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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贸易情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卷 
                        

Edited by: Sun tao 
 
 

前言：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简介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是一个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南部、紧邻于委内

瑞拉外海的岛国。全国是由两个主要的大岛特立尼达岛与多巴哥岛，再加上 21 个较小岛屿组成，而全国大部分的人

口，都是集中在特立尼达岛之上。在二战战后掀起了一股殖民地解放浪潮，其中加勒比海原属英国殖民地的诸多地区

也在 1958 年时组成西印度群岛联邦（West Indies Federation）替独立作准备，特立尼达与多巴哥都是联邦的一

部分，但此联邦在牙买加退出后遂告瓦解，特立尼达与多巴哥合组为一个国家，在 1962 年独立建国，并在 1976 年

成为大英国协的会员。 位于特立尼达岛西岸的海港城市西班牙港是该共和国的首都也是 大城市。该城目前也是美洲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FTAA）常设代表处总部预定地的候选名单里，排名顺位 优先

的城市，在中南美洲的经济圈里占有颇重要的地位。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主要的两个人口族群分别是印度裔特立尼达

人与非裔特立尼达人，合占全国人口约 79.8%的比例，其中前者是殖民时代由英国引进到此地工作的印度劳工之后

裔，后者则是非洲来的奴隶后裔。英语是该国的官方语言，但民间 常使用的语言却是特立尼达英语与多巴哥英语（二

者皆可视为是英语的方言，或一种克里奥英语，English Creole，也就是以英语为基础的混种语言），但由于特立尼

达离南美大陆非常的近，为了与它的南美洲邻国进行良好的交流，西班牙文在近年来也受到该国政府的重视与推广。 
 首都 西班牙港 总面积 5,128 km² 总人口 1,304,209 货币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元（Trinidad and Tobago 

dollar, TTD） 时区 UTC -4 国际网域缩写 .TT 长途电话代码 1-868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经济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原是一个农业国，以甘蔗种植和蔗糖生产为主。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石油生产后，经济发展

加快。石油业成为 重要的经济部门。特多资源主要有石油和天然气。特多还拥有世界 大的天然沥青湖。该湖面积

约４７公顷，估计储藏量１２００万吨。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近５０％。以石油、天然气开采和炼油为主，其次

为建筑业和制造业。主要制造业有化肥、钢铁、食品、烟草等。特多是世界上 大的氨肥和甲醇出口国。农业主要种

植甘蔗、咖啡、可可、柑桔、椰子和水稻等。７５％的食品靠进口。全国可耕地约２３万公顷。旅游业是第三大外汇

来源。近年来，特多政府改变经济过多依赖石油业的状况，大力发展旅游业。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行政区划   
  
  全国分为 8 个郡、5 个市和 1 个半自治行政区。 8 个郡为： 圣安德鲁 圣戴维 圣乔治 卡罗尼 纳里瓦 马亚罗 维
多利亚 圣帕特里克 5 个市为： 首都西班牙港 圣费尔南多 阿瑞玛 福廷角 恰瓜那斯 多巴哥岛为半自治行政区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投资与经贸风险分析 
 
产业结构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加勒比地区工业门类 齐全、工业化程度 高的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工业体系以石油、

天然气开采和炼制为主。此外，建筑业和制造业也具有相当规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拥有加勒比地区 大的化肥、钢

铁、食品、日用化工和烟草等工业部门。 
国际收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主要出口商品包括石油、天然气、化工产品、制成品、原材料等。主要出口目标市场包括美国、

牙买加、巴巴多斯和法国等，主要进口来源市场包括美国、委内瑞拉、德国、西班牙等。其中，美国是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 为重要的贸易伙伴。2006 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60.4%的产品销往美国，26.9%的进口来自美国。 
    

得益于较大规模的对外商品贸易顺差，以及侨汇收入的较快增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经常账户长期保持盈余状态。

2007 年之前，盈余额持续扩大，盈余额占 GDP 总额的比重不断增加。 
 

双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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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实行对外开放、对内调整经济的政策，实行贸易多元化和自由化，取消了许多非关税

壁垒，中国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双边贸易迅速发展。2007 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 28395 万美元，较 2006 年增

