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Guinea-Bissau 

（República da Guiné-Bissau） 
一、自然人文概况 

（一）自然地理 

1. 地理位置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地处西非。西临大西洋，包括大陆和 100 多个岛屿组成，国土面积

3.6 万平方公里。陆地北部同塞内加尔接壤，东、南同几内亚相邻。境内东部为热带稀树草

原，地势较高，大部分地区则为海岸平原。海岸线长约 300 公里。 

2. 行政区划 

全国划分为 3 个省、8 个区、36 个县（包括比绍自治县），县下设乡镇。首都比绍（Bissau）。

其中北部省包括 3 个区：卡谢乌（CACHEU）、比翁博（BIOMBO）、奥约（OIO）；东部省包

括 2 个区：巴法塔（BAFATA）、卡布（GABU）；南部省包括 3 个区：吉纳拉（QUINARA）、

通巴里（TOMBALI）、博拉马（BOLAMA）和比热戈斯群岛（BOLAMA E BIJAGOS）。 

首都比绍濒临大西洋，位于西部热巴河出口处，人口 38.5 万，是全国最大城市，也是

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比绍集中有全国 80%以上的工业，主要包括榨油、碾米、锯木

等。 

巴法塔（Bafata）和卡布（Gabu）分别是几内亚比绍的第二大和第三大城市。巴法塔是

位于几内亚比绍中部，是巴法塔区首府，经济较为发达，是农产品贸易中心，也是全国的公

路枢纽，是热巴河航运的终点站。 

3. 自然资源 

几内亚比绍矿产资源尚未开发。初步确定蕴藏的矿产资源包括铝矾土、钻石、黄金、石

油、磷酸盐等，其中铝矾土储量约 2 亿吨，磷酸盐储量约 1亿吨。此外，境内还小规模生产

建筑用材，如粘土、花岗岩、石灰石、砂石等。 

水资源丰富但开发落后。作为沿海地区国家，从储量和降水来看，几内亚比绍水资源丰

富。但是，由于资金和其他困难，几内亚比绍水资源开发利用严重滞后，人均年用水量全球

排名第后 10 名国家。 

农业条件较好但开发程度不高。几内亚比绍地处北纬 11 度左右，属热带季风气候，日

光强，雨量充沛。境内地势均为平原，适合农业种植。可耕地面积 180 多万公顷，耕地面积

仅 70 多万公顷，主要种植腰果和水稻。 

渔业资源丰富。几内亚比绍沿海大陆架长 160 公里，河口多，饵料充足，适合鱼类生长，

据考察，年捕捞量可达 25-35 万吨，其中带鳞鱼 20 万吨，软体鱼 2000 吨，对虾 5000 吨，

龙虾 500 吨，螃蟹 500 吨。 

草场森林资源丰富。受气候影响，几内亚比绍约有 300 万公顷适合发展畜牧业的天然牧

场，20%的农业人口从事畜牧业。几内亚比绍森林覆盖率约为 60%，拥有近 2.5 万平方公里

的林地，其中干旱、密集林地 1730 平方公里，退化林地 9370 平方公里，热带草原性林地

9260 平方公里，棕榈、芒果和湿地林 4220 平方公里，森林资源储量 4880 万立方米。其中

重要林木包括红木、香木、血木、白木、棕榈树等，可供砍伐的资源约 40 万立方米。 

4. 季节气候 

几内亚比绍沿海地区为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内陆则为典型的热带草原气候。由于受到

撒哈拉大沙漠和南大西洋气候群来回移动的影响，全年分为旱季和雨季，每年 5 月至 10 月



为雨季，高温潮湿；11 月至次年 6 年 5 月为旱季，干燥少雨。年均气温为 27℃，年均降雨

量为 2000 毫米左右。受沿海气候变化影响，几内亚比绍经常发生洪涝灾害和海水海潮现象，

并由此导致土壤盐碱化。其中受海潮影响的土地面积约 4000 多平方公里。 

  （二） 居民与宗教 

1. 人口 

几内亚比绍 2008 年全国总人口 174.6 万，其中 99%为黑人。城市人口占 29.9％，男性

人口占总人口的 50.6%。0－14 岁人口数约为 83.4 万，15－64 岁人口数约为 86.0 万，65

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5.1 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数约为 65.1 万人，其中男性占比 38.4%。

