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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由来与发展

朱 殷

6 0年代初期以来
,

非洲国家共 同探索经

济合作的道路
,

先后出现了一些形式多样
、

规模不等的双边
、

多边经济合作组织
,

其总

数现已达 40 余个
,

遍布于整个非洲大陆
。

其
·

中
,

规模最大
、

成效较为显著的是西非国家

经济共同体
。

由 来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立于1 9 7 5年
。

包

含的面积达“ 0万平方公里、为欧洲经济共同

体的 4 倍
。

人 口 1
.

6亿
,

占非洲人口的1 / 3o

成员 国中有 9 个法语国家
,

5 个英语国家
,

2 个葡萄牙语国家
,

一共 16 个国家
,

占非统

组织成员国总数的近 1 / 3
。

共同体从酝 酿 到

成立
,

历时 10 年
,

最早由利比里亚前总统杜

伯曼于1 9 6 4年向西非各国提出建立
“
西非自

由贸易区
”
的设想

。
.

之后
,

西非各国又多次

会晤
,

酝酿建立西非地区经 济 集 团
。

直 至

1 9 7 2年 5 月
,

经尼 日利亚和多哥两国的努力

协商
,

并于1 9 7 3年 4 月共同向西非国家提出

建议后
,

建立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计划遂

逐步变为现实
。

同年12 月
,

贝宁
、

冈比亚
、

加纳
、

几内亚
、

几内亚 比绍
、

象牙海岸 (今

科特迪瓦)
、

利比里亚
、

马里
、

毛里塔尼亚
、

尼 日尔
、

尼 日利亚
、

塞内加尔
、

塞拉利昂
、

多

哥
、 _

匕沃尔特 (今布基纳法索 ) 等15 国在多

哥首都洛美召开部长级协商会议
,

讨论筹建

共同体事宜
。

1 9 7 4年珍月
,

15 国法学家集会

于加纳首都阿克拉
,

‘

拟定了建立共同体的条

约草案
。

1 9 7 5月 1 月
,

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

维亚召开部长级合议
,

通过了该条约草案
,

5 月2 7~ 2 8 日
,

‘

1 5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

尼 日利亚首都拉各斯讨论和签署了 《西非国

家经济共同体条约》 (拉各斯条约 )
,

并于

6 月 1 日起生效
,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宣告

成立
。

1 9 7 6年n 月
,

佛得角被接纳为该组织

的第16 个成员国
。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并非平地而

起
,

也不是成员国领导人个人意志的产物
。

它的出现
,

有着多种因素
。

内部因紊
:
西非地区自然资 源 比 较 丰

富
,

这是建立经济合作组织的物质基础
。

尼

日利亚原油产量达 1 亿吨
,

居黑非洲之首
,

名列世界第七
,

它又是主要的锡生产国
。

利

比里亚
、

毛里塔尼亚和塞拉利昂为共同体主

要铁矿石生产国
,

年产3 5 0 0万吨
。

几内亚的

铝矾土占非洲储量的1 / 2
,

世界储量的1 / 3
,

为世界第一生产国
。

几内亚水力资源也十分
、

丰富
,

是非洲三条重要河流尼 日尔河
、

塞内

加尔河和冈比亚河的发源地
。

尼 日尔以产铀

闻名于世
,

储量估计达 5 万吨
,

产量居世界

第五位
。

塞内加尔和多哥每年生产磷酸盐 400

万吨
,

居非洲前列
。

塞拉利昂的钻石也名列

非洲前茅
。

共同体在农业方面也有很大的潜力
,

粮

食作物品种较多
,

除薯类外 还 有 大 米
、

玉

米
、

高粱
、

黍类等
。

共同
一

体的经济作物在非

洲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

可可以加纳
、

尼日

利亚和科特迪瓦为主要生产国
,

年产 1 00 万

吨
,

占世界市场1 50 万吨的2 / 3
。

花生出口达

20 。万吨
,

占世界第一位
,

主要生产国是塞内

力p尔
、

尼日利亚
、

尼 日尔和马里
。

咖啡生产

.

笋又
.



