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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目前，除毛里求斯等少数国家以外，非洲的工业化

绩效仍然令人失望。2016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制造业产值占

GDP 的比例仅为 10%。文章对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

认为非洲的地理环境是其工业化进程缓慢的关键制约因素之一，而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好可以弥补非洲的地理环境劣势，将其

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进而提高其工业化绩效。文章还以埃塞

俄比亚为案例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中非 “一带一路”
合作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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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非洲国家相继取得独立，纷纷开始实施工业化战略

以实现经济的腾飞和摆脱对前宗主国的依赖。然而，除了少数国家以外，

非洲工业化表现至今仍然很不理想。目前，除毛里求斯等少数国家以外，

非洲的工业化仍然十分薄弱。2016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制造业产值

占 GDP 的比例仅为 10%。其中，尼日利亚为 9%，卢旺达、坦桑尼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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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乍得仅为 3%，塞拉利昂更是低至仅 2%。① 那么，主要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地理环境在非洲工业化发展中起着何种作用? 中国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够给非洲工业化带来什么影响? 这些都是国

内外关心的问题，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一 地理环境是制约非洲工业化发展的

重要因素: 机制分析

首先，我们对本文所指的“地理环境”进行界定。“地理 ( Geograph) ”
一词是公元前 4 世纪的古希腊人首先创造的， “geo”指大地 ( earth) ，

“graph”指描述 ( describe) ，因此，“地理”是指 “对大地之描述”，最

初专指土地、山川等自然环境，后来加进了经济、人文等因素，含义更

为丰富。② 参考克鲁格曼对 “自然 ( nature) ”的定义，本文的 “地理”
指地理区位、地形地貌、气候、自然资源等先天性的地理特征。③ 一个地

区的地理环境则是该地区自然条件的总和 ( 与社会环境相对) ，包括空间

的气候、土壤、动植物区系、地表特征、河流水系、海洋、地下的各种

矿产等。
非洲大陆低下的工业化水平是什么因素造成的? 林毅夫在 《繁荣的

求索: 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中提出了 “为什么布隆迪不是瑞士”这个

有意思的问题。④ 它们都是内陆国家，拥有相似的人口规模，但布隆迪主

要生产农产品如咖啡和茶叶，产品技术含量低且较大程度地受天气影响，

而瑞士的高技术产品如精密仪器和制药等却全球有名。为什么布隆迪不

是瑞士? 或更具普遍性的问题 ( 布隆迪的困境仅是非洲在当代国际经济

发展中被边缘化的一个缩影) ，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非洲工业化表现得

不尽人意? 很多理论认为，是政策、技术、制度等因素导致了非洲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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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表现的差异。毋庸置疑，这些因素确实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

政策、技术或者制度都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这些后天的因素需要以先

天的一些基础性条件如地理环境为前提。就制度而言，哈格德和考夫曼

发现，在相似民主程度的国家之间，工业化及贸易表现国别 ( 地区) 差

异十分明显。① 萨克斯发现，虽然许多非洲国家模仿西方，采用了大体类

似的民主化体制，但并未有好的工业化表现。② 事实上，工业的发展离不

开空间，地理环境是工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工业集聚常常出

现区位指向，工业化发展水平存在事实上的地域差异。因此，空间上地

理要素的基础性作用对于区域工业化表现是应该首先关注的因素。哈佛

大学豪斯曼教授的研究发现，市场化的政策并不能必然保证一国走向繁

荣，一国的发展还受到气候、区位等地理因素较大的影响。例如，热带

和内陆国家在进入全球市场上面临高昂的运输成本，使得这些国家在全

球化时代仍然难以摆脱落后的地位。由此，豪斯曼教授提出了 “地理的

囚徒”概念，强调地理环境对地区工业及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③ 下面

我们对地理环境影响非洲工业化表现的机制进行分析。

( 一) 热带气候使得非洲农业生产力较低，难以为工业提供足够的发

展基础

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 ( 农业可以为工业提供粮食、副食品、原料、
劳动力等) 。在农业社会时期，土地的生产力是由其自然地理环境如土

