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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邹志鹏 刘军国 曹师韵

哈萨克斯坦政府近日宣布，到

2035 年将建成总装机容量达到 10
吉瓦的新能源项目。目前，哈国内

已投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超过 140
个，总装机容量约为 2300 兆瓦，占

总发电量的 3.7%。未来 3 年，哈政

府计划增设 48 个、装机容量总计达

850 兆瓦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根据

规划，到 2025 年哈国内可再生能源

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有望提升

至 6%。

哈萨克斯坦已将发展可再生能

源提升为国家战略。早在 2009 年

政府就通过了《支持利用可再生能

源法》，2013 年制定了可再生能源行

业发展目标。哈政府在《绿色经济

转型构想》和《哈萨克斯坦—2050》
战略中明确要求，到 2050 年，将替

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国家

总发电量中的占比提升至 50%。

近年来，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

哈国内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保持增长

态势。尽管如此，该国 80%以上的

电力供应依然离不开化石燃料。为

缓解能源需求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

盾，哈政府持续出台措施，加大使用

现代化技术收集、利用二氧化碳的

力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对老旧

能源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大

力提高新能源产能，取得一定成效。

哈政府还积极寻求国际合作，

加快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中国企

业积极参与哈萨克斯坦可再生能源

产业发展，中哈两国在可再生能源

领 域 的 合 作 硕 果 累 累 。 2021 年 6
月，由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企业合资

建设的中亚地区最大的风电项目

——札纳塔斯 100 兆瓦风电项目实

现全容量并网；同年 7 月，由三峡集

团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承建

的哈萨克斯坦图尔古松水电站实现

全部机组投产发电；今年 7 月，由中

国电建集团与哈萨克斯坦萨姆鲁克

能源公司合作投资开发的谢列克风电项目实现全容量并

网。当地民众表示，哈中不断加强新能源产业合作，极大

缓解了哈局部地区电力短缺问题。

除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哈政府还将推动实施“清

洁煤炭”计划、建设现代化天然气基地等。哈萨克斯坦煤

炭资源丰富，产业发展起步早、规模大，具备一定发展优

势。新推出的“清洁煤炭”计划旨在最大限度减少煤炭使

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哈政府强调，“清洁煤炭”计划需

要跨部门、跨企业共同配合实施，以便研究、寻找更高效

的使用方法。 （本报阿斯塔纳 10月 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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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持续扩大非洲商品进口，为非洲经济复苏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今年 8 月，肯尼亚利穆

鲁镇的桑瑞普工厂举行鲜食牛油果对华出口首发仪式，这是非洲鲜食牛油果首次出口中国。图

为工厂员工将牛油果装箱。 新华社记者 董江辉摄

今年下半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逐

步企稳向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的

地区报告预计，2022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经济将增长 3.6%，2023 年增长率有望维持在