长 62.3%。其中，中国的出口额为 26342 万美元，进口额为 2053 万美元。两国双边贸易中，以中国出口为主，且

保持稳定、快速的增长态势；而中国进口比重较低，且呈大幅波动的状态。整体看来，中国居于显著贸易顺差地位。 
中国主要向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出口工业制成品、纺织品、家用电器和箱包及鞋类产品，近年来，机电产品也开始

进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市场。中国主要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进口特级天然沥青、金属制品等。 
 

总体风险评估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和金融中心，经济基础较为稳固，民主法律制度比较健全，基础设施相对

完善，市场和金融等服务业发育良好。但与此同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能源、原材料产业比重较

大，经济发展高度依赖能源产业和国际市场，这些制约因素对其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已形成现实及潜在的威胁。 
 
近年来，中国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经贸关系快速发展，各个领域的经贸合作全面展开。为降低中方贸易顺差，

中国政府加大了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原材料和产品的进口。 
 

    但是，中方既有的大幅度贸易顺差也已引起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方面的不断关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针对中国产

品所征收反倾销税的案件呈上升趋势，加之国际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对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中国外贸企业

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利影响。 
 

因此，加大中国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经贸来往，开辟新的贸易与投资合作领域，需要双方更加坦诚的合作与高超

的智慧。 
 

    根据对当前总体形势的分析和评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参考评级为 5（5/9）级，国家风险水平中等偏高，未

来风险水平趋于升高。 
 
 

特立尼达与多巴哥市场概况及中特贸易前景分析 
 
一、市场概况与投资环境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下简称特多）位于加勒比地区东南端，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两个岛屿组成，国土面积 5128
平方公里（其中特立尼达岛 4828 平方公里，多巴哥岛约 300 平方公里），人口约 130 万—以印度裔及非洲裔人为

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近 9000 美元，是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和金融中心。特多属于英联邦国家，英语为其通用和官方

语言。 
 

特多的经济基础较为稳固，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市场和金融等服务业发育良好，海陆空交通运输都比较便捷，建

有现代化的机场和港口。此外，特多自然资源也较丰富，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巨大，年产石油约 5000 万桶，

形成了以能源工业以及旅游业为龙头的较为良性的经济发展模式。 
 
工业  

特多是加勒比地区英语国家中工业门类 齐全、工业化程度 高的国家。工业以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和冶炼为主，

制造业也有相当规模，建有加勒比首屈一指的化肥、钢铁、食品、日用化工和烟草等工业部门。2003 年，特多的石

油产量约为 5000 万桶，液化天然气产量接近 1000 万桶。能源产品的出口收入占其出口总收入的 50%左右，产值

占 GDP 的 55%左右。至 2003 年，特多已探明和有可能开采的天然气储量已达 35.2 兆（35.2trillion）立方英尺，

石油储备总计为 33.4 亿桶。即使不再发现新的油气资源，这些储量也可供开采 30-50 年。丰富的能源资源为这个美

丽的岛国提供了稳固的发展空间，同时为中特两国扩大经贸往来、深入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特立尼达岛西南部沥青湖出产的天然沥青，它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极强的粘合力，质量极佳。

我国的首都机场、北京市二三环路、成渝高速、香港海底隧道以及英国、美国、***等国际上许多著名的大型机场、

公路、桥梁、隧道等均曾使用特多出产的天然沥青。 
 
农业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曾是一个农业国，石油经济繁荣后农业逐步衰落，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极小，目前只

有约 12％的劳动力从事农业。主要经济作物有甘蔗、咖啡、可可、柑桔，食品中除猪肉和鸡肉基本能够做到自给外，

其他大部分食品均有赖于进口。 
旅游业  

旅游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第四大外汇收入来源。旅游业主要集中在多巴哥岛。特立尼达岛 南端距南美大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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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仅有 10 公里，属热带雨林气候，年均气温 20-30℃。优越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海岸线资源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国际游客。2003 年，特多接待的海外游客数量接近 40 万人次，对 GDP 的贡献率逐渐提高，吸引的就业人口也越

来越多。  
 
对外贸易  

在过去的 10 多年里，特多经济持续增长，2003 年的 GDP 达 113 亿美元，人均约 8700 美元。同期，特多的

进出口总额约为 93 亿美元，其中出口约 53 亿美元，进口约 40 亿美元，顺差高达 13 亿美元。目前，特多政府财政

状况良好，财政盈余高达 GDP 的 1%，外汇储备丰富，国际收支状况健康。特多虽然实行浮动汇率制，但汇率稳定，

对其经济发展与国际收支起到了良好的支持作用。美国、加勒比共同市场、欧盟是特多的主要贸易伙伴。近几年来，

特多每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约在 7 亿美元左右，其中 2003 年为 5 亿美元。 
 

