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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提要 】 制 造 业 在 以 高 质 量 增 长 、 创 造 就 业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为

导 向 的 经 济 转 型 中 扮 廣 关 键 角 色 。 然 而 在 过 去 ３０ 年 中 ， 非 洲 制 造 业

占 其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重 持 续 下 降 （ 北 非 除 外 ） ；
２０ １ ４ 年 仅 占 １ １ ％ 。 操

作 能 力 落 后 成 为 非 洲 加 入 全 球 价 值 链 、 生 产 符 合 国 际 市 场 标 准 的 高 质

量 产 品 的
一

大 阻 碍
，
而 这 与 工 人 技 能 水 平 低 直 接 相 关 。 简 单 来 说 ，

非

洲 要 想 实 现 工 业 化 ， 需 要 以 妇 女 和 青 少 年 为 重 点 ， 加 大 培 训 和 教 育

投 入 。

中 国 已 迅 速 成 为 非 洲 最 大 的 贸 易 伙 伴 ， 也 是 新 兴 经 济 体 中 投 资 非

洲 最 多 的 国 家 之 一

。 然 而
， 有 言 论 认 为 中 非 之 间 的 关 系 并 不 太 乎 等 ，

许 多 人 指 出 中 国 对 非 出 口 的 制 成 品 挤 占 了 非 洲 工 业 化 的 机 会 。 非 ／州 不

仅 仅 需 要 连 接 乡 镇 与 生 产 中 心 的
“

硬 基 础 设 施
”

， 更 需 要 支 持 和 重 振

以 技 能 培 训 和 教 育 为 主 的 高 质 量
“

软 基 础 设 施
”

。 中 国 政 府 最 近 宣

布 ， 计 划 在 未 来 三 年 内 加 大 与 非 ／州 合 作 的 广 度 和 深 度 。 中 国 将 建 立 一

系 列 区 域 性 职 业 培 训 中 心 和 能 力 建 设 学 院
， 为 非 ／州 国 家 培 训 技 师 并 为

提 供 非 洲 人 到 中 国 培 训 的 机 会 。 本 论 文 是 非 ／州 经 济 委 员 会 （
Ｅ Ｃ Ａ

）

的 重 点 领 域 改 革 项 目 的
一 部 分 ， 旨 在 以 农 业 为 抓 手 ， 落 实 中 国 对 非 洲

的 支 持 。 在 非 洲 （ 除 北 非 ） ， 农 业 仍 旧 雇 用 了６ ５ ％ 的 劳 动 力 ，
贡 献 大

陆 生 产 总 值 的 ３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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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结 构 转 型 是 促 进 非 洲 大 陆 经 济 增 长 和 实 现 非 盟 《 ２０６３ 年 议

程 》 和 联 合 国 《 ２０３ ０ 年 可 持 续 发 展 议 程 》 两 大 宏 伟 规 划 及 其 目 标 的

关 键 。 本论 文探 讨 非 洲 与 中 国 的 支 持对 接 的 机会 、 挑 战 和 方 式 方 法 。

【 关键词 】 非 洲 农 业 转 型 ； 农 业 生 产 力 ；
技 术 教 育 与 职 业 培 训 ；

中 非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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硏究方法与原理

非洲经济 的 增 长 率从 ２０ １ ４ 年 的 ３ ．９％ 微 降 至 ２ ０ １ ５ 年 的 ３ ．７ ％
， 在

一定程度上 与全球经济波动 的 大背景相 吻合 。 然而这一平均数字掩盖 了

国 家 间 的差距 ， 如 肯 尼 亚 （
６ ． ４ ％

） 和 埃 塞俄 比 亚 （
７ ． ３ ％

） 的 稳 健增

长 。 个人消 费 和 私营部 门投 资是近年非洲 经济增长 的 引 擎 。 消 费 者 信心

的 提振和 中 产 阶级 的壮大推动 了 个人 消 费 的增 长 。 经营环境 的 改 善 和经

商成本 的 降 低 刺 激 了 投 资 。 政 府 持 续 的 基 建 投 人 也 促 进 了 经 济 增 长

（
Ｅ ＣＡ２ ０ １ ５

） 。

然而 ，
如今全球石油 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 使非洲经济 易 受需求疲软

影 响 的 弱点再次显现 。 这迫使非洲不得不反思其总体发展战略 。 尽管过去

十年来非洲 的经济增长相较其他地 区更快 ， 但是这种增长鲜见包容性 ， 非

洲赤贫人 口 仍有增加 ， 贫富不均仍是主要 问题 。 为 了 增强适应外部 冲击 的

能力 ， 并通过工业化和普遍改善生活水平来增加就业机会 ， 非洲亟须通过

提高初级商品 的 附加值来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 在这个背景下 ， 非洲 的产业

附加值 占 国 民 生 产 总值 的 比 重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以来一直徘徊在 ３ ５ ％ 左

右 ， 而制造业 的 贡献实际上减少 了
——这是去工业化 的迹象 。 农业附加值

占 比持续下降 ，
工业和服务业 附加值 占 比不断上升 。 尽管制造业提供 的就

业机会稳步增加 ， 但增速缓慢 ， 不足 以 吸收持续增长 的劳动力供给 （
ＥＣＡ

２０ １ ４
） 。 近期 的政策没有重点 支持农业发展 ， 忽视 了 农业在结构转 型 中 的

关键作用 。 中 国 和其他实现工业化的东亚国 家 的经验证明 ， 提高农业生产

力 是经济转型 的重要步骤 。 在非洲 ， 同
一 区域经常有多种农业生态体系并

存 、 多种作物
一起生长 ， 农业机械化水平低 ， 技术和人力 投人少 ， 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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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因 素 ， 导致非洲 农业生产 力 增 长缓慢 ， 没有 出 现
“

绿色革命
”

。

非 洲联盟提 议各 成 员 国 将 本 国 预算 的 １ ０％ 投人农 业 ，
以 实 现农 业 年

均增 长 ６％
。 这 一 倡 议 重 新将 农业放 在 了 经 济 转 型 的 中 心 位 置 。 数 据 显

示 ，

２０ １ ３ 年 非 洲 农业增 长 仅 为 ３ ．６％
， 低 于 过 去 ２０ 年 间 年 均 ４ ．７ ％ 的 增

速 。 农业增 长 缓 慢 ， 主 要 靠 的 是 开 垦 土 地 而 非 提 高 产 量 （
Ｏ Ｅ Ｃ Ｄ２０ １ ５

） 。

全球 和 地 区各种 发展 战略都注意到这一现象 。 新 出 台 的 全球性 和地 区性发

展议程 ， 包 括联 合 国 《 ２ ０３ ０ 年 可 持续发展 议 程 》 和 非 盟 的 《
２０６３ 年 议

程 》 ， 都将结构转 型 和 Ｔ：业化 以 及提髙 生 产 力 视 为 实 现 可 持续包容性增 长

的 必经之路 。

实现这一 目 标 的 关键是增 加初级产 品 的 附加值来提升 以 下 两 个 方 面 的

良性互 动 。 第
一

， 更 好地反 映农业在增加 闰 民 生产 总值和 大规模创造就业

方 面 的 战略地位 。 保证非洲 能积极参 与 到 全球和地 区 的粮食 和农业产业链

中 是提 髙农业 生 产 力 的 必要 条 件 。 第 二 ， 有 高 质量 的
“

软基 础 设施
”

和

农业操作能 力 与技 术来满 足地 区 和 国 际市场 的 高质量标准要求 。

中 国 在 过 去 四 十年 的经济成就和持续增 长 基 于确保农业生产及 其与 Ｔ．

业化 的联 动 。
１ ９ ７ ８ 

—

２００９ 年 间 ， 中 国农业 以年均 ４ ． ５ ％ 的 水平增 长 ， 加 速

广 现代化和 Ｔ． 业化进程 （
Ｍ ｃＭ ｉ ｌ ｌ ａｎｅ ｔ ａ ｌ１ ９ ８ ９

） 。 推动农业增 长 的 是 建设灌

溉 系统 、 开 发农产 品 加 工业 和 促 进 惠 农 科 研 等 一 系 列 政 策 。 中 国 的
“

基

础设施软件
”

