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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非洲，由于整个大陆基础设施极其落后，长期以

来，区域经济融合的努力和全面整合 55 个国家的尝试一直举步维艰。
由于各自不同的殖民境遇，这些国家结构错位，地缘分割。这是导致

非洲国家之间经济来往少、域内贸易不多的成因之一。中国大量投资

于区域性基础设施项目，中非合作伙伴机制推动了非洲实际上的一体

化。这种伙伴关系可以追溯到里程碑项目的坦赞铁路，又称 “自由

铁路”。1968—1976 年建设的这条铁路连接赞比亚城镇卡皮里姆波希

与坦桑尼亚港口达累斯萨拉姆。本文认为，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具有

推动非洲一体化的作用，本文旨在评估中国自修建坦赞铁路以来在发

展非洲区域性基础设施方面的经验、面临的挑战和前景。为了达到可

信的分析效果，本文选取了有中国资金支持或由其国家级企业承建

的、具有区域影响的跨国 /跨境重要项目或超大项目，侧重评估这些

项目对推动非洲大陆实现一体化的贡献程度。最后，本文就中非合作

可以采取的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模式和途径提出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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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963 年，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自此，非洲迈出了区域一体化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

实质性一步，尽管其中遇到了无数挑战和阻力。2002 年，非洲统一组织

变身为非洲联盟 ( 非盟) 。接着，非盟委员会从 17 个区域经济共同体中

挑选出 8 家作为建立 1991 年《阿布贾条约》构想的非洲经济共同体之基

础。这些举措为非洲大陆的经济一体化重新注入动力。非洲国家政府认识

到，没有连接沿海国家与内陆国家及岛国的高效综合性基础设施网络，非

洲一体化进程终将遥遥无期，预期的效益也是枉然。通过经济走廊模式建

设区域性各领域的基础设施形成发展势头，成为非洲各国互联互通和加强

交往最有效的方法，以便推动非洲大陆经济结构转型，扩展市场，从而从

战略上奠定非洲在全球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其实，这就是

区域一体化。坦赞铁路之后，中国增加资助非洲所有区域经济共同体的跨

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从纵深两个方面继续大幅度推动非洲大陆的一体化

进程。

论证非洲区域一体化的必要性

任何地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加强货物和服务贸易、工业和基础

设施开发、自然资源管理、投资促进、科技研发等各领域的密切合作，最

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

拆除国家之间合作方面有形和无形的壁垒。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2012
年《非洲区域一体化评估报告》列举了若干区域一体化的范例，其中包

括欧洲联盟、东南亚联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贸协定等，这些范例说

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益包括区域内部贸易增加、扩大市场、增强全球竞

争力和共同开发基础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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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非洲的经济和政治情况而言，将区域一体化看作非洲大陆经济增长

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并不为过。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2013 年 《非洲

区域一体化评估报告》用非洲大陆一体化取得可圈可点的成就为我们描

绘了一幅颇为积极和令人振奋的图画。报告指出 “( 政治领导人) 具有一

种新 的 政 治 理 念，这 推 动 了 非 洲 的 区 域 一 体 化”，并 以 东 非 共 同 体

( EAC) 、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 COMESA)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 SADC) 三大区域自贸协定倡议为例说明非洲领导人采取果敢措施加速

