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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提要 】 本 文 通 过 回 顾 赞 比 亚 共 和 国 的 发 展 历 程 ， 系 统 评 析

撒 哈 拉 以 南 非 洲 的 国 家 主 导 型 工 业 化 。 除 非 彻 底 改 造 全 球 经 济 秩 序 ，

否 则 非 洲 的 国 家 主 导 型 工 业 化 肯 定 失 败 ， 事 实 上 对 资 本 主 义 宗 主 国 的

技 术 依 赖 更 加 深 化 。 本 文 主 张 ，
国 家 主 导 型 工 业 化 若 要 取 得 成 功 ， 非

洲 的 政 治 精 英 必 须 重 新 致 力 于 提 高 国 有 企 业 的 效 率 。 本 文 还 呼 吁 非 洲

政 府 节 约 使 用 搞 工 业 化 的 借 贷 资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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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本文通过 回顾赞 比亚共和 国 的发展历程 ， 系统评析撒哈拉 以南非洲 的

国 家主导型工业化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 朱利 叶斯 ？ 尼 雷尔 的

一句箴言——

“

别人行走前进 ，
我们必须跑步

”

最能概括发展 主义 的精髓 ， 实 际就是 国

家主导 的工业化 。 这种工业化发展方式强调减少制成 品 的进 口
，
以节省外

汇用于实现各项 国家发展 目 标 。 进 口 替代型工业化也 旨在减少对宗主 国 的

技术依赖 ， 实现非洲各 国 自 力更生 的发展战略 。

让人意想不到 的是 ， 过去 ５ ０ 年里 ， 撒 哈拉 以 南 非 洲 （
ＳＳＡ

） 的 工业

化十分令人失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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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因 此 ， 笔者认 为 ， 除 非彻底 改 造 全球经济秩 序 ， 否 则 非 洲 的 国 家

主导 型工业化肯定 失 败 ， 事 实上对资本 主 义宗 主 国 的技术依赖更加 深化 。

２ ． 本 文 主 张 ， 国 家 主导 型 工业化 若要 取得成功 ， 非 洲 的 政 治精 英 必

须 重新致 力 于提高 国 有企业 的效率 ， 而非将他们 用作政治庇护 和个人致 富

的 工 具 。

３ ． 本文也呼 吁非 洲 政府 节 约使 用 搞 工业 化 的 借贷 资 源 。 撒 南 非 洲 政

治精英浪 费 和滥用 这些借来 的 资金 ， 本应用 于工业化的 资源被 用 于政治庇

护或官 员 自 肥 ， 这种趋势着 实令人担忧 。

发展 主 义政治 ： 概述

一般来说 ， 发展 主 义 可 以 概括 为 一种理智分析方法 ， 囊括各种 阐释发

展 中 国 家经济增 长或停滞 的逻辑 的 观点和理论 。 发展 主 义 与 自 由 主 义思想

和进步观念有 关 。

现代化理论 的核心是进化 ， 声称欠发达 国 家会模仿西方 国 家那样经过

一

系 列 的发展 阶段 。 这种理论通过一 系 列 的 二元对立概念来看社会 ， 典型

的 二元论 ： 现代 和 传统 的对立 ，
工业化 和 前工 业化 的 对立 。 这 一 理论认

为 ， 社会结构在从
“

传统
”

过渡 到
“

现代
”

的 过 程 中 ， 西方工 业 国 已 经

完成过渡 ， 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之 间 复杂 的 相互作用 ， 以及居 间 促成 的政

治 ， 都可 以通过
“

结构一功 能分析
”

方法 相 当 精 确 地予 以 描述 。
２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 的 发展 主 义 则 仅仅 关 注 非 殖 民 化 前 夕 如何转 变 前殖 民 地 的 经 济 ，

令其产 出 更多 。

本文 关注 的重点 是探讨如 何实现发展 的 各种观念 。 经济增长是 发 展 目

标 ， 政府是发展推动者 ，
发展方式则 是宏观政策 Ｔ具 ，

基本而言就是审慎

进行政府 干预 。 具体而言有 以 下几种 实施方式 ：

第一 ， 通过教育传播现代价值观 ， 向 边缘 国 家 的
“

精英
”

转 移技 术 。

这就需要
“

大力 推 动
”

工 业 化 ，
基 于 资 本 密 集 型 的 技 术 引 进 ， 发 展 资 本

密集型大企业 的 规模化制 造业 。

第二 ， 出 于对 自 由 放任市场 的不信任 ， 应该 引 人政府干预 ， 建立市场

导 向 、 政府 主导 的进 口 替代工业化 （
Ｉ Ｓ Ｉ

） 的 基础 。 经 济 发展 主 义 的
“

经

典
”

假定是 ， 某个现代 产 业 作 为
一个 发 展 极

， 该产 业 的 工 业 化最终会 扩

散到其他落后经济部 门 。

欠发达 国 家一般难 以 在 国 内 生 成 足 量 资 本 ， 因 此需要利 用 外 国 资 本 。

在发展论者看来 ， 资本短 缺 必然 要 求 这些 国 家采取
“

非 均 衡 增 长
”

的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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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集 中投资 于 回 报最大的领域 ， 从而最快速地积累资本 。 他们强调外

国 资本和对外贸 易 的积极作用 。 新资源流入 、 创造就业 、 获得技术 、 进人

国外市场等被视为外 国 资本促进发展 的重要方式 。 因此 ， 第三世界 国家追

随第一世界 国 家 ， 启 动
“

大力推动
”

、 快速 的追赶式工业化 。

“

大力推动
”

