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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标题：非洲华人经济所涉主要领域  

    自 20 世纪初华人华侨有规模地赴非从事商业活动至今，非洲华商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每
一历史阶段非洲华商从事的主要行业虽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当地华人从事的商业领域主要有餐饮业
、零售业、制造业、旅游业、建筑业等。  

（1）餐饮业  

    餐饮业是海外人主要从事的行业之一。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鲁、川、粤、苏、闽、浙、湘、徽
八大菜系不仅极大满足了海内外华人的餐饮需求，更为包括非洲在内的全世界不同地区民众提供了适合
自己口味的菜色佳肴。与欧美日韩等地区一样，早期初到非洲的华人大多选择餐饮业为创业起点。时至
今日，无论是在非洲国家的首都和大中城市，还是唐人街和华人聚集区都不难看到中餐馆的身影。以南
非为例，现南非全国有大大小小中餐馆数百家，散布于豪登省、东开普省、西开普省、西北省等省区，
其中约翰内斯堡数量最多。同时，为满足不同阶层顾客的需求，除了主流平民的华人小餐馆外，不乏一
些主打创意菜和中西结合的高档中餐厅，  

得到了非洲上流社会的追捧。  

（2）零售业  

    零售业是华商在非最早从事的行业之一。早年华商到非洲最开始是销售一些从大陆带来的小商品，
包括服饰、鞋帽、箱包和日用百货等。他们通常租住一个仓库，或走街串巷，或固定摊位进行售卖，待
商品售尽再回国进货。这种经营模式虽技术含量低、产品种类单调、附加值低，但不乏为初到陌生之地
的华人积累财富之道，他们发挥中华民族勤俭节约、勤劳勇敢的传统，不少人攫取了人生中的“第一桶
金”。随着赴非从事零售业的华人日益增多和非洲国家经济水平的逐渐提高，零售产品结构日渐丰富，
从日用品拓展至办公设备、水电五金、建筑材料、农农具、电子设备等，并在一些国家专门建立了以华
商为主的市场和经济区。同时，非洲人在与当地华商的接触中也学会了这种交易方式，前往义乌、广州



等地购买商品到非洲贩卖，成为中非民众交往的主要渠道之一。  

（3）制造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非洲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共同促进了在非华人企业制造业发展。
在非从事加工制造业的华人企业主要分两类：类是早期在非获取利益，完成资本积累的当地华商，他们
试图通过投资制造业，降低商品运输成本，谋取更大商业利益；第二类是新赴非创业的国内规模企业，
这类商人或发觉非洲当地优质且廉价的原材料，或倾心于非洲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将产业转移至非洲，
生产商品从最早的纺织品、皮革加工到木质家具、初级械。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目前在非华人企业中有
31% 从事制造业，年产值高达 5000 亿美元，占全非制造业总产值的 12%，101
且生产的产品主要面向非洲本土市场。  

（4）旅游业  

    进入 21 世纪，随着国内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出境游热度持续升温。继 2002 年和 2003
年埃及、南非相继成为公民组团出境游目的地，至今政府批准开放的非洲旅游目的地国已增至 20 余个，
国内赴非旅游人数近年来迅速增加。非洲已成为高端深度探索游的目的地，热门的非洲旅游目的国包括
埃及、毛里求斯、肯尼亚、南非、突尼斯、坦桑尼亚等。得益于此，一些长期生活在非洲，了解当地风
土人情的华商开始涉足旅游业，主要目标人群为赴非旅游的国内游客。这在给予游客旅行非洲极大便利
的同时，也为非洲国家创造了大量旅游服务业岗位，助推当地第三产业发展。  

    此外，随着非洲华人华侨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商业投资所涉领域也日益开拓。预计到 2025
年，非洲华人经济营收规模将达到 4400 亿美元 102，除制造业、自然资源开采、基础设施建设三大主导
行业外，房地产开发、电信通讯、农业、交通运输与物流、银行与业等将成为增长潜力的五类新兴产业
。  

（二）非洲华人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  

1、满足非洲民众基本需求  

    在非洲从事商业活动的华人基数大、范围广、经营规模不一，历，虽不乏尼日利亚的查董李陈“四
大家族”，南非的甘居正、梁金，毛里求斯的朱梅麟、陆才新这类华人企业家，但大部分是从事批发零
售业和服务业的小商人。在南非，30
万华人华侨中有近一半从事批发零售业；在毛里求斯，从事传统零售业和餐饮业的华人店铺有 3000-4000
家，占当地华商的绝大多数；在莱索托，全国 10 个行政区的 8
个主要城市中的数百家商场、超市基本为福建籍华商垄断。     这些华人店铺经营规模小、创业成本
低，作为非洲民众最为熟知的华商经营发展方式，他们与所在社区的当地民众打成一片，极大地便利了
民众日常生活，满足非洲人对商品价廉物购物需求。但由于这些行业入门门槛低、产品附加值低、经济
收益低，往往成为非洲国家经济波动和产业更新升级的冲击对象，危严重。  