区域一体化。
一些非洲国家依靠自身的力量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进步也将为加速

区域一体化奠定恰当和适宜的基础，因为扎实、高效而且运行良好的经济

体是保证可持续一体化的必要条件。这也反映于非洲出人意料地成为增长

最快的大陆，世界十大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有 7 个在非洲。经合发组织

的《非洲经济展望》 ( 2014 年，第 22 页) 指出，2013 年，相比全球经济

3%的增长速度，非洲保持了平均 4% 的增长速度。报告还预测 2015 年非

洲经济将增长 5%—6%。这说明非洲区域一体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更

加光明的前景，非洲大陆的人口最年轻，75% 的人年龄在 25 岁以下，这

一点更具比较优势。
然而，尽管有以上颇为积极的展望，从全球比较而言，非洲在本身一

体化和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方面仍然落后。2014 年，非洲开发银行指出，

“非洲是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但在融入全球经济方面最弱”。一个严

酷的现实是，非洲各经济体相互之间的联系松散，而与其各自欧洲前殖民

宗主国、与美洲和亚洲的大都市联系更加紧密。
通过趋势分析法对 1970—2011 年的贸易流量进行分析，2013 年联合

国贸发会议《非洲经济发展报告》披露，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只占其贸

易总额的 11. 3%，而在全球贸易额的占比只有 2. 7%，这在全球来讲实在

很低。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非洲政治经济结构的特点是生产和出口相

似的大宗商品和进口制成品，以致对产品和服务的供求结构不利于相互之

间开展经贸合作。其次，整个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增加了经营成本，进

而阻碍非洲国家间的贸易和影响新的投资进入，最终延迟非洲本身的一体

化和非洲融入全球市场的进程。世界银行《2011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内部贸易成本最高的地区。那么，在工业

化被广泛认为是经济增长和发展之引擎的当下，如何解决非洲工业化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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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非洲国家如何才能解决经济过于分散和相互间经贸合作少的

问题?

通过区域基础设施发展推动非洲一体化

要解决工业化、多样化、非洲域内贸易不足问题，长期以来，改善区

域性基础设施一直被奉为头等恰当的战略干预措施，因为这能奠定工业化

的基础，还能建立联通各自分散的非洲经济体以及非洲连接全球市场必需

的网络。2007 年 9 月 27 日，在南非米德兰市召开的非盟首届工业部长例

会通过《非盟加速非洲工业发展行动计划》，要求高度重视地区和整个大

陆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便加速工业发展和非洲一体化。
非洲大陆的自然和经济地理均绝对要求铁路、公路、航空、水、能源

和通信等各领域都要具备高效的地区基础设施。非洲的面积约 3，000 万平

方公里，55 个国家有 16 个是内陆国家，毫无疑问需要改善整个大陆的基

础设施。
《非洲基础设施统计知识计划手册》 ( 2011 年) 广泛定义基础设施包

含“所有支撑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要网络，包括与运输 ( 含公路、铁路、
航海和航空) 、水、卫生、电力和信息通信产业有关的各个领域。要实现

高效的区域一体化，关键在于重点建设经济基础设施。
发展基础设施对推动非洲大陆一体化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一直是非洲各

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共识。1991 年的 《阿布贾条约》、1980 年的 《非洲

经济发展拉各斯行动计划》、2007 年 7 月非盟第九次首脑例会通过的 《阿

克拉统一非洲宣言》等多次峰会宣言和决议一再重申此点。2012 年 1 月

非洲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批准的 《非洲基础设

施发展计划》 ( PIDA) ，以及《非盟基础设施总体规划》、《非洲发展新伙

伴计划》 ( NEPAD) 的“短期行动计划” ( STAP) 和 “中长期战略框架”
( MLTSF) ，都强调区域性基础设施发展是非洲一体化和可持续性社会经

济发展与合作的关键基础。最近的 《非洲 2063 愿景规划》也倡导发展全

大陆的基础设施，以加强非洲的一体化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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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基础设施发展现状

粗略分析近期有关非洲基础设施现状的调研文章，我们不难得出结

论，即非洲基础设施严重匮乏，阻碍了非洲一体化和发展的势头，问题亟

待解决。根据 V. 福斯特 ( 2008) 、非洲基础设施协会 ( ICA，2012 ) 、非

洲经济委员会 ( 2012) 等研究， “改善基础设施后，非洲的 GDP 增速将

提高 2%，生产力将提高 40%”。普遍认可的事实是: 基础设施发展有助

于提高经济多样性和增长率，改善各国经济与地区和全球市场的融合，加

强本地区的生产能力，减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增加本地区对外

来投资的吸引力，并有助于各国经济的现代化。
然而从地区比较和全球水平来看，非洲的基础设施发展情况都低于平

均水平。由于运输连接不畅或脱节，能源基础设施缺乏，通信设施老旧，

信息技术落后，非洲大多数经济体之间仍然互不相关，影响了区域一体

化，限制了非洲经济的增长潜力。逐一排查非洲基础设施各方面现状，即

可揭示非洲要实现互联互通还需做大量的工作。
就公路和铁路设施而言，许多研究文章都提到了非洲国家之间和国家

内部破旧不堪、连接不畅的公路和铁路网络。V. 福斯特 ( 2008 ) 指出:

