环境与生态保护、 妇女与青年赋权等西方发达国家更

为擅长的领域ꎮ
(二) 政策指导原则

如前所述ꎬ 中国已提出 “非洲提出、 非洲同意、 非洲主导” 的涉非三方

合作指导原则ꎬ 其核心是保证在涉非三方合作中的非洲所有权: “非洲提出”
旨在保障项目确立前阶段的非洲所有权ꎬ “非洲同意” 则保障项目确立过程中

的非洲所有权ꎬ 而 “非洲主导” 着眼于涉非三方合作项目落实过程中的非洲

所有权ꎮ 尽管如此ꎬ 有关涉非三方合作中的项目选择、 政策优先、 伙伴关系

等问题ꎬ 仍缺乏相应的政策指导ꎮ 笔者认为ꎬ 中国可考虑采用 “先经后政ꎬ
先急后缓ꎬ 先南后北” 原则ꎬ 指导涉非三方合作的项目选择、 政策优先、 伙

伴关系ꎮ
“先经后政” 原则旨在指导涉非三方合作的项目库设置ꎬ 即先从敏感度相

对较低且容易确立各方比较优势的经济领域开始ꎬ 而将相对敏感且各方可能

存在较大争议的和平安全、 国家与社会治理等问题放在相对靠后的位置ꎬ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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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在经济领域的三方合作培育出相当程度的互信、 积累了相当程度的经验后

再逐渐开展ꎮ
“先急后缓” 原则针对涉非三方合作项目的时间紧迫性而确立优先次序ꎬ

即优先开展对非洲而言有着高度紧迫性的合作ꎬ 对时间上相对不那么紧迫的

领域或项目则可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ꎮ
“先南后北” 原则用以指导涉非三方合作的伙伴选择ꎬ 即涉非三方合作中

的第三方应首先从南方国家开展ꎬ 北方发达国家可略晚于南方国家ꎮ 这一原

则既可有效缓解非洲国家对涉非三方合作的疑虑ꎬ 又可显著促进南南合作ꎬ
推动南南合作 －南北合作的相互关系更加平衡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在具体实践中上述原则仍需灵活运用ꎮ 事实上ꎬ 任一涉

非三方合作的议题都可能同时具有经济、 政治、 社会甚至安全影响ꎬ 且其优

先、 紧急程度对不同的行为体而言可能不同ꎬ 进而潜在的竞争或合作关系也

就不同ꎮ
(三) 合作伙伴 －项目结构

结合前述涉非三方合作的潜在领域、 各方比较优势结构及 “先南后北”
原则ꎬ 可以初步确立涉非三方合作的伙伴 － 项目结构 (表 ４)ꎬ 并进一步细分

其先后次序ꎮ 根据这一思路ꎬ 涉非三方合作应确立其包括开工库、 预备库和

储备库在内的项目ꎬ 依据前述先经后政、 先急后缓原则ꎬ 可进一步考察涉非

三方合作的项目优先次序 (表 ４)ꎮ

表 ４　 涉非三方合作的伙伴 －项目结构与项目推进时间表

强强联手 优势互补

合作伙伴
合作优
先次序

合作伙伴
合作优
先次序

基础设施 南非、 印度、 土耳其 高
世界银行、 非洲发
展银行、 美国、 英
国、 法国、 德国

较高

基于制造业的
工业化

南非、 巴西、 印度 高
世界银行、 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

较高

农业产业
巴 西、 印 度、 美
国、 法国

高 联合国粮农组织 较高

资源开发与管理 印度、 土耳其 一般
美 国、 英 国、 法
国、 德国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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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资源动员
非洲发展银行、 南
非、 韩国

