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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是非洲国家寻求可持续发展、实现独立自主的有益尝试。 作为目前全球

规模最大的区域合作协定,自贸区协定自开始谈判到正式生效仅用时三年,快速启动但推进缓慢,建设

初期即举步维艰。 有别于现有研究从宏观上分析自贸区对中非合作的作用,文章着重剖析了自贸区建

设初期阻碍各方达成共识的内外部深层次原因,重点识别了在推动区域内一体化进程中自贸区面临的

挑战。 考察分析了新时期我国应如何从自贸区建设的关键问题中发现机遇,共同推动自贸区与“一带一

路”倡议深度对接,致力于参与中非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研究发现,由于非洲各国领导人政治意愿不

坚定、非洲各国经济结构性障碍以及长期存在庞大的建设资金缺口,自贸区在建设初期进程远远滞后于

预期。 停滞不前的自贸区建设进程暴露出非盟内部存在已久的难以调和的矛盾与撕裂。 多年来,中非

合作建立了牢固稳定的建设机制,取得了丰硕且具有互补性的经贸成果,世界格局大变革也为中国与非

洲自贸区深入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坚实的合作基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了中国与自贸区合作的重

要依据。 新时期,中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体现在对历史发展的主动性把握。 非洲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

支点,中国与自贸区的合作应立足中非合作的现实基础,抓住历史机遇,努力实现中非更高水平政治互

信,引领中国与自贸区迈向务实合作。 中国应主动参与自贸区的框架与机制构建,建立与自贸区的长效

联络机制,持续关注和支持自贸区相关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同时采取多维度且灵活的关税制度,拓展合

作的广度与深度,推动产业调整和升级;依托技术变革,以企业为抓手,拓展中非合作新领域;持续防范

风险,借鉴经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非洲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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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支撑,为非洲实现粮食安全、造血脱贫提供中国方案。 最终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和中非协同发展,
服务于建设中非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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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将积

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2023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非盟第 36 届首脑会议的贺电中指出,中非合作不断向全

方位、多层次、高质量发展,正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亲诚惠容、互利共赢、共建共享、共
同发展的精神和共识为中非合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展现了中非双方加快构建新时代中非

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
非洲各国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后始终坚定不移谋求真正的独立自主。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以下简称自贸区)作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区域合作协定,自 2015 年开始谈判到正式生效仅用时

三年,但快速启动并未促进自贸区各进程的稳步推进,部分国家放慢了国内批准该协定的速度,各
议定书的谈判进程也明显滞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近期呼吁加速其实质性步伐[1] 。 自贸区建

设初期即荆棘塞途、举步维艰,暴露出非盟内部本身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与撕裂。 阻碍各方达成共

识的内外部原因是什么,它在推动区内一体化进程中面临哪些挑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非洲

作为中国外交布局的重要战略支点,我国该如何抓住关键问题并顺利破局,有效促进自贸区与“一

带一路”倡议深度对接,最终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和中非协同发展,服务于构建中非人类命运共

同体?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自贸区的文献梳理有助于抽丝剥茧,提出可谏、可行之策。 目前国内外研究共 50 余篇,其中

国内 30 余篇,国外 20 余篇,多形成于 2019 年自贸区协议正式生效后,成果主要从推动自贸区成立

的因素、自贸区实施的效用以及对中非合作的影响三方面入手。
(一)推动自贸区成立的因素

自贸区成立的因素主要分为历史和现实两方面。 从历史角度考量,从非统至非盟,始终以泛非

主义价值观和非洲一体化为主导思想,致力于谋求非洲国家政治独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2] 。 现实

因素,自贸区的成立是基于提升非洲内生动力,促进经济转型的需求[3] ,它符合确定透明贸易规则、
提高贸易政策透明度的诉求[4] ,也是在保护主义、强权政治盛行局势下,提高非洲话语权,维护多边

主义的政治要求[5] 。
(二)自贸区实施的效用研究

效用研究多来自于国外学者,通过不同模型分析了自贸区关税政策对区内国家贸易和经济的

影响。 多数学者认为自贸区将给协定内几乎所有国家带来积极福利收益,虽然短期内可能导致部

分收入减少,但长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将弥补这一短期损失[6-8] 。 它还将增加区内贸易流动,构建、强
化区域价值链,提升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规模和层次[9] 。 但也存在相反意见,认为该协定只

在 4 国(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纳米比亚)取得积极成果,其他国家收效甚微[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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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依赖取消关税壁垒不足以使非洲内部贸易的份额翻番,只有减轻非关税壁垒才可能实现这一

