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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时代中非合作的新征程与新思考

周玉渊

　 　 内容提要　 百年变局的时代张力与中非关系的内在动力之互动深刻影响

着当下及未来的中非合作。 大变局时代的中非合作正展现出新特征： 中非合

作的国际环境由宽松转向趋紧， 大国对非关系格局由合作互补转向竞争分裂，
中非合作面临的内外挑战显著增加， 中非合作的战略性规划和中长期发展诉

求明显提升。 顺应时代变革、 引领中非关系持续发展塑造着新时代中非合作

的议程： 党的二十大后的中非合作正迈向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征

程， 非洲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塑造了中非合作的新议题， 共同利益扩大

推动中非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加强共同行动。 与此同时， 回应和解

决中非合作中不断出现的问题也正成为中非合作的重要议程。 由此， 面对大

变局时代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如何扩大中非在全球层面的 “共同点”、 破解非

洲发展的 “痛点”、 擦亮中非合作的 “亮点”、 培育和提升中非合作新 “增长

点”， 已成为中非合作的努力方向以及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着

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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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 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转型不仅加速了世

界之变， 也正宣告着 “后冷战时代” 的结束和一个未知新时代的来临。①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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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ａｔｈｅｗ Ｂｕｒｒｏｗｓ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Ｍａｎｎｉｎｇ， “Ｈｏｗ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 －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Ｗａｒ Ｒｅ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Ｆｏｕｒ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ｓｅｒｉｅｓ ／ ｔｈｅ －
ｂｉｇ － ｓｔｏｒｙ ／ ｈｏｗ － ｗｉｌｌ － ｔｈｅ － ｒｕｓｓｉａ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ｗａｒ － ｒｅｓｈａｐｅ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ｈｅｒｅ － ａｒｅ － ｆｏｕｒ －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
ｆｕｔｕｒｅｓ，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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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共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 “当前， 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正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一方面， 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 另一方面， 恃强凌弱、 巧取

豪夺、 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 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 安全

赤字、 治理赤字加重， 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强调，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

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 不确定难预

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② 大

变局时代正深刻塑造着中国与世界包括中国与非洲的关系。 中非关系是非洲

全球伙伴关系以及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非合作是国际对非合作

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典范。 在新的历史时期， 时代张力与中非关系自

身动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刻影响着中非关系的发展， 中非合作正呈现出新特

点与新趋势， 新的任务、 机遇和挑战正塑造着中非合作的新议程， 并对中非

关系的长远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如何加强中非战略沟通和共同行动， 如何巩

固和深化中非友好合作关系， 如何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正成为

中非合作重要的时代课题和前进的方向。 为此， 本文将致力于厘清当前中非

合作的新特点， 总结和分析中非合作的新议程， 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中非合作

的发展前景。

一　 中非合作的新特点

进入 ２１ 世纪第三个十年以来， 中非合作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力正发生重

大变化。 从外部环境看， 国际环境变化正在重构中国与其他大国在非洲的关

系， 大国对非合作格局正从差异互补转向竞争分裂， 中非合作因应时代变革

而进行转型发展的动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从非洲的角度看， 非洲经

济社会发展遭遇较严重困难， 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势头放缓， 中非合作

对支持非洲发展的道义责任以及引领发展中国家复苏的全球意义明显增加。
同时， 中非合作本身也正在经历转型升级、 推动中非合作提质增效、 提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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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６０ 页。
鞠鹏、 燕雁： 《中共二十届二中全会在京举行》，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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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合作的中长期战略规划能力、 应对中非合作中的重大挑战， 正成为构建高

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前提。
（一） 国际环境正发生重大变化

国际环境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其一， 世纪疫情、 百年变局、 乌克兰危机，
以及气候变化推动的全球发展转型， 正在重塑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发展

合作格局， 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① 其二， “东升西降” “南升北降”
的趋势正在放缓， 南南合作的挑战和挫折正在增加。 全球通胀、 经济衰退、
发展挑战加剧给世界经济和国际发展蒙上阴影， 国家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外部

刺激明显减弱， 发展中经济体 “硬着陆” 的风险急剧上升。 “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国家由于负债沉重、 投资疲软， 可能在未来多年都会增长乏力。 教育、 卫

生、 减贫和基础设施等多年积累的发展成果遭受严重侵蚀， 发展中国家面临

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② 其三， 全球安全、 国家安全、 发展安全和人的安

全都面临着重大挑战。 不断增加的安全问题分散了全球对发展议题的重视和

投入， 安全问题泛化则加剧了国际分裂和对抗， 进而导致国际协调合作的阻

力和挑战持续增加。 “发展的安全化———增长和发展目标从属于安全优先事

项， 未能带来安全， 只会破坏发展。”③

国际环境变化对中非合作正带来深远影响。 ２１ 世纪前 ２０ 年， 和平与发展

是时代主题， 大国协调是全球治理主基调。 中国和非洲以及中非合作本身都

受益于这一时期的和平红利和发展红利， 中国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非

洲经历了长时段的快速恢复发展， 中非合作获得了全面提升， 为南南合作和

国际对非合作树立了典范。 然而， 当前， 中非合作享有的全球化以及和平发

展红利正在衰减， 大国协调的氛围正在变淡， 中非合作相对受外部干扰较少

的局面正在被改变。 “复杂竞合时代的竞争色彩日益增强， 包括主要大国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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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ａｃｈａｅｌ Ａ. Ｈｉｔｔ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Ｄｉｓ） Ｏｒｄ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ｏｌ. ５６， Ｎｏ. ４， ２０２１， ｐｐ. １ － ７； Ｌｉ Ｓｈｅｎｇ， Ｈｏｗ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Ｒｅｓｈａｐｅｄ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０２１； Ｊｏｈａｎ Ａ. Ｏｌｄｅｋｏｐ ｅｔ ａｌ，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１３４， ２０２０， ｐｐ. １ － ４.

世界银行： 《全球经济大幅持久放缓将重创发展中国家》，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ｈｉｈａｎｇ. ｏｒｇ ／ ｚｈ ／ ｎｅｗｓ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１０ ／ ｇｌｏｂ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７。

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 Ｆｏｆａｃｋ，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ｉｔ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Ｍａｙ １９，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ｂｌｏｇ ／ ａｆｒｉｃａ － ｉｎ － ｆｏｃｕｓ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１９ ／ ａｆｒｉｃａ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ｎｅｗ － ｃｏｌｄ － ｗａｒ － ａｆｒｉｃａｓ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ｄｅｐｅｎｄｓ － ｏｎ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 ｏｆ － ｉｔｓ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２３ －０１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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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国际行为体的竞争体现在国家实力、 国际制度、 意识形态和关键节点

等方面。 随着权力政治强势回归、 地缘政治备受关注和传统安全威胁加剧，
‘修昔底德陷阱’ ‘大国政治悲剧’ 等话语一再被重复， 围绕国际制度和意识

形态展开的竞争也已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中的现象”。① 大国竞争加剧、 世界经

济衰退、 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 “断链”、 能源结构转型、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以及国际合作中的泛安全化正在对中非合作带来影响。 地缘政治、 全球秩序

