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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非矿业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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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洲成矿地质条件优越，优质成矿带富集；资源禀赋优良，分布集中度高，易于开发，且

开发潜力巨大；矿业在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此外，非洲还是中国重要

的海外矿业合作伙伴，中非矿业贸易合作优势互补，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和市场潜力。笔者归纳

中非矿业合作的 3 个阶段，指出中非矿业合作从小到大，大有可为，并逐步形成了外交、政策和金

融 3 大保障机制。通过梳理 42 个中非矿业合作项目典型案例，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当前

中资矿企投资非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基于构建中非矿业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矿业合作建

议：①加快推进中非矿业命运共同体建设，构建矿业市场大循环。②强化矿业金融合作。③积

极协助非洲矿业治理，促进非洲矿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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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rica  has  superior  metallogenic  geological  conditions,  rich  in  high –quality  metallogenic  belts.
Africa also has excellent resource endowments, high distribution concentration, low development difficulty, and
huge development  potential.  Min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st  African countries.  In
addition, Africa is also an important overseas mining partner of China. China–Africa mining trade cooperation
has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has  broad cooperation prospects  and market  potential.  This  paper  summa-
rizes the three stages of China–Africa mining cooperation, and points out that China–Africa mining cooperation
has great potential from small to large, and has gradually formed three guarantee mechanisms of foreign affairs,
policy  and  finance.  By  sorting  out  42  typical  cases  of  China –Africa  mining  cooperation  projects,  this  paper
summed up experience and lessons, analyzed the curr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ese–funded
mining companies investing in Africa,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mining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China–Africa mining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irst,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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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 mining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d build a large mining market cycle. Second, strengthen min-
ing financial cooperation. Third, actively assist African mining governance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of African mining.
Keywords：China–Africa cooperation；mining investment；community of destiny；mining governance

 

