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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日 利 亚 解 决 债 务 负 担

的 成 就 和 问 题

) ) ) 兼论资源型国家在金融危机中的负债发展

杨 宝 荣

  内容提要  尼日利亚曾长期是非洲的债务大国。近年来受益于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 该

国外债形势得到了迅速改善, 负债程度降低, 偿债能力有所加强。石油经济对尼日利亚经济

发展影响巨大: 大量石油出口带动了经济增长, 改善了国家财政; 石油业过高比重增加了国

民经济的对外风险。债务偿还能力的提高仍有待改善产业结构, 并加强资本市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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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决 债 务 负 担 的 成 就

尼日利亚曾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重要负

债国。从 1958年起商业性开发石油, 1960年宣

布独立。正如许多非洲兄弟国家一样, 债务问题

一直是长期困扰尼日利亚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因

素 (见第 51页图 )。尼日利亚年均债务总额占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对外债务总额的比例长期达

10%以上, 1990 ~ 1996年以及 2000~ 2002年,

分别占 1413%和 14%。¹ 2002 ~ 2005年, 债务

总额一直维持在 300亿美元左右, 2004年达

35915亿美元。由于债务负担重, 以及国内偿还

能力不足, 尼日利亚政府一度声明无力偿还外

债, 要求债务减免。为此, 2002~ 2005年该国

与巴黎俱乐部债权方进行了两次债务重组。º

从外债类型结构来看, 尼日利亚债务主要由

政府双边贷款、国际组织贷款, 以及私营贷款组

成。丰富的石油资源为政府间贷款提供了保障。

为此, 尼日利亚外债总额中政府贷款占比例最

高。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政府贷款占该国债务

总额的比例逐渐增加, 1980年, 政府贷款占债

务总额的比重仅 918% , 1985年为 518% , 1988

年上升到 28% , 之后基本保持稳定上升状态,

到 2004年, 该项比例增加到 83% 的空前高水

平。其次是私营贷款, 20世纪以来的多数年份

中, 私营贷款债务仅次于政府贷款债务比重。»

尼日利亚债务结构的特点, 决定了其与债权

方就债务问题解决的方式, 即通过巴黎俱乐部进

行多边或双边债务重组。 1996年, 针对重债穷

国的债务负担沉重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出台了针对债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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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欠多边债权方的债务减免方案 5重债穷国减

债计划 6, 2005年, 由西方八国倡议, 该计划的

补充和升级方案 5多边债务减免计划 6 (MDRI)

出台。该计划承诺对符合条件的国家进行

100%债务减免。尼日利亚作为特例, 并没有获

得这些方案的债务减免。其原因是, 国际多边金

融机构认为, 尼日利亚可以利用石油收入回购

它的债务。¹ 到目前为止, 该国通过巴黎俱乐部

进行债务重组共 5次。 2005年, 尼日利亚同

巴黎俱乐部签署债务重组条约, 使该国外债总额

由 2005年度 340亿美元削减到 2006年约 50亿

美元。º

尼日利亚公共外债形势图

    Source: ADB, Selected S tat is tics onA frican C ountries 20081

  2005年后, 尼日利亚债务形势获得了极大

改善。受前几年国际经济增长形势, 特别是高油

价的影响, 尼日利亚国际收支改善较快, 国家财

政收入增长也较快, 债务偿还较多。从债务总量

来看, 尤其是相比于 2005年之前的巨额外债来

看, 目前尼日利亚外债规模较小。 2004年曾高

达 32614亿美元, 2006年后一直低于 40亿美

元, 2007年为 3615亿美元, 2008年为 3716亿
美元。从国家外债负担来看, 负债水平较低。负

债率从 2002年的 5214%降到 2005年达到国际公

认安全线以下的 1812%。 2006年后负债率保持

在低于 3%的水平, 2006~ 2008年负债率分别为

214%、 212%、117%。 2008年, 该国外债负债

率在非洲国家中仅略高于赤道几内亚, 居第二

位。» 从债务偿还能力来看, 一方面, 偿债率多

年保持稳定、安全水平。 2005年、 2006年在外

汇收入猛增 (主要由高油价带动 ) 的作用下,

偿债率分别为 3215%和 2914%。这表明政府在
偿还外债问题上的积极态度, 以及政府财政收入

的激增。另一方面, 国际储备偿还能力不断增

强。2000年, 尼日利亚国际储备 99111亿美元,

2005年增加到 282180亿美元, 2008年达到

591186亿美元的空前规模。储备偿还指数也呈
上升趋势, 由 2005年的 13811%猛增到 2006年

的 1 19315%, 并继 续稳升到 2007 年 的 1

40419%、2008年的 1 57317%。¼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 尼日利亚外债形势

