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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不断升级和 “三网一化”

等国家战略的提出，将中非产能合作不断提上新高度，以园区为载体

的产能合作在落实国家走出去战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促进产业集

群式走出去和助力企业扩张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园区

本身也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政策与舆论环境不稳定、增长阻力大、他

国园区争夺资源等挑战，寻求定位提升、功能升级、路径转变和效应

扩散成为园区进一步整合资源、实现可持续快速增长的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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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产能合作作为我国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方向之一，不仅是保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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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并迈向中高端水平的重大举措，也是推动我国新一轮对

外开放、增强国际竞争优势，落实“一带一路”、中非“三网一化”等重

大战略的重要内容，是开展中非互利合作的重要抓手。① 面对非洲国家基

础设施普遍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和人才资源匮乏的现实，投资建设产业园

区，在相对集中的空间范围内率先突破瓶颈成为中非产能合作的重要方式

之一。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各类园区至少有上百

家，在中国国际产能合作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② 这些园区中有一大部

分扎根于非洲，2006 年商务部第一批正式招标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就有

六个在非洲 ( 原定七个经贸合作区中阿尔及利亚园区因所在国政策改变

未能顺利实施) ，还有如湖南·埃塞俄比亚装备制造园、尼日利亚奥贡州

第一工业园等众多以企业和地方政府名义投资的园区，也都已在非洲大陆

上开展了规模不等的生产、建设活动。

当前我国与非洲的产能合作主要有两大类: 一类是以大企业为主，发

挥我国资金、技术优势在非洲国家开展的 “工程承包融资”“工程承包融

资运营”的大项目模式; 另一类是大企业引领、以大带小，借助境外产

业集聚区、经贸合作区、工业园区、经济特区等合作园区载体引导企业抱

团出海、集群式“走出去”的园区模式。本文基于对埃塞俄比亚东方工

业园、当地园区的实地调研和对当地工业发展部门、园区运营公司及中国

驻埃塞 俄 比 亚 经 参 处 等 部 门 的 走 访，对 以 下 几 个 问 题 进 行 了 探 讨:

( 1) 境外产业园区在中非产能合作领域发挥了何种作用，即园区模式的

产能合作具有何种优势; ( 2) 境外产业园区在非洲国家扎根、生长的过

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与挑战; ( 3) 境外产业园区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 园区在产能合作方面发挥的作用

过去 30 年中，各种类型的产业园区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发挥的作用

不可忽视，可以说是中国实现快速工业化的核心经验之一。随着我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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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步入新常态，国内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均面临调整，开展国际

产能合作已经成为国内外共识。中国当前拥有的相对过剩的劳动密集型中

端产能，非常适合与工业基础薄弱又需要尽快创造就业岗位的非洲国家开

展合作。中国海外建园始于中国企业海外拓展业务的实践，1999 年海尔

公司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建立了一个占地 46 公顷的工业园，① 这应当是

我国境外工业园区的初次实践。

园区之所以能成为产能合作领域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从世界各国发

展历程看，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是实现工业化、推进城市化、优化生产力布

局、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世界各地都有依靠工业园区建设推

动工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成功案例。② 因此，欠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希望能

够借鉴这一建设工业园区的经验，助推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

从中非合作的宏观层面来看，园区作为一种窗口和纽带，更容易在相对集

中的空间范围内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引进非洲国家和地方发展急需的资

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并在全球范围内建起了通达便捷的贸

易通道和商业网络，而园区作为一个整体，其相对稳定的载体环境极大地

规避了企业单打独斗的风险，保障了中非双方企业及第三方投资者的

利益。

( 一) 国家发展层面: 中非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

产业园区“走出去”是我国政府 “有形之手”助推产能合作的模式

之一，在当前国内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各类海外园区的建设高度契合

目前的国家战略，成为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及装备制造业 “走出去”的重

要抓手。

以江苏省为例，到 2020 年，计划在 “一带一路”主要节点城市、海

外港口以及国家明确的重点产能合作的国家重点建设 5—6 个园区。目前

江苏省已有柬埔寨西港特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两个国家级境外经贸

合作区和印尼东加里曼丹岛农工贸经济合作区一个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

以及 2 个“一带一路”沿线在建园区化项目，分别是江苏联发集团在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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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寨的农林生态园和无锡丁蜀公司在马来西亚的商贸城。除此之外，还有

