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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为中非友好交往与对话的重要机制, 中非合作论坛自

２０００ 年创建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关注, 相关学者主要就论坛的

有效性、 存在的问题与政策建议以及对论坛的质疑等主题展开论述。
２０１５ 年后的近十年间, 在中非各自形势以及国际形势深刻复杂变化的

影响下, 学界对中非合作论坛的相关研究在论坛机制有效性、 论坛成效

显著性、 论坛面临的新挑战、 对论坛的政策建议、 对论坛的质疑与回应

五个方面做出了新成果, 体现出研究内容细化、 深度增加以及方法创新

的特点。 尽管相关研究在拓展研究内容、 进行综合比较以及加强话语权

方面仍有进步空间, 但应当肯定其在评估与完善中非合作论坛、 体现中

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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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论坛是中非双方共同应对政治经济层面挑战、 谋求共同发展与互惠

互利的集体性对话机制, 不仅是中非双方源远流长交往历史在当代的延续, 也是

中非之间深厚友谊的重要见证。 自 ２０００ 年成立以来, 中非合作论坛走过二十余

年历程, 形成了全方位、 宽领域和纵深化、 较为稳定且卓有成效的对话机制,①

成为中非双方进行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自创立以来, 中非合作论坛因在推动中非双方互利共赢、 中非关系向纵深发

展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备受世界瞩目, 这引发国内外学术界持续关注。 中非学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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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忠祥、 陶陶: «中非合作论坛 ２０ 年: 回顾与展望»,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第 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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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为这一合作机制建言献策, 为中非合作添砖加瓦。 但是, 学术界关于中非合

作论坛的观点并不统一, 特别是西方学者质疑中非合作论坛的声音一直存在, 从

而引发学界争鸣。
随着 ２０１５ 年中非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以及中非日益成为更

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中非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而中非合作论坛的内容

与机制同样根据总体发展趋势、 中非双方各自发展与实际需要的变化进行了调

整, 产生了新的影响。 由此推动学术界产生了一批新成果, 相关学者对这一时期

中非合作论坛的研究呈现出多角度、 宽领域的研究态势。
在 ２０２４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即将召开之际, 回顾近十年来学术界对论

坛研究取得的成果, 不仅有利于总结新时代中非合作论坛成功的经验, 也能够帮

助我们看到这一时期论坛面临的内外挑战, 这对于进一步深化研究和探索下一步

研究方向具有一定意义。

中非合作论坛研究的历史发展

作为中非双方外交层面的重大举措, 中非合作论坛是当代中非合作形式的一

大创新, 其建立是中非关系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正是因为其有效性以及特殊性,
中非合作论坛自创办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２０１５ 年前的相关

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８ 年。 进入 ２１ 世纪, 经济全球化、 政治多极化日

益加深, 中国对非洲政策逐步完成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 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

元, 以及合作性质从注重经济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的三重转变。① 在中非共同进

步、 共谋发展的愿望下, 双方关系迅速发展, 逐步由长期稳定、 平等互利的新型

伙伴关系发展到政治上平等互信、 经济上合作共赢、 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

伙伴关系。② 同时, ２０００ 年出台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ＭＤＧｓ) 也为中非合作

在领域、 目标方面提供了参考。 作为中非合作的重要平台与有效机制, 与中国对

非政策发展变化有着紧密联系的中非合作论坛开始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 相关学

者尝试以这一时期召开的三次重要会议 (２０００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部长级会议、
２００３ 年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部长级会议、 ２００６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 作为研究对象, 讨论中非合作论坛的成效和问题, 进而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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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非合作论坛背后的中非关系。
这一时期相当多的学者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成效持肯定态度, 并尝试证明中非

合作论坛的必要性与有效性, 展现出中非关系的正向发展趋势。 在中非合作论坛

创立的必要性方面, 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中非双方应对全球化压力以及不断变化的

国际经济环境的需要。① 从非洲角度来看, 非盟 ２００１ 年提出 «非洲发展新伙伴

计划» (Ｎｅｗ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ＥＰＡＤ), 显示出这一时期非洲

不仅需要推动发展以摆脱落后现状, 还需要解决自身在国际经济格局中被边缘化

的状况, 并且谋求与国际朋友建立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 而中国以及中非合作论

坛则可以成为非洲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助力。② 中国与非洲不仅在政治、 经济以

及外交等各领域存在互补性, 而且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层面面

临挑战。 因此, 中非合作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双方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并且在

市场、 资源、 投资以及政治等方面实现共赢。③ 正是双方的共同需要以及互补性

推动了中非合作论坛的创办。
为了进一步证明中非合作论坛的有效性, 不少学者从论坛的机制、 内容以及

成就方面阐释。 有学者指出, 作为中非之间首个政府多边磋商与集体对话机制,
中非合作论坛不仅有利于中非关系总体稳定,④ 还有利于非洲一体化建设和中非

间全局性和战略性文件的制定与达成。⑤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

始终保持固定不变。 事实上, 中非双方对论坛后续机制建设给予较大关注, 不断

为论坛机制注入新的活力, 并展现出始终如一的务实态度。⑥ ２００６ 年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建立的外长级定期政治对话机制便是典例。 随着合作机制不断深化,
中非合作论坛在合作内容上不断拓展, 特别是 ２００６ 年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出台以及北京峰会提出八项政策举措之后, 中非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 实现了从

农业、 投资与企业合作、 贸易、 金融、 基础设施建设、 能源和资源合作, 以及科

技、 信息、 航运、 质检合作, 到人力资源开发、 文化、 教育、 医疗卫生、 环境保

护、 旅游、 新闻、 青年、 妇女等多层面的合作, 对中非双方未来在更大范围、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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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领域以及更高层次合作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① 随着合作机制不断创新与合作

内容不断扩大, 这一时期中非合作论坛取得很大成就: 第一, 中非合作论坛在帮

助非洲实现发展问题上始终发挥积极作用, 包括投资、 援助项目以及减免债务等

举措均对非洲发展产生了正向影响。② 第二, 在政治层面, 中非合作论坛不仅能

巩固已有的合作成果, 为中非双方开展合作奠定较为稳定的政治基础, 而且极大

地提高了中非合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成为发展中国家间合作的

典范, 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③ 第三, 中非合作论坛在社会层面同样实现

了双方互通有无, 如在中非人力资源合作方面实现了新发展。 同时, 在青年交流

层面, 为了进一步推动双方友好往来, 中非之间不仅举办青年联欢节活动, 还互

派青年进行访问。④ 这些均展现出中非关系友好发展的态势, 同时表明中国是非

洲实现发展的重要伙伴。⑤

此外, 部分学者对中非合作论坛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较为客观的阐释, 比

如中非合作论坛下非洲当地市场的竞争性问题, 以及非洲对于中国企业进入的顾

虑等。⑥ 这些学者在本质上并未否认中非合作论坛的积极作用, 并且不少学者基

于自身研究提出推动论坛发展的建议, 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 一是中非合作论坛

的制度建设问题。 有学者指出, 中非合作论坛的外交定位需要进一步明确; 要建

立公平透明的信息流通制度; 还可以考虑同第三方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加强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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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 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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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性大国及区域性机构的合作。① 二是合作内容。 如中非合作论坛应当继续扩展

合作领域, 将重点放在经贸合作、 文化交流、 教育、 人力资源开发以及适时提供

援助方面, 重视发展同非洲区域组织的关系。 在农业方面可以继续推动在种植、
畜牧、 水产、 生物技术、 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合作, 鼓励中国农业企业到