壤、气候、降雨等决定的。一般来说，具备便利的灌溉、适宜的降雨、
充足的日照等条件，土地生产力才会相对较高，进而才会有足够的剩余

产品及原材料供应给工业部门，反之，工业生产将无法进行。例如，国

外传统工业区如德国鲁尔区、英国中部区、美国东北区，我国的京津唐

工业基地 ( 北方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 、沪宁杭工业基地 ( 我国历史最

悠久、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的综合性工业基地) 、珠江三角洲轻工业基

地 ( 轻工业为主) 等，均为气候温和，地形平坦、土壤肥沃、水源丰富、
农业发达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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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众所周知，非洲大部分地区位于南北回归线之间，大部分地

区全年高温，有“热带大陆”之称。区内降水较少，仅刚果盆地和几内

亚湾沿岸一带年平均降水量在 1500 毫米以上，年平均降水量在 500 毫米

以下的地区占全洲面积 50%，其 3020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有 1 /3 以上

( 1000 多平方公里) 为热带沙漠，干旱少雨，极不适合生物生长。热带雨

林地区约占 1 /5 ( 60 多万平方公里，分布在刚果盆地、几内亚湾沿岸和

马达加斯加岛东部地区) 则终年高温多雨且雨量极大，对作物及对地面

的袭击和冲刷严重，基本只能勉强进行刀耕火种式的迁移式农业生产，

仅能满足人们最低限度的食物需要，没有剩余产品供应给工业部门。
至于气候条件相对较好的热带草原地区 ( 占非洲面积的 1 /3，分布在

非洲热带雨林的南北两侧，东部高原的赤道地区以及马达加斯加岛的西

部) ，则终年高温，一年中有明显的干季和雨季 ( 一般北半球 5—10 月为

雨季，11 月—次年 4 月为干季，南半球相反) ，虽然雨季草木葱绿，有利

于农业生产，但干季则万物凋零，容易发生旱灾，加之河流一般少而短，

灌溉条件不佳，对农业生产不利。例如，2015 年，以埃塞俄比亚、坦桑

尼亚、肯尼亚为代表的东部非洲国家，及南非、津巴布韦、莱索托、莫

桑比克和津巴布韦等南部非洲国家，均遭受了厄尔尼诺灾害现象的不利

影响。2017 年上半年，东非的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等

遭遇旱灾，导致粮食歉收，200 万以上百姓流离失所。可以发现，非洲适

合粮食作物耕种、土地生产力较高的地区其实并不太多 ( 北非北部地中

海沿岸国家以及南非西南部为气候适宜的地中海式气候，而其工农业相

对发达) ，难以为大规模的工业化提供足够的粮食基础。

( 二) 高原地形使得非洲交通成本较高，市场范围偏小，工业发展条

件不佳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 1776 年在其著名的 《国富论》中指出，一国

( 地区) 国民财富大小和工业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由分工水平决定，分工

又受制于市场范围 ( 即 “斯密定理”) ，而市场范围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

交通运输成本大小，而后者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当地的地理环境。① 经典的

工业区位理论也认为，决定工业区位的基本要素是运费，一个理想的工

86 非洲研究 2018 年第 2 卷 ( 总第 13 卷)

