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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
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继续前进，开展国际经贸合作面
临重要机遇。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竞争日趋激烈，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全
球性问题对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国际经贸合作环境日趋
复杂。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对外投资合作，
应把握国际格局发展战略态势，统筹国内和国际，积极应对挑战，
趋利避害，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积极贡献。 

商务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
走出去，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引导对外投资合作健康平稳有序
发展。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537.1亿美元，首次位居全
球第一，在全球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资企业合理有效
利用境外市场资源，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和竞争，助力东道国经济社
会发展，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活力。 

为更好地帮助企业了解和熟悉当地营商环境，有效防范化解包
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各类风险，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和驻外使领馆经商机构编写了2021版《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
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南》涵盖175个国家和地区，
全面、客观地反映对外投资合作所在国别（地区）宏观经济形势、
法律法规、经贸政策、营商环境等走出去企业关心的事项。在数字
经济和绿色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和全球发展新动能的背景下，《指
南》对部分国别（地区）发展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有关政策法
规、发展现状和国际合作给予关注。 

希望2021版《指南》对有意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企业
有所帮助，也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同时，我们
将认真吸纳有益建议，不断改进工作，把《指南》越办越好，为提
升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推动对外投资 

合作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前言 



危地马拉 

 

我们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
局，创新《指南》编制工作，更加精准有效地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优
质信息服务，助力企业走出去行稳致远。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编制办公室 

                                                                      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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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赞的话 

 
危地马拉位于中美洲西北部，西濒太平洋，东临

加勒比海，与墨西哥、伯利兹、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
接壤。危地马拉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社会贫富差距较
大，属于中低收入国家。据危地马拉央行统计，受新
冠肺炎疫情和飓风灾害的双重冲击，2020年危地马拉
经济下降1.5%。 

危地马拉的市场吸引力主要表现为：第一，资源
较为丰富。危地马拉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生产并出
口咖啡、蔗糖、香蕉、蔬菜、水果、橡胶等农作物。矿产资源有铅、锌、
铬、锑、金、银、水银、镍等，石油储量达14.3亿桶。危地马拉同时拥有大
量的文化遗迹，气候宜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第二，政局相对稳定。危地
马拉政府努力提高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从简化手续、程序透明、改
善基础设施等方面，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自2009年以来，危地马
拉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平稳增长，主要集中在电力、制造业、贸易、能源、农
业、矿业、银行保险及电信等行业。第三，贸易环境良好。危地马拉是世界
贸易组织（WTO）和中美洲一体化（SICA）的成员、太平洋联盟观察员
国，并正在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危地马拉同美国、中
美洲国家、多米尼加、加拿大、欧盟等多个国家或组织签署自贸协定。 

危地马拉与中国无外交关系。危地马拉央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
中国是危地马拉第三大贸易伙伴，危地马拉对中国出口2.39亿美元，自中国
进口22.53亿美元。建议中资企业根据危地马拉国情和发展诉求，认真做好前
期市场调研，在当地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着力提高开拓市场的能力，找准
双方优势互补点和利益汇合点，积极探索在经贸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将继续为赴危地马拉投资兴业的中
资企业提供服务，为推动中危经贸合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经商参赞  翟承玉 

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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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这本指南将告诉你什么？ 

 

在你准备赴危地马拉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Guatemala，La República 

de Guatemala，以下简称“危地马拉”）投资合作前，是否对危地马拉的投资合
作环境有足够的了解？那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如何？有哪些行业
适合开展投资合作？在危地马拉进行投资合作的商务成本是否具有竞争力？
应该怎样办理相关审核手续？当地规范外国投资合作的法律法规有哪些？在
危地马拉开展投资合作应特别注意哪些事项？一旦遇到困难该怎么办？如何
与当地政府、议会、工会、居民、媒体以及执法部门打交道？《对外投资合
作国别（地区）指南》系列丛书之《危地马拉》将给你提供基本信息，成为
你了解危地马拉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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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家概况 

1.1 发展简史 

危地马拉是古代印第安人玛雅文化中心之一。1524年沦为西班牙殖民
地，1821年9月15日宣布独立，1823年加入中美洲联邦。1839年成立共和国
后，长期实行独裁统治，自1944年开始启动民主化进程。1954年起，进入右
翼军政府和文人政府交替执政时期。1960年出现左派军事组织，1982年全国
左派游击队合并成立“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武装斗争遍布全国。1996年
12月，阿尔苏政府（全国先锋党）与“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达成《最终和
平协定》，结束长达36年的内乱。历年来，总统执政以安定政局、继续宪政
体制、恢复社会经济秩序等为主要施政方针，但经济发展依然较为落后，社
会贫富差距较大，属于中低收入国家，超过59.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
下。 

【国际地位】危地马拉是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
同体、美洲国家组织、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等国际和区域组织成员。 

1.2 自然环境 

1.2.1 地理位置 

危地马拉位于北美洲大陆南部，中美洲西北部。西濒太平洋，东临加勒
比海，北靠墨西哥，东北邻伯利兹，东南接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海岸线长
约500公里。境内多山地和火山，沿海平原土壤肥沃，北部森林覆盖率较
高。国土面积 108889平方公里。首都为危地马拉城（ Ciudad de 

Guatemala），面积996平方公里，海拔1480米，人口470万。危地马拉属亚热
带气候， 最热的5月平均气温16～29℃，最冷的1月平均气温为12～23℃。危
地马拉位于西六区，比北京时间晚14个小时。 

1.2.2 自然资源 

【森林资源】危地马拉的森林面积为35446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32.55%，在佩滕低地尤为集中。盛产桃花心木等贵重木材，但因环保意识高
涨，政府采取保护措施，并管制木材出口。 

【矿产资源】危地马拉的矿产资源有铅、锌、铬、锑、金、银、水银、
镍等，石油储量14.3亿桶。 

【农业资源】危地马拉具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农业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
值的10.4%，农业人口占劳动人口半数，农产品以咖啡、蔗糖、香蕉、豆
蔻、蔬菜、水果、花卉及橡胶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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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气候条件 

危地马拉以亚热带气候为主，年平均气温16～20℃，5～10月为雨季，
11～次年4月为旱季。雨量充沛，北部滨海地带和山地向风坡地的年降水量
可高达3000毫米。 

1.3 人口和行政区划 

1.3.1 人口分布 

2020年，危地马拉全国人口1685.8万，其中男性占49.22%，女性占
50.77%；14岁以下人口占32.7%，15至64岁人口占62.0%，65岁及以上人口占
5.3%。352万人集中居住在危地马拉城。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为80.81%。 

1.3.2 行政区划 

全国分为22个省（Departamento）：上韦拉帕斯省（Alta Verapaz）、下
韦拉帕斯省（Baja Verapaz）、奇马尔特南戈省（Chimaltenango）、奇基穆
拉省（ Chiquimula）、佩滕省（ Petén）、埃尔普罗格雷索省（ El 

Progreso）、基切省（Quiché）、埃斯昆特拉省（Escuintla）、危地马拉省
（Guatemala）、韦韦特南戈省（Huehuetenango）、伊萨瓦尔省（Izabal）、
哈拉帕省（ Jalapa）、胡蒂亚帕省（ Jutiapa）、克萨尔特南戈省
（Quetzaltenango）、雷塔卢莱乌省（Retalhuleu）、萨卡特佩克斯省
（Sacatepéquez）、圣马科斯省（San Marcos）、 圣罗莎省（Santa Rosa）、
索洛拉省（Sololá）、苏奇特佩克斯省（Suchitepequez）、托托尼卡潘省
（ Totonicapan）、萨卡帕省（ Zacapa）。全国有 340个行政区（市）
（Municipio）。首都危地马拉城为全国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克萨尔特南
戈市为西部重要经贸城市。 

1.4 政治环境 

1.4.1 政治制度 

根据1985年宪法，危地马拉实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总统共和
制。 

【议会】议会为一院制，行使立法权，议员任期4年，可连选连任。设
议长和3名副议长，任期1年。本届议会于2021年1月成立，共160席。现任议
长为改变危地马拉前进党议员阿伦·埃斯图阿尔多·罗德里格斯·雷耶斯（Allan 

Estuardo Rodríguez Reyes），2021年1月就职，任期1年。 

【司法】由最高法院、宪法法院、总检察署、国家公诉专署、内务部等
组成国家司法委员会。设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初级法院。最高法院有13名

http://baike.baidu.com/view/477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650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650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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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任期5年，由议会选举产生，可连任。最高法院院长兼任国家司法
委员会主席，由大法官以2/3多数票选举产生，任期1年，不得连任。 

【总统】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不得连选连任。总统为国家
元首、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现任总统亚历杭德罗·贾马太（Alejandro 

Giammattei），2020年1月14日就任。 

【内阁】本届政府于2020年1月组成，主要成员有：副总统吉列尔莫·卡
斯蒂略（Guillermo Castillo）、外长佩德罗·布罗劳·比拉（Pedro Brolo 

Vila）、内政部部长奥利维里奥·加西亚·罗达斯（Oliverio García Rodas）、国
防部部长胡安·卡洛斯·阿莱曼·索托(Juan Carlos Alemán Soto)、公共财政部部
长阿尔瓦罗·冈萨雷斯·里奇（Alvaro González Ricci）、通讯、基础设施和住
房部部长霍苏埃·埃德孟多·莱穆斯·西富恩特斯 (Josué Edmundo Lémus 

Cifuentes)、教育部部长克劳迪亚·鲁伊斯·卡萨绍拉·德·埃斯特拉达(Claudia 

Ruíz Casasola de Estrada)、农业、牧业和食品部部长奥斯卡·戴维·博尼利亚·阿
吉雷（Oscar David Bonilla Aguirre）、经济部部长罗伯托·安东尼奥·马洛乌夫
（Roberto Antonio Malouf）、公共卫生和社会救助部部长乌戈·蒙洛伊(Hugo 

Monroy)、劳工和社会保障部部长拉斐尔·阿尔维托·洛沃斯·马德里（Rafael 

Alberto Lobos Madrid）、能源和矿业部部长阿尔维托·皮门塔尔·马塔
（Alberto Pimentel Mata）、文化和体育部部长菲利普·阿吉拉尔（Felipe 

Aguilar）、环境和自然资源部部长马里奥·罗哈斯（Mario Rojas）。 

1.4.2 主要党派 

【改变危地马拉前进党】改变危地马拉前进党（Vamos por una 

Guatemala Diferente）于2017年成立，为执政党，由危地马拉现总统亚历杭德
罗·贾马太创建，属右翼政党，总书记为希奥尔希奥·欧亨尼奥·布鲁尼·巴特雷
斯（Giorgio Eugenio Bruni Batres）。 

【全国希望联盟】全国希望联盟（Unidad Nacional de la Esperanza）是在
2001年新民族联盟分裂后，由前总统科洛姆（原属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
组建，为反对党，属中左政党，总书记是桑德拉·托雷斯（Sandra Torres）。 

【国家变革联盟】国家变革联盟（Unión del Cambio Nacional）于2006年
由议员马里奥·埃斯特拉达（Mario Estrada）组建，为反对党，属中右政党。
马里奥·埃斯特拉达三次参加总统竞选均失败，总书记是豪尔赫·恩里克·帕萨
雷利·乌鲁蒂亚（Jorge Enrique Passarelli Urrutia）。 

【大家党】大家党（Todos）于2011年11月由希望联盟分裂出的7人成
立，领导者是罗伯特·阿雷霍斯（Roberto Alejos），以颈系紫带而闻名，为反
对党。      

1.4.3 政府机构 

危地马拉政府下设14个部委，分别是：内政部，经济部，通讯、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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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与住房部，国防部，外交部，财政部，能源和矿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社会发展部，卫生部，教育部，农牧部，文化和体育部，环境和自然
资源部。 

其中，主要的经济主管部门为：经济部，负责对外贸易与投资合作；通
讯、基础设施与住房部，负责公共工程与基础设施建设；财政部，负责对外
举债和融资。 

1.5 社会文化 

1.5.1 民族 

印欧混血人种占全国人口的 56.01%，玛雅人占 41.66%。 

1.5.2 语言 

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另外有玛雅语、基切语等23种土语。 

1.5.3 宗教和习俗 

【宗教】47%的居民信奉天主教，40%的居民信奉基督教新教。 

【习俗】危地马拉人举止大方，性情开朗。熟人之间常拍打对方的肩
膀，在交谈时，经常热情地注视着对方，彼此离得很近，因此到危地马拉应
当习惯这种亲热的行为。在社交场合与客人相见时，男子多行握手礼。如果
是亲朋好友，相互间还行拥抱礼。作为朋友关系的妇女相见，可以轻轻搂一
搂，并轻吻对方面颊。 

在危地马拉从事商务活动，须携带印有西班牙文字的名片，与不熟悉的
当地工商界人士接触时，可以主动向对方递送名片；对方一时忘记回赠名
片，应主动索求，否则事后难以联系。当地商业的效率正在提高，谈判速度
正在加快。遇到办事拖拉的现象时不要抱怨，也不要催促对方加快速度，重
要的是要有耐心，并注意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 

