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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是中非交往的重要支柱， 从历史与

现实、 成效与挑战、 国际与国内等多重视域对其进行考察具有重要意

义。 从 1922 年中国伊斯兰教学者访问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算起， 中非教

育交流与合作至今已走过百年历程。 自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驶入快车道， 已建立起多层次、 多领域、 多形式、
多主体的交流合作格局， 成果丰硕。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不仅符合中非

双方的现实需求， 更是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 推动了中非命运共同体

构建与教育全球化进程。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也受到国际社会

的广泛关注， 在肯定中非教育合作意义与成就的同时， 也不乏曲解、 批

判之声， 由此形成较为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 此外，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

作还面临结构不平衡、 机制待完善、 质量待提升等多重挑战， 需要多措

并举予以全面推进， 具体包括注重挖掘非洲国家的教育优势， 增强交流

与合作的双向性； 将教育置于更加优先地位， 逐步健全交流与合作全过

程机制； 优化全链条管理， 提升交流与合作质量； 采取跨文化适应策

略， 提高中非跨文化交际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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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 教育交流与合作是中非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非关系中具有

基础性地位， 直接惠及中非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人， 中非人文交流以及中非命运

共同体构建都依赖于教育这一重要支柱。 随着孔子学院、 鲁班工坊等一批中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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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品牌落地非洲大陆， 以及越来越多的非洲学生远赴中国留学， 中非教育双向交

流与合作日益加强， 学界对中非教育的关注度也与日俱增。 归类而言， 目前国内

学界对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研究主要聚焦两个方面。
一方面， 学者们关注孔子学院、 鲁班工坊在非洲的运行和发展情况， 探讨存

在的问题以及改进措施。 自 2005 年 12 月肯尼亚内罗毕大学设立第一所孔子学院

以来， 汉语教学在非洲如火如荼开展， 而如何办好孔子学院、 推动中国文化传播

也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 如徐丽华、 包亮主编的 《非洲孔子学院探索与

研究》 与 《非洲孔子学院教师跨文化交际案例集》 两本著作， 从非洲各国孔子

学院一线汉语教师在非日常工作生活中的跨文化实例着手， 总结办学经验， 检视

存在的问题， 为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① 罗小如、 唐雅乔、 刘

浩等分别从国别角度考察了孔子学院在埃塞俄比亚、 厄立特里亚、 几内亚的发展

经验与问题， 进而提出解决对策和未来发展方向。② 2019 年 3 月， 非洲首家鲁班

工坊在吉布提挂牌运行， 在中非职业教育合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吕景泉、 刘

博等对非洲鲁班工坊的建设历程、 空间和专业布局、 教学和培养模式等存在的问

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了具体的优化与改进措施。③

另一方面， 学者们高度关注非洲来华留学生的学习和适应情况， 围绕来华非

洲留学生的历史与现状、 跨文化适应、 教育管理、 汉语习得等开展研究。 如李安

山、 段胜峰等撰写了非洲来华留学生的历史、 发展现状相关文章， 追溯了非洲来

华留学生的不同发展阶段， 指出近年来华留学生人数呈快速增长趋势， 但其教育

结构和教育需求都在发生变化， 非洲来华留学生促进了中非文化交往， 也为非洲

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④ 与此同时， 非洲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也是研究热点。 温

国砫调研发现， 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的文化适应围绕着向上社会流动以及追求更自

由的生活状态展开， 他们在中国的文化适应策略存在着情境化选择的趋势，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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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正确引导。①李志刚发现， 语言掌握程度、 人际关系、 思维定式都会影响非

洲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②针对非洲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差异和性格特征，
张雷等提出实施层次多样、 因材施教、 以人为本等多项管理创新举措。③此外，
还有学者关注非洲留学生的汉语学习， 包括汉语词汇学习、 汉语介词短语学习、
平翘舌音等较为具体的学习情况。

综上可见， 当前国内学者对中非教育合作的关注比较集中和细化， 主要研究

孔子学院、 鲁班工坊、 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与管理等热点议题。 此外， 还有

学者对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整体情况进行概述， 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 探寻和

展望合作新范式。 代表性成果有吴传华等著 《中非人文交流与合作》、 贺文萍的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概述———发展阶段及未来挑战》、 滕珺等的 《中国： 一个

新兴教育援助国的历史基础与未来挑战———基于 “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 的批

判性文献分析》 等著作和文章。④ 但是总的来看， 对现阶段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

的整体图景进行深入全面分析的文章还比较欠缺， 将国际社会包括非洲方面对中

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评价纳入研究视域的文章也较少。 因此， 在中非合作开启新

征程之际， 有必要从历史角度回顾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历程， 从现实角度分析合

作成效及意义， 从国际、 中非主体的不同角度阐释其面临的挑战， 从方法论视角

探寻可能的应对举措， 希冀此类多视域考察有助于把握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全

貌， 推动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实现高质量、 高水平发展。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史回顾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 到 21 世纪头 20 年，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探索出一

条从无到有、 从零星交流到机制化合作、 从形式单一到形式多样的发展道路， 大

致可以分为 4 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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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始阶段 （20 世纪 20—40 年代）： 国别单一、 派出为主

近代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与埃及的教育交流。 早在

1922 年， 王静斋、 哈德诚等少数伊斯兰教学者访问了埃及最古老的爱资哈尔大

学。① 直到 1931 年， 中国才有计划地派出第一个留学生代表团前往该校学习，
这些学生学成回国后成为阿拉伯语翻译和教师， 帮助中国建立起与伊斯兰世界的

联系。② 1932 年， 埃及国王福阿德一世签署法令， 在爱资哈尔大学设立中国留学

生接待处， 并向中国伊斯兰学校捐赠宗教图书与派遣两位爱资哈尔学者前往任

教， 以提高其教学水平。③

在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 共有 35 名中国穆斯林学生前往开罗学习。④ 同一时

期， 埃及的一些学者也相继访问中国， 与中国科研与教育机构建立起联系， 这些

交流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两国文化教育关系发展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奠定了坚实

基础。

（二） 发展阶段 （20 世纪 50—80 年代）： 双向互派、 互访增多

新中国成立后， 中埃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不断加强。 1954 年， 中国向埃及

开罗大学派遣了第一位汉语教师， 1955 年中国向埃及派遣了 7 名留学生， 这些

留学生主要在埃及学习语言、 文化和历史等专业。 1956 年 5 月 30 日中埃建交，
此前双方在开罗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 双方同意互派留学生和高校教师、 实行学

