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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展的国内资源动员
’

一

以 南 部 非 洲发展共 同 体 国 家 为 例

〔 津 巴布 韦 〕 伦纳德
？ 奇通戈

【 内容提要 】 南部 非洲 发展共 同体 （
ＳＤＡＣ ） 的 工业 化战略 已成 为

该地 区发展议程的 支柱 。 本文探讨 国 内 资 源动 员 （
ＤＲＭ

） 为该战略提

供资金的作用 。 基于 国 内 资 源 动 员相 关理论并依 照发展 中 国 家 的 国 内

资源动 员 经验和 南共体 自 身 经验 ，
本文探索 南共体国 内 资 源动 员 的路

径
， 并得 出 以 下结论 ： 南共体地区 的 中长 期计 划取决 于工业部 门 在 国

家和地 区两级的发展和现代化程度
； 有必要在 国 家和地 区层 面发展健

全的 融资机制 ，
确保 南 共体 国 家和地 区成功 实现经济现代化

——个人

通过个人所得税和储蓄 、 企业通过企业 所得税和其他相 关税收 、 政府

通过各种公共收入和倩务管理策略 ， 为发展资 源做 出贡献 。

【关 键 词 】 南部 非 洲 发展共 同 体
； 国 内 资 源 动 员 ；

工业 化 战

略
；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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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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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 以下简称
“

南共体
”

） 工业化战略提供资金方面

可以发挥的作用 。 此战略已 经成为该地 区发展议程 的支柱 。 文章探讨 了

个人 、 企业和政府在 国 内 资源 动员 中的作用 ， 出 发点如下 ： 个人通过个

人所得税和储蓄 、 企业通过企业所得税和其他相关税收 、 政府通过各种

公共收人和债务管理策略 ， 都能够为发展资源做出贡献 。

南部非洲共同体的背景

南共体是一个政府间 组织 ， 由 １ ５ 个南 部非洲 国家组成 ，
即 安哥拉 、

博茨瓦纳 、 刚果 （ 金 ） 、 莱索托 、 马达加斯加岛 、 马拉维 、 毛里求斯 、 莫

桑 比克 、 纳米 比亚 、 塞舌 尔 、 南非 、 斯威士兰 、 坦桑尼亚 、 赞比 亚和津

巴布韦 。
①

南共体的 主要 目 标是
“

通 过髙效 的生产体系 、 深 入的合作与整 合 、

良好治理和长治久安 ， 促进 １５ 个南部非洲成员 国可持续和公平的经济增

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

。

南共体成员 国 已经决定将工业化置于本地 区发展议程的前沿位置 。

２ ０ １４ 年 ８ 月 ， 在津 巴布韦维多 利亚瀑布举行 的 南共体 国 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会议上 ， 各国做 出这一决定 。 首脑会议 的主题是 ：

“

南部非洲 发 展

共 同体经济转型战略 ： 通过矿产加工和提离 附加埔值来促进经济 和社会

可持续发展
”

。

？ 该决定最终促成南共体
“

２０ １５
—

２０６３ 年工业化战 略与

蓝图
”

。

南共体地区工业化的主要原则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南共体
“

２０ １ ５
—

２０６３ 年工业化战略 与蓝 图
”

在

津巴布韦哈拉雷的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得到批准 。 战略序言部分

谈到
“

通过工业化 、 现代化 、 升级和加强 区域一体化
，
以实 现南 共体地

区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

。 战略重点是
“

从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 转 向

①原文如此
一译 注 。

② 厘文为斜体 ， 译文改为黑体 ，
下 同一译注 。



１ ２２ 非洲研究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１ 卷 （ 总 第 １２ 卷 ）

依靠增加投资 、 提高劳动 力和资本生产率
”

。 南共体的工业化战略包含在

各国发展战略 、 愿 景和计划 、 南共体条 约 、 区域性战 略发展指 导计划

（
ＲＩＳＤＰ ） 、 南共体议定书 ， 特别是工业发展 政策框架 （

ＩＤＰＦ
） 之中 。 该

战略也得到非洲联盟 的加速非洲工业发展决议和 《
２０６３ 年议程 》 的启 发 。

这一战略和蓝图分为三个阶段 ， 如图 １ 所示 。

第 提前处理产业

Ｋ发展和市场
一

１ 体化 ，
以及相

＾关基础设施和
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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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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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力

