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巴

一.... 国家概况

1.1.1.1. 历史简介
1492年 10月 27日，哥伦布航海发现古巴岛。1510年西班牙远征军开始征服古巴并进行殖

民统治。1868年和 1895年先后爆发两次独立战争。1898年美国对西班牙战争胜利后占领古

巴。1902年 5月 20日美扶植成立“古巴共和国”。1903年美强租古海军基地两处，其中关塔

那摩海军基地迄今仍被美占领。1933 年，巴蒂斯塔发动政变上台，执政至 1944 年。1952
年 3月，巴蒂斯塔再次发动政变上台。1953年 7月 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一批青年武

装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后被捕入狱，1955 年流亡墨西哥。1956 年 12 月，卡斯特罗率领

81名起义战士乘“格拉玛号”游艇返古，开展游击战。1959年 1月 1日，卡斯特罗率起义军

推翻了巴蒂斯塔统治，建立革命政府。1961年 5月，卡斯特罗宣布开始社会主义革命。1962
年，美宣布对古实行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

2.2.2.2. 地理特征
面积为 110860平方公里，其中古巴岛 104555.61平方公里，四周的岛礁 3126.43 平方公里。

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东与海地相望，南距牙买加 140公里，北离美国佛罗里达半岛顶端

217公里。由古巴岛和青年岛（原松树岛）等 1600多个岛屿组成。是西印度群岛中最大的

岛国。海岸线长约 6000公里。大部分地区地势平坦，东部、中部是山地，西部多丘陵。全

境大部分地区属热带雨林气候，仅西南部沿岸背风坡为热带草原气候。最高峰图尔基诺峰

（Pico Tulquino）1974米，最长河流 考托河（Río Cauto）370 千米。

3.3.3.3. 社会文化

1)1)1)1) 人口
古巴最早只有印第安原住民居住，在西班牙人殖民时期，大量进口非洲黑奴从事劳役，进行

奴隶买卖，使得古巴成为整个美洲的黑奴集散地，黑人因此几乎占上古巴总人口的一半，其

它大多是西班牙人后裔。现代古巴民族主要由西班牙人的后裔土生白人即克里奥尔人、非洲

人及其后裔和他们之间的混血种人组成，并构成古巴人口的基础。目前白人占 72.8%，黑人

占 12.7%，印欧黑白混血人种占 14%，黄种人占 0.4%。

2)2)2)2) 民族
白人占 66%，混血种人占 21.9%，黑人占 12%，华人 2万多。

3)3)3)3) 语言
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在商业活动中可使用英语。

4)4)4)4) 宗教
古巴最普遍的宗教是天主教，其中包括一种非洲部落的信仰和天主教混合的分支。但是在卡

斯特罗之下的古巴，官方长期宣布古巴遵守无神论。1962年卡斯特罗政府曾经强力关闭 400
多所天主教学校，声称这些学校散布威胁安全的信仰。1991年，古巴共产党撤除宗教禁令。

次年，宪法更改，宣布政府为非宗教性机关，但是不再反对宗教信仰。虽然古巴不再禁止宗

教，而且天主教发展为古巴最大的私人团体，宗教自由并不完全。教堂不准自行出版书本，

不准开学校，也没有不受限制的与媒体联络。

5)5)5)5) 习俗
按照古巴的商务礼俗，随时宜穿保守式样西装。拜会政府机关，必须先订约。居民很多信奉

天主教，宗教对他们的生活习惯有较大的影响，如：忌讳“13”这个数字，更忌讳 13日星期

五这一天举行娱乐活动；婴儿出生后要举行洗礼，并给其取教名；习惯过圣诞节、狂欢节等。

还有一种奇趣的习俗，即在每年的新年除夕，按习惯每人必须要准备一碗清水，等午夜的时

钟敲过 12下后，每人就各自将准备的那碗清水倒到室外去以表示去旧迎新。

古巴人在饮食上习惯以吃拉美殖民地式西菜为主，一般以爱吃烤、煎、炸制的菜肴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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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喜爱味重的食物，但不吃辣，以面包，米饭，意大利面，猪肉，羊肉为主要食品，也爱

