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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中产阶层正在崛起ꎬ 其

人口规模和比例都实现了较快增长ꎬ 并表现出增速快、 范围广和潜力大的显

著特点ꎮ 该群体崛起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非洲地区独立自

主发展战略为中产阶层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ꎻ 政治相对稳定和国家治

理能力提升为中产阶层的崛起提供了前提条件ꎻ 经济持续增长和私营部门繁

荣是中产阶层崛起的核心动因ꎻ 基础设施改善和生育率降低等社会发展因素

构成中产阶层崛起的 “催化剂”ꎻ 减贫成效显著成为中产阶层崛起的 “加速

器”ꎮ 中产阶层崛起的巨大市场潜力和强劲内生动力已经并将继续对撒哈拉以

南非洲的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产生积极影响ꎬ 助力非洲本土民主、

非洲制造和本土文化的发展繁荣ꎬ 提升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国际政治、 经

济地位ꎮ 当然ꎬ 它也会伴随着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ꎬ 这些负面影响在某些情

况下可能会反噬其崛起本身ꎮ 与此同时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的浮动阶

层仍然较为脆弱ꎬ 存在返贫的风险ꎬ 需要进一步夯实其发展基础ꎬ 延续其增

长态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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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变局下ꎬ 全球财富分布正出现结构性变化ꎬ 世界经济增长引擎从发

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ꎮ 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正在迅速崛起ꎬ 并不

１２１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 “百年变局下非洲中产阶层的新动向及中国应对研究” (２３ＸＧＪ ００１)
的阶段性成果ꎮ 感谢云南大学经济学院袁帆老师对本文写作的帮助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断开辟新的消费市场、 带来新的发展机遇ꎮ①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②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地区之一ꎬ 其中产阶层的比例和数量也表现出迅速扩

大的发展态势ꎮ 中产阶层的崛起被视作非洲发展的新引擎ꎬ 是非洲经济增长、
社会结构转型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新动能ꎬ 是当代非洲政治经济发展的里

程碑ꎮ③ 因此ꎬ 加强对现阶段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的相关研究ꎬ 有着

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ꎮ
目前ꎬ 学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的研究成果大体分为三类:

其一ꎬ 从历史和社会文化视角进行研究ꎬ 主要关注非洲中产阶层在去殖民化

时期与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差异和变化ꎮ 弗朗茨法农的著述分析了在去殖民化过

程中出现的非洲中产阶层现象ꎬ 他认为该群体是原殖民者和普通民众之间的

中间人ꎬ 是旧殖民体系的附庸和新治理体系的受益者ꎬ 其群体主要是社会精

英、 公务员、 外企雇员以及部分国企员工ꎻ④ 迈克尔洛奇则认为ꎬ ２０００ 年

以来的非洲中产阶层是一个 “新阶层”ꎬ 因其群体范围更广、 人口规模更大而

能够有力促进本土消费市场的发展ꎬ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到欧美国家去消费ꎮ⑤

其二ꎬ 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研究ꎬ 聚焦非洲中产阶层取值标准的设定和人口规

模的计算ꎮ 非洲开发银行在 ２０１１ 年的研究报告 «金字塔的中间: 非洲中产阶

层的动态» 中ꎬ 结合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标准ꎬ 将人均日消费 ２ ~
２０ 美元作为非洲中产阶层的测算标准ꎬ 结合 “全球贫困在线” 数据库

(ＰｏｖｃａｌＮｅｔ) 测算出 ２０１０ 年非洲地区约有 ３ ２６ 亿人为中产阶层ꎻ⑥ 希梅莱斯

等学者将家庭资产作为衡量中产阶层的测算标准ꎬ 使用 “人口和健康调查”
数据库 (ＤＨＳ) 中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１ 年 ３７ 个非洲国家的资产数据ꎬ 得出结论: 非

洲国家中产阶层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ꎬ 特别是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产阶层正在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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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非洲联盟的地区划分标准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包括除毛里塔尼亚、 摩洛哥、 阿尔

及利亚、 突尼斯、 利比亚和埃及六国以外的 ４８ 个非洲国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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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ꎬ 并预测从 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４０ 年非洲中产阶层的数量还将增加一倍以上ꎮ①

其三ꎬ 从国别视角进行研究ꎬ 成果主要集中于分析尼日利亚、 莫桑比克、 肯

尼亚和坦桑尼亚等国中产阶层的变化情况和特点ꎮ 奥瑞基认为ꎬ 城市化、 教

育、 私营部门和互联网的发展有力促进了尼日利亚中产阶层的扩大ꎮ② 苏米奇

从历史的角度以莫桑比克为例ꎬ 驳斥了 “中产阶层扩大是新自由主义产物”
的观点ꎬ 认为中产阶层扩大是非洲地方治理和历史结构变化的产物ꎻ③ 斯普朗

克在对肯尼亚城市中产阶层 (会计师、 律师和记者等从业群体) 进行走访调

研后认为ꎬ 教育投入和辛勤工作是肯尼亚中产阶层扩大的重要原因ꎻ④ 舒勒对

坦桑尼亚民众进行了访谈ꎬ 其中 ７５％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ꎬ ５％的认

为自己是富裕阶层ꎮ⑤ 综上ꎬ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比较、 趋势研判和国别

研究等方面ꎬ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的细致分析不够ꎬ 对该群体规

模、 国别情况及其产生的主要原因等内容系统分析不充分ꎮ 基于此ꎬ 本文对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崛起的发展态势、 主要原因及其影响进行分析ꎬ 以

期深化此议题研究ꎮ

一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的界定与计算标准

尽管 ２０１０ 年以来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的研究文献不少ꎬ 但对该

地区中产阶层的整体发展态势和国别数据情况的全面研究还有所欠缺ꎮ 鉴此ꎬ
重新确定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的取值区间并使用世界银行新修正的国别

数据颇为重要ꎬ 并可据此研判该地区中产阶层动态和发展特点ꎮ
(一) 中产阶层的内涵

中产阶层是一个难以准确界定的概念ꎬ 通常可以从政治、 经济和社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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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面进行定义ꎮ 在政治特征层面ꎬ 中产阶层被认为是一个能够缓和社会矛

盾、 维持政治稳定、 改善公共服务、 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和提升政府治理水

平的群体ꎮ 在经济特征层面ꎬ 中产阶层被认为是一个拥有 “新消费主义”
(Ｎｅｗ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ｉｓｍ) 观念、 追求更高生活品质、 消费高质量商品和服务的意

愿明显高于贫困阶层的群体ꎮ 在社会特征层面ꎬ 中产阶层被认为是一个处于

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 拥有共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具有流动性和多样

性的群体ꎬ 主要由商人、 政府官员、 专门职业者以及一些农民和技术工人等

人员组成ꎮ 因此ꎬ 中产阶层也常被看作是政治稳定的基础、 经济增长的引擎

和社会融合的主体ꎮ
(二)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的衡量标准

中产阶层的计算标准一般使用相对值算法和绝对值算法ꎮ 相对值算法又

可以分为两种方法ꎮ 一种方法是以某国收入中间值的 ５０％ ~ １５０％ 或 ７５％ ~
１２５％作为中产阶层的取值区间ꎮ 例如ꎬ 瑟罗和伯索尔等学者使用这一方法界

定美国中产阶层ꎮ① 这种方法的缺陷是无法显示中产阶层的发展趋势ꎬ 也难以

捕捉新增的中产阶层数量的细微变化ꎻ 另一种方法是将收入五分位数的中间 ３
个或收入十分位数的中间 ７ 个视作中产阶层ꎮ 该方法的缺点是假设收入分配

恒定不变ꎬ 导致其对绝对收入和收入分配变化不敏感ꎮ 绝对值算法主要使用

收入或消费的绝对值作为取值区间ꎬ 在该数值区间的群体被认为是中产阶层ꎮ
这种方法具有标准统一、 计算简便和易于比较的特点ꎬ 在国别比较分析中具

有明显优势ꎬ 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区域内各国中产阶层的比较研究ꎮ 但由于各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时间维度的不同ꎬ 其取值区间也会有所不同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２ 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和以色列经济学家伊扎克将中产阶层定

