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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 东 非是海上丝 绸之路 的必 经地 区
，
地处地 中 海 、 印

度 洋 、 大 西 洋 水 系 的 分水地 区
， 海岸 线 长 ， 具有重要 的 地缘优 势 。

同 时 ，
东 非的主要 国 家 经济增 长 较快 ，

地 区 经 济较 为 活跃
，
是 非 洲

最 受欢迎的投资地之一 。 基 于 此 ，
本文从经 济总量 、 产 业结 构 、 投

资 、 国 际收支 、 进 出 口 贸 易 、 通货膨胀 与 失业率等方 面 对 东 非 各 国

的经济发展进行分析 ， 并从地理位 里 、 自 然和旅 游资猓 、 投资政策 、

市场 潜力 和规模以及投资风险等视 角对该地 区 的投资环境进行考察 ，

以期对 中 国 与这
一地区 国 家的合作提供基础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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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东非地区的范围 ， 既有包 括非洲 东北部 、 东南部 、 中 东部 、 东部 、

东面岛 国国家在 内 的划分 ， 有 １ ３ 国之多 ， 也有不包括东北非 、 东南非和

岛 国 的划分 ， 只包括非洲东部和中东部 ５ 国 。 本文涉及的东非 国家范围 ，

＊ 本文系浙江师范大学非 洲研究 院重点＊题成＊之一 ，
项 目编号 １４ ＦＺＺＸ０３ 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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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东部 、 中东部和与东部接壤 的东南部沿海 国家 ，
主要是埃塞俄比亚 、

厄立特里亚 、 吉布提 、 索 马里 、 肯尼亚 、 乌 干达 、 卢旺达 、 布隆迪 、 坦

喿尼亚 、 莫喿比克 １ ０ 国 。 莫桑 比克 虽然属 于东南非 ， 但与坦桑尼亚相

邻 ， 同 时又是印度洋沿岸 国家以及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要 国家 。 这一地 区

面积 ４５ １ 万平方公里① ， 占非洲 总面积 的 １４ ． ９ ３％ 。 东非 区域合作比较活

跃
， 有两个 国际合作组织在该地区发 起 ， 分别是东非共 同体和东南非共

同市场
，
其 中坦桑尼亚 、 肯尼亚 、 乌 干达 、 布隆迪 、 卢旺达是东非共 同

体成员 国 ， 乌 干达 、 布隆迪 、 埃 塞俄 比 亚 、 肯 尼亚 、 卢 旺达 、 吉布提 、

厄立特里亚同时又是东南 非共同市场成员 国 。 同时还有
一

些 国 家又属于

环印度洋联盟成员 国 ， 区 域辐射范围广 ， 具有经济活力 和发展潜力 ， 因

而成为最受欢迎的非洲投资地之一 。

在 ２０１ ７ 年 ２０ 国集团汉堡峰会上 ， 习 近平主席指出 ， 支持非洲发展有

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均衡 、 包容 增长 。 中 国是 支持非洲 发展 的 真诚伙伴 。

我们秉持真实亲诚 的对非政策理念 ，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 通过实实在

在的项 目 帮助非洲发展 。 中 国 ２０ １５ 年提 出 中非
“

十大合作计划
”

， 并正

在实施
“

十大合作计划
”

。
因 此 ，

研究该地区 的经济发 展状况及投资环

塊 ， 对我国开展与该地区 的经济合作 以及推进
“
一带一路

”

倡议 的实施

具有现实意义 。

一

东非国家经济发展状況

东非地区拥有丰富 的 自 然资源 、 充足的劳动力 、 广 阔 的市场和便利

的交通 。 非洲经济增速最快 的 国家在东非 。 东非 国家也在谋求推进工业

化 、 现代化 、 城镇化进程 。 经 济发展趋势总体 向好 ， 但一些 国家也面临

困难和挑战 。

（

一

） 经济总量及人均经济总量

该地区经济增长较快 ， 但发展不平衡 。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 《 ２０ １７

全球经济预览 》 报告 ，
预计埃塞俄 比亚 、 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将成为 ２０ １７

年东非地 区经济增速最快的三个国家 。 埃塞俄 比亚是 ２０ １ ７ 年东非经济增

① 根据 《世界地 图册 》 中该 区域所 占面积计算 ， 星球地 图 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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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排名首位的 国家 ， 坦桑尼亚排名第二 ， 肯尼亚排名第三 。

①

从 ＧＤＰ 总量上看 ， 肯尼亚 、 埃塞俄 比亚 、 坦桑尼亚 、 乌干达 、 莫桑

比克经济规模较大 ，
２０ １ ６ 年五国的 ＧＤＰ 总量分别为 ６９ １ ．７ 亿美元 、 ６９２ ．

２

亿美元 、 ４６７ 亿美元 、 ２５６． １ 亿美元 、 １ ２０ ．５ 亿美元 ； 相 比之下 ， 卢旺达 、

厄立特里亚 、 布隆迪 、 吉布提经济规模较小 ，
２０ １６ 年 四 国的 经济总量分

别为 ８ ３ ． ４ 亿美元 、 ５ ３ ．５ 亿美元 、 ２７ ．４ 亿美元 、 １８ ．９ 亿美元 ，
明显低于

前面分析的五个 国家 ， 可见东非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 （见表 １ 、 图 １
） 。

表 １ 东非国 家 ＧＤＰ 总置 （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 ｝

单位 ： 十亿美元

家

年＾
＼

布隆迪 吉布提
厄立特

里亚

埃塞俄

比亚
肯尼亚

莫桑

比 克
卢 旺达

坦喿

尼亚
乌干达

２００５ １ ． １ ２ ０ ． ７ １ １ ．１０ １ ２ ． ４ １ ２ １
． ００ ７ ． ６０ ２ ． ５８ １６ ． ９３ ９ ．６０

２００６ １ ． ２７ ０ ． ７ ７ １
． ２１ １ ５ ． ２ ８ ２５ ． ８３ ８ ． ３０ ３ ． １ １

１
８ ． ６１ １

０ ．
８５

２００７ １
． ３６ ０ ．

 ８５ １ ． ３２ １ ９ ． ７０ ３ １
． ９６ ９ ． ４７ ３ ． ７８ ２ １

． ５０ １ ３ ． ５０

２００８
１

． ６
１

０ ．９ ８ １ ． ３８ ２６ ． ８４ ３５ ． ９０ １ １
． ５６ ４． ８０ ２７ ． ３７ １７ ． ２８

２００９ １ ． ７８ １
． ０ ２ １

． ８６ ３ ２ ． ４６ ３７ ． ０２ １ １
． ２４ ５ ． ３ １ ２８ ． ５７ １ ８ ． ５ ８

２０ １０ ２ ． ０３ １ ．１０ ２ ．１２ ２９ ．
９２ ４０ ． ００ １０． ４６ ５ ． ７０ ３ １ ． ０９ ２０ ． ２ １

２０ １ １ ２
．
２４ １

．
２４ ２ ． ６ １ ３ １ ． ９６ ４ １ ． ９５ １ ３ ． １ ３ ６ ． ４１ ３ ３ ． ５８ ２１

．ｎ

２０ １２ ２． ３３ １ ． ３ ５ ３ ． ０９ ４３ ． １３ ５０ ．４ １ １５ ． １ ８ ７ ． ２２ ３９ ． ０９ ２４ ．
６２

２０ １３ ２
．
５８ １ ． ４６ ３ ． ５０ ４７ ．

６６ ５５ ． １０ １６． ０１ ７ ． ５２ ４４． ４１ ２５ ．
６ ０

２０ １４ ２ ． ９３ １
． ５９ ４ ．０５ ５ ５ ． ５

１
６ １

．
４０ １６

．
８７ ７

．
９０ ４８ ． ２６ ２７ ． ５２

２０ １５ ２ ． ８７ １ ． ７ ３ ４．６７ ６ １ ． ６３ ６３ ． ４０ １４． ８ １ ８ ． １ １ ４５ ． ６３ ２４ ． ３ １

２０ １６ ２ ． ７４ １
． ８９ ５ ． ３５ ６９ ． ２２ ６９ ． １７ １２． ０５ ８ ． ３４ ４６ ．

７０ ２５
． ６１

资料来源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Ｗｏ 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Ｏｕｔｌ ｏｏ ｋＤ 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Ｏｃ ｔｏｂｅｒ２〇 １６ 〇

