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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传统工业化经济增长方式下， 非洲经济发展严重

受制于人口、 资源和环境等几个关键因素， 陷入了 “有增长、 无发

展” 的困境。 本文认为， 要改变这一困境， 非洲需要推动新型工业

化的发展， 加强市场一体化建设。 非洲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就是要

坚持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减少使用不可再生资源和破坏环

境， 朝着生产资料的 “非稀缺化” 和生存环境改善的方向发展。 非

洲市场一体化建设是非洲新型工业化与非洲农村发展的纽带和桥梁，
有助于促进区域内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发

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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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作为世界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后来者， 它的劣势是明显的。 经济

全球化与分工国际化都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工业竞争极其激烈， 无论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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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水平、 产业结构、 市场规模等宏观层面①， 还是在人才资源、 资金、
技术、 制度建设等微观层面②， 非洲在融入世界工业化进程中都处于不利

的境地， 面临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引进结构调整方

案、 实行自由化经济政策之后， 许多非洲国家放弃了产业政策和长期发展

战略， 使得部分非洲国家出现了去工业化的情况。③ 在 2000 年以后， 非

洲国家为了减轻巨额外债的偿债负担， 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减贫战略文

件， 将资源从可以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

领域。④ 在长期缺乏产业政策的情况下， 许多非洲国家要在现有的全球体

系结构中实现产业价值链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是非常困难的。
非洲在全球工业产业链中扮演着初级产品提供者的角色， 非洲国家的

相关产业由于缺乏资金、 技术上的积累， 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缺乏在国际

市场上的竞争力。 大多数非洲国家经济规模较小， 国家工业基础薄弱， 极

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在国际市场上与资金技术力量雄厚的发

达国家自由竞争时， 必然处于不利的地位。 而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过程

中， 非洲国家也缺乏真正的发言权， 发达国家是国际贸易规则的真正制定

者， 发展中国家只能被迫接受不合理的贸易规则。 本文认为， 要改变这一

困境， 非洲需要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摆脱传统工业化经济增长方式对

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 加强市场一体化建设， 促进区域内资源的自

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摆脱目前非洲经济 “有增长、 无发展” 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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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非洲新型工业化：超越传统经济增长方式

非洲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 在农业文明阶段， 各

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以农业为中心。 进入工业文明之后， 早期的工业化

国家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 并逐渐把经济政策的重心由农

业转向工业， 而世界其他地区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影响下， 不同程度地从

属于早期的工业化国家， 沦为殖民地、 半殖民地或附庸国等。 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后， 发展中国家获得独立， 能够自主选择经济发展道路， 许多

发展中国家先后实践过初级产品出口、 进口替代、 出口导向、 均衡发展战

略、 非均衡发展战略等多种经济发展理论。 但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以工业

化为主导方向的发展理论， 而在人口快速增长、 技术进步放缓的情况下，
这种发展方式必然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掠夺和环境破坏。 因此， 非洲需要推

动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在传统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下， 非洲经济发展将严

重受制于人口、 资源和环境等几个关键因素。

（一） 非洲人口爆炸： 人口增长率较高， 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会影响到人口数量和质量， 反过来， 人口的变化也会对经济

发展产生一定的作用。 这种反作用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积极的促进作

用， 另一类则是消极的阻碍作用。 而且， 人口这把双刃剑在经济发展的不

同时期， 其正副作用力的大小也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 非洲国家纷纷获得政治独立， 由于科技进步和医疗条件的部分改

善， 非洲人口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 这也被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视为国家

发展的一个重要成绩。 但是随着其他发展中地区开始进行人口结构调整的

时候， 非洲国家的人口增长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非洲的人口增长率在

过去的 40 多年中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非洲的人口增长率在很长一个

时间段内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 非洲的人口规模也急剧膨胀。 当世界

的人口总数从 1961 年的 30 亿人增加到 2015 年的 72 亿人之时， 非洲的人

口总数从 2. 8 亿人增加到 12 亿人， 远远快于世界的增长速度， 非洲人口

总数在 50 多年间增加了 4. 2 倍。 联合国的 《世界人口展望》 报告显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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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人口数量在 2050 年将达到 25 亿人左右。① 非洲的人口增长速度和规

