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喀麦隆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Cameroon 
 

一、自然人文概况 

（一）自然地理 

1. 地理位置 

喀麦隆位于非洲中西部、几内亚湾的东北。东西坐标为北纬 2°13′和 4°27′，东经

16°11′30″和 8°22′；南北为北纬 1°39′15″和 13°05′，东经 16°3′20″和 14°
5′。西接尼日利亚，东北接乍得，东与中非共和国、刚果（布）为邻，南与加蓬、赤道几

内亚毗连。国土面积 475650 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 466050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9600 平

方公里。海岸线长 354 公里。 
2. 行政区划 

喀麦隆地方行政机构分为省、州、区、县四级。目前，全国划分为 10 个省(province): 极
北省、北部省、阿达马瓦省、东部省、中部省、南部省、滨海省、西部省、西南省、西北省，

58 个州(department 或 division)，268 个区(arrondissement)，54 个县(district)。 
主要城市有：雅温得、杜阿拉、加鲁阿、巴门达、巴富萨姆、恩冈德雷、布埃亚。其中，

雅温得（Yaounde)）是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和交通中心，全国第二大城市；杜

阿拉（Douala）是喀麦隆第一大城市，同时为全国 重要的港口，工商业发达，素有“经济

首都”之称。 

3. 自然资源 
（1）矿产资源   比较丰富，有石油、天然气、铝矾土、金红石、锡、金、钻石、钴、

镍矿等。此外，还蕴藏有铜、锌、铅、云母、铀、白钨、锰等矿产。不过，大部分矿藏尚处

在勘探或筹备开采阶段。 

喀麦隆出产的原油为重油，本国无加工能力，所以主要用于出口。目前，已探明石油储

量约 1.03 亿吨，特许石油开采区 1917 平方公里，许可勘探区 16854 平方公里。铝矾土储量

约 10 亿吨以上，品位在 45％，在非洲仅次于几内亚居第二位。。 
（2）土地资源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2006 年 7 月公布的资料，至 2005 年底，喀麦隆

农业用地 916 万公顷，占土地面积的 19.7%。农业用地包括可耕地面积 596 万公顷、已耕地

面积 120 万公顷、永久草场面积 200 万公顷。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网上统计数据库数据绘制。 

图1  2005年土地资源利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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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森林资源  森林储量为世界第 10 位，森林面积 2300 万公顷，占本国领土面积的

42％，占世界热带森林面积的 11.95％，可采伐林面积为 1740 万公顷，木材蕴藏量达 40 亿

立方米。盛产桃花心木、非洲梧桐等名贵木材。森林产业占整个初级产业的 10％，占国内

生产总值（GDP）的 4％，原木和锯材的出口占喀麦隆出口总额约 25%。 

（4）水力资源  比较丰富，可利用的水力资源达 2080 亿立方米，占世界水力资源的

3%。理论上蕴藏的发电潜能为 29.4 亿兆瓦小时/年（相当于 3.3562 万兆瓦），其中技术上可

行的发电潜能为 11.5 亿兆瓦小时/年（相当于 1.3128 万兆瓦）。① 目前，实际利用的只有约

800 兆瓦。水力资源主要集中在萨纳加河干流。该河上游流经高原山区，多急滩和瀑布，有

巨大的水力发电潜力，已经在埃代阿、松卢卢建有 2 座大坝用于发电，另一座位于萨纳加河

纳赫蒂加尔的大坝正在建设中。喀麦隆已经建成的第三座大坝是位于贝努埃河的拉格都大

坝。此外，洛姆河、韦纳河、恩顿河的以及卡代河都有进行水力发电的潜能。 

4. 季节气候 

喀麦隆紧靠赤道，属于热带气候。一般而言，那里以热、湿为主要气候特征。然而，由 

于受时间、海拔高度和距海远近等因素的影响，南部和北部的气候差异较大。从北到南可以

分为热带干草原、热带草原和热带雨林三种气候类型。北部热带干草原和热带草原西部沿海

和南部地区属典型的赤道雨林气候，终年湿热，往北过渡到热带草原气候。5～10 月为雨季，

11～4 月为旱季。但由于离海远近的差别，有些地方的干、湿季持续的时间不同。例如，在

杜阿拉，湿季长达 7 个多月，降雨超过 4300 毫米，几乎每个月都要下雨，包括干季。但是，

在距大海 864 公里的内地马鲁阿，湿季仅持续 2 到 3 个月，全年降雨量仅有 810 毫米,一年

中可能有五六个月滴雨不降。局部地势变化也很大。例如，德崩扎座落于大西洋沿岸和喀麦

隆山之间。喀麦隆山的位置正对着来自海洋的风，当暖湿的海风沿着山的一侧上升，发生冷

却，在山地的西南坡就会降落大雨。德崩扎年降雨量高达 10000 毫米，成为世界著名的第二

个降雨 多的地点，附近的伊桑戈年平均降雨量也达 8650 毫米。这两个地方均位于喀麦隆

山山麓的西南坡上。 

不仅海拔高度对降雨量有影响，而且海拔高度对气温变化也有明显作用。距海的远近、

云层薄厚、降雨量的大小都对日平均气温、昼夜温差有不同影响。这些因素导致地区、局部

的气温有相当的变化。布埃亚，近海、海拔 900 米，年平均温度 20°C；杜阿拉，也靠近海

边，海拔高度接近海平面，年平均温度 26°C；巴门达，靠近内地，海拔高度提升，年平均

气温 19°C；马鲁阿，更加靠近内地，海拔较低，年平均气温 28°C。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哈马

丹的干燥风。哈马丹风从北向南刮过广阔的撒哈拉沙漠，挟带着细粒沙尘，长驱直下，横扫

全国。这种季风尤其对北部地区影响强烈，持续的时间也长。它在北部要连续吹上 9 个月（10

月至次年 6 月），在南部约为 6 个月（11 月至次年 4 月）。除了在河谷和沿水路的地方有些

绿色植物外，草类被烈日晒得枯萎，大地一片焦黄，景象萧条。小溪干涸，大河和支流得水

量也趋于减少。有些地方的地表几乎寸草不生。在北方，由于空气中含有微小沙粒组成的浓

密尘埃，能见度非常差，天气通常非常干燥，致使人们的嘴唇、脚以及其他部分的皮肤发生

开裂；早晨和夜间往往很冷，到了白天又热浪逼人，从南向北走，白天的温度可由 26.6°C
增至 32°C

                                                       

以上。 

  （二） 居民与宗教 

1. 人口 

2008 年全国人口 1910 万，年均增长率 2.3％。城市人口占 62％，主要集中在雅温得、

杜阿拉、巴富萨姆等大中城市，农村人口占 38％。0-14 岁人口占 41.2%、 15-64 岁人口占

55.5%，65 岁以上人口占 3.2% 。男性人口预期寿命为 50 岁，女性 51 岁。 
 

① International Small-Hydro 
Atlas,Cameroon.see:http://www.small-hydro.com/index.cfm?Fuseaction=countries.country&Country_ID=122, 
August 2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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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喀麦隆人口及人口增长率 

 2003a 2004a 2005a 2006a 2007a 2008a 2009b

人口（百万） 17.0 17.4 17.8 18.2 18.7 19.1 19.9 

人口增长率 (%) 2.3 2.3 2.3 2.4 2.3 2.3 2.3 

数据来源：EIU, Country Risk Service---Cameroon, May 2010, p.10. 
注释：a 为实际数据，b 为估计数据。 

 

