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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非洲的工业化进程漫长而曲折，虽然现在还处于工

业化发展的初期，但各个国家、地区组织都在大力地推进工业化进程。
从进口替代、出口加工到私有化和吸引外商投资，非洲国家一直在不

断地探索着，但由于国际市场动荡、自身政策制定失误及执行不力等

国内外因素的交织作用，使得非洲的工业化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结

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从发展历程、影响因素及路径选择三个大方面

介绍非洲的工业化发展概况，以期对非洲的工业化有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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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后的非洲国家试图摆脱经济上对外部的依赖，从 《蒙罗维亚宣

言》到《拉各斯行动计划》，再到现今 《2063 议程》工作草案的出台，

都充分体现了非洲各国领导人希望依靠集体自力更生的方式自主发展经济

* 本文系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中 非 农 业 合 作 发 展 模 式 创 新 研 究”( 项 目 编 号

KYZSKY14172) 的阶段性成果。1960 年作为非洲“独立年”被载入史册。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中，

除加纳 ( 1957 年) 和几内亚 ( 1958 年) 较早独立外，共有 17 个国家在 1960 年独立，因此 1960

年被称为“非洲年”，以纪念众多非洲国家赢得独立。工业化成为众多非洲国家独立后的首要目

标。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选择 1960 年作为研究的时间起点。



的决心。工业化这一经济发展的基础自然成为非洲国家的首要选择，为了

动员国际社会积极参与非洲的工业化进程，联合国大会第 44 届会议决定

将每年的 11 月 20 日定为“非洲工业化日”。

如今在非洲，南非、毛里求斯、埃及等少数几个国家的工业体系已初

具规模，但大多数国家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即便像南非这样制造业、建

筑业、能源业和矿业四大工业部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2014 年制造

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也只有 17. 2%。① 从经济政策的演进来看，非

洲的工业化进程既受外部殖民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内部政策因素的制约，

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使得非洲仍徘徊在世界工业化的边缘。深入分析非洲工

业化的历史进程，了解其每一阶段的政策、影响因素和路径选择，有助于

正确地看待非洲工业化的发展，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促进非洲新型工业化

的实现。

一 独立后非洲工业化的发展历程概述

非洲国家独立后为了发展经济，摆脱西方的控制，开始了漫长的工业

化进程。本文以非洲工业发展中的路径演变为依据将独立后非洲工业化发

展历程划分为实施进口替代 ( 1960—1979 年) 、出口加工 ( 1980—2000

年) 、私有化和吸引外商投资战略 ( 2001 年至今) 三大阶段，分别进行

概述。

( 一) 第一阶段: 1960—1979 年

1960—1979 年为非洲工业化的全新尝试和过渡期。20 世纪 60 年代众

多非洲国家赢得独立，工业化成为众多非洲国家独立后的首要目标。林

恩·克里格·米特尔卡 ( Lynn Krieger Mytelka，1989) 在分析非洲工业化

发展前景时认为尽管这一阶段继承了遗留下来的工业化模式，但非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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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获得了一定的自主决策权。① 这一阶段中欧洲和北美战后经济的繁荣

刺激了非洲原材料和农业商品的出口，也使得外国援助和投资大大增加。
1974—1979 年是这一阶段非洲工业发展的转折时期。一些因素甚至损害

了非洲经济的发展，经济下滑严重: 如 1974—1975 年西方国家为转嫁经

济危机，在国际市场蓄意压低农矿产品价格，限制非洲产品进入西方市

场; 非洲国家的内战推翻了许多独立运动的领袖，特别是尼日利亚内战的

爆发，使得国家的合法性遭到质疑等。林恩·克里格·米特尔卡指出这一

阶段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造成非洲国家生产率增

速开始下降，通胀率和失业率上升。此外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缺陷还体现

在盲目照搬他国模式和一味强调工业化政策方面。②

一些非洲国家曾对自身的工业化政策进行过反思: “我们所犯的错误

是认为要发展经济，必须先发展工业。之所以称为错误，是因为我们的国

家尚无法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我们要么缺乏必要的财政资金，要么缺乏

相配套的技术。我们仅仅从其他国家贷款或借用他们的技术人员发展工业

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答案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人员来发展自

