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哈马

一.... 国家概况

1.1.1.1. 历史简介
原为印第安人居住地。1492年哥伦布首航美洲最先到达巴哈马群岛中部的圣萨尔瓦多

岛（华特林岛）。1647年首批欧洲移民抵达。1649年为英国人占据。1717年英国宣布巴哈

马群岛为其殖民地。1783年英国、西班牙签订《凡尔赛和约》，正式确定该群岛为英属地。

1964年 1月实行内部自治。1973年 7月 10日独立，为英联邦成员国。

2.2.2.2. 地理特征
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海岸对面，古巴北侧。群岛由西北向东南延伸，长 1223公里，

宽 96公里。由 700多个岛屿及 2400多个珊瑚礁组成。属亚热带气候，8月为最热月份，平

均气温 30℃；1、2月为最冷月份，平均气温 20℃。年平均气温 23.5℃。年平均降水量 1000
毫米。

3.3.3.3. 社会文化

1)1)1)1) 人口
35.36万（2010年）

2)2)2)2) 民族
黑人占 85％，其余为白人和少量亚洲人后裔。

3)3)3)3) 语言
英语为官方语言。

4)4)4)4) 宗教
多数居民信奉基督教。教会在巴哈马社会和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影响，甚至影响政府事务。

5)5)5)5) 习俗
巴哈马是前英国殖民地，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绝大多数巴哈马人信奉基督教，袭用英国

政法体制。近年来，由于地理、经济、文化等因素，巴哈马社会各方面受美国的影响逐渐增

加。巴哈马人的姓名与欧美人相同，即名在前，姓在后。黑人在文化上已被白人同化，因此

姓名也不例外。人们见面都行握手礼，称男士为先生，称女士为夫人、小姐。人们严格遵守

自己信仰的教规。

6)6)6)6) 文化特色
许多巴哈马人在艺术方面颇有禀赋，这在他们丰富多彩的绘画、具有感染力的音乐或华

丽的舞蹈中可见一斑。在各种喜庆场合跳 JUNKANOO 舞是最具有巴哈马特点的文化特色。

7)7)7)7) 科教
公立学校对 5～14岁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巴哈马大学建于 1974年，是一所综合性

大学。西印度大学在该国设有一个分院。公立学校对 5 － 14 岁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2001 年成人识字率为 95.5%。2003/2004 财政年度的教育预算为 2.09 亿巴哈马元，占总

预算的 19.2%。小学 6 年制， 5 岁入学；中学 6 年制，分两阶段， 11 岁入学。2000 年

适龄儿童注册率小学为 98% ，中学为 89%。学生大学多在巴哈马当地就读。西印度大学

在巴设有一个分院。

8)8)8)8) 主要媒体
主要报刊有《拿骚卫报》、《巴哈马日报》和《论坛报》。巴哈马广播公司；巴哈马电视台：

国营。此外，还可接收美国电视节目和一些卫星节目。

9)9)9)9)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主要的政党：（1）进步自由党，执政党。（2）自由民族运动，反对党。（3）民主全国联盟，

反对党。（4）另有巴哈马民主运动等政党，在巴政治生活中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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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经济商会：（1）巴哈马商会（Bahamas Chamber of Commerce），地址：Shirley St., POB
N-655。电话：001-242-322-2145。传真：322-4649。（2）巴哈马农工公司（Bahamas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Corp.），地址： BAIC Bldg, East Bay St., POB N-4940, Nassau。电话：

001-242-322-3740。传真：322-2123。

二.... 国家投资环境及政策

1.1.1.1. 政治环境
巴哈马政府奉行和平合作、尊重各国主权的外交政策。倡导民族自决、独立自主、领土

完整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主张国际合作及和平解决争端。注重外交为经济发展服务。是联

合国、加勒比共同体、加勒比国家联盟、美洲国家组织、英联邦以及不结盟运动成员国。

2.2.2.2. 财政状况
政府收入主要来自关税和印花税等，约占总收入的 70％。2011年末，巴外汇储备 8.85

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 8.85亿美元，政府债务 43.56亿美元，占当年 GDP的 55%。