从人均 ＧＤＰ看 ， 吉布提人均 ＧＤＰ 最髙 ， 其次是肯尼亚 、 坦桑尼亚 、

乌干达 、 卢旺达 ， 而莫桑 比 克 、 埃塞俄 比亚 、 厄立特里亚、 布隆迪的人

均 ＧＤＰ 水平较低 。 从人均 ＧＤＰ 增 速看 ， 肯尼亚 以及吉布提增 长较为快

速 ， 人均 ＧＤＰ 稳步提升 。 莫桑 比克 、 埃塞俄 比亚 、 厄立特里亚 、 布 隆迪

① ２０１７ 年 东 非 国 家 经 济 增 速 预 测
，
见 中 非 贸 易 研 究 中 心 ｈ

丨ｔｐ ｉ
＾ｗｗｗ． ｓｏｈｕ ． ｃ ｏｍ／ａ／

１ ２６４９９３ ８ ３＿５９００ １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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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国人均 ＧＤＰ 增长有波动 ， 但总体呈增长态势 （ 见图 ２ ） 。

图 １ 东非 国 家 ＧＤＰ 增 长趋势
（

１ ９９２
—

２０ １ ６ 年
）

资料来源
：
国 际货 币基金组织 ，

Ｗ ｏｒ ｌ ｄＥｃ ｏｎ ｏｍ ｉｃＯｕ ｔ
ｌｏｏ ｋＤ ａｔａ ｂａｓｅＯｃ ｔｏｂｅ ｒ２０ １ ６ 。

图 ２ 东 非 国 家 人均 ＧＤＰ （

１ ９ ９２
—

２０ １ ６ 年
）

资料来 源 ： 国 际货 币基金组织 ，
Ｗ ｏｒｌ ｄＥｃｏ ｎｏｍ ｉｃ Ｏｕ

ｔ ｌｏｏ ｋＤａ ｔａ ｂａ ｓｅＯｃｔｏ ｂｅｒ ２〇 １ ６ 〇

据统计
，
埃塞俄 比亚 国 内生产总值 已经连续 ｉ ｉ 年保持增长 ，

远高 于

撒哈拉 以南非洲 地 区
，
并且积极争取国 际援 助 ， 吸 引投 资促进 出 口

，
克

服外汇短缺等经济发展瓶颈问 题 ， 总体经济运行 良好 。
２０ １ ５ 年 ＧＤ Ｐ 增 长

率为 ９ ． ６％
，
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６ ．９％ 。

①

坦桑 尼亚是东非经济发展最快 的 国家之一 ，

２００５ 年 以来 ， 经济增 速

保持在 ７％ 左右 。 ２０ １ ５ 年以来 ， 通货膨胀率维持在 ６％ 上下 ， 人 口增长快

① 资料来 源 ： Ｗ ｏｒ ｌｄＤｅｖ ｅｌｏ ｐｍｅｎ ｔＩ ｎｄ ｉ ｃ ａｔｏ ｒｓ
， ｈ ｔ ｔ

ｐ ：

／＾ ｄ ａ ｔａ ．ｗ ｏｒ ｌｄｂａ ｎ ｌｃ
． ｏ ｒｇ

／
ｐ ｒｏ ｄ ｕｃ ｔｓ／ｗ ｄ ｉ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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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

３５ 岁 以下国 民 占比达到 ７０％
， 年轻人 消费能力强 ， 有效地拉动 了坦

桑尼亚 的经济增长 。 ２０ １ ６ 年坦桑尼亚经济保持稳定增 速 ，
ＧＤＰ 增长率保

持在 ６
．
９６％

，
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为 ３ ．７ １ ％

， 增长较快且较为平稳 。

① 预计

２０ １ ７ 年经济增速达 ７ ．１％
。

②

肯尼亚是非洲东大门 ， 是
“
一带一路

”

在非 洲的重要节点 。 肯尼亚

实行以私营经济为主体 的
“

混合制经济
”

体制 ， 私营经济在整体经济的

份额超过 ７０％ 。
２０ １ ５ 年肯尼亚 ＧＤＰ 增长率为 ５

．６％
，
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为

２
．
９％ 。

③ 预计 ２０ １ ７ 年经济增速达 ６％ 。
④

莫桑比克 ２０ １５ 年 由于连续降水导致北部遭受严重水灾 ， 使得 ２０ １５ 年

国 内 生产总值受到严重影 响 。 ２０ １５ 年 ＧＤＰ 增长率 为 ６
．５９％

，
人均 ＧＤＰ

增长 率 为 ３
．
５６％ ，２０ １６ 年 ＧＤＰ 增 长 率 为 ３ ．８５％

，
人 均 ＧＤＰ 增 长 率

为 ０ ？９％ 。
⑤

乌干达 ２０００ 年 以来经济保持较快增长 ，
ＧＤＰ 年均增速达 ４％ 

—７％ 。

近年来 ， 经济平稳发展 。
２０ １ ５ 年乌干达 ＧＤＰ 增长率为 ５

．
１４％

，
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为 １
．
７８％ 。

？

布隆迪是联合 国公布 的
“

重债贫穷 国
”

之一 ＾２０ １ ４ 年外 债 占 国 内

生产总值的 ３８
．
６％ 。

２０ １ ４ 年 ＧＤＰ 增长率 为 ４
．
６６％

， 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为 １ ．
２ ７％

。
２０ １ ５ 年 ， 布隆迪 ＧＤＰ 增长率为 － ３

．
９％

， 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 ７
．
０％ 〇

⑦

厄立特里亚 ２０ １４ 年实际 ＧＤＰ 为 ２６ ．３ 亿美元 ， ＧＤＰ 增长率为 １ ０％ ，

人均 ＧＤＰ 为 ７ ３ １ 美元 ， 外 ？Ｃ储备 ２
．
２ 亿美元 ， 外债余额 １０ ．３０ 亿美元 。

？

近年 ， 公共偾务 比重较高 ，
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１０ １

．
３％

。

吉布提是世界上最不发达 的 国家之一 。 ２０ １ ４ 年 ， 吉布提 国 内生产总

①资料来源 ：
Ｗｏｒ ｌｄＤｅｖ 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 ｉ

ｃａ ｔｏｒ ｓ
，

ｈ ｔｔｐ ： ／／ｄａｔ＆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 ｋ
．
ｏ ｒｇ／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ｓ／ｗｄ ｉ 。

