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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工业化对促进非洲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和改善人民生

活水平非常重要，因此有必要加强对非洲工业化水平的研究。本文选

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等指标

作为衡量工业化进程的标准，运用钱纳里标准法和工业化综合指数法，

评价非洲各国的工业化水平，分析各国工业化水平的差异及其影响因

素，并进一步思考如何提升非洲工业化水平。研究为非洲各国构建和

实施有效的工业化政策提供了参考，也对中非经济合作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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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尽管近年来非洲经济增长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不同国家的经济发

展水平悬殊，差异巨大。以 2012 年非洲各国人均 GDP 为例，经济水平较

好的国家如利比亚可达到人均 13 303 美元，南非为 7 314 美元; 而经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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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低下乃至贫困的国家如布隆迪人均 GDP 仅有 251 美元①。仅就工业发展

而言，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工业基础还比较薄弱，部分非洲国家甚至没有进

入工业化阶段，仍然以农业、农产品初加工维持生存。
目前我国关于非洲工业化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如唐宇华 ( 1985) 研究了非洲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认为非

洲国家推行进口替代的内向工业化战略的潜力要大于出口促进的外向工业

化战略，这两种战略可以在一个国家同时实施，互为补充。② 姜尽忠和尹

春龄 ( 1991) 在分析非洲工业化战略的基础上，发现非洲工业化推进的

战略重点主要集中在着力发展中小企业、积极开拓乡村工业以及提升矿业

经济的杠杆能力。③ 第二阶段是 21 世纪以来，为迎合国际经济形势和中

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对非洲的工业化进行了重新审视。浙江师范大学非洲

研究院出版的《非洲地区发展报告》 ( 2011—2012，2012—2013) 对非洲

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其中 “非洲工业发展报告”分别从

总体、地区、行 业 和 国 别 视 角 论 述 了 非 洲 的 工 业 发 展 情 况。朱 华 友

( 2013) 立足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探析当代非洲工矿业的发展概况，并

进一步研究了中非经济尤其是工、矿业的合作问题。④ 一些新闻报道认为

中国对非投资加快了非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⑤，非洲工业化潜力十足，发

展势头强劲⑥，非洲工业化有望迎来发展的新阶段。⑦

非洲经济现状的改善，经济结构的调整，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亟待

工业化为其注入强劲活力和发展动力。非洲经济要谋求新的发展，重构工

业化势在必行。非洲各国应本着为自身经济腾飞的目标，依据本国发展特

点，量体裁衣，制定具体的工业化政策策略，为工业化发展提供战略引导

和政策支持。综上所述，本文根据工业化相关理论，运用钱纳里标准法和

综合指数分析方法，界定非洲各国的工业化进程，判定非洲各国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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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并进一步分析非洲整体工业化水平的差异及影响因素，一方面为非

洲各国构建和实施有效的工业化政策提供参考; 另一方面为进一步推动非

洲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经济合作提供服务。

一 研究方法和模型构建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空间结构和就业结构等是判定工

业化发展阶段的有效标准。① 判定的主要方法有霍夫曼比例划分法、库兹涅

茨划分法、罗斯托经济划分法、钱纳里划分法及综合指数法等。② 其中钱

纳里详尽研究了经济结构转变的全过程，并划分出人均收入指标的临界点;

而综合指标法诠释了工业化的本质特征，其中各分指标之间及其同工业化

之间的关系通过权重设计方式得到有效体现，弥补了钱纳里等指标的缺陷，

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本文运用以上两种方法对非洲工业化进程进行判定。

( 一) 钱纳里划分法

钱纳里等 ( 1995) 研究了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并将各国人均收入

水平划分为七个变动区间，对应三个发展阶段，详见表 1。③

表 1 钱纳里等划分的结构转换时期与发展阶段 单位: 美元

时期
人均收入变动范围

1964 年 1970 年
发展阶段

1 100 以下 140 以下

2 100—200 140—280
初级产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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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期
人均收入变动范围