和国际合作氛围的变化使中非合作不得不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未知的挑战。 从

“全球化时代的中非合作” 转向 “大国竞争时代的中非合作”， 正成为当下中

非合作的重要时代特征。
（二） 国际对非合作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

近年， 国际对非合作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 在力量对比上， 其表现为

“东升西降” 的态势， 中国等新兴国家对非合作的力度以及在非洲发展上的影

响力明显上升， 而西方在非洲的影响则相对下降。② 在大国互动关系上， 中国

与美西方国家在非洲的交集持续增加， 分歧乃至矛盾也在不断扩大。 即使如

此， 在一段时间内， 中国与美西方国家在非洲基本维持着和平共处的关系，
或者被称之为 “自然分工、 优势互补” 的 “协作” 局面。③ 然而， 随着中国

在非洲乃至全球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 美西方对中国和中非合作的焦虑明显

上升， 加强与中国在非洲的竞争正成为美西方的战略共识， 特别是美国特朗

普政府上台后推动的对华全面竞争对国际对非合作格局产生了根本影响。 中

国与美国在非洲的关系转向和服务于美国所发起的意识形态、 发展模式和全

球战略之争， 中国与美国在非洲事务上的合作甚至沟通基本停止。 拜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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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秦亚青： 《多元世界与竞合时代》 （ 《动荡变革期的时代特征》 笔谈专文之一）， 载 《世界经

济与政治》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０ 页。
张宏明： 《大国在非洲格局的历史演进与跨世纪重组》，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２９ ～ ３６ 页。
例如， 中国与美、 英、 法等西方大国以及欧盟都建立了非洲事务的定期磋商机制， 在 ２０２０ 年

之前， 中、 法举行了 １３ 轮磋商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 中、 英举行了 １０ 轮磋商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９ 年）， 中美举

行了 ８ 轮磋商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１４ 年前的中美多轮磋商是由副部长级别官员参与， ２０１９ 年是司局

级官员参与。 参见张宏明： 《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对非洲的战略需求》，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第 ２２ 页； 张春： 《涉非三方合作： 中国何以作为？》，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第 ８ 页。 国际和

非洲上的很多观点也认为中国和传统大国在非洲是互补的， 大国间的协调合作对于非洲发展至关重要。
Ｓｅ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ｈｉｅｒｅ， Ｌｅｏｎｃｅ Ｎｄｉｋｕｍａｎａ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ｌｋｅｎｈｏｒｓｔ ｅ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ｆｄｂ.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ｆｄｂ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ｎｇｌａｉｓｃｈｉｎａ.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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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后， 美国在重新重视非洲的同时， 不断强调与中国在非洲的模式差异①，
通过强化多边合作、 提出新合作倡议， 企图重建在非洲事务上的领导力， 进

而凸显与中国在非洲的竞争关系。
由此， 国际对非合作格局已从差异互补转向竞争分裂。 在经济和发展领

域上， 美西方国家开始不 “承认” 中国在非洲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上的重要

贡献， 而是持续将中国抹黑为 “掠夺国家”， 炒作所谓 “债务陷阱论” “不透

明论”， 表示将向非洲提供不同于中国的 “更好选择”。 美西方国家通过提出

“重建更美好世界” 和 “全球门户” 计划、 “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
“全球能源转型伙伴关系” “矿产安全伙伴关系” 等系统性倡议， 全面强化与

中国的竞争。 在政治领域， 它们加大对非洲民主和人权事务的介入力度， 勾

画所谓 “民主” 相对于 “威权” 的制度前景， 既通过 “千禧年挑战公司”
（ＭＣＣ）、 提供发展援助等 “胡萝卜” 工具支持非洲国家 “民主” 发展， 也利

用对津巴布韦等国的制裁工具打压与中国关系良好的非洲国家。 在安全领域，
美西方国家对非安全合作的效果持续遭到质疑， 却对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安全

合作非常警惕， 包括炒作中国在非洲的港口、 信息通信、 矿产投资、 联合演

习以及海外后勤基地所引发的安全问题。② 综上， 国际对非合作格局正日益分

裂为一方是美西方国家、 另一方是以中国为主体的 “平行的” 大国对非合作。
（三） 中非合作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持续增加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中非关系快速发展， 中非合作取得巨大成就。 中国已

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 最大基础设施融资方、 对非投资增速最快国家、 非

洲国际工程的主要承包方以及主要发展合作伙伴， 中国在非洲建立了重要比

较优势。 然而， 随着国际环境和非洲发展的变迁， 中非合作面临的挑战也在

不断增加， 现有的中非合作模式在应对新问题和挑战上的压力明显上升。
第一， 非洲经济发展遭遇严重挫折给中非合作带来新的压力。 自 ２０１５ 年

前后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以来， 受尼日利亚、 南非、 安哥拉等非洲大国经

济衰退的拖累， 以及埃塞俄比亚等之前经济增长较快的非洲国家因各种问题

陷入困境， 非洲增长的动能开始衰减， 政治、 经济和发展挑战不断积累； 新

·７·

①

②

如提出美非经贸合作的 “新模式”， 具体参见周玉渊： 《新冠肺炎疫情下大国对非洲关系评估

与展望》， 载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８ 页。
参见美国国防大学非洲战略研究中心对上述问题的评论， 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ｒｉｃａ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 ｓ ＝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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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肺炎疫情冲击、 乌克兰危机和能源转型的结构性影响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

趋势， 非洲国家前 ２０ 年的发展成果遭遇逆转， 正面临着 ２０００ 年以来最严重

的危机。 非洲发展挑战加剧不仅凸显了中国作为非洲重要发展伙伴的道义责

任和压力， 也促使中非双方不得不基于现实变化对传统的中非合作模式进行

调适， 如在融资、 基础设施、 能源等方面的合作。
第二， 非洲政治安全挑战加剧。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２ 年， 非洲共发生了 １２ 次军事

政变， 其中 ７ 次取得成功， 包括马里、 乍得、 几内亚、 苏丹和布基纳法索，
２０２１ 年发生的军事政变是新一轮的政变浪潮， 且这一轮政变频率明显高于此

前的平均水平。①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 非洲暴力冲突在数量和地域分布上都

明显下降， 然而， 近十年来， 这一趋势出现逆转。 根据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

数据， ２０１０ 年， 非洲国内冲突的数量为 １０ 起， 但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２５ 起， ２０２１
年， 非洲共发生了 ３０ ８６６ 起政治暴力事件， 都为历史新高。 冲突国家的数量

也大幅增加， ２０１０ 年只有 ５ 个非洲国家面临经常性的恐怖袭击， 目前已经扩

大到 １４ 个国家， 其他一些国家则存在偶发性的恐袭风险。② 另外， 多重危机

导致非洲的粮食与能源安全问题更加突出， 人道主义和民生危机不断加剧。③

非洲政治安全形势恶化不仅给非洲发展带来严重挑战， 也对中非合作带来直

接的影响， 凸显了统筹 “发展—安全—治理” 关系的重要性， 从而给中非合

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 中非合作面临的质疑甚至被污名化现象增多。 一方面， 美西方国

家利用非洲发展受挫之机， 攻击和抹黑中非友好合作。 另一方面， 部分非洲

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 排外主义有所抬头， 要求加大对中国在非

项目审查的声音增加， 从而对正常的中非合作带来影响。 与此同时， 为应对

发展挑战， 非洲国家在发展道路和发展伙伴选择上出现新变化， 为寻求更多

·８·

①

②

③

李新烽、 姚桂梅、 刘中伟、 沈晓雷、 邓延庭：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２ 年非洲形势分析与展望》， 载谢伏

瞻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 （２０２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１１８ ～ １５３
页； 余文胜： 《变局下的非洲： 危与机并存》，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７ ～ １９ 页； Ｐｅｔｅｒ
Ｍｗａｉ， “Ａｒ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ＢＣ，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４，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４６７８３６００，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２６.

