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洲的发展：借鉴中国之经验

[肯尼亚] 道格拉斯·鲁卡斯·吉沃伊

【内容提要】 中国是快速发展的世界级经济体。 长期以来， 非洲

一直靠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西方国家的资金及援助搞发展。 然而， 多数

非洲国家独立已有 50 多年， 非洲和西方合作的好处可见或可写的东

西并不多。 当前， 许多非洲国家时兴 “向东看”， 即在资助发展项目

上寻求与中国合作。 许多非洲国家欢迎中国作为发展伙伴。 中国和中

国企业涉足非洲使西方国家在非洲的绝对地位受到挑战， 引起了西方

国家的不安。 中非合作如今更加务实， 许多中方企业在非洲开展经

营。 中国政府提供奖学金， 鼓励非洲学生来中国留学， 同时在许多领

域给予大力支持， 如派遣医疗队及参加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维和行

动。 本论文旨在探讨四大重要支柱： 政治领导力、 社会凝聚力、 农业

和有效使用外国对非洲的援助。 吸取中国在这些方面的经验， 并探讨

在非洲实际中如何借鉴。 大多数非洲国家面临政治不稳定、 饥饿、 社

会动荡、 民众营养不良和治理不力的问题。 中国从未接受过世界粮食

计划署的粮食捐赠， 也从未有领导人到期不退的例子。 这种稳定和强

有力的治理结构正是非洲所需的。 非洲国家能学会中国这些经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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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邓小平

中国经济保持迅速增长， 对原材料需求旺盛， 胃口之大难以满足。 借

助中非合作论坛的平台， 中国及其企业涉足非洲， 引起了许多西方国家的

警惕。 一些人视中非合作关系为纠正西方世界观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划的

解药， 布雷顿森林体系导致许多非洲国家债务累累， 深受其害。 非洲和欧

洲之间的贸易伙伴关系对西方国家有利。 从中非贸易量来看， 由于中国从

非洲购买原料的数量多于其出口非洲的商品量， 非洲国家受益巨大， 说明

中非关系对合作双方而言互惠互利， 双方受益程度有些差别， 但也微不

足道。
中国与非洲贸易的复合增长率表明中非贸易总量于 1995 年到 2012 年

间增长了 26% 。 在此期间， 中国对非洲的进出口总量分别增长了 29% 和

23% ①。 2011 年至 2012 年间， 中非贸易总额则增长了 19% ， 即从 2011 年

的 1660 亿美元左右增加到 2012 年的约 1980 亿美元。 这一年， 中国从非

洲进口增长 21% ， 而对非洲出口仅增长 17% 。 从价值总量看， 同期中国

从非洲进口增长约 200 亿美元， 出口增长约 120 亿美元。②

又例如， 2012 年， 中国对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

同市场及东部非洲共同体出口分别占到中国对非洲国家出口总量的 29% 、
26% 及 6% 。 2011—2012 年期间， 中国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贸易总额

同期增长了 31% ， 与东部非洲共同体及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的贸易

总额同期分别增长了 18% 和 5% ③。 尽管 2011 年与 2012 年中国与东部、
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的贸易总额有所增长， 其中主要是由于中国对该地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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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增加， 而中国从该地区进口同期下降了 14% ①。
非洲国家显然可以借鉴中国的许多发展经验。 中国过去和当前的经济

快速振兴及转型的经验都对非洲国家具有现实意义。 大多数非洲国家正面

临政治不稳定、 饥饿、 社会动荡、 艾滋病流行、 民众营养不良及治理不力

的困境。 本文将阐述对东方巨龙中国崛起至关重要的四大支柱： 政治领导

力、 社会凝聚力、 农业生产 （粮食安全） 及资源和外援 （经济增长和国

际援助） 的合理利用， 可以为非洲发展之路指明方向。

一 社会凝聚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早就认识到， 只有注重经济发展， 才能实现社会稳

