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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非洲华商的发展战略探析

原 晶 晶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０－２１
①　关于非洲华人人口数量说法不一，有媒体如英国《每日邮报》称近１０年已有７５万中国人移居非洲，而日本《东洋经济周刊》则称

到２００７年在非洲的中国人的数量已经达到了８２万人。本文采用的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委托课题：《２００７年海外华侨
华人概述》中使用的数字。

　　［摘　要］目前，非洲华商尚处于起步阶段，但 发 展 势 头 强 劲，其 未 来 充 满 希 望。通 过 对 非 洲 华 商 的 现

状和特点的研究，认为其应转变发展战略，以期实现要融入居住国主流经济，迈向较高层次的现代化经济活

动，实现自身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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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一般指具有中国国籍或华裔血统、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商人群体，其中包括港澳商人、
台湾商人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中从事商业活动者。而从中国内地走出去，正活跃在国际经济

舞台上的中国内地商人也属于华商之列。笔者研究的是活跃在非洲的华商群体。目前，非洲华商尚处

于起步阶段，但发展势头强劲，其未来充满希望。

一、非洲华商概况

目前非洲华人已逾５０万①，以经商为主。早期华人大多经历了从出卖苦力到经营商业的过程。随

着时代变迁，特别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来自台湾、香港和东南亚的投资移民和９０年代后涌入的大陆

新移民，他们携带技术资本，来到非洲或创设制造业，或推广贸易，或投资工业自由区［１］。他们与当地华

人相结合，为当地经济注入新的推动力。

（一）非洲华商从业状况

据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馆的调查，南非华商中有１０％左右经营亿元兰特以上的生意，设有工厂、

矿地和公司；３０％—４０％的华商经营批发贸易；约５０％的华商经营小商品、鞋帽、餐馆等生意［２］。一般

而言，非洲华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行业：
第一，批发零售业。依托中国商品优势，从事进出口贸易以及批发零售是非洲华商的普遍行业，经

营范围高度集中在鞋帽、箱包、服装等百货商品、日用消费品方面。这种提篮小卖附加值虽低，但正是这

种小规模的经营为多数华商攫取了“第一桶金”。
第二，餐饮业。开设中餐馆是海外华商的传统行业，不少来非洲创业的华人也选择餐饮业 作 为 起

点。南非现有大小中餐馆２００多家，其中１３０家集中于约翰内斯堡［３］。如今中餐馆已从最初的谋生手

段，开始跻身餐饮界主流。
第三，医疗卫生行业。以南非为例，仅约翰内斯堡就有不下５０家中医诊所。南非卫生机构的统计

资料显示，南非至少有１　０００名注册中医大夫，其中包括使用中医方法治疗的西医大夫。
第四，加工、制造业。目前非洲华商逐步突破单一的经营范围，从贸易转向实业，涉及行业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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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鞋帽、建材加工等。
第五，房地产开发。随着非洲华商自身实力的增强，在非洲多数国家投资环境优化的基础上，一些

华商开始投资非传统行业，房地产开发就是典型。

（二）非洲华商的特点

１．非洲个体华商的基本特征表现为“行业高度集中，资金高度分散”。他们集中在资本和技术程度

很低、竞争力弱、经济效益差的零售业及餐饮业上。在莱索托，当地８个城市的几百家超市、商场中，基

本被２　０００多名 福 清 籍 华 商 所 垄 断［４］。在 津 巴 布 韦 的 华 商 有１０　０００多 人，而 投 资 商 店 的 占６０％—

７０％［５］。这些华商起步资金一般较小，从沿街摆摊起家，待扎稳根基以后再开店。这种低层次，重复度

高的经营方式反映了目前中国主流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结构，同时也不利于其经济向高质量的资本和技

术密集型经济转变，将给群体经济带来明显负面影响。

２．依托国内产业集群优势，在当地形成庞大的营销网络，带动中国轻工业产品向非洲的出口。非

洲华商多数来自沿海地区，特别是轻工业产业发达的浙江、广东和福建等省，同时又集中在非洲国家的

首都或经济中心的商业市场，这样他们不但能利用交通、商业枢纽的便利辐射到周边国家，而且能以当

地市场为平台接触到非洲小商贩。因而华商形成了庞大的中间销售网络，一边从中国产业集群中获得

价格低廉的产品，一边以非洲各大商业枢纽中的商业市场为平台将产品销售到非洲各个角落。这种看

似原始的方式具有政府或大公司间经济往来无法替代的作用。

３．非洲华商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其实力正逐步增强。目前世界海外华人约４　８００万人，而非洲华人

只有５０万。同时非洲华人又以新侨居多，南非的３０万华人中，老侨仅有７　０００余人［６］；马达加斯加３万

华侨中新侨占２／３以上。数量少，起步晚，无力形成大型财团，因而非洲华商整体实力极为薄弱，但近年

非洲华商呈现蓬勃发展趋势。据非洲投资网总裁王文明介绍，当前想去非洲的人，个体户与贸易贩子已

经不是主流，相反，具有相当实力的矿业企业、建筑工程企业、汽车制造企业、家用电器企业、农业开发企

业等正在对非洲跃跃欲试［７］。

二、当代非洲华商的发展战略及未来展望

进入新世纪后，非洲地区政局总体稳定，经济继续好转，中国对非洲投资也持续升温。１９９９年中国

对非洲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只有９　５００万美元，２００８年则增加到５４．９亿美元。为鼓励有实力、有信誉的