1964 年 1970 年
发展阶段

3 200—400 280—560

4 400—800 560—1120

5 800—1500 1120—2100

6 1500—2400 2100—3360

业化阶段

7 2400—3600 3360—5040 后工业化阶段

注: 1964 年与 1970 年的换算因子为 1. 4。

( 二) 综合指标法

综合指标法根据古典工业化理论，选取符合工业化综合评价体系构建

的各项指标，并确定对应标准值，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从而计

算出各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指数，进而判定相应的工业化发展阶段。
1. 评价指标的选取

为确保过程的可行性，数据的可比性，结果的可参考性，本文选取表

2 指标来构建工业化水平的评价体系。以人均 GDP 来代表经济发展水平，

为避免换算误差，统一以美元为单位; 用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表示产

业结构; 用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的比重表示工业结构;

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即人口城市化率表示空间结构; 用第一产业就业

率表示就业结构。然后以钱纳里划分法为依据，加之相关理论研究和国际

经验估计，确定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及其标志值。

表 2 工业化阶段划分及标志值选取 单位: 美元

指标

工业化实现阶段

前工业化阶段

( 1)

工业化初期

( 2)

工业化中期

( 3)

工业化后期

( 4)
后工业化阶段 ( 5)

人均 GDP

1964 年 100—200 200—400 400—800 800—1 500 1 500 以上

1970 年 140—280 280—560 560—1 120 1 120—2 100 2 100 以上

1996 年 620—1 240 1 240—2 480 2 480—4 960 4 960—9 300 9 300 以上

2000 年 660—1 320 1 320—2 640 2 640—5 280 3 280—9 910 9 91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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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工业化实现阶段

前工业化阶段

( 1)

工业化初期

( 2)

工业化中期

( 3)

工业化后期

( 4)
后工业化阶段 ( 5)

2004 年 720—1 440 1 440—2 880 2 880—5 760 5 760—10 810 10 810 以上

2008 年 778—1 556 1 556—3 111 3 111—6 222 6 222—11 667 11 667 以上

2012 年 815—1 629 1 629—3 257 3 257—6 514 6 514—12 215 12 215 以上

三个产业

产值结构
A ＞ I

A ＞ 20%

且 A ＜ I

A ＜ 20%

且 I ＞ S

A ＜ 10%

且 I ＞ S

A ＜ 10%

且 I ＜ S

制造业

增加值比重
20% 以下 20%—40% 40%—50% 50%—60% 60% 以上

人口

城市化率
30% 以下 30%—50% 50%—60% 60%—75% 75% 以上

第一产业

就业率
60% 以上 45%—60% 30%—45% 10%—30% 10% 以下

注: 不同年份换算因子如下: 1964 年与 1970 年、1996 年换算因子分别为 1. 4、6. 2; 1996 年

与 2000 年、2004 年的换算因子为 1. 065、1. 162; 1970 年与 2008 年的换算因子为 5. 56; 2008 年

的美元换算为 2012 年的换算因子为 1. 047; A、I、S 分别代表三个产业的产值增加值。

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表 3 是根据中国社科院课题组的研究得到的各指标的相应权重。① 显

而易见，就指标的重要性来说: 经济发展水平 ＞ 经济结构 ＞ 工业结构 ＞ 空

间结构 ＞ 就业结构。

表 3 各指标对应的权重值

指标
人均

GDP

三个产业

产值比

制造业增加值

比重

人口

城市化率

第一产业

就业率

权重 36 22 12 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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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体计算步骤

首先，按时间、分地区搜集整理各指标的数据。然后根据所划分的不

同工业化阶段及标志值，对具体年份、具体地区的指标数据进行工业化阶

段判定。
其次，按照得到的每项指标的具体工业化阶段，计算出相应的评测

值。 ( 该步骤计算指标已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保证数据结果的可信性) ，

具体公式如下:

