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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为中国与非洲国家进行集体对话与多边合作的重要平

台和有效机制， 中非合作论坛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 也引领了国际对

非合作的新发展。 依据国际议程设置理论这一分析框架， 中非合作论坛

在全球发展议程设置中兼具议题发起者、 议题联盟和合作网络构建者、
议题传播者和政策制度转化者等多重角色。 通过设定和提出发展议题、
依托广泛的利益动员构建发展议题联盟和合作网络、 利用适宜的 “渠
道” 和 “切入点” 将发展议题纳入全球发展议程之中、 实现发展议题

的政策和制度转化等四个主要环节， 中非合作论坛在全球发展议程设置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未来可以通过优化议题设置、 建立更广泛的发展议

题合作网络、 以全球发展倡议为依托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等路

径， 来推动中非合作论坛在全球发展议程设置中发挥更大作用， 为实现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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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发展形势十分严峻： 新冠肺炎疫情

大流行、 气候危机以及俄乌冲突等全球性危机交织叠加， 使得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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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目标的实现出现极大的不确定性。① 在此背景下， 推动完善全球发展议程对深

化国际发展合作、 有效解决全球范围的 “发展赤字” 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发展

中国家代表， 中非双方一直积极致力于参与全球发展议程设置， 为推动国际社会

实现共同、 均衡、 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在此过程中， ２０００ 年成立的中非

合作论坛已经成为引领中非合作的一面旗帜， 为南南合作树立了典范， 成为带动

国际社会加大对非洲关注和投入的先锋。② 该论坛也是全球发展议程设置的重要

参与者和扩大发展议程影响力的有力推动者。 本文将以国际议程设置理论为分析

框架， 解读中非合作论坛在全球发展议程设置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独特优势， 并

围绕提升议程设置能力、 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路径思考。

中非合作论坛是全球发展议程设置的重要参与者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以来， 新闻传播学、 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的学者们围

绕 “议程设置” 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 对议程设置的作用机理、 本质属性、
主体构成、 生成过程及重要影响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 以马克斯韦

尔·麦库姆斯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ＭｃＣｏｍｂｓ） 和唐纳德·肖 （Ｄｏｎａｌｄ Ｓｈａｗ） 为代表的新闻

传播学界， 通过系列实证研究揭示了大众传媒能够以重点报道某些特定议题的方

式对社会公众的认识和态度施加影响， 进而对公众舆论产生直接影响。③ 这是新

闻媒体具有议程设置能力的直接体现。 以约翰·金登 （Ｊｏｈｎ Ｗ. Ｋｉｎｇｄｏｎ） 等为代

表的政治学界， 则是聚焦于公共政策领域中的议题设定和议程设置， 对影响政府

议题设置和决策的相关行为主体、 作用过程等进行系统分析。④ 这就在新闻传播

学揭示大众传媒具备议程设置能力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了议程设置在政府决策

和政策转化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国际关系学界引入议程设置理论并提出 “国际议程设置” 的概念和框架，

则源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国际现实的发展演变和学界对传统国际政治现实主义

学派的深刻反思。 代表性人物罗伯特·基欧汉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和约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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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 Ｊｒ）， 立足于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程度显著加深的时代背景， 分

析了由国际政治行为体多元化所导致的国际议题多元化和国际议程设置方式渠道

多样化的新趋势， 指出在国际层次上， 国家和行为体在各种论坛展示自己的观点

（ｓｈｏｐ ａｍｏｎｇ ｆｏｒｕｍｓ）， 并力图使自己关注的问题在国际组织中提出来， 通过议程

的扩大或缩小追求自身优势的最大化。①

此后， 理查德·曼斯巴赫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 Ｍａｎｓｂａｃｈ） 和约翰·瓦斯克斯 （Ｊｏｈｎ
Ａ. Ｖａｓｑｕｅｚ） 等学者将国际议程设置理论深化发展为国际政治研究的一种范式，
认为行为体在无政府状态下都有自身所关注的国际议题， 并致力于为特定议题谋

求普遍关注以及推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努力来提供解决方案， 而影响特定议题能

否被成功纳入国际议程的关键因素是 “进入渠道” （ａｃｃｅｓｓ ｒｏｕｔｅｓ）， 从而揭示了

国际议程的形成过程和实质。② 斯蒂芬·利文斯通 （Ｓｔｅｖｅｎ Ｇ.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 则将国

际议程设置与行为体权力相结合， 并在国际议程设置渠道方面提出了 “切入点”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的概念， 即行为体为特定议题所选择或构建的出场平台， 如国际

组织、 国际机制和国际会议等。③

冷战结束后， 国际行为体多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催生了

更加复杂多样的国际议题， 国际议程设置理论因此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并被赋予更

加丰富的理论内涵， 如有学者从国际卫生政策议程视角出发， 聚焦于受冲突影响

的人群， 分析揭示了生殖健康服务作为一项重要议题在国际层面的政策发展情

况。④ 还有学者通过分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 内部教育政策形成的过程和特点来揭示其在全球教育议程设置中所