Ｖ Ｉ

華

＊ 创新驱动阶段
，

孟 特点是应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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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南共体工业化战略及其分步实施路线

南共体工业化战略设想 ， 增 长的基础是发展农业 和矿产 品加工 和下

游加工参 与 ， 在国家 、 区域 和全价值链层面不断攀升 。 这些重点领域取

决于开发该地区丰富的 自 然资源 。 考虑到南共体地 区 的储蓄和投资水平

均低 ， 如果要达到 目 标 ， 该战略设定投资水平至少要达 到 国 内生产总值

（ ＧＤＰ ） 的
３０％ 。

如此宏伟 的计划 的难题之一 ， 就是缺乏适 当 的 融资机制保障 。 表 １

显示南共体工业化战略和蓝图资金支持中动员 国 内资源的重点领域 。

表 １ 南共体工业化战略和蓝围 中国 内资源的动员的设想来源

国 内资源 主要行动

内部财政体系 结构性改革将强调产业 开发
，
包括改善 中小企业的准人

金融部 门
深人开发金融部 门

，
特 别注重 为工业 提供 中 长期融 资 ，

包括使 用

创新融资工具和机构性储 蓄
，
例如养老基金

资本市场
通过宽松中 型 企业 准人 规则 ， 扩大上 市公 司 数量

，
扩大 新的筹 资

业务 。 创建地 区性证券交易所

私募股权基金
鼓励私人股本 通过 投资 中小企业 和农 业企 业等 领域 以 扩 大投 资

组合

公私合作
公私伙伴关系 ， 包括促进 重大基 础设施 和工业化 项 目 实施 的外 资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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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内资源 主要行动

南共体发展基金
规划 中 的南共体发展基金 亟待 形成一 个拥有 吸引 国 际资金能 力的

区域开发银行

主权财富基金
资源富足的南共体 国 家应该运 用 主权财窗 基金 ， 在 制造业 和服务

业等领域促进经济多元化

汇款框架
通过 明确的传导机 制和激 励机 制 ， 促进大 规模海 外储蓄 动员 ， 以

发展侨汇框架

南共体蓝图设想 ，
工业发展所需的 国 内资源可以 借力 于外部融 资工

具 ， 包括技术援助等外 国援助 ， 和包括来 自 南共体成员 国 的外 国直接投

资 （
ＦＤ Ｉ

）

——

南共体成员 国之间的直接投资已经在跨国项 目 融资中 发挥

重要作用 。 在南共体地 区有志于发展其工业 化战略和蓝图 的背景下 ， 回

顾国 内资源动员 的重要原则恰逢其时 。

理解国内资源动员

国 内资源动员 涉及一个 国 家筹集发展资 金而能够动员 的所有 资源 。

大多数国家的经验是 ， 大部分国 内 资源来 自 税务收人 ， 但也包括其他非

税收人 。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表明 ， 大多数发展中 国 家的税 收收人平均

约为 ＧＤＰ 的 １７％
，
而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 ３５％ 。 １ ７％ 和 ３５％ 之间的差距

表明 ， 发展中 国家有机会从本国 获得更多资源 ， 并将这些资源用于发展

目标 。 这种差距 的原 因往往来 自 于
“

３ Ｃ
”

问题 ： 能力 （
Ｃ ａ

ｐ ａ
ｃ ｉｔｙ ） 、 （政

府 ） 控制 （
Ｃａｐｔｕｒｅ

） 和腐败问题 （
Ｃｏｒｒｕｐ

ｔｉｏｎ ） 〇

经济增长是国 内 资源形成 的来源 ， 因此 ， 必须得 到 国家各层面有利

环境的支持 。 创造有利环境必须遵循健全的社会 、 环境和经济政策
，
适

当 的财政空间 ， 良治和符合人民需求的 民主透明机制等基本原则 。

可以采取一些重要措施 ， 夯实基础 以便建立完善 的 国 内资源动员 战

略 。 这些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 通过现代化的 累进税收制度 、 改蕃税收政策和提高税收功效 ， 加

