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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欧企业优势互补、 非洲市场潜力巨大、 发展战略可对

接以及合作模式创新， 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的

重要基础。 经过探索和发展， 中欧非三方市场合作形成了多层次、 多维

度的合作框架， 涉及贸易、 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 当前， 中

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有产品服务类、 工程合作类、 投资合作类、 战

略合作类四大类别。 与此同时， 中欧非三方市场合作存在合作主体不充

分、 合作领域不平衡、 合作模式单一等问题和挑战。 影响中欧非三方市

场合作的主要因素包括外部国际环境变化、 非洲方面因素、 中欧方面因

素以及合作机制缺乏约束力等。 未来， 中欧非三方市场合作可以通过深

化三方政策对话、 加强合作机制建设、 找准战略对接方向、 加大项目开

发力度和打造示范项目， 推动形成多方共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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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是推动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在中国，
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中国政府同法国政府发表的 《中法关于第三方

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 中。 李克强总理在 ２０１９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拓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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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市场合作是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要路径。①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指中国

企业与有关国家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的经济合作， 旨在实现 “１ ＋ １ ＋ １ ＞ ３”
的共赢效果。 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是指中欧企业利用各自优势， 在非洲市

场开展经济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中欧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同时中国

多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不仅能够推动

中欧非优势产业互补， 使合作项目产生规模效益， 还能弥补中欧各自同非洲国家

合作的不足， 有助于欧洲企业借助中国的优势进入非洲市场。 然而， 尽管中欧在

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潜力巨大， 但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欧洲对华存有政治偏

见、 企业间不平衡的竞合关系、 新冠疫情冲击以及乌克兰危机等多重因素， 增加

了中欧非三方市场合作的不确定性。 本文回顾了中国与欧洲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

作的历程和现状， 总结当前合作的特征， 分析阻碍三方合作的因素， 并探究中欧

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有效路径。

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发展历程

欧洲国家一直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伙伴， 随着国际局势和经济全球化形势的

深刻变化， 第三方市场合作逐渐成为中欧企业合作新模式。 对欧洲发达国家而

言，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 具备广阔市场与丰富资源， 为欧洲企业

提供了众多商业机遇。 与中国加强合作， 有助于欧洲企业更优地把握投资契

机， 分散投资风险。 非洲是中欧进行第三方合作的重要市场， 对于非洲而言，
中欧非三方市场合作能够为非洲带来大量的投资资金、 技术资源和管理经验，
助力非洲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对中国而言， 与欧洲国家开展国际合作项目能够

带来宝贵经验和先进技术， 协助中国更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 同时能够引入先

进管理经验， 达成与国际标准对接， 进一步优化自身产业结构和竞争力。 中欧

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历经从原则确立到具体实施、 从单一领域到多元合作的

发展阶段。

（一） 初始合作与原则确立阶段

中欧非三方市场合作最早可追溯至 ２００６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 三方

合作的概念最早由欧洲援助国提出， 然而由于欧盟试图将中国纳入由欧美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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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 中非在发展路径与模式选择上有自身考量而对此提议反应冷淡。 中国

对三方合作持保留态度， 但仍积极参与相关合作项目。 ２００７ 年， 中国水利水电

集团承建加纳布维水电站项目， 法国阿尔斯通公司首次为中国在非洲的基建项目

提供设备。① 虽然该项目规模较小、 资金较少， 却开创了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

合作的先河。 ２００８ 年， 欧盟委员会首次就欧盟、 中国和非洲之间的三方合作进

行沟通。 ２０１０ 年， 中法发表 《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两国元

首同意在推进现有合作项目基础上拓展合作领域， 共同开发包括第三方市场的新

项目， 并鼓励双方相关企业进行务实深入的磋商， 尤其是在核能领域， 以共推第

三方市场建设核电站以及乏燃料后处理、 再循环等方面的合作。 ２０１１ 年， 意大

利萨利尼·波基洛 （Ｓａｌｉｎｉ Ｉｍｐｒｅｇｉｌｏ） 公司和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参与埃

塞俄比亚吉布三水电站建设项目， 承担项目的土建工作。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李克强

总理访问法国， 双方共同发表 《中法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 这成为

中国同发达国家签署的首份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 双方首次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

基本原则确立为 “企业主导， 政府推动” “平等协商， 互利共赢” “互补、 互利、
开放、 包容”。 这些原则不仅促进了中国企业与世界各国企业合作， 也为全球经

济发展带来新动力， 为国际合作新发展指明方向。

（二） 合作扩展与深化阶段

自中法发表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后， 因担心这种合作模式可能影响自身

利益或对中方依赖度过高， 部分欧盟成员国对第三方市场合作持戒备态度。 但随

着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 资源开发等方面投入不断增加， 以及对非洲国家影

响力不断上升， 欧盟成员国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 欧盟内部要求与中国合

作的声音越来越大， 一些国家开始主动调整外交政策， 寻求同中国在非洲开展第

三方市场合作。 中欧非三方合作模式逐渐发展为以中欧谈判为基础， 更加注重双

方实际利益与合作需求， 项目合作也变得更加多样化， 成为在传统南北合作和南

南合作基础上的一种创新模式。 例如， 德国虽然对与中国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持

消极态度， 始终没有签署相关协议， 但实际上部分德国企业已参与到第三方市场

合作中。 ２０１４ 年， 德国格拉夫 （ＧＵＡＦＦ） 公司在中企承建的马普托大桥及连接

线项目中成为监理单位。
这一阶段， 中欧在非洲的项目合作涵盖基础设施、 农业、 能源、 交通等多个

领域， 为非洲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 同时， 中欧双方进一步加强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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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ｌｓｔｏｍ Ｗｉｎｓ ３ ｒｄ Ｓｉｎｏｈｙｄｒｏ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ＰｏｗｅｒＩｎｓｉｄｅ，Ｍａｒｃｈ ２，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ｉ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
ａｓｉａ. ｃｏｍ ／ ａｌｓｔｏｍ － ｗｉｎｓ － ３ｒｄ － ｓｉｎｏｈｙｄｒｏ －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３，２０２４.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贸、 科技、 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法国同中国在尼日利亚、 乌干达、 科特迪

