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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非经贸合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 依托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平台， 聚焦落实三届

论坛务实举措， 取得互利双赢的丰硕成果， 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

可靠的能矿资源供应链和产业转移的承接地， 而且有力推动了非洲工业

化、 城镇化、 一体化和信息化进程， 提升了非洲人民的福祉。 然而， 过

去的十年正值中非合作转型升级期、 非洲发展道路探索期和国际社会对

非合作调整期 “三期叠加”， 中非经贸合作也面临非洲地区政局动荡和

政策多变风险多发、 大国间竞争持续升温、 中国对非合作结构性挑战等

问题。 展望未来， 中非经贸合作仍然大有可为， 非洲市场的巨大潜力，
非洲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强劲需求， 中非经贸合作的强互补和高契

合， 叠加中非合作论坛的定向领航， 为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

强劲动力。 随着中国和非洲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 人民至上、 绿色

发展、 成果共享等新发展理念呼唤中非经贸合作要与时俱进、 创新发

展， 加强中非在民生工程、 矿业开发、 气候变化、 自由贸易区等领域合

作。 为规避各类合作风险， 中方不仅要聚力提升抗风险能力， 而且应继

续探索中非 +第三方合作， 推动国际合作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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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进行顶

层设计， 依托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平台和 “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 与时俱进、 创

造性地提出许多务实举措， 为中非经贸合作发展和升级指明方向， 朝着构建中非

命运共同体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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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外交为中非经贸合作定向导航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发挥着典范作用。 创立于 2000 年的中非合作论坛 （FOCAC） 至今已经走过 20 多

年发展历程， 中国始终秉承真诚友好、 平等互利、 团结合作、 共同发展的原则和

精神， 与非洲国家一道高效务实地落实历届论坛行动计划， 众多合作项目在非洲

遍地开花， 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针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和非洲发展的新情况、 新需求， 连续两次将中

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升格为峰会。 2015 年约翰内斯堡峰会， 中非关系从新型

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18 年北京峰会， 习近平主席提

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2021 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
习近平主席提出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与此同时， 围绕中非命运共同

体构建目标， 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纲领性合作文件， 推动实施了一系列支

持非洲发展、 深化中非友好合作的重大举措， 取得丰硕成果。

（一）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习近平主席为新时期的中非关系提升

定位， 为中非经贸合作全面布局

2015 年 12 月底， 习近平主席亲赴南非约翰内斯堡主持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

峰会， 并发表题为 《开启中非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的新时代》 的开幕式致辞。
首先， 习近平主席用三个 “锐不可当” 敏锐地捕捉到非洲积极探索自主发展道

路、 加快工业化和联合自强的发展新趋势。 其次，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非历来是命

运共同体， 中非合作发展互有需要、 优势互补， 迎来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再次，
习近平主席提出将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并为此做强和夯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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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事务

中团结协作等 “五大支柱”。 最后， 习近平主席宣布了 2016—2018 年同非方重点

实施 “十大合作计划”， 并提供确保合作计划顺利实施的 600 亿美元配套资金。
习近平主席致辞凸显了新时代加强中非合作的重要性， 峰会上发布的 《中非

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 和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2016—2018 年）》 为中非经贸合作定向领航。 研究发现， 与经济相关的合作内

容在行动计划中所占篇幅超过 40% ， 经贸合作无疑成为中非合作的重头戏， 投

资合作成为中非经贸合作的核心， 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非产能合作的重要内容。
行动计划强调了对非基础设施合作与非方规划对接的具体领域及其业务模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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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 重申了对非投资和对非贸易的数量目标； 工业园区投资、 帮助非洲国

家 “筑巢引凤” 是对非投资合作的一大抓手； 为中非基金扩容， 支持非洲基础

设施建设、 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 加强中非医疗卫生合作， 对非医药投资

是不可忽视的重点领域； 加强中非在减贫脱困与发展领域的合作。 可见， 全新

的历史定位及合作框架使中非关系布局更加完整， 经贸压舱石地位更加凸显，
对中非关系全面发展形成强有力支撑。

（二）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习近平主席开启中非共建 “一带一

路” 新篇章， 指引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2018 年 9 月 3 日， 在全球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抬头， 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背景下，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行， 中非领导人围绕 “合作共赢， 携手构

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主题共商合作， 共话未来。 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

主旨演讲中首先指出， 过去中非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 非洲未来

充满希望， 中非友好合作前景广阔， 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大有可为！
其次， 旗帜鲜明地提出 “五不” 原则， 表达了尊重非洲发展道路选择和全面加

强对非合作的意愿和决心。① 第三， 回答时代使命， 宣誓中国担当。 习近平主

席指出， 中国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中国愿同国际合作

伙伴共建 “一带一路”； 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

理观； 中国坚定不移坚持对外开放。 第四， 提出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第五， 宣布实施 “八大行动”， 包

括产业促进行动、 设施联通行动、 贸易便利行动等。 第六， 宣布为推动 “八大

行动” 顺利实施， 中国愿以政府援助、 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融资等方式， 再向非

洲提供 600 亿美元支持。
习近平主席强调把 “一带一路” 建设与非盟 《2063 年议程》、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相互对接， 受到非洲国家热烈响应。 北

京峰会期间， 共有 27 个非洲国家及非盟与中国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

件， 使共建 “一带一路” 的非洲成员达到 37 个。 可见，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的召开， 为中非经贸合作营造了更为良好的国际环境， 也提供了一大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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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五不” 原则指的是， 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不干涉非洲内政， 不把
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
治私利。 中国希望各国都能在处理非洲事务时做到这 “五不”。 中国永远是非洲的好朋友、
好伙伴、 好兄弟。 任何人都不能破坏中非人民的大团结！ 详见习近平： 《携手共命运 同心
促发展———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版， 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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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对接合作机会。 与此同时， 北京峰会在凝聚非洲各界共识、 争取非方支持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中非双方共同应对发展挑战、 维护多边体系、 推动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 2021 年 11 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

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推动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2021 年 11 月， 在中非双方均面临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双重

压力下， 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 习近平主

席以视频方式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 《同舟共济， 继往开来， 携手构建新时代中

非命运共同体》 的主旨演讲， 从造福中非人民、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出发，
以战略眼光和深邃思维， 提出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用 “真诚友好、 平等

相待， 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 主持公道、 捍卫正义， 顺应时势、 开放包容” 32
个字精辟概括出反映时代特征、 基础原则、 国际道义等内涵的中非友好合作精

