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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闭幕的非洲联盟（非盟）第36届首脑会
议上，“自由贸易区”成为与会各方热议的内容。本
届会议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年：加快非洲大
陆自由贸易区的实施”为主题，彰显了非洲大陆推
动经济一体化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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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可圈可点

根据非盟 《2063年议程》（2014—2023） 第一个十年
规划的执行情况，非洲在加速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促
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进步。目前，54个非
盟成员国签署了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截至 2022 年 11
月，44个成员国已交存批准书。该协议成为自世界贸易
组织成立以来，参与国家最多的自贸协定。

非洲大陆自贸区于2019年7月正式成立，2021年1月
启动运营。在新冠疫情延宕及世界经济脆弱复苏的背景
下，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成绩依旧可圈可点：

自贸区协定前两阶段谈判已基本完成。其中，第二
阶段谈判涉及知识产权、投资和竞争政策。第三阶段的
谈判正加紧进行，包括《数字贸易议定书》《妇女和青年
贸易议定书》的审议等。

交易成本有望降低。2022年1月，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
处联合非洲进出口银行等机构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发布泛
非支付结算系统。该系统支持非洲国家使用本国货币在非
洲大陆进行及时、安全和快速支付，减少对第三方货币的
依赖，预计每年将为非洲大陆节约50亿美元支付成本。

贸易联通取得积极进展。2022年7月，在非洲大陆自
贸区协定框架下，卢旺达、喀麦隆、埃及、加纳、肯尼
亚、毛里求斯和坦桑尼亚 7个国家被选中开展贸易试点。
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表示，此举旨在测试非洲内部贸
易的环境、法律及贸易政策基础。此外，一些非洲国家
也积极响应号召，落实相关政策。例如，尼日利亚启动
自由贸易区安耶巴经济城，在城内加工或组装的产品能
够免税销往整个非洲市场。

世界银行与非洲自贸区秘书处此前发布报告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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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非洲研究院经济研究室主任杨宝荣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指出，非洲大陆推进自贸区建设，标志着绝
大多数非洲国家回归以联合自强实现自主发展这一关键
议题，同时也加强了非洲大陆对建立统一大市场弥补发
展短板的认知和实践。从全球范围来看，作为一个人口
众多、规模巨大的市场，非洲大陆致力于推动自贸区建
设，对经济全球化及全球经贸合作而言都是一个积极信
号，是对部分国家鼓吹“脱钩”“断链”等言论的回击。
同时，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也借鉴了二战后区域合作的
一些有益经验，有利于推动区域及全球发展。

挑战不容忽视

作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大陆自
贸区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在非盟第 36 届首脑会议上，
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强调，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地
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挑战等因素对
非洲影响深远。他呼吁非洲领导人专注于非洲要实现的
主要目标，包括加快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推进非洲一
体化和非盟《2063年议程》等。

杨宝荣指出，目前来看，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需从
内外两方面持续发力——

从内部来看，一是解决国家间产业结构的同质化问
题。大多数非洲国家工业欠发达，高度依赖原材料出口
及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附加值低。而自贸区建设依靠
区域内国家在生产、贸易、物流及人流等方面的高度协
同性，非盟需要在这方面加强制度安排，增加成员国间
产业的协同互补。二是继续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改善营

商环境。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是在 21 世纪产业信息化、
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下进行的，有必要跟上时代
潮流，不断提高基础设施与营商环境水平，进而提升域
内外开展经贸合作的便利化程度。

从外部来看，一是避免“去全球化”“逆全球化”思
潮的干扰。从过去作为廉价劳动力及矿产资源提供者，
到如今在全球消费市场及经济复苏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非洲始终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的重要一环。非
洲国家需要进一步凝聚以合作促发展的共识，加快推进
一体化进程，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二是在全球市场
中提升自身竞争力。从国际合作角度来看，非洲国家对
外资吸引力相对不足。在新技术、新产业加快发展的大
趋势下，非洲自贸区需要提升自身在技术、资本和市场
等方面的承接能力，才能吸引更多资金和技术流入。

针对非洲大陆自贸区面临的短板，非盟及非洲国家
也在发力。例如：2022 年，非洲自贸区调整基金成立，
用以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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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非盟及非洲多国高度重视基础设施
建设。2021 年，非洲各国在非盟峰会上通过了非洲基础
设施发展计划2021—2030年第二期优先行动计划的71个
优先项目，覆盖交通、通讯、能源、水利、农业等领
域，涉及非盟40余个国家。

中非合作可期

近年来，在中非合作论坛、共建“一带一路”等机
制引领下，中非在基建、卫生、教育、农业、环保等领
域开展全方位合作，极大提升了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及
贸易便利化水平，为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提供了助力。
正如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纳伊朱所

说，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是非洲一体化进程中的
里程碑事件。中国近年来推动中非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
建设，完全契合非洲发展愿景，非洲期待中国继续投资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地区互联互通水平。

数据显示，中国自2009年起连续13年稳居非洲第一
大贸易伙伴国地位。自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帮
助非洲国家新增和升级铁路超过 1 万公里、公路近 10 万
公里、桥梁近千座、港口近百个、输变电线路 6.6 万公
里。目前，52个非洲国家和非盟委员会同中方签署“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非盟会议中心、非洲疾控中心总
部、蒙内铁路、亚吉铁路等标志性工程不断涌现。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能源、基础设施和服务处主
任利辛吉表示，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成果已为非洲
自贸区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诸多利好。赞比亚大
学工程学专家丹尼斯·姆瓦巴说，中国的帮助使非洲互联
互通、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一步提升，极大
促进非洲贸易投资便利化和经济一体化，为非洲国家带
来工业化发展机遇。

杨宝荣指出，随着中非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推动
构建新发展格局，将为非洲发展带来更多中国机遇；非
洲大陆自贸区加快建设，将推进非洲经济一体化和区域
经济融合，给中非合作扩展更大发展空间。未来，中非
合作的互补性会更突出、共同弥补发展短板的能力会更
强、以发展应对各领域挑战的共识会更多。新形势下，
中非应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推动产业技术
合作，创新发展方式，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及产
业分工中的地位，造福中非人民。

上图：1月23日，尼日利亚西南部拉各斯州，由中企
投资、建设和运营的莱基深水港项目举行开港运营仪
式。图为港口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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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5） 中企投资建设运营的尼日利亚深水港开港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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