特多近几届政府都致力于把特多建设成一个外向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并且提出了在 2020 年之前将特多建成发达

国家的宏伟构想。为此，特多政府除大力发展经济以外，还制订了很多鼓励和吸引外国投资的政策，在全国各地设立

了十余个出口加工区或工业园区，以 大限度地利用外国投资。在出口加工区或工业园区设立企业，可享受以下优惠

政策：（1）货物进出口免税，（2）企业免缴营业税，（3）员工免交个人所得税，（4）项目用原材料和设备进口

免税。从原则上讲，特多欢迎所有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速度、有利于扩大当地劳动力就业但不会造成环境污染的投资

项目，尤其是天然气下游产品加工业、轻工产品制造业、IT 产品的制造与组装，以及旅游业基础设施等。经过多年努

力，特多已经成为加勒比地区投资环境比较好的国家之一，每年吸引外资约 7 亿美元，主要来源国是美国、英国、加

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投资领域大多集中在石油、天然气、金融和食品加工等领域。特多已同加拿大、法国、

英国、美国等国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与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挪威、瑞典、瑞士、美国等国签署了避

免双重征税协定。这些协定的签署有利于特多吸引更多的外来直接投资。  
 
二、中特贸易前景分析 
 

总体来说，特多经济比较发达，又与欧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因此，其市场发育比较充分，

商品档次甚为齐全。高档商品如豪华汽车、高档家电、优质皮革和高科技产品大多为欧、美、日等商家垄断。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多跻身中产阶级的人口不断膨胀，虽然占其总人口的比例还不太高，但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不可

低估，未来将继续保持并扩大其在特多市场的主体地位。 
 

特多商人对经营中国商品抱有浓厚的兴趣，近年来增长迅速的中特双边贸易便证明了这一点。据我国海关统计，

2003 年特多进口的中国商品额为 5853 万美元，比 2002 年度增长了 38.2%。我出口商品以纺织品、鞋类和中低档

家电产品为主，其中，纺织品 2009 万美元，服装 795 万美元，市场反映良好。但目前我在特多尚无生产型企业。 
 

自 1974 年 6 月 20 日中特两国建交以来，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经贸关系发展顺利。目前，两国政

府已签署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等多项协定。但在消费量 大的日用消费品市场上，我国产品面临

着韩国、印度和本地厂商的竞争；鞋类产品的竞争对手则有巴西等国；家电产品方面，很多产地为东南亚国家的***
产品也以低价挤入了特多市场。当地很多家电产品如中低档电视机、录像机、音响设备等价格已接近我国的国内价格

水平，某些服装如男衬衫、工作服等甚至已经达到了与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相同或略低的地步。 
 

从大的市场环境而言，特多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勒比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欧盟《科托努协定》、美国

《加勒比盆地发展计划》等多边经贸组织，还与加拿大、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古巴等国签有互惠贸易协定。作为同

我国建交的 8 个加勒比国家之一，中特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均卓有成效，关系发展堪称稳健。

据统计，2002 年我国与加勒比八国的贸易额约为 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1%；今年上半年，贸易额约 1.9 亿美

元，同比增长了 28.5%。中国主要出口机电产品、服装和纺织品、轻工产品、化工和医药原料；主要进口原木、氧

化铝、沥青等。加勒比八国在日用消费品、原料性产品、家用电器、机械设备和运输工具等方面的需求较大，我国此

类产品的档次、水平和价格都较适合当地的市场需要。目前，我对八国的出口额只占其进口总额的不到 2%，扩大中

国对加勒比八国的出口有很大潜力。与此同时，中国与加勒比八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也有新的发展。截至 2004 年上半

年，我企业在八国共承接各类工程承包、技术咨询、劳务合作等项目合同金额近 6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4 亿多美元。

另外，相互间的直接投资也不断扩大。加勒比八国均属于加勒比共同体成员，该共同体致力于在本地区建立起一个单

一的市场和经济体，以作为一个整体加入将于 2005 年 1 月成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早在 1998 年 1 月，我国已正式

