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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开发银行去年发布的《2023 年非

洲经济展望》曾预测，非洲经济将在动荡中

保持韧性，乐观预计 2023 年 GDP 增速将达

到 4%。如今半年之期已过，非洲上半年经

济数据仍未出炉，但各方对于非洲经济走势

的看法已出现分歧。悲观者认为，受多重不

利因素叠加影响，实现预期经济增速难度较

大。乐观者则看好非洲国家的经济韧性，认

为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当下，非洲依旧有

望凭借强劲的内需市场以及产业转型红利

实现较好发展。

悲观者的判断依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通货膨胀高企。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发布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

展望》显示，该地区通胀率达到“数十年未见

的水平”，一半以上国家通胀率超过 10%。

截 至 2023 年 5 月 ，尼 日 利 亚 通 胀 率 达 到

22.3%，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埃及、埃塞俄比

亚的通胀率分别为 23.5%、31%和 32.7%。通

胀对各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包括生产生活成本增加、收入差距拉大、投

资减少、汇率压力增大等。

其次，债务危机延宕。较高的通胀水平

叠加较低的经济增速，又逢美联储加息、美

元出现较大幅度升值，资本大规模回流至美

国等发达经济体，导致非洲国家货币贬值，

以及部分国家陷入系统性债务困境。根据

世界银行的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几乎一半

国家陷入债务困境或处于债务困境高风险

中，加纳、赞比亚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频频

成为国际焦点。同时，美西方不负责任地将

非洲国家债务负担“甩锅”中国，炒作“中国

债务陷阱”。然而，统计数据使美谣言不攻

自破。其中，加纳外债中涉华官方双边贷款

仅占不到 6%；赞比亚债务结构中，中国贷款

仅占三分之一。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在 49

个有数据可查的非洲债务国家美元外债中，

多边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持有债务占比

约为四分之三。

再次，大宗商品价格下滑。由于全球经

济放缓导致的需求端持续削弱，2022 年 8 月

至 2023 年 2 月，国际主要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28.2%。其中能源大宗商品领跌，跌幅达到