② 资料来源 ：
２０ １７ 年东非国家经济增速 预测 ，

中非 贸易研 究 中心 ，ｈｔｔｐ ： 

／／ｗｗｖｒ
． ｓｏｈｕ．

ｃ ｏｍ／

ａ／１
２６４９９３８３

＿

５９００ １４ 。

（３） 资料 来源 ：
Ｗ ｏｒ ｌｄＤｅｖ ｅｌｏ

ｐ
ｍｅ ｎ

ｔ
Ｉｎｄ ｉｃａ

ｔ
ｏｒｓ

，
ｈ ｔｔ

ｐ ：
／

＾
ｄａｔ＆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
ｏ ｒ

ｇ／ｐ
ｒｏｄｕｃ ｔｓ／ｗｄｉ 。

④ 资料来镢 ：
２０ １ ７ 年东非国家经济增速 预测 ，

中非 贸 易研究 中心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

８ｏｈｕ ． ｃ ｏｍ／

８／１ ２６４９９３８３Ｊ９００ １４ 。

⑤ 资料来潰ＵＷ ｏｒｌｄＤｅｖ ｅｌｏ
ｐ
ｍｅ ｎ ｔＩｎｄ ｉｃａ ｔｏｒｓ

，

ｈｔｔ
ｐ ：

＾ ｄａｔ＆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 ｒｇ／ ｐ
ｒｏｄ ｕｃ ｌｓ／ｗｄ ｉ

０

⑥ 资料来猓 ：
Ｗｏｒ ｌｄＤｅｖ ｅｌ

ｏ
ｐ
ｍｅ ｎ

丨Ｉｎｄ ｉ
ｃａ

ｔ
ｏｒｓ

，
ｈＵｐ ：／

＾ ｄａ
ｔ
＆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 ｒ

ｇ／ｐ
ｒｏｄ ｕｃＵ／ｗｄ ｉ 。

⑦ 资料来潇
：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 ｅｌｏｐｍｅ ｎ ｔＩｎｄ ｉｃａ ｔｏｒｓ

，

ｈＵ
ｐ

ｓ＾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 ｒ
ｇ
／
ｐ
ｒｏｄｕｃ ｔｓ／ｗｄ ｉ 。

⑧ 资料来源 ：
中 国投 资指南一厄立特里 亚 ，

１？丨中 ：
＾＊＊货 ． １１１ ！

．

８
〇 ￥， 《１／０＾＞８￥ ＜：／１６ １＾／？３ ／＾〇＜ １

－

ｕｃｔ
．ａｓ

ｐ
ｘ ？ｉ

ｄ
ｌｎ ｆｏ

＝１ ００００Ｓ４５ ＆
ｉ
ｄＣｏｒ

ｐ
＝１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 ＆ ｉｐｒ ｏｊ

ｅｃｔ ＝ ２Ｓ＆ ｒｅ ｃｏｒｄ＝４４９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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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１５
．８ １ 亿美元 ， 增幅 ８ ． ７％

， 人均 ＧＤＰ 为 １ ７６ １ 美元 。

① ２０１ ５ 年 ， 吉布

提 ＧＤＰ 增长率为 ６ ．５％
， 人均 ＧＤＰ 为 ５ ．１％ 。

索马里属于最不发达 国家之一 。 经济以 畜牧业为主 ， 工业基础薄弱 。

２０ １ ５ 年主要经济数字如下 ： 国 内生产总值 ５９ ． ２５ 亿美元 ， 人均 国 内生产

总值 ４２６ 美元 ，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３ ． ７％ 。

卢旺达 ２ ０ １４ 年国 内生产总值 ５７
．

１ 亿美元
，
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 ５２９ 美

元 ，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３ ． ７％
，
２０ １ ３ 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为 ２ ．５ 。

？

（ 二 ） 东非国家产业结构

东非 国家产业结构具有
一定 的 同 质性 ，

工业产值 占 ＧＤＰ 比重不高 ，

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 占 比较髙 ， 成为经济的主要拉动力 。

埃塞俄 比亚为传统农业国 ， 劳动力 的 ８０％ 从事农业 ， 农产品 占 出 口

的 ８０％ 。 农业 、 工业 、 服务业三大产业 占 ＧＤＰ 的 比重分别为 ４０％ 、 １ ４％

和 ４６％ 。

③

肯尼亚的农业在国民 经济 中 占 重要 地位 ，
全国 ７０％ 以上的人 口从事

农牧业 。 ２０ １４ 年农业 占 ＧＤＰ 比例为 ２７ ．３％
， 制造业 １０％

， 交通运输业为

８
．
３％ 。 农业是第

一大创汇行业 ， 旅游业是第二大创汇行业 ， 侨汇是肯尼

亚第三大外汇来源 。

坦喿尼亚经济结构 单一 ， 以 农牧业 为 主 ， 农业 占 国 民 生产 总值 的

２０％ 左右 ， 年均增长率为 ４％
， 基本实现 自 给 自 足 ， 丰年有余 。 旅游业近

年发展较快 ，

２０ １４ 年旅游业首次达到 ２０ 亿美元 ， 占坦喿尼亚服务业总收

入的 １ ２％ 。 农业 、 工业和旅游业是坦桑尼亚的支柱产业 。
④

莫桑比克农业和采掘业贡献明显 。 莫桑 比克 的工业主要是加工工业 ，

随着莫桑比克炼铝厂等大型合资企业 的建成投产 ， 工业产值 占国 内 生产

①资料来源 ： 中 国驻吉布提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② 资料来源 ： 中 国 外交部 网 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ｆｍｐ
ｒｃ ．

ｇ
ｏ ｖ．ｃ ｎ／ｗｅｂ／ｇ

ｊ
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 ／ｇ ｉ

＿＿６７６２０３／ｆｅ＿

６７７３ １６／１ ２０６＿６７８５５０／１２０６ｘ０ｊ５７８ ５５２／ 〇

③ 资料来源 ： 《对 外 投资 合作 国 别 指南 ２０ １ ５ 版一埃塞 俄 比 亚 》
，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 Ｍ ｉ

．

ｇｏｖ
． ｃ ｎ／

Ｃｏ ｒｐＳｖ
ｃ／Ｔｅｍｐ／Ｔ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ｓｐｘ ？ｉ

ｄｌｎｆｏ＝１００００５４５＆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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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
１ ８０００００ １ ２ １＆ ｉ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２５＆

ｒｅｃ ｏｒｄ
＝５７２ 。

④ 资料来源 ： 《对外投资合作国 别指南 ２０ １ ５ 版一坦桑尼亚＞ ，
１？ １中 ：

／／？＾ ． ￡出１饥． 《｜／ （：〇印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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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的 比重大幅上升 。
？

乌干达农业是主导产业 ， 工业落后 ， 服务业发展 较快 ，
三大产业对

ＧＤＰ 的贡献率分别为 ： 农业 ２ ３ ． ４％
，
工业 ２４．９％

， 服务业 ５ １ ．７％ 。 农业

是乌干达吸纳就业人数最多 的行业 ， 但是生产力落后 ， 亟待 引进先进 的

农业生产设备和技术 ， 以提髙产量和生产效率 。
？

布隆迪是农业 国 ， 国家收人的 ７０％ 来 自农业 ， 但农业基础设施落后 ，

抵御 自 然灾害能力低 。 布隆迪农业 占 国 内生产 总值 的 比重为 ４０
．
３％

，
工

业产值 占 比为 １７ ． ２％
，
服务业产值 占 比 ４２ ．５％ 。

？

厄立特里 亚农业 、 工 业 、 服务 业 占 ＧＤＰ 的 比 重 分别 为 １ １ ． ６％ 、

２８
．
１ ％ 和 ６０．

３％，

④ 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发展 的主要力量 。

吉布提产业结构单一 ， 经济总量小 ， 港 口物流为其支柱产业 ，
９５％

以上 的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依靠进 口 。 农业 、 工业 、 服务业的 ＧＤＰ 占 比分

