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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纳米比亚经济合作: 现状及启示

张  瑾
(上海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中心, 中国 上海 200235)

  摘  要: 1990 年纳米比亚独立后, 中纳双边经济合作从零起步, 发展迅速。在经济社会建设、主要产业、高新技术

等方面, 双方进行了良好的合作, 并仍在继续积极拓展双方具有比较优势的项目。中国民营企业也为双边贸易增添了新

活力。中纳经济合作对中非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多启示, 中国应加强对双边经贸合作的政策保障, 有针对性地实施经

贸促进措施, 并注重实证调研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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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米比亚共和国 ( T he Republic of Namibia, 以下简

称 / 纳米比亚0 或 / 纳0 ) 旧名 / 西南非洲0, 是撒哈拉

以南非洲最迟摆脱白人殖民统治而独立的国家。1990 年

纳米比亚独立后, 政治发展稳定, 经济持续发展 , 目前

人口约为 210万。纳米比亚是非洲最大的铀矿石生产国,

其一半的外汇收入依靠铀、铅、锌、锡、银、钨矿石的

出口。中纳双边贸易虽然起步晚、起点低, 但是发展迅

速, 贸易额稳步增长, 尤其近几年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态势。

  一、中国与纳米比亚经济关系发展现状

纳米比亚的经济命脉一度掌握在南非、英国、美国及

当地白人手中, 独立后, 经济增长率曾达年均 41 8% , 但

由于人口增长抵消了经济增长, 人均收入增长率仅为

11 6%。¹ 纳米比亚工业基础薄弱, 农业生产落后, 属于比

较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国家, 受气候、海洋条件和国际市场

等外部因素影响较大。独立后, 纳米比亚留在南部非洲关

税同盟和共同货币区内, 但其关税、外贸、外汇收入仍受

南非控制。政府以私人资本、外资和国有资本作为国民经

济主体, 制定优惠政策, 重视扶贫工作和基础设施建设,

并建立出口加工区, 允许外资进入矿、渔、农业等各行

业, 以矿业、渔业、农牧业、旅游业为四大支柱产业。近

年来, 纳米比亚的经济增长较快, 政府正致力于摆脱由外资

带来的负面影响, 增加经济多元性, 减少对外资的依赖。

(一) 双边贸易起点低、增长快

中纳双边贸易虽然起步晚、起点低, 但是发展迅速。

1990 年纳米比亚宣布独立后, 双边贸易额 1992 年以 12

万美元起步, 2005 年突破 1 亿美元大关, 2007 年达 41 03

亿美元, 十六年间双边贸易年均增长 711 82% , 2008 年,

中纳贸易额为 51 2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01 6%。º

表 1: 1992年至 2007年中纳双边贸易 (单位: 千美元) »(

年  份( 贸易总额( 中国对纳出口( 中国自纳进口

1992 212 110 102

1993 576 691 - 115

1994 2 282 1 142 1 140

1995 2 692 1 596 1 096

1996 738 2 369 - 1 531

1997 11 585 7 197 4 388

1998 16 093 9 228 7 765

1999 10 560 7 360 3 200

2000 11 675 8 284 3 591

¹

º

»

外交部网站公布数据, 转引自 2005 年 3 月 30日 /中国网0 参见:

htt p: / / www1 china1 com1 cn/ chinese/ zhuanti/ lccfw/ 8249391 htm.

驻纳米比亚使馆经商处数据, 转引自: 中国商务处 / 中国商品
网0, 2008 年 7 月 29 日。参见: htt p: / / ccn1mofcom1 gov1 cn/
spbg/ s how1 php? id= 7869.

中国海关统计 1992年22008 年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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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年  份( 贸易总额( 中国对纳出口( 中国自纳进口