己的工业，而且即使获得了必要的援助，对它的依赖也会干扰我们的社会

主义政策。” ( 《阿鲁沙宣言》，1981: 231—43)

这一阶段工业化政策有所进步，且本土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本土

化”也即“非洲化”，在尼日利亚被称为 “本地化”，在科特迪瓦被称为

“资本和干部的科特迪瓦化”，在赞比亚被称为“赞比亚化”，实质是让非

洲人独立自主地管理自己的事务，在经济领域主要是指管理干部和技术人

员的本地化，从而提高非洲人对制造业等的经营管理和控制能力，逐步摆

脱经济受外资和外国人控制的困境。

( 二) 第二阶段: 1980—2000 年

这一阶段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工业化发展方

案，主要有非洲国家自主制定的 《拉各斯行动计划》和国际金融组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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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结构调整计划”。但面对解决经济危机需要投入巨额资金的缺口，

为了获得国际金融组织提供的长期贷款，非洲各国最终被迫接受了结构调

整计划的种种措施。

结构调整计划的主要措施有: ( 1) 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即实行

市场自由化; ( 2) 取消政府的贸易限制，即实行贸易自由化; ( 3) 鼓励

国有企业私有化; ( 4) 控制国家预算平衡。在这些措施作用下，进口商

品的关税被削减，更便宜的进口商品涌入国内市场，使本土中小企业受到

进一步冲击。因为无法与外国商品竞争，许多企业被迫关门，国有企业被

迫私有化。

结构调整后非洲国家负债累累，成为全球负债最重的地区，见表 1。

尽管结构调整计划被世界银行认为是失败的，但它对非洲发展的影响是深

远的。

表 1 1980—1998 年非洲同其他大陆的逾期外债情况 单位: 百万美元 /%

地区 1980 年 1990 年 1998 年 1998 年逾期外债占当年外债的百分比

非洲 3907 32704 55335 17. 0

拉美 666 50119 11925 1. 5

亚洲 76 10067 29491 2. 8

东欧和苏联 576 19509 22923 6. 0

资料来源: World Bank，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2000 ( Washington D. C. ，2000 ) 。转引自

安格斯·麦迪森: 《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9 页。

( 三) 第三阶段: 2001 年至今

进入 21 世纪以来，非洲国家主要发展私有化经济和吸引外商投资，

工业发展形式多样化，如设立出口加工区和工业园区，埃塞俄比亚等国还

根据自己的优势采取了农业发展引领工业化的战略，同时在工业发展过程

中也更注重环境和生态效益。面对单一的经济结构，非洲国家领导人深感

忧虑，认为只有拓展商品的生产范围，实现工业产品的多样化，维持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才能避免被边缘化的危险。
2002 年 9 月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 ( WSSD) 在约翰内斯堡举行，非洲

环境部长和经济计划部长强调 “促进工业增长，特别是通过中小型企业

521独立以来非洲工业化的发展历程



减少贫困”的重要性。同时非洲国家还制定和实施了 “非洲发展新伙伴

计划 ( NEPAD) ”，私营部门的发展，非洲工业基础的多样化，工业效率

和竞争力的改进，非洲产品更好地进入全球市场都是 NEPAD 的优先事

项，直接关系着非洲的工业发展。此外，非洲国家也开始重视发展和环境

之间的关系，实行清洁生产，并参与多边环境协议 ( MEAs) ，为可持续

的工业发展提供了保障。德梅·布拉图 ( Desta Mebratu，2003) 在分析非

洲工业发展的挑战时，在上述两个阶段的基础上提出了 21 世纪发展优先

的观点。① 这一观点是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环境保护的新背景下提出

的，他认为在可持续发展的非洲工业部门对克服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态

问题至关重要。

二 非洲工业化进程的不利影响因素

非洲工业化进程的滞后既有非洲大陆内部的因素，也有外部国际环境

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主要指自身政策的不合理，政策执行情况欠佳等，

外部因素主要指国际市场的动荡以及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等。

( 一) 内部因素

1. 政策因素

非洲国家的政策因素既包括非洲国家自身制定的政策，也包括外界强

加给非洲国家的政策。非洲国家内部政策对工业化进程的约束主要是指内

部政策制定的失误和政策执行力欠佳。
独立后非洲的工业化进程主要是在非洲统一组织的指导下进行的。

1960 年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通过 《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