强税收管理 ；

？ 通过加强国家监管 ， 加强 国际合作 和降低避税概率并在所有税收

协定 中增加反滥用条款 ， 打击逃税和腐败 ，
以减少非法资金流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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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向 自 然资源加工和提髙附加值 ， 以及产品多样化方面的投资
；

？ 推动高效的 国 家和地区开发银行在 信贷市场 中 发挥更大 的作 用 ，

为可持续发展融资 ；

？ 支持城市和地方政府尽可能利用当 地资源实施项 目
，
以促进地方

工业的发展 。

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源动员经验

有必要指 出 ， 国 内资源动员将有助于发展 中 国家减少对援助的依赖 。

欧洲联盟一份题为 《 结合融资和政策 以 实施变革性 ２０１Ｓ 年后发展议程》

的发展报告提 出
，
随着 收入 的增加 ，

私人融资 日 趋重要 。 报告 还指 出
，

国内私人融资 （ 即私营部 门 的 固 定资产总额减去外 国直接投资 ） 随着收

人的增加而增加 ， 并在人均收入为 １０００ 至 ２０００ 美元时 ， 超过官方发展援

助额 。 人均收入在 ２０００ 至 ３０００ 美元之间时 ， 侨汇和外 国直接投资也超过

官方发展援助 ， 尽管这两项 占 国 内生产总值 的份额 比 国 内私人投 资 的份

额要低
一些 。

国 内资源动员战略在民众与 国家之间相互信任 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

发挥作用 ， 例如主动纳税
——表 明 民众支持 国家有所 收益 ， 国家则负 责

任地使用资源 。 国内资源动员 也有助于构建 良好 的社会 内部关系 ， 保持

社会活力 。 实证研究显示 ， 在税收收人多 的 国家 ， 经济资源分布更均匀 ，

从而形成更大的社会凝聚力？ 。

大多数发展 中 国家依靠一 、 两种资源获得收入
——

自 然资源或关税

收人 。 由 于技术和统计能力薄弱 以及大量非正规和农业部 门 的存在 ，
对

于大多数国家而言 ， 很 难扩大税基 。 国 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数据表明 ，

一

些发展中国家 财政总收人大多来 自 不可再生 的 自 然资 源 ， 如 刚果 （ 金 ）

的 ７ ８％
， 安哥拉的 ７６％

，
尼 日 利亚的 ６８％

， 苏丹的 ５５％（
ＩＭＦ

，２０ １ ２
） 。

据世界银行数据 ， 南苏丹 ２０ １ １ 年的财政收人 ９８％来 自 石油 。

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 面临 的另 一个问题是公 民个人纳税意愿低 。 有些

人
，
甚至有些公司 ， 认为政府缺乏合法性 ， 因而不愿纳税 。

２０ １ ０ 年经合

①Ｄｅｕ ｔｓｃｈ ｅｓＩｎ ｓｔｉｔ ｕｔ ｆＵ ｒＥｎｔｗｉｃ ｋｌ ｕｎ
ｇ
ｓ
ｐ
ｏｌ ｉｔｉｋ ｔＴａｘａ

ｔ
ｉｏｎ

ｔＳｏｃｉａ ｌＣｏ ｈｅｓ ｉｏｎａｎｄＦ ｉｓｃ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 ｌｉｚａ
？

ｔ
ｉｏｎｉｎＬａ ｔ

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ｖｏ ｎＨａｌｄｅｎｗａｎ

ｇ ，
２００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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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 缺乏纳税 意愿 与认为政府官员可能腐败 、 政

府一贯滥用公共资金 ， （财政 ） 开支模式可能并不反映民众意愿等看法有

关 。 这项研究 以刚果 （金 ） 为 例 ， 称有证据 表 明 ， 政府髙官从与跨 国公

司秘密签订采矿合同中侵吞大量资金 。

发展 中 国 家需要 采取措施 夯实 国 内 资源动 员 的基 础 ， 以确 保从 内

部 资源 为发展 提供资金 。 这些措施可 以 包括 ： 侧重 直接征税 以 扩大税

基
；
建立管理 自 然资源收人的 机制 和善于 同跨 国 企业交往 。 在税收激

励 管理 、 转让定价机制方面提高透 明 度 ， 通过加强税 收征 管和开支管

理之间 的联 系 来提升公 民纳税意识 。 例如 ， 安哥拉 的 责任机 制规定 以

收益率 为基 础 的石油产 品 利润 分享 机制 ； 在 马拉 维 ， 税 收立法 规定 ，

当 累计 现金 流量超过 ２ ０％ 的 内部收益率时 ， 对采矿 业征 收 １ ０％ 的 资

源租金税 。

南共体的经验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规划与协调 机构和联合 国非 洲经 济委员 会在

