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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提要 】 产 能 转 移 在 微观 层 面 上
， 表 现 为 企 业 的 再 区 位 化 选

择 过 程 ； 在 中 观 层 面 上 ， 表 现 为 产 业 的 再 集 聚 化 过 程 ； 在 宏 观 层 面

上 ， 表 现 为 助 推 非 洲 工 业 化 和 经 济 一 体 化 的 融 合过 程 。 浙 江 中 小 企 业

富 裕 产 能 转 移 非 洲 是 中 非 经 济 合 作 领 域 的
一 大 亮 点 ， 本 文 首 先分 析 了

浙 江 中 小 企 业 富 裕 产 能 转 移 非 洲 的 发 展 历 程 和 影 响 因 素 ； 在 此 基 础

上
， 提 出 了 协 同 共 生 型 、 集 群 网 络 型 、 渐 进 迭代 型 和 根植 嵌 入 型 四 种

产 能 转 移 模 式 ；
最 后 ，

从 企 业 和 政 府 层 面 提 出 了 浙 江 中 小 企 业 富 裕 产

能 转 移 非 洲 的 若 干 建议 。 未 来 ， 浙 江 中 小 企 业 富 裕 产 能 转 移 非 洲 必 将

有 效 助 推 浙 江 经 济 转 型 升 级 ， 加 速 浙 非 贸 易 形 态 升 级 ， 同 时 也 为 非 洲

本 土 经 济 的 繁 荣 发 展 贡 献 重 要 力 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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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幅员 辽 阔 ， 总 面 积有 ３０００ 多 万平方公 里 ， 是世界 面积 第二大

洲 ， 有 ５ ５ 个 国 家和地 区 ，

１ ０ 亿多人 口 。 因其广 阔 的 市场空 间 和不断优化

？ 本 文系 浙 江省 ２０ １ １ 协 同创 新 中心
“

浙江师范大 学 非洲研 究 与 中 非合作 协 同 创 新 中 心
”

资 助

项 目
“

浙江 中 小企业 富裕产能转移非洲 的路 径 与政策 研究
＂

（ 项 目 编 号 ：

１ ５ ＦＺＺＸ０ １ Ｚ
） 的 阶段性研 究

成果 。



１ ２４ 非 洲 研究

的营商环境 ，
非洲渐成浙江 中 小企业 富裕产能转移 的重要承载地 。 经过 ３０

多年 的产能转移实践 ， 浙江积 累 了 丰 富 的 运作经验 ， 并 形成 了 鲜 明 的 浙江

特色 ， 成为 中非经济合作领域 的一大亮点 。 浙江富裕产 能转移非洲 不仅得

到 了 中 国 乃至全世界政坛 的广泛关注 ， 而且也成为学术界关注 的重要话题 。

本文 围绕浙江 中小企业 富裕产能转移非洲 这一鲜 明 的时代命题 ， 将之

分解 为 三个 紧密关联 又依次递进 的学术 问题 ： 第一 ， 浙非产能合作 的背景

下 ， 浙江 中 小企业 富 裕 产 能转移非 洲 的 发 展 历 程 和 显 著特征 是 什 么 ？ 第

二
， 在理论总结与 实践创新 的基础上 ，

如何识别浙江 中小企业 富裕产能转

移非 洲 的影 响 因 素 ？ 第 三 ， 在经济命运共 同体战略理念 的 引 导下 ， 浙江 中

小企业 富 裕产能转移非洲 有 哪些模式可供选择 ？ 以 上三个 问题形成浙江特

色 的 区域产能转移样本 ，
进而为其他 区域 间 的产能转移提供易 于 复制 和扩

散 的执行方案 。

一

浙江中小企业富裕产能转移非洲的发展历程

产能转移是资源供给或产 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 ， 某些产能从某一地

区或 国 家转移 到 另 一地 区或 国 家 的 一种经济过程 。 产能转移一直是 区域经

济 和 产业经济研究 的 重要议题之一 ， 非洲 市场是浙江富裕产能进行 国 际转

移 的 重要承载地 。 浙江 中 小企业 富裕产能转移非洲 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

＝ 个 阶段 ：

第
一 阶段 为产能积 累 阶段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至 ９０ 年代初 ） 。 产能在

改 革 开放初期 并不 富裕 ， 那个时候百业待兴 ， 中 央政府赋予地方更 多 的财

权 ，
以 增强各地对发展经济 的刺激 。 由 于产能并不 富裕 ， 这个 阶段 的非洲

市场并没有 引 起浙江 中 小企业 的关注 。

第二阶段为起步发展 阶段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至 ２０ 世纪末 ） 。 受 国 内

产能 富裕影 响 ， 少量 具有 开拓 和 创 新精 神 的 浙江 民 营 企业将 目 光投 向 非

洲
，
勇 于开拓 ， 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产能转移 。

一方面增 加 了 非洲 本地 的就

业机会 ， 促进 了 非洲 经济增 长 ； 另
一方面 ， 带去 了适合非洲 国家 的产 品 和

技术 ，

一定程度 上增 强 了 非洲 经济 的发展能力 。

第三 阶段为快速发 展 阶段 （
２０００ 年 至今 ） ，

以 越美集 团 、 巨 石集 团 、

永达集 团 为典型代表 。 浙江 中 小企业 富裕产 能转 移至南非 、 刚 果 等 ３ ０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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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国 家和地 区 ， 涉及贸易 、 生产加工 、 资源开发 、 交通运输 、 农业及农产

