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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中的非洲工业发展战略

陈宗 德

  内容提要  非洲工业落后, 只有少数国家建立了制造业, 产品以最终消费品为主。实现

工业化仍是非洲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20世纪 90 年代以来, 国际经济环境发生新的变化,

全球化既为非洲国家利用国际资金和市场提供了新机遇, 也带来严峻挑战。非洲国家在确定

产业发展战略时, 应注意恰当地处理好几个问题,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提高劳动者素质, 努力发展制造业, 优化产业结构, 逐步改变资源出口型的经济结构, 逐步

消除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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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社会必经的过程。实施正确的工业化战略, 历来是推动工业快

速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历史的遭遇, 大多数非洲国家把实现工业化视为赶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的关键, 并遵循一些经过演化的战略, 如进口替代战略、出口导向战略等, 来推进本国的工业化。但

是, 经过 30多年的努力, 多数非洲国家并没有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取得长足进步, 反而为此付出很大

的代价。从20世纪 80年代起, 许多非洲国家对过去实行的工业发展战略进行再认识, 总结经验, 探

寻应采取何种战略才能推动工业健康、快速地发展。

工业化战略涉及的问题很多, 诸如工业化政策、战略产业的选择、工业布局、工业化与农业发展

的关系等。在重新思考过去工业发展战略的得失时, 认真研究这些问题, 显得十分重要。但是, 在这

种再认识的过程中, 有一点不应忽视, 即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 及其对

发展中国家未来工业化进程可能产生的影响。工业化涉及的内容广泛, 显然不是一篇论文所能涵盖

的。本文着重论述全球化进程中非洲国家在确定和实施工业发展战略时应予关注的一些问题, 以便取

得工业发展较为满意的效果。

非 洲 工 业 发 展 的 水 平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表的 52002/ 2003年度工业发展报告6 根据工业业绩能力的可比数据, 选

出87个经济体进行排列。在排行榜上的 58个发展中国家中, 只有 16个国家的生产和出口结构充满

活力, 它们的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例不断增长, 而另外 42个国家近 20年间的技术结构变化不大。

由于历史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非洲经济长期落后。一些非洲国家虽然在取得政治独立以后便开始

发展工业, 但是, 工业化在非洲大陆仍是一个有待努力方能实现的艰巨任务。

目前, 非洲的工业发展水平究竟如何? 按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统计, 1965年, 非洲农业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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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中占39%, 工业占19%; 到1995 年, 农业的比重降至30% , 而工业升至34%。¹ 1999 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2%, 较 1990年 ( 34%) 略有下降; 北非三国埃及、

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33%、32%和 28%。º 这表明在过去 30

多年中, 非洲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按照世界银行 5世界发展指标6 的说明, 工业增加值是由采矿

业、制造业、建筑业、电力和天然气等行业的增加值构成的。因此, 这里的工业比重值是一个表述工

业发展的较广泛的概念, 作为工业核心部分的制造业则是反映一国工业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若以制

造业的发展水平衡量, 非洲国家工业落后的状况则十分明显。

20世纪 60年代, 非洲制造业发展较快, 但后来增长速度放慢。到 90年代初期, 制造业在国内生

产总值中的比重为11% , 比 1965年 ( 9%) 略有增长; 1999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制造业的增加值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 17%, 与 1990年相同。» 这一比重低于东亚和太平洋、拉美和加勒比地

区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世界上是最低的。1970 年, 东亚、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在世界制

造业中的比重分别为 412%、112%和 016%; 1995年分别为 11%、115%和 013%。¼ 很显然, 这 3个

地区中, 东亚和南亚制造业的比重上升, 撒哈拉以南非洲则下降。1997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在世界

制造业中所占比重有所回升, 达到 0174% ½。

进出口商品结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非洲的工业发展水平。1998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口商品

总值中制成品占 36% , 制造业相对发达的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则分别为 44%、49%和 82% ; 撒哈

拉以南非洲进口商品总值中制成品占 71%, 埃、摩、突三国则分别为 59%、58%和 79%。¾

制造业的产出结构也反映出非洲工业目前的水平。非洲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不一, 几个制造业

相对发达的国家, 如南非、津巴布韦、尼日利亚、肯尼亚、埃及、摩洛哥、突尼斯等, 大体上能反映

出目前非洲制造业所达到的较好水平。

南非共和国是非洲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制造业是南非最重要的工业部门, 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0% ¿。南非的制造业基本上属于资本密集型, 大体上分为机械和金属产品、化工产品、食品、饮料