瓦、 刚果 （布） 等国合作开展了港口、 水电站、 公路建设等多个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时任葡萄牙总理科斯塔访华， 中国商务部和葡萄牙外交部签署 《关于加

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之后， 意大利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荷兰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比利时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西班牙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奥地利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英国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等国也相继同中国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 在

２０１９ 年召开的非盟—欧盟布鲁塞尔峰会上， 欧盟提出要加强对非洲基础设施、
能源、 数字化、 工业化等领域的投资。① ２０２０ 年，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影响了中

欧第三方市场合作进程， 但疫情后双方合作有序恢复。②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 在同

中国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的 １４ 个国家中， 欧洲国家共 ９ 个。 欧洲对第三方市场

合作的参与最多， 规模相对较大， 合作机制也更为健全。 中欧之间逐渐建立起第

三方市场合作指导委员会、 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组等机制。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中非

共同发起 “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 旨在支持非洲疫后发展和振兴。 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举行的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上， 中方欢迎法国、 德国加入该倡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 非洲有 ５２ 个国家以及非盟委员会已同中国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 合

作文件。③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第六届欧盟—非盟峰会宣布欧盟推出 １５００ 亿欧元投资

计划， 用于支持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中意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组

就启动第三轮示范项目清单筛选工作达成共识。④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习近平主席向第

３６ 届非洲联盟峰会致贺电， 并指出进一步加强中非友好合作， 密切在国际和地

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⑤ 在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的中法欧三方会晤中，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

欧双方构建稳定互信的供应链的重要性， 并提出要对接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

议与欧盟的 “全球门户” 计划， 旨在促进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投资、 科

技创新等领域的合作。

（三） 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近几年来， 随着中国与欧洲、 非洲国家关系不断深化， 三方市场合作逐渐进

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坚定不移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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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第 ３６ 届非洲联盟峰会致贺电》，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 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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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的愿景与行动》 报告发布， 明确提出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

路” 的愿景思路。 如今， 中欧非三方市场合作框架不仅涵盖贸易、 投资、 基础设

施建设等领域， 还包括人文交流、 和平与安全合作、 农业和公共卫生合作等内

容。 中国的 ５Ｇ 技术、 人工智能、 电子商务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在太阳

能、 风能等新能源利用和开发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经验。 中国的科技企业纷纷走进

非洲， 为非洲国家提供先进的通信技术。 同时， 中国还与非洲国家在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领域开展合作， 为非洲科技创新注入新动力。 中非在新能源、 新产业领

域的合作日益密切， 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双方对于创新发展的共同追求， 也为中

非合作开辟了新空间。 在新能源领域， 非洲拥有丰富的太阳能、 风能等可再生能

源资源， 但由于技术和资金限制， 这些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 中国新能

源企业积极参与非洲能源项目建设， 为非洲国家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这不仅帮助

非洲解决能源短缺问题， 还推动非洲能源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 在新产业方

面， 中非合作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中国电子商务、 智能制造等新产业模式

在非洲逐渐落地生根， 京东等电商平台帮助非洲企业拓展了销售渠道， 促进了非

洲贸易发展。 同时， 中国制造业企业也在非洲投资建厂， 推动非洲工业化进程，
提高当地制造业水平。

中国正在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 这不仅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 也是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在这一背景下， 新质生产力也将赋能 “一带一路” 建

设， 这将有助于非洲提升自身的产业水平， 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未来， 非

洲将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受惠者； 同时， 非洲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也为

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机遇， 中欧非三方市场合作将持续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

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基础及特点

中欧非三方市场合作形成了多层次、 多维度的合作框架， 涉及贸易、 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 虽然中国与欧盟发展路径有别， 但是在帮助非洲应对

诸多问题上目标一致。 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具有一定的基础， 也呈现出独

特的特点。

（一） 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基础优势

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具有广泛的基础， 使得三方能够开放互通， 通过

整合优势资源， 促进不同地区的深度融合， 实现共同发展。

·３５·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第一， 中欧企业优势互补， 合作基础坚实。 近些年来， 中国制造业中技术含

量较高的行业开始深入全球生产网络， 中国与非洲国家经济合作日益密切。 中非

合作模式以国家战略为主导， 并有较强的资金助力， 这种模式有助于促进非洲经

济社会发展。 但从结果来看， 非洲产业链不健全， 尤其是缺乏高附加值产业的现

状并未显著改变， 也未能充分实现集群式发展。① 这反映了中国对非投资合作主

要集中在资金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不足的问题。 相较

而言， 欧洲国家在精密仪器、 电子技术、 农业基因工程等高精尖行业具有明显比

较优势， 但由于成本、 技术和发展战略等问题， 欧洲减少对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和

能源领域的投资， 转而重视金融、 通信、 化工、 科技创新、 公共服务等领域。 因

此， 欧洲企业在非洲大量并购中高附加值企业， 高科技企业也开始在非洲国家的

工业技术、 生命科学、 ＩＴ 产业等领域进行布局。 通过在非洲开展第三方市场合

作， 中国企业能帮助欧洲完善中下游产业链， 在融资、 人力资源方面提供有力支

持； 欧洲企业在提升合作项目附加值方面有优势， 能帮助中国实现在非产业园的

集群效应， 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 “走出去”。
第二， 非洲市场潜力巨大， 合作空间充足。 首先， 非洲一直是欧洲大国重要

的劳动力储备市场。 ２０２０ 年， 非洲人口超过 １３ 亿人， 适龄劳动人口 （２５—６４
岁） 到 ２０５０ 年将达到 １０. ４５ 亿人。② 但目前来看， 非洲落后的工业发展现状使

城市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 大量适龄劳动人口流失到非正规经济行业， 非洲

的人口红利远未被充分挖掘。 如果充分发挥劳动力优势， 非洲国家不仅能够承接

大量国际中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 还能形成广阔的消费市场， 拉动内

需， 从而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其次， 非洲蕴藏大量的煤、 石油、 天然气、 金刚

