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特迪瓦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Cote d'Ivoire, La République du Cote 

d'Ivoire 

 
一、自然人文概况 

（一）自然地理 

1. 地理位置 

科特迪瓦位于非洲西部。西部接邻几内亚和利比里亚，北部同马里、布基纳法索接壤，

东临加纳，南部濒临几内亚湾，国土面积 32.2463 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550 公里。科特迪

瓦旧译名为“象牙海岸”，1986 改为现译名。 

2. 行政区划 

全国划为 58 个省、243 个县，其中阿比让和亚穆苏克罗为省级直辖市。1991 年 6 月科

特迪瓦政府将全国行政区规划为 10 个行政管辖区（各辖区下辖几个省，驻管辖区首府的省

长负责该区协调工作，但不算一级行政机构）。2000 年 7 月行政管辖区增至 19 个。 

主要省包括：阿本古鲁（Abengourou)、阿比让（Abidjan)、阿博伊索（Aboisso)、阿

佐佩（Adzope)、阿博维尔（Agboville)、 比昂库马（Biankouma)、 邦杜库（Boudoukou)、 邦
古阿努（Bongouanou)、 布瓦夫莱（Bouafle)、 布瓦凯（Bouake)、 布纳（Bouna)、 达巴卡

拉（Dabakala）、 达洛亚（Daloa)、 达洛内（Danane)、 丁博克罗（Dimbokro)、迪沃（Divo)、 费
尔凯塞杜古（Ferkessedougou)、 加尼奥阿（Gagnoa)、 吉格洛（Guiglo)、伊西亚（Issia)、 卡
蒂奥拉（Katiola)、 科尔霍戈（Korhogo)、拉科塔（Lakota)、 芒（Man）、芒科诺（Mankono)、

奥迭内（Olienne)、乌梅（Oume)、 萨桑德拉（Sassandra)、塞盖拉（Seguela)、苏布雷（Soubre)、

图巴（Touba)、祖埃努拉（Zuenoula)等。  
阿比让市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市内风景优美，金融业和服务业都很发达，是西非地区

的金融和贸易中心，也是很多外国使团的驻扎地。西非中央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总部在此设

立，花旗银行也在此设有分行。科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阿比让，市内工业区主要有尤布贡、

库马希、弗里迪、马科里、特雷什维尔，其中包括 60 万千瓦的火力发电厂和年产 200 多万

吨的炼油厂。位于泻湖内的阿比让港是西非最大的天然港口，拥有 41 个码头，年吞吐量 2200

万吨，是西非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港口交通发达，基础设施便利，港内水深 20-30 米，2 万

吨级货轮可自由进出，是马里、布基纳法索等内陆国家货物进出口的集散地。 

位于该国中部布瓦凯是该国的咖啡、可可种植园区中心，也是咖啡、可可的重要加工

和交易场所，该市纺织业也很发达，交通便利。布瓦凯和圣佩特罗分别是纺织业和木材加工

业最集中的城市。圣佩特罗港是第二大港口，主要运输木材。 

3. 自然资源 

科特迪瓦矿产资源丰富，主要矿种包括金刚石、黄金、铀、铁、镍、锰、铝矾土、石油、

天然气等。其中已探明储量黄金约 415 吨，石油约 250 亿桶，天然气储量 230 亿立方米，铁

储量约 30 亿吨，含铁量 33%-46%，铝矾土储量 12 亿吨，锰储量 3500 万吨，钻石储量约 21

万克拉。石油、天然气主要分布在科特迪瓦沿海的几内亚湾，铁矿石主要分布在西部的马恩

山地区，镍储量约 4.4 亿吨，铝矾土主要分布在图莫迪地区，锰主要分布在北部的萨马蒂格

拉和滨海城市大拉乌附近，钻石主要分布于科特迪瓦中北部科霍戈（Korhoga）以南的唐迪

亚（Tortiya）地区和塞古拉（Seguela）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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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迪瓦水力资源丰富。南部濒临大西洋几内亚湾，海岸线长达 550 公里。境内河流包

括邦达马河（950 公里）、科莫埃河（900 公里）、萨桑德拉河（650 公里）和卡瓦利河（600

公里），河流总流长 3100 多公里，总流域面积 232700 平方公里。 

该国农业资源丰富。首先，土地资源丰富。科特迪瓦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11.6％，

