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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非贸易在“一带一路”政策的推动下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贸易便利化水平较

低的问题亟待解决,如非洲自贸区建设缓慢、中非贸易成本较高以及中企面临诸多风险。因此,提高贸易

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中非贸易的快速发展,而目前非洲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受到基础设施落后、贸易政策

法规不完善、海关程序繁琐、物流服务水平低和商业环境不透明等因素的限制。未来,中非双方应加强

海关合作、完善贸易基础设施、促进法律法规完善、加强人文交流以确保贸易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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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mpetu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ino-African trade has seen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remain challenges regarding the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such as the slow 

progress in establishing the African Free Trade Area, high costs of Sino-African trade, and various risks fac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Therefore, enhancing the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ino-African trade. Currently, the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in African countries is restricted by factors such as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inadequate trad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cumbersome customs procedures, low 

logistics service levels, and opaque business environments. In the future, both China and Africa should 

strengthen customs cooperation, improve trade infrastructure, promote legal and regulatory perfection, and 

enhance cultural exchanges to ensure the fairness and sustainability of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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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发展中非贸易对中国能源安全、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福祉

具有重大意义。非洲资源丰富,包括油气和关键矿产,对中国维

护能源安全至关重要。中国作为能源净进口国,中非贸易有助于

优化资源配置,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和俄乌冲突背景下。“一带

一路”倡议下,中非贸易不仅促进双方经济发展,还有助于非洲

解决贫困问题,中国缓解就业压力。中非贸易还增进了双方人民

福祉,中国向非洲提供服务产品,改善民生,非洲对中国商品的

需求增加,提高双方消费多样性和生活质量。 

1 发展中非贸易的意义 

非洲是世界五大石油生产国之一,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

矿石,这些资源对中国尤其重要[1]。根据《2022年国家统计年鉴》,

中国能源消耗总量中,矿石能源占比83.4%,显示其对矿产资源的

巨大需求。中非贸易通过国际合作优化资源配置,增强中国在全

球资源管理中的地位。此外,中非贸易促进了非洲的社会稳定和经

济发展,同时帮助中国企业探索新市场,缓解国内就业压力。 

中非贸易还促进了双方的文化和社会交流,中国在非洲的

项目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还涉及医疗、教育和环保等领域,

这些合作提升了非洲的生活质量和教育水平,同时也为中国商

品和服务开辟了新市场[2]。总体而言,中非贸易为双方带来了经

济利益和社会福祉的提升,是双赢的国际合作典范。 

2 中非贸易及非洲国家贸易便利化现状 

2.1中非贸易的发展现状。非洲国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的核心合作伙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非洲则

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这种地缘和发展阶段的共性使得

双方在多个领域的合作具有天然的互补性和广泛的发展前景。中

非之间的贸易合作已经成为南南合作的一个典范,显示出持续

增长的态势,尽管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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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双边贸易总额从2013年的2102.4亿美元增长至2022年