石、 黄金、 铀等能源和稀有矿产， 水资源、 动植物资源丰富， 优越的气候禀赋也

为橡胶、 可可、 咖啡、 剑麻、 茶叶、 鲜花等经济作物种植提供良好条件。 但是在

殖民主义剥削和不平等国际贸易条件下， 非洲自然资源遭到滥采和极大浪费。 中

国在对外合作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尤其是 “一带一路” 倡议得到非洲国

家大力支持。 最后， 非洲各国的关税壁垒阻碍非洲内部贸易规模扩大。 为了加强

区域经济整合， 近几十年来非洲国家加速进行自贸区谈判。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全球

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ＡｆＣＦＴＡ） 宣告成立， 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 日正式启动。 在次区域层面， 涵盖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ＣＯＭＥＳＡ）、

·４５·

①

②

姚桂梅： 《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的主要模式及挑战》，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０３—１１７ 页。
“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ｕｎｅｃａ. ｏｒｇ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８５５ ／ ２３１７７，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６，
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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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共同体 （ ＥＡＣ） 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 ＳＡＤＣ） 的三方自由贸易区

（ＴＦＴＡ） 也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持续发挥积极作用。 从长远来看， 非洲大陆自贸

区的建立和运行必将推动非洲一体化进程， 对外部资金的流入更具吸引力， 有助

于拓宽合作空间。
第三， 发展战略能够对接， 促进包容性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 “一带

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强调， “一带一路” 倡议要努力对接各国和国际组织

经济发展规划。① 在此背景下， 中国和欧洲各国的发展规划与非洲多层发展战略

实现对接， 能够满足三方切实需求。 一方面， 从非洲大陆整体来看， 非盟框架下

的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加速非洲工业化发展行动计划》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
等作为当前非洲国家自主制定的长期规划， 旨在促进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非

洲一体化。 在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中， 对七大愿景、 ２０ 个具体目标及相关行动

的描绘和规划， 不仅展示非洲在基础设施建设、 新能源、 教育、 高科技等领域的

发展抱负， 也为中欧同非洲加强合作指明方向。 ２０１７ 年欧盟启动对外投资计划

（ＥＩＰ）， ２０１９ 年欧盟和非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 欧盟同意向非盟提供 ４１
亿欧元的贷款， 加强对非洲投资。② 这些投资有助于推动欧盟发展规划同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对接。 另一方面， 大部分非洲国家都制定了基于本国国情的发

展规划。 比如卢旺达政府的 《２０５０ 年愿景》， 致力于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

数字产业， 将本国打造成为非洲的信息中心和物流中心。 中国承建的连接肯尼

亚首都内罗毕和港口城市蒙巴萨的蒙内铁路， 不仅成为肯尼亚物流货运的大动

脉， 累计创造 ５ 万多个工作岗位， 更是被肯尼亚政府认定为实现 《２０３０ 年愿

景》 的重要条件。③ 阿里巴巴等企业在坦桑尼亚、 肯尼亚、 卢旺达积极开拓电子

商务市场， 中非双向电商平台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已成为深受当地民众喜爱的在线购物平

台。 此外， 欧洲国家也注重同非洲各国的发展规划对接。 比如，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肯尼亚同英国订立了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ＥＰＡ）， 此协议旨在促进东非地区

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合作， 减少贸易壁垒， 提高区域内的经济竞争力。
这既契合东非共同体关税同盟协议， 又助力非洲经济一体化建设。 中欧同非洲的

三方合作推动彼此在发展战略上的对接， 不仅能够精准捕捉非洲国家发展的具体

需求， 还能够使中国和欧洲企业有的放矢， 明确市场定位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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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 《齐心开创共建 “一带一路” 美好未来———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欧盟—非盟峰会在比利时召开》， 中国商务部网站，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９０２ ／ ２０１９０２０２８３３４４１. 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８ 日。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Ｋｅｎｙａ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３０，２０１０，ｈｔｔｐ： ／ ／ 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３０. ｇｏ. ｋｅ ／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ｍｏｍｂａｓａ － ｍａｌａｂａ － ｋｉｓｕｍｕ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ｇａｕｇｅ － ｒａｉｌｗａｙ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８，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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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合作模式创新， 提供有益经验。 ２０２１ 年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白皮

书指出， 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外援助资金排行中， 非洲地区排第一名。① 欧

盟被视为基于 “捐助者—接受者” 关系的 “传统” 行为体， 而中国被视为基于

“双赢” 关系参与非洲事务的 “新兴” 行为体。 中国对非援助模式可以被描述为

由公共部门 （政府、 公共机构等） 管理的 “硬性不附带条件” 的方式， 侧重于

贸易和基础设施领域。 而欧盟对非援助模式可以被描述为由私营部门 （跨国公

司、 非政府组织等） 衍生的 “软规范方法”， 侧重于政治稳定、 人权保护和生态

领域。 双方对非援助方式各有特点， 而欧洲传统援助方式明显存在一些缺陷。 比

如， ２０１６ 年欧洲投资银行、 欧盟各国政府等承诺出资 ５ 亿美元在埃塞俄比亚建

设工业园区， 创造多达 １０ 万个就业岗位， 但条件是 １ ／ ３ 的就业机会要给埃塞俄

比亚难民， 这实际是出于利己的原因。② 第三方市场合作融合 “南北合作” 和

“南南合作”， 中国努力发挥经济、 安全、 生态、 文化等方面对非援助的综合效

应， 为多边合作提供不同的思路和有益经验， 帮助非洲国家把援助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

（二） 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类型

当前， 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硕果累累， 合作类型主要有四种： 产品服

务类、 工程合作类、 投资合作类与战略合作类。 相对于产品服务类， 后三者的规

模更大、 合作周期更长。
第一， 产品服务类。 这种类型通常是指中国企业与外方企业在设备采购、

认证许可、 法律咨询等领域开展合作， 为第三方市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 马普

托大桥及连接线项目位于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市， 旨在改善该地区交通状况，
促进城市化发展。 马普托大桥及连接线项目全程长 １８７ 千米， 连通马托普湾两

岸。 在该项目完工前， 马普托湾形成的天堑一直是莫桑比克陆上交通干线的障

碍， 极大制约着首都周边地区的城市化发展。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中国交建集团下属