成为加勒比开发银行的成员，这都为我国企业在加勒比地区开展经贸合作提供了理想的条件。目前，已有一些中国知

名企业成功地进入了加勒比市场，但总体而言，我国企业对这一地区的市场开拓还远远不够，中特或者说中加双边经

济技术合作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我国政府一直鼓励，并将进一步鼓励与支持有实力的国内企业前往特多和其

他加勒比地区开展直接贸易、投资、工程项目承包和劳务合作等经济活动，以进一步加强中特经贸往来和合作，促进

共同发展。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拟制多种电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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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标准局近日连续发布了 G/TBT/N/TTO/61、62、63、64、65、66 号通报，涉及多种电器，

其中 G/TBT/N/TTO/63 号通报标题：家用冷藏冷冻箱。 
 
  该通报说，其标准适用于在住宅中安装和使用的整体式家用冷藏冷冻箱(打算连接到 15 或 20 安培、100 至 140
伏或 15 安培、200 至 250 伏、单相、交流电路的，以及组合交流直流电路或直流电路，直流电压不超过 30 伏的家

用冷藏冷冻箱)。术语“器具”、“电冰箱”、“产品”、“设备”、“装置”可交替使用，并且涉及所有的家用电冰

箱、组合冷藏冷冻箱、冷冻箱，以及厨房冷藏装置或由本标准覆盖的其任何部分。 
 
  G/TBT/N/TTO/64 号通报。标题：电风扇。要求覆盖：流通空气的风扇和送风机，诸如台扇、吊扇以及垫式风

扇;通风的风扇和送风机，诸如屋顶风扇、入墙式风扇、吸顶型风机、家用排气扇和吸顶式排气扇，以及窗式排气扇;
用于干燥地毯或地板的干燥型风扇;家用和商用充气式风扇;蒸发式冷却器;蒸发式冷却器置换泵;空气过滤器;风扇型

除臭器和空气清新器;组合风扇;以及低压组合电扇。这些产品额定电压为 600 伏或以下。 
 
  G/TBT/N/TTO/65 号通报。标题：微波烹饪器具。要求覆盖低压设备，并且额定电压不超过 600 伏的，在工业、

科学和医疗(ISM)频段 915±25 兆赫和 2450±50 兆赫工作的，在普通场所使用的家用和商用微波烹饪器具。要求

同样还覆盖了打算供内置安装、并行安装、堆置、墙壁安装和超范围安装的微波烹饪器具。对这些要求来说，商用微

波烹饪设备通常是在商用厨房、餐馆，或可以分配食品其他商业公司提供的。家用微波烹饪设备是打算供家庭使用的。 
 
  G/TBT/NTTO/66 号通报。标题：荧光灯镇流器。要求覆盖了与电压为 2500 伏或以下的荧光灯一同使用的电阻、

电抗，以及电子(高频)型镇流器。荧光灯镇流器可以通过研究来确定与除荧光型之外的放电灯一起，在某个固定的或

其他装置中使用。自镇流荧光灯和镇流器适配器使用自镇流灯和灯适配器标准(UL1993)评价。组合镇流器按照本标

准的要求评价。 
 
  G/TBT/N/TTO/62 号通报。标题：家用贮水式电热水器。标准要求包括低压设备及配管和机械规范安装的额定

电压不超过 600 伏、功率不超过 12 千瓦的家用贮水式电热水器和小容量贮水式热水器。这些要求不包括浸极式、便

携式、增压泵式、即热式或浸没式热水器以及饮水机热水器。要求还不包括水箱容量低于 1 加仑(3.8L)或高于 120
加仑(454L)的热水器。额定电压小于 600 伏的增压泵式电热水器、商用贮水式电热水器及此类热水器的遥控装置不

包括在本标准范围内。它们包括在增压泵式电热水器和商用贮水式电热水器标准 UL1453 中。 
 
  G/TBT/N/TTO/61 号通报。标题：电动器具。标准要求还包括小型器具，如电动方式产生工作零件运动的振动

器。这些要求不包括额定电压超过 600V 的器具，也不包括额定电压超过 250V 的通用电动机器具。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烟草市场分析 
 
● 烟叶种植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烟叶种植规模不大，种植面积约为 100 公顷，年产量约为 150 吨，以生产烤烟为主。 
 
