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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知识体系视角下的新时代中非减贫合作

安春英

( 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 要: 贫困治理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振兴的核心关切，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

实践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丰富了国际

减贫理论与实践。进入新时代，在中非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非减贫合

作以自主知识体系为标识，通过深化基础设施合作、加强产能合作、加速贸易畅通、促进人

力资源开发等路径，有力推进了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在合作共赢的对非减贫合作

过程中，秉持“真实亲诚”与正确义利观，保持战略或政策对接、制度规则互通和理念协调

一致，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世界意义。未来，将中非“减贫之路”作为践行全球发展

倡议的重要路径，提升中非减贫合作方案的精准性，探索中非减贫知识产品共享新机制，

将是中非双方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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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并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1］24。中国式现代化经验虽属于中国创造，但也贡献于世

界，体现在包括非洲在内的中国对外减贫治理国际合作中。环顾全球，遥远的非洲大陆是世界贫困人口

最为集中的地区，约占全球贫困人口总量的 60%，减贫与发展是该地区面临的最大难题。值得注意的

是，中国对非减贫合作没有按照西方国家政治型( 减贫议题的政治化，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 、逐利型、

干涉型减贫合作模式亦步亦趋，而是基于国际减贫理论、中国减贫经验与非洲贫困化实际，在减贫目标、

理念、优先方向、思维模式等方面实现了开拓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特点。鉴此，本文以党的十八大

以来新时代为考察时段，尝试归纳中非减贫合作的核心特征，进而探索未来双方合作的发展方向。

一、贫困治理助力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

2015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主旨演讲中提出，“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



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2］。基于全球贫困人口分布呈现的区域性特点，中非减贫合作可助力实现构

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 一) 贫困治理契合“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

近年来，由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全球南方”影响力不断上升，且引起国际社会的热

议①。“全球南方”代表全球绝大多数人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80%，约占世界经济总量半

壁江山( 经济总量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 40% ) 。可以说，“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

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版图。这一国家群体虽然在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

差异性，但是“全球南方”国家均面临着共同的发展难题和任务，高度关注发展问题系“全球南方”的共

通之处，正如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所言，“发展振兴是‘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②。

“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开启了为实现发展振兴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探索，无论是沙特阿拉伯、南

非等国的矿产资源驱动型现代化，还是埃及、毛里求斯等国的出口导向型现代化，抑或是泰国、科特迪瓦

等国的农业资源驱动型现代化，以及印度、中国等国的综合发展型现代化，均彰显“全球南方”国家对于

摆脱贫困落后与发展振兴的不懈追求。直至当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在制定或出台新的发

展规划或愿景，谋求改善民生福祉。尽管如此，由于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基础薄弱，政治、经济、

安全、社会等方面长期积累的问题积重难返，仍存在粮食安全保障程度低、失业率高、基础设施建设薄

弱、医疗卫生保障网不健全等诸多发展问题。对个体而言，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使老有所终，壮

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与西方发展理论中“发展就是让社会所有成员受益，

穷人需要我们的特别关注”［3］之要义有共通之处。因此，贫困是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在实现经济与社

会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十分重要的发展危机; 减贫或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发展中国家

寻求发展的过程就是贫困治理的历程。

( 二) 非洲的贫困与发展问题突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发展观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学术界由单纯强调“经济增长数量扩张”转向

重视“益贫式增长”( 亦称为“包容性增长”) ，关注贫困人口在一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中的受益性，由

此减贫成为国际社会和发展中国家治理的重要议程。在上述发展理念引领下，发展中国家采取各种措

施推进减贫进程，并取得了不同进展。2002—2022 年间，以人均日支出不足 1. 9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来

衡量，全球贫困人口数量由 2002 年的 16． 1 亿下降至 2022 年的 5. 7 亿，减贫成效显著。但各地区相较

而言，东亚和南亚地区同期分别有 5． 4 亿和 5． 1 亿人口摆脱贫困，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减贫走势呈现

出与前两个地区不同的变化情势，成为全球贫困人口规模持续扩大的地区③，贫困治理问题尤为突出。

囿于自身实力，非洲国家的贫困治理不仅需要自身努力，而且有赖于国际合作伙伴的帮助。

( 三) 非洲是中国参与全球贫困治理的重点地区

“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4］。的确，作

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始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摆