3.7%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主任

塞拉西近期表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

长潜力大，正逐步重回增长轨道，地区国家应

借助更多创新和绿色增长模式努力发展经济，

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以推动改革、持续引进外

资等举措应对挑战。

多国经济复苏超出预期

近一段时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

经济复苏表现好于预期。

作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核心国家，南

非经济显露出令人振奋的复苏迹象。南非总

统拉马福萨表示，南非经济今年 6 月已经恢复

到新冠肺炎疫情前的增长水平。今年以来，南

非政府持续出台措施，重点支持国家经济重建

计划，加速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在电力、铁路、

港口和电信等领域扩大投资。同时，南非政府

努力推动私营部门更多参与能源领域建设，开

启针对移动电信运营商的数字频谱拍卖，扩大

电信接入范围，降低通信成本。受益于几大产

业的加速恢复，南非政府正按计划改善财政不

平衡状况。

与南非毗邻的莫桑比克加快推动实施政

府五年计划，努力挖掘本国资源勘探和信息通

信等领域的巨大潜力。今年 6 月，莫桑比克北

部科洛尔超深海大型天然气项目首期投产，这

一项目由全球多家大型油气公司合作开发，将

极大改善莫桑比克及南部非洲的能源供给格

局。世界银行近期表示，随着全球天然气市场

需求不断增加，莫桑比克正迎来新的发展契

机，该国经济有望加速增长，预计 2022—2024
年将实现年均增长 5.7%。

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安哥拉的石油产

量持续扩大，今年上半年原油产量增长 3.3%，

石油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71.1%，国家债务占国

内生产总值比重首次降到 60%以下。尼日利

亚的能源收入持续增加，根据最新数据，今年

第 二 季 度 ，该 国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实 际 增 长

3.54% ，已 连 续 7 个 季 度 实 现 正 增 长 。 肯 尼

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经济

也展现出巨大韧性，近几个月来经济增长率

维持在 4%—6%。

持续释放地区增长潜力

分析人士指出，地区多国经济表现超预期

主要受益于及时调整政策、强劲的国际需求和

大宗商品价格升高等因素，未来应大力拓展移

动通信、数字经济、金融、智慧城市等新行业和

新领域，着重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充分挖掘

增长潜力。

南非标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古拉姆·巴利

姆近期在伦敦举办的非洲投资者大会上表示，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具备多重优势，将持续释

放增长潜力，有充分理由和信心对下半年地区

经济走势保持乐观。不少学者认为，地区国家

正依托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积极推动经济一

体 化 ，把 促 进 非 洲 内 部 贸 易 作 为“复 苏 推 动

力”，将极大增强地区经济发展韧性。

当前，南非、肯尼亚等国的手机网购订单

大增，手机支付交易量持续增长，电商经济蓬

勃发展。世界银行集团旗下机构国际金融公

司与谷歌公司此前联合发布报告预计，互联网

经济将持续推动非洲经济增长，到 2025 年，非

洲互联网经济规模有望达到 1800 亿美元，占

非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 5.2%。

一些新兴行业正吸引大批国际投资者的

目光。据非洲“工程新闻网”近日报道，过去一

年，非洲涌现出超过 20 家交通领域初创公司，

它们大多看中了非洲大陆构建互联互通物流

网络的商机，致力于开发软件、行业互联网解

决方案和智慧交通解决方案，抢占市场先机。

非洲调查网站“大交易”近期公布的数据表明，

今年前 6 个月，非洲初创企业的融资增加了一

倍多，达到 31.4 亿美元。

塞内加尔经济学家萨姆巴十分看好非洲

初创企业的融资前景。他说，非洲地区拥有人

口红利，初创企业的市场潜力巨大，正成为投

资者眼中的机遇之地。同时，热情拥抱新技术

的非洲人才也在快速增加，为众多初创公司提

供了人力保障。

中非合作带来发展机遇

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经济体步入

经济复苏周期，但基础仍显脆弱，地区国家还

面临粮食短缺、全球货币紧缩、通胀形势不乐

观等挑战。与此同时，受美联储连续激进加息

影响，一些非洲国家本币加速贬值，甚至面临

债务违约风险。许多国际投资者因美联储加

息而撤离非洲，影响非洲经济发展前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区报告指出，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前景与全球经济发

展直接相关，决策者们面临着近几年来最严峻

的环境之一，短期前景“极不确定”。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

心研究员伊曼纽尔分析，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经济前景看好，但要实现稳步复苏仍需不断加

强自身能力建设，包括推出更为有效的公共卫

生政策措施，加大力度实施经济结构多元化改

革，切实提升粮食自给能力等。另外，地区国

家应抓住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的契机，进一步

扩大非洲区域贸易连通性，同时拓展与地区最

大贸易伙伴中国之间经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阿德希尔认为，对

非洲国家来说，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非常重

要。当前，中国持续扩大非洲商品进口，特别

是非资源类产品，为非洲经济复苏带来源源

不断的动力。非洲国家与中国开展贸易合作

存 在 大 量 机 遇 。 受 益 于 来 自 中 国 的 强 劲 需

求，非洲地区贸易加快恢复，已成为全球贸易

增长亮点之一。

津巴布韦中非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研

究员唐纳德·鲁沙布瓦说，中国提出的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与非洲贸易一体化进程相辅相

成。近年来，津中贸易联系不断加深。中国有

着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市场对

津巴布韦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不少中国企业

在津巴布韦投资，为津巴布韦带来发展机遇。

（本报约翰内斯堡 10月 27日电）

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企稳向好
本报记者 邹 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