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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非洲经济展望

中文概要

• 非洲各国经济在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中的处境相对较好，并于 2010 年开始反弹。 预计非洲大陆将在经济复
苏道路上继续前进，尽管 2011 年扩张势头也面临一些严重障碍，尤其是北非政治事件、以及燃料粮食价
格居高不下。利比亚和科特迪瓦的困境再次显示：不能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治过渡，就会造成百姓苦难、经
济停顿。

• 今年的非洲经济展望对整个非洲大陆、非洲各地区、各国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的表现进行了审视，并对其
2011 和 2012 年经济发展做出了预计。本期展望的专题章节探讨了非洲与新兴经济伙伴的关系，揭示了这
些关系对非洲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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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业绩与前景

非洲各国经济因世界经济衰退出现下挫后已经开始反弹。2010 年非洲平均经济增长率从 2009 年的 3.1%
提高到 4.9%。北非洲发生的政治事件可能使非洲大陆 2011 年的增长率降至 3.7%。但围绕这个预测还有极大
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及非洲形势，尤其是日本地震、核危机影响，利比亚、科特迪瓦局势的发展前景及对
邻国将产生的影响等，都是风险因素。假设这些国家经济都回归正常，2012 年非洲的平均增长率可望提高到
5.8%。

2011 年增长率将低于去年的唯一非洲地区是北非地区（从 2010 年 4.6%下跌至不足 1%）。假如经济生活恢
复正常，该地区经济增长率可望于 2012 年再次反弹。在此预测期内，东非地区可能在高于 6%的增长道路上
继续前进；而西非地区因科特迪瓦事件，增长率可能降至 6%以下。预计南部非洲及中部非洲经济增长可能加
速，但增长率仍低于东非和西非。

预计将逐渐紧缩货币政策，以应对粮食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关注。但和多数其它国家一样，基础通胀
压力仍将较低，无需实行严厉的紧缩措施。政策更应注重核心通胀和通胀预期，而不是媒体聚焦的一时性通
胀增加。

预计非洲 2011 年平均财政赤字将增加至近 4%GDP，但 2011 年将重新下降至略高于 3%。但平均数并不能
反映各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如果捐助国面临财政困难官方发展援助不能达到预期，而且非洲国家政府实行粮
食燃料补贴以减少高价对家庭的影响，财政赤字可能大幅增加。此外非洲大陆许多国家今年将举行大选，现
任政府为赢得选民的政治支持也可能增加开支，这种“选举周期政治”也会对财政巩固产生影响。

2009 年商品价格下跌出口量减少使外贸收支平衡恶化，之后随着商品价格及出口量恢复，外贸情况得到了
改善。但经常账户收支状况一般仍未回到全球危机前水平，某些石油进口国的逆差还在扩大。

非洲目前的经济复苏可能会使周期性失业成分下降，但许多国家的结构性失业仍居高不下。北非洲因政局
动荡经济活动受损，2011 年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失业。年轻人失业长期以来是北非洲（也是许多其他非洲国家）
的主要问题，并促使导致了使突尼斯、埃及政府倒台的政治动荡。劳动市场不够灵活，无法消化日益增加的
青年劳动力供应。由于非洲人口迅速增加，许多国家将继续面临劳动市场的人口压力。但预测北非及南部非
洲的青年人口将大体维持目前水平，劳动市场人口压力将会缓解。

解决总体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就业问题，需要全面的方针政策。对劳动市场的供需双方都需要加以改
善。要加大力度提高劳动力供应质量，与雇佣者所需技能更相匹配。大学毕业生也是如此，如果所学技能不
符合就业需要也容易面临失业。与此同时也要进一步疏通劳动市场需求渠道，要改善经济增长的总体环境，
特别是促进私营部门经济活动，包括创建新企业。

非洲决策者必须对若干国际国内风险有所意识。必须维护经济及社会稳定，或在其受到破坏时能迅速加以
恢复。政策方面的要求是，遵循谨慎的宏观政策，同时采取适当措施应对商品价格的上升。资源丰富的国家
可将部分获利纳入主权财富基金，以应付价格再次下跌或资源耗竭等情况。鉴于目前粮价高涨，拥有必要财
力的政府可考虑采取有针对性的补贴措施保护弱势群体免受饥饿，但不应提供昂贵的全民公共粮食燃料补贴。
此外还应进一步改善农民的大环境，使其有能力随着农业价格上升增加投资、提高生产率。

