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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月 盈

2 0 1 0 年 2 月 2 8 日 , 在举行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

《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 》 开题报告会后 ,

“

中 国外交战略格局中 的 中非

合作关系
”

高端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隆重举行 。 在充满

非洲文化浓郁风情的研究院二楼会议室 , 来 自 国家外交部 、 教育部 、 浙江

省政府及 国内 国际关系 学界知名 专家学者 , 与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科

研人员聚集
一堂 , 从 中国外交战略格局的高度 , 深人研讨新时期中非合作

关系 的特殊意义与丰富 内容 。

出席研讨会的有外交部非洲司副 司长曹忠明 , 教育部 国际 司亚非处调

研员强亚平 , 浙江省外 事办副主任顾建新 , 外交学院党委书记秦亚青教

授 , 云南大学副校长 肖 宪教授 , 北京大学 国 际关 系学 院院长王缉思教授 ,

北京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 副院长王逸舟教授 , 复旦大学国际关 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倪世雄教授 , 上海外 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朱威烈教授 , 华东师范

大学国际关 系研究院院长冯绍雷教＜,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 中心主任舒

运国教授 ,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 院长吴磊教授 , 外交学院非洲研究中

心主任唐晓教授 ,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王锁劳副教授 , 云南大学非洲研

究中心副主任张永宏教授 ,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 院院长刘鸿武教授 , 党

总支副书记 、 副 院长徐今雅研究 员 及研究 院全体科研人 员共 同 出 席 了

会议 。

研讨会 由上海外 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朱威烈教授主持 , 浙江师范



3 2 6非洲研究


大学副校长王辉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辞 。

外交部非洲 司副 司 长曹忠 明着重 阐 释 了 中非关系 三个发展时期 中政

治 、 经济和道义三大因 素所发挥的作用 。 7 0 年代末之前 , 政治和道义 因

素发挥着主导作用 , 进人 2 0 世纪 8 0 年代 , 中 国调整对非政策 , 强调互利

合作 , 政治 因 素依然 重要 , 但经济 因 素 比重加大 , 道义 因 素有所减弱 ,

？

2 0 0 0 年 中非合作论坛建立后 , 中 非关系进入全面发展新时期 。 他认为 ,

目前 中 国处理对非关系更注重 整体与平衡 , 强调政治影 响力 ,
经济竞争

力 , 道义感召力 , 外交亲和力 , 中非关系的战略地位 日 显重要 , 在此背景

下 , 非洲研究大有可为 。 中 国学者在研究中 非关系 时 , 既要有 中 国立场 ,

又要有全球视野 , 从全球大变局 中看 中非关系 。

外交学院党委书记秦亚青教授在发言 中指 出 , 中 国对非外交实践丰富

了 中 国的外交理论研究 , 但理论创新的难度很大 , 国 内研究非洲的学者如

果能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 , 将在很大程度上拓展 中国的非洲学和外交理论

的发展 。 高校科研人员应加 强理论素养 , 注意 中长期战略研究 , 这是高等

学校开展科研的长项 。 同时要做动态研究 , 不能只对现实做描述 。 研究 中

非关系 时 , 要注意中 国身份 的变化 、 中 国利益的延伸 , 中 国在国 际体系 中

的影响在不断变化 , 要从整体上把握 中非关系 的变化与发展 。

云南大学副校长 肖 宪教授指 出 , 长期 以来中 国普通民众对非洲 的认知

存有偏差 , 非洲文 明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人们应该正确看待非

洲 。 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 的同时 , 也可以 向老百姓普及非洲知识 , 让老百

姓了 解一个真实的非洲 , 理解中 国的对非政策 。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 院院长 王缉思教授认为 , 非 洲大陆正 在发生变

化 , 今后应特别关注非洲大陆在 未来世界发展战略中 的地位问题的研究 ,

加强对非洲本身变化趋势 的研究并结合中 非合作关系来整体把握 。 同 时 ,

应加强对非洲经济问题及 中非合作的
、

研究 ,
．

尤其是在能源领域 、 生态环境

领域 的研究应引起重视 , 从而为未来 中非关系 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支持与

帮助。

北京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从国 际战略格局变化与 中 国

外交战略转型的角 度 , 分析了 中非合作关系的特殊意义 。 他认为 , 中非关

系具有独特的战略性质 , 在某种意义上 , 它是检测 中 国与外部世界关系 的
“

测试器
”

