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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的本土化政策及其对中国
投资的影响

吴传华

　 　 内容提要　 本土化是津巴布韦穆加贝政府于 ２００７ 年提出的一项重

要经济政策ꎬ 其本意在于消除殖民主义影响ꎬ 纠正殖民统治造成的历史

不公正ꎬ 将国家资源和经济主权掌握在本国手中ꎮ 该政策的核心是外资

企业必须将 ５１％以上的股份转让或者预留给津巴布韦本地人ꎬ 并为此

制定通过了 «本土化与经济授权法» 等一系列法律法规ꎮ 本土化法案

在备受争议和诟病中走过了 １０ 年历程ꎬ 批评者认为该政策会严重影响

外国投资者的积极性ꎬ 对津巴布韦开放市场、 发展经济是极大的阻碍ꎮ
津巴布韦的本土化法案并非专门针对中国投资者ꎬ 但在实践层面不可避

免地对中国投资产生了影响ꎬ 其中矿业领域的中资企业受影响最为直接

和明显ꎮ 未来中津产能合作也绕不开本土化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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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ꎬ 中国与津巴布韦经济合作快速发展ꎬ 中国已成为津巴布韦主要

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之一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目前约有 １ 万多名中国公民在津

巴布韦工作和生活ꎻ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ꎬ 中国在津巴布韦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

为 １８ 亿美元ꎬ 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津巴布韦外国投资的主要来源地ꎮ① 因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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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中国积极推进中非产能合作的情势下ꎬ 津巴布韦的经济政策取向对中

津双边投资合作具有重要影响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津巴布韦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推出

的外资企业本土化法案 (即 «本土化与经济授权法») 在备受争议中走过磕

磕绊绊的 １０ 年发展历程ꎬ 政策落实力度时紧时松ꎬ 其发展态势值得关注ꎮ 本

文拟在解读津巴布韦本土化政策实施背景、 核心内容的基础上ꎬ 探讨该项政

策对中津投资合作的影响ꎮ

本土化政策出台的背景与目的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津巴布韦政府便开始酝酿和尝试推行本土化政策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津巴布韦本土企业发展中心 (ＩＢＤＣ) 宣告成立ꎬ 旨在扶持黑人中小

企业的发展ꎬ 这是该国本土化最早的尝试ꎮ 此后ꎬ 一些本土化组织相继成立ꎬ
包括本土妇女企业组织、 本土商业农场主联盟、 本土小型矿业者协会等ꎮ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 本土化议题变得越来越热ꎬ 且在媒体上的讨论铺天盖

地ꎮ 但随着 ２０００ 年快速土地改革运动的到来ꎬ 本土化的声势迅速被淹没ꎬ 直

到土地改革的热度逐渐消退之后ꎬ 本土化在 ２００７ 年又卷土重来ꎮ 对于早期的

本土化尝试ꎬ 一些人士评论指出: “在穆加贝看来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本土化

政策首先是一种有用的宣传工具ꎬ 通过宣传政府的本土化政策受到一些白人

的阻碍ꎬ 来推卸自己在经济发展不力和医疗、 教育事业倒退等方面的责任ꎬ
这种情况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ꎮ”① 任何政策的形成ꎬ 都有其特

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ꎬ 津巴布韦政府之所以出台和实施本土化政策ꎬ 与

这个国家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历史、 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处于困境的经济状况

密不可分ꎮ
第一ꎬ 津巴布韦曾长期遭受英国殖民统治ꎬ 本土化政策是为了纠正和消

除殖民统治造成的历史不公正ꎮ 近百年的殖民统治给津巴布韦人民带来了巨

大创伤ꎬ 广大黑人处在被压迫、 被剥削和极度边缘化的境地ꎬ 遭受政治、 经

济和社会不公正对待ꎮ 国家资源和经济命脉掌握在少数白人手中ꎬ 黑人不掌

握资源ꎬ 对经济活动没有发言权ꎬ 无法公平享受教育、 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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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充当廉价劳动力ꎮ 即使在国家获得独立新生之后ꎬ 白人垄断国家经济的

状况短期内并未得到改变ꎮ 津巴布韦需要一个真正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体制ꎬ 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ꎮ① 本土化政策的初衷就是为了纠正殖

民统治遗留的不公正后果ꎬ 消除殖民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影响ꎬ 提升津巴布韦

人民的国家主人翁意识ꎬ 保障他们的经济权利ꎬ 使他们能够获得对本国资源

和经济的控制权ꎬ 从而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ꎮ 津巴布韦

时任青年、 本土化与经济授权部 (简称 “本土化部”) 部长萨维尔卡苏库

维利 (Ｓａｖｉｏｕｒ Ｋａｓｕｋｕｗｅｒｅ) 这样解读本土化政策: “无论我们是否去法院ꎬ 有

一件事情是确定的ꎬ 那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必须从属于他们的资源中获益ꎮ
我们下定决心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前进ꎮ 我们国家有资源ꎬ 为什么人民还要受

穷呢? 我们国家有钱、 有资源ꎬ 我们只是在寻找可以平等分享资源的朋友、
伙伴ꎮ 我们遭受过殖民主义统治ꎬ 因此需要我们应对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问

题ꎮ”② 按照这一设计ꎬ 本土化是继土地改革之后津巴布韦旨在消除殖民主义

影响、 纠正殖民统治遗留的社会不公正的又一重大政策ꎮ
第二ꎬ 津巴布韦多党选举制政治形势日趋复杂ꎬ 本土化政策的出台也出

于为执政党赢得更多选民支持的考虑ꎮ 在摩根  茨万吉拉伊 ( Ｍｏｒｇａｎ
Ｔｓｖａｎｇｉｒａｉ) 领导的争取民主变革运动 (简称 “民革运”) 成立之前ꎬ 穆加贝

领导的非洲民族联盟 (简称 “民盟”) 长期执政ꎬ 而且在历次选举中都占据

绝对优势ꎮ 但随着民革运于 １９９９ 年成立ꎬ 民盟 “一党独大” 的政治局面发生

改变ꎮ 在 ２０００ 年的议会大选中ꎬ 民革运一举拿下 １２０ 个议席中的 ５７ 席ꎬ 与民

盟几乎平分秋色ꎮ 在 ２００２ 年的首次总统选举较量中ꎬ 穆加贝虽然连任ꎬ 但只

获得 ５６％的选票ꎬ 这样的低得票率放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ꎬ 而茨万吉拉伊获

得 ４２％的选票ꎬ 可以说虽败犹荣ꎮ 上述选举结果表明ꎬ 穆加贝及民盟在津巴

布韦政坛上多年来的绝对优势地位已不复存在ꎬ 来自反对党的威胁则日益增

加ꎮ 面对这种情况ꎬ 民盟进行深刻反思ꎬ 本土化政策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应

运而生ꎮ 民革运认为ꎬ 民盟之所以提出本土化政策ꎬ 完全是为了一党私利ꎬ
目的在于通过蒙骗、 拉拢选民以获得更多选票ꎬ 该政策是为选举服务的ꎬ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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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加贝及民盟的选举工具ꎮ 但民盟对此予以否认ꎬ 强调本土化政策与总统选

举或任何其他选举无关ꎮ 不过ꎬ 津巴布韦驻华大使保罗奇卡瓦 ( Ｐａｕｌ
Ｃｈｉｋａｗａ) 曾表示: “如果有人想对此牵强附会ꎬ 也是不可避免的ꎬ 因为从追

求公职与统治以服务公众的角度来看ꎬ 政策和选举之间存在着广泛、 抽象的

联系ꎮ”① 原本土化部长卡苏库维利曾称ꎬ 本土化政策可以使民众直接或者间

接受益ꎮ 无论是投资者、 企业员工还是社区居民ꎬ 都可以从本土化中直接受

益ꎬ 普通民众也可以通过购买企业股票等方式从本土化中间接受益ꎮ 因此ꎬ
本土化不仅可以使富人变得更富ꎬ 而且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致富ꎮ② 他还表示:
“我们的本土化和经济授权政策应当有广泛的基础ꎬ 应当照顾到所有从学校里

辍学的人们ꎬ 以及所有社会上被边缘化的人们ꎬ 要让他们有事可做ꎮ”③ 如其

所言ꎬ 如果普通民众真能从本土化中受益ꎬ 那么他们自然会投票支持政策的

制定者ꎮ
第三ꎬ 津巴布韦经济多年来每况愈下ꎬ 扭转经济恶化趋势并实现经济增

长也是本土化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津巴布韦开始以暴力方式推行

快速土地改革ꎬ 将大量白人农场主强制驱离ꎬ 使原本非常发达的本国农业遭

受致命性打击ꎬ 津巴布韦从南部非洲的 “面包篮子” 变成了严重缺粮国家ꎮ
粮食短缺直接导致食品价格猛涨ꎬ 进而影响其他商品价格飞涨ꎮ 津巴布韦政

府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不断发行大面额纸币ꎬ 最高达到 １００ 万亿ꎮ 如此大面额的纸

币如同废纸ꎬ 造成该国国内极度恶性的通胀ꎬ 国家经济陷入崩溃ꎮ 从 ２００９ 年

初开始ꎬ 津巴布韦政府被迫宣布停用津元ꎬ 实行美元、 欧元、 兰特 (南非货

币) 等多元货币体系ꎬ 恶性通胀的局面得到控制ꎬ 经济出现短期好转ꎮ 由于

国家严重依赖商品进口ꎬ 对外贸易连年逆差ꎬ 外汇储备基本为零ꎬ 加上长期

遭受西方制裁ꎬ 津巴布韦经济一直处于极为艰难的困境ꎮ 鉴此ꎬ 政府推出本

土化政策ꎬ 希望以此来加强对外国投资的管控ꎬ 使外资能够真正服务于本国

经济发展和广大民众ꎮ 原本土化部长卡苏库维利曾这样定义: “本土化政策绝

不只是一个用来纠正历史错误的道德倡议ꎬ 它既是一项务实的经济增长战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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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 保罗奇卡瓦、 朱伟东: «本土化政策到底是什么? ———津巴布韦驻华大使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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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释放全部的国家经济增长潜力ꎬ 又是一种促进国家民主化的手段ꎮ”①