和烟草、纺织和制衣等几大类。其中钢铁工业是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经营 10个铁矿, 5个冶炼工厂,

正在营建一家不锈钢厂。南非的钢铁工业在世界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排名第 25位。汽车工业是另

一个重要部门, 约 66%的汽车部件是本地生产的。2000年, 食品、饮料和烟草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

20% , 纺织、制衣和制袜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 8%。À 制衣业产品目前可满足南非国内市场 90%的

需求, 纺织产品可满足 60%的需求。

津巴布韦制造业种类较多, 包括钢铁、重型机械、轮胎和管子、汽车装配、水泥、纸浆和造纸、

塑料制品、啤酒和软饮料、纺织、制鞋等部门。津巴布韦钢铁公司年生产能力近 100万吨, 是撒哈拉

以南非洲 (除南非外) 最完备的钢铁企业。许多重型机械工厂为矿山和铁路生产设备。但是, 因受邻

国及本国外汇短缺的影响, 津巴布韦制造业生产下降, 2000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4. 4% Á , 大大

低于 1992~ 1993年 30%的比重。1999年经济不景气和 2000年国内政治动荡, 使津巴布韦的制造业进

一步陷入困境。据津巴布韦工业联合会 2001年的报告, 2000年津巴布韦有 400家企业倒闭, 大大超

过1999年的倒闭企业数量 ( 8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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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是东部非洲工业最发达的国家。2000年, 肯尼亚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¹。制

造业门类较广, 包括石油提炼、农产品加工、汽车装配、化学产品、出版印刷、纺织和制衣、电子设

备、皮革制品、水泥、轮胎、陶瓷、橡胶、木材及软木等。自独立以来, 肯尼亚纺织工业发展较快,

服装和皮革产品多样化, 纺织产品 40%供出口。汽车装配产品包括商用车、微型车和客车等, 部分

汽车出口到邻近的布隆迪、卢旺达、坦桑尼亚、乌干达以及马拉维、苏丹等国, 约 30%的汽车部件

在当地生产。炼油业使用进口原油提炼石油制品。东非费尔斯通轮胎厂每年可生产 70万只轮胎。钢

铁加工产品供建筑业和出口。20世纪 90年代末, 肯尼亚水泥年产量为 150万吨。

尼日利亚是非洲的经济大国之一, 其工业基本上属于进口替代型。1999年, 尼日利亚制造业产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17% , 主要部门有制糖、橡胶、化肥、食用油、纺织、制袜、造纸、烟草、汽

车装配和一般食品加工等。尼日利亚制造业一直依赖进口原料及部件。据尼日利亚制造商协会的资

料, 1999年当地工业原料 2/ 3以上依赖进口。一旦进口受限制, 制造业生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受资

金短缺、财政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目前尼日利亚制造业境况艰难, 2000 年仅有 1/ 3的生产能力得到

利用。

埃及也是制造业相对发达的非洲国家。2001年, 埃及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9. 6% º。

纺织、食品等传统工业是埃及制造业的主要部门, 在 20世纪 70年代中期曾占工业总产值的 55% ~

60% »。随着石油、钢铁、制药、陶瓷等新工业部门的发展, 埃及制造业的结构也发生变化, 传统制

造业部门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近年来, 埃及政府正在努力促进计算机软件业的发展。埃及是世界上

重要的产棉国之一, 纺织工业历史悠久, 纺织工业产值一度占工业总产值的 1/ 3, 纺织品是埃及主要

的出口商品。1997年, 纺织、纤维、棉纱和服装出口占埃及出口总值的 2313% ¼。20世纪 60~ 90年

代, 埃及人均食糖消费量增加了一倍, 制糖业的发展可以减少每年多达 60万吨的进口量。埃及的重

工业是在 20世纪 7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钢铁工业的骨干企业是前苏联援建的埃及钢铁联合工

厂, 设计年生产能力为 120万吨; 此外还有日本援建的亚历山大钢铁联合企业, 年生产能力为 110万

吨。½ 埃及的水泥工业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 1998年水泥年产量为 1970万吨¾ 。据埃及工