２０ １４ 年 １ 月 联名发表的一篇名 为 《非洲着眼 内部 ： 动员 国 内财政资源以

推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 国 家 、 地 区规划与项 目 》 的文 章 ， 认为 官方

发展援助 （ ＯＤＡ ） 不会带来非洲 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 并极力主张非洲有

支持发展和运用国 内金融工具的资源基础 。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援引 以下主要指标 ， 说明非洲的潜在资源丰富 。

每年 ， 非洲国家国 内生产总值超过 ５２００ 亿美元 ，
从矿物和矿物燃料

中收入 １ ６８０ 多亿美元 ， 并且各 国中央银行的 国际储备总和超过 ４０００ 亿美

元 。 海外侨汇在 ２０ １２ 年上升到 ４００ 亿美元 ， 并有可能因金融资产证券化 ，

每年增长 １００ 亿美元 。 非洲股市市值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３ 亿美元 ， 上涨至 ２００７

年的 １ ． ２ 万亿美元 。 据估算 ， 银行准备金为 ６００ 亿美元 ， 而银行业流动性

高 。 大约 １０ 个非洲 国家建立了 主权财富基金和稳定基 金 ， 非洲 的私募股

权投资市场估价为 ３００ 亿美元 。

非法资金流动在 １ ９７０
—

２００８ 年达到 ８５４０ 亿美元 。 如果能有减少 ， 将

有助于在非洲大陆为发展项 目融资 。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 ＧＤＰ总和稳定增长到时价 ７０００ 亿美元 。 如图

２ 南共体统计署数据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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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２００ 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 １ ０２０ １ １２０ １ ２２０ １ ３ （年份 ）

图 ２ 南 非共体 国 家现价 ＧＤ Ｐ

资料来源 ： ＳＡＤＣ Ｓ ｔａｔ ｉ ａ 丨 ｉｃ ｇＣａｍｍｉ
ｌ
ｔｅ ｅＰｒ ｅｔａｒｉａ ， ＳＡ 〇

南共体国家的 国际储备也在稳步增 加 ，
如 图 ３ 所示 。 该地 区 已经 在

讨论如何利用这些储备 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

２００４２０ 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 １ ０２０ １ １２０ １ ２２０ １ ３ （ 年份 ）

图 ３ 南非 体国 家 国 际 储备

资料来源 ： ＳＡＤＣＳ ｔａ ｔ ｉ ｓｔｉｃｓＣ ａｍｍｉ ｔ ｔｅｅＰ ｒｅｔａｒｉ ａ ， ＳＡ 〇

南共体产业开发框架政策认识到 发展融资机 构 （
Ｄ ｅｖｅ ｌ ｏｐｍｅｎ ｔＦ ｉｎａ ｎｃ ｅ

Ｉ ｎｓｔ ｉｔｕ ｔ ｉ ｏｎ ｓ
，ＤＦ Ｉｓ ） 在支持产业开发 中 的作用 ， 但也注 意 到这种支 持作用

并不到位 。 该地区 的发展融资机 构大多资助 国 内或地方项 目 ，
并不支持

地区级的项 目 。 因此 ， 南共体产业开发框架政策 强调建立侧重促进跨 境

产业联系并满足 中小企业需求 的产业融资机 制 。 该政策 文件 还指 出 ，
本

地 区得到 的大多数官方发展援助都针对社会部门 。

２〇０３ 年 ， 南共体 成立发展 金融资 源 中 心 （
Ｄ ｅｖ ｅ ｌｏｐｍｅ ｎ 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Ｒ 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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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ｒｃｅＣｅｎｔｒｅ
，

