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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祥　 陶　 陶

　 　 内容提要　 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展集体对话、 深化合作的

重要平台ꎬ 论坛 ２０００ 年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 ２０ 年ꎬ 它开创了中非互利共赢

的局面ꎬ 推动中非关系跃上新台阶ꎮ 在众多国际对非洲的合作平台中ꎬ 中非

合作论坛取得的成效最为显著ꎬ 其成功经验主要有: 领导重视ꎬ 优化了论坛

的顶层设计ꎻ 平等协商ꎬ 契合非洲经济转型的需求ꎻ 合作共赢ꎬ 惠及双方利

益ꎻ 与时俱进ꎬ 内容不断调整充实ꎻ 机制保障ꎬ 各项举措落实得力ꎻ 南南合

作ꎬ 为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ꎮ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中非合作

既面临着国际格局变动、 中非依存度增加和非洲经济转型的机遇ꎬ 也面临大

国在非洲竞争加剧、 全球性问题凸显和中非合作存在一些问题等挑战ꎮ 为了

推进中非合作论坛的可持续发展、 再创下一个 ２０ 年的辉煌ꎬ 需要我们坚持中非

合作已有成功经验ꎬ 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在原有合作举措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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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机制

作者简介　 张忠祥ꎬ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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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ꎬ 中国和非洲在历史上一直相互支持ꎬ 结下了

深厚的传统友谊ꎮ 冷战结束后ꎬ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非洲的边缘化ꎬ 主要表现

为外国直接投资不足、 债务问题沉重和国际地位一度下降ꎮ 非洲国家在完成

民族独立后ꎬ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成为首要任务ꎮ 与此同时ꎬ 中非合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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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数十年的发展ꎬ 需要进行机制上的创新ꎬ 在继续重视双边合作的同时ꎬ 开

始关注多边外交的积极作用ꎮ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ꎬ 中非双方都有进一步加强

磋商与合作、 共同应对 ２１ 世纪挑战的强烈愿望ꎮ 在中非双方共同努力下ꎬ 首

届中非合作论坛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在北京召开ꎬ 宣告了这一合作机制的诞生ꎮ
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符合时代要求ꎬ 反映了新形势下中非人民求和平、 谋发

展、 促合作的共同愿望ꎮ 论坛成立 ２０ 年来ꎬ 已经成功召开 ７ 届部长级会议ꎬ
中国与非洲国家团结一致、 密切合作ꎬ 推动这一合作机制持续向前发展ꎬ 且

取得了重大成就ꎮ 论坛成立以来的 ２０ 年ꎬ 也是中非关系全面快速发展的最佳

时期ꎬ 论坛成为引领中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机制与平台ꎬ 中非关系

从新型伙伴关系发展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ꎬ 当前双方正在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ꎮ
国内学术界对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有一定的研究①ꎬ 本文着重在总结论坛

２０ 年发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ꎬ 深入分析新形势下论坛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ꎬ
并对论坛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ꎮ

中非合作论坛开创中非互利共赢局面

中非合作论坛通过每三年一届的部长级会议以及不定期的峰会ꎬ 出台中

非合作新举措ꎬ 深化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ꎮ 在论坛的推动下ꎬ 中非关系进

入了快速、 全面发展期ꎬ 中非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宽ꎬ 各领域的合作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历史水平ꎬ 开创了中非互利共赢的局面ꎮ
(一) 完善中国对非政策体系ꎬ 推动中非关系跃上新台阶

在中国外交布局中ꎬ 发展中国家是基础ꎬ 而非洲是基础中的基础ꎮ 非洲

与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ꎬ 在国际舞台上与中国有着共同或相似的看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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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 «中非合作论坛 １５ 年: 成就、 挑战与展望»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４ ~ ２１ 页ꎻ 张宏

明: «论坛机制助推中非合作转型升级»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１８ 第 ２ 期ꎬ 第 ４８ ~ ５１ 页ꎻ 沈晓雷: «论中

非合作论坛的起源、 发展与贡献»ꎬ 载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８０ ~ ９３ 页ꎻ 戴兵: «二十载

耕耘结硕果　 新时代扬帆启新程———纪念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２０ 周年»ꎬ 载 «中国投资»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２５ ~ ２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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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重要的依靠力量ꎮ 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和发展推动中国完善对非政策

体系ꎮ 每一届中非合作论坛通过的宣言和行动计划都对今后三年中非合作做

了具体规划ꎬ 内容涉及政治、 经济、 文化、 国际事务等诸多方面ꎬ 使得中非

合作具体化、 程序化ꎮ 中国首个对非洲政策文件是在 ２００６ 年北京峰会召开前

夕出台的ꎬ 该政策文件适应了论坛成立以来中非关系发展的需要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中国第二份对非洲政策文件在 ２０１５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出

台ꎬ 旨在全面阐述新形势下中国对非洲政策新理念、 新主张、 新举措ꎬ 以指

导今后一段时期中非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ꎮ① 这份新的对非洲政策文件ꎬ 将习

近平主席提出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对非合作的 “真实亲诚” 四字箴言以及正

确义利观等对非合作的新思想作了全方位阐述ꎮ
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的多边平台ꎬ 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

非洲多边外交的发展ꎮ 自第三届论坛以来成立的外长集体磋商机制ꎬ 对中非

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ꎬ 并且发表公报ꎬ 宣示中非之间达成的共识ꎮ 此外ꎬ
论坛推动中国对非洲地区和次地区组织的重视ꎬ 以期加强与区域一体化组织

的合作ꎮ 这一机制的有效运行ꎬ 使中非合作逐步从双边走向双边与多边并重ꎬ
从而将中非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ꎮ 论坛成立前ꎬ 中国对非合作由多个部

门分头制定和执行ꎬ 一定程度上存在彼此沟通和协调问题ꎬ 职能也有重叠现

象ꎮ 论坛创设后ꎬ 论坛后续行动委员会对协调对非政策、 整合各方资源起到

了积极作用ꎬ 使得中国的对非政策更加完善ꎮ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的 ２０ 年是中非关系发展最快的时期ꎮ 在中非合作

论坛的引领和推动下ꎬ 中非关系跃上了新台阶ꎬ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ꎬ 中非关系的定位不断提升ꎬ 中非合作论坛成员不断增加ꎮ 在论坛

机制的推动下ꎬ 中非伙伴关系实现 “三连跳”: 从 ２０００ 年首届中非合作论坛

提出的 “中非新型伙伴关系”ꎬ 到 ２００６ 年北京峰会提出的 “中非新型战略伙

伴关系”ꎬ 再到 ２０１５ 年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的 “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ꎮ 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主要有三点内涵ꎬ 即 “政治上平等互信、 经济上

合作共赢、 文化上交流互鉴”ꎮ② 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此前基础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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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ꎬ 载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ｚｙｗｘ / ｚｙｗｊ / ｔ１３２
１５９０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５ꎮ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ꎬ 载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ｔｄａ /
ｂｊｆｈｂｚｊｈｙ / ｈｙ ｗｊ３２００９ / ｔ５８４７７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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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安全与国际事务的合作ꎬ 变成五大支柱ꎬ 即 “政治上平等互信、 经济上合

作共赢、 文明上交流互鉴、 安全上守望相助和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ꎮ① 同时ꎬ
中非合作的成员也在论坛的推动下不断增加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首届中非合作论坛

召开时ꎬ ４４ 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的 ７９ 位部长以及索马里驻华大使与会ꎮ
当时共有 ８ 个非洲国家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ꎬ 但与中国未建交的马拉维和利

比里亚也派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与会ꎮ 到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北京峰会召开时ꎬ 中非

合作的大家庭几乎满员ꎬ 只有斯威士兰一个非洲国家没有同中国建交ꎮ 此外ꎬ
非盟作为单独一方于 ２０１２ 年正式成为中非合作论坛的一个成员ꎮ

第二ꎬ 中非高层交往频繁ꎬ 政治友好关系继续发展ꎮ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担任

中国国家主席之后ꎬ 首次出访选择非洲ꎬ 访问了坦桑尼亚、 南非和刚果 (布)
３ 个非洲国家ꎮ ２０１８ 年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后ꎬ 同样首次出访就前往非洲ꎬ
访问了塞内加尔、 卢旺达、 南非和毛里求斯四国ꎮ 同期ꎬ 非洲国家元首或政

府首脑有近百人访华ꎮ 中非双方患难与共、 相互支持ꎬ 密切了双边关系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ꎬ 非洲国家政府以及非盟委员会均向中国

