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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第一资源。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中国和非洲面临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重

要任务。人才培养合作是中非合作的重要

内容之一。近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

及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引领下，中非人才

培养合作蓬勃开展。随着鲁班工坊、孔子

学院、“中非高校百校合作计划”等项目的

实施，中国助力非洲培养更多本土专业人

才，为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增添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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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成为中非合作亮点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近日公布的名单
显示，50所高校入选“中非高校百校合作
计划”中方成员高校，252 所高校被吸收
为“中非大学联盟”交流机制中方成员高
校。“中非高校百校合作计划”是在“中非
高校20+20合作计划”基础上推进实施的
重要项目。中非高校交流机制扩容增效，
是中国支持非洲教育的又一重大行动。

当前，人才培养合作成为中非合作
的亮点之一。

在中国北京，首届非洲基层干部减
贫交流研修班顺利结业，一批非洲国家
学员从中国脱贫攻坚经验中受益良多；
在尼日利亚阿布贾，由中企投资建造的
尼日利亚联邦交通大学正式投入使用，
这是非洲首所交通大学；在马达加斯加
塔那那利佛大学，设在这里的鲁班工坊
举行物资交接和教学基地揭牌仪式，这
座鲁班工坊由中马高校共同合作设立，
教学场地由中企建设完成……近期，这
些发生在中非各地的合作故事，勾勒出
中非人才合作的生动图景。

“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覆盖领域广
泛。中国多年来助力非洲培养本土人
才，既有‘硬件’建设，又有‘软件’
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
所 （中国非洲研究院） 研究员张永蓬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显示，
中非扩大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2012 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设立信托基金项目，累计已在非洲国家
培训 1 万余名教师。2018 年以来，中国在
埃及、南非、吉布提、肯尼亚等非洲国家
与当地院校共建鲁班工坊，同非洲分享
中国优质职业教育。中国还在非洲合作
设立了61所孔子学院和48所孔子课堂。

张永蓬指出，根据中方发布的 《中
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中非在该领域

的合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培养现
代化治理人才，如通过举办官员研修班
交流治国理政及发展减贫经验。二是培
养经济社会发展人才，如中非合作设立
鲁班工坊、实施“未来非洲—中非职业
教育合作计划”等，促进非洲技术型工
人的成长及职业教育的发展；三是培养
科教创新人才，如实施“中非高校百校
合作计划”、为非洲留学生提供政府奖
学金、针对蒙内铁路等具体项目需求培
养专业技术人员等；四是培养改善民生
福祉人才，涉及医疗卫生、文化、旅
游、媒体等多方面。

中国主动回应非洲发展需求

当前，非洲正处于人口红利潜力
期。预计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占全球
人口的 1/4，且超过一半人口年龄在 25
岁以下。非洲国家迫切需要提高青年劳
动技能，增加有效就业，将潜在人口红
利转化为现实发展动力，推动社会稳定
和经济发展。

非洲国家重视教育及人才培养。非
盟 《2063年议程》 提出，支持青年成为
非洲复兴的动力，要让 70%的青年拥有
一技之长，到2025年前培养数千名非洲
青年领袖。今年 2 月，非盟 《2063 年议
程：第二个十年执行计划 （2024—2033
年）》，强调对高等教育进行变革。非
盟还将2024年定位为教育主题年。

中国主动回应非洲发展需求。近年
来，在中非一系列合作机制及成果文件
中，人才培养合作都是重点内容之一。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
“能力建设行动”作为中非“八大行
动”之一，包括设立鲁班工坊、为非洲
培训精英人才、提供奖学金及研修名额
等。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
级会议通过《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提
出，中非人力资源合作要达到新水平。
中方宣布将与非洲国家共同实施“九项

工程”，其中就包括“能力建设工程”。
2023年，中方发布 《中非人才培养合作
计划》 等三项举措，支持非洲一体化和
现代化建设。

日前发布的“中非高校百校合作计
划”及“中非大学联盟”交流机制的中
方成员高校，涵盖数字教育、卫生、农
业、贸易投资、矿业资源、环境保护等
与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专业。中非高校
合作的重点领域与非盟“第二个十年”
目标密切衔接。

