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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及演变

陈 朝 阳

二次大战后
,

世界经济出现了区域化
、

一体化

的趋势
,

各种一体化组织相继建立
。

同样
,

非洲国

家也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着经济一体化 的努 力
。

可

是
,

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

至今这一问题仍是

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

过去30 年
,

世界经济特别是非

洲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非洲经济一体化
.

现在
,

非洲的

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

过去那

种新殖民主义的发展模式造成了非洲的相对落后
,

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问题最为严重
,

经济增长率

不断下降
。

据推测到本世纪末
,

非洲经济将进一步

恶化
,

面对这种悲观的形势
,

非洲国家领导人强调

集体自立更生和整个非洲大陆经济一体化的战略
。

本文将概述非洲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

目前

的情况
、

面临的问题及前景等
。

一
、

独立前的非洲经济一体化

19 世纪西方殖民者来到非洲之前
,

这个大陆就

存在许多地域广阔
,

包括现在的几个国家在内的帝

国
。

在这些帝国的统治下
,

尽管当时生产要素流动

受到交通和通讯的制约
,

可是还有可能从事有限的

贸易
。

据记载
,

早在公元 1。世纪以前
,

非洲大陆内

部各地区间就有贸易往来
。

现代的经济一体化起源

于19 世纪西方列强对非洲殖民化过程中而产生的一

体化协议
。

在西非
,

英国殖民地包括尼 日利亚
、

加纳 (当

时的黄金海岸)
、

塞拉利昂和冈比亚
。

尽管每个国

家都有自己的政府
,

地理上也不连成一片
,

可是却

有许多共同的机构
,

如非洲航空公司
、

西非货币委

员会 (在 4 国发行共同的货币)
、

西非边防军和西

非社会
、

经济研究所等
。

在这些国家的生产要素可

以自由流动
。

可是
,

这种经济一体化主要是为了加

强它们和宗主国的经济联系
,

对他们本身没有多少

利益
.

法国在西非的殖民地地理上是连成一片的
,

由

首都设在达喀尔的联邦来管理
。

由于是一个联邦
,

法属西非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达到了较离水平
。

废除

了生产要素和贸易自由流动的歧视性障碍
,

使用共

同的货币
、

共同的对外关税
。

可是就象英国殖民地一

样
,

经济一体化并不是为发展这些国家的经济服务
,

而是把他们和法国经济连在一起
,

为法国提供原材

料和工业品市场
。

在中部非洲也存在西非这种殖民地型的经济一

体化
。

那里
,

法属中非联邦包括中 非共 和 国
、

乍

得
、

加蓬
、

刚果
。

比利时人控制着当 时 的 比 属刚

果 (现在的扎伊尔) 和卢旺达
一
乌隆迪 (现在的布

隆迪和卢旺达)
,

并成立了一个管理机构
,

以加速

推行经济一体化进程
。

在东部非洲
,

英国有三个地

理上相连的殖民地
:

肯尼亚
、

乌千 达
、

坦 噶尼喀

(现在的坦桑尼亚)
,

它们相互间废除 了 贸易障

碍
,

使用共同的货币
,

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一

体化
。

在南部非洲
,

早在1 9 10 年
,

南非联邦和英国的

保护地贝专纳 (现在的博茨瓦纳)
、

斯威士兰
、

莱

索托就建立了关税同盟
。

随后
,

南非又与邻近的葡

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和英国的殖民地罗得西亚签订

了优惠贸易协定
。

在英国的努力下
,

当时的北罗得

西亚 (现在的赞比亚)
、

南罗得西亚 (现在的津巴

布韦) 和尼亚萨兰 (现在的马拉维) 组成罗得西亚

和尼亚萨兰联邦
,

实现了相当程度 上 的经 济一体

化
。

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
、

安哥拉
、

葡属几内亚

(现在的几内亚比绍 ) 和佛得角由于地理上相距太

远
,

尽管他们都和葡萄牙经济关系密切
,

但它们之

间并没有实现一体化
。

在北非
,

法 国控 制 的 突尼

斯
、

利比亚和摩洛哥在殖民时代
,

经济一体化也达

到了较高的水平
。

殖民统治下的非洲经济一体化组织
,

在非洲国

家政治上纷纷独立后
,

相继解体
。

主要的原因在于殖

民主义本身
。

因为西方殖民强 国的 目的并不是使在

其统治下的国家经济得到发展
,

而是为了自己的利

益
,

对这些殖民地进行剥削
,

因而大部分地区经济 没

有得到发展
,

只是在为殖民者利益服务的少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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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

