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经济 

概况：埃塞俄比亚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以农牧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门格斯图

执政时期因内乱不断、政策失当及天灾频繁，经济几近崩溃。埃革阵执政后，实行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以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的发展战略，向市场经济过渡，经济恢复较快，1992

－1997 年经济年均增长 7%。1998 年埃厄边界冲突爆发后，经济发展受挫。2001 年，以埃

厄和平进程取得进展为契机，埃塞政府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2002 年，政府实施可持

续发展和减贫计划，先后采取修改投资和移民政策，降低出口税和银行利率、加强能力建设、

推广职业技术培训等措施，获国际金融机构肯定。但 2002 年因旱灾严重，经济增长率放缓，

翌年有所恢复。2005 年以来，政府实施“以农业为先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加大农业投入，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出口创汇型产业、旅游业和航空业，吸引外资参与埃塞能源和矿产资源

开发，经济保持 8%以上高速增长。联合国视埃塞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典范。2010 年，埃

革阵在多党议会选举中获胜后，着手制订并实施新的 5 年“经济增长与转型计划”，加强水电

站、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2013 年主要经济数字如下 

国内生产总值 388 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426 美元 

经济增长率 9.7% 

汇率 1 美元=17.5 比尔 

通货膨胀率 8.1% 

外债总额 132.4 亿美元 

外汇储备 36.8 亿美元 

工业：工业门类不齐全，结构不合理，零部件、原材料依靠进口，2013 年工业产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 9%。制造业以食品、饮料、纺织、皮革加工为主，集中于首都等二、三个

城市。皮革是第二大出口产品，每年出口收入约 5100 万美元。 

农业：农业系国民经济和出口创汇的支柱，2013 年占 GDP 约 50%。农牧民占总人口

85%以上，主要从事种植和畜牧业，另有少量渔业和林业。 

2013 年，有农业用地 1240 万公顷。以小农耕作为主，广种薄收，靠天吃饭，常年缺

粮。苔麸、小麦等谷类作物占粮食作物产量的 84.15%。 

2013 年，经济作物有咖啡、恰特草、鲜花、油料等。其中咖啡产量居非洲前列，年均

产量 33 万吨左右。咖啡出口创汇占埃塞出口的 60%，其产量占世界产量的 15% 

埃塞俄比亚是畜牧业大国，适牧地占国土一半多。以家庭放牧为主，抗灾力低，2013

年，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0%，吸收约 30%的农业人口。牲畜存栏总数居非洲之首、世

界第十。其中牛 3500 万头、绵羊 2100 万只、山羊 1680 万只、骆驼 100 万头。 

旅游业：旅游资源丰富，文物古迹及野生动物公园较多。2013 年，全国有 25 家星级

旅馆，3000 多间客房。除国营旅游公司外，私营企业 45 家，旅行社 60 余个。 

2013 年共接待外国游客 18.1 万，增长 16%，外汇收入 9000 万美元。政府已采取扩建

机场、简化签证手续等措施促进旅游业发展。 

财政金融：截止至 2013 年，外汇储备 36.8 亿美元。埃塞属重债穷国减债倡议和多边

债务减免倡议受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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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有商业银行、开发银行、商业建设银行等 3 家国有银行和 1 家国有保险公司。另

有 12 家私营银行，8 家私营保险公司。其中私营银行在全国共设有 363 家分支机构，总资

产达 423 亿比尔。 

对外贸易：2013 年，埃塞进口平均税率为 50%。 

出口商品主要有咖啡、油籽、恰特草、皮革和黄金，进口机械、汽车、石油产品、化

肥、化学品等。 

主要贸易伙伴是中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美国、印度、沙特阿拉伯等。 

外国资本：埃塞于 1992 年颁布《投资法》，1996 年、1998 年和 2002 年几度修订。近

年政府采取放宽投资领域、降低投资最低限额等措施、简化投资审批程序、免税等措施加大

吸引投资力度，外国直接投资增长较快。 

截止至 2013 年，外商投资主要分布在房地产、制造业、酒店和旅游业、建筑业、教育

和服务业等领域，主要投资来自美国、中国、印度和沙特。 

外国援助：1998 年埃厄边界冲突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暂停向埃塞发

放新贷款。 

2000 年 12 月埃厄签署《全面和平协议》后恢复对其援助。援款主要来自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开发银行、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多边机构及美国、日本、欧盟、意大

