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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不断充实和完善中国对非洲的经贸政策。199

1年中国实行的市场多元化战略促使中国对非洲市场的开拓进入崭新的阶段，1997年中国实行的“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战

略、2000年实行的“走出去”战略以及2002年提出的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等都对这一时期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的发展

起到推动作用。这期间，中国进一步加强同非洲的经贸合作关系，鼓励中国与非洲双方企业间的合作，特别是鼓励有一定

实力的中国企业到非洲开展不同规模、不同领域、形式多样的互利合作，拓宽贸易渠道，增加从非洲的进口，促进了中国

与非洲的贸易、投资及其他经济合作项目的迅速发展。同时，2000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以及2003年在埃塞

俄比亚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又进一步推动了中非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一、中国与非洲商品贸易现状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往来发展迅速，到1995年中国与非洲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就达到53个，几

乎遍及每个非洲国家。截止到2002年底，中国已经与21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双边鼓励和保障投资协定，与22个非洲国家签订

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90年代初以来，中国与非洲的商品贸易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若分析中国对非洲进出口贸易的

整体状况，可以看出中非贸易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快速增长，除1991年有所下降之外，其余各年均有所递增（见图1）。1990年中国

对非洲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6.65亿美元，到2003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已达到185.45亿美元，是1990年的11.14倍。其

中，中国对非洲的出口贸易额逐年递增，到2003年已达到101.84亿美元，比1990年增长了7.85倍，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

势。90年代以来中国从非洲进口额的增长有所反复，但整体上来说上升的幅度很大，到2003年进口额为83.61亿美元，比19

90年增长了22.75倍（见表1）。 

    

    图1 1990年以来的中国对非洲贸易发展状况 

    

    

    

    

    表1 90年代以来中国对非洲的贸易状况 

    单位：万美元 

    年份 进出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贸易差额 

    1990 166,451 129,691 36,760 92,931

    1991 142,556 99,999 42,557 57,442

    1992 205,054 139,079 65,975 73,104

    1993 253,071 152,744 100,327 52,417

    1994 264,263 174,865 89,398 85,467

    1995 392,113 249,369 142,744 106,625

    1996 403,081 256,633 146,448 110,185

    1997 567,300 320,920 246,380 74,540

    1998 553,228 405,571 147,657 257,914



    1999 648,364 410,850 237,514 173,336

    2000 1,059,781 504,271 555,510 -51,239

    2001 1,079,954 600,658 479,296 121,362

    2002 1,238,910 696,167 542,743 153,424

    2003 1,854,543 1,018,412 836,131 182,281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各年。 

    

    第二，中国对非洲长期以来的贸易顺差地位并未改变，除2000年外，每年均有贸易顺差。其中1993年的贸易顺差最

低，为5.2亿美元，1998年的贸易顺差最高，达到25.8亿美元。2000年中国对非洲出现贸易逆差，这是自1964年以来，中国

对非洲贸易中首次出现逆差，但之后中国对非洲又恢复了贸易顺差，2001年中国对非洲贸易顺差为12.1亿美元，2003年的

贸易顺差为18.2亿美元（见表1）。 

    第三，中国对非洲出口的商品结构有所改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对非洲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中国从非洲进口

的商品结构变动不大，仍然是以燃料和初级农矿产品为主。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非洲出口的最主要商品类别为机电产品和纺织品服装，其次是轻工产品及日用消费品等。199

5年，中国的机电产品对非洲出口额占中国对非洲出口总额的34.5%，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占16.7%。2002年，中国机电产品

对非洲出口额达到26.8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21.2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4.7亿美元，增长42.96%，这两项附加值较高

的产品占中国对非洲出口的达45.2%；纺织品和服装、鞋类产品、箱包及塑料制品等对非洲的出口额为24.5亿美元，占对非

出口总额的35%。 

    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商品大类为石油和农、林、矿初级产品等。1995年，中国从非洲国家进口的石油占进口总额的1