目标[11] 。
(三)自贸区成立对中非合作的影响

自贸区对中非合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层面。 首先,将显著促进中国对非投资体量,
提升双边贸易水平[12] ,拓展中非经贸合作领域,特别是在工业、农业、金融服务、数字经济、清洁能源

等领域[13] ,有利于实现中非合作转型升级[14] 。 其次,自贸区将助力非洲减贫发展、加强“南南合

作”、促进发展中国家共同繁荣、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中国对外传播技术、发展经验的新

机遇[15] 。
综上,当前研究较为完整地梳理了自贸区的发展历史,并验证了自贸区及不同关税政策对贸易

的潜在影响,同时从宏观上分析了对未来中非合作的作用。 然而,现有成果忽略了当前自贸区的建

设进程以及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更鲜有基于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难窘困的自贸区建设现

状,中国应采取的应对之策。 因此,本文将尝试立足自贸区建设初期这一特殊发展阶段,结合现阶

段非洲所面临的挑战,就中国如何协助自贸区破局并与其开展深度合作进行论述。

二、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建设进程与挑战

(一)自贸区启动迅速但建设缓慢

2020 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非洲经济出现 25 年来的首次衰退。 非洲多数国家贸易水平大幅下

降,甚至出现“去工业化”现象[16] 。 据世界银行预测,2023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率为 3. 6%,
经济复苏持续放缓[17] 。 作为非盟《2063 年议程》的旗舰项目,自贸区的启动被视为非洲寻求发展的

一剂“良药”。 从 2015 年 6 月第 25 届非盟首脑峰会正式启动谈判至 2018 年 3 月 21 日通过生效,仅
用时 3 年。 协定的快速生效体现了区内各国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强烈意愿以及联合自强、团结振兴

的坚定决心,为非洲大陆实现经济转型、互联互通、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图 1)。

图 1　 自贸区建设的时间线

然而,自贸区快速启动的发展趋势未能延续至初期建设阶段。 首先,成员国对加入自贸区的准

备程度总体水平仅为 49. 15%[16]8,各国批准协定的速度和自贸区谈判进程都不如预期。 正式启动

时,非盟
 

55
 

个成员国中 36
 

个国家批准了该协定[18] ,但截至 2023 年 2 月,共有 46 个(85%)成员国

启动国内程序并批准了该框架协定,两年中仅新增 10 个。 这表明成员国在履行国内相关立法程序

时遇到了一定阻碍,各国对自贸区的预期效益持观望态度。
自贸区谈判进程明显滞后。 第一阶段《货物贸易议定书》虽然已于 2019 年生效,但涉及核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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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原产地规则谈判仍未达成一致,截至 2022 年 7 月仍有约 13%的商品关税细目在协商[19] 。 第二

阶段知识产权、投资和竞争政策的议定书按照预期,谈判书本应于 2022 年底完成,但目前仅拟定了

相关议定书草案。 第三阶段谈判至今尚未启动。 此外,直至 2022 年 10 月 7 日,自贸区秘书处才允

许代表非洲五个次区域的 8 个国家在该协定框架下进行试点贸易,这表明自贸区协定下尚未开展

全面交易。
差异化立场导致了谈判滞后,非盟内部本身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与撕裂。 发达经济体偏向主

张制定更严格和针对具体产品的原产地规则以维护本国产品竞争力,在加入自贸区时不得不思考

在多大程度上准备让渡经济主权权利,而其他缔约国偏向于出台简化性或实操性强的原产地规则,
以加速普惠性贸易的落地。 域内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自贸区谈判

从一开始就矛盾重重。 南非、埃及、尼日利亚等重要经济体的缺席导致自贸区“雄心壮志”成为空中

楼阁。
 

(二)自贸区建设初期的挑战

1. 政治意愿不坚定

非洲大陆领导人及区内各利益集团缺乏促进自贸区落地的政治意愿。 一方面,长期以来财政

收入高度依赖贸易关税,难以放弃短期利益。 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科摩罗和中非共和国的政府

总收入的 5%以上来源于区内贸易关税。 2025 年全面实施自贸区时,非洲将有 24 个国家的净收入

损失超过财政收入的 1%[20] 。 此外,部分非洲国家仍不愿放弃进口替代政策,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

的发展。 另一方面,以边境程序冗杂、透明度低下和海关“惯例”为主要内容的非关税壁垒也是政治

意愿不坚定的重要原因。 非洲是世界上非关税贸易成本最高的地区。 据世行统计,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出口手续平均需 31. 5 天,进口手续平均需 37. 1 天,而经合组织国家仅为 10. 5 天和 10. 7
天[21]

 

。 成员国与自贸区之间存在着“小我”与“大我”、“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部分国家

