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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毛里塔尼亚的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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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与毛里塔尼亚同属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可谓中国与非洲合作关系的成功典
范。中毛经济关系是两国合作的基石，主要包括援助、互利合作与贸易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密切相连，互相
促进，有力地推动了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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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longing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and Mauritania support each other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nd they are crowned as the successful example of Sino-African cooperation. The economic relations of China and 
Mauritania are the cornerstone of the two sides’ cooperation, consisting of aid, mutual cooperation and trade. The three 
aspects are interrelated, and mutual-promoting, which have greatly promote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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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毛里塔尼亚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

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向毛提供了大量无私援助，不

仅对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

对其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也极为有利。同

时，这种援助也使中国在毛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

得了当地人民的衷心赞佩和深厚友情，使毛成为中

国最可靠的朋友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

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推行，中国在继续提供援助的

同时，也与毛积极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两

国经济关系正朝着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领域不断

发展。 

 

一  援助 

历史上，毛里塔尼亚在现有版图内从未作为一

个国家存在过。在法国占领时期，它仅是法属塞内

加尔的一个行政区，行政中心是塞的圣路易港，殖

民当局从那里对其实行统治，全国没有一个现代意

义上的城市。毛民众大多数“逐水草而居”，部落

是其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分布在塞内加尔河流

域的少数人从事农业生产。二战后，非洲兴起了声

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毛人民也投身其中。1957

年，毛成为法属非洲内的自治共和国。当时，被选

为首都的努瓦克肖特(意为“风口”)连个村庄都算

不上，它西临大西洋，其他三面被沙漠包围，人口

只有 200~300 人，基础设施一无所有，淡水也仅够

当地居民使用。1958 年 11 月，时任自治政府副总

理（总理由法国人担任）、后来担任独立的毛里塔

尼亚伊斯兰共和国首任总统的穆赫塔尔·乌尔

德·达达赫从圣路易迁到努瓦克肖特时，只能在临

时搭起的木板房里栖身，办公室只能摆一桌两椅，

人多时大家只好站着，即使这样总共也仅能容纳

5~6 人。1959 年 12 月 10 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访

问毛里塔尼亚时，参加群众大会的人是站在沙丘上

聆听戴高乐宣布准许毛独立的演讲的。1960 年 11

月 28 日毛宣告独立时极端贫穷落后，人民在一穷

二白的基础上建设国家，既要靠自己的艰苦奋斗，

也需要外部的帮助。 

1965 年 7 月 19 日，中毛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

系。1为什么毛在建国近 5 年后才与中国建交呢？原

因是，在美法等西方大国的干预下，台湾当局曾抢

先与毛建交，并于 1961 年 2 月在毛第一个开设“使

馆”。此后数月内，它一直是在毛的唯一的“使馆”。

但中国的大国地位，它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阿拉

伯正义事业的大力支持和对新独立的亚非国家的

无私援助，使达达赫总统认识到与中国发展关系的

———————————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截至

2005 年 10 月 25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8/12/content_1021568
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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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毛政府遂于 1963 年 11 月与中国开始建交

