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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年来， 中非在教育和培训领域的合作突飞猛进， 合作

规模不断扩大， 合作方式更加丰富， 合作主体逐渐多元， 而且愈加贴合

非洲现阶段民生发展需求。 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

效， 与中国企业推动就业需求的角色密不可分， 也与中国企业为非洲当

地供给优质人力的积极作用息息相关。 因此， 深入研究中国企业通过供

给与需求的双向参与对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所发挥的作用具有重要意

义。 本文系统梳理和分析在非中国企业参与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的重大

议程， 即高等教育合作、 职业教育合作， 以及汉语国际化合作的路径方

式。 本文认为， 中国企业在非经贸活动和雇佣行为推动了非洲本土青年

对中国教育和培训的需求， 同时对教育和培训合作的直接或间接参与增

加了非洲青年获取中国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中国企业的参与不仅能从供

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帮助非洲国家改善青年失业困境， 更使得中非经贸往

来与人文交流实现了有机互动和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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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高地， 推动中非合作全面发展是践行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的应有之义。 但是长期以来， 相较于人文交流， 中非间经贸合作的关注度

往往更高。 当前， 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愈发强调向 “小而美” 的新思路靠拢，
强调多开展人力资源开发、 文化教育等智力援助， 以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高

质量发展。 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 中国在对非交往方面释放出

新信号， 无论是 《中非合作 ２０３５ 年愿景》， 还是习近平主席宣布的 “九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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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都进一步强调了教育、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能力建设等软性领域。 但

“软实力” 与 “硬实力” 通常密不可分， 中非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同样相互交

织， 而中国企业也在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等领域扮演多重角色。 然而， 当前研

究较多关注中国企业在中非经贸合作中的作用， 较少研究聚焦其在人文交流中

的角色和贡献。
教育和培训合作是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中非间人文交

流的主要支撑， 其发展和实践涉及农业、 医疗卫生、 科技发展、 减贫等多个领域

和议题。 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既致力于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其本国教育事业， 又希

望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帮助非洲国家培养各领域专业人才， 在解决非洲国

家现有的失业和贫困等发展难题的同时帮助其实现工业化。 在践行中非教育和培

训合作的众多主体中， 中国企业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 正是中国企业的参与使

得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与中非经贸合作实现联动， 教育和培训合作为经贸合作提

供人力资源， 经贸合作反过来为教育和培训合作提供动力， 共同构建了中国对非

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相辅相成的生动图景。
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 中国企业在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中扮演了怎样的

角色？ 本文第一部分阐述了以促进青年就业为目标的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对非

洲发展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梳理了中国企业在中非合作中经济与人文的双重面

向。 第三部分剖析了在非中国企业参与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供给和需求的双向

模式， 以及三种具体表现形式， 即高等教育合作、 职业教育合作、 汉语国际化

合作。 第四部分是对在非中国企业参与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的总结和未来

展望。

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 促进非洲青年就业

以促进青年就业为目标的教育和培训对当今非洲的国计民生至关重要， 逐渐

成为国际对非发展合作的重要议程。 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足以适应其

人口增长和城镇化的速度， 同时教育、 培训体系未能与就业市场相适配， 最终造

成当前严峻的青年失业问题。 非洲是最年轻的大陆， ６２％ 的非洲人口在 ２５ 岁以

下。① 青年就业事关非洲国家经济发展、 人口红利的实现， 还与非洲国家政治和

社会稳定息息相关。 非洲青年人口是受失业影响最严重的群体， 国际劳工组织

（ＩＬＯ） 报告显示， ２０１９ 年北非地区青年人口失业率为 ３０. ２％ （总失业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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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 ），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青年人口失业率为 ８. ７％ （总失业率为 ５. ９％ ）。
同时， ９４. ９％的青年受到非正式就业的影响。① 就业形势严峻可能会引发社会动

荡、 非法移民、 政治冲突和恐怖主义等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 使得这一议题成

为近年来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注重点。
应对非洲青年失业问题一般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向进行。 需求侧指的是

改善就业市场， 以更好地吸纳青年就业； 供给侧指的是改善教育培训， 使得青年

更易进入就业市场。 一方面， 以世界银行为主的国际多边组织对非合作通常是从

供给侧， 即主要从教育和培训领域入手， 尤其是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领域

开展培训项目， 帮助非洲国家培养适合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② 这种聚焦

技能供给的援助方式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一种观点认为， 新自由主义理念指导

下的培训项目强调技能供给， 其将创造就业需求留给市场自身的做法无法真正帮

助发展中国家解决青年就业这一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③ 另一方面， 虽然一些对

非双边合作方， 例如德国也强调发挥企业在教育和培训合作中的作用， 但是考虑

到企业数量和用工本土化程度等因素， 在非中国企业给非洲就业市场带来的影响

更为显著。④

中国是对非教育和培训合作的重要伙伴方， 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历史悠久，
２００６ 年以后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帮助非洲国家提升青年