义为生活水平位于巴西和意大利这两国的平均水平之间的群体 (即每天消费

１０ ~ ２０ 美元的群体)ꎮ② ２００７ 年亚洲开发银行将中产阶层定义为每天消费 ２ ~
２０ 美元的群体ꎮ③ ２００８ 年美国经济学家班纳吉和杜弗洛将每天消费 ２ ~ １０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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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Ｃ Ｔｈｕｒｏｗꎬ “Ａ Ｓｕｒｇｅ ｉｎ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ꎬ Ｖｏｌ ２５６ꎬ Ｎｏ ５ꎬ １９８７ꎬ ｐｐ ３０ － ３７ꎻ
Ｎ Ｂｉｒｄｓａｌｌꎬ Ｃ Ｇｒａｈａｍ ａｎｄ Ｓ Ｐｅｔｔｉｎａｔｏꎬ Ｓｔｕｃｋ ｉｎ ａ Ｔｕｎｎｅｌ: Ｉｓ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ｕｄｄ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１４ꎬ ２０００

Ｂ Ｍｉｌａｎｏｖｉｃ ａｎｄ Ｓ Ｙｉｔｚｈａｋｉꎬ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ａｖｅ ａ
Ｍｉｄｄｌｅ － Ｃｌａｓｓ?”ꎬ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Ｗｅａｌｔｈꎬ Ｖｏｌ ４８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１５５ － １７８

ＡＤＢꎬ Ｋｅ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Ａｓｉａ ’ 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ꎬ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０ꎬ 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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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人视作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ꎮ① ２００９ 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拉瓦雷

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中产阶层的取值区间区分开来ꎬ 他以各国 ２００５ 年购

买力平价数据作为计算基础ꎬ 将每天消费 ２ ~ １３ 美元界定为发展中国家中产

阶层的取值区间ꎬ② 这里的下限 ２ 美元代表 ７０ 个发展中国家贫困线的中间值ꎬ
上限 １３ 美元代表 ２００５ 年购买力平价中的美国贫困线ꎮ ２０１１ 年非洲开发银行

在研究报告 (即 «金字塔的中间: 非洲中产阶层的动态») 中采用了绝对值

算法的计算标准ꎬ 以 ２００５ 年购买力平价数据作为计算基础ꎬ 将每天消费 ２ ~
２０ 美元确定为非洲中产阶层的取值区间ꎬ 并将非洲中产阶层划分为 ３ 个阶层:
“浮动阶层” ———每天消费 ２ ~ ４ 美元、 “中下阶层” ———每天消费 ４ ~ １０ 美元

和 “中上阶层” ———每天消费 １０ ~ ２０ 美元ꎮ③ 该绝对值算法的缺陷是ꎬ 各个

时期中产阶层的取值区间不能长期固定不变ꎬ 需要根据经济增长情况对取值

区间进行动态调整ꎮ
基于国别比较的方便和贴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实际ꎬ 本文采用非洲

开发银行的计算标准ꎬ 使用每天消费的绝对值算法来界定撒哈拉以南非洲中

产阶层的取值区间ꎮ 由于非洲开发银行在 ２０１１ 年研究报告中的取值区间 (每
天消费 ２ ~ ２０ 美元) 是根据 ２００５ 年购买力平价数据确定的ꎬ 距今已过去较长

时间ꎬ 需要进行动态调整ꎮ 鉴此ꎬ 本文根据 ２０１１ 年购买力平价数据来计算非

洲中产阶层的取值区间ꎬ 将非洲国家 “美元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 (每一美元

的本币单位) 指标取加权平均值ꎬ 可以计算出 ２０１１ 年对 ２００５ 年的比值为

１ ５ꎮ 随后ꎬ 将非洲开发银行的取值区间 (每天消费 ２ ~ ２０ 美元) 乘以 １ ５ꎬ
得出每天消费 ３ ~ ３０ 美元的取值区间ꎮ 因此ꎬ 本文以 ２０１１ 年购买力平价数据

为计算基础ꎬ 使用每天消费 ３ ~ ３０ 美元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的取值

区间ꎮ 其中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 ３ 个阶层的取值区间分别调整为:
“浮动阶层” (每天消费 ３ ~ ６ 美元)、 “中下阶层” (每天消费 ６ ~ １５ 美元)
和 “中上阶层” (每天消费 １５ ~３０ 美元)ꎮ 另外ꎬ 本文使用世界银行新修正的

５２１

①

②

③

Ａ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ａｎｄ Ｅ Ｄｕｆｌｏꎬ “Ｗｈａｔ ｉ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３ － ２８

Ｍ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ｓ Ｂｕｌｇｉｎｇ (ｂｕｔ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ꎬ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 ４８１６ꎬ ２００９

ＡｆＤＢꎬ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ｙｒａｍ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ｐｐ １ － ５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贫困与不平等平台” 数据库 (ＰＩＰ)① 的国别数据来计算撒哈拉以南非洲各

国中产阶层情况ꎮ
(三) 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状况的样本选择

本文采用动态视角考察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状况ꎮ 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约 ４０ 年为研究时间跨度ꎬ 选取 １９８１ 年、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和 ２０１９ 年这 ５ 个时间点对该地区 ４４ 个国家②的中产阶层人口规模和比例进行

分析ꎬ 其中近 ２０ 年情况为研究重点ꎮ 根据上文提及的中产阶层取值区间和数

据库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贫困阶层、 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的基本状况如下:

表 １　 撒哈拉以南非洲各阶层人口数量 (万人) 和比例 (％ )

时间 (年) 贫困阶层
中产阶层

浮动阶层 中下阶层 中上阶层
富裕阶层

１９８１
２６ ８４５
(６９ ４０)

１１ ５２５ (２９ ７３)

７ ２７０
(１８ ７３)

３ ５６６
(９ ２２)

６８９
(１ ７８)

３１３
(０ ８１)

１９９０
３６ ８０９
(７３ ５０)

１２ ９７９ (２５ ８５)

８ ５１０
(１６ ９２)

３ ７６０
(７ ５１)

７０９
(１ ４２)

２９６
(０ ５９)

２０００
５０ ０１０
(７６ ７８)

１４ ８４８ (２２ ７９)

９ ９２３
(１５ ２３)

４ １８５
(６ ４２)

７４０
(１ １４)

２７７
(０ ４３)

２０１０
５８ １２９
(６８ ２８)

２６ ３３６ (３０ ９４)

１８ １７２
(２１ ３５)

７ ０１２
(８ ２４)

１ １５２
(１ ３５)

６６７
(０ ７８)

２０１９
６７ ３７２
(６１ ９９)

４０ ５０４ (３７ ２６)

２７ ６４１
(２５ ４３)

１１ ０１３
(１０ １３)

１ ８５０
(１ ７０)

８００
(０ ７４)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世界银行 “贫困与不平等平台” 数据库 ( ｈｔｔｐｓ: / / ｐｉｐ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制作ꎮ

６２１

①

②

世界银行 “贫困与不平等平台” 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ｐｉｐ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在原来 “全球贫困在

线” 数据库 (ＰｏｖｃａｌＮｅｔ) 的基础上ꎬ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根据物价指数、 调研情况和家庭调查数据等修正了数

据库里的国别数据ꎮ
世界银行 “贫困与不平等平台” 数据库只包含撒哈拉以南非洲 ４４ 国数据ꎬ 缺少赤道几内亚、

索马里、 厄立特里亚、 南苏丹四国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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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的变化特点

通过表 １ 和表 ２ 可以发现ꎬ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迅

速崛起的时期ꎮ 该阶段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的变化情况与特点主要表现

在以下三方面ꎮ
第一ꎬ 在地区层面上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整体实现较快增长ꎬ 区

域间差异性和区域内同质性的现象较为明显ꎮ 从人口比例来看ꎬ １９８１ ~ ２０１９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１９８１ ~ ２０００ 年该地

区中产阶层的人口比例出现缓慢下降ꎮ 这一阶段受经济危机和 «结构调整方

案» 负面结果的影响ꎬ 非洲经济增长迟缓ꎬ 在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冲击下ꎬ
中产阶层人口比例下降 ６ ９４ 个百分点ꎬ 贫困阶层人口比例上升 ７ ３８ 个百分

点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该地区中产阶层的人口比例迅速上升ꎬ 贫困人口比例大幅

下降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随着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减贫策略的实施ꎬ 该地区中产阶

层的人口比例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２ ７９％ 上升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７ ２６％ ꎬ 增长 １４ ４７ 个

百分点ꎬ 贫困阶层的人口比例下降 １４ ７９ 个百分点ꎮ
从人口数量来看ꎬ １９８１ ~ ２０１９ 年该地区中产阶层的人口数量增加迅速ꎮ

虽然 １９８１ ~ ２０１９ 年该地区中产阶层的人口比例只增长了 ７ ５３ 个百分点ꎬ 但中

产阶层的人口数量却从 １９８１ 年的 １ １５ 亿人增加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４ ０５ 亿人ꎬ 增长