脱贫困。在参与全球贫困治理过程中，中国将减贫作为落实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优先领

域，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南南合作援助资金，与发展中国家对接减贫与发展战略，落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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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围绕“全球南方”概念的历史渊源、地理属性、政治属性等内容进行了充分讨论，参见王健等:《国际秩序变动中

的“全球南方”与中国角色》，载《西亚非洲》2023 年第 6 期，第 3-33 页。
王毅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 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s: ∥www． fmprc． gov． cn /wjbzhd /202307 /
t20230726_11117824． shtml，2023-09-02．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贫困人口数量由 2002 年的 3． 98 亿增至 2022 年的 4． 35 亿，参见世界银行网站: https: ∥www．
worldbank． org /en /understanding-poverty#a，2024-01-02．



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

展合作论坛等相关合作机制成果，深化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减贫南南合作。在实践层面，中国在老挝、

柬埔寨、缅甸三国实施了“整村推进”和“精准扶贫”发展项目，在斐济设立了菌草技术示范中心项目，在

哥伦比亚尝试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家庭行动”，在非洲开展了“减贫惠民”“幸福生活工程”等

一系列项目。其中，非洲是中国对外减贫合作的重中之重。正是由于非洲是全球贫困人口最为集中、贫

困发生率高的地区，中国自 1956 年开始启动对非减贫与发展援助，至今历时 60 余年，减贫合作涉及基

础设施、粮食安全、产业发展、卫生健康、治国理政与减贫经验交流、人力资源培训、减债、人道主义援助

等多个领域，双方合作范围广、力度大、持续时间长，中非合作可谓全球南南减贫合作的典范。

二、“一带一路”赋能中非减贫合作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13 年秋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至 2023 年底已走过十年发展历

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合作之路、健康之路、复

苏之路、增长之路、减贫之路①、绿色之路等概念，引领中国与丝路合作伙伴国共同繁荣与持续发展。

中非合作的目标是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而包括“减贫之路”在内的“一带一路”则是

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议的实践路径。截至 2023 年底，中国已同 52 个非洲国家和非盟签署了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②，中非合作论坛宣言与行动计划、《中非合作 2035 年愿景》等重要战略文件也将“一带一

路”减贫合作内容纳入其中。“一带一路”倡议为双方在此领域的合作赋予新动能、新思路，并取得了

新成效。

( 一) 深化基础设施合作，改善减贫基础条件

基础设施建设是非洲国家当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迫切之需，也是中国对非合作的传统重点领域。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非设施联通建设扎实推进。中企在非洲参与建设了公路、铁路、机场、港

口、通讯、水电设施等经济类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疗卫生、文化设施、住房等社会类公共基础设施。基

础设施建设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可产生良好的减贫效应: 改善通行便利性，享用服务资源可及性; 促进信

息可获得性; 降低商品交易成本和使用成本，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条件，民众亦会从中受益; 惠及其他产

业的发展，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经济增长包容性强。例如，被誉为“新时期坦赞铁路”

的亚吉铁路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三网一化”的标志性工程，是非洲首条跨国电气化铁路。

2018—2022 年开通商业运营五年来，亚吉铁路客运量持续提升，运输收入增速达到年均 35% 以上; 从建

设到运营为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两国提供就业 5. 5 万人次，培养铁路专业技术人才 3 000 多名; 显著提

升了埃塞俄比亚乃至非洲之角区域的互联互通与经济发展水平③。又如，“一带一路”非洲区域旗舰项

目、中企承建的安哥拉卡宾达供水项目于 2022 年 7 月竣工并投入使用，该项目是安哥拉在卡宾达省最

大的民生工程，日供水能力达 5 万立方米，惠及 60 万当地居民，对于缓解当地民众生活用水紧张情势、

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上述基础设施属公共设施投入，是

惠及民生的长远大计，故无论是经济类基础设施抑或社会类基础设施的改善，均夯实了贫困人口脱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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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之路”是习近平主席在 2021 年 4 月 20 日博鳌论坛 2021 年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提出的，他强调:“要把‘一