ＤＦＲＣ
） ，
协助成 员 国加 强发展融资机构 ，

增强其履行职

责 、 致力于地区发展的能 力 。 其中业务预算 由 南共体发展融资机构 网络

成员 出资 ， 并通过合作伙伴 资助提供研究 和咨询服务 ， 促进 中小企业、

基础设施建设 、 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和能力建设 。

南共体发展融资机构网络 目前 由来 自南共体 １ ３ 个国家的 ３２ 名成员组

成 。 对南共体发展金融资源中心工作的重点领域为 以下几个 ：

？ 金融部 门 改革 与 强化和发展资本市场 ；

？ 包括能力 建设的机构 支持 ；

？ 支持 中 小企业发展 ；

？ 基础设施建设 、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

南共体成员 国同意建立发展金融资源中心 主办的共同体发展基金 。 该

发展基金的资源来 自成员 国 、 私营部 门和合作伙伴 的资金 。 其主要 目 标是

为发展融资机构创建长期融资储备 ，
主要用于支持基础设施项 目 建设 。

南共体负责财政事务的是财政官员委员会 ， 负责成员 国货币政策的是央

行行长委员会。 央行行长委员会负责开发金融机构和市场 ， 推动国际和地 区

金融关系 、 货币 、 投资和外汇政策的合作 。 这些对利用金融资源为地区工业

发展融资都极其重要 。 央行行长委员会由秘书处东道国南非负责协调 。

资本市场是南共体为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展提供融资 的组成部分 。 《南

共体财政和投资议定书 》 于 ２００６ 年签署 。 该议定书 旨在帮助扩大资本市

场和管理地区股票交易所 。 在约翰 内斯堡证券交易所 的支持下 ， 南共体

证券交易委员会 （ ＣｏＳＳＥ ） 于 １ ９９７ 年成立 。 保 险 、 证券和非银行金融机

构委员会也于 １９９８ 年成立 ， 旨在运行一个协调 的 、 基于风险评估 的资本

市场监管框架 ， 同时降低风险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政府通过直接投资于准政府机构而为工业融 资 。 该地 区的 大多数 国

家政府已经将国有企业私有化 ，
更多关注提供有利 的财政环境

——

鼓励

对工业项 目 的投资 ， 支持风险资本投资 。 资金不足是限制私营部门在工

业方面 的新增投资的主要原因 。

在南部非洲 ， 大多数 国家的 银行业资本金不充足削 弱 了 他们 支持 工

业化 的能力 。 大多数 国家的 资本市场深度也有 限 ， 需要 采取政策开发侧

重工业债券和商业票据的资本市场 。 保险和养老基金等非金融机构也可以

成为推动此类金融市场的重要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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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 区工业项 目 的 资金主要来源是发展融资机构 。 这些机构提供 的

主要产品包括 ：

？ ３ 至 １２ 年期 的 中 长期贷款 ；

？ 贸 易 融 资 ；

？ 股权投资 ；

？ 租赁融 资 ；

？ 房地产 开发资金 。

南非在地区金融市场的地位

南非是非洲金融市场的主导者 。 该国拥有世界
一流 的金融业

——强健

的资本 、 技术 、 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监管环境 。 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 １ ３／２０ １４ 全