３ ５１ 倍ꎬ 明显高于这一阶段该地区的总人口增速 (２ ８１ 倍) 和贫困阶层人口

增速 (２ ５１ 倍)ꎮ
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区域的发展情况来看ꎬ 区域间的差异性较大ꎬ 而区

域内的同质性现象较为明显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中产阶层人口比例增长较

快的是西部非洲地区和东部非洲地区ꎬ 分别增长 ２２ ０６ 个百分点 (从 ２０ ５７％
增长到 ４２ ６３％ ) 和 １８ ７１ 个百分点 (从 ２０ ３０％增长到 ３９ ０１％ )ꎬ 中部非洲

地区增长 １２ ５５ 个百分点 (从 １３ ０６％ 增长到 ２５ ６１％ )ꎮ 而南部非洲地区不

仅没有增长ꎬ 反而下降 ３ ２５ 个百分点 (从 ３５ ７８％下降到 ３２ ５３％ )ꎬ 这主要

是因为津巴布韦、 安哥拉、 马达加斯加、 赞比亚和马拉维等国的降幅较大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中产阶层人口数量增长较快的也是西部非洲地区 (从 ４ ８２９ 万

人增长到 １ ６８ 亿人) 和东部非洲地区 (从 ４ ０１７ 万人增长到 １ ３１ 亿人)ꎬ 中

部非洲地区的增速较快 (从 １ ０４８ 万人增长到 ３ ７１５ 万人ꎬ 增长 ３ ５４ 倍)ꎬ 而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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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非洲地区的增长较慢 (从 ４ ９５４ 万人增长到 ６ ８７３ 万人)ꎮ①

表 ２　 撒哈拉以南非洲 ４４ 个国家中产阶层人口比例变化表 单位:％

国家
中产阶层人口比例

１９８１ 年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９ 年

增长情况

(２０１９ 年减去

２０００ 年)
塞内加尔 １８ １８ １６ ９７ ２４ ７９ ３５ ３８ ６９ ７８ ４４ ９９

马里 ５ ７ ６ ４２ １１ ９３ ２３ ９０ ５４ ６８ ４２ ７５

埃塞俄比亚 １６ ２１ １１ ９２ １２ ００ ２８ ７１ ５０ ４８ ３８ ４８

冈比亚 １６ ６４ １６ １０ ２８ １４ ４９ ５０ ６５ ３７ ３７ ２３

贝宁 １７ ５３ １５ ８８ ２１ １１ ２５ ０９ ５３ ７７ ３２ ６６

加纳 ３７ ９４ ３４ ００ ４２ ２７ ６０ ３７ ７３ ５９ ３１ ３２

布基纳法索 ６ ７４ ７ ２７ １２ ０６ ２２ ６７ ３８ ３９ ２６ ３３

乍得 ９ ２９ １５ ２３ １１ ４０ ３８ ４２ ３７ ４０ ２６ ００

纳米比亚 ３６ ５ ３１ ９８ ３６ ８２ ５２ ５８ ６２ ６６ ２５ ８４

多哥 ３４ ６ ２８ ０３ ２６ ５０ ２４ ８７ ５２ １５ ２５ ６５

几内亚 ２ ０１ ２ １３ ２０ ２７ ２０ ９２ ４５ ６７ ２５ ４０

莱索托 ３０ ９６ ３４ ２８ ２５ ５７ ４２ ４１ ５０ ８４ ２５ ２７

佛得角 １６ ２６ ２４ ９５ ６０ ７２ ７８ ０７ ８５ ８４ ２５ １２

几内亚比绍 － － ２０ ８２ １６ ３１ ４５ ５８ ２４ ７６

科特迪瓦 ８２ ３９ ６１ ７１ ４６ ２３ ４３ ６８ ６９ ６６ ２３ ４３

斯威士兰 ３ ９ ８ ３４ ２７ １７ ３９ ８５ ４９ ８７ ２２ ７０

坦桑尼亚 ８ ２４ １１ ５８ ４ ７５ ２１ ３１ ２６ ７７ ２２ ０２

尼日尔 １６ ２９ ８ ３４ ７ ８４ １８ ０９ ２８ ２４ ２０ ４０

塞拉利昂 １９ ４３ １５ ３０ １０ ０１ １８ ５８ ２８ ８４ １８ ８３

乌干达 １９ ６４ １９ ５６ １４ ４０ ３０ ７３ ３３ ０９ １８ ６９

卢旺达 １４ ６１ １１ ６０ ９ ９６ １７ ００ ２６ ８０ １６ ８４

尼日利亚 ３３ ８７ ２４ ６２ １５ ９９ ２９ ８５ ３２ ３８ １６ ３９

博茨瓦纳 ２９ ６１ ４８ ３８ ４９ ７３ ６２ ８１ ６５ ５４ １５ ８１

喀麦隆 ４１ ２ ３５ ８７ ４２ ８０ ４７ ７５ ５７ ８０ １５ ００

刚果 (金) １８ ５ １２ ６８ １ ６２ ５ ３３ １３ ３２ １１ ７０

８２１

① 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区域中产阶层的数据是在表 ２ 的基础上结合各国人口数据加权计算而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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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中产阶层人口比例

１９８１ 年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９ 年

增长情况

(２０１９ 年减去

２０００ 年)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５９ ４ ４０ ５９ ３７ ８８ ３２ ２０ ４８ ６５ １０ ７７

加蓬 ８４ ２ ８１ ０１ ７８ ０２ ７８ ０４ ８８ ４５ １０ ４３

南非 ５５ １９ ５０ ４３ ４６ ２５ ５６ ８３ ５６ ０４ ９ ７９

吉布提 ８４ ４３ ７４ ７１ ５５ ３８ ６１ ４４ ６４ ５６ ９ １８

莫桑比克 １０ ０５ ８ ０３ ８ ６８ １４ １６ １４ ８６ ６ １８

利比里亚 ８８ ４ ５２ ９１ ２０ ００ １５ ４６ ２５ ０７ ５ ０７

布隆迪 ４ １ ５ ６４ ５ ４９ ９ ６７ ９ ０８ ３ ５９

中非共和国 １０ ８９ １０ ５７ １２ ７６ ２０ ８８ １４ ２２ １ ４６

科摩罗 ６２ ８６ ６３ １３ ６２ １５ ６１ ７９ ６３ １２ ０ ９７

刚果 (布) ２６ ５９ ２９ ０５ ２４ ６１ ３４ ６８ ２５ ４９ ０ ８８

毛里求斯 ４８ ９９ ７８ ６６ ９２ ３９ ９２ ８４ ９１ ４８ － ０ ９１

苏丹 ２９ ３９ ２９ ３４ ５２ ０８ ６１ ９０ ５０ ５３ － １ ５５

塞舌尔 ８７ ２３ ８９ ６６ ８５ ６６ ８５ ８９ ８１ ９９ － ３ ６７

马拉维 １５ ２４ １２ ６８ １５ ４５ １２ ５９ １１ ３９ － ４ ０６

赞比亚 ３８ ３７ ３１ ８８ ３０ １３ ２３ ０６ ２５ ７６ － ４ ３７

肯尼亚 ４８ ５４ ５０ ２０ ３７ ９０ ３４ ４９ ３２ ３３ － ５ ５７

马达加斯加 ２４ ５５ １８ ５８ １６ ４６ ９ ８７ １０ ６４ － ５ ８２

安哥拉 ５４ ７４ ５１ ２１ ４２ ２２ ４１ １６ ２９ １５ － １３ ０７

津巴布韦 ６８ ６５ ６９ ３１ ７０ ０５ ４９ ２１ ３８ ３５ － ３１ ７０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世界银行 “贫困与不平等平台” 数据库 ( ｈｔｔｐｓ: / / ｐｉｐ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制作ꎮ

第二ꎬ 在国别层面上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国家实现中产阶层的正增

长ꎬ 基数较低的国家增长速度较快ꎬ 基数较高的国家增长质量较高ꎮ 从增速

来看ꎬ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人口比例实现正增长的有 ３５ 个

国家ꎮ 其中ꎬ 增幅超过 ３０ 个百分点的有 ６ 个国家ꎬ 分别是塞内加尔、 马里、
埃塞俄比亚、 冈比亚、 贝宁和加纳ꎻ 增幅在 ２０ ~ ３０ 个百分点的有 １２ 个国家ꎬ
分别是布基纳法索、 乍得、 纳米比亚、 多哥、 几内亚、 莱索托、 佛得角、 几