有条件的非洲国家进行农业开发合作等。②

尽管上述研究充分证明了中非合作论坛创建的必要性以及论坛本身的有效

性, 但是仍有一些质疑声音, 特别是不少西方学者对中非合作论坛进行了批判。
随着中非关系日益升温, 西方开始担忧中国的相关政策会影响它们在非洲的既得

利益, 于是部分以西方学者为核心的研究者开始对中非合作论坛大加批评, 一味

鼓吹 “中国威胁论”, 否定包括中非合作论坛在内的中国对非政策, 认为相关政

策并不能实现中非间互惠互利, 这与肯定中非合作论坛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立。 在

政治层面, 秉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往往忽视中非合作论坛促进和平与发展的相关成

就, 武断地批评相关政策只能给非洲政治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几乎肯定不会有

助于促进非洲大陆的和平、 繁荣和民主”③, 并且否认国际和平交流的可能性,
将中国同非洲的交往强行纳入霸权竞争的话语体系中, 认为中国对非洲政策与活

动是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一种挑战。④ 部分学者还完全忽视中国不干涉他国内

政的基本事实, 暗指中非合作论坛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认为中国的目的是

通过展示中国现代化成就来宣传中国发展模式, 并说服非洲国家实施类似的改

革。⑤ 因此, 中国加大参与非洲事务的力度, “所带来的后果充其量是好坏参半,
而政治后果注定是有害的。”⑥ 一些西方学者还鼓吹中国 “新殖民主义论 ”, 认

·２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莺莺: «非洲新形势与中非关系», 第 １７ 页; 齐国强: «中非经贸合作发展历程的丰碑———
２００６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述评», 第 ６ 页; 陈凯杰: «新形势下全面提高中非经贸合
作水平的机遇与对策», «国际经济合作» 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 第 ８ 页。
罗建波: «如何推进中国对非多边外交»,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２７ 页;
唐正平: «前景广阔的中非农业合作»,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６ 页。
Ｉａｎ Ｔａｙｌｏｒ,“ Ｓｉｎｏ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 Ｉａｎ Ｔａｙｌｏｒ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ｅｄｓ.),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４,ｐ. ９９.
Ｈｏｒａｃｅ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Ｕ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１, ２００８, ｐｐ. ８９ － １０５; Ｉａｎ Ｔａｙｌｏｒ,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Ｓｉｎｏ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 ２７,Ｎｏ. ３,２００７,ｐ. １４１.
Ｄｒｅｗ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 Ｃｈｉｎａ’ ｓ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ｔｏ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Ｃｈｉｎａ Ｂｒｉｅｆ,Ｖｏｌ. ５,Ｎｏ. ２１,２００５,ｐｐ. １ － ４.
Ｄｅｎｉｓ Ｍ. Ｔｕｌｌ, “Ｃｈｉｎａ’ 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ｃｏｐ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４４,Ｎｏ. ３,２００６,ｐ. ４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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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模式与殖民统治时期非洲和欧洲列强之间的贸易模式类

似。① 换言之, 在这些人的认识中, 中非合作论坛以及其他层面的中非合作都是

“新殖民主义” 的表现, 中国从始至终谋求的均是自身国家利益。 还有学者认

为, 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国对非政策目标更多的是从非洲攫取资源。② 此外, 人

权问题也是西方学者指责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非合作的借口。③

可以看到, 上述否定观点基本上忽视了中非合作论坛乃至中非合作的成就,
并且往往针对某一领域发难, 强行将中非关系和平友好发展纳入国际竞争话语体

系, 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因此受到中国学者的强烈反驳, 一批学者纷

纷撰文, 从成效、 内容等方面驳斥对中非合作论坛不当的攻讦。④ 但从整体来

看, 中国学者们反驳的主要论点在经济交往和发展层面, 而且力度上不够, 最为

根本的一点在于未能系统地提出争夺相关话语权的理论。
２００９ 年到 ２０１５ 年是相关研究的第二个阶段。 ２００８ 年之后, 国际局势新变化

使得中非合作论坛的任务也发生了变化。 在全球性危机日趋发展和持续影响的情

况下, 中非合作论坛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 一方面, 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

世界经济衰退有可能导致新一轮地区主义或地区整合, 进而为中非关系进一步发

展提供了空间; 另一方面, 加强与非洲关系的国际和国内行为体及其利益都呈现

出多元化发展趋势, 给中非合作论坛发展带来压力。 这一时期非洲国家也更加注

重自身的经济利益, 在发展需求增加的情况下, 非洲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新变化、
能够为非洲带来何种帮助充满期待, 这同样给中国在如何利用论坛实现互利共

赢、 履行大国责任方面提出了新挑战。⑤ 在新形势下, 中非合作论坛也进行相应

的调整, 包括温家宝总理在 ２００９ 年沙姆沙伊赫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讲话中

·３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ｃｈｅ Ｅ. Ｏｆｏｄｉｌｅ, “ Ｔｒａｄｅ,Ｅｍｐｉｒａｄｅ,Ｅｍｐ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ｒａｄｅ,” 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 ４１,Ｎｏ. ２,２００８,ｐ. ５８３.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Ｃ. Ｌｅｅ, “ Ｔｈｅ ２１ 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ｃｒａｍｂｌｅ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２４,Ｎｏ. ３,２００６, ｐｐ. ３０３ － ３３０; Ｉａｎ Ｔａｙｌ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ｓ Ｏｉ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 ８２,Ｎｏ. ５,２００６,ｐｐ. ９３７ － ９５９.
Ｉａｎ Ｔａｙｌｏｒ,“Ｓｉｎｏ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１０７,Ｎｏ. ４２６,２００８,ｐｐ. ６３ － ８７.
张忠祥: «中非合作论坛在非洲发展中的作用», «探索与争鸣»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８３—
８５ 页; 舒运国: «论中非经贸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７ 年
第 ２ 期, 第 １０１—１０６ 页; 李安山: «为中国正名: 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 «世界
经济与政治»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６—１５ 页; 刘鸿武: «论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价
值与世界意义», «外交评论»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４—２１ 页; 张宏明: «中非合作: 是
“新殖民主义” 还是平等互利?», «学习月刊» 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２ 期 (上), 第 ３８—４０ 页。
李伟建等: «迈向新的十年: 中非合作论坛可持续发展研究»,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０ 年第 ９
期, 第 ７—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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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八项新举措,① 以及 ２０１２ 年胡锦涛主席在第五届部长级会议提出的五项

重点举措等,② 均是针对新形势出台的调整措施, 这也为学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

内容。
相比于上一研究时段, 这一时期学界对中非合作论坛的研究展现出两大新特

征。 第一, 尽管研究主题仍然集中于中非合作论坛的实效性问题上, 但无论是广

度还是深度都有所增加, 特别是出现了一批综合性的研究成果。 从国内学界来

看, 张忠祥教授的 «中非合作论坛研究» 和李安山教授等学者编写的 «中非合

作论坛十二年: 成就、 挑战和前进道路» 是较早对中非合作论坛进行系统性研究

的成果, 两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均肯定了自创建以来到 ２０１２ 年前中非合作

论坛的成效, 肯定了中非合作论坛的正向意义。③ 就国外学界来说, 李安山教授

与南非非洲研究所学者富涅卡·亚兹尼·艾普尔 (Ｆｕｎｅｋａ Ｙａｚｉｎｉ Ａｐｒｉｌ) 共同主

编的 «中非合作论坛: 人力资源开发的政治学» 从教育、 媒体、 软实力、 知识

生产等方面考察了中非合作论坛相关措施, 提出论坛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给出政

策建议, 总体上对论坛持肯定态度。④ 但是, 国外学界对中非合作论坛的质疑之

声仍然存在, 比如圣安德鲁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伊恩·泰勒 ( Ｉａｎ Ｔａｙｌｏｒ)
在 «中非合作论坛» 一书当中延续了他一贯的否定态度。 通过对最初四届中非