与 乡 村 基 础设施 硬件 相辅相 成及 其在 中 国 农 业 发 展 和 结 构

转 型 中 的作用说明 ， 中 国是非洲实现其新发 展规划 中特别重要 的合作伙伴

（
Ｌ ｉＸ ｉ ａｏ

ｙ
ｕ ｎｅ ｔａ ｌ２０ １ １ ）〇

因 此 ，
认 为 中 非关 系 是 由 贸 易 、 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直接投 资 主导 的

说法 欠妥 。

“

软技术
”

领域 的 南 南合作源远 流 长 ， 但没有 像基建合作那样

受 到 广 泛关注 。 中 非 合 作 论 坛 在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领域 ，

２０ １ ０
—

２０ １ ２ 年 间 的

资金投入 为 ４ ．３ ２ 亿一６ 亿美元 。 到 ２０ １ ５ 年
， 中 国 对非 的 农业援助 为 ３ 万

多非洲 人 提供 了 受培训 和教育 的机会 。

如 今 中 非在农业 培 训 领域 的
“

软技 术
”

合 作 为 非 洲 农业 现 代 化 和 农

产加工业 的 发展带来 了 独特机遇 。 中 国 乡 村发展 的 成功 既保 障 了 粮食安全

又振兴 了农工产业
，
这 为知识和技术 的转让提供 了 平 台 。 诚然 ， 这个过程

也不乏挑战 。 例 如 ， 中 国 不是经合组织 发 展援 助 委 员 会 （
ＤＡ Ｃ

） 的 成 员 ，

因 此 《 巴 黎宣言 》 和 《 阿克拉行 动 议程 》 原则 等 国 际协 调 和 监 管 机制 对

中 国 不适用 ， 随之而来 的挑战就是如何在议程 中 界定农业培训 的水平 、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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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和质量 。

本文将重点分析农业领域的次级数据和 中非合作可 以发挥 的 的相关作

用 ， 通过讨论结构转型所需 的教育与技能 ，
以助这一政策研讨 。 本文分五

步 ： 第一部分讨论非洲工业化进程所需 教育 和技 能 ，
以 及农业培训 机制 。

第二部分讨论教育体制现状 ， 重点关注如何为经济转 型提供所需技能 。 第

三部分讨论非洲农业发展 的状况及其发展潜力 。 第 四部分讨论 中非在农业

领域 的能力建设 培训 、 技能 掌握 、 技 术转 让等 方面进行合作 的 机遇 和挑

战 。 第五部分提 出政策建议 。

第一部分 ： 技能与工业化

结构转 型必须伴随 着 教 育转 型 ， 保证教 育 能 提供就业所需 的 技 能 。

近期证据 显示 ， 劳 动力 素质和教育水平低是制 约全球企业 对非投 资 的最

大瓶颈 （
Ａ Ｃ ＥＴ ２０ １ ４

） 。 实 际 上 ， 学 校 教 育 不 足 以 提供经济转 型 所需 的

技能 。 国 家生产 能 力 是 随 着 资 本 积 累 和 技术 进 步 的 良 性互 动 不 断增 长

的 。 而且 ， 具备
“

软素 质
”

（ 举止得体 ） 和
“

硬 素 质
”

（ 技术过硬 ） 的

求 职者更受青睐且收人 更 髙 。 而
“

软 素 质
”

通 常 是 在 中 学 以 上 教 育 中

才能 习 得 ， 而这 正是非 洲 大 陆 面 临 的一个挑战 。 这将在 下 一 部分详 细 阐

述 ， 此处 只 点 到 为止 ： 大部分非 洲 国 家主要关注 以识字 和 算 术 为 主 的 初

级教育 。

然而历史证明 ， 要实现工业化 ， 起码要求工人具备 中 等教育 的 习 得技

能 。 同样重要 的是要使技术转让 的 吸 收和采 纳方式 与教育体 系无缝结合 。

非洲教育体系 中 缺乏
“

科学 、 技术 、 工程 和数学
”

教育 只 是整个 问 题 的

冰 山 一角 （
Ｎｅ ｌ ｓｏ ｎａｎｄＰａｃｋ１ ９９７

） 。

教育 、 技能和结构转型 的关系如 图 １ 所示 。

非洲 的工业化和结构转型与农业现代化不可分割 。 成功 的经济转型过

程应该是各产业部 门 的 生 产 力 同 时提 髙 。
２０００ 年 以 来 ， 非 洲农业生产力

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 比例不断降低 ，
而工业和服务业 的就业有所增加 ， 这一

趋势 比其他地 区更 明 显 （ 见 图 ２
） 。 农业增 加值持续下滑 而工业 和服务业

增加值不断上升 。 因 此 ， 农业 的增长不是来 自 生产力 的提高 ， 而是来 自 增

加耕种 面积 。 非洲 的农业单产仍为全球平均水平 的 五分之一 ， 肥料的使用

尤其少 （
ＯＥＣＤ２０ １ 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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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层次 教育成果 １：业化与贸易 教育结构转勒

初等教育

中等教 會
‘

离等教 符

识数和识字

技能

概念形成 、 解

决剛 、 创造

能 力

发展的知识 ^

丨 ：业化所ＸＭ

低知识水平一

技术劳动力

荇 技 术 艿 动

力
一

少／动力市

场 的 社 会 流

动能力

技 术能 力 和研

发

资 料 来 源 ：

职业教 會 和技术培训

学徒制

教育成果的质Ｍ

教师素质

科技研学

课程开发

ｍ ｉ 教育 、 技能和结构转型的 关 系

非 洲经 济 委 员会 ，

２０ １ ５

■ Ｓ ｏ ｕ ｔ ｈ Ｅ ａ ｓ ｔＡ ｓ ｉ ａ

（ 东南亚 ）

□Ｎ ｏ ｒ ｔ ｈＡ ｆｒ ｉ ｃ ａ

（ 北非 ）

ＭＳｏ ｕ ｔ ｈ Ａ ｓ ｉ ａ

（ 南亚 ）

□Ｓ ｕ ｂ
－

Ｓ ａ ｈ ａ ｒａ ｎ Ａ ｆｒ ｉ ｃ ａ

（ 撒哈拉以南 非洲 ）

ｍ ２２ ０ ０ （ 丨 ２ ０ １ ３ ■ 产 业 部门 的 屯产 乃 水 中变 化

资 枓 来 源 ： 非经 委根 据 国 际 劳 Ｔ 组织 劳动 力 市场 主 耍指 标 （
Ｍ ＵＭ

） （
Ｉ Ｌ０２ ０ ｌ ４ ｈ

） 推评

农业能 力 建设是 可持续发 展 的 关键 。 由 于农业 不仅关系 到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 更关 系 到许多非 洲 人 的 日 常生 计 。 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 和经济 回 报 至 少

能从三个方面缓解贫 困 和饥饿 问题 ： 提 髙非 洲 大部 分 以 务农 为主 的 贫 闲 人

口 的 生 产力 和 收人 ； 降低粮食价 格 、 提髙 实际 收人 和减 少城镇 市 民 的 贫 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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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
拉动其他经济领域的增长 。

非洲农业 以小农经济为 主 。 小农 的专业技能和教育水平低 ，
不能为农

产加工业和粮食产业链创造附加价值 。 这反映 了 整个教育体 系 的落后 以及

技术培训 的不足 。 非洲 的农业现状再次表 明 ， 创新和竞争力 尚 未成为非洲

的经济 增 长 引 擎 ， 而 这 两 者 又 是 建 立 知 识 型 经 济 的 基 本 要 素 （
ＥＣＡ

２０ １ ６
） 。 正如本文反复强调 的 ，

知识的 积 累 和 应用 是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 关

键因 素 ，
也 日 渐成为一个 国 家在全球经济 中发挥本身 比较优势 的核心 因 素

（
Ｗ ｏｒ ｌｄＢ ａｎｋ２００５

）０

第二部分 ： 技能与教育

习 得技能最重要 的渠道是教育 。 很多研究表 明非洲 ， 尤其是撒哈拉 以

南非洲 的教育水平 已 显著提高 （
ＥＣＡ ２０ １ ５

，ＦＵ ｋＵ ｄａ
－

Ｐ
ａｒｒ ２０ Ｉ ｌ

） 。 初级教育

培养 的识字和计算能力 为学 习 高级技能 、 成功就业打下基础 。
１ ９９９

一

２０ １ ２

年 间 ， 非洲 （ 不含北非 ） 的小学入学率增长 了２４ 个百分点 ， 达到学龄儿

童 的 ８ ７％ （ 见表 １
） 。 然而非洲青年 的识字率仍 旧 只有 ６９％ 左右 ， 这说明

小学毕业生 的质量还 有待提高 。

表 １ ２０ １ １ 年亚非拉地区不同阶段适龄 男 ， 女儿童的毛人学率

学前教 育 （
％

） 小学 （
％

） 中学 （
％

〉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非洲 （ 不含北非 ）
１ ８ １ ８ ８ ７ ８４ ５ ３ ４ ５