发挥的重要作用。⑤ 经过上述理论探索， 国际议程设置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国际政

治发展变化的重要理论范式和解读国际行为体权力博弈的重要维度， 同时为相关

行为体参与国际事务、 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了重要抓手。
进入 ２１ 世纪， 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入发展、 新兴国际机制平台的建立以及中

国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 国际议程设置理论也引发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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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作为分析国际秩序、 国际规则、 国际权力分配和结构变化的重要理论框架。
国内学界在译介国外相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 还根据时代特征对国际议程设置理

论进行了深化发展， 将其与中国参与国际事务、 提升国际话语权等现实议题相结

合， 尤其是针对全球经济治理等问题以及 “一带一路” 倡议、 金砖国家等机制

平台提出了增强中国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思考建议。
在学习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本文将以国际议程设置为理论框架， 分

析阐释中非合作论坛在全球发展议程设置中的作用。 但是有一个需要阐明的前提

性问题， 学界多将参与国际议程设置的主体界定为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两

大类， 其中对非国家行为体的界定又存在不同观点， 如有学者认为非国家行为体

主要包括媒体、 专家群体、 倡议团体甚至是个人， 认为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都不

是国际议程设置的参与者， 而是国际议程设置的主要场所或平台 （即特定议题上

升为国际议题并进入国际议程的 “切入点”）。① 也有学者认为尽管国家是国际政

治议程设置最重要的主体， 但包括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也是

国际议程设置的主体。②

整体来看， 非国家行为体能否成为国际议程设置的主体， 主要有三方面的衡

量依据： 第一， 能否提出有效的国际议题； 第二， 能否通过充分的冲突拓展和利

益动员来为其议题争取足够多的潜在支持者或者盟友； 第三， 能否通过有效渠道

将相关议题纳入国际议程之中。 以此为判断依据， 中非合作论坛在客观上具备参

与设置全球发展议程的能力和独特优势。
首先， 中非合作论坛所发起的发展议题具有鲜明的公共产品属性。 发展是人

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和共同诉求， 涵盖了经济、 社会、 环境等与人类生存发展密切

相关的关键领域， 这使得发展议题能够超越个体差异和国家界限而成为普遍有效

的国际议题。 鉴于当前严峻的发展形势， 发展问题在国际议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彰

显： 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范畴内， 还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南北对话框架内， 发展议题都是国际社会所共同面临的。 随着全球性挑战

日益增加， 国际行为体在发展领域的相互依存性不断强化， 对发展议题的关注也

显著提升。 基于此， 中非双方均积极倡议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位置， 这也

是中非合作论坛能够有效发起发展议题的现实基础。
其次， 中非合作论坛的主体构成涵盖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集团， 能够围绕发展议题进行有效的利益动员和构建合作网络。 中非合作论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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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可以被视为全球发展领域中的一个 “议题联盟”， 以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为

基础， 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框架为依托， 在全球范围进行广泛的利益动员， 进而

构建涵盖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和发展机构等多元主体在内的发

展议题联盟。 在机制平台方面， 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构建起完备的合作机制， 先后

建立了部长级会议、 高官级后续会议及高官预备会、 非洲驻华使节与中方后续行

动委员会秘书处定期磋商会议、 中非外长定期政治磋商机制等对话机制， 中非农

业、 减贫、 智库、 媒体、 青年、 民间、 地方政府合作等分论坛机制也更加成熟。
中非双方还不断深化在联合国发展合作框架内的合作， 如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设立的援非教育信托基金项目、 中非在联合国粮农组织 “粮食安全特别计划”
框架内的合作等， 为中非合作论坛深入参与全球发展议程设置有效赋能。

最后，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非洲国家均是联合国会员国， 中国

和南非同为二十国集团、 金砖国家等多边合作机制成员， 这使得中非合作论坛具

备将双方共同关注的发展议题上升为全球性议题并纳入相应国际机制的能力， 利

用适宜的渠道和切入点参与全球发展议程设置。 自成立以来， 中非合作论坛已提

出很多发展倡议， 并将其凝聚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发展议题。 如中非合作论坛所

坚持倡导的加强非洲国家自主发展能力建设倡议， 已经成为全球发展合作的重要

议题， 并被纳入联合国发展框架之中。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中国充分发挥其作为联合国安

理会轮值主席的作用， 倡议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主题为 “非洲和平与安全： 加强能力

建设， 实现持久和平” 的公开辩论会， 呼吁国际社会帮助非洲国家提升政府治理、 可

持续发展、 反恐、 维护共同安全、 应对风险和挑战等方面的自主能力建设。①

在国际格局多极化、 国际主体多元化、 国际议题多样化、 国际合作多维化的

时代背景下， 中非合作论坛兼具发展倡议的倡导者、 对话合作的推动者、 务实合

作的践行者等多重身份。② 这就决定了其在全球发展议程设置中不再是传统的设

置渠道和切入点， 而是同时扮演全球发展议题的发起者、 发展议题联盟和发展合

作网络的构建者、 发展议题的传播者和政策制度的转化者等多重角色。

中非合作论坛在全球发展议程设置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国际议程设置主要包括三个相互关联且存在先后顺序的过程： 议题形成、 议