领导人致电表示慰问ꎬ 许多非洲国家不顾自身的困难为中国地震灾区慷慨解

囊ꎮ ２０１１ 年中国向遭受干旱饥荒的非洲之角提供人道主义援助ꎬ ２０１４ 年中国

率先驰援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ꎮ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成立后ꎬ ２０１９
年中国向遭受飓风袭击的津巴布韦提供了 ２００ 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ꎮ② ２０２０
年ꎬ 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艰难时刻ꎬ 非洲国家政府和非盟委员会均对中

国表示慰问ꎬ 很多非洲国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中国提供物资、 资金等支持ꎮ
第三ꎬ 经贸合作继续扩大ꎮ 中非合作是互利共赢的ꎬ 给双方带来的是实

实在在的好处ꎮ ２０００ 年中非贸易额突破 １００ 亿美元ꎬ 达到 １０６ 亿美元ꎮ ２００８
年突破 １ ０００ 亿美元ꎬ 达到 １ ０６２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３ 年中非贸易额突破 ２ ０００ 亿大

关ꎬ 达到 ２ １０２ 亿美元ꎮ③ ２０１４ 年中非贸易额继续增长ꎬ 达到 ２ ２１８ ８ 亿美元ꎬ
之后几年略有下降ꎬ ２０１８ 年重新登上 ２ ０００ 亿美元ꎬ 达到 ２ ０４２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９
年为 ２ ０８７ 亿美元ꎬ 自 ２００９ 年起中国已连续 １１ 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６５

①

②

③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ꎬ 载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ｚｙｗｘ / ｚｙｗｊ / ｔ１３２７７６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５ꎮ

«中国向津巴布韦受伊代飓风影响的家庭提供 ２００ 万美元的援助»ꎬ 载联合国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１０４８９３１ꎬ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６ꎮ

«中非双边贸易额 ２０１３ 年突破两千亿美元»ꎬ 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６６４３３８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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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ꎮ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净额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 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５３ 亿美元ꎬ
同期ꎬ 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从不到 ５ 亿美元增加到 ４６１ 亿美元ꎮ① 中非投资合作

模式更加丰富多样ꎬ ２００６ 年北京峰会提出建立 ３ 至 ５ 个中非经贸合作区ꎬ 现

在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中非投资合作的新亮点ꎮ
第四ꎬ 中非在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与配合ꎬ 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ꎮ

中国在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 金砖国家合作组织等各种国际场合支持非洲国

家的合理主张和正义立场ꎮ 中国支持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联合自强、 维护

地区和平以及推动经济一体化建设的努力ꎬ 任命了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

表ꎬ 并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ꎮ 非洲国家在关乎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台湾、 涉藏、 涉疆、 涉港等问题上继续给予中国宝贵支持ꎮ ２０１９ 年ꎬ 非洲

多国常驻日内瓦大使联名致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ꎬ
支持中国在涉疆问题上的立场ꎮ②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 ７ 月 ２ 日ꎬ 有 ７０ 余国代

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４４ 届会议上发言ꎬ 公开支持中国香港特区国家安全

立法ꎮ③ 在支持中国香港特区国家安全立法的 ７０ 余国中ꎬ④ 非洲有 ３３ 国ꎬ 占

比为 ４７％ ꎬ 足见中非是患难与共的好兄弟ꎮ
(二) 促进非洲经济发展ꎬ 助力 “非洲复兴”
非洲复兴是非洲几代人的梦想ꎮ 早在 １９ 世纪末ꎬ 非洲民族主义先驱爱德

华威尔莫特布莱登就曾大力倡导非洲人的团结ꎬ 他提出以 “非洲个性”
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ꎬ 他将黑人看作一个整体ꎬ 提出共同命运说ꎬ 主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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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ꎬ 载中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０６０２９７３６０６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２０ꎮ

«５０ 国联名致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　 在涉疆问题上支持中国»ꎬ 载欧洲时报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ｕｓｈｉｎｅｔ ｃｏｍ / ｃｈｉｎａ /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９０７２７ / ３２７００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５ꎮ

«７０ 余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支持香港国安法»ꎬ 载中国新闻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ｎ /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３ / ９２２８４３５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６ꎮ

支持中国香港国安立法的国家包括: 安提瓜和巴布达、 巴林、 白俄罗斯、 布隆迪、 柬埔寨、
喀麦隆、 中非共和国、 科摩罗、 刚果 (布)、 古巴、 吉布提、 多米尼加、 埃及、 赤道几内亚、 厄立特

里亚、 加蓬、 冈比亚、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伊朗、 伊拉克、 科威特、 老挝、 黎巴嫩、 莱索托、 毛里

塔尼亚、 摩洛哥、 莫桑比克、 缅甸、 尼泊尔、 尼加拉瓜、 尼日尔、 朝鲜、 阿曼、 巴基斯坦、 巴勒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 沙特阿拉伯、 塞拉利昂、 索马里、 南苏丹、 斯里兰卡、 苏丹、 苏里南、 叙利亚、 塔

吉克斯坦、 多哥、 阿联酋、 委内瑞拉、 也门、 赞比亚、 津巴布韦、 俄罗斯、 阿富汗、 佛得角、 塞尔维

亚、 亚美尼亚、 乍得、 吉尔吉斯斯坦、 坦桑尼亚、 马尔代夫、 埃塞俄比亚、 科特迪瓦、 马达加斯加、
印度尼西亚、 越南、 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ꎬ 载观察者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２０＿
０７＿ ０３＿５５６２５７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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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地的黑人联合起来ꎮ① 非洲国家独立后ꎬ 以恩克鲁玛为代表的第一代非洲

国家领导人高举泛非主义旗帜ꎬ 主张通过非洲统一实现非洲复兴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 姆贝基赋予非洲复兴新的内涵ꎮ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８ 日ꎬ 时任南非副总统

的姆贝基发表了题为 «我是非洲人» 的演讲ꎬ 提出了非洲复兴的思想ꎮ②

１９９９ 年姆贝基就任南非总统后ꎬ 大力推动非洲复兴ꎮ 为了赋予非洲复兴理念

以具体的形式ꎬ 姆贝基与其他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共同推出 “非洲发展新伙

伴计划”ꎬ 以集体方式作出承诺ꎬ 以促进民主准则、 公众参与、 良政和合理的

经济治理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随着非洲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以及非洲经济的较快发展ꎬ 非

洲大陆呈现出复兴的良好势头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英国 «经济学人» 周刊

称ꎬ “非洲是个希望的大陆: 非洲正在复兴”ꎮ ２０１２ 年年初ꎬ 埃塞俄比亚总

理梅莱斯在非洲联盟第 １８ 届首脑会议开幕式上说: “我们梦寐以求的非洲

复兴已经开始”③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第 ２４ 届非盟首脑会议通过了作为 “非洲

愿景和行动计划” 的 «２０６３ 年议程»ꎬ 提出七大愿景ꎬ 描绘了 ２０６３ 年非洲

复兴的宏伟蓝图ꎮ 当然ꎬ 非洲复兴也面临着诸多内外挑战: 和平与安全问

题的反复性、 经济结构调整的困境ꎬ 以及一体化的障碍和外部新干涉主义

的抬头等ꎮ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ꎬ 非洲大陆大约持续了 ２０ 年的较快经济增长ꎬ

其中ꎬ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ꎬ 非洲大陆年均经济增速超过 ５％ ꎮ④ 非洲经济的快速增

长既有内部原因ꎬ 又与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关ꎮ 从内部因素来看ꎬ 一些饱经战

乱的非洲国家局势趋于稳定ꎬ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ꎮ 许多非洲国家采

取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ꎬ 努力培育更加有利的投资环境ꎮ 从外部因素来看ꎬ
近年来ꎬ 国际市场对石油和固体矿产等非洲传统出口商品的需求旺盛ꎬ 促进

了非洲的出口能力ꎮ 此外ꎬ 中非合作论坛也在其中起到了推动作用ꎮ 论坛创

８５

①

②

③

④

张宏明: «近代非洲思想经纬: １８、 １９ 世纪非洲知识分子思想研究»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版ꎬ 第 ３０７ ~ ３１６ 页ꎮ

Ｅｌｉａｓ Ｋ Ｂｏｎｇｍｂａꎬ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ａｂｏ Ｍｂｅｋｉ’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２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２９１ － ３１６