球竞争力报告 》 １４８ 个国家排名 中 ， 南非金融市场发展位列第三 。 许多外国

银行都在南非建立了分支机构或代表处 ， 有些则购进当地银行的股份。

南非也是非洲外 国直 接投资 市场 的 主要参 与者 。 南 非 财政部 长在

２０ １４ 年的财政预箅案 中表示 ， 计划对投资非洲其他地 区 的公司进一步放

宽税收和外汇交易限制 。 南非财政部估计 ， 南非在非洲 的投资超过 ３ ６０ 亿

兰特
，
是非洲大陆投 资最多 的两个发展 中 国家之

一

。 《 外国 直接投资情

报 》 ２０ １ ３ 年的 一 份报告 指 出 ， 南 非 公 司 在 非 洲大 陆 跨境 投 资 增 加 了

５００％ 以上。 大部分项 目 集中于在金融 （ 标准银行 ） 、 零售 （
Ｓｈｏｐ

ｒｉｔｅ 连锁

超市集团 ） 和电信 （
ＭＴＮ 多国移动通信集团 ） 等行业 。

一些项 目与消费品部门有关 ， 如饮料 、 食品和烟草 ，
少数项 目 涉及与资

源相关的部门 。 这些项 目 的分布表明 ， 南非公司在非洲的大多数投资旨在扩

大市场 。 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更多地投入有助于本地区工业化的领域 。

南非 国家经济发展与劳动委员会 （
Ｎｅｄｌａｃ ） 所 属产业 开发 、 增长 与

资产研究基金 （
ＦＲＩＤＧＥ

）

？ 委托的一份报告指 出 ， 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国家

①ＢｏｂｂｙＢｅｒｋ ｏｗ ｉｔｚ
，ＹａＢｈＲａｍｋｏｌｏｗａｎ

，Ｍａｔｔ ｈｅｗ Ｓｔｅｍ
，Ｆｏｕｃｈ

ｆｅ Ｖｅ ｎｔ ｅｒａｎｄＭｅ ｌｉｓｓａＷｅｂｂ
，Ｔｈｅ

Ｒｏ ｌｅｏｆＳｏｕ 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ｎＢ ｕｓｉｎｅ ｓｓｉ ｎＡｆｒｉｃａ
：Ｓｏ ｕ ｔｈＡｆｒ ｉｃａ ｎＯｕ ｔｗａｒｄＩｎｖ ｅｓｔｍｅｎ ｔ

，
Ｎ ｅｄ ｌａｃ

南非国家

经济发展与劳动委员会 网站
，

２０ 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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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南非公司最集中的地区 ， 其次是南共体国家 ， 主要市场在东非和西非 ，
对

北非的投资有限 。 尼 日 利亚 、 加纳 、 纳米 比亚 、 赞比亚 、 安哥拉 、 肯尼亚和

莫桑 比克是南非公司在非洲大陆最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 目 的地 。 这些市场 由

于其高增长 、 高机会 、 相对成熟的区位重要性和资源丰富等因素而受到青睐 。

南非工业发展公司 是个 发展融资机构 ， 业务成熟并 向境外发展 。 其

业务概况如表 ２ 所示 。

表 ２ 南非工业发展公司 业务概况

业务类别 服务对象 业务周期 涉及领域 融资产 品 涉及地区

提供发展融资 企业政府 概念形成 农业附加 普通偾务 南非

项 目 开发
其他发展 前期可行性

勘探 和选矿
准股权和 南非之外的

融资机构 研究
，

股权融资 非洲

研究和政策咨询
可行性研究 制造业

绿色产业

进 出 口贷款

短期贸易贷款

资金管理
立项 工业基础设施

融资

从全球各 地

旅游业

信息与通倌产业

媒体与电影

过渡性融资 进 口至南 非

非融资性业务

支持
产品商业化

拓展
担保

风险投资

的设备

医疗保健
通过中介机构

能力建设
成热

提供批发融 资

资料来源 ： 南非工业发展公司 ０

南非工业发展公司 为南非 和整个非洲大陆的工业发展提供资金 ，
还

支持在该地区的其他发展融资机构 ， 并通过与 当地合作伙伴的合作实施

地区项 目 。

南部非洲开发银行 （
ＤＢＳＡ

） 是南非政府全资拥有的另
一家发展融资

机构 ， 为国内和地区项 目 提供资金 。 其融资平 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 南共体项 目预备和开发计划 （
ＰＰＤＦ

） ， 旨在帮助南共体实施地 区

基础设施发展总体规划 ， 侧重能源 、 运输 、 水资源 以及信息和通信技 术

产业项 目 。

？ 泛非能力建设项 目 （
ＰＡＣ ＢＰ ） ， 由南非工业发展公司 （

ＩＤＣ
） 和法

国开发署 （ Ａｇ
ｅｎｃｅ Ｆ ｒａｎ ｃａ ｉｓｅ ｄ 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ｐ ｅｍｅｎｔ ） 合作实施 ， 侧重通过撒哈

拉以南的地区性发展融资机构 、 政府部 门 、 半政府机构和其他发展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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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者 ， 培养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 。

