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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析 基 奎 特 总 统 的 经 济 外 交

陈   可

  内容提要  经济外交是坦桑尼亚新任总统基奎特外交政策的基石, 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外

交行为争取获得更多的国际援助和外商投资等经济利益, 促进经济发展, 增进国家利益。基

奎特作为一位强势总统, 推行这一政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出

色的个人领导才能、切实可行的政治经济发展战略, 以及良好的国际合作氛围。产生于反对

改革的阻力与诸多社会问题、多党民主制带来的负面作用, 以及国家主权受到侵蚀等, 则是

坦桑推行经济外交的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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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05年 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中, 时任坦

桑尼亚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执政党革命党候选

人贾卡亚#姆里绍 #基奎特 ( JakayaM risho K ik2
w ete) 以压倒性优势当选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

统, 成为坦桑独立以来继尼雷尔、姆维尼和姆卡

帕之后第四位最高领导人。这位外交家曾在风云

变幻的国际舞台施展才华, 为捍卫坦桑国家利益

和经济权益作出过重要贡献, 是姆卡帕时期坦桑

取得经济恢复和发展成就的重要功臣。在任外长

之前, 他还担任过水利能源和矿业部长及财政部

长。他所积累的经济管理、国务活动经验和政绩

是一笔雄厚的政治资本, 不仅是他赢得大选的必

要条件, 更为他总揽政治、经济全局奠定了更高

的起点, 使他能在更高的层级上施展雄才大略,

为国家赢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基 奎 特

经 济 外 交 政 策 的 内 容

  上台伊始, 基奎特就在阐明治国纲要的就职

演说中明确表示, 新政府将把经济外交作为坦桑

外交政策的基石与核心内容①, 在考虑国家各项

事务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时, 将把坦桑的经济利益

放在首位②, 一切外交政策和活动均围绕经济目

的展开, 为发展经济、提高国家的发展能力服

务。坦桑新政府明确要求政府外交人员加强政治

敏感度和前瞻能力, 以增进国家利益为己任, 灵

活应对变化中的国际形势, 保障坦桑出口产品市

场的安全性, 扩大坦桑旅游业的知名度, 为国家

获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实用新技术创造条件。

/经济外交0 这一词组出现时间并不长, 却

已深入全球政治人物的话语中, 它通常指通过外

交形式实现一定经济目的的对外经济活动。一般

而言, 经济外交包含两个实质性内容: 其一, 它

是由国家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

目的, 制定和进行的对外交往政策与行为; 其

二, 它是由国家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以本国经济

力量为手段或依托, 为实现和维护本国战略目标

或追求经济以外的利益, 制定和进行的对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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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行为。① 作为亟需摆脱贫困、振兴经济的