的中国路桥公司承担了项目的主体施工， 作为项目监理单位的德国格拉夫公司

参与马普托大桥的设计咨询、 施工监督等工作。 项目使渡海时间缩短， 创造超

过 ２０００ 个就业岗位。 马普托大桥以 ３ 公里的全长和 ６８０ 米的主跨成为非洲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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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１６ 页。
Ａｎｃａ － Ｅｌｅｎａ Ｕｒｓｕ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ｅｍ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ｌｉｎｇｅｎｄａｅｌ， Ａｐｒｉｌ ９，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ｌｉｎｇｅｎｄａｅｌ.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ｃｈｉｎａ － ａｎｄ － ｅｕ － ｈｏｒｎ － ａｆｒｉｃａ，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１０，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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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悬索桥，① 并成为莫桑比克纵贯南北、 连接南非的交通主干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 不仅提升了莫桑比克的交通运输水平， 也为当地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
第二， 工程合作类。 这种类型通常是指中国企业与外方企业通过总分包、 联

合竞标等方式， 共同在第三方市场开展项目。② 伊博姆深水港项目位于尼日利亚

阿夸·伊博姆州 （Ａｋｗａ Ｉｂｏｍ Ｓｔａｔｅ）， 建成后将成为尼日利亚和整个西非地区的

经济门户， 推动该国石油、 天然气等大宗矿产资源进出口， 并将成为西非次区域

最深的港口。 ２０１７ 年， 尼日利亚政府就此项目向全球跨国公司进行招标。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法国博洛尔运输物流集团和中国电建集团合并组成的财团， 成为该项

目的首选投标人。③ 伊博姆深水港有望提升尼日利亚港口货物运转速度和吞吐

量， 降低运输成本， 促进外贸发展， 推动农产品出口。 同时， 港口建设和运营助

力政府实现减贫目标。
第三， 投资合作类。 这种类型通常是指中国企业通过并购、 合资、 参股等，

与外方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开展投资， 形成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的合作格局。④ 尼

日利亚的天坎岛 （Ｔｉｎ － ｃ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集装箱码头项目是典型案例。 对于国际贸易

商而言， 这个码头是连接非洲内陆与世界市场的重要桥梁。 ２００４ 年以来， 该码

头由天坎岛货运码头有限公司运营， 但由于经营不善以及技术、 资金短缺问题，
码头一直以来运营低效、 盈利能力差。 ２０１０ 年， 法国博洛尔运输物流集团同中

国招商银行、 中非发展基金旗下的卓坚投资集团成为其大股东， 并与尼日利亚政

府签署长期租赁协议， 获得该码头的特许经营权。 如今， 天坎岛码头年吞吐量持

续增加， 突破当地进出口运输瓶颈， 运营困境也大幅改善。
第四， 战略合作类。 这种类型通常是指中国企业与外方企业通过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 建立战略合作联盟等方式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研发、 制造、 工程、 物流等

合作。⑤ 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项目是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要工程， 帮助尼

日利亚结束了多年没有深水港的历史。 该项目位于尼日利亚拉各斯市区以东 ６０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马普托湾上的百年工程———中国制造成就莫桑比克 “梦想之桥”》， 新华网，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２１ ／ ｃ ＿１１２４２６４７８４. ｈｔｍ，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ｉｍａ ｇｅ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ｍｚ ／ ２０１９０９ ／ ２０１９０９１２０９３７１０９５６. ｐｄｆ，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Ｂｏｌｌｏ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Ｂｉｄｄｅｒ ｆｏｒ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ｓ Ｉｂｏｍ Ｄｅｅｐ Ｓｅａｐｏｒｔ，”Ｐｏｒｔ
Ｔｏｄａｙ，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ｒｔ. ｔｏｄａｙ ／ ｂｏｌｌｏｒｅ － ｐｏｗｅｒｃｈｉｎａ －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 ｂｉｄｄｅｒ － ｉｂｏｍ －
ｄｅｅｐ － ｓｅａｐｏｒｔ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１５，２０２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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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 旨在缓解港口码头设施不足、 后方集疏运系统条件有限等困难， 以减少港

口运营成本。①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主要出资方， 以 ５２. ５％的占股比

例成为大股东， 而项目运营交由法国达飞集团主要负责。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中法签

署 《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示范项目清单》， 莱基深水港项目成为示范项目之一。
２０２３ 年第一季度， 莱基深水港项目投入商业运营， 大幅提升港口吞吐量， 助力

尼日利亚破解基础设施瓶颈， 使其成为西非乃至中非地区的海运纽， 此合作也为

日后中法企业合作提供实践经验。

（三） 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中的问题

当前， 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虽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 但也逐渐出现

许多不足， 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 合作主体不充分。 目前， 中国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欧洲伙伴国别

分布不平衡。 从欧洲来看， 法国参与度最高， 其次是意大利和德国， 如德国联邦

外贸与投资署等权威机构的研究报告显示， 大多数德企对与中企合作持积极态

度， 不少德国企业有意与中国企业在非洲加强合作， 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而奥

地利、 比利时等国虽已同中国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 但尚未推动项目在非洲

落实； 葡萄牙、 荷兰等国家的相关合作共识尚未转化为具体的合作机制。 从非洲

来看， 第三方市场合作多集中在西非以及法语区国家， 这主要受法国地缘政治、
历史文化和经济往来的倾向性影响， 而法国又是在非洲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较多

的国家， 从而导致三方合作地区的聚集。
第二， 合作领域不平衡。 首先， 这种不平衡体现在项目合作主要集中在水电

站、 港口、 公路、 铁路等基础设施领域。 法国达飞海运公司和中国港湾集团等在

非洲承担诸多大项目的企业， 都属于基础设施工程承包类或物流运输类传统企

业。 非洲大多数国家正在致力于经济多元化和工业化， 而制约它们发展的最大瓶

颈之一就是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 非洲基建需求迫切， 而中资企业具有成熟经验

和技术， 能推动优势产能 “走出去”。 但是， 中欧在非洲精密仪器、 ＩＴ 产业、 健

康医疗等高新技术行业的合作则非常匮乏。 另外， 非洲数字基础设施落后， 数字

领域人才非常匮乏， 而中欧非在推行跨境电商合作方面相对不足， 应该在新兴领

域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 其次， 项目空间分布不平衡。 当前， 项目更多地集中在