危地马拉人认为13和星期五不吉利，而且还不喜欢14这个数字。最好不
要在当地人家里或当着家人谈论业务，应邀做客时，可以送主人一束花或糖
果作为礼品。 

1.5.4  科教和医疗 

【科研】1991年和1994年危地马拉政府先后出台法令，推动国家科技研
发。但多年来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非常低，在0.03%左右。暂无相关限制
企业研发合作的规定。如欲了解两项法令的详情，请登陆：
https://asisehace.gt/media/063_LeyPromDesCieTecNac.pdf ；
https://www.senacyt.gob.gt/portal/attachments/legislacion/02-Reglamento-de-la-

https://asisehace.gt/media/063_LeyPromDesCieTecNac.pdf
https://www.senacyt.gob.gt/portal/attachments/legislacion/02-Reglamento-de-la-Ley-de-Promocion-del-desarrollo-Cientifico-y-Tecnologico-Nancio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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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y-de-Promocion-del-desarrollo-Cientifico-y-Tecnologico-Nancional.pdf。 

【教育】危地马拉实行六年制义务教育。学制为小学6年，中学6年。
2020年，有初级教育机构19420 所，其中16301所为公立，学生约235万人；
中学13616所，其中3956所为公立，8233所为私立，中学生约118万人；大学
10所，其中圣卡洛斯大学为公立。2020年，联合国公布的危地马拉人类发展
指数显示，小学可使用互联网的学校比例为9%，中学可使用互联网的学校比
例为44%，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 

【医疗】2020年，联合国公布的危地马拉人类发展指数为0.663，全球排
名第127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0.737。人均预期寿命74.3岁。 

1.5.5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危地马拉《宪法》第102条规定，劳动者有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这一
权利除应遵守的法律规定外，在行使时不受任何歧视，也无须经过事先批
准；劳动者不得因参加工会而遭到解雇，自其通知劳动监察总局起，即享有
这一权利；只有危地马拉本国公民才有权参加工会的组织、管理和咨询；但
是政府的技术支持以及由行政机关批准的国际条约或工会间协议规定的情况
不受这个限制。 

2020年11月，因国会批准预算法案引发巨大争议，危地马拉爆发大规模
抗议游行，部分国会设施被抗议者焚烧。 

1.5.6 主要媒体 

【电视】危地马拉有第3、7、11、13等公共电视台；有线电视台超过50

家，均属地区性电视台。最大的卫星电视为展望卫星电视台
（Guatevision），通过卫星直播，观众遍及中美洲洪都拉斯、 萨尔瓦多、尼
加拉瓜三国及美国部分地区。 

【广播】危地马拉重要广播电台有“联合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
“阿里欧斯集团电台”及“圣卡洛斯大学电台”。 

【报纸】危地马拉的主要报纸有《中美洲日报》 (Diario de Centro 

America)、《自由新闻报》 (Prensa Libre)、《大众日报》（ Nuestro 

Diario）、《二十一世纪报》(Siglo 21)、《当日报》（Al Dia）、《报纸日
报》（El Periodico）、《时刻报》(La Hora)、《世界时代周报》（Tiempo 

Del Mundo）和《金钱周报》（Moneda）。其中，《中美洲日报》为官方报
纸，其余皆为民营。 

1.5.7 社会治安 

危地马拉贫富差距较大，因此社会治安欠佳。2020年，危地马拉共发生
凶杀案2572起，每10万人的比率为15人，为过去35年的最低值。 

1.5.8 节假日 

https://www.senacyt.gob.gt/portal/attachments/legislacion/02-Reglamento-de-la-Ley-de-Promocion-del-desarrollo-Cientifico-y-Tecnologico-Nancio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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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假日包括元旦新年（1月1日）、圣周（3月或4月复活节前周四、

周五、周六）、劳动节（5月1日）、军人节（6月30日）、独立日（9月15

日）、革命纪念日（10月20日）、万圣节（11月1日）、圣诞夜（12月24

日）半天、圣诞节（12月25日）和新年前夜（12月31日）各半天。劳动法规
定所有劳动者享受每周一天的带薪休假。按照公司习惯，工作日为5～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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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经济概况 

2.1 宏观经济 

危地马拉是中美洲最大的经济体。据危地马拉央行预测，2020年危地马
拉国内生产总值为5816.64亿格查尔，经济增长率为-1.5%，通货膨胀率为
4.82%。 

表2-1:  2016—2020年危地马拉国内生产总值情况 

指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GDP（亿美元，现价） 660.54  716.54  732.09  770.20  776.05  

GDP 实际增长率（%） 2.68  3.08  3.32  3.87  -1.52  

人均 GDP（美元，现价） 4173  4454  4478  4639  4603  

人均 GDP 增长率（%） 0.99  1.42  1.68  2.26  -3.0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下载于 2021年 3月 20日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NGDP_RPCH@WEO/GTM?zoom=GTM&highligh

t=GTM  

 【GDP 构成】 

表2-2： 2016—2020年危地马拉GDP构成情况 

（单位：%） 

指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农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9.66  9.70  9.46  9.43  10.24  

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22.61  21.90  21.43  21.82  22.08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

重 
61.89  62.47  63.03  62.65  61.87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危地马拉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2020年的国民经济中，农业占10.2%，
采矿业占0.5%，制造业占14.1%，水电等民生保障占2.4%，建筑业占5.1%，
汽车贸易和维修占19.1%，货物仓储和运输占2.9%，住宿和餐饮服务占
2.4%，电信占3.8%，金融保险占3.9%，不动产占8.6%，科技活动占2.4%，管
理和救助活动占3.2%，公共管理和国防占4.4%，教育占4.8%，医疗占2.7%，
其他占3.7%。咖啡、糖和香蕉是主要产品。 

表2-3：2016—2020年危地马拉GDP构成情况 

（单位：%）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NGDP_RPCH@WEO/GTM?zoom=GTM&highlight=GTM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NGDP_RPCH@WEO/GTM?zoom=GTM&highlight=G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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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资本形成占GDP比重 13.86  13.60  13.80  14.31  12.93  

消费占GDP比重 95.00  95.48  96.89  95.99  95.12  

净出口占GDP比重 -8.87  -9.08  -10.69  -10.30  -8.0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财政收支】2020年，危地马拉中央财政收入640.66亿格查尔，支出
935.29亿格查尔，财政赤字294.63亿格查尔。 

【外汇储备】2020年底，危地马拉的外汇储备为184.68亿美元。2020

年，危地马拉吸引外国直接投资9.15亿美元，主要来自美国、墨西哥、哥伦
比亚、俄罗斯等国。 

【外债】2020年，危地马拉外债累计达817.39亿格查尔，内部债务
1077.44亿格查尔，债务占GDP的比重为31.7%。 

 

表2-4：截至2019年末危地马拉对外债务情况 

外债总额存

量（DOD，

亿美元，现

价） 

外债存量

（占 GNI 百

分比，%） 

外债的现值

（亿美元，

现价） 

短期外债

（DOD，亿

美元，现

价） 

短期外债

（占总外债

比例，%） 

短期外债

（占总储备

比例，%） 

265.91 35.25 95.69 7.07 2.66 4.7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信用评级】截至2021年7月23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对危地马拉主权
信用评级为Ba1/Ba1，展望为负面。2021年4月，标普的评级为BB-，展望稳
定。 

2.2 重点/特色产业 

【加工制造业】危地马拉加工制造业出口约占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主
要贸易伙伴是中美洲国家、美国、加勒比地区国家、南美洲和欧盟，主要出
口产品是软件、塑料、化工产品、橡胶制品、钢铁、冰箱和冷藏箱等。 

【农业】危地马拉盛产咖啡、蔗糖、豆蔻、香蕉等。近年来，蔬菜及热
带水果的出口逐步增加。2020年出口小幅上涨，小豆蔻出口额为11.344亿美
元、咖啡出口额为6.504亿美元、香蕉出口额为8.131亿美元、蔗糖出口额为
5.768亿美元。目前，危地马拉是世界第八大咖啡生产国，全球第五大蔗糖出
口国及拉美第二大蔗糖出口国，世界第五大、拉美第三大香蕉生产国，拉美



   危地马拉 

 

1

0 第五大芒果出口国。 

【呼叫中心及商业流程外包行业】由于技术先进、电信设施到位、员工
水平达到行业最高标准，危地马拉成为拉美地区发展呼叫中心及商业流程外
包（BPO）行业最有吸引力的国家之一。危地马拉拥有呼叫中心和BPO业
务，属新兴行业，第一家本地呼叫中心建于上世纪90年代。目前，危地马拉
有3.65万个国际和本国代理，直接就业岗位32850个，非直接就业人员达10

万，服务于中美洲、墨西哥、西班牙、美国市场和危地马拉本国市场。 

【旅游业】旅游业是危地马拉的重要经济支柱。危地马拉自然资源丰
富，有大量的文化遗迹，气候怡人，因此发展旅游业具备优越条件。危地马
拉的游客主要来自中美洲国家、美国、欧洲、南美洲国家。新冠肺炎疫情
前，旅游业约占GDP的6.2%。2020年疫情爆发后，仅有59.3万人次外国游客
来危地马拉旅游，同比减少76.7%；旅游收入为6.38亿美元，减少近50%。 

2.3 基础设施 

2.3.1 公路 

危地马拉《2018—2032年公路发展规划》显示，全国1.2万公里长的公路
中，沥青公路7657公里，约占67.48%。2018—2032年，危地马拉政府拟投入
657.90亿格查尔，用于实施公路发展规划。CA1号公路贯穿南北，连接墨西
哥，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CA9号公路连接危地马拉两大商港，CA2号公路
为太平洋沿岸联络道路，CA13号公路则为伯利兹的联络道路。公路以汽车与
公共汽车为主，公共汽车主要始发站为危地马拉市。 

2.3.2 铁路 

危地马拉铁路总里程885公里，其中563公里早已停运，其余322公里铁
路也于2007年停运。 

2.3.3 空运 

危地马拉现有两座国际机场。拉奥罗拉国际机场（GUA）位于危地马拉
城中心以南6公里处，距离安提瓜25公里。机场有一条沥青跑道，年运输旅
客约211万人次，并有直飞美国（洛杉矶及迈阿密）、墨西哥、中美洲、秘
鲁及西班牙等国家/地区的主要城市的航线。玛雅世界国际机场（FRS）位于
佩滕省，是该国第二大机场，也是前往玛雅遗迹最主要的机场，年运输旅客
约9.8万人次。 

在危地马拉运营的航空公司主要有美国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巴拿
马航空公司、中美洲航空公司、美国大陆航空公司、古巴航空公司、伊比利
亚航空公司和墨西哥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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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3.4 水运 

危地马拉位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东西两岸皆有港口，有利于国际贸
易进出口。其中，太平洋沿岸的格查尔港（Puerto Quetzal，距首都98公里）
及加勒比海岸的圣托马斯港（Santo Tomas de Castillo， 距首都297公里）基
础设施较完善，这两个港口的吞吐量占全国总吞吐量的77.1%。从圣托马斯
港到迈阿密港的船运时间为3天，到新奥尔良港的船运时间为4天，到荷兰鹿
特丹港为22天。从西岸格查尔港至日本神户港耗时23天，至洛杉矶港4天。 

2.3.5 电力  

危地马拉电力能源委员会的报告显示，2020年危地马拉的装机容量为
4109.53兆瓦，总发电量为11122.06兆瓦时。在能源结构方面，75.28%来自可
再生能源，水力发电占总发电量的52.3%，生物质能发电站发电总量的
15.45%。危地马拉国内输变电系统通过中美洲电力互联系统（SIEPAC）与
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等国相互连接。 

危地马拉政府《2016—2030年能源政策》提出，发展水利发电及其他可
再生能源，降低非再生能源消费量，扩大电力供给范围，并且提供具有竞争
力的价格。在费率方面，从60千瓦小时以内到超过500千瓦小时分为四等，
价格在0.07～0.15美元/千瓦小时。 

2.3.6 数字基础设施 

【电话】危地马拉电信监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固
定和移动电话用户数量为2266万，其中固定电话用户227万（同比增长
15.23%），移动电话用户2039万（同比减少2.3%）。危地马拉电信市场向民
营开放，并实行自由竞争之后，各项服务费率大幅降低。主要电信运营商有
Comunicaciones Celulares、Telecomunicaciones de Guatemala 和Claro。可登陆
以下网址查阅有关具体数据：https://sit.gob.gt/?s=estadistico 

【数字经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19年人类发展指数显示，危地马拉
互联网用户约占65%。商业统计网站Statista.com的数据显示，2021年初，危
地马拉互联网用户达 1175万。可登陆以下网址查阅有关具体数据：
https://es.statista.com/estadisticas/1073677/usuarios-internet-pais-america-latina/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2020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
告》，2020年在全球193个国家中，危地马拉电子政务指数排名第121位。其
中，电子政务发展指数0.5155，线上服务指数0.5118，通信基础设施指数
0.4828，人力资本指数0.552。 

