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洛哥
:

充满机遇的国度
. 本刊记者 高潮 文 / 摄影

位于非洲西北端的摩洛哥素以风光旖旎而著称 !

然而 新近考察归国的合肥经贸代表团却惊喜地发现
,

摩洛哥到处充满了投

资机遇 ! 原本只准备投资 2 500 万美元
’ ‘

建一条中国街
’‘

的这个代表团
.

却一下

签订了中国街
、

家具厂
、

万套住宅房
、

床上用 品厂
、

服装厂
、

年产 5 000 多吨的

食品厂
、

合资兴办汽车组装厂等 6 000 万美元的投资项目
。

7 月 1 3 日
,

在北京举行的
“

中国
—

摩洛哥经贸研讨会
‘’

上 来访的摩洛

哥外贸大臣穆斯塔法
·

马什胡里向与会的中国企业家发出了热情邀请 摩洛哥已

放开 了各项优惠政策吸引中国投资者 现在是中国企业投资摩洛哥的最好时机

相信中国企业会在摩洛哥市场大有作为
。

与会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表示 中国和摩洛哥经贸合作具有广阔的发

展前景
,

中国政府支持中国企业到摩洛哥投资 }

源远流长的中摩经贸关系
中摩两国虽然相距遥远 但两国人民却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

。

早在唐

朝 摩洛哥高僧就来到过中国
,

并且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

为了寻求真理
.

哪怕千

里万里也要去中国 !

1 9 5 8 年 11 月
,

中国与摩洛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就签订第一个政府间 《贸

易协定》
。

四十多年来 两国贸易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
。

近几年
,

两国贸易发展

较快
.

双边贸易额呈大幅度增长态势
。

据我国海关统计
,

2 0 03 年中摩双边贸易额

达到 8
.

5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49
.

4%
。

其中
,

中国向摩洛哥出口 6 95 亿美元
,

增

长 54
.

2% 自摩洛哥进 口 1
.

60 亿美元增长 31
.

8%
。

今年前五个月 中摩双边贸

易额同比增长了 43 % 预计全年双边贸易额将超过 12 亿美元
。

目前
,

中国是摩

洛哥的第 g 大进 口国和第 15 大出 口国
。

中国向摩出口的主要产品有机电产品
、

服

装
、

茶叶
、

煤
、

纺织品
、

人造纤维面料
、

日用五金用品
、

自行车
、

摩托车
、

塑料

制品
、

陶瓷制品
、

渔用船只
、

化学制品
、

钢铁产品等
。

中国从摩进口的主要产品

有磷肥
、

钻矿石
、

海产品
、

皮革等
。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于平在研讨会上说
,

中摩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
,

中国的

轻工
、

家电
、

通讯
、

信息
、

电子等优质产品在摩洛哥有很大市场潜力
,

双方应

加强企业间的沟通与合作
。

中国贸促会将积极促进双方企业的合资
、

合作
,

进



男
,‘,

攘
。

勇

一步推动中国企业到摩洛哥投资办厂 特别是通过进 口

中国零部件在摩加工
、

装配
,

利用摩洛哥与欧盟免税的

有利条件 出 口欧洲国家
。

摩洛哥吸引外国投资的优势
马什胡里大臣说

,

长期以来 摩洛哥积极鼓励外国

投资
。

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
.

摩洛哥把鼓励和促进外国

投资作为政府的优先政策 先后颁布了投资法和投资指

南 放宽外汇管理
。

近年来年均吸引外资 5亿美元 2 00 3

年吸引外国投资超过了 2 0亿美元 是非洲吸引外资较多

的国家之一
。

目前 法国
、

西班牙
、

沙特阿拉伯
、

美国
、

西德等在摩洛哥均有投资
。

马什胡里大臣认为
.

目前摩洛哥吸引外资的优势有

以下几方面
:

1
、

地理位置优越
,

享有商品进入欧盟和美国的优惠

关税
。

摩洛哥位于欧洲
、

亚洲及北非
、

阿拉伯国家的汇

集处
,

隔直布罗陀海峡与欧洲相望 是北非地区进入欧

盟
、

非洲 以及阿拉伯市场的重要平台
。

作为W 丁0 的成员

国 摩洛哥已与欧盟
、

美国
、

非洲
、

亚洲及阿拉伯共约

30 个国家签订了保障投资及避免双重征税条约
。

2 。。。

年
,

摩洛哥与欧盟签订了实现免关税协议 每年分阶段

减免产品关税 至 201 0 年摩洛哥与欧盟将实现无产品关

税及配额限制
。

今年
,

摩洛哥就建立摩美自由贸易区与

美国达成了协议
.