发生根本性好转主要体现在 2005年以后的几年

中。仅从衡量债务的几个重要指标来看, 目前,

该国已完全实现债务可承受的目标。但是, 作为

资源型发展中国家, 尼日利亚的发展经验表明,

该国宏观经济仍存在较大的问题。

负 债 发 展 的 特 点

尼日利亚所欠债务主要为发展债务。即: 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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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 ) ) 负债发展成本。亦即通常所说, 发展中国

家因发展造成的债务。它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

所欠债务用于国内产业调整、设备更新, 以及基

础设施改善, 等等。很多学者称之为 /负债增长

( grow th- cum- debt) , 或借债工业化 ( indebted

industria lizat ion) , 即 /一国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

内, 有意识地以国际间举债为重要的筹资方式,

并以此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战略 0¹。从广义来

看, 几乎所有债务都和发展有关, 似乎这样定义

发展债务没有意义。因此, 发展债务可以进一步

理解为, 以投资为手段, 以发展和增长为目的的

对外债务。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负债发展的目的

是 /继主要以外贷和外援带动投资明显增长而

推动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后, 出现对外部融资

依赖性的稳步下降0º。在发展经济学领域, 研究

发展中国家解决资本短缺瓶颈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是借助对外举债来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双缺

口问题。» 可以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发展

中国家多次出现的债务危机, 大多是用于发展所

造成的债务。如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 为解决

双缺口制约, 尼日利亚认为, 贸易是其发展战略

的主要动力, 因为贸易可以带来就业、扩大市场、

增加收入、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传播知识。因

此, 实施积极的贸易政策, 促进出口商品多元化,

一直是该国贸易政策的主要动力。贸易政策也通

过逐步建立自由贸易体制从而寻求创造一个有效

的能促进资本流入、技术转让和吸收的环境。¼

在尼日利亚负债发展过程中, 石油收入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很大。尼日利亚从 1958年开始进

行石油商业性开采, 年产石油 311万吨, 到

1974年原油产量达 111亿万吨。石油产业为尼
日利亚带来了丰厚收入, 也极大地带动了该国经

济的发展, 1960 ~ 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

长 5%。但 1970年内战结束后, 西方石油公司

则纷纷扩大在尼日利亚的石油投资, 1970~ 1975

年, 该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2% ~ 20%。

到 20世纪 80年代初, 在非洲已经取得独立的

50个国家中, 按照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以及工农业经济部门的发展

情况来看, 尼日利亚属于非洲经济发展较好的国

家。其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应主要归功于石油业

的发展, 及其对相关产业的带动。½ 1981~ 1985

年, 该国平均日产石油 135万桶。 1986年, 国

际市场原油价格一度骤跌至每桶 10美元以下,

严重影响了原油出口收入。 1988年原油出口收

入仅 65亿美元, 占全年出口收入的 88%, 1991

年石油出口收入为 118亿美元, 占当年出口总额

的 96%。 1994年尼日利亚日产原油 186万桶,

但同年 6~ 8月尼日利亚全国大罢工期间, 全国

石油产量下降了 20% , 出口量减少 25%。¾ 1991

~ 2000年,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为

118%。¿ 相关研究表明, 在 20世纪 90年代, 由

于石油收入减少, 政府在公共支出和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方面投入较少, 尼日利亚人民的生活水平

下降。À 2000~ 2007年, 尼日利亚得益于国际油

价的不断上涨,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

811%, 远高出非洲国家的平均增长水平。Á

石油业是推动尼日利亚国际收支改善的主要

动力。一方面, 石油出口带动该国经常项目下商

品进出口长期处于顺差状况。 1970 ~ 2003年,

#52#

 西亚非洲  2009年第 10期

¹

º

»

¼

½

¾

¿

À

Á

张宝宇、周子勤、吕银春著: 5拉丁美洲外债简论 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25页。

H1Chen ery, A1S trou t, / Foreign Ass istan ce and E conom ic

D evelopm ent0, Th e Am erica E conom ic R ev iew, Volum e LV I, Sep t1
1966, pp1679- 6801

双缺口理论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外债发展的经典理论。根

据此理论, 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 国内储蓄不足, 难以积累资本扩大国内投资、促进经济增