Ｍｅｌｅｓ Ｚｅｎａｗｉꎬ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ｉｓ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ꎬ ｈｔｔｐ: / / 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２０１２０１２９００
４６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０２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ꎬ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ａｆｒｉｃａ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１７ꎬ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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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来的一系列举措为非洲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通过论坛这一引擎ꎬ 中

国已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ꎮ 通过中非合作论坛这一平台ꎬ 中国帮助非洲

解决基础设施滞后、 资金短缺等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ꎬ 助力非洲复兴ꎮ
第一ꎬ 中国向非洲国家开放市场ꎬ 提升了非洲国家的出口贸易额ꎮ 中非

合作论坛成立的 ２０ 年间ꎬ 中国对非洲国家输华产品免税的范围不断变大ꎬ 并

重视零关税承诺的落实情况ꎬ 直接拉动了中国从非洲相关国家受惠商品的进

口大幅增长ꎮ 例如ꎬ 埃及的脐橙和葡萄、 卢旺达的咖啡、 肯尼亚的花卉、 埃

塞俄比亚的芝麻等非洲本土农产品在中国市场空间逐渐扩大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在

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ꎬ 中国政府提出:
“在中国设立 ‘非洲产品展销中心’ꎬ 对入驻的非洲企业给予减免费用等优惠

政策ꎬ 促进非洲商品对华出口”ꎮ① 该中心设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ꎬ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正式开业ꎬ 是论坛推出的促进非洲商品对华出口的重要举措ꎮ 得

益于中非合作论坛的推动ꎬ 中非商品贸易额及非洲对华出口额也快速提升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２ 年ꎬ 中非贸易额占非洲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 ３ ８２％ 增加到

１６ １３％ ꎮ 其中ꎬ 非洲向中国出口的商品额占比由 ３ ７６％上升到 １８ ０７％ ꎬ 从

中国进口商品额占比从 ３ ８８％上升到 １４ １１％ ꎮ②

第二ꎬ 中国对非投资稳步提升ꎬ 推动非洲国家经济发展ꎮ 随着中非合作

论坛的日趋成熟ꎬ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发展迅速ꎬ 已成为仅次于美国、 英国

和法国的非洲第四大投资来源国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末ꎬ 中国企业在非洲地区的 ５２
个国家开展投资ꎬ 投资覆盖率为 ８６ ７％ ꎬ 设立的境外企业超过 ３ ６００ 家ꎮ③ 中

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现已涵盖建筑业、 采矿业、 制造业、 金融业等多个领域ꎮ
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促进了非洲国家经济的发展ꎬ 增加了当地的就业机会ꎬ 带

去了适合非洲当地发展的技术ꎬ 增强了非洲国家自主建设的能力ꎮ
为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ꎬ ２００６ 年北京峰会设立中非发展基金ꎬ 基金

总额逐步达到 １００ 亿美元ꎬ 是中国第一只专注于非洲投资的股权基金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 中非发展基金累计对非洲 ３６ 个国家的 ９２ 个项目决策投资 ４６ 亿

９５

①

②

③

«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 (２０１０ 至 ２０１２ 年)»ꎬ 载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ｄｓｊｂｚｊｈｙ / ｂｚｈｙｈｙｗｊ / ｔ６２６３８５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５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白皮书»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ｂｐｓ / ｎｄｈｆ / ２０１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３４４９１３ / １３４４９１３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２８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ꎬ 第 ７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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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ꎬ 涉及装备制造、 基础设施、 能源矿产、 金融、 农业民生等领域ꎬ 带动

非洲国家约 １００ 万人口就业ꎬ 创造税收超过 １０ 亿美元ꎮ ９２ 个决策投资项目全

部实施后ꎬ 预计可撬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近 ２３０ 亿美元ꎮ①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在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ꎬ 习近平主席宣布设立中非产能合作基金ꎬ
首批资金规模 １００ 亿美元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ꎬ 该基金已经批准 １７ 个投资项目ꎬ
实际投资额 １４ ４４ 亿美元ꎬ 涉及或撬动项目总投资额近 １００ 亿美元ꎮ②

第三ꎬ 中国对非工程承包ꎬ 促进非洲基础设施建设ꎮ 基础设施滞后严重

制约了非洲经济的发展ꎬ 基础设施领域合作遂成为中非合作的优先领域ꎮ 历

届论坛都重视中非双方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ꎬ 出台的文件也多次强调基础

设施对于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ꎮ 越来越多的中方企业参与到非洲国家的基

础设施建设中ꎬ 非洲成为中国在海外的第二大工程承包地ꎬ 中国也成为非洲

基础设施建设最大的建设者ꎮ 来自中国的资金、 设备和技术有效降低了非洲

国家建设成本ꎬ 使非洲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逐步得以改善ꎮ③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 塞内加尔外交部长阿马杜巴在北京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上说ꎬ 在

过去十年中ꎬ 中国企业在非洲大陆建设了 １０ ０００ 公里公路、 ６ ０００ 公里铁路、
３０ 个港口、 ２０ 个机场和 ８０ 个发电站ꎬ 这都是中非合作的巨大成果和体现ꎮ④

德勤公司公布的 «２０１９ 年非洲基础建设市场动态» 显示ꎬ ２０１９ 年非洲有

２０ ４％的项目由中国出资ꎬ 这一比例仅次于非洲政府 (２２ ８％ )ꎻ 中国承建了

３１％的项目ꎬ 是非洲基础建设市场最大的承建者ꎮ⑤

第四ꎬ 中国对非援助成果显著ꎮ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真诚无私ꎬ 不附加政

治条件ꎬ 不干涉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ꎮ 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ꎬ 中国向非

洲提供了债务减免、 基础设施建设、 人力资源培训、 医疗和农业专家派遣等

一系列领域的援助ꎮ 在人力资源领域的援助方面ꎬ 中国通过非洲人力资源开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王东: «中非合作论坛: 引领中非经贸合作蓬勃发展的动力源»ꎬ 载 «国际商报»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１ 日ꎮ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董事总经理王玉龙: 中非产能合作要优先解决 “三个流”»ꎬ 载新浪财经: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ｒｏｌｌ /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２４ / ｄｏｃ － ｉｈｍｕｔｕｅｅ２０２１４４２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０７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白皮书»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ｂｐｓ / ｎｄｈｆ / ２０１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３４４９１３ / １３４４９１３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２８ꎮ
[阿尔及利亚] 阿尼斯本赫多格、 周佳: «中非合作　 共赢未来»ꎬ 载 «中国投资»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期ꎬ 第 ６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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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基金、 政府奖学金、 鲁班工坊等方式为非洲培训了大量人才ꎮ 以人力资源

培训和政府奖学金为例ꎬ 前者从第一届论坛的 ７ ０００ 人增加到 ２０１８ 年北京峰

会的 ５ 万人ꎬ 总人数达 １７ ２ 万人ꎻ 后者从第二届论坛的 ６ ０００ 人增加到 ２０１８
年北京峰会的 ５ 万人ꎬ 总人数达 １３ ２５ 万人ꎮ① 中国提供的援助均从非洲国家

和人民的需要出发ꎬ 通过友好协商确定项目并实施ꎬ 非洲国家和人民从中能

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ꎬ 有力地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ꎮ
(三) 引领国际对非合作ꎬ 提升非洲国际地位

在此次世界格局变动中ꎬ 非洲国际地位明显上升ꎬ 一改冷战结束初期被

边缘化的不利境地ꎬ 出现新兴大国走进非洲以及传统大国重返非洲而掀起一

股 “非洲热” 的情势ꎮ 此轮 “非洲热”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非成功合作的

示范效应ꎬ 论坛对非洲国际地位提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ꎬ 中非合作论坛已成为国际对非合作的成功范例ꎬ 引起其他国家的

极大关注ꎬ 尤其是推动西方传统大国重新关注非洲ꎬ 强化对非合作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第二届欧非峰会就是在 ２００６ 年北京峰会影响下召开的ꎬ 美国在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召开了首届美非峰会ꎬ 俄罗斯则在 ２０１９ 年召开了首届俄非峰会ꎮ 此外ꎬ 新

兴国家也相继召开对非峰会ꎬ 如印非峰会、 韩非峰会、 土非峰会等ꎮ 大国政

要纷纷访问非洲ꎬ 对非援助和经贸合作力度空前ꎮ 尽管世界其他国家举办的

非洲峰会尤其是欧非峰会与中非峰会有着本质的区别ꎬ 很难做到与非洲国家

的真正平等ꎬ 但是世界对非洲的重新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非洲国际地位

的提升ꎮ 此外ꎬ 中国与非洲的有效合作ꎬ 帮助非洲在全球南北对话中取得了

更好的谈判空间ꎬ 进而整体上提升了非洲国际地位ꎮ 一些南非学者认为ꎬ 中

国扮演了一个 “游戏改变者” (ｇａ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ｒ) 的角色ꎬ 也就是说ꎬ 中非合作

