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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国家概况

（最近更新时间：2019 年 1 月）

【国 名】 赞比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Zambia）。

【面 积】 752614 平方公里。

【人 口】 1760 万（2018 年），大多属班图语系黑人。有 73 个

民族，奔巴族为最大部族，约占全国人口的 33.6%。官方语言为英语，

另有 31 种部族语言。80%的人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



【首 都】 卢萨卡（Lusaka），人口 310 万。海拔 1280 米，10

月最热，日平均最高气温 31℃，最低 18℃；7 月最凉,日平均最高气温

23℃，最低 9℃。

【国家元首】 总统埃德加·查格瓦·伦古（Edgar Chagwa Lungu），

2016 年 9 月 13 日就任。

【重要节日】 青年节：3 月 12、13 日。非洲解放日：5 月 25 日。

独立日：10 月 24 日。

【简 况】 非洲中南部内陆国家，东接马拉维、莫桑比克，南接津

巴布韦、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西邻安哥拉，北靠刚果（金）及坦桑尼

亚。大部分地区海拔 1000～1500 米。属热带草原气候，5～8 月为干

凉季，气温为 15～27℃，9～11 月为干热季，气温为 26～36℃，12

月至次年 4 月为雨季。年平均气温 18℃～20℃。

公元 9 世纪，赞境内先后建立过卢巴、隆达、卡洛洛和巴罗兹等部

族王国。1889～1900 年，英国人罗得斯建立的“英国南非公司”逐渐

控制了东部和东北部地区。1911 年，英国将上述两地区合并，以罗得

斯的名字命名为“北罗得西亚保护地”。1959 年，北罗得西亚联合民

族独立党（简称民独党）成立，发动群众通过“积极的非暴力行动”争

取民族独立。1964 年 1 月，北罗得西亚实现内部自治，同年 10 月 24

日正式宣布独立，定国名为赞比亚共和国，仍留在英联邦内。民独党领

袖卡翁达任首任总统。1973 年卡翁达取消多党制，实行由民独党执政



的“一党民主制”。1990 年恢复多党制。1991 年 11 月举行多党选举，

多党民主运动（简称多民运）领袖奇卢巴当选总统，1996 年 11 月连

任。2001 年 12 月，多民运领袖姆瓦纳瓦萨当选总统，2006 年 10 月

连任。2008 年 8 月，姆瓦纳瓦萨总统因病在巴黎病逝。10 月 30 日，

赞举行总统补选，多民运候选人、代总统班达当选总统。2011 年 9 月，

赞比亚举行总统、议会和地方政府“三合一”大选。爱国阵线领袖萨塔

当选赞总统。2014 年 10 月，萨塔总统在伦敦病逝。2015 年 1 月 20

日，赞比亚举行总统补选，爱国阵线候选人伦古当选。2016 年 8 月 11

日，赞比亚举行总统选举，伦古总统获胜并于 9 月 13 日宣誓就职。

【政 治】 实行总统内阁制。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武装部

队总司令，由全民选举产生，任期 5 年，可连选连任一次。

【宪 法】1964 年制定第一部宪法，1973 年制定第二部宪法。1990

年议会修改宪法，恢复多党制。现行宪法于 1991 年 8 月颁布。宪法规

定：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军队总司令，由普选产生，任期五年，

可连任两届；实行总统内阁制，增设副总统，内阁部长由总统从议员中

任命；实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允许反对党存在等。1996 年

6 月，议会再次修改宪法，增加“总统候选人父母和本人必须是赞比亚

人”、“酋长不能从政”等条款。2003 年，围绕总统选举程序改革，

新一轮宪改进程启动。2007 年 12 月，全国修宪会议召开。2010 年 8

月，全国修宪会议向政府提交新宪法草案议案。2011 年 4 月，赞宪法

修正案未获通过。2012 年 4 月，赞比亚宪法起草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公



布了新宪法草案（初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2015 年 12 月，赞议