内亚比绍、 科特迪瓦、 斯威士兰、 坦桑尼亚和尼日尔ꎻ 增幅在 １０ ~ ２０ 个百分

点的有 ９ 个国家ꎬ 分别是塞拉利昂、 乌干达、 卢旺达、 尼日利亚、 博茨瓦纳、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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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 刚果 (金)、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加蓬ꎮ 同一时间段内ꎬ 中产阶层人

口比例出现负增长的有 ９ 个国家ꎮ 其中ꎬ 津巴布韦降幅最大ꎬ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７０ ０５％下降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８ ３５％ ꎬ 降幅达 ３１ ７ 个百分点ꎮ
从人口比例来看ꎬ 中产阶层人口比例超过 ５０％的国家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８ 个增

加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０ 个ꎮ 这 ２０ 个国家分别是: 毛里求斯 (９１ ４８％ )、 加蓬

(８８ ４５％ )、 佛得角 (８５ ８４％ )、 塞舌尔 (８１ ９９％ )、 加纳 (７３ ５９％ )、 塞

内加尔 (６９ ７８％ )、 科特迪瓦 (６９ ６６％ )、 博茨瓦纳 (６５ ５４％ )、 冈比亚

(６５ ３７％ )、 吉布提 (６４ ５６％ )、 科摩罗 (６３ １２％ )、 纳米比亚 (６２ ６６％ )、
喀麦隆 (５７ ８０％ )、 南非 (５６ ０４％ )、 马里 (５４ ６８％ )、 贝宁 (５３ ７７％ )、
多哥 ( ５２ １５％ )、 莱 索 托 ( ５０ ８４％ )、 苏 丹 ( ５０ ５３％ ) 和 埃 塞 俄 比 亚

(５０ ４８％ )ꎮ
从各国发展情况来看ꎬ 中产阶层人口基数较低的最不发达国家增长速度

较快ꎬ 基数较高的国家增长质量较高ꎮ 一些长期被列入 “最不发达国家” 名

单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ꎬ 如坦桑尼亚、 尼日尔、 乍得、 马里、 埃塞俄比亚、
布基纳法索、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贝宁、 塞内加尔、 多哥和冈比亚等国ꎬ
其中产阶层人口比例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期间增幅超过 ２０ 个百分点ꎮ 一些中产阶

层人口基数较高的国家ꎬ 如毛里求斯、 塞舌尔、 加蓬、 吉布提和南非等国ꎬ
虽然其中产阶层人口比例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期间增速出现放缓或者停滞ꎬ 但通

过观察这些国家各阶层的数据变化ꎬ 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已经进入较高质量的

发展阶段ꎬ 大量人口实现了阶层的跃升ꎮ 例如ꎬ 毛里求斯的中产阶层人口比

例虽然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９２ ３９％下降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９１ ４８％ ꎬ 但其富裕阶层的人口

比例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 ９７％ 上升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７ １６％ ꎬ 中上阶层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９ ４４％上升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３ ３８％ ꎮ 塞舌尔、 加蓬、 吉布提和南非等国也是类

似情况ꎬ 大量人口实现了阶层的跃升ꎬ 而且南非中产阶层的种族结构日趋合

理ꎬ 黑人中产阶层的人口比例和数量正在快速增加ꎮ①

第三ꎬ 在阶层分布上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各阶层都出现了积极向好的

变化ꎬ 阶层人口分布呈现由 “金字塔型” 向 “纺锤型” 结构的逐渐转变ꎮ 从

各阶层人口数量来看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浮动阶层人口数量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０３１

① Ｒ Ｓｏｕｔｈａｌｌ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Ｂｌａｃｋ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ｕｃｋ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Ｊａｃａｎａ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４１ －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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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９２３ 万人增加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２ ７６ 亿人 (增长 ２ ７９ 倍)ꎬ 中下阶层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４ １８５ 万人增加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１ １０ 亿人 (增长 ２ ６３ 倍)ꎬ 中上阶层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７４０ 万人增加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１ ８５０ 万人 (增长 ２ ５ 倍)ꎬ 明显高于同时期该地区

的总人口增速 (１ ６７ 倍)ꎮ 虽然浮动阶层依然占到中产阶层的大多数ꎬ 但中

下阶层和中上阶层的人口比例和数量也实现了较大增幅ꎮ 这也表明ꎬ 某些西

方学者认为的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增长仅仅是浮动阶层增长”①

的观点并不准确ꎬ 数据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除了浮动阶层实现较大增长

之外ꎬ 中下阶层和中上阶层的增长比例也不小ꎬ 而且增速不低ꎮ
从各阶层人口分布来看ꎬ 虽然就整体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各阶层的

人口分布依然呈现较明显的 “金字塔型” 结构ꎬ 但是贫困阶层人口比例大幅

减少ꎬ 中产阶层人口比例不断增加ꎮ 贫困阶层人口比例超过 ５０％ 的国家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５ 个减少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３ 个ꎬ 中产阶层人口比例超过 ５０％的国家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８ 个增加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０ 个ꎬ 一些国家的阶层人口分布已初步呈现

“纺锤型” 结构ꎬ 这也预示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各阶层人口分布正在发生积

极变化ꎮ 虽然少数国家的浮动阶层占比较大 (如塞内加尔、 科特迪瓦和冈比

亚等国 ２０１９ 年浮动阶层占比超过 ４０％ )ꎬ 存在一定的脆弱性ꎬ 但是其中下阶

层和中上阶层也实现了较快增长ꎬ 表明这一群体具有一定的抗冲击能力和较

大的发展潜力ꎮ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发现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较短

时间内实现了中产阶层人口比例的显著增长和人口数量的大幅增加ꎬ 大多数

国家实现中产阶层的正增长ꎬ 阶层人口分布呈现积极变化ꎬ 少数国家进入较

高质量发展阶段ꎮ 这些方面共同体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正在崛起的

发展态势ꎮ

三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崛起的主要原因

独立初期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曾出现过一次中产阶层的增长ꎬ 但其总体规

模较小、 群体构成较为单一ꎮ 至于部分国家这次增长的主要原因ꎬ 有学者认

１３１

① Ｄ Ｄａｒｂｏｎꎬ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ｉｎｔｏ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Ｉｎｓｐｉ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ꎬ ｉｎ Ｌ Ｋｒｏｅｋｅｒꎬ Ｄ Ｋａｎｅ ａｎｄ Ｔ Ｓｃｈａｒｒｅｒ ｅｄｓ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Ｌ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ｐ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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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实施了国有化和本土化政策ꎬ 将一些外国的石油、 银行和保险等企业国

有化ꎬ 将文职政府机构非洲化ꎬ 将一些外国人拥有的资产、 财产和就业岗位

等转移到当地人手中ꎬ 如卡翁达时期的 “赞比亚化” 运动、 蒙博托时期的

“扎伊尔化” 运动和尼日利亚实行的 «企业促进法令»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Ｄｅｃｒｅｅ) 等ꎮ 这些政策使大量当地人在政府部门、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获

得就业岗位ꎬ 并逐渐形成一个拥有固定收入的中产阶层ꎬ 同时也在当地人中

产生了一些被称为 “买办阶层” 的外国企业代理人ꎮ①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撒哈拉

以南非洲中产阶层在人口比例和人口数量上都实现了较快增长ꎬ 职业范围更

加广泛ꎬ 群体构成更加多元ꎬ 驱动因素也更为复杂ꎮ 由于各国的情况各具特

点ꎬ 所以其增长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ꎮ 就整体而言ꎬ ２０００ 年后撒哈拉以南非

洲中产阶层崛起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五方面ꎮ
(一) 独立自主的地区发展战略为中产阶层崛起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ꎬ 非洲人民逐渐意识到ꎬ 只有通过自主

发展ꎬ 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非洲联盟的成立是非洲坚定

走自主发展道路的重要体现ꎮ 在非盟的推动下ꎬ 非洲相继制定了一系列自主

发展战略ꎬ 实施了诸多聚焦发展问题、 促进经济增长和加强区域合作的政策

和措施ꎬ 激发了非洲发展的内生动力ꎬ 促进了非洲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ꎬ 为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ꎮ 例如ꎬ «非洲发展新伙

伴计划» 是 ２００１ 年非洲自主制定的一项全面发展战略ꎬ 旨在解决非洲面临的

贫困加剧、 经济落后和边缘化问题ꎮ 其中ꎬ 该计划明确提出在 １５ 年内实现并

维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 ７％ 、 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等目标ꎮ② 到

