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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东非区域合作目前正呈现从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到货币同盟,

循序渐进的发展特点。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东非国家联合自强, 充分发掘经

济合作的互利性和互补性, 使东非区域合作在新世纪出现加速发展的势头。东非共

同体共同市场将打破殖民地时期遗留边界的条块分割, 使东非国家在更大程度上依

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有利于扩大市场容量, 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东非共同体共同

市场的建成 , 将使东非的消费者以低成本获得更大范围的商品与服务, 并将为中国

与东非共同体的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 >  东非区域合作  东非共同体  前景

  东非共同体 (以下简称 /东共体 0 ) 成

立于 1967年 12月, 成员国是肯尼亚、坦桑

尼亚、乌干达三国, 1977年 2月解体。在经

济全球化的浪潮中, 1994年 11月, 上述三

国重新就加强 /东非共同体 0 合作框架达成

协议, 决定在交通运输、工业和贸易领域优

先合作, 以及在本区域内促进投资, 从而促

进了区域合作进程。 1996年 3月, 三国成立

东非合作组织, 决定将工作重点放在防止冲

突和扩大经济合作上。 1999年初, 东非三国

除一些特定货物外, 开始互免关税; 实现了

货币的自由兑换; 实施了商业银行营业标准

化等。 1999年 7月, 三国正式签署 5东非共

同体条约 6 草案, 同年 11月, 东非三国总

统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签署了 5东非共同体

条约 6, 决定恢复成立东非共同体。 2006年

11月, 布隆迪和卢旺达被接纳为东非共同体

新成员, 东非共同体成员由原来的三国扩大

为五国。 2009年, 刚果 (金 ) 和苏丹表示了

加入东非共同体的愿望。

一、东非区域合作发展趋势

1999年 11月, 坦桑尼亚、肯尼亚、乌

干达三国批准了与实施 5东非共同体条约 6

有关的 26点行动计划。其宗旨是: 成员国

将逐步推进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科

技、外交、安全和其他相关领域的合作; 协

调产业发展战略; 共同发展基础设施, 以实

现成员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平衡和可持续

发展; 逐步建立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

同盟, 最终实现政治联盟。 10年来, 东非

共同体经济合作取得了以下成就:

(一 ) 实施了关税同盟, 加强了区域

合作

2005年 1月 1日, 肯尼亚、坦桑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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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三国关税同盟正式建立。同年三国在

坦桑尼亚阿鲁沙达成协议, 取消向进口药品

征收 10%的关税。此项协议是东非共同体

实施关税同盟后所做出的首次修正案。此前

该关税同盟对进口成品药物征收 10%的关

税。此次取消进口药品关税是为了让成员国

的低收入民众能够买得起进口药品。

自 2004年至今, 东非共同体区内贸易

增长幅度超过 40%。卢旺达和布隆迪于

2009年 7月 6日正式加入东非共同体关税

同盟, 暨东非共同体 5个成员国全部加入。

卢旺达与布隆迪的加入使这一市场扩大到

112亿人口, 国内生产总值累计达到约 600

亿美元。

2005年 1月 1日至 2009年 12月 31日

是东非共同体关税同盟过渡期。 2009年 12

月过渡期结束, 东非共同体成员间已免除所

有关税。目前东共体五国间的贸易额仅占五

国外贸总额的 13%。为扩大出口, 东共体

与美国签订了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 旨在扩

大对美国出口。

(二 ) 推动东非共同市场的起步

东非关税同盟的实施有助于东非地区实

施自由贸易, 形成统一市场, 促进该地区贸

易和投资的发展。 2009年 11月, 东共体成

员国首脑签署了东非共同市场议定书, 东非

共同体计划于 2010年 7月启动共同市场,

实现人员、商品、资本和服务在五国间的自

由流通。根据新批准的东非共同市场议定

书, 东非共同市场的目标为: 通过货物、人

员、资本、服务的自由流动, 促进成员国经

济增长与发展, 协调成员国的经贸关系, 促

进东非共同体快速、平衡发展, 使东非共同

体内部经济活动整合与扩大的收益由成员国

均衡地分享。

东非共同市场将采取以下措施促进区域

合作:

11协调劳工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 便

利劳动力在东非的自由流动。消除劳动力流

动的障碍, 东共体成员国居民在东非国家旅

行、居留免签证, 东非居民可在东非共同体

成员国自由务工; 东非国家采取共同的劳工

标准, 在雇用劳动力方面对东共体成员国劳

工一视同仁, 最终形成共同的雇用政策; 东

非劳工可在东非驻在国结社, 行使集体谈判

权, 可在工作所在地就近加入当地社会保

险, 享受当地社会保障, 劳动力随行配偶可

在驻在国自谋职业。

21促进跨国经营活动。东非居民可在

东共体成员国自由从业经营, 东共体成员国

相互为公司、个体户经营提供便利, 包括便

利在东共体成员国开业、设立分公司和子公

司、相互承认公司营业执照; 相互承认从业

人员专业资质。东共体任何一成员国个体户

到其它成员国经营 , 可申办两年期工作许

可, 可加入当地行业协会、商会并担当

领导。

31加强经济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东共

体部长理事会将对东共体成员国实行的经济

和货币政策进行监控 , 以保持宏观经济稳

定; 东共体成员国定期向东共体部长理事会

提交经济形势报告, 以配合经济政策协调;