“与其他大陆相比，非洲的内陆国家最多，交通网络最差，公路分布密度

最低。”因此，沿海国家和内陆国家之间的运输成本很高。大部分区域或

国家公路不是没有铺设沥青路面，就是年久失修。大宗货物运输的骨干铁

路也是如此。《撒哈拉以南非洲运输政策计划》 ( SSATP ，2013) 报告指

出: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铁路总里程为 56 000 公里，仅占全球铁路总里程

的 2%。”现行的不同铁路轨距标准更是影响这些国家之间的铁路运输畅

通。《非洲基础设施国别分析研究》 ( 2009) 报告发现，撒哈拉以南非洲

48 个国家采用 9 种不同的铁路轨距标准，平添不必要的运输成本。非洲

开发银行 ( 2013) 指出，非洲国家的运输成本比发达国家高出 63%，运

输成本占出口总额的 30%—50%。
就海运港口而言，非洲的港口在内陆国家的国际贸易特别是集装箱货

物运输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一直面临装卸设施有限和能力不

足的困扰。《非洲复兴杂志》 ( 2014) 援引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经理刘江

322坦赞铁路后的非洲: 回顾中国参与区域基础设施……非洲一体化的经验



( 音译) 的话说，“从中国往埃塞俄比亚运输一个集装箱的费用几乎等于

从中国运往巴西同样一个集装箱成本的三倍”，而后者的距离更远。这对

非洲贸易的影响很大。
非洲对能源的需求也很大，能源供给杯水车薪。2012 年 《非经委—

非盟委员会关于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报告》预测非洲对电力的需求

将从 2010 年的每小时 590 万亿瓦增加到 2040 年的 3 100 万亿多瓦。《非

洲基础设施分析研究》 ( 2008 ) 揭示了非洲能源生产和流通紧缺的情况，

指出: “占世界人口 60% 的非洲消费的商业能源只是全球总量的 3%。”
非洲生产水电的潜力多集中在拥有大河和大坝的地区，在能源资源分布不

均的情况下，从地区层面建设相关基础设施无疑是最切实可行的选项。埃

塞俄比亚和刚果 ( 金) 通常被认为拥有很多水力发电的潜能。
面对日益增长的需求，非洲在航空运输和信息通信方面同样面临诸多

挑战。1980 年的《拉各斯行动计划》强调需要发展航空基础设施，扩建

和实现机场的现代化是非洲一体化的关键。然而，非洲航空设施的发展一

直落后于国际水平，机场设施急需升级换代。仅有南非、埃及、埃塞俄比

亚和肯尼亚等少数国家拥有相当多的飞行目的地。2010 年的世界银行一

份报告指出: “非洲拥有超过 12% 的世界人口，却只有不到 1% 的全球航

空服务业务。”《非洲复兴杂志》 ( 2014) 提到，尽管非洲采取共同民用航

空政策，以求建立空中运输和其他运输方式相结合的统一运输体系，但一

些非洲国家之间普遍没有直达航班。这也造成不必要的高额航空成本，因

而阻碍了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旅游和经济发展。
信息通信的重要性人所共知，但多年来，非洲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发

展一直 十 分 缓 慢。根 据 《非 盟 委 员 会 非 洲 基 础 设 施 发 展 计 划 报 告》
( 2013) 的统计，非洲互联网的普及率低到只有 6%，而在其他发展中国

家的普及率为 40%。这也阻碍了非洲经济体的现代化发展。
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虽有缓慢发展，但没有改变非洲基础设施落后、

拖累区域一体化的质量和速度的局面。建立交通走廊管理机构、电力能源

联网和所有非洲区域经济共同体均有区域基础设施发展宏观计划，这些都

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即基础设施的区域性统一战略已经成为落实非洲大

陆一体化的有效途径。重要的问题是，非洲如何融资建设基础设施，以加

快区域一体化?

