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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

在“非洲之角”（又称东北非洲）国家中，

埃塞俄比亚是唯一举办过中非合作论坛的

国家，同时，它还是非盟总部所在地，在非洲

的地位与影响力不言而喻。本报记者近日

独家专访了埃塞俄比亚前外交部长、现驻华

特命全权大使塞尤姆·梅斯芬，请他介绍了

中埃两国在经贸、旅游、文化等方面的合作

与发展前景。让记者尤为感动的是，接受采

访当天上午，梅斯芬因发烧去了医院，下午

仍旧准时接受了记者采访。

经济与技术合作潜力巨大

“在社会经济转型方面，国际社会普遍

认为，埃塞俄比亚是 5 个最有希望并能在

2015 年很好地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的非

洲国家之一。”梅斯芬对记者自豪地说，作

为世界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正式

出台了《埃塞俄比亚新五年（2010 年/2011

年 至 2014 年/2015 年）增 长 与 转 型 计 划》

（GTP）。这是埃塞俄比亚第二个“五年增长

和转型计划”，该计划对埃塞俄比亚政府在

未来 5 年内在宏观经济发展、农业、工业以

及电力、道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妇女、

青年等社会领域的发展目标和实施策略进

行了较为全面详细的阐述。

梅斯芬告诉记者，中国与埃塞俄比亚

（古国为阿克苏姆）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

了辉煌的文明。自古以来，中埃两国就保持

着密切的经贸往来。近几十年，中埃关系持

续发展，涉及外交、经贸、国际事务等多个领

域。其中，中埃经济技术合作始于 1971 年，

迄今，中国已在埃塞俄比亚建成了公路、兽

医 站 、发 电 站 和 供 水 工 程 等 13 个 成 套 项

目。此外，中国多家银行还为埃塞俄比亚提

供无息贷款，中国政府也向埃塞俄比亚提供

先进的技术。而为了更好地吸引中国企业

直接投资，埃塞俄比亚政府也出台了许多优

惠政策，并承诺建立更多工业园区。梅斯芬

表示，中埃经贸合作不断发展，中国已成为

埃塞俄比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平衡

状况明显改善，中国企业在埃塞俄比亚发展

迅速，且集中在钢铁、化工、医药、玻璃等制

造业领域，这表明中国对非投资绝非如一些

人所说的只是为了获取资源。埃塞俄比亚

高度评价中国提出的对非合作 8 项新举措，

希望与中方共同做好落实工作，并继续推动

中埃投资、贸易的发展，同时，这些项目对于

两国企业来说也是双赢的机会，埃塞俄比亚

愿为中国企业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现在，正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赴埃塞

俄比亚投资。梅斯芬向记者透露，目前，在

埃塞俄比亚有投资机会的领域主要包括：农

业和农产品加工、矿业、制药、旅游和酒店

等。此外，埃塞俄比亚出口到美洲和欧洲的

商品不受配额限制，是中国企业家进一步开

拓国际市场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中非文化交流日益紧密

梅斯芬骄傲地告诉记者，除了拥有多元

的文化艺术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埃塞俄比亚

还是咖啡的故乡和主要生产国。这一风靡

全球的饮料是由埃塞俄比亚卡法地区的牧

羊人最先发现的，咖啡的名称也是由“卡法”