λ ik = ( jik － 2) × 33 + ( Xik － minkj ) ÷

( maxkj － minkj ) × 33 ( jik = 2，3，4)

λ ik = 0 ( jik = 1)

λ ik = 100 ( jik = 5













)

式中，i 表示第 i 个地区; k 表示第 k 个指标; 因此 λ ik表示 i 地区 k 指

标的评测值; jik表示 i 地区 k 指标所处的工业化阶段，jik 取值在 1 ～ 5 之

间。当 jik = 1，则 λ ik = 0 时，表示 i 地区的 k 指标还处于前工业化阶段;

Xik表示 i 地区的 k 指标的实际值。Maxkj 表示 k 指标在 j 阶段的最大参考

值。Minkj表示 k 指标在 j 阶段的最小参考值，λ ［0，100］。
首先，根据表 2 确定该地区某一指标所处的工业化阶段 jik :
( 1) 若 jik = 1，即指标处于第一阶段，则得分为零，表示该地区尚未

进入工业化阶段。
( 2) 若 jik = 5，即指标处于第五阶段，则得分为 100，表示该地区已

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 3) 若 jik = 2，3，4，即指标处于中间阶段，则得分 = 阶段基础值

( 分别为 0，33，66 ) + ( 阶段实际值 － 该阶段最小临界值) / ( 该阶段

最大临界值 － 该阶段最小临界值) × 33。
其次，将上述步骤计算出的各项指标的具体评测值，进行加权合成，

最终得出该地区工业化综合指数。公式如下:

K =
∑
n

i = 1
λ iWi

∑
n

i = 1
Wi

其中 K 为国家或地区工业化的综合指数; λ i为单个指标评价值; n 为

评价指标的个数; Wi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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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用计算得出的综合指数来具体判定该地区所处的工业化阶段。
判断标准是: “一”即前工业化阶段 ( 综合指数为 0) ，“二”即工业化初

期 ( 综合指数值大于 0，小于 33) ，“三”即工业化中期 ( 综合指数值为

大于等于 33，小于 66) ， “四”即工业化后期 ( 综合指数值为大于等于

66，小于等于 99) ， “五”即后工业化阶段 ( 综合指数值为大于等于

100) 。另外，考虑到不同工业化阶段的时间跨度、水平高低和判定的准

确性，通常将某一阶段一分为二，即综合指数值未超过该阶段中间值的前

半阶段，记为 “( Ⅰ) ”; 综合指数值超过该阶段中间值的后半阶段，记为

“ ( Ⅱ) ”。例如“三 ( Ⅱ) ”就表示该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①

二 非洲工业化水平的综合评价

( 一) 数据计算与判定

数据主要来源于《非洲统计年鉴》和《国际统计年鉴》。依据以上综合

指标法的具体运算方法和判定标准，采用 2012 年非洲各国的相关数据进行计

算，可以得出 2012 年非洲各国的工业化综合指数和工业化阶段，见表 4。

表 4 2012 年非洲工业化指数与阶段

国家
综合

指数

工业化

阶段
国家

综合

指数

工业化

阶段
国家

综合

指数

工业化

阶段

利比亚 73 四 ( Ⅰ) 尼日利亚 20 二 ( Ⅱ) 刚果民主 3 二 ( Ⅰ)

加蓬 65 三 ( Ⅱ) 喀麦隆 17 二 ( Ⅱ) 马里 2 二 ( Ⅰ)

南非 64 三 ( Ⅱ) 毛里塔尼亚 15 二 ( Ⅰ) 苏丹 2 二 ( Ⅰ)

毛里求斯 62 三 ( Ⅱ) 几内亚 14 二 ( Ⅰ) 多哥 2 二 ( Ⅰ)

博茨瓦纳 58 三 ( Ⅱ) 科特迪瓦 12 二 ( Ⅰ) 中非 1 二 ( Ⅰ)