2001 32 480 21 217 11 263

2002 49 742 20 812 28 930

2003 74 215 37 624 36 591

2004 99 115 52 539 46 576

2005 136 743 60 354 76 389

2006 255 015 133 158 121 857

2007 403 295 245 536 157 659

  据纳海关统计数据, 2009 年中纳双边贸易额为411 38

亿纳元 (约折 41 91 亿美元) , 其中中国对纳出口 231 27亿

纳元 (约折 21 76 亿美元) , 从纳进口 181 11亿纳元 (约折

21 15 亿美元)。尽管此统计数据与中国海关统计存在一定

差异, 但是 2009 年中国已成为纳米比亚第三大贸易伙

伴, 仅次于南非和英国。其中中国是纳米比亚第二大进

口国和第六大出口国。¹

(二) 中国对纳米比亚国家建设的援助

纳米比亚农业滞后, 粮食不能自给, 对社会的发展

带来很大的制约性。针对纳米比亚的国情, 中国协助纳

米比亚政府制定了旨在提升农业灌溉和园艺基础设施发

展的 /绿色组合计划0 ( Gr een Scheme P roject) , 并为该

计划 (和其他农业计划) 提供了 3 000 万元免息贷款。º

通过设立桑人家庭食品安全授权计划和零售食品工作项

目等, 中国不仅在铺设水管、挖掘土坝、建立分支道路、

竞拍牛栏的修复、水源地围网、重建绿色大棚、修建体

育场、教室、教师住房、社区大楼和幼儿园, 以及开井

以保证农村地区的安全饮水等硬件方面支持纳米比亚,

同时, 中国通过组织纳米比亚农村企业家到中国参观,

/ 授人以渔0 , 支持纳米比亚政府的农村发展计划。中国

驻纳使 馆还 多次向 鳏寡及 艾滋 病孤 儿救 助组织

( OEWONA) 捐赠, 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纳米比亚的制造业不发达, 仅有肉类鱼类加工厂、

食品厂、木材加工厂和小型机械厂等小型企业。为提升

当地加工业水平, 在中国援助下, 中、纳双方进行了优

化当地屠宰场工程和大型牧场防治沙化工程。2006 年 4

月, 中国援建纳米比亚的奥姆萨蒂省和卡万戈省两座地

方议会大厦交接, ¼援建的军事学院、总统官邸、扬水站、

儿童活动中心、农村青年职业培训中心等项目也先后得

到落实。在国家公路与铁路的结构升级与发展领域、鲸

湾港的升级、国内和邻近国市场开拓等方面, 中纳也保

持了良好的合作。中纳还建立了不少合资企业, 如小型矿

业开发、水泥制造、垃圾处理、钻石加工技术、工业用的

铜器制造 (铜线、铜质光电缆、铜管和铜板)、石油和天

然气开发、能源系统制造、光电能的制造和组装, 以及水

力发电等, 为纳米比亚自身产业的提升打下很好的基础。

(三) 中国与纳米比亚优势产业的合作

纳米比亚的三大传统经济支柱为矿业、渔业和农牧

业, 属于纳第一产业。2000) 2007 年, 这三个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在 181 2% ~ 231 5%之间, 2007 年增加值约

为 1341 35 亿纳元, 占 GDP 总量的 211 8% , 其中矿业对

GDP 的贡献率最大, 占 GDP 的 121 4%。½中国与纳米比

亚在这三个优势产业中均有合作。

纳米比亚素有 / 战略金属储备库0 之称, 各种矿藏

探明储量和产量均居非洲前五名, 被世界银行专家评为

非洲最有矿产资源潜力的国家之一。采矿业是纳的传统

主导产业, 占出口总额的 90% , 产值约占纳国内生产总

值的 20% , 其中铀和钻石的开采在开采业中占据重要位

置, 也在出口中占绝对地位。¾纳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决

定了其资源性产品, 尤其是矿产品是中国进口的首选商

品。2008 年 8 月和 10 月, 中国分别与罗幸 ( Ro ssing )

公司签订铀供应合同, 与天科杰公司 ( T rekkopje) 的股

份合同进行矿业合作。这预示着中国有望提升在新能源

的原料占有上的有利地位。

独立后的纳米比亚政府通过实行有计划开发, 大力

发展渔业加工, 使独立前几乎荒废的渔业重获生机, 超

越了其传统出口优势的畜产品。2007 年 4 月 7 家中国企

业与 8 家纳米比亚企业签订了 12 项进口意向, 其中就包

括了鱼肉和海豹油等纳米比亚传统出口产品, 中水集团

与纳米比亚帝国渔业公司合作收购改建了鱼加工厂 , 年

加工 5 000吨鳕鱼, 提升了纳米比亚渔业的出口能力。¿

旅游业是生产性服务、消费性服务和公共服务的综

合性服务业, 它通过整合各种要素, 以自身发展带动其

他产业的发展。纳米比亚位于非洲西南部, 因其独特的

海岸沙漠、众多的野生动物和丰富的人文历史景观和较

发达的交通运输业的基础设施, 每年都吸引大量国外游

客。又加上纳政府从独立起就重视旅游, 每年都拨出专

款用于旅游宣传、改善旅游基础设施、提高配套金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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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纳米比亚经商参处子网站: 2010 年 3 月 19 日。转引自:

ht tp: / / ww w1 chinabidding1 com/ jksb2 detail21895400831 html.

2009 年 2 月 9日, 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任小萍代表中国政府在

与纳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仪式上的讲话。参见: ht tp: / /

na1 chineseembassy1 org/ eng/ zngx/ t5361301 htm.

ht tp: / / ww w1 gov1 cn/ gzdt/ 2006211/28/ cont ent _ 4559381 htm.

