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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提要 】 浙 江 企 业
， 尤 其 浙 江 民 营 企 业 对 非 投 资 比 较 活 跃

，

有 许 多 产 能 合 作 的 成 功 案 例 ， 但 近 年 来 对 非 投 资 波 动 非 常 明 显 。 本

文 认 为
“

有 限 理 性
”

可 能 是 影 响 浙 江 对 非 投 资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 有

限 理 性 会 对 浙 江 投 资 非 洲 产 生 正 向 和 负 向 的 双 重 影 响 ， 对 投 资 动 力

乃 至 投 资 效 果 都 有 影 响 。 应 完 善 信 号 传 递 机 制 、 加 大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
激 励 企 业 创 业 创 新 ， 完 善 投 资 环 境 ，

尽 量 避 免 投 资 的 非 理 性

结 果 。

【 关键词 】 有 限 理 性 ； 对 非 投 资 ；
浙 江 民 营 企 业 ； 产 能 对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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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浙江对非投资现状及特点

浙江省 是 中 国 对外投资 比较活跃 的 一 个地 区
， 截 至 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２ 月 底 ，

全省经审批和核 准 境 外 企业 和 机 构 共计 ７０ ２ １ 家 ， 累 计对 外 直接 投 资 额

２６ １ ．８ ５ 亿美元 。 据统计 ， 截至 ２０ １ ５ 年 ６ 月 底 ， 浙江 在 非 洲 共投 资 ４ ８ ８ 家

？ 本 文 为 浙 江 省 ２０ １ １ 计 划 非 洲 研 究 与 中 非 合 作 协 同 创 新 中 心 资 助 项 ０ （ 项 ０ 编 号 ：

１ ５ ＦＺＺＸ １ １ Ｙ Ｂ
） 的 阶段性 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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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 ８ 非 洲 研究