别为
３

．
８％ 、

１ ８
．
５％

、
７７

．
７％ 。

⑤

卢旺达农业 占 ＧＤＰ 的 比重为 ３ ３％
，
工业 占 比为 １４％

，
服务业 占 比为

４７％
。

２０ １４ 年 ， 卢旺达农业增长 ５％
， 贡献率 １

．
６％

，
工业增长 ６％

，
贡

献率 ０ ． ９％
， 服务业增长 ９％

， 贡献率 ４
．
３ ％ 。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 ， 索马里 由于国有化政策过激 ， 加上 自 然灾害等 因

素 ，
经济严重困难 。 近年来 ， 部分地方政权辖 区局势稳定 ， 首都摩加迪

沙安全形势较前好转 ， 经济有所改善 。

①资料来源 ：＜ 

对 外投资合作 国别指南 ２０ １ ５ 版一奠桑 比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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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② 资料来源 ： 《对外投资合作 国别指南 ２０ １ ５ 版一乌千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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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投资 占 ＧＤＰ 的 比重里增长态势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力 主要体现在投资 占 ＧＤＰ 的 比重上 。 近年 ，

东非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 成为非洲经济最具活力 的地 区 ， 投资占 比较为稳

定 ， 多数东非国家的投资占 比呈逐年增长态势 ， 如 ２０ １６ 年吉布提 、 埃塞俄

比亚 、 肯尼亚 、 莫桑比克 、 卢旺达 、 乌干达 、 坦桑尼亚的投资 占 比分别 为

２７ ．８５％ 、 ３９ ． ７４％ 、
２２ ． ５２％ 、 ３８． ５５％ 、

２９ ． ５３％ 、 ２５ ． ６３％ 、
３０

．
７４％， 具体

如表 ２ 和图 ３ 所示 。

表 ２ 东非国家投资 占 ＧＤＰ 的 比重 （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 ＞

单位 ： ％

家

年＾＼
布隆迪 吉布提

厄立特

里亚

埃塞俄

比亚
肯尼亚

典桑

比克
卢旺达

坦喿

尼亚
乌干 达

２００５ １ ６ ． ２ １ ２６ ．１ １ ２０．
３４ ２２ ． ３８ １ ８ ．

２２ ２１
． ５６ ２０ ． ８ ３ ２ １ ． ４７ ２９ ．

３４

２００６ １ ５ ． ３ １ ３６ ．
９２ １ ３ ． ６８ ２３ ． ９ １ １ ８ ．６３ ２０ ．４ ２

１ ６ ． ６９ ２６ ． ０４ ２７ ． ９４

２００７ １ ３ ． ２ ４５ ． ２３ １２ ．
６７ ２０ ． ７８ ２０ ． ４６ １７ ． ７ １ ８． ９５ ３２ ． ８５ ３ １ ． ６

２００８ １ １ ． ２ ２ ４７ ． ７７ １ ２ ． ７ １ ２１ ． ２４ １ ９ ． ６ １ １
６

．２６ ２４ ． １ ７ ３２ ．
０８ ２８ ．１ ５

２００９ １４ ． １ ７ ４０． ０９ ９ ． ２６ ２４ ． ６８ １ ９ ．
 ３３ １ ５ ． ２ ３ ２ ３．

６５ ２５ ． １ ３ ２７ ． ０ ８

２０ １０ １ ５ ． ０９ ２ １ ． ２ １ ９ ． ３ ２５ ． ５２ ２０ ． ７４ １８ ． ７ ３ ２３ ． ２ ２７ ． ３ ２６ ． ７３

２０Ｕ １４ ． ７２ ２５ ． １７ １０ ３ ２ ．
１ １ ２１ ． ７ ２９ ． ７９ ２ ３．

５ ８ ３３ ． ２４ ２８ ．
６８

２０１ ２ １ ４ ． ２９ ２８ ． １２ ９ ．

５４ ３７ ． １ ２ １
． ５４ ５９ ． ６４ ２５ ．９２ ２８ ． ５ ２９ ．

７３

２０１ ３ １４ ． ９１ ４０ ．
５４ ８ ． ７２ ３４ ． ０８ ２０ ．１ ７ ６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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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７ ， ６ １ ３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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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５３ ． ６２ ２６ ， ３５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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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２０１ ６ ４ ．１９ ２７ ． ８ ５ ７ ． ３ ８ ３ ９ ． ７４ ２２ ． ５ ２ ３８ ． ５５ ２９ ． ５３ ３０ ． ７４ ２５ ． ６３

资料来 源 ： 国 际货 币基金组织 ，
Ｗｏ ｒｌｄＥ 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 ｋ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 １ ６ 。

从图 ３ 可 以清晰看 出 ， 吉布提 、 莫桑 比克 、 埃塞俄 比亚 、 坦桑尼亚

四国投资 占 比呈现出较为 明显 的 增长趋势 。 肯尼亚 、 乌干达 、 卢旺达投

资 占比逐年稳步增长 。 厄立特里亚与布隆迪投资在 ＧＤＰ 的 比重逐年下滑 ，

表明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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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东非 国 家投 资 占 ＧＤＰ 比 重
（

