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里求斯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Mauritus 
 

一、自然人文概况 

（一）自然地理 

1. 地理位置 

毛里求斯地处南印度洋，东经 57 度 30 分，南纬 20 度 09 分，总面积 2040 平方公里，

海岸线长 217 公里，是联系欧、亚、非、大洋洲之间的海空交通要冲。毛里求斯与非洲大陆

相距约 2000 公里，西距马达加斯加岛约 800 公里，处于好望角通往马六甲海峡的航线上，

俗称“印度洋门户的一把钥匙”，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2. 行政区划 

毛里求斯全国分 4 个大区和 5 个直辖市，区下设 126 个村。首都路易港（Port Louis），

是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和金融中心。其他直辖市为鸠比（Curepipe）、博巴森－荷精（Beau 

Bassin/Rose Hill）、瓦瓜/菲尼克斯（Vacoas/Phoenix）、卡特邦（Quatre Bornes）。4 个

大区分别为 Pamplemousses/Rivière du Rempart、Moka Flacq、Grand Port/Savanne 和 Black 

River。 

3. 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比较匮乏。毛里求斯在世界矿产生产和消费中都不占据重要地位。主要出

产建筑用玄武岩、肥料、产于珊瑚的石灰，半成品钢铁和晒制海盐。 

土地资源。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2008 年 7 月公布的资料，至 2005 年底，毛里求斯陆

地面积 20.3 万公顷，其中农业用地 10.6 万公顷，占陆地面积的 52.2%。农业用地包括可耕

地面积 10 万公顷、已耕地面积 0.6 万公顷、永久草场面积 0.7 万公顷、林地面积 3.7 万公

顷。 

水力资源。有限，近海海域渔业资源稀少，但 120 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里渔业资源丰

富，盛产金枪鱼。 

旅游资源。自然环境优美，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被喻为“欧洲

后花园”。大文豪马克吐温这样形容毛里求斯，“这儿是天堂的原乡,天堂是仿照毛里求斯而

建”，毛里求斯也因此被喻为“阳光之岛”、“天堂岛”。  

4. 季节气候 

毛里求斯是地处印度洋的岛国，全年气候湿润，降雨丰富，尤以中部高原地区为多，年

降水量达 5000 毫米以上。毛里求斯为亚热带海洋性气候，温度较高，而沿海平原地区比中

部高原山地气温更为偏高。毛里求斯全年共分两季，冬季为 5-10 月，气温较低的中部高原

平均温度约为 19℃，沿海平原平均温度约为 24℃，降雨量较小；毛里求斯的夏季为 11 月至

来年 4 月，气温较低的中部高原平均温度约为 22℃，沿海平原平均温度约为 27℃，是一年

中降雨较多的时候。 

 

  （二） 居民与宗教 

1. 人口 

近年来，毛里求斯人口增长率一直低于 1%，人口总量在 120～130 万之间。根据毛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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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 年全国人口总量为 1 264 863 人，全球排名 151 位，在东部

非洲排名第 14 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41.9%。其中毛里求斯主岛人口 1 227 075 人，罗

岛人口 37 499 人，其他岛屿人口 289 人，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 620 人。 

2. 民族 

毛里求斯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居民主要由印度和巴基斯坦人后裔（68.4%）、克里奥尔人

（欧洲人和非洲人混血，27%）、华裔（2.9%绝大多数是广东梅县籍的客家人）和欧洲人后裔

（1.7%）组成。 

3. 语言 

官方语言为英语，法语亦普遍使用，克里奥尔语为当地人最普遍使用的口语。 

4. 宗教 

居民 51%信奉印度教，31.3%信奉基督教，16.6%信奉伊斯兰教，另有少数人信仰佛教。

毛里求斯人把圣诞节列为最重要、最喜爱的节日。 

 

二、 政治 

（一） 政治体制 

1. 国家简史 

毛里求斯原为荒岛，16 世纪初，葡萄牙探险队占据现在的毛里求斯和留尼汪诸岛，取

名为马斯克林群岛。1598 年荷兰人占领该岛，并以荷兰君主“毛里求斯”命名。1715 年法

国占领毛岛并改名为“法兰西岛”。1814 年成为英国殖民地，并被重新命名为“毛里求斯”。

1961 年 9 月实行自治。1968 年 3 月 12 日宣布独立。 

2. 政治体制沿革 

毛里求斯从独立到 1992 年 3 月 11 日期间，一直实行君主立宪制，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

总督代表其行使权力。然而，从 1992 年 3 月 12 日始，毛里求斯改行共和制。实行议会民主

制。政府架构与英国相似。国家元首是总统，任期为五年，总统由一院制议会──毛里求斯

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 of Mauritius）选出。总理掌握行政实权。 

3. 现行政治体制 

毛里求斯政府实行的是议会内阁制，保证立法、执法、司法权利的独立性，这种西方“三

权分立”式的制度，保证了政权交接均在法律的框架内实施，也保证了政府制定政策具有延

续性。因而，长久以来，毛里求斯政局非常稳定，政府廉洁、社会治安良好，不存在因政权

交接所导致的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 

 

（二）国家机构 

1. 立法制度 

国民议会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负责制定法律、讨论国家政策，批准政府各项法令和财