沿海城市地带， 无论是跨海大桥还是港口码头， 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尚未摆脱殖民

·８５·

① 《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项目融资协议在拉各斯正式签署》， 人民网，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９ ／ １０２４ ／ ｃ１００２ － ３１４１７８９２. ｈｔｍｌ，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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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外向型特征， 这也说明非洲还存在许多基础设施建设空间。
第三， 合作方式单一。 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一个多元化的合作模

式， 涵盖产品服务、 技术合作、 市场共享、 供应链整合等多种形式。 但迄今为

止， 合作通常以产品服务的形式展开。 其中， 中国企业或欧洲企业往往扮演主要

承建单位或承包商的角色， 一方发挥主导作用， 另一方则以分包商的身份参与，
为项目提供大型设备支持或在运营、 管理方面给予协助。 相较于这种合作方式，
其他形式的合作则较为罕见。 有分析数据验证了这一特点： 产品服务类合作是最

主要的合作形式， 占比超过 ４０％ ； 其次是战略合作与投资合作， 占比为 ２１％—
２３％ ； 工程合作与产融结合类项目数量较少， 分别占 ８. １％和 ４. ８％ 。①

阻碍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因素

当前， 国际环境复杂多变， 全球化发展遇阻。 在此背景下， 中欧非三方合作

尤为关键， 三方在政治、 经济、 社会等多领域的互利协作， 有助于共同应对全球

性挑战。 然而， 仍存在阻碍三方合作的因素。

（一） 外部国际环境变化阻碍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成效

１. 新冠疫情危害全球经济， 损害各国投资能力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重创各国经济。 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２０２０ 年第二季度季调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１１. ８％ ， 欧盟国内生产总

值环比下降 １１. ４％ ， 两项数据均创自 １９９５ 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幅。② 新冠疫

情给非洲经济带来的伤害更大。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２０２０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经

济增长率下降 ３. ３％ ， 有 ４０００ 万非洲人陷入极端贫困。③ ２１ 世纪以来， 非洲国家

对全球分工的参与水平仍然不高， 对农矿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性较强， 受国际金

融市场环境影响较大， 工业化发展程度较低。 大多数非洲国家迫切需要提高本国

制造业水平、 吸纳适龄人口就业、 加强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和提高发展自主性。 在新冠疫情打击下， 全球企业开拓外部市场的意愿下降， 贸

·９５·

①

②

③

姚乐： 《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欧在非洲的第三方市场合作》，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第 ６５ 页。
杨月涵： 《疫情二次 “预警” 欧洲经济阴霾再现》， 人民网，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０ ／ ０９２１ ／ ｃ１００４ －３１８６８５３１. ｈｔｍｌ，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
《世行： 新冠疫情减缓非洲经济增长， 加剧非洲贫困》， 中国商务部官网，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１１０３０１４００６. ｓｈｔｍｌ， 访 问 日 期：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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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保护主义抬头， 虽然单边贸易限制可以在经济低迷时期短期缓解困境， 但通常

会造成供应短缺和国际市场价格上涨， 导致债务违约风险增加。 贸易保护主义还

会加剧复苏进程中的不平衡， 从而扩大非洲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不平等， 这也

必将影响第三方市场合作进展。
２. 乌克兰危机下大国竞争日趋激烈， 增加合作障碍

近些年来， 美、 欧、 日、 印等大国纷纷加大与非洲的机制性合作。 ２０１７ 年，
日本、 印度在构建 “亚非增长走廊” 上达成共识， 对 “一带一路” 倡议及其框

架下的中非合作抱有抵触情绪。 欧盟制定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进一步显示了其捍

卫所谓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的决心， 强调与非洲伙伴加强合作。 除此之外，
美欧还纷纷推出以非洲为重点的基建合作倡议。 例如， 美国提出 “重建美好世

界” 倡议和 “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计划， 欧盟委员会启动 “全球门

户” 战略， 来对冲 “一带一路” 倡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拜登政府发布新版 《印太

战略报告》， 进一步加剧大国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在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下， 非洲

粮食供应面临安全威胁， 非洲高达 ７５％ 的小麦进口自俄罗斯和乌克兰， 但是美

国严厉警告非洲国家不要与美国制裁的国家合作， 从而恶化地区安全形势。 近年

来， 美国高层更是密集到访非洲， 对其他国家在非洲的活动进行打压遏制。 非洲

地区的战略博弈带有浓厚的大国竞争色彩， 这无疑为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

增加了阻力。

（二） 非洲方面阻碍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因素

１. 历史原因导致非洲国家参与意愿不高

自非洲国家独立以来， 欧洲国家普遍通过垄断非洲自然资源、 利用不平等交

换控制产品价格、 债务附加苛刻条件等方式在非洲获取利益。 尤其是法国， 通过

驻军、 操控政变、 控制货币发行等手段加强前法属非洲殖民地国家对其依赖。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 欧洲国家大力在非洲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 以援助和债务减

免为诱饵， 迫使非洲国家采取私有化措施， 减少金融管控， 开放国内市场。 自

２０１４ 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以来， 非洲经济增长低于前十年。 ２０２３ 年非洲国家再

现债务危机和经济动荡， 加纳债务违约、 尼日利亚货币严重贬值等， 增加了债务

风险，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国家对非洲不可持续的投资和不合理的援助政策导

致的。 遭受新旧殖民主义剥削的历史使非洲国家对欧洲原殖民宗主国普遍不信

任， ２０１７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西非三国时， 便遭到当地民众强烈抗议， 总统车

队遭到石块袭击。 马克龙在布基纳法索发表的对大西洋奴隶贸易推卸责任的言

论， 更是激起非洲人民的愤怒。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 西方国家对非洲贫困国家推

出 “债务暂停偿付倡议” （ＤＳＳＩ）， 但是该倡议包含的固有附加条件可能对非洲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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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未来金融评级和偿付水平造成影响， 因此遭到诸多非洲国家抵制。① 西方跨