【邮政】危地马拉邮政公司提供邮政服务。国际快递业务由DHL、
FedEx、UPS及TNT等跨国公司提供服务。 

https://es.statista.com/estadisticas/1073677/usuarios-internet-pais-america-la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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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4 物价水平 

表2-5：2021年5月危地马拉主要食品价格情况 

序号 名称 单位价格（格查尔） 

1 米 5.59/460克 

2 燕麦 12.69/460克 

3 食用油 13.96/750毫升 

4 玉米饼 3.54/460克 

5 洋葱 3.68/460克 

6 牛奶 12.02/升 

7 菜豆 7.29/460克 

8 西红柿 4.70/460克 

9 土豆 4.06/460克 

10 鸡蛋 12.97/460克 

11 鸡肉 12.37/460克 

12 无骨牛肉 27.41/460克 

资料来源：危地马拉统计局 

https://www.ine.gob.gt/sistema/uploads/2021/06/07/20210607180829QlKHEHYjsnuXyJ0R0nU

16Fo9SHmLER0z.pdf 

2.5 发展规划 

【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贾马太总统于2020年1月29日发布No.32-2020

令，出台《2020—2024年政府总体政策》，确定本届政府从五个方面为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战略支撑：一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经
济繁荣；二是促进社会发展，加强对贫困人口的扶持；三是重视政府治理和
治安，促进民众和睦、和平相处；四是建立负责、透明、高效的政府；五是
改善国际关系，促进对外贸易，吸引投资和游客等。如欲了解政策详细内
容，请登陆： 

https://www.minfin.gob.gt/images/downloads/leyes_acuerdos/acuerdogub32-

2020_300120.pdf。 

贾马太政府确立了一系列施政目标。例如，到2023年GDP增长2.6%，电
力覆盖达93.5%，贫困人口比重下降9.3个百分点，14个部委实现政务电子
化，旅游竞争力指数上升0.6个百分点。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危地马拉政府向国会提交约14.2

亿美元的预算申请，用于帮助贫困人群和恢复国家经济。 

https://www.ine.gob.gt/sistema/uploads/2021/06/07/20210607180829QlKHEHYjsnuXyJ0R0nU16Fo9SHmLER0z.pdf
https://www.ine.gob.gt/sistema/uploads/2021/06/07/20210607180829QlKHEHYjsnuXyJ0R0nU16Fo9SHmLER0z.pdf
https://www.minfin.gob.gt/images/downloads/leyes_acuerdos/acuerdogub32-2020_300120.pdf
https://www.minfin.gob.gt/images/downloads/leyes_acuerdos/acuerdogub32-2020_3001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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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危地马拉经济发展部负责制定国家整体经济发
展规划；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部负责道路、铁路、港口、运输等基础设施建
设；国家电信公司负责通信行业建设；国家电力公司负责电力行业建设。危
地马拉政府拟于未来3年内完成7项能源、矿业及基础建设大型投资计划，包
括扩建电力输送网、扩建煤炭发电厂、发展电力、建造危地马拉北部横贯公
路（长约363公里）、扩宽CA2号公路西部路段、建造通往墨西哥边境至萨尔
瓦多边境公路、扩建圣托马斯港口及格查尔港口。政府允许外国投资者参与
当地基础设施投资。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危地马拉目前尚未制定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绿色经济发展规划】2014年，成立危地马拉气候变化科学系统
（SGCCC），根据其编写的《气候变化知识评估报告》，将在气候科学、气
候变化的影响和应对、温室气体减排和气候变化相关知识4个方面，规划有
效的公共政策和行动计划，以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根据国家自主贡献
（NDC）协议，危地马拉承诺在2030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11.2%，并创建
国家气候变化委员会（CNCC），制定国家气候变化行动计划（PANCC）。
PANCC于2016年获得CNCC批准，提出减少不同部门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
包括建立不同类别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比等。如欲了
解详情，请登录：https://www.revistayuam.com/cambio-climatico-como-
nos-afecta-y-que-estamos-haciendo-en-guatem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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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经贸合作 

3.1 经贸协定 

危地马拉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中美洲一体化体系（SICA）的成
员，还是太平洋联盟观察员国，并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危地马拉与美国、中美洲国家、、加拿大、欧盟、中国台湾、日
本、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等国家/地区或组织签署自贸协定，也是
多米尼加—中美洲自有贸易协定（CAFTA-DR）成员。危地马拉地处美洲大
陆中心，濒临两洋，区位辐射优势明显。 

3.2 对外贸易 

危地马拉中央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危地马拉外贸总额为297.21亿美
元，其中出口115.14亿美元，对美国出口34.76亿美元，约占30.2%；进口
182.07亿美元，自美国进口62.76亿美元，约占34.47%。进出口逆差为66.93亿
美元。 

表3-1: 2016—2020年危地马拉对外贸易简表 

                                                                                       （单位：亿美元）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出口额 104.01 109.83 110.19 111.76 115.14 

进口额 169.23 183.90 197.34 198.82 182.07 

资料来源：危地马拉中央银行 

【主要贸易伙伴】危地马拉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包括：美国、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墨西哥、哥斯达黎加、荷兰、巴拿马、加拿大、意大
利、日本、沙特阿拉伯。主要进口来源地包括：美国、中国、墨西哥、萨尔
瓦多、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德国、韩国、印度等。 

【贸易商品结构】主要进口产品包括消费品、机械电器、塑料橡胶及制
成品、柴油、汽油、纺织原料及成品、化工品、药品、建筑材料等。主要出
口产品包括服装、蔗糖、香蕉、咖啡、水果、豆蔻、纸张、钢铁、塑料制
品、动植物油等。 

3.3 吸收外资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0年危地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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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吸收外资流量为9.15亿美元；截至2020年底，洪都拉斯吸收外资存量为
172.94亿美元。 

表3-2: 2016—2020年危地马拉吸收外资情况 

（单位：亿美元）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吸收外资流量 11.74 11.30 9.81 9.75 9.15 

吸收外资存量（截至 2020 年末） 172.94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 

据危地马拉中央银行统计，2020年危地马拉吸收外国直接投资9.15亿美
元。其中，美国对危地马拉投资1.95亿美元，哥伦比亚投资1.94亿美元，墨
西哥投资0.57亿美元，俄罗斯投资0.43亿美元。外国投资主要流向制造业、
汽车贸易和修理业、水电等民生保障业、金融保险业。 

侨汇是危地马拉的重要收入来源。2020年，危地马拉侨汇收入为113.4亿
美元，同比增加7.9%。 

3.4 外国援助 

2020年，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给予危地马拉的援助金额超过1700

万美元。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向危地马拉捐赠手套、护目镜、面罩、消
毒酒精等。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危地马拉主要收到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中国台
湾等机构和地区提供的医疗物资援助。 

3.5 中危经贸 

3.5.1 双边协定 

中国和危地马拉未建立外交关系，未签署双边协定，中危两国无双边经
贸磋商机制。 

2019年10月17日，“2019年危地马拉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展”在危地马拉
城举办，中国贸促会副会长陈建安出席并与经贸界人士座谈交流。 

3.5.2  双边贸易 

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中危双边贸易总额为27.3亿美元，同比增长
5%。其中，中国对危地马拉出口24.73亿美元，同比增长3%；自危地马拉进
口2.57亿美元，同比增长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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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表3-4：2016-2020年中危双边贸易情况统计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 中方出口 中方进口 

金额 
同比

（%） 
金额 

同比

（%） 
金额 

同比

（%） 

2016 19.54  -13  18.54  -10  1.00  -50  

2017 20.66  6  19.59  6  1.07  7  

2018 24.20  17  23.33  19  0.86  -19  

2019 25.97  7  24.00  3  1.98  128  

2020 27.30  5  24.73  3  2.57  30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中方主要向危方出口石化、纺织、机械设备、汽车产品等；中方主要自
危方进口钢铁制品、糖、咖啡等。 

在危地马拉开展投资合作的中资企业主要有：通讯设备供应领域的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主营运营商、企业网和终端销售三大块业务；中兴
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终端和系统销售，分别以手机和固定台及电
源和站点监控为主。 

3.5.3 中国对危投资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中国对危地马拉直接投资469万美元；截
至2020年末，中国对危地马拉直接投资存量478万美元。 

3.5.4 承包劳务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中国企业在危地马拉新签承包工程合同1

份，完成营业额383.31万美元。中国尚未对危地马拉派出劳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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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投资环境 

4.1 投资吸引力 

危地马拉为投资者提供了较好的环境，包括简化手续、程序透明、法律
框架稳定、强调出口、高效的高科技基础设施等。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
境报告》显示，危地马拉在全球190个国家中排第96位。 

近年来，危地马拉政局日趋稳定，民主体制得以巩固，政府施政重点为
消除贫困、促进乡镇发展及改善治安问题。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加速中
美洲经济整合，积极洽签多边及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协助中小企业拓展海外
市场，提高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成长。同时，推动财税改革及修改法令，
以增加国家税收，创造就业机会。 

危地马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世界贸易组织、中美洲一体化体
系（SICA）成员，太平洋联盟观察员国。此外，危地马拉还与美国和中美洲
邻国（多米尼加与中美洲及美国自由贸易协定，CAFTA-DR）、墨西哥、委
内瑞拉、哥伦比亚、智利、伯利兹、古巴、厄瓜多尔等许多国家签署自贸协
定，区位辐射优势明显。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危地马拉的全球竞争力
在14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6位。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发
布的2021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中，危地马拉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中列
第75位。 

2015年，危地马拉政府联合十余个政府机构及民间组织设立15年“危地马
拉开创”计划（2015—2030年），围绕5个核心方面（产业支撑、融资、组织
支持、氛围建设、教育系统）向危地马拉中小企业提供基于创新、发展的支
撑 ， 如 欲 了 解 详 情 ， 请 登 录 ：
https://www.mineco.gob.gt/sites/default/files/Politica%20Emprendimiento.pdf。 

本届危地马拉政府将创新和发展视作促进投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减
少贫困及营造良好商业环境的主要措施。因此，总统在上任之初便推出
《 2020—2024年国家创新发展计划》，如欲了解详情，请登录：
https://vamosguatemala.com/wp-

content/uploads/2019/03/Alejandro_Giammattei_Plan_Nacional_de_Innovacion_y

_Desarrollo.pdf。 

4.2 金融环境 

4.2.1 当地货币 

https://www.mineco.gob.gt/sites/default/files/Politica%20Emprendimiento.pdf
https://vamosguatemala.com/wp-content/uploads/2019/03/Alejandro_Giammattei_Plan_Nacional_de_Innovacion_y_Desarrollo.pdf
https://vamosguatemala.com/wp-content/uploads/2019/03/Alejandro_Giammattei_Plan_Nacional_de_Innovacion_y_Desarrollo.pdf
https://vamosguatemala.com/wp-content/uploads/2019/03/Alejandro_Giammattei_Plan_Nacional_de_Innovacion_y_Desarroll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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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危地马拉货币为格查尔（Quetzal）。2017—2020年的年均汇率分别为1

美元兑换7.33格查尔、7.50格查尔、7.67格查尔、7.70格查尔。 

自2001年5月1日危地马拉实施外币自由交易法以来，格查尔与美元的汇
率水平维持在1美元兑换7.3～8.0格查尔之间。2021年3月31日，美元对格查
尔汇率为1:7.7113。 

4.2.2 外汇管理 

【外汇管理】危地马拉外币自由交易法自2001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外
币可自由使用、持有、汇款、移转、买卖及支付；可自由持有外币账户及外
币存款；国内或国外银行等金融中介交易也适用该规定；货币基金委员会授
权的银行及金融机构可发行外币信贷证券或有价证券。 

【外汇汇出】1998年2月4日，危地马拉国会通过的外国人投资法规定了
外汇松绑制度，只要有足够的外汇并符合一般货币法令，就允许任何投资人
自由地以外汇进行交易，并且权利不受约束。 

【现金入境】危地马拉法律规定，外国人出入境时，如携带现金等于或
高于1万美元，须向海关申报。 

4.2.3 银行和保险公司 

危地马拉银行（Banco de Guatemala）是危地马拉的中央银行，成立于
1945年。危地马拉银行监管局（SIB）监管该国的商业银行、金融机构、保
险公司、上市公司。 

据危地马拉银行监管局统计，截至2020年12月底，危地马拉金融体系由
16家银行、14家金融机构、15家保税仓库、28家保险公司、2家外汇交易
所、7家离岸机构、10家股票经纪公司等机构组成。危地马拉每1万名成人有
15.1个服务网点。按照网点数目计算，排名前10位的银行为：Banco De 

Desarrollo Rural、 Banco Industrial、 Banco G&T Contimental、 Banco De 

América Central、Banco Agromercantil 、Banco Promerica、Banco Ficohsa 

Guatemala、 Banco De Antigua 、 El Crédito  Hipotecario  Nacional De 

Guatemala、Banco De Crédito。危地马拉的金融体系可提供一系列的专业服
务，包括经纪业务、国际贸易、专业投资、微额信贷等。大部分银行和金融
机构在美国、巴拿马、墨西哥、瑞士都有相应的合作伙伴，一些外国银行，
如花旗、加拿大丰业银行、BAC等也都在危地马拉开展业务。 