政预算。由 70 名议员组成，任期五年。其中 62 人经选举产生，其余 8 人为官委议员，由总

统根据选举委员会的建议在落选人中择得票多者任命产生。议长由新议会首次会议选举的非

议员担任，任期五年，负责召集和主持议会会议，无表决权，但在议会表决出现僵局时有裁

决权。现议会为第十一届议会，2010 年 5 月成立。共有议员 69 名（2010 年大选中仅有 7

名候选人符合条件成为官委议员），目前执政联盟拥有 45 席（工党 29 席、社战党 12 席、社

民党 4 席）；反对党 20 席（战斗党 19 席，社会民主运动党 1席）；独立党派——毛里求斯团

结阵线 1 席；罗德里格岛运动 2 席；罗德里格人民组织 1 席。议长拉杰克斯瓦尔•普里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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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keswur Purryag），2010 年 5 月连任就职。 

2. 内阁 

为最高行政机构，对议会负责，总理是政府首脑，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担任，

掌握实权，有任命和罢免部长、解散议会、决定提前大选等权力。总统是国家元首和武装部

队总司令，根据总理提名，由议会选举产生，任期 5 年；有签署法令、任命毛里求斯驻外使

节和接受外国使节的国书等权力。 

3.司法体制 

毛里求斯司法独立。最高法院是国家最高司法机构，由大法官（Chief Justice，即最

高法院院长）、次席大法官（Senior Puisne Judge）以及陪席推事（Puisne Judge）组成。

大法官由总统与总理协商后任命；次席大法官由总统与大法官协商后任命；陪席推事由总统

与司法和法律委员会协商后任命。在法律界工作 5 年以上才有资格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

现任最高法院院长为华人杨钦俊（YEUNG SIK YUEN）。 

最高法院下设刑事法庭、中级法庭、地方法庭、劳资关系法庭、常设仲裁法庭等。民事

上诉法院和刑事上诉法院是最高法院的两个分支机构，其法官由最高法院当值法官担任。 

（三） 政党情况 

1． 现行政党概况 

至 2010 年 5 月，毛里求斯共有 65 个政党，主要是：社战党、战斗党、工党；其他还有

社民党、沙·杜瓦尔党、社战运动、共和运动、真主党、斗争党等小党派。罗岛有两个政党：

罗岛人民组织和罗德里格运动。 

2. 执政党情况 

（1）工党（Parti Travailliste，PTR），执政党。1936 年 2 月 23 日成立，是毛里求

斯第一个政党，曾为争取毛里求斯独立进行积极斗争。独立后长期单独执政。1982 年，工

党在大选中失败，1983 年开始与社战党、社民党、战斗党等联合执政。1990 年，联合政府

中工党部长因反对实行共和制而被解职，工党成为反对党。1995 年工党与战斗党联盟赢得

大选，拉姆古兰出任总理。1997 年 6 月，联盟政府破裂，工党再次单独执政。2000 年 9 月，

工党大选失利成为在野党。2005 年，以工党为首的社会联盟赢得议会选举，拉姆古兰再次

出任总理。2010 年 5 月工党联合社战党、社民党赢得新一届议会大选，拉姆古兰连任总理。

该党对内主张为工人阶级和小农服务，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奉行不结盟政策，主张与东西方

国家都发展关系，尤其是加强与非洲各国的团结，主张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纳文钱德拉•拉

姆古兰（Navinchandra Ramgoolam）为该党领袖。  

（2）社会主义战斗党（Mouvement Socialiste Militant，MSM，简称社战党），执政

党。1983 年 3 月组建，由原从战斗党分裂出来的成员和原社会党部分成员合并而成。曾先

后与工党、社民党、战斗党联合执政。1995 年 12 月被工党和战斗党联盟击败，结束了 12

年的执政地位。1999 年 1 月，社战党与战斗党结盟，贾格纳特任联盟领袖。10 月贾之子普

拉文出任社战党副领袖。2000 年 2 月，社战联盟解散。2000 年 7 月，社战党与战斗党再次

结盟，并在 9 月举行的大选中击败工党执政，贾格纳特出任总理。根据两党结盟协议，贾于

2003 年 9 月改任总统。2005 年社战联盟在大选中失败，失去执政地位。2010 年大选中参加

工党领导的“未来联盟”获胜后参加政府，对内主张实行西方式民主，进行社会改革，扩大

生产性就业，建立一个“更美好公正”的毛里求斯；对外主张务实外交政策，与不同社会制

度的国家发展关系，反对种族歧视，支持建立印度洋和平区。领袖为普拉文•库马尔•贾格纳

特（Pravind Kumar Jugnauth）。  

（3）毛里求斯社会民主党（Parti Mauricien Social Démocrate，PMSD，简称社民党），

执政党。前身是毛里求斯人民联盟，1953 年易名为毛里求斯人党，1964 年改称现名。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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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2000～2005 年、2006 年 4 月～2007 年 9 月参加政府。主要由毛里求斯籍法国人后

裔、克里奥尔人、少数穆斯林及上层华人组成。代表农场主、资本家特别是白人资本家的利

益。在国际上，与西方一些右翼党派关系密切。该党领袖沙•杜瓦尔（Charles Gaetan Xavier 

Luc Duval）。 

3. 主要反对党 

毛里求斯战斗党（Mouvement Militant Mauricien，MMM，简称战斗党）是主要反对党。

1969 年成立，主要由知识分子、青年、穆斯林和印度裔组成。曾是毛里求斯最大的政党，

先后与工党、社战党结盟。2000 年 9 月社战联盟执政后，贝朗热出任副总理兼财长。根据

两党结盟协议，贝朗热从 2003 年 9 月起担任总理。2005 年大选失败，失去执政地位，成为

反对党。2010 年大选中与国家团结党和社会民主运动党组成的“心之联盟”参选，再度失

败。对内主张政治民主化，实行新闻、结社、工会自由，经济上对外开放，发展民族经济；

对外主张不结盟和中立，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反对印度洋军事化，要求英国归还迪戈加西