利和挪威等。 

交通：铁路：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全国唯一的铁路，全长 850 公里，其中在埃

境内 681 公里。现有机车 19 台，年客运量 70-80 万人次，货运量 20-25 万吨，分别占全国

总运量的 2.6%和 3.8%。因设备老化、管理不善、运力不足，21 世纪初亏损严重，截止 2014

年已经停运。 

公路：公路运输占全国总运量的 90%。总长 33856 公里（2004 年），其中柏油路 4362

公里，其余为沙砾路。全国登记卡车 14 万辆，仅 9.7 万辆可使用。21 世纪初，埃政府正实

施公路部门发展计划对公路系统扩建改造。 

水运：埃海运公司 ESLSC.COM 埃塞俄比亚航运 Ethiopian Shipping Lines Share 

Company(ESLSC)有 15 艘船，总吨位 38.58 万吨。曾以厄立特里亚的阿萨布、马萨瓦港为主

要港口。埃厄发生边界冲突后，进出货物主要通过吉布提港。 

埃塞俄比亚主要的国际海运目的地为：MODJO、SEMERA、ADDIS ABABA、DIRE DAWA。 

空运：共有 40 多个机场，其中亚的斯、迪雷达瓦和巴赫达尔为国际机场。埃塞俄比亚

航空公司有近 50 架飞机，国际航线 49 条，国内航线 30 多条，安全系数、管理水平和经济

效益均佳。从全球经济环境看，亚的斯亚贝巴处于经济落后的国家。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

府允许埃塞俄比亚政府开设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航线，这对一个经济尚不发达的国家无疑起

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埃塞航空公司迅速签署 ESLSC.COM 作为货运代理企业，从此中

国、埃塞俄比亚之间的货运量与日聚增。 

二、  政治 

政体：2000 年，埃革阵执政以来，创建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联邦政体，以发展经

济为重点，注重协调稳定、发展和民族团结三者间关系。 

宪法：1994 年 12 月 8 日，埃塞制宪会议通过第四部宪法—《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

国宪法》，次年 8 月 22 日生效。新宪法共 11 章 106 条，规定埃塞为联邦制国家，实行三权

分立和议会制。总统为国家元首，任期 6 年。总理和内阁拥有最高执行权，由多数党或政治

联盟联合组阁，集体向人民代表院负责。 

各民族平等自治，享有民族自决和分离权，任何一个民族的立法机构以 2/3 多数通过分

离要求后，联邦政府应在 3 年内组织该族进行公决，多数赞成即可脱离联邦。各州可以本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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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为州工作语言。保障私有财产，但国家有权进行有偿征用。城乡土地和自然资源归国家

所有，不得买卖或转让。组建多民族的国家军队和警察部队，军队不得干政。保障公民的民

主自由和基本权利。 

议会：联邦议会由人民代表院和联邦院组成，系国家最高立法机构。 

人民代表院系联邦立法和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宪法和联邦法律的制定与修订，由全国普

选产生，每 5 年改选一次。2010 年，现有 547 个议席，其中少数民族至少占 20 席。现任议

长阿卜杜拉·格梅达（Abadula Gemeda），2010 年 10 月就职。 

联邦院拥有宪法解释权，有权决定民族自决与分离，解决民族之间纠纷。有 117 名议员，

任期 5 年，由各州议会推选或人民直选产生，每个民族至少可有 1 名代表，每百万人口可增

选一名代表。2014 年，现任议长卡萨·特克勒伯尔汉（Kassa Teklebirhan，女），2010 年 10

月就职。 

司法：联邦最高法院为联邦最高司法机构，2014 年，现任院长特格纳·格塔内（Tegena 

Getaneh），下辖联邦高级法院和初审法院。2014年，总检察长由司法部长伯尔汉·海卢（Berhan 

Hailu）兼任。 

政府：现任政府于 2010 年 10 月组成，2012 年 11 月进行小幅改组。除总理海尔马里亚

姆外，还有 20 名内阁成员，主要有：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德梅克·梅孔嫩（Demeke Mekonnen）、

