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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非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非发

展战略在文化、政治、经贸等领域相通，文化也成为与经贸同等重要

的桥梁，因而中非双方在人文领域的互相了解与交流合作有着极为重

要的意义。随着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形成的各项政

策的逐步推进与落实，中非文化产业的合作交流也将迎来一次历史性

机遇。中非文化产业对接的有利条件、合作前景和所面临的挑战值得

我们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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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①，20 世纪 50 年代周恩来总理曾把文化

和经贸比作对非工作的“飞机两翼”，时隔半个多世纪，2014 年李克强总

理在出席中非经贸和人文座谈会时再次指出: “要促进中非经贸和人文交

流两个轮子一起转，推动中非合作走上快车道。”② 2015 年 12 月在中非合

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人文交流再次成为峰会的关注重点，加强与非

①

②

新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 1955 年万隆会议。自非洲国家独立以来，中非文化交流

共经历了“文化先行” ( 1955—1966) ，“体育外交” ( 1967—1977) ，“文化外交作为中非经贸合

作的辅助手段” ( 1978—1999) 以及“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 2000 至今) 四个阶段。

郭金超: 《李克强: 让经贸人文两个轮子一起转 推动中非合作》，中国新闻网，2014 年

5 月 7 日，http: / /www. chinanews. com /gn /2014 /05 － 07 /6140714. shtml，访问时间 2016 － 04 － 11。



洲文化产业合作，也是中国政府兑现承诺的切实举措。从中非关系发展的

长远历史目标来看，中非文化产业对接也具有多重意义: 它既是推动中非

传统友谊继承与发展的桥梁，也是推进中非物质合作的重要驱动力，同时

又有利于中非优秀文化发展成果的互相借鉴，从而共同加强和推进双方文

化软实力建设。

一 中非文化产业合作的有利条件

中非双方将在近三年内出台系列人文领域合作的举措，中非文化产业

对接也因此迎来历史性机遇。从目前中非双方文化产业环境来看，文化产

业对接已经具备多项有利条件。

( 一) 中国有利的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及迅速发展的文化产业

1996 年以来，中国出台了系列文化政策，尤其应提及党的十七届五

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2011 年中央通过 《中共中央

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 ( 下文简称《决定》) 指出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

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2014 年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制定 《关于深入

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及 《关于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的意见》完

善相关扶持政策和金融服务等文件为中国文化产业打造了有利的平台和

环境。

表 1 近 20 年来有关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

年份 政策 意义

1996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 首次重视健全文化经济政策

2000
中央在“十五”计划中建议“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

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

中央文件首次正式确认了文

化的产业属性

2002
十六大作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明确把文化

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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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政策 意义

2003

国务院办公厅: 支持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和

文化企业发展的改革配套政策两个意见，文化企事业

单位转企改制

2005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2006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公布
新中国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

建设的五年发展规划

2009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实施; 九部委发布《关于金融

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

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

国家的战略性产业

2010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目标

2011
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要加快发展文化

产业，推动 文 化 产 业 成 为 国

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2012

文化部发布《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

划》，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

走出去的若干意见》

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新

的增长 点、经 济 结 构 战 略 性

调整的重要支点

2014

国务院出台《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

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

见》; 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制定《关于深入推进文

化金融合作的意见》及《关于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

的意见》

国家重视文化创意和设计服

务的先 导 产 业 作 用; 引 导 和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

完 善 相 关 扶 持 政 策 和 金 融

服务

资料来源: 观研网 ( 2016 年 2 月 11 日)

2004 年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总体速度较快，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稳步提高。2010—2014 年文化产业分别占 GDP 总值的 2. 78%、
3. 48%、3. 63%和 3. 76%，发展空间仍然巨大。文化部原部长蔡武预计，

2016 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将可能达到 5%，在全国范围内

文化产业可以实现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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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6—2013 年中国文化产业市场规模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 前瞻产业研究院①。

