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内亚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Guinea, La Republique de Guinee 

 

一、自然人文概况 

（一）自然地理 

1. 地理位置 

位于非洲西部，北邻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和马里，东与科特迪瓦、南与塞拉利昂和利

比里亚接壤，西濒大西洋。海岸线长约 352 公里。地形复杂，全境分 4 个自然区：西部（称

“下几内亚”）为狭长的沿海平原；中部（称“中几内亚”）为平均海拔 900 米的富塔贾隆高

原，西非 3条主要河流——尼日尔河、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均发源于此，被称为“西非水

塔”；东北部（称“上几内亚”）为平均海拔约 300 米的台地；东南部为几内亚高原，有海拔

1752 米的宁巴山，为全境最高峰。

2. 行政区划 

全国划分为首都科纳克里市和七个行政区（Région Administrative），即金迪亚区、博

凯区、拉贝区、马木区、法拉纳区、恩泽雷科雷区和康康区；行政区辖 33 个专区（Préfecture）

和科纳克里市 5 个市区；专区下分为专区（Sous-préfecture）；基层行政单位为自然村或城

市街道。主要城市有：金迪亚、博凯、拉贝、马木、法拉纳、恩泽雷科雷和康康。这 7 个城

市均为 7 大行政区首府。 

3. 自然资源 

该国矿产资源相当丰富，素有“地质奇迹”之称。其主要矿产有：铝土矿、铁、金、

金刚石，以及镍、铜、钴、石油等。几内亚铝土矿资源非常丰富，是世界上最大铝土矿资源

国。2001 年铝土矿储量为 74 亿吨，储量基础为 86 亿吨。几矿床很容易开采，矿床上覆土

层较薄，基本无需剥离非矿土，大多可露天开采；矿石品位高,氧化铝含量 45％～60％,二

氧化硅含量 1％～3.5％;属于在低温下易加工提炼的三水化合型矿物；矿产贮藏相对集中,

一般一个矿点都在几百万吨至几十亿吨左右。几内亚铁矿石资源也非常丰富，据称资源量可

达 150 多亿吨（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为 60 亿吨，品位 64％～68％）,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富

铁矿，品位高达 56％～78％，可露天开采。几内亚金储量约 1000 吨，在各地都有分布，在

南部相对集中。 

全国有可耕地面积 600 万公顷，种植水稻、玉米、咖啡、热带水果等粮食和经济作物

的条件非常优越。中部高原和东部山区有优良的草场，可发展畜牧业。几内亚东南部有大片

原始森林，面积 1450 万公顷，盛产红木、黑檀木、梨木、桃花心木等贵重木材。 

由于雨水充足，地势起伏大，又是西非三大河流的发源地，素有“西非水塔”之称。

水利资源丰富，据估计，开发后水力年发电量可达 630 万千瓦。 

近海浅层水域鱼的蕴藏量 23 万吨，深海区蕴藏量约 100 万吨，水产品种多，商业价值

高。 

4. 季节气候 

沿海地区为热带季风气候，内地为热带草原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24～32℃。 

  （二） 居民与宗教 

1. 人口 

1010 万。据联合国相关机构估计，2008 年几内亚全国总人口 980 万。其中科纳克里 210

万人，恩泽雷科雷 22.5 万人，Guékédou22 万人，康康 20 万人，金迪亚 18 万人，博凯 11.6

万人，Kissidougou12 万人，法拉纳 11 万人。
①

2. 民族 

                                                        
① EIU, Country Report: Guinea, March 2010,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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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有 20 多个民族，其中富拉族（又称颇尔族）约占全国人口的 40％，马林凯族约

占 30％，苏苏族约占 16％。 

3. 语言 

几内亚官方语言为法语。各民族均有自己的语言，主要语种有苏苏语、马林凯语和富

拉语（又称颇尔语）。 

    4. 宗教 

几内亚约 87％居民信奉伊斯兰教，5%信奉天主教，其余信奉拜物教。   

 

二、 政治 

   （一） 政治体制 

1. 国家简史 

公元 9 至 15 世纪，几内亚是加纳王国和马里帝国的一部分。15 世纪葡萄牙殖民主义者

侵入几内亚，随后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接踵而至。1842～1897 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同