① 〔英〕亚当·斯密: 《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 13 页。



业区位应该选择在原材料、生产地、消费地之间运输成本最小点上，而

地理环境对运输成本具有决定性作用。经济史学家发现，陆路运输的成

本远较水路运输高昂。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粮食如果走陆路运输，

每走 1. 6 公里，每袋粮食的价格就要上升 3%，每 1 块煤的价格就要上升

4%。① 又如，上海市不产煤不产铁，在缺乏原料、燃料的情况下却建立

了大型钢铁企业，这与上海得天独厚的交通运输条件密不可分 ( 位于长

江入海口，居我国大陆南北沿海航运中点) 。实际上，世界上传统的工业

区如德国鲁尔区、英国中部区、美国东北区、我国京津唐工业基地、沪

宁杭工业基地，珠江三角洲轻工业基地等，除了都气候温和之外，还均

为地形平坦、濒临大江大河、交通方便的地区。
相反，整个非洲可说是从狭长沿海地带陡然升起的一片广阔高原，

地形以高原为主 ( 平均海拔 750 米) ，除沿海地区狭小的平原、中部刚果

盆地之外，大部分地区海拔在 800—1000 多米，有 “高原大陆”之称。
全洲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自北而南有埃塞俄比亚高原 ( 被称为非洲

屋脊) 、东非高原和南非高原。东南部地势最高，海拔在 1000—1500 米

以上 ( 又称为高非洲) ，交通运输条件较差。西北部地势较低平开阔，海

拔在 200—1000 米 ( 又称为低非洲) ，但此区河流短而小，大湖也极少，

内河航运条件较差，其中的撒哈拉沙漠更常需要通过骆驼队运输，缓慢、
艰苦，也很危险 ( 如可能遭遇迷路、过热、沙暴、饿死、渴死、打劫

等) 。此外，非洲大陆四周多为高陡海岸，海岸线比较平直，缺少深海良

港，不利于船只停泊和水路运输。例如，从非洲运送一个集装箱出海往

往是从印度运送一个集装箱出海所费时间的两倍，是美国港口运送时间

的六倍。在喀麦隆的主要港口杜阿拉平均货物停留时间是 22 天，在肯尼

亚的蒙巴萨港则为 11 天，而全球的平均停留时间不到一周，而且，这些

港口吃水很浅 ( 7 米左右) ，大于 15000 吨的船根本不能停泊。在莫桑比

克北部，有着大量的物美价廉的香蕉产业，但是没有深水港，难以出口。
总的来看，除少部分地区之外，非洲地形地势并不利于陆路、海运、河

运运输，交通运输成本较高，导致市场范围偏小，工业发展条件十分

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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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地形地势等的间接影响使非洲缺乏工业化所需的企业家精神及

稳定环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类生存与发展与地理环境条件有着不可分割

的关系。除了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成本之外，地理环境还常常

对人的性格、观念、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活动等社会环

境产生间接影响。在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大河流域、冲积平原、三角洲、
盆地，往往是农业文明的发祥地。就文化来说，根据俄国学者培尔的看

法，“河流可以看成滋养文明的动脉”。例如，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

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分别孕育了

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历史告诉我们: 文明在

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一般在交通方便的开阔平原地区，由

于人们来往方便，交流顺畅，人的思想观念、文化等也容易趋同，即便

是外来部族也容易被同化。相应的，政治也更为稳定。而且，也易于接

触外面的世界，正如中国谚语所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可以

增长一个人的见识、拓展一个人的视野，激发一个人的创新能力，进而

带动社会的创新创业，推动工业化的发展。
然而，如前所述，由于热带大陆、高原大陆的气候和地形特征，加

上多为南北走向的地势，使得非洲人长期偏居一隅，难以见识外面先进

的文化、技术与制度，思想难免会趋于狭隘、守旧。相应的，改革、创

新、创业意识薄弱，企业家精神较为缺乏，而这是把土地、资本和劳动

力组合起来生产的重要生产要素。交通不便、地形复杂也使得许多非洲

人形成文化各异的众多部族，难以沟通，更不容易融合，相对容易引发

冲突和战争。另外，热带气候使得诸如疟疾、登革热、黄热病等热带致

命性疾病丛生，人们生命受到经常性的威胁。加上热带地区新陈代谢相

对较快，未来不确定性较强，寿命相对较短，易于产生 “人生苦短，及

时行乐”的思想，自然无暇顾及工业的发展，使得工业化成为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难以得到发展。