历互认等。 基于该协定， 埃及派遣了 4 位学者到中国讲学， 以及 4 名留学生到中

国学习美术、 哲学和农业， 从此拉开了非洲来华留学教育的帷幕。⑤

20 世纪 50 年代， 中国与非洲国家都面临着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艰巨任

务， 加强双方教育领域交流与合作， 互帮互助培养国家发展所需的人才， 便成为

双方的迫切需要。 这一时期， 24 名来自埃及、 喀麦隆、 肯尼亚等非洲国家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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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来到中国学习， 中国也向埃及、 摩洛哥等非洲国家派遣了一批学习语言、 文

学、 历史等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和进修教师。① 此外， 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教育代表

团也开始互访。
进入 60 年代， 更多非洲国家取得独立并相继与中国建交， 中非友好关系迅

速发展，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也得以发展。 截至 1966 年底， 已有来自 14 个国家

的 190 余名非洲留学生来华学习。 中国也向更多非洲国家派遣教师， 主要教授汉

语、 数学、 物理、 化学等课程， 促进了非洲国家大学、 中学的学科发展。② 但是

“文化大革命” 使得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一度陷入停滞。 直到 1978 年中国实施

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非教育互访活动得以恢复并逐步增加， 双方交流与合作也更

加紧密。 从 1978 年至 1989 年底， 中国向 20 多个非洲国家派出近 40 个教育团

（组）， 非洲也有 20 多个国家的 27 个教育代表团 （组） 来华访问。③ 与此同时，
非洲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也有很大发展， 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 向中国派遣留学

生的非洲国家已达到 43 个， 留学人数累计 2245 人。 中国也向非洲国家先后派出

教师和留学生 250 余人。④

（三） 转型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 交流频繁、 形式丰富

到 20 世纪 90 年代， 随着中非友好关系持续深化， 中非教育往来更趋密

切， 教育互访更加频繁， 互派留学生数量也创新高。 在这十年间， 在中国学习

的非洲留学生增至 5669 人， 中国也向非洲国家派出约 350 名教师和学生。⑤ 与

此同时， 这一时期的非洲自费留学生也逐年增多。 1989 年中国开始接收非

洲自费留学生， 这一数据不断增长， 从 1990 年至 1999 年， 中国接收了来自

42 个非洲国家的 1580 名自费留学生。⑥ 这一时期， 中非均面临着世界多极化

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希望通过教育合作转型升级， 助力实现发展

繁荣。
这方面的举措主要包括： 一是探索建立双边教育高层工作磋商机制。 1996

年 “面向 21 世纪教育中埃第一届高层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 以后每年分别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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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和北京轮流举办一次双边会议， 形成了中埃教育高层官员的定期工作磋商机

制。①二是中非开始尝试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项目方面的合作。 基于非洲国家的实

际需求， 中国积极帮助其高等院校开展学科建设和实验室建设。 截至 2003 年底，
中国在 21 个非洲国家实施了 43 期高教与科研项目， 开设了 21 个具有中国特色

又为非洲国家急需的学科及相关实验室。② 三是为非洲国家举办专业培训班。
1998 年教育部开始为非洲国家举办各类培训班， 课程涵盖农产品加工、 教育管

理、 药用植物研究、 计算机技术等内容。③四是推动中非互认高等教育学历学位。
中国先后与阿尔及利亚 （1991 年）、 毛里求斯 （1992 年）、 喀麦隆 （1994 年）、
埃及 （1997 年） 等非洲国家签署了高等教育学历文凭互认协议， 促进中非教育

合作全面深入发展。④

（四） 全面提速阶段 （21 世纪前 20 年）： 建机立制、 成果丰硕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是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将中非教

育交流与合作带入新的历史阶段。 这次论坛通过的 《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

领》 承诺从三个方面扩大双方在教育及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的合作， 包括进一步增

加非洲国家来华留学人员奖学金名额； 继续派遣教师， 帮助当地的高等院校加强

学科和专业建设； 设立 “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 帮助非洲国家培训各类专业

人才等。⑤ 此后历届中非合作论坛都将中非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列为重要议题。 在

中非合作论坛顶层架构下，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不断发展创新， 取得丰硕成果。
一是建立孔子学院， 搭建起对非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 2005 年 12 月 19

日， 天津师范大学与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合作创办的非洲第一所孔子学院正式揭

牌， 这也成为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节点。
二是互派留学生达到新高。 2000 年至 2006 年， 非洲来华留学生总数达到

15033 人次， 这要比之前 43 年间非洲来华留学生的总数还多 4000 多人。⑥ 在

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中国宣布在 2009 年之前， 将向非洲国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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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埃教育交流基本概况》，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网站， 2006 年 3 月 15 日， https: / /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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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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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 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2004 年 9 月 2 日， http: / / www.
focac. org / zywx / zywj / 200409 / t20040902 8044393. htm[2021 - 06 - 14]。
齐平: 《中非教肓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进程与发展研究 （1949—2006）》， 硕士学位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2013 年， 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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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名额由目前的每年 2000 人次增加到 4000 人次。① 在 2018 年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宣布为非洲提供 5 万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

额。②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支持非洲教育发展的重视， 也有力促进了中非教育交

流与合作。 从 2000 年起， 到中国学习的非洲自费留学生也逐步增加。 到 2005
年， 非洲来华的自费生人数首次超过了公费生人数。③ 这也表明非洲国家对中国

教育的认可， 非洲来华留学生人数保持快速增长。
三是专业研修班得到充分发展。 在 “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 支持下， 中

国为非洲培养了大量急需人才， 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习近平主

席宣布为非洲提供 5 万个研修培训名额。 中国对非洲人才培训力度进一步加大，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内容愈加丰富。

四是职业教育成为新的合作方向。 职业教育是许多非洲国家发展教育的战略

重点， 中非开展职业教育合作的主要形式包括举办职业教育研修班、 向非洲国家

派遣中国职业教育教师、 为非洲国家培养职业教育留学生、 在非洲国家设立鲁班

工坊以及中国职业教育院校分校等。
五是探索中非教育多边合作机制。 2005 年 11 月召开的中非教育部长论坛就

是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开展教育多边合作的新尝试。 此次论坛邀请了埃及、 南

非、 尼日利亚等 17 个非洲国家的教育部长参会， 签署了 《中非教育部长论坛北

京宣言》， 就加强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达成广泛共识， 为今后中非教育交流与合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④ 又如 2012 年中国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签署了一项 800 万美