高

世界银行、 国际货
币 基 金 组 织、 美
国、 英 国、 法 国、
德国、 日本

较高

数据统计能力
联 合 国 统 计 局、
韩国

较高
南 非、 美 国、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日本

一般

２０２０ 年枪声沉寂
计划

南 非、 联 合 国、
非盟

高

非洲和平安全架构
南非、 联合国、 非
盟、 欧盟

较高
美 国、 英 国、 法
国、 俄罗斯

一般

妇女与青年赋权 印度、 巴西、 韩国 一般
非盟、 联合国、 美
国、 英 国、 法 国、
德国

低

民族关系治理
南 非、 非 盟、 印
度、 俄罗斯

较高 美国 一般

社会保障体系
南非、 世界卫生组
织、 美国

高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日本

较高

泛非主义、
非洲文化复兴

南 非、 非 盟、 印
度、 俄罗斯

较高
美 国、 英 国、 法
国、 德国

一般

基础教育与人力
资源

南非、 非盟、 印度 较高
美 国、 英 国、 法
国、 德国、 韩国

一般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对非合作伙伴国现有情况自制ꎮ

此外ꎬ 由表 １ 可以看出ꎬ 目前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的非洲事务磋商远远

不够ꎬ 特别是缺乏与非洲地区大国南非、 尼日利亚、 肯尼亚等其他次区域性

大国的磋商ꎮ 同时ꎬ 鉴于中国目前与法国、 美国、 英国等西方大国已开展了

一些涉非三方合作项目ꎬ 因此中国应尽快强化与非洲新兴和次地区大国的三

方合作磋商ꎬ 并尽早启动实质性项目ꎬ 避免被非洲国家误解ꎬ 而要充分体现

非洲国家在涉非三方合作的主导性ꎮ
(四) 后续评估指标体系

伴随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 和 «２０３０ 年议程»、 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等全球或地区性发展计划而来的ꎬ 是一种新型的全球治理方法在国际社会的

浮现ꎬ 即所谓指标化治理ꎮ 传统的全球治理更多采用规范化治理方法ꎬ 即为

行为体的行为设定边界ꎬ 指出服从和强制的具体方向ꎬ 但对于此类行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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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具体后果并没有明确的指明ꎮ① 而新兴的指标化治理则更多利用数据、
技术等的发展ꎬ 为全球治理设定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ꎬ 同时为推动这些目标的

实现而设定相应的后续落实、 评估的指标ꎬ 从而形成一种目标 － 具体目标 － 指

标体系 (ｇｏａｌ － ｔａｒｇｅｔ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ꎬ ＧＴＩ)ꎮ 指标化治理对全球治理有着重要的意

义ꎬ 特别是其所提供的完整的体系可有效跟踪相关目标的具体进展ꎬ 及时依

据评估结果调整政策ꎬ 从而确保最终实现预期目标ꎮ
对涉非三方合作而言ꎬ 我们也应当确立一套合理、 有效的后续评估指标

体系ꎬ 确保最大程度地实现涉非三方合作的核心目标和子目标ꎮ 参照诸多后

续落实评估指标体系ꎬ 笔者认为ꎬ 涉非三方合作的后续评估指标体系ꎬ 应当

围绕其战略指导思想和政策指导原则的落实水平加以展开ꎬ 具体可包括以下

要素:
一是评估涉非三方合作对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贡献ꎬ 可以衡量涉非三

方合作项目的年度进展或收益ꎬ 及其在同年整个中非合作中所占比重的变化ꎮ
尽管这一指标可能因年度而有所不同ꎬ 但从多年趋势可以看出涉非三方合作

对中非关系发展的贡献度变化ꎮ
二是评估涉非三方合作对非洲可持续发展的贡献ꎬ 这可能涉及多个指标:

其一ꎬ 涉非三方合作项目对非洲发展的整体贡献度ꎬ 可以其对非洲国内生产

总值、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总体就业水平等的贡献为衡量标准ꎻ 其二ꎬ 涉非

三方合作项目对非洲地区一体化的贡献ꎬ 特别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如跨国

公路、 跨国铁路、 地区航空、 地区电信网等) 的发展ꎻ 其三ꎬ 涉非三方合作

项目对非洲特定热点问题的缓解甚至解决的贡献度ꎬ 如类似埃博拉病毒的公

共卫生危机、 粮食危机、 水利基础设施与气候灾害应对等ꎮ
三是评估非洲所有权在涉非三方合作中的保障水平ꎬ 即依据 “非洲提出、

非洲同意、 非洲主导” 分别评估非洲在涉非三方合作项目的准备、 提议阶段ꎬ
项目规划阶段及项目后续落实阶段的角色ꎮ 衡量非洲提出的指标可分为 ３ 个

层次ꎬ 即非洲主动、 独立提出ꎬ 非洲在得到建议后提出ꎬ 以及非洲不提出ꎻ
衡量非洲同意的指标也可分为 ３ 个层次ꎬ 即非洲独立提出的项目方案ꎬ 中国、
非洲及第三方共同商定的项目方案ꎬ 非洲对中国与第三方联合提出的方案表

示同意ꎻ 对非洲在落实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的衡量ꎬ 则可从如非洲本地人员在

５２

① 张春: «Ｇ２０ 与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ꎬ 载 «国际展望»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３４ ~３６ 页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中高级、 中低级人员中的比例ꎬ 非洲国家从项目中受益的

比例等得出ꎮ
四是评估涉非三方合作对中国的指标ꎬ 包括对中国与第三方关系的贡献

(通过对涉非三方合作的机制化水平高低及中国与第三方的双边关系等指标衡

量)、 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贡献 (通过对项目全过程中的国际舆论的跟踪)、 对

中国的比较优势的发展的影响评估ꎬ 以及对中国在涉非三方合作中的主导能

力的评估 (主要通过项目实际进展与预期规划的比较) 等ꎮ
(五) 其他政策保障

在上述战略指导思想、 政策指导原则、 伙伴 － 项目结构、 后续评估体系

之外ꎬ 涉非三方合作还需要一系列的政策机制加以保障ꎬ 主要包括以下四

方面:
一是中非联合机制ꎮ 考虑到中国与非洲对涉非三方合作的担忧ꎬ 为向非

洲提供有效的再保证ꎬ 需要建立事实性的 “中国、 非洲 ＋ 第三方” 的三方合

作机制ꎬ 因此中方可考虑在中非合作论坛下设立大使级 “三边合作协调办公

室”ꎮ 该办公室的职能是确保在涉非三方合作项目的构想、 规划与落实阶段ꎬ
都能实现有效协调ꎬ 在开展实际的三方合作之前形成事实上的中非双方联合

方案或单一立场ꎬ 然后再与第三方讨论并加以落实ꎮ 在官方的中非联合机制

外ꎬ 中方还可以中非商业合作论坛为核心ꎬ 建立涉非三边合作的公私伙伴关

系ꎬ 形成由政府提供天使基金或政策指南、 企业发挥投融资支持和市场主导

作用的合作模式ꎮ
二是海外利益保护机制ꎮ 中方可考虑建立和完善中国在非海外利益保护

机制ꎬ 特别是早期预警体系、 情报收集和分析系统、 上游冲突预防、 危机反

应、 冲突应对和解决机制ꎬ 在国内形成在非企业或个人情报信息收集、 国内

智库对策研究、 外交决策与执行部门的决策和执行监督、 国内高校基础理论

研究等系统机制ꎬ 同时以涉非三方合作为基础ꎬ 与非洲及第三方初步建立情

报共享、 预案共制、 危机共管的机制平台ꎮ
三是智力支持机制ꎮ 中方宜加强中非智库、 高校研究机构等智力支持作

用ꎬ 可考虑以 “中非联合交流计划” 特别是 “中非智库 １０ ＋ １０ 伙伴关系计

划” 为基础ꎬ 建立涉非三方合作的智库支撑网络ꎬ 负责三方合作项目的前期

可行性、 执行中后期效果评估、 安全风险预警体系等方面的建设ꎮ
四是舆论培育机制ꎮ 中方以中非媒体合作论坛、 中非智库论坛、 中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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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合作论坛等机制为主体ꎬ 建立涉非三方合作的宣传和解释机制ꎬ 并与第三

方媒体合作ꎬ 提高涉非三方合作的积极影响、 消除其潜在负面影响ꎮ

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ｏｗ Ｃ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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