毛出生率 49.2‰，毛死亡率 18.1‰，预期寿命 46.8 岁，妇女生育率 7.0%。2006 年可饮用

水获得率 57％，可获得医疗人数比例 33％。 

2. 民族 

几内亚比绍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 27 个民族组成。其中巴兰特族（Balanta）占人口

的 30%，富拉族（Fula）占 23%，曼丁加族（Mandinga）占 13%，猛亚戈族（Manjaca）占 11%，

巴贝尔族（Papel）占 10%。 

3. 语言 

官方语言为葡萄牙语，国内通用克里奥尔语（Kriol）。约 14%的人口使用葡萄牙语。

克里奥尔语是几内亚比绍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种语言，约占人口的 44%，它是一种在葡语影响

下的地方语言。还有大量人口使用其他非洲语言如巴兰塔语（Balanta）、弗拉语（Fula）、

曼丁哥语（Mandinga）、曼加科语（Manjaco）、培普语（Pepel）等。   

4. 宗教 

几内亚比绍是一个多种宗教信仰的国家，包括伊斯兰教、奉拜物教、天主教、基督教

新教和其他宗教。传统宗教和伊斯兰教信仰人数较多，分别约占总人口的 50%、45%。其中

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主要集中在北部和东北部。 

 

二、 政治 
（一） 政治体制 

1. 国家简史 

几内亚比绍曾是古代非洲桑海帝国的一部分。15 世纪中期，葡萄牙殖民者开始开始侵

入几内亚比绍，并在该地逐步建立了奴隶贸易站进行奴隶掠夺和贸易。随着 19 世纪欧洲列

强瓜分非洲殖民地的开展，几内亚比绍逐步被葡萄牙蚕食，1879 年沦为葡萄牙殖民地，之

后几内亚比绍被葡萄牙统治近百年。从葡萄牙开始侵入几内亚比绍开始，就一直遭到当地人

民的反抗。随着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在几内亚比绍民族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几内亚

比绍于 1973 年 9 月 24 日宣布独立。1974 年 9 月 10 日，葡萄牙予以承认。 

2. 政治体制沿革 
整体上，几内亚比绍独立以来政治体制经历了二个大的政治体制变化时期。 

几佛独立党（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长期执政时期。由于在领导几内亚比绍

人民反殖民统治、争取独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几佛独立党从 1973 年独立到 1991 年间长期

处于执政地位。 

军人执政到民主化。1980 年，几内亚比绍部长会议主席维埃拉（João Bernardo Vieira）
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卡布拉尔政府，成立革命委员会并自任主席。1991 年 5 月，几内亚比

绍全国人民议会特别会议通过了多党制立法，实行多党制。1994 年，几内亚比绍举行首次

多党总统选举，维埃拉作为几佛独立党候选人参选并当选总统。1998 年 6 月，几内亚比绍

再次发生政变。军队总参谋长安苏马内·马内率兵发动叛乱，并最终在 1999 年 5 月推翻了

维埃拉的统治。同年 11 月，在军政府主持下，再次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议会选举中，社



会革新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总统选举中，社会革新党候选人昆巴·亚拉胜出，并于 2000

年 2 月组成新政府。2003 年 9 月，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塞亚布拉发动政变。随后，几内亚比

绍成立了以企业家、无党派人士恩里克·罗萨为过渡总统的过渡政府。2005 年 8 月，前总

统维埃拉以独立候选人参加大选并再次当选，10 月宣誓就职。2008 年 11 月，几内亚比绍举

行议会选举，几佛独立党获胜。12 月，维埃拉任命几佛独立党主席卡洛斯·戈梅斯为总理。

2009 年 1 日 2 日，戈宣誓就职，于 8 日组成新一届政府。2009 年 1 月，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巴蒂斯塔·塔格梅·纳·瓦伊命令总统卫队解散。随后总统和军方的冲突进一步升级。3 月

1 日，军队司令部大楼发生爆炸，总参谋长瓦伊身亡，次日，总统维埃拉遇袭身亡。3 日，

国民议会议长雷蒙多·佩雷拉依宪就任临时总统。2009 年 7 月几佛独立党候选人萨尼亚当选

新一任总统，并于 9 月 8 日宣誓就职。2010 年 4 月 1 日，几内亚比绍再发动荡。军队副总

参谋长安东尼奥发动政变，拘禁总参谋长因杜塔，并扣押总理戈梅斯。后经萨尼亚总统调解，

冲突和解，戈梅斯总理复职。 

3. 现行政治体制 

根据几内亚比绍 1999 年 7 月颁布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几内亚比绍实行半总统制。总统