东亚 ６ １ ６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９７ ９８

拉美 ７４ ７５ １ ２０ １ ２３ １ ００ １ ０ ３

数据来源 ：
ｈ ｔ ｔ

ｐ ：／／ｄ ａ ｔａ ， ｕ ｉ ｓ ． ｕ ｎ ｅ ｓ ｃ ｏ ． ｏｒ
ｇ
／ 。

非洲优先重 视初 等 教 育 ，
主要 是遵循此前

“

联合 国 千 年 发 展 目 标
”

关注普及 初 级 教 育 的 要 求 。 新 的
“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
ＳＤＧ

）

”

和 非 洲

《 ２０６ ３ 议程 》 要求根据农业现代化和经济结构转型 的需要实行教育 和技能

培训 。 中 等教育 的入学率 和毕业率被纳人 了 新 的
“

可持续发展 目 标
＂

。 中

学毕业生可 以选择高等教育 、 技术院校或进人职场 ， 因此 中学是一个重要

节点 。

非洲 大陆急需加强 中 等教 育 有两个相 互关联 的 原 因 。 第 一 ，

“

科学 、



３ ８ 非 洲 研究

技术 、
工程和数学

”

教育 （
ＳＴＥＭｅ ｄ ｕ ｃ ａ ｔ ｉ ｏ ｎ

） 要 到 中 学 阶段才成 为 重 点课

程 。 然 而 ， 中 等教育传授 的技能 紧 密结合 了 发展 中 国 家工业化 的需要 ， 但

非洲 的 中 等教育 尤其缺乏 这类课程 。 教学大纲 没有及 时调 整 以 满 足 劳 动 力

市场不 断变化 的 需 求 （
Ｓ Ｅ Ｉ Ａ２００７

） ， 而 这 也 是 实 行科技 创 新 政 策 所需 的

技 术骨干 力 量 。 科技创新是增创价值 、 提高竞争 力 以便积极进人地 Ｋ 与 全

球市场 的 关键 。 科技 创 新政 策 是 非 洲 国 家 实 现 丁． 业 化 的 必 要 条 件 ， 但 对

１ ２ 个非 洲 国 家 的 调 査 显 示 ， 这 些政 策互 不 协 调 ， 而 且 未 能 发 掘 教 育 培 训

促进科技创新 的 潜 力 。 在 这 １ ２ 个 闰 家 中 ， 只 有 卢 旺 达 在 总统办公厅 里 专

设部委 协 凋科教 ， 另 有安 哥拉 、 坦 桑尼 亚 和 赞 比 亚
＝ 个 国 家 设有兼顾科技

和 教育 的部委 （
Ｎ ｗ ｕ ｋ ｅ２０ １ ５

） 。

第 二 ， 中 等教育 是技 术 教 育 和 职业 培 训 （
ＴＶＥＴ

） 的 起点 。 工 业 化 国

家 的技 术 教 育 和 职 业 培 训 属 于 中 等 教 育 之 后 的 范 畴 ， 旨 在 提 升 学 员 的

“

软 素 质
”

， 深化通 识教 育 ， 但 同 时 也传授 相 关产 业 发 展所需 的 技能 。 非

洲 大部分 国 家 的 职业技术教育落后 ， 毛里求斯则 大力 发展技术教育 和职业

培训 ， 吸收 了
一半 多 的 中 学 毕业生 ， 有 助 于其经济转 型成功 。 值得注意 的

是 ，

２０ １ ４ 年 ， 毛 里求斯成 为 第
一 个 人 选 全球 创 新指 数 的 非 洲 国 家 ；

２０ １ ３

年在全球竞 争力 指数 中位 列 非洲第 五 ， 仅次于南非 、 突 尼斯 、 埃及 和摩 洛

哥 （
Ｅ ＣＡ２０ １ ６

） 。

有关非 洲职业技 术教育 的 数据 总体来讲很少 ， 但一些 国 家层 面 的数据

也 反 映 了 这类教育 的现状 。 中 、 东 、 西 、 南部非 洲 的 职业技术教育 院校学

生 只 占 适 龄人 口 的 ３ ％
， 占 中 学学生 的 ８ ％ 。

２０ １ １ 年 ， 整 个非 洲 地 区 总 人

口 近 １ ０ 亿 ， 只 有 ３ ６０ 万学生 就读职业技 术 教 育 院校 ； 相 比 之 下
，
人 口 近

４０ 亿 的 东 亚地 区有 ２７ ００ 万职校学生 。 当 然 ， 各 国 情况不 同 ， 但纵观整个

非 洲 ， 技 术 教育 和 职业培 训 未 能成为人们 获得技能 的 主要 渠道 。

一些非 洲

国 家 ２０ １ １ 年 的 技术教育 和 职业 培训 院校 入学率如表 ２ 所示 。

表 ２—些非洲国家 ２０ １ １ 年的技术教育 和职业培训院校人学 率

（ 占学龄人 Ｕ 和 占 中 学 生的 比 重 ）

国 家 占 学 龄 人 １ 丨 的 比 １ （
％

） 占 中 学 生 的 比 重 （
％

）

埃 及 １ ３ １ ８

突尼斯 １ １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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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占学龄人 口 的 比重 （ ％ ） 占 中学生 的 比重 （ ％ ）

布基纳 法索 １ ４

布 隆迪 １ ４

埃 塞俄 比亚 ２ ８

加纳 １ ７

肯 尼 亚 ０ ． ２ ０ ． ４

案 例 丨

一技术教窗和职业培训 ： 毛里求斯 的双贏用 面

技 术教育 和职业培训 （
ＴＶ ＥＴ ） 成本 高 昂 ，

因此政府有 义务 开辟 不 同 的筹 资渠 道 。 资 金 不

足会导致学生 习 得 的技能 与产业需求 不相 匹 配 。

毛里求 斯雇 主联合会 （
Ｍ Ｅ Ｆ

） 的工作 报 告推 动 了 １ ９ ８ ８ 年 《 产 业 与职业 培训 法 案 ＞的 出

台 。 法案要求建立 产业 与职业培训委 员 会 （
Ｉ ＶＴＢ

〉 。 雇 主联合会建议所有雇 主拿 出 工 资总额 的

１ ％ 缴纳培 训税 。 政府又 出 台 了
一

系列 补 贴和税 收优惠政 策 ， 包括对培训 委 员 会提供最 多 ７ ５％

的补贴和培训 费用 实行 ２００％ 的 退 税 。 毛 里 求 斯 全 国 员 工 的 一 半 ， 共 有 ４０ 多 万 人 从 中 受 益 。

尽管职业技术教育始终随着 毛里求斯 的 经济 发展而 发 展 ， 但直 到设 立 培 训 委 员 会 和 培训 税 制

度 之后 ． 经济发展才真正 开始腾 飞 ， 并 开启 对私 营部 门 提供先进 的 资金激励机制 。

（ 引 自Ｄ ｕ ｂ ｏ ｉ ｓｅ ｔ ａ ｌ２０ １ ０
）

数据来 源 ： 根据联合 国教科 文组织数据库计算 ，
ｈ ｕ

ｐ ：／／ ｄ ａｕ ．ｕ ｉ ｓ ． Ｕ ｎ ｅ ８ｃ 〇 ． ｏ ｒ
ｇ／ 。

表 ２ 也显示 了北非 的职教人学率高 于 中 部 、 东部 、 南部 和西部非洲 。

在加纳和埃塞俄 比 亚 ，
职教 院校学生 占 中 学 生 的 ７％ — ８％

， 与 非 洲 平均

水平相 当 ？ 。 两个最不发达 国 家布基纳法索和布 隆迪 的 职教人学率远低于

其他 国家 。 技术教育升级 、 送初级技工进科技专科院校进修 ， 都可 以 扩大

技术人员 的储备 。 例如 ， 毛里求斯 的职业技术教育 吸 收 了 一半 的 中 学生 ，

并将进一步升级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 实行两个起点招生 的政策 ：

一个为技

术人员 提供 中 等教育 ；

一个为 中 层管理人员 提供科技专科学校进修机会 。

（ 详见案例 １
）

尽管数据不 多 ， 但可 以 看 出 农业技术 培训 是非 洲 职业技术教 育 的 短

板 。 埃塞俄 比亚正在 实施
“

提 髙农 户 生产力 和 市 场收人
”