品综合开发等多个领域 。 根据浙江省商务厅 的统计数据 ， 浙江省境外投资

非洲 的数据如下 ：

２００９ 年 ， 为 ９３２２ ．３ １ 万美元 ；

２０ １ ０ 年 ， 为 １ ０２６７ 万美

元 ；

２０ １ １ 年 ， 为 ８４２ １ 万美元 ；

２０ １ ２ 年 ， 为 ２３９７０ ． ２ ３ 万美元 ；

２０ １ ３ 年 ，

为 １ ３０７ ２ ．６２ 万美元 。
？ 正如浙江交通工程建设集 团公 司 董事长程涛所说 ，

“

非洲是一个充满 活 力 和 机 遇 的 大 陆 ， 随着 基础设施改善 、 人 民 生 活 改

善 、 民族 自 信增强 ， 等等 ， 非洲正在经历着 巨 变 ， 变得发展动力更强 ， 发

展机遇更大 。

” ？ 据浙江省商务厅 的统计数据 ， 目 前浙江在非投 资企业共

有 ４６４ 家 ， 在非投资项 目 ４５ ９ 个 ， 投资总额为 １ ４ ３８ ７４ ．３ ３ 万美元 。
③

当前 ， 浙江 中小企业富裕产能转移非洲呈现 出 如下显著特征 ：

第一 ， 自 发性 。 浙江 中 小企业富裕产能转移非洲 多具有草根色彩 的 自

发属性 ， 企业家们敢为天下先 ， 勇 于开拓非洲 国 际市场 ， 涌现 出 了
一批成

功企业家 。 以浙江绍兴越美集 团 为 例 ，

２００ ３ 年 以 来 ， 国 内 市场纺织行业

产能过剩 ， 越美集 团 勇 于开拓非洲市场 ， 把纺织 富裕产能成功转移至非洲

尼 日 利亚等 国家 ， 取得 巨 大成功 。 通过设立纺织工业园 区 的形式 ，

一方面

避开 了 尼 日 利亚禁止直接进 口 纺织成 品 的贸易 限制 ；
另 一方面 ， 利用尼 日

利亚与欧美 国家签订的 贸易协定 ， 产 品顺利打人欧美市场 。

再以浙江桐 乡 巨石集 团 为例 ，
巨 石集 团 以 生产玻璃纤维为 主 ，

通过在

南非投资设厂 ， 成功避开 了 贸 易 壁垒 。
２００３ 年 下半年 ，

一家竞争对手 以 巨

石倾销玻璃纤维短切毡等产品 为 由 ， 起诉 巨 石集 团 。 南非法 院判决对 巨 石

集 团征收高达 ３ １ ．８ １ ％ 的反倾销关税 。 为规避这些 贸 易 壁垒 ，
２００５ 年年末 ，

巨石集 团投资 ２７０ 万美元 ， 与南非 当地一家公司合资 ， 在开普敦建设一条年

产量为 ６０００ 吨的玻璃纤维短切毡生产线 。
２０ １ １ 年 ８ 月 ，

巨 石在开普敦投资

的第二条玻璃纤维短切毡生产线顺利投产 ， 新增 １ 万吨年生产能力 。

第二 ， 集群性 。 抱 团 出 击 、 协 同创业 、 产业集群一直是浙江 中小企业

的标签和特色 。 在浙江每个区域都有典型 的产业集群 ，
比如温州 的低压 电

器产业集群 、 绍兴的纺织产业集群 、 义乌 的小商品产业集群等 。 在先发企

①刘乐平 、 张帆 ： 《浙商 ， 闯 荡 非 洲新传奇 》 ， 栽 《 浙江 日 报 》 ２０ １ ４ 年 ５ 月 ６ 日 ， 第 ９ 版 。

② 同上 。

③ （ 浙 商 民 间 资 本 走 进 非 洲
， 不 应 该 再 遥 远 》 ， 栽 ｈ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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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 ｔｍ ｌ 〇



