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路”学者讲述“一带一路”故事之非洲篇 

 

瞭望智库：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有 65 个，但在这些国家中，属于非洲的国家只有埃

及一个，看起来非洲对于“一带一路”的参与度并不高，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薛力： 

“一带一路”本身的侧重点确实是亚欧大陆，特别是大陆中东部国家，从提出到夯实是

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事先就进行了非常严密的设计后再推出。官方从来没有公布过沿线

国名单，所谓 65 个沿线国家的名单，属于“非正式”的推测版。 

从中国周边来看，中国在经济上与韩国、日本等较发达国家相比，比较优势相对较小，

我们主要是对发展中国家有较强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方面，但在具体

实施过程中，我们周边有些国家是很热情，但也有的不热情，甚至根本不感兴趣，即使确定

了具体名单，可能也会碰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尴尬局面，有的不感兴趣的国家可能会说，

你想干嘛，你确定了我又不喜欢，凭什么把我列进去。所以现在我国并没有正式公布这样一

个“一带一路”国家名单。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坚持的原则就是，只要你愿意参加进来，我

们就跟你合作，因为名单本身就没办法固定，前提又是共商、共建、共享，那肯定是双方达

成意愿才能合作起来，否则是合不起来的，就是这么一个背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非洲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参与度反而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

“走出去”的项目大部分都是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没有政府的支持是没法做的，这样政治关

系就变得非常重要，这里面谁跟我们关系最好呢？ 

除了周边的巴基斯坦、柬埔寨、孟加拉国、哈萨克斯坦等，然后就是非洲了，我们跟一

些非洲国家合作的深度、广度也要远远好于跟周边的部分国家。比如非洲跟我们关系比较好

的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肯尼亚、安哥拉、尼日利亚等政局都相对稳定，急切想发展经济，

他们也很愿意跟中国搞好关系，老怕中国忘了他们，像坦桑尼亚就总是强调，你们不是说“中

非关系看中坦”吗？以前帮我们修过坦赞铁路，现在怎么把我们给忘了，你们在埃塞俄比亚

修建亚吉铁路，你们在肯尼亚也修了蒙内铁路（蒙巴萨港-内罗毕），怎么没给我们修个铁

路呢？有些国家甚至特别想取中国的经，学习“中国经验”。所以目前来讲，非洲虽然没什

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你只要愿意合作，合作对双方都有利，你就是“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 

 

瞭望智库： 

您的非洲之行都去过哪些国家？从您的见闻来看，“一带一路”的实施对这些国家影响

最大的方面体现在哪？ 

 

薛力： 

我走了三个国家，埃塞俄比亚、埃及、坦桑尼亚，这三个国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在媒体、电视里面看到的非洲一般都是战乱、饥饿得要死这种印象，但这仅仅是部分非

洲国家如此，事实则是，非洲许多国家在过去的几年里发展得挺快。 

“一带一路”对这些国家影响最大的是他们觉得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他们想学的。 

我们都知道越南的很多改革开放经验都是向中国学习的，非洲很多国家在学习中国经验

方面比越南还越南。 

比如埃塞俄比亚，1990 年来一个政党（埃革阵）执政，中国的什么他们都想学，埃塞



俄比亚还想成为非洲的义乌。他们确实也有一些条件，比如交通枢纽、人口众多、处于工业

化前期、国家稳定、政府一心一意“搞经济”，他们还学习中国的治国经验，接触到的一些

官员对习近平主席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内容非常熟悉，甚至连中国正在大力推行的反腐

都在学。还有坦桑尼亚就搞港口特区建设、港口经济区什么的，都是想学深圳，接下来的埃

及在红海西北搞了个红海西北部经济特区，其实也是在模仿深圳，这几年发展也比较快 

他们之所以想学习“中国经验”，是因为这些国家基本都处于工业化的早中期阶段，埃

及还好点，其他国家基本都是工业化的初期阶段，都需要资金来搞建设，跟我们中国早期的

状况其实是一样的，中国 80 年代中期的时候外汇储备仅有 20 亿美元，现在好几万亿，80

年代我们也是到处需要外汇储备。现在他们就处于这个阶段，像埃塞俄比亚，外汇储备只有

28 亿美元，但是欠的外债就有 200 多亿美元，但依然要搞建设。出现这个阶段是必然的。 

 