合作论坛的考察, 泰勒否认了论坛的有效性, 认为论坛 “除了象征意义 (无论

多么重要) 之外的增值性质值得怀疑”⑤。
第二, 另一大变化主要表现在相关学者对中非合作论坛发展所提出的政策建

议出现了新内容。 随着时代背景发生变化, 中非合作论坛推出的合作措施也有相

应调整。 其一, 全球性问题成为中非合作论坛关注的议题之一, 不少学者开始就

如何应对全球性挑战, 更好地实行八项新举措与五项重点举措, 实现可持续发展

·４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八项新举措包括: 第一, 倡议建立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伙伴关系; 第二, 加强科技合作,
倡议启动 “中非科技伙伴计划”; 第三, 增加非洲融资能力; 第四, 扩大对非产品开放市
场; 第五, 进一步加强农业合作; 第六, 深化医疗卫生合作; 第七, 加强人力资源开发
和教育合作; 第八, 扩大人文交流, 倡议实施 “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
五项重点举措包括; 第一, 扩大投资和融资领域合作, 为非洲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第
二, 继续扩大对非援助, 让发展成果惠及非洲民众; 第三, 支持非洲一体化建设, 帮助
非洲提高整体发展能力, 中国将同非方建立非洲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伙伴关系;
第四, 增进中非民间友好, 为中非共同发展奠定坚实民意基础; 第五, 促进非洲和平稳
定, 为非洲发展创造安全环境。
张忠祥: «中非合作论坛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Ｌｉ Ａｎｓｈａｎ ｅｔ ａｌ.,ＦＯＣＡＣ
Ｔｗｅｌ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Ｌａｔｅｒ: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ｄｉｓｋａ Ａｆｒｉｋ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ｔ,Ｕｐｐｓａｌａ,２０１２.
Ｌｉ Ａｎ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ｅｋａ Ｙａｚｉｎｉ Ａｐｒｉｌ(ｅｄｓ.),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２０１３.
Ｉａｎ Ｔａｙｌｏｒ,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ＣＡＣ),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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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自己的阐述。 部分学者指出, 尽管这一时期中非合作论坛在多领域取得了成

就, 但是仍然存在履行职责的自觉性不够、 未能充分调动非洲积极性等方面的问

题。① 因此, 在机制建设层面, 有学者建议成立由中国政府副总理牵头的部际协

调委员会; 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处应包括专业人员, 以提高论坛的科学性和

专业性。 同时, 改革部长级会议的时间框架———或将区域合作项目延长至 ６ 年,
以方便两次部长级会议讨论这些项目, 或将部长级会议改为每 ５ 年举行一次。②

此外, 论坛还可以寻求与非洲次区域组织进行合作, 以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挑

战, 实现论坛可持续发展。③ 在调动非洲积极性方面, 有学者主张非洲国家可以

在议程设计之初就将国内发展计划与中非合作论坛协调起来, 并且同非盟在相关

领域合作进行积极磋商, 进而调动非洲国家的积极性。 同时, 还可以通过提高论

坛的行政级别和后续行动委员会的协调能力来进一步实现目标。④ 而在次级合作

机制方面, 可以考虑在中非合作论坛现有框架内设置中非交通部长会议机制、 中

非安全合作机制等, 推动中非在相应层面的合作。⑤

在具体合作内容方面, 除去传统的合作领域, 这一时期的中非合作尤其重视

人文交流, 因此在智库合作、 青年与民间交流等方面取得较大进步, 形成了较为

稳定的合作机制。 学者们强调, 为了进一步深化合作,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性

问题频发的现实背景下, 中非合作论坛应首先考虑农业合作、 基础设施合作、 贸

易合作以及医疗合作, 并且可以发挥中央与地方政府、 国营与私营企业多重主体

的积极性。 此外, 还可以通过教育、 媒体、 文化交流和互动来加深中非之间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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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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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郑先武: «构建区域间合作 “中国模式” ———中非合作论坛进程评析», «社会科学»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 第 ２５ 页; 李文刚: « “纪念非洲独立 ５０ 周年非洲发展与中非合作学术研
讨会” 纪要»,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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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长峰: «新时期中非合作的现状、 问题及对策———基于国家层面的考察», «社会主义
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３６ 页。
李伟建等: «迈向新的十年: 中非合作论坛可持续发展研究», 第 １０ 页; Ｃｌａｙｔｏｎ Ｈ.
Ｖｈｕｍｂｕｎｕ,“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Ｊｏｉ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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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芳: «加强中非交通领域合作的战略思考», «国际经济合作»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第 ８７ 页;
张春: «中非关系: 应对国际对非合作的压力和挑战»,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第 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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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理解, 并且进一步加强科技、 扶贫减贫等方面的合作。①

其二, 随着大国竞争逐步加强, 中非合作论坛开始在国际上遭遇新挑战, 引

起不少中国学者的关注。 一方面, 中国学者在继续反驳对中非合作论坛攻讦的基

础上, 开始阐释如何掌握话语权、 避免被动回应等问题, 强调应当建立中国自己

的话语体系; 重视非政府组织以及国外相对客观的媒体等宣传主体; 加强民间交

往; 对旧的政策概念做出新阐释, 在政策宣示方面与时俱进; 加强同非洲治国理

政经验交流等。② 另一方面, 部分学者提出学习其他国家对非政策和合作机制的

经验,③ 并且通过三方合作来助力中非合作论坛发展,④ 但同样强调要坚持论坛

的传统优势与做法。⑤

近十年来中非合作论坛研究新发展

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 中非关系呈现出与以往不一样的色彩: 一方面, 中非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提出, 以及 ２０１５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 «中国对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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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件» 出台, 中非双方由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① 标志着非洲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同时, 自 ２０１５ 年南非同

中国签署非洲国家第一份 “一带一路” 合作备忘录以来, “一带一路” 倡议的演

进及其对中非关系的影响反映出中国在进入经济新常态、 迈向高质量发展、 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 希望同非洲一道超越零和博弈, 统筹发展与安全, 促进

文明互鉴, 达到互利共赢的政策目标。
另一方面, 这一时期国际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发展状况也开始出现新气象。 首

先, 随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被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代替, 国际治理体系

发生新的变化, 不再仅仅关注减贫问题, 而是开始从经济、 社会、 环境三个领域

出发制定发展目标与具体指标, 要求实现全球范围内经济绿色增长和社会包容性

发展。② 其次, ２０１５ 年非洲联盟峰会通过的 «２０６３ 年议程» 以及 «２０１５ 年后发

展议程非洲共同立场文件» 展现出非洲在消除贫困与饥饿、 教育、 性别平等、 医

疗卫生、 人居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有了新的发展需求。③ 特别是在新

冠疫情之后, 非洲更是面临如何恢复经济与继续实现工业化及可持续发展问题。
那么, 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非洲面临新发展任务的背景下继续

实现中非互利共赢, 也就成为中非合作论坛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 在全新的形势之

