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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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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內容： 

葡萄牙殖民非洲長達 400 年之久，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歐洲國家海外殖民

地紛紛脫離殖民走向獨立建國，葡屬非洲地區也搭上這波獨立浪潮。雖然在葡屬

非洲的反殖民運動初期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強力鎮壓，不過葡屬非洲民族主義組織

也漸漸地發展成組織化的政治團體和軍事組織。葡萄牙殖民地戰爭中，葡萄牙軍

與獨立運動組織，雙方在戰事的進展大致上是差不多的，這也導致這場戰爭進行

長達 13 年之久。葡萄牙在殖民地戰爭中因投入過高的人力及成本，導致葡萄牙

國內出現反戰的聲浪，並發生了軍事政變推翻了堅持維持殖民版圖的政府，使得

葡萄牙走向民主化。新政府同意讓海外殖民地獨立。獨立後的非洲葡語國家與葡

萄牙建立了外交關係。並共同成立了葡語國家共同體，讓葡語國家有了一國際性

的交流平台，讓葡語國家在國際的影響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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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rtugal colonized Africa for as long as 400 year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many overseas colonies of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broken away from colonization 

and headed for independence as well as nation-founding. Portuguese Africa also 

caught this wave of independent tide. Although in the early period the Portuguese 

African anti-colonial movement was strongly repressed by the government of 

Portugal, Portuguese African nationalist organization also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organized political groups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s. During Portuguese colonial war, 

the two sides of the Portuguese Army and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organization 

in the progress of the war were largely about the same, which also caused the war to 

last for as long as 13 years. Because of high human power and costs input from 

Portugal, Portuguese colonial war led to appearance of anti-war voices in Portugal, 

and the occurrence of a military coup that overthrew the government insisting on 

maintaining the colonial territory, making Portugal stride towards democratization. 

The new government agreed to allow overseas colonies to be independent. After 

independence Portuguese-speaking African countries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Portugal, and co-founded the Community of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so 

that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have a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latform and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can enhanc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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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葡萄牙在西元1139年建立了王國，到了十五世紀，葡萄牙就在大航海時代建

立了橫跨非洲、美洲與亞洲的殖民版圖。西元1415年亨利(Infante D. Henrique)率

領葡萄牙艦隊征服北非的伊斯蘭貿易中心休達，隨後葡萄牙的航海家與探險家陸

續發現了維德角、聖多美島、普林西比島等島嶼。在1470年，葡萄牙建立了葡屬

聖多美普林西比(São Tomé e Príncipe Portuguesa)。葡萄牙於1482年開始入侵安哥

拉，最後安哥拉於西元1884年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劃分為葡屬西非(Á frica 

Ocidental Portuguesa)或稱為葡屬安哥拉(Angola Portuguesa)。1567年葡萄牙開始

以軍事力量影響莫三比克。並於1700年使莫三比克成為葡萄牙的保護國。16世紀

末期，葡萄牙在幾內亞比索、維德角成立殖民地，稱為葡屬幾內亞(Guiné 

Portuguesa)。 

但爾後隨著葡萄牙帝國國力的下滑，終究無法阻止殖民地紛紛獨立。在西元

1820 年，因拿破崙占領導致葡萄牙由里斯本遷都巴西里約熱內盧，進而導致日

後巴西的獨立。西元 1822 年，巴西獨立成為巴西帝國。巴西的獨立過程整體來

說算是比較平和的；在葡屬非洲的部分，葡屬非洲長期受到葡萄牙殖民政府的壓

榨與不公平的殖民政策對待，因此葡屬非洲本身就一直渇望脫離葡萄牙的殖民統

治。爾後在西元 1959 年，隨著一些非洲國家的獨立。葡屬非洲也開始醞釀另一

波的獨立運動。安哥拉從 1961 年開始展開與葡萄牙對抗的獨立運動；莫三比克

亦於 1962 開始展開與葡萄牙對抗的獨立運動。幾內亞比索和維德角共同成立的

幾內亞與維德角獨立黨於 1963 年開啟動他們的反葡萄牙獨立運動。以這三個地

區為主的葡屬非洲獨立運動也被稱為葡萄牙殖民地戰爭（Guerra Colonial 

Portuguesa），爭取獨立過程激烈，時間也長達約 13 年。 

直到 1974 年，葡萄牙本土發生了康乃馨革命(Revolução dos Cravos)，推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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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42 年的法西斯政權，葡萄牙政府同意放棄其海外殖民地，而使原本的葡屬非

洲─安哥拉、莫三比克、幾內亞比索、維德角、聖多美普林西比和東帝汶相繼獨

立，1葡萄牙也隨之和中國展開澳門問題的談判，最後一個殖民地澳門也在 1999

年回歸中國，葡萄牙殖民帝國也正式結束。 

從整個葡萄牙歷史的發展來看，葡萄牙帝國原殖民地的獨立，大致上可分成

兩次。先是 1822 年的巴西獨立運動，葡萄牙失去了南美洲全部的殖民地。一百

多年後原本的葡屬非洲也和葡萄牙發生了反殖民戰爭，而最後導致葡萄牙本土發

起了反戰和反法西斯的康乃馨革命也稱四二五革命。革命後新的民主政權同意讓

原殖民地獨立。亦造成原本的葡屬非洲安哥拉、莫三比克、幾內亞比索、維德角、

聖多美普林西比以及遠在亞洲的東帝汶和澳門都因此獲得脫離葡萄牙的機會，所

以把它視為一次的反葡萄牙殖民運動。2
 

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葡萄牙史中的葡屬非洲獨立運動亦可稱為非洲葡語國

家獨立運動。非洲殖民地獨立運動是葡萄牙殖民史中最主要的兩次國土分離事件

之其中一次。葡萄牙經營葡屬非洲長達四百年，最後是在長達 13 年的葡萄牙殖

民地戰爭發生後而導致海外殖民地紛紛獨立。而且也進而改變了葡萄牙的政體，

由極權走向民主。本研究將會對葡萄牙殖民地戰爭的過程進行分析，而在分析之

前會先回顧整體的歷史背景和殖民地反殖民的淵源與發展。其次是，觀察非洲葡

語國家獨立後，原殖民地與殖民母國雙方關係的變化，是處於和解或是僵持而帶

來雙方關係的衝擊。最後探討研究目的包含 1990 年代後成立的葡語國家共同體

對葡萄牙和非洲葡語國家之間合作所帶來的影響。 

 

一、非洲葡語國家反殖民運動的背景。 

二、葡萄牙殖民地戰爭緣起經過與影響。 

三、非洲葡語國家在獨立建國後，葡萄牙與非洲葡語國家雙邊關係變遷。 

                                                 
1
 周鞏固、周文清譯，戴維‧伯明翰著，《葡萄牙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2
 金平國，〈葡語世界的歷史與現況〉，《行政》，第 61 期，2003，頁 85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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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葡語國家共同體作用及其影響。 

五、葡屬非洲獨立在葡萄牙史中象徵之意義為何。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一、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是透過對蒐集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專書、

論文及研究報告，以及期刊、書報及學術研討會資料、官方文件報告、

新聞、網路相關的文獻，用客觀的角度加以分析，進而對特定的研究

有進一步的結論與發現。  

本研究為歷史領域之研究，透過對文獻資料的收集是本研究之研

究者進入此議題的重要管道。在使用文獻分析法來探討葡萄牙史中的

葡屬非洲獨立運動時，將以歷史相關資料的收集為探討歷史發展的第一步驟。本

研究的史料收集主要分成幾個主題來收集，葡萄牙史和殖民史、前葡屬非洲殖

民地歷史、葡萄牙與非洲葡語國家關係之發展、葡語國家共同體的相關專書、

論文、期刊、新聞、官方資料及網路資源等。  

 

(二) 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Method)是著重於對歷史時間序列的研究，分析歷史事

件發生的先後順序，使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發展有較完整的掌握。3本研究計畫

欲透過歷史研究方法，對非洲葡語國獨立運動的前因後果與發生過程進行有系統

的和客觀的分析研究。對非洲葡語國獨立運動的分析途徑將聚焦於獨立運動的進

程，依序是獨立運動的背景、獨立運動進行之過程、獨立運動對獨立國之後續影

響與發展。 

 

                                                 
3
 張紹勳，《研究方法》(台中：滄海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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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先對葡萄牙殖民史進行第一步的了解

與研究，葡萄牙殖民史為本研究中葡屬非洲獨立的背景。依序是葡萄牙殖民史、

葡萄牙帝國的沒落及葡屬非洲的殖民危機。第二部分是分析非洲葡語國家獨立運

動之過程。依序是：一、民族主義組織與指揮官，分析葡萄牙殖民地戰爭中主要

構成之交戰軍隊與軍事指揮官。二、葡萄牙殖民地戰爭，將會從整體戰事的角度

與個別戰區之發展來分析之。三、葡萄牙殖民地戰爭的結束，分析長達 13 年的

葡萄牙殖民地戰爭結束的間接與直接之原因和其發生之過程。第三部分，探討非

洲葡語國家建國之後，原殖民母國與原殖民地之關係的變化與發展。研究的子題

目依序是，一、葡萄牙與非洲葡語國家之政經關係，探求殖民母國與原殖民地之

間在政治關係和經濟與援助之發展。二、非洲葡語國家建國後之移民問題，由於

非洲葡語國家獨立之後在內政原因下導致原先的葡裔非洲人和非洲葡語國家之

國民向外移民，這也是非洲葡語國在建國後所帶來的重大影響之一。三、葡語國

家共同體。葡語國家共同體的建立標誌著以葡萄牙語為官方語的國家將會更加緊

密的合作，其中也包含了葡萄牙與非洲葡語國家將會有更緊密的合作，也將分析

該組織的運作。第四部份，最後對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提出總結。 

 

第三節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探討葡萄牙史中的葡屬非洲之獨立運動和其背景與後續之發展。

依照本研究所需要參考和蒐集的文獻資料，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份關於葡

萄牙史，包含了本國史與海外殖民史。第二部份是關於非洲葡語國家的獨立史，

非洲葡語國家一共由五個國家組成，分別是安哥拉、莫三比克、幾內亞比索、維

德角及聖多美普林西比。第三部分為葡萄牙和非洲葡語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葡

語國家共同體發展之文獻。 

關於葡萄牙史中葡屬非洲之獨立，中文相關著作多是以通史的方式來討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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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獨立歷史。關於葡萄牙史的相關專書有周鞏固和周文清譯，戴維‧伯明翰著

(葡萄牙史)
4；本書詳細地介紹了葡萄牙 17 到 20 世紀的歷史，完整的葡國史將有

利於筆者能更容易對葡國的通史和殖民史有所掌握。李靖堃著(列國志-葡萄牙)
5；

這本書介紹了葡萄牙的地理、歷史、政治、經濟、軍事、文教及外交情況，完整

地介紹了葡萄牙的國情。綜合國情將有助於筆者對葡萄牙有更完整的掌握。顧衛

民著(早期葡萄牙海洋擴張的歷史)
6；本書是一部有關葡萄牙帝國早期海洋擴張歷

史的論文和譯文集，本書收集了一定數量的葡萄牙史中海洋擴張歷史相關文獻，

將有助於筆者對葡萄牙早期海洋擴張歷史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在外文的部分；專

書有 Francisco Bethencourt, Diogo Ramada Curto 著(葡萄牙海洋擴張 1400 年-1800

年)
 7，此書於葡萄牙非洲殖民史和葡萄牙殖民體系有著完整介紹。 

關於葡屬非洲史相關專書有劉海方著(列國志-安哥拉)
8，這本書介紹了安哥

拉的地理、歷史、政治、經濟、軍事、文教及外交狀況。其他方面的綜合國情將

也有助於筆者對安哥拉有更完整的掌握。張寶增著(列國志-莫三比克)
9，本書則

著重於莫三比克地理、歷史、政治、經濟、軍事、文教及外交。在本書中的安哥

拉史的相關文獻，能使筆者對葡屬東非獨立運動有著清楚的認識。李廣一著(列

國志-赤道幾內亞、幾內亞比紹、聖多美和普林西、佛得角)
10，本書對赤道幾內

亞、幾內亞比索、聖多美普林西比、維德角做了全方位的介紹。本書中介紹的國

家除了赤道幾內亞，其餘都為葡屬非洲的一部分。其介紹將有助於筆者了解葡屬

幾內亞和維德角的獨立運動。張莉清著(聯合國非殖民化機制與南部非洲獨立研

究)
11，本文分析了聯合國非殖民化機制的緣起與創建與南部非洲的獨立運動之研

                                                 
4
 周鞏固、周文清譯，戴維‧伯明翰著，《葡萄牙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5
 李靖堃，《列國志-葡萄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6
 顧衛民，《早期葡萄牙海洋擴張的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7
 Francisco Bethencourt & Diogo Ramada Curto, Portuguese Oceanic Expansion, 1400-180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8
 劉海方，《列國志：安哥拉》(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9
 張寶增，《列國志：莫桑比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10
 李廣一，《列國志：赤道幾內亞 幾內亞比紹 聖多美和普林西 佛得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2007)。 
11

 張莉清，《聯合國非殖民化機制與南部非洲獨立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 

http://www.sanmin.com.tw/page-qsearch.asp?ct=search_author&qu=%E9%A1%A7%E8%A1%9B%E6%B0%91
http://www.sanmin.com.tw/page-qsearch.asp?ct=search_author&qu=%E9%A1%A7%E8%A1%9B%E6%B0%91
http://www.sanmin.com.tw/page-qsearch.asp?ct=search_author&qu=%E5%BC%B5%E8%8E%89%E6%B8%85
http://www.sanmin.com.tw/page-qsearch.asp?ct=search_author&qu=%E9%A1%A7%E8%A1%9B%E6%B0%91
http://www.sanmin.com.tw/page-qsearch.asp?ct=search_publisher&qu=%E7%A4%BE%E6%9C%83%E7%A7%91%E5%AD%B8%E6%96%87%E7%8D%BB%E5%87%BA%E7%89%88%E7%A4%BE
http://www.sanmin.com.tw/page-qsearch.asp?ct=search_author&qu=%E5%BC%B5%E8%8E%89%E6%B8%85
http://www.sanmin.com.tw/page-qsearch.asp?ct=search_publisher&qu=%E6%AD%A6%E6%BC%A2%E5%A4%A7%E5%AD%B8%E5%87%BA%E7%89%88%E7%A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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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本書對南部非洲獨立運動之研究中，提及了葡萄牙對安哥拉和莫三比克獨立

運動與殖民地政策的調整。在外文書籍方面，由 Peter Abbott 與 Manuel Ribeiro 

Rodrigues 所著之(非洲近代戰爭-安哥拉與莫三比克 1961 年-1974 年)
12對葡萄牙

殖民地戰爭有著詳細的剖析而 Arslan Humbaraci and Nicole Muchnik 著的(葡萄牙

的非洲戰爭：安哥拉、幾內亞比紹、莫三比克)
13則對葡萄牙殖民地戰爭有著深入

的分析。 

 第三部分為葡萄牙和非洲葡語國家之間的關係部分。首先在葡萄牙與非洲葡

語國家之政經關係的文獻，上敘的列國志系列書籍都有分析非洲葡語國各國與原

殖民母國葡萄牙之關係。而第二節，非洲葡語國家建國後之移民問題。在 Peixoto 

João, Catarina Sabino, Alexandre Abreu 著葡萄牙移民政策介紹-規定之限制與妥協

(Immigration Policies in Portugal:Limits and Compromise in the Quest for 

Regulation)
14介紹了葡萄牙的移民情況。在第三節，葡語國家共同體之研究，由

於取得書籍較少，而以葡語國家共同體的網站之官方資料以及可取得之論文來分

析。例如 Ana Clarissa Bernardino Maia 著15
(關於葡語國家共同在 1990 年成立初

期的認同問題)。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論文之研究範圍，將限於葡萄牙殖民地的巴西和非洲安哥拉、莫三比克、

幾內亞比索、維德角及聖多美普林西比。在葡萄牙本身的主要是以通史的角度來

看葡萄牙的殖民史的發展。巴西史主要研究的範圍是巴西獨立運動進行的過程以

                                                 
12

 Peter Abbott and Manuel Ribeiro Rodrigues, Modern African Wars: Angola and Mozambique,  

1961-74(Oxford:Osprey Publishing,1988). 
13

 Arslan Humbaraci and Nicole Muchnik, Portugal's African Wars(New York: Joseph Okpaku 

Publishing Co., 1974). 
14

 Peixoto João, Catarina Sabino, Alexandre Abreu, “ Immigration Policies in Portugal:Limits and 

Compromise in the Quest for Regul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Migration and Law, Vol.11, No.2, 

2009, p.p.179-197. 
15

 Ana Clarissa Bernardino Maia, Uma Recorrente comunidade Lusófona:Percepções jornalísticas 

Brasileiras e Portuguesas acerca do processo de gestação e formalização da 

CPLP(1989-1997)(Brasília: Instituto de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da Universidade de Brasília,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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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獨立運動之後續影響。而在前葡屬非洲，包含了安哥拉、莫三比克、幾內亞比

索、維德角、聖多美普林西比這個地區獨立研究的研究範圍則是探討 1961 年至

1975 年的獨立運動與獨立運動之發展對原屬非洲國家獨立後之後續影響與發

展。 

 在文獻蒐集方面，部分關於巴西和葡屬非洲史的專書，由於中文資料不多，

許多資料須依賴英文與葡萄牙文，因居住在台灣中南部，使此類文獻蒐集較不易，

對本研究之之資料蒐集形成研究限制，但筆者將以網路文獻做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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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洲葡語國家獨立運動之背景 

 

第一節 葡萄牙殖民史 

一、葡萄牙的統一 

(一) 統一前的葡萄牙 

 西元前約 200 年，羅馬人開始佔領依比利半島地區，在多位酋長的領導下，

凱爾特族和羅馬人展開了長時間的對抗，其中以維里亞托(Viriato)所領導的最為

著名。維里亞托也是葡萄牙的第一位民族英雄。直到西元前約 100 年羅馬人才征

服了魯濟塔尼亞人。16羅馬人對伊比利半島的統直到西元五世紀才結束，羅馬統

治也對盧西坦尼亞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盧西坦尼亞行省於伊比利半島之相對位置。

影響的層面包含文化與風俗習慣、經濟與基礎建設、宗教、語言，部分影響甚至

持續到今日。17
(參下圖 2-1) 

 

圖 2-1 盧西坦尼亞行省(Lusitania)位置圖 

資料來源: http://palma1.no.sapo.pt/o_portugal_romano.htm 

 

 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日耳曼人開始入侵伊比利半島地區。日耳曼人花了兩

年的時間進攻到西部沿海地區，並開始在加利西亞和葡萄牙北部定居下來。日耳

                                                 
16

 魯濟塔尼亞人(The Lusitanians)  : 是羅馬帝國的一省，相當於今日的葡國的大部分地區與部

分的西班牙地區。魯濟塔尼亞人指的也是葡萄牙的凱爾特人，後來這個詞也用來指葡萄牙

人。 
17

 李靖堃，《列國志-葡萄牙》(北京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3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A2%E8%A5%BF%E5%9D%A6%E5%B0%BC%E4%BA%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A2%E8%A5%BF%E5%9D%A6%E5%B0%BC%E4%BA%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A2%E8%A5%BF%E5%9D%A6%E5%B0%BC%E4%BA%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palma1.no.sapo.pt/o_portugal_roman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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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人約持續統治依比利半島長達三個世紀直到西元 711 年。日耳曼人對葡萄牙的

