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里南

一.... 国家概况

1.1.1.1. 历史简介
原为美洲印第安人居住地。1593年被西班牙探险者宣布为其属地。1602年荷兰人开始

到此定居。1630年英国移民迁入。1667年英、荷签订条约，苏成为荷兰殖民地。1815年维

也纳条约正式确立荷对苏的殖民主地位。1954年实行内部自治。1975年 11月 25日宣告独

立，成立共和国。

2.2.2.2. 地理特征
东邻法属圭亚那，南界巴西，西连圭亚那，北濒大西洋。属热带雨林气候。年平均气温

23～27℃。地势南高北低。北部是沿海低地，多沼泽，中部为热带草原；南部为丘陵和低高

原。平均海拔 400-800 米，最高点朱丽安娜峰海拔 1286米。河流众多，水力资源丰富，最

重要的是流贯中部的苏里南河。北部为热带草原气候，南部属热带雨林气候。年 平均气温

27℃，年降水量在 2000毫米以上。

3.3.3.3. 社会文化

1)1)1)1) 人口

苏里南总人口为 51.71万（2008年）。

2)2)2)2) 民族
苏里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人口中包含印度斯坦人、克里奥尔人、印度尼西亚人、丛林

黑人、印第安人、华人。其中印度斯坦人占 35％，克里奥尔人占 32％，印度尼西亚人占 15
％，丛林黑人占 10％，印第安人占 3％，华人占 3％，另有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德国

人、美国人、黎巴嫩人、犹太人等其他人种约占 2％。约 18万苏里南人旅居荷兰。

3)3)3)3) 语言
荷兰语为官方语言，通用苏里南语。各民族均有自己的语言。

4)4)4)4) 宗教

5)5)5)5) 居民的 40％信奉基督教，33％信奉印度教，20％信奉伊斯兰教。

6)6)6)6) 习俗
居民的礼节与其他欧美国家相似，一般朋友见面时，相互握手并互致问候。告别时的礼

节与见面时一样，问候语为“再见”、“祝您幸福”等。最常用的称呼是先生、夫人、女士或太

太。对未婚的青年男女称少爷和小姐。习惯在称呼前加行政职务或学术职称。居民的禁忌与

荷兰等国家相似，如妇女的年龄一般人不宜询问。

在苏里南有一印第安人部落，男子向姑娘求婚的方式是送鱼，表示自己是精通捕鱼技巧、

能够自力谋生、承担起家庭重担的男子；如果姑娘有意，就会亲手把鱼烹成美味回赠给求婚

者。

7)7)7)7) 科教
对 6至 12岁儿童实行义务教育，大中小学免费。全国有 1所大学（苏里南大学）。成人

识字率为 89.6％。

8)8)8)8) 医疗
医疗设施现代化，但医疗卫生系统人才流失极为严重。2010年人均寿命 74.2岁，人口

增长率 1.09%，出生率 1.64%，死亡率 0.55%，婴儿死亡率 1.76%。

9)9)9)9) 主要媒体
主要报纸有：《真理时报》，发行量约 8000 份；《西方晚报》，发行量约 1.8万份。主要

通讯社为苏里南通讯社，同西方、拉美、加勒比各大通讯社有业务联系，每天出版荷文、英

文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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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广播电台有：苏里南广播基金会：创建于 1965年，由政府经营，用荷兰语和当地

语言播音；苏里南国际广播电台：创建于 1984年，由政府经营，用荷兰语、英语和苏里南

语播音，每周两次；K.B.C．电台：创建于 1985年，用当地语言和英语广播；帕拉马里博

电台：创建于 1957年，用当地语言、英语和西班牙语广播；鼓声电台：创建于 1958年，用

荷兰语、当地语广播。有 1家电视台：苏里南电视台：建于 1965年，由政府经营，用当地

语言、荷兰语和英语广播。阿波尼电视台：1985年建立，由政府经营，用荷兰语、英语、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及当地语言广播。

10)10)10)10)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民主与发展新阵线：由苏里南民族党、进步改革党、苏里南工党和崇高真理党组成，是现政

府的主要执政联盟；

苏里南民族党（NationalePartijSuriname，简称 NPS）：1946年成立，主要由克里奥尔人组成；

进步改革党（VooruitstrevendeHervormingsPartij，简称 VHP）：1949年成立，1974年改为现

名。党员主要是印度斯坦人。为第二大执政党；

苏里南工党（SurinaamsePartijVandeArbeid，简称 SPA）：工会为参与政治于 1987 年 7 月建

立工党。核心成员多为 C-47工会和政府职员工会成员，自称代表劳动阶级的利益；

民族民主党（NationaleDemocratischePartij，简称 NDP）：1987年 6月军人集团建立该党。主

张建立以民族、民主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秩序，反对与荷兰保持密切关系。为最大的反对党。