8.4%、矿产品占15.6%、棉花占10.2%、原木占6.3%、化肥占2.7%，其他进口产品还有可可、咖啡等。2002年中国从非洲进

口额超过1亿美元的商品共有7项，分别是：原油28.9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11.4%；原木4.2亿美元，增长12%；铁矿砂及

其精矿2.41亿美元，增长2.3%；钻石1.9亿美元，增长82.5%；钢材1.31亿美元，增长98%；机电产品1.08亿美元，下降

5.5%；液化石油气及其他烃类1.06亿美元，增长36%，这七类产品的进口总额为41亿美元，占中国对非洲进口总额的7

5.6%。 

    第四，中国对非洲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由单一国家扩展到二十多个国家，日趋多样化。 

    1990年中国对非洲贸易额超过1亿美元的国家仅有苏丹一个，到2002年这一数字已增至21个，中国与这21个非洲国家的

贸易额占中国对非洲贸易总额的92%。同时中国与非洲进、出口贸易伙伴国也分别增多，1990年中国对非洲进、出口额超过

1亿美元的国家为空白，到2002年中国对非洲出口额超过1亿美元的国家达到14个，占中国对非洲出口总额的85.1%，进口额

超过1亿美元的国家也有10个，占中国从非洲进口总额的90.2%（见表2）。 

    

    表2 90年代以来中国对非洲贸易额超过1亿美元的国家 

    

    年份 贸易额超过1亿美元的国家 占对非贸易额比重 出口额超过1亿美元的国家 占对非出口额比重 进口额超过1亿美

元的国家 占对非进口额比重 

    1990 苏丹 11.9  

    1994 南非 埃及 摩洛哥  

    多哥 55 南非 埃及 多哥 39.9 南非 60.3 

    1998 南非 埃及 尼日利亚 苏丹 摩洛哥 安哥拉 科特迪瓦 加蓬 贝宁 津巴布韦 突尼斯 加纳 肯尼亚  

    阿尔及利亚 80.4 南非 埃及 尼日利亚 苏丹 摩洛哥 贝宁 科特迪瓦 肯尼亚 阿尔及利亚 加纳 津巴布韦 

    75.7 南非 安哥拉加蓬  

    67.2

    2002 南非 苏丹 尼日利亚  

    安哥拉 埃及 摩洛哥 贝宁 阿尔及利亚 赤道几内亚 刚果(布) 加蓬 科特迪瓦 加纳 利比亚 多哥 喀麦隆 津巴布韦 

肯尼亚 坦桑尼亚 埃塞俄比亚 92.0 南非 尼日利亚 埃及 摩洛哥 贝宁 苏丹 阿尔及利亚 科特迪瓦 加纳 肯尼亚 突尼斯 

多哥 坦桑尼亚 利比亚 85.1 南非 苏丹 安哥拉 赤道几内亚 刚果（布） 加蓬 津巴布韦 摩洛哥 尼日利亚 喀麦隆 90.2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各年。 

    

    二、中国与非洲商品贸易的现存问题 

    近10多年来，中国与非洲的双边贸易虽然保持增长的势头，但同时也存在制约中非贸易深入发展的诸多因素，其中有

宏观层面的因素，也有微观层面的因素；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  

    1．中国对非洲长期保持贸易顺差 

    造成中国对非洲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对非洲出口的商品特别是日用品物美价廉，深受非洲人民的喜欢，而且中

国对非洲出口的商品结构也日趋多元化，有助于分散出口风险。而非洲对中国出口的多为初级产品，如原油、原木、矿产

品、咖啡、茶叶、可可、棉花、烟叶等，这些产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很大，出口状况不稳定，无法长久保持价格

竞争优势。长远来看，“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无休止地积累贸易顺差而不引起整个体系的失衡。” 



长期的贸易顺差不利于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也不符合平等互利的原则。目前中国对非洲贸易的不平衡已经在某种程度

上造成了中非双边贸易中的摩擦，制约了中非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2．中国对非洲的出口商品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调整 

