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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开辟中非合作新通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彭绪庶 
 

    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以

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中非合

作 2035 年愿景》明确提出，中非合作既要覆盖传统领域，也要拓展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兴

领域。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非洲以数字金融为代表的数字化发展迅速，有必要围绕

数字金融开辟中非合作新通道，为新时代中非合作注入新动力。 

    中非数字金融合作前景广阔 

    非洲迎来金融科技投资浪潮。金融科技正在成为非洲继移动通信和电子商务之后的第三次科

技投资浪潮，是当前非洲发展最快的创业行业。2020—2021年，非洲金融科技初创企业超过 2500

家，约占科技初创企业的一半。同时，非洲金融科技企业在 2022 年非洲金融科技峰会上筹集资

本超 7800 万美元，其中初创企业筹集资本超 4000 万美元。据麦肯锡预测，到 2025 年非洲金融

科技企业的收入将增至 303亿美元，约为 2020年的 8倍。 

    非洲正在成为数字金融创新高地。近年来，在数字金融创新驱动下，已有 10 余个非洲国家

推行央行数字货币，南非、加纳、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等国走在前列。例如，尼日利亚已推出电

子奈拉，并成为非洲首个推出央行数字货币的国家。南非央行数字货币正在与澳大利亚、马来西

亚和新加坡等国开展跨境试点及试验。非洲或将成为全球数字金融创新的新高地。 

    非洲数字金融发展潜力巨大。非洲目前的互联网接入呈指数级增长，移动设备接入互联网的

覆盖率和使用率均实现快速提升，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化应用正在快速推动非洲经济发

展，为发展数字金融奠定了较好基础。此外，非洲人口规模高达 13 亿且人口增长较快，青少年

人口比重较高，65%的人口无法享受银行服务，90%的交易使用现金，信用卡渗透率极低。非洲

传统金融无法满足庞大规模和快速增长的青少年人口的金融需求，也侧面反映了数字金融发展的

巨大潜力。 

    中非数字金融合作意义深远 

    与非洲国家类似，我国也是在信用卡普及率和传统金融服务覆盖率不高，电子商务快速发展，

第三方支付和移动支付需求及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的背景下，实现了数字金融快速发展。但我国在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央行数字货币试点、互联网银行、移动支付、互联网理财、互联网保险、

互联网证券和金融信息服务等方面，以及数字金融治理、金融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等方面，

均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可为非洲数字金融发展提供重要经验。可见，开辟中非数字金融合作新

通道意义深远。 

    首先，拓展中非合作领域，塑造中国和中非合作新形象。目前的中非合作以传统领域的经贸

合作为主，数字经济合作主要侧重信息基础设施和电子商务，民间和社会力量积极性未能得到充

分调动。因此，发挥我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比较优势，推动中非数字金融合作，有利于拓展科技

创新和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国际合作，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现中国作为新兴科技大国的新形

象，以及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的中非合作新形象。 

    其次，加快金融和科技“走出去”，助推构建发展新格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

国博弈日趋激烈，推动金融科技“走出去”也更为迫切。这不仅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和内在要求。以金融科技合作开辟中非合作新通道，

促进具有领先技术水平的新一代信息通信产业在非洲发展壮大，助力非洲电子商务、移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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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娱乐等行业迅速发展，有利于巩固我国在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进而构建高水平中非

命运共同体。 

    最后，探索中非经贸合作新模式，促进中非关系深入发展。由于非洲正在经历从传统金融服

务向数字金融服务的结构性转变，中非数字金融合作既涉及央行数字货币层面的货币清算、跨境

支付等，也涉及广泛的支付、信贷、理财等金融服务以及日常的数字金融应用场景。推动中非数

字金融合作，不仅成为深化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助推器，还有利于在非洲培育形成新的消费理念、

消费模式和消费场景，对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产生深远影响。 

    推动中非数字金融合作行稳致远 

    第一，建立“自上而下”合作推动模式。鉴于金融是一国经济命脉，数字金融合作不同于一

般经贸合作，有必要强化对中非数字金融合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加强政治和外交层面的积

极推动。在战略落实层面，可探索将中非数字金融合作纳入非洲“2063年愿景”和《非洲数字化

转型战略（2020—2030）》，或对接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框架，纳入《中非合作 2035 年

愿景》具体实施过程。 

    第二，探索建立“双轮驱动”合作模式。重点从央行数字货币和数字金融应用两个层面着手。

一方面，可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与非洲国家相关央行和部门合作，推动数字人民币在中非跨境

投资、贸易结算和跨境电商等领域应用，探索数字人民币与非洲相关国家法定货币间的支付及清

算合作等。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具有技术与市场优势的中国企业，积极参与非洲新一轮的金融

科技投资浪潮，通过与非洲企业合作，最大程度发挥中非数字经济合作特别是数字金融合作的战

略作用。 

    第三，科学谋划合作内容和重点领域。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针对非洲不同国家的数字

金融发展潜力、现状和双边关系，有序选择合作国家，重点推动央行数字货币或数字金融应用方

面的精准合作，力求合作尽早出成果、出实效。同时，重视非洲联盟和非洲相关国家组织的作用，

重视发挥社会资本参与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重视营造有利于中非数字金融合作的舆论氛围和国际

政治环境。 

    第四，构建完善合作机制和合作载体。一方面，利用好现有的中非合作机制和合作载体，可

考虑将中非数字金融合作纳入中非合作论坛、中非互联网发展与合作论坛等的具体议程；另一方

面，通过举办中非数字金融合作论坛等，探索建立中非数字金融交流合作机制，畅通中非企业的

合作渠道，推动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结算、投融资等方面的广泛应用。 

    第五，支持非洲数字金融人才培养。加快数字金融人才培养是实现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为此，可与非洲联盟或我国对非合作重点国家共同设立数字化转型培训项目，将非洲数字金

融人才教育培养纳入我国教育援外培训项目，将我国在数字人民币研发与试点、数字金融企业发

展和数字金融应用等方面的经验进行积极推介，促进中非在“数字人才”培养领域的紧密合作，

多渠道多形式支持非洲数字金融人才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