Ａｍａｎｉ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ｏｎ ｔｈｅ ２０ 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ｍａｎｉ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１１，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ａｍａｎｉａｆｒｉｃａ － ｅｔ.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Ｔｈｅ － ｍａｊｏｒ － ｐｅａｃｅ － ａｎｄ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ｉｓｓｕｅｓ － ｉ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ｉｎ － ｔｈｅ － ｙｅａｒ － ｔｈｅ － ＡＵ － ｍａｒｋｓ － ｉｔｓ － ２０ －
ｙｅａｒｓ.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２７.

参见安春英： 《非洲粮食安全困局及其治理》，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第 ４９ ～ 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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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支持， 一些国家正加大与多边金融机构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
（四） 中非合作亟需中长期的战略规划

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非合作的战略目标， 推动中非合

作高质量发展是中非合作的必然要求。 这一目标和要求意味着双方必须从更

长远和战略性的高度来规划中非合作。 正是在这一逻辑指引下， 在中非合作

论坛达喀尔会议后首次发布了 《中非合作 ２０３５ 年愿景》 （下简称 《２０３５ 年愿

景》） 和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 两份重要文件。
《２０３５ 年愿景》 为中非合作规划了中长期的愿景， 体现了中非双方从长

远角度发展中非关系的意愿。 相比于中非合作论坛三年一个周期的合作规划

和举措设计， 《２０３５ 年愿景》 的出台意味着中非双方正致力于在项目合作与

战略合作、 在项目落地与项目可持续运营、 在短期收益与中长期合作效果等

多个维度实现平衡， 从而保障中非合作可持续发展， 使中非合作符合中非双

方的长远利益。 其主要的逻辑是中非合作必须具有系统性、 连续性和有效性，
这为当下的中非合作提供了根本的理念与原则。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宣言》 则是中非第一次在全球重大问题上发布共同的

立场文件。 气候变化是影响全球发展转型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正对中国、 非

洲以及中非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此， 中非决定建立新时代中非应对气候

变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不仅加强国际合作、 多边合作、 南南合作、 三方合

作等各层次的合作， 还加强在气候投融资合作、 “绿色长城计划” “非洲农业

适应倡议” 等重点项目和计划上的务实合作， 更重视在发展转型和可持续发

展方式上的合作。① 由此， 宣言表明中非不仅在全球重大问题上能够达成战略

共识， 而且也能够形成务实的合作机制和方案。 这为未来中非应对其他全球

性战略挑战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　 中非合作的新议程

中非合作的内部动力、 外部需求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正在塑造中非合作

新议程。 在内部动力上， 中非关系正进入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阶

·９·

①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１１２ ／ ｔ２０２１１２０２＿１０４６１０６３.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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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面临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的新需要， 如何引领和推动新时期的中非合作

正成为中非双方的共同任务。 在外部需求上， 非洲正遭受 ２１ 世纪以来最严峻

的经济和发展危机， 非洲对外部的需求也在快速增加。 在大变局时代， 如何

利用国际对非合作的机遇， 如何应对持续上升的国际竞争和挑战， 构成了中

非合作的共同议题。 为此， 中非双方正基于顶层设计、 需求导向、 共同行动

和高质量合作， 规划和引领新时期的中非合作， 推动构建高水平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
（一） 顶层设计引领中非合作新征程

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是新时代中非合作的鲜明特征。 从非方看， 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的通过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启动， 标志着非洲国家进入

联合自强、 共同发展的新时代。 从中方看， 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中非关系，
“一带一路” 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为中非合作

带来了新理念。 ２０１３ 年， 习近平在访问非洲时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合作理念

和正确义利观， 现已成为指导新时代中非合作的理念原则。 ２０１５ 年， 中非合

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确立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 ２０１８ 年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推动中非关系进入

历史最好时期。 ２０２１ 年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会议将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

体确定为新时期中非合作的共同目标， 启动了中非合作 “九项工程”。 当前，
如何推动非洲发展与 “一带一路” 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的对接与联动， 从战

略和政策层面规划中非合作也成为非洲国家重要的战略选择。 正如南非副外

长在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会议上呼吁， “我们羡慕使数以亿计人摆脱贫困的中

国模式， 我们需要与中国加强合作来实现目标以及推动旗舰项目的实施， 我

们希望加强与中国政府在实施非洲大陆自贸区上的合作和经验分享， 我们呼

吁中国能加强 ‘一带一路’ 倡议与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以及其他非洲经济发

展项目的对接。”①

中共二十大的召开为大变局时代的中非关系发展指明了新方向。 二十大

报告明确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对外政

策作出了清晰定位， 如何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 推动构建有利的国际环境是

·０１·

①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Ｄｅｐｕｔｙ Ｍ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Ｃａｎｄｉｔｈ Ｍａｓｈｅｇｏ － Ｄｌａｍｉｎｉ ａｔ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ｈ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ＣＡＣ”， Ｄａｋａｒ， Ｓｅｎｅｇａｌ， ３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ｉｒｃｏ. ｇｏｖ. ｚａ ／ ｄｏｃｓ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２０２１ ／ ｍｄｌａ１１３０.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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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 在百年变局下， 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和压力日益

复杂严峻， 中国承担的全球责任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在此

背景下， 要实现中国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因此， 加强与

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也是中国更好参与全球治

理和国际发展的历史必然。 习近平在会见二十大后首位访华的非洲国家元首

坦桑尼亚总统哈桑时表示， “中国愿以自身新发展为非方提供新机遇， 加快落

实‘九项工程’， 以基础设施为引领， 夯实贸易、 投资、 融资三大支柱， 培育

中非合作新动能。 中方愿同非方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①

（二） 新发展现实塑造中非合作的新议题

中国与非洲发展理念、 发展阶段和发展格局的变化塑造着中非合作的新

内容。 发展理念变化和发展转型往往意味着挑战和压力的增多， 中国和非洲

国家都面临着复杂的转型压力和挑战， 中非合作在经历了较长时间快速发展

后也正进入转型调适期。 中国迈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 正在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
从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等角度， 非洲对于中国

发展和安全以及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意义进一步提升。② 其一， 气候变化议

程下的绿色、 低碳和高质量发展需求加速全球能源结构以及供应链、 产业链

和价值链的变迁。 非洲是全球资源富足且 “未来资源” 占比较高的大陆， 全

球发展转型凸显非洲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如何保障供应链安全、 提升非

洲国家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 对非洲国家而言仍面临着很大挑战。 中

国是绿色能源和全球产业链的主要领导者， 非洲对中国供应链安全和全球产

业竞争的意义不言而喻。 在非洲发展转型的背景下， 面对非洲国家提升在全

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地位的诉求， 中国在引领非洲绿色发展转型和支持非洲

发展上将发挥更大作用。 这是当前中非合作的重要议题和方向。 其二， 非洲

是中国摆脱美西方经济围堵的重要突破口。 非洲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重要起

·１１·

①

②

《习近平同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举行会谈》， 载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０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２４１８１.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８。

参见张宏明： 《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对非洲的战略需求》， 第 ３ ～ 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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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中国海外第一个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是在非洲建立的， 中国铁路带动的

中国标准走出去首先在非洲实现， 很多中国企业也是主要依托在非洲的经营

逐渐发展壮大的。 在美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之名加大对中国的产业和科技围

堵的背景下， 非洲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在首届非洲 “５Ｇ”
峰会上， 华为北非区负责人表示， “非洲是全球第三波 ‘５Ｇ’ 市场， ２０２３ 年