【中资银行】危地马拉境内尚无中资银行。 

【保险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危地马拉保险市场共有28家正式保
险机构，其中8家保险公司有外资背景。2020年，保险行业收入为11.17亿格
查尔，同比增长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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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2.4 融资渠道 

危地马拉中央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3月的基准利率为2.25%，2020年商
业银行格查尔和美元的平均贷款利率分别为12.3%和6.1%，平均存款利率分
别为4.4%和2.7%。 

4.2.5 信用卡使用 

危地马拉国内信用卡普及率较低，只有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士可以办理。
中国发行的带有VISA（维萨）、MasterCard（万事达）等标识的国际信用卡
可以使用，VISA使用率相对更高。 

4.3 证券市场 

危地马拉国家证券交易所（Bolsa de Valores Nacional，BVN）是危地马
拉最重要的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87年。同年，《证券市场和商品法》生
效，在该法产生之前，危地马拉的3家证券交易所仅受贸易法的整体法律框
架管制。目前，共有16家上市企业。 

4.4 要素成本 

4.4.1 水、电、气、油价格 

危地马拉居民的用水价格因所在城市的不同而相差很大。在大都会市
区，危地马拉城的用水价格是另一座城市圣佩德罗萨卡特佩克斯的三倍多。 

表4-1： 危地马拉用电价格（2021年1月） 

用电量级（千瓦时/月） 消费者税（格查尔/月） 电价（格查尔/千瓦时） 

0-300 19.97 1.83 

非民用低谷用电 19.97 1.96 

低压生产用电 19.97 1.81 

公共照明用电 - 1.91 

资料来源：危地马拉国家电力委员会（Comisión Nacional de Energía Eléctrica），

http://www.cnee.gob.gt/Calculadora/pliegos.php 

表4-2  危地马拉燃料油价格（2021年6月） 

品名 价格（格查尔/加仑）

仑） 

价格（美元/加仑） 

高级 95 号汽油（Super 95） 28.19 3.64 

普通汽油 27.40 3.54 

柴油 22.77 2.95 

http://www.cnee.gob.gt/Calculadora/pliego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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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煤油 4.80 0.62 

注：汇率为 1美元=7.73格查尔 

资料来源：危地马拉能源和矿业部，https://mem.gob.gt/precios-petroleo-combustibles/ 

4.4.2  劳动力工薪及供需 

危地马拉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1月危地马拉劳动力人口为1201

万，就业率为57.77%。劳动力的产业分布情况为：农牧渔业（31.9%）、贸
易（ 26.9%）、制造业（ 11.5%）、公共管理（ 9.2%）、其他服务业
（7.8%）、建筑业（7.5%）、专业服务（3.2%）、金融和保险（1.2%）、通
讯（0.6%）、不动产（0.3%）。具体信息登录以下网址查阅： 

https://www.ine.gob.gt/sistema/uploads/2020/01/15/20200115173246FCRG9

8JyTWVAtsV4Lmtyn43QFgTufmZg.pdf 

目前，危地马拉税后平均薪酬约为573美元/月。根据政府每年公布的最
低月薪标准缴纳社保费用，缴纳比例为15.5%，其中雇主支付10.67%，雇员
个人负担4.83%。此外，雇主每月还需缴纳1%的培训和生产力技术学院培训
费用，以及1%的劳工休闲协会费用，总计雇主每月需额外缴纳12.67%的费
用。根据危地马拉劳工部规定，2020年非农业劳动者的最低日薪为92.88格查
尔，最低月薪为2825.1格查尔，加上每月奖金250格查尔，约合3075.10格查
尔。农业劳动者最低日薪为90.16格查尔，最低月薪为2742.37格查尔，加上
每月奖金250格查尔，约合2992.37格查尔。出口和出口加工业劳动者最低日
薪为84.88格查尔，最低月薪为2581.77格查尔，加上每月奖金250格查尔，约
合2831.77格查尔。具体信息登录以下网址查阅： 

https://preciosmundi.com/guatemala/precio-vivienda-salarios 

https://www.mintrabajo.gob.gt/index.php/dgt/salario-minimo#2019 

在危地马拉，劳动技能水平较低的外籍劳工人数很少，主要外籍员工均
为企业管理层人员。政府对外籍劳务控制严格，外资企业如需雇用外籍员
工，必须向劳工部提出申请。 

4.4.3 土地及房屋价格 

根据土壤情况、地理位置等条件不同，危地马拉工商自由区（Zona Libre 

de Industria y Comercio，ZOLIC）工业厂房用地每平方米租金为2～4美元/

月，售价在225～300美元之间；办公大楼每平方米租金为3～5美元/月，售价
为250～350美元。工商自由区以外的工业厂房用地，每平方米租金为1.5～5

美元/月，售价在290～325万元之间；办公大楼每平方米租金为2～9美元/

月，售价为550～900美元。https://zolicguate.com/ 

4.4.4 建筑成本 

https://mem.gob.gt/precios-petroleo-combustibles/
https://www.ine.gob.gt/sistema/uploads/2020/01/15/20200115173246FCRG98JyTWVAtsV4Lmtyn43QFgTufmZg.pdf
https://www.ine.gob.gt/sistema/uploads/2020/01/15/20200115173246FCRG98JyTWVAtsV4Lmtyn43QFgTufmZg.pdf
https://preciosmundi.com/guatemala/precio-vivienda-salarios
https://www.mintrabajo.gob.gt/index.php/dgt/salario-minimo#2019
https://zolicgu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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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危地马拉国内市场水泥、钢材等主要建材供应情况良好。 

表4-3: 危地马拉主要建材参考价格（2021年6月） 

名称 单位 价格（格查尔） 

圆形波纹钢筋（18  8 1/4） 根 28 

角钢6米（3/4） 根 62 

灰水泥 42.5千克/袋 70 

铝锌板屋顶 长12英尺、厚0.4毫米 264 

PVC管 长6米 775 

资料来源：https://www.novex.com.gt/catalogo/16/Materiales-de-construcci%C3%B3n.html。 

 

https://www.novex.com.gt/catalogo/16/Materiales-de-construcci%C3%B3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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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法规政策 

5.1 贸易法规和政策 

5.1.1 贸易主管部门 

危地马拉主管贸易的政府部门为经济部。 

5.1.2 贸易法规体系 

主要法规《贸易法》（CODIGO DE COMERCIO，查阅详情请登录： 

https://asisehace.gt/media/codigo%20de%20comercio%20decreto%202-70.pdf ）
于1987年9月15日生效，分别对公司形式和管理；义务及合同；证券、汇
票、背书、审计、支票、信用证；公司破产及债权；时效期等方面做处规
定。危地马拉于1995年7月2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7年3月1日批准通过
《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DR）。中美洲海关统一代码（CAUCA 

III）及相关法律对纯进口（92号条款）、临时进口再出口（97号条款）和加
工转口（98号条款）做出规定。同时，危地马拉的《国家海关法》（Ley 

Nacional de Aduana ， 如 欲 了 解 详 情 ， 请 登 录 ：
http://ww2.oj.gob.gt/es/QueEsOJ/EstructuraOJ/UnidadesAdministrativas/CentroAn

alisisDocumentacionJudicial/cds/CDs%20compilaciones/Compilacion%20Leyes%

20Penales/expedientes/18_LeyAduanas.pdf）和《外国投资法》（ Ley de 

Inversión Extranjera ， 如 欲 了 解 详 情 ， 请 登 录 ：
https://www.mineco.gob.gt/sites/default/files/Integracion%20y%20comercio%20e

xterior/ley_de_inversion_extranjera.pdf。）等法律也对贸易投资做出相关规
定。 

5.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进口商和出口商必须在危地马拉经济部登记并取得执照。另外，进口商
还 需 在 进 口 商 登 记 处 登 记 ， 如 欲 了 解 具 体 要 求 ， 请 登 录 ：
http://portal.sat.gob.gt/sitio/index.php/tramites-o-

gestiones/aduanas/documentacion-y-asistencia/28-documentaci-asistencia-

aduanera/370-requisitos-y-pasos-para-in cribirse-en-el-registro-de-

importadores.html。 

5.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危地马拉农牧业和食品部下设动物卫生司和植物卫生司，分别负责进出
口动植物的检验检疫。如欲了解详情，请登录：http://visar.maga.gob.gt/。 

5.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https://asisehace.gt/media/codigo%20de%20comercio%20decreto%202-70.pdf
http://ww2.oj.gob.gt/es/QueEsOJ/EstructuraOJ/UnidadesAdministrativas/CentroAnalisisDocumentacionJudicial/cds/CDs%20compilaciones/Compilacion%20Leyes%20Penales/expedientes/18_LeyAduanas.pdf
http://ww2.oj.gob.gt/es/QueEsOJ/EstructuraOJ/UnidadesAdministrativas/CentroAnalisisDocumentacionJudicial/cds/CDs%20compilaciones/Compilacion%20Leyes%20Penales/expedientes/18_LeyAduanas.pdf
http://ww2.oj.gob.gt/es/QueEsOJ/EstructuraOJ/UnidadesAdministrativas/CentroAnalisisDocumentacionJudicial/cds/CDs%20compilaciones/Compilacion%20Leyes%20Penales/expedientes/18_LeyAduanas.pdf
http://portal.sat.gob.gt/sitio/index.php/tramites-o-gestiones/aduanas/documentacion-y-asistencia/28-documentaci-asistencia-aduanera/370-requisitos-y-pasos-para-in%20cribirse-en-el-registro-de-importadores.html
http://portal.sat.gob.gt/sitio/index.php/tramites-o-gestiones/aduanas/documentacion-y-asistencia/28-documentaci-asistencia-aduanera/370-requisitos-y-pasos-para-in%20cribirse-en-el-registro-de-importadores.html
http://portal.sat.gob.gt/sitio/index.php/tramites-o-gestiones/aduanas/documentacion-y-asistencia/28-documentaci-asistencia-aduanera/370-requisitos-y-pasos-para-in%20cribirse-en-el-registro-de-importadores.html
http://portal.sat.gob.gt/sitio/index.php/tramites-o-gestiones/aduanas/documentacion-y-asistencia/28-documentaci-asistencia-aduanera/370-requisitos-y-pasos-para-in%20cribirse-en-el-registro-de-importadores.html
http://visar.maga.gob.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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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3年10月29日，危地马拉出台《国家海关法》（14-2013号法令），
该法是在中美洲关税统一代码（CAUCA）和中美洲关税统一代码规定
（RECAUCA）的基础上制定的。 

如 欲 了 解 危 地 马 拉 商 品 关 税 ， 请 登 录 ：
http://portal.sat.gob.gt/sitio/index.php/esat/autoconsultas-aduanas/arancel-

integrado.html。 

5.2 外国投资法规 

5.2.1 投资主管部门 

危地马拉主管投资的政府部门为经济部、工商登记处、公共财政部、中
央银行、劳动和社会保障、内政部等。为扩大吸引外资，危地马拉政府于
2001年在经济部下成立危地马拉投资网（Invest in Guatemala），并于2004年
起与危地马拉国家竞争力促进计划  （PRONACOM）共同负责投资促进工
作。 

电话：00502-2421-2490； 

传真：00502-2421-2460；  

网址：www.investinguatemala.org，www.pronacom.gt。 

5.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外国投资法】1998年2月4日，危地马拉国会通过9-98法令，把全国原
本分散在各部法律中的有关外国投资的规定汇编成为《外国投资法》。该法
律保证外国投资人享受国民待遇。此外，国会于2007年7月25日通过34-2007

法令，就《外国投资法》第3条增加外国投资人及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或任何
与危地马拉签订双边协议的国家，以扩大适用范围。该法令主要内容如下： 

（1）完全平等：本条款确立对外国投资者的标准化待遇，防止对外国
投资者及其投资有任何歧视。不要求必须具有特别条件及批准，除非与危地
马拉宪法或国际法有所抵触，否则无论来源国为何，国际与本国投资者申请
条件完全相同。 

（2）投资模式：除宪法及少数部门法令规定外，外国投资人允许加入
各种合法经济活动，例如，担任股东或合伙人。 

（3）私人财产：依宪法第39条规定，承认外国投资人拥有财产权。 

（4）征收：针对特别案件，可以允许征收，不仅符合宪法第40条，也
符合国际原则，同时也承认对此种特别征收案件，必须给予适当的补偿。 

（5）自由贸易：只要符合法令，允许自由进出口合法商品及服务。此
外，不对外国投资增加额外执行条件，例如，规定必须技术转移或创造任何
特别就业人数。 

http://portal.sat.gob.gt/sitio/index.php/esat/autoconsultas-aduanas/arancel-integr
http://portal.sat.gob.gt/sitio/index.php/esat/autoconsultas-aduanas/arancel-integr
http://www.investinguatema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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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外汇松绑：只要有足够外汇，并符合一般货币法令，允许任何投
资人自由地以外汇进行交易，并且不受约束。 

