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安精神、摆脱贫困与中非合作
——— “延安精神与中国脱贫”国际研讨会总结与思考

吴 传 华

内容提要 2021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1 日，“延安精神与中国脱贫”
国际研讨会在延安成功举行，11 个非洲国家驻华大使、非洲联盟驻华
代表处常驻代表以及非洲留学生代表与会。非洲驻华大使高度评价延安
精神，认为延安的成功代表了中国的成功，非洲也需要延安精神; 高度
评价中国脱贫成就，认为中国实现脱贫具有世界意义，希望与中国加强
减贫交流与合作; 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认为强大的领导力是中国
革命和建设成功的关键，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高
度评价中国领导人思想，认为伟大事业需要伟大思想的指引，希望大力
加强中非思想文化交流; 高度评价中非合作，认为中国是非洲国家最诚
挚亲密的伙伴，希望不断提升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高度评价中
国非洲研究院，认为它很好地践行了使命，希望全面促进中非人文交流
与文明互鉴。面向新时代，中非传统友谊需要进一步传承，中非政治互
信需要进一步增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需要进一步提升，中非
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进一步推动。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真
实亲诚”政策理念，秉持正确义利观，坚持做到 “五不”原则，实现
中非合作共赢，实现中非共同发展。

关 键 词 延安精神 摆脱贫困 中非合作 共同发展
作者简介 吴传华，中国非洲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

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 100101) 。

7 月 29 日至 8 月 1 日，中国非洲研究院邀请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埃塞俄比
亚、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塞内加尔、索马里、南苏
丹、津巴布韦等 11 个非洲国家驻华大使和非洲联盟 ( 简称 “非盟”) 驻华代表
处常驻代表，以及来自贝宁、马达加斯加、塞内加尔、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的留
学生代表，赴延安进行访问，并出席 “延安精神与中国脱贫”国际研讨会。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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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期间，非洲大使们还来到延安市安塞区南沟生态农业示范园，实地考察中国乡
村脱贫案例，亲身感受中国脱贫伟大成就; 走进延川县梁家河村，聆听梁家河故
事，探寻中国脱贫 “密码”; 参观杨家岭、枣园革命旧址，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光
辉历史，感悟延安精神的巨大力量。此访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
举行，以非洲朋友深感兴趣的延安精神为切入点，以非洲国家尤为关心的减贫发
展为议题，通过实地参访和会议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取得了讲好中国故事、深化
中非友谊和了解、促进中非交流与合作、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
良好效果。

“延安精神与中国脱贫”国际研讨会情况

7 月 31 日，由中国非洲研究院主办、陕西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协办的 “延安
精神与中国脱贫”国际研讨会在延安市举办。非洲 11 国驻华大使、非盟驻华代
表处常驻代表及在华非洲留学生代表，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 武汉)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西安翻译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人民日报社等机构的专家学者，中非
双方共约百余人，围绕 “延安精神与中国脱贫”议题，就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
性成就及其世界意义展开深入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非洲研究院院
长王灵桂，非洲驻华使团团长、喀麦隆驻华大使马丁·姆帕纳，全国政协副秘书
长、中非友好小组副组长郭军，非盟驻华代表处常驻代表拉赫曼塔拉·奥斯曼，

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赵刚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非洲研究院执行院
长李新烽主持开幕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非洲研究院院长王灵桂在致辞中表示，在中国
革命的摇篮延安举办此次研讨会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中国实现
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
对贫困问题，正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
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
之源。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延安精神就是其中的辉煌篇章，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精神瑰宝。

王灵桂表示，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延安精神是
中国革命精神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坚强精神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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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延安精神的内涵包括: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
神财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王灵桂强调，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消除了绝对贫困，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
奇迹。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延安将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相结合，在世
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黄土地上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 “绿色革命”，走出一条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道路，不仅消除了绝对贫困，而且为世界提供
了一个短期内生态修复的 “中国样本”。延安就是中国脱贫道路上的一个缩影。

王灵桂指出，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消除贫困
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人类发展史就是与贫困不懈斗争的历史。中国全面消除
绝对贫困，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不仅是中华
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也是人类减贫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大
事件，为全球减贫事业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重大贡献。中国在减贫实践探索中形
成的宝贵经验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愿意进一步同非洲各国加强减贫交
流合作，携手推进国际减贫进程，为共同构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
努力。

