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毅夫谈中非合作攀登制造业阶梯 

 

中国与非洲进行产能对接，推进非洲工业化进程，这是经济学家林毅夫一直倡导并实际推动的事

情。面对中国日益提高的要素价格，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应按照“微笑曲线”的规律实施

产能升级。以往，欧美和日韩也曾向上游的设计研发服务业和下游的销售服务业进行过类似的结构调

整，而“微笑曲线”最下端的劳动密集型产能，则相应转移到劳动力要素价格洼地。 

正如欧美和日韩经历过的产业结构升级一样，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在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

林毅夫认为，目前可以承接中国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地区有中国西部、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

家。非洲有12多亿人口，是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大陆，将制造业转移到非洲去是 “一步到位” 。但

是，非洲国家基础设施普遍落后、营商环境有待改善，普遍缺少承接这些产能的条件。因此，建立工

业园区或经济特区可以创造局部有利的软硬基础设施条件，为承接产能转移创造条件，启动工业化进

程。一个工业园区或者经济特区的成功会逐渐辐射到邻近区域和相关领域，帮助越来越多的地方发展

经济。所以，这一转型过程可以成为中非之间的共赢。王进杰老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专访了

林毅夫教授，听他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中非制造业合作的观点。 

 

王进杰：我们在长达一年多的调研中，不断听到非洲当地人提一个问题，“非洲国家一定要走工

业化的道路吗？”在您看来，工业化是不是非洲国家摆脱贫穷、实现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 

 

林毅夫：我认为是的。让非洲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变成现代社会，工业发展是必经之路。只有极少

数具有丰富资源的小国，可能通过非工业化的方式实现高GDP。从全球范围看，卡塔尔、科威特、文

莱等国家可以仅仅依靠石油资源达到人均收入2万美元、3万美元甚至更高，国家有能力照顾每个国民

的生活。但是，资源开采是资本密集的生产活动，投入大而创造的就业机会少。对于众多非洲国家来

说，即使像尼日利亚这样的产油大国，没有制造业就无法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来吸纳劳动力。至于其他

资源少的国家更是如此。埃塞想跳过工业化阶段是行不通的，需要通过工业化创造就业，实现财富的

增长。 

非洲国家的经济结构需要从农业和自然资源产业为主，转移到制造业为主，逐步地进行产业升

级。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后，才能进入到高端服务业。为什么这么说？服务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生活

服务业，另一种是生产服务业。生活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很低，工资水平不高；而附加值很高的

都是生产服务业，如金融、研发等，需求来自附加值很高的制造业。有高端制造业，才会有附加值很

高的生产服务业。而生产力水平很高的制造业，一定是资本密集型的。非洲国家在资本短缺又没有工

业基础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去发展资本密集的制造业？显然它们没有任何比较优势。 

 

王进杰：那么对于非洲国家来说，应该怎样发展制造业？ 

 

林毅夫：我们可以从世界普遍规律来看。历史上以传统农业和自然资源产业为主的国家，收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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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都很低。工业革命以来，收入水平很低的国家要提高收入，都是由农业社会和自然资源型社会转向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当然，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未必能成功，不少非洲国家历史上就有过多次工业化失

败的案例。工业化成功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竞争力的前提是

什么？就是产品的价格必须足够低，产品的质量能够被接受。价格由两部分决定，即交易成本和生产

要素成本。其中生产要素成本主要由比较优势而决定。一般而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生产成本在

国际市场上处于较低的水平，这是竞争力的前提。但是，市场上的竞争是总成本的竞争，同时包括生

产要素成本和交易费用。 

    非洲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比较低。按理说，更多使用劳动力的产业，在这些国家应该

有比较优势。可是，为什么很多非洲国家的劳动密集产业没有竞争优势呢？原因是交易费用太高。交

易费用又分成两部分：一个跟基础设施有关，如果电力不足、道路不好，企业要自己准备发电设备、

修路，那成本就很高；一个跟营商环境有关，如果金融服务不足，或者政府管理很差，就会导致整个

交易费用很高。所以，尽管非洲国家生产要素成本低，但是如果交易费用太高，总成本还是会非常高

昂。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劳动力工资比较低，为什么其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难以有竞争优

势？原因就是交易费用太高。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决定了交易成本的高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立竿见

影地将基础设施建好，也不可能一下子把营商环境建好。二者都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资金的支持，而发

展中国家资源、资金又普遍短缺。这种状况下，非洲国家如何跨出工业化的第一步？工业园和出口加

工区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王进杰：你认为非洲国家应该怎样经营工业园区？怎样通过工业园区提振国家的制造业水平？ 

 

    林毅夫：我们把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建工业园的思路理清楚了，才可以谈接下来的问题。发展中