2011 年第一季度是非洲历史上 动荡的时期之一。突尼斯、埃及民众和平起义推翻了长期以来的专制政
权。邻国利比亚陷入内战，国际社会采取了武力干预。利比亚的未来发展及对邻国的影响难以预料。

2011 年也将是非洲创纪录的选举年，在 20 个国家里将举行 28 个全国普选。令人瞩目的一个选举事件是为
南部苏丹从北部苏丹独立一月举行的和平公投。独立将从 2011 年 7 月起生效。

2010 年有 13 个非洲国家举行了基本和平的选举。几内亚总统大选结束了 2008 年军事政变产生的体制危
机，肯尼亚的和平宪法公投也是 2008 年选举后发生暴力以来的重要里程碑。十一月科特迪瓦有争议的总统选
举导致危机及大规模暴力，是非洲政治形势的暗点。

非洲与新兴经济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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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非洲经济展望的专题章节研究了非洲新兴经济伙伴的崛起。分析了非洲决策者有哪些政策选项可
从迅速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获取 大利益。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中，新兴经济国家从较边缘的角色一举
变成了羽翼丰盛的伙伴。在此十年中非洲与新兴经济伙伴的贸易量名义价值翻了一番，现已占非洲贸易总量
的 37%。中国是非洲 大的新兴经济伙伴，贸易量已超过美国。而其它新兴经济伙伴与非洲的贸易总量又超
过了中国。中国在非洲与新兴经济伙伴的贸易总量中占三分之一。

欧盟与美国仍是非洲各国外国直接投资的 大来源。在官方发展援助方面传统伙伴仍占主导地位，尽管新
兴经济伙伴的份额也在很快增加。但这些反映的都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新兴经济伙伴向非洲提供的一系列替
代性融资模式是不能以外国直接投资和官方发展援助来定义的。它们往往采取更综合总体的方式，促进其出
口、扶持直接投资、提供发展援助。

非洲与新兴经济伙伴的经济关系往往和传统伙伴是互补关系。由于其多样性，新兴经济伙伴能向非洲提供
交流货物、技术及发展模式的新机遇。它们向非洲的新生中产阶级提供购买得起的大众消费品，提供适合发
展中国家生产条件的生产物品。这些物品能帮助非洲企业提高生产率，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新兴经济伙伴的合作活动也同样和传统伙伴有典型的互补性。传统伙伴的援助多数通过官方发展援助渠
道，集中在减贫、医疗卫生、教育、治理等方面。而新兴经济伙伴，不仅是中国，更注重于消除基础设施方
面的瓶颈。

非洲的制成品出口在过去十年大体上翻了一番，主要受新兴经济伙伴的需求驱动。非洲与新兴经济伙伴增
强合作正在使非洲增加举债，这种担忧现在并无证据支持。但重新背债的风险依然存在，尤其是经济 弱的
非洲国家。同样现有综合治理指标也未显示腐败加剧的迹象。非洲各国政策自主性受影响的程度按不同国家
类别而异：资源丰富国家一般比其它国家有了更大政策自主空间。

但这些总体良性趋势并不能保证实现经济多样化，因此应该发挥政策的作用。非洲各国与新兴经济伙伴的
关系，应建立在内生的国家发展战略框架，尤其是长期工农业政策的基础上。在吸纳能力较低的地方，进行
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时需要配备充分适当的维护费用预算并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相吻合。

多数非洲国家仍需提高对传统及新兴经济伙伴的谈判地位，以确保互助关系确实是互利性质、非洲国家能
获得其利益份额。政策选项包括：利用商品价格上扬杠杆谈判基础设施的提供以促进多样化、工业化及经济
发展，要求传统伙伴信守援助承诺等。

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势在必行，以防止非洲各国陷入相互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及援助的“激励措施战”。更好
地协调才能有更大的谈判力量。而且区域性、大规模的项目，尤其是利用主权财富基金的项目，从融资角度
更容易赢得新兴经济伙伴的重视。

在促进区域一体化方面，非洲各国可利用不同伙伴之间的互补性：传统伙伴有支持区域经济共同体秘书处
的机制，新兴经济伙伴则可为建设跨境基础设施提供额外助力。由此能增进区内贸易，进而促进经济一体化
良性循环，使区域内各方更加志同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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