１ ２６ 非洲 研究

业产 能成功转移非 洲 的 示 范效 应下 ，

一大批 中 小企业 相 继 跟进 ， 协 同 创

业 ， 在非 洲 以科技 园 区 、 块状经济或产业集群 的 形态 固 定下来 ， 即 浙江 中

小企业 富裕产能转移非 洲 呈现集群性 。 基 于集群模式转移富裕产能 ，
可 以

为 中 小企业开拓非洲市场缓解供应链风险 ， 提升企业竞争 力 。 如 浙江省商

务 厅阮刚 辉所言 ，

“

闰 外 建 厂生 产 ， 最 怕 的 是 上 游原材料供应 环节 出 差

错 ， 中 国企业 的产 品 和 当 地其他企业 的产 品 规格标准不
一定相 同 ， 就地取

材有 时并不能解决供应链风险 。 政府鼓励企业 以 集群模式对外投 资 ， 借助

境外合作 园 区 的平 台 ， 在 园 区 内 完成产 品 的供应生产
一条龙 ， 企业抱 团取

暖 ， 告别单打独斗 的 发展模式 。

” ①

据统计 ， 浙江省牵 头 实施的境外经 贸 合作 园 区 共有 ７ 家 ， 规划 总 面积

１ ５ ． ９４ 平方公里 ， 实 际投 资 ４ ＿ ０８ 亿美元 ， 带动 ９ ３ 家企业人 园投 资 ４ ．７ ９ 亿

美元 。 其 中 ， 在非 洲 比较典 型 的有 越 美 （ 尼 日 利 亚 ） 纺织 工 业 园 、 博 茨

瓦纳 纺织工业 园 等 。 以 越 美 （ 尼 日 利 亚 ） 纺织 Ｔ业 园 为 例 ， 该 园 区 成 立

于 ２００ ８ 年 ， 由 诸暨越美集 团 投资 近 ６０００ 万美元 ， 占地 ８ ００ 亩 ，
建筑 面积

２ ８ 万多平方米 ， 是 中 国境外第 一个纺织 工业 园 ， 同 时 也 是尼 日 利 亚最 大

的纺织 园 区 。
？ 截至 ２０ １ ５ 年年底 ，

人驻越美 纺织 工业 园 区 的 企 业接 近 ３ ０

家 ， 涵盖纺织领域 的 印 染 、 服装 、 织造等产业链环节 ， 大大提升 了 浙江 中

小纺织企业在非洲 的 整体竞争 力 。

第 三
， 渐进性 。 由 于非洲 市场 复杂多变 、 不确 定性较强 ， 浙江 中 小企

业富裕产能转移非洲 的 过程 中 多呈现渐进性 。 首先体现在价值链环节转移

的渐进性 ， 遵循先易 后难 的 原则 ， 把生产 制 造等价值链环节优先转移 ， 然

后把研发设计等价值链环节逐渐转移 。 比 如 ， 温州 中 小企业哈杉鞋业 ， 遵

循渐进性产能转移原则 ， 现在 已 在尼 日 利 亚建立 了 工业 园 区
， 建立 了 品牌

优势 ，
形成 了 完整 的产业体 系 。 其次体现在转移进程 的渐进性 。 浙 江 中小

企业富裕产能转移非洲 是
一个复杂 的 系统 Ｔ． 程 ， 涉及 因 素众多 ， 遵循前期

调研 、 可行性报告 、 区域选址 、 试投产 、 正式 运 营等 多个转移环节 ，
在转

移进程上具有渐进性 。 基于 以 上两点 ， 浙江 中 小企业 富裕产能在转移非洲

的过程 中 ， 应妥善处理与 非洲 本土企业 的关 系 ， 渐进稳妥地推进 中 小企业

①《 浙 商 民 间 资 本 走 进 非 洲
，
不 应 该 再 遥 远 》 ， 栽 ｈ ｕ

ｐ ：／／ Ｕ ｏ
ｐ

． ｗ ｌ ｏ ｕ ｌ ｉ ａ ｏ ．ｃ ｕｍ ／
ｐ
／

１ ９ ２ ｔＧＲ
ｙ

．ｈ ｔｍ ｌ 〇

② 张汉 东 ： 《 走进非 洲 浙商迎 道 大 利 好 》 ，
载 《 浙Ｋ 日 报 》 ２ ０ １ ４ 年 ５ 月 ９Ｒ ， 第 ９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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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非洲 。 就区域而言 ， 产能转移 的指导性原则建构 如下 ： 对于东非 ， 企

业应 了解 当地政策 ， 积极利用非洲 的矿产资源 ； 对于西非 ， 根据近年来双

方贸易额快速增长 的情况 ， 加快搭建贸 易投资平 台 ， 积极推动浙江企业扩

展市场 ； 对于南非 ， 企业要加快经营好非洲商业 中 心 ， 争取打造成浙江商

品 的海外平 台 ；
对 于北非 ， 多考虑 当 前 的 不稳定 因 素 ， 企业 以 稳定发展

为 主 。
？

第 四
， 多元性 。 首先 ， 在产能转移模式方面呈现多元性 ，

主要模式 由

几家 中小企业协同转移 、 与非洲本土企业形成战略联盟转移 、 科技 园 区形

式整体转移等 。 其次 ， 在产能转移领域方面呈现多元性 ， 涉及纺织 、 小商

品 、 医药 、 工程承包等多个领域 。 再次 ， 在转移 国别上呈现多元性 。 非洲

地域辽 阔 ， 国 家众多 ， 浙江 中小企业在非洲 的 ３０ 多个 国 家进行 了成功 的产

能转移 。 最后 ， 在产能转移的具体操作路径方面呈现多元性 ，
主要路径有 ：

交钥匙工程 （ 在对外直接投资受东道 国 政府管制 时尤为有用 ） 、 技术协议

（ 低开发成本 和低风 险 ） 、 许可经 营 （ 低 开 发成本 和低 风 险 ） 、 合资企业

（ 可 以利用 当地合伙者 的 知识共 同 承担开发成本和 风险 ） 、 全资子公 司 （ 保

护技术 ， 能够实现区位和经验 曲线经济 ， 便于进行全球战略合作 ） 。

？

据 《 非洲之声 》 观点 ，

２０４０ 年非洲 劳动力 总数将达 １ １ 亿人 ， 且劳动

力 价格低廉 ， 城市人 口 比例将达 ５０％
， 市场潜力 无穷 ；

２０５ ０ 年 ， 非洲 将

有 ２０ 亿消费者 ， 其 中 新兴 中 产 阶级人数超 过 ６０００ 万
， 成 为全球最 大市

场 。
？ 巨 大 的劳 动 力 人数 、 低廉 的 劳动 力 价 格 以 及全球最大 的 消 费 市 场

等 ， 这些都使非洲成为浙江 中小企业富裕产能转移 的优先承载地 。 下文将

从微观 、 中 观和宏观三个层面进一步分析影响浙江 中小企业富裕产能转移

非洲 的有利 和不利 因 素 。

①窦 营 ： 《 浙 江企业开拓非洲 市场 的 理 论 与 实践 》 ， 载 《 现代商 贸 工 业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１ ３ 期 ，

第 ５ ９ 页 。

② Ｃ ｈ ａｒ ｌ ｅ ｓ Ｗ ． Ｌ ． Ｈ ｉ Ｕ
： 《 国 际商务 》 ， 周健临译 ， 中 国人 民 大学 出 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４４ １ 

一

４４６

页 。

③ 《 走 进非洲 的 中 国 企业 》 ， 载ｈ ｔ ｌ

ｐ ：／／ ｎ ｅｗ ｓ ， ｈ
ｙ
ｎ ｅｗ ｓ ．ｎ ｅ ｔ／ ｄ ｅ

ｐ
ｔ ｈ／２０ 丨 ４ 

－

０ ５
－

２４ ／７ ５ ３ ０６ ．ｈ ｔｍ ｌ 〇



１ ２ ８ 非 洲研究

首先从微观层面看 ， 浙江 中小企业善于开拓 、 敢为天下先 的 创新创业

精 神 ， 为浙江 中 小企业富裕产能转移非洲提供 了 源源不断 的动 力 。 正 如外

交部 国 际经济 司 副 司 长刘 劲松所言 ，

“

中 国 产业 一方面面 临 升级改 造 ， 另

一 方面面临 产能过剩 ， 而浙江最大 的作用是给 中 国其他产能过剩 的 省一个

良好 的示范
——

转移产能给别 国 急需 ，
如光伏产能 、 医药产能等很有作 为

的 空 间 。 浙江 民 营企业敢为天下先 ， 有 能力 、 有信心 、 有需求 ， 能够在产

能转移非洲 上做排头 兵 。

”

？

浙江 中 小企业富裕产能转移非 洲 的 微观有利 因 素 主要表现在 ： 第
一

，

浙江 义乌 、 温州 、 宁 波等发达 区域 的
一大批 中 小企业在 富裕产能转移非洲

方面起步较早 ， 积 累 了 丰 富 的经验 ， 为后来者富裕产能转移非洲提供 了借

鉴和参 考 。 第 二 ， 浙 江 中 小 企业 先 天 性 的 适 应 性 强 、 敢 于 开 拓 创 新 的
“

草根
”

