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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与中华
文化在当地的传播

� 何敏波

[摘 � 要] � 基于近十多年来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保持着快速的增长, 中华文化在当地也逐渐传播开

来, 分析中国对非直接投资, 它与在非洲的中国移民间的联系与相互影响, 并探讨中华文化在当地的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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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十年来,国内学者有关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研究

已经取得许多成果,但将其与移民、文化传播联系

在一起探讨的很小。随着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社会

中越来越突显作用,中国政府开始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播与

发展,本文在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简要分析下 ,探讨移民、

投资与中华文化在当地传播的联系。

一、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
1995年中国进行援外方式改革,过去对非洲进行单纯

援助转为谋求经济上的互利合作,也就是说,中非合作从单

纯的扶贫援助向更广泛的投资、贸易和社会发展领域扩展。

中国政府鼓励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同时到非洲发展。也就

是从那时起 ,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进入非洲。

1� 投资量与地区分布

表 1 � 1996~ 2006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额 �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投资额 56 82 88 65 216 67 63 107 135 400 370

� � 资料来源: 1996~ 2005年数据是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训局联合发

布 1997~ 2006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非金融部分 )相关

数据编制, 2006年数据来自朴英姬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发展历

程与未来趋势! ,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 2006年第 5期

表 2� 中国非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表

( 2003~ 2006) � � 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地区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非洲 74. 79 317. 42 391. 68 519. 85

阿尔及利亚 2. 47 11. 21 84. 87 98. 93

安哥拉 0. 19 0. 18 0. 47 22. 39

贝宁 2. 09 13. 77 1. 31

博茨瓦纳 0. 8 0. 27 3. 69 2. 76

咋得 2. 71 1. 61

续表 2 � 中国非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表

( 2003~ 2006) � � 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地区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刚果(金) 0. 06 11. 91 5. 07 36. 73

刚果(布) 0. 51 8. 11 13. 24

科特迪瓦 0. 62 6. 75 8. 74 - 291

埃及 2. 1 5. 72 13. 13 8. 85

赤道几内亚 0. 48 1. 69 6. 35 10. 19

埃塞俄比亚 0. 98 0. 43 4. 93 23. 95

加蓬 5. 6 2. 08 5. 53

加纳 2. 89 0. 34 2. 57 0. 5

几内亚 1. 2 14. 44 16. 34 0. 75

肯尼亚 0. 74 2. 68 2. 05 0. 18

利比里亚 0. 4 0. 58 8. 65 - 703

利比亚

马达加斯加 0. 68 13. 64 0. 14 1. 17

马里 5. 41 2. 6

毛里塔尼亚 1. 7 0. 09 0. 36 4. 78

毛里求斯 10. 27 0. 44 2. 04 16. 59

摩洛哥 0. 19 1. 8 0. 85 1. 78

尼日尔 1. 53 5. 76 7. 94

尼日利亚 24. 4 45. 52 53. 3 67. 79

塞拉利昂 5. 92 0. 49 3. 71

南非 8. 86 17. 81 47. 47 40. 74

苏丹 146. 7 91. 13 50. 79

多哥 0. 03 1. 85 0. 31 4. 58

乌尔达 1 0. 15 0. 17 0. 23

赞比亚 5. 53 2. 23 10. 09 87. 44

律巴布韦 0. 03 0. 71 1. 47 3. 42

坦桑尼亚 1. 62 0. 96 12. 54

突尼斯 0. 22 1. 73

卢旺达 1. 42 2. 99

注:以上为 2003年到 2006年间中国直接投资流量曾经超过一百万

美元的国家、地区。资料来源: 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

布!第 18~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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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中可以看出中国对非直接投资额总体上呈上升

趋势,增长速度也比较快。表 2显示近年中国非金融类对

非洲直接投资流量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流量呈现快速增

长的趋势: 2004、2005、2006年分别增长了: 424. 42%、123.