·１２·

①

②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９１０６ｔ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８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ｄｓ － ｎｙ.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 ／ ＵＮ ＤＯＣ ／
ＰＲＯ ／ Ｎ２２ ／ ４５３ ／ ８４ ／ ｐｄｆ ／ Ｎ２２４５３８４. ｐｄｆ？ Ｏｐｅ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２ － ０８ － １２］ ．
周玉渊： 《从南南合作到全球合作： 中非合作论坛的本质特征与国际影响》， 《中国非洲
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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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传播和议题制度化。① 据此， 成功设置一项全球发展议程至少包括四个主要环

节： 设定和提出特定的发展议题、 通过广泛的利益动员构建发展议题联盟和合作

网络、 将相关发展议题纳入国际发展合作议程或框架之中、 实现发展议题的政策

和制度转化。 围绕这四个主要环节， 中非合作论坛一直积极参与全球发展议程设

置， 并以自身独特优势为完善全球发展议程作出重要贡献。

（一） 有效设定发展议题

在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理念的指导下， 中非合作论坛提出了一系列发展议

题， 内容兼顾可持续发展的三个不可分割方面： 经济、 社会和环境， 涵盖传统的

农业、 自然资源开发、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科技文化、 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

开发、 环境管理和生物多样性等新兴发展领域， 并以发展理念、 方案、 倡议等多

种形式呈现。
在发展理念方面， 中非合作论坛始终坚持和弘扬自主、 包容、 共同发展的理

念， 主张保障发展中国家自主、 可持续发展的正当权利。 在全球发展合作中， 中

非合作论坛也始终倡导在尊重非洲国家平等权利和地位的基础上推动其自主发

展， 并将加强非洲国家自主能力建设作为重要发展目标， 如主张通过资金技术援

助和经验分享来支持非洲国家自主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通过继续扩大对非

医疗卫生援助、 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合作力度等方式来全面提升非洲国家的医

疗卫生水平和公共卫生能力建设， 以及通过在联合国框架下加强合作来支持非洲

国家自主维和能力建设等。 近年来， 中非合作论坛大力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 倡导构建 “责任共担、 合作共赢、 幸福共享、 文化共兴、 安全共筑、 和谐共

生”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在深化中非合作的同时也获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０ 日， 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５５ 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了 “非洲

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 决议， 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精神， 兑现在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领域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承

诺， 并欢迎发展伙伴为加强与新伙伴关系合作而进行的努力。② 这是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 也体现了中非合作论坛一直以来所倡导的发展

合作理念。
在发展方案方面， 中非合作论坛将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作为实现共同发

·２２·

①

②

张发林： 《化解 “一带一路” 威胁论： 国际议程设置分析》，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４６ 页。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报告》， 联合国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ｄｓ － ｎｙ.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 ／ ＵＮＤＯＣ ／ ＧＥＮ ／ Ｎ１７ ／ ０５１ ／ ７４ ／ ＰＤＦ ／ Ｎ１７０５１７４. ｐｄｆ［２０２２ － ０３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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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有效路径， 主张以南北对话为主渠道、 南南合作为补充来深化全球发展合

作。 论坛发布的多份文件都重申， 南北发展失衡是影响世界经济强劲、 可持续、
平衡增长的重要原因， 认为非洲发展问题在缩小南北差距进程中具有优先地

位。① 对此， 论坛强调发达国家有责任、 有义务在资金、 技术等方面向发展中国

家尤其是非洲国家提供援助， 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计划， 同发展中国家在平等

互利基础上进行合作， 实现南北共同发展。② 中非敦促发达国家按时足额兑现对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 提供资金、 技术和能力建设等

方面支持， 呼吁有关国际金融机构和发达债权国在减免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债务方

面更加有所作为。 同时， 论坛也主张在南南合作框架内深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

流合作， 如强化中国与非洲国家发展战略对接，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分享减

贫发展特别是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性别平等、 妇女和青年赋权经验等。③

论坛还号召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加强团结协作，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在发展倡议方面， 中非合作论坛积极倡导 “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 “全球

发展倡议”、 债务减免等系列发展倡议， 推动凝聚国际发展合力。 中非双方在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 “推进非洲疫后重建， 消除冲突根源” 公

开辩论会上共同发起了 “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 旨在为非洲疫后重建和发展

振兴汇聚力量， 呼吁国际社会在抗击疫情、 疫后重建、 贸易投资、 环境保护、 债

务缓减、 粮食安全、 减贫、 农业、 农产品加工、 可持续发展、 基础设施、 能源交

通、 科技合作、 数字化和工业化等领域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支持，④ 为非洲实现自

主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助力。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