精神在应对非洲 复杂不 确 定性 的 市 场竞 争环境 下具备 先 天 优 势 。

第 三 ， 浙江集群 型 中 小企业在本土激烈 的市场竞争 中
， 提供 的优质产 品 和

服务能够在非 洲 快速站稳脚跟 ， 由 弱 到 强 ， 在 富裕产能转移非 洲 方 面具备

国 际竞争 力 。 第 四
，
浙江 中 小企业在非洲投 资设厂 ， 进行产能转移 ， 可 以

享受欧美发达 国 家给予非洲 的原产地优惠政策 ， 免许可证 ， 免关税 ， 节 省

物流成本 ， 使企业 的产 品 出 口 欧美发达 国 家更加具备价格竞争力 。

其次从 中观层面看 ， 浙江 、 非洲 相关政府部 门 为富裕产能转移非 洲 已

建立 了 便 于操作 的 常态化机制 ， 为浙江 中 小企业 富裕产能转移非洲 提供 了

诸多便利 ， 极大激发 了 浙江 中 小企业富裕产能转移非洲 的热情 。 主要表现

在 ： 第 一 ， 浙江商 务 厅 等 相 关政府 部 门 在 提供 咨 询 、 人才 培 训 、 战 略规

划 、 转移 引 导 、 法律援助 等方面 ， 为浙江 中小企业富裕产能转移非洲提供

便利 。 比如 ， 浙江在发 布 的 《省 国 民 经济 和 社会 发 展第 十 三 个 五 年规 划

纲要 》 中 ， 明 确 了 浙 江参 与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 的 重 大 项 目 ， 包 括 刚 果

（ 布 ） 钾肥生产基地 、 中 策集 团 尼 日 利 亚奥 贡 州 工业 园 等 ，
引 导 中 小企业

积极参与 。 第二 ， 在非洲 的浙江商会不断完善 ， 为浙江 中 小企业 富裕产能

转移非洲 发挥 了 重要 的纽带作用 。 以坦桑尼亚浙江商会为例 ， 该商会成立

于 ２００９ 年 ， 加 人 的 公 司 有 ４ ５ 家 ， 浙商 ２００ 多 人 ， 据商会会 长 夏 赵 春 介

绍
，

“

在坦桑尼亚 的 中 国 商会 中 ，
浙江商会规模最大 ， 人最 多 ， 平 时举 办

① 《 １ ２国 专 家共议 国 家产 能合作 》 ， 载ｈ ｔ ｔｐ ：／／ ｗｗｗ ．ｚ
ｊ

．ｘ ｉ ｎ ｈ ｕ ａ ｎ ｅ ｌ ．ｃ ｏｍ／ ｎ ｅ ｗ ｓ ｃ ｅｍｅ ｒ／ ｆｏｃ ｕ ｓ／２ ０ １ ５

－

０５ ／ １ ０ ／ ｃ
＿ １ １ １ ５ ２ ３ ２０ ３ ７ 。



浙 江 中小企业 富裕产 能转移非 洲 的发展 历程 、影 响 因 素 及模式选择 １ ２ ９

活动也最多 。

” ？ 第三 ， 非洲 政府部 门 不 断优化流程 ， 提高 服务水平 ， 创

造便利条件 ， 改善 营 商环境 ， 为浙 江 中 小企业 富裕产 能转移非 洲 提供便

利 。 根据世界银行 《 ２０ １ ３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 ， 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好

的 ５０ 个 国家 中 ， 撒哈拉 以南非洲 国 家 占 １ ７ 个 。

？

最后从宏观层面看 ， 第
一

， 中小企业富裕产能转移非洲 是浙江融入和

对接
“
一带一路

”

国家战略 的重要组成 。

一方面 ， 非洲将为浙江 中小企业
“

走 出去
”

战略带来重大发展机遇 和 广 阔 市场空 间 ；
另 一方面 ，

“
一带一

路
”

＋
“

浙非产能合作
”

将 为 非 洲 国 家构建
“

经济造血
”

的 多元活 力 机

制 。 第二 ， 中小企业富裕产能转移可有效助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 ， 并加速

浙非贸易 （ 投资 ） 形态升级 。 非洲 国 家的发展战略是在经济上逐步推进多

元化 ， 实现工业化 。 浙江在全 国 较早步入经济新常态 ， 中小企业 的 大量 富

裕产能有待 向外转移 ， 非洲完全可 以成为浙江富裕产能的重要承接地之一 。

中非产能合作是新时期 中非构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面临 的一个重

大时代命题 。 根据 中 国政府发布 的 《 中 国对非政策文件 》 ， 中 国 愿意 与非

洲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 、 经济上合作共贏 、 文化上交流互鉴 的新型

战略伙伴关系 。
？ 习 近平总书记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在 中非合作论坛时 明确指 出 ，

“

中非历来是命运共 同体 。 当前 ， 中非关系 正处 于历史上最好时期 。 我们

要充分发挥 中 非政治互信和经济互补 的优势 ，
以 产能合作 、 三 网一化为抓

手 ， 全面深化 中 非各领域合作 。

” ？ 李 克强 总理 多次力 推 国 际产 能合作 ，

打造 中 国企业
“

走 出 去
”

升级版 ， 明 确表示 ， 中 方愿 同 喀麦 隆打造 中 非

产能合作样板 ； 埃塞俄 比亚是 中 国 开展对非产能合作优先伙伴 。

宏观层面 的 中非政府支持为浙江 中 小企业富裕产能转移非洲提供 了 强

力保障 ， 比如 ，

２０ １ ４ 年 ， 中 国政府提 出 ６ 项合作计划 ， 着力 打造
“

中 非

经济合作全面升级版
”

， 包括 向 非 洲 国 家增加 １ 〇〇 亿美元贷款额度 ， 使 已

承诺贷款增至 ３ ００ 亿美元 。 同 时增 资 中 非发展基金 ２０ 亿美元 ， 总额增 至

５０ 亿美元 。 另 外 ，
还包括提升 中 非 贸 易 ， 力 争 ２０２０ 年贸 易规模达约 ４０００

①黄小星 ： 《那里 ， 有人 的地方就有浙江人 》 ， 载 《钱江晚报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５ 日
， 第 １ ５ 版 。

② 《社会经济 发 展 迅 速 ， 非 洲 发 展 显 露 崛 起 势 头 》 ， 栽 ｈ ｌ ｔ

ｐ ：／／ ｒｏ ｌ ｌ ． ｓｏｈ ｕ ． ｃｏｍ／２０ １ ２ １ １ ０ ５ ／

ｎ３ ５ ６６４ ５ ０９ １ ． ｓ ｈ ｔｍ ｌ 。

③ 《 中 国 对非政策 文件 》 ， 载 《 人 民 日 报 》 ２００ ６ 年 １ 月 丨 ３ 日 ， 第 ３ 版 。

④ 《 开启 中 非合作共贏 、 共同 发 展 的 新 时 代 》 ， 栽 《 人 民 日 报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５ 日 ， 第 ２



