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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非洲投资已经成为中国中小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方式。随着中非经

贸关系的日益深化和发展，可以预计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向非洲。目前中国中小企业投

资非洲还是处于逐步探索的阶段，无论是企业本身还是政府层面都存在诸多问题。为促进中

小企业更好地投资非洲，完成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战略，政府应当制定政策积极引导。 

关键词：投资非洲；中小企业；政府引导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非经贸关系进一步提升。2008 年中非贸易总额达到

1068 亿美元，提前两年实现温家宝总理 2006 年在中非第二次论坛（FOCAC）上做出的双边

贸易额在 2010 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的承诺。贸易和投资作为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在 2006

年中国政府加大力度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下，中国对非洲投资也出现了迅速增

长。截止 2008 年末，中国在非洲投资存量达到 78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的 4.2%，仅 2008

年一年就高达 54.9 亿美元，较 2007 年增加 249%，占 2008 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的 9.8%。2009

年 11 月，第三次中非合作论坛对话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举行，在此次论坛上通过了沙姆沙

伊赫行动计划（2010—2012 年）。在该计划中，中国政府承诺在未来三年，将中非发展基金

规模增加到 30 亿美元，以支持中国企业尤其是广大的中小企业扩大对非投资。可以预计，

越来越多的中国中小企业将成为投资非洲的开拓者和实践者。 

一、中国对非洲投资历史发展 

中国对非洲投资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步阶段。中国对非洲投资始于20

世纪80年代初, 当时其主要动因是为了巩固以往的经济援助成果, 同时带动工程设备、原材

料, 以及其他产品出口。中国在非洲开始了包括兴办合资、独资企业在内的多种形式的互利



合作。从总体看, 此阶段中国对非洲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 投资规模较小, 每个项目平均投

资额约50万美元，第二阶段：发展阶段。90年代初, 中国开始将对非洲的援助转化为双边企

业间的合资合作。1995年, 中国政府改革援外方式, 将中非合作的主体从政府转向企业, 实

行援外方式和资金的多样化, 提出要积极推动双方企业合作, 并把援助与投资、贸易和其他

互利合作结合起来。与此同时, 中国在非洲国家逐步设立了11个“投资开发贸易促进中

心”
2
, 为双边投资和贸易提供信息与服务。1998年, 国家计划委员会(现“发改委”)确定

对非洲投资规划方案, 第一次就对非洲投资领域、规模及投资目标进行量化分析, 并提出了

相关的指导意见（姚桂梅，2009）。90年代末期,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 为适应中国产业结

构调整、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各方面的需要, 中国政府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资源丰富的

非洲成为中国实施此战略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对非洲投资工作开始孕育面向新世纪的战略

转变, 即由贸易型投资逐渐向资源开发类投资转变。第三阶段：逐步成熟阶段。2000年中非

合作论坛成立,包括建立中非发展基金等新举措的不断出台, 推动中国对非洲投资快速增

长。截止2008年中国对非洲投资存量为78亿美元。据中国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报告显示：目

前中国在非洲49个国家设立的境外企业达到1600家，占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总数的12.9%。中

国对非投资主要集中在南非、尼日利亚、赞比亚、苏丹、阿尔及利亚等国（见表1），中国投

资前十名的国家中南非占中国对非洲投资总额的39%，前十名国家占对非洲投资的82%（见图

1）。在非洲投资行业主要集中在资源开采、轻工产品制造、建筑业、农业等行业。其中，除

100多家大型企业外，大多数为中小企业。可以预见，随着中非第三次论坛相关政策的实施，

更多的中小企业将走向非洲。 

表1 中国对非洲投资存量地区分布（2003-2008年） 

（单位：万美元；%） 

国家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8 占

比 

非洲 49123 89955 255682 446183 780383 780383 1 

南非 4477 5887 16762 70237 304862 304862 0.390657 

尼日利亚 3198 7561 21594 63032 79591 79591 0.10199 

赞比亚 14370 14775 26786 42936 65133 65133 0.083463 

苏丹 55 17161 49713 57485 52825 52825 0.067691 

阿尔及利

亚 
570 3449 24737 39389 50882 50882 0.065201 

毛里求斯 1259 1263 5116 11590 23007 23007 0.029482 

坦桑尼亚 746 5380 11193 11092 19022 19022 0.024375 

马达加斯

加 
2813 4063 5434 7601 14652 14652 0.018775 

尼日尔 1250 1403 3299 13453 13650 13650 0.017491 

刚果（金） 24 1569 3761 10440 13414 13414 0.017189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报告2008. 