【优惠政策框架】危地马拉《投资法》规定，外国投资者享有最惠国待
遇，并可享有与本国企业同等的优惠待遇，相关优惠政策框架主要有： 

（1）中美洲工业发展财税奖励协议 

中美洲共同市场为促进中美洲工业发展，于1962年7月31日共同签署
《中美洲工业发展财税奖励协议》，对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危地马拉、
萨尔瓦多、尼加拉瓜五个成员国共同适用，并在7年内开始执行。按照协议
规定，如果投资者生产的商品能够满足民生基本需求、代替进口或增加出
口，并且对中美洲工业发展有卓越贡献，可享受该协议奖励，奖励内容又因
工业性质的不同而分为A、B、C三类。 

A类产业： 

生产工业原料、资本货物、消费品、包装用品或半成品，并且产品至少
有50%的成分是利用中美洲出产的原料制造。奖励内容为： 

①新兴工业： 

——免除机器设备进口关税12年。 

——原料、半制品及包装器材进口：前5年进口关税全免，此后2至5年
免70%，免税期剩余年度免50%。 

——免除制造过程中所需燃料的进口关税，但汽油除外。 

——免除企业所得税10年。 

②现有工业： 

——免除机器设备进口关税8年。 

——免除企业所得税2年。 

——免除净资产税及资本税2年。 

B类产业： 

生产消费品、包装用品或半成品；对国家收支平衡及工业产值有较大贡
献，并且全部或大部分采用中美洲出产的原料、包装用品及半成品。奖励内
容为： 

①新兴工业： 

——免除机器设备进口关税10年。 

——原料、半制品及包装用品之进口：前1至3年进口关税全免，免税期
剩余年度免50～80%。 

——制造过程所需燃料进口：前3年进口关税全免，此后2年免50%。 

——免除企业所得税8年。 

——免除净资产税及资本税3年。 

②现有工业： 

——免除机器设备进口关税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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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类产业： 

生产A类及B类产业以外产品，例如，仅从事装配、包装、装瓶、切割或
稀释其他物品、制造卫浴用品及除臭剂等。奖励内容为免除机器设备进口关
税5年、免除企业所得税2年。 

（2）中小企业奖励 

中小企业享受奖励内容视其在制造、装配、修整及包装过程中所使用本
地原料的多寡而定，比例越高，奖励越多。 

如欲享受大型企业奖励，则需满足下列条件： 

①实际资本50万美元以上。 

②雇用75名以上危地马拉籍员工。 

③产品有25%以上用于出口。 

④从事消费品包装或制造时，使用危地马拉本土原料价值至少应占产品
总值的35%以上。 

【行业鼓励政策】根据危地马拉《加工和出口加工业促进和发展法》，
生产非当地传统出口产品的企业可享受下列优惠政策： 

（1）退税。凡专供出口的产品，政府在6个月内退回其生产过程中所需
原料、半成品、包装物品等进口物品关税及其他税赋。 

（2）免税。对于进口机械和耗材，在1年内临时免征关税和其他费用；
对于发电所需的进口燃料油、丙烷、丁烷和燃煤，完全免除税收、关税和其
他费用；对于出口免除一切税收。 

（3）免所得税。对出口到依法批准的区域的所得利润，在10年内免征
所得税。 

【地区鼓励政策】危地马拉尚未制定特别的地区鼓励政策。 

【农业、林业投资合作的规定】危地马拉尚未制定外资参与当地农业、
林业投资合作的规定。 

5.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危地马拉外商投资保护法规定，除广播电视领域或边境地区等法律作出
规定的范围以外，外国和本国投资者享受同等待遇，外国投资者完全拥有在
危地马拉投资的房产、汽车等财产。 

5.2.4 BOT/PPP方式 

【定义】特许经营/公私合营（BOT/PPP）方式为公共管理部门委托，或
联合公共、私有或合伙单位对公共不动产进行设计、规划、融资、建设、维
护、扩建、维修等活动，并通过向使用者、服务受益人收取费用，以及公共
管理部门提供补偿等方式回收成本，在经营期满后，将公共不动产移交回原
公共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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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关法规】2010年4月13日，危地马拉通过《经济基础设施发展公私
合营法》（第 143-2010号法令， Ley de Alianzas para el Desarrollo de 

Infraestructura Económica）。 

【主管部门】国家经济基础设施发展公私合营管理局（Agencia Nacional 

de Alianzas para el Desarrollo de Infraestructura Económica，ANADIE）负责危
地马拉特许经营/公私合营项目的推动、管理和实施。 

【基本程序】因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项目操作流程不尽相同，如欲了解
详细分类和实施程序，请登录国家经济基础设施发展公私合营管理局网站： 

http://www.agenciadealianzas.gob.gt/wpsite/ley-de-acceso-a-la-informacion-

publica/。 

【相关网站】如欲了解公私合营促进委员会推介项目清单，请登录：
http://www.agenciadealianzas.gob.gt/wpsite/proceso-de-app-guatemala/。 

5.3 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危地马拉互联网管理和数字信息管理均由通信、基建和住房部下属的通
信 副 部 负 责 。 如 欲 了 解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 请 登 录 ：
https://sit.gob.gt/publicaciones-legales/libre-acceso-a-la-informacion/。 

危地马拉《共和国宪法》第119条规定，为国内外资本投资创造适当条
件 是 国 家 的 基 本 义 务 。 如 欲 了 解 详 情 ， 请 登 录 ：
https://www.oas.org/dil/esp/Constitucion_Guatemala.pdf。 

根据危地马拉国家103-2018号法令，2018年危地马拉设立国家竞争力条
款2018~2032，后成立同名组织（PRONACOM），致力于促进投资、提升国
家竞争力、改善商业环境。 

网址：https://www.pronacom.org/； 

组织报告：https://www.oas.org/dil/esp/Constitucion_Guatemala.pdf。 

成立通信发展资金“Fondetel”，由通信部支配。如欲了解Fondetel的相关
介绍及规定，请登录：https://fondetel.gob.gt/。 

经济部出台普惠金融政策，旨在通过银行、金融数字化，推动整体数字
经济的发展。如欲了解详情，请登录：https://www.sib.gob.gt/web/sib/ENIF。 

5.4 绿色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危地马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发展激励法》规定，对于开展可再生能源
项目的公司，10年内免除发电机械设备的进口税和增值税，以及所得税和团
结税。 

5.5 企业税收 

http://www.agenciadealianzas.gob.gt/wpsite/ley-de-acceso-a-la-informacion-publica/
http://www.agenciadealianzas.gob.gt/wpsite/ley-de-acceso-a-la-informacion-publica/
http://www.agenciadealianzas.gob.gt/wpsite/proceso-de-app-guatemala/
https://sit.gob.gt/publicaciones-legales/libre-acceso-a-la-informacion/
https://www.oas.org/dil/esp/Constitucion_Guatemala.pdf
https://www.pronacom.org/
https://www.oas.org/dil/esp/Constitucion_Guatemala.pdf
https://fondetel.gob.gt/
https://www.sib.gob.gt/web/sib/EN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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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5.1 税收体系和制度 

危地马拉实行属地税制，主管税务咨询和申报的部门为公共财政部下属
的税务管理局，财政部还负责办理申请税号、免税等业务。主要税收种类有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销售税等。 

个人所得税报税时间为纳税年度结束后的3个月内。需要准备报税单，
在网上上传信息，下载确认表，然后在银行付款。企业所得税报税时间为纳
税年度结束后的3个月内，流程同上。此外，公司必须按季度预报所得税。 

5.5.2 主要税赋和税率 

【公司所得税】目前，依照危地马拉第26-92法令有关所得税法规定，所
有个人及公司在危地马拉境内的各项收入及资本利得均需缴纳所得税，外国
自然人或法人只要在危地马拉经营事业，并有资产及可纳税所得者，均需缴
纳所得税。危地马拉《税收更新法》（第10-2012号法令）规定，自2013年1

月1日起，公司营利所得税分两种制度择一申报： 

（1）每月公司营业所得介于0.01至3万格查尔者，免缴固定税，强制所
得税为5%；每月公司营业所得在3万格查尔以上者，需缴纳固定税1500格查
尔，以及7%的强制所得税。 

（2）年缴营业额税率逐年调整：2013年为31%，2014年为28%，2015年
以来为25%。 

【个人所得税】按照危地马拉《税收更新法》（第10-2012号法令）规
定，自2013年1月1日起，净年收入介于0.01至30万格查尔者，免缴固定税，
但须缴纳5%的强制所得税；净年收入在30万格查尔以上者，需缴纳固定税
1.5万格查尔及7%的强制所得税。扣除额提高6万格查尔（4.8万格查尔扣除，
1.2万格查尔必须检据发票扣抵）。员工年度津贴及圣诞津贴全额免税扣抵。
个人扣除额提高至6万格查尔（4.8万格查尔自动扣除，1.2万格查尔必须凭发
票扣抵）。 

【增值税】下列交易将在基础价格之上课征12%的增值税： 

（1）国内商品出售； 

（2）境内提供各种服务； 

（3）进口货品； 

（4）出租商品及不动产； 

（5）以商品或不动产偿还债务； 

（6）出售和交换不动产； 

（7）捐赠设备及不动产。 

【销售税】饮料、雪茄、香烟、烟草、汽油、汽车牌照、机票均需缴销

售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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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税种】企业还需缴纳的其他税种包括：印花税，按3%征收；交
易征收增值税，不征收印花税；遗产及捐赠税，税率为1～25%不等。 

5.6 特殊经济区域规定 

5.6.1 经济特区法规 

1989年《保税区法》（第65-89号法令，Ley de Zonas Francas）规定设立
贸易保税区，贸易保税区主要优惠如下： 

（1）进口机械设备、工具及原料免税； 

（2）管理公司免除15年所得税，工业用户免除12年所得税，商业用户
免除5年所得税； 

（3）免除保税区内交易的增值税。 

5.6.2 经济特区介绍 

第 22-73号法令规定设立工商自由区（ Zona Libre de Industria y 

Comerico，ZOLIC）。工商自由区于1973年设立，位于危地马拉东北部大西
洋圣托马斯港附近，距伊萨瓦尔省巴里奥斯港7公里。区内可进行以下各种
运营交易活动：进口、采掘、储存、装运、卸货、制造、包装、组合、 装
配、提炼、提纯、混合、转换等，以及所有类别的货物、产品、原料、包装
设备和其他贸易关联到的一般交易及操作。唯一例外的是危地马拉其他现行
法条所记载的禁止进口货物项目不能进口。管理公司无限期免除所得税，用
户和管理公司分支机构可免除前7年的所得税。其中，管理公司的分支机构
可以设立在危地马拉境内任意区域。免除管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全部税收和
费用，以及用户进口的所有产品的全部税收和费用，包括增值税。 

5.7 劳动就业法规 

5.7.1 劳动法的核心内容 

危地马拉1947年2月8日颁布《劳动法》（第330号法令，Codigo de 

Trabajo）。该法及后续修正案明确规定了涉及劳动者权益的工作时间、工
资、休假、解雇、试用期、儿童和妇女、社保等方面内容。如欲了解详情，
请登录：http://bvs.gt/eblueinfo/ML/ML_008.pdf。 

（1）工作时间 

表 5-1: 危地马拉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 白班在早上 6 时到下午 6 时之间，夜班在下午 6 时至早上 6 时之间。 

不得超过 白班每天 8 小时，每周 44 小时；夜班每天 6 小时，每周 36 小时；混合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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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白班不能超过 4 小时，夜班不能超过 7 小时，每天 7 小时，每周 42 小时。 

加班 
只能在雇主与雇员均同意的情况下，而且时间不得超过 4 小时，正常工作时

间与加班时间合计不得超过 12 小时/天。 

正常工作时间之外进行的有效工作，以及超出双方约定最低工作时间的
有效工作构成加班，在正常工资基础上支付50%的加班费。 

（2）工资  

工资依据资方与劳工（工会）所签合同计算，但不得低于劳动法和最低
工资规定的最低工资。如果支付当日恰逢节假日或者休息日，则将在随后一
天支付。工资发放期为两周一次，劳工类员工每周支付一次。工资应以法定
流通货币支付，禁止以期票代金券等形式支付。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雇员工资进行非法扣除。 

第7天工资：每工作一周后带薪休息1天。 

带薪假日：元旦新年（1月1日）、圣周（3月或4月复活节前周四、周
五、周六）、劳动节（5月1日）、军人节（6月30日）、独立日（9月15

日）、革命纪念日（10月20日）、万圣节（11月1日）、圣诞夜（12月24

日）半天、圣诞节（12月25日）和除夕（12月31日）各半天。 

上述第7天工资及带薪假日按休假前一周的平均日工资所得（正常工资
和加班费）计算工资。如果雇员当天工作，需支付额外费用。 

圣诞奖金计算方法为：雇员连续工作满1年后，应支付一个月薪水作为
圣诞津贴。该津贴分2次支付，其中50%在12月15日前支付，其余50%在第二
年1月30日前支付，按雇员自1月1日至该年12月31日的工资计算。如雇员工
作未满1年，按相应比例支付。 

