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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开幕式
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有
这么一段话引发了热烈的掌声——

“中国在合作中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
……坚持做到‘五不’，即：不干预非洲国家探
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
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
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
私利。中国希望各国都能在处理非洲事务时
做到这‘五不’。”

这是中国与西方在对非政策上最根本的
区别所在。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寿慧生
的研究表明，西方附加种种政治条件的“致
命援助”，使非洲国家沦为援助对象而非发展
主体，在发展方向和操作方式上听命于西方捐
赠者，丧失了发展的自主性和发言权，也扼杀
了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连纽约大学经济学
教授伊斯特利也曾严厉抨击西方国家战后对
于非洲的“国际援助”。比如，尽管人们公认非
洲儿童无法享受十几美分一支的抗疟疾药为
一大悲剧，但更大的悲剧是在西方为非洲投入
大量援助之后，非洲儿童仍旧无法获得十几

美分一支的抗疟疾药。
正是因为中国有“五不”的坚持，所

以，才有了中非命运与共与前景广阔。
国内经常有人会问，中国为什么要跟非

洲合作？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信息研究室

主任王洪一对岛叔说，这是因为中非的产能互
补性非常强，非洲的发展潜能又会带来巨大的
市场。中国有资本、有产能、有技术。而非洲
的需求则是工业化起步，需要资金，需要就业，
需要摆脱国家经济只能靠“往地下挖”的状态。

非洲有着丰富的资源，如原油、锰、铜
等；但这些资源长期以来得不到充分开发，
且被西方国家以低价压榨掠取。中国可以以
更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王洪一介绍，中国
从非洲进口的铜、棉花，数量比国产的还

多；中企在非洲的油田项目则为中国能源安
全提供了巨大帮助。

在西方媒体看来，当“西方政府几乎放
弃了这块大陆”，将其视为“不稳定、移民和
恐怖主义来源”时，中国看到了互惠共赢的
机会——2000 年，中非贸易额仅有 100 亿美
元；去年，中非的双向贸易额已达1700亿美
元。同时，中非合作有效促进了非洲的发展
与就业。麦肯锡在 8 个非洲国家的 1000 多家

中国企业进行调查，发现这些企业 89%的雇
员是非洲本地人。

非洲人很明白，中国的外交实践中从来
没有殖民的污点。中国跟西方最大的不同，
就是与非洲平等相待。经济上中非之间是公
平的买卖，中国还帮助非洲进行产品资源的
深加工；中国也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再加工，
例如尼日利亚的石油经过中国的加工成为柴
油、汽油，再次进口到尼，延长、完善产业
链；不光把中国制造送到非洲，也帮当地搞
非洲制造，帮他们把原料变产品，而且可以
把产品销往欧美市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将来世界上不仅会看到中国制造，也会
看到更多的“非洲制造”。

尼日利亚的《先锋报》是这样说的：“与西
方不同，中国不霸道，它没有宣称它的敌人必

须是我们的敌人，也没有要求盟友加入地盘争
夺战。相比之下，当美国人与其他国家作对
时，例如与土耳其和伊朗的持续争端，美国坚
持，其他国家要么加入经济制裁，要么受到惩
罚。中国人告诉我们，蜡烛不会因点燃其他蜡
烛而失去亮度，而是让世界变得更加明亮。”

肯尼亚的《民族日报》则更明确地指出：
“对非洲来说，中国是一个有价值的合作伙
伴。它努力打破基于几个世纪欠发达的古老
的‘贫困陷阱’。”

6500多公里铁路、6000多公里高速公路、
200 多所学校、80 多座体育场、数十座政府办
公楼、议会大厦和大量的机场、港口，非洲通信
的现代化，以及常驻 2000 多名维和战士对和
平安全的努力、几十年如一日对非洲公共卫生
的改善……这就是中国在这片大陆上交出的

“答卷”，这些务实的行动胜过一打又一打的纲
领和口号。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外媒曾经采访过
一位几内亚女孩，她是这样说的：“我们听说，
西方人拿出数十亿美元建造公路，但它们从
未建成；但如果你看到两个中国人干活，你就
知道，那条公路将在两个月后建成。”

因 为“ 不 ” 所 以“ 有 ”
明日绫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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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下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
表主旨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加强对非关系的新理念、新主张，宣布中国对非务实合作的新行动、新举措。

谈中非友谊
习近平九次踏上非

洲这片热土

解读：

中非是天然的“同盟军”，真正的“一家
亲”。四个“前所未有”，可以展示当前中非
关系热络程度：中非交往密度前所未有的
大，中非关系前所未有的友好，中非经贸合
作发展前所未有的快，本次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规模前所未有的大。

高层交流是中非友谊的标志性体现。十
八大以来，30多位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非，大量
非洲国家领导人来华访问或出席国际会议。
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当选国家主席、
2018年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后，首访地都包括非
洲国家。目前，他本人已九次踏上非洲，其中
以中国国家主席身份四次访问了非洲。

每一次互动都加深友谊。2015 年 12 月，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将中非新型战
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为推进这一关系建设，习主席提出做强和夯
实“五大支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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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施“十大
合作计划”。今年的北京峰会，“八大行动”
等新行动、新举措又崭新出炉。

而今，习近平主席更加坚定了这样的信
念：非洲发展不可限量，非洲未来充满希
望，中非友好合作前景广阔，中非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大有可为！

谈中非合作
一条特色鲜明的

合作共赢之路

解读：

中国不搞“零和博弈”，而是强调“合
作共赢”。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推动构建
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
际关系是一个重要理念。这一理念，在中
非关系中有着充分体现。