国家政府预算有限，可以改善基础设施的资源有限，所以要战略性地使用资源。要想把营商环境搞

好，也不是一两部法律就可以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像毛主席说的那样，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把有限的可以改善基础设施的资源集中在一个局部地区，支持当地有比

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工业园区可以在大环境未整体具备的情况下，在局部地区把基础设施建好，把营

商环境搞好，实行“一站式”服务，并提供优惠税收、便利通关等政策来招商引资。由于政府可用的

资源和执行能力是有限的，只能集中力量在合适的地区设立工业园和出口加工区。此外，招商引资对

于发展工业园区也很重要。因为即使产业符合当地比较优势，如果当地企业家没有相应的技术和管理

能力，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也不见得符合国际要求。并且，劳动密集型产品有很多中间部件，也不见

得是当地可以生产的，一般是资本更密集的产业才能制造出来。好比中国到现在很多中间部件还需要

从中国台湾、韩国等地进口。非洲当地企业没有中间产品购买渠道，但如果一个已在给国际买家供货

的外国企业来非洲投资，这个企业会知道中间部件的购买渠道。国际买家对这个企业的技术水平有信

心，也信任它的管理水平，就会愿意购买非洲的产品。一个企业成功以后，会带动更多外商来投资；

有了产业集群，很多有才能的当地企业家就会发展起来。刚开始，这些人都是在给外商打工，当他们

学会先进的技术和企业管理知识，同时也了解到购买中间部件的渠道，并同外国卖家、买家建立了联

系之后，很快就能够发展起来。国际上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大部分都是以这种方式滚雪球滚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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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进杰：我们在调研中也看到了工业园区的一些问题。在非洲，工业园区普遍都经历了漫长的坚

守期，才迎来了比较好的发展阶段。有很多园区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情况你

怎么看？非洲国家应该怎样发展工业园区？ 

 

    林毅夫：工业园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可以克服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难处，可以成为招商引资的

平台。如果沿用这个思路，很快就能成功。但是我们看到，非洲很多的工业园还不能说成功。原因是

什么？ 

    第一，有的地方有工业园，但是没有良好基础设施。仅仅是划了一块地，既没有任何基础设施，

也没有一站式服务，很多政策落实不了。最后，当地有权势的人或者投资者就把工业园当作了房地产

开发的跳板，这对当地的结构转型和创造就业没有任何帮助，反而成了寻租的平台。 

    第二，工业园遍地开花。工业园本来应该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但在有些国家，工业园

可能一下子就在全国铺开了。工业园的作用本来是帮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克服基础设施的困难，解

决营销环境的难处，但如果全国遍地开花，就没有那么多资源可用了。 

    第三，虽然有基础设施，但设立的地点不对，没有经济合理性，没有区位优势。例如，工业园区

设在总统的故乡、总理的故乡，这是出于政治上的需求，虽然基础设施不是问题，但这样既没有产业

比较优势，也没有进入国际、国内市场的条件。 

    第四，可能既有基础设施，又有区位优势，但是目标产业不合适。想发展高精尖产业，但这些产

业都是资本密集型先进产业，在当地根本就没有任何比较优势。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就设立了一个工

业园，想吸引高精尖的电子产业，结果没有成功，因为这不是它们国家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这种很

先进的高科技产业，中国和韩国更具备比较优势。中韩两国的发展程度较高，收入水平比非洲高，基

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也比非洲好。非洲对于这种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只能进行保护补贴，然后就变成

寻租了。因为投资企业会向政府要更多补贴，这反而成了企业获利的一种方式。如果政府不给补贴，

这些企业就必须离开。以上就是大部分工业园不成功的原因。总而言之，传统的农业国家或者资源型

国家，如果要转变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社会，首先必须找准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然后还要克服软硬

基础设施的不足。工业园对这些国家而言，是一种务实的方式，但大部分的失败就是因为不了解其成

功的原理，于是很多人因此而反对设立工业园。同时，因为发达国家不需要发展工业园来解决基础设

施和营商环境问题，也有人以此为由反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园以推动工业化。其实，大部分人容易

看到发达国家怎么做，就认为那是对的。就像1950 年代，当时的发达国家 

    都是发展资本密集的大型重工业，大部分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倡导发展重工业。但重工业不符

合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要进行保护补贴，结果造成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即使能把产业建立起

来，也没有竞争力。到20 世纪80 年代，又看到发达国家基本上没有那么多政府干预，变成像“华盛

顿共识”一样，以为把市场环境经营好，经济就能发展起来了，就反对任何政府干预。这些都是简单

化的做法。 

    其实，发达国家若要进一步发展其最前沿的产业，同发展中国家一样，也需要政府帮助克服技术

创新、产业升级的瓶颈限制。但是，不同发展阶段的瓶颈限制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现在的产业技术