长。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即储蓄缺口; 第二, 在对外贸易

中,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并不能为本国发展带来足够的贸易顺

差, 以积累资本, 扩大国内投资, 购买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促进

经济增长与发展。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之间的差额为贸易缺口或

外汇缺口。按照宏观经济学一国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相等的原

则, 这两个缺口造成的资本不足, 应通过借债来弥补。

SeeA fricanT rad e Policy Cen tre ( ATPC) W ork in Progress,

No152, / N igeria: M ain stream ing T rad e Po licy in to N at ion al

D evelopm entStrateg ies0, Inye1 Nathan B riggs, Janu ary 2007, p141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 5非洲概况 6,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1年版, 第 229~ 250页。

商务部: 5尼日利亚石油天然气产业 6, h ttp: / /www.

tdb1 org1 cn / interM arket /207921htm ,l 2004年 4月 13日。

ADB, Selected S ta tistics onAf rican Coun tries 2008, op1 cit1,

pp1227- 2281

SeeUNECA, The S tatus of P ublic Expendi ture and S ervices

D elivery in Af rica: P eop le. s P ercep tions from th e Af rican Governance

R eport, W orksh op on Pub l ic E xpend itu re and Service Delivery in

A frica: M anag ing Pub lic E xpend itu re to Im prove Service, Quality and

A ccess, 9- 11 O ctober 2006, Lu sak a, Zam b ia, p121

ADB, African S tatistical Yearbook 2009, op1 cit1, p1421



该国仅有 5个年份 ( 1978年、 1981 ~ 1983年和

1998年 ) 出现贸易逆差。同期, 服务贸易则一

直呈逆差水平。除个别年份外, 逆差规模基本属

于直线上升状态。 1970年服务贸易逆差 217
亿奈拉, 之后稳增到 1977年的 2018亿奈拉。
1978 ~ 1982年, 处于波动阶段, 1978年降到

1417亿奈拉, 1979 ~ 1982年分别为 1712亿奈
拉、3416亿奈拉、 2915亿奈拉和 2718亿奈拉。
从 1983年开始, 基本保持直线上升趋势。由

1983年的 1618亿奈拉增加到 2003年的 8 05218
亿奈拉。经常项目下的净转移支付, 1972~ 1987

年为负值, 1988 ~ 2003年为顺差, 且顺差规模

从 1988年的 3185亿奈拉稳增到 2003年的

2 00813亿奈拉。¹ 另一方面, 资本和金融账户

项下源于石油业的直接投资占较大比重。从资本

和金融账户来看, 1970~ 1984年, 除 1974年和

1976年经常账户收支略有赤字外, 其他年份为

盈余。 1985~ 2003年则主要为赤字, 其中仅有

1994年出现盈余。从影响资本和金融账户构成

的项目看, 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资本流入 (各

类贷款等 ) 是使其账户盈余的主要内容。其中,

1970~ 2003年, 外国直接投资除 1980年和 1984

年出现负值外, 均为正值。外资流入金额最低水

平为 1970年的 113亿奈拉, 最高水平则为 2003

年的 2 59215亿奈拉。从外国直接投资规模来
看, 1987年是分水岭, 1970~ 1986年, 年度投

资规模均低于 10亿奈拉。 1987年后, 绝大多数

年份外国直接投资超过 100亿奈拉, 其中 2002

年、 2003年分别达到了 2 25917亿奈拉、2 59215
亿奈拉。从外国资本流入 (各类贷款等 ) 来看,

1970~ 2003年, 外国贷款年流入额均为顺差。

与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资本流入项目相比, 尼日

利亚的净官方援助流入额则长期为逆差。这主要

是因为, 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以及西方发达国家认

为, 尼日利亚作为重要的石油出口国, 有能力通

过石油出口解决发展资金。º 国际油价的变化直

接影响了尼日利亚的贸易条件, 导致该国经常项

目收支反复性较强。

负 债 发 展 存 在 的 问 题

经常项目收支不断反复, 而且外债持续升

高, 这是尼日利亚独立以来国民经济发展的显著

特征。这表明靠单一的石油经济推动国民经济持

续稳定发展并不可靠, 也难以摆脱债务桎梏。研

究表明, 尼日利亚债务产生于 20世纪 70年代,

主要是因为石油繁荣及其随后发生的油价下跌,

期间, 政府在发展政策方面过度实施大量公共项

目, 增加贷款 (特别是多边和双边贷款 ) 所致。

1970年, 尼日利亚外债约 916亿美元, 2004年,

上升到 300多亿美元。由于该国国民经济严重依

赖石油出口, 因此, 经常项目收支受国际油价影

响波动较大。 1960 ~ 1973年, 经常项目财政赤

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 2%。期间, 经

常项目赤字累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3%。由

于油价的上涨, 1974 ~ 1980年, 财政状况有所

好转, 1974年、 1975年、1979年、 1980年经常

项目收支都有盈余。 1981~ 1983年, 该国经常

项目收支持续恶化。随后由于国家实行贸易管

制, 1981~ 1985年, 该国经常项目收支年均赤

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14%。 1986~ 2000

年, 各年份经济项目收支状况或顺差, 亦或逆

差。经常项目收支的反复表明, 尼日利亚经济主

要依靠石油, 经济基础缺乏多元性。»