２０１５ 年ꎬ 大多数非洲国家实现了经济持续较快增长ꎬ 极端贫困人口比例明显

下降ꎮ③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对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的实施成效也给予了

积极评价ꎬ 认为它在农业、 卫生、 教育、 环境及基础设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ꎮ④ 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是 ２０１３ 年非洲自主提出的一个长远发展愿景ꎬ
展示了非洲未来 ５０ 年的发展蓝图ꎬ 将通过 ５ 个十年规划来建设一个团结、 繁

２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Ｄ Ｒｅｓｎｉｃｋ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 ２７ꎬ Ｎｏ ５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５７６ － ５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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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与和平的非洲ꎮ 相关报告显示ꎬ 非洲在首个十年规划期间已经取得了巨大

进步ꎬ 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经济一体化方面ꎬ 增强了非洲经济能力ꎬ 改善了

数百万人的生计ꎮ①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ꎬ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第二个十年规划发布ꎬ 为非

洲下一个十年的加速发展指明方向ꎮ②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ＡｆＣＦＴＡ) 作为

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的旗舰项目ꎬ 自 ２０２１ 年启动以来ꎬ 在提升贸易便利化、
改善区域投资环境和增强区域价值链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ꎬ 对 ９２ ３％ 的

商品原产地规则达成一致ꎬ 确立了农产品加工、 汽车、 制药和物流 ４ 个优先

行业ꎬ③ 为进一步激发非洲内生动力和促进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能ꎮ 总之ꎬ 自

主发展战略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崛起提供了多领域、 多层次的有利条

件ꎬ 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ꎬ “将继续走在推动非洲发展和激发非洲活力的前

列”④ꎮ
(二) 政治相对稳定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为中产阶层的崛起提供了前提

条件

刚果 (金) 和喀麦隆学者在一篇关于非洲中产阶层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

文章中指出ꎬ 政治稳定对于非洲中产阶层的增长至关重要ꎬ 它是其他驱动因

素发挥作用的基础ꎬ 中产阶层的增长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ꎬ 政治稳定

保证了中产阶层的存在和壮大ꎬ 实证结果显示出政治稳定和国家治理能力提

升同非洲中产阶层的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ꎬ 而西式民主与中产阶

层的增长却显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ꎮ⑤ 美国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ꎬ 国

家治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收入的增长有着积极且重大的影响ꎬ 特别是对

于低收入群体居多的欠发达国家ꎬ 国家治理对人均收入的促进作用非常显

著ꎮ⑥ 另有相关研究显示ꎬ 国家治理和法治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撒哈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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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洲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ꎮ 具体而言ꎬ 在同等条件下ꎬ 综合治理指标每提

高一个单位可以促进人均收入提高 ２３ ２ 个百分点ꎬ 而 “发言权与问责制” 指

标与人均收入增长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ꎬ 实证结果显示西式民主和新闻自

由并不能显著提高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ꎮ① 通过 “易卜拉欣非洲国

家治理指数” 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到ꎬ ２０００ 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综合

治理指数得分实现了较大提升ꎬ 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得分提升较为明显ꎮ
其中ꎬ 科特迪瓦、 多哥、 塞舌尔、 津巴布韦、 埃塞俄比亚、 卢旺达、 安哥拉、
塞拉利昂、 几内亚比绍、 冈比亚、 塞内加尔和乍得等国的综合治理得分提升

较多ꎬ② 通过表 ２ 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大多数实现了中产阶层人口比例的快速增

长ꎬ 而津巴布韦和安哥拉出现中产阶层的下降主要是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导

致民众大量返贫ꎮ
(三) 经济持续增长和私营部门繁荣是中产阶层崛起的核心动因

非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ꎬ 经济增长对该地区中产阶层的崛起非常

重要ꎬ 过去 ２０ 年整个非洲地区强劲的经济增长减少了各国贫困阶层的比例ꎬ
扩大了中产阶层的规模ꎮ③ 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ꎬ 经济增长带来的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增加与非洲国家中产阶层的扩大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ꎮ④ 通

过世界银行的数据可以看到ꎬ ２０００ 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实现了较长时

间的持续稳定增长ꎬ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４ ３％ (世界平均值为 ３ １％ )ꎮ 其中ꎬ 埃塞俄比亚、 卢旺达、 莫桑比克、 乍

得、 坦桑尼亚、 吉布提、 乌干达、 加纳、 塞拉利昂、 赞比亚、 尼日利亚、 布

基纳法索、 安哥拉、 斯威士兰、 尼日尔、 佛得角、 马里、 刚果 (金)、 贝宁、
几内亚和马拉维等 ２１ 国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４ ３％ ꎮ 通过表 ２ 可以发现ꎬ 这些国家大多数实现了中产阶层的快速增长ꎬ 而

莫桑比克、 马拉维和赞比亚等个别国家的中产阶层人口比例出现了增长缓慢

甚至倒退的情况ꎮ 莫桑比克、 马拉维主要是由于其人均收入的起点太低ꎬ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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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经济增速较快ꎬ 但人均收入依然较低ꎻ 而赞比亚经济则主要依靠资源出口ꎬ
内生动力不足使得贫困人口比例下降缓慢ꎮ 私营部门的蓬勃发展也被认为是

２０００ 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ꎮ 世界银行和

非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ꎬ 私营部门是非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ꎬ 通过

增加投资、 提升效能和创造就业等方式为非洲经济注入新动力ꎬ 在私营部门

发展越好的非洲国家ꎬ 其中产阶层的整体规模往往越大ꎮ①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加

纳、 尼日利亚等国的私营部门发展迅速ꎬ 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ꎬ 如餐饮业、
零售业、 建筑业、 通信业和旅游业等部门ꎮ 虽然大部分属非正式部门就业ꎬ
但这些行业对劳动力需求大ꎬ 增加了民众的收入ꎬ 减少了极端贫困ꎬ 也促进

了中产阶层的增长ꎬ 并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外侨民返乡工作和创业ꎮ
(四) 基础设施改善和生育率降低等社会发展因素构成中产阶层崛起的

“催化剂”
基础设施改善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崛起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ꎮ 尼

日利亚学者的一项包括 ４９ 个非洲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ꎬ 基础设施改善对

非洲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ꎬ 特别是在供电、 通

信、 供水和卫生等基础设施领域ꎮ② 另一项包括 ３３ 个非洲国家的实证研究发

现ꎬ 道路基础设施的改善有效降低了非洲国家的贫困水平ꎬ 道路基础设施每

增加 １０％ ꎬ 贫困人口比例、 贫困深度和严重程度分别下降 ５ １６％ 、 ６ １４％ 和

６ ９１％ ꎮ③ 也有学者通过对 ３１ 个非洲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ꎬ 能源、 交通和通

信等基础设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包容性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ꎬ 穷

人比富人从基础设施中获得的收益更多ꎬ 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缩小该地区

的收入差距ꎮ④ 非洲开发银行的报告也显示ꎬ 基础设施越好的非洲国家往往拥

有更多的中产阶层ꎬ 良好的基础设施能够改善营商环境、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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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促进贸易发展ꎬ 为中产阶层提供更稳定的就业岗位和创收机会ꎮ①

生育率的降低也被认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增长的重要因素ꎮ
塞内加尔学者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ꎬ 高生育率长期制约着非洲国家的社会与

经济发展ꎬ 生育率的降低有效提高了非洲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ꎬ 并将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发挥促进作用ꎮ② 美国和非洲学者的一项实证研究显示ꎬ
生育率下降是推动非洲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ꎬ 其内在机理在

于: 生育率下降能够有效减轻农村家庭负担ꎬ 缩小农村家庭规模ꎬ 促进农业

生产方式由传统的家庭种植向更商业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ꎬ 从而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农民人均收入ꎮ③ 另有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ꎬ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生育率从 ５ ７２ 下降到 ４ ７３ꎮ 结合表 ２ 可以发现ꎬ
２０００ 年以来生育率下降较快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大多数实现了中产阶层的

较快增长ꎬ 如埃塞俄比亚、 塞拉利昂、 乌干达、 卢旺达、 布基纳法索和几内

亚比绍等国ꎮ 同理ꎬ 生育率较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往往其中产阶层的人

口比例较高ꎬ 如毛里求斯、 佛得角、 塞舌尔、 南非、 博茨瓦纳、 吉布提、 加

蓬和加纳等国ꎮ
(五) 减贫成效显著成为中产阶层崛起的 “加速器”
２０００ 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调动内外资源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 普