/ 中国援建纳米比亚的两座地方议会大厦向纳方移交0 , 中央政府
门户网站, 2006 年 04 月 30 日。参见: htt p: / /w ww1 gov1 cn/
gzdt/ 2006204/30/ cont ent _ 2717901 htm.

驻纳米比亚使馆经商处: 5纳米比亚对外投资合作国别指南6 ,
2009 年 8 月 9日.

同上.

/ 中国与非洲有合作潜力的项目一览表0 参见: 中国对外贸易合

作部网站: htt p: / /w ww1 cof ort une1 com1 cn/moft ec _ cn/ zfhz/

myfh _ qlxm1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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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水平, 因此旅游业较为发达, 仅 2007 年创汇就达 3 亿

美元, 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8%。2005 年 12 月, 中纳

政府签署了纳米比亚作为中国居民旅游目的地国家的协

议, 并于 2007 年 10月 15 日起组织中国公民赴纳旅游。¹

庞大的中国游客群无疑会给纳米比亚带来可观的收益。

  二、中纳经贸合作的特点

(一) 良好的政治基础

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长期的伙伴关系, 双方良好的

政治互信为双边经贸合作奠定了基础。早在纳米比亚独

立前, 中国就在政治上、物质上和道义上支持纳米比亚

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独立之前, 开国

总统努乔马就七次到访中国, 为两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1990 年 3 月 21 日纳独立后次日, 中国

便与纳米比亚建立了外交关系。建交二十年来, 两国政

治关系日益密切。双方领导人多次互访, 并在国际事务

中保持密切协调与配合, 成为相互信赖的朋友和伙伴。

中纳高层的良好合作在应对西方的指责和干涉中起

到了积极作用, 纳米比亚政府和舆论对中国的态度都十

分友好, 总统波汉巴认为中国是 / 真正的朋友0 º, 而媒体

则认为因为同属发展中国家中非有共同语言和好新闻的标

准, 不能 / 言必称西方0 »。2006 年 6 月纳米比亚前总统

努乔马访华, 10 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强调, 欢迎

中国在矿业领域与纳方积极合作, 以 / 防止纳米比亚的

资源流入西方国家0。他希望通过双方的合作来为纳人民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对更多当地青年进行技术培训, 进

一步提高矿业对 GDP 的贡献率。¼ 2007年 2月胡锦涛主席

的访纳, 又进一步扩展了双方在旅游、投资等经济领域的

合作与交流, 为双方的经贸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双边经贸起点低、增长快, 具有互补优势

中纳双边贸易虽然起步晚、起点低, 但是发展迅速,

贸易额稳步增长,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双方进出口商品的

互补优势。

表 2: 纳米比亚进出口商品比重 ( 2007年) ½(

纳米比亚出口商品及比重( 纳米比亚进口商品及比重

商品类别 比重 (% ) 商品类别 比重 (% )