在《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框架下 2012—2020 年计划实施的 5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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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行动计划项目估计约需资金 680 亿美元，即每年 75 亿美元。从国家

层面，非洲国家已经为基础设施发展划拨了比例不同的财政预算，预算资

金远远超过公私合营 ( PPP) 、非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性开发银

行以及优惠性官方发展援助等方面的资金。
长期以来，中国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主要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

双边低息贷款为非洲各领域的区域性基础设施发展项目提供了巨大帮助。
从 1970 年中国政府资助坦赞铁路起，中国和非洲加强了在区域性基础设

施发展方面的合作。

中国参与非洲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

中非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通常回溯到伟大的坦赞铁路项目。该铁路自达

累斯萨拉姆延伸到赞比亚城市卡皮里姆波希，全长 1，860 公里，由中国土

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 CCECC) 承建，中国政府提供 9. 88 亿元人民币

( 约 5 亿美元) 30 年期无息贷款。坦赞铁路是连接中部和南部非洲国家与

东非国家的区域性基础设施项目，因而为非洲这三个地区各国间的紧密合

作、贸易、旅游奠定了基础。
自 1968 年坦赞铁路管理局成立，坦赞铁路一直面临运营和生存挑战，

虽然如此，坦赞铁路通过联通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

市场和东非共同体域内国家，为区域一体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迄今，该铁

路的货运列车为上述区域运送 3 000 多万吨货物，其普通和特快通勤列车

运送商务旅客，旅游专列运送游客。中国继续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养护和

更新坦赞铁路设备，以提高其运力。
自坦赞铁路以来，中国持续在非洲资助建设了许多区域性基础设施项

目或对区域性有影响和连接区域基础设施走廊的国家级超大项目，包括公

路、铁路、港口和机场，以及能源、水利和通信项目。令人振奋的是，

2012 年 7 月 19—20 日在中国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次部长级会议

上通过了 《北京行动计划 ( 2013—2015 年) 》，中国政府承诺支持非洲，

并与非洲在“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和 “总统支持基础设施倡议”的

项目建设融资方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鼓励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非洲

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实现互联互通和非洲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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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0 年《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截至 2009 年年底，中国在

非洲援建了 500 多个基础设施项目。接着，《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白皮

书 ( 2013) 》也披露，仅在 2010 年至 2012 年 5 月，中国政府对 92 个非洲

项目批准了总计 113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白皮书》还表示，中国将 “推

进中非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推动非洲大陆一

体化和发展。在非洲的中国企业数量不断增加，这是中国参与非洲基础设

施发展的真实写照。据中国商务部的消息，到 2013 年年底，在非洲各个

领域运营的中国公司超过 2 500 家。
中国政府资助的项目大多都紧扣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优先

项目，同时也与非洲各区域经济共同体的旗舰走廊项目相契合，因此，极

大地推动了非洲的一体化与整合。这些项目的筹资方式有援助款、无息贷

款和优惠贷款，主要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操作，项目主要由

中国国有企业承建。部分项目也通过竞争性国际招标由中资公司或中资企

业在非洲大多数国家设立的分公司承包。
2014 年 5 月 8 日，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非洲

峰会上，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发言中重申，中国将继续支持非洲的基础设施

发展。李总理许诺，随着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扩展，中国方面将加大投资力

度和资金支持。2014 年 5 月，李总理访问非洲四国 ( 安哥拉、埃塞俄比

亚、肯尼亚和尼日利亚) 时还强调，中国愿意在公路、铁路和航空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与非洲合作。
下面重点介绍中国公司已经建成或正在承建的一些项目，以便有助于

了解中国政府在中非合作论坛 ( FOCAC) 框架下，通过参与区域性和跨

国基础设施建设，为深化和扩大非洲区域一体化所做出的贡献。

苏丹麦洛维大坝水电工程

苏丹麦洛维大坝水电工程 ( 又称海姆达布大坝) 建在北苏丹的尼罗

河沿岸，装机容量为 1250 兆瓦。工程 2004 年开工，2009 年完工，总造

价 18 亿美元。其中，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了 2. 4 亿欧元，苏丹政府和阿

拉伯金融机构也参与出资。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和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

团两家企业承建大坝，哈尔滨电力工程公司和吉林送变电工程公司负责输

变电网工程。德国和法国公司分别负责工程监理和土木工程以及发电机组

和涡轮机组的安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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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麦洛维大坝工程，中国政府还在许多非洲国家资助和建设了多个