“中非人才培养合作深入开展，立
足于中非友好合作大局。”张永蓬分
析，中国与非洲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
在发展议题上有共同愿景，在推动世界
格局多极化发展上有共同目标。一方
面，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有较为
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文化教育资源。
中国积极推动中非人才培养合作，乐见
非洲国家加快自主发展，成为国际社会
中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非洲国家普
遍面临本土人才短缺问题，迫切需要与
中国开展人才培养合作，寻求适合本国
国情的发展道路，加快实现工业化和农
业现代化。这种互补性需求，推动中非
开展人才培养合作。

“在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引领下，
中非人才培养合作有较完备的顶层设
计。加之中非人员往来及人文交流日益
频繁，促进多元文化的交融互鉴，为人
才培养合作奠定基础。”张永蓬说。

助力非洲发展及中非合作

中非人才培养合作硕果累累，得到
非洲人士广泛赞誉。

加纳智库非中政策咨询中心执行主
任保罗·弗林蓬表示，非洲拥有巨大的
人口红利，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
对非职业技术援助已成为非中深化合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非洲人才能力培养
作出了积极贡献。

喀麦隆中等教育部中文教育总督学
杜迪赞赏 《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
认为这既能帮助非洲年轻人和求学者提
升个人能力，还有利于中国在自身发展
较快的领域向非洲国家进行实质的技术
转移。

“人是生产力的主体，是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非洲国家面临人
才短缺、人才流失及人才培养难度大等
一系列突出问题，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张永蓬指出，中非在多个
领域开展人才培养合作，不仅能为非洲
培养大批本土专业人才，推动非洲农
业、工业、教育、文化、社会治理等方
面的进步，还能培养一批了解中非关
系、促进中非友好的青年人才，为中非
各领域合作及中非关系的后续发展提供
源源不断的动力。

当前，中国正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以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
新动能。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发展新质
生产力所代表的新发展理念，与非洲当
前发展转型需求及未来战略愿景高度契
合。中非人才培养合作的领域将进一步
拓展。

“中国发展经验对非洲有很强的借
鉴意义。”乌干达副总统办公室经济事
务顾问安东尼·穆拉表示，“期待中国未
来能开设更多相关培训、研修课程，尤
其是在新兴城市规划、工业发展、现代
农业等领域与我们开展更密切的合作”。

张永蓬认为，随着非洲2063年议程
的推进，非洲国家的人才需求将持续增
长，中非人才培养合作将继续扩大和深
化。中非将致力于培养能够适应未来发
展趋势的人才，尤其会重视培养新兴领
域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绿色能源等
方面的专业人才，为非洲国家可持续发
展及中非合作增添更多动能。

上图：4 月 15 日，在卢旺达北方省
穆桑泽职业技术学院内的鲁班工坊里，
学生通过电脑练习操作机械臂。

新华社记者 吉 莉摄

“啊，春天没有尽头
也没有边疆！无边无际的
还有理想！”近日，在北京
外国语大学举行的第二届
北京高校俄罗斯经典诗歌
朗诵比赛上，学生深情朗
诵俄罗斯著名诗作 《我接
受》，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
声。这是中俄两国文学交
流热潮的生动缩影。

中俄文学交流源远流
长。一批优秀文学作品搭
建 起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的 桥
梁，拉近了两国民众的心
灵距离。文学泰斗托尔斯
泰深受中国哲学影响，多
次在其作品中讨论孔子、
老子和庄子的思想。在诗
人古米廖夫、作家佩列文等
人的作品中，也能见到中国
文化元素。百年来，托尔斯
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
夫 等 文 学 巨 匠 影 响 了 鲁
迅、巴金等中国作家，对
中国文学界产生持久而深
远的影响。《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战争与和平》《海
鸥》 等名作在中国家喻户
晓，给普通民众带来文学
和思想的养分。对于许多中
国读者来说，俄罗斯文学作
品是童年时期的启蒙读物，
是成长中的精神食粮，也是
常读常新的文学经典。

如今，中俄文学交流
更加频繁。文学作品成为
中俄两国民众尤其是年轻
一代增进相互了解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俄罗斯，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
《三体》受到不少俄罗斯读者的追捧。许多在
中国“火起来”的网络文学也在俄罗斯收获
大批粉丝。