神； 提出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四点主张： 坚持团结抗疫、 深化务实合

作、 推进绿色发展、 维护公平正义； 宣布作为 《中非合作 2035 年愿景》 首个三

年规划， 中非将共同实施 “九项工程 ”， 包括卫生健康工程、 减贫惠农工程、 贸

易促进工程、 投资驱动工程、 数字创新工程、 绿色发展工程、 能力建设工程、 人

文交流工程、 和平安全工程。①

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将继续发挥战略引领作用， 凝聚共识， 开拓创新，
推动中非合作高质量发展。 尤其是在深化中非经贸合作领域， 一方面强调在传

统领域继续开展务实合作， 即要扩大贸易和投资规模， 共享减贫脱贫经验， 促

进非洲青年创业和中小企业发展； 另一方面强调推进绿色发展、 数字经济等新

领域的合作， 即要倡导绿色低碳理念， 积极发展太阳能、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推动应对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 有效实施， 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值得指

出的是， 此次会议虽然没有出台具体的配套资金额度， 但可以看出中方正在改

进对非资金资助方式， 并加强中非在环保、 人文、 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推动中

非经贸合作行稳致远。 总之， 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 亲力亲为， 以元首外交引

领包括经贸在内的中非全面战略合作， 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造福

中非 27 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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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 《同舟共济， 继往开来， 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第
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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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红利推动中非经贸合作走过硕果累累的十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中国在三届中非

合作论坛会议上都推出了一系列务实举措， 有政策、 有资金、 有项目， 推动中非

经贸合作呈现全方位、 宽领域、 多层次的发展态势。 从 2009 年起， 中国已连续

13 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非洲还是中国第二大海外承包工程市场

和新兴的投资目的地。 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 《龙狮共舞》 报告称， 不

论是美国、 英国、 法国等西方国家， 还是印度、 巴西、 俄罗斯等新兴国家， 没有

任何一个国家与非洲经济往来的深度和广度能跟中国相比。①

表 1 2010—2021 年中非经贸合作业绩 （单位： 亿美元）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中国对非

直接投资流量
21. 1 31. 7 25. 2 33. 7 32. 0 29. 8 24. 0 41. 1 53. 9 27. 0 42. 3 37. 4

中国对非

直接投资存量
130. 4 162. 4 217. 3 261. 9 323. 5 346. 9 398. 8 433. 0 461. 0 443. 9 433. 9 471. 3

中国对

非洲出口额
669. 5 731 853. 9 928. 1 1061. 51086. 7 922. 2 952 1049 1132 1142 1483

中国从非洲

进口额
569. 6 932 1131. 71174. 31157. 4 703. 7 569 679. 1 993 955 727 1059

中国在非洲

工程承包新

签合同额

383. 5 457. 7 640. 5 678. 4 754. 9 762. 5 820. 6 765. 0 784. 3 559. 3 679 779

中国在非洲

工程承包完成

营业额

234. 7 361. 2 408. 3 478. 9 529. 7 547. 8 521. 6 512. 5 488. 4 460. 1 383 371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商务部网站历年公布的相关数据整理编制。

（一） 双边贸易稳步扩大

自 2009 年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以来， 中非贸易发展迅猛， 于

2014 年创造历史峰值约 2220 亿美元。 之后受埃博拉疫情及以原油为主的大宗商

品价格下跌影响， 中非贸易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 2017 年以后， 在中国主动扩

大从非洲进口以及创立中非经贸博览会、 非洲好物网购节等利好因素的推动下，
中非贸易强势反弹， 2019 年贸易总额达 2087 亿美元。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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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rene Yuan Sun et al. ，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How are Africa and China Engaging，and
How Will the Partnership Evolve? McKinsey & Company，June 2017，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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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 中非贸易有所收窄， 贸易总额为 1869 亿美元， 同比下降 10. 5% 。 其中， 中

国从非洲进口 727 亿美元， 同比下降 24. 1% ； 中国对非洲出口 1142 亿美元， 同

比增长 0. 9% 。 进入 2021 年， 中非贸易强势反弹， 贸易总额达 2542 亿美元， 创

历史新高， 同比增长 36% 。 其中， 中国从非洲进口 1059 亿美元， 同比增长

45. 7% ； 中国对非洲出口 148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9. 9% 。
从贸易结构上看， 中国从非洲进口的主要产品是矿产品、 贱金属及其制品，

以及农产品， 合计占到 7 成。 中国对非洲出口的主要产品集中在机电产品、 日常

生活用品、 纺织品原料及制品等， 合计也占到 7 成。 值得指出的是， 自 2010 年

开始， 中国先后给予同中国建交的 32 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输华产品零关税待遇。
其中， 除贝宁享受 95%的零关税待遇外， 其他 31 个国家均享受 97%的零关税待

遇。 2018 年以来， 中国积极扩大非洲产品的市场准入， 目前已有 350 多种非洲

农产品和食品可以对华出口， 非洲输华农产品金额已连续 4 年保持增长。 从 2018
年的 28. 6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37. 86 亿美元， 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二大农产品出

口国。①

从主要贸易对象来看， 南非、 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多年来一直高居中非贸易总

额前三甲， 其次是埃及、 刚果 （金）、 加纳、 阿尔及利亚、 肯尼亚、 坦桑尼亚和

摩洛哥， 上述十国占到 2021 年中非贸易总额的 68. 9% 。

（二） 对非投资整体向好

2013 年以来， 中国对非投资合作呈现出波浪式整体向好态势。 从流量上看，
2013—2016 年， 受中国国内经济换挡升级、 对外投资监管趋严、 国际大宗商品

价格下跌等多方面影响，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连续四年下滑， 由 2013 年的

33. 7 亿美元下滑至 2016 年的 24 亿美元。 2017 年，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 大宗商

品价格回暖， 对非直接投资流量显著升至 41. 1 亿美元， 同比增幅 70. 8% 。 2018
年，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有力拉动了中国对非投资， 在中国对外投资整体下滑

的宏观背景下， 对非直接投资流量逆势增长至 53. 9 亿美元， 同比增幅达 31% ，
直逼 2008 年的历史最高水平。 2019 年，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至 2008 年金融危机以

来最低水平， 叠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多重因素， 国际市场避险情绪明显增加，
新兴市场吸收的直接投资大幅下滑， 致使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回落至 27 亿美