                                                   
2 肯尼亚、莫桑比克、科特迪瓦、喀麦隆、赞比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加蓬、马里、埃及、几内亚。 



 

 

图1 截止2008年中国对非洲投资存量前10名 

资料来源：见表1 

 

二、中小企业在非洲投资行业分布 

过去,中国私营资本在非洲的活动主要限于餐饮、百货零售等行业。近年来,随着中国中

小企业的壮大和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中国中小企业对非投资领域不断扩大,除传统的餐饮、零

售业外,在工程承包、医药、纺织、机械、电信等行业中的发展最为明显。此外,在农业、采

矿、能源等行业,中国私营企业也开始涉足，其中工程承包、医药行业、纺织行业是增长最

快和最受非洲欢迎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涉及到非洲国家民生工程，且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

会）。 

1. 工程承包行业:非洲各国工业化梦想由来已久,他们都希望改变本国单一的经济结构,

都把新建和改善公路、港口、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领域作为发展经济的优先选择。这为中

国对非工程承包提供了众多机会。对非工程承包包括商品贸易、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劳务

输出等,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对非贸易。近20年来,中国工程承包私营企业对非承包工程的规模

不断扩大,科技含量也日益增加。它们在非洲赢得良好的声誉,也增加了投资机会。例如浙江

天时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是浙江省宁波市的一所民营企业, 2007年,该公司在商务部

援建“贝宁中心”项目中成功中标,承担开发和经营“贝宁- 中国中心”项目,并获得项目

50年的经营权益,这样一个承包经营项目,带动了一大批相关产品对非出口。又如香港的中国

国际基金有限公司,在2006 - 2007年间在安哥拉修复一条在内战中被毁的连接安哥拉东西的

铁路,这条铁路修复后长1300公里,从本格拉港至靠近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洛武阿铁路还延伸

至赞比亚境内,在赞比亚铜矿区和安哥拉港口之间打开一条运输通道。�目前,在许多非洲国

家都分布着中国民营建筑与工程企业。 



2. 医药行业:非洲医药工业研发和生产水平较低,大部分药品需依靠进口来解决,是一

个具有相当开发潜力的市场。目前已经有不少中国公民在非洲经营小型医院和诊所,中医中

药为当地居地提供了可负担的基本医疗服务。中国医药企业也视不同地区的疾病状况和用药

需求有针对性的投资非洲医药行业。1993年,“北京科泰”到非洲销售抗疟药品, 2002年开

始进军非洲市场。他们改善产品,提升技术,努力融入当地社会,逐渐在这个疟疾盛行的地区

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口碑。北京科泰被华立药业收购后,华立药业公司改善产品,提升技

术,“科泰新”抗疟药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使用的特效药。2003年,华立药业开始改变经模

式,努力融入当地社会,招募本土员工,逐渐在这个贫困与疟疾盛行的地区树立了良好的企业

口碑。当其他医药企业甚至是西方跨国公司在非洲经营失败的时候,华立生产的抗疟疾药物

在东非和西非市场的占有率已排在前两位。 

3. 纺织行业:近年来,有大量中国私营企业在非洲从事服装批发销售,它们的注册资本

都较小,但经营灵活,获益不小。此外,也有中国私营企业利用从非洲国家出口纺织品到欧美

不受配额限制并可享受普惠制待遇的优势, 从90年代后期开始,许多中国纺织企业选择在非

洲开办服装加工厂。坦桑尼亚的中非友谊纺织厂,成立于1964年,近年经由中国常州一家纺织

公司改造,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如由山东青岛纺织总公司与赞比亚合资建立的穆隆古希纺织

有限公司在赞比亚投资与经营的过程中,为获取纺织用的棉花,并降低风险与成本,穆纺公司

与赞比亚农场主签约,为农民提供种棉花用的化肥、种子,并派专人监管,收获时再付棉花款,

与农户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穆纺公司用这种方式陆续控制了1万多公顷的棉田,成了赞比