带一路’建成‘减贫之路、增长之路’，为人类走向共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参见习近平: 《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

共创未来》(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载习近平:《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版，第 342
页。
参见中国一带一路网: https:∥www． yidaiyilu． gov． cn /p /77298． html，2024-01-02。
参见汪平: 中外人士认为亚吉铁路极大促进非洲之角地区繁荣． 中新网: https:∥www． chinanews． com /cj /2023 /03-11 /
9969448． shtml，2023-03-11．



前提条件。

( 二) 加强产能合作，助力益贫式增长

减贫有多种路径，而产业扶贫是提高贫困人口内生发展动力、自我发展能力的根本之策。换言之，

产业是脱贫之基、富民之本、致富之源，因为产业发展可创造就业机会、促进贫困人口增收，从而实现稳

定脱贫。鉴此，在中非减贫合作中，中方注重支持非洲国家产业发展，奠定了国家减贫的基础。

在农业领域，中国通过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农业专家、投资农场、提供农资援助、参与联合

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南南合作”项目等多种形式，助力非洲国家提高农业生产和产品加工水平，缓解

粮食供需不足的难题，并提升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例如，中国在赞比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几内

亚、塞拉利昂、马里、利比里亚、乌干达等十几个非洲国家开展的杂交水稻合作项目逐渐取得显著成效。

在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技术已实现本土化育种、制种，示范种植的水稻单产达 10. 5 吨 /公顷，远高于该

国水稻单产水平( 2. 8 吨 /公顷) ［5］，成为解决当地粮食供需难题的利器。为了表达对袁隆平团队杂交水

稻合作项目的独特贡献，马达加斯加把杂交水稻印在了该国最大面值纸币上。在工业领域，加快非洲工

业化进程，有助于非洲国家的产业升级，为当地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水平。由此，在中非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中国对非投资步伐加快。2013 年以来，中国与 15 个非洲国家建立了产能

合作机制，在非企业超过 3 500 家①，投资模式呈现多样化特点，主要包括与东道国当地企业的合作经营

模式、绿地投资模式、海外股权并购模式、中小企业集群式的经贸合作区模式。其中，工业园、农业产业

园等各类经贸合作区在非洲发展较快，中企通过在非洲当地建立生产和加工基地，开展本地化经营，可

增加当地税收，创造就业岗位，以及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而助力园区附近社区发展。例如，在中国埃

及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截至 2021 年 12 月，共有 123 家企业入驻园区，为当地纳税费超过 1. 9 亿美

元，直接解决约 4 000 人就业，间接带动 4 万余人就业，业已形成建材、装备、电气、机械四大产业链，对

推动埃及工业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服务业领域，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企加快产业数字化

平台建设，通过支持服务业自身及其衍生经济活动创造大量直接或间接就业岗位，从而实现减贫。例

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非洲 28 个国家开展了智慧城市、教育、医疗、电力、交通、金融、互联网服务供应

商数据中心等行业业务，雇用 6 000 余名员工，其中员工本地化率达 81%，助力非洲国家数字化转型②。

( 三) 加速贸易畅通，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水平

贸易畅通可表现出较强的经济包容性，尤其是非洲大多为农矿初级产品出口国，农产品出口收入无

论对于政府和农民个体而言均十分重要。就前者而言，农产品出口收入可增加政府经常账户数额，从而

为政府进行转移支付、实施减贫项目提供条件; 就后者而言，农户在扩大的市场机会中可提高收入。鉴

此，为促进非洲农产品对华出口，中方为非洲农产品输华建立了“绿色通道”，2013 年以来多次扩大非洲

输华零关税待遇产品范围。截至 2023 年 12 月，有 24 个非洲国家享受 98% 税目进口产品零税率③。不

仅如此，中国海关总署还出台了多项针对非洲的贸易准入便利举措，如对非洲国家提出的农产品准入申

请予以优先考虑，并协助快速通关等。上述举措使非洲对华农产品出口持续增加，2021 年，非洲对华农

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 18. 2%。目前，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超过 300 多种［6］20，包括咖啡、腰果、可可、牛