元。 2020 年，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但是中国对外投资逆势增长， 对非

直接投资流量达到 42. 3 亿美元， 同比增长高达 56. 7% 。 2021 年， 中国对非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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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 -非洲经贸博览会秘书处主编： 《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报告 （2021）》， 第 10 页，
https： / / www. caitec. org. cn / upfiles / file / 2021 / 10 / 202111171558300 1. pdf[2022 - 02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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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流量为 37. 4 亿美元， 同比下降 11. 6% 。
从存量上看， 2013 年至今， 中国对非投资实现稳步增长， 疫情期间也保持

相对稳定。 中国商务部相关数据显示， 截至 2013 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为

261. 9 亿美元， 截至 2021 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增至 471. 3 亿美元， 较

2013 年增长了 80% ， 充分展现了中非合作的巨大潜力和韧性。 值得指出的是，
尽管 2019 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的占比从 2008 年峰值

的 4. 2%下滑到 2% ， 但 443. 9 亿美元的规模已经超过美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

（430 亿美元）， 仅次于荷兰、 法国、 英国， 成为世界上对非直接投资的第四大来

源国， 占当年非洲吸引外资存量的 4. 7% 。①

从行业分布看，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产业分布日益多元化， 建筑业、 采矿业

和金融业的存量占比一直较高， 但由于中国日益重视对非洲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

资， 使得这两个行业的投资存量增加较快。 截至 2020 年底，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

资存量前五位的行业分别是建筑业、 采矿业、 制造业、 金融业及租赁与商务服务

业。 其中， 中国对非洲建筑业投资存量为 151. 5 亿美元， 比 2019 年增长了 11% ；
对非洲采矿业投资存量为 89. 4 亿美元， 同比减少 18. 9% ； 对非洲制造业投资存

量为 61. 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9. 6% 。
从国别分布看， 虽然中国在 52 个非洲国家都有直接投资， 但截至 2020 年

底， 南非、 刚果 （金）、 赞比亚、 埃塞俄比亚、 安哥拉、 尼日利亚、 肯尼亚、 津

巴布韦、 阿尔及利亚和加纳是吸引中国投资存量最多的 10 个国家， 合计占中国

对非投资存量的 63. 1% 。②

从投资主体看， 截至 2020 年底， 中国在非洲设立各类企业超过 3500 家， 民

营企业逐渐成为对非投资的主力， 聘用非洲本地员工比例超 80% ， 直接和间接

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③

（三） 基建合作屡创新高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企业凭借项目资金、 关键技术、
施工队伍和组织管理经验等竞争优势， 在中非合作论坛、 “一带一路” 框架推动

下， 逐渐发展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 2012—2015 年， 中国对非洲基建

投资以每年 16%的速度增长， 为非洲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项目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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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1，June 2021，p.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等编： 《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22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2021 年 11 月）， 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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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2015 年， 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金额累计达 210 亿美元， 远高于

非洲基础设施联盟 （成员包括世界银行、 国际金融公司、 欧盟委员会、 欧洲投资

银行、 非洲开发银行和八国集团） 的投资总额， 中国企业占据非洲 EPC 市场近

一半的份额。① 2015 年， 中国对非洲工程承包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分别达到

762. 5 亿美元和 547. 8 亿美元的历史高点， 以中交建、 中国中铁、 中水电、 中国

建筑、 中铁建和中信建设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兴建了非盟会议中心、 亚吉铁路、 蒙

内铁路等一大批旗舰项目， 在非洲的业务拓展备受世界瞩目。
自 2016 年起， 国际承包商在非洲的业务呈总体下降趋势， 中国在非洲的工

程承包也遇到一定困难。 特别是 2017 年以来， 受非洲国家债务负担加重的影响，
中国在非洲的工程承包新签合同额和营业额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 其中新签合同

额从 2017 年的 765 亿美元降到 2019 年的 559 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从 512 亿美元

降到 460 亿美元。 但相对而言， 中国企业在非洲工程承包市场的业务占比仍在逐

步提升。 2020 年美国 《工程新闻纪录》 （ENR） 发布的 250 家最大国际承包商非

洲业绩榜单中， 中国上榜企业完成营业额合计 341. 7 亿美元， 占比达到 61. 9% ，
较 2018 年提高了 1 个百分点。② 2020—2021 年，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 中

国在非洲基建项目遭受建材供应链断裂、 用工紧张、 业主违约、 成本上升等不利

影响， 导致中国企业在非洲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分别下降到 383 亿美元和 371 亿

美元， 同比分别下降 16. 7%和 3. 1% 。 令人欣喜的是， 2020—2021 年， 中国在非

洲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分别同比增长 21. 4%和 14. 7% ， 达到 679 亿美元和 779
亿美元，③ 彰显了中非基础设施合作的广阔空间， 以及中国企业对非洲疫情后承

包工程市场的较强信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中国在非洲建设 （包括援建、 承建、 投资） 的基建项

目遍布 54 个国家。 2013 年以来， 由于非洲基建市场自身的旺盛需求和中国 “一
带一路” 倡议的政策推动， 尼日利亚 （744 亿美元）、 阿尔及利亚 （459. 5 亿美

元）、 安哥拉 （377 亿美元）、 埃塞俄比亚 （363. 1 亿美元）、 加纳 （323. 5 亿美

元）、 肯尼亚 （149. 5 亿美元）、 赞比亚 （305. 3 亿美元）、 埃及 （296 亿美元）、
刚果 （金） （207. 3 亿美元）、 科特迪瓦 （149. 5 亿美元） 成为 2013—2020 年间

与中国新签合同额累计最多的 10 个国家， 共占同期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新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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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Irene Yuan Sun et al. ，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How are Africa and China Engaging，and
How Will the Partnership Evolve? McKinsey & Company，June 2017，pp. 23 -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发展报告 2019—
2020》， 2020 年 11 月， 第 42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20 年度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统计公报》，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28—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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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额的 60. 7% 。 与此同时， 阿尔及利亚 （552. 9 亿美元）、 安哥拉 （387. 5 亿美

元）、 埃塞俄比亚 （359. 3 亿美元）、 尼日利亚 （301. 6 亿美元）、 肯尼亚 （267. 4
亿美元）、 赞比亚 （177. 1 亿美元）、 埃及 （160. 2 亿美元）、 刚果 （金） （125 亿

