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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聚焦  

美国与冷战时期的英非关系-兼论毛里求斯查戈斯群岛的案例 

近现代以来，英国和非洲存在长久的双边联系，但是二战以后，世界格局的演变和美国

的介入，使得英非关系在冷战阶段出现不一样的态势。本文将简要介绍冷战前及冷战时期英

国与非洲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冷战时期美国在英非关系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讨它对英

国与非洲关系的影响，并特别介绍英美对毛里求斯查戈斯群岛的分割及该事件引发的后果。 

一、 二战前英非关系历史的简要回顾 

英国作为非洲历史上最大的殖民国家之一，与非洲的联系可以追溯到 16世纪。一开始，

英国以贸易为主要目的，从非洲获取黄金、象牙和奴隶。英国商人与当地人群进行交易，将

商品带回欧洲销售。17 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在非洲沿海建立据点并设置贸易站。这

些据点主要位于西非沿海的几个地区，如塞拉利昂、加纳和尼日利亚等。此外，还有一些英

国商人在东非沿海地区建立了领区。到了 18世纪，随着奴隶贸易的增长，英国对非贸易活

动也逐渐增加。在此期间，英国商人将奴隶贩卖到殖民地，维持大规模种植园的劳动力需求。 

总体而言，在 16-18世纪期间，英国与非洲的关系主要围绕贸易展开，英国人通过贸易

活动来取得对非洲的权益和优势。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与非洲之间的联系逐渐由简单的

商业贸易转变为建立殖民地和加强对非洲的统治。 

19世纪初，英国为加深对非洲内陆情况的了解，派出地理探险队。同时，一些基督教传

教士也开始到非洲内陆进行传教活动。这些探险与传教活动加深了英国对非洲的了解，为英

国殖民主义的入侵和扩张提供了便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革命爆发，英国逐渐重视

控制非洲资源，殖民活动继而兴起。1806年，英国占据南非“开普殖民地”，荷裔布尔人向

内地迁徙，英国开始扩展其在南非的领地。1882年，英国为镇压奥拉比运动，勾结埃及卖国

势力，派兵侵占埃及，推动了列强瓜分非洲高潮的到来。 

1884年“柏林会议”之后，特别是在 1890-1902年间，英国大肆入侵非洲。通过签署条

约、运用武力和与当地部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等手段，在非洲拓展殖民地，英国在非洲的殖

民地和附属国绝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夺得的，其中包括南非（部分）、肯尼亚、南罗得西

亚（现津巴布韦）和尼日利亚等。 

虽然对非洲的殖民进程整体上晚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其他欧洲殖民国家，

但是英国“后来居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殖民宗主国之一。

撒哈拉以南非洲 10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有 7个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非洲的殖民领地共

分为六类：自治领、殖民地、保护国、委任统治地、共管国，以及名义上自治、独立的被占

领国。针对不同的领地类型，英国采用直接统治或者间接统治的差异化方式进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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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的非洲殖民地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之后，随着国际形势以及英国自身实力的变化，英国在非洲的政策经历了几次调整，与非

洲的关系也出现了多次变化。 

二、 冷战时期的英非关系及其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国力被削弱，国内经济困难加剧。与此同时，非洲国家民

族独立意识的不断觉醒使英国在非洲的统治逐渐式微，英国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调整英非关

系。20世纪 50年代末和 60年代初成为英国对非洲政策的第一个“分水岭”，其中的标志性

事件是英国从苏伊士运河撤退，“去殖民化”进程加快。 

1956年，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在亚历山大港的

演讲中宣布了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决定。英国随即协同法国、以色列入侵埃及，企图恢复

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此次英国的行动受到了国际上的强烈谴责。11 月 4 日，联合国向英

国发出警告，表示如果英国对埃及进行的空袭导致平民伤亡，将对其实施制裁。这一警告诱

发了英国国内的经济恐慌，而美国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

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压，要求其拒绝给英国提供任何财政援助。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

英国军队不得不迅速撤离。英国首相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也因此事被迫于 1957年

1月辞职。 

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可以说是 1945年后英国对外关系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其结