领导人在一体化问题上徘徊犹豫。 自贸区的建立和完善需要遵循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会一

蹴而就,更不会一帆风顺。
2. 经济结构性障碍

殖民时期对宗主国依附的惯性以及独立后发展战略的短视造成了非洲各国经济结构性矛盾

突出。
首先,区内各国多属于资源型经济,出口贸易集中化明显。 以 2019 年撒哈拉以南地区产品出口

的结构为例(图 2),燃料、石材玻璃、金属、矿石等制品占总出口额 70%以上[22] ,且前 10 位国家占全

非洲出口总额的 73. 8%[23] 。 区内贸易水平低下,严重依赖区外贸易,加剧了经济的脆弱性。 区内国

家之间可供交换的产品较少,难以形成产业和贸易互补,竞争大于合作,各国各次区域贸易政策的

协同性较低。 据统计,非洲大陆区内贸易仅占其贸易总额的约 16%,而同时期欧洲为 69%、亚洲为

59. 4%、美洲为 55%[24] 。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对提高域内物流运输效率、打通域内产业链、促进制造业发展产生重

要制约作用。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表现在两方面,现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以及建设成本居高不下。
以公路运输为例,非洲路桥承担了 80%的货运与 90%的客运,但现有路桥密度仅为 8km / 100km3,远
低于欧洲(163km / 100km3)和美国(67km / 100km3)的路桥密度[25] 。 此外,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居高不

下。 以高速公路建设成本为例,中铁建为阿尔及利亚贝佳亚港口修建 100 公里连接线耗资 13 亿美

35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4 期　 　 　

元[26] ,约 9
 

000 万元 / 公里,远高于同时期中国国内平均建设成本。 基础设施的落后,直接影响到非

洲各国向区内外运输商品的能力和效率。 物流绩效综合指数(LPI)显示,撒哈拉以南地区评分仅为

2. 45 / 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 87 / 5) [27] ,
 

排名世界末位。 高昂的运输成本限制了人员和货物的流

动,影响了区内企业的生产和投资,制约着非洲国家打通产业链。

图 2　 2019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口产品结构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资料整理。

3. 建设资金缺口庞大

非盟和非洲各国的发展长期缺乏资金,影响了自贸区建设进程。 新冠疫情和世界经济复苏乏

力进一步加剧了资金压力,再次凸显了非洲“低增长、高债务”的问题。 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

为例,2010—202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平均每年需投入 933 亿美元,资金缺口达到每年 300 亿美

元。 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中 2012—2020 年优先发展项目需要融资 680 亿美元,缺口达 380 亿美

元[28] 。 部分已经亮起债务红灯的国家难以为内部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或担保,资金问题的掣肘

将无限期推迟部分大型基建项目的实施进度,也将严重影响自贸区的建设进程。

三、中非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中国与自贸区的合作依据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契合人类共同发展需求的世界价值观,也是中国积极

参与全球治理、为应对挑战、共创未来提出的中国方案。 早在 2013 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坦桑尼亚时

就提到,中非是命运共同体,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 在中非命运共

同体视角下,中国参与自贸区建设主要基于以下方面。
(一)中非合作形成了牢固稳定的建设机制

多年来,中非形成了以“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合作论坛双联动的建设机制以促进新时期中非

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与除毛里求斯外的 52 个非洲国家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还与非盟

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为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奠定

了坚实基础。 此外,中非合作论坛成为中非双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论坛成立 20 年

来,中非双方实现了从“新型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飞跃,成为南南合作机制建

设的典范,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自贸区目标高度吻合。 两者在促进域内经济要素有序流动、构建

一体化建设、助力地区健康发展等战略目标上高度契合。 都是以各领域重点项目为抓手从而实现

区域一体化,根本路径是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促进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自贸区通过消

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加快非洲区域经济和贸易一体化进程、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一带一路”倡议

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平衡,推动共同发展。 其二,已经建立了成熟的合作路径。 在“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下,形成了以《中非合作愿景 2035》为代表的中长期合作规划,为中非合作提供了现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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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路径。 它将中国的发展规划与非盟《2063
 

年议程》有机结合,为中非未来合作明确了新内容、
新方向。

(二)中非经贸成果丰硕、互补性较强

自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经贸合作稳步增长,成果丰硕。 新冠疫情再次凸显了双

方合作的稳定性和韧性。 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例,2021 年双方贸易额突破 2
 

100 亿美元,实现历史

性新高(表 1)。 自 2012 年起,中国已连续 12 年成为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出口中国的贸易份额稳