集中于科特迪瓦
、

多哥
、

几内亚
,

年产约 40

万吨
,

占非洲总产量的1/ 4
。

尼 日利亚
、

利比

里亚生产橡胶 2 10 万吨
。

科特迪瓦的香蕉
,

尼

日利亚和贝宁的油棕桐产量也较多
。

此外
,

西非也有发展渔业
、

畜牧业的良好条件
。

传

统手工业在绝大部分国家都有一定的规模
。

塞内加尔
、

科特迪瓦
、

加纳
、

尼 日利亚四国

的工业已有初步基础
。

但是
,

在殖民主义长期统治下
,

西非各

国经济先天不足
,

许多自然资源都未得到充

分开发利用
,

而且西非地 区大国少
,

小国多
,

几内亚比绍
、

佛得角
、

冈比亚三国的人 口都

不到100 方 (1 9 8 5年)
,

国土面积除马里
、

尼

日尔和毛里塔尼亚三国外
,

其余都不
‘

到 1 00

万平方公里
。

·

人民生活在独立后 虽 有 所 改

善
,

但绝大多数国家仍然十分贫困
,

16 国中

有1 0国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
。

因此
,

就单独一个国家来说
,

力量单薄
,

购 买 力

低
,

市场狭小
,

在今天国际经济环境下
,

仅

靠有己一国的力量难以迅速发展民族经济
,

这在客观上促使它们不得不携起手来
,

走共

同发展之路
,

以适应发展本国民族经济的需

要
。

,

t
.

建立经济共同体也是为了逐步改变西非

国家电信
、

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 的落 后 面

貌
。

西非除科特迪瓦
、

塞内加尔两国外
,

大

部分国家的电信系统既破旧又不足
,

邻国之

间的首都甚至没有直拨电话
,

例如从科纳克

里到比绍
,

两地相距仅 3 00 公里
,

但电 话 却

要通过欧洲
,

至少要绕道达喀尔中转
。

铁路

主要是前殖民宗主国为运输出口的农矿初级

产品和进口的工业品而修建的
,

而且路轨型

号不一
;
甚至冈比亚

、

尼 日 尔
、

几 内 亚 比

绍
、

佛得角几国则根本没有铁路 , 国际铁路

仅有从阿比让到瓦加杜古和从达喀尔到巴马

科的两条线路
。

上述种种状况都严重妨碍着

西非国家间的经济交流和共同发展
。

一

: 于 地区因素
: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非洲

其它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一样
,

其 建 立 和 发

展
,

都受到了泛非主义思想的鼓舞
。

起源于

本世纪初的泛非主义认为
:

非洲是一个整体
,

非洲黑人有权掌握 自己的命运
,

非洲是非洲

人的非洲
,

要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和

经济奴役下解放出来必须通过共同的斗争
。

泛非主义战后在非洲得到广泛的 传 播 与 发

展
,

在唤起非洲人民觉醒
,

推动非洲民族解

放运动的胜利发展
,

发挥过重要作用
。 1 9 6 3

年 5 月
,

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
,

就是泛非主

义思想的产物
。

非统组织宪章第二章《宗旨》

中就有
“
协调并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

努力
,

以期改善非洲人民的生活
”
的条文

。

1 9 7 3年第 10 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通过的 《关

于合作
、

发展和经济独立宣言》
,

更明确提

出集体 自力更生的方针
。

因此
,

泛非主义思

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

成了促进非洲地区经

济合作
,

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原则
。

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立之前
,

非洲大陆

就已存在着约 20 个经济合作组织
,

西非地区

也存在着 6 一 7 个经济合作组织
,

一

它们都对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诞生起着孕育和催生

的作用
。

一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冲破边界
、

语

言
、

宗教
、

货币
、

关税乃至行政 体 制 的 障

碍
,

把 16 个国家团结联合起来
,

以加强地区

经济合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针
,

促进

各成员国和本地区的民族经济的发展
,

这无

疑是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

1 9 8 0年 4 月非统组

织特别经济首脑会议通过决议
,

以西非国家

经济共 同体为范例
,

到2 0 0 0年建立全非洲的

共同市场和非洲经济共同体
。

国际因素
:

非洲地区经济合作的出现和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成立
,

也是南北经济

关系结构僵化的结果
。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成员在殖 民地时期直接受西方宗主国的剥削

和掠夺
。

独立以来
,

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

并没有根本改变
,

例如
,

在国际贸 易方面
,

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的比价是 由欧美西方国家

决定的
,

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和它们的跨国公

司
,

凭借它们在国际经济中的统治地位
,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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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庄低初级产品价格
,

