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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

内容概要

安哥拉位于非洲大陆西海岸，是非洲大陆上最早被西方殖民者入侵的国家。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安哥
拉人民掀起独立运动的起义风暴之后，安哥拉的战争连绵了40年有余。纵有着极为优美的自然风光，
域外人士也只能摇头叹息，望而却步。而今，该国战事刚刚尘埃落定，各国商家便蜂拥而至。究其原
因，是它盛产钻石和“黑金”——石油。那么，安哥拉何以又呈现给世人如此悲惨与不发达的形象呢
？这个拥有辉煌文化和历史的国度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她那美丽富饶的本来面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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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

作者简介

刘海方，女，1973年出生于内蒙古敖汉旗，1995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1996-1999年在北京大学历
史系学习，获硕士学位，并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工作。2000-2003年为北京大学在职博士研
究生，2003年6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西亚洲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主要有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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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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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与独立　　二　外部势力的介入与内战爆发　　三　独立初期的安人运政府　　四　多斯桑托
斯统治与内战的持续　　五　萨文比之死与和平重建开始　第五节　重要历史人物　　一　阿方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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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葡萄牙人的殖民统治　　三　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　　四　一党制国家　　五　多党制政府
　　六　安盟统治地区的政治状况　第二节　宪法与国家机构　　一　宪法　　二　行政部门　　三
　地方行政　第三节　立法体制和司法体制　　一　立法体制　　二　司法体制　第四节　政党　　
一　政党政治发展概况　　二　主要政党介绍　第五节　群众团体　　一　安哥拉工人全国联盟　　
二　安人运青年运动　　三　安哥拉妇女组织第四章　经　济　第一节　经济发展概述　　一　独立
以前的经济发展状况　　二　国有化时期（1975~1987年)　　三　经济自由化调整时期（1987~2002年
）　　四　和平重建时期　第二节　经济结构　　一　经济发展的地区格局　　二　产业结构的变迁
　　三　劳动力构成的变迁　第三节　农林牧渔业　　一　农业　　二　畜牧业　　三　林业　　四
　渔业　第四节　采矿业　　一　石油　　二　钻石　　三　铁矿石　　四　石材开采　　五　其他
矿产　第五节　工商业　　一　工商业政策　　二　工业发展状况　　三　商业发展状况　第六节　
交通运输与通讯　　一　公路　　二　铁路　　三　港口　　四　航空　　五　电信　第七节　财政
与金融　　一　财政收支状况　　二　货币和银行　第八节　对外经贸关系　　一　对外贸易　　二
　外国援助　　三　外国资本　　四　外债　第九节　旅游业　　一　旅游业发展概况　　二　著名
旅游城市和名胜　第十节　国民生活　　一　国民就业状况　　二　工资与物价　　三　住房问题　
　四　儿童问题　　五　难民问题第五章　军　事　第一节　军队简史　　一　前殖民地时期的军事
状况　　二　葡萄牙殖民当局的军队　　三　民族解放运动武装力量　　四　解放安哥拉人民武装部
队（1974年8月至1991年）　　五　安哥拉武装部队的组建（1991年5月至今）　　六　安盟的军队　
第二节　国防与军制　　一　国防体制　　二　国防开支　　三　武装部队的组织和任务　　四　征
兵制度、军阶和军事法庭　　五　军队的训练　第三节　长期内战的代价与长期社会影响　　一　内
战的代价　　二　社会影响　　三　排雷问题与散落的武器　第四节　对外军事关系　　一　与俄罗
斯（前苏联）的军事关系　　二　与古巴的军事关系　　三　与前民主德国的军事关系　　四　与朝
鲜的军事关系　　五　与匈牙利和前南斯拉夫的军事关系　　六　与原殖民宗主国葡萄牙的军事关系
　　七　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关系第六章　教育、文艺与卫生　第一节　教育　　一　教育简史　　二
　教育的地位　　三　教育体制　　四　教育现状　第二节　文学艺术　　一　文化的战后重建　　
二　音乐舞蹈　　三　文学　　四　戏剧和电影　第三节　医疗卫生与体育　　一　医疗卫生　　二
　体育　第四节　新闻与印刷　　一　新闻出版　　二　广播与电视业　　三　印刷业第七章　外　
交　第一节　外交政策　　一　冷战以前（1975~1990年）　　二　1990年政治改革以后　　三　和平
重建时期　第二节　与俄罗斯（前苏联）的关系　第三节　与美国的关系　　一　安、美关系的沿革
　　二　双方经贸关系　第四节　与非洲国家的关系　　一　独立初期与非洲国家关系的进展　　二
　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状况　　三　与南非的关系　　四　同葡语非洲国家的关系　第五节　与原宗主
国葡萄牙的关系　　一　独立以前　　二　独立以后的经贸关系　　三　对安哥拉的援助　　四　其
他领域的合作　第六节　与巴西的关系　第七节　与西欧国家的关系　第八节　与日本和印度的关系
　　一　与日本的关系　　二　与印度的关系　第九节　与中国的关系　　一　双边政治关系　　二
　双边经贸关系和经济技术合作　　三　社会、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　　四　对安哥拉的援助  主
要参考文献　　一　涉及安哥拉内容的专著和工具书　　二　涉及安哥拉内容的各类工具书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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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包含有安哥拉相关材料的国内外网站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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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