发展中国家, 坦桑的经济外交显然属于前一项内

容, 它是以保障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 通过外交

行为争取本国获得更多国际援助和外商投资, 维

护其在地区经济交往中的地位为主要内容。基奎

特政府的经济外交政策及实践体现了上述内容。

(一 ) 实事求是地看待当今国际经济关系,

强调政府外交服务于发展国内经济的需要

经济外交政策是基奎特从坦桑在现行国际秩

序中的地位出发、结合国内政治目标做出的理智

且坚决的选择。② 基奎特认为, 国际经济关系是

最彻底的实力关系, 虽然在现行的占主导地位的

国际秩序中, 经济发展不均衡, 以及制度性不平

等是不争的事实, 但若使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

) ) ) 那些现行秩序的受益者接受旨在消除不平等

的变革却非常困难。因此, 基于实力政治的考

虑, 只有当发展中国家在制定了清晰的发展政

策、具备了更好地运用其资源和能力, 并且确立

了稳固的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上坚决地联合协

作, 才有可能改变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中国

家目前需要立足现实, 在既定的国际关系框架

内, 充分利用外资和国际援助发展自己。基奎特

强调, 外交必须灵活地围绕新政府的中心任务,

即 /实现经济现代化, 使坦桑以农业为基础的

经济结构向工业驱动型经济转型, 增加人民收

入, 提高生活水平, 以保证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

经济发展的成果 0而展开③, 为实现坦桑的经济

发展服务。

基奎特还十分重视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素

质, 尤其是提高外交人员的职业素质, 以促使经

济外交政策能有效地得以贯彻和实施。担任外交

与国际合作部部长期间, 基奎特曾多次建议国家

驻外使团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全球经济、政治, 以

及安全形势, 开展经济外交。就任总统后, 基奎

特对外交官员进行了 /转变领导能力0 的培训,

指出驻外代表不应局限于外交部制订的总体框架

和目标, 而应根据所驻国家的具体情况, 确定相

应工作目标和战略, 从而使坦桑驻外使馆的工作

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的变化相

协调。④

(二 ) 改善投资环境和国际形象, 加强同所

有捐助国、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关系, 谋求更

多的外商投资与国际援助

在吸引国际援助方面, 坦桑同主要援助国和

国际金融组织进行了更加有效的沟通。新政府认

识到, 国际援助是坦桑发展经济的重要资金来

源, 加强同援助国的交往, 并且在其中突出经济

因素, 才能保证获得对坦桑发展起至关重要的外

部资金来源和其他方面的援助, 为经济发展创造

条件。上任不久, 基奎特推出了一系列重要举

措, 切实推行经济外交, 并取得初步成效。 2006

年 5月 14~ 25日, 基奎特成功地访问了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和法、美、英三国, 这些国家领导人

都表示积极支持坦桑进行的经济改革, 并高度评

价基奎特的执政能力, 重申履行对援助和支持坦

桑国家发展的承诺。同年 6月, 中国政府总理温

家宝应邀访问坦桑, 中方允诺扩大经贸合作, 采

取进一步优惠措施, 增加从坦桑进口商品, 为坦

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政

府同时鼓励中资企业加大对坦桑投资的力度, 加

强双方在坦桑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农业、电信

等领域的合作, 如拟在坦桑援建农业示范中心和

抗疟疾示范中心。为推进科技发展战略, 2006

年 7月, 在美国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访问坦桑期
间, 基奎特代表坦桑政府与比尔#盖茨签订了双

边合作协定, 以发展坦桑的信息技术, 并在多多

马 ( Dodom a) 创建相关领域的国立大学。⑤

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 坦桑新一届政府努力

完善政策法规、营造良好的投资氛围, 将其作为

政府的工作重点。自 1990年起, 坦桑政府先后

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投资的优惠政策, 并通过改革

税收结构, 给予农业、旅游、矿业等重点发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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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更加优惠的待遇, 以引导投资者资金流向, 为