钻石 221 6

其他矿石 (含铀矿) 201 9 交通设备 181 4

  鱼产品 161 2 食品和饮料 151 8

  精炼金属 151 7 机器、设备 151 5

  其他制成品 81 6 化学、橡胶和塑料

制品
101 6

活动物、肉制品、动

物制品
71 3 汽油制品 101 3

  饮料 31 8 纺织、服装和鞋类 61 2

  其他 41 9 其他 231 2

  合计 100 合计 100

  纳米比亚进出口商品比重的情况相对应 (见上表 2) ,

中国自纳米比亚主要进口品为矿产品、海产品等, 对纳米

比亚的主要出口品为轻纺产品、机电产品, 化工产品等,

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根据对纳米比亚的出口产品分析和行

业情况分析, 纳米比亚在牧产品、渔产品和部分制成品上

具备一定的出口优势, 其中牧产品 (主要包括肉制品、皮

毛和皮毛制品) 和渔产品也是纳米比亚的传统非矿出口商

品。目前, 鲸湾港扩建规划已开始解决冷藏储存设备等问

题, 为我国进口农牧初级产品及其加工品创造了有利条件。

近年来, 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已逐步进入纳米比亚

市场, 如电信产品、高科技含量的大型集装箱检测设备

等。2006 年, 中铁物资与纳国家运输控股有限公司就成

套铁路装备签订出口优贷合同, 利用政府优惠贷款出口

铁路装备, 以南部非洲地区为目标市场进行深度开发,

相继向该地区成功出口机车、油罐车、动车组、养路机

械、扣件等多种产品, 极大地提升了中国铁路和 / CRM0

知名度, 打破了该地区基本上是从发达国家进口机车及

产品的局面, 为中国铁路装备和线上器材全面打入非洲

大陆各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¾

目前, 在纳米比亚注册的中资建筑承包企业有 7 家,

总营业额占纳市场份额的 25%左右; 矿业勘探开发企业

3家, 已经取得了部分勘探权, 其中纳中矿业公司与中核

集团合作的勘探开发项目已经起步 , 前景广阔; 广东核

工业集团与法国阿海法公司合作购买了纳米比亚犹哈明

( U r amin) 公司 100% 的股份, 目前开发已经起步。中国

商人在纳北部城市奥石康果 ( O shikongo) 和首都北部工

业区结合批发零售等商业开发了部分房地产, 主要租售

给中国商人; 两家由中国人投资建设的黏土砖场已经打

开了市场, 年产标准砖 2 000万块, 效益良好; 部分华人

经营了农场、纯净水生产, 开办了中医诊所、床上用品

厂和小型服装厂、打火机厂、摩托车组装厂、洗化用品

厂等, 规模较小, 效益较好。¿

第11卷第 5期

2010年 9月
张  瑾

ZHANG Jin

No. 5 Vol. 11

Sep. 2010

¹

º

»

¼

½

¾

¿

/ 我国公民组团赴纳米比亚旅游进入正式实施阶段0, 中央政府门
户网站 2007 年 11 月 2 日。ht tp: / /www1 gov1 cn/ fwxx/ ly/20072
11/ 02/ cont ent _ 7940431 htm.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07年 12月 25 日 http: / /w ww1 gov1 cn/ zwjw/
2005212/25/ content _ 1367151 htm.

5纳米比亚日报6 主编兼经理拉贾 # 穆纳马瓦在发言中表示, 参

见: http: / / www1 gov1 cn/ jrzg/2009207/ 16/ content _ 13667491 htm.

新华网 2007 年 12 月 23 日。参见: http: / / news1 xinhuanet1 com/

f ortune/ 2007212/ 23/ content _ 72972971 htm.

纳米比亚计委统计中心贸易统计电脑资料库, 经汇总整理.

/ 中铁物资出口纳米比亚铁路装备优贷项目正式实施0 中央政府门
户网站, 2006 年 09 月 26 日, 参见: htt p: / /w ww1 gov1 cn/ jrzg/
2006209/26/ content _ 3990461 htm.

驻纳米比亚使馆经商处: 5纳米比亚对外投资合作国别指南6 ,
2009 年 8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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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在纳米比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建筑承