吃鱼以及各种味道的食品。他们还爱咖啡、可可、红茶。圣诞节的传统菜肴是串在烤肉签上

的。古巴盛产热带水果，居民一般将芒果、菠菜、柑橘、木瓜等切成块，加大量的糖掺和着

吃。

6)6)6)6) 科教
古巴国民素质非常高，实行全民公费教育制度，9年制义务教育，学制与中国大体相同；古

巴的高等教育有较为悠久的历史。著名的哈瓦那大学建于 1728年，是整个加勒比地区第二

所建校最长久的大学。此外，全国有 63所高等教育机构（51所大学和 12所分属高教部、

教育部、卫生部管辖的独立设置的机构），大学实行学分制，修读本科约 4-5年时间。古巴

1100万人口中每 14个人有一个是大学毕业，450万就业人口中平均每 6人就有一人为大学

毕业。

7)7)7)7) 主要媒体
古巴的报刊有《格拉玛报(Granma）》，古巴共产党机关报，创于 1965年 10月；《起义青年报

（Juventud）》，共青联中央机关报；《劳动者报（Trabajador）》，中央工会机关报；《波希米亚》

周刊，创于 1908年 5月。通讯社有拉美通讯社，官方国际通讯社。创建于 1961年，在全世

界设有 37个分社。国家通讯社，创建于 1974年，主要负责国内新闻报道。全国性广播电台

5家：时钟电台、进步电台、起义电台、音乐电台和古巴哈瓦那国际电台。全国性电视台 2
家古巴国家电视台（Cubavision）和起义电视台（Telerebelde）。
二.... 国家投资环境及政策

1.1.1.1. 政治环境
古巴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是古巴唯一合法政党。宪法规定古共是马蒂思想和

马列主义先锋组织，是古巴社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近年来，古政局保持稳定。古共成

立以来，卡斯特罗曾长期担任第一书记。2006年 7月 31日，卡斯特罗主席因病将职权移交

胞弟劳尔临时代理。2008年 2月 24日，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劳尔正式当选国务委员

会主席并兼任部长会议主席。2011年 4 月 16至 19 日，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

开，选举产生了六届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卡斯特罗正式卸任古共中央第一书

记，由劳尔接任，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查多出任第二书记。

古巴外交政策遵循国际法基本原则，主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及民族自决权，反对干涉

别国内政；主张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一律平等；谴责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干涉主义、单边

主义和歧视政策，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包括国家恐怖主义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恐怖

主义。系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世界贸易组织、不结盟运动、拉美一体化协会、加勒比国家联

盟、加勒比论坛、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国际和地区组织成员国。

2013年将担任拉共体轮值主席国。古巴目前与 182个国家建有外交关系。

2.2.2.2. 财政状况
制糖业、旅游和镍出口是重要经济支柱，主要生产甘蔗、烟草、热带水果等，旅游和侨汇

收入是重要外汇来源。2011年古宏观经济保持稳定，财政和外汇收入增加，外贸保持增长，

全年经济增长 2.7%。入境游客超过 270万人次并创历史新高。

3.3.3.3. 经济产业
工业：以制糖业为主，占世界糖产量的 7%以上，人均产糖量居世界首位，蔗糖的年产值约

占国民收入的 40%。

农业：农业主要种植甘蔗，甘蔗的种植面积占全国可耕地的 55%。其次是水稻、烟草、柑

橘等，古巴雪茄烟享誉世界。

烟草：是古巴的传统经济作物，著名的“哈瓦那雪茄”，驰名世界，每年创造产值大约在 4亿
美元左右。古巴中西部各省都出产烟草，但是产量最大、质量最好的烟草产地在比那德里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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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Pinar de Río）的埃塔巴亚堆地区，这里烟草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40% ，是制作哈瓦那

雪茄的主要原料。古巴的烟草和烟草制品年产量约 5 万吨，大部分供出口。

旅游业：古巴旅游资源丰富，几百个风景点像翡翠般点缀在海岸线上。明媚的阳光、清澈的

海水、白沙海滩等自然风光使这个享有“加勒比明珠”美誉的岛国成为世界一流的旅游和疗养

胜地。近年来，古巴充分利用这些独特的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使其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

支柱产业。

4.4.4.4. 能源矿产
矿业资源以镍、钴、铬为主，此外还有锰、铜等。钴矿藏量 80万吨，镍蕴藏量 1460万吨，

铬 200万吨。古巴 1938年发现沸石（专家们称为“世纪矿物”），但到 1986年才开始大力开

发。其蕴藏量估计达 30亿吨，仅次于美国和前苏联。目前已制出许多活性产品，各有各的

功能。森林覆盖率约 21%。盛产贵重的硬木。

5.5.5.5. 交通建设
上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古巴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