提升了非洲的整体国际地位ꎬ 使得世界各大国重新审视非洲ꎬ 为非洲在国际

博弈中大大增加了自身的权重ꎮ②

第二ꎬ 增加非洲国家寻求自身发展模式与合作伙伴的选择ꎮ 非洲国家独立

后ꎬ 在如何发展的问题上进行了许多探索ꎬ 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ꎬ 有的走社会

主义道路ꎬ 还有的选择混合经济模式ꎬ 既经历了独立初期的快速发展ꎬ 又有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十年停滞ꎮ 原先被认为是发展样板的科特迪瓦和津巴布韦到了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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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沈晓雷: «论中非合作论坛的起源、 发展与贡献»ꎬ 载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ꎬ 第９１ 页ꎮ
刘海方: «全球视野下的 “对非峰会外交”»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７ 期ꎬ 第 １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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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都出现了危机ꎬ 甚至发生了内战ꎮ 新兴大国的崛起为非洲提供了可供参

考的新的发展模式ꎬ 如南非、 肯尼亚和津巴布韦等非洲一些国家实行 “向东看”
政策ꎬ① 拉近与印度、 中国等国的距离ꎮ 被外界热议的中国经验其实是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道路ꎬ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因国情各异而不宜复制ꎮ 然而ꎬ 保持

政治稳定、 实行对外开放、 大力引进外资、 注重民生等方面ꎬ 对中国和非洲

发展中国家而言则具有一定的共性ꎮ 无论是华盛顿共识ꎬ 还是中国发展经验ꎬ
非洲国家都不能照搬照抄ꎬ 而是要选择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ꎮ 但是ꎬ 在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ꎬ 中非合作的发展无疑增加了非洲对合作伙伴的选择ꎮ
第三ꎬ 论坛增强了非洲集体身份的认同ꎮ 中国先后发布了两份对非洲政

策文件ꎬ 阐述了对非合作的原则与政策ꎬ 而非洲尚无统一的政策进行回应ꎮ
鉴此ꎬ 非洲方面提出必须强化非洲的共同立场和政策ꎮ 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

上有助于加强非洲集体身份认同ꎬ 增强非洲国家联合自强ꎬ 共谋发展的集体

意识ꎬ 进而有助于推进非洲一体化进程ꎮ

中非合作论坛的成功经验

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进行集体对话的重要平台和进行务

实合作的有效机制ꎬ 它成为中非关系全面、 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抓手ꎮ
中非合作论坛发展至今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ꎬ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领导重视ꎬ 优化论坛顶层设计

中非合作论坛的成功离不开中非双方领导人的重视ꎬ 中非合作论坛顶层设

计的不断优化也为论坛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ꎮ 一方面ꎬ 中非双方领导人重视

中非合作论坛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ꎬ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致函非统组织秘书

长和有关国家元首ꎬ 正式发出举办中非合作论坛的倡议ꎬ 得到非洲国家的热烈

响应ꎮ 之后ꎬ 中非合作论坛成为中非领导人进行首脑外交的重要舞台ꎮ 以 ２０１８
年北京峰会为例ꎬ 习近平主席在会议期间与非洲国家所有与会领导人分别会谈、
会见ꎬ 活动最密集时曾在 １０ 小时内先后与 １１ 位非洲国家总统举行会晤ꎮ② 同

２６

①

②

Ｊｅｒｅｍｙ Ｙｏｕｄｅꎬ “Ｗｈｙ Ｌｏｏｋ Ｅａｓｔ?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ｏｄａｙꎬ Ｖｏｌ ５３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３ － １９

«亲手擘画蓝图亲力践行合作———习近平主席引领中非关系奋进新时代»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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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ꎬ 非洲领导人也高度重视中非合作论坛ꎬ 积极参加历届峰会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共

有 ３５ 位国家元首、 ６ 位政府首脑、 １ 位副总统以及非盟委员会主席出席论坛

北京峰会ꎮ 南非总统姆贝基感叹说ꎬ 有些非洲领导人多年都不参加非洲联盟

的首脑会议ꎬ 这次却到北京来了ꎬ 比我们非盟开会来得都齐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共有

４２ 位非洲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以及非盟委员会主席出席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ꎮ
２０１８ 年共有 ４０ 位总统、 １０ 位总理、 １ 位副总统以及非盟委员会主席出席论坛

北京峰会ꎮ 非洲领导人在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的高出席率说明了非洲领导人

对中非合作论坛的高度重视ꎮ
另一方面ꎬ 中非合作论坛不断优化顶层设计ꎮ 首届论坛通过的 «中非经

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 规定ꎬ 中非双方同意建立后续机制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ꎬ
中非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成立ꎬ 目前有外交部、 商务部等 ３６ 家成员

单位ꎮ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ꎬ 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磋商会通过了 «中非合作论坛后续

机制程序»ꎬ 后续机制建立在三个层级上: 部长级会议、 高官预备会、 非洲驻

华使节与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处的会议ꎮ 此外ꎬ 中非外长定期政治磋商

对话机制已经成为中非合作论坛的后续机制ꎬ 一般在部长级会议召开的第二

年举行ꎬ 以推动相关行动计划的落实ꎬ 同时就中非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集体

磋商ꎬ 包括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和国际体系的转型等ꎮ
此外ꎬ 根据中非关系发展需要ꎬ 中非双方将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的部长级会议升格为峰会ꎮ ２００６ 年北京峰会决定中非外长在每届部长级会议

次年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集体政治磋商ꎮ 为了推动论坛成果落到实处ꎬ 中

非双方在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召开了两次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ꎮ
在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之际ꎬ 为了加强团结合作、 携手战胜疫情ꎬ 中国

与非盟轮值主席国南非、 中非合作论坛非方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共同发起ꎬ
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通过视频连线召开了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ꎮ 这次特别峰

会既是对中非合作抗疫的顶层设计ꎬ 也是对落实 ２０１８ 年北京峰会成果与规划

下一届论坛的顶层设计ꎮ
(二) 平等协商ꎬ 契合非洲发展需求

中国一直把非洲看成平等的合作伙伴ꎬ 即便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新兴

大国也是如此ꎮ 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ꎬ 双方通过平等协商来确定具体的

合作项目ꎮ 一般而言ꎬ 论坛具体项目的选定ꎬ 都是由驻非洲国家的中国使馆

请非方根据自己的切实需要提出 ２ ~ ３ 个备选建议ꎬ 然后经过双边多层次磋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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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考察等环节ꎬ 确定备选项ꎬ 由中方大使上报外交部和商务部ꎮ① 在当前非

洲经济转型的背景下ꎬ 论坛契合了非方的需求ꎬ 助力非洲国家推进工业化、
经济多元化和基础设施建设ꎮ

第一ꎬ 论坛契合非洲工业化的需求ꎮ 工业化是非洲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

经济增长的前提ꎬ 是非洲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ꎮ 论坛在推进非洲工业化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其一ꎬ 论坛推动了中非贸易额和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大幅增

长ꎮ 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同时ꎬ 也带去了相应的技术ꎬ 有利于部分解决非洲工

业化所需的资金和技术难题ꎮ 其二ꎬ 论坛推动了中非产能合作ꎮ ２００６ 年北京

峰会提出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建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ꎬ 这一举措有力地推

动了中国的优质产能向非洲转移ꎬ 推动了非洲工业化进程ꎮ 其三ꎬ 论坛为非

洲工业化培养了急需的人才ꎬ 如 ２０１５ 年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有针对性地提出

了为非洲培训 ２０ 万职业技术人员的目标ꎮ
第二ꎬ 论坛契合非洲经济多元化的需求ꎮ 在促进经济多元化方面ꎬ 非洲

通过加快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来改变单一的经济结构ꎮ 非洲多数国家是农业

国ꎬ 农业劳动者超过劳动力总人数的 ６０％ ꎬ 农业产值占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５％左右ꎮ② 但很多非洲国家粮食不能自给ꎬ 是粮食净进口国ꎮ 鉴此ꎬ 中国通

