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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结构

主义、 新自由主义两轮思潮的洗

礼。 第一轮结构主义思潮是以大

萧条为背景， 以凯恩斯主义为理

论基础，强调结构转变的重要性，
主张政府干预。 然而事实却以拉

美、非洲、南亚等国的结构转变失

败的结果告终。 20 世纪 70 年代

的滞涨、80 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

和 社 会 主 义 计 划 经 济 体 制 的 崩

溃， 也对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提出

挑战 ,以“理性预期”为主导理论

体系的第二轮新自由主义思潮认

为应当采取非结构性的思路实现

经济发展， 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

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激励方面的重

要性。 20 世纪 80—90 年代世界

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

中国家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

失败，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

国 家 的 收 入 差 距 还 在 进 一 步 扩

大。 在此背景下,依据以东亚及中

国为代表的典型新兴国家的经济

持续快速增长的案例， 以新结构

经济学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第三

波经济思潮应运而生， 它在新古

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 从要素

禀赋结构出发， 以产业结构变迁

的微观视角提供了一个综合的分

析框架。 我们认为,对于阻碍非洲

经济发展的单一型经济结构及其

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问题， 新结

构经济学可以提出相应的一套科

学的解决思路方案， 对非洲经济

的 持 续 发 展 具 有 一 定 的 指 导 意

义。

一、 非洲经济发展的现

状和特点

（一）近年来非洲经济发展态

势良好

非洲国家自独立以来， 在第

一轮及第二轮发展经济学思潮的

指导下， 经济发展走了一条蜿蜒

曲折的道路，经历了 1960—1975
年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80 年代

非洲经济出现大幅度的衰退，是

非 洲 经 济 发 展 “失 去 的 十 年 ”。
1996 年非洲经济走出低谷，复苏

趋势明显。 进入 21 世纪后，非洲

经济发展虽然在 2009 年和 2010
年 由 于 金 融 危 机 的 影 响 有 所 减

慢， 但整体上来说一直保持中速

增长的良好态势， 人均国民总收

内容提要 近 2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非洲商界和政
界对未来发展普遍持乐观态度。 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基于援助、减债、国际
市场商品价格上涨等外部因素和消除弊政等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非洲自身
生产能力的提升有限，单一经济结构仍是其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撒哈拉以南
非洲国家若不积极推进经济转型，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不仅无法实现经济快速、
可持续发展，亦将会为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埋下隐患。本文在总结非洲发展现状和
发展模式特征的基础上， 提出非洲经济发展道路上存在的亟需解决的几大重要问
题，同时,以新结构经济学为指导，对解决非洲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促进其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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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GNI）也稳步上 升，2012 年 达

到了 1350.572 美元。
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

制定的标准，截至 2012 年，经联

合 国 批 准 的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共 有

49 个，其中 34 个是非洲国家。 在

国际经济舞台上， 其出口占世界

贸 易 的 比 重 以 及 吸 引 的 FDI 占

世界 FDI 流量的比重均在下降；
国 际 贸 易 方 面 ，1980 年 至 2010
年， 非洲贸易出口虽增长较为明

显，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UNC-
TAD） 统计，1980 至 2010 年，非

洲 货 物 出 口 价 值 年 增 长 率 为

4.78%， 但同期全球货物出口增

速达到 6.93%。 因此非洲出口的

全 球 占 比 反 而 从 1980 年 的

5.99%下 滑 至 2010 年 的 3.25%。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方 面 ，1979 年 至