副总理级协调人兼公职部长穆克塔尔·凯迪尔（Muktar Kedir）、副总理级协调人兼通讯和信

息技术部长德布雷齐翁·加布雷米卡埃尔（Debretsion Gebremikael）、外交部长特沃德罗斯·阿

达诺姆（Tewodros Adhanom）、财政和经济发展部长苏菲安·艾哈迈德（Sofian Ahmed）等。 

政党：全国现有 77 个注册政党，其中全国性政党 18 个，其它均为地方性政党。主要有： 

（1）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The 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EPRDF ）：简称埃革阵，执政党。于 1989 年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提人阵）为核

心组建，成员党包括阿姆哈拉民族民主运动、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和南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

阵线，代表 24 个主要民族。决策机构是由 36 名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对内积极推行多党

议会制民主和市场经济政策，尊重各民族自决权；对外主张在平等、相互尊重和不干涉内政

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推行地区大国战略。在 1995 年、2000 年、2005 年、2010

年的多党选举中均获胜。在本届人民院占 499 席。现任主席海尔马里亚姆。 

（2）团结民主联盟党（Coalition for Unity and Democracy Party）：主要反对党。由原反

对党联盟团结民主联盟的 4 个成员党于 2005 年 9 月合并而成，在本届人民院占 1 席。反对

现行联邦制度，主张土地私有化，反对政府在埃厄边界问题上的立场。 

政要：总统穆拉图·特肖梅。1976 年至 1977 年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学

习汉语；1977 年至 1982 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本科；1984 年至 1988 年在北大国政系攻读

硕士学位；1990 年至 1991 年在北大国政系攻读博士学位。曾先后担任埃塞驻日本、澳大利

亚、中国等国家的大使，也曾担任政府经济发展及合作部国务部长、农业部部长和议会联邦

院议长。2013 年 10 月 7 日，穆拉图·特肖梅当选为埃塞俄比亚新总统。 

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1965 年生，沃莱塔族。历任南方州州议员、联邦院议

员、南方州副州长、州长、埃革阵议会党团领袖、总理公共组织和动员事务顾问、铁路局董

事长等职。2010 年 9 月当选埃革阵副主席，10 月任副总理兼外长。梅莱斯总理去世后于 2012

年 9 月接任埃革阵主席和总理职务。   

对外关系：奉行全方位外交政策，主张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基础

上与各国发展关系，强调外交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重视加强与周边邻国的友好合作，努力

发展与西方和阿拉伯国家关系，争取经济援助。注重学习借鉴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发展经验。

努力推动非洲政治、经济转型，重视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发挥地区大国作用，积极调解苏丹、

索马里等地区热点问题。是非洲联盟、（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等组织成员。    

对重大国际问题的态度： 

国际形势：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潮流，国际社会围绕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

合作趋势有望加强。支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呼吁发展中国家通过联合自强积极融入全球化进

程。 

联合国作用及改革：重视联合国作用，认为世界多极化趋势为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提供

了契机。主张促进联合国民主化。 

民主与人权：民主既有共性，又因国情不同各具特色，不应强行规定某种民主模式。赞

同人权普遍性原则，主张摆脱贫困、言论自由与受教育权利密不可分。国际社会在帮助穷国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无动于衷，空谈人权保护毫无意义。主张在人权领域进行平等对话

与合作，反对将援助与人权挂钩，借口关心人权干涉别国内政。 

反恐问题：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支持国际社会反恐努力。强调反恐应标本兼治，贫困