东共体成员国将加强金融政策协调, 以保持

金融体系特别是支付系统的平稳运行。当东

共体任何一成员国当局干预外汇市场造成大

量短期资本流动时, 其它成员国可采取相应

的防卫措施; 当成员国收支困难时, 也可对

资本流动进行限制。东非共同市场将协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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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的税收政策, 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

的流动, 促进东非各国间的投资。

41消除东共体成员国间的关税和非关

税壁垒, 东共体成员国彼此实行最惠国待

遇; 实行东共体共同的贸易政策; 逐步建立

统一的边境管理体系, 逐步建立统一的金融

系统, 便利人员、货物和资本的跨国流动;

将实行统一的关税税率 , 在签订外贸协议中

采取统一立场。

51促进工农业生产与科技合作。东非

共同市场准备扩大农业投资, 开发农产品营

销市场, 成员国将在农业研究与开发、畜牧

业、渔业、林业等领域加强合作, 并建立农

业开发基金, 方便农民借贷。为加速工业发

展, 东非共同市场成员国将在工业品市场多

元化和工业现代化方面采取共同的策略; 各

成员国将在共同使用科技设施和科技成果分

享方面加强合作。

东非共同市场诞生后, 最初东非国家税

收收入会下降, 仅卢旺达就可能损失 1200

万美元, 但启动共同市场将会带来更多的收

益。东非共同市场议定书签订后, 埃及企业

C itade l准备在东非农业和交通基础设施等

领域投资 2亿美元以上。东非共同市场将打

破殖民地时期遗留边界的条块分割, 使东非

国家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 扩大市场容量, 产

生规模经济效益; 东非共同市场的建成, 使

东非的消费者以低成本获得更大范围的商品

与服务, 有利于当地居民增加收入; 东非共

同市场将促进东共体成员间的投资, 使投资

东非产生更高的回报。

(三 ) 建立货币同盟提上日程

建设东非共同市场 , 促进了东非区域经

济合作, 为实行单一货币打下了基础。待到

东非共同体建立货币同盟后, 单个成员国将

无法采取单独的货币政策 , 无法单独调整汇

率。为实现这一转轨, 东共体专家就实行东

非单一货币的法律框架进行了探讨; 欧洲央

行对东非共同体货币同盟进行了可行性

研究。

东共体曾打算在 2012年实行货币同盟,

在转向单一货币期间, 各国需进行机构和立

法改革, 调整宏观政策。肯尼亚和乌干达担

心国内金融市场在实行单一货币后易受外界

冲击。在这种情况下, 东共体货币同盟可能

要推迟至 2015年以后启动。

(四 ) 加强务实性合作

近几年东非面临旱灾 , 粮食减产, 东非

共同体准备在余粮国和缺粮国之间进行粮食

调剂, 保证粮食安全。维多利亚湖流域是东

非共同体各成员国密切联系﹑加强交往的纽

带。在大湖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下, 大湖流

域实现了稳定与安宁。根据东非共同体成员

国签署的 5维多利亚湖草案 6, 各成员国同

意合作开发和公平利用维多利亚湖流域的

水、渔业、森林、沼泽和旅游等资源。大湖

水系的综合开发和利用, 为以后建立东非共

同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五 ) 推动跨东南部非洲自由贸易区的

建设

近来, 东非共同体、东南非共同市场、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三大组织已就确定统一

关税和贸易规则草案达成一致, 为三大组织

所有成员间实现完全自由贸易打下了基础。

2009年 11月举行的东非共同体首脑会议,

积极推动了跨东南部非洲自由贸易区的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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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形成 /经济联合优先、政治联合