( 四) 远离欧亚的地理区位及南北走向的地势使得非洲不易利用外部

条件发展工业

我们知道，如果一国本身缺乏工业生产的基础及发展条件，还有一

种途径，就是依靠接受国外先进技术的扩散 ( 主要有国际贸易、国际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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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投资、国际技术转移三种扩散渠道) 来发展。① 国际技术扩散的一个重

要特征是具有地域效果，即技术扩散的强度会随距扩散来源地距离的增

加而趋于衰减。② 这就使得地理区位，特别是距离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的

远近十分关键，一般越近则越容易接受国际技术的扩散，反之，则越难。
除了受地理距离影响之外，美国学者戴蒙德发现，技术扩散主要在一个

生态带内发生作用，并且主要沿纬度方向而非经度方向。例如，在中国

和西欧，地势主要是东西走向，因此有利于技术与文化的传播，易于形

成早期的文明。③ 此外，地理区位对区域发挥比较优势也有重要影响。如

果地理上远离国际主要市场，则地区要素禀赋优势会受到抑制。例如，

巴西和澳大利亚都具有铁矿石禀赋优势，但由于巴西远离消费中心的东

亚地区，实际的出口占比 ( 31% ) 要远小于理论上的出口占比 ( 59% ) ，

而澳大利亚由于临近东亚地区，实际的出口占比 ( 33% ) 要远大于理论

上的出口占比 ( 23% ) 。④

然而，非洲在地理上远离相对发达的亚太和西欧地区，海岸线和大

陆的比例远低于西欧 ( 是平均海拔最低、平原比例最高的地区) 、亚洲等

其他大陆，地形复杂，加上不利的气候、以南北走向为主的地势，接受

国际技术扩散和发挥要素禀赋 ( 如资源、劳动力) 比较优势的先天条件

不利，不利于吸收西欧、亚洲的先进文化、技术，依靠外部技术扩散来

发展工业的途径受到阻碍，大大制约了其工业化的发展。
总之，我们可以发现，非洲的地理环境是其工业化进程缓慢的一个

关键制约因素。正如美国学者萨克斯、弗雷德和罗切尔所分析的: “地理

因素是非洲工业化落后的重要根源” ( 北部非洲、南部非洲、东部非洲的

一些国家如南非、埃及、摩洛哥、肯尼亚等的沿海地区因为属于气候温

和的地中海式气候或温带气候，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有较好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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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海: 《国际技术扩散的渠道: 一个文献综述》，《经济前沿》2011 年第6 期，第53 －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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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因而工业化表现相对较好) 。① 为什么布隆迪未能够创造如欧洲瑞士

那样的发展成就? 这与两国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二 “一带一路”倡议极大地缓解了非洲地理

环境对其工业化发展的制约

( 一)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使非洲先天不利的地理条件得以改善

如前所述，地形地势等地理环境因素可以说是非洲工业化发展的瓶

颈之一。古人云， “天有风雨，人以宫室蔽之; 地有山川，人以舟车通

之”，说明天地造物虽然有缺失，但人力依然可以有所作为，弥补这些缺

失，让一切获得改善。如何才能有所作为呢? 老子提倡 “天法道，道法

自然”，荀子提出“天行有常”，孔子认为 “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自

然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要“因天”“因时” ( 即顺应气候、时令的变

化) “因天地之道” ( 即遵循天地万物运行的总体过程和规律) ，就是因

地制宜，按照自然之“道”进行活动 ( 例如大禹治水充分发挥了水流就

下的性质，充分利用了地势的便利，从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反

之，“大跃进”时期曾一度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这种

忽视土地等自然地理条件带来的惨痛教训至今还是不堪回首) 。
众所周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 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 的突破点和主要内容是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及民心相通”，它以互联互通为纽带，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