过派遣农业技术组、 建设援非农业示范中心等方式助力非洲农业发展ꎮ 这既

满足了非洲希望通过发展农业来改变单一经济结构的需求ꎬ 又可以提高非洲

农业生产效率ꎬ 进而保障非洲粮食安全ꎮ
非洲旅游资源丰富ꎬ 潜力巨大ꎬ 而且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ꎬ 因此旅游业

也是很多非洲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ꎮ 在论坛的推动下ꎬ 现有 ３０ 多个非洲国家

成为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的目的地ꎮ 论坛还通过举办旅游推介会、 开通直航航

线等方式ꎬ 推动中非旅游合作ꎮ 近年来ꎬ 中国赴非洲游客人数增长显著ꎬ 非

洲已成为中国公民新兴旅游目的地ꎬ 旅游业已经成为非洲经济新的增长点ꎮ
第三ꎬ 中非合作论坛契合非洲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ꎮ 基础设施建设

与非洲工业化乃至改善民生都密切相关ꎮ 事实上ꎬ 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滞后

导致了非洲国家每年国内生产总值至少损失 ２％的增长率ꎮ 在历届论坛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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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安山、 刘海方: «论中非合作论坛的运作机制及其与非洲一体化的关系»ꎬ 载 «教学与研

究» ２０１２ 第 ６ 期ꎬ 第 ５９ 页ꎮ
张忠祥: «当前非洲经济转型的特点»ꎬ 载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

第 ２ 期ꎬ 第 １２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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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ꎬ 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参与到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ꎬ 不仅为非洲国

家提供了大量优质工程ꎬ 还降低了成本ꎬ 增加了当地就业岗位ꎬ 促进了相关

非洲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ꎮ 目前ꎬ 非洲 ３０％以上的基础设施项目ꎬ 其中 ８０％
的通讯基础设施由中方融资建设或承建ꎮ①

(三) 合作共赢ꎬ 惠及中非双方利益

中非合作是双赢的ꎬ 符合中非双方利益ꎮ 对非方来说ꎬ 如前所述ꎬ 过去

２０ 年来ꎬ 中国逐渐扩大对非贸易、 对非投资、 对非工程承包以及对非援助ꎬ
中国已经成为推动非洲经济发展的新因素ꎮ 此外ꎬ 在中非合作论坛的影响下ꎬ
传统大国和新兴国家纷纷重启或建立对非合作机制ꎮ 这让非洲在合作伙伴的

选择上有了更多的选项ꎬ 也推动了非洲国际地位的提升ꎮ
对中方而言ꎬ 中方也从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非合作中受益ꎮ 第一ꎬ

中非合作论坛搭建了中国对非合作的多边舞台ꎮ 每届论坛召开时ꎬ 中国与非

洲国家集体讨论促进中非合作的大计ꎮ 除了非洲国家领导人或部长参加外ꎬ
还有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的代表与会ꎮ 因此ꎬ 论坛搭建的多边合作机制有

助于中国协调对非盟、 非洲次区域组织、 非洲单一国家这三个层面的政策ꎬ
优化中国对非合作的资源配置ꎮ

第二ꎬ 非洲国家在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上大力支持中国ꎮ 随着非盟的成

立和非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ꎬ 非洲日益重视以整体形式参与国际事务ꎬ 在国

际上的政治影响力也日益扩大ꎮ 因此ꎬ 非方对中国核心利益问题的大力支持

在政治上具有很重的分量ꎮ 其中ꎬ 一个中国原则已写入中非合作论坛的宣言

之中ꎬ 如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 “我们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立

场ꎬ 双方将继续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与发展利益”ꎮ 在 ２０１６ 年的所

谓 “南海仲裁案” 上ꎬ 有 ３０ 多个非洲国家以不同方式公开发声明确支持中方

立场ꎮ② ２０２０ 年ꎬ 当一些西方国家借新冠病毒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时ꎬ 非洲国

家坚定地与中国站在一起ꎮ 所有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和非盟委员会

主席都来电来函或以其他方式向中方表达真挚的慰问和兄弟般的支持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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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松添: «中非合作助力非洲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ꎬ 载 «中国投资» ２０１９ 年第２４ 期ꎬ 第１７ 页ꎮ
«３０ 多个非洲国家明确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０８ / ｃ＿１１１９１８９６４２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０２ꎮ
戴兵: «二十载耕耘结硕果 　 新时代扬帆启新程———纪念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２０ 周年»ꎬ 载

«中国投资»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２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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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中非经济合作符合自身的利益ꎮ 非洲是中国企业 “走出去” 的重

要舞台ꎬ 是中国实现 “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 的重要场所ꎮ 在论坛的推动

下ꎬ 非洲已成为中国第三大海外投资市场和第二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ꎮ 中非

在能源领域的密切合作有助于保证中国的能源安全ꎮ 中非产能合作还推动了

中国的富余优质产能向非洲转移ꎮ
此外ꎬ 中非合作论坛还推动了 “一带一路” 倡议与非洲国家发展战略的

对接ꎮ 仅在 ２０１８ 年北京峰会期间ꎬ 就有非洲联盟以及 ２８ 个非洲国家和中国

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 政府间谅解备忘录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已同

４４ 个非洲国家和非盟委员会签署 “一带一路” 合作协议ꎬ 占与中国签署合作

协议国家总数的 １ / ３ꎮ 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推动下ꎬ 非洲成为参与共建 “一带一

路” 积极且坚定的地区之一ꎮ
(四) 与时俱进ꎬ 合作内容不断调整充实

中非合作论坛迄今已举办过 ７ 届部长级会议ꎬ 随着双方需求的变化ꎬ 在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合作领域也在不断拓展与深化ꎬ 从最初的减债、 人力

资源开发到扩大对非优惠贷款、 应对气候变化ꎬ 再到加强和平安全合作、 深

化人文交流ꎬ 以及后来的中非产能合作等等ꎬ 合作内容不断充实ꎮ
２０００ 年首届中非合作论坛召开ꎬ 正值非洲债务负担沉重之时ꎬ 所以论坛

重视对非减债问题ꎬ 合作文件提出 “在未来两年内ꎬ 减免非洲重债贫穷国和

最不发达国家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债务ꎮ”① ２００３ 年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重点放在

人力资源培训议题上ꎮ
２００６ 年论坛北京峰会召开前ꎬ 非洲国家希望外部更多地投资非洲以及发

展贸易关系ꎬ 而不是纯粹的援助ꎮ 同时ꎬ 非洲是中国企业 “走出去” 的重要

海外市场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中国政府在 ２００６ 年北京峰会上提出了设立中非发展

基金的新举措ꎬ 旨在鼓励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ꎮ 此外ꎬ 中方还提出在非洲设

立 ３ 至 ５ 个经贸合作区ꎬ 鼓励中国企业走进非洲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ꎬ 非洲经济十几年来首次出现较大幅度的下

滑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率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６ １％ 下降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１ ６％ ꎮ② 鉴此ꎬ 中国在 ２００９ 年第四届论坛上提出了推进中非合作的新的八项

６６

①

②

«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ꎬ 载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ｔｄａ /
ｄｙｊｂ ｚｊｈｙ / ｈｙｗｊ１２００９ / ｔ１５５５６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３１ꎮ

张忠祥: «中非合作论坛研究»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１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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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ꎬ 将对非优惠贷款扩大一倍ꎬ 从 ５０ 亿美元增长到 １００ 亿美元ꎬ 助力非洲

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ꎮ 同时ꎬ 提出与非洲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

题的挑战ꎮ
在 ２０１２ 年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召开之前ꎬ 非洲面临的和平与安全挑战

增多ꎬ 如恐怖主义、 海盗问题等ꎮ 这些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非洲国家发

展经济的努力ꎮ 同时ꎬ 随着中非之间的人员往来越来越密切ꎬ 大量中国企业

赴非投资ꎬ 非洲的和平与稳定牵动着中国在非洲的切身利益ꎮ 因此ꎬ 在第五

届部长级会议上ꎬ 中方发起了 “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ꎬ 旨在加强双方

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 非盟峰会通过了规划非洲未来 ５０ 年发展蓝图的 «２０６３ 年

议程»ꎬ 明确提出到 ２０６３ 年非洲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５０％以上、 吸纳

超过 ５０％新增劳动力的目标ꎬ 强调非洲要进一步提升商品附加值、 提高劳动

力技能水平、 实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ꎮ 同年 １２ 月召开的约翰内斯堡峰会对