非洲是世界第二大洲，有 54 个国家和地区，人口

占全球的 17%，市场潜力巨大。当前非洲正处于工业

化发展的初期阶段，未来 10 年 GDP 增速有望保持在

5% 以上，超过全球平均水平，是中国产能合作最重要

的区域之一。40 年来，中非矿业合作由小到大，快速

发展，经验与教训并存，机遇和挑战同在。坚持中非

命运共同体理念，矿业合作将大有可为。笔者梳理非

洲资源禀赋、中非矿业历程及其经验教训，分析了当

前中资矿企投资非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期为中非

矿业合作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非洲成矿地质背景及资源禀赋

 1.1　非洲成矿地质条件优越

非洲大陆经历了漫长的地质演化时期，根据目前

已获得最古老的岩石样本，非洲大陆地质年代可追溯

至 36.6 亿年（Kröner et al.，2019）。非洲大陆的地质历

史涵盖了现已识别的 4 个主要超大陆的聚合与裂解

事件时期，从而经历了与之相关的成矿作用高峰期

（陈喜峰等，2022），形成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众多的

矿床类型（图 1）（任军平等，2021）。

3.8～2.5 Ga 期间，布什维尔德杂岩体和津巴布韦

大岩墙产出了非洲绝大部分的铬。在塞拉利昂、利比

里亚、几内亚和科特迪瓦的太古宙花岗绿岩带中多数

有金、铁等多种类的矿化，特别是金、锰、金刚石、铁，

还有小但具有经济意义的硫化物矿化（包括伟晶岩内

的铅、铜、锑、银、镍、钴、锂、锡、铌等）。非洲太古

宙克拉通形成伴随大量的 Au、Cr、Ni、PGE 等产出，

为后续成矿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陈喜峰等，

2022）。

2.5～1.75 Ga 期间，非洲南部大部分地区已经趋

于稳定和刚性，形成了广泛的大陆沉积盆地，浅海相

沉积（砂岩和石灰岩）首次大量堆积，世界级的金、铀、

锰、铁、铜、锌和萤石等矿产蕴藏在早期南非盆地之

内。这一时期，中部非洲和西部非洲经历造山运动，

形成了主要的山脉，并伴生了金、金刚石、锰和铀等

矿产，如加纳的金、金刚石和锰等矿产，加蓬的富铀、

富锰矿等矿产（陈喜峰等，2022）。

经过漫长的地质演化，非洲大陆形成了众多大型

成矿带与矿集区，包括中非层控型铜钴矿带（赞比亚

和刚果金）（任军平等，2013a；孙凯等，2022a）；南非威

特沃特斯兰德盆地的金-铀矿集区（王杰等，2014；任军

平等，2015；宫红良，2022）；加纳、刚果金、塞拉利昂和

坦桑尼亚的造山型金矿集区（任军平等，2013b；孙宏

伟等，2018）；西非几内亚–利比里亚等国的 BIF 型铁

矿石集中区（郑瀚等，2019）；南非卡拉哈里 BIF 型锰–

铁矿集区（孙凯等，2022b）；南非金伯利、纳米比亚、

博茨瓦纳、安哥拉的钻石富集区；喀麦隆、几内亚、几

内亚比绍铝土矿矿集区（陈喜峰等，2021）；南非布什

维尔德杂岩体的铬、钒、铂族元素矿集区（吕林素等，

2011）；津巴布韦大岩墙铬和铂矿集区（刘军等，2014；

孙凯等，2019）；南非、莫桑比克、塞拉利昂和喀麦隆

发育的钛铁矿、金红石、含锆重砂矿集中区（宋国明，

2012；肖晓林等，2014；张振芳等，2021）；纳米比亚和

尼日尔的铀矿集区（傅成铭等，2006；刘增洁，2010）；

以及摩洛哥磷酸盐矿集区等（陈喜峰等，2022）。

 1.2　非洲矿产资源禀赋优良、潜力巨大

非洲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大，是全球最重要的

矿产资源供应地之一。非洲矿产资源具有分布集中

的特点，大型和高品位的矿床较多，便于开发利用。

按矿种大致可分为 5 个大类：能源矿产、大宗固体矿

产、贵金属矿产、战略性新兴矿产和非金属矿产（非

能源类）。从矿种数量来看，目前世界上已探明的

150 余种地下矿产资源在非洲都有储藏，其中至少有

17 种矿产储量居世界首位：如铂、锰、铬、铱等金属矿

物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 80%，黄金、钻石等矿藏占

世界总储量的一半以上（陈喜峰等，2021；任军平等，

2021）。非洲矿产资源总价值约占全球的 23%，但现

有矿业产值仅占全球的 9% 左右，开发强度低，是资源

开发潜力最大的大洲（王秋舒等，2019）。

根据 BP 公司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20》

数据，非洲“煤油气”三大能源类矿产储量占全球比

重均为 7% 左右，且主要集中分布在少数几个国家，如

非洲近 90% 的煤炭分布在南非；90% 的天然气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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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埃及和利比亚五

国；84% 的石油分布在利比亚、尼日尼亚、阿尔及利

亚和安哥拉四国。

非洲大宗固体矿产在全球居于重要地位，其中铝、

锰、铬等资源量位居世界第一：非洲铁矿石资源量占

全球的 15%，且 99% 分布在 70 个中大型以上规模的

矿床（赵宏军等，2018）；铜资源量占全球比重为 9.5%，

其中 85% 以上分布在刚果（金）和赞比亚；铝土矿探明

储量占全球总储量的 33.6%，位居世界第一，其中

90% 以上分布在几内亚（陈喜峰等，2021）；锰矿和铬

矿资源量占全球比重分别为 68% 和 59%，均为世界第

一，其中 70% 的锰矿和 80% 的铬矿分布在南非（栾卓

然等，2021；孙宏伟等，2022）。

非洲贵金属资源丰富，主要集中分布在南非。据

标普数据，非洲铂族金属储量占全球比重超 90%，主

要分布在南非和津巴布韦，其中南非是世界最大的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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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非洲主要矿产地理分布简图（据任军平等，2021）
Fig. 1　A simplified map of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ajor minerals i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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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金属资源国（王丰翔等，2021）；非洲黄金储量占全