各地部落酋长签订 30 多个“保护”条约。1870～1875 年民族英雄萨摩利·杜尔统一境内各

小王国，建立乌阿苏鲁王国，坚持抗法斗争。1885 年柏林会议划几为法国的势力范围。1893

年命名为法属几内亚。20 世纪初，阿尔法·雅雅领导了大规模反法武装起义。1957 年几内

亚民主党领导人塞古·杜尔组织成立了半自治领地政府。1958 年 9 月几内亚人民通过公民

投票反对法国戴高乐宪法，要求立即独立，拒绝留在法兰西共同体内。同年 10 月 2 日正式

宣告独立，成立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杜尔出任共和国首届总统。 

2. 政治体制沿革 

塞古· 杜尔任总统直至 1984 年 3 月病逝。在杜尔当政期间，几内亚实行一党制。1984

年 4 月，兰萨纳·孔戴上校发动兵变，宣布成立几内亚第二共和国。年军政权执政后，宣布

解散议会，终止宪法，取缔几内亚民主党，成立国家复兴军事委员会行使几内亚最高权力，

负责“协调和指导全国一切经济、财政和保卫领土完整的活动”。兰萨纳·孔戴总统任国家

复兴军事委员会主席。1990 年 12 月 23 日，几内亚举行全民公决，通过了几内亚第三共和

国宪法。同年，几内亚举行公民投票通过根本法。1991 年 12 月 23 日颁布宪法。1992 年 4

月，几内亚颁布《组织法》。《组织法》取消了宪法中关于建立两党制的规定，规定实行多党

制，并规定经过 5 年的过渡期，军政权“还政于民”，在过渡期结束时由多党普选产生的机

构行使行政和立法权力，过渡期内成立全国复兴过渡委员会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监督过渡进

程。根据宪法及其后的修正法律，几内亚实行总统制，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总

统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由普选产生，必须以绝对多数的得票当选。如果总统候选人未获

绝对多数选票则举行第二轮投票。总统由普选产生，任期 5 年，可连任两届。2001 年 11 月

几内亚修改宪法。新宪法规定，总统任期由 5年延长至 7年，可连选连任，并取消总统候选

人年龄不得超过 70 岁的限制。1993 年 12 月举行首次多党民主总统选举，孔戴当选，并于

1998 年 12 月和 2003 年 12 月两次连选连任。 

3. 现行政治体制 

2008 年 12 月 22 日，孔戴总统病逝。23 日，以穆萨·达迪斯·卡马拉上尉为首的部分

军人发动政变，成立全国民主和发展委员会（CNDD），接管国家权力。卡马拉担任为该委员

会主席。 

几内亚军政权上台后，于 2009 年 1 月组建过渡政府。9 月 28 日，军政权镇压反对派示

威游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国际社会对此强烈谴责。12 月，军政权领导人卡马拉在军队

内部冲突中受伤后赴国外就医，全国民主和发展委员会副主席科纳特接掌政权。2010 年 1

月，科纳特和西共体几内亚问题协调人、布基纳法索总统孔波雷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

发表声明，同意成立由反对派任总理的过渡政府，于 6 个月内举行总统大选，全国民主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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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委员会成员及过渡机构领导人均不参加总统大选。随后，军政权于 1 月 15 日任命反对党

几内亚进步同盟主席让-马里·多雷为新过渡政府总理，于 2月 15 日组建新过渡政府，并决

定于 2010 年 6 月 27 日举行首轮总统选举。 

（二）国家机构 

1. 立法制度 

几内亚议会又称国民议会，为最高立法机构。议员任期 5 年。本届议会于 2002 年 6 月

30 日产生,共有 114 个席位，执政的统一进步党占 85 席，反对党占 23 席,其余 6 席由亲统

一进步党的其它党占据。设一个执行委员会和 12 个专门委员会。议长阿布巴卡尔·松帕雷

于 2002 年 9 月 23 日当选。2008 年 12 月，国民议会被军政权解散。 

2. 司法体制 

几内亚司法系统分普通法院和特别法院。普通法院包括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初审法院

