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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进入 21世纪以来,中非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是, 也出现了一

些问题。从内部看,中非产业结构的趋同性和贸易不平衡性、中非企业出现某些违反经济活动

规则的行为和非洲投资环境的制约, 程度不同地影响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从外部看,西方国

家在非洲加强活动 (包括投资和宣传 ) ,使中非经贸关系受到挤压。尽管这些问题属于中非经

贸关系中的支流,但是,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并及时制定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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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非经贸关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在经

历了初创 ( 1950~ 1976)、调整 ( 1976~ 1999)时期

后,在 21世纪之初就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双方

的贸易额年均增长 30%以上, 2006年达到 560亿

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法国的非洲第三大

贸易伙伴。必须指出的是, 随着中非经贸关系的

迅速扩张,一些不利于中非经贸关系发展的负面

因素也开始浮现。因此, 深入剖析这些挑战并及

时制定对策,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拟把

中非经贸关系视为一个整体, 从内部和外部两个

方面进行剖析。

一

中非经贸关系是中非双方在经济和贸易领域

相互交往的总和。因此, 要分析中非经贸关系中

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就必须从中方、非方和双方的

关系中寻找内因。笔者以为, 中非经贸关系在其

发展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某些不适应性, 对中非

经贸关系发展构成了内在的挑战。这些不适应性

具体表现为:

11中非产业结构的趋同性和贸易不平衡性
中国和非洲同属发展中国家,建国之初,经济

发展水平都十分低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

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获得一定的进步, 在工业

上,都建立起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

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雷同的产业结构削弱了中非

贸易中的互补性, 对中国同某些非洲国家的贸易

产生了不利作用。一般而言, 非洲国家以轻纺工

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相对较好, 在经

济发展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对解决国内就业

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其国际竞争力不强, 国

内产品多年来一直受到政府保护。而中国输往非

洲的产品恰恰主要是轻纺产品和机电产品, 由于

中国产品竞争优势明显, 必然对非洲国家的相关

产业产生冲击,使当地产品失去了国内市场,生产

企业倒闭。在这种形势下, 当地的一些企业提起

反倾销调查,力图阻止中国产品进入,以保护本国

产业和就业。截至 2005年底,南非共对中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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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发起 36起反倾销调查,涉及轻工、土畜产、医

药保健品、纺织、五矿等各类产品, 其中对大部分

发起调查的产品都征收了高额反倾销税, 迫使中

国多种产品退出南非市场。从 1996年起, 埃及对

中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措施 13起,主要涉及机

电、轻工、化工和五矿等产品。 2005年以来, 埃及

又先后对中国的两类机电产品和圆珠笔及彩笔进

行反倾销调查。

中非产业结构的趋同性还引发了中非贸易的

不平衡性。由于中非贸易的主要内容表现为中方

出口轻纺产品和机电产品, 而进口资源性产品。

所以, 资源丰富的国家以资源性产品换取轻纺产

品和机电产品,体现了良好的互补性;对于缺少资

源的国家而言, 就会因为非洲国家的大量贸易逆

差而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例如, 由于中国一直

对尼日利亚保持贸易顺差,且顺差持续扩大,导致

尼日利亚采取保护措施。 2004年 4月, 尼日利亚

单方面宣布,对包括纺织品、男鞋、箱包等在内的

41种中国产品实施进口禁止令,占中国对尼日利

亚出口的 20%以上, 致使当年中国对尼日利亚出

口额出现了 3. 7% 的负增长。从全非洲来看,

2005年非洲国家贸易逆差超过 1亿美元的国家

有 16个,其中, 超过 5亿美元的国家有 7个。中

非贸易的不平衡性给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关系

增加了不确定因素,产生贸易摩擦的几率也随之

增加。非洲国家对这种贸易逆差短时间或许还可

以承受, 但如果长期存在,且逐年扩大, 那么中国

与有关非洲国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贸易摩擦。
[ 1]