油果、柑橘、辣椒、芝麻、甜叶菊、黄豆、茶叶、蜂蜜等。近年来，中企在非洲物流领域通过建造海外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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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物流服务贸易便利化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非洲农产品对华出口。例如，总部位于上海的格林

福德国际物流公司，至 2022 年已在非洲 27 个国家设立了 47 家分公司，在埃及、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赞

比亚、南非等国设立仓库，推出了“物流 + 质检”一站式服务平台，提升了非洲农矿产品贸易便利化水

平，缩短了贸易周期。此外，中方利用直播电商、跨境电商等新经济业态，举办线上线下联动的“非洲好

物网购节”等活动，使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卢旺达的辣椒酱、南非的红酒、肯尼亚的红茶和皂石等非洲特

色商品走进中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①。上述举措扩大了非洲贫穷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和进入市场的机

会，可使贫困群体直接受益。

图 1 零关税待遇时间线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相关公告制作

( 四) 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增强内生减贫能力

人力资源是由人的体能和智能构成的一种资源，具有生产力的作用，也是决定贫困人口获取经济机

会和减贫能力的关键所在。基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是中非共建“健康丝

绸之路”的核心议程。2013 年以来，中国通过援非医疗队，为当地病患提供持续医疗服务; 推动中非医

院对口合作，强化心脏、重症医学等重点专科中心建设，帮助受援国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开展“光明行”

等短期义诊，帮助病患摆脱疾病痛苦; 援非抗击疟疾、埃博拉、新冠肺炎等疫情，使之能够恢复身体健康，

从事各类生产活动。尤其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时，中非双方同舟共济，中方通过派遣抗疫医疗专

家组、援建“火眼”实验室、分享中国抗疫经验、捐赠抗疫物资与疫苗等方式，竭力保护非洲民众健康，践

行“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7］。

与此同时，中非双方注重教育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尤其是中非减贫经验的分享。中国已探索出一条

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其中蕴含着诸多国际减贫公共产品，为非洲国家减贫提供了“他山之石”。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通过举办“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促进国际减贫经验的交流与分享。中国非洲研究

院于 2019 年成立后，也多次举办了以减贫为主题的各层次学术交流活动，如“中国讲坛”项下的“中国

的脱贫实践与成效”( 2020 年) 、“中国的脱贫攻坚”( 2021 年) 、“普惠金融与扶贫减贫的实践”( 2021

年) ，塞拉利昂、肯尼亚、南非减贫与可持续发展研修班( 2020 年) 以及“延安精神与中国脱贫”国际研讨

会( 2021 年) ，等等，这些活动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喀麦隆驻华大使马丁·姆帕纳在参加延安减贫项目

调研后认为，“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不仅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而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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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非洲国家树立了学习的样板。”［8］

长期以来，减贫、脱贫是非洲国家发展的“焦虑点”“痛点”和“难点”，是关乎非洲复兴与发展的重

要问题，而中非减贫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赋能的推动下，有助于非洲贫困人口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提高自我发展、自我减贫能力，由此成为践行中非命运共同体最具活力的生动例证。

三、中非减贫合作是对国际减贫公共产品的创新与超越

摆脱贫困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与长期性难题。2015 年 9 月召开的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列为首要可持续发展

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指明了方向。中国积极开展减贫国际合作，向非洲乃至国际社会贡献了物质性和

观念性全球减贫公共产品，中非减贫合作探索的经验与做法为破解全球减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

产品。自主知识体系是中非减贫合作的核心特征与根本价值。

( 一) 秉持“真实亲诚”与正确义利观

2013 年 3 月 25 日，习近平主席在坦桑尼亚国际会议中心发表了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

伴》的演讲，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中国“真实亲诚”的对非合作理念［9］14 － 17，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相

兼、以义为先的道德精髓。这种传统文化延伸至国际关系领域，形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即在处

理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关系问题上，中非之间要怀有共情、共鸣、共行之心，秉持平等、道义、公正之国际

关系秩序观以及互助、互利、互惠之国家利益观。具体而言，对待非洲朋友的“真”，就是要真心实意地

帮助非洲国家解决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痛点”，尤其要关切当地民生; 开展对非合作的“实”，就是要讲求