元的信托基金框架协议， 旨在支持 8 个非洲国家的教育发展， 尤其是优质教师教

育与培训。 该项目也是中国政府首次通过国际组织实施国际教育援助， 援助形式

由双边变成多边。 项目契合非洲的需求， 成效显著， 至少有 1 万名教师直接受

益。 项目第一阶段成效显著， 中国政府又提供 400 万美元额外资金支持项目进入

第二阶段， 受益国也增至 10 个。⑤

六是探索中非高等教育校际交流与合作新模式。 中非高等教育校际交流与合

作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最早是华东师范大学在 1986 年与尼日尔尼美亚大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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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联系， 到 2003 年底， 中国已有 19 所高等院校与非洲的 29 所院校建立了校际

关系， 并展开了形式多样的合作。① 2009 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

《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 提出实施 “中非高校 20 +20 合作计划”， 选择中方 20 所

大学 （或职业教育学院） 与非洲国家 20 所大学 （或职业教育学院） 建立 “一对

一” 的校际合作新模式。② 北京大学与开罗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与肯尼亚埃格顿大

学等 20对合作院校入选该计划， 从而开启了中非高等教育校际合作的新阶段。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成效及意义

1922 年中国伊斯兰教学者访问埃及大学拉开了近代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

序幕。 从那时起到现在，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正好走过 100 年历程。 但是， 20
世纪上半叶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只是零星进行的、 缓慢发展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

的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随着中国与非洲国家逐步建立外交关系， 中非教育交流

与合作才算真正起步， 然而这一时期的规模仍然较小， 形式也比较单一， 主要是

留学生往来与互派教师。 七十年代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又遭遇短暂挫折， 直到八

九十年代才开始加快发展起来， 中非双方积极开拓新的交流与合作领域。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 中非在教育领域相继采取一系列新举措， 中非教育交

流与合作真正驶入快车道， 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一）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成效

当前，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已建立起多层次、 多领域、 多形式、 多主体的格

局， 在政府层面高层互访、 高等院校交流与合作、 留学生教育、 派遣援非教师和

志愿者、 非洲人力资源开发、 职业教育合作、 汉语教学与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显

著成效。 有学者将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概括为 12 种形式， 并按教育系统的要素

划分为人员要素、 财务要素、 信息要素和结构要素， 指出这 12 个方面都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 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③ 这些成效从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有

关数据中可见一斑。
一是汉语教育与研究方面。 到 2019 年， 中国已在非洲 46 个国家合作设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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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所孔子学院和 48 个孔子课堂， 其中南非是非洲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数量

最多的国家， 有 6 所孔子学院和 3 个孔子课堂， 汉语已被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
同亚洲、 大洋洲、 美洲、 欧洲相比， 非洲的孔子学院受意识形态的干扰较小， 发

展较为顺利， 受到各国的普遍欢迎， 已经成为当地中非交流的名片。①

二是职业教育合作方面。 过去几十年中， 中国为非洲培养了 30 多万名实用

型人才， 涵盖多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② 为了更好地满足非洲国家需求，
也配合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 一些中国职业教育机构积极尝试在海外

开展职业教育， 鲁班工坊就是其中的代表。 至今中国已在非洲建成并运行 12 个

鲁班工坊， 开设了增材制造、 新能源、 机电一体化、 铁路运营等 7 个大类 23 个

专业的课程， 促进了非洲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创新。③

三是留学生教育方面。 中国已经超越英国和美国， 成为仅次于法国的非洲留

学生第二大热门留学目的地。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数据， 美国和英国每年接

收约 4 万名非洲留学生， 中国在 2014 年超过了这两个国家， 共接收 41677 名非

洲留学生， 仅排在法国之后， 跃升为非洲留学生第二大热门留学目的地。④ 20 年

来， 中国累计向非洲国家提供约 12 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⑤ 据教育部统计，
2018 年非洲留学生总数为 81562 人， 创历史新高， 占国际来华留学生总数的

16. 57% 。⑥ 2019 年这一数字增至 87409 人，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非洲来

华留学人数有所减少。
四是培训研修方面。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给中国和非洲经济社会发展都

带来严重影响， 疫情后重振经济成为中非面临的共同任务， 需要双方进一步加强

各领域合作。 中国大力支持非洲国家复工复产， 恢复经济社会发展， 同时努力为

非洲国家培养各领域人才， 尤其是医疗卫生、 数字经济、 基础设施及农业等方面

的人才， 支持非洲实现自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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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中非高等院校交往合作方面。 中非继续实施 “中非高校 20 + 20 合作计

划”， 进一步加大产业促进、 设施联通、 贸易便利、 绿色发展、 能力建设、 医疗

卫生、 人文交流、 和平安全等领域的联合研究， 为加强中非战略对接、 实现中非

共同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二）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意义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在促进中非人文交流乃至深化中非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这不仅符合中非双方的发展需求， 也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 推动了中非

命运共同体构建。
1.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对中国具有多重意义

第一，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全局， 助力中非人文交流。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既是中国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也是中国对

外关系特别是对非洲关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非友好关系发展是中非教

育交流与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而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又会进一步推动中非友好关

系的提升和发展。 教育交流与合作是外交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 积极开展中非教

育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深化中非传统友谊， 促进中非民心相通， 夯实中非关系发展

的社会基础。 在过去几十年中， 中国为非洲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留学生人才， 他们

回国后成为建设祖国的重要力量， 也成为中非交往的重要桥梁， 其中不乏有人担

任总统、 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 为促进中非友好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符合教育的产业属性， 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

教育服务贸易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成为发达国家新兴的出口产业，
但中国面临着留学服务国际市场占有率较低、 留学服务贸易逆差大、 出口市场较

少、 产品竞争力不足、 开放程度不够等挑战。① 为改变这一状况， 中国需要加强

教育对外开放程度， 扩大教育服务贸易出口， 努力打造中国服务教育品牌项目，
也需要本着互惠互利原则， 加强中非合作办学， 加强中非高等院校合作， 在非洲

推广好汉语言文化教学与职业教育等优势项目。 这些举措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能

够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有利于改变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现状。
第三，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能更好服务中非经贸合作， 加快中资企业用工属

地化进程。 西方国家时常指责中国在非洲企业以牺牲当地就业机会为代价， 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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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中国工人带到非洲， 而不雇佣非洲当地工人。①随着中非经贸快速发展， 双方通