2012 年，非洲获得的外国直接投

资在总量上有了很大的提升 （见

图 2）。
因此，近 20 年撒哈拉以南非

洲 地 区 虽 然 实 现 了 经 济 快 速 增

长， 但是其收入水平及国际经济

地位不升反降， 学界和政界普遍

认为非洲良好的经济表现主要是

基于援助、减债、国际市场商品价

格上涨等外部因素与消除弊政等

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非洲

自身生产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提升

有限。 非洲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是

资源开发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经济

增长方式， 单一经济结构仍是制

约其经济发展、 影响其国际竞争

力的最大问题。
（二）主要经济增长方式是资

源开发和出口需求驱动型

对外贸易已成为多数非洲国

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根

据 UNCTAD 的统计， 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贸易占 GDP 比重一

直保持在 60%以上，受全球金融

危机的影响，2009 年该比重有所

下降，但经济回暖后又迅速增加，
2013 年超过了 70%，其中贸易占

GDP 比 重 达 到 或 超 过 50%的 非

洲国家约为三分之一。
但是非洲国家的外向型经济

是建立在资源型单一经济结构基

础之上的。 2007—2011 年，非洲

年平均出口自然资源产品 （以矿

产和农产品为主） 超过本国贸易

总 额 50%以 上 的 国 家 约 占 非 洲

国家总数的 64.2%。 从出口商品

结构来看， 非洲国家仍主要以出

口能源、原材料为主，出口货物主

要 处 于 产 业 链 的 下 游 。 根 据

UNCTAD 统计，2011 年，非洲大

陆对外出口的最主要的商品为石

油 和 原 材 料， 占 据 其 出 口 总 额

54.44%。 图 3 直观地表示了工业

制成品贸易分别在非洲内部贸易

和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 从图

中可以看出， 工业制成品贸易占

贸易总额的比重， 不论是在非洲

国家间贸易还是洲际贸易中，均

不升反降，尤其是在对外贸易中，
该 比 重 从 1960 年 的 20% 降 至

2011 年的近 10%。
非洲国家对自然资源过度依

赖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短缺经济

时期和资源型产品国际交易价格

处于高位的历史条件下, 会带来

经济数量的扩张及经济规模的扩

大,亦即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

也会掩盖国家经济结构不合理、
整体素质不高的事实。 在这种资资料来源:www.caitec.org

图 2：撒哈拉以南非洲 FDI 净流入量

图 1：非洲对外贸易发展状况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www.worldbank.org

单位：1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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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工业制成品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1996—2011 年）

资料来源：UNCTADstat Database

源型经济增长模式下, 非洲国家

的经济发展战略处于一种两难的

境地。 如果一味地大规模开发自

然资源, 虽然短时间内会得到所

需要的经济收入, 但往往资源开

发 优 势 无 法 完 全 转 化 为 经 济 优

势, 自然资源开发不当还会造成

生态环境恶化；但是，如果不开发

自然资源， 至少在短期难以找到

新的经济增长点, 经济得不到增

长,环境也得不到有效治理，可持

续发展也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

木。 同时,业已形成的资源开发型

产业结构在事实上造成一种产业

框架，基于产业发展惯性,若要另

行构建国家新的产业结构, 则会

遇到既成产业结构的障碍。
（三）投资增长未显著提高经

济增长的效率

投资规模适度扩大对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具有一定的拉动和推

动作用, 这种作用是通过扩大生

产能力和投资所引起的需求增加

来实现的。 对于有丰富自然资源

的非洲国家来说, 作为新增资本

存量的投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

重要因素， 但是由于自身储蓄率

较低，这种投资主要来自于外部。
2012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

内总储蓄的增加值只占 GDP 的

0.7%，而其获得的 FDI 占该地区

GDP 总和的 2.9%， 显然外资流

入已成为大多数非洲国家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 FDI 主要流向了

非洲的服务业，其中金融服务、交

通、通讯和贸易占据了 75.4%，仅

有 15%的 FDI 流向了制造业。 外

资既可能是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大

起的“热源”,也可 能 是 导 致 经 济

大落的 “冷源”。 一个明显的例

证是, 2005 年乍得经济增长率由

2004 年的 30.4%骤降至 5.5%，其

主要原因在于乍得—喀麦隆石油

管道的建设工作趋于尾声, 外资

流入萎缩。到目前为止，这种投资

型经济增长并未给非洲国家带来

相应的巨大发展。 以石油产业的

FDI 为例，一方面, 当前非洲的石

油控制权大多掌握在法、英、意、
美等国的跨国公司手中, 非洲国

家 只 得 到 一 部 分 石 油 开 采 的 收

益。 另一方面,目前非洲的石油开

发 产 值 仅 仅 限 于 石 油 开 采 和 运

输, 非洲国家石油提炼能力仍然

较弱,产业链条也较短,并未得到

资源加工增值的收益。因此，伴随

着 FDI 的增长，非洲的技术进步

和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未 实 现 同 步 增

长,经济增长效率未获显著提高。
（四）经济结构不完善，制造

业水平低

经济结构的单一性在大多数

非洲国家都有很明显的表现。 这

种单一性基本可分为两类： 一是

以生产和出口一种或几种农业经

济作物为主的经济结构； 一是以

生产和出口一种或几种矿产品为

主的经济结构。 单一的经济结构

使 得 非 洲 整 个 生 产 体 系 十 分 脆

弱，对外依存度高，容易因国际市

场的变动而产生较大波动， 难以

实现经济上的真正独立。 2008 年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出口总额明显下降，人

