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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8 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不加掩饰地批评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

力，号召非洲国家防范那些“进入非洲贿赂官员，掠夺自然资源而去”的国家。

1

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立即反驳说：克林顿关于中国“出于自身利益”榨取

非洲财富的言论完全与事实不符。

2
 

 

从中国、六个非洲国家

3
和公司采访中得到的数据显示，无论是克林顿还是新华社

的观点都经不起推敲。事实上，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民营企业

的积极参与是促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民营企业的行为必然受自我利益--利

润—的驱动，但他们可以为东道国创造真正的经济机会。 

 

至 2005年底，向中国商务部注册的民营对非投资项目只有 52个。
4
截至 2012年 4

月，该数字已升至 923个，在中国对非 OFDI 1679个总项目中占 55%。
5
然而，商

务部的数据还只能说明部分情况。从东道国收集的数据表明在他们国家运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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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拉里·克林顿非洲之行含沙射影批评中国，《卫报》， 2012年 8月 1日，可访问以下网站：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2/aug/01/hillary-clinton-africa-china. 
2
  出处同上。 

3
 包括四个主要对象：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和加纳，再加上利比里亚和卢旺达。 

4
 根据项目的规模和性质的不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需要获得政府批准/登记/备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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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数量要比中国商务部的数据高 3-4倍。 

 

此外，商务部数据显示，就投资领域而言，民营和国有企业对非洲的投资项目之间

存在明显的差别。前者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占 36%）和服务业（占 22%）；相比

之下，国有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占 35%）和资源开采（占 25%）。来自

六个非洲东道国政府的数据进一步显示，中国的投资项目集中在制造业（占

44%）和服务业（占 40%）。从而，参与调查的六个国家政府对中国企业带来就业

机会一至表示满意。 

 

然而，有关对当地工业化的影响，东道国政府的观点则褒贬参半。他们虽然对中国

资金和技术的输入表示欢迎，但也担忧中国企业对当地企业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六

个东道国政府对缺乏技术转让一致表示失望。还有一些国家对劳工和环境标准表示

担忧。 

 

对中国企业的访谈帮助了解它们在非洲投资的动机。转移至非洲的大多数制造业属

于“夕阳产业”，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它们曾经辉煌过，但现在却存在失去这些

头衔的危险。迁至遥远的海外国家既艰难又存在很大风险，但对那些寻求生存和发

展的企业而言，转移不可避免。 

 

这表明，不断涌入非洲的私人投资是中国企业对未来十年必须面对的挑战做出的反

应。要保持生产力、保持在全球化市场的竞争力，中国企业必须通过战略产业升

级、创新、有时需要转移，从而移向价值链的高端。 

 

对非洲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寻求将资源型经济体转变为工业化社会的国家正

迎来一个重要的机遇。工业化是一个涉及许多步骤的过程。中国企业带来的劳动密

集型、低技术型制造业为该过程提供了必要的第一步。这类产业不仅适合低收入国

家的吸收能力，还能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的比较优势。 

 

动态全球产业转移，即所谓的“雁型模式”发展，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中国在

其经济起飞时曾从中获益良多。20 世纪 80 年代，掀起第一轮对中国投资浪潮的并

不是来自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而是来自香港、台湾和亚洲其他新兴经济市场的中

小企业。正是这些“次级”投资者为中国带来了最初的外国资本和技术，并帮助中

国加入国际市场，发掘自身的比较优势。 

 

非洲面临着与中国 20 年前类似的机遇，但是不付出努力就不会实现潜在的利益。

尽管非洲的地位在上升，包括民营和国有企业的投资项目在内，非洲仅获得中国对

全球 OFDI 总金额的 2.2%。在大多数中国企业的心目中，对非洲仍然抱有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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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或误解，将非洲看作为遥远，贫穷，不稳定的投资目的地。 

 

要在中国 OFDI 中争得更大的份额，非洲政府必须大力消除受访投资者在基础设

施、政策稳定性和管理效率等方面的担忧。此外 ，还应该提高监管透明度，确保

政策被合规实施而非任意滥用。当向中国投资者招商时，政府应该优先为那些已经

在本国投资的企业提供服务。中国投资者中的“口碑”效应尤其强烈，一个满意的

投资者有可能带来 5-10个新的投资者。 

 

对中国企业来说，提升技术转让、加强与当地企业的商业联系是当务之急。这正是

东道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应该积极合作的方面。毕竟，扎根于当地经济既有助于企业

维系自身的长期利益，又为东道国带来更多的长期效益。这是一个双赢的决策。 

(南开大学国经所陈丽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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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1. 中国对非洲的中国对非洲的中国对非洲的中国对非洲的 OFDI行业分布行业分布行业分布行业分布，，，，民营和国有企业投资项目的比较民营和国有企业投资项目的比较民营和国有企业投资项目的比较民营和国有企业投资项目的比较，，，，2011年年年年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计算 

 图图图图 2. 中国在六个非洲国家的投资中国在六个非洲国家的投资中国在六个非洲国家的投资中国在六个非洲国家的投资，，，，母国与东道国数据比较母国与东道国数据比较母国与东道国数据比较母国与东道国数据比较(截至 2011年底的项目数)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和六个东道国的数据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