永久牧场占 40.9％，森林和林地占 23.2％，其他占 24.3％，人均耕地 0.7％英亩。其次，

渔业资源丰富。沿海水域中有金枪鱼、沙丁鱼、鳗鱼、鳎鱼、鳐鱼、鲭鱼等海鱼，在境内湖

泊中则有梭子鱼、冬穴鱼和鲤鱼等淡水鱼。科特迪瓦海上捕鱼以捕捞金枪鱼和沙丁鱼为主，

大部分经过加工制成罐头出口到欧洲。该国是非洲第一、世界第二金枪鱼罐头出口国，阿比

让也是非洲最大的金枪鱼港口。第三，林业资源丰富。科特迪瓦森林区主要分布在南部、中

部和北部。境内重要树种包括非洲红木树、檀香木树、伊罗科树、阿佐贝树、马科雷树、弗

腊米雷树和阿沃迪雷树等，是非洲第五大木材出口国。为保护国内森林资源，促进可持续发

展，政府制定了“1988-2015 年森林指导计划”。在限制森林砍伐和木材出口的同时，大力

倡导保护森林、植树造林和扩大再生林面积。目前每年造林约 2 万公顷，年产木材约 150

万立方米， 

4. 季节气候 

全境属热带气候。2 月到 4 月是当地的热季，气温变化在 24 到 32 摄氏度。8 月是当地

的冷季，气温在 22 到 28 摄氏度。1月是旱季，平均降水只有 41 毫米。6 月是雨季，平均降

水量为 495 毫米。 

以北纬 7°为界，以南为热带雨林气候，地势较为平坦，分布着广泛的热带森林区；以

北为热带草原气候，有着广袤的热带草原，海拔 400 米，地势略有起伏。中北部为热带草原，

西部、西北部有芒山、奥迭纳山和宫格山，最高峰宁巴峰海拔 1753 米。境内主要河流呈南

北走向，主要河流包括邦达马河（950 公里）、科莫埃河（900 公里）、萨桑德拉河（650 公

里）和卡瓦利河（600 公里）等。河流总流长 3100 多公里，总流域面积 23.3 万平方公里。 

  （二） 居民与宗教 

1. 人口 

2009 年全国总人口 2110 万，其中城市人口占 49.5％，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 49.1%。0

－14 岁人口数约为 856.6 万，15－64 岁人口数约为 1169.6 万，65 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81.3

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数约为 787.1 万人，其中女性占比 30.4%。毛出生率 34.5‰，毛死

亡率 10.6‰，预期寿命 57.9 岁，妇女生育率 4.5%。
1

2. 民族 

全国共有大小民族 69 个，其中主要的四大族系分别为：阿肯族、曼迪族、沃尔特族和

克鲁族，人口占比分别为 42%、27%、16%、15%。黑色人种占全国人口的 90%左右，主要定居

在中部和南部地区；其他人种占 10%左右，多在马北部地区过着游牧和半游牧生活。 

3. 语言 

法语是官方和主要商业用语，全国大部分地区居民通用迪乌拉语（无文字）。 

4. 宗教 

科特迪瓦为多宗教信仰国家。其中信仰伊斯兰教人数最多，约占居民总数的 38.6%，其

次是基督教，约占 30.4%，信奉原始宗教人数约占 14.3%，其余是无宗教信仰者。 

 
二、 政治 

  （一） 政治体制 
1. 国家简史 

早在中世纪，科特迪瓦的土地上曾建立过如宫格王国、印德尼埃王国、阿西尼王国等

                                                        
1 AfDB, Afric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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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国。1475 年葡萄牙殖民者将该地命名为科特迪瓦，意即象牙海岸。由于葡萄牙、荷兰、

法国殖民者的大量到来，科特迪瓦沿海地区形成了贩卖象牙的重要市场。1842 年科特迪瓦

成为法国的保护地后，一直处于法国的统治下，直到 1960 年独立。1960 年 8 月 7 日，科特

迪瓦宣布成为法兰西共同体内的独立共和国。1961 年 4 月，科特迪瓦脱离法兰西共同体。 

2. 政治体制沿革 

一党总统制时期。独立前夕，由于科特迪瓦首任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领导的

科特迪瓦民主党在推动科特迪瓦独立过程中的突出贡献，科特迪瓦民主党成为独立后的执政

党，并长期控制国家政权。与此同时，该党领导人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一直担任总统。

根据 1960 年宪法，总统不仅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和武装力量最高司令，有权人民政

府各部部长，有权颁布法律和法令，也负责批准国际条约。此外，由于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实

际影响力较大，使得总统权力很少受议会监督和制约。 

多党总统制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非洲的民主化浪潮期间，长期的一党执政带来的问题

在这时集中爆发。在国内压力下，科特迪瓦在 1990 年 4 月宣布实行多党制，并于同年 10

月和 11 月分别进行了总统和议会选举。在总统选举中，前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再

次获选。议会选举前，科特迪瓦国民议会修改宪法，规定国家设立总理职位，当总统职位空

缺时，国民议会议长继承，并至任期届满。 

多党制实施以来，各政党分化组合情况突出。由此引发的政治斗争一再升温，并导致

多次政变。1993 年总统博瓦尼去世后，议长亨利·科南·贝迪埃继任总统。1995 年 10 月，贝

迪埃胜选蝉联。1999 年 12 月，前总参谋长罗贝尔·盖伊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贝迪埃总统，自

任总统和全国救国委员会主席，并成立了过渡政府。2000 年 10 月，人民阵线候选人巴博当

选总统。 

3. 现行政治体制 
科特迪瓦实行共和制。政体为总统共和制。总统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享有最高行政

权力，其次为国民议会、宪法委员会、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根据科特迪瓦宪法规定，国家实行一院制，国民议会是科特迪瓦最高立法机关。议会

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每届任期 5年。议会拥有国民预算审议和监督执行权、财政收入分配

权。本届议会于 2001 年 1 月选举产生，由 223 名议员组成，（法定 225 名，空缺 2 名），议

长由来自人民阵线的马马杜·库里巴利担任。议会席位分配比例为民主党 98 席，人民阵线 96

席，民主与和平联盟 13 席，共和人士联盟 5 席，劳工党 4 席，公民民主运动和未来力量运

动各 1 席，独立人士 5席。 

（二）国家机构 
1. 立法制度 
根据 2000 年 7 月通过的宪法，科特迪瓦实施一院制，国民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