美元）、 乌干达 （120. 8 亿美元） 和刚果 （布） （117. 2 亿美元） 成为与中国完成

营业额累计最多的 10 个国家， 共占同期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的

65. 5% 。 进入 2020 年，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众多非洲国家普遍面临资金短缺

问题， 但它们与中国基建合作的需求依然强烈， 加纳、 尼日利亚、 科特迪瓦、 赞

比亚、 肯尼亚、 埃及、 几内亚、 莫桑比克、 埃塞俄比亚、 津巴布韦成为与中国新

签基建项目合同额最多的 10 个国家， 合计占比 69% ； 阿尔及利亚、 尼日利亚、
埃及、 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 刚果 （金）、 赞比亚、 几内亚、 安哥拉、 坦桑尼亚

则成为与中国完成基建项目营业额最多的 10 个国家， 合计占比高达 67. 5% 。①

从上述国别分布变化可以看出， 非洲这个资源丰富、 充满活力和多样化的大陆已

经越来越具备发展韧性。

中非经贸合作为非洲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非经贸合作从量的积累步入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新阶

段， 以互利共赢为宗旨的中非经贸合作取得显著成效， 切实发挥了中非友好合作

压舱石与助推器的作用。 从中方来看， 中非贸易合作不仅为中国产业链稳定发展

提供了可靠的能矿资源， 而且从非洲进口的绿色农产品丰富了中国百姓的消费需

求； 中非投资合作不仅为中国产业升级提供了长期的合作空间， 而且向世界展示

了 “中国建筑” 的靓丽名片， 在政治、 经济等领域均获得回报。 从非方来看，
中非贸易、 投资和基建合作对于满足非洲大陆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和促进区域经

济发展至关重要。② 麦肯锡报告也认为， “近年来， 中国对非洲经济的参与持续

深入， 给非洲经济发展带来显著的积极影响。”③

（一） 中非贸易带动了非洲经济增长， 满足了非洲市场需求

中国已经连续 13 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来自中国大市场的强劲需

求带动了非洲经济增长， 中国不仅是非洲石油和金属矿产的可靠买家， 而且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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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20 年度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统计公报》， 第 27—37 页。
Richard Schiere and Alex Rugamba，Chines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and African Integration，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27，May 2011，p. 18.
Irene Yuan Sun et al. ，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How are Africa and China Engaging，and
How Will the Partnership Evolve? McKinsey & Company，June 2017，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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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出口大量物美价廉、 适合非洲市场消费需要、 深受非洲人民喜爱的商品。 中国

产品的到来使非洲消费者可以享受到昔日无力购买的从其他国家高价进口的消费

品， 从而提高了非洲民众的消费水平， 满足了非洲市场多层次的需求。 例如， 中

国出口的摩托车仅相当于日产摩托车售价的 6 折， 中国的传音手机因性价比较高

受到非洲民众追捧， 多年领跑非洲智能手机市场， 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平抑通

胀的作用， 切实提高了非洲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

（二） 中国对非投资不仅实现了量的增长， 而且伴随着质的提升

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为非洲提升工业化、 促进就业、 改善民生作出重要贡

献， 并成为非洲经济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一是中国政府和企业注重在非洲国家建设产业平台。 截至 2020 年底， 在

中国商务部备案的中非经贸园区有 25 个， 吸引了超过 623 家企业入园， 累计

投资 73. 5 亿美元， 累计上缴东道国税费 14. 8 亿美元， 创造就业岗位 4. 6 万

个， 其中外籍员工接近 4. 2 万人。① 这些园区形成了装备制造、 轻工纺织、 家

用电器、 资源深加工等产业集群， 极大地提升了当地工业化和产业配套水平以

及出口创汇能力。
二是中国对非投资注重打造产业链条。 比如， 中国企业在坦桑尼亚投资的现

代农业产业园， 初步形成棉花种植、 纺织加制衣的全产业链； 在塞内加尔， 中国

企业建立了完善的水产品捕捞、 加工生产线； 在科特迪瓦， 中国企业建立了橡胶

种植、 加工一体化项目。
三是中国企业在非洲创造了大量税收和就业岗位。 中国企业聘用非洲本地员

工的比例高达 89% ， 直接和间接创造了数百万就业机会。 安永 《2019 非洲吸引

力报告》 显示， 2014—2018 年非洲十大直接投资来源国中， 中国对非累计投资

项目数量位列第四， 排在美国、 法国和英国之后， 但在创造就业方面远超上述国

家， 分别为美国的 2. 21 倍、 法国的 2. 36 倍、 英国的 3. 35 倍， 是位列投资项目

数量第五名的南非的 6. 38 倍。②

四是中国对非投资带动技术转移。 在建筑业和制造业， 分别有 53%和 50%
的中国企业为当地员工提供技能培训。③ 在乌干达， 4 名中国年轻人成立了创造

太阳乌干达石油学院 （简称 “创造太阳”）， 专门培训石油技术人才， 通过技能

培训帮助当地民众实现就业。 “创造太阳” 对社会的贡献和知名度越来越大，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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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团队受到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接见。
五是中国对非投资正向新兴领域拓展。 目前已有数十家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数

字经济业务达到一定规模， 主要分布在尼日利亚、 南非、 埃及、 肯尼亚等数字化

发展较为活跃的国家， 涵盖电子商务、 移动钱包、 媒体娱乐、 交通物流等领域。
如阿里巴巴公司分别与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签署了世界电子贸易平台 （eWTP）
协议， 阿里巴巴、 腾讯、 美团等企业参投尼日利亚、 肯尼亚等国移动出行平台，
滴滴出行进入南非市场， 字节跳动的短视频平台 TikTok、 传音和网易携手打造的

短视频产品 Vskit和音乐流媒体平台 Boomplay， 都在非洲市场取得不俗的业绩。

（三） 中非基建合作推动了非洲国家工业化、 一体化、 城市化和信息化进程

一是提升了非洲能源供给能力。 为解决非洲国家生产和生活用电紧张问题，
中国企业积极参与非洲电力建设。 例如，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非洲建设了卡鲁玛水

电站、 宗格鲁水电站、 苏布雷水电站等大型水电站， 大幅增加非洲电力供应。
2018 年中国公司获得总承包额为 58 亿美元的尼日利亚塔巴亚州 3050 兆瓦的蒙贝