企业 ， 投 资 总额为 １ ９ ．８ 亿美元 ， 对非 投 资在浙江对外 投 资 中 所 占 份额并

不大 ， 应该说还处 于成长 阶段 。 从发展情况来看 ， 浙江对非投资 主要呈现

出 以 下 几个特点 ：

（

一

） 总量及份额波动明 显

从总量来看 ，
近年来 的 浙江对非投资可 以 划分为两个 阶段 ： 第一 阶段

是 ２００ １ 

—

２００７ 年 ， 总量 逐年攀 升 ，
２００ １ 年 对 非 总 投 资 额 ２５ ３ ９ 万 美 元 。

２００７ 年达 到 １ ４８ ７ ８ 万美元 ， 比 ２００ １ 年增 长 了 近 ５ 倍 。
２００７ 年 ， 对非投资

占 全省 对外投 资 比 例 髙 达 ２ ２ ．４ ８ ％
。 第 二 阶段 是 ２００ ８ 年 至今 ， 总 量及 份

额 明 显 下 降 ，

２００９ 年 对 非 投 资 份额 ８ ．５ ３％
， 但 ２０ １ １ 年 总 量猛 增 ， 达 到

２ ８５ ６４万美元 ， 但仅 占 对外 投 资 总额 的 ７ ．６５％ 。
２０ １ ２ 年 又 有 所 下 降 。 如

表 １ 所示 。 总量及份额 的波 动 既是 国 际形势变化 的 结果 ， 同 时还受 到其他

因 素 的 影 响 。

（
二

） 投资 分布广而散

根据浙江省 商务 年 鉴 中 的 数据 ，

２０ １ ０ 年浙 江 省 对非 投 资 金 额较 大 的

非洲 国 家有 １ ６ 个 ，

２０ １ １ 年有 １ ４ 个 ，

２０ １ ２ 年有 １ ６ 个 。 但对部分 国 家 的投

资不具有连续性 ， 如 安 哥拉 、 博茨 瓦 纳 、 刚 果 （ 布 ） 、 几 内 亚 、 喀 麦 隆 、

毛里塔尼 亚 、 纳 米 比亚 、 赞 比亚等 国
，
只 有 一 年投 资 数据 。

① 因 为 年度数

据跳跃性较大 ， 本 文将 ２０ １ ０
—

２０ １ ２ 年期 间 的 相关投资额加总后 进行 比较 。

从表 ２ 可 以 看 出 ， 刚果 （ 金 ） 、 埃及 、 尼 日 利 亚 、 埃 塞俄 比 亚 、 马 里 、 加

纳 、 乌 干 达 、 加 蓬 、 博茨瓦纳 、 坦桑尼 亚 、 赞 比 亚 、 津 巴 布 韦 等 １ ２ 国 是

目 前浙商投 资较为集 中 的非洲 国 家 。

表 ２ ２０ １ ０
—

２０ １ ２ 年浙江投资 较 多的 非洲国家单位 ：
万 美 元

国 家 货 币 投 资 实物投 资 投 资 总额

刚 果 （ 金 ）
９４ ２２ ０ ９４２ ２

埃及 ７３ ４ ５ ４ ８ ０ ７８ ２ ５

① 浙 江省对非投 资数据存在 不 一致 ， 如浙 江 商务 年鉴 与浙 江统 计年 鉴 ， 使 数 据使 用 有 些 棘

手 。 本 文尽量使用 同 种 来 源数据进 行计算 分析 。 表 ２ 中 有 些 国 别 数 据 可 能 因 为 数 值 不 大 而 被 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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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货 币投 资 实物 投 资 投 资 总额

尼 日 利亚 ２ ４０２ Ｉ０６０ ３４６２

埃塞俄 比亚 ２６ ５ １３ ８７ ３ １ ５ ２

马里 Ｉ４ １ ８ ３ ０ １４４８

加纳 １２ ５０ １ ６６ １４ １ ６

乌 干达 １ ８ ９ ９２６ １ １ １ ５

加蓬 ８ ５ ５ １ ００ ９ ５ ５

博茨 瓦纳 ８ ００ ０ ８００

坦桑尼亚 １ ３ ６ ５ ４９ ６８５

赞 比亚 ４ １ ５ ０ ４ １ ５

津 巴 布韦 ４ １ ４ ０ ４ １ ４

数据来 源 ： 浙江商务 年鉴历年数据及 整理计算 得到 。

注 ： 年鉴 中浙江省对非投 资数据是从 ２０ １ ０ 年 开始 的 。

（三 ＞民营企业对非投资相对活跃

浙江 民 营经济的发达程度居全 国领先 ， 民 营企业
“

走 出 去
”

态势 在

全 国也属 于第一军团行列 。 截 至 ２０ １ ５ 年年底 ， 浙江在 非 洲 共投 资 ４ ８ ８ 家

企业 ， 投资总额为 １ ９ ．８ 亿美元 。 投资 主要集 中 在纺织业 、 批发业 、 零售

业等行业 。 以越美 、 吉利 、 米娜等制造业企业为例 ， 在非洲投资 已呈现 出

较 明显 的规模效益 ， 在全球价值链 中 占有相对竞争优势 。 如吉利先后在埃

及 、 南非 、 埃塞俄 比亚 、 尼 日 利亚 、 坦桑尼亚等非洲 国 家进行投资 ， 为非

洲 民企投资典型代表 。 另外 ，
浙江 民 营企业投资非洲较大 的项 目 有 ： 巨 石

集 团设立的 巨 石埃及玻璃纤维股份有限公 司 ， 投资总额 １ ． ６２ 亿美元 ， 主

要从事非金属 矿物制 品 业经营 活 动 。 越美集 团设立 的越美 （ 马 里 ） 棉 花

有 限公 司 ， 投资总额 ９９２０ 万美元 ，
主要从事农业经营 活动 。 米娜公 司 在

埃塞俄 比亚投资 ６０００ 万美元的米娜纺织 ，
主要从事 印 染行业 的经营 。 值

得关注的是 ， 对非投资 正 在 以 单一 的新设方式 向 增 资 、 并购等 多元化转

变 ，
２０ １ ０ 年浙江 民 营企业 以 并 购 方式 实 现 的 境 外 投 资 项 目 共有 ４３ 个 ，

２０ １ １ 年为 ４５ 个 。 投资方式的转变表 明 ， 浙江 民 营企业正 以 越来越深地 与

非洲 当地企业 、 政府合作 ，
而且必将带来投资效率的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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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浙江企业对非投资中的
“