跟进 0 的模式

在东非经济合作实施关税同盟、共同市

场和货币同盟的进程中 , 促进了东非政治联

合。东非共同体正酝酿制订东非宪法, 准备

起草良政议定书, 涉及选举制度和选举程序

等, 为监督东非国家的大选做准备。目前东

非有 140个政党, 东非共同体鼓励该地区政

党走向联合, 形成一些跨东非的政党。为促

进东非国家司法界的合作, 最近在内罗毕举

行了东非大法官会议, 会议旨在使东非国家

的习惯法和民法相衔接 , 促进东非国家的政

治联合; 东共体还准备将各成员国选举法相

衔接, 减少因选举产生的纠纷。

二、中国与东非共同体合作展望

东非共同体虽然没有达到欧盟经济一体

化的程度, 但经济一体化正在稳步发展。东

非国家农业、矿业资源丰富, 且矿产资源大

多数尚未开发。近年来, 东非 5个国家的制

造业逐渐从 /进口替代 0 型工业向 /出口

导向 0 型工业发展, 在水果、皮革、棉花、

烟草等农副产品加工领域均有投资机会。东

非共同体与中国的经济互补性强, 合作潜力

巨大。中国对东非国家的资源开发主要集中

在农业、矿业、林业和渔业资源上; 在东非

承包工程涉及农业、供水、基础设施等广泛

的领域; 对东非国家的援助涉及资金、技

术、医疗、培训等诸多方面。中国加大在东

非共同体的投资、援助及减债力度促进了东

非五国的经济发展。东非国家政局稳定, 有

利于发展对华合作。即将启动的东非共同市

场, 将有利于中国产品成片开发东非市场。

东非共同体与中国的合作也面临以下现

实问题:

11东非共同体的运行机制不健全。东

非共同体内部合作机制没有形成像欧盟那样

的完备体系。东共体五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存

在较大差异, 卢旺达和布隆迪经济发展水平

低下, 东共体在一体化进程中, 仍面临着一

些障碍。

21东共体市场容量有限, 共同体内外

的经贸往来有局限性。东非五国都是发展中

国家, 部分成员还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

五国虽然大都调整了国内经济发展策略, 推

行自由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 但各国基

本上还是各自为政, 各谋其事。由于各国出

口的基本上是一些缺乏互补性的初级产品,

推动区域合作的动力有限。东非国家贸易逆

差突出且市场容量有限, 影响了中国与东非

共同体贸易关系的发展。

31中国与东非国家的经济互补性没有

得到充分发挥。中国的工业品与东非五国的

初级产品有着天然的互补性。中国出口的产

品品种繁多, 物美价廉, 深受五国的欢迎,

而东共体各国基本上是单一的经济结构。这

种贸易不平衡的状况如果长期存在下去, 势

必影响中国对东非五国的出口。

解决上述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东非共

同体合作机制和中国 -东非共同体合作机

制, 使东非共同体经济一体化在循序渐进基

础上, 推动东非国家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增强东非国家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从而

使东非共同体与中国的合作迈上新的台阶。

(责任编辑  任  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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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jor problem s and risks o f Indones iaps bank ing sector include: the level ofm anagem ent is not h igh,
cap ita l asset is not even ly d istributed among banks, and foreign cap ital influx is excess ive and rea l
economy constra ins are toomuch.

Person, State and System: the Three D im ensions to
Understand Iran Nuclear Sta lem ate

T ianWenlin
 TheU S and Iran are the tw o confronting parties in Iran nuclear cris is. A lthough Iran is not a peer
to theU S, it hasmaneuvered well in the gam e and has not tota lly lost ground to theUS. Th is article
exam ines three dim ens ions, nam ely person, state and system, to dem onstrate the differences of
leadersh ip in strateg ic th ink ing and capab ility, the d ifferences of regim e in class compos ition and
nationa l vo lition,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national strength and internationa l
m orality they en jo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A frican Developm ent and
Sino2African Cooperation

Shu Yunguo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has exerted serious impact on the world pattern of both po litics
and economy, in itiating a period o f econom ic upheava,l system change and pattern ad justment never
seen before. Such a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s ituation has certainly brought impact on A frica and
m ade A frica present some new features in its developm en,t wh ich can be seen as the testimon ies of
A fricaps un ity for strength and ownership of deve lopmen.t W e should se ize the opportun ity to extend
Sino2A frican cooperation to full scale.

The Realization of theMDGs: A fricaps Ownersh ip and
InternationalCooperation

Li Anshan
 A fricaps realization of theMDG s is of great sign ificance for the world deve lopm en.t Nonetheless,
w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 un ity can or must do to help A frica realize the MDGs calls for deep
reflection. W hen investing in, prov iding aid for and sharing experiencesw ith A frica, onem ust ab ide
by the right international ru les, nam ely mutual respec,t mutua l benefit and mutual complemen.t

OnM edia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Wang Nan, L i Xin feng

 S ince the beg inn ing of the new century, Ch inaps trad itional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w ith A frica has
m ade a further progress. Especially, s 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FOCAC,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has
m ade new progress in both scale and depth, particu larly in the fields o f po 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To the contrary,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media betw een Ch ina and A frica is
relatively lagg ing beh ind. Currently, there do ex ist both the bas is and conditions for m ed ia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 een Ch ina andA frica and the space for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is broa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 frica and the Prospect of Chinaps
Cooperation w ith the EAC

WangWe i
 The reg 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 frica is undergoing a gradua l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custom union to common market and further to monetary union. To face the challenges
presented by the econom ic g lobalization, the East A frican nations have com e closer together for
strength and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reg iona l cooperation in the new century. O nce the
commonm arket of the EAC is established, it w ill provide extens ive low cost goods and serv ices for
the consum ers in the reg ion and offer a broader prospect for Ch ina to further its cooperation w ith the
reg ional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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