定。 需要指出的是， 从世界范围看， 社会动荡的国家都不可能实现经济发

展， 经济发展的国家均能实现社会稳定。
中国的发展依仗于高效的经济体制。 经济特区是中国谋求经济发展进

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先行手段， 经济特区的建立为中

国青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20 世纪 80 年代初， 中国建立了

第一个经济特区， 通过吸收各地尤其是香港的资金和技术， 为中国许多年

轻人创造了就业岗位， 因此大大降低了内乱及政治暴力的隐患。
对非洲国家而言， 建立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政治秩序， 对发展经济和提

高人民生活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非洲国家， 如索马里、 南苏丹、 马里、 乍

得、 苏丹 （达尔富尔） 和尼日利亚， 经历了许多次内战的蹂躏。 由于消

极的民族划分、 治理不力以及治理机制薄弱， 多数非洲国家社会不够稳

定， 导致社会凝聚力涣散。 因此， 非洲大陆的许多民族纷争冲突来源于缺

乏稳定的社会凝聚力体系。
中国有 56 个民族， 由于建有强有力的治理体系， 中国实现了各民族

的和平共处。 然而在非洲， 尤其是矿产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 动乱多发。
中国的决策者注重独立自主地解决冲突， 不寻求或依靠外来帮助或干预。
非洲多数冲突的根源在于贫困和政府疏于履行职责， 未尽义务。

中国的政策是直接解决少数民族的苦难， 从而减少他们对政府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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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 以免引发像非洲那样的武装冲突。 中国政府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实

行定向财政拨款和经济援助， 建立起了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明确和务实机

制。① 相反的是， 非洲从来没有对少数民族或贫困省份直接拨款。 因此，
可以看出经济刺激励手段可以换来和平。

二 政治领导

中国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着中国

人民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两个方面： 党的最高领导和负责政府日常事务的

政治领导。 邓小平时期，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培养年轻一代党的领导人。
严格通过量才适用的程序选拔领导人， 并且定期换岗， 以便他们积累不同

的工作经验。 非洲则不然， 只要有钱就可以竞争领导位置。
中国共产党倡导集体领导， 不像多数非洲国家那样 “一人唱戏”。 党

和国家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集中管理。 党政分开， 党专注

和规划国家的长远目标。 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专业管理人员负责处理政府

日常事务和贯彻政治局常委会的政策。
纳山 （Nathan） 在 2003 年的一篇文章②中说， 中国领导层稳定， 政

权适应力强， 这对向来强调大众民主的各种传统欧洲政治理论提出了巨大

挑战。 在欧洲， 毫无经验的弱势领导也能当选、 治国。
纳山多次举例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稳定传承。 譬如， 江泽民任满

后即卸任， 未超法定任期。 他是中国第一个没有亲手选定自己接班人的领

导人。 中国军方没有对江泽民的继任者产生任何影响， 而是党中央政治局

根据后者的功绩达成了共识。 权力交接顺利高效， 至今依然如此。 这是中

国经济不会因为权力交接或政权更替而受影响的一个因素。
在非洲， 政权更替大多是通过流血争斗， 或在职领导恋栈不去，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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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走上街头示威， 迫使不得人心的领导人下台， 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中国人十分重视凝聚团结， 领导人在开始改革之前必须有准备， 决心

带领所有国民走同一条路， 全体人民主导改革。 所以， 改革更像是缩小公

分母， 以保障强有力的领导共识， 但这也意味着为了维护社会团结凝聚，
政策领域要缓慢运作。

三 粮食安全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因此有人以为难以解决中国百姓的温

饱问题。 实际绝非如此， 因为中国是农业国， 足以轻松地养活全国人民。
农业生产对国家发展和粮食稳定供给至关重要。 中国人有句话叫 “无粮

不稳”， 中国这个人口大国不能依赖国际市场和从别国进口粮食。 由于人

口众多， 中国不能没有粮食安全。 中国政府极为强调本国的粮食安全稳

定， 而且是国际机构的主要粮食捐赠国①。
中国谷类生产保持连年稳定增长。 这可能得益于中国政府贯彻切实可

行的农业政策。 较 2011 年的 1. 92 亿吨， 2012 年玉米生产超过 2. 08 亿吨，
超过 2011 年的 1. 92 亿吨； 2012 年产小麦 1. 2 亿吨， 略胜于 2011 年的