果凸显了英国国际地位的下降，标志着它在世界强国行列中降为“第二梯队”。此次事件也

使英国认识到自己再没有足够的力量维系庞大的殖民帝国，而战后非洲兴起的反殖民独立运

动，也让英国加快了从包括非洲在内的殖民地撤出的步伐。 

1957年，加纳在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的领导下独立，这被广泛视为撒

哈拉以南非洲去殖民化运动的开始。1960年 1月至 2月，英国首相亨利·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访问非洲英联邦国家和殖民地。这是英国历史上首次有在职首相访问非洲大陆。

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麦克米伦访问了尼日利亚、加纳、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联邦和南非。

1960年 2月 3日，麦克米伦在南非开普敦议会的演说中提到“变革之风已经吹遍这片大陆，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这种民族意识的增长是个政治事实，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并且在制定

国家政策时考虑到这一点”。在这一年，有 17个非洲国家实现了独立，摆脱了殖民统治。因

此，这一年被联合国标志性地称为“非洲年”，成为英国对非洲政策的转折点。 

此后，英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从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转变为一种新型关系，即独立国

家与前殖民宗主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同时，英国和非洲国家也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和协议，这

成为双方维系各领域关系的重要机制保障，也使得英国能够在许多方面继续对非洲前殖民地

国家产生影响。 

然而，1973年 1月 1日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后，有关英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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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家贸易关系的决定必须与其他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共同商议，这使得英国与非洲的贸

易联系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与此同时，非洲国家独立后，虽然在经济和军事上依然有赖于

英国的帮助，但在政治、外交事务上却不一定继续接受英国的主导。加入不结盟运动的非洲

国家越来越强调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与英国经常发生政策意见上的分歧。一些英联邦

非洲国家还先后宣布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对英资企业进行国有化，触动了英国的利益。有些

国家甚至直接抛弃了独立时英国为其设计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实行一党制。在当时，由于国

内政策而影响与英国关系的典型国家有加纳、坦桑尼亚和乌干达。 

总体而言，二战后英非关系的特点是由热趋冷，英国甚至与一些非洲国家出现关系紧张

的局面。主要原因是非洲国家的政策倾向与英国产生了矛盾，以及英国调整了对外关系的重

心。1970年 6月，英国保守党上台，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几乎从未在公共场

合谈论过非洲问题。在 1969年 7月发表的《邓肯报告》（Duncan Report）中，英国外交部提

出了英国在去殖民化后的外交新方针，点明“以欧洲共同市场为核心的日益一体化的西欧”

和“由美国领导的北大西洋联盟”是其今后的两大重心。报告还称，英国将继续关注英联邦

和非洲，但它们“不居于优先地位”。这一声明也印证了英非关系在二战后的降温。 

三、 美国如何影响冷战时期的英非关系  

事实上，20 世纪上半叶，非洲一直不是美国外交事务中的重点，在美国全球外交政策

的执行过程中，非洲的优先级最低。美国总统很少直接参与非洲政策的制定，非洲政策往往

被下放至助理国务卿一级。国务院、商务部、五角大楼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也并不

总是在非洲推行一致或协调的战略。1941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纽芬兰会晤并共同发表了《大西洋宪章》

联合声明。虽然此次声明中，英美两国都表示将致力于支持所有在战争期间被占领的国家恢

复自治，并允许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但此次会议主要是为了应对 1941年中期欧

洲的地缘政治局势而召开，在当时，美国并未十分关心非洲事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列强受战争影响实力下降，世界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1949年的金融危机和 1951年英伊石油公司（Anglo-Persian Oil Company）的成功国有化使

美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英国的衰落，从而影响了美国对待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态度。在这一时

期，非洲独立运动崛起，民族主义情绪增强，美国政府意识到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可能成为

