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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洲与世界工厂水 

李智彪 

内容提要 不论中国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资源短缺、劳 

动力成本上升、环境承载能力超限等问题已使其越来越难以维系这一地 

位。中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将所谓的世界工厂外移，而 

资源丰富的非洲大陆是最佳 目的地，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也是非洲彻底改 

变单一经济结构、真正摆脱贫穷落后状况的最有效途径。整体规划是非 

洲世界工厂战略成功的关键，它将使非洲经济单一性劣势转化为专业性 

优势，最终成为非洲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的支柱。中国和非洲在世界工 

厂角色转换进程中具有更广阔的合作空间，非洲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 

工厂也将有助于中国解决中非经贸关系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 键 词 比较优势理论 中非合作 产业转移 世界工厂 非洲 

制造 

作者简介 李智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北 

京 100007)。 

何谓世界工厂，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确切、统一的定义。目前国内学界 

比较认可的是工业经济问题专家吕政对这一专有名词的界定：一个国家的制 

· 本文是我参加两次国际学术会议的思想成果。2007年 3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京举办 

“中美非三方对话第二次会议”，我应邀与会并提交 《让非洲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对国际社会帮助非 

洲发展的几点思考》的论文。2011年 12月，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资助的 “中非共同发展：工业化 

的比较”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 ，我拓展上述思路在会上做了题为 《让非洲成为新的世界工厂续论—— 

兼析中非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合作模式》的发言。但多年来我又一直为自己的想法所纠结：今日非洲国 

家多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自然环境基本上未遭受工业化污染，充满原始风情的大陆让人向往和留恋； 

如果让非洲成为世界工厂，工业化对环境的污染绝对难以避免，可贫穷落后的非洲只有通过工业化才 

能旧貌换新颜。现在我斗胆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整理成文发表，供大家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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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已成为世界市场重要的工业品生产供应基地。具体地说，这个国家在制 

造业领域有一批企业和一系列产品在世界市场占有重要地位，这些企业和产 

业的生产能力、新产品开发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经营管理水平、市场份额 

已成为世界同类企业和同类产业的排头兵，并在世界市场结构中处于相对垄 

断的地位 ，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价格走向以及未来的 

发展趋势。① 从世界工业发展史看，英国、美国、日本曾以其强大的创新与制 

造能力先后扮演世界工厂角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特别是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增加值快速提升，到 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首次超 

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标有 “中国制造”的商品行销世界各地。 

正基于此，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和媒体将中国称为世界工厂。②然而，国内各 

界对这一称谓的反应似乎喜忧参半，甚至忧大于喜。原因可能在于，与先前 

的世界工厂相比，中国的世界工厂头衔多少有些名不副实，起码中国还称不 

上是 “新产品开发能力”和 “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 “排头兵”，也许将中 

国称为 “世界加工厂”更贴切些。而且，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暴露出的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开始对现有 

的经济发展方式构成挑战。 

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政府和学界当下共同 

关注的焦点话题。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论证如下设想：中国要实现经济发 

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将所谓的世界工厂外移；资源丰富的非洲大陆是中国外 

移世界工厂的最佳目的地，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也是非洲真正摆脱贫穷落后状 

况的最有效途径；整体规划是非洲世界工厂战略成功的关键，中国和非洲在 

世界工厂角色转换进程中具有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中国：世界工厂不能承受之重 

对于中国目前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应不应该当世界工厂，学 

① 吕政：《中国能成为世界的工厂吗?》，载 《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 11期，第5—6页。 

②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最新出版的 (2011年工业发展报告》也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See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Industrial D~ lopmerit Report 201 1， Vienna： UNIDO， 

2011．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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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尚存在激烈争议。①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头顶世界工厂封号的中国正 

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与挑战。 

第一是资源短缺困境。中国生产和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以传统的低中端产 

品为主，资源要素投入较大，物质资源消耗多，科技进步贡献率低。目前， 

中国有数百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或第二，其中钢材、水泥、化肥、 

化纤、玻璃以及汽车、船舶、工程机械、冰箱、空调、洗衣机等产品均属能 

源、资源消耗偏高的产品。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占全球总量不足 10％，但消 

耗的钢铁和水泥分别世界总消耗量的40％和 50％以上。中国大量出口导向型 

企业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附加价值 

和技术含量低，企业主要靠低价和数量扩张来抢占国际市场。为争夺国际市 

场，成千上万的企业对内抢购出口原材料，对外实行低价竞销，上演了一出 

又一出互相残杀的出口商品大战。更有很大一部分企业其实是西方跨国公司 

的子公司或加工组装车间，也以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为主。因此，世界各地 

随处可见的 “中国制造”，品牌往往不是中国的，中国虽有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的名号，但出口产品中至少有一半属加工贸易。这样一种生产和出口模式长 

期运行的结果是，国内的资源储存越来越无法满足生产需求，部分资源已告 

枯竭。为了维持生产和出口，中国不得不大量进口各种原材料。以钢铁为例， 

中国现为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2010年粗钢产量为8亿吨，占世界钢铁总 

产量的近50％。由于国内铁矿石资源不足，中国每年需大量进 口铁矿石，铁 

矿石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2010年中国进口铁矿石约6．2亿吨，占全球铁 

矿石交易量的近65％。遗憾的是，中国虽是世界最大的铁矿石需求方，却在 

铁矿石定价权上没有多少发言权 ，国际矿业巨头利用中国企业一盘散沙的局 

面将并非稀缺的铁矿石价格不断推高，中国进口的铁矿石价格也因此在近年 

内上涨了数倍。②铁矿石进 口只是冰山一角，中国现在每年还大量进 口铜、 

铬、锰、铝、铅、锌等多种工业原材料。 

石油笼统讲也属于工业资源，且属工业资源中最重要的一种。众所周知， 

① 参见吕政：前引文，第5—8页，2l页；冯昭奎：《“世界工厂”的变迁》，载 《世界经济与政 

治》2002年第7期，第22～27页；陆涌华：《对中国不当 “世界工厂”的质疑》，载 《中国改革报》 

2008年 lO月21日；冯昭奎： 《中国 “世界工厂”面临转型重要关头》，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9年 2月26日。 