观念的前提是资本密集型大企业 的 规模化制造业和超大

项 目 ，
之所 以 提倡此类项 目 而非小规模项 目 ， 原 因 在于各 国认为最髙 回报

率和生产率增长一般 出 现在第二产业 的 资本 主义
“

增长极
”

。 这种想 法背

后的逻辑假设是 ： 资本和技术 的扩散和
“

涓滴
”

能够促进发展 。

这些逻辑假定导致进 口 西方资本密集 型技术 ， 完全无视发展 中 国 家 自

身劳动力充裕的要素优势 。 这种偏爱大资本和城市化倾向构成许多西方原

创发展理论的基石 ， 这些理论包括 ：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 、 艾伯特 －

赫希曼 （
Ａ ｌｂｅｒｔ Ｈ ｉ ｒｓ ｃｈｍａｎ

） 的 不 均衡增 长理论 、 亚瑟 ？ 刘 易 斯 的二元经

济理论 ，
以及各种理论家提 出 的涓滴理论 。 所有这些经济学家都主张第三

世界 国 家应该 采 取重 城 市 、 大规模 资 本 密 集 型 工业化 的 战 略促 进 经 济

发展 。

发展 中 国 家独立后 的第一代领导精英渴望本 国经济快速发展 ， 因此接

受这类处方 。 这也体现在许多发展 中 国家采取资本密集型进 口 替代工业化

战略 。 欠发达 国 家依靠资本和技术转移 ， 然后扩散影响各个经济部 门 的这

种发展机制假定有许多局限性 。

首先 ， 这种效能扩散理论未能认识到 ， 它声称强化市场关系 的解决方

案行不通 ， 因 为这正是欠发达 国家面临重重 困难 的症结所在 。

其次 ， 只 是 引 进先进科技 以保证最前沿 的 生产技术转移 到第 三世界 ，

但 国 内 经济 却 没有 相 配 套创 新 性 体 制 机 制 ， 无法 实 现 可 持续 的 工业化

进程 。

再次 ， 认为发展 中 国 家欠发达 的原 因 完全来 自 本 国 内 部 ， 这是非常狭

隘的见解 。 显然未考虑 到 各 种 国 际力 量 和地方势 力 的 关系对发展过程 的

影响 。

最后 ，
通过使用强力 或是建立共识扫 除影 响 经济扩散性发展 的 障碍 ，

最终创建机制会带来可持续 的变迁 。 这种想法过于简单幼稚 。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 进 口替代工业化 （
ＩＳ Ｉ

） 开始崭露头 角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发展 中 国 家面 临 发展 的挑战 ， 当 时各 国 对于 比较优势理论并不满

意 ， 这种理论认为发展 中 国 家只有通过全力 出 口 原材料才能最有效地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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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落后 的局 面 ， 因 此进 口 替代工业化应运 而生 。 按照 国 际劳动分 工 ， 专

门 出 口 初级大宗商 品也许应该是发展 中 国 家最理性 的政策选择 。 然 而 ， 许

多依 附 学 派 学 者 ， 尤 其 是 在 联 合 国 拉 美 和 加 勒 比 经 济 委 员 会 （
Ｕ Ｎ －

ＥＣ ＬＡ Ｃ
） 中 工作 的学 者 ， 开 始 质 疑 比 较优势理论背 后 的 逻 辑 假 定 。 阿根

廷经济学家劳尔 ？ 普雷维什 （
Ｒａｕ ｌＰ ｒｅｂ ｉ ｓ ｃ ｈ

） 为首 的 拉美经 委会依 附学派

开展 的 实证研究显示 ， 比较优势理论掩盖 了 发达 国 家 和七 十 七 国 集 团 亚非

拉发展 中 国 家之 间 的严重不平等 。 当 下全球资 本 主 义 如此发展 ： 原材料 的

实 际价格不断下 降 ， 宗 主 国 出 口 的制 成 品 成本却不断 上 升 ， 导致发展 中 国

家 陷 于贫 困 不得脱身 。 在此背 景下 ， 发展 中 国 家希望缩小 出 口 收 人减 少和

进 口 开 支增 加 之 间 的逆差 ， 被迫 去 国 际市场上借贷 ， 现 已 债 台 高筑 。 发展

中 国 家政治精英 ， 尤其是撒哈拉 以南非 洲 国家领导人最关心 的 问 题就是建

立起本地 Ｔ：业
， 为 国 内 市场生产 制成 品

， 从而减 少本 国 稀缺外 汇 的 使用 ，

改 善 国 家 的 收 支平衡 。 坦桑尼亚开 国 总统朱利 叶斯 ？ 尼 雷尔 的一句话最生

动地说 明 了 非洲 实现工业化 的理 由 ：

“

别人行 走前进 ， 我们 必须跑步 。

”

二 进□替代型工业化 （
ＩＳ Ｉ

）

进 口 替代型 丁． 业 化 方 面 的 文 献 资料基 本 上 来 源 于 拉 美 和 东 亚 发 展 经

验 。 在第 三世界 ， 这些地 区 的 国 家率先开 启 工业化进程 。 艾伯 特 ？ 赫 希

曼 指 出 ， 在进 口 替代工业化过程 中 ， 国 家先集 中 精 力 生产最终 消 费 品 ， 取

代原有进 口 消 费 品 ， 然后较快和顺利进人 制造业 的
“

髙 级 阶段
”

， 通 过 产

业 向 后 关联 ，
逐 步开始生产 中 间 商 品 和机械产 品 。

一般而言 ， 进 口 替代指

的就是
“

有关许多 国 家一直普遍 贫 困 而 一些 国 家脱贫致 富 的
一

系 列 想法 ，

和 消 除贫 困 的 普 遍 方 法 。

”

