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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大

陆，中国和非洲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真、实、亲、

诚”是新时期的中国对非政策，双方相互支持、相互帮助，

努力实现各自的“中国梦”和“非洲梦”。

“河有源泉水才深。”这是非洲的一句谚语，正好印证

了中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

第一代领导人和非洲老一辈政治家共同开启了中非关系

新纪元。从此，中非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

中，在发展经济、建设家园的道路上，相互支持、真诚合

作，结下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兄弟情谊。如今，在

双方共同努力下，中非关系已经进入全面发展的快车

道。双方成立了中非合作论坛，构建起新型战略伙伴关

系，各领域合作取得显著成果。中非间的合作基础更加

坚实、合作意愿更加强烈、合作机制更加完善。

经贸合作是中非关系的亮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

据显示，2012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对中国出口额占该

地区出口总额的 15%；而在 2001 年，这一比例还仅为

2.6%。事实上，去年中非贸易额已超过 2100亿美元，中国

已连续5年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在世纪之交，

双边贸易额仅为 100亿美元，短短 10多年间增长了 20倍，

中非贸易增长可谓势头迅猛。而且非洲对华贸易一直保持

盈余，仅去年的贸易顺差就达近250亿美元，这大大促进了

非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改善了其国际收支状况。

与贸易紧密相关的是投资。非洲是中国实施“走出

去”战略的重要阵地，一大批中企走出国门，到非洲安家

落户。如今在非投资的中企已超过 2500 家，中国对非直

接投资存量规模已达 250 亿美元。非洲已成为中国的新

兴投资目的地和第二大海外承包工程市场。中国在非洲

建设了多个经贸合作区和工业园，提升了非洲的制造业

水平。譬如埃塞俄比亚，得益于中国的投资，这里正逐步

发展成为非洲的制造业中心。据非洲当地媒体报道，去

年中国对赞比亚的各类投资高达 20 亿美元，几乎占赞全

国 GDP 的一成。而且中国的对非投资，大部分流入各国

的基础设施、农业和制造业领域。可以说，中国对非投

资改变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面貌。

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不仅互利互惠，造福中非百姓，

而且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第一，中非经贸投资合作，

促进了非洲的经济增长，大大减少了全球的贫困和饥饿现

象。这得到了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公认。第二，中非关

系的快速发展提升了非洲的国际政治和战略地位，非洲从

西方眼中的“失败的大陆”、“绝望的大陆”转变为世人心目

中“充满希望的热土”、“正在崛起的大陆”，美欧日等传统

西方大国和印度、韩国、土耳其等新兴国家开始重新认识

非洲，重视非洲，非洲开始变身为“香饽饽”。第三，促进了

国际社会对非合作机制的发展。中非合作论坛的成功既

激活了欧盟与非洲峰会等既有的对非合作机制，也催生了

韩国-非洲论坛等新兴对非合作机制的建立，同时还诱发

了与中国开展涉非三边合作的尝试，如欧盟出台了《中欧

非三边合作沟通文件》等。第四，推动了国际体系转型。

中非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有着重大的国际政治和战略意

义，促进了国际体系朝更为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推进了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促进了南南合作。

今天，中非关系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都

把对方的发展视为自己的机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

战略利益把中非紧密联系在一起。展望未来，非洲雄狮

正在朝着联合自强的“非洲梦”加速奔跑，而中国正为实

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只要双方不断创新合

作方式、拓展合作领域，必将推动中非关系转型升级，实

现新的跨越。

进入全面
发展快车道

徐惠喜

李克强总理访问非洲前夕，社科院西
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就
中非合作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记者：您如何定位当前的中非关系？

贺文萍：现在的中非关系，可以定位
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具体来说，有四
方面的内容：

一是政治上增强互信。中国是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
集中的大陆。双方都有遭受西方殖民
侵略的历史，也有建设家园、追求公正
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共同目
标。中非友谊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在双方老一辈领导人的精心呵护下，经
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结出今日硕果。
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立以来，中
非领导人沟通来往频繁，政治互信进一
步加深，这为中非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政
治基础。

二是经济上合作共赢。中国已连续
5 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非洲成为
中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地、第二大海外承包
工程市场和新兴的投资目的地。中非经
贸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宽，从外贸出口到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再到金融合作。贸易不
平衡问题正逐步得以解决，目前中国对非

洲 4000 多种商品给予“免关税、免配额”
的“双免优惠”。经济合作结构得以优化，
诸如飞机、卫星等中国“高端制造”也开始
登陆非洲，非洲的“煤炼油”等高端技术也
已落户中国。