拉 （Mambilla） 水力发电项目， 据悉该水电站建成后将是尼日利亚甚至非洲大陆

最大的水电站， 对该国电力供应、 工农业发展以及民生就业都将产生极大影响。
中国在非洲建设的水电站、 火电站以及风电、 光伏发电设施等， 极大提升了非洲

的能源供给能力， 同时改善了非洲的能源结构。 与此同时， 电费降低带来生产成

本降低， 提高了非洲对域外制造业的吸引力。
二是改善了非洲互联互通状况。 据统计， 2000 年 10 月至 2018 年 6 月， 中国

共参与非洲逾 200 个基础设施项目， 其中高速公路总里程约 3 万公里， 铁路总里

程约 2000 公里， 港口吞吐量约 8500 万吨 /年， 净水处理能力超过 900 万吨 /日，
发电量约 2 万兆瓦， 输变电线路长度逾 3 万公里。① 2021 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中非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 《中国基础设施贷款是否促进非洲创业》 证实，
2006—2018 年， 中国对非洲国家基础设施贷款快速增长， 通过降低基础设施相

关成本、 提供商业机会， 对非洲国家的创业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② 例如， 蒙

内铁路、 亚吉铁路、 本格拉铁路、 拉伊铁路等跨区域骨干路网提高了生产要素的

流动性、 可达性， 直接缩短了运输距离、 降低了运输成本， 促进了非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 蒙巴萨港、 拉姆港、 巴加莫约港、 马普托港等港口项目几乎都与重要的

铁路或公路联通， 并且在周边布局了临港工业园， 提振了这些国家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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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效率和出口能力。 值得指出的是，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亚吉铁路、 蒙内铁路

保障集装箱和散杂货运营， 确保食品、 药品、 化肥及其他民生保障物资的运输，
为抗击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推动了非洲城市化进程。 非洲公共服务建设落后， 很多人因为喝不上清

洁饮用水而感染疟疾， 全非洲每年约 40 万人死于疟疾。 中国为非洲建设了一批

供水工程， 如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跨国供水项目， 帮助解决吉布提 61 万人 （占
全国人口 65%以上） 的饮用水问题。 安哥拉马萨尔水厂修复和扩建， 为周边 100
多万居民提供卫生、 优质的水源， 改变了当地居民用水难的局面。 同时， 中国在

非洲建设了诸多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设施， 这些设施大都成为当地的标志性

工程， 如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标志塔、 阿尔及尔大清真寺、 坦桑尼亚姆旺

扎城市购物中心、 莫桑比克马普托跨海大桥等。 这些民生工程和商业设施的建

设， 快速提升了非洲国家的城市化水平。 据非洲开发银行统计， 2000—2014 年，
非洲的城市化率提高了 7 个百分点， 2014 年达到 40% ， 2035 年将达到 49% ，
2050 年将进一步升至 56% 。① 值得指出的是， 通过中国在非洲建设的工业园带

动城镇工业发展和消费， 已成为协同非洲城镇现代化发展的一条可行路径， 埃塞

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四是提高了非洲信息化水平。 以华为、 中兴、 传音为代表的中国数字企业在

非洲深耕多年， 广泛参与光纤传输、 固定电话、 移动通信、 互联网等通信领域建

设， 在非洲信息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 华为是非洲最大的通信服

务供应商， 也是非洲第一家提供 5G服务的公司， 在非洲部署了超过一半的无线

基站， 超过 70%的 LTE高速移动宽带网络， 以及超过 5 万公里的通信光纤。 南

非国际事务研究所专家科布斯·范·斯塔登这样评价华为公司： “华为是非洲市

场上一个地位独特的合作伙伴。 华为销售从海底电缆到移动电话等可靠的产品，
并能提供中国政府支持的有吸引力的融资。”② 正是中国公司提供的物美价廉设

备和高质量服务， 使得非洲通信服务覆盖率和服务水平快速提升， 也吸引了国际

上其他通信设备供应商落户非洲， 提升了非洲的数字产业层次， 为非洲数字化发

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中非经贸合作面临的风险挑战

过去的十年正值中非合作转型升级期、 非洲发展道路探索期和国际社会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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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6，May 2016，p.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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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调整期 “三期叠加”， 中非经贸合作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风

险和挑战。

（一） 政局动荡和政策多变的风险趋升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非洲国家大多奉行多党民主制度， 每隔几年就要进行

总统、 议会和地方选举。 近年来非洲大陆总体上趋于稳定， 非洲国家 “逢选必

乱” 的情况大为改观， 但是党派之争、 民族矛盾叠加民生问题导致非洲局部动荡

多发。 以埃塞俄比亚为例， 该国从 2020 年 11 月起爆发了联邦政府与 “提格雷人

民解放阵线” （简称 “提人阵”） 之间的武装冲突， 这是民族、 政党等矛盾长期

积累的结果， 给国家稳定和地区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也给中非经贸合作造成很大

影响， 尤其是当地中资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和安全风险大增， 有的甚至蒙受巨大

损失， 中国的海外利益再次面临安全挑战。 即便是实现政权顺利交接的国家， 也

存在新政府对上届政府与中国签署的项目合同进行重新审查甚至否决的情况， 增

加了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 比如， 塞拉利昂总统比奥上台后叫停了中企承建的马

马赫国际机场项目， 刚果 （金） 齐塞克迪政府也重新审查前总统卡比拉与中国

企业签署的矿业合作协议。 可见， 中国在非洲企业面临的因政权更迭、 民族主义

情绪上升而引发的政策波动性风险在加大。

（二） 大国在非洲竞争持续升温

当前， 世界正值百年变局， 全球化遭遇逆流，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俄乌冲突

未了， 气候灾难频发， 全球发展遭遇诸多挑战。 在此背景下， 国际力量对比朝着

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尤其是随着中国和美国经济实力的接

近， 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上升， 世界主要大国或集团间的竞合关系发生联动性深

度调整。 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其世界霸权和主导地位， 遏制中国和俄罗斯在

非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越发看重资源丰富、 市场潜力巨大、 拥有联合国 “票
仓” 的非洲国家在重塑全球新平衡格局中的重要作用， 纷纷出台对非战略， 加大

