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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经济力保温和稳定增长非洲经济力保温和稳定增长
田士达

2023 年的非洲经济将在动荡中展现

韧性。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虽然前景

略显黯淡，但能够经受住考验，保持总体

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

布的地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3 年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速将保持在

3.7%的低位，与 2022 年 3.6%的增速接近，

但不及 2021 年增长 4.7%的良好表现。

从非洲大陆整体情况来看，2023 年

非洲经济仍将面临诸多风险挑战，保持

温和、稳定的增长实属不易。

一是世界经济走弱波及非洲。非洲

在 2021 年实现了较为强劲的经济增长，

但这一复苏势头被 2022 年动荡的国际局

势打断，2023 年的经济增长也面临着更

多不确定性。据 IMF 预测，经济结构更

加多元的非洲国家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影

响较小，这些国家 2022 年经济增长达到

4.6%，将在 2023 年展现出更多活力和韧

性。同时，非洲石油出口国在 2022 年的

经济增速仅为 3.3%，其他资源密集型的

国家经济增速仅为 3.1%。尽管资源密集

型国家面临不小挑战，但由于欧美国家

急于寻找俄罗斯资源的替代品，非洲矿

产资源受到更大关注，其出口价格预计

仍将保持高位，将为经济带来利好。

二是通货膨胀冲击弱势群体。非洲

部分国家高度依赖农产品和燃料进口，

相关产品的价格飙升和供应中断，导致

非洲国家普遍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据

IMF 估计，2022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的通货膨胀率保持在 12.2%的高位。由

于食品和能源支出通常占非洲“消费篮

子”的一半以上，弱势群体在通胀浪潮

中首当其冲。与 2021 年底相比，2022 年

底尼日利亚食品价格上涨 150%，柴油价

格上涨 180%，外媒不禁感叹，“对大多

数 非 洲 人 来 说 ， 这 是 一 个 艰 难 的 圣 诞

节”。虽然 2023 年非洲国家通胀率有望

从高点回落，但通胀对弱势群体带来的

长期影响不可小觑，非洲可能出现更大

范围的粮食不安全，社会和政治稳定或

将受到一定冲击。

三是非洲货币汇率继续承受压力。

2022 年，大多数非洲国家的货币对美元

大幅贬值。预计在 2023 年，苏丹、津巴

布韦的货币可能将成为世界上最弱的货

币之一，而加纳、马拉维、塞拉利昂、

埃塞俄比亚和埃及都将遭受高通胀的影

响 ， 其 货 币 对 美 元 贬 值 幅 度 或 将 超 过

10%。非洲主要经济体也不能幸免，尼

日利亚、南非、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和

肯尼亚的货币对美元也将进一步贬值。

四是非洲公共债务可持续性受到威

胁。非洲国家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应对

当前风险的财政空间极其有限，不得不

在推动复苏和降低通胀之间艰难地寻找

平衡。IMF 数据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的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已达 60%。

