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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如何，未来又将如何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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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二十年间，中国一跃成为了非洲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从对非贸易、

投资、基建融资和发展援助的深度和广度上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

国相比。中国“巨龙”——业务多元、规模各异的中国企业为非洲大陆的

每一个角落带来了资本、技术和创业精神，加快了非洲“雄狮”的经济发

展步伐。但是，由于完整可靠的数据较少，对中非经济合作的现状进行衡

量一直是个巨大挑战。 

本报告旨在从事实出发，勾勒中非经济关系的全貌。通过与 100 多位

非洲商界领袖和政府高层人士的当面交流，以及与八个非洲国家的 1000

多家中国企业管理者的现场访谈，我们在实地调研中收集了大量中非经济

合作相关数据，且所选取的八个非洲国家的 GDP 约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总 GDP 的 2/3。 

1.巨龙降临：非洲的头号经济伙伴 

进入 21 世纪之后，中国快速成长为非洲的头号经济伙伴。中非贸易

额在这一时期以每年 20％左右的速度迅猛增长，过去十年间中国对非洲的

外商直接投资（FDI）年均增速更高达 40%1。尽管如此，这些惊人的数字

仍然低估了实际情况：我们发现，如果将非官方渠道的资金流计算在内，

从中国流向非洲的资金将比官方统计高出 15％左右。此外，中国也是非洲

各国发展援助资金和基础建设融资的重要提供方，其注资力度还在持续增

长，近年来非洲最重大的基建工程背后几乎都有着中国投资者的身影。 



 

 - 3 - 

我们从贸易往来、直接投资存量、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基建融资和发

展援助五个维度评估了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伙伴关系，评估发现，

在任何一个维度上，中国都是非洲排名前四的合作伙伴，而没有任何一个

其他国家跟非洲的经济往来能达到如此深度和广度。 

2.群龙盘踞：在非中国企业的多样性、规模与雄心 

这些宏观经济数据的背后是遍布非洲大陆数以万计的中国“巨龙”，

然而在此次调研开展之前，甚至没有人统计过这些中国企业的数量。调研

发现，非洲八国的中资企业总数量是中国商务部注册数量的 2-9 倍（值此

研究进行之际，中国商务部拥有最全面的在非中国企业数据库）。基于这八

个国家的数据，我们推断目前整个非洲大陆的中资企业已经超过一万家，

其中约 90%都是民营企业。这个数据使此前所谓的“仅一个单一业务模式、

大体量的‘中国公司’在推动对非投资”传言不攻自破。虽然国有企业的

规模很大（特别是在能源和基础设施等行业），但因市场机遇而来的中国民

营企业数量极多，总体看来，中国对非投资仍属于市场化行为。 

我们在非洲的各个行业里都能看到中国企业的身影：其中近 1/3 的企

业从事制造业，1/4 从事服务业，1/5 开展各类贸易往来，此外还有不少建

筑和房地产企业。据估算，在 2015 年，在非中国制造业企业年产值约 5000

亿美元，占非洲制造业生产总值的 12%；而中国企业在基建领域的主导地

位更为明显——几乎占据了国际承包商在非洲工程建设市场的半壁江山。

这些中国企业大部分都在盈利，其中 1/3 的企业利润率甚至超过 20%；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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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市场触觉极其敏锐，能够快速适应新环境、捕捉新机遇。除了埃塞俄

比亚等少数国家，非洲各国的中国企业主要侧重于满足日益增长的非洲市

场需求，而非出口业务。 

当被问及发展前景时，多达 74%的中国企业对未来表示乐观，相应地，

许多中国企业早已不仅满足于相对初级的的贸易或劳务承包业务，纷纷在

非洲进行了长期投资。 

3.瑕不掩瑜：盘点中国对非投资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对非投资和商业活动为当地带来了三大经济红

利：创造就业和技能养成、技术和知识转让，以及基础设施融资和开发：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商业活动愈发活跃，且为当地

经济、政府和人民带来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在某些方面仍有进步空间： 

4.舞步各异：中非合作的四种模式 

我们集中研究了八个非洲大型经济体的经济数据，总结出了中非合作

的四种模式： 

强健型：埃塞俄比亚和南非明确将中国视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在

投资、贸易、融资和发展援助等方面与中国展开了深度合作。例如，两国

已将具体的对华经济合作方针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不仅与中国中央

政府密切往来，两国政府还与中国各省级地方政府建立了合作关系。另一

方面，中国也相应将这些非洲一路”等各种中国主导的多边合作来巩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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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合作交流。因此，我们预计中国对处于强健合作模式中的非洲国家