实效，让非洲民众在中非合作中真真切切地拥有获得感、幸福感; 加强中非友好的“亲”，就是中非通过

理念相通与实际行动契合而获得双方民众心与心的共鸣; 解决合作中问题的“诚”，就是坦诚对待中非

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且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合作共赢精神解决新问题。“正确义利观”要求中国在

与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合作时，坚持先“义”后“利”，有时甚至要主动让利、舍利取义，做到先予

后取、多予少取，必要时只予不取。一言以蔽之，中国要把自身发展与非洲发展、中国人民利益与非洲人

民利益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利他来实现利己，以真诚合作推动共同繁荣、谋求中非人民共同幸福。这是

对西方大国传统利己主义思维、“利益至上”唯利是图的国家利益观的颠覆，尤其在旧冷战思维回潮、

“逆全球化”思潮泛起的当下，正确义利观更彰显了中国谨守道义、主动担当的大国责任。

共同利益是共同体生命之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共同利益孕育着“一个

行为体的行为因适应另外行为体的行为而进行调整”的合作可能。在中方看来，实现减贫与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是当下非洲国家的重大关切，非洲作为世界上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该地区的长期贫困和

不发达不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由此，在“真实亲诚”和正确

义利观指导下的中非减贫合作，覆盖多个民生领域，有助于促进非洲乃至世界的均衡包容发展。2023

年初，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首倡之地———坦桑尼亚，该国政届、学

界高度评价十年来“真实亲诚”和正确义利观引领下中非合作取得的务实成就。坦桑尼亚前驻华大使

阿卜杜勒·拉赫曼·阿米里·欣博认为，“这一理念具有重要意义，它明确了非中合作的互利共赢基

础”。非洲资深媒体人道格拉斯·阿夸齐( Douglas Okwatch) 坦言:“过去十年，习近平的对非政策理念

推动中非双方共同发展与共享繁荣。”①的确，“真实亲诚”和正确义利观作为一种价值层面的公共产品，

为推进国际减贫合作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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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超越传统国际减贫理论

回瞻减贫理论，国际学界主要提出四方面观点: 一是以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夫、托马斯·E．

韦斯科夫等为代表提出的经济增长“涓滴效应”理论［10］252 － 258，即一国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后，会对国民收

入产生“溢出效应”或“涓滴效应”，民众会从经济繁荣中获益，进而解决贫困问题。二是以法国经济学

家弗朗索瓦·佩鲁等提出的发展极理论，即通过政策支持使生产要素向落后的发展极集中，通过发展极

的经济发展及其产生的辐射效应，带动落后周围地区的经济增长，进而缓解贫困［11］。三是西奥多·W．

舒尔茨创立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即把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作为减贫的关键因

素［12］63。四是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等提出的综合反贫困理论，即采用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维

举措，破解低收入与贫穷的积累性循环困境［13］71。毋庸置疑，上述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减贫实践与国际

合作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理论源于实践，丰富的减贫实践会提升和深化我们对减贫理论的认识，

促使我们对减贫理论进行新思考。

在中非减贫合作过程中，双方不仅以改善贫困人口的基础设施条件、提升个人自我脱贫能力为合作

突破点，而且注入了强有力的减贫制度因素。首先，中非减贫合作实行顶层设计，战略或政策对接。战

略与政策对接是“减贫之路”建设的重要保障，换言之，战略或政策对接、制度规则互通和理念协调一

致，可确保双方减贫合作的顺利有序推进。推动和指导中非减贫合作的政策框架包括《中国对非洲政

策文件》( 2006 年和 2015 年) 、历届中非合作论坛宣言和行动计划中减贫相关内容、《中国和非洲联盟加

强中非减贫合作纲要》( 2014 年) 、《中非合作 2035 年愿景》( 2021 年) 等，这些战略文件与非盟《2063 年

议程》( 2015 年) 以及非洲国家发展战略紧密对接，均体现了人本主义的发展观与贫困治理观，制度的先

行供给使中非减贫创新实践成为可能。其次，双方政府在中非减贫合作中承担主导性角色，企业和非政

府组织起到有力补充作用，符合减贫之公共事务特质。政府作为强制性制度供给的主体，可利用其所掌

握的行政资源和财政资源，通过政策工具，制定益贫性举措和扶贫项目，如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万村

