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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践行对非合作新型义利观践行对非合作新型义利观
习近平在非洲讲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知。中非

基金就是这么做的。成立以来，在秉承支持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使命，以
市场化方式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主动践行对非合作新型义利观，始终坚
持“负责任、讲道义、守规则”原则，注重投资在当地产生的社会效益，
同时加强与非洲国家的人文交流，引导当地民众对中国投资正确认知，推
动中非合作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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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带动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走出去带动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走出去，，加快非洲工业化进程加快非洲工业化进程
从发展阶段来说，非洲与我国已形成天然互补。由于正处于工业化发展初期，非

洲对工业化及其相关基础设施的需求很高，正好和我国“走出去”以及产业转型升级
的战略具有很高的契合度。中非基金从非洲实际出发“先行先试”，正推动我国优质产
能与非合作，涉及年产中重型卡
车1.1万辆、空调30万台、冰箱
60万台、电视40万台、水泥160
万吨以及光伏、玻璃等产能，助
力非洲经济发展。

44、、创新对非投资模式创新对非投资模式，，引导企业引导企业““抱团出海抱团出海””
作为我国唯一一支专注于对非投资的股权基金，中非基金在过

去8年间利用国家级平台优势和专业优势，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协调功
能，有效引导了企业创新合作模式，规范了市场秩序，提升了合作
水平，在衔接中方与非方、政府和市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桥梁
和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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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为中非基金投资的深右图为中非基金投资的深
能加纳电厂项目能加纳电厂项目

图为中非基金投资的马拉维棉花项目图为中非基金投资的马拉维棉花项目图为中非基金投资的马拉维棉花项目

33、、增强经济造血机能增强经济造血机能，，改善当地民生改善当地民生
农业、医药、文化等领域，既是非洲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更是关乎民生的关

键领域，但囿于资金需求大、投
资周期长、技术支持少等因素，
普通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进入的
积极性不强。中非基金以投资促
民生，创新合作模式，全产业链
支持非洲项目，带动当地就业，
丰富当地民众物质保障和精神文
化建设。

中非发展基金的中非发展基金的非洲实践非洲实践

以开发性金融引领对以开发性金融引领对非投资非投资
————中非发展基金的非中非发展基金的非洲洲故事故事

图为中非基金投资的加纳图为中非基金投资的加纳
AWAAWA航空项目航空项目

图为中非基金投资的马里人福药厂项目图为中非基金投资的马里人福药厂项目

图为中非基金投资的海信南非家电产业园项目

22、、加快加快““三网一化三网一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助力非洲经济一体化助力非洲经济一体化
非洲区域互联互通一直被视作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核心难题之一，也是影响

非洲工业化进程的现实瓶颈。中非基金通过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把产能合作和装备

“走出去”与公路、铁路、航

空、港口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降低了物流成本，形成了良性

互动。

图为中非基金投资的尼日利亚图为中非基金投资的尼日利亚TICTTICT集装箱码头项目集装箱码头项目

中非发展基金中非发展基金董事长迟建新问答董事长迟建新问答

中非合作论坛于2000年成立，首次峰会是2006年，地点是北京。在
那次峰会上，宣布了一系列对非务实举措，其中之一就是由国家开发银
行承办设立中非发展基金。此举是为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创
新中非合作模式，以股权投资促中非发展，打开中非合作的全新局面。

时隔9年，又见峰会。
此时的中非合作早已旧貌换新颜，不仅在政治互信、传统友好的坚

实基础上风雨同舟，更在新型经贸合作上携手共进，尤其通过我国首支
股权对非投资基金——中非发展基金的投资引导，更多的中国企业走进
非洲、了解非洲、扎根非洲，形成了中非发展互利共赢新格局。

白驹过隙，成绩斐然。过去8年，中非发展基金以开发性金融理念创新对
非模式，结合非洲国家发展诉求，以市场化方式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过去8
年，中非发展基金在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对非投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对
非产能装备、三网一化、农业民生等重点领域先行先试，在中国对非股权投资领
域建立了先发优势。过去8年，中非基金在以市场化方式服务国家战略、对接
中非经贸合作需求、为中国企业赴非投资提供从融资到融智的全方位服务等方
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成功的实践，积累了经验、树立了品牌。

1、作为 2006 年中非论坛北京峰会达
成的对非务实合作 8项政策措施之一，中
非发展基金已运作 8年多，您如何评价其
在中国对非投资以及中非关系发展中扮演
的角色、发挥的作用？

迟建新：设立中非发展基金是中非合
作论坛框架下的新型务实合作的重要举
措，对鼓励和支持更多中国企业对非投资
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在贸易、工程承包等
传统合作模式之外，推动中非合作的一大
创举。成立 8 年多来，通过开创性的工
作，我们致力于增强非洲国家经济“造
血”机能和改善当地民生，结合非洲国家
发展诉求，以市场化方式推动中国企业对
非投资，已成为中国对非投资的主力平台
和中非合作论坛的重要抓手。

截至目前，中非基金已累计与1000多
家企业探讨对非合作，跟踪分析了 500 多
个项目，决定在 35 个非洲国家投资 83 个
项目、近32亿美元，这些项目还可带动中
国企业增加对非投资约160亿美元。

中非发展基金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投
资了一批农业种植与加工项目，汽车、皮
革加工、家电、玻璃、水泥、制药等产能
合作项目，电厂、港口、海运、航空等基
础设施项目，以及数字电视、工业园区、
能源矿业等项目，为新时期中非经贸合作
增添了活力，在非洲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得到中非双方领导和社会各界
的充分肯定。