使得未来摩洛哥产 品能够以优惠关税

进入美国市场
。

2
、

国际贸易较为发达
。

长期以来
,

摩洛哥以国际贸

易
,

旅游业和纺织业文明于世
。

特别是摩洛哥最大的港

口城市卡萨布兰卡集中了全国 70 % 的现代化工业 商贾

云集
.

通讯发达 交通便利
,

是重要的国际商品交易中

心和世界最大的贸易中转站之一
。

目前 摩洛哥与世界

上 90 多个国家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往来关系
。

其中 欧盟

是摩洛哥最主要的贸易伙伴 每年都会在摩洛哥大批采

购外贸商品
。

3
、

经贸制度较为自由
。

近年来 摩洛哥政府为振兴

经济 采取了一系列调整经济结构的措施
,

实行经济自

由化和对外开放政策
.

放宽外汇管制 优化外商投资环

境
,

全面推行国营企业私有化方针
,

准许外资加入摩洛

哥国营企业私有化改革计划
。

目前 摩洛哥对外开放的

产业范围为
:

银行
、

保险
、

能源业
、

金融
、

加工业
、

农

业
、

交通
、

建筑及旅馆业
、

矿业等
。

4
、

交通便利
。

摩洛哥交通网络较为发达
。

5
、

渔业和森林资源丰富
。

摩洛哥有海岸线35 。公里

渔业资源丰富
『

是世界上渔业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其

中沙丁鱼产量占世界首位
。

摩洛哥有森林面积 5 5 0 万公

顷
.

同时还拥有一些重要的自然资源
:

如铁矿石
、

锰
、

铅
、

锌
、

盐
、

油气和磷酸盐
。

其中 磷酸盐储量 6 4。亿吨
.

占

世界储量的 60 % 以上 油页岩 10 00 亿吨 (含原油 60 亿

吨 ) 以上
。

据最新的地质测定 摩洛哥在本土 和近海的

几个地区均拥有具有开采价值的油气资源
。

马什胡里大臣特别强调
.

长期以来 中摩两国人民

非常友好 中国长期向摩洛哥派遣医疗队 受到了摩洛

哥人民的热烈欢迎
。

热情好客的摩洛哥人对中国 日用消

费品及轻工业产品的十分青睐
,

摩洛哥政府对中国企业

的投资非常重视 并已放开了各项优惠政策吸引中国投

资者
。

他相信中国企业家一定能在摩洛哥找到有良好回

报的投资项 目
。

对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
近年来 摩洛哥不断改善投资环境 简化投资手续

.

积极鼓励外国投资 把促进外国投资作为政府的优先政

策之一 先后颁布了
’ ‘

投资法
“

和
一

投资指南
’‘

放宽外

汇管理 保证外国投资者的利益
。

目前摩洛哥对外国投资的主要优惠政策措施有

1
、

简化及改善外商投资程序
。

摩洛哥政府除设立隶

属于总理办公室管辖的外商投资局外
,

还设有由总理主

持的超越各部门的委员会 以改进及简化外商投资的各

项法规
。

从 2 0 0 2 年开始 在全国设立外商投资
‘ ’

单一窗

口
‘’ ,

提供投资项目行政手续一条龙服务 所有行政手续

均可在 48 小时内完成
。

2
、

对外商投资予以税收减免
:
A

.

对外国投资者进 口

生产设备和原料免征进口税
:

投资者进 口或在摩洛哥国

内购买生产设备和原料免征增值税
;

投资成立生产性公

司或其它形式的公司时
,

五年免征营业执照税
;

投资设

立新建筑物或加盖建筑物 五年免征郊区税 投资设立

出口公司 五年免征公司税或其它相关所得税 五年后

减半征收
;

投资兴建专供居住的建筑物 (第一次卖出

时 )
,

免除房地产买卖盈利所得税
。

日
.

外国投资者购买或

进口的生产设备和原材料 折旧价格可逐年抵
.

扣公司税

及其它相关所得税
;

以外币投资的外商可将所得利润汇

出摩洛哥
。

为鼓励外国投资
,

摩洛哥专门设立了哈桑二世基金

对投资外商予以经济补助
。

据了解
,

享有哈桑二世基金

补助的投资者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

投资领域必须是纺

织服饰业
、

皮革加工业
、

电子业
、

汽车加工业
、

环境保



护 (垃圾循环处理 ) 业
;

投资额必须达到或超过 2 亿摩

洛哥币
;

投资者必须有能力创设至少 2 50 个永久就业机

会
:

投资者可提供技术移转 投资者可提供环境保护措

施 投资地点需为摩洛哥政府认定的偏远地区
。

哈桑二世基金补助的具体比例为
:

补助买土地价格

的O一2 0 % 补助建设各项结构设施的 O一 5%
;

补助员工

训练所需经费的O一20 %
;

在政府规划的观光区以外设立

观光设施 全额补助购买土地价格
。

此外
.