行 动 ， 政府 旨

在建立一个有利 于提髙农牧 民 的产 出 和生产力 的环境 ， 走上市场 引 导发展

的道路 。

①Ｄ ａ ｔａｓｏｕ ｒ ｃ ｅ
：Ｓ ａｍ ｅ ａ ｓｏ ｆ Ｔａ ｂ 丨 ｅ ２ ． 数据 来源 与 表 ２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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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职业技术教育
一样 ， 与农业相关 的 高 等教育 和培训机构 也缺 少应 有

的关注 。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 ， 公共农业科研经费逐年递减 ，
这 与

１ ９８０ 年前二 十年 间 的投入递增截然 相 反 。
２０ 世纪八 九十年代

“

结构 调 整 计

划 （
ＳＡ Ｐｓ

）

”

的推崇者建 议减少对高等教育 的投人 ，
导致现代农业科研经 费

逐步缩减 。 考虑到长期 困 扰非 洲 大 陆 的 粮食安 全 问 题 以 及农业在 非 洲 各 国

经济 中扮演 的重 要 角 色 ， 这种做 法令人震惊 。 更加 令 人不解 的 是 ， 结构 调

整计划 的推崇者卢称这样做是为 了更好地支持 国 家的优势产业 。

只 有 不到 ２ ５ ％ 的 大 学 生 选 修理 工科课 程 。 在 坦 桑 尼 亚 ， 这 一 比 例 仅

为 １ ４％ 。 选修 Ｔ．科 的 大学生普遍不 到 ８ ％ 。 研究生 阶段 ， 除 了 埃塞俄 比 亚

和 尼 日 利 亚这 样 的 大 闰 ， 大部分撒哈拉 以 南 非 洲 国 家 只有 几百个理科研究

生 。 而且 由 于理 Ｔ．科专业 培养方 向 与增 长快 的 产业 不 对 口
， 很 多 一般理科

专业学生 的就业前景 暗淡 。 皇家工程 院最近一项研究显示 ， 技 术 人 才缺乏

影 响 到 从农村卫生 到 减 贫 等各领域 的 发 展 （
Ｒ ｏ

ｙ
ａ ｌＡ ｃ ａｄ ｅｍ

ｙ
ｏ ｆＥ ｎ

ｇ
ｉ ｎ ｅ ｅ ｒ ｉ ｎ

ｇ ，

２０ １ ２
） 。 比如 ， 非洲 在农业科学 家 和研 究 人 员 方 面 存 在 １６ １ １０４２ 人 的 缺

丨 １ ， 这一缺 口 到 ２０ ２ ３ 年预 汁将达 到 １８ ８ ６８ ２０ 人 （
Ａ Ｃ Ｂ Ｆ２０ １ ６

） 。

如果再不 大幅增 加研 发方面 的投人 ， 非洲 将无法从生 物科技 的 进 步 中

获 益 。 这尤其会对非洲 利用科技 解决方案应对气候 变化导 致 的农业减产 以

及 实现农业转型带来 战 略性影响 。 只有加强农业科研 ，
运 用 多种高效生产

技 术 ， 非洲 才能 改 变 以 自 给 自 足小农经济 为 主 的农业现状 ， 实现转 型 。 而

且
， 这对减 贫 和改 善 千百万非 洲 人 的 生 活 至关重要 。

第三部分 ： 非洲农业及其潜 力

非 洲农业 的产能需求 源 自 农业 与 工业 之 间 的 前 向 和 后 向 关联 。 比 如 ，

现在非 洲 主要 出 口 未 加 丁． 的 初级商 品 ， 由 于对外 贸 易 是经济 发展 的 重要部

分 ， 出 口 加 丁
．过 的食 品 能使非洲 向 前迈进一 步 。 因 此 ， 有必要研究 如何 改

善食 品 加 丁．业 ， 在农 产 品 加 Ｔ．领域推进非洲 内 部 贸 易 的 空 间 巨 大 ， 有利 于

降低 当前不可持续 的食 品 进 口 依赖水平 。 在常规和 战略性公共政策 的 支持

下 ， 髙 等教育 和其他机构应该担起研发 的 责 任 ， 发 明 新 的 食 品 加 工 工 艺 ，

从而增 强农业 与 Ｔ业 的 关联 。 这 对 于增 加 非 洲 食 品 出 口 的 种 类 也 至关 重

要 。 食 品加工研发可 以成 为经济 中 两个重要产业部 门 之间 的 桥梁 ， 促进非

洲 经济 的转型 。

５ ０ 年来 ， 非洲 生产 总值 的 产 业构 成 几 乎 没有 改 变 ，
因 此 无法 反 映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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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农业 的潜力 。

图 ３ 非洲生产总值的 产业构成 ，
１ ９ ６ １

—

２ ０ １ ２①

（ 附加值 占 生 产 总值 的 比重 服 务业 工业 农业 制造业 ）

数据 来 源 ： 根据世界发 展指标数据 库计算 。

然而 ， 农业在非洲 总体增 长 中 的作用 说 明 这个部 门依 旧 重要 ， 而更重

要 的是农业部 门 拥有结构转 型 的 潜 力 。
２０ 世纪 ８ ０

—

９ ０ 年代世界银 行在非

洲搞结构 调 整 期 间 ， 除 农 业 之 外 ， 其 他 所 有 经 济 部 门 增 长 率全 面 下 降 。

２０００ 年之后 ， 非 洲 虽 然 没 有 回 到 独 立 之 初 由 工业 主 导 的 经 济 增 长 趋 势 ，

但总体发展态势转好 ，
工业 和 服 务业平均增 长率均 大 幅 回 升 （ 表 ３

） 。 服

务业增 长最快 ， 制造业增 长 落后 于其他行业 。

表 ３ 分 产业 和总休经济 增 长 率 （ ％ ）

１ ９６ １

—

１ ９ ７９年 １ ９ ８ ０
—

１ ９９ ９年 ２０００ ２０ １ ２年

国 内 生产总 值增 长率 ４ ． ９ ２ ． ４ ４ ． ９

农业产值增 长率 ３ ． ３ ３ ． ３ ３ ． ６

工业产值增 长率 ６ ． １ １ ． ５ ５ ． ２

制 造业产值增长 率 ４ ． ４ １ ． ７ ３ ． １

服 务业 产值增长 率 ４ ． ５ ３ ． ０ ５ ． ６

数ｆｆｉ 来 源 ： 根 据世 界 发 展指标数据 库 计 ：
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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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增 加值 ， 尤其是 区域市场 的统计 ，
以 及 建 立农业加 Ｔ－ 企业 的潜 力