是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总理是政府元首，经议会多数党提名后由总统任命。总统每届任

期 5 年，可连任 1 次。 

（二）国家机构 
1. 立法制度 
几内亚比绍立法权由全国人民议会行使。议会每年召开四次例会，就国内外重大问题

制定法律，并负责监督国家法律的执行。常务委员会为议会常设机关，在议会闭会和被解散

期间，行使议会职权。根据宪法规定，议员由普选产生，任期为 4 年。本届议会于 2008 年

12 月 22 日组成，议长雷蒙多· 佩雷拉（Raimundo Pereira），为几佛独立党成员，

共有议员 100 名。议会第一大党为几佛独立党，占 67 个席位，其次是社会革新党，占 28

席，独立和发展共和党各占 3 席，新民主党和选举联盟各占 1 席。 

2. 司法体制 
几内亚比绍的司法体系由最高法院、9 个区法院和 24 个部门法院构成。最高法院是最

高司法机关，由 9 名总统任命的成员组成。最高法院是最高司法机关，总检察院是最高检察

机关。最高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均由总统任命。目前最高法院院长为玛丽亚·多塞乌·席尔

瓦·蒙泰罗 (Maria do Céu Silva Monteiro)，2004 年 2 月 6 日就职。总检察长为路易斯·马
努埃尔·卡布拉尔（Luis Manuel Cabral），2009 年就职。 

  （三） 政党情况 
1． 现行政党概况 
几内亚比绍 1991 年实行多党制，现有 32 个合法注册政党，其中包括几内亚和佛得角

非洲独立党（Partido Africano da Independência da Guiné e Cabo Verde-PAIGC）、社

会革新党（Partido da Renovação Social-PRS）、独立和发展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para Independência e Desenvolvimento）、团结社会民主党（Partido Unido Social 

Democrata-PUSD）、民主阵线（Frente Democrática）、几内亚比绍抵抗运动（Resistência 
da Guiné-Bissau）、民主社会阵线(Frente Democrática Social)、民主汇合党(Partido da 

Convergência Democrático)、国家独立斗争阵线(Frente de Luta pela Independência 
Nacional)、团结民主运动(Movimento para Unidade e Democracia)、变革联盟党(Partido 

União para a Mudança)、几内亚比绍生态保护联盟(Liga Guineense de Protecção 
Ecológica) 、 几 内 亚 比 绍 社 会 民 主 — 公 民 论 坛 (Fórum Cívico Guineense Social 

Democracia)、社会民主党(Partido Social Democrata)、民主与进步全国联盟(União 
Nacional para a Democracia e Progresso)、革新与进步党(Partido de Renovação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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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o)、几内亚比绍民主社会党(Partido Democrático Socialista Guineense)、社会

联盟(Aliança Socialista)、几内亚比绍人民党(Partido Popular Guineense)、几内亚比

绍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da Guiné-Bissau)、几内亚比绍民主社会解决党(Partido 

Democrata Socialista Solução Guineense)、民族团结党(Partido da Unidade Nacional)、

团结劳工党(Partido de Solidariedade e do Trabalho)、人民宣言党(Manifesto do Povo)、

几内亚比绍民主运动(Movimento Democrático Guineense)、几内亚比绍民主党(Partido 

Democrático Guineense)、进步党(Partido para o Progresso)、几内亚比绍爱国者联盟

（União dos Patriotas Guineense）、全国和解党（Partido de Reconciliação Nacional）、

新民主党(Partido da Nova Democracia)、人民民主党（Partido Popular Democrático）、

民主发展与公民党(Partido para a Democracia Desenvolvimento e Cidadania)等。 

2. 执政党情况 

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简称几佛独立党，现几内亚比绍执政党。该党创立于 1956

年 9 月 19 日，现有党员约 30 万人，党的宗旨是实现民族团结，捍卫和巩固独立，为创建在

人民团结一致、社会公正和法治国家基础上的民主社会而战斗。该党曾为领导几内亚比绍和

佛得角两国人民争取独立做出过突出贡献。1973 年几内亚比绍独立后，几佛独立党一直处

于执政地位。1977 年 11 月，几佛独立党被确定为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两国共同的执政党。