１ ９ ９２
—

２０ １ ６ 年 ）

资料来源 ： 国 际货币 基金组 织 ， Ｗｏｒ ｌｄＥ ｃｏ ｎｏｍ
ｉ
ｃ Ｏｕ ｔ ｌｏ ｏｋＤａ

ｔａ ｂ ａｓｅＯｃ ｔ
ｏｂ ｅ ｒ

２０ １ ６ 。

（ 四 ） 东非 国家 国 际收支 、 进 出 口 贸易

东非 国家凭借着 优越的地理位 置和 资源优势 ，
成为各 国非常重要 的

贸易合作伙伴 。

埃塞俄 比亚主要 的 贸 易 伙伴有 中 国 、 德 国 、 意大利 、 英 国 、 法 国 、

美 国等 。 主要 出 口 国 为 中 国 、 索马 里 、 吉布提 等 ；
主要进 口 来源地依次

为 中 国 、 沙特 、 印度 等 。 中 国 已经成为埃塞俄 比亚最大 的 贸 易合作伙伴 。

埃 塞俄 比亚 主 要 出 口 商品 为 咖啡 、 油 料作 物 、 黄金
、
豆类 等 。 ２０ １ ３

—

２０ １ ４ 财年 ， 埃塞俄比 亚 出 口额达 ３２ ． １ ４ 亿美元 ， 进 口 总额 １ ０６ ．８ 亿美元 ，

贸易逆差为 ７４ ． ６６ 亿美元 。
？

坦桑尼亚是世贸组织成员 国 ， 同 时也是 东非共 同体和东南非共 同市

场成员国 。 ２０ １ ４ 年
，
坦桑尼亚对外 贸易 总额为 ２２４ ．３ ５７ 亿美元 ， 其 中 出

口８８ ．１ ２５ 亿美元 ， 进 口１ ３６ ．２３２ 亿美元 。 其 中 ， 货物 出 口５４ ． ４８ 亿美元 ，

进 口１ ０ ９ ．１ ８ 亿美元 ，
贸 易逆差 ５４ ．７０ 亿美元 ；

服务 出 口３ ３ ．６４ 亿美 元 ，

进 口２７ ． ０５ 亿美元 ， 贸易顺差 ６ ．５９ 亿美元 。
②

中 国是肯尼亚第二大 贸易 伙伴 国 ， 园 艺作物 、 茶 叶 、 咖 啡和 烟草是

肯尼亚主要的 出 口商 品 ， 这些商品 出 口 占 ４４ ． ９％ 。 石油 产品 、 工业机械

①资料来源 ： （ 对 外投 资合作 闻 别指 南 ２０ １ ５ 版一埃 塞俄 比亚 ＞ ， ｈ ｌ ｌ

Ｐ ：
／／Ｗｗｗ．

ｆｄ ｉ
．

ｇ
〇 ｖ ． Ｃ ｎ／

Ｃ ｏｒ
ｐ
Ｓｖ ｃ／Ｔｅｍｐ／Ｔ３／ Ｐｒｏ ｄｕ ｃｔ

．ａ ｓｐｘ ？ ｉｄ ｌｎ ｆｏ＝ １ ００００５ ４５＆ ｉ ｄＣ ｏ ｒｐ＝１ ８０００００ １ ２ｌ ＆ ｉ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

２５＆ ｒｅＣ 〇ｒｄ＝ ５７ ２ 。 《对 外投资合作国 别指 南 ２０ １ ５ 版 》 更新的数据只 到 ２０ １ ４ 年 ， 本文下同 。

② 资料来源 ： 坦喿尼亚 中 央银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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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车辆占进口 商品 的 ４０ ． ２％ 。 货 物贸易进 出 口 规模逐步 扩大 ，
进 口速度

增长快于出 口
， 贸易逆差逐步扩大 。

？

莫喿 比克主要的 贸易伙伴为南非 、 欧盟 、 中 国 和 印度 。 烟草是最大

宗的出 口商品 。 据其央行发布的 《 经济状况和通胀展望 》 表 明 ，
２０ １４ 年

出 口总额约为 １４ ．８６ 亿美元 ， 同 比下降 ２２ ．
８％

， 进 口 总额为 ６ ５
．
４９ 亿美

元
， 下降 １ ． ２％

。

？

乌干达的 出 口 市场是东非地 区 和欧洲地 区 ，
进 口 来源主要是东亚 、

东非和南亚 、 欧洲及 中东地区 。 主要 出 口 市场包括东南非共 同 市场 、 欧

盟 、 阿联酋等 。 主要进 口来源地包括 印度 、 肯 尼亚 、 欧盟 、 中 国 、 阿联

酋等 。

？
出 口 主要以农产品为主 ， 包括咖啡 、 棉花 、 茶叶 、 烟草 、 鱼 、 皮

革 、 鲜花水果等传统经济作物 。 进 口商 品包括机械设备 、 髙新技术产品 、

纺织品 、 化工产品 、 汽车 、 汽油 、 柴油等 。

中 国是布隆迪第一大进 口 来源国 ， 第十位 出 口 国 。 布隆迪进 口 的 前

十位商品分别矿物釉料 、 食 品 、 药品 、 电气设备及配件 、 运输车辆及 配

件 、 钢铁 、 化肥 、 水泥 、 钢铁制品 ； 出 口前十位 商品分别为咖啡 、 茶 叶 、

肥皂 、 啤酒 、 面粉 、 生皮 、 香烟 、 矿产品 、 观赏鱼 、 棉花 。

中 国是厄立特里亚第一大进 口来源 国 。 主要进 口商 品依次为机械设

备 、 医药用品 、 食品 、 电器和 电 子产 品 、 建材 、 文具 、 家具 ；
出 口产 品

依次为原材料和初级产品 、 包括纺织品 、 皮革制品等 。

？

吉布提主要进口 商品包括食 品 饮料 、 机械设备 、 电 器产 品 、 运输设

备 、 石油产品 、 金属制品 、 纺织品等 。 主要进 口商品 包括食盐 、 牲畜等 。

吉布提本国进出 口量只 占港 口 全部进 出 口货物量的 １ ３％ 左右
， 其余均向

埃塞俄 比亚 、 索马里和地区转 口 。
⑤

①资料来源 ： 肯尼亚 国家统计局 。

② 资料来源 ：
《对外 投资合作 国 别指南 ２０ １５ 版一莫桑 比克 》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ｆｄ ｉ ．

ｇ
ｏ ｖ． ｃｎ／Ｃｏ ｒ

ｐ
Ｓ
－

ｖ ｃ／Ｔｅｍｐ／Ｔ３／Ｐｒｏｄｕｃ Ｌ ａｓｐｘ ？ ｉｄｌｎｆｏ＝ １００００４９３＆ ｉｄＣ ｏｒ
ｐ
＝ １ ８０００００１２ １＆

ｉｐ
ｒｏ

ｊ
ｅ ｃ

ｔ＝２５＆ ｒｅｃｏ ｒｄ＝

６４０ 。

③ 资料来源 ： 《对外 投资合作国别指南 ２０ １ ５ 版一乌干 达 ＞ ，
ｈ ｔｔ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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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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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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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通货膨胀率与 失业率

截至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 埃塞俄 比亚通货膨胀率达到 ９ ． ３％

，
主要是 由 于

食品 和非食品价格上涨带动 ， 失业率为 ４０％ 。 ２０ １４ 年布 隆迪通货膨胀率

为 ５ ．４％
， 失业率为 １３

．
３％

。
２０ １４ 年厄立特里亚通货膨胀率为 １ ３％

，
失

业率为 ８ ．６％ 。 ２０ １ ４ 年吉布提 通货膨胀率 为 ２
．
５％

， 失 业率 为 ４２
．
 ５％ 。

２０ １４ 年肯 尼 亚通 货 膨胀率 为 ６ ． ９％ 。 ２０ １ ４ 年坦 桑 尼亚 通 货膨胀 率为

７
．
６％ 。 ２０ １４ 年卢旺达通货膨胀率为 ２ ． １ ％

， 失业率官方数据为 ３ ．
２％ 。 乌

干达政府加 大通货膨胀治理力度 ， 确 保 国 内粮食 丰收 ， 食品 价格下 降 ，

同 时大宗商品价格回落 ， 乌干达汇率基本保持稳定 。 ２０ １４ 年乌干达全年

通货膨胀率 为 ４
．
３％

，
继续 维持较低水平 ，

失业率为 ５ ． １ ％
。 莫 喿 比 克

２０ １ ４ 年通货膨胀率较低 ， 为 １ ８％ 。 可见该地区除厄立特里亚通货膨胀率

为两位数外 ， 其他国 家均 为
一位数 ， 但是失业率较髙 ， 说 明资本形成不

足 ， 缺乏投资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 投资需求较大 。

二 东非国家投资环境分析

东非地 区有六 个 临海 国 家 ， 分别 是 厄立 特里 亚 、 吉 布提 、 索 马

里 、 肯尼亚 、 坦喿 尼 亚 、 莫喿 比克 。 这 些 印 度 洋 沿岸 国 家依傍 印 度

洋 ， 具有优越 的地理位 置 ， 自 然 资源 丰富 ， 同 时地处 海上 交通要道 ，

是非洲 的投资热土 。 该地 区资源储藏品 种各有不 同 ， 受制于经 济发展

水平 ，

一

般开发水平较低 ， 为我 国 与该地区 的合 作提供 了机 遇 ， 但 由

于该地 区一些 国家政局不稳 ， 社会 治安状况不佳等 ， 也给投资 合作带

来风 险和挑 战 。

（

一

） 东非地区地理位置优越 ， 是
“
一

带
一

路
”