要“促进工业化，努力搞好土地改革和农业现代化，以便使非洲经济获

得独立”; 1963 年非洲国家首脑集会签署了 《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同时

对“经济问题的合作领域”进行了讨论，讨论指出 “要加快非洲国家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关键在于它们的工业化和产品多样化。在这方面，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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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存在许多困难，诸如缺乏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缺少资金

和基础设施等”①。综上所述，非洲国家领导人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具有较

清晰的认识，但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却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此后非

洲统一组织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工业化的政策文件，但并未实施行之有

效的措施，以致所谓的工业化政策成了摆在图书馆里的文物。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遭遇经济危机，非洲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以摆脱

对西方的依赖，采取集体自立的原则发展经济。1979 年非统首脑会议通

过《蒙罗维亚宣言》，宣言指出推进非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要 “重视区

域和内部工业的发展; 在自然资源的管理、勘探、开采和利用方面进行合

作”②。1980 年非统又通过 《拉各斯行动计划》，拉各斯计划深刻分析了

非洲发展落后的原因，主要包括单一的经济结构、资金和技术的短缺、不

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等。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看法与非洲不尽相同，

1981 年世界银行出台《伯格报告》，报告认为非洲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是

现行政策的失误，包括忽视农业，国家干预经济活动过多，管理能力差

等，主张在非洲进行结构调整。结构调整计划给非洲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

响，增加了非洲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因此相关国家的主要债权方提出了

新的债 务 减 免 方 案——— “重 债 穷 国 减 债 计 划”和 “条 件 性 债 务 减 免

( MDＲI) ”。值得肯定的是，外部力量的干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国家

的开放，但这些干预更多表现为西方力量对非洲国家的政治控制，西方国

家把国际金融机构的参与作为非洲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成为他们在非洲

推行制度和价值观的有效工具。
结构调整的失败使得非洲国家不得不重新思考非洲的发展战略，随后

出台的政策更强调非洲的集体自立发展和整体发展，但工业化被包含于几

乎所有经济政策中，如《亚的斯亚贝巴宣言》 《阿布贾条约》 《雅温得声

明: 非洲面对 21 世纪》等。《2063 议程》文件草案的出台更强调了工业化

的地位，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 ( Paul Kagame) 指出“非洲人民要转变

以往的旧思维: 非洲的发展总是要依赖于外部资源。相反，非洲人民应当

集中思考如何才能够更好地利用他们已经掌握的资源”。所以非洲国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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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盾选编: 《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 1900—1990》，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8—69 页。

葛佶主编: 《简明非洲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74—775 页。



吸取的教训是外国专家和国际组织不可能帮助非洲实现 2063 议程。①

2. 非洲国家的政治弊病和债务问题

非洲国家的政治弊病和债务问题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战争、

政变接连不断，腐败问题严重等都深刻地影响了非洲的工业化进程。北非

的情况最为突出，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三国并没有因独裁者的下台而赢

得真正的稳定发展。其中利比亚的情况最为糟糕。2011 年，石油产业陷

入停滞，原油日产量从 2010 年的 177 万桶缩减到 2011 年 7 月的 2. 2 万

桶，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 60%。② 内战后利比亚满目疮痍，不少人家园被

毁，财产受损。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总体上比较稳定，虽然少数国家出现波

折，如南苏丹分立、索马里海盗猖獗等，但结果却往往有惊无险。腐败问

题也相当严重，2009 年马拉维前任总统巴基利·穆卢齐 ( Bakili Muluzi)