均 GNI 出现衰退，这一现象就极

好 地 印 证 了 单 一 经 济 结 构 的 弊

端。而且，由于生产和出口的商品

主要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下端，单

一经济结构也使得非洲在国际贸

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单一的

经济结构也制约了非洲区域一体

化的纵向发展。
与东亚等地区经济发展延续

工业革命步伐、发展制造业、促进

产业多元化路径不同， 尽管非洲

国家多年来力图 调 整 产 业 结 构 ,
实行经济多样化, 非洲呈现的却

是“发展迅速、转型缓慢”的特点，
2012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业

增 加 值 占 GDP 比 重 仅 为

31.24% ， 而 中 国 该 数 值 为

45.31%。 资源禀赋使得非洲第二

产业具有明显的采掘工业为主导

的特征。 从整个工业产业结构看,
以资本密集型为主的固体矿产及

油气能源矿产开采业所占的比重

较大。 2007—2011 年，非洲国家

固体矿产和能源矿产的出口总额

占其 GDP 总额的 50%左右。 按

商品价值计算，2010 年， 非洲国

家出口的固体矿产、 能源矿产和

工业制成品在其出口总额中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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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非洲及其他发展中地区劳动生产率和工资（2012 年）

数据来源：UNCTA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port 2013

单位：美元 / 劳动力

比 分 别 为 13.7% 、56.2% 和

17.9%。 以劳动密集型和主要提

供生活消费品的制造业仅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 10.9%, 且长期发展

缓慢。 非劳动人口目前仅有不到

10%从事制造业， 而其中受雇于

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工厂比例尚不

足 1/10； 私人投资制造业热情不

高，无法承载结构转型需要。

二、 非洲经济转型亟待

解决的问题

(一)人口素质低下，人力资

本不足

首先，人口低龄化现象明显，
教育落后。 人口低龄化不仅是人

口进一步膨胀、 失业率提高的潜

在因素， 而且对各国的教育提出

了 严 峻 的 挑 战。 根 据 UNCTAD
统计, 全球各地区获得高等教育

的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北美和西

欧 在 1999 年 为 60%,2009 年 则

超过了 70%, 而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的受到高等教育人数的占比

位于世界最低水平， 远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1999 年不到 5%,2009
年也只是略有提升，约为 7%。 而

东 亚 受 高 等 教 育 人 数 的 比 重 在

1999 年 至 2009 年 的 10 年 间 翻

了接近 1 倍，2009 年甚至略高于

世界平均水平。
其次，人力资本稀缺，人口素

质低下。 非洲的对开发人力资本

的投入不高， 人力资本成为非洲

的稀缺资源。人力资本的稀缺，导

致非洲人口素质低下、 缺乏创新

性的人才， 不仅使得非洲各国的

劳动生产率低下， 国家缺乏竞争

力， 也越来越成为非洲吸引外资

的障碍。 表 1 选取了全球 4 个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最为集中的区域

劳动生产率的数据与非洲对比。
不论是工资还是每个劳动力带来

的附加值， 非洲都处于相当低的

水平,只高于南亚地区。 在工资略

低于东亚的情况下， 劳动力能带

来的附加值却比东亚地区低将近

2000 美元。
(二)资 金 不 足，经 济 发 展 缺

乏动力

非洲国家企业普遍存在资金

渴求。长期以来，非洲国家经济发

展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农矿初级产

品的出口收入和外国直接投资形

式的外部资金流入、 官方发展援

助、外国贷款（外债）。造成非洲资

金不足的主要原因有：第一，金融

危机后， 非洲农矿等初级产品在

国际市场相对价格的走低；第二，
储蓄率低，2012 年， 撒哈拉以南

地区平均储蓄率为 20.0%， 低于

东亚和 太 平 洋 地 区 的 46.0%，只

略 高 于 拉 美 和 加 勒 比 地 区 的

19.2%， 而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

与非洲不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有

关；第三，国际资本活动虽日益活

跃，但流入非洲的外国资本，特别

是 FDI 在 2001 年至 2012 年仅

占 世 界 FDI 净 流 量 的 1% —
2.5%；第四，官方发展援助下降，
西方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远未达