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对美国打恐表示理解，但主张打恐应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授权为基础，

吸纳更多主权国参与。打恐不应与特定的宗教、种族与文明相联，不应以打恐为名宣扬某一

特定文明的优越性。军事打击会引起伊斯兰世界的仇恨，导致世界形势进一步复杂化。     

非洲形势：认为政局动荡、地区冲突严重阻碍非洲发展，债务、艾滋病、贫困化等问题

加剧非洲的边缘化趋势。主张非洲国家走政治经济一体化道路，支持非洲联盟在地区事务中

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推动实施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同中国的关系：早在中、埃塞建交之前，周恩来总理于 1964 年就访问过埃塞。1970 年

11 月 24 日两国建交。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埃塞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立场，重视对华关系，愿

学习和借鉴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深，高层互访频繁，经贸

合作不断加强，两国政府之间签署了一系列的双边合作协议，内容涉及经济、技术、教育和

投资等多个领域。 

海尔•塞拉西皇帝、门格斯图总统、梅莱斯总理等曾访华。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

以及中埃两国总理的多次会晤对两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进行了框架性的指导，未来合作前景看

好。2008 年 11 月 8 日，吴邦国委员长对埃塞进行了为期 3 天的正式友好访问。2012 年 1

月 26 日至 28 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盟首脑会议并

对埃塞进行了友好访问。2012 年 9 月，回良玉副总理赴埃参加前总理梅莱斯的葬礼。2013

年 5 月，汪洋副总理出席非盟成立 50 周年峰会期间与埃塞总理海尔马利亚姆会见。2013 年

6 月，海尔马利亚姆访华。    

同美国的关系：埃美 1903 年建交。埃重视对美关系，是接受美援助最多的黑非国家之

一。美视埃为非洲反恐合作伙伴，支持埃出兵索马里。2003 年 2 月，美驻吉布提“非洲之

角合成反恐部队”指挥官赛特勒少将访埃，与埃参谋长萨莫拉中将就军事培训、联合军演等

问题交换意见。2003/04 财年，美向埃提供发展援助 6000 万美元，粮援 1 亿多美元，另援

助 4300 万美元用于艾滋病防治。2007 年，埃总统吉尔马、外长塞尤姆分别访问美国。美国

务院助理国务卿弗雷泽数次访埃。    

同英国的关系：19 世纪，英国远征军入侵埃塞俄比亚，遭到当地军民顽强抵抗。1973

年，埃英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门格斯图执政时期，双方因埃与索马里领土争端关系疏远。

埃革阵执政后，两国关系逐步改善。英在埃设有文化中心，是埃第二大援助国。2003 年 2

月，梅莱斯总理访英，会见布莱尔首相。英同意向埃提供能力建设、经济发展和旱灾救济援

助，并以可持续方式帮助埃控制旱灾。2004 年 5 月，梅赴伦敦出席布莱尔推动建立的非洲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英宣布将于 2005 年向埃提供 1 亿美元援助。10 月，布莱尔访埃并出席

非委会第二次会议。2005 年 2 月，梅赴伦敦参加非委会第三次会议。2005 年 5 月埃大选后，

两国关系因英国指责选举不符合民主标准而受到一定影响。2006 年,梅莱斯与布莱尔在南非



出席“进步治理峰会” 期间举行双边会谈,两国关系有所恢复。2006 年 10 月，英议会代表

团访埃，梅莱斯予以会见。    

同俄罗斯的关系：冷战结束后，埃同俄罗斯交往不多，经贸活动较少。1992 年 1 月，

埃宣布承认独立的所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2001 年，梅莱斯总理首次正式访俄。11 月，俄

埃友好协会成立。2002 年 9 月，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访埃，与梅莱斯总理举行会谈，双

