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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非合作论坛看中非关系发展的趋向

[ 作者 ] 罗建波 

[ 单位 ] 学习时报 

[ 摘要 ] 2006年11月3至5日，中非合作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将在北京隆重召开，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友谊、和平、合作、发展”的主题

下，就新形势下巩固和发展中非友谊，深化和扩大互利合作，构筑长期稳定、平等互利、全面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的新思路和新举措进行

深入探讨。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非洲国家间创设的第一个政府间多边磋商与集体对话机制，是中非双方在近年来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的形势下，在南南合作范围内谋求发展，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一个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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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1月3至5日，中非合作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将在北京隆重召开，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友谊、和平、合作、发展”的主题下，

就新形势下巩固和发展中非友谊，深化和扩大互利合作，构筑长期稳定、平等互利、全面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的新思路和新举措进行深入

探讨。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非洲国家间创设的第一个政府间多边磋商与集体对话机制，是中非双方在近年来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形

势下，在南南合作范围内谋求发展，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一个重大举措。2000年10月和2003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和第二届部长

级会议曾相继在北京和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中非双方在政治、经贸、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展开了务实的合作与交流，大大巩

固和推动了中非传统友好关系的发展。剖析中非合作论坛会议的内容及后续行动，可以看出当前中非关系发展呈现出的四大趋向：一是中

非政治合作的内容与时代命题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共同致力于推动世界的民主化和多样化发展，共同致力于世界的和谐发展必将在今后相

当长的时期里成为中非合作的政治基础。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和非洲的形势均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非洲人民实现民族解放

的历史使命逐步得到解决，反帝、反殖、反种族主义的历史发展主题渐成历史。中国在同一时期也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战略重心的调

整，外交也越来越强调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不是其他理想化的国际主义目标。而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及由此带来的挑战，又使中

国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面临来自外部的巨大结构性压力。为此，中国与非洲国家相继作出了积极回应，一方面不断加强基于各自国家利益

基础之上的团结合作，深化彼此间的政治对话和协调，另一方面继续推动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积极倡导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多样化以及

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历届中非合作论坛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探讨如何通过中非合作以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如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当前中非双方的政治合作具有两大特点：其一，中非双方在思考彼此合作时，从未仅仅

局限于中非双方的利益范畴，而是兼顾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其二，在思考处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时，

已基本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限制和一些传统政治观念的束缚，不以“敌人”或“朋友”划线，不以“东方”或“西方”站队。尽管中非双方

一再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但中非无意塑造一个现实的或潜在的敌人，双方反对的只是

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和国际上的霸权行径，是“对事不对人”。二是平等互利的经贸合作已经成为中非关系不断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推动力

量，必将在未来中非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非洲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的革命年代，中国力所能及地给予了非洲国家大量的无

私援助，这对非洲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以及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奠定了中非友好关系的坚实基础。这些援助项目主要着眼于

中非双方的政治利益和政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非援助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合作中的互惠互利等原则。进入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

展与国家富强开始成为中国和非洲国家发展战略的首要选择。随着中国战略重心的调整，中国对非外交的制定和实施开始更多地强调维护

和增进自身国家利益和中非双方的共同利益，中非关系也日益体现出务实、平等和互惠的特征。国家利益至上和务实外交选择开始成为中

非关系发展主旋律，成为中国开展对非外交工作的政治依归。在此背景下，中非经贸往来从过去由中国单方面提供对外援助逐步发展到互

利合作、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经贸关系，这是中非合作的战略基础在经济领域里发生的重要变化。中非合作论坛高度重视推动中非经贸

关系的发展，特别是第二届和第三届论坛会议还特地召开了“中非企业家大会”，以推动经贸和投资向多样化、宽领域、深层次方向发

展。近年来中非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良好，双边贸易额以年均40%的速度增长。2000年中非贸易额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到105.9亿美



元；2005年则迅速增至397.4亿美元。目前中国已超过英国，成为继美国和法国之后，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这是非洲贸易格局在历史上

的重大变化。中非经贸关系的喜人发展，进一步夯实了中非友好关系发展的基石。三是文化和教育合作为核心内容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成

为中非关系发展的新亮点，在为中非务实合作的又一重要内容。中非合作论坛设立了“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中国在此框架下已为非

洲国家培养外交、经济管理、农业、卫生、教育等领域的专业人才近2万名。此次中非北京峰会进一步表示加强双方在人力资源领域的合

作，中国承诺进一步加大对非教育培训的力度。中国于2004年举办了“中非青年联欢会”、以非洲为“主宾洲”的“相约北京”国际艺术

节和“中华文化非洲行”活动，以增进中非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相互了解。近年来，中国政府还积极鼓励中非高校和企业界的横向联

合，探索“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的新思路。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教育、文化交流以及人力资源开发合作，使中非实质性合作的内容和形

式更趋多元。由于历史联系和地理空间的相对疏远，当前非洲人对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了解和认同远远超过对中国文明的了解和认

同，这一局面在今后相当长时期里难有根本改变。而非洲文明与中国文明又是两种历史悠久而又形态各异的文明形态，双方的交往与互鉴

不仅有助于两大文明各自的发展和变迁，而且对于中非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中非友好关系的发展，对于世界文化繁荣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发

展，都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因此，应当通过中非间的多边论坛，加强中国同非洲国家在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积极宣传中国的良好

形象，扩大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影响。四是中非关系的交往形式和手段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历史上，中国主要以双边外交形式建立、维系和

巩固了中非传统友谊，在相当程度上维护了中国自身国家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权益。随着近年来非洲区域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对

多边外交的逐步重视，中国显著地加强了对中非多边外交的重视，不仅把非盟当作重要的外交工作对象，还与非洲国家一道创造性地开创

了中非合作论坛这一新的合作模式。与此同时，中非交往的主体也由过去主要由政府主导、配合以民间交流过渡到地方各级政府、企业以

及社会团体广泛参与的多元局面。各种非政府组织、企业团体和其他民众日益广泛地参与到中非关系中去。不过当前中国对非多边外交的

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相比中国在国际多边舞台的活动以及同亚太和欧洲等地区的多边交往而言，对非多边外交的发展还相对比较滞后。

所以，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拓展中非多边交往的渠道和形式当是当前推动中非关系发展的重要课题。今后中非合作论坛

的发展方向，一是继续深化现有多边合作的深度，进一步拓展新的合作领域；二是一俟时机成熟，应适时地将中非合作论坛从部长级会晤

升格为首脑或元首级会晤，使这一成型的多边合作机制发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效益。当前时代，中非友好关系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互助”

和“双赢”，前者主要体现在中非双方在国际舞台上的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持，共同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民族权益和公正合理的国际秩

序；后者主要体现在中非双方在谋求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互利合作和相互借鉴。今年年初，中国政府首次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

件》，提出了中国愿与非洲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今后一段时期中非关

系发展勾画了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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