模长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人口的快速增长给政府带来极大的资金压力，
在资金本已非常有限的情况下， 既要将资金用于生产投资推动社会经济的

发展， 又要为新增加的人口提供基本的教育、 医疗卫生服务， 使农业和制

造业等经济部门难以获得资金投入， 无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给新增的劳

动力， 制约了非洲的经济发展， 也无法发挥剩余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潜在

作用。
非洲许多国家人口众多、 劳动力过剩， 但资本短缺， 人口的快速增长

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发展， 反而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 在这里， 迅速增长的

人口， 常常造成土地过重的压力、 大量的失业、 普遍的营养不良等一些经

济、 社会问题。 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也表明， 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速需要和

国民经济的增长保持基本一致， 不然人民的生活水和经济增长都会受到严

重影响。② 这就是著名的 “马尔萨斯” 图景。

（二） 人口与资源、 环境的危机： 极易陷入人口增长与资源枯竭、 环

境恶化的恶性循环

过去半个世纪非洲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 对非洲的资源环境问题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 资金供给又不足， 所以许多非洲国

家只好通过过度开发土地资源来进行替代， 生产的压力迫使人们开拓更多

的耕地和牧地， 滥伐林木、 刀耕火种、 毁林垦荒、 破坏生态平衡， 在热带

草原带中过度耕种、 放牧， 采掘更多以前没有开发的资源， 进而导致植被

破坏和土壤荒漠化等问题， 受到土地替代效益递减的影响， 单位产量减

少， 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处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 人们往往会通过多生

多育增加劳动力的方式来弥补资源的不足， 进而造成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

化， 使其陷入了人口增长与环境恶化、 资源枯竭的恶性循环。 这种恶性循

环的结果， 不仅使非洲的贫困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 而且也使它与世

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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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退化也是非洲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挑战。 由于受到土壤、 地

质、 降雨和气温等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的限制， 非洲植物生长的环境较为

脆弱， 随着在过去几百年中非洲逐步进入了人类活动最多和最活跃的时

期， 猎人、 牧人和耕种者几个世纪来都在焚烧这块土地， 使得本已稀少的

植被更难以生存， 人口的增长使得农业、 畜牧业大量使用土地， 荒漠化的

情况有所加重。 人口和牲畜数量的快速增长， 以及大量砍伐森林资源和挖

掘矿产资源， 使得这块大陆本已不多的植被进一步减少。 土壤退化导致农

业生产发展受阻， 并已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抗击贫困的主要障碍。 由

于先天和后天的原因， 非洲土壤成了地球上最贫瘠的土壤之一。 根据蒙彼

利埃调查小组的研究报告， 非洲 65% 的可耕地、 30% 的牧场和 20% 的森

林遭到破坏。 非洲土壤退化程度非常高， 在南撒哈拉地区近四分之一的土

地已严重退化， 单产降低， 近 1. 8 亿人生活受到影响。 该调查小组建议加

强土地管理的政治支持， 增加土地和土壤管理投资的财政支持， 提供鼓励

机制， 改革农民土地权益， 加强知识普及和技能培训等。①

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自然资源， 毫无疑问会造成生态环境恶化。 在资

本投入不足、 技术水平较低的情况下， 人们只能不断地索取自然资源来获

得经济增长。 自然资源对经济的作用是一个边际效应递减的过程， 为了获

得同等的经济增长水平，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会越来越大。

（三） 非洲传统 “工业化” 增长方式的失败： 纠正当前重化工业不可

持续的问题

传统的 “工业化” 增长方式， 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程度很高， 对

环境的破坏较大、 能源消耗较多， 受到资源约束的影响较大。 20 世纪 60
年代许多非洲国家获得政治独立之后， 实行的经济政策主要可以分为三个

阶段： 进口替代阶段、 结构调整阶段和减贫战略阶段。 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 非洲国家作为新独立的国家大多需要借鉴欧美国家的政治模式和经