但是ꎬ 本土化到底是促进经济发展ꎬ 还是阻碍经济发展ꎬ 成为人们争论的最

大焦点ꎮ
第四ꎬ 津巴布韦遭受长期殖民统治的历史ꎬ 加之独立后多年忍受西方制

裁之苦ꎬ 这造成本国民众对外国投资者抱持敌意心理ꎮ 基于此ꎬ 政府拟通过

实施本土化政策ꎬ 以期改善本国民众与外国投资者的关系ꎮ 早在 １９９６ 年ꎬ 津

巴布韦推出新的土改计划: 规定在 ５ 年时间内征用白人占有的 ５００ 万公顷土

地ꎬ 分配给 １１ 万个无地家庭ꎮ 该国实施的快速土地改革举措使之同西方关系

急剧恶化ꎬ 利益受损最大的前殖民宗主国英国鼓动并联合欧盟、 美国、 澳大

利亚、 加拿大等以 “大选舞弊”、 “破坏民主”、 “践踏人权” 为借口发起对津

巴布韦的制裁ꎮ 制裁内容包括武器禁运、 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等ꎬ 制裁对象

包括穆加贝夫妇、 民盟高官以及与民盟相关的机构、 组织和企业等ꎬ 迄今已

持续十多年ꎬ 给津巴布韦造成巨大经济损失ꎬ 也使该国人民深受其苦ꎮ 据民

盟宣称ꎬ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３ 年间ꎬ 西方制裁给津巴布韦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４２０ 亿美

元ꎬ 底层民众的生活受到很大负面影响ꎬ 生活水平下降到极为可怜的地步ꎮ②

这种情况造成津巴布韦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国投资者ꎬ 特别是西方投资者

心怀憎恨甚至敌意ꎮ 面对这种情况ꎬ 津巴布韦推出本土化政策ꎬ 试图在津巴

布韦创造一个共存的、 和谐的、 包容的经济环境ꎬ 重树本国民众对外国投资

者的信心和好感度ꎬ 避免他们产生憎恨情绪并将外国投资视为 “新殖民主

义”ꎮ 津巴布韦驻华大使奇卡瓦称: “在本土参与 (正如本土化政策所规定

的) 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平衡ꎬ 是促进经济有效、 可持续发

展的最好方式ꎬ 并能为双方带来双赢的结果ꎮ”③ 津巴布韦财政部长帕特里

克齐纳马萨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Ｃｈｉｎａｍａｓａ) 也曾表示ꎬ 本土化政策也并非是想拿走外

资企业的财产ꎬ 而是希望外来投资者能和本地的小型企业建立合作联系ꎬ 从

而使它们受益ꎮ④ 上述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土化政策制定者的良好初

衷ꎬ 他们希望能够实现外国投资者与本国民众携手发展、 公平分享利益ꎮ

８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Ｇａｒｉｋａｉ Ｃｈｅｎｇｕꎬ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 ｎ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ｆｏｒ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ａｎｓ ”ꎬ Ｎｅｗ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ꎬ ３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Ｆａｒｉｒａｉ Ｍａｃｈｉｖｅｎｙｉｋａꎬ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ｓｔ Ｚｉｍ Ｕ Ｓ ＄ ４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Ｈｅｒａｌｄꎬ １０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３
[津巴布韦] 保罗奇卡瓦、 朱伟东: 前引文ꎬ 第 ２３ 页ꎮ
刘畅、 朱宛玲: «津巴布韦本土化政策有松动迹象»ꎬ 载东方网国际频道: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ｅａｓｔｄａｙ ｃｏｍ/

ｗ / ２０１７０１１７ / ｕ１ａｉ１０２６８５０６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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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津巴布韦出台本土化政策是基于上述多重考虑ꎬ 但与绝大多数非洲

国家一样ꎬ 深受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ꎬ 其核心要义在于保证本国人特别

是黑人利益ꎮ

本土化政策的内容与特点

津巴布韦的本土化政策集中体现在由执政党民盟占多数的津巴布韦议会

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通过的 «本土化与经济授权法» (简称 «本土化法»)ꎮ 穆加贝

总统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签署该法案ꎬ 由此正式成为国家法律ꎮ 该法共包含 ６ 部分

正文和 ４ 个附件ꎮ 此后一直到 ２０１６ 年ꎬ 津巴布韦政府还以法律、 法规、 政府

公告、 总统声明等形式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文件ꎬ 为落实本土化法案提供政策

和法律保障ꎬ 这说明本土化政策是一个从无到有、 不断完善的过程ꎮ 因此ꎬ
本文所指的本土化政策实际上是津巴布韦政府围绕本土化目标所制定和实行

的一系列法律、 法规、 公告、 声明等文件的总和ꎮ 除 «本土化法» 外ꎬ 其他

的主要文件有: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颁布的 «本土化与经济授权总条例 ２０１０» (简称

«总条例 ２０１０»)ꎻ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通过第 １１４ 号政府公告发布的 «矿业企业

本土化执行计划的最低要求»ꎻ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通过第 ４５９ 号政府公告发布

的 «制造业企业本土化的资产净值、 股份比例和最长期限»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以第 ２８０ 号政府公告发布的 «金融业等九大行业企业本土化的资产净值、
股份比例和最长期限»ꎻ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４ 日ꎬ 本土化部长帕特里克朱沃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Ｚｈｕｗａｏ) 代表政府发布的 «本土化与经济授权法实施框架、 程序和

指导方针» (简称 «指导方针»)ꎻ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穆加贝总统签署的 «关于

澄清政府在本土化与经济授权政策上立场的声明» (简称 «总统声明»)ꎮ 津

巴布韦本土化政策文件繁多ꎬ 内容复杂ꎬ 而且多变ꎮ
(一) 本土化政策的主要内容

１ 本土化政策实施总目标

«本土化法» 第二部分 “本土化与经济授权: 总体目标与措施” 规定ꎬ
津巴布韦政府制订该法案旨在 “保障本土化目标的实现”ꎮ①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１

９３１

① Ｐａｒｔ Ⅱ: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ꎬ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Ａｃｔꎬ Ａｃｔ １４ / ２００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ｉｅｅｂ ｃｏ ｚｗ / ｉｍａｇｅｓ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ｍｏ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２０ ｐｄｆꎬ 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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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ꎬ 针对愈演愈烈的本土化风波ꎬ 穆加贝总统签署声明ꎬ 对于本土化问题做

出 “最高指示”: 强调本土化是国家的重要政策ꎬ 旨在使历史上遭受不公正对

待的津巴布韦本地人获得经济所有权ꎬ 掌控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要素ꎬ 成

为国家主流经济的重要参与者ꎮ 这表明ꎬ 在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ꎬ 津巴

布韦更加重视对外投资合作中东道国的权益问题ꎬ 因此获得更多经济权益、
改善本国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状况是政府出台本土化法案的核心目标ꎮ

２ 本土化政策的实施主体及职能

«本土化法» 第二部分 “本土化与经济授权: 总体目标与措施” 规定ꎬ
本土化部长负责贯彻执行本土化法相关规定ꎬ 对本土化实施进行全面指导、
监管、 协调、 评估、 解释以及其他相关事宜ꎮ 根据此项法律规定ꎬ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津巴布韦组成联合政府时ꎬ 设立了专门的青年、 本土化与经济授权部ꎮ «本
土化法» 第三部分 “国家本土化与经济授权委员会的成立与职责” 规定ꎬ 该

委员会由 １１ 到 １５ 人组成ꎬ 设首席执行官 １ 名ꎬ 由本土化部长经请示总统后任

命ꎮ 委员必须来自社会各界ꎬ 其中包括本土化部及其他有关部委的官员 ４ 人ꎬ
本土化与经济授权领域的专家至少 ２ 人ꎬ 律师至少 １ 人ꎬ 妇女、 青年以及残

疾人代表至少各 １ 人ꎮ 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有 ５ 项: 就本土化与经济授权战略

向本土化部长提供建议ꎻ 就实现本土化目标的适当措施向本土化部长提供建

议ꎻ 负责掌管国家本土化与经济授权基金ꎻ 监督本土化法是否得到贯彻执行ꎻ
履行法律赋予的其他职责ꎮ 本土化部长对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ꎬ 委

员会每年要向本土化部长提交年度报告ꎬ 此外还要提交不定期报告或有关专

题报告ꎬ 完成本土化部长交办的工作ꎮ①

除了上述执行机制以外ꎬ 津巴布韦还专门设立了 “国家本土化与经济授

权基金”ꎬ 用于向津巴布韦本地人在本土化过程中股权获得、 企业收购、 项目

启动或扩张、 市场调研、 能力建设等方面提供相应资金支持ꎮ 基金来源包括

本土化收益、 捐赠、 贷款、 税收、 利息、 财政支持以及其他收入ꎬ② 以此保证

本土化法的顺利实施ꎮ

０４１

①

②

Ｐａｒｔ Ⅲ: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Ｂｏａｒｄ ”ꎬ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Ａｃｔꎬ Ａｃｔ １４ / ２００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ｉｅｅｂ ｃｏ ｚｗ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ｍｅｄｉａ － ｃｅｎｔｅｒ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１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ꎬ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１５

Ｐａｒｔ Ⅳ: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ꎬ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Ａｃｔꎬ Ａｃｔ １４ /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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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本土化法案实施的主要方式