每届议会任期 5 年。本届议会于 2001 年 1 月产生。2005 年，由于共和人士联盟议员退出议

会，议会对对部分议员进行了重新选举。现有议员 223 名（法定 225 名，空缺 2 名），其中

民主党 98 席，人民阵线 96 席，民主与和平联盟 14 席，劳工党 4 席，公民民主联盟和未来

力量运动各 1 席，独立人士 9 席。现议长是来自人民阵线的马马杜·库里巴利（Mamadou 

Coulibaly），于 2001 年 1 月 22 日当选。2006 年 1 月，科特迪瓦问题国际工作组宣布解散

科特迪瓦议会，遭到该国强烈抵制，后经协调科议会继续行使职能。 

2. 司法体制 
根据宪法规定，科特迪瓦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和执法权。国内司法体系由特别最高法

院、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审计法院、上诉法院和各级地方法院组成。其中特别最高法院由

国民议会选举的议员组成，最高法院院长负责。 
共和国总统保证司法的独立，并主持最高司法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主要包括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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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长、副院长；行政法院院长；审计法院院长和最高法院总检察长等。 
  （三） 政党情况 

1． 现行政党概况 
科特迪瓦实行多党制。目前有 152 个正式注册的政党。2002 年内乱后，国内政治局势

处于过度阶段。目前的主要政党有：科特迪瓦人民阵线、科特迪瓦民主党、科特迪瓦共和人

士联盟、科特迪瓦民主与和平联盟、科特迪瓦劳工党等。 

2. 执政党情况 
科特迪瓦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 Ivoirien），现执政党，成立于 1982 年，党员总数

约 58 万。主席阿菲·恩盖桑，总书记乌雷托·西尔万·米亚卡。该党主张实行社会主义，长期

以来是反对党。1999 年科特迪瓦发生政变后，该党参加过渡政府。2000 年 10 月该党候选人

巴博当选总统，一直至今。2000 年 12 月议会选举后，在国民议会中占 96 席，为议会第二

大党。 

3. 主要反对党 

科特迪瓦民主党（Parti Démocratique de Côte d'Ivoire），由科特迪瓦首任总统费利克

斯·乌弗埃－博瓦于 1946 年 4 月 30 尼创立。从独立到 1999 年科发生政变，该党长期执政。

2000 年 12 月议会选举后，占 98 个议席，为国民议会第一大党。主席亨利·科南·贝迪埃

（Henri Konan Bédié），总书记阿尔方斯·马蒂·杰杰（Alphonse Mady Djédjé ）。 

科特迪瓦共和人士联盟（Rassemblementdes Républicains），1994 年 10 月成立。1999

年科发生政变后，该党参加过渡政府。主席阿拉萨纳·德拉马纳·瓦塔拉（Alassane Dramane 
Ouattara），总书记亨丽埃特·迪亚巴特（Henriette Diabaté，女）。2000 年 12 月议会选举

后，在国民议会中占 5 席。因国籍问题该党主席被曾被取消 2000 年的总统和立法选举。为

此，该党举行多次抗议活动，造成流血事件。 

科特迪瓦民主与和平联盟（Union pour la Démocratie et la Paix de Côte d’Ivoire），2001
年 2 月 25 日成立。2000 年 12 月议会选举后，在国民议会中占 14 席位。保尔·阿科托·亚

奥任主席（Paul Akoto Yao），总书记阿拉萨纳·萨利夫·恩蒂阿耶（Alassane Salif N’Diaye）。 
4. 人物介绍 
洛朗·巴博：科特迪瓦现任总统，科特迪瓦人民阵线成员。巴博 1945 年 5 月 31 日生

于科特迪瓦中西部加尼奥阿省的马马村，克鲁族。曾先后获得阿比让大学历史学士学位和巴

黎第七大学博士学位。从政前曾担任中学教师、非洲历史、艺术和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等职，

有较多著述。20 世纪 70 年代因筹建独立教师工会曾被捕。1982 年到 1988 年流亡法国，回

国后秘密建立人民阵线并任总书记。1990 年参加总统选举。1990 年到 1996 年任国民议会议

员。1996 年当选为人阵主席。2000 年 10 月参加竞选并当选总统并延任至今。 

 

三、 经济 

  （一） 经济发展概述 

1. 现行经济体制 

科特迪瓦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期。政府在积极推动私有化和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根据

科特迪瓦 2010-2013 发展规划，私有化是其核心内容之一。该计划是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在科

推动经济改革的重点。其目标是通过外资进入，促进企业活力，改善经营效益。利用科特迪

瓦在西非地区所拥有的地理、基础设施、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由此，该国将在农业、

矿业、能源行业、现代服务业、建筑业、旅游业等各产业部门，通过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扩大

国际合作，逐步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增长。 

2. 近五年宏观经济发展 

科特迪瓦是世界上发展最为滞后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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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报告”2，在被统计的 169 个国家中，科特迪瓦发展指数排名 149 位，属于低发展

水平国家。 
科特迪瓦是西非地区经济发展较好，基础设施完备，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国家。

2004 到 2006 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5%，由 2004 年的 154.8 亿美元增加到 2007

年的 197.4 亿美元。尽管 2008 年国际粮价上涨对科特迪瓦影响较大，但该国年度经济增长

率有望实现 2.5%，是科特迪瓦危机以来的增长新高，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到 235.1 亿美元。

2003 年以来，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加，从 2003 年的 847 美元增加到 2007 年的 1030

