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考研政治必背题十八：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13/2021_2022_2007_E8_80_

83_E7_A0_94_c73_113964.htm 重点题18：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及其重要意义 十八、从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盛况看国

际交流的重要意义、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当代和平与发展的时

代主题 【考点背景透析】 中国和非洲历史上很早就开始了友

好往来，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新时期以来中国和非洲各国

间的相互依赖、相互支持更加深入。建立了定期对话机制中

非合作论坛。今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第一次召开了中非

峰会，非洲有四十八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参加这

一盛会，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空前的。 【相关资料精粹】 相

关材料1：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 (1)2006年11月3日至5日

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

由中非共同举办和筹备。峰会主题为“友谊、和平、合作、

发展”。峰会期间还将举行一系列活动。 (2)中国国家主席胡

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为推动中非新型战略

伙伴关系发展，促进中非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

上的合作，中国政府将采取以下八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扩

大对非洲援助规模，到二00九年使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

模比二00六年增加一倍。二、今后三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三

十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二十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三

、为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设立中非发展基金，

基金总额逐步达到五十亿美元。四、为支持非洲国家联合自

强和一体化进程，援助建设非洲联盟会议中心。五、免除同

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



二00五年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六、进一步向非洲开放

市场，把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输华商品零

关税待遇受惠商品由一百九十个税目扩大到四百四十多个。

七、今后三年内在非洲国家建立三到五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

区。八、今后三年内为非洲培养一万五千名各类人才；向非

洲派遣一百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在非洲建立十个有特色的

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非洲援助三十所医院，并提供三亿元

人民币无偿援款帮助非洲防治疟疾，用于提供青蒿素药品及

设立三十个抗疟中心；向非洲派遣三百名青年志愿者；为非

洲援助一百所农村学校；在二00九年之前，向非洲留学生提

供中非政府奖学金名额由目前的每年两千人次增加到四千人

次。 (3)2006年1月12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

件》，旨在宣示中国对非政策的目标及措施，规划今后一段

时期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推动中非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互

利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文件全文近五千字，除前言外，

分为“非洲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中

国对非洲政策”、“加强中非全方位合作”、“中非合作论

坛及后续行动”及“中国与非洲地区组织的关系”六部分。

文件指出，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始终是中国独立

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发表

对非洲政策文件。目前，非洲53个国家中有47个同中国建立

了外交关系。《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指出：“中国对非政

策的总体原则和目标是：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

共同繁荣；相互支持，密切配合；相互学习，共谋发展。” 

中非经贸合作近几年发展很快。首先是贸易，50年代，中非

贸易额仅1000多万美元，2000年超过100亿美元，2004年达



近300亿美元，2005年将近400亿美元。此外，中国同非洲国家

在其他领域也有很好的合作，比如，中国积极参与援助非洲

国家基础设施建设，50年来中国在非洲援建的成套项目近800

个。近年来，中国企业在非洲承包很多工程，参与非洲国家

经济建设，总额累计达387亿美元。中非还在诸如铁矿、稀有

金属等资源领域开展合作，这些项目有的已开始实施，有的

还在商谈中。此外，中国同南部非洲国家在矿产领域、同中

部非洲国家在森林木材资源领域进行了合作。中国还通过经

济援助、优惠贷款等方式，与非洲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大部分是当地老百姓急需的一些公共福

利设施，如医院、体育场馆、公路、甚至铁路等。中国同非

洲国家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也进行了良好合作。 相关材料2

：中非文化交流 世界考古发掘一再表明，非洲是人类先祖最

早的发源和栖息地，是人类文化的摇篮。千百年来，非洲各

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质的文化，涌现了一大批卓

越的文学家、人类学家、舞蹈家、歌唱家、雕刻家和体育明

星等等。中国和非洲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并且中华文明

和非洲文明有许多接近之处，如注重集体主义、强调个人服

从集体等等。中非开展文化领域的交流和互鉴是构建中非新

型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项主要内容。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