1981 年，随着佛得角另立新党，两国一党的状况宣告结束，几内亚比绍执政党延用原名称。

1999 年 11 月，几佛独立党在几内亚比绍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中失利，沦为在野党。2004 年议

会选举中，几佛独立党赢得相对多席位，2008 年在议会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席位，重新成

为执政党。2008 年 6 月，几佛独立党召开第 7 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主席卡洛斯·戈梅斯（Carlos 

Gomes Júnior）获连任。 

3. 主要反对党 

社会革新党，成立于 1992 年 1 月 24 日，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主张建立民主法治，

实施良政，倡导民族团结与和解。该党曾于 2000 年至 2003 年间执政，在工人、农民中影响

较大。党主席为前总统昆巴·亚拉（Koumba Yalá），总书记奥古斯托·波克纳（Augusto Poquena）。 

独立和发展共和党，成立于 2008 年 3 月 7 日，其宗旨是巩固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

促进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党主席为前总理阿里斯蒂德斯•戈梅斯（Aristides 

Gomes）。 

4. 人物介绍 

马拉姆·巴卡伊·萨尼亚（Malam Bacai Sanha），现任总统，几佛独立党成员，信奉

伊斯兰教。萨尼亚生于 1947 年 5 月 5 日，早年曾留学前民主德国并获政治学学士学位。萨

尼亚 1962 年加入几佛独立党后，一直致力于党的事业。1981 年至 1994 年间，曾先后担任

加布省省长、东部省省长和全国工会总书记、信息和电信部长、公共管理和劳动部长等职。

1994 至 1999 年任全国人民议会议长。1999 年动乱期间曾出任临时总统。2000 年到 2009 年

6 月，担任几佛独立党政治顾问。2009 年 7 月，萨尼亚以几佛独立党候选人身份竞选总统

并获胜。同年 9 月 8 日，正式就职。 

卡洛斯·戈梅斯（Carlos Gomes Júnior），现任总理，几佛独立党成员。戈梅斯生于

1949 年 12 月 19 日，曾多年从商，是几内亚比绍的知名企业家。戈梅斯生于 1994 年当选国

民议会议员，1996 年晋升为第一副议长。在独立党内，戈梅斯 1998 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2002 年当选为党主席，2008 年获连任。戈梅斯曾于 2004 年 3 月至 2005 年 10 月间任几内亚

比绍政府总理，2009 年 1 月再次担此职。 

雷蒙多·佩雷拉（Raimundo Pereira），现全国人民议会议长，律师，几佛独立党成

员。佩雷拉 1956 年 8 月 28 日生于比绍市，曾获葡萄牙里斯本大学企业法学硕士学位。历任

国家电台台长、电视台台长、国土管理部长、司法部长、交通和通讯部长等职。2008 年 12



月 22 日当选议长。2009 年 3 月 2 日维埃拉总统遇刺身亡后，依据宪法佩雷拉于 3日就任临

时总统。同年 9 月，新总统萨尼亚宣誓就职后，佩雷拉继续担任议长。 

 

三、 经济 

  （一） 经济发展概述 

1. 现行经济体制 

几内亚比绍是最不发达国家，也是转型期国家。一方面，目前政府国际金融机构的督

导下在通过财政、金融、税收等维护国民经济稳定的同时，大力推动私有化改革。另一方面，

政府注重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积极吸引外资。 

当前，通过多边援助贷款、双边开发贷款以及通过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

资来促进国内经济的增长将是政府工作重点。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

目标。 

2. 近五年宏观经济发展 

几内亚比绍是世界上发展最为滞后的国家之一，经济总量、人均收入都很低，属于世

界银行划分的低收入国家。根据 2007/2008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在统计的 177 个国家

中，几内亚比绍排名 175 名。 

2004 年到 2007 年间，几内亚比绍 GDP 虽保持稳定增长，由 2004 年的 2.9 亿美元增加

到 2007 年的 3.9 亿美元，但由于人口的增长，人均 GDP 并没有明显的提高，一直维持在 132

美元左右。扣除通胀率的影响，几内亚比绍国内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受紧缩政策以及政府调控加强的影响，近年来几内亚比绍通货膨胀率较低，2006 年、