？ 南非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
Ｉ ＩＰＳＡ

） 和绿色基金这两个国 内项 目 。

南非第六个年度产业政策行动计划 （
ＩＰＡＰ２０ １４／ １ ５

－

２０ １６／ １７
） 强调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 ， 指 出投资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区域价

值链相关项 目
，
对实现该区域 的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

南共体国内资源动员的路径

可以利用现有的融资机制支持南共体地区 的工 业发展 ，
也可以 开发

利用成员 国和地区经济潜力 的新机制 。 下文归 纳 了利用公共和私人融资

为南共体国家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的各种路径 。

国 内公共融资

ａ
） 改革国 内税收 ， 确保税收制度公平 、 高效和透明 。

ｂ ） 通过国际合作来处理逃税和非法资金流出 。

ｃ ） 制定完 善 的 财务 管 理框 架 ，
涵 盖 预算 过程 和政府采 购 的所有

要素 。

ｄ
） 增强偾务管理的能力 。

ｅ ） 在没有 国家开发银行的 国家设立 国家开发银行 。

ｆ
） 建立对话平台 以交流经验 。

国 内私募融资

ａ
） 促进包容性融资和为家庭 、 中 小企业融资 ， 并开发资本市场 。

ｂ
） 发展创新型 中小企业 的融资机制 ， 包括集资和证券化 。

ｃ
） 政府 加强 营造鼓励私人投资 的 国 内政策 、 法 律 、 监 管和 制 度

环境 。

ｄ ） 制度和政策应平衡信贷和金融服务 ， 管 理风险 ， 促进 金融市场

稳定 。

地区倡议

ａ
） 南共体发展基金

南共体发展基金将是该地区工业发展和相关基础设施项 目 的主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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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来源 。 因此迫切需要确立基金 的运作模式 。 目前 的共识是 ： 南共体成

员 国政府将拥有 ５ １ ％ 的基金 ，
私营部门拥有 ３７％

， 合作伙伴拥有 １２％ 。

基金启 动需要 １ ２ 亿美元 的种子资金 。 这一数额与该地区在基础设施融资

缺 口相 比微不足道 。 这就要求 建立其他筹资机制 ， 确保基金 资本化达到

—定程度 ， 以实现其预期 目标 。

ｂ ） 加强南南合作

自 ２００９ 年在肯尼亚 内罗毕举行南南合作联合国髙层会议 以来 ， 各 国

政府 、 地区实体和联合 国机构对实施南南合作 和三方合作 的支持力度不

断加强 。 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 （ ＵＮ ＩＤＯ ） 作为南 南合作 的全球 召 集人 ，

—直支持南南技术合作项 目 、 推动南南合作建立各种平 台 、 网络和伙伴

关系 。 工发组织支持的南南合作倡议包括 ： 旨在促进产业发展知识和专

业技术交流的产业知识库 （
Ｉｎｄ ｕｓｔｒｉ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ｎｋ ，ＩＫＢ ）／（

Ｂ ａｎｃｏｄ ｅ

Ｃｏｎｏｃｉｍ ｉｅｎｔ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ＢＣ Ｉ

） 、 构建全球私营部 门管理系 统 的 繁荣 网络

（
Ｎｅ ｔｗｏ ｒｋｓｆｏｒＰｒｏ ｓｐｅ

ｒｉｔ
ｙ ，Ｎ４Ｐ ） 、 推动非洲可持续减贫和减少饥饿的农业

和农工产业开发倡议 （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ｇｒｉｂｕ ｓ ｉｎ ｅｓｓａｎｄＡｇｒｏ

－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
，３ＡＤ Ｉ

） 。

南共体成员 国需要利 用增 加南南 贸易 、 外 国直接投 资 、 技术转让 、

咨询和专家交流等举措 ， 以确保它们在地 区工业发展战略 、 必要 的金融

机制 中充分发挥优势 。

中 国是大力进入非洲的 南方 国家之一
，
投人大量资金开发基础设施

和开采 自然 资源 。 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 部长级会议于 ２０ １２ 年在北 京举

行 ， 主题是
“

继往开来 ， 开创 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
”