济发展理论。 国际学术界也在总结欧美国家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和发展中

国家的一些普遍特性，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发展经济学理论， 用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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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原因， 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①， 这也得到了一

些非洲国家的认可。 这一时期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 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

就是实现工业化， 按照西方国家的发展轨迹， 努力实现从以农业为主的产

业结构升级到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② 由于非洲国家本土的学

者较少， 也未做好国家建设理论方面的准备， 很容易就接受了发展经济学

家的政策建议， 希望通过政府力量来大力推进非洲工业化的进程。 当时的

非洲国家认为 “只有工业化才是医治经济上百病的唯一灵丹妙药”③， 将

国家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投入到工业部门， 实行 “国有化” 的工业战略，
在自然资源配置、 资本配置和劳动力配置方面均向工业部门倾斜。 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 不论是奉行 “自由经济” 政策的肯尼亚、 加蓬等国，
还是以 “社会主义” 为建设目标的坦桑尼亚、 几内亚等国， 都采取了工

业化、 国有化的政策。 这种发展战略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 城乡经

济增长失衡， 虽然城市获得了较快的增长， 但农业的投入严重不足， 以剥

夺农业为代价， 通过农业来反补工业发展， 造成非洲许多国家农业生产长

期停滞不前， 国有企业低效益、 低收益， 占用国家大量资源， 成为后来国

家推动改革的阻力， 并最终造成非洲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初级产品出口、 进口替代、 出口导向、 均衡发展战略、 非均衡发展战

略等传统 “工业化” 增长理论已经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较为严重的

问题。 这些理论以发展重化工业为主体， 虽然能够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增长， 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经济基础薄弱、 技术水平落后， 往往造成严重的

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这些理论往往更多地追求工业化而忽视农业的发

展， 强调物质资源的作用而忽视人力资源的影响， 主张加强政府对经济的

干预而忽视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作用， 注重经济增长的数量而忽视经济结

构的完善与收入分配的合理， 导致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 “有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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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发展” 的困境。
因此， 人口不断增长、 资源趋向枯竭、 环境日益恶化， 这些在客观上

使非洲只能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 非洲国家所处的困境就是： 一方

面， 在缺乏资金、 技术的情况下， 要获得经济增长只能依赖自然资源； 另

一方面， 边际效应递减使得自然资源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递减的， 要获得

同等的经济增长水平， 会加剧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这种单纯依靠自然

资源的增长方式是难以为继的， 他们的生存依赖于身边的自然环境， 但同

时他们也是自然环境退化和破坏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所以， 要实现非洲的

可持续发展， 必须抛弃传统 “工业化” 的增长方式， 改变人口增长与环

境恶化、 资源枯竭的恶性循环， 实现非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非洲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坚持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 减少使用不可再生资源和破坏环境， 朝着生产资料的 “非稀缺化”
和生存环境改善的方向发展。 通过加强价格调节， 提高高能耗、 高浪费企

业的生产成本， 增加企业和个人破坏环境需要付出的代价， 迫使企业使用

新技术， 避免其他国家的高污染、 高能耗的淘汰设备等流入非洲国家， 避

免传统的掠夺资源、 破坏环境的发展方式，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可持

续发展， 实现经济资源从一次性使用资源向可循环使用资源的转移。

二 非洲新型工业化与市场一体化建设：促进

  区域内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一） 市场一体化是新型工业化建设与农村发展的纽带和桥梁

  非洲新型工业化的关键在于实现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 没有市场一

体化， 就没有非洲的新型工业化。 非洲目前有 54 个国家， 国家规模较小、
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是许多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 平均而言，
每个非洲国家都与四个国家接壤， 而彼此之间的贸易和宏观经济政策却常