● 烟叶消耗及价格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国内烟叶年消耗量基本上稳定在 950 吨的水平上，消耗量远远超过其产量，需要大量进口烟叶以满

足国内需求。 
 
● 烟叶进出口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烟叶年进口量约为 800 吨，进口烟叶在所消耗的烟叶中占有较大比重，约为 84%。进口烟叶主

要来自巴西、哥伦比亚、加拿大、美国等国。  
 
● 卷烟生产、消费及进出口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卷烟年产量大约在 2.6 万箱的水平上，所生产的卷烟全部为滤嘴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卷烟产销基本平衡，有少量进口。 
 
● 卷烟消费市场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卷烟人均消费量为 1655 支，总消费量为 2.64 万箱。 
卷烟市场由唯一的烟草制造商英美烟草公司所属的 West Indian Tob. Co. Ltd.（WITC）所控制，1998 年 WITC
的市场占有率为 98.5%。 
 
● 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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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烟叶免一般关税，烟草制品的一般关税税率 30%（按到岸价计征）。 
除一般关税外，对所有进口的烟叶及烟草制品征收 10%的印花税。 
从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进口享受优惠税率。 
 
● 其他税收 
对烟草及烟草制品征收增值税，税率为 15%，烟草制品的增值税按出厂价计税。 
对烟草制品还要征收交易税，交易税从量计征。各种产品的税率分别为： 
卷烟：每千支 105 元； 
雪茄：每公斤 17.24 元； 
板烟：每公斤 32.73 元。 
 
● 标识和包装 
卷烟的包装盒上必须标示健康警语：“卫生部长劝告：吸烟有害健康”。警语要印刷在包装盒的正面。 
 
● 广告限制 
烟草广告中，不得作吸烟有益健康方面的陈述；不得渲染吸烟的刺激作用；不得引导消费者过量吸烟；不得误导消费

者。 
不得雇佣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做烟草广告。 
广告中必须有健康警语：“卫生部长劝告：吸烟有害健康”。 
不得在以青少年为对象的报刊、杂志上及电视和广播节目中做烟草广告。 
在电视上的每个商业广告时段内 多只能播出一个烟草广告。  
 
 

我国企业开拓特多市场分析  

 
关于我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开拓特多市场的基本现状调研报告。中央提出要抓紧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

把“走出去”与“引进来”紧密地结合起来，这项战略措施既是我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内在要求，又是应对经

济全球化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提高我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中国与特多从 1957 年开始进行贸易往来，1974 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双边贸易与投资进入平稳发展时期。

1985 年 7 月两国签订了贸易、经济和科技合作协定。2002 年和 2003 年，两国相继签定了投资保护协议和避免双

重征税协议，为两国经贸往来的健康、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2005 年 1 月，曾庆红副主席访问特多，双边贸易及经

贸合作全面升温，中国企业在特多市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步伐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一）贸易领域  

中特双边贸易迅速发展，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特多实行对外开放，对内调整经济的政策，实行贸易

多元化和自由化，对进口取消了许多非关税壁垒，为我扩大出口提供了机会，中国向特多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工业制成

品，如纺织品、轻工产品、家用电器、五金工具和箱包及鞋类产品。近来，我机电产品也开始打入特多市场，如东风

卡车和解放卡车等已登陆特多。  
我从特多进口逐年大幅度增加，进口商品主要是特天然沥青、尿素和少量化工原料。  
据中方统计，2005 年 1-9 月，中特双边贸易总额为 8259 万美元，同比增长 49%，其中中国出口 7018 万美元，

同比增长 22.5%，中国进口 1241 万美元，同比增长 450.4%。  
 
（二）投资领域  

与贸易领域相比，投资领域双边交流相对缓慢，我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来特投资几乎为空白，双方在谈的几个重

大项目基本上是当地业主投资、中方融资承建，这种状况根源是特多本国及本地区经济格局所决定的，其自身的工业

经济基础薄弱，体系单调，几乎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门类，支柱产业仅仅是石油与天然气开采、加工工业，由于历史、

储量等原因，主要控制在英、美、澳等几大石油能源公司手中，没有中国公司参与。  
近年来，由于石油价格日趋攀升，特多预算收入增多，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起步阶段的发展模式一样，也首先从基