定在 10% ~ 17%之间,中国占其进口总量的 17. 98%,均远高于其他贸易伙伴(图 3)。 此外,中国对

非投资总体保持活跃,2021 年达到 49. 9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8%。 截至 2021 年底,对非投资存量

超过 441. 9 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五大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国,遍及 50 多个非洲国家[29] 。
表 1　 2017—2021

 

年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总额

年份 贸易总额(亿现价美元)

2017 1
 

700

2018 2
 

042

2019 2
 

087

2020 1
 

870

2021 2
 

54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库整理。

图 3　 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中国进出口贸易份额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库整理。

　 　 在进出口类别上,中非贸易显现出较强互补性。 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例,2019 年向中国主

要出口矿物、燃料、金属等能源、矿石类初级大宗产品,占总出口额 90%以上,进口机器及电子产品、
纺织品等制成品(表 2)。 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建立将助力中国对非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中国的产

业升级和产能转移创造空间,也为中非产能合作创造更多红利。 非洲也需要通过投资为当地带来

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带动产业发展。
表 2　 2019 年撒哈拉以南地区与中国的进出口产品类别

主要进口产品 主要出口产品

类别
金额

(万美元)
占比 类别

金额

(万美元)
占比

机器及电子产品 2
 

006. 75 44. 06% 矿产 955. 49 36. 77%

金属 511. 22 11. 22% 燃料 703. 31 27. 06%

化学品 346. 92 7. 62% 金属 621. 50 23. 10%

纺织品及衣服 345. 09 7. 58% 化学品 76. 05 2. 93%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三)世界格局大变革为中非合作提供新机遇

世界主要力量深入非洲,各势力竞逐更加激烈。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日益加剧,世界大国纷纷调

整在非政策,扩大在非影响力,为中非合作带来挑战与机遇。 拜登政府上台后,布林肯三访非洲,
2022 年 12 月美非峰会美国政府承诺 3 年向非洲投资至少 550 亿美元,同年 2 月第六届欧非会议欧

盟宣布 1
 

500 亿欧元的对非投资计划,都凸显了美欧企图重返非洲的动向。 然而,由于殖民因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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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的援助实践,非洲已清楚认识到美欧企图维护自身在非利益为真,乐意投资为假;控制非洲、
主导非洲的思维为真,促进和平发展的愿景为假。 多年来美欧在关注非洲民主化进程、打击恐怖主

义的幌子下维护其能源安全和利益,同时挤压了发展中国家在非洲的发展空间。
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与非洲拥有相似的历史,秉持“独立自主”的发展理念,不干

涉别国内政,支持非洲独立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赢得了道义和民心。 自贸区作为非洲寻求独立自

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点,需要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也是中非扩大深化合作的重要机遇。

四、中非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中国与自贸区的合作路径

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这一根本性的变革体现在

我们党对世界发展的历史主动性的把握,体现在我们党对中国国际角色转变的认识和实践,体现在

我们党引领中国人世界观念的觉醒重塑。 在自贸区建设的初期阶段,我国应该抓住历史机遇,密切

关注自贸区建设进展,主动参与构建自贸区的框架与机制,争取参与制定规则并把握发展的主动

权,为自贸区发展提供破局动力,也为自贸区框架下的中非合作提供新的机遇。
(一)努力实现中非更高水平政治互信,引领中国与自贸区迈向务实合作

基于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难窘困的非洲发展现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非盟《2063
年议程》全面对接,努力实现更高水平政治互信,引领中非务实合作。

第一,坚持“中非命运共同体”,在后疫情时代正确引领中非关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 新时期中

非需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同心协力、合作共赢,将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作为双方合

作发展的根本理念,维护中非合作的优势地位。 同时,要正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
在中非全面合作的基础上,破除局部性和排他性思想,建立世界各国参与共建的格局,推动形成公

平合理和共商共建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第二,在《合作规划》的框架下,加速搭建中国与自贸区的对接平台。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合作规划》是中国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签署的第一个共建“一带一路”规划类合作文件,也是促进中

非双方优势互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非盟《2063 年议程》全面对接的纲领性文件,它是中非高

水平合作的最新蓝图。 在此框架下,加速搭建与自贸区覆盖面更广、更稳定的合作对接平台,一方

面能够有利于制定贸易便利化的相关政策,促进中非贸易平衡,另一方面有利于鼓励、资助中国企

业专注于增值制造业,实现投资多元化,助力非洲制造能力提升。
第三,积极做好宣传,驳斥“能源掠夺”“债务陷阱”等不实言论。 中国与自贸区合作是驳斥不实

言论的良好机遇。 首先,官方途径进一步通过对话磋商机制展开交流与沟通,增进互信与理解。 注

重发挥报纸、电视等媒介正向引导舆论的作用,敢于并善于开展舆论引导,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积极