章节摘录

书摘安哥拉国内野生动物种类繁多，有许多非洲大型动物，譬如：许多一般为人熟知的非洲大草原上
的有蹄动物及牛电们的掠食者大象、犀牛、水牛、羚羊、狮子、猩猩、跳羚、斑马等，以及东部地区
的某些河流中的鳄鱼及河马，还有各种禽类和昆虫等。安哥拉国内有卢安多自然保护区、基萨马国家
公园、卡梅亚国家公园、约纳国家公园、比夸尔国家公园、穆帕国家公园、卢恩盖禁猎区、隆加马温
加禁猎区等10处保护名贵珍稀动物的园区。但是，独立以后安哥拉陷入了长达27年的内战，导致西南
部很多名贵的动物物种数量锐减。例如，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都曾将很多头大象杀死以获得象肉或是
象牙。在战争中，仓皇逃亡出去的难民，往往以蚯蚓、老鼠⋯⋯充饥，2000年，仅存被列进保护的272
猩猩中，也有100只被饥民抓来“果腹”了。长年的战争，夺走了安哥拉一百多万条人命，也重创了这
个国家的野生动物。2000年，国际环保人士与安哥拉政府军方合作，重新引入那些曾经活跃在该国
的10个国家公园的动物，包括象群、羚羊以及其他物种。从2002年起，以前几乎绝迹的象群又重新出
现在安哥拉的大草原上。但是，野生动物国际联合会(World wildlite Federation Interuational)报告说，
在2005年，安哥拉非法象牙交易增长了2倍。报告称，安哥拉的古董市场上就可以购得象牙，仅2005
年6月，就有多达300多头非洲象的1．5吨加工过的象牙制品流出安哥拉市场，主要流向欧美国家。37
个还有非洲象的国家中，安哥拉是唯一没有参加《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CITES)  的国家。因为没有这个保护机
制，安哥拉的非洲象正面临巨大的危险。据报告称，罗安达市内3／4的象牙商贩都是来自讲法语的邻
国刚果(布)的，因而很多非洲象都是来自于刚果盆地地区的。    1909年，安哥拉境内首次发现大黑羚
羊，并在科技界引起轰动。安哥拉大黑羚羊与普通野生羚羊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头部和羊角两个地方。
大黑羚羊四肢匀称，丰硕健美，头部下额呈白色，羊角就像一把向后弯曲的月牙刀。雄性大黑羚羊可
以最重高达140公斤，羚角有的长达1．5米，属于稀世珍品。由于大黑羚羊本身的独有特点，1933年被
列入世界珍稀物种特别保护名单。大黑羚羊目此一直是安哥拉的象征之一，安哥拉国家足球队就被命
名为“大黑羚”，安哥拉国家航空公司的标识也是大黑羚羊的头部。由于长期发生战争的原因，这种
动物显得对人类特别敏感，长期踪迹难寻。所庆幸的是，在部分地区，一直被视作神圣象征的安哥拉
大黑羚羊获得了一定的保护。2001年，由于大量·私人保护区的出现，当地政府开始寻找大黑羚羊，
结果证实这种安哥拉特有的稀有动物依然存在。    另外，安哥拉这个内战持续了27年的国家还被证明
是拥有丰富的“消失了的鸟类”资源的国家。2002年内战结束以来，南非鸟类学家伊恩·辛克莱在安
哥拉发现了18个本地区特有品种的鸟类，例如胸部呈橘黄色的伯劳鸟和白头的旅鸫，自1957年以来，
科学家一直没有见到过这两种鸟类。专家认为，因为内战使得所有的咖啡园都荒废了，结果鸟类意外
地获得了更多的栖息地。另外，鸟类保护组织还发现了某些以前只在安哥拉和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内