就业率， 改善国计民生， 一直是中非合作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

届部长级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宣布了进一步强化中非务实合作的 “九项工程”，
其中第七项能力建设工程提出， 中国将继续同非洲国家合作设立 “鲁班工坊”，
鼓励在非中国企业为当地提供不少于 ８０ 万个就业岗位。⑤ 这也是中非合作论坛

第一次在官方政策文件中强调中国企业创造就业的角色， 并且将其与对非教育

和培训合作联系起来。 中非经贸往来特别是许多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兴业， 让

中国对非教育和培训合作具有链接人力资源供给和需求的潜力。 中国企业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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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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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创造就业机会既符合企业本土化经营的利益诉求， 又契合非洲国家提升就业

水平的国家发展需要。 中非在资源禀赋上有很强的互补性与关联性， 中国一些

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的工业有待向海外转移， 而非洲劳动力成本低， 又期盼

初级工业化能解决其就业问题。 也正是中国企业的本土经营和用工需求与中国

对非教育和培训合作相互联动， 使得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区别于其他国际对非

合作， 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帮助非洲国家促进青年就业。 中国企业的经贸活动和

对本土人力资源的需求推动非洲青年寻求中国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而接受中国

的教育和培训又进一步提升了非洲青年的就业竞争力， 为非洲提供就业市场所

需的人力资源。

中非合作中的中国企业： 经济与人文的双重面向

企业无疑是中非合作的重要参与方。 参与中非合作的中国企业主要有三种类

型： 国有企业、 大中型民营企业， 以及小型私企 （包括小规模矿工和私人小商

贩）。① 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遍布多个行业： 大型国企大多开展基建、 矿业等领

域业务， 民营企业则大多活跃在制造业、 服务业、 通讯、 传媒业等领域。
中国企业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在非洲经济影响力的延伸， 是中非经贸合作的代

言人。 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追寻商业利益的同时服务于国家利益， 并通过

与政府互动塑造中非经贸往来。 在中国对非合作中， 具有代表性的 “安哥拉模

式” 正是不同的中国融资方和政府部门 （如进出口银行、 外交部、 石油公司等）
与安哥拉政府进行协调和谈判的结果。② 也正是因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活跃程度

较高， 中非关系往往被认为具有强烈的 “商业” 元素。 贸易、 投资、 促贸援助

等重要议题均围绕中国企业展开， 中国对非战略甚至被认为是一种企业参与

战略。③

然而， 中国企业并非单纯的经济主体， 它们在中非合作中所产生的影响也投

射到人文交流等其他领域。 中国企业在给非洲带去投资与发展机会的同时， 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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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争议也从未中断。 中国企业处于中国对非交往的前线， 在与非洲本地政

府、 社区、 人民互动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如劳资矛盾、 环境争议等问题。 这些争议

存在本身充分体现了中国企业作为中非交往中的重要主体， 对中非关系带来的影

响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 这些影响超越了单纯的经济领域， 同样深刻塑造着中非

人文交流。 在中国成为非洲重要经贸伙伴的同时， 也有学者强调需要警惕经贸摩

擦给中国在非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 特别是企业对劳资关系的处理将直接影响中

国对非外交大局。① 此外， 中国企业还通过雇佣和培训影响中非间的技术转移。②

在与当地人民交往的过程中， 中国企业也将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规范传递到

非洲。③

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扩大了中非间的联系网络， 通过人与人的交往传递知

识、 规范和价值观， 是构筑中非间人文交流的重要支撑， 而中国企业在中非人文

交流中发挥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 中非企业在开展中非间产业对接和技术转移时

也需要大量合格的本土人力资源， 因此中国企业参与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是大势

所趋。 但是， 目前鲜有研究全面深入关注中国企业在教育和培训合作中的角色及

影响。 基于此， 本文希望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探讨中国企业在中非教育和培训

合作中的参与路径。 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中企业的重要角色，
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参与对非教育和培训合作的优势和特点， 进一步推动中国参与

全球教育合作。

中国企业参与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 角色及方式

在教育和培训领域， 中国企业直接或间接参与的重要合作议程包括高等教

育、 职业教育和汉语国际化。 在不同的合作议程中， 企业的角色和参与方式不尽

相同。 如图 １ 所示， 在高等教育和汉语国际化中， 企业主要扮演的角色是需求推

动者， 通过其经营活动及与其他教育机构的合作， 推动本土青年对中国技能培训

产生需求。 而在职业教育合作中， 除了需求推动方， 企业还在某些项目中成为技

能培训的供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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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唐晓阳： 《劳资关系问题影响中非外交大局》， 《非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９３—
２０５ 页。
杨光等： 《中资企业对非技术转移的现状与前瞻》，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１２９—１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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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企业参与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路径示意图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本文使用了问卷调查、 深度访谈和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国企业参与中非