到其承诺的 0.7%GNI 的水平，而

且金融危机以来， 各国的官方发

展援助还有所下降；第五，外债问

题严重， 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外债

总额在 1971-2013 年间成倍数增

长，至2013 年底所欠外债达到了

3312 亿美元，占该地区国内生产

总值的 25.68%。 截至 2013 年，被

IMF 和世界银行列入重债穷国计

划的 39 个国家中， 有 33 个非洲

国家。
(三)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非洲的基础设施十分不足，
大部分非洲地区的交通运输、通

讯都十分不便利。 非洲是当前世

界上交通基础设施最落后的地区

之一。 截至 2012 年底，非洲尚未

形成覆盖整个大陆、分布均衡、完

整 的 交 通 运 输 体 系。 非 洲 只 有

35%的居民可以获得完善的卫生

设施。 同年，据世界银行统计，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互联网用户

人 数 占 地 区 总 人 数 的 比 例 为

15.4% ， 而 世 界 平 均 水 平 为

35.6%。 2011 年，该地区的电力消

费总额为 353.7 美元， 而世界平

均水平为 3044.4 美元；手机用户

的百分比为 53.3%， 世界平均水

平为 85.5%。 这不仅影响了非洲

居民的生活质量， 而且加大了非

洲的贸易费用， 成为吸引外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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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障碍。
(四)农业落后、增长质量低

农业在非洲有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在非洲 53 个国家中，除南

非、利比亚等 11 国，其余都是以

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 农业产值

比 重 超 过 30%的 有 21 个 国 家 。
在大多数非洲国家， 农业不仅是

提供就业、 食物和各种工业原料

的主要来源， 还是外汇收入的主

要来源。 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
2009 年 撒 哈 拉 以 南 非 洲 地 区 农

产品出口约占出口总额的 55%；
2011 年，布隆迪的出口总额中有

26.1%来自咖啡、茶；中非共和国

的 出 口 总 额 中 有 50.8%来 自 木

材、糖；埃塞俄比亚的蔬菜、活动

物出口 占 其 出 口 总 额 的 67.1%；
尼日尔的蔬菜、 活动物出口占其

出口总额的 81.1%； 塞舌尔的鱼

类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 75.7%。
在非洲经济呈现持续增长的

良好态势下，农业增长却有限，且

波动性较大。 2011 年农业生产总

值 占 GDP 的 比 重 仅 为 11.6% ，
2012 该比重达 15.6%。 非洲农业

增 长 的 源 泉 在 于 耕 种 面 积 的 扩

大， 而很少源于农业生产效率的

提高， 这导致农业亩产量和总产

量低且不稳定， 知识农业能够形

成 的 用 于 扩 大 再 生 产 的 积 累 很

少；同时低积累导致低收入，农业

现代化水平很低，生产方式落后，
机械化程度低，生产效率低下，受

气候影响较大， 而这又限制了集

约化经营， 使增加土地收入和劳

动投入成为增加农业产出的主要

手段。 粗放的农业经营模式还导

致整个大陆粮食短缺日益严重，
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出口不振，农

业经济效益差， 导致许多国家财

政收支困难， 农业剩余对工业资

本形成的贡献小， 农业工业化发

展迟缓。

三、 新结构经济学对非

洲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在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从