有限理性
”

及其影响

（

一

）

“

有限理性
”

理论溯源
“

有 限理性
”

一词 ， 较早是 由 经 济学 家西蒙提 出 的 。 众所周 知 ， 经 济

学两个基本假设 ：

一是理性经济人 ；

二是信息完全 。 经济人在信息完全的

情况下 ， 采取对 己 最 为 有 利 的 经 济 决策 ， 在
“

看 不 见 的 手
”

作 用 下 ， 从

自 利转 为 共利 ，
社会福 利得 以 提升 。 但是 ， 对理性经济人 和信息完全这两

个基本假设 的质疑 几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 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
西蒙

对理性经济人进行 了较 为深刻 的 剖析 ， 认为完全理性是不真实 的 ， 完全 的

经济人是不存在 的 。 决策 者在作 出 决策 时往往受到信息 、 时间 、 技术等外

部 因 素及其 自 身 的 认 知 、 人格 、 态 度 等 内 部 因 素 的 影 响 。 他提 出 的
“

有

限理性决策模式
”

建 立 在 知识 的 不 完 备性 、 预 见 未 来 的 困 难性 以 及 备 选

行 为 范 围 的有 限性 的 基础上 ， 指 出 任何组织 和个人都 只 能被视为一个具有

学 习 及适应能力 的体 系 ， 而不应被看作是一个绝对理性 的体系 。 并且 ，
决

策者 的 主观作用很大程度上影 响着决策效果 。

？ 奈特 （
１ ９ ２ １

） 认 为有 限理

性是一种不 同 于不完全信息 的非线性 系统 固有 的不可预知性 ， 后人将奈特

这种
“

根本不确 定性
”

称 为
“

认识 力 的 不确 定性
”

，

？ 并且认 为 这种不确

定性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 内 生产生 的社会不确 定性 。 也就是说 ， 人们决策

互动 的后果也可 能产 生 根 本 的 不 确 定性 。 何 大 安 （
２０ １ ６

） 认 为 ， 无论 是

传统主流经济学还是现代演化经济学或行为经济学 ， 都 已 经将个体行为 以

及个体行为 间 的互动纳人理性选择 的 内 在逻辑 。

？ 在现实 中 ， 由 于企业 的

经营环境是不确定 的
，
对于给定 的 刺激会有不 同 的反应路径 ， 所 以 个体最

优化行为实际上是无法预测 的 。 但在大样本 中 ， 最优 的 发展模式是可 以 在

①秦勃 ： 《 有 限 理性 ： 理性 的
一 种 发 展模 式

——

试论 Ｈ ．

Ａ
？ 西 蒙 的 有 限 理 性 决 策 模式 》 ，

载 《理论 界 》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
第 ７ ８

—

７９ 页 。

② 袁 艺 、 茅 宁 ： 《 从 经 济理性 到 有 限理性 ： 经 济学研 究理 性假 设 的 演 变 》 ， 载 《 经 济 学 家 》

２００ ７ 年第 ２ 期 ， 第 ２ １  ２ ６ 页 。

③ 何 大安 ： 《 西方理性 选择理论 演变脉络 及 其 主要发 展 》 ， 载 《 学 术 月 ｆ ｌ

ｊ 》 ２０ １ ６ 年 第 ３ 期
，

第 ４ ８
—

５ ６ 页 。



基 于
“

有 限理性
”

的浙 江企业对非投 资行为分析 １ ６ １

选择的演化过程 中被观察到 的 。
？ 演化经济学家温特把这种 大样本下 的最

优发展模式称为
“

常规
”

。

“

常规
”

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 ， 与基 因 类似 ，

“

常

规
”

有稳定性也有
“

变异
”

能 力 ，
为 了 生存而不 断地变异 ，

以便适应环

境生存下来 。

（
二

） 浙江企业对非投资中的
“

有限理性
”

浙江企业投资非洲 ， 可 以理解 为企业为求得适应性生存所做的一种正

常的市场反应 。 众所周知 ， 非洲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 大部分国家基础设施