连接亚非欧 的必经

之地

厄立特里亚地处东非及非洲之角 最北部 ， 扼红海曼德海峡入 口
，
连

接苏伊士运河 ， 地理位置优越 ， 具有 非常重要 的战略地位 。 马 萨瓦和阿

萨布 岗是境 内 的天然 良港 ， 从这里可直达北非 、 东非和南非 ， 中东和海

湾 国家 ， 欧洲 和亚洲 ， 可作 为货物运 输 的 中 转港 和集 散地 ， 减 少运输

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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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提地处非洲东北部亚丁 湾西岸 ， 扼 红海 人印度洋 的要 冲曼德海

峡 ， 与非洲 、 亚洲 、 欧洲三大洲交流 和对接十分便利 ， 地理位置优越 ，

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 ， 吉布提政府意欲将其打造为东非的港 口运输 、

物流和金融中心 。 该战略吸 引 了 国 际的广泛关注和投资 ，
这必将为吉布

提带来 巨大 的经 济社会发展动力 和影响 ， 吉 布提 的 地缘优势将进一步

显现 。

索马里位于非洲 大陆最东部的索马里半岛 ，
北临 亚丁湾 ， 东瀕 印度

洋 ， 西与肯尼亚 、 埃塞俄 比亚接壤 ，
西北与 吉布提交界 ， 索马里是各 国

货轮出 人苏伊士运河的必经海路 ，
是海上的运输战略要地 。

肯尼亚东临印度洋 ， 战略位置重要 ， 为 东非地 区性 大国 ， 为 东非共

同体和东南非共 同市场成员 国 ，
在地 区性和全非事务 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

地位 ， 具有话语权 。 肯尼亚是东非第
一大经济体 。 蒙 巴 萨港是东 中非最

大的港 口
， 运输业辐射到周边国家 。

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部 、 赤道 以南 ， 大 陆东 临 印度 洋 ， 南连莫桑 比

克等 国
，
西邻卢旺达 、 布隆迪 等 国 ， 北接肯 尼亚 和乌干 达。 大陆海岸线

长 ８４０ 公里 。 沿海有达累 斯萨拉姆 、 姆特瓦拉 、 坦 噶和桑给 巴尔 四大港

口
。 达累斯萨拉姆为主要天然深水港 ， 年设计吞吐量 １０ １ ０ 万吨 。

莫桑 比克位于 非洲东南部 ， 与坦 桑尼亚 、 南非 、 斯威士兰 、 津 巴布

韦 、 赞比亚 、 马拉维六国接壤 ，
是东南部非洲重要 的 出海 口

， 拥有首都

马普托 、 贝 拉和纳 卡拉三个大型港 口 、 七个 中型港 口
， 以及一些重要的

区域性交通走廊 。

（ 二 〉 自然资源丰 窗 ， 资源利用 率低 ， 合作潜力大

东非国家或处于非洲 中心 ， 或扼红海要道 ， 资源非常丰 富 ， 但开发

程度低 ， 资源利用和保护水平不高 。

埃塞俄比亚地处东非高原 ， 平均海拔近 ３０００ 米 ， 素有
“

非洲屋脊
”

之称 。 埃塞俄 比亚具有丰富 的矿产资源 ，
包括黄金 、 煤 、 铁 、 纯碱 、 钾

盐、 大理石 、 石油 、 天然气等 。 同时埃塞俄 比亚水资源丰富 ， 素有
“

东

非水塔
”

的美誉 ， 但是水资源利用率只有 ５％
， 渔业迄今为止未得到充分

的商业开发 。 推进 中国 与埃塞俄 比亚的 资源开采合作 、 渔业领域合作具

有很好的前景 。

肯尼亚矿产资源和油气丰富 ， 开发潜力 巨大 。 矿藏主要有纯碱 、 盐 、

萤石、 石灰石 、 重晶石 、 金 、 银、 铜等 。 西部和东部地区探 明大型金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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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 、 稀土和钛矿等资源 。 肯尼亚 地热 、 太阳 能 、 风 能等 清洁能源储量

丰富 ， 大裂谷地带蕴藏的地热资源可发电 ７０００ 兆瓦到 １ ００００ 兆瓦 。 肯尼

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基础较好 的国家之一 。

坦桑尼亚矿产 资源丰 富 ， 现 已 探 明 的主要矿产包括黄金 、 金 刚石 、

铁 、 镍 、 磷酸盐 、 煤 以及各类宝石 等 ， 总量居非洲第五位 。 天然气探 明

储量 ４５ 万亿立方英尺 ， 预计总储量至少可达 ２００ 万亿立方英尺 ， 有 望逐

步形成天然气产业链 ， 并为未来经济发展 注入 活力 。 坦桑尼亚拥有 丰富

的农业 、 矿业及旅游业资源 。 农林渔业方面 ， 坦桑尼亚可耕地面积 ４４００

万公顷 ， 森林和林地面积 ３３５０ 万公顷 ， 拥有广 阔海洋水域 ， 海水和淡水

捕捞的潜力巨大 。
？

莫 桑比克资源禀赋优越 ， 煤炭 、 天然气 、 森林 、 渔业 、 矿产等 自 然

资源丰 富 ， 有望成为世界上第 四 或第五大天然 气生产 国 。 煤炭 、 石墨 、

重砂 、 钛铁 、 铝矾土 、 大理石 、 石灰石 、 金矿等储量丰富 ， 其 中 ， 钽矿

储量居世界之首 ，
约 ７ ５０ 万 吨 ， 煤炭储量超过 ３００ 亿吨？ ， 境 内水资源

丰富 ， 拥有 丰 富的 海 洋和水产 资源 ， 森林覆盖率近 ５０％ ③
，
生 物 种类

繁多 。

厄立特里亚瀕临红海 ， 海岸线长 １ ２００ 公里 。 海洋资源丰富 ，
红海领

域拥有几乎 已知的 所有鱼种及丰富 的珊瑚资源 。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综合

海水养殖场 。 矿产资源 、 石 油和天然气资源储量可规 ， 同时还具有丰 富

的地热资源 ， 可广泛用 于发电 、 医疗保健等方面 。

吉布提虽然资源 匮乏 ， 但是拥有丰富 的地热资源 ， 政府对于该项资

源的开发和利用给予极大重视 ， 已经有中 资企业与吉布提签署相关合作

备忘录 ， 进行地热勘探和开发 。

乌干达矿产资源较丰富 ，
已经探明矿产种类超过 ５０ 种 ， 石油 、 石灰

①资料来源 ：＜对外投资合作 国别指南 ２０ １ ５ 版一坦喿尼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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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 磷酸盐 、 铁矿石 、 铜 、 玻璃砂 、 盐 、 高岭 土储量丰富 。
？ 水资 源丰