突尼斯 54 三 ( Ⅱ) 乍得 10 二 ( Ⅰ) 科摩罗 1 二 ( Ⅰ)

赤道几内亚 53 三 ( Ⅱ) 加纳 10 二 ( Ⅰ) 肯尼亚 1 二 (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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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综合

指数

工业化

阶段
国家

综合

指数

工业化

阶段
国家

综合

指数

工业化

阶段

阿尔及利亚 51 三 ( Ⅱ)
圣多美与

普林西比
10 二 ( Ⅰ) 马达加斯加 1 二 ( Ⅰ)

纳米比亚 48 三 ( Ⅰ) 冈比亚 9 二 ( Ⅰ) 乌干达 1 二 ( Ⅰ)

佛得角 47 三 ( Ⅰ) 津巴布韦 9 二 ( Ⅰ) 布基纳法索 0 一

安哥拉 41 三 ( Ⅰ) 贝宁 8 二 ( Ⅰ) 布隆迪 0 一

刚果 38 三 ( Ⅰ) 厄立特里亚 8 二 ( Ⅰ) 埃塞俄比亚 0 一

埃及 35 三 ( Ⅰ) 赞比亚 8 二 ( Ⅰ) 几内亚比绍 0 一

吉布提 34 三 ( Ⅰ) 塞内加尔 5 二 ( Ⅰ) 马拉维 0 一

斯威士兰 33 三 ( Ⅰ) 利比里亚 4 二 ( Ⅰ) 莫桑比克 0 一

摩洛哥 32 二 ( Ⅱ) 尼日尔 4 二 ( Ⅰ) 卢旺达 0 一

莱索托 27 二 ( Ⅱ) 塞拉利昂 4 二 ( Ⅰ) 坦桑尼亚 0 一

注: 由于部分国家数据不全，这里的数据计算具有一定局限性; 表中不包括塞舌尔、索马

里、南苏丹，由于这些国家规模较小，经济实力有限，工业化水平较低，所以对于非洲整体的工

业化进程影响不大。

( 二) 工业化特征及其解读

1. 非洲工业化整体水平偏低

非洲 51 个国家 ( 索马里、南苏丹、塞舌尔除外) ，不同国家的工业

化水平综合指数得分差异巨大: 最高为利比亚，得分为 73 分; 最低为 0
分，分别是布隆迪、布基纳法索、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卢旺达、几内亚

比绍、马拉维和埃塞俄比亚，共 8 个国家。另外大于 0 分低于 10 分的国

家有 18 个; 介于 10 分和 20 分之间的国家有 7 个; 30 分到 40 分之间的国

家有 5 个; 40 分到 50 分之间有 3 个; 50 分到 60 分之间有 4 个; 介于 60
分到 70 分之间的国家有 3 个。

非洲大陆上多国分立，各国疆域相对狭小，人口依种族、民族、宗教

信仰分布不均，国家之间联系有限，甚至存在意识形态矛盾及战争冲突。
这样的现状与工业化发展所需的规模经济效应背道而驰。由于殖民主义的

残酷剥削压迫，历史上的非洲经济严重落后。即使在独立后，非洲仍然遭

受着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种族歧视等各种不平等待遇，处于世界经济

末端: 经济结构过于单一，大多数国家仍以生产初级产品和原料的农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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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工业发展水平严重落后，甚至止步不前; 资金匮乏、债务深重; 购买

力低下，市场狭小; 加之交通通信、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落后，意识形态

分歧，以及边界纠纷、战争冲突等原因，非洲各国之间的贸易很难开展;

再加上人才储备不够、教育水平低下，健康水平低下，疾病多发，政局不

稳等一系列原因，使得非洲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工业化发展水平严重低下。
2. 利比亚的工业化水平首屈一指，加蓬、南非、毛里求斯紧随其后