教育和培训合作的角色及方式进行深入研究 （见表 １）。 为了解在华非洲留学生

的专业分布及在非中国企业对非洲留学生专业选择的影响，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笔者

在非洲留学生同学会的帮助下对在华非洲留学生展开问卷调查， 并在问卷调查结

束后进行访谈。 基于自愿原则， 共有 １７６ 名在北京、 上海、 天津、 南京、 武汉、
成都等地的非洲留学生参与了问卷调查。 同时， 为探究中国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发

挥的作用， 本文对包括华为在内的 ５ 家在非中国企业和机构进行了案例分析。 最

后， 在汉语国际化合作方面， 本文以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孔子学院 （简称 “麦
大孔院”） 为案例， 与 ９ 位麦大孔院的师生进行了访谈。

表 １　 研究方法与设计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研究目的

问卷调查 １７６ 名在华非洲留学生 探究在华非洲留学生的专业分布 （高等教育合作）

一对一访谈 ５ 名在华非洲留学生
剖析在非中国企业对非洲留学生专业选择的影响 （高等
教育合作）

案例分析 ５ 家在非中国企业和机构
梳理和归纳中国企业推动中国职业教育 “走出去” 的三
种方式 （职业教育国际化）

一对一访谈 ９ 名孔子学院的师生
分析中国企业推动汉语在非洲传播和汉语教学本土化进
程的作用 （汉语国际化）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一） 参与高等教育合作： 吸引非洲学生留学中国

企业主要通过间接方式参与中非高等教育合作， 其经济活动吸引了非洲学生

留学中国。 一方面， 中国企业是中国技术和发展的代言人， 它们在非洲的本地化

经营吸引了非洲青年前往中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 例如， 在肯尼亚的中国奖学金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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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眼中， 如果不是中国企业在非洲修桥造路， 有源源不断的商人往返于中非

之间， 那么中国将不可能成为几乎与德国一样具有吸引力的留学目的地。① 另一

方面， 留学回国后在中国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成为非洲学生的留学目的之一。② 在

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非洲国家， 中国企业是重要的雇主， 也促使留学生有动力前往

中国接受教育培训， 以增强自己毕业回国后应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在两种因素的推动下， 非洲来华留学生成为中非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之一。 ２０２０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已成为向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最多的国家。③ ２００６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中国政府提出， ２０１９ 年前向非洲国家提供的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由每年 ２０００ 人

次增加到 ４０００ 人次。 ２０１２ 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 中国政府宣布

在未来三年向非洲提供 １. ８ 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 ２０１８ 年， 非洲来华留学生总

数增长至 ８１５６２ 人， 是 ２０１４ 年人数的近两倍。④ 总体来说， 自 ２００６ 年中非合作

论坛召开以来， 非洲来华留学生数量大幅增长。 除了总数不断增加， 自费学生增

速已经超过政府奖学金生的增速， 并且绝大部分是攻读学位的学生。⑤

中国企业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洲留学生来华学习的专业选择。 目前关于

在华非洲留学生专业分布的数据较为缺乏， 最新的数据来源是 ２０１４ 年来华留学

网申请平台， 其样本数据显示， 在 ８４％ 接受学历教育的非洲留学生中， 有

４１. ６１％申请医学相关专业， ２１. ５９％申请工程相关专业。⑥ 为进一步了解非洲留

学生的专业分布， 我们共收集了 １７６ 份在华非洲留学生问卷， 其中有效问卷 １３７
份。 参与问卷调查的留学生分别来自埃塞俄比亚、 尼日利亚、 乌干达、 乍得等

２５ 个非洲国家， 其中女性 ２７ 人， 男性 １１０ 人， 平均在华留学时间约 ３. ３ 年。 在

披露自己专业信息的 １３３ 名学生中 （如图 ２）， 有接近一半的留学生 （５７ 人） 学

习工科类专业， 其中又以工程类专业 （土木工程、 石油工程等） 和计算机及电

子信息类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软件工程等）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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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参与调研的非洲留学生专业分布 （人）
资料来源： 作者通过问卷获得。

　 　 为进一步了解非洲留学生专业选择背后的动因， 作者在问卷调查后对 ５ 名工

科留学生进行了后续访谈。 访谈显示， 中国企业对非洲学生选择来华留学和研习

的专业具有直接推动作用。 具体来说， 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业务让留学生意识到

中国在相关领域具有的科技优势， 同时认识到潜在的就业市场。 还有中国公司与

东道国合作为该国留学生提供具体专业的奖学金， 并与学生签订毕业后回该公司

工作的协议。
例如， 来自乍得的 ＦＥ① 同学就是中国企业与东道国政府合作的直接受益者。

ＦＥ 同学在中国学习石油工程专业， 毕业回国后就职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乍得

分公司 （ＣＮＰＣＩＣ）。 ＦＥ 同学于 ２０１２ 年获得 ＣＮＰＣＩＣ 提供的奖学金前往中国留

学。 他表示， “在乍得从事石油行业的国际企业很多， 但是只有 ＣＮＰＣＩＣ 为我们

提供了奖学金， 并且保障了我们毕业以后的就业机会， 因此这个机会非常难

得。”② 与 ＦＥ 同学一样来自乍得的 ＡＹ 同学本科阶段在乍得学习化学工程专业，
毕业后在 ＣＮＰＣＩＣ 工作了一段时间， 也正是这段工作经历让他十分认可中国在该