非洲驻华使团团长、喀麦隆驻华大使姆帕纳在致辞中表示，延安是中国革命
圣地，通过实地参访，非洲使节们不仅亲身领略延安的光辉历史和繁荣现状，而
且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各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当今非洲大陆还有
数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摆脱贫困是所有非洲国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中国脱贫
攻坚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不仅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而且为全
世界尤其是非洲各国树立了学习榜样，这一 “中国奇迹”背后的奥秘值得深入
探寻。他还高度评价中国非洲研究院的工作，认为成立中国非洲研究院是促进中
非文明互鉴的一项重要举措，由习近平主席亲自宣布，得到中非双方领导人的一
致认可。自成立以来，中国非洲研究院在促进中非交流、增进中非友谊、深化中
非合作、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很好地践行了其肩负的
使命。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非友好小组副组长郭军在致辞中表示，值此中国共产
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在延安这样特别的地方，召开此次研讨会很有意义。延安
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精神，是中国人民强大的精神动力。
延安精神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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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为什么行。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
位置，强调共同富裕，实施精准扶贫，最终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中国脱贫攻坚没
有固定模式，只有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非洲国家在减贫发展问题
上，可以参考借鉴中国经验，但是更应该立足本国实际，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
路和发展模式。

非盟驻华代表处常驻代表奥斯曼在致辞中表示，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有很多，尤其是在减贫发展方面。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伟大成就，成为第一个实现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非洲减贫发展提供了
一个重要参照模式。非洲大陆自然资源丰富，拥有大量青年人口，但是依然深陷
贫困。发展不平衡、就业不足、社会保障不力是造成非洲贫困的重要原因，新冠
肺炎疫情致使非洲贫困状况进一步加剧。非洲联盟一直致力于消除贫困，提出大
力发展农矿业，加速实现工业化，重视基础设施，推动科技创新，促进非洲大陆
自贸区建设等一系列计划，并将它们统一纳入非盟 《2063 年议程》，作为非洲大
陆摆脱贫困、实现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他还表示，中非合作论坛已走过 20 年
历程，“一带一路”倡议为非洲发展带来新机遇，中非合作领域众多，成效显
著，惠及双方人民。未来中非合作需要进一步加强，以助力实现非盟 《2063 年
议程》愿景和中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赵刚在致辞中表示，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在延安战斗生活了 13 年，培育
形成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工作生活了 7 年，留下了宝贵
的精神财富。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形成了中
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我们把产业发展与生态治理
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符合延安实际的脱贫攻坚路子，实现了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延安脱贫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

非洲大使高度评价延安精神和中国脱贫历史性成就

非洲大使们结合此次延安之行的所听所见、所感所悟，纷纷高度评价延安精
神的伟大意义、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和中国脱贫的伟大成就，希望进一步加强
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一) 高度评价延安精神，认为延安的成功代表了中国的成功，非洲也需要
延安精神。

非洲大使们多数是第一次来到延安，此前他们早就知道 “延安是中国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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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延安改变了中国历史”，对延安充满了无限向往。通过实地访问，他们不
仅了解到延安的光辉革命历史和延安精神之源，而且亲眼看到延安的发展变化和
脱贫成就，亲身领略延安的城乡发展、人民幸福生活和青山绿水，充分认识到
“延安的发展反映了中国的发展，延安的成功代表了中国的成功”。

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阿达马·孔波雷表示: “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源头和基地，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延安是绕不
开的地方。此次访问是一次精神上的朝圣! ” “延安还是中国发展的缩影，中国
改革的楷模，中国脱贫的典范，透过延安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发展、改革和脱贫的
艰难而伟大历程。”南苏丹驻华大使昆巴·蒙代表示: “历史上延安是中国革命
的传奇，现如今延安是中国发展的缩影。延安不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标
志意义，而且对人类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毛里求斯驻华大使王纯万
表示: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它所包含的思想也
是一种蕴含强大生命力的价值观。延安精神由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者创造，并
且一代代得到传承。当今我们要实现发展繁荣，也非常需要这种精神的激励。”