美元。但由于内战，国内失业率较高，估计达到 40%-50%。贫穷人口较多，2006 年该国贫困

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42%。 

近年来科特迪瓦通货膨胀率较低，2003 年到 2007 年年均增长率为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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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影响，当前国际油价和粮食价格

的飙升，将给科的通货膨胀带来很大的压力。为降低商品价格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

2008 年政府通过多种措施来平抑市场主要商品价格，其中包括取消食品进口税及减半增值

税、成品油涨价部分增值税等。据世行预计，2008 年科通胀率将超过 2005 年的 4.0%的峰值，

达到 4.4%的水平。 

    3. 产业结构 

科特迪瓦是农业国家，农业占 GDP 比重为 22.7%。科特迪瓦有着发展农业的良好自然条

件，农业资源开发潜力较大。但是由于历史关系，农业结构不合理，农业现代化程度低。经

济作物占据国家主要商品产量的 80%（其中咖啡豆产量为 41.55 万吨，居世界第四，非洲第

一；可可豆产量为 200 万吨，居世界第一；棕榈油 71.52 万吨，橡胶 20 万吨），粮食作物（含

水稻、玉米、薯类、杂粮等产量为 142.7 万吨）占比例小，远不能够自给，每年需要大量外

汇进口粮食。由于科有 550 公里海岸线、15 万公顷泻湖和约 35 万公顷江河湖泊，渔业资源

比较丰富，盛产金枪鱼、沙丁鱼、鳗鱼、鳎鱼、鳐鱼、鲭鱼、梭子鱼、冬穴鱼和鲤鱼等，而

年捕鱼量仅 8 万-10 万吨，只能满足 20%-25%的国内消费，其他依赖进口。 

工业基础薄弱，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 26.3%。长期以来，国内企业主要是外

国公司独资或合资建设的一些食品、饮料、原料加工工厂，本国企业多为家庭式小作坊。随

着近年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外国在科特迪瓦投资兴建了二座炼油厂。 

科特迪瓦是西非地区服务业发达的国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 51%。科特迪瓦

基础设施较为发达，交通便捷，金融业较好，是该地区投资条件硬件较好的国家。此外，科

特迪瓦旅游资源丰富。辽阔的大西洋海岸，阿比让市区内的 15 万公顷泻湖和内地约 35 万公

顷江河湖泊，常年翠绿的山岗是吸引各国游客前来旅游观光，发展服务贸易业的好地方，但

因长年战乱等目前开发利用很有限。 

  （二） 基础设施 

1. 交通运输 

科特迪瓦是西非地区基础设施较为发达的国家。国内大型城市如阿比让、亚穆苏克罗

等地城市建筑、基础设施较好。境内有着发达的铁路、公路、航空、航海运输网络。其中海

运尤其发达，98％的进出口货物通过海运。 

科特迪瓦最大的港口是阿比让港。该港口位于科特迪瓦东南沿海埃布里耶湖口东岸，濒

临几内亚湾的北侧，是西非最大的集装箱港。港口交通发达，基础设施便利，港内水深 20～

30 米，2 万吨级货轮可自由进出，是马里、布基纳法索等内陆国家货物进出口的集散地。港

区主要码头泊位有 26 个，岸线长约 6085 米，最大水深为 12.5 米。港区集装箱堆场达 6 万

平方米。装卸设备有各种岸吊、门吊、重吊、铲车、浮吊、叉车、拖船及滚装设施等，其中

浮吊的最大起重能力达 150 吨，还有直径为 100－609.6 毫米的输油管供装卸使用。 

                                                        
2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The Real Wealth of Nations: Pathways to Human Development, UN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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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佩德罗港（San Pedro）是科特迪瓦第二大港口，年吞吐量 120 万吨，主要承运木材、

可可等。2007 年 12 月，科从德国订购了的液压电子到达 San Pedro 圣佩德罗港港口。这是

一台德国产的哥特瓦德（Gottwald）起重设备，起重高度 19.5 米，起重跨度在 10-44 米之

间，25-35 个运输过程/小时。 

科特迪瓦的海上石油生产的配套服务比较齐全，可以随时租用到后勤码头、海上补给

船和直升飞机。科海军还定期巡逻驱赶渔船，保护海上平台。 

全国有大小机场 27 个，铺设柏油路机场 7 个，其中 3047 米长跑道机场 1 个，2438 米

到 3047 米跑道机场 2 个，1524 米到 2437 米跑道机场 4 个。未铺设柏油路机场 20 个，其中

1524 米到 2437 米机场 6 个，914 米到 1523 米跑道 11 个，低于 914 米跑道机场 3 个。其中

阿比让、布瓦凯、亚穆苏克罗三个机场可供大型飞机起降。阿比让机场是法语非洲国家最大

的机场，1999 年底完成商业化改造，年客运量由 120 万人次增至 200 万人次。科特迪瓦航

空公司除经营国内航线外，还开辟了至马里、加纳、利比里亚、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和塞拉