利比亚综合指数之所以排名第一，石油加工业在其工业化发展过程中

功不可没。利比亚发展石油化工工业作为支柱产业，得益于其丰富的石油

储存量，著名的拉丝乌努夫石化工业联合企业领跑非洲大陆。除了原油进

出口，利比亚还积极发展石油化工业的深加工，生产包括乙烯、聚乙烯和

丙烯等在内的重要化工原料。此外液化气、液体化学制品、甲醇等用于工

业发展的化工产品，氨气、尿素等用于农业发展的农药产品也是利比亚化

工业主要的方向。同时利比亚以石油化工工业为主导带动矿业、建筑业、
纺织业、食品业、制造业等的联合发展，以促进其工业结构的多样化。近

年来，利比亚还积极发展天然气工业，且发展势头良好。当今世界，尽管

新能源业势头迅猛，但石油天然气仍然是人类主要的能源需求。因此，凭

借其丰富的油气资源赋存，较为发达的石油化工工业，利比亚超过非洲传

统意义上的经济大国南非、埃及等，在工业化发展水平上略胜一筹。
与利比亚相似，加蓬较高的综合指数也得益于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储

量，因此可见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资源禀赋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作为非洲大

陆上发展较好的石油出口国，近年来加蓬凭借其丰富的石油和金属矿产赋

存，工矿业从业人数逐年递增，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内劳动力就业问题;

工业产值占比也逐年升高，经济总量随之逐年增长，表现出强劲的经济发

展态势。自然资源一直是工业化发展的有效基础，丰富的资源可以为工业

发展注入活力，除了石油以外，加蓬的锰矿、铀矿等金属矿藏也十分丰

富。这些都成为加蓬工业化强有力的后盾。
南非经济较为发达，综合国力强盛，工业化综合指数名列前茅是各方

面综合作用的结果。作为 “金砖五国”之一的南非不仅矿产资源丰富，

交通通信、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良好，科技水平较为领先，教育水平较

高，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南非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归功于其良好的工业发

展基础。赫赫有名的“南非钻石、南非黄金”可见南非矿业实力的雄厚，

矿产品一直是南非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发展稳定的矿业，南非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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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门类也十分齐全，技术先进，钢铁工业、汽车制造业发展良好，旅游，

现代服务业近年来发展迅猛。
毛里求斯工业化综合指数较高，旅游业对其贡献巨大。旅游业作为当

今社会的“朝阳产业”，以其巨大的外汇吸收能力和周边产业带动能力，成

为一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产业。毛里求斯是南印度洋上的一颗 “明

珠”，碧海银滩，风光旖旎，世界闻名。前去游览的游客络绎不绝。旅游业

的发展可以有效带动毛里求斯相关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

的就业岗位，提高基础设施接待能力，并为其工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
除了旅游业之外，毛里求斯还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发展金融服务业、信息

技术通信及新媒体业，这也是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步新的增长点。
3. 非洲工业化进程落后，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尚处于工业化初期

处于工业化初期前半阶段和工业化初期后半阶段的国家共有 28 个，

占非洲国家总数的一半以上。除了上述提到的历史遗患、农业为主的经济

结构、落后的基础设施、紧缺的资金和技术、边界冲突、恐怖主义和战乱

等原因外，教育水平低下导致的人才缺乏是制约这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又

一重要因素。非洲大陆整体教育质量低下，高等教育入学率很低，撒哈拉

以南非洲各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不足 3%，远低于 11%的世界平均

水平; 同时非洲的人才流失也较为严重，据世界银行统计，近年来非洲籍

专业技术高级人才以每年 2 万名左右的速度移居欧美为发达国家效力。劳

动力水平低下，尤其是劳动力健康水平低下，也是制约工业化发展的一大

因素; 非洲是世界上危险疾病的高发地带，由于医疗设施水平有限，达标

水资源的缺乏，疟疾、艾滋等肆虐非洲，造成非洲人口死亡率很高，人口

平均寿命较短。劳动力健康状况使得非洲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前景堪忧。
4. 8 个国家尚未进入工业化阶段，工业化水平极度落后