被控贪污援助资金 1 200 万美元。③ 这种环境一方面影响了非洲国家经济

政策包括工业发展政策的连续性; 另一方面也影响了非洲国家对外国资本

的吸引力，外国投资者既怕担政治风险，又怕盈利太小。

此外，非洲国家的外债已成为经济发展极其沉重的负担，远远超过其

承受的能力。虽然非洲目前的债务水平处于可管理的范围，但是一些国家

债务的迅速增长令人担忧，需要采取行动，才能避免 20 世纪 80 年代的非

洲债务危机重演。根据 2013 年的数据，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相对较

高的两个国家是毛里塔尼亚 ( 102% ) 和佛得角 ( 92% ) 。④ 非洲债务的一

个重要特征影响了债务的可持续性: 前些年非洲政府主要向基金组织、世

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等官方放款方贷款。现在非洲政府向私营放款方贷

款。例如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和南非发行了大量公司债券。

以外币发行这些债券时，国家可能面临汇率波动的风险。此外，向私营放

款方贷款比较复杂，因为当国家无法偿还债务时，重新谈判通常更加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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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ose Athumani: 《2063 议程: 非洲尚需立足本土》，http: / / allafrica. com /stories /2015040
11622. html，访问时间 2015 － 04 － 01

IMF: 《恢复油气生产是利比亚经济复苏的基本条件》，http: / / gb. cri. cn /27824 /2012 /
01 /31 /5311s3538282. Html，访问时间 2012 － 01 － 31

曹月: 《提高中国对外援助贷款外部效应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同

等学力人员，2011 年。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六十一届执行会: 《再论非洲债务可持续性》，2015 年 6 月

24 日至 26 日。



难，而且重新谈判的条件苛刻，会带来巨大的成本。非洲国家向私营放款

方贷款时还可能面临被秃鹫基金恶意诉讼和投资仲裁的风险。例如赞比亚

近年来被秃鹫基金围捕，巨额官司缠身。
许多非洲国家，尤其是西非国家，政府赤字不断增加。利比里亚、几

内亚和塞拉利昂的政府净放款 /贷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处于非洲平均

水平之上。西非的埃博拉疫情严重扰乱了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

经济活动，这些国家 2014 年增长缓慢，可能会通过增加债务以填补不断

扩大的财政赤字。一个用国内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收益来偿还外债的

国家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这种负债累累的状态势必影响工业发展的规模

与速度。依靠举借外债兴建的工业项目，由于经营管理和技术的落后，投

入的外资发挥不出应有的经济效益，缺乏偿债能力也不能达到引进先进技

术发展工业的目的。
3. 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影响工业发展的负面因素

近年来非洲国家以地区合作的方式带动工业发展，成立众多次区域经

济组织，如东非共同体 ( EAC)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 ECOWAS) 、南

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 SADC) 等。但只有西非共同体是单纯的经济次区域

组织。导致这些组织无法促进非洲工业增长的因素主要有: 个别非洲国家

在这些区域经济组织内追求多样的，有时甚至是相冲突的工业化战略; 非

洲区域经济组织彼此重叠，成员国相互交叉。
据统计，非洲拥有 16 个主要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中撒哈拉以南

非洲就有 12 个; 非洲有 27 个国家同时是两个区域经济组织的成员，18
个国家为 3 个组织的成员，刚果 ( 金) 甚至同时加入了 4 个区域合作组

织。同一地区同时存在多个性质雷同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不但使本地区有

限资源无法得到最优化配置，而且造成同类组织之间的相互挤压，最终延

缓了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此外，一个国家加入多个区域经济组织，又往

往无力同时履行各个组织的成员职责，因而直接降低了这些组织的效率。

( 二) 外部因素

1. 国际市场的动荡

国际市场的动荡深刻地影响着非洲工业化的发展，主要有 1973 年和

1979 年的石油 危 机 引 起 的 20 世 纪 70 年 代 西 方 国 家 的 两 次 经 济 危 机

( 1974—1975 和 1979—1982 年)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 2011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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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等。殖民时期遗留下的单一经济模式使得非洲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性较强，且发达国家是其出口的主要市场，外部的经济动荡将会导致出口