在 实 际 操作 中 ， 特 别 是 在 撒 哈 拉 以 南 非 洲 国

家 ， 通常认 为 只 要控制进 口
， 同 时 支持 国 内 工业投 资 ， 就足 以 实现合理 的

工业化 。

开展进 口替代型工业化主要有 个原因 。 人们认为它能够带来 ： （
１

） 相

比农业 ，
工业的技 术创新转移更快 ， 更能提升整个经济 的生产力 水平 ； （

２
）

在人 口快速增长 、 城市扩张的时代增强吸收劳动力 的能力 ； （
３

） 生产要素从

出 口行业流向工业 ， 使 出 口 占 国 民生产总值的 比重下降 ， 改善贸易条件 。

实际上 ，
进 口 替代型工业化是

一种 贸 易模式 ， 即进 口 品 逐渐被 国 内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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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所取代 。 这是选择某些特定 的 产 品 、 生 产方式 和 组织技术实现进 口 替

代 ， 随后必须设计相关激励机制 。 进 口 替代工业化所属 的学派将发展看作

是一个
“

追赶
”

过程 。 为 了 迎头 赶上 ， 第 三世界 国 家走 了 两条不 同 的工

业化路线 ： 进 口 替代和进 口 加工 。

发展主义在不 同 非 洲 国 家体现为不 同 的 发展 战略 ， 如 乌 贾 马 （ 坦桑

尼亚 ） 、 人文主义 （ 赞 比亚 ） 、 庶 民宪章 （ 乌干达 ） ， 等等 ， 但 出 发点都是
“

自 力更生
”

。 因此 ， 朱利 叶斯 ？ 尼雷尔 和 肯尼 思 ？ 卡翁达等很 多非 洲 国

家开 国 总统制定 的 发展战 略核 心 就是进 口 替代工业化 。 按 尼 雷 尔 的话来

说 ， 非洲要做的不仅仅是
“

追赶
”

， 而是
“

在发达 国 家走路前进时 ， 非洲

国 家不得不跑步前进
”

。

赞比亚独立后的发展战略 ： 概述

赞 比亚继承 了 以铜为 主 的 经济 。
１ ９６４ 年 ， 铜业贡献 了 该 国 ９０％ 的 外

汇收人和 ４０％ 的 国 内 生产 总值 。 独立 后 ， 新政府 出 台
一

系 列 经 济政策 ，

旨在发展农业和工业 的 多元化经济 。 后来开展 的改革 以 及 １ ９６ ８ 年加 强改

革 ， 切实可行 。 但是到 １ ９７４ 年 ， 铜 出 口 价格下跌 ４０％
， 燃 油 价格涨 了４

倍 ， 再加上 国 内经济政策失误 ， 国 内 生产 总值从 １ ９６５
—

１ ９７４ 年 间 的 每年

增长 ５ ％ 落到 １ ９ ８ １

—

１ ９ ８ ５ 年间 的年均下降 １ ． ４％ 。 结果 ， 实际人均 国 内 生

产总值从 １ ９７ ５ 年 的 ５ ３ ８ 美元下滑至 １ ９９０ 年 的 ３ ３ ６ 美元 。
１ ９６４

—

１ ９７４ 年期

间 ， 平均预算赤 字 为 ５％
， 而 １ ９ ８ ６

—

１ ９９０ 年 间 ， 年均 赤字达 到 １ ２％ 。 政

府再也无法维持其工业化战略 。

表 １ １９６５
—

１９９ １ 年若干宏观经济指数变化趋势

１ ９６ ５
—

１ ９ ７４ １ ９ ７ ５
—

１ ９８０ １ ９ ８ １

—

１ ９ ８ ５ １ ９ ８ ６
—

１ ９９０ １ ９９ １

—

２０００

国 内 生产 总值增 长率 （
％

）
５ ． ４２

－

０ ． ８
－

１ ． ５ １ ． ７
－

１ ． ８

人 均 国 内 生产 总值 （ 美元 ）
５ ３ ８ ． ０ ４９ ８ ． ７ ２６０ ， ０ ３ ３ ６ ． ０ ４２０ ． ０

通货膨胀率 （
％

）
６ ． ０ １ ４ ． ４ ２０ ． ７ ７ ２ ． ０ ９４ ． ０

预算赤字 相 当 于 国 内 生产总值

比例 （
％ ）

－

５ ． ００
－

１ ５ ． ２０
－

１ ２ ． ５ ８
－

１ ２ ． ００
－

７ ． ００

经常项 目 相 当 于 国 内 生产总值

比例 （
％

）

３ ． ００
－

１ １ ． ００
－

１ ２ ． ９ ２
－

１ ４ ． ００
－

１ ５ ．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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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１ ９ ６ ５
—