«本土化法» 第二部分明确规定: 在津巴布韦的任何企业都必须由本地人

占有 ５１％以上的股份ꎮ① 对于企业股份转让期限ꎬ «总条例 ２０１０» 第三条 “条
例目标” 规定: 自本条例实施之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 起 ５ 年内ꎬ 或者自新

公司成立之日起 ５ 年内ꎬ 企业应将至少 ５１％ 的股份转让给津巴布韦本地人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ａｎ)ꎮ 除非为了达到其他预期的社会或经济目标ꎬ 转让份

额不得减少ꎬ 转让期限不得延长ꎮ② 也就是说ꎬ 无论现有企业ꎬ 还是新成立企

业ꎬ 都必须在 ５ 年内完成 ５１％以上的股份转让ꎮ 后来ꎬ 政府又推出新的有关

政策ꎬ 对不同行业的股份转让的时限规定又有所不同ꎮ
矿业是津巴布韦政府实施本土化决心最大、 重视程度最高、 条件规定最

严厉的行业ꎬ 此类行业受本土化影响最甚ꎮ 据本土化部长卡苏库维利介绍ꎬ
津巴布韦有将近 ２００ 家矿业公司ꎬ 其中最主要的有 １５ 家ꎬ 包括英帕拉铂金公

司 (Ｉｍｐａｌａ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英美铂金公司 (Ａｎｇｌ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含羞草铂

业公 司 ( Ｍｉｍｏｓａ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 科 罗 多 尼 亚 矿 业 公 司 ( 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新黎明矿业公司 (Ｎｅｗ Ｄａｗ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非洲联合资

源公司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姆瓦纳非洲矿业公司 ( Ｍｗａ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等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ꎬ 津巴布韦发布的 «矿业企业本土化执行计划的最低

要求» 规定: 矿业企业本土化的资产要求设定为资产净值在象征性的 １ 美元

以上ꎬ 股权转让期限从 ５ 年缩短为 ６ 个月ꎬ 体现了政府对矿业领域本土化的

严苛性ꎮ③

津巴布韦的制造业曾经比较发达ꎬ 门类较为齐全ꎬ 但现在已经大不如前ꎬ
外资企业主要分布在食品、 卷烟、 纺织服装等相关制造业生产领域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ꎬ 该国出台的 «制造业企业本土化的资产净值、 股份比例和最长期限»
明确规定: 资产净值在 １０ 万美元以上的非本地人制造业企业必须在 ４ 年以内

１４１

①

②

③

Ｐａｒｔ Ⅱ: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ꎬ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Ａｃｔꎬ Ａｃｔ １４ / ２００７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ꎬ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ꎬ ２０１０ꎬ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２１ ｏｆ ２０１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ｉｅｅｂ ｃｏ ｚｗ / ｉｍａｇｅｓ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ｍｏｒｅ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２０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０８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ｓ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Ｎｏｎ －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ꎬ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ꎬ ２０１１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ｔｉｃｅ １１４ ｏｆ ２０１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ｉｅｅｂ ｃｏ ｚｗ / ｉｍａｇｅｓ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ｍｏｒｅ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Ｎｏｔｉｃｅ１１４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２８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完成本土化股权转让ꎬ 其中第一年至少达到 ２６％ ꎬ 第二年至少达 ３６％ ꎬ 第三

年至少达 ４６％ ꎬ 第四年达 ５１％ 以上ꎮ① 之所以规定是 ４ 年ꎬ 这是因为距离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颁布 «总条例 ２０１０» 已经过去了一年多ꎮ
对于金融、 旅游、 教育体育、 艺术娱乐文化、 工程建筑、 能源、 服务业、

电信和交通运输等九大领域企业ꎬ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的 «金融业等九大行业企业本

土化的资产净值、 股份比例和最长期限» 规定: 这些领域的非本地人企业必

须在一年内完成转让 ５１％ 以上的股份ꎮ② 津巴布韦的外资银行主要有: 英国

的渣打银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 Ｂａｎｋ) 和巴克莱银行 (Ｂａｒｃｌａｙｓ Ｂａｎｋ)ꎬ 南非

的标准银行 (Ｓｔａｎｂｉｃ Ｂａｎｋ) 和 “ＭＢＣＡ” 银行ꎬ 以及博茨瓦纳的 “ＡＢＣ” 银

行 (ＢａｎｃＡＢＣ) 等ꎮ
４ 本土化政策实施的变通原则

在 «本土化法» 实施伊始ꎬ 津巴布韦实行不分行业、 不分领域ꎬ 对外资

企业股权比例限制的 “一刀切”ꎬ 这种做法不仅缺乏周密考虑和论证ꎬ 而且脱

离实际ꎮ 例如ꎬ 将本土化扩大到教育领域ꎬ 招致尤为强烈的批评ꎬ 因为津巴

布韦大多数私立学校都是教会学校或者信托学校ꎬ 不以营利为目的ꎮ 随着时

间的推移ꎬ 津巴布韦政府也意识到 “一刀切” 做法确有失当之处ꎮ 于是ꎬ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推出了 «指导方针»ꎬ 提出 “三大类行业” 区别对待原则ꎮ 同年 ４
月ꎬ 政府又推出 «总统声明»ꎬ 予以重申并调整ꎮ 其一ꎬ 对于资源类行业③ꎬ
«总统声明» 指出ꎬ 考虑到矿产之类的资源容易枯竭ꎬ 津巴布韦政府有责任确

保国家资源的开发利用符合本国当代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的最大利益ꎮ 根据

２４１

①

②

③

“Ｎｅｔ Ａｓｓｅｔ Ｖａｌｕｅꎬ Ｌｅｓｓｅｒ Ｓｈａ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ｔｏ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ꎬ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Ａｃｔ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ｔｉｃｅ ４５９ ｏｆ ２０１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ｉｅｅｂ ｃｏ ｚｗ / ｉｍａｇｅｓ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ｍｏ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 Ｎｏｔｉｃｅ＿ ４５９＿ ｏｆ＿ ２０１１＿ ｎｅｗ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０

“Ｎｅｔ Ａｓｓｅｔ Ｖａｌｕｅꎬ Ｌｅｓｓｅｒ Ｓｈａ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ｔｏ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
Ｔｏｕｒｉｓｍꎬ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ｔꎬ Ａｒｔｓꎬ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Ｍｏｔ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ｓ ”ꎬ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Ａｃｔ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ｔｉｃｅ ２８０ ｏｆ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ｉｅｅｂ ｃｏ ｚｗ / ｉｍａｇｅｓ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ｍｏｒｅ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 Ｎｏｔｉｃｅ＿ ２８０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０

«指导方针» 第 １４ 条列出了资源类行业ꎬ 包括: (１) 空气、 土壤、 水资源和矿产资源ꎻ (２) 哺

乳动物、 鸟类、 鱼类和其他动物ꎻ (３) 树木、 草地和其他植物ꎻ (４) 泉水、 湖泊、 芦苇地、 沼泽地、
湿地和溪流ꎻ (５) 具有景观、 历史或考古价值等地方ꎮ «指导方针» 第 １６ 条规定: 资源类行业本土化

必须将 ５１％以上的股份转让给政府指定的基金和企业ꎮ “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ｄ Ｓｅｃｔｏｒ”ꎬ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ꎬ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Ａｃ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ｚｉ ｃｏ ｚｗ / ｉｍａｇｅ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５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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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法»ꎬ 津巴布韦政府及其 (或其) 指定机构将持有资源类行业企业至

少 ５１％ 的股份ꎬ 其余 ４９％ 的股份由投资者所有ꎬ 这是不容置疑和讨价还价

的ꎮ 其二ꎬ 对于非资源类行业ꎬ «指导方针» 重申了 ２０１１ 年第 ４５９ 号和 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８０ 号政府公告的相关规定ꎬ 指出非资源类行业最终也要实现本土化ꎬ
但相对于资源类行业而言予以宽限待遇ꎬ 可以分阶段进行股权转让ꎮ 其三ꎬ
对于保留行业①ꎬ «总条例 ２０１０» 第九条 “投资企业的本土化” 规定: 非经本

土化部长和主管投资部长同意ꎬ 外国人不得投资只允许本地人经营的 １４ 个行

业ꎬ 政府原则上不再批准外资进入这 １４ 个行业ꎻ 已经进入的外企ꎬ 必须按照

本土化要求将 ５１％以上的股份转让给本地人ꎮ 但是ꎬ “不允许外资进入保留行

业” 的规定并非绝对ꎬ 如果有关部委决定并经内阁批准 ( «指导方针»)ꎬ 或

者得到相关部长的特别豁免权 ( «总统声明»)ꎬ 也允许有特例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对于已运营多年的外资企业而言ꎬ 在落实津巴布韦本地

