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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塞 经 贸 关 系 与
塞 内 加 尔 的 市 场 环 境

贾锡 萍

  内容提要  中塞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为推动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

力。我们要紧紧把握住这一契机, 在继续扩大双边贸易的同时, 积极稳妥、灵活务实地加大

投资力度、兴办各类企业、承包工程项目、开展劳务输出, 不断拓展新的经贸领域。在中塞

经贸往来中, 要以互利双赢为原则, 以实现经济和社会双全效益为目标, 注意化解摩擦, 使

双边经贸关系保持良性发展; 向非洲出口产品要有准确定位, 投资要有长远目标。

关 键 词  中国  塞内加尔  经贸  关系  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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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半个世纪以来, 中国与塞内加尔两国的外

交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历程。在这一程中, 双边

经贸往来一直存在, 即使在两国关系最困难时

期, 也从未中断过。2005年 10月 25日, 中塞两

国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此举必将使双边经贸关

系的发展迈上新台阶。如何紧紧把握住这一契

机, 积极稳妥、灵活务实地努力拓展两国经贸关

系就成为一个亟需研究的课题。

中 塞 经 贸 关 系 发 展 状 况

塞内加尔是一个经济较为困难的国家, 虽有

一定的工业基础, 但基本属于农业国。2001年

被联合国正式划入世界 49个最不发达国家行列。

此国情特点使塞内加尔长期依赖外资发展本国经

济, 靠外来商品满足本国人民的生活需要。塞内

加尔对外资和外国产品的需求, 为中国的资金和

产品进入塞内加尔提供了可能性。1996 年两国

断交以前, 塞内加尔长期是中国对西非地区投资

和出口的主要市场之一。除了提供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援助外, 中国每年对塞内加尔的出口

都在千万美元以上, 且连年顺差 (见表 1)。其

原因在于, 中国商品物美价廉、结实耐用, 因此

得到了塞内加尔国民的喜爱。特别是 1994年非

洲法郎 (以下简称 /非郎0) 大幅贬值后, 塞内

加尔大多数人收入减少, 购买力下降, 无力消费

价格昂贵的欧美产品, 中国商品就更加为塞内加

尔国民所青睐。中国则主要从塞内加尔进口磷酸

盐, 年进口量约 2万吨。¹ 由此可见, 双边贸易

关系属于互利双赢。由于存在良好的发展基础,

尽管 1996年两国一度断交, 但是双边经贸关系

依然存在, 近年来贸易额一直持续增长 (见表

2)。中国主要对塞内加尔出口纺织和机电产品,

从塞内加尔进口棉花。中国商人还为塞内加尔提

供廉价商品, 创造就业机会。目前在塞内加尔的

中国商店已达 100多家, 大多设在首都达喀尔,

主要零售廉价实用的中国日用百货。中国商店集

中的戴高乐大街被当地人称为 / 唐人街0。达喀

尔 /唐人街0 的出现使许多塞内加尔人, 尤其是

广大中下层消费者受益。中塞经贸关系的发展状

况表明, 两国经贸具有较大的互补性, 进一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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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5国别数据库 ) ) ) 塞内加尔6 , 宁波经济指南网站:

www1 chinaningbo1com, 1999年 6月 21日。



强双边贸易往来势在必行。

表1  20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国

对塞内加尔进出口情况

(单位: 万美元)

年  份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1987 1 324 1 147 177

1988 1 287 1 285 2

1989 1 723 1 611 112

1990 1 778 1 755 23

1991 2 596 2 192 404

1992 2 676 2 622 54

  资料来源: 5国别数据库 ) ) ) 塞内加尔6 , 宁波经济指南网

站: www1 chinaningbo1 com, 1999年 6月 21日。

表 2 近年来中国对塞内加尔进出口情况

(单位: 万美元)

年 份

进出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总额
同比增减

( % )
总额

同比增减

( % )
总额

同比增减

( % )