的2820亿美元,增长了28.3%,年均增长率3.2%。这一增长虽然表

现出总体的积极态势,但不同年份的表现并不均匀。特别是在

2016年和2020年,非货物贸易经历了明显的下跌,分别下跌了

16.8%和10.5%,反映出中非贸易面临的挑战和不稳定因素。这些

挑战主要与全球经济环境、地区政治稳定性以及国际市场需求

的波动有关。 

截至2023年6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了52个国家的

积极参与。这一国际合作框架通过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经

济合作和深化文化交流,促进了参与国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在这

一背景下,中非合作不仅限于传统的商品贸易,还扩展到服务贸

易和金融服务,其中包括物流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服务、

政府服务以及电子信息和计算机服务。这表明,中非贸易合作正

从简单的货物交换逐渐转向更为复杂的服务和技术交流。 

2.2非洲国家贸易便利化现状。非洲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整体

上不高[3],主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包括基础设施的

不足、贸易政策和法规的不完善、海关程序的繁琐以及商业环

境的不稳定性等。 

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对其贸易便利化进程有显著影

响。尽管一些国家已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进展,但多数国家

的港口设施仍不足,影响货物装卸效率；此外,道路和铁路质量

及覆盖范围的不足,限制了内部和跨国货物流通的效率。通信网

络的不完善也制约了电子贸易和信息交流的高效进行。 

在贸易政策和法规方面,尽管一些非洲国家已采取措施如

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并简化进出口手续来改善贸易环境,

但仍存在进口许可证和配额限制等贸易壁垒。贸易政策的透明

度和一致性问题也突出,影响外国投资者信心并减少外国直接

投资。 

海关程序的复杂性和效率问题是非洲贸易便利化的另一大

挑战。一些国家虽已开始实施电子海关系统和简化申报流程,

但许多国家仍面临海关监管不足和官员培训缺乏的问题,导致

海关程序不透明,增加了贸易时间和成本。同时,非洲的物流服

务水平低下,主要由于物流领域投资不足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如不完善的道路和铁路系统以及陈旧的港口设施,这些因素共

同推高了运输成本,限制了货物流动的速度和效率。 

2.3中非贸易存在的问题。尽管非洲口岸的营商环境有所改

善,但中非贸易仍面临多种挑战,包括自贸区建设的缓慢、贸易

成本的高昂以及跨国企业面临的风险等。这些问题背后反映了

更深层次的原因,即非洲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不足,以及相关

政策和执行力度的不足。 

非洲自贸区的建设受到多方面的制约[4],包括政治意愿不

坚定、经济结构性障碍以及建设资金的巨大缺口。这些问题导

致许多国家的自贸区建设进展缓慢,对中非贸易的发展构成了

阻碍,特别是在工业、农业、金融服务、数字经济和清洁能源等

关键领域的合作受到了影响[5]。 

中非贸易成本的高昂主要由于基础设施不足、海关通关不

畅以及市场准入门槛高等因素[6]。同时,非洲地区的区域一体化

程度较低,存在的多个贸易一体化组织并未得到有效实施,这增

加了中非贸易的成本和复杂性[7]。此外,参与中非贸易的企业还

必须面对政治风险、安全问题、外汇管制、资金短缺和融资困

难等一系列挑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商业

活动及其热情。 

总之,中非贸易的发展虽然具有巨大的潜力和积极的发展

前景,但仍需克服一系列结构性和操作性的挑战。双方需进一步

加强合作,优化政策环境,提高贸易便利化的水平,以促进双方

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3 非洲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非贸易的影响 

非洲贸易便利化是中非贸易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提升

其水平可以显著降低贸易成本,缩短贸易时间,并提高贸易效

率[8]。这不仅有助于吸引更多投资和企业参与中非贸易,而且还

促进贸易规模扩大和贸易结构优化,为双方提供更便捷高效的

贸易环境,推动中非贸易的多元化发展。 

首先,贸易便利化通过降低贸易壁垒和简化跨境贸易程序,

促进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不仅减少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贸易

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还加强了非洲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优化

了资源配置,促进产业链整合和价值链提升。随着区域市场的开

拓和经济增长,非洲可以吸引更多国际投资,尤其是来自中国的

资金和技术,有助于非洲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 

其次,贸易便利化能提升非洲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通过更有效地参与全球生产网络,非洲国家可以利用自身比较

优势,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发展本地产业,与国际市场建立更紧

密联系。这将增强中非之间的贸易关系,提供更多的投资和合作

机会,尤其是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然而,贸易便利化也带来挑战。非洲国家通过降低贸易壁垒