吸引外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基奎特上任后的

政策措施来看, 这些重大举措和思路均秉承其原

有的发展理念, 且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加强与

完善。

(三 ) 在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交往中, 坦桑经

济外交的重点在于营造睦邻友好的外部环境, 务

实地促进区域经济合作

作为东非大国, 坦桑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

维持地区和平稳定中扮演重要角色, 东非共同体

就是坦桑施展经济外交的重要舞台。为了巩固坦

桑在东非共同体的地位, 坦桑委任部长级官员专

门负责处理东非共同体相关事务, 基奎特曾多次

强调必须在考虑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前提下,

在国家内部和东非地区国家间两个层面同时推动

东非共同体的发展。基奎特政府积极参与组建东

非共同市场的进程, 2006年 4月 5日, 坦桑、

肯尼亚和乌干达三国总统举行首脑会议, 正式批

准组建共同市场的时间表, 拟于 2010年 1月正

式启动东非共同市场。① 关税同盟机制于 2006

年启动之后, 东非共同体三国对来自共同体以外

的商品采取统一的进口关税税率安排, 所涉及区

域的人民开始切身感受到丰富的跨国贸易所带来

的收益。另一方面, 基于以往东非共同体失败的

教训和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的经验及教训, 基奎特

采取审慎务实的态度, 反对盲目冒进的做法, 不

主张迅速建立 /东非联盟 0, 呼吁其他两国领导
人在此问题上应给人民以足够的时间进行

商议。②

坦桑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在解决大

湖地区争端问题上一直十分积极地进行调停。

2006年 6月 19日, 坦桑为布隆迪政府同反政府

武装签署和平协定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不仅

使基奎特本人保持了和平缔造者的良好形象, 也

进一步保障了坦桑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所需要的国际环境。

实 施 经 济 外 交 政 策

的 条 件

  政府推行的经济外交政策符合坦桑目前的实

际, 也反映了人民希望尽快摆脱贫困和发展经济

的强烈诉求。而基奎特作为一位强势总统, 推行

这一政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 ) 基奎特以清廉、勤政、多谋善断和从

政经验丰富在民众中享有很高威信

在这次总统大选中, 基奎特获得 910多万张

选票, 占总票数的 80123%。而位居其后的公民

联合阵线候选人仅获 11168%的选票。③ 舆论认

为, 基奎特是继坦桑国父尼雷尔之后又一位具有

突出个人魅力的政治领袖。民众的支持成为他推

行经济外交政策一大宝贵优势。 2006年 6月 25

日, 基奎特当选坦桑执政党革命党主席, 为其坚

持推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外交政策创造了更有

利的政治条件。

(二 ) 基奎特个人经历对经济外交政策的有

力实施有重要的潜在影响

首先, 从基奎特受教育的背景来看, 他于

1978年毕业于坦桑达累斯萨拉姆大学, 获经济

学学士学位, 大学期间的学习为基奎特日后观察

经济问题并制订经济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其

次, 从基奎特的从政经验来看, 他早年从军, 历

任中尉、上尉、少校、中校, 1982~ 1989年任

坦桑军队政治部主任, 1988年成为国民议会议

员兼水利能源和矿业部副部长, 1990年升任水

利能源和矿业部部长, 1994年 12月调任财长,

1995年起任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基奎特是坦

桑历史上担任该职时间最久的人, 既有深厚的理

论知识基础, 又有丰富的从政经历; 既是管理经

济的内行, 又是资深外交家。这些使他能够深刻

领悟经济外交的内涵, 并以圆熟的技巧、切实有

效的步骤来贯彻这一政策。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政

治经验使基奎特能够从不同角度认识国家, 以及

变化中的世界, 更为全面地掌握坦桑国情、洞悉

国际环境, 从而明确国家和人民最迫切的诉求。

(三 ) 基奎特政府努力加强制度建设, 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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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经济外交进一步营造了适宜的社会环境

坦桑新政府承继了原有基本良好的国内政治

经济环境。姆卡帕政府执政时期厉行法治, 严惩

腐败, 裁减政府机关冗员, 提高工作效率和公共

服务质量, 提高政府财政能力, 在制度建设上建

树颇多, 为有效执行经济外交政策创造了一个较

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基奎特上任后, 继续加强国

家廉政建设, 完善政治制度, 加大制定政策与执

行环节的透明度, 同时加强反腐败相关部门的职

能, 制订政府间合同的规章制度与执行合同的程

序规则, 采用现代化、透明度高的机制, 对政府

财政支出以及整个预算过程实行监督, 以杜绝偷

逃税款或挪用公款的行为。坦桑新政府还积极利

用国际援助进行廉政制度建设。 2006年 5月 17

日, 坦桑正式获得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的总金额

为 1 115万美元的 /世纪挑战账户 0 (M illennium

Cha llengeA ccount)。坦桑新政府还采取措施, 加

强司法部门的基础建设, 包括聘用更多司法官

员、开展员工培训、完善已有的法院体系, 并根

据人民的实际情况建立新的专门法院。基奎特还

强调政府应该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增加对教育

的投入, 加大政府在环境保护上的投资和监督,

等等。这些措施有力地保障了国内政治稳定与经

济发展。

(四 ) 认清国内经济形势, 制定切实可行的

发展战略, 确保经济发展良性运行

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推行经济外交政策的基

础, 坦桑的经济发展需要政府正确地、有效地行

使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的职能。基奎特在就职演

说中宣布了新政府经济工作的七大任务, 包括:

( 1) 继续改善投资环境, 以吸引国内外投资者;

( 2) 制订和完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 ( 3)

加强环保工作力度; ( 4) 提高相关机构解决商

业纠纷的能力; ( 5) 加强法治建设; ( 6) 强化

制度框架, 推行商品与服务的统一质量标准;

( 7) 改进财政政策, 以鼓励投资和生产。基奎

特宣布的这一套经济工作任务全面且富有针对

性, 充分反映了他对国际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关键

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坦桑自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改革方案以来, 经

过改革的阵痛, 国民经济逐渐进入平稳发展的时

期, 但人民生活水平未因政治经济改革而得到明

显改善。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不仅是坦桑经济改

革的软肋, 也是威胁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隐患。对

此, 基奎特认为, 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关键不在

于盲目剥夺富人的财产, 而应在于帮助穷人获得

财产。① 为此, 坦桑政府将面对双重挑战: 一方

面是如何为穷人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另一方

面是如何鼓励那些迄今为止未在改革中获益的穷

人, 积极地改善自身现状。基奎特政府提出从农

业改革出发, 在促进农业增产的同时规范并充分

发展私营经济, 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政策和信贷方

面的便利, 以推动坦桑实现从农业化向工业化的

社会转型。面对坦桑严重的失业问题对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危害, 基奎特曾在竞选中承诺

五年内解决 100万人口就业的问题。为此, 新政

府将通过扩大和改善医疗卫生、教育、农业、农

产品加工, 以及旅游业等领域的社会服务实现这

一目标。此外, 中小企业, 以及其他部门也将尽

可能地提供就业机会。与此同时, 政府还将继续

实施第三届政府发布的 /坦桑 2020年小虎计

划 0 ( the T anzan iaM in i- T iger P lan 2020) , 即通

过设立特别经济区, 实现出口和就业的快速

增长。

(五 ) 良好的国际合作氛围有利于基奎特政

府赢得更多的外援与合作, 拓宽坦桑经济外交的

空间

基奎特政府不仅努力营造良好的国内政治经

济环境, 还本着真诚和善意对待每一笔国际援助

的态度, 不仅使外资和外援的成效显著, 而且同

援助方合作愉快, 得到对方的认可与肯定, 从而

为双方进一步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006年 5

月, 基奎特访问美国期间会见了世界银行行长保

罗 #沃尔福威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罗德里

戈 #拉托时, 他们均 /对作为坦桑经济发展过

程中的合作伙伴表示骄傲 0, 表示将协助坦桑处

理发展过程中的教育与社会保障等问题, 并希望

坦桑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更多成果, 成为非

洲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典范。② 2006年 7月,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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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SeeK ikw ete, op1 cit1