方就修复原苏联经援项目、开发天然气等合作达成一致。2004 年 3 月，俄副外长萨尔塔诺

夫访埃，拜会梅莱斯总理，双方同意建立直接贸易关系，加强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    

同邻国及其它非洲国家的关系：同厄立特里亚的关系：埃与厄 1952 年结成联邦。1962

年埃政府宣布将厄并为一个州，引发厄人民武装独立斗争。1993 年厄宣布独立，埃予以承

认并与之建交。1998 年两国因边界冲突爆发战争，2000 年签署和平协议。2002 年 4 月，由

国际专家组成的埃厄边界委员会对两国边界划分走向做出裁决，两国均表示接受。同年底，

埃对边委会标界作业图将包括战争爆发点巴德梅在内的部分争议地区划归厄提出异议，要求

修改裁决。厄坚持裁决不可更改。2003 年 1 月，埃关闭驻厄使馆。2004 年 11 月，埃政府

提出原则接受边委会裁决的 5 点和平倡议，希与厄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划界分歧。厄重申应不

折不扣执行裁决，双方难以妥协。2006 年以来，国际社会积极推动解决埃厄边界问题。11

月，边委会公布埃厄边界界桩放置点和地图，要求双方在 1 年内达成并实施放置界桩协议，

否则边委会将认定划界完毕，边委会授权结束。埃予以拒绝，称边委会此举为非法。厄重申

边委会应负责执行划界裁决，反对与埃双边协商。2007 年 6 月，埃表示无条件接受边委会

裁决，被厄斥为“文字游戏”。11 月 30 日，边委会宣布解散。目前，埃厄边界局势紧张。    

同吉布提的关系：埃和吉布提于 1995 年建立领事级关系，1996 年正式建交。两国铁路

和公路相连，合营埃-吉铁路公司，签有友好合作条约。埃厄交恶后吉布提港成为埃第一大

出海通道。目前，埃进出口货物的 85%通过该港转运。近年来，双边关系良好，两国领导人

多次互访。2004 年 5 月，梅莱斯总理对吉进行工作访问，并出席两国第八次部长级联委会，

双方签署了安全、港口、贸易、投资等多项合作协议。2006 年 10 月，吉布提外交与国际合

作部长访埃。11 月，梅莱斯赴吉出席东南非共同市场第 11 届首脑会议。2007 年 1 月，埃

外交国务部长特科达访问吉布提。    

同肯尼亚的关系：埃和肯尼亚于 1961 年建交（1954 年建立领事级关系），埃革阵执政

后，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2004 年 4 月，肯国防和国家安全部长穆伦加塞访埃，梅莱斯总

理予以会见，双方同意利用部长联委会加强联系。2005 年 3 月，肯总统齐贝吉访埃。双方

同意在投资、贸易、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和平等领域进行合作，并发表联合公报，签

署两国军事领域合作协议。2007 年 1 月，埃总理梅莱斯对肯尼亚进行工作访问。    

同苏丹关系：埃和苏丹 1956 年建交。20 世纪 80 年代，埃苏因相互支持对方反政府武

装交恶。埃革阵执政后，两国关系特别是经贸合作发展较快。开通了公路和微波通讯，埃开

始从苏丹大量进口石油，并使用苏丹港。2004 年 2 月，梅莱斯在参加利比亚举行的非洲联

盟特别首脑会议归国途中顺访苏丹。7 月，梅在出席非盟首脑会议期间会见苏丹总统巴希尔。

12 月，梅应邀出席在苏丹举行的第三届萨那合作集团首脑会议，就苏丹、索马里等问题与

苏方交换了意见。2005 年 1 月，梅出席了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苏丹全面和平协议签

字仪式。12 月，梅率高级代表团赴苏出席埃-苏联合委员会会议。2006 年埃苏交往进一步密

切。苏丹执政党国民大会党派团参加埃革阵“六大”。苏丹外长、国防部长及南部苏丹政府

交通和道路部长、地区合作部长、南苏丹议会代表团等访埃。埃、苏及联合国有关机构还就

遣返在埃苏丹难民事签定三方协议。2007 年，埃外长塞尤姆数次访问苏丹。    

同埃及的关系：两埃在尼罗河水使用问题上素有分歧。埃革阵执政后，双边关系逐步改

善。2002 年初，埃塞俄比亚、埃及、苏丹三国水资源部长在开罗举行会议，决定在亚的斯

亚贝巴成立“东尼罗河流域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协调合理开发和利用尼罗河水资源问题。