亚岛。领袖：保罗•雷蒙•贝朗热（Paul Raymond Berenger）。 

4. 人物介绍 

阿内罗德•贾格纳特（Anerood JUGNAUTH）：现任总统。1930 年 3 月 29 日生。1951～

1954 年，在英国学习法律，获律师资格。1965 年参加在伦敦召开的毛里求斯独立制宪会议。

1965～1967 年，任自治政府发展国务部长、劳工部长。1971 年加入战斗党后任该党主席。

1982 年 6 月与社会党联盟在大选中获胜，任政府总理。1983 年战斗党分裂后另组社战党并

任领袖至 2003 年。曾在 1983、1987 和 1991 年的三次大选中获胜，蝉联总理。1995 年大选

失败后下野。2000 年 9 月社战党联手战斗党赢得大选，贾格纳特第五次出任总理。2003 年

10 月起改任总统。 

纳文钱德拉•拉姆古兰（Navinchandra RAMGOOLAM）：总理兼国防、内政和对外交通部

长。1947 年 7 月 14 日出生，为毛里求斯开国总理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之子。先后在都柏

林皇家外科学院、伦敦经济学院、英国法律协会法学院学习，获医师和律师证书。1991 年

从政，同年 6 月被推举为工党领袖，9月当选议员，任议会反对党工党-社民党领袖。1995

年 12 月，领导工党-战斗党联盟赢得议会选举并出任总理，成为毛里求斯历史上最年轻的总

理。2000 年 9 月，大选失利下野，任反对党领袖。2005 年 7 月，带领社会联盟赢得议会选

举并再度出任总理。2010 年 5 月领导未来联盟再次赢得新一届议会大选，成为自 1991 年来

首位获得连任的总理。  

 

三、 经济 

  （一） 经济发展概述 

1. 现行经济体制 

毛里求斯政府奉行市场经济制度。独立初经济结构单一，以制糖业为主。20 世纪 70

年代末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创立了出口加工区。出口加工区逐渐在出口额、就业人数、占国

内生产总值比重等方面超过了制糖业。与此同时旅游业也迅速发展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

置。从而改变了单一经济，形成制糖业、出口加工业、旅游业三大经济支柱。90 年代以来

又鼓励发展离岸金融业务和转口贸易，使金融服务业正成为毛里求斯第四大经济支柱。21

世纪初，大力发展信息通讯技术，使经济日益朝着多样化发展。 

2. 近五年宏观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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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5～2009 年毛里求斯主要经济表现指标 

主要指标
①

2005
a
 2006

a
 2007

a
 2008

a
 2009

a
 2010

b
 2011

b
 

国内生产总值（亿美元） 62.84 65.07 75.21 93.26 86.68 96.56 99.89 

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

（%） 2.3 5.1 5.5 5.1 3.1 

4.1 4.8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 10157 9289 8507 7874 7510 7075 6636 

通胀率（%）（年平均） 4.9 8.9 8.8 9.7 2.5 3.7 4.8 

对外贸易（亿美元） 50.73 57.38 58.94 67.99 54.06 58.60 59.56 

出口 21.38 23.29 22.38 24.00 19.33 20.90 21.14 

进口 29.35 34.09 36.56 43.99 34.73 37.70 38.42 

外汇储备（亿美元） 13.40 12.70 17.80 17.43 21.79 22.29 22.81 

外债（亿美元） 31.25 26.24 42.53 49.79 46.07 50.01 54.11 

汇率（毛里求斯/美元） 29.50 31.71 31.31 28.45 31.96 30.97 32.52 

数据来源：EIU,Country Risk Service—Mauritus, May 2010.a 为实际值；b为估计值。 

毛里求斯宏观经济运行良好。自2005年以来，毛里求斯政府大力推行经济改革，推动

毛里求斯经济从“优惠待遇型经济”向“全球竞争型经济”转变，取得显著成效。继2007

年取得5.5%的增长率后，2008年毛里求斯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仍实现了5.1%的增长

率后，居民消费、外国直接投资、外汇储备等主要经济指标均表现平稳，受到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等机构的肯定。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9/201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毛里

求斯在133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列第57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排名仅次于南非。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毛里求斯实体经济的冲击，2008年12月20日，毛里求斯政府出

台了一揽子刺激经济方案，延续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力图通过进一步加大政

府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力度，抵消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实际效果看，无疑一系列刺激经济

方案对毛里求斯经济影响具有积极意义，且受到各界好评。但是，由于毛国经济规模有限，

对外依赖性强，难以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抵御世界金融危机对其实体经济的冲击。在国际金融

危机尚未完全触底的背景下，2009年毛里求斯经济面临的困难进一步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仅

增长3.1%。根据EIU预测，2010年毛里求斯经济增长将回升到4.1%，2011年将恢复到4.8%。
①

图 1  2005～2011 年毛里求斯经济增长情况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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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EIUCountry Risk Service—Mauritus, May 2010相关数据编制。 