业部预计, 随着新工厂投产, 到 2007年水泥产量将达到 4000万吨。埃及的汽车工业自 20世纪 60年

代开始发展, 1997年埃及的汽车装配能力为 815万辆。在石油工业方面, 1997年埃及的石油及石油

产品在出口收入中占 44. 3% ¿。

突尼斯和摩洛哥也是制造业相对发达的非洲国家。纺织工业在这两个国家的制造业和出口中均占

重要地位。20世纪 90年代末, 纺织品约占摩洛哥制造业产值的 40%和出口总额的 39% À ; 1999年突

尼斯出口总额中纺织品占 43% 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这两个国家也在不断调整制造业结

构, 利用国际产业调整的机会, 发展一些新的制造工业。

摩洛哥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取得了较好进展。法国、意大利和韩国的公司不断扩大它们在摩洛哥

电子、汽车工业领域的投资。1998年, 美国微软公司宣布在卡萨布兰卡设立其地区总部。2001年 1

月, 美国波音公司宣布与摩洛哥皇家空军就建立生产波音飞机电子配件的合资企业达成协议。法 ) 意

半导体公司ST 微电子 2002年 4月在摩洛哥新建的一家半导体器件厂和一家产品测试厂投产。这些企

业的建立和扩大生产, 使摩洛哥可以借此调整本国制造业的结构, 提升技术水平, 同时增加了就业机

会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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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制造业的发展, 突尼斯政府设立了国际合作与外国投资部。到 2000年, 外国对突尼斯的

投资增至 11亿第纳尔, 其中 6173亿第纳尔投入制造业。¹ 这其中一部分外资投向高科技项目, 特别

是电子工业。突尼斯以马来西亚成功创办的技术园区为样板, 在突尼斯市建立了高技术区, 现已有数

家计算机公司在此落户。突尼斯政府认为通过引进企业可以得到技术转让和资金流入, 同时创造就业

机会。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在 5近代产业发展阶段论6 一书中把工业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用于最终消费

的消费品生产工业, 另一类是作为生产手段的资本产品生产工业。º 从以上对制造业相对发达的非洲

国家的介绍中可以看出, 传统的、低附加值产品在非洲制造业中仍占重要地位, 它们生产的产品绝大

多数属最终消费品, 资本产品极少, 只有少数非洲国家开始借助跨国公司来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

业。这大体上就是非洲制造业的现状。

根据这一现状, 如何评价非洲工业化的水平呢? 区分工业化水平的指标有多种, 其中一个可供选

择的衡量标准是, 看制造业的增值额在总商品生产增值额中所占的份额: 工业国的制造业增值额应占

总商品增值额的 60%以上, 占 40%~ 60%的为半工业化国家, 占 20% ~ 40%的属于正在工业化的国

家。» 根据这一指标, 非洲只有南非和埃及可以列入正在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其他几个国家, 制造业

有了一定的发展, 已朝工业化迈出了初始的步伐, 开始了工业化进程; 其余的非洲国家则尚未开始工

业化。因而, 工业化作为一项历史任务, 仍有待非洲国家付出艰辛努力才能实现。

经 济 全 球 化 对 非 洲 工 业 发 展 的 影 响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流动

以及高新科技的快速发展, 推动了全球生产力的发展, 促进了全球产业结构的新一轮调整。经济全球

化使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度进一步加深, 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国际资金和市场提供了新机遇, 但同时

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下, 西方发达国家陆续放弃了对金融资本的管制, 资本大量外流, 形成了国

际资本的自由流动。1950~ 1997年,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近 20倍。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国际资

本流动加快。据统计, 1998年全球跨国投资达 616618亿美元, 比 1990年的 1917137亿美元增长了近

212倍。¼ 不断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逐渐成为影响各国国内投资的重要力量。1975~ 1996年, 外国直

接净投资占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国内投资总额的比重由 218%增至约 9%。½同期, 撒哈拉以南非洲获

得的外国直接投资由 8194亿美元增至 42198亿美元, 增长了 318倍; 流入埃及、摩洛哥、突尼斯的外

国直接投资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其中对突尼斯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幅最大, 1999年达 615亿美元, 较

1990年增长了 715倍。¾ 外国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普遍存

在的资金短缺问题。

电子和通讯技术不断进步带来的信息革命和互连网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条件和方式,

使生产要素可以超越国界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更有效的配置, 从而降低了成本, 提高了生产率。发达国