１ ３ ０ 非 洲 研 究

亿美 元 ，
对非 洲 直接 投 资迈 向 １ ０００ 亿美元① 。 近 年 来 ， 非 洲 基础设施 在

中 国 的技术和 资金援助下 ， 不 断优化 ， 也改善 了 企业 的 营商环境 。 据统计

数据 ， 中 国 已 成 为 非 洲 基础 设施建设 的 最 大 资 金来 源 国 。
２００９

—

２０ １ ４ 年

间 ， 中 同 累计 向 非洲 投 资 ６００ 亿美元 ， 侧重 于交通 等 基础设施 的 完 善 ， 包

括铁路设施 、 公路设施 、 机场建设 和港 口 建设 。

（２ ）

此外 ， 为 促 进 中 国 中 小企业 富裕产 能转移非洲 ， 中 国 政府也 出 台 了
一

系 列 的 支持政 策 。 对 于 这 些 支持性 政 策 ， 浙 江 的 中 小 企业 都 可 以 积极 利

用 ， 发挥政策 的 最大效应 。

一些 典型政策包括 ： 在 尼 日 利 亚 、 喀 麦 隆 、 坦

桑尼 、 肯 尼 亚 等 Ｍ 个 非 洲 国 家 设立 了
“

中 国 投 资 开 发 贸 易 促 进 中 心
”

，

为 中 国 企业富裕产能转移非洲 提供人 才 、 资 金 、 信息 等全方位 支持 ； 设立

中 非 产能合作 基金 等专项 资 金 ， 用 于解决 中 小企业 融资 难 问题 ， 在一定 程

度 上缓解 中 小企 业 富裕产能转移非 洲 的 资金 困 境 ； 同 南非 、 尼 日 利 亚 、 刚

果 等 ２０ 个非 洲 国 家签 订 《 双 边 投 资 保 护协定 》 ， 缓 解 中 小企 业 产 能 转 移

风险 ； 与 南非 等非 洲 国 家签 订避免双重 征税协定 等 。

虽然 以 上诸 多有 利 因 素 加 速 了 浙 江 中 小 企 业 富 裕 产 能转 移 非 洲 的 进

程 ， 但 不 可 否认 ， 在微观 、 中 观 和 宏观 三个层 面上 还存在诸多不利 因 素 阻

碍着产能转 移 的进程 。

微观上 ， 中 小企业 的信息来源 渠道有 限 、 融 资 能力 缺 失 、 开拓非洲 市

场 的 专业 人 才缺乏 、 战略规划能 力 较弱 、 创新能力 不 足 等都影 响 富裕产能

转移 非 洲 的进程和质量 。 同 时 ， 由 于缺乏 长远规划 ， 浙江 中 小企业还存在

价格 战 等恶性竞争现象 ，
正 如 中非 民 间 商会 副 会 长 阮小 明 所说 ，

“

受 金 融

危机影 响 ， 企业面临 的 国 内 和非洲 投 资环境均发生 变化 ， 在非 洲 的 一些 企

业 不惜低价倾销 ， 使原本就非常廉价 的 中 国 小商 品 变得更 加便宜 ， 企业生

存发展更加 困难 。

”

？ 此外 ，
浙江 中 小 企 业 富 裕 产 能转 移 非 洲 还 面 临 欧 美

国 家企业 的 强力 竞争 。 欧美企业 国 际化程度相对较 强 、 开拓非洲 市场 的 流

程和经验远较 中 国 企业 丰 富 、 产 品 的研发创新能力 有 丰 富积 累 ， 这些因 素

都挤压 了浙江 中 小企业富裕产能转移非洲 的 空 间 。

①张汉 东 ： 《 走进 非 洲 浙 商迎 重 大利 好 》 ， 载 《 浙 江 日 报 》 ２０ １ ４ 年 ５ 月 ９ 日 ， 第 ９ 版 。

② 《 中 国将提 供 ６００ 亿美元 支持 中 非 合 作 十 大 计 划 》 ，
栽 《 钱 江 晚报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５Ｈ ，

第 １ ５ 版 。

③ 孔 洁珉 ： 《

“

非
”

诚可扰 》 ， 载 《 首 席财 务 官 》 ２００ ９ 年第 １ 期 ， 第 ２４
—

２ ５ 贞 。



浙江 中 小企业 富裕产能转 移非洲 的 发 展 历程 、影 响 因 素及模式选择 １ ３ １

中观上 ， 浙江 中 小企业富裕产能转移非洲还缺乏产业层次的战略规划

和路线 图设计 。 就浙江政府部 门 而言 ， 目 前还存在 的短板包括 ： 第一 ，
针

对非洲典型 国 家 的 调研还非常缺乏 ， 导致企业进人非洲缺乏前期可资借鉴

的 资料 ， 比如针对坦桑尼亚 、 肯尼亚 、 埃塞俄 比亚等东非三 国 的产能转移

现状和空 间分布数据较为缺乏 。 第二 ， 在 系统性 的政策设计方面 ， 还缺乏

产业视角 方面 ， 具备执行力 的政策建议 ， 比 如顶层规划 、 融资支持 、 集群

转移 、 科技 园 区等 。 就非洲政府部 门 而言 ， 非洲 的 工业化进程相对滞后 ，

与之相适应 的政府部 门 的产业政策 在诸多方面还 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

这些都制 约 了 浙江 中小企业富裕产能转移非洲 的进程 。

宏观上 ， 首先 ， 非洲政策多变及不确定性使浙江 中小企业进人非洲存在

很大的风险 ， 尤其对于区域局势不稳定 的非洲 国家 。 民族 、 文化 、 战争 、 宗

教等多因素的叠加使非洲 的整体营商环境还存在诸多变数 ， 客观上制约 了浙

江 中小企业富裕产能转移非洲 的热情 。 其次 ， 在非洲基础设施方面 ， 道路 、

电力 、 能源等的不足也制约 了浙江 中小企业在非洲 的发展 。 以埃塞俄 比亚为

例 ， 该国的 电力保障只 能达到 ２０％ 

—

３０％
， 在短时 间也无法达到完全供给 。

早期的
一项调査表明 ， 非洲 国家投资环境软硬件均存在严重不足 ， 在相 当大

程度上制约了 中 国 民企拓展对非合作的步伐 。 最后 ， 中 国政府在对在非投资

的政策体系 、 指导指南和服务体系等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

三 浙江中小企业富裕产能转移非洲的模式选择

在理论总结与实践创新基础上 ，
浙江 中 小企业富裕产能转移非洲 主要

有 四种典型模式可供选择 。

第一 ， 协同共生型产能转移模式 。 通过协 同共生型产能转移模式 ， 浙江

企业与非洲企业形成产业共生 系统 ， 培育浙非经济共 同体 。 要与产业链上游

的供应 、 研发 ， 下游的营销等环节结合起来 ， 帮助非洲企业成长 ， 形成一个

协同共生型的生态 系统 ，

一方面可 以促进浙江 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 另
一方面

也可 以促进非洲本土市场经济的增长 。 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来 ， 浙江 中小企业在