及基础教育、 加大扶贫投入、 促进性别与收入平等、 改善社会服务和医疗保

障等举措ꎬ 积极推动减贫事业ꎮ 这些减贫举措促进了农业较快增长ꎬ 有效降

低了农村地区的贫困率 (农业增长的减贫成效是其他行业的 ２ ~ ３ 倍ꎬ 如埃塞

俄比亚、 卢旺达、 乌干达和加纳等国的农业增长对其减贫做出很大贡献④)ꎬ
创造了更多正式和非正式部门的就业岗位ꎬ 增加了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ꎬ
增强了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ꎬ 大量贫困人口从中获益ꎬ 并使该地区在减少极

端贫困方面取得巨大进展ꎬ 贫困率 (按照 ２０１１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 从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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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５６ ５％下降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５ ４％ ꎮ① 当然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也一直是国际

减贫合作的重点地区ꎬ ２０００ 年以后国际减贫合作目标从 “千年发展目标” 迈

进到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ꎬ 国际对非减贫合作模式从 “南北合作模式”
向 “南北合作模式” “南南合作模式” 并行发展ꎮ②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家ꎬ 都积极通过创设合作平台、 建立伙伴关系、 放宽市场准入、 提供科

技和金融支持、 减免债务和国际援助等方式持续推动对非国际合作ꎮ 世界银

行的研究报告认为ꎬ 国际对非合作有效推动了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ꎬ 通过吸

引国际资金、 技术和经验ꎬ 提高了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和质量ꎬ 加速了

其建设进程ꎮ③ 中国和美国学者的一项包括 ４７ 个非洲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显

示ꎬ 国际援助能有效促进非洲经济增长ꎬ 当援助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在 ０ ~
６９％之间时ꎬ 援助能较好促进非洲受援国的经济增长ꎬ 当比值为 ２７％ 的时候

援助对非洲受援国的经济促进作用最大ꎮ④

四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崛起的主要影响

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的中产阶层各具特点ꎬ 要分析其影响并不容易ꎮ 但

该地区在 ２０００ 年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崛起的中产阶层被认为是一个具有一

定同质性的阶层ꎬ 其产生的影响也被认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ꎮ⑤ 该地区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６２３ 美元增长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１ ６９０ 美元ꎬ 劳动年龄人

口数量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 ５ 亿人增长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６ ７ 亿人ꎬ⑥ 人均收入的增长和

消费群体的扩大正推动着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由 “资源出口型” 向 “消费

驱动型” 转变ꎬ 人口红利在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开始显现⑦ꎮ 中产阶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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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ꎬ 并开始在政治、 经济和社会层

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ꎮ 由于该地区国家数量众多、 发展程度不同ꎬ 各国中

产阶层的发展情况存在一定差异ꎬ 发生作用的方式、 层次、 深度和广度也不

完全相同ꎬ 因此在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可能会伴随着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

和挑战ꎮ
(一) 政治层面的影响

第一ꎬ 促进政治稳定ꎮ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９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世界银行

的 “政治稳定和无暴力” 指标中增长幅度超过 ０ ４ 的国家有卢旺达、 塞拉利

昂、 利比里亚、 安哥拉、 几内亚、 纳米比亚、 刚果 (金)、 塞内加尔、 乌干

达、 苏丹和加纳 １１ 国ꎬ 这 １１ 国中产阶层的比例平均增长 １６ ７３ 个百分点

(该地区平均增长 １４ ４７ 个百分点)ꎬ 同时期这 １１ 国的 “政治稳定和无暴力”
指标平均增长 １ ０８ꎮ① 这一数据结果也符合 “中产阶层增长有助于促进政治

稳定”② 的相关研究结论ꎮ 美国社会学家利普塞特认为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ꎬ
社会结构由大量贫困阶层为主的 “细长金字塔型” 转变为中产阶层不断增长

的 “钻石金字塔型”ꎬ 这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在缓和冲突、 促进政治稳定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ꎬ 从而形成一个较稳健的政治治理体系ꎮ③ 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在独立初期出现的中产阶层以依赖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为主ꎬ 而 ２０００ 以

来兴起的中产阶层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ꎬ 前者需要维护政府各项政策

来维持其中产阶层的地位ꎬ 而后者则通过更强的经济独立性来促进政治稳定

和提升治理能力ꎮ④ 加纳裔学者哈米杜通过对加纳的 ２００８ 年选举、 ２０１２ 年选

举等案例分析后指出ꎬ 加纳的中产阶层在维护该国政治稳定方面发挥了至关

重要的先锋作用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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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扩大政治参与度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在追求政治稳定

的过程中ꎬ 其政治参与的需求也明显增强ꎮ 他们受教育水平和城市化程度更

高ꎬ 更多集中于私营经济部门ꎬ 随着互联网、 新媒体和社交网络的广泛应用ꎬ
他们有了更强烈的政治参与欲望和更多的政治参与渠道ꎮ 由此ꎬ 他们参与政

治决策ꎬ 促进决策过程更加透明ꎻ 参与政治监督ꎬ 遏制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ꎻ
参与政治改革ꎬ 提高政府工作效能ꎻ 参与国际合作ꎬ 拓展海外资源和提升国

际影响力ꎮ 例如ꎬ 尼日利亚中产阶层在 ２０００ 年以来快速增长ꎬ 其中产阶层的

政治参与热情也不断增加ꎬ 社交媒体也成为他们政治参与的重要工具ꎬ 影响

力不断扩大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 尼日利亚 ２７６ 名女学生被极端组织 “博科圣地”
绑架ꎬ 尼日利亚中产阶层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起 “带回我们的女孩” 运动ꎬ
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ꎬ 并促使尼日利亚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ꎬ 派遣

军队前往 “博科圣地” 的基地去营救被绑架的女孩ꎮ① 另外ꎬ 南非的中产阶

层近年来积极参与了 “学费必须下降” 和 “罗德斯必须倒下” 等运动ꎬ 并在

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ꎮ② 加纳在 ２０１４ 年由于燃料价格上涨和持续停电引发了

抗议活动ꎬ 中产阶层积极参与并成立了多个社会团体ꎬ 通过向总统递交请愿

书等非暴力方式参与国家治理ꎮ③

第三ꎬ 推动本土民主化进程ꎮ 非洲民主化发展深受西方国家的影响ꎬ 一

些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不一定适应本土的国情和传统ꎮ 西式民主在非洲的

历史实践出现诸多问题ꎬ 有时甚至成为动乱的根源ꎬ 对民主的定义应该更加

包容和多元ꎬ 民主的实践也并非只有西方民主一种形式ꎬ 非洲的民主须结合

自身的特殊条件ꎮ④ 随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的崛起ꎬ 他们的政治民

主意识也逐渐加强ꎮ 如果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期望非洲中产阶层继续照搬西式

民主ꎬ 那么他们可能就要失望了ꎮ⑤ 新兴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更加

关注本土化的政治概念和实践ꎬ 更加注重探索与本土文化和社会结构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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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形式ꎬ 而不是简单地移植西方模式或全盘西化ꎮ 西方民主植根于启蒙

时代的价值观ꎬ 强调个人自由、 平等和理性ꎬ 而非洲本土民主注重融合本土

文化和社会传统制度ꎬ 更强调集体主义、 部落身份和社会和谐ꎮ 例如ꎬ 有研

究认为ꎬ 诸多坦桑尼亚人更愿意以集体主义的态度来解释人权和民主ꎬ 而不

是以个人主义的视角来解释ꎮ① ２０１１ 年非洲联盟在结合非洲文化传统、 非洲

哲学、 泛非民族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 “非洲共享价值观”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②ꎬ 正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势ꎮ 这也表明在新兴的中产阶层崛起的背景

下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将更加注重本土化元素的重要作用ꎬ
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积极探索适合本土国情的民主形式ꎮ

与此同时ꎬ 中产阶层的崛起也在政治层面带来一些新的挑战ꎮ 比如ꎬ 中

产阶层与政治精英形成政治联盟ꎬ 可能导致腐败增加和阶层固化ꎮ 在少数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ꎬ 政治权力被一些政治精英掌握ꎬ 中产阶层增长主要集中