利昂的航线。主要国际航线由总部设在阿比让的非洲航空公司经营。有 25 家外国航空公司

开辟了飞往科特迪瓦的定期航班。3

2. 水电设施 

科特迪瓦是净电力输出国。国内发电主要通过天然气，约占电力产量的一半以上。第一

个天然气发电站在 1995 年建立，第二个在 1999 年开始供电。2004 年生产电力 5370 百万瓦

小时，其中国内用电 3160 百万瓦小时。据政府相关部门统计，农村居民少于 15％的人可以

用电，郊区用电居民约为居住人口的 77％，阿比让为 88％。科特迪瓦电力公司（CIE）垄断

国内电力供应，该公司法国公司拥有股份 51％。 

3. 邮电通讯 

电信业自 1997 从法国 CI 电信公司获得首个 GSM 许可证并将国营电信公司私有化后，

发展较快。到 2009 年，科特迪瓦固定电话用户 28.2 万，手机用户达 1334.6 万。科特迪瓦电

信公司是最大的固定电话运营商。国家持有该公司 49％的股份。另外两家手机移动公司是

Orange Côte d'Ivoire （法国拥有 85％的股份），MTN Côte d'Ivoire（南非公司拥有股权）、Cora 
de Comstar（美国公司有股权）。 

 

  （三） 财政与金融 

1. 国家财政 

科特迪瓦财政收支长期处于赤字状态，国外赠款和借贷是国家弥补财政收支缺口的主要

途径。但是，由于近年来国家大选难以如期举行，发达国家对科特迪瓦的援助存在规模存在

较大的不确定性。为此，政府加强了对财政收支的监管，财政收支有所好转。2008 年、2009

年科特迪瓦财政收支分别实现 591 亿非洲法郎、1160 亿非洲法郎的盈余。国际储备从 2006

年的 12.0 亿美元，增加到 2007 年的 15.9 亿美元。2008 年、2009 年分别为 14.6 亿美元、

15.6 亿美元。 

近年来，科特迪瓦货币增长率均保持了较高的水平。科特迪瓦货币政策由西非地区中央

银行决定，其优先目标是维持非洲法郎与欧元的稳定。2006 年到 2009 年间，M1、M2 年均增

长率为 14.2%.
4

2. 税收制度 

科特迪瓦税收体系由关税和国内税组成。其中，科特迪瓦作为西非经货联盟成员国，又

在关税上分为区域内国家关税和非区域内国家关税。 

国内税收种目繁多，主要包括所得税、社会保障税、地产税、财产与服务税、注册税、

                                                        
3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iv.html 
4 AfDB, Afric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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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居留税、机场税、动产转让税以及由雇主负担的捐税等。 

其中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35%，资本收益税税率为 35%（特定情况可推迟或减少），股息税

税率为 10%或 12%或 18%，利息税税率为 18%（银行存款利息为 16.5%），特许权使用税税率

为 20%，个人所得税税率为 0-35%，增值税税率为 15%（本地供应或进口奢侈品为 30%；出口

品、本地供应的燃料和玉米粉等免税）。 

科特迪瓦重视通过税收优惠鼓励投资。科对投资项目中税收方面的优惠主要按照地区划

分。根据投资法，阿比让地区为 A区，阿比让以外地区为 B 区。A 区投资，税收优惠期限为

5 年，B 区为 8 年。享受优惠包括两个阶段：实施投资项目阶段和开发投资项目阶段。在公

司申报手续办理完毕，就可以享受减免 50%的工商所得税或非商业所得税；营业税和执照税。

此外，在公司享有优惠权的最后两年，可免交 25%的所有正常交纳的税收。已获准投资的公

司在实施创造性和发展性投资活动时可享受的税务减免有：投资额在规定的上限和下限之间

时（上限为 20 亿非洲法郎，下限为 5亿非洲法郎），对设备、材料及第一批备用零件实行征

收 5%的单一优惠进口税（关税和进口税）；投资额至少与规定上限相同时，免除设备、材料

及第一批备用零件的进口税（关税和进口税）；投资额至少与规定下限相同时，免除进口后

用于在当地加工或销售的材料和设备以及实用车辆备用零件的增值税。已获准对创造性活动

进行投资的公司，在允许期限内，对投资额在上下限之间的投资企业减免 50%的：工商所得

税；营业和执照税。对投资额至少与下限相同的投资企业减免 50%的：工商所得税；营业和

执照税；房地产税。此外，在公司享有优惠权的最后两年，可免交 25%的所有应正常交纳的

税收。 

3. 货币金融 

科特迪瓦是西非经济货币联盟成员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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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设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西非中央银行既发挥着科中央银行的职

能，还是科金融监管机构。 

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是西非地区的金融中心。它拥有一个在非洲国家最稠密的金融网。