协同共生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 许多经验可 以移植复制到非洲市场 。

温州 哈杉鞋业公 司 是采取协 同共生 型产能转移模式 的典型代表 。 哈杉

富裕产能转移至非洲 ， 始于 ２００４ 年 ， 出 资 ２００ 万美元 ， 在 西非 尼 日 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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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一 家制 鞋 厂 。 在 随后 的 发展 中 ， 融人本地经济 ， 参加 当地或联合 当地

企业组建产业协会 ， 与 当 地 制 鞋企业 形成协 同 共生 、 合作共贏 的 联 盟 关

系 。 哈杉依托技 术优势 ， 为 当 地制 鞋企业 的技术提升 、 人员 培训做 出 了 重

要 贡献 。 比如冷粘技 术是制鞋企业 的核心技术之一 ，
尼 日 利亚本地 制 鞋企

业 的冷粘技术不过关 ， 影 响 了 鞋子 的质量 ， 消 费者体验较差 。 为促进本地

制 鞋企业 的发展 ， 共 同把制 鞋行业做大做强 ， 哈杉将冷粘技术进行 了 行业

分享 。 在产业协作 上 ， 哈杉 的 本地采购 比例 也从 ３％ 提髙 到 了２０％ 。

“

开

始我们连胶水 、 鞋钉都要从 国 内进 口
， 现在很 多配件都可 以在 当地进行采

购 ， 和 当 地产业链 的结合 紧 密 多 了 。 这也 是 我们 发 展 要 达 到 的 一 个 目 的 ：

成 为一 家融人本地产业链 的本地企业 。

”

？

第二 ， 集群 网 络 型产能转移模式 。 集群 网络 由 中 小企业 、 大企业 、 供

应商 、 行业 中 介机构 、 消 费者 、 大学 、 科研机构等多个 主体构成 ， 集群 内

的 企业可 以 充分利用 网 络资源 ， 获得快速成长 。 浙江在集群 网 络 的培育方

面具备特色和优势 ， 在全 国 形 成 了 义 乌饰 品 集群 网 络 、 温 州柳市低压 电 器

集群 网 络 、 金华 汽摩 配 集 群 网 络 等 。 由 于 集 群 网 络在 世界各地 的 巨 大 成

功 ， 未来可 以 预计的一个产能转移模式就是 由 单个企业在非洲创业 ， 向 形

成工业 园 区 、 科技 园 区和块状集群推进 ，
逐 步形成产能合作集群 网络 。

绍兴越美集 团 是采取集群 网 络 型产能转移模式 的典型代表 。 越美集 团

富裕产能转移非 洲 起 步较早 ，

２００４ 年越美 集 团 投 资 １ ８ ８ 万 美元
，
在 尼 日

利 亚兴建 ７０００ 多平方米 的 厂 房 ， 设立 了 一 家境外加 工 贸 易 生 产 企业 。 但

由 于尼 日 利 亚没有棉 纺企业 ， 纺织产业链 不 齐全 ， 上 、 下游产 品 不衔接 ，

单独一家 企业 在 尼 日 利 亚 办 厂 ，
无 法 利 用 集 群 网 络效应 。 这 种 背 景 下 ，

２００７ 年越美集 团 投资 ５ ０００ 万美元建立越美 （ 尼 日 利 亚 ） 纺织工业 园 ， 打

造纺织产业集 群 网 络 。 越 美 （ 尼 日 利 亚 ） 纺织 工业 园 是 中 国 首 个境 外 纺

织工业 园 区 ，
也是尼 日 利亚 目 前最大 的 纺织工业 园 区 ，

已 成 为集群 网 络产

能转移模式 的典型 代表 。 集 群 网 络包括棉 纺 、 织造 、 印 染 、 服 装 等 １ ５ 家

浙江企业 ， 形成较为完 整 的产业链 。

？

①《 温州 鞋企 哈 杉 勇 闯 非 洲 贸 易 争 端 积 极 应 对 》 ， 载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 ｓ ｈ ｅ ｉ ｔ ｃ ．

ｇ
ｏ ｖ ．ｃ ｎ／ ｍ

ｙｊ ｊ
ｚｘ ｄ ｔ ／

６ ３ ８ ３ ０６ ． ｈ ｔｍ
。

② 周 智 敏 ： 《 诸 暨越 美 到 非 洲 建 纺织 工 业 园 区 》 ， 载 《 浙 江 日 报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５ 日 ， 第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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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渐进迭代型产能转移模式 。 基于生产 网络分工理论 ，
把价值链

的一个或几个环节率先转移 到非洲 ， 其他 环节逐步跟进 的渐进迭代 型转

移 。 这种转移模式风险较小 ， 将是未来浙江 中小企业产 能转移非洲普遍采

用 的一种主流模式 。 非洲有广 阔 的工业用地 、 便宜而充裕 的 劳 动力供给 、

颇具潜力 的消 费者市场空 间 ， 这些 因素都为渐进迭代产能转移模式 的推进

提供 了 可能性 。 企业可 以先把生产环节转移至非洲 ， 然后逐步跟进 ， 实现

营销 、 研发等环节 的转移 ， 从而实现产能转移的逐步迭代和渐进优化 。

浙江 巨 石集 团是采取渐进迭代型产能转移模式 的典型代表 。 巨 石在 国

内产能过剩 ， 同 时为规避 贸 易 壁 垒 ， 在埃及投 资设厂建立 了 巨 石埃及公

司 。 在埃及 ， 玻璃纤维产业 的上下游环节都 比较缺乏 ， 不能形成完整成体

系 的产业链 。 针对这一现状 ，
巨 石集 团 采取 了渐进迭代 型模式 ， 分阶段有

序推进产能转移 。 渐进迭代 阶段 主要有 四 个 ： 第 一 阶段 ， 按照
“

先拓市

场 ，
再建工厂

”