要素禀赋结构出发， 以产业结构

变迁的微观视角提供了一个综合

的分析框架。 它为解决阻碍非洲

经济发展的单一经济结构问题，
提出了一套科学的解决方案，对

非洲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其基本理论框架是，按

照本国要素禀赋结构发展符合一

国比较优势的产业， 最终促进产

业升级、结构调整、经济发展。
(一) 根据各国的资源禀赋，

发展对外贸易，促进产业升级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 各国应

该根据国内的资源禀赋结构，依

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进出口，
并促进产业升级。 “东亚模式”的

成功便是对新结构经济学观点最

好的印证。战后，东亚国家遵照比

较优势的原则， 积极发展为出口

服务的劳动力密集产业。 这种发

展战略， 不仅发挥了劳动力丰富

的优势， 增加了劳动力的就业机

会；还有效利用了国际、国内两种

资源、两个市场，克服了自然资贫

乏和内部市场狭小的弱点， 保证

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增

强了企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

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 为社会扩

大 再 生 产 的 持 续 发 展 增 添 了 活

力。 由此东亚国家和地区国民生

产总值快速增长， 而且出口产品

不再以农矿初级产品为主， 工业

制成品出口得到发展， 要素禀赋

结构、产业结构都随之动态升级，
完成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

业社会的转变。独立之初，一些非

洲国家的基本条件与东亚国家相

似。 但是大部分非洲国家在工业

化的发展道路上，长期以“进口替

代”为方向盲目发展工业，没有遵

循比较优势的原则， 不仅发挥不

了自身优势，也无法克服弱点，最

终陷入了封闭内向的恶性循环，
经济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状态。 例

如，印度尼西亚同尼日利亚一样，
依赖石油资源； 泰国曾经同加纳

一样， 也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
1965 年时，印尼和泰国的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分别低于尼日利亚和

加纳。 而经过近 50 年的发展，印

尼 的 人 均 GNI 已 远 远 超 过 尼 日

利亚， 而泰国已成为世界上的一

个新兴工业经济国家， 加纳还在

为恢复过去曾达到的收入水平奋

斗。我们有理由相信，根据要素禀

赋结构发展进出口， 出口主要以

国内丰富资源生产的商品， 进口

主 要 以 国 内 稀 缺 资 源 生 产 的 商

品， “取长补短”， 将资源优势转

化为比较优势， 并逐步将比较优

势产业动态升级， 在非洲也有可

实践性。
(二)吸引外资流向比较优势

产业，大力发展制造业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 外商直

接投资流向与这些国家的比较优

势相一致的产业时， 对发展中国

家就是有利的。 但是在非洲外国

资本大部分流向服务业，如电力、
交通、通讯、金融等，一部分流向

采矿业， 只有 15%流入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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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世界各地区 R&D 投入占 GDP 比重以及在世界的比重（2011 年）

数据来源：UNCTAD，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port 2013

非洲的服务业本就是相对弱势的

行业，缺乏电力、交通、通讯等基

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技术，而且也

缺乏在这些行业工作的有技术的

劳动力。 而采矿业在目前来说是

资 本 密 集 型 行 业，FDI 流 向 的 这

些行业生产所需的大量资源正是

非洲国家相对稀缺的资源， 比如

人力资本、技术和资本，与非洲国

家 拥 有 比 较 优 势 的 产 业 并 不 一

致。 由于制造业一般是劳动密集

型产业，不仅能创造就业，而且能

带来资本积累和技术， 促进非洲

的产业升级， 保障非洲积极的持

续稳定发展。 因此外资如能更多

地流向制造业会对非洲经济发挥

更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经济的迅

速崛起能对这一理论正确性提供

有力的证明。改革开放前，中国同

非洲的情况相似， 同样都是农业

大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地域

辽阔，各个区域的发展并不平衡，
甚至拥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发展

背景。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积极引

进外资的同时，对矿产资源开发、
交通道路建设、电力、水力、通讯、
金融等行业采取的是保护措施，
外国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

的制造行业， 直到中国经济发展

较为稳定、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人

力、技术等要素时，才开始慢慢开

放其他行业，适当引进外资。改革

开放以来， 中国一直保持着相当

高且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非洲国家的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外