现有 42 个财政金融机构，其中有 20 多家银行、40 多个支行。很多发达国家的银行在此拥

有分支机构，其中包括美国花旗银行、法国 BNP 银行、非洲银行、电信银行等。此外，“西

非经济与货币联盟”地区股票市场（BRVW）设在阿比让。 

科特迪瓦实行外汇管制，经济金融部下属的对外金融信贷局是行使外汇管理权的机构。

西非国家中央银行负责直接或通过银行、金融机构、邮政部门和公证处收集信息并编制国际

收支计划。所有与外国的外汇交易必须通过邮政部门或指定银行进行。商业部的对外贸易局

负责发放进出口许可证。外汇管制范围不包括法国(及其海外领土和部门)和摩纳哥以及其他

非洲法郎区国家，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支付可自由进行。 

科特迪瓦国内市场只准许流通非洲法郎，汇率参照巴黎外汇市场的汇率。国内银行不能

开立外汇账户，外汇进入首先要折算成当地货币方能提取。汇出外汇须向财政部银行事务国

库司提出申请，批准后通过指定银行汇出。科使用的非洲法郎在外汇市场上并不可以交易，

但是可以完全自由兑换为欧元，这是由法国财政部担保下通过特殊的各国设立在法国银行的

特殊账户来决定的。这种结构事实上为科提供了具有弹性的国际收支能力。科可以利用担保

实现透支以克服经常项目中资金短期限制对国际收支带来的消极影响。相应地，科必须要将

外汇储备的 65%存入法国中央银行。非郎同其他货币的汇率则取决于欧元与该货币的汇率。

西非法郎区国家间以及非郎区国家和法国之间的国际收支可以不受限制。同除以上所指国家

之间的交易，需要相关文件规定的许可。有关非居民账户的规定以法国的有关规定为基础。

非居民利润、红利等形式收入的汇出，也必须得到批准。 

  （四） 对外经济关系 

1. 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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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迪瓦出口商品以咖啡、可可、橡胶、棕榈油、棉花、水果、木材和石油及其产品等

原料性和资源性产品为主。进口商品以食品、日用消费品、非日用消费品等为主。 

 

2003--2007 年商品出口统计表    （单位：百万西非法郎；汇率：1 美元=450 西非法郎） 

品名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农、牧、鱼产品 27259 295020 43084 2547 58021 

其中粮食类 9 145 397 2 189 

其中淀粉类 205 781 422 148 353 

其中畜类 34 23 6 6 1 

其中水产类 2472 2326 2364 1368 7603 

其他 24539 39910 55820 1049 49875 

农经作物 1240904 1107761 940106 111886 180738 

其中咖啡豆 45863 49184 36688 5494 6211 

其中可可豆 1007604 850113 777859 38083 3626 

其中菠萝 28966 28230 24935 10516 18527 

其中香蕉 50974 53570 49681 26554 60446 

其中棉花 9882 1277 124 493 46829 

其中橡胶 72613 87781 105 29039 34374 

其中食糖 12738 9063 8064 487 35 

其中烟草 1701 13928 38142 0 1229 

其中可乐果 325 915 834 30 629 

其中油料 402 1536 1253 81 5114 

其中油料豆 5728 6493 6787 12 1057 

其他 4106 5671 5636 1095 2640 

木材 156317 160559 3121 10598 33181 

其中原木 19259 160559 2955 3 16590 

其中加工木材 136958 0 166 10595 16590 

罐装食品 525464 449973 430684 124366 814496 

其中可可加工 364937 296664 309493 83511 687519 

咖啡加工 36623 19475 22406 39193 1 

金枪鱼罐头 79050 81138 51065 29395 0.5 

菠萝罐头 19 10 3 0 196 

菠萝汁 662 3 972 11035 10761 

糖果 8947 7510 3830 0 36 

棕榈油 30463 37187 36216 571 570 

油棕油 31 62 35 84 35450 

其他 4342 7324 5825 408 79183 

其他 1067103 1310436 1603881 524847 2769802 

其中化肥 13205 21605 7376 0 1617 

其中香料（香水用） 52435 64899 27521 792 5670 

其中化工产品 9319 13322 26430 35 11 

其中塑料制品 33205 30576 108239 188 7352 

其中石油产品 126686 16675 3170 10 49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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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水泥 6101 26678 1908 0 18550 

纸、箱类 33108 842 73708 9163 132 

其他 794053 1035938 1355539 514659 2241544 

合计 3016946 2971814 3036811 774270 3856236 

资料来源：商务部科特迪瓦经商处 

 

2003--2007 年商品进口统计表    （单位：百万西非法郎；汇率：1 美元=450 西非法郎） 

品名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食品类 448847 431174 454808 529098 501358 

乳制品 27676 23448 28266 29163 24759 

水果鲜菜 16450 13780 17246 19100 17132 

鱼、肉罐头 2903 2648 3208 3714 10565 

鱼 115159 98560 105433 119319 130950 

普通大米 90680 111864 133919 152292 43147 

精大米 30244 33886 28578 34032 2583 

其他粮食类 1633 1889 3956 835 155502 

食糖 9692 3735 2203 3311 3017 

饮料 18180 16568 17008 21869 8818 

烟草 24142 33409 27324 37541 20857 

其他食品 112087 91386 87666 107922 84028 

日用消费品 553683 872133 943699 481179 806073 

服装 3496 1526 2834 3534 1395 

药品 70228 79866 76335 79112 12344 

书刊 9 11341 9461 12128 46 

塑料制品 79263 69962 78308 98116 545 

塑胶 20723 22700 22789 25709 1400 

汽车 9679 386370 390774 77587 213451 

个人物品 2696 6423 2668 2623 3426 

其他消费品 367589 293945 360530 182370 573467 

非日用消费品 531640 834242 1162811 1280837 1266339 

原油 311174 546610 836648 919238 5227 

石油制品 25712 6395 6423 10039 9343 

化工产品 47056 37448 42664 53933 916611 

棉花 2613 4008 7901 5357 14855 

其他纺织品 16258 11076 16161 17745 52968 

铁、铜、钢筋、工具 28823 92098 109573 112296 17613 

陶瓷、玻璃、石料 5387 7211 8137 8441 390 

化肥 29092 32036 34251 38911 19595 

熟料（水泥） 17176 29745 33468 37239 23453 

其他建筑材料 6510 7803 7858 7687 33641 

纸、箱类 11358 22809 22795 26111 12 

其他 30458 26955 26599 33149 118413 

设备 476634 270567 480282 670806 62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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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 1672 100920 129862 156063 128592 