对非投入， 导致大国 “非洲热” 持续升温， 大国竞合关系复杂深化。
美国日益重视非洲， 力图通过 “价值观认同” 将大国竞争引入非洲， 挤压

中国空间和影响。 冷战后， 非洲在美国的国家战略中一直处于边缘地带， 但是近

些年为遏制中国在非洲日益上升的影响力， 削弱非洲在中国的 “外交根基” 作

用， 美国开始全面调整对非战略。 特朗普执政时期， 美国开始 “重返非洲”， 不

仅推出 “新非洲战略”， 把反恐和经济合作视为美非关系的重点， 而且配套新法

案和新金融工具加以支撑， 推动对非经济举措逐步落地。 拜登政府上台后， 明显

比特朗普政府更加看重非洲， 多方位扩张美国在非洲的投入和影响力。 面对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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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政府追求 “美国优先” 外交政策留下的烂摊子， 拜登政府主要以 “价值观外

交” 为幌子， 在开展贸易、 抗击疫情、 应对气候变化、 促进民主、 推动和平与安

全等议题上加强与非洲重点国家的互动。 2021 年， 拜登总统向非盟峰会发表视

频致辞， 会见刚果 （金） 和肯尼亚总统， 向 17 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发出参加所谓

“民主峰会” 的邀请， 扩大在非洲影响力的意图明显。 美国对非战略意在遏制中

国和俄罗斯在非洲的 “威胁”， 欲将非洲从特朗普时期的 “粪坑国家” 提升为关

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伙伴， 并与非洲国家拓展安全、 贸易投资、 气候变化

等领域合作。 在经贸方面， 美国主要通过所谓 “建造法案” “繁荣非洲倡议”
“非洲共同繁荣建设运动” （PABTC）， 以及联手欧盟出台 “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

伙伴关系” 倡议 （PGII）、 “数字转型新倡议”， 重点对标中国在非洲重资本、 长

周期类型的基建项目。 美国还加大对本国企业投资非洲农业开发、 医疗卫生、 能

源和矿产、 商品供应链等领域的支持力度。 与此同时， 美国利用话语权和舆论手

段， 肆意攻击抹黑中国， 阻挠破坏中非合作， 尽显其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本质。
欧洲国家加大对非投入， 与非洲建立 “平等伙伴关系”。 欧洲国家为了维护

其 “后院” 利益， 也在不断调适对非战略。 2020 年欧盟发布对非战略， 勾勒出

未来对非关系方向和重点。 2022 年 2 月召开的第六届欧非峰会上， 欧盟宣布未

来 6 年将向非洲投资 1500 亿欧元， 通过促进多领域公私投资帮助非洲发展更加

多元、 包容、 可持续且有韧性的经济， 重点在基础设施、 数字化、 能源与绿色转

型、 可持续增长与创造就业、 公共卫生和教育等领域进行投资。 法国和德国是欧

盟的双核心， 2021 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不仅到非洲国家进行访

问， 而且通过举办非洲经济体融资峰会、 法非峰会、 非洲契约投资峰会等活动，
加强对非关系。 对于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欧洲国家试图利用所谓的

“国际规则” 制约中非经贸投资合作。 例如， 2021 年 9 月， 由英国前首相托尼·
布莱尔发起成立的 “采掘业透明度倡议” （EITI） 发布一份报告， 对中国矿产企

业提出 “利益分配不均、 生产工艺落后” 等指责， 导致刚果 （金） 政府重新审

议与中国华刚矿业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
日本为了获得非洲的资源与市场， 更为实现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梦

想， 从未缺席在非洲的战略竞争。 2013 年起， 日本开始仿效中非合作论坛， 将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TICAD） 改为每 3 年一届， 并且在日本和非洲轮流举

办。 2019 年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发布的 《横滨宣言》 提出， 要实施确

保债务可持续性的高质量基建投资， 显露了日本与中国在非洲 “暗中角力” 的

意图。 日本一方面通过援助、 投资、 人才培训、 抗击疫情等方式扩大在非洲的影

响力， 另一方面试图在发展模式、 债务问题等方面影射诋毁中国。 但是， 相较于

中国对非合作的体量规模及务实有效， 日本很难与中国在非洲进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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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俄罗斯、 印度、 土耳其以及沙特、 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也日益重视非

洲， 加大对非洲资源、 市场和生产基地的投入， 使得大国及新兴国家在非洲的竞

争越发复杂与激烈。

（三） 中国对非合作存在结构性挑战

中国与非洲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 在经济互补性较强的同时， 有些产业也存

在摩擦与竞争。 从中非贸易的角度看， 由于综合国力差异较大， 尽管中国从未刻

意追求对非贸易顺差， 但是贸易局部性失衡问题一直困扰着中非贸易发展。 新冠

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中非贸易不平衡问题， 中非之间在产品加工、 计量、 认

证、 检验检疫等方面存在由标准不对接引发的非关税壁垒问题。
从中非基建合作的角度看， 一是主权借款基建模式 （EPC + F） 难以为继。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 一些非洲国家债务高企， 出现因资金不到位而停建、 缓

建和拖欠工程承包商应收账款等问题， 引发中资金融机构坏账损失。 二是中非投

融资合作存在资金与项目不匹配问题。 由于非洲基建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参与度

低， 且缺乏非洲本地金融机构及专项基建基金， 再加上中资金融机构及中非发展

基金和中非产能合作基金的配套资金放款缓慢， 导致中资企业面对合作机遇时出

现贷款难问题。
从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角度看， 一是存在投资行业间与投资主体间失衡的问

题。 中国企业偏好基础设施和能矿业， 造成扎堆建设及产能过剩问题， 对 “造
血” 类制造业的投资相对较少。 二是疫情冲击下一些投资存量项目出现亏损， 新

项目难以获得资金支持， 部分企业观望情绪上升。 三是中国企业自身存在盲目投

资、 无序竞争、 国际运营经验缺乏、 跨文化交流沟通能力弱、 运营不合规等

问题。
从中非经贸合作大框架看， 过去十年中非经贸合作呈现出由政府主导向市场

主导、 由大宗商品贸易向产业合作、 由建筑承包工程向投资经营的三大转变， 但

是三大合作领域间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即与中非贸易额、 中国对非工

程承包业绩相比，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体量过小， 处于弱势地位。 体现核心竞争力

的对非直接投资地位亟待加强， 中非经贸合作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仍需砥砺

前行。

后疫情时代中非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当前， 非洲经济在全球化逆流、 世纪疫情及俄乌冲突的多重冲击下出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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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 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 但从长远来看， 非洲市场的需求和消费能力仍具有现