过教育合作培养适合中国企业需求的非洲本土人才， 无疑会加快中资企业用工属

地化进程， 为中资企业在非洲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中非职业教

育合作， 鼓励中资企业多为当地提供各种就业岗位， 这就是对西方无理指责的有力反

驳。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深入发展会加速中资企业劳动力本地化的进程， 为它们提供

符合需求的本地工人， 助力中非经贸合作朝向更高水平、 更高质量发展。
2.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契合非洲现实需求

发展是非洲大陆面临的最迫切问题， 而人才匮乏、 技术落后是制约其发展

的重要因素。 非盟 《2063 年议程》 明确把以科学、 技术和创新为基础， 培养

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技能的公民作为目标， 为全面增长和创造就业奠定基础。②

为实现这一目标， 非洲国家制定了 《非洲大陆教育战略 （2016—2025）》， 提

出要建立一个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系统， 为非洲大陆培养适应其核心价值观的

高素质人力资源， 从而实现非洲发展愿景。③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有助于非洲实

现培育可持续发展的变革者、 新一代非洲人的目标， 双方合作契合了非洲的现实

需求。
第一， 消除非洲的教育结构差距需要通过南南合作帮助解决。 非洲面临着中

小学辍学率高、 无一技之长的非熟练劳动力充斥就业市场、 精英人才流失海外、
落后的高等教育难以培养出经济发展所需的合格人才等问题。④ 针对非洲过大的

教育结构差距， 受制于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与西方各国对非援助中教育领域所处的

边缘地位， 非洲人才质量的提高依赖西方发达国家不太现实， 因为这些国家大多

将有限的援助资源更多地用于落实千年发展目标的关键领域。 因此， 非洲国家应

立足于本国， 通过南南合作， 借助外部力量来发展本地区教育。 毋庸置疑， 与中

国加强教育交流与合作是优选方案之一。
第二， 非洲经济振兴需要教育变革， 打破培育人才与市场需求不符的困境， 培育

真正需要的优质人才。 教育不发达是制约非洲大陆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造成人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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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http: / / www. xinhuanet. com / english / 2021 - 05 / 01 / c  139919126. htm [2021 -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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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06 - 25].
“Continental Education Strategy for Africa CESA 2016 -2025，”https: / / www. inclusive - edu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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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 劳动力素质低下等问题。 由于教育质量不高、 教育课程设置陈旧、 师资科研经费

投入不够等因素， 非洲高等教育存在培养人才与经济发展所需不匹配的情况， 许多毕

业生很难找到工作。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 能够为非洲国家高等

教育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另外， 加强职业教育、 培养出高素质的技能人才也是非洲教

育变革的重中之重， 没有受过正规教育、 无一技之长的非熟练劳动力是其就业市场的

主力， 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让非洲青年人有一技之长， 成为解决这一困境的可行方

案。 中国在该领域已与非洲各国开展了长期合作， 具有较好的前期基础， 能够为非洲

发展培养具备知识、 技能、 创新力和创造力的人才。
第三， 非洲人口红利变现为人才红利需要教育推动， 否则高失业率将会成为

重大社会隐患。 据联合国预测， 到 2050 年非洲人口将翻倍， 达到近 24 亿人， 其

中一半的人口在 25 岁以下， 成为人口最年轻的大陆。①但这也引发了一个紧迫问

题， 即非洲经济是否有能力吸收涌入就业市场的数百万年轻人？ 据统计， 当前非

洲国家 6 成以上的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 15 ～ 24 岁年龄段的非洲年轻人非正规

就业的比例高达 94. 9% ， 西非地区更是高达 97. 9% 。② 非洲巨大的人口红利能否

得以变现与教育发展息息相关。 如果未来几十年非洲国家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包括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优化人口的教育结构、 控制人口增长等， 那么青年

人失业率和非正规就业问题将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人口红利可能演变成 “人
口危机”。 加强中非教育合作有利于促进非洲教育发展， 帮助非洲将人口红利变

成人才红利， 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转型。
3.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不论对非洲还是对中国而言都是互惠互利的， 有利于促

进中非实现共同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始终秉持中非友好交

往的核心原则， 推动了中非文明互鉴与知识共享， 有助于构建 “文化共兴” 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
一方面， 中非教育的交流和合作是新时期巩固中非传统友谊、 践行中非友好

合作精神的重大举措。 中非历来是患难与共命运共同体，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有

助于改善非洲不发达的教育现状， 培养推动社会发展的研究人才和技术人才， 提

高非洲青年的就业率， 改善当地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中非教育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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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以周恩来总理在 1955 年亚非会议上提出的 《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

宣言》 十项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为准则， 这十项原则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

部内容， 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 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细化与具

体化。 因此， 有学者称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正是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形成了

“平等互利、 因其所需、 量力而行、 注重实效、 双边为主、 兼顾多边” 的基本理

念， 从而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①事实确实如此， 中国对非教育合作尽量避免单

向的 “援助” 关系， 而旨在从非洲的现实需求出发， 力图体现一种平等、 交流、
对话、 互惠的双向合作， 真正帮助非洲进行能力建设和教育转型。② 有机构对

2011—2017 年非洲留学生数据分析指出， 中国接收了许多来自低收入非洲国家

的留学生， 而法国主要招收来自阿尔及利亚、 加蓬等中高收入非洲国家讲法语的

留学生。③

另一方面，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增进了亚非世界的文化沟通、 思想融合以及

知识共享。 非洲留学生来华求学、 中国在非洲开设孔子学院、 中非高等院校交流

合作等举措， 都有助于促进中非文化和思想的直接对话乃至深层交流。 此外， 中

非教育关系的发展， 为当代亚非世界的发展提供了特别的理论温床与实践平台，
为亚非世界的国际思维和相关理论建设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并由此建构起亚非知

识与思想的信誉基石与话语权源头。④ 在 “西方中心论” 语境下的中国与非洲作

为两个 “他者” 相遇， 中非研究人员需要重新思考其在全球知识生产中的地位

和定位， 中非知识生产可以是一种超越 “中国—西方” 和 “非洲—西方” 二元

框架的实践。⑤ 从本土主义、 国际主义和新世界主义出发，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它从中非现实出发， 建构起带有亚非特色的知识与思想体

系， 逐步改变西方占主导的全球知识格局， 从而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提供智力支持和奠定理论根基。