扩大初级产品和工业

品之间的剪刀差
,

以及设置关税壁垒和非关

税壁垒
。

而非洲的主要贸易伙伴
,

至今仍是

西方发达国家
,

特别是原宗主国
,

结果它们

在不等价交换中蒙受巨大损失
。

非洲内部贸

易在其对外贸 易中所占的比重很低
,

据国际

货币基金统计
, 1 9 7 6一 1 9 81 年西非国家经济

共同体 13 个成员国间的贸易或与其它非洲国

家的贸易
,

都只 占其总出 口额的 3 % ; 今天
,

西非国家经济共 同体与非洲大陆的贸 易亦仅

占 4 %左右
。

非洲国家缺乏资金
,

发展经济

主要靠西方的外资与外援
,

西方发达国家则

通过这种途径从非洲国家榨取高额利润
。

非

洲国家为反对西方在经济上对它们实行新殖

民主义的侵略
,

改变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南

北经济关系
,

多年来同第三世界其它 国家共

同进行了斗争
。

但是
,

这种状况在 60 年代中

期并没有得到些微的改变
,

在此情况下
,

西

非 16 国有意识地把加强本地区经济合作作为

发展本国民族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
。

因此
,

它们决定成立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

较之

当时已有的其它经济合作组织
,

有更为明确

的实现经济一体化的目标
。

此外
,

战后西欧经济一体化的进展
,

一

体化与经济发展因果关系的观念
,

对非洲国

家影响很深
。

西非 15 国通过1 9 7 5年 2 月的洛

美协定
,

已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联系 ; 又

于 同年 5 月签订条约成立西非国家经济共同

体
,

两个共同体之间建立和发展关系
,

就不

是偶然的了
。

诚然
,

发展中地区的西非经济

合作与发达地区的西欧经济合作相比
,

在许

多方面很不相同
,

但不应因此断言
,

西非国

家经济共同体发展到今天
,

很少或者根本没

有吸收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验
。

机 构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机构设置
,

是以

该组织的宗旨为法律依据和为其服务的
。

拉

各斯条约规定的宗旨是
:

,

促进成员国之间在

一切经济活动领域中
,

特别是在工业
、

运输
、

电信
、

能源
、

农业
、

自然资源
、

贸易
、

货币

和财政问题以及社会 和文化事务等方面的合

作与发展
,

以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

维

持与促进成员国的经济稳定
,

加强成员国之

间的联系
,

为非洲大陆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贡

献
。

自1 9 7 5年 5 月签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条约以来
,

’

共同体的各种机构都 已 建 立 起

来
,

其主要机构是
: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

共同体的最

高权力机构
。

负责确保对共同体的全 面领导
,

监督共同体的各项行政职能
,

以促进共同体

的发展实现其目标
。

首脑会议每年开会一次
,

执行主席由成员国轮流担任
,

任期一年
。

部长理事会
:
由成员国的两名代表 (部

长 ) 组成
,

主席由成员国轮流担任
,

任期一

年
。

理事会每年开会两次
,

其中一次是为国

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作准备工作
。

理事会

的职能是
,

就共同体发展的总政策问题向国

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提出建议
,

指导其下

属机构的工作
,

批准共同体预算
。

执行秘书处
:
设在拉各斯

,

负责处理共

同体日常工作
,

由一名执行秘书领导
,

‘

两名

副执行秘书协助工作
。

执行秘书长是共同体
一

的主要行政官员
,

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

议任命
,

任期四年
,

只能连任一次
。

现任执

行秘书是塞拉利昂人莫莫杜
·

穆 努 (MOM -

O D U MU N U )
。

技术与专业委员会
:

共 有 四 个
,

它 们

是
:

贸易
、

关税
、

移民
、

货币问题与支付委

员会
;
工业

、

农业与自然资 源 委 员会 , 运

输
、

电信与能源委员会 , 社会与文化事务委

员会
。

各委员会通过执行秘 书定期向部长理

事会提出报告和建议
。

共同体法庭
:
督促各成员国遵守共同体

条约
,

负责解释条约
,

调解与仲裁成员国之

间的纠纷与争端
。

此外
,

还设有合作
、

补偿与发展基金以



及西非中央银行委员会
,

西非国家国家经济
共同体商业银行等

。

成 就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自1 9 7 5 年 成 立 至

1 9 8 7年
,

共召开 10 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

议
,

历次会议都为实现 《拉各斯条约》的宗

旨和目标
,

作出了各项决定
。

根 据 条 约 规

定
,

自1 9 7 6年 6 月 1 日条约生效之 日起
,

经

过 15 年的过渡时期
,

共同体将建 立 关 税 同

盟
,

实行贸易自由化和在工业
、

农业
、

货币
、

运输
、

电信等领域的一体化
。

时至今日
,

西

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进展如何呢 ? 应当给以怎

样的评价 ? 国际舆论界和学术界对它的作用

和成就有不少议论
。

有的过于乐观
,

估计过

高 , 有的比较悲观
,

持怀疑态度 ; 更有的认

为说得多
,

做得少
,

进展不大
。

我们认为从

第三世界 国家来说
,

建立地区经济合作组织
,

是加强南南合作行之有效的一种形式
。

西非

国家经济共同体历史不长
,

尚处 于 探 索 阶

段
,

虽然遇到许多问题
,

很多决议和决定没

有得到贯彻执行
,

但它在成员国的共同努力

下
,

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

取得明显进展
,

获

得如下的主要成就
:

1
.

为建立关税同盟
,

实行 贸 易 自 由

化
,

正在逐步实施
“
取消关税和贸易盛垒

”

的计划
。

根据 1 9 7 8年第一次
、

1 9 7 9年第二次
、

1 9 8 0年第三次首脑会对这个问题的多次讨论

和作出的决定
,

自1 9 7 9年 5 月28 日起
,

开始

冻结成员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两年
,

在此期

间内
,

各成员国在共同体内部贸易的进口税

维持现状
,

不得设立新的和提高现有的关税

和税收
,

以此作为建立关税同盟 的重 要 起

步
。

从 1 9 8 1年 5 月28 日起
,

共同体内部对初

级产品和传统手工业 品已实行贸易自由化
,

不征收关税和税收
。

为推动工业品贸易自由

化的进程
, 1 9 8 0年第三次首脑会议对何谓成

员国本国产品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
凡是共同

体成员国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
,

本国国民在

该企亚所拿握的股份从1 9 8 1年 5 月2 8自起要

占2 0 %
, 1 9 8 3年 5 月2 3 日起占3 5%

, 1 9 8 9年

5 月2 8 日起占51 %
。

1 9 8 3年 5 月
,

共同体第

13 次部长理事会根据成员国工业发展的不 同

水平和运输
、

关税收入等不同情况
,

分为三

组 国家
,

按不同产品和不同年限
,

规定了逐

步取消关税的新的计划
。

实施计划的时间表

如下
:

工业品贫易 自由化时间表

国 家 类 别 }重 点 工 业 品 { 非重点工业品

发达国家组
:

科特迪瓦
、

加纳
、

尼 日利亚
、

塞内

加尔

自19 83年5月

2 8日起
,
4年内每

年降低关税25 %

自19 83年5月28

日起
,

6年内每年

降低关税 16
.

66%

中等发达国家组
:

贝宁
、

几内亚
、

利

比里亚
、

塞拉利

昂
、

多哥

自上述之日起
,

6年内每年降低关

税1 6
.

66拓

自上述之日起
,

8年内每年降低关

税12
.

5 %

不发达国家组
:

佛得角
、

冈比亚
、

几内亚比绍
、

布

基纳法索
、

马里
、

毛里塔尼亚
、

尼

自上述之日起
,

8年内每年降低关

税1 2
.

5 %

自上述之日起
,

1 0年内每年降低

关税10 写

日尔 } }

资料来源
: (1 ) 伦敦 《西非》,

198 4年 1 1月19 日
。

(2 ) 科特迪瓦 《博爱晨报》
, 19 84 年

1 1月2 1日
。

(3 ) 巴黎 《青年非洲》
,

1 9 8 5年7月3

日
,

第 12 7 8期
。

由于贸易自由化的进展
,

共同体贸易额

明显增加
。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
, 1 9 7 6 ~

1 9 8 0年共同体内部的贸易额
,

由4
.

78 亿美元

增加到 1 0
.

56 亿美元
,

扩大一倍多
,

各成员国

之间的贸易额
,

在其总出口额中的比重也有

增长
,

由3
.