球比重为 17%，南非还是世界第一大金资源国，拥有

非洲 40% 的金。金和铂族金属也是非洲固体矿产勘

查投资最多的矿种。

非洲锂钴镍等战略性新兴矿产资源丰富。非洲

已探明锂矿约 80% 分布于刚果（金）和马里；钴资源量

占全球比重为 55%，矿床规模大、品位高，90% 分布在

中非铜钴矿带；镍资源量占全球比重为 14%，南非是

非洲第一大镍资源国，占非洲镍资源量的 54%；铯金

属资源集中于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位居全球储量的

第二、第三名，两国储量合计占全球比重为 42.9%。

非洲的非能源类非金属矿产分布集中同样很高。

在肥料矿产方面，非洲磷矿储量占全球比重为 84%，

其中 90% 以上分布于摩洛哥及西撒哈拉地区，同时探

明资源量储量高度集中于大型及以上规模的 15 个矿

床内；钾盐矿产主要集中分布在 3 个成矿区，资源潜

力较大，但开发利用程度较低。在其他非金属矿产方

面，据标普数据，非洲金刚石储量占全球比重为 38%，

分布广泛但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地区，博茨瓦纳、刚果

（金）、南非和安哥拉四国储量占非洲的 86%。

 2　非洲矿业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2.1　非洲矿业开发阶段及其贡献

非洲的矿业开发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后的 19 世

纪末期，根据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大致可分为以下 3

阶段。

殖民地时代（1884～1952 年）：主要是柏林会议到

独立浪潮前。19 世纪中后期，已完成或正在进行工业

革命的西方国家为获取大量的工业原料和广阔产品

市场，从非洲沿海向内陆，加紧了侵略，掀起了瓜分非

洲的狂潮。这一时期，非洲大量矿产资源遭到掠夺，

长期被殖民宗主国把控。保护矿产等国有资源不受

外部势力掠夺逐渐成为非洲人民的普遍共识。

独立浪潮时代（1952～1990 年）：开始的标志是

1952 年非洲独立，直至 1990 年纳米比亚独立，标志着

非洲所有国家完成独立。非洲各国出台了大量限制

外资的政策和条款，矿业政策普遍具有保护主义色彩。

这些政策虽然导致外资的流出致使非洲矿业发展缓

慢，但是起到了限制外部势力掠夺非洲矿产资源的作

用，提升了本土资源权益。

后独立时代（1990 年至今）：20 世纪 90 年代，为走

出经济衰退，非洲国家逐步开放矿业政策，各国新矿

业法不断出台，矿业政策总体呈现放开态势——支持

外资和矿业企业发展。各国新矿业法的推出，吸引了

大量国际资本和国内私营资本的进入，有力的推动了

非洲矿业的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非洲矿

业的勘探、新建矿山及矿产生产都有大幅增加，非洲

经济实现了增长速度快、通货膨胀率低的“一高一低”

发展态势。部分非洲国家政策导向调整频繁，南非等

少数国家资源保护主义频频抬头。

矿业是很多非洲国家的支柱产业，其矿业部门的

产值及占 GDP 比例都排在全国前列。矿业行业为非

洲国家提供税收，吸纳就业，提高交通、水电等基础设

施水平，加快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2019 年，非洲矿

业产值（由于没有矿业行业产值增加值的数据，故使

用矿业产值替代）占 GDP 的比例超过 10% 的国家有

14 个（图 2），其中 GDP 排名非洲前十的有阿尔及利亚

（21.3%）和安哥拉（33.3%）2 个国家；排名前二十的还

有利比亚（49%）、刚果（金）（33.5%）、喀麦隆（42.3%）、

赞比亚（16.9%）和津巴布韦（11.4%）（任军平等，2021）。

矿业还是很多非洲国家最重要的创汇部门，其矿产品

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据世界银行数据，

2020 年非洲矿产品出口额占商品总出口额的比例超

过 30% 的有 6 个国家（图 3），其中 GDP 排名前二十的

有南非（31.4%）、刚果（金）（74.2%）和津巴布韦（44.8%）

3 国。

 2.2　非洲矿业不均衡开发明显受资源禀赋和经济发

展影响

受历史、自然地理、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度等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和限制，非洲不同国家的矿产资源勘

查和开发程度不尽相同。

从区域来看，表现为开发程度与资源禀赋水平呈

正相关关系，资源禀赋优质的区域往往优先开发。西

部和中南部非洲的地质勘查程度和矿产开发程度相

对较高。据标普数据，勘查资金投入方面，2021 年非

洲地区勘查资金投入排名前十的国家中，西部和西南

部非洲国家独占六席，包括马里、布基纳法索、加纳、

科特迪瓦、纳米比亚和几内亚，6 国矿业资金投入总

额为 5.48 亿美元，占非洲总勘查资金投入的 50%；南

部非洲排名前五的国家刚果（金）、南非、博茨瓦纳、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2021 年勘探资金投入总额为 3.15
亿美元，占非洲总勘查资金投入的 28.8%。

从国别来看，按国民经济对矿业的依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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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可以分为 3 个层次。①刚果（布）、利比亚、喀

麦隆、刚果（金）和安哥拉等国家，其矿业产值占 GDP

比重超过 30%，国民经济对矿业依赖程度极高。②赤

道几内亚、阿尔及利亚、赞比亚、几内亚和津巴布韦

等国家，其矿业产值占 GDP 比例低于 30% 但高于

10%，国民经济对矿业依赖程度较高。③其他国家，其

矿业产值占 GDP 比例低于 10%，国民经济对矿业依赖

程度较低（任军平等，2021）。

从非洲成矿规律来看，部分国家国民经济对矿业

依赖程度低，很有可能是地质勘查工作程度低的表现，

其矿产资源禀赋虽然不比刚果（金）等国家，实则同样

具有较大的开发空间，如马达加斯加、中非和乍得等

国由于仅对第四系覆盖较浅且基岩大面积出露的很

小一部分地区做了较为详细的地质勘查和研究工作，

而对第四系覆盖较厚地区基本未作基础勘查和物化

探工作，导致其矿产资源开发程度和矿业产业发展程

度都较低。近年来，非洲国家纷纷推动矿业发展，加

大资源勘查和开发力度，矿业开发具有很大的潜力。

 3　中非矿业合作发展历程及其成效

 3.1　中非矿业合作发展历程

相较于贸易和援助，中非投资合作在改革开放之

后才逐步展开，起步相对较晚。根据中国对非洲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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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Mining output value to GDP ratio of some African countries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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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Selected African countries’ore and metal exports as a share of total merchandise exports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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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和投资政策的发展变化，中资矿企投资非洲大体