非洲大使们认为，中非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享的价值
观，非洲也需要延安精神。纳米比亚驻华大使伊莱亚·乔治·凯亚莫表示: “延
安精神对非洲人民来说也是意义非凡，因为我们了解中国是从毛泽东主席开始
的，而毛主席是延安精神的创造者。”津巴布韦驻华大使马丁·切东多表示:
“延安精神值得世界上许多国家学习，对非洲国家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双方有许
多相似之处，非洲国家也需要延安精神，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去摆脱贫困，
实现发展。”喀麦隆大使姆帕纳则表示: “我们要把延安精神带回家，带回非洲，
激励我们的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早日摆脱贫困，过上像中国人民一样的小
康美好生活。”非洲大使们认为，延安精神所蕴含的思想和价值观，能够帮助非
洲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愿景。

(二) 高度评价中国脱贫成就，认为中国实现脱贫具有世界意义，希望与中
国加强减贫交流与合作。

非洲大使们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印
象深刻，尤其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
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① 感到振奋和
钦佩。他们认为，中国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这对中国而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世界而言同样
意义非凡、影响广泛。中国脱贫是人类减贫史和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全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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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作出重要贡献，为全世界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树立了榜样。
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特肖梅·托加表示: “中国实现了脱贫攻坚的胜利，全

面消除了绝对贫困，这是全人类最伟大的工程之一，也为世界各国减贫发展树立
了榜样，带来了信心和希望。”毛里塔尼亚驻华大使阿卜杜拉希·维拉利表示:
“中国的脱贫实践和经验对非洲而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国一直强调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实现脱贫发展，这一点对非洲来说至关重要。”布基纳法索
大使孔波雷表示: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在几十年时间
内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而且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其意义远远超
出中国自身，在世界上也具有重要影响。包括布基纳法索在内的非洲国家将中国
视为楷模，希望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减贫交流与合作。”南苏丹大使蒙代表示:
“中国脱贫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为全球摆脱贫困作出了重要贡
献。南苏丹作为全世界最年轻的国家，一定能够从中国经验中获益，从与中国合
作中获益，从而实现本国的脱贫梦。”几内亚比绍驻华大使安东尼奥·恩巴洛表
示: “减贫是实现非洲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非洲国家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通
过学习与借鉴中国经验，立足各自实际，制定发展战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实现脱贫目标。”

中国地质大学 ( 武汉) 贝宁留学生大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 “中国
14 亿人口全部脱贫，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世界罕见的成就! 这一成就体现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了集中力量和资源办大事的体制优越性，非
常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学习借鉴，因为各国各地区的贫困问题有高度的相似性。”
长安大学塞内加尔留学生马婷用流利的中文说道: “中国以其强大的精神和力量
激励鼓舞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特别是在解决贫困这样的世界性难题时，再
次证明了它的独一无二。中国脱贫攻坚不是给贫困人口输血，而是教他们如何造
血，通过自力更生，实现鸡生蛋、蛋生鸡式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世界仍有数亿人
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减贫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脱贫之路为世界减贫事业带来
新经验、新思路和新方法，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借鉴。”

(三) 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认为强大的领导力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
的关键，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领导力问题是非洲大使们尤为关心并一再谈及的。延安之行使他们进一步领
悟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深刻内涵，至今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关键
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埃塞俄比亚大使托加由衷赞叹: “中国共产党把为
人民谋幸福作为初心使命，带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道路上，取得
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树立了一个又一个伟大丰
碑，中国才得以从往昔的贫困落后走向今天的繁荣发展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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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备受非洲大使们推崇。纳米比亚驻华大使凯亚莫表示: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谋幸福，才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也彻底改变
了人民的命运。”“非洲国家政党也应像中国共产党一样执政为民，不仅在选举
时，而且在执政时，做到言行一致，真正为了人民。”津巴布韦驻华大使切东多
表示: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空谈是没有用的。实现
这一目标需要强大、睿智、有为的领导力，这是我们从中国共产党身上学到的最
重要的一点。”