水电和太阳能发电工程，如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布隆迪、博茨瓦纳、中

非共和国、喀麦隆、刚果 ( 金) 、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肯

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拉利昂、苏丹、坦

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这些工程均由中国公司承建，如

中水电、深圳能源集团、中国国际合作集团、山东电力建设、哈尔滨电力

设备、中国机械制造国际公司、中国机电设备进出口公司，所有这些项目

的建设主要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贷款。

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团结大桥

团结大桥为双车道，720 米长，是跨过鲁伍马河连接坦桑尼亚和莫桑

比克的跨境基础设施项目。该项目由坦桑和莫桑政府共同出资 2. 68 亿美

元 ( 《东非人报》2010 年) ，由中国地质工程公司承建，于 2010 年 5 月建

成通车，为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之间的货物和服务贸易提供了更加便捷的

运输路线，大大降低了该地区的经商成本。
团结大桥将两国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至马普托之间的距离缩短约1 000

公里。南部非洲研究与文献中心研究员奇涅姆巴和司库卡在 2010 年的一

篇论文中指出，团结大桥将带动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两国的穆塔瓦拉发展

走廊乃至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其他国家的发展，并由此得出结论，该大桥

对进一步深化区域一体化具有里程碑意义。根据这两位作者的描述，2010
年 5 月 12 日，在团结大桥通车典礼上，莫桑比克总统阿曼多·格布扎指

出，“大桥带来的好处不仅仅在于给本地区 ( 东部和南部非洲) 的人员交

流拉近了距离，还在于它为整个非洲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是因为大

桥的空间影响范围十分广阔，连接了纳卡拉走廊和马普托发展走廊，二者

均扩展了东非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共同体各自域内和相互之间的区域一体化

范围。

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

中国公司还参与了北非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推动了区域一体化

向纵深发展。全长 1，216 公里的 6 车道东西高速公路连接阿尔及利亚东西

部，经过了全国 24 个省份，其中最长的一段约 528 公里 ( 中部到西部)

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和中国铁路建设总公司承建。东部一段安排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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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本公司 COOJAL 和当地承包商。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是规划中横

贯马格里布诸国 7，000 公里公路的一部分，西起摩洛哥，经过北非的阿尔

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到达埃及。公路原定 2010 年竣工，但据阿尔及

利亚《东西高速公路报告》 ( 2013) 称，截至 2013 年只完工 90%。

作为横贯马格里布公路的重要路段，东西高速公路项目无疑将极大地

推动北部非洲的一体化，而且并入阿尔及尔—拉各斯公路网，该公路网是

连接非洲各国首都与主要生产地区的全非洲高速公路系统的一部分，有利

于促进非洲大陆一体化 ( 《非洲开发银行报告》，2013) 。

除了阿尔及利亚的东西高速公路之外，中国政府还在 2010 年资助建

设了连接阿达马市 ( 位于埃塞中部，亚的斯亚贝巴的东南部) 至首都的

84 公里亚的斯亚贝巴高速公路。该项目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公司承建，

总投资超过 6 亿美元，其中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了 3. 5 亿美元的优惠贷

款。亚的斯亚贝巴高速公路不仅缓解了交通拥挤状况、提高了运输能力，

它还是融入全非高速公路网的开普敦—哈博罗内—开罗公路的一部分。

借助中国的银行贷款，非洲许多国家的公路项目都相继建成。根据中

国《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白皮书 ( 2013) 》的介绍，中国路桥公司参与

了安哥拉的公路修复工程，同时，中国援建的索马里贝莱德文—布尔奥公

路的贝莱德文—古尔凯奥段也已经建成通车。在西非加纳西部省西海角三

点地带 ( Tweneboa-Enyenra-Ntomme) 海上石油经济走廊的公路项目，如

2004 年中国铁路工程有限公司等中资公司修建的欧凡考尔—恩萨瓦姆公

路，也是使用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

安哥拉、刚果 ( 金) 、肯尼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苏丹、坦桑尼

亚和赞比亚等国，也都从公路基础设施发展的长期性资金援助中获利。这

些公路大部分都是非洲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在地区层面建设主要发展走廊的

支线公路，都是非洲主要多种形式联运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将加强非

洲落实 2003 年 8 月通过的 《阿拉木图宣言》和 《阿拉木图行动纲领》①

指标的能力。阿拉木图会议强调急需改善转口运输联通机制，以便拓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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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一体化、扩大区域市场和提升区域之间贸易。