可以分为摸索起步、稳步推进和快速发展 3 个阶段。

 3.1.1　摸索起步阶段（1978～2000 年）

1978 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中非经贸

合作关系由单一的政府间官方援助向互利合作方向

发展。1979 年后中国对外投资政策逐步放宽，提出

“出国办企业”，首次把发展对外投资作为国家政策；

1999 年中国出台《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

配业务的意见》，进一步扩大出口。这一时期，中国与

非洲国家间建立了友好紧密的双边合作关系，为中资

矿业企业投资非洲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中非合作在

坚持“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

的经济合作四项原则的基础上摸索起步，逐步开始探

索中非矿业合作的保障机制。以美苏冷战为节点，这

一时期，可分为 2 个十年。①1979～1990 年，中国在

非洲共投资 102 个项目，投资总额 5 119 万美元（刘乃

亚等，2008），投资对象国主要集中在埃及、加纳、刚

果（金）等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冷战结束后，中国

积极推动中非合作方式多样化和合作主体多元化，扩

大对非投资，并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对非投资的发展。

②1991～2000 年，中国对非洲投资规模明显扩大，投

资了一些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项目，其中具有代表

性的项目有中石油苏丹项目、中钢南非 ASA 铬矿项

目、中国有色赞比亚谦比希铜矿项目等。截至 2000

年底，对非洲投资项目累计 499 个，双方协议投资总

额达 9.9 亿美元，其中，中方协议投资额 6.8 亿美元（刘

乃亚等，2008）。

 3.1.2　稳步推进阶段（2000～2012 年）

2000 年，中国正式提出“走出去”，在金融、保

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

等方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逐渐完善对中非

矿业合作的保障，外交、政策、金融“三位一体”的

保障机制初步成型。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成为

中非集体对话与多边合作机制实施的平台；2006 年，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双方决定建立和发展政治

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中

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先后在项目审批、境外投

资核准权限、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对外投资外汇管制、

非洲投资专项支持和非洲矿业投资政策等方面出台

了多项政策鼓励中资企业“走出去”。例如，2006 年

发布《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强调加强中非在资源领

域的信息交流与合作，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

按照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采取多样化的合作

方式与非洲国家共同开发和合理利用资源。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多年快速增长，中资

矿业企业对非洲投资额快速增加（赵琪等，2016），截

至 2011 年底，中国对非采矿业投资额占对非总投资

额的 31%。2004～2012 年，中国矿业企业对非洲投资

项目数达 466 个，共涉及非洲国家 41 个，投资项目主

要集中在赞比亚、刚果（金）和津巴布韦等国，这一时

期典型的投资项目有中国有色集团赞比亚卢安夏铜

矿项目、中石油尼日利亚项目、中广核纳米比亚湖山

铀矿项目、中钢南非萨曼可铬矿项目等。

 3.1.3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3 年至今）

2013 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

内容。同年，就对非合作上中国提出“真、实、亲、诚”

的方针，并创造性地提出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义利

观，作为中国与非洲外交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指导原则

（张颖，2018）。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

上增资中非发展基金 50 亿美元并设立中非产能合作

基金，该基金通过以股权为主的多种投融资方式，服

务于非洲的“三网一化”建设，主要投资于非洲地区

能源矿产、高新技术、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等领域。中

资企业对非洲投资外交、政策、金融“三位一体”的

保障机制得到发展并逐步成型。

据标普项目库数据统计，截至目前中资企业在非

洲共有 155 个矿业项目，这一时期典型的大型投资项

目有紫金矿业刚果（金）科卢韦齐铜钴矿项目、紫金矿

业刚果（金）卡莫阿铜矿项目和中铝几内亚博法铝土

矿项目等。

 3.2　中非是重要的矿业贸易伙伴，优势互补、合作潜

力巨大

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中国与非洲国家已成为重

要的矿业贸易伙伴，双方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

在能源矿产方面，非洲向中国出口大量的能源矿产。

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统计：2020 年中国进口原油的

14%（安哥拉 7.9%）、天然气的 8%（尼日利亚 7%）、

65% 铀矿（全部来自纳米比亚）来自非洲，非洲总出口

量 38% 的原油、4% 的天然气、0.7% 的煤炭和 42% 的

铀矿流向中国，中非煤炭贸易比重较小。

中非大宗固体矿产贸易上下游互补。非洲向中

国出口了大量的金属矿产，向中国进口金属冶炼产品。

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统计：2020 年，非洲向中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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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铝土矿占中国进口总量的 47%（几内亚 35%）、铁矿