由于摩洛哥的丹吉尔市在对欧盟出 口具有优

越的地理位置 (与欧洲大陆的西班牙仅隔直布罗陀海

峡)
,

摩洛哥政府专门在该地区设立了加工出 口区
,

并给

予外国投资者特别的优惠
:

在该加工出 口区投资不受摩

洛哥贸易法规及外汇管制的限制 进 口
、

消费
、

制造及

出口的产品完全减免进口关税
;

简化报关手续 成立新

公司
、

增资或购买土地完全减免商业登记税
;

巧 年内完

全减免准许营业执照税
;

35 年内完全减免郊区税
;
5 年内

完全减免公司所得税
,

5年后 所得税税率减低为8
.

75 %
;

不居住在摩洛哥的外国投资者可完全减免股票税
。

中国企业可选择的投资领域

马什胡里大臣在研讨会上明确表示 摩洛哥希望中

国企业能在银行业
、

纺织业
、

渔业
、

工程建设
、

公路建设
、

医药
、

设备制造
、

旅游业等领域加大对摩洛哥的投资
。

有关专家认 为 我国企业对摩洛哥投资应充分发挥

我国制造业的传统优势
,

充分利用摩洛哥资源和地理的

有利条件 着眼于扩大对欧盟和非洲出 口
,

重点加强在

矿产
、

渔业
、

旅游
、

服装加工
、

医药制造
、

家电生产等

领域的投资
。

—
矿产资源开发

。

据目前已经探明的资源状况

摩洛哥不仅在磷酸盐方面居世界第一的位置 而且还拥

有油页岩
、

铁
、

铅
、

锌
、

钻
、

锰
、

钡
、

铜
、

盐
、

磁铁矿
、

无烟煤等其它矿产
。

其中 油页岩储量 100 0 亿吨以上

含原油 6 0 亿吨 磷酸盐储量高达 69 0 亿吨
,

占世界磷酸

盐储藏量的 2 / 3 以上
,

按目前的开采量 (年开采 2 000 万

吨以上 )
『

可供开采 2 500 年
。

为扩大矿产资源的开发
,

摩

洛哥政府鼓励发展小型矿业 并计划在未来四年内投入

资金 76 亿迪拉姆用于发展矿业生产
,

其中 39 亿用于扩

大再生产
。

有关专家认为 在世界矿业发展缓慢的情况

下 摩洛哥矿产开发具有一定的优势和发展潜力 值得

中国企业关注
。

—
石油勘探开发

。

摩洛哥西临大西洋 南面撒哈

拉大沙漠 其陆地和大陆架的许多构造具有潜在的油气

资源
。

为吸引外国投资者 摩洛哥政府于 2 0 00 年颁布了

新的石油勘探法
,

将摩洛哥政府对油气资源勘探与开发

项目的最高参股比例从原来规定的50 % 降为 25 % 并规

定从发现油气资源后的第一桶商业石油开始
,

10 年内石

油公 司享受免公司所得税待遇
。

近年来 外国投资纷纷

看好摩洛哥石油勘探开发领域
。

据悉 目前已有 27 家外

国公司与摩洛哥政府签订了 72 个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协

议
,

包括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在内的 10 多个国家的多家石

油勘探公司 (以美国
、

加拿大
、

欧洲国家为主 )已经开始

了在摩洛哥的油气勘探工作
。

最近
,

摩洛哥石油天然气

勘探局又 明确向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发出了油气勘探开

发的邀请
,

希望 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能积极参与摩洛哥

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
。

—
纺织服装加工业

。

纺织服装业是摩洛哥的国民

经济支柱产业和第一大就业部门 可提供 22 万个就业机

会 其产值占工业生产总值的 25 %
。

目前
,

摩纺织服装

产品是摩洛哥主要出口产品之一 2 0 0 3 年纺织服装产品

出口额达 2 8 3亿迪拉姆 (约 28 亿欧元 ) 欧洲是其主要销

售市场
。

其中 摩洛哥纺织服装占有法国市场 39 %
、

西

班牙市场 23 % 和英国市场 阳% 的份额 为鼓励纺织服装

加工业的发展 摩洛哥政府和金融机构共同设立 了 1亿迪

拉姆额度的基金 专门用于纺织服装企业技术改造的金

融支持
。

有关专家认为 投资摩洛哥纺织服装业 有利于

绕过欧盟的贸易壁垒
,

扩大中国纺织品对欧盟的出 口
,

同
.