讲述惠及民众的“万村通”、城市电网与饮水等民生建设项目,让非洲普通民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

处。 其次,拓宽民间交往沟通渠道。 通过标语宣传、多样化人文交流、留学生赴华学习等途径,树立

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人对华的正确认识,消除不实言论造成的消极影响。
(二)建立与自贸区的长效联络机制,关注和支持自贸区相关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第一,建立常设机构,确保中非双方保持良好的沟通与互动渠道。 当前,非洲大陆经济一体化

进程缓慢,不确定性增多,但仍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与自贸区对接为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中方可

以依托常设机构与非洲自贸区秘书处对接,加强中非自贸区合作的良性沟通。 部分多边国际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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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已与自贸区秘书处进行了第一轮接触。 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例,其非洲区域办公室已与秘

书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向秘书处提供了 300 万美元现汇援助。
第二,注重规划谈判进程与路径,尤其关注中非自贸区合作的法律政策进展。 一方面立足中国

与非盟、次区域组织等既有的法律政策基础。 《中国对非政策文件》 《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

领》等政策文件为中非自贸区合作在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 另一

方面参考中国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以来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增加中资企业赴非投资的

信心。 目前中国已同 28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自贸协定,其中包括 2022 年全面生效的 RCEP 协定,在
贸易自由化、贸易便利化、互惠原则、竞争政策等方面为中非自贸区合作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范本。
鉴于非洲严重的非关税壁垒,可将相关政策的谈判和实施作为优先跟踪事项,中方可协助非盟提供

相应的技术和资金支持。
第三,持续关注自贸区与其他区域、次区域组织、国家的新动态。 密切跟踪非洲主要区域及次

区域组织与欧美等国的进展,立足中非经贸合作的现实,制定谈判策略,争取与自贸区缔结有效的

双边投资协定,用强有力的法律和政策来维护中非双方的共同利益。 中国与莫桑比克签署的投资

促进与保护协定为中国企业在莫桑比克的投资提供了法律保护和稳定的投资环境,增加了中资企

业赴非投资的信心。
(三)采取多维度关税制度,推动产业调整和升级

自贸区涵盖了 54 个非盟成员国,涉及多方利益以及多个合作领域。 它的建立必将对部分产业

带来冲击,为了避免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相似造成的恶性竞争,区域内部应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升

级,拓展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最终实现互利共赢的互补格局。
第一,保护敏感性产品及产业。 针对同类型产品及产业,建立行业统筹机构,推进资源整合。

非洲多国属于资源型经济,出口贸易集中于以矿产、能源为代表的初级产品,自贸区成立易形成同

类型产品产业的恶性竞争。 行业统筹有利于聚集优势资源力量,提高自贸区内矿产、能源等行业的

集中度。 一方面可应对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通过统

筹规划,能够有序推进矿产、能源类行业的资源开发、冶炼加工、技术研发,实现产业升级,将劣势转

变为优势。 此外,行业统筹也将提高中非在贸易谈判、技术合作等方面的效率,促进经贸合作便

利化。
第二,就幼稚产业建立阶段性开放的时间表。 非洲制造业水平整体较低,但近年来部分国家通

过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已逐步脱贫。 尼日利亚大力促进食品、饮料、烟草、纺织服装等轻工制造

业发展,埃塞俄比亚通过设立工业园区发展纺织服装业,出口额自 2000
 

年至今增长了
 

10
 

倍,肯尼

亚、乌干达增长了约
 

5
 

倍。 快速且完全开放将导致幼稚产业暴露在严苛的国际竞争下,中非双方可

在产业细分的前提下,建立针对双方幼稚产业设立一定的保护期限和分阶段开放的时间表,通过增

加科研投入、升级设施设备提高产品竞争力。
第三,设置针对农业的特殊保护期。 农业是中非双方的支柱产业,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中非

都必须做好在开放市场之时对农业的保护工作。 以尼日利亚为例,其农业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 22%,政府通过征税、配额和进口禁令等形式对家禽、牛肉、猪肉、大米等农产品实施进口限制。
中国与自贸区的农业谈判可进一步细化产品类别,设置基于不同产品的异质化保护期限,但总体原

则和进程可更加缓和,以保护中非农民的基本权利和促进国内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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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托技术变革,以企业为抓手,拓展中非合作新领域

非洲正处于工业化建设和技术变革的关键时期,中非合作应立足双方现实需求,以企业合作为

抓手,积极拓展合作新领域、挖掘新增长点,助力非洲一体化体系行稳致远。
第一,鼓励中非跨国企业进行技术合作。 吸引外资投资是快速实现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有效

