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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R

随着非洲自贸区建设逐步推进，加纳等非洲国家迎来更大发展机遇。加纳第一大港特

马港扩建后，已成为加纳及周边国家重要的物资进出口通道，对促进地区一体化产生了重

要意义。图为近期拍摄的特马港。 新华社记者 许 正摄

8 月 9 日，美国将所谓《芯片和科学法案》

签署成法。该法名义上是为了提高美国芯片

产业的自给自足率，促进美国芯片制造业本

土化，但其中所包含的限制中美正常科技合

作的条款，胁迫芯片企业选边站队，反映出浓

重的零和博弈思维，不利于全球芯片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

美国大搞不公平竞争的错误做法与市场

经济原则和经济全球化大势背道而驰，威胁

几十年来全球芯片价值链不断优化所产生的

有益反馈回路。破解美国芯片产业困境的真

正方法，当是实行市场开放、维护自由贸易并

开展全球合作。然而，美国反其道而行之，企

图搞“小圈子”，足见该法包藏祸心。在业界

分析人士看来，该法对美国芯片产业的提振

作用将十分有限。

该法对美国本土芯片产业提供巨额补

贴，是典型的差异化产业扶持政策。当前，全

球芯片产能正逐渐步入正轨，芯片供应情况

与前一阶段相比有所好转，但美国的举动给

芯片产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美国做法可能

诱导其他芯片产业重点国家和地区推出效仿

政策，这将进一步挤兑芯片产业的原材料、制

造设备、资本和人力资源，不利于维护全球芯

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在冷战思维驱动下，美国将科技领域视

为地缘博弈的舞台，试图以独占技术优势强

化自身经济和科技霸权，大搞胁迫外交，甚至

推行“技术恐怖主义”。美国毫不掩饰地打压

中国科技发展，妄图遏制和迟滞中国芯片产

业升级，还四处拉拢游说盟友，企图在芯片产

能供应、技术与标准分享、设备与材料等方面

搞所谓内部协同、外部封闭。这不仅会割裂

全球供应链，还可能导致全球芯片贸易再次

陷入不稳定状态，严重违逆时代潮流。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迫切需要各国

加大开放合作力度。中美是全球主要芯片产

品需求国和供应国，两国企业深度融合在一个复杂且高度相互依

赖的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中。据波士顿咨询集团估计，如果美国在

半导体领域对华完全脱钩，美国企业将失去 37%的收入，并导致美

国流失 1.5 万至 4 万个高技能工作岗位。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已成

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任何企图阻拦他国科技进步的做法，从长

远看不但不可能奏效，而且会迟滞自身的科技进步。

中美科技合作有利于双方共同利益和人类共同进步，搞技术

封锁、技术脱钩只会损人害己。面对全球性挑战，各国需要凝聚共

识，积极倡导开放合作，共同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

发展环境。只有不断推动全球科技开放合作，让各国的创新潜力

充分释放、创新源泉奔腾涌流、创新成果实现共享，才能真正使科

技创新更好地造福人类，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贡献。

（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知识产权与科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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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论坛R

核心阅读

近期，非洲自贸区建设
的一系列动作备受关注。
自贸区运营、贸易协定谈判
以及相关支持体系建设均
取得实质性进展，极大推动
了非洲大陆的经济一体化
进程。自 2021 年 1月 1日
启动以来，非洲自贸区建设
在挑战中稳步前行。

在近期落幕的第四届非洲联盟（非盟）

年中协调会上，与会的 13 个非洲国家元首

或政府首脑呼吁成员国进一步推进非洲大

陆自由贸易区（简称非洲自贸区）建设，更积

极地落实自贸区协定，减少区域内的贸易壁

垒，促进贸易一体化。

多个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非洲自贸区秘书长梅内表示，目前已有

39 个国家向非盟确认批准非洲大陆自由贸

易协定，非盟成员国就超过 80%非洲原产地

商品的关税问题达成共识，并已启动争端解

决机制。各缔约方已完成对 8000 余种产品

原产地规则谈判进程的 88%，尤其在汽车、

纺织品、服装和糖类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此外，随着非洲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利益