瞭望智库： 

就像您刚才说的，非洲有些国家欠了很多外债，面临较大的风险，另一些国家甚至还处

于战乱和动荡之中，如果一些很不稳定的国家愿意参与，也能够成为“一带一路”合作对象

国吗？ 

 

薛力： 

对于国家的选择，我国肯定会有所权衡的，这就涉及到取舍的问题，非洲一共有 54 个

国家，中国不可能对这些国家都同等用力。要想跟中国合作，首先就得稳定，其次是政府非

常乐意合作，三是也要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并不是无偿援助，

这些合作通常是市场导向的，讲究互利共赢。，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些合作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所以中国选择的也都是一些相对稳定、有一定资源基础和发展潜力的国家，对于一些战乱国

家肯定是非常慎重，有所取舍的。 

 

瞭望智库： 

从您在非洲的见闻来看，中国企业在非洲做的怎么样？帮助这些国家取得了怎样的变

化？ 

 

薛力： 

中国在非洲的大项目基本都是国企拿的，你如果去这些国家看一下就会发现，那里大部

分的基建项目都是我们中国承建的，也有一些民营企业进入到了非洲，甚至很多中国人都赤

手空拳的非洲打拼。我们目前在非洲已经建立起了一系列的工业园区，在 6 个国家拥有 7

个工业园区，另外还有一些重点项目，很多企业在非洲都融入的不错，口碑也比较好。 



 
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华坚鞋业公司的一个车间 

比如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东郊的东方工业园，就是比较成功的中国海外园区

之一。在非洲的七个经贸区中，这是唯一一个由民营企业投资、经营的。首期建设的园区已

经被各类企业填满了，正在规划规模更大的第二期。其中有一家企业叫华坚鞋业公司，专门

生产出口美国市场的中高档女鞋，由于“钱景”非常广阔，华坚集团已经另外找地方单独建

了一个园区，雇佣了 4000 名当地工人。这家公司当地雇员总数跟华人管理人员的比重差不

多已经达到了 40:1，40 个当地人只有一个华人管理人员，工人月薪 400 元人民币（约为 1600

比尔）。他们的目标是：前店后厂，发展成为面向整个非洲大陆的服装鞋帽生产与批发市场。

可以说，这是中国推行产能国际合作的样板。大量雇佣当地劳动力、使用的是当地非常富裕

的皮革资源（埃塞俄比亚是农业国，财富以拥有多少头羊牛等计算）、不受出口配额限制，

电力便宜（每度电 3 美分，出口的电力仅仅每度 6 美分），这样就既能够利用当地的人力与

自然资源，又能把产品出口到欧美，给当地国家创汇，因此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园区

管委会还促成埃塞俄比亚出台了一些相关法律。这件事情的意义更大。而埃塞俄比亚政府已

经从东方工业园的运作中看到了好处，推出了一大批园区规划，一些大型中资企业被要求“牵

头认领”。 

此外，由中国企业建设，连接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两国首都的亚吉铁路已经建成通车，

800 多公里的电气化铁路，被称为新的坦赞铁路。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分家后没有了出

海口，进口物资主要是在吉布提卸货后经过公路运会国内，路况差，运输能力有限，吉布提

港口常年积压三四百万吨的货物。有了中国企业修建的这条铁路，运力大大提升，整体前景

无疑好于坦赞铁路。 

在埃及碰到一家叫巨石集团的企业，它在埃及投资生产聚酯纤维，让埃及成为了世界第

三大聚酯纤维生产国，所以埃及政府都很重视这家企业。 

接下来是在坦桑尼亚就有的友谊纺织厂，是与坦赞铁路同时援建的一个项目，一度陷入

困境，经过双方的努力，又恢复了生机，产品质量好销路好，最多时雇佣了当地 2000 名左

右的工人，坦桑尼亚的失业率是很高的，这样就有利于解决他的就业问题，口碑也很不错。 

而在这三个国家发展都很好的一家企业就是华为，华为的产品在这三个国家的市场占有

率基本都是第一，甚至把欧美的 GE、阿尔卡特等企业都 PK 下去了，当地的政府和民众也把

华为放在很高的位置，就像我们八九十年代看待通用、IBM 等大牛企业一样来看待华为，当

地员工也以在华为工作为荣。 



 