和治安法院。最高法院下设诉讼、行政、经济财政和立法四个法庭。特别法院包括特别最高

法庭、军事法庭和劳动法庭。1997 年 6 月，建立了国家安全法院，专门管辖和审理破坏国

家内部和外部安全的犯罪案件。2009 年 3 月，军政权撤销最高法院。 

3．其他国家机构 

  （三） 政党情况 

1． 现行政党概况 

1992年4月实行多党制。现有124个合法政党，主要有统一进步党（PUP）、几内亚进步复

兴联盟（UPR）、几内亚人民联盟（RPG）、共和力量同盟（UFR）等。主要政党情况如下： 

（1）几内亚统一进步党（Parti de l’ Unité et du Progrès）：前执政党。1992年3

月27日成立。其宗旨是促进几内亚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和解与团

结，建立一个公正、法制、民主的国家。总书记穆萨·索拉诺(Moussa Solano)。 

（2）几内亚进步复兴联盟（Union du Progrès et du Renouveau）:由原反对党新共

和同盟和复兴进步党于1998年9月15日合并而成。成员多为颇尔族人。主席巴·奥斯曼(Bah 

Ousmane)。 

（3）几内亚人民联盟（Rassemblement du Peuple de Guinée）：始建于1967年。1992

年4月3日注册登记，成为合法政党。成员多为马林凯族人。主席阿尔法·贡代(Alpha Condé)。 

（4）几内亚共和力量同盟（Union des Forces Républicaines ）：成立于1992年。主

席西迪亚·杜尔（Sidya Touré），曾于1996年至1999年任总理。 

2. 执政党情况 

几内亚统一进步党为前执政党，在几内亚执政长达24年。但是随着2008年底军人发动

政变，该政党目前已经失去了政权。 

3. 主要反对党 

尚未举行大选，目前没有执政党和反对党之分。 

4. 人物介绍 

塞古巴·科纳特：1964 年生于几内亚康康地区，马林凯族。1985 年入伍，曾在摩洛哥、

法国、中国接受军事训练，历任拉贝第二军区伞兵部队副司令、几内亚精英部队司令等。2008

年 12 月 23 日几内亚发生军事政变后，科纳特为全国民主和发展委员会（CNDD）副主席并兼

任过渡政府国防部长。2009 年 12 月，原全国民主和发展委员会主席卡马拉在军队内部冲突

中受伤赴国外疗养，科纳特接掌政权，任代总统并继续兼任过渡政府国防部长。 

 

三、 经济 

  （一） 经济发展概述 

1. 现行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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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4 月，几内亚开始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强调优先发展农业。1986 年，几内亚

实行了重大经济体制改革，国家退出生产经营活动，完全放开价格限制，对经济生活产生了

质的影响。1987 年颁布土地法和投资法（1995 年修订），确保企业经营自由，公、私企业一

律平等，并提供税收优惠。为适应贸易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几内亚已经并正在采取措施，以

确保本国贸易完全自由化，价格和竞争自由化，加速并简化创建企业的申报程序，搭建并扩

大与私营企业长期对话协商的机制平台，从制度上巩固以往的成果。 

2. 近五年宏观经济发展 

由于受国际市场石油价格飞升、主要出口创汇产品铝矾土和黄金价格大幅下跌及边境武

装冲突等因素影响，几内亚经济持续低迷，增长缓慢。2003 年以来，几内亚连续遭受严重

水、电力危机，并引发粮食、燃油等日用品短缺，正常生产受阻，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经济

形势十分严峻。目前，几内亚经济依然没能摆脱困境，物价上扬，特别是主要生活用品的物

价飞涨，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货币急剧贬值，社会购买力越来越低。2005 年几内亚全年通

货膨胀率43.9%，消费物价指数平均上涨191.7%，其中粮食价格上涨297%，肉类价格上涨189%，鱼类价格上涨

205%，水、电、气和住房价格上涨152%，医疗费用上涨166%，交通费上涨238%，学费上涨134%。受罢工、油价

上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等不利因素影响，过去的一年几内亚经济状况更趋恶化，财政收入减少1%，石油进口

总支出从上年占GDP的10.4%增加到11.1%，货币贬值41.5%，通货膨胀率高达39.1%，进出口贸易在GDP中的比

重下降到52.8%，同比减少6.5个百分点。受罢工和政局动荡的影响，2007年几内亚经济全面倒退。几内亚经济

增长率仅为1.5%，同比下降0.9%。2008 年，几内亚政局跌宕起伏，但经济形势基本稳定。为应对

国际粮食和燃油价格上涨，政府及时推出紧急行动计划，重点控制物价，增加水电供应，开

源节流，稳定汇率，财政收支有所好转，建筑业、采矿业和农业增速明显。2009 年，在国

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社会政治危机的双重夹击下，几内亚经济一路下滑。一方面，全球金融危

机持续，经济萧条，矿产品需求低迷；另一方面，几国内政治社会动荡，西方和国际机构的

外援中止，私人投资信心不足，经济活动显著下降，宏观经济趋向恶化。几内亚中央银行预

计，全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为负增长（-0.3%），未能实现 0.7%的预期增长率。2010 年 6

月的大选能否顺利举行、政权能否实现平稳交接将对决定几内亚未来经济发展前景。 

 

表 1  几内亚宏观经济指标统计及预测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国内生产总值(亿美元) 34 44 52 46 n/a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2.2 1.5 4.5 -2.5 2 

通货膨胀率(%) 34.7 22.9 15 9.0 15 

商品出口(FOB) (亿美元) 1.12 1.20 1.39 9.81 1.09 

商品进口(FOB)（亿美元） 9.4 1.21 1.37 1.1 1.21 

商品进出口差额(亿美元) 0.72 -0.01 0.02 -0.26 -0.12 

经常账户余额(亿美元) -1.97 -4.63 -4.64 -4.61 -5.71 

汇率(几内亚法郎:美元) 4987.1 4485.0 4696.0 5500.0 5900.0 

说明：2007、2008、2010 年数据为 EIU 估计数据。 

资料来源：EIU, Country Report： Guinea & Sierra Leone & Liberia, December 2009. 