美国又乘机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封锁，使古巴的外部经济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1990-1993年
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35%。受此影响，古巴的公共交通和货物运输从此陷入困境。

从 1998年起，古巴政府逐步启动对交通运输的恢复工作，尤其是经过最近几年的努力，交

通状况现已得到了明显好转，在未来三年内，古巴还将采购 1500辆客运大巴，以满足不同

城市间的客运需求。

铁路是古巴缺乏资金和受损情况最严重的交通部门，尽管政府已做出不少努力，但当前形势

仍很困难。

海上客运交通方面，古巴计划逐步恢复客运服务项目，包括在巴塔巴诺（Batabano）至新热

诺那（Nueva Gerona）的航线上投放新船舶，修复港口相关设施，采购部分设备等。

在出租汽车方面，古巴将建立一个全国性管理机构，以规定出租汽车业务的运营管理办法，

统一出租车标识和规范相关服务等。古巴目前已开辟一种新的出租车运营模式，即固定路线

出租车，车辆总数将达 200辆，虽然此类出租车业务目前仅在哈瓦那市内运营，但今后其运

营范围会扩大至其它人口稠密的城市。

6.6.6.6. 贸易合作

古巴主要出口镍、蔗糖、龙虾及对虾、酸性水果、雪茄烟、朗姆酒等，主要进口石油、粮食、

机械、化肥、化工产品等。

近年来，中古双边贸易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目前，我国是古巴第二大贸易伙伴，古巴是我国

在加勒比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据我国海关统计，2011年，中古贸易额 19.48亿美元，其中

中方进口 9.04亿美元，出口 10.44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6.4%、13.2%和-2.4%。我国主要

出口电冰箱、客车、皮卡、发动机等机电产品，主要进口镍、食糖、农副产品等。

7.7.7.7. 投资政策（国外投资商优惠、保护等）
古巴政府委托国家经济协作委员会同古巴的机构、单位共同促进及评估同外国投资者进行商

业活动的机会，并为他们提供同其感兴趣的国内企业接触的机会。每一个经济联合体中的外

国投资者将同古巴对单位进行商讨，古巴单位拥有进行商谈及与对方达成原则性协议的充分

权利。一旦通过政府审批同意和办理完毕法律手续，合资企业或经济联合体可获得其法人资

格，由于赋予其特殊的规定，他们拥有完全的自由权；

古巴政府尊重并保证外国投资者的安全，古巴政府承认按照法律规定设立的合资企业、团体

和经济联合体的产权，并同其他国家政府签订一国公民或机构到另一国际投资的相互保证条

约；

经济联合体可根据双方共同达成的意见，自由的聘用古巴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行政、技术人员。

外国人在他们任职期间将得到诸多便利，包括临时居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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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收入、股票持有者所获红利以及专家、行政人员的个人收入均不需纳税，对企业的纯

盈利将免税；古巴政府吸引外资企业的首要原则是保护企业，特别是在他们的起步阶段，在

进行特别分析的基础上，古巴国家政府委员会授予给予这些企业临时免税；

三.... 国家最新经贸资讯
1. 第 25届中古政府经贸混委会在古巴召开，9月 26日上午，陈德铭部长与卡布里萨斯副主

席在古巴外贸外资部礼宾厅共同主持召开第 25届中古政府经贸混委会。古巴外贸外资部部

长马尔米耶卡、第一副部长纪廉、古巴旅游部、古巴信息通讯部、古巴国民银行等代表出席。

商务部条法司司长李成钢、外贸司司长王受文、援外司司长王胜文、合作司司长王沈阳、美

大司商务参赞徐迎真、外事司副司长李柏等政府代表团成员；国家开发银行、中粮集团、普

天集团、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以及新天国际公司等企业代表；驻古巴大使张拓、马克强经商

参赞等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团参观了马里埃尔经济特区的建设情况，并由商务部投资促进

局还和古巴国家商会共同组织中古企业家论坛。（文章来源：驻古巴使馆经商参处）

2. 2012年 9 月 13日至 16日，深圳市委副书记王穗明率团访问古巴，就经济特区的建设和

发展与古方进行交流。

14日上午，代表团举办了一场题为“深圳经济特区发展之路”的讲座，古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古共六大经济社会政策纲领贯彻和实施常设委员会主任穆里略、委