领域的科技实力。 通过公司同事的介绍， ＡＹ 同学获得到中国留学的机会， 前往

中国攻读石油工程专业硕士学位。③

来自乌干达，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土木工程的 ＦＲ 同学表示， 自己原本

已进入乌干达最好的大学， 并已学习土木工程专业一年。 但是， “我看到乌干达

几乎所有的建筑工地都有中国企业的身影， 土木工程专业十分强调实际操作， 这

让我相信中国的土木工程一定是在这方面能力最强的。” 为此， ＦＲ 同学放弃了原

本的学业， 决定来到中国学习土木工程。 来自喀麦隆， 在中国学习软件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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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尊重访谈者隐私， 访谈者姓名均以姓名首字母缩写表示。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与 ＦＥ 同学进行线上访谈。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与 ＡＹ 同学进行线上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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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 同学在访谈中提到， 之所以来中国学习软件工程， 一方面是他从小就对计算

机很感兴趣，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发现身边和电视媒体上到处都是中国制造的电子

产品。 在谈到对未来择业的规划时， 所有受访者都表示会优先考虑中国企业， 并

认为在华留学经历会赋予自己一定的竞争优势。
从访谈中可以看出， 中国企业不仅推动了非洲留学生选择前往中国留学， 还

影响了他们的专业选择。 非洲留学生以工程类、 计算机及电子信息类等工科为主

的专业分布与在非中国企业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分布相契合。① 可以说， 在非中

国企业的经营活动使得非洲来华留学生更易选择与中国企业优势行业相对应的专

业。 此外， 在非中国企业对中非高等教育合作的推动作用还体现在政策制定中。
随着非洲留学生数量日益增多， 这一群体的诉求逐渐成为中非双方在政策设计中

必须考虑的内容。 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帮助非洲留学生实现就业的重要性， 在

《中非合作 ２０３５ 年愿景》 首个三年规划中， “能力建设工程” 专门提到开展 “非
洲留学生就业直通车” 活动。

当然， 在帮助非洲留学生学有所成并更好地助力本国发展方面， 还存在许多

问题和挑战， 其中之一就是如何根据专业特点更有针对性地帮助非洲留学生提升

就业竞争力。 在问卷调查和访谈中， 都有人提到他们因为留学生身份难以找到实

习机会， 然而土木工程等行业十分强调实践经验， 因此对毕业生的实习经历要求

也很高。 同时， 目前无论中方还是非方， 都还没有帮助非洲留学生毕业回国后对

接本土中国企业的机制化渠道。② 这些问题都将极大地限制企业在推动中非高等

教育合作方面的作用。

（二） 参与中非职业教育合作： 推动中国职业教育 “走出去”

近年来， 中国对职业教育有了全新的定位， 认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

不同的教育类型， 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从而确立了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

体系中独特而又重要的价值。 职业教育在中非人力资源合作中的地位也越来越突

出， 这与中非双方的教育国际合作规划密切相关。
中国政府将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视为提升整体教育国际化水平、 对接产能合

作和促进人文交流的重要举措， 具有战略性意义。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教育部等八部

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 发布， 着力推动职业教育更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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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Ｈａｉｇｕｉ，”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３，
Ｎｏ. １，２０２１，ｐｐ. １７７ － 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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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畅通， 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①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 要求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水平， 拓展中外合作交流平台， 推动职业教育走

出去。② 随着中国教育体系改革的全面开展， 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职业

教育国际化也逐渐成为中国实现国际循环的重要一环。 长期以来， 中国的职业教

育国际化坚持 “引进来” 和 “走出去” 的双向路径， 将职业教育输送到其他发

展中国家。③

发展职业教育也是当前非洲国家的教育政策重点。 ２００７ 年非盟出台了 《振
兴非洲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战略》 （ＴＶＥＴ）， 这是因为许多国家决策者和国

际捐赠方都重新认识到职业教育和培训在国家发展中的关键作用。④ 除了发展职

业教育和培训， 改革现有课程体系， 提高教师能力以提升教学质量， 向科学、 技

术、 工程、 数学 （ＳＴＥＭ） 学科倾斜， 重视信息与通信技术 （ ＩＣＴ） 教育等， 成

为非洲教育发展趋势。
由于职业教育对接行业、 促进就业的本质， 企业在职业教育合作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 中国企业走出去带动职业技术教育走出去， 而职业技术教育走出去又对

接了海外中资企业的用工需求。 中国企业通常直接参与到中非职业教育合作中，
目前初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参与模式， 笔者将其归纳为联合模式和拓展模式。 联