統治如果與羅馬相比，在經濟模式、管理、法律及文化影響的層面就少很多了；

反而是日耳曼統治者受到羅馬統治所留下的制度與文化強大的影響。 

 西元 711 年，來自北非的一支由柏柏人(Berbers)人所組成的穆斯林部隊登陸

了伊比利半島。柏柏人在登陸後很快地就佔領了整個伊比利半島，這過程中並未

發生激烈的軍事對抗。最北曾到達阿斯圖里亞斯(Asturias)，18之後其他的穆斯林

部隊也隨之進攻伊比利半島。穆斯林於西元 715 年開始統治阿連特茹(Alentejo)
19

並於西元 716 年將統治範圍向北延伸至科英布拉(Coimbra)。20穆斯林對葡萄牙的

影響大於之前日耳曼人對葡萄牙的影響。穆斯林帶來了伊斯蘭文化，這完全不同

於之前的基督文化。阿拉伯語也影響了葡萄牙語，現今葡萄牙語部分辭彙是源自

阿拉伯語。葡萄牙的文化與建築、服飾、音樂也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影響。指南針

和阿拉伯人進步的造船技術也為日後葡萄牙的航海大發現打下了基礎。21
 

 

(二) 葡萄牙的建國 

 在穆斯林統治時期位於伊比利半島的北部有一支活躍的基督教勢力，他們以

阿斯圖里亞斯為據點，佩拉約(Pelágio)所領導的勢力逐漸成為一個小王國。於西

元 718 年在佩拉約所帶領的部隊開始與穆斯林部隊展開激烈戰鬥並取得了部分

的勝利，這些勝利成為日後反穆斯林勢力的信心基礎。於西元 8 世紀至 9 世紀，

收復失地運動(Reconquista；亦稱為復國運動)持續的在進行。基督教勢力也從原

本的阿斯圖里亞斯延伸到斗羅河(Rio Douro)以南。在阿豐索一世(Alfomson I)的領

導下，阿斯圖里亞反穆斯林勢力開始向穆斯林勢力攻擊並在伊比利半島形成了一

些小型國家。接下來在西元 9 世紀至 11 世紀，來自伊比利半島北方基督教勢力

持續向南方的穆斯林發動攻擊。戰事不斷取得勝利，阿斯圖里亞斯的範圍也不斷

                                                 
18

 阿斯圖里亞斯是現今西班牙的一個單省自治區，位於伊比利半島的最北方。 
19

 現今的阿連特茹位於葡萄牙的中南部，是葡萄牙七個大區之一。 
20

 科英布拉位於葡萄牙中部，蒙德古河(Mondego)畔，距離大西洋 40公里。地位僅次於首都里  

斯本和北部重鎮波爾圖。 
21

 李靖堃，《列國志-葡萄牙》(北京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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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擴大，並取得了南方的特如河(Rio Tejo)岸的里斯本、辛特拉(Sintra)及聖塔倫

(Santarém)，由於這次對穆斯林的用兵也得到數支法國騎士團的協助。在此之後

阿斯圖里亞斯王國也改名為雷昂王國(Reino de Leão)。 

 雷昂王國國王阿方索六世(Afonso VI de Leão e Castela)從 1077 年開始，自稱

為全西班牙皇帝。阿方索六世為了答謝曾參加光復戰爭的戰士與貴族們而將從穆

斯林人所奪取的領土冊封給了貴族們。於西元 1096 年，阿方索六世將當時被稱

為葡萄牙(Terra Portucalense)其意思為溫暖的港口。當時被稱為葡萄牙的這個地

方位於現今葡萄牙波多港口附近。阿方索六世就是將這個地方賜給了曾經對抗穆

斯林的戰將來自法國布根地的亨利公爵。亨利公爵之後在基馬拉斯(Guimarães)
 22

建立屬於自己勢力範圍並娶雷昂王國國王阿方索六世的私生女特雷莎(Terresa)為

妻。23於西元 1097 年 4 月 9 日，亨利伯爵宣布從米紐河(Rio Minho)到蒙德古河(Rio 

Mondego)
 24之間的葡萄牙大西洋平原為其領土。25烏拉卡(Urraca I de Leão e 

Castela)於阿方索六世去世後繼位，烏拉卡也係阿方索六世的女兒。但在繼位後，

雷昂王國便發生了內戰，這場內戰是因為貴族想獲得王位而發生的，而在這場為

了王位而發生的戰爭中亨利公爵採取了中立的態度並漸漸地不再履行對國王的

義務。亨利公爵繼承統治權時，特雷莎也採取同亨利公爵的中立政策。於 1127

年特雷莎拒絕對雷昂王國國王效忠並發生了一場約六個星期的短暫戰爭，戰後的

局勢不得不使特雷莎向王室效忠。但是這讓葡萄牙內的貴族相當不滿，因此貴族

們轉向而向特雷莎的兒子阿方索一世·恩里克斯(Dom Afonso Henriques)合作並組

織了聯盟。與貴族聯手的阿方索一世·恩里克斯擊敗了母親特雷莎的軍隊，並取

得對葡萄牙地區的統治權。經過許多次和雷昂王國國王阿方索七世(Afonso VII 

de Leão e Castela)的衝突後，於 1143 年，在羅馬教宗的見證下，在西班牙的薩莫

                                                 
22

 基馬拉斯是一座歷史名城，有「葡萄牙的搖籃」之稱。基馬拉斯位於現今係葡萄牙北部布拉

加區的一個城市。 
23

 李靖堃，《列國志-葡萄牙》(北京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42。 
24

 是完全在葡萄牙最長的河流，經科英布拉，最後在菲蓋拉-達福什(Figueira da Foz)以南流入大

西洋。 
25

 周鞏固、周文清譯，戴維‧伯明翰 著，《葡萄牙史》(北京 : 商務印書館，2012)，頁 1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1%A1%E8%90%84%E7%89%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6%8B%89%E5%8A%A0%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6%8B%89%E5%8A%A0%E5%8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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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大教堂雙方簽訂薩莫拉條約(Tratado de Zamora)。在這個條約中卡斯蒂利亞王

國承認葡萄牙為獨立的王國，葡萄牙王國也隨之誕生。但是直到 1179 年，羅馬

教皇亞歷山大三世才正式承認葡萄牙為獨立的王國。26
 

 

二、葡萄牙海上擴張的動機 

 葡萄牙向海外擴張的原因有幾點；首先是葡萄牙的地理位置，葡萄牙位於伊

比利半島西南端西向大西洋，內陸面積並不大。而唯一的鄰國卡斯蒂利亞王國實

力不容小覷，而且阻饒了葡萄牙向其他西歐國家發展的機會。所以向西大西洋發

展來避開東邊的卡斯蒂利亞王國直接的接觸成為了一個較佳的選項。 

第二個原因，葡萄牙王國建立之初，國內的政治與經濟情況並不穩定。將發

展重心向外投射時能穩定國內的政治局勢更能提國家的經濟狀況提升國家的發

展甚至能解決社會階級的矛盾與對立問題。國家各社會存在著階級矛盾與對立問

題，但是擴張能讓社會階級得到利益，對教會而言，擴張代表著傳教；對貴族而

言，代表著財富的增加；對商人代表著可能的商機；而對廣大的民眾代表著生活

水準的提升，社會各階級都希望透過擴張能發現更好的機會進而改善自己的生活

品質或提高影響力。 

第三，在航海科技方面：由於葡萄牙在穆斯林統治時有了相較於歐陸國家有

著更好的航海技術基礎。使得葡萄牙在當時有著中心舵、指南針、航海地圖、斜

掛大三角帆27等對航海更為有利的技術。當時葡萄牙設計了一種名為卡拉維爾帆

船(Caravela) 不但轉舵性能變得更高，船帆更易鼓起，速度亦大幅增加。卡拉維

爾帆船滿足了當時冒險家要求的經濟性、普遍性、操舵的操作性及速度，成為當

時歐洲最盛行的帆船。28當時人們也逐漸地接受地圓說和地理知識的增進都是激

發葡萄牙去探索未知世界的動力與基礎。29
 

                                                 
26

 李靖堃，《列國志-葡萄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43-44。 
27

 Felucca：地中海或印度洋中常見的三桅帆船，三根桅杆上均為斜掛大三角帆。 
28

  Instituto Camões, Navios, “Construção e Arquitectura Naval, Caravela,”, Instituto Camões, 

〈http://cvc.instituto-camoes.pt/navegaport/c06.html〉. 
29

 李靖堃，《列國志-葡萄牙》(北京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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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恩里克王子(Infante D. Henrique)對航海事業的支持也是相當地重要。

恩里克王子建立了全世界首間航海學校、天文台、圖書館及船廠，為葡萄牙日後

成為海上霸主，打下了重要的基礎。30在這座國立航海學校恩里克王子和數學家

天、文學家及造船專家一起研究航海科學和技術。31恩里克王子謙虛地聽取外國

專家的建議不分國籍任用學者、專家，並善待他們，將希伯來的物理學家和義大

利傑出商人聚集在自己的身邊。恩里克王子一生專注於航海事業的發展。 

 

三、擴張與殖民 

於14世紀中葉，阿豐索四世資助了里斯本的一支由三艘船隻所組成的艦隊，

並駛往加那利群島(The Canary Islands)。征服了當地的柏柏人，並在島上開闢了

葡萄園，再將島上生產的葡萄加以釀製成葡萄酒。 

不過葡萄牙正式開始大規模的向外擴張的起點是1415年。非洲大陸的土地、

黃金及奴隸等利益深深吸引著葡萄牙的阿維斯王朝。而位於北非的休達(Ceuta)

就成為了若昂一世征服非洲的第一站。休達係控制著地中海西部的入口，休達獨

特的戰略位置，能使葡萄牙能夠有效地打擊那些經常攻擊葡萄牙船隻的穆斯林海

盜。32而且休達本身也是一個發達的商港，具有一定的經濟價值。於 1415 年的

春季，若昂一世親自率領 200 艘戰艦的遠征軍，在這遠征軍是由 1700 名的海軍

和 19000 人的陸軍所組成。這隻遠征軍於 1415 年的八月航越直布羅陀海峽並成

功攻下休達。33
 

於 1419 年，葡萄牙發現了馬德拉群島(Madeira)。1427 年，迪奧哥·德·席爾

瓦(Diogo de Couto)發現了亞速爾群島(Região Autónoma dos Açores)。大量的葡萄牙

人在恩里克王子的支持下移往馬德拉群島與亞速爾群島。但是與大西洋相比，葡

                                                 
30

 João Torres, “Portugal - Dicionário Histórico, Corográfico, Heráldico, Biográfico, Bibliográfico, 

Numismático e Artístico, ” Volume VI, 2000, pp.778-pp.782,  

〈http://www.arqnet.pt/dicionario/henriquei.html〉. 
31

 吳兆麟，〈論航海教育的內涵、功能、地位和分類-兼論航海院校的內涵和職能〉，《航海教育研

究》，2009 年 1 月，頁 6-11。 
32

 周鞏固、周文清譯，戴維‧伯明翰 著，《葡萄牙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頁 23。 
33

 李靖堃，《列國志-葡萄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5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96%87%E5%8F%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96%E6%9B%B8%E9%A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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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牙對非洲可能的利益與獲利更感興趣。在佔領亞速爾群島不久後，葡萄牙就向

南佔領了維德角群島。葡萄牙強迫來自非洲的奴隸在維德角種植棉花和染料，以

此為基礎，維德角因此發展了紡織業。接下來葡萄牙又向更南方的赤道地區推進，

佔領了西非的聖多美群島，葡萄牙強迫黑人在聖多美群島種植甘蔗。然而除了非

洲的黃金之外，取得奴隸也是葡萄牙向外擴張很重要的目的之一。 

從 1460 年到 1481 年，恩里克王子去世後的二十年之間。若昂二世掌政時期

的葡萄牙對海外的擴張出現了一次停滯。但是在西元 1481 年之後，若昂二世再

次開啟了海上的擴張，若昂二世任命奧戈·卡奧率領船隊前往剛果河口和位於西

非的安哥拉海岸線進行探險。 

1492 年至 1493 年，曾被葡萄牙國王拒絕贊助的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在獲得西班牙國王資助下，成功地航越大西洋並發現了美洲大陸，這是地理大發

現上重要的突破。這也使得兩大正在從事海上擴張的葡萄牙與西班牙產生利益上

的衝突。所以在教皇的主導下葡萄牙與西班牙於 1494 年在西班牙卡斯蒂利亞的

托爾德西里亞斯小鎮簽下了「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Tratado de Tordesilhas)，規

定雙方的勢力範圍。維德角群島以西 370 里格，34大約位於西經 46°37'的南北經

線，為兩國的勢力分界線-分界線以東歸葡萄牙，以西歸西班牙。35
 

1495 年，若昂二世去世後由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 de Portugal)繼位。於 1495

年至 1521 年曼努埃爾一世在位期間，葡萄牙成為歐洲最富有的國家之一。在葡

萄牙佔領非洲殖民地之後，葡萄牙便將擴張目標投向亞洲地區並開始計畫航向印

度。於 1497 年，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Vasco da Gama)率領艦隊沿著非洲海岸航

行，並在非洲大陸南端繞過好望角，之後於 1498 年五月到印度，開闢了歐洲到

印度的航線。這也是葡萄牙暨歐洲航海史上重要的發現。之後來自印度和東南亞

的香料以及中國瓷器與絲綢等商品都是透過此航線運往歐洲，這條航線也被稱為

                                                 
34

 里格（英文：League）是歐洲和拉丁美洲一個古老的長度單位，在英語世界通常定義為 3 英

里（約 4.828 公里，適用於陸地上），即大約等同一個人步行一小時的距離，或定義為 3 海

里（約 5.556 公里，適用於海上）。 
35

 編輯出版委員會，《<大國崛起>葡萄牙、西班牙 - 海洋時代》(台北：青林，2007)。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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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絲路，葡萄牙人為了提高此航線的運輸安全與補給在印度的果阿(Goa)建立

殖民城市，並在中國的澳門建立中轉站。之後的一百，年葡萄牙人幾乎完全壟斷

了此航線的利益。 

1500 年，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Pedro Á lvares Cabral)率領了艦隊沿著

達伽馬的航線要駛往印度。但這批艦隊在海上卻因氣候的因素意外地在 1500 年

4月 22日發現了巴西，並在 23日登陸。並將該地取名為聖十字架地(Terra da Santa 

Cruz)，此名稱的由來係艦隊人員登陸後在 26 日所舉行的第一次彌撒中豎起了木

製的十字架。(下圖 2-2 是 1500 年佩德羅·卡布拉爾發現巴西之路徑)。該年五月，

發現巴西的消息傳到里斯本後，葡萄牙政府便宣布該地為其殖民地並受其管轄。

1501 年，葡萄牙派出艦隊前往巴西，由巴西的東北岸至巴西南部約今日的聖保

羅州地區進行勘查。不過直到 1530 年之前，葡萄牙政府並未對巴西實施統治，

而是只有派出艦隻前往巴西進行調查和確保其領土不落入他國之手中。 西元

16 世紀中葉，葡萄牙於巴西設立了總督府並將葡屬非洲的種植技術和統治體制

引入巴西。36到了 17 世紀末，葡萄牙人於巴西發現了黃金。巴西的製糖業也相

當興盛，大量的糖業製品被輸往歐洲。巴西也因此成為葡萄牙的重要經濟支柱。

從約 1700 年至 1820 年約有 200 萬的奴隸被從非洲運往巴西，37為了滿足葡萄牙

在巴西取得資源而被強迫勞動。38
 

                                                 
36

 呂銀春 周俊南，《列國志-巴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 85-86。 
37

 李靖堃，《列國志-葡萄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55。 
38

 同上註，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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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發現巴西之路徑圖 

資料來源: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Cabral_voyage_1500.svg 

 

在此同時，葡萄牙為了加強對亞洲地區的侵略與殖民。於 1503 年，達伽馬

第三次前往印度，並為了確保對航線的控制而在莫三比克至印度的沿海地區建立

了一系列的城堡。阿方索·德·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Albuquerque)
39於 1509 年擔任

葡屬印度總督，並在隔年 1510 年率領了葡軍佔領印度果阿地區。也就是從這個

時候開始到 1961 年印度收復果阿。果阿一直都是葡屬印度的商業中心。阿方索·

德·阿爾布克爾克於 1511 年，控制了麻六甲海峽，並成功地在印度洋地區建立了

葡萄牙軍事和商業的統治地位。他也在蘇門答臘(Sumatra)、帝汶(Timor)、錫蘭

(Ceylon)等地建立了工廠並占領了忽里模子(Ormuz)、40馬斯喀特(Muscat)
41而控制

了波斯灣地區。42之後葡萄牙又將勢力擴張到湄公河三角洲，又於 1513 年到達

廣州。1515 年，葡萄牙殖民者以貿易為名，入侵帝汶。葡萄牙人於 1542 年意外

                                                 
39

 有時稱為「東方凱撒」、「海上雄獅」和「葡萄牙戰神」，是一位葡萄牙貴族，海軍將領，

其軍事和政治活動形成了在印度洋的葡萄牙殖民帝國。通常認為他是依靠成功的策略征服

世界的軍事天才。他在去世前不久被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授予第一位「果阿公爵」的稱

號，成為第一位並非出身王室的葡萄牙公爵，和第一個葡萄牙海外領地的貴族頭銜。他試

圖控制所有從印度洋通往大西洋、紅海、波斯灣、太平洋的海軍航線，將其由土耳其帝國

及其穆斯林與印度人盟友的「內海」，變成葡萄牙人的「內海」（拉丁語：Mare Nostrum）。 
40 忽里模子（葡萄牙語：Ormuz）是一個 10 世紀到 17 世紀位於波斯灣荷姆茲海峽的古國，是 10

世紀由阿拉伯貴族建立，1262 年成為波斯的附屬國，後來又成為葡萄牙帝國的附庸。 
41

 馬斯喀特現今是阿曼的首都，也是該國第一大城市。 
42

 李靖堃，《列國志-葡萄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55。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Cabral_voyage_1500.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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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了日本，後來很多歐洲商人和傳教士被吸引到日本。葡萄牙人正式在澳門定

居的時間，古書說法不一，大約是在 1553 年左右。就這樣，葡萄牙在曼努埃爾

(Manuel I de Portugal)統治時期在非洲、拉丁美洲、亞洲三大洲建立了龐大的殖

民帝國。 

 