三是文化上交流互鉴。中国和非洲
都拥有灿烂的文明，传统友谊深厚。双方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多样性极强。
但由于历史、风俗、文化上存在差异，彼此
间了解仍停留在“表面化”“碎片化”的层
次。中非文化交流应摆正心态，不仅仅是
向非洲介绍、传播中国文化，更要本着平
等的心态，吸收借鉴对方的文化，求同存
异，才能使文化真正成为中非交流的“无
形纽带”。

四是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配
合。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谋求
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是中非人民的共同目标。近年来，中非
双方就温室气体排放、联合国改革等全球
议题加强了协调，中非“心心相惜”“同舟
共济”的合作优势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得以
彰显。

记者：如何看待中非合作的“转型升

级”？

贺文萍：中非合作的“转型升级”，是

指在目前中非全方位合作蒸蒸日上的基
础上，顺应时代形势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
况，增添更多的合作内容，使中非合作更
上一个台阶。习近平主席去年访非时，提
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与非洲
国家交往讲求“真、实、亲、诚”，双方相互
支持、真诚合作，在全球化的今天拥有更
多的共同发展诉求，双方合作的潜力正在
持续显现，这也是今天与时俱进提出中非
合作“转型升级”的主要原因。中非在政
治交流、经贸合作、文化交往、国际合作方
面也将会继续得到提升，为中非互利合作
创造更广阔的舞台。

记者：中非合作面临哪些机遇和挑

战？目前有100多万中国人在非洲从事经

贸活动，怎样发展好他们的“海外民生”？

贺文萍：中非合作拥有五大机遇：一
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发达国家对非合作
的相对萎缩及合作积极性的下降，具体体
现在对非援助、投资及油气开发等大项目
的减少；二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一
轮南南合作趋势增强；三是以埃塞俄比
亚、南非、卢旺达为代表的非洲国家调整
外交政策，集体“向东看”；四是中国的非
洲战略日趋成熟，与时俱进地调整合作方
向与内容，注重对非合作中的软实力建

设；五是非洲整体形势的好转，政治的稳
定，经济的复苏释放了非洲大陆的巨大潜
力，中非合作前景更为广阔。

有机遇也有挑战。目前存在的挑战
主要集中在经贸投资和文化交往两方
面。对前者来说，主要存在部分中国出口
商品质量差、双方贸易存在不平衡、中国
商品对非洲当地相关产业的冲击、中国商
家“同室操戈”、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管理
能力的提高等问题。对后者来说，存在中
非政治与价值观认同上的差异、沟通与互
动机制从政府外交、精英外交向民间外交
的发展、对非洲民俗、文化、法律的了解和
尊重、中国企业的本地化以及对非洲社会
的参与和融入等问题。

“海外民生”越来越受到国人的重视，
在非的中国公民和企业，都应该加强与非
洲当地社会和民众的联系，广交当地朋
友，在交流融入中逐步加强影响，树立良
好形象，把企业与国民形象建设融入到日
常生产生活中，加强自身形象宣传，“做得
好也要说得好”；要研究和遵守当地相关
法律，处理好劳资关系，与当地员工及社
会形成“良性互动”，这样才有利于企业和
个人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造福中非人民。

合作转型升级 造福中非人民
——访社科院西亚非洲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

本报记者 郭 凯

50 年前，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十国，
提出处理同非洲国家关系五项原则、对外
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得到广大非洲国
家的热切拥护和支持，中非从此结下兄弟
般深厚友谊。50 年后，中非合作的领域
和深度都在不断扩展，双方合作成果令世
界瞩目。加强中非全方位经贸合作与人
文交流，促进中非合作“转型升级”，将继
续造福中国和非洲人民，开创中非友好合
作的新局面。

拓宽经贸合作 坚持互利双赢

中非贸易拥有广阔的市场，中非合作
论坛机制保障下的双边贸易发展势头良
好，潜力巨大。从 2009 年起，中国连续 5
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3 年
中非贸易额达到 2102 亿美元，同比增长
5.9%。其中中国对非出口 928 亿美元，
自 非进口 1174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8.8％和３.8％。而在中非合作论坛开始
之初的 2000 年，中非贸易额才刚刚突破
100亿美元。

与贸易增长同步的是贸易结构的逐
步优化。中非贸易互补性强、潜力巨大，
对中非双方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自中国对非洲 4000 余种商品进行“免关