( 二) 良好的中非文化交流民意基础、不断壮大的非洲中产阶级

受被殖民经历影响，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在独立后发展得并不是十分

顺畅，在社会价值观上，直接拿来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在非洲曾遭遇不同程

度的“水土不服”，因而，非洲国家和人民愿意学习了解中国脱贫致富的

经验，在中国价值观中寻求共鸣。2015 年皮尤公司关于 “非洲对中国的

看法”的 民 意 调 查 中， 非 洲 对 中 国 普 遍 有 好 感， 其 中 加 纳 最 突 出

( 80% ) ，其次是埃塞俄比亚和布基纳法索 ( 75% ) 及坦桑尼亚 ( 74% ) ，

然后是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和肯尼亚 ( 70% ) ，最后是南非 ( 52% ) 。② 这

些都为中非的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而作为非洲文化产业的主

要消费群体———非洲中产阶级也在壮大。中国商务部网站报道，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经济表现最好的 11 个国家中，中产阶级的数量自 2000 年以来增

长了 230%，家庭数量已经超过 1500 万。这些国家的生产总值占非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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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媛: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前瞻网综合，2014 年 8 月 26 日，http: / /
bg. qianzhan. com /report /detail /300 /140826 － 5de03308. html 访问时间 2016 － 04 － 11 。

李安山: 《互动有互补 中非峰会为中国和非洲带来新机遇》，人民网，2015 年 12 月 2 日

http: / /world. people. com. cn /n /2015 /1202 /c1002 － 27879585. html 访问时间 2016 － 04 － 11 。



一半，人口也占了非洲的一半。① 而印度商学院前院长维贾伊·马哈詹

( Vijay Mahajan) 在其《非洲崛起》一书中同样印证了非洲中产阶级的这

一数量，同时他还认为这些 “非洲精英阶层”有着与西方精英阶层同样

的消费能力，并代表着全球对非洲的认知。

应指出，近年来非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而其文化产

业扮演了重要角色。南非的艺术演出业、尼日利亚的 “尼莱坞”影视业、

津巴布韦的石雕业、坦桑尼亚的马孔德木雕等已经成为非洲文化产业的代

名词; 传统手工业也成为很多非洲国家 “工艺致富”的典范。随着非洲

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非洲一体化进程的稳步推进，文化产业将日趋成为非

洲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二 中非文化产业合作前景预测

( 一) 非洲文化产业特点及中非文化合作契合点

结合中非双方文化产业发展的程度和特点，中非之间的文化产业对接

与合作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从中非文化交流官方文件来看，

2006 年以来形成的系列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9 年中非

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 《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2015 年《中

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等都对中非文化产业合作与对接作

了重要铺垫。

目前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已经形成共识，并承认文

化产业是减贫、树立国家或民族形象的有效手段。20 世纪 90 年代，非洲

大陆已先后多次举办“文化与发展”相关主题会议。如 “1992 年达喀尔

行动计划”，确定了大众传媒、出版业、手工艺、建筑艺术、时尚、美

食、知识版权以及盗版评估等几项对非洲发展极为重要的文化产业; 2000

年在南部非洲莫桑比克举办的非洲部长级会议 “区域经济发展中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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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涉及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南苏丹、坦桑尼

亚、乌干达和赞比亚等国家。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驻刚果 ( 布) 经商参处: 《非洲中产阶级

日益 壮 大》， 网 站 . 2014 年 9 月 11 日， http: / /www. mofcom. gov. cn /article / i / jyjl /k /201409 /
20140900727822. shtml 访问时间 2016 － 04 － 11 。



角色和地位”，极大地提高了非洲国家对文化产业重要性的认识和推广;