石油业占工业及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增加。

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前, 虽然尼日利亚农业所占

比重下降, 石油业所占比重明显上升, 但整体

上, 石油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没有目前大。

1960年, 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64%,

采矿业占 112% , 制造业占 418% , 建筑业占

4%。到 1973年, 农业所占比重下降到 34%,

采矿业增加到 1717%, 制造业和建筑业所占比

重分别为 819%和 8%。¼ 2002 ~ 2006年, 原油

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 25%左右。

工业以原油生产为主, 原油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

比重一直保持在 85%左右。½ 很显然, 尼日利亚

能源出口仍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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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流入部门非常集中, 占国家固定投资比

重较大。从 2000年以来, 尼日利亚一直是非洲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国家, 约占流入该地区

的外国直接投资的 16%。近年来, 外国直接投

资大多流入到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储备、积极的

私有化, 以及对外资实行宽松和促进政策的非洲

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在尼日利亚的扩张主要集中

在石油业。 2000 ~ 2007年, 按照年均吸收外国

直接投资额排名, 尼日利亚居非洲首位, 年度最

高额占整个非洲的 16%。投资仍集中在石油行

业。¹ 其中, 2005~ 2007年, 流入尼日利亚的外

国直接投资额分别为 49178亿美元、 139156亿
美元和 124154亿美元。º 1990~ 2000年, 外国

直接投资占国家总固定资本投资的比例年均

为 4118%, 其中 2005 ~ 2007年分别为 3617%、
8815%和 6916%。» 显然, 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家

固定资本投资的比重过大, 存在较大风险, 不利

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加强债务监管, 改善投资结构。负债发展导

致陷入债务泥潭的根源在于, 国家通过负债并没

有增强国家的偿债能力。偿债能力的根本是国民

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改善。国民经济在不断的增

长中, 实现产业结构的完善和升级, 进而提升产

品的国际竞争力, 改善国际收支, 才能真正提高

国家的偿债能力。通过上文研究可以发现, 尼日

利亚投资分布主要集中在石油等行业。另外, 联

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 0 制定以来, 国家在社会

公共领域, 包括医疗、教育、卫生、基建等方面

的投资扩大, 而这些领域并非增值较快的经济部

门, 不利于资金回流。正如有关研究所表明:

/近年来, 虽然尼日利亚靠强劲的石油出口在解

决债务问题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是, 在非洲

国家经济多元化发展进程中, 尼日利亚经济的多

元化发展是倒退了。0¼ 因此, 如果不考虑受国

际油价高升, 再次获得石油横财因素, 负债发展

仍将是尼日利亚不得不长期面对的问题, 同时,

从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负债工业化发展经验

来看 (主要是基于 20世纪 80年代拉美中等收入

国家的债务危机经验, 即私营债务占较大比

重 ) , 尼日利亚不断加重的私营债务将可能使其

在未来面对新的债务风险。因此, 尼日利亚

/未来针对本国国情, 在举债发展问题上, 制定

审慎的政策, 需要制度的质量, 以应对其经济的

脆弱性和外部风险0½。

此外, 目前的金融危机已在尼日利亚暴露出

一些问题。作为非洲最大的产油国、外国投资增

加最快并分布集中、有非洲重要的证券交易市场

的国家, 金融危机对该国债务形势的影响较为广

泛, 一些新问题也初露端倪。 ( 1)不断恶化的外

部经济环境, 不利于尼日利亚巩固近年来债务负

担减轻所取得的成就。该国近年来外债负担迅速

改善的根本原因在于, 国际经济增长及由此带来

的国际油价飙升和国际投资活跃。当前, 在国际

油价下降、国际信贷市场紧缩的情况下, 尼日利

亚面临的外部环境非常不利, 将影响到该国国内

项目的投资和建设。 ( 2)石油出口收入下降, 将

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收支。作为资源型国家, 尼日

利亚石油出口不仅在近年来缓解了债务压力, 同

时也为该国产业结构完善和提供企业竞争力提供

了重要保障。石油价格下跌将直接影响尼日利亚

国内经济的发展。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研究

显示, 预计尼日利亚经常账户余额增长率由

2008年的 415%下降到 2009年的 - 910% , 预计

2010年为 - 315%。2009年,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率将从 2008年的 513% 下降到 2009年的