其提升在非洲影响力的机会，因此一直支持非洲殖民地以自治为目标，在适当的情况下实现

独立。根据 1950年发布的美国政府文件，当时美国政府有意鼓励各大国在其殖民领地范围

内开展民主运动。到 1952年，这一建议扩大到在适当的时刻给予殖民地人民选择的自由，

例如在印度、尼日利亚和加纳。在当时，美国对非洲民族领袖的独立运动表达了明确支持，

对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等人给予关注和肯定，后者在肯尼亚从大英帝国

殖民地转变为独立共和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肯尼亚开国总统。 

然而，随着 20世纪 50年代冷战的爆发，美国认识到与欧洲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对于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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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阵营的整体实力至关重要。为了遏制苏联的影响力，美国需要与欧洲国家合作，共同对

抗来自苏联的威胁。在当时，许多欧洲殖民宗主国虽然决心进行去殖民化运动，但他们仍然

渴望保留对殖民地的经济贸易控制，以获取资源进行战后的重建。为了避免与欧洲列国发生

矛盾，美国不得不在殖民事务上保持谨慎，寻求与后者的合作，以平衡他们的殖民地利益和

自己对抗苏联的需要。于是，进入冷战后，美国关于非洲反殖民主义的支持论调逐渐平息，

不再强烈要求欧洲盟友退出其在非洲占据的领土，转而谈论“遏制”和“反共产主义”的全

球斗争。 

在当时，美国外交部门认为，美国的安全利益与西欧的安全利益交织在一起。这种观念

催生了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创立，这两个组织都是为西欧战后的复

苏和防御而设计的。在冷战期间，对于美国而言，支持美国北约盟国及其殖民政策相较于促

进非洲自由，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为了西方的统一和安全，以及美国北约盟国在非洲的帝

国主义利益，美国外交部门坚持通过欧洲的视角来看待非洲。他们更倾向于优先考虑欧洲各

国在非洲的利益，而不是非洲人的利益。可以说，美国的这种欧洲优先原则是遏制共产主义

渗透非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非洲被美国置于次要地位，非洲大陆被视为西

欧列强完全控制、只需美国予以支持的地区。这一主张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处理非洲事务的决

策活动当中就有所体现。 

1953 年末，艾森豪威尔在上任伊始就将殖民问题视为反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力求

防止非洲国家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向苏联靠拢。二战刚刚结束时，美国一直支持非洲国家的

自治目标，但是在冷战时期，艾森豪威尔政府意识到如果非洲过早独立可能会造成政治混乱，

损害其北约盟国的利益，并为苏联渗透非洲大陆创造机会，因此，1955-1957年期间，美国

政府致力于维系欧洲对非洲的殖民控制，提倡非洲的自治形式必须遵循非洲的殖民政策，特

别是英国的殖民政策。正是这种欧洲优先原则决定了美国在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

（1954-1962）、几内亚脱离法国独立（1958）等事件中的立场和行为。 

总体而言，二战结束后随着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对抗苏联成为了美国在制定非洲外交

战略时考虑的第一要务。尽管随着战后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美国倡导帮助非洲完成去殖民

化的过程，但这一切的前提是遵循美国与英国等北约盟国合作的原则，不损害欧洲国家的利

益。此外在英国与非洲关系逐渐“降温”的过程当中，美国部分扮演了协调者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只是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美国对非洲的帮助很大程度上只

是为了实现自己对抗苏联的战略目的。当非洲国家的利益与其对抗苏联的军事目的相冲突

时，美国甚至会纵容英国等盟友侵害非洲国家的主权权益，使得英非关系更加紧张。这一点

在英国与毛里求斯关于查戈斯群岛的争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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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二战后美国影响英非关系的案例：毛里求斯查戈斯群岛争议 

(一) 英国与毛里求斯查戈斯群岛的历史关系 

就西方对毛里求斯的发现过程而言，后者最早出现于葡萄牙探险家的航海记录里。从 15

世纪末开始，葡萄牙探险家在冒险进入印度洋的过程中，发现并记录了毛里求斯和周围其他

群岛的位置。1715 年，法国政府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离开毛里求斯五年后占领了该岛，并将