电机 40646 1786 3244 149708 15290 

公路机械 100791 28058 74513 274849 121179 

运输机械 13992 72390 216483 61857 105708 

精密仪器 44 458 560 24452 245210 

其他 319488 66956 55619 3877 8365 

合计 2010803 2408116 3041600 2961921 3198115 

资料来源：商务部科特迪瓦经商处 

 

科特迪瓦主要出口国为法国、荷兰、美国等。其中法国是科最大出口国，近年来科特迪

瓦对法国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有所下降。由 2004 年的 23.7%下降到 2005 年、2006 年的

18.3%。2003 年以来，科特迪瓦对荷兰出口额下降较快，由 2003 年占出口总额的 19.0%下降

到 2006 年的 9.7%。科特迪瓦主要进口国为尼日利亚、法国、中国。近年来科特迪瓦向尼日

利亚进口增长幅度最大，由 2002 年占贸易总额的 14.1%上升到 2006 年的 27.6%。法国一直

是科特迪瓦的重要进口国，2002 年到 2006 年科特迪瓦进口法国商品额占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21.5%、32.0%、32.7%、27.7%、25.4%。 

2. 外国投资 

科特迪瓦是西非地区吸引外资较多的国家。1994 年，科特迪瓦吸引外资 7800 万美元，

1997 年增加到 4.5 亿美元。内战发生后，科特迪瓦外国直接投资有所下降，2003 年仅为 1.7

亿美元。由于国际社会预期冲突将很快结束，外国投资开始恢复，2004 年到 2006 年分别为

2.8 亿美元、3.1 亿美元、3.2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1.8%、1.9%、1.8%。

2007 年再次出现明显下降，仅为 1.6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0.8%，低于 2003 年

1.2%的水平。 

科特迪瓦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服务业、矿产开发、电力、通讯、农产品出口加工以

及交通运输业领域。长期的国内局势不稳定影响了外资进入的规模。2007 年，流入的外资

占总额最高的行业是食品行业 9.67%，投资额为 6719.2 万美元，电信行业占 66.47%，为

46179.7 万美元。服务业占 10.53%，7313.1 万美元，交通业占 2.13%，为 1480.5 万美元，

矿业占 1.03%，为 714.1 万美元，石油天然气行业 1.59%，为 1104.0 万美元，其他能源业占

7.05%，为 4899.8 万美元。5

2007 年，科特迪瓦流入的外资主要集中在 4 个国家，其中黎巴嫩投资总额 497.4 万美

元，位居第一，中国投资额 268.7 万美元，排名第二，之后是挪威和以色列，投资额分别为

144.6 万美元和 10.1 万美元。 

3.外国援助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2007 年、2008 年科特迪瓦政府获得官方开发援助额分别

为 1.71 亿美元和 6.17 亿美元。主要捐助方为：国际开发协会 1.76 亿，欧洲共同体 1.08

亿，法国 0.76 亿，美国 0.63 亿，德国 0.23 亿，全球基金 0.15 亿，阿拉伯机构 0.13 亿，

日本 0.13 亿。
6

4. 债务情况 

 科特迪瓦负担沉重。2008年，科特迪瓦外债总额高达140.2亿美元，负债率为59.6%。

目前，科特迪瓦是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实施“重债穷国”（HIPC）减债方案和“多边减债”（MDRI）

减债方案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国内冲突，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对其债务减免和改革支持一度停

止。到2009年3月，科特迪瓦达到“重债穷国”减债计划决定点。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5 USA, 2008 Investment Climate Statement – Cote D’Ivoire 
6 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fz/1206_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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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银行分别向科提供750亿和600亿西非法郎援助，帮助科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国民经济

增长。“巴黎俱乐部”和“伦敦俱乐部”也先后免除了科特迪瓦政府4000亿和2686亿非洲法

郎的到期债务。 

科特迪瓦外债结构以政府担保等长期债务为主。该类债务占科债务总额的74%以上，近

年来有不断增加趋势。2001年公共长期外债占债务总额等比例为74%，到2005年，该比例已

经上升到83.8％。由于投资环境差，以及国内经济落后，增长乏力，政府和国际多边金融机

构的贷款成为科维持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 

 

四、 对外关系 

  （一） 外交政策 

科特迪瓦是西非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长期以来在地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对外

政策上，一贯奉行不结盟、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强调“独立、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

原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促进和平与合作，主张加强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和平。科特迪瓦

外交重点的是发展与法国、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同时注重外交多元化，主张国际合作伙

伴多元化，重视南南合作，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地区外交中，科特迪瓦努力维护

非洲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积极推动地区一体化建设，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曾

积极调解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西非国家内部冲突。在非洲发展问题上，强调国际社会应该