会通过赞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半数以上选票才能当选，

副总统作为总统竞选伙伴参选，承认赞国民双重国籍。2016 年 1 月赞

宪法修正案正式获得总统签署生效。

【议 会】 国民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实行一院制，共设 166

个席位，任期 5 年。其中 158 个席位由直选产生，总统可另指派 8 位

任命议员。本届议会于 2016 年 8 月选举产生，是独立后的第十二届国

民议会，议长帕特里克·马蒂比尼（Patrick Matibini）。

【政 府】 本届内阁于 2016 年 10 月组成，由总统、副总统和 30

名部长组成。2018 年 2 月，伦古总统改组内阁，目前主要成员如下：

总统埃德加·查格瓦·伦古，副总统伊农格·维纳（Inonge Wina，女），

司法部长吉文·卢宾达（Given Lubinda），国防部长戴维斯·查马（Davies

Chama），财政部长玛格丽特·姆瓦纳卡特韦（Margaret Mwanakatwe，

女），内政部长斯蒂芬·坎普永戈（Stephen Kampyongo），国家发

展规划部长亚历山大·奇泰米（Alexander Chiteme），卫生部长奇塔

卢·奇卢菲亚（Chitalu Chilufya），外交部长约瑟夫·马兰吉（Joseph

Malanji），农业部长迈克尔·卡坦博（Michael Katambo），渔业与畜

牧业部长坎潘巴·穆伦加（Kampamba Mulenga,女），劳动与社会保

障部长乔伊丝·西穆科科（Joyce Simukoko，女），商业、贸易与工业

部长克里斯托弗·亚卢马（Christopher Yaluma），矿业与矿产发展部

长理查德·姆苏克瓦（Richard Musukwa），能源部长马修·恩库瓦



（Mathew Nkhuwa），信息与广播部长多拉·西利亚（Dora Siliya，

女），高等教育部长恩坎杜·卢奥（Nkandu Luo，女），基础教育部长

戴维·马本巴（David Mabumba），土地、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长琼·卡

帕塔（Jean Kapata，女），地方政府部长文森特·姆瓦莱（Vincent

Mwale），社区发展与社会福利部长奥利帕·皮里（Olipa Phiri，女），

酋长与传统事务部长劳伦斯·西查卢韦（Lawrence Sichalwe），工程与

供应部长穆托特维·卡夫瓦亚（Mutotwe Kafwaya），交通与通信部长

布赖恩·穆欣巴（Brian Mushimba），性别部长伊丽莎白·皮里（Elizabeth

Phiri，女），青年与体育部长摩西·马韦雷（Moses Mawere），旅游

与艺术部长查尔斯·班达（Charles Banda），总统事务部长弗里德姆·西

卡祖韦（Freedom Sikazwe），水处理与环境保护部长丹尼斯·万钦加

（Dennis Wanchinga），住房与基础设施发展部长罗纳德·奇托泰拉

（Ronald Chitotela），国民指导与宗教事务部长戈德弗丽达·苏迈利

（Godfridah Sumaili，女），副总统办公室部长西利维娅·查利科斯

（Sylvia Chalikos，女）。

【官方网站】 http://www.statehouse.gov.zm

【行政区划】 全国下设 10 省 103 区。

【司法机构】 由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劳资关系法院、初级法院

和地方法庭组成。首席大法官艾琳·曼比利玛（Irene Mambilima)。

【政 党】 现有注册政党逾 50 个，其中主要有：



（1）爱国阵线（The Patriotic Front，PF）：执政党。2001 年成

立。其纲领是政治上主张分权而治，保障人类的基本权利、自由和社会

公平、正义，减少政府行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反对腐败和滥用公共

资源；经济上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主张实行低税率和低利率刺激经济发

展，主张大力发展教育、卫生事业和基础设施，积极创造就业，提高民

众收入。党主席埃德加·查格瓦·伦古（Edgar Chagwa Lungu）。

（2）国家发展联合党（United Party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UPND）: 目前最大在野党。1998 年 12 月成立，简称国发党。成立以