口，“着力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聚焦关键通

道、关键城市、关键项目，联结陆上公路、铁路道路网络和海上港口网

络”，“既包括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能源等硬件联通项目，也包括通信、
海关、检验检疫等软件联通项目，还包括经贸、产业、电子商务、海洋

和绿色经济等多领域的合作规划和具体项目”。② 可以发现，中国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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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正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顺应自然万物的发展演变，同

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对自然的深入理解和主动顺应中实现人的发

展，从而有望使非洲这些先天不利的地理条件得以改善，使得其资源、
劳动力及市场等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

( 二)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改善不利的地理条件助推非洲工业

化的发展

自 2013 年秋天习近平主席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后，中非基础设施

合作的步伐进一步加快。2014 年 5 月，李克强总理访非时提出中非合作

建设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区域航空网和工业化 ( 即“三网一化”) ，

承诺愿帮助非洲修建铁路，帮助其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助推工业化发展。
2015 年 12 月习近平主席在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了以 “中非工业化合作

计划” “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计划”等为主要内容的中非 “十大合作计

划”，表示中方将积极推进中非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并支持中国企业积

极参与非洲铁路、公路、区域航空、港口、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宣布提供 600 亿美元资金支持。①

从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来看，截止到 2016 年，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

存量已经达 399 亿美元，是 2000 年的 80 倍。其中，投资最大的行业是建

筑业，占比达到 28. 3% ( 113 亿美元) 。② 在中国的对非贷款中，基础设

施建设也是首要行业。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项目 ( 下

文缩写为 SAIS － CAＲI) 的统计，2000—2014 年，非洲获得中国最多贷款

的 4 个行业分别是交通运输业 ( 28% ) 、能源 ( 20% ) 、矿业 ( 10% ) 、
通信 ( 8% ) 。2015 年，中国对非贷款的前三大行业分别是交通运输业

( 46 亿美元) 、电力 ( 45 亿美元) 和工业 ( 0. 7 亿美元) 。2000—2015 年，

在中国进出口银行 ( 中国从事对非贷款的主要银行) 的对非贷款中，前 4
大行业分别是交通运输业 ( 279 亿美元) 、能源和矿业 ( 180 亿美元) 、水

和卫生设施 ( 34 亿美元 ) 及通讯业 ( 33 亿美元 ) ，占比分别是 44%、
29%、5%和 5%。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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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聚焦于基础设施建设的 “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助推非洲

工业化的发展。
第一，可以帮助非洲破解阻碍工业发展的地理环境瓶颈，发挥 “瓶

颈破解效应”，产生的效应也会极大。如前所述，相对于其他大洲，非洲

的地理环境对其发展约束最大，基础设施缺乏的后果也更为严重。因此，

根据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

加的每一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即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非洲基础

设施的建设相对其他大洲来说效用会更大，正好可以弥补非洲地理环境

劣势，将其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例如，2016 年 7 月开通的全长

186. 5 公里，由中国企业承建的现代化铁路阿布贾—卡杜纳 ( 阿卡铁路) ，

是尼日利亚历史上第一条正式投入运营的标准轨道铁路，其有效地连接

首都联邦区和卡杜纳州两大核心区域，将其旅程由原来的 3 个小时缩短为

1 个小时，形成一条促进工业、农业发展和人员有效流动的经济发展带。①

第二，通过基础设施企业的技术转移促进非洲工业化的发展。根据

麦肯锡 2017 年 6 月的报告，有 53%的中国在非建筑企业为当地员工提供

了学徒式培训，1 /3 的企业引进了一项新技术。
第三，创造就业机会。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业属于劳动密集