2. 民族 

地处非洲中心并易于同四周交往的喀麦隆，其部族分布是在历史上诸多部族的迁徙中形 
成的，不仅种类多，相互交错，而且关系也很复杂。据估计，目前喀麦隆大约有 230～282
个部族,主要有: （1）班图族系：包括俾格米、贝蒂、巴萨、杜阿拉、杨巴萨等，分布在南

方省、滨海省、西南省、中部省、东部省等。（2）半班图族系：包括巴米累克、巴穆恩、巴

利等，主要分布在西部省和西北省。（3）苏丹族系：包括穆恩当、杜布利、卡伯西利等，主

要分布在阿达马瓦省、北部省和极北省。 （4）波尔或富尔贝人，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5）
绍阿阿拉伯人，主要分布在乍得湖盆地。这些部族都有各自的语言和习惯，而且差别较大。 

3. 语言 

喀麦隆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个国家同时使用两种官方语言的国家之一，而这两种语

言都不是当地的民族语，法语和英语为官方语言。英语使用于西喀麦隆，面积占全国的 1/10，

人口占全国的 1/5；其他地区使用法语，实际上法语占主导地位。但近年来，英语使用范围

在扩大。喀麦隆还有 286 种民族语言，但均无文字。其中 279 种为使用中语言，3 种语言为

已经没有讲母语的人，4 种语言已经绝迹。① 在喀麦隆南部，民族语言——芳语、杜阿拉语

也被广泛使用；在喀麦隆中部，各族除母语外，广泛通用巴米累克语、豪萨语，尤其是富拉

语。 

    4. 宗教 

喀麦隆是一个宗教多元化的国家。在欧洲殖民者入侵喀麦隆之前，喀麦隆人多信仰传统

宗教和伊斯兰教。但随着殖民者对喀麦隆统治的渗透，以天主教、新教为主体的基督教逐渐

为大多数居民所接受。据相关统计，目前全国居民中有 40%的人口信奉传统宗教，20%的人

信奉伊斯兰教，40%人口信奉天主教、基督教新教。 

 
二、 政治 

  （一） 政治体制 
1. 国家简史 
公元 5 世纪起外来部族大量迁入，并先后形成一些部落王国和部落联盟。1884 年沦为

德国的“保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喀东、西部分别被法、英军队占领。1922 年国际

联盟将东、西喀麦隆分交法、英“委任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将东、西喀分交

法、英“托管”。1960 年 1 月 1 日法托管区根据联合国决议独立,成立喀麦隆共和国,阿赫

马杜·阿希乔出任总统。 

2. 政治体制沿革 
1961 年 2 月，英托管区北部和南部分别举行公民投票，6 月 1 日北部并入尼日利亚，

                                                        
① http://www.ethnologue.com/show_country.asp?name=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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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 日南部与喀麦隆共和国合并，组成喀麦隆联邦共和国。1972 年 5 月 20 日，喀麦隆公

民投票通过新宪法,取消联邦制,成立中央集权的喀麦隆联合共和国。1982 年 11 月阿希乔辞

职,保罗·比亚继任总统。1984 年 1 月改国名为喀麦隆共和国。1990 年 12 月实行多党总统

制至今。 
3. 现行政治体制 
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 高统帅，有权任免总理和根据总理的建议任

命政府其他成员，颁布法律和法令，必要时可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宣布紧急状态，主持 高

国防会议、 高司法会议和部际有关国际关系问题的会议。2008 年 4 月，喀麦隆国民议会

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对总统任期次数的限制。经宪法委员会确定总统因死亡、

辞职或其他永久性故障而缺位时，新总统的选举必须在总统缺位后 20 天至 120 天以内进行。

总理是政府首脑，领导政府工作，负责执行法律，行使制定规章权，任命行政官员。立法权

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组成的两院制议会行使。国民议会每年召开３次例会，主要讨论和批准

国家年度财政预算，审议和通过法律草案。议员直接普选产生，任期 5 年。 
4.政局走向 
比亚总统执政 28 年以来，实行“民族复兴”纲领，主张“民主化和民族融合”，政局

长期稳定。但由于总统年事已高，接班人选至今不明确，未来围绕着领导权的争斗，可能激

化部族矛盾、导致政党分裂甚至危及国家稳定。喀麦隆政局的不确定因素也将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逐步增多。喀麦隆虽为多党制民主国家，但是人民民主联盟长期执政，存在任用亲信、

贪污腐化盛行问题。另外，喀麦隆贫困化的加剧及失业等社会问题引发的工人罢工、学生示

威活动等影响社会安定的事件时有发生。 

（二）国家机构 
1. 立法制度 
宪法规定,立法权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组成的两院制议会行使。目前,参议院尚未成立。

国民议会由 180 名议员组成，任期 5 年，可连选连任，议会每年召开 3 次会议，在议会拥有

14 个或以上席位的党可组成议会党团。议会设立宪法和法律、外交事务、文教和社会事务、

生产和城市规划、提案和诉讼 6 个专门委员会。目前 180 名议员来自 5 个政党，其中人民盟

占 153 席，社会民主阵线 16 席。 国民议会设议长 1名、副议长 6名。议长：卡瓦耶·耶格·贾

布里勒(Cavaye Yeguie DJIBRIL)，人民盟成员。 

2. 司法体制 

司法权由 高法院、上诉法院、各级法庭行使。总统任命法官。 高司法会议协助总

统工作。 高法院院长阿列克西·迪邦达·姆埃尔(Alexis DIPANDA MOUELLE)，总检察长马

丁·利苏克·穆隆 (Martin RISSOUCK MOULONG)。 

3. 现任政府 
本届政府于 2006 年 9 月 22 日组成，2009 年 6 月 30 日改组。包括总理 1 人、副总理

2 人、国务部长 2 人、部长 29 人、部长级代表 8 人和国务秘书 10 人。 
  （三） 政党情况 

1． 现行政党概况 
喀麦隆实行多党制，共有 250 个政党，主要有：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社会民主阵线、

全面民主进步同盟、喀麦隆民主联盟、保卫共和国运动、喀麦隆人民联盟、喀麦隆争取自由

和发展运动，等等。 

2. 执政党情况 
（1）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du Peuple Camerounais -.RDPC)：

前身是喀麦隆民族联盟,1966 年 9 月 1 日成立,1985 年 3 月 24 日改称现名。现有党员 200

多万。1990 年 12 月前为唯一合法政党和执政党。总目标是建立一个以严格、讲道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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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主以及保证人民充分发展为基础的“集体自由主义社会”。恪守的信条是“团结、进步、

民主”。当前的任务是促进全国的团结和统一,发展经济和文化,反对部族主义和宗教特权。

1990 年 6 月和 1996 年 12 月,人民盟分别举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选举产