处在世界最前沿，如果没有更新的技术和产品，其劳动生产率水平就不会提高。发达国家新的技术或

新的产业都需要自己发明，从无到有，大部分是通过基础科研和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得来的。企业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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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有兴趣，是因为可以申请专利。当然失败概率会很高，但只要成功申请了专利，企业就有可能拥有

全世界的市场。研发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相关的基础科研有所突破后，才可以去做开发。基础科

研的成果是公共产品，失败的概率更高，所以一般企业家不做基础科研。但是，如果没有基础科研的

突破，开发就是无源之水。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政府就必须支持基础科研。如果政府不做，那

就没有人去做；政府不支持，就不会有人愿意支持。政府支持基础科研，成功突破技术瓶颈后，企业

就会去开发。但是政府即使支持，基础科研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政府仍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

战”，在无限多的基础科研中选一些跟经济和产业发展相关的领域进行重点扶持。基础科研成功后，

企业家就会跟进开发。其实，斯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就是这样，他所用的技术都是建立在大

学或者军工的基础科研上，他只是去设计出新产品来。所以，不管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

展过程中，政府都需要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帮助企业解决企业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只不过不同的

发展阶段，要解决的问题不同。 

 

    王进杰：对于实施工业化战略的非洲国家政府，你有什么建议？ 

    林毅夫：非洲国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与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不一样。发达国

家的基础设施、金融、海关等都不是很大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则必须根据不同发展阶段来解决发展过

程中企业不能解决的问题。像非洲这些国家，企业解决不了基础设施问题，也解决不了营商环境问

题，这些都需要政府帮它们解决。从非洲政府的性质来看，有因势利导型政府（facilitation 

state）和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 二者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讲政府要发挥积极作用，帮助企业家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但

是，发展型政府与因势利导型政府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发展型政府要发展的产业一般超过了比较优

势。超过比较优势，生产要素成本就高了，交易成本也高了。没有保护补贴，企业怎么活得了？但保

护补贴的结果，就会变成寻租。即使能克服寻租问题，把所要发展的产业成功发展起来，对整体经济

发展的贡献也有限。埃塞航空公司就是发展型政府的一个典型例子。该航空公司排在世界前列，令埃

塞人引以为傲。但是因为违反比较优势，虽投入了大量资金，在过去60 年间，前50 年都不盈利，直

到最近10 年才有所好转。如果前50 年的资金用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符合埃塞的优势产业，

就能创造大量就业，帮助埃塞从农业经济转变成工业化经济，那样做可能对埃塞经济发展更为有利。 

    相比之下，因势利导型政府推动企业发展的方式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但我把它称为“潜在比较优

势”。为什么呢？从生产要素成本来讲是低的，但是交通基础设施等不配套，导致交易费用太高，总

成本就高了。这种状况下，它就不会变成竞争优势，而只是潜在比较优势。新结构经济是针对那种符

合比较优势，但是还没有变成竞争优势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解决了基础设施问题，该产业很

快就能具有竞争优势。但大部分人不知道经济竞争是成本的竞争，而不是技术的竞争，也不是先进性

的竞争。因此，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成为因势利导型政府，而不是发展型政府。这点至关重要。 

 

备注：本文内容节选和改编自袁立、李其谚和王进杰撰写的《助力非洲工业化：中非合作工业园探索》一书，该书由

中国商务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中心副秘书长：王进杰 

2021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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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安山文章《墨西哥华人移民的抗争与奋斗》发表于《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第八辑，2021年8

月出版。 

 

2、9月14日，李安山教授应邀参加由中国非洲研究院举办的《一带一路》与《2063年议程》对接

研讨会。 

 

3、10月19日，李安山教授做客线上电子科技大学主办的成电讲坛，作题为《中国区域国别研

究》的讲座。 

 

 

4、10月19日，全球学术网络“非洲人在中国/中国人在非洲”的创始人朴尹正

教授（Yoon Park）做客刘海方老师课堂“中国视角下的全球移民”，做题为

《中国在非移民：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演讲，并与参与课程的燕京学堂

学生以及北大其他学生展开热烈对话交流。 

 

 

 

 

 

 

5、10月20日，李安山教授受北外非洲研究中心邀请作

“北外非洲讲堂第一讲——全球化进程中的非洲”讲座，共

计200余人在线聆听了讲座。 

 

 

 

 

6、10月21日，刘海方应外交部非洲司邀请，做客读书分享会，分享即将

出版的《中国非洲研究评论调研专辑：一带一路加一洲：中非合作新模

式》一书，并作题为《“一带一路”与非洲，新在哪里》的讲座，之后与

外交官们就相关问题深入交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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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月24日，刘海方应邀作为专家参加《中非北斗论坛》评审会。 

