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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日前召开的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非洲研究论坛启动仪式上，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商务参赞谢亚静表示，中国是非洲第

一大贸易伙伴，2010 年，中非贸易额为 1269 亿美元。今年 1 月至 2 月，中非贸易额达 2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

专家指出，据粗略统计，在非洲投资 1 元，回报 13 元，利润巨大。知利更知险，北非局势持续动荡，使风险防控成为关注热点。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会长、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表示，非洲是高风险高回报的地方，投资非洲首先应考虑风险防控。

专家提示，中国政府应建立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机制，加强投资风险研究，建立早期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中国企业在投资

前应对当地进行必要的风险评估，积极投保，同时，多与其他国家合作投资，注意投资方式的多样化，为海外投资保驾护航。

专家提醒

投资非洲切忌见利忘危
近年来，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中

国对非洲的投资迅速增加，非洲已成为中

国重要的海外承包工程市场和投资市场。

截至 2010 年底，中国企业累计在非洲完成

承包工程营业额 1325 亿美元，对非投资超

过 100 亿美元。

在多年对非投资的过程中，中国投资

曾多次因非洲一些国家的政治动荡遭受损

失。近来，愈演愈烈的利比亚骚乱再次提

醒中国政府和企业，投资非洲要注意防范

政治风险。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是中国古老的

处世哲学，但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矿产能

源的刚性需求，使得我们明知“危邦”，却不

得不入。因此，“慎入危邦”，高度重视风险

防控，成为投资非洲的必修课。

中方银行遭遇政治风险

或殃及信用评级

据商务部发布的消息，截至 4 月中旬，

利比亚撒哈拉银行、利比亚共和国银行总

计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

设银行提出 11 笔保函延期要求，总金额为

4.97 亿美元。这些保函大多数是中方银行

为中国企业在境外开建工程开立的，涉及

中土集团等 7 家企业的 8 个项目。

据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姚桂

梅介绍，保函是作为第三方的银行为企业

开立的书面信用担保凭证。当申请企业未

能按照协议履行义务时，担保人承担代为

履行赔付或退还资金的责任。在这些保函

中，利比亚两家银行给中方提供了两个选

择，要么赔偿预付款本金和利息，要么将预

付款保函期限延长。对中国企业而言，利

比亚银行提供的两种选择都是不利的，如

果中国公司选择接受赔偿，损失将进一步

扩大；如果选择将保函延期，则中国企业所

承担的风险和保函成本将随之增加。然

而，对于这些不利的选择，中国企业只能被

动接受。这是因为，中国企业如果拒绝这

些函件的要求，那么，在海外投资的信用记

录可能会被抹黑。

姚桂梅提示，从法律角度来讲，中国

公司拟订竞标项目合同时，应汲取在利比

亚的教训，要在合同中加入涉及安全的风

险成本，且必须将在当地发生政治动乱时

将保护本企业的条款归纳进去。

投资保护机制应发挥实效

对于在非洲的基建承包商来说，一旦

遭 遇 政 治 风 险，就 是“ 干 得 越 多，损 失 越

大”。据葛洲坝、中国建材、中国中冶和中

国建筑发布的公告显示，这 4 家央企在利

比亚被迫停工的合同总金额达到 410.35 亿

元。据报道，葛洲坝集团此次获得中国出

口信用保险公司赔款 1.62 亿元，是其中的

一笔理赔。然而，其在利比亚未完成的住

宅项目合同金额超过 46 亿元，获得的赔偿

与企业的损失相比，显然是杯水车薪。

而与财大气粗的央企相比，很多民企

遭遇政治风险后面临的将是灭顶之灾。老

潘，一位曾在苏丹开中餐馆的民企老板，就

在“苏丹解放运动”中撇下辛辛苦苦开起来

的餐馆，逃命回国，200 多万元的全部家当

就此泡汤。相关报道显示，在此次利比亚

战乱中，许多民企老板不甘心全部心血付

之东流，冒着生命危险，选择最后撤离。由

于没有相应的投资保护机制，很多民企出

事之后，只能选择默默承受。

姚桂梅对记者表示，目前，中国已与世

界上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投资保护

协定，但没有与利比亚签署此类协定，只能

在单边机制下通过外交途径进行索赔，这

种索赔不在法律框架保护下，结果很难预

料。也有专家担心，中国虽然已与众多国

家（地区）签署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但大