生了党的领导机构。2006 年 7 月，人民盟召开第三次全国特别代表大会，比亚总统再次当

选党主席，任期 5 年。2007 年 4 月，比亚总统改组了人民盟中央和地方领导机构。在国民

议会中占有 153 席。总书记：萨迪·勒内(Sadi RENE)。  

（2）全国民主进步联盟(Union Nationale pour la Démocratie et le Progrès - UNDP)：1990

年 5 月成立,1991 年 3 月 25 日被批准为合法政党。该党在北方穆斯林居住地区影响较大，

领导层中有不少人为前总统阿希乔的支持者。强调该国是公民的国家，支持民族团结和统一，

反对分裂。主张经济自由化和地方分权，赞成严格执行经济结构调整计划。1997 年曾与社

民阵联手抵制总统选举。1998 年 1 月与人民盟达成“政府共同纲领”后加入政府，成为参

政党。在国民议会中占 6 席。党主席贝洛·布巴·迈加里（Bello Buba Maïgari）现任邮电

国务部长。  

（3）喀麦隆人民联盟(Union des Populations du Cameroun - UPC.)：成立于 1948 年 4 月,

曾为喀独立作出过贡献。因从事反殖斗争,1955 年被法国殖民当局取缔。喀独立后于 1960

年 2 月 25 日成为合法政党。1966 年 9 月,前总统阿希乔宣布实行一党制后,该联盟被解散,

其领导人大多流亡国外。喀实行多党制后,该联盟即恢复活动,于 1991 年 2 月 12 日取得合法

地位。该联盟主张加速国家民主变革,鼓励政治自由化,广施民主,分散经济管理权,减少国家

干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立一个在团结和互相补充基础上的社会。该党多次发生分裂，形

成以总书记奥古斯坦·科多克(Augustin KODOCK)、主席恩代·恩图马扎(Ndeh NTUMAZAH)

以及亨利·奥科贝·恩朗（HenriHOGBENLEND）为首的三派。2000 年 1 月前两派宣布和解。

目前该党在国民议会中无席位。  

3. 主要反对党 

社会民主阵线(Social Democratic Front--SDF)：1990 年 5 月 26 日成立。1991 年 3 月 1 日

成为合法政党，现是该国 大激进反对党,社会党国际成员。以“民主、正义、发展”为口

号，宣称以和平手段实现政权交替是该党的责任和义务，主张恢复联邦制。曾抵制 1992 年

的立法选举和 1997 年的总统选举，在西部英语区和巴米累克人中影响较大。2006 年 5 月，

该党正式分裂为两派，分别拥护让·弗吕·恩迪(John Fru NDI)和贝尔纳·米纳（Bernard 

Muna）为党主席。在国民议会中占 16 席。 

4. 人物介绍 

（1）保罗·比亚（Paul Biya）  共和国总统、国家元首、全国武装力量 高统帅、人

民盟全国主席。1933 年 2 月 13 日生于南部省贾埃洛博州。1956 至 1962 年先后在法国路

易·勒·克昂公立中学、巴黎大学、海外高等研究学院等攻读法律和政治学,1960 年获国际

公法学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总统府特派员、国民教育、青年和文化部长办公室主任、总统府

秘书长兼民事办公室主任、总统府国务部长级秘书长等职。1975 年 6 月出任政府总理。1982

年 11 月任共和国总统至今。1975 年 2 月当选为喀麦隆民族联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83 年

9 月任全国主席。1985 年 3 月任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全国主席,1990、1995 年和 2001 年三

次连任。1987 年、1993 年和 2003 年三次访华，2006 年 11 月率团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已婚，多子女。 

（2）伊诺尼·埃弗兰（Inoni Ephraim）  2004 年 12 月 8 日起担任喀麦隆政府总理、

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成员、中央委员。伊诺尼•埃弗兰 1947 年 8 月 16 日生于西南省林贝市，

萨瓦族。中学毕业后，于 1971 年至 1977 年就读于喀麦隆国家行政司法学院。1978 年至

1982 年历任西北省财政局账务处处长、西北省财政局长、杜阿拉市财政局长，1981 年后兼

任国家电力公司、喀麦隆银行等董事。1982 年至 1984 年任驻美国使馆财务负责人，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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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东南大学进修商务和公共管理专业，获硕士学位。回国后，1984 年至 1988 年 2
月任财政部工资管理司司长。1988 年 5 月至 1992 年 11 月任财政部国务秘书。1992 年 11
月至 2004 年 12 月任总统府副秘书长兼喀麦隆渣打银行董事长。 

（3）杨•菲莱蒙（YANG Philémon）  2009 年 6 月 30 日新任政府总理。生于 1947 年 6

月 14 日，来自西北部大区。接受完初等和中等教育后，进入雅温得大学法律与经济学系学

习。杨•菲莱蒙仕途晋升很快，获得喀麦隆国家行政与司法学院文凭后，于 1975 年 1 月进入

布亚上诉法院担任检察官。1975 年 6 月 30 日进入喀麦隆政府工作，担任领土管理副部长一

职。1978 年 5 月 2 日被任命为喀麦隆畜牧与畜产工业部部长。1984 年 2 月 4 日，杨•菲莱蒙

辞去政府职务。仅休息了 8 个月后，1984 年 10 月 23 日他就被任命为喀麦隆驻北美国家大

使，常驻加拿大。由于喀麦隆加入英联邦国家联盟，1995 年杨•菲莱蒙所任职位名称发生变

化，由大使改为喀麦隆派驻加拿大 高专员。但这并未影响他漫长的外交官生涯，他在加拿

大常驻了 20 年，当中 10 年任派驻加拿大使团团长，1999 年担任喀麦隆驻加拿大 高专员。

2004 年 12 月，杨•菲莱蒙回国被任命为喀麦隆总统府副秘书长，经常陪同喀麦隆总统保罗•

比亚出访。他 61 岁时就任喀麦隆航空公司董事会主席。 
 
三、 经济 

  （一） 经济发展概述 

1. 现行经济体制 

喀麦隆是中部非洲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国内生产总值占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

体成员国的50%。独立后实行“有计划的自由主义”、“自主自为平衡发展”和“绿色革命”

等经济政策,国民经济发展较快，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增长率曾达到两位数，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曾达到1200美元。1985年后,由于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及自身经济政策失误，经济

陷入困难。喀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收效甚微，曾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四期结构调整

计划均未完成。1994年非郎贬值后，喀麦隆抓住机遇，经济开始好转，通货膨胀得到控制，

外贸结构改善,工农业增产，财政收入大幅增加。2000年，喀顺利完成第五期结调计划，并

被批准加入“重债穷国”减债计划。2000年-2003年，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助下实施第

二个“减贫促增长”计划。 

2. 近五年宏观经济发展 

进入 21 世纪以来，喀麦隆经济一直保持正增长，年均增速维持在 2%－4%，增长速度在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处于中上水平，通货膨胀控制在 2%-5%左右。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

融危机对喀麦隆经济影响较大。尽管喀麦隆金融体系一直在全力抵抗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由

于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价格大幅下挫，导致喀麦隆木材、铝矿、棉花和橡胶等产品的出口额不

断减少。经济发展活力的减缓导致海关和税收收入减少，就业也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外国

直接投资出现延迟，贷款额也不断缩水，喀麦隆各大型项目的上马时间遭到推迟。与 2008

年相比，2009 年喀麦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有所衰退。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数据显示，2009

年喀麦隆经济增长率从 2008 年的 3.3%下降到 0.9%。 

表 2：2005～2009 年喀麦隆主要经济表现指标 

主要指标
① 2005a 2006a 2007a 2008b 2009b 2010b 2011b

国内生产总值亿美元） 165.9 179.5 206.8 239.0 232.9 240.4 258.9 

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

（%） 2.3 3.2 3.5 3.3 0.9 

2.5 2.5 

                                                        
① 单位：美元 （表内数值除特别注明外，均采用市场平均价格、年平均值计算）， 对外贸易额采用FOB价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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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美元) 1956 2037 2120 2186 2183 2217 2224 