下, 中非合作论坛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未来应当往何处

去便成为 ２０１５ 年以来学者们最为关注的话题, 也由此衍生出几个方面的新内容。

(一) 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在不断深化

随着新时期中非合作论坛不断取得新的重大成果, 不少学者开始利用新的材

料与数据来研究论坛机制的有效性问题。 特别是自 ２０１８ 年北京峰会中非合作论

坛成为中非双方共建 “一带一路” 的主要平台后,④ 对该问题的关注明显增多。
一方面, 学者尝试找出中非合作论坛机制行之有效的历史经验; 另一方面, 学者

还尝试展现这一时期中非合作论坛在机制方面仍在继续创新, 进一步证明论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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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嘉涵: « “一带一路” 倡议与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 «国际展望»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第 ３８ 页。
张春: «中非合作的政策空间变化与应对战略»,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第 ４１—４２ 页。
赵晨光: «中非 “一带一路” 合作机制化建设述评», «当代世界»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第
６６—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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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 及其旺盛生命力与有效性。
在论坛机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方面, 学者们基本上达成共识, 大致强调了六

条。 第一, 领导重视, 优化论坛顶层设计;① 第二, 中国始终坚持共商、 共建、
共享原则, 同非洲分享思想与共同谋划, 充分尊重非洲的选择;② 第三, 坚持互

惠互利, 合作共赢;③ 第四, 与时俱进, 内容不断充实; 第五, 后续机制保障得

力; 第六, 深化南南合作。④ 正是这六方面的内容使中非合作论坛成为中非合作

制度化发展的重要推手以及中非双方友好协商对话的有效机制。⑤

进入新时代以来, 中非合作论坛在机制上日益完善, 充分显示出创新性, 主

要表现在后续机制以及机制性分论坛设置上。 在后续机制方面, 中非双方在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召开了两次协调人会议, 就两届峰会成果落实情况进行对接,
与之前的后续机制一道成为中非合作论坛举措落实的重要保障。⑥ 与此同时, 中

非合作论坛的机制性分论坛也在这一时期不断扩大。 政治方面, 治国理政经验交

流成为 ２０１８ 年北京峰会的亮点, 为推进这一交流进程, 中国在制度层面进行了

一些创新, 包括举办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 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等。⑦ 农业方

面, 自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以来, 双方的农业科研机构加强合作, 实行

“１０ ＋ １０” 机制, ２０１８ 年北京峰会正式将定期举办中非农业合作论坛、 建立中

国—非盟农业合作委员会和中非绿色农业发展研究中心等写入行动计划, 推动中

非农业合作联系更加紧密。⑧ 经贸层面, ２０１８ 年北京峰会宣布成立中非经贸博览

会是对非经贸合作的一个新机制, 是推进 “一带一路” 以及中非命运共同体建

设的重要助力, 丰富了中非合作的内涵。⑨ 减贫方面, 作为减贫领域合作的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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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皓、 唐斌、 许和连: «中非经贸博览会的建设成效与展望»,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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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对话平台, 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有利于推动国际减贫经验交流, ２０１５ 年被正

式纳入中非合作论坛总体框架, 标志着中非减贫合作达到一个新的高度。① 医疗

卫生方面, 中非部长级卫生合作发展会议是中非合作论坛的分论坛之一, ２０１５
年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第二届会议, 提升了中非卫生合作的水平。② 科技方面,
２０２１ 在北京举办了首届中非北斗合作论坛, 为中非在科技领域合作添砖加瓦。
军事方面, ２０１８ 年举办了首届中非防务安全论坛, 这是中国与非洲建立的首个

高层军事交流多边机制, 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以及中非关系发展需要。③ 文教方

面, ２０１７ 年建立的中国—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不仅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

翰内斯堡峰会成果的重要行动, 同样是中国与非洲国家间首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

制, 在中非人文交流方面具有重要地位。④ ２０２２ 年, 天津举办了首届中非职业教

育合作与发展论坛, 这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成果的重要载体,
对有效推动新时代中非职业教育共同体构建意义非凡,⑤ 同样是中非合作论坛在

职业教育方面的机制创新。

(二) 中非合作论坛各合作领域成效更加显著

为了适应中非关系的发展以及双方自身的变化, 中非合作论坛的内容不断丰

富, 逐步开辟出职业教育、 数字经济等新的合作领域, 继 ２０１８ 年北京峰会提出

“八大行动” 之后,⑥ ２０２１ 年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又提出 “九项工程”,⑦ 实现了

中非合作领域的又一次扩展。 同时, 中非合作论坛取得的成效更是日益显著, 受

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好评。 总体上看, 学界对论坛成效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

属于微观研究, 集中阐述中非合作论坛某一领域或方面成效; 另一类则属于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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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航: «大道同行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９ 日; 安春英:
«自主知识体系视角下的新时代中非减贫合作»,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第 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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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文涛: «中非军事安全合作向深层次迈进»,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５ 期, 第 ５８—５９ 页。
周培源、 朱瑞娟: «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的 “人本化” 传播模式探索———以中国—南非高
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为例», «国际传播»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第 ８８ 页。
杨从坤、 韩倩: «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进展、 经验与展望 ———中非职业教育合作与发展
论坛综述»,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２０２２ 年第 ２８ 期, 第 １０６ 页。
“八大行动” 分别是: 一是实施产业促进行动, 二是实施设施联通行动, 三是实施贸易便
利行动, 四是实施绿色发展行动, 五是实施能力建设行动, 六是实施健康卫生行动, 七
是实施人文交流行动, 八是实施和平安全行动。
“九项工程” 分别是: 一是卫生健康工程, 二是减贫惠农工程, 三是贸易促进工程, 四是
投资驱动工程, 五是数字创新工程, 六是绿色发展工程, 七是能力建设工程, 八是人文
交流工程, 九是和平安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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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 即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成效进行宏观评价, 宏观评价往往由微观研究总结

而成。
从事微观研究的学者主要从经济、 社会与发展以及文化领域展开论述。 在经

济层面, 学者们指出, 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免除了许多非洲国家的债务,
增加了赠款、 援助、 贷款和外国直接投资, 推动了双方贸易往来。① 论坛以及相

关措施对非洲贸易与农业发展有着重要贡献,② 在论坛推出的政策措施推动下,
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有和私营企业开始在非洲投资。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中国对非洲投

资和融资总额已超过 １０００ 亿美元。③ 中非基础设施合作同样取得辉煌成就, 中

国在非洲承建了大批铁路、 公路、 机场、 港口、 桥梁、 水电站、 天然气管道、 电

信等基础设施项目, 为非洲国家一体化和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非洲接近 １ / ５ 的建筑项目由中国资助, ２７. １％的项目由中国承建。④ 而投资与基

础设施建设又进一步促进了中非产能合作, 为非洲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 实现了

中非双方互利共赢。⑤ 数字经济建设同样初显成效, 帮助非洲从中持续受益。⑥

此外, 中非在税收合作层面同样取得巨大进步, 形成具有包容性、 针对性的税收

征管合作机制, 既为当下相关国家的合作发展扫清障碍, 也为后续成员的加入提

供广阔空间, 还为非洲增强自身税收征管能力提供了交流平台。⑦

中非合作论坛在社会与发展层面重点关注医疗以及环境治理。 在医疗卫生领

域, 自 ２０００ 年论坛建立以来, 中非医疗合作逐步迈入制度化轨道, 中国在派遣

人员、 援助医疗器械和药品、 培育非洲本土医学人才以及传染病防治等多个方面

援助非洲。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中国已向非洲国家派出 ２. ５ 万人次医疗队员, 援建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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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中心 ３０ 个, 并且为非洲培养本土的医生与护工数万名, 受到非洲人民广泛