议号召更多国家和组织特别是非洲传统合作伙伴加入 “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

议”， 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增强非洲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合力。
中非合作论坛所发起的上述发展议题均强调其公共产品属性， 着力通过议题

设定来反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诉求， 并在尊重行为主体发展权利

的基础上致力于凝聚议题共识、 形成发展合力， 有利于深入开展全球发展合作、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部分西方国家虽然也以促进非洲

发展为名不断加大对非合作， 但并未将发展作为核心议题， 而是以实现自身特定

·３２·

①

②

③

④

《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 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ｚｙｗｘ ／ ｚｙｗｊ ／ ２０１２０７ ／ ｔ２０１２０７２３＿８０４４４０３. ｈｔｍ［２０２０ － ０３ － １５］。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 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ｚｙｗｘ ／ ｚｙｗｊ ／ ２００４０９ ／ ｔ２００４０９０２＿７８７５８３２. ｈｔｍ［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６］。
《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 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ｚｙｗｘ ／ ｚｙｗｊ ／ ２０１８０９ ／ ｔ２０１８０９０５＿８０４４４１２. ｈｔｍ［２０２２ － ０３ － ２２］。
《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ｚｙｗｘ ／ ｚｙｗｊ ／ ２０２１１２ ／ ｔ２０２１１２０２＿１０４６１２１６. ｈｔｍ［２０２２ － ０３ － ２５］。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利益为根本目标， 如自 １９９３ 年开始定期举行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ＴＩＣＡＤ）， 就被日本视为拓展国际市场、 提升国际影响力、 争取非洲国家支持

“入常” 的重要平台， 因此该合作机制主要围绕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和推进日

本提出的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等主题进行议题设定。

（二） 通过利益动员构建发展议题联盟和议题合作网络

在有效设定发展议题的基础上， 中非合作论坛还围绕发展议题在国际社会

进行了广泛动员， 主张在联合国、 国际金融机构等多边组织机构中， 就共同关

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加强协调和协作， 坚决维护中非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

益，① 并推动形成了多层次、 多形式、 多领域的全球发展议题联盟和议题合作

网络。 整体来看， 中非合作论坛把中非合作置于更广阔的多边合作和三边合作

之中， 尤其是在联合国和南北对话、 南南合作框架中推动各方形成了广泛的发

展共识。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联合国是全球发展合作的重要平台

和发展议程设置的主导者， 也是中非合作论坛构建发展议题联盟和议题合作网络

的首要伙伴。 中非合作论坛积极将其所发起的发展议题纳入联合国发展框架， 充

分发挥联合国在全球发展议程中的主导作用， 也以此吸引和动员更多的行为体参

与相关议题， 更广泛地凝聚发展共识， 构建起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的发展议题联

盟和合作网络。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中非合作论坛将非洲发展视为全球发展合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 倡导国际社会在制定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时优先关注非洲

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发展需求， 使国际社会意识到各国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方

面所取得的进展情况参差不齐， 存在严重的发展不均衡状况。 据此， 最终达成的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 既要承诺全面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 也要重点

为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特殊处境国家提供更多援助， 并在第 ４、 第 ９ 和第 １０ 等多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针对非洲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等提出专门的发展举措， 如面向这些国家增加高等教育奖学金数量，
提供财政、 技术和技能支持， 提升包括数据统计分析在内的能力建设等。 此外，
中非合作论坛还积极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等发展机构和平台保持对非洲等

发展中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的关注， 呼吁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领导下，
在可持续发展框架的实施计划上达成一致， 重视可持续发展领域执行力不足的状

况， 敦促发达国家兑现援助承诺。

·４２·

①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ｚｙｗｘ ／ ｚｙｗｊ ／ ２０１５１２ ／ ｔ２０１５１２２４＿８０４４４１０. ｈｔｍ［２０２２ －０４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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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合作也是中非合作论坛构建发展议题联盟和合作网络的重要依托。 在

全球发展议程参与主体方面， 中非合作论坛所关注的行为体不局限于中国与非

洲国家， 还充分考虑岛国、 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国家等其他行为体的发展诉

求， 致力于推动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 如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

言》 所强调的那样： “我们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应为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内

的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提供必要支持， 保障发展中国家自主、 可持续发展的正

当权利， 并支持非洲的相关努力。”① 在议题联盟的建构过程中， 中非合作论

坛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在相关框架和平台内的对话合作， 如大力主张加强中国

同非洲国家在 “７７ 国集团和中国”、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联大二委 （经济及金

融委员会） 等框架下的密切沟通， 在减贫、 粮食安全、 抗疫和疫苗、 气候变化

和绿色发展、 互联互通、 数字经济、 工业化、 发展筹资等问题上保持协调合

作，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② 为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合作网络， 中非

合作论坛大力支持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的成立和发展， 主张充分发挥该基金

提升非洲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能力、 提升发展中国家获得绿色气候

基金相关资金的能力等重要作用， 推动构建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框架并扩展在该

框架内的对话合作。③

此外， 中非合作论坛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

效路径， 并围绕这一议题进行了广泛的国际动员， 倡导建立公平、 公正、 包容、
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 加强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减贫职能， 努力缩小南北差

