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非洲方略”1 

不久前的非洲 10日行，对我触动不小：真切地体会到了实地调研的价值与

必要性。此行旨在了解“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非合作。在选择的三个目标国中，

埃及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其与另外两个目标国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均

属于中非产能合作重点国家。此行走访了十几个对象，类别包括中国驻外使馆、

中资企业管理机构、投资项目与园区、东道国政府主管机构、当地智库。 本人

事前对一些非洲项目做了点功课，但实地走访的过程中，依然被接触与了解到的

情况所触动。

首先是双方经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人员方面，这几个国家都有 2万名以上

的中国人，工作的领域涉及：铁路、公路、桥梁、机场、港口、工厂、通讯网络、

房屋等基础设施；立交桥、给水、污水处理等市政设施；服装、鞋帽、陶瓷、钢

材、药品、汽车、纤维、制糖等制造业行业；金融、商品贸易等服务业；在医疗、

种植业、矿石开采、油气勘探领域等也有不少中国人的身影。企业方面，有国有

企业如中国铁建、中国建筑、中工国际、国家电网、招商局集团、葛洲坝集团等

十多家；民营企业如华为公司、力帆集团、其元集团、华坚集团、联合建设、巨

石集团等，数量繁多。非洲已经成为不少民企业务成长最快的地区之一，非洲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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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一些民企的海外重点投资区。华为在这几个国家已经力压欧美大公司，占据

了最大的市场份额。

从了解到的情况看，类似程度的中非经济合作也存在于许多其他非洲国家。

因此，从经济角度看，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以及中国对这些国家政

治经济的影响力，明显超过了许多亚洲“沿线国家”，不少非洲国家堪称“不是

沿线国家的沿线国家”。

其次是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中国重视与非洲的关系，外长每年的首访都选在

非洲，这在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而非洲国家同样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众所周知，

越南的“革新开放”很多方面借鉴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而 1990年上台

执政至今的埃塞俄比亚政党“埃革阵”，更是多方面地引介中国经验，包括执政

方式、反腐经验、推动工业化、兴建开发区、农业改革等众多方面。“埃革阵”

领导层非常熟悉邓小平以来历任中国领导人的执政理念，经常研读《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等书籍，还与中国使馆沟通以寻求进一步解答。坦桑尼亚自豪于“中非

关系看中坦”，并强烈要求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现任总统尤其期望中方参与

到连接其主要城市的“中央铁路”的改造升级，以便重现“坦赞铁路的辉煌”，

打造双边关系新样板。埃及总统塞西推行的“向东看”政策，重点之一就是强化

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几个国家都关心“一带一路”是否包括自己，以及本国在其

中的角色地位。

再次是面对的挑战。中国的比较优势，加上非洲的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发

展意愿，以及大部分国家比较稳定的政局，中非合作还存在巨大的潜力——但挑

战亦然。这些国家需要投资的领域很广，但缺乏支付能力；渴望提升与中国的经

济合作，并减少贸易逆差，但可供出口的产品不多；希望优先发展的领域或项目，

与中方的评估之间存在不一致。比如，亚吉铁路按照电气化标准兴建，但配套的

大坝与供电设施未能如期完工；坦桑尼亚现政府不认同中方基于详细调查后提出

的“坦赞铁路”升级改造方案，他们重视“中央铁路”，并对中资企业不积极参

与这个项目的意见越来越大。这些国家的外汇状况与相关制度则严重影响了外国

企业的正常运行。

最后，合作的前景依然广阔。我们汇总各方信息，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存在

许多挑战，但几乎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关键是双方本着成功合作的意愿，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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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沟通，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事实上，一些问题已经有了应对之道，如亚

吉铁路，可以先使用内燃机车作为牵引动力。坦赞铁路的升级改造，中方已经提

供了几个备选方案，作为进一步协商的基础。

总之，非洲国家希望借力中国推动自身的发展。经过几十年的深耕，加上最

近几年的拓展，中国与这几个国家的关系基础深厚，非洲的市场、人口、资源以

及中非政治关系遗产也是中国所需要的，且这方面的潜力可能超过了许多“沿线

国家”。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是亚欧大陆，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如何平

衡二者的关系？这显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需要一个比较明确的“非

洲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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