人持股 ５１％的规定时可采用变通方式解决ꎬ 即外资企业可与政府主管部门协

商股权转移的比例和方式ꎮ «总统声明» 指出ꎬ 对于尚未达到 ５１％ 股权本土

化要求的资源类企业ꎬ 必须保证所开采资源总价值的 ７５％以上作为本地成分

留在津巴布韦ꎬ 本地成分包括工资、 薪酬、 税收、 社区股权基金以及诸如采

购、 联合项目等形式ꎮ② 此条规定实际上主要针对矿业企业ꎬ 除了转让股权以

外ꎬ 又多了个 “本地成分” 的可供选择方案ꎬ 从而增加了本土化政策的灵活

性ꎬ 可以避免出现政府和企业之间落实股权本土化政策僵持不下的局面ꎮ «指
导方针» 强调ꎬ 非资源类企业经过有关部门评估后将获得一定的授权指标或

者积分ꎬ 这些授权指标或者积分可以转换为股份ꎬ 作为实现本土化的一部分ꎬ
从而允许企业减少股份转让ꎬ 即可以降至 ５１％以下ꎮ 以制造业为例ꎬ 外资企

３４１

①

②

保留行业包括: (１) 农业 (初级食品和经济作物生产)ꎻ (２) 交通运输业 (公交车、 出租车

和汽车租赁服务)ꎻ (３) 批发与零售业ꎻ (４) 美容美发业ꎻ (５) 职业中介ꎻ (６) 房地产中介ꎻ (７) 洗

车泊车服务ꎻ (８) 谷物加工ꎻ (９) 面包店ꎻ (１０) 烟草分级与包装ꎻ (１１) 烟草加工ꎻ (１２) 广告代

理ꎻ (１３) 牛奶加工ꎻ (１４) 当地艺术和工艺品的提供、 市场推广和营销ꎮ 后来ꎬ 保留行业的名单又多

次发生变化ꎬ 如 «指导方针» 里新增两个保留行业: 燃油零售和除钻石以外的手工采矿业ꎬ 总共 １６
个ꎻ 而 «总统声明» 里只有 １１ 个保留行业ꎬ 农业 (初级食品和经济作物生产)、 烟草分级与包装、 牛

奶加 工 这 ３ 个 行 业 没 在 名 单里ꎮ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９: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ｏ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ꎬ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ꎬ ２０１０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ｕｇａｂｅꎬ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Ｈａｒａｒ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ｉｍｆａ ｇｏｖ ｚｗ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１ － ｈ － ｅ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ꎬ ２０１６ －０４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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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员工进行职业培训可得 ４ 分ꎬ 技术发展可得 ２ 分ꎬ 产品附加值增加可得

１０ 分ꎬ 优先当地采购可得 ５ 分ꎬ 低碳环保可得 ４ 分ꎬ 连锁或者外包项目可得 ２
分ꎬ 企业发展可得 ３ 分ꎬ 符合国家经济授权章程可得 １ 分ꎮ 所有这些授权指

标或者积分相加总共是 ３１ 分ꎬ 可以转换为 ３１％的股份ꎮ 也就是说ꎬ 一个为当

地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制造业企业ꎬ 只需最低转让 ２０％ 的股份ꎬ 即

视为达到本土要求ꎮ 与制造业相同ꎬ 能源和金融业转让股份的最低比例也是

２０％ ꎻ 交通运输业是 ２５％ ꎬ 旅游业是 ３０％ ꎻ 但建筑业、 电信业、 服务业和艺

术娱乐文化业转让股份的最低比例都是 ５０％ ꎮ① «总统声明» 重申ꎬ 非资源类

企业应当致力于实现下列社会经济发展预期战略目标: 一是提升津巴布韦原

材料的附加值并扩大出口ꎬ 增加国家所急需的外汇收入ꎻ 二是向津巴布韦转

让适当技术ꎬ 以提高生产力ꎬ 减少进口依赖ꎻ 三是创造就业ꎬ 向津巴布韦人

传授新技能ꎻ 四是投资者与本地合作伙伴协商ꎬ 将部分企业股权以及 (或者)
员工股权转让给津巴布韦本地人ꎻ 五是发展和创造联合项目、 企业升级项目

和价值链ꎬ 以增加吸引外资ꎮ 企业所获得的经济授权积分或者指标用以反映

投资者对国家发展的贡献ꎬ 积分评定通过相关行业部长与私人投资者协商谈

判进行ꎮ② 通过这样的规定ꎬ 非资源类企业必须转让的股份比例大幅降低ꎮ
５ 本土化政策实施的处罚条款

«本土化法» 第五部分 “征税” 条款规定ꎬ 任何公司或个人若违反本土

化税收方面的规定ꎬ 存在偷税漏税行为ꎬ 将被处以六级以下罚款或一年以下

监禁ꎬ 或者两项处罚同时执行ꎮ③ «总条例 ２０１０» 第四条规定: 如果企业未按

规定时间提交填写完整的本土化执行计划 (ＩＤＧ０１ 表)ꎬ 企业所有者或者公司

董事将面临 １２ 级以下罚款或者 ５ 年以下监禁ꎬ 或者两项处罚同时执行ꎮ④ 此

项规定明确了现有企业和新成立企业提交本土化计划的期限ꎬ 也成为后来津

巴布韦政府多次发起本土化最后通牒的依据ꎮ «本土化法» 第 １３ 条 “本土化

资产评估” 条款规定: 本土化部长每年最多一次在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发布公

４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Ｑｕｏｔａｓ ｏｒ Ｃｒｅｄｉｔｓ ”ꎬ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ꎬ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Ａｃｔꎬ 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ｕｇａｂｅꎬ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Ｈａｒａｒｅꎬ １１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６

ＰａｒｔⅤ: “Ｌｅｖｉｅｓ”ꎬ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Ａｃｔꎬ Ａｃｔ １４ / ２００７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Ｅｖｅｒ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ｏ Ｎｏｔｉｆｙ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ꎬ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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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ꎬ 要求企业在公报发布之日起 ２１ 天内提交资产评估报告 ( ＩＤＧ０３ 表)ꎬ 任

何资产超过 ５０ 万美元的企业都必须及时申报ꎮ 如违反该规定ꎬ 企业所有者或

者公司董事将面临 １２ 级以下罚款或者 ５ 年以下监禁ꎬ 或者两项处罚同时执

行ꎮ① 上述惩罚条款对于违规者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ꎬ 但批评者认为有关规定

是津巴布韦政府在借本土化政策收钱敛财ꎬ 因为迄今也未见有外国投资者因

为本土化问题被投入监狱ꎮ
(二) 本土化法案的特点

第一ꎬ 该法案是非洲大陆最为严厉的本土化法ꎮ 客观来讲ꎬ 任何主权国

家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外资政策ꎬ 决定哪些领域允许或不允许外资进入ꎬ 决定

外资企业的形式是独资企业、 合资企业还是合作企业ꎬ 也可以决定合资企业

中双方所占的股份比例ꎮ 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比例定得过高ꎬ 东道国容易失

去对合资企业的控制权ꎬ 使大部分企业收益外流ꎻ 但若定得过低ꎬ 则不利于

吸收和利用外资ꎮ 一般而言ꎬ 越是经济落后的国家ꎬ 允许外资所占的投资比

例就越高ꎻ 越是经济发达国家ꎬ 允许外资所占的投资比例则越低ꎮ 津巴布韦

并不是非洲第一个实行本土化的国家ꎬ 南非早在 １９９４ 年便推出 «黑人经济振

兴法案»ꎬ 赞比亚、 乌干达、 加纳等国也都有类似的本土化政策或法案ꎬ 以保

障本国在外资企业中的权益ꎬ 但通常仅涉及某些领域、 某些行业ꎬ 对股权比

例限制也并非简单粗暴地 “一刀切”ꎮ 津巴布韦不是联合国划定的最不发达国

家ꎬ 但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ꎬ 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约 １ ０００ 美元ꎬ 非常

需要吸收和利用外资来发展经济ꎮ 但是ꎬ 其本土化政策指向所有的外资企业ꎬ
而且股权比例限制一律是 ４９％ 以下ꎬ 虽然后来政府被迫有所调整相关政策ꎬ
但这一核心指导原则并未改变ꎮ 津巴布韦的本土化法案被认为在非洲国家中

最为严厉ꎬ 成为外国投资者首要关心和面临的问题ꎬ 这样的本土化政策犹如

一道高高筑起的门槛ꎬ 将投资者拒之门外ꎬ 或者让它们顾虑重重ꎮ
第二ꎬ 将白人排除在 “津巴布韦本地人” 之外ꎮ 在本土化政策的所有规

定中ꎬ 有一条是最关键、 最基本的ꎬ 即关于 “津巴布韦本地人” 的定义ꎮ «本
土化法» 第一部分 “前言” 规定: 所谓津巴布韦本地人ꎬ 是指在 １９８０ 年 ４ 月

１８ 日国家独立以前遭受不公正种族歧视、 处在弱势地位的津巴布韦人及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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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后代ꎬ 以及他们所拥有或控股的公司、 社团、 企业联合组织、 合伙企业

等ꎮ① 该定义虽然没有直接明确说黑人或者白人ꎬ 但实际上已经把数万白人排

除在本地人之外ꎬ 即使他们同样拥有津巴布韦国籍ꎮ 该规定与本土化的宗旨

相符ꎬ 体现了将本国黑人作为本土化政策受惠群体的倾向ꎮ 以至于批评者认

为这是变相的种族主义ꎬ 而且违反了津巴布韦宪法规定该国公民人人平等的

原则ꎮ 但本土化部长朱沃对此却不以为然ꎬ 他曾毫无掩饰地表示: “本土化就

是一项基于种族的政策ꎬ 这是不争的事实ꎮ 以前是白人处在过度优势地位ꎬ
本土化政策就是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ꎬ 专门为黑人谋求相对于白人的优势ꎮ
本土化就是为了黑人ꎬ 这是底线ꎮ”②

第三ꎬ 忽略了企业股东权利与义务平等的原则ꎮ 本土化法案在设计上的

一个明显偏颇之处是ꎬ 它只规定外资企业必须向本地人转让股权ꎬ 转让多少ꎬ
如何转让ꎬ 不转让将会受到何种处罚等等ꎬ 上述内容表述非常具体与详细ꎬ
但没有意识到或者说可能故意忽略了企业股东权利与义务平等的原则ꎬ 没有