2003 年、2005 年先后通过《促进非洲、加勒比海及太平洋地区—达喀尔行

动计划》以及《内罗毕文化产业行动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洲国家

之间的文化产业合作与发展。
对于文化产业范围的界定，非洲大陆把它分为传统文化产业如电影、手

工艺、音乐、电视与出版，以及新兴或大众文化产业如演出、视觉艺术、创

意设计、文化遗产和文化旅游。总体上看，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

特色和强项，尤其是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旅游、视觉艺术、表演艺术等

具体的文化领域; 不少非洲国家已经有了明确的文化定位，如突尼斯、肯尼

亚、南非、坦桑尼亚等; 甚至有些非洲国家已经制定了中长期的文化产业计

划，如莫桑比克、多哥、贝宁、突尼斯、布隆迪等; 但另一方面，非洲文化

产业发展也面临诸多困境: 法制不健全或有法不依、资金投入不足、文化产

品流通不畅，民俗传统艺术研发缺乏以及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缺乏

有效的统计手段①等不利因素，这直接导致非洲文化产业总体程度不高，发

展不均衡: 少数国家如利比亚、塞舌尔、塞拉利昂、加纳、赞比亚、刚果

( 金) 、刚果 ( 布) 以及吉布提等都尚未有文化产业或文化定位。

表 2 非洲各国文化领域优势及合作期待

文化领域优势 国家名称 中非文化产业契合点

文 化 遗 产、自 然

风光

突尼斯、佛得角、埃塞俄比亚、

卢旺达、津 巴布韦、马 里、毛

里塔尼亚、多哥、乍得

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修复，文化遗产

技术课题的共同研究以及管理经验

的分享

传统艺术、手工艺
安哥拉、尼 日利亚、苏 丹、厄

立特里亚

促进中非文化工艺品流通，从传统工

艺中汲取灵感促进创意产业的发展

视 觉 艺 术 ( 电 影、

绘画、雕刻、美术、

摄影、广告等)

电影 制 作———尼日利亚、厄立

特里亚、毛里求斯、纳米比亚、

坦桑尼亚、科特迪瓦、尼日尔;

美术、摄影、广告———莱索托、

坦桑尼亚、尼日利亚;

其 他: 博 茨 瓦 纳、津 巴 布 韦

( 石雕) 、坦桑尼亚 ( 木雕)

期待中国对这些市场开放的国家有

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投入; 通过项目

形式实现文化产业合作，建立起发

展规划，在合作中学习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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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部分需要通过国际劳工组织的行业发展状况统计数据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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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领域优势 国家名称 中非文化产业契合点

音 乐、视 听、表 演

艺术

南非、厄 立 特 里 亚、安 哥 拉、

纳米比亚、坦桑尼亚、科特迪

瓦、毛里塔尼亚、尼日 尔、布

隆迪、科摩罗、喀麦隆

期待中非合作中也有更多的经验分

享，并获得一些设备和技术设施

图书出版
南非、尼 日 利亚、布隆 迪、科

特迪瓦

除南非等国外，图书出版是非洲文

化发展的弱项

旅游业
厄立特里亚、纳米比亚、肯尼

亚、埃及、南非、突尼斯①等
积极推进合作，期待学习中国经验

民俗 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 期待学习更多的中国经验

资料来源: 《中国文化报》两届“中非文化圆桌会议”发言摘登 ( 2013 年 6 月 27 日; 2014

年 6 月 5 日)

因此，在文化对接的契合点上，非洲一方面期待在他们的文化优势和

强项领域与中国加强合作，并获得更多的经验和技术分享; 另一方面，非

洲国家也希望得到中国更多的技术、设备、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的援助。

( 二) 中非文化产业合作前景及合作模式

1. 非洲文化资源“请进来”
实际上，“向东学习”是目前非洲大陆的总体形势。体现在具体的中

非文化产业合作模式上，应非洲对中国的期待，中国一方面加强对非洲人

力资源的培训以及中非高层的来往互访; 另一方面积极在中国境内打造中

非产业合作平台，在多个省区市建成不同的中非产业园。
中国对非人力资源培训。中国对非洲人力资源的支持与合作已经渗透

到各个领域。“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中国扶贫基金会”和 “对非洲

文化培训基地”② 等已为非洲人力资源培训搭建起了平台; 在对非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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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突尼斯自第二共和国以来就有了新的文化战略，对文化进行投资，保护文化遗产，修订

文化补贴政策，恢复大型文化活动，对数字艺术进行扶持，目前也是非洲少有的数字产业发展较

快的国家。

中国文化部承诺将建成 10 个对非培训基地，目前已成立 4 个: 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

河南嵩山少林寺、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和浙江省文化馆。



源培训中，非洲青年团体成为重点考虑的对象。①《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指出中国对非洲实施文化培训 “千人计划”，并将继续落实 “中非文化人

士互访计划”和“中非文化合作伙伴计划”，中方将为非洲援建 5 所文化

中心，继续推动中非互设文化中心，为中非文化交流与合作搭建更多常设

平台。而文化部官方数据显示: 北京峰会以来的近 6 年时间里，中非已成

功举办 5 届“中非文化聚焦”系列文化活动、3 届“非洲文化人士访问计

划”和 2 届“中非文化人士互访计划”; 安排文化高层互访共计 43 次;