好评。① 环境治理领域, 截至 ２０２２ 年中国已经援助非洲 １２ 亿元开展气候合作,
为当地发展绿色能源援建基础设施, 并为非洲培育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绿色发展领

域的人才, 切实提高了非洲各国自主发展和绿色发展能力, 推动非洲绿色治理的

持续性, 形成多层次全产业参与格局。②

中非合作论坛在文化教育层面的成效同样令人瞩目。 在传统的教育合作方

面, 中非合作论坛以及其他相关措施在促进非洲教育减贫、 高层次人才培养以及

职业教育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就, 成为提升非洲人口整体素质、 催生人力资源红

利, 扩大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重要途径。③ 同为中非合作论坛推进领域之一的中

非智库交流则充分发挥了思想引领的作用, 推动中非学者互通有无, 在打破西方

话语权垄断、 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做出贡献, 有利于中非话语权与国际影响

力的提升, 并且对全球思想价值链的重塑具有重要意义。④ 中非合作论坛下的青

年交流也是亮点, 中非青年不仅在传统领域继续深化交流, 而且在就业创业、 跨

境电商、 科技创新等新兴领域的交流也应时而生, 极大助推了中非务实合作。⑤

值得一提的是, 自 ２０１８ 年北京峰会以来, 作为 “八大行动” 政治层面的表

现,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中非合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这不仅巩固了中非政治

互信, 加深了双方相互了解, 也为解决全球发展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探寻自主发

展新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⑥ 还有学者指出, 在 “一带一路” 倡议以及中非合作

论坛的影响下, 中国作为非洲的战略合作伙伴在非洲一体化进程中将发挥重要作

用, 特别是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解决电力短缺与推进工业化方面提供重要

帮助。⑦

从宏观看, 中非合作论坛主要发挥了四大方面的作用。 其一, 推动中国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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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婉婷、 卞翠: «中非教育合作的回顾与展望: 以人力资源开启新篇章», «教育国际交
流»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第 ５９—６３ 页。
王珩、 周星灿: «中非智库合作: 意义、 现状与展望», «智库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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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第 ６６—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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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 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建立最早且最成功的集体合作机制, 中

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范

本, 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典范。 其二, 增强非洲自主发展能力。 中国

对非援助、 贸易、 投资、 治国理政与人文交流对非洲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有着

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其三, 推动中非关系全面发展。 中非不仅在政治、 经济以及

文化等方面展开合作, 而且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推动合作关系多领域、 深层次

发展。 其四, 引领国际对非合作。 中非合作论坛在促进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

上, 增强了非洲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能动性和能力; 同时提高了非洲的国际

地位, 增加了非洲国家在国际博弈中的分量, 并使非洲从中受益。①

总之, 中非合作论坛是推动中非合作互惠互利的有效平台, 是将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议程、 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和各经济体的发展计划结合起来, 推动非洲

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和振兴的有效机制, 能够促进中非友好合作关系持久发展。
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 中非关系也必然成为南方国家合作的典范。②

(三) 新时代中非合作论坛面临新的内外部挑战

尽管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 但是在国际国内新形势的影响以及中非合作

与时俱进的需求下, 中非合作论坛需要面对哪些新问题和新挑战, 成为学者们特

别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 一些学者从外部视角出发, 对新形势下中非合作论

坛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回顾总结; 另一方面, 部分学者就中非合作论坛内部有

待继续增强、 创新发展的方面进行阐释。
学者们指出, 从新时期的外部环境来看, 中国需要面临来自西方、 传统大国

以及非洲等多个方面的挑战。 其一, 世界日益分化, 阻碍了中国推动或参与对非

合作, 特别是以单边主义、 利己主义和大国竞争为特征的美国全球战略, 破坏了

多边主义和全球团结。③ 其二, 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下, 中非合作叙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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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忠祥、 詹世明、 陶陶: «中非合作论坛 ２０ 年: 回顾与展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６１ － ９１ 页; Ｓｈｅｎ Ｘｉａｏｌｅｉ, “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 Ｘｉｎｆｅｎｇ ａｎｄ Ａｎ Ｃｈｕｎｙｉｎｇ (ｅｄ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ｐ. ４０１ － ４０９.
Ｔｅｓｈｏｍｅ Ｔｏｇａ Ｃｈａｎａｋａ,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ａｎｇ Ｈｕｉｙａｏ ａｎｄ Ｍｉａｏ Ｌｕ (ｅｄ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２２, ｐｐ. ３３ － ４１; Ｄｏｒａｔｈｙ Ｏｎｙｉｎｙｅ Ａｃｈｕ,
“ＦＯＣＡＣ: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ｇｒ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４, Ｎｏ. １, ２０１９, ｐ. ３９１ － ３９２.
Ｚｈｏｕ Ｙｕｙｕａｎ,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８, Ｎｏｓ. ３ ＆ ４, ２０２２,
ｐ. 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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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西方媒体、 智库和政客操纵, 助长了非洲对中非关系的负面认

知。① 其三, 非洲国家内部在政党政治、 发展规划、 项目安排、 利益分配等方面

的纷争, 长期制约着地方和区域伙伴关系发展, 使得中非合作也难逃此种纠

葛。② 其四, 随着非洲改善其身份认同并找到本土方案解决矛盾纠纷, 非洲人就

特定问题形成共同立场的能力会提高, 可能会影响中非合作领域扩展, 并降低中

国政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③ 其五, 近年来中非合作论坛不断取得成效, 引起世

界其他大国的担忧,④ 传统大国纷纷加强对非洲的投入, 尝试削弱中国影响力。
西方国家还积极在非洲推行其民主价值观, 进而增加了中非全方位合作的

难度。⑤

内部挑战则主要体现在中非合作论坛本身急需解决一些问题, 不仅涉及论坛

机制的宏观设计, 还涉及论坛各个合作领域。 从宏观机制层面看, 其一, 经过多

年发展, 论坛仍然面临着体制创新问题, 还需要做更多工作来应对非洲国家面临

的挑战。 其二, 中非合作论坛某些机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挑战, 例如特定领域资

金支出延迟、 影响力不足等。 其三, 机制合作类型仍然缺乏创新, 近年来的主要

发展更多是原有领域的增长而非创新。 其四, 评估信息缺失, 目前仍然缺乏足够

的数据来追踪和评估中非合作论坛成果。⑥ 其五, 政府与企业、 官方与私营部

门、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完善, 缺乏沟通、 协调、 支持等

机制。⑦

中非合作论坛的各个合作领域同样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在经济和文化层

面。 在经济层面, 虽然中非经贸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但贸易逆差问题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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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智、 程恩富: «中非经贸关系不是 “新殖民主义”», «当代世界»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第
４８ － 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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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９,
Ｎｏ. ２, ２０２２, ｐ. ３９.
周玉渊: «中非合作论坛 １５ 年: 成就、 挑战与展望»,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４ 页。
张忠祥: «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挑战与应对», «探索与争鸣»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１３６ 页。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Ａｎａｍ ａｎｄ Ｈａｎｎａｈ Ｗａｎｊｉｅ Ｒｙｄｅｒ, “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 ＦＯＣＡＣ Ｇｏ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ｅｄｓ,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ＣＡＣ ２０２１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１, ｐｐ. ４３ － ５０.
Ｚｈｏｕ Ｙｕｙｕａｎ,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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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结构不平衡。① 在减贫合作领域, 不仅要面对非洲各国国情不同的问题, 还