年度津贴：当雇员连续工作1年后，雇主须加发相当于1个月工资的奖
金。该笔奖金必须于6月上旬支付。按照雇员自7月1日至第二年6月30日的平
均月正常工资支付。如果雇员工作未满1年，按相应比例支付。 

（3）休假 

在一般行业中，雇员替同一雇主连续工作满一年，可享受带薪休假15

天。农业雇员替同一雇主连续工作满一年，可享受带薪休假10天。休假可以
在每年工作150天后，按比例请休，也可分两次于不同时间休假。年假必须
为每年休一次，而且不可用薪资抵假，除非员工在此规定实施前已在该公司
服务。公司必须获得雇员的签名作为已休假的证据。薪酬根据雇员在前一年
的平均工资（正常工资和加班费）计算。 

（4）解雇 

解除雇佣关系时，须向员工支付遣散费。在劳工合同中未明确工作期
限，并且是在无理由解雇雇员的情况下支付遣散费。工作每满1年发1个月遣
散费，每月遣散费以最近半年月平均工资为准（须将年度津贴和圣诞津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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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入计算）。工作未满一年者，按工作时间比例发放。 

（5）试用期 

试用期不得超过60天，试用期的目的是雇主考察雇员技能，同时雇员考
察工作条件对其是否适宜。试用期间将支付酬劳，如果试用期结束时，双方
都没有终止合同的意愿，将继续该合同为不固定期限合同，或者根据双方意
见延期合同。在试用期间，任何一方出于己方的意愿都有权终止合同，无论
是否有正当理由，都不承担任何责任。 

（6）儿童和妇女 

不得雇佣14岁以下人员务工。满足劳动法规定的儿童和妇女入职后，将
享有所有法定权利、责任、义务。孕期妇女分娩前3个月不能从事繁重工
作。除满足劳动法特定情况外，孕期妇女不能被辞退。怀孕女员工享有分娩
前30天和分娩后54天带薪休假。在怀孕期经历流产、早产（婴儿未成活）的
女职工，享有上述一半天数的带薪休假。在分娩后10个月内，女性雇员每天
有两次哺乳时间，每次半小时，也可以选择迟到一小时或早退一小时，为婴
儿哺乳。 

（7）劳动纠纷 

劳资纠纷由劳工法庭、调节及仲裁法庭、劳工及社会福利上诉法庭审
理。 

（8）社保福利 

雇主需要交纳的员工社保基金种类和比例： 

①国家社保局（IGSS）社保金：包括意外、疾病、残障保险。缴费比例
15.5%，员工和雇主各负担10.67%和4.83%。 

②培训和生产力技术学院（INTECAP）培训费：用于帮助劳动者再就业
和技能培训。缴费比例1%，雇主全额负担。 

③劳工休闲协会（IETRA）费用：缴费比例1%，雇主全额负担。 

5.7.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危地马拉投资法律规定，外资企业中的本地雇员比例应达到90%，而且
向本地雇员支付的工资应占总体工资开支的85%以上。外国人在危地马拉务
工需要有工作许可，工作许可需向移民局申请。移民局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
外国劳务限制非常严格，申请工作许可需要提供大量文件，而且办理时间较
长。另外，危地马拉对外国劳务从事法律、医疗、建筑、会计等专业技术行
业工作均有从业执照要求。 

危地马拉社会治安不佳，偷窃、抢劫、绑架、枪杀案件等时有发生，个
人安全须特别注意。 

危地马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Ministerio de Trabajo y Previsión Social） 

地址：7 avenida 3-33 Zona 9 - Edificio Torre Empresarial，Guatem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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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援助咨询热线电话：1511 

5.8 外国企业在危地马拉获得土地/林地的规定 

5.8.1 土地法的主要内容 

危地马拉没有明确的土地法，1985年《宪法》承认土地是人民的私有财
产。1973年《民法》规定了土地的注册、使用和转让等原则。 

5.8.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按照危地马拉相关土地法规，外资企业在危地马拉可以获得私有土地。
外资企业可以与其他当地企业一样获得土地，但需要在资产登记处登记。 

5.9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的规定 

危地马拉国家银行和保险委员会未对外资参与当地证券交易做出特别规
定和约束，外资基本享受与本国资本同等待遇，承担同等义务。 

5.10 环境保护法规 

5.10.1 环保管理部门 

危地马拉环境管理部门为环境和自然资源部（Ministerio de Ambiente y 

Recursos Naturales，网址：www.marn.gob.gt/）。 

5.10.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名称 

危地马拉国会于1986年颁布《环境保护和改善法》（第68-86号法令，
Ley de Protección y Mejoramiento del Medio Ambiente ， 网 址 ：
http://www.oas.org/dsd/fida/laws/legislation/guatemala/guatemala_1986.pdf）。 

此外，危地马拉还制定了《森林法》（Ley Forestal）和《矿业法》
（Ley de Mineria）等一系列与环保相关的法律。 

5.10.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危地马拉《环境保护和改善法》规定，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Comisión 

Nacional del Medio Ambiente）是执行该法律的机构。 

5.10.4 环保评估的相关规定 

《环境保护和改善法》第8条规定，任何可能对自然资源和国家文化遗
产造成损害的项目、工程或者经济活动，都需要事先取得环境影响评估报

http://www.marn.gob.gt/%EF%BC%89%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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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告，该报告由危地马拉环境保护委员会负责评估。没有履行该职责的个人
将被处以5000～10万格查尔罚款。如果在被处罚金后6个月内仍未完成评估
报告，该项目、工程或经济活动将被叫停。 

5.11 反对商业贿赂规定 

危地马拉《刑法》和《反腐败法》规定，无论是当地公司还是外国公
司，如果违反法律规定，将根据情节轻重和公司经济能力处以1万～62.5万美
元的罚款。 

5.12 外国企业承包当地工程的规定 

5.12.1 许可制度 

1992年颁布的《危地马拉合同法》（57-92号法令，Ley de Contrataciones 

del Estado）在公共招标、私人招标、开放合同、直接获取、国有产业公开拍
卖 五 个 方 面 做 出 规 定 。 如 欲 了 解 详 情 ， 请 登 录 ：
http://www.sice.oas.org/investment/NatLeg/GTM/ContratsEstado_s.pdf。 

5.12.2 禁止领域 

危地马拉对外商承包当地工程没有禁止领域。 

5.12.3 招标方式 

公共招标需准备的文件包括：投标书、总体概述、技术指标、特别规
定。如果是工程招标，需准备建筑图纸。如欲了解各项文件的具体要求，请
登录：http://www.sice.oas.org/investment/NatLeg/GTM/ContratsEstado_s.pdf。 

5.13 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5.13.1 当地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危地马拉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主要有以下两部： 

2000年，危地马拉通过《著作权和相关权益法》（Ley de Derecho de  

Autor y Derechos Conexos），旨在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
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保护危地马拉国籍作者和居住在危地马拉的外国作者
的著作权；而且外国作品在危地马拉境内受其作者所属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保
护。 

同年，危地马拉通过《工业产权法》（第 57-2000号法令，Ley de 

Propiedad Industrial），规定了商标注册程序，以及有关发明专利、工业图案

http://www.sice.oas.org/investment/NatLeg/GTM/ContratsEstado_s.pdf
http://www.sice.oas.org/investment/NatLeg/GTM/ContratsEstado_s.pdf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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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和型号申请、保护等内容，旨在保护商标和其他标志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保护消费者权益，避免因不正当竞争而受损。同时，为保护生产和使用者的
利益，该法还致力于推动技术创新、转让和推广。该法还作为危地马拉国内
工业产权注册处、作者权利和关联权利注册处，以及其他相关知识产权法律
执行机构，针对侵犯国际和国内现行知识产权法行为判罚的法律依据。 

危地马拉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成员，签署了《1996年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版  权条约》（Tratado de la OMPI sobre Derecho de Autor，
WCT）、《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Tratado de la 

OMPI sobre la Interpretación o Ejecución y Fonogramas，WPPT）等国际公约。 

5.13.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危地马拉《著作权和相关权益法》《工业产权法》对不同侵权行为作出
明 确 处 罚 规 定 ， 如 欲 了 解 详 情 ， 请 登 录 ： http://mcd.gob.gt/wp-

content/uploads/2013/07/ley_derechos_de_autor_conexos_01.pdf ；    

http://asisehace.gt/media/ley%20propiedad%20industrial.pdf。 

5.14 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及适用的法律 

外资企业在危地马拉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有： 

（1）若企业母国与危地马拉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中美洲—美国
及多米尼加共和国自贸协定，CAFTA-DR），可按协定条款解决； 

（2）依照商务合同约定诉诸第三方仲裁或选择国际仲裁（投资争议处
理中心，CIADI）或异地仲裁机制，但耗时耗资巨大； 
（3）提请危地马拉本国法院予以解决，但受理程序复杂，往往耗时多

年才能做出判决。 

按照双方商务合同约定不同，解决纠纷一般适用国际商法、危地马拉法
律或第三方法律。 

如 欲 了 解 危 地 马 拉 商 业 纠 纷 解 决 机 制 ， 请 登 录 ：
https://www.mineco.gob.gt/sites/default/files/mecanismo_solucion_controversias_

entre_centroamerica_0.pdf。 

http://mcd.gob.gt/wp-content/uploads/2013/07/ley_derechos_de_autor_conexos_01.pdf
http://mcd.gob.gt/wp-content/uploads/2013/07/ley_derechos_de_autor_conexos_01.pdf
http://mcd.gob.gt/wp-content/uploads/2013/07/ley_derechos_de_autor_conexos_01.pdf
http://asisehace.gt/media/ley%20propiedad%20industrial.pdf
https://www.mineco.gob.gt/sites/default/files/mecanismo_solucion_controversias_entre_centroamerica_0.pdf
https://www.mineco.gob.gt/sites/default/files/mecanismo_solucion_controversias_entre_centroamerica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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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在危地马拉开展投资合作的手续 

6.1 投资注册企业需要办理的手续 

6.1.1 设立企业的形式 

根据危地马拉《外国投资法》（第9-98号法令），外国人在危地马拉投
资享有国民待遇，因此外国人可直接成立外国分公司或本地公司。 

【外国分公司】 

（1）外国法人在危地马拉设立分公司，须依下列程序办理： 

①商业登记处办理登记。 

②税务管理局（SAT）办理登记。 

（2）商业登记需准备以下文件 

①母公司授权书及公司章程文件（需经公证、由危地马拉大使馆及危外
交部认证，所有文件必须译成西班牙文） 

②银行开户资料 

③商业登记申请书 

（3）商业登记所需时间及费用 

商业登记所需时间为23～48天，相关申请费约500美元，可委托律师办
理。 

（4）完成营业登记后，须向税务管理局申请纳税识别号（NIT），用于
所得税及增值税申报。 

【本地公司】 

为简化新设公司的申请流程，危地马拉经济部国家商业登记处（Registro  

Mercantil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于2012年6月设立快速服务窗口（Ventanilla 

Ágil Plus），提供办理纳税识别号及临时新设公司登记等服务。申请人可于
72小时内取得上述两项临时登记。经危地马拉政府公报刊登相关申请登记事
项，如无人提出异议，则完成登记程序，并取得正式公司登记证，所需申请
时间为20～25天。 

建议中资企业聘请当地合格的商务律师办理企业登记注册各项手续。 

6.1.2 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 

危地马拉企业在经济部下属国家商业登记处注册。 

6.1.3 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外国企业在国家商业登记处可选择两种注册方式：永久性注册和暂时性
注册（不超过2年）。两种方式都需要在危地马拉设立办事处，请危地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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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律师作为注册代理。外国企业需提交以下材料： 

1.公司章程文件（需经公证，由危地马拉大使馆及外交部认证，所有文
件必须译成西班牙文）； 

2.总公司授权书； 

3.国家商业登记处付款发票（付款金额依据办事处设立资本而定）。 

6.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 

6.2.1 获取信息 

危地马拉大型工程招标一般通过互联网、主流报纸等媒体公开招标。如
欲了解详情，请登录项目发包机构网站，如危地马拉国家经济基础设施发展
公私合营管理局网站：www.agenciadealianzas.gob.gt。 

6.2.2 招标投标 

企业拿到标书后，根据标书的具体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地点提交应标
材料。 

6.2.3 许可手续 

危地马拉政府对投标企业没有强制性许可要求，但标书中会对应标人提
出资质要求，并进行预审。 

6.3 专利和注册商标申请 

6.3.1 申请专利 

危地马拉知识产权登记处负责专利申请事项。如欲了解具体规定，请参
考危地马拉《知识产权法》。 

6.3.2 注册商标 

危地马拉知识产权登记处还负责商标注册工作。经登记处注册的商标和
其他显著标志受法律保护，如欲了解具体规定，请参考危地马拉《知识产权
法》。 

6.4 企业在危地马拉报税的相关手续 

6.4.1 报税时间 

危地马拉法定纳税年度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个人所得税、企业所
得税的报税时间为纳税年度结束后的3个月内。此外，公司必须按季度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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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税。 