新签署 36 个双边政府间文化协定及执行计划②; 另外，中国还向非洲 36
国 ( 次) 提供总价值约 720 万元人民币的文化物资援助。

中国境内建造中非产业园。多个中非产业园区已经在中国多地省区市

落实建设当中，如 2012 年中非工业合作发展论坛上决定的北京朝阳区

“中非文化产业园”，致力于推动中非经贸和文化交流活动③; 2014 年

“中非浙江文化交流合作中心项目”选址定在浙江温州，力争建设一流的

文化产业园区，促进对东、中部非洲文化产业的深度发展; 2015 年 “中

非国际博览城”落地山东枣庄，这将极大地促进中非贸易; 而目前义乌

国际小商品市场实际已经成为一个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园地，义乌商品交

易城设立非洲商品专区。此外，中国 8 个省区市与非洲 16 个国家也在两

届“中非文化产业圆桌会议”的推动下建立文化机构间的长期对口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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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自 2011 年开始至今，中 国已经先后在纳米比亚 ( 2011 ) 、北京 ( 2012 ) 、坦 桑 尼 亚

( 2015) 举办了三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受众对象国从 2011 年的非洲 18 国 200 多人增至

2015 年 38 国 400 余名青年代表，并且在第三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上，中国提出“3 年

1000 人计划”承诺未来三年将邀请 1000 名非洲青年政治家赴华访问、研修。参见郭倩、徐松

《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开幕》，中国青年报，2011 年 5 月 23 日 01 版，http: / / zqb. cyol. com /html /
2011 － 05 /23 /nw. D110000zgqnb_ 20110523_ 1 － 01. htm; 张敏彦、董小娇《第二届中非青年领导

人论坛在京开幕》，新华网，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world /2012 － 06 /18 /
c_ 123301118. htm; 李春霞《第三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拉开帷幕》，中国经济网，2015 年 3 月

30 日，http: / / intl. ce. cn /specials / zxgjzh /201503 /30 / t20150330 _ 4972611. shtml; 商 西 《1000 名

非洲青年政治家将获邀赴华》，南方都市报，2015 年 3 月 30 日，http: / /news. sina. com. cn /o /
2015 － 03 － 30 /055931658990. shtml; 访问时间 2016 － 04 － 20。

党云峰: 《促进中非经贸人文交流两个轮子一起转———文化部部长蔡武谈深化中非文化

交流合作》，《中国文化报》2014 年 5 月 16 日第 01—02 版。

中非文化产业园将以非洲文化中心、非洲商务中心、文化交流演出、美食休闲、艺术藏

品等产业为重点。《中非文化产业园: 多一个关注非洲的窗口》，中非投资联合会官网，2015 年 6

月 23 日，http: / /www. china-africa. org / information /2 /2015 － 06 － 23 /231. html 访问时间2016 － 03 －
11。



关系。
2. 中国对非文化产业的“走出去”
文化“走出去”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重要方式。2011 年中央通过的

《决定》提出: “中国要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

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

和中介机构，加强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的建设，支持海外侨胞积

极开展中外人文交流”。目前，中国文化走进非洲渐成气候。国家汉办 /
孔子学院总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四达时代集团公司成为进驻非洲

的最为瞩目的跨国文化企业。① 而随着中非文化交流的拓展，文化部的

“中非文化聚焦”②和“欢乐春节”、国侨办的 “文化中国”，国务院新闻

办的“感知中国”、中国与非洲不同国家互办的 “文化年”等已经成为中

国和世界尤其是与非洲交流的知名品牌活动。反映在具体的文化产业领

域，中非影视产业合作已初具规模，文化旅游产业颇具发展潜力。
影视媒体合作前景广阔。中非影视合作在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上被

正式提上议程。相对于其他文化产业，中非影视传媒合作已经取得一些成

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1) 以技术投资带动影视业的合作与发展。
一批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和媒体已经开始并逐渐入驻非洲，其中最为显著的