石占 5.3%（南非 4.5%）、铬矿占 85%（南非 50%）、钛矿

占 54%（莫桑比克 31%）和锰矿占 70%（南非 49%）；同

时非洲向中国进口钢铁、铝材分别占非洲进口量的

31%、60%。

中国是非洲重要贵金属矿产贸易伙伴，部分非洲

国家贵金属矿石出口到中国占非洲出口全球比重很

大，但占中国进口不到 1%。随着非洲贵金属投资的

持续扩大，将来增长空间很大。

非洲是中国重要的战略新兴矿产贸易伙伴。据

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统计：2020 年中国进口钴矿的

98%（几乎全部来自刚果（金））、钽铌矿的 76%（安哥

拉 40%）来自非洲。此外，在肥料矿产方面，中国虽然

是磷矿丰富的国家，但也向非洲进口部分优质磷矿。

预计 2035 年中国从非洲进口矿产资源量将上升到

25%，矿业合作潜力巨大。

 4　非洲矿业投资项目的经验与教训

笔者梳理了 42 个中资投资非洲矿业项目的案例，

总结分析其经验教训（表 1）。其中，已经投资成功案

例 24 个，典型的有紫金矿业刚果（金）科卢韦齐铜钴

矿项目、华刚矿业刚果（金）铜钴矿项目和中广核纳米

比亚湖山铀矿项目等；未能取得成功的案例 5 个，典

型的有山东钢铁塞拉利昂唐克里里铁矿项目和金川

集团赞比亚穆纳利镍矿项目；项目是否成功尚需进一

步观察的有 13 个。

 4.1　经验

（1）国别选择上，注重“地利”。非洲投资成功

的项目，多数位于与中国外交关系较好的国家，如刚

果（金）、南非、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等。矿业投资与东

道国经济发展总体目标一致，注重开展战略层次的合

作，得到双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典型项目有中广核纳

米比亚湖山铀矿项目和华刚矿业刚果（金）铜钴矿项

目等。

（2）项目进入时机上，注重“天时”。成功项目

投资多选择在双边关系突飞猛进的时期。在“一带

一路”倡议与非盟《2063 年议程》衔接的背景下，非洲

矿业项目投资，既是中资矿企的机遇，又能促进双边

关系发展。如 2005 年中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

于 2006 年开始的中石油尼日利亚项目；2015 年国家

领导人到访刚果（金）后，紫金矿业刚果（金）科卢韦齐

铜钴矿项目快速推进。

（3）项目经营上，注重“人和”。矿业企业高度

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积极缴纳政府税收，促进当

地经济发展，项目建设和运营注意采用先进技术降低

污染，保护当地环境，带动当地就业和相关产业的发

展，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获得当地政府和社区大力

支持。典型项目有中铝几内亚博法铝土矿项目和中

化尼日利亚丹格特炼油厂项目等。

（4）形成了 3 种代表性的矿业投资模式。①境外

经贸合作区模式，如赞比亚中国有色工业园等，该模

式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模式（黄梅波等，

2012）。境外经贸合作区为中国企业进入非洲提供了

便利，降低海外投资风险；为非洲东道国改善了基

础设施，延伸了产业链，促进了当地经济均衡发展。

②安哥拉模式，主要特点是“资源-贷款-基础设施建

设/产能合作”一体化开发，肇始于安哥拉石油投资合

作（汪峰，2015），拉动经济增长，优化中国石油供给结

构，实现了中安双赢，后在刚果（金）、苏丹等国矿业合

作中得到应用。③苏丹模式，主要特点是以油气产量

分成合同为基础，中资企业负责油气产业链上下游一

体化投资开发，发展非洲国家资源加工产业，提升非

洲作为原材料基地的附加值，推进非洲工业化。

 4.2　教训

（1）对国际政治和投资国政策变化的预案不足。

在中美博弈背景下，美国和欧洲等原非洲宗主国加强

对非洲的影响，非洲部分国家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区域，

同时部分非洲国家民族主义和资源保护主义抬头，矿

业相关政策法律经常变动。如中石油利比亚项目，由

于 2011 年美国发动利比亚战争的爆发导致项目重大

挫折。如洛阳钼业收购刚果（金）Tenke Fungurume 铜

钴矿项目，政府突然修订新采矿法增加税收，造成企

业生产成本大幅抬升，叠加国际铜钴价格低迷导致其

短期无法盈利。

（2）对投资国治理结构和文化差异应对不足。绝

大多数非洲国家与中国在政治体制上区别很大，语言、

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也相距甚远。非洲大量国家曾

是被殖民过的国家，受西方治理体系影响，存在弱政

府、大社会的情况，基层和社会组织的权利很大。非

洲的工会通常采用游行抗议、罢工等方式和政府达成

协议，影响力非常大。非洲各国的 NGO 组织既受政

府影响，也与西方国家联系密切，是西方国家在非洲

培植并构建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手段，如山东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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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分中非矿业合作项目详细情况

Tab. 1　Details of some China-Africa mining cooperation projects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国 家