通胀率（%）（年平均） 2.0 5.1 0.9 5.3 2.1 3.0 2.7 

对外贸易（亿美元） 61.6 70.3 91.8 113.4 80.4 87.8 90.0 

出口 32.7 38.5 49.6 59.4 35.9 41.7 40.8 

进口 28.9 31.8 42.2 54.0 44.5 46.1 49.2 

外汇储备（亿美元） 9.49 17.2 29.1 30.9 39.1 39.0 38.7 

外债（亿美元） 72.6 32.3 29.5 27.9 31.6 33.1 34.3 

汇率（中非法郎/美元） 527 523 479 448 472 483 471 

数据来源：EIU，Country Risk Service—Cameroon, May 2010，a 为实际值；b 为估计值。 

 

图 2 ：2005-2011 年喀麦隆经济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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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0 年喀麦隆经济，2010 年喀麦隆经济将好于 2009 年。根据 2010 年喀麦隆政府

预算数据，2010 年国民经济增长率预计为 3.9%，通货膨胀率为 3%，财政赤字为 3100 亿非

郎，其中国内赤字 2000 亿非郎，国外借款 1100 亿非郎。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EIU）的数

据显示，2009 年喀麦隆经济将增长 2.5%，除外债外的宏观经济指标（通货膨胀、对外贸易

和外汇储备）均好于 2009 年。 

3. 产业结构 

2009年，喀麦隆三大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是：农业20.5%，工业30.59%，第

三产业49.2%。 

（1）农业  喀麦隆是个农业国，经济以农业为主，但 90％为小农经济，10%为国营和

私营种植园。粮食作物主要有木薯、玉米、小米、高粱、稻谷、豆类等，粮食基本能够自给

自足。经济作物有橡胶、香蕉、蔗糖、咖啡、可可、棕榈、木材、棉花等，其中咖啡和可可

产值占喀麦隆国内生产总值的 1.5%、初级产品市场的 4%以及出口及加工农产品的 1/3，有

40 万个家庭主要依靠咖啡和可可谋生。 

（2）工业  喀麦隆独立后注重发展工业，已形成一定基础和规模。但是，主要集中在

采掘工业、能源工业、资源产品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食品工业和日常生活用品工业等。

机械设备、车辆、拖拉机、各种仪器、家用电器及其他产品制造工业薄弱，有些甚至是空白，

工业产品主要依赖进口。 

由于矿藏资源、森林资源和水力资源丰富，除石油领域外，主要产业还包括矿产开发，

电信产业、热带农业和林业开发等。主要部门有采矿、农产品加工、炼油、建材、电力、纺

织、服装、锯木、造纸等。木材、原油等是重要出口物资。 

石油  石油储量约 2.15 亿桶亿吨，集中在西南省的里奥-德尔雷。经过 20 多年的开发，

已进入后期开采阶段。尽管 1995 年政府为吸引外资，加速石油开采，重新修订与外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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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开采石油的有关条款，导致世界各大石油公司纷纷加入，但石油产量并未得到明显提

高。2005 年原油产量从 2001 年的 550 万吨降到 410 万吨。值得欣慰的是，2006 年在石油

产量下降十年后，喀麦隆的石油日产量提升到 87400 桶，而且尼日利亚交还的巴卡西半岛

也蕴藏着大量的石油，为此，喀麦隆的原油产量又具备了上升的空间。 

喀麦隆的矿产资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品种繁多，已探明的矿产有铝、钴、铜、锡、铁、

锰、镍、钛、铀、锌、钻石和蓝宝石等等，矿产开发已成为喀麦隆 吸引外国投资的产业。

喀麦隆政府长期对以铝钒土矿开采和铝生产为中心的矿产开发产业采取鼓励性政策。 近，

由喀麦隆国营 Aluminia 公司、美国 Hydromine Inc.公司、迪拜（DUBAL）公司和印度 Aditya 

Birla 集团下属的 Hindalco 公司共同组成了生产联合体，计划对喀麦隆阿玛杜阿地区的米

尼姆-玛塔普（Minim-Martap）和恩冈达尔（Ngaoundal）两地铝钒土矿进行联合开采，生产

联合体的年开采能力预计为 300 万吨。该开采计划总投资高达 60 亿美元，在计划框架内还

包括兴建一条由埃代阿至克里比的铁路，一座深水码头和一个铝钒土精炼厂等内容。 

在冶铝工业方面，喀麦隆积极推动喀麦隆铝业公司扩产计划，该计划由喀麦隆铝业公司

和加拿大力拓集团合作实施，内容包括兴建两座新的铝冶炼厂，计划 2013 年建成投产，两

座铝厂的年生产能力分别为80万-120万吨和220万-300万吨。该计划的实施还将刺激铁路、

桥梁和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 

（3）服务业  以旅游业为主。2005 年，旅游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 2.43%。 

喀麦隆旅游资源丰富，有“微型非洲”的美誉。自然风光旖旎，人文景观迷人。闻名遐

迩的北方“瓦扎国家公园”，林木葱茏，水草丰美，众多珍禽异兽在这里繁衍生息；东部省

的原始森林，广袤苍莽，空气清新，环境静谧，林中猴子攀树觅果，小鸟啁啾枝头；南方著

名的海滨城市克里比，椰林随风摇曳，海水轻吻金色沙滩，让人流连忘返；洛贝河瀑布直泻

大西洋，风光绚丽；班琼部落有雕梁画栋的传统建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文化遗

产的巴蒙酋长国更是充满着神秘色彩，令人神往。然而，喀麦隆的旅游资源大多处于未开发

状态。 

2007 年，全国共有 120 多处旅游景点，但仅开放 60 多处接待游客。1998 年颁布的法令

曾一度促进了酒店行业的发展，为喀麦隆带来了 300 多家酒店，其中五星级酒店 3 家，四星

级酒店 5 家，三星级酒店 37 家，二星级酒店 84 家，一星级酒店 172 家，共有单间 9635 个，

标准间 169 个，套房 288 个，床位总数达 24600 个。2001 年，旅游业增加值为 1470.2 亿非

郎，2002 年为 1426.4 亿非郎，2003 年为 1796.2 亿非郎，2004 年为 1748.9 亿非郎，2005

年为 1926.2 亿非郎。  

（二） 基础设施 

1. 交通运输 

⑴ 公路运输  公路运输比较发达，拥有公路总里程 50000 公里，其中 34000 公里由喀

麦隆公共工程部负责，约 4000 公里为优等沥青路。34000 公里的国有公路共分为 4个级别：

国家公路，7241 公里；省级公路，5841 公里；州级公路，8075 公里；乡间小路，12843 公

里。 

⑵ 铁路运输  全国铁路总长 1173 公里，采用一米宽窄轨。主要有 3 条铁路干线，以首

都雅温得为中心通向北部、西部和西南部：雅温得至恩冈德雷、雅温得至杜阿拉、杜阿拉至

恩康桑巴。其中，雅温得至恩冈德雷的南北干线是法语黑非洲国家中第二条大铁路，全长

625 公里。虽然，目前的 3 条铁路干线在国内货运和客运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发挥

着连接喀麦隆北部与邻国乍得、中非共和国贸易往来的职能，但是铁路布局稀疏且不能覆盖

全境，许多重要的地区还没通铁路。例如，喀麦隆的铝矾土矿储藏在北部省，而位于滨海省

的埃代阿的炼铝厂因为没有与北部省连接的铁路线，所需铝矾土矿石只能通过海运从几内亚

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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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铁路运输公司负责经营国内的客运和货物运输，1999 年喀麦隆铁路运输公司私