不健全 ， 居 民 消 费 能 力 较 弱 ， 很 多产业还 未开发 ， 加 上 一些 国 家政局 动

荡 ， 政策多变 ， 并不是理想 的投资场所 。 但与此 同 时 ， 非洲得天独厚的 自

然资源 、 丰富的劳动力使之成为产业转移 的理想之地 。 非洲 以一个矛盾综

合体的形式 出 现在投资者面前 。 到 目 前为止 ， 浙江企业对非投资还没有形

成所谓 的
“

常规
”

， 存在着投资决策及投资效果 的不确定性 。

１ ． 浙江企业对非投资 ， 是双方产能合作 的理性表达

浙江多产业陷 人 劳 动 力 成本上 升 与 产 能过剩 的 双重 困境 。 目 前 中 国

“

世界加 工 厂
”

地 位 有 所 松动 。

一个 重 要 原 因 是 劳 动 力 成本 的 上 升 。 尤

其 ， 浙江作 为 中 国 国 内 工资较髙 的地 区之
一

，

？ 不仅工资上升快 ，
而且招

工难 问题也 日 益严重 ， 成为近年来 困扰浙江制造业企业 的一大难题 。 另
一

个重要原 因是产 能过剩 。 浙江省 经信委数据显示 ，

２０ １ ０ 年 以 来 浙江省 确

定 了
一大批必须淘汰的落后产能 ，

２０ １ ０ 年涉及炼钢 、 水泥 、 造 纸 、 印 染 、

制革和化纤等 ６ 个行业 、
１ ８０ 家 企业 。

２０ １ １ 年淘 汰水 泥 生 产企业 ４２ 家 ；

造纸企业 １ ５ 家 ； 印染企业 １ ３ 家 ； 化纤企业 ４ 家 ；
２０ １ ２ 年 ， 又有炼钢 、 水

泥 、 造纸 、 印染 、 化纤 、 铅蓄 电 池 、 制 革等 ７ 个行业 的 ９７ 家企业被列人

淘汰名单 。
２０ １ ５ 年纺织业 的

一个调査数据显 示 ，

５ ７ ． ６％ 的 业 内 企业认为

存在产能过剩 的情况 。 产能过剩 ， 不仅意味着供求不平衡 的状况 ，
而且直

接带来企业的利润下 降 ， 尤其是在劳动力成本上升而产 品 陷于 同质化严重

的过度竞争的情况下 ， 很 多 劳 动 密集 型企业 面 临无钱 可赚甚至 亏 损 的境

①［ 美 ］ Ｓ奇逊 ： 《 演化 与制 度 ： 论演 化经济学 和经 济 学 的 演化 》 ， 任 荣 华等译 ， 中 国人 民

大学 出 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 第 １ ５ ９
—

１ ６４ 页 。

②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 １ 日 起 ， 浙江 开始 实行最 高 １８６０ 元 的 月 最低工资标准 ， 以杭州 为例 ， 杭 州

是 中 国大陆地 区除 深圳 ２ ０ ３０ 元 ， 上海 ２ ０２０ 元 ， 广 州 １８９ ５ 元外第 四 高工 资城 市 。 而且 ， 与广 东

省 比较而言 ， 浙江 省 内 各市工 资水平较 为平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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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 ， 浙江 的制造业一定会寻求成本下 降和 劳 动力