2007 年分别为 1.8%、2.5%。由于国内经济对外风险防范能力较差，国家发展依赖外援程度

较高。2008 年由于国际油价和粮食价格的上升，通货膨胀率将达到 3.2%。 

作为经济极度落后的农业国，几内亚比绍出口商品单一，进口商品需求种类较多，国

内经济对外风险防范能力较差，国家发展依赖外援程度较高。因此，当前金融危机将对几内

亚比绍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 

    3. 产业结构 

2000 年到 2006 年间，几内亚比绍行业增长率分别为农业年均增长 1.5%，工业年均增

长 0.9%（其中制造业年均增长-1.3%），服务业年均增长 1.1%。2007 年，农业增长率为 2.5%，

工业增长率为 2.5%（其中制造业增长 2.5%），服务业增长率为 2.5%。 

几内亚比绍近年来各行业增长缓慢。国家的工业化程度极低，产业主要是一些基本的

加工业。轻工产品都严重依赖进口。从消费结构来看，政府消费和居民生活消费占了较大的

比重。 

内亚比绍经济以农业和渔业为主。2006 年，农业产值约占GDP的 57.2%，农业人口约占

全国劳动力人口的 85%。可耕地约 90 万公顷。农产品出口占 96%，其中腰果是最重要的出口

产品，其次是棉花和花生。农业现代化程度较低，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因此，主要农产品

产量受气候条件影响较大。，2006 年腰果产量为 8.52 万吨，预计 2007 年腰果产量 10.6 万

吨。玉米产量为 4.18 万吨，黍类作物产量 7.41 万吨，稻米产量为 10.6 万吨。国内腰果产

量的 98％被印度加工企业购买。几内亚比绍森林资源丰富，境内 60％的土地被森林覆盖。

几内亚比绍的畜牧业近年有所发展，产值约占GDP的 15%，全国约有 300 万公顷牧场，20%的

农业人口从事牧业。几内亚比绍渔业资源丰富，近年来渔业产值增长较快，但是由于缺乏现

代船队和海岸设施，自主渔业开发严重滞后。为此，海产品出口和向外国人发放捕鱼许可证

是几内亚比绍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 

服务业虽是几内亚比绍第二大产业部门，但以传统服务业为主。其中金融业较落后，

经营业绩较差。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落后，以及长期国内政局动荡，几内亚比绍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E%B2%E6%A5%AD&variant=zh-cn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C%81%E6%A5%AD&variant=zh-cn


旅游环境并不被国际游客看好，严重影响了该行业的发展。目前，几内亚比绍每年大约接待

几千名游客。旅游业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并不明显。2006 年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为 28.1%。 

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加工部门很小，以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业为主。2006 年工业产值约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4.7%。 

  （二） 基础设施 

1. 交通运输 

几内亚比绍境内交通以公路和水运为主，无铁路。公路总长 3500 多公里，其中二级、

三级公路（沥青路面）约 550 公里。内河和近海航运占有重要地位，里程达 1800 多公里。 

几内亚比绍岛屿较多，港口也较多。比绍港是主要港口，占全国各港总吞吐量的 90％，

年吞吐量为 50 万吨。港区岸线长约 391 米，最大水深约 9 米。该港口属于河口海港、自由

港，港区有 2 个主要码头泊位。港口装卸设备有各种岸吊、牵引车、堆垛车、平板车、装船

机、皮带机及拖船等。奥斯瓦尔多•维埃拉国际机场位于首都附近，可供波音 747 等大型飞

机起降，每周有定期航班往返塞内加尔、佛得角和葡萄牙。  

2. 水电设施 

几内亚比绍能源短缺，电力严重不足，国家没有发电厂，单位和居民用电主要依靠自己

发电。  
3. 邮电通讯 

2007 年，几内亚比绍有固定电话用户 4600 户，移动电话用户 29.62 万户，广播 AM 频

道 1 个，FM 频道 4 个。2006 年因特网用户 3.7 万户。2008 年因特主机 82 户。 

  （三） 财政与金融 

1. 国家财政 

长期以来，几内亚比绍预算执行情况差，资金使用率低，财政收支处于赤字状态。近年

来，在国际金融组织的监管改革中，几内亚比绍的财政预算赤字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了较

