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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序言

　　1.1 2015年12月3日至5日，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

堡召开。来自中国和50个非洲国家（以下简称“双方”）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代表团团长、非

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以及外交部长和负责经济合作事务的部长分别出席了峰会和部长会。

　　1.2 双方满意地回顾了中非关系发展历程，高度评价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5年来为推动中非关系

全面、深入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认为论坛是中非开展集体对话的重要平台和进行务实合作的有效

机制。

　　1.3 双方认为，中国正在致力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非洲正在落实《2063年议程》及其

第一个十年规划,中非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双方应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互利合作提质增效，确保

共同繁荣。

　　1.4 双方对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3—

2015年）》得到有效落实感到满意，决心本着《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精神，共同建

立并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和国际事务中团结

协作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5 为落实会议成果，围绕“中非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这一主题，规划今后3年中

非各领域友好互利合作，双方共同制定并一致通过本行动计划。

　　2. 政治合作

　　2.1 高层互访与对话

　　将继续鼓励高层互访与对话，巩固传统友好，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共识和协调。

　　2.2 磋商与合作机制

　　2.2.1 为加强中非关系与合作的规划和落实，双方同意完善并鼓励中国与非洲国家双边委员会、

战略对话、外交部政治磋商、经贸联（混）合委员会等机制建设。

　　2.2.2 不断增强中非外长定期政治磋商机制作用。

　　2.3 立法机关、协商机构、政党、地方政府交往

　　2.3.1 加强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非洲国家议会、地区议会、泛非议会、非洲议会联盟的交流

与合作，巩固中非传统友谊，促进互利合作。



　　2.3.2 扩大和加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非洲国家议会、地区议会、泛非议会和非洲议会联盟

的交流与合作。

　　2.3.3 深化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与非盟经济社会文化理事会及非洲各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等相关机

构的交往。

　　2.3.4 加大政党高层交往频率，提升干部培训合作水平，深化双边和多边政治对话，加强治国理

政和发展经验交流。

　　2.3.5 加强地方政府交流与合作，支持双方建立更多的友好省市关系，支持“中非地方政府合作

论坛”机制化。

　　2.4 中国与非洲联盟及非洲次区域组织

　　2.4.1 认识到非盟在维护非洲和平与稳定、促进非洲发展、推动非洲一体化进程方面发挥的重要

作用。双方赞赏中方为支持非洲和平稳定发展和一体化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2.4.2 赞赏中国与次区域、泛非组织和非盟关系全面发展，同意保持双方高层交往势头，继续完

善战略对话机制，加强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

　　2.4.3 中方赞赏非盟通过《2063年议程》及其第一个十年规划，将继续支持非盟为建设一个联

合、一体化和繁荣的非洲,实现非洲自身和世界的和平所作努力。

　　2.4.4 中方赞赏非盟委员会加入中非合作论坛以来发挥的积极作用，将继续加强并支持中非合作

论坛与“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合作。

　　2.4.5 积极落实《关于促进中国与非洲开展铁路、公路和区域航空网络和工业化领域合作的谅解

备忘录》，用好非洲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合作联合工作组等现有合作机制，推进中国与非盟在重点

领域的务实合作。

　　2.4.6 非盟赞赏中方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设立中国驻非盟使团。中方邀请非盟尽快在北京

设立代表处。

　　2.4.7 中方将继续通过人力资源开发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支持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的能力建

设。

　　2.4.8 中方将与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建立健全经贸合作机制，加强区域和多边经贸合作。中方

鼓励并支持非洲自贸区倡议，将探讨启动自贸区合作的可行性。

　　3. 经济合作

　　3.1 农业与粮食安全

　　3.1.1 认为加强中非农业合作，助推非洲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帮助非洲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

应列入中非合作的优先领域。该领域合作将根据现行规则要求，推动非洲农业转型升级，提高农业

产量、加工水平和收入，促进粮食安全。



　　3.1.2 继续加强农业政策磋商、规划设计等领域合作，通过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农业专

家开展技术合作、培训农业技术人员等方式，支持非洲国家实施“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非方

赞赏中方为推动实施该计划给予非洲国家的支持。

　　3.1.3 中方将在非洲实施农业示范项目，建设或升级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有效发挥示范中心

在农业研究、示范、培训等方面的作用，扩大培训，传授育种和种植技术，支持非洲国家提高农业

单位产量。

　　3.1.4 中方将继续向非洲国家派遣30批高级农业专家组，提供农业职业教育培训，扩大为非洲

国家在华培训农业技术和管理人员，提升农业整体技术与管理水平。

　　3.1.5 中方将帮助非洲国家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在非洲100个乡村实施“农业富民工程”,向非洲

国家提供紧急粮食援助。

　　3.1.6 参照非盟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做法，积极推进在“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框架下

的项目设计、融资和管理等合作，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提供支持。

　　3.1.7 中方将继续同非洲国家共同实施农业优质高产示范工程，鼓励与引导中国农业科研单位、

企业等同非洲国家共同开展农作物优质高产试验示范，建立中非农业科研机构“10+10”合作机

制，重点推动在育种制种、植物保护等领域开展联合研究，提高非洲国家粮食、棉花和其他重点农

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3.1.8 中方将鼓励并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农业投资，在粮食种植、仓储、卫生和植物检疫、

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林业、渔业等领域实施合作项目，提供技术支持，为非洲国家实现以本国

农业生产和加工为支撑的长期粮食安全创造有利条件。

　　3.1.9 鼓励农产品贸易，完善贸易政策，评估促进农产品贸易的方式，不断扩大中非农产品贸易

规模。

　　3.1.10 中方将继续加强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特别计划”框架内同非洲国家加强农业合