 

    3. 产业结构 

几内亚是农业国，约 2/3 的人口以土地为生。几内亚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但是仅有

15%土地被开垦利用。主要的粮食作物为水稻，粮食不能自给自足,平均每年进口大米 30 万

吨。2006 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0.5%。2009 年，由于雨水分布不均及生产资料进

口困难，几内亚粮食生产仅增长了 5.2%，粮食总产量为 399.1 万吨,比上年净增 24.3 万吨,

但国内粮食生产依然无法满足本国需要。2009 年由于几内亚粮食产量不足，又赶上国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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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大米回落,几内亚大米进口量激增至 42.7 万吨，同比增长 45.9%。工业基础薄弱，制造业

不发达。2006 年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2.5％。 主要工业部门是农产品和食品加工、

食糖、饮料、纺织、傢俱等。采矿业是几内亚的经济支柱，主要矿业公司有：博凯、弗里亚、

金迪亚三大铝矿和阿雷多尔黄金钻石开采公司等，共有职工 9000 余人。采矿业受矿产品国

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2006 年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7%，主要包括金融服务业、

运输业、其他服务业等部门。 

  （二） 基础设施 

1. 交通运输 

几内亚内陆交通不发达，以公路运输为主，现在正在引进外资，大力加强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公路总长 1.4 万公里。其中全天候公路 4500 公里（其中沥青路面 1300 公里），支路

9450 公里。各种车辆约 10 万辆，其中一半为旧车；有 4 条铁路干线，总长 1046 公里。其

中 3 条为通往矿区的专用线，1 条为民用运输线，长 661 公里；科纳克里机场为国际机场，

全国另有 12 个国内机场。几内亚航空公司经营不定期航线；内河运输仅限于尼日尔河和米

洛河一线，在库鲁里、希吉里和坎堪辟有河运码头。主要海港有科纳克里港、卡姆萨港、本

提港、康法朗戴港和博法港。科纳克里港为西非最大的海港之一，码头长 1900 米 ，有 15

个泊位，水深 10 米，可泊 2 万～2.5 万吨级船只，年吞吐量 500 万吨；卡姆萨港水深 100

米，为博凯铝矿专用港，年吞吐量约 1000 万吨。 

2. 水电设施 

几内亚水力资源丰富，水电蕴藏量约 100 万千瓦，但发电装机总容量仅为 32 万千瓦，

其中 40％是有私人公司运营。全国 18％的人口接通电网，其中 90%电力输往金迪亚和科纳

克里。大部分人只能使用柴油发电机、木材或者有限的水力电力。国有电力公司（EDG）面

临严峻的问题：大的电力用户（主要位国家单位）拖欠巨额欠款；发电设备和输电网络维护

糟糕；缺乏技术人员；非法盗电和偷电现象非常普遍。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 EDG 是否能提

高服务受到质疑，断电现象十分严重。2003 年科纳克里曾大规模断电超过 5 个月。目前几

内亚水电设施并无明显改善，国内电力供应短缺仍比较严重。 

3. 邮电通讯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统计，2006 年几内亚每千人拥有固定电话 3.3 部，手机 23.6 部，互

联网用户 5.2 户。在首都科纳克里，通讯网络线集中于中央商业区卡洛姆（Kaloum）。最主

要的电信公司几内亚电信公司（Sotelgui）于 1995 年被私有化，马来西亚电信公司购买了

其 60％的股份，政府保留了 40％。但是由于未能增加固定电话用户，马来西亚电信公司出

售了其股份。移动服务部门扩张迅猛，新的移动服务商阿里巴（Areeba，南非电信公司 MTN

的子公司）的进入打破了几内亚电信公司一统移动通讯市场天下的局面。阿里巴目前拥有

10 万手机用户，而几内亚电信公司则拥有 23.6 万名用户。两大公司日益激烈的竞争也使手

机费用逐渐下降。 

  （三） 财政与金融 

1. 国家财政 

独立以来,经济结构单一的状况未有改变。铝钒土、咖啡、可可和橡胶是几内亚经济的

主要支柱，但铝土矿经营和出口均被跨国公司垄断，几内压自身因此获利有限。经济作物

开发规模不大，难以同西非农业强国竞争。出口品种有限，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绝大多数