包、矿业合作、商贸批发零售业、家纺业等方面 , 其中

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建筑承包和矿业合作领域, 民营企

业主要投资批发零售业和家纺业。中国对外投资除了给

世界带来物美价廉的商品, 更重要的是赢得了与世界经

济的共同发展。参加投洽会的一位纳米比亚客商萨里亚

告诉记者, 两年前他介绍中国企业在纳米比亚开设了一

家服装厂, 至今已帮助当地解决了数百人的就业。¹

(三) 双边正积极拓展比较优势项目, 以期更好合作

中纳双边贸易互补性强, 但双方的比较优势还没有

全部体现。中纳双边贸易总量相对较低, 2009 年中纳双

边贸易额仅占纳进出口总额的 61 24% , 为纳与其第一贸

易伙伴国南非贸易额的 91 82%。º纳米比亚政府积极推行

出口多元化战略, »是中纳经贸关系良好的政策契机。

根据纳米比亚银行研究部门 2006 年 6) 7 月在温德

尔克、艾伦蒂斯、斯瓦科普蒙德和沃尔维斯湾所做的纳

米比亚出口产品和市场的调查 (见右表 3 ) , 纳米比亚已

具备出口优势和具有潜在出口优势的制成品。然而, 由

于历史等原因, ¼纳米比亚产品主要以中国为目标市场的

还不多。目前, 纳仅有鱼粉等项对华出口量较大 , 其他

产品尚未能对中国形成规模出口。实际上, 中纳双边贸

易可进一步拓展的领域很多, 除传统出口优势产品外,

纳米比亚的农业和与农产品相关的制造业潜力优势也十

分巨大, 但纳农产品出口生产规模不够、生产技术落后、

产品深加工程度不够, 难以形成有效的产业链。2006 年

我国农产品 / 净进口0 格局形成, 国际竞争压力剧增, ½

在扩大对纳农产品进口的同时, 我国可采取适当的措施,

与纳米比亚形成双赢的经贸格局。比如投资纳农业领域

(特别是种植业和畜牧业 )、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创

建我海外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将纳具有潜在优势的出

口产品变成真正的优势出口产品等。

非洲大部分国家基础设施薄弱, 这从客观条件上阻

碍了信息产业的发展。非洲的硬件设备多从欧美市场进

口, 应用软件滞后。2005 年 9 月, 纳米比亚总理府公共

事务部门决定建设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平台, 经过

在全球的考察后, 他们最终确定将中国中软冠群公司作为

业务的合作伙伴。双方于 2007 年 8月达成协议后, 软件产

品于 2009 年 6 月便正式交付使用。纳米比亚因此节约了大

量的资金投入, 而该项目也赢得了当局的充分肯定。¾

为促进中纳双方科技合作的进一步完善, 2009 年 2

月 9 日, 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任小萍和纳国家计划委员

会主任卡加维维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 5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和纳米比亚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6。¿

该协定在多个方面作出约定, 为深化双边经贸合作, 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表 3: 纳米比亚银行 2006年市场调查 À(

具有潜在优势的出口产品( 潜在市场

盘子、铅笔、手工艺品、桌椅 纳米比亚、安哥拉、欧盟

大规模生产瓷砖、大理石、花岗岩和

卡拉库尔羊 ( Karakul) 毛皮
纳米比亚、欧盟、美国

矿泉水瓶 纳米比亚、安哥拉

游泳池用盐、沐浴用盐 纳米比亚、SADC国家

大规模生产皮毛和皮革制品 欧盟、东亚、纳米比亚

钩麻加工品 德国、法国

金属制品、汽配件、特殊木材、棕榈

和黏土

纳米比亚、欧盟、美国、

东亚

已加工鱼粉 纳米比亚、欧盟

休闲服饰 (吊带衫、T 恤)、夹克衫的

内衬垫, 大规模生产手工地毯
欧盟、纳米比亚(

优势出口产品( 目前市场( 潜在市场

涂料 纳米比来、安哥拉 赞比亚、刚果 (金)

瓷砖、石板、纪念碑

石、墓碑石

纳米比亚、安哥拉、

意大利、法国、德国

SADC 国家, 美国、

英国、西班牙

桌子、床、出轨、学

校和办公室家具、厨

房用具

纳米比亚、安哥拉 未说明

啤酒、碳酸饮料、
安哥拉、纳米比亚、

南非、德国、英国

博茨瓦纳、莫桑比克、

肯尼亚、坦桑尼亚、

赞比亚, 津巴布韦

肉制口包装
纳米 比亚、欧 盟、

南非
未说明

奶制品包装
纳米比亚、安哥拉、

博茨瓦纳
SADC国家

钢门窗框架、铝金门

窗框架
纳米比亚、安哥拉 未说明

玉 米 粉、蝴 蝶 亚

( Hoodia, 一种仙人掌)
纳米比亚、安哥拉

赞比亚、欧盟、美国、

中车、加拿大

钻石制品
欧盟、美国、亚洲和

香港
未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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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网 2008 年 9 月 11 日, 参见: htt p: / /w ww1 gov1 cn/
zt zl/ 2008209/ 11/ content _ 10935151 htm.

驻纳米比亚经商参处子站: 2010 年 3 月 19日。转引自: ht tp: / /

w ww1 chinabidding1 com/ jksb2detail21895400831 html.
主要目标市场是 SADC国家、欧盟、美国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

国家.

纳米比亚独立前长期受南非委任统治, 经济呈现出长期殖民通知

后的 /畸形经济结构0 , 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落后、粮食不
能自足, 对南非依赖严重。纳米比亚 80%以上的工业品、消费

品依靠从南非进口。同时, 受 5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6 和 5科努
特协定6 等影响, 美国和欧盟一直是纳米比亚重要的进出口市

场, 特别是纳米比亚的牛肉制品和葡萄主要出口欧洲市场.

5经济参考报6 , 2006 年 4 月 19日.

参见: 5科技日报6, 2008年 2月 13 日.

ht tp: / / ww w1 all2af rica1 net/ Get/ f zxw / 1037469301 htm.

纳米比亚银行调查数据。转引自驻纳米比亚经商处 2008 年 6 月

23 日。参 见: http: / / ccn1mofcom1 gov1 cn/ spbg/ show1 php? id =

7686& id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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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优势出口产品( 目前市场( 潜在市场

汽车和洗衣机部件 德国 南非

手工编织地毯、垫

子、壁毯
纳米比亚、德国 加拿大、英国

运动鞋 纳米比亚、南非 未说明

纺织品和服饰
南非、纳 米比 亚、

美国

奥利 利 亚、欧 盟、

SAD 国家

锡杯、包装材料
纳米比亚 (主要用于

渔业)
安哥拉

盐 (粗制、精制、食

用、盐石)