详细规定本地人在持股以后应当承担与股权相当的义务ꎬ 这受到经济学家的

诟病ꎬ 也是受影响的外资企业极力抱怨之处ꎮ 英帕拉铂金公司首席执行官戴

维布朗 (Ｂａｖｉｄ Ｂｒｏｗｎ) 表示: “对当地人持有 ５１％ 权益的本土化法规的各

种意见很清楚地刊登在报纸上ꎬ 人们认为这是对投资者不友好的行为ꎻ 获得

４９％的经济利润与承担大部分风险和大量投资债务是不相称的ꎮ”③ 该公司曾

计划在津巴布韦投资 ４ ５ 亿美元ꎬ 是津巴布韦 ２０ 年来最大的一笔单项投资ꎬ
但受本土化政策的影响ꎬ 该项投资被搁置ꎮ

本土化政策的实施

自 «本土化法» 出台以来ꎬ 至今已有十年ꎬ 其间不断有新的法律、 法规、

文件出台ꎬ 使本土化政策日趋完善ꎮ 但是ꎬ 由于该政策从诞生之日起便饱受

争议ꎬ 遭到多方抵制和反对ꎬ 实施起来难度很大ꎬ 进展缓慢ꎮ 为了加快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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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政策ꎬ 津巴布韦政府曾多次对外资企业下达 “最后通牒”ꎮ 本土化政策

本身内容繁多ꎬ 且频繁修改调整ꎬ 存在规则含混不清甚至相互矛盾之处ꎮ 即

使在津巴布韦执政党和政府内部ꎬ 对本土化政策也是态度不一ꎬ 有时候甚至

将矛盾公开化ꎮ 不同行业的本土化由不同机构来负责和监管ꎬ 常常出现因部

门重叠而管理混乱的现象ꎬ 令企业无所适从ꎮ 再加上近年来津巴布韦经济发

展非常困难ꎬ 外资企业很难找到合适的、 有能力购买股权的本地合作伙伴ꎬ
所以本土化政策一直难以真正落实ꎮ

(一) 本土化法案引发的争议

第一ꎬ 执政党民盟内部在本土化问题上存在分歧ꎮ 民盟作为津巴布韦的

执政党、 政策的制订方ꎬ 力推本土化相关法案ꎬ 认为本土化是跨国公司投资

合作中的通行做法ꎮ 民盟援引联合国 «经济、 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和

非洲统一组织 «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 的有关内容ꎬ 为该国的本土化政策

寻求依据ꎬ 坚称津巴布韦人民完全有权自由处置他们的财富和自然资源ꎬ 而

且在任何情况下这一权利都不得被剥夺ꎮ 本土化是国际公认的准则ꎬ 津巴布

韦不是第一个实行本土化的国家ꎬ 世界上很多富国ꎬ 比如美国、 日本、 法国、
中国、 芬兰、 挪威、 意大利、 奥地利、 新加坡、 韩国和南非等ꎬ 都在实行不

同形式的本土化ꎮ① 民盟还把本土化政策写入 ２０１３ 年 «宪法»ꎬ 其中第二章第

１４ 条明确规定: 国家和各级政府机构必须采取措施ꎬ 通过适当、 透明、 公平、
公正和坚决的行动ꎬ 努力使津巴布韦所有处在社会边缘的个人、 团体及社区

获得经济授权ꎮ② 民盟还一再强调ꎬ 本土化不是国有化ꎬ 不是强征没收外国资

本ꎬ 而是为了将投资者带来资金、 设备、 技术与本地资源更好地结合起来ꎬ
是一种 “双赢战略”ꎮ

在本土化实施过程中ꎬ 以本土化部长朱沃为代表的 “激进派” 主张从快、
从严推行本土化ꎬ 认为外资无助于津巴布韦经济发展ꎬ 威胁关闭达不到本土

化要求的外资企业ꎬ 公开指责推行本土化政策不力的财政部长和储备银行行

长等ꎬ 致使民盟内部就此问题矛盾公开化ꎮ 在对待外资问题上ꎬ 朱沃公然宣

称: “外国人来不是为了推动津巴布韦经济发展ꎬ 也不是为了帮助我们ꎬ 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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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攫取经济利益的ꎻ 他们要来ꎬ 就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ꎻ 请外国人不要

再说: 你们来是创造价值的! 你们带来不了铂金ꎬ 是上帝带来了铂金ꎻ 你们

带来不了钻石ꎬ 是上帝带来了钻石ꎻ 你们也带来不了黄金ꎬ 是上帝带来了黄

金ꎮ 上帝把黄金放在了一片叫津巴布韦的土地ꎬ 恩赐给我和每个津巴布韦人ꎮ
因此ꎬ 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价值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和不虔诚的ꎮ”① 而以

财政部长齐纳马萨为代表的 “温和派” 主张渐进式推行本土化ꎬ 认为津巴布

韦经济发展离不开外国投资ꎬ 外资银行在津巴布韦金融体系中可发挥重要作

用ꎻ 考虑到银行业不同于其他一般行业ꎬ 具有高度敏感性ꎬ 因此在对外资银

行落实本土化政策方面必须慎之又慎ꎮ 该派还针锋相对地批评本土化部长朱

沃愚昧无知、 狂妄自大ꎬ 未意识到 “津巴布韦需要世界远远超过世界需要津

巴布韦”ꎻ 认为一个内阁部长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ꎬ 对津巴布韦吸引外资非常

不利ꎬ 同时提出穆加贝总统任人唯亲ꎬ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ꎮ 上述两派的斗

争还被认为是民盟内斗的一部分ꎬ 与政治问题密不可分ꎮ
第二ꎬ 反对党猛烈抨击本土化政策ꎬ 严重质疑本土化法案实施的目的与

效果ꎮ 其一ꎬ 在民革运看来ꎬ 本土化是民盟单方面强制推行的政策ꎬ 是穆加

贝独裁专制的体现ꎬ 是欺骗拉拢选民、 为赢得选举服务的 “政治工具”ꎬ 是一

小撮寄生阶层侵吞和劫掠国家财产的 “经济工具”ꎮ 本土化是民盟的自我孤

立ꎬ 是民盟认识到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会长久而想在经济上大捞一把之行为ꎮ
其二ꎬ 民革运认为ꎬ 本土化政策本质上是排外的ꎬ 将国家急需的外资拒之门

外ꎬ 只会使国民经济发展变得更加糟糕ꎬ 给社会带来混乱ꎬ 而不会像民盟所

宣传的那样促进经济发展、 赋予人民权利和创造就业ꎮ 民革运 “纽派” 领导

人、 时任政府工业部长威尔史曼纽比 (Ｗｅｌｓｈｍａｎ Ｎｃｕｂｅ) 认为ꎬ 本土化政

策的不确定性、 政府的通牒威胁会吓跑外国投资者ꎬ 严重影响国家经济恢复ꎮ
他说: “有许多外国投资者愿意把更多的钱投向津巴布韦ꎬ 例如世界知名的邓

禄普轮胎公司ꎬ 但在听说政府推行本土化政策之后就立即搁置了投资计划ꎮ”②

反对派经济学家温斯穆瑟维 (Ｖｉｎｃｅ Ｍｕｓｅｗｅ) 强烈批评本土化政策: “事实

上ꎬ 民盟正在竭尽所能吓跑外国投资ꎮ 它甚至鲁莽地认为我们不需要外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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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恢复津元才能解决现金短缺问题”ꎻ “本土化政策既不能促进经济增长ꎬ
也不能创造我们所需要的就业ꎻ 它既不会吸引外国投资者ꎬ 也不会吸引津巴

布韦侨民回来为国家发展做贡献”ꎻ “本土化如何能够创造就业? 只有经济蛋

糕做大而不是变小ꎬ 才能创造就业ꎻ 只有保证成立更多的公司而不是强行接

管现有公司ꎬ 才能创造就业ꎮ 我们的大部分年轻人不得不到国外去找工作ꎬ
而民盟正在毁坏国家经济ꎮ”① 其三ꎬ 民革运认为ꎬ 本土化法案的制定和实施

在程序上存在瑕疵ꎮ 民革运 “茨派” 领导人、 时任联合政府总理茨万吉拉伊

表示ꎬ 作为联合政府ꎬ 没有经过民革运同意ꎬ 民盟不能单方面推行本土化

政策ꎮ
第三ꎬ 经济学家对本土化政策大多持一边倒的批评态度ꎮ 针对政府关于

本土化政策旨在为普通民众谋取经济权利、 使广大人民受益的说法ꎬ 批评者

认为这实际上是自欺欺人ꎬ 最终结果是: 本土化政策只会使少数掌权者和富

人受益ꎬ 并且有可能沦为利益交换和助长腐败的工具ꎻ 对广大百姓而言ꎬ 他

们很难从本土化中得到什么好处ꎬ 反而还要承受本土化带来的国家经济进一

步恶化之苦ꎮ 一些专家质疑本土化政策实施的初衷: 如果以经济增长为目标ꎬ
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ꎬ 不用杀鸡取卵ꎻ 如果以捍卫人民权利为目的ꎬ 也有很

多办法可以实现ꎬ 不必非要本土化政策ꎮ “历史表明ꎬ 这样的政策很难达到预

期效果ꎬ 只会助长腐败ꎬ 煽动种族主义ꎬ 滋生裙带关系和裙带政治ꎬ 最终将

导致另外一场经济衰退ꎬ 当然没有人愿意再回到黑暗时代ꎮ”② 较为中立的经

济学家一般认为ꎬ 在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国际大背景下ꎬ 本土化是排外主义的

表现ꎻ 在目前津巴布韦境况艰难的情况下ꎬ 最需要的是以开放优惠的政策吸

引外资ꎬ 而不是用如此严苛的本土化政策吓跑外资ꎮ “投资者所持股份不得超

过 ４９％ ” 这一硬性规定ꎬ 会使外国投资者望而生畏ꎬ 对津巴布韦开放市场、
发展经济是极大的障碍ꎮ 据此ꎬ 经济学家约翰罗伯特森 ( Ｊｏｈｎ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针对穆加贝总统关于本土化给外国投资者带来 “困惑” 的声明ꎬ 指出投资者