消费品完全依赖进口。 

在几内亚国家财政收入中，矿产品出口收入占重要地位。由于铝矾土出口收入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断减少，几内亚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收入锐减加上开支无度，导致

大量的财政赤字产生。2003 年，几内亚国家预算赤字(不含赠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9%。

赤字过高的主要原因是税收不足，该项收入仅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10.5%。在缺乏外部援

助情况下，政府主要通过滥印钞票和向中央银行借贷来弥补财政赤字，这导致货币总量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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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持续增加，2003 年增加 35%，2005 年可能增至 40%左右。几内亚通货膨胀日益加剧，2001

年的通胀率为 5.4%，2003 年底达到 14.8%，2004 年 11 月则高达 28%。滥发钞票和过度向央

行借贷使国家财政不断恶化。2005、2006、2007 年，受罢工、油价上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等不

利因素影响，几内亚经济状况持续恶化，财政收入减少。2008 年，几内亚政局跌宕起伏，但经济形势

基本稳定。为应对国际粮食和燃油价格上涨，政府及时推出紧急行动计划，重点控制物价，

增加水电供应，开源节流，稳定汇率，财政收支有所好转，建筑业、采矿业和农业增速明

显。由于 2008 年 12 月 23 日几军政权上台时，受到西方和非盟的制裁，几乎所有的援助均

被中止。军政权只能在国内收入方面下功夫，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几内亚经常性收入 7.13

亿美元，比 2008 年增长 4.5%，其中直接税增长 33.2%，国际贸易增收 7.1%，货物和服务增

收 3.8%。但是，非税收收入却下降 47.1%。平均支出增长 39.4%，其中 83.3%为资本支出，

26.1%为经常性支出。 

2. 税收制度 

几内亚税收部门主要有国家税务局和海关组成。新的税收法规有效地区分了直接税、间

接税和注册税。几内亚几在未执行增值税政策前， 进口关税平均税率为 32.12%， 目前已

变为 43%强。对自然人的所得税税率为 30%， 对手工艺工匠的所得税税率为 20%， 对企业

及企业法人的所得税税率为 35%。  

4. 货币金融 

2005 年，由于石油和粮食价格上涨、政府扩大货币供应量以及几内亚法郎不断贬值，

几内亚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几内亚政府继续采用通胀性赤字政策。尽管利率很高，2005～

2006 财政年度几内亚仍需要采取货币扩张政策以弥补财政赤字。尽管几内亚中央银行想减

少对政府的借贷以重建财政的稳定性，但是政府的政治压力使之不可能减少对政府的借贷。

随着国际社会对几内亚实施制裁，几内亚中央银行试图通过滥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这对

于几内亚面临通货膨胀加剧的风险。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2005 年 3 月 1 日起，几内亚实行外汇自由兑换。在此

之前，几内亚法郎在政府的干预下价值被严重高估。自 2005 年 3 月从外汇自由兑换后，几

内亚法郎对美元的汇率贬值了 25％。2008 年 2 月政变之后，官方数据认为几内亚法郎仅仅

温和地贬值。但是由于经产账户的恶化以及国际援助的冻结，导致几内亚外汇收入剧减，几

内亚法郎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实际国际转移支付已经按照高于官方汇率 40%的汇率进行。

预计 2010 年，几内亚对美元的年平均汇率约为 5900 法郎兑换 1 美元。 

几内亚的金融系统由中央银行、6 家储蓄银行、4家保险公司、一个社会保障机构、2

家小的协作银行和大约 50 个分理处组成。金融部门主要由外资银行控制。由于地区局势不

稳定和风险较大，银行更愿意向贸易而不是企业提供信贷。银行主要集中于首都科纳克里，

在全国有 12 个分支机构。 

  （四） 对外经济关系 

1. 对外贸易 

几内亚外贸受制于国际市场对其出口的初级产品的需求。铝矾土占几内亚出口收入的

60%～70％，黄金和钻石占 20%～25％。农产品和渔产品的出口也在以缓慢的速度增长。由

于 2002 年铝价下跌，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从 2001 年的 27％下降到 2002 年的 24.2

％。进口的主要有矿产品、化学塑料制品、粮食和机械设备。2003 年出口达到 8.01 亿美元，

逆差 1.19 亿美元。据几内亚海关统计，2009 年，几内亚进出口总额为 24.69 亿美元,同比

增长了 3%。但是进、出口比例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中出口为 10.15 亿美元，增长了 80.5%；