3.3.3.3. 经济产业
制造业：有伐木、小船制造、水泥、食品加工、饮料、酿酒、手工艺品和制药等，主要集中

在大巴哈马岛的自由贸易区内。为实施经济多样化战略，巴政府鼓励发展中小企业，并为此

制定了优惠政策。

金融服务业：是巴国民经济的第二大支柱产业，其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5%。，由于巴

与美国毗邻，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稳定，有严格的银行保密法，无直接税和外汇管制，巴已成

为全球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

船舶服务业：是巴第三大经济部门，商船注册居世界第三，船舶注册量 1400多艘，吨位超

过 5000万吨。

农业：巴土层薄，土壤贫瘠，农业不发达。只种植少量蔬菜、水果，主要农作物有甘蔗、蕃

茄、香蕉、玉米、菠萝、豆类等。食品 80%靠进口，部分蔬菜和柑橘类水果能自给并有少

量出口，肉类生产基本上满足国内需求。巴政府对农产品和水果产品实行保护政策。

渔业：巴海域是世界重要渔场之一，主要出产龙虾、海螺、石斑鱼、马林鱼、旗鱼和金枪鱼

等，其中龙虾约占水产总量的 60％。

旅游业：是巴国民经济第一大支柱产业。每年平均接待游客 500万人次，旅游业年收入约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 40%和外汇收入的 60%以上，为巴提供了约 50%的就业机会。游客主要来

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全国共有旅店客房约 15000间。座落在天堂岛的亚特兰蒂斯饭店举

世闻名。

4.4.4.4. 能源矿产
海产资源丰富。有石油、天然气、盐等。可耕地少，淡水不足，农业资源有限。

5.5.5.5. 交通建设
公路：公路总长 3350公里，其中新普罗维登斯岛上约 966公里，其余主要分布在伊柳

塞拉岛、大巴哈马岛、长岛以及卡特岛上。

水运：巴是国际海运中心之一，两个主要港口为拿骚和自由港。

空运：有通往美国、加拿大、欧洲、古巴等国的定期航班。有两个主要国际机场（拿骚

和自由港），可降大型客机；另有 55处国内机场，各主要岛屿间有航班运营。

6.6.6.6. 贸易合作
主要商品长期依赖进口，每年均有巨额贸易赤字，主要靠旅游业收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主要出口渔产品、化工产品、药品、朗姆酒、食盐，进口食品、消费品、机械设备和汽车等。

主要贸易对象是美国、加拿大、欧盟、日本、韩国。

巴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2011年，



中巴双边贸易额为 6.13 亿美元，其中中方出口 5.5 亿美元，进口 6290 万美元，同比分别

增长-2.4%、-12.4%、410倍。中方主要出口船舶、成品油、钢铁或铝制结构体及其部件、

油漆、服装等，进口农产品和机械设备。

双方使馆信息：

中国驻巴哈马大使：胡山

使馆地址：3rd Orchard Terrace, Village Road
邮政信箱：P.O.BOX SS-6389, Nassau, The Bahamas
电话：001-242-393-1415
传真: 001-242-393-0733
电子邮件：chinaemb_bs@mfa.gov.cn
巴哈马驻华大使：暂缺

使馆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南路 14号塔园外交办公楼 2单元 4层
电话：010-65322083
传真：010-65322304

7.7.7.7. 投资政策（国外投资商优惠、保护等）
巴哈马政府已在大巴哈马岛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凡在自由贸易区内注册的外国企业除享

受普遍实行的免税外，还享受以下优惠待遇：

·2015年前免缴一切捐税（包括出口税、消费税、不动产税及商业税）；

·2054年前免缴进口设备和原材料关税以及出口消费税；

·总投资不低于 500万美元，产品 95%出口的企业，经主管部长批准可被确定为出口型

企业，可依法免税进口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期限为 25年。

巴实行鼓励投资的财税政策，免收资本收益税、遗产继承税、预提所得税、利润汇回税、

公司税、土地使用税、销售税、股息税、工资和利息税等。

三.... 国家最新经贸资讯
1. 《论坛报》2012年 10月 25日报道，据世界银行及其国际金融公司 24日发布“2013年商

业舒适度排名”报告，巴哈马排名第 77位，比上年下滑 7个点。其中与上年相比下滑最多的

指标是商业设立，从第 74位下降到第 82位；取得建筑许可指标排名下滑 5位，从第 63位
下降到第 68位；获得信贷和投资保护指标分别位列第 83位和 11位；获得电力和贸易通关