受阻，国家收入减少，对工业的投资相继不足，工业化速度放缓。
1973 年和 1979 年的石油危机一方面使得大多数进口石油的非洲国家

蒙受损失; 另一方面也给石油输出国带来了诸多潜在的隐患，如尼日利亚

在 1974 年的外汇储备足够支付两年的进口，但 1977 年后因过度进口奢侈

品和引进技术，加上国际原油需求量减少，尼日利亚外汇储备逐渐减少，

到 1978 年已借了 10 亿美元的外债，沦为一个债务国。① 70 年代经济危机

过后，非洲经济出现停滞和衰退的现象，80 年代出现了负增长。由于对

外贸易条件的恶化，非洲对外出口的农、矿产品价格下降，而进口工业品

的价格上涨致使 1986 年非洲在世界外贸出口总额中仅占 3%，进口总额

也只占 3. 5%。② 非洲的这种经济遭遇不仅使非洲国家自身感到困惑，也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把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

非洲比喻为“国际经济中的病孩”。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非洲单一的经济结构

不改变，其对外界经济的依赖就会一直存在。《拉各斯行动计划》明确指

出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单一经济结构使得 “非洲大陆过分依赖初级原料产

品和矿产品的出口，因而十分容易受到外部世界发展的影响，并且对非洲

大陆的利益产生不利的影响”③。因此非洲国家应进行积极的结构调整，

加大出口制造业的力度，提高本土制造业的附加值，减少对外部世界的依

赖。2011 年的欧债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低迷，引发欧元下跌，进一

步增加了非洲的通胀压力。东非多国通胀率已达到两位数，其中乌干达的

通胀率 2011 年 10 月已升至 30. 5%。④ 同时，欧美目前自救已是自顾不

暇，因此对非援助和投资呈现下降趋势。随着欧债危机持续影响欧洲经

济，有迹象显示，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财务压力越来越大，在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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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的建议下他们将进一步缩减对外信贷以降低贷款风险，特别是减

少对尼日利亚等国银行的信贷额度。①

2. 国际经济秩序和贸易政策

独立之初的非洲仍然处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笼罩之下，西方

国家控制着非洲出口的初级农、矿原料产品的价格，其制定的价格一般是

比较低的，同时非洲国家进口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极高，这种不平等的

交易使得非洲国家的利益受损，加之其极强的对外界的依赖性，使得经济

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
即便在 1974 年 5 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 《关于建立新的

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后，非洲国家也难逃不公正的国际贸

易体制和贸易政策的包围。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结构发生重大

变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深化，作为后来者的非洲所面对的挑战远远

大于机遇。西方发达国家和以东亚为主体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的主

要受益者，他们能利用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和在国际体系中的支配地位来

攫取全球化带来的大部分收益，而非洲国家不能或者只能有限地参与全球

化规则的制定，其弱势地位决定了非洲无法在国际体系中获得公平的收

益。例如 1995—2005 年的十年间，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而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世界产出中的份额一直维持在 2% 的水平上，占世界

商品出口的份额也大致保持在 2% 左右。② 因此非洲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

要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化劣势为优势，时刻防止被“边缘化”的危险。
此外，国际贸易政策也不利于非洲制造品的出口，自由的贸易政策更

利于经济大国的发展。在国际贸易实践中，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初级产品和

加工商品实施不同的税收。美国农业部的报告中显示美国对烟草原料所征

收的关税 大 约 为 25%，但 当 这 些 烟 草 被 制 为 成 品 烟，关 税 将 提 高 到

112%。欧盟也是非洲产品的重要市场。欧盟对新鲜水果征收的关税为

21%，但对果汁征收的关税则提高到 37%。③ 欧盟对非洲国家许多初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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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提供免关税和免赔额的待遇，但经过加工的制造品不享受这一待遇。