渠道。 企业是外商投资的主体,也是中非合作的助推器。 应积极引导中国企业根据自身优势及非

洲资源禀赋优化投资格局,特别是发挥非洲在人口结构、市场规模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优势。 海信

集团深耕非洲多年,不仅满足了非洲消费者对高质量家电产品的需求,还实现了部分产业链的转

移,有效带动了当地配套产业的发展,影响辐射至周边多国,充分发挥了企业在技术、装备和产能方

面的优势。
第二,立足投资环境和现实需求,不断挖掘中非合作新增长点,特别是在数字创新、绿色发展、

金融货币等方面。 在数字创新领域,充分利用非洲海量的移动互联网的用户数量,发挥中国在跨境

电商、移动支付等技术上的优势,推动非洲数字经济加速转型和中非数字经济合作。 阿里巴巴旗下

支付宝 2018 年进入肯尼亚市场,并与非洲最大的电子移动支付服务商 M-Pesa 合作,共同推出了数

字支付解决方案。 蚂蚁金服还与当地通讯公司萨法利着手移动支付合作,为肯尼亚小微型贸易商

购买中国商品提供了极大便利,M-Pesa 活跃用户已超 5
 

000 万。 绿色发展历来是中非深化合作的

重要领域,积极分享中国的现有经验,加强非洲在能源转型、低碳建设、气候变化、海洋生态保护、治
沙防沙、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灾害检测预警等方面的能力建设。

第三,加强金融领域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非洲金融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前景广阔。
自贸区现已推行试点泛非支付结算系统(PAPSS),以支持非洲国家使用本币交易和支付,并减少对

第三方货币的依赖。 自贸区的推行是人民币国际化、建立独立于西方的金融结算体系的重要机遇。
首先,积极促进中非双方本币结算,最大限度提高进出口贸易便利化、自由化,打造更加稳定的金融

环境。 其次,积极推出多元跨境融资产品,包括结构化融资、跨境保函、跨境人民币等,提升跨境金

融服务能力,为中非双方企业提供必要协助。
(五)防范风险,借鉴经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一,加强多方合作,预防潜在风险。 受多重因素影响,非洲风险形势依然严峻。 首先,严峻的

国内、国际形势加剧了合作风险。 政治动荡以及恐怖暴乱仍然是非洲政治安全的挑战。 选举引发

的政治风险依旧很高。 俄乌冲突恶化了非洲的营商环境。 外溢作用蔓延非洲,推高了非洲粮食价

格,直接导致高通胀,影响了非洲的营商环境。 中国投资企业应时刻关注对象国的政治生态、经济

环境,提高研判危机的能力。 其次,严酷的债务风险。 多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正陷于债务困境或

面临高风险。 经营主体一方面应加强对融资项目的风险管理和监控体系,通过多元化融资、与第三

方市场合作等形式分担风险,提高面对突发风险的预警和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立足于现有的融资

经验为解决融资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财政部发布《“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为破解自贸

区合作中的融资风险提供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第二,借鉴“一带一路”沿线自贸区建设的成功经验。 我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 13 个国家签署

了 7 个自由贸易协定,覆盖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发达及发展中国家,还拓展了以中国—东盟自贸区、
中国—中东欧自贸区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协定。 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例,它探索出一条符合发展

中国家自身特点的建设之路,也为中国与区域合作组织建立自贸区积累了宝贵经验。 首先,谈判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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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分步骤执行即先框架谈判后内容完善的方式,最大限度促成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合作落地。
其次,充分考虑东盟区内国家的经济现状和产业结构差异,创造性地采用“早期收获法”,使得部分

最不发达国家率先获益,大大减小了对区内落后成员国的冲击。 非洲区内国家众多,涉及各方利益

复杂,与东盟自贸区存在一定的共通之处,这为中国与非洲自贸区合作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有利

于合作协定内容走深走实。
第三,多措并举提升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首先,进一步优化布局,优先与“一带一路”沿线

重点国家深化合作。 加强对象国政策法规、业务效率、资金汇兑、电力配套、原材料生产能力等多方

面评估,统筹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服务中非贸易便利化。 同时,在基础设施项目周边建设现代

化综合物流基地,形成和完善当地的产业园区、发展保税区以及道路修建等多种业态。 其次,
 

推动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中非之间的“数字鸿沟”。 发挥我国在 5G 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助
力非洲网络互联和信息通信能力提升。

参考文献:

[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rade
 

Integration
 

in
 

Africa:
 

Unleashing
 

the
 

Continent’ s
 

Potential
 

in
 

a
 

Changing
 

World[R] .