的 理念 ， 对 于 非 洲 国 别 投 资环 境 进行 评价 。 第 二 阶段 ，

选择埃及为投资 国 ， 建立 巨 石埃及公 司 ， 生产玻璃纤维制 品 。 第 三 阶段 ，

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发展 ，

“

比如说上游产业 的 原材料供应 ， 他们 以前

只能卖到每吨几十埃镑 ， 在我们 的要求下 ， 他们现在对产 品 进行加工后再

卖给我们 ， 价格上涨 到 每 吨几百埃镑 。

” ？ 第 四 阶段
，
继续追加 投 资 ， 建

设更 多 的配套工程 ， 扩大玻纤制 品生产和建设矿石粉料 自 加工等 。

第 四 ， 根植嵌人型产能转移模式 。 与 国 际上主流的产能转移模式相一

致 ， 根植嵌人型必然成为未来浙江 中小企业富裕产能转移非洲 的一种 主导

模式 。 浙江企业融入非洲本地 网络和全球价值链 网络 ， 实现双重 网络的根

植嵌人 。 其一 ， 通过融人非洲本地 网络 ，
可 以充分利用非洲本地 的关系 资

源 、 原材料供 应 网 络 、 物流 网 络 、 生 产 网 络 、 营销 网 络等 ， 实现快速成

长 。 其二 ， 融人全球价值链 网络 ，
把非洲 市场和全球市场结合起来 ，

引 导

非洲市场 的成长和成熟 ， 把全球企业 的先进管理经验 、 设计诀窍和产 品设

计引 人非洲 ， 实现浙江 中小企业与非洲本土经济 的共贏发展 。

浙江永达集 团 是采取根植嵌入 型产能转移模式 的典型代表 。 经过 ３０

多年 的快速发展 ， 浙江永达在 电 力 电杆行业 已 成长为知 名 企业 。 由 于 国 内

电力 电杆行业的产 能过剩 ，

２０ １ ０ 年永达采取根植嵌 人型模式对非 洲 安哥

① （人 民 网 探 访 巨 石埃 及玻 璃 纤 维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载 ｈ ｔ ｌ

Ｐ ：
／／ ｆｉｎ ａｎ ｃ ｅ ．

ｐ
ｅ０

ｐ
ｌ ｅ ． Ｃ ０ｍ ． Ｃ ｎ／ ｎ／

２０ １ ４／０９２０／ ｃ３ ８７６０２
－

２ ５ ６９ ８ ８０７ ． Ｈ ｔｍ 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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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进行 了 产能转移 。 当年 ６ 月 ， 永达 即 与安哥拉华丰建设有 限公 司 共 同 出

资成立 了 安 哥 拉 永 达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 安 哥 拉快 速 融 人 非 洲 当 地 关 系 网

络 ， 与 安 哥拉相关企业结成利 益联盟 ， 实现快速成长 。 在标准制 定 上 ， 永

达和安 哥拉相 关政府部 门 达 成一致 ，
通过知识转移 ， 构建一套具有 中 国 知

识产权 的安 哥 拉 电 力 行 业 国 家标 准 ， 引 导 安 哥 拉 电 力 行业 的 有 序 发 展 。

２０ １ ２ 年 ， 安哥拉永达 正 式 规 划 建设 了 安 哥 拉 永 达 工 业 园 项 目 ， 通 过 Ｔ 业

园 Ｋ把非洲 市场 和 全球市场结合起来 。

四 浙江中小企业富裕产能转移非洲的若干建议

为进一步 引 导 、 促进 和优化浙江 中 小企业富裕产能转移非 洲 ， 这 部分

将分别从企业 和政府层 面提 出 若十 建 议 。

（

一

） 企业层 面

第
一

， 强化企业集群 产能转移意识 ，
以 合力 弥补 实 力 缺陷 。 浙江 中 小

企业规模较小 ， 竞争力 不强 ， 风险抵御 能 力 较弱 。 单个 中 小企业产能转移

作 洲 的 效果欠佳 ，
而采取企业集群 的形式 ， 进行产能转移则 可 以 克服 上述

缺陷 。 同 行业 的 中 小企业抱 团 出 击 ，
以 企业集群 、 科技 园 区 的 形式 ， 将 富

裕产 能转移非洲 ， 可 以 克服信息不对称 、 抵御风险能 力 弱 、 市场环境不确

定性 高 等不 利 因 素 。 企业集群型产能转移时 ， 要充分发挥领军企业 和行业

协会 的 作 用 ， 做 好 顶 层 谋 划 和 路 线 图 设 计 ， 为 中 小 企 业 带 来 集 群 外 部

效益 。

第 二 ， 增 加持续创新能力 ，
以 提供适 应非 洲 市 场 的 产 品 为 基 本 依托 。

浙江 中 小企业 的产 品 是否适应非洲 市场 ， 需要实践的检验 。 为此 ， 要增 加

创 新投 人 ， 提升持续创新能力 ， 培育 和强化适应 非 洲 本土市场 的 产 品 。 有

了 具备高竞争 力 的 产 品 ， 消 费 者 的 使 用 体验将 会增 强 ， 企 业 才 能 真 正 生

存 、 发 展 和壮大下 去 。 增 加持续创新能 力 需要企业进行价值链 升级 ， 即 由

价值链低端 向 价值链高端迁移 ， 剥 离 制造 等低附加 值环节 ， 聚 焦设计 、 研

发 、 渠 道等高 附加值环节 。 以 富裕产能转移非洲 为契机 ， 打造浙江 中小企

① 刘 乐 平 、 张帆 ： 《 浙 商 ， 闯 荡非洲 新 传奇 》 ， 载 《 浙江 日 报 》 ２０ １ ４ 年 ５ 月 ６ 日 ， 第 ９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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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转型升级版 。

