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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吸引力

巴基斯坦是世界第六人口大国，市场潜力大；经

济不发达，但前景较好；地理位置优越，辐射中东和

中亚等地区；民间大力欢迎投资，优惠政策多，投资

限制少。

2012 财年，巴基斯坦外商投资总额为 7.6 亿美

元，2011 财年为 20 亿美元。过去 5 年，由于恐怖活动

频繁，外资流入逐年下降。但随着新政府的产生，银

行和外汇交易商认为，外国资金，尤其是沙特资金的

流入将会增加。

据悉，巴基斯坦利用外资的领域相对比较集中，

近几年，前三大外资领域是油气、金融和通信行业，

上述三大领域占巴基斯坦利用外资总额的 70% 左

右。其他主要领域包括贸易、纺织业、化工、制药、建

筑、电力、交通等。

根据巴基斯坦国家银行统计数据，本财年前 8 个

月（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2 月），巴基斯坦外国投资者

汇出利润红利 5.48 亿美元，同比下降约 3.1%。其中，

外商直接投资汇出利润红利 4.376 亿美元，外商证券

投资汇出利润红利 1.104 亿美元。汇出利润红利较高

的行业分别是金融、炼油、食品包装、饮料、运输、纺

织、石油与天然气以及信息技术等行业。经济学家

称，前 8 个月利润汇出下降主要是由于外商证券投资

利润汇出减少所致。但从外商投资汇出利润红利可

以看出，尽管巴基斯坦经济不景气，但仍可以为外国

投资者带来较高利润。

◆ 农业

巴基斯坦是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农业在国民经

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当地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粮食