理应和非洲加强文化交流合作，成为共建和谐世界、推动人

类文明繁荣与进步的平等伙伴。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同

埃及签署第一个文化协定以来，中非间的文化交流合作蓬勃

发展，方兴未艾。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不仅政府文化代表团

互访频频，而且民间有110多个中方表演艺术团组到非洲演出

。为给中非文化交流创造一个机制性的平台，中国继1988年



在贝宁和毛里求斯分别设立两个“中国文化中心”之后，又

于2003年与埃及在双方首都互设了文化中心。2005年12月，非

洲第一所“孔子学院”落户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大学。今年1月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肯尼亚建成我国在海外的首家调频台

，每天用英语、汉语和斯瓦西里语播出共19个小时的调频节

目。上述平台不仅方便了非洲朋友学习汉语、武术、书法和

绘画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对于帮助非洲人民了解当

今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以及中国人民了解当今

非洲的发展和进步都发挥了重要的“窗口”和“桥梁”的作

用。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内涵已日益丰富。中非加强文化

交流对于推动世界不同文明相互包容、平等相待、取长补短

，携手共建和谐世界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相关材料3：新

殖民主义是诬蔑 (1)最近国际上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诬蔑中国

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今天

在此间表示，殖民主义这顶帽子永远扣不到中国人民头上。

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核心是，谁在批评中国，谁在指责中国在

非洲搞殖民主义。没有非洲政府和非洲人民指责中国在非洲

搞新殖民主义。曾经受过殖民主义奴役的非洲人民、中国人

民最清楚什么是殖民主义。刘建超表示，非洲的政府和人民

高度评价中非关系，非洲的政府和人民也都感谢中国多年来

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领域提供给非洲的重要帮助。中

非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建立在平等互信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

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中非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建立在平等

互利、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的，中非之间的文化关系是建立在

相互尊重、相互借鉴的基础上的，这样的关系凭什么说它是

殖民关系。 (2)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室主任、研究



员贺文萍近日撰文《中非关系发展触动了谁的神经？》文章

指出，有关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说法既缺乏历史

依据，也没有事实作基础，根本不足以准确揭示当前中非关

系的现实，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保护西方在非洲的既有利益，

不希望看到甚至想阻碍中国在非洲影响的扩大。所谓“新殖

民主义”的指责，其具体内涵主要有三：第一，掠夺非洲能

源。声称中国对非洲加大投入是基于对石油、有色金属等战

略原材料的需要；第二，以廉价商品占领非洲市场。认为中

国的廉价商品，特别是纺织品对非洲国家的大幅度出口增长

，严重冲击了当地的纺织业发展，造成了企业倒闭和工人失

业；第三，向非洲国家推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所谓“无

赖”国家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不利于西方国家在非洲推动

的民主、人权事业以及反专制和反腐败运动的进展。 文章指

出，当西方指责中国掠夺非洲能源的时候，事实上正是西方

及其跨国石油公司在加大对非洲能源领域的投资，扩大从非

洲的石油进口。目前，美国16%的进口石油来自非洲。据美

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估计，到2015年这一数字将提高到25%。中

国目前进口的非洲石油也还不到美国的1／3。至于中国以廉

价商品占领非洲市场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其实，就连英国

媒体都不得不承认，中非贸易和物美价廉的中国日用工业品

为非洲人提供了买得起的商品，客观上提高了当地民众的生

活水平。另外，得益于与中国贸易的大幅增加，撒哈拉以南

的非洲国家，近年来取得了近6%的年均经济增长，成为全世

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至于指责中国输出发展模

式，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历来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非

洲国家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从不寻求向非洲国家



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至于说对所谓“无赖国家”

的援助阻碍了非洲的“人权”和“民主”进展则更是片面和

缺乏事实依据。总之，西方国家肆意渲染中国在非洲搞“新

殖民主义”，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担心中国提升对非关系将对

其在非利益形成挑战，担心中非联手在国际事务中份量和影

响力的加强有可能挑战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应当说，持此论者的确有些神经过敏了。事实上，半个多世

纪的中非友好合作关系雄辩地表明，中非关系的发展不针对

任何第三国，中非之间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南南合作伙伴关系

，“新殖民主义”的帽子是绝对扣不到中国头上的。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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