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非交往历史悠久。据考古发
现，埃及女性木乃伊的头发中就有
丝织品。《旧唐书》《太平广记》记
载过被称为僧祗奴和僧祗女的黑人
艺人。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其中有
四次到达非洲。

在中非发展进程中，2015年举
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
具有里程碑意义。峰会提出，中非
“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
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
助、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明确了
中非关系未来的目标与任务。

如今，中非关系正沿着约堡峰
会确定的路径行进。“要想富，先
修路”“经济特区”等中国特色的
用语和经验正在非洲流行。同时，
非洲尊重自然的理念，纯真、瑰丽
的文化，也让中国人借鉴和向往。

中国对非洲最真诚

不久前，布拉黑马?若里巴拉
刚刚与村长的女儿完婚。这段姻缘
要从他踏入一家中国公司说起。

布拉黑马是赤道几内亚马拉博
人。5年前，为了赚钱娶媳妇，他
来到了中外园林的项目部。中外园
林是中建装饰集团的下属公司，当
时正在承建马拉博国家公园项目。

布拉黑马的表弟索雷卡索姆同
一年也来到项目部，经过勤学苦
练，他掌握了一项“绝活”——喷
真石漆。没想到，这项“绝活”带
来了这段姻缘。两人回到村里后，
将自家房子用真石漆进行了喷涂装
修。结果，装修后的“豪宅”成了
村里的一大风景，引起了村长千金
的注意……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坦桑尼亚。
距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百余公里处，
有一座中国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一
位坦桑尼亚农户颠簸了近两天来到
中心，为的只是领取一套背式农药
喷壶。在坦桑尼亚，中国杂交水稻技
术将当地稻田亩产量提高了近3倍。

2013 年 3月 25 日，在坦桑尼
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中，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这样概括中非关系：“对待非洲朋友，我们
讲一个‘真’字”；“开展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
‘实’字”；“加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个‘亲’字”；
“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我们讲一个‘诚’字”。

苏丹拉卜伊兹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阿巴斯
说：“环顾全球，中国对非洲是最真诚的。”

非洲复制中国经验

吕友清是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也是当地
最受欢迎的外国官员之一。坦桑尼亚内阁及各
地官员，频繁登门向他请教中国的治理经验，
有过“地方官”经历的吕友清也是知无不言。

很多中国治理经验已在非洲
落地生根。在坦桑尼亚总理马贾利
瓦的讲话中，时常出现“五年计划”
“经济特区”等独具中国特色的政
策用语。“要想富，先修路”等中国
经验，也成为了非洲流行语。

埃及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认
为，非洲发展需要有独立的工业体
系、符合国情的有效机制，而中国
的发展经验相当有参考价值。
“近年来，非洲国家正在经

济、社会甚至政治等各个领域加
速复制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国人
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文说。

王文介绍说，在一次研讨会
上，坦桑尼亚《标准报》助理主
编姆加斯利强烈推荐《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一书，表示非洲要向
中国学习“钉钉子精神”。

如今在非洲，中国经验、中
国模式已经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之
一。8月 23日、24日，科特迪瓦
亚穆苏克罗理工学院有两场讲座
爆满。讲座上，博瓦尼大学孔子
学院院长刘云生，用筷子的阴阳
理论，向200名学生讲述了中国发
展模式。“小小筷子终于可以撬动
世界了。”刘云生风趣地说。

中国人感受非洲魅力

尊重自然，这是不少赴非中国
人感受到的重要理念。坦桑尼亚野
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穷人宁
愿饿着肚子也不愿吃犀牛、斑马这
些“丛林肉”。不仅是因为法律禁
止，更是因为“违背道德”。在肯尼
亚街头，矮树上的鸟窝伸手可及，
但没有人去惊扰巢中的雏鸟。

8月 10日，中国外交部长王
毅在肯尼亚的一场记者会上说，
“蒙内铁路（蒙巴萨—内罗毕,由
中企承建）全线设置了14处野生
动物通道，长颈鹿穿过可以不低
头、不弯腰”。有外媒分析指出，
这折射出中国对非洲自然的尊重。

除了尊重自然，非洲的音乐、绘画、舞
蹈、雕塑等艺术形式，也深深吸引着中国人。

浙江省金华市秋滨小学学生手中，有一本特
殊的教材《活力非洲实验教材》，涉及非洲自然、音
乐、美术、文学等很多领域。非洲的图腾柱、大象、
金字塔等形象也出现在该校的“活力非洲园”里。

压题照片：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

巴附近，一列火车在由中国企业建设的亚吉铁

路上行驶。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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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外大
使：

一、免去郑竹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博茨瓦纳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赵彦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博

茨瓦纳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赵亚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乌干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郑竹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

干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殷立贤（女）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驻塞舌尔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

务；
任命余劲松（女）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塞舌尔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四、免去忻顺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纳米比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邱学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纳

米比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据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记者侯
丽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7
日在人民大会堂与马尔代夫议长马斯赫
举行会谈。

张德江说，2017年是两国建交45周
年，中方将继续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
外交理念，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与马方共同
努力，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实现合

作共赢，推动中马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张德江说，中国全国人大高度重视

与马尔代夫人民议会间的友好关系。双
方的主要任务是推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
的共识，使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
果，为中马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一是
加强经验交流。二是推动务实合作。三
是增进友好感情。

