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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一、应对不确定性 

预计201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速仍将是3.2%，2020年将升至3.6%。根据预测，该地区

约三分之二国家的经济增速低于之前的预期。预期下调的原因是外部环境更具挑战性、石油

出口国产出持续中断以及南非的经济增长低于预期。 

2019年及以后，该地区各个国家的增长前景差异很大。预计非资源密集型国家将保持强劲增

长，增速平均为6%左右。因此，24个国家（总人口约为5亿）的人均收入增速将超过世界其他

地区。相比之下，资源密集型国家预计将低速增长（2.5%）。预计21个国家的人均增长率低

于世界平均水平。 

预计未来通货膨胀将有所缓解，虽然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债务负担趋于稳定，但公共

债务脆弱性高企和外部缓冲水平较低将继续限制一些国家的政策空间。 

经济前景面临的下行风险加剧。同4月份相比，外部阻力加大，包括保护主义抬头造成的威

胁、全球金融形势收紧导致风险溢价大幅上升或资本流入逆转，以及中国和欧元区经济放缓

速度快于预期。从地区来看，近期的下行风险包括气候冲击、安全挑战加剧以及埃博拉疫情

可能蔓延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外。此外，财政状况下滑，包括一些国家选举前出现的财政恶

化，主要国家不进行改革，都会增加赤字和债务压力。从中期来看，成功实施改革，包括在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背景下进行改革，可能会带来显著的上行风险。 

实施“三管齐下”的战略以减轻风险并促进该地区所有国家持续增长，该战略要求： 
 
• 谨慎调整近期政策组合：一些国家缓冲有限且债务脆弱性加剧，在此情况下，政策制

定者应对外部不利因素的回旋余地有限。支持经济增长的空间仍主要在货币政策方

面，而且仅限于通货膨胀压力较低、增长低于潜在水平的国家。如果出现下行风险，

应谨慎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支持增长，但应考虑债务可持续性和可获得的融资，并

将其纳入一项可信的中期调整计划。在增长缓慢的国家，只要能获得融资，可进一步

放缓财政调整步伐，或者调整财政组成，尽量减少对增长的影响。在面临债务脆弱性

加剧的快速增长国家，当务之急仍是重建缓冲。 

• 增强经济韧性：这将有助于该地区保持更长时间的强劲增长。增强韧性，包括应对天

气相关挑战、健康挑战和安全挑战，需要调动国内收入、精简低效补贴、改善公共财

政管理（第三章），以强化主权资产负债表并为发展需求创造财政空间。提高经济多

样化、改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并减少不良贷款，将减轻各国易受冲击影响的脆弱性。 

• 提高中期增长：提高人均增长率，特别是对资源密集型国家而言，对于持续改善社会

成果和为每年准备进入劳动力市场的2,000万（净）新人创造就业机会至关重要。在非

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框架内全面处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问题，拓展地区价值链，实施

旨在促进投资和提高竞争力的改革措施（第二章），能够提高该地区的中期增长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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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竞争、竞争力和经济增长 

第二章研究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产品市场竞争状况。尽管各国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异质性，

但按竞争指标计算，该地区70%以上的国家属于全球范围水平较低的那一半。同其他新兴市场

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企业加价约高出11%，而且加价更持久。国

有企业加价也更普遍。实证分析表明，提高竞争水平，可以通过提高出口竞争力、生产率增

长和投资，将实际人均GDP增长率提高约1个百分点。它还可以通过降低货物和服务，特别是

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大幅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此外，竞争有助于提高劳动力占产出

的份额，在分配上也可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改善产品的市场竞争，一项全面的改革战略将

包括：采取措施减少结构和监管壁垒；一个有效的竞争政策框架，其中包括一项强有力的竞

争法律，并由一个独立且资源充足的竞争管理机构来支撑；鼓励外国竞争的贸易和投资政

策；以及有利的财政和采购政策。 

三、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内拖欠：原因、症状和解决措施 

根据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国内拖欠数据库，第三章发现国内拖欠是许多国家的普遍问题，

反映出这些国家公共财政管理薄弱。此外，在2014年大宗商品价格冲击之后，近年来拖欠规

模有所增加（2018年约占GDP的3.3%）。不过，尽管拖欠现象普遍存在，但其原因、影响和

后果尚不明确。本章发现国内拖欠对私营部门的活动和社会服务的提供产生了不利影响，同

时增加了银行部门的脆弱性，破坏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拖欠也削弱了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增

长的能力，让人怀疑是否值得依靠拖欠融资避免削减开支。第三章随后讨论了清理拖欠（核

实、确定优先次序和清偿）和防止拖欠累积的方法，包括通过公共财政管理改革、建立缓冲

和及时的外部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