非洲青年学生也认识到领导力的重要性，认为迫切需要学习中国经验，加强
非洲领导力建设。中国地质大学 ( 武汉) 马达加斯加留学生宋多喜表示: “作为
一名在中国多年的非洲留学生，我有机会亲身体验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共产党
的强大领导力。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党，她不怕困难、不惧挑战、不
畏牺牲，为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因此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贝宁留
学生大明表示: “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消除贫困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的、艰巨
的工程，其中领导力问题是脱贫成功的关键所在。中国脱贫成就首要归功于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没有这一强大领导力就没有中国的繁荣富强，也就谈不上减贫脱
贫。未来中非双方应加强领导力培养合作，尤其是青年领导力，以加速非洲减贫
进程。”

(四) 高度评价中国领导人思想，认为伟大事业需要伟大思想的指引，希望
大力加强中非思想文化交流。

“要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就要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 要探究中国繁荣发展
的秘诀，就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纳米比亚大使凯
亚莫的观点受到一致认可。喀麦隆大使姆帕纳表示，“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
想，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中共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梁家河村的知青窑洞让非洲大使们长时间驻足，并引发他们的深入思考。毛
里塔尼亚大使维拉利表示: “梁家河村令人印象十分深刻，习近平主席曾经在这
里度过艰难而光荣的青春岁月，中国领导人扎根于乡村，扎根于基层，扎根于人
民，才能形成大思想、大智慧、大志向，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走向胜利。”埃塞俄
比亚大使托加表示: “梁家河村条件如此艰苦，青年习近平在这里奋斗了 7 年，
与人民群众同甘苦。我想这一经历对于习近平主席执政为民理念的形成，乃至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和塑造作用。”非洲
联盟驻华代表处常驻代表奥斯曼表示: “来到延安，走进梁家河，才能真正领悟
中国脱贫的精神力量之源。习近平主席深知人民疾苦，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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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历史性脱贫，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仅此一点，习近平主
席就是当今中国、当今世界的伟大领袖。这足以证明，只要坚守正确的初心，无
论经历多少年，它一定会结出硕果。”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思想的指引。非洲大使们认为，中非之间不仅要建立联通
各地的桥梁，也要建立沟通思想的桥梁，加强中非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尤其是
领导人思想交流。非洲需要更多地了解学习中国领导人思想，包括从毛泽东思想
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中国成功的密
码、中国之治的精髓。

(五) 高度评价中非合作，认为中国是非洲国家最诚挚亲密的伙伴，希望不
断提升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对于中非关系，津巴布韦大使切东多表示: “中国是非洲国家最真挚、最亲
密的伙伴。我们不会忘记，中国曾经大力支持津巴布韦、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
的民族解放运动。至今非洲仍然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在联合国为我们发声，向我
们提供援助，帮助我们发展。”纳米比亚大使凯亚莫则表示: “中国是非洲真正
的朋友，绝大多数非洲民众都喜欢中国，支持中非合作。”索马里大使库拉内则
用一句非洲谚语来形容中非关系: “如果你在旱季与船夫交朋友，那么当雨季来
临潮水上涨时，你将会成为第一个过河的人。”与中国交朋友，将会帮助非洲国
家克服困难，实现发展，这引起非洲大使们的共鸣。

毛里塔尼亚大使维拉利痛斥西方殖民统治给非洲带来的深重灾难，感谢中国
给予非洲的帮助和支持。他说: “西方殖民者残酷压迫剥削我们，却没有给我们
留下任何财富，没有公路铁路，没有自来水，没有医院，没有学校，没有受过教
育的人才，我们虽然独立了，但是一切发展要从零开始。国际金融机构为我们制
定发展计划，要求我们进行自由化改革，最终给我们带来的不是福祉而是灾难，
使我们陷入更糟糕的发展困境，面临更严重的贫困问题。西方国家有资金、有能
力，但是它们拒绝帮助我们。只有中国愿意伸出援手，帮助包括毛里塔尼亚在内
的非洲国家实现发展。”

非洲大使们高度评价中非合作论坛和 “一带一路”倡议，希望双方利用好
论坛机制和 “一带一路”倡议机遇，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实
现中非共同发展。津巴布韦大使切东多表示: “我们不想成为灰姑娘，不希望人
们谈论非洲时总说这是一个贫穷的大陆，我们也想有尊严地、富足地活在这个世
界上。”

马达加斯加留学生宋多喜表示: “想要学习中国，就必须与中国同行，加强
与中国合作。未来非洲将更加欢迎中国，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将更加密切。”此言
反映了非洲青年人的思想，也代表了非洲人民的主流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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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高度评价中国非洲研究院，认为它很好地践行了使命，希望全面促进
中非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