39%、160. 28%。而且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具有∀ 大分散,小

集中#的特点。如下表 3~ 6所示:

表 3� 2003 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前五位国家

尼日其利它亚 毛里求斯 赞比亚 马里 南非

3255%% 14% 7% 7% 12%

表 4� 2004 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前五位国家

贝宁 苏丹 南非 几内亚 尼日利亚 其它

4% 46% 6% 5% 14% 25%

表 5� 2005 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前五位国家

贝宁 苏丹 南非 几内亚 尼日利亚 其它

4% 46% 6% 5% 14% 25%

表 6� 2006 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前五位国家

阿尔及利亚 苏丹 南非 尼日利亚 赞比亚 其它

19% 10% 8% 13% 17% 33%

从上述表 3~ 6可以看出 2003~ 2006年中国对非直接

投资流量最多的前五位国家的总数占了投资总流量的大部

分 ,分别是: 75%、75%、63%、67% , ∀ 大分散,小集中#的特

点非常明显。综合历年数据中国对非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

在 :南非、苏丹、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这四个国家 2003~

2006年期间占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总流量分别为 : 50%、

70%、58%、50%。

2� 投资产业分布
中国大陆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根据不同国家的特点投资

重点又有所侧重。中国在南非投资领域集中在轻工产品 ,

特别是服装加工领域; 在尼日利亚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

能源方面 ;在阿尔及利亚, 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油气领

域。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的各种项目中,最引人瞩目的恐

怕要属中国石油大然气集团公司在苏丹开展的油气合作项

目 ,这一项目在能源安全问题被广泛重视的今大显得格外

宝贵。中石油在苏丹的采油历时己近十年, 截至 2003 年

底 ,投入了约 27亿美元。从表 3~ 6可知南非、尼日利亚、

苏丹、阿尔及利亚是中国在非投资的主要国家 ,因而可以推

断中国对非投资是以生产加工和资源开发为主。

虽然中国对非投资以生产加工和资源开发为主,但当

前投资领域正由窄到宽 ,投资项目由小到大,多元化投资格

局己初步形成。截至 2005年底, 中国对非投资已达 62. 7

亿美元, [1] ( P179)投资项目分布在 49个非洲国家 ,涉及自然资

源、贸易、生产加工、基础设施、建筑、纺织、交通和电力等诸

多领域。

二、非洲的中国移民
1� 人口数量、分布
非洲华侨华人的数量,由于来源不同、估计方式不同、

资料缺乏,难以有一至的准确统计,而且统计数据一般是

2000年以前的 ,有关近年的统计数据相当少。

表 7 � 非洲国家(地区)华侨华人人口统计

国家(地区) 人数 年份 国家(地区) 人数 年份

科特迪瓦 500 1999 留尼汪 30000 2000

加纳 1000 1999 塞舌尔 2000 2000

马达加斯加 28000 2000 南非 80000 2000

毛里求斯 35000 2000 坦桑尼亚 600 1993

莫桑比克 700 1993 津巴布韦

尼日利亚 5800 2000 埃及 2000 1999

阿尔及叙利亚 2000 2000 肯尼亚 4000 2000

安哥拉 500 1993 莱索托 700 1999

贝宁 利比亚 500 2000

博茨瓦纳 斯威士兰 240 1999

客麦隆 50 1993 多哥

加那利群岛 利比里亚 50 1999

佛得角 埃塞俄比亚 100 1993

赤道几内亚 加蓬 100 1993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20 1999

马拉维 50 1999 摩洛哥 50 1993

尼日尔 10 1999 塞内加尔 106 1999

塞拉利昂 苏丹 2000 2000

乌干达 100 1993 赞比亚

布基纳法索 150 1999 乍得 20 1999

突尼斯 200 2000 中非 10 1999

扎伊尔 200 1993 共计约 197000

资料来源: 华人经济年鉴 2001年! ,附录 世界各地华侨华人人口最

新统计!第 462~ 463页

除了上述统计外,学界还有不同的观点。本人经考虑

计算后认为非洲华侨华人从 1996年到 1999年大约增长了

6万,按此速度到 2008年非洲华侨华人大约是 38万。虽然

资料在显示非洲华侨华人的总量时有不一致,但是都显示

了非洲华侨华人分布的一大特点:∀ 大分散 ,小集中# ,南非、

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留尼旺、尼日利亚五国约占据非洲

华侨华人总数的 90%。

2� 从事的行业
非洲不同的国家华侨华人从事的行业因为各国国情的

差异而有所不同。以下主要以华侨华人数量最多的南非、

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留尼旺、尼日利亚五国分析:

南非: 2000年 南非华侨华人厂商共 620 家,投资总额

15. 6亿美元,居外资的首位。经营贸易 94家,杂货、零售、

超级市场共约 48家,餐饮业 47 家,旅游业 16家 ,运输业 8

家,医疗业 3家等。纺织及成衣业 102家, 电子电器业 23

家,机械及仪器业 32家,化学制品加工业 71 家,食品制造

业 4家 ,建筑业 17 家,农渔矿业 10 家。[ 2] ( P428~ 430) 留尼汪 :

