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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维位于非洲东南部内陆国家，地形狭长，处于南纬 9.8～17.5°，东经

33～36°之间。北与坦桑尼亚接壤，东、南与莫桑比克交界，西与赞比亚为邻。

马拉维总面积为 11.8万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 2.4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

积的五分之一。

图 1马拉维地图

马拉维总人口数为 1860万。马拉维人口稠密，人口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88人。马拉维实行总统内阁制。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

由全国普选产生，任期 5年，可以连任一次。议会是马拉维最高立法机构。内阁

是马拉维最高行政机构。马拉维约 82%的居民信奉基督新教和天主教，13%的居

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余少数居民信奉原始宗教。

马拉维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和奇契瓦语，同时各民族亦有自己的语言。

图 2 马拉维国旗

1 资料来源：《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商务部及中国驻各国大使馆经济商

务参赞处联合发布）



表 1马拉维 GDP与人均 GDP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GDP（亿美元，现价） 110.25 121.72 126.27
人均 GDP（美元，现价） 591.85 636.29 642.66

2019年，马拉维第一、二、三产业占 GDP的比重分别为：农业占 GDP 的

23.3%，工业占 GDP 的 18.8%，服务业等占 GDP的 57.9%。农业是马拉维的支

柱产业，主要农产品为烟草、甘蔗、茶、玉米、土豆、红薯、木薯、高粱、豆类、

棉花、花生、澳洲坚果、咖啡等。农产品出口约占马拉维出口总额的 80%。

图 3马拉维风景

马拉维储备银行（RBM）是马拉维中央银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和银行业

务监管。马拉维主要商业银行有：马拉维国家银行、马拉维标准银行、马拉维第

一商业银行、莱德银行、经济银行、印迪银行和新建筑协会银行等。为吸引外国

投资，马拉维对外国企业在当地融资给予比较便利的条件，只要经营状况好，并

出具贷款担保，可按照当地企业相同的条件在当地银行融资。为维护汇率稳定，

保证必要的进口用汇，马拉维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理政策。马拉维政府允许外

资企业在当地开立外汇账户，对外汇汇入基本没有限制，但汇出必须要经过中央

银行审批；利润必须完税后方可汇出。旅行者出境允许携带 2000美元现金（需

出示银行单据），或等值的其他货币。

【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马拉维于 2021年 1月签署加入非洲大陆自贸区协

定（AfCFTA）。

【多边贸易协定】马拉维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区域贸易协定】马拉维也是南部非洲同盟（SADC）、东南部非洲共同市

场（COMESA）的成员国，其产品出口到上述地区享受免税或优惠关税待遇。

马拉维是《洛美协定》签约国，以及拟议中的“经济伙伴关系”（EPA）协定的

成员国，该国产品出口到欧洲享受减免关税待遇。马拉维作为最不发达国家，还

是美国《非洲成长与机会法案》（AGOA）的受益国，其纺织品等大部分加工产

品都可以免税、免配额进入美国市场。2015年 6月，东南非共同市场、南部非

洲发展共同体和东非共同体的 26个成员国成立了三方自由贸易区，覆盖 6亿多

人口，GDP总值超过 1万亿美元，马拉维也成为该自由贸易区成员。2018年，

马拉维又成为非洲自由贸易区成员签署国。

【主要贸易伙伴】马拉维主要贸易伙伴为南部非洲共同体(SADC)、东南非

共同市场（COMESA）和欧盟国家、中国、印度等。



【商品结构】马拉维出口产品主要是烟草、茶叶、蔗糖、棉花等农产品；进

口产品主要是石油产品、化肥、机械、服装等工业制成品。

马拉维与贸易相关的法律有：《产品控制法》《反倾销法》以及进出口商品

许可证管理制度等。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要求，马拉维自 1998年起实行工贸

一体化政策，所有经济实体都享有经营对外经济贸易的同等权利，除少数商品如

军服、放射性物质、活禽和肉类食品等实行许可证管理外，其余 95%以上商品均

实行开放经营，无需办理进出口许可证。马拉维投资主管部门为贸工部及其下属

的马拉维投资贸易中心。贸工部作为投资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制订投资政策，并进

行监督和管理；投资贸易中心则具体负责招商引资，并为投资者提供各种服务。

马拉维于 1991年颁布实施《投资促进法》，该法由 7个部分组成，对马拉维投

资促进局职能及相关的投资优惠政策都做了明确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