发现过的鸟，已经有30多年没有见到过了。战争使得安哥拉中南部的山脉中没有人能够到达那里猎杀
这些稀有的鸟类，那里的栖息地也完好无损，从而成为这些稀缺鸟类的生命救护地。    P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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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魏源编辑刊刻了大型志书《海国图志》，为长期生活在闭关锁国之中、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国
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了一部基本的参考资料。如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尽可能吸收前人成果的基
础上，编写了《列国志》丛书。该丛书以简明国际百科全书的形式出现，资料详实、准确、最新，文
笔流畅，兼备学术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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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 过时无用还特枯燥。我是多脑残才去读这种书。
2、建议购买，这是国内唯一的一本较少安哥拉的书，去安哥拉必备!
3、一直对安哥拉非常感兴趣,苦于没有书籍资料,这本书弥补了我对安哥拉历史的基本了解上的空白,便
于以后进一步了解这个非洲的神秘国度
4、这本书我本人没有看，直接送给将要去安哥拉工作的大学好友的生日礼物的，他很高兴，所以属
于“喜欢”，至于没有选“非常喜欢”则是因为他并没有带去看，呵呵
5、正啊~~！！！！！
6、大概北京天气太干燥了？拿到手的时候封面磨损严重，而且内部严重脱页，整个书胶都是断的！
7、世博会期间，我是安哥拉馆的工作人员。由于仔细看过本书，对该国情况比较了解，能较好地为
中外游客介绍该国，以至于不少游客认为我在安哥拉生活过好几年。有此成都电视台主持人李颖采访
我们馆长，我在一旁做口译。馆长滔滔不绝地一下子讲了近10分钟，他都觉得给我翻译造成很大麻烦
，要不是我熟悉该国国情，还真译不出来了。
8、这本书写的还不错。国内写安哥拉的书很少，这事我碰见的第一本专门写安哥拉的书籍。
9、即便是编（chao）译（lu），也找些有内容的来呢，这完全是百度百科注水扩展版的风格
10、书不错，看过后对安哥拉有点了解，只是没有感觉得好。
11、安哥拉资源丰富，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对象。我们一定要了解当地的情况，才能更好的投资
。
12、全是取自英文材料，数据过时，结构重叠。可以作为对安哥拉历史的基本读物。中国这么大举入
非，相关的材料却这么少。早晚得吃亏
13、帮妹妹买的
14、不理解这里面太多的资料都来自于网络。。
写书如果都从网络上弄资料 真是可悲  而且安哥拉是葡语国家 竟然作者连葡语都不懂就敢开写安哥拉
的历史和现状 这样的资料可信度高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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