员会部分委员及部分企业高管参加。穆里略认真听取了代表团关于深圳特区建设和发展的历

史及取得的成就，并对感兴趣的方面和问题进行了提问。

代表团还拜会了古巴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布里萨斯和古巴外贸外资部长马尔米耶卡，就特

区建设有关优惠政策的制定、在古投资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并赴古巴环球仓储公司总部听取

了该公司负责人对马里埃尔发展特区有关情况的介绍。

中国驻古巴大使张拓、商务参赞马克强参加了上述活动。

3. 日前,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发布公告,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使用 scarabeo 9半潜式钻

井平台于 7月 31日完成了卡托切 1号区块（catoche 1x）海油勘探井的钻探。该勘探井深度

为 4666米，水下距离 2258米。

对该井进行的地球物理勘探表明，该区域存在一个活跃的油系，可能延展至由俄罗斯天

然气工业石油公司合同开采的其他 4个油块区域。但勘探同时表明探井所处区域岩石非常坚

硬，无法达到商业开采规模。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将对钻井过程中收集的地理及地球物理学数据继续进行评

估，并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进行一次三维地震勘探，以更加准确探明已签约油块的油气储量

公告还称，Scarabeo 9钻探平台将在近日移交给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由该公司启动

圣安东尼奥角 1号区块（Cabo de San Antonio 1x）的勘探钻井。该勘探井也位于墨西哥湾的

古巴专属经济区的海洋深处。

4. 据古巴《格拉玛》报 2012年 7月底报道，日前刚闭幕的古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例会

通过了新的税法草案，在专门工作委员会补充审议意见后将正式公布。会议决定，《新税法》

将在部长会议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后于 2013年 1 月 1日正式实施。《新税法》将取代 1994
年颁布实施的《古巴税收制度法》。

较 1994年的《税法》规定的 11个税种，《新税法》增加了 7个新税种，即农林业用地

闲置税、海滩开发使用税、河流排污税、港湾开发使用税、地下水资源使用税、林业资源和

野生动物资源开发使用税及关税。同时，《新税法》还增加了用于社保的新权益金：地方发

展土地税。

5. 据外电报道，从美国迈阿密出发，满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安娜.塞西莉亚”号货轮于 2012
年 7月 13日上午抵达古巴哈瓦那港，标志着古巴与美国之间中断 50多年的海上货运直航得



到恢复。

这艘货轮经过 17个小时的航行抵达哈瓦那，主要货物是慈善机构、宗教组织和人道主

义团体为古巴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也包括了生活在美国的古巴人寄给亲属的物品。该

船注册在玻利维亚，船长 90多米，核定船员 10人，可以装载 16个集装箱，每公斤货物的

运费为 13美元。此前，从美国运往古巴的货物需要途经第三国转口运输，通常需要一个多

月才能运抵古巴。直航只需要十六七个小时，大大缩短了运输成本。

经营该货轮的国际港口公司得到美国商务部和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批准，

不违反美国对古巴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禁运政策。今后每周将安排一艘货轮往返于两地，进

行货物运输。除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外，居住在美国的古巴人还可以向古巴亲人寄送物品。

美国政府从 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经济、贸易和金融全面封锁，两国空中和海上直航

均被取消，人员和货物往来都要途经第三国。

6. 2012年 7月 13日，古巴公共卫生部发布公告，称近期在东部曼萨尼略市和格拉玛省发现

了霍乱疫情。截至目前，共发现 158例确诊病例，死亡 3人。公告还说，在其他地区还发现

了几例孤立病例，病患来自曼萨尼略市，已得到及时治疗。卫生部正密切监视疫情。为此，

驻古巴使馆经商参处向驻古巴各中资企业发出通知，要求注意和加强饮食卫生、环境卫生，

并告诫员工注意个人卫生，前往东部省份出差的人员及在东部省份的常驻人员尤要注意。

7. 由中国驻巴西圣保罗总领馆、巴西驻上海总领馆担任指导单位，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

和巴西法阿琵高等教育中心共同主办，上海图书馆、上海书画院、上海群艺馆等共同协办的

“魅力上海——海派文化巴西行”活动于巴西当地时间 9月 13日在圣保罗市巴西艺术博物馆

开幕。中国驻巴西圣保罗总领事馆副总领事王峰、巴西圣保罗市国际关系局局长科泰特、法

阿琵高等教育中心的师生及圣保罗华人华侨 100多人出席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活动为巴

西观众提供了近距离接触中华文化、感受上海气息的机会，是在南美洲推广上海城市形象的

又一成功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