常差异很大。 通常来说， 小经济体在发展上往往容易处于一种不利的位

置。 实现市场一体化是非洲大陆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就目前的发展进程

来看， 虽然非洲的市场一体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这也是非洲长远发展

的必由之路。 对于非洲大陆来说， 建设具有规模效应的市场一体化是实现

非洲新型工业化的关键。 非洲在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能够促进资源实现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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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配置， 降低生产要素的成本， 并通过规模效应来实现专业化的社会分

工， 促进产业和人力资本的聚集。 市场一体化能够加强本地市场与国外

市场之间的联系， 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 既降低了生产流通

成本， 又能够提高生产效率。 当然， 市场一体化也会由于其自身的不平

衡性带来区域差距、 极化和锁定现象， 但区域内的国家都能够获益是毫

无疑问的。
市场一体化的发展有助于新型工业化与农村发展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市场一体化意味着农村的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 工业制成品能够便捷地销

往广大农村地区， 能够持续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 如果不能很好地解

决市场一体化这个问题， 将会引起农村无发展和新型工业化难发展等一系

列复杂问题。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发展的挑战是艰巨的， 特别是在农村地

区， 大部分人口是靠务农为生， 贫困已达到惊人的程度。① 非洲的贫困是

一种农村现象， 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发展中地区也一样。② 因此， 非洲推

动新型工业化建设必须通过市场一体化建设来联系广大农村地区， 使新型

工业化建设与农村发展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二） 非洲市场一体化建设促进非洲新型工业化发展

市场一体化是推动非洲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前提条件。 由于非洲国家数

量过多， 大多是小经济体， 市场分割更容易加剧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 各

个国家以疆域为界， 容易实行地方保护主义， 并造成城乡隔绝， 使得经济

增长的基本要素难以流动； 由于是小经济体， 这也容易导致各个国家的产

业结构趋同， 彼此重复建设而造成恶性竞争和过度保护， 并使得各种物质

资源和人力资本难以在区域内实现自由流动和循环， 无法形成规模效应，
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收益的最大化， 更难以促进非洲

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市场一体化建设就是要打破固有的国家疆界的限制， 实现物质资源和

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 通过统一开放的区域市场实现规模效应、 发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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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保障商品自由流动、 物尽其用、 人尽其才， 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区域内的交易成本， 实现区域内优势互补和有序竞争， 提高流通效率， 最

终发挥区域内的比较优势， 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式。
1. 市场一体化的收益来源

市场一体化经济收益来源于商品、 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本等增长要素

的自由流动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收益。 市场一体化的经济进程是为了实现

资源优化配置并获得收益的过程。 市场一体化在促进产品和要素自由流

动过程中获得资源配置收益， 这一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收益可表现为多种

经济收益， 这些收益包括传统收益、 规模经济收益和竞争效应收益等多

种收益。
（1） 传统收益： 这主要体现在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劳动效率的提高

和产品成本的下降。 随着商品与要素市场实现一体化， 必然能够促进市场

的专业化分工， 使区域内能够根据要素禀赋的传统比较优势情况来进行区

域内专业化的分工协作， 并提高生产的效率， 促进生产的合理化和区域内

的平衡发展。
（2） 规模效应收益： 规模经济是非洲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目标。

随着市场一体化的逐渐形成， 在区域内必然会产生产业聚集和产业链的延

伸， 这样就会产生规模经济， 也就是说市场规模的扩大也就是一体化收益

的来源。 当产业聚集和企业产量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 各种生产要素的有

机结合会产生 1 + 1 > 2 的效应， 产品的成本会下降， 产量会上升， 生产效

率能得到有效提高。
（3） 竞争效应收益： 市场一体化的形成必然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

