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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位于非洲东北部，东临红海、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南邻南苏丹、

中非，西部与乍得、利比亚接壤，北邻埃及，尼罗河贯穿苏丹南北，苏丹位于北

纬 8.45度和北回归线之间，全境受太阳直射，干旱炎热，是世界上最热的国家

之一。苏丹南北东西气温差异很大，全国可分为 2个气候区：南部为夏季炎热多

雨、冬季温暖干燥的热带草原气候区，北部则是高温少雨的热带沙漠气候区，气

候干燥，多风沙。

图 1 苏丹地图

苏丹全国人口约为 4281.32万人，主要人种包括阿拉伯人、贝贾人、富尔人、

努巴人及黑人等，其中阿拉伯人占 70%。阿拉伯人主要生活在苏丹中部、北部和

东北部地区，在苏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贝贾人主要生活在苏

丹东部地区，富尔人生活在达尔富尔地区，而黑人主要生活在苏丹南部和部分西

北地区。苏丹国教为伊斯兰教，85%以上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多属逊尼派，少

数人信奉基督教。

1998年 6月 30日颁布并实行新宪法，规定苏丹是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

国家，国家实行建立在联邦制基础上的非中央集权制；总统是国家主权的最高代

表、军队最高统帅，拥有立法、司法、行政最高裁决权，由全民选举产生，任期

5年，可连选连任一届；议会为立法机构；司法独立；确立言论、结社自由原则

和政治协商原则；宗教信仰自由。总统任期可连选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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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实行多党制，主要政党包括：全国大会党、人民大会党、乌玛党和民主

联盟党。全国大会党为苏丹执政党（简称全国大），现任党主席为前总统巴希尔。

苏丹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反对西方强权政治，主张

加强阿拉伯国家团结，密切同非洲国家的合作，重视同中国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

关系。

苏丹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使用者占总人口的 75%。除此之外，英语为苏丹

通用语言，局部地区使用努比亚语、富尔语等。苏丹国教为伊斯兰教，85%以上

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多属逊尼派，少数人信奉基督教。

图 2 苏丹国旗

2020年苏丹 GDP为 344亿美元，同比下降 3.6%。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
年，苏丹农业、工业、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分别为 20.9%、22.9%、36.1%。

2020年，苏丹最终消费、投资、净出口占 GDP的比重分别为 93.9%、5.8%、0.3%。

2019年苏丹国内最终消费支出（现价美元）约为 132亿美元，居民人均年消费

约 302美元。

表 1 苏丹 GDP与人均 GDP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GDP（亿美元，现价） 323.38 269.88 343.26
人均 GDP（美元，现价） 755.33 615.46 764.34

苏丹是传统农业国，农业是其经济的主要支柱。2019年，农业产值占 GDP
的 28.4%，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70%以上，全国可耕地为 7400万公顷，目

前实际耕种约 1980万公顷。苏丹粮食年产量约 600万吨，粮食自给率 85%。粮

食作物主要有高粱、谷子、小麦和玉米。经济作物在农业生产中占重要地位，主

要有棉花、花生、芝麻和阿拉伯胶等，大多数供出口，占农产品出口额的 66%。

矿产资源是苏丹经济的支柱，2010年苏丹原油生产约 1.6亿桶，石油炼化能

力超过 500万吨。苏丹工业基础薄弱。



图 3 苏丹风景

苏丹加入的区域贸易协定包括：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大阿拉伯

国家自由贸易区。苏丹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但是WTO观察员，已

经完成与多数WTO成员的双边谈判。

苏丹实行外汇管制。外国投资者在苏丹的各银行可以开设外汇账户，但外汇

汇出汇入都要接受苏丹中央银行的监控，美国对苏丹实施经济制裁后，苏丹外汇

流通出现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