«２０６３ 年议程» 中的非洲工业化目标做出了积极回应ꎬ 将 “中非工业化合作

计划” 置于 “十大合作计划” 之首ꎮ 此外ꎬ 中方还设立了中非产能合作基金ꎬ
支持中非产业对接与产能合作ꎮ

２０１８ 年论坛北京峰会重点放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与非洲联盟 «２０６３ 年议

程» 对接ꎬ 以及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ꎮ 在 ２０１８ 年北京峰会的推动

下ꎬ “一带一路” 倡议与中非合作已进入了精准对接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ꎬ 推

动了中非合作走向全方位、 宽领域和纵深化的新局面ꎬ 合作内容从过去的聚焦

“五通” 拓展到绿色发展、 能力建设及健康卫生、 和平安全等更多惠民新领域ꎮ
(五) 机制保障ꎬ 各项举措落实得力

自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ꎬ 每次论坛都推出切实可行的合作举措ꎬ 并积

极落实ꎬ 推进中非合作的机制化ꎮ 国际社会有不少对非洲合作机制ꎬ 从不缺

少纸面上的合作规划和承诺ꎬ 关键是落实这些规划和承诺ꎬ 但恐怕只有中非

合作论坛严格执行会议成果ꎬ 如第二届欧非峰会原定 ２００３ 年召开ꎬ 结果拖了

４ 年ꎬ 直至 ２００７ 年才召开ꎮ 同西方国家落实与非洲制定的合作计划表现出来

的 “雷声大、 雨点小” 相比ꎬ 中国在落实此类行动计划时能够做到 “言必信ꎬ
行必果”ꎮ

历届论坛各项举措落实得力ꎬ 主要得益于论坛完善的后续行动机制ꎮ 论

坛后续机制建立在部长级会议、 高官级后续会议ꎬ 以及为部长级会议做准备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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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官预备会和非洲驻华使节与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处的会议这三个层

级上ꎮ 中非合作论坛涉及中国和非洲多个政府部门ꎬ 如何有效协调ꎬ 仅靠外

交部或商务部显然是不够的ꎬ 为此设有后续行动委员会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ꎬ 中非

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成立ꎬ 目前共有外交部、 商务部、 财政部等 ３６
家成员单位ꎮ ２０１５ 年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后ꎬ 中非双方在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９ 年

召开了两次协调人会议ꎬ 就两届峰会成果落实情况进行对接ꎮ 此外ꎬ 论坛还建

立了中非企业家大会、 中非民间论坛、 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等机制性的分论坛ꎬ
推动论坛提出的举措在各个合作领域得到落实ꎮ 正基于中非合作论坛有后续行

动机制、 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 机制性的分论坛等多个机制ꎬ 所以ꎬ 在各国与

非洲的众多合作机制中ꎬ 中非合作论坛成效最大ꎬ 举措落实最为得力ꎮ
(六) 深化南南合作ꎬ 中非谋求共同发展之路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而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大陆ꎬ
故中非合作仍然属于南南合作的范畴ꎮ 自论坛成立以来ꎬ 中非合作的全方位

快速发展为新时期的南南合作注入了新动力ꎬ 论坛本身就是南南合作的一面

旗帜ꎮ 南非金山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加斯谢尔顿认为ꎬ 中国与非洲全面友好

合作为双方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ꎬ 开启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ꎬ 堪称当前国

际关系中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的成功典范ꎮ①

随着中非合作不断深入发展ꎬ 中方提出了一系列对非合作的原则和理念ꎮ
２００６ 年ꎬ 胡锦涛主席在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了真诚友好、 平等相待、 相互支

持、 共同发展的对非合作原则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 “真、 实、 亲、
诚” 理念和正确义利观ꎮ 在 ２０１８ 年论坛北京峰会上ꎬ 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

出ꎬ “中国相信中非合作的必由之路就是发挥各自优势ꎬ 把中国发展同助力非

洲发展紧密结合ꎬ 实现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ꎮ 中国主张多予少取、 先予后取、
只予不取ꎬ 张开怀抱欢迎非洲搭乘中国发展快车ꎮ”②

尽管各个时期中非合作要义的表述有所区别ꎬ 但是核心思想并没有改变ꎬ
如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以及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ꎮ 其中ꎬ 共同发展是中国与

非洲国家进行合作的核心目标ꎮ １４ 亿中国人民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８６

①

②

经凯、 蔡淳: «互利共赢开启南南合作新模式———访南非金山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加斯谢尔

顿»ꎬ 载 «经济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ꎮ
«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ꎬ 载中

非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ｚｙｗｘ / ｚｙｊｈ / ｔ１５９１３９５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１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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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的中国梦ꎬ 同时ꎬ １２ 亿非洲人民正以非洲联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所绘制的

发展蓝图为目标ꎬ 致力于实现联合自强、 发展振兴的非洲梦ꎮ 中非双方目标

一致ꎬ 发展战略高度契合ꎮ
在中非合作的实践中ꎬ 中国也在践行与非洲国家共同发展这一核心目标ꎬ

在论坛框架下ꎬ 中方通过有针对性的合作项目助力非洲经济发展ꎬ 提高非洲

自主发展能力ꎮ 一些精心挑选的中非合作项目对非洲经济增长和转型发挥了

重要作用ꎮ 比如ꎬ 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说ꎬ 连接肯尼亚东部港口城市

蒙巴萨与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ꎬ 对肯尼亚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 １ ５％ ꎬ 将推

动肯尼亚工业化进程、 实现经济转型ꎮ①

新时代如何推动论坛可持续发展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２０ 年来ꎬ 极大地促进了中非关系的发展ꎬ 中非关系进入

了全面、 快速的发展时期ꎮ 当然ꎬ 中国和非洲都在发展和变化ꎬ 国际形势也在

演变之中ꎬ 对中非合作论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 中国需要在全面总结经验的基

础上ꎬ 根据形势的新变化ꎬ 提出促进中非合作论坛可持续发展的应对之策ꎮ
(一) 新时代对中非关系的新定位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发展中国家整体性崛起正在改变着

世界格局ꎮ 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 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ꎬ 同时ꎬ 全球深

层次矛盾突出ꎬ 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严峻ꎬ 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多ꎮ 各个国

家、 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如何相处ꎬ 是需要认真考虑的时代议题ꎮ 党的十八大

以来ꎬ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ꎬ 中国正在实行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ꎬ 其核心是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ꎬ 中国通过全方

位开放合作、 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ꎬ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ꎬ 与世

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ꎮ”②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系统工程ꎬ 需要长时期的不懈努力ꎮ 同时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轻重缓急ꎬ 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率先垂范ꎬ 非洲就是

９６

①

②

«中国为非洲提供各种发展机会! 那些指指点点的国家在哪儿呢?»ꎬ 载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ｃａｃｓｕｍｍｉｔ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ｃｈｎ / ｚｐｆｈ / ｔ１５９３１２７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１８ꎮ

杨洁篪: «携手同心ꎬ 共担责任ꎬ 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４ ~ 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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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地区ꎮ 由于中非之间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 共同的发展任务、 共同的

战略利益ꎬ 所以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和榜样ꎮ 党的

十八大以来ꎬ 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ꎻ 非洲同样也有

非洲梦ꎬ 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提出: 要在 ２０６３ 年ꎬ 即非洲统一组织成立 １００
年之际实现非洲的复兴ꎮ① 中非为了实现各自的梦想ꎬ 需要相互支持ꎬ 互相倚

重ꎮ 这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ꎮ
新时代对中非关系的新要求ꎬ 就是深化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ꎬ 构

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ꎮ 为此ꎬ 在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ꎬ
中非双方经过协商ꎬ 一致通过了 «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

京宣言» 和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两份文件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ꎬ 阐明

了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六点内涵: 即携手打造责任共担的中非

命运共同体ꎻ 携手打造合作共赢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ꎻ 携手打造幸福共享的中

非命运共同体ꎻ 携手打造文化共兴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ꎻ 携手打造安全共筑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ꎻ 携手打造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ꎮ 在构建更加紧密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ꎬ 中国继续坚持真诚友好、 平等相待ꎮ②

(二) 中非合作论坛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机遇

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同非洲国家在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开展集

体对话、 进行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有效机制ꎮ 它的成立标志着中非关系开

始由政治主导型或经济主导型向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等全方位务实、 理

性合作关系的转变ꎮ 当然ꎬ 中非合作论坛也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ꎬ 需要

抓住机遇、 应对挑战、 谋划未来ꎮ
第一ꎬ 国际秩序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新变化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 习近平

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一个重要论断: “当前ꎬ 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