2、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进入本世纪后，与非洲大陆经贸往来发展迅速，中非贸易额以每年 20% 左右的速度增长，过去 10
年间对非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高达 40%，并已连续 9 年保持非洲大贸易伙伴地位。近年来，不仅重视对非
出口贸易，同时为缩小中非贸易顺差，助力非洲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积极从非洲进口当地优势原料与商
品，努力将非洲国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过去的 2018 年，中非贸易额达 20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其中对非出口额为 1049 亿美元，同比增长11%；从非洲国家进口额为 993 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
32%；华商对非直接投资为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  

    华人经济在推动非洲国家商业与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为非洲青年提供就业。近年随着非洲华商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雇佣当地年轻人成为降低企业



用工成本的选择，这同时也符合非洲国家自身发展利益，提升本地人收入和消费能力。其二，帮助非洲
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人常说“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基础设施的便利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至关重
要。华人企业设厂后，往往会铺设道路、建造厂房、开辟港口，进行一系列配套设施建设，这也为之后
当地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其三，促进非洲地区产业结构多元化。华商的进入带动了非洲当地制造业
、服务业等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打破了非洲本土以种植业和手工业为主的业态模式，推动了非洲工
业化和现代化发展。  

3、传播技术与经验  

    随着非洲华人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涵盖领域的不断拓展，越来越的华商企业开始使用非洲本地雇
员，这在为当地人提供工作岗位的同时，也间接向他们传播了制造技术，提升了非洲国家工业化水平。
麦肯锡公司 2017 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被调研的 1000 多家在非企业中有 89%
的雇员为非洲当地工人，共为非洲地区提供了 30 余万个工作岗位。以此推算，全非 1 万余家中资企业累
计为当地创造就业达数百万个。当地华人企业积极为非洲职员提供岗位和技能培训，这一比例达到近
70%。其中，建筑业、制造业和贸易类企业学徒制员工比例分别达到 53%、50% 和 33%。106 这不仅有助
于企业融入当地和长足发展，同时解决了当地民众的就业问题，使民众得以自力更生，正所谓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与此同时，华人华侨在非洲各国的经营和发展模式也为发展经验
做了最有力的传播。在的坚强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1
978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3600 多亿元，到2018 年这一数字破 90 亿元大关， 并相继超法、英、德、日等
国一跃成为二大经济体。的发展经验表明，发展家在实现自身发展过程中一味地追随西方国家的发展道
路是行不通的，应结合本国发展实际与个体优势实现长足、绿色且可持续的发展。 1、
外汇登记，odi登记是什么，需要多长时间，代办贵吗 2、 有很多成功案例，37号文登记全套代办可以吗
3、 我们16年就开始做了,税务问题托管，后续的维护成本，金额多少合适,证书办理背景
关于境内企业对外投资，必须满足哪些条件，给出回复如下: 1、对外投资，其境内企业必须成立满一年;
2、个人37号文,返程投资备案的款项不能大于境内企业注册资本;
3、境外设立的企业，必须与境内企业的行业有关联;
4、对外设立构成立后，从第2年起，每年的6月30日前，必须向外汇管理局提交年检报告; 5、境内企业对
外投资，必须前往企业所在地的商务部对外合作处，办理投资备案证书;接着又到市商务部及发改委咨询
了办理个人37号文,返程投资备案备案证书的流程及细节终协助该公司拿下了商务部发改委的两个对外投
资的批文 6、在整个咨询过程中，没有一个部门可以统一详细的解答全部流程，每个部门只负责自己的
那部分环节，无论从精力还是时间来说都给企业增加了不少的负担。对于整个环节而言，办理对外投资
备案证书是前置的环节，特别是投资项目情况说明，是批准备案项目的关键。37号文登记,返程投资，外
汇登记，odi登记证书 7、公司介绍我司是一家的跨境商务咨询公司，主要从事跨境投资（ODI）设计及
落地、红筹和VIE设计及落地、返程投资设计及落地、进出囗咨询等方面的团队。 8、经过多年在这一领
域的深耕，我们已为上百家企业的海外投资和并购、红筹和VIE设计的审批环节提供了咨询方案，为众
多的企业架设起从境内到境外，从境外到境内的合法的资金通道。 9、我们这部分客户中的15%是上市企
业。让资金的进出境合法、合规，为企业的“走出去”保驾护航，是我们的理念。在咨询项目中，我们
往往能提供独到观点及真知灼见，这也是我们为客户服务的过人之处。这些真知灼见的背后，是企业每
年数亿美元的跨境投盗项目。 业务范围： 1、公司构架规划，境司设立、跨境税收筹划、离岸豁免
2、ODI（企业个人37号文,返程投资备案）备案办理
3、FDI（境外融资及返程投资个人odi备案直接投资）备案办理 4、37号文境外融资VIE架构搭建"  