三 非洲工业化的路径演变

非洲国家独立后采取的工业化战略主要有进口替代战略、出口加工战

略、私有化和吸引外商投资战略、农业引领工业化战略等，从政策走向来

看，越来越注重本土化发展、区域一体化的合作发展，甚至期望借助非盟

以及 2017 年即将建立的大陆自由贸易区带动整个非洲的发展。
独立之初，非洲大陆普遍认可的工业化战略为进口替代战略，它实质

是一种内向型的保护性极强的工业发展战略，通过在国内发展本国国民经

济需要的工业部门和企业来替代从国外进口同类的产品，限制进口节省外

汇，增加财政收入和本国经济活动人口的就业机会，并以此类工业为主体

带动经济持续发展。保护性关税和进口许可证制度是其两个主要政策工

具。它共有三个阶段，即普通消费品 ( 非耐用消费品) 、耐用消费品和资

本与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如尼日利亚共制定了三个国家发展计划来推动

这一战略; 肯尼亚也采取进口替代政策大力发展工业，20 世纪六七十年

代制造业发展尤其迅速。
但林恩·克里格·米特尔卡 ( Lynn Krieger Mytelka，1989) 提出，独

立早期非洲的工业化最先采取的是进口复制 ( import reproduction) 战略，

其后履行的是进口替代政策。他认为两者有根本的不同，进口复制战略强

调的是产品的生产，而不注重最终的工业目的。进口替代则与之相反，它

不仅考虑了本地的环境，而且还包括了工业技术的掌握、工业产品的设

计、分类以及质量的把关。① 杰拉尔德·赫莱纳 ( Gerald Helleiner，1986)

抽样分析了非洲 1960—1979 年间 24 个低收入国家和 25 个贫困国家的进

口和出口情况，结果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出口与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关系，

但是进口却与经济增速的缓慢密切相关。② 但彼得·劳伦斯 ( Peter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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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ce，2005) 指出，进口替代战略在非洲工业化早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但是这一良好现象并没有持续下去，并不是因为战略本身的错误，而是对

这一战略无计划地实施、70 年代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及企业管理不善的

结果。①

20 世纪 80 年代非洲的工业化战略转向 “出口加工战略”，这是一种

外向型的工业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主要有两种实施方式，一是从内向型生

产转向外向型生产，即利用本国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加

工工业，产品以出口为导向; 二是出口加工区型工业，即利用有利的地理

区位设立出口加工区，将进口原料加工成成品出口。前者是非洲国家较普

遍采用的做法，后者仅在沿海国家或岛国实行，如毛里求斯、突尼斯、塞

内加尔等，其中毛里求斯成效显著，到 1990 年已建立起 600 多家出口加

工企业。

这一阶段每个国家取得的效果各异，不过从总体来看，非洲国家片面

追求出口，忽视本国消费品的生产，这一时期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对非洲

的出 口 加 工 工 业 的 生 存 也 是 一 个 严 重 的 打 击。克 里 斯 托 弗·克 莱 默

( Christopher Cramer，1999) 认为这一阶段非洲经历了私有化和自由化的

困难时期，未取得理想效果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技术和经济的原

因。② 坎德·云盖拉 ( Kandeh Yumkella，2003) 等却有不同的观点。他们

指出 80 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 ( 南非除外) 制造业增长值平均年增长率为

3. 1%，而 90 年代下降为 2. 4%。他们认为下降的原因包括进口竞争的因

素、全球化以及贸易自由化的影响。③

全球化之后非洲工业化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进口替代和出口加

工都不能完全地适应每个非洲国家的国情，于是领导人急需提出适合自己

国情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或者本地区的发展战略。埃塞俄比亚的表现较为突

出，从 1995 年起国家发展规划中开始提出农业发展引领工业化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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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动因是其拥有大量农村人口 ( 2007 年人口普查中占总人口的 84% ) ，