本建设、基础设施开始着手，大兴土木，基建投资骤增。据特方统计，2005 年，建筑产业已经成为特多第二大支柱

产业，吸引了中国的相关企业进入特多市场。  
 
目前，中国来特投资的主要企业及项目有：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合作公司 1998 年在特多当地注册，累计投资约 100 万美元，参加特多低成本住房项目，2005 年

中标额约 2000 万美元。  
上海建工集团 2005 年在特多当地注册，初期投资约 100 万美元，参与特多重大建筑领域，2005 年中标财政部办公

大楼，总金额约 61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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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方拟利用本地区（牙买加）铝矾土资源及本国天然气资源，兴建 12.5 万吨电解铝厂，由特多国家能源公司与委内

瑞拉苏拉尔公司合资成立特多铝业公司，项目总投资 5.9 亿美元，由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提供技术、设备及部分

融资（4 亿美元）及工程承建工作。  
中建、中土、天津建工、湖南国际经济合作公司等大型国有建筑企业拟参与特多建筑市场，目前正在与特方商谈合作

项目。  
清华同方、普天、华为等国内 IT 企业拟参与特多电讯信息技术市场，目前正在与特方商谈合作项目。  
中国远洋、中国成套等国有大型企业拟参与特多港口、城铁等项目，目前正在与特方进行前期接触。  
 
  

特多鼓励投资政策  
  

特多政府经济政策总体目标是积极吸引外资，发展一个健全开放的市场经济。除了颁布法规取消对外资的限制和

对外汇的管制以外，政府还为外国投资者提供财政支持，如关税减让和其它税收减让等。  
 
一、 财政鼓励条例  
1.根据财政鼓励条例，设在特多的外国企业可向财政部申请许可，制造加工所批准的产品。具体为企业填写申请表，

由财政部对公司/企业进行资审，评定类别如下：  
第一类企业：产品的本地价值不少于 50％；  
第二类企业：产品的本地价值为 25-50％；  
第三类企业：产品的本地价值为 10-25%。  
飞地企业是指该企业的产品都出口到加共体以外的市场。资本高度密集型企业是指一个企业的资本投资不少于 5000
万特元。  
 
2.具体鼓励措施如下：  
给予 长期限为十年的公司税全免或部分减免；  
全免或部分减免关税；  
无限制的损失补偿（在免税期过后的五年内），  
在免税期内，制造许可生产的产品所获得的利润，利息以外的收入、红利或其它收入全部或部分减免所得税。（股东

或委托人不是加共体成员国的居民，仅减免超过其居住国应赋税的部分）  
 
3.以下企业的设备、机器、原料、零件进口可享受税收减让：  
－用于建筑、改建、重建或扩建已批准的企业；  
－为生产已批准的产品所购置的设备；  
资本高度密集型的企业免征增值税（资本投资不少于 5000 万特元）  
 
二、 公司税减让  
根据所得税条例，1995 年 1 月 1 日以后（包括 1 月 1 日）为改善固定资产用于基建的资本支出可享受每年 10％的

损耗减让，厂房和机械设备也可每年享受耗损减让。1995 年 1 月 1 日以后购置的厂房和设备，耗损减让率依这些资

产的总和来定。用于资产方面的总支出越大，减让率越少。 据公司税条例，以下公司可享受赋税优惠。这些公司必须

得到财政部的许可经营，并在旅游工业发展公司（TIDCO）注册。  
1.小公司  
财政部批准的小型公司，其应纳税的收入可减免 15%。具体条件如下：  
--必须是本地人所有，本地人控股（在公司中，本地人持股份一半以上，拥有半数以上投票选举权，有权接受半数以

上的红利和资本分配）；  
--成立于 1988 年 1 月 8 日之后（包括 1 月 8 日），并不是现有公司分离出来的，也不是现有公司重组建的；  
--不直接或间接通过指定者持有其它公司股权的；  
--帐务接受特多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的；  
--有提供就业能力的；  
--拥有至少五名永久雇员的；  
--可 有效地利用本地区原材料的。  
减免书面申请需递交财政部。税收减让自许可证颁发当年 1 月 1 日起七年内有效。  
 
2.设在开发区的公司  
经批准在开发区从事商务活动的公司，其纳税收入可享受 15％的减免。这类公司必须：  
·建于 1988 年 1 月 8 日以后（包括 1 月 8 日）并在特多经营；  
·属于本地所有，本地控股；  
·在指定开发区内经营，其制成品或工业服务至少有 75％是在开发区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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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区有 75％以上的固定资产；  
·雇有 20 个或以上的工人，其中至少 75％的人员在开发区工作。  
符合满足以上条件的公司需向财政部递交书面申请。税收减让自减让许可证书颁发当年 1 月 1 日起七年有效。  
 