国公司和第三方市场国家间潜在的不平等关系， 可能阻碍非洲国家实现独立自主

发展。
２. 非洲国家投资环境复杂令外资企业望而却步

非洲大陆整体营商环境不佳， 而且非洲国家之间差异巨大， 经济基础、 法律

法规、 语言文化、 行政规范均有不同， 中国企业开拓非洲市场， 需要不断适应新

环境。 另外， 许多非洲国家受前宗主国势力影响仍然较大， 如西非、 北非和中非

法语区国家， 以及东南部非洲葡语国家， 至今仍与前宗主国政府和企业联系紧

密。 这些前宗主国在非洲的既有利益团体牢牢把控着某些经济权力， 极大限制了

中国企业在公平、 公正、 透明的前提下参与市场竞争。 近年来， 由于不断受民粹

主义、 恐怖主义等冲击， 一些非洲国家政治安全形势不稳定。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埃

塞俄比亚爆发内战， 政局动荡使中企承建的工业园、 铁路、 公路项目受到影响。
中欧企业在非洲集中投资的基础设施、 能源项目建设周期长、 资金周转慢， 加大

了投资风险。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 《２０２０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在全球 １９０ 个

经济体中， 非洲国家表现不佳。 虽然毛里求斯 （第 １３ 名）、 卢旺达 （第 ３８ 名）
等国进步飞快， 但是大多数非洲国家仍旧在 １００ 名以外。 报告指出， 稳固的电力

供应、 规范的劳动力市场、 法律的执行效力等缺失， 是非洲国家营商环境较差的

主要原因。② 除此之外， 大多数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十分匮乏， 仅部分大城市和交

通枢纽存在成规模的基础设施， 而非洲广阔的内陆地区缺少洁净饮用水、 供电设

施和公路。 据统计， 仅有 １ ／ ３ 的非洲人生活范围 ２ 公里内有常年可使用的公

路，③ 这制约了非洲内部市场的发育， 使企业无法对接广阔的经济腹地。
３. 非洲市场竞争激烈引发中欧竞争领域重合

当前， 中非贸易额高于欧洲主要国家对非贸易额。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中

非贸易额持续增加。 ２０２２ 年 １—１２ 月， 中国与非洲国家进出口额为 １８７８６. ０４ 亿

·１６·

①

②

③

“Ｏｆｏｒｉ － Ａｔｔａ Ｐｌｅａｄｓ ｗｉｔｈ Ｒｉ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Ｅｘｔｅｎｄ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ｏｎ Ｄｅｂｔ Ｓｅｒｖｉｃｉｎｇ，”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２，
２０２０，Ｇｈａｎａｗｅｂ，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ｈａｎａｗｅｂ. ｃｏｍ ／ ＧｈａｎａＨｏｍｅＰａｇｅ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Ｏｆｏｒｉ － Ａｔｔａ － ｐｌｅａｄｓ －
ｗｉｔｈ － ｒｉｃｈ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ｔｏ － ｅｘｔｅｎｄ －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 ｏｎ － ｄｅｂｔ － ｓｅｒｖｉｃｉｎｇ － １０９０２４９，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２１，２０２４.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２０，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９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２０１９，”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９８６ ／ ３２４３６ ／ ９７８１４６４８１４４０２.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２４＆ｉｓＡｌｌｏｗｅｄ ＝ ｙ，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２１，２０２４.
［法］ 多米尼克·德维尔潘： 《非洲—中国—欧洲： ２１ 世纪的新挑战》， 杨晗轶译， 《东方
学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０１—１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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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１４. ５％ 。① 中非贸易额不断增长， 被认为压缩了欧洲同非洲

的贸易合作空间， 引起欧洲国家集体焦虑。 例如， 中非紧密关系受到法国的排

斥，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非洲时抛出 “债务危机论”， 并对中国提

出的将非洲作为双方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点区域表示反对。② 另外， 尽管非洲市

场广阔， 但是薄弱的研发能力、 低效的管理水平、 贫乏的基础设施、 发育不足的

内部市场等因素决定了非洲国家承接高科技行业转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和

欧洲企业的竞争集中在基础设施、 能源、 物流等行业， 使中欧在产业链上的互补

优势难以发挥。 而中国企业则面临同质化竞争问题， 一味寻求低价中标， 反而导

致恶性竞争。

（三） 中欧方面阻碍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因素

１. 欧洲对华外交日趋保守影响合作成效

自 １９７５ 年中国同欧共体建立外交关系以来， 虽然中欧双方长期互惠于技术

交流、 贸易往来与文化交往， 但是欧洲不断就贸易、 人权、 涉台、 涉疆等问题向

中国施压。 尤其是近些年， 为了应对中国的快速崛起， 欧洲政界对华态度愈发强

硬， 中欧关系在曲折中发展。 针对与中国在非洲的合作， 欧洲国家具有防备心

理， 因为它们把非洲视为传统势力范围， 始终警惕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增长。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前任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 （ Ｊｅａｎ － Ｃｌａｕｄｅ Ｊｕｎｃｋｅｒ）
在一份欧盟战略文件中， 首次将中国列为系统性竞争对手。 部分欧洲大国对 “一
带一路” 倡议持有疑虑， 认为 “一带一路” 项目执行过程中透明度不足， 而且

中方投资垄断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 “债务陷阱”。 中国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 和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 （ＭＣＤＦ） 等机构， 被视为总部设在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的竞争对手。 ２０２１ 年， 欧盟提出 “全球门户” 战略，
通过投资推广民主、 良治和透明等。 近年来， 欧盟追求战略自主， 泛安全化倾向

日益突出， 新的地缘政治范式转变代表着欧盟面临更具竞争性的国际环境。 欧盟

认为， 中国正从规范接受者转变为规范制定者， 这将对欧盟的政治影响力造成

冲击。
２. 欧盟内部差异影响中欧在非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

一直以来， 欧盟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与欧盟机构之间在发展政策上的分歧

根深蒂固， 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政策制定上， 还反映在执行层面， 导致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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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２２ 年 １—１２ 月我国与非洲国家贸易情况》，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ｆｇｇｚ ／ ｊｊｍｙ ／ ｄｗｊｍｊｚｃｆｘ ／ ２０２３０１ ／ ｔ２０２３０１３１＿１３４８０３０. ｈｔｍｌ，
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宋爽、 陈晓： 《中欧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特征、 挑战与建议》， 第 ３６ 页。