“中国文学在俄罗斯越来越受欢迎，俄罗
斯读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越来越感兴
趣。”正如俄罗斯汉学家玛丽亚·谢梅纽克观
察到的，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在俄年销量不
断增长。据俄罗斯最大线上零售书城“城市
阅读”统计，今年1月至2月，中国文学作品
在俄销量增长约 82%。俄罗斯引进的中国图
书涵盖“从小说到菜谱”多个品类。俄罗斯
最大的图书馆——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拥有超
过 24.5 万册中文书籍，仅 2023 年，该馆就向
读者借出超过2500册中文书籍。

与此同时，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瓦尔拉
莫夫、尤里·涅奇波连科和帕维尔·巴辛斯基
等人的书籍在北京国际书展收获关注。莫斯科
翻译研究所和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颁发的“俄
罗斯—中国文学外交”国际翻译奖，激励着更
多人加入中俄文学交流的队伍。

中俄日益热络的文学交流，是两国友好、
民心相通在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长期以来，
中俄重视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积极搭建文学
交流合作平台。2013 年，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同俄罗斯联邦出版与大众传媒署签署

《“中俄经典与现当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
合作备忘录》，商定两国相互翻译和出版对方
国家不少于50种经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作品，此
后双方又将互译出版数目增至 200种。经过多
年持续推进，这项合作的书单还在变长。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文学是促进民心相通的桥梁。2024—2025年是
中俄文化年。可以期待，中俄文学交流合作
将更加欣欣向荣，中俄民众的友谊也将在纸
间、笔间不断加深。

近日，“如何理解中国经济”专
题讲座在日本东京举行。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中国银行
研究院院长陈卫东、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屠新泉
分别发言，向来宾介绍了中国经济
形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所长杨伯江主持讲座。中国驻日本
大使馆经济商务公使罗晓梅出席并
致辞。

罗晓梅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是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具活
力的市场之一，也是 140 多个国家
和地区主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据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中国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保持在 30%
以上。中日双方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
伴，据日方统计，现有3.2万家日企在
中国投资兴业，日企不仅在中国市场
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看好中国
市场的发展潜力和机遇。期待在场
嘉宾通过本次讲座对中国经济有更
为全面的认识，助力中日关系和双
边经贸合作进一步健康发展。

刘俏表示，中国当下热议的新

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
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
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以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高
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保持较高的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为困难，需要
依靠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提
升。他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结构性
变化，但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
合作空间大的现状没有改变，中国
的成长将进一步惠及日本企业、日
本经济。

陈卫东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
临一些挑战，但经济增速仍在全球
处于领先地位，GDP 增速回升，市
场主体活力不断增强。他还从国际
环境、房地产市场、产能利用率、
地方政府债务等角度分析了中国经
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并认为中国作
为一个大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体现了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范式和
路径，通过推动转型升级和共同富
裕政策，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发展
的态势，不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
入陷阱”。

屠新泉聚焦新能源汽车领域，
指出中国深刻认识到减排的重要
性，并把绿色转型、新能源汽车发
展当成产业转型和升级的重要机
会。他分析称，全球汽车保有量约
14.5 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的保有
量约 3000万辆。从全球绿色转型的
角度看，新能源汽车刚刚起步，关
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的
说法根本不能成立。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空间巨大，市场广阔，希望
各国以更长远的目光看待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的可能性和重要意义。

屠新泉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
大的汽车制造国和汽车消费国，中
国汽车产业的绿色转型具有全球意
义。中国现在拥有最高效的低碳汽
车制造业，使电动汽车对全球消费
者来说变得经济可及。中国电动汽
车行业的发展对其他国家具有积极
的竞争效应，可以刺激更多技术创
新和效率提升。

本次讲座由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主办，日本政商学界约 60名嘉宾参
加了讲座。

中国助力非洲培养更多本土人才
本报记者 李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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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中国经济”专题讲座在日本举行，专家们指出——

中国经济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本报记者 李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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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十一届埃及国际鼓乐与传统艺术节在首都开罗开幕，来自30个国家和

地区的艺术家们齐聚开罗，展示各地文化和鼓乐艺术。图为艺术节开幕式上的表演。
艾哈迈德·戈马摄 （新华社发）

第十一届埃及国际鼓乐与传统艺术节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