亚最具实力的棉花开发商之一,不仅为穆纺公司降低原料成本40%,增强了产品竞争力,更有

助于平抑赞比亚当地棉花市场的价格,为当地经济的平稳发展做出了贡献。公司从1996年成

立到2006年十年间,已经发展成赞比亚最成功的纺织厂,而且利用非洲产品出口欧美无配额

限制的规定,将具有浓郁非洲风情的服装产品成功出口美国。�  

三、中小企业在非洲投资的特点 

1.投资的自发行为。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随着中非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

投资非洲主体日趋多样化，国有企业已经不再是唯一投资力量，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走进非

洲，因此，传统的国家行为转变成企业行为。大多数中小企业投资非洲完全是出于商业利益

的自发行为，这种自发行为促使中国投资非洲的地域范围空前扩大，截止2008年,中国的投

资项目已经遍布49个非洲国家, 覆盖率达81%。 

2.商贸活动较为活跃，但大多属于小本生意。这是中小企业在非洲投资创业的一个显著

特点。中小企业在非洲各国开办的贸易性、生产性企业近900家，主要涉及经营灵活的零售

行业、技术含量较低的初级加工行业，投资规模都不大。例如中国对非洲投资最多省份之一



的浙江省截止2007年在非洲投资的中小企业达到200多家，超过100万美元的只有14家。 

3.传统产业在非洲有较大的生存发展空间。非洲资源丰富，市场需求潜力巨大，但工业

经济相对落后。而作为出口大国的中国中小企业，加工制造能力相对较强，双方的互补性很

强。一些企业反映，在非洲特别适合于兴办制鞋、制衣、手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例如，

由浙江台州市中小企业经营者李传法于2002年投资兴建的埃中兄弟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现有

中方管理和技术人员30人，埃及员工500人，短短5年间，已拥有埃及50%以上的旅游鞋市场。 

4.企业在非洲投资创业的回报较为丰厚。一是许多非洲国家实行低税赋。如在埃及自由

贸易区投资创业只需按销售额的1%纳税，其它税费一概免除。在工业区投资创业还可免费获

得工业用地。这就给企业留下了较大的赢利空间。二是劳动力成本低廉，像埃及这样的文明

古国，普通技工的月薪仅为80美元左右。三是能源充裕及价格便宜，尤其是南非素有电力大

国之称，企业用电非常方便，平均商业电价每度仅为2.5-3美分。鉴于上述原因，在非洲兴

办的企业大多绩效良好，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如投资260万美元，于2005年兴办的达亨（博

茨瓦纳）集团有限公司，在2006年就实现销售额1.09亿普拉（折合2725万美元），并带动国

内产品出口1000多万美元，成为当地纺织行业的龙头企业。宁波兴隆车业有限公司在刚果

（金）开发铜矿、钴精矿，投入当年实现销售额2000万美元，第二年达到了6000万美元 

四、中小企业在非洲投资存在的问题 

1.缺乏清晰的投资策略 

大多数中小企业投资非洲是自发性行为，企业对非洲的了解非常有限，去非洲是抱着

“试一试”或者“赌一把”的态度。就目前状况来看，无论是企业层面还是政府层面在对非

洲投资策略上都需进一步清晰定位。中小企业赴非洲投资前应当对所属行业前景和区域坏境

有清晰的认识、明确的投资计划，并进行相应的可行性分析。 

2. 金融支持和保障体系不完善 

目前, 中国在非洲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 不仅自有资金不足, 而且在信贷、抵押等方面

无法满足银行的要求, 致使外汇资金的融通和汇兑渠道不畅, 制约了企业在非洲投资的决

策效率和投资规模。虽然国内出台了各项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有关优惠政策和措施, 但缺

乏相关配套政策, 资金支持力度有限。 

3.对投资风险认识不恰当 

一些中小企业对非洲认识非常有限，容易出现两个极端：一方面，有些企业对非洲的认



识还停留在传统的基础上，认为非洲遥远、贫困, 疾病和灾难多, 经济落后、市场狭小、劳

动力素质低下, 对非洲发展的潜力估计不足，从而在投资决策上犹豫不决，错过最佳投资时

机；而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对非洲投资又过于乐观，以为非洲遍地是黄金，非洲渴求发展基