② 参见周劲：《我国钢铁工业面临全面调整》，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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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1993年起成为原油纯进口国，原油进口量逐年攀升，2011年已成为全 

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原油进 口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 56％。虽说中国的 

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国内的煤炭资源相当丰富，但能源安全问题还是越来 

越令国人忧虑。与中国原油需求 日益高涨相伴随的是，国际油价却呈 日趋高 

涨的发展态势，这令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万分尴尬。一如中国学者江涌所言， 

昔 日的 “世界工厂”是建立在每桶几美元的廉价石油基础上的，而中国的 

“世界工厂”却不得不直面油价高企的长期重压。① 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又很 

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倍多，是日本、美国等发达 

国家的4倍多。 

一

方面是资源紧缺、原材料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却是国内众多制造业部 

门面临产能过剩、产品价格下跌问题的困扰。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 

世界市场需求普遍疲软，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更显突出。这一点在钢铁行业同 

样有表现。由于铁矿石资源短缺、钢材供大于求、炼钢变得无利可图，中国 

的钢铁企业生存艰难 ，不得不向 “非钢”领域转型，或者寻求海外出口渠道。 

中国第四大钢铁制造企业武汉钢铁 (集团)公司近期就出台了养猪种菜投资 

计划，以应对经营困难。②那些寻求海外市场的钢铁企业也面临异常艰难的形 

势。即将建成的美国旧金山 一奥克兰海湾大桥使用了大量中国钢铁，美国制 

造业联盟对出资建设该桥的加州政府严加抨击，还要求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 

在今后的大型基础设施项 目招标中封杀中国钢铁企业，以减少美国项 目使用 

中国钢铁。⑨产能过剩、供需脱节最严重的后果是相关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 

业。近年来制造业相对集中的沿海省份便不断传出中小企业倒闭潮的新闻。 

第二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属于劳动力绝对 

过剩的国家，丰富的劳动力供给是中国传统的低中端制造业最主要的比较优 

势。这种优势使中国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 

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获得优势。例如，2010年美国制造业产值仅略 

低于中国，但其雇佣的工人数仅为 1 000多万，而中国制造业工人数却高达 

① 江涌：《“世界工厂”面l临痛苦蜕变》，载 《世界知识》2010年第 l6期，第44页。 

② 参见何丽：《中国钢厂为何 “养猪”?》，载英国 《金融时报》 (中文网络版)2012年 3月 21 

日；萧然：《武钢养猪：走 自己的路》，载 《人民日报》2012年 3月26日。 

③ 法新社华盛顿2012年 3月26日电，转引自 《美国制造业联盟叫嚣 “封杀中国”》，载 《参考 

消息》2012年 3月28日。 

· 56· 



1亿。中国的制造业之所以能养活庞大的工人队伍，是因为工人的工资很低， 

工资成本在工业制成品的成本构成中所占比重低 (约 10％)，而且工人的工 

资基本上没有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步增长，从而使制造业的劳动力成 

本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上。劳动力成本低也使中国成为全球生产安全事故多 

发国家。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及低 

出生率导致的人 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正在迎来 “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无限 

供给的时代即将结束。近年来中国沿海地区已不断出现招工难和涨薪潮现象， 

一

些规模偏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因此被迫关停，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包括部 

分外资企业开始向人力资源成本比中国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迁移。 

第三是国外反倾销压力。廉价的出口工业品为中国赚取了大量贸易顺差， 

但贸易顺差在国际上极易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近 10多年来，中国 

一 直是全球遭遇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相关研究显示，从 199-5到2009年， 

世界范围内共发起3 865起反倾销立案调查 ，其中针对中国企业和商品的共 

746起，立案较多的国家 (或国家集团)分别是印度 (130起)、美国 (100 

起)、欧盟 (90起)、阿根廷 (81起)、土耳其 (56起)、巴西 (43起)、南 

非 (32起)、澳大利亚 (30起)等国，立案调查的产品包括贱金属及其制品 

(178起)、化工业及相关产品 (159起)、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 (94起)、纺 

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68起)、塑料和橡胶及其制品 (52起)等。① 不难看出， 

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有成 

为诉讼主体的趋势，这其中就包括非洲大陆工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南非。 

南非之外的非洲国家很少有类似的反倾销诉讼，但不少国家同样对中非贸易 

关系充满怨言，主要是中国一些在国际市场占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 

纺织业，往往也是工业水平较低的非洲国家的主导产业，中国同类产品大量 

涌入非洲市场，一方面对非洲本土产业构成冲击，另一方面挤占了非洲出口 

市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普遍 

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升温迹象，中国面临的反倾销压力进一步增大，贸易摩擦 

和纠纷进一步增多。 

第四是环境污染问题。低中端制造业不仅资源消耗多，通常也是高能耗、 

① 刘爱东、梁洁：《1995年 ～2009年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统计分析》，载 《中南大学学报 (社 

会科学版)》2010年 8月第 16卷第4期 ，第 7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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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污染产业，再加上中国长期处在低要素价格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 