    尽管近年来中国对非洲的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在中国对非洲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的比重逐年增加，成为对非洲出

口的第一大类产品。但是中国机电产品对非洲的出口结构仍不合理，对非洲出口的机电产品结构相对单一，仍以劳动、材

料密集型的附加值低的机电产品为主，而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机电产品在非洲市场中所占比重很低。机电产品

是工业制成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均以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机械设备出口为主，机电产品出口中90%以上是机械设

备。而中国对非洲出口的机电产品中主要是金属制品、日用小五金等低技术、低附加值的机电小商品，精加工、深加工、

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生产的产品很少，没有形成一批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机电产品。 

    由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结构单一的产品已经无法长期占据国际市场，各国企业都将形成系列化产品作为提高国

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为此，中国若想进一步拓展非洲的广阔市场，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实现出口产品的多元化就势在必

行。 

    3．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出口秩序混乱 

    目前中国对非洲的出口企业多是各自为战，分散经营、重复经营，为求得短期利益，纷纷采取低价竞销的手段来扩大

自己产品在非洲的市场份额，致使中国对非洲出口的秩序出现混乱，影响了中国产品在非洲人民心目中的良好信誉。目前

中国对埃及的机电产品出口企业已达近千家，年出口额多的上百万，最少的仅几千美元，多数是几万至几十万美元，处于

分散经营的状态。由于分散经营，过度追求眼前利益和企业自身利益，中国出口企业之间无论在一般贸易还是招标采购的

投标中，相互压价等不合理的竞争十分严重，其结果是既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也损害了企业的个体形象。  

    在现代世界市场上，低价竞销已经成为落后的竞争方式，且易招致国外的反倾销指控，目前中国出口到南非的产品受

到的反倾销调查最多，南非已对中国28种产品进行了反倾销调查，涉及轻工、土畜、医保、五矿等各类产品。其中大多数

是附加值低的轻纺产品，如毛巾、鞋类、平纹机织物、不锈钢餐具等。 随着中非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对非洲出口企业间

的竞争日益激烈，这种无序竞争也将愈演愈烈，若不及时扭转这种局面，对中非贸易的健康发展不利。 

    4．中国企业不注重对非洲出口商品的质量及售后服务 

    中国对非洲的出口企业不注重出口商品的质量，不贯彻“以质取胜”的方针。一些外贸公司销往非洲的机电产品存在

明显的质量问题，或使零件尚未安装齐全，或是零件与整机不配套。有的公司为了争取客户，在用样品报价时故意压低报

价，到交货时以次充好，到货与样品不一致。还有一些外贸公司将粗制滥造的产品冒用其他公司的名牌产品，牟取暴利，

使市场秩序混乱。这些行为已经造成非洲当地的商人不信任中国公司的产品，他们宁愿出高价从欧洲公司或美国公司转口

中国产品，也不愿从中国直接订货。  

    此外，中国企业不重视完善对非洲出口商品尤其是机电产品的零配件供应及售后服务体系，很多出口到非洲的机电产

品只是随整机发运一批零配件，以后的零配件供应及售后服务则很少顾及。这种状况导致中国对非洲出口增长受阻，如中

国出口到埃塞俄比亚的运输机械就存在售后服务很差的问题，导致中国一汽车集团进出口公司因此造成其有40%的产品滞

销。而发达国家为了提高机电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纷纷采取灵活多样的售后服务方式，如送货上门安装，延长保修期，设

立专职部门受理投诉，对售出产品进行定期维护，24小时紧急维修等。一般来说，在出口商品的品质相仿的条件下，服务

就是决定消费者是否购买的关键因素，因此中国产品若想在非洲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提高产品质量以及完善售后服务体

系无疑是当务之急。 

    5．中国进出口商会的协调与沟通作用不突出 

    中国进出口商会的发展滞后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至今没有出台《商会法》，商会缺乏应有的法律地位，行业自律