经济才得到一定的发展
。

如为法国利益服务

的达喀尔
、

阿比让
、

布拉柴维尔 ; 为英国利益服务

的内罗毕
、

肯尼亚高地和白人占统治地位的罗得西

亚
。

随着政治上的独立
,

大多数的国家都遇到必须

废除旧 的
、

为殖民者利益服务的一体化安排
,

建立

新的一体化安排
,

改变原来不平衡
、

有限的发展
,

以利于本国经济长期
、

全面的发展
。

二
、

独 立后初期的非洲经济一体化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
,

大部分非洲 国家 独立

后
,

开始了一系列新的一休化的努力
。

原来的殖民

遗产提供了一些一体化的经验
,

但也 留下 了 一些

棘手的问题
。

在西部非洲
,

新独立的几个法语国家

试图保留原殖民时代经济一体化 的一些 特 点
,

于

1 9 5 9年成立了西非关税同盟
。

不久发现这协定不利

于成员国的利益
,

因而在 1 9 6 6年作了 调 整
,

降低

了目标
。

即使这样
,

还是不能令人满意
。

在 70 年代

早期
,

又进行一次调整
。

接着
,

在 1 9 7 2年成立了西

非经济共同体
。

在西部非洲
,

还有其它几个经济一

体化的尝试
,

如
:

基于意识形态上的相似而建立的

加纳一几内亚一马里同盟
,

但建立不久
,

1 9 6 6年就解散

了
。

其它的关税同盟如加纳一上沃尔特的同盟
,

其

结果和加纳一几内亚一马里同盟一样
。

此外
,

还试图

建立由象牙海岸
、

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组成的西非自

由贸易区
,

最后由于几内亚和象牙海岸在政治和意

识形态上的分歧
,

而没有成功
。

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支持下
,

1 9 6 7年
,

西非12 国正式签署了西非经济共同体协议
,

并建立

暂时性的部长委员会
。

但是
,

直到 70 年代早期
,

尼

日利亚和刚果加入为止
,

实质上并没有取得多少成

效
。

总之
,

60 年代
,

西非许多试图成立经济一体化

组织的努力都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

在中部非洲
,

1 9 5 8年独立后
,

4 个前法国殖民

地乍得
、

中非共和国
、

加蓬
、

刚果沿袭历史上形成

的有关一体化安排
,

于 19 5 9年成立关税同盟
。

1 9 64

年
,

这 4 国加上喀麦隆共和国组成中非经济和关税

同盟
。

但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由于它们和其它成员国

经济差距的拉大
,

于 1 9 6 8年退出这个组织
。

随后
,

19 69 年
,

中非共和国又重新加入
。

中非经济和关税

同盟一直存在至今
,

成为非洲现存的寿命最长的关

税同盟
。

成功的主要原因包括具有共同的文化
、

都

说法语
、

亲密的种族关系
、

邻近的地理位置以及国

家比较小
,

4 国总共人口 才1 2Q0 万等
。

60 年代
,

东非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是最引人注目

为
。

原来的一体化安排最有利于肯尼亚
,

其次是乌

干达
,

坦桑尼亚得益最少
。

虽然独立后做了一些必

要的修改
,

但一体化协议的大部分 内容 仍 保留下

来
。
1 9 69 年签订了东非经济合作条约

,

规定用转让税

来促进最不发达的坦桑尼亚
、

乌干达的经济发展
。

同时
,

东非发展银行将保证在各国间更平等地分配

发民项目
,

以缩小成员间的经济差距
。

60 年代
,

在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支持下
,

还曾想扩大东非经

济共同体
,

增加赞比亚
、

布隆迪和卢旺达
,

但没有

成功
。

东非经济共同体原来的成员国肯尼亚
、

坦桑

尼亚
、

乌干达在70 年代由于领导人之间在政治和意
一

只形态上的分歧以及原来一体化的安排继续有利于

肯尼亚
,

使得一体化进程几乎中断
。

在南部非洲
,

莫桑比克
、

安哥拉
、

津巴布韦在

为争取独立而进行武装斗争期间
,

这一地区的经济

一体化在 60 年代未能实现
。

南部非洲关税同盟中的

博茨瓦纳
、

莱索托
、

斯威士兰和南非在经济上的不平

等关系仍然存在
。

在北非
,

经过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阿

拉伯联盟的努力
,

试图成立包括马格里布三国 (突

尼斯
、

阿尔及利亚
、

摩洛哥)
、

埃及
、

苏丹在内的区

域性经济集团
。

尽管在一些地区经济合作方面达成

了协议
,

但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
。

由于政治上的

分歧
,

北非经济一体化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效
。

至此
,

可以得出结论
:

60 年代
,

尽管非洲国家

对经济一体化十分热情
,

也作了努力
,

但大部分都

失败了
。

这主要由于刚独立后的不稳定的政治气候

造成约
。

特别是经常的军事政变及受东西方冷战政

治的影响而造成的意识形态上的冲击
,

使得各国领

导人之间意见分歧很大
,

无法达成一致的认识
。

第
一

二个原因是进行合作的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
,

一些

国家感到吃亏而退出一体化组织
,

一体化进程无法

取得重大突破
。

三
、

目前的非洲经济一体化

由于 日益认识到经济一体化对于它们发展前途

的重要性
,

在 70 年代和80 年代初
,

非洲国家又重新

进行经济一沐化的努力
。

法属西非在 19 7 2年 6 月
,

在原来西非关税同盟的基础上
,

成立了西非经济共

同体
,

成员国有
:

象牙海岸
、

马里
、

毛里塔尼亚
、

尼 吕尔
、

塞内加尔
、

土沃尔特等
。

西非经济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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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逐步过渡的方法
,

计划从 19 74 年起的 1 2年

内
,

建立典型的关税同盟
。

此外
,

还建立了 3 个主

要基金
:

地区合作税金
、

共同体发展基金
、

共同体

发展稳定干预基金
。

这个组织成立以来
,

取得了一

些成效
,

除了马里外
,

使用了共同的货 币
,

建设

了一批工程项目
。

从1 9 6。~ 1 9 8 0年
,

大部分国家年

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1
.

5呱
,

其中象牙海岸经 济发

展较快
,

19 6 0~ 19 5 0年年人 均 G N P 增 长 率 为

2
.

5 肠
。

可是
,

尽管成立了西非经济 共 同 体
,

相互

间的贸易额占总贸易 额的 比 重 反而下降 了
。

从

1 9 7 2年的 1 1帕降到 1 9 7 7年 的8
.

5呱
。

所以
,

总的说

来
,

西非经济共同体并没有较大地促进相互间的贸

易关系
,

也没有导致经济较快地发展
,

可是这个组

织仍然给人们一线希望
。

人们普遍认为
:

只要进行

一些必要的改革
,

从长远来看
,

它们的目的还是可以

达到
。

西非经济一体化最全面的尝试就是 19 7 5年在

拉各斯签订条约而成立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

成

员国有‘6个西非地区的国家
,

包括说英语和法语的

国家
,

以及两个葡萄牙前殖民地几内亚比绍和佛得

角
。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计划通过逐渐减少成员国

相互间的贸易障碍
,

到 19 9 。年时成为完全的共同市

场
,

还规定在所有经济部门
,

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

内进行合作
,

同意在不超过90 天的期限内
,

人员可

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
,

以及其它的贸易自由化和农

业 工 业的发展
、

能源矿业发展等措施
。

但是
,

由

于成员国没有及时地执行其决定
,

也没有提供足够

的基金
,

因而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

成员国间的贸

易比重仍然很小
,

只占其贸易总额的 5 肠
。

而且
,

除了尼 日利亚
、

象牙海岸
、

多哥外
,

其它国家的经

济发展都不理想
。

在西部非洲还有一个小得多的经 济 一体 化组

织
,

就是 19 7 3年成立的马诺河联盟
,

其目的是要向

共同市场发展
。

成员国包括利比里亚
、

塞拉利昂
,

几内亚于 1 9 8 0年也加入了
。

这个联盟至今已取得一

定的成效
,

象西非经济共同体一样
,

马诺河联盟也

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内的一个组织
。

如果将来整

个西非地区真正建立了经济共同体
,

这两个组织最

终将会并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

在中部非洲
,

60 年代成立的中非经济和关税同

盟一直存在至今
。

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支持

下
,

198 1年
,

中非经济和关税同盟各国和乍得的领

导人同意成立包括所有中非国家在内的区域性经济

一体化组织
。

到1 9 8 3年
,

正式成立了中非国家经济

共同体
。

出于各自不同的考虑
,

扎伊尔
、

卢旺达和

布隆迪三国曾于 19 7 6年成立了大湖国 家经 济共同

体
。

中非经济和关税同盟市场太小
,

而大湖经济共

同体成员国间存在着不平等的经济关系
,

也没有长

期存在的价值
,

所以最后都合并到中非国家经济共

同体
,

其成员国有
:

喀麦隆
、

乍得
、

中非共和国
、

加蓬
、

刚果
、

扎伊尔
、

布隆迪
、

卢旺达
、

安哥拉
、

赤道几内亚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在东部非洲
,

东非经济共同体内部60 年代就存

在的紧张气氛在70 年代变得 更 明显 了
,

到 19 7 1年

时
,

已是摇摇欲坠
,

最后于 19 7了年 6 月解体
.

可是
,

非洲经济委员会仍继续努力
,

试图建立一个包括所

有东
、

南部非洲国家在内的次区域性经 济 集 团
。

1 9 81 年 1 2月
,

成功地签订了条约
,

建立包括 21 个国

家在内的东
、

南部非洲国家贸易特惠区
。

1 9 8 2年正

式生效
,

并计划到 19 91 年时演变成经济共同体
。

在南部非洲
,

坦桑尼亚
、

赞比亚
、

莫桑比克
、

安哥拉
、

津巴布韦
、

博茨瓦纳
、

莱索托
、

斯威士兰

和马拉维等国
,

为了减少它们对南非的依赖
,

增强经

济上的独立性
,

在 1 9 8 0年 4 月 1 日
,

成立了南部非

洲发展协调会议
,

它不同于关税同盟或共同市场
,

而是在一些特别的部门如农业
、

能源
、

人力开发
、

工业发展等方面进行合作和协调发展
。

尽管它成立

时间不长
,

可是已取得一定的成效
,

建设了一批区

域性工程项目
,

并获得了西方国家对他们的支持和

援助
。

在北部非洲地区
,

非洲经济委员会也试图成立

次区域性的经济集团
,

但没有成功
.

从70 年代到80 年代初
,

非洲建立了 3 个主要区

域性的经济集团
: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

中非国家

经济共同体
,

以及东
、

南部非洲国家贸易特惠区
,

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
,

大部分非洲国家逐步认识到
,

如果他们单独地发展经济
,

其前景很有限
,

只有和

其它国家进行合作
,

才有利于他们长期的发展
。

在

实现经济一体化过程中
,

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统

一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
,

如提供技术指导
、

协调各

国的利益关系
、

草拟条约等
.

四
、

非洲经济一体化面临的问题和前景

非洲经济一体化面临着最大的问题就是各国政

治
、

文化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

不同的殖民背景
、

不同的官方语言和不同的种族继续构成各国人员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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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障碍
,

而且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变得 日益

尖锐
,

逐渐地形成了两股势均力敌的力量
:

一个趋

向于自由市场经济
,

另一个趋向于干预主义经济
.