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友谊港

位于大西洋岸边毛里塔尼亚首都的努瓦克肖特自治港又称友谊港工

程，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的子公司中国港湾工程公司承建，中国进出口银

行提供 20 亿元人民币的优惠贷款。工程任务包括努瓦克肖特港向外扩建

900 米、石油码头泊位改造、防波堤和港口保护设施等。
友谊港工程不仅为毛里塔尼亚解决了 90% 以上的进口货物装卸问题，

也是整个西非地区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努瓦克肖特港口的扩建将使其成

为远景计划中跨西非沿海公路网络中的区域货物进出口中心。这个公路网

将连接西非经济共同体 12 个成员国，从毛里塔尼亚的努瓦克肖特经塞内

加尔的达喀尔至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并将成为西起毛里塔尼亚东至肯尼亚

蒙巴萨港的泛非公路网络的一部分 ( 非经委 2010 年) 。这将深化和扩大

西共体诸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同时还为西共体与东共体之间的区域间合作

和一体化提供更多机会。
这个例子说明中国政府为非洲的区域一体化提供了资金支持，类似重

要的项目还有喀麦隆克里比深水码头工程。该工程始建于 2010 年，由中

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中国电力工程公司和中国港湾工程公司共同

承建。

东部非洲蒙巴萨—基加利铁路

蒙巴萨—基加利铁路项目，又称东部非洲铁路项目，计划建设一条

2，935 公里长标准轨距高速铁路，北起肯尼亚蒙巴萨港，南到卢旺达首都

基加利，沿线经过内罗毕和乌干达，将来计划延伸至南苏丹的首都朱巴

( 东共体 2012 年) 。工程总投资估计约 135 亿美元，计划在 2018 年 3 月完

工。沿线各国都将按在其境内的长度比例出资。该铁路既有客运也有货

运，建成后，对提高东非地区的客货运输能力有重大帮助。
一期工程计划于 2014 年 10 月开工，先建连接蒙巴萨港至首都内罗毕

的铁路。中国政府将提供此段铁路总造价 90% 的融资，约 38 亿美元，而

肯尼亚负担余下的 10%。工程由中交集团承建。
蒙巴萨—基加利铁路项目将改善肯尼亚、卢旺达、乌干达和南苏丹等

国之间的交通互联条件，无疑将深化东非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这条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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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将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市场便利，促进东共体域内贸易。
中国公司还参与了东共体以及其他地区类似的项目。例如，中交集团

旗下的一些企业参与了肯尼亚拉姆港的扩建项目。该项目是拉姆港—南苏

丹—埃塞交通走廊的关键组成部分，到 2030 年将建成穿过埃塞连接肯尼

亚东部的拉姆到南苏丹朱巴的石油管道、公路和铁路设施。
在同一个走廊里，还计划建设若干座国际机场、炼油厂和度假城市，

并计划在未来进一步扩大该交通走廊，联通其他中部非洲国家。根据拉

姆—埃塞—南苏丹交通走廊开发署 2013 年的报告，该项目旨在改善东部

非洲和大湖地区的贸易往来，推动非洲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互联

互通。

埃塞和吉布提两国的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

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是中国公司参与的另一个区域基础设施发

展项目。正在修建 756 公里电气化铁路，连接埃塞首都和吉布提的多拉雷

港，所需 120 万美元①贷款大部分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
虽然项目归埃塞铁路总公司所有，却由两家中国公司承建，即中国铁

路工程总公司和中国土木工程建设总公司，两家公司各建一段。据报道，

该铁路项目是拟议中吉布提—利伯维尔交通走廊的一部分，吉—利走廊列

入“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基础设施项目候选清单”，将促进东共体和西共

体之间的经济往来和贸易。

改扩建马普托国际机场 ( 2010 年和 2012 年竣工)