实际上对本土化政策看得一清二楚ꎬ 一点也不困惑ꎮ 他说: “投资者都知道本

土化政策对他们的投资计划来说是非常敌视的ꎬ 因此没有什么 ‘困惑’ 可言ꎮ
所谓的 ‘困惑’ 是指政府原本相信他们能够将盗窃人们股份和财产的行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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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化ꎮ 现在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撤销这一敌视投资者的法律ꎮ”①

第四ꎬ 外资企业对本土化政策普遍持抵制态度ꎮ 作为本土化政策的实施

对象ꎬ 津巴布韦的外资企业纷纷指责该政策的不合理之处ꎮ 一些企业经营者

认为ꎬ 本土化实际上是强征资产ꎬ 这一说法也得到很多支持ꎮ “从一开始ꎬ 本

土化部长就发起了一场混乱不堪的运动ꎬ 试图强迫外资企业把 ５１％的股份出

让给民盟的亲信们和名声不佳的机构ꎬ 而他们却没有钱来购买这些股份ꎬ 从

而意味着本土化实际上是变相的强征资产ꎮ”② 对于此种说法ꎬ 津巴布韦政府

予以坚决否认ꎬ 一再强调本土化并非国有化ꎬ 也非强征资产ꎮ 因此ꎬ 外资企

业想方设法采用逃避和拖延策略ꎬ 利用政策的一些宽松柔性规定申请豁免、
减少股份出让或者延长期限ꎬ 努力使企业免受或少受损失ꎬ 维护企业的最大

利益ꎮ
(二) 本土化法案的强制推进

自 «本土化法» 出台以来ꎬ 为了加快推行本土化政策ꎬ 津巴布韦政府曾

多次对外资企业下达 “最后通牒”: 要么遵守本土化ꎬ 要么吊销营业执照ꎮ
第一次 “最后通牒” 发生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ꎮ «总条例 ２０１０» 第四条 “企业

须报告现在或未来本土化执行进度” 规定: 任何津巴布韦本地人持股尚未达

到 ５１％以上的企业ꎬ 都必须在本条例生效之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 起 ４５ 天

以内提交填写完整的本土化执行计划 (ＩＤＧ０１)ꎻ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以后新成立

的企业ꎬ 必须在企业成立之日起 ４５ 天以内提交填写完整的本土化执行计划ꎮ③

也就是说ꎬ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是外资企业提交本土化计划的最后期限ꎮ 事实

上ꎬ 由于企业响应不积极ꎬ 政府不得不将最后期限一再推迟ꎮ 有些企业迫于

压力提交了本土化计划ꎬ 但大多是申请本土化豁免或者延期执行ꎬ 更多的企

业则持观望态度ꎮ 对此ꎬ 津巴布韦政府决定以 “最后通牒” 的方式推进本土

化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ꎬ 时任本土化部长卡苏库维利向有关矿业公司、 银行和制造

业企业发出最后通牒ꎬ 要求它们在两周内必须提交本土化计划ꎬ 否则会被吊

销营业执照、 由政府接管ꎮ 仅以矿业领域为例ꎬ 至少有 １３７ 家矿业公司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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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本土化要求而面临营业执照被吊销的危险ꎮ 卡苏库维利强硬表态: “已有

１７５ 个矿业企业的本土化计划遭到否决ꎬ 这些方案包括同意转让 ２５％的股份、
其余 ２６％的股份以企业为当地社会所做的贡献来折算等内容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底ꎬ 任何达不到本土化要求的矿业公司将被扫地出门ꎬ 我们会要求它们把

资产移交给政府ꎮ”①

在卡苏库维利的高压政策之下ꎬ 有些外资企业提交了本土化执行计划ꎮ
以全球第二大铂金矿业公司英帕拉铂金公司为例ꎬ 该公司在津巴布韦设立子

公司经营铂金矿多年ꎬ 是津巴布韦较大的外资矿企之一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 即在

最后通牒规定的期限过去半年多以后ꎬ 英帕拉公司宣布经过与本土化部谈判

协商ꎬ 双方就该公司本土化执行计划达成协议ꎬ ５１％ 的股份转让方案如下:
１０％的股份转让给社区基金ꎬ 由英帕拉公司向该基金提供无息贷款购买股份ꎬ
并以股权收益来偿还贷款ꎬ 这部分股份的受益人是当地社区居民ꎻ １０％ 的股

份出售给员工股权基金ꎬ 由英帕拉公司向该基金提供有息贷款购买股份ꎬ 并

以股权收益来偿还贷款ꎬ 这部分股份的受益人是公司全职员工ꎻ 另外 ３１％ 的

股份转让给津巴布韦国家本土化与经济授权基金ꎬ 为此津巴布韦政府需要支

付给英帕拉公司 ３ ７２ 亿美元ꎬ 而且必须以现金形式交付ꎮ 对于此条件ꎬ 英帕

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布朗强调: “如果津巴布韦无法拿出现金来ꎬ 股权转让就不

能实行ꎮ”② 众所周知ꎬ 在如此困难的经济状况下ꎬ 津巴布韦政府根本拿不出

这么多资金来购买股份ꎮ 由此可见ꎬ 即使外资企业在最后通牒的威胁下提交

了本土化计划ꎬ 也很难真正落实股份转让ꎬ 达到本土化政策设计的初衷和

目标ꎮ
第二次 “最后通牒” 是在穆加贝 ２０１３ 年获得连任总统之后ꎮ 是年 ７ 月ꎬ

津巴布韦举行大选ꎬ 穆加贝连任总统ꎬ 民盟掌控议会多数席位ꎬ 结束了与反

对党联合组阁的局面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ꎬ 穆加贝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重申

“本土化是一项既定政策ꎬ 是我们为实现完全主权而选择的道路”ꎬ “本土化政

策是我们宣言的核心部分ꎬ 是人民投票支持的ꎬ 也必须成为我们发展努力的

核心部分ꎮ”③ 新形势下ꎬ 津巴布韦政府发出了第二次本土化最后通牒ꎬ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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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针对保留行业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 国家本土化委员会发布声明称: 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 凡是保留行业内仍未取得本土化证书的外资企业经营者ꎬ 将

面临 ４ 级以下罚款或 ３ 个月以下监禁ꎬ 或者两项处罚同时执行ꎮ① 本土化部常

设秘书乔治马戈斯万戈韦 (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ｇｏｓｖｏｎｇｗｅ) 在议会表示: “我确定仍

然有一些非本地人公司在经营保留行业ꎬ 不过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将是最后期限ꎬ
必须按要求放弃他们在保留行业的股份ꎮ② 他还表示ꎬ 中央政府将派出执法部

门ꎬ 会同地方政府严格执法ꎬ 确保实现本土化目标ꎻ 津巴布韦本地人要做好

“接班” 准备ꎬ 以填补外商被赶走后留下的空白ꎮ 这次 “最后通牒” 在从事

保留行业尤其是批发零售业的外商中间引发极大恐慌ꎬ 他们担心自己的企业

遭受冲击ꎬ 生意受到影响ꎮ 在此压力之下ꎬ 一些保留行业的外商被迫花钱购

买了本土化证ꎮ 但在最后期限真正到来之后ꎬ 本土化又没有了下文ꎬ 这让人

们不得不怀疑津政府只是在借本土化之名进行 “敛财”ꎮ
第三次也是最近的一次 “最后通牒” 出现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ꎮ 根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指导方针» 规定ꎬ 尚未提交本土化计划的外资企业必须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之前提交ꎮ 但是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 仅有 ３５ 家企业提交了本土化计划ꎬ 多

数企业对此 “置若罔闻”ꎮ③ 面对这种情况ꎬ 本土化部长朱沃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举行记者招待会ꎬ 称津巴布韦内阁已通过一致决议ꎬ 重申本土化法必须

得到遵守和执行ꎬ 有关企业必须在 ３ 月 ３１ 日这一最后期限之前提交本土化计

划ꎻ 对于未达到本土化要求的企业ꎬ 政府可以在不通知对方的情况下直接取

消其营业执照ꎮ 朱沃还强硬表态称ꎬ 无须再讨论本土化的好坏ꎬ 因为它是这

个国家的法律ꎮ ２０１６ 年已过去 ３ 个月ꎬ 但是外资企业仍然无视该法律ꎬ 津巴

布韦政府被迫采取相应措施ꎮ
此次 “最后通牒” 是最严厉的一次ꎬ 也立即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ꎮ 在津

巴布韦政府内部ꎬ 对于本土化的争议烈度升级ꎬ 尤其是在外资银行本土化问

题上ꎬ 财政部长与本土化部长之间分歧严重ꎬ 并导致矛盾公开化ꎮ 储备银行

行长约翰曼古迪亚 (Ｊｏｈｎ Ｍａｎｇｕｄｙａ) 称ꎬ 他对金融部门的本土化进展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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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ꎮ 财政部长齐纳马萨发表声明予以响应: “我很高兴地告知大家ꎬ 津巴布

韦所有受影响的外国金融机构都已在最后期限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之前提交了可

信的本土化计划ꎮ”① 正是此声明 “惹恼” 了本土化部长朱沃ꎬ 他公开指责齐

纳马萨 “很无知”ꎬ 和储备银行行长一起偏袒外资银行ꎬ 并称既然齐纳马萨选

择把问题公开化ꎬ 那么他也不得不公开予以纠正ꎮ 朱沃发表了针锋相对的声

明: “财政部长在其声明中列出的金融机构名单没有一家符合本土化要求ꎬ 它

们都是不合规者如果这些银行被关门ꎬ 储户们和投资者的损失将由齐纳

马萨负责ꎮ”② 此外ꎬ 津巴布韦国家广播公司 (ＺＢＣ) 在本土化问题上发表了

不同看法ꎬ 也引发朱沃强烈不满ꎬ 他指责该公司公然与穆加贝总统和内阁唱

反调ꎬ 已经沦为反对党的喉舌ꎮ③

本土化部长和财政部长公然对峙ꎬ 并公开指责储备银行行长和国家广播

公司ꎬ 使本土化风波愈演愈烈ꎬ 最后不得不由穆加贝总统亲自出面来收场ꎬ
也就有了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的 «总统声明»ꎮ 关于金融业ꎬ 该声明强调: 银行业将