实和潜在生机。 世纪疫情并未改变中非经贸合作长期互补的基本面， 反而增强了

中非团结抗疫、 共克时艰的合作意愿。 2020 年 6 月，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团结抗

疫特别峰会上指出， 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 中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加强

合作。 俄乌冲突的外溢影响虽然殃及非洲， 但也凸显非洲在重塑全球新平衡格局

中的重要作用。 2021 年 5 月， 习近平主席同非盟轮值主席、 刚果 （金） 总统齐

塞克迪电话会谈时重申， 加强同非洲国家团结合作始终是中方坚定的战略选择。
后疫情时代， 中非合作的战略价值、 示范意义与日俱增。

（一） 非洲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求强劲

一是非洲国家发展意愿和内生动力增强。 世界银行发布的 《2020 年营商环

境报告》 指出， 多哥、 吉布提和科特迪瓦进入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十国之

列， 毛里求斯和卢旺达分别排在第 13 位和第 38 位。 2019—2020 年度， 包括南非

和尼日利亚在内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共进行了 107 项改革， 占全球所有营商监

管改革的 1 / 3。 非洲国家政府在努力培育创业精神和私营企业， 展现了它们改善

投资环境、 加快经济发展的决心。①

二是国际环境动荡倒逼非洲国家加快经济社会转型步伐， 非洲经济新业态初

露端倪。 全球化逆流、 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俄乌冲突， 一方面使非洲过度依赖域外

价值链和供应链发展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 另一方面也为非洲国家重塑社会经济

发展结构提供新机遇。 逆境下， 非洲国家经济改革呈现新动向和新业态。 数字化

进程和数字产业发展进入 “快车道”， 尼日利亚、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等依赖石

油的经济体或将真正开始经济多元化； 供应链中断加上货币贬值， 迫使非洲国家

努力提高本土制造能力和强化域内联系； 资金短缺的国家如安哥拉、 埃塞俄比亚

为吸引外国投资， 加快私有化， 通过特许经营或 PPP 模式来发展配套基础设施，
而且把事关民生的城镇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提上日程； 为防止资本外逃， 非洲各国

将加强建设国内金融市场， 改革治理标准。 疫情后非洲本土制造业的发展， 特别

是小微企业的规范治理将会推动非洲出现一波经济正规化浪潮， 这不仅能够使更

多企业获得融资， 也有利于区域供应链体系建设。
三是非洲 “三化” 进程加快。 近十年来， 非洲大陆呈现以一体化、 工业化

和城镇化为引领的发展趋势， 域内市场的融合度提高， 大型城市、 产业集群和经

济走廊初见雏形。 在基础设施建设、 工业体系建设、 城市综合开发以及金融、 保

险、 航运、 通信等行业孕育出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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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洲发展潜能和韧性逐渐显现

一是非洲消费能力持续提高。 2000 年以来， 非洲经济已连续多年保持较快

增长。 2000 年非洲国内生产总值达 1. 2 万亿美元， 到 2019 年增至 2. 5 万亿美元，
翻了一番多。 经济快速增长为非洲中产阶级兴起及扩大消费奠定了坚实基础， 到

2030 年， 中高端消费需求对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量将达到 2. 5 万亿美元。①

二是非洲经济增长具有一定韧性。 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的确抵消了非洲

业已取得的一些发展成效， 2022 年非洲经济增速将放缓至 4. 1% ， 但非洲却是世

界各地区中复苏幅度最大、 最强劲的地区之一， 2021 年非洲经济增长 6. 9% ， 超

过了亚洲、 欧洲和世界平均水平。② 值得指出的是， 油价上涨、 新冠肺炎疫情

管控放松， 以及强劲的国内消费和投资是支持非洲经济反弹的三大主要原因。
其中后两项都来自非洲内部， 预示着一旦外部冲击过去， 非洲经济就可快速恢

复， 实现稳定增长。
三是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有望激发非洲内生动力。 2021 年 1

月， 非洲大陆自贸区落地运行， 因 54 个国家划分的碎片化市场开始出现整合，
规模经济的潜能将会释放。 据联合国测算， 非洲大陆自贸区成立后将带动非洲经

济增速 1—3 个百分点， 就业提升 1. 2 个百分点， 2025 年制造业产值可达 1 万亿

美元。 2030 年消费市场规模将从 2015 年的 4 万亿美元扩大到 6. 6 万亿美元。③

不仅如此， 非洲自贸区还将带动非洲各国收入大幅增长。 至 2035 年， 非洲地区

收入将较基期 （即在实施自贸区协定之前） 增长 4450 亿美元， 增幅将达 7% ，
3000 万人有望摆脱极端贫困。④ 非洲大陆自贸区不仅标志着非洲一体化进程取得

重大进展， 而且为中非经贸合作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

（三） 中非经贸合作互补性强、 契合度高

一是非洲发展条件得天独厚。 非洲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铜、 钴、 铀、 锰、 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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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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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n Development Bank，The AfDB Statistics Pocketbook 2022，p. 3；Temidayo Oniosun： 《非洲
中高端消费产业分析》， 《中国投资》 2021 年第 5 期， 第 94 页。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22：Supporting Climate Resilience and a
Just Energy Transition in Africa，May 2022，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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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 / / www. americanambassadorslive. org / post / u - s - africa - relations - an - opportunity -
lost - or - found[2022 - 02 - 05].
World Bank，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Economic and Distributional Effects，July
2020，p. IX，https： / / openknowledge. worldbank. org / bitstreamhandle / 10986 / 34139 / 9781464815
591. pdf[2022 - 02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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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关键矿产资源储量及品质位居世界前列， 迫切需要引进资金和技术， 将资

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随着清洁能源和低碳时代到来， 发电和储能技术特别是

新能源汽车对关键矿产需求量大增， 中非矿业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一步上

升。 截至 2020 年 11 月， 非洲大陆总人口达 13. 4 亿人， 预计到 2050 年将达到 25
亿人， 目前非洲大陆 10 ～ 24 岁的青少年人口占比高达 31. 1% ， 人口红利和优势

有待进一步释放。①

二是中国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构建离不开与非洲国家的互利合作。 与欧美发

达国家相比， 中国的产业技术水平更加适合非洲的现实需要， 非洲是中国产业加

速转移的理想承接地。 随着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深入推进， 中国在顺周期下

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需要走出去， 中非产业可实现梯度对接。

（四） 中非合作论坛引领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长期以来， 中国以行动为导向， 狠抓中非合作论坛会议成果的落实推进， 不