非洲将开启 ‘５Ｇ’ 时代， 华为将进一步加大对非洲投资， 支持非洲的数字转

型”。① 其三， 非洲潜在的庞大市场正在为中国企业提供重要机遇。
全球发展范式转型和非洲发展挑战加剧塑造了非洲当前的发展需求。 其

一， 当前非洲面临的发展挑战十分紧迫， 包括粮食安全、 能源安全、 债务危

机以及社会民生问题。 这对中国的角色和作用提出了直接或间接的要求。 其

二， 非洲国家发展融资的缺口依然巨大。 非洲国家的 “融资悖论” 现象正在

加剧， 当前非洲国家亟需外部融资支持， 但外部的资金流入反而大幅下降。
作为非洲国家的重要融资来源， 如何继续从中国寻求可持续的发展资金是非

洲国家的重要诉求。 其三， 全球发展转型加剧了非洲国家对未来发展的战略

规划需求。 相对于被动卷入全球化进程， 非洲国家也正在努力主动接受气候

变化塑造的绿色发展转型进程。 然而， 在没有充分发展积累的基础上开展绿

色发展转型对非洲国家是严峻挑战。 这导致非洲国家开始对本国的发展道路

和模式进行反思、 改革和重新选择， 它们不得不寻求外部支持来实现这一

“额外的” 或 “国际规范驱动” 下的发展转型。 参与非洲发展转型进程对中

国而言则是重要的合作机遇。
由此， 当前非洲国家对中国的需求多元而复杂。 非洲国家既需要转型发展

理念和经验的分享， 也需要中国对非洲当前严峻发展挑战的紧急回应， 更需要

中国作为一个关键发展伙伴对非洲中长期发展的稳定支持， 包括持续的基础设

施融资。 中国如何适应非洲新的发展现实、 如何支持非洲应对发展挑战、 如何

推动中非合作模式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正成为中非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
（三） 共同利益扩大驱动中非共同行动

中非共同利益的扩大构成了中非共同行动的核心动力。 世界动荡和全球

·２１·

① Ｊｅｖａｎｓ Ｎｙａｂｉａｇ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ｕａｗｅｉ 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Ｌｅａｄ ５Ｇ Ｂｏｏｍ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ｓ Ｕ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ｈｕｔ Ｄｏｏｒｓ”，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７，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ｃｍｐ.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ｃｈｉｎａ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１
９８６２２ ／ ｃｈｉｎａｓ － ｈｕａｗｅｉ － ｓｅｅｋｓ － ｌｅａｄ － ５ｇ － ｂｏｏｍ － ａｆｒｉｃａ － ｕｓ － ｅｕｒｏｐｅ － ｓｈｕｔ － ｄｏｏｒｓ？ ｍｏｄｕｌｅ ＝ ｌｅａｄ＿ ｈｅｒｏ＿
ｓｔｏｒｙ＆ｐｇｔｙｐｅ ＝ ｈｏｍｅｐａｇｅ，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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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赤字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冲击。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最集中的大陆， 中非在更多全球问题上正在形成共同立场， 开展共同行动的

意愿和动力也在增加， 需要双方把共同诉求和共同利益转化为共同行动。
中非共同行动主要表现在： 第一， 共同应对全球发展挑战难题。 发展中

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全球发展挑战， 粮食安全、 能源安全、 金融安全、 社会

安全的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 安全赤字和

治理赤字。 应对全球发展挑战构成了中非共同行动的重要动力。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根据中方倡议， 安理会举行 “推进非洲疫后重建， 消除冲突根源” 高

级别会议， 中方起草并推动会议一致通过主席声明， 这是安理会关于疫后重

建的第一份成果文件。 在此次会议上， 中非双方还共同发起 “支持非洲发展

伙伴倡议”， 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非洲的支持力度， 得到非洲国家的积极响应

和支持。①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底， 中非发布的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 是双

方在应对全球发展上的集体立场宣示， 也是中非共同行动不断强化的重要标

志。 推动构建公平稳定的国际发展融资框架是中非双方共同的目标， 正是在

这一目标驱使下， 中国承诺转借 １００ 亿美元特别提款权给非洲， 是最早和最

多向非洲国家提供特别提款权的国家， 中非还共同呼吁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

积极履行承诺， 为缓解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和债务问题作出贡献。②

第二， 共同维护全球公平正义。 维护全球公平正义是中非共同的诉求，
坚持真正多边主义是中非双方共同行动的方向。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７ 日， 联合国安

理会举行 “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高级别会议， 时任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 安理会 １５ 个成员国外长或副外长出席，
表明安理会成员对维护多边主义的高度重视。③ 反对强权霸凌、 维护发展中国

家正当权益是中非双方的共同使命。 中非双方表示， 将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建设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捍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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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ａｂｏｕｔ Ｄｅｖａｓｔａｔ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Ｕｒｇｅ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 ／ １４５２４， Ｍａｙ １９，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ｐｒｅｓｓ.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２０２１ ／ ｓｃ１４５２４. ｄｏｃ.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８.

Ｃｈｌｏｅ Ｆａｒ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Ｔｒｕｍｐ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ｂｙ Ｐｌｅｄｇｉｎｇ Ｌａｒｇｅｒ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ＩＭＦ Ｒｅｌｉｅｆ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Ｈｏｍ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ｎｅｗｓ. ｃｏｍ／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０１ ／ ｃｈｉｎａ － ｔｒｕｍｐｓ －ｗｅｓｔ －
ｐｌｅｄｇｉｎｇ － ｌａｒｇｅｒ － ｓｈａｒｅ － ｉｍｆ － ｒｅｌｉｅｆ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８.

《践行真正多边主义， 发挥中国独特作用———张军大使谈中国担任安理会 ５ 月轮值主席工作》，
载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 ｈｔｔｐ： ／ ／ ｕｎ. ｃｈｉｎａ －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ｇｏｖ. ｃｎ ／ ｈｙｙｆｙ ／ ２０２１０６ ／ ｔ２０２１０６０１ ＿ ９１２０４７２.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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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共同价值， 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反对干涉别国内政。① 中方反对美西

方国家对津巴布韦、 苏丹等非洲国家的长期制裁， 并坚定与非洲国家一道呼

吁美国等取消制裁。 王毅表示， “面对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强权霸凌， 中非双

方肩并肩站在一起。 我们赞赏非洲各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

国维护国家的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 中国也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为非洲国

家主持公道， 伸张正义， 反对任何对非洲的无理干涉和单边制裁。 中非团结

协作， 已经成为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的中坚力量， 成为维护联合国宪章

宗旨的中坚力量， 成为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公平正义的中坚力量。”②

第三， 共同参与完善全球治理之行动。 随着中非在全球事务中地位和影

响力的上升， 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是中非共同的

诉求。 用一个声音说话、 加强非洲国家的集体立场协调是非洲提升全球影响

力的主要途径， 非盟作为非洲在国际事务中代理人的作用受到更高重视。③ 中

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联合国积极支持非洲国

家的提案， 支持非洲国家在安理会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 率先支持非盟成为

二十国集团永久成员， 支持增加非洲国家在多边金融机构中的份额， 通过二

十国集团、 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加大对非洲议题的重视。 非洲国家也积极支

持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主张和倡议， 非洲是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最积极的方向之一。 中非合作论坛、 金砖合作

机制、 “一带一路” 倡议等正在成为非洲提升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平台。 面对严

峻的全球挑战， 中非在国际层面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中国在全球治理上

的重要倡议离不开非洲国家的响应和支持， 非洲国家的全球主张和诉求也需

要中国的支持。 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推进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

程》 实施、 构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政治、 经济、 金融和发展环境， 是

当前中非全球治理合作的重要目标， 这需要双方在战略、 政策和机制上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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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４）》，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１１７９＿６７４９０９ ／ ２０２１１２ ／ ｔ２０２１１２０２＿１０４６１１７４.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９。