都有 丨己 录在 案 。
２０ １ １ 年非洲 出 口 商 品 中 的农业增 加值接近 １ ０ 亿美元 （ 最

新数据 ） 。 重要 的 事 实 是 ， 本 地 生 产 者 的 后 向 整合 和 关联 只 贡 献 了 １ ． ５ ％

的 出 Ｕ 。 这与 制 造业 ５ ％ 的 贡献相 比 ， 农 业 的 贡 献 率很 小 ， 但 是也说 明 在

区 域价值链提 升方面仍 有潜力 。

正是在这个 背 景 下 ， 获 得 相 关 ， 为 根 据结构 转 型 要 求 提 高 农 业 生 产

力 ， 技 术 和能 力 的 问 题 显得格外重要 。 非洲 发展 的 这 个根本需求还 要借助

发 展伙伴 的 力 量 。

第四部分 ： 中非能 力建设合作——机遇和挑战

如 前所述 ， 媒体 和 其 他 关 于 中 非 合作 的 议 论倾 向 于 聚 焦 初 级 产 品 贸

易 。 虽 然这很重 要 ， 中 非 之 间 的 初 级 产 品 贸 易 并 非 唯 一 的 合 作 形 式 。 从

２００ ５
—

２０ １ １ 年 ， 中 国 在 非 洲 的 基 础 设 施 建设 投 资 每 年 增 加 １ ０ 亿 美 元 ，

２ ００ ８ 年高 达 ７ ５ 亿美 元 。 包括农业辅助道路和 农村 基础设施在 内 的 基础 设

施建设 占 中 国 在非洲 投资 的很大一部分 ， 弥补 了 非洲 基础设施 的缺 口
， 对

于长期 增 长也有积极 的溢 出效应 。 众所周 知 ， 这 种溢 出 效应对 于 区域一体

化 、 规模 经 济 、 社 会 福 利 、 提 高 农 业 附 加 值 和 农 业 生 产 力 都 有 积 极 的

作用 。

而且 ， 中 国 对非 直接投 资 （
ＦＤ Ｉ

） 到 ２０ ２０ 年将增 至 １ ０００ 亿美 元 。 不

仅是投 资规模不断上 升 ， 中 国 企业投 资 的行业也更加 多元 。 过去 ， 投 资对

象 主要是基建 和能源 ， 但是李 克 强 总 理强 调 今后 中 非 合作将囊括 Ｔ业化 、

城镇化 、 农业现代化和绿色低碳技术等领域 。

已 经 出 现 的 一个机会是在农业能力 建 设领域 ， 具体表现 为 中 国 与 非 洲

大学 以 及 职业技 术培 训 机构之 间 的 协 同 合作 ， 共 同 培养公职官 员 。 每一届

中 非合作论坛会议都增 加 培训 人次 ， 从 ２０００
—

２００ ３ 年 的 ７ ０００ 人次上 升 到

２０ １ ２
—

２０ １ ５ 年 的 ３ ００００ 人次 。 仅 十 多 年 的 时 间 ， 中 国 在 这 方 面提供 的 援

助就远远超过其他捐 助 国 。 在培 训 方面 紧 随 中 国 之后 的 是德 国 和 日 本 。 德

国 的顶尖培训课程每年培 训 世界各 地 约 ５ ０００ 名 学 员 （
Ｇ ＩＺ

，２０ １ ４
） ，

而 中

国 每年培训 的非 洲学 员 就超过 １ ００００ 人 。
２０ １ ４ 年 日 本 开办 约 ４００ 个 培 训

班 ， 每班有 ５
—

２０ 名 学 员 （ Ｊ ＩＣ Ａ２０ １ ４
） ， 而 中 国 开设 了４９４ 个 培训 班 ， 平

均每班有 ２０
—

３０ 名 学 员 （
Ｂ ａ ｓｈ ｉ ｒ２０ １ 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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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国家技能短缺 问题得到 了积极 回应 。 中 国政府通过非盟和三年一

次 的 中非合作论坛 回 应 了 非洲 各 国 政府 的要求 。 根据最新 的 《 中 国 对外

援助 白 皮书 》 ，

２０ １ ０
—

２０ １ ２ 年 间 技 能援助 资金 在 ４ ． ３ ２ 亿 ￣

８ ． ５ 亿美元之

间 。 教育培训项 目 并未单列 ， 而是归 在人力 资源 开 发 （
ＨＲＤ

） 项 下 。 对

非培训投资虽然很多 ， 但迄今还不能与 中 国在基础设施 、 能源和其他部 门

的对非投资相 比 。

改进技能培训 的方式方法 、 增加技能培训 的范 围 和提髙技能质量对于

实现非洲 国 家的经济转型至关重要 ， 也关系 到很多非洲 国家能否成为 中等

收人 国 家 （
Ｍ ＩＣ

） 、 实现联合 国
“

可持续发 展 目 标
”

和 非盟 《 ２０６３ 年议

程 》 。 中 国政府 已 经直接或 间接资助 了很多项 目 ， 集 中 于提高非洲 的技能

质量 。 中 国是非洲技 能 开发领域最大 的 投 资 国
——

２０ １ ０ 年达 到 ２ １ ０ 亿美

元 。 但项 目 之间需要更好地协 同对接 ， 从而实现更大 的效益 ， 为长期繁荣

奠定基础 （
Ｗ ａｇ

ｌｅａｎ ｄＰａｕｄｅ２０ １ ４
）０

当前合作模式包括 ： （
１

） 中 国政府为撒哈拉 以 南非洲学生提供奖学

金 ， 也为非洲 国家学生提供 自 费来 中 国大学学 习 的机会 ； （
２

） 为撒哈拉

以南非洲 的官员 和专业技术人员 提供各种专业培训 ； （
３

） 派遣专家到撒

哈拉 以 南非洲 国家开展专项培训 ； （
４

） 建设教育基础设施 ； （
５

） 教育部 、

科技部和外交部等政府部委开展的合作项 目 。 双方注重短期课程和公职官

员 培训 ， 这是 中非能力建设合作 的重要部分 。

另 外 ， 中 国成功 的农业转型也为别 国树立 了榜样 。 中 国善于借鉴吸收

外 国经验 ， 重视学 习 外来理念并指导决策 。 基于协调掌握技能 、 技术投入

和提高能力之间 的 匹 配对接 ， 中 国转型 的核心是开展技术创新和应用农业

科学研究 。 中 国 重视农业研究 ， 带来大幅度 的减贫和经济结构转型 ， 非洲

的其他发展援助伙伴很难提供这种知识和技术 的资源 。 中 国这方面 的 比较

优势能为非洲农业能力建设领域带来独特 的重大机遇 。

不过 ， 中非合作也面临一些挑战 。 首先 ， 非洲经济转型过程 中农业能

力 建设的需求 尚 未全面査 明 确定 。 需要更多地 了解农业技术人员 ， 农学专

业毕业生 、 研究人员 和科研机构 的数量和质量 。 这点很重要 ， 因为必须找

到能力 缺 口
， 确保投 资对象是 国 家优先发展 的 部 门 。 非 洲各 国 政府认识

到 ， 农业是个关键部 门 ， 及其在转型 中 的作用 ， 但是农业有待提高 的能力

建设也需要更有利 的技能教育和职业培训政策环境 。 中非在加强农业培训

合作方面需要合适 的 战略导 向 。 非洲 国 家制订 了 总体战略和行动计划 ，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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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有 可 能根据相关需求提供援助 。 但实 际上很 多非 洲 国 家虽 然有教 育 、 髙

等教 育 和科技方 面 的 整体 战 略 ， 却 往 往 缺 乏具体 的 执行 计 划 （
Ｔｕ

ｇ
ｅｎ ｄ ｈ ａ ｔ

ｅ ｌａ ｌ２０ １ ６
） 。

第 二 ， 中 国 不 是 发 展 援 助 委 员 会 的 成 员 。 这 就 意 味 着 中 国 不 必遵 守

《 釜 山 宣言 》 和 《 阿克拉行动议程 》 有 关援助须配合受援 国 的 优先 发 展重

点 以 及捐 资 国 相互协调 的要求 。 中 非合作基本上 属 于南南合作性质 ， 这就

意 味 着 中 国 在南南合作框架 下 与 非洲 开展教 育合作 ， 其人 力 资源开 发战略

与传统经合组织 捐 助 围 的 战略不 一样 。 其 中 ， 当 前
“

全 民 教 育
”

（
Ｅ ＦＡ

）

项 目 及 相 关讨论并不 是 中 国 国 际教育项 目 关注 的焦点 。

但 是 ， 这些挑战也提供 了 机遇 ， 可 以 让 中 国 的农业培训 项 目 对接非洲

国 家 的 发 展 重 点 。 联 合 国 新 的 《
２０ ３ ０ 年 可 持续 发 展 议程 》 和 非 洲 《

２０６ ３

年 议程 》 指 明 了 经 济 转 型 的 农 业政 策 方 向 并 纳 人 各 国 的 国 家 计 划 之 中 。

廿： 盟 的
“

非洲 农业发 展共 同 规 划
”