西方国家和苏联长期插手这个地区的事务
,

以维护

他们利益
,

很少真正考虑到非洲国家的利益
.

在这

种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下
,

近期的一体化前景似乎并

不光明
。

除了政治
、

社会文化问题外
,

也存在着经济上

的障碍
.

大部分非洲国家生产结构类似
,

即使解除

所有的关税壁垒
,

相互间的贸易也不会有太大的发

展
,

而存在可能贸易的地方
,

还得担忧发展的不平

衡性
。

如肯尼亚和津 巴布韦在东
、

南部非洲国家贸

易特惠区成员国贸易中占统治地位
.

尼 日利亚在西

非经济共同体中也占支配地位
。

在中非经济共同体

中扎伊尔具有潜在 的压倒性力量
。

经济一体化是否成功
,

关键的问题是必须采取

合理的补偿措施 ; 在各国间更平等地 分 配工 程项

目
,

使各成员国都得到好处
,

这样才能使它们留在

一体化组织内
。

尽管由于这些国家国内资源有限
,

近期内不可能大量建设工程项目
,

但一体化进程从

这些工程项目开始
,

有助于在成员国之间最终产生

贸易机会
,

而且这些项目的成功为非洲经济的一体

化带来了一线曙光
。

这一点已为南部非洲发恳协调

会议的实践所证明
。

由于非洲国家的国内资源有限
,

外国援助增长

不快
,

因此
,

一体化安排开始的时候
,

涉及面不应

该太广
,

否则不易成功
.

开始应该选择具体的
、

相

对小的合作计划
,

特别是应该选择食品和初级制造

业
,

而不应该选择中间品和资本品工业
,

这样就比

较容易成功
,

取得成效
.

最后
,

经济一体化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非洲各国领导人之间政治上的一致性
,

19 8 0年
,

在

拉各斯召开的非洲国家首脑特别经济会议
,

通过了

1 9 8。~ 2 0 0 。年非洲经济发展的拉各斯行动计划
,

似

乎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种一致性
,

人们从这里看

到
一

r未来非洲经济一体化的希望
.

拉各斯行动计划

的核心就是要动员非洲的资源来满足非 洲人 的需

要
,

通过具体的行动和集体自力更生的战略引导生

产走向更符合非洲大陆的实际情况
。

至少在目前
,

必
二

负鼓励消费他们所能生产的商品
,

不要消费他们

所不能生产的商品
,

就象不要生产他们不消费的商

品那样
。

强调集体自力更生的拉各斯行动计划就是

争取在1” 0年时
,

形成东
.

西
、

南
、 .

北非四个区域

性经济集团
,

到 2 0 0 0年时
,

这四个一体化组织再组

成单一的非洲共同市场
。

目前
,

已有三个次区域性

的经济一体化安排生效了
,

并正在逐步实现
.

总之
,

非洲国家独立后
,

经济一体化进程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
,

目前已形成了几个区域性的经济一

体化组织
,

加强了各国间的联系和合作
,

不同程度

上促进了非洲经济的发展
,

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

将来的前景将取决于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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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
“

美国与利比亚冲突始末
” 、 “

海湾风云
” 、 “

世界海军珍闻
”

三部分组成
。

“

美利冲突始朱
”

讲述美苏为争控地中海而剑拔弩张
,

常年不断进行海空军事演习
,

1 9 8 6年春
,

终

于爆发了美 国与地中海南岸的弹丸小国利比亚间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军事冲突
.

“

海湾风云
”

再现了自1 9 8。年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爆发战争以来
,

海湾地区战争风云变幻莫测
,

武

器与人质交易纷杂诡异
,

低水平的战争却在高层政治和世界外交舞台上引起强大不断的冲击波
。

“

世界海军珍闻
”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本世纪海土发生的惊心动魄的
“

世界大海战
” 。

(王 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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