《弘扬中非友好， 加强团结合作， 打造中非共同发展的新时代———王毅国务委员在中非合作论

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上的致辞》， 载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ｔｔｘｘ ／ ２０２２０８ ／ ｔ２０２２０８１９＿１０７４５９８４.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９。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ｗａｓｉ Ｔｉｅｋｕ ａｎｄ Ｌｉｎｎｅａ Ｇｅｌｏｔ，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ｎｎａ
Ｔｒｉａｎｄａｆｙｌｌｉｄｏｕ 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１９ － 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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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对接， 深化共同行动。
（四） 问题导向驱动中非合作深化

中非合作的扩大和深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问题和新挑战。 这些问题对

中非合作带来了一定影响， 但也构成中非合作的新议题。 如何应对和解决中

非合作中的问题， 推动中非关系高质量发展， 正成为中非双方的重要课题。
当前中非合作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第一， 经济合作成效需进一步提升。

在贸易领域， 中非贸易不平衡问题长期存在， 一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问

题比较严重， 这也在部分非洲国家引发了广泛关注。① 在发展融资领域， 随着

非洲债务问题的持续加剧， 中国对非发展融资模式面临着较大压力。② 传统的

基础设施融资合作遇到瓶颈， 非洲国家希望优化合作方式。③ 在投资领域， 中

国对非投资在快速增加的同时， 投资纠纷也在增加， 合同审查、 投资保护、
环境社会治理规范等问题正成为中非投资合作中的突出议题。 为此， 中非合

作需要直面并积极回应。 中国支持非洲利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非经贸

博览会、 电商中心等平台扩大对华出口， 进一步扩大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

国家输华零关税待遇的产品范围， 建立非洲农产品输华 “绿色通道”。 中国承

诺在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４ 年对非洲投资总额不少于 １００ 亿美元， 鼓励中国金融机构支

持中国企业以公私合营等方式投资非洲企业和项目， 为非洲援助实施 １０ 个工

业化和就业促进项目， 加强中非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 通过扩大产业链和提

升价值链， 带动非洲工业化发展， 促进非洲经济多元发展。 针对当前非洲融

资难的问题， 中国承诺适当提高优惠贷款优惠度， 创新融资模式， 为非洲援

助实施 １０ 个设施联通项目， 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建设， 向非洲金融机构提供

１００ 亿美元授信额度， 重点支持非洲中小企业发展。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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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ｎｎｅｔｈ Ｋａｌｕ ａｎｄ Ｅｒｎｅｓｔ Ｔｏｏｃｈｉ Ａｎｃｈｅ，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Ｄｏｕｂｌｅ － ｅｄｇｅｄ Ｓｗｏｒｄ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７， Ｎｏ. ４， ２０２０， ｐｐ. ３７４ － ３９０.

Ｉｓｔｖáｎ Ｔａｒｒóｓ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ｌ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Ｄｅｂｔ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Ｎｅｗ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１９， Ｎｏ. ３ － ４， ２０２０， ｐｐ. ９ － ２８；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Ｂｒａｕｔｉｇａｍ，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Ｚａｍｂｉａ：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Ｄｅｂｔ Ｃｒｉｓｉ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９８， Ｎｏ. ４， ２０２２，
ｐｐ. １３４７ － １３６５.

例如， 安哥拉希望调整与中国合作的 “石油还贷款” 的模式。 Ｓｅｅ Ｊｅｖａｎｓ Ｎｙａｂｉａｇｅ， “Ａｎｇｏｌａ
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Ｒｅｔｈｉｎｋ Ｄｅｂｔ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Ｏｉ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Ｓｌｕｍｐｓ”，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 Ｊｕｎｅ ７，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ｃｍｐ.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ｃｈｉｎａ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０８７９１４ ／ ａｎｇｏｌａ － ｓｅｅｋｓ － ｄｅｂｔ －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ｄｅａｌ －
ｃｈｉｎａ － ｏｉｌ － ｒｅｖｅｎｕｅ － ｓｌｕｍｐｓ， ２０２３ －０２ －０１.

《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４）》， 载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ｃｎ ／ ｚｙｗｘ ／ ｚｙｗｊ ／ ２０２１１２ ／ ｔ２０２１１２０２＿１０４６１２１６. ｈｔｍ，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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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中非合作的包容性发展问题比以往更加突出。 中非关系的深化因

非洲社会和民间对中非合作认知与反应的分化而面临新挑战。① 相对于政府间

合作， 非洲社会和民众从中非合作中的受益和获得感低于预期。② 非洲晴雨表

数据显示， 虽然非洲国家对中国在当地经济发展上的积极影响依然维持着较

高的认可度， 但其相对于五年前则有下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中非发

展融资的放缓、 不断加剧的债务问题、 债务处置中的认知差异， 以及个别在

非中企与当地社会和民众中出现的纠纷和企业社会责任争议， 进一步凸显了

中非合作的包容性问题。 一项关于中国建筑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发现， 中国

企业在建设质量和遵守当地法律习俗上做得很好， 但在雇员福利以及环境保

护方面依然有待提升， 非洲国家是否能在企业社会责任政策上发挥领导作用，
将有助于减弱不断增加的反华言论。③

第三， 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的需求上升。 疫情之下， 非洲稳中有乱， 政变

有所回潮， 地区热点局势复杂多变， 恐怖势力频繁作乱。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

安全问题同步上升， 政权安全与发展安全交织共振， 地区安全与国家安全相

互影响， 构成了当下非洲和平安全挑战的重要特征。 以埃塞俄比亚为代表的

国内冲突、 以非洲大湖地区为代表的地区冲突、 以萨赫勒地区为代表的恐怖

主义威胁、 以几内亚湾为代表的海上安全威胁， 以及气候变化下的资源争夺

和农牧民冲突， 使非洲国家在尚未消除安全痼疾的同时又不得不面临新的安

全挑战。 破解非洲安全挑战为非洲发展和中非合作创造稳定的环境， 是中非

合作的重要目标。 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 中非实施了中非和平安全合作行

动计划、 和平安全工程等务实举措。 为支持非洲之角实现长治久安与和平繁

荣， 中国提出了 “非洲之角和平构想”， 支持地区国家应对安全、 发展、 治理

三重挑战； 通过任命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务特使， 支持召开非洲之角和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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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周玉渊： 《开放包容的中非合作与中非关系的前景———以中非合作论坛为线索》， 载 《外
交评论》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第 １ ～ ２６ 页。

有研究指出， 中非经济关系并不像西方政客和媒体渲染的那样对非洲政治带来负面影响， 其

影响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Ｋａｌｕ ａｎｄ Ｅｒｎｅｓｔ Ｔｏｏｃｈｉ Ａｎｉｃｈｅ，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Ｄｏｕｂｌｅ － ｅｄｇｅｄ Ｓｗｏｒｄ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７， Ｎｏ. ４，
２０２０， ｐｐ. ３７４ － ３９０；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Ｌａｃｏｅｌｌａ， Ｂｕｒｎｏ Ｍａｒｔｏｒａｎｏ， Ｌａｕｒａ Ｍｅｔｚｇ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ｏ Ｓａｎｆｉｌｉｐｐ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３６， ２０２１， ｐｐ. １ －２０.

