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非合作受到了双方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评价和普

遍欢迎，中国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开展与非洲的能源资

源合作，帮助非洲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中

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卢沙野在近日召开的首届中非地方

政府合作论坛现场表示：有超过 2000 家中国企业在非洲

投资兴业，雇佣当地员工比例超过 85%，中非经贸合作不

仅使双方受益匪浅，也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来自中国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中非贸易额

比上年增长 83%，达到 1663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依

然是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额

已经达到 98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9%，中国从非洲进口

5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其中，能源、矿产、建筑、制

造等行业的项目数量在非洲继续增长，金融、航空、农

业、旅游等产业的投资合作方兴未艾。

民营企业投资非洲的时机来临

“ 目前，中国企业走进非洲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

熟。20 年来，中国的发展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和技

术，外汇储备已达上万亿美元，很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样具有竞争力。”已在非洲生活了

近 20 年的古斯塔集团董事长郭栋告诉记者：“非洲非常

认可中国的企业，也非常欢迎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创

业。非洲是一个大市场，它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贫

穷落后，非洲已有 20 多个国家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均

收入水平，他们有近 7000 亿美元的私人资产，这是一个

非常巨大的消费市场。”

论坛上，非洲各国代表的发言也证实了郭栋的观点。

比如，加纳政府就希望中国投资能把重点放在国家能力建

设上，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建设基础设施。乌干达政府则希

望和中国在道路建设、水工程设施、建筑、医疗、农业、旅游

业，以及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展开更多合作，最需要对铁

路、道路、机场、港口、学校、医院等硬件的投资。

“到非洲去投资，也许是中国企业未来获得提升的一

个机会。”北京温州商会副会长、方氏企业集团总裁方钦

佩公开表示，在论坛期间，他与肯尼亚签订了投资协议。

方氏企业以生产纺织服装为主，在方钦佩看来，现在去投

资，将获得先发优势。北京温州商会副会长陈桂钦与乌

干达有关部门达成了能源、矿业等方面的投资协议。他

表示，非洲国家对资本、技术的引进力度空前，与他们的

交谈非常融洽，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与期望。

据悉，在论坛期间，北京温商与30多个非洲国家签订近

百个合作协议，涉及金额达 50亿美元，论坛为中国企业，尤

其是温州的民企、民资走进非洲，搭建了实质性的合作平台。

投资非洲利润丰厚

非洲不仅迎来投资的黄金时期，其投资回报率也处于

高位。

财经作家杨涌泉告诉记者：“在 6 年前到非洲时，整

体感觉就是落后，非洲工业基础异常薄弱，从大陆上空

鸟瞰，几乎看不到高耸的烟筒。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在

中国卖得很便宜的商品在非洲却非常昂贵，商品价格普

遍比中国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比如一双拖鞋当时在国

内就几元钱，但在非洲却是几十元，估计最低的利润也

要超过 70%。一言以蔽之，在中国属于夕阳产业的产品

在非洲利润惊人。”

对此，北京温州商会会长吴家齐也颇有同感。他告

诉记者：在今年 6 月份到非洲考察时发现，对于 2005 年

后进入非洲的一些温州企业来说，他们的产品在国内很

普通，但在非洲却极具竞争力。非洲的市场分割为一个

个小市场，如东非、南非、西非市场，他们有需求，对民生

及能源产品的需求更迫切，因为他们处在工业化的初级

阶段，与中国经济落后 10 年至 20 年。

郭栋也表示，非洲在制造业方面普遍相对落后，像

东非、西非、中非制造业的技术最差，而国内目前的一些

设备进入非洲正合适。只有帮助它建立起一个制造产

业，才会产生一个消费市场。“重要的是入乡随俗，只要

能融入当地社会，就不愁赚不到钱。”