税、免配额”的“双免优惠”以来，非洲对华
出口大幅跃升，改变了中非贸易不平衡的
局面。从贸易结构来看，以往那种“非洲
出口石油和其它矿产资源，中国出口纺织
品、服装和低价机器”的局面大为改观。
目前中国对非出口更多的是电子通信产
品、高端机械设备、机动车辆等高技术含
量、高附加值产品，如 2012 年，机电产品
占中国对非洲出口商品的比重就已超过
45%。非洲国家在中国的投资、技术帮助
下，提高其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改变目前
出口存在的“单一资源导向”，优化自身经
济结构。同时，为进一步提升对非洲出口
商品的质量，从 2010 年 12 月到 2011 年 3
月，中方开展了打击对非出口假冒伪劣和
侵犯知识产权商品专项治理行动，采取输
非工业品装运前检验等多项措施，中国对
非出口商品质量得以明显提高。“中国制
造”在非洲日益成为真正“物美价廉”的代
名词，为改善非洲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在投资方面，基础设施薄弱、建设资
金匮乏一直是非洲国家面临的主要发展
瓶颈。中国政府鼓励、支持企业扩大对非
投资，提升中非合作水平。目前有超过
2500 多家中国企业投资非洲，在非直接
投资存量达到 250 亿美元。中国投资并

不局限于资源行业，而是积极投身于非洲
国家的道路、电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制
造业、农产品加工业、金融服务业等诸多
领域。中国对非投资机制不断完善，截至
2012 年底，中国已与 32 个非洲国家签署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与 45 个国家建立经
贸联委会机制。“中非发展基金”、“非洲中
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等项目助力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同时，非洲国家对华投资也
呈不断增长之势。

同时，非洲也是中国海外第二大承包
工程市场，中国企业积极走进非洲，锻炼了
队伍，丰富了经验，拓宽了市场，造福了当
地社会民生。在工程项目领域，中非共同
探索出的“安哥拉模式”为中国企业进军非
洲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一栋栋中国
援建的大厦、一条条中国修建的高速公路，
为非洲经济腾飞增添希望。

密切人文交流 夯实友谊基础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非友好合
作关系的发展，离不开中非人民的相互
交流与理解。加强中非人文交流，拓宽
中非在教育、文化、新闻、青年、医疗卫
生、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让同样拥有
古老文明和灿烂文化的中非双方实现

“文明共鉴”，学会更全面和准确地理解
对方，表达自己，才能更好地筑牢中非合
作的友谊基础，使双方的友好合作得以
世代传承。

目前，中非人文交流正在紧锣密鼓地
展开。在教育领域，截至去年年底，非洲
国家在华留学生总数约 3.3 万人，2013 年
来华留学人数同比分别增长 23.31%。未
来 3 年，中国还会为非洲提供 1.8 万个奖
学金留学生名额，造福更多非洲学子。中
非双方合作在 31 个非洲国家设立了 37
所孔子学院和 10 间孔子课堂，有数千名
非洲学生在此学习中文和书法、武术、历
史等中国传统文化，成为连通中国与非洲
的“友好使者”。

在卫生领域，目前中国在非洲 42 国
派有 43 支援外医疗队，队员近千名。中
国向非洲派遣医疗队已坚持了 50 年，累
计向非洲派出 1.89 万人次医疗人员，为
保障非洲人民的生命健康作出了重要贡
献，他们的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赢得了
非洲人民的认同，增进了中国和非洲人
民的感情。未来 3 年中国将向非洲派遣
1500 名医疗队员，开展白内障手术“光
明行”等活动。提高非洲医药产品可及
性，鼓励中国医药企业与非洲企业加强
务实合作。

在文化传播领域，旨在推动中非文化
交流的“中国文化聚焦”项目已从 2008年
开始连续举办 5 届，走遍非洲 30 多个国
家，内容包括音乐会、书画展、电影周等多
种形式，深受非洲朋友的喜爱；越来越多
的中国媒体落户非洲，更多的非洲媒体来
中国交流访问，促进了双方新闻传播领域
的交流和相互理解，中国和非洲的形象得
以更加全面客观立体地展现。

在学术交流领域，“中非联合研究交
流计划”等学术交流机制的成果推广，为
双方学者加强中非关系、涉非、涉华研究
提供了机制化、系统化的平台，为中非关
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共同谱写中非合作新篇章
本报记者 郭 凯

本版编辑 徐惠喜

李克强总理对埃塞俄比亚和

非盟总部、尼日利亚、安哥拉、肯

尼亚的访问，是继去年习近平主

席访非后中国主要领导人对非洲

的又一次重要访问，也是中国新

一届政府总理首次访非。此访正

值新中国首任总理周恩来首次访

非50周年，对进一步弘扬中非传

统友谊、提升双方务实合作水平、

深化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丰

富和发展国际对非合作具有重要

意义。

埃及一旅游度假村。埃及一旅游度假村。

参加东南非共同市场投资论坛的肯尼亚代表。

非洲青年在举行沙滩排球比赛。

左图：埃及华晨汽车公司汽车装配车间的工人。 右图：非洲百姓在制作当地小吃。 本版图片均由徐惠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