演变而来的，埃塞俄比亚人对咖啡的感情，

就好像中国人喜欢茶一样。在埃塞俄比亚，

咖啡的盛行也许更甚于意大利，更甚于南

美，满街的咖啡店里挤满的人群是一个很好

的明证。咖啡，算得上是埃塞俄比亚的国粹

之一。咖啡是埃塞俄比亚出口量最大的产

品，其中，80%以上是自然咖啡（或称为日晒

咖啡），并出口到世界各地。传统的咖啡典

礼是埃塞俄比亚人款待贵宾和亲朋以及邻

里之间交流聚会的独特方式。

记者曾有幸在埃塞俄比亚驻华使馆的

咖啡典礼上品尝纯正的埃塞俄比亚咖啡。

据记者了解，咖啡典礼的制作人员毫无例外

是女性，她们会披上垂至脚跟的长白纱，头

上也覆以白色的纱巾，给人一种纯洁庄严的

感觉；典礼用地须铺上一层特别的青草，而

这种草一般只在大的节日或生日才铺；典礼

上会有一个小小的木炭炉子，里面加上香

木，而典礼屋内的墙上，要插上熏香。在典

礼上，大家围坐一圈，先在地上铺一块绿色

的地毯，上面缀有鲜艳的花朵，然后在地毯

上摆放精美的咖啡杯架和咖啡罐、糖罐、配

料、爆米花、面包、圆饼等。而记者发现，甚

至烘烤咖啡豆的木炭都是从埃塞俄比亚运

送过来的。

在与梅斯芬的交谈中，记者得知，2011

年年初出任驻华大使之前，他曾任埃塞俄比

亚外长 15 年，其任期在所有非洲国家外长

中是最长的，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极为罕见。

梅斯芬就任驻华大使后，去过许多中国城

市，也对中国文化饶有兴趣，他对中国和中

国文化的热情感染了身边的同事，同时，他

还经常鼓励使馆的外交官学习汉语。“学习

外语不仅是掌握一门语言，更是能够突破文

化交流上的障碍。如果不会说汉语，你就无

法完全理解中国文化，无法理解中国人民的

价值观。”使馆的公使科布德对记者如是说。

来埃塞俄比亚让你年轻8岁

当 记 者 问 及 两 国 旅 游 业 的 合 作 情 况

时，梅斯芬坦陈，目前，两国在旅游业方面

的合作还不多，但埃塞俄比亚的旅游业发

展非常具有潜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

客 把 埃 塞 俄 比 亚 作 为 旅 游 目 的 地 。 据 了

解，近年来，埃塞俄比亚大力宣传当地旅游

业，力图通过对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开

发，使埃塞俄比亚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旅游

目的地。此外，埃塞俄比亚气候宜人，野生

动植物种类繁多，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并有

8 处名胜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

然与遗产名录》。

据梅斯芬介绍，埃塞俄比亚地处东非

高原之上，东非大裂谷纵贯全境，素有“非

洲 屋 脊”之 称 。 1974 年，一 支 外 国 考 古 探

险 队 在 阿 瓦 什 峡 谷 附 近 的 哈 达 尔 发 现 了

世 界 上 最 古 老 的 人 类 化 石 之 一“ 露 西 ”。

这一发现支持了“埃塞俄比亚是人类发源

地”的观点，“ 露西”也因此被亲切地称为

“ 人 类 的 老 祖 母”。 2010 年 上 海 世 博 会 举

办期间，“露西”复制品在埃塞俄比亚馆中

一亮相，便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的中外参

观者。

“享受 13 个月的阳光”是埃塞俄比亚力

推的旅游口号，不仅因为那里拥有宜人的气

候和灿烂的阳光，还因为埃塞俄比亚一年分

13 个月，前 12 个月每月 30 天，第 13 个月平

年 5 天、闰年 6 天。“到了埃塞俄比亚，你会比

现在年轻 8 岁！”梅斯芬略带神秘地对记者

说道。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埃塞俄比亚

至今仍然沿用古老的“儒略历”。随着 19 世