                                                        
① 单位：美元 （表内数值除特别注明外，均采用市场平均价格、年平均值计算）， 对外贸易额采用 FOB

价计算。 
① EIU: Country Risk Service Mauritus, Ma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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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业结构 

制糖、纺织和旅游是毛里求斯的三大支柱性产业。近十年来，毛里求斯政府虽然鼓励发

展离岸金融业和致力于信息通讯技术产业的发展，但至今尚未达到支柱产业的预期规模。 

近年来，毛里求斯政府致力于发展服务业，导致服务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有所提

升；而2005年1月1日的“多种纤维等协定”的到期导致毛里求斯纺织业遭遇严峻竞争，工业

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有所下降。2009年毛里求斯的产业构成如下：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

中的占比为4.9%、工业为24.6%、服务业为70.5%。 

农业  以种植甘蔗为主。毛里求斯共有可耕地面积 11 万公顷，其中约 7.3 万公顷种植

甘蔗。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甘蔗种植面积呈逐年减少趋势。正常年景毛里求斯年产糖可达

60 万吨。2004 年以来，毛里求斯蔗糖产量不断下降，从 2005 年的 52 万吨下降到 2009 年的

48.5 万吨；与此同时，蔗糖出口的贡献率也从 16.9%下降到 10.7%。但蔗糖仍占据着毛里求

斯第二大出口商品的位置。Mon Trésor Mon Désert 公司是毛里求斯甘蔗种植和制糖业的龙

头企业。 

制造业  2007 年毛里求斯制造业产值为 12.86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9.8%。毛里

求斯制造业以纺织服装业为主，产值为 4.21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5%。2007 年毛里

求斯纺织服装产品出口 9.52 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 47.45%，列毛里求斯出口商品首位，

主要出口品种为 T 恤、套衫、衬衫和裤子。毛里求斯纺织公司（CMT）为毛主要纺织企业。

毛里求斯凤凰饮料公司(Phoenix Beverages Ltd.)为制造业中主要公司。 

旅游业  2007 年到毛里求斯旅游的人数为 906 971 人，当年旅游收入为 12.74 亿美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7.27%。知名企业有新毛里求斯酒店有限公司（New Mauritius Hotels 

Ltd）、自动系统有限公司（Automatic Systems Ltd）、阳光胜地有限公司（Sun Resorts Ltd）

等。 

金融服务业  2007 年毛里求斯金融服务业产值 6.77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5%。

毛里求斯商业银行(MCB)为该行业的龙头银行，在英国《银行家》杂志 08 年 7 月发布的 2008

年全球 1 000 强银行排名表中名列第 859 位，是毛里求斯唯一进入全球 1 000 强银行之列的

银行。 

信息通讯技术业  2007 年毛里求斯信息通讯技术业包括通讯、批发零售业务和与其相

关服务等产生的价值为 3.66 亿美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 5.7%。该行业最大的两家

公司为毛里求斯电信（MAURITIUS TELECOM）和 EMTEL 公司（EMTEL LTD.）。 

海产品加工业  2007 年毛里求斯捕鱼 5 900 吨，产值 830 万美元。毛里求斯 2007 年鱼

及鱼制品出口 2.56 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 12.76%，为毛里求斯第三大出口商品。主要企

业有王子金枪鱼（毛里求斯）有限公司‹PRINCES TUNA (MAURITIUS LTD)和 MASCAREIGNES

金枪鱼公司（THON DES MASCAREIGNES LTEE）。 

毛里求斯 ABC 集团为该国龙头企业，该集团涉足制造业、商业、金融服务业等领域。 

 

  （二） 基础设施 

1. 交通运输 

公路  毛里求斯公路交通较发达。截止 2005 年底，公路总长达 2 020 公里，其中快速

公路 75 公里，干线 955 公里，城乡道路 592 公里，其他道路 398 公里。公路车辆密度为每

公里 151 辆机动车。陆路交通工具主要是汽车。2007 年，共有各种机动车辆 334 100 辆，

其中两轮摩托 142 600 辆，占总数的 43%，轿车和客货两用车 137500 辆，占总数的 41%。 

空运  航空运输是毛里求斯与外界联系的主要交通手段。现有两个机场，即位于普莱桑

斯的拉姆古兰国际机场和罗德里格岛民用机场。普莱桑斯机场在非洲机场客流量中排名第六

位，年接待 200 万人次，有 20 多条国际航线，每周 150 个航班，连接 10 多个欧、亚、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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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伦敦、巴黎、罗马、法兰克福、苏黎士、米兰、新加坡、香港、孟买、约翰内斯堡、