1. 17 亿吨； 2012 年产高粱 2 亿吨， 似无增长。② 由此可见， 小麦和玉米

产量大， 是因为这两种谷物在中国的消费量大。 还要看到， 粮食生产都能

满足需求和消费， 少数品种需求大于生产。③ 鉴于上述原因， 中国从未接

受过粮食援助或世界粮食计划署、 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的捐助。 改革时

代 （20 世纪 80 年代、 90 年代及 21 世纪初）， 中国的粮食生产稳步提高，
其农业政策大大提高了产出率。 不断改进的激励政策和更有保障的资产权

大大提高了生产率。 农业为中国经济超常表现在提供劳动力、 原材料、 粮

食、 出口及就业等方面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土地权利得以改变， 让农民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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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收入和控制权。
中国还逐步开放农产品市场， 允许农民自由选择耕种和在当地市场出

售的作物种类。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中承诺实现自由化程度很

高的农业 （产销） 体制。 中国在农业方面的市场做法得到国家在大量投

资科研和农技推广方面的支持。 根据张雷 （译音） 2007 年的著作①， 中

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从 2000 年年底的 3200 万人减少到 2005 年的 2365 万

人， 即在五年内约有 835 万人口脱贫， 年脱贫率达 5. 87% 。
非洲的可耕地占整个大陆面积的 26. 41% ， 然而大多数非洲国家却

依赖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世界粮农组织的粮援以及从欧洲国家大量进口粮

食。 许多非洲国家尚未实现粮食安全， 实际上非洲大陆粮食危机正愈演

愈烈。
多数非洲国家将粮食危机归咎于变幻莫测的恶劣天气和气候， 但

这个借口并无说服力。 非洲各国政府不够重视粮食生产和农业， 肯尼

亚、 埃塞俄比亚、 津巴布韦、 索马里等国粮食危机频发。 多数非洲国

家难以供养快速增长的人口。 粮食权是联合国诸多条约里经常提及的

关键基本权利之一②， 但也是饱受粮食保障不足的多数非洲国家经常

侵犯的权利之一。 非洲大陆是接受粮食援助最多的地区， 每年约 3000
万人口需要粮食援助③。 战争和政治动乱是非洲大陆粮食保障不足和

营养不良的主要成因。
中国人口众多， 生态系统多样化， 其适应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对保障

粮食供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有农业企业采用了现代耕作技术， 以

减少环境变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如县级合作信用社等金融机构为农民融

资， 鼓励农民申请贷款购买种子、 肥料和其他农业投入涉足新型农业生

产， 以提高粮食保障能力， 从而增加农业产量。④

26  非洲研究

①

②

③

④

Zhang Lei ed. （ 2007 ）： The Course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 1949 - 2005 ）. Bei-
jing.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er.

FAO （ 1999） ： Extracts from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Instruments and Declarations， and
other Authoritative Texts Addressing the Right to Food. Rome.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on the Hu-
man Right to Adequate Food.

Morris J. （2002）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World Food Programme， briefing the UN Secu-
rity Council.

Bi W， Li K （2004） Adjus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onstructing Green， Clean Agricultural
Zone. http： / / www. sciencetimes. com. cn.