谈判，并在 18 个月后达成协议。台湾当局在毛最

终败退。 

1966 年 5 月，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访毛，双方

商定由中国援建文化之家和青年之家，从此拉开了

中国大规模援毛的序幕。据统计，截至 2005 年底，

中国已先后向毛提供 50 笔赠款和无息贷款（已免

一半，另一半也将免去），总金额超过10 亿元人民

币（不包括军援、医疗卫生合作、教育合作及近年

的人力资源培训）。这个数字按当时的汇率和购买

力计算，是相当可观的。中方用这些援款完成了成

套项目 34 个，其中大多数是基础设施，包括文化

之家、青年之家、姆颇利农场、首都火力发电站和

供水工程、国家卫生中心、基法和塞利巴比医院、

友谊港、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国际会议中心及总统

府等。这些项目大多成为当时当地的标志性建筑。

一位毛高官曾说，努瓦克肖特所有站着的都是中国

人建的。这话虽然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却在相当

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事实。更值得一提的是，2006 年

2 月 13 日开幕的由毛文化部主办的“努瓦克肖特

50 年”展活动。该展览回顾了努瓦克肖特市 50 年

里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的辉煌历程，展示出毛人民

在首都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我们感到自豪

的是，中国在其中占有引人瞩目的地位。在一个用

中、阿、法文标示着“中国援建项目”的专门展板

上，人们可以看到上述在首都的所有项目的大幅照

片。在展板上端的简要介绍中，有这样的文字：“努

瓦克肖特所有数得着的重要建筑物——堪称纪念

碑式的建筑物——都是中国的”。简介中还谈到了

“两国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关系”。在另一块展板

上，陈列着不同时期的毛国家元首会见到访外国元

首的照片，我国的陈慕华副总理虽非国家元首，但

1980 年海达拉总统与她会见的照片也摆放在突出

的位置上。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中国对毛援助的重

要意义和毛现政府对毛中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视程

度。 

在中国对毛援助中，有几个项目尤其值得一

提。 

一是努瓦克肖特供水工程。毛独立后，首都人

口迅速增加，居民用水成了问题。原宗主国法国先

在距努市 70 公里的伊迪尼打井引水供应首都，但

很快就不敷需要，于是又创建了一个海水淡化厂，

但因技术不成熟，成本过高，几个月后便停止运转。

据说，多年来首都每天仅供水一个小时，这对位于

撒哈拉大沙漠边缘、风沙肆虐、气候酷热的努瓦克

肖特的居民来说，其生活之不便可想而知。1970 年

代初，应毛政府之邀，中国派遣专家，在伊迪尼找

到了更多的地下淡水水源，铺设了大口径管道，把

水引到了首都，居民才享受到了充足的淡水。直到

今天，努市居民已增加到 80 万人以上，用水仍依

赖中国修建的供应管道。在“努瓦克肖特 50 年”

展览中，有一个展板是专门讲述首都供水问题的，

其中唯一的一幅照片上是三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

和毛工人一起在泵站工作的情景，图片说明为：

1973 年，中国人在伊迪尼打井 18 口，建了泵站，

每天向努瓦克肖特供水若干立方米等。 

二是友谊港。早在 1957 年达达赫打算定都努

瓦克肖特时，就想在那里建一个深水港。独立后，

毛政府为此曾多方求助，均遭拒绝，其理由是：海

岸线平直，无海湾，技术上不可行，如一定要建，

造价奇高。但一个深水港口对毛国计民生确实不可

或缺，于是毛把视线转向中国。1967 年，达达赫第

一次访华时提出要求，中国政府同意进行考察。

1974 年，达第二次访华，中国最终确认帮毛建港。

经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后，友谊港项目于 1979 年正

式开工。此后，成百上千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

人与当地人一起，顶着烈日，冒着风沙，依靠自己

的聪明才智，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解决了无数实

际困难，历时 6 载，终于把一个质量优良的深水港

口奉献给毛人民。2 

友谊港是继坦赞铁路后中国援非的第二大项

目，造价 3.3 亿人民币。对于刚走出“文革”动乱、

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用这样大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为万里之外的一个小国建造一个大型的港口，

确实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大度和慷慨。据说，为建造

人工港湾，得把成百上千个重达十几吨的混凝土块

投入海中，才能筑成一道防波堤，而每个水泥块的

价值则相当于一台彩电。我们知道，一台彩电对当

时的中国百姓来说，乃非寻常之物。但是，友谊港

——————————— 
①“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6-01/17/content_4063136.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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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奠定了中毛友谊不可撼动的基础，从这种

意义上说，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做出决策时表现出

来的恢宏气派和高瞻远瞩，是很值得我们后人称道

的。 
友谊港设计吞吐能力 50万吨，有一个 1.3万吨

和两个 1万吨深水泊位及仓库、露天货场、办公楼
等附属设施。其后，中国又相继援建了堵口挡沙工

程，大堤防护工程，防沙丁坝工程等，随着毛人口

增加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港口吞吐量逐年上升，

2004年超过 150万吨，成为西非大西洋沿岸的主要
港口之一。 
三是医疗卫生合作。中国在 70 年代先后援建

了国家卫生中心、基法和塞利巴比医院。鉴于所介

绍的毛国情，这些卫生设施对其人民的健康所起的

作用不言自明。更重要的是，从 1968 年起至今，
中国医疗队共 26 批 600 余人次相继赴毛工作。他
们发扬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为毛民众送医送