迪拜等 28 个城市有直达航班。目前毛里求斯政府正计划开通直达中国大陆的航班。罗岛机

场原只能起降小飞机，2001 年，毛里求斯政府成立公营公司，统一经营和管理该机场并负

责机场扩建工作。2003 年 10 月，罗岛新机场航站楼正式启用。 

海运及港口  海上运输在毛里求斯交通运输业中占重要地位。全国 90%以上的进出口物

资靠海运。路易港位于毛里求斯西北部，是全岛唯一的商业深水港。其地理位置优越，具备

沟通非洲、欧洲、亚洲和澳大利亚桥梁功能，在毛里求斯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毛

里求斯对外贸易的 99%通过该港口运作。该港口现代化程度高，集装箱吞吐量大，能停靠最

现代的集装箱船，拥有 26 公顷的集装箱码头和 5 台现代化集装箱起重机。毛里求斯政府正

计划把路易港建设成地区海运中心之一。2007 年，该港口货运吞吐量达 6 259 000 吨，年

集装箱吞吐量可达 550 000 标准货柜，靠泊船只 2 317 艘。目前有来往欧洲、澳洲、亚洲和

南非的 20 多艘国际班轮经停路易港。毛里求斯港务局负责路易港的管理及总体规划与开发，

货物运输公司经港务局授权具体负责货物装卸与沿岸作业。 

2. 水电设施 

供电  毛里求斯生产和生活用电充足，2007 年总发电量为 2464.7 兆瓦小时。其中水利

发电 83.9 兆瓦小时，风力发电 0.4 兆瓦小时，火力发电 2 380.4 兆瓦小时。近年来毛里求

斯大力发展蔗渣发电，其发电量约占总发电量的 27.7%。根据世界银行《2007 年非洲发展指

数》，全国用电的人口比例达 100%，位列非洲榜首。 

供水  毛里求斯水资源较丰富，水供应基本充足，但旱季时部分地区有缺水现象，实施

限水措施。51.8%自来水来源于地下水，48.2%来源于地表水（水库）。毛里求斯对水的处理

程度很高，使用经处理水源的人口比例已达 100%，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中名列第一。 

3. 邮电通讯 

毛里求斯拥有现代化的电话网，国内外通讯方便。电话普及率较高，2007 年共有固定

电话 361 300 部，移动电话 928 600 部。根据世界银行发表的《2007 年非洲发展指数》，毛

里求斯每千人拥有固定电话 288.8 部，居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之首。近年来，毛里求斯

政府加紧发展电信业，投入巨资建设电脑城、教育和培训设施、政府网站以及在邮局为民众

提供免费上网服务等。2007 年，全国上网用户达 166 000 户。 

 

  （三） 财政与金融 

1. 国家财政 

21 世纪以来，毛里求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赤字一直超过预算指标。2001-2005

财年间，财政赤字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左右，但是，2006～2009 年财年间，财政赤字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波动较大。例如，2006 财年，财政赤字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 5.3%。2007

财年，财政赤字降到 4.3%。2008 年上半年金融危机尚未全面爆发之际，毛里求斯政府为应

对危机冲击，加大对基础设施等公共项目的投资力度。在 2008/2009 财年预算中，政府拨

款 93 亿卢比（3 亿美元）用于刺激经济增长和应对危机。 

表 2  毛里求斯财政收支统计           （单位:亿卢比,%）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财政收入 3.9320 3.9220 4.2169 5.3222 6.2216 

财政支出 4.3752 4.9564 5.1608 6.1543 7.0392 

财政差额 -0.4432 -1.0344 -0.9439 -0.8321 -0.8176 

财政差额/国内生产总

值 
-2.5 -5.3 -4.3 -3.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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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债/国内生产总

值 
70.0 69.1 63.1 56.6 

58.7 

资料来源：根据英国 EIU《毛里求斯国别风险报告》2010 年 5 月号相关数据编制。 

注：毛里求斯的财政年度为 6月 30 日至次年 7月 1日。 

2. 税收制度 

税收体系  毛里求斯实行属地税制(Territorial System of Taxation)，课税方式像新

加坡，但税率较低。不管是境内或境外公司皆是针对其在毛里求斯境内产生的净利征税，毛

里求斯不征收资本利得税、证券交易税。 

虽然世界上有许多所谓的“避税天堂”，但毛里求斯始终奉行国际通用会计准则，是为

数不多的几个从未被国际社会列上“避税黑名单”的地区。 

毛里求斯的主要税种是对个人和公司征收的所得税，公司营业税、增值税、土地出让注

册税及关税等。为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2006 年毛里求斯政府财政预算对税收制度进行了

改革，简化了税种，降低了总体征税率。外国公司、个人与毛里求斯法人和自然人纳税待遇

相同，各鼓励投资的产业还分别制订了专门的免税或优惠税收政策。其会计年度一般为 4

月 1～3 月 31 日，企业也可申请会计年度为 1 月 1 日～2 月 31 日。企业所得税率实行预缴

所得税制，每个季度都要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年底必须清缴年度所得税。增值税税率为

15%，实行消费型增值税。 

税种与税率：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率实行 15%的统一税率。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为 15%。个税起征点很高，计算过程复杂，起征额最低为