如中国四达时代集团在非洲 28 个国家成立注册公司，16 个国家开展运

营，成为非洲影响最大、发展最快的地面数字电视运营商。四达时代集团

还高度注重本土化战略的实施和对本土员工的培训，目前该集团在非洲拥

有 3000 多名员工，其中非洲员工达 94% 以上，真正实现了中非互利共

赢。③ 此外，民营企业华为、中兴在非洲通信市场的扩大也将进一步拓展

中非数字化产业合作的空间。 ( 2) 以官方项目进一步促进中非影视合作。
自 2012 年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非洲获得较大反响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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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郭家祥: 《CCG 发布“2015 中国文化软实力‘走出去’十强”》，环球网———财经，

2015 年 12 月 2 日，http: / / finance. huanqiu. com /cjrd /2015 － 12 /8090915. html. 访问时间 2016 －
03 － 22。

“文化聚焦”活动是文化部为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精神，加强中国与非洲各国的

文化交流。项目首创于 2008 年，该品牌活动涵盖了文化、艺术、文学、出版、电视、电影、体

育、文化遗产等多个领域; 每年项目均在 200 个左右，基本覆盖了所有非洲国家和中国国内省

市。

朱苑桢: 《四达时代: 勇闯非洲，做“受人尊敬的企业”》，国际在线，2014 年 7 月 11

日，http: / / gb. cri. cn /42071 /2014 /07 /11 /6311s4611140. htm，访问时间 2016 － 04 － 20。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启动了 “中国影视剧走进东非工程”“1052”等系

列中国影视剧译制工程项目。①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指出，中国与非

洲探讨建立长期合作模式，为非洲国家的电视播出机构提供影视剧，互办

影视节展，开展纪录片、影视剧的联合制作，同时积极鼓励非洲影视作品

进入中国; 中国以技术援助和人才培养进一步拓展中非影视合作与发展。
而实际上，非洲影视业的发展已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

的目光: 尼日利亚的 “尼莱坞”是非洲影响力最大的影视产业，成为全

球仅次于美国和印度的第三大最有价值的电影业中心; 毛里求斯、突尼

斯、科特迪瓦等国影视业百废待兴，向中国开放市场。毫无疑问，随着非

洲广播电视数字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中非影视产业对接也将迎来 “黄金

时代”。
中非旅游产业合作潜力巨大。中国客源丰富，非洲风景优美，这是中

非文化产业典型的互补领域。近年来，中国游客赴非旅游呈快速增长态

势。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 《2015 年度中国出境旅游发展报告》，

2014 年中国出境游中非洲占 9. 4%，中国游客也是非洲国家主要旅游人

群，赴非洲游客同比增速达到 80. 9%，非洲是目前中国出境游增长最快

的地区。中国赴非旅游目的地集中在埃及、突尼斯、肯尼亚、南非和毛里

求斯等旅游项目和配套设施比较完善的国家，并以这些旅游点为中心，呈

现出北部以埃及为重点，逐渐延伸至摩洛哥、突尼斯; 南部以南非为重

点，扩展至纳米比亚等国; 中部以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为中心的特

点。此外，毛里求斯、塞舌尔等也推出高端精品海岛游。中非旅游产业的

合作与发展也必将带动工艺纪念品产业②、文化娱乐设施产业的发展。
3. 中非文化资源优势互补，互通有无

中非媒体合作，互有需求。媒体是促进中非相互了解的最为直接和迅

速的渠道之一。近年来的中非媒体交流也逐步加强并得到中非双方政府的

高度重视。中非合作有利于促进中非双方的了解，实现中非媒体报道的客

观与平衡。但目前中非媒体交流仍相对滞后，主要体现在: 中非媒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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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即译制 10 部电视剧、52 部电影、5 部动画片、4 部纪录片供非洲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在工艺品方面，为帮助非洲国家发展，2014 年 12 月 10 日开始中国对从 7 个非洲国家进