合模式指的是企业与其他行为体合作开展职业教育培训。 拓展模式主要指的是企

业出于履行社会责任或经营需要开展机制化的培训业务， 甚至建立专门的职业教

育机构。 具体来看， 联合模式是以国内高职院校为实施主体的合作， 企业主要通

过校企合作的形式支持配合高职院校开展在非职业教育， 有些甚至进行联合办

学， 打造企校协同的走出去品牌。 拓展模式是以企业自身为实施主体的合作， 其

中一种类型是企业根据自身业务需要开展的相关技能培训， 另一种是企业拓展自

身业务范围， 发展职业教育产业。 在这类合作形式中， 有些企业逐渐发展出甚或

成为专门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 专业从事对非职业教育项目。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教育部等八部门全面部署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１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２０１５６. ｈｔｍ［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６］。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４２１２０. ｈｔｍ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６］。
冯宝晶： 《 “一带一路” 视角下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理念与路径》， 《中国职业技术
教育》 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３ 期， 第 ６７—７１ 页。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ＶＥ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７，ｈｔｔｐｓ： ／ ／ ａｕ. ｉｎｔ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３９０１８ － ｄｏｃ － １５. ＿ａｕ＿２００７＿
ｔｖｅ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ｄｆ［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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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联合高职院校， 支持配合高职院校国际化。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关于实施中

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 （简称 “双高计划”） 出台， 进一

步明确了对中国高职院校的国际化要求， 鼓励一大批高职院校走出去进行国际化

合作和办学。 其实， 高职院校积极寻求国际化能力的提升由来已久， 目前形成了

一定影响力和品牌效应， 其中一个代表是由教育部指导、 天津市创建的 “鲁班工

坊” 项目。 从诞生之初， 鲁班工坊就将配合中国企业走出去作为目标之一， 因此

在其项目实施过程中十分重视与企业合作， 校企合作是鲁班工坊的重要模式。 鲁

班工坊常与在海外承揽工程或投资办厂的大型企业合作， 选择海外适宜的职业院

校或机构共同开展职业教育， 致力于培养当地企业所需技能人才。①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非洲第一家鲁班工坊在吉布提开办， 由天津市人民政府、 吉布提教育部、 天津铁

道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市第一商业学校、 吉布提工商学校、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共建， 一期建设铁道类、 商科类等 ４ 个专业， 学制 ３ 年。 该鲁班工坊瞄准亚

吉铁路这一重大项目， 为吉布提职业教育体系发展和技术人才培养作出积极贡献。
随着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摩洛哥鲁班工坊投入运营， 目前非洲已有 １２ 个鲁班工坊项目。

职教联盟是中国企业与高职院校合作的另一种形式。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教育部

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与南非高等教育和培训部工业和制造业培训署， 以及两国相关

政府部门、 院校、 企业等 ５８ 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了 “中国—南非职业教育合作

联盟”。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由湖南外贸职业学院牵头的 “中非经贸合作职业教育产

教联盟” 成立。 该联盟依托长期落户湖南的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湖南自贸区

和湖南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基地等三大平台， 成员单位包括职业院校、 对非合作企

业、 非洲湖南商协会等。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中非职业教育联盟成立大会暨联盟第一

届理事会全体会议在济南顺利召开， 联盟成员单位包括 ７０ 多家中方高职院校、
企业机构以及 ２０ 多家非方高教机构。 这也进一步形成了高职院校、 地方企业、
地方政府对非合作的 “集聚效应”。②

在与高职院校协同走出去的过程中， 中国企业不仅能从硬件设施设备、 实习

机会、 就业岗位等实际操作层面为高职院校国际化提供支持， 还可为高职院校国

际化办学的专业设置提供参考， 中国企业聚集的产业往往成为高职院校开展国际

化办学优先选择的专业。
第二， 企业自主开展职业教育培训。 除了与职业院校开展合作， 越来越多的

中国企业也在尝试拓展原有的经济活动， 开始提供正规化、 专业化的职业教育培

·９０１·

①

②

李名梁、 贺珍珍： 《 “鲁班工坊” 研究： 内涵与发展路径》，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３１ 页。
唐金花： 《我国高职教育对非洲合作模式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黑龙江高教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第 ８８—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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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企业在发展自身业务需求和遵守东道国本土劳动法律的前提下， 开始自主开

展针对本土雇员或潜在雇员的技术技能培训， 许多规模较大的企业还拓展了相关

业务， 对培训进行了机制化建设， 对当地的产业、 教育培训体系都产生了有益影

响。 总体来说， 这种培训以企业的业务发展为导向， 是企业培养人才、 扩充本土

人才储备和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举措， 也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

化进程， 将中国技术通过技术培训带到了非洲。
在一些中国企业聚集的行业， 比如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 一些极具行业影响