作，探讨与其他组织和国家共同开展对非农业合作。

　　3.1.11 非方承诺在农业政策交流、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农业支持服务体系发展、现代农业发展

能力建设及农业全产业链投资等重点领域同中方开展合作，提高非洲农业产量，增强非洲粮食安全

保障能力，并根据当地法律为中国企业在非开展农业投资及贸易营造良好环境，在农业、土地、农

业基础设施、财政金融、保险方面提供包括优惠政策等在内的支持。

　　3.2 产业对接与产能合作

　　3.2.1 认为工业化是非洲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中非开展产业对接与产能合作互有需

要、互有优势、互为机遇，双方愿将中国优势产业和优质产能同非洲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紧密

结合起来，推动双方合作全面发展。

　　3.2.2 本着义利并举、合作共赢、开放包容、市场运作的原则，积极开展产业对接与产能合作，

绝不以牺牲当地的生态环境和长远利益为代价。



　　3.2.3 充分发挥现有多双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加强规划、政策协调和产业对接，促进产能互利发

展。

　　3.2.4 中方愿将非洲作为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的优先对象。非方欢迎中方优质劳动密集型产能向

非洲有序转移，帮助非洲增加就业、税收和外汇，实现技术转让和共同发展。双方同意优先选择几

个非洲国家打造先行先试示范点，合作新建或升级一批工业园区，并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支持，为全面、有序推进中非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积累经验，探讨有效途径，提供合作样板。

　　3.2.5 中方将设立首批资金100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支持中非产业对接与产能合

作。

　　3.2.6 中方将向非洲国家派遣政府高级专家顾问，提供工业化规划布局、政策设计、运营管理等

方面的咨询和帮助。

　　3.2.7 非洲国家将继续尽力完善法律法规和基础设施、出台优惠政策、提供高效务实的政府服

务，为吸引中国企业投资、承接中方产业和产能创造良好条件和环境，实现双方互利。

　　3.3 基础设施建设

　　3.3.1 认为基础设施滞后是制约非洲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决心采取切实举措，

优先鼓励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采取“公私合营”或“建设-经营-转让”等多种形式，扩大投资规

模，支持非洲国家和非洲的旗舰项目，尤其是“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和“总统优先基础设施倡

议”,支持铁路、公路、区域航空、港口、电力、供水和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支持非洲国家

建设5所交通大学，促进非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

　　3.3.2 根据非洲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深入探讨并推进非洲次区域互联互通和一体化项

目的规划和建设合作。同意兼顾国家发展需要和项目经济效益，平衡、有序推进非洲基础设施建

设。

　　3.3.3 就非洲公路网建设和改造加强规划与协调，尤其是共同推进非洲国家之间高速公路网建

设。

　　3.3.4 共同制定《中非铁路合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推进非洲铁路网建设。

　　3.3.5 落实中非区域航空合作计划，积极支持非洲国家之间的区域航空网建设，并在非洲国家适

航标准、规划咨询、专项培训、完善航空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合资航空运营、提供民用支线客机等

方面加强协调与合作，充分考虑当地就业、当地采购、人员能力建设和技术转移。

　　3.3.6 在航空市场准入方面相互支持，鼓励和支持双方空运、海运企业建立更多连接中国与非洲

的航线。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港口、机场和航空公司。

　　3.3.7 中方将探讨在非洲设立中非民航学院，建设地勤服务设施，加强非洲民航专业人员培训和

技术转让。

　　3.3.8 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参与非洲电力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包括扩大双方

在水电、火电、太阳能、核电、风电、生物能发电、输变电、电网建设和维护等领域的合作。



　　3.3.9 加强信息通信和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的交流合作，增加信息领域人才培训，分享信息通信发

展经验，共同维护信息安全。

　　3.3.10 鼓励中国企业帮助非洲国家建设广播电视数字化播放系统，助力广播电视数字化，扩大

非洲农村受益面。

　　3.3.11 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信息通信和广播电视企业参与非洲国家光缆网和互联互通网络

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并在建设、运营、服务等方面同非洲企业开展互利合作，帮助非洲建设覆盖

整个大陆的信息网络。

　　3.3.12 积极探讨和推进信息通信技术合作，帮助非洲国家建设“智能城市”，提升信息通信技

术在维护社会治安、反恐和打击犯罪等方面的作用。

　　3.3.13 与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组织合作，缩小非洲数字鸿沟，推进非洲信息社会建设。

　　3.4 能源和自然资源

　　3.4.1 注意到中非在能源、自然资源领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合作潜力，鼓励双方开展资源开发

合作，支持双方共同开发和合理利用能源和自然资源，包括惠及资源当地。

　　3.4.2 决心在合作中提高非洲国家能源和自然资源产品深加工能力，增加当地就业和初级产品附

加值，保护当地生态环境。

　　3.4.3 鼓励能源资源合作，支持中非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互利合作，尤其鼓励企业通过技术转移

和能力建设帮助非洲从中受益,帮助非洲国家将能源和自然资源潜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社会发

展。

　　3.4.4 同意建立一个培训项目，通过研发交流提高非洲能源从业者的能力。

　　3.4.5 鼓励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建立中非能源和自然资源论坛。

　　3.5 海洋经济

　　3.5.1 非方欢迎中方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将非洲大陆包含在内。双方将推进蓝色

经济互利合作。

　　3.5.2 加强在近海水产养殖、海洋运输、造船、港口和临港工业区建设、近海油气资源勘探开

发、海洋环境管理、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科研、蓝色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经验交流，支持中非企业开

展互利合作，帮助非洲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3.5.3 中方将与非洲国家加强海洋领域的交流与技术合作，开展能力建设，积极探讨共建海洋观

测站、实验室、合作中心的可行性。

　　3.5.4 鼓励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建立海洋经济领域的部长级论坛。

　　3.6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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