非洲存在大量的小微企业， 这将促使高成本、 低效率的企业被淘汰， 也将

加快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诞生， 依靠企业的竞争而产生新的配置收

益来源。 随着市场一体化建设过程中逐渐降低非洲区域国家之间的贸易壁

垒， 区域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必然会加剧， 高效率、 低成本的企业将通过规

模效应扩大企业规模， 这将提高区域内企业的整体发展水平。
（4） 比较优势动态收益： 市场一体化发展到后期， 由于区域内企业

的高度竞争必将使一部分企业加强人力资源和科技研发的投入， 推动企业

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 也即市场一体化会带来具有长期作用的比较优势动

态效应。 市场一体化会带来区域内的平衡发展和趋同发展， 使企业的利润

不断减少， 这将促进企业加快自我积累和自我强化的动态效应， 依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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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 吸收和创新来获得新的竞争优势。 这也是市场一体化通过比较优势

长期的动态升级， 保持区域内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对于非洲这样

一个拥有 12 亿人口的大市场来说， 加快市场一体化的规模经济的实现不

仅仅是比较优势动态化的体现， 更是加强区域竞争优势的需要。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 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将会是一个从发挥静态

比较优势向发挥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变过程， 更是一个从依靠一次性资源向

使用循环资源的转变过程。 市场一体化能够促进传统优势的发展， 能够促

进区域内企业增加高级增长要素的投入， 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和区域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市场一体化建设有助于改变非洲人口增长与环境恶

化、 资源枯竭的恶性循环， 实现非洲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2. 市场一体化中的规模效应是非洲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目标

市场一体化过程中首先也是最主要的特征是市场规模的变化， 规模经

济效应是市场一体化收益的集中体现， 同时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是非洲新型

工业化发展的重要目标。
从世界贸易角度来看， 报酬递增和要素禀赋共同决定了贸易模式。 在

国际贸易理论中， 国际贸易的方式主要是沿着两种理论范式发展， 即完全

竞争、 规模报酬不变的新古典框架和垄断竞争、 规模报酬递增的新贸易理

论框架。 在新古典框架下， 国家间的相对技术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贸

易和专业化的模式； 而在新贸易理论框架下， 决定国家间贸易和专业化模

式的则是递增的规模报酬。 但二者共存于现实经济中， 一些部门有新古典

特征， 而另一些部门则呈现规模报酬的特征， 或者兼而有之。① 但其对于

国内需求与进出口的关系却存在恰恰相反的解释。 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当

一个国家的国内需求增加的时候， 它的进口总量也会增加； 而新贸易理论

则认为， 在规模报酬的影响下， 外部企业将通过增加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

本地市场需求较大的地区， 以便节约成本， 减少交通运输费用， 进而促进

出口的增长。
根据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对于关联效应的解释， 产业规模较大的生

产企业将能够生产出种类更多的产品， 并且由于其生产规模较大， 而能够

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 这是前向联系； 而且有较大生产规模的地区将给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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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的相关企业提供更大的市场， 这是后向联系。 也就是通过市场一体化

实现产业链企业的相互关联进而促进本地企业的发展， 并降低单位产品的

成本。
日益一体化的非洲大市场的形成， 将能够促使区域规模经济的形成，

从而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在非洲一些地区将逐渐形成产业集聚， 使得

非洲一些国家在这些产品上形成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 而且规模经济比较

优势有助于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对环境的破坏。 同时， 有助于抵御

外部经济冲击， 提高非洲企业的竞争力。 随着非洲市场一体化建设， 在对

外贸易中的出口商品结构也必将发生变化， 而非洲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也

将越来越明显， 因此， 市场一体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 有助于降低资源消

耗、 减少污染排放， 避免传统的掠夺资源、 破坏环境的发展方式， 减少使

用不可再生资源， 有助于非洲朝着生产资料的 “非稀缺化” 和生存环境

改善的方向发展， 对促进非洲新型工业化发展能发挥重要作用。

三 促进非洲市场一体化的途径

非洲市场一体化存在的间接制约因素包括基础设施差、 行政和监管费

用高和政治环境不稳定等。① 因此， 推动非洲市场一体化要先以东非、 南

非、 西非、 北非等各个区际市场为非洲整体市场连接的纽带， 发挥非洲各

地区强国的发展带动作用， 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在推动区际市场

一体化建设的基础上逐步推动经济走廊、 城乡一体化建设。 关键是要通过

各个国家的市场开放， 首先建立起非洲各个区域内部的统一市场， 实现资

本、 技术和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非洲的市场一体化建设要实现以下两个方面的目标： 第一， 推动非洲