据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记者杨
依军）国家主席习近平7日在人民大会
堂同加蓬总统邦戈举行会谈。两国元首
决定将中加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
系，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
会成果为抓手，对接两国发展战略，全
面规划好两国各领域友好互利合作，实
现共同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加传统友谊深厚，
总统先生连任后将中国作为首次国事访
问的国家，显示你坚定致力于发展中加
友好的意志和决心。中方愿同加方筑牢
政治互信基础，密切高层往来，扩大政
府部门、执政党、议会、地方政府等各
层次交流，将政治互信转化为推进合作

发展的动力。双方要对接彼此发展战
略。中方支持加方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成果，愿继续推
进有关在建合作项目，鼓励中国企业积
极参与双方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中方愿
同加方探讨建立农业合作机制，支持加
方发展旅游、金融、电信等产业。双方要
加强安全合作，中方愿帮助加方加强维
稳、执法能力建设。双方要在文化、教育、
卫生、人力资源开发、青年、妇女、媒体、
智库等领域开展多样人文交流，落实好
两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 2016年至 2020
年执行计划。双方要密切国际事务协作，
在应对气候变化、非洲和平安全等彼此
重大关切问题上加强沟通和协调，维护

好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习近平强调，中方将秉承真实亲诚

的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非洲
友好国家一道，全面落实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把实现自身发展
同助力非洲自主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起
来，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经济
技术、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双边合作
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
厅为邦戈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主席夫
人彭丽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
昌智、国务委员杨洁篪、全国政协副主
席张庆黎等出席。

习近平同加蓬总统会谈

中加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张德江与马尔代夫议长会谈

文明交流互鉴⑤

“大雪”时节赏红叶

不久前在秘鲁APEC峰会期间，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推进亚太自由贸

易区建设，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尽早结束谈判。近日，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代表在

印度尼西亚会晤，RCEP再度回到公众视

野，备受各界关注。

纵观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各种构想，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基本黄

了，RCEP则红火了，为何反差如此明

显？ RCEP是由东盟10国发起，邀请中

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印度共同参加（“10+6”），通过削减关

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6国统一市场的

自由贸易协定。若RCEP谈成，将涵盖约

35亿人口，GDP总和将达23万亿美元，

占全球总量的1/3，所涵盖区域也将成为

世界最大的自贸区。

RCEP受关注，不仅因其宏大，更因

谈判进程顺利，展示出了区域经济一体

化成功之道。

一是有历史基础。东南亚地区一体

化在“10+3”（东盟＋中日韩）及“10+

6”框架下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RCEP

顺应了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合作，是成员国间相互开放市场、实施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RCEP的主

要成员国计划包括与东盟已经签署自由

贸易协定的国家，即中国、日本、韩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东盟10

国与这6个国家分别签署了5份自贸协

定，其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共同与东

盟签署的一份自贸协定。

二是有现实基础。RCEP顺应了区域

一体化发展时代需求。由于推动全球自由

贸易的WTO谈判受阻，面对经济全球化

中的一些负面影响，要想在当前世界经济

中立于不败之地并有新发展，就必须加强

区域经济一体化。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但

东盟与中日韩三国的贸易额仍呈迅速增

长态势。东盟与中、日、韩分别建立了自由

贸易区，另外与澳、新、印度也先后建立了

自贸区。中国与新加坡、日本与菲律宾等

也签署了自贸协定。中国与韩国也建成了

自贸区，中日韩三国组成的自贸区谈判也

进行多年。东盟经济共同体于2015年建

成——这些都为RCEP的组建创造了有利

条件。

三是循序渐进。RCEP切合东亚地区

一体化实际。部分国家之间实施“零”

关税，相互开放市场，密切合作关系，

以此寻求合作发展。这是东盟提出建立

RCEP的共同愿望。RCEP货物贸易工作

组已经运作，服务工作组和投资工作组

启动4年了。RCEP成员国间的开放程

度，虽然将高于目前6国已与东盟签署的

5个自贸协定，但还是会尽量考虑到各成

员国的舒适度和可行性，考虑到渐进性

和过渡性，而不像TPP那样，一上来就

制定了以美国为主导的不切实际的过高

开放要求。

四是包容性。RCEP不让任何一个相

关国家掉队。TPP是美国的战略工具，西

方公开宣称TPP+TTIP=ABC（anyone

butChina，中国除外），这使得它一开始

就是不平等、不包容的。TPP没有涵盖所

有的东盟国家，RCEP则不然。东盟计划

待16个国家将RCEP建到一定程度后，

再商谈美国、俄罗斯加入事宜。因其包

容性，RCEP强调妥善处理分歧，不让领

土争端妨碍谈判，增强政治互信。

总之，RCEP进展顺利并非偶然，其最

终成功，可以期待，这既体现了中国长期

主张以东盟引领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

智慧，也必将示范其他区域一体化进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
院高级研究员）

TPP黄了 RCEP火了
■ 王义桅

12月7日，参加第一届中俄冬季青少年运动会的俄罗斯青少年运动员在黑龙江哈尔滨参与文化交流活动，体验茶艺、脸

谱、书法、民族音乐和各种中国传统民俗技艺。图为俄罗斯青少年运动员在体验茶艺。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俄青年体验中国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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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是“大雪”节气，江苏苏州虎丘山

景区内红叶似火，美不胜收，吸引游客前来观赏。

杭兴微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