此外，还有人民进步联盟、民主选择党、农业工人党等。

主要经济团体有：（1）工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1910年成立。主席阿

麦拉里（R.L.A. Amwwrali）。地址：P.O.BOX 139，Dr. J.C. De Mirandastraat 10，Paramaribo,
Suriname,电话:474536，传真 474779；
（2）苏里南工贸协会（Suriname Trade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1950年成立。主席迈耶（M.
Meyer）。地址：P.O.Box 111，Prins Hendrikstraat 18，Paramaribo, Suriname

二.... 国家投资环境及政策

1.1.1.1. 政治环境
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民族自决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重视发展同邻

国圭亚那、巴西和法属圭亚那的关系；保持与美国、荷兰以及其他欧盟国家的务实关系；促

进地区一体化，加强同南美大陆特别是亚马孙条约国家间的合作；近年来，努力开拓同日本、

中国、印尼、马来西亚和韩国等亚太国家的关系。苏是加勒比共同体、加勒比开发银行、伊

斯兰会议组织和美洲开发银行成员。与约 10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2.2.2.2. 财政状况
年财政总收入 25.2亿苏元，总支出 28 亿苏元。2011年苏外债 2.57亿美元。外汇储备

（不含黄金）8.45亿美元。

3.3.3.3. 经济产业
工业：以铝土开采、加工为主，粮食加工、香烟、饮料、化工产品生产为辅。为世界第九大

铝矾土生产国。

农业：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0.36%。2008年农林渔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3％。主要

农作物为稻米、水果、蔬菜、甘蔗、棕榈、咖啡和可可。稻米播种面积约占可耕地面积的

50%。43％的稻米用于出口，占出口总值的 8％。捕虾业也是重要创汇来源。

4.4.4.4. 能源矿产
主要矿产为铝土、石油、铁、锰、铜、镍、铂、黄金等。矿产主要有铝土，1998年底探明

蕴藏量约为 5.8 亿吨。其他矿产有石油、铁、锰、铜、镍、铂、黄金等。1998年黄金产量

77万盎司。近年来在近海发现石油。1995年原油产量为 27.5万吨。森林和水力资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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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覆盖面积占全国面积的 95%。

5.5.5.5. 交通建设
以公路和水运为主。

铁路：总长 225公里，用来运输木材和铝矾土。无公用客运铁路。

公路、桥梁：总长 8837公里（2005年）。1999年 7月竣工的哥本南大桥将首都帕拉马

里博和西部尼克里地区连结起来。2000年 5 月竣工的苏里南河大桥将首都和东部地区连结

起来。2008年苏计划开工 950公里公路修筑。

水运：可航行的河流总长约 1500公里。首都帕拉马里博为主要港口。苏有 1小型商业

船队，至 2002年底注册船只 12艘。2002年装货 230.6万吨，卸货 121.2万吨。轮渡可通往

圭亚那和法属圭亚那。

空运：有一个国际机场，有四条国际航线。其他机场及简易机场只能供小型短距离起落

飞机使用。

6.6.6.6. 贸易合作
苏里南于 1978年 3月 22日加入关贸总协定，现为WTO成员。苏里南是一个依靠农矿

初级产品出口，依赖大量进口以保障国民经济和日常生活正常进行的小国，对外贸易在其国

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出口产品为氧化铝，其次为渔产品、大米、水果、木材

等。主要进口产品为燃料、工业原材料和半制成品、机械、交通和生活用品。

2004年，苏里南的主要贸易对象是美国、挪威、荷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英国等。主要

出口国分别为：挪威，美国，加拿大，法国；主要进口国分别为：美国，荷兰，特多，日本。

苏承认我完全市场经济地位。2011年，双边贸易额为 1.52亿美元，其中中方出口 1.36
亿美元，进口 1590万美元，分别增长 19.6%、19.5%和 20.2%。中方主要向苏出口钢材、纺

织品、农产品、塑料制品、农药和汽车等，进口原木、锯材和氧化铝等。

两国在文化、教育、军事、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进展顺利。两国签有文化合作协定。中

方曾派杂技团、艺术团和歌舞团等赴苏访演，并在苏举办绘画展、摄影展和工艺品展等。苏

曾派青年代表来华参加中拉青年节。

苏是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杭州市与苏首都帕拉马里博建有友好城市关系。截至

2010年，中方共向苏方提供 43个来华留学生奖学金名额。中方先后向苏派遣 4批军事医疗

小组。

双方使馆信息

中国驻苏大使：袁南生。使馆地址：Anton Dragtenweg 154，P.O.Box 3042，Paramaribo，

Suriname。电话：（597）451570， 451210。电传：197 CEP512 SN。商务处地址：Erosstraat
4，P.O.Box 8116，Paramaribo，Suriname。电话：（597）450490，452560。