型行业，而中国公司的员工本地化比例通常高于 80%，可以创造大量本

地就业机会。例如中国企业承建的全长 485 公里的肯尼亚蒙内铁路，截至

2018 年 5 月 30 日，已经累计为肯尼亚创造近 5 万个工作岗位，培训 5000
多名专业技术工人和运营管理人员，还有 100 多名肯尼亚学生赴华攻读铁

路本科专业。②

第四，中国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常常与工业项目相结合，直接推动

当地的工业化的发展。
第五，如前所述，中国对非贷款大部分分布于基础设施行业。由于

中国对非贷款多是优惠贷款，利率较低，加上中国基建企业的三大优势

( 性价比高、行政审批流程快、既保障工程质量又保工期) ，还可以为相

关国家节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例如，根据麦肯锡 2017 年 6 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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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国建筑企业使得非洲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相对其他国

家降低了 40%左右。①

以安哥拉的本格拉铁路为例。历史上，安哥拉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原有的本格拉铁路由葡萄牙殖民者于 1902 年开始修建，然而，受制于沿

线沼泽、原始森林等特殊地形影响，建设过程长达 26 年，且开通后火车

运行时速仅 30 公里左右，未能给安哥拉工业的发展带来预期的影响。与

之对比，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长 1344 公里、设计时速达 90 公里于 2014
年 8 月 13 日全线竣工的新本格拉铁路 ( 项目总投资约 18. 3 亿美元) ，西

起大西洋港口城市洛比托，向东途经本格拉、万博等重要城市，直抵与

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壤的边境城市卢奥，是安哥拉有史以来修建的线路最

长、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现代化铁路项目，也是安哥拉洛比托经济走

廊的重要交通大动脉。该铁路项目先后聘用了近 10 万人次当地劳务工参

与铁路建设，通过实践培训和导师带徒，已有 1 万多名当地工人逐步成

长为电焊、机械操作、通信电务等不同专业的技工。铁路全线通车后，

不仅连接了刚果民主共和国，而且与规划建设的安哥拉至赞比亚铁路相

连，进而与坦赞铁路相接，成为刚果 ( 金) 、赞比亚等内陆国家的重要出

海通道，并通过与纳米比亚、马拉维、莫桑比克等周边国家铁路网接轨，

实现南部非洲区域铁路的互联互通，进而形成大西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国

际铁路大通道，极大地降低了这些国家的贸易成本，大大助推了相关国

家的工业化水平。②

综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助于非洲国家解决其不利的

地理环境制约，而且有望促进非洲与欧洲、东南亚的经济与文化联系。
利用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运输方式，将非洲与中国、东盟、欧洲

连接，运输成本更低，同时也预示着更多沟通和交流，带来观念创新，

培育非洲所急需的企业家精神，加大国际先进技术对非洲的扩散，并有

望在未来建立更加平等的全球秩序，从而更好地促进和带动非洲国家的

经济发展，为当前急需提振的非洲工业化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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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例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化

下面以非洲东北部国家埃塞俄比亚及中国在该国修建的亚吉铁路为

例来进一步验证上述分析。

( 一) 埃塞俄比亚不利的地理环境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 ( 以下简称埃塞) 是位于非洲东北部的

内陆国，面积 110 万平方公里，人口 1. 05 亿。高原占全国面积的 2 /3，

平均海拔近 3000 米，在非洲各国中地势最高，素有 “非洲屋脊”之称。
东非大裂谷纵贯全境中部，沙漠和半沙漠占领土的 28%。① 由于不利的地

理条件，长期以来，埃塞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说是举步维艰。20 世纪 80
年代，埃塞试图委托印度规划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至红海港口阿萨布的

铁路，但该规划因厄里特尼亚独立、埃塞丧失全部出海口而破产。此后，

埃塞俄比亚曾寻求欧美国家参与新铁路的规划建设，也均因为地理条件

恶劣等原因无果而终。至 21 世纪初期，原有由法国投资兴建的埃塞—吉

布提铁路 ( 1897 年开工，1917 年全线完工，全长 783 公里，为 1000 毫米

窄轨铁路) ② 已严重损毁，许多铁路路基被建筑、沙土等占用或覆盖，亚

的斯亚贝巴至德雷达瓦段更处于停驶状态。③ 这些严重影响了埃塞的工业

发展。长期以来，埃塞工业基础薄弱，门类不齐全，结构不合理，零部件、
原材料几乎全部依靠进口，2012 年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 2%。④