四、葡萄牙非洲殖民史 

當葡萄牙人於 15 世紀開始在非洲西岸發展貿易時，他們將重心放在幾內亞

和安哥拉上。一開始是為了黃金，但很快他們發現奴隸是此地區可取得的最有價

值的外銷品。伊斯蘭帝國已建立非常完善的非洲奴隸貿易，好幾個世紀以來也和

阿拉伯人的奴隸貿易相連結。然而，葡萄牙人在 1415 年的十字軍東征與伊斯蘭

鄰國戰役中獲得的伊斯蘭人的港口休達和其他幾個現今摩洛哥的城鎮，讓他們可

以成功的在此地區建設與立足。不過葡萄牙人在這些地方的建設都沒有超出他們

的據點外。 

在幾內亞，當非洲當地的統治者將葡萄牙人限制於海岸地區時，歐洲的競爭

對手攫取更多的貿易，主要為奴隸交易。這些統治者將非洲奴隸送到葡萄牙人的

港口或非洲內地的出口堡壘。在安哥拉，這個離海岸線數千里遠的地方，葡萄牙

人發現他們很難與荷蘭、英國、法國等對手競爭，這些新的殖民帝國正在侵蝕葡

屬非洲早期建立的優勢。不過，葡萄牙也強化他們的殖民城鎮羅安達(Luanda)，

在 1587 年 400 個葡萄牙移民開始建城。另一地為本吉拉(Benguela)，1587 年起

為堡壘，1617 年起成為了一個城鎮。上述這些地方幾乎一直保持在葡萄牙人手

中。43
 

和幾內亞一樣，奴隸貿易變成安哥拉當地的經濟基礎。殖民者深入內地去捕

捉奴隸來讓非洲統治者販售，這些奴隸的主要來源是因戰敗或與其他非洲部落的

                                                 
43

 顧衛民，《早期葡萄牙海洋擴張的歷史 1415-170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

79。 

http://www.sanmin.com.tw/page-qsearch.asp?ct=search_author&qu=%E9%A1%A7%E8%A1%9B%E6%B0%91
http://www.sanmin.com.tw/page-qsearch.asp?ct=search_publisher&qu=%E7%A4%BE%E6%9C%83%E7%A7%91%E5%AD%B8%E6%96%87%E7%8D%BB%E5%87%BA%E7%89%88%E7%A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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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衝突戰爭而被俘虜。超過一百萬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由安哥拉海運出口航行

過大西洋。不像在幾內亞，安哥拉地區的貿易大部分仍握在葡萄牙人手中。幾乎

所有的奴隸都是送到巴西。 

葡萄牙船員於 15 世紀因尋找香料買賣的航海路線而到了達莫三比克，葡萄

牙人沿著海岸移民並一路深入內地當內陸農民也稱蠻荒地區的居民。這些內陸農

民(Sertanejo)與斯瓦希里(Swahili)貿易商相鄰，甚至被紹納(Shona)國王們雇用當

翻譯和政治顧問。其中一個內陸農民在 1512 年到 1516 年間，足跡幾乎遍及所有

的紹納王國，也包括姆塔帕帝國(Império Monomotapa)。  

在 1530 年代之前，小群的葡萄牙商人和探勘者深入內陸地區尋找黃金，他

們在贊比西河(Zambezi)的塞納(Sena)和帖帖(Tete)設立部隊駐軍和貿易站，並試

著建立獨佔的黃金貿易。在 1560 年葡萄牙人終於和恩威聶姆塔帕(Mwenemutapa)

建立直接的關係。然而，葡萄牙貿易商和探險家在沿岸一帶的移民更成功，且建

立安全的堡壘隔離他們在東非的主要的競爭者阿曼阿拉伯人和桑吉巴等。 

 

第二節 葡萄牙帝國的沒落 

按照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史來看44，葡萄牙殖民地的流失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45；第一個階段，1822年9月7日葡萄牙最大的海外殖民地巴西宣佈獨立。第二個

階段，是在1885年的柏林會議（Conferência de Berlim）後，因葡萄牙與英國的外

交利益衝突，英國在西元1890年下達最後通牒（Ultimatum ingles）後，而喪失部

份非洲殖民地。第三個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回收及殖民地獨立。 

 

 

                                                 
44

 António de Sousa Lara,“Colonização Moderna e Descolonização,” Sumário para o estudo da sua 

história, 2000, pp.62-111. 
45 金平國，〈葡語世界的歷史與現況〉，《行政》，第 61 期，2003，頁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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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西獨立 

 19 世紀初，拿破崙大軍橫掃了歐洲大陸。於 1807 年 11 月，法國軍隊穿越

葡萄牙與西班牙的邊界大軍向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進軍。自 1792 年母親患病後一

直攝政的若昂親王在很短時間內決定遷都巴西。於 1807 年 11 月 25 日至 27 日，

整個葡萄牙的國家行政組織，包含王室、政府行政人員、高階神職人員、海軍與

陸軍將領、最高法院法官及國庫官員等約 10,000 人至 15,000 人乘上葡萄牙的船

支在英國皇家海軍的護衛下駛往巴西。剛到巴西的葡萄牙遷都船隊在巴伊亞

(Bahia)短暫停留之期間(1808 年 1 月 28 日)，若昂便向友好的國家發佈了開放巴

西港口的政策。其實當時的友好國家這個用詞幾乎指的就是英國，而且人們也都

知這點。巴西向友好國家開港的政策，也被視為巴西結束持續 300 年的殖民地制

度的象徵。46
 

拿破崙戰爭於 1814 年結束後，因戰爭而遷都巴西里約之葡萄牙政府的遷都

理由也已經不存在了。若望(João)在 1815 年，將國號更名為葡萄牙、巴西和阿爾

加維聯合王國 (Reino Unido de Portugal, Brasil e Algarves)。47巴西的地位被大大

地提升。1818年攝政王若望在瑪利亞一是去世後的新國王，改稱若望六世(João VI 

de Portugal)。48在 1820 年拿破崙撤兵葡萄牙後幾年，葡萄牙議會在處理巴西的相

關事務時，雖然巴西在之前的地位已提升到和殖民母國平起平坐，但葡萄牙議會

仍表現出宗主國原來的殖民思維，且不承認巴西與葡萄牙的地位是相當的。1821

年 4 月 26 日，若望六世離開他曾經待上 13 年的里約熱內盧。此時的若望六世知

道巴西鄰近的西屬美洲都已紛紛獨立了，巴西從葡萄牙分裂出去也將會是遲早會

發生的問題。若望六世在回里斯本臨行前，任命王儲佩德羅為巴西攝政王，並告

訴他:「如果巴西必須獨立，你就自己宣布獨立，並將皇冠戴在自己頭上。」49
 

                                                 
46

 劉煥卿譯，Boris Fausto 著，《巴西簡明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62。 
47

 同前註，頁 66。 
48

 何國世，《巴西史-森巴王國》(台北:三民書局，2008)，頁 71。 
49

 同前註，頁 71 至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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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 年 1 月 9 日，佩德羅決定留在巴西後來也被稱為「吾留日」，拒絕效

忠佩德羅的葡萄牙軍隊也被迫撤出里約熱內盧，並開始建立了屬於巴西自己的軍

隊。50巴西獨立派的推動下，佩德羅拒絕了葡萄牙議會的命令，建立了以若澤·

博尼法西奧·德·安德拉達（José Bonifacio de Andrada e Silva）為首的新政府，並

在 1822 年 5 月自立為「巴西永久的保護者」。葡萄牙議會因此廢黜了其巴西攝

政王的職務。1822 年 9 月 7 日，剛到達聖保羅的佩德羅獲悉了此決議，於是在

依皮朗加河畔拔劍宣誓「不獨立，毋寧死！」（Independência ou Morte!），正式

宣布了巴西的獨立。 

 

二、1890 年殖民地之喪失 

1875 年，維德角群島、葡屬幾內亞、安哥拉、莫三比克、聖多美普林西比

仍是葡萄牙在非洲大陸的有效統治範圍。在 1886 年葡萄牙透過條約的簽署確定

了葡屬幾內亞和法屬西非的邊界。之後安哥拉和莫三比克也因為通過和德國所簽

屬的條約，使得這兩個地方與德屬非洲相鄰的國界獲得了確定。葡萄牙與德法所

簽訂的這兩項條約使得葡萄牙在非洲的權利獲得了保證，但英國對這兩條約雖然

表示了妥協，實際上卻沒有承認這些條約51。葡萄牙政府為了提升其在非洲地區

的影響力，提出了一個名為粉紅地圖計劃(Mapa Cor-de-Rosa)意在擴大其版圖。

粉紅地圖計劃的目標是讓位處西非的安哥拉與位處東非的莫三比克相連。這項計

畫中宣稱今日尚比亞、辛巴威和馬拉維的部分或全部地區為葡萄牙所控制的地區。

但粉紅地圖計劃卻和英國的利益發生衝突，英國計劃將興建一條由埃及開羅通往

南非開普敦的非洲南北縱貫鐵路。所以英國不能接受葡萄牙所提出的粉紅地圖計

劃。(見下圖 2-3) 

 

                                                 
50

 劉煥卿譯，Boris Fausto 著，《巴西簡明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69。 
51

 李靖堃，《列國志-葡萄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7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4%8A%E6%AF%94%E4%B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4%A5%E5%B7%B4%E5%B8%83%E9%9F%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6%8B%89%E7%B6%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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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粉紅地圖計劃之範圍 

資料來源: http://www.africafederation.net/Rose_map.htm 

 

爾後英國於 1890 年對葡萄牙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葡萄牙放棄對安哥拉與

莫三比克之間領土的要求。英國在 1890 年發出最後通牒。葡萄牙國王卡洛斯一

世最後迫於最終通牒而向英國讓步，這也使得粉紅地圖計劃正式結束。粉紅地圖

計劃的結束，共和黨人利用國王在最後通牒事件中的懦弱反應，以突顯葡萄牙王

室的無力，這也使得葡萄牙王室威信不斷地下降。在 1908 年，卡洛斯國王和王

儲路易斯·菲利佩一世(Dom Carlos I)在里斯本遭到暗殺，路易斯‧菲利佩的弟弟

曼努埃爾，接任為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二世(Manuel II de Portugal)。然而兩年後，

葡萄牙也難逃革命的命運，1910 年 10 月 5 日發生了革命，葡萄牙海軍士兵首先

策動政變並推翻了君主制，國王曼努埃爾二世逃亡英國，52葡萄牙自此建立第一

共和國。所以這已代表粉紅地圖計劃的失敗和葡萄牙王室被推翻有著直接的關係。

53
 

 

 

                                                 
52

 李靖堃，《列國志-葡萄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77。 
53

 周鞏固、周文清譯，戴維‧伯明翰 著，《葡萄牙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頁 131。 

http://www.africafederation.net/Rose_ma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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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之喪失 

二次大戰後葡萄牙的殖民地流失可以分成三個時間點：第一，1961 年印度

併入果阿。第二，康乃馨革命所引起的非洲葡語國家與東帝汶的獨立。第三，

澳門政權移交。由於本研究的重點為非洲葡語國家的獨立，所以本章節就先討

論 1961 年印度併入果阿與東帝汶的獨立，以及澳門政權移交；而非洲葡語國家

的獨立將會在後面的章節進行討論。 

 

(一)1961 年印度併入果阿 

1961 年印度軍隊為了收復果阿(當時也被稱為葡屬印度)從陸海空三面持續

約三天的攻擊，最終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並終結了葡萄牙對果阿長達 451 年的葡

萄牙殖民統治。在這次的葡印交戰中有三十名葡萄牙人和二十二名印度人喪生。

這次的交戰雖仍不算是長時間的兩國交戰，但卻引起外界引起了毀譽兩極的反應。

葡萄牙視之為對自己國土的侵犯，而印度則視其為對印度歷史領土的收復。印度

稱之為勝利作戰行動(Operation Vijay)，54或解放果阿(Liberation of Goa)，葡萄牙

稱之為侵略果阿(Invasão de Goa)。55
 

 

(二)東帝汶獨立 

1974 年葡萄牙發生康乃馨革命之後，葡萄牙駐東帝汶總督允許東帝汶人民成立

政黨並自行決定其前途。1975 年 7 月 17 日，在葡萄牙新的憲法中已明文規定東帝

汶將在 1976 年十月舉行人民議會之選舉來決定東帝汶的未來。葡萄牙對東帝汶

的主權也將會在 1978 年十月結束失效。1975 年 8 月 16 日，主張獨立的東帝汶

獨立革命陣線、主張和葡萄牙維持關係的民主聯盟、主張和印尼合併的帝汶人民

民主協會，三方爆發內戰。1975 年 11 月 28 日，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單方面宣

佈東帝汶獨立，成立東帝汶民主共和國。56
 

                                                 
54

 A. Mark Weisburd, Use of Force: The Practice of States Since World War II (Pennsylvania: 

Pennsy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 p.36. 
55

 Paul Axelrod & Michelle Fuerch, Portuguese Orientalism and the Making of Village Communities of 

Goa (Durham, North Carolina: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 
56

 黃子哲，《東帝汶獨立運動之研究：兼論其對台灣前途之意涵》(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0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5%B8%9D%E6%B1%B6%E7%8D%A8%E7%AB%8B%E9%9D%A9%E5%91%BD%E9%99%A3%E7%B7%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5%B8%9D%E6%B1%B6%E7%8D%A8%E7%AB%8B%E9%9D%A9%E5%91%BD%E9%99%A3%E7%B7%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E8%81%AF%E7%9B%9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9D%E6%B1%B6%E4%BA%BA%E6%B0%91%E6%B0%91%E4%B8%BB%E5%8D%94%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9D%E6%B1%B6%E4%BA%BA%E6%B0%91%E6%B0%91%E4%B8%BB%E5%8D%94%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L6Pv6/search?q=auc=%22%E9%BB%83%E5%AD%90%E5%93%B2%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L6Pv6/search?q=sc=%22%E5%9C%8B%E7%AB%8B%E4%B8%AD%E6%AD%A3%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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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門政權移交 

1974 年葡萄牙發生康乃馨革命之後，新的民主政府開始實現民主化和啟動

非殖民化政策。首先承認澳門不是殖民地，而是中國領土。1975 年 12 月 31 日，

葡萄牙將最後一批的駐澳門軍隊撤出澳門。葡萄牙與中華人民共國於 1979 年 2

月 8 日正式交換《建交公報》。雙方共同認定澳門是中國領土，至於歸還時間與

細節將在適當時間由兩國政府協商解決。從此，葡萄牙的改變與行動為中葡關係

帶來正面的改變。1984 年 11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李先念訪問葡萄牙，與葡

萄牙總統埃亞內斯會面就澳門問題交換意見。1985 年 5 月葡萄牙總統訪問中國，

與中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會晤，表示將積極地與北京政府解決澳門問題。

57
 

中葡談判 

1986 年 5 月 20 日，中國與葡萄牙政府正式發佈新聞公報，宣佈 6 月 30 日

在北京展開澳門問題的談判，解決澳門問題。(參見下表 2-1) 

 

表 2-1 四輪會談之時間地點表 

 時間 地點 

第一輪會談 1986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 北京 

第二輪會談 1986 年 9 月 9 日至 9 月 10 日 北京 

第三輪會談 
1986 年 10 月 21 日至 10 月

22 日 
北京 

第四輪會談 
1987 年 3 月 18 日至 3 月 23

日 
北京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1987 年 4 月 13 日，中國總理和葡萄牙總理分別代表中葡兩國政府在北京人

民大會堂西大廳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1987 年，中葡兩國各在各自政府內

取得《中葡聯合聲明》的批准。中葡兩國政府終於在 1988 年 1 月 15 日互換批准

                                                                                                                                            
頁 11。 

57
 CNKI,澳門編年史〈http://gongjushu.cnki.net/CRFDHTML/r200605042/r200605042.2504de.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E4%B8%BB%E5%B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E4%B8%BB%E5%B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4%A7%E5%B0%8F%E5%B9%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6%B0%91%E5%A4%A7%E6%9C%83%E5%A0%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6%B0%91%E5%A4%A7%E6%9C%83%E5%A0%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91%A1%E8%81%AF%E5%90%88%E8%81%B2%E6%98%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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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生效。58正式的澳門政權移交的儀式在 1999 年 12 月

19 日午夜舉行政權移交儀式，以 12 月 20 日凌晨時分在澳門綜藝館舉行的澳門

特別行政區成立儀式為結束。葡萄牙也結束了自從大航海時代所開啟的海外殖民

史(參見下表 2-2)。 

 

表 2-2:葡萄牙殖民地獨立時間列表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年代 地區 

1822 年 巴西獨立 

1890 年 部分非洲殖民地喪失 

1961 年 印度收復果阿 

1975 年 安哥拉獨立 

1975 年 莫三比克獨立 

1975 年 葡屬幾內亞獨立 

1975 年 聖多美獨立 

1975 年 東帝汶獨立 

1999 年 澳門政權移交 

 

第三節 葡屬非洲的殖民危機 

 葡萄牙於二戰後對於殖民地獨立的問題，採取的應對措施與其他國家不同，

葡萄牙對非洲殖民地的反殖民運動是用強力的手段來鎮壓，以維持葡萄牙在非洲

殖民的利益。 

20 世紀初，葡萄牙政權歷經兩個主要的動亂。首先 1910 年由君主政治到共

和政體，再者是在 1926 年，政變後轉為軍事獨裁政體。這些改變導致葡萄牙對

安哥拉的控制緊縮。在擴張殖民地早期，葡萄牙人和各個屬地的非洲統治者，之

間幾乎是不斷的在戰爭。葡萄牙人採取策略性的手段征服並平定了他們。當地的

王國一個接著一個被征服並且被廢除。 

                                                 
58

 同上。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9%96%80%E7%B6%9C%E8%97%9D%E9%A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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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20 年代期前，整個安哥拉都受到控制。葡屬非洲的奴役制度正式結束，

但大型農場實行一個非裔勞工的給薪奴工制度，由大多數沒有能力給付葡萄牙稅

金，且不為當局所雇用的非洲種族所組成。在第二次大戰和第一次的反殖民主義

事件後，這個制度就逐漸減少了。然而，在許多葡屬非洲地區，此類強迫勞動，

包括強迫變換地點的勞動合約仍是繼續存在的，直到 1961 年才終於廢止。 

1950 年代後期，由新國家體制統治下的葡萄牙，中立派在二次大戰時的政

策是將葡萄牙部隊排除在可能的東西衝突之外。另一方面來說，此政權的目標是

保持葡萄牙廣大海外領土於控制之下及保護其子民。葡萄牙在 1949 年加入北大

西洋公約組織(NATO)成為創始會員，並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的軍事統御組織。北

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目標是避免蘇聯攻擊西歐。對葡萄牙來說，動用軍隊來對抗葡

萄牙海外省份的游擊起義，這也被當時的政權視為國家生存的必要舉動。 

葡屬非洲地區也就是現今的非洲葡語國家的地理位置是分散於非洲大陸的，

殖民地範圍遍及非洲大陸的西岸和東岸與西非的部分海島。(參考下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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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非洲葡語國家分佈圖 

資料來源: http://www.linguaportuguesa.ufrn.br/en_3.php 

 

一、葡屬西非 

 葡屬西非(Á frica Ocidental Portuguesa)為現今的安哥拉地區。葡萄牙人於 15

世紀末開始控制了安哥拉沿海地區。在 20 世紀中葉，安哥拉白人的人口有了大

幅度成長。葡萄牙政府雖然稱其殖民政策是種族平等的。但實際上在安哥拉社會

充斥著種族不平等。白人仍是社會階級的頂層，再來是葡非混血的人種，同化人

59
(Assimilados)社會地位在混血人之後。60

 