非洲大使们认为，成立中国非洲研究院是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上亲自宣布的，受到非洲各界尤其是学界的高度关注，其意义可以说已经超出
了学术范畴，具有政治和外交意义。喀麦隆大使姆帕纳在开幕式致辞中高度评价
了中国非洲研究院在促进中非交流、增进中非友谊、深化中非合作、推动构建中
非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作用和贡献。津巴布韦大使切东多表示: “中国非洲研究
院是中非人文交流的桥梁，也是中非友谊的桥梁，希望能够举办更多类似活动，
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去分享、去促进发展。”非盟驻华代表奥斯曼则表示: “自
成立以来，中国非洲研究院与非盟已有多次合作，包括 2019 年 12 月在非盟总部
共同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产生了良好影响，他本人非常希望早日做客中国非洲研究
院的品牌项目———大使讲坛，进一步加强双方的交流与合作。”纳米比亚大使凯
亚莫认为: “我们不仅要建立联通各地的桥梁，也要建立沟通思想的桥梁，加强
中非之间的思想、文化、精神交流日益重要。在这方面，中国非洲研究院将发挥
重要作用。”

关于中非共同发展的思考

非洲是世界第二大洲，是一个被称为世界矿产资源宝库的大陆，是一个拥有
近 13 亿人口，市场潜力巨大的大陆，是一个拥有 54 个国家，占联合国会员国总
数超过 1 /4 的大陆，是一个正处于发展上升势头充满希望的大陆，是与中国保持
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和平安全、国
际合作是中非关系的五大支柱。从 1956 年中国与埃及建交算起，2021 年迎来中
非建交 65 周年。中非双方正以中非合作论坛为重要平台，以共建 “一带一路”
为重要引领，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提出: “中方将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非
洲朋友携手迈向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① 面向新时代，中非传统友谊
需要进一步传承，中非政治互信需要进一步增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需
要进一步提升，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进一步推动。要真正贯彻落实好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 “真实亲诚”政策理念，秉持正确义利观，坚持做到 “五不”原则;
持续推进中非务实合作，尤其是要加强中非减贫合作; 重视中非人文交流，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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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民心相通，厚植中非友好的社会基础。中非通过合作实现共赢，通过合作实
现共同发展，造福中非 27 亿人民。

(一) 契合非洲减贫发展需求，支持非洲解决“三化”问题。

当前非洲正经历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其中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这
“三化”问题是亟需解决的。非洲农业落后，许多国家仍然不能实现粮食自给，

农业现代化是非洲发展的基础。非洲工业不发达，许多国家的制造业甚至是 “一
穷二白”，工业化是非洲发展的关键。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目前非
洲城镇化率只有 40%，城镇化进程迟缓。当前非洲城镇化进程面临的主要问题
是，如何正确选择城镇化发展策略和模式，如何建立实现城镇化目标的保障措
施，以及如何提高各级政府的执行力等。

新冠肺炎疫情给非洲发展带来冲击严重。根据世界银行预测，2020 年撒哈
拉以南非洲经济萎缩 2. 1% ～ 5. 1%，是 25 年来的首次衰退。① 尽管如此，非洲
经济发展前景依然看好，未来 15 年有望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年均
增长率预计在 4%左右。但是，非洲经济体量仍然较小，目前占世界经济的比重
只有 3%左右，预计到 2035 年也只能提高约一个百分点，即只有 4%左右。非洲
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在非洲实现 “三化”的过程中，中非合作前景广阔。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
业国家发展为现在的农业现代化强国，对非洲农业发展具有很强很现实的启示意
义。非洲工业化进程必须是包容性的、可持续的、环保的，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历
程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中国以往与非洲的经贸联系多集中于原材料
进口、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未来中非经贸合作应更加多元化，更有利于非洲实
现工业化转型。中国工业园区在促进城市化以及创造就业方面作用突出，为非洲
国家未来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思路，需要重点推进工业园区建设。中国在城镇化
策略选择、发展规划、城市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诸多经验，值得非洲国
家学习借鉴。

(二) 加强中非减贫发展合作，帮助非洲战胜 “三大挑战”。

当今非洲大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重重，但最为突出严峻的 “三大挑战”是:

贫困、失业和不平等。这三大挑战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甚至互为一体。非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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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仍然是当今世界贫困人口最多和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而且由于人口高速增
长抵消了减贫努力，非洲贫困人口数量仍然呈增长之势。非洲失业率，尤其是青
年人失业率居高不下，是导致贫困和不平等的重要成因，是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和
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历史性、结构性和系统性问题。不平等问题在非洲各国、
各地区、各社会层面均程度不等地存在，严重影响社会公平和发展。南非政府发
布的首份 《南非不平等趋势报告》称，南非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的种族不平等
现象，白人工资是黑人工资的 3 倍以上，这只是不平等问题的一个缩影。① 着力
解决贫困、失业和不平等这三大突出问题，应成为今后中非务实合作的重点，其
中首要是贫困问题。

未来 15 年非洲贫困问题依然严重，非洲是当年世界贫困人口最多和贫困发
生率最高的地区，而且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完全抵消了经济增长和减贫成效，非
洲贫困人口数量仍然呈现增长之势。按照现行国际贫困线标准，每天 1. 9 美元，
到 2035 年非洲极端贫困人口将达近 6 亿人，比 2016 年还要多 1. 7 亿人。②

中国是世界上减贫最成功的国家，是为全球减贫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中国
在发展教育、提升人口素质、创造就业方面亦取得突出成就。非洲希望学习借鉴
中国减贫经验，不仅在国家层面，而且在跨区域乃至整个非洲大陆层面，加强与
中国减贫交流合作。诚然，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摆脱贫困是一项艰难复杂的
系统工程，归根结底要靠全方位发展来解决。中非发展互为机遇，要实现中非共
同发展，扩大加深提升各领域的合作势在必行。

(三) 推动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非洲实现减贫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7 年多以来，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截至
2021 年 1 月，中国已同 140 个国家和 31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5 份共建 “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③ “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非洲是
“一带一路”的历史和自然延伸，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方。截至 2021
年初，共有 45 个非洲国家及非盟同中国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2020 年 12 月，中国与非洲联盟签署了 《关于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
规划》，这是中国与世界上区域性国际组织签署的第一个共建 “一带一路”规划
类合作文件。双方围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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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推动 “一带一路”倡议同非盟 《2063 年议程》全面对接，助力实现中非
共同发展的目标。

根据世界银行 2019 年发布的 《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报告， “一带一路”
建设将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交通运输时间，促进贸易与投资，增加收入，减少贫
困。据估计，经济走廊建成后，沿线国家的交通运输时间可最多缩短 12%，世
界其他地区的交通运输时间将平均缩短 3%。“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贸易增
幅将在 2. 8%至 9. 7% 之间，世界贸易增幅将在 1. 7%至 6. 2%之间。由于交通互
联互通，低收入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望大幅增加 7. 6%。大多数沿线经济体的
实际收入会增加，最高增幅可达 3. 4%，从而帮助 760 万人口摆脱极端贫困 ( 低
于 1. 90 美元 /天) 和 3200 万人口摆脱中度贫困 ( 低于 3. 2 美元 /天) 。① “一带
一路”倡议不仅使沿线经济体受益，也会让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从中受益。

与此同时，还存在非方对 “一带一路”了解不够、认识不足、研究不多等
问题。非方尤为关注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投融资、平衡发展、民间参与、
技术转让等问题。对此，中非双方需要加强合作，不断完善优化 “一带一路”
方案，推动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促进中非合作提质增效，同时以通俗易
懂的语言讲好 “一带一路”故事。“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最终是要实现互利共赢，实现共同发展。

(四) 加强中非人文交流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中非关系发展创造良好
条件。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非传统友好深深扎根于人民。中非人民深厚友谊是中
非关系的重要社会基础。只有双方人民热情参与，中非友谊才能永葆生机活力，
中非合作基础才能不断巩固。只有让中非合作成果不断惠及双方人民，中非关系
发展才能得到双方人民更广泛更坚定的支持和拥护。”②

