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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位于非洲西南部，北邻刚果（布）和刚果（金），东接赞比亚，南连

纳米比亚，是中部和南部非洲重要的出海通道之一；西濒大西洋，海岸线 1650
千米，国土面积 124.67万平方千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安哥拉石油、天然气、

矿产、森林及水产资源丰富。

图 1 安哥拉地图

据安哥拉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全国人口约为 3210万。主要民族有奥温

本杜（约占总人口的 37%）、姆本杜（25%）、巴刚果（13%）、隆达等。经济

活动人口 1500万人左右，约占总人口的 47%。

图 2 安哥拉国旗

2002年安哥拉内战结束后，经济建设迎来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2017年
8月 23日举行大选，执政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安人运）在大选中胜出，

得票率 61.08%。该党推举的若昂·洛伦索当选总统，2017年 9月 26日就职。安

1 资料来源：《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商务部及中国驻各国大使馆经济商

务参赞处联合发布）



哥拉国民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每届任期 5年，每年举行两次例会。主设有

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上诉法院和共和国总检察院。军事法庭受国防安全委员会

直接领导。上诉法院专门受理上诉案件。总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受总

统直接领导。

表 1 安哥拉 GDP与人均 GDP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GDP（亿美元，现价） 693.09 536.19 725.47
人均 GDP（美元，现价） 2177.80 1631.43 2137.91

2020年安哥拉三大产业占比是：第一产业（包括农业、渔业等）占 9.4%；

第二产业（包括石油业、钻石业、加工制造业、建筑业）占 44.8%；第三产业（服

务业）占 41.4%。石油和钻石开采是安哥拉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石油出口额占

总出口的 95%以上，出口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近 60%。其他主要工业有农

产品加工、饮料生产、水泥及其他建材生产、塑料制品、金属加工、矿产资源开

采、制鞋业等。

图 3 安哥拉风景

安哥拉现为联合国、不结盟运动、非洲联盟、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部非

洲国家经济共同体、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石油输出国组织、七十七国集团、世

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民航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

成员。

安哥拉实行外汇管制。在当地注册的外资企业，经批准可开设银行账户（包

括外汇账户）；外汇汇入不受限制，外汇汇出需提交相关的文件。对利润汇出控

制较严，除需缴纳 35%营业税外，还有配额限制。

安哥拉央行名称为安哥拉国家银行（英文缩写 BNA）。安哥拉现有商业银

行近 30家，规模普遍较小，既有当地私人投资的，也有葡萄牙、南非和俄罗斯

外资的。

安哥拉的主要民族有奥温本杜族（约占总人口的 37%）、姆本杜族（25%）、

巴刚果族（13%）、梅斯蒂科人（欧洲人与非洲原住民混血后裔，占 3%），欧



洲人（占 1%），还有一些小的少数民族，如隆达-舒克维族、康格拉族、库安尼

亚马族和克温比族。

在安哥拉，49%的人信奉罗马天主教，13%的人信奉基督教新教，其他人大

多信奉原始宗教。

安哥拉的官方语言为葡萄牙语。安哥拉共有 42种民族语言，主要语言有温

本杜语（中部和南部地区）、金本杜语（罗安达和内陆地区）和基孔戈语（北部

地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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