6.4.2 报税渠道 

纳税企业可以通过会计师事务所代理，或直接向税务局提交纳税申报
单。 

6.4.3 报税手续 

纳税企业进行税务申报时，需提供当年度财务报告和税务注册证，填写
报税申请单。如果请会计师事务所代理报税，还需企业法人授权函。目前，
危地马拉暂未开通网上申报，但可在税务局网站上传信息，下载确认表，再
前往税务局或其授权银行办理付款。 

6.4.4 报税资料 

企业进行纳税申报时，需提供前一年度财务报表和税务注册证明，然后
填写纳税申报单。符合免税条件的，需要提供财政部开具的免税证明，申报
额按零填写。 

6.5 工作准证办理 

6.5.1 主管部门 

危地马拉移民局负责处理出入境事务和发放外国人居留证件，危地马拉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外国人工作许可的发放工作。赴危地马拉工作的外国
人必须办理工作许可。 

6.5.2 工作许可制度 

危地马拉投资法律规定，外资企业中的本地雇员比例应达到90%，并且
向本地雇员支付的工资应占总体工资开支的85%以上。此外，对外国劳务从
事法律、医疗、建筑、会计等专业技术行业工作均有从业执照要求。 

6.5.3 申请程序 

在危地马拉合法注册的外资企业或当地业主应首先为员工向国家移民局
申请居留证件，一般耗时3～4月，居留有效期为1年，需按时更新。 

获得居留证件后，方可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申办工作许可，主要程序
为：协助员工提出工作许可申请（可与申请居留同时进行），缴纳包括印花
税等在内的相关费用，提交企业自身财务等信息，以及员工无犯罪证明等一
系列文件（详见6.5.4内容），然后等待劳动部批准。建议聘请专业律师进行
相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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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5.4 提供资料 

申请临时居留所需材料如下： 

（1）申请表； 

（2）护照正本（经认证）； 

（3）驻危地马拉本国大使馆或领事馆核发的有效护照证明文件。来自
与危地马拉无邦交关系的国家国民，须附上经认证的出生证明； 

（4）本人近照； 

（5）危地马拉籍自然人或法人的保证人证明，及经济偿付能力证明； 

（6）保证人向法院申报经济能力的文件，并明列纳税编号及缴税（营
业税及所得税）申报文件； 

（7）保证人经合法验证的身份证复印件； 

（8）保证人收入证明。 

（9）近5年内居住国核发的无犯罪前科记录证明。 

申请工作许可所需材料如下： 

（1）书面申请，需含地址、电话和纳税识别号（NIT），并由企业合法
代表签字； 

（2）法定代理授权书的核证副本； 

（3）申请人的本国身份证或护照的核证副本； 
（4）申请人的居留证件或居留证件申请证明的核证副本； 

（5）雇主表示在雇佣关系期间，对申请人行为负责的公证文件，带有
经认证的签名； 

（6）经授权的会计师出具的证明，说明最近1周、半月或1个月内，企
业的本国员工和外国员工数量及各自比例，本国员工和外国员工的总体工资
开支及各自比例； 

（7）申请人聘书的核证副本，详细说明在公司内担任的职务，如果为
专业人员，还需附上危地马拉圣卡洛斯大学的注册证明； 

（8）如果申请人母语为非西班牙语，还需提交一份宣誓声明，或带有
认证签名的文件，说明申请人能够理解和听说读写西班牙语； 

（10）雇主声明，表示同意为每一份工作许可申请向职业培训管理总局
支付规定金额的费用，用于本国劳工的培训，并附上上述费用的支付证明
（3000格查尔）。 

如欲了解申请工作许可的详细要求，请登录危地马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网站：www.mintrabajo.gob.gt。 

6.6 能够给中资企业提供投资合作咨询的机构 

6.6.1 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经商处 

http://www.mintrabajo.gob.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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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地址：De la Casa de Oscar Arias，200 Metros Norte y 50 Metros Este， 

Rohmorser，San José，Costa Rica 

电话：00506-22917231/22917225 

传真：00506-22917227 

邮件：oficinaeccr@gmail.com 

6.6.2 中国贸促会驻哥斯达黎加代表处 

地址：De la casa de Don Oscar Arias en Rohrmoser, 300 Metros Sur y 100 

Metros este, San José, Costa Rica 

电话：00506-2296 5935 

传真：00506-2296 5934 

邮件：ccpitcr@ccpit.org 

6.6.3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促进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外东后巷28号 

电话：010-64515042、64226273、64515043 

传真：010-64212175 

电邮：guobiezhinan@mofcom.gov.cn 

6.6.4 危地马拉投资服务机构 

危地马拉农工商金融总会（CACIF） 

地址：Ruta 6 9-21, zona 4. Nivel 9, Guatemala, 01004, Guatemala C.A. 

电话：00502-22010000 

邮件：cacif.guatemala@cacif.org.gt 

网址：http://www.cacif.org.gt/ 

 

危地马拉工业总会（CIG） 

地址：Ruta 6, 9-21, Zona 4, Nivel 9, Guatemala, Guatemala 

电话：00502-23809000 

传真：00502-23809110 

网址：www.industriaguate.com 

 

危地马拉商业总会（CCG） 

地址：10 Calle 3-80 Zona 1, Guatemala, Guatemala 

电话：00502-24172700 

传真：00502-22209393 

网址：www.negociosenguatemala.com 

 

mailto:ccpitcr@ccpit.org
mailto:guobiezhinan@mofcom.gov.cn
mailto:ÓÊ¼þ£ºcacif.guatemala@cacif.org.gt
http://www.cacif.org.gt/
http://www.industriaguate.com/
http://www.negociosenguatemal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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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危地马拉出口商协会（AGEXPORT） 

地址：15 Ave. 14-72, Zona 13, Guatemala, Guatemala 

电话：00502-24223400 

传真：00502-24223434 

网址：www.export.com.gt 

http://www.export.com.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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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 中资企业到危地马拉开展投资合作应注意的问题 

7.1 境外投资 

目前，中资企业在危地马拉开展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危地马拉吸引外
资政策存在地区和部门间差异，个别投资政策尚无具体实施细则。因此，中
资企业应在投资项目实施前，及时与所在地政府相关部门建立密切联系，开
展广泛交流，做好充分调研，寻找有实力、有信誉的危地马拉合作伙伴，并
将危方承诺的各类优惠政策落实在相关合同或协议中。投资项目实施过程
中，应及时通报项目情况，反映遇到的问题，寻求所在地政府更多的支持。
遇到突发事件，应及时与所在地政府取得联系和支持。 

【贸易方面】 

（1）选好贸易伙伴 

危地马拉在法律体系和商业文化等方面与中国存在明显差异，由于两国
没有外交关系，彼此缺乏了解，因此在当地选择好的合作伙伴或代理至关重
要。在涉及大型商业活动时，尽量以本地合作的方式进行，减少风险和投
入。建议选择在危地马拉本地商会注册而且规模大、信誉好的企业，并做好
尽职调查，同时在订立合同时明确纠纷解决方式，做到未雨绸缪。 

（2）适应商务习惯 

危地马拉进口货品付款方式一般习惯以部分信用证、部分私人美元支票
支付货款。由于采购量较小，中小企业常以个人支票或现金支付货款，以节
省开立信用证的费用。银行融资成本较高，贷款利率高达15～20%，厂商负
担沉重，因而中小企业很少采用信用证方式交易。一般而言，厂商仍习惯实
行30～40%的电汇（T/T）搭配60～70%的承兑交单或付款交单（D/A或D/P）
方式交易。但为了确保交易安全，建议中资企业仍然应要求，以信用证交
易。 

（3）追求物美价廉 

相对于质量，危地马拉商人和消费者更看重商品价格，往往货比三家。
通常危地马拉本地进口商实力有限，贸易量不大，但喜欢看样成交后下单。 

【其他应注意事项】中国与危地马拉未建立外交关系，危地马拉在华无
使领馆，赴危地马拉的中国公民须赴危地马拉驻第三国使领馆申请签证。凡
来自或经由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厄瓜多尔、巴西等拉美
黄热病疫区国家的人员入境危地马拉，须携带注射黄热病疫苗证明（注射疫
苗至少10天后，证明方可生效），否则将被拒绝入境。危地马拉海关规定，
访客携带1万美元及以上现金入境需申报。 

7.2 对外承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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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危地马拉目前规划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较大，但因政府公共支出极为
有限，当地金融机构实力偏弱，业主对项目承包商融资能力要求很高。工程
项目资金来源可分为业主自筹、信托融资以及特许经营，并通过公开招标或
议标确定实施企业。 

信托融资（Fideicomiso）：业主为减少自身负债，将项目委托银行组织
实施；受托行成立专门的信托机构，负责组织项目融资、招标等业务；受托
行不作为融资偿还担保人，信托机构作为非法人实体负责运营管理项目，以
项目投产收益作为还款来源；待贷款债务偿清后，项目将全部移交业主，受
托行收取必要费用。信托融资要求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对危方资信和财务状
况、项目盈利预期和潜在风险有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并且应该设计好贷款
结构和还款担保。 

7.3 对外劳务合作 

中资企业应与员工依法签订劳务合同，及时申办劳务许可和保险，加强
人员日常管理，杜绝非法滞留情况的出现。中方人员应遵守危地马拉法律法
规，尊重当地民众的文化、宗教、风俗和生活习惯，与当地民众和谐相处。 

7.4  防范投资合作风险 

在危地马拉开展投资、贸易、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过程中，要特别注
意规避风险，认真评估当地政治局势、商业环境、合作方资信等情况。 

目前，在危地马拉主要投资风险如下： 

【经济方面】危地马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国际组织救助和侨汇的依
赖程度高。政府债务高企，国库空虚，主权信用风险较高，给企业寻求外部
融资带来较大难度。 

【投资环境】危地马拉政府行政效率有待提高，不同部门职能有时会有
冲突，部分官员存在腐败现象。以环评许可为例，审批过程耗时漫长，时常
影响项目正常进度。 

【社会环境】社会治安在拉美国家中相对良好，但仍然存在执法人员不
足等问题，偷窃、抢劫、绑架、枪杀案件时有发生，个人安全须特别注意。 

【法律环境】危地马拉司法体制相对落后，透明度不高，包括商法在内
的一些法律文本亟需更新；本国律师服务能力较差，缺少知识产权和现代仲
裁等方面专业人才；法院常常无力处理投资纠纷，令外国投资者缺乏安全
感。 

此外，建议企业在危地马拉开展对外投资合作过程中，使用中国政策性
保险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的包括政治风险、商业风险在内的
信用风险保障产品，也可使用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提供的商业担保



   危地马拉 

 

4

2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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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资企业如何在危地马拉建立和谐关系 

8.1 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中资企业在危地马拉开拓市场时，应多做调研，熟悉其国内政治形势、
经济政策走向及社会热点问题，主动在政商各界建立广泛的人脉关系，为开
展业务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与危地马拉政府部门和议会交往过程中，可与对口机构官员及业务所
在地区议员建立日常工作沟通机制，向其汇报企业发展动态和对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所做贡献，适时反映在业务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便获得对方
的认同和支持。但同时应注意保持交往距离，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8.2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中资企业应认真研究危地马拉《劳动法》和《工会法》内容，严格遵守
关于员工雇用、解聘、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规定，依法签订雇佣合同，按时足
额发放员工工资，对员工进行必要的技能培训，并在律师指导下处理相关事
务。 

在与当地工会组织沟通时务必做到：熟悉所属行业工会组织的发展状
况、规章制度和运行模式；适时参加行业工会大会，了解最新政策动向；指
定有经验且社会关系广泛的职员与工会组织保持经常性沟通；了解员工思想
动态，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危地马拉各种工会和行会较多，在政府未要求
外国企业必须参加当地工会和行会时，建议中资企业不要主动加入，内部亦
不要主动成立工会，避免卷入不必要的政治和经济纠纷。 

中国境内出现疫情时，在危地马拉的中资企业员工遇到过当地人不文明
的行为。随着当地疫情扩散，因为危地马拉中资企业员工人数非常少，尚未
出现专门针对中资企业或项目的挑衅行为。 

8.3 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中资企业应通过各种渠道密切与危地马拉本地居民的关系，积极参与当
地经济文化生活，尝试融入当地社会，通过开展宣传企业文化等活动，拉近
与当地居民间的距离，并营造良好的投资发展氛围。在开展业务时，注意惠
及当地民众，尤其是项目土建分包方面，尽可能聘用当地员工，避免产生就
业矛盾。应认真关心本地雇员生活，了解思想动态，尽量帮助其解决工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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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目前，危地马拉民众对中资企业反映普遍良好，认为中资企业和员工在
当地工作生活中遵纪守法，企业内部管理严格，纪律严明，中国员工与本地
员工友好相处，感情融洽，合作成效显著。 

8.4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中资企业应尊重危地马拉当地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了解当地禁忌和信
仰，做到与民众和睦相处，杜绝各类不文明行为，切勿因举止随意伤害当地
民族感情和宗教信仰。社交和商务场合应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入乡随俗，注
意文明用语，保持绅士风度。 