2000年,零售业 1500余家,餐馆业及服务业共 130余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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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传统加工业和新兴劳力密集 ) 60 余家, 农耕 10 余

家。[ 2] ( P424)毛里求斯: 1999年,约 3. 5 万人,杂货业 300家 ,

餐馆业 50家,贸易业 200家,服务业 100家 ,娱乐业 5家 ,

五金药房等 50家,机械、仪器厂 5家 ,纺织业 50家,建筑业

4家,食品制造业 6家。[2] ( P419)尼日利亚: 1999年,贸易业约

70家,餐馆业 15家,杂货业 8家,渔业 3 家,农林业 20家 ,

纺织业 8家,造纸业 2~ 3家,金属制造品业 10~ 15 家,造

纸业 2~ 3家。[ 2] ( P421~ 422)马达加斯加: 1999 年杂货零售业

600家左右,占华商资本 80%以上,旅馆业约 100多家,餐

馆业及中式外卖店、贸易业约 50家,药业约 20家 ,旅游服

务业约 20家,矿业 10家。[ 2] ( P414~ 415)

总的来说,华人经济涉及的领域广泛,以零售业、餐馆

业、服务业、贸易业为主。

三、中对非洲直接投资与中国
移民的联系与影响

1� 中对直接非投资与中国移民的联系
中对非投资与中国移民的分布都具有∀ 大分散,小集

中#的特点。在∀ 大分散#上两者具有一致性。中对非直接

投资分布在非洲 49个国家上, 中国移民分布在非洲约 44

个国家上,根据表 2可以看出大部分有中国移民的国家就

有中对非的直接投资。而在∀ 小集中#方面一致与不一致并

存。不一致表现在:南非、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尼日利亚

占中国移民 70%左右的,但 2003年到 2006年南非、马达加

斯加、毛里求斯、尼日利亚这四个国家共占中国非金融领域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比列分别是: 59. 1%、24. 4%、26. 3%、

24. 3%。留尼旺的中国移民数量在非洲排前四位 ,但是中

国大陆并没有对其直接投资。一致表现在 :南非、尼日利亚

的华侨华人数量在非洲一直是前五位,而在中对非的投资

中也一直占据前五位。中对非投资的分布特点与中国移民

的分布特点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同时具有

大量中国投资和中国移民的非洲国家从整体而言最有利于

中华文化的传播,例如:南非、尼日利亚等。只具有大量中

国投资或大量中国移民的非洲国家,中华文化的传播前景

次之,如留尼旺。中国对非的主要投资领域与华人移民的

职业目前联系还不是十分密切,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领域

仍然是以生产加工和资源开发为主,而中国移民从整体上

而言主要从事餐馆、零售、贸易等。但随着中国投资领域与

范围的扩大,两者的交差点将会越来越多,中华文化在当地

传播的前景是美好的。

2� 中对直接非投资与中国移民的相互影响
由于发展机会有限、社会治安情况不良等原因,非洲华

侨华人外流现象较为普遍。据统计 ,法国、加拿人和香港合

计有原马达加斯加华侨华人逾 2万人。[ 3]在毛里求斯,华侨

华人第三代一半在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留学,且多数滞留不

归。子女在第三国站稳脚跟后,父母随之移居第三国现象

也较为普遍。这种现象已经破坏传统华社的自然人口平

衡 ,造成了传统华社的后继乏人和∀ 量#的急速萎缩,而中对

非投资的持续增长使华社的这种趋势得到缓解。无论是直

接投资,还是承包工程和劳务都会使得在非洲的中国移民

迅速增加。

表 8 � 中国在非从事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人员的数量(单位:万人)