安哥拉、博茨瓦纳、

刚果 (金 )、纳米比

亚、南非、赞比亚、

津巴布韦、加纳、塞

拉利昂、尼日利亚

未说明

  (四) 中国民营资本在双边贸易中的创新

在中纳经济合作中, 中国民营企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有些还开拓了双边贸易的新途径。它们中不少以援建起

家, 1993年左右最早进入纳米比亚, ¹在不断创新中, 拓展

了生意的广度和深度,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如 1995 年

进军纳米比亚市场的正太集团 (纳米比亚) 有限公司, 先后

完成了纳米比亚英雄纪念碑、旅游部大楼改造、卫生部大楼

改造以及中国援建纳米比亚两所小学等 30多个项目, 获得

数个当地建筑大奖, 通过优异的表现和在工程技术方面的

创新, 赢得了纳米比亚社会各界良好的口碑和信誉。º

东鹰家纺 (纳米比亚) 有限公司是另一个具有创新

精神的中国民营企业。公司通过深入了解纳米比亚市场,

选准家纺作为投资行业, 充分利用纳各种有利投资环境,

正确选择加工贸易作为自身发展模式: 从国内进口棉布等

原材料和加工设备, 从南非进口棉芯, 在纳米比亚进行

加工, 产品主要销往南非、博茨瓦纳等纳米比亚周边国

家, 是比较典型的 / 两头在外0 的加工贸易方式。目前,

东鹰家纺在纳米比亚已初具规模, 形成了自己的品牌

/ Eastern Eagle0 , 产品也进入了纳米比亚和南非主流市

场。公司雇用当地工人 80 多人, 每年向当地政府缴纳进

口关税、增值税等超过 100 万纳元。同时, 公司还在国内

建有一个 4 万平米的大型初级产品加工基地, 年出口额 3

亿多元人民币, 产品基本销往纳米比亚进行深加工。»

/ 中国城0 是中国民营企业在纳米比亚的另一个创

新。2001 年, 中国商人个人合伙投资开发建设的 / 中国

城0 , 利用纳米比亚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区位优势, 以发展

出口贸易为目的, 向中国企业提供了全方位服务。以纳

米比亚为据点, 这些民营企业将中国商品辐射到纳米比

亚周边国家, 形成边境贸易, 极大改善纳米比亚本国市

场狭小的缺点, 为中纳双边贸易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三、中纳经贸合作的启示和建议

(一) 综合考评投资利弊, 加强双边政策保障

随着近年来中国的资源需求增长加快, 资源约束矛

盾不断加大。为了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中国在能源投

资上应遵循投资原理实行投资地域、行业、产品等的分

散化和多样化, 尤其注重新能源的开发和运用。纳米比

亚的资源丰富, 尤其是重要的战略资源铀矿的产量居于

世界前列, 有着巨大的合作潜质。根据 2008 年 11 月惠

誉评级公司 ( Fitch Rat ing) 对纳米比亚稳定的信用评级,

其中长期外币 发行人违约评 级 ( L ong2term fo reign

cur rency Issuer Default Rating ) 为 / BBB20, 长期本币发

行人违约评级为 / BBB0 , 短期发行人违约评级为 / F30。

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国家信用限额

( Country Ceiling ) 为 / A0 级。这一评级与 2007 年惠誉

对纳米比亚的评级完全相同。¼ 应该说, 纳米比亚是一个

适合中国投资的地区。

然而, 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 纳米比亚的矿产资源

一直掌握在西方公司和个人手中, 新的投资进入开发比

较困难。同时, 和纳开展经贸合作, 必然面对如何与纳的

传统伙伴如南非、欧洲和美国相比的问题, 纳与其传统伙

伴国享有便利的运输, 但中国在语言、文化, 乃至法律体

系都与纳米比亚所适应的体系不同, 这既需要纳米比亚给

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也在很大程度上将考验中国经济外交

的能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已进入全面提高对

外开放水平的新的发展阶段。外资利用的模式也逐渐正

从 / 引进来0 的单向资本流动, 向 / 进来0 和 / 走出去0

相结合的双向资本流动模式转换。政府的对外投资政策

导向及具体投资促进措施, 势必会对对外投资的国别地

区、产业分布、投资方式等产生重要影响。中非经贸合

作的快速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双边政府的支持。在这

一进程中, 中国与纳米比亚有着比较明显的互补优势,

但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双方虽然分别在 1995 年和 2006

年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议和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 但

自 2004 年启动与南部非洲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以

来, 还没有太大进展。除了与纳米比亚当局积极沟通外,

中国在积极加紧新能源开发和运用的过程中, 也应重新

审视非洲国家的资源分布, 加大政策的保障和调控力度,

以推进双边更快、更好的发展。

(二) 加强信息搜集与调研, 树立中国企业形象

纳米比亚市场对中国来说还很陌生, 虽然该国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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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bler, G1 South2South Business Relationsin Practice: Chinese

Merchantsin Oshikango, Namibia, see: www1 ids1 ac1 uk/ asiandrivers
( 5April2006) .

ht tp: / / ww w1 zt jt1 com1 cn/ ReadNew s1 asp? News ID= 249.