中国企业到非洲国家投资兴业，中国政府特别出台一系列如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建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

区等鼓励性政策，为华商在非洲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但目前非洲华人经济整体仍处于传统的低层

次经济活动层面，面临结构单一、规模零散、管理粗放、灰色经营等诸多问题，短期内很难融入主体经济，
因而华人的非洲之路仍然漫长。同时一些华商还缺乏长远战略眼光和发展规划，怀着短期利益的念头，
对当地社会产生压力。所以，非洲华商要融入居住国主流经济，迈向较高层次的现代化经济活动，实现

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其发展战略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转变观念，以居住国经济发展为依托，实行本土化发展战略

华人族群经济首先是其居住地的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华人是主流族群还是少数族群。
但是在非洲，目前绝大多数华人还属于新移民，在语言、文化底蕴以及经营方式和理念上还处于适应阶

段，缺乏稳定的社会认同。塞内加尔作家兼新闻记者盖伊是这样记录中国人与非洲当地的文化隔阂的：
“中国人不同当地人融合，他们生活在非洲的那种格局有点像种族隔离。他们只同同族人交往，如果实

在必要，才通当地人接触，比如做生意的时候。中国商人大多能说几句蹩脚的英语或法语，能够应付出

售商品就足矣。中国人从不娶嫁当地人，这也说明他们对非洲民俗和文化没有很大兴趣。”［８］由文化隔

阂引发的偏见，加上部分华商漠视当地文化，连同与华人商业竞争受挫者的敌意，造成了包括南非、阿尔

及利亚等国在内部分民众的排华情绪。因而需要转变观念，将自己视为居住国的一员，融入当地社会，
实行本土化发展战略。在投资合作中肩负起社会责任，注重为当地增加就业机会，加强对当地人员的培

训，注意使用和培养当地中高层管理人员，尽可能多地采购当地原材料，适当转让技术。通过让民众分

享发展红利，扎根当地经济生活，建立华商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共同体，这样既能优化劳资关系，又能增

加与当地民众的沟通，消除排华情绪，得到民众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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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破单一化经营模式，利用有益政策，实施多元发展

华商在非洲从事的行业高度集中在贸易相关行业，包括进出口、清关、船运、批发、零售等各个环节，
同质化、单一化的经营模式导致华商之间竞争惨烈。特别是２００４年以后此行业利润开始大幅降低，生

存空间大为压缩。同时中国商品对当地零售业的冲击也使得一些国家开始设立壁垒进行抵制。另一方

面，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经济结构单一，缺乏制造业，为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它们特别鼓励外国人投资实

业，并在税收、资金转出等方面提供许多优惠措施。例如莱索托政府从２００６年４月１日开始将一般公

司税自３５％下调至２５％，同时其成衣制造业者还享有免缴公司税的优惠。优厚的政策立即吸引了以纺

织业为主的台商，据统计，２００７年在莱索托的台侨仅有２００人，到２００８年则立即增加到了４００人，因而

非洲华商要利用相关优惠政策的契机，突破原来商贩式的经济形式，扎根当地经济，实现多元化经营，壮
大自身实力。肯尼亚是东非华商的主要聚集地之一，目前在肯华商发展已经呈现全面开花的局面，其领

域已经扩展到工程承包、投资生产、贸易、通讯、房地产、旅游等领域，其中工程承包企业占多数，与此同

时，一些贸易企业逐渐向投资企业转型，引进国内生产线及生产技术，从而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

（三）注重产品质量，走品牌化发展道路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７．５亿人口中，几乎有一半的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１美元，却也有至少

７５０万富人，有近７　０００亿美金的私人资产。现在非洲市场上“中国制造”无处不在，但顶着质量不佳的

坏名声，难以进出高端市场。２００９年春节期间，一批华商用面粉制造的伪阿司匹林被政变后的几内亚

新政府查处，引发了当地居民对华人的仇视。在“假药事件”的诱发下，几内亚军队更是在半个月之内连

续打劫了２０多家中国 商 铺、家 庭。目 前，虽 然 非 洲 市 场 上 有“ＦＲＥＥＷＩＮ　ＳＨＯＥＳ”女 鞋，“ＴＲＵＳＴ”电

器，“ＣＯＮＮＩＣＫ”自行车等一批耳熟能详的华商品牌，但其企业主要还是面向中低端消费群体，总体处

于“物美价廉”的层次，品牌化程度不高。非洲华商要想取得长远发展，需要建立诚信经营理念，加强自

我约束，注重研发，提高产品质量与档次，树立华商的品牌形象。

（四）以中非经贸合作区为平台，走企业集群发展道路

２００６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政府宣布将在非洲建设３—５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以鼓励和

带动中国企业扩大对非投资。而华商企业正好以经贸合作区为发展平台，改变原来各自为政的状态，与
其他企业抱团发展，形成合力，走集群发展道路。以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为例，经过近５年建设，赞中

合作区已完成基础设施投入１亿多美元，完成平整土地１８７．７５万平方米，公共设施建设４．４１万平方

米，引进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等１３家企业，初步形成以矿产品冶炼、加工为

主导的产业链条。这种集群化的模式，既能形成产业分担成本，共担风险，又能扩大华商整体影响力。
总之，非洲华商既是中国经济与非洲经济交往的实践者和推动者，也是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走出

去”战略的践行者。虽然，非洲对于中国还有些陌生，但随着中国与非洲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入，
中国对非洲投资的日益增长，可以预见，非洲华商的未来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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