需要考虑如何调动非洲的积极性。② 农业方面, 中国在非洲实施的许多农业项目

未能完全考虑最初设定的目标, 推广的农业项目缺少监测和评估, 在建立突发性

的农业风险和自然灾害合作应对机制、 照顾不同非洲国家特殊性、 提升非洲国家

农业治理能力、 研究与关注非洲乡村治理及运行机制等方面仍有进步空间。③ 产

能合作方面, 非洲国家政治与社会环境动荡、 政策与法律法规的稳定性与保障性

不足、 基础设施落后与产业链脆弱等问题, 均对中非合作提出不小挑战。④ 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 合作模式以及资金来源单一、 非洲国家局势复杂多变以及市场秩

序等方面的问题, 是中非合作面临的重要挑战。⑤ 中非双方在税收方面的合作也

面临相关协定数不足、 协定内容差别较大、 缺乏跨区域合作与常设性配套机制等

问题。⑥ 作为中非合作论坛的重要内容, 金融领域也存在合作机制较为松散、 缺

乏实质性合作与金融人才培养机制, 以及认同差异等方面的问题。⑦ 另外, 尽管

中非医疗卫生合作已历时 ６０ 多年, 但是在某些方面仍然有待加强, 比如在中医

药合作方面, 传统援助模式有待创新, 医疗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受援国资源、 中

医药传播创新协同机制、 标准化以及传播力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⑧

在文化教育方面, 中非高等教育合作不仅面临语言与文化差异, 还面临资源

投入不均衡的问题。⑨ 中非青年交流的人数与范围均有限, 交流重点、 交往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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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形式、 范围等都有较大发展空间,① 这在某种程度上侧面反映了中非文化交

往仍然有待增强。 在智库合作领域, 中非合作规划性不强, 合作主体不够广泛,
合作平台仍然缺乏资源与投入, 成果不充足, 缺乏协同创新的氛围, 机制与制度

化有待改善。②

(四) 推动中非合作论坛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非合作论坛发展, 以中国学者为主的群体针对论坛未来发

展提出建议, 根据内容可分成两大类: 一类主要是针对中非合作论坛机制, 另一

类则是针对中非合作论坛具体领域的发展。
在推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发展方面, 针对论坛存在的问题, 学者们提出五个

方面的建议。 其一, 在决策过程中继续建立平等协商机制, 以符合中非双方的利

益, 实现互利共赢。③ 其二, 中非合作论坛应当为中非双方中小企业、 草根组织

和民间社会搭建直接沟通渠道, 加强与中非民间论坛、 中非智库论坛的对接, 倾

听中非人民的声音。④ 其三, 尝试创新论坛国际伙伴关系机制, 同国际组织等主

要利益攸关方磋商。⑤ 其四, 在论坛后续评估与监管方面, 引入非政府组织监督

项目落实, 增加透明度, 提升形象。⑥ 其五, 在后疫情时代, 社会经济复苏、 卫

生健康、 数字经济、 蓝色经济和绿色发展应成为论坛关注的重点。⑦

在上述内容之外, 不少学者还针对具体的合作领域提出建议, 大体上可分为

政治、 经济与文化三个层次。 政治层面, 主要涉及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有学

者指出, 中非治国理政交流应当以建设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目标, 在遵

循互相尊重、 交流互鉴、 求同存异原则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拓展中非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的内涵和外延, 创新交流模式与方式。 在内容方面, 可以围绕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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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珩、 张书林: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非洲青年发展与中非青年合作», 第 ６７ 页。
[埃塞] 梅拉库·穆鲁阿勒姆: «中非合作的智库角色», 王晓波译, «中国投资» 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 第 ８５ 页; 王珩、 周星灿: «中非智库合作: 意义、 现状与展望», 第 ６７ 页。
Ｓｈｅｒｉｆｆ Ｇｈａｌｉ Ｉｂｒａｈｉｍ,Ａｈｍｅｔ Ａｒａｂａｃｉ ａｎｄ Ｉｂｅｈ Ｄｏｒｉｓ Ｃｈｉｎｅｌｏ,“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ＣＡＣ)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ｕｍｍｉｔ(２０００)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ｐ. ２３.
Ｚｈｏｕ Ｙｕｙｕａｎ, “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ｐ. ３４０.
李安山: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展望: 优势与挑战», «当代世界» ２０１８ 年第 ７ 期,
第 ２３ 页。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Ａｎａｍ ａｎｄ Ｈａｎｎａｈ Ｗａｎｊｉｅ Ｒｙｄｅｒ, “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 ＦＯＣＡＣ Ｇｏ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ｅｄｓ,Ｄｅｍ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ＣＡＣ ２０２１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ｐ. ４６.
Ｒａｈａｍｔａｌｌａ Ｍ. Ｏｓｍａｎ Ｅｌｎｏｒ,“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ａｎｇ Ｈｕｉｙａｏ ａｎｄ
Ｍｉａｏ Ｌｕ( ｅｄｓ.),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ｘｔ: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ｐ.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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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治理模式、 财政规划、 国内资源动员以及国内统计能力建设四个方面进行

交流。①

在经济与发展层面, 有学者指出, 应考虑非洲在经济一体化、 工业化方面的

需要, 发挥中国在科技、 数字经济以及市场方面的作用。② 在产能合作方面, 加

强相关领域的规划指导, 区分政策性项目和商业性项目, 改善金融业务, 增强保

障能力, 同时考虑引入第三方合作。③ 在农业合作方面, 论坛关注非洲国家的不

同情况, 加强对非农业合作的规划引导以及评估工作, 深化双方在农业技术与研

究方面的合作, 培育非洲重点农业产业链, 打造非洲对华农产品出口体系, 还要

整合资源, 利用好各种机制平台, 深化合作, 提质增效。④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 因时而动, 适当拓宽基建业务领域, 同时注意风险规避, 强化社会责任意

识。⑤ 在数字合作方面, 在坚持需求导向的基础上, 加强顶层设计, 优化合作主

体与合作模式, 推动非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人才培训, 加强数字金融与商

务合作, 增强抵御数字风险能力, 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等。⑥ 在金融合作方面, 建

立较为完善的中非金融合作分论坛机制以及推进银联体机制化建设, 在加强监管

的同时培养非洲相关领域的从业人才。⑦ 在医疗合作方面, 注重提质升级、 发挥

企业以及私人的能动性, 挖掘军事医学合作潜力的同时, 进一步同国际组织进行

协调沟通, 深化国际卫生安全合作。⑧

在文化层面, 有学者提出中非双方可以在论坛框架下设置文化咨询专家, 定

期进行交流与讲座, 进而促进文化交流与互相理解。⑨ 通过学者交流、 媒体互

动、 青少年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中非民间交流, 真正做到民相亲、 心相知。 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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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罗建波: «推进新时期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路径», «当代世界» 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 第
２２—２７ 页; 张春: «非洲可以借鉴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 第 ７ 页。
马建春: «二十大以后的中非经贸合作: 形势与建议», «国际经济合作»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第 ７ 页。
隆国强: «中非产能合作的成效、 问题与对策», 第 ８ 页。
袁晓慧: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回顾与展望», «国际经济合作»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第 ５１ 页; 谢冬生: «中非农业合作情况与发展建议», «世界农业»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４１ 页。
武芳: « “八大行动” 促进中非基础设施合作高质量发展», «国际工程与劳务»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 期, 第 ２７ 页。
黄玉沛: «中非共建 “数字丝绸之路”: 机遇、 挑战与路径选择»,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第 ６０—６２ 页; 牛东芳、 沈昭利、 黄梅波: «中非共建 “数字非洲” 的动力与
发展路向»,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第 ８５—８７ 页。
叶芳: «新时代中非金融合作机制建设进展、 问题与对策», 第 ９３—９４ 页。
王涛、 刘肖兰: «中非卫生安全合作 ６０ 年: 历程、 成就与展望»,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第 ４６—４８ 页。
张忠祥、 陶陶: «中非合作论坛 ２０ 年: 回顾与展望», 第 ７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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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方面, 制订一个更有目的性、 更有激励性、 更独立的高等教育行动计划,
帮助双方打造国家品牌, 促进未来的政策和行业发展。① 职业教育则要坚持需求