东方恒信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等的 8 个有意向

建设为境外产业集聚区的园区化项目。① 政府引导下的以企业为建设主体

的园区“走出去”项目，已经成为江苏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参与国际

产能合作的典型模式之一。
对于东道国来说，外国投资的产业园区也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能使当地在吸引投资、增加税收、创造就业等方面快速稳步

推进。以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为例，该园区建设以来，已经吸纳近

8000 名当地劳动力在园区就业，当地工人的月薪资也普遍在 1500 比尔以

上，这对缓解埃塞俄比亚当地的就业压力和增加居民收入起到了一定积极

作用。除此之外，园区内的企业通过员工培训等方式，增强埃方员工个人

素质和基本技能，起到了直接的技术转移媒介作用。
与此同时，非洲的经济特区发展多年成效甚微，中国产业园区模式走

向非洲，将中国成功的开发区经验直接呈现于非洲大陆，让所在国家重新

燃起了对发展工业园区的兴趣，甚至对园区发展产生了更大的 “野心”。
东方工业园高标准的建设和规模宏大的生产体系，让当地政府不仅提出要

依托工业园发展新城，甚至在本国工业发展的新一轮 5 年计划中提出了要

在全国建设 11 个工业园区的目标。这些园区的建成，将极大地扩充中非

产能合作的载体空间，同时提升埃塞俄比亚本国的工业化水平，为更高质

量的双边及多边产能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上述 11 个园区中，已有两个正式投入运营，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地

区的自建产业园 Bole Lemi 是埃塞俄比亚政府投资的首个产业园区，占地

面积约 156 公顷，共有 20 座标准厂房。在园区建成前，已基本完成招商

引资。入驻企业大多来自东亚和南亚，如中国 ( 包括中国台湾地区) 、印

度和韩国。园区现有工人约 8000 人，90% 以上都是埃塞俄比亚本国人。
Bole Lemi 还具有类保税区模式，所有货品都可在园区内出入海关，直达

吉布提港口，其规划建设水平，还是实际招商运营状况，都呈现出国际一

流园区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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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产业发展层面: 产业全球化布局的空间载体

我国目前的传统优势产业如钢铁、建材、化工、轻纺、工程机械等，

在国内的劳动力优势、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以及外向型经济逐步转型的背景

下，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发展瓶颈。境外产业园区的建设为国内优势产业的

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一方面园区本身就是基建行业集群式走出去的典例。我国在 30 年的

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在园区建设与新城建设领域积累了大量的建设

经验，但在近几年出现了建设领域产能过剩的问题。由中方企业主导的海

外园区建设，本身就是释放国内过剩产能的过程。东方工业园的规划与建

设，各项基础设施的配备，完全按照国内的标准进行建设，甚至部分工程

的施工标准要高于国内的产业园区。
就园内产业来说，共建型产业园区内的产业均为国内已达到一定水

平，但又相对过剩的产能。这些产能在新的政策环境下将释放出新的能

量。东方工业园内现已入驻的 50 家企业中，多为纺织服装、钢铁、食品、
印刷等产业。借助当地较为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产品出口的政策优势，

已有 13 家企业在园区内顺利投产，产品销往当地与周边国家，创造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从前文所列的埃塞俄比亚 5 年计划中规划的各园区主导产