中 方

企 业

储 量 和

资 源 量
权 益 矿 种

项 目

状 态
遭 遇 的 风 险 成 功 或 失 败 的 原 因

1 谦 比 希

铜 矿

赞 比 亚 中 国 有 色

矿 业 集 团

铜 储 量 500万 t， 平

均 品 位 为 2.2%
85% 铜 成 功 2011年 10月 由 于 公 开

反 对 中 国 投 资 的 总 统

候 选 人 萨 塔 当 选 总 统

谦 比 希 铜 矿 发 生 了 为

期 两 周 的 大 罢 工 事 件

当 选 后 萨 塔 对 中 国 投

资 的 态 度 由 反 对 变 为

支 持 ， 并 委 派 赞 比 亚

矿 业 部 长 斯 穆 萨 出 面

调 停 罢 工 。

2 卢 安 夏

铜 矿

赞 比 亚 中 国 有 色

矿 业 集 团

保 有 地 质 资 源 量

含 铜 金 属 257万 t，
含 钴 金 属 10万 t

80% 铜 成 功 政 策 变 动 风 险 ： 赞 比

亚 不 同 党 派 之 间 的 政

见 分 歧 和 政 党 更 迭 ，

导 致 政 策 不 断 变 化 ；

金 融 风 险 ： 赞 比 亚 商

业 银 行 贷 款 利 率 较 高 ，

货 币 汇 率 不 稳 定 ； 人

力 资 源 风 险 ： 赞 比 亚

当 地 员 工 技 能 水 平 达

不 到 公 司 需 要 ； 跨 文

化 经 营 风 险 ， 企 业 进

入 初 期 不 被 当 地 社 区

接 受

长 期 深 耕 海 外 ， 国 际

化 程 度 高 ； 国 际 化 视

野 ， 专 业 管 理 团 队 ；

技 术 革 新 ， 展 现 先 进

技 术 ； 多 措 并 举 ， 积

极 应 对 各 类 风 险 ； 积

极 对 抗 疫 情 ， 实 施 优

惠 政 策

3 科 卢 韦 齐

铜 钴 矿

刚 果

（金）

紫 金 矿 业 铜 169万 t， 品 位 为

2.88%； 钴 4.8万 t，
品 位 为 0.08%

72% 铜 、 钴 成 功 项 目 进 行 顺 利 ， 未 遭

遇 明 显 风 险

紧 跟 国 家 部 署 ， 投 身

“一 带 一 路”建 设 ；

矿 山 建 设 迅 速 ， 树 立

海 外 项 目 建 设 典 范 ；

积 极 履 行 社 会 责 任 ，

促 进 当 地 业 化 发 展

4 华 刚 矿 业

刚 果（金）

铜 钴 矿

刚 果

（金）

中 国 中 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国 电 力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控 制 矿 石 量 2.5亿 t，
铜 品 位 为 3.47%，

钴 品 位 为 0.215%，

铜 金 属 量 868万 t，
钴 金 属 量 54万 t。

41.72%、

25.28%
铜 、 钴 成 功 项 目 进 行 顺 利 ， 未 遭

遇 明 显 风 险

领 导 层 适 时 转 变 观 念 ，

创 新 建 设 思 路 ； 全 面

优 化 建 设 方 案 ， 快 速

推 进 项 目 建 设 ； 多 元

化 融 资 渠 道 ， 保 障 项

目 顺 利 启 动 ； 积 极 履

行 社 会 责 任 ， 得 到 当

地 政 府 和 社 区 支 持

5 湖 山 铀 矿 纳 米 比 亚 中 国 广 东

核 电 集 团

28.6万 t U3O8， 54% 铀 成 功 项 目 进 行 顺 利 ， 未 遭

遇 明 显 风 险

重 视 革 新 技 术 ， 严 格

缴 纳 税 收 获 赞 方 政 策

支 持 ； 积 极 履 行 社 会

责 任 ， 获 得 当 地 政 府

和 社 区 支 持

6 博 法 铝

土 矿

几 内 亚 中 铝 保 有 可 开 发 资 源

量 约 17.5亿 t
85% 铝 成 功 项 目 进 行 顺 利 ， 未 遭

遇 明 显 风 险

高 度 重 视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 获 得 当 地 政

府 和 社 区 大 力 支 持 ：

项 目 建 设 和 运 营 注 意

采 用 先 进 技 术 降 低 污

染 ， 保 护 当 地 环 境 ；

项 目 带 动 当 地 就 业 和

服 务 业 发 展

7 丹 格 特 炼

油 厂

尼 日 利 亚 中 国 化 学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化 第 十

三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承 包

工 程

预 计

2022Q4
投 产

项 目 进 行 顺 利 ， 未 遭

遇 明 显 风 险

注 重 当 地 经 济 发 展 ，

得 到 政 府 和 居 民 支 持 ；

项 目 选 址 位 置 优 越 ，

极 大 助 力 项 目 运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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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利昂唐克里里铁矿项目、以及中国有色集团赞比