来发展较快，在南方省和西方省影响较大。经济上以发展农业为主，改

变经济结构单一现状。改革选举制度，保证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主张

实行免费教育和医疗服务。扩大就业机会。领袖哈卡因德·希奇莱马

（Hakainde Hichilema）。

（3）多党民主运动（The Movement for Multi-Party Democracy，

MMD）：前执政党。1990 年 12 月成立，简称多民运。政治纲领是实

行政治多元化、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保护人民参与政治、经济活动的

权利；提倡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党政分开，确保酋长的职能与传统

统治。领袖菲利克斯·穆塔蒂（Felix Mutati ）。

【重要人物】 埃德加·查格瓦·伦古（Edgar Chagwa Lungu）：总

统。1956 年生。赞比亚大学法学学士。曾长期从事法律工作。2011

年当选国会议员。2012 年出任内政部长。2013 年担任国防部长兼任司



法部长和爱国阵线总书记。2015 年 1 月当选赞比亚第六任总统。2015

年 3 月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2016 年

8 月在赞比亚大选中获得连任。2018 年 9 月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

肯尼思·戴维·卡翁达（Kenneth David Kaunda）：前总统。1924

年 4 月生于北方省钦萨利县，奔巴族人。曾获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46

年参与创建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曾任组织书记和总书记。1958

年 10 月退出该党，组建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并任主席。1959 年 3

月该党被取缔，卡被流放。1960 年 1 月任民独党领袖。1962 年 12 月

当选为议员。1964 年 1 月任内部自治政府总理。独立后长期任总统。

1991 年竞选总统失败。翌年辞去民独党领袖职务，1995 年重新当选该

党领袖。1997 年因支持未遂军事政变罪名被赞警方拘捕。1998 年获释。

1999 年被法庭判为“无国籍人士”。2000 年 4 月正式宣布退出政坛。

10 月，赞最高法院宣布卡具有赞比亚国籍。曾于 1967 年、1974 年、

1980 年、1988 年、2004 年和 2007 年访华，2009 年 11 月来华接受

“中非友好贡献奖”。2011 年 11 月，作为赞总统特使访华，转达了

萨塔总统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

【经 济】 经济主要包括农业、矿业和服务业，其中以铜开采和冶

炼为主体的矿业占重要地位。独立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经济发展

较快，此后由于国际市场铜价下跌，政府国有化政策失误等原因，经济

陷入困境。1991 年多民运上台执政，大力推行经济私有化和多元化，



积极吸引外资，经济保持较快增长。2005 年达到重债穷国完成点，获

巨额债务减免，外债由 2005 年底的 55 亿美元降至 2006 年底的 6.35

亿美元。2008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矿业遭受较大冲击，经济下滑。

2009 年后经济明显复苏。2011 年，世界银行将赞列入低水平中等收入

国家。2014 年至 2016 年，赞货币贬值、债务上升、粮食减产、电力

短缺等发展困难和挑战增多，经济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凸显。2017 年以

来，赞比亚政府多措并举推进经济复苏，经济发展逐步向好，货币汇率

趋稳，通胀持续回落。2017 年 6 月，伦古总统公布第七个国家发展规

划，以推进经济多元化、创造就业、削减贫困、提高政府效能为重点，

争取于 2030 年建设成为繁荣的中等收入国家。

2018 年主要经济指标如下（数据来源为《经济季评》）：

国内生产总值：254 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442 美元。

经济增长率：3.0%。

汇率：1 美元≈10.52 克瓦查。

通货膨胀率：7.9%。

外汇储备：15.8 亿美元。



【资 源】 自然资源丰富，以铜为主。铜蕴藏量 2000 万吨，约占

世界铜总蕴藏量的 2.8%，素有“铜矿之国”之称。钴是铜的伴生矿，

储量约 35 万吨，居世界第二位。此外还有铅、镉、硒、镍、铁、金、

银、锌、锡、铀、绿宝石、水晶、钒、石墨、云母等矿物。全国森林覆

盖率为 45%。

【工矿业】 采矿业较发达，是国民经济主要支柱之一。其主体是

铜矿和钴矿的开采和冶炼。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 年矿业仅增长

2.4%。2009 年，随着国际市场铜价回升，矿业增长势头强劲，卢姆瓦

那、卢安夏等大型铜矿先后投产或复产。2017 年，铜产量为 85 万吨。

制造业较落后。独立前，工业制成品基本依赖进口。独立后，政府

积极致力于发展国有制造业。多民运执政后，对制造业实行私有化。

1998 年以后，制造业得到较快发展。食品、饮料、烟草、纺织和皮革

等行业产值约占整个制造业的 75%。

【能 源】 主要来自于水力、石油、木材和煤炭等，除原油依靠进

口外，其它基本能自给。赞水利资源丰富，蕴含发电量 6000 兆瓦，2014

年装机容量为 2203 兆瓦。原为电力出口国。因对主要发电站进行整修，

发电量大幅下降，2005 年 11 月开始自南非和刚果（金）进口电力。

赞主要从中东、安哥拉进口石油。从中东进口的石油船运至坦桑尼亚的

达累斯萨拉姆港，再通过坦赞输油管道送至恩多拉市的炼油厂。



【农 业】 农业是赞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 20%。全国 80%以上人口从事农业。目前开发的可耕地面积为 620