保成本、低资金成本，导致中国在走向世界工厂的进程中，也迅速成为全球 

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中国为世界贡献了大量价廉物美的制成品，但中国的环 

境却遭到严重污染。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一些重点流域、海域水污染严重， 

部分区域和城市大气灰霾现象明显，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时有发生，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持续增加，土壤、地下水污染显现，一些地区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超过或接近极限。官方人士估算，2011年中国环境污染造 

成的损失 (财产性损失和健康损失)在2．35万亿至2．82万亿元人民币之间， 

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5％至6％。① 环境污染导致的恶性肿瘤、呼吸系统 

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近年来已成为夺去国人生命的主要疾病杀手，而且环境 

污染的影响决不限于当代人，后人也将深受其害。 

受制于上述困境与挑战，“中国制造”成本正不断上升，世界工厂称号之 

下的竞争优势正逐步丧失，国内业界已出现无力或无心搞实业的 “去工业化” 

倾向。这种形势逼迫中国必须转变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即从粗放型增长到集 

约型增长、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的经济发展的转变。事实上，中国政府 

早在 1987年就曾提出要将粗放经营逐步转变为集约经营；1995年 “九五”规 

划提出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05年 

“十一五”规划再次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明确了具体要求；2007年党 

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把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作为主线，并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主攻方向。然而，必须承认，由于种种原因，“十二五”之前的政策导向并未 

完全得到很好贯彻落实，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还引发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这些矛盾和问题对中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构成威胁，甚至对社 

会稳定构成威胁。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到了必须改弦更张的关键阶段。 

非洲：成为世界工厂的优势与劣势 

从已有的世界工厂发展轨迹看，一国要成为世界工厂，必须在生产要素 

① 梁嘉琳：《原环保总局副局长：去年中国环境污染损失超 2万亿》，载 《经济参考报》2012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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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两个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乃至绝对优势，比如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资 

本优势、技术或信息优势。如果把非洲视为一个整体，那么这个由50多个国 

家组成的大陆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方面拥有绝对优势。 

首先，素有 “世界原料仓库”之称的非洲几乎拥有工业化所需的各种原 

材料。非洲已探明石油储量约为 1 200亿桶，占世界总储量的近 10％和总产 

量的12％，属世界六大产油区之一，也是近年来全球石油储量和产量增长最 

快的地区，被誉为 “第二个海湾地区”。非洲已探明天然气储量约 15万亿立 

方米，占世界总储量的近 8％，是世界重要的天然气储产区。非洲的黄金、钻 

石、钴、铬、铂、银、锰、锗、钯、磷酸盐、铀和铜等十几种珍稀矿物的储 

量居世界第一位。更有地质学家提出，非洲的矿藏可能有 3／4尚未发现。非 

洲约22％的土地面积被森林覆盖，盛产红木、黑檀木、花梨木、乌木、胡桃 

木等多重名贵木材。非洲还是世界可可、咖啡、天然橡胶、油棕、剑麻、丁 

香、花生、棉花、烟叶等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地。非洲的渔业、畜牧业资源也 

相当丰富。① 英国之所以最早成为世界工厂，处于其殖民统治之下的非洲国家 

作为工业原料供应地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日本和中国在走向世界工厂的 

进程中同样大量借助了非洲的工业原料，只是它们获取原料的手段不再是英 

国式的武力和强权，而是国际贸易。宽泛地讲，当今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发 

达，全球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的演进与提升，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都离 

不开非洲丰富原料所做出的贡献。在全球已探明资源呈不断减少、资源价格 

日趋攀升的今天，非洲资源优势在生产要素中的重要性就更显突出。所以， 

就资源条件而言，非洲成为世界工厂的条件要优于中国。 

第二，非洲的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据非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非洲经济 

委员会等机构联合统计，2010年非洲人口已达 1O．32亿人，是全球人口数量 

仅次于亚洲的第二人 口大洲。而且非洲的人口构成特点使其具有转化为丰富 

劳动力资源的条件及潜力，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洲人口具有明显的 

年轻化特点。在全非总人 口中，0—14岁人口占40．3％，15～64岁人 口占 

56．3％，65岁以上人口仅占3．8％。二是非洲人口自然增长率高，属世界之 

① 英国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每年更新出版的 《撒哈拉以南非洲年鉴》(Afr／ea South ofthe Saha— 

m)自2002年起增补了 《非洲主要产品介绍》一节内容 ，对非洲主要农矿产品的储藏、生产、出口、 

价格走势等情况有比较系统、详尽的介绍和分析。该书最新版本为 2011年出版的第 4l版，相关数据 

截止年份从2008到 2010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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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2000—2005年非洲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2j 5％，2005～2010年为 2．4％。人 

口增长率高主要源于妇女生育率高。2010年数据显示，每个非洲妇女一生平 

均生育子女数为4．4个。① 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到 2050年非洲人口将再翻 

一 番，增至2O亿人。此外，随着非洲经济形势日趋好转，非洲国家教育投入 

不断增加，小学、中学、大学的入学率也呈同步增长态势。1998～2008年间， 

非洲年均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6％，2006～2010年间非洲年 

均小学毛入学率为 100．9％，净入学率为75．1％，中学毛入学率为 40．7％。 

许多国家还创建了形式多样的职业技术培训项 目，如 2006—2008年间埃塞俄 

比亚的 中高级职业技术培训项 目年均毛入学率高达 54．2％，卢旺达为 ‘ 

44．8％，马里为 39．6％。②教育水平的提升非常有助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而 

