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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位于非洲大陆西北端，国土面积 45.9万平方公里（不包括西撒哈拉

26.6万平方公里）。摩洛哥东部及东南部与阿尔及利亚接壤，南部为西撒哈拉，

西濒浩瀚的大西洋，北临地中海，隔直布罗陀海峡与西班牙相望，扼地中海西端

出入门户，海岸线 1700多公里。

图 1 摩洛哥地图

摩洛哥人口总量为 3650万人（2020年），城市化率为 62.4%。摩洛哥人口

中，阿拉伯人约占 80%，柏柏尔人约占 20%。

摩洛哥实行君主立宪制，议会实行两院制，国王是国家元首、宗教领袖和武

装部队最高统帅。首相是政府首脑，由议会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政党任命，拥有提

名和罢免大臣、解散议会等重要权力。议会拥有唯一立法权，众议院占主导地位。

现任政府首脑是萨杜丁•欧斯曼尼（Saad Eddine El Othmani），为执政党公

正与发展党主席。2021年 9月，摩洛哥将举行新一届选举。

伊斯兰教是摩洛哥的国教，99.8%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主要为逊尼派；少

数人口信奉基督教和犹太教。

摩洛哥的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和柏柏尔语，通用法语，北部地区也有部分人

群使用西班牙语。政府文书多用法语书写。

图 2 摩洛哥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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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洛哥 GDP与人均 GDP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GDP（亿美元，现价） 1198.70 1147.25 1327.25
人均 GDP（美元，现价） 3235.00 3058.69 3496.76

2020年，摩洛哥农业、工业、服务业增加值在 GDP的占比分别为 12.2%、

25.3%、51.2%。投资、消费、净出口占 GDP比重分别为 29.2%、78.5%和-7.7%。

农业在摩洛哥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占摩洛哥经济总量的 15%，就

业人数占总劳动人口的 38.7%。摩洛哥是非洲最大的产鱼国，世界第 13大产鱼

国，世界最大的沙丁鱼出口国。摩洛哥是世界磷酸盐大国，已探明磷酸盐储量达

500亿吨，占全球储量的 71%。汽车业是摩洛哥政府重点发展的产业，近年来依

靠吸引外资发展很快，已连续七年成为摩洛哥出口创汇第一大产业。

图 3 摩洛哥风景

摩洛哥金融体系在北非地区比较发达，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及

非银行金融机构组成。中央银行为格里布银行（BankAl-Maghrib）。截至 2019
年末，摩洛哥共有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 90家，其中传统商业银行 24家（包括

伊斯兰银行 5家），金融公司 27家，离岸银行 6家，小额信贷协会 12家，支付

机构 19家，以及摩洛哥储蓄投资金融机构（CDG）和摩洛哥中央担保金融机构

（CCG）。摩洛哥共有 22家保险和再保险公司。

摩洛哥属外汇管制国家，外汇管理部门为外汇管理局（Office des Changes）。
2020年 3月，马格里布银行将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下调至 2%。

在融资条件上，摩洛哥银行对外资企业给予国民待遇，贷款条件与当地企业

相同。银行贷款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种，贷款额度可以覆盖公司资金需求的

80%。中小企业在业务重组过程中所需的资金，银行也可提供最高至所需资金七

成的贷款。对于购置生产资料和不动产，利用租借购买的方式，银行可以满足全

部资金需求。目前，摩洛哥商业银行 5年期的贷款利率约为 7%～9%。

【全球贸易协定】摩洛哥于 1987年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1995
年加入世贸组织（WTO）。

【区域贸易协定】为促进对外贸易，摩洛哥近年与欧盟、美国、土耳其，突

尼斯、埃及、约旦和阿联酋达成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截至目前，摩洛哥自由贸

易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涵盖 56个国家和地区，覆盖 10亿人口的市场。2019年 2
月，摩洛哥政府批准通过关于非洲大陆自贸协定的法案。



【绿色发展协定】摩洛哥参与 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并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森林公约》。

【主要贸易伙伴】2020年，摩洛哥前五大贸易伙伴分别是西班牙（134.5亿
美元，占比 18.6%，下同）、法国（115亿美元，占比 15.8%）、中国（57亿美

元，占比 7.9%）、美国（37.7亿美元，占比 5.2%）和意大利（35.5亿美元，占

比 4.9%）。

【商品结构】2020年，摩洛哥进口的前五大商品为重油制品（28亿美元，

同比下降 42.8%，下同）、液化丁烷（10.6 亿美元，下降 5.6%）、小麦（10.3
亿美元，增长 45.6%）、飞机零部件（7.6亿美元，下降 8.1%）、手机（6.4亿
美元，增长 18%）。

摩洛哥与贸易相关的主要法律有《对外贸易法》《商法》《商业仲裁法》《海

关和间接税法》《对外贸易法实施法令》，以及世贸协定等国际多双边协议。如

欲 了 解 详 细 条 款 ， 请 登 录 摩 洛 哥 司 法 部 网 站 数 据 中 心 ：

http://www.justice.gov.ma/lg-1/legislation/Default.aspx。
自 1987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后，摩洛哥大力改革外贸体制，推行外贸自由化

政策，进一步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大部分商品可自由进口。目前，除少数商

品出于安全或公共秩序考虑外，绝大多数进口商品已取消许可证制度。2019年 6
月，摩洛哥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签署《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

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旨在减少国际税收规则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