2001 5 293 012 5 256 215 38 27514

2002 5 875 1110 5 768 917 107 18513

2003 7 913 3417 7 285 2613 628 48612

2004 10 002 4216 9 647 5011 356 23915

2005

1~ 10月
11 922 3410 11 482 3413 440 2419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www1mofcom1

gov1 cn, 2006年 1月 8日。

塞 内 加 尔 的 市 场 环 境

(一) 政局长期比较稳定

独立以来, 塞内加尔政局一直比较稳定, 这

在非洲国家并不多见。桑戈尔、迪乌夫和瓦德三

届总统执政期间都奉行稳健改革、努力维持国家

稳定与促进发展的方针。在政治方面, 从有限多

党制渐进过渡到完全多党议会民主制, 在宪法中

确立反对党的合法地位, 改革选举法, 邀请反对

党领导人入阁, 这些举措为塞内加尔提供了和

平、稳定、宽容和自由表达意见的政治环境, 对

活跃政治空气, 稳定政局起到积极作用。在宗教

方面, 塞内加尔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 全

国90%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政府重视同伊斯

兰各教派建立密切关系, 因此能够得到他们的信

任与支持, 从而团结全国大多数人, 为政局稳定

奠定坚实基础。在经济方面, 优先发展农业, 增

加粮食生产, 争取粮食自给; 缓解贫困和失业;

鼓励和支持本国中小企业和民族资本的发展; 对

外开放, 鼓励投资, 积极争取外国援助, 促进经

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因此, 尽管困难重重,

塞内加尔仍属西非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桑

戈尔和迪乌夫两位总统先后和平移交政权, 确保

了国家政局的稳定, 也因此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更

多的援助, 并使经商者和投资者的信心增强。

(二) 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

塞内加尔一贯重视开放外国产品市场和鼓励

外商外资, 为此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 确保外商

利益, 以吸引外资。

首先, 投资法规为塞内加尔境内已核定的国

外投资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和优惠, 外商投资领域

不设限制, 并在税收、外汇、用工制度等方面享

受优惠。  主要有: ( 1) 投资者可自由汇出本金

及利润, 对外籍劳工的雇用没有限制; ( 2) 投资

计划中必须的机器等设备免进口关税, 执行阶段

提供税务优惠; ( 3) 对在落后地区开办中小企

业、发展新科技和在达喀尔以外地区开办企业的

投资者提供优惠税率; ( 4) 80%产品外销的企

业, 其设备全部免关税及海关印花税, 免所得

税、贸易执照税、地价税及其他相关的登记印花

税等; ( 5) 凡投资额达500万非郎、当地雇员在

3人以上的外资企业, 可享受有关外企的优惠待

遇, 当地资源利用率达到 65%的企业即可免征

营业税。

其次, 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允许各种产品

(包括进口产品) 在市场上自由竞争。  对大部
分产品取消配额和许可证限制。除药品外, 其他

商品无需进口许可证, 只需申请外汇许可。对绝

大部分的日用消费品、轻纺产品、机电产品等,

均可由私商自由进口。简化进口手续, 降低进口

关税。政府还利用国际银行的贷款, 通过招标方

式进口大型机械设备, 对这部分产品不征收进口

税。对当地工厂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半成品均征

收 20% ~ 30%的低关税。1998年, 政府实行新

关税税则。新税则对一类产品免税, 主要包括用

于发展社会、文化和科技的设备、材料及煤气和

煤油; 二类产品税率为 5%, 主要包括工业用粮

和石油; 三类产品税率分别为 10%和 25%, 主

要包括轿车、货车和卡车等实用车辆。

最后, 为外商投资提供便利服务。  政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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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对外商一条龙服务的 / 单一窗口0, 规定外