Ｏｌｕｗａｓｅｇｕｎ Ｏｌｕｗａｓｅｙｉ Ｓｅｒｉｋｉ，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ｅｎｓｅ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 ＣＩＣＣ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Ｖｏｌ. ５， Ｎｏ. ８， ２０２０， ｐｐ. １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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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方凝聚共识、 推进非洲和平安全作出积极贡献。① 中方也将非洲确定为践

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方向， “支持非洲国家、 非洲联盟、 次区域组织为

解决地区冲突、 反对恐怖主义、 维护海上安全所作努力， 呼吁国际社会向非

洲主导的反恐行动提供资金和技术， 支持非洲国家增强自主维护和平的能力；
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 推动非洲之角以及萨赫勒、 大湖地区等热点

问题和平解决。 中方积极落实 ‘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 推动非洲之角和平

会议机制化， 积极打造合作示范项目。”②

三　 中非合作的新作为

面对百年变局， 中非团结合作是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 能为非洲乃

至全球繁荣发展和持久和平注入强劲动力。 大变局时代的中非合作既需要增

强中非双方在应对全球共同挑战上的团结合作能力， 也需要提升中非在塑造

和引领新议程上的合作能力， 更需要增强中非双方解决问题、 创新合作方面

的能力。 中非双方应凝聚共识， 强化理念认同， 深化团结合作， 开展共同行

动； 中非双方应共情彼此发展挑战， 加强相互支持， 构建新时代的中非战略

互信； 中非双方应完善合作机制， 加强战略和政策对接， 为中非关系奠定坚

实的机制基础； 中非双方应该坚持创新引领， 探索中非合作新方向， 推动构

建高水平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一） 强化理念认同， 彰显中非的 “共同点”
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地缘政治经济变动和全球发展转型， 作为发展中国家

最集中的大陆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非洲和中国的团结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也可以产生重要的国际影响。 为此， 强化理念认同、 扩大中非 “共同点” 将

是引领中非合作的重要基础。
第一， 强化对南南合作的认同， 坚定推动中非团结合作。 南南合作是

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 构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国际环境的重要保障， 而

中非合作的快速发展和取得的重大成就证明了南南合作的旺盛生命力。 在

当前全球发展挑战增加、 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冲击的新形势下， 中非更应

·７１·

①

②

《秦刚谈 “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 在埃塞进展》，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３０１ ／ ｔ２０２３０１１１＿１１００５４９６.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２８。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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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加强对南南合作的认同， 在南南合作的旗帜下加强在国际事务上的团结

合作。 正如非盟发展署与联合国发展署发布的第一份 《非洲南南合作报

告》 所言， “南南合作在促进非洲国家实现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

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上的贡献显而易见， 通过提供基于不同国情的、 创

新和可持续的发展方案， 南南合作推动非洲国家不断增强自主性和国家发

展能力” 。①

第二， 强化在全球治理上的认同。 在应对疫情冲击、 经济衰退、 气候变

化、 能源转型、 绿色发展、 地缘冲突、 非传统安全、 贫困陷阱等诸多挑战时，
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着明显的效率低下等问题， 而且西方国家

大幅加息等政治经济政策往往对发展中国家产生重大负面冲击。 面对这一现

实， 中非双方应该加强在全球治理上的沟通协调， 凝聚重大全球治理议题上

的共识。 一方面， 中非通过共同行动， 提升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 国际金融

体系以及二十国集团等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代表性， 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

权。 中国率先支持非盟成为二十国集团永久成员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 另

一方面， 中非双方应加强在发展和安全重大议题上的机制化对话， 提升在

倡议和机制建设上的协作水平， 发挥中非合作在参与和影响全球治理上的

能力。 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为全球治

理提供了重要理念和方案， 中非双方可以此为契机， 积极对话沟通， 推动

形成中非共同的全球治理观。
第三， 强化在构建公平正义国际秩序上的认同。 中非都主张和维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与

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非双方在应对乌克兰危机等重大国际事

件， 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反对国际制裁和霸凌， 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上具

有相同或相似的国际立场。 然而， 当前， 美西方不断强化所谓 “基于规则的

国际秩序”， 构筑 “小院高墙”， 鼓动 “脱钩断链”， 搞 “小圈子” 和集团政

治， 依然维持甚至加大对包括中国和部分非洲国家的围堵或制裁。 这不仅给

现行国际秩序带来了冲击， 也会对包括中国和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产生消

极影响， 甚至在中非之间以及非洲国家内部制造分歧。 为此， 在新形势下，

·８１·

① ＵＮＤＰ ａｎｄ ＡＵＤＡ － ＮＥＰＡＤ， “Ｆｉｒ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ｏｕ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６，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ｓｄｇｆｉｎａｎｃｅ.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Ｆｉｒｓｔ％ ２０Ａｆｒｉｃａｎ％ ２０ＳＳＣ％ ２０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０１９.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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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必须强化双方在国际秩序上的认同和共识， 加强在国际事务上的立场协

调， 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上共同发声、 共同行动。
（二） 坚定相互支持， 破解非洲发展的 “痛点”
非洲发展问题是国际发展和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 西方发达国家虽向非

洲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 但在促进非洲发展上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 对非洲

发展的负面影响也饱受批评。 ２１ 世纪以来， 中国在促进非洲发展和转型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 这也导致美西方国家不断强化与中国在非洲和国际发展上的

竞争， 乃至攻击和抹黑中非合作， 试图将当前非洲面临的发展问题归咎于中

国。 这不仅影响着非洲国家对中非合作模式的信心， 更对共同应对非洲发展

挑战带来不利影响。① 因此， 在这样的关键阶段， 中非必须加强战略沟通、 增

强战略互信、 坚定相互支持。
第一， 相互支持共同应对当前重大发展挑战。 “患难见真知” 是中非关系

的鲜明特色， 正如习近平所言， “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 中国永远都把非洲

国家当作自己的患难之交”。② 当前， 非洲面临的展挑战对非洲国家的财政和

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严峻考验， 也导致非洲国家更加依赖外部的支持。 美西方

正通过一系列新的倡议加大对非洲发展进程的介入， 迫使中国面临着更大的

道义和责任压力。 作为非洲重要的发展伙伴， 中国应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在能源转型、 融资可持续性、 债务处置等中国拥有较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议

题上， 加大与非洲国家的真诚沟通合作， 主动作为； 在减贫、 粮食安全等民

生领域加强双方合作， 为破解这些重大发展挑战贡献力量。
第二， 相互支持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非洲发展挑战加剧凸显非洲

国家面对外部冲击时的脆弱性。③ 对外部依赖的增加以及发达国家对非洲发展

·９１·

①

②

③

例如， 一些非洲学者认为， 非洲国家必须优化与中国的关系， 才能实现真正的双赢， 否则

就有陷入 “新殖民主义” 的风险。 特别是非洲国家应该加强针对中国贷款的有效管理， 提高项目合

同的透明度， 通过技术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增强与中国企业发生争端时解决问题的能力。 Ｓｅｅ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Ｃ Ａｊｉｂｏ，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Ｍｅｅｔ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Ｖｏｌ. ８， Ｎｏ. ２， ２０２１，
ｐｐ. １ － ３１.