口的 97% 的商品实行零关税，具体包括多哥、利比里亚、卢旺达、安哥拉和赞比亚等。



双向性不平衡———中国常驻非媒体机构①远高于非洲常驻中国媒体机构，

中非媒体报道相互之间存在某些误解，中非媒体共同面临来自西方媒体的

挑战。但总体上看，中非双方合作愿望强烈，合作空间广阔。“中非媒体

合作论坛”为深化中非媒体合作和人文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②，部分中国

企业也积极介入与非洲媒体的合作中。而非洲方面，非洲媒体也实现了参

股中国媒体，如南非的米拉德传媒集团 ( MIH) 与“北青传媒”“新安传

媒有限公司”、腾讯以及《体坛周报》的合作等。③ 根据 《中国对非政策

文件》的承诺，中方将继续实施 “中非新闻交流中心”项目，继续举办

非洲国家新闻官员和记者研修班，每年为非洲培训 1000 名新闻领域从业

人员，推动双方更多新闻媒体人员交流互访，支持双方更多新闻机构互派

记者。中非媒体正经历极为有利的交流合作时期。

表演艺术、体育、音乐产业互通有无。中非各有优势，可以互通有

无。中非交流合作数据显示，2000 年以来，中国已开展近 70 场共计 1600

余人的中非艺术团互访演出，涉及非洲近 160 国 ( 次) ，参加了非洲国家

举办的约 30 个艺术节; 举办中非展览互访 30 多起; 开展治国理政、造型

艺术、大型庆典、手工艺、编舞以及杂技等多个门类的中非人力资源培训

合作 20 多项，互访人员共 160 余位。④ 具体说来，中国武术和杂技广为

非洲熟知并喜爱，是促进中非友好往来的重要交流手段之一。同样，与杂

技相近的体育产业也是中国的强项，中国是体育产品生产大国，服装、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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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对非媒体交流主要集中在埃及、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家，非洲常驻中国媒

体仅中东通讯社、摩洛哥、南非等几家。

近两年来，各类中非媒体合作研讨会如火如荼地进行: 如 2014 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在北京主办的第二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 2015 年 9 月多国非洲国家媒体代表与会由人民日报

社主办的“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 2015 年 12 月 1 日在南非开普敦举行以“共创中非媒体合

作共赢新时代”为主题的中非媒体领袖峰会; 2015 年中国成为 DISCOP 非洲电视节主宾国等。

详见龙小农《非洲传媒集团化经营及其影响》，青年记者，2014 年 9 月 25 日，http: / /
qnjz. dzwww. com /gjmj /201409 / t20140925_ 11084886. htm ; 王婕琛: 《新安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望梅畅谈全媒体战略》，新安传媒网，2010 年 11 月 23 日，http: / /www. ahwang. cn /node /content /
2010 － 11 /23 /content_ 497339. htm; 吴心远《〈互联网 + 故事〉飞马资本孙动先: 为中国上市企

业“再造一旅”》，人民网，2015 年 6 月 19 日，http: / / sh. people. com. cn /n /2015 /0619 /c134768
－ 25303638. html; “米 拉 德 国 际 控 股 集 团 公 司”，百 度 百 科，http: / /baike. baidu. com /view /
1926088. htm; 访问日期 2016 － 04 － 20。

党云峰: 《促进中非经贸人文交流两个轮子一起转———文化部部长蔡武谈深化中非文化

交流合作》，《中国文化报》2014 年 5 月 16 日第 01—02 版。



帽器材等部分产能过剩，这在非洲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此外体育产业的

发展也必将带动健康产业、娱乐休闲产业的发展。①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

国的体育产业走出去。② 此外，非洲方面，发展于 20 世纪 40、50 年代的

音乐工业是其优势领域，而南非、贝宁、喀麦隆、中非共和国、科特迪瓦

等国的音乐不论在艺术组织还是产业发展领域都相对成熟。这也可以为中

非演艺产业增添一笔色彩。
因此，从总体上看，中非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合作是广阔的: 中非文化

资源各有优势，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而中非双方均有在文化领域合作的强

烈愿望。但是，中非文化产业合作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

三 中非文化产业合作所面临的挑战

中非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不一，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也处于上升阶

段，尚未达到成熟期，因此，中非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

同时，这个过程也将面临一系列挑战。

( 一) 中非文化产业管理人才与市场规范化瓶颈

尽管目前中国文化产业处于上升时期，但中国文化产业也存在分布与

发展不均衡、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带、文化产业市场还不规范、
文化创新和文化产业管理人才不足的瓶颈。一方面，中国文化产业受意识