距。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中非合作论坛还倡议支持金砖国家探讨建立一个新的开

发银行的可能性， 为金砖国家、 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和可持

续性发展项目筹集资金， 作为对现有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促进全球增长和发展的

补充。④ 中非合作论坛认为公平、 合理、 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对于巩固世界经

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呼吁加紧推进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 呼吁

发达国家避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充分照顾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利

益和关切。 以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为例， 中非合作论坛主张进一步协调发展中

国家之间的立场， 主张谈判必须真正解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关

·５２·

①

②
③

④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 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ｚｙｗｘ ／ ｚｙｗｊ ／ ２０２１１２ ／ ｔ２０２１１２０２＿１０４６１２３５. ｈｔｍ［２０２２ － ０４ － ０７］。
《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 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切， 同时也要解决弱小经济体的特殊关切， 帮助其全面融入多边贸易体制。① 上

述动员既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

言权， 又为解决全球发展问题提供支持。

（三） 选取渠道和切入点将发展议题纳入全球发展议程

中非合作论坛将联合国发展框架和国际多边发展机制平台作为设置全球发展

议程的最主要渠道和切入点。 首先， 中非合作论坛始终强调将中非发展合作与联

合国发展框架结合起来， 积极将中非双方关注的发展议题纳入联合国主导的全球

发展框架之中， 并将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作为重要的发展任务和目标。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决定成

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此后该论坛成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会

议和全球发展议程设置的重要平台， 中国和非洲国家均积极参与该平台事务、 推

进可持续发展进程。 典型事例是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非洲共同立场》 所列出的

非洲发展优先事项， 既被中非合作论坛设定为重点合作议题， 也被列入 ２０３０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及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通过） 等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全球发展议程之中。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与非洲联

盟发展署—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 （ＡＵＤＡ － ＮＥＰＡＤ） 签署谅解备忘录， 以此加强

伙伴关系和推进发展合作， 助力非洲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此外， 中非双方

还围绕推进发展议程与联合国粮农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 国际移民组织、 人道主

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妇女署、 人居署、 艾滋病规划署、 贸发会议、 开发计划署、
非洲经济委员会、 教科文组织、 人口基金会、 儿童基金会、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 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多个联合国机构进行沟通对话， 并依托中

非合作论坛出台系列后续合作机制和政策安排，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落实可

持续发展议程助力。
其次， 中非合作论坛将发展议题与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非洲国家发展战略

规划和国际多边发展机制充分对接， 深入进行发展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非

合作论坛坚持将中国与非洲发展战略规划进行有效对接， 如强调中国支持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及其旗舰项目的落实， 积极参与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

（ＣＡＡＤＰ）、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 （ＰＩＤＡ）、 非洲矿业愿景 （ＡＭＶ）、 非洲科技

创新战略 （ ＳＴＩＳＡ）、 非洲内部增长计划 （ＢＩＡＴ）、 非洲工业化发展加速计划

·６２·

① 《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 （２０１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ｚｙｗｘ ／ ｚｙｗｊ ／ ２００９１１ ／ ｔ２００９１１１２ ＿７８７５８４２. ｈｔｍ［２０２２ － ０４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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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ＤＡ）、 非洲发展署—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ＡＵＤＡ － ＮＥＰＡＤ） 等非洲发展规

划，① 并将这些发展战略的对接协同作为深化全球发展合作的重要平台。 ２０１５ 年

约翰内斯堡峰会召开后， 中非合作论坛参与全球发展合作的意愿和能力都显著提

升， 对在发展领域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持开放态度， 积极同国际发展合作组织和

发达国家交流探讨推进全球发展合作的方式路径， 主张在发挥各方比较优势的基

础上提升全球发展合作水平。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中非合作论坛呼吁国际社会

在加大对非洲援助， 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确保疫苗在非洲的可及性和可负

担性， 同时全面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 帮助非洲国家应对债务脆弱性问题。
自 ２０１３ 年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 中非合作论坛也不断加强 “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发展合作， 倡导中非秉持共商、 共建、 共享原则和绿色、 开放、 廉洁理

念， 精准对接 “一带一路” 倡议与非洲发展议程， 共同促进中非合作转型升级。
以气候变化议题为例， 中非合作论坛主张通过深化中非气候合作和推进国际

气候合作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及其给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带来的严峻挑战， 并以

此促进全球发展议程的设置完善。 双边层面， 中非双方依托论坛提出一系列深化

气候合作的主张举措， 如推动构建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框架， 建立新时代中非

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支持非洲农业适应倡议、 非洲适应倡议等有助

于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倡议， 计划在南南合作和 “一带一路” 框架下举办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高级别论坛。 多边层面， 中非合作论坛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 《京都议定书》 《巴黎协定》 视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最主要的渠道