25000 卢比/月，特殊情况起征点更高。 

——增值税  增值税 15%，为消费型增值税。年营业额在 200 万卢比以上的公司必须在

毛里求斯税务局增值税部登记，营业额在 100 万卢比以下的企业所缴纳的资本增值税可申请

返还。特殊商品包括棉花、纱线、纺织品附件如纽扣拉链、珍贵宝石、纺织机械、医疗器械、

医疗设施建筑原材料等免征增值税。 

——消费税   进口烟酒等奢侈消费品和汽车需征消费税。烟酒消费税达 200～400%，

本地产烟酒则不征消费税。进口汽车，视马力大小征收 55%和 100%的消费税。  

——印花税  按合同类别的不同，毛里求斯印花税从 100 至 500 卢比不等。 

——注册税  在毛里求斯转让不动产、股票或土地均需缴纳交易总额 5%的注册税。  

——关税   海关税率分 0、和 15%两个档次，为适应毛里求斯政府建立“免税岛”的策

略，总体税率呈不断下降趋势。 

3. 货币金融 

货币  毛里求斯货币名称为卢比。在毛里求斯的银行和兑换点，卢比与美元和欧元等硬

通货可随时互相兑换。在 2009 年，1 美元和 1 欧元兑换卢比的卖价平均值分别为 31.96 和

44.527。2005 年以来，毛里求斯货币卢比对美元和欧元等西方主要货币汇率变化波动较大。

2005 年 6 月至 2007 年 6 月，毛里求斯卢比对主要货币的汇率逐年下跌，卢比逐年贬值。2007

年 6 月至 2008 年 6 月，毛里求斯卢比对主要货币的汇率迅速上升，卢比升值较大；上述期

间曾一度达到 1 美元兑换 26.6 卢比，1 欧元兑换 41.3 卢比。2009 年 3 月至 12 月，由于美

元在全球市场疲软，导致毛里求斯卢比对美元汇率升值近 16%，平均 1美元兑换 29.4 卢比。 

人民币与毛里求斯卢比不可直接兑换。 

金融  毛里求斯金融体系由银行业和非银行业（包括保险和养老金业、证券业、租赁业

以及信托等）组成。分别由毛里求斯银行（Bank Of Mauritius）和金融服务委员会（Financial 

Service Commission）两大监管部门负责监管。毛里求斯银行和金融服务委员会还可根据监

管需要发布相关的法规（rules）和政策指引（Guidelines）。总体上金融监管要求较为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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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相对成熟，共有 19 家银行注册进行商业活动，其中离岸业非常活跃；在毛里求

斯商业银行中，本国银行在银行业中占统治地位。毛里求斯保险业发达，现有 26 家保险公

司和 2 家再保险公司，大都是私营公司。毛里求斯证券市场自 1989 年创立以来，在交易量、

上市公司的数目、市场资本化等指标均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1)主要银行： 

毛里求斯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67 年设立，独立法人，注册资本 10 亿卢比由政府

出资，按英国央行模式设立和运作，直接向议会报告。根据毛里求斯银行法（Bank of 

Mauritius Act 2004），毛里求斯银行负责制定及执行财政政策保持市场价格稳定同时维护

毛里求斯金融体系的发展；央行具有监管和督导金融机构以及和其他监管部门合作对清算、

支付和结算系统进行管理的职能。 

毛里求斯主要商业银行有毛里求斯商业银行（Mauritius Commercial Bank, MCB）和毛

里求斯国家银行（State Bank of Mauritius, SBM）。毛里求斯商业银行是该国最大的商业

银行，成立于 1838 年，为私营银行，毛里求斯上市公司，总资产 994 亿卢比（约 32 亿美元），

资本充足率 15.24%，旗下有 11 家子公司，47 家分支机构，除银行业务外，经营范围还涉及

融资租赁、保理、基金、证券经纪、投资管理等非银行业务，业务量超过国内市场的 40%。

毛里求斯国家银行（SBM）是该国第二大商业银行，也是毛里求斯上市公司，业务量约占市

场的 33%，总资产 509 亿卢比（约 16.4 亿美元），资本充足率 20.77%，旗下有 8 家子公司，

43 家分支机构，政府对 SBM 持有部分股份。 

毛里求斯还有一家政府全资拥有的政策性银行是毛里求斯开发银行（Development Bank 

of Mauritius，DBM），该银行控股了第一城市银行（First City Bank Ltd）等 5 家金融机

构，注册资本 1.25 亿卢比，2006 年 6 月末资产总额约 123 亿卢比（约合 4 亿美元）。贷款

主要用于政府发起和推动的项目，涉及农业、中小企业、制造业、建筑业、旅游业等，贷款

可获得政府补贴。 

毛里求斯当地主要外资银行有汇丰银行、巴克莱银行、德意志银行、渣打银行等一批国

际知名银行的子公司或分行，其中汇丰银行和巴克莱银行的业务量较大。这些外资银行在毛

里求斯主要业务是离岸银行业务，占到其业务量的一半以上。 

(2)保险  

毛里求斯保险业较为发达，最大的保险公司是私营的天鹅保险公司(Swan), 排名第二的

是毛里求斯国营保险公司(Sicom)。有多家外国保险公司在毛里求斯开业，其中较大的有英

美保险公司等。  

    (3)证券  

毛里求斯证券交易所（SEM）是毛里求斯唯一的证券交易所，经营股票和债券交易。毛

证券交易所成立于 1989 年 3 月 30 日，是私营有限责任公司，世界交易所联盟成员。股票市

场有官方市场板块（Official Market）和发展与企业市场板块（Development & Enterprise 

Market）两个板块，至 2008 年 7 月 31 日，共有 92 家上市公司，总市值约折合 76 亿美元。 

毛里求斯证券交易所对外国投资者开放。 

 

  （四） 对外经济关系 

1. 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在毛里求斯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外依存度已超过 80%。进入 21 世纪以

来，毛里求斯的进出口贸易均大体呈现不断增长势头，且进口大于出口。2008 年的金融危

机对毛里求斯外贸产生不小的冲击，导致进出口贸易规模萎缩。根据英国 EIU 数据显示，2009

年毛里求斯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 54.06 亿美元，比 2008 年缩减 20%。其中进口额 34.73 亿

美元，同比下降 21.1％，出口额 19.33 亿美元，同比下降 19..5％，逆差 15.04 亿美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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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减少 22.6％。 

图 2  2005～2011 年毛里求斯对外贸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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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EIU, Country Risk Service—Mauritus ,May 2010. 