 （
Ｃ Ａ Ａ Ｄ Ｐ

） 明 确 规定 急 需 发 展 农 业研

究 、 技 术推广 和 采用 方面 的 能 力 。 如 前所述 ， 非洲传统农业部 门 的 现代化

和转 型 必须依靠能 力 建设 和技能提升 。 这不仅仅是为 了 解决 非洲 的 粮食安

全 问题 ， 也是更 多地考虑到提升农业 的 附加值 。 借助 中 国 在农业培 训 方面

的 合作 ，
非洲 可 以 找准农业能 力 建设 的需求 以 及提 高能力 的 办法 。

第 三
， 大 型农业能 力 建设项 目 的督导和评估机制 。 这 个监督评价机制

必须 和 能 力 建设项 目 相辅相成 ，
以 确保实现预期 的结果 和产 出 。 这 方面 的

Ｉ
ｌ

ｆ
？ 声 日 渐增 多 ， 因 为 当 下 中 国 对非援助 资 源分散在 几 个 不 同 的 政府部 委 ，

难 以 确 定 用 于技能培训 的援助 总量 。

第羞部分 ： 政策考虑

强 化 系 统性 中 非农业培训 合作将成 为 非洲 转型 的 重 要 基石 。

为 了 实现联合 国 和非盟 的新规划 ， 中 非 ｆ － 羊 ＠ 兮印
①每个 非 洲 国 家

不 同农业行业 的技 能需求 ？ 分析 丁． 作应 该注重 不 面上 的技 能缺 口
， 提

供更有 针对性 的技 术 教育 和 职业培训 以 及 高等教育项 目 。 非 洲 各 国 正 在制

定 落 实联合 国 的 《
２０ ３ ０ 年 可持续 发 展议程 》 和 非 盟 《

２０６ ３ 年 议 程 》 的 国

家计划 ， 确定各 自 农业优先发展 的 重点 ，
因 而更加 明 确 不 同 阶段教 育 中 存

在 的特定农业技能缺 口
， 促 成农业转 型 。

① 加重词 句 为作 者原 著 。 下 同
一

译 ｆ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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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非洲 国家的农业现状和能力建设需求各不相 同 ， 但还是具有某些

共性 。 利用 中 国 的 帮助 ， 非洲可 以建立若干个区域示范点 ， 培养更多农技

人员 ， 弥补人才缺 口 。 着重根据农业的 同质性 、 农业生态 区分布和所需技

术水平确定学生选拔标准 。 由 于多数学生不愿意报考农学 ， 需要建立激励

机制 ， 吸引 更多学生学 习农业专业 。

为提高农业生产力 的重要研发领域包括 ： 人工替代技术 、 改善农业作

业方式和粮食存储 、 加工和销售 ， 等等 。 既要减少务农人 口
， 又要满 足现

有和新增人 口 的粮食需求 ， 还要满足 日 益增长的非洲初级产 品 加工产业 的

需求 ，
必须采用节省劳动力 的技术 ，

以提高农业生产力 、 维持和扩大农业

产能 。 上述的几个领域并不全面 ， 但非洲农业现代化和结构转型 中 的这些

薄弱环节可视为能力 建设中首先需要解决的 问题 。

’

（ 赵毓琢译 ； 舒展 、 刘 均 校 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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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 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Ｃ ｏｍｍ ｉ ｓ ｓ ｉ ｏｎｆｏ ｒＡ ｆｒ ｉ ｃ 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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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 Ａ
（
２０ ＼ ５

） ： 
Ｉｎｄｕ ｓ ｔｒ ｉａ ｌ ｉｚ ｉｎｇ ｔｈ ｒｏ ｕｇ

ｈＴｒａｄｅ ，Ｅ ｃｏ ｎｏｍ ｉ ｃＲ ｅｐ ｏ
ｒ ｔｏ ｎＡ ｆｒ ｉ ｃ ａ２０ １ ５ ．

Ａ ｄ ｄ ｉ ｓＡ ｂａｂａＡ ｄ ｄ ｉ ｓＡ ｂ ａｂ ａ
 ： 
Ｅ ｃ ｏ ｎ ｏｍ ｉ ｃＣ ｏｍｍ ｉ ｓ ｓ ｉ ｏｎｆｏ ｒＡ ｆｒ ｉ ｃ ａ ．

Ｅ Ｃ Ａ
（
２ ０ ＼ ６

）
Ａｆｒ ｉｃａＲｅｇ ｉｏｎａ ｌＩｎ ｔｅｇｒａ ｔ ｉｏ ｎＲｅ

ｐ
ｏ ｒ ｔ

：
Ｉｎｎｏｖａ ｔ ｉｏｎ

 ｙ
Ｃｏｍ

ｐ
ｅ ｔ ｉ ｔ ｉｖｅｎｅｓ ｓａ ｎｄ

Ｒ ｅｇ
ｉｏ ｎａ ｌＩｎ ｔ ｅｇ

ｒａ ｔ ｉｏｎ ．Ａ ｄ ｄ ｉ ｓＡ ｂａｂ ａ
 ： 
Ｅ ｃｏ ｎ ｏｍ ｉ ｃＣ ｏｍｍ ｉ ｓ ｓ ｉ ｏｎｆｏ ｒＡ ｆｒ ｉ ｃ ａ ．

ＩＴＣ
（ 
２０ １ ５

）
Ｍ ａ ｒｋ ｅ ｔＡ ｃ ｃ ｅ ｓ ｓＭ ａ

ｐ
ｄ ａ ｔ ａｂ ａ ｓｅ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ｍ ａ ｃｍ ａ

ｐ
．ｏ ｒ

ｇ
．

Ｋ ｅ ｂ ｉ ｒＡ
 （
２０ １ ４

）

＊

Ｂ ｕ ｉ ｌ ｄ ｉ ｎ
ｇ

ａｎ ｄＴ ｒａ ｎ ｓ ｆｏ ｒｍ ｉ ｎ
ｇ
Ｃ ａ

ｐ
ａｃ ｉ ｔ

ｙｏ
ｆＡ ｆｒ ｉ ｃ ａｎＨ ｉ

ｇ
ｈ ｅ ｒＥ ｄ ｕ ｃ ａ

？

ｔ ｉ ｏ ｎｆｏ ｒＥ ｃ ｏ ｎ ｏｍ ｉ ｃＴ ｒａｎ ｓ ｆｏ ｒｍ ａ ｔ ｉ ｏ ｎ ．
Ｊ

Ｕ ｎ
ｐ
ｕ ｂ ｌ ｉ ｓｈ ｅ ｄＷ ｏ ｒｋ ｉ ｎ

ｇ
Ｐａ

ｐ
ｅ ｒ ．

Ｌ ｉＸ ｉ ａ ｏ
ｙ
ｕ ｎ

，
ＴＬ ｉ ｘ ｉ ａ

，

ＡＸ ｕ ｌ ｉ
， Ｑ ．Ｇ ｕ ｂｏ

，

Ｗ ．Ｈ ａ ｉｍ ｉ ｎ
＇

Ｗ ｈ ａ ｔｃ ａ ｎＡ ｆｒ ｉ ｃ ａ ｌ ｅ ａ ｒｎｆｒｏｍ

Ｃ ｈ ｉ ｎ ａ
＇

ｓｅ ｘ
ｐ
ｅ ｒ ｉ ｅ ｎ ｃ ｅ ｉ ｎＡ

ｇ
ｒ ｉ ｃ ｕ ｌ ｔ ｕ ｒａ ｌＤ ｅ ｖ ｅ ｌｏ

ｐ
ｍ ｅ ｎ ｔ ？ 

１

Ｗ ｏ ｒｋ ｉ ｎ
ｇ
Ｐａ

ｐ
ｅ ｒ

， 
Ｃ ｈ ｉ ｎ ａＡ

ｇ
ｒ ｉ

？

ｃ ｕ ｌ ｔ ｕ ｒａ ｌＵ ｎ ｉ ｖ ｅ ｒｓ ｉ ｔ

ｙ
．

Ｍ ｃＧ ｒａ ｔ ｈ
 ， 
Ｓ ｉｍ ｏ ｎ （ 

２０ １ ２
）

＊

Ｅ ｄ ｕ ｃ ａ ｔ ｉ ｏ ｎａｎ ｄｄ ｅ ｖ ｅ ｌ ｏ
ｐ
ｍ ｅ ｎ ｔ ｉ ｎＡ ｆｒ ｉ ｃ ａ

 ： ｌ ｅ ｓ ｓｏｎ ｓｏｆ ｔ ｈ ｅ

ｐ
ａ ｓ ｔ５ ０

ｙ
ｅ ａ ｒｓｆｏ ｒｂｅ

ｙ
ｏ ｎ ｄ２０ １ ５ ．

＊

Ｅ ｄ ｉ ｎ ｂ ｕ ｒ
ｇ
ｈ

， 
Ｕ Ｋ ． （

Ｕ ｎ
ｐ
ｕ ｂ ｌ ｉ ｓ ｈ ｅｄ

）
．

Ｍ ｃ Ｍ ｉ ｌ ｌ ａ ｎ
， 
Ｍ ．Ｓ ．ａ ｎ ｄＲ ｏｄ ｒ ｉ ｋ

，
Ｄ ．（

２０ １ １
） ，

＊

Ｇ ｌ ｏ ｂ 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 ｎ
， 
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ｕ ｒａ ｌＣ ｈ ａ ｎ

