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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非合作之路越走越宽
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帮助非洲，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中国扩大非洲朋友圈，目
的是让双方的路越走越宽，也为国际关系与国际合作开拓新型道路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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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 论 坛 北 京 峰 会 刚 刚 在 这 个 金

秋 胜 利 闭 幕，50 多 位 国 家 或 政

府领导人、3200 多名参会人员齐聚北

京，可谓盛事空前。论坛发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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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 引 领 今 后 数 年

的中非合作方向，在国际引发热烈反响，

可谓举世瞩目。

中非论坛北京峰会讨论议题广泛，

制定的行动计划涵盖领域全面，对于中

非之间的全面战略合作关系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纵观当前形势发展，中非合

作发展到“建设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的时代，基于中非之间共同发展的需要，

基于中非合作之间的巨大潜力，因为中

非创造的新型合作模式，因为中非合作

一贯坚持求真务实的合作精神，凝聚着

“中国梦”和“非洲梦”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一定会实现。

第一，中非双方需要以共同发展来

应对挑战。当前全球化发展方向陷入迷

茫， 大 国 在 遵 守 国 际 合 作 原 则 时 产 生

摇摆，美国在政治上的实行孤立主义，

贸易上实行霸凌主义，对中国和非洲的

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和非洲都是发

展中国家，在国际博弈中仍然处于不利

地位，因此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当

前不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同时，中

非双方在国际事务中拥有共同的利益，

在国际发展方向上拥有共同的主张，尤

其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之后，得到了非洲国

家的热烈响应。南非政府高级顾问韦斯

利·道格拉斯称：“中非合作论坛等合

作机制帮助非洲减少了对西方国家的经

济依赖，帮助非洲逐渐摆脱了西方一些

国家通过贸易来主导非洲经济和政治的

强盗哲学。”体现了对中非合作的深刻

认识，显示了对中非共同发展的期待。

习近平主席在闭幕式上发表重要主旨讲

话，提出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

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

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切实体现了中非

双方共同发展的重大意义，为全世界展

现了中非构建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繁

荣的美好景象。习主席的这一倡议得到

了非洲各界的积极支持，布基纳法索总

统卡博雷 9 月 4 日在推特中表示，“圆

桌会议之后，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将通过

关于进一步深化中非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的行动计划，建立一个更强大的中非命

运共同体。”

第二，中非合作拥有巨大的发展潜

力。非洲拥有 3000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

领土，是世界上一些特殊自然资源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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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大陆。非洲也是发展中国家最为