国内生产总值 ( GDP) 仅为 43. 31 亿美元，人均 GDP 仅 472 美元。⑤

( 二) “一带一路”倡议对埃塞工业化的影响: 以亚吉铁路为例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之后，中国与埃塞的合作一直保持平稳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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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态势。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两国合作特别是基础设

施合作更是大幅增长。根据 SAIS － CAＲI 的统计，2000—2016 年，埃塞从

中国共获得了 13. 3 亿美元的贷款，是非洲大陆接受中国贷款最多的国家

之一 ( 仅次于安哥拉) 。其中，35% 的中国资金分布于交通行业，24% 的

资金分布于电力行业，其余主要投向东方工业园、华坚鞋城等，为埃塞

克服不利地理环境的制约，加快工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① 其中，最有

代表性的是亚吉铁路。
2012 年 4 月，亚吉铁路工程开工，全长 752. 7 公里，设计时速 120

公里，总投资约 40 亿美元 ( 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约 70% 的融资) ，是非

洲第一条中国标准跨国电气化铁路，也是东非铁路网主干线之一。由于

需要经过零海拔的吉布提及平均海拔近 3000 米的埃塞俄比亚高原，工程

建设十分困难。但中国公司工程人员克服高原缺氧、物资匮乏及一个个

技术难关，从 2014 年 5 月铁路正式铺轨，到 2015 年 6 月铁轨全线铺通，

用时仅 13 个月，2016 年 10 月 5 日正式通车，创造了铁路建设的奇迹。
项目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 ( 建设期间，亚吉铁路累计雇用 3 万多名当地

员工) ，进行了技术转移 ( 中国企业在施工和运营期间为其培养了大量铁

路建设和运营人才) ，物流成本大大降低 ( 货物从吉布提港到埃塞首都亚

的斯亚贝巴从以前至少需要一周缩短至 7 小时) ，而且运输安全性显著提

高，极大地改善了埃塞、吉布提两国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和物流贸易效

率，并辐射周边国家和非洲内陆地区。②

随着亚吉铁路的建设，中国企业同埃塞、吉布提还开展了更深层次

的合作。两国正在铁路沿线合作建设若干工业园区，如阿瓦萨工业园

( 是埃塞俄比亚首个由中国企业设计、建造的现代化轻工业纺织园区) 、
孔博查工业园、阿达玛工业园、德雷达瓦工业园等。与此同时，大批中

国企业走进埃塞承建大型工程、投资建厂，促进了埃塞工业的发展，形

成铁路与产业联动发展、相互促进的有利格局。
根据埃塞投资委员会的统计，2012—2017 年，共有 279 家中国企

业在埃塞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为 当 地 创 造 了 28300 个 就 业 岗 位， 其 中

19000 个工作岗位来自制造业，而建筑业、服务业和农业也贡献了大

量就业机会，对埃塞、东非地区乃至非洲的工业化带来巨大的拉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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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倡议数据库: http: //www. sais-cari. org /data。
腊翊凡: 《亚吉铁路带动非洲屋脊发展》，《人民日报》2016 年 10 月 3 日，第 3 版。



用。① 目前，资源贫乏的埃塞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投资的中心，经济快速

增长。2012—2016 年，埃塞的 GDP 从 433 亿美元增至 724 亿美元，年均

经济增长率达到 9. 4%以上，是非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在出口组成方面，第一大出口产品油籽从 2010 年占出口总额的 85% 下降