。 它开启

了更多 的可能性——中 国对非洲的兴趣扩展到迄今涉及领域 以外 的工业

发展领域 ， 南共体地区要接受挑战 ， 探索更多吸引 中 国工业发展投资的

途径 。

价值链融资的方法

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伙伴开发 了综合管理 完整 的采 掘业 （
ＥＩ

） 价

值链 的方法 ： 授予合 同和颁发执照 、 监控经营 、 监 管环境保护和减 轻

社会风险要求 、 征税 、 合 理分配收益 和实施 可持续 发展政策及项 目 。

这一办法为该 区域实施价值链管理 以资助工 业发展 提供 了学 习 体验 的

途径 。

南共体地区矿产和农业资源丰 富 。 该地区宜抓住所有机遇 ， 利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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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资源开发从 自 然 资源开采 、 农产品 加工 ， 到制成品 的生产和销售 的价

值链 。 价值链开发有不 同的模式 ， 它可以 由 初级生产者 、 买方 （ 加工者 、

出 口商或贸易商 ） 、 推动方 （ 如非政府组织或政府机构 ） 共同驱动 ，
也可

以是跨国公司领导 的综合模式 。 价值链融资可以分为两种形式 。 （
１

） 在

价值链中进行 的 内部价 值链融资 。 例如 ， 供应商向农民提供信 贷 ， 或者

牵头企业在农业价值链 中 向市场中 介机构提供资金 。 （
２

） 价值链关系 和

机制组成的外部价值链融资 。 例 如 ， 银行根据与可信任买方签订的合同

或认可的仓储设施的仓单向农 民发放贷款 。

也可以从价值链的 角 度来看待其他部 门 的 产业发展
——如 何运用价

值链中 的各个连接点 实现整个链条的利益 。 通过从第 三方 向 价值链 中 的

客户提供中间 资金来实现这一点 。 在某些情况下 ， 身处价值链 内 的事 实

可能足以让连锁行业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 。

中 小微企业融资

大多数银行不愿为 中小微企供资 ，
因为这被视为髙风险投资 。 这导

致微型金 融机构激增 ， 并正在填补 中 介真空 。 小额信 贷信 息交流 中 心

（ Ｍ ＩＸ
） 估计 ， 世界上有超过 １

．
２ 亿个家庭是小额信贷的受益者 。

对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小微企业是中小企业 （
ＳＭＩ ｓ

）
。 有些 中 小

企业专门从事矿业和 制造业等 高附加值产业 。 国 际金 融公 司 （
ＩＦＣ

） 估

计 ， 发展中 国家的 中小型工业企业创造了 
４５％ 的制造业就业和 ２９％ 的 国

内制 造业生产总值 ， 而发达国家分别为 ６７％ 和 ４９％
。 中小企业可用 的小

额信贷并不适合 中小型工业企业 ， 因为小额信贷侧重满足流动资金需求

的短期贷款 ， 而中小型工业企业需要对厂房和机器的投资 。

有必要通过以下方式 ， 改变 目 前在南共体地 区 的 中小微企业 的筹资

安排 。

？ 创建更多了解中小微企业需求的专业金融机构
；

？ 为 中小微企业融资创造混合资本机制 ；

？ 开发更适合 中小微企业需求 的替代性股票市场 ；

？ 开发集群融资模式 ， 在 向金融机构提供集体担保的 基础上 ， 增强

贷方和中小微企业之间的信任 ；

？ 为 中小微企业提供专门 的信贷额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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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南共体地区 的中长期计划取决于工业部 门在 国家和地区 两级的 发展

和现代化程度 。 本地 区
“

２０ １５—２０６３ 年工业化 战略与蓝图
”

已经绘制 出

前行之路 。 需要指 出 ， 关于工业融资交易 的 信息 ， 特别是私人参与者的

信息并不总是公开的 。 有必要在 国家 和地 区 层面发展健全的融资机制 ，

确保南共体 国家和地区成功实现经济现代化 。 本研究报告探讨的一些想

法
， 以及包括其他国家经验教训在内的许多 出版物中所探讨的一些想法 ，

必须进
一步探讨 ， 确保它们经过本土化 以符合南共体的情况 。

（ 黄爱丹 、 姜璐 译 ， 姜硌 译校 ； 责任编辑 ： 舒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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