中国还实施了以下策略提高粮食生产。
• 加强控制水土流失、 荒漠化以及农田污染。
• 改造盐碱地用于农业生产。
• 鼓励开垦荒地和多样化种植。
• 优化农业生态环境。
• 控制城市和工业占用耕地。①

四 经济增长和援助

多数非洲国家经济运行不稳定， 不能满足人民的经济需求。 多数国家

亏欠欧洲国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大量贷款， 且患有依赖援助综合征。 由

于这些国家亟须援助， 它们一直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和欧盟

的援助和贷款。
中国秉持自力更生的原则， 这与多数非洲国家完全依赖外国援助的做

法不同。 历史证明， 中国为寻求经济增长在有些方面可以妥协， 在另一些

方面决不妥协。
首先要看到， 即便中国在某些问题上有所妥协， 但绝不会像许多非洲

国家那样为了获得外国援助而放弃主权。 例如， 1958 年苏联要求中国在

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做出妥协， 被毛泽东主席断然拒绝， 因为他发

现苏联意在控制中国。 其次， 中国从来不让西方国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干

涉内政， 因为中国把外国援助视为次要问题。 再次， 中国把外汇用于最需

要的地方， 让百姓获得更多实惠。 最后， 中国一直努力控制外债规模， 使

其处于最低水平， 因为过度依赖援助会养成依附借钱给政府的施援机构或

国家的习惯。
这正是许多非洲国家经济不振的原因， 因为这些国家为获得财政支持

和赠款向欧洲国家让渡主权。 非洲国家自独立以来一直接受援助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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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众生活水平并无好转迹象。① 多数非洲国家领导人利用这些援助牟

取自己和家人的私利。

五 非洲要学习的经验

我们的思想太狭隘， 如井底之蛙。 青蛙看到的天只有井口那么

大。 如果它跳出井口， 才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毛泽东

非洲可以借鉴中国的若干经验

1. 管理民族多样性

非洲消极的种族划分是引发内战和政治动荡的主要根源。 由于治理不

力、 政策过时， 非洲大陆许多民族群体互相视为敌人或政治对手。 因此政

治领袖利用政治权力将国家资源向本族群倾斜。 这种做法从长期看适得其

反， 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 中国实行多民族融合的做法， 积极意义

大， 国家颇为受益。 中国的民族多样性特点不仅对中国政府有利， 而且对

少数民族也有利， 能鼓励他们在经济上有所作为， 使其拥有积极的认同

感， 因此更加爱国。
非洲较大民族施政不当， 利用人口优势压迫少数民族， 以获得有利于

己族的权力分配和更多资源。 不同的是， 中国人看民族人口数目不过是个

统计数字而已。 中国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出台一系列政策， 旨在把经济发展

机遇给每个中国人， 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人民。
在多数非洲国家， 少数民族难以获得教育机会、 政治代表权， 甚至卫

生和基础设施等社会项目投资。 在一些国家， 民族和政治冲突导致经济产

出下降， 宏观调控和货币管理流于幻想， 而且经常滋生憎恨情绪， 最终引

发内战。
中国政府则为了赋权于少数民族， 在教育方面大量投资， 让少数民族

享有同等机遇。 非洲可以在这个关键方面借鉴中国经验， 促进大陆更加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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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避免权力纷争导致武装冲突。
2. 务实和改革

与多数非洲国家独立 50 多年来停滞不前的状况不同， 中国多年来一

直致力于改革制度和办事方法。 现代人总不能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处事方

式来做事还指望有更好的结果。 非洲国家需要在治理、 农业及贸易合作等

各个层面进行改革。 中国的领导务实， 因此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这正是非洲所缺少的。 行得通的理念要不断发展， 行不通的就应该摒弃。
世界银行并没有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什么关键作用， 但并不影响中国经