3.经营商务活动的公司  
从事商务活动的公司，其纳税收入可享受 15％的减免。这类公司必须：  
·挣取外汇或有外汇盈余或存款；  
·提供一定数量的永久就业机会或确有发展前景的；  
·可促进技术发展或可发展新型和现代化工业的；  
·有效利用本地原材料。  
符合以上条件的公司需向财政部递交书面申请。税收减让自减让许可证书颁发当年 1 月 1 日起七年有效。 
  
4.从事不动产开发活动的公司  
从事不动产开发活动的公司，其用于建筑商业或工业房屋的资本支出可享受 15％的税收减让。此类公司必须：  
·持有不少于 100 万特元的股份资本；  
·属本地所有，本地控股；  
·按国内税务局规定的时间在城市和农村都进行不动产开发。  
此类税收减免申请需填写规定的表格，连同表格上的要求的证明材料一并交至特多国内税务局。房屋建成之年即可享

受税收减免。届时，在纳税申报单上提出减免要求。  
  
  

特多投资环境简介  

 
特多位于加勒比地区东南端，国土面积 5128 平方公里，人口 130 多万。近几年特多经济持续增长，人均 GDP

一万多美元，进出口总额一百多亿美元。特多的经济基础较为稳固，民主法律制度比较健全，汇率长期基本稳定，基

础设施比较完善，市场和金融等服务业发育良好，海陆空交通运输都比较便捷，建有现代化的机场和港口，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超过 60%。特多积极鼓励贸易自由化，对一般商品的进出口没有限制，关税总水平在 20%以下。特多

资本市场开放，实现了本外币的自由汇兑以及资本和赢利的自由汇出。 
 
特多是加勒比地区英语国家中工业门类 齐全、工业化程度 高的国家。除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和冶炼以外，制

造业也有相当规模，建有加勒比 大的化肥、钢铁、食品、日用化工和烟草等工业企业。此外，建筑业、旅游业和金

融保险业也都有较快的发展。 
 
中国与特多自 1974 年建交以来，两国政治关系发展良好，双边互利经贸合作进展顺利。2005 年 1 月底，曾庆

红副主席访问特多，两国宣布建立“互利发展的友好合作关系”，为双边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此次特

多派出大型政府经贸代表团访华，并举办商务论坛，为两国政府和企业商讨双边经贸合作提供了良机。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油气资源现状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位于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东南端，西南与西北与委内瑞拉隔海相望。面积 5128 平方公

里，其中特立尼达岛 4827 平方公里，多巴哥岛 301 平方公里，人口 104.7 万人（2008 年 7 月）。主要自然资源

为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和天然气产值占 GDP 的 40%，石油天然气出口金额占出口收入的 80%。  
 
一、 油气储量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为加勒比海地区重要的油气资源国，美国《Oil and Gas Journal》2007.12.24，2007 年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石油剩余探明储量为 9977.71 万吨，在中南美地区居第 6 位（图 1）；天然气剩余探明储量为 5315.10
亿立方米，在中南美地区居第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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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尼达岛的地质发育史与东委内瑞拉地区类似，分布有南北两个盆地，目前主要的油气田分布在南部盆地，为

该国重要的油气生产盆地（图 2）。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2000 年对全球待发现油气资源所作的评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待发现的石油资源量

为 1.03 亿吨，天然气为 9002.1 亿立方米。  
 
2007 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获得 1 个新的海域天然气发现。  
 

 
 
二、 油气生产与消费  

石油工业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重要的经济支柱，石油和天然气产值占 GDP 的 40%，石油天然气出口金额占出口

收入的 80%。目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石油和天然气正值高峰勘探期，自 1994 年以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海上获得大

量天然气发现，正在成为南美地区新兴的天然气工业中心。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石油和天然气主要产自东南和西南海域，2007 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石油产量为 813.12 万

吨（图 3），主要的石油生产公司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国家石油公司（Petrotrin）和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

（ BHP Billiton）。2007 年天然气产量为 390.01 亿立方米（图 4），为南美仅次于阿根廷的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