力的中国企业如华为、 中兴、 传音等， 为非洲培养了众多的专业人才， 并且已经

形成品牌影响力。 华为公司自 ２０１３ 年起成立 ＩＣＴ 学院， 在全球 ７２ 个国家开展培

训、 认证、 竞赛等活动， 每年有几万名学生受益。① 自 １９９８ 年进入非洲市场以

来， 华为公司的业务已经覆盖非洲 ５４ 个国家， 服务非洲 ２ ／ ３ 的人口， 累计为非

洲培养超过 ５ 万名 ＩＣＴ 人才， 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② 非洲国家面对巨大

的 “数字鸿沟”， 迫切希望培养本国 ＩＣＴ 人才， 中国是非洲 ＩＣＴ 领域的最大投资

国， 中国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为东道国培养数字人才的同时也为自己开展业

务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③

还有一些大型企业基于自己的业务建立培训院校， 并积极融入当地职教体

系。 在中国企业较多的安哥拉， 企业或商会主导建立的职业院校已经对当地职业

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在安哥拉创立百年

职校， 并结合当地特色将其课程设置、 教育教学管理等充分本土化， 开设机械操

作、 建筑电工、 砌筑工 ３ 种课程。④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安哥拉通达瓦拉国际学校和安

哥拉通达瓦拉职业中专顺利落成。 学校由中安商会会长创办， 安哥拉一带一路国

际有限公司出资建造， 是包括从学龄前到小学再到高中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的全日

制私立学校。⑤ 同年 ４ 月， 中信建设代表安哥拉—中国商会与安哥拉国家就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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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ｕａｗｅｉ ＩＣＴ Ａｃａｄｅｍ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Ｔａｌｅｎ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Ｃ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ｓ： ／ ／ ｅ. ｈｕａｗｅｉ. ｃｏｍ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ｇｌｏｂａｌ ／ ｉｃｔ＿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２０１９０７０４１４０９ ／ ｔａｌｅｎｔ －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
ｈｕａｗｅｉ － ｉｃｔ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２３］ ．
中国驻南非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陈晓东大使在 “华为 － Ｒａｉｎ － 金山大学 ５Ｇ 实验室” 揭
牌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中国商务部网站，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ｄｘｆｗ ／ ｇｚｚｄ ／ ２０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１１０３０１７１７２.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２０］。
Ａｍｙ Ｔ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ｓ ＩＣＴ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Ｙａｌ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ｔｔｐ： ／ ／ ｙｒｉｓ. ｙｉｒａ. ｏｒｇ ／ ｅｓｓａｙｓ ／ ４７０２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２０］ ．
刘亚西： 《中国对非职业教育援助与合作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 ２０１８
年， 第 ３９ 页。
Ｔａｔｉａｎａ Ｃｏｓｔａ，“Ｃｏｕｎｔｒｙ Ｇｅｔｓ Ｆｉｒｓ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Ｍａｒｃｈ ８，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ｅｒａｎｇｌａ. ｎｅｔ ／ ｖａ ／ ｅｎ ／ ０３２０２１ ／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 ２４４１０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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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培训局签署了 《关于实施 “职业实习项目” 的谅解备忘录》， 旨在进一步帮

助安哥拉青年在中国企业参加实习项目。① 当然， 依附于企业的培训机构受到企

业自身业务发展的影响较大， 在可持续发展上存在一定风险。 因此， 相对独立于

企业、 由商会牵头创建的院校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可能更具优势。②

第三， 拓展培训业务， 创立职业教育专门机构。 随着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发

展和非洲对职业教育需求的提升， 一些中国企业不断拓展培训业务， 开始创立从

事非洲职业教育的部门或机构， 并与当地政府积极合作， 进一步推动中非职业教

育合作朝着专业化、 体系化的方向发展。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简称 “中航国际”）。 该公

司在非洲经营多年， 逐渐发展出专业从事非洲本土职业教育发展的业务团队， 在

多个非洲国家承担了包括职教顶层规划、 土建施工、 课程体系设计、 教师培训、
管理咨询等一揽子业务。 截至目前， 中航国际已经在肯尼亚、 加蓬和乌干达与当

地政府合作， 实施了一系列职教项目。 例如，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 中航国际为近 １５０
所肯尼亚学校提供课程设计、 培训、 运维保障等服务， 培训人数 ２. ６ 万， 就业率

达到 ８０％ 。 此外， 中航国际还在肯尼亚开展 “非洲职业技能挑战赛”， 为获奖者

提供现金奖励和留学机会， 为获奖学院提供商业订单。③ 中航国际依托原有的业

务网络关系， 凭借国家在民生项目方面的政策支持， 逐渐发展成为在非洲职业教

育领域颇具影响力的中国企业。
另一个案例是创造太阳乌干达石油学院。 ２０１６ 年创造太阳乌干达石油学院

在青岛注册创立， 是一家立足非洲本土的青年技术培训机构。 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
该学院在乌干达进行以石油技能培训为主的职业技术培训， 并在此后得到世界银