高的水平。2005 年财政赤字约 3600 万美元，占 GDP 的比重为-11.9%。2006 年和 2007 年财

政赤字相对稳定，保持在了-9.7%的水平。 

2000 年到 2005 年间，几内亚比绍政府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例为年均 30.6%；财政支出

占 GDP 的比例为年均 41.7%；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为年均-11.1%。2006 年、2007 年以上

项目的比例分别为 31.5%、23.1%；41.3%、40.4%；-9.8%、-17.3%。 

2. 税收制度 

关税：几内亚比绍属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西非经济货币联盟成员国，关税税制与西

非经济货币联盟的税制统一。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的税制包括共同体特惠关税和共同体对外

税。 

国内税：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直接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工商所得税、有价证券税等。

间接税包括利息税、增值税等。根据税法，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39％；股息税税率为 10％；

利息税（包括资本投资、债券及逾期付款的利息）税率为 25％；增值税税率为 18％；个人

所得税税率最高为 20％；特许权使用（包括某些非有限合资企业，转让专利、牌照、方法、

设计和转让其他技术的利润）税税率为 10％。 

税收优惠措施：几内亚比绍通过有关税收减免吸引外资。税收优惠包括特殊税收减免和

关税减免。特殊税收减免对象包括五类①促进出口类，即为鼓励以出口为目的的投资，批准

的项目可以减征每年产值应征税额的 10%，最长时间 6 年；②促进进口替代品类，即为鼓励

以替代进口和粮食自给为目的的投资，批准的项目可以减征每年产值应征税额的 10%，最长

时间 6 年；③促进职业培训类，即为鼓励以对几内亚比绍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为目的的投资，

批准的项目可以减征在本国和国外同样职业培训费用应征税额的一倍；④植树造林类，即为

鼓励植树造林，批准的种植国内树种 10 公顷以上的项目，可减征种植同样树种、面积费用



应征税额的一倍，最长时间 3 年，其它树种的征税减少比例为投入费用的一半；⑤内地和基

础设施类，即在比绍地区行政管理管辖区域以外建立的项目，可以减征相关运输交通费应征

税额的 50%。对于建立基础设施、公路、码头和仓库，可减征全部费用。建立旅游基础设施

有特殊法律规定。关税减免包括所有获准投资的项目。 

3. 货币金融 

几内亚比绍是西非经济货币联盟成员国，其金融体系属于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同法国金融

体系挂钩下的金融体系。货币、信贷和外汇政策均由法国财政部制定。 

设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西非中央银行既是几内亚比绍的中央银行，也是其金融监管

机构。几内亚比绍金融业很不发达，在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区内实力最弱。 

  （四） 对外经济关系 

1. 对外贸易 

几内亚比绍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出口商品单一，主要是腰果和鱼产品，其中腰果占了

绝对比重。2002 年到 2006 年，几内亚比绍出口腰果额分别为 337 亿非郎、299 亿非郎、391

亿非郎、447 亿非郎、315 亿非郎，所占出口额的比重是 88.9%、79.1%、97.8%、94.7%、94.0%。

同期，鱼产品出口基本维持在 1 亿非郎，2005 年最高达到 50 亿非郎。进口商品主要是资本

产品、食品和石油，其中资本产品和食品占较大比重。2002 年到 2006 年，几内亚比绍资本

产品进口额分别为 160 亿非郎、125 亿非郎、135 亿非郎、204 亿非郎、222 亿非郎，占进口

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39.3%、33.0%、30.8%、36.6%、35.9%。同期，食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

比重分别为 37.3%、41.7%、25.3%、23.3%、22.6%。 

主要出口对象国是印度、尼日利亚、韩国、意大利、塞内加尔等；主要进口来源国为塞

内加尔、葡萄牙、科特迪瓦、中国、意大利等。 

受商品进出口结构影响，几内亚比绍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2005 年逆差突破 1600 万