万公顷，只占全部可耕地的 14%。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合多种农

作物生长。主要农作物是玉米、小麦、大豆、水稻、花生、棉花、烟草

等。正常年景玉米可自给。赞耕地普遍缺乏灌溉系统，农作物抗灾能力

较弱。

【旅游业】有世界著名的维多利亚瀑布和 19 个国家级野生动物园，

其中卡富埃国家公园占地面积最大。赞还辟有 32 个狩猎管理区。游客

人数保持增长势头。2013 年 8 月，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联合举办了第 20

届世界旅游组织大会。

【交通运输】 以公路为主，铁路次之。

公路：总长 3.73 万公里，其中柏油路 7000 公里左右。公路运输量

约占赞国内货运总量的 83.4%。

铁路：总长 2100 公里，由坦赞铁路（赞境内为 886 公里）和其他

一些线路组成。赞国内货运 15.3%左右依靠铁路。除坦桑尼亚外，赞还

与津巴布韦和刚果（金）有铁路相连。

空运：全国有四个国际机场，即卢萨卡、恩多拉、利文斯敦和姆富

韦国际机场，18 个国内机场，共有 11 家航空公司经营国际客货运业务。



【财政金融】 赞政府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大举借债，财政预算较

多依赖国际援助。近年来国际援助在财政预算中的比重逐年下降，已由

2003 年的 42.7%降至 2013 年的 4.6%。

【对外贸易】 主要出口铜、钴、锌、木材、烟草、食糖、咖啡等，

其中铜出口是赞主要的外汇来源。主要进口机械设备、石油、化工产品、

医药和纺织品等。主要出口国为瑞士、中国、南非、刚果（金）和埃及

等，主要进口国为南非、刚果（金）、中国、印度等。

【外国援助】 1996 年西方捐助国因政治原因冻结对赞援助，至

1997 年才部分恢复。2005 年 4 月，赞达到重债穷国计划完成点，获

得巨额债务减免。2008 年接受外国援助 2.09 万亿克瓦查。2009 年，

因赞卫生部被曝光贪腐案件，荷兰等部分西方捐助国一度暂停向赞提供

援助。2018 年 9 月，因赞社区发展与社会服务部、教育部等被曝光涉

及腐败案件，英国、瑞典、爱尔兰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暂停部分对赞

援助。

【人民生活】赞比亚国民平均寿命为 52 岁，婴儿死亡率为 10.2%。

贫困率较高。赞比亚艾滋病人感染率为 14.3%。近年来，赞比亚政府在

艾滋病防治方面取得显著成绩，除部分偏远和农村地区外，已经基本实

现向所有艾滋病感染者免费发放药物。目前全国有 2.2 万名专业医护人

员，每千人中有 1.4 名临床工作者，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每千人 2.5

名临床工作者标准。



【军 事】 正规军 3.5 万人，其中陆军 2.1 万人、空军约 6000 人，

另有国民服务队（准军事部队）8000 人、警察 2.5 万人。武器装备主

要来自中国、前苏联、美国、意大利、加拿大、德国等。

【文化教育】 实行 9 年制普及义务教育。成人识字率约为 75%。

目前全国有基础学校 8801 所，高中 690 所，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院校

268 所，大学 3 所，即赞比亚大学、铜带省大学和穆隆古希大学。约

95%的适龄儿童能入学，其中有 20%可继续升入中学，20～24 岁的青

年中有 2%左右能享受高等教育。赞比亚政府在各地设有文化村或文化

中心，以保留和发展民间传统文化和艺术。近年来，政府利用外国援助，

不断加大对教育部门的资金投入。

【新闻出版】 主要报刊有：《赞比亚时报》，官方最大报纸，发

行量 1.5 万份每日；《赞比亚每日邮报》，官方报纸，发行量 1.2 万份

每日。

赞比亚新闻通讯社（Zambia News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ZANIS）：隶属于赞新闻、广播和旅游部，2005 年由赞比亚新闻署与

