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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
求，顺应了中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加快
发展的愿望。它为中国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提
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合作平台。它使本世纪初开始的中
国和非洲国家的全方位合作扩展到中国周边、南亚、中东、
以及拉美地区，包含了亚非拉所有的发展中国家。

 中非合作发展是具有创造性和历史意义的南南合作，它的
经验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展中国和亚非拉地区的所
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起到了先导作用。为中非发展合作与
“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对接提供了先期经验。

 中非合作发展的先导作用表现以下四个方面。

导言



中国政府的主导作用表现在中国政
府的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中。

21世纪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两个对
非政策文件，为中非合作进行了战
略定位、政策指导和机制保障。

2006年《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2015年《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第一，中国政府的主导作用
中非合作发展



中国政府以自己的诚信和全国各级政府的参与
以及全民的行动，不断推动中非合作向更深入
更广阔的领域发展。

中国企业：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引领下，
在非洲投资建业，把中国的发展速度带进了非
洲。

中国各行各业：在中国政府的引领下，走进了
非洲。如技术交流与合作、教育交流与合作、
文化交流与合作等等。

第一，中国政府的主导作用
中非合作发展



 2014年“一带一路”倡议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并通
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
划》，使建设“一带一路”成为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
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愿景与行动》。

 2015年10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
了《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
2018年1月又发布《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 
（2018-2020年）》。

 2017年6月1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

第一，中国政府的主导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



“既要发挥政府把握方向、统筹协调作
用，又要发挥市场作用。政府要在宣传
推介，加强协调、建立机制等方面发挥
主导性作用，”“构建以市场为基础，
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广泛
调动各类企业参与，引导更多社会力量
投入“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形成政府、
市场、社会有机结合的合作模式，形成
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民间促进的立体
格局。”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责
任公司，2017年版，第516页。



主导合作平台：中非合作论坛（2000年），三年一
次的中非合作论坛会议出台合作的后续行动计划。

各种合作论坛：中非经济部长论坛、教育部长论坛、
企业家论坛、智库论坛、青年论坛等等

具体合作领域的合作项目保障：如中非农业合作项
目包括：商务部援外司援非项目、农业部国际合作
司项目、教育部中非大学合作项目、外交部中非联
合研究交流计划项目、国家自然基金委国际合作局
南南合作项目、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南南合作项目、
中非发展基金、中非粮食基金项目。

第二，构建合作平台，制定合作计
划，提供公共产品。
中非合作发展



 政府宣传和推进：在各种国际场所宣传和推进“一带一路”
倡议，赢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认同，赢得了全球100多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参与。

 建立合作机制：2017年5月14日，中国政府才持召开了“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

 各种合作机制的建立和计划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后续联络机制、“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同多边开发银行共同设立多
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建立能力
建设中心等。

第二，构建合作平台，制定合作计
划，提供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倡议



与非洲国家发展计划对接：如安
哥拉、苏丹、马拉维等
与《非洲2063议程》对接

第三，与合作对象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
标的对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中非合作发展



第三，与合作对象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的
对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

 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
 土耳其的“中间走廊”
 蒙古的“草原之路”
 越南的“两廊一圈”
 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战
略” 

 “中俄蒙经济走廊”的
“万里茶道”

 中国同老挝、柬埔寨、缅
甸等国的规划对接工作也
全面展开。

 中国同40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
同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
化产能合作，同60多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出
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
通合作倡议。



第四，合作实践的示范作用
中非合作发展与“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
 五大合作重点
 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

中非合作发展
 政策：频繁的高层互访和《中
非合作论坛》

 设施：中国在非洲的大量基础
设施建设

 贸易：中非贸易的快速增长
 资金：中国给非洲提供的优惠
贷款和大量的投资

 民心：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交
流，建立孔子学院，大量的留
学生在中国学习，对非洲各类
人员的技术培训等



 基础设施建设（截止2016年初）：帮助非洲建立了16座机场和航
站楼、20座桥梁、12个港口、68个电站、77个体育场、16座议会
大厦、38座政府大楼、9个会议中心。蒙内铁路（2017年5月） 
正式通车。

 人力资源：2000年以来，为非洲建学校200多所，为非洲培养各
类人才13万人次（截止2015年年底）。

 科技服务：为尼日利亚发射首个通信卫星，为津巴布韦建立高
性能的超级计算机中心，帮助许多非洲国家发展数据库，中国的
智能手机为非洲人的通讯提供了方便。

 工业园区：在非洲建成、在建或筹建的产业园约有近100个，其
中30多个已经开始运营。

 农业发展：在非洲建立了23个农业示范中心，派遣专家1700人，
农业技术人员1万多人次，在农业示范中心培养了大量的非洲农
业技术人员。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已经成功落户非洲，中国湖北棉
业公司在马拉维投资3万美元，帮助农户种植棉花，还在该地建
立了“中国援马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采取多种形式传授农业种
植技术，解决农民脱贫问题，为农业发展服务。

中非合作发展的成效
中国的担当



中非合作发展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不仅为中
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实
施发挥了先导作用，而且也为中非发展合作
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对接提供了先期
经验。

中非合作发展的成效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的有
益经验必将促推中非合作与“一带一路”战略的顺
利对接，实现中非共同发展的目标；同时，也必将
推动中国与亚非拉地区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深
入发展。

结论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