布隆迪、卢旺达、几内亚比绍、马拉维、布基纳法索 5 国国土面积狭

小，资源匮乏，经济发展落后，工业发展条件匮乏; 坦桑尼亚、埃塞俄比

亚、莫桑比克 3 国已被列入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名单，经济发展十分落后:

坦桑尼亚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原始，技术落后，日常消费品依靠进口;

埃塞俄比亚经济同样以农牧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加之国内政局长期动

荡，边界战乱不断，缺乏稳定的经济建设环境，工业发展严重滞后; 莫桑

比克洪水、干旱等天灾频发，战争、动乱、疾病流行等人祸不断，致使经

济严重危困。这 8 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尚不足以解决国民温饱问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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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提工业化发展了。
5. 不同区域工业化水平差异明显

北非国家的工业化处于较高水平。如利比亚 ( 73 ) 、突尼斯 ( 54 ) 、
阿尔及利亚 ( 51) 、埃及 ( 35) 、摩洛哥 ( 32) 。

东非国家除吉布提 ( 34 ) 以外，工业化水平极度低下。如埃塞俄比

亚 ( 0) 、厄立特里亚 ( 8) 、肯尼亚 ( 1) 、坦桑尼亚 ( 0 ) 、乌干达 ( 1 ) 、
卢旺达 ( 0) 、布隆迪 ( 0) 。

西非国家工业化略有发展，但水平较低。毛里塔尼亚 ( 15) 、塞内加

尔 ( 5) 、冈比亚 ( 9) 、马里 ( 2) 、布基纳法索 ( 0 ) 、几内亚 ( 14 ) 、几

内亚比绍 ( 0 ) 、佛得角 ( 47 ) 、塞拉利昂 ( 4 ) 、利比里亚 ( 4 ) 、科特迪

瓦 ( 12) 、加纳 ( 10) 、多哥 ( 2 ) 、贝宁 ( 8 ) 、尼日利亚 ( 20 ) 、尼日尔

( 4) 。
中非各国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多数国家都已发展至工业化初

期乃至中期，工业化发 展 水 平 相 对 较 高。如 赤 道 几 内 亚 ( 53 ) 、加 蓬

( 65) 、刚果 ( 38 ) 、乍 得 ( 10 ) 、圣 多 美 和 普 林 西 比 ( 10 ) 、喀 麦 隆

( 17) 、刚果民主共和国 ( 3) 、中非 ( 1) 。
南部非洲是传统意义上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但也存在着经济实力差

距悬殊的现象，既有南非、毛里求斯、博茨瓦纳这样工业化发展水平高的

国家，也存在马拉维、莫桑比克这样经济发展极其落后、工业化尚未起步

的国家。各国工业化情况表现为赞比亚 ( 8 ) 、安哥拉 ( 41 ) 、津巴布韦

( 9) 、马拉维 ( 0 ) 、莫桑比克 ( 0 ) 、博茨瓦纳 ( 58 ) 、纳米比亚 ( 48 ) 、
南非 ( 64) 、斯威士兰 ( 33 ) 、莱索托 ( 27 ) 、马达加斯加 ( 1 ) 、科摩罗

( 1) 、毛里求斯 ( 62) 。
非洲大陆幅员辽阔，不同国家地理区位、气候状况和资源禀赋的差异

导致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各有不同。各国的内政、外交、社会治安的不同

使得工业发展的环境大相径庭。总体而言，非洲大陆不同区域工业化水平

差异明显，但工业发展潜力巨大。

三 关于提升非洲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思考

研究表明非洲工业化整体水平低下; 利比亚的工业化水平相对较高，

加蓬、南非、毛里求斯紧随其后; 一半以上的非洲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初级

阶段; 还有 8 个国家工业化尚未起步，工业发展极度落后。此外，非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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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区域工业化发展差异明显。工业化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往往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非洲各国应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历史机遇积极发展工业化。