注：2005～2009 年为实际数值，2010～2011 年为预测值。 

 

毛里求斯对外贸易以出口蔗糖、出口加工区产品为主，进口以粮食及其它食品、棉毛原

料、机器设备、石油产品等为主。2009 年出口纺织品（占 38.1%）、糖（占 10.7%）、鱼产品

（占 11.1%）；2009 年进口机械和运输设备（占 21.5%）、燃料（占 19.2%）。 

毛里求斯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 主要贸易伙伴是英国、美国、法国、南

非、印度、中国等。2008 年毛里求斯的主要出口对象国是英国（占 25%）、法国（12.3%）、

美国（6.9%）、意大利（5.3%）；同年，主要进口来源国是印度（23.3%）、法国（11.2%）、南

非（9.4%）、中国（7.8%）。 

2. 外国投资 

19世纪70年代，毛里求斯成功的吸引了许多外国直接投资，但是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

始，有所下降，尤其在制造业上。但是从2005年开始外国直接投资结束了几年的下降趋势，

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势头，2007年和2008年吸收外资额分别为3.41亿美元和3.78亿美元。然而，

2009年金融危机的蔓延导致外国直接投资明显下降，2009年流入毛里求斯的外国直接投资比

上年减少近1亿美元，实际流入额为2.57亿美元。 

图 3  2005～2011 年毛里求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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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世界投资报告》2003～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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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里求斯央行的统计，金融业、旅游业、以及与旅游相关的房地产开发是毛里求斯

吸收外资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其次是新兴的信息技术、海产品加工、生物制药等产业。2009

年银行业吸引的外资占比为39.9%，其次是旅游业为34.9%，房地产排在第三位，占16.5%。 

 

图4  2008年毛里求斯吸引外资的行业分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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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06～2009年外国直接投资在毛里求斯的行业分布（百万美元） 

 2006 2007 2008 2009 

出口加工区 5.7 8.5 5 20.5 

旅游业 83 187 137 89 

银行业 

房地产 

其他 

114 

15 

11.3 

127 

32.2 

5.3 

157 

65 

29 

15 

54 

16.5 

总计 229 360 393 195 

资料来源： http://www.state.gov/e/eeb/rls/othr/ics/2010/138111.htm 

注：2009年为1～9月数据。 

 

毛里求斯传统投资来源地为欧洲和印度，近年来，来自中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北

美、北欧、中东及南非的对毛里求斯投资也不断增长。2008年，英国、印度、德国、南非、

法国占据外国对毛里求斯投资来源地的前5位，来自上述5国的投资占毛里求斯吸收外资总额

的72.3%。 

 

图5  2008年毛里求斯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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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www.state.gov/e/eeb/rls/othr/ics/2010/138111.htm 

 

美国在毛里求斯投资的主要公司有加德士（Caltex）公司，微软、IBM和甲骨文（Oracle）

公司也在毛里求斯建立了印度洋地区的分销中心，肯德基（KFC）、必胜客（Pizza Hut）等

快餐公司，UPS、FEDFEX等快运公司也在毛里求斯开展业务。美Covanta能源公司正计划与当

地公司合作建设一1.6亿美元的废物发电项目。 

法国和英国的公司在毛里求斯多投资于信息技术领域，如埃森哲（Accenture）公司、

橙（Orange）电讯公司等。 

印度公司在毛里求斯尤为活跃。InfoSys 和 Hinduja 等软件公司均在毛里求斯设点，印

度石油公司（Indian Oil Ltd）在毛里求斯投资 1800 万美元建设终端加油站，Universal

饮料公司投资 900 万美元在毛里求斯兴建了一啤酒厂，MTML 电信公司在毛里求斯开展固定

和无线电话的业务。印度国家银行（State Bank of India）以 800 万美元收购了毛里求斯

一家当地银行 51%的股份。Sugar 集团投资 4700 万美元在毛里求斯建设一 250 个房间的豪华

旅馆，Apollo 集团投资 3 000 万美元在毛里求斯建设拥有 200 个床位的高科技医院。 

3. 外国援助 

自从1990年进入资本市场以来，流入毛里求斯的官方发展援助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尽

管毛里求斯政府对外援并不十分倚重，但毕竟是对私人资本流动的重要补充，因而政府也在

积极寻求增加援助。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统计，流入毛里求斯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从2000年的

2 040万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3 420万美元、2007年的7 460万美元。
①

4. 债务情况 

进入 21 世纪以来，毛里求斯外债负担在波动中不断加重。即从 2000 年的 17 亿美元增

长到 2005 年的 31.3 亿美元、2008 年的 49.8 亿美元。根据 EIU 数据预测，2009 年毛里求斯

外债将将到 46.1 亿美元，其中 23.9%的债务属于多边组织或外国政府的官方贷款，1.5%属

于私人信贷；74.6%属于短期债务。 

毛里求斯外债负担有所加重，各项主要债务指标也有所恶化，但均低于国际警戒线标准。

从 2008 年的实际债务指标来看，债务率为 94.3%，接近 100%的警戒线，负债率为 53.2%。 

 

 

 

图 6  毛里求斯外债状况 

                                                        
① ADB Statistics, Pocketbook 2009, Volume XI, page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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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 EIU《毛里求斯国家风险报告》2010 年 5 月号相关统计数据编制 