。 中国正处于超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 的阶段 , 利 益需求 复杂化 ,

在ｈ 大国外交风范转变的过程 中 , 中非关系折射出 了 中 国 的大 国气象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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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合作关系有着丰 富的实践内容 , 如派遣医疗队 、 派驻维和部队 、 派送志

愿者等 , 为 中 国 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提供 了可供研究 的现实资源 , 具有深度

挖掘 的价值 。

复旦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倪世雄教授着重从中国外交战略与理论角度 阐

释了 中非合作关系 的研究问题 , 他指 出 , 中非关系在 中国外交战略格局 中

的地位逐渐突 出 , 但研究 中非关系 需要结合对 中 国 与其他大 国关系 的研

究 。 中非关系 的研究视野要宽广 , 能统筹各方 。 官方交往要重视 , 但 民间

交往和企业贸易投资也不可小觑 , 都是研究对象 , 它们在推动中非合作关

系的发展过程 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

华东师范大学国 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冯绍雷教授从功利性与公正性 、 普

适性与当地性 、 创新与范畴三个方面讲述了 中非关系合作研究应该注意的

问题 。 他认为 , 中 国崛起对世界 的意义尤其是对发展 中 国家 的意义应该超

越单纯的经济利益 , 中 国作为
一个也 曾受到凌侮 、 压迫和苦难的 国家 , 在

处理对外关系时 , 应该讲道义 、 讲公正 , 中非合作关系应该能促进非洲 的

发展 。 在 中非合作关系的理论研究中 , 对于具有普适性的概念 , 应予 以重

视 , 新理论体系 的构建很 困难 , 但是理论范畴层面的突破和创新也是有可

能的 。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舒运国教授提 出 了在中非关系研究 中

进行非洲知识
“

扫盲
”

运动的重要性 , 希望学者做研究时兼顾普及民众非

洲知识 。 舒运国教授进一步指出 , 目前企业在 中非合作关系尤其是在中非

经贸方面合作关系 中的作用 , 没有受到足够 的重视 , 中非关 系研究的学者

应加强与企业界 的联系 。

外交学院非洲研究 中心主 任唐 晓教授提 出 国 内 学者应加 强与非洲官

员 、 非洲学者的联系 与沟通 。 在 中非合作关系研究 中 , 非洲大陆作为
一个

整体与中 国对话的研究较多 , 能否加强 中国与具体的某
一个非洲 国家的合

作关系 的研究 。 在唐晓教授看来 , 中非合作关系发展的趋势是 ： 政府是引

导者 , 企业与非政府组织是主导者 , 因此要加强对 中国在非投资及与非洲

有贸易往来的企业的研究 。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王锁劳副教授通过列举

中 国与苏丹的关系 、 中 国与埃及的关系在最近几年 中的变化 , 提 出 中非合

作关系研究中应增加中 国与单个非洲 国家的战略研究 , 尤其是与非洲大 国

合作关系 的研究 。

在 自 由 发言与讨论阶段 , 非洲研究院 的年轻科研人员 踊跃参与 , 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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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认知 、 理解 、 分析中 国在非利益 , 民间外交的定义 、 核心要素 , 学术研

究怎样服务外交实践等问题与专家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 最后 , 非洲研究

院刘鸿武院长做了会议总结与答谢 , 他对各位专家莅临非洲研究院表示衷

心的感谢 , 希望各位专家学者
一

如既往地关注支持非洲研究院的发展 , 鼓

励年轻 的科研人员 坚守非洲研究领域并做出成绩 , 他同 时祝大家元宵佳节

快乐 。

此次研讨会 , 众多 国内知 名 国际关系学者聚集非洲研究院 , 从 中 国外

交格局与世界局势变化的开阔视野上把握 中非合作关系 , 在广泛的领域与

议程上深人研讨中非合作关系 的战略与理论问题 , 是一次汇集思想智 慧 、

提升非洲研究境界的难得机会 。 会议热烈而有激情 , 中 国 国际关系学界德

高望重的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还赋诗一 首赠与年轻 的非洲研究院 ：

＂

元宵

佳节聚金华 , 研讨中非话天下 。 新月 飞出金凤凰 , 再创辉煌浙师大 。

”

( 责编 ： 周 海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