赞比亚通讯社合并而成。在全国各省均设有分支机构，全面负责对赞境

内的新闻报道。

赞 比 亚 国 家 广 播 公 司 （ Zambia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ZNBC）：成立于 1988 年。下设 2 个电视台和 3 个广播



电台。电视台和广播 2、3 台用英语广播，广播 1 台用 7 种本国语言广

播。

赞是泛非新闻社南部非洲地区分社所在地。该分社负责对安哥拉、

博茨瓦纳、莱索托、马拉维、莫桑比克、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进行新闻报

道。

【对外关系】 奉行不结盟和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强调外交多元

化，主张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

立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注重经济外交，把争取外援、吸引外资、促进

经济发展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重视发展与西方的经济合作，争取援助

和投资，同时也注意保持独立性。英国、欧盟、美国和日本是赞主要援

助、投资伙伴。与非洲国家保持传统友好关系，积极致力于南部非洲政

治、经济一体化与和平解决地区冲突，支持非洲联盟建设。重视发展与

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大国的关系。

【同中国的关系】

一、双边政治关系

中国与赞比亚于 1964 年 10 月 29 日建交，赞是南部非洲第一个与

中国建交的国家。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双边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卡翁达总统执政时期（1964－1991 年），中国积极支持赞政府巩

固政治独立、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控制的斗争，援助赞建设的坦赞铁路成

为中赞乃至中非友好的丰碑。中赞关系也随之发展和密切。卡翁达总统

任期内曾 4 次访华，他称中国为“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

多党民主运动于 1991 年执政后，中赞关系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

展，双方在新形势下加大经济合作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果，政治友好关

系进一步巩固。

2011 年 9 月，爱国阵线上台执政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继续稳步

发展，双方高层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友好往来稳步推进。中方访赞的

有：朱镕基副总理（1995 年）、罗干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1996

年）、李鹏总理（1997 年）、全国政协陈锦华副主席（1998 年）、唐

家璇外长（1999 年）、全国政协李瑞环主席（2003 年）、全国人大吴

邦国委员长（2004 年）、胡锦涛主席（2007 年）、杨洁篪外长（2008

年）、商务部长陈德铭（2009 年）、国务委员戴秉国（2010 年）、国

务院副总理回良玉（2011 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

提（2011 年）、外交部副部长翟隽（2011 年）、商务部副部长李金早

（2012 年）、中联部部长王家瑞（2012 年）、国家副主席李源潮（2014

年）、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向巴平措（2014 年）、

习近平主席特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2014 年）、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2016 年）、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政协副主