在特定群体和地区ꎬ 他们与政治精英形成彼此依附的政治联盟ꎬ 并通过政治

资源巩固自身利益ꎬ 这增加了腐败行为ꎬ 并出现阶层固化的现象ꎮ③ 例如ꎬ 南

非黑人中产阶层与非国大之间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政治联盟关系ꎮ 在反种族隔

离斗争时期ꎬ 黑人中产阶层是非国大的支持者、 参与者和资助者ꎻ 非国大上

台后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提高黑人经济社会地位的政策ꎬ 黑人中产阶层是主要

受益者ꎬ 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非国大的政策支持ꎮ 然而ꎬ 这些政策的实施

效果成为一个复杂且有争议的话题ꎬ 面临诸多质疑和批评 (如形成裙带关系、
资源集中在少数黑人精英手中、 黑人贫困阶层获益较少等等)ꎮ④

(二) 经济层面的影响

第一ꎬ 促进消费市场的扩大ꎮ 随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规模的

扩大ꎬ 该地区居民消费支出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 ２０３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１ ４７
万亿美元ꎮ⑤ 即使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全球经济衰退期间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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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消费支出依然快速增长ꎬ 表现出惊人的弹性ꎮ① 中产阶层被视为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消费社会形成的主要驱动力量ꎮ 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的中产阶层拥有较稳定的工作ꎬ 随着其收入增加和消费升级ꎬ 他们能够消费

得起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ꎬ 包括用于家电、 汽车、 住房、 教育、 健康、 旅

游和娱乐等消费ꎬ 这也在促进着消费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ꎮ
近年来ꎬ 几乎每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冰箱、 电视机、 汽车、 摩托车和其

他耐用消费品的销量都大幅增长ꎬ 特别是汽车、 摩托车拥有量在许多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都呈现快速上升趋势ꎬ 这也与中产阶层规模扩大有直接关系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手机数量从 ２０００ 年 １ １００ 万部增长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９ ９ 亿

部ꎬ 增速惊人ꎻ 外国直接投资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６９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７０２ 亿

美元ꎮ② 全球主要的零售商和大型国际银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的

消费能力也表现出很强的信心ꎬ 近年来在该地区广泛建立分支机构和扩大业

务规模ꎮ 在拉各斯、 内罗毕、 达累斯萨拉姆、 达喀尔和阿克拉等撒哈拉以南

非洲国家主要城市ꎬ 数量激增的购物中心、 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和相继建成

的城市快速路也展现出非洲经济的蓬勃活力ꎮ
第二ꎬ 助力 “非洲制造” 的发展ꎮ 中产阶层的增长在扩大消费市场之后ꎬ

必然吸引更多的企业和投资进入市场ꎬ 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ꎮ 一些中产阶

层具有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意愿ꎬ 他们创办中小微企业ꎬ 为非洲实体经济增

添动力ꎮ 与此同时ꎬ 他们不断扩大在地产、 股票和债券等领域的投资规模ꎬ
为非洲资本市场注入活力ꎮ 一些中产阶层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ꎬ
更容易接触最新科技前沿ꎬ 能够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带来更多创新型企业

和科技型企业ꎬ 培育新兴产业ꎬ 带动经济增长ꎮ 目前ꎬ 科技创新创业项目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犹如星星之火ꎬ 尤其集中在互联网、 移动支付和电子商务等

领域ꎬ 促进了非洲本土互联网企业和科技公司的快速发展ꎬ 同时也推动着产

业结构的优化ꎮ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２２ 年ꎬ 该地区的制造业增加值从 ５９０ 亿美元增长

到 ２ ３００ 亿美元ꎬ 服务业增加值从 ２ １００ 亿美元增长到 ９ ６０４ 亿美元ꎮ③ 随着中

产阶层的崛起和私营企业规模的扩大ꎬ 现代制造业、 创新产业和服务业正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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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成为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ꎮ 而且ꎬ 中产阶层通常具有

较高的教育和技能水平ꎬ 是较高素质的劳动者ꎬ 他们将为非洲工业化、 现代

化和一体化贡献智慧和力量ꎬ 助力 “非洲制造” 的蓬勃发展ꎮ
第三ꎬ 扩大人才需求和促进人才培养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的

崛起也推动着人才需求的扩大和升级ꎬ 对于信息技术、 工程建设、 现代农业、
医疗卫生等领域中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增加ꎬ 使得具有较强专业技能、
管理才能、 创新能力和服务意识的人才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新兴市场上

的重要资源ꎬ 在加纳、 塞内加尔、 尼日利亚和南非等国还出现了海外人才返

乡工作和创业的 “人才回流” 现象ꎮ 与此同时ꎬ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也会加

大在教育方面的投入ꎬ 他们愿意为子女教育和自己的职业发展付出更多的精

力和资源ꎮ 研究显示ꎬ 在加纳、 毛里求斯、 佛得角、 塞舌尔和南非等中产阶

层人口比例较高的非洲国家ꎬ 学前教育的覆盖率已经达到 ６０％ 以上ꎮ①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２０ 年ꎬ 该地区的小学入学率从 ８０ ３％ 增长到 ９９ ６％ ꎬ 中学入学率从

２５ ６％增长到 ４４ ４％ ꎬ 高等教育入学率从 ４ ４％增长到 ９ ６％ ꎬ 青年识字率从

６６ ６％上升到 ７７ ９％ ꎮ② 公立和私立学校的数量不断增加ꎬ 满足了中产阶层教

育多样化的需求ꎮ 在人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ꎬ 教育领域的这些进步使该地区

增加了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ꎬ 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ꎮ
与此同时ꎬ 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ꎬ 消费主义的倾向也在非洲大陆蔓延ꎬ

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以炫耀性消费为表现形式的过度消费现象ꎬ 这也引起了广

泛关注ꎮ 例如ꎬ 南非的新兴黑人中产阶层被媒体称为 “黑钻石” ( Ｂｌａｃｋ
Ｄｉａｍｏｎｄｓ)ꎬ 他们中间流行着一种满足其攀比心和虚荣心的炫耀性消费方式ꎬ
他们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名牌服装、 豪华汽车、 珠宝、 精品酒店、 豪宅、 奢

华旅游和最新科技产品等炫耀性消费的内容ꎮ 当他们的消费支出超出收入水

平的时候ꎬ 南非公司又专门推出了一系列个人消费贷款业务ꎬ 使得该群体的

个人债务激增ꎬ 并造成一部分中产阶层返贫ꎮ③ 另外ꎬ 在刚果 (布) 和刚果

(金) 等国流行着一种以购买、 搭配名牌服饰为乐的 “萨普” (Ｓａｐｅ) 文化ꎬ
有些名牌服饰常常一件就需要成千上万美元ꎮ 其中ꎬ 一些萨普们在享受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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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鲜的荣耀后ꎬ 会陷入债台高筑的窘境ꎮ 另外ꎬ 中产阶层的消费主义倾向蔓

延也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ꎮ
(三) 社会层面的影响

第一ꎬ 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改革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的增长ꎬ
正在改变着数量庞大的贫困阶层与少数富裕阶层之间长期对立的社会结构ꎬ
并在社会稳定和社会改革两个方面产生积极影响ꎮ 在社会稳定方面ꎬ 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人口比例和数量的增长正在推动政府更加关注社会公

平正义ꎬ 减少贫困人口数量ꎬ 实现包容性发展ꎬ 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ꎮ 近

年来ꎬ 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正在积极建立社会安全网ꎬ 通过现金转移支

付、 粮食补贴、 学校供餐计划、 社会养老金和紧急响应计划等为贫困人群提

供社会安全保护ꎮ 统计显示ꎬ 该地区国家平均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 ２％用于

社会安全网建设 (接近全球平均的 １ ６％ )ꎬ 平均每个国家实施了 １５ 项社会安

全网相关的计划ꎬ 其中乍得和布基纳法索实施了 ５４ 项和 ５６ 项ꎮ① 相关研究表

明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社会安全网在减少贫困、 促进社会包容、 提高受助者

自尊自信和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这也展示了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在建立和实施这些计划方面的创新和领导力ꎮ② 在社会改革方面ꎬ 撒哈拉

以南非洲中产阶层的崛起也正促使政府更加关注社会保障、 破解发展难题和

改善社会环境ꎮ 目前ꎬ 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社会改

革措施ꎬ 包括完善社保制度、 减少贫困人口、 加强环境保护等内容ꎬ 这些改

革措施为中产阶层的成长提供了更加稳定公平的发展环境ꎮ 例如ꎬ 卢旺达的

社保已覆盖 ８５％以上的人口ꎬ 拥有医保的人口比例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４３ ３％增加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９０ ５％ ꎮ 科特迪瓦推出新的自营职业者社保方案ꎬ 计划在 ２０２５ 年将

社保覆盖率扩大到 ５０％ ꎮ 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制定了保护劳动者的相关法律

措施ꎮ③

第二ꎬ 促进改善公共服务与卫生健康服务ꎮ 随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

产阶层人数的增长ꎬ 他们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快速增加ꎮ 不少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正在积极采取措施不断改善交通、 医疗、 教育、 能源、 供