进口为 14.54 亿美元，减少了 20.7%。贸易赤字 4.39 亿美元，比上年减少 65.5%。国际收支

明显改善，支付能力从上年的 30.7%上升到 69.8%。主要贸易伙伴有荷兰、英国、巴基斯坦、

中国、法国、西班牙、爱尔兰、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国。预计未来 2 年，随着黄金价格走

高以及铝土矿出口的恢复，几内亚的出口将继续回升。 

 6



2. 外国投资 

几内亚国家建设投资资金主要依靠外资（占投资总额的 80%以上），私人投资在几内

亚外国直接投资中仅占极小份额，主要集中于几内亚的采矿业。外资主要来自世界银行、欧

洲投资银行、法国发展银行、沙特发展银行、石油输出国组织、美国、加拿大工业发展银行

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和赠款，双边国家的贷款、援款和赠款,以及联合国组织的赠款。目前,

在用于建设项目资金的外资中,赠款部分占 33%～38%；优惠贷款占 61%～65%；其他贷款约占

1%～2.5%。近几年来几内亚的私人投资增加较快。在世界银行的推动下，几内亚政府加快了

私有化企业发展，加大对矿产业吸收外资的力度，推动银行私有化和公共事业单位私有化，

同时政府还积极鼓励中小企业投资，为中小企业投资创造条件。私人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业开

采、农业、农产品加工、加工业、商业、通讯业和网络业等。 

矿业是政府鼓励外商投资的主要部门。近几年由于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国外对几

内亚的采矿业的投资大幅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几内亚对矿业进行勘探、开采和投资入

股。继法国、俄国、美国、加拿大、比利时、英国、阿拉伯国家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合资公司

在几内亚投资开采铝矾土或者加工氧化铝之后，中国、日本、巴西和澳大利亚等国都先后获

得了在几内亚的勘探铝矾土的特许权。随着国际市场铁矿需求和价格上涨，目前一些国家已

经得到对几内亚的铁矿进行勘探的特许权并将逐步开始开发。 

外资主要来自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法国发展银行、沙特发展银行、石油输出国

组织、美国、加拿大工业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和赠款，双边国家的贷款、援款和赠款,

以及联合国组织的赠款。外国在几内亚投资的主要企业有俄罗斯铝业公司、加纳的阿散蒂金

田公司、加拿大 Semafo 公司、挪威的 Kenor 公司、加拿大的 Trivalence 矿业公司、Dia Bras

勘探公司和 Searchgoid 资源公司等。 

3.外国援助 

外国援助对于几内亚公共投资项目非常重要。由于外国援助直接与项目挂钩，因而每年

外援数额波动较大。法国是几内亚传统上最大的双边援助国，在1996～2000年，法国提供的

援助占几内亚双边援助总额的35％。但是近几年来法国削减了对几内亚的援助，美国取代法

国成为几内亚最大的援助国。多边援助也是几内亚外援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多边援助曾

经占几内亚总外援一半。主要多边援助机构包括欧盟、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以及联合国难民署。近年来，由于政治以及经济政策不能令援助方满意，外国援助

资金的流入急剧下降。特别是2008年年底政变后，国际社会冻结了援助计划，2009年几内亚

接受外援资金仅约1650万美元，比2008年减少23.4%。国外投资支出也减少了39.6%。 

4. 债务情况 

    独立后至 1984 年，一直接受苏联援助。据估计，1984 年，几内亚欠苏联集团外债约为

15 亿美元。此后开始逐渐转向接受西方援助，西方的资助相当于几内亚长期债务的两倍。根

据世界银行数据，几内亚外债从 2002 年的 34 亿美元增加到 2003 年底的 35.08 亿美元，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 96.9%。外债增加了约 1 亿美元，但是几内亚政府只签订了 5200 万美元的新贷

款协议，这反映了几内亚与国际援助方紧张僵硬的关系。由于美元持续低迷，2003 年，几内

亚外债增加了 1.68 亿美元。几内亚的偿债率一直比较稳定，2003 年为 15.1%，而 2002 年为

15.2%。因此，几内亚不能获得减免利息和到期长期债务优惠。2003 年，几内亚应偿还的利

息和到期应偿还的债务分别为 1.1 亿美元和 5.55 亿美元，而 2002 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 1.1

亿美元和 5.54 亿美元。在过去十年里，几内亚一直受益于巴黎俱乐部的债务减免计划。2003

年，由于孔戴总统第三次蝉联，导致与欧盟关系恶化。欧盟等国际援助方冻结了对几内亚的

援助并使几内亚不再享受债务减免计划的优惠待遇。由于几内亚政府不断借贷以及欠款的不

断积累，几内亚外债不断增加。2009 年几内亚债务余额为 30.48 亿美元。 

 