导向, 加强同非洲的政策协调, 同世界其他组织与机构开展多元合作。② 在智库

合作方面, 中非智库之间可通过设置合作发展新议题、 建立中非发展知识新体

系、 探索数字赋能发展新路径、 提升智库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为深化中非关系提

供更有力的智力支持。③

(五) 质疑中非合作论坛的声音及相关回应

进入到新时期, 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攻击性言论依然存在, 西方学者对中非合

作论坛的质疑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第一, 经济层面, 有些学者认为中非合作论

坛将非洲带入 “债务陷阱”, 并且在实际上推动了中国的 “新殖民主义”; 第二,
政治层面, 有学者仍然主张中非合作论坛实际上由中国完全主导操控, 中非之间

关系并不平等。
近年来西方及印度学者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攻讦主要集中于 “债务陷阱” 说,

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约翰·博尔顿以及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均持这一观点。
早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印度研究员布拉马·切拉尼在 «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 一文

中就用 “债务陷阱外交” 来指中国向非洲提供贷款, 认为中国的贷款只是为了

满足其在某些地区的国际安全需求, 同时削弱负债国的主权。④ 中国被指责 “向
借款国提供债务, 并让借款国背负无法偿还的高利率负担”⑤。 而对中国 “新殖

民主义” 的指责同样未曾停止。 有学者指出, 中国是一个 “新殖民主义实体”,
包括中非合作论坛在内的中国对非政策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⑥ 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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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Ｌｅｆｉｆｉ ａｎｄ Ｃ. Ｋｉａｌａ,“Ｕｎｔａｐｐｉｎｇ ＦＯＣＡＣ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ｓ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Ｈａｉｇｕ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３,２０２１,
ｐｐ. １７７ － １９８.
邵一民、 万秀兰: « “一带一路” 倡议十年来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阶段成效与深化策略»,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２０２３ 年第 ３０ 期。
[埃塞] 梅拉库·穆鲁阿勒姆: «中非合作的智库角色», 第 ６７ 页; 王珩、 周星灿: «中
非智库合作: 意义、 现状与展望», 第 ６４ 页。
Ｂ. Ｃｈｅｌｌａｎｅｙ,“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ｂｔ － Ｔｒａｐ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 ｏｒｇ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ｃｈｉｎａ － ｏｎｅ － ｂｅｌｔ － ｏｎｅ － ｒｏａｄ － ｌｏａｎｓ － ｄｅｂｔ － ｂｙ － ｂｒａｈｍａ －
ｃｈｅｌｌａｎｅｙ － ２０１７ － ０１,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２０２４.
Ｈ. Ｈａｄｅｒｉａｎｓｙａｈ ｅｔ 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Ｄｅｂｔ － Ｔｒａｐ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ＤＩＡ Ｊｕｒｎａｌ Ｉｌｍｉａ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ｓｉ Ｐｕｂｌｉｋ,Ｖｏｌ. １８,Ｎｏ. ２,
２０２０,ｐｐ. １７０ － １７８.
Ｏｓｍａｎ Ａｎｔｗｉ － Ｂｏａｔｅｎｇ,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Ｎｅｏ －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Ａ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０,Ｎｏ. ２,２０１７,ｐｐ. １７７ －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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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洲数字经济方面的帮助同样是新殖民主义性质的, 中国对非洲进行数字技术

渗透, 通过技术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 从而影响和控制非洲。①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批评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关系不平等。 比如伊恩·泰

勒就认为: “在中非合作论坛中, 中国完全掌控整个进程, 议程、 宣言和结果均

由中国制定。 非洲最多只能扮演一个小角色, 双方地位明显不对称。” 他甚至还

将中非关系与西方殖民主义进行对比: “中非合作论坛有可能简单地复制非洲与

西方的依赖关系。 外部参与者消耗非洲大陆的资源, 而对非洲发展贡献甚微。”②

有西方学者支持了这一观点: “在金砖国家以及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 非洲与中

国的关系不是平等关系, 中非关系仍然遵循了西方与非洲之间令人遗憾的关系发

展逻辑。”③

对中非合作论坛进行质疑的观点受到许多学者的强烈反驳。 通过对非洲债务

的实际数据以及现实案例分析, 学者们明确指出, 中非合作论坛乃至整个中非合

作从来都是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 西方对于中国所谓 “债务陷阱” 以及 “新殖

民主义” 的攻讦完全是没有根据的。④ “我们有理由认为, 中国对非洲政策并非

像西方所指责的那样是经济和政治的权宜之计, 而是一种互利关系, 换句话说是

一种双赢战略。”⑤

中非合作论坛研究未来展望

经过长时期的发展, 学术界基本上实现了对中非合作论坛的全方位研究, 特

别是近十年以来的相关研究更是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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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关研究的意义

首先, 相关研究为判断论坛措施有效性、 评价中非合作提供了衡量指标。 可

以看到, 学界对中非合作论坛的研究实际上与论坛的发展变化轨迹具有高度同步

性, 始终随着论坛发展而变化, 将论坛发展反映在最新的学术成果中。 可以说,
相关研究日益丰富就是中非合作论坛不断发展在学术层面的能动反映。 因此, 在

梳理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不同时期的学术研究进行对比, 能够看到中

非合作论坛在发展过程中的 “变” 与 “不变” ———论坛自创办以来在哪些方面、
哪些合作领域实行了什么方案; 什么内容发生了变化, 什么内容没有改变; 发生

变化的内容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没有发生变化的内容在新形势下能否依然行之

有效; 论坛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哪些已经被解决, 而哪些依然存在, 是否

又带来新的问题? 进而通过 “变” 来看中非合作论坛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 通

过 “不变” 来看论坛应当继续坚持的方面, 实现对论坛的科学合理评估。 这有

助于概括中非合作论坛取得重要成就背后所遵循的核心理念与主旨, 总结中非合

作论坛以及中非合作相关经验教训, 推动中非合作论坛行稳致远以及中非友好关

系继续深入和稳步发展。①

其次, 相关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对发展完善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国对非政策

具有借鉴价值。 经过长期发展, 中非合作论坛已成为全方位、 多领域、 深层次的

中非合作机制。 但是, 论坛本身发展远远不够, 为了中非关系长远可持续发展,
需要在坚持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根据形势变化不断推陈出新。② 因此, 在制定相

关政策时, 需要充分把握时代发展背景与脉络, 综合分析中非双方的需求与面临

的挑战, 方可制定出具有针对性、 有效性的措施。 而学术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提供智力支持, 相关研究人员在非洲研究领域往往深耕多年, 能够结合自身研究

经验, 对中非合作论坛某一领域问题或者某一合作国家进行较为深刻的分析归

纳, 并指明问题的核心, 进而为政策制定提供知识和理论层面的支持。
最后, 相关研究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有力证明。 随着中非合作论坛不断

取得重要成果, 国际社会对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非合作的关注度日益提高。 西方

国家针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攻讦也随之而来, 诸如上文提到的 “新殖民主义论”
“中非关系不平等论” 等, 这些观点往往选择性地忽视中非合作论坛取得的成