１ ９ ７ ４ １ ９ ７ ５ 

—

 １ ９ ８０ １ ９ ８ １ 

—

 １ ９ ８ ５ １ ９ ８ ６ １ ９９ ０ １ ９ ９ １

—

２０００

间 内 生 产总值农 业 占 比 （
％

）
４ １ ５ １ ５ １ ３ １ ２

国 内 生 产 总值 矿 业 占 比 （
％

）
４ ５ １ ６ １ ５ １ ５ ８

国 内 生产总值制造业 占 比 （
％

）
８ ２ ６ ２ ５ ２ ６ ３ ８

国 内生产总值服务 业 占 比 （
％

）
４ ３ ４２ ４４ ４ ５ ４ ２

Ｎ ｔ ：Ｔｓ 占 出 丨 〗 总值 比 敢 （
％ ）

３ ４ ２ ５ １ １ ９

数据 来 源 ： 中 夾统 丨
Ｉ

？

署数据 库

为 了 应对 丨 ９ ７ ２
—

１ ９ ７ ３ 年 的 石 油 危机和 １ ９７ ５ 年 的全球经济 衰退 ， 赞 比

亚 于 １ ９ ８ ３ 

—

１ ９ ８ ５ 年期 间 在 国 际货 币 基 金 组织 的 指 导 下 尝 试进 行 经 济 结 构

调 整 。 这些改 革要求进行市场导 向 的经济 自 由 化 ， 放弃价格控制措施 。 当

时 由 于政府不再控制 国 内 商品 价格 ， 结果粮食价格大幅上涨 ， 导致公众反

对改革 。 为 了 平息抗议 ， 政府 以 结构调整代价过高 为 由 放弃此轮改革 。

在独立之初头 四 年里 （
１ ９ ６４

—

１ ９６ ８ 年 ） ， 赞 比亚大体上走 的 是资 本 主

义经济道路 ，
公共部 门 几乎没有参与 国 民经济 。 这个时期铜价利好 ， 国 家

经济发展态势非 常 好 。 赞 比亚 的 铜业 贡献 了９ ０％ 的 国 家 出 口 收 入 。 但 是

Ｔ．业发 展水平很低 ， 制 造业 只 占 ＧＤ Ｐ 的 ８ ％ （ 见表 １
） ， 雇佣 人数约 １ ８００

人 。 《政府工业政策纲要 白 皮 书 （
１ ９ ６４ 年 ，

１ ９ ６６ 年 ） 》 、 《 第
一

期 国 民 发展

计划 （
１ ９ ６６

—

１ ９７０ 年 ） 》 、 《 穆隆 古 希宣 言 （
１ ９ ６ ８ 年 ） 》 和 《 第 二期 国 民

发展计划 （
１ ９７ ２

—

１ ９ ７ ６ 年 ） 》 等 多份政府政策 文件都 明 确 了 国 家 的 产业政

策 。 商 贸 和 工业部 出 台 的 １ ９ ６４
—

１ ９６６ 年 产业 规划包括 以 下 工业 化 的 目 标

和指 南 ：

？ 经济发展 和 多元化

？ 减 少进 口
， 提 高外汇储备

？ 重点发展劳动 密集型产业 ， 促进就业增 长

？ 重视产业关联效应

？ 创造生产盈余 ， 用 于 出 口

？ 向 主要 （ 城市 ） 生产 中 心 以 外扩展工业

总体而言 ， 这些政策提 出 了
一个宏大 的 发展计划 ， 但基本没有改变继

承下来 的 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战略 。 该计划认识到 国 内缺乏本土企业 、 资本

和市场 ， 寄希望于 国 外私人企业 家带来 资本 、 技术 和管理 ，
这完全是殖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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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遗 留 的发展方式 。 该项政策 强 调 进 口 替代 ， 认 为 向 市 场 出 口 并不 可

行 ， 但考虑 向 区域市场 出 口 。 《穆隆古希宣言 》 及其后续计划 秉承社会 主

义 的人文理念 ， 强调 自 力 更生 。 决策 者认为 ， 自 由 市场经济是
“

资本 主

义
”

管理经济 的方法 ， 不能有效推进 经济转 型 和工业化 。 政府通 过直接

投资 和培养赞 比亚企业家来进行直接干预 。 然而 ， 由 于大型垄断性企业也

被视为
“

社会 主 义 国 家 中 的 资 本 家
”

， 本 地 企 业 的 经 营 不 得 超 过 一 定

规模 。

三 内向型工业化发展战略

赞 比亚采取 内 向 型发 展 战 略 ， 具体形式就是进 口 替代工 业化 （
ＩＳ Ｉ

）

战略 。 主要 因 为这种 战略对于重视 自 力更生发展 的决策者很有吸 引 力 ，
也

是 出 于政治 的需要 。 就政治必要性而 言 ， 是 由 于津 巴 布 韦 （ 时称 罗 德西

亚
） 单方面宣 布独立 ， 随后 又关 闭 与 赞 比亚 的 边界 ， 本来津 巴 布 韦 是赞

比亚制成 品 的重要来源 国 ， 赞 比亚必须 自 己 开始生产原本依靠进 口 的 消 费

品 。 此外 ， 由 于赞 比亚经济不景气 ， 无法创造充足 的外汇来购 买进 口 品 ，

因此进 口 替代工业化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无奈之举 。

政府利用较髙 的铜业收人资助本土 国有产业发展 ， 生产原本进 口 的商

品 。 在 贸 易 政策方 面 ， 需要通 过对 同 类进 口 品施 加 髙关税来保护 本地产

业 。 关税从资本商品零税率到对成 品 消 费 品 征税 １ ５０％ 不等 。 国 家还 实施

进 口 许可制度 和优先配外 汇给重要 经 济部 门 ，
以 便推进进 口 替代工业化

战略 。

第一 ， 该 国 的进 口 替代工业化战略主要聚焦于进 口依赖型行业 。 本地

产 品 生产应用 的是进 口 的技术 、 进 口 的工厂设备 、 进 口 的 中 间材料和进 口

的原料 。 本地材料 只在很有 限 的情况下能匹配各行业使用 的进 口 技术 。 结

果这个战略并未节省外汇 ， 反而增加 了外汇之需 。 由 于只做一些进 口 零件

和材料 的最终成品组装加工 ， 所 以成本高 昂 而毫无竞争力 。 此外 ，
几乎全

部生产投人均依赖进 口
， 意味着与 国 内创建的企业并无产业关联 。 赞 比亚

进 口 替代工业化战略严重依赖进 口
， 加上外汇短缺 ， 导致企业无法正常运

营 。 面临外汇短缺 ， 政府采取外汇分配策略 。 政府先根据必要性和产 品奢

侈程度确 定各产业 的优先等级 ， 据此分配外汇额度 。 由 于难 以 获得外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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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行业被迫减产 ， 产能 闲置 ， 管理费用上涨 。