非洲国家城市化的快速扩张以及各国普遍偏高的失业率，又为低成本劳动力 

市场奠定了基础。非洲国家也不乏具有高端技术和各种深厚专业知识的高技 

术人才和专家，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宝贵的人才资源大多外流到了西方国 

家，如果母国环境改善，这些外流人才完全有可能回流。 

就资本和技术两项生产要素而言，非洲国家基本上不具比较优势，甚至 

可以说处于劣势。不过，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日趋频繁、国际分工日 

趋细化的格局下，后发国家在资本和技术方面的劣势通常可以借助其在资源 

或劳动力方面的优势，通过吸引外资的方式加以弥补。中国获得世界工厂称 

号正是走过了这样的路径。但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能受到外资青睐， 

固然与中国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有关，更离不开中 

国当时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一点是当下的非洲所无法比拟的。非洲国 

家独立数十年来一直是全球政局最动荡的地区。上世纪 90年代末以来，经过 

多党民主浪潮洗礼的非洲曾迎来一段政治经济平稳发展时期，但 2008年国际 

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平稳发展势头被阻滞，非洲重新进入局部动荡多发期。 

动荡形势使非洲投资风险增大，对外资的流人乃至正常的经济发展形成巨大 

制约。 

美国学者杰弗里 ·赫布斯特 (Jeffrey Herbst)前几年完成的一项有关非洲 

国家间经济差异的研究很能说明政局动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以2000年美 

① AtDB，OECD，UNDP and UNECA，枷 n Economic Outlook 2011，Paris：OECD Publishing， 

2011，pp．253，279． 

② Ibid．，PP．29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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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不变价格为基数，分析了2003年非洲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7个国家和人 

均国民收人最低的7个国家在 1970～2003年间的收入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 

明，2003年塞舌尔、毛里求斯、加蓬、赤道几内亚、博茨瓦纳、南非和纳米 

比亚7个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国家基本上属于政局相对稳定、未经历大的战 

乱的国家，而刚果 (金)、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几内亚比绍、马 

拉维和厄立特里亚人均收入最低的 7个国家则多为经历过战乱或仍在战乱中 

煎熬的国家。其中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 197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为 844美 

元和840美元，曾属非洲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7个国家行列；刚果 (金)在 

1990年以前也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但战乱最终把这 3个国家拖人低收人国家 

行列。①如果把非洲置于较长历史时段考察，应该说非洲的战乱总体上呈不断 

减少的态势，但也应看到，信息化时代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会使非洲局部动 

荡多发的态势呈较强扩散效应。 

非洲基础设施落后也是一大劣势，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陆上交 

通网络极度短缺。非洲国家现有的公路、铁路布局基本上是独立以前形成的， 

当时主要为了适应和满足前殖民宗主国输出原料、输人制成品的需要，未考 

虑殖民地国家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未顾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 

这种状况在非洲国家独立几十年后无明显变化，导致国与国之间的陆上交通 

极不畅通，一国沿海与内地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陆上交通极不畅通。二 

是电力供应普遍不足。非洲2／3的国家长期缺电，近10多年来伴随各国经济 

快速增长供电紧张问题更趋严峻，就连原本电力供应充足的南非也开始受电 

力短缺问题的困扰。世界银行曾对投资非洲的外国公司进行过一项调查，大 

多数公司认为，电力供应不足是在非洲从事商业活动的最大障碍之一。 

非洲面临的不利因素还包括劳动力人 口文盲率较高，制造业基础薄弱， 

工业配套能力差，经营管理人才缺乏等。不过，总的来看，非洲在自然资源 

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明显优势可以大大弥补其在资本、技术等方面存在的劣 

势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的劣势在不断弱化，尤其是各国轰轰烈烈的 

道路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突飞猛进的电信基础设施投入，正在使非洲的投资 

环境不断改善，流人非洲的外资也在不断增加。 

① See Jeffrey Herbst，“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in Africa”，in Terence McNamee ed．，D rentiating 

：Report ofthe 2006 Tswalu Dialogue，London：The RoyM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2006，pp．35—37． 

· 61· 



W亘垩韭 生箜 塑 

世界工厂：非洲改变单一经济结构的 

最佳选择及现实机遇 

如果说非洲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优势为其成为世界工厂创造 

了非常有利的条件，那么，非洲长期贫困落后的状况，非洲在世界经济体系 

中所处的边缘化位置，则对非洲成为世界工厂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 

导致非洲贫穷落后及边缘化的原因很多，从经济层面看，非洲国家普遍 

存在的单一经济结构是最致命的因素。它使非洲经济畸形发展——生产 自己 

不消费的东西，消费 自己不生产的东西，因而各国经济发展长期受制于人， 

被迫遭受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盘剥。也因此，非洲的资源优势非但未能 

转化为促进生产发展的要素，反而变成制约其发展的顽疾，或者说非洲陷入 

了 “比较优势陷阱”。① 环顾非洲大陆，除南非、埃及、突尼斯、摩洛哥、肯 

尼亚等少数国家的工业水平相对较高外，大多数非洲国家缺乏基本工业制成 

品制造能力，不少国家甚至缺乏加工初级产品的能力。正如 《非洲发展新伙 

伴计划》所称，非洲在融人世界经济的进程中贡献了大量廉价原材料和人力 

资源，但非洲却未从中获益，资源禀赋最富有的非洲至今仍是世界最贫穷的 

地区，并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进一步边缘化的状态。②似乎是非洲融人全球经 

济的程度越深，它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就越小，它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就 

越无足轻重，它对外界的依附或依赖程度就越深。 

对于单一经济结构的危害，非洲国家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并在过去数 

十年间进行过各种各样的经济多元化探索与实践，其中大多数国家视工业化 

为多元化的主要路径。国际社会也曾推出不计其数的方案和措施，力图帮助 

非洲解决这一问题。联合国甚至在 20多年前设立专门的 “非洲工业化 日”， 

① 国内外有关非洲单一经济结构问题的论著很多，我以前在参与谈世中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非洲经济调整与可持续发展”时也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系统分析。参见谈世中主编 ：《反 