劳动力和土地是其最稳定且丰富的两种生产要素。① 农业发展引领工业化

最初定位为小农家庭在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将剩余产品供给城市和

工业部门; 工业部门反过来可以生产农业投入产品，如化肥和农业工具

等，如图 1 所示。

图 1 初期的农业发展引领工业化战略

这样的动态循环可以激发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直到经济发展进入下

一个阶段。后来的 “加速和可持续发展减贫计划 ( PASDEP，2005 /06 －
2009 /10) ”扩展了政策范围，此时的农业发展引领工业化更强调通过农

业商业化和私人经济的发展来促进增长，如图 2 所示。

图 2 扩展范围后的农业引领工业化战略

私有化和吸引外商投资也是新时期非洲工业发展的新战略，以出口加

工区和工业园区为主要形式，力求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尼日利亚拉各斯

自由贸易区公司负责人阿南达·西瓦拉姆指出，非洲国家基础设施普遍落

后，商业环境不佳，让很多投资者 “望而却步”。出口加工区往往具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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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洲平均水平的基础设施，加上相对简便的投资手续和宽松的劳务政

策，投资者容易压缩成本，保障生产安全和资本安全，获得良好的投资回

报，因此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目光投向非洲出口加工区。据 《东非商业

报》2012 年 12 月 11 日消息，2013 年初陆续将有来自丹麦、荷兰、越南、

巴基斯坦和英国的 5 家外资企业进驻坦桑尼亚出口加工区，总投资将达 7
700 万美元，预计为坦桑创造 3 274 个就业岗位。目前加工区总共有 64 家

企业 ( 含上述 5 家) ，总投资额为 86 720 万美元。其中本地企业占 46%，

外商独资企业占 40%，合资企业占 14%。①

关于非洲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学者们也提出了各种观点。多萝西·麦

考密克 ( Dorothy Mccormick，1999) 提出在工业化进程中实行产业集群模

式。非洲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小工厂，这些小企业的发展确实

有助于工业化的发展，但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如生产水平低、

产品市场小、制度框架弱等，因而将它们聚集起来形成产业集群，不仅可

以避免以上缺点，而且还能有效发挥集体效应。② 他提出了三种集群路

径: 最初是“基础的集群”，为集群效应创造环境; 进而是 “工业化集

群”，由此进入专业化、分工化以及技术发展的阶段; 最后是 “复杂的工

业集群”，能在更广阔的市场提高非洲工业的竞争力。鲁宾·帕特森

( Ｒubin Patterson，2008) 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业可以成为生态工业发

展的先驱。他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其他地区在传统工业上差距较大，但

在生态工业的发展上差距甚小，加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态保护较好，因

此具有比较优势，如果其从现在就开始考虑开展生态工业，那么将会取得

显著的效果。他认为可以通过培养生态技术人员、制定 21 世纪新的生态

经济政策以及严格的研究项目、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开设研究课程等措施

来达到此目的。③

保罗·卓丹 ( Paul Jourdan，2012 ) 在非洲特别小组会议上指出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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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坦桑尼亚出口加工区加快引进外资企业》，引自坦桑尼亚《东非商

业报》2012 年 12 月 13 日，http: / /www. mofcom. gov. cn /aarticle / i / jyjl /k /201212 /20121208480936. html，

访问时间2016 －04 －06。
Dorothy Mccormick， “African Enterprise Clusters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ory and Ｒeality”，

World Development Vol. 27，No. 9，1999，pp. 1531 － 1551.
Ｒubin Patterson，“Preparing Sub-Saharan Africa for a Pioneering Ｒole in Eco-industrial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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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化战略已经过时，需要对其进行重新思考，他倡议非洲采取资源型

工业化战略。他认为非洲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在工业化进程中在工

厂和集群中加以合理的利用，则可造福于非洲人民。关键是要处理好资源

与其他经济资源之间的关系，如财政、知识和空间等，以往的工业化战略

失败的原因是缺乏技术，因此他强调新型资源化战略要引进科学技术以保

持其可持续性。① 同麦考密克的观点类似，他提出了资源型产业集群的模

式，这一模式主要包括四个阶段: 第一，资源的开采和必要的本地加工阶

段; 第二阶段包括资源的加工和出口、低技术的进口替代产品的投入以及

不断增加的产品工程服务; 第三阶段，在当地的知识产权基础上，将资源

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 第四是具有复杂性和技术性的资源型商品和服务的

出口阶段，如工程设计服务。资源型产品的出口具有多样性和更大的复杂

性，而且知识密集型资源的服务工厂可以形成独立的资源部门。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表示工业化是经济发展