业类型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园区的主导产业均为中国目前相对过剩又在逐

步丧失劳动力优势的纺织服装等劳动力密集型轻工行业，这种中端产业的

集群式投资模式，既输出了因成本上涨等因素在国内发展受限的过剩产

能，又全面融入了园区当地区域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在新一轮的

全球产业分工中找准了适合自身发展的土壤，推动我国产业链的全球

布局。

( 三) 企业发展层面: 整合多方资源的培育基地

到国外设厂建生产基地，对行业优势明显但受制于国内产能饱和的企

业来说，无疑是开辟了全新的发展空间。但就目前来说，并非所有企业均

能依靠重大工程项目在海外独立经营。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全新的发展环

境，不少企业将会面临很严峻的现实问题，如投资目标国的政府支持与服

务、当地法律法规的限制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走出去的积极

性与信心，也增大了其经营风险，并最终影响企业在海外发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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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园区的建设，则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问题，帮助国内企业

有规划地、更好更快地“走出去”。通过研究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可以

发现，目前以中非经贸合作区为代表的境外产业园区，在企业发展层面主

要有三个方面的作用。
其一是引导作用，产业园区的建设为企业集中、快速走出去搭建了平

台。一方面，园区建设标准参照了国内主流园区的建设标准，企业落户时

在硬件设施方面无须过多地调试和更改，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快速投入生

产。同时，部分东道国投资环境欠佳、缺乏与当地职能部门的沟通能力、
缺乏从事国际经营管理人才等问题，可通过产业园区的平台寻求对话，更

加方便地解决。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往往由于在这些方面缺乏

足够的实力与经验，海外发展受到限制。园区管委会通常与当地政府联系

较多，其内部也设置有贸易咨询、海关等职能，可大大减轻企业的运营负

担与风险。
其二是集聚作用，园区在国际产能合作的过程中，在企业发展层面起

到了明显的集聚作用。单个企业在 “走出去”的过程中往往面临势单力

薄的状况，难以在当地获得稳定的发展条件，其知名度、产品销售渠道均

会受到影响。目前在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软硬件条件均较好的产业园区相

对较少，入驻产业园区，与同类型的企业共同发展，在获得稳定发展环境

的同时，提升了自身品牌的知名度。在东方工业园的规划中，借助于产业

关联与布局模式分析，将各功能区域有机组织，形成完整的系统，并根据

产业关联的结论，将不同生产部门组团式地安排在服务配套设施周边。①

实现产业空间的合理布局，进一步提供了一个产业集聚与发展的优良平

台。产业集聚而形成一定规模之后，又能够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其三是孵化作用，园区在帮助国内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还承担了孵化

器的作用。由于对国外发展环境的不确定，很多企业在海外投资时采取了

先进行小规模投资投石问路，条件成熟时再开始大规模投资的经营模式。
现有的园区由于建设规模、运营成本等原因，并不能满足所有入驻企业的

发展需求，部分企业仅将境外产业园区作为走出去的第一步，并没有计划

常驻园区发展。以东方工业园为例，目前的建设面积仅有 2. 33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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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和科学发展———2009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09 年。