中国对非洲航空业基础设施投入了大量资金，其中莫桑比克是最大受

益国之一。马普托国际机场一期改造和扩建项目于 2007 年开始，2010 年

11 月份竣工，中国政府提供优惠贷款 7500 万美元。该项目包括一个新的

客货两用航站楼、指挥塔台及其他辅助设施，由中国安徽省外经建设

( 集团) 公司承建。项目建成后，马普托国际机场年客流量从 30 万人次

提升到 60 万人次。安徽外经还将承接马普托国际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
中国政府致力于发展非洲空运基础设施，帮助非洲国家改造了几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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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如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帮助津巴布韦扩建的维多利亚瀑布

机场①，安徽建工集团和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公司共同承建的肯尼亚乔

莫·肯雅塔国际机场新航站楼，以及安哥拉和塞拉利昂等国的机场。

中国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将为实施 1999 年非盟成员国通过的 《亚穆

苏克罗宣言》打下基础，该宣言要求开放非洲国家之间的航空运输。只

有健全空运基础设施，才能使开放领空措施带来的一体化产生实效。发展

空运基础设施也是落实 2002 年 《非洲民用航空政策》必不可少的第一

步，该政策旨在联通各国航空，以便发展非洲综合运输体系，确保货物和

旅客流通顺利。

中非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伙伴关系展望

自修建坦赞铁路至今四十多年来，中非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伙伴关系不

断发展和深化。尽管中国在帮助非洲区域性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非洲

一体化方面做出了上述不可估量的杰出贡献与实际努力，非洲大陆依然面

临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现实。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指出，2012—2020 年

该计划的 51 个项目总耗资 680 亿美元，而据 2010 年世界银行估测非洲每

年需投资 930 亿美元来弥补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

中国总理李克强 2014 年 5 月 2 日访问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时宣布，中国将向非洲国家增加贷款，额度达到 300 亿美元，将中非发展

基金扩大到 50 亿元规模，这对非洲各种区域性基础设施发展计划而言起

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014 年 5 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共同发

起中非共同增长基金，也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更多机遇。

回顾中国在中非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下深化拓展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的

经验，以下几点建议有助于形成和重塑双方合作的不同方式，同时有助于

厘清长期模糊中非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的看法和误解。
( 1) 在区域 /大陆性基础设施发展方面注重的区域 /大陆性方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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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文误做 AFECC“安徽省外经建设 ( 集团) 有限公司”。参见人民网《中国公司扩建机

场助力津巴布韦旅游业》，http: / /world. people. com. cn /n1 /2015 /1214 /c157278 － 27927626.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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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盟基础设施总体规划、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

非洲行动计划、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短期行动计划、非洲发展新伙伴计

划的中长期战略框架，以及非洲各经济体的区域性基础设施发展总体规划

均已确定了基础设施重点项目，非洲各国政府需要站在区域的高度上考虑

问题，而不能局限于本地的考虑，不能让国家发展计划凌驾于区域和大陆

基础设施发展设想之上。鉴于区域或跨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性质，非洲各国

政府需要考虑作为区域经济共同体来共同洽谈贷款协议。这种综合协调的

方式能确保基础设施项目采取建设走廊的方法，以便加速非洲区域一体化

进程，优化非洲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提供跨国或跨境合作平

台，在各国之间建立起与区域一体化相关的信任。
( 2) 创新非洲本土融资机制，为中国援助提供配套资金。中国政府

为非洲区域性和国别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大量资金，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