美元，2006 年增到 5937 万美元。2007 年虽有所下降，仍保持了 3488 万美元的逆差水平。

受国内劳动力技术水平较低以及国内经济规模较小的影响，近年来几内亚比绍服务贸易逆差

水平较为稳定。2004 年到 2007 年，均维持在 3600 万美元左右。长期以来，国际转移支付

是弥补其国际收支缺口的重要部分。但受援助项目变化影响，转移额并不稳定。2003 年到

2007 年年均转移额为 4961 万美元。 

2. 外国投资 

受投资环境较差等因素影响，几内亚比绍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一直较小，且主要集

中在食品加工、初级产品制造业等领域。近年来外国直接投资增加较快，主要集中在矿产开

发和渔业领域。2003 年外国直接投资额仅约 400 万美元，到 2005 年增加到 900 万美元，增

长了 125％，2006 年猛增到 1800 万美元。2007 年下滑到 700 万美元。2004 年到 2007 年间，

外国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重一直保持在 0.4％左右的水平。到 2007 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存量为 8100 万美元。2007 年安哥拉开始对几内亚比绍实施 5亿美元的铝土矿开发项目，这

是几内亚比绍最大的单项外国投资。2008 年 4 月，荷兰新能源公司获得了在几内亚比绍海

域勘探开发石油的特别许可权。2008 年西班牙政府签署同几内亚比绍的渔业合作项目，增

加在该地渔业的投入，并承诺支持几内亚比绍渔产品向欧盟所有国家出口。 

3. 外国援助 

作为最不发达国家，几内亚比绍是长期严重依赖外援的国家。外国援助主要分为双边援

助和多边援助。 

双边援助主要集中在葡萄牙、法国、荷兰、意大利、美国等国。其中葡萄牙援助规模较

大，资金流较为稳定。2005年，流入几内亚比绍的双边援助额约为3800万美元，其中葡萄牙

的援助达1200多万美元。 

多边援助主要来自欧盟、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开发署、非洲开发基金等机构。2005年



援助总额约7900多万美元，其中7600多万美元为赠款。 

4. 债务情况 

几内亚比绍外债沉重，是世界上负债最严重国家之一。2003 年国家负债率为 382.9%。

之后虽有所下降，2007 年仍高达 263.0%，高出国际认可的负债安全线 10 倍以上。到 2007

年，几内亚比绍外债总额高达 10.1 亿美元。 

外债结构以政府担保的中长期外债为主，占外债总额的 90％以上。2001 年公共长期外

债占债务总额等比例为 94％，到 2005 年，该比例已经上升到 97％。由于投资环境差，政府

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贷款是几内亚比绍的主要资金来源。 

 

四、 对外关系 

  （一） 外交政策 

几内亚比绍奉行独立自主、和平睦邻友好、不结盟外交政策。主张国家间关系应该遵循

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重视发展与

非洲国家的合作，支持非洲“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在地区事务中，支持西非一体化进程，

积极参与西非地区事务。目前已同近 60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外交关系。 

  （二） 与大国关系 

几内亚比绍同前宗主国葡萄牙关系密切。葡萄牙是几内亚比绍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和最

大援助国，两国签署多项友好合作协定，合作范围涉及农业、工业、通讯、航空、渔业、水

电、文化教育、新闻、体育、司法和行政管理等方面。近年来，两国高层互访不断。根据两

国签署的合作协议，葡将在 2005 年到 2007 年 3 年内向几内亚比绍政府提供 1350 万欧元援

助和投资。葡政府还每年向几内亚比绍提供一定数额的奖学金名额。2008 年，为支持几内

亚比绍议会选举，葡萄牙政府向其提供了两批价值分别为 460 万非洲法郎和 30 万欧元的物

资。2009 年 3 月，几内亚比绍总统维埃拉遇刺身亡后，葡外交合作国务秘书率葡共体代表

团赴几内亚比绍斡旋。 

重视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友好合作。由于极端贫穷落后，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几内亚比

绍一直受到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援助。2008 年 1 月，欧盟同几内亚比绍签署协议，为几内亚

比绍提供 770 万欧元的援助，用于支持几内亚比绍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的改革。2008 年 4 月，

欧盟驻当地使馆与几内亚比绍签署了 380 万欧元的援助协议。2008 年 5 月，西班牙同几内

亚比绍签署了 150 万欧元的经援协议，该援助将主要用于补发公务员的工资和修建南部的公

路。2010 年 3 月，欧盟同几内亚比绍签署援助协议，据此，欧盟将向几内亚比绍政府提供

300 万欧元的资助，用于几内亚比绍的桥梁和主要公路的修缮，同时也帮助几内亚比绍建立

公路管理法规体系框架。此外，几内亚比绍同法国关系友好，并得到多次援助。 

几内亚比绍重视发展同美国的友好关系，近年来双边关系较为稳定。 

（三） 与周边国家关系 

在地区关系中，重视发展同葡语非洲国家安哥拉、佛得角、莫桑比克、圣多美－普林西

比的关系。2006 年 7 月，几内亚比绍举办了第 6 届葡共体首脑会议，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