就, 攻击中非合作论坛的有效性, 对中非合作论坛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这一背景

之下, “学术界加强对非洲和中非关系的研究, 及时推出相关研究成果, 提升国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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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沈晓雷: «论中非合作论坛的起源、 发展与贡献», 第 ８０ 页。
张忠祥、 陶陶: «中非合作论坛 ２０ 年: 回顾与展望», 第 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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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话语权, 展示中非务实合作的丰硕成果, 客观积极地反映中非关系良好发展,
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显得日益紧迫和重要。”① 而相关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从

较为客观的角度对中非合作论坛的发展以及取得的成就进行研究, 从学术的角度

证明中非合作论坛的有效性, 从而为中非合作的有效性与中非关系稳定发展提供

有力证据和智力支持。

(二) 相关研究的特点

第一, 研究内容逐步细化。 相关学者不仅对中非合作论坛进行整体研究, 还

对论坛各合作领域, 甚至是各合作领域的子领域进行研究。 比如在经济合作方

面, 相关研究囊括了基础设施、 金融、 农业、 贸易、 数字经济等, 而在文化合作

方面则主要包括教育、 青年交流、 智库交流等。 有些合作领域还可以进一步细

分, 如教育合作还可细化为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等。
第二, 研究深度不断增加。 中非合作论坛的发展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素

材, 加深了学者们对论坛的认识, 相应结果便是中非合作论坛研究纵深发展。 一

方面, 在研究历届中非合作论坛的基础上, 部分学者开始从宏观角度出发, 尝试

总结中非合作论坛能够持续发展、 不断深化的经验以及教训; 另一方面, 在对论

坛某一合作领域充分研究的基础上, 针对论坛发展提出更具合理性与可操作性的

政策建议。②

第三, 研究方法实现创新。 早期的研究往往从国际关系视角出发审视论坛的

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近十年以来, 不少学者开始尝试跨学科方法进行研究, 比如

引入经济学来评估中非合作论坛的影响及作用, 增加了相关研究的可信程度。 埃

希祖伦·奥莫鲁伊与孙志娜就采用了贸易引力模型、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等经

济学方法评估中非合作论坛对非洲出口业的影响。③ 恩多里辛帕·西蒙、 李晓阳

等人的研究则利用管理学常用的 ＳＷＯＴ 模型来评估中非合作论坛之于非洲农业发

展的成效。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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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祥、 陶陶: «中非合作论坛 ２０ 年研究», 序言第 ２—３ 页。
张忠祥, 陶陶: «中非合作论坛 ２０ 年: 回顾与展望», 第 ５３—７７ 页; 沈晓雷: «论中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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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关研究的着力点

综上所述, 中非合作论坛相关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 在研究领域、 研究方法

以及研究深度上不断向纵深发展。 但是, 从推动中国学界相关研究的角度来看,
今后仍有几个方面可继续着力。

首先, 加强对论坛不同合作领域、 论坛与非洲各国关系的研究。 从特殊

性与普遍性的角度来看, 一方面学界未能对中非合作论坛各个具体合作领域

进行充分研究, 而且已有学术成果大多较为零碎, 缺乏连贯性; 另一方面研

究往往集中阐述论坛与非洲大陆之间的关系, 具体到中非合作论坛与非洲各

国关系这一主题, 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 应当看到, 不同非洲国家对中非合

作论坛以及中非合作的需求是有差异的, 中非合作论坛对不同非洲国家与地

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因此, 要更好地评估中非合作论坛的成效, 了解其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性、 针对性建议, 则既要注重宏观层面的研究, 又要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针对不同合作领域, 不同非洲国家、 地区与中非合作论坛

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
其次, 学界的相关研究可适当加强与其他对非合作机制的综合比较。 当

下, 相当多研究成果往往是就事论事, 集中对中非合作论坛本身进行研究。
但是, 在世界其他国家对非合作机制同样取得一定成效的背景下, 有必要对

中非合作论坛与其他相关机制进行综合比较, 通过对比双方取得的成就找寻

中非合作论坛应当坚持的方向, 明确中非合作应当坚持的原则。 同时, 对其

他国家对非合作机制出现的问题要有所警惕, 争取未雨绸缪, 避免类似问题

在中非合作中出现。
再次, 中国学界仍需要注意学术话语权问题。 相比于前两个研究时期, 中国

学界的声音开始更多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不少非洲以及西方学者也能够从较为

客观的角度评价中非合作论坛, 这无疑是一个重要进步。 但是, 在国际话语体系

仍然被西方国家掌控的情况下, 面对西方的攻讦, 中国的相关研究往往集中于如

何处理话语陷阱, 即如何回应质疑, 在事实上并没有摆脱被动的困境。 因此, 中

国学者应当继续坚持 “走出去”, 加强与国外学界的交流与对接, 增强国外学界

对于中非合作论坛的正确认识。
最后, 需要进一步发展对非洲不同国家、 地区的区域国别研究。 为了深入评

估中非合作论坛对不同国家的影响, 及时了解不同国家对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非

合作的需求, 客观认识中非合作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地位及各国的真实反应, 并

对论坛的定位进行适当调整, 学界不仅需要对论坛与非洲大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

究, 更需要将研究进一步细化至国别层面, 充分了解合作国的区域国别背景知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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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发展历史以及现状。 在具有针对性的国别研究基础上, 努力发挥学术在政策

建议方面的作用。 正如李安山指出: “政策导向的研究必须客观且建立在深厚的

学术研究基础之上”, “只有做好基础研究, 掌握相关的理论、 资料和数据, 建

议才能针锋相对, 有利于国家决策”。①

结　 语

现如今, 随着中非之间交往合作逐步增多, 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成为

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与战略选择, 中非日益成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而

作为中非对话的主要机制以及中非双方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要平台, 中非合

作论坛无疑会在未来中非交往进程中承担更多、 更为重要的责任。 对于中国学界

而言, 如何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推陈出新, 在推动学术进步的同时服务国家外交发

展需要和中非关系发展需要, 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不论如何, 相关

研究务必, 也只能建立在实事求是的态度之上, 只有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充分研

究, 正确看待中非合作论坛的发展进程及影响, 正视论坛发展当中存在的可进一

步深化发展的内容, 才能更好地推动学术为现实服务。

(责任编辑: 陈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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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安山: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的非洲研究: 成绩、 困境与突破», «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２３ 年
第 ５ 期, 第 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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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ｎｏｗｎ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ｆ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ｂｌａｃｋ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ｒｅ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ｔｉ － ｒａｃ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ｖｉｅｗｓ,ｂｌａｃｋ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ａ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ｈｏｗ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ｂｌａｃｋ ｓｔｕｄｉｅｓ,ｆａｃ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ｔｉ － ｒａ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ｕｔｈｏｒ:Ｗａｎｇ Ｊ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６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Ｗａｎｇ Ｋａｎｇｘ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ＦＯＣＡＣ) ｈａ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ｃｌｏｓ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ｉｎｃｅ ｉｔ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００.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ｅｔｃ.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５,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ＦＯＣＡＣ ｉｎ ｆ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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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５,Ｎｏ. ２,Ｊｕｎｅ ２０２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ｓ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ｗｈｉ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ａｎｄ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ｒｏｏｍ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ｏｌ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ｍａｇｅ ａｓ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ＯＣＡＣ,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ｕｔｈｏｒ:Ｗａｎｇ Ｋａｎｇｘｕ, Ｐｈ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ｏｆ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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