令人担忧的是，许多非洲国家的国际融

资成本也大幅上升，部分国家不得不向

私营部门大规模举债，这增加了债务成

本和债务展期的风险。该地区的 35 个低

收入国家中，已有 19 个国家处于债务困

境或高风险状况中。

此外，影响非洲经济稳定的因素还

有不少。一些国家进入选举周期，另一

些国家内外冲突频发，容易引发社会动

荡、政局不稳；气候变化对非洲的影响

越来越显著，长时间、大范围的干旱、

洪水等灾害可能导致民众流离失所、粮

食不安全等问题；主要出口目的地市场

需求疲软，有的国家甚至出台贸易保护

措施，这也对非洲产品出口前景不利。

但 总 的 来 说 ， 非 洲 经 济 预 计 将 保 持 稳

定，不会遭受重大经济衰退。

从不同国别来看，非洲国家 2023 年

的经济表现预期并不相同。大部分国家

经济都将保持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速可

能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国家经济甚至会

停滞不前，在衰退的边缘徘徊。

IMF 预计，南非 2023 年经济预期增

速仅为 1.1%，严峻的电力供应问题将持

续困扰南非经济发展；尼日利亚经济虽

然也面临不少挑战，但得益于该国充满

活力的商品贸易和服务市场，2023 年经

济增速有望达到 3%；肯尼亚 2022 年顺

利举行大选，其经济从不稳定中逐步恢

复 ， 有 望 在 2023 年 实 现 5.1%的 经 济 增

速。此外，塞内加尔将以 8.1%的经济增

速领跑非洲，而赤道几内亚则可能出现

3.1%的经济衰退，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

值得一提的是，IMF 报告的副标题

用“生活在边缘”描述非洲经济的现状

和前景。面对多重危机和挑战，非洲国

家 确 实 需 要 像 “ 走 钢 丝 ” 一 样 谨 慎 施

策，并着力促进经济多样化发展，厚植

经济发展优势；国际社会也应及时向非

洲伸出援手，帮助非洲走上更具韧性、

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一 方 面 ， 非 洲 国 家 需 采 取 审 慎 政

策，通过改革保持财政可持续性，保护

普通家庭和企业脆弱的信心，并用稀缺

的资源为最需要帮助的民众雪中送炭，

避免扰乱中短期经济增长前景。非洲国

家还需提高经济多样化水平，加快数字

转型和绿色转型，充分挖掘私营部门潜

力，为经济培育新的增长点，建立起本

国经济抵御风险挑战的韧性，激发经济

自主增长的动力。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应更加关注非

洲当前遇到的困境，既要避免大幅削减

官方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又要重

视非洲急迫需求。尤为重要的是，作为

非洲最大债权人的西方私人贷款机构应

负起责任，解开套在非洲部分国家身上

的 沉 重 枷 锁 ， 及 时 为 非 洲 债 务 问 题 纾

困，积极参与多边机制的缓债倡议，实

现有效、有序的债务重组，为非洲国家

腾挪财政空间。

非 洲 是 发 展 中 国 家 最 为 集 中 的 大

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快速增长的

人口、庞大的市场潜力。作为“希望的

大陆”，非洲需要在国际伙伴的支持下，

妥善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积极探索适

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发动经济复苏

和 腾 飞 的 引 擎 ， 实 现 经 济 自 主 可 持 续

发展。

柬埔寨欢迎中国游客回归
本报驻金边记者 王 涛

近期，中国不断优化调整防疫政

策、有序恢复公民出境旅游，为亚太地

区特别是以旅游业为支柱之一的东南

亚国家经济复苏再添信心。

柬埔寨旅游部长唐坤在近日会议

上表示，预计到 2023 年年底，柬埔寨

的国内游客将达到 1100 万人次，来柬

埔寨旅游的中国游客将达到 200 万人

次左右。柬埔寨已作好准备迎接中国

游客的回归，旅游部正计划为来柬埔

寨的中国游客举行官方问候活动。

柬埔寨旅游部最近召开专门会

议，讨论恢复旅游业的措施。唐坤表

示，旅游部将欢迎仪式定在柬埔寨的

三个国际机场之一举行，目前正在与

民航国务秘书处合作，寻找合适的时

机以及热情、有吸引力的方式。

目前，中柬之间的来往航班已恢复

到每天 5 班。柬埔寨首相洪森上周表

示，柬埔寨欢迎中国游客的回归。他

说，中国重新开放边境、航班，前来柬埔

寨旅游的中国游客将增加很多倍，这将

重振柬埔寨的经济和旅游业，希望在

2023 年能再次迎来 200 万人次中国游

客。他重申，柬埔寨对中国游客来说是

一个有吸引力、安全和温暖的地方。

唐坤表示，2023 年，柬埔寨将举

办第 32 届东南亚运动会和东盟残运

会，柬埔寨预计将接待至少 400 万人

次国际游客。在柬中建交 65 周年以

及“中柬友好年”之际，中柬双方将举

办多项活动，包括在柬埔寨和中国的

庆祝活动，促进柬中旅游发展。

旅游业是支撑柬埔寨经济的四大

支 柱 之 一 。 据 柬 埔 寨 旅 游 部 统 计 ，

2019 年柬埔寨共接待游客 2000 多万

人次，其中外国游客 661 万人次，中国

游客达 236.2 万人次。2019 年柬埔寨

旅游业创造了 49.2 亿美元的收入，对

柬 埔 寨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 贡 献 率 达

12%，解决了 60 多万人的就业。

2023 年的非洲经济将在动

荡中展现韧性。大多数非洲国

家的经济虽然前景略显黯淡，但

能 够 经 受 住 考 验 ，保 持 总 体 稳