 

 

四、 对外关系 

（一） 外交政策 

对外关系奉行中立、不结盟、全方位开放的外交政策。主张同所有不同政治、社会制度

的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尤为注重发展与南部非洲国家、其人口祖籍国和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关

系。坚持“外交为经济服务”的方针，努力寻求西方的援助与投资。积极参与地区合作和南

南合作。毛里求斯已同 90 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埃及、英国、法国、美国、印

度和巴基斯坦等 11 个国家在毛里求斯设有大使馆。 

（二） 与大国关系 

与美国关系密切。2003 年举办了第二届美非经贸合作论坛，贾格纳特总理访美。2004

年美国同意给予毛里求斯输美纺织品“第三原料国”待遇。库塔里外长、贝朗热总理先后访

美。2005 年美国给予毛里求斯最不发达国家地位，毛里求斯纺织品可免关税输美。美国在

毛里求斯出口贸易中占第三位，毛里求斯对美国贸易呈顺差。2008 年美国在毛里求斯出口

贸易中占第三位。美国在毛里求斯与英存在主权争议的查戈斯群岛主岛迪戈加西亚岛上驻军

是两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 

（三） 与周边国家关系 

与印度有着特殊关系。印度是毛里求斯主要人口来源国，其传统文化、宗教、甚至种姓

制度均对毛里求斯有很深影响。印度是毛里求斯重要援助国，两国间设有混合委员会，在信

息技术、海洋等领域签有合作协定，签有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及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在联

合国改革问题上，毛里求斯一直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是毛里求斯第一大进

口国。 

与南非关系密切。1993 年 12 月，毛里求斯同南非建交。在南非约有 2 万毛侨民。毛

里求斯与南非签有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及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南非不仅是毛里求斯的主要

进口国，而且是毛里求斯的重要游客来源国。2004 年，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对毛进行私人访

问，贝朗热总理访南非并出席姆贝基总统就职典礼。2008 年 4 月，南非总统姆贝基出席毛

里求斯独立 40 周年庆典。 

（四） 与中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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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与中国有着长期友好的外交关系和传统友谊。1972 年 4 月 15 日，两国建立大

使级外交关系。中国政府一贯坚决支持毛里求斯政府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支持

和援助毛里求斯发展经济，毛里求斯政府一贯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国政府建交后，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

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友好合作关系发展顺利。两国

政府签有经济技术合作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劳务合作

协定、文化协定、体育协定等，并成立经济技术和贸易合作混合委员会。  

近年来，双边高层往来和互访频繁。2007 年 7 月，拉姆古兰总理应邀正式访华，会见

了胡锦涛主席，与温家宝总理举行会谈。2009 年 2 月，胡锦涛主席应邀对毛里求斯进行国

事访问，会见了贾格纳特总统，同拉姆古兰总理举行会谈。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王兆国访毛里求斯，同普利亚格议长会谈，并会见了贾格纳特总统和拉姆古兰总理。 

1. 与中国的双边贸易 

近年来中国对毛里求斯的出口稳步增长，多数年份增幅保持在 10%以上，中国一直处于

顺差状态。毛里求斯对中国的出口以纺织原料、机电产品和贱金属及制品为主。中国从毛里

求斯进口不多，主要进口冻鱼。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8 年中毛进出口总额为 3.23 亿美元

美元，其中对毛出口 3.17 亿美元，进口 582 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2%，11.6%和 13.5%。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对中毛贸易产生负面影响，进出口贸易额同比下降8.5%，为2.98

亿美元，其中出口下降 8.7%，为 2.92 亿美元，进口同比增长 5.6%，为 615 万美元。 

图 7  2003～2009 年中国与毛里求斯贸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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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数据库数据编制。 

2.与中国的互利合作 

中国与毛里求斯的互利合作始于 1982 年，目前在毛里求斯的中国公司主要有中国建筑

工程总公司和云南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等 6 家。截至 2004 年底，双方共签劳务承包合同

总额 4.7125 亿美元,工程承包合同总额 2.0238 亿美元。截至 2008 年底，中国在毛里求斯的

直接投资金额超过 1.6 亿美元，其中经商务部批准和备案的主要有山西天利纺纱（毛里求斯）

有限公司、香港上海针织有限公司。2007 年为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承诺，山西省天利实业有

限公司开始承建毛里求斯天利经贸合作区。预计规划总投资 7.66 亿元人民币，五年建成，

涵盖纺织服装、家电、轻工、高新技术、食品加工等行业。 

中毛劳务合作始于 1989 年。2009 年中国在毛里求斯从事承包劳务的工人已从 2003 年

的 1.2 万减少到 6 432 人，迄今毛里求斯仍是中国向非洲国家派遣劳务人员最多的国家。 

 

3.现任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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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边燕花。馆址：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oyal Road, Belle Rose，Rose Hill。电话：00230 - 4549111，4674600；4549113（商务

处）；4645556（领事部）。电报挂号：Chinemba Port Louis。传真：4646012。电传：CHINCOM 

IW。电子邮件：Chinaemb_mu@mfa.gov.cn  

毛里求斯驻华大使：钟律芳。馆址：北京东直门外大街 23 号，外交办公大楼 202 号。

电话：010-65325695，65325698(领事处)。传真：65325706。    

 

（姚桂梅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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