1%增加到 3
.

9 %
。

进入80 年代以

来
,

非洲许多国家出现不同程度 的 经 济 危

机
,

据不完全统计
,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

至少有 12 国采取限制 进 口 措 施
, 1

.

9 80 年一

1 9 8 5年该 12 国年均进口增长率为 一 7
.

28 %
,

虽然限制进 口的对象国主要是西方国家
,

但

共同体内部在同一时期的贸易额 亦 略 有 增



加
。

2
.

关干 《成员国人员自由往来
、

居住

和从事职业权利议定书》 己经执行
。

该议定

书是1 9 7 9年第二次首脑会议签署的
,

于 1 9 8 0

年 7 月起生效
,

分三个阶段进行
。

在第一 阶

段的 5 年中
,

共同体成员国公 民互免签证
,

在任何一个成员国可居住9己天
。

在第二
、

兰

阶段
,

成员国公 民有权在任何一个成员国居

住落户和从事职业或开办企业
。

按照计划
,

三个阶段应在 15 年内完成
。

经 1 9 8 5年第 8 次

首脑会议决定
,

‘

第一阶段延期一年
。

3
.

合作
、

补偿与发展基金开始发生作

用
。

基金于 1 9 7 7年 7 月成立
,

创 始 资 本 为

5 0 0 0万美元
,

法定资本为 5 亿美元
,

还将从

共同体外部筹集 10 亿美元
,

以扩大资本
。

基

金用于
:
资助成员国或共同体的研究工作和

发展活动 , 补偿成员 国在共同体内部的贸易

损失
; 为共同体的外国投资提供担保 ; 为资

金流通提供便利
。

1 9 8 0年共同体 决 定 建 立
“

电信特别基金
” ,

投资3 4 0 8万美元用于改善

和扩大共同体电信运输网计划
,

电信网第一

期工程于 19 86 年完工
。

1 9 8 4年基金给共同体

7 个成员 国马里
、

加纳
、

尼 日利亚
、

布基纳法

索
、

科特迪瓦
、

贝宁和尼 日尔以总额 1 2 50万

美元的贷款
,

用于发展这些国家的国内电信

系统
。

在交通运输方面
,

主要项 目是修筑沿

海大公路和横贯萨赫勒大公路
,

前者是一条

起自努瓦克肖特终至拉各斯联结西非 12 个国

家的大公路
,

工程进展较快
。

4
.

推动成员国联合开发矿产资源
。

这

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 , 已有两个项 目
: 一是

建于多哥的西非水泥公司
,

‘

由多哥
、

加纳和

科特迪瓦三国投资 3 亿美元
,

共同开发多哥

石灰石矿
,

年产水泥 1 20 万吨
。

由于能 源 不

足
,

经济效益差
,

该公司已于1 9 8 5年 6 月暂

时停产
。

二是塞内加尔化学工业公司
,

投资

3 亿美元
,

塞内加尔
、

科特迪瓦和尼 日利亚

三国共占资本 36
.

6 %
,

.

(其余为印度和阿拉伯

国家资本)
。

该公司开采塞内加尔的磷酸盐

矿
,

供应西非地区化肥
。

·

5 ‘ 值得指出的是
,

经济合作推动了本

地区的防务合作
。

这是有其内外 原 因 的
。

1 97 5年安哥拉独立后
,

爆发内战
,

苏
、

美
、

南非插手
,

古巴军队进驻安哥拉
。

1 9 7 7年和

1 9 7 8年
,

扎伊尔沙 巴省两次遭受由苏
、

古支

持的雇佣军的入侵 , 在非洲之角
,

埃塞俄比

亚与索马里因欧加登归属问题发生了战争
,

苏联势力趁机进入埃 (塞)
,

凡此种种
,

使

非洲国家大为震惊
,

深感非洲大 陆 的 不 稳

定
。

又由于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原因
,

非洲一

部分国家之间存在着部族矛盾和边界纠纷
,

经常影响国家间尤其是邻国间的关系
。

在西

非
,

多哥与加纳有部族矛盾
,

马里与布基纳

法索有边界争端
。

非洲国家独立后
,

都面临

发展本国经济的任务
,

它们深感
“
没有安全

就没有发展
” 。

为防止邻国之间发生武装冲

突和外国的军事入侵
,

西非经济共同体 6 国

于1 9 7 7年首先签署了
’