远小于国内建设的产业园区。目前入驻的企业大多只占用 1—2 间标准厂

房的空间，显然不能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求。华坚集团是第一个入驻埃塞

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区的企业，如今已成为园区内规模最大的企业，企业依

托园区完成了适应本土环境的过程，与当地逐步建立了生产联系，并另选

新址投资建设了埃塞俄比亚—中国—华坚国际轻工业园区，该园区总占地

面积 137. 8 公顷，建筑面积 160 万平方米。园区建成后可为当地带来约 3
万—5 万个就业岗位，将成为一座集居住、生产、商业商务、科教、度假

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产业新城。依托东方工业园华坚集团在短短 10 年

间就完成了从海外建厂到海外建园的过程。

二 园区面临的本土竞争与制约

由于非洲国家还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政策战略探索期，很

多政策的内容和执行方式还不够合理，薄弱的工业基础和落后的基础

设施不仅增 加 了 园 区 建 设 的 前 期 成 本，也 制 约 了 园 区 生 产 扩 张 的 速

度，再加上中国投资建园的非洲国家均处于城镇化与工业化快速推进

的阶段，其巨大 的 发 展 潜 力 吸 引 了 众 多 发 达 国 家 和 新 兴 国 家 前 来 投

资。这些让中非共建型园区在发挥产能合作平台重要作用的同时，也

面临着众多制约与挑战。

( 一) 政策与制度缺陷对园区发展形成制约

以埃塞俄比亚为例，该国目前尚处于对外开放的探索期，市场开放程

度极低，地方保护盛行，特别是国内服务业领域基本严禁外国投资者经

营，严重制约了大量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套，金融服务、贸易服务等的落后

严重阻碍了企业和资本的扩张，也限制了园区规模的扩大和集聚效应的发

挥。另一个制约园区发展的政策因素是与园区建设相关的土地征收、设施

配套等政策、管理规定不完善，导致园区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成本投入

大幅提升，发展备用地难以落实，园区发展的长远利益无法保障。东方工

业园的发展成就让地方政府萌生了进一步发展工业新城的想法，但是美好

的设想没有相应的土地供应制度作为保障，目前东方工业园区远期发展的

备用地尚未得到落实，更不用提动辄数十平方公里的新城建设用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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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的想法至今仍停留在设想阶段。

此外，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工业化政策的制定也处

于探索期，一方面，政策环境变动比较剧烈，这种政策的波动为园区发展

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前文提到的阿尔及利亚园区最终未能落实便是由

于东道国投资法案的变动使得各种相关利益难以协调，最终导致园区计划

流产。另一方面，制度的完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磨合、优化，目前非洲国

家的许多制度设置还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以埃塞俄比亚为例，由于外汇储

备短缺，政府急于通过产品出口提高外汇储备水平，有很多面向出口型企

业的优惠政策是以本地为产品市场的企业无法享受的。这种策略虽然促进

了出口型企业的集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共建型园区的企业与其他

当地企业上下游供销关系的建立，制约了园区与地方产业体系协同发展的

步伐，为园区招致一些 “中国飞地”的非议，甚至有人质疑中国在非投

资园区的目的并非帮助非洲国家，而是借非洲标签向欧美市场倾销产

品。① 再如很多非洲国家对于外国投资建厂建园均有许多专门的税收优惠

政策，但是由于制度不完善，很多制度法律的执行程序不明确，随意性也

比较大，最明显的如清关时间的不确定性等，很大程度上干扰了园区的生

产组织与运行。

( 二) 配套设施水平低增加了园区运营成本

非洲国家基础设施落后对工业化进程和整体经济发展的制约已被大量

的研究和统计证实，据非盟统计，交通运输成本占非洲内陆国家总生产成

本的 20%—40%，远高于发达国家 10% 的比例。破旧不堪的基础设施每

年将非洲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拉低至少 1 个百分点。1 /4 的非洲人口无法用

电，非洲的发电能力只有南亚的一半。非洲的道路和出口路径的运输时间

比亚洲高两到三倍。② 尽管园区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企业生产的用水用电

等基本需求，但是园区以外基础设施落后仍然让园区和企业付出了额外的

成本。东方工业园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与吉布提港口的连接

线沿线，但是沿着这段年久失修的 “高速公路”从 30 公里外的亚的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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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巴到园区就需要近两小时车程，到 800 多公里外的吉布提港口所需的直

接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可想而知。交通不便同时还会带来招工困难、通勤

成本大大提升等一系列问题，对园区内的企业造成极大的困扰。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方面是在电子化办公已相当普及的今天，数字化程