SeeM auraMw ingira, / K ikw ete getsW B, IMF nod0, Guard i2

an, W ash ington D1C , M ay 20, 2006, http: / /www1 ippm ed ia1 com /

ipp /guard ian /2006 /05 /20 /667931htm ,l August 16, 20061



罗 #沃尔福威茨访问坦桑期间, 称赞坦桑在发展

经济的过程中充分良好地使用了国际援助与投

资, 并声称: /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视察受援国如

何利用世行的援助, 而坦桑在十分有效率地运用

这些援助。0①

推 行 经 济 外 交

的 不 利 因 素

  (一 ) 来自于反对改革者的阻力及社会问

题的长期存在

改变现状的政策必将引起既得利益者的不

满, 旨在造福于广大公民的公共政策也不例外。

为了营造更好的社会商业氛围, 坦桑新政府从首

都达累斯萨拉姆开始, 拆除无照或非法的街道商

贩摊位, 以保障持照商贩的合法利益, 确保达累

斯萨拉姆商业街的秩序, 降低犯罪率, 维护市

容。这项行动开始之前, 总理爱德华 #洛瓦萨

( Edw ard Low assa) 曾表示该项措施不会给小商

贩带来任何损失, 达累斯萨拉姆市相关部门将负

责为被整顿的商贩安排相应工作。然而, 整顿工

作并未在和平中进行, 强行拆除摊位和驱逐商贩

的行为往往伴随着暴力, 甚至导致人员伤亡。

2006年 3月 11日, 爱德华#洛瓦萨不得不宣布
暂停整顿措施, 并表示政府将在半年内解决无照

商贩的工作和生活问题。
②
可见, 营造良好的国

内秩序, 为经济外交政策打好基础, 还需从长期

的摸索中总结实践经验, 使政府行为和民众意愿

在真正意义上达成一致与默契。另外, 因失业、

贫富差距等因素造成的治安恶化问题、艾滋病的

蔓延, 以及其他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威胁, 也是新

任政府亟需解决的难题。

(二 ) 多党民主制带来的负面影响

实施经济外交政策不仅需要能凝聚全国人民

的意志, 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的强有力的中央权

威, 还需要能使全国人民安居乐业并团结一致,

致力于经济建设的稳定政局。在坦噶尼喀大陆基

本具备这样的条件, 但在拥有较大自治权利的桑

给巴尔, 情况不容乐观。尼雷尔曾一针见血地指

出, /多党制最大的弊病是容易导致国家的分

裂, 对年轻国家尤其是这样。0③桑给巴尔从 1992

年起同坦噶尼喀大陆同步实行多党制。在 1995

年和 2000年总统大选后, 桑给巴尔均出现反对

党不承认大选结果, 进而引发暴力冲突的情况。

进入 2002年之后, 桑给巴尔政局相对稳定, 然

而在 2005年 10月 30日, 因选举舞弊传闻, 在

桑给巴尔岛石头镇桑给巴尔军队和反对派支持者

发生冲突。因此, 伴随多党民主制改革而来的党

派争斗、政治危机, 甚至流血冲突正威胁着坦桑

民族一体化进程, 给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带来严峻

挑战。

(三 ) 国家主权受到侵蚀

尽管与许多非洲国家相比, 坦桑主动地实行

变革, 放弃了原先的社会制度取向, 实施结构调

整方案, 把握着民主化进程的主导权, 但它仍不

可能摆脱外界的干预与影响。事实上, 由于西方

国家推行的发展模式对于坦桑似乎是无法替代的

选择, 坦桑在选择经济政策和确定发展战略中不

可能完全自由, 其经济主权已受到严重侵蚀, 国

际援助所附加的各种条件也束缚着坦桑的发展步

伐。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提供援助除技术层面的

条件, 如要求坦桑提供配套资金或保证所聘工作

人员的条件等等之外, 还有其他附加条件, 如坚

持限制坦桑政府机构的规模、要求建立透明的核

算制度等、考察受援国人权状况等, 使坦桑政府

无法完全独立自主地实行经济外交政策。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赵儒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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