·88·

①

②

③

④

⑤

滕珺、 李笑旭、 陈柳: 《中国: 一个新兴教育援助国的历史基础与未来挑战———基于 “中
非教育合作与交流” 的批判性文献分析》， 第 17—30 页。
楼世洲、 徐辉: 《新时期中非教育合作的发展与转型》， 《教育研究》 2012 年第 10 期，
第 28—32 页。
ICEF Monitor，“China Emerging as a Major Destination for African Students”，April 21，2021，
https: / / monitor. icef. com / 2021 / 04 / china - emerging - as - a - major - destination - for -
african - students [2021 - 06 - 30].
罗梦云、 徐倩: 《促进中非教育发展与合作 加强后 2015 教育全球治理———中非教育发展
与能力建设研讨会综述》， 《外国教育研究》 2014 年第 11 期， 第 122—128 页。
Weidi Zhen et al. ，“Thinking China from Africa:Encounter with the Other，” Journal of African
Cultural Studies，Vol. 33，No. 2，2021，pp. 119 - 129.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多重视域考察

国际语境下的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20 多年来， 是中非关系全面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期， 中非

合作已成为南南合作的样板与国际对非合作的表率， 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中

非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同样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包括非洲国家与西方国家在

内的国际舆论环境，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发展方向与态

势， 对这些内容进行系统归纳有助于总结经验、 反思不足， 以更好推进中非教育

交流与合作深入发展。

（一） 肯定中非教育合作的意义与成就

第一， 强调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双向性。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肯尼斯·金

（Kenneth King） 认为， 中非关系注重互惠互利和双向利益， 这种强烈的双边意

识体现在一系列中非教育合作模式中， 双方通过互派代表团、 互换留学生、 派遣

教师、 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合作计划这四个层次， 建立起双向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关

系。① 沙拉·朗格尔 （Sara Lengauer） 认为， 中国的对外援助是由儒家价值观驱

动的， 儒家文化的最高目标是要建立大同世界， 因而中国对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主

要通过双边及多边渠道来为非洲国家培训人才， 帮助它们制定和实施教育计划，
从而促进非洲教育可持续发展。②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研究者维多利亚·布里斯

（Victoria Breeze） 等人认为， 中国的非洲留学生人数急剧增长， 原因在于中国政府

对非洲人力资源和教育发展的重点关注和支持， 中非教育合作体现了教育与商业

之间的互利关系。 对中国而言， 为非洲人提供教育是在培育下一代的非洲学者和

精英， 这些学生在中国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可以转化为未来与中国合作的意愿以及

对中国内外政策的积极认知。 对非洲留学生而言， 他们去中国留学可以寻找发展

商业关系的机会， 学习一个正在崛起大国的语言也为他们自身发展带来了机会。③

第二， 肯定中非教育交流合作对非洲的积极作用。 总体来看， 研究者认为中

国在经济上的成功是其在非洲最有力的公共外交工具， 越来越多非洲年轻人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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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汉语视为通向成功的快车道。 随着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越来越多

非洲人看到中国发展与自身经济福利之间的明确联系。① 非洲汉语热的原因在

于， 中国确实为非洲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因而非洲国家纷纷采取 “向东

看” 的政策， 希望加强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合作。 以津巴布韦为例， 越来越多的大

学生和年轻人选择学习汉语， 因为他们认为掌握汉语能帮助自己找到好的工

作。② 还有非洲学生认为， 中国科技迅速发展意味着到中国学习将有机会接触到

自己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③ 此外， 还有学者将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置于全球减

贫、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更大的框架之下来讨论其对非洲的影响。
如尼日利亚乔斯大学校长麦马克·萨拜斯塔 （Maimako Sebastian） 认为， 鉴于中

国的减贫实践成效显著， 中非教育合作能帮助非洲青年学生学习中国的减贫经

验， 也有助于促进跨国家和跨区域减贫合作。 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副校长阿德博

拉·艾卡诺拉 （Adebola Ekanola） 也认为，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应重点致力于提

升非洲青年人的专业技能， 以此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因为跨国界合

作和全球协作是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无贫困、 零饥饿、 优质教

育” 目标的关键。④

第三， 肯定非洲留学生来华学习的意义与成效。 乌斯曼· 萨勒 （Ousmane
Sall） 称， 中国的快速发展对许多非洲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们可以学

习从交通运输到航空航天等许多领域的先进技术。 非洲学生前往中国留学也可享

受到奖学金、 学费减免、 免费技术培训和良好的生活环境等有利条件。 当非洲留

学生回到国内， 能够为华为、 中兴通讯等中国公司工作时， 中文和在华学习经验

为他们提供了更多优势。⑤ 有研究指出， 非洲留学生普遍对他们的中文教育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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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 他们也很感谢在中国留学的经历为自己带来的贸易和商业机会。① 维多利

亚·布里斯等认为， 中国正在培养新一代的非洲留学生， 他们不同于去法国、 美

国或者英国的留学生， 他们更可能会回到非洲， 带着自己学到的新知识与新技术

去建设非洲。②

（二） 对中非教育合作持质疑与批评态度

一是质疑中非教育合作的目的， 将其曲解为文化扩张。 一些学者延续欧洲国

家的殖民思维， 将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理解为 “文化殖民” 或 “文化扩张”。 如

艾瑞克·弗雷迪 -夸尔滕 （Eric Fredua - Kwarteng） 认为， 在非洲大学建立孔子

学院可能会排挤其他语言课程， 特别是对前欧洲殖民国家的语言形成挑战。 中国

希望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能够成为非洲大学生教育的一部分， 希望他们了解和赞赏

中国对世界历史的看法。 中国正在尽一切可能确保其逐步赢得非洲青年的好感，
并让这些受过教育的非洲人转向中国寻求经济社会发展的灵感、 领导力和模式。
针对中非高等教育伙伴关系， 他则提出非洲国家领导人应该保持警惕并结成联

盟， 以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 反对高等教育领域任何形式的中国殖民主义。③ 乌

斯曼·萨勒认为， 孔子学院被视为中国送给非洲的 “礼物”， 也是加强中非关系

的一种方式， 从而让非洲人更好地了解中国。 中国利用孔子学院在非洲大陆扩大

影响， 使其成为中国在非洲大陆存在和权力的一个象征性标志。 孔子学院正日益

成为中国传播世界观的媒介， 是中国在国际上建立和扩展其文化资本的方式。④

针对中国非洲留学生日益增多的情况， 英国利物浦大学中非关系研究者奥伯特·
霍兹 （Obert Hodzi） 认为， 中国是向非洲留学生提供奖学金数量最多的国家， 其