到 2015 年的 72%，而第二大出口产品皮革从 2010 年的 5% 上升到 2015
年的 14%，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例 2016 年达到了 23. 7%。② 表明埃塞

的经济正趋于多样化，工业化取得了可喜的进步。③

四 政策建议

综上，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为非洲克服不利的地理条件制约，

推进工业化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虽然取得了

一些进步，但总体来说，非洲工业化水平仍然不尽如人意，需要进一步重

视非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深化有关合作。
一是结合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新趋势深化中非 “一带一路”合作。非

洲目前基础设施建设的新趋势有: 电力设施的建设放在最优先地位，铁

路建设、商业、工业基础设施将得到较快发展;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增加;

公私合营模式 ( PPP 模式) 增加; 招投标过程日趋透明，本地化、工程

质量要求日趋严格; 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日趋增加 ( 如北部走廊一体化

项目、中部非洲交通走廊的 22 个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项目、东非电力互联

网络) 等。④ 中国企业可在此基础上与之进行对接和合作。
二是重视非洲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中非农产品加工产能合作。

农业可以为工业提供足够的发展基础，但是目前非洲仍然存在不少遭受

饥饿、营养不良地区，拖累了非洲工业化的发展。因此，需因地制宜，

采用“政府 + 市场”双轮驱动的模式，协助非洲因地制宜进行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深化中非农产品加工产能合作。
三是高度重视非洲网络通信的发展。鉴于地形地势复杂，应高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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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助推埃塞俄比亚成非洲制造业中心》，http: //www. focac. org /chn /zxxx / t1561739. htm，

2018 － 05 － 23。
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 //data. worldbank. org /。
UNComtrade data from 1992 － 2015，http: // comtrade. un. org /data /。
参见刘青海《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新趋势》，《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 3 月 20 日。



视非洲网络通信的发展，大力推进非洲电子商务服务。例如支持马云所

倡导的全球互联网贸易平台 ( eWPT) 的建设，让数字中枢 ( e-hub) 为

中非中小企业提供全球贸易的基础设施，使其能够更方便地进入全球市

场、参与全球经济。
四是深化安全合作，扩大对海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保险范围。

“一带一路”倡议能否在非洲成功落地的一个关键是，非洲国家能否采取

足够的安全措施及维持政策的稳定以保护中国投资、提高中国投资者的

信心。由于非洲政策不稳、业主违约等风险依然不小，应进一步深化中

非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安全合作，还可考虑组建海外投资信用保险公司，

扩大对海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保险范围。

( 责任编辑: 孙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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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Mauritius
Political System

Cao Fengyu and Wang Tao / 46

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Mauritius's political system began in the British colonial
period. Driven by French inhabitants，the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region developed slowly to-
wards democratization.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with the rise of decolonization movement
in the world，Britain was forced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cracy in Mauritius. By
1960s，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had develop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political system for
Mauritius. After independence，the country established a political system with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powers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Among them，the president is the symbolic head of
state，and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is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led by prime minister; the
legislative power is classified into the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judicial power is granted to
the court system. At the same time，the Constitution also stipulates the electoral system of the
national and local councils to ensure the smooth transfer of power. In practice，although fluctu-
ated occasionally，Mauritius's political system maintained a generally smooth operation. The
case in Mauritius shows that in the face of common development problems，African countries are
still likely establish a democratic system. However，the case also show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democratic system in anti-corruption，crisis response and representativeness. Moreover，we
should not neglect the particularity of Mauritius when studying its successful experience.

Keywords: Mauritius; Political System; Separation of Three Powers; Election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frican Industrialization's
Performance and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Liu Qinghai / 65

Abstract: The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mechanism that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flu-
ences African industrialization's performance，and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African geograph-
ical environment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restricting its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It then points
out that China's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can exactly make up for Africa's disadvantages and
change its potential advantages into real advantages. Furthermore，the article selects Ethiopia
as a case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such as deepening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be-
tween China and Africa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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