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政策因 20 世紀初葡萄牙政體的改變而有所變動。葡萄牙

君主政體的殞落和在管理、農業、教育上的革新。隨著新國家體制政權擴張到殖

民地，安哥拉在 1951 年改制為葡萄牙的海外省，稱之為海外安哥拉省(Provincia 

                                                 
59

 同化人所指的是文化上被葡萄牙所同化。原住民黑人為社會階級的最下層。 
60

 嚴震生，〈安哥拉的內戰與和平協議〉，《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2 卷，2004，頁 37。 

http://www.linguaportuguesa.ufrn.br/en_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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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marina de Angola)。 

然而，葡萄牙統治的模式仍是無法改變的種族主義，大量強迫勞工和幾乎完

全失敗的鄉村現代化。於 1960 年，葡萄牙殖民統治 400 年後，在整個殖民地中

連一所大學都沒有。61為了改善這種落後的情況，部分的政治組織在 1950 年代

首次出現了。首先他們開始組織化，並為了提升人權與公民權而努力。這些政治

組織也開始在國際實施外交戰來爭取他國的幫助進而獨立。此時，葡萄牙政權拒

絕同意民族主義者的獨立要求，因此在 1961 年游擊隊攻擊安哥拉東北部邊界交

易所的財產，而觸發武裝衝突。此戰役即為葡萄牙殖民地戰爭的開端。 

 

二、葡屬東非 

 葡屬東非(Á frica Oriental Portuguesa)是現今的莫三比克地區。1928 年至 1962

年是撒拉查的極權統治時期，這段時期里斯本政府在莫三比克採取了部分的新殖

民政策。首先是殖民地的重大決策由葡萄牙海外部制定。第二，推行新的商業政

策，葡萄牙政府可以直接干涉任何的經濟活動。第三，制定富有種族主義的同化

政策，試圖將莫三比克的非洲文明基督教化以利於葡萄牙殖民，並且鼓勵葡萄牙

人移民莫三比克。第四，發展富有民族主義的經濟政策，為了使莫三比克成為其

宗主國的原料產地，葡萄牙政府強制規定莫三比克只能種植棉花和稻米並規定這

兩項農作物只能以低價收購並銷售到葡萄牙本土。 

 

三、其他葡屬非洲地區 

(一)葡屬幾內亞 

 葡屬幾內亞(Guiné Portuguesa)現今的幾內亞比索(Guiné-Bissau)。葡萄牙的野

蠻殖民政策，使得幾內亞比索人民不斷的向葡萄牙反抗。到了二十世紀之後，幾

                                                 
61

 Agostinho Neto University, “Acerca da UAN”, Agostinho Neto University, 

〈http://www.uan.ao/pt-P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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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亞比紹人民的反殖民運動更加頻繁。1920、1932、1939 年都爆發了反殖民的

武裝暴動。1951 年，葡萄牙將幾內亞比索定位為海外省，並派任總督統治幾內

亞比紹。1956 年，阿米卡爾、卡布拉爾等人一起組織了幾內亞與維德角非洲獨

立黨。 

 

(二)維德角 

 1446 年至 1974 年這段期間維德角和葡萄牙控制下的幾內亞地區皆被劃分為

葡屬幾內亞。62在維德角群島，從 1936 年出現了名為「光明」(Claridade)的第一

份反殖民統治報紙。然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受到非洲反殖民運動的影響。1948

年維德角人民不堪葡萄牙的剝削爆發了甘蔗農罷工。1956 年，阿米卡爾 卡布拉

爾等人一起組織了幾內亞與維德角非洲獨立黨。 

 

(三)葡屬聖多美普林西比 

 葡屬聖多美普林西比(Portuguese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現今的聖多美普林

西比民主共和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53 年聖多美島巴特怕(Batepa)發生了反

殖民統治的起義，但遭到葡萄牙軍隊的鎮壓，約有 1000 多人受害。這次的屠殺

也激發了當地居民的民族主義。受到非洲反殖民運動的影響，1960 年 6 月，多

美普林西比居民成立了聖多美普林西比解放委員會，該組織也是聖多美和普林西

比解放運動的前身。也開啟了聖多美普林西比的反殖民運動。1962 年，解放委

員會得到聯合國的承認，也就是從這時候開始，聖多美普林西比的獨立運動受到

國際社會的普遍支持。63
 

 

 

                                                 
62

 龐君豪，《新世紀全球百科全書》(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頁 177。 
63

 李廣一，《列國志：赤道幾內亞 幾內亞比紹 聖多美和普林西 佛得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2007)，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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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非洲葡語國家獨立運動之過程 

 

第一節 民族主義組織與領導人 

一、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 

 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ovimento Popular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MPLA)簡

稱安人運。安人運於 1956 年 12 月 10 日64成立，安哥拉非洲人團結鬥爭黨(Partido 

da Luta Unida dos Africanos de Angola-PLUA)和盧安達其他組織合併成為安哥拉

人民解放運動。之後，安人運又併入了安哥拉民族獨立（MINA）和民主陣線安

哥拉解放（FDLA）。65目標是透過團結安哥拉人而讓安哥拉能脫離葡萄牙的殖民

獨立66。安德拉達(M de Andrade)是安人的第一任領導，他是一個葡非混血人亦是

詩人。安人運在安德拉達的時期主要代表的是來自城市的知識份子，而不是廣大

安哥拉原住民的利益。安人運早期於 1960 年代於剛果民主共和國的首都金夏沙

建立了指揮處，之後在尚比亞的首都路沙卡和剛果共和國的首都布拉薩市都建立

了了指揮處。1973 年，安人運發生了一次的分裂。由於當時反對安人運內部出

現了由混血人主導和來自蘇聯的干涉，在安哥拉東部地區丹尼爾‧奇本達(Daniel 

Chipenda)發動了一次的叛離。奇本達和其追隨者也因此來開了安人運，並在之

後加入了莫三比克解放陣線。1974 年，以布拉柴維爾為基地的安人運左翼派系

與內圖領導的安人運核心發生了分裂。這是安人運成立以來第二次的分裂危機。

67
 

 

 

                                                 
64

 Movimento Popular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 “História ,O PARTIDO DA VERDADE, DA 

LIBERDADE E DO POVO,” Site de Movimento Popular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 

〈http://www.mpla.ao/mpla.6/historia.7.html〉. 
65

 John Marcum, “The Angolan Revolution,” The Anatomy of an Explosion (1950-1962), Vol. I 1969, 

Cambridge/Mass. & London: MIT Pres.  
66

 劉海方，《列國志：安哥拉》(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90。 
67

 同上註，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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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 

 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Frente Nacional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FNLA）簡稱

安解陣。安解陣的前身是北安哥拉人民聯盟(União das Populaçoes do norte de 

Angola，UPNA)，1954 年成立於比屬剛果首都。推動民族主義將此地區由安哥

拉脫離已恢復早年的剛果王國(Kingdom of Kongo)。由於北方巴剛果人，不只居

於比屬剛果，亦有不少之人是為了躲葡萄牙政府的剝削勞動。在成立的初期，北

安哥拉人民聯盟並沒有提出獨立的想法，而是為了強化巴剛果人的利益而做努

力。 

1958 年，北安哥拉人民聯盟改名為安哥拉人民聯盟(UPA)，在原本的黨綱下

又增加了以整個安哥拉完全獨立的目標。羅伯托(Holden Roberto)係北安哥拉人民

聯盟的創始人68。1961 年夏天，安哥拉人民聯盟有一支 5000 人的安哥拉民族解

放軍，裝備極差而且沒有經過正式的軍事訓練。但是，這支部隊陸續得到來自阿

爾及利亞、突尼西亞、摩洛哥的武器資助和訓練，也得到了來自非洲統一組織的

資金支持。69這也讓該組織的發展規模日漸增大，但是控制的範圍卻沒有得到等

比增加。70在 1961 年美國甘迺迪政府也開始援助，將三分之一給薩伊的金援轉

移到安解陣與安獨盟。71
 

1962 年 3 月，安哥拉人民聯盟與另一個小型的剛果民族主義組織安哥拉民

主黨合併並改稱為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安解陣立即宣布成立安哥拉革命流亡政

府。1963 年以後的幾年間，安哥拉革命流亡政府一直和安人運之間一直存在著

爭執，非洲團結聯盟曾對兩邊的陣營進行調解，希望雙方炮口一致向外一起對抗

殖民政權，但未成功。1968 年，非洲團結聯盟撤銷其對安哥拉革命流亡政府的

承認，改為承認安人運，安人運也因此聲勢大漲。72 

                                                 
68

 嚴震生，〈安哥拉的內戰與和平協議〉，《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 第 2 卷，2004，頁 39。 
69

 劉海方，《列國志：安哥拉》(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179。 
70

 John Walker Frederick , A Certain Curve of Horn: The Hundred-Year Quest for the Giant Sable 

Antelope of Angola(New York:Grove Press,2004), p. 143. 
71

 Ali A Mazrui, The warrior tradition in modern Africa(Leiden : E. J. Bril., 1977) pp. 226–228. 
72

 盧德明，1974。《安哥拉民族主義運動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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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哥拉完全獨立全國聯盟 

安哥拉的第三支民族主義組織成立於 1966 年，名為安哥拉完全獨立全國聯

盟，最早期的成員主要來自於安解陣的奧文本杜族(Ovimbundu)，73其領導人為

有參加革命經驗的薩文比(Jonas Savimbi)。在 1968 年之後改名為安哥拉完全獨立

全國聯盟(União Nacional Para a Independência Total de Angola，UNITA) 多了全國

的字眼簡稱安獨盟。安獨盟成立之初以尚比亞的首都路沙卡(Lusaka)為根據地，

爾後就將盤據地遷往安哥拉境內。74
 

在安獨盟成立的 1966 年，12 月 25 日首次對葡軍發動了武裝攻擊，75這次參

與的人數為 200 人。76安獨盟也經常不斷的突襲安哥拉的邊境地區，在農達

(Lunda)、莫西哥(Mexico)地區獲得了有較地控制，安獨盟也因此成為了安哥拉三

個革命組織之一。77安獨盟隨後於 1967 年開始與葡萄牙的反殖民戰爭。78
 

 

四、莫三比克解放陣線 

 莫三比克解放陣線(Frente de Libertação de Moçambique) ，簡稱莫解陣。莫

解陣成立於 1962 年 6 月 25 日，是由三個流亡組織所組成，分別是莫三比克全國

民主聯盟(União Democrática Nacional de Moçambique)、莫三比克馬孔德人聯盟及

爭取莫三比克獨立非洲人聯盟。這是莫三比克人民第一次針對反殖民運動所組成

                                                 
73

 約在 13 世紀，處於南遷過程中的班圖人有一支進入安哥拉北部和中部，其中分佈在安哥拉中

部的就是奧文本杜人。他們多住在海拔 3000～5000 米的高原或山區,經常被雲霧籠罩,故他們

又有「霧中人」之稱。奧文本杜人約在 17 世紀初就已掌握織布、煉鐵、建築等技術。今天

在本格拉高原地區仍然可以看到他們用石塊砌的牆，說明他們當時的建築技術已經有了相當

高的水準。奧文本杜人習慣於遊牧，而且是有名的商人，19 世紀曾壟斷了本格拉到上贊比

西的貿易，主要經營象牙、蜂蠟、橡膠和奴隸買賣。中世紀時，奧文本杜人及其所屬各族曾

在安哥拉中、南部建立過 22 個大大小小的王國，但始終沒有統一。1890～1902 年間，大多

數王國被葡萄牙殖民者征服，國王成為傀儡，甚至有不少國王是由葡萄牙人任命的。奧文本

杜人對殖民主義統治進行了長期鬥爭。安哥拉解放戰爭時期的政黨「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

國聯盟」就是以奧文本杜人為基礎組成的。他們和國內其他民族一起於 1975 年獲得獨立。 
74

 嚴震生，〈安哥拉的內戰與和平協議〉，《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 第 2 卷，2004，頁 40。 
75

 Leon Kukkuk, Letters to Gabriella:Angola's Last War for Peace, What the UN Did and Why 

(Florida: Florida Literary Foundation ,2005) p. 156. 
76

 Chris Simpson, “Obituary: Jonas Savimbi, Unita's local boy,”BBC NEWS, 25 February, 2002,

〈http://news.bbc.co.uk/2/hi/africa/264094.stm〉. 
77

 盧德明，《安哥拉民族主義運動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1974)。頁 36。 
78

 劉海方，《列國志：安哥拉》(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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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合組織。莫解陣係富有馬克思主義的政黨，79該黨於 1962 年 9 月第一次黨

代表大會，由蒙德拉那(Eduardo Modlane)當選為黨主席，80並宣佈將會使用一切

手段來爭取獨立直到葡萄牙政府妥協。81
 

成立之初，總部設在坦桑尼亞的首都三蘭港(Dar es Salaam)。1964 年 9 月，

莫解陣開始領導莫三比克人民對葡萄牙殖民政府並且發動武裝攻擊，以游擊戰的

方式對抗葡萄牙軍。1969 年蒙德拉那遇害之後，1970 年 5 月，薩莫拉·馬謝爾

(Samora Moisés Machel)被莫解陣中央委員會選舉為莫解陣主席。莫解陣在薩莫

拉的領軍下游擊戰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到了 1974 年初時，莫解陣已經控制莫三

比克三分之一的地區。1974 年葡萄牙發生軍事政變後，莫解陣又乘機擴大了佔

領區域。該年六月，薩莫拉率領莫解陣的代表團與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後的新政府

在尚比亞的首都路卡沙就獨立的問題進行談判。1974 年 9 月 20 日，莫解陣的若

阿金·希薩諾(Joaquim Alberto Chissano)出任莫三比克臨時政府的總理。1975 年 6

月，莫三比克宣告建國，薩莫拉出任第一任的總統。82
 

 

五、聖多美普林西比解放運動黨  

 聖多美普林西比解放運動黨 (Movimento de Libertação de São Tomé e 

Príncipe – Partido Social Democrata)，簡稱聖國解放運動黨。聖國解放運動黨成立

於 1972 年 7 月 12 日。83該政黨的前身聖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委員會成立於 1960

年 6 月。解放委員會在 1962 年得到聯合國的承認後，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的獨立

運動就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84。1972 年改稱解放運動，1990 年改稱為現名。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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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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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出版社，2007)，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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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幾維非洲獨立黨 

 幾內亞與維德角非洲獨立黨簡稱幾維非洲獨立黨(Partido Africano para a 

Independência da Guiné e Cabo Verde，PAIGC)。由卡補拉爾(Amílcar Cabral)所領

導的幾維非洲獨立黨成立於 1954 年。86成立初期的幾維非洲獨立黨是一個包括

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小農主、工人在內的民族主義組織，幾內亞比索和維德

角的愛國人士也是該黨的主要成員。幾維非洲獨立黨早期的領導人除了建黨的卡

補拉爾外，卡補拉爾的弟弟路易斯‧卡補拉爾(Luís Cabral)和佩雷拉等人也參與

了黨務的運作。該黨宗旨是實現民族團結，促進幾內亞與維德角脫離葡萄牙的殖

民統治走向獨立。87自幾維非洲獨立黨成立起，幾維非洲獨立黨便採取了一系列

和葡萄牙殖民政府的和平請願手段。 

但是在 1959 年比索大屠殺發生後，幾維非洲獨立黨就放棄了和平抗爭的方

式，轉而使用武裝鬥爭來和殖民政府對抗來達成獨立建國的目標。自此之後，幾

維非洲獨立黨就在幾內亞比索和維德角進行艱困的獨立戰爭。1963年1月26日，

該黨帶領幾內亞比索人民開始以武力方式對抗葡萄牙的殖民88。幾維非洲獨立黨

於 1973 年建立了幾內亞比索共和國。1977 年 11 月，幾維非洲獨立黨確定為幾

內亞比索和維德角兩國的共同執政黨。1981 年 1 月，維德角另立新政黨，同年

11 月，幾內亞比索決定使用原名幾內亞與維德角非洲獨立黨的黨名，從此兩國

共有一黨的情況就結束了。維德角非洲獨立黨(Partido Africano da Independencia 

de Cabo Verde)就是 1981 年幾維非洲獨立黨分裂後成立的。 

 

七、卡賓達飛地自由陣線 

居住在卡賓達地區的馬瑶姆布人(Mayombe)，使用的是基剛果語的一種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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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出版社，2007)，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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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們之前並不屬於剛果王國。現今居住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境內的部分馬瑶姆

布人在比屬剛果時曾經加入巴剛果聯盟(Alliance des Bakongo-Abako)，但是，馬

瑶姆布人和卡賓達其他使用基剛果語的族群，在地緣和文化上都遠離了安哥拉的

巴剛果人，因此很少有與其他安哥拉人團結的想法。1885 年，葡萄牙將卡賓達

視為保護國，1950 年通過法案併入安哥拉。馬瑶姆布人也在 1961 年成立了卡賓

達獨立運動組織(Alliance de Mayombe-Alliama)，1962 年又與另外兩個卡賓達獨

立運動組織合併成為卡賓達飛地自由陣線(Frente para a Libertação do Enclave de 

Cabinda, FLEC)。該組織領導人路易斯‧蘭克‧佛蘭克(Luiz Ranque Franque)，他

拒絕與安哥拉的其他民族主義組織合併。89
 

 

二、各陣營之領導人 

(一)、非洲葡語地區 

 

1.內圖 

內圖全名：阿戈什蒂紐·內圖(Agostinho Neto)。內圖出生於羅安達附近的卡

泰特地區，早年在羅安達上學，後來從事醫療工作，父親是福音教會的牧師。內

圖在 1974 年前往科英布拉大學和里斯本大學學醫。內圖從年輕時期就支持反抗

葡萄牙的殖民統治，他是安哥拉民族運動的重要元老之一。安人運在 1956 年創

立後，內圖就一直是安人運的重要領導。90
 

內圖在 1955 年出版了一本名為民族主義的詩集後，91因為他的反殖民主義

與民族主義思想而被葡萄牙政府判決入獄，然後再流放到鄉下直到 1957 年。1958

年內圖和他葡裔的妻子又回到了安哥拉，92但在 1960 年 6 月內圖又再一次被葡

萄牙政府逮捕，然後被流放至維德角的小島。隔年又被移監到里斯本的監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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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出版社，2007)，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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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Martin James,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Angola.(Lanham,Maryland:Scarecrow Press,2004), p. 110. 
92

 Inge Tvedten, Angola: Struggle for Peace and Reconstruction.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7), pp.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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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圖在 1962 年成功越獄，然後他逃到了金夏沙。同年的 12 月內圖在安人運第一

次黨代表大會被選為安人運的主席和軍委會主席。之後內圖先後旅居蘇聯、東歐

與其他非洲國家，但是他還是一直領導著安人運。93
 

 