2004 年 6 月，埃及水利资源发展和灌溉部长扎伊德访问埃塞，重点讨论建设东尼罗河沿岸

工程问题。12 月，埃及外长盖特访问埃塞，转达穆巴拉克总统的口信，双方还就尼罗河谷

倡议、埃厄和平进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05 年 4 月，梅莱斯总理访问埃及。两国签署了

经济和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月，埃塞俄比亚、埃及和苏丹举行三方会议，成立“三方论

坛”以促进三方合作，其中包括探讨利用尼罗河水的合作问题。2007 年 1 月，埃外长塞尤

姆访问埃及。    

同索马里的关系：1964 年和 1977 年，两国曾因欧加登争端两度交战，并于 1977 年断

交。埃革阵执政后，埃积极参与调解索国内冲突，多次在其境内推动索各派召开和会并发起

国际援索会议。2002 年 1 月，（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首脑会议授权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

吉布提等国联合调解索问题，并召开索新一轮和会。在埃等国的推动下，索自 2004 年以来

相继产生过渡联邦议会、总统和政府。10 月，索过渡联邦政府总统优素福访埃，会见梅莱

斯总理，寻求埃继续支持索和平进程并提供援助。2005 年 5 月，埃税务部长盖塔丘率团访

索。双方就埃使用索西北部的柏培拉港达成协议。2006 年 12 月，埃出兵索马里协助过渡联

邦政府击败反政府武装伊斯兰法院联盟，目前仍未撤军。    

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埃积极发展同阿拉伯特别是海湾国家的关系，争取经援和投资。

2003 年 1 月，埃塞俄比亚、苏丹、也门外长会议在喀土穆召开，三方就加强经济合作等问

题进行了讨论，同意建立地区反恐联盟。2004 年 2 月，梅莱斯在出席非盟特别首脑会议期

间与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举行会谈。2005 年 2 月，梅莱斯总理访问卡塔尔，两国签订了经

济技术合作协定。3 月，沙特议会代表团访埃。  

三、 中埃经济关系 

经贸关系：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和埃塞就开始有经贸往来，但贸易金额很小。

1970 年 11 月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政府于 1971 年签订了《贸易协定》。此后，双边经

贸关系逐步发展。自 1991 年埃塞新政府上台以来，双边贸易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1996 年

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贸易、经济和技术合作协

定》；1998 年签署《中国与埃塞俄比亚相互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2006 年至 2011 年，双

方签署了多个《经济技术合作协定》。2012 年 1 月，双方又新签 2 个《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双边贸易：中、埃双边贸易自 1996 年以来快速发展，2002 年双边贸易额突破 1 亿美元，

2008 年双边贸易额突破 10 亿美元大关。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1 年，中埃两国贸易总额为 11.77 亿美元，同比下降 20.7%，其中中国

向埃塞出口 8.85 亿美元，同比下降 26.8%，中国从埃塞进口 2.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6.5%。。

中国已成为埃塞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向埃塞俄比亚出口的大类商品主要有：交通运输工具如标准集装箱船、货运机动自

卸车辆和汽车散件；通讯设备如移动通信交换机、移动通信基站、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油

气田钻井机械及零件、焊管；二氧化锰原电池（组）；充气橡胶轮胎；化纤纺织品、聚酯染

色布；服装、鞋、靴等。 

中国自埃塞俄比亚进口的商品主要包括：芝麻、牛羊皮革、钽铌精矿等。 

对埃塞投资：中国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规模快速增长，投资领域日趋多元化。截至 2012

年 5 月底，在中国驻埃塞大使馆登记备案的中资企业数量 13 余家，投资总额超过 4 亿美元。

其中，规模较大的投资项目有：江苏永元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的东方工业园、中地海外和中非