有化，被由法国萨加（SAGA）和南非的科马扎（COMAZAR）组成的一家国际公司接管。在为

期20年的特许经营权内，该公司计划投资1.59亿美元用于全部铁路和运输设备的更新。2002

年喀麦隆铁路公司宣布，2003～2007 年投资 5600 亿美元用于更新 63 公里的铁轨和维修另

外 200 公里的铁轨。该公司已经在火车头、车厢及铁路运营安全方面进行投资。据统计，

1998/1999 年喀麦隆铁路货运密度为 9.16 亿吨/公里，年客运密度为 3.11 亿人/公里。
①

⑶ 航空运输  全国有 15 个机场，其中杜阿拉、雅温得—恩西马朗、加鲁阿为三大国际

机场。现有波音 767 飞机 1 架，波音 737 飞机 3 架和若干其它型号飞机。有定期航班飞往法

国等欧洲国家和西非、东非和南部非洲十多个国家。喀麦隆航空公司为国有航空公司，自

1972 年开始垄断经营国内航线并提供国际航线服务。1980～1981 年客运量为 60 万人次，货

运量 15 万吨。然而，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经营状态，负债高达 1亿美元，

终导致公司破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喀麦隆政府将该公司清算，但是喀麦隆政府出于

国家声誉的考虑，拒绝该公司停止运营。2000 年 6 月，喀麦隆航空公司在政府的资助下，

重新雇佣高级管理人员，重组飞行队伍，保持定期飞行。1999 年 11 月开始运营的喀麦隆全

国航空公司为外国投资的私有企业，有 5 架小型飞机，现已开设国内定期航班，并计划开通

连结周边国家重要城市的国际航线。此外，喀麦隆还有 3 家仅从事包机业务的小型航空公司。

据联合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 年航空客运量为 29.3 万人次，年客运密度 5.97 亿人次/公里，

年货运密度为 1.06 亿吨/公里。
②

⑷水路运输  喀麦隆目前有 4 个港口：杜阿拉、林贝、克里比 3 个海港和加鲁阿内陆河

港。加鲁阿港为季节港，每年 8－9 月份为运输期。林贝和克里比港规模较小，年吞吐量分

别为 20 万吨和 50 万吨。杜阿拉港年吞吐量占喀麦隆进出口商品的 95%以上。  

杜阿拉港位于距大西洋 50 公里的五里河港湾口，地理位置优越，是中非地区的重要港

口，是中非共和国、乍得等内陆国进出口商品的转运港。港口堤岸长达 10 公里，沿河马路

长 20 公里，铁路线长 25 公里。港口面积约 1000 公顷，其中，已开发使用面积为 400 公顷。

港口有 10 个不同的码头（码头吃水线为 6.5 米左右），13 个具备双向通车的仓库，沿商业

港口有 3 个货仓区，区内有 1 个工业区。港口吞吐量可达 750 万吨，存货量容量为 100 万吨。 

2. 水电设施 

喀麦隆的电力生产包括水电和热电，现有总装机 9.33 亿瓦，其中水电装机 7.21 亿瓦，

热电装机 2.12 亿瓦，年实际电力生产能力 6.65 亿瓦，难以满足工农业生产对电力的需求，

缺口约为 3000 万瓦。 

喀麦隆水力资源丰富，水电总蕴藏量达 55.2 GW, 可开发水电资源达 2040 亿千瓦/年，

在非洲仅次于刚果（金）。由于水电资源开发严重滞后，喀麦隆全国 1.3 万个村庄中仅有 2300

个有电力供应。为扭转这一局面，喀麦隆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希望至 2020 年为中

非地区电力市场输送电力 50 亿瓦，一跃成为非洲地区 大的电力出口国之一。喀麦隆能源

水资源部与多个机构自 2009 年开始在喀西南大区合作实施的总投资达 90 亿中非法郎的“农

村边远地区发展电力供应计划”将帮助当地 14.3 万居民获得电力供应。在水电生产方面，

喀麦隆目前在萨纳加河上拥有 3 座水坝和两个水电厂，喀麦隆政府计划通过与喀麦隆铝业公

司和喀麦隆电力公司进行合作修建第 4 座水坝和纳齐提加（Nachtigal）水电厂，新建水电

项目将主要用于保证喀麦隆铝业公司提高生产能力的电力需求，项目预计总投资达 6500 亿

中非法郎。 

3. 邮电通讯 

喀麦隆电话网络稀疏，据联合国《2004 人类发展报告》显示，每千人拥有电话数从 1990

                                                        
①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n 2005, 34th Edition , Europa Publications Sept. 2004, p. 181. 
②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n 2005, 34th Edition , Europa Publications Sept. 2004, p.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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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3 台增加到 2002 年的 7 台，增长速度缓慢。目前，喀麦隆有固话和移动运营商 3 家，

其中国有的喀麦隆电信提供固话业务，共有 103 万个电话用户，总装机能力为 13.46 万门，

远远不能满足国内需求；2003 年以来，固定电话容量的不足和较差的客服水平催生了移动

电话业务的迅速发展。移动电话用户从 2000 年的 13.5 万增长到 2007 年的 453.6 万部。南

非的 MTN 公司和法国的 Orange 公司提供移动通信服务，两家公司几乎各占一半市场份额。

南非的 MTN 公司，于 2000 年 3 月以 6500 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喀麦隆移动通信公司（喀麦隆

电信公司的附属公司）；法国 Orange 公司是 1999 年法国电信公司通过向喀麦隆政府缴纳

1.66 亿美元的转让费成立的私人移动通信公司。截至 2007 年底，喀麦隆的互联网用户 68.9

万。 

    （三） 财政与金融 

1. 国家财政 

长期以来，喀麦隆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石油出口收入、税收和外国赠款、贷款等财政支

持。财政开支主要用于工资和薪金、资本开支和债务的还本付息。2002 年以来，喀麦隆的

财政开支大体保持盈余状况。特别是 2005 年以来，财政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财政盈余占 GDP

的比重增加，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减少。然而，金融危机蔓延的 2009 年，喀麦

隆财政收入因出口收入下降而减少，政府为应对危机而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导致 2009 年财

政余额转为赤字（538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0.5%。 

 

表 3： 2005-2009 年喀麦隆财政收支统计     （单位:亿非洲法郎,%）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财政收入 15900 19210 19850 22140 18952

财政支出 12780 13660 15420 19080 19490

财政余额 3120 5550 4430 3060 -538

财政余额/GDP 3.6 5.9 4.5 2.9 -0.5

政府公债 42907 20598 17115 15145 16427

政府公债/GDP 49.0 21.9 17.3 14.2 14.9

资料来源：英国 EIU《喀麦隆国家风险报告》2010 年 5 月，第 17 页。 

 

2009 年底，喀麦隆政府 2010 年财政预算出台，尽管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喀麦隆