第三 ， 积极培育适应非 洲市场 的产能转移专业人才 。 产能转移 ， 人才

先行 。 没有强有力 的人才支撑 ， 产能转移非洲将不会成功 。 浙非产能转移

时 ， 对企业 的人才需求有两个特征 ： 其一 ，
对产能转移 的人才类型需求多

样 ， 需要 营销人才 、 研发人才 、 设计人才 、 法律人才 、 人力 资源管理人才

等 。 其二 ， 对产能转移 的人才素养要求较髙 。

一方面需要通 晓浙江市场竞

争情况 ，
另 一方面对于非洲 乃 至 国 际市场竞争情况也需要较为熟悉 。 基 于

以上两点情况 ， 需要企业加大人才培育投入 ， 积极培养适合非洲 市场和产

能转移要求 的专业创新型髙端人才 。

第 四 ， 树立协同 、 根植 、 进化和适应 四种思维 。 协 同思维要求浙江 中

小企业与非洲本地企业 、 大学 、 供应商 、 消 费 者 、 政府部 门 等联合起来 ，

形成生态共 同体 。 根植思 维 要求 浙 江 中 小企业真正嵌 人非 洲 本地生 产 网

络 、 销售 网络 、 供应 网络等 ， 获得源源不断 的成长动力 。 进化思维要求浙

江 中 小企业快速成长 、 由 价值链低端环节积极 向价值链髙端环节迁移 。 适

应思维要求浙江 中 小企业适应非 洲 本 土竞争环境 、 消 费偏好 、 政策 要求

等 ， 积极调适组织结构 、 决策规则 和战 略流程 ， 变被动为主动 。

第五 ， 进一步发挥行业组织 的 助 力 作用 。 在浙江 中 小企业 富裕产 能

转移非洲 的进程 中 ， 行业组织在 以 下方面可 以 更好地发挥助力作用 ： （
１

）

提供在非洲 投资 、 生产 、 原料采购 、 销售等方面的情报信息 ，
助力 浙江企

业产能转移非洲 ； （
２

） 发挥协调作 用 ， 避免 同 业 的 价格 战等恶性竞 争现

象发生 ； （
３

） 发挥导 向 作用 ， 增 强 企业 自 律 ， 树立 良 好 的
“

浙 江制 造
”

品 牌形象 ； （
４

） 发挥纽带作用 ， 做好浙江企业 与投资地政府 的 沟 通 ， 在

加强浙江企业非洲本地化方面进一步发挥助力作用 。

（
二

） 政府层面

首先 ， 政府需要充分凝结 中 国 智 慧 与非洲智 慧 ， 尽快确立浙非产能合

作大战略 。 浙非产能合作涉及面广 、 参 与 主体多 、 执行周期长 。 为此 ， 浙

非产能合作应定位于点 、 线 、 面 、 体相结合 的大合作战略 ， 突 出 非洲作为

浙江产能转移的优先承载地 ， 突 出 浙非产能合作 的整体联动属性 ， 诸如实

体与虚拟联动 、 市场与集群联动 、 政府 与企业联动等 。

“

点
”

表现为 浙非

产能合作 的企业主体 ；

“

线
”

表现为原材料 、 资金 、 技术 、 人才 、 政策等

多个维度 的综合配套 ；

“

面
”

表现为辐射带动浙江与非洲
“

面
”

上 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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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型 升级 ；

“

体
”

表现 为 浙 非经济命运共 同 体 的 构 建 。 在具体 战 略 选择

上 ， 积极树立 国 别标杆样本 ， 为浙非产能合作做 出 示 范 ；
逐步构建 区域合

作联盟 ， 为浙非产能合作奠定基石 。

其次 ，
浙江省政府 要做好 产 能转移 非 洲 的 整 体路线 图 设计 和 顶 层 规

划 ， 引 导 中 小企业 富裕产 能 有 序 转 移 非 洲 。 政 府 在 充分 实 践 调研 的 基础

上 ， 梳理企业 、 产业 、 浙江和非洲 四 个分析层次 ， 形成产能转移 的协 同 推

进路径 ， 制定 整体路线 图 和顶层规划 。 选取一 国 打造浙非产能合作样板形

成单点 突破 ， 遵循
“

单点 突破—示 范 区 块—非 洲 扩散
”

的 渐进式推进路

径 ， 并 由 传统 的 丁． 程 承包 向 投 资经营 、 金融合作 和技术转移升级 。 在产业

路径方面 ， 政府做好积极 引 导 ， 由 以 往 的原材料与 工业制 成品 之间 的 贸 易

互补关系 升级 为 制造业 和新能源 、 新环保产 品 开发 、 海洋经济开发等产业

结构互补互助 型 的产能合作 。

再次 ， 积极 开拓融 资 渠道 ， 为浙江 中小企业 富裕产能转移非洲提供融

资 支持 。 其一 ， 要充分利 用 民 间 金融 ，
以 温 州 为 例 ， 浙江 民 间 金融 发 达 。

政府应积极谋划 、 允许先行先试 ， 充分发掘 民 间 金融的杠杆效应 ， 助 力 中

小企业 走 进非 洲 。 其二 ， 要充分利用互联 网 金融 ， 浙江互联 网 金融在全 国

具备典 型性 ， 同 时 ，
也是新生事物 ， 要积极开 阔新思路 、 新模式 ， 形成互

联 网 金融助 力 中 小 企 业 的 新通 道 。 其 三 ， 积极 筹 划 浙非产 能合 作 专项 基

金 ， 为浙 江 中 小企业 富裕产能转移非洲 提供担保 、 支持 和贷款资助等 。

最后 ， 政府要尽快完善浙江 中小企业在非洲 的法律援助体 系 。 非洲 国 家

众多 ，
法律呈现不确 定性和 多样性 ， 与 中 国法律差异较大 。 政府要尽快完善

法律援助体系 ，
可 以借鉴欧美 国 家的法律经验 ， 比如设立 中 国特色 的 《 对外

援助法 》 、 《产能转移法 》 等 ， 从制度上为浙江 中小企业提供法律保障 ， 解决

企业的后顾之忧 。 另 外 ， 政府可组织力 量编写浙江 中小企业在非洲 的典型法

律案例库 ， 及时发布给 中小企业 ，
为 中小企业进人非 洲提供可 资参考 的法律

事例 。 以法律援助体系 为支撑 ， 尽快建立
“

走进非洲
”

的公共服务平 台 ， 借

助驻非洲领事馆 、 浙江友好城市 、 在非洲浙江商会等渠 道和 网络 ， 为浙江企

业
“

走进非洲
”

提供髙质量和髙水平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

？

（ 责 任 编 辑 ：
王 霞 ）

① 陈如昉 ： 《浙江企业的非洲机会 》 ， 载 《今 日 浙江 》 ２〇 丨 ２ 年第 ４ 期 ， 第 ３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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