度低依旧在许多方面造成非洲国家生产、交易成本的上升，前文提到的清

关时间长造成进出口原料、产品、设备等在海关滞留往往是由于缺乏现代

化的海关系统造成的。苏州工业园区进出口的报关时间仅需要 10 分钟，

这种速度在主要依赖纸质办公的很多非洲国家是难以想象的。现代化程度

低导致交易风险与成本增加的另一个例子是肉类生产加工行业，埃塞俄比

亚拥有非洲规模第四大的养殖业，牛羊肉类加工生产一直是当地努力提升

的行业部门，由于既没有现代化、规模化的养殖过程，也没有一体化的、
记录详细的屠宰、检疫的过程，造成该行业生产成本高、质量与安全缺乏

保障，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和相关企业为了规避其中的高风险对埃

塞俄比亚的肉类生产加工行业兴趣索然。

( 三) 同质竞争造成的资源与市场争夺

随着非洲国家发展潜力的不断显现，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资

本涌向非洲，投资建园建厂，多家韩国、印度企业在非洲落地生根、不断

扩张，如埃塞俄比亚的大量印度企业与中国企业隶属于同一产业门类，这

些同质企业的集聚对埃塞俄比亚本国的产业集群培育起到了积极作用，但

也一定程度上分流了中方企业的资源和市场，中方企业必然要努力提升自

身的产品竞争力才能在资源要素与市场分配中占得先机。
与此同时，中非共建型园区内的企业还面临着来自不断成长的本土企

业的竞争，中国企业进入非洲投资，带给非洲人民的不仅是充裕的资金、
先进的技术，还有成熟的管理模式，本地企业借助地缘优势、更长的历史

积累和既有的市场占有，结合中方先进的经验、技术迅速提升，这有助于

本土产业水平的提升，对根植于地方优势形成的产业集群培育也起到了积

极作用，这是中非双方都喜闻乐见的结果。但是，由于非洲国家产业基础

薄弱，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很难觅得有利的角色，对于为数不多的优势产业

难免过分依赖。表 1 显示了埃塞俄比亚 2015—2019 年工业园区建设五年

计划中拟建或已建成投产的 11 个园区的基本情况，不难看出，几乎所有

园区的主导产业都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行业，仅有个

311中非产能合作的园区模式研究



别园区的主导产业涉及其他产业。由于缺乏科学测算我们尚不能预测这些

园区会形成“过剩”的产能，但是这种高度同质化的主导产业设计必将

对当前园区企业拥有的资源和市场形成冲击。

表 1 埃塞俄比亚 2015—2019 年工业园区建设计划

拟建 /在建园区 区位 主导产业
规划面积

( 公顷)
( 拟) 运营时间

Bole Lemi Ⅰ Addis Ababa 服装 175. 2 2014

Bole Lemi Ⅱ Addis Ababa 纺织、服装 186 2017

Klinto Addis Ababa 混合型 337 2017

Hawassa South 纺织、服装 300
2016

( 6 月开始运营)

Dire Dawa East 纺织服装、汽车装配、食品加工 1500 2016

Kombolcha North-East 纺织服装、食品加工 700 2016

Mekelle North 纺织服装、食品加工 1000 2016

Adama South-East 纺织服装、汽车装配、食品加工 2000 2016

Bahir Dar North-West 纺织服装、食品加工 1000 2016 /2017

Jimma South-West 纺织服装、食品加工 500 2016 /2017

Air Lines

Logistics park
Addis Ababa 物流产业 200 2019

资料来源: http: / /www. ipdc. gov. et / index. php /en /。

与此同时，中方企业由于在同质竞争中对本土企业造成的冲击很容易

沦为舆论批评的对象。据一篇有关埃塞俄比亚家具行业的报道，家具业本

来是埃塞俄比亚的重要产业，但中国企业进入埃塞俄比亚后带来的更新

颖、更国际化的设计更受国民青睐，传统家具行业因此受到冲击。埃塞俄

比亚本土企业认为外来公司在设计上缺乏对埃塞俄比亚文化独特性的考

虑，影响了埃塞俄比亚传统文化的传承，而中国企业则认为其进入埃塞俄

比亚是对原有市场的推动，有益于传统市场的变革进步。双方的出发点与

利益不一致是竞争的常态，不过这也提醒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应当

考虑到对本土文化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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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园区资源整合与转型发展策略探索