主要的生产公司为 BP Trinidad and Tobago (BPTT)，其他还有 British Gas (BG)和雪佛龙公司。  
 

    2007 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石油消费量为 144.38 万吨，天然气消费量为 208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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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尼达国家石油公司（Petrotrin）于 1993 年成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拥有 100%的股份，该公司是由

Trintoc 和 Trintopec 两个石油公司资产合并而组成，主要从事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和下游制造及石油产

品炼制。2007 年该公司油气储量为 41360 万桶油当量，其中石油储量 30820 万桶，天然气 173.07 亿立方米。2007
年石油产量 274.82 万吨，天然气产量 15.20 亿立方米。  

 
三、 油气进出口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为加勒比海地区重要的油气出口国，其石油消费量仅占其产量的 17.8%，天然气消费量占其

产量的 53.3%。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石油和天然气主要出口到美国。2007 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对美国的石油出口量

为 495 万吨，占美国石油进口的 0.7%。  
 

1995 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成立了大西洋液化天然气公司（Atlantic LNG），其中 BP 占 34%权益， 英国 BG 公

司占 26%权益， Repsol-YPF 占 26%的权益，Cabot 和 NGC 各占 10%的权益，计划总投资 10 亿美元，天然气

液化处理能力 1270 万立方米/日，天然气主要来源于东海岸的海上地区。首次 LNG 于 1999 年开始出口，LNG 出口

逐年增长（图 5），目前共拥有 4 座 LNG 加工厂，分别于 1999 年、2002 年 8 月、2003 年 4 月和 2006 年 4 月

投产，均位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西南海岸 Point Fortin，其总设计能力为年产 219 亿立方米，其中 LNG TRAIN4 是

世界上 大的 LNG 加工厂，是由英国石油公司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公司（BPTT）、英国天然气公司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公司(BGTT) 、西班牙石油公司 REPSOL 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国家石油公司（PETROTRIN）共同投资 12 亿美元建

成的，其设计能力为年产 72 亿立方米，BPTT、BGTT 、REPSOL 和 PETROTRIN 所占股份分别为：37.78%，

28.80%， 22.22%， 11.11%。  
 

    2007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LNG 出口量为 181.5 亿立方米，为世界第 7 大 LNG 出口国，出口到世界 12 个国家或

地区，主要出口到美国，为 127.6 亿立方米，占美国 LNG 进口量的 58.5%，其次为西班牙为 20.9 亿立方米，波多

黎各为 7.4 亿立方米，墨西哥为 6.2 亿立方米，日本为 5.7 亿立方米，英国为 3.9 亿立方米，多米尼加为 3.6 亿立

方米，韩国为 2.2 亿立方米，印度为 2.1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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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体制、政策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负责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开发工作的是能源和矿产工业部，负责颁发石油勘探和生产许可证，进

行石油天然气对外合作招标。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实行经济多样化政策，鼓励国内外私人资本参与本国石油天然气上游和下游的各个领域投资，成

功扭转了近年来石油天然气生产下降的趋势。政府积极吸引外资，努力发展健全开放的市场经济，除了颁布法规取消

对外资的限制和对外汇的管制以外，政府还为外国投资者提供财政支持，如关税减让和其它税收减让等。  
 
1995 年特立尼达政府颁布了新的标准油气产量分成合同，对陆上和海域的油气区块进行招标，1995 年 2 月 28

日对 5 个区块进行了第一阶段招标；1995 年 7 月 1 日对 8 个海上区块进行了第二阶段招标；1996 年 1 月 1 日对大

陆架 9 个深水区块进行了第三阶段招标。特立尼达国家石油公司（Petrotrin）拥有陆上区块面积 1357 平方公里，

海域区块面积 6196 平方公里，风险勘探区块概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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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展望  
   拉美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将成为我国石油公司海外投资的战略选区之一，目前已在主要的石油资源国委内

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设立了分公司，2008 年 10 月我国中海油公司将投标特立尼达和多巴的天然气资

产，目前该部分资产被加拿大的塔利斯曼能源公司拥有，中海油的投标价格为 7 亿美元，这将是我国石油公司进军拉

美石油市场的又一重要举措。 
  

     2008 年 11 月 5 日我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我国将在相关领域双边合作机制的

框架内扩大和深化同拉美国家在资源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年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根廷商赞处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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