219%, 2010年进一步降到 216%。¾ ( 3)资本市

场风险加大。一方面, 流通性过剩严重。这主要

体现在热钱涌入较多, 股指虚高和通胀压力较

大。研究显示, 2000年以来, 尼日利亚股市飙

升近 13倍, 投机者为了购买股票而借入 68亿美

元外债, ¿ 这成为尼日利亚股市虚高的重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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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2009年以来, 尼日利亚的股市表现一路向

下, 且以 37% 的跌幅列居全球最差股市之首,

使该国发展借贷违约风险大增。此外, 受前几年

大量投机资本进入资本市场, 以及石油出口收入

飙升的影响, 尼日利亚国内面临严重的通胀压

力。该国通胀率 2007年为 515%, 2008年上升

到 1112% , 2009 年、 2010 年 预 计 分 别 为

1412%。¹
自 2008年 11月 26日尼日利亚央行开

始限制银行外汇供应以来, 该国货币奈拉兑美元

汇率已跌逾两成, 尼日利亚的通胀率则在 2009

年 2月攀升至 1416%。另一方面, 银行业坏账

增加将威胁金融稳定。尼日利亚银行股在股市中

的比重为 2 /3, 为彭博社与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

(M SC I) 统计的全球 50个股票指数中最高。该

国银行宁可紧抓低息国债, 也不愿冒险借钱给同

行。由于银行间借贷款额流量过大, 尼日利亚 3

个月银行同业拆息被推高至 1819厘, 国债利息

则在过去 6个月内从 216厘攀升至 10厘。在

2008年的信贷危机高潮期, 美国银行同业拆息

与国债利息的息差, 一度扩大至 313厘高位, 而

尼日利亚 1613厘的息差则超出前者近 4倍。由

于尼日利亚银行持有的有毒资产可能达 100亿美

元, 相当于银行资本的一半。这使尼日利亚面临

一场流动资金危机。
º

世界银行对当前金融危机影响的一份评估报

告认为, 全球包括尼日利亚在内共有 43个国家

所面临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 其国内经济是非常

脆弱的。
»
正如 2009年 2月 12日尼日利亚财政部

长曼苏尔所言, 受金融危机影响, 尼日利亚政府

收入锐减, 为此, 将不得不寻求国际多边金融机

构的援助, 主要是获得低息或者无息贷款。受金

融危机影响, 国际信贷紧缩, 外国直接投资减

少, 国际油价下跌, 出口收入减少等, 都严重影

响了尼日利亚经济。曼苏尔认为, /尼日利亚给

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富油国。但是, 与其他非洲

国家相比, 尼日利亚的资源基础是很差的, 贫穷

程度是很严重的。0 /比起许多得到官方开发援

助的非洲国家来, 我们的贫穷状态更糟。0¼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詹世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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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 洲 经 济 展 望 6
预 计 2009年 非 洲 经 济 增 速 为 218%

  2009年 7月 30日, 经合组织 ( OECD ) 和非洲发

展银行在莫桑比克联合发布了当年 5非洲经济展望6。

报告预测, 因金融危机造成出口商品价格下跌和援助

减少, 2009年, 非洲经济增速将仅为 21 8% , 但 2010

年将恢复到 41 5% 。报告称, 2008年, 非洲吸引的直

接投资减少了 10%。南非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发动

机, 2009年, 将经历 20多年来首次衰退, 第一季度

经济规模缩水 61 4% , 工作岗位减少 18万个。安哥拉

削减预算 40% , 经济将负增长 7%。肯尼亚、赞比亚

和尼日利亚的减贫计划预算也有削减。但卢旺达、坦

桑尼亚和加纳经济增长将超过 6%。这些国家经济已

呈多元化格局, 农业部门基础牢固。利比里亚和塞拉

利昂的经济也将出现高速增长。

2009年 5非洲经济展望 6 特别提到, 中非贸易

在 2008年增长了 50% ,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将对

拉动非洲走出经济低谷起到重要作用。

(资料来源: 中国驻桑给巴尔总领馆经商室, 2009年 8

月 10日 )

(詹世明  摘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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