第 二 ， 大 多数制造产业都是资本密集型 的 ， 采用 大规模工艺流程 。 由

于采用 的都是资本密集型技术 ， 这些行业对创造就业 的 贡献不大 。 工业就

业 只 占 总就业人数 的 １ ５％
。

第 三
， 进 口 替代 战 略 并 未 创 造 多 样 化 的 外 汇 收 人 来 源 。

１ ９ ８４／ １ ９ ８ ５

年 ， 制 造业 出 口 贡献 了 １ ． ３ ％ 的 外 汇 收 人 。 到 １ ９９ ８ 年 ， 制 造业 创 汇 比 重

也还 不 到 ５ ％ 。 而且 ， 在 ２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前半 叶 ， 这些制 造业 企业 却 占 了

进 口 总额 的 ６０％ —７ ０％
。

四 准国有和国有企业的发展

１ ９ ６４ 年 ， 政府 干预 丁． 业 发 展 本意 是 为 了 弥 补私 营部 门 市 场 失 灵 方 面

的 缺陷 。 工业发展公 司 的作用 就是投资 于一些私 营企业不愿 冒 险进人 的 产

业 。 然 而 ， 政府在 １ ９６ ８ 年提 出 了
一个更 为宏 大 的 产业 发 展方案 ， 通 过 购

买 私营企业 和半 国 有 事业 ５ １ ％ 以上 的股份 ， 采取直接 国 有 的新战略 。

改变政策 的 目 的 在于推动经济多元化 、 工业化 、 赞 比亚化和 资本本土

化 ，
以 确 保所得利润 能够在赞 比亚进行再投 资 。 为 了 实现这一 目 标 ， 政府

授权 工业发展公 司 （
ＩＮ Ｄ ＥＣＯ

） 运营 国 有 企业 ， 同 时创 办新公 司 。 工业 发

展公 司 成为 了 政府控股制造业 的工具 。 到 ２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 ， 政府 不许工业

发 展公 司 再控股和管理金融 、 运输 、 酒店 、 石 油 、 贸 易 、 物流 和 渔业等企

业 ， 而是专注发展工业 ， 尤其是金 属 产品 加工 、 建筑材料 以及各种 工业和

消 费 品 等制 造业 。

从 １ ９ ６ ８ 年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中 期 ， 国 家 主 导 的 工业化取得成功 ， 主

要 因 为政府能够利用 铜 出 口 的 巨 额 收 人 资 助 大 多数工业 企业 。 但 是在 ２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 中 期 ， 铜价大 幅下跌 和借贷成本 上 升 ， 影 响 到 对 国 有 企业 的

投 资 。 进 口 替代工业化有关 的 问题主要影 响 国 有企业而非私有企业 。 尽管

政府 采取准 国 营工业化 的 战 略 ， 但仍 允许私营部 门 经营 。 但是 国 内 环境并

不有 利 于私营部 门 的发展 。

国有企业 的 管 理 有 一 套 复 杂 的 机 制 安 排 。 赞 比 亚 工 业 矿 业 公 司

（
Ｚ ＩＭ ＣＯ

） 是 一 家 控 股 公 司 ， 负 责 监 管 工 业 发 展 公 司 和 矿 业 发 展 公 司

（
Ｍ ＩＮＤＥＣＯ

） 。 工业发展公 司 则 是制 造业 这个分行业 的 控股公 司
， 其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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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赞 比亚工业矿业公 司 董事会负 责 。 工矿公 司 则 指导工发公 司 的政策 ，

检査后者的业绩 以及定价等决策 。

控股公 司及其子公 司 理应执行 国 家发展计划 的政策和其他产业部 门政

策及战略 。 虽然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
ＮＣＤＰ

） 设想 在产业 战略制定 阶段

对于特定经济部 门 展开细致的规划研究 ， 但是并未真正进行研究 ， 往往是

根据 国 家的迫切需要确定投资方 向 。 通常 ， 总理 、 内 阁部长和 常秘都参与

运营工业矿业公司 ， 并担任工业发展公 司 和矿业发展公 司 的董事 。 不过 ，

１ ９７ ９ 年的机构改革 ， 减少 了政府对公 司 的 政治参与 ， 限制 官员 在矿业发

展公司 董事会 中 的职位数 。 工业发展公司董事会也减少政府代表 ， 任命私

营部 门人员担任董事 。

政府干部安排到准 国有公 司 ， 导致这些机构冗员充斥 ， 生产和效率双

双下降 。 相关的另 一个 问题是 ， 国有企业经营亏损 ， 蚕食 中 央有 限 的财政

资源 ， 髙管们却 只顾 自 己 获取丰厚髙薪和额外福利 。 审计总长报告列举众

多 国企滥用 资源案例 ， 却无人为此负 责 。

坦赞铁路局 （
ＴＡＺＡＲＡ

） 是一个管理不善和政治化影 响严重 的准 国有

公 司 。 非洲 国有企业的各种弊端在坦赞铁路局都有所体现 。 按照惯例 ，

一

般都是赞 比亚政府任命该局 的局长 ， 都是委任前大使或退休将军 ， 而非铁

路工程师或经济学家主管 国企 。

这导致企业 巨 额亏损 ， 现在则 瀕 临倒 闭 。 即便 中 国政府为坦赞铁路局

注人更多资金 ， 在缺乏根本管理改革 的情况下 ， 这个 国企也未必能够重整

旗鼓 。

五 结 语

进 口 替代工 业 化 的 初 衷 是 实 现 尼 雷 尔 所说 的
“

别 人 在 走 ， 我 们 要

跑
”