商投资的全部行政手续须在十天内办完; 成立了

介于政府和投资者之间的中介机构 /塞内加尔投
资和出口促进局0, 为投资者提供信息和服务,

帮助外商在塞内加尔顺利立足。

(三) 自然资源较为丰富

塞内加尔海洋鱼类资源丰富, 种类多, 数量

大。主要捕捞对象有沙丁鱼、金枪鱼、鲱鱼, 以

及甲壳类和贝类, 如虾和牡蛎。其中沙丁鱼、金

枪鱼和虾是主要出口产品。从 1986 年起, 渔业

超过花生产业, 成为塞内加尔最大的出口创汇产

业 ( 1994年除外) , 2002年渔业产品出口总额占

总商品出口额的 2316%, 出口金额为 1 822亿非

郎。¹ 农业经济作物花生、棉花都属于国家出口

创汇产品, 尤其是花生产品与渔业、旅游业和磷

酸盐产品一起成为国家的四大经济支柱。2002

年, 花生产品出口额 480亿非郎, 仅次于鱼类和

磷酸盐产品出口。º目前, 全国 32%的已耕地用

于种植花生, »2004 年产量 4615万吨, 收获面积

64万公顷。¼ 棉花是塞内加尔独立后发展起来的

经济作物, 20%的已耕地用于种植棉花, 在经济

作物中的种植面积仅次于花生。½2004年棉花产

量515万吨, 收获面积 4161万公顷。¾ 金属矿产

资源主要有铁矿、铜矿、钛铁矿和黄金等; 非金

属矿资源主要有钻石、磷酸盐矿、大理石、石灰

岩和石墨等; 能源矿产有石油和天然气。其中,

磷酸盐矿品位较高、储量丰富, 甚至在全世界都

占有重要地位, 目前占世界总产量的 115%和出

口量的3%。¿ 尽管采矿业在塞内加尔全国经济

生活中所占比重不大, 但对出口创汇具有重大意

义。2002 年, 采矿业产值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 但是磷酸盐和其相关产品的出口估计占国

家整个出口产品的 17%。À 由于拥有较为丰富的

自然资源, 塞内加尔政府将充分开发与利用本国

资源作为发展经济的一项战略选择。

(四) 市场规模与容量较为可观

人是社会消费的主体, 人口规模作为市场规

模的基数决定了市场的容量。人口膨胀必然导致

消费需求的膨胀。独立后, 由于社会环境、国民

医疗和饮食水平的改善与提高, 塞内加尔人口快

速增长。1960年独立时为 297 万人, Á 2003年增

至1 010万人。这就意味着独立40余年来, 塞内

加尔人口增长了313倍。近年来, 该国人口增长

率一直保持在 2%以上, 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

平。从长远来看, 塞内加尔市场容量前景可观,

且城市成为人口主要聚居区。目前城市人口以每

年4%的速度增长, 约半数人口居住在城市。�lu

特别是达喀尔人口增长迅猛, 容纳了全国 1P5的
人口。城市人口膨胀必然增大社会消费需求的压

力。而塞内加尔工业基础薄弱, 机械设备和日用

工业品短缺, 因而将会长期依赖进口商品。

中 国 对 塞 内 加 尔

经 贸 与 投 资 的 取 向

  中塞两国一度断交, 影响了双边经贸关系。

断交期间, 两国经贸关系更主要体现在贸易方

面。复交以来, 除了继续大力发展贸易关系外,

应该全方位、多途径地拓展两国经贸关系。具体

而言, 要通过加大投资力度、兴办各类企业、承

包工程项目、开展劳务输出等途径, 不断开拓新

的经贸合作领域。

(一) 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 投

标承包工程项目

目前, 瓦德总统积极倡导推动 5非洲发展新
伙伴计划6 的实行。该计划以基础设施建设、人

力资源开发、农业生产、环护和科技发展为重点

发展领域。实现此计划, 亟需大量外资、人才、

技术与私人企业的投入参与。塞内加尔政府提出

优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如兴建铁路、港口、水

电站和机场, 为此已规划一系列建设项目: 达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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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 ) ) ) 巴马科 (马里首都) 之间 1 200公里标准

轨宽的铁路工程; 达喀尔新国际机场; 达喀尔港

现代化及扩建工程; 国际商业中心; 达喀尔 ) ) )
捷斯的收费高速公路; 巴格尼 ( Bargny) 矿产港

口等。这些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人才。中

国一些建筑公司有实力参加投资竞标承包工程。

(二) 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和劳务输出

塞内加尔农业生产发展较慢, 在国内生产总

值中呈下降趋势。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已从 1970年的 24%降到 2001年的 1719% , ¹ 粮