资 源丰 富 的地 区作 为产能转移 的理想地 区 。

非 洲 国 家在 承接产能上有非常突 出 的优势 。 以埃塞俄 比亚为 例 ，
２０ １ ４

年 ＧＤ Ｐ 增 长率 为 １ ０ ． ３ ％
，

？ 其 国 民 消 费 能 力 的 增 长 十分迅 速 ， 而且 各项

生产成本较低 ， 每度 电 只 要 ０ ． ２ 元
，
而纺织企业 员 工 月 工 资 只要 ３００ 元到

５ ００ 元 ， 是非常理想 的产能转移 区域 。 除 了 富饶 的 自 然 资 源 和低廉丰 富 的

劳 动 力 资源外 ， 非洲 国 家还有很 明 显 的 区域优势 ， 所有在非投 资生产 的产

品 ， 若 出 口 到 欧美 国 家 ， 较少涉及关税 和配额 限 制 。 在美 国 对非洲提供的

《 非 洲 增长 与机遇法案 》 框架下 ， 非洲 的 ３ ７ 个 国 家 的 ６４００ 多种产品 对美

国 出 口 可享受关税减 免优 惠 。 此外 ， 欧盟 与 非 洲 国 家 签 有 《 经 济合作伙

伴协定 》 ， 按照协定 ， 非 洲 ８ ０％ 的 产 品 对 欧盟 出 口 可 享 受零关税 。 因 此 ，

无论是 劳 动 力 成本还 是产 品 生产潜力 ， 非洲 国 家在 承接产能上都有很 明 显

的优势 。

２ ． 非 洲 国 家投资环境不佳 ，
影 响 浙江企业投资热情

由 于经济发展水平 总体 比较落后 ， 贫 困 人 口 仍然接近一半 ， 而且教育

水平普遍落后 。 但对非投 资企业发展 的最大障碍还是基础设施落后 ， 其 中

包括交通运输 、 供 电 、 供气 、 供水 等工业生产必不可缺的基础条件 ， 都相

当 地落后 。 此外 ， 投资环境不透 明 、 法律规则 多 变 、 政府办事效率低等也

是企业普遍 反 映 的 问 题 。

？

虽然非 洲 的经济发展 和 购买力 还是相对落后 ， 但无疑 已 经成为世界上

市场潜力 最大 的 地 区 之 一 。 与 此 同 时 ，
正 因 为 非 洲 还 处 于 初级 工 业化 阶

段 ， 商 品 经济不发达 ， 管制 和壁垒又相对较少 ，
因此投资者获利 可能性较

大 。 如果仅 以 逐利 为 目 标 ， 那 么 降低成本无疑是最 为有效 的获利 手段
，
比

如说 ， 降低产 品 的 环保标准 ， 生产 的排放标准 ， 这样做 的结果是损 害 了 东

道 国 的长远利 益 。 这 可 以理解为投 资 的道德风险 。 而逆 向 选择 ， 是指在信

息不完全或不对称 的情况下 ， 优质企业和 劣质企业投资 的成本不 同但收益

相 同 ， 成本 与 收益 的 不 对称 导致 优质 企业 流 失 而 劣 质企业 留 存 ， 即
“

劣

①舒运 国 、 张忠祥 主编 ： 《 非 洲 经 济 发展 报 告 ２０ １ ４
—

２０ １ ５ 》 ， 上 海 社 会科 学 院 出 版 社 ２０ １ ５

年版 ， 第 ４ 页 。

② 申 晓芳 ： 《 中 国 在非 洲 的 民 营投 资 ： 现实 与机 遇 》 ，
载 《 国 际经 济 合作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８ 期 ，

第 ４
—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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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驱逐 良 币
”

效应 。

另 外 ， 浙江企业创业 动 力 不 足 ， 短平快投 资心态也不 利 于 长 远 合作

利益 。

（三 ） 浙江企业对非投资
“

有限理性
”

对投资故果的影响

１ ． 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严重影响企业对非投资 的动力及效果

邵鹏 （
２０ １ ０

） 通过建立投 资博弈 的认知 层次模 型 ， 解释 了 投 资过度

或投资不足 的原 因 ， 指 出 群体感知度不足 ， 可 能会导致投资不足 。
？ 客观

地说 ， 非洲 的地理状况 、 资源禀赋 、 风土人情都和 中 国有太大差异 ， 所面

临 的风险也不甚 了解 。 中 国企业投资前 的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可能导致投

资恐慌 ， 即使知道在非洲投资可能会有更多 的利润空 间及成长空 间 ，
也不

愿意承担风 险 。 这 种在投 资前就将 投 资 范 围 有 限 化 的 选 择显 然 至 少是
“

有 限理性
”

， 甚至是非理性的 。

浙江企业对非投资 ， 某种程度上说 ，
不是对浙江企业利润及整个中 国

产能 的挽救 ，
而是对企业家创业创新精神 的培育 。 目 前 ， 中 国制造 的很多

产 品 已 处于技术生命周 期 的成熟期 与衰退期 ，
产品 同质化严重 ， 增加值不

髙 ， 产业过度竞争 、 利润微薄 ， 很 多 劳 动密集 型产业 已 经进入微利 时代 ，

平均利 润率在 ３ ％ —５％ 之 间 ， 有些企业 已 经难 以 为继 。 企业 既 缺乏 足够

的资金进行研发创新 ，
也缺乏创新 的意识和动力 。 循环往复 的结果就是 陷

人
“

低端锁定
”