习近平： 《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 第一卷，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３０９ 页。
Ｓｅｅ Ｏｍｏｌｏｌｕ Ｆａｇｂａｄｅｂｏ ａｎｄ Ｎｉｒｍａｌａ Ｄｏｒａｓａｍ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Ｎｉｒｍａｌａ Ｄｏｒａｓａｍｙ ｅｄ.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２２， ｐｐ. １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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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的塑造无疑将给非洲国家的发展自主性带来重要影响。① 当前， 美西方对

中非合作污名化的真正目的是诋毁中非合作模式， 削弱中国发展经验在非洲

的影响， 其强化对非合作的重要目标是诱导甚至迫使非洲国家在发展道路和

伙伴关系上选边站。② 为此， 中非双方应该高度重视当前非洲国家发展道路转

型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加强发展理念沟通和经验分享， 遵循 “安全—
发展—治理” 的基本逻辑， 以非洲国家发展赤字、 安全赤字为主要抓手， 支

持非洲国家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最终提升非洲国家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自

主性发展道路的自信。
（三） 完善合作机制， 提升中非合作的 “亮点”
中非合作论坛等中非合作机制在推动中非关系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形势下， 推进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

议、 深化中非关系以及应对中非合作中的问题， 不仅需要更好发挥中非合作

论坛的核心作用， 也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第一， 深化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与中非合作论坛之间的机制化联系。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是中非合作的奋斗目标和行动指南， 而共建高质量 “一带一路” 则是

践行新时代中非合作的重要路径。 三大倡议是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倡议，
是构建全球治理伙伴关系的中国设想， 其在应对非洲发展挑战上具有广阔空

间。 在非洲落实三大倡议、 推动构建全球治理伙伴关系具有较大的现实基础

和实际操作性。 为此， 一方面， 需要在理念和实践层面提升非洲在 “一带一

路” 合作、 落实三大倡议中的地位。 例如， 构建 “一带一路” 国际高峰论坛

与中非合作论坛的平台联系， 在 “一带一路” 国际高峰论坛中增加对非洲发

·０２·

①

②

例如， 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深度研究后确定了两个可以对非洲发展转型产生深刻影响的发展概

念： 一是数字技术发展， 二是气候分析和规划。 加大在这两个领域的投入， 从而建立美国在非洲发展

转型上的话语权， 也正是目前美国对非发展合作的重要目标。 Ｓｅｅ ＵＳＡＩ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ｆｏｒ Ｕｎｌｏ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ｈｔｔｐｓ： ／ ／ ｐｄｆ. ｕｓａｉｄ. ｇｏｖ ／
ｐｄｆ＿ ｄｏｃｓ ／ ＰＡ００ＺＨＱＪ.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１０.

正如有美国政客一再宣扬的， “我们正在带来最好的技术和创新、 最高的标准……美国帮助我

们的伙伴国家建设能力， 而不是剥削这些国家”， “中国的华为在非洲非常强大， 这使得美国很难与使

用华为的非洲国家开展实质性合作”。 Ｓｅｅ Ａａｍｅｒ Ｍａｄｈａｎｉ ａｎｄ Ｌｏｌｉｔａ Ｃ. Ｂａｌｄ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ｓｔｓ Ｌｏｎｇ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ｖｅｒ ＵＳ － Ａｆｒｉｃａ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Ｓｕｍｍｉｔ”， ＡＰ Ｎｅｗ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３，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 － ２０ －
ｓｕｍｍｉｔ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ｃｏｖｉｄ － ｃｈｉｎａ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ｕｎｉｔｅｄ － ｓｔａｔｅｓ － ４６ａ０１ｆ４１９０ｆａｅ４ｃａ２６０ｆ０ａｂ５ｂｅａａ５９ａ５，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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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议题如粮食安全、 融资支持、 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讨论和举措设计， 在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 加大对中非 “一带一路” 高质量合作的举措设计。 另

一方面， 重视非洲在落实 “一带一路” 和三大倡议上的实践优势和示范作用，
总结中非合作在其中的比较优势和问题挑战， 为更好推进 “一带一路” 和两

个倡议提供先行先试的经验实践。
第二， 构建自下而上、 以议题为引领的合作协调机制。 中非合作的现有

机制， 包括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 协调人会议以及不同领域的论坛机制，
主要是自上而下推动的。 然而， 随着中非合作领域的扩大， 从领域扩展到议

题深化都是中非合作面临的重要问题。 这意味着双方不仅要重视中非合作的

覆盖面， 更应重视中非合作的深度， 尤其是在特定领域和议题上， 中非合作

面临的来自非洲本土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压力都非常突出。 例如， 在提升基础

设施开发包容性、 促进经贸合作的经济社会效应、 推行环境社会治理标准、
支持非洲中小企业发展等议题上， 中非合作存在着政府间合作机制与社会联

系机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 双边合作机制与国际多边规则和机制之间需加强

协调等问题。 这意味着中非合作机制仍存在较大的完善优化空间。 为此， 中

非合作应该更重视来自社会和民间的声音， 通过构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有效

沟通机制， 提升社会力量在中非合作中的参与度， 为中非合作创造良好的政

治和社会环境。 中非合作应该建立问题解决机制， 提升问题回应能力。 尽管

目前债务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 海外利益安全、 负面舆论和民族主义风险等

只是局部或偶发性问题， 但其传播效应需得到进一步重视。 为此， 中非合作

应该建立以议题为引领的协调机制， 推动跨部门的协调联系， 及时为问题解

决提供合理方案。 例如， 在当前一些非洲国家的债务处置上， 就迫切需要不

同部门能够加强沟通协调， 加大国际规则和实践的融通， 更好地发挥中国在

支持非洲发展上的作用。
（四） 坚持创新引领， 不断培育中非合作的 “增长点”
“中非关系保持旺盛生命力的 ‘秘诀’ 是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半个多世

纪以来， 在中非关系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 中非双方都能登高望远， 找到

中非合作新的契合点和增长点， 推动中非关系实现新的跨越。”① 当前， 中非

·１２·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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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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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正处于又一个关键时期， “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 正成为中

非合作面临的重要历史使命。
第一， 把握新发展阶段， 培育中非合作领域的新增长点。 能源转型、 数

字经济、 绿色发展、 新产业革命使非洲处于经济转型的新阶段， 提升在全球

产业链中的地位、 把握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机遇、 实现 “弯道超车”， 正在成为

非洲国家的重要期待和国家战略。 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突出了数字基础设施

和数字经济在非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性， 且非盟已经制定了 《非洲数字转

型战略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提出在 ２０３０ 年建成单一数字市场的目标。① 不同非

洲国家也都在积极制定本国的数字战略。 大体上， 电子商务、 “５Ｇ” 网络、
绿色经济、 新能源合作等正成为中非合作新的增长点， 也是中非合作可以体

现新优势的重要方面。 《中非合作 ２０３５ 年愿景》 明确提出， 中非在农业合作、
产能合作、 科技创新合作、 蓝色经济合作、 数字合作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合作

机遇。 在这些合作机遇中， 既有通过拓展全产业链、 提升非洲生产和制造能

力来寻求新增长点， 如农业合作和产能合作， 也有重视技术转移转化来为中

非合作提供新动力， 如中非创新合作， 还有扩大新领域合作来培育新增长点，
如蓝色经济合作和数字合作， 包括在频谱管理、 “５Ｇ”、 卫星互联网、 大数

据、 电子商务、 智慧城市、 航空航天、 卫星遥感应用等领域的合作。 由此，
培育这些新增长点、 提升中国在非洲发展转型进程中的作用， 是中非合作新

的重要方向。
第二， 优化中非合作结构， 挖掘中非关系持续发展的新潜力。 不断扩大

的中非关系已经超越传统的国家间关系， 中非关系在跨区域、 次区域、 非官

方、 社会和民间层面的联系都取得了快速发展。 这些方面的进展不仅是中非

关系发展的结果， 也构成了中非合作的重要增长点。 由此， 中非跨区域关系、
中非国家间关系、 中非社会关系构成了中非关系的 ３ 个重要层次。 相较于以

往对国家和政府间关系的偏重， 如何更好规划中非跨区域合作以及中非社会

民间层面， 是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 从跨区域合作的角度看， 发

展与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中非合作重要的增长点。 面对严峻

的内外部挑战， 以非洲大陆自贸区为代表的非洲一体化和联合自强的发展进

·２２·

①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２０２０ － ２０３０）”， ｈｔｔｐｓ： ／ ／ ａｕ. ｉｎｔ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３８５０７ － ｄｏｃ － ｄｔｓ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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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显加快。 非盟作为一个政策协调和资源整合平台的作用正在提升， 非盟