相关方正在酝酿数字贸易议定书。

今年初，非洲自贸区秘书处联合非洲进

出口银行等机构在加纳首都阿克拉正式推

出泛非支付结算系统，使得非洲国家能够使

用本国货币在非洲大陆进行及时、安全和快

速支付，预计每年为非洲大陆节省 50 亿美

元支付成本。

加纳副总统马哈茂杜·巴武米亚表示，

泛非支付结算系统将结束非洲国家间跨境

支付对第三方货币的依赖，消除非洲国家间

不同货币支付的障碍，惠及非洲中小企业、

生产加工商和出口商，助力非洲贸易和经济

可持续增长。还有专家表示，随着跨境支付

变得越来越便利，国际投资者也将进一步受

益于非洲自贸区红利。

非洲自贸区秘书处还与非洲进出口银

行签署协议，成立非洲自贸区调整基金，用

以支持非洲自贸区缔约国适应新的自由化

和一体化贸易环境，减轻因降低关税和提

升市场自由度可能造成的收入损失和竞争

压力。

梅内表示，这些举措反映出非洲自贸区

逐步前行势头，也彰显非洲各国促进本地区

市场统一的决心，将进一步促进非洲大陆贸

易和投资，加速工业化进程。

极大促进区域内自由贸易

专家分析，非洲自贸区建设的持续推进

有望释放多领域、多行业联动发展的巨大活

力。许多非洲国家不仅将基础设施作为振

兴经济的优先领域，也在大力拓展移动通信、

数字经济、清洁能源、智慧城市等新领域。

当前，部分非洲国家积极响应非洲自贸

区号召，落实相关政策。尼日利亚前不久正

式启动自由贸易区——安耶巴经济城，经济

城内实行免税收、免进出口许可以及对外籍

工人免配额限制等政策优惠，在经济城内加

工或组装的尼日利亚产品能够以免关税的

形式销往整个非洲市场。

近期，非洲自贸区数字贸易走廊宣布

启动，旨在促进非洲中小企业发展并创造

就业机会，以统一的数字平台促进非洲各

国政府及企业落实非洲自贸区协定。梅内

表示，非洲自贸区数字贸易走廊将把加入

其中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列入数字商业

目录和社会信用系统中，相关系统可通过

改善物流、零售网络等，提供金融整合和品

牌发展支持，帮助企业在非洲各地扩展业

务及出口产品。

除此之外，非盟电子疫苗护照的启用，

将使非洲内部人员流通、贸易、旅行等更加

便捷，为进一步推进非洲经贸一体化进程创

造有利条件。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

表示，非洲自贸区建设给非洲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带来了重要机遇。加纳海岸角大学

商学院院长约翰·加齐认为，非洲自贸区将

创 造 一 个 商 品 和 服 务 自 由 流 动 的 巨 大 市

场。可以预见，这将对国际投资者产生巨大

吸引力。

有望增强地区发展韧性

分析认为，非洲自贸区建设凸显了非洲

国家推动经济转型的决心，有望增强地区经

济发展韧性。世界银行与非洲自贸区秘书

处今年 6 月 30 日共同发布报告称，在自贸区

协定充分实施、投资和竞争得以规范的情况

下，到 2035 年非洲有望增加 5710 亿美元收

入，新增 1800 万个就业岗位，推动 2.5%的劳

动力进入新兴行业，从而使 5000 万人摆脱

极端贫困。

塞内加尔经济学家萨姆巴分析认为，非

洲大陆面积广阔，多数国家物质基础较为滞

后，地区发展很不均衡，这是非洲一体化面

临的固有障碍，同时也是以非盟为主导的非

洲各国力图通过一体化来实现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的根本动因。目前非洲大陆有 8 个

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超过 200 个经济特区，

享有税收减免、投资优惠等政策，可以成为

非洲自贸区建设的先行样板，成为推动非洲

大陆经贸一体化的重要参考。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认为，非洲一体化进

程正不断取得新进展，非洲自贸区正式启动

是非洲一体化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当前

非洲推进一体化进程仍面临不少困难，特别

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以及国际

安全挑战等方面，地区整体应对能力亟待进

一步提升。

在非盟今年 3 月发布的《2021 年非洲一

体化报告》的前言中，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

表示：“尽管一些区域一体化的步伐缓慢，但

在人员自由流动、取消关税壁垒、推动基础

设施建设、构建运输走廊等多个专项领域已

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法基认为，在推进非洲

大陆一体化方面取得的进展，有助于促进非

洲大陆社会经济转型。东非共同体、西非共

同体、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等区域经济

共同体在一体化进程中取得实质性进展的

案例，为其他区域提供了有益经验。

（本报约翰内斯堡 8月 10日电）

非洲自贸区建设稳步推进
本报记者 邹 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