年份 1998 2003 2004 2005 2006

中国在非从事承包

工程和劳务合作人员
3. 9 7 7 8. 2 9. 5

� � 资料来源:  中国商务年鉴 2004!第 330页,  中国商务年鉴

2005!第 183页,  中国商务年鉴 2006!第 725 页,  中国商务年鉴

2007!第 724页

人口是一切的基础。大量的中国工作人员生活、工作

在非洲,不单为当地华社注入了新的力量 ,而且带去了现当

代的中华文化。中对非直接投资带去的先进经验、技术会

首先影响当地的中国移民 ,为当地的中国移民提供相对好

的工作机会,提高当地中国移民的地位。中国投资企业一

般倾向雇佣非洲当地华裔青年作为管理骨干,向他们显示

外来华商的成功运作,因而对非洲华侨华人产生了良好的

示范作用。这些因素无疑给当地华人经济以新的推动力。

非洲地广人稀,国家多,政策也异,井且也拥有着悠久

的文明和历史。中国企业投资者进入非洲首先面临的就是

语言文化交流 ,是否熟悉当地政策等问题。非洲的华侨华

人在这个方面积累了大量的验,可以对中国企业投资者提

供帮助。而且华侨华人在非洲国家人民心目中树立了良好

的口碑,为中国企业进一步投资非洲奠定了良好的历史基

础。非洲华侨华人作为中非经贸活动中的桥梁,将更有力

地推动中非经贸、文化等多领域合作与交流的时代的到来。

四、加强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与中
国移民的联系与相互影响,促进中华文
化在当地的进一步传播

进入 21世纪,世界各种文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相互激

荡,中华文化博大、源远流长 ,伴随中国经济走出国门,中华

文化也应∀ 走出去# , 促进自己的发展同时,促进世界多元

化文化的发展。

目前,中资企业的足迹已经遍布非洲各个角落,成为非

洲当地工商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中对非的投资赶不

上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根据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

的统计, 流入非洲国家直接投资主要来自美国、法国和英

国。根据表 1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从 1996年到 2006 年共

16. 49 亿美元 ,而美国、法国和英国单在 90 年代后半期

( 1996~ 2000年) ,在非洲的直接投资就分别为 92. 49亿美

元[ 4] ( P300)、43. 62亿美元[ 1] (P179)和 32. 69亿美元[ 1] ( P179) ,远远

高于中国。2004年,非洲最大的五个 FDI(外国直接投资 )

来源国依次是法国、荷兰、南非、英国和美国,它们的合计投

资额超过该地区 FDI流入量的一半。[ 5] ( P260)但一个国家、一

个地区对另一种全新文化的接受并不一定与该文化的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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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实力成正比,文化传播是复杂的过程。

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法国、荷兰等投资大国来说在非洲的

投资不等于投资中所带去的文化也被接受。

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具有互补性,中国与非洲也具有一

致的政治利益 ,中非政府不断采取切实的步骤和措施,推动

中非间的经济合作。展望未来,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之

路会越走越宽。对中国而言,加强中国移民与中对非投资

的联系与相互影响,有利于中华文化在当地得到进一步的

传播。中非交往的历史长达千年以上,新中国成立之后,中

非联系更加广泛,中国移民在非洲扎根发展,中华文化与当

地文化上也展开了新的交流。以投资促进非洲华侨华人的

发展,华侨华人进一步树立在非洲国家人民心目中良好的

形象,使不但中国企业的产品、服务而且产品、服务中所包

含的文化内涵更容易被当地社会接受,使中华文化进一步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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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认为其更多的是采取不同形式,执行一种对能量的统

一、协调和管理的功能。

而生物能量节约原则作为文化进化的内在决定性因

素 ,更多的是突出人类个体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但把它看着

是唯一的内在决定因素未免过于绝对。影响人类个体行为

的因素是多样的,因此,影响人类文化发展的因素也是多样

的。文化的进化是多因素的合力,只是在其中 ,生物能量节

约原则的作用更为直接和明显 ,更具普遍性。而对于怀特

∀ 技术∃ ∃ ∃ 经济是文化进化的决定因素#[ 1]的认识和看法 ,

我们认为它其实和生物能量节约原则是文化进化的内在决

定性因素并不矛盾, ∀ 技术∃ ∃ ∃ 经济#不外是文化进化的内

在决定性因素作用于文化进化上的一种外部机制。尽管学

术界对于∀ 技术∃ 经济决定论#目前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不

可否认利用能量的技术效率对人类社会单位能量的积累有

重要的影响。而不同人类社会单位由于所处环境和资源的

不同,同样对人类社会单位总能量的积累有着直接的影响。

一般说来,没有铜资源的史前人类社会单位绝不会有青铜

器的发明。因此,环境资源相对丰富、利用能量的技术效率

相对发达的人类社会单位 ,演进到高度复杂状态的可能性

更大一点。

综上所述,生命的存在,必然与自然界存在能量的流

动。以上我们仅是单纯的讨论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个

体与能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探讨用能量的观点来解释作为

生物学意义上人类个体某些行为的可能,同时也对能量与

文化进化关系的内因进行初步探讨,为进一步分析怀特的

∀ 普遍进化论#理论提供微观上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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