资流向与本国比较优势相符合的

产业，只有这样，外资才能真正地

促进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发挥政府财政政策在促

进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建议，“在资源丰

富的国家， 宜从资源商品收入中拿

出适当比例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基

础设施投资、社会资本投资，并对非

资源部门的先行者进行补偿以促进

结构转型”。 人力资本匮乏、发展资

金不足、 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是非

洲经济发展道路上必须解决的问

题。 政府将适当比例财政收入投入

这些方面，尽力扫清这些障碍。 同

时，对非资源部门先行者由于信息

外部性受到的损失进行补偿，鼓励

非资源部门的创新，能有效地促进

产业合理升级。 林毅夫特别提到：
非洲国家有效的政府财政措施应

该是将财政收入中“相当大的比例

投资于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

结构变迁的国内或地区性项目，比

如那些刺激新制造业发展、使产业

多样化、提供就业、以及使得产业

升级的潜力有所提升的项目”。 非

洲政府投资于这些“潜力”产业，不

仅可以缓解就业问题， 充分利用本

国劳动力充足的优势， 符合比较优

势的原则， 并且能够缓解非洲国家

单一经济结构的问题， 促进产业升

级，完善本国经济结构。
以 财 政 收 入 投 入 研 发

（R&D），并运用财政政策等手段

鼓励私人部门进行创新和研发工

作， 是东亚国家迅速发展的一大

助力。 而 R&D 的投入有助于本

国经济发展、 结构变迁及产业多

样化的发展。 表 2 分别选取了典

型的两大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发达

地 区 同 非 洲 作 比 较， 比 较 其 对

R&D 投 入 占 GDP 比 重 的 百 分

比。 从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 非 洲 的

R&D 投入量， 不论是从 占 本 国

GDP 比 重，还 是 绝 对 值 上，都 处

于相当低的位置。 亚 洲 的 R&D
投入占 GDP 总量虽然略低于欧

洲， 但占世界总投入量的比重却

是最高的， 也就是绝对值在世界

范围内是最高的。 对 R&D 投入

的重视，是欧洲、北美率先发展起

来的重要原因， 也是东亚国家完

成产业升级、进入工业化，并且经

济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因此，非

洲国家在将财政收入投资于基础

建设的同时， 要用财政政策的手

段弥补现行企业，投资“潜力”产

业，鼓励企业创新，以促进国家产

业升级和结构变迁。
(四) 发展地方性中小银行，

服务非洲企业成长

UNCTAD 在 2013 年的 《非

洲经济发展报告》中指出，缺乏有

效的融资是制约非洲企业发展的

最主要因素。 在非洲，只有 23%
的企业可以获得贷款， 而非洲之

外的发展中国家获得贷款的企业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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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平均为 46%。 非洲国家的

贷款利率普遍较高。 例如，2012
年，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贷款利

率为 26.2%，刚果（金）为 28.4%，
乌 干 达 为 26.3% ， 马 拉 维 为

32.3%， 马达加斯加甚至达到了

60.0%。 而同期中国的年贷款利

率仅为 6.0%。 非洲的大部分银行

主要将目标客户锁定在大企业上

是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 银

行体系不发达， 造成中小企业融

资相当困难， 制约非洲企业的做

大、做强，使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缺

乏竞争力， 最终阻碍非洲经济的

自主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指出：
“收入较低的国家不应复制发达

工业化国家的金融结构， 而应将

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作为其金融系

统的基础，以使得农业、工业和服

务性的中小企业能够获得足够的

金融服务。 ”
(五)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适

应产业升级的需要

非洲国家人力资源的匮乏已

经成为了阻碍非洲经济发展的重

要因素。 新结构经济学中提出：“人

力资本的提升必须与物质资本的

积累和产业升级保持齐头并进”，
并且“一套精心设计的人力资本开

发政策应该是一个国家总体发展

战略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非洲各国应该根据自身经济

发展的情况，制定人力资源发展计

划， 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
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同时，人力资

本的发展也要与经济建设相适应。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多元化教

育的同时， 重点发展职业教育，提

高劳动力的生产技能，保证其经济

发展战略的顺利进行。 因此，非洲

国家在重视一般教育的同时，应大

力发展职业教育等与劳动力市场

需求相适、符合本国经济发展需要

的教育类型。

四、总结

非洲经济在进入 21 世纪后

有了较为稳定的发展， 但是非洲

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存在许

多缺陷， 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上，还存在人力资本问题、资本

形成问题、 基础设施问题以及农

业问题等诸多障碍需要解决。 而

新结构经济学为顺利解决这些问

题，促进非洲经济的健康、稳定发

展提供了系统的、科学的方案，对

非洲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

意义。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

思想，为有效促进经济转型，非洲

国家在贸易发展上应遵循资源禀

赋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并逐步将产

业动态升级；在引进外资方面，应

引导外资流向符合本国 “比较优

势”的产业，大力发展制造业；在

政府财政政策方面， 可在加大对

基础设施等投资的同时， 投资于

“潜力”产业，对创新企业给予鼓

励； 在金融发展上， 发展中小银

行、为中小企业的融资创造机会；
在人力资本发展方面， 加大投资

力度的同时， 制定符合本国经济

发展需要的人力资本发展计划。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国国

际发展研究中心 / 厦门大学经济

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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