和最重要的多边框架， 倡导国际社会本着公平和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

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支持联合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有效的解决

方案， 希望发达国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所需要的资源， 最终在可持续发展框

架内综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及其带来的风险挑战， 共同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

合作进程。

（四） 推动实现全球发展议题的政策性和制度性转化

一项议题被纳入国际议程之中， 就意味着该议题能够获得广泛的国际关注和

在相关领域中具有话语权的主要国际行为体的认可和支持， 但围绕该议题能否形

成有效的解决方案或举措， 还要看其能否实现政策性和制度性转化。 为此， 中非

合作论坛采取系列举措来推动全球发展合作机制的完善和发展目标的实现。
首先， 中非合作论坛的 “溢出效应” 不断彰显， 带动国际社会参与非洲发

·７２·

① 《中非合作 ２０３５ 年愿景》， 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ｚｙｗｘ ／ ｚｙｗｊ ／ ２０２１１２ ／ ｔ２０２１１２０８＿１０４６４３５７. ｈｔｍ［２０２２ － ０４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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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合作事务的意愿和行动不断提升， 引领国际对非发展合作进入新阶段。 近年

来， 以中非合作论坛为主要依托的中非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 不仅取得了显著

的发展成效， 而且在客观上提升了国际社会对非洲发展的关注和投入， 从而为全

球发展合作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西方国家对中非合作的态度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 它们强烈批评中国对非洲

政策， 指责中国在非洲搞 “新殖民主义”， 认为中国通过强化非洲在世界体系中

的依附性来 “复制和深化非洲经济现有的病态”①。 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 它们

认为中国的援助是为了攫取非洲国家的自然资源， 指责中国的援助破坏了西方援

助者在世界范围内促进民主和法治的努力。② 另一方面， 各主要国际行为体纷纷

加大对非政策力度。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无论是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 还是印

度、 巴西、 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 都提升了对非洲发展的参与度， 典型代表是

欧非峰会、 美非峰会、 印非峰会、 土耳其—非洲峰会等一系列峰会机制的建立，
以及各国对非战略政策的出台。

在此背景下， 国际社会对发展合作的投入也不断增加， 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
官方发展援助净额增长了 ２０％ 。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尽管世界各国都面临

财政压力， 但官方发展援助还是在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接连创造新高： ２０２０
年，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所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占其国民总

收入总和的 ０. ３３％ ， 创造了历史新高。 ２０２１ 年，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

成员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为 １７７６ 亿美元， 实际价值比 ２０２０ 年增加了

３. ３％ 。③ 虽然这一比例仍未达到 ０. ７％ 的既定目标， 不足以帮助发展中国家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但还是为在全球范围推进可持续发展议程创造了有利

的国际环境。
其次， 中非合作论坛着力深化与其他国际多边机制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

作。 二十国集团作为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 在全球发

展合作中具有重要影响力， 因此中非双方均积极利用该平台推进全球发展议题的

落实。 在 ２０１６ 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 各方承诺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二十国集

团的重要议题， 加强可持续发展政策协调， 推动全球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

·８２·

①

②

③

Ｉａｎ Ｔａｙｌｏｒ ａｎｄ Ｔｉｍ Ｚａｊｏｎｔｚ，“ Ｉｎ ａ Ｆｉｘ：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３，
２０２０，ｐｐ. ２７７ － ２９５.
Ａｘｅｌ Ｄｒｅｈ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Ｆｕｃｈｓ，“Ｒｏｇｕｅ Ａｉ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７，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ｓ： ／ ／ ｖｏｘｅｕ.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ｒｏｇｕｅ － ａｉｄ － ｓｈｏｕｌｄ － ｗｅ － ｆｅａｒ － ｃｈｉｎａ － ｓ － ａｉｄ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２０２２ － ０４ － １５］ ．
联合国： 《２０２２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第 ６０ 页，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ｓｔａｔｓ. ｕｎ. ｏｒｇ ／ ｓｄｇｓ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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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二十国集团还发起了 《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
通过自愿政策选择， 强化包容增长， 提升发展潜力。 二十国集团强调将履行共同

承诺， 以实现国际开发协会第 １８ 次增资和非洲开发基金第 １４ 次增资； 核准 “全
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 以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的整体协调与合

作； 继续优先关注粮食安全、 营养、 可持续农业增长以及农村发展， 为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重要贡献。① 这些举措也为中非合作论坛发展议题的

落实提供了有力支持。
再次， 中非合作论坛还倡导成立新的发展机构和多边发展合作平台， 为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援助。 如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
要推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非洲区域中心为非洲发展， 尤其是基础设施和可持续

发展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还建立了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南南合作发展基金等融资

机制为非洲国家提供发展融资服务。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新一批中国—联合国和平与

发展基金的子基金暨 “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基金” 项目获批实施， 着力

支持联合国发展机构根据亚太、 非洲、 拉丁美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
通过项目合作推动相关国家在绿色转型复苏、 数字技术、 能力建设等领域实现共