多数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基于当时中国

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状况签署的，主要

目的是为了吸引外商，这些协议为外商投

资提供优惠政策，对中国“走出去”投资企

业的保护内容涉及较少。

姚桂梅强调，一定要建立多边或双边的

投资保护机制，加强投资风险研究，建立早期

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她建议，中国政府可

以参加世界银行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通过

这个机构直接承保各种政治风险，促进中国

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跨国投资保护任重而道远

中国企业的巨额损失让我们认识到：

把资本投出去容易，但是怎么保证投出去

后的财产 10 年、20 年后仍是你的更为重要。

非洲最大的银行南非标准银行预测，

到 2015 年，中国在非洲投资将达到 500 亿

美元，与 2009 年相比将增长 70%。如何为

这些投资保驾护航，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中

国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

曾表示，中国目前的对外投资以石油和资

源性行业为首，其次是制造业，而这两个行

业在二战后是投资所在国国有化的重灾

区，中国的海外投资安全不可忽视。

当本国的矿山、石油或其他资源“被外

国人拥有”时，其掌握的产权极易成为当地

民族主义的靶子，为那些想唤起民族主义

情绪的政客制造了绝佳的话柄。

目前，中国人的身影遍及非洲大陆，但

是，许多中国人还不怎么真正了解非洲。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庞中英教

授表示，西方关于中国企业开拓非洲市场

的评论也不全部是尖酸刻薄的，其中有一

些经验之谈和劝诫之语。比如，一些西方

研究中非关系的专家多次指出，中国并不

会因为来自发展中世界，奉行不同于西方

的外交政策，就在非洲有安全免疫力。西

方公司和国家在非洲遇到的挫折和打击，

中国也将遇到。中国真正与非洲接触，尤

其是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相互依存，是

最近 50 年的事情，更确切说是过去十多年

的事。而从罪恶的奴隶贸易开始，经过对

非洲各方面的殖民，再到“非殖民化”和新

的援助关系确立，欧洲人和西方人与非洲

打交道已经有 500 年的历史。外来势力想

在非洲大陆站稳脚跟并不容易。

“一个是 500 年，一个是 50 年，不管中

国外交政策和对非政策如何站立在道义

的高点（支持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发展、支

持他们走自己选择的而非外来势力强加

的道路），也只有 50 年的接触，中国对非

洲的体验、知识还是欠缺的、稚嫩的。”庞

中英说。

专家建议，中企“走出去”必须提前请

专业的研究机构做好风险评估，杜绝“拍脑

袋、拍胸脯、拍屁股”的三拍项目。专家指

出，西方跨国公司对非洲的政治风险评估

一直在进行。他们不仅雇佣经济学家，也

雇佣国别问题分析家，对投资国的政治风

险进行专业评估。现在，不少中国企业和

劳工还缺少风险意识，缺少对相关国家

的深入了解、具体研究，在这样的

情形之下，大举挺进非洲，是

中国企业的大忌。

■ 王成安

■ 本报记者 栾 鹤

属地化经营 与南非共担风险

海外投资与工程保险——

企业化解风险的途径

“ 非洲人更了解非洲，南非可以成

为中国进入非洲的风险分担者。”中国

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杨宝荣

对记者表示。

据了解，南非不仅有丰富的矿藏，

是全球市场贵金属和重要战略矿产品

的长期供应国，而且，经过一个半世纪

的矿业开发和工业化进程，南非已建成

世界领先的矿业、门类比较齐全的制造

业、现代化的农业，以及先进的能源工

业和军火工业，拥有相当完备的金融体

系和基础设施。再加上推行面向非洲

的经济战略，利用在非洲的区位优势，

南非正在成为非洲国家最重要的贸易

伙伴、投资来源和市场整合力量。

日前，南非驻华大使兰加曾对本报

记 者 表 示 ，“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共 同 体 于

2008 年 8 月推出了一个自由贸易区，开

辟了一个涵盖多个领域的市场。目前

计划启动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东南

部 非 洲 共 同 市 场 — 东 部 非 洲 共 同 体

（SADC-COMESA-EAC）自 由 贸 易 区

将开辟出一个拥有 7 亿多消费者的市

场。”根据非洲开发银行（AFDB）发布的

年度报告显示，2010 年，南非在非洲的

投资总额约占整个非洲对外直接投资

（FDI）的 60%，而中国仅约占 6%。

专家指出，近年来，南非国际贸易

条件的改善受益于全球需求的增加以

及大宗商品价格的提高，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中国经济增长拉动的。2009 年，