食仅能满足 40%的需求, 因此每年需要大量进

口粮食。农业发展水平落后, 从生产技术上看,

一是农业灌溉尚不发达。2002年农业灌溉面积

占可耕地面积的 2188% , 而同期非洲农业灌溉

面积占整个可耕地面积的 6196%。º 塞内加尔河

谷地带有 24万公顷耕地需要灌溉, 但 2003年只

灌溉了 7万公顷。» 二是农业生产中机械化程度

较低。2002年仅使用农业拖拉机 700台, 收割-

脱粒机 155台, 分别是整个非洲使用量的 0113%

和0141%。¼ 三是农业投入不足。2002年消费化

肥3135 万吨, 只占非洲消费化肥的 0178%。½

因此, 中国在帮助塞内加尔发展农业、解决粮食

短缺问题上可以大有作为。中国精耕细作的传统

耕作技术和选育良种技术、农田水利技术和新兴

的农业科技成果适宜向塞内加尔出口; 中国要加

大兴修水利、整治农田、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的

资金投入; 大力开展劳务输出, 选派能工巧匠对

塞内加尔农场、果园等项目进行开发和管理。

(三) 加大对工矿业的投资力度, 兴建合资、

独资企业

塞内加尔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制造业部门结

构以轻工业为主, 且多为中小企业。门类主要有

农产品与食品加工、纺织、化工、水泥和机械

等。从生产指数看, 农产品与食品加工、化工、

机械、纸业和木材加工等门类发展较快, 而纺织

业发展速度较慢。为了鼓励外国投资, 政府优先

发展高附加值和有出口潜力的工业部门。2004

年的新 5投资法6 引导投资者投资于成长性行业

和塞内加尔有优势的经济部门, 创造就业机会。

目前塞内加尔欢迎外国公司投资的项目主要有包

装工业、制罐工业、农渔产品加工业、电镀业、

手工业、汽车零件业、纺织业、电子业和高科技

产业等。从事以上相关行业的中国企业, 可以在

塞内加尔建立独资或者合资企业。

由于资金、技术和交通等条件限制, 塞内加

尔矿业资源大都未能得到有效开发。例如, 铁矿

可供开采的矿床主要有两个: 库鲁迪亚科赤铁

矿, 可采储量约 317亿吨, 矿石品位5815% ; 法

拉加利亚磁铁矿, 可采储量 1186 亿吨, 矿石品

位达 66% ~ 67%。它们都属于开采价值高的富

矿, 但是开采需要发展新的电力, 而且矿区所在

地位置偏僻, 需要建设 740公里长的到达喀尔的

铁路和新的港口设备。磷酸盐矿可分为两类: 一

类是钙磷酸盐矿, 储量约 1亿吨, ¾ 尤其是马塔

姆地区的钙磷酸盐富矿, 矿石质量极佳, 可直接

用做化肥, 储量约 4 050万吨, 目前已列入国家

开发计划。另一类是铝磷酸盐矿, 储量约 6 000

万吨, ¿ 巴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开采的这类矿

床。石油与天然气是塞内加尔能源部门重点开发

的资源, 在卡萨芒斯的弗罗尔地区已发现5 200

万吨~ 5 800 万吨的石油储量。À1997 年发现约

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资源储量。Á 塞内加尔政

府已在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作上提速。黄金也是目

前塞内加尔矿业部门注重开发的矿产之一。在东

南部的萨博达拉 ( Sabodala) 发现了储量为 30吨

的砂金, 目前已小规模开采。塞内加尔政府鼓励

外国公司携资进行磷矿、金矿、铁矿、石油和天

然气等资源的开发, 或参与企业私有化进程。为

了鼓励外国公司投资矿业, 塞内加尔矿业法令和

政策规定: 在勘探阶段, 许可证持有者可以免除

销售税和设备进口税, 并在勘探活动中提供必要

的服务, 在建设和试运行期间, 许可证持有者享

受以促进塞内加尔矿业发展为目的的特殊税制;

独资经营的矿业公司可把所获利润汇回本国;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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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 Ibid1