好的发展时期ꎬ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两者同步交织ꎬ 互相激荡ꎮ”③

０７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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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

话»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４ 日ꎮ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ꎬ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ꎬ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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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 的本质在于国际秩序的重塑ꎬ 即基本上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

所主导的国际秩序ꎬ 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剧烈变动与调整ꎮ “大变局” 的动力

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ꎬ 主导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美国接连 “退群”ꎬ 大

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ꎬ 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治理体系ꎬ 给全球带来剧

烈冲击与震荡ꎻ 另一方面ꎬ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ꎬ 并坚定

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ꎬ 积极推进全球化良性健康发展ꎬ 大力推动全

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ꎮ①

虽然新机制的诞生和发展将面临诸多艰难挑战ꎬ 但中国和非洲同为发

展中国家ꎬ 要争取在未来国际体系中的有利地位ꎬ 必须加强密切合作ꎬ 中

非合作论坛为此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ꎮ 此外ꎬ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

延和世界性经济衰退导致全球化进程受阻ꎬ 世界范围内极有可能出现新一

轮区域合作与跨区域合作ꎮ 这是因为ꎬ 经济全球化进程不可能被新冠肺炎

疫情或少数国家的逆全球化的举动所中断ꎮ 同样ꎬ 非洲的一体化以及中非

合作也会继续向前发展ꎬ ２０１９ 年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正式启动标志着非洲

一体化的新进展ꎮ
第二ꎬ 中非依存度增加ꎮ 其一ꎬ 中非经济互补ꎮ 新中国建立 ７０ 多年来ꎬ

尤其是经过 ４０ 多年的改革开放ꎬ 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ꎬ 在资金、 技术和人

才等方面具有自己的优势ꎻ 而非洲国家有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ꎬ 现正在大力

推进工业化的建设ꎮ 中非不仅在贸易、 投资、 技术和金融等方面开展了卓有

成效的合作ꎬ 而且在产能合作和推进非洲工业化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与潜

力ꎮ 其二ꎬ 中非在国际问题上有许多相同与相似的认识ꎬ 双方相互倚重、 相

互支持ꎮ 例如ꎬ 中国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仗义执言ꎬ 非洲在中国的核心

利益问题上支持中国ꎮ 其三ꎬ 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方面ꎬ 中非通力合作ꎮ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ꎬ 以气候变化、 能源危机、 粮食安全和大规模疾病

蔓延为代表的全球性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严峻挑战ꎬ 而全球性问题的解

决更加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ꎮ 事实上ꎬ 中国与非洲国家在论坛框架下ꎬ
已经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付诸行动ꎮ

非洲对于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非洲在中国对外战略的布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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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运泉: «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重识中国与世界的关键»ꎬ 载 «探索与争鸣» ２０１９ 第 １ 期ꎬ
第 ４ 页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处于基础的地位ꎬ 而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在新形势下建立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平台ꎮ 崛起的中国对于非洲同样具有战略意义ꎮ 中非

在政治上平等相待ꎬ 经济上优势互补ꎬ 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ꎬ 是非洲外交多

样化的必然选择ꎮ 非洲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亦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ꎬ 基于此ꎬ
非洲国家同样把论坛看作重要的合作机制ꎮ

第三ꎬ 非洲经济转型与一体化新进展为中非合作注入新动能ꎮ 主要得益

于新兴经济体与非洲合作的发展ꎬ 在 ２１ 世纪初前 １５ 年里ꎬ 非洲大陆经济年

增长率平均超过 ５％ ꎮ① 然而ꎬ 人们不仅要观察非洲大陆经济增长数量ꎬ 更要

探究经济增长是否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是否转化为民众的收入增长、 是

否显著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ꎬ 即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ꎮ 在此背景下ꎬ 非洲经

济转型正在兴起ꎮ 相关报告指出ꎬ “非洲经济转型的途径是: 发展基础设施ꎬ
释放私营部门的潜力ꎬ 帮助劳动者提高技术ꎬ 创造就业机会ꎬ 尤其给妇女和

青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ꎮ”② 近年来ꎬ 非洲国家已开始采取多种措施ꎬ 促进

经济转型ꎬ 包括: 大力推进非洲工业化ꎬ 以此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ꎻ 加快农

业和服务业的发展ꎬ 促进经济多元化ꎻ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ꎬ 增强经济发展的

后劲ꎻ 强调绿色发展ꎬ 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等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非洲一体化进程不断取得新进展ꎮ ２００２ 年非洲联盟的

成立标志着非洲一体化入了新的阶段ꎮ ２０１５ 至 ２０１７ 年ꎬ 非洲区内贸易占非洲

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 １５ ２％ ꎮ③ 非盟提出ꎬ 到 ２０４５ 年ꎬ 这一比重 “将上

升到 ５０％ ꎮ”④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７ 日ꎬ 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召开的第 １２ 届非盟特

别峰会上ꎬ 正式启动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实施程序ꎬ ５４ 个成员签署了非

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ꎬ 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ꎬ 已有 ２９ 个非洲国家批准了该协定ꎮ
非盟计划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实施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ꎬ⑤ 但因新冠疫情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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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实施ꎮ
(三) 中非合作论坛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欲推动中非合作论坛的可持续发展ꎬ 我们不仅要充分认识到论坛发展的

机遇ꎬ 而且要清醒地认识到论坛发展的挑战ꎬ 做到居安思危、 未雨绸缪ꎮ
第一ꎬ 大国在非洲的竞争加剧ꎮ 近年来ꎬ 非洲发展潜力不断释放ꎬ 这也

吸引了世界大国的关注ꎮ 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日益扩大ꎬ 特别是 ２００６ 年

论坛北京峰会以来ꎬ 大国纷纷开启或重启对非峰会外交ꎮ 美国政府深刻感受

到其在非洲被中国赶超的危机ꎬ 进而出台一系列措施避免在非洲被中国甩在

身后ꎮ 在论坛影响之下ꎬ 美国实施了由政府主导扩大对非贸易和投资的策略ꎬ
在 ２０１４ 年举办了首届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ꎮ 特朗普的非洲新战略更是直接

点名要遏制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的影响力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美国在莫桑比克召

开了 “美非商业峰会”ꎬ 继续打压与诋毁中国ꎬ “将中国视为非洲民主的威胁、
美国经济利益的损害者和地缘政治利益的挑战者ꎮ”① 欧洲国家向来视非洲为

自己的经济 “后院”ꎮ 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客观上引起了欧洲人的危机意识ꎬ
并加速了其与非洲交往的步伐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对非战

略文件ꎬ 提出要与非洲建立战略伙伴关系ꎬ ２００７ 年欧盟召开拖延了 ４ 年之久

的第二届欧非峰会ꎮ 此外ꎬ 欧洲也加强了单一国家的对非合作机制ꎬ 如德国

和英国分别在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召开了非洲投资峰会ꎮ 日本早在 １９９３ 年就牵

头召开了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ꎬ 迄今为止已经召开了 ７ 届会议ꎮ 日本提出

“高品质基建” 动议ꎬ 并将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由五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ꎬ
都反映出其在非洲与中国进行影响力竞争的考虑ꎮ 近年来ꎬ 俄罗斯继续加大

“重返非洲” 的力度ꎮ 俄罗斯智库报告 «俄罗斯重返非洲: 战略与前景» 提

出ꎬ “俄罗斯必须立即着手恢复在非洲的地位ꎬ 把非洲作为外交优先方向”ꎮ②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ꎬ 首届俄非峰会在索契召开ꎬ 重点关注经贸、 安全等领域的合

作ꎮ 普京总统利用此论坛高调宣布了俄罗斯重返非洲的计划ꎮ③ 实际上ꎬ 新兴

大国的经济发展处于相同或相似的阶段ꎬ 与非洲合作的重点也存在竞争ꎮ 例

如ꎬ 中国和印度都对非洲的能源和原材料有较大的需求ꎬ 印度在对非合作上

紧盯中国ꎬ ２００８ 年首届印非峰会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中非合作论坛ꎬ 在对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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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明: «大国经略非洲研究»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４６９ ~ ４７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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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举措上也有趋同性ꎬ 如增加投资、 扩大贸易、 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等ꎮ
第二ꎬ 全球性问题突出ꎬ 波及中非合作ꎮ ２０２０ 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ꎬ 其中也包括对非洲经济和中

非合作的冲击ꎮ 受疫情影响ꎬ 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人员往来、 货物运输、 货