2.多斯桑托斯 

多斯桑托斯全名：若澤·愛德華多·多斯桑托斯(José Eduardo dos Santos)。多斯

桑托斯 1942 年 8 月 28 日出生於安哥拉羅安達，家庭背景是一個工人家庭。94多

斯桑托斯從中學時期就積極參與反殖民統治和爭取獨立的抗爭。1961 年 19 歲的

多斯桑托斯加入了安人運。1962 年，多斯桑托斯參與建立安人運青年團的計畫，

他也擔任了安人運青年團的副主席並同時擔任安人運駐剛果的代表。安人運

1963 年將多斯桑托斯送往蘇聯巴庫大學(Azerbaijan State Oil Academy)攻讀石化

與通訊。95回到安哥拉之後於 1970 年他開始積極參與反殖民統治的葡萄牙殖民

地戰爭。1974 年，多斯桑托斯被安人運領導人內圖任命為黨中央委員。96
 

 

3. 羅伯托 

羅伯托全名：霍爾頓·羅伯托(Holden Alvaro Roberto)。羅伯托 1923 年 1 月 12

日出生於薩爾瓦多，一生大多的時間都是待在國外，先是進行革命而流亡海外，

爾後是移居國外。羅伯托 1949 年至 1957 年和叔叔一起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在這

段時期，他的思想受到剛果民族主義者的影響而參加了北安哥拉早期的民族主義

運動，再加上 1951 年羅伯托到安哥拉時目睹了葡萄牙的官員虐待一位安哥拉老

人，97這也間接地開啟了羅伯托對政治的道路。98羅伯托並於 1958 年在新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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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安哥拉人民聯盟中擔任在阿克(Accra)的泛非大會的代表。當時羅伯托體會到，

必須把北安哥拉人民聯盟的思想基礎由巴剛果民族主義擴大到安哥拉民族主義。

於是，北安哥拉人民聯盟更名為安哥拉人民連聯盟。1959 年羅伯托代表安哥拉

主義者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所召開的會議。羅伯托於 1960 年返回金夏沙，成為

了安哥拉人民聯盟的主席。在此之後，羅伯托多次試圖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吸引

非巴剛果族的政治人物加入他們的政黨，但成效有限。1962 年，羅伯托與其他

小型的巴剛果組織聯合組成了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同年 4 月，羅伯托建立了流

亡政府。99
 

 

4. 薩文比  

薩文比全名：若納斯·薩文比(Jonas Savimbi)。薩文比是奧文本杜的族人，出

生於安哥拉莫希科省的一個鐵路員工家庭。薩文比成績優秀，因此薩文比獲得美

國基督聯合教會的獎學金，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學學習醫學。兩年之後薩文比因參

加了政治活動而轉到瑞士攻讀政治學。100薩文比 1961 年在坎帕拉遇見了肯尼亞

民主義領導人湯姆·姆博亞(Tom Mboya)，這次的會面讓薩文比決心投入政治。該

年，薩文比開始擔任安解陣的前身安哥拉民族聯盟(UPA)的總書記。1962 年，薩

文比被羅伯托任命為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長。之後由於薩文比對羅伯托的領導感到

失望而在 1964 年離開安解陣，離開安解陣後他建立了自己的民族主義組織。1966

年 3 月由薩文比成立了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簡稱安獨盟)。薩文比領導

下的安獨盟在 1968 年至 1974 年在安哥拉東部和南部祕密地進行著教育、政治和

軍事活動。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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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薩莫拉 

薩莫拉全名：薩莫拉·莫伊塞斯·馬謝爾(Samora Moisés Machel)。薩莫拉在

1933年9月29日在莫三比克南部的加札省紹奎縣希萊貝內村(Chilembene)出生，

這是尚加納族的村莊，位於馬布托北方 250 公里處。薩莫拉的家族具有反抗葡萄

牙殖民政府的長久歷史。薩莫拉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參與了十九世紀末反抗葡萄牙

殖民統的抗爭，薩莫拉的曾祖父更是 1896 年馬貴瓜內(Maguiguane)起義的主要

策劃人之一。薩莫拉的父母親是貧窮的農民。因為殖民政府強制推行種植棉花的

政策，薩莫拉的父母被迫種植棉花而無法種植玉米等可食用的作物來讓他們溫飽，

因此薩莫拉的童年長期處於飢餓的狀態，這種殖民統治的剝削也讓薩莫拉從小就

充滿著鬥爭與反抗的精神。因當時護理人員的這個職業是對黑人開放的，所以薩

莫拉選擇就讀護理的課程。102完成專業的訓練後，薩莫拉在醫院任職。在任職期

間，他開始為醫院實施的白人與黑人同工不同酬的規定開始進行抗議與政治鬥

爭。 

 

1962 年薩莫拉逃離莫三比克加入剛成立的莫解陣，進入反殖民的行列。薩

莫拉在莫解陣晉升的很快。1963 年他與其他的莫解陣成員到阿爾及利亞接受訓

練，結訓後薩莫拉回到坦桑尼亞負責莫解陣的軍事訓練營，之後薩莫拉回到莫三

比克指揮了亞薩省東部的軍事戰役。1966 年莫解陣的第一任國防部長部長費力

佩·馬蓋亞(Filipe Magaia)去世後，薩莫拉接任他的國防部長職務。1969 年蒙德拉

那遇害後，莫解陣在該年四月招開中央委員會，設立主席委員會。103之後，領導

多數派和少數派的尤瑞阿·西芒戈進行了一場鬥爭。1970 年 5 月莫解陣中央委員

會選舉薩莫拉為莫解陣主席。在薩莫拉領導下的莫解陣在軍事方面的進展；莫解

陣游擊隊將戰事範圍推進到泰特省，並在 1972 年時戰線推進到南部地區。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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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莫解陣部隊已經推進到距離馬布托約 640 公里遠。104
 

 

6.卡布拉爾 

卡布拉爾全名：阿米爾卡·卡布拉爾(Amílcar Cabral)。卡布拉爾是幾內亞比索

共和國的締造者。1950 年，卡布拉爾完成學業後進入殖民政府的農業機構擔任

人口、土壤方面以及水利工程方面的工程師。卡布拉爾在 1952 年至 1954 年在幾

內亞比索境內進行全方面的普查，他也因此掌握了關於人口和土地以及居民生活

情況的大量資料。這些資料對之後成立的幾維非洲獨立黨有著相當的幫助。1954

年，卡布拉爾成立了第一個民族主義團體「再生協會」。1956 年 9 月 19 日，卡

布拉爾和其他 5 人一起共同建立了幾維非洲獨立黨。之後，卡布拉爾前往安哥拉

和內圖一起組織了安人運。1959 年發生比索大屠殺事件後，卡布拉爾返回幾內

亞比索和幾維非洲獨立黨討論以使用武裝抗爭來爭取獨立的機會。所以卡布拉爾

領導幾維非洲獨立黨從 1963 年開始發動武裝攻勢，到了 1973 年時卡布拉爾所領

導的幾維非洲獨立黨控制約了三分之二的國土並宣布幾內亞比索獨立建國。105整

體而言雖然卡布拉爾受到馬克思主義相當多的影響，但他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106
1973 年，卡布拉爾遭到暗殺身亡。107

 

 

(二)、葡萄牙 

1. 薩拉查 

薩拉查全名：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薩

拉查出生於科英布拉附近的村莊。大學在科英布拉獲得了金融和法律的學位。薩

                                                 
104

 張寶增，《列國志：莫桑比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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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查取得博士學位後擔任政治經濟學教授。108薩拉查在葡萄牙近代史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他統治葡萄牙長達四十年，並且建立了名為「新國家」(Estado Novo)

的獨裁政體。 

1926 年葡萄牙發生軍事政變後，薩拉查曾經擔任財政部長，但不久後就辭

職。葡萄牙總統安東尼奧·德·弗拉戈索·卡爾莫納(António de Fragoso 

Carmona)1928 年再次任命薩拉查為財政部長，很快的葡萄牙長期的經濟問題獲

得了改善。1932 年薩拉查更上一層樓，被任命為葡萄牙總理。薩拉查透過修改

憲法，使得葡萄牙走向獨裁制的國家，這個政體也被稱為新國家。對內實施獨裁

統治，沒有言論自由也不允許其他的政黨或團體的存在，還成立了祕密警察加以

監控。在二戰時期，薩拉查的對外政策雖然為保持中立，109但實際上是和西班牙

的佛朗哥一樣傾向德國和義大利的法西斯陣營。110
 

 

2.高梅斯 

高梅斯全名法蘭西斯科·達科斯塔·高梅斯(Francisco da Costa Gomes)。1965

年，高梅斯被任命為莫三比克軍區副司令，並於 1968 年，晉升為將軍。1970 年

他獲得安哥拉軍區指揮官的職位，當時高梅斯也是安哥拉戰區最高階的指揮官，

他是第一個嘗試要和安獨盟建立軍事協議以對抗安人運和安解陣。  

在 1972 年 9 月 12 日，高梅斯被召回葡萄牙取代貝南西奧·德斯蘭德斯

(Venancio Deslandes)將軍，就任武裝部隊司令。然而，就在 1974 年 4 月 25 日康

乃馨革命前不久的 1974 年三月，他因拒絕在公開儀式下對首相議會主席馬賽羅·

卡埃塔諾英(Marcello Caetanoin)宣誓忠誠而遭到撤換。在康乃馨革命後，他是組

                                                 
108

 HistoriaDePortugal.info, O Guia Online da História de Portugal, "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 

"História de Portugal, Estado Novo, 25 de abril d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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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奴隸軍事聯盟的 7 個軍事領導人之一。在 4 月 25 和 9 月 30 之間，他是在斯皮

諾拉之下葡萄牙政府的第二領導人。111
 

 

3.斯皮諾拉 

斯皮諾拉全名安東尼奧·德斯皮諾拉(Antonio de Spinola)是一位葡萄牙軍官，

作者和保守主義政治家，斯皮諾拉在康乃馨革命轉換到民主政體過程中扮演了很

重要的角色。 

在 1961 年，在薩拉查鼓勵下，斯皮諾拉自願在西非的葡萄牙殖民地服役。

1961 年至 1963 年間，斯皮諾拉在葡屬安哥拉指揮第 345 騎兵大隊，斯皮諾拉與

其之單位表現傑出。斯皮諾拉在1968年被提名並就任葡屬幾內亞的軍事統治者，

並在 1972 年續任。在葡萄牙殖民地戰爭，他的管理方式係比較尊重幾內亞人和

本土政權的；同時，他在戰爭中繼續實行一連串的行動，秘會塞內加爾總統利奧

波德·西達·桑戈爾(Leopold Sedar Senghor)和發動侵略鄰國的胡蘿蔔加大棒策略。

112
 

 

4.阿利亞加 

阿利亞加全名考札·德·阿利亞加(Kaúlza de Arriaga)。阿利亞加在波爾圖大學

(Universidade do Porto)拿到數學與工程學位，並在 1935 年 11 月 1 日自願加入葡

萄牙軍隊。在軍事學院修習軍事與土木工程課程並於 1939 年畢業，之後被指派

到葡萄牙軍事研習機構從事一般職員的工作。在這段時間他曾請願改革徵兵制度，

同時訓練並將傘兵整合併入葡萄牙空軍。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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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到 1974 年，阿利亞加取代安東尼奧·奧古斯托·多斯·桑托斯(Antonio 

Augusto dos Santos)將軍，成為莫三比克戰區葡萄牙軍隊之總司令，並在 1970 年

策動難題之役(Operation Nó Górdio)。此行動是葡萄牙武裝部隊在整個葡萄牙殖

民地戰爭時期，1961 年至 1974 年中最大且軍事費用最高的戰役。113
 

 

第二節 葡萄牙殖民地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很多歐洲國家自願或被迫放棄其海外殖民地。1961

年至 1974 年，葡萄牙與殖民地發生了戰爭。當時葡萄牙的薩拉查極右派政權卻

拒絕放棄其殖民地，因此葡萄牙仍然維持著龐大的殖民版圖。葡萄牙嘗試抵抗殖

民地發起的非殖民地化浪潮，因此爆發了殖民戰爭。康乃馨革命發生後，葡萄牙

帝國解體。 

葡萄牙殖民地戰爭( Guerra Colonial Portuguesa)，也被稱為葡萄牙海外戰爭或

葡萄牙帝國解放戰爭。係由葡萄牙軍隊和葡屬非洲的民族主義組織於 1961 年至

1974 年所展開的戰爭。最後由於葡萄牙本土在 1974 年所發生的一場軍事政變而

改變政府了政府的殖民政策，進而導致葡萄牙殖民地戰爭結束和非洲葡語國家的

獨立。 

葡萄牙的新國家政權不同於其他歐洲殖民國家於 1950年代至1960年代放棄

了在非洲的殖民地，葡萄牙新國家政權仍然堅守其海外殖民地的統治權。從 1951

年開始，葡萄牙海外殖民地改為海外省。在 1960 年代的安哥拉、莫三比克、葡

屬幾內亞地區，各種的獨立運動開始對抗著葡萄牙的殖民統治。在接下來的戰爭

裡，各方勢力的鬥爭是相當地激烈。114二次世界大戰後非殖民化和部分的非洲國

家獨立、1961 年印度武裝部隊併入果阿、聖瑪麗亞劫持事件、非裔美國人民權

運動的成就都是非洲葡語國家爭取獨立的動力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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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哥拉獨立戰爭 

安哥拉獨立戰爭(Guerra de Independência de Angola)由於安人運、安解陣及安

獨盟這三個主要的民族主義組織彼此衝突與牽制，導致獨立運動的推展較為緩慢。

自 1962 年獨立戰爭開打以來，這三個主要的民族主義組織彼此陷入相互交戰互

不相讓。1151969 年初，安人運在隆達省與貝耶發動了游擊戰，使得葡萄牙政府必

須從新安置白人居民至防守更加嚴密的村莊。116
 

 

(一) 安哥拉獨立戰爭之初 

1961 年 1 月 3 日，在卡桑熱低地(Baixa de Cassanje)─馬郎吉 (Malanje)地區

的農民，因為棉花田工人對於殖民政府的勞動政策過苛刻和飽受虐待而提出了抗

議。工人向卡多南棉田公司(Cotonang's cotton fields)抗議，該公司是由葡萄牙、

英國、德國所投資擁有的。117參與抗議的農民燒毀他們的證件並且攻擊葡萄牙的

商店，這件事件之後也被稱為「卡桑熱低地起義(Baixa de Cassanje revolt)」。118接

著葡萄牙軍於 2 月 4 日以轟炸這該區的村莊作為回應，涉嫌使用凝固汽油彈119來

殺害約 400 至 7000 名安哥拉原住民。120
 

就在同一天，在羅安達有 50 名的獨立運動支持者衝進了警察局和聖保羅監

獄打死了七民警察。40 名安人運參與者被打死，而且沒有任何一個囚犯被釋放。

葡萄牙政府於 2 月 5 日為在這次事件中往生的警員舉辦了葬禮。在這段時間，犯

下暴力隨機攻擊的安哥拉人大多是來居住於羅安達附近平民區的黑人。121數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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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主義武裝分子又於 2 月 10 日攻擊監獄，而這次葡萄牙的反應也是一樣的殘

酷。 

在羅伯托的領導下，安哥拉人民聯盟的 4000 至 5000 人的武裝部隊於 3 月

15 日從位於薩伊共和國的基地向安哥拉進攻。他的部隊佔領了農場、政府據點、

貿易中心，並且殺害官員和平民，他們大多是契約工並居住於安哥拉中部高地的

奧文本杜族 (Ovimbundu)。122安哥拉人民聯盟進入安哥拉北部後殺害了約一千名

的白人和 6000 名的黑人(婦女和兒童包括歐洲白人和非洲裔黑人)。123這次的跨

境攻擊也可以視為是葡萄牙殖民地戰爭的開始。124
 

葡萄牙部隊於 9 月 20 日再次地集結並且控制了安哥拉人民聯盟在北部地區

的最後一個據點。約有20萬至30萬的安哥拉人在這次的戰爭中被葡萄牙所殺害，

125而這場戰爭產生約 40 萬至 50 萬的難民被移往鄰國薩伊共和國。安哥拉人民聯

盟的巡邏隊俘虜了 21 名的安人運的成員，並於 1961 年的 10 月 9 日將俘虜於費

雷拉事件(Ferreira incident)中處死，這更是激化了安人運和安哥拉人民聯盟的對

立情形。126之後聯合國安理會通過 163 號決議案，呼籲葡萄牙停止對安哥拉所採

取的鎮壓措施。127
 

經由羅伯托的運作，安哥拉人民聯盟和安哥拉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of 

Angola)於 1962 年 3 月 27 日合併成為安解陣。128並在幾個星期後，在 3 月 27 日

成立了安哥拉革命流亡政府。129任命薩文比為外交部長。羅伯托藉由和他的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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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後，再迎娶和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ésé Seko；以下簡稱蒙博托夫人)的

同鄉婦女，130而和時任剛果民主共和國國家元首的蒙博托建立起了政治聯盟之關

係。131羅伯托於訪問以色列政府時得到了以色列六年的援助承諾，援助時間是從

1963 年至 1967 年。132
 

安人運在 1963 年於金夏沙召開黨代表大會。維里亞托·達克魯茲(Viriato 

Clemente da Cruz) 被認為有過失之嫌而不利於革命運動的發展，於是被內圖給取

代了。在這次的黨代表大會安人運除了高層的異動外，安人運也再次確定了他們

的安哥拉完全獨立六大政策：133
 

(一) 民主化 

(二) 多元種族政策 

(三) 不結盟政策 

(四) 國有化 

(五) 完全推翻殖民統治 

(六) 所有外國軍隊撤出安哥拉 

 

薩文比不願意接受羅伯托把戰線擴張到過去剛果王國的範圍134之外的要求，

因而離開了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內圖於 1965 年和馬克思主義者切·格瓦拉(Che 

Guevara)見面會談後隨即接獲來自古巴、東德和蘇聯的資助。135在 1966 年來自

安人運的決策者丹尼爾·席潘達(Daniel Chipenda)，決定建立東部戰線。這個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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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很明確的是要讓安人運的勢力擴張並且延伸到安哥拉境內。但這也導致了他

們外匯基金的崩潰，丹尼爾和內圖互相指責對方的派別才是導致外匯基金崩潰的

元凶。 

安獨盟在1966年的 12月首次針對行駛在尚比亞邊境的本格拉鐵路的列車進

行攻擊。136
 安獨盟在 1967 年又再製造了兩次本格拉鐵路攻擊行動，這也激怒了

以銅礦出口維生的尚比亞政府。(本格拉鐵路之相對位置參考下圖 3-1)。尚比亞

總統肯尼思·卡翁達(Kenneth Kaunda)決定將安獨盟 500 人的武裝部隊逐出尚比亞

以視抗議。137薩文比也因此搬往埃及的開羅居住了一年，但又暗中地由安哥拉進

入尚比亞與葡萄牙軍聯手打擊安人運。138
 

 

圖 3-1 本格拉鐵路路線圖 

資料來源: http://news.bbc.co.uk/2/hi/africa/4010669.stm 

 

安獨盟在安哥拉東南部省分主要的根據地由於地理位置比較偏僻，所以導致

葡萄牙軍或是安解陣對他們的實質影響大大的被降低了。安獨盟在初期的組織度

和紀律都比安人運或安解陣良好，安獨盟游擊隊的攻擊成熟度也比較高。他們在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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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格拉鐵路附近的出沒頻率特別頻繁，並且多次破壞仰賴這條鐵路來運輸和進出