通”项目、“鲁班工坊”项目、“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项目、“中非青年减贫和发展交流项目”等，成

为中非减贫合作重要的力量支撑。

( 三) 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世界意义

分享中国减贫经验是中非减贫合作的重要内容。的确，中国在过去数十年，尤其是在习近平主席精

准扶贫战略引领下，2020 年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世界难题，提前十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中国走过的特色减贫道路、摸索的经验，可为世界其他国家有选择地借鉴与参

考。对于中国的减贫经验，社会各界有诸多不同的总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发布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归纳出六个方面的减贫经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把减贫摆在治

国理政突出位置; 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 立足实际推进减贫进程; 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 汇聚各方力

量形成强大合力①。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成功实践和宝贵经验，是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重要内容，这是

因为关注人民福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显著特征，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22精神相契合。

中国在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现代化道路过程中，被实践证明过的有益减贫理念、知识和经验，是特定

类型的公共品。它深化了人们对人类减贫规律的认识，把中国成功的实践经验上升为中国智慧，以中国

方案的形式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作为一种可能的道路选择则具有世界意义。其一，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

表明，贫困并非不可战胜，中国能，非洲国家也能，由此提振了非洲国家消除贫困的信心。尼日利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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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奈居( Charles Onunaiju) 在该国主流报纸《先锋报》( Vanguard) 上发表了题

为《中国消除贫困对非洲的启示》一文，称“中国消除贫困对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对非洲的关键影响在

于: 贫困不是一种天命，只要具备必要的政治意愿、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框架且辅之以高效的执行力，贫

困是可以被战胜的”。其二，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打破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发展中国家摆

脱贫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减贫乃至消除贫困的路径选择。非洲等发展

中国家摆脱贫困需要从自身实际出发，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减贫道路，最终形成内生型减贫战略与

制度设计，指导相关国家的减贫实践。其三，中国的减贫经验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例如，中国的部

分减贫项目在非洲国家落地，这表明中国部分减贫做法具有国际价值( 参见表 1) 。

表 1 中国减贫项目在非洲的国际化关联示例

中国 非洲国家

项目

名称

爱加餐 微笑儿童( 埃塞俄比亚、苏丹等国)

母亲水窖 家庭水窖与学校净水( 埃塞俄比亚等国)

爱心包裹 爱心包裹( 纳米比亚、乌干达、津巴布韦等国)

光明行动 光明行( 吉布提、肯尼亚、布隆迪、毛里塔尼亚等国)

雨露计划 鲁班工坊( 埃及、肯尼亚、乌干达等国)

万企帮万村 百企千村( 尼日利亚、安哥拉等国)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中非减贫合作知识生产，既有全球减贫经验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非双方具体实际的“中国特

色”。中国成功减贫、脱贫系统性知识在非洲的创造性转化，摆脱了奉他者思维、理论、方法为圭臬的束

缚，体现了中非减贫合作的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的主体性，并彰显其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价值取向。

四、深化中非减贫合作的发展路径

如前所述，“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具有十分鲜明的发展导向性，而中非减贫合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促

进中非共同发展，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目标高度一致。未来，中非减贫合作可在以

下几方面着力。

( 一) 将中非“减贫之路”作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路径

当下，中非减贫合作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以及世纪疫情、乌克兰危

机的强力冲击，全球对抗加剧而合作减弱，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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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非洲亦成为美西方大国遏华围华堵华的抢滩之地，无论是 2022 年美国出台的《拜登

政府的新非洲政策》，还是欧盟的《对非洲全面战略》，均包括曲解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抗中非

合作之意，如渲染“中国对非战略机会论”“地缘政治论”“经济剥削论”等不实论调，挑拨中非关系，欲

以此消减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中非减贫合作的舆情环境十分严峻且复杂。与此同时，近年在内外因素

互动下，非洲地区的减贫形势恶化，2021 年在地区冲突、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新增贫困人