“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

推进速度和效率不尽如人意， 对欧盟推动跨国合作造成负面影响。 英国、 法国、
德国等欧盟大国在与中国合作中展现出强烈的探讨和交流意愿， 它们倾向于根据

自身利益和外交策略制定和实施与欧盟整体规范立场并不完全一致的政策。 这种

做法有时会引发欧盟内部的讨论和辩论， 因为它们可能会对欧盟的统一立场和共

同目标产生影响。① 目前， 与中国在非洲合作开展大型基建项目的欧洲国家主要

有法国、 意大利、 德国、 英国等， 而奥地利、 比利时、 瑞士等国企业的参与度不

高， 部分原因是它们在某些领域没有比较优势， 因此更倾向于专注国内市场和欧

洲内部的合作机会， 从而对同中国或其他国家在第三方市场开展深度合作， 尤其

是涉及民生的大型基建项目合作持较为谨慎态度， 会考虑更多的政治、 经济和社

会因素。 此外， 文化差异和管理方式不同也可能成为三方合作的障碍。
３. 中欧对非合作差异较大增加三方协调难度

由于中国、 欧洲和非洲之间存在理念分歧、 目标错位、 规则体系与技术标准

差异等问题， 加之项目实践中的困难， 中欧非三方合作在理念和实际操作层面面

临诸多挑战。② 一方面， 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方式上， 欧洲希望在非洲获得经济效

益， 同时希望通过输出 “民主” “人权” 等核心价值观， 保持在非洲的特殊地位。
因此， 欧洲在对非洲国家进行投资时， 往往采取价值观导向路径， 带有许多附加

条件。 欧盟希望在三方合作中建立由其主导的规范， 而中国更偏好灵活、 开放、
渐进的合作方式。 中非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 对非援助与投资的经济目的

较为纯粹， 不掺杂模式输出、 政治要求等附加条件， 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③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中国提出愿在 “非洲需要、 非洲同意、 非洲参与” 的原则下探讨在非

洲开展三方和多方合作， 共同为非洲发展建设作贡献。④ 这其实体现了中欧之间

意识形态上的互斥性， 这种理念差异使双方合作难以达到真正的互信。
另一方面， 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目标上， 欧洲对中国也存在错误认识。 欧洲国

家虽然拥有先进技术， 在产业链方面和中国形成优势互补， 但它们总是认为自己

以分包商的身份参与合作， 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 “追随者”， 并未从项目中获

得与中国同等的利益， 自身角色遭到矮化。 因此， 欧洲国家常常抱怨中国的海外

基础设施项目没有为外国公司提供平等参与的机会， 三方合作并没有实现 “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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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陈勇、 邹雨君： 《中欧非三方合作的演变分析———基于欧盟 “规范性力量” 局限性的视
角》， 《德国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第 ６１ 页。
姚乐： 《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欧在非洲的第三方市场合作》， 第 ６５ 页。
周婧怡： 《中国、 欧盟、 非洲三方合作困境探究》， 《区域与全球发展》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５８—７０ 页。
《关于全面深化中国非盟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中国政府网，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０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６７２５６７. ｈｔｍ，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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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赢” 的目标。

（四） 合作机制缺乏约束力阻碍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成效

目前， 已签署的中欧非三方合作谅解备忘录更多是覆盖范围广泛的框架性

合作协定， 从根本上讲缺乏对双边企业的约束力。 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

缺少经验， 对参与企业要求也高。 在实践中， 具体到每项协议的落实， 仍然需

要中国、 欧洲国家政府和企业协商。 然而， 中欧企业在管理方法、 经营理念、
企业文化以及盈利模式上的差异， 增加了双方沟通成本， 如劳工签证、 货币互

换等问题， 还需要政府帮助协调。 中欧第三方市场合作经验不足， 增加了企业

之间合作的难度。 中国和第三方合作协议签署国的谈判和协定往往强调双边互

动， 而具体到非洲第三方市场国家时， 却各说各话。 中欧非合作关系牵扯复杂

的利益， 各国都倾向于独立同第三国打交道， 这使得第三方市场合作面临 “叫
好不叫座” 的尴尬局面。 例如， 在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项目启动之初， 尽管喀

麦隆曾郑重承诺将同步建设一系列生产与生活配套设施， 但由于第三方市场合

作协议国参与不积极， 承诺未能如期履行， 对项目整体推进和运营效率造成不

利影响。 此外， 对喀麦隆法律法规缺乏了解， 也增加了项目管理的风险。 忽视

第三方市场国家在谈判和协议框架中的作用， 可能使其被边缘化， 打击其参与

的积极性。

提升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路径

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已提出超过十年， 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取得

诸多成效。 未来， 可从以下几方面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 以进一步实现三方共

赢， 为全球治理贡献力量。

（一） 深化三方政策对话， 不断提升政治互信

“一带一路” 倡议的成功实施，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沿线国家和潜在参与

者的政治意愿和承诺。 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治理赤字、 信任赤字、 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四大挑战， 破解这四大赤字需要把互尊互信放首位。 自 ２０００ 年中非

合作论坛成立以来， 中非关系进入全面快速发展轨道。 中国还加强与非盟关

系， 援建非盟总部大楼， 吸纳非盟委员会为中非合作论坛正式成员， 向非盟派

驻外交使团， 与非盟签署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 需要充分利用中非合作论坛

等平台开展多元主体对话协商， 增进战略互信； 建立相对稳定的政策沟通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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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协调机制， 重视 “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 通过政党交流、 公共外交等多渠

道进行对话， 充分挖掘 “一带一路” 沿线的历史人文积淀， 加强人文交流， 促

进文明互鉴。

（二） 加强合作机制建设， 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当前， 中国正加快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非洲地区的经济融合也不断加深。
未来， 需要选择灵活多样的合作模式。 在投资方式上， 引导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

投入。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欧盟承诺未来 ７ 年将使用公共资金并动员私营企业向非洲投