中国就已经成为南非的第一大贸易伙

伴。随着南非加入金砖国家，这个新兴

国家合作体制在非洲的影响将逐步加

大 。 未 来，与 南 非 开 展 更 多 形 式 的 合

作，将对中国企业对非投资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

据介绍，南非标准银行是非洲最大

的银行，目前，该行业务已拓展到非洲大

陆 的 17 个 国 家 及 非 洲 以 外 的 15 个 国

家。在自然资源类业务方面，标准银行

拥有天然的优势和丰富的经验。中国工

商银行于 2008 年获得南非标准银行 20%

的股权，成为南非标准银行的单一最大

股东。杨宝荣分析指出，中国与南非的

金融合作是中国进入非洲大陆的前提，

将为中国对非投资提供保障和动力。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姚

桂梅也指出，中国必须对在非洲国家以

独资主权方式投资的主导策略进行修

正，尽快实行投资方式的多样化。对资

源开发等敏感领域的投资,可根据非洲

国情以债务形式出资，通过产品分成获

得收益，避免直接取得控股权所带来的

国有化风险。如果投资主体具有品牌、

技术、管理优势，则可以采取特许经营

的形式，做到既节约资金、避免直接投

资风险，又能占领市场。

姚桂梅还表示，为了分散风险，在

法制不完备、社会不安定或与中国存在

潜在重大政治冲突的国家更好地开展

投资，中国海外投资和承包企业应该多

尝试与欧美、其他金砖国家等第三方国

家组成合资公司的可能性，优先选择通

过第三方参股或者非股权安排，形成投

资结构的多元化。

■ 本报记者 栾 鹤

无论是非洲，或是其他地区，企业所面临的风险都是相

同的，只不过每一国或每一地区的风险不尽相同。企业在

境外投资与承揽国际承包工程机遇与风险并存，企业法人

须对此保持清醒的头脑。

企业海外投资或承担海外工程可能遇到：财产损失风

险，遭遇自然灾害如雷电、暴风、龙卷风、暴雨、洪水、地震、

地陷、崖崩、雪灾、雹灾、冰凌、泥石流等，致使建设工程受

损，造成停工损失；责任风险，如设计缺陷或错误，设计、施

工、材质或制造中的缺陷造成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政治

风险，如战争、敌对行为，罢工、暴动和民众骚乱；运输风险，

如运输途中原材料、设备等损失；雇员风险，如发生风险事

故导致与工程建设有关人员的人身伤亡。

中国商务部自 1997 年就开始实施援外成套项目保险制

度，通过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

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承担援外成套项目的企业在

国外实施援外工程提供保险。1997 年至 2003 年的 7 年间，

有上百个成套项目办理了工程保险。援外工程保险制度分

解了诸如施工过程中的设备材料差价、汇率变动、工程报价

错漏、正常设计变更等风险，为合理分散成套项目的工程风

险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前，企业对政治风险认识不足。目前，这种状况在中

东北非动乱的情形下更为突出。中国企业在利比亚实施的

在建大型项目有几十个，涉及合同金额 180 多亿美元，当地

动乱致使企业撤离，遭受到很大的财产损失。

政治风险是一国发生的政治事件或一国与其他国家的

政治关系发生的变化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性。主要

包括：征收风险、汇兑限制风险、战争和内乱风险、政府违约

风险、延迟支付风险。政治风险保险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险

种，它主要针对一些不利的政府行为，或者政治暴力造成的

影响向企业提供财务保护。

目前，特别是在中东北非，建筑企业、石油企业、房地产

企业和矿产企业可能最易遭受政治风险的影响。企业在海

外投资或承担海外工程前，应对当地政治风险进行科学评

估，对于政治风险较高的项目，企业需要要投保，以转嫁风

险，减轻负担。企业可以在本国的保险公司投保，如 2001 年

12 月 18 日成立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China Export &

Credit Insurangce Corporation ）就承担此类保险，也可以在

国 际 上 知 名 的 多 边 投 资 担 保 机 构（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投保政治风险。此外，国内企业还可以

在第三方保险提供的保险招标、保险咨询和保险搜索服务

中，选择适合本企业规避风险的保险公司和保险产品。企

业投保是预防和降低海外投资和工程风险的方式之一。同

时，企业还要增强风险意识，特别是政治风险意识，采取综

合措施将可能发生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特邀教授，原商务部

援外司司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