继续遵守 «银行法»ꎬ 由储备银行负责管理ꎬ 保险业则遵照 «保险法»ꎮ 这一

政策立场对促进金融业的稳定性、 提振信心和扩大包容性具有重要作用ꎮ 关

于本土化部长的职权ꎬ 该声明确认: 本土化部长的职责是通过内阁相关委员

会对各部委落实本土化政策进行协调ꎮ 上述两条规定实际上大大削弱了本土

化部长的权力ꎬ 不同行业的本土化由不同部委负责ꎬ 本土化部主要起协调作

用ꎮ 仅就金融业来说ꎬ 各大外资银行的本土化由津巴布韦储备银行具体负责ꎬ
而不是本土化部ꎮ 这样一纸 «总统声明» 最终将喧嚣一时的本土化风波逐渐

平息下去ꎬ 也使本土化政策的前景变得更加模糊和不确定ꎮ

本土化政策对中、 津产能合作的影响与因应之策

津巴布韦在农业、 林业、 矿业、 旅游等领域赋有资源优势ꎬ 也是中国在

非洲的传统友好国家ꎮ 近年来ꎬ 中、 津两国政府都在积极推动双方投资合作

力度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习近平主席访问津巴布韦时ꎬ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与津巴布韦总统内阁办公厅签署了 «关于开展产能合作的框架协议»ꎬ 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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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中国和津巴布韦在基础设施建设、 资源加工、 装备制造、 冶金建材、 轻

工、 电子、 纺织、 产业集聚区等领域的合作ꎬ 重点协调与推动重大项目ꎬ 开

展中长期规划、 政策研究、 政府能力建设、 投融资等方面的合作ꎮ①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津巴

布韦驻华使馆在甘肃省兰州市联合主办了 “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暨甘肃省与津

巴布韦开展产能合作动员推介会”ꎬ 旨在落实 «中津产能合作框架协议»ꎬ 积

极推动甘肃省与津巴布韦开展产能合作ꎬ 支持甘肃企业赴津巴布韦投资建设

产业集聚区ꎮ 同年 １０ 月ꎬ 为进一步落实 «中津产能合作框架协议»ꎬ 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代表团访津ꎬ 双方联合举办了 “津巴布韦经济特区规划建设

及中津产能合作研讨会”ꎬ 就合作建设津巴布韦太阳城经济特区 ( Ｓｕｎｗａｙ
Ｃｉｔｙ) 签署 «谅解备忘录»ꎬ 以期推动中、 津产能合作项目早日取得成效ꎮ 由

此看ꎬ 中、 津双方都具有良好的投资合作意愿ꎬ 但在实际合作过程中ꎬ 中国

投资同样绕不开本土化问题ꎬ 亦不可避免地受当下颇为引人注目的本土化法

案的影响ꎮ
(一) 中资企业因本土化法案面临的困境

第一ꎬ 津巴布韦总体投资环境趋于恶化ꎮ 近年来ꎬ 津巴布韦经济形势令

人担忧ꎬ ２０１３ 年经济增长率为 ４ ５％ ꎬ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分别降至 ３ ２％ 和

１ １％ ꎮ 根据财政部长齐纳马萨向议会提交的 «２０１７ 年国家预算报告»ꎬ ２０１６
年津巴布韦经济增长率只有 ０ ６％ ꎬ② 可以说该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ꎮ ２０１７ 年

以来ꎬ 津巴布韦政府也未能推出强有力措施来振兴经济ꎬ 流入该国的外部资

金乏力ꎬ 投资者信心普遍不足ꎮ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６ 年世界投资报告»ꎬ ２０１５ 年津巴布韦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只有 ４ ２１ 亿美

元ꎬ 属于非洲大陆吸收外资在 ５ 亿美元以下的最低类别国家ꎬ 与周边邻国比

较数额相差甚远ꎬ 比如南非是 １７ ７２ 亿美元ꎬ 莫桑比克 ３７ １１ 亿美元ꎬ 赞比亚

１６ ５３ 亿美元ꎬ 纳米比亚 １０ ７８ 亿美元ꎮ③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ꎬ 津巴布韦的外国直

接投资存量只有 ３９ ６７ 亿美元ꎬ 而南非是 １ ２４９ ４ 亿美元ꎬ 莫桑比克 ２８７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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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ꎬ 赞比亚 １６５ ４４ 亿美元ꎮ① 津巴布韦经济恶化和吸收投资下降ꎬ 虽然

不能完全归因于本土化政策ꎬ 但它至少是原因之一ꎮ
津巴布韦的投资环境不利于大量吸引外国投资者ꎬ 其中也包括中资企业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五年中国对津巴布韦直接投资额分别为 ４ ４ 亿美元、 ２ ９ 亿美

元、 ５ ２ 亿美元、 １ 亿美元和 ４ ６７５ 万美元ꎬ② 总体投资规模不大且呈现较大

波动状态ꎮ 津巴布韦本身投资环境欠佳ꎬ 在世界银行 «２０１７ 年全球营商环境

报告» 统计的 １９０ 个经济体中ꎬ 排名第 １６１ 位ꎮ③ 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

(ＥＩＵ) 最新发布的 «国家风险报告»ꎬ 将津巴布韦的投资环境级别定为

“ＣＣ” 级ꎬ 属于非常不利于吸引外资的国家ꎮ 加之ꎬ 本土化法案关于投资行

业的严苛规定ꎬ 对有志于参与中、 津产能合作的中资企业来说是无法回避的

问题ꎮ 如何在当地不利的政策环境下立足并获得发展将考验中国投资者的

信心ꎮ
第二ꎬ 矿业领域的中资企业受本土化影响最为直接ꎬ 已出现投资受损的

情况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在津巴布韦的中资企业有 ６０ 余家ꎬ 此外还有一些规模

较小的私营企业ꎬ 投资领域涉及矿业、 农业、 制造业、 批发零售、 餐饮、 旅

游等ꎮ 其中ꎬ 矿业是中资企业投资较大和较为集中的领域ꎬ 开采矿种包括铬

铁矿、 黄金矿、 铂金矿、 钻石矿等ꎬ 投资方既有国有企业ꎬ 也有民营企业ꎬ
例如中钢津巴布韦铬业公司、 青山钢铁津巴布韦公司、 安徽外经集团津巴布

韦安津公司、 中矿资源津巴布韦公司等ꎮ 据了解ꎬ 到目前为止ꎬ 大部分中资

矿企都已提交了本土化执行计划ꎬ 有的已通过审核获得了本土化证书ꎬ 有的

正在审核之中ꎬ 生产经营活动大多不受影响ꎮ 但也有个别中资企业ꎬ 如从事

钻石开采的安津公司在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被津巴布韦政府以采矿许可证到期为由强

行关闭ꎬ 生产经营活动被叫停ꎬ 资产被查封ꎻ 当地员工被遣散ꎬ 中方员工只

许出不许进ꎬ 被勒令在 ３ 个月以内撤出矿区ꎬ 由政府接管ꎮ 据报道ꎬ 该公司

由安徽外经建设集团公司先期投资 ３ １ 亿美元建成ꎬ 号称世界上最大的钻石

生产企业之一ꎬ 得到 “金伯利进程” 认证ꎬ 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采矿和选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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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ꎬ 日处理矿石能力达 １ ２ 万吨ꎮ 该企业 ２０１１ 年投入生产ꎬ 首次钻石拍卖

即有近 ５０ 万克拉的高品位钻石出售ꎬ 专家估值在 ２ ０００ 万 ~ ３ ０００ 万美元之

间ꎮ① 可见该公司因被关闭损失巨大ꎬ 对于中国投资者的信心也曾造成不小的

负面影响ꎮ
目前ꎬ 中国在津巴布韦无直接金融类投资ꎬ 但是由中国工商银行占 ２０％

股份的南非标准银行在津巴布韦设有全资分行ꎬ 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该国本土

化政策的困扰ꎮ 中国在津巴布韦制造业领域的投资较少ꎬ 有关企业在积极适

应本土化政策ꎮ 但是随着中津产能合作力度不断加大ꎬ 可以预见未来津巴布

韦制造业领域的中国投资和企业会越来越多ꎬ 遇到与本土化法案有关的问题

也会增多ꎮ
第三ꎬ 货币危机与本土化双重交互影响ꎬ 加大了在津巴布韦中资企业的

经营风险ꎮ 长期以来ꎬ 津巴布韦政府财政赤字严重ꎬ 存在货币危机ꎮ 在经历

了极度通货膨胀之后ꎬ 津巴布韦政府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被迫宣布停用津元ꎬ 实施

多元货币体系ꎬ 经济状况出现好转ꎮ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ꎬ 由于严重依赖商品

进口ꎬ 出口减少ꎬ 对外贸易连年逆差ꎬ 且长期遭受西方制裁ꎬ 外汇储备处于

低位ꎮ 据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统计ꎬ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间ꎬ 津巴布韦外汇储备在 ３
亿 ~ ６ 亿美元之间ꎬ 到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仅有 ３ ７４ 亿美元ꎬ 尚不足支付一个月的进