集中的大陆，预计 2030 年非洲人口将

占世界人口的 22%, 达到 20 亿左右。

非 洲 雄 厚 的 资 源 和 人 口 发 展 禀 赋， 给

世 界 展 示 了 巨 大 的 想 象 空 间。 正 是 因

为 非 洲 拥 有 其 他 地 区 难 以 企 及 的 比 较

优 势， 这 些 年 来， 中 非 务 实 合 作 取 得

了 显 著 的 成 果。 同 时， 近 年 来 非 洲 大

陆 制 定 的 经 济 发 展 战 略 主 要 依 托 于 联

合 国 2030 年 可 持 续 发 展 议 程 和 非 洲

2063 年议程，而历届中非合作论坛的

发 展 目 标 和 行 动 规 划 都 与 非 洲 的 自 主

发 展 战 略 相 互 交 织， 从 而 形 成 了 中 非

之 间 包 容 性 发 展 的 良 好 局 面， 中 非 之

间 建 立 起 互 利 共 赢 的 合 作 伙 伴 关 系。

对 于 中 国 而 言， 中 非 之 间 经 济 合 作 的

第 一 大 类 是 贸 易， 中 非 贸 易 额 长 期 占

据 非 洲 对 外 贸 易 的 第 一 位， 与 非 洲 的

资 源 型 贸 易 合 作 对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意 义

重 大。 中 非 之 间 经 济 合 作 的 第 二 大 类

别 是 基 础 设 施 合 作， 中 国 是 非 洲 最 重

要 的 基 础 设 施 合 作 伙 伴， 非 洲 市 场 长

期 占 中 国 海 外 工 程 承 包 市 场 的 三 分 之

一。 中 非 经 济 合 作 的 第 三 大 类 别 是 非

金融类投资，中国对非洲地区的投资，

不 仅 推 动 了 非 洲 经 济 与 社 会 进 步， 也

有利于中国优化自己的经济发展结构。

中 国 对 非 洲 经 济 特 区、 产 业 集 群 和 区

域 经 济 走 廊 的 投 资 大 大 推 动 了 中 国 和

非 洲 之 间 的 产 能 合 作， 中 国 制 造 的 国

际 影 响 力 已 经 开 始 根 植 非 洲 大 陆。 因

此， 中 非 合 作 实 现 多 赢， 利 于 全 球 政

治 经 济 秩 序 的 完 善 和 健 康 发 展， 完 全

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精神。中国对非洲国

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意愿给与了

热 烈 回 应。 峰 会 期 间，28 个 国 家 和 非

盟委员会同中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掀起了非洲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的热潮。目前，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

议的非洲国家发展到了 30 多个。可以

展望，非洲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将

把中非合作推向新阶段，为非洲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第 三， 北 京 峰 会 展 示 新 型 合 作 模

式。中国和非洲都是发展中国家，都经

历过西方国家的侵略和压迫，因此更加

重视平等、友好合作，珍视和平共处原

则。在经历了 60 多年的世界风雨洗礼

后，中非双方始终能够保持相互尊重、

坦诚相待、共同发展的友好合作关系。

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帮助非洲，其实也

是在帮助自己，中国扩大非洲朋友圈，

目的是让双方的路越走越宽，也为国际

关系与国际合作开拓新型道路和模式。

习 近 平 主 席 在 中 非 合 作 论 坛 北 京 峰 会

讲话中承诺的“五不”，为中非合作奠

定了坚实的互信基础，使中非合作站立

在了国际合作道义和原则的制高点上，

也 为 国 际 社 会 开 展 对 非 合 作 制 定 了 新

的合作模式框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

洲 区 域 局 战 略 与 分 析 组 组 长 兼 首 席 经

济学家阿约德勒·奥杜索拉表示：“它

可 能 最 终 成 为 评 估 全 球 发 展 有 效 性 的

新框架。这不仅有助于推动公平全球化

的发展，也有助于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

关 系 和 多 边 主 义。” 由 此 可 见， “ 五

不”重要论断对于非洲和国际社会发展

新型合作关系的重要意义。

第四，中非合作是解决实际问题的

求真务实型合作。中国对非承诺历来是

“言必行，行必果”，从中非论坛成立

以来，历次宣言和行动计划都得到了坚

定落实，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的成功召开，必将进一步解决非洲发

展面临的紧迫问题，为中非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注入新动力。首先，“八大行动”

是落实中方承诺的保障。《北京宣言》

提出中非要同心协力、共筑更加紧密的

命运共同体，实现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

等于是对非洲和世界的承诺，而“八大

行动”是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

径。其次，中方日益重视非洲的最紧迫

需要。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的“八

大行动”，总体内容与 2015 年约翰内

斯堡峰会上提出的十大合作计划关系密

切，两者具有有连续性，可以说八大行

动是十大计划的加强版。但此次中非论

坛 “八大行动”中尤其突出了中非农业

合作，将农业合作提高到产业合作的高

度。“八大计划”提出在 2030 年前实

现粮食安全，帮助非洲 12 亿人口解决

吃饭问题。由此可见，农业合作已经成

为中国和非洲优先发展领域，双方共同

推动农业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将造福

于非洲，造福于人类。第三，中国将高

度重视非洲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的发展诉求。长期以来，中非双方高度

关注工业化发展领域的合作，以及对非

洲公路、铁路、港口和电力等基础设施

领域的投入，致力于解决制约非洲经济

发展的瓶颈。今后一段时期，中非合作

仍将大力推动产业园、经济开发区和经

济特区为依托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项目，

在基础设施领域，中非双方将继续实施

国家和地区联通计划，支持非洲一体化

建设。此外，“八大行动”还提出实施

和平安全行动、设立和平安全基金和和

平安全论坛。中国将积极地有建设性地

参与非洲安全建设，为中非双方开展对

话提供平台。

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在会后说，“喀

麦隆坚决支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通

过 的 两 项 重 要 决 议， 特 别 是《 中 非 合

作 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 － 2021

年）》。”由此可见，非洲各国对中非

论坛给与坚定的支持，对中非合作的发展

前景充满坚实的信心。（编辑：张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