各区域内统一市场的建立和完善， 在区域内尽快实现资金、 技术和人力资

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推动商品批发市场建设的发展， 改

善核心城市之间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 促进城乡商品的流通环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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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在改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基础上， 推动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实

现区域内商品物资的快速流动， 降低企业的交通运输成本， 提高区域内企

业的物资、 人员的流通速度， 形成安全快捷的区际运输网络。 市场一体化

旨在消除市场交易壁垒， 促进商品与要素的流动， 获得经济资源配置收

益。 因此， 非洲市场一体化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

（一） 区域内各国通过协商建立统一规划， 达成区域内分工体系的基

本构想， 避免区域内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

非洲推动市场一体化建设首先就需要消除区域内部的贸易壁垒， 努力

在区域内部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目前， 许多非洲国家存在一些对贸易和要

素流动造成限制的政策， 使得区域内成员国内部的货物、 服务以及资金难

以实现自由往来和流通， 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难以减少生产成本、 降低商

品价格。
在推动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 非洲区域组织需要制定减少市场分割、

促进流动性方面的统一规划。 首先， 通过区域各国协商， 在国家和区域层

面上达成区域内分工体系的基本规划， 避免区域内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

费。 通过国家层面规划和大区域层面的规划， 形成区域内部的分工体系，
避免重复建设、 无序竞争。 区域内形成市场分割和贸易壁垒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趋同， 各国不得不保护自己的产业不被冲击，
所以人为设置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产业。 这是产业重合所导致的结果， 这

需要区域内各国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进行区域内分工体系的统

一规划， 加强产业之间的联系、 重构和优化， 实现区域规模效应。 这需要

非洲区域组织内的各个国家通过超国家的发展规划来指导各个国家的产业

发展， 努力避免产业结构趋同现象， 使得区域内各国之间的互补性超过竞

争性， 减少贸易保护主义的动机和基础， 有利于非洲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建

设。 其次， 要建立一个区域内的管理协调机构， 来发挥公共管理、 监督和

协调的作用。 毕竟非洲区域内市场一体化建设涉及多个国家之间的协调工

作， 需要建立一个具有跨国性质的区域机构来推动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
解决推动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差异导致的冲突和矛盾， 避免由于个别国家

的原因导致整个进程的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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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现区域内要素的自由流动， 打破行业垄断和区域封锁， 建立

规范有序的区域共同市场， 建成统一的现代市场体系， 最终实现区域整体

统一的对外关税

在非洲建设区域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 需要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 消

除区域内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 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 加快制度

建设促进贸易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需要在建设的过程中， 不断淡化各

国贸易的边界分隔， 促进大市场、 大流通、 大贸易的发展， 实现人流、 物

流、 资金流、 信息流的有效集聚， 推动非洲区域内市场资源整合。 推动区

域性的商品物流市场、 人力资本市场、 产权交易市场、 知识产权交易市场

的建设， 为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搭建公平、 开放的制度平台。 在非洲各区域

组织内形成有效的分工协作， 将其建设成为规范有序的区域共同市场。
尽快建立规范有序的区域共同市场， 建成统一的现代市场体系。 结合

非洲各个区域的特点， 发挥区域内各国的比较优势， 形成能够体现资源优

势的产业链， 逐渐形成一批具有特色的区域商品市场。 推动各国边贸市场

的发展， 由区域组织统筹规划各国边贸市场的建设， 推动区域内各国之间

的跨国贸易和经济合作， 实现各国边境地区的经济融合， 进而推动市场一

体化的建设。 加快区域内统一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 强化和完善市场功

能， 加强区域内中心城市之间的连接， 发挥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

应， 实现企业的集聚和扩展， 通过中心城市建设推动市场一体化的进程，
最终实现区域整体统一的对外关税。

在中心城市培育和引进一批优势企业， 成为区域内产业发展的主体，
建立产品供应基地， 形成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企业群。 通过建立大型的物