因危地马拉境内印第安人口数量较多，中资企业在开展业务时，应尤其
重视原住民社群利益，深入了解并尊重其部落风俗习惯，与其建立良好关
系。 

8.5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危地马拉十分重视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制定了健全的法律法规。中
资企业应充分意识到环保问题的重要性，认真学习危地马拉《环境法》，切
实依法经营，积极履行环境评估手续，落实环保措施，强化指导约束，确保
实现当地生态环保总体目标。 

8.6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危地马拉市场对中资企业相对陌生，因此在开拓和摸索阶段中资企业尤
其应该注重树立良好社会形象，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深入了解危地马拉社
会的价值取向，特别是项目所在地的社区民意，承担必要的民生投入，造福
当地百姓。注意当地对就业、纳税、环保、安全、劳工等方面的合理诉求，
强化本地化意识，安全生产，绿色经营，秉承和谐共赢的发展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人员往来和物资运输受到极大阻碍，中资企业员
工应该认真遵守驻在国的法律法规要求，自觉执行相关防疫措施。 

8.7 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中资企业应有意识与危地马拉当地主流媒体建立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关
系，对于有意积极宣传中危合作的采访请求，可采取邀请参观、主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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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闻发布等多种形式，促使其加强对中资企业文化的了解和项目社会效益
的正面宣传。 

若当地媒体对中资企业有失实报道，应找有关部门负责人澄清事实讨回
公道，挽回影响，但应该注意分寸。若中资企业确实存在不妥行为，当地媒
体对此曝光，相关企业应积极改进弥补，以免扩大不良影响。 

8.8 学会和执法人员打交道 

中资企业应建立健全依法经商的管理制度，严格遵守当地各项法律法
规，让员工具备必要的法制和自我保护意识，做到知法守法，合理应对。遇
到警察、工商税务、环保、劳工机构执法人员例行检查时，应在验明对方身
份后，按要求予以积极配合。如确有违规情况，应主动承认并缴纳罚款；如
遇无故索要小费的情况，应予以婉拒，但勿伤其自尊；如遇误会或不公正待
遇，切忌一走了之、行贿解决甚至抗法，应注意留存证据，请律师到场陪同
处置，或通过法律途径申诉。 

8.9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危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在危地马拉经营的中资企业乃至每位普通员
工都应以弘扬本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在工作和生活中向身边民众积极宣传和
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在当地的知名度和接
受度。 

8.10 其他 

由于危地马拉国内市场狭小，部分当地财团和跨国公司对中资企业有一
定戒备心理，担心因中国低价商品和国有企业的大量进入而失去现有市场份
额。对此，中资企业宜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尽量避免与同行发生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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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资企业/人员在危地马拉如何寻求帮助 

9.1 寻求法律保护 

企业应依照危地马拉法律法规在当地开展业务，在资深律师指导下，通
过法律手段解决纠纷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9.2 寻求当地政府帮助 

危地马拉主管外国投资或与外资经营相关的部门和机构： 

危地马拉经济部（Ministerio de Economía de Guatemala，MINECO） 

网址：https://www.mineco.gob.gt/ 

电话：00502-2412-0200 

邮箱：comunicacionsocial@mineco.gob.gt 

地址：8a. Avenida 10-43 Zona 1 Ciudad de Guatemala Guatemala, CA 

9.3 取得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护 

因中国与危地马拉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公民在危地马拉的正当权益
受到侵犯时，应及时向负责代管的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领事侨务处申请
领事保护。 

中资企业在危地马拉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应及时向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
使馆经济商务处报告，妥善做好应对和善后工作。 

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相关信息如下： 

本部地址：De la Casa de Don Oscar Arias 100 Metros al Sur Y 50 Metros al 

Oeste， Rohrmoser， Pavas， San José， Costa  Rica 

电话：00506-22914811 

传真：00506-22914820 

电邮：protocolo.embchinacr@gmail.com 

网站：cr.chineseembassy.org/chn 

领事侨务处：Frente a la Casa de Don Oscar Arias，Rohrmoser，Pavas，
San José，Costa Rica 

电话：00506-22916839（中文），22914650（西班牙语） 

传真：00506-22914820 

邮箱：consulado@embchinacr.com 

9.4 建立并启动应急预案 

https://www.mineco.gob.gt/
mailto:ÓÊ£ºembchina_costarica@yahoo.com.cn
mailto:ÓÊ£ºembchina_costarica@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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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资企业赴危地马拉投资设立企业后，要根据企业所在环境和自身特
点，有针对性地建立内部紧急情况应急机制，成立由企业负责人牵头的安全
小组，并制定应急预案。中资企业要对员工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安全防范意
识，设专人负责生产安全和企业安保工作，购置必要的安防设备，以应对各
种可能发生的安全问题。 

（1）加强教育。定期对所属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意识。 

（2）配套措施。投入必要经费，用于购置安全设备和购买人身保险。 

（3）建立预案。客观评估周边环境的潜在风险，有针对性地建立应急
预案，责任落实到人，定期演练，查找漏洞。 

（4）及时报警。遇有突发事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拨打当
地应急电话求助，同时向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及国内总部报告，组织人
员迅速有序脱离危险处境，做到忙而不乱。 

9.5 其他应对措施 

中资企业如在当地遇到困难，视具体情况，还可联系以下部门或民间机
构： 

（1）危地马拉农业、畜牧业和食品部（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Ganaderia y Alimentación），网址：http://web.maga.gob.gt/ 

（2）危地马拉环境和自然资源部（Ministerio de Ambiente y Recursos 

Naturales de Guatemala），网址：http://www.marn.gob.gt/ 

（3）危地马拉通信、基础设施和住房部（Ministerio de Comunicaciones, 

Infraestructura y Vivienda de Guatemala）http://www.civ.gob.gt/ 

（ 4 ） 危 地 马 拉 文 体 部 （ Ministerio de Cultura y Deportes de 

Guatemala），网址：http://mcd.gob.gt/ 

（ 5 ） 危 地 马 拉 国 防 部 （ Ministerio de la Defensa Nacional de 

Guatemala） ，网址：http://www.mindef.mil.gt/ 

（ 6）危地马拉社会发展部（ Ministerio de Desarrollo Social de 

Guatemala），网址：http://www.mindes.gob.gt/ 

（7）危地马拉经济部（Ministerio de Economía de Guatemala） ，网址：
http://www.mineco.gob.gt/ 

（8）危地马拉教育部(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de Guatemala) ，网址： 

http://www.mineduc.gob.gt/portal/index.asp 

（9）危地马拉能矿部( Ministerio de Energía y Minas de Guatemala) ，网
址：http://www.mem.gob.gt/ 

（10）危地马拉内政部 (Ministerio de Gobernación de Guatemala) ，网
址：http://mingob.gob.gt/ 

http://web.maga.gob.gt/
http://www.marn.gob.gt/
http://www.civ.gob.gt/web/guest/83
http://mcd.gob.gt/
http://www.mindef.mil.gt/
http://www.mindes.gob.gt/
http://www.mineco.gob.gt/
http://www.mineduc.gob.gt/portal/index.asp
http://www.mem.gob.gt/
http://mingob.gob.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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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1）危地马拉公共财政部  (Ministerio de Finanzas Públicas de 

Guatemala) ，网址：http://www.minfin.gob.gt/ 

（ 12）危 地马拉外交 部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Guatemala) ，网址：http://www.minex.gob.gt/ 

（13）危地马拉公共卫生和社会救助部（Ministerio de Salud Pública y 

Asistencia Social de Guatemala ） ， 网 址 ：
http://www.mspas.gob.gt/index.php/en/ 

（14）危 地 马 拉 劳 工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 Ministerio  de  Trabajo  y  

Previsión  Social de Guatemala），网址：http://www.mintrabajo.gob.gt/ 

（ 15 ） 危 地 马 拉 银 行 （ Banco de Guatemala ） ， 网 址 ：
http://www.banguat.gob.gt/ 

（16）危地马拉投资网，网址：www.investinguatemala.org 

（ 17）危地马拉国家统计局（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tística de 

Guatemala），网址：https://www.ine.gob.gt/ 

http://www.minfin.gob.gt/
http://www.minex.gob.gt/
http://www.mspas.gob.gt/index.php/en/
http://www.mintrabajo.gob.gt/
http://www.banguat.gob.gt/
http://www.investinguatemala.org/
https://www.ine.gob.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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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危地马拉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10.1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情况 

【病例及疫苗情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0

日，危地马拉累计确诊病例625,257例，累计死亡病例16,098例；过去7日新
增确诊病例1,462例，新增死亡病例21例；每百人接种疫苗61.38剂次，完全
接种率为25.22%。 

【损失及影响】截至2020年6月，受疫情冲击，危地马拉月度经济活动
指数同比下降8.6%，受影响严重的部门为住宿和服务部门（-27.7%）、教育
部门（-16.6%）、交通和仓储部门（-14.8%）、水电照明业（-2.6%）。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1年危地马拉经济增长率为4.5%，2022年
为4%。 

【中资企业恢复情况】在危地马拉经营的中资企业为数不多，2020年以
来，受疫情影响，其经营业绩均下滑。部分企业遇到订单下滑或取消，导致
存货挤压、经营亏损。部分企业正在努力走出困境，以华为公司为例，依靠
其完整的供应体系、交付能力和财务风险抵御机制的支撑，通过与客户间的
互信合作，华为在危地马拉经营逐步向好，订货已扭转下滑趋势，收入及回
款也在逐渐改善中。 

10.2 疫情防控措施 

【出入境管制现状】2021年2月5日起，危地马拉公民或外国人入境危地
马拉，需提供出发前72小时内的检测结果（核酸检测或血清检测）。如果在
过去3个月内曾感染新冠肺炎，需提供诊断及康复记录证明。如果已接种新
冠疫苗，需提供2剂疫苗接种证明（第二剂接种时间至少为入境前2周）。如
果因特殊情况无法提供相关证明，将在入境后进行检测。 

【境内人员、货物流动管制现状】2021年4月30日起，危地马拉发布政
令，宣布旅游景点、市政公园及休闲场所开放时间不得超过晚7点，大型活
动时间不得超过晚9点，教堂、宗教场所开放时间不得超过晚8点，市场开放
时间为早5点至晚7点，超市、购物中心开放时间不得超过晚9点。公共场所
需设置容量标示；禁止商业场所在晚9点至早6点销售酒精饮料；禁止集体葬
礼；违反卫生防疫措施者将被处以2～150美元的罚款。 

10.3 后疫情时期经济政策 

2020年3月，危地马拉国会通过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贷款协议，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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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金额为2亿美元，用于公共卫生、保健及防疫。2020年4月，危地马拉政府
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的家庭提供经济援助，设立家庭债券基金，最高
额可达1000格查尔；设立就业保护基金，以帮助失业者，每人每天75格查
尔。 

2020年9月，危地马拉经济部发布经济复苏计划，提出：（1）恢复和创
造新的就业机会；（2）吸引战略投资；（3）促进危地马拉商品和服务消
费，并为每个战略目标制定相关方案。如欲了解详情，请登录：
http://www.mineco.gob.gt/sites/default/files/Comunicacion%20Social/recuperacio

n_economica_sept-.pdf。 

10.4 对中资企业的特别提示 

在危地马拉中资企业数量较少，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技术服务人员无法
及时抵达现场提供相关服务，相关的设备因国内疫情期间停工，无法及时送
达，对开展相关业务造成负面影响。 

危地马拉公共医疗体系十分脆弱。疫情期间，应该制定严格的防护措
施，减少人员流动和外出。同时，应提前储备一定的防护物资和生活物资，
以缓解疫情带来的冲击。此外，应高度关注疫情引发的治安等次生风险，确
保企业员工生命财产安全。收集疫情对企业造成损失的相关材料，以作为后
续在工期、费用等方面提出索赔诉求的证明。 

 

http://www.mineco.gob.gt/sites/default/files/Comunicacion%20Social/recuperacion_economica_sept-.pdf
http://www.mineco.gob.gt/sites/default/files/Comunicacion%20Social/recuperacion_economica_sep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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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记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之《危地马拉》，对中资企业，尤
其是中小企业到危地马拉开展投资合作业务时普遍关注的投资合作环境进行
了客观介绍；针对中资企业到危地马拉开展业务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给予了
提示。希望本《指南》能成为中资企业走进危地马拉的入门向导，但由于篇
幅有限，加之不同投资者所需信息各异，本《指南》提供的信息仅供读者参
考，不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全部依据。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组织协调《指南》编制工作。中国与危地
马拉无外交关系，本《指南》由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编写，
参加具体撰稿工作的人员分别为：翟承玉（参赞）、徐嘉萍（随员）。商务
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本《指南》内容进行了补充和修
改。商务部美大司的同志对文中相关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 

中美洲中资企业协会所属会员企业为本《指南》的编写提供了大力支
持。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中国外交部、中国海关、危地马拉国家
统计机构，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
公开信息，特此说明并致谢意。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如有
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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