中国在非产业园区的建设、发展与规划应该坚持的总体战略为 “中

非一体、多元合作、互惠互利; 科学选址、系统规划; 集群生长、开放发

展”，不仅要在相关投资贸易领域进行理念、政策创新，还要结合制度环

境、合作关系、资源基础、市场潜力、地理区位及城市和交通依托条件、
示范辐射效应、企业集聚程度等因素合理选址合理规划，同时，由于远离

本土，很难利用国内的产业链，在非产业园区的产业和企业应当尽量按照

集群化的模式在园区集聚，并采取面向全球开放的态势，把园区建设成为

中非合作主导、全球化运作的产业平台，为新一轮全球化发展做出贡

献。① 园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在投资环

境复杂、竞争者急剧增加的发展形势下，园区应当具有一定的忧患意识，

及早探索升级转型之道，从自身的定位、功能、发展路径及业务领域等方

面入手，为保持园区持久的竞争力、提升园区发展水平、管理水平，扩大

园区产能合作的规模效益做出应对。

( 一) 定位提升: 由“中国园区”到国际产能合作平台

很多成功园区的典例和我国大量的海外园区实践证明，只埋头于物质

基础建设，若没有相应的软环境作为保障也无法赋予园区长久的竞争力，

中国的开发区曾面临与当今非洲国家极为相似的机遇，相关的规划方法、
管理经验与技术标准经过中国上千家开发区的实践检验与提升，已具备相

对成熟的对非输出基础。中非合作正在从传统的农业、采矿、建筑等领域

逐步拓展到工业制造、金融、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等方面。“建立以企业

为主体、相关方协同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工作机制，培育、发展和推动

我国优势、特色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服务我国企业和产业走出去。积

极发挥标准化对 ‘一带一路’战略的服务支撑作用，促进沿线国家在政

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等方面的互联互通”，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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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战略性目标之一。
中国的海外园区建设在国际产能合作的形势与背景下，不应当是努力

营建母国环境的封闭的 “中国园区”，而应该是具有国际产能合作平台功

能的开放载体，为此，研究中国开发区管理经验、规划方法与技术标准的

国际化转移与应用，是深化多边合作、实现需求互补的重要环节。这一转

移机制既是中国企业与园区走出去、留得住、谋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适

时总结、优化、推广中国开发区经验，提升中国标准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

径。对非方而言，引进与其经历相似发展机遇的中国经验，有助于其突破

技术、人才的瓶颈限制，提升工业化水平与质量。

( 二) 功能升级: 由集聚过剩产能到承载技术扩散升级

随着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

失让许多企业开始转向海外进行投资，非洲国家低廉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成

本，潜力巨大的市场无疑是吸引企业的重要因素，但是海外建园的目的绝

非简单地输出中国过剩产能，这既不符合我国的对外合作互利互惠原则，

也不符合市场规律，难以持续。
共建产业园区是中国开发区模式走出去，成功经验对非输出的过程，

其区别于普通的产业园区，必然要承载技术扩散的作用，这里的技术扩散

既包括企业生产技术的扩散，这一点已经在许多中非园区得以成功实践，

通过短期的入职培训、日常生产中的指导交流、赴中国实地培训等方式，

当地的劳动力水平得以大幅提升。另外也包括园区建设、经营管理方式的

传播，这一点目前还处在探索当中，很多合作园区还处于中方垄断经营的

过程中，非方人员既不参与园区的投资建设也不参与后期的经营运作。也

有不少园区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一些中非合资投建的园区，非方经营者

也积极参与到园区的日常运作中，学习中国的园区管理经验，参观中国的

开发区建设，策划专门针对开发区建设管理的培训班等，合作园区将日益

发挥中非双方技术交流平台的作用。
埃塞俄比亚自建园区的逐步兴起便是中国开发区经验成功转移的最好

证明，不过，在此过程中如何建立起完善的技术扩散与转移机制却是一个

仍需要探索的问题。华坚集团在非洲投资初期曾投入大量成本进行劳工技

能培训，甚至组织了规模空前的来华培训，但是当地巨大的人才缺口使得

这些受过培训的员工在高薪诱惑下大量跳槽，尽管对于埃塞俄比亚本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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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这样的结果无疑实现了最大程度的技术扩散，但对于投入了大量成本