口的葡萄牙、剛果共和國和尚比亞。在整個 1960 年代晚期，安解陣經常與安人

運發生征戰，也經常被葡萄牙和安人運游擊隊的聯軍尋找他們的藏匿基地。所以

也可以這麼講，安解陣與其他組織的衝突和來自葡萄牙軍的威脅是一樣頻繁的。

139
 

 

(二)安哥拉獨立戰爭之過程與結束 

1. 安哥拉獨立戰爭在 1971 年至 1972 年之過程 

在 1971年，安人運率領已經完成建軍的一支約 100人至 150人的軍事單位，

備置六十米厘至八十八米厘的迫擊炮，向葡萄牙軍的前線陣地發動了攻擊。葡萄

牙軍於是在隔年 1972 開始對安人運展開掃蕩的行動，葡萄牙軍消滅了安人運部

分的陣地。此外，南非國防軍在這次行動中也參與了在 1972 年 2 月安哥拉莫希

科省 的清除共產黨勢力之行動。葡萄牙軍良好的組織動員成功的為這場戰役帶

來了勝利，並且平定了整個東部的前線。內圖遭到擊退而將 800 名的軍隊撤往剛

果共和國。在安人運內部，因為這場戰役的失敗所以不同的派系紛紛開始謀取主

導權，直到蘇聯和丹尼爾·席潘達的派系達成合作的協定後，在金庫祖(Kinkuzu)

地區於 3 月 17 日發生了 1000 人的叛變事件。但是，薩伊共和國軍的代表奧爾登·

羅貝托平定了這場叛變。140
 

 

2. 安哥拉東線戰役 

從 1966 年至 1970 年，以安人運為首主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游擊隊開始策畫了

擴大當時戰線的方案。該計畫將在遠離城市遼闊又遙遠的地方或是在能夠提供游

擊隊庇護的國家邊境進行。相較之下，安獨盟在東部戰線係較小規模之獨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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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但他們也支持安人運的計畫。安人運和安獨盟的合作成功地為葡萄牙軍帶

來相當的壓力。到了 1970 年，安人運和安獨盟的武裝部隊勢力已經向西推進到

廣薩河(Rio Kwanza )地區(廣薩河於安哥拉之地理位置參考下圖 3-2)，並且對葡

萄牙統治地區的比耶省(Bié)席爾瓦波多市(Silva Porto)
 141造成了威脅，該市也係

重要的農業、商業及工業城市。1970 年，這支武裝部隊首席指揮官為了強化東

部前線之防守能力，將武裝部隊和軍備遷往安哥拉東北地區。 

 

 

圖 3-2 廣薩河之位置圖 

資料來源: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b/b0/Cuanza_River_Angola.png 

這也讓葡萄牙軍決定在 1971 年啟動對安哥拉東部地區的軍事鎮壓戰役，在

安哥拉東線戰役(Frente Leste )中，第一階段就對平民造成傷亡，並且有效地驅逐

三個民族主義組織的聯合游擊隊，讓游擊隊的活動範圍退回到安哥拉東部地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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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邊境交界處。游擊隊最後損失大量成員和留下數噸之軍備，混亂地解散逃入

鄰國，也有部分的人是選擇加入或是向葡萄牙當局投降。 

戰役結束後葡萄牙當局，為了獲得當地農村居民的信賴和支持，也為了解決

當地生產力穩定度的問題。葡萄牙軍開始大量疫苗的接種與宣傳教學、身體檢查、

水和衛生設施的改善，並開始興建基礎設施和下水道。當時在東安哥地區有百分

之四十五的人口是小於十五歲的兒童，但只有少於百分之十的兒童獲得受教的機

會。因此葡萄牙軍開始建設學校，並對兒童實施強制義務教育。142
 

這個計畫也被稱為安哥拉東部建設計畫，466 項建設項目中的 150 項於 1972

年 12 月 31 日已經完成，而 316 項正在進行中。19 個衛生站已完成和 26 個衛生

站正在建設中；另外的 51 所新學校開始上課和 82 所學校也在建設中。143
 

 

3. 安哥拉獨立戰爭在 1973 年至 1974 年之過程 

1973 年丹尼爾·席潘達離開安人運後，他和他的 1500 位前安人運成員建立了

新的東部戰線。坦尚尼亞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 Nyerere)說服了過去曾在

1970 年資助過安人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安解陣結盟與合作，並在 1973 年

開始與安人運對抗。144羅伯托在 12 月的會談得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會支

持的肯定答覆。但是蘇聯在 1974 年安人運內部出現分裂危機之時，斷絕了所有

對安人運的援助。但在 11 月內圖重新恢復領導地位後，蘇聯又恢復對安人運的

援助。145
 

安獨盟和安解陣成功推翻殖民統治，但不是因為他們在戰役上成功所致。主

要是由於葡萄牙受到來自葡萄牙軍隊內部所發起的武裝部隊運動(Movimento das 

Forças Armadas)的影響。這場武裝部隊運動係由葡萄牙軍內的中級和初階軍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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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他們在 1974 年 4 月 24 日在里斯本發起政變，期間有很多平民自發參與。

146該政變也結束了葡萄牙殖民地戰爭進而導致葡萄牙海外省份紛紛獨立。147
 

透過這次的武裝部隊運動政變，抗議的民眾和軍人成功地推翻了里斯本的獨

裁政權，主要是對於正在進行的殖民地戰爭付出高昂的代價和慘烈感到憤怒與不

滿。148安哥拉也因此得到了獨立的機會。隨後執政的新政府將主戰派的成員免職，

很快就同意停止海外殖民地的戰爭。葡萄牙新政府也希望快速的將海外省份主權

移轉給革命組織。但這也造成了另一個問題，安哥拉內部民族主義組織的爭權問

題，甚至在日後爆發了嚴重的內戰。同年 7 月，羅伯托、內圖、薩文比這三個政

治實體與新的葡萄牙政府於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布卡武進行了協商，不過協商後三

方的戰爭還是爆發了。 

 

二、莫三比克獨立戰爭 

在莫三比克人的支持下，以坦桑尼亞為根據地的莫解陣於 1964 年 9 月 25

日開啟了對葡萄牙殖民政府的反殖民戰爭。莫解陣首先對葡萄牙殖民政府在德爾

加杜角省的行政中心沙伊(Chia)
149發動攻擊。(參見下圖 3-3， 右上方較深色地

區為德爾加杜角省(Província de Cabo Delg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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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德爾加杜角省位置圖 

資料來源: http://www.cabodelgado.gov.mz/turismo 

 

莫三比克獨立戰爭(Guerra da Independência de Moçambique)是由莫解陣和葡

萄牙軍為雙方領導的一場獨立戰爭，這場戰爭始於 1964 年 9 月 25 日，並於十年

後的 1974 年 9 月 8 日停火。這也導致了 1975 年葡萄牙開始與莫三比克進行脫離

葡萄牙的獨立協議。 

葡萄牙人與非洲殖民地的原住民從四百年前的葡萄牙帝國便存在著對抗的

情況。而這次的葡萄牙殖民地戰爭，在 1961 年先於安哥拉展開後，莫三比克也

於1964年和葡萄牙殖民政府爆發了衝突。莫三比克原住民對殖民政府感到不滿，

由於莫三比克人感受到自己是被外來殖民剝削和虐待，而其目的是為了滿足葡萄

牙在該地區的經濟發展的利益。這些政策導致莫三比克人受到歧視和不公平對待，

並且限制莫三比克人接受葡萄牙式的教育體制和限制莫三比克人成為技術人

員。 

http://www.cabodelgado.gov.mz/turis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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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於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壯大的非洲人民自覺運動，所多莫三比克人組

織逐漸地發展為民族主義組織並且對必須附庸在殖民統治之下越來愈不滿。在另

一方面，那些大多居住於市區和受到葡萄牙式教育並且融入葡萄牙制度的葡化莫

三比克人，對獨立運動的感受是有著不安和懷疑。而在殖民地的殖民政府和最高

決策中心對於獨立運動則是以增加軍事能量和高速的經濟發展計劃作為應對。 

流亡的莫三比克知識分子，他們在莫三比克的鄰國成立了避難處並且依賴著

這些據點，莫三比克人開始計畫行動並且在莫三比克本土製造動亂。這支部隊是

由莫解陣以及蘇聯、中共、古巴、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坦尚尼亞、尚比亞所構

成，提供了武器和顧問，引發長達十年的戰爭。 

從軍事角度來看，葡萄牙正規軍在與游擊隊的對抗中是佔了上風的位子。不

過由於葡萄牙 1975 年所發生的康乃馨革命，使得莫桑比克成功地於 1975 年 6

月 25 日獲得獨立，從而結束 470 年的葡萄牙殖民統治。150根據研究革命的歷史

學家的看法，由於葡萄牙軍隊對不平等待部分莫三比克原住民的方式也助長了葡

萄牙國民的抗議，間接導致這次葡萄牙軍政變的發生。151然而，在里斯本領導著

軍事政變的軍事成員受到不斷擴大影響力的共產主義，和另一方面來自國際共產

社會的介入這場葡萄牙殖民地戰爭，也是造成這場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152
 

 

難題之役 

難題之役 (Operação Nó Górdio)是葡萄牙殖民地戰爭中發生於莫三比克(也

就是葡屬東非)，所有的戰役中規模最大、軍事開銷最高的一場戰役，時間是 1970

年七月至八月。葡萄牙軍希望透過這次的戰役封鎖獨立運動游擊隊往坦桑尼亞邊

境移動的路線，並摧毀莫三比克游擊隊的永久根據地。難題之役的作戰時間約為

七個月，並動員了三萬五千人的兵力。這場戰役對葡萄牙來說大致上是取得了軍

                                                 
150

 George Wright, The Destruction of a Nation( London: Pluto Press, 1996). 
151

 Phil Mailer, Portugal: the impossible revolution?(Oakland, PM Press, 1977). 
152

 Stewart Lloyd-Jones, Portugal's history since 1974(Lisboa:Instituto Universitário de Lisboa, 2001).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rtuguese_Empire
http://en.wikipedia.org/wiki/Tanzania


 
 
 
 
 
 
 
 
 
 
 
 

 

52 

事上的勝利，葡萄牙軍摧毀了大多數位於北部郊外地區的獨立運動游擊隊營地，

並抓捕了游擊隊成員以及武器。這場戰役也迫使莫解陣必須將他們的前線作戰基

地撤出到莫三比克境外。153
 

 

三、幾內亞與維德角獨立戰爭 

1963年 1月 23日幾維非洲獨立黨開啟了幾內亞與維德角獨立戰爭(Guerra de 

Independência da Guiné-Bissau)。首先帶領游擊隊攻擊蒂特市的葡萄牙軍，然後在

幾內亞比索南部開啟了一系列的反殖民戰爭行動。154由於維德角是海島所以較不

利於游擊戰的戰鬥，因此卡布拉爾等領導人決定將對葡萄牙軍的作戰地移到幾內

亞比索。在反葡萄牙殖民戰爭中，幾內亞比索的人民和維德角的民都是由幾維非

洲獨立黨所領導，155以推翻葡萄牙的殖民統治為最終的目標。 

幾內亞與維德角獨立戰爭也被稱為「葡萄牙的越戰」。反殖民政府的革命運

動主要是以原住民所組成，他們得到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幾維非洲獨立黨的訓練。

良好的領導和裝備再加上得到願意提供大量幫助的鄰國如塞內加爾和幾內亞的

協助。幾內亞的叢林地形再加上鄰國的友軍願意提供幾維非洲獨立黨掩蔽的地方，

更使得他們有戰術上可運用的空間，邊境外為根據地得到較良好的掩蔽與補給。 

雙方正式的交戰爆發於 1963 年 1 月，當時幾維非洲獨立黨的游擊隊攻擊了

葡萄牙於泰特(Tite)
156的駐軍，泰特和比索市一樣位於靠近庫魯寶河（Corubal）

的地方，泰特位於葡屬幾內亞的殖民地行政中心比索市南邊(右圖 3-4)。這個類

似游擊戰的行動，在整個殖民地迅速蔓延開來，主要是在南方地區。戰爭於 1965

年蔓延到該國的東部地區。該年，幾維非洲獨立黨也在北部地區開始擴張，在這

個地方，小型的武裝組織幾內亞解放和獨立陣線(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and 

                                                 
153

 J. Antero Ferreira , 2007/7/22 .“Operação Nó-Górdio,” Reportagem RTP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OLnKr1r-6o&NR〉. 
154

 李廣一，《列國志：赤道幾內亞、幾內亞比紹、聖多美和普林西、佛得角》(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07)，頁 97。 
155

 同上註，頁 344。 
156

 泰特(Tite)係幾內亞比索基納拉地區中四個地方之其中一個。 

http://en.wikipedia.org/wiki/Ti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Ti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Ti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Bissa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OLnKr1r-6o&NR
http://en.wikipedia.org/wiki/T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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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 of Guinea, FLING)是唯一的武裝團體。在此同時，由卡布拉爾所領

導的幾維非洲獨立黨，開始公開地接受來自中國和古巴及蘇聯的軍事支持。 

幾維非洲獨立黨的游擊隊成功的讓葡萄牙海外部隊在初期轉攻為守。在這之

後，也迫使葡萄牙在葡屬幾內亞的部隊必須轉攻為守。不同於其他的葡萄牙非洲

殖民地，葡萄牙軍以小單位來進行鎮壓的戰術似乎成功地減緩幾內亞局勢的演變。

在防禦作戰方面，軍隊分散為小單位駐守於重要的建築物、農田，或基礎設施。

上述的這些地方也是比較容易受到游擊隊攻擊的地方，而且這些重點地方如果失

守，將會為葡萄牙軍造成相當大的影響。157
 

 

圖 3-4 泰特地區之位置圖 

資料來源: http://www.weather-forecast.com/place_maps/ti/Tite.8.gif 

 

獨立運動透過幾維非洲獨立黨穩定的成長和鄉村人民的響應，使得葡萄牙殖

民政府的士氣受到相當的打擊。在很短的時間內，幾維非洲獨立黨成功的將葡萄

牙在幾內亞的軍事和行政的統治能力予以推翻。幾內亞人在領土解放運動中成功

免除對葡萄牙殖民政府沉重的債務或稅金以及擺脫來自殖民政府的經濟壓榨。158
 

                                                 
157

 Arslan Humbaraci & Nicole Muchnik, Portugal's African Wars(New York, Joseph Okpaku 

Publishing Co., 1974), pp.140-144. 
15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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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擊隊控制的範圍內，葡萄牙聯合製造公司(Companhia União Fabril)，以

馬里奧·利馬·瓦農(Mario Lima Whanon)和曼努埃爾·賓多·布蘭達奧(Manuel Pinto 

Brandão) 為首的分公司遭到幾維非洲獨立黨的扣押。而在游擊隊控制的地區內

使用葡萄牙的貨幣也是被禁止的。為了維持以獨立區內的經濟，在這段時間內，

幾維非洲獨立黨開始建立屬於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式行政體制和政府機構。他們開

始有農業生產的計劃，並且教育農民如何保護他們的作物，以避免受到來自殖民

政府的攻擊和破壞。解放政府開始利用集體共有制的人民公社(armazéns do povo) 

來提供或換取農產品以及迫切需要的工具和用品。幾維非洲獨立黨也在歷經 147

次對葡萄牙軍隊營地的攻擊後，於 1967 年開始有效控制葡屬幾內亞 2/3 的土地。 

隔年，新到任的殖民地總督安東尼奧·斯皮諾拉(António de Spínola)將軍，再

次使得葡萄牙與幾維非洲獨立黨游擊隊又展開新一次的軍事對抗。安東尼奧·斯

皮諾拉將軍組織公民力量並進行一系列的軍事改革。主要目的是為了擊退幾維非

洲獨立黨游擊隊並且奪回被游擊隊控制的大部分地區。在這次的作戰中包含了心

戰的宣傳攻勢，他們宣稱將取消對原住民不公平以及歧視性的政策，希望透過這

些心理上的影響來改變幾內亞與維德角居民對殖民政府的不信任。並且開始進行

大規模的建設，包括新的學校和醫院、改善通訊設備和聯絡道路。葡萄牙也採取

了武裝部隊非洲化的戰略，所以葡萄牙殖民政府也開始大量的招募幾內亞原住民

加入葡萄牙軍，將其劃入部隊的一部分。 

 

綠海之役 

綠海之役(Operação Mar Verde)是由葡萄牙軍針對幾內亞的首都柯那克里159

所發動的兩棲攻勢。在 1970 年 11 月，350 名至 420 名的葡萄牙士兵和飛官參與

了綠海之役。160葡萄牙希望透過這場戰役推翻艾哈邁德·塞古·杜爾政權(Ahmed 

                                                 
159

 科納克里（法語：Conakry 或 Konakry，Malinké 人稱為 Kɔ nakiri），為幾內亞的首都和最大

港市，位於大西洋沿岸的卡盧姆半島(Kaloum)頂端和通波島(Tombo)上。人口 2,000,000

（2002 年）。 
160

 Lincoln P. Bloom & Allen Moulton , “Cascon Case GPG: Guinea-Portuguese Guinea 1970,” MIT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xist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rtugal
http://en.wikipedia.org/wiki/Ahmed_S%C3%A9kou_Tour%C3%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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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ékou Touré)和捕捉幾維非洲獨立黨的領導卡布拉爾，並且破壞幾維非洲獨立黨

的海軍與空軍設施和營救在科納克里被俘的葡萄牙軍。在這次的軍事行動中，葡

萄牙軍摧毀了幾維非洲獨立黨的部分船艦和軍事設施，但卻未能抓捕到卡布拉爾

或成功地推翻幾內亞的艾哈邁德·塞古·杜爾政權。 

 

第三節 葡萄牙殖民地戰爭的結果與影響 

1961 年到 1974 年，葡萄牙與其非洲殖民地展開了長達 13 年的殖民地戰爭。

不少長期離鄉背井的葡萄牙軍人在戰事的僵持下而導致役期不斷地延長，進而導

致士氣下滑甚至是厭戰。葡萄牙國內也漸漸瀰漫反戰的氣氛，越來越多的葡萄牙

青年拒服甚至是躲避兵役。根據統計，在這場戰爭中，1965 年到 1974 年有 121

萬的葡萄牙人移民到了法國或德國，對不少的葡萄牙人來說在戰爭時期移居他國

是較佳的選擇，也是尋求更好生活品質的方法。161在殖民地作戰的葡萄牙軍人，

特別是指揮黑人部隊的白人軍官，不少人對非洲人爭取自由自治的反殖民運動是

感到同情，因為他們對白人移民對待非洲人的態度和方式也感到不滿。162
 

 

在經濟方面，由於葡萄牙對於殖民地戰爭所需要的更多花費而帶給國家財政

相當大的負擔，經濟發展也大受影響。在殖民地戰爭期間，葡萄牙動用了 16 萬

的軍隊，每年的軍事預算達國家總預算的 35％─40％。這對當時相較於其他歐洲

國家處於較落後處境的葡萄牙是相當沉重的負擔，尤其當時葡萄牙被列為開發中

國家。163葡萄牙在殖民地戰爭時期的軍事預算年統計可參見下圖 3-5。 

                                                                                                                                            
Cascon System for Analyz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 

   〈http://web.mit.edu/cascon/cases/case_gpg.html〉. 
161

 J.Peixoto & C. sabino, Portugal: Immigration, the labour market and policy in portugal: trends and 

prospects, IDEA Working Papers. No.6, April 2009, p.6. 
162

 張寶增，《列國志：莫桑比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80。 
163

 郭慧茹，《葡萄牙民主化歷程暨政黨體制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2005)，頁 25。 

http://en.wikipedia.org/wiki/Ahmed_S%C3%A9kou_Tour%C3%A9
http://web.mit.edu/cascon/cases/case_gpg.html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yvRba/search?q=auc=%22%E9%83%AD%E6%85%A7%E8%8C%B9%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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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葡萄牙在殖民地戰爭時期之軍事預算年統計圖 

資料來源: Graphic created, using data from "Guerra Colonial", Diário de Notícias. 