其更名为“法兰西岛”。查戈斯群岛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 

18 世纪中叶，法国逐步宣称拥有查戈斯群岛的主权并对其进行勘察，同时将奴隶运送

到查戈斯群岛，在岛上建造种植园并进行劳动。这是人类首次在查戈斯群岛永久定居。1810

年，英国占领法兰西岛，并将其名称更改回毛里求斯。根据 1814年 5月 30日签订的《巴黎

条约》，法国将法兰西岛及其所有属地（包括查戈斯群岛）割让给英国。从法国割让之日起

至 1965 年 11 月 8 日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殖民地脱离，查戈斯群岛一直以毛里求斯属地

的身份接受英国的管理。 

(二) 美国介入查戈斯群岛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走向衰落。1968 年，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

宣布英国将不再于苏伊士运河以东保留军事基地，这一时刻被称为“英国国防政策的分水

岭”。尽管公开宣布打算从欧洲和地中海以外的地区撤军，但英国“仍然试图以任何可能的

方式保持其影响力”。在印度洋，英国将美国视为其海上霸权的继承者和地缘利益的保护者，

试图通过与美国就指定岛屿进行联合军事发展的形式维持其影响力。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对印度洋的兴趣日益浓厚。随着英国控制海

洋的能力下降，美国军事战略家预见到该地区出现权力真空的可能，并开始更加认真地考虑

在印度洋中建立强大的军事基地。冷战期间，对苏联的遏制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方

针。由于苏联在 1949年成功试验了第一枚核武器，美国急于将军事力量部署在任何苏联还

未触及的地方，以应对其威胁。在当时，美国海军中的许多人推崇“战略岛屿”理念（Strategic 

island concept）。这一理念认为，由于世界的大部分殖民地地区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独立，美

国应尽可能多的占领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岛屿，在这些岛屿上获取和储备基地权，以供未来

军事使用。 

查戈斯群岛的主岛是迭戈加西亚岛（Diego Garcia），1957年夏天，美国对迭戈加西亚岛

的勘察表明，该岛是美国海军在印度洋建立军事基地的最佳选择。该岛的环礁湖是世界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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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天然良港之一，而且岛上有足够的土地可以修建大型机场。特别吸引人的是迭戈加西亚

岛在印度洋占据的中心位置，该岛地处非洲大陆、南亚次大陆、澳洲大陆的空间交汇处。就

军事投放角度而言，如果战机从迭戈加西亚岛起飞，只需数小时就能抵达海湾、南海和中亚

等热点地区。 

1960 年，美国海军开始与英国政府就迭戈加西亚岛问题进行对话。美国海军建议英国

政府将迭戈加西亚岛和其他岛屿从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群岛分离出来，建立一个独立的英属印

度洋领地（British Indian Ocean Territory，简称 BIOT），以确保美国和英国未来的军事基地使

用权。可见，在查戈斯群岛建立基地的计划来源于美国的想法。 

而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的到来，与其他非洲国家一样，毛里求斯国内民族主义运动崛

起，毛里求斯要求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实现独立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在去殖民化的浪潮之下，

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其在印度洋领域的军事力量，于 1965年向毛里求斯代表施压，要求毛里

求斯放弃查戈斯群岛以换取独立，并以 300万英镑的价格从毛里求斯买下查戈斯群岛，将其

归于英属印度洋领地。 

此后，英国开始强行赶走查戈斯群岛的合法居民。1965年-1973年，英国强迫 2千多名

岛上居民迁居到上千公里以外的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群岛。美国政府为此秘密支付了高达