Washington,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ublication
 

Services,2023.

[2]李伯军. 非盟与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发展[J] . 中国投资(中英文),2022(S7):38-40.

[3]马汉智. 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与中非合作[J] . 国际问题研究,2021(5):118-137.
 

[4]金晓彤,金建恺. 非洲大陆自贸区成立背景下推进中非自贸区建设的建议[J] . 经济纵横,2021(11):61-67.
 

[5]姚桂梅. 非洲大陆自贸区与中非经贸合作:影响与对策[J] . 当代世界,2021(3):59-64.
 

[6]SANDREY
 

R,JENSEN
 

H
 

G. The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A
 

GTAP
 

assessment[M / OL] . [2023- 05- 15] . Stellenbosch:
 

Trade
 

Law
 

Centre( tralac),
 

2015:1. http: / / www. tralac. org / images / docs / 7287 / the-continental-free-trade-area-a-gtap-

assessment. pdf.

[7]MUREVERWI
 

B. Welfare
 

decomposition
 

of
 

the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C] / / Proceedings
 

of
 

19th
 

Conference
 

on
 

Global
 

Economic
 

Analysis,
 

June
 

15-17
 

2016. Washington,2016.

[8] SAYGILI
 

M,PETERS
 

R,KNEBEL
 

C.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tariff
 

reductions

[R] . UNCTAD
 

Research
 

Paper
 

No.
 

15,
 

10
 

Dec
 

2017.

[9]FUSACCHIA
 

I,BALIÉ
 

J,SALVATICI
 

L. The
 

AfCFTA
 

impact
 

on
 

agricultural
 

and
 

food
 

trade:A
 

value
 

added
 

perspective[ J] .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22,49(1):
 

237-284.
 

[10]PASARA
 

M
 

T,DIKO
 

N. The
 

effects
 

of
 

AfCFTA
 

on
 

food
 

security
 

sustainability:An
 

analysis
 

of
 

the
 

cereals
 

trade
 

in
 

the
 

SADC
 

region[J] . Sustainability,2020,12(4):1419.

[11] SIMON
 

M,STEPHEN
 

K. Deepen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Africa: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assessmen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followed
 

by
 

a
 

Continental
 

Customs
 

Union [ C ] / / Selected
 

paper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7th
 

African
 

Economic
 

Conference,30
 

October
 

-
 

2
 

November,2012. Kigali,2012.

[12]武芳. 以非洲大陆自贸区启动为契机
 

深化中非经贸合作[J] . 对外经贸实务,2021(5):6-9.

[13]周倩,姚园园. 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的前景、挑战及中非合作[J] .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2(S6):104-105.
 

[14]张春宇. 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进展与中非自贸合作路径探索[J] . 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21(6):5-7.
 

[15]肖瑾,徐薇,李雪冬,等. “一带一路”与非洲大陆自贸区高质量发展的思考[J]. 非洲研究,2021(1):268-277,306-307.

[16]The
 

Afro
 

champions
 

Initiative. AfCFTA
 

Year
 

Zero
 

Report-Part
 

1:An
 

Assessment
 

of
 

African
 

Governments’
 

commitment
 

and
 

readiness
 

for
 

AfCFTA
 

start
 

of
 

trading
 

in
 

light
 

of
 

COVID- 19. [R / OL] . [2023- 05- 15] . Konfidants,
 

2020.
 

http: / / www.

95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4 期　 　 　

konfidants. com / wp-content / uploads / 2020 / 05 / AfCFTA-Year-Zero-Report. pdf

[17]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R] . Washington,DC:World
 

Bank,2023.

[18]UNCTAD. AfCFTA
 

support
 

programme
 

to
 

eliminate
 

nontariff
 

barriers,
 

increase
 

regulatory
 

transparency
 

and
 

promote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EB / OL] . (2020-12-30)
 

[2023-05-15] . https: / / unctad. org / project / afcfta-support-programme-eliminate-

non-tariff-barriers-increase-regulatory-transparency - and #: ~ : text = The% 20NTB% 20element% 20developed% 20an%

20online%20mechanism%20% 28https% 3A% 2F% 2Ftradebarriers. africa% 29,Focal% 20Points% 29% 20who% 20monitor%

20and%20eliminate%20the%20barriers.

[19] Trade
 

of
 

Law
 

Center(Tralac) . AfCFTA - Rules
 

of
 

Origin[EB / OL] . [2023 - 05 - 15] . https: / / www. tralac. org / images /

primary / 15304 / _thumb4 / afcftaroofactsheet2. png.