中不可或缺的过程，非洲也不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要先实现工业化

才能进入信息化、服务化。非洲的经济发展既不能跳过工业化，跨越工业

化进程，也不能机械地、刻板地按照过去工业化国家的实践，先经历工业

化阶段后才能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② 非洲的工业化必须紧密结合信息化

和服务化，工业与服务业融为一体，相互促进。

因此，无论是产业集群还是工业园区的发展，非洲的工业不必也不可

能再走其他地区的老路，主要的路径选择有: ( 1) 不需要试图建立完整

的工业体系，而是更多地突出比较优势，立足于资源禀赋的开发利用，在

能源、矿产和生物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和深加工上形成产业优势，尽可能地

延伸产业链; ( 2) 更紧密地与非洲农业现代化进程相结合，形成独具特

色的、面向全球市场的非洲绿色、生态农产品和食品产业链; ( 3 ) 结合

生态环境保护的大趋势，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建立生态工业，包括环保机

电、环保化工和环保建材等; ( 4) 适度承接从中国或南亚国家转移出来

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建材业和电子电器装配业; ( 5) 在工业发展中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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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运用信息化手段，通过互联网条件下的精确营销和精确制造，打破规模

经济和范围经济瓶颈，形成区域性工业品竞争优势。

四 政策建议

非洲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漫长而曲折，由于可借鉴的经验较少，因此非

洲国家需要在前进中不断摸索工业化方式，不能怕犯错误，也要遵循发展

规律，不可急于求成。
1. 尽管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加工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缺点，也被

国际组织草率地认为不适合非洲，但从战略发展演进来看，不可全盘否

认。非洲国家可以在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时候，再适当结合上述两

种战略。如埃塞俄比亚现阶段的产业政策包括: 促进进口替代工业 ( 出

口导向产业除外) ，对政策和机构制度化，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扩张技术

和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创建新的工业园区等。
2. 非洲国家工业化的实施需要有一个稳定且强有力的领导集团。一

个具有行动力导向的政府所提出的前瞻性政策，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
政府既要保护好本国工业的自主性，也要积极地向西方或东方的工业政策

学习，从中汲取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式。如果通过地区组织来发展，那

么各国间也要进行良好的协商和沟通，提高国家间的共识。从政策的制定

到实施都以整个地区的利益发展为目标，大国适当让出部分利益，小国也

要尽力而为，使组织的低效率和推诿现象降到最低。
3. 非洲应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工业化发展战

略。如农业国家，像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加纳等，可以借鉴埃塞俄比亚

在工业化初期采取的农业发展引领工业化战略，发展到一定阶段再转为以

工业化为主; 拥有矿产资源的国家，像博茨瓦纳、安哥拉、苏丹等，可以

建立与矿产资源相关的加工区，将矿产制造业、出口业、采矿业等部门结

合起来; 像南非、尼日利亚这样的大国，应尽量发挥自己的辐射作用，带

动周边国家的发展。
4. 关于世界各个国家与非洲合作的问题。世界各国在与非洲进行工

业化合作时，应以非洲为主导，尊重非洲国家的真实需要，同时与其制定

的发展规划相对接。如中国在助推非洲工业化的前期采取的原则为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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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需要、非洲同意、非洲参与”，如今已改为 “非洲提出、非洲同意、非

洲主导”，这一改变正体现了尊重非洲需求的原则。同时，非洲国家在深

化合作对象的选取时，也应选择那些注重承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国家。

( 责任编辑: 王霞)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Africa

———Based on Influence Factors and
Path Choices

Zhao Guizhi Zhang Zhe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Africa has been long and tor-
tuous，and while it’ s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all the na-
tions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re vigorously promoting this action. African
countries have been exploring various path choices，including the import substi-
tution，export process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Parks，but due to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such as the turmoil in international mar-
kets，its own policy failures and weak implementation that made the industriali-
zation in Africa faces serious challenges. Combin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
ars’opinion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influence factors
and path choices of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Africa，and expects readers
can have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bou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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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Path Choices

831 非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