形态与制度的束缚，金融和资本市场难以有效对接，文化产业集中度不

高，企业规模小而分散; 另一方面，专业化文化投资人才缺失。市场规范

了才能有序出去，人才充足才能促进创新。掌握管理技能，通晓中非双方

法律、习俗等的中非文化管理人才成为中非文化有效对接的关键因素; 而

中非文化产业合作科技创新应为核心驱动力，注重文化与科技的关系，以

科技创新带动文化产业的合作与发展，因为非洲国家最需要的是技术和资

942中非文化产业合作前景与挑战

①

②

刘鸿武: 《推进非洲体育研究的构思与建议———刘鸿武教授在“非洲体育研究中心”揭

牌仪式上的讲话》，中非合作论坛官网，2015 年 5 月 28 日，http: / /www. fmprc. gov. cn /zflt / chn /
zxxx / t1267584. htm，访问时间 2016 － 04 － 20。

目前中国已经为非洲建立了 50 多个体育场馆，中非体育赛事也常有非洲选手的身影，

浙江师范大学还成立了非洲体育研究中心。



金。利用科研推广国家软实力，尤其注重中非创意产业的合作与交流。此

外，正如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局长赵海生所建议: 中非文化主管部门应该定

期开展及执行文化产业政策领域的对话; 共享国际文化贸易信息; 加强中

非在创意和创作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有针对性地打造几个中非文化产业合

作品牌; 欢迎非洲文化企业来华参加国际性文化展会; 以互访、研讨、实

习等多种方式进一步促进中非贸易人才的交流和培训。

( 二) 中非文化产业发展对接不均

中非文化产业对接上还存在一个发展偏差度的问题。动漫、数字等创

意产业是中国文化产业的核心产业，也是目前发展最快的产业，同样，中

国图书出版也是一个发展成熟而广阔的市场。南非是图书出版最具潜力的

非洲国家，而其他国家发展相对滞后。尽管中国将继续积极参加在非洲举

办的国际书展，开展英文图书出版项目合作; 中非之间也出台了法律保护

版权，但一些关于版权管理的模式仍有问题。此外，动漫科技是中国重点

支持的文化产业，2015 年 10 月 6 日，中国原创动漫首次走进非洲阿尔及

利亚国际动漫节，向非洲展示了中国动漫历程，但开拓非洲动漫市场还尚

需时机，因为在非洲大陆，仅北非地区具有一定的动漫消费市场。总体

上，不论是在出版领域还是动漫领域，中非合作仍停留在 “援助”层

面①，与非洲的合作还处于探索阶段，并都面临知识产权和法律制度的进

一步完善，以及应对盗版猖獗盛行的挑战问题。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手机普

及率的增加，中非在该领域的合作前景可能会更加明朗。

( 三) 中非文化产业对接的其他潜在风险因素

从目前已经走进非洲的文化企业来看，中非文化产业对接同时也不可

忽略对合作可能造成影响的其他潜在风险因素:

( 1) 政治风险———非洲国家社会、政治局势和政权的稳定。民主政

治虽然在非洲推广多年，但是在政权更迭方面往往以军事政变居多，这一

方面增加了非洲国家政局平稳过渡的风险; 另一方面也难以保证新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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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方还将推动本国出版企业向非洲知名公共图书馆、大学和中等学校图书馆赠送卫生、

农业技术、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对外汉语教材及其他中文出版物。双方将适时举办中非出版合作

论坛。



在政治经济政策方面的连贯性，从而影响中非产能对接的合作与发展。
( 2) 非洲国家的政策、法律、税收等方面的稳定性也是需要重点考

虑的因素。如津巴布韦的本土化政策①已经影响不少中国在津企业; 而成

功案例有: 中国驻刚果 ( 金) 华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成立之后不

但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本土化经营，而且设立了专门的法律风险控制部，拥

有精通 OHADA② 法的法律与财务工作者团队，在法律时限内顺利完成

OHADA 框架下的注册与章程，实现了会计制度的转型。而实际上，本土

化也是中国企业融入非洲、走进非洲的关键和实现文化融合的最佳途径。
即使今天在非洲发展迅速的北京四达时代集团，由于缺乏对非洲的全面了

解，他们在非洲最初的发展也经历了 5 年漫长而艰难的摸索，非洲有 50
多个国家，每一个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管控、市场情况千差万别。直至