色。非洲国家政府既需要独立地也需要集体地探索不同的区域性基础设施

融资机制，与中国的支持互为补充，以便实现可持续性。在区域层面，如

计划中的南共体发展基金和非洲开发银行提出的 “非洲 50 基金”等基础

设施发展基金长期难以到位。利用高速公路收费更新、改造及维护区域性

高速公路和有利的公私合作伙伴模式的区域性机制仍旧有待探索。
( 3) 尽量充分利用经济基础设施并从中受益。尽管中国提供的基础

设施开发贷款的偿还期限通常很灵活，但有人确实担心非洲国家与日俱增

的借贷最终会导致非洲各国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因而损害既得的发展成

果，最终影响一体化的势头。建议非洲国家避免争抢贷款建设对区域和国

家经济影响不大的项目，避免“大而无当综合征”。在这方面，需要在审

批贷款之前对拟建项目进行详细的经济分析，并必须吸收区域内所有利益

相关方参与。
( 4) 加强贷款和资金援助的谈判力度。中非合作伙伴关系能够持续

深化，正是因为建立在共同发展和互惠互利原则上的深厚政治互信。根据

这些观念和原则，基础设施发展贷款的谈判应该探索使用非洲建筑部门当

地分包商的选项。这将通过技术转让和分享确保中国国有 /私营企业与当

地企业互利双赢。建议某些项目在非洲本土企业中进行竞争性国际招标，

以便帮助这些企业壮大和走向全球，而不是被挤出市场。
( 5) 重要的是要遵循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等现有的区域性共同

投资政策和规定。为了落实问责制度，非洲国家政府必须加大争取资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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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及其相关协定谈判过程的透明度，因为大多数优惠贷款或援款的谈判一

直不透明，依然笼罩着官僚体制的秘密色彩，极易在非洲国家政府内部形

成贪腐倾向。
( 6) 资金援助谈判必须包括设立切实的机制，以便非洲国家政府监

督项目实施全过程的每个环节，处理好相关问题，如质量保障、当地采购

指标、劳资关系、环境管理与保护问题等。这些问题容易被非洲和外部某

些媒体炒作和夸大，因而给中非合作伙伴关系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印象和

误解。

结 论

中国在参与非洲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经验表明，中国在非洲基础

设施投资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弥补了非洲公路、铁路、海运、能源和信

息通信技术等各领域基础设施严重短缺的状况。毋庸置疑，随着非洲聚焦

工业化、贸易自由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三大支柱以推动大陆经济一体化的步

伐，中国的努力无疑会通过奠定工业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基础加速区域一体

化进程。为配合中国的努力，保障可持续性，非洲国家政府有责任探索其

他多种基础设施融资机制，例如有吸引力的新型公私合作伙伴模式、建立

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区域基础设施收费系统，等等。非洲国家政府需

要继续集体与中国和其他发展伙伴开展区域性和全大陆基础设施发展框架

下的合作。这些框架包括非盟基础设施总体规划、非洲基础设施发展项

目、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非洲行动计划、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短期行动

计划、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中长期战略框架及地区基础设施发展总体规划

等。要实现非洲梦和非洲 2063 愿景，采取区域层面合作发展基础设施的

方式是促进非洲切实一体化的最可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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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 since Tanzania － Zambia Ｒailway
( TAZATA) : Ｒeflecting on China’ s Experience in

Deepening and Widening African Integration
through Ｒegion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Clayton Hazvinei Vhumbunu

By Clayon Hazvinei Vhumbunu，Associate Ｒesearcher，the Southern Afri-
can Ｒesearch and Documentatioin Centre ( SAＲDC) in Harare，Zimbabwe

Abstract: Ｒ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fforts in Africa，and attempts to
physically integrate the 55 African countries which were structurally dislocated
and physically disjointed by their colonial circumstances，has always been frus-
trated by the huge infrastructure deficiency across the continent. This is one of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to low trade intra-African trade an limited economic ex-
changes amongst African countries. The China-Africa Partnership has stepped in
to catalyse the physica integration of Africa through massive Chinese investments
into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he partnership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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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 landmark Tanzania-Zanbia Ｒailway project，also referred to
as the“Uhure Ｒailway”，constructed between 1968 － 1976 to link the Zambian
Town of Kapiri-Mposhi and Tanzanian port of Dar es Salaam.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rgument for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s a catalyst for African inte-
gration and takes stock of China’ s experiences，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in
African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since the TAZATA project. For the
purposes of feasibel analysis， the paper selects major trans-national / trans-
boundary projects and /or mega-projects undertaken through Chinese financial
assistance or by Chinese enterprises at national level with regional impacts and
critically evaluat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project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physical integration of the continect. At the end，new ideas will be proffered on
possible cross-border infrastructure delivery models and approaches that can be
adopt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hina-Africa Partnership.

Key words: Africa-China Cooperati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AZ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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