在中非合作中，相对于双方政治交往和经贸合作，中非人文交流明显落后。
中非交往存在一些障碍，其中包括文化差异障碍，对彼此文化的了解还不够深入。
非洲媒体上时常出现一些涉华负面报道，中非关系面临许多杂音。西方将中国的
发展强大视为一种威胁，因此会恶意歪曲中非关系，抹黑中国形象，大多数非洲
人并不喜欢西方的鼓吹宣传，但是舆论的力量过于强大，一部分人难免受到影响。
在此背景下，中非之间扩大人文交流，加强相互直接了解，显得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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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摆脱贫困与中非合作

中非之间应切实加强在文化、教育、科技、卫生、青年、妇女等方面的交流
合作，增进相互直接了解，避免通过西方知识体系和西方媒体来了解对方。中非
学界、智库应加强学术交流，开展共同研究，推动出版物互译，大力培养 “中国
通”和 “非洲通”人才，为中非合作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在这方面，中国非洲研究院以习近平主席贺信精神为建院之基、立院之本、
强院之魂，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做出积极贡献，发挥应有作用。中非智库交流
与联合研究需要丰富交流形式，扩大研究主体，优化议题设置; 需要重点关注中
非合作中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针对非洲国家普遍面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问
题，加强联合研究，推出研究成果，发挥重要有效的政策影响力。

与此同时，非方希望加强同中方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尤其是领导力建设方
面。在此情况下，进一步扩大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增强双方政治互信，
促进中非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领导力建设尤其是青年领导力培养，宜
成为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重点，因为中非友好合作的未来在青年。交流形式
可以多种多样，交流内容要不断深化拓展，包括延安精神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精
神谱系、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精神、中非领导人的思想，应该成为中非思想文化交
流的重点。

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非洲人民也在为实现 《2063 年议程》远景目标与和平繁荣的 “非洲梦”而砥砺
前行。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复杂多变国际形势的影响，中非友好合作依然
面临重要历史性机遇，合作前景光明。共同的发展任务、高度契合的发展战略、
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使中非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和团结在一起。面向新时代，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非合作将迈向新征程，谋划新发展，推进中非团结抗疫
及各领域合作，丰富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
命运共同体，更好地造福 27 亿中非人民。

(责任编辑: 凌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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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an Spirit，Poverty Elimination and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Summary and Ｒeflec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Yan’an Spirit

and Poverty Elimination in China
Wu Chuanhua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Yan’an Spirit and Poverty Elimination in
China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Yan’an from July 29 to August 1，2021. Ambassadors to
China from 11 African countries，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African Union to China
and representatives of African students attended the forum. The African ambassadors to
China spoke highly of Yan’an Spirit，believing that the success of Yan’an represents
China’s success，and that Africa also needs Yan’an Spirit. They commended the
achievements scored by China in poverty elimination，remarking that China’s poverty
elimination is of global significance and that Africa should strengthe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on poverty reduction. Speaking highly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they noted that strong leadership is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China’s revolution and modernization and that Africa should strengthen
exchanges with the CPC on governance experience. The forum attendees applauded the
thinking of Chinese leaders，believing that the great cause needs the guidance of great
ideas and that Africa and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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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ving that China is the most sincere and close partner of African countries，they
noted that the two sides should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They also highly praised the work of China － Africa Institute，
and encouraged the institute to play a larger role in promoting all － round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African civilization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w
era，China － Africa traditional friendship needs to be further inherited，political mutual
trust between the two sides needs to be further enhanced，China － Afric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needs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and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needs to be further promoted. We should remain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sincerity，real results，amity and good faith put forwar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the concept of upholding justice while pursuing shared
interests，and shall not cross“five lines”so as to realize win － win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Keywords: Yan’an spirit，poverty elimination，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common
development

Author:Wu Chuanhua，Associate Ｒ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West －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CASS) ，and the China － Africa
Institute ( Beijing 100101) .

Africa － UN Ｒelations: Historical Evolution，Ｒeality Logic and Future Prospect
Zhang Guihong

Abstract: Africa is the continent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UN member states. The
accession of African countries has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plays a key role in peace and security in
Africa. Africa is also a key player in the UN － driven development decade strategy，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nd the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While
African countries are a fundamental force for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African continent is also the focus of the UN missions including peace，
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 The UN and the African Union have developed a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which has become a model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The UN reform is related to the future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and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is the right way to go
for Africa to build a better future.

Keywords: African Union，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African peace

·6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