 

8、10月25日，刘海方受邀做客上海纽约大学温爽博士的课程《中国概念》，做《非洲人在中

国》专题讲座。 

 

 

 

 

 

 

9、10月28日，李安山教授应邀参加信息工程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

“思政育人大讲堂·中外思想文化系列讲座”，讲座以线上直播方式进行，

题目为《中国非洲研究：阶段、成果与展望》。 

 

 

 

10、10月28日，刘海方应中国扶贫基金会召开“促进埃塞中国工业园与当地社区共同可持续发展

调研项目”开题会。 

 

11、10月29日， 北大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团队访问进出口银行战略部，与国别规划处王云川处

长、杨昕、连映雪交流讨论响应课题的研究工作。 

 

12、10月29日，外交部非洲司吴鹏司长应邀来北京大学讲授2021年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课程“新

时代的中非关系与中非合作论坛”，这次课程也是“博雅视界”北京大学外事系列讲座第一讲。吴司

长生动的讲述，受到三十多位“东方学者”热烈欢迎，争相与司长展开热烈讨论和交流。讲座有北京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系主任张清敏教授主持、潘维教授针对讲座和热烈的交流互动作了精彩的总

结，在潘教授提议的“In solidarity We stand together”的倡议中圆满落幕。北大国际合作部郑

如青副部长代表学校欢迎迎接司长一行，非洲研究中心刘海方老师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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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月至11月，潘华琼博士应邀在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作“非洲史系列讲座”。讲座采

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方式，内容分为六讲，具体为： 

9月22日，第一讲《非洲史：研究概况和动态》 

9月29日，第二讲《如何用历史解释非洲大陆今天的版图？》 

10月13日，第三讲《围绕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争议与评述》10月20日，第四讲《如何从跨文化视角

看殖民主义时期欧洲与非洲的关系？》 

10月27日，第五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与国家独立的历程》 

11月3日，第六讲《独立后的非洲发展道路与困境》 

14、10月31日，《非洲青年发展与国际合作》课题中期交流会举行，王进杰、廉超群、程莹老师

和课题组同学们分别线下或者线上方式参加，刘海方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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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力资本发展新闻专栏 

1、Invest in human capital to fast-track Africa’s growth （In English） 

投资人力资本促进非洲发展（英文） 

 

https://www.modernghana.com/news/1112969/invest-in-human-capital-to-fast-track-

africas.html 

 

 

2、Changing the Africa Population Narrative（In English） 

改变非洲人口的叙事形式（英文）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frica-population-narrative-demographic-

dividend-by-hippolyte-fofack-2021-10 

 

 

3、Mobile-based solutions can strengthen human capital gains disrupted by COVID-19 in 

developing countries（In English） 

基于移动电子设备的解决方案可以加强发展中国家在疫情期间的人力资本收益（英文） 

 

https://blogs.worldbank.org/digital-development/mobile-based-solutions-can-strengthen-

human-capital-gains-disrupted-covid-19  

 

 

4、Help youth of Africa to achieve potentials （In English） 

帮助非洲青年发展潜力（英文） 

 

https://www.businessghana.com/site/news/politics/249191/Help-youth-of-Africa-to-achieve-

potentials-Youth-Minister  

 

 

5、“Dev-Techs”: Accelerating digital economy in the post-COVID-19 era （In English） 

在后疫情时代加速数字经济（英文） 

 

https://blogs.worldbank.org/youth-transforming-africa/dev-techs-accelerating-digital-

economy-post-covid-19-era  

 

 

6、世行: 人力资本投入决定未来，数字经济需更新税务体制 （中文）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4096897799454856&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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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致力于加强非洲研究，促进中非合作。以上内容并不代表北京

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观点，如需引用，请参见消息原出处。如需订阅或退订《北大非

洲电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pkucas@vip.163.com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邮编：100871 

联系电话： 

86-10-62751999；86-10-62752941 

传真：86-10-62751639 

中心主页：http://caspu.pku.edu.cn/ 

电子邮箱：pkucas@vip.163.com   

Center for African Studie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871 

 

Tel: 86-10-62751999；86-10-62752941 

Fax: 86-10-6275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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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关注北京大学非洲电讯 

微信公众号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PKU African 

Tele-Info WeChat public number  

 

http://caspu.pku.edu.cn/pages/index.aspx?id=4fb368ce-8d70-4869-96b3-2690c3c04945
http://caspu.pku.edu.cn/pages/index.aspx?id=4fb368ce-8d70-4869-96b3-2690c3c049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