目的在于取代西方成为非洲高等教育中心。 非洲由于高等教育机构数量有限而年

轻人口众多， 过去一直是全球强权政治博弈的场所。⑤然而， 这些将中非教育交

流与合作曲解为 “文化扩张” 的观点， 遭到了非洲学者的反驳。 如塞内加尔达

喀尔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亚洲历史学教授马马杜·法尔 （Mamadou Fall） 就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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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April 22，2021，https: / / www. universityworldnews. com / post. php? story = 2021041916115
4322 [2021 - 07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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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中非教育合作不同于非洲前殖民统治者的做法， 这种合作不附加规则与条

件， 而是保留各自自由， 非洲国家能够在与中方合作中保留自己的传统， 并执行

自己的政策， 因此是双赢的。 非洲学习汉语人数不断增长， 如果持续保持这种态

势， 50 年后汉语有可能成为非洲通用语言。①

二是批评中非教育合作的具体问题， 放大个别案例与个体体验。 一些西方学

者针对中非教育合作存在的具体问题， 比如人员流动、 政府奖学金、 教学问题、
学术自由等提出了批评， 并放大了个别案例与个体情绪体验。 在人员流动方面，
肯尼斯·金指出， 从对比中非接收留学生、 互派代表团以及培训人员数量来看，
非洲到中国的人数要远远超过中国到非洲的人数， 这表明双方之间存在不平衡现

象。② 乔治·纳贾尔 （Jorge Njal） 分析了中国对莫桑比克的教育援助， 指出留学

生呈现出单向流动的情况， 即都是从莫桑比克到中国留学， 并非双向合作模

式。③关于中国政府奖学金， 西方媒体指责其缺乏透明度， 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奖

学金审核与发放制度， 可能会滋生腐败， 助长裙带关系。④

西方媒体、 学者还以学术自由为幌子攻击孔子学院。 它们认为孔子学院的课

程不是由所在大学设置的， 而是反映了中国政府的优先事项， 孔子学院的资助附

带了可能损害学术自由的条件。 有学者诬称， 孔子学院并没有真正将重点放在汉

语教学上， 它并不太关注教育可持续性， 而更多关注学习汉语的学生数量以及向

多少个非洲国家发放了奖学金。⑤但是有些西方学者却不这么认为， 如英国谢菲

尔德大学副校长基思·伯内特 （Keith Burnett） 指出， 孔子学院的学生和老师主

要关心实际问题， 比如学习中文的能力， 而非学术自由问题， 而且学术自由并未

受损。⑥

对非洲留学生在华学习情况， 一些西方媒体、 学者指责中国大学课程设置不

合理、 国际化程度不高。 由于中国缺乏外籍英语教师， 一些花了好几年时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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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ail Einashe，“Why Mandarin is Conquering Africa，”May 18，2018.
Kenneth King，“ China in Africa:A New Lens o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with a Focus on
Human Resources，”May 26，2006.
Jorge Njal，“Chinese Aid to Education in Mozambique，”paper presented at IESE’s Ⅲ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Barcelona，September 4 - 5，2012，https: / / www. academia. edu / 2105845 / Chinese 
Aid to Education in Mozambique [2021 - 07 - 12].
Jeremy Luedi，“Why African Students Are Choosing China over the West，”October 15，2018，
https: / / www. asiabyafrica. com / point - a - to - a / african - international - students - study - in -
china [2021 -07 -12].
Claire van den Heever，“Confucius Institutes across Africa are Nurturing Generations of Pro -
China Mandarin Speakers，”November 3，2017.
《英大学校长为孔子学院辩护: 未损害学术自由》， 参考消息网， 2014 年 12 月 25 日，
http: / / world. cankaoxiaoxi. com / bd / 20141225 / 608729. shtml [2021 - 07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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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习的非洲学生选择留在中国教英语， 而不是回国， 这也成为一种 “人才

流失”。①然而， 与西方的这种无端指责不同， 大部分非洲留学生对他们在华学习

状况表示满意。 如塔拉特·卡迪尔 （Talat Qadeer） 等通过调查得出， 大部分非

洲留学生对他们在中国的学习生活经历及安全、 健康状况感到满意， 并且愿意根

据他们的经历向国际学生推荐中国学校。②

针对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生活， 本杰明·马尔维 （Benjamin Mulvey） 采

访了 12 名乌干达留学生， 称这些学生在中国大学之外有一种孤立感， 社会疏离

阻碍了他们进行有意义的深层社会互动， 从而无法产生归属感。③比约恩·诺德

维特 （Bjorn Nordtveit） 通过片面分析中国对喀麦隆的教育援助情况后指出， 非

洲留学生在中国存在被孤立、 被排斥、 被歧视的现象。④ 然而， 大部分非洲留学

生却认为他们在中国学习生活并没有受到排斥， 如来自贝宁的留学生大明

（Tiando S. Damien） 认为， 中国从来没有把留学生当 “外人”， 无论是疫情防

控期间的物资保障还是如今开展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中国始终将留学生的安

全健康放在首位， 这让他深受感动。⑤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许多在华非洲留学

生通过各种方式， 与本校师生和当地人民一起携手抗击疫情。 这是非洲留学生

把中国当成 “第二故乡” 的生动例证， 也是对患难与共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精神

的有力诠释。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总体而言， 非洲各界包括政府官员、 学界、 媒体及留学生群体本身普遍对中

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持积极态度和正面评价， 对加强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充满期

待。 而一些西方学者、 智库、 媒体多以有色眼镜与惯性思维来审视中非教育交流

与合作， 并且无限放大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存在的问题， 借此诋毁破坏中非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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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对此我们要有清楚全面的认识。 同时不可否认， 当前中非各自发展都进入

新的历史阶段，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未来发展需要跟上

时代步伐， 不断改革创新， 才能更好地为中非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为构建中非命

运共同体服务。

（一）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面临的挑战

第一，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结构仍不平衡。 比如非洲来华留学生人数远远

多于非洲的中国留学生人数， 当在华非洲留学生已突破 8 万人大关之时， 非洲的

中国留学生却难以找到准确统计数字。 另如， 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设立孔子学

院， 旨在推广汉语和促进中非文化交流， 而非洲国家在中国却少有类似机构。 中

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始终遵循平等互利、 合作共赢逻辑， 而非西方传统的援受关

系。 虽然中国尽量避免使用 “援助” “援助方” “受援方” 等话语来描述中非关

系， 但西方普遍认为中国一直在主导中非关系发展进程， 非洲在塑造或影响不断

深化的中非关系方面没有太多主动性。 因此改变这种认知中的 “主动与被动”
“结构失衡” 是决定中非教育合作未来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这也是非洲各方

