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赞比亚：“非洲铜矿”传承友谊共推“五通”
黄梅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院长）

在中非关系史上， 坦赞铁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条 “友谊之路” 全长 1860.5

公里， 其中赞比亚境内 884.6 公里， 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对外援助项目之一。 四十

多年前， 5 万多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铁路建设者不远万里来到非洲， 投身援建坦赞铁

路这一伟大事业， 这段渊源由此成为激励中赞两国人民携手奋进的力量源泉。

如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有望为非洲国家提供一条崭新的 “发展之路”。 今年 ，

赞比亚受邀作为非洲地区唯一主宾国首次参加进博会国家展， 率团来沪的赞比亚商业、

贸易与工业部长克里斯托弗·亚卢马表示， 这对赞比亚来说是一份荣耀， 更是赞比亚商

品一次难得的展示机会， “进博会为非洲国家打开了另一条经济发展之路”。

中赞企业将迎更广泛的
商机共享和资源互补
赞比亚位于非洲大陆东南部，

铜、钴等有色金属储量巨大 ，土地

肥沃，水利资源充沛 ，旅游资源丰

富，发展矿业、农业和旅游业得天

独厚。

赞比亚属于低收入国家和最

不发达国家。根据赞比亚政府第七

个国家发展五年计划，2017至2021

年间，赞比亚国内生产总值（GDP）

增长率将保持在5%以上， 增加非

矿出口份额至50%左右，还将大力

发展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

去年 9 月中赞签署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以来，

两国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

域不断取得新进展。

从单向援助到双方
互利合作

今年是中赞建交 55 周年。 赞

比亚是南部非洲地区最早与新中

国建交的国家。 五十多年来，两国

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000 年前， 中国对赞比亚持

续进行经济援助，先后援建坦赞铁

路、公路，以及赞比亚纺织厂、玉米

面厂和打井供水等几十个项目，并

长期向赞派驻医疗队。

进入 21 世纪， 为促成双方政

治、经济共同发展，中赞双方签订

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中赞关系发展

也逐渐由中国向赞比亚单向援助，

转向双方互利合作。

在经贸合作方面，中国为赞比

亚第二大贸易伙伴。 2007 年，中国

与赞比亚政府在谦比希地区建立

了经济贸易合作区。 截至目前，已

有 55 家企业入驻园区， 累计实现

营业收入超过 130 亿美元 。 2018

年，中国企业对赞直接投资额达到

3.28 亿美元， 累计投资额超过 38

亿美元 ， 在赞中资企业超过 600

家。除采矿业、农业、建筑业等领域

外，金融、电信、能源、旅游、加工制

造等行业逐渐成为新的投资热点。

赞比亚既是中国在非洲共建

“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也是中非

合作论坛的积极参与者。 2018 年 9

月， 赞比亚总统埃德加·伦古来华

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赞

签署共同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谅

解备忘录 ， 赞比亚由此加入共建

“一带一路”大家庭。

让中国消费者早日
享用赞比亚商品

作为国际公共产品 ， 进博会

给非洲国家乃至全世界提供了一

个与中国深化经贸合作的重要机

遇。 借助进博平台 ， 包括非洲在

内的国际社会可以共享中国经济

发展成果 ， 共同构建促进高质量

发展的新平台。

通过此次进博会 ， 中赞合作

将不断向更宽广的领域迈进 ， 中

赞企业也将迎来更广泛的商机共

享和资源互补。

一方面， 中国通过扩大进口，

可以为赞比亚提供实实在在的出

口市场 、 发展机会和就业机会 ，

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 。

进博会有助于赞比亚充分展示

与宣传自己的国家特色、 区位优

势及特色产品， 参展商也能通过

进博会窗口 ， 了解中国消费者

的需求和喜好， 让中国消费者早

日享用赞比亚商品 。 不久的将

来 ， 中国消费者或许就能在北京

买到一束肯尼亚鲜花 、 在广州喝

上加了赞比亚蜂蜜的南非路易波

士茶。

另一方面， 通过参展进博会，

赞比亚还将从中国学习工业化 、

产业化和国际贸易方面的成功经