的中国企业而言却是不小的人才损失。如何建立相应的机制使园区成为中

非产能合作过程中的中转站，既有利于实现技术与经验的顺利转移与扩

散，又能保障在此过程中企业的核心利益。这是一个迫切需要去解决的

问题。

( 三) 路径转变: 由引导企业集中到培育产业集群

由于在非海外园区当前大多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对于企业入园的门

槛设定还比较低，企业之间没有关联合作，与当地的上下游企业也缺乏整

合。从 2006 年建设至今，中非经贸合作园区也因此受到许多质疑，认为

园区没能和当地的产业体系建立联系，没有充分发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

作用。对此，一方面要认识到大部分非洲国家本身产业基础薄弱，产业体

系甚至无从谈起，为数不多的当地企业工业化水平低，生产制造能力也比

较弱，将其纳入产业链分工客观上存在困难; 另一方面，由于政策制定、
本土企业保护等种种原因，园区企业和当地企业的合作也受到本土企业的

主观排斥。
随着非洲国家工业化发展的不断推进，本国的优势产业将逐渐兴起，

而共建园区本身也将结束初期的努力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立足地方优

势，整合本土资源，打造优势产业集群，这不仅有助于非洲国家提升工业

化发展水平，建立本国工业体系，也有助于园区自身建设突破量变到质变

的过程实现质的飞跃。产业链集聚带来的技术共享、成本节约等效益早已

得到许多理论研究与成功实践的验证。单纯的企业集中只是园区在 “孵

化”阶段的短期状态，有意识地引导产业集聚，以能够充分整合本地资

源的大企业为龙头打造产业集群，才是园区能够扎根本土，可持续发展的

终极状态。已有园区在此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赞比亚的谦比希园区，

以谦比希铜矿为基础，即是以有色集团为龙头打造的有色金属产业集群，

目前入园的企业包括了铜钴开采、冶炼、有色金属深加工等相关行业，产

业集群雏形正在逐步建立。

( 四) 领域拓展: 由建设工业园区到经营产业新城

非洲国家当前正在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存在大量的新城开发

建设需求，快速膨胀的城市人口对住房建设的需求高速增长，限于工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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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建设水平、建设原料的短板，住房问题长期以来都是非洲国家未

能解决的发展难题。当前很多非洲国家都开始推进商品房和保障房建设项

目，以埃塞俄比亚为例，该国住建部发展规划中列出了一系列保障性住房

选址项目，仅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就规划了 50 处住宅项目。目前已有中国

企业参与到埃塞俄比亚商业地产开发等项目中，如保利地产在当地开发建

设的“Poli Lotus”住宅区，是埃塞俄比亚首都价格最高的住宅区之一。
国务院关于国际产能合作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应以市场为导向开展

国际产能合作。新加坡海外园区的扩张经验也表明，综合地产开发模式是

园区海外扩张盈利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当前已不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援