的心愿。 如在 2021 年 11 月中国非洲研究院举办的 “首届非洲留学生论坛” 上，
南苏丹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昆巴·蒙代 （Kumba Monday） 提出， 希望有相关政

策支持， 让更多的中国学生去非洲国家学习， 以此更好地促进中非教育合作与文

明互鉴。①

第二，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机制还有待完善。 一方面， 中非教育合作的管

理机制需要加强。 目前中国没有专门机构来协调统筹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 而是

多个相关部门进行管理， 包括商务部、 教育部、 外交部、 国家汉办、 留学基金委

等， 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目标和计划， 容易造成多头管理或管理缺位， 不利于形

成中非教育合作连贯一致的整体战略。 另一方面， 中非教育合作在招生选拔、 执

行和评价等方面的机制需要完善。 比如选拔环节缺乏透明度， 助长所在国的腐败

成为一些西方媒体炒作的话题。 在执行环节， 中国的各类机构如何处理好相互关

系？ 如何更好地与非洲本土社会实现对接？ 如何改变西方媒体所诟病的执行 “混
乱” 状态？ 这些问题目前仍很难有清楚的答案。 在评价环节， 由于评价反馈机制

不太健全， 评价主体和评价指标等也有待确定， 基本上很难准确获悉中国对非教

育交流与合作的效果以及改进的路径。
第三， 中非教育合作的质量还有待提升。 不管是设立孔子学院、 鲁班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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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苏丹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昆巴·蒙代在中国非洲研究院举办的 “首届非洲留学生论坛”
上的讲话， 2021 年 10 月 21 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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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非洲留学生来华学习， 教育质量都是最需要关注的， 这一方面还有很大提升

空间。 如孔子学院无论是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培训， 至今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

统一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 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往往会应教师的更迭而发生变

化， 而国内有些教材又不符合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 学制以及当地学生的水平，
这些都导致教学质量无法得到有效保障。① 而在国内培养非洲留学生方面， 也存

在生源质量参差不齐、 入学考核不够严格、 培养过程有待完善、 考核答辩环节过

于宽松等问题， 不仅影响非洲留学生的培养质量， 也会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学历的

价值。
第四，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对跨文化适应的关注需要加强。 中非教育交流与

合作能否成功， 根源还在于双方能否在文化、 语言、 传统、 习俗、 规范和社交模

式等差异下， 更好地适应和学习， 从而真正发挥教育在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中的

作用。 由于中非文化差异明显， 非洲留学生在华学习过程中会表现出一些不适应

状况。 有研究对亚洲、 非洲、 美洲等不同地区来华留学生情况进行了对比， 指出

相对于来自其他地区的留学生， 非洲留学生在理解和适应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方

面存在更多问题， 他们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体验面临更多困难。② 非洲留学生这种跨

文化不适应会让他们与中国社会自动疏远， 从而演变成西方视角下的 “种族歧

视”， 由此导致较为负面的影响。 与此同时， 中国教育走进非洲， 也面临着文化差

异和文化碰撞问题， 对非洲国家的文化习俗、 宗教习惯、 思维方式等需要更加深

入地了解和更好地适应， 在此基础上提供的教育服务才会更加贴合当地社会文化。

（二） 多措并举推动中非教育深入交流与全面合作

第一， 注重挖掘非洲国家的教育优势， 不断增强交流与合作的双向性。 有非

洲学者表示， 如果中国对非洲复制南北关系中的依附理论， 那中非合作的潜在优

势将会受到严重威胁甚至被侵蚀。③ 中非各领域合作彻底摒弃了这一理论， 真正

追求双方互利共赢， 助力非洲国家发展教育， 培养人才。 为此， 迫切需要进一步

加强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 注重发挥非洲国家的主动性， 挖掘非洲国家的教育优

势， 适时地创新合作形式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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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丽华: 《非洲孔子学院: 检视、 问题与对策》，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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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丰富多样的本土语言就是非洲国家的教育优势之一， 随着中非经贸合作

全方位开展， 这方面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中非合作论坛和 “一带一

路” 建设为新一代非洲本土语言专业师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例如早在

1960 年， 北京广播学院 （现为中国传媒大学） 率先在全国开设斯瓦希里语， 培

养对外传播人才。 第二年， 北京外国语学院 （ 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也开设该

专业。① 此外， 上海外国语大学、 天津外国语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等外语院校

也都设有斯瓦希里语专业， 这些院校的师生前往坦桑尼亚留学和访学， 以提升语

言能力， 更好地了解非洲文化， 并加强相关研究。 半个多世纪以来， 斯瓦希里语

的 “中国故事” 有力诠释与证明了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不是单向的， 而是双向

互动的。 除斯瓦希里语之外， 中国的外语院校还开设了豪萨语、 祖鲁语、 阿姆哈

拉语等许多非洲本土语言专业。 优质非洲本土语言人才的培养需要引入更多非洲

国家师资， 选派更多人员去非洲留学。 此外， 中非联合培养、 非洲高校独立招录

中国学生等都是可以探讨的路径， 从而形成更加丰富务实的中非教育合作。 正如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所言， 若你用对方能听懂的语言交流， 走进的是他的思维； 若

用对方的母语交流， 走进的是他的内心。② 培养优秀的非洲本土语言人才对中非

关系至关重要， 将为促进中非合作添砖加瓦， 真正架起民心交往的桥梁。 以非洲

国家的语言教育优势作为推进中非教育领域平等、 互动、 双赢关系的撬动石也符

合非洲国家的意愿。 如乔治·纳贾尔提出， 莫桑比克的大学可以在 “出口” 中

国方面投入更多， 可为中国的外语院校开设短期葡萄牙语培训班， 帮助中国学生

提升语言能力， 增进对莫桑比克文化的了解， 从而为扭转目前中莫教育领域的单

向交流局面发挥积极作用。③

第二， 将教育置于中非合作大局的优先地位， 逐步健全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

的全过程机制。 首先， 在 21 世纪， 中非都将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视为国家发展

的重要战略目标， 把教育当作基础性、 全局性和先导性的工作来抓。 因此， 中非

教育合作也应该被置于中非合作大局的优先地位， 双方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

调， 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 可持续性的中非教育合作总体长远发展战略， 并且全

面贯彻落实。 其次， 中国对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管理机构应该注重整合与协调， 逐