口 2 900 万人; 2022 年，叠加乌克兰危机的溢出效应，非洲地区又有 1 800 万人深陷极端贫困①。在此情

况下，非洲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外部推动国际对非发展合作，提振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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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The World Bank，“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22: Correcting Course”，https:∥www． worldbank． org /en /publi-
cation /poverty-and-shared-prosperity，2023-03-12．



值得注意的是，2021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9］381，体

现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解决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蕾韦卡·格林

斯潘坦言: “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恰逢其时，倡议强调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等领域合

作，体现了中国对多边合作的坚定支持，有助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全球

发展命运共同体。”①的确，以合作促发展是全球发展倡议的要义之一，通过践行“减贫之路”的“硬联

通”( 基础设施) 、“软联通”( 政策、规则、标准) 、“心联通”( 民心) ，从“坦赞铁路”到“一带一路”，可使

“减贫之路”日益成为惠及非洲各国人民的“幸福路”。化危为机，实实在在地推进高质量中非减贫合

作，以期快速提升非洲国家民众获得感，契合当下非洲民众的急难愁盼，以实际行动为己正名，夯实

中非民心基础。

( 二) 将中非减贫合作方案的精准性作为提质增效的关键

如前所述，无论是全球层面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还是中非宏观合作层面的《中国和非洲联

盟加强中非减贫合作纲要》《中非合作 2035 年愿景》，均规划了中非减贫合作的目标、重点领域和实施

路径，是中非减贫合作的纲领性指导文件。但非洲各国、各贫困地区以及贫困群体致贫原因各不相同，

包括因病、因学、因灾、缺水、缺技术、缺资金、失业、交通通讯条件落后等等，基于此，中非减贫合作项目

亦要识别扶贫对象的发展“短板”，结合中国力所能及因素，因需设置减贫具体合作项目，进一步提升双

方减贫合作的成效。例如，中国路桥公司承建的非洲第一大悬索桥———莫桑比克马普托 － 卡腾贝跨海

大桥项目是中非高质量共建“减贫之路”的典范项目，于 2018 年 11 月竣工建成。该项目对于马普托湾

两岸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价值。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市位于马普托湾北岸，经济比较发达、

繁华，而隔湾相望的卡滕贝及向南地区经济欠发达。大桥建成前，当地人来往马普托湾两岸只能依靠耗

时低效的轮渡，由马普托市经贝拉维斯塔市至南非的交通只能沿着马普托湾绕行，需耗费大量的通行时

间和成本; 去往旅游胜地黄金角的道路路况差，严重阻碍了旅客的交通出行。由此，基础设施建设和互

联互通是提升马普托湾两岸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迫切所需。大桥建成后，渡海时间由原来的两三个小时

缩短至约 10 分钟，显著提高了南部地区的公路网络化水平和连通性，大大缩短了莫桑比克与南非的此

段通行距离，成为重要的国际交通通道，促进了莫桑比克客货运交通、生态旅游业等多种行业的发展，并

迅速带动项目沿线经济走廊的建设。同时，该项目还带动了马普托湾南岸地区经济发展，使繁华的马普

托市区和相对落后的卡藤贝地区间的连接沟通变得更为便捷与通畅，并为之发展提供良好契机，从而促

进附近地区民众的减贫与发展②。

( 三) 以在地化减贫合作丰富中非减贫知识产品共享机制

毋庸置疑，在“一带一路”新动能带动下，以往中国政府在非洲国家设立中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

遣援外医疗队和中国公共卫生专家组、实施互联互通的“万村通”项目、举办中非减贫经验研修班、研讨

会、参观考察等多种形式，虽然都关乎减贫，且传播了中国综合扶贫的有效经验与做法，但未形成以减贫

为响亮标识的合作项目。中非减贫合作需要用事实说话，需要更为丰富成功的实证案例支撑。值得注

意的是，自 2011 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的佩雅佩雅村实施了“村级

减贫学习中心”项目，以提升当地主要粮食作物玉米和经济作物木豆( pigeon pea) 为抓手，注重生产技

术转移，传播中国精耕细作的小农户生产经验，有力推进了当地产业扶贫进程，探索出中国减贫经验的

非洲本地化新路径和新机制( “中国实用农业技术向坦桑尼亚平行分享的可持续机制”) 。不仅如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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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详见《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恰逢其时》，载人民网: https: ∥world． people． com． cn /n1 /2022 /0404 /c1002-32391389． ht-
ml，2023-03-15。
此材料源自 2018 年 4 月 24 日笔者赴莫桑比克马普托 － 卡腾贝跨海大桥项目调研信息。