富 ， 维多利亚湖是世界最大 的淡水鱼产 地之
一

。 乌 干达水 电 资源丰富 ，

但大部分未得到有效开发利用 ，
全国电力供应水平较低 。

（三 ） 旅游资撕丰窗 ， 合作潜力 巨大

东非 国家以热带草原气候 为主 ， 但垂直地带性 明显 ， 长夏无冬 ， 干

湿两季差异较大 ，
这些国 家旅游地气候宜人 ， 有 著名 的乞力 马扎罗 山 和

东非大裂谷等壮观景致 ， 吸引 了很多游客来此 。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 斯亚 贝 巴 常年平均气温 １６ 度 ， 气候宜人 ， 且

有 ３０００ 年的 文明史 ， 历史悠久 ， 自 然景观丰富 ， 境 内古迹及 野生动物

公园 众多 ， 旅游资源 丰 富 ， 境 内 有很 多古王国 遗迹 ， 地貌复杂 多样 ，
９

处遗迹被联合 国 教科文组 织列 人 《世 界遗 产名 录 》 ，
旅 游业发展 潜力

巨大 。

肯尼亚是非洲著名 旅游 国家 ，
旅游资源丰富 ， 肯尼亚山 为非洲第 二

高峰 ， 东非大裂谷纵贯肯尼亚全境 ， 成为著名旅 游景点 。 国 民经济支 柱

产业 以 旅游 业 为 主 ， 年均 收 人在 ３ 亿美 元左右 ，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

２０％ ②
， 是第二大创汇行业 。

坦桑尼亚旅游资源丰富 ， 拥有维多利亚湖 、 坦葛尼喀湖和马拉维湖 ，

非洲第一高峰乞力 马扎罗 山 和多个天然野生动物园 。 坦桑尼亚的 著名 自

然景观包括恩戈 罗戈 罗 火山 口 、 东非大 裂谷等 ， 另 外 还有桑 岛奴隶城 、

世界最古老的古人类遗址 、 阿拉伯商人遗址等历史人文景观 。

厄立特里亚高原地区气候温 和 ， 年 均气温 １ ６ 度 。 旅游业历史悠久 ，

也是厄立特里亚唯一赚取外汇的服务业 。 厄立特里亚服务业在国 内生 产

总值中所 占份额髙达 ６１ ．２％ ？
， 其 中旅游业的 贡献起重要作用 。

乌干达 ２０ １４ 年人选撒哈拉以南非洲十大新兴旅游 目 的地
，
西部伊丽

①资料来源 ：＜ 对外投资合作 国别指南 ２〇 １ ５ 版一乌干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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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 白公 园和北部默奇森瀑布国 家公 园成为重要 的旅游胜地 ， 肯尼亚 、 卢

旺达和乌干达单一旅游签证等便利措施 的实行和乌干达旅游设施的改善 ，

将进一步促进乌干达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

卢 旺达拥有得天独厚的 气候条件 ，
宜人的 气候 和无污染吸 引 了很多

游客 。 目前卢旺达旅游设施仍 旧严重不足 ， 全 国 ２５０ 家酒店和旅馆仅有 ７

家为髙档酒店 无法满足 日益增加的外国游客需求 。 目 前政府正在大力

吸引外资投资旅游业 ， 力 图使旅游业发展多元化 。

（ 四 ） 投资政策较好 ， 对外国直接投资窗有吸 引力

东非国家经济发展水 平不 髙 ， 国 内基础建设有待发展 ， 对外 资需 求

较大 ， 且逐步放开市场 ， 放宽外资进人 的领域 ， 放松外资进人规模 ， 营

造了 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 ， 对外 国直接投 资富有 吸引 力 ， 是我 国 与之合

作的机遇 。

埃塞俄 比亚政局较为稳定 ， 政府通过优惠政策鼓励外商投资 ， 降低

投资门槛 、 扩大投资领域 、 实行减免优惠等措施为外 国投资者提供保护

和服务 。 埃塞俄 比亚农业 、 纺 织 、 皮革等行业利用外资能力较强 。 ２０ １２

年 ６ 月 ， 非盟宣布埃塞俄 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 巴是非 洲对外 国直接投资

最富吸引力的城市之一 ，
亚的斯亚贝 巴市为吸引 外资制定了 特别 优惠政

策和战略规划 。

肯尼亚是撤哈拉以南非洲较稳定和经济基础较好的 国家之一 。 投资

法规较为完蕃 。 政府通过取消进出 口许可证 、 降低关税税率 、 取 消 出 口

关税和废除外汇管制 、 设立出 口加工区等鼓励外国投资 。

坦桑尼亚 国内政局稳定 ， 大力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 是非洲 国家少 有

的内政稳定的 国家之一 。 政府欢迎外来投资合作 ，
对外 投资政策 和法 规

不断完善 。 坦桑尼亚政府执行经济整改计划 ， 推行私有化 ， 致力 于营造

良好的投资环境 ， 颁布了一些促进和保护投资 的法律法规 。 如外 资企业

可享受 １００％ 的资本退还 ， 外 国股东所得股息和分红可 自 由 汇 出
， 在资本

投资回收前免缴所得税 ，
出 口 加工区 免缴股息扣税等 。 在农业 以及 以农

业为基础的工业 、 采矿业 、 石油天然气 、 旅游 、 基础建设 、 交通 、 航空 、

① 资料来源 ： 《对外投资合作国 别指南 ２０ １ ５ 版一卢旺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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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 金融和保险服务等领域 ，
坦桑尼亚实行最优惠 的政策 ， 资本货 物

免缴进 口关税 。

布隆迪政府髙度重视吸引 外资工作 。 为改善 营商环境 ， 吸引外 国 投

资 ， 政府推进法律制度建设。 自 ２００ ８ 年起 ，
相继修订 了投资法规 、 商业

法规 、 环境法规 、 私营企业 和公共参 与法规 、 土地法 规和矿 山法规等 ，

颁布了相关法律法规 。 政府还在 投资便利化方面采取多项措施 ，
包括 为

方便创建企业 、 财产转移 、 申 请建筑许可 和通 电 服务等设立单一窗 口
，

减免税收等 。

厄立特里亚基础设 施建设发展较快 ， 外资政策 相对健全 ， 在农业 、

采矿业 、 建筑及旅游业等领域有很多投资机遇 。 政治和社会稳定 ， 治安

良好 ， 劳动力素质高 ， 为吸引 外资开展经贸合作提供 了 有利 的条件 。

吉布提是一个年轻的 国 家 ， 政治稳定 、 社会治安 良好 ， 经济发展平

稳 。 政府鼓励外国投资 ， 在港 口 、 铁路 、 公路建设 和经营 ， 以及饮水工

程 、 地热资源 、 盐湖资源开发和经营等领域没有设 限 。 且汇 率稳定 ， 外

汇市场开放 ， 保持了物价和通货膨胀率 的相对稳定 。 外 汇 自 由 出 人成为

吸引外国 投资者的重要优势 。

卢旺达政局稳定 ，
社会治安 良好 ， 经济发展平稳 ， 政府 制定了 一系

列鼓励外 国投 资的 政策 ， 并 向外 资开 放了 包括 电信业 在 内 的几乎所 有

行业 。

乌干达经济 自 由 化程度较高 ， 对外 国投资限制较少 ， 实行务实稳妥

的经济发展政策 ， 积极进 行结构调 整 ， 优先发展农业 ， 整顿 国营企业 ，

扶植私人经济 ， 推行 自 由 贸易 等措施 ， 投资政策延续性 良好 ， 资本进 出

自 由 ， 货币可 自 由兑换 。 乌干达投资环境较好 ， 政局稳 定 ，
经济保持快

速增长 ， 地理位置优越 ， 投 资及有关公司 经 营方 面的 法律法规较健全 ，

宗教和工会实力对投资影响较小 。

莫桑 比克政府近年来大力调整经济结构 ， 改善投资环境 ， 引进外资 ，

加大对农业和农村 的投入 ，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 倡导增收节 支 ， 对海关