水、 安全和社区等方面的状况ꎬ 以满足民众的需求ꎬ 提升整个社会的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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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水平ꎮ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２１ 年ꎬ 该地区的通电率从 ２５ ７％ 上升到 ５０ ６％ ꎬ 城

市通电率从 ６１ ６％上升到 ８０ ７％ ꎮ① 非盟与非洲各国也在协同推进覆盖整个大

陆的跨境互联互通铁路公路网建设ꎬ 目前一大批铁路、 公路和轻轨项目已经建

成通车或正在稳步推进ꎮ 随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人数的增长ꎬ 其在

卫生健康方面也开始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ꎮ 中产阶层通常更加关注健康问题ꎬ
愿意在传染病、 孕产妇健康和慢性病等方面投入更多ꎬ 这也逐步推动着非洲健

康卫生工作从传染病 (艾滋病等) 向慢性病、 老年病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和

癌症等) 防治的转变ꎮ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２０ 年ꎬ 该地区人均预期寿命从 ５１ ３ 岁增长

到 ６０ ８ 岁ꎬ 传染病、 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出现明显下降ꎮ② 与此同时ꎬ 医疗保

健用品的需求也在快速增加ꎬ 卫生保健部门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部门ꎬ 正在创

造更多的就业岗位ꎮ 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已经出现了提供医疗保险的私立

医疗机构ꎬ 这进一步扩大了医疗服务的多元化供给ꎬ 成为公立医院的有益补充ꎮ
第三ꎬ 减少贫困与促进性别平等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人口比例的

增长也预示着该地区贫困阶层的人口比例正在下降ꎮ 该地区大多数贫困人口

生活在农村地区ꎬ 以务农为生ꎬ 中产阶层人数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ꎬ
有助于形成以中产阶层为纽带的城乡协同发展ꎬ 通过汇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来进一步降低贫困率ꎮ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２０ 年ꎬ 该地区的城镇人口数量从 ２ １ 亿人

增长到 ４ ８ 亿人ꎬ 城镇化率从 ３１ ４％ 增长到 ４１ ３％ ꎮ 随着中产阶层人数的增

长ꎬ 该地区的性别差距也正在缩小ꎮ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２０ 年ꎬ 该地区女生的小学入

学率由 ７３ ７％上升到 ９７ ６％ ꎬ 女生的中学入学率由 ２２ ７％上升到 ４２ １％ ꎬ 女

生的大学入学率由 ３ ６％上升到 ８ ４％ ꎬ 女生与男生的中学入学率比值由 ０ ８
上升到 ０ ９ꎬ 女生与男生的大学入学率比值由 ０ ６９ 上升到 ０ ７９ꎬ③ 这也表明

女生的中学、 大学入学率正在接近男生ꎮ 非盟等区域组织通过制定并监督实

施 «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 来推动妇女赋权运动ꎬ 大多数撒哈拉以南

非洲国家也制定和完善了相关政策法规ꎬ 重点保障女性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
土地权、 继承权和政治参与权ꎬ 并为她们提供职业培训和小微贷款ꎬ 保障她

们在教育和工作领域不受到歧视及不公待遇ꎬ 努力减少童婚等现象ꎬ 加快实

现性别平等ꎮ

４４１

①
②
③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ꎬ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２０ꎮ
同上ꎮ
同上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的崛起及其影响　

第四ꎬ 促进本土文化的繁荣ꎮ 中产阶层的增长正在激活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休闲娱乐市场ꎬ 促进非洲本土文化的创作创新和发展繁荣ꎮ 例如ꎬ 尼日利

亚的 “诺莱坞” (Ｎｏｌｌｙｗｏｏｄ) 在 ２０００ 年以来随着中产阶层人数的增长而迅速

发展ꎬ 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 (好莱坞) 和印度 (宝莱坞) 的世界第三大电

影王国ꎬ 每年出品约 ２ ０００ 部影视作品ꎬ 凸显 “多族群、 多文化、 多语言”
的非洲特色ꎬ 展现非洲人民的精神风貌ꎬ 这些影视作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

家拥有非常广泛的受众ꎮ 另外ꎬ 坦桑尼亚的斯瓦希里语电影也在蓬勃发展ꎬ
现每年出品 ５００ 部以上的影视作品ꎬ 在东非斯瓦希里语地区广受欢迎ꎮ 当地

民众认为ꎬ 斯瓦希里语电影用一种更接近本土观众的文化艺术形式ꎬ 能够反

映非洲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ꎬ 是用非洲的方式在讲述非洲的故事ꎮ①

但是也应该注意到ꎬ 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ꎬ 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出现社

会两极分化扩大的现象ꎮ 研究表明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贫困增长弹性” 不

如其他发展中地区ꎬ 因此在人均收入较快增长的同时ꎬ 也将面临社会贫富两极分

化的较大风险ꎮ② 尽管中产阶层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的中间阶层ꎬ 但在少数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ꎬ 中产阶层的崛起并没有带来整个社会的普遍繁荣ꎬ 反而由于资

源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差距扩大ꎮ 在一些非洲城市ꎬ 许多中产阶层通过炫耀性消

费来彰显其社会地位ꎬ 而贫困阶层却在污水横流的贫民窟里苦苦挣扎ꎬ 中产阶

层的富裕与贫困阶层的窘迫形成了鲜明对比ꎬ 这可能引发不满情绪、 犯罪率上升

和社会动荡ꎬ 并削弱非洲传统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ꎬ 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ꎮ

五　 结语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社会经济造成较为严重的短

期冲击ꎬ 但该地区中产阶层崛起的积极因素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ꎬ 因此其崛

起的长期发展趋势并未改变ꎮ 与此同时ꎬ 也应该看到该地区中产阶层的浮动

阶层在外部冲击下仍然存在较大的脆弱性ꎬ 有返贫的风险ꎬ 发展基础还需进

一步夯实ꎮ 因此ꎬ 未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巩固和扩大的关键因素

有以下几点: 一是继续保持政治稳定和提高治国理政水平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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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需要将维护国家政治稳定放在重要位置ꎬ 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

经验交流ꎬ 不断提高治国理政水平ꎬ 警惕西方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言论ꎬ
实证研究显示 “西式民主” “新闻自由” 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产阶层崛起之

间呈现负相关关系①ꎮ 二是持续激发内生潜能和提升开放水平ꎮ 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经济长期存在产业结构单一、 区域发展不均衡、 过度依赖资源出口等问

题ꎬ 它们可利用自身的自然与人力资源优势ꎬ 转变外资集中于采掘业、 外贸集

中于初级产品的现状ꎬ 引导资金从采掘业流向制造业ꎬ 激发内生潜能ꎮ 同时ꎬ
它们亦需不断提升开放水平ꎬ 抓住中产阶层崛起带来的新机遇ꎬ 促进内外贸易

的新发展ꎮ 三是不断推动产业优化和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ꎮ 近年ꎬ 大量农村青

年人涌入城镇ꎬ 加快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ꎬ 推动产业优化ꎬ 实现农业、 工业

和服务业的融合ꎬ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ꎬ 提高民众收入ꎮ 同时ꎬ 完善城市基础设

施ꎬ 向城市新增人口提供医疗、 教育等公共服务ꎬ 开展技能培训ꎬ 降低青年失

业率和犯罪率ꎬ 这可为中产阶层的壮大提供保障ꎮ 四是大力加强区域协调发展

和加快市场一体化建设ꎮ 该地区国家需构筑区域产业链和贸易网络ꎬ 避免区域

内的产业趋同、 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ꎬ 在协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区域的核心竞

争力ꎻ 加快市场一体化建设ꎬ 推动区域内人流、 物流、 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畅通ꎬ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ꎬ 助力城乡融合发展ꎬ 促进中产阶层的进一步壮大ꎮ

总之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产阶层崛起是一个充满潜力的长期趋势ꎬ
对区域和世界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ꎮ 在区域层面上ꎬ 中产阶层崛起将促进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治稳定、 经济增长和社会融合ꎬ 提高地区生活水平和

质量ꎬ 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更加注重治国理政能力建设ꎬ 审慎看待 “西式

民主” 对国家稳定发展的实际效果ꎮ 在世界层面上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

产阶层崛起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新的动力ꎬ 推动全球经济的多元化和平衡发展ꎬ
提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际地位ꎬ 增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ꎬ 破除对

“西式现代化” 的迷信和崇拜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中产阶层将与其他发展

中地区的中产阶层一起为 “全球南方” 的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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