显然，中国中小企业加工制造能力强，与非洲企业

具有互补性，劳动密集型企业在非洲具有巨大的发展空

间。从目前情况看，大多数投资非洲的中国企业业绩良

好，得到了较为丰厚的回报。比如，宁波兴隆车业有限

公司在刚果开发铜矿、钴精矿，投入当年实现销售额

2000 万美元，第二年达到 6000 万美元。而以非洲市场

为主要出口地的浙江省茶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出口

欧美的企业利润和出口额都有不同程度下滑时，该公司

的非洲市场却相对稳定。“以我们部门为例，每年约出口

8000 吨茶叶到非洲，出口量稳中有升。”该公司出口一部

负责人透露。

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如果非洲要修建所需的港

口、铁路、公路及电力等基础设施，每年面临的投资缺口

高达 310 亿美元。一位在肯尼亚建了水泥电线杆厂的华

商透露，只要有当地合格证，年销量达到 2 万根电线杆，

净利润就将接近 30%。在乍得，一吨水泥能卖到 3000 元

人民币，国内才卖 300 元。在埃塞俄比亚，水泥在去年更

是涨到了 5000 元一吨。

杨涌泉认为，欧美市场已经基本饱和，出口越来越

难做，而非洲市场的潜力巨大且利润丰厚，将是中国未

来出口发展的主要市场，中国企业有必要抢先占领非

洲市场。

打破西方企业的垄断

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投资非洲的企业以中小

型企业为主，在非洲投资的 2000 多家中国企业中，中小

型民营企业占 70%以上，为非洲带去了纺织、农业、食品

加工等行业质高价廉的产品。

与此同时，中国对非洲投资层次也在提升，中非在

通信产业的合作日趋紧密，由此引发了中外企业在非

洲的实际利益博弈。

目前，非洲已成为全球移动通信业务增长最快的地

区，而非洲的通信业长期被西方跨国公司垄断，通信设

备制造成本和资费昂贵，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自 1997 年

进入非洲后，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在保证质量的同

时，华为的产品比主要竞争对手诺基亚的定价低 5％至

15％。中国企业进入引发的竞争降低了非洲整个通信

行业的成本。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资深副总裁郭天民向记者介绍：

“华为高度重视与非洲的合作，经过 15 年的不懈努力，华

为与摩洛哥电信、喀麦隆电信等 20 余家非洲主流运营商

建立了长期战略伙伴关系，为非洲运营商提供了包括

3G 宽带介入在内的解决方案。2011 年，华为在非洲市

场销售额达到 350 亿美元，业务覆盖非洲 40 多个国家。

目前华为每年在非洲采购和分包业务额均超过 5 亿美

元，推动了非洲通信产业的发展。”

无疑，华为在非洲已经不再依靠价格利器。虽然按

照华为内部统计数据计算，华为产品的价格比西方公司

低约 10%，但其盈利空间更大。

一位华为在非洲分公司的高管曾表示，原本很多爱

立信垄断的市场已被华为占据，爱立信如果现在要重新

进入，成本就会很高。目前，华为以很低成本就可扩

容。华为之前花很大代价进入海外各市场，就是为了以

后能够更好地发力。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非洲为华为贡献了约 20%的营

收。截至目前，华为在非洲累计投资额达到 15 亿美元，

已成为非洲最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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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驻非洲，这块古老

而神秘的土地已经成为企业家掘金的乐园。除了能源、基

建行业的大型央企之外，民营企业逐渐成为开拓非洲市场

的生力军。据了解，在非洲的投资回报率远比亚洲高，未来

10 年，离岸外包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或许将从亚洲转移到

非洲。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陶海青

中国民营企业吹响投资非洲“集结号”

投资非洲可谓前途光明，但道路并不平坦。

采访中，记者听到的最多一句话就是：“中国企业一

定要了解非洲当地的法律法规和风土人情，采取措施来

控制风险。”

古斯塔集团董事长郭栋坦言：现在非洲的投资环境

已经不是 20 年前他去时的状况了。现在中国企业进入

非洲的越来越多，竞争也趋于激烈。以前中非之间仅仅

是一些低端贸易往来，风险和投资较低，而现在零售业

和制造业也开始大量进入非洲市场，会遇到许多困难，

甚至会承担一定的风险。

据郭栋回忆：在上世纪 90 年代，由于对乌干达的当

地法律政策没有吃透，自己的纺纱厂在棉花收购方面遇

到很多问题。比如，乌干达法律规定，如果没有政府收

购棉花的执照，不能在市场上随意收购棉花。于是，纺

纱厂当时收购的原材料被扣押了。乌干达很尊重中国

人，当时乌干达政府表示愿意赔偿损失，但要求之后的

合作项目要完全按照法律规定来进行。

这件事情最终有惊无险，而一位开办纺织品公司的

浙江绍兴商人就没郭栋这般幸运了。西非沿海一向生

意火爆，该公司经理发现许多客户来自内陆尼日利亚的

卡诺时，便直接与之交易，甩掉中间批发商，一开始果然

赚得盆满钵满。但按当地市场的潜规则，小批发和零售

业一直由几大家族所垄断，彼此互不侵犯，而他却套用

西非沿海和内陆的谈价、压价作法，盲目发展“下家”。

结果，几大家族集体对该企业说“不”，一夜间便将他们

逐出了当地市场。

这只是投资非洲的众多中国企业的缩影。众所周

知，非洲很多国家没有纺织品出口配额的限制，在税收

等一系列政策上也非常优惠。近年来，中国和东南亚一

些国家利用这些优势，在非洲开设工厂，然后将产品出

口到欧美市场。

“随着大量的民资开始涌入非洲，民营企业到非洲

确实大有作为，但投资仍然需要谨慎，一定要认真熟悉

你要去经商投资的那个非洲国家的政策，否则容易碰

壁。另外，在非洲投资，一定要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行

事。”郭栋强调。

北京温州商会会长吴家齐也一再表示：“非洲是一个

未完全开发的市场，有 50 多个国家，各国经济发展不平

衡，一些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所以中国企业进入时，首先

要确认产品是否符合当地需求，其次，了解当地的法律法

规，尊重当地风俗，尽可能地减少劳资纠纷。另外，在资

本结构上借力，以团体形式进去，增加安全性，单一企业

容易失败。因此，为规避风险，我们下一步想成立一个非

洲风险发展投资基金。”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额一直在不

断增加，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市场，贸易

摩擦也将随之增多，而了解非洲当地的法律法规和风土

人情，将是控制风险的重要一环。

投资非洲，利益与风险共存记者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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