投资将持续快速增长。 

稳固型：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目前与中国的合作深度虽不及

埃塞俄比亚和南非，但政府间往来密切，来自中国的商业投资活动也在不

断发展。这三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但尚未将这种认识转化

为清晰的发展战略。在这三个国家，均有数百家中国企业在各行各业从事

商业活动，但主要是基于历史原因的市场自发行为，真正由政府引导的战

略型经济合作尚未成型，仍有巨大潜力。 

失衡型：安哥拉和赞比亚与中国间的经济合作领域相对集中，模式比

较单一。以安哥拉为例，政府主要依靠为中国供应石油来换取中国在资金

及大型基建项目方面的支持。但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以市场为导向的中

国私营部门投资却十分有限；安哥拉国内仅有 70-75%的中国企业属于私

营企业，其他国家的比例均高达 90%左右。赞比亚的情况则恰恰相反：私

营企业投资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当地监管机构的监督力度不足，中国企

业的劳工和腐败丑闻也相对更多。 

初生型：科特迪瓦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合作模式尚不

明确。向该国投资的中国企业较少，而且大多仍处于贸易等长期投入度较

低的行业。 

5.千亿良机：充分释放中非合作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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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相关的各界人士都清晰地意识到了一点：中非关系将持续深

入地发展下去。我们访谈的 100 多名非洲商界领袖和政府高层人士几乎一

致认为，非洲与中国的合作机会远大于任何其他外国合作伙伴（包括巴西、

欧盟、印度、英国和美国）。 

那么中非经济合作在未来十年的发展究竟会达到什么水平呢？我们设

想了两种可能的情境：情境一，在非中国企业的营收规模稳步增长，预计

将从 2015 年的 1800 亿美元增长到 2025 年的约 2500 亿美元。在该“稳

步发展”情境下，中国企业的发展与市场大势一致，仅随着非洲经济的扩

张稳定保持当前市场份额，目前在非中国企业投资力度最大的前三个行业

——制造业、资源开采和基础设施，到 2025 年仍为中国对非投资的主导

行业。 

但我们认为中非合作的潜力远不止于此：在第二种“加速增长”情境

下，在非中国企业的成长速度显著加快，向新老行业大举扩张，到 2025

年的营收总额可能达到 4400 亿美元。中国对非投资三大龙头行业中的中

国企业将快速发展，其市场规模发展速度将超过非洲的经济增速。不仅如

此，中国企业还将进军五个新领域：农业、银行和保险、房地产、电信、

交通物流。这种跨界扩张很可能始于主导行业的相关领域，例如从建筑行

业扩张到房地产行业。此外，实现加速发展还需要中国企业将国内的成功

实践经验充分应用于非洲市场，这其中包括了电子科技、农业以及数字金

融领域的商业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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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非投资和商业活动的加速发展，对非洲将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在宏观经济层面，非洲经济可以获得更多资本投入，从而提高生产力、竞

争力和技术成熟度，让千百万非洲人民获得稳定就业，但在微观层面也必

然存在激烈的竞争。非洲企业的生产力显著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一现

象在制造业等领域尤其严重，因此非洲本土企业亟需大幅提升生产力和运

营效率，才能更从容地面对压境而来的中国“巨龙”——无论是与之竞争

还是展开合作。 

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中国企业会扎根在非洲大陆。而随着中国企业

对非洲经济的参与度不断加深，中非双方进一步完善合作关系的需求愈加

迫切，其中的关键是进一步强化非洲公共及私营部门所能起到的推动作用。

此外，中非双方还需要共同努力解决三个主要问题：存在于某些非洲国家

的贪污腐败、对投资者人身安全的威胁，以及语言和文化障碍。在八个被

调研国家中，有五个国家存在 60%到 87%不等的中国企业在获取从业许可

时曾支付过“小费”或贿赂；除了贪污腐败以外，受访的中国企业普遍担

心的第二大问题是员工的人身安全得不到应有保障；而非洲受访者则表示

语言和文化是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障碍，因为这会导致中国企业误解和忽

视非洲当地的法律法规。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但种种误解无

法消除，还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危及中非经济合作的可持续

发展。 

中非双方的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都应各尽其责，共同实现强化中非合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3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