断擦亮中非合作论坛这个 “金色招牌”。 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重诺守信、 讲求实

效， 为中非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中非双方正加紧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

长级会议成果， 大力推进 “九项工程”， 不仅在农业、 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传统领域深耕厚植， 还着力在健康卫生、 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等领域培养新的增

长点。 从中长期看， 汇集中非双方智慧、 对接双方战略诉求、 奠定未来 15 年中

非经贸合作主体框架的 《中非合作 2035 年愿景》， 将全面引领中非合作前行方

向， 持续推动中非经贸合作行稳致远。

结 语

当前， 国际形势波诡云谲， 非洲可持续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同时增大。
中非经贸合作如何在新形势下攻坚克难地落实好 “九项工程”， 提质增效地实现

高质量发展， 是新时代赋予中非双方的新课题。
其一， 践行人民至上理念， 向民生工程倾斜， 夯实中非经贸合作的民意基

础。 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双重冲击， 更加凸显了非洲国家医药短缺、 粮食

危机、 贫困加剧的困境， 殃及众多非洲民众的生存权。 非洲国家普遍希望中国助

其纾解困境， 呼吁加大双方在医药卫生、 粮食安全、 减贫纾困等领域的合作力

度。 为此， 中国政府和企业需要打出贸易投资加援助的组合拳， 加大在非洲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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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部人口司的统计数据计算得出， 详见联合国网站： https： / /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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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 医药生产、 传染病防治、 妇女儿童教育和帮扶、 赈灾减贫等事关民生项目

的投入力度， 以此提升非洲民众对中非合作的获得感、 认同感， 化解经贸合作阻

力， 培育经贸合作新动能， 拓展经贸合作新空间。
其二，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向非洲新能源及储能等相关产业进军， 加强中非

能矿领域合作。 随着世界向碳中和时代迈进， 气候变化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

战。 作为碳中和资源的聚集地， 非洲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 但也是绿色发展

模式的积极倡导者。 当下非洲国家正在推动低碳经济和气候适应型社会转型， 非

洲的实体经济， 尤其是基础设施、 可再生能源、 农业、 矿业以及电信领域急需大

量外国投资。 为此， 中国企业应以低碳合作为抓手， 抓住能源革命主题， 在实施

10 个工业化和就业促进项目时， 深挖中非能矿领域合作潜力。 锚定南非、 刚果

（金）、 赞比亚等富矿国能源转型之机， 大力开展低碳能源电力业务， 全面进军

新能源及储能等相关产业， 助力非洲新能源矿产开发和电力行业实现绿色跨越式

发展。
其三， 践行融合发展理念， 跻身非洲一体化建设， 推进中非经贸合作深入发

展。 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启动与推进， 为中非经贸合作带来新契机， 中国应继续推

动非洲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支持非洲港口城市打造出口示范区， 加快中非

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 一是利用湖南省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与非洲自贸区

建设的对接， 重点拓展与卢旺达、 喀麦隆、 埃及、 加纳、 肯尼亚、 毛里求斯、 坦

桑尼亚等试点国的贸易合作， 以贸易带投资， 为中国各类市场主体开展对非投资

搭好平台。 二是加强中资企业在非洲承建的经贸合作区与中国国内自由贸易港区

的联系， 一方面交流互鉴自贸区建设和运营的经验和做法， 另一方面发挥彼此优

势， 拓展双方在跨境贸易、 跨境投资、 跨境融资、 港口物流、 园区招商等领域的

合作， 促进中国与非洲经济融合发展。
其四， 坚持全局性观念， 统筹合作与安全， 构建促进中非经贸合作的服务和

防御支撑体系。 中非经贸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汇聚国内各

方力量， 塑造有利于中非经贸合作安全发展的环境。 政府方面， 一是要与时俱进

地强化对非工作的全局性、 整体性和前瞻性， 尤其要处理好四组利益关系， 即中

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 中国与世界大国在非洲的利益关系， 中国国内涉

非政府部门、 相关机构之间的关系， 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二是要建立中

非关系预警和处置机制， 预判中非关系发展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新挑战， 切实处

理好中非关系中的堵点、 难点与痛点， 坚持正确义利观， 适时适度适量让渡中方

在非洲的经济利益， 巩固非洲民众知华友华的民意基础。 三是要在政治、 安全、
环保、 教育等方面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同时鼓励金融、 法律、 商

事、 财税、 人力资源、 公共事务等服务型机构加盟和拓展涉非业务。 四是要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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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非合作风险趋升问题， 不仅从国家对外战略层面构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安

保体系， 而且要建立中非经贸仲裁机制， 扩大双方仲裁机构合作， 提供事前预

防、 事中调节、 事后解决的全链条商事法律服务机制， 为中国企业深耕非洲保驾

护航。 企业层面， 在立足市场化造血功能的根基上， 一是做好政策解读， 强化风

险防控。 在非中国企业应进一步强化对政策变动、 地区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和媒

体报道等不确定因素的风险防控， 制定应急预案， 提升各方面应急能力， 保障企

业自身利益。 二是购买海外投资运营保险， 并注意处理好与东道国社会各方关

系。 三是加强企业合规管理与建设， 走本地化发展道路。 深化对非投资， 关键在

于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 管理能力及抗风险的能力。 在非中国企业应提升合规管

理水平， 跟踪研判在非洲国家投资经营的新形势、 新规则、 新要求， 统筹发展和

安全， 盘活存量、 做大增量， 力争实现永续发展。
其五， 坚持开放、 非对抗的合作理念， 继续探索 “中非 +第三方” 的合作

模式， 努力营造开放性多维度的对非合作方式， 引领国际对非合作稳定发展。 逆

全球化视野下， 大国加剧 “非洲争夺战”， 中非合作遭美西方围堵与污名化攻

击。 为破解困局， 迎接挑战， 谋求促进非洲发展和实现共同发展的主动性优势，
中国应有勇气与智谋， 立足非洲国家的意愿与需求， 继续探索 “中非 +第三国”
“中非 +国际多边组织” 的国际合作模式， 通过进行合作相互借鉴在非洲市场的

优势和成功经验， 促进多方利益交融， 使非洲成为国际合作的大舞台， 为中非合

作营造更为宽松良好的国际环境。

（责任编辑： 李若杨 责任校对： 凌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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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cial outcome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lying on the platform mechanism of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actical measures of the previous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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