， 但是这种发展方式未能增强 国 家 自 力更生 的 能力 。 恰恰相反 ， 进 口

替代工业化加剧 了 赞 比亚对于资本主义宗主 国 势力 的技术依赖 。 这种情况

导致赞 比亚和其他发展 中 国 家在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 呼 吁建立公正平等 的

国 际经济新秩序 。

进 口 替代工业化在赞 比亚的尝试还表 明 ， 不善经营 的 国企不断蚕食有

限 的 中 央财政资源 。 国 企人事臃肿 ， 董事会任命执政党 的忠仆 ， 而非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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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 贤 ， 使这些 Ｔ． 业 化进程 中 挑大梁 的企业徒增一些毫无价值 的 人 。 赞 比亚

的 教训 显示 ， 国 企董事会成 员 开会 ， 主要 目 的 不是为企业提供建设性 的政

策指 导 ， 而仅仅是 为 了 赚些 坐班津贴 。

Ｔｈ ｅ ｒｅ ｉ ｓｎ ｅ ｅｄｆｏ ｒｓ ｔ ｒｅ ｎ
ｇ

ｔ ｈ ｅｎ ｉ ｎ
ｇ

ｏ ｆ ｉ ｎ ｔ ｅ
ｇ
ｒ ｉ ｔ

ｙ ｉ ｎ ｓ ｔ ｉ ｔ ｕ ｔ ｉ ｏｎ ｓａ ｎｄｍ ｅ ｃ ｈ ａ ｎ ｉ ｓｍ ｓ ｔｏ

ｅ ｎ ｓ ｕ ｒｅ ｔ ｈ ａ ｔｒｅ ｓｏｕ ｒｃ ｅ ｓ ｔ ｈ ａ ｔａ ｒｅｓ ｕ
ｐ ｐ

ｏ ｓ ｅ ｄ ｔｏ
ｐ

ｒｏｍ ｏ ｔ ｅ ｉ ｎ ｄ ｕ ｓ ｔ ｒ ｉ 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ａ ｎ ｄｅｍ
ｐ

ｌ ｏ
ｙ

？

ｍ ｅ ｎ ｔｃ ｒｅ ａ ｔ ｉ ｏ ｎａ ｒｅｄ ｅ
ｐ

ｌ ｏ
ｙ
ｅ ｄ ｔ ｏｄ ｏｅ ｘ ａｃ ｔ ｌ

ｙ ｔ ｈ ａ ｔ
；ｒａ ｔｈ ｅ ｒ ｔ ｈ ａｎｏ ｎｅ ｌ ｉ ｔ ｅｒｅ ｎ ｔ

－

ｓｅ ｅ ｋ ｉ ｎ
ｇ

ｓ ｅ ｌ ｆ
－

ｅ ｎ ｒ ｉ ｃ ｈｍ ｅ ｎ ｔａ ｎ ｄ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ａ ｌ

ｐ
ａ ｔ ｒｏｎ ａ

ｇ
ｅ ．

非洲 国 家要 实现 １业化 ， 需要在 国 际货 币 市场上借贷 。 但是在一些非

洲 国 家里 ， 批评借贷资 金 的使用方式 的 声音越发强烈 。 弱 势政权会让准 国

营公 司 和 国 企 中 的政界人士及 其盟 友 有 可乘之机 ， 卷走 资源用 于 自 己 谋利

的项 目 ，
而 不顾 国 家 的工业化 。 因 此 ， 有必要加 强廉洁体制 机制 建设 ， 确

保用 于 丁． 业化发展 和创造就业 的 资金能够落到 实处 ， 而不是成 为精英 阶层

寻租 、 谋利 、 获取政治赞助 的 手段 。

（ 赵 毓琛译 舒展 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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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ｗ ａ ｎ ｚ ａＡ ．（
１ ９９ ８

）Ｔ ｈ ｅ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ｕ ｒａ ｌＡ ｄ
ｊ
ｕ ｓ ｔｍ ｅ ｎ ｔＰ ｒｏ