行和当地政府的认可， 成为世界银行资助的乌干达技能培训项目和艾伯丁地区可

持续发展项目的合作培训机构之一， 承担了大量的青年技能培训任务。 此外， 该

学院积极探索多边合作， 与比利时一家发展机构 （Ｅｎｔｅｂｅ） 合作开展乌干达难

民培训项目， 还与世界银行合作为乌干达、 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等东非国家提

供科技人力资源培训。 在培训业务之外， 该学院逐渐发展出服务于中国职业院

校国际化的咨询业务， 帮助国内高职院校对接东非高校， 进行相关专业的匹

·１１１·

①

②
③

ＣＩ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ｇｏｌａ －Ｃｈｉｎａ （ＣＣＡＣ），ＣＩ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ｓ ａ ＭｏＵ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ｆｏｒ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ｎｇｏｌａ，”Ａｐｒｉｌ ２３，
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ｉｔｉｃ ／ ｅ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ｅｔａｉｌｓ＿３９＿２６５９.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２３］ ．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３ 日与安哥拉中企代表进行线上访谈。
罗恒、 ［肯尼亚］ 卡罗莱·穆西米、 刘清堂： 《 “一带一路” 倡议下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模
式探究———以中国—肯尼亚职教项目为例》， 《比较教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 第 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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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开发和招生运营。①

当然， 无论是联合模式还是拓展模式， 企业出于自身业务开展和利益诉求，
可能在参与职业教育合作中忽视对接非洲本土教育体系， 强调短期内学员就业效

果， 忽视长期人力资源培养， 影响项目开展的可持续性。 要想最大化企业在推动

中非间职业教育合作中的作用， 需要谨慎规避企业自身逐利性可能带来的负面

影响。

（三） 参与汉语国际化： 吸引本土学生、 教师学习汉语

中国企业也通过推动需求的方式间接推动了汉语在非洲的传播和汉语教学的

本土化进程。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近年来汉语国际化持续

升温。 但整体来看， 汉语的国际化程度依然较低， 仍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 包括

目前汉语进入海外主流教育渠道的程度还不高， 一些孔子学院缺乏本土汉语教师

等。 汉语教学全面本土化是汉语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意味着汉语全面性地进

入有关国家国民教育体系， 成为有关国家及各级各类学校承认的外语教育科目，
并且是主要的外语学习语种。② 非洲已有 １４ 个国家把汉语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
也有更多非洲国家将汉语设置为高校学历教育内容和中、 小学毕业考试的必考

科目。③

汉语国际化的直接实施主体是孔子学院。 在非洲， 孔子学院在过去十多年里

无论是数量还是办学规模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也一直在努力推进汉语在非洲的

本土化进程。 而企业在汉语国际化过程中扮演了类似于需求推动者的角色， 间接

推动汉语国际化。 与吸引非洲学生到中国留学相似， 一方面中国企业成为中国经

济发展的名片， 推动本地人产生学习汉语、 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 另一方面中国

企业在当地开展业务带来了对翻译人员的大量需求， 让汉语成为一门十分有用的

语言。 此外， 在非中国企业还越来越多地与本地孔院开展直接合作， 帮助学习汉

语的学生解决就业问题。
为进一步了解企业在推动汉语国际化特别是汉语教学本土化进程中的角色，

笔者以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孔子学院及其 ２０１８ 年开始实施的本土汉语教师培训

项目为研究对象， 对部分接受培训的本土教师和授课教师进行访谈， 与他们一起

·２１１·

①
②

③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７ 日和 ５ 月 ８ 日与创造太阳乌干达石油学院有关负责人进行线上访谈。
李泉、 张海涛： 《汉语国际化的内涵、 趋势与对策》， 《语言文字应用》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０９—１１０ 页。
徐永亮： 《职业技术教育： 非洲孔子学院发展新方向》， 《高教学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７ 期， 第
２３—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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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乌干达汉语教学情况。① 自成立以来， 麦大孔院一直积极进行汉语推广以及

汉语教学本土化尝试， 并在 ２０１８ 年成功开展了第一期本土汉语教师培训项目。
乌干达教育与体育部出台政策规定， 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开始， 乌干达政府在全国 ５
个区域遴选 ３５ 所中学开展中文教学。 中文课程成为这 ３５ 所中学初一初二学生的