思与发展：非洲经济调整与可持续性》(第五章：制约非洲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59～165页。关于非洲经济边缘化和受制于人的情况，参见钟伟云： 

《非洲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载 《西亚非洲》2002年第 3期，第 l6～2l页；李智彪 《对后结构调整 

时期非洲主流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批判性思考》，载 《西亚非洲》2011年第 8期，第 148～160页。 

② The New PartnershipforAfrica’ Development，Abuja，Nigeria，2001．See http：／／www．dfa．gov．za／ 

au．nepad．pdf．2010一O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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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动员国际社会致力于非洲的工业化。但所有的努力大多没有取得明显效果， 

非洲国家的产业结构至今没有质的变化，制造业产值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例普遍较低，全非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例更是微乎其微，大多数国家的外 

贸结构几乎与独立初期一样，仍主要依靠一两种或少数几种农矿初级产品， 

制成品出口的比重极低。①经济多元化实践最终没有成功的原因在于，单一经 

济结构虽不合理，但这种经济结构已成为众多非洲国家赖以为生的支柱，一 

旦对其进行大的变革，必然会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甚至破坏现有生 

产力。② 

非洲国家改造单一经济结构的努力流产的更深层原因在于：前文提到的 

非洲在 自然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是立足全洲而言的。 

但目前的非洲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并未成为一个实体，尽管一体化、合 

众国等口号和倡议已经喊了几十年。各国在民族、宗教、语言、文化、政策 

等方面的分歧，以及因这些分歧引发的各种冲突，使非洲作为一个整体的优 

势未能充分显现，更何况非洲有不少国家或者自然资源贫乏，或者人口规模 

过小，本身并不具备自然资源或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优势。 

面对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化时代，非洲国家越来越认识到工业化的 

重要性。2007年非盟工业部长会议通过的 《加快非洲工业发展的行动计划》 

强调指出，工业化是非洲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引擎。③2008年非盟第十届 

首脑会议的主题就是 “非洲工业发展”，会后发表 《非洲工业发展宣言》，宣 

称非洲国家将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学习，加快非洲工业发展步伐， 

使非洲早 日从初级产品生产型经济向工业增值型经济转变。④但对于非洲该采 

取什么样的工业化战略，或者说非洲该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非洲国家似 

① 根据非盟统计数据，非洲只有少数几国的制造业增加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 20％，大 

多数国家的占比小于 15％，部分国家低于5％。See African Union，Action Planfor the Accelerated lndustri— 

al Development ofAf,~a．AU Conference of Ministers of Industry，1 st Extraordinary Session，24—27 September 

2007。Midrand，Republic of South Africa．另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数据，20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的制造业增加值为540亿美元 ，仅占全球总额的0．7％ ；如果将南非排除在外 ，则以上两项数值 

分别为260亿美元和n 3％。See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op．cir．， 142． 

② 刘金源：《单一经济及其依附型后果》，载 《西亚非洲》2002年第4期，第32页；李继东著： 

《现代化的延误：对独立后 “非洲病”的初步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56页。 

③ African Union，Action Planfor the Accelerated Industrial 却merit ofAfrica． 

④ African Union，“Assembly／AU／Dec1．1(X)：AU Summit Declaration on Africa’S Industrial Devel— 

opment—Doc．EX．CL／379(xn)”．Decisions andDeclaratiow。Assembly ofthe African Union，Tenth 0rdi- 

nary Session，31 January一2 February 2008，Addis Ababa，Ethi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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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并未形成共识。本文的核心思路是：非洲单个国家难以实现真正的工业化， 

非洲的工业化之路必须立足全洲思考。因为单一经济结构就某个国家而言是 

不利因素，但如果将众多各具特色的单一经济进行综合规划，那么不利因素 

完全有可能演化成明显的区位优势，非洲国家可以不用再为经济多元化绞尽 

脑汁，反而可依据各 自的区位特点和优势，把单一经济向更加专业化、精深 

化的方向发展。 

当今，国际产业结构持续调整和国际分工 日益深化的趋势也为非洲成为 

新的世界工厂提供了机遇。目前，不仅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出于效率和成本 

考虑，把一些劳动密集和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拥有丰富资源和廉价劳 

动力的国家，而且不少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开始了类似的产业转移。世界银行 

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 

洲国家正在逐步丧失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向劳动力成本更 

低的一些国家转移某些轻工制造业，这种趋势在未来几年将进一步加剧，这 

就为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更低的非洲国家带来了机会，非洲国家可利 

用这一机会发展各种轻工制造业 ，吸引私人投资，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从而 

实现经济增长与转型，摆脱长期以来过度依赖农业的经济格局。① 

经济全球化还导致国与国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联度空前加强。 

九一一事件的爆发更使国际社会普遍感觉到，如果不帮助非洲摆脱贫困落后 

状态，非洲有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孳生的温床。因此，非洲建设世界工厂的设 

想有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整体规划：非洲世界工厂战略成功的关键 

一 边是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一边是分散割据的单一经济现状 ，这 

种情况决定了非洲要成为世界工厂必须进行整体规划，即有一个全非性的组 

织来整合全非的资源，规划全非的产业布局。那么，非洲具不具备进行整体 

规划的条件呢?客观地说，非洲目前的一体化水平还没有成熟到就某一发展 

战略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的程度，非洲合众国还处于筹划阶段，经济融合程 

① Hinh Dinh，Vincent Palmade，Vandana Chandra and Frances Cossar，Light Manufacturing in 一 