ｇ
ｒａｍｍ ｅ Ｉ ｎＺ ａｍ ｂ ｉ ａ

， 
ｉ ｎＭｗ ａ ｎ ｚａ

Ａ ．（
ｅ ｄ ． ）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ｕ ｒａ ｌＡ ｄ

ｊ
ｕ ｓ ｔｍ ｅ ｎ ｔＰ ｒｏ

ｇ
ｒａｍｍ ｅ ｉ ｎＳＡ Ｄ Ｃｒｅ

ｇ
ｉ ｏ ｎ

，
ＳＡ ＰＥ ＳＢ ｏｏ ｋ ｓ

ｓ ｅ ｒ ｉ ｅ ｓ
， 
Ｈ ａ ｒａ ｒｅ ．

Ｏ ｋ ｕ ｋ ｕＪ ｕｍａＡ
， 

Ｉ ｎ ｆｏ ｒｍ ｉ ｎ
ｇ

Ｉ ｎｄ ｕ ｓ ｔ ｒ ｉ ａ ｌＰｏ ｌ ｉ ｃ
ｙ

ｉ ｎＵ
ｇ
ａｎｄ ａ

： 
Ｉ ｎ ｔ ｅ ｒａｃ ｔ ｉ ｏ ｎＢ ｅ ｔｗｅｅｎＩ ｎ ｓ ｔ ｉ ｔ ｕ

？

ｔ ｉ ｏ ｎ ｓ
，

Ｔｅｃ ｈｎｏ ｌ ｏ
ｇｙ

ａ ｎｄＭ ａ ｒｋ ｅ ｔＲｅ ｆｏ ｒｍ ｓ
， 

ｔ ｈ ｅ ｓ ｉ ｓｓ ｕｂｍ ｉ ｔ ｔ ｅ ｄ ｔ ｏ ｔ ｈ ｅＧ ｒａｄｕ ａ ｔ ｅＳｃ ｈｏｏ ｌｏ ｆ

Ｐｕ ｂ ｌ ｉ ｃ＆Ｄ ｅ ｖ ｅ ｌｏ
ｐ
ｍｅｎ ｔＭ ａ ｎ ａ

ｇ
ｅｍ ｅｎ ｔａ ｔＵ ｎ ｉ ｖ 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ｏ ｆ ｔ ｈ ｅＷ ｉ ｔｗａ ｔ ｅ ｒｓ ｒａ ｎｄｆｏ ｒ ｔ ｈ ｅｄ ｅ

？

ｇ
ｒｅｅｏ ｆＤｏｃ ｔｏ ｒｏ ｆＰｈ ｉ ｌ ｏ ｓ ｏ

ｐ
ｈ
ｙ ；

ｈ ｔ ｔ
ｐ ：
／／ ｍｏｈ ｉ ｌ ｅ ．ｗ ｉ ｒｅ ｄ ｓ

ｐ
ａｃ ｅ ．ｗ ｉ ｔ ｓ ．ａｃ ．ｚａ／ ｂ ｉ ｔ ｓ ｔ ｒｅａｍ／

ｈ ａｎｄ ｌ ｅ／ １ ０５３９／ ５ ５ ８９／ Ｊｕｍａ％ ２０Ａ ｎ ｔ ｈ ｏ ｎ
ｙ
％ ２００ ｋ ｕ ｋ ｕ％ ２０ ＰｈＤ％２０Ｔｈ ｅ ｓ ｉ ｓ ．

ｐ
ｄ ｆ？ｓｅ

？

ｑ
ｕ ｅ ｎ ｃ ｅ＝ １ ．

Ｏ ｋ ｕ ｋ ｕ
，Ｊ ｕｍ ａＡ ．

 ，
＊

Ｗ ｈ
ｙ ｉ ｎ ｄ ｕ ｓ ｔ ｒ ｉ ａ ｌ ｔ ｒａｎ ｓ ｆｏ ｒｍ ａ ｔ ｉ ｏｎｆａ ｉ ｌ ｅｄ ｉ ｎＵ

ｇ
ａ ｎ ｄ ａａ ｎ ｄ

Ａ ｆｒ ｉ ｃ ａ

’

Ｔｈ ｕ ｒｓｄ ａ
ｙ ，

０４Ｄ ｅ ｃ ｅｍ ｂ ｅ ｒ２００ ８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 ｉ ｎ ｄ ｅ

ｐ
ｅ ｎ ｄ ｅ ｎ ｔ ，ｃ ｏ ．ｕ

ｇ
／ ｃ ｏ ｌ

－

ｕｍｎ／ ｃ ｏｍｍｅ ｎ ｔ／３ ５ ５ － ｗ ｈ
ｙ

－

ｉ ｎｄ ｕ ｓ ｔ ｒ ｉ ａ ｌ
－

ｔ ｒａｎ ｓ ｆｏ ｒｍａ ｔ ｉ ｏ ｎ
－

ｆａ ｉ ｌ ｅｄ
－

ｉ ｎ －

ｕ
ｇ
ａｎ ｄ ａ

－

ａｎ ｄ
－

ａ ｆｒ ｉ ｃ ａ
－

Ｓ ｅ ｓ ｈ ａｍ ａｎ ｉＶ ．（ １ ９９４
）

“

Ｚ ａｍ ｂ ｉ ａ

’

ｓＩ ｎ ｄ ｕ ｓ ｔ ｒ ｉ ａ ｌＳ ｔ ｒａ ｔｅ
ｇ

ｉ ｅ ｓ
 ：Ｐ ｒｏｂ ｌ ｅｍ ｓａｎ ｄＰ ｒｏ 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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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ｅ ｃ ｔ ｓ

”

，

ｉ ｎＫａｓｈ ｉ ｏｋ ｉ ．

Ｍ
，Ｍ ．Ｌｅｍｂ ａ

，Ｃ ．

 ，Ｍ ｉ ｌ ｉｍ ｏ
，Ｖ ．Ｓｅ ｓｈａｍ ａｎ ｉ（

ｅｄ ｓ ．）Ａ ｆｒｉｃａｎＳｏ ｃ ｉ ａ ｌＲｅ ｓｅａ ｒｃ ｈ
，

Ｖ ｏ ｌ ．３ ８／３ ８Ｕ ｎ ｉｖ 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ｏｆＺａｍｂ ｉａ
， 
Ｌｕ ｓ ａｋ ａ ．