步理顺各自在对非教育关系中的权限和责任， 避免目标、 计划及部门利益等方面

的冲突， 规避多头管理可能造成的混乱。 最后， 建立健全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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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机制， 包括竞争机制、 执行机制和评估机制等。 竞争机制要充分考虑非洲国家

的实际需要以及教育特点， 通过公开、 公正、 公平的方式选拔获得中国政府奖学

金资助的非洲留学生， 选择有资格实施对非教育培训的承办方等。 执行机制要以

责任化、 规范化、 程序化为核心， 强化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相关制度和原则，
落实各参与主体的权利与责任， 改进工作方法和手段， 提升合作成效。 评估机制

是指量化具体的评估指标， 可邀请第三方机构对中非教育合作的各类项目进行专

业的评审和评估， 根据反馈意见提升项目质量。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在中非

教育交流与合作中， 政府部门如何更好地保持政治与学术的距离， 避免落入西方

“政治干涉” 的批评之中， 还需要更多的思考， 需要中非双方表现出更多的政治

智慧， 处理好政治与教育、 正常管理与学术自由等方面的关系， 为中非教育交流

与合作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第三， 优化全链条管理， 提升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质量。 针对中非教育合

作的质量问题， 应实施全链条管理创新， 采取措施逐个环节突破。 以来华非洲留

学生培养为例， 一是在 “引进来” 之前， 需要建立更为严格的资格审核和考试

制度， 通过语言水平、 专业能力等方面的测试和评估， 严格把控源头质量关。 二

是在 “引进来” 过程中， 要注重提升教学与管理服务质量， 重视他们的专业知

识习得， 并通过实习提升就业竞争能力； 要关注非洲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 尊重

他们自身的文化与习俗， 增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同； 要严把毕业关， 禁

止学历文凭 “放水”， 以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全球价值和国际吸引力。 三是 “引
进来” 完成之后， 要高度关注非洲毕业生的去向， 建立统一的非洲留学生信息数

据库， 并通过校友会等方式， 保持与他们的长期联系， 以更好地发挥这一群体在

促进中非友谊和发展中非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 采取跨文化适应策略， 提高中非双方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当前学界对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已基本达成共识， 代表性理论是布雷恩·斯皮茨伯格

（Brain Spitzberg） 等提炼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三要素： 知识、 动机和技巧。 知

识是指能识别哪些沟通实践是合适的， 动机是指想要以有效和适当的方式进行沟

通， 技巧是指有能力进行该实践， 这三个要素中缺少任何一个， 跨文化交际能力

就会减弱。①对非洲来华留学生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三个要素的重要性， 有研究指

出， 广泛的朋友网络、 已有的跨文化经验以及对文化差异的认知与非洲留学生的

满意度和适应能力正相关。② 社会接触被证明是加快非洲留学生在中国适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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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 那些有出国经历的人比那些从未出过国的人更能适应在中国的生

活。① 当知识、 动机和技巧增加， 个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也会随之增加。 因此，
中非教育在人员和机构走进彼此时， 要增加跨文化交流的知识， 要以积极、 开

放、 包容的态度去认可接受对方文化， 并积极主动地融入当地社会。 在这方面，
中非国家政府、 高校、 智库、 民间团体等都有责任也有潜能创新跨文化适应策

略， 包括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系统、 搭建有利于文化交流的情景系统、 建立有利

于文化适应的关系系统等， 帮助中非师生缩短文化磨合期， 切实解决在文化适应

方面遇到的困难， 真正实现交流互鉴和民心相通。
第五， 加强话语权建设， 消除国际社会对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分歧和偏

见。 除上述四方面的具体挑战外， 还应高度重视国际上对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存

在的诸多争议、 分歧乃至偏见。 在国际社会和非洲各界对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持

积极态度和正面看法的同时， 也还存在一些质疑、 诋毁和批评之词。 面对这种正

负交织的国际舆论环境， 在调整优化对非教育合作政策、 改进完善对非教育合作

机制的同时还要不断加强话语权建设， 采取积极有力的举措去应对纷繁复杂的国

际舆论场。 如面对来自西方的恶意污名化与抹黑， 要使用翔实的信息、 数据、 案

例给予有力反驳， 指出其谬误之处， 以正本清源。 而面对来自非方的一些疑问，
要搭建起信息沟通平台， 加强交流与沟通， 以答疑解惑， 还原中非教育交流与合

作的真实图景， 促进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持续深入发展， 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建设与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 凌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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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ed out cooperation with De Beers in diamond industry for more than 30 years out of
considerations of political demands， economic interests， and strategic pursuits. The
cooperation in diamond industry has provided the two countries with billions of dollars in
“hard currency”，promoting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wo countries while
also triggering controvers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not only led to the continuous rise of international diamond prices，but also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partheid
system in South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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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ujie
Abstract：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is a critical pillar for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so it is vital to examine China - Africa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history and the status quo，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influence， etc. Since Chinese Islamic scholars
visited Al - Azhar University in Egypt in 1922， which kicked off the modern
China - Africa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China - Africa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has gone through 100 years of development path. Especiall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FOCAC） in 2000，
China - Africa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has entered a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and achieved fruitful outcomes， forming a pattern with multiple levels，
different fields，various forms and diverse participants. The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not only meets the practical needs of both sides，but
also takes a lead in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and promotes the building of a China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education.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hina - Africa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has also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ile affirming the value and
achievements of China - Africa educational cooperation，misconceptions and criticisms
are also prevalent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In addition， China - Africa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is still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 structural imbalance，
mechanism imperfection and quality issues. So currently it is imperative to take various
measures to cope with these challenges，including exploring the educational advantages
of Africa to boost the two - way flow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taking education as a
top priority and gradually upgrading and completing the whole process mechanism of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optimizing chain managem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and adopting cross - cultural adaptation strategies to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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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of both 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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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has witnessed rapid progress with the scale of cooperation expanding，the modes
of cooperation enriched， and the subjects of cooperation gradually diversified. In
addition，it is increasingly adapting to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in Africa. The reason why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outcom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ol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promoting employment demand. I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supplying high -
quality human resources to Africa. Therefore，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the two -way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promoting China - Africa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ooperation. 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t agenda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Africa participating in China - Africa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ooperation，that is，higher education，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economic and
trade activities and employment behavior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Africa promote the
demand of African youth for Chinese education and training，and the direct or indirect
participation of enterprises in education and train cooperation further increase the access
of African youth to Chines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can not only help African countries to reduce youth unemployment in terms
of supply and demand，but can also enable China - 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and
cultural and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s to achieve mutual interaction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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