[20]World
 

Bank.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Economic
 

and
 

Distributional
 

Effects[R] . Washington,DC:
 

World
 

Bank,2020.
 

[21]World
 

Bank.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Doing
 

Business
 

in
 

a
 

More
 

Transparent
 

World[R] .

Washington,DC:World
 

Bank,2012.

[22]World
 

Bank. Products
 

imports
 

by
 

Sub-Saharan
 

Africa
 

from
 

World
 

2019[DB / OL] . [2023-05-15] . https: / / wits. worldbank.

org / CountryProfile / en / Country / SSF / Year / 2019 / TradeFlow / Export / Partner / WLD / Product / sector / Show / Product%

20Group;XPRT-TRD-VL;XPRT-PRDCT-SHR; / Sort / XPRT-TRD-VL.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 [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281.

[24]商务部. 走进非洲自贸区[EB/ OL]. [2023-05-15]. http: / / chinawto. mofcom. gov. cn / article / e / t / 202209/ 20220903345682.

shtml.

[25]Groupe
 

de
 

la
 

Banque
 

Africaine
 

de
 

Développement.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EB / OL] . [2023- 05- 15] . https: / / www.

afdb. org / fr / knowledge / publications / tracking-africa%E2%80%99s-progress-in-figures / infrastructure-development.

[26]商务部. 中国铁建签约阿尔及利亚贝佳亚连接线高速公路项目[EB / OL] . [2023-05-15] .
 

http: / / dz. mofcom. gov. cn /

article / jmxw / 201312 / 20131200428730. shtml.

[27]World
 

Bank. Logistics
 

performance
 

index:
 

Overall[DB / OL] . [2023- 05- 15] . https: / / data. worldbank. org / indicator / LP.

LPI. OVRL. XQ.

[28]郝睿,蒲大可,许蔓. 中国参与非洲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研究[J] . 国际经济合作,2015(11):34-39.
 

[29]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 202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 . 北京:中国商务

出版社,2022.
 

Research
 

on
 

initial
 

stage
 

construction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ZHANG

 

Jin1,
 

ZHANG
 

LanYue2,
 

WANG
 

Zhan3

(1. School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1,
 

P.
 

R.
 

China;

2.
 

School
 

of
 

Commerce,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P.
 

R.
 

China;

3.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P.
 

R.
 

China)

Abstract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CFTA  
 

is
 

a
 

beneficial
 

attempt
 

for
 

African
 

countries
 

to
 

see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independence.
 

As
 

the
 

largest
 

reg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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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in
 

the
 

world 
 

the
 

AfCFTA
 

has
 

only
 

taken
 

three
 

years
 

from
 

the
 

beginning
 

of
 

negotiations
 

to
 

the
 

official
 

entry
 

into
 

force.
 

However 
 

its
 

construction
 

process
 

lagged
 

far
 

behind.
 

Different
 

from
 

existing
 

stud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ep-seated
 

reasons
 

that
 

hinder
 

the
 

parties
 

from
 

reaching
 

consensus
 

in
 

the
 

initial
 

stage 
 

and
 

focuses
 

on
 

identify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free
 

trade
 

area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integr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China
 

should
 

find
 

opportunities
 

from
 

the
 

key
 

issu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e
 

Trade
 

area
 

in
 

the
 

new
 

era 
 

jointly
 

promote
 

the
 

in-depth
 

docking
 

of
 

the
 

free
 

trade
 

area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ommit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a-Afric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Due
 

to
 

the
 

weak
 

political
 

will
 

of
 

African
 

leaders 
 

structural
 

obstacles
 

in
 

African
 

economies 
 

and
 

the
 

long-standing
 

huge
 

funding
 

gap 
 

the
 

initial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e
 

trade
 

area
 

lags
 

far
 

behind
 

expectations.
 

In
 

the
 

decade
 

of
 

the
 

new
 

era 
 

China
 

has
 

made
 

historic
 

achievements 
 

which
 

are
 

reflected
 

in
 

its
 

proactive
 

grasp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Free
 

Trade
 

area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actical
 

basis
 

of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seize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take
 

the
 

initiative
 

to
 

participate
 

in
 

the
 

framework
 

and
 

mechanism
 

building
 

of
 

the
 

free
 

trade
 

area 
 

strive
 

to
 

achieve
 

a
 

higher
 

level
 

of
 

political
 

mutual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establish
 

a
 

long-term
 

liaison
 

mechanism
 

with
 

the
 

free
 

trade
 

area 
 

promote
 

industrial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expand
 

new
 

areas
 

of
 

China -Africa
 

cooperation 
 

prevent
 

risks
 

and
 

learn
 

from
 

experience 
 

so
 

a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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