的 “中心” 地位正在提升。 非盟正在加强与非洲开发银行、 联合国非洲经济

委员会以及国际伙伴之间的协调， 在引领非洲发展议程上的能力正在逐步提

升， 如非盟与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全球伙伴发起了非洲绿色基础设施联盟

（ＡＧＩＡ）。① 与此同时， 美西方也在不断加强对非盟的重视和投入。 在此背景

下， 中方可利用非盟在协调非洲发展和全球伙伴上的 “中心” 地位， 加强与

非盟在非洲发展转型、 重大发展挑战与和平安全建设上的政策沟通协调； 在

务实合作上， 加强与非盟在跨区域基础设施、 公共卫生、 地区安全、 粮食安

全等紧急和中长期挑战上的合作， 支持非洲国家联合自强、 维护地区发展安

全的努力。 从社会民间合作的角度看， 加大与非洲社会和民间的机制化联系，
是中非合作进一步优化的重要领域。 具体而言， 一是加大对非洲私营部门和

中小企业的重视。 相比于政府、 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 非洲私营部门是经济

发展的 “发动机”， 是吸引就业最主要的部门， 对非洲私营部门的投资和政策

支持能够带来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 这也是目前发达经济体对非合作的重点

方向。 二是重视 “人的发展”。 相较于宏大的合作规划和项目建设， 中非合作

也应更加重视非洲青年、 妇女、 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 通过具体倡议和实质

性投入以期在非洲建立广泛的社会网络。
第三， 以中非合作为引领， 构建非洲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中国一贯主张

“非洲不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 而是国际合作的大舞台”。 美欧国家一些理性

的政界和学界人士也认为大国应该在非洲开展合作， 即 “在该竞争的地方竞

争， 在该合作的地方合作”。 然而， 受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
大国在非洲的合作一直进展缓慢。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现实表明， 大国间协

调合作的不足对非洲应对发展安全挑战带来了重要影响。 因此， 如何引领和

构建良性的大国对非关系、 推动国际对非协调合作是非洲发展的重要保障，
也是中非合作重要的增长点。 基于此， 中非应该把构建良好的国际对非合作

格局作为共同的认知和目标。 其一， 在非洲发展上构建可持续的融资供给—
需求关系。 无论是基础设施融资、 能源转型、 产业发展等不同方面， 非洲发

展依然存在着很大的需求缺口。 作为非洲重要的发展和融资伙伴， 中国在保

·３２·

①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Ｌａｕｎｃｈ Ｍｕｌｔｉ －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４，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ａｕ. ｉｎｔ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２１１１４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ａｎｄ － ｇｌｏｂａｌ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ｌａｕｎｃｈ －
ｍｕｌｔｉ －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 ｇｒｅｅｎ，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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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对非融资支持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转借特别提款权也为其他国家作出

表率。 然而， 只有推动各方共同重视对非融资支持， 保障可持续的资金流入，
才能更好发挥融资支持的效果。 为此， 在创新中非融资合作的同时， 中非更

应该推动不同融资模式间的沟通协调， 加强优势互补， 构建更稳定的国际对

非融资体系。 其二， 以非洲国家为中心推进大国在非洲的对话和协调合作。
在大国博弈背景下， 发展的安全化或意识形态化正在限制大国在非洲开展合

作。 例如， 非洲债务、 发展融资、 数字转型等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发展问题，
却经常被政治化甚至安全化。① 为破解这一认知困境， 非洲可以发挥更好的纽

带作用， 促进大国间相互了解， 利用大国的比较优势， 推动构建良性的大国

关系。 有研究指出， 非洲国家可以从大国关系中获益， 但前提是非洲国家能

够在其中发挥引领和协调作用。② 其三， 大国应以对非务实合作为契机促进关

系改善， 从而为全球治理注入强劲动力。 非洲为大国在全球治理上的合作提

供了重要场合， 大国应该重视非洲的价值， 应坚持 “搁置争执、 共促发展”
的原则， 开展务实合作， 为非洲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通过务实合作推动大

国间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四　 结语

非洲发展、 中国发展以及中非合作的外部环境和条件都在发生深层次和

结构性的转型。 大变局时代塑造了中非合作新的内外部环境、 战略方向和合

作议程， 中非关系面临着更大、 更不确定的挑战， 但同时也蕴含着推动中非

关系转型升级、 深化发展的重要机遇。 当前， 中非合作的国际环境正从宽松

趋于收紧， 国际对非合作格局正从协调互补转向竞争升级， 中非合作自身的

问题仍在累积， 中非双方也由此开始更加重视中长期的战略设计。 中非合作

·４２·

①

②

一些机构建议非洲不应该只把数字转型当成经济问题， 而应该高度重视其面临的地缘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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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 － ｌｅａｄｅｒ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３ －０２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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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５，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ｒｉｐｏｌｉ. ｏｒｇ ／ ｚｅｒｏ － ｓｕｍ － ｂｅｎｅｆｉｔｔｉｎｇ － ｆｒｏｍ － ｇｒｅａｔ － ｐｏｗｅｒ －
ｒｉｖａｌｒｙ － ｉｎ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ｈｅｎｓｉ Ｌｉ ａｎｄ Ｓｅｎａ Ｖｏｎｃｕｊｏｖｉ， “Ｃｈｉｎａ － Ｕ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６，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１２ ／ ｃｈｉｎａ － ｕｓ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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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时代中非合作的新征程与新思考　

的新特点和新现实塑造了中非合作的新议程， 凸显了大变局时代中非合作顶

层设计的战略意义， 新的发展阶段和现实需求推动中非合作领域和行业的扩

大， 中非双方基于共同利益的共同行动在扩大， 应对和解决中非合作中问题

和挑战的紧迫性更加突出， 这也是中非合作不断深化的表现和持续发展的重

要前提。
大变局时代的中非合作需要中非双方有新的更大的作为。 当前， 中国正

全面开启建设社会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非洲正处于国家发展转型和区域联

合自强的新阶段， 中非合作正迈入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 面

对百年变局和全球发展转型， 中非需要增强在应对全球共同挑战上的团结合

作能力， 需要提升在塑造、 引领和拓展新合作议程上的能力， 更需要增强在

解决问题、 深化合作、 创新机制上的能力。 为此， 中非应强化在南南合作、
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上的理念认同， 不断扩大中非在全球层面的 “共同点”；
坚持中非友好合作精神， 坚定相互支持， 着力破解非洲发展的 “痛点”； 完善

中非合作机制， 加强中非合作论坛、 “一带一路” 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

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等倡议和机制间的协调对接， 持续擦亮中非合作的

“亮点”； 坚持创新引领， 通过扩大和提升中非在新领域和议题上的合作、 构

建更加均衡的中非关系结构、 推动形成开放包容的非洲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培育和提升中非合作新的 “增长点”。

回顾历史， 中非双方在反帝反殖斗争中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 在

发展振兴征程上走出了特色鲜明的合作之路， 在纷繁复杂的变局中谱写了守

望相助的精彩篇章， 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树立了光辉典范。① 展望未来， 面对

新的国际环境和历史发展阶段， 中非双方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承担着更艰

巨的历史任务。 可以预见， 中非将继续践行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 大

力弘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 加强团结合作和共同行动， 全面提升高水平中非

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力、 感召力和影响力。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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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 《同舟共济， 继往开来， 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 第二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４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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