的财政收入带领一定影响，喀麦隆政府振兴经济，减少贫困，促进经济发展的决心没变，2010

年喀麦隆政府财政预算支出达 25700 亿非郎，比 2009 年度财政预算增长 11.7%。经常项目

支出占 59.4%，资本支出占 26.4%，偿还债务占 14.3%。2010 年预算的一大特点是公共部门

薪水增长 9.8%，主要用于教育、卫生、农业和军事部门新招募的人员工资。
①
另外，一批大

型建设项目的上马成为喀麦隆政府 2010 年财政预算的一个亮点。在这些项目当中，隆潘卡

尔大坝、蔓维莱水电站、克里比深水港和杜阿拉五里河二号桥等项目在解决能源供应短缺，

推动可持续发展，改善商业环境和实现国家远景发展目标等方面对喀麦隆具有重大意义。 

2. 税收制度 

喀麦隆实行属地税制。在喀麦隆经营的公司，需要交纳以下几种税项： 

（1）公司税（L'Impôt sur les Sociétés）征收对象包括：股份制公司 (包括股份有

限公司和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社和其联盟；享受财务自治的国家机构；所有从

事赢利经营或进行赢利性操作的法人。 

在喀麦隆，公司经营或已完成国际协议内（1976 年 10 月 21 日法国和喀麦隆签署的税

收协议 la convention fiscale）规定的相关活动，而产生的利润，需要被征收公司税。税
                                                        
①EIU, Country Report—Cameroon, December 2009，pag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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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财务年度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0 日。但是，在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间开始的商业活动，

可在之后一个财务年度结束后计算。公司税按照两种不同方式结算：对于保险公司和分保公

司，按截至 12 月 31 日的财务盈利的 35%征收；对于其它公司，按营业额的 1%征收。 

（2）在此税费的基础上，再增加市镇资产附加税（les centimes additionnels 

communaux）（本金的 10%），即总计如下：财务盈利的 38%；营业额的 1.1%。  

（3）增值税（TVA : La Taxe sur la Valeur Ajoutée），增值税的标准税率为 19.25%。 

3. 货币金融 

（1）货币名称及外汇管制  喀麦隆的货币名称是中部非洲金融合作法郎(FCFA，简称

中非法郎)，实行与欧元挂钩的固定比价，1 欧元=655.957 中非法郎。2009 年 12 月 31 日 1
美元＝455 中非法郎。 

喀麦隆实行外汇管制。在《中非经济货币共同体国家外汇管理一体化条款》中规定：其

一，关于对外汇交易管理：欧元以外的其他外汇牌价依据欧元和非洲法郎的固定比价以及这

些外汇与欧元在交易市场上的比价确定。用法郎区货币在指定银行兑换外汇和旅行支票，外

汇现钞交易（手工操作）的银行手续费不超过 4%。其他外汇则为 10%，其中不包括营业税和

其他的特别税。高于 100 万非郎的兑换业务应在指定银行（如美国渣打银行）进行。在共同

体内部资金可自由转移，转帐手续费不超过 0.25%，不包括营业税及其他特别税。 可自由

向国外转帐，转帐手续费不超过 0.5%，不包括营业税及其他特别税。其二，关于对外汇帐

户管理：当地居民的外汇帐户:共同体各成员国不允许其居民开设外汇帐户。但有关国家的

财政部在征得中非国家银行同意的情况下可特别批准一些当地法人开设外币帐户。非当地居

民帐户:非当地居民在共同体内可自由开设本、外币帐户。 

（2）金融体系及主要银行  喀麦隆政府通过金融自由化和改善监管结构等措施对银行

系统进行改革。2000 年 1 月，政府将其 主要的国有银行—喀麦隆国际储蓄贷款银行私有

化。目前，喀麦隆的金融体系由中部非洲国家银行（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

构组成。银行体系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全国共有 10 家商业银行、730 家储蓄和信贷合作社。

此外还有社会保险银行、国家投资公司、负责管理公共债务的债务自治银行等非商业银行或

非银行金融机构。2003 年 4 月 28 日，由政府和私人商业银行合资兴办的杜阿拉证券交易所

正式开业。喀麦隆政府向该交易所提供了 12 亿非洲法郎（2100 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证券

交易所和保险机构等金融中介发展严重滞后。 

中部非洲国家银行（BEAC）成立于 1972 年，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责，总部设在喀麦隆的

首都雅温得。喀麦隆的货币、信贷和外汇政策均由法国财政部会商中部非洲国家银行后制定。        

喀麦隆现有的 10 家商业银行总体经营状况良好，有支付能力并能赢利。然而，银行资

产非常集中，喀麦隆国际储蓄贷款银行、喀麦隆联合银行和喀麦隆里昂信贷银行的存贷款占

全部存贷款的 60%以上。据 2008 年 10 月《非洲商业》杂志介绍，在非洲大陆前 100 家的银

行中，喀麦隆占据 3 家，这表明喀麦隆银行位置虽然并非靠前，但是喀麦隆的银行业在非洲

银行界已经浮出水面。这 3 家银行在中部非洲拥有数十亿的美元，也算得上是次区域的经济

大户。这 3 家喀麦隆银行分别是： 喀麦隆银行总公司（SGBC）排在第 74 位，2007 年度资

产负债表结算到 12 月份，总资产 9.77 亿美元； 国际储蓄贷款银行（BICEC）排在第 84 位，

2007 年度资产负债表负债表结算到 12 月份，总资产 9.87 亿美元；阿菲利兰首席银行排在

第 92 位，资产负债表结算截止到 2006 年度 12 月份，总资产达到 6.42 亿美元。 

目前，喀麦隆国内尚未设立中资银行，但诸如渣打银行、花旗银行、西联汇款（Western 

Union）等较为知名的跨国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在喀麦隆的杜阿拉、雅温得等大城市设有分

支机构。 

  （四） 对外经济关系 

1. 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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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 2008/2009 年度国内市场大小排名，喀麦隆排名第 81 位，市

场规模狭小，对外依赖性严重。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2008 年出口创汇对

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 21.6%。喀麦隆多年来一直实行贸易开放政策，大力推进贸易自由

化，减少国家干预和控制，放松贸易管制，同时增强海关监管和内部管理，引进瑞士通用商

检公司（SGS）加强商品检验，努力增加海关收入。喀麦隆强调贸易伙伴多样化，同 1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与 30 多个国家签有贸易协定。 
近年来，喀麦隆对外贸易发展迅速。2005-2008 年，喀麦隆进出口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且出口额一直高于进口额，使得喀麦隆长期保持贸易顺差状态。2008 年出口达 59.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9.8%；进口 5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贸易顺差 5.4 亿美元。受国际金融危机的

拖累，2009 年喀麦隆出口木材、铝矿、棉花和橡胶等产品的创汇不断减少，与此同时，进

口也出现明显下降。据EIU估计，2009年喀麦隆进出口额的增长率分别下降17.6%%和 39.6%，

由于出口降速明显，喀麦隆出现逆差达 8.6 亿美元。 

喀麦隆的外汇储备从 1998 年开始一直处于增长态势，截止 2008 年底，喀麦隆外汇储备

达到 30.86 亿美元，可满足 4.4 个月的进口付汇需求。 

图 3：2005-2011 年喀麦隆对外进出口贸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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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EIU, Country Risk Service—Cameroon ,May 2010，2005-2008 年为实际值，2009 年为估

计值，2010-2011 年为预测值。 

 

喀麦隆的出口以初级农产品和矿物为主。2008 年喀麦隆的出口以石油（占 45.6%）、木

材（8.7%）、可可及制品（6.5%）、棉花（1.7%）为主;喀麦隆的进口主要以矿物及其他原料

（33%）、中间产品（15%）、私人公司用品（15.5%）、食品饮料和烟草（12.5%）为主。 
2007年喀麦隆的主要贸易伙伴为欧盟占其贸易额的54.2%,亚洲国家占18.7%,中部非洲