2007 年四达时代传媒 ( 卢旺达) 有限公司才正式成立，缓慢拉开了四达

时代“走出去”发展的序幕。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有四五年摸索和

失败的资本，提前做好风险评估，有利于中非双方文化企业合作的顺利

进展。
( 3) 了解非洲人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宗教信仰、价值观等。这

些与文化息息相关。如果没有进行充足的市场调研，所设想的文化交融只

能是单方夙愿。如西非地区科特迪瓦电影和戏剧业难以发展起来，一定程

度上跟他们晚上无夜生活习惯有关系。
( 4) 非洲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等这些突

发性强预见性低的不利因素也应加以考虑。如西非地区在 2015 年的埃博

拉疫情、拥有丰富文化资源却备受安全问题困扰的马里，都可能成为阻碍

中非文化产业对接的因素。企业的成功案例都可以为将来中非文化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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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07 年，津巴布韦颁布《本土化和经济授权法案》，要求在津所有企业中，津本地人所

占股份不少于 51% ，外国人和白人拥有的企业必须将 51% 的股份出售给当地人或政府，新投资

企业必须为本土人预留 51% 以上股份才能获准经营。2016 年 3 月 22 日，津巴布韦内阁一致通过

了该决议，并要求现有的未能达到本土化要求的外资企业，必须在 3 月 31 日前提交本土化实施

计划，否则相关部委将取消其营业执照。
2013 年，刚果 ( 金) 正式成为“非洲商法协调组织”的第十七个成员国 ( 简称 OHA-

DA，即 Organisation pour l’harmonisation du Droit des Affaires en Afrique) 。目前该组织已批准并已

实施的统一法有: 《一般商法统一法》《商业公司及经济利益团体统一法》《破产和清算程序统一

法》《仲裁法统一法》《债务托收简易程序及执行措施统一法》《劳动法统一法》《消费者法统一

法》以及《道路交通法统一法》。



合作提供有利的参考，失败的则可以作为教训引以为戒。然而每一个风险

因素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风险因素的动态和趋势性的研究也显得极有必

要，以保证不错失合作机会。

( 四) 中国对非文化合作与交流需要制定一个总体战略

最后，在顶层设计上，要实现中非文化产业对接的资源有效分配，中

国对非文化产业对接需要一个总体战略。根据非洲不同区域文化产业的特

色和发展程度做一个长远的宏观的战略规划，作最好的资源分配与协调。
目前中非文化交流与合作主要还是以单一的一对一的双边文化合作协议为

主。而从国别上看，目前中国与埃及、南非、埃塞俄比亚、博茨瓦纳、肯

尼亚、坦桑尼亚等国的文化交流较多; 从方式上看，中非文化交流与合作

渠道上主要还是以官方力量为主，孔子学院成为对非文化工作的中坚力

量，而进驻非洲文化的私企较少。未来中非文化交流不仅靠政府，还要靠

企业和社会力量的推动，甚至可以把相关的项目放在国际组织框架下开

展。需要指出的是，中非文化产业合作中需要特别注意中非文化产业发展

的双向性，即“走出去”同时，还应考虑“请进来”; 中非产业发展的连

带性，即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如旅游业带动工艺品产业和文化娱乐产业

的发展。

结 语

全球化大背景下，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成为全球共识。中

国和广大非洲国家均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将其视为民族振兴和社会

进步的战略性选择。文化产业也是中非双方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融

入国民经济的政策，中非双方已经有专门的预算用于文化。而中非文化产

业合作的原则，同样需要本着 “互有需要、互有优势、互为机遇”的原

则。中国和非洲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实体，共同面临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

挑战，中非文化产业合作与对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有待于进一步探

索，任重而道远。

( 责任编辑: 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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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for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in the Cultural Industry

Liu Tiannan

Abstract: Nowadays，China-Africa relation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r-
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and Africa share converging points in the fields of cul-
ture，politics，economy and trade. Culture has become an equally important
bond as economy and trade in the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erefor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in the humaniti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charted at the 2015 Johannesburg Summit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 FOCAC) ，a historic moment has arrived for China-Africa cooper-
ation and exchange in their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as well
as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for China-Africa synergy in the cultural industry de-
serve our thoughts and discussion.

Key words: China and Africa，Synergy of Cultural Industries，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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