 

 當時葡萄牙的高階軍官對於殖民戰爭的政策有兩種見解，一派是主張在非洲

以軍事方式解決非洲殖地反殖民的問題，以前莫三比克總司令考札·德阿利亞加

(Kaúlza de Arriaga)為首；另一派主張和非洲獨立運動組織進談判，以參謀長高梅

斯將軍與副參謀長斯皮諾拉將軍為首。斯皮諾拉將軍在 1974 年 2 月 22 日出版了

名為葡萄牙與未來(Portugal e o Futuro)一書。164在書中提到是否能夠透過建立邦

聯制來解決目前的殖民地戰爭所造成的問題，讓葡萄牙能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 

 1974 年 4 月 24 日，「武裝部隊運動」發動政變，這次的革命是不流血的和

平革命，成功的推翻了自 1932 年以來薩拉查所建立的極權政府。165在革命中軍

人用康乃馨花來代替槍中的子彈，因此葡萄牙 1974 年軍事政變也被稱為康乃馨革

命。166 

                                                 
164

 張寶增，《列國志：莫桑比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81。 
165

 郭慧茹，《葡萄牙民主化歷程暨政黨體制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2005)，頁 29。 
166

 〈4 月 25 日‧葡萄牙康乃馨革命〉，《星洲網》，2010 年 4 月 25 日，

〈http://search.sinchew.com.my/node/532413〉。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yvRba/search?q=auc=%22%E9%83%AD%E6%85%A7%E8%8C%B9%22.&searchmode=basic
http://search.sinchew.com.my/node/53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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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康乃馨革命發生後，葡萄牙政府就希望盡快將權力移交給一個能完整代表

安哥拉的政府。在非洲統一組織的督促下，三個大獨立組織曾多次嘗試組成為共

同的聯盟。在 1975 年 1 月初在肯尼亞所舉辦的會議上，三大獨立組織互相承認

各自的政黨都是獨立的，權利與義務皆是互相平等的。三大獨立組織也同意，他

們必須和葡萄牙政府共同為獨立之後的事務與安定一起努力，也同意在獨立之前

是需要一段過渡期的。三大獨立組織承諾安哥拉將會一直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三

大獨立組織將會一起組織政府。由於卡賓達飛地自由陣線是主張將卡賓達(參見

圖 3-6)由安哥拉獨立成為一個國家，並不支持統一的安哥拉，所以被排除在新政

府組成之列。167
 

 

圖 3-6 卡賓達飛地之位置圖 

資料來源: http://news.bbc.co.uk/2/hi/africa/8452228.stm 

 

自康乃馨革命發生後，在莫三比克的葡萄牙政府與葡萄牙軍陷入了癱瘓狀態。

在與葡萄牙新政府談判時，許多勢力與組織都企圖搶得一席之地。但葡萄牙新政

府並沒有讓這些勢力與組織參與談判，而是只和莫解陣進行雙邊談判。談判於

                                                 
167

 劉海方，《列國志：安哥拉》(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102。 

http://news.bbc.co.uk/2/hi/africa/8452228.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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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 6 月展開，並於該年的 9 月 7 日在尚比亞的首都路沙卡(Lusaka)，葡萄牙

政府與莫解陣簽訂了「路沙卡協議」。葡萄牙新政府同意將莫三比克主權移交給

以莫解陣為主的臨時政府。但這份協議卻沒有包含獨立之後的財產和民權等問題，

所以也使得過渡期和獨立初期的莫三比克社會產生了動盪與不安。168
 

自康乃馨革命發生後，從 5 月 25 日開始，幾內亞比索就和葡萄牙新政府在

倫敦展開了獨立事務的談判，6 月 13 日談判移到了阿爾及利亞的首都阿爾及爾

(Algiers)舉行，雙方就停戰、自治、公投進行討論。由於幾維非洲獨立黨堅持獨

立，葡萄牙政府不得不答應幾維非洲獨立黨的要求。同年 8 月 26 日葡萄牙與幾

內亞比索雙方在阿爾及爾簽屬聯合聲明。聯合聲明共七條，葡萄牙政府宣布自

1974 年 9 月 10 日起在法律上承認幾內亞比索共和國成立。葡萄牙軍也將在 1974

年 10 月 31 日前全部撤出幾內亞比索共和國。169而在維德角方面，葡萄牙政府和

幾維非洲獨立黨就維德角群島的未來獨立簽訂協議，這項協議規定成立由雙方代

表參加的六人臨時政府，將負責辦理 1975 年 6 月 30 日舉行的大選。在這次的大

選中維德角有 92％的選票是投給了幾維非洲獨立黨。在 1975 年 7 月 5 日，國會

正式宣布維德角群島正式獨立成為維德角共和國 (República de Cabo Verde)。170
 

 1974 年 11 月，葡萄牙政府與聖多美普林西比解放運動在阿爾及利亞簽訂聖

多美普林西比獨立的阿爾及爾協議。該年 12 月 21 日成立了以萊昂內爾·達爾瓦

維(Leonel Mário d'Alva)總理的臨時政府。1975 年 7 月，舉行的新的國會選舉中

聖多美普林西比解放運動黨獲得了全部的 16 個席次。1975 年 7 月 12 日，聖多

美普林西比正式宣告獨立脫離葡萄牙的統治。171
 

  

                                                 
168

 張寶增，《列國志：莫桑比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82。 
169

 李廣一，《列國志：赤道幾內亞、幾內亞比紹、聖多美和普林西、佛得角》(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07)，頁 98。 
170

 同上註，頁 334。 
171

 同上註，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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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非洲葡語國家獨立後與葡萄牙之關係 

 

第一節 葡萄牙與非洲葡語國家之政經關係 

一、安哥拉與葡萄牙 

葡萄牙與安哥拉於 1976 年 10 月建交，兩國總統於 1978 年進行了第一次的

會面。雙方為了加強兩國經濟、科技、文化的交流而於幾內亞的會議上簽署了合

作協定，也就是從這時候開始，雙方開始了良性的合作。1979 年，內圖去世，

葡萄牙總統是西方國家元首參加悼念的唯一一位。172
1982 年 3 月，葡萄牙外交

部長首次訪問安哥拉，這也是安哥拉獨立後的首次。雙方都希望藉由擱置爭議向

前發展的原則來讓雙方關係有更正面的發展。1982 年 4 月，雙方為了在經濟領

域上的關係加強合作，葡萄牙總統、勞動部長、經濟部的官員前往安哥拉訪問。

但是葡萄牙與安哥拉雙邊關係卻於 1985年至 1986年出現了發展停滯和緊張的局

面。主要原因由於葡萄牙對於其國內所發生，由安獨盟所發動的反政府行動未能

採取有力的應對方式。隨著安哥拉總統於 1987 年 9 月訪問葡國，雙方在科技、

文化及電影方面簽署了合作協議，使得葡萄牙與安哥拉雙邊的關係再度往正面的

方向發展。 

在 1980 年代，葡萄牙是安哥拉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從 1990 年開始，葡萄牙

曾為了使安哥拉國內局勢能和平發展，而擔任爭端的調停角色。1995 年安哥拉

從葡萄牙的進口總額為 3 億 8 千萬美元，而向葡萄牙的出口金額為 1 億 1 千萬美

元。1999 年葡萄牙對安哥拉的出口總額為 2 億 6 千萬美元，而對安哥拉的投資

金額為 5200 萬美元。2003 年 6 月，葡萄牙與安哥拉雙方於葡國里斯本簽署一項

總金額為 1431 萬歐元的合作計畫，名為「2003 年行動與合作計畫」，為雙方的

經濟合作制定方向。其中一項主要的合作計畫是葡萄牙將參與位於安哥拉首都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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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附近衛星城工業園區的建設，葡萄牙也將提供 164 萬歐元作為資助。2006

年 4 月，葡萄牙總理若瑟·蘇格拉底(José Sócrates)與 80 位的葡萄牙商業代表團前

往安哥拉訪問，兩國簽屬了一項內容涵蓋旅遊、發展援助、出口保護等內容的雙

邊經貿協議。葡萄牙總理若瑟·蘇格拉底也同意將派遣 200 多位的教師到安哥拉

協助教育發展。173
 

 

二、莫三比克與葡萄牙 

1974 年 9 月 7 日，葡萄牙政府與莫三比克代表於尚比亞的首都路沙卡簽署

莫三比克獨立協定後，兩國關係有了發展的基礎。在獨立之後，葡萄牙與莫三比

克又再簽署了全面合作的條約，雙方在科學合作和經濟援助有了更進一步的合作。

葡萄牙政府曾於莫三比克獨立時，由於莫三比克進行了一系列的國有化政策，而

使得葡萄牙提出賠償其損失的要求，不過莫三比克卻強烈的反對葡萄牙的要求。

而且更要求葡萄牙必須賠償莫三比克 150 年受到殖民掠奪的損失。1979 年後，

雖然葡萄牙部分曾經居住於莫三比克的國民對莫解陣仍有不滿，不過葡萄牙總統

安東尼奧(António Ramalho Eanes)為了改善與非洲葡語國家的關係，安東尼奧開

始修正對前殖民地國家之政策，並且放棄曾向莫三比克所提出的賠償損失的要求。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兩國的關係由緊張轉為平和的發展。 

在 1981 年 11 月，葡萄牙總統艾亞內斯和商務代表團前往莫三比克進行國事

訪問與商業協商，這次的訪問也被視為兩國關係往更密切發展的象徵。兩國為莫

三比克的衛生與貿易及其他領域之發展來共同成立聯合委員會。兩國也在進口商

品和藥品的貸款、管理莫三比克的觀光旅館、投資莫三比克的玻璃工廠、葡萄牙

與其他西歐國家共同參與莫三比克鐵路的修復計畫上達成了協議。在軍事方面的

合作，莫三比克總統薩莫拉與葡萄牙簽署了軍事合作協定，根據協定，葡萄牙將

會為莫三比克政府軍訓練軍隊和建設軍事設施，也會提供有限數量的輕型武器和

一些裝備，來幫助莫三比克建軍。此舉也可以彌補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軍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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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內戰結束後，葡萄牙與莫三比克之間高層領導的互訪是更加頻繁。葡萄

牙在莫三比克的經濟活動也更加的熱絡。莫三比克也積極地參與葡語國家共同體

的事物與計畫，使得葡萄牙與莫三比克關係是更加的密切。葡萄牙曾協助莫三比

克政府訓練警政人員，協助莫三比克強化國內安全暨和平發展。 

截至 1998 年，葡萄牙在莫三比克的直接投資總額為 1 億 7 千萬美元，共含

括 225 個投資項目。使得葡萄牙成為莫三比克投資額最高的國家之一。在 2007

年葡萄牙對莫三比克的投資總額為 8060 萬歐元，2008 年對莫三比克的淨投資達

到 2100 萬歐元，葡萄牙在莫三比克的投資額與其他國家相比，位居第二。174
 

 

三、幾內亞比索與葡萄牙 

 葡萄牙與幾內亞比索一直保有良好的雙邊關係，雙邊所簽訂的「友好總協定」

為兩國在農業、工業、水電、通訊、新聞、文化、教育、行政管理與司法等會面

提供了合作的基礎，合作的領域相當廣泛與全面。葡萄牙與幾內亞比索在經濟領

域有著密切的合作。除此之外，葡萄牙也提供幾內亞比索援助，葡萄牙也是幾內

亞比索最大的援助國家之一。葡萄牙曾在 1980 年至 1999 年提供七千多萬的美元

給幾內亞比索政府貸款。在 1999 年，提供 1.6 億的非洲法朗來幫助大選時期的

幾內亞比索政府。2000 年時葡萄牙政府再度簽署了名為「三年合作協議」的援

助計畫，依該計畫葡萄牙將會提供四千萬美元的援助。幾內亞比索總統昆巴·亞

拉（Kumba Ialá）於 2000 年 2 月 17 日就任後曾多次前往葡萄牙進行國是訪問與

個人的就醫。175葡萄牙政府也曾於 2003 年 9 月幾內亞比索發生政變後，派遣人

員前往處理與協助，幫助政變後的臨時政府的運作，也提供多次的金援來幫助幾

內亞比索。政變後的臨時政府恩里克·羅薩總統（Henrique Rosa）在 2003 年 9 月

28 日上任後不久的 11 月前往葡萄牙進行國是訪問。176隔年五月，葡萄牙外交部

                                                 
174 張寶增，《列國志：莫桑比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372 至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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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 Cahoon, “worldstatesmen of Guinea-Bissau,” WORLDSTATESMEN.org, 

〈http://www.worldstatesmen.org/Guinea-Bissa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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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戈維亞(Teresa Patrício Gouveia)前往參加幾內亞比索新政府的就任儀式。同年

的 12 月，時任的卡洛斯·戈麥斯（Carlos Gomes）幾內亞比索總理前往葡萄牙進

行國是訪問。177在此次訪問的同月份，葡萄牙正與幾內亞比索政府簽訂了雙邊

2005 年至 2007 年的合作計畫之協定。根據此協定的內容，幾內亞比索政府將會

在三年內得到來自葡萄牙 1350 萬歐元的投資與援助。2005 年八月新當選的若昂·

貝爾納多·維埃拉(João Bernardo Vieira)總統，在當選總統就任前曾以私人的名義

前往葡萄牙訪問。同年 10 月 1 日的幾內亞比索總統就職典禮，葡萄牙外長阿馬

拉爾(Diogo Freitas do Amaral)代表總統若爾熱·桑帕約(Jorge Sampaio)出席就職典

禮。178
2005 年也提供了一定金額的援助金來幫助幾內亞比索對抗蝗蟲和防治霍

亂，其中也包括總統大選的辦理。179
 

 

四、維德角與葡萄牙 

 自維德角獨立後，葡萄牙與維德角都保持著合作的關係。2003 年維德角外

長維加前往葡萄牙訪問。同年 11 月，時任維德角總理的若澤·馬里亞·內維斯(José 

Maria Pereira Neves)也繼外長維加訪問葡萄牙後，前往葡萄牙訪問。之前兩國於

1998 年三月達成雙邊貨幣可兌換的經濟協定，葡萄牙也針對維德角基礎建設之

需要而提供了五年度 3000 萬歐元的援助計畫。在 2002 年簽署「2002 年至 2004

年度合作計畫」，將會提供 500 萬歐元的無償援助與 5400 萬元的貸款來幫助維德

角的職業培訓與社會就業。之後的援助協定葡萄牙更提供了 1100 萬歐元的無償

金援來幫助維德角。180
 

 

五、聖多美普林西比與葡萄牙 

 葡萄牙是聖多美普林西比最大的援助國之一，雙方簽有多項的合作協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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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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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廣一，《列國志：赤道幾內亞、幾內亞比紹、聖多美和普林西、佛得角》(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07)，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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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註，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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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註，頁 40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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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範圍相當廣泛，當中包含了科技、文化及經貿等。在聖多美普林西比有葡萄

牙的醫生、工程師及教師。葡萄牙外長伽馬(Jaime Gama)於 1998 年 1 月在聖多

美普林西比訪問時達成繼續提供財政援助，並全力為聖多美普林西比爭取歐盟對

該國的合作計畫。該年二月，兩國在外交護照、公務護照或特殊護照給予免簽證

的待遇。同年七月，聖多美普林西比政府得到葡萄牙電信公司所出資的 100 萬美

元來做為電信部門通訊數位化的援助。之後葡萄牙政府又決定幫助聖多美普林西

比的農業發展而提供約 140 萬美元的貸款給聖多美普林西比的小農企業。181
 

 

六、非洲葡語國家與葡萄牙之經貿關係 

從下表 4-1，可以看出非洲葡語國家除了維德角和聖多美普林西比這兩個非

洲葡語國家與葡萄牙有較高的經濟互動之外，安哥拉和莫三比克、幾內亞比索這

三個國家與葡萄牙的經濟互相依賴的成分相較之下是比較低的。雖然安哥拉和莫

三比克獨立之後與葡萄牙的關係從一開始的敵視轉為合作與諒解，而且葡萄牙更

是在與安哥拉和莫三比克關係轉為良好後提供了不少的經濟援助計畫，但是非洲

葡語國家中最大的兩個國家安哥拉、莫三比克與葡萄牙的經濟互動相較下卻是比

較不密切。雖然安哥拉、莫三比克是葡語系國家也是葡共體成員，但經濟交流的

頻繁度較少於政治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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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非洲葡語國家與葡萄牙之進出口貿易比例統計表(2001 年-2003 年) 

國家 出口至葡萄牙 進口自葡萄牙 

安哥拉 5.3%以下 15.0% 

莫三比克 3.7% 3.7% 

維德角 70.8% 48.2% 

幾內亞比索 2.5%以下 14.7% 

聖多美普林西比 18.2% 38.9% 

資料來源: 依李保安、陸庭恩、王成安，《亞非葡語國家發展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頁 228 至頁 229 資料繪製。 

 

第二節 非洲葡語國家建國後之移民問題 

一、非洲葡語國家之葡裔非洲居民 

葡裔非洲人(Luso-Africanos)是葡萄牙人，但出生或永久定居於非洲，葡裔非

洲人，跟具有非洲黑人血統的葡萄牙人兩者是不同的。人口最多的葡裔非洲族群，

住在葡萄牙與南非，兩地人數各超過一百萬人。而人數多的重要少數民族，則居

住在納米比亞與非洲葡語國家，182凡葡萄牙殖民者後裔，若自葡萄牙殖民時代，

即在殖民地出生與長大，可稱此類人士為克里奧人（Crioulos），許多原始族群

則多到很難細分，並已與葡萄牙、巴西及其他國家同化，估計有三百萬到五百萬

不等的葡裔非洲人，住在其他地方。且歷經種族淨化事件，即因反歐洲人、與反

白人之黑人革命運動，而在自己的家園遭受種族屠殺、或飽嚐強制遷徙迫害。(參

見下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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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安哥拉、維得角、幾內亞比索、莫三比克與聖多美普林西比 



 
 
 
 
 
 
 
 
 
 
 
 

 

65 

表 4-2 現今非洲葡裔人口與葡萄牙人口統計表(2014 年) 

國家 年分 人口 

葡萄牙 2010 1,390,000 

安哥拉 2010 190,767 

南非 2010 300,000 

莫三比克 2011 25,000 

維德角 2010 22,318 

幾內亞比索 2010 4,067 

聖多美普林西比 2010 3,770 

史瓦濟蘭 2010 1,162 

辛巴威 2008 1,155 

納米比亞 2010 893 

剛果民主共和國 2008 800 

資料來源: 依 http://www.observatorioemigracao.secomunidades.pt/np4/2454.html 資料作者自行繪製 

 