/ 加工贸易在纳米比亚) )) 东鹰家纺在纳成功的启示0 , 驻纳米比
亚经商处: 2006 年 10月.

纳米比亚经济 学家报 2008 年 11 月 7 日。 ht tp: / / ww w.

namibian1 com1 na/ new s2art icles/ t op2sto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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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潜质较好, 但是其市场容量有限、垄断程度高 , 南非

及关税同盟对其有一定影响。中国企业进入纳米比亚之

前, 要加强市场调研, 深入细致地做好项目前期的考察

和可行性分析。对项目的资源情况, 以及所在国的矿业

市场、矿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环境等要作充分的

调研和科学分析, 权衡利弊, 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投资计

划, 才能较好地规避风险。

中国在纳米比亚的企业仍以中小企业为主, 通过网

站、出版物、组织研讨会、派遣投资访问代表团等渠道

收集、加工、传播投资东道国在宏观经济、产业条件、

法律框架等关于投资环境方面的基本信息, 对于国内中

小企业的帮助尤为重要。另外, 其他多重因素, 比如与

地方政府的协调、电力因素、安全因素、基础设施建设

等也应考虑到, 对于原有的地质矿产资料, 包括采矿、

探矿许可证上关于矿产储量和品位的数字, 应该交由自

己的专业人员再次采样化验, 以确定对象与技术的配套。

从长远来看, 树立中国品牌形象是打开纳米比亚市场

的根本途径。国内企业在争夺海外市场过程中存在恶意的

压价竞争情况, 不仅损害了中方企业自身利益, 也对中国

商品的品牌形象不利。企业应从保障出口商品的质量出

发, 出口国内成熟的技术和产品, 树立自身品牌意识。同

时, 也应该注意到, 纳米比亚的工会维权意识较强, 搞好

劳资关系非常重要。劳资双方出现问题应当及时解决, 否

则容易发生罢工事件, 给企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三) 多方面合作并进, 开创双边经贸的新模式

根据中纳的经贸结构和互利条件, 中纳双方可合作的

领域很多, 但在经贸合作过程之外应更加重视管理与科教

文卫方面的合作。这些合作为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力

支持, 且更能体现双方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主旨。

1. 与当地国接轨进行技术管理转型。在上文所提及

的软件案例中, 中软公司的规模不大, 人员不多 , 但却

能按照对方的需求设计的产品和服务, 在世界强手中胜

出, 成功拿下订单并顺利完成项目。有专家甚至认为,

中软公司获得纳米比亚电子政务工程的实施案例, 将有

力地推动中国 IT 产业在非洲地区的开发, 特别是打破欧

美国家在该软件技术推广和应用方面的资源垄断局面。

而中软公司与其他国家的软件公司相比, 成功的 /秘诀0

除了技术过硬之外, 是业务模型、管理理念和管理体系

与纳米比亚的接轨。在中纳双边经贸中, 中国提出 / 授

人与鱼0 , 关键地不是简单将自己的经验告诉对方, 而恰

是站在对方的立场, 按照对方的需求点来赢得双赢。实

际上, 中国在原有积极支持纳米比亚国家建设的同时,

可联合纳政府积极开展向对外投资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

业提供可行性研究、项目开发与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技术

服务, 而并非一味地好为人师。

2. 积极拓展科教文卫合作。在经济领域外, 中、纳

双方在科教文卫多个方面拓展了合作。纳米比亚支持中

国在纳设立航天测控站, 成功执行了神舟系列飞船发射

和飞行测控任务, 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顺利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教育领域, 自 1998 年至 2008 年底, 共有

285名纳米比亚政府官员和各类技术人员来华参加人力资

源培训项目。迄今, 两国共有 9 对省 (市) 结为友好省

(市)。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来推进纳米比亚教育系统的责

任和能力, 又帮助纳米比亚大学建立了工学院, 并在渔

业、农业和建造业的人力资源开发、拓展和交换等方面

提供了支持。中国为纳米比亚学生提供了留学中国的机

会, 并为纳政府官员和专业人员提供了如 / 非洲国家扶

贫政策与实践官员研修班0 等, 近 100 次 2 周到 6 个月时

间不等的培训, 2006 ) 2008 年, 培训的学员达到 230

人。¹值得注意的是, 纳米比亚为废除南非的种族教育,

对中小学的教育开支占各部位开支之首, º中、纳双方在

基础教育方面的合作尚待开发。

根据 2009 年世界银行的 5世界发展报告6 , 纳米比

亚的人均寿命从 1970 年至 2005 年有较大的降低。»应卫

生部邀请, 纳米比亚卫生部长理查德# 卡姆维 ( Richard

Nchambi Kamw i) 一行 4 人于 200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来