作物主要有小麦、水稻、小米、高梁、玉米、大麦等，其

中以小麦、水稻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甘蔗、烟

草等，其中以棉花、甘蔗为主。

棉花是巴基斯坦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作物，是

巴基斯坦支柱产业——纺织业的基础和出口创汇的

主要来源。巴基斯坦的棉纺织品和原棉的出口占巴

全部出口总值的 65％，棉花生产的稳定和增产对于

巴基斯坦的纺织业乃至整个巴国民经济的发展至关

重要。

而凭借高品质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巴基斯坦大

米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过去两年，中国自巴进

口大米持续增加。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巴基斯坦非巴

斯马蒂大米（non-basmati rice）的主要进口国。

此外，中国投资巴基斯坦农业也大有可为。据

悉，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农业机械和农机具基本上

要从国外进口，除现有的土地未被充分利用外，还

有数以百万公顷贫瘠的土地尚待开垦。而中国农

业机械化程度仍在不断提高，在农业领域，不仅有

一大批专家和技术队伍，还有一批懂经营、善管理

的人才。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对巴农业领域投资的

前景非常广阔。

◆ 资源

巴基斯坦的主要资源储备有石油、天然气、煤

炭、铁、铝土、铜、铬、铅、锌、金、大理石和宝石等，其

中，铜、铬、铅、大理石和宝石储量丰富。

中国是巴基斯坦石材出口的最大客户。据悉，

巴基斯坦境内拥有大量高品质的大理石矿藏，使之

不仅成为实际上重要的大理石出口国，当地政府将

大力吸引国内外投资商，采用公私合作的方式，加快

对矿山的开发，建立现代化矿山和石材城，并努力开

拓出口市场。

除大理石外，巴基斯坦的宝石也闻名于世界，如绿

宝石、红宝石、黄玉、绿玉、石榴石、青金石、翡翠、橄榄

石、电气石、锆石。而在政府的重视和推动下，宝石业快

速发展，最近几年，巴基斯坦的宝石出口额大幅增长。

◆ 对外贸易

巴基斯坦对外贸易可出口商品种类少，出口市

场比较集中。主要出口商品为：纺织品、食品、化学

产品（药品）、皮革及制品、石油产品。上述 5 类商品

占巴基斯坦出口总额比重超过 85%。其他主要出口

商品为水泥、体育用品、医疗用品、地毯、水产品、机

械、交通工具及零部件、珠宝、果蔬等。主要进口商

品为：原油及石油产品、机械及运输工具、化学产品

（塑料、药品等）、食品、钢铁产品、煤炭。其他主要进

口商品包括钢铁废料、金属及制品、轮胎、铁矿石、人

造纤维等。

2013 年年初，巴基斯坦新的《2012 年至 2015 年战

略性贸易政策框架》（以下简称《框架》）出台。这是

巴基斯坦商务部继 2009 年 7 月 27 日发布《2009 年至

2012 年贸易政策框架》以来，第二次发布贸易政策

框架。《框架》确定了 3 年出口 950 亿美元的目标。巴

基 斯 坦 商 务 部 认 为，出 口 可 成 为 巴 经 济 增 长 的 引

擎，《框架》的成功实施将极大增加出口。《框架》规

定，在出口方面，巴基斯坦主要的措施主要体现在

对部分出口部门出口融资计划提供利率支持、向特

定领域出口商提供离岸价补贴、促进农业加工产品

出口、提供农产品加工厂机械购置补贴、升级大米

监测实验室、为采矿购置机器提供补贴、促进皮革

业出口、鼓励食品出口等多方面。在进口方面，巴

基斯坦的相关政策则将从确保进口质量、放宽二手

电动轮椅/救护车进口、进口车辆适用欧二排放标

准、保障公共健康、允许进口废旧轮胎、进口无害塑

料片等几方面着手。

中巴商业合作 讲不完的“老友记”
1950 年 1 月 4 日，巴基斯坦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的 伊 斯 兰 国 家 ，而 中 巴 两 国 的 外 交 关 系 建 立 于

1951 年 5 月 21 日。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两国关系稳步发

展，成功地培养了全天候的亲密友谊。尽管全球和地区

形势仍在发生变化，但这种友谊一直保持着稳定和强劲

的发展趋势。这种根深蒂固的、全天候的友谊，已世世代

代得到加强。

中巴经贸关系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和巴基斯坦

是战略合作伙伴，并一直在经济、贸易、能源、国防、投资、

人员交流、文化、教育和其他领域保持合作。最重要的项

目，如喀喇昆仑高速公路、瓜达尔港项目、位于塔克西拉的

重型机械厂以及重型锻造厂和铸造厂、恰希玛核电站和体

育大楼项目等都是中国对巴基斯坦经济合作和经济援助

的突出例子。上述事实描绘了两国保持平稳经济关系的

悠久历史。

目前，有大约 83 个中国公司在巴基斯坦建有永久办事

处，这说明他们在巴基斯坦的正面经历和信心。这些公

司，如中兴通讯、中国移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东方地球

物理（巴基斯坦）公司、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港湾工程、中国石油集团、东风和海尔集团公司，在当地能

源领域、矿业、电子、电信和基础设施方面承担着很多大型

项目工程，其中就包括巴基斯坦铁路的升级改建。

在中巴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下，双方贸易额在未

来 5 年将达到 150 亿美元。此外，自由贸易协定也涵盖了服

务业。

如今，中巴投资公司已经成立，并促进了中国和巴基

斯坦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中国移动已在巴基斯坦电信行

业投入 7 亿美元巨资。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通过核电站发

电的合作也正在进展中，有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

中巴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计划于 2006 年 11 月在时任中

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巴基斯坦访问期间签署。这项计划

的目的是引导和促进双边经贸合作快速、稳定、有序发

展。这将扩大双方合作范围，提升合作水平，实现双赢和

互利的平衡贸易，并推动两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在这

方面，计划中已经显示了约 61 个合作项目。

为促进中国企业家在巴基斯坦投资，巴基斯坦投资委

员会还在中国和巴基斯坦组织了数次投资会议/研讨会/论

坛来实现预期目标。

2009 年 8 月 22 日，在北京与中国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签署谅解备忘录。

2009 年 8 月 24 日，在广州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签署谅解备忘录。

投资投资 TipsTips

巴基斯坦投资委员会已签署以下谅解备忘录

中巴友谊是建立在地理、历史、经济和必要性 4 个核心基础上的。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使我们成为朋友；经济使我

们成为合作伙伴；必要性使我们成为盟友。

（以上信息由巴基斯坦BOI投资委员会提供）

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巴基斯坦政府已出台了经济特区法以应对全球性竞争的挑战。该法案/议案允许创建享有

宽松激励机制的产业集群、基础设施和投资便利化服务。这将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并减少做生意的成本以发展经济

和减贫。此外，该法案进一步简化和缩减了在巴基斯坦建立经济特区的时间流程。经济特区的建立将吸引国内外

投资者，并将在巴基斯坦的发展经济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将为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国家所见证。

经济特区法案2012的突出特点：

它适用于整个巴基斯坦，并将高于其他法律（相对的一切法律）；

所有经济特区，无论是公有的、公私合营的或者私人的经济特区都将受到该法案管辖；

批准董事会以巴基斯坦总理和兼委员会副主席的财务部长为首，该董事会应根据要求时常安排会面，但每

年至少不能少于两次，而且决议要由全体会员中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绝大多数来决定；

为开发、运营和维护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将豁免所有进口到巴基斯坦的资本货物的关税和税费；

从开发协议签署之日起，为期 10 年内所有有关经济特区的发展和运营中应计收益税收豁免；

经济特区企业在进口资本货物豁免关税等费用；

园区企业已在有关的经济特区投入商业运营，自开发证书之日起，豁免为期 10 年的收入所得税；

经济特区法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