席马飚（2016 年）、王毅外长（2017 年）、王勇国务委员（2017 年）。



赞方访华的有：总统奇卢巴（1993 年和 2000 年）、副总统米扬达

（1995 年）、外长瓦卢比塔（1998 年）、国防部长桑帕（1998 年）、

总检察长穆塔勒（2001 年）、总统姆瓦纳瓦萨（2003 年和 2006 年出

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副总统姆瓦佩（2005 年）、议长姆瓦纳

姆万布瓦（2005 年）、总统特使、外交部长希卡普瓦沙（2005 年）、

国防部长瓦穆里约克拉（2005 年）、国防部长姆蓬博（2007 年）、国

防部长姆万萨（2010 年）、总统班达（2010 年）、副总统兼司法部长

孔达（2010 年）、前总统卡翁达（2011 年）、副总统、爱国阵线副主

席斯科特（2011 年）、外交与旅游部长卢宾达（2012 年）、国防部长

姆万巴（2012 年）、总统萨塔（2013 年）、总统伦古（2015 年、2018

年）、议长马蒂比尼（2017 年）、副总统维纳（2017 年）等。2015

年 12 月，伦古总统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2018 年 9 月，

伦古总统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其间习近平主席同其举行会

见。

二、双边经贸关系和经济技术合作

1967 年以来，中国承担了坦赞铁路、公路、玉米面厂、纺织厂、

打井供水等共 70 余个项目。坦赞铁路是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

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我方为赞方援建了体育场、医院、学校、农技

示范中心、疟疾防治中心、小水电站、太阳能、打井等多个项目。



1986 年，两国成立经贸混委会。1996 年，两国签署相互促进和保

护投资协定。2010 年，两国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目前，在赞中资

企业超过 600 家，累计投资额超过 38 亿美元，涉及矿业、农业、建筑

等多个领域。2007 年 2 月揭牌成立了中国在非洲的第一个经贸合作区

——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该合作区分为谦比希园区和卢萨卡园区，

总规划面积 17.28 平方公里，其中，谦比希园区 11.58 平方公里，卢萨

卡园区 5.7 平方公里，由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开发运营。目前，已有 55 家企业入驻园区，协议投资额超过 19.3 亿美

元，累计实现营业收入超过 130 亿美元，累计上缴税费 3.53 亿美元，

为赞比亚当地提供就业岗位 8811 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中方对赞部分出口中国产品给予免关税待遇。

2007 年 7 月 1 日起，中方将赞方享受零关税待遇范围输华商品的税目

增至 466 个。2010 年 5 月，中赞签署了中方向赞方提供 60%输华商品

免关税待遇的换文。2014 年 12 月，双方就中国将向赞输华商品免关

税待遇范围扩大到 97%完成换文。2017 年两国贸易额为 37.9 亿美元，

同比增长 41.74%，其中我出口 7.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5%；进口

30.0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08%。2018 年 1-10 月，两国贸易额 43.47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97%，其中我出口 7.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36%；

进口 35.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66%。中国主要从赞进口铜，向赞出

口机电、钢铁制品。

三、文教、卫生等方面的交流



两国签有文化合作协定。2003 年，赞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

目的地国。1995 年 11 月，四川省泸州市与赞卡布韦市结为友好城市。

2012 年 7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与赞南方省结为友好省份。1978 年以

来中国共向赞派出医疗队员 20 批 543 人次，接收赞奖学金生 938 名，

为赞培训各类人员 4340 余人。2010 年，河北经贸大学同赞比亚大学

合作建成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目前下设教学点 19 个（含 2 个孔子课

堂），遍布赞全国各省。

【同美国的关系】 赞美关系良好。赞是美《非洲增长与机会法》

及“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受益国。2008 年，美非洲司令部

副司令耶茨、助理国务卿弗雷泽、教育部长斯佩林斯先后访赞。2011

年，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出席在赞举行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部长级

论坛并访赞。12 月，美前总统乔治·W·布什访赞。2012 年 7 月，美前

总统乔治·W·布什再次访赞。2014 年 8 月，赞比亚副总统盖伊·斯科特

赴美出席美非峰会。

【同英国的关系】 赞曾是英国殖民地，独立后与英国保持着传统

关系。英是赞主要援助、投资国和贸易伙伴之一。2007 年，英、赞签

订为期 10 年、英每年向赞提供 4 千万美元资金援助的协议，用于减贫、

直接预算支持、选举及卫生等项目。2012 年 6 月，时任总统萨塔赴英

出席英国女王登基 60 周年庆典活动。



【同日本的关系】赞日关系良好。2012 年，萨塔总统访日。2013

年，萨塔总统赴日出席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横滨峰会。2015 年，维

纳副总统访日。2018 年 12 月，伦古总统对日进行正式工作访问，双

方发表联合声明。

【同邻国的关系】 赞努力与周边邻国及其他非洲国家保持良好关

系，积极参与地区政治、安全和经济合作。2008 年津巴布韦发生选举

争议，时任总统姆瓦纳瓦萨作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轮值主席积极进行

调停。2013 年 8 月，同津巴布韦联合举办第 20 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大会。伦古总统上任后出访非洲多国，邀请津巴布韦、乌干达、莫桑

比克、纳米比亚等国元首出席其就职仪式或大型经贸会展。

赞作为非盟、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秘书处设在卢萨卡）、南部非

洲发展共同体成员国，重视上述地区组织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在

解决冲突、促进地区团结、实现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作用。积极参与地区

事务，将地区合作和政治、经济一体化置于优先地位，关注非洲地区和

平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