《互不侵犯和防务互助

协定》
,

多哥也参加了该协定
。

在六 国协定

的影响下
,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16 国于1 9 7 8

年第一次首脑会议上也讨论和通过了 《互不

侵犯条约》
, 1 9 8 1年第四次首脑会议又通过

了 《防务互助议定书》
,

作为 《互不侵犯条

约》的附加文件
。

根据 《防务互助议定书》
,

共同体在紧急需要时将建立一支干预部队
,

帮助成员国反对外部侵略
,

或应某一成员国

要求协助处理其内部问题
。

这支干预部队的

领导机构是由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组成

的防务理事会和各国国防部长和参谋长组成

的防务委员会
。

当然
,

《防务互助议定书》

并没有规定要建立一支常备联合武装力量
,

而倾向于成立一个松散的防务机构
。

问 题

十余年来
,

西非 国家经济共同体己取得

明显的进展
,

这首先应予肯定
。

但同时也应

看到
,

共同体内部确实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

障碍
,

有待成员国共同努力克服
。

.

3 5
.



革一经桥结构和过分依赖西 方 市 场 需

求
,

是影响共同体内部经济合作特别是横向

贸易顺利发展的重要障碍
。

非洲国家的单一

经济结构是殖民主义长期统治造成的
,

独立

后变化不大
。

迄今
,

共同体内只靠一两种农

矿初级产品为主要出口收入的国家占绝大多

数
。

共同体有 5 个国家 (塞内加尔
、

尼 日利
t

亚
、

冈比亚
、

尼 日尔和马里) 主 要 生 产 花

生 , 4 个国家 (加纳
、

尼 日利亚
、

科特迪瓦

和多哥 ) 主要生产可可 ; 4 个国家 (科特迪

瓦
、

多哥
、

几内亚和塞拉利昂) 主要生产咖

啡
。

显然
,

这些产品难以在共同体内部进行

交换
,

而且在对外出口 中互有竞争
。

共同体

所需工业品和设备基本上依赖西方
,

而某些

轻工消费 品各国都能生产一些
,

共同体内部

这方面的贸易量又不大
,

因此
,

共同体内部的

横向贸易就有很大的局 限性
,

至今
,

共同体内

部贸易量仅占成员国总贸易量的 4 ~ 5 %
。

由于幅员
、

地理和资源条件不同
,

共同

体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
,

容易产生

经济利 己思想和经济利害矛盾
。

从经济增长

情况看
,

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

1 9 6 5一 1 9 8 5年

的2 0年间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最高

的为 5 %
,

最低的为 一 2
.

2 %
,

有 6 国 是 负

增长
。

再就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高 低情 况

看
,

悬殊很大
。

按世界银行关于收入标准的

戈lJ分
, 1 9 8 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4 00 美 元 以

下 (含4 00 美元 ) 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

共同

体16 国中占n 国 : 冈比亚
、

马里
、

布基纳法

索
、

贝宁
、

多哥
、

几内亚
、

塞拉利昂
、

塞内

加尔
、

尼 日尔
、

加纳和几内亚 比绍
,

其它 5

国也只属于中下等收入国家
。

而且共同体 16

国之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最高额 (尼 日利

亚8 00 美元 ) 与最低额 (马里
、

布基纳 法 索

均为 1 50 美元 ) 相差4
.

3倍
。

由于经济实力不

等
,

在共同体内部容易形成得益 不 均 的局

面
,

特别在贸易方面
,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如

科特迪瓦
,

多年来在共同体内部贸易中一直

是顺差
,

其中1 9 7 9年科向共同体出口金额是

其从共同体进 口金额的2
.

3倍
。

资金不足
,

债台高筑是共同体成员国带

普遍性的困难
,

所有国家的发展预算基本上

依赖国外来源
。

共同体多数成员国农业没有搞好
,

吃饭

问题没有很好解决
,

粮食依靠进 口
,

使财政

更加困难
。

1 9 8 0一 1 9 8 5年共同体 1 2 个 成 员

国
,

粮食年均增长率为0
.