而难 以 自 拔 。 在传统 的思维模式下 ， 模仿 和 价格竞 争 就

成为企业争夺市场 的唯一法宝 。 如果浙江企业对非洲投资还是 以 一种短平

快的投机心态 ，
这对于 中非双方长远合作利益来说非常不利 。 尽管约七成

的非洲人对来 自 中 国 的投资持肯定态度 ， 但不可否认 ， 近年来有关 中 国掠

夺性投资 的论调并不少见 。 因此 ， 投资还是投机 ，
对于浙江企业来说 ， 不

同 的心态将会产生不 同 的结果 。 这种结果也会反作用 于 中 非经贸合作 的长

远利益 。 值得肯定 的是 ， 有些具有 战 略规划 的企业家 ， 不仅在非 洲创业 ，

甚至还构建 了 整 个产业链 ， 如浙江 民 营企业越美集 团 ，

２００４ 年 在 尼 日 利

亚卡拉 巴保税 区设立 了 第 一 家境外加 工 贸 易 生产企业 ；

２００６ 年 又在 西非

塞 内 加尔创建 了 第二家境外加 工 贸 易 企业 ；

２０ １ ０ 年这家工 厂衍生 出
一个

① 邵鹏 ： 《有 限理性 、 认知层 次 与投 资 博弈 载 《 数置经济 技 术 经 济研究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１ ０

期 ， 第 １ ４ ５
—

１ ５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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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 Ｔ业 园 ；

２０ １ １ 年越美 集 团 收 购 马 里 国 有 棉 花 公 司
；
之后 ，

又 收 购 了

坦桑尼 亚友谊纺织 公 司 。 就 这 样 ，
公 司 完成 了 从 非 洲 西部 到 东 南 部 的 布

局
，
建立 了 较 为完 整 的产业链 。 这种创业 者 的 心态是非常值得学 习 的 。

２ ． 示 范效应 和 井绳效应并存 ， 影 响企业对非投资 的规模及结构

浙江 民 营企业很 多开始是 以零散销 售 中 国商 品进入非洲 市场的 ， 在工

业经济并 不发达 的非洲 国 家 ， 物美价廉的 中 国商品 广受欢迎 。 而在非 洲 有

投 资经验的 浙江企业 ， 很容易 尝 到投 资 的
“

甜头
”

。 与 出 口 欧美 等竞争激

烈 的成熟市 场相 比 ， 浙 商在 非洲 的 利润率也高得 多 。 在埃塞俄 比亚访问 的

十 几家企业 中 ，
超过半数 的企业在投 资第二年或第 ＝

．年便开始盈利 ， 有一

些甚至 在第 一年就实现盈利 。

？ 先行者的
“

示 范效应
”

吸 引 着后 来 的 投 资

者进人非 洲 ， 不仅投 资 规模 ， 而且产业 方 向 和 投 资模式都存在 示 范效应 ，

示 范效应可能产生 的结果就是企业集群式 的投资 以 及产业链 的投资 。

与示 范效应相 比
，

“

井绳效应
”

的作用恰好相反 。 井绳 效应 可 能产生

的结果是先行投 资 者撤 出 或投 资失 败导致后 来 者望而却 步 ， 不敢投 资 。 近

些年来也有 一些 中 国 人 ， 以 炒股票式 的投机心态来投 资 非 洲 。 他们对非洲

并不 了 解 ， 甚 至抱着一夜暴 富 的心态 ，
没有技术 ，

不会语言 ， 在未进行充

分准 备之前就肓 目 地进行投资 ， 最后投 资失 败却 不反思 自 己
，
而将责任归

于 当 地投 资环境 的 恶 劣 。 当 然 非 洲 某些地 区 也 的 确 有 不 安 定 的 因 素 ， 如

２００８ 年 １ ０ 月 ，

９ 名 中 国工人 在苏丹达 尔 富 尔 地 区 的 施 工现场被 绑 架 ， 其

中 ４ 名 惨 遭杀 害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 ， 非 洲 马 里酒店 百余人 被劫持 。 这样 的 突