同发展。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中国在联合国发起成立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已有 ６０ 多个国家加入该小组 （其中包括多个非洲国家）， 成为团

结协作、 共谋发展的重要力量， 也成为共商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大计的

有效平台。

中非合作论坛参与全球发展议程设置的提升路径

联合国 《２０２２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指出： 世界正面临接踵而至、 错综

复杂的全球性危机和冲突，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提出的渴望实现的各目

标处于岌岌可危之中。② 在此背景下， 中非合作论坛应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全球

发展议程设置， 并着重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突出发展议题的包容性来优化议题设

置， 强化论坛机制的开放性来构建更广泛的发展议题合作网络， 以全球发展倡议

为依托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第一， 中非合作论坛应继续秉持包容性发展理念， 强化发展议题的公共产品

属性， 提升发展议题的有效性。 中非合作论坛自成立以来已经提出系列反映中非

·９２·

①

②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 中国外交部网站，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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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２０２２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第 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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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诉求和任务目标的发展议题， 尤其是针对当前非洲国家的发展需求和任务形

势发起了很多具有鲜明特色的发展议题。 未来中非合作论坛应立足于中非发展合

作， 以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主要框架， 围绕其所设立的 １７ 个可持续

发展目标以及 １６９ 个具体目标， 聚焦于具有全球性、 代表性、 紧迫性的发展议

题， 动员更广泛的国际行为体参与到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来， 如坚持将疫苗作为全

球公共产品， 保障疫苗公平分配， 确保疫苗在非洲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为弥合

“免疫鸿沟”、 早日战胜疫情凝聚国际合力。
根据联合国 《２０２２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对现阶段可持续发展议程推进

情况的统计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 地区冲突和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主要

危机。 由此， 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突出的、 共性的发展议题也可以总结为三大类：
（１） 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有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带来的通货膨胀、 供

应链中断、 劳动力市场恢复不充分、 保护主义加剧等发展难题， 共同推动世界经

济复苏发展。 （２）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 携手应对地区争端以及不断加剧

的粮食危机、 能源危机、 人道主义危机和难民危机等威胁。 （３） 高度重视气候

变化以及由全面气候紧急状态所引发的自然灾害、 贫困、 饥饿、 生物多样性遭

到破坏等问题。 这些威胁挑战不仅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也

会给发达国家带来严峻挑战， 因此中非合作论坛应针对上述发展难题进行议题

设定， 积极倡议加强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合作， 采取低碳、 有韧性和包容性的

发展道路， 推动国际金融和债务架构的全面改造， 着力打造人人重视发展、 各

国共谋合作的国际共识， 助力实现 “共同生存、 不让任何人掉队” 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
第二， 中非合作论坛应进一步强化其开放性和国际化程度， 坚持在多边主义

框架内加强与其他对非合作以及全球发展合作机制平台之间的对接协调， 构建更

广泛的全球发展议题合作网络。 发展不是只有发展中国家才会面临的任务和挑

战， 而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行为体的共同目标， 因此中非合作论坛应积极

致力于与其他发展机制平台之间的对话合作， 推动实现全球范围的包容和协同

发展。
客观地说， 当前中非合作论坛在构建发展合作议题联盟、 将其所倡导的发展

议题纳入全球发展议程方面的能力还相对有限。 从自身情况来看， 主要是因为中

非双方作为发展中国家， 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相对有限， 缺少引领塑

造全球发展议程的平台基础。 从外部环境看， 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都

在加大对非战略投入， 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大国在非洲的竞争态势。 部分西方国家

甚至认为， 中国与传统对非援助方之间的竞争已经超越了利益层面， 上升至发展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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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和政治文化影响层面。① 它们把与中国在非洲的战略竞争作为对非政策的核

心目标， 这就明显压缩了中非合作论坛为发展议题选择有效渠道和切入点的国际

空间。 为此， 中非合作论坛应在多边主义理念指导下深化国际对非合作， 秉持

“非洲是国际合作的大舞台， 不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 这一理念， 寻求与包括国

家、 国际发展机构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 （如工商界、 社会团体、 媒体智库等）
在内的所有全球发展议程设置参与者的协同合作， 围绕可持续发展这一最大公约

数凝聚共识， 进行战略对接。 在国际社会对非合作意愿和行动整体提升的大背景

下， 深化对非国际合作虽然面临各种难题挑战， 但依然具有现实基础， 因为不管

是从协调合作、 优势互补的角度， 还是从管控分歧、 有序竞争的角度， 加强在非

国际协调合作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共同的需求。②

实践中， 中非合作论坛可以从与联合国发展机构、 国际多边组织的协调对接

入手， 尤其是充分发挥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二十国集团、 金砖国家

等机制平台在全球发展合作中的作用和优势。 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为例， 近年来

金砖国家对非合作不断深化， 不仅在双边层面积极推进非洲可持续发展， 还从多

边层面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发展合作。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