ｇ
ｅａ ｎ ｄ

Ｐ ｒｏｄ ｕ ｃ ｔ ｉ ｖ ｉ ｔ

ｙ
Ｇ ｒｏｗ ｔ ｈ

＇

 ＾

ＮＢＥＲＷｏ ｒｋ ｉｎｇＰａｐｅ ｒＮ ｏ ． １ ７ １ ４ ３ ．

Ｎ ｅ ｌ ｓｏ ｎＨ
，
ａ ｎｄＭ ．Ｐａ ｃ ｋ

（
＼ ９９ １

）
ＴｈｅＡ ｓ ｉａ ｎＭ ｉ ｒａ ｃ ｌ ｅ ．Ｗ ａ ｓ ｈ ｉ ｎ

ｇ
ｔ ｏ ｎ

， 
Ｄ ．Ｃ ． ：

Ｔ ｈ ｅＷ ｏ ｒ ｌ ｄ

Ｂ ａ ｎ ｋ ．

Ｎｗ ｕ ｋ ｅ
，
Ｋ ．２０ １ ５ ．

＊

Ｓ ｃ ｉ ｅ ｎ ｃ ｅ
， 
Ｔｅ ｃ ｈ ｎｏ ｌ ｏ

ｇ ｙａｎ ｄ Ｉ ｎ ｎｏ ｖ ａ ｔ ｉ ｏ ｎＰｏ ｌ ｉ ｃ
ｙ ｉ ｎＡ ｆｒ ｉ ｃ ａ ｉ ｎｔｈ ｅ

Ａ
ｇ
ｅｏ ｆＢ ｒ ｉ ｌ ｌ ｉ ａｎ ｔａｎｄＤ ｉ ｓ ｒｕ

ｐ
ｔ ｉ ｖ ｅＴｅ ｃ ｈ ｎｏ ｌ ｏ

ｇ
ｉ ｅ ｓ

 ：Ａ ｎＡ ｎ ａ ｌ

ｙ
ｓ ｉ ｓｏ ｆＰｏ ｌ ｉ ｃ ｉ ｅ ｓａ ｔ ｔ ｈ ｅ

Ｎ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ｌ
，
Ｒｅ

ｇ
ｉ ｏｎａ ｌａｎ ｄＣ ｏ ｎ ｔ ｉ ｎ ｅ ｎ ｔ ａ ｌＬｅ ｖ ｅ ｌ ｓ

’

 ．Ｂ ａｃ ｋ
ｇ
ｒｏｕ ｎ ｄＰ ａ

ｐ
ｅ ｒｆｏ ｒＡ Ｒ Ｉ ＡＶ Ｉ Ｉ ．

Ａ ｄ ｄ ｉ ｓＡ ｂ ａｂ ａ
 ： 
Ｅ ｃ ｏ ｎ ｏｍ ｉ ｃＣ ｏｍｍ ｉ ｓ ｓ ｉ ｏ ｎｆｏ ｒＡ ｆｒ ｉ ｃ ａ ．

ＯＥ Ｃ Ｄ
（
２０ １ ５

）
Ｔｈ ｅＭ ｕ ｔ ｕａ ｌ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

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 ｅｎ ｔＥｆｆｅｃ ｔ ｉｖｅｎ ｅｓ ｓ ．Ｐａ ｒ ｉ ｓ

：
Ｏ ＥＣ Ｄ ．

ＳＥ Ｉ Ａ ．２００７ ． ｔｈｅＣ ｒｏｓｓ ｒｏａｄ ｓ  ：Ｃｈｏ ｉｃ ｅ ｓ
ｆｏ ｒＳ ｅｃｏ ｎｄａ ｒ

ｙ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 ｉｎＳ ｕ ｂ － Ｓａｈａ ｒａｎ

Ａｆｒ ｉｃａ ．Ｗ ａｓｈ ｉ ｎ
ｇ

ｔｏ ｎＤ ．Ｃ ． ：

Ｔｈ ｅＷ ｏ ｒ ｌ ｄＢ ａ ｎ ｋ ．

Ｔｕ
ｇ
ｅ ｎｄ ｈ ａ ｔＨ

， 
ａｎ ｄＤ ．Ａ ｌ ｅｍ

（
２０ １ ６

）

１

Ｃ ｈ ｉ ｎ ｅ ｓ ｅＡ
ｇ
ｒ ｉ ｃ ｕ ｌ ｔ ｕ ｒａ ｌＴｒａ ｉ ｎ ｉ ｎ

ｇＣ ｏ ｕ ｒｓ ｅ ｓｆｏ ｒ

Ａ ｆｒ ｉ ｃ ａｎＯ ｆｆｉ ｃ ｉ ａ ｌ ｓ
 ：Ｂ ｅ ｔｗ ｅ ｅ ｎＰ ｏｗ ｅ ｒａｎ ｄＰａ ｒ ｔ ｎ ｅ ｒｓｈ ｉ

ｐ ｓ ．Ｗｏ ｒ ｌｄ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ｅｎ ｔ

ｄ ｏｗｎ ｌ ｏａｄ ｅｄ２４／ ３／２０ １ ６ａ ｔｈ ｔ ｔ
ｐ ：

／／ ｄｘ ．ｄ ｏ ｉ ．ｏｒ
ｇ
／ １ ０ ． １ ０ １ ６／

ｊ
．ｗｏ ｒ ｌ ｄｄｅ ｖ ． ２０ １ ６ ． ０ １ ． ０２２ ．

Ｖ ｅ ｒ ｓ
ｐ
ｏｏ ｒ

，

Ａ ．Ｍ ．（
２００ ８

 ）
／ｌ ／ ｔｈ ｅＣｒｏ ｓｓ ｒｏ ａｄｓ

 ：Ｃｈ ｏ ｉｃｅｓ
ｆｏ ｒＳｅｃｏ ｎｄａ ｒ

ｙＥｄｕ ｃａ ｔ 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ｂ － Ｓａｈａ ｒａｎ
４／

＾ ｔ ｃａ
 ， 
Ｗ ａｓｈ ｉ ｎ

ｇ
ｔｏ ｎ

 ， 
Ｄ ．Ｃ ． ：

Ｔｈ ｅＷ ｏ ｒ ｌ ｄＢ ａｎ ｋ ．

Ｗ ｏ ｒ ｌ ｄＢ ａｎ ｋ
，（

２００ ５
）

．ＴｈｅＣｏｎ 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ｉｏ ｎｏｆ 

ａｋｎ ｏｗ ｌｅｄｇｅ
－

ｂ ａ ｓ ｅｄ，ｅｃｏｎ ｏｍ
ｙ

．Ｗ ａ ｓ ｈ ｉ ｎ
ｇ

？

ｔｏ ｎ
， 
Ｄ ．Ｃ ． ：Ｔｈ ｅＷｏ ｒ ｌｄＢ ａ ｎ 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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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ｏ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ｅｃｔｏｒ

Ｔａｋ
ｙ

ｉｗａａＭ ａｎｕ ｈ

Ａ 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 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 ｒ ｉｎ

ｇｐ
ｌ ａ

ｙ
ｓａｋｅ

ｙｒｏ ｌ ｅ ｉｎｅ ｃ ｏｎ ｏｍ ｉ ｃｔ ｒａｎ ｓ ｆｏ ｒｍ ａ ｔ ｉ ｏｎｒｅ
？

ｑｕ
ｉ ｒｅｄｆｏ ｒｈ ｉ

ｇ
ｈｑ ｕ ａ ｌ ｉ ｔ

ｙｇ ｒｏｗ ｔｈ
， ｊ

ｏｂｃ ｒｅａ 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ｓｕ ｓ ｔａ ｉ ｎ ｅｄｐ ｒｏｇ ｒｅ ｓｓ ．Ｙｅ ｔｔｈ ｅ