四、 对外关系 

   （一） 外交政策 

奉行睦邻友好、不结盟、全面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强调外交为发展服务。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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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主张加强非洲国家之间的团结

与合作，积极参与非洲联盟建设。重视发展同欧盟、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以争取国际支持

和援助。注重发展同中国等亚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现为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不

结盟运动、伊斯兰会议组织、法语国家组织、非洲联盟（非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

共体）、马诺河联盟等组织成员，同11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2008年12月发生军事政变

后，非盟、西共体先后中止了几内亚成员国资格。 

  （二） 与大国关系 

1．与法国的关系 

1963年，几内亚同法国建交。1965年几内亚政府指责法与“反几阴谋”有牵连，双方撤

回大使。1975年两国复交。法国为几内亚最大援助国，多年来向几内亚提供了大量投资和援

助。2006年5月，法国合作、发展和法语国家部长级代表吉拉尔丹访问几内亚，并与几内亚

签署了为期5年、金额达1亿欧元的合作计划。2007年3月，吉拉尔再次访问该国，并向几内

亚政府提供110万欧元援助。4月和6月，库亚特总理两次访问法国，法国承诺解冻500万欧元

援助，并提供2400万欧元帮助几内亚发展教育和改善供水状况。2008年6月，法国免除几内

亚1.8亿美元债务。12月几军事政变后，法国表示希望几内亚遵守宪法，并中断与几内亚军

事和民事合作。2010年2月几内亚联合过渡政府成立后，法国宣布恢复同几内亚合作。4月，

几内亚军政权领导人科纳特率团访法，期间会晤法国总统萨科齐、外长库什内、合作国务秘

书茹昂岱等。 

2．与美国的关系 

美国是几内亚主要援助国之一。1998年以来，美国对几内亚援助总额逾2亿美元。目前，

美国在几内亚有115名和平队队员。2006年3月，几、美两国首次双边磋商在科纳克里举行，

两国双边磋商机制正式启动。2007年5月，美国向几内亚援助475万美元，用于几内亚民主和

良政建设。6月，库亚特总理访美。2008年12月几军事政变后，美国予以谴责并中止对几内

亚援助。2010年2月，几内亚联合过渡政府成立后，美国务院表示美国愿支持该国过渡进程。 

3．与日本的关系 

近年来，几日关系发展迅速，日本向几内亚提供大量援助。近年几日关系发展迅速。1978

年至2005年，日本累计向几内亚提供各类援助约5.55亿美元。2006年4月，由日本政府援助

的科纳克里市政供水改善项目一期工程动工，投资额220亿几郎，工期1年。2007年，日本向

几内亚提供援助约1000万美元。 

（三） 与周边国家关系 

重视发展同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并在西共体、尼日尔河流域组织、马诺河联盟、冈比

亚河开发组织和塞内加尔河流域开发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 

1986 年，几内亚同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签订了互不侵犯和安全合作的马诺河联盟条约。

1999 年 4 月起，几内亚与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交界地区武装冲突不断，几内亚、塞拉利昂

同利比里亚相互指责对方支持本国反政府武装，几利关系一度不睦。利比里亚内战结束后，

几利关系逐步好转。几内亚同塞拉利昂一直保持良好关系。2007 年 2 月，塞拉利昂总统卡

巴和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访问该国。4 月，马诺河联盟首脑会议在科纳克里举行，讨论几内

亚、塞拉利昂边界问题和联盟秘书处运作经费等问题。9 月，塞总统科罗马访问几内亚。2008

年 10 月，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均出席了几内亚独立 50 周年庆典。2010

年 4 月，马诺河联盟首脑会议在科纳克里举行，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

与会。 

1978 年，几内亚分别与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重新互派大使并签订友好合作条约。2007

年 3 月，塞内加尔总统瓦德访问几内亚。2008 年 10 月，塞内加尔总统瓦德出席几内亚独立

50 周年庆典。2008 年 12 月几内亚军事政变后，塞内加尔总统瓦德公开表示支持几内亚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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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并于 2009 年 1 月访问几内亚。2010 年 3 月，几内亚军政权领导人科纳特访塞内加尔。

2004 年 4 月和 5 月，科特迪瓦总统巴博两次访问该国。2007 年 4 月，科总统巴博作为观察

员出席马诺河联盟首脑会议，2010 年 4 月，科特迪瓦总统巴博派代表出席马诺河联盟首脑

会议。2010 年 4 月，几内亚军政权领导人科纳特访科。 

  （四） 与中国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几内亚共和国于 1959 年 10 月 4 日建交。几内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