更易接触国际市场,意味着他们将直接面对来自发达经济体的

竞争[9]。这可能对非洲本土产业构成挑战,尤其是短期内难以与

发达国家的高质量产品竞争。非洲本土产业的竞争力不足可能

导致市场份额受压,减少对非洲产品的进口需求,影响中非贸易

的平衡。此外,若非洲国家未能提升本土产业竞争力,可能会过

度依赖进口,加剧贸易逆差,甚至采取保护性措施限制外国产品,

影响中非贸易的自由化进程。 

总体而言,非洲贸易便利化对中非经济合作具有双重影响,

既提供了市场和产业发展的机遇,也带来了市场竞争和产业调

整的挑战。双方需要共同努力,通过合作提升非洲的产业能力,

确保贸易便利化带来的利益最大化,同时减少潜在的不利影响。 

4 促进中非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沿

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对中非贸易提供了重要机遇。随

着倡议的推进,中非贸易关系日益密切,强化贸易便利化是为了

促进双方贸易发展,进一步开拓未来的合作空间。 

4.1中非海关合作的加强是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关键一

环。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和完善信息共享平台,双方可实时交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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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品、贸易统计和风险评估信息,提高监管效率,减少误解

和延误。签订海关互助协议,加强打击走私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合

作,维护贸易秩序。采用自动化清关系统和电子数据交换系统,

简化通关程序,提升货物检查放行效率,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提

高贸易便利性。 

4.2“一带一路”下的中非基础设施合作直接降低贸易成本,

提高效率。共同投资建设港口、公路、铁路、航空及通信电力

设施,提升货物装卸效率和吞吐能力,缩短等待时间,降低运输

成本,提高运输安全可靠性。改善的交通网络和电力通信基础设

施为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形式提供支持。 

4.3制定和完善与国际贸易规则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为中非

贸易提供公平、透明的环境。建立公正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完善合同法、商法、海关法等,确保法律法规有效执行。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激励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中非通过法

律合作,共同探讨适合各自国情的法律体系,提高官员和法律从

业者的专业能力。 

4.4通过文化节、艺术展览、学术研讨和语言学习等活动,

增进中非之间的理解与互信,为贸易关系深化奠定社会文化基

础。贸易展览和商务洽谈会为企业提供直接交流平台,促进在

商业习惯、市场需求和贸易规则方面的相互适应。教育合作

和人才培养通过学术交流和职业培训,为中非贸易提供专业人

才支持。 

贸易便利化是促进中非贸易发展的关键一环。通过加强海

关合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法律法规、加强人文交流与合作,

我们可以为中非贸易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实现互利共

赢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中非双方不仅能够享受到更便利、高

效的贸易环境,也能够深化双方的合作关系,推动经济的发展和

繁荣。贸易便利化不仅是促进中非贸易的手段,更是实现双方共

同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加强合作,共同推动贸易便利化的进

程,将为中非双方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5 结论 

非洲国家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此倡议旨在通过促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加强沿线

国家的合作与交流。随着非洲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这些

国家能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提高其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进

而为中非贸易带来新动力。贸易便利化通过简化程序、降低关

税和优化海关流程等措施,显著降低了贸易成本,提高了跨境贸

易效率,助力非洲国家更好地利用其资源,同时为中国企业开辟

更多市场和投资机会。 

然而,贸易便利化也面临挑战,特别是非洲本土产业在国际

市场竞争中可能遭受压力。为应对这些挑战,中非双方需加强合

作,采取多项措施：首先,加强海关合作,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机

制和互助协议,共同打击走私和保护知识产权,提高监管效率；

其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如港口、公路、铁路,降低物流成本,

提升贸易效率,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此外,推进法律法规建设,

包括贸易、投资及知识产权保护,确保中非贸易环境的公平性和

透明性,增强企业信心。 

加强人文交流与合作也至关重要,通过文化交流、教育合作

和商务交流,双方能够增进理解,促进商业习惯和贸易规则的适

应,培养对方语言和文化的人才,为贸易提供专业支持。这些活

动不仅帮助打破文化障碍,还强化了中非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联

系,为双方的贸易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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