纪末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新的历法在大多

数非洲国家普及开来，埃塞俄比亚却保留了

自己的传统历法。“你们现在已经到了 2012

年，我们还在 2004 年呢！”看来，时光倒流的

美好愿望和返老还童的生命奇迹，每一天都

在埃塞俄比亚上演。

央企工程公司进军国际市场的雄心，再

次遭遇重挫。

《华尔街日报》日前刊登的题为《中国建

筑业巨头兵败欧洲》的文章中，详细披露了

中国中铁子公司中国海外在波兰的 A2 公路

是如何折戟沉沙的。中国海外与波兰双输，

中国建筑业进军欧盟国家之路被封堵，而波

兰不仅收获了一条完成未半的烂尾工程，还

会因索赔问题进行法律持久战。

从文章来看，中国海外领衔的承包团队

存在许多问题，承包工程前没有详尽的尽职

调查，不了解当地的地质与环保、法律环境，

对汇率等风险估计不足，没有详尽的预算，

不注重备存纪录，内部管理混乱而低效。致

命一击是，中国海外的资金流出现问题，在

完工即做实亏损、不完工面临索赔的情况

下，它采取拖延战术。这项被寄予敲开欧盟

工地之门重任的工程，成了一个双方不愿意

揭开却不得不面对的烂疮疤。

与以往的央企亏损案相同，公众很难得

到清晰的答案，只能通过国内外的媒体、财

报以及后续工作的进程披沙拣金。

也许在中国海外等一些公司看来，工程

招标者无事生非，只要允许中国公司按照自

己的办法加快工期进度，以中国海外积淀的

成功建筑经验，一切难题都将迎刃而解。因

此，据《人民日报》报道，目前，以中国海外为

首的联合体，已经向波兰高速公路管理局提

出了终止合同并进行工程赔偿的要求。

而在波兰监管者看来，这家公司缺乏

基本的现代管理技能与财务常识，同时不

了解监管的公正与备库纪录在西方公共工

程项目中的重要性，事前未做尽责调查与

预 案，而 事 后 找 出 所 有 的 手 段 推 延 索 赔。

按约定，如果施工停止，中国海外需要支付

3700 万美元的保证金。问题在于，这些钱

大部分都存在中国的银行账户，目前牵涉

许多繁杂的手续和法律诉讼。这也许是此

次工程中方唯一具有前瞻性的地方，其中

所显示的逻辑却不能让国人“欣慰”。因为

工程丧失的信用，需要几个大型优质工程

才能弥补。

无论如何，中国海外该工程亏损已成定

局。据中国中铁 2011 年年报，因波兰 A2 项

目已确定发生的亏损为 6.32 亿元人民币，与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确定的亏损额相比减

少 0.12 亿元人民币，主要是第四季度汇率变

动所致。

这简直是一场两个国家之间的荒谬对

话，如果报道属实，提醒国人在中国获取了

巨额财富、中国的建筑业几乎让所有的国内

企业改头换面时，央企的理念、建筑的制度

设计甚至对于第三方监管的看法，有可能徘

徊 在 上 世 纪 末 期 上 一 轮 的 铁 路 建 设 高 峰

期。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央企以这样的

方式“走出去”，到底是去盈利，还是在最短

的时间内缩减中国的外汇资产？

据国资委统计，截至 2010 年底，中国企

业投资设立的境外企业超过 1.5 万家，非金

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 2588 亿美元，境

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 1 万亿美元，其中，国

有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海外投资到底收

益如何？国资委的答案是乐观的。今年 2

月，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去年 1 月至 11 月，中央企业在境外（含港澳

地区）营业收入为 3.4 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128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0.7%和 28%，明显