Ca：TargetedPoliciestoEnhancePrivateInvestment andCreate Jobs，WashingtonDC：TheWorldBank，2012， 

p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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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远低于欧盟已经达到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经过数十年一体化的 

努力，非洲已成为一个具有较强政治凝聚力的大陆，非盟成员国在许多重大 

问题上大体能达成共识。在某些领域，如 15个非洲法郎区国家在货币领域的 

合作，更是开创了不同国家使用统一货币的先河。① 目前，除了非盟这一全洲 

性的政治、经济、军事一体化组织外，非洲各次区域均已成立相应的地区一 

体化组织，如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东非共同体、南 

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等。所有这些一体化组织的政 

治权威得到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为非洲国家整体规划世界工厂 

战略奠定了组织基础，而且非洲国家也有过依托一体化组织制订全洲战略规 

划的经历，如 《拉各斯行动计划》、《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 《非洲发展新 

伙伴计划》等。 

鉴于非洲农、林、牧、渔、矿各种资源应有尽有，具有发展多元化制造 

业的优越资源条件，非洲的世界工厂 目标定位可以是多元综合型的制造业。 

比如，可可和花生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建立巧克力和食用油生产基地，棉花 

和烟草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建立纺织品、卷烟生产基地， 森林资源丰富的国 

家可以建立木材和家俱生产基地，畜牧业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建立肉制品和 

皮革生产基地，渔业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建立水产品生产基地，油气资源丰 

富的国家可以建立石化生产基地，黄金和钻石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建立珠宝 

首饰生产基地，等等。 

非洲的资源分布还具有地域集中化特点，即某种资源相对密集地分布在 

同一区域或某些相邻国家，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资源优势。如可可豆主要产 

于科特迪瓦、加纳、尼 日利亚、多哥、喀麦隆等中西非国家；生咖啡豆主要 

产于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肯尼亚等东非国家和科特迪瓦、喀麦 

隆等中西非国家；棕榈仁和棕榈油主要产于尼 日利亚、科特迪瓦、几内亚、 

加纳、喀麦隆、刚果 (金)等中西非国家；石油集中分布在阿尔及利亚、利 

比亚、埃及几个北非地中海沿岸国家和尼 日利亚、赤道几内亚、加蓬、乍得、 

刚果 (布)、安哥拉等几内亚湾沿岸国家以及南苏丹、苏丹等东非大裂谷一 

带；钻石矿集中分布在博茨瓦纳、刚果 (金)、南非、纳米比亚和安哥拉等中 

① 参见李智彪 ：《非洲区域合作的特点与问题》，载张蕴岭主编：《世界区域化的发展与模式》，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274页；李智彪： 《非盟影响力与中国 一非盟关系分析》，载 

《西亚非洲》2010年第3期，第 1I～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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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非洲国家；金矿集中分布在南非，加纳、马里、几内亚等西非国家的储 

量也较丰富；铜矿和钴矿集中分布在刚果 (金)、赞比亚、南非等中南部非洲 

国家；铝土矿集中分布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加纳等西非国家；铁矿集中分 

布在南非、津巴布韦等南部非洲国家和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等西非国家； 

铀矿集中分布在南部非洲的纳米比亚、南非和马拉维及西非的尼 日尔。①这样 

的资源分布特点一方面有利于具有相同资源禀赋的地区或国家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将某一产业做大、做强、做精，另一方面也要求涉足同一产业的相关 

国家必须统筹规划、精细分工、密切合作 ，避免对资源的争夺和浪费，同时 

更要求全洲性的一体化组织做好不同区域之间、不同产业群之间的沟通、协 

调与配合，促进各区域之间市场的开发和技术的交流，最终实现不同产业群 

之间的互补与合作。 

考虑到非洲大多数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发展水平低，建设世界工厂 

应特别重视发挥不同区域工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的作用，如南部非洲 

地区的南非和津巴布韦，北非地区的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东非地区的肯 

尼亚，西非地区的尼 日利亚。这些国家在独立以后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已积累 

了一定的工业发展经验，有能力在建设世界工厂进程中担当起领袖角色。尤 

其是非洲经济大国南非，不仅矿产资源丰富，还拥有门类较多的制造业部门， 

如采矿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食品工业、纺织服装工业、汽车工业等， 

某些产业还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如中国目前的矿业勘探与开采深度仅 500米， 

南非的矿业勘探与开采深度已达到2 000米。南非还拥有先进的煤炭提炼石油 

技术。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非洲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现状，世界工厂启动初期， 

可重点发展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因为大多数非洲国家具有这 

方面的优势，一些国家已在此类产业链中具备一定的生产经验。这类产业所 

需资本投入少、技术水平低，又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很适合非洲国家国情， 

尤其有助于非洲国家解决高失业率问题，也与 目前大多数国家实施的减贫战 

略目标相吻合。这样的工业化路径还是实现资本积累的最有效途径。 

非洲的世界工厂战略还应重视工业与农业的同步发展。因为农业是大多 

① See[ain Frame ed．，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2012，London：Routledge，2011，PP．1 525— 

1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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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非洲国家的支柱产业，农业部门是吸纳劳动力人 口的主要部门，农业部门 

还是众多工业原材料的源头。非洲国家独立以后曾纷纷实施工业优先发展战 

略，忽视农业和服务业的配套发展，其结果是农业部门长期停滞，工业发展 

也起不到反哺农业的作用。中国在上世纪 80年代以前，相对于农业和第三产 

业，更为重视工业，结果造成粮食不足和短缺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始于农村 

和农业，最终促使农业和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有力支撑了中国工业 

的发展。生产技术落后是非洲农业生产落后的关键因素之一，作为世界工厂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把农业机械化产业作为一个重要的制造业环节加以 