三、非洲华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非洲大陆幅员辽阔，国家众多，54 个经济体的国内政局、发展水平、社会状况、历史文化各不相同
。华人经济在非洲国家的发展时间久远、历经波折，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且具一定规模，但面对非洲国
家政权更迭频繁、政策法规多变，民族主义情绪升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当前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问
题与挑战。  

（一）产品同质性强，相互恶性竞争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华商一样，在非洲地区进行商业活动的华商大部分从事商品贩卖和餐饮服务业，
同质性高，不免导致商人间相互恶性竞争。为抢夺市场，商家们对同类商品进行价格战，一些商家还不
惜低于商品进价销售以争一时之气，导致最后血本无归。更有甚者，为谋取利益不折手段，同行间相互
诋毁、恶意中伤。     这种情况，一方面不利于非洲国家经济稳定与发展，虽然从短期来看，华商间
相互价格竞争受益的是普通非洲百姓，他们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但同时这种扰乱市场
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不利于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并最终导致一家独大，货物与市场的垄断。另一方面
，当地华人经济圈的纷争也引发了非洲国家官员和民众关于华商唯利是图、不够团结的声音，这严重影
响了华人华侨的口碑，不利于华人经济在当地的扎根长期发展。  

（二）商品质量较差，口碑严重受损  

    改革开放初期，以廉价劳动力著称，生产的廉价商品不仅远销欧美市场，也得到了广大非洲民众的
认可。然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青年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土地租金上涨和劳动力成本提高明显，同时
，经济的逐步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石油、橡胶等大宗商品深受期货市场影响波动剧烈
，商品的价格优势削弱。换言之，相较于上世纪 90
年代，现在花同样的价钱已不能购买到同样品质的商品。久而久之，商品从廉价转变为低质的代名词。

    然而，追求低廉价格的非洲百姓似乎并未对这种转变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一方面，自 20 世纪 80 
年代非洲经济受西方世界主导下的结构调整计划影响发展滞缓甚至倒退，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另一方面
，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等一些非洲国家，或受西方国家经济封锁与制裁，或急于发展制定不
合国情的经济发展政策，或政局波动人频繁更迭导致国家经济濒于奔溃，这都使得非洲国家民众购买力
不足。  

（三）责任意识薄弱，环境保护重视不够  

    对于早年赴非从商的华人而言，他们远渡重洋的要务便是获得经济利益，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显得
陌生。一些早年在安哥拉、赞比亚、刚果（金）等非洲国家从事矿藏开采、金属提炼等深加工制造业的
华人企业往往会忽视对当地环境的保护，最终造成植被破坏、水源污染、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导致当地
民众怨声载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华商尤其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华人企业越来越重视非洲当地人与自然
及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这种进步主要得益于三方面因素：其一，欧美国家环境与动物保护等非组织入驻
非洲当地，通过本地访谈、数据搜集、调查报告等方式呼吁社会重视非洲的自然生态保护问题。其二，
非洲教育水平的提升与合作的深化间接唤醒了非洲人的环保意识，为了不重蹈亚洲和拉美国家以破坏环
境换取经济利益的覆辙，部分非洲国家开始加强环境立法与监管。其三，非洲华人在当地营商过程中发
现重视环境保护，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形象，更是拉近与民众距离，促进企业长远
发展的要件。一些华商不仅重视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时还为当地打水井、建学校、送，广受
非洲社区欢迎。  

（四）受负面言论影响，廉价商品遭抵制  

    殖民地时期，非洲作为欧洲殖民者的原料产地，本土经济主要依赖农作物种植和矿业开采，这些初
级原料被直接运往欧美等西方国家进行加工，制造业落后。19世纪中后期，清自由移民政策开放后，福
建、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大量青壮力出国谋生，从事小商品贩卖。受历史因素影响。非洲国家对商品
的依赖度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 90 年代。  

    1980-1990 年被称为“非洲大陆失去的十年”，在西方国家和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组织错误引导下，
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缓慢，更有甚者不进反退。相较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大陆，“亚洲四小龙”香
港、台湾、新加坡、韩国自60 年代开始经济发展迅猛；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充分
利用其地理区位和青年人口优势吸引外资企业；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经济增速持续居于高位。1989
年第 44 届联大会议期间，非洲工业化发展引起与会各国高度关注，会议将每年 11 月 20
日“非洲工业化日”，旨在致力于从发展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层面推动非洲大陆工业化发展。  



    一些非洲国家逐渐意识到的廉价商品严重冲击本土制造业发展，不利于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开
始采取一系列措施阻止低附加值商品倾销。部分非洲国家出台了针对当地华人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同
时通过工会和行业协会在工人薪资、用工比例、股权分配、产品深加工、技术转移等方面对华商提出新
的更高要求。少数一些在经济上对殖民宗主国依赖性强，或上为西方世界主导的非洲经济体在欧美国家
的蛊惑下对华人企业采取严厉措施，并有预谋地报道一些对华不利、扭曲事实的新闻消息。一时间“威
胁论”、在非进行“新殖义”的论调甚嚣尘上，在上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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