21中非双方均出现某些违反经济活动规则
的行为

中国和非洲国家实施市场经济的时间较晚,

市场机制发育尚不成熟, 在贸易活动中经常出现

违反市场经济运作规则的一些行为。比如, 一些

非洲国家的部分进口商为逃避关税,故意低报进

口价格,从而引起当地生产商和经销商的反倾销

诉讼。 2006年 1月,埃及贸工部反倾销局对中国

出口的圆珠笔和彩笔发起反倾销调查即是一例。

实际上,中国向埃及出口的这种笔的价格并不低,

只是因当地进口商为少缴关税,低报价格,导致埃

及国内企业提起反倾销诉讼。与此同时,中国的

一些企业为扩大出口, 也迎合非洲部分进口商的

要求, 在某些环节上为他们偷逃关税侧面 /帮
忙 0,由此给当地政府造成了 /低价倾销 0的表象。

这种低报进口商品价格逃避关税的现象在发展中

国家相当普遍, 成为引发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

之一。

从中方分析,我国实施的走出去战略带动大

批国企、民企进入非洲市场,但由于缺乏国际贸易

经验, 国家宏观管理力度不够, 缺乏强有力的协调

手段等,因而对非洲出口市场上出现了各自为战、

分散经营、重复经营, 以及为获取短期利益不惜低

价竞销等现象, 表现出中国企业对非洲出口的无

序性。为了抢占市场,追求眼前利益和企业自身

利益, 一些企业为获取订单竞相压价。这些行为

既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和形象, 也损害了企业自

身利益,还给一些非洲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提起

反倾销调查提供了口实。还有少数中国商人贩卖

假冒伪劣商品, 在经济贸易活动中采用行贿和拿

回扣等违法行为,这些行为虽然出现的频率不高,

造成的影响也不大,但是却给中非经贸关系蒙上

了一层阴影。

31非洲投资环境的制约
其一,对非洲国家的投资成本较高。大多数

非洲国家独立后由于发展战略不当,经济发展十

分缓慢, 基础设施落后, 人才缺乏, 致使中国在非

投资费用增大。有些非洲国家的技术人员缺乏,

在当地很难聘到,只好从国内或别的国家招聘;有

些原材料当地没有,只好从国内或第三国采购等。

如此种种, 都不同程度提高了中国企业的投资

成本。

其二,非洲国家的安全环境尚令人担忧。冷

战结束后, 非洲大陆的冲突普遍降温, /热点 0减
少。但是,有些地区和国家至今还内乱不断,如苏

丹、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索马里、科特迪瓦等

国。内乱对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和贸易活动带来了

严重的威胁。中国工作人员在尼日利亚数次遭到

绑架, 9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则在埃塞俄

比亚的欧加登地区遭到无辜伤害。这些突发事件

严重扰乱了中国与上述国家的经济贸易活动, 从

而制约了中非经济贸易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二

西方国家加强了在非洲的活动, 对中非经贸

关系构成了来自外部的挑战。

11出于能源安全等方面的战略考虑,西方国

家明显加强了在非洲的经济活动, 使西方国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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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经济优势得到进一步加强。

近些年来,由于海湾地区形势持续紧张而导

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 以及全球能源安全面临严

峻挑战, 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大国都把目光投

向了非洲,力图更多获得非洲的能源等资源,以保

障本国的能源安全。其活动包括:

首先,加强与非洲国家的联系,尤其是经济上

的联系。通过向非洲国家提供若干经济援助, 加

强对非洲的影响。美国 2000年通过了 /非洲增长
与机会法案 0 (简称 AGOA )。通过这一法案, 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可享受免关税

和免配额进入美国市场的优惠。欧盟与非洲于

2000年签署了 5科托努协定 6 (前身是 5洛美协
定 6 ),该协定提出的 /地区经济伙伴关系协定0旨

在促进欧盟与非洲等签约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进

程。至 2005年,签约国家的出口几乎可全部自由

进入欧盟市场。

其次,加大对非洲的投资, 尤其是能源领域。

美国采取了全面出击的战略。 / 9. 110后,包括布

什总统在内的美国政府高官频繁出访各有关非洲

产油国,美国政府和美国跨国石油公司更是不惜

斥巨资于非洲的油气资源勘探和开采。美国能源

部 2003年在非洲石油业的投资预算为 100亿美

元。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如谢夫隆石油公司、埃克

森一美孚公司和埃索石油公司, 计划未来几年内

加大投资力度,控制非洲国家的石油生产。非洲

石油在美国进口石油总量中的比重已上升到

16%。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预测,到 2015年这一

比例将提高到 25%。
[ 2]

其他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也不示弱。英国采

取了重点出击的方法, 立足尼日利亚, 进军利比

亚。法国则在巩固传统势力范围的基础上, 继续

扩大影响,一方面努力巩固其在西非法语国家的

传统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也深入到尼日利亚、安哥

拉以及毛里塔尼亚等英语国家挖掘 /黑金0资源。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新油田的投资中, 法国落

后于美国、英国排在第三位,但在法语区国家, 法

国仍然占据第一的位置。另外, 意大利跨国石油

巨头阿吉普公司在尼日利亚、加蓬,日本石油公司

在北非阿尔及利亚等地也在不断加紧渗透。据估

计,今后 20年内,西方国家仅在非洲几内亚湾的

投资总额就将达到 400亿至 600亿美元。
[ 3]