验， 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 ， 由此

参与全球价值链 ， 带动中赞经贸

关系整体发展。

来自“甜蜜”使者的呼唤，你听到了吗
提起赞比亚， 你的脑海中是不是瞬间浮现出

“动物世界” 的画面 ？ 长颈鹿 、 大象 、 狮子 、 河

马、 犀牛……第二届进博会赞比亚国家馆设置了

许多赞比亚特色动物雕塑， 丰富的色彩激烈碰撞，

生机勃勃、 充满趣味。 同时， 赞比亚也带来了许

多当地特色产品， 供观众参观赏玩。

越来越多赞比亚企业看到进博会带来的机遇。

在去年 14 家企业参展的基础上， 今年约有 40 家

赞比亚企业参展， 涉及蜂蜜、 辣木籽、 珠宝、 农

作物、 工艺品等多种产品。

产自原始森林的“纯野生”蜂蜜

赞比亚西北部的高原深处，有一片广袤、古老

的森林，古木参天，鸟语花香，清澈的赞比西河和卡

那波河静静流淌。

43 岁的村民姆万萨和朋友身穿防蜂服、 头戴

面罩，点燃干牛粪并将烟鼓入蜂箱，将蜜蜂驱赶出

来后，便从蜂箱中取出大块成熟巢脾。 割下一块巢

脾放入口中，淡香的蜜汁在齿间流淌，这是来自非

洲大陆的天然味道。 姆万萨说，一个蜂箱一年采蜜

一次，每次能采 25 至 28 公斤左右蜂蜜。 卖蜂蜜获

得的收入不仅可以购买化肥等农用物资，还能供其

六个孩子上学。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独特的赞比亚蜂

蜜：纯野生蜜蜂，无人工育蜂；产于原始森林，无污

染；不喂糖，不使用抗生素；不浓缩，成熟蜜；不用人

造巢础，纯天然巢脾；不提取蜂胶、蜂花粉、蜂王浆，

保留蜂蜜的原始营养成分；低温加工，低温运输，确

保蜂蜜里的活性成分不被高温杀死。

首届进博会上， 来自赞比亚的睦朋德蜂

蜜成了进博会的 “网红” 产品。 目前， 赞比

亚蜂蜜已与国大药房 、 京东 、 天猫签下了大单 。

在上海不少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款产自非洲原生态

野生蜂蜜的广告牌。

今年，赞比亚蜂蜜仍是本届进博会商业展的亮

点。 除睦朋德蜂蜜外，有更多赞比亚本地蜂蜜企业

参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今年的蜂蜜展台更

大， 厂家为中国消费者专门开发了礼盒罐装蜂蜜、

小包装简易食用蜂蜜、蜜蜂面膜、蜂蜡等产品。

得知蜂蜜在中国大卖后，姆万萨高兴地说，希

望更多中国朋友能品尝到赞比亚蜂蜜， 也希望更

多当地人加入养蜂合作项目，借此提高收入、改善

生活。

期待“祖母绿”宝石再次绽放

今年上半年 ， 对赞比亚珠宝商人夏尔马而

言， 是无比煎熬的。

去年 11 月 ， 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第一

次来到中国。 没想到的是， 首届进博会开幕

后， 尽管展位偏于一隅， 但她带来的祖母

绿宝石仍然惊艳绽放， 获得无数 “芳心”。

有了第一次的美丽邂逅，夏尔马今年

初就准备预定第二届进博会展位， 不料展

位早已被一抢而空。 无奈之下，她只能找已

签约获得展位的赞比亚公司协商，看看谁能

让出些地方。 几个月的辛苦交涉后，不久前，

终于有公司愿意让出些位置。

对她来说， 还有一件更让她 “放心”的

事。 去年，由于没有一家物流公司愿意承接她

那昂贵的珠宝业务，她不得不通过“人肉”携带

方式，揣着数百万美元的展品忐忑入境。 今年，她

借助上海钻石交易所的专业服务，“即时接单、即到

即查、 即时验放”， 保证参展物资第一时间通关放

行。 夏尔马久久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据了解，祖母绿是宝石级的绿色绿柱石，因其

特有的绿色和独特的品质，以及神奇的传说，深受

大众青睐。 古希腊人称祖母绿是“发光的宝石”，堪

称无价之宝。古代欧洲人则认为祖母绿对任何疾病

都有疗效，尤其对眼疾和肌肉无力有奇效。 印度人

则对祖母绿极为崇拜，认为祖母绿能为佩戴者带来

好运，并让人愉悦心情。还有人认为，它是重获新生

的象征， 具备一种神圣的力量。

本届进博会上， 夏尔马期待她的祖母绿再次

绽放。

面积：752614 平方公里。

人口：1760万，有 73个民族。

2018 年，赞比亚国内生产总值

为 267 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517 美元，经济增长率为 3.1%。

赞比亚的铜蕴藏量达 2000 万吨，约

占世界铜总蕴藏量的 2.8%，素有“铜矿之

国”之称。

2018 年， 中赞贸易额达 50.74 亿美

元，同比增长 33.91%，其中中方出口 9.7

亿美元，进口 41.04 亿美元。

赞比亚位于非洲大陆东南部，土地肥沃，水利资源充沛，旅游资源丰富。

祖母绿宝石

本届进博会赞比亚馆。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手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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