1400万美元的费用，用于支付建立英属印度洋领地和将人口迁出查戈斯群岛的费用。从 1967

年开始，任何离开查戈斯群岛度假或就医的查戈斯人都被拒绝返回家园，只能滞留在毛里求

斯。1971 年，英国政府特工与驻扎在查戈斯群岛的美国士兵迫使迭戈加西亚岛上剩余的居

民登上拥挤不堪的货船，永远离开了他们的家园，岛上居民的宠物狗也集体被开枪射击，或

下毒诱杀。 

实际上，在毛里求斯向英国争取独立期间，美国也积极参与了英国如何处置毛里求斯查

戈斯群岛等附属群岛的决策。美国和英国双方通过一系列换文正式确定了有关查戈斯群岛军

事用途的安排，并分别于 1966 年、1972 年、1976 年、1987 年就英属印度洋领地的国防用

途交换了外交照会。双方约定，英国将查戈斯群岛的主岛迭戈加西亚岛出租给美国使用。 

自此，美国在迭戈加西亚岛建设的军事基地成为其全球军事战略的重要一环，辐射印太、

中东、中亚和北非地区。基地建成后，迭戈加西亚岛上储备了大量美国军用物资，机场的跑

道可供 B-52大型轰炸机起降，港口可供航母舰队停靠。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

战争等战事中，美军均使用过迭戈加西亚军事基地作为其空袭和其它进攻的出发地之一。 

然而，英美两国合谋强行逼迫毛里求斯割让查戈斯群岛的行为引发了毛里求斯的强烈不

满。为了争取回归查戈斯群岛的主权，毛里求斯政府在 1982 年向联合国国际法院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提起诉讼。2000年，联合国国际法院判决英国合法地拥有查

戈斯群岛，并没有违反国际法。这一判决加深了毛里求斯民众对英国的不满情绪，前者长期

举行抗议活动，要求英国归还查戈斯群岛。毛里求斯政府也在各个国际舞台上争取支持，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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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改变国际法院的判决。经过努力，联合国国际法院在 2019年 2月 25日裁决英国必须无条

件将查戈斯群岛归还给毛里求斯，但英国政府表示将不会遵守此决定。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

佩奥（Michael Pompeo）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于 2019年 5月 8日表示，“美国明确支持

英国对英属印度洋领土的主权。该领土对迭戈加西亚岛美英联合基地的价值和我们共同的安

全利益至关重要”。 

五、 总结 

本文旨在展现二战后至冷战时期英非关系的演变，以及美国对冷战期间英非关系的影响，

并在此框架内介绍毛里求斯查戈斯群岛的案例。二战后，美国在英非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充满

矛盾性。一方面，为了联合欧洲对抗来自苏联的威胁，美国在处理非洲事务时总是尽量避免

与欧洲各国的殖民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甚至由于冷战思维，帮助殖民宗主国维系在非洲的统

治。另一方面，出于《开罗宣言》精神和联合国的成立宗旨，美国又强调帮助非洲逐步实现

去殖民化。在上述行为逻辑下，冷战期间，美国的对非政策有时会对英非关系造成一定的负

面影响，查戈斯群岛主权争端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在此案例中，新兴独立国家的领

土诉求与美国的整体地缘战略和军事安全需求出现矛盾，而美国利用自己与英国的关系，以

及英国作为毛里求斯前殖民宗主国的身份，主导了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领土的脱离，这一

过程反过来又对英国和毛里求斯的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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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动态 

肯尼亚 
英国国王查理三世（Charles III）和王后卡米拉（Camilla）对肯尼亚进行国事访问 

2023年 11月 3日星期五，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和王后卡米拉结束了对肯尼亚为期 4天

的国事访问，并于当天下午在肯尼亚第二大城市蒙巴萨（Mombasa）启程飞往伦敦。74岁的

查理三世的到访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内引起了众多反应。英国国王进行访问期间，一些退伍

军人和人权组织希望英国能就殖民统治时期的暴力事件道歉，尤其是对茅茅起义（Mau Mau 

rebellion）的残酷镇压。据官方报道，在 1952年-1960年间，这场军事冲突造成了肯尼亚国

内一万多人死亡。在 10月 31日周二晚上对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William Ruto）的讲话

中，查理三世承认“在肯尼亚人民为独立和主权进行痛苦斗争的过程中，英国对他们犯下了

令人憎恶的暴力行为”，但他并没有请求宽恕。肯尼亚人权委员会（KHRC）对此深表遗憾，

该非政府组织曾要求英国国王无条件地、明确地公开道歉并做出赔偿。 

——编译自 11月 03日 Africanews  

 

刚果民主共和国 
美国国际开发署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木薯产业发展项目拨款 650万美元 

11月 2日星期四，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为刚果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刚果（金）”）

的木薯价值链发展项目拨款 650万美元。该组织的负责人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周四