发事件极 大地影 响 了潜在投资者 的 投 资意愿 ， 部分增强 了 潜在投资 者对非

洲投 资 的恐慌情绪 。

总体 来说 ， 作用相反 的示 范效应和井绳效应 同 时影 响 着浙江企业 的投

资行 为 ， 这从一定程度 上可 以解 释浙江对非投资 的 巨 大波动性 。

三 促进浙江企业对非投资理性发展的建议

浙江企业对非投资 的 有 限理性 ， 从客观条件上看体现在对非洲投 资环

① 邵鹏 ： 《 有 限理性 、 认 知 层 次 与投 资博 弈 》 ，
载 《 数 ｆｔ经 济 技 术 经 济 研究 》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１ ０

期 ， 第 １ ４５ 

—

１ ５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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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认识 的不完备 ， 从主观因 素上看体现在投 资 动力 及心态上 。 这些 问题 ，

短期 内 并不容易解决 ， 但在 以 下方面进行努力 ， 有助于提髙投资理性 ， 获

得更好 的发展 。

（

一

） 完善信号传递机制

解决信息 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所带来的有 限理性 问题 ， 就必须有 良好的

信号传递机制 。 具体来说 ，

一是投资前 的信号传递 ， 也就是浙江企业投资

意愿 、 投资路径 、 合作条件 、 信用评分等 ； 非洲 当 地 的信号传递 ， 包括政

治 、 经济 、 法律 、 政策 、 人文等诸多方面 。 二是投资后 的信号传递 ， 例如

对 当地就业 的带动 ， 对 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 ， 对资源消耗及环境污染 的程

度等等 。 通过有效的信息传递 ，
至少可 以 减少双方因 为信息有 限而产生 的

非理性结果 。

（
二

） 优化非洲投资环埦

非洲投资环境 的优化可 以带来 中 非双方 的互利合作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中

非合作论坛约翰 内斯堡峰会制订 了２０ １ ６
—

２０ １ ８ 年行动计划 ， 其 中 有关产

业对接 与 产 能合 作 ， 中 非 双方都表现 出 了 极 大 的 合作诚 意 。 双方商 签

《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 ， 解 决跨境 纳税人争议 ； 中方将设立首批 １ ００ 亿美

元 的
“

中 非产能合作基金
”

， 并提供工业化规划 布局 、 运 营管理等方面 的

咨询和帮 助 ， 力 争到 ２０２０ 年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两倍 。

投资环境 中 ， 基础设施差是至关重要 的影响 因 素 ，
也是制约非洲经济

发展的 主要瓶颈之一 ， 因此 ，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无疑是非常重要 的 。 基 于

中非双方长期 的友好合作关系 ， 中 国 已经为此付 出 很大努力 ， 并将继续推

进非洲 国 家的 三 网尽快实现 ， 即 髙速公路网 、 快速铁路 网 和航空 网 ， 这些

努力 一定会 回馈 中非双方 的投资及贸易 。 非洲 国 家也将继续尽力 完善法律

法规和基础设施 ， 出 台优惠政策 ， 提供高效务实 的政府服务 ， 为吸引 中 国

企业投资 、 承接 中方产业和产能创造 良好条件和环境 ， 实现双方互利 。

（三 ） 增强创业创新激励

浙江企业投资非洲 ， 不仅能 消 化过剩 的 产 能 ， 还 能 为企业带来 利 润 ，

但是 ， 应该特别注意投资 的 可持续性 ， 减少 盲 目 的 同 质性 的 投 资 ， 另 外 ，

还应该努力 为 非洲 带 来 一些新技 术新 知识新 技 能 ， 带 动 非 洲 经济持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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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 而这些对企业 的要求更高 ， 应该在政策层面有 明 确 的指 向 ， 鼓励在非

投 资企业增 强创业创新意识 。 非洲 政府可 以有针 对性地支持低能耗髙技术

的企业 投 资 ， 给 予 更 多 的 资 金 支 持 和 政 策 倾斜 ， 吸 引 更 多 优 质 产 能 的

投 资 。

（ 责 任 编 辑 ：
王 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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