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的“九项工程”之二———减贫惠农工程明确点明，“在华设立一批

中非现代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和培训联合中心，鼓励中国机构和企业在非洲建设中非农业发展与减贫示

范村”［9］425，未来中非减贫合作将进一步下沉: 一方面，中方技术人员将走进非洲当地田间地头、对接

“小而美”的减贫项目，打造丰富多样的非洲国家成功减贫案例; 另一方面，中方将组织非方人员深度参

与中国基层扶贫对接乡村振兴工作，了解中方开发式扶贫、解决就业问题的真实情况，使其更深入、更真

切地了解中国减贫、共同富裕经验，双方人员交流从“规范化理论分析”到“体验式交流”，逐步升级为

“社会性融入”。他们在感性和理性双向度分享中国减贫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反观其自身减贫存在的问

题，可使非洲发展中国家通过在地化体验中国的减贫发展经验，实现共同发展。

五、结 语

党的十八以来，中国加强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主动分享中国建设现代化进程中

减贫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务实推进中非减贫与发展合作，中非减贫合作已进入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在

此过程中，中非减贫合作超越了“南北减贫合作”模式，探索出“南南减贫合作”新模式。无论是夯实减

贫基础条件，还是塑造产业发展驱动力，抑或提升减贫自我发展能力等合作特点，折射出中非减贫合作

的平等性、包容性、合作共赢性独特价值，其中蕴含着自主知识体系内质。双方务实合作显著提高了中

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是践行“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使命的突出体现。由此，非盟驻华代

表处常驻代表拉赫曼塔拉·奥斯曼( Ｒahamtalla M． Osman Elnor) 慨言:“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很多伟

大成就，中国的脱贫攻坚战为非洲减贫事业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模式。非洲国家有很多地方需要向

中国学习。”①

自主与创新是知识体系的灵魂。中非减贫合作中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要以时代为观照，以全

球减贫合作为观照，以发挥主体性与原创性角色为观照，立足非洲国家贫困实际，有选择地持续推动中

国减贫智慧在非洲的创造性发展，真正做到理论上“引领双边合作”和实践上“解决问题”。与此同时，

中非减贫合作中的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自信、开放、包容的体系。中非减贫合作涉及助力解

决非洲国家穷困人口收入不足( 经济领域) 、体能和智能提升( 发展领域) 、公共服务完善( 社会领域) 、

决策参与( 政治领域) 等诸多问题，且与非洲发展国际环境、自身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密切相关，双方合作

具有多元性、复杂性、动态性。鉴此，中国应以开放的态度，积极吸收全球减贫新知，以中非减贫合作实

践中产生出来的新问题为导向，回应不同非洲国家减贫的国际合作现实需要，不断推动知识创新和理论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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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of Poverty Ｒe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AN Chun-ying
( Institute of West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Poverty governance is the core concer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s provide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get rid of poverty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has enrich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In a new era，China-Africa co-

operation in poverty reduction is marked by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under the framework of“the Belt

and Ｒoad”Initiative，which has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building of a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the new era． In the proc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cooperation with Africa，China has upheld the prin-

ciples of sincerity，real results，amity and good faith，and pursuing the greater good and shared interests，

maintained strategic or policy alignment，institutional rule exchange，and conceptual coordination and demon-

strated 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model． In the future，more efforts are needed to further

explore how to take“the road to poverty alleviation”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as an important path to imple-

ment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improve the precision of China-Africa poverty alleviation cooperation

plan，and explore a new mechanism for sharing China-Africa poverty alleviation knowledge products．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in poverty reduction; autonomous knowl-

edge system;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Tanzania-Zambia Ｒailway; “the Belt and

Ｒoad”lnitiative

·51·安春英: 自主知识体系视角下的新时代中非减贫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