在金沙萨（Kinshasa）宣布了这一消息，该项目将由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执行。刚果（金）

农业部长主持了宣布仪式，并寄希望于通过此项目解决刚果（金）的粮食短缺问题，他表示，

“刚果民主共和国 95%的粮食产品都是进口的，我们希望刚果民主共和国 70%以上的农民

能够摆脱贫困。我们的目标是结束进口，创造大量的本地生产以应对粮食短缺问题。”何塞·姆

潘达（Jose Mpanda）透露，政府的想法是将农业发展作为刚果（金）发展部门的优先事项。

因此，政府非常欢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这项倡议，呼吁农民信任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够为他

们的国家生产足够的粮食。 

——编译自 11月 03日 Radio Okapi  

 

 

安哥拉 

英国油气公司获准购买安哥拉近海油田股份 

总部位于英国的 Afentra公司通过其全资子公司 Afentra（安哥拉）有限公司获得了安哥

拉政府的批准，将从安哥拉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Sonangol 手中收购安哥拉近海两个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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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的股份。目前，Afentra正与 Sonangol合作，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正式完成收购工作。收

购工作完成后，加上当前 Afentra公司拥有的该地区油田的股份，Afentra旗下的油田运营产

量将达到 6000桶/日左右。 

对此，Afentra首席执行官保罗·麦克迪德（Paul McDade）表示：“安哥拉政府批准Sonangol

公司的收购是收购过程中的关键一步。该活动将使 Afentra在这一世界级生产资产中拥有重

要的股权地位。我们将继续与 Sonangol 以及其他的合资伙伴合作，确保最大限度地提高当

地油田的产量、储量和价值，使所有利益相关者受益，同时减少排放。” 

——编译自 11月 09日 Offshore Energy 

 

南非 

美资公司将投资 5000万美元开发南非帕拉博鲁瓦（Phalaborwa）稀土项目 

11月 8日，南非帕拉博鲁瓦稀土项目所有者彩虹稀土公司（Rainbow Rare Earths）发表

声明表示，该公司已与 TechMet 公司达成协议，允许 TechMet 公司在未来直接参与该地区

的矿山建设。TechMet公司受美国发展金融公司，美国开发银行资助，将在签订建设工程债

务融资协议后的三个月内提供 5000 万美元投资帕拉博鲁瓦的稀土项目。TechMet 的资金注

入将作为矿山建设的股权注资，以补充彩虹稀土公司计划为工程获得的贷款。根据最新的协

议，TechMet在帕拉博鲁瓦稀土项目的股份预计将在 15%-33%之间。TechMet首席执行官布

莱恩·梅内尔（Brian Menell）表示：“帕拉博鲁瓦提供了加速经济生产最重要的四种稀土元

素，这些稀土元素对于未来的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以及其他对能源转型和全球经济至关重

要的产品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编译自 11月 08日 Agence Ecofin 

 

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将以美元为基础的多货币体系延长至 2030年 

近期，津巴布韦总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Emmerson Mnangagwa）废除了 2019年政府

文件中的部分声明，该文件将 2025 年作为津巴布韦多货币结算体系的最后期限。10 月 27

日周五，津巴布韦政府表示，将把以美元为基础的多货币体系维持至 2030年。 

2009 年，津巴布韦放弃了饱受通货膨胀负面影响的本币，转而使用外币，其中大部分

是美元。在 2019年，政府重新采用了本币，自此津巴布韦国内一直采用多货币结算体系。

尽管一直使用该体系，但由于人们对津巴布韦货币的信心减弱，当地近 80%的交易仍然以美

元结算进行。基于这种情况，津巴布韦政府此前曾表示，以美元为基础的多货币体系将于 

2025年结束，这引发了银行业的恐慌，一些银行拒绝在 2025年后发放贷款。据经济学家称，

尽管当局一再努力提振信心，但津巴布韦货币今年已贬值超过 80%。 

——编译自 10月 28日 Reuter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10-27/zimbabwe-leader-extends-us-dollar-use-by-five-years-until-2030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10-27/zimbabwe-leader-extends-us-dollar-use-by-five-years-until-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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