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采取的机构改革和行政改革让民众更多地参与国家决

策， 这对提高农民和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极为重要。 这从一定程度

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少有民众骚乱， 即便发生也容易处理， 无须联合国或

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机构的介入。
3. 金融改革

中国主动寻求金融改革， 使政府财政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国民收入增长

率， 确保了政府持续在教育、 卫生、 社会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的两位数增

长， 对发展和脱贫起到了关键作用。
4. 经济产业多样化

非洲政府必须寻求经济产业多样化， 以维持经济发展， 更好地满足百

姓的需求。 这将帮助创造就业岗位， 以适应不断增长的人口就业需要。 中

国能够通过经济产业多样化， 为年轻人创造急需的就业岗位， 将失业率控

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多数非洲国家依然依赖旱作农业， 一旦遭遇旱灾、 饥

荒和营养不良， 民众蒙受严重损失。 应该增加非洲大陆水利灌溉农田面

积， 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5. 创造就业机会

非洲政府应该通过实行如制造业企业免税及出口退税等贸易及税收的

优惠政策， 引导外国投资流向劳动密集型产业。 这将吸引大量投资流入劳

动力丰富的非洲大陆。 政府应利用外资发展国内产业， 吸引低技能的非农

业劳动力进入制造业。 吸引低技能工人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对经济起到

连锁反应， 因为这些人将挣得工资， 会转变他们的消费方式， 增加对其他

服务和产品的需求。 相关产业会对这种总体需求的增长做出反应， 因此经

济不但不会停滞， 反而会增长。 就业机会一多， 可以劝阻那些年轻的无业

游民卷入旨在推翻政府的武装冲突。 中国的经济特区已经证明， 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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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零售业， 如服装、 电子、 化工和机械产业可以吸收大量低技能工

人， 有助于降低失业率。
6. 精英领导

建立选贤任能体制是非常重要的。 从中国来看， 领导晋升与其以往政

绩是明显挂钩的。 腐败的领导不仅不会提拔到高级职位， 还会锒铛入狱。
教育背景也是明确的晋升标准。 在非洲， 腐败者往往正是掌权者， 这意味

着领导素质大打折扣， 也绝不会实现国家目标。 非洲各国需要富有眼光的

领导层， 不是为自己服务， 而是牢记为广大民众利益服务。 非洲的冲突一

直集中在低收入国家， 往往在石油、 钻石、 黄金等资源富集国。 如果有了

优秀的领导和良好的政策， 冲突会控制得比现在好许多。

结 论

中国经济的快速转型为陷入贫困泥潭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经验。 非

洲可以通过中非合作伙伴关系， 借鉴中国的许多好做法， 如对腐败的零容

忍、 冲突解决、 粮食安全和社会凝聚力等重要经验。 中国传递的主要信息

是无论采取何种政治体制， 明智可行的政策对加速经济发展来说是至关重

要的。
本文提出， 为重振非洲大陆经济活力， 非洲国家及其决策者和施政者

可以借鉴中国的若干经验。 非洲与中国尽管存在千差万别， 非洲还是可以

借助中非合作伙伴关系的平台向中国学习许多东西， 这将有助于非洲国家

制定完善的政策， 帮助非洲经济从蛰伏中苏醒。 明智的政策将产生明智的

结果。

（吴滨滨译， 舒展校译； 责任编辑： 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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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Lessons from China
[Kenya] Douglas Lucas Kivoi

Abstract： China is a fast growing world economy that has overtak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frica has for a long time relied on donor funding and
grants from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and Western countries to fund its develop-
ment programs. However， with most African countries having been independent
for over fifty years not much can be seen or written about on the benefits of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Africa and the West. Many African countries have now
coined the term “ Looking East” literally translated to mean partnership with
China to fund development programs. China has been welcomed in many African
states as a partner in development. The foray of China and Chinese companies in
Africa has unsettled the West since its dominance in Africa is now being chal-
lenged.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is more pragmatic now with
many Chinese companies doing business in Afric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offering scholarships for Africans to study in China and also giving bilateral
support in areas like medical teams and notably the peace keeping mission in
Darfur， Sudan. This paper seeks to discuss four critical pillars namely： political
leadership， social cohesion，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al use of foreign aid that
are relevant to Africa. In these three areas lessons from China will be addressed
and to see how they can fuse into the African context. Most African Countries are
faced by political instability， hunger， social unrest， malnutrition among the

86  非洲研究



citizens and poor governance. China has never received any food donations from
World Food Program， neither has it had a case of a leader overstaying in office
beyond his / her term. This stability and strong governance structures is what Afri-
ca needs. Are there lessons that can be drawn from China？

Keywords： Africa， China，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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