苏里南驻华大使：劳埃德·卢西恩·皮纳斯（Lloyd Lucien PINAS）。使馆地址：北京建国

门外大街外交公寓 1-3-31，邮政编码：100600。电话：65322939，65322938。传真：65322941
7.7.7.7. 投资政策（国外投资商优惠、保护等）

苏里南目前希望投资者在如下领域投资：铝土开采,黄金开采，石油开发，农业（棕榈

油生产、水稻种植），畜牧业，木材加工，生态旅游等。

目前，苏所有的投资活动均以“1960投资法”为依据。1990年以后曾对投资法进行修订

并在“1960投资法”基础上提出了“1992投资法草案”，并同时成立“促进对苏投资方案制定委

员会”（INVESTSUR），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专门研究苏里南所有的投资活动，根据研究结

果实施投资法，并将酌情制定新的投资法。2001年底议会勉强通过了新的保护外资法，但

目前尚未公布,据反映该投资法实际意义不大。

苏政府对外资企业提供的主要优惠是：（1）从建立之日起，可连续 6年免征企业所得税，

6年期满，若和投资法规定相符，仍可延长 5 年（不超过 5年）。（2）首期投资的折旧可根



据经营状况自由分摊。（3）进口用于首期资本投资的物资免征关税，生产所需的原料、辅料、

包装材料，3年内免税。（4）扩大投资时，有两种情况：（a）房产部分，折旧率可提高到 30%，

（b）其它财产方面，根据良好的经营状况，可允许自由折旧。

其它优惠如下：

1、 保险、投资、股份公司，减税后只相当于团体有效所得税率的十二分之一。

2、 有专利权的公司也可以申请免缴所得税。

3、 远洋航运公司和国际航空公司，用于远洋船只、飞机维修的成本平衡储备金。

三.... 国家最新经贸资讯
1. 2012年 9月 15日，苏里南经商处召开在苏中资企业座谈会，会议由商务参赞马英莉主持。

会议首先听取了各企业情况介绍、目前企业存在问题和对中资机构的建议。经商处介绍了近

期有关情况，传达了有关文件，并对开展规范对外投资合作经营行为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

还对中资企业联谊会下一步工作进行了研究。使馆政治处闫侃、经商处秘书王亚南、蒋丽萍，

中资机构代表共 19人参加了会议。最后袁南生大使给中资机构作报告，袁大使简要介绍了

苏里南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并对中资企业提出了具体要求。他希望在苏的中资企业努力做到

“四商”：名商、信商、儒商、义商。即要注意宣传、树立自己的形象，讲信用，守规矩，还

要努力回报社会！（苏里南经商处）

2. 据苏里南《标准时讯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于 2012年 9 月 7 日向苏里南中

央银行呈交了一份对苏里南经济的分析报告。报告积极评价了本国的经济。报告称，依据国

际物价走向的预测，苏里南出口的主要产品日后会继续走高，特别是石油和黄金的价格。

另外本国政府正在成立一个金融保障基金会，如果国际物价对苏里南不利，基金可作为

一个“缓冲堤坝”。IMF称赞成立此基金会的这项措施，并表示：政府应坚守稳定的金融政策，

此外要改善矿业的征税工作。IMF支持政府改革税务制度，并称赞政府修订金融法规迎合现

代金融环境。

苏里南政府还着力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改善本国的投资环境。苏里南中央银行对 IMF
作出的好评感到欣喜，表示会继续担当监督政府财政的角色。（苏里南经商处）

3.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筹备，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2年 8月份正式落户苏里南。8月 15
日上午，驻苏里南袁南生大使和经商处马英莉参赞会见了华为公司苏里南客户经理芦强。在

会见中，袁南生大使对华为公司在苏落户表示欢迎，并对华为公司全力开拓苏里南市场、不

断推进苏里南电讯项目提出希望。（苏里南经商处）

4. 2012年 8月 4日上午，中国援助苏里南农机设备项目交接仪式在苏里南海关港口举行。

苏里南外交部长威斯登•拉金先生和中国驻苏里南大使袁南生先生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

交接证书。苏里南外交部长拉金代表苏里南政府感谢中国政府的援助，并表示这批农机设备

将分发给各个省份及中小企业用于农业生产。中国驻苏里南大使袁南生先生表示本项目是

中、苏两国经贸合作的又一重要成果。中国人民珍视与苏里南人民之间的友谊，愿尽力帮助

苏里南发展农业。

出席当天交接仪式的还有：中国驻苏里南使馆商务参赞马英莉女士、苏里南农牧渔业部

长亨德利克•赛特罗威灸先生、苏里南外交部特命大使凯宾斯先生以及苏里南外交部和农牧

渔业部的各级官员等。（苏里南经商处）

5. 2012年 7月 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里南共和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苏里南提供 3亿
人民币优惠贷款的框架协议，用于苏里南建造 1000套低造价住房项目。（苏里南经商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