流网络， 加强各个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促进中小企业的快速发

展， 通过激发中小企业的活力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经过近 5 年的谈

判， 2015 年 6 月 10 日， 非洲 26 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埃及签署协议， 决定建

立 “三合一自由贸易区” （ TFTA）， 这也是非洲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三

合一自由贸易区” 将包括非洲从南到北 26 个国家， 占非洲整个 GDP 一半

以上。 但是， 在埃及签署 “三合一自由贸易区” 协议仅仅完成了整个计

划的第一步。 这项协议还需要分别得到每一个成员国议会的批准， 这也许

能在 2017 年前完成， 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程序。 “三合一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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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之后， 非洲内部的贸易额将会从目前占整个贸易 12% 的水平增加

到 30% 。①

（三） 加强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的统一规划， 保障各国基础设施能够

实现较好的对接， 加快实现基础设施的一体化， 形成统一的物流网络

加快非洲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金不断改善非洲各区域

的交通条件和通信设施， 降低要素流动和信息传递的成本。 同时， 加强区

域内基础设施建设的统一规划， 保障各国基础设施能够实现较好的对接，
使区域内基础设施跨国对接不断完善， 逐步形成相互连通的基础设施

网络。
以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建设为重要平台， 推动重要公路、 铁路网络

建设， 区域组织加强交通重大项目建设的协调， 推进形成区域内跨国公

路、 铁路等项目规划、 协调， 避免交通设施出现标准不一带来的衔接和共

享问题。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建设， 更好地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率

和规模效益。 推动高速公路、 快速铁路、 中心城市交通网络建设， 加强重

要港口建设， 发挥中心城市和港口城市的辐射效应。
在未来的建设中， 加强能源、 通信、 公共信息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建

设。 能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需要区域内各国统筹推进能源基础设施

的建设工作， 通过统一规划来建设和完善电力、 油气等能源供应网络， 在

区域内逐步实现电力、 油气等价格基本一致， 避免在区域内造成生产成本

的差异。 加强区域内通信网络建设的统一规划， 各国尽量采用统一的技术

标准， 建立区域内电子信息数据平台， 为区域内信息共享、 教育科研和科

技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 带动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 科学技术共享和

创新。

（四） 协同区域内各国金融以及货币方面的政策， 在各区域市场一体

化建设的基础上启动非洲中央银行， 统一非洲地区货币

非洲区域组织应该加强区域内各国金融以及货币方面政策的协同， 避

免由于各国政策的原因而制约区域内投资的增加。 通过促进金融市场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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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改善获得信贷的机会， 来提高区域内制造企业的竞争力。 有研究表

明， 非洲企业获得信贷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受到该地区的金融渠道限制。 非

洲企业获得信贷不足的原因包括欠发达的金融市场、 对抵押品的要求较

高、 信贷成本较高、 缺乏与公共部门债务相关的信贷记录等。①

在非洲各区域国家银行建设的基础上适时启动非洲中央银行， 统一非

洲地区货币。 非洲国家中央银行行长联合会曾提出了一项计划， 计划于

2021 年启动 “非洲中央银行” （ACB） ②， 以此来降低非洲国家之间的贸

易交易成本和汇率波动。 通过成立非洲中央银行， 不仅可以稳定非洲各国

宏观经济环境， 协调非洲各国的经济政策， 确定商品和服务比较价格， 也

可以加强非洲的政局稳定。③ 通过建立非洲中央银行， 实现货币统一， 能

够吸引更多的投资， 提升非洲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力， 能够实现对非洲市

场的货币流通和货币发行进行切实有效的调控， 从而防止区域金融危机的

爆发， 并维持总货币的储备量， 对稳定非洲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 目前，
区域金融组织也在积极推动金融领域一体化的进程。 2014 年 9 月落幕的