46.4%。期货市场数据显示，2023 年原油价

格同比呈现下跌态势。这一情况对尼日利

亚、南非等大宗商品出口国不利，而两国

GDP 占据撒哈拉以南非洲 GDP 的近 50%。

最后，地缘政治割裂。国家贸易壁垒持

续增加，俄乌冲突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局

势。为应对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一些国家实

施粮食、化肥出口禁令，影响部分非洲国家

粮食安全。同时，欧盟发布《碳边境调节机

制》对非绿色进口产品征收碳边境调节税，

给 非 洲 国 家 与 欧 洲 的 贸 易 带 来 了 不 利 影

响。上述举措还限制了劳动力、货物和资本

的跨境流动，加剧了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部

分非洲国家经济不稳定性。

乐观者的判断依据也集中在四个方面：

首先，非洲大陆相当部分国家的居民消

费支出与国家出口相比规模可观，这意味着

其 增 长 更 依 赖 于 国 内 市 场 而 不 是 外 部 需

求。所以，国际市场疲软对于非洲经济的整

体影响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

其次，国际旅游业复苏态势延续对于很

多以旅游业为重要支柱产业的非洲国家而

言是重大利好消息。比如，塞内加尔正在采

取多项措施提振旅游市场，包括出台优惠政

策、扩大融资、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完善道路

等基础设施、开发生态旅游项目等。

再次，率先启动经济转型的国家正在从

更多元的经济结构中受益。统计显示，尼日

利亚、埃及、南非、肯尼亚“四大巨头”领跑非

洲科技生态系统。在最近发布的非洲增长

最快的公司名单中，来自这些国家的公司占

比超过 80%。据统计，截至今年 4 月，这些国

家累计融资超过 240亿美元。

最后，面对债务困境，来自国际社会的支

持至关重要，中国在对非减缓债行动中发挥

了建设性作用。今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二十

国集团发起的“暂停偿债倡议”，主动考虑债

务国的财务需求，对确有困难的债务国率先

缓债，为纾缓非洲债务困局作出了中国贡献。

从上半年实际情况看，非洲保持良好经

济发展势头应在提升风险应对能力上下更

大功夫。

首先，遏制通货膨胀。专家建议，通胀

严重的国家要采取及时而积极的货币紧缩政

策，并与财政政策协调，压降通胀杠杆压力。

其次，推进经济结构多元化。非洲各国

应尽快摆脱对初级产品的依赖，加大对制造

业和科技领域的投资力度，提升生产制成品

的能力和产品附加值水平，积极参与非洲

大陆自贸区，推动区域内贸易蓬勃发展，强

化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风险的抵御

能力。

最后，强化农业和气候领域投资。要确

保粮食安全，非洲大陆不能过度依赖粮食进

口，更不能轻视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重要课

题。可喜的是，目前多方正协力强化非洲在

农业和气候领域的资金保障，以强化农业生

产和抗风险能力。比如，联合国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正在探索启动对非农业金融服务，助

力农户和小微企业获得低风险信贷支持；非

洲开发银行承诺在 2025 年前融资 250 亿美

元支持非洲应对气候变化。

当然，在非洲这片广袤的大陆上，绝不

只有上述两个领域需要投资。用非洲开发

银行代理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凯文·乌拉

玛的话来说：“非洲在农业、能源市场、矿产、

卫生基础设施和制药行业、轻工制造、运输

和物流、数字经济等诸多关键领域，都有很

多优质的投资机会，非洲大陆仍然是全球聪

明投资者的宝地。”

□ 林家全

非洲经济达到预期的难度较大

近年来，开展数字化转型已成为

企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伴随数字技术

不断革新和应用，许多企业开始向大

数据寻求生产力突破。

“国内许多行业企业在数字化转

型进程中，已由原先的‘学习借鉴者’

逐渐转变为‘创新推动者’。”剑维软件

（AVEVA）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崔静

怡近日在北京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此前国内企业在推进数字化

转型时，往往更想知道国外可供借鉴

的做法，但是现在，他们更希望成为引

领者，很多数字化成功实践已被推向

海外。

总部位于英国剑桥的剑维软件是

一家致力于全球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软件服务公司，目前已深耕中国市

场 27 年，服务 7000 多家中国客户，拥

有 70 多家本地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技术条件、硬件设施以及数据规

模等，是企业实现数字化、信息化转型

的重要条件。”崔静怡告诉记者，早前

公司在中国做在线实时优化项目时，

受限于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需要为

设备更新改造付出较大成本。现如

今，在线实时优化项目已成为很多国

内公司生产运营环节的“标配”。这一

变化正是近年来中国数字化转型发展

的缩影。

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速

发展，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数字经济时

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为

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创 造 了 良 好 条 件 。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数字中

国 发 展 报 告 (2022 年)》显 示 ，我 国 数

据资源规模快速增长，2022 年数据产

量达 8.1ZB（泽字节，代表 10 万亿亿字

节），同比增长 22.7%，全球占比达 10.5%，位居世界第二；我国大

数据产业规模达 1.5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

“我们高度重视中国市场，也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计划

未来进一步加大投入，利用全球资源助力中国企业快速推进

数字化转型。”崔静怡表示。

“现在大家都认同数据是一座‘金矿’，但怎样去挖掘？实际

上并不是每个行业、每家企业的用户都能有趁手的‘挖掘手

段’。”崔静怡表示，基于上述公司转型需求，剑维软件将分散、多

样化的数据集成到一个开放、普适的数字化平台中，无论是数

据、建模分析，还是可视化的功能，全产业链条的软件和技术都

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实现。

崔静怡表示，针对国内企业的差异化转型需求，公司正从技

术研发、商业模式和合作伙伴体系等方面进行优化，目前在国内

推出了 AVEVA Flex 商务模式，通过给客户提供包含公司全部

产品的软件池，方便其根据需求定制、切换不同服务，建立更加

灵活的商业模式。今年下半年，剑维软件还将在中国开设全球

客户体验中心，将公司工程设计管理、数据挖掘分析、可视化等

全服务链条展现出来，从销售咨询、项目执行、落地反馈等各环

节提高客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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