除石油资源外, 西方对非洲其他重要的战略

矿产资源也同样十分注意。西方大的跨国公司主

导着非洲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采权。如在世界第

三大产铀国尼日尔,不仅其每年约 3000吨的年产

铀矿主要出售给法国、日本和西班牙,而且铀矿的

管理、开采和运输权基本上也是由法国公司决

定的。

西方国家的活动极大地加剧了非洲地区经贸

领域的竞争。由于西方国家与非洲国家在历史上

的关系 (殖民地与宗主国 ), 双方存在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因此它们在原本就比中国占有竞争优势

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了竞争优势。 2001年, 非

洲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额占其全部出口额的近

70%, 从西方的进口额则占非洲进口总额的

60%。常年占据非洲 10大出口和进口国排行榜

的总是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日

本、荷兰、比利时等西方发达国家。美国伊利诺伊

州大学香槟分校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研究主任乔治

#于指出,中国虽然凭借着利益互补的优势逐渐

在非洲大陆显现身影,但西方国家毕竟是曾长期

殖民非洲的强国, 现在与非洲国家之间仍有千丝

万缕的联系,控制着那里的重要资源。曾在石油

工业界供职的威尔逊说: /目前在非洲的主要石

油公司都是美国、日本或是欧洲的, 它们拥有的石

油资源非常庞大。中国公司虽然在非洲发展很

快,但是基础薄弱, 因此, 目前手中能掌握的石油

资源较前者要少得多。二者对比, 决不是一半对

一半, 或是 60%对 40%的差异。0 [ 4]

21西方媒体宣传 /中国威胁论 0,挑拨中非关

系,这种人为制造的麻烦给中非经贸关系带来了

负面影响。

中非经贸关系在 21世纪的飞速发展,引起了

西方国家的不安和不满, 他们抛出 /中国威胁
论 0,以发泄他们的不满。 /中国威胁论 0的内容
繁琐, 主要包括所谓的 /政治体制威胁论 0、/经济

制度威胁论 0、/软实力威胁论0、/援助方式危害
论 0、/资源掠夺论 0、/环境破坏论 0、/军事威胁
论 0和 /经济威胁论0。上述这些都围绕着一个中

心,即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对非洲的政治、

经济发展带来了 /威胁 0。这种 /威胁0表现为: 第

一,认为中国对非洲加大投入是基于对石油、有色

金属等战略资源的需要;第二, 认为中国的廉价商

品,特别是纺织品对非洲国家的大幅度出口,严重

冲击了当地的纺织业发展, 造成了企业倒闭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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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失业; 第三, 向非洲国家推销中国经济发展模

式,对所谓 /无赖 0国家给予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

助,不利于西方国家在非洲推动的民主、人权事业

以及反专制和反腐败运动的开展, 或者说推销中

国经济模式并在价值观上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推

行的所谓民主人权理念。

尽管 /中国威胁论 0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 在

实践上毫无事实根据, 但是在连篇累牍的宣传和

欺骗下,它还是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一些非洲居

民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 把中非经贸关系

中一些暂时和局部出现的矛盾和冲突与 /中国威

胁论0挂起钩来, 造成了思想认识上的混乱。这

对中非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

31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的不断扩大,非洲国

家和人民对中国的期望值不断攀高,这种态势的

发展对中国的对非经济贸易活动提出了更高

要求。

据美国 5华盛顿邮报 6网站 2007年 10月 6日

报道: 随着中国加强同非洲各国的关系,一些无形

的变化正在非洲大陆上悄然发生, 越来越多的非

洲人把中国看作发家致富的希望之地,这种想法

正在深入人心,渗透到普通非洲人的意识中。除

了中国同非洲各国签署的大规模道路建设项目、

石油合同和其他协议, 还有一些更细微的迹象表

明,这个东方国家正开始渗透到非洲社会中。例

如在刚果 (金 )首都金沙萨, 每个周五中国使馆的

签证处门前都会排起长队。在肯尼亚首都内罗

毕,打算去中国进修商务或语言课程的大学生随

处可见。

就连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的叛乱分子也认

为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大,以至于 2008年他们以一

家中国石油公司的营地作为袭击目标。

中国在非洲的声望和地位的迅速上升, 一方

面显示了中非关系的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也对中

国在非洲的经济贸易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

为非洲国家和人民都睁大眼睛看着中国。他们对

中国的商品质量、经济活动规范、服务态度等, 都

会与西方国家进行比较。在这种形势下,原先不

起眼的小毛病,现在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的大问题。

这就要求我们迅速采取措施, 适应形势发展的

要求。

三

毋庸讳言,当前的中非经贸关系一方面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飞速发展, 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