华为在埃及的公司大楼 

对于中国在非洲建设的这些工业园区，我的体会是，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东道国来说，

海外园区建设是个好东西，但只有形成可复制的模式才行。虽然目前中国在非洲建设的工业

园区相对比较成熟，但在模式化方面还有不少事情可做。 

瞭望智库： 

在您走过的这些非洲国家中，“一带一路”的推行主要面临着哪些风险？在非中国企业

反映最多的难题又是什么？ 

 

薛力： 

我觉得主要还是政局变化的风险，毕竟他们这些国家都是选举制的，比如 2011 年埃及

政局开始动荡，，很多项目就受到了影响，利比亚更不用说，所以这方面中国要学会应对风

险，既要跟执政党搞好关系，也要跟在野党搞好关系，不能只关注执政党。另外，要多做一

些民心工程，老百姓只要认可了中国的贡献，即使动乱之后，还是愿意跟中国合作，中国在

这一点上做得最好的民心工程就是援外医疗队，从 1964 年一直做到了现在，他们在非洲口

碑非常好，而且现在连欧洲这些发达国家都来向中国“取经”，诸如此类的项目，中国应该

多做。 

而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非洲这些国家的投资环境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埃塞俄比亚，

企业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外汇短缺。不止一家中国企业产品销路没问题，却限产。当然，出现

外汇短缺，一方面是因为外汇管制，一方面则是因为发展迅速，大规模的建设，到处需要外

汇，而创汇能力一时还跟不上。企业也承认，这属于发展中的问题。所以，许多企业还在增

加投资，包括几家限产的企业。稳定的政局、将近一亿人口的市场、丰富的资源、快速发展

的经济，对于资本的吸引力自不待言。 

还有就是，非洲国家的人口相对比较少，尼日利亚人口过亿，其他国家人口都没过亿，

所以中国企业去那边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以生产什么就饱和了，特别是钢铁，在埃塞俄比亚

亚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在那边盖一个水泥厂，建一座钢铁厂，我们中国可能觉得规模很小，

但在那边很容易就饱和，毕竟消费能力还有限 

还有不能忽略的一点就是，中国工人在海外的拓展中也会面临一些艰辛，比如在亚吉铁

路的建设中，车站所在地原先是荒郊，未来无疑是繁华地带，但现在还不行，50 多个中国

员工中，缺乏一个像样的食堂，员工全是男性，连个女厕所都没有。车站周围全是建筑工地，

包括一些别墅群，道路坑坑洼洼，去市区不大方便，中企员工们生活非常单调。另外，据说，



有的中资企业在某些工作地点，只有一两个中国员工，周围也没有像样的城镇。中国企业海

外拓展，这些艰辛经常被湮没。中国这些年发展比较快，除了政策对头，还离不开普通人的

吃苦耐劳。中国的崛起真的是靠干出来的！ 

 

瞭望智库： 

您刚才提到，参与到“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的政府都非常积极，那当地普通民众是怎

么看待“一带一路”的呢？ 

 

薛力： 

其实我接触的普通民众不多，大部分都是知识阶层和精英，因为“一带一路”这个概念

在非洲知道的就是知识阶层、关注经济发展的官员、学者等，我接触的这些阶层都是很赞成

的，普通民众本身对这个概念就不是特别清楚，即使在中国，你如果到乡村去问“一带一路”，

很多也不知道，就更不用说在非洲了，这也正是我们下一步要去做的，让“一带一路”能够

惠及到普通民众。其实，普通民众不知道问题也不大，只要中国跟这些非洲国家互利合作的

项目做多了，让当地百姓切实感受到好处了，就是“一带一路”精神的体现。对于非洲来说，

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都想要，你中国能给多少，不像我们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对“一

带一路”有疑虑，即使是真心帮助他们建设发展，他们都不一定会要，甚至还怀疑你搞“一

带一路”到底是什么意思。 

 

 

瞭望智库： 

除了经济方面的交流，文化也是“一带一路”中很重要的一方面，这一点，您在非洲考

察过程中有没有感受到呢？ 

 

薛力： 

文化方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医疗队，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一个方面，就是做民心工程很