第二十三届非洲联盟 （非盟） 峰会决定创建非洲货币基金， 酝酿已久的

非洲货币基金组织呼之欲出。 该组织的创立， 可谓非洲向货币与金融一体

化迈出了坚实一步。 一方面， 它能够从非洲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 对中期

贷款附加恰当的经济结构调整要求， 以推动长期国际收支失衡的改善； 另

一方面， 当突发性收支困难出现时， 它可以在不附加严格改革要求的情况

下， 为受援国提供快捷的紧急信贷， 防止问题的恶化与扩散。 非洲货币基

金组织的成立， 将降低非洲对发达国家经济援助的依赖度， 推动非洲经济

一体化进程， 这对于打破区内贸易瓶颈、 深化地区经济合作颇有助益。④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市场一体化建设能够促进非洲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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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Ramachandran V. Gelb A and Shah M K， Africa's private sector： what's wrong with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Centre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 2009.

非洲中央银行将发挥以下主要职能： 提供可靠的和稳定的流动资金； 摆脱外来的控制；
预测和避免由于当地银行的倒闭而引发的金融灾难； 进行有效的研究和知识积累， 应对在非洲可

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及时地提供金融危机发生国家度过危机所需的资金； 随时提供应对金融危机

的预防和预警措施； 作为最后贷款人。
《非洲国家拟于 2021 年启动非洲中央银行》， 人民网， http： / / finance. people. com. cn / n /

2012 / 0730 / c153179 - 18623911. html， 2012 年 7 月 30 日。
《创立货币基金助推非洲经济 向金融一体化前进》， 《人民日报》 2014 年 09 月 04 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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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非洲内部改革、 加强国家间合作、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但是， 市场一

体化的规模经济和本地市场效应的集聚力作用， 将使生产布局发生累积性

变化， 也会在区域内部改变生产的地区分布， 致使地区的经济差距扩大。
市场一体化获得规模经济等溢出效应的同时， 也会由于差别扩大或分化而

受到负面影响， 区域差距的扩大不利于一体化的发展。 这些差距的存在将

会成为一体化建设过程中争论不休的问题。
传统工业化经济增长方式主张尽可能多地利用自然资源获取最大利

润， 忽视或无视资源和环境问题， 对自然资源过度依赖和消耗， 是发展中

国家难以依靠传统工业化经济增长方式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 现阶

段非洲国家迫于人口快速增长和资源环境的压力， 不得不选择在经济发展

的同时兼顾资源环境问题的发展方式， 新型工业化就是一种以经济发展为

重点、 兼顾环境保护的发展方式。 虽然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

提高， 已经不需要担心 “马尔萨斯陷阱” 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但是非洲

过多的人口数量和较快的人口增速已经成为制约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因

素， 超过了非洲生态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 消耗了国家用于推动经济发展

的资金， 反而使得非洲长期陷入 “马尔萨斯陷阱” 而无法自拔。 非洲新

型工业化正是要解决这一问题。

（责任编辑： 王霞 孙志娜）

Paths for Africa's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and Market Integration

Liang Yijian

Abstract： Under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ized economic growth mode，
Afric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everely constrained by several key factors，
such as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has plunged into the pre-
dicament of “ 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 African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is to stick to the roa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re-
duce the use of non-renewabl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move
towards the “non-scarcity”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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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ving environment. African market integration is the link and new bridge be-
tween Africa's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t helps to pro-
mote the free flow and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within the region and real-
ize the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mode.

Keywords： Africa，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Market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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