决议也没有权威性。当前中国进出口商会的组织建设滞后，在运行机制和组织体系方面也都存在许多缺陷，为企业提供的

服务不充分，行业的凝聚力也不足：中国进出口商会的协调机制不健全，对违规企业缺乏权威性的管理手段；商会组团出

国等事项都必须报外经贸部审批；商会在地方和国外都没有办事机构，活动空间狭小，在了解国内外信息，与企业沟通和

开展业务上受到很大限制；在进出口商会中，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和科工贸企业加入的数量很少，商会无法充分发挥其行

业协调作用。  

    由于中国进出口商会在协调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信息沟通方面的作用尚不显著，对于中国企业开拓非洲市场上

存在的企业间无序竞争、对非洲当地市场和进出口产品的了解不够全面、企业和政府之间信息沟通不畅等种种弊端也无法

有效地加以改善。 

    6．中国政府对非洲出口管理和调控有待加强 

    由于中国长期依赖数量扩张的粗放式经营模式来实现出口总额的增长，在粗放式经营模式下，生产要素使用效率低，

资源配置不合理，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经营管理水平低，技术进步慢。目前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迅速，工业生产能力和

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很快，由于生产能力高速扩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在内需不足，就业形势严峻

的国内形势下，这种生产能力的大量过剩和产品结构性供大于求的矛盾就体现在出口环节上，直接引发低价竞销，恶性竞

争。中国企业在非洲市场上低价竞销，无序竞争的现象还很严重，中国对非洲出口的产品中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名牌产品，

多以低价取胜的数量扩张方式来实现对非洲出口的增长，但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更加激

烈，依靠数量扩张、低质低价的出口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这也是中国对非洲出口持续发展的隐患。因此，加强政府对非

洲出口的有效管理和调控，实现中国对非洲出口的持续、健康发展，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三、拓展中国与非洲商品贸易的策略 



    非洲与中国在经济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非洲需要从中国进口价廉物美的机电、轻工、农机具和日用生活产品等，中

国也需要从非洲进口石油、木材、铜、铬等初级产品。90年代以来中非贸易增长迅速，但总体规模仍然很小，扩大中非贸

易仍有很大潜力。具体来说，拓展中非贸易有如下几点对策建议。 

    1．改善中非贸易长期以来中方的贸易顺差问题，减少双边贸易摩擦 

    自1965年以后，中国在对非洲的双边贸易中一直保持顺差，特别是80年代，贸易不平衡十分严重，以1987年为例，当

年中国对非洲出口额为8.54亿美元，进口额为1.55亿美元，出口是进口的5.53倍。1990年中国对非洲的贸易顺差达9亿多美

元，以后逐年增加，1995年增加到l0.67亿美元，1998年贸易顺差为25.8亿美元，进出口严重不平衡，2003年中国对非洲的

贸易顺差为18.2亿美元。 

    为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贸易顺差地位，可考虑通过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服务贸易，来弥补商品贸易上的顺差，如埃及在

与中国的商品贸易中出现严重贸易逆差，但在与中国的服务贸易中出于顺差地位，综合来说中国对埃及的贸易顺差额会降

低。此外，中国从非洲进口资源型商品时，可重点考虑那些在双边贸易中中国的贸易顺差较大的国家，以尽量减少对这些

国家的贸易顺差。 

    2． 优化对非洲出口商品的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 

    当前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促进了国际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引发了新一轮国际产业重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并日

益成为世界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带动了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由于产品结构是产业政策研究的最深

层次内容，产业部门结构、产业组织结构、产业布局结构是否合理，最终都会通过产品结构体现出来。产业结构转换的问

题，归根到底是产品结构调整的问题。因此合理调整产品结构，尤其是优化调整出口结构有利于充分利用中国与非洲两地

的各种资源，科学地配置生产要素，提高中国对非洲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根据当前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态势，今后中国应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双高”机电产品对非洲的出

口，以促进机电产品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由于非洲各国对中国出口产品提出的反倾销一般都是对数量提出限制，对产品

的价值并未有限制，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基本上是数量少、批量小，遭到反倾销的可能性相对要小的多。 