亚谦比希铜矿项目、卢安夏铜矿项目都曾受 NGO 组

织影响暂停生产或罢工等情况。

（3）矿业企业治理水平有待提升。市场调研发现，

国有企业管理较为谨慎，效率还有提升空间。如中钢

南非 ASA 铬矿项目扩建时自有资金不到位，导致成

本上升，叠加营商环境风险进而产生持续亏损。民营

企业资金链管理困难，流动资金紧张、中长期融资困

难、发债成本较高情况较为普遍。如华钰矿业在

2019 和 2020 年面临债务危机，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被

动减持和司法拍卖，剩余股份被冻结。

（4）投资策略上抱团发展不足，对原宗主国和资

源国企业联合不够。中资矿企对外投资历史短，多数

企业对外投资经验不足，缺乏成熟的海外市场经营和

属地化管理能力，部分存在无序竞争，削弱了市场竞

争能力。反之成功的重大项目，则较好的团结了绝大

多数利益相关者，如几内亚博法铝土矿项目。

 5　非洲矿业投资的机遇与挑战

世界格局总体是东升西降，现在主导力量尽一切

努力保障在国际治理中的地位，抑制新兴力量的崛起。

新冠疫情叠加俄乌战争背景下，全球化退潮，传统全

球治理体制机制面临重大调整。非洲矿业投资机遇

与调整并存。

 5.1　机遇

（1）全球产能转移和非洲工业化现代化需求并存，

非洲经济持续发展趋势未有根本改变。全球第五次

产能转移将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等地区转移，

与非洲工业化现代化需求和经济多元化政策相适应，

加速非洲发展进程。许多非洲国家以工业化推进经

济发展，人口红利开始兑现，基础设施建设情况逐步

改善，为非洲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奠定了基础。

（2）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矿业产业互补性强，

 

续 表 1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国 家

中 方

企 业

储 量 和

资 源 量
权 益 矿 种

项 目

状 态
遭 遇 的 风 险 成 功 或 失 败 的 原 因

8 Tenke
Fungurume
铜 钴 矿

刚 果

（金）

洛 阳 栾 川

钼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铜 2 451.1万 t， 品

位 为 2.9%； 钴

245.1万 t， 品 位 为

0.3%

80% 铜 、 钴 预 计

2023年

复 产

刚 果（金）新 采 矿 法 出

台 导 致 企 业 生 产 成 本

大 幅 上 升 ， 以 及 国 际

钴 和 铜 的 价 格 暴 跌 等

风 险 的 叠 加 影 响

政 策 变 化 叠 加 疫 情 影

响 ， 风 险 管 控 有 待 加

强 。 对 当 地 局 势 以 及

国 际 铜 钴 价 格 把 握 不

充 分 ， 当 地 政 府 突 然

增 加 税 收 ， 在 本 有 收

益 的 情 况 下 ， 变 为 负

增 长 ， 加 之 国 际 铜 钴

价 格 低 迷 等 叠 加 影 响

导 致 无 法 盈 利

9 唐 克 里 里

铁 矿

塞 拉 利 昂 山 东 钢 铁

集 团

总 资 源 量 为 128亿 t，
其 中 直 运 型 赤 铁

矿（DSO）1.3亿 t，
平 均 品 位 为 58.1%；

红 土 型 矿 石 11.2亿

t， 品 位 为 40%；

磁 铁 矿 115亿 t， 平

均 品 位 为 30.1%

100% 铁 失 败 ，

目 前 处

于 关 停

状 态

国 际 市 场 风 险 ： 国 际

铁 矿 石 价 格 自 2014年

下 半 年 以 来 暴 跌 ； 非

传 统 安 全 风 险 ： 2020
年 来 新 冠 疫 情 蔓 延 带

来 负 面 影 响 ； 跨 文 化

经 营 风 险 ： 企 业 进 入

初 期 不 被 当 地 社 区

接 受

不 重 视 风 险 评 估 ， 多

重 风 险 叠 加 ； 且 没 有

可 行 的 风 险 应 对 策 略 ；

没 有 积 极 履 行 社 会

责 任

10 穆 纳 利

镍 矿

赞 比 亚 金 川 集 团 镍 金 属 储 量 约 10
万 t

51% 镍 失 败 ，

目 前 运

营 控 制

权 已 移

交 给 英

国 联 合

镍 业 有

限 公 司

金 融 风 险 ： 赞 比 亚 商

业 银 行 贷 款 利 率 较 高 ，

货 币 汇 率 不 稳 定 ； 市

场 经 济 风 险 ： 金 川 集

团 误 判 了 国 际 市 场 形

势 ， 投 资 时 机 判 断 失

误 ， 当 时 国 际 镍 价 格

不 稳 定

研 判 国 际 市 场 形 势 有

误 ， 未 能 精 准 把 握 投

资 时 机 ； 核 心 技 术 创

新 力 度 不 足 ， 缺 乏 国

际 竞 争 力 ； 赞 比 亚 政

局 不 稳 ， 未 建 立 稳 定

合 作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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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合作空间大。非洲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