药，救死扶伤。特别是大多数医务人员被派往内地，

工作和生活的艰苦程度令人难以想象。如长时间里

吃水用车拉，用电自己发，住房简陋，疟疾等热带

疾病流行，天气酷热。吃菜尤为困难，时至今日，

仍靠从首都运去一些根茎类蔬菜，且仅能满足一半

之需。但中国医务人员硬是在这些连毛本国医生都

不愿去的地方坚持了近 40 年，表现出吃苦耐劳的
奉献精神。在与毛众多官员的接触中，中国医生的

事迹是一个经常谈及的话题，有人赞扬中国医生的

高尚品质和精湛医术，有人谈到自己或亲友受惠的

经历，有人提到自己青少年时代被中国医生所感动

而成为中国的朋友的感情历程。可以说，众多的毛

里塔尼亚人正是通过中国医务人员认识了中国，认

识了中国人。中国医务人员以自己艰苦卓绝的工作

在毛人民心中为中国树立了一座丰碑。 
总的来说，中国对毛的援助真诚无私，是看得

见摸得着的，受益者是国家和普通百姓，赢得了各

方极高的评价。有“国父”之称、执政长达 20 年
之久的达达赫总统的评价也许最有说服力。他在其

临终前出版的回忆录中用不少篇幅追述了毛中关

系和他与中国的交往。他深情地写道：“中国提供

的合作无与伦比，无论是合作规模还是合作人员的

质量，都堪称典范。中国人做事和给予的方式不同

于西方，他们不事张扬，无丝毫傲气，谦恭有礼。

他们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方式不让人感到压抑和

屈辱，同时履行承诺的速度也远远快于西方国家。

在我所认识的世界各国中，我最喜爱中国。”达达

赫感叹道：“如果世界上所有提供援助的国家都以

中国为榜样，那该多好！” 
 

二  互利合作 
20世纪 80年代，中国企业随着改革开放的大

潮进入毛市场，开展互利合作。其业务有以下几个

方面： 
（一）工程承包。在毛中国企业有路桥、海外、

成套设备等公司，主要从事修公路、整治农田、建

小水坝等。毛人口少，经济落后，市场也小。因此，

中国公司的承包额不大，近年来每年在 1000 万美
元左右。中国公司以诚信守约、工程质量优良、价

格合理在毛树立了良好形象。一位主管经济的部长

曾说，一项工程，如果要想保证质量，按时完工，

就只能找中国公司来做。事实也确如其所言。比如，

2002年，毛招标修建从首都通往北部城市努瓦迪布
的公路，路桥公司与另两家当地公司联合投标，得

到一标段中 40 公里的路段。2004 年路桥公司按期
完工，而其他公司承建的两个标段有的只完成了部

分工程。如今，全长 470公里的努－努公路已全线
开通，行驶在路上，只见有的路段补丁罗补丁，有

的凹凸不平，只有路桥公司修筑的路段整体一色，

平整如镜，令人不由得刮目相看。又如农田整治项

目，前几年海外公司承包了一块土地，出资方联合

国粮农组织对工程质量非常满意，以至以后每有一

个新项目，总是主动找上门来，使该公司应接不暇。 
（二）渔业合作。中毛互利合作最重要的领域

是渔业。毛海岸线仅长 750公里左右，但其领海和
专属经济区却是世界最好的渔场之一，渔业资源丰

富，年可捕量约 300万吨，品种达 300种之多，而
且无污染。在毛的中国人中流传的一个趣闻说，带

鱼汛期在海边垂钓，只要有一条鱼上钩，另外几条

就会一条衔着另一条的尾巴跟着上来。这当然不足

为信，但一位同事一个晚上钓到 49 公斤墨鱼，却
是笔者亲眼所见。毛大部分人不喜食鱼，因此，直

到 1970年代末期，政府才制定了发展渔业的计划，
以增加就业，扩大出口。此后渔业迅速成为继铁矿

石开采之后的毛另一国民经济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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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毛渔业合作始于 1990 年，毛政府为回报中