指标下滑一个点。唯一改善的指标是支付税收和实施合同指标，但也仅改善一个点。

巴哈马商会执行主席 Winston Rolle 对该排名表示，巴政府需要对吸引国际和国内投资

的主要领域给予更多关注，才能提升商业竞争力。（文章来源：驻巴哈马经商处）

2. 《拿骚卫报》10月 17 日报道，在 IMF 和世界银行最新评估报告中，巴哈马位列国际专

业金融中心第三，比去年排名上升了 2位，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开曼群岛和根西岛。

金融服务部长瑞安•平德表示，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排名，证明国家走在一个上行的轨

迹中。平德指出，政府和金融服务部出台的促进金融业发展的措施也对该排名上升起到了帮

助。政府一直致力于营造适宜经商的环境，报告中决定排名的 FDI、国际债务安全、资产管

理数量和经商环境等数据都是政府努力的方向。政府非常有信心在未来打造更有竞争力的金

融市场。但同时平德也承认巴哈马想与纽约、伦敦等大型金融国际中心竞争是相当困难的

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名是根据一国金融市场指标、经济潜力和经营环境因素等一系列数据

评定的。排名主要关注国际机构是否致力于扩展其国际业务。

3. 《拿骚卫报》10月 9日报道，金融服务部长瑞安•平德日前表示，巴哈马正在为 2014年
12月成为WTO成员而积极努力。

平德表示，巴哈马正在改革自己的法律法规以与WTO规则和其他国际实践相一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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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成为WTO成员还和与其他成员国签署的双边协议数量有关，金融服务部正在与拉美、

北美和欧洲市场积极展开合作。巴西已经要求和巴展开双边谈判，其他国家也在陆续进行之

中。平德透露，他将在月底前往布鲁塞尔参加一次贸易部长会，将借此机会与一些大型国际

银行负责人对话以吸引更多商人来巴哈马。“欧洲仍将是巴哈马的一个关键市场，而因为双

边的贸易信息协定，加拿大也将提供许多机会。”平德指出，随着巴哈马的发展，人民不再

仅仅满足于当雇员，也希望经营自己的公司与事业。希望通过金融服务部的工作，让更多巴

哈马人能到其他国家去开拓市场并进行服务出口。

4. 《论坛报》2012年 10月 25日报道，据世界银行及其国际金融公司 24日发布“2013年商

业舒适度排名”报告，巴哈马排名第 77位，比上年下滑 7个点。其中与上年相比下滑最多的

指标是商业设立，从第 74位下降到第 82位；取得建筑许可指标排名下滑 5位，从第 63位
下降到第 68位；获得信贷和投资保护指标分别位列第 83位和 11位；获得电力和贸易通关

指标下滑一个点。唯一改善的指标是支付税收和实施合同指标，但也仅改善一个点。

巴哈马商会执行主席 Winston Rolle 对该排名表示，巴政府需要对吸引国际和国内投资

的主要领域给予更多关注，才能提升商业竞争力。

5. 《论坛报》、《拿骚卫报》、《巴哈马日报》10月 17日报道，拿骚国际机场投资 1.44亿美

金的新航站楼于昨日正式启用。

巴哈马总理克里斯蒂表示，拿骚国际机场曾经每年需要政府补贴 2000万美金，而现在

已经可以自给自足。很高兴看到机场新航站楼启用，这是巴哈马人民可以做出大事的一个象

征。政府下一步将陆续升级各成员岛的机场。拿骚机场发展公司总裁则表示，新航站楼将为

旅客提供世界级的设施和充分反映巴哈马特色的服务，并力争在明年将机场建成加勒比地区

排名前三的机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