国家占 7.8%,北美国家占 4.9%。2008 出口的主要对象国为西班牙（19.4%）、意大利（13.2%）、

美国（10.4%）、法国（8%）；同年主要进口来源国为法国（占 21.2%）、尼日利亚（13.9%）、

比利时（6.2%）、德国（3.8%）。 

 

2. 外国投资 

尽管外国直接投资对喀麦隆经济起到助推作用，但实际上喀麦隆吸引的外资很少。2005

年以来，喀麦隆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呈现波动态势。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从 2005 年的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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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减少到 2006 年的 0.16 亿美元，再增长到 2007 年的 1.91 亿美元和 2008 年的 2.6 亿

美元，预计 2009 年可能降到 0.9 亿美元。从总体上看，近年来，喀麦隆的投资环境有所改

善，但仍属于 不具商业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图 4：2005-2011 年喀麦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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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EIU, Country Risk Service—Cameroon ,May 2010， 2005-2008 年为实际值，2009 年为

估计值，2010-2011 年为预测值。 

 

喀麦隆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在行业的分布上呈现不均衡特征。外资主要流向石油开发、

石油化工，以及水电和金融保险、建筑等服务业部门。 

喀麦隆的外资主要来源于美国、法国、德国等欧美发达国家。法国在喀麦隆经济中仍然

扮演重要角色，但与美国相比，法国注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下降，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增

加。据法国驻喀麦隆使馆报道，截止 2002 年底，法国在喀麦隆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为 4.17

亿欧元（折合 5.42 亿美元），占喀麦隆当年吸引外国投资的 1/3。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

布的美国贸易统计显示，2003 年美国在喀麦隆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从 2002 年的 28 亿美元

增长到 2003 年的 37 亿美元。2006 年美国对喀麦隆的外国直接投资从 2005 年的 0.99 亿美

元增长到 2.31 亿美元。 

美国商业活动主要集中于喀麦隆的石油部门。乍得-喀麦隆石油管线从多巴到克里比海

岸延伸 1000 公里，是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大的投资项目，估计达 44 亿美元。埃克森/

莫比尔和谢夫隆/德士古与其合作者马来西亚石油公司联合控制了管道公司的主要股份；这

一项目就占了美国对喀麦隆投资的绝大部分。在下游产业，莫比尔和德士古拥有广泛的销售

网络，出售精炼油，特别是汽油。德士古 近收购了所有壳牌公司在喀麦隆的销售网络；埃

克森-莫比尔正在将其零售网卖给利比亚的 TAMOIL 公司。 

尽管法国在喀麦隆的投资在减少，但法国依然是喀麦隆经济上的主要合作者。在银行业，

12 个开业银行中有 3 个为法国占主要股份。在制糖业和法国电信公司 Orange (其控制了喀

麦隆 2 个移动电话公司中的一个)可以发现一些法国的利益。在喀麦隆国家铁路公司

（Camrail）也可以看到法国的利益。总之，在喀麦隆共有 160 个法国分公司雇佣了大约 3000

名当地人，其中，法国政府拥有 200 多家企业。 

3. 外国援助 

外援对喀麦隆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主要帮助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维持公共消费。21 世

纪前 5 年，外国援助总体规模呈现马鞍型走势，在 2003 年曾高达近 9 亿美元，其中双边援

助高达 7.6 亿美元。德国、法国、加拿大是双边援助的主要提供国；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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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协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是多边援助的主要提供者。 

 

表 4：         1999～2003 年喀麦隆获外援情况       (单位:亿美元)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双边援助 

    其中：法国 

          德国 

          加拿大 

3.567 

0.593 

0.461 

0.054 

4.362 

1.190 

0.670 

0.803 

7.558 

2.906 

3.492 

0.204 

5.721 

1.291 

2.057 

0.0.432 

3.360 

0.215 

1.830 

0.349 

多边援助 

    其中：国际开发协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欧盟 

1.315 

0.410 

0.258 

0.414 

2.198 

1.036 

0.412 

0.410 

1.429 

0.452 

0.109 

0.615 

1.991 

0.969 

-0.280 

0.442 

0.769 

0.190 

-0.360 

0.393 

合计（含增款） 4.856 6.564 8.993 7.720 4.138 

资料来源：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2007 年喀麦隆国家概览》，第 46 页。 

 

4. 债务情况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外债螺旋式上升。1995 年以前，喀麦隆属于中等收入国家，

无资格获得减让性援助。1995 年降为低收入国家后，外债负担有所减轻，但 1999 年仍高达

94.4 亿美元。2000 年 10 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认同喀麦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

使其继续执行减贫战略，向喀麦隆提供重债穷国计划（HIPC）的一揽子减债支持。在 2001～

2003 年期间共减免 20 亿美元，在 2003 年底达到完成点以前，喀将被减免 1 亿美元的本息。

由于实施重债穷国计划，喀麦隆外债负担有所减轻，外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104.8%降到 2003 年的 73.5%。还本付息额占出口收入的比例将从 2000 年的约 31%降到

2003 年的 16.7，同期，还本付息额占出口收入的比重从 21.4%降到 16.4%。 

2006 年 4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喀麦隆达到重债穷国计划完成点，宣布免除 2.55

亿美元的到期债务，在获悉喀麦隆达到重债穷国计划完成点之后，世界银行和巴黎俱乐部纷

纷减免喀麦隆债务。世界银行拟从 2006 年 7 月开始，分 37 年时间减免喀麦隆 7.94 亿美元

债务。巴黎俱乐部决定减免喀麦隆 35 亿美元债务。可见，喀麦隆的债务负担得到大幅度减

免。 

2008 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喀麦隆外债总额降为 28 亿美元，负债率为 11.7%，偿债率

为 36%。从外债结构来看，喀麦隆外债以长期债务为主，长期债务又以官方双边信贷居多。

2008 年双边债务占 55%，多边和商业债务分别占 22%和 23%。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预计 2009

年喀麦隆的外债将有所增长，将达到 33 亿美元。 

 

图 5：喀麦隆外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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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EIU《喀麦隆国家风险报告》2010 年 5 月号相关统计数据编制 

 

四、 对外关系 

（一） 外交政策 

对外奉行独立、不结盟、灵活务实的全方位外交政策。反对外来势力干涉非洲国家内政,

积极推动非洲团结和合作,主张通过对话和相互宽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强调促进发展才能

保证和平与民主，而发展只有在安全和平的环境中才能进行。支持建立地区经济一体化和集

体安全机制,努力实现合作伙伴多样化。它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呼吁国际社会

对非洲给予更多的关注。喀麦隆认为贫困是非洲民主化的主要威胁，没有和平与发展就不可

能有民主；不能满足人民生活基本需要，民主将毫无用处。捍卫人权已成为当代政治生活的

一个重要范畴，生存权和发展权都属于人的基本权利。目前，喀麦隆与 128 个国家建立外交

关系。外交重点是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同时重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地关系。 

（二） 与大国关系 

1．同法国关系 

喀麦隆与法国关系密切。两国签有合作条约和有关经济、货币、财政、军事、司法等

10 多项合作协定。法国是喀麦隆 大援助国和投资国，截至 2006 年底法国在喀麦隆共有 160

多家企业，雇用当地员工约 3 万人，在喀麦隆投资额占外国对喀麦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近