华访问。代表团此次来访目的是考察我医疗卫生体制和探

讨扩大两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等。¼ 然而, 如何充分

利用中国的人才和技术优势, 增加服务贸易出口仍是发

展中纳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在政府管理、行政事

务及教育、文化、体育、娱乐等方面的软技术对非洲国

家的吸引力和适用性如何提升, 还是中纳贸易的一个薄

弱环节。

(四) 做好 / 经济外交0 的定位, 妥善进行舆论宣传

中国的能源困境已经显现 , 但单纯的市场购买模式

却易使中国陷入所谓 / 新殖民主义0 的噱头中。非洲不

少国家通过初级产品市场累积发展资金 , 期待经济发展

所需要的原料收入 , 但如何保障不掉入资源陷阱却是一

个难题, 纳米比亚也不例外。中国旧有的经验是无附加

条件的进行发展援助, 对非洲具有比较优势的矿产能力

讳莫如深。实际上, 考虑到中国今后能源需求度的持续

增长形式 , 应该转变思路, 进行 / 经济外交0 : 以投资等

经济方式扩大对非洲国家资源的进口。这不仅为它们带

来了可观的资金收入, 有利于它们学习中国发展的经

验, 探索出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同时 , 在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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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2 月 9日, 任小萍代表中国政府在与纳签署经济技术合

作协定仪式上的讲话。参见: htt p: / / na1 chines eembassy1 org/

eng/ zngx/ t 5361301 htm.

参见: 2010年 3月 22 日, 人民政协网 http: / / www1 rmzxb1 com1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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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界发展报告6 2009 年, 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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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也可以免去中国外交的一个困境: 解释中国人崇尚

的 / 道义0。在这个方面, 我们或许应该更多地借鉴历

史经验, 比如战后对欧洲复兴起到积极作用的 / 马歇尔

计划0 和推进东南亚经济复苏的日本 / 经济外交0 策

略, 最终形成符合我国及非洲国情的双赢的 / 经济外交0

思路。

然而, 尽管中纳经济合作在很多方面折射出中国对

非经贸合作的未来趋势, 但双边的合作还没有得到应有

的重视和宣传。如今, 中国企业 / 走出去0 已经发展到

一定阶段, 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随之也有所改变, 已经

面临着从 / 中国制造0 到 / 中国创造0 的转变。在这样

的前提下, 应该更多地宣传比如中软公司顺利实施纳米

比亚政府软件平台等、中纳以科技和文化作为推动力、

双边经贸成功实现合作的案例。

另外, 中、纳双方在保护环境、减少能源消耗和资

源浪费, 以应对全球共同面临的气候问题、环境问题、

能源问题等方面, 都有良好的合作, 但均未得到充分报

道。比如: 中纳共同参与了 5荒漠化公约加强履约十年战

略框架 ( 2008) 2010) 6 的讨论, 但本次会议只有标题报

道, 没有后续的深化宣传。¹又比如: 中非合作提出了新

的八项举措后, 双方在水产养殖等方面进行了研讨。

2010 年 1 月和 6 月, 中、纳双方就农业和渔业领域的合

作展开会谈, º但是中国在本案例中采取的积极合作与技

术援助的手段, 却未得到进一步的宣传和报道。如何在

满足自身资源需求的基础上, 拓展与纳米比亚合作的新

亮点, 取代西方的不实之责, 中国还需要作进一步的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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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2Namibia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gress and Perspective

ZHANG Jin

( Center of A f r ican Studies , S hang hai N ormal Univer sity , S hanghai 200234 , China)

  Abstract: China2Namibia economic cooperation w itnessed a rapid pro gr ess since Namibia won its independence in 1990.

China has conducted effectiv e cooperation with Namibia in areas of so 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Namibiaps

major industr ies and high techno lo gies, and is activ ely developing new projects w ith comparative advantage. T he participation

of Chinaps priv ate enterpr ises has added new vitalit y in the bilateral trade. Experience in China2Namibia economic cooperation

can be utilized as a r eference to further China2Af rica r elations. T o promote and improve t he bilateral t rade, China should lay

st ress on empir ical resea rches and str eng then publicity for its projec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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