必修课， 初三学生的选修课。② ２０１８ 年， 麦大孔院举行了第一期本土汉语教师培

训班， 约 ４０ 名本土中学教师接受培训， 受训学员需要在 １０ 个月的培训后取得

ＨＳＫ３ 级证书， 也鼓励学员争取获得 ＨＳＫ４ 级证书。 该项目计划在 ３ 年内为乌干

达培养上百位本土汉语老师。 目前， 虽然受到疫情的重大影响， 项目第三期也已

经顺利结束。③

访谈对象普遍表达了将汉语技能与就业机会挂钩的看法。 正如一位教授汉语

的乌干达本土中学教师所言： “汉语已经成为一门商业语言。”④ 接受汉语教学培

训的本土老师认为， 汉语对他们的工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拓宽了老师们的

就业渠道， 包括得以在其他学校开展兼职工作教授中文， 以及在中国公司担任翻

译等。 同时， 所有中文授课老师都认为学习中文将对学生产生非常有利的影响，
“当完成学业后， 学生们可以很容易进入中国公司和工厂工作。”⑤ 甚至有老师提

到， 一些从商的学生家长会因为某个学校开设汉语课而专门将学生送到这个学校

进行学习。⑥

在就业岗位稀缺的情况下， 学习汉语在许多时候成为一门支撑生计的重要技

能。 通过学习汉语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和学生们的就业竞争力， 推动着非洲本土教

师努力学习汉语、 认真教授汉语。 可见， 中国企业在就业市场的重大影响力在很

大程度上提升了汉语学习对当地人的吸引力。 当然， 中国企业在与孔子学院合作

中还面临许多实际困难， 如何更好地协调不同主体间的合作还需要各方进一步

努力。

·３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作者联系到 ８ 位参加过该汉语培训项目的本土教师， 其中男老师 ３ 位， 女老师 ５ 位。 年
龄最小的 ２５ 岁， 年龄最大的 ３５ 岁， 其中 ６ 位老师在学习汉语之前教授的都是语言课，
包括法语、 斯瓦希里语等。 由于乌干达网络信号的问题， 有 ４ 位老师无法接受线上视频
访谈， 于是以问卷加线上对话的形式进行。 访谈主要分为 ４ 个部分， 包括基本信息、 参
加培训的过程、 对培训的评价， 以及培训带来的影响。 在培训过程和对培训的评价部分，
所有老师都认为该项目任务艰巨， 但成效显著， 同时受训老师们都对孔院汉语老师的付
出表达崇高敬意。
“３５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ａｉｌ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 ｕｇ ／
Ｎｅｗ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３５ － ｓｃｈｏｏｌｓ － ｔｅａｃｈ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６８８３３４ － ４９０４５４４ － ｌｅ３ｋｃｘ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２４］ ．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与麦大孔院 Ｗ 老师的线上访谈。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与本土汉语老师 ＹＹ 的线上采访。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与本土汉语老师 ＡＳ 的对话及问卷。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与本土汉语老师 ＹＹ 的线上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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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展望

近年来， 中国与非洲在教育和培训领域的合作取得重要进展， 并将继续成为

中非交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企业的经贸活动， 特别是雇佣本土劳动力的行

为， 推动非洲青年寻求中国教育和培训机会。 首先， 由于非洲各国普遍就业形势

严峻， 在非中国企业成为就业市场的宠儿、 求职者竞相追逐的对象， 而成功得到

就业岗位的一个重要途径则是参加中国的教育以及培训。 其次， 在非中国企业成

为中国知识、 技术的名片， 吸引着非洲青年前往中国学习。 最后， 在供给端， 许

多企业间接或直接参与教育和培训项目， 增加了非洲青年接受中国教育和培训的

机会， 进一步推动了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发展。
高等教育合作、 职业教育合作以及汉语国际化合作都是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

的重要议程。 在高等教育合作中， 企业主要发挥间接影响。 作为重要的就业雇主

和中国技术、 文化的代言人， 企业经营活动吸引了非洲青年寻求留学中国的机

会， 同时还影响了留学生的专业选择。 在职业教育合作中， 企业则通过直接参与

发挥作用， 通过联合高职院校开展在地职业教育培训， 助力高职院校走出去； 通

过拓展自身培训业务， 机制化、 规模化开展培训， 或是创立专业的职业教育机

构， 帮助非洲国家培养适用的技术人才。 在汉语国际化合作中， 企业同样主要发

挥间接影响， 吸引本土学生、 老师学习、 教授中文， 培养翻译人员以及潜在的留

学生。 最后， 无论是专业人才、 技术人才还是翻译人员， 都有可能回流到企业

中， 不仅有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更能帮助非洲青年对接本土就业市场， 推进

国家发展进程。
无论是推动需求， 还是助力供给， 无论是直接参与抑或间接参与， 企业参与

帮助打通了需求和供给的人力资源循环， 无疑是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中不可或缺

的一环。 未来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应该更好地发挥企业的作用， 以企业经贸活动

为基础， 带动中非教育和培训合作， 让经贸合作推动人文交流， 人文交流促进经

贸合作， 真正助力非洲解决国计民生问题， 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 凌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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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ｉｔ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ｇ ｈｉｇｈ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ｗａ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ｇｅｎｄ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 ｉｓ，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ｙｏｕｔｈ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ｏｒ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ｙｏｕｔｈ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ｅｌｐ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ｙｏｕｔｈ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ｂｕｔ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 － ｔｏ － ｐｅｏｐｌ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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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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