口商品费用ꎮ②津巴布韦随之陷入现金短缺危机ꎬ 即无美元可用ꎬ 政府没钱发

工资ꎬ 银行没钱供支取ꎬ 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发展生产ꎬ 进出口商无钱做贸

易ꎬ 老百姓没钱买东西ꎬ 有时甚至排一天队也取不到 ５０ 美元ꎮ 津巴布韦政府

采取了种种措施ꎬ 但都无济于事ꎬ 现金短缺危机越来越严重ꎮ 最终ꎬ 津政府

不顾社会各界的反对ꎬ 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底发行债券货币 (Ｂｏｎｄ Ｎｏｔｅｓ)ꎬ 强制

规定债券货币与美元等值ꎬ 在国内市场上流通ꎮ 但这一发行类似代金券的行

为ꎬ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货币危机问题ꎬ 也无法抑制物价上涨ꎮ
在此情况下ꎬ 即使中资企业遵守本土化政策有意将 ５１％股份转让给津巴

布韦本地人ꎬ 但因他们无足够的外汇或现钞ꎬ 此路径也难以实施ꎮ 例如ꎬ 批

发零售业是本土化保留行业之一ꎬ 中国人在津巴布韦开设的商店约有四五百

家ꎬ 大多集中在首都哈拉雷ꎬ 还有些在布拉瓦约、 奎鲁等城市ꎮ 这些从事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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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零售的商店成为 ２０１３ 年底本土化最后通牒的主要目标ꎬ “此次 ‘最后通牒’
将主要影响尼日利亚人和中国人开的商店ꎬ 它们是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开始

涌进来的ꎬ 当时津巴布韦经济正在走向崩溃ꎮ”① 据已从事多年批发零售生意

的中国商人介绍ꎬ 在实行本土化之前ꎬ 商店里只要有经营许可证即可ꎬ 但在

实行本土化之后ꎬ 就必须还要有本土化证ꎬ 否则就属违法经营ꎮ 大多数中国人

商店通过不同方式办理了本土化证ꎬ 但并非真正转让了 ５１％的股权ꎬ 即使店主

愿意把股份转让给当地人ꎬ 他们也买不起ꎬ 当然不可能白送ꎮ 转让股份的不同

方式ꎬ 其中就包括找本公司员工代持股份ꎬ 这虽然在形式上满足了本土化要求ꎬ
但也会日后可能产生的纠纷埋下了隐患ꎬ 从而大大增加了公司运营风险ꎮ

图 １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８ 年津巴布韦外汇储备

资料来源: ＥＩＵꎬ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ｉｓ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ｐ １２

(二) 中国企业对本土化法案的应对

无论如何ꎬ 本土化是津巴布韦作为主权国家的法律和政策ꎬ 只要到这个

国家投资ꎬ 就必须遵守当地法律ꎬ 努力适应当地环境ꎬ 尽力维护自身权益ꎮ
目前情况下ꎬ 中国在津巴布韦投资和中、 津产能合作都必须面对本土化问题ꎮ
尤其是新投资企业ꎬ 至少要在形式上满足本土化要求ꎬ 在向津巴布韦投资局

提交投资申请时ꎬ 必须同时提交本土化计划ꎬ 否则无法申请到投资许可证ꎬ
投资经营活动也就无法展开ꎮ 综合政治、 经济、 资源、 市场等因素考虑ꎬ 津

巴布韦是中国在非洲投资和进行产能合作不可忽视的重要国家ꎬ 不能因为本

土化政策就望而却步ꎬ 中企可在以下方面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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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认真研究、 积极应对本土化政策ꎮ 该政策前后历经近 １０ 年ꎬ 规定繁

多ꎬ 内容复杂ꎬ 而且多变ꎬ 难以把握ꎮ 在津巴布韦的中资企业及使馆、 经商处

等主管部门需要认真研究该政策ꎬ 熟悉各项规定ꎬ 掌握其要义ꎻ 主动与津巴布

韦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ꎬ 正确解读本土政策ꎬ 及时了解本土化动向ꎻ 同时ꎬ
关注其他国家企业执行本土化政策情况ꎬ 利于把握其发展趋势ꎮ 企业在执行本

土化法案时ꎬ 最好聘请专业律师和会计ꎬ 充分利用本地成分和经济授权指标或

积分等软性规定ꎬ 尽量申请减免股权转让ꎬ 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股权利益ꎮ
第二ꎬ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ꎬ 争取本土化豁免权ꎮ 企业在投资过程中ꎬ 一

定要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 “真实亲诚” 的对非合作理念ꎬ 确实树立奉行正确

的义利观ꎬ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ꎬ 为当地社会多做贡献ꎮ 天泽烟草公司就

是一个应对本土化的成功案例ꎮ 天泽烟草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ꎬ 是中国烟草总

公司在津巴布韦的全资子公司ꎬ 目前已发展成该国最大的外资烟草公司之一ꎬ
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烟草业发展ꎬ 同时通过援建学校、 帮扶孤儿院、 救济灾区、
慈善捐赠等方式为当地社会做出很大贡献ꎬ 受到广泛赞誉ꎮ 原津巴布韦本土

化部长卡苏库维利表示: “是在没有人愿意来我们国家时ꎬ 中国的天泽烟草公

司来了ꎬ 而且一直支持我们的农业和农民ꎬ 所以在决定是否给予外资企业本

土化豁免权时ꎬ 这些因素我们都会考虑ꎻ 并非农业领域的每家公司都可以得

到本土化豁免权ꎬ 要看它们对待我们人民的态度ꎬ 来自对我们实施制裁的国

家的公司不在考虑范围之内ꎮ”① 天泽烟草的例子值得其他中资企业学习ꎮ
第三ꎬ 敦促津巴布韦政府在经济特区建设上实行特殊政策ꎮ 对于中津合作

建设经济特区ꎬ 中方已经通过不同渠道向津巴布韦政府建议ꎬ 希望对方及早通

过经济特区特别法案ꎬ 尤其是对入驻园区的中资企业应突破本土化政策ꎬ 在税

收、 产品使用的技术标准、 金融支持、 使用人民币结算及中方人员的签证等方

面提供优惠政策ꎬ 以确保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保护ꎬ 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ꎬ 津巴布韦财政部长齐纳马萨在与中方举行合作建设经济特区会谈

后表示ꎬ 津巴布韦政府目前正在对本土化政策进行修改ꎬ 本土化政策将主要针

对矿业企业ꎬ 而非制造业ꎮ 他特别强调ꎬ 即将建设的中津经济特区将不实施本

土化政策ꎮ② 这一表态要真正落到实处ꎬ 尚有待各方共同努力推动实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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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ꎬ 中津、 中非产能合作过程中ꎬ 决不可忽视文化软实力建设ꎮ 本土

化政策一方面意味着外国投资者要与本地人有更多合作ꎬ 打更多交道ꎻ 另一

方面也可能会产生更多问题与摩擦ꎬ 这就为我们的企业和人员在遵守当地法

律、 尊重当地习俗、 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努力克服跨文化差异方面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ꎬ 中国与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必须同步跟上ꎬ
扩大双方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理解ꎬ 厚植中非友好的社会基础ꎬ 减少跨文

化差异和误解ꎬ 从而为中国企业在当地顺利发展创造良好条件ꎮ

结　 语

津巴布韦本来就是一个争议颇多、 受人关注的非洲国家ꎬ 本土化政策无

疑又为其增加了一份争议ꎮ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出ꎬ 津巴布韦政府之所以推

行本土化政策ꎬ 显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ꎬ 而是有其深层次考虑ꎮ 但是ꎬ 政策

的设计是一回事ꎬ 政策的实施效果又另当别论ꎻ 政策充分考虑了历史根源ꎬ
却忽视了当今全球化大势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ꎻ 政策片面强调保护本

国资源和利益ꎬ 却未能给予外国投资者足够的投资便利与安全保障ꎻ 政策宣

称能够促进经济发展ꎬ 结果却事与愿违ꎬ 成为最大的争议点ꎮ 本土化法案出

台已有十年时间ꎬ 但因遭到多方抵制和反对ꎬ 加之实施条件不完全具备ꎬ 落

实起来难度很大ꎬ 进展并不顺利ꎮ 关于该法案的未来走向ꎬ 予以修改甚至废

除的呼声很高ꎻ 一些报道称穆加贝总统表示将修改本土化政策ꎬ 甚至曾有谣

言传出津巴布韦政府已宣布暂停本土化法ꎬ 但迄今为止未见进一步实际行动ꎮ
透过津巴布韦本土化政策ꎬ 我们放眼世界ꎬ 就会发现: 经济全球化是世

界发展大势ꎬ 是不可阻挡和不可扭转的历史潮流ꎮ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

长提供了强劲动力ꎬ 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 科技和文明进步、 各国人民交

往ꎮ① 但在当前世界经济低迷情势下ꎬ 逆全球化思潮抬头ꎬ 不确定性大大增

强ꎬ 国际社会围绕经济全球化问题展开广泛讨论ꎮ 一种观点认为ꎬ 全球化使

非洲处在国际分工中更加不利的地位ꎬ 因此非洲是全球化的受害者ꎮ 为了应

对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ꎬ 非洲国家纷纷采取一些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ꎮ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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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７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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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政治需求ꎬ 但津巴布韦的本土化在某种程度上既

是 “排外主义” 的一种表现ꎬ 也是 “逆全球化” 的一种反应ꎮ 它在保护了本

国经济和资源主权的同时ꎬ 或多或少地关上了外国投资的大门ꎮ 全球化与本

土化其实并不矛盾ꎬ 困扰一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并不是全球化造成的ꎬ 本土化

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所有难题ꎮ 如何妥善处理好两者

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津巴布韦一国所面临和应对的问题ꎬ 也是值得世界各国关

注和研究的课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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