时也可以扩大我国纺织品在摩洛哥市场的占有率
。

根据

摩洛哥与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

从 200 。年 3 月开始
,

摩洛哥与欧盟已开始递减纺织服装贸易的税率和指导性

价格进程 到 20 10 年摩洛哥出口到欧盟的纺织 品和服装

将为零关税
。

摩洛哥人口 为 2 8 7 0 万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超过 1 2 0 0 美元 其纺织品消费市场具有相当规模
。

—
家电制造业

。

目前 摩洛哥的家电拥有率较低

电冰箱每百户的拥有率只有46 % 其中城市为 69 % 乡

村不到 10 % 洗衣机每百户拥有率为 1 0 2%
,

其中城市

为 16 %
,

乡村为 0 5%
。

近年来 摩洛哥对家电的需求

不断上升
,

200 3 年家电销售币场增长了近 20 %
。

摩洛哥

业内人士预测 未来 3一4 年摩洛哥家电市场将继续保持

旺盛的销售势头
。

目前 摩洛哥市场上销售的家电全部

依赖进 口 主要来源于美国
、

法国
、

意大利
、

日本和韩

国等少数几个国家 销售价格较高
。

如 21 英寸的彩色电

视机售价为 3 0 00 一 4 000 迪拉姆
;

容量为 5公斤的自动洗

衣机的售价在 6 500 迪拉姆以上
。

—
旅游业

。

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角
,

历史悠久



幅员辽阔
、

地貌复杂
、

风光旖旎
、

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

目前 摩洛哥是仅次于埃及的非洲第二旅游大国
。

长

期以来
,

旅游业一直是摩洛哥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

年平均接待境外游客约 2 5 0 万人次
.

旅游收入约 20 多

亿美元
。

20 0 3 年 摩洛哥旅游收入比上年增长了 20 %
,

接近 25 亿美元
。

目前 摩洛哥政府对发展旅游业极为

重视 计划在今后 10 年内再兴建一批新的旅游设施

争取到 20 10 年使全国的旅游客房由现在的3
.

5 万间增

加到 ! 1
.

5 万间
.

旅游接待能力由目前的 2叨万人次扩

大 1 00 0 万人次
.

旅游收入由目前的每年 20 多亿美元增

长到 8 0 亿美元
。

为鼓励外国资本参与摩洛哥山区休

闲
、

探险和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 近年来摩洛哥政府

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措施
:

允许私营企业和外国公司对

城市规划和领土整治及海滨浴场进行投资
;

前来摩洛

哥投资旅游项 目的外国企业
.

不仅可以得到摩政府

50 % 的资金补贴
,

还可享受前五年免交企业税
、

后五

年减半的优惠待遇 旅游相关产品的增值税由20 % 下

调 为 10 %
。

据悉
,

这些新举措出台后 外国投资者
”

蜂

拥而来
“

纷纷表示愿意参与摩洛哥旅游资源地开发
。

—
渔业

。

摩洛哥海岸线长 3 50 公里 渔域面积

T 10 万平方公里 渔业资源丰富 是非洲第一大产鱼国

和出 口国
,

也是世界渔业储量最大国家之一
,

其中沙

丁鱼产量居世界首位
。

2 0 0 3 年 摩洛哥海洋渔业总产

量为 9 1 4 万吨 产值为 4 67 亿迪拉姆 其中深海鱼类

占总产量的 81 %
。

为了确保渔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传统

地位 摩洛哥计划到 2。。7 年
,

使鱼产品出口翻一番

出口产值从现在的 , 0 0亿达到 2 0 0 亿迪拉姆
,

产量达到

1 7 0万吨
。

目前 渔业合作是中摩两国规模最大的互利

合作项目
。

截止 目前 中方在摩的渔业投资总额累计

近 1 5 亿美元
,

合资公司拥有渔船 70 余条 我方在摩

船员及陆地管理人员达 45 0 余人
。

—
医药生产

。

摩洛哥是世界上主要的药用植物

出产国之一 已经利用的药用植物约 8 50 余种 主要

有茉莉
、

玫瑰
、

马鞭草
、

熏衣草
、

柑桔属
、

罗勒
、

雪

松
、

按树等
,

特别是香精油用植物的产量占重要地位
。

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
,

目前摩洛哥的药用植物资源没

有得到充分利用
。

摩洛哥政府明确表示 希望利用我

国在中草药开发利用方面的丰富经验帮助其进行药用

植物的种植和开发利用 欢迎中国有实力的医药企业

到摩投资建厂
。

相关投资合作除享受一般合资企业的

优惠政策外 摩政府还将在中草药种植用地等方面提

供便利
。

月飞石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