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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坦桑尼亚是非洲一个重要国家。
笔者自1965年到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分社当翻译、尤其是1991～1997年任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分社首
席记者以来，就一直在关注坦桑尼亚的发展变化，并为其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建设国家
的道路上所取得的进步欢欣鼓舞。
从16世纪初开始，坦桑尼亚先后遭受葡萄牙、德国和英国等殖民者400多年的统治和掠夺。
经过长期的反抗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坦噶尼喀1961年12月9日独立，一年后成立坦噶尼喀
共和国；桑给巴尔1963年12月10日“独立”，成立了苏丹君主立宪国，1964年1月12日桑给巴尔人民武
装起义，推翻苏丹王朝，建立了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
1964年4月26日，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建立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尼雷尔任开国总统。
尼雷尔当政24年，为坦桑尼亚巩固独立和建设国家时期；1985年尼雷尔让贤后，坦桑尼亚实施结构调
整，进行改革，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新时期。
回顾起来，过去40多个春秋，坦桑尼亚的许多发展变化，都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独立后，坦桑尼亚顶住美、英等西方国家压力，坚决支持南部非洲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一
方面为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南非、纳米比亚等民族解放组织在坦桑尼亚建立训练营地，帮助训练自
由战士，直至他们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则向一些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帮助维护民族独立。
世界舆论普遍认为，坦桑尼亚为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斗争做出牺牲，为非洲
大陆非殖民化运动做出了贡献。
第二，为迅速改变长期殖民统治带来的落后的经济状况，1967年1月执政党坦盟发表《阿鲁沙宣言》，
宣布坦桑尼亚“走社会主义道路”。
随后几年，坦桑尼亚对银行、保险公司、大型工业、外贸公司和种植园等都实行了国有化，在农村开
展了建立“乌贾马村”的村庄化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举世瞩目。
然而，由于国有化和村庄化运动严重脱离国情，“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导致
经济困难，以致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负增长。
第三，独立以来，坦桑尼亚国内局势长期和平稳定。
尼雷尔说，其经验有三：一是重视党的建设；二是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三是推广斯瓦希里语，把全国
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观察家们认为，这种长期和平稳定局面的形成，与尼雷尔为坦桑尼亚独立和发展呕心沥血、艰苦奋斗
有着密切联系。
尼雷尔深受人民爱戴，其崇高威望变成了建立和发展国家和平稳定局势的强大凝聚力，这也是在“乌
贾马社会主义”导致经济困难后坦桑尼亚人民仍然爱戴尼雷尔的原因。
第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坦桑尼亚进入改革发展新时期。
1985年姆维尼当选总统后，即调整政策，开始发展私营部门，建立市场经济。
坦桑尼亚1986年开始进行“结构调整”，实施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收到良好效果。
1986～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3%～4％。
姆卡帕时期（1995～2005年），实施全面改革开放政策，建立了以私营部门为动力的市场经济，同时
实施了《2025年远景发展规划》和《国家减贫战略计划》，使坦桑尼亚出现了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的可喜局面。
据统计，1996～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4.2%增至6.7％，成为非洲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2005年12月14日基奎特当选为坦桑尼亚新总统。
目前，坦桑尼亚正在基奎特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深化改革，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为摆脱单一的依赖
型经济的困扰，建立坦桑尼亚现代化经济，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脱贫致富，沿
着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道路阔步前进。
另外，引人注目的是，在尼雷尔时期，坦桑尼亚和中国就建立了兄弟般的友好合作关系。
一方面，坦桑尼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另一方面，中国向坦桑尼亚提供了大量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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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瞩目的坦赞铁路运营30多年来，为促进坦赞两国经济发展和城乡物资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
为支援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发挥了积极作用。
尼雷尔让贤以来，姆维尼、姆卡帕和基奎特总统，都十分重视巩固和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在改革和发展的新时期，经双方努力，两国经济技术合作逐步改变了过去那种单一的政府间的援助模
式，进入了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新阶段。
目前，中国继续向坦桑尼亚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同时两国在贸易、投资、承包工程和技术等领域里
的合作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开展了更加广泛的合作，两
国关系已进入“朋友加兄弟的全天候友谊”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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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详细地介绍了坦桑尼亚的自然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教育、文化、
卫生、体育、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
作者长期在坦桑尼亚工作，精通斯瓦西里语和英语，在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所提供的
情况翔实可靠。
本书是了解坦桑尼亚情况的较好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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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襄善勤：新华社高级编辑。
1938年12月25日生。
1964年7月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到广播事业局国际部斯瓦希里语组任翻译。
1964年9月调到新华社参编部工作，直至2000年3月退休。
1965年6～9月任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分社翻译。
1970年6月～1972年10月任新华社伦敦分社编辑。
1974年3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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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坦桑尼亚经济出现持续发展新局面由于政府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姆卡帕1995年执政初
期坦桑尼亚那种困难形势早已得到改善，并且出现了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和发展的大好形势。
1．从几个宏观经济指标看，坦桑尼亚宏观经济已经走上了持续稳定发展的轨道据统计，到2004．年，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已从1996年的4．2％增至6．7％，使坦桑尼亚成为非洲地区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2000-2004年5年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5．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96年的138美元增
加到303美元；通货膨胀率从1996年的21％下降到4．2％；外汇储备，由于出口(主要是非传统产品出
口)的增加和旅游业的发展，也从10年前仅够支付两个月的进口费用增加到近几年可供7个月使用的水
平。
2．在减贫方面也取得了进展自200l／2002年度开始执行《发展和减贫计划》以来，每个财政年度政府
都把40％以上的支出预算用于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农业发展、供水工程和乡村地区道路等项目。
2001年取消小学学费以来，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已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2004年小学适龄儿童净入
学率已经达到90．5％。
乡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也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
3．恢复了同发展合作伙伴的友好关系由于姆卡帕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切实可行，加之良政建设取得
成效和信誉，坦桑尼亚已经恢复了同发展合作伙伴的友好关系，这使坦桑尼亚得到的外援增加了，国
际赠款和对债务的减免也在不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2001年就决定在今后20年免除坦
桑尼亚30亿美元的债务。
另外，2002年政府制定《坦桑尼亚援助策略》(TAS)以来国际上对坦桑尼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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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坦桑尼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列国志》丛书之一。
我从2003年开始编写，断断续续，2007年3月完或初稿，2007年5月通过专家审定并结项，2007年8月定
稿。
全书约40万字，包括自然地理、历史概况、政治和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外交政策以及军事、文化教
育、医疗卫生、体育和新闻等基本情况。
在撰写过程中，为保证《坦桑尼亚》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读性，除过去工作中积累的材料外，我还
查阅了大量中外文资料(包括中外文图书、报纸杂志和通讯社的报道、文章)，并进行了认真的、反复
的分析和研究。
《坦桑尼亚》是介绍坦桑尼亚国情的专著兼工具书，对有关单位和读者可能会有些参考价值。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我夫人胡新荣、女儿裴彤和女婿王峰的鼎力支持，得到了魏翠萍、孙尚信和龚兵
等朋友们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书稿完成后，经非洲问题专家陈宗德、陈公元审读鉴定和《列国志》编委会温伯友审定，他们孜孜不
倦，认真负责，提出了许多具体修改意见，对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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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坦桑尼亚》是了解坦桑尼亚情况的较好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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