金，投资条件优惠，非洲投资成本低等。这种乐观认识忽略了在非洲投资的其他风险。 

    4.人力资源不足 

除少数大型企业外，大多数中小企业不具备海外运作的能力，海外经营运作的经验非

常贫乏。目前在非洲的中小企业大多数不具备充足的人力资源，尤其缺乏对非洲情况非常了

解的人才，更缺乏懂经营、会管理、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随着近年非洲经济的发展，非洲

国家政府在颁布一系统吸引外资的政策外，也增加了对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要求，中

小企业必须有充足的人力资源来理解所在投资国政策。 

5.国际同行的竞争和指责 

企业本身由于缺乏“非洲通”式的人才，对非洲文化、宗教、习俗了解不足，再加上

有些企业缺乏长期战略目标，注重短期利益，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乃至中

国国家形象，例如，在对非出口中占最大份额的电子产品，部分商品在售后服务上并没有做

好，少数不法商人贩卖劣质产品等。等等这一切都成为西方国家指责中国企业的把柄。近年

来，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对能源、原材料和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西方国家也加大了对非洲的

关注。美、欧、日等从投资，援助等多方面加强了对非洲的控制。西方国家还以人权问题为

借口指责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活动，例如，2008年联合国人权年度例会上，欧美代表就苏丹达

尔富尔问题、津巴布韦竞选问题指责中国在上述两国的投资活动。 

五、促进中小企业投资非洲的对策 

目前中国投资非洲的中小企业普遍表现为人力资源不足、资金不足、经验不足、缺乏

清晰的投资定位。在非洲投资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情况下，我国政府应当积极引导中

小企业在非洲投资，国家一方面应当制定相应政策协助中小企业，变自发无序投资行为为政

府引导下的有序竞争行为，另一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投资非洲的公共服务 

1.提供资金支持 

解决中小企业资金问题，政府应当大幅增加优惠资金，在中非发展基金的基础上专门

设立针对中小企业投资非洲的支持基金。另外，应当积极鼓励中资国有金融机构进入非洲，

为当地中国中小企业提供资金融通、贸易结算、财务管理咨询上的便利。 



2.加强落实政府的扶持政策 

与大型国有企业不同,中小型企业往往规模小,技术层次低,对非投资过程中抵御风险

的能力比较弱,因而需要政府的扶持。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中小型私营企业投

资非洲的政策。2006年1月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对非洲政策》白皮书,其中涉及到要与非洲

国家共同营造促进中国私营企业投资非洲的良好环境。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决

定设立总额达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用以鼓励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建厂,在非洲国家建

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2007年8月,中国外交部在各经济贸易合作区内成立中国公民领事保

护中心,为中国公民提供全方位的领事保护与服务。2009年，第三次中非合作论坛更强调进

一步在非洲设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推动更多中国企业入区投资，

并为非洲中小企业入区发展提供便利。上述政策与措施的实施与落实将会有力地保障与推进

中国私营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活动。 

3.完善政府机制，提供投资公共服务 

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不可能像大型企业那样有充足的物力、财力、人力来全面了

解有关投资领域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信息，这就要求政府能够建立相关机构来负责

对非洲投资的信息咨询、评估，尤其需要学术界共同参与。目前，我国在对非洲投资在数据

收集、研究上还很不完善，国家关于对非洲投资信息的公布并没有规范化、常态化和细节化，

这应当作为今后重点推进的内容。 

4.规范投资行为，鼓励发挥行业商会的作用 

为规范投资行为，政府应当制定相关政策规范中小企业投资行为、增强中小企业的社会

责任性，并且鼓励通过行业商会的方式来实现。目前在非洲许多国家和城市,中国私营企业

和商人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这需要及时建立中国商会或行业商会,以维护和规范中国私营

企业的利益和经营行为。2005年3月,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政府和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

联合发起建立的中非商会建立。其目的是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促进中国和非洲之间的投资与

贸易项目,它也是中国和非洲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举办的第一个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PPP)项

目。�2006年11月5日,中国—非洲联合工商会成立,中非签署19亿美元合作协议。此组织由中

国国际贸促会与非洲商业、工业、农业、服务业商会联盟共同组建,旨在创建并发展中国和

非洲工商界在贸易、投资、技术转让、服务业、工业等领域开展合作的综合性框架,推动中

国和非洲间的商务活动,并帮助中国私营企业进行合法权益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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