Africa S outh of the Sahara 2004 , p19361

同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www1fmprc1gov1 cn, 2006

年 1月 5日。

同上。

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 www1fao1org, 2006年 1月 6日。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 Country Prof ile 2004 : Senegal ,

p1321

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 www1fao1org, 2006年 1月 6日。

Africa S outh of the Sahara 2004 , p19341



矿业领域从事活动的公司可以享受投资法的优

惠; 除常见的向投资者授予的一般保证外, 对投

资和项目工程还保证资金自由流动 (外国人和本

国人同等对待)。上述情况表明, 塞内加尔矿产

资源在开发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大有潜力, 且会得

到塞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企业在石油勘采方面

有较高的技术水平, 应该把握住这一机遇, 与塞

内加尔矿业部门进行技术合作。

(四) 进一步挖掘双边商品贸易潜力

塞内加尔农民购买力极低, 城市多数人口收

入水平也只够维持中低层次的消费水准, 因此,

在塞内加尔高档商品的市场容量极为有限, 大多

数人消费购物追求实用和经济耐用, 这就决定了

物美价廉的中低档中国商品在当前塞内加尔市场

上具有巨大的销售潜力。从近期看, 中国应进一

步拓展服装、床上用品、家用电器、餐具、铝制

品、搪瓷器皿、日用陶瓷、鞋类等销售市场。同

时, 应注意提高这些产品的质量。与此同时, 中

国制造的汽车、摩托车和榨油机等很适合塞内加

尔市场, 且有很强的竞争力, 应进一步扩大在塞

内加尔市场的占有份额, 还需做好售后服务

工作。

中 塞 经 贸 往 来

需 要 注 意 的 问 题

  总体来看, 中塞经贸往来日益密切, 但在合

作中仍存在不和谐因素, 应认真对待和改进。

(一) 产品出口要有准确定位

长期以来, 中国商品出口主要定位于中、低

端市场, 在低价格和低利润的基础上靠价廉物美

取胜。这固然能够满足塞内加尔普通百姓的消费

需要, 但也容易冲击当地本已非常脆弱的制造

业, 造成当地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从长远战略

看, 中国企业最佳的选择还是提高产品的科技含

量, 从低价位经营提升到品牌经营, 提高服务质

量, 出口高附加值和不可替代的产品。解决好双

边经贸关系中出现的竞争和摩擦, 需要我们有长

远的目标, 跳出 /优胜劣汰0 的自然法则, 对塞

内加尔的相关支柱产业采取一定的让渡措施等,

给当地提高相关行业和产业的结构调整及竞争力

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因此, 中国产品出口要

趋利避害, 定位于塞内加尔本国企业资金与技术

水平尚无力发展与生产的产品, 例如, 汽车、电

子、高新技术产品等。

(二) 投资要有长远目标, 注重互利双赢

两国经贸关系只有遵循互利双赢的原则才会

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中国投资应在实现利润的同

时, 进一步帮助塞内加尔提高自我发展经济的能

力, 改善当地人民生活和促进社会发展。首先,

投资要有利于当地人就业和减贫。瓦德总统执政

后, 把增加就业、减少贫困作为经济政策中的首

要目标。中国企业投资于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

可以充分利用当地劳动力, 既能降低生产成本,

又能扩大当地人就业机会, 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双重目标。其次, 中国在塞内加尔投资

办厂的同时, 还要兴建一些服务设施, 改善当地

人民的生活条件。中国投资要促进当地经济发

展。中国独资企业要趋利避害, 寻找塞内加尔本

国企业资金与技术水平尚没有能力发展与生产的

项目。例如, 应投资于高附加值和有出口潜力的

工业部门, 比如汽车业、电子业和高科技业等。

中塞合资要注意实行属地化管理, 培养当地企业

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三) 中国企业和商人要苦练内功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中国企业要想在塞内

加尔进一步发展, 有必要继续自我完善, 提高整

体素质和竞争能力。应该做到: 寻找项目要有长

远规划, 避免短期行为; 做好基础调研工作, 及

时抓住贸易与工程投标机遇; 应切实保证良好的

售后服务; 贸易形式要力求多样化, 订货、交

货、投标、报价、收付款要反应灵活、及时; 中

资企业之间要加强交流合作, 信息共享, 良性竞

争, 形成合力; 与塞内加尔合资、合办的各类企

业, 中方要坚持质量第一, 信誉为上, 同时注意

对方的支付能力、偿还能力。与此同时, 中国商

人要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按照市场规则进行

规范操作, 积极参与当地公益事业。

总之, 中塞复交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

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中国企业应紧紧把握住

这一契机, 努力探索新思路, 寻求新途径, 拓展

新空间, 不断推进两国经贸关系向前发展。

(责任编辑: 邢永平  责任校对: 贾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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