牡 %
,

其中布基纳

法索
、

塞内加尔
、

科特迪瓦为负增长
。

1 9 8 5

年n 个成员国接受国际援粮达 1 10 万吨 ;进 口

谷物达4 60 方吨
。

货币问题复杂
,

直接妨碍共同体内部自

由贸易的发展
。

共同体16 国共有11 种货币
,

其中只有 4 种货币可 以兑换硬通货
,

即
:
非

洲法郎 (受法国法郎支持 ) ; 冈比亚的达拉

西 (受英格兰银行支持 ) , 塞拉利昂的利昂

和利比里亚的流通美元 (均受美 国 国 库 支

持 )
。

在这四种货币中
,

非洲法郎使用的国

家较多
,

但也仅限于 7 国
。

因此
,

即使共同

体内部完全取消关税
,

因支付问题
,

自由贸

易也难以发展
。

共同体已成立结算局
,

以记

帐贸易代替现汇支付
,

对共同体贸易虽起一

定推动作用
,

但也不是根本办法
。

1 9 8 3年第

6 次首脑会议
,

决定建立西非统一货币区
,

这固然是加强共同体货币合作的重要步骤
,

但涉及到各国的价格体制
、

税收制度和货币

政策
,

不是短时期内所能解决的
,

无怪西方

报刊说
,

建立西非统一货币区不过是一个长

远 目标罢了
。

意识形态分歧
、

边界纠纷
、

移民问题的

存在不利于共同体的巩固
。

迄今
,

只有两个

议定书被批准生效
,

一个是人员自由往来议

定书
,

被科特迪瓦
、

冈比亚
、

加纳
、

几内亚
、

利比里亚
、

尼 日尔
、

尼 日利亚和塞内加尔 8

个国家批准 , 另一个是关于统一 颁 发 汽 车

(驾驶 )证
,

已被 9 个国家批准 (按规定
,

议

定书生效至少要有 7 国批准 )
。

对防务互助

议定书
,

拥护和反对的双方意见很不一致
,



马里
、

佛得角
、

几内亚比绍三国拒绝在议定

书上签字
。

而且
,

执行比批准更难
,

显著的

例子是 1 9 8 3年初尼 日利亚驱逐外 国 侨 民 事

件
。

尼在共同体中被视为大国
,

有丰富的石

油资源
,

工业也较发达
,

因而吸引了大量的

外籍工人
。

1 9 8 3年初
,

尼为解决本国经济困

难
,

驱逐了以加纳人 为主的2 00 万外国移民
,

引起共同体其它成员国的严重不安
,

怀疑关

于人员 自由往来议定书的有效性
。

共同体与本地区其它经济合作组织
,

特

别是与西非经济共 同体
、

马诺河联盟
、

塞内

加尔河开发组织等
,

也存在一些矛盾
。

西非

经济共同体创建于 1 9 7 4 年
,

由 法 语 6 国 组

成
,

它们也是西非 国家经济共同体 的成 员

国
。

在筹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时
,

多数法

语国家对英语大国尼 日利亚存有戒心
,

担心

它仰仗自己的经济优势对其它国 家
‘

施 加 影

响
,

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甚至认为尼 日利亚

积极筹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是想取代西非

经济共同体
。

在关于人员 自由往来
、

居住
、

就业
,

建立共同关税
,

以及在共 同体内部实

行本国产品的 自由贸易方面
,

西非经济共同

体认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走得太快
,

主张

慢慢来
,

实行
“
小步政策

” 。

实际上
,

目前
‘

西非经济共同体内部的贸易自由化 比西非国

家经济共同体走得还快
。

看来
,

西非国家经

济共 同体内部的这些分歧
,

一时难以消除
。

另外
,

英法两 国在西非原属地仍有较大

经济影响
,

互有竞争
,

这也增加了共同体的

内部矛盾
。

目前虽然存在许多困难
,

但它的

成立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

今后只要团结

协商
、

求同存异
、

平等互利
、

共 同发展
,

其

目标是会逐步实现的
。

(上接第42 页 )

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

因此
,

在制定农业发

展战略时
,

应坚持农业发展必须适应本国的

自然条件
、

社会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
,

坚持

农业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发展以及农业本

身部门结构的协调发展
。

为此
,

从发展战略

的思想出发
,

对土地资源的评价
、

开发利用

及整治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
,

并确定不同地

区的开发利用重点
,

以发挥各地区的优势
,

达到最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导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