50%。法国向喀麦隆提供的援助额占喀接受外援的 30%-40%。2002-2004 年，法国发展署向喀

麦隆提供项目援助贷款 5.18 亿欧元，其中 2004 年 1.86 亿欧元。2007 年 5 月，法国减免喀

麦隆 3.107 亿欧元债务。法国在喀麦隆侨民约 7000 人，喀麦隆在法国侨民近 2 万人，留学

生约 2000 人。喀麦隆是法国在中部非洲国家中第一大贸易伙伴。2008 年喀麦隆对法国的出

口和进口分别占喀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的 8%和 21.2%。 

2．同美国关系   

喀麦隆重视发展同美国的关系；美国也把喀麦隆列为重点发展关系的非洲国家。前总统

阿希乔曾四次访美；比亚总统执政后于 1986 年 2 月访美。美国对喀麦隆的援助主要集中于

农业和卫生领域。美国在喀麦隆投资额约 5 亿美元，主要用于对石油领域的投资。近年来，

美国从喀麦隆进口大量的原油，推动双边贸易迅速增长，贸易额从 2005 年地 2.8 亿美元增

长到 2008 年的 7.4 亿美元，其中喀麦隆向美国的出口从 1.6 亿美元增加到 6.1 亿美元；喀

麦隆从美国的进口从 1.2 亿美元增长到 1.3 亿美元。
①
2007 年 1 月，美国免除喀麦隆 160 亿

非郎债务。 

3．同英联邦国家关系 

1989 年 9 月喀申请加入英联邦，1995 年 11 月 1 日获得批准，11 月 10 日-13 日，比亚

总统首次出席了在新西兰的奥克兰举行的英联邦第 30 届首脑会议。截至 2002 年底，英联邦

为喀麦隆提供了 9 亿非郎的技术援助，用于人权、良政、扶贫和高教等领域的 30 多个合作

                                                        
①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7420.html#2008，2010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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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英联邦每年向喀提供十余个赴英国、加拿大和南非的留学名额。 

4．同俄罗斯关系  

喀麦隆同苏联于 1964 年 3 月建交。1989 年 9 月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青年组织代表团访

苏。喀、苏两国签有经济技术、文化和科技合作协定等。苏联进口喀麦隆咖啡、可可、木材，

向喀麦隆出口汽车和冻鱼。苏联解体后，喀麦隆与俄罗斯保持外交关系。 

（三） 与周边国家关系 

喀麦隆对周边国家奉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与其邻国乍得、中非、刚果（布）、加蓬、

赤道几内亚和尼日利亚保持着较好的外交关系。虽然喀、尼双方曾在一些陆海疆界存有争议。

但是随着喀麦隆与尼日利亚两国间巴卡西半岛领土争端问题的 终顺利解决，两国间关系得

到了显著改善。此外，乍得、中非共和国等邻国及其他非洲国家因战乱等原因，有大批难民

涌入喀麦隆，截至 2007 年底，喀麦隆共收留外国难民超过 9.74 万人，其中中非共和国难民

4.93 万人，乍得难民 4.16 万人，来自尼日利亚、卢旺达、刚果（金）、布隆迪、科特迪瓦、

几内亚和利比里亚等国的难民数千人。 

（四） 与中国关系 

1971 年 3 月 26 日，喀麦隆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后两国高层互访不断，增进了两

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前总统阿希乔两次访华(1973年、1977年)，保罗•比亚总统4次访华（1987

年、1993 年、2003 年、2006 年）。中方访喀的有:国家主席胡锦涛（2007 年）、总理李鹏

（1997 年）、总理朱鎔基（2002 年）、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2010 年）等。 

1.双边贸易 

中国是喀麦隆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进入 21 世纪后，中喀贸易发展迅速。据中国海关

统计，中喀贸易额从 2005 年的 1.97 亿美元增长到 2008 年的 8.54 亿美元，其中出口从 1.3
亿美元增长到 3.75 亿美元，进口从 0.67 亿美元增长到 4.79 亿美元。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

对 2009 年的双边贸易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2009 年中喀贸易额同比下降 5.2%，为 8.14 亿

美元，其中中国出口 4.16 亿美元，同比增长 9.6，进口 3.98 亿美元,同比下降 17%。中国主

要向喀麦隆出口家电、建材、轻纺产品、日用品、机电产品、小五金等产品；进口石油，木

材等农矿产品。 
喀麦隆同台湾有贸易往来。2008 年喀对台出口 994.19 万美元，从台进口 633.3 万美元。 

图 6：2005-2009 年中喀贸易发展情况（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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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商务部西亚非洲司数据库。 
 
2.投资合作 
中国与喀麦隆政府签署了《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该协定规定，喀麦隆政府应对

中国在其领土内的投资提供充分而全面的安全保障；承诺在不影响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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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其领土上的投资的管理、维护、使用、收益或终止不受歧视或损害，并保证以可兑换

货币自由转移在其领土上的投资和净现金收益，包括利润、股息、利息或其它合法收入，与

投资有关的贷款的偿还款项，投资的转让、全部或部分清算所得款项（包括资本增值）以及

与投资相关的工资和收入。截至 2009 年底，中国在喀麦隆当地共有十多家企业，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存量共计 1916 万美元。 

3.文体交流 

两国文化、体育等领域交流活跃。2008 年，由中国舞蹈教师培训的喀麦隆国家舞蹈团

两次来华访问演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赴喀麦隆演出。8 月，喀麦隆文化部长阿玛·图

图·穆纳（Ama Tutu MUNA）访华，双方签署了《中喀文化协定 2008-2010 年执行计划》；

喀麦隆运动与体育教育部长埃佐阿·奥古斯丁（Edjoa AUGUSTIN）率 33 名运动员参加北京

奥运会。 

2010 年 5 月，胡锦涛主席特使、文化部部长蔡武赴喀出席喀麦隆独立 50 周年庆典。 

4.现任大使 

中国驻喀麦隆大使：薛金维。馆址:Nouveau Bastos， Yaoundé， Cameroun。信箱号

码:B.P.1307 Yaoundé。电话:22210083，国家号:237 电传:AMBCHINE 8821 KN。传

真:22214395。驻杜阿拉领事：张玉森。领馆电话:3426276。传真:3426214。  
喀麦隆驻华大使：马丁·姆帕纳 (Martin Mpana)。馆址:北京市三里屯东 5 街 7 号。电

话:65321828。传真:65321761。 
 

（姚桂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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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森林资源  森林储量为世界第10位，森林面积2300万公顷，占本国领土面积的42％，占世界热带森林面积的11.95％，可采伐林面积为1740万公顷，木材蕴藏量达40亿立方米。盛产桃花心木、非洲梧桐等名贵木材。森林产业占整个初级产业的10％，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原木和锯材的出口占喀麦隆出口总额约25%。
	（4）水力资源  比较丰富，可利用的水力资源达2080亿立方米，占世界水力资源的3%。理论上蕴藏的发电潜能为29.4亿兆瓦小时/年（相当于3.3562万兆瓦），其中技术上可行的发电潜能为11.5亿兆瓦小时/年（相当于1.3128万兆瓦）。  目前，实际利用的只有约800兆瓦。水力资源主要集中在萨纳加河干流。该河上游流经高原山区，多急滩和瀑布，有巨大的水力发电潜力，已经在埃代阿、松卢卢建有2座大坝用于发电，另一座位于萨纳加河纳赫蒂加尔的大坝正在建设中。喀麦隆已经建成的第三座大坝是位于贝努埃河的拉格都大坝。此外，洛姆河、韦纳河、恩顿河的以及卡代河都有进行水力发电的潜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