ｓ ｈ ａ ｒｅｏ ｆｍ ａｎ ｕｆａｃ ｔ ｕ ｒ ｉｎ
ｇ

ｉ ｎＧＤＰｈ ａｓｂ ｅ ｅｎｆａ ｌ ｌ ｉ ｎ
ｇ

ｉ ｎＡ ｆｒ ｉ ｃ ａ
，ｅｘ ｃ ｌｕｄ ｉ ｎ

ｇ
Ｎ ｏ ｒｔｈＡ ｆｒ ｉ

？

ｃ ａ
 ，

ｏ ｖ ｅ ｒｔｈ ｅｌａ ｓ ｔ ｔｈ ｒｅ ｅｄ ｅ ｃａｄ ｅ ｓａｎ ｄｗａｓ
 ｊ
ｕ ｓ ｔ１ １

ｐ ｅ
ｒｃ ｅｎ ｔ ｉ ｎ２０ １ ４ ．Ａｋ ｅ

ｙ
ｉｍ

ｐ
ｅｄ ｉ

？

ｍ ｅｎ ｔｐ ｒｅ ｖ ｅｎ ｔ ｉ ｎ
ｇ
Ａ ｆｒ ｉ ｃａｆｒｏｍ

ｊ
ｏ ｉｎ ｉｎ

ｇｇ
ｌｏｂａ ｌｖａ ｌｕ ｅｃｈａ ｉ ｎ ｓａｎｄｍ ｅｅ ｔ ｉｎ

ｇ
ｈ ｉ

ｇ
ｈ
ｑｕ

ａｌ ｉ ｔ
ｙ

ｓ ｔａｎｄ ａ ｒｄ ｓｏｆ
ｇ

ｌｏｂａ ｌｍ ａｒｋ ｅ ｔｓ ｉ ｓ ｔｈ ｅ ｌａｃ ｋｏｆ ｏ
ｐ
ｅ ｒ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ｃ ｏｍ

ｐ
ｅ ｔｅｎ ｃ ｅｗ ｈ ｉ ｃ ｈ ｉ ｓｄ ｉ ｒｅ ｃ ｔ

？

ｌ

ｙ
ｒｅ ｌ ａ ｔｅｄｔｏｌｏｗｌｅ ｖ ｅ ｌｏｆｓｋ ｉ ｌ ｌ ｓ ．Ｑ ｕ ｉ ｔ ｅｓ ｉｍ

ｐ
ｌ

ｙ ，Ａ ｆｒ ｉ ｃ ａｎ ｅ ｅｄ ｓ ｔｏ ｉ ｎｖｅ ｓ ｔ ｉ ｎ ｔｒａ ｉｎ ｉｎ
ｇ

ａｎ ｄｅｄｕｃ ａ ｔ ｉ ｏｎｅ ｓｐ ｅｃ
ｉ ａ ｌ ｌ

ｙ
ｆｏ ｒ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ｙ ｏｕ ｔｈ ｔｏ ｉｎｄ ｕ ｓ ｔ ｒ ｉ ａ ｌ ｉｚｅ ．

Ｃ ｈ ｉｎａｈ ａｓ
ｑ ｕ

ｉ ｃｋ ｌ
ｙ

ｂ ｅｃ ｏｍ ｅＡ ｆｒ ｉ ｃ ａ
’

ｓｓ ｉｎ
ｇ

ｌｅｌ ａｒ
ｇ
ｅ ｓ ｔｔｒａｄ ｉｎ

ｇｐ
ａｒｔｎ ｅ ｒａｎｄ ｉ ｓａ

－

ｍ ｏｎ
ｇｔｈ ｅ ｌ ｅａｄ ｉｎ

ｇ
ｅｍ ｅ ｒ

ｇ
ｉ ｎ

ｇ
ｍ ａ ｒｋｅ ｔ ｉ ｎ ｖｅ ｓ ｔｏ ｒｓ ｉ ｎＡ ｆｒ ｉ ｃａ ．Ｈ ｏｗｅ ｖ ｅ ｒ

，ｒｅ ｌ ａ ｔ ｉｏｎ ｓｂ ｅ ？

ｔｗ ｅ ｅ ｎＣ ｈ ｉ ｎ ａａｎｄＡｆｒ ｉ ｃａａ ｒｅｓ ｅ ｅ ｎｔｏｂｅ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ｖ ｅ ｌ
ｙｕ

ｎ ｅ
ｑ
ｕ ａ ｌａｎｄｈ ａｓｌ ｅｄｍ ａｎ

ｙ ｔｏ

ｓｕ
ｇｇ

ｅ ｓ ｔ ｔｈ ａ ｔＣ ｈ ｉ ｎ ａ
’

ｓｍａ ｎｕ ｆａｃ ｔｕ ｒｅｄｅｘ
ｐ
ｏ ｒｔ ｓａ ｒｅｃ ｒｏｗ ｄ ｉ ｎ

ｇｏｕ ｔｏ
ｐｐｏ

ｒｔｕ ｎ ｉ ｔ ｉ ｅ ｓｆｏ ｒ

Ａ ｆｒ ｉ ｃ ａ
＇

ｓ ｉ ｎ ｄｕ ｓ ｔ ｒ ｉ 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 ．Ａ ｆｒ ｉ ｃ ａｎｅ ｅｄ ｓｎ ｏ ｔｏｎ ｌ

ｙｐ
ｈ
ｙ
ｓ ｉ ｃ ａ ｌ ｉ ｎ ｆｒａ ｓ ｔｒｕ ｃ ｔｕ ｒｅｔｏ ｌ ｉ ｎ ｋ ｉ ｔ ｓ

ｔｏｗ ｎ ｓａ ｎ ｄｐ ｒｏｄｕ ｃ ｔ ｉ ｏｎｃ ｅ ｎ ｔ ｒｅ ｓｂｕ ｔａ ｌ ｓｏｎｅ ｅｄ ｓｑｕａ
ｌ ｉ ｔ

ｙ
＊

ｓ ｏ ｆｔ＾ｎ ｆｒａ ｓ ｔ ｒｕ ｃ ｔｕ ｒｅｓｐ ｅａｒ
？

ｈ ｅａｄｅｄｂ
ｙ

ａｒｅ ｖ ｉ ｔ ａ ｌ ｉ ｚｅｄａｎｄｓ ｔ ｒｏｎ
ｇ

ｌ

ｙ
ｓｕ ｐｐ

ｏ ｒ ｔｅｄｓｋ ｉ ｌ ｌｓａｎｄｅｄｕ ｃａ ｔ ｉｏｎｓｅ ｃ ｔｏ ｒ ．Ｃ ｈ ｉ
？

ｎａｈ ａ ｓｒｅ ｃ ｅｎ ｔ ｌ
ｙ

ａｎｎｏｕ ｎ ｃ ｅｄ
ｐ

ｌａｎ ｓ ｔｏｂ ｏ ｏ ｓ ｔａｎｄｄ ｉ ｖ ｅ ｒｓ ｉｆ
ｙｃｏ ｏｐ

ｅ ｒａ ｔ ｉ ｏｎｗ ｉ ｔｈＡ ｆｒ ｉ ｃａ ｉｎ

ｔｈ ｅｎ ｅｘ ｔｔｈ ｒｅ ｅ
ｙ

ｅａ ｒｓ ．Ｉ ｔ ｉ ｓｅｘｐｅ ｃ ｔｅｄ ｔｏｅ ｓ ｔ ａｂ ｌ ｉ ｓ ｈａｎｕｍｂｅ ｒｏｆｒｅ
ｇ

ｉ ｏｎ ａ ｌｖｏ ｃ 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

ｅｄｕ ｃ ａ ｔ ｉ ｏｎｃ ｅｎ ｔ ｒｅ ｓａｎ ｄｃ ａ
ｐ
ａｃ ｉ ｔ

ｙｂｕ ｉ ｌｄ ｉｎ
ｇｃ ｏ ｌ ｌｅ

ｇ
ｅ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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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ｇ

ｒｏｗ ｔｈａｎ ｄｆｏｒａｃｈ ｉ ｅｖ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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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 ｔｈｔｈ ｅａ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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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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