物通关、 中非贸易、 中国对非投资以及中国与非洲共建 “一带一路” 在短期

受到严重负面影响ꎬ 一些项目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状态ꎮ
此外ꎬ 在中非携手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ꎬ 也出现一些负面舆情ꎮ 这表

明中非合作论坛虽已取得了巨大成效ꎬ 但国际话语权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

手里ꎮ 在此次疫情中ꎬ 西方国家对新冠病毒来源问题进行政治化、 污名化ꎮ
受此影响ꎬ 一些非方人士要求中方免除债务或对非方进行赔偿ꎬ 如世界银

行前副行长、 尼日利亚前教育部部长埃塞克韦西利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在

«华盛顿邮报» 发表文章ꎬ 指责中国对疫情的处理不利并要求中国向非洲赔

偿ꎬ 提出中国至少应该取消其在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７ 年之间借给非洲国家的

１ ４００亿美元借款ꎮ① 驳斥此类不实言论ꎬ 需要中非双方共同努力ꎬ 不断夯实

民意基础ꎮ
第三ꎬ 中非合作困境亟待破解ꎮ 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推动下ꎬ 中非合作日

益密切ꎬ 但中非合作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ꎮ 一方面ꎬ 随着中非经贸合作

日益密切ꎬ 中国企业在非经营风险随之增加ꎮ 一旦非洲国家政局发生重大变

动ꎬ 就会影响到中资企业的利益ꎮ ２０１１ 年初的利比亚变局导致中国在利比亚

大撤侨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ꎮ 不仅如此ꎬ 中非经贸合作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

响ꎮ 近年来ꎬ 经济民族主义在非洲一些国家有所抬头ꎬ 加之非洲国家国内少

数政客与媒体的渲染ꎬ 出现一些对中非合作不和谐的声音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ꎬ 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 的旗舰项目———蒙内铁路的建设被肯尼亚上

诉法院裁定不符合法律规定ꎬ 法官们认为肯尼亚铁路公司作为采购实体ꎬ 违

反了肯尼亚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ꎬ 即没有通过公开招标来采购商品和服

务ꎮ② 如果该裁定成立ꎬ 则对蒙内铁路的运营以及今后的偿债是很不利的ꎬ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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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到中、 肯的基础设施合作ꎬ 乃至中非之间的基础设施合作ꎮ
另一方面ꎬ 论坛成立 ２０ 年来ꎬ 该机制确实为深化中非合作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ꎬ 但非洲国家对论坛的期待也日益提高ꎬ 而中方在新举措和资金支持的

力度方面已经遇到了瓶颈ꎮ 由于中国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ꎬ 加之受新冠疫情

的影响ꎬ 中国对非援助以及资金支持力度需符合自身能力状况ꎬ 且尽其所能

与非洲国家开展资金合作ꎮ 在此方面ꎬ 双方合作规模不仅要看资金总量变化ꎬ
更要看重内在质量的提升ꎮ 例如ꎬ 中方在 ２０１８ 年论坛北京峰会与 ２０１５ 年约

翰内斯堡峰会提出的对非资金支持额度 (６００ 亿美元) 相同ꎬ 且有些项目不

仅仅局限于三年期ꎬ 而是作为中非合作的中长期计划ꎮ 这种变化需要论坛参

与方理性认知与调适ꎬ 推进双方合作的顺利发展ꎮ
(四) 推动中非合作论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非合作论坛已经走过 ２０ 年的历程ꎬ 开创了中非互利共赢的局面ꎮ 论

坛在发展进程中ꎬ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ꎬ 包括领导重视、 平等协商、 合作共

赢、 与时俱进、 机制保障、 深化南南合作ꎬ 等等ꎮ 这些经验既是中非合作

论坛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ꎬ 也是中非合作特色的具体体现ꎬ 在论坛今后的

发展中ꎬ 要继续坚持这些成功经验ꎮ 与此同时ꎬ 在全球性挑战凸显的背景

下ꎬ 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要积极规划后疫情时代的合作ꎬ 构建更加紧密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ꎮ
第一ꎬ 推动中非合作的全面、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ꎮ 中国与非洲国家继

续夯实中非政治互信的基础ꎬ 坚持真诚友好、 平等互信ꎮ 中方应前瞻性研

判非洲国家政局变化ꎬ 注重政党政治新变化ꎬ 做好非洲国家反对党的工作ꎻ
推动中非政治关系、 经贸合作、 人文交流齐头并进ꎬ 更加重视在非洲和平

与安全事务中发挥作用ꎻ 加速推进中非经贸合作转型升级ꎬ 并更好地惠及

非洲民众ꎬ 促使中非合作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ꎮ 从论坛发展的 ２０ 年

来看ꎬ 中非合作在 “量” 的扩张方面已经发展很快ꎬ 甚至已经遇到了瓶颈ꎬ
但在 “质” 的提升方面发展空间非常大ꎬ 尤其需要进一步加强在惠及民生

项目方面的合作ꎮ
第二ꎬ 不断开辟新的合作领域ꎮ 当前ꎬ 非洲国家正在倡导经济转型ꎬ 实

现包容性增长、 可持续发展和低碳绿色发展已经成为非洲发展理念ꎮ 这些新

的合作理念则酝酿着中非合作的新机遇: 加强中非在绿色经济、 服务业和旅

游业等领域的合作ꎻ 利用非洲关注青年和妇女就业的机遇ꎬ 设计对非洲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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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妇女的专门培训项目和小额贷款项目ꎻ 在非洲城市化方面加强合作ꎬ 中国

在城市旧区改造中积累了丰富经验ꎬ 可以帮助非洲消除城市贫民窟ꎻ 利用中

国的经济先发优势ꎬ 与非洲加强在 “５Ｇ” 网络、 远程医疗、 远程教育、 电子

商务等领域的合作ꎻ 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ꎬ 支持中非合作更多向公共领域

倾斜ꎮ
第三ꎬ 加强人文交流和民间交流ꎬ 厚植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民意基础ꎮ 中

非关系的基础在民间ꎬ 通过学者交流、 媒体互动、 青少年交流等多种形式加

强中非民间交流ꎬ 真正做到民相亲、 心相知ꎮ 中方可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在

非洲ꎬ 大力推广汉语教育ꎬ 继续扩大在非洲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ꎬ 努力将

汉语纳入非洲中小学的课程ꎻ 在中国ꎬ 大力发展非洲语言教学ꎬ 加强对非洲

非通用语的学习ꎻ 加强中非智库交流ꎬ 助推非洲国家成立对华研究机构ꎻ 加

强中非媒体交流ꎬ 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引领作用ꎬ 发出更多的中非友好的声

音ꎬ 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奠定舆论基础ꎻ 着眼未来ꎬ 加强中非

青少年交流ꎬ 助力于建立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ꎮ
第四ꎬ 继续加强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设ꎮ 其主要举措是: 建立完善中

国对非援助项目的相应机制ꎬ 对非洲国家提出的要求进行筛选和认证ꎬ 更

多地关注民生工程ꎬ 加强同非洲次区域组织和非洲联盟的协调ꎬ 同时吸收

一部分非政府组织监督有关项目的落实ꎬ 增加透明度ꎬ 提升形象ꎻ 妥善处

理好论坛与分论坛的关系ꎬ 严格控制分论坛的数量ꎬ 提高分论坛的质量ꎻ
充分调动非方在组织和协调论坛上的积极性ꎬ 共同推动论坛的可持续发展ꎮ
此外ꎬ 在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世界蔓延、 全球性问题挑战严峻的背景下ꎬ
中非合作论坛也可以采取多种举办形式ꎬ 比如视频会议ꎬ 但是中非合作的

力度和水平不减ꎮ
第五ꎬ 坚持中非合作的开放性ꎮ 中非合作不是封闭、 排他的ꎬ 中方欢迎

非洲合作伙伴多元化ꎮ 在开展在非三方合作层面ꎬ 中方在与欧美开展对非三

方合作时ꎬ 自己的特色和原则不能轻易放弃ꎬ 应坚持中非间业已形成的合作

原则ꎻ 中方在与其他新兴大国开展三方合作时ꎬ 可以探索更多合作点ꎮ 在开

展对非合作的多边层面ꎬ 中方可规划同国际多边机构在非洲展开合作ꎻ 研究

中非合作论坛与联合国、 世界银行等组织合作的方案ꎬ 以待时机成熟时及时

展开ꎮ 例如ꎬ 中—日—韩合作机制已经建立ꎬ 时机成熟时也可以在非洲问题

上进行合作ꎬ 进而实现新的亚非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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