国的援助，率先向中国公司开放了底层鱼（主要是

经济价值较高的鱿鱼、章鱼和墨鱼）的捕捞，合作

方式是毛方合作伙伴出捕鱼证，中方出渔船、资金、

技术和主要船员，组成合资公司，由中方全权经营。

目前，在毛开展业务的有中国水产总公司，上海水

产公司，青岛水产公司及大连一家私营公司，共有

渔船（包括冷冻船和冰鲜船）91 条，海上和陆上中

国员工 800 余人，年营业额约 5000 万美元。中毛

渔业合作使双方受益。对毛来说，经济和社会效益

明显，不仅获得了可观的外汇收入，扩大了就业，

也带动了相关产业，使渔港所在的努瓦迪布市得到

迅速发展。中方也从合作中获得了相当的收益。 

但是，近几年中毛渔业合作也遇到一些问题，

主要是欧盟渔船 1995 年进入，凭借其巨大的规模

和先进的装备和技术，大量捕捞，使前述三种鱼类

资源迅速下降，中国渔船队的捕捞量随之减少。其

次，这两年国际油价大涨，鱼价下跌，也使中国公

司生产成本大幅上升，效益下滑。此外，中国公司

也需改善其装备，在安全、卫生和环保方面按照毛

法律和国际规则行事。目前，毛政府正在制定渔业

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并与欧盟谈判新的合作协定，

此设想如能实现，中国公司的处境当获改善，两国

渔业合作可得到巩固和发展。 

（三）石油领域的风险投资。毛 2001 年在近

海发现石油，迄今共发现 7 个油气田，石油总储量

估计为 10 亿桶，第一个油田将于 2006 年 2 月投产，

日产原油 7.5 万桶。毛海上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是

以澳大利亚伍德塞德公司为主组成的跨国公司负

责的。随着上述油气田的相继被发现，其他外国公

司如法国的道达尔等从 2003 年起也陆续进入，对

位于西北沙漠地区的陶丹尼盆地开始勘探。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下属的“中油国际”于 2004 年 9 月

与毛政府签署了沿海一区块和陶丹尼盆地两区块

石油分成合同，总面积约为 4.5 万平方公里，后又

购买了沿海另一区块多数股份。迄今，中油国际已

完成两沿海区块的地震数据采集，计划 2006 年内

打两口探井，对两沙漠区块也准备开始勘探。中油

国际以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高效快速的行动和

完全国际化的运作，赢得了毛政府的信任，双方希

望勘探工作能取得预期的结果。 

（四）高科技合作。近几年，随着世界信息技

术和产业的快速发展，毛开始在通信领域引进技术

和设备。中国的中兴和华为两家企业通过第三方进

入毛市场，提供设备，虽然业务量有限，但依靠其

先进的技术、合理的价格和良好的售后服务，已在

毛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在有些项目的招标中，甚至

都使原来占有主导地位的一些西方公司望而却步。

今后，中国企业在这个新兴市场上当有一番作为。 

 

三  贸易 

鉴于毛里塔尼亚的现有条件，中毛双边贸易额

一直不大，但近年呈迅速上升之势。2001 年双边贸

易额为 0.34 亿美元，2004 年突破 1 亿美元，2005

年由于中国进口毛铁矿石减少，贸易额下降到 0.78

亿美元。3中国向毛出口的传统商品主要有茶叶、纺

织品、日用品等。近年来品种增多，其中包括通讯

产品、家电、电子产品、家具、建筑装修材料等。

中国从毛进口一向极少，早期是阿拉伯胶，后有少

量渔产品，2004 年进口了数十万吨铁矿石。随着中

国产品大步走向世界、毛成为石油生产国以及由此

带来的经济状况的改善，两国贸易额可望有较大增

长。 

双边贸易中的问题主要是中国某些商品质量

欠佳，从而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声誉。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一些毛商人一味追求低价，谋取暴利，另

一方面是我国某些地方对出口商品检验不严，致使

一些不良企业的假冒伪劣产品进入毛市场。相信，

随着这些问题的不断解决，中毛经济关系将会更加

趋于良性与高效。 

总之，中毛经济关系前景广阔，双方可在援助、

互利合作与贸易等层面拓展新领域，探索新模式，

发挥双方的经济合作潜能，为建立新世纪良好的中

毛政治关系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责任编辑：杨  阳 责任校对：李  意）

———————————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中国和毛里塔尼亚

双边经贸合作简况”， 
http://xyf.mofcom.gov.cn/aarticle/co/cw/cj/200512/200512009
9679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