定。从非洲大陆整体情况来看，

2023 年非洲经济仍将面临诸多

风险挑战：一是世界经济走弱波

及非洲，二是通货膨胀冲击弱势

群体，三是非洲货币汇率继续承

压，四是非洲公共债务可持续性

受到威胁。非洲国家需要像“走

钢丝”一样谨慎施策，并着力促

进经济多样化发展，厚植经济发

展优势；国际社会也应及时向非

洲伸出援手，帮助非洲走上更具

韧性、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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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1 月 12 日发布《2023 年世界社

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称，到本世纪中

叶，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预计将增加一倍

以上，为了实现可持续未来，必须优先考虑

老年人的权利和福祉。报告呼吁采取具体

措施，在养老金和医疗费用不断攀升的情

况下，为不断老龄化的全球人口提供支持。

联合国 2022 年 11 月 15 日宣布，世界人

口达到 80 亿。与人口增多相伴的是，人口

老龄化成为当今时代鲜明的全球趋势之

一。报告指出，2021年，全球 65岁及以上人

口为 7.61 亿，到 2050 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

16亿。80岁及以上的人口增长速度更快。

得益于健康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受教

育机会增加及生育率降低，人们的寿命正

在延长。从全球来看，2021 年出生的婴儿

有望平均活到 71 岁，与 1950 年出生的婴儿

相比，寿命延长了近 25 年，且女性比男性

长寿。

从区域来看，北非、西亚和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有望在未来 30 年经历最快的老

年人数量增长。当前，欧洲和北美洲加起

来，拥有最高比例的老年人口。

全球预期寿命的增加反映了整体健康

状况的改善。不过，报告指出，当今的老龄

化世界存在不平等问题，因为不是每个人

都能平等地从健康和教育改善中受益。

虽然许多老年人身体健康或“经济活

跃”，但也有一些老年人患有疾病或生活贫

困。在较发达地区，养老金和其他公共转

移系统提供了老年人超过三分之二的消

费。在欠发达地区，老年人往往工作时间

更长，更多依靠积累的资产或家庭援助。

此外，全球人口老龄化也意味着对长

期护理的需求增加，这一弱点在新冠疫情

期间暴露出来。不幸的是，大多数国家的

公共开支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预期寿命受到收入、教育、性别、种族

和居住地等因素的强烈影响。报告指出，

这些因素的一些组合往往会导致一些人在

人生早期就处于系统性弱势。如果没有预防政策，这些系统性的不利因

素会在人们的一生中相互强化，导致老年阶段的巨大差距。

报告建议，各国重新考虑与生计和工作相关的长期政策和做法。许

多政府已经开始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并加强和充分利用代际工作队

伍。他们还引入了灵活的退休年龄，以适应不同的个人情况和偏好。同

时，政府还必须重新考虑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提供养老金。报告称：“一个

主要挑战是，在确保非正规就业人员等所有老年人收入保障的同时，保持

公共养老金系统的财政可持续性。”其他关键改革因素涉及扩大妇女和其

他传统上被排除在正规就业市场之外群体的体面就业机会，目的是保障

这些群体年老时的福利，并扩大经济的生产能力。

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李军华呼吁：“我们可以共同

努力，解决当今的不平等问题，造福子孙后代，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并

利用其带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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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老龄化人口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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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0 日，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的恩考克经济特区，恩考克国际职业教育和培训中

心的学生进行车削加工操作训练。恩考克国际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由中国航空技术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联合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共建。2021 年 4 月，中心揭牌，第一

批共 160 名学生获得加蓬总统奖学金，接受电子电工、机械加工、焊接技术 3 个专业的培

训学习。 新华社记者 韩 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