( 一) 整体提升

在新型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非洲各国既要加强区域内部的联系，更好

地利用当地资源，优势互补，互帮互助，也要密切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积

极利用全球化优势，发展与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1. 加强区域合作

( 1) 加强基础设施合作。非洲各区域之间互相分割，现有运输网络

涣散，运输渠道可通达性低，给区域资源开发和物资流通带来极大困难。
到目前为止，非洲还有 11 个国家没有铁路，现有铁路线也断断续续，部

分路段残破无法通行，路轨型号不一，轨距多达 11 种。因此，必须加强

基础设施合作。一方面要继续推动“泛非公路网规划”① 建设。增加非洲

大陆公路可通车里程建设，增加区域交通的通达性。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

“四纵六横”的泛非铁路网建设。对原有铁路线进行修补，同时进行新轨

道建设，统一非洲大陆的轨道设置，增加边界合作，促进轨道联通，另外

还可引进类似 “中国高铁”等项目提高铁路运行时速，促进铁路交通

发展。
( 2) 建立区域市场。除了基础设施等的区域合作外，扩大区域经济

合作建立区域市场也是至关重要的。由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版图狭小，无

法形成独立的规模经济及市场，因而无法有效吸引资金进入。这就使得建

立区域性市场势在必行，以足够大的市场潜力来吸引投资。同时建立区域

性市场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以促进非洲内部贸易的长远发

展，最终为非洲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区域市场，以应对国际贸易中的

风险。
2. 借助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援助

( 1) 借助国际组织的援助。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

的世界援助组织机构始终致力于帮助非洲摆脱贫困，发展经济。世界银行

通过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援助非洲地区国家的发展，资金贷款援助一般是

长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通过技术援助和中短期贷款的方式向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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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提供援助。过去 60 多年中，国际组织一直以资金、技术、人力和其

他多种形式帮助非洲。以世界银行为例，2008 年世界银行共批准了 91 个

对非项目，完成了 108 份非洲经济调研报告，80 个非贷款技术援助活

动①; 2008 年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非洲的经济发展，2009 年世界银行除

了承诺投入约 80 亿美元贷款外，还加大了对非洲能源部门和基础设施建

设部门的投入，希望帮助非洲渡过危机。2010 年世界银行大幅增加对非

洲地区的资金援助，贷款增至 114 亿美元。这些援助虽然尚不足以彻底改

变非洲经济危重的情况，但却以水滴石穿的方式促进了非洲经济的发展。
国际力量的支持和帮助是非洲工业化发展的外部支撑。

( 2) 借助中国的力量。中国与非洲多年来互帮互助彼此扶持，结下

了深厚友谊。AidData 数据库显示，2000—2012 年间中国共资助了 50 个

非洲国家的 1957 个项目，项目总值达 833 亿美元。② 截至 2012 年年底，

中国共向 53 个非洲国家提供了援助，援建 1 000 多个涉及工农业、基础

设施、文教卫生等多个领域的成套项目; 派出技术人员 35 万多人次。③

中国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有效改善了非洲的贸易条件，降低了贸易成本; 越

来越多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进入非洲，提升了非洲国民的购买能力，

丰富了非洲人民的物质生活，同时也为中国提供了广阔的海外销售市场;

中国对非洲汽车装配、石油开采、轻工业制造等领域的投资，也增加了当

地的劳动力就业，同时充盈了政府税收。中国企业对电力电信、交通通

信、网络新媒体等项目的投资，促进了非洲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另外，

中国在非洲援建多所医院、医疗所，支持帮助非洲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改善非洲民众的健康水平; 建立多所 “孔子学院”宣传中国文化的同时，

以高水平的学者和研究者帮助非洲教育事业的发展。
( 3) 借助西方国家的援助。2011 年国际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发展援

助委员会 ( DAC) 成员国向非洲提供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总金额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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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11 亿美元。① 西方发达国家对非洲的援助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产生过

