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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位于非洲中西部，西南濒临几内亚湾，西北接尼日利亚，东北接乍得，

东邻中非共和国，东南邻刚果(布)，南与加蓬和赤道几内亚交界。喀麦隆南宽北

窄，呈三角形。

图 1 喀麦隆地图

喀麦隆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目前已探明的主要矿藏包括：铁矿（储量约 50
亿吨）、铝矾土（储量约 11亿吨）、金红石（约 300万吨）、铀矿（约 2万吨）。

此外还有锡、镍、钴、钻石、黄金，以及大理石、石灰石、云母等非金属矿。目

前，除钻石和黄金外，大部分矿藏尚处在勘探或筹备开采阶段。

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2020年喀麦隆总人口约 2774万，其中女性约占 51%，

15岁以下人口占 44%。人口自然增长率 2.6%。男性预期寿命 51岁，女性预期

寿命 54岁。

图 2 喀麦隆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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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 12月喀麦隆开始实行多党制。总统是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有权任免总理和政府成员，颁布法律和法令，宣布紧急状态，必要时可提前举行

总统选举。总统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任期 7年，可连选连任。总统不能履行职权

时，由参议院议长代行总统职权。总理是政府首脑，领导政府工作，负责执行法

律、制定规章、任命行政官员。宪法规定，立法权由国民议会（“下议院”）和参

议院（“上议院”）组成的两院制议会行使。

表 1 喀麦隆 GDP与人均 GDP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GDP（亿美元，现价） 396.71 408.04 452.39
人均 GDP（美元，现价） 1533.10 1537.13 1661.70

喀麦隆经济以服务业为主，GDP构成是：第一产业占 15.18%，第二产业占

25.02%，第三产业占 51.62%。

图 3 喀麦隆风景

在喀麦隆经济中，农业产值所占比重较大。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

农业类产业吸纳了全国约 60%的劳动力，是该国抗击贫困的核心产业。90%的农

村家庭从事农业生产，其中三分之一的人依靠农作物出口为生。

喀麦隆森林资源丰富，总面积约 2250万公顷，在非洲仅次于刚果（金），

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46%，主要分布在东部、南部和中部，其中可开发面积约

1750万公顷，木材蕴藏量达 40亿立方米。

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喀麦隆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

组织有着广泛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各项活动，凭借其法语国家组织、英联邦

和伊斯兰合作组织（OCI）的成员国身份，与英法等欧盟国家和伊斯兰合作组织

成员国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喀麦隆实行外汇管制。作为“中部非洲国家经济货币共同体（CEMAC）”成
员国，喀麦隆在外汇管理方面与其他成员国适用统一政策，政策规定了个人及企

业在外汇兑换方面可享受的便利与需要受到的监管。外汇汇入无特殊监管，银行

对企业接收境外汇款无特别限制（除非汇款方不符合国家或银行的合规要求，例

如汇款方与恐怖主义、洗钱、逃税漏税等行为有关联）。外汇汇出受上述外汇管

理政策的严格监督，政策有条件地允许外汇汇出。

喀麦隆银行业尚处初级发展阶段，且其所在的中部非洲是非洲银行业发展最

为落后的地区之一。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六个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是中部非

洲国家银行，总部设在雅温得。但银行业监管仍属于各国独立管理范畴。其余银



行分为商业银行、专业银行和离岸银行。喀商业银行可进行储蓄、信贷、货币兑

换、投资和买卖证券等金融产品、投资和金融、财富咨询和管理、保险等业务。

其中专业银行只向某行业或领域提供中长期贷款或购买企业股份，离岸银行可在

国外开设分支机构并在法郎区外进行货币交易。喀麦隆现有 13家商业银行，

目前喀麦隆约有 240个部族，主要包括：班图族，半班图族系，苏丹族系，

波尔或富尔贝人，绍阿阿拉伯人。喀麦隆 40％人口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

20％信奉伊斯兰教，40％信奉传统宗教。基督徒主要集中在南部和西部地区，穆

斯林主要集中在西部巴蒙族和北部地区，传统宗教主要在乡间发展。

喀麦隆官方语言为法语和英语，讲法语的居民占 70%，讲英语的占 30%。

全国共有 200多种民族语言，主要有豪萨语（穆斯林）、埃温多语、杜阿拉语，

绝大多数民族语言没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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