进行改革 ， 降低关税水平 ，
海关管理逐渐好转 。

（ 五 ） 东非地区市场潜力大 ， 辐射范 围广

东非 国家产业结构具有相似性 ， 均面临 工业基础薄弱 的 现状 ， 生活

用品严重依赖进 口
， 市场潜力 巨大 。 东非 国家之间 既可 以相互辐射 ， 也

可以向外延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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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地 区市场活跃 ， 东非共 同体 以及东南非共 同 市场 均在此 发起 ，

市场辐射范围广 。 东非共同体现有 ６ 个成员 国 ： 坦桑尼亚 、 肯尼 亚 、 乌

干达 、 卢旺达 、 布隆迪和南苏丹 。 中 国与东非共 同体交往 活跃 。 东部和

南部非洲共 同市场 旨在废除成员 国之间关税 和非关税壁垒 ， 实现商品 和

服务的 自 由 流通 ，
目 前成员 国有 １ ９ 个 （ 截至 ２０ １６ 年 ７ 月 ） ， 布隆迪 、 吉

布提 、 厄立特里亚 、 埃塞俄 比亚 、 肯尼亚 、 卢旺达 、 乌 干达等都是该组

织 的成员 国 ，
总面积约 １ ２００ 万平方公里 ，

总人 口超过 ４ 亿 。 中 国驻赞 比

亚大使兼任驻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 市场 （ 科迈萨 ） 特别代表 。 中 国与该

地 区的这两大组织关系 密切 ， 为 中 国与该地 区 的经贸合作 营造 了很好的

投资环境 。

埃塞俄 比亚是非洲第 二人 口大 国 ， 劳动力资源丰富 ， 国 内 市 场潜力

巨大 ； 埃塞俄 比亚是东南非共 同市 场 、 非洲 、 加勒 比海与太平洋 国家集

团成员 ， 市场辐射范围较大 。

肯尼亚是东非贸 易 中 转 中心之一 ， 港 口 对邻 国 的 辐射能力相 当 强 ，

埃塞俄 比亚 、 索马里 、 苏丹 、 乌干达等许多商人都从肯尼亚境 内 采购商

品 。 随着东非区域
一体化推进 ， 作为东非的交通枢纽和 门 户 ，

在肯尼亚

投资还可辐射东非 内陆国家 ，
有利于开拓整个东非市场 。

坦桑尼亚地处非洲东 海岸 中部 ， 地缘优 势明 显 。 作为东非共同 体成

员 国之一
，
坦桑尼亚优越 的地理位置是向周 边市场辐射的 良好条件 。 特

别是坦喿尼亚 已经与美 国 、 欧盟等达成 了 开放市场 的有关协定 ， 因 此 ，

在坦桑尼亚投资所生产的产品 ， 可以免关税 ， 快捷地 出 口到美 国 、 欧盟 。

卢旺达较早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 ， 是非洲 共同体成 员 ， 同时也是东南

非共同市场 、 中非经济共 同体 、 东非共 同体成员 。 作为世贸组织 、 多个

地区性共同体市场成员 ， 其辐射范 围可以 到达周边大多数 国 家 ， 以 及美

国 、 欧洲和亚洲 。

乌干达地处东非中心 ， 是南苏丹 、 刚果 （金 ） 、 卢 旺达和布隆迪 向东

人海的交通要道 ， 也是货物进入这些国 家的 集散地 。 作为东非共同 体和

东南非共同市场 自 贸 区成员 国 ， 乌干达市场 可 向肯尼 亚 、 坦桑尼 亚和其

他东南部非洲 国家辐射 。

（ 六 ） 东非国家投资 的风险

东非国家基础设施不完善 ， 社会机制不 健全 ， 国 内 政局 动荡 ， 投资

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与安全隐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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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社会不稳定 ， 国 内 政局动荡 。
一些国 家内 战不断 ， 恐怖袭击

时有发生 ， 社会治安面临 问题 ， 对中 国与之 的经贸合作构成了 潜在威胁 。

布隆迪长期处于胡 图族和图 西族的政权争斗 中 。 索马里是海盗盛行的 国

家 ， 治安情况 恶化 ， 物价 飞涨 ， 生活必需 品 短缺 ， 居 民 生活没有保 障 。

肯尼亚受索马里 、 苏丹等周边邻 国局势长期动荡影响 ， 大批非法武器及

难民流入该国 ， 贫困率和失业率居髙不下 。 该地 区很多 国家 的 国 内 安全

形势 、 社会治安不佳 ， 恐怖袭击造成较高的危脸 。

其次 ，
社会服务 配套设备不 健全 ， 办事效率低下 。 如 肯尼亚税 务 、

移民和海关等部 门办事花费时间 较长 ， 权力寻租普遍 ， 中 央和地方之间

分权不淸 ， 存在相互掣肘现象 。 布隆迪行政办事效率低下 ， 市场缺乏透

明度 ， 基础设施落后 ， 社会服务差 。 吉布提政府部 门 、 有关机关等部 门

之间协作不密切 ，
办事效率不髙 。 坦桑尼亚天然气开发 以及港 口工业 区

等领域缺乏执行层面的具体操作指南 ， 给 中 资企业到坦桑尼亚投资带来

不确定性 ， 增加了投资的商业风险 。

最后
，
还贷能力较弱 ， 投融资存在一定风险 。 东非 国 家经济总量不

大 ，
工业基础薄弱 ， 出 口 创汇主要依赖农产 品初级品 ， 这些产 品同 质性

强 ， 差异化小 ， 在国际市场不具备竞争力 ， 出 口创汇能力 有限 ， 多数 国

家的国际收支逆差形势较为严重 ， 外 汇储备有限 ， 这些 问题使得还贷能

力不容乐观 。

结 语

东非不 同国家之间发展 阶段 、 发展程度存在一定差 异 ，
但该地区 整

体经济形势良好 ， 近几年经济发展较为快速 ， 投 资成为拉动该地 区经济

发展的 中坚力量 ； 东非 国家产业结构具有 同质性 ， 农业与服务业快速发

展 ， 对 ＧＤＰ 的贡献较大 ；
工业产值平稳发展 ， 逐渐向工业化迈进 ， 与我

国的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
我 国与该地区在产业链上具有很大的

合作潜力 。 该地区市场辐射范围广 ， 外贸市场逐渐放开 ， 投资政策逐渐

放宽 ， 经贸合作及外资进入都具有较好 的环境 ， 我国也已逐渐成为该地 区

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国 ， 在商品贸 易上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 我国技术密

集型产品 、 成熟工业制成品在东非市场上具有较大的 吸引力 和竞争力 ， 未

来合作前景看好 。 另 外 ， 东非地区 自 然资源丰富 ， 资源禀赋好 ， 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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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 ，
对我国与该地区 的能源利用 、 资源开采以及海上通道建设都具有深

远意义 。 值得注意的是 ， 该地 区基础设施不健全 ，
社会不稳定 因素较多 ，

外资进人所面临 的政治动荡 、 经济还贷能力等风险较多 ， 我国 与该地区的

合作还须防控风险 ，
充分利用我国的优势 ， 扬长避短 ， 实现双贏 。

（ 责任编辑 ：
孙志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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