积极的影响: 一方面给非洲国家带来了资金和技术，推动了非洲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 另一方面加强了非洲国家与世界的联系。但非洲不能一味依

赖国际力量的援助，要在善于利用的同时强化独立发展的能力，以应对国

际局势转变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 二) 差异化发展

通过分析非洲国家工业化综合指数可知非洲各国工业化发展水平差异

巨大。因此，不同工业化程度的国家应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谋求差异

化发展: 一方面要继续发展本国经济，学习世界先进水平和方法，并根据

自身的特点不断改进和完善，以适应本国工业化的发展; 另一方面要审时

度势，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这是值得非洲各国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继续

探索和研究的。
1. 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 1) 工业化水平高的国家如利比亚、加蓬和南非等国应该进一步提

升产业发展的竞争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如利比亚要在石油化工工业技

术上下功夫，增加投入产出效益，同时要优化产业结构，形成持续发展的

动力; 加蓬要在资源产业的基础上，发展深加工，延长产业链，促进经济

的增长; 南非工业发展基础好，工矿业发达，制造业发展好，要重视信息

化、智能化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和产品技术含量; 毛

里求斯第三产业发达，要着力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大力发展金融服

务业。
( 2) 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国家应该在借助外部援助的基础上，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信息网络等的建设。鼓励中小型工业企业的发

展，充分利用本国的农、矿原料就地进行加工，逐步促进农村的工业化，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非洲国家的

相对优势产业，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的非洲国家应该努力发展劳动密集型

产业。这些国家也可以借鉴中国经验，根据本国发展的具体特点，制定相

应的发展战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发展水平和质量，提高粮食

安全，增加粮食产量，并根据现有劳动力水平，适时承接国外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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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求劳动密集型产业新的发展。
( 3) 工业化水平极度落后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均存在较多的

困难，处于发展的起步期，应从最低阶段做起。首先要立足农业，适度引

进外资，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其次应努力发展中小型工业，发展劳

动密集型产业。再次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升国民教育水平，提高劳动

者素质，发挥劳动力优势。
2. 谋求工业化新型发展

( 1) 选择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机械地遵循 “先经历工业化阶段才

进入下一发展阶段”的历史经验是不合适的。非洲国家要发展工业化，

要结合本国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特点，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非洲的新型

工业化发展，理论上可以参考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也可以

参考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与实践 ( 如中国) 。但是非洲新型工业化是建立在

工业化水平低、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差异大的基础上，所以要注意参照模式

的选择和具体应用。
( 2) 寻找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非洲国家的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路径

要重点围绕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产业优势、农业现代化进程、全球化和

信息化等展开。要立足现有资源储备，在能源、矿产的产业化开发和深加

工上寻求比较优势; 要与非洲现有农业紧密结合，推动农业、工业现代化

进程，形成既充分自给，又服务全球的非洲绿色、生态、安全的农产品和

食品产业链; 重视清洁生态新能源的开发，始终以保护环境为前提; 注意

把握世界产业发展的动态走向，适度承接国外产业转移，避免重复发达国

家的老路; 以信息化作为工业发展的新手段，在工业发展中充分运用信息

化手段，充分带动，协调发展，从而形成区域性工业品竞争新优势。

( 责任编辑: 王霞)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in African Countries

Zhu Huayou Zhao Yaqiong

Abstract: Industrialization is very important for promoting the struc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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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s in Africa.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on the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Africa. In this paper，
we select some indicators such as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industrial
structure，manufacturing structure，employment rate and spatial structure as
the criteria for measuring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use the Chancery
Standard Method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Composite Index Method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African countries，analyze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and con-
sider how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Africa countries. The study
offers the reference for African countries to construct and implement effective in-
dustrial policy，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China-Africa economic
cooperation.

Key words: The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Africa，Comprehensive Eval-
uation，China-Africa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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