产能合作的重点地区。中国拥有的大量优势产业和

富余产能转移需求；非洲拥有丰富的资源资本、人力

资本和巨大市场，中非产能合作需求巨大（姚桂梅，

2017）。此外，非洲的工业化欠账决定了其碳排放空

间很大，具有很大的工业发展权。全球冶炼产能向非

洲转移。中国输出强大的冶炼加工产能，提升非洲工

业化水平，降低全球矿业制成品成本，存在很大的多

赢空间。

（3）独立大潮以来，西方国家存在退出非洲矿业

投资的一股暗流。西方国家矿企避险情绪持续升高。

西方矿业公司收缩或退出在非投资可能给中国企业

带来并购机会。例如，洛阳钼业从自由港集团收购刚

果（金）Tenke Fungurume 铜钴矿，巴里克黄金出售其在

赞比亚 Lumwana 铜矿等。

（4）部分国家放松矿业管制以应对经济下行。疫

情以来，非洲经济复苏缓慢，多数非洲国家鼓励外资

开发矿产资源、发展矿业经济，政策法规相对宽松。

例如，津巴布韦、莫桑比克、摩洛哥、尼日利亚等国家

政府加大力度鼓励矿业发展和投资，要求矿业公司加

快矿业项目开发，以期借助采矿业促进经济增长。

 5.2　挑战

（1）疫情以来，非洲经济复苏难以达到预期，社会

总体风险和债务风险可能增加。在新冠疫情大流行

之前就高企的非洲债务水平受疫情影响急剧上升。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公共债务达到近二十年来的最高

水平，支付的债务利息占整个非洲地区税收的 20%。

如去年北非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 88%。此外，中国在

非洲规模较大的资源类项目，经营风险上升，可持续

性不足。

（2）部分国家受地缘政治影响，政策风险加大。

全球地缘政治形势的复杂化很可能引发非洲内部的

相关连锁反应，这为所有在非洲地区开展经贸合作的

国家和企业带来了考验。博茨瓦纳、刚果（金）、纳米

比亚和赞比亚 4 个非洲国家加入美国主导的能源资

源管理倡议；美军非洲司令部在赞比亚设立安全办事

处等事情均可能会对未来中资投资项目受到影响。

（3）非洲地区战略新兴矿产投资竞争加剧。非洲

国家的镍、钴、锂、铌、稀土等战略性新兴矿产资源丰

富，且大都处于勘探开发的初级阶段。世界各国相继

签署《巴黎气候协定》，加速了新能源行业的崛起，世

界各国也都加快了新能源布局。近年来，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加大对非洲稀土、钴矿、锂矿项

目的投入，极大加快了非洲战略新兴矿产的勘探开发

速度。

（4）矿业行业全球治理水平提升，需要积极适应

ESG 等新的全球治理规则。国际组织强调将 ESG 原

则融入矿业企业的核心业务中。非洲地区国家由于

其弱政府的社会治理结构的独特性，工会和 NGO 组

织拥有很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矿业企业在当地开展

项目则要对 ESG 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高规格的

行业治理要求带来了行业壁垒，为后续进入的企业带

来更高成本要求（朱清等，2022）。

 6　未来合作建议

（1）加快推进中非矿业命运共同体建设，构建矿

业市场大循环。①坚持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展矿业合

作。通过项目合作、股权合作、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和

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等多种方式，寻求与当地政府、企

业和国际大型矿业公司共同开发大型项目，实现风险

共担，利益共享，构建中非矿业命运共同体，推动非洲

矿业经济繁荣。②构建中非矿业市场大循环。充分

发挥中非双方分别在矿业产业链的上下游比较优势，

构建中非矿业市场全产业链循环，矿业贸易实现原材

料和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和部分行业终端产品的全覆

盖。③延长矿业产业链，建设产业园。不再简单模仿

传统大型矿业公司“初级勘探+成熟项目开发”，摈

弃其以谋取超额利润为核心的投资开发模式，将矿业

投资与冶炼加工、基础设施、商贸物流金融投资有机

结合，推进非洲矿业产业园建设，实现矿业产业升级，

有效推动非洲工业化进程。

（2）强化矿业金融合作。①充分利用非洲矿业资

本市场。借鉴西方经验，在南非等资本市场设立子公

司，寻求上市、发债等融资方式，参股当地上市公司，

利用当地资本，实现与非洲当地资本融合发展。②加

强与非洲发展银行等当地金融机构的合作，推进重大

项目融资合作便利化，强化金融保障。③推进矿业投

资基金建设。学习日本、韩国经验，考虑矿业长周期、

高风险特点，设立在全球推进矿业合作的投资基金。

（3）积极协助非洲矿业治理，促进非洲矿业高质

量发展。①积极参与区域行业组织和行业倡议制定。

鼓励企业成为行业系列治理标准与规则的制定者，而

不是被规制者。推进中国矿业标准输出，逐步提高非

洲的矿业科技化水平，促进共同发展。②推进矿业开

发嵌入到经济发展和建设中，提高非洲合作项目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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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将矿业项目开发和当地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

造、房地产开发、金融投资深度嵌入，将重大项目的

当地资源收益转为重大民生投入组成部分，提高项目

抗风险能力。③重视企业的本土化经营。满足当地

政府的用工需求，重视企业工会建设，加强环境保护

和当地 NGO 组织沟通，建设绿色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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