资至少 １５００ 亿欧元。 欧盟加强了欧洲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作用， 并推出欧洲

投资计划等新工具， 旨在利用公共资金带动私人资金， 促进融资可持续发展。 了

解第三方市场国家的政策法规对中国企业至关重要， 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是企业融

入市场的基础， 理解市场环境、 商业习惯和文化差异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商业关

系， 提高投资成功率。 要探索与第三方市场国家合作， 形成新的规则规范， 释放

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潜力， 加强 “软联通” 建设。 要充分发挥非洲国家的主体

性作用， 使其在三方合作中真正获益。 还要做好实证研究， 及时评估债务国的经

济状况、 项目运营和维护成本。 警惕欧洲国家对非洲资源的掠夺行为， 防止其绑

架中国企业利益， 尽可能化解风险。 加快建立第三方市场项目数据库， 主动对接

非洲国家大数据中心、 云计算项目， 提高信息共享的透明度。

（三） 找准战略对接方向， 聚焦重点领域合作

探索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的精准对接， 必须考虑欧洲和非洲不同地区的

经济状况、 政治战略和运作模式等。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中国政府与非盟签署 《共同

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的合作规划》， 有助于 “一带一路” 倡议与 《２０６３ 年议

程》 实现精准对接。 未来， 应关注能源资源开采、 交通、 农业、 卫生、 减贫、 数

字科技、 应对气候变化、 粮食安全等热点领域， 实施更多惠民生的项目。
一是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上， 新冠疫情暴露了非洲国家在公共卫生、 应急管

理、 科技研发等领域的不足。 为帮助非洲国家应对疫情， 中国不仅向非洲捐赠大

量疫苗和防疫物资， 还援建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欧盟也为非洲提供抗疫援

助。 中欧可以此为契机， 加强疫苗研发、 卫生产业合作， 帮助非洲建立联动可靠

的公共卫生监测预警平台。
二是在安全合作领域， 近年来中非安全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２０１２ 年， 中国

提出 “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 得到广大非洲国家的支持， 中非合作论坛

也越来越关注恐怖主义和社会治安问题。 同时， 欧洲国家也在加强对非洲的反恐

支持与合作， 例如英国在非洲设立多个反恐中心， 与非洲国家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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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未来中国将继续支持非洲反恐和打击海盗行动， 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

行动， 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安全合作。
三是在可持续发展上，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习近平主席在中法欧三方会晤时提出深

化绿色伙伴关系，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成为重点合作领域。 后疫情时代， 要特别关

注全球经济绿色复苏， 支持非洲制定包容性的经济发展议程， 助力非洲增强应对

气候变化能力， 加快实现绿色发展转型。
四是在数字合作上， 努力缩小非洲和中国、 欧洲国家的数字鸿沟。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启动了 “数字丝绸之路” （ＤＳＲ），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非盟出台了 《非洲数字转型

战略》，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欧盟 《２０３０ 数字罗盘》 计划开启 “欧洲数字十年”。 中欧非

三方都关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参与电子商务建设， 加强非洲

数字技术人才培养合作， 努力搭建中欧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信息服务平台。

（四） 打造示范合作项目， 做好国际传播工作

中国同欧洲在非洲地区已经打造了一批精品示范性项目。 例如 ２０１６ 年中国

广核集团同法国电力集团合作建设的英国欣克利角核电站项目， 不仅带动了英国

大批就业， 还成为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直接推动了中国同德国、
日本、 韩国、 新加坡以及法国公司在中亚、 东南亚等第三方市场合作。 此外， 西

班牙企业与中国企业开展了厄瓜多尔瓜亚基尔医院等第三方合作项目。 中国主张

义利并举， 以义为先， 强调要形成利益关联的共同体。 在 ２０２１ 年中非合作论坛

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 中国提出与非洲国家共同实施 “九项工程”， 聚焦科技园

区、 示范区建设， 促进科技合作成果转移、 科技人才培养等。 未来， 要搞好企业

的属地化经营， 尊重当地文化， 重视案例分享，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在国际传

播中， 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媒体、 智库和民间团体等， 要讲好中非 “一带一路”
合作故事， 推广典型项目案例资料， 努力消除误解， 脱离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体

系， 促进 “一带一路” 软实力建设。

（五） 加大项目开发力度， 推动形成共赢局面

要坚持 “统筹协调、 合理布局、 市场运作、 政府引导” 的原则， 优化企业

布局， 合理开发资源。 开拓非洲内陆更多的合作项目， 让非洲国家沿海地区的资

源和经济发展要素反哺内陆， 推动非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进一步扩大中欧在非洲

的合作空间。 另外， 东非地区与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 要重视与非洲重要

·６６·



“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

支点国家的海洋合作， 将重点放在海上安全和保护国际航道的三边合作上。①

结　 语

在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动下， 中欧在非洲第三方市场合作成为促进全球

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 不仅为非洲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也为中欧双方带来共赢机

遇。 在这一合作框架下， 中国和欧洲国家能够发挥各自优势， 共同参与非洲基础

设施、 能源、 农业等领域建设， 推动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创新逆全球化背

景下国际合作模式。 在这一过程中， 三方进一步加强了人文交流， 增进相互理解

和信任。 中欧在非洲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成功实践表明， 平等对话、 相互尊重

和互利共赢的原则， 可以有效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也有助于推动构建

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欧合作的成功经验也将为其他国家和

地区提供借鉴， 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 未来， 中欧在非洲第

三方市场合作应持续深化， 增进政策沟通与战略对接， 加强合作机制建设， 专

注于重点领域合作， 同时重视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通

过不懈的努力， 相信中非在探索现代化发展路径上将汇聚更多力量， 中欧在非

洲第三方市场合作也将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为非洲乃至全球可持续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 李若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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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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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ｌｔｉ －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 －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ｉｅｌ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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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Ｆｅｎｇ Ｌｉｄａ，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１０）．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ｏ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５ Ｓａｈｅ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Ｚｈａｏ Ｑｉ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Ｌｉｕ Ｊｉｎｇｗ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ｆａｃｉｎｇ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ｅｖｅ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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