发展，用工业技术装备农业，使工业化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动力。农业 

发展了，必将为工业发展提供更充足的原料、更多的劳动力资源、更大的工 

业产品市场。还应注意到，随着科技的进步，工业与农业的界限正变得越来 

越模糊，食品加工工业是典型的工农结合型产业，生物燃料产业的发展则是 

新型的工农业融合的范例。 

非洲国家还可借助信息产业飞速发展、信息技术成本不断降低的后发优 

势，以更快的速度、更短的时间、更高的质量完成工业化使命，缩短世界工 

厂建设进程。从国际上看，英国实现工业化用了近 200年，日本用了 100多 

年 ，韩国只用了30多年，就是因为韩国充分利用了世界产业结构调整机遇和 

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速度明显快于英、日等国，很大程度 

上也是得益于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过去十几年间，非洲迎来了规模空前的 

通讯革命。上世纪末 ，即使在非洲的重要商业中心，拨打和接听电话还相当 

困难 ，如今手机已成为千千万万非洲民众不可或缺的生活工具。一些非洲国 

家，如肯尼亚甚至借助于手机的普及 ，开发出领先世界的手机银行业，它不 

仅弥补了非洲银行网点少的缺陷，而且比传统银行更方便快捷。这说明信息 

技术的恰当使用，可以成为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巨大推力。 

由于非洲矿产资源丰富，采掘业是不少非洲国家的支柱产业，但非洲的 

采掘业多掌控在西方跨国公司手中，产品以满足西方国家的资源需求为主， 

属典型的外需型产业，在非洲本土实现的附加值较低，与其他产业部门的联 

系不密切，对非洲经济的整体拉动作用不高。另一方面，采掘业是吸纳外国 

资本和技术最多的部门，短期内非洲的发展也离不开外资。所以，如何对这 

一 产业进行改造，使它由外需型向内需型转变，在非洲世界工厂建设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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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积极作用，并继续扮演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排头兵作用，也是世界工 

厂整体规划必须加以考虑的。 

最后，就非洲现有技术和资金条件而言，建设世界工厂必将加剧环境污 

染，因而可能遭遇强大的环保压力和国际气候谈判压力。对此非洲国家更需 

团结应对，并坚持两个原则。一是经济发展优先原则。非洲不能屈从于环保 

压力而放弃发展、牺牲发展。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安东尼 ·吉 

登斯所言，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而言，发展是第一要务，它们拥有发 

展的权利，拥有变得富裕的权利，必须获得发展的机会，哪怕这一发展过程 

在短时间内造成了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是解决其气候 

变暖问题的基础，没有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使其气候问题最终得到解决。④ 

二是通过经济发展来提高环保能力原则。今日非洲同样面临多种多样的环境 

问题，如森林减少，草原退化，荒漠化扩大，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等。这 

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落后、民众生计艰难导致的。工业化是加速经 

济发展、提高环保能力的重要手段，特别是世界工厂可吸纳大量农村劳动人 

口，缓解农村环境破坏问题。当然，非洲也应尽可能选择资源消耗低、环境 

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能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项目。 

取长补短：中非在世界工厂角色转换进程中的合作 

现实困境决定中国不能再继续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非洲的优越条件决 

定它可以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中国和非洲的角色转换也符合动态比 

较优势理论的相关学说，即一国的比较优势不是固定不变的，会随着生产要 

素供求状况而发生变化，旧的比较优势会逐渐丧失，新的比较优势将不断产 

生；当旧的比较优势无法在新的竞争环境下体现时，一国会放弃一些生产部 

门，而把资本集中到更具优势、经济利益更高的产业中去，或者把不再具比 

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向外转移，在此类产业仍具有明显或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 

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目前正处于这样的产业调整升级阶段，即从劳动密 

① [英国]安东尼 ·吉登斯著；曹荣湘译：《气候变化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 

版，第 l0、73、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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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产业方向发展。①伴随产 

业结构的调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到海外投资。中国正在 

从过去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大国向海外直接投资大国转变，自然资源和廉价 

劳动力丰富的非洲大陆 日渐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 目的地。加上非洲 

国家普遍实行各种吸引外资进入的优惠政策，中国政府则推出 “走出去”战 

略举措，这两股力量引导和推动着中国企业大规模、大范围地进人非洲，从 

事各种各样的投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进入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已有 

2 000余家。 

对于大多数处于工业化进程初期的非洲国家来说，中国众多正在转型升 

级中的劳动密集型低中端制造业非常适合它们。因为就目前的全球分工体系 

而言，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发达国家主要致力于发展高端制造业、高附加值 

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 ，中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则主要在传统的低中端制 

造业领域占据优势。高端制造业资金需求大、技术门槛高，可能还不一定是 

非洲急需发展的产业，且掌握高端制造业技术的西方跨国公司也不一定愿意 

转让其技术。低中端制造业通常资金需求少、技术门槛低，无论对转移方来 

说，还是对引进方来说，转移相对容易实现、容易成功。中国企业近年来在 

非洲制造业领域的投资活动也以低中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为彼此在 

世界工厂角色转换进程中的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非洲建设世界工厂面临的最大瓶颈是资金短缺、融资能力差，中国在这 

方面也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因为中国现在不仅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而且 

有市值数一数二的资本市场，中国众多金融机构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已步人全球最大金融机构行列。近年来，中 

国已经为不少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提供了大笔援助或优惠贷款， 

2007年成立的中非发展基金以及 2009年推出的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 

更是为中非在投资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多种融资选项。 

非洲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不仅会推动非洲走上真正的脱贫之路、 

富裕之路、强盛之路，还将有助于中国解决 目前中非经贸关系发展进程中日 

①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整体上还没有 “夕阳产业”，即使是某些传统的工业部门仍有 