    3． 转变对非洲出口竞争方式，摒弃以往的低价竞争方式，更多采用非价格竞争手段 

    在现代世界市场上，产品的竞争优势来自于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两种手段。价格竞争是企业运用价格因素同竞争者

进行较量，以争取顾客、扩大销售、占有市场的一种手段。而非价格竞争是同类产品之间在质量、品种、花色、款式、造

型、规格、商标、包装、交货期和服务方式等方面的竞争。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劳动者素质低下、科技和管理水平

落后，国内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产品的技术含量少，缺乏非价格竞争优势。因而长期以来，中国对非洲出口的商品

都是以价格竞争为主要手段来占据市场。 

    为此，中国对非洲的出口企业要综合考虑本企业产品的价格和非价格竞争优势，逐渐转向以开发独特产品，发展独特

技术和采用独特营销等非价格竞争手段，作为加入WTO后对非洲出口的主要竞争方式。 

    4． 创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品牌，拓展在非洲的市场营销网络 

    任何一种产品都有其固有的生命周期，最终必将被其他新产品所替代，但品牌尤其是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名牌则具有长

久的生命力，对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是永久的。知名品牌是企业形象的代表，具有无形资产的特性，能够给企业带来巨

额商业利润。中国企业创建自己的名牌产品应该靠自己的技术开发和产品创新的实力，采取仿制和装配国外产品，甚至直

接打外国品牌闯市场不但不可能成功，而且还可能因知识产权侵权而成为被告。因此，企业在实施名牌战略中，要着力培

植自身技术开发实力，推动产品技术不断升级，才能生产出适销对路、深受消费者喜爱的名牌产品。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提

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实现出口产品的差异化技术创新，生产出专业化、多品种、小批量的产品，走出低水平模仿

进口产品的出口途径，创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品牌。可见，中国政府应鼓励对非洲出口的企业采取品牌竞争的策

略，加大对创立名牌产品的投入，将品牌优势作为未来占据非洲市场不可忽视的手段。 

    当前，开展国际市场营销已成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必由之路。为适应这种国内营销国际化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中

国对非洲出口企业应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网络，加大出口产品的宣传力度，扩大企业知名度，努力为客户提供全方位

的服务；注意市场信息的收集和市场调研，正确为产品进行市场定位，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积极推进新型的营销方式，

在国内工商企业的配合下，大力发展代理制、配送制等新型的营销方式；掌握现代营销手段，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经营观

念和方式在国际市场营销中的作用。 

    5． 加强中国政府对非洲出口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进出口商会的协调服务功能 

    为有效遏制中国对非洲出口秩序混乱状况，中国政府应从其产生的源头开始治理，对国内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产品，

区别不同情况减少存量，同时可以推行国际标准，提高生产企业的进入成本，以控制产品的过度生产，通过治理生产源头

来实现出口环节的良性控制。 

    此外，为促进中国对非洲贸易的快速发展，政府有必要重点扶持一批出口效益好、技术含量高，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出

口产品生产基地，加快改造重点出口企业和重点出口产品技术的步伐，提高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可以加大对高技

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双高”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进入非洲市场给予资金与信贷上的支持，对企业以名牌产品开拓非洲市

场给予更多的政策优惠。 

    为更好地规范对非洲的出口市场秩序，应充分发挥进出口商会的协调、组织和服务的作用，提高出口产品的组织程

度，重点加强对非洲出口的大宗产品的组织协调工作。当前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屡遭非洲国家提出的反倾销调查，作为W

TO的成员国，中国应遵循WTO的“自由贸易”原则，即政府不得对贸易进行行政性干预，在处理法倾销问题时，应借助于行

业组织提供的证据和意见，只有行业协会作为一个整体提出反倾销申诉或应诉后，政府才有权发起反倾销调查，因此中国



政府应充分重视进出口商会作为行业中介组织在协调市场、组织反倾销调查及应诉行动中发挥的作用。 

    ——本文刊载于《西亚非洲》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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