典型的表现，还有就是中国现在正在往非洲派大量的农业技术人员，帮助他们提高粮食生产

的产量和水平，在埃塞俄比亚都有老师到他们的农学院去教学生，培养他们的农业技师和农

业技术人员。还有我这次非洲之行感触很深的，就是当地民众都会讲一些简单的汉语，开口

就“你好，你好......”这在我十年前出国时候是看不到的。 

还有一些非洲国家的当地人成为了我们在非企业的中高层，获得了很多先进的管理经

验，我们国家每年也给这些非洲国家一些留学生名额，接受一些教育、培训，然后回去之后

再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他们本国的发展中去 

文化方面的“授人以渔”不仅促进了双方的交流，也能够保证当地的持续发展。 

 

瞭望智库： 

还有就是，对于在非洲的“一带一路”建设，有很多的误解和质疑，主要来自于三个方

面：一是我们一些国人认为，非洲就是战乱和贫穷，中国花大力气在那里投资、建设，为他

们提供贷款，冒着那么大风险在那些贫穷的地方搞投资，我们就不会亏本吗？二是一些非洲

人民可能觉得中国跟非洲是传统友谊，中国之前也为非洲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很多基础设施

建设也都是援助性质的，所以认为这个“一带一路”也是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可能对中国提

出过多的要求。三是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在非洲是“新殖民主义”，并以此提出“中国威

胁论”，掠夺非洲资源。您是如何看到这些质疑的呢？ 

 



薛力： 

我的看法是，很多的批评其实都没有做过实地研究，都是凭印象来说的，我研究“一带

一路”至少三年，一个体会是：即使学术圈内学者的批评，很少是基于自身专门的研究，很

多都是凭借自己的感性认识。没有调研的批评不是真正的批评。根据我的了解，中国在非洲

的企业，无论国营、民营，很多都是赚钱的，只是这些企业不说而已，但是我们亏损的企业

一般项目也比较大，一广播全国人民就都知道了。现在的中国企业都没那么傻，现在中国在

海外的无论国营还是民营企业大部分都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合作项目至少都是薄本微利，但

不可能是“赔本赚吆喝”。 

中国以前确实在非洲搞了一些无偿援助，比如这次非洲之行在埃塞俄比亚看到的非盟总

部大楼，就是由中国无偿援建的。整个大楼的形状呈现为“竖起拇指、半握拳”的造型，拇

指象征非洲站立起来，四指象征非洲团结，由同济大学设计，承建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的

专家小组常驻那儿负责大楼维护，特别是电力系统。 

 

非洲联盟总部大楼 

但“一带一路”既不是施舍，也不是无偿援助，而是一种市场导向的互利合作，选一些

对于中国和东道国都有利的项目一起来做。 

对于西方所说的“新殖民主义”，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可能也是嫉妒，中国目前在非洲

的经营跟西方之前在非洲搞过的殖民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既没有用枪炮，也没有用鸦片，更

没有自己组织当地政府，中国在和平的前提下，靠着自己的吃苦肯干，谋求着对双方都有利

的发展有什么不好呢？另外，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崛起在很多国家看来就是一种忌惮和嫉

妒，这个也不难理解。 

 

瞭望智库： 

通过您在非洲的见闻，您觉得中国下一步怎么继续在非洲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薛力： 

我觉得中国现有的做法就挺好的，下一步中国应该继续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带一路” 

这个名字也许不会长久用下去，但它所代表的精神和所做的事情不会过时，中国是会长期做

下去的。因为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中国需要对外投资，而中国现在的市场和劳动力也是有

限的，在全球化的时代也需要在全球进行国际化的分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一个大

趋势。特别是，中国目前整体上还是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端，更需要走全球化的道路。过

去三十年，我们是从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受益的，所以我们下一步更需要坚持全球化，体现我



们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经济，而非洲就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此外，我们还需要对我们过去三年来做的一些成就，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总结，这也是

我们开“一带一路”峰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哪些是对的要坚持或强化，哪些不对的需要纠

正。还有就是集思广益，有助于决策层更好地了解情况，做出一些更好的决策。 

总的来说，“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会长期做下去，不是三五年能够搞定的，

所以更要稳步推进，如果急于求成，试图三五年内建立一些标杆工程，不仅会导致一些项目

匆忙上马下马，还会授人以柄，让人觉得我们东道国都不急，你们中国急什么，再就是一定

要有所选择，有些时候宁愿缓一缓，也不要过快推进，这样从长远来看，效果可能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