家正是出于效率和成本的考虑以及市场扩张的需要, 已改变过去完整地从事一个产业的生产方式,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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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自身的实力和优势, 从事一个产业中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的生产; 在保持对核心技术

控制的同时, 把一些劳动密集和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通过投资、贸易、来料加工等多种形式转移到那

些有廉价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市场广阔的国家, 从而推动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某些产业或是其中

某些生产环节的跨国转移。这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生产分工、提升本国工业生产能力带来了新机

遇。非洲国家应该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 努力改善投资环境,

把发达国家较成熟的生产技术、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

环节吸引到本国来, 以提高本国工业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一些中等收入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取得很大进步, 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它们通过跨国公司进入了全球生产系统,

启动了工业效率的提升过程。目前, 非洲也有少数国家正遵循这样的方针来推进工业发展。

当然, 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仅是机遇, 也有多方面的挑战。首先是在经济全球化背

景下, 国际资本流动很不平衡, 为发展经济,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实行对外开放, 鼓励外国投资,

并从政策上给外资以优惠。非洲国家也纷纷修改投资法, 向外资提供新的优惠。各国都在力争获得稳

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技能, 竞争十分激烈。结果使这些资金的流向很不平衡, 只有一小部分

国家从中受益。1993年, 排列前十名的发展中国家吸收了约 81%的外国投资 ¹ , 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的

投资比例则极小。这种激烈竞争可能会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 如过于追求短期利益造成对环境的破

坏、政策扭曲等, 从而不利于促进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 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使那些依靠自然资

源为基础生产产品的国家正面临经济差距加大和收入下降的新挑战。相反, 那些成功地缩小了与发达

国家技术差距的国家, 则从技术进步中受益, 使本国经济以较快速度增长。因此, 在新的国际经济环

境下, 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已成为发展中国家顺利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环

节。但这同时表明, 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加速实现本国工业化的同时, 还要努力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步

伐, 有效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对非洲国家, 特别是对那些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来说, 这样的双重压

力显然是十分艰难但又不得不长期面对的现实, 短期内是不可能解决的。

非 洲 工 业 发 展 应 解 决 好 的 问 题

  2002年 7月, 非洲联盟首脑会议通过了 5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6, 这是一个指导非洲面向新世纪

发展的重要文献, 内容丰富, 涉及发展各方面的问题。其中提出要加速非洲经济增长, 争取达到 7%

的年增长率; 在工业方面要建立新的工业部门, 提升具有竞争优势的现存工业部门等。如何抓住新机

遇, 充分利用本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的比较优势, 参与国际分工, 提高竞争力, 切实加强自身发

展, 这是非洲国家进入新世纪后面对的严峻挑战。

为应对新国际经济环境下出现的挑战, 非洲国家在调整产业发展战略时, 需要解决好以下几方面

的问题。

1. 尽管现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信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趋重要, 使非洲国家面临新的压力,

但是对于尚未完成工业化, 甚至尚未真正进入工业化进程的众多非洲国家来说, 集中力量实现工业化

仍是首要任务, 切忌盲目赶超。它们应从本国现有条件出发, 加快国内经济改革与政策调整, 以适应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国际经济环境。由于农业、采矿业仍是多数非洲国家的主导经济部门, 它们应

十分重视农业和农村发展, 继续推动矿产品生产; 在充分发挥本国资源优势的基础上, 以更大努力发

展制造业, 优化产业结构, 逐步改变资源出口型的经济结构。

前已分析, 目前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制造业仍很不发达, 已经拥有制造业的国家, 多数也是以生

#46#

西亚非洲 (双月刊)  2003年第 4期

¹ 参见丁一凡: 5大潮流: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面临的挑战6 ,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46页。



产最终消费品为主。非洲国家发展制造业的空间巨大, 经过努力可以使制造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

导部门。就目前非洲的发展水平来看, 应将制造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经济学家珂马

蒂亚#森认为, 这是目前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的 /现实选择0。之所以这样认为, 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产

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符合发展中国家具有的相对优势, 依然是推动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非洲最不发达

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

在发展初期, 从生产技术层面上看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低水平的。但如果认为它必然就是技术落后

的产业, 则是片面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许多新技术已迅速应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使产品的技

术含量不断提高, 同时在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环节。因而应从动态的视

角来审视劳动密集型产业, 积极推动本国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并不断提升本国制造业的