基金联合投资的汉盛玻璃厂项目、中非基金和河南黑田明亮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联合投资的中

非洋皮革厂、中非基金与江苏永元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的东方水泥厂项目、华坚制鞋项目、力

帆集团投资的扬帆汽车组装公司等。 

承包劳务：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1 年中国企业在埃塞俄比亚新签承包工程合同 143



份，新签合同额 60.11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18.09 亿美元；当年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5056 人，

年末在埃塞俄比亚劳务人员 5675 人。新签大型工程承包项目包括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承

建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埃塞俄比亚铁路，中国交通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埃塞 AA 高速公路等。 

中国企业承揽的项目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通讯、电力、房建、冶金和水利灌溉等领

域。2011 年，签约项目中工业项目有所增加，铁路项目有较大进展，啤酒厂、钢厂等成为

新的亮点。中国在埃塞的主要工程企业包括中交集团、中水电建设集团、葛州坝集团、中铁

工集团、中地海外、中兴、华为、北方国际公司和中国机械集团等。 

中交集团在埃塞承包的 Addis Ababa-Adama 高速公路项目是东部非洲规模最大、等级最

高、设计及部分施工标准第一次在埃塞采用中国规范的第一条设计施工总承包高速公路项目。

项目完工后，将对改善埃塞出海公路交通条件，带动其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

水电顾问集团和中地海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营体实施的 Adama 风电工程总承包项目，是

中国企业在非洲实施的首个风电项目，也是埃塞第一个利用风能和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典

范发电项目，得到了埃政府和民众的高度关注，目前已实现顺利发电。 

四、 社会 

教育：埃革阵执政后，将发展教育、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和培养技术人才作为政府工作重

点之一。全国实行 10 年义务教育制，包括小学 8 年、初中 2 年。截止至 2004 年，共有小

学 2.1 万所，在校生超过 1400 万人，教师约 21.6 万人。综合性大学数量已从 2 所增至 21

所。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90%，中学和大学入学率分别为 28%和 17%。成年男性识字率为 50%，

女性为 23%。埃塞公立大学入学人数已达 79000 人。 

卫生：截止至 2004 年，埃塞俄比亚只有 28.4%的人口有安全饮水。艾滋病感染者近 300

万，居世界第三位。51%的人口能够享受医疗服务，每 36954 人一个医生，每 5266 人一张

病床。截至 2004 年，全国共有医院 115 所，卫生中心 423 个，卫生站 2167 个，卫生点 1386

个。 

新闻出版：2013 年，全国有 121 家报纸杂志。官方有阿姆哈拉语日报《亚的斯泽门》

（Addis Zemen，发行量 2 万份）和季刊《泽门》（Zemen，发行量 5000 份），奥罗莫语周报

《贝瑞萨》（Beresa，发行量 5000 份），阿姆哈拉语和英文季刊《今日埃塞俄比亚》（Ethiopia 

Today，发行量 7000 份），英文日报《埃塞俄比亚先驱报》（The Ethiopian Herald，发行量 9000

份），阿拉伯文周报《世界》（Alem，发行量 2000 份）。 

官方埃塞俄比亚通讯社（Ethiopian News Agency）成立于 1942 年，有 490 名记者，在国

内设有 37 家分支机构。另有私营的瓦尔塔信息中心（Walta Information Center），1993 年成

立，主要报道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要闻，向国内各广播电台、电视台和主要报刊供稿。 

埃塞俄比亚广播电台现有近百名记者，对内用阿姆哈拉等 8 种民族语言，对外用英、法和阿

拉伯语广播。埃塞俄比亚电视台为国内唯一的电视台，1965 年开播，全国覆盖率 47%，现

有 180 名记者。用阿姆哈拉、奥罗莫和英语每天播放 6 小时。为加强广播电视管理，埃政府

于 2002 年 1 月通过广播法，并在新闻部下成立了广播局（E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