好于境内经营水平。而来自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前驻伊朗、阿联酋、

荷兰大使华黎明的数据截然不同。他在今

年 2 月表示，2004 年以来，中国共有 14 家企

业在海外发生巨额亏损，14 个项目累计亏损

达 950.5 亿元——这是冰山一角。过去两年

半，中国对外投资超过 6000 亿元人民币，而

且预计在今后 5 年至 10 年将会有一半的投

资沉没。因为政治、地缘、法律、管理、寻租

等因素，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收益不容乐

观，从中铝、中铁建到石油巨头，都曾传出过

巨额投资亏损案例。

基于内忧外患，国资委决定“给药”，《中

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

《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于

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但他们给出的药方

并不见得比央企本身高明多少，如果政策有

用，央企就不会在境外亏损累累。

中国企业当然应该“走出去”，不过，主

体不应该是央企，央企在国内所获得的市场

优势，所获得的各种融资、原材料优惠政策，

无法适应正常的市场竞争，他们在细节上所

做出的改良，无法抵挡体制性的非市场化异

变。只有让市场化的企业、从商场残酷的竞

争中存活下来的企业当境外市场开路先锋，

才能摆脱在市场各地当唐僧肉、当了还不讨

好的命运。

在这方面，华为等企业已积累了诸多经

验，积沙成塔，就有希望。

中资企业投资埃塞俄比亚正当时
——专访埃塞俄比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塞尤姆·梅斯芬

■ 本报记者 傅立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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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审计署昨日发布了 99 个利

用国外贷援款项目 2010 年度财务收支

及项目执行情况审计结果，审计项目涉

及农业、能源、交通、教育、卫生、城市建

设等领域，计划投资总额 4246.2 亿元，其

中利用外资 345.03 亿元。

从审计情况看，99 个项目总体执行

情况较好，进展比较顺利，但部分项目在

执行中还存在违反法规及贷援款协定或

内部控制不完善等问题，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挪用、滞留项目资金，

涉及 6 个项目，金额共计 2.37 亿元；二是

工程建设与管理不到位，主要是未按规

定进行招投标、违规转分包、未按设计

内容施工、监理不到位、超概算和资产

闲 置 等，涉 及 18 个 项 目，金 额 共 计 6.5

亿元；三是财务管理不规范，主要是会

计核算不规范，提前支付合同款，经费

支出超标准、未及时清理资产和往来款

项等，涉及 20 个项目，金额共计 11.8 亿

元；四是贷援款机构财务报表披露项目

支出分类不准确，涉及 19 个项目，金额

共计 0.22 亿元；此外，还有 5 个项目实

施进展滞后。

对上述问题，有关部门和相关项目

单位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整改，

建立和完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对违规

挪用项目资金和财务管理不规范的问

题，已收回违规挪用的资金，并调整会计

账目；对工程建设与管理等不到位的问

题，组织认真进行招投标法律法规学习

教育，纠正违规转分包行为，加强了对施

工和监理等单位的监督，切实规范了建

设审批和竣工验收手续，盘活了闲置资

产等。 （馨 华）

99个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
发现挪用滞留资金2亿多元

■ 叶 檀

新 闻 速 递

LED巨头逐鹿中国市场
详细报道见第 6 版

中国展装企业

海外布局与本土扩张并行
详细报道见第 7 版

中国钢铁行业呈现“三高三低”

利润遭遇冰点

中国钢铁行业正面临着生产总量

高、出口总量高以及社会库存总量高

的“三高”局面，而当下总体需求、市场

价格以及企业生产效益却明显降低，

钢企利润遭遇冰点。业内人士认为，

鉴于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钢铁行业

产能过剩、结构性矛盾愈显突出的现

状，钢企应立足钢铁主业，实现从钢铁

制造商向服务商的转变。

中国首次超过美国

成为沙特最大进口来源地

据沙特经济计划部提供的数据显

示，2011 年，沙特自中国进口货物金

额 保 持 高 速 增 长 态 势 ，同 比 增 长

38.4%，达到 172.9 亿美元，首次超过美

国，成为沙特最大进口来源地。

近年来韩国与 FTA 缔约国

交易规模增速惊人

韩国官方统计显示，近年来，与韩

国签署 FTA 的国家不断增加，与 FTA

相关的贸易规模飞速扩大。韩国与

FTA 缔约国贸易规模占韩整体对外

贸易规模的比重由 2004 年的 4.1%迅

速蹿升至 2012 年的 34%。得益于签

署 FTA，韩国对欧盟国家的汽车、金

属机械、原动机、泵、合成橡胶等工业

产品以及嫁接仙人掌、草莓、蜜柿、蘑

菇等农产品的出口均有大幅增长。另

外，韩国对美国鞋类、纺织品出口也逐

渐好转。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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