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新兴市场投资者来说
,

非洲是

最后的未开发地区
,

同时
,

在最近几

年里
,

它的经济以破纪录的速度在增

长
。

在经历过几十年的经济疲软后
,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经济在2 003

年至2007年间
,

每年平均以6
.

5%的速度

在增长
,

扭转了人均收入长期下滑的

状况
。

然而
,

这种态势是继续加强
,

还是仅为昙花一现 ? 怀疑者和乐观者

(包括化工行业在内
,

它倾向于认为

自己制定的政策正在发挥作用) 的观

点是大相径庭的
。

像追求私利的政府
、

屏弱的公共

机构
、

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及能力的不足

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不是一天就能解决

的
,

但是人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繁荣并不

会完全消失: 贸易壁垒正被缓慢拆除
,

公私合营的观念正在扎根
,

而民主政治

日益普及
。

只要制定并执行适当的政

策
,

再加上一点运气
,

撒哈拉以南的非

洲地区会在发展的阶梯上跳跃前行
。

2009年会是关键和充满挑战的一

年
。

虽然粮食和燃料的价格在2008 年下

跌
,

它们还会停留在高位
,

而其他商品

的价格看起来会继续下跌
。

多个撒哈拉

以南的非洲经济体
,

特另lJ是原油
、

矿产

出口国和咖啡
、

可可
、

茶叶的生产国应

该有强劲的经济增长
。

然而
,

对许多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来说
,

如果大多数商

品的价格在2009年不太稳定的话
,

可能

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

三分之二的食品在过去两年里涨

价
,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食品骚乱
、

罢

工
、

价格控制
、

出口禁令和政府补贴的

加重
。

为了对抗贫困
,

这些事件在近期

频频发生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查明
,

有18 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20的年

需要额外的收支平衡和预算支助
。

虽

然支助有所补益
,

但是一些非洲国家政

府 (包括肯尼亚和乌干达在内) 急切地

反思它们的农业政策
,

以推进粮食的生

产
。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

农业生

产也许是最重要的领域
,

但是该地区的

生产力是全世界最低的
。

曾推进亚洲发

展的绿色革命在非洲地区并没有发生
。

总体上
,

该区域有巨大的农业生产潜

力
,

但是让潜力变成实际生产力就需要

更完善的制度和基础设施
。

同时
,

小规

模农场主的角色存在争议 : 某些专家认

为小规模农场主在现代经济中没有发展

的空间; 其他专家认为只要给予小规模

农场主适当的支持
,

他们是有生产能力

的
。

同时
,

发展也被严重的电力短缺问

题所阻碍
。

在47 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

家中
,

至少有30 个在近几年有严重的能

源问题
。

急速扩大的国内需求和新投资

(包括在南非当地的发电站 ) 的缺少是

导致能源问题的原因
。

如果所有撒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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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的国家都能将它们的能源基础设施

建得像非洲大陆做到最好的国家 (例如

毛里求斯)那样多
,

那么每年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的增长就能再提高2无
。

在新电

站和横跨多国边界输电线上的投资正在

进行之中 (经常是一些私有的投资)
,

但是许多项目依然只停留在筹划阶段
,

因此电力短缺问题将会继续存在
。

虽然如此
,

20四年是机遇与问题并

存的一年
。

该区域的亚洲投资浪潮
,

特

另}{是来自中国和印度 (它们在这片大陆

上为了扩大影响力和获取资源而相互竞

争) 的投资将会继续
。

即使亚洲经济体

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
,

但是它们从长远来看待投资
,

同时
,

它

们之间的竞争将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地区有利
。

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来

说
,

主要的挑战依旧是如何将财富用于

生产目的
,

而不是让它们流入某些人的

口袋
。

电信是非洲的另一个亮点
,

特别是

移动电话业务
。

非洲人跟世界其他地区

的人们一样对沟通有着强烈的渴望
,

而

移动电话通讯能让他们绕开老式的电信

基础设施
。

东非将在2009年至2010年加入全球

光纤体系
,

以及西部海岸要开通新的通

讯线路
,

这些举动势必会加强这股电信

潮流
。

更迅速
、

更便宜的连接将会推进

国际贸易以及让全球的联系更加紧密
。

要使这些都变成现实
,

更多地取

决于政治
。

武装冲突和政治不稳定会

越来越少
。

在上世纪60年代
,

非洲发生

了21次政变; 到了上世纪80 年代
,

那里

只发生了18 次政变; 而自世纪之交以

来
,

非洲发生的政变不超过5次
。

25

年前
,

非洲大陆只有四个民主政治国

家—博茨瓦纳
、

塞内加尔
、

津巴布

韦和毛里求斯
。

如今
,

32 个非洲国家

的政府是从多党票选中产生的
,

但其

中还是会有某些国家存在着有缺陷和

不完善的民主政治
,

例如肯尼亚和乌

干达
。

另外
,

独裁主义的津巴布韦也

在其中
,

2009年里极端恶劣的农业季

节会使罗伯特
、

穆加贝 (编者注 : 津

巴布韦总统 ) 的统治愈加岌岌可危
。

当然
,

选举并不是政府管理高效得

力的保证一
-

因为一些撒哈拉以南的非

洲国家已经显示
,

它们会加大令人讨厌

的政策变动所带来的不安
。

在去年四月

举行的南非2009年大选中
,

非洲国民大

会党近平必然的胜利已经引起了一些投

资者的担忧
。

但是
,

随着时间的流逝
,

对整个区域来说
,

自由选举仍然是它获

得更好将来的最大希望
。

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断蔓延
,

非洲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

在一 些东非国家
,

本国货 币时美

元贬值的压 力骤升 ; 在肯尼亚
、

科特迪

瓦
、

尼 日利亚
、

毛里求斯等国
,

不动产

价格下挫明显
。

金融危机对严重依赖进

口的塞舌尔等非洲岛国的冲击尤为显

著
。

人们普遍对非洲国家的资金供应和

融资前景表示担忧
。

目前
,

西方国家普

遍 出现流动性紧缺问题
,

许多国家纷纷

斥巨资救市
,

自身财政面临窘境
。

有关

人士担心
,

非洲国家今后从西方国家获

得的发展援助将大大减少
。

受金融危机影响
,

非洲市场上的

外国投资者开始抛售股票撤出资金
,

导

致非洲国家货币大幅贬值
。

以肯尼亚为

例
,

由于大量外资撤离肯尼亚
,

肯尼亚

金融市场流动性紧缺
。

另据世界银行推算
,

20 08 年至 2 009

年度坦桑尼亚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国家侨汇将至少下降l%
。

世界银行负责

移民和移民发展事务的官员担心
,

随着

金融危机的加深
,

这些非洲国家的侨汇

额可能会减少6%以上
。

尽管如此
,

一些肯尼亚学者却表

示
,

从长远看
,

此次金融危机时肯尼亚

及其他非洲国家也有积极的一面
。

他们

认为
,

肯尼亚金融业可以从此次危机中

吸取教训
,

加强风险管理 ; 同时将促使

非洲国家加 强与非西方 国家的贫 易往

来
,

增加出口 目的地 ; 而外部环境的恶

化也将推动肯尼亚和其他非洲国家把目

光转向开发本地区的内部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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