矛盾和冲突。从全局而言,矛盾和冲突属于支流,

也没有从大局上影响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但

是,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必须充分认识,全面准备。

11从中非友好关系和中非经贸关系发展的
大局出发,适当调整中非贸易结构

首先,加快中国产品的升级换代的速度,在对

非产品出口中尽量避免对当地民族工业的冲击。

其次, 为了尽量避免中非双边贸易摩擦,中国应该

积极鼓励企业对非洲投资,将具有较强竞争力、在

当地有一定市场空间的产业 (尤其是制造业 )转

移到非洲,这样既解决了贸易摩擦, 又可解决就业

问题。再次,要积极扩大从非洲国家的进口。为

扩大从非洲国家的进口, 中国已经开始对从非洲

最不发达国家进口的部分商品实施了免关税待

遇,有力地促进了非洲国家向中国的出口。中国

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在同等条件下将优先进口非

洲商品,为非洲国家的贸易发展争取到一个更加

公平、合理的国际环境。

21加强对中国企业的指导
中国政府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 帮助国内企

业了解非洲市场的特点, 了解非洲国家的政策法

规,减少不必要的犯规。政府还应该敦促在非洲

经营的企业加强社会责任性, 在经济活动中主动

维护本国的形象,维护中非关系。此外,中国政府

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产品质量高、经营信誉好的

企业进入非洲;对于故意扰乱出口市场、低价竞销

的企业则给予严厉查处。在此基础上,制定一些

行之有效的政策法规,最终理顺对非出口市场,为

中非经济贸易活动营造一个健康的环境。

31逐步改善非洲的投资环境
改善非洲的投资环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当前,尤其在安全形势不稳定的国家,中国政

府应该加强与非洲国家政府的合作,为中国企业

提供安全保护和指导。

41认真对待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活动
西方国家在非洲加大投资,力图尽可能多地

获得非洲的能源和资源, 这是它们出于国家自身

利益的需要,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是西方国

家的活动客观上使中非经贸往来增加了压力,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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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必须指出的是,

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澄清

事实, 回击某些西方媒体的不实之词,中国政府已

经发表 5对非洲政策文件 6等全面阐述了中国在

中非关系各个领域的原则; 在第三届中非合作论

坛期间,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场合解释了中非关系

的内涵,使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中非经贸关系的

实质, 从而支持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

令人高兴的是, 中非经贸关系中出现的问题

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正在逐步采取措施。

比如对于中非产业结构的趋同性和贸易不平衡性

问题, 一方面中国政府鼓励有实力、有信誉的企业

到非洲投资兴业,把单纯的出口贸易变为在当地

投资设厂,从而帮助非洲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加快经济建设步伐。中国的一些企业, 如雅禾

(几内亚 )纺织有限公司、加蓬华嘉木业股份公

司、海信集团在南非建立的电视机生产线、华为公

司等都在当地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些企业

的实践证明,对非投资不仅可以提高中国企业的

国际竞争力,还可以满足当地消费需要,增加当地

的就业机会和税收,从而有效避免了中非双边贸

易摩擦,获得双赢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为

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扩大其出口,已经对非洲

28个最不发达国家的 190种产品实施了零关税

待遇, 像芝麻、咖啡、羊皮等这些非洲国家盛产的

商品都已免税进入中国市场, 产品的竞争力大大

增强, 对华出口量大幅攀升。此外, 考虑到非洲国

家的利益,中国在承受国内产业巨大压力的情况

下,先后与欧盟、美国就纺织品问题达成协议, 在

这些发达国家市场上给其他发展中国家让出了一

定的空间。并且, 为提高非洲国家纺织业的技术

水平, 缓解纺织品一体化给他们带来的压力,中国

加强了与非洲国家在纺织人员技术和管理培训方

面的合作,以增强非洲纺织业的自主发展能力,提

高他们产品的竞争力。
[ 5 ]
中国政府的上述措施正

在产生经济效果。我们有理由相信,中非经贸关

系在发展进程中虽然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

题,但是在中非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都将得到有效

解决, 中非经贸关系将继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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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 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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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Since the beg inning of the 21 th century, S ino- A frican econom ic and trade re lations have been deve lop ing rapid2

ly, show ing broad brilliant prospects; how ever, there have been som e problem s invo lved. In term s of internal facto rs, there have

been such prob lems as sim ilar structure and trade imba lance that characterize S ino- A frican industr ies, as w ell as ce rtain actions

o f Sino- A fr ican enterprises wh ich v io la te rules that govern econom ic activ ities and investm en t env ironment restrictions in A fr ica,

all o f wh ich have affec ted mo re or less the development o f S ino- A frican econom ic and trade re la tions. In te rm s o f externa l fac2

tors, the re have been strengthened activ ities o fWestern countries in A frica, includ ing the ir investm ent and pub lic ity ac tiv ities in

it. A lthough these prob lem s are secondary in S ino- A frican econom ic and trade re lations, we are supposed to attach suffic ient im2

portance to them and adopt counter- m easures to copew ith them in due course.

K ey words: Ch ina, A frica, econom ic and trade relations, cha llenge, counte rm 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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