Ｔｏｄａ ｒｏ ， 
Ｍ ｉ ｃｈ ａｅ ｌＰ ．＆Ｓｍ ｉ ｔｈＳ ｔｅ

ｐ
ｈ ｅｎＣ ．Ｅ ｃ ｏｎｏｍ ｉ ｃＤ ｅ ｖ ｅ ｌｏ

ｐ
ｍ ｅｎ ｔ

，
１ １

ｌ ｈ

Ｅ ｄ ｉ ｔ ｉ ｏｎ
，

Ｐｅ ａｒｓ ｏｎＥ ｄｕｃａ ｔ ｉ ｏｎ
， 

ｌ ｉｍ ｉ ｔｅｄ
 ，

２０ １ １ ．

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 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ｆｒｉｃａ
 ：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Ｚａｍｂｉａ

Ｄ ｒ ．Ｎ
ｊ
ｕｎ

ｇ
ａ

－Ｍ ｉ ｃｈ ａｅ ｌＭ ｕ ｌ ｉ ｋ ｉ ｔａ

Ａｂ ｓ ｔｒａ ｃｔ
 ：Ｔｈ ｉ ｓ

ｐ
ａ
ｐ
ｅ ｒｃ ｒ ｉ ｔ ｉ

ｑ
ｕ ｅ ｓ ｔｈ ｅｐｅ ｒｆｏｒｍ ａｎ ｃ ｅｏ ｆｓ ｔａ ｔｅｌｅｄ ｉｎｄｕ ｓ ｔｒ ｉ ａ ｌ ｉ ｚａ ？

ｔ ｉ ｏｎ ｉ ｎＳｕｂ
－Ｓａｈ ａ ｒａｎＡ ｆｒｉ ｃ ａｂ

ｙ
ｃｒｉ ｔ ｉ ｃ ａ ｌ ｌ

ｙ
ｒｅｖ ｉ ｅｗ ｉｎ

ｇ
ｔｈ ｅｅｘｐ

ｅｒｉ ｅｎ ｃ ｅｏｆ ｔｈ ｅＲ ｅ
ｐ
ｕｂｌ ｉ ｃ

ｏｆＺａｍｂ ｉ ａ ．Ｗ ｉ ｔｈｏｕ ｔａｆｕ ｎｄａｍ ｅ ｎ ｔａ ｌｒｅ ｓ ｔ ｒｕｃ ｔｕ ｒ ｉ ｎ
ｇｏ

ｆ ｔｈｅｇ
ｌ ｏｂａ ｌｅ ｃｏｎ ｏｍ ｉ ｃｏ ｒｄｅ ｒ

，

Ｉｍ
ｐ
ｏｒｔｓｕｂ ｓ ｔ ｉ ｔｕ ｔ ｉ ｏｎ ｉｎｄ ｕ ｓ ｔｒ ｉ 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 ｉｎＡ ｆｒ ｉ ｃ ａ ｉ ｓｂｏｕ ｎ ｄ ｔｏｆａ ｉ ｌ

，ａｓ ｔｅｃ ｈｎｏ ｌｏ
ｇ

ｉ ｃａ ｌ

ｄｅ
ｐ
ｅｎｄ ｅ ｎ ｃ

ｙ
ｏｎｍ ｅ ｔ ｒｏ

ｐ
ｏ ｌ ｉ ｔａ ｎｃ ａ

ｐ
ｉ ｔａｌ ｉ ｓ ｔ

ｐ
ｏｗｅ ｒｓ ｉ ｓ ｉ ｎｆａ ｃ ｔｄ ｅ ｅｐｅ

ｎ ｅｄ ．Ｔｈ ｅ
ｐ

ａ
ｐ
ｅ ｒａｒ？

ｇ
ｕ ｅ ｓ ｔｈ ａ ｔｆｏ ｒｓ ｔａ ｔｅ ｌｅｄ ｉｎｄｕ ｓ ｔ ｒ ｉａ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 ｎ ｔｏｓｕ ｃｃ ｅ ｅｄ

 ；Ａ ｆｒ ｉ ｃ ａ
’

ｓ
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ａ ｌｅ ｌ ｉ ｔｅ ｓｓｈｏｕ ｌｄ

ｒｅ －

ｆｏｃ ｕ ｓｏｎｅｆｆｉ ｃ ｉ ｅｎ ｃ
ｙ

ｏｆＰｕ ｂ ｌ ｉ ｃＥ ｎ ｔｅ ｒｐ ｒ ｉ ｓｅ ｓ ．Ｔｈ ｅ
ｐ

ａ
ｐ
ｅｒａ ｌ ｓｏｃ ａ ｌ ｌ ｓｆｏ ｒｍｏｒｅ

ｐ
ｒｕ ？

ｄｅ ｎ ｔｕ ｔ ｉ 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 ｎｏｆ ｒｅ ｓｏｕ ｒｃｅ ｓｂｏ ｒｒｏｗｅｄｂ
ｙ
Ａ ｆｒ ｉ ｃ ａｎ

ｇ
ｏｖ ｅ ｒｎｍ ｅｎ ｔｓ ｔｏｆｉ ｎａｎ ｃ ｅ ｉ ｎｄ ｕ ｓ ｔｒ ｉ

？

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 ．

Ｋ ｅｙｗｏｒｄ ｓ
； Ｉｎｄ ｕ ｓ ｔ ｒ ｉ 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

；
Ｉｍ

ｐ
ｏｒｔｓ ｕ ｂ ｓ ｔ ｉ ｔｕ ｔ ｉ ｏ ｎ

；
Ｐａｒａ ｓ ｔ ａ ｔａ ｌ

；
Ｓ ｔａ ｔｅｏｗ ｎ ｅｄ

ｅ ｎ ｔｅ ｒｐ ｒ ｉ ｓ ｅ
 ； 

Ｚａｍ ｂ ｉ 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