会晤主题为 “金砖国家与非洲： 致力于发展、 一体化和工业化的伙伴关系”，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主题为 “金砖国家在非洲： 在第

四次工业革命中共谋包容增长和共同繁荣”， 为深化金砖国家与非洲国家之间的

发展合作提供重要平台。 此外， 金砖国家还先后推出 《非洲基础设施联合融资多

边协议》、 “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 等对非发展合作安排，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在南

非德班举行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同非洲国家领导人对话会， 与会各方围绕 “释放非

洲潜力： 金砖国家和非洲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 这一主题进行深入讨论， 此后

又依托金砖国家领导人同非洲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 “金砖 ＋ ”
对话会进行交流合作。 上述机制、 倡议和举措为深化国际对非合作、 推进落实可

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平台， 也为中非合作论坛推动构建发展议题合作网络打下了

基础。
第三， 中非合作论坛应以全球发展倡议为依托， 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平等、 均

衡、 公平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全球发展形势处于深刻变化之中， 各种新威

胁新挑战层出不穷， 中国发起的全球发展倡议和构建新型全球伙伴关系倡议就是

·１３·

①

②

Ｍａｒｔａ Ｍａ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Ｉｖａｎ Ｓａｖ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ｒ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ｏｎｏｒ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Ｖｏｌ. ６２，２０２２，ｐｐ. １８９ － ２０６.
周玉渊： 《开放包容的中非合作与中非关系的前景———以中非合作论坛为主线》， 《外交
评论》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第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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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形势下对全球发展合作理念和实践的创新探索， 也为中非合作论坛有效参与

全球发展议程设置提供了重要支持。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

发展倡议， 坚持发展优先、 以人民为中心、 普惠包容、 创新驱动、 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和行动导向， 主张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推动多边发展合

作进程协同增效， 加快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① 在 《中非合作论

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达喀尔宣言》 中， 非洲国家对全球发展倡议表示欢迎和支

持， 认为完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加快落实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和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的关键所在， 致力于推动实现更加强劲、 绿色、 健康的

全球发展， 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②

为了有效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深入推进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国提出一系列新

发展方案和举措。 一方面， 中国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凝聚促进发展的国际共识、 共

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 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和共同构建全球发展伙

伴关系， 为深化全球发展合作贡献中国主张。 另一方面， 中国为落实全球发展倡

议提出 ３２ 项重要举措， 主要包括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 把南南合作

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 “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 加大对中国—联合国和平与

发展基金的投入， 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同各方携手推进重点领域合作， 更有效

地动员发展资源， 如搭建国际发展知识经验交流平台， 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
建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 举办世界青年发展论坛， 共同发起全球青年发展行动计

划等。③

上述方案举措既能够为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汇聚最广泛力量， 也为中非合作

论坛围绕该倡议深化中非合作、 进行机制和政策创新指明了方向。 以此为遵循，
中非合作论坛可以聚焦三个主要方面来推动全球发展议程的设置完善： 一是坚定

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发展合作中发挥统筹协调作用， 在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框架中

深化发展合作； 二是坚持以南北合作为主渠道、 南南合作为补充的基本路径， 动

员全球发展资源来共建团结、 平等、 均衡、 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三是积极

推进全球发展议程设置机制、 规则和机构的改革创新， 努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和新

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发展合作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２３·

①

②

③

习近平： 《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
卷），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４６８—４６９ 页。
《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达喀尔宣言》， 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ｚｙｗｘ ／ ｚｙｗｊ ／ ２０２１１２ ／ ｔ２０２１１２０２＿１０４６１２３０. ｈｔｍ［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９］。
习近平： 《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的讲
话》，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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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非洲是 “充满希望的大陆”， 非洲国家是国际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

要合作伙伴方， 中非合作论坛作为中非合作的重要依托和引领国际对非合作的主

要平台， 能够为完善全球发展议程设置、 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助力。 但是受

到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 中非合作论坛在全球发展议程设置中的作用还未能充分

发挥， 在全球发展议程设置机制、 规则和机构平台中的影响力还相对有限。 在中

非友好合作深入发展、 国际对非合作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 中非合作论坛具备

在全球发展议程设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巨大空间和良好基础。 有鉴于此， 中非合

作论坛应进一步强化其包容性和开放性， 改革完善其参与全球发展合作的机制设

计， 提升其参与全球发展议程设置的能力， 携手国际社会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

洲国家抗击疫情、 复苏经济、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注入新的动力。

（责任编辑： 李若杨　 责任校对： 凌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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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ｄａ，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ｏｒｓ，ｉｓｓｕ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ｕｉｌｄｅｒｓ， ｉｓｓｕ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ｓ. Ｂｙ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ｕｓ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ｒｏ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ｏ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ｄａ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ＣＡＣ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ｔｈｅ ＦＯＣＡＣ ｃａｎ ｂ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ｏ ｐｌａｙ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ｄａ ｂ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ｔ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ｗｉｄｅ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ｏ ｍａｋ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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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ＦＯＣＡ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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