很大发展空间，现在谈论将 “夕阳产业”向其他国家大规模转移还为时过早；国内某些地区失去扩张 

空间的一般加工制造业可能是另一些地区急需的产业。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20l1 

中国工业发展报告——中国工业的转型升级》，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 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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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突出的几大问题：一是中国同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商品贸易所存在贸易顺差 

问题；二是中国在非洲资源开发领域的投资所遭遇各种非议；三是中国出口 

的一些低端制成品对部分非洲国家本土制造业 (主要是纺织服装业)造成冲 

击。当然 ，世界工厂在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转换，也必然会引发许多新的问题， 

需要中非双方认真应对。 

比如，世界工厂转移后中国可能会面临国内就业岗位减少问题。中国目 

前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是事实，但这种上升是基于过去数十年间过于低廉 

的劳动力成本而言的，并不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真正短缺。相反，作为世界 

人口大国也是劳动力资源大国，中国劳动力总体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还将维 

持相当长时间，因为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还将有大量农村劳动人 口流入 

城市，加入非农产业队伍。另一方面，三大产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会导 

致企业对劳动力资源需求的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移必将进一步加剧本 

已严峻的就业形势。就业是民生之本，如何安置劳动者就业将成为中国产业 

结构升级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一项繁重任务。出路何在?大力发展现代化的服 

务业可能是最有效的途径。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1 000至 

3 000美元阶段，服务业将迎来加速发展的阶段。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 

超过3 000美元，但服务业的发展却相当滞后，目前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 

重、服务业劳动就业率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服 

务业发展滞后，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 

益的提高，制约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制约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形 

势的发展要求中国必须在 “制造业大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成为 “服务业大 

国”，实现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结构转换。④ 

又比如，在建设世界工厂进程中乃至世界工厂建成后非洲可能面临如何 

拓展市场的巨大挑战。长期以来，非洲在国际分工中的主要角色是初级产品 

供应者，其对外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很低 ，对国际贸易规则毫无话语 

权，只能被动接受各种不合理的制度和秩序。世界工厂意味着非洲的脱胎换 

骨，非洲将从此告别 “生产自己不消费的东西、消费自己不生产的东西”的 

时代，并面向全球提供 “非洲制造”。如何打造受世人喜爱的 “非洲制造”， 

① 柯隆：《中国由 “世界。r厂”变为 “世界市场”》，载 [日本] 《经济学人》2009年 8月 l8 

日，转引自 《参考消息》2009年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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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需要非洲国家政府和企业转变观念，更需要它们能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 

实施计划。笔者认为，非洲同样需要重视本土市场和海外市场，且应优先发 

展本土市场。因为非洲虽然贫穷落后，但这个 l0多亿人口组成的大陆是一个 

极具潜力的大市场。世界工厂战略的实施还将进一步催生非洲国家的消费需 

求。“非洲制造”在非洲本土的普及，不仅会极大地促进非洲地区之间、国家 

之间的贸易，还可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应有的广告效应。此外，随着众多类 

似中国的工业化国家、新兴国家完成工业化进程，它们对非洲各种资源密集 

型、劳动密集型产品必将产生较大的需求，特别是作为世界进 口大国、消费 

大国的中国在将世界工厂外移后对此类产品的需求可能更大，必将为 “非洲 

制造”提供非常广阔的市场。 

结 语 

建设世界工厂对非洲来说是一个伟大的目标、一项艰巨的任务，绝非一 

朝一夕能够成功。但只要非洲国家有强烈的政治意愿，能够齐心协力为实现 

这一 目标和任务而努力，世界工厂并非遥不可及，完全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 

变成现实。国际社会有责任也有条件帮助非洲，但非洲国家和人民绝不能有 

坐等外来援助的想法，只有真正秉持 自力更生、自主发展原则，才能赢得更 

多外援。正如一位非洲银行家曾经说过的那样，“只有非洲人 自己能够在非洲 

创造某些成就，世界其他地区才会关注非洲。”① 

世界工厂战略是最能包容非洲共性与差异性的一种发展战略选项，它将 

彻底改变非洲的依附状态，使非洲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它将大大加深非洲 

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这种依赖反过来又将大大降低它们之间 

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几率。② 因此，世界工厂对非洲而言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 

具有政治意义，国际社会应鼎力支持。 

① L Cockroft and R．Riddell，“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n I．Husain and J．Underwood eds．，4 - 

can External Finance in the 1990s，Washington，DC：World Bank，1991，P．142． 

② K．Barbieri，“Economic Interdependence：A Path to Peace or Sour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s?”，Jour- 

nal ofPeaceResearch，1996，Vo1．33，No．1，PP．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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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Africa and the World Factory 

Abstract： No matter 

Zhibiao 

whether China has truly 

not，China cannot sustain this role anymore because 

emerged as a world factory or 

of many domestic problems like 

resources shortage，rising labor cost and overloading of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 

ty．Therefore，it seem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move its world factory role overseas if 

it want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M rica is 

the ideal destination to replace China as a new world factory with its rich natural re— 

sources．The new world factory strategy could be an effective way for Africa to radi— 

cally transform its single——product economic structure and get out of poverty and 

backwardness，and this strategy needs overall planning at both continental and re— 

gional level，through which Africa can turn its disadvantage of economic singleness 

into advantage of specialization，thereby forming a complete industrial system．A wi— 

der cooperation space will be opened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once Africa initiates 

the process of tbe llCW world factory building，which will also be helpful for China to 

solve the various problems existed in China——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Key W ords：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China—Africa Cooperation； 

lndustrial Transfer；World Factory ：Made i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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