生产技术和水平。

2.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年代, 人力资源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大增加, 人力资源开发被视

为未来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科技进步使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用工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 传统生产

岗位需要的体力劳动者正逐步被掌握科学知识、有新技能的工人所取代, 企业大量减少雇佣无技能的

劳工。

非洲国家拥有数量巨大、价格低廉的劳动力, 这是一种优势。但是, 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发挥不仅

取决于劳动力的价格, 更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目前非洲国家的劳动力中, 低知识水平、低技能者

所占比重很大, 如果不能全面提升劳动者的素质, 劳动力必然出现结构性短缺, 导致工资上扬, 从而

失去拥有丰富廉价劳动力供给的优势。努力发展各类教育, 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

是提高 /现实竞争力0 的重要保证。

全球化进程大大增强了高层次管理人员和高技能劳动力的跨国流动, 这一趋势使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像非洲这样的落后地区受损。目前, 一方面非洲国家急需的人才十分缺乏, 出巨资聘用了约 10万

名外国专业人员在非洲工作; 另一方面, 有 150多万非洲的专业人才在发达国家工作。¹ 鉴于此, 积

极创造良好环境, 采取措施留住本国技术人才, 阻止人才外流, 也是非洲国家有待解决的一个难题。

3. 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解决就业问题。非洲人口增长率高, 劳动力也快速增长。1990年, 撒哈

拉以南非洲总劳动力为 117亿人, 1999年增至 2182亿人, 年均增长率达 216%。º 但这些日益增长的
劳动力多是低技能的, 也是难以跨国流动的, 更多的只能依靠本地的就业机会, 使非洲国家面临巨大

的就业压力。

随着经济发展, 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 再转向第三产业, 这是普遍的规律。但服务业

的发展有赖于社会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才会有稳定的发展基础。

就目前非洲的情况看, 制造业将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途径。因而, 非洲国家在发展制造业时还要充分

考虑发挥它在解决就业方面的作用。

此外, 落后的金融业也是制约非洲工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对此, 非洲国家要努力发展并逐步

完善有利于促进工业发展的融资机制, 以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责任编辑: 吴传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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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eria- U. S. Relations: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Zhao Huijie pp. 32- 37

  Having run the gamut of establishing, severing

and reestablishing diplomat ic relat ions since 1962, Al2
geria- U. S. relations have seen rapid development

with mor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since the mid- 1990s.

Proceeding from their respective strategic needs and re2
lying on each other for support, the two governments

a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relations

characterized by enhanced mutual political trust, in2
creased top - level visits, enlarged trades, expanded

investment fields, and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politi2
cal and military cooperation. The impetus facto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lie in Algeria. s needs

for its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mer2
ica. s needs of diplomacy focusing on the Francophone

Africa and its self- safety. Although the prospect for

Algeria- U. S. relations may be bright, there are still

some limiting factors.

Afric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in the Globalization

Chen Zongde pp. 42- 47

  With only few African countries having established

manufacturing sectors and consumer goods being main

products, African industry lags behind as a whole. The

main task for Af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o ac2
complish industrialization. Since the 1990s, new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internat ional economic en2
vironment, which provides African countries with new

opportunities to make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s

and markets, but also poses harsh challenges. When

working out strategies for thei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frican countries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advan2
tages in resources,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 labors, try

hard to develop the manufacturing, optimize the indus2
trial structure, gradually change the resource export-

oriented economic structure, and gradually eliminate

poverty.

Development of West African Regionalization and the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the Sovereignty Principle

Xiao Hongyu pp. 58- 63

  Any country with broad territory always has the

potential advantage to become one polar in the world

polar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ization is the

enlargement of size in essence.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countries is limited by their small size. The de2
velopment of regionalizat ion is the way for African fu2
ture. The base for Pan- Africanism is the characteris2
tic of the regionalism of the Cont inent. The way for

African Renaissance is to overcome Pan - Africanism

fettered by sovereignty, which can be justified by the

practice of the regionalization in West Africa. There2

fore, West African countries should not only realize

that the effect ive maintenance of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is indeed a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sovereignty into a

way of part icipating in globalization, but also take

pragmatic and flexible attitudes towards the sovereignty

principle an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on and alienation

of sovereignty among them. Only in this way can re2
gionalization be an internal composant of the develop2
mental strategy of each West African country, and trans

- state principle be feasibly abid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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