斯、莫桑比克总统格布扎、佛得角总统皮雷斯、圣普总理克鲁斯等出席会议。2007 年 2 月，

维埃拉总统访问安哥拉。此外，同临国几内亚、塞内加尔等国来往密切。2007 年 2 月，维

埃拉总统访问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同塞内加尔有海域争端，但两国签有友好条约和经贸等十

几项协定，经济合作频繁。几内亚比绍同佛得角的特殊关系。两国曾在几佛独立党的统一领

导下共同争取民族独立斗争，并在独立后维持了较长时间的两国一党的局面。1980 年两国

关系恶化，佛得角另立新党—佛得角非洲独立党，1982 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两国关系

保持平稳发展，高层互访不断。 

  （四） 与中国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几内亚比绍共和国于 1974 年 3 月 15 日建交。1990 年 5 月 26 日，几

内亚比绍与台湾建立所谓“外交关系”。同年 5 月 3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中止同几内

亚比绍的外交关系。1998 年 4 月 23 日，双方恢复外交关系。 

建交期间，双方高层互访不断。其中中国访问几内亚比绍的领导和官员包括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1989 年 9 月）、外交部副部长吉佩定（2001 年 2 月）、外经贸部部

长助理陈健（2002 年 10 月）、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2004 年 3 月）、外交部部长助理吕国

增（2004 年 9 月、2005 年 11 月）、外交部长李肇星（2007 年 1 月）、外交部部长助理翟

隽（2009 年 9 月）等。几内亚比绍访问中国的官员有外长维克多·萨乌德·马里亚（1975 年 7

月）、议长卡门·佩雷拉（1986 年 4 月）、外长费尔南多·德尔芬·达席尔瓦（1998 年 4 月）、

外交与侨务部长马马杜·亚亚·贾洛(2000 年 10 月来京出席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外长

菲洛梅娜·玛斯卡雷妮娅斯·蒂波特（2002 年 1 月）、总统昆巴·亚拉(2002 年 12 月)、外交、

国际合作和侨务部长苏亚雷斯·桑布（2004 年 6 月）、总统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1982 年、

2006 年 10 月访华并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08 年 9 月访华并出席北京残奥会闭幕

式）、贝南特议长（2008 年 5 月）。 

双方签署的重要协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

公报”（1974）、“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派遣医疗队议定书”（1975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9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几内

亚比绍共和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2009）等。 

双边贸易情况。作为工农业落后国家，几内亚比绍对中国产品需求较大，但受进口能力

限制，几内亚比绍进口中国商品额较低。双边贸易以中国出口为主，但波动幅度较大。继

2003 年几内亚比绍进口中国商品额达到 1235 万美元之后，进口额一直下降。2007 年虽有所

增加，仅达到 728 万美元，相比于 2006 年的 568 万美元，增长了 28.1%。2008 年，中国和

几内亚比绍贸易总额 700 万美元，同比下降 1％，是中国对非贸易国倒数第二。其中中国进

口额约 100 万美元，同比上升 618.3%,出口额 600 万美元,同比下降 15.8%。 

经济、技术援助是中国与几内亚比绍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国不仅长期为几内亚比绍派遣

医疗队、农业技术人员，还为几内亚比绍多次提供包括粮食在内的各式无偿援助。2004 年 2

月 21 日，中国向几内亚比绍无偿提供了价值 500 万元人民币的大米。2007 年 9 月，中国政

府再次向几内亚比绍政府提供无偿粮食援助。2010年2月中国政府向几内亚比绍提供了2500

吨大米的粮食援助。援建项目是中国同几内亚比绍开展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在几内亚比

绍工程承包的重要项目。但是，我国在几内亚比绍工程承包数额较小。2006 年仅为 2291 万

美元。政局不稳是影响我国在该国投资的主要因素。目前有中国的渔业公司在几内亚比绍海

域从事捕捞作业。中国水产品集团公司与几内亚比绍政府从 1985 年开始渔业合作。2008 年

双方将原来的渔业手工合作项目改组为合资公司。 

（杨宝荣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