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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从从从援助援助援助援助到商业关系到商业关系到商业关系到商业关系：中国在非洲的 FDI近年来大幅增长，贸易流出现猛增。实际上，目前的贸易量是 1995年的 30倍。 

• 自然资源的重要性自然资源的重要性自然资源的重要性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由于非洲经济严重依赖商品出口，因此更易受贸易波动的影响。中国成为此类商品的一个重要进口国，也是该领域的一个直接投资者，这也使得非洲对商品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 

• 非洲非洲非洲非洲-中国伙伴关系可望中国伙伴关系可望中国伙伴关系可望中国伙伴关系可望持久持久持久持久：中国制定了一个国家支持的关于对外 FDI的长期目标，这使得一些风险评估超出短期市场限制的项目能够得以实施。一方面，中国应继续推动非洲发展，以使其投资长期可持续。另一方面，对发展的这种支持似乎与加强非洲制度建设不相协调。 

• 如果中国与其他和非洲地区建立牢固联系的投资者合作，则促进非洲制度建设和使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长期可持续将会更容易实现。尽管仍然规模较小，但中国中国中国中国-非洲发展基金非洲发展基金非洲发展基金非洲发展基金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第一步。 

  
图 1 非洲非洲非洲非洲：：：：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国际贸易 
(百万美元，出口+进口)  

图 2 非洲非洲非洲非洲：：：：总出口目的地总出口目的地总出口目的地总出口目的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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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从从援助援助援助援助到商业关系到商业关系到商业关系到商业关系 
 尽管中国在非洲的利益近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可追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最初，中国的援助计划构成其经济关系的主体。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是非洲第八大双边援助国，由于原材料被用于支付中国的出口，实物交易非常频繁。从 1995 年至 2008 年，贸易流猛增，中国成为继欧盟和美国之后非洲第三大贸易伙伴。 

 在 20世纪 90年代 FDI合法化后，中国在援助计划上的经验成为其对非洲 FDI的跳板。自 2007年以来，FDI 流一直在增长，现在已超过对拉丁美洲的 FDI 流。2008 年，对非洲的 FDI 占中国总对外
FDI投资的近 10%。相对来说，这些 FDI流对于非洲经济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占其 GDP的近 6%，与拉美国家相比高近 60%。尽管近期出现这些活力，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心仍在亚洲，2008 年占总投资的份额超过 70%，之后是拉丁美洲，占 18%。 

 自然资源的重要性自然资源的重要性自然资源的重要性自然资源的重要性 
 尽管一些作者认为，中国的利益并非集中于石油或甚至自然资源上（Brautigam，2009 年），但中国对外 FDI 显然倾向于该领域。两个要点可解释这一观察结果：(i) 非洲出口结构，石油占总出口的近

60%，是拉丁美洲的 2.4 倍；和(ii) 非洲对亚洲的燃料出口是拉丁美洲的 3.2 倍。这种对商品出口的高度依赖使非洲更易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 

 另一方面，对其他领域的投资近年来日益重要，如制造业和基础设施（Gu，2009 年）。一些公司将投资作为直接进入非洲市场并利用在中国开发的技术提高其市场占有率的一种方式。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服装行业，非洲与美国和欧盟的特惠贸易协定有助于中国企业回避对其产品的进口限额。最后，许多合作协议利用中国主要银行的软贷款重点对基础设施进行改善（公路、铁路、机场、医院等），条件是它们使用中国供应商和建设公司。 

 非洲非洲非洲非洲-中国伙伴关系可望长期持续中国伙伴关系可望长期持续中国伙伴关系可望长期持续中国伙伴关系可望长期持续 
 对于非洲经济，这种“新模式”是走向发展的另一个机会。然而，此次应特别注意的是，必须确保它反映在有形效益上，而不是重复过度集中在商品出口上的先例，甚至丧失对原材料的所有权。此外，这种经济发展应与改善制度协调一致，因为长期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非洲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的一个关键阻碍因素。 

 中国制定了一个国家支持的关于对外 FDI的长期目标，这使得一些风险评估超出短期市场限制的项目能够得以实施。然而，中国应继续推动非洲发展，以使其投资长期可持续。为此，应确保与那些和非洲建立长期伙伴关系的其他国家/地区的合作。最明显的是欧洲。目前在这个方向上已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中国-非洲发展基金（CADF）于 2007 年成立，在与有着坚实技术基础和前殖民地关系的欧洲国家的合资项目中，将向资源基础设施投入 50 亿美元。2008年底，近 20个项目获得批准，投资近 20 亿美元，但外国几乎没有参与。然而，CADF 也对中国没有参与的非洲项目开放。还有许多情况，其中双边合作协议包括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如医院、学校和公路。尽管如此，中国还应推动和支持旨在加强非洲大陆制度建设的其他项目，以促进民主，打击腐败；否则，不良制度框架将在长期继续限制非洲的增长和发展。中国在国际制度建设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应有助于加强对非洲国家制度发展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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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流，百万美元)  

图 4 

FDI内流内流内流内流 
(占 GDP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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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UNCTAD  来源：UNCTAD 

 

  
图 5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2008年对年对年对年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外直接投资情况外直接投资情况外直接投资情况 
(资本，%)  

图 6 燃料出口份额燃料出口份额燃料出口份额燃料出口份额 
(占总出口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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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UNCTAD  来源：UNCTAD 

 

  
图 7 非洲非洲非洲非洲：：：：燃料出口目的地燃料出口目的地燃料出口目的地燃料出口目的地 
(%)  

图 8 

LATAM：：：：燃料出口目的地燃料出口目的地燃料出口目的地燃料出口目的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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