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 

中方重要往访有：周恩来总理（1964 年 1 月）、陈毅副总理兼外长（1964 年 1 月和 1965

年 9 月）、耿飚副总理（1978 年 10 月）、黄华副总理兼外长（1981 年 11 月）、赵紫阳总理（1982

年 12 月）、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1992 年 1 月）、李岚清副总理（1995 年 11 月）、唐家璇

外长（1998 年 6 月）、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2000 年 7 月）、黄菊副总理（2005 年 11 月）、

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2007 年 7 月）、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2008 年 2 月）、国土资源部部

长徐绍史（2008 年 10 月作为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使）等。 

几方重要来访有：总统塞古·杜尔（1960 年 9 月和 1980 年 5 月）、总统兰萨纳·孔戴

（1988 年 7 月和 1996 年 6 月）、总理拉明·西迪梅（2000 年 9 月）、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主席

米歇尔·卡马诺（2000 年 3 月）、总统府外交合作部长卡马拉·哈贾·玛哈瓦·邦古拉（2000

年 10 月来京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2000 年部长级会议，2001 年 8 月）、外交部长马马

迪·贡代（2004 年 10 月和 2006 年 8 月，2006 年 11 月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国民议会议长阿布巴卡尔·松帕雷（2008 年 7 月）、总理苏瓦雷（2008 年 8 月来华出席北京

奥运会开幕式）等。 

中国和几内亚的直接贸易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初。80 年代，两国年贸易额在 150 万～600

万美元之间。1990 年后发展较快，1994 至 2002 年，双边贸易总额基本维持在 3000 万～5000

万美元左右。2002 年，中国从几内亚进口出现较大幅度恢复性增长，但仍为中方出多进少。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9 年中国与几内亚贸易总额为 2.88 亿美元，同比下降 20%，其中中国

对几内亚出口额为2.81亿美元，同比下降15.9%，从几内亚进口624万美元，同比减少75.3%。 

在几内亚市场上中国商品随处可见，2001 年以前，中国向几内亚出口的主要商品为大

米、搪瓷、茶叶、原电池、纺织品、鞋类、机电产品等；从几内亚进口的主要商品为原木、

锯材、原棉等。近年来，中国向几内亚进出口商品结构有新变化，机电和铝矿产品有所增加。

现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服装、鞋类、药品、搪瓷等轻工日用品，进口商

品主要是氧化铝、废钢材和板材。 

中国与几内亚建交以来，先后援助几内亚 50 个成套项目，大小共 86 项，其中已完成

81 项，正在实施 5 项技术合作：人民宫和总统府、广播电视中心、金康电站（2005 年进行

大修）、4 电台等，现有援外技术专家 23 人。此外，我国拟为几内亚援建一座 5 万人座的综

合体育场，该项目于 2005 年 1 月进行考察设计。 

自 1985 年起，中国公司进入几内亚劳务市场。1997 年 1 月，两国签订渔业合作协定和

农业合作开发协议。2005 年 11 月，两国签署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目前共有 4 家公司

在几内亚注册经营并设有办事机构。截至 2004 年底，中国公司在几累计签订承包工程合同

300 份，实现合同额约 3.1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约 2.9 亿美元，在几内亚人数共 145 人。承

揽的工程项目包括：公路、桥梁、打井、水厂供水、污水处理、房屋建筑、农田整治等。 

此外，双方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军事等领域逐渐开展交流。1959 年 10 月和

1981 年 7 月，中几先后签订两个文化合作协定。两国文化艺术团组多次互访。2009 年 5 月，

几内亚非洲舞蹈团来华访问演出。中国自 1973 年开始接受几留学生。2009 至 2010 学年，

有 102 名几奖学金留学生在华学习。 

中国自 1968 年 6 月起向几派遣医疗队，迄今共派 21 批，累计 546 人次。目前，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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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有 15 名医疗队员，分别在科纳克里、拉贝工作。 

中几军事合作始于 1961 年。几方重要来访主要有：国防部长阿卜杜赫曼·迪亚洛（1992

年 4 月和 11 月，1993 年）、总参谋长依布拉依马·迪亚洛上校（1999 年）、国防部办公厅主

任康代·杜尔（2000 年、2006 年）、领土管理、权力下放和安全部长穆萨·索拉诺（2001

年）、总参谋长卡马拉准将（2003 年）。中方重要往访主要有：兰州军区司令员刘精松上将

（1995 年）、总后勤部政委周坤仁上将（2000 年 7 月）、国防大学外训系主任姜普敏少将（2001

年）、济南军区司令员陈炳德上将（2002 年）、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2007 年

6 月）等。  

（袁  武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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