助性质的中非合作，而是以双赢为目的的国际产能合作，因此，以企业为

主体的产业园区经营方，以园区为基础，打造产业新城，参与非洲国家保

障性住房和商品房的建设，既是帮助非洲国家解其燃眉之急，也是企业和

园区多元化发展，顺应市场导向的选择。
园区参与非洲新城建设，一方面可以将中国长期以来围绕园区开展新

城建设的成功经验传递给非洲，帮助非洲国家突破因基础设施落后而制约

城市发展的瓶颈; 另一方面，对园区自身而言，通过参与新城开发，不仅

可以获得地产开发的经济效益，同时也通过居住、商业等服务设施的配

套，解决企业员工的生活服务，实现产城融合，帮助当地居民实现就业、
居住、公共服务同城化，解决当前由于道路条件差，远距离招工困难的问

题，也降低了企业为远距离通勤员工配备通勤班车、提供交通补助等成

本，因此，园区参与东道国的综合开发是符合市场需求、顺应市场规律，

实现中非双方双赢的开发建设模式。

四 结论与展望

非洲国家日益加速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正在使其成为影响世界工

业化与全球化格局的重要力量，产业园区在其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以园区为重要载体的中非产能合作，必将对创新全球发展模式，引领新一

轮世界工业化和贸易全球化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当前，中国在非洲投资建

设的大量园区在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工业化水平提升、产业集聚等方面均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直接落实国家战略的重要方式、实现中非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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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赢的实体平台，也为创新我国境外商业运作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重构产

业链布局，实现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空间载体。更重要的是无论对正试图

集群化“走出去”的中国中小企业，还是对非洲当前私有化改革中大量

兴起的民营企业来说，中国在非园区都发挥了重要的引导、集聚和孵化作

用，这是其他产能合作方式难以替代的。
在国内日趋成熟的市场环境和日益完善的体制机制环境中从零开始建

设一个成功的产业园区尚属不易，要在制度、政策尚有大量盲区，基础设

施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的非洲国家建设产业园区难度可想而知。众多海外

园区在这样软硬环境的双重制约和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不断探索，开拓了一

条中国园区的海外扩张道路，也正是在这一探索过程中，软件输出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大量实践经验证明，良好的软环境建设会有效化解许多硬件

条件的制约。这就要求园区在经过初步探索阶段后要更具国际视野，从软

环境建设的角度发挥国际产能合作平台和技术扩散中心的作用。在这一方

面，国内的苏州工业园区已经取得了初步成绩，除了共建、援建产业园区

等多种方式外，苏州工业园区的培训管理中心每年吸引全国各地甚至海外

众多政府、企业相关人员学习培训，承担了重要的园区管理运营经验及技

术扩散作用。中国的海外园区如能借鉴这一经验，有意识有引导地建立经

验借鉴与技术扩散路径，将对提升产能合作水平、扩大产能合作范围发挥

积极的作用。
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园区必然要通过提升自身竞争力、迎合市场

需求来实现可持续增长，为此，基于当地的资源与比较优势，园区运营方

应当有意识地培育产业集群，变单纯吸纳企业快速集中的方式为引导有关

联关系的企业有序集聚。同时顺应东道国新城建设领域的巨大需求，园区

运营方应借鉴综合开发的模式，结合自身优势参与工业地产以外的建设经

营活动，从而弥补在非洲进行产业园区建设经营投资巨大、回报周期长的

劣势，同时也帮助非洲国家填补城市建设特别是住房、公共设施建设领域

的巨大缺口。

( 责任编辑: 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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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ode of Industrial Parks
in Sino-African Capacity Cooperation

Xu Jiabo，Wang Xingping，Xu Wenbo，Yuan Jie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of the Sino-Afric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the proposal of“the three networksand industrialization” na-
tional strategy，Sino-African Capacity Cooperation will be raised to a new lev-
el. The industrial parks as the carrier of capacity cooperation have played an im-
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go-global strategy，raising open-
ing-up level，promoting industrial clusters to go abroad and assisting enterprise
expansion. At the same time，the industrial parks development was challenged
by the changeable policy and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the headwind for
growth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resources with the parks from other economies. It
is a feasible way of integrating resources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rapid growth
for the industrial parks to seek for the location improvement，the functional up-
grading，the path transformation and the effect diffusion.

Keywords: Sino-African Capacity Cooperation; Industrial Parks;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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