2、中非基金作为中非股权投资的先

行者和导航者，如何看待中非合作的前
景？第六届中非论坛即将在南非召开，您
如 何 看 待 此 次 峰 会 召 开 对 中 非 合 作 的
意义？

迟建新：我们在 8 年多来的投资实践
中体会到，中非经济互补性强，中非投资
合作是明显的互利双赢格局，合作潜力巨
大，前景广阔。一方面，非洲处在工业
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决
定了其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大量的开发性
业务空间，急需开发性金融的支持。另一
方面，中国经济将维持在中高增速水平，
结构调整步入“深水区”，多个行业产能
消化进入“阵痛期”。中央适时提出国际
产能合作战略，这给了我们很大空间。

本次峰会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的
第二次峰会，从会议规格上可见中非领导
人的重视。在中非合作如此契合和紧密的
势头下，本次峰会势必会推出相关举措，
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非各领域合作。

3、中非基金如何以股权投资的市场
化方式服务中非合作？如何看待这种模式
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的作用？

迟建新：中非发展基金在运作方式上
与其他市场化股权投资基金一样，是在对
项目商业可行性、财务可平衡性、风险可
控性及社会效益等要素进行综合评估的基
础上，选择符合非洲当地发展需要且商业
可持续的项目进行投资。只有这种建立在
商业可行性基础上的有效投资方式，才能
在不增加东道国债务负担的情况下，撬动

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增强非洲经济的自我
发展能力。

中非基金作为我国首支对非股权投资
基金，是我国政府审时度势提出的对非重
要举措，更是创新举措。近年来，国家级
对外投资基金纷纷设立，从某种角度上
说，证明了这种模式的成功。

4、中国企业“走出去”面对的最大
挑战是什么？对希望去非洲投资的中国企
业有哪些建议？

迟建新：中国企业“走出去”面对的
形势是纷繁复杂的。我们从与企业合作的
实践中体会到，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面临
三方面的挑战：一是来自东道国的制约。
以非洲为例，非洲大部分国家基础设施、
工业基础薄弱，产业配套能力低。同时，
非洲大部分国家金融服务水平偏低，资金
缺乏、成本较高，难以对实体经济形成有
效支撑。二是中国企业自身的不足。目前

“走出去”企业短期内还是缺少既懂技术
或商务，又懂语言的复合型人才。同时，
中国企业对投资国的法律、税收、制度体
系和国际规则等缺乏了解和理解，不利于
开展投资业务。三是中方与外方的融合困
难。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突出问题是双
方文化理念和行为习惯的差异及冲突。

为使对非投资取得成功，首先中国企
业要了解非洲的特点，要选准项目的市场
定位，既要看当地市场，更要看境外市
场。其次是选好项目，在了解当地法律的
基础上，选好国别和行业，认真做好所在

国投资条件的分析和评估，加强前期论证
项目论证。再次要有扎根当地、致力于长
期发展的打算，规范企业境外经营行为，
认真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文
化、宗教和习俗，保障员工合法权益，注
重环境保护，坚持诚信经营，使当地得到
实惠。最后，要创新经营管理理念和方
式 ， 避 免 惯 性 思 维 将 国 内 经 营 照 搬 到
国外。

5、对我国政府加强企业“走出去”
和中非产能合作有何建议？

迟建新：近年来，国家在支持企业
“走出去”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保障
措施，从政府层面积极鼓励和支持我国企
业参与国际竞争。在与国内企业合作这 8
年，我们切实感受到，企业“走出去”不
仅仅依靠企业自身能力，还需要相关配套
政策和软环境支持。

一是要坚持“企业主体、政府引导、
市场导向、商业运作”的指导思想，以企
业为主体，在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

“看不见的手”之间，积极发挥中非基金
这种“政策性定位、市场化运作” 的投
资作用。二是建议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和金
融服务力度，做好政策资源的统筹安排、
协同整合，提高各项政策“合力”，同时
通过加快人民币“走出去”、扩大货币互
换合作范围等，缓解中资企业汇兑和汇率
损失。三是策划支持“集群式”走出去。
策划和支持具备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关系的
制造业企业“集群式”投资，以此为基础

打造产业链工业园区。四是加强培育国家
化人才和优化软环境。最后，也是最重要
一点，国家要从目前国际形势出发，对

“走出去”企业做好人身安全保障配套措
施，维护投资者生命安全。

6、中非基金未来五年有何发展规划？
迟建新：未来五年是中国“十三五”

规划发展时期，中国政府提出将奉行互利
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
经济。未来五年也是完成李克强总理提出
的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迈向 1000 亿美
元、对非贸易额达到4000亿美元目标的关
键时期。中非发展基金作为中国对非投资
合作的主力平台，将充分运用开发性金
融的理念，发挥股东开发银行的综合投
融资金融服务优势，发挥我们多年积累
的专业和先发优势，通过投资和贷款相
互配合，以市场化方式推动中非合作提
质升级。

一是积极落实国家关于对非走出去的
有关政策，进一步发挥中国企业与非洲项
目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带动更多的中
国企业和资本投向非洲。二是根据非洲不
同国家的实际情况，选取重点区域、重点
国家，以基础设施、产业园区等重点领域
的重大项目为中心，积极创新合作机制。
三是创新投融资模式，加大与国际资本市
场对接，与中国和世界各国投资者共同推
动非洲经济发展。四是积极支持中国企业
在人才、管理及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与世
界接轨。

图为中非基金投资的冀东南非曼巴水泥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