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减轻非洲国家的外债负担。 

目前科特迪瓦同约9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联合国、不结盟运动、伊斯兰会议组织、

非洲联盟、西共体和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等组织成员国。 

  （二） 与大国关系 

科特迪瓦曾是法国的殖民地。因此，科特迪瓦一直同法国保持着特殊的友好合作关系，

两国签署有外交、军事、经济、文化、技术等合作协定。法国是科特迪瓦最大援助国，2009

年2月，法国向科特迪瓦科提供75万欧元援助，支持科选举及发展经济。2009年科特迪瓦达

到国际多边金融机构“重债穷国”减债计划决定点后，法国宣布免除科特迪瓦2063.9亿西非

法郎债务。法国是科特迪瓦最大投资国和贸易伙伴。法国在科特迪瓦的投资占其外资总额的

60％。法国长期在科特迪瓦派驻有军事顾问，并在阿比让设有军事基地，年军事援助额约60

万美元。 

近年来，受科特迪瓦内乱影响，同法国关系出现波折。2004 年，科特迪瓦政府军误炸

驻科兵营遭到法国的军事报复——炸毁了科特迪瓦所有的军用飞机。随后引发了较大范围的

反法抗议，双边关系一度紧张。随着科特迪瓦冲突方政治议程的推进，双边关系趋于缓和。

2007 年 9 月，科特迪瓦总统巴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与法国总统萨科齐举行非正式会晤。同

年 12 月，巴博总统在出席欧盟－非洲峰会期间再次与萨科齐总统举行会晤。2008 年 6 月，

法国外长库什内访问科特迪瓦，期间分别会见了巴博总统、索罗总理和科独立选举委员会主

席博格雷等。2009 年 9 月以来，由于科特迪瓦大选迟迟不能进行，法国对科特迪瓦的不满

日益增加，法方多次公开置疑科特迪瓦政府的能力和对待反对派的诚意，科特迪瓦政府表示

不满。 

科特迪瓦和美国自1961年11月21日建交以来，一直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科特迪瓦重视同

美国的合作，美国视科特迪瓦为西非的优先合作对象。美国是科的重要出口国。随着近年来

科石油业的发展，美对科投资增加显著。2002年，美国将科特迪瓦列为符合援助条件的“非

洲增长与机遇法”对象国，实施对科经济援助。 

科特迪瓦1960年独立后先后与一些欧盟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经济、技术、军事合

作密切。长期以来，欧盟国家是科特迪瓦最大进出口贸易伙伴。欧盟重视对科特迪瓦的经济

援助和开发，在经贸、技术、援助等多方面给予科特迪瓦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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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周边国家关系 

科特迪瓦重视发展同西非地区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现总统巴博 2000 年上台以来，努

力消除 1999 年前总参谋长罗贝尔·盖伊发动军事政变带来的不良影响，遍访地区国家，加

强与地区国家关系，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科特迪瓦同马里、布基纳法索、几内亚等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三国积极参与推动

科特迪瓦和平解决危机，高层互访不断。科特迪瓦发生危机后，在布基纳法索总统孔波雷积

极调解下，科特迪瓦冲突方于 2007 年 3 月促成科特迪瓦有关各方签署《瓦加杜古协议》。2008

年 8 月，巴博总统对布基纳法索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了两国和平友好协定并发表了联合

公报。2009 年 9 月，布基纳法索总统孔波雷对科特迪瓦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共同

主持召开了科特迪瓦布混委会首次会议。2007 年 5 月，科特迪瓦总统巴博出席马里总统杜

尔连任就职仪式。7 月，马里总统杜尔赴科出席“和平之火”解武焚枪仪式。2009 年 7 月，科

特迪瓦总理索罗访问马里。2010 年 4 月，巴博总统在塞内加尔参加塞独立 50 周年庆典期间

会见了马总统杜尔。2008 年 2 月，几内亚总理库亚特访问科特迪瓦。10 月，巴博总统出席

几内亚独立 50 周年庆典。2009 年 1 月和 4 月，几内亚外长洛瓦两度访科，同巴博总统就几

局势、双边关系等交换了意见。2010 年 4 月，几军政权领导人科纳特访科，双方并发布联

合公报。 

  （四） 与中国关系 

自 1983 年 3 月 2 日正式建交以来，中国与科特迪瓦两国关系发展良好，双边经贸合作

关系蓬勃发展，相互投资日益活跃，增长势头良好。双边高层互访不断，政治互信不断加强。

中科重视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支持与合作。两国政府分别在 1984 年和 1996 年签署有贸易协

定。1997 年，中国在阿比让设立投资开发贸易促进中心。2007 年 5 月，科特迪瓦外交部长

访华，科特迪瓦同中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以及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备忘录。2009 年

10 月科特迪瓦总理索罗来华出席第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并访问北京、深圳、上海等地，

中国总理温家宝进行了会见。 

中科两国贸易近年来发展迅速。2001 年，双边贸易总额 2.65 亿美元，2007 年，增加到

4.533 亿美元，增加了 71%。期间，中国出口年均增幅 16.8%，中国进口年均增幅 57.3%。2008

年中国同科特迪瓦双边贸易总额 5.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2%，其中中国进口额 0.71 亿美

元，同比增长 73.8%，中国出口额 5.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1%。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

年双边贸易额为5.68亿美元，同比下降5.5%，其中中国进口额0.63亿美元，同比下降12.7%，

中国出口额 5.05 亿美元，同比下降 4.6%。 

科特迪瓦作为农业国家，工业基础较差，对轻工业以及各类机械产品需求量较大。特别

是高科技产品、成套设备、机电产品（包括农产品加工机械和设施）等是科重要进口商品，

约占其进口总额的 34%。但中国出口该类产品所占比例较小，占科特迪瓦同类产品进口总额

的比例不到 10%。科特迪瓦进口中国产品主要为轻工产品以及电子产品等。中国从科特迪瓦

直接进口的产品主要是棉花、可可和锰矿砂和精矿等原料产品。 

（杨宝荣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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