中非走出了一条“合作共赢”之路。
历史和岁月见证了中非同心同向、守望相
助，实践和时间提炼了中非合作共赢的内
涵。在中非合作共赢的路上，中国始终秉
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非洲各
国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携手前进。

中非合作共赢之路特色鲜明。在这条
路上，中国在合作中做到了“四个坚持”，
即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坚持义利相
兼、以义为先，坚持发展为民、务实高
效，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这些“大
词”背后，都有大量细节和故事。

这“四个坚持”都有丰富内涵。以
“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为例，中非交
往中，中方始终尊重非洲、热爱非洲、支
持非洲，坚持做到“五不”，即：不干预非
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
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
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
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

从实践到理论，再用理论指导新的实
践，这是中非合作的逻辑闭环。

谈时代命题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

时代的命题

谈时代命题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

时代的命题

解读：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和平与
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的命题。
这是一个掷地有声、极富穿透力的重大判
断。这一判断是站在山巅、透过迷雾看到的
远景和方向，也是做出重大决策的前提和依
据。

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时代命题面前，
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霸权主
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保护主义、单边主
义不断抬头，战乱恐袭、饥荒疫情此伏彼
现，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
而越是如此，越需要有人站出来，在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当下，扛起历史责任，解答时
代命题，展现时代担当。

中国站出来了。面对时代命题，中国做
到了四点。第一，从担当和使命上，中国把
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第二，从公共产品上，中国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愿同国际合作伙伴共建“一带一
路”。第三，从改善全球治理上，中国将积极
参与全球治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
观。第四，从维护多边主义上，中国坚定不
移坚持对外开放。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历
史潮流不可阻挡。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
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
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
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
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
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

谈命运共同体
中非早已结成休戚

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解读：

中国外交有大志向。中国不止关注单
边、双边、多边利益，还为人类着想，为世
界考虑。中国主张，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
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
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典范。而显
然，中非命运共同体就是这样的典范。从代
表性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从时间上
看，中非合作源远流长、根深叶茂，“早已”
结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更重要的是，
从内涵上看，中非携手打造的命运共同体具
有 6 大特点：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
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

以合作共赢为例。中非要抓住发展战略
对接的机遇，用好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重大
机遇，把“一带一路”建设同落实非洲联盟

《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相互对接，等等。

中国愿同非洲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

谈“八大行动”
未来 3 年和今后

一段时间重点实施

解读：

中非合作务实高效。说一千道一万，
落实二字最关键。自约翰内斯堡峰会以
来，不到 3年时间，“十大合作计划”给中
非人民带来丰硕成果，展现了中非共同的
创造力、凝聚力、行动力，将中非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成功推向新的高度。

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在北京峰会的主
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八大行
动”。它们分别是：产业促进行动、设施联通
行动、贸易便利行动、绿色发展行动、能力建
设行动、健康卫生行动、人文交流行动。

每个行动背后都有着中国的“真实亲
诚”。如为“实施贸易便利行动”，中国决
定扩大进口非洲商品特别是非资源类产
品，支持非洲国家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免除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参展费用；继
续加强市场监管及海关方面交流合作，为
非洲实施50个贸易畅通项目，等等。

中国把钱花在刀刃上。为推动“八大行
动”顺利实施，中国愿以政府援助、金融机构
和企业投融资等方式，再向非洲提供 600亿
美元支持，其中包括：提供150亿美元的无偿
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提供200亿美元
的信贷资金额度；支持设立 100亿美元的中
非开发性金融专项资金和 50亿美元的自非
洲进口贸易融资专项资金；推动中国企业未
来3年对非洲投资不少于100亿美元。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青年是中非
关系的希望所在。中非“八大行动”倡议
中，许多措施都着眼青年、培养青年、扶
助青年，致力于为他们提供更多就业机
会、更好发展空间。

一个多月前，我以中国国家主
席身份第四次访问了非洲，这也是
我本人第九次踏上非洲这片热土。
访问期间，我再次目睹了非洲大地
富饶美丽，非洲发展充满生机，非
洲人民渴望幸福生活。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
其光晔。”历史有其规律和逻辑。
中非双方基于相似遭遇和共同使
命，在过去的岁月里同心同向、
守望相助，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
的合作共赢之路。

我们坚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
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的命题，需
要国际社会以团结、智慧、勇气，
扛起历史责任，解答时代命题，展
现时代担当。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中国是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
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早已结
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我们愿同
非洲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
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中国愿以打造新时代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指引，在
推进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基础
上，同非洲国家密切配合，未来
3 年 和 今 后 一 段 时 间 重 点 实 施

“八大行动”。

出席出席北京峰会的北京峰会的嘉宾嘉宾。。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刘卫兵摄摄

非洲记者正在自拍。
本报记者 宦 翔摄

非洲记者正在自拍非洲记者正在自拍。。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宦宦 翔翔摄摄

责编责编：：杨杨 凯凯 潘旭涛 邮箱潘旭涛 邮箱：：hwbjzb@hwbjzb@126126.com.com

20182018年年99月月44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外媒记者正在采访外媒记者正在采访。。
翁奇羽翁奇羽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欢迎晚宴文艺演出。
新华社记者 燕 雁摄

欢迎晚宴文艺演出欢迎晚宴文艺演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燕燕 雁雁摄摄

中外媒体记者聚焦峰会开幕式。
翁奇羽摄 （人民视觉）

中外媒体记者聚焦峰会开幕式中外媒体记者聚焦峰会开幕式。。
翁奇羽翁奇羽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