1974 年，幾內亞比索成為獨立國家，1975 年，其他葡萄牙殖民地也起而效

之，紛紛獨立，多數葡萄牙居民，因為這個原因而回到葡萄牙，在葡萄牙國土上，

則稱為這群人士為返鄉回巢者（Retornados）。有些人來自安哥拉與莫三比克，則

又去了南非、馬拉威、納米比亞、辛巴威、巴西或美國。1996 年，葡萄牙語國

家共同體成立，部分葡萄牙人及許多擁有葡萄牙種族背景的巴西人，為了向非洲

葡語國家，尋求經濟與教育援助，而來到當地，其中有些葡萄牙人，會把這些土

地當作自己永遠的家，定居下來。有不少的葡裔非洲人為葡裔南非人，他們主要

是直接來自葡萄牙馬德拉群島的移民。183
 

(一)、葡裔安哥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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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los Fontes, “Algumas Referências Históricas da Emigração Portuguesa, ” Filorbis, 

〈http://imigrantes.no.sapo.pt/page6portug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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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2 年，由葡萄牙探險家迪奧戈·康（Diogo Cão）指揮的葡萄牙輕快帆船，

抵達剛果，其他探險隊緊隨其後，葡萄牙和剛果很快就建立起密切的關係。葡萄

牙人帶來了槍枝、加上其它許多進步技術，以及新的宗教（基督教），而剛果國

王則獻上眾多奴隸、象牙與礦物。 

1575 年，由於保羅·迪亞斯·德·諾凡斯（Paulo Dias de Novais）與百位殖民者

家庭、還有四百名士兵，共同來到安哥拉，並將該地建立成葡萄牙殖民地，1650

年，安哥拉首都羅安達獲准升格為城市，部分葡萄牙移民者，則與當地非洲人結

婚，且孕育了混血兒後代。黑白混血兒(Mulato)，後來通常稱為混血兒(Mestiço）。

十九世紀時，葡萄牙宣布安哥拉成為葡萄牙正式省分，但到了二十世紀初時，葡

萄牙政府才允許白人大規模移民，並在安哥拉與其他省分定居，1960 年代時，

安哥拉境內有高達三十萬的葡萄牙移民，並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1961

年，葡萄牙殖民地戰爭開打，也使得安哥拉殖民時期之後期，葡萄牙軍人、以及

公務員與其他人士湧入該地，因此，居住在安哥拉的葡萄牙人口，上升到約三十

五萬人左右，184且數量持續升高，絕大多數移民者，並未離開安哥拉而到其他國

家去，尤其到納米比亞、巴西、南非與美國。雖然當時住在安哥拉的多數白人，

對葡萄牙試圖鎮壓反殖民起義，表示支持之意，但少數人仍贊成民族主義運動，

甚至還有人加入反抗殖民行列。1974 年，葡萄牙薩拉查極權政權被當地軍隊政

變廢除推翻，葡萄牙新政府同意殖民地獨立，1975 年安哥拉獨立後，當地絕大

多數白人離開該地，大部分去了葡萄牙，在葡萄牙國土上，則稱為這群人士為返

鄉回巢者（Retornados），但回鄉的葡裔非洲人未必受到歡迎，因此部分的葡裔

非洲人則轉往鄰近的納米比亞185、南非與巴西、或美國。186
 

                                                 
184

 Bender, Gerald J. Yoder, P. Stanley, "Whites in Angola: On the Eve of Independence: The Politics 

of Numbers," Africa Today, Volume 21, Issue 4, 1974. pp. 23-37. 
185

 納米比亞當時為南非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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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los Fontes, “Algumas Referências Históricas da Emigração Portuguesa, ” Filorbis, 

〈http://imigrantes.no.sapo.pt/page6portug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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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離開殖民地的葡萄牙民眾當中，有不少人被迫只能帶著一只手提箱、與葡

萄牙幣一百五十元，還有自己住所裡剩下的所有家居用品，作為離境時的僅有家

當，而其中多數人可以船運方式，搬運自己的家居用品、甚至汽車，許多人在羅

安達(Luanda)的機場搭機，一天費用為葡幣五百元，但航班數量供不應求。187新

政府給所有剩下的葡萄牙殖民者幾個月，讓人民思考選擇要當安哥拉公民、或者

離開該國。選擇繼續當安哥拉公民的人非常少，其中也有人積極參與殖民地自治

化抗爭，並且在安哥拉內戰中通常擁護著安人運。 

1975 年，安哥拉獨立並採行社會主義政權。1991 年，安哥拉放棄社會主義

政權後，許多葡裔安哥拉人回到安哥拉。由於自 90 年代開始，安哥拉經濟繁榮，

以前對安哥拉無感的葡萄牙人，也遷移到安哥拉，而且此類人士數量越來越多，

並為了經濟原因移居，最重要的理由，也在於安哥拉近期經濟呈現一片繁華景象。

到了 2008 年，葡萄牙人移民非洲國家的首選地點，以安哥拉名列第一，188
2011

年，當地葡萄牙裔居民估計有十二萬人，到了 2013 年時，則達到約二十萬人。189
 

 

(二)、葡裔莫三比克人 

葡萄牙探險家轉往現今的莫三比克、與其他兩個現今非洲葡語國家安哥拉與

幾內亞比索，把黑人奴隸帶到葡萄牙。之後則讓黑奴待在拉丁美洲省現名為巴西

的殖民地農園工作。十六世紀，該地區首座常駐型葡語社區成立，整個區域劃分

為農業莊園（Prazos）。十七世紀時，葡萄牙移民家庭居住於此，十九世紀時，

葡萄牙政府宣布莫三比克為葡萄牙省分。到了二十世紀初，葡萄牙政府允許更多

白人移民並定居於此地，當時在莫三比克境內，有約三十七萬的葡萄牙移民者。

                                                 
187

 July 07, 1975 , “MOZAMBIQUE: Dismantling the Portuguese Empire, ” Time, 

〈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13229-4,00.html〉. 
188

 September 13, 2008,” Emigrantes portugueses atraídos pelo desenvolvimento angolano,” Radio 

Televisão Portuguesa,

〈http://www.rtp.pt/noticias/index.php?article=186757&tm=&layout=122&visual=61〉. 
189

 Rita Siza, June 6, 2013, “José Eduardo dos Santos diz que trabalhadores portugueses são 

bem-vindos em Angola,”Observatório da Emigrção, 

〈http://www.observatorioemigracao.secomunidades.pt/np4/3607.html〉. 

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13229-4,00.html
http://www.rtp.pt/noticias/index.php?article=186757&tm=&layout=122&visual=61
http://www.observatorioemigracao.secomunidades.pt/np4/3607.html


 
 
 
 
 
 
 
 
 
 
 
 

 

68 

到了 1960 年代這些葡裔莫三比克人，對改善莫三比克的經濟情況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在薩拉查領導管理葡萄牙期間，造成數千位葡萄牙公民逃往其他國家，特

別是毗鄰的羅得西亞與南非、以及巴西和美國。1974 年，莫三比克人黑人、部

分混血兒與白人反抗葡萄牙統治。葡萄牙恢復自由民主政權後，1975 年時，葡

萄牙海外殖民地紛紛獨立。大批住在殖民地的葡萄牙居民不久後即移民，且多數

人回到葡萄牙，在葡萄牙本土這群人士則稱為返鄉回巢者。而其他人則搬到附近

的馬拉威、辛巴威、或者南非、巴西或美國。190在南非，葡裔莫三比克人移民者

中最著名的公司南多（Nando's），該公司創建時間為 1987 年，該公司結合了來

自莫三比克前葡萄牙移民者的影響力。1975 年莫三比克獨立後，上述的葡裔莫

三比克人曾居住於約翰尼斯堡的東南方。在離開殖民地的葡萄牙民眾當中，有不

少人被迫只能帶著一只手提箱、與葡幣一百五十元，還有自己住所裡剩下的所有

居家用品，作為離境時的隨身僅有家當，莫三比克政府給所有剩下的葡裔莫三比

克人幾個月的時間，思考要選擇莫三比克國籍、並加入共產黨，或者離開該國。 

當時很多人想留下來當莫三比克公民，但並不想加入共產黨，因此也造成嚴

重的問題，而不少人別無選擇只能離去。許多報紙媒體隨後則報導該情況，且莫

三比克政客也利用此情勢，宣稱「白人拋棄了莫三比克這個國家」，這說法不一

定正確。之後發生的莫三比克內戰，讓更多數以千計的葡裔莫三比克人不斷的離

開，其中大部分去了南非、史瓦濟蘭或葡萄牙。191
 

1996 年，葡萄牙語國家共同體成立，許多葡萄牙人與葡裔巴西人，因莫三

比克政府尋求經濟與教育援助而來到當地。來到莫三比克的人士協助提升本地人，

特別是偏遠農村人民，使他們的葡萄牙語能有流利的程度，並促進地方經濟好轉。

隨著莫三比克幣梅蒂卡爾（Metical）兌換歐元的匯率行情跟著上漲，其中不少葡

萄牙人與葡裔巴西人，把這片土地當作自己永遠的家，生活下來。還有不少的葡

                                                 
190

 Carlos Fontes, “Algumas Referências Históricas da Emigração Portuguesa, ” Filorbis, 

   〈http://imigrantes.no.sapo.pt/page6portugal.html〉. 
191

 July 07, 1975 , “MOZAMBIQUE: Dismantling the Portuguese Empire,” Time, 

   〈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13229-2,00.html〉. 

http://imigrantes.no.sapo.pt/page6portugal.html
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13229-2,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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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牙移民者則從葡萄牙回到莫三比克，據莫三比克大使館估計，約有六千位葡萄

牙移民者返回當地。 

 

二、非裔葡萄牙人 

(一)、非洲葡語國家獨立後移民葡萄牙之背景 

 1974 年康乃馨革命後，隨著葡萄牙國內政治的民主化與非洲葡語國家獨立

後，在 1974 年至 1975 年間，就有約五十萬原先居住於前葡屬非洲的人民返回葡

萄牙定居。大量的人口移回葡萄牙的主要原因是獨立後的非洲葡語國家政局不穩

與內戰。非洲葡語國家移民遷移至巴西或是葡萄牙，葡萄牙因為殖民而與非洲葡

語國家有著共的歷史背景以及共同的語言。不過由於是受到獨立後的政局經濟社

會不安定而造成的移民，所以並非都是自願性的移民。 

 

(二)、非洲葡語國家人民移民葡國之情況 

 葡萄牙政府認為，為了加強和促進非洲葡國家的民主法治的發展，也能繼續

保持對非洲葡語國家的影響力甚至是促進非洲葡語國家的經濟發展。所以與非洲

葡語國家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仍一直是葡萄牙政府的重要外交政策。葡萄牙政府

也致力於藉由與非洲葡語國家有著共同的歷史、語言和文化為基礎，來推動雙邊

甚至是多邊的合作。192葡萄牙接受大量的外來移民，特別是來自非洲葡語國家，

與其他歐洲國家是有些不同的。大多數的葡萄牙公民並不排斥外來的移民，而是

認為外來移民對葡萄牙的經濟發展是有正面的作用。193葡萄牙和葡語國家國家在

人口、政治、經濟、社會方面之間的聯繫參見下圖 4-1。 

 

 

                                                 
192

 鍾佳純，《歐盟統合下葡萄牙移民政策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2013)，頁 54。 
193

 同上註，頁 55。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yvRba/search?q=auc=%22%E9%8D%BE%E4%BD%B3%E7%B4%94%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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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葡萄牙語國家遷移系統 

資料來源: Maria I.“Baganha, The Lusophone Migratory System: Patterns and Tren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47, No. 3, 2009 

 

1. 教育情況 

參見下表 4-3，來自非洲葡語國家的移民，其中以維德角在低程度教育水準

是最為明顯的 71.3％；在高等教育方面，非洲葡語國家的 5.9％是略高於巴西的

5.7％和維德角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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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葡萄牙本國人口與外國人之教育水準(2002 年-2008 年) 

 低程度 文盲 初等 中等 高等 

中國人 70.0 15.3 20.1 7.2 2.7 

維德角人 71.3 8.7 16.4 10.0 2.3 

非洲葡語國

家人民 

55.8 4.9 21.7 16.7 5.9 

巴西 37.0 1.7 27.9 29.5 5.7 

烏克蘭人 45.1 6.7 26.7 22.6 5.6 

歐盟 15 國 19.5 0.5 19.7 29.8 31.0 

外僑 44.1 4.1 24.2 23.1 8.7 

葡萄牙本國

人 

46.9 1.2 21.4 20.2 11.5 

 

資料來源：參考 Sónia Cabral and Cláudia Duarte, “Immigrants in the Portuguese labour market,” 

Economic Bulleti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Articles, 2011, p.107.資料作者自行繪製 

 

2.就業情況 

從下圖 4-2 可以看出來自非洲葡語國家移民在葡萄牙的就業參與率為第三，

是葡萄牙國內重要的就業來源。 

 

圖 4-2 非洲葡語國家移民在葡萄牙就業市場之參與率 

資料來源: Sónia Cabral and Cláudia Duarte, op.cit.,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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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洲葡語國家人民移往葡萄牙後之影響 

在1980年至1990年之間葡萄牙的非法移民佔整體移民人口的比例是相當的

高，佔外來人口的 39％，非法移民大多是來自非洲。為了解決越來越多移民者

的逾期居留或非法居留的問題，葡萄牙當局也決定讓非法移民合法化。合法化的

過程分為兩個階段，1992 年至 1993 年和 1999 年。第一個階段有八萬人申請，

而獲得居留許可的人為 39166 人；而第二階段獲得居留許可的人數為 35082 人。

194
 

葡萄牙殖民地戰爭結束後，葡萄牙歷經來自前殖民地人民的移入。不少非裔

移民成為葡萄牙的公民，而且能說葡萄牙語，而整體而言適應良好，跟後來的非

歐盟之歐洲移民者如烏克蘭或羅馬尼亞相比，他們形成了特權團體。來自非洲的

移民以群體為主的方式遷移，非裔移民對其原居住地的經濟與社會有著一定的影

響，例如移民的匯款可能改善原移民地的生活品質或促進經濟發展。非裔移民也

是葡萄牙重要的勞動來源之一。195
 

葡萄牙三個主要移民勞動群體為非洲葡語國家、巴西、東歐。以上三個群體

都表現出比當地人民較高的就業率。只有歐盟十五國之公民就業率比當地人民低。

來自非洲葡語國家的移民擁有較高的就業率，與強大的勞動市場流動方向相連結，

他們容易受到勞動市場的吸引。196
(參見下表 4-4) 

  

                                                 
194

 鍾佳純，《歐盟統合下葡萄牙移民政策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2013)，頁 69。 
195

 同上註，頁 73。 
196

 同上註，頁 74。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yvRba/search?q=auc=%22%E9%8D%BE%E4%BD%B3%E7%B4%94%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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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葡萄牙本國人與外來人口勞動市場指標(2001 年，15-64 歲) 

 就業百分比％ 失業百分比％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維德角 77.3 67.3 7.0 9.3 

非洲葡語國家 74.4 57.1 9.7 17.4 

巴西 87.9 65.5 4.2 12.3 

東歐國家 95.5 77.4 2.4 9.3 

歐盟 15 國 69.4 49.4 4.3 9.7 

其它國家之外僑 79.4 58.2 5.9 12.8 

葡萄牙本國人 73.0 55.3 5.3 8.8 

資料來源: Catarina Sabino, Alexandre, and AbreuJoão Peixoto,“The making of policies of 

immigration control in Portugal,”SOCIUS Working Papers, 2010, pp.10. 

 

第三節 葡語國家共同體 

 葡萄牙語國家共同體(Comunidade d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CPLP)簡

稱葡共體。葡共體成立於 1996 年 4 月 18 日，總部設於葡萄牙里斯本。1989 年

七個葡語國家巴西、莫三比克、安哥拉、葡萄牙、幾內亞比索、維德角、聖多美

普林西比197於巴西馬拉尼昂州(Maranhão)州政府所在地聖路易斯(São Luís)所舉

辦的會議中，根據巴西政府的提議簽署了關於成立國際葡萄牙語協會的基本方針。

以此基本方針為基礎下，上敘的七個葡語國家共同成立了葡共體。198
 

 葡共體的主要建立目標有三：199第一，對會員國的政治和外交政策進行協調

來提升國際地位。第二，在所有的領域包含教育、健康、科學與科技、國防、政

府行政、通訊、司法、治安、文化、體育與大眾媒體進行合作。第三，執行促進

推廣葡萄牙語的計畫。 

 

                                                 
197

 排序係依國家人口排序。 
198

 李保安、陸庭恩、王成安，《亞非葡語國家發展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頁 223。 
199

 “Objectivos,” Community of Portuguese Language Countries,〈http://www.cplp.org/id-46.aspx〉. 

http://www.cplp.org/id-4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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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之背景 

葡語國家共同體成立的第一階段是在 1989 年由巴西總統若澤·薩爾內(José 

Sarney)邀請葡萄牙、安哥拉、莫三比克、維德角、幾內亞比索、聖多美普林西

比的國家元首在巴西聖路易斯(São Luís)召開國際高峰會議。在這次的會議中，

決定設立葡萄牙語國際組織。希望將來可以透過這個組織向全世界推廣和傳播該

組織國家的共同官方語葡萄牙語。其實建立一個葡萄語國家所共同擁有的組織的

這個想法之前就有被提出了。擁有共同語言的國家，這些國家因為有共同的歷史

背景，而對於未來國家的民主化發展有著同樣的期望。 

葡萄牙外交部長雅梅伊·達伽馬(Jaime Gama)在 1983 年於維德角進行訪問時

表示：分散在非洲、歐洲和美洲的七個葡萄語國家在將來可以每兩年舉行一次國

家元首或政府領導人的高峰會，這可促使葡語國家外長舉行年度政策會議的計劃

具體實行和常態化。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的代表也可以定期舉行協商會議。由

葡萄牙語國家各國內部的議會組成的聯盟來促進葡語國家基本法的制定。接著在

巴西駐葡萄牙大使(José Aparecido de Oliveira)的努力下，他為葡共體的成立做了

相當的努力，整個建立的過程也受到相當的矚目。1990 年代，可以說是葡共體

成立和整合中最為重要的階段。200
 

 

二、行政組織201
 

(一)創建葡語國家共同體時所設立的組織 

國家元首與國家政府會議(A Conferência de Chefes de Estado e do Governo) 

部長理事會(O Conselho de Ministros) 

常設協商委員會(O Comité de Concertação Permanente) 

秘書長處(O Secretariado Executivo) 

                                                 
200

 “Histórico - Como surgiu?,” Community of Portuguese Language Countries, 

   〈http://www.cplp.org/id-45.aspx〉. 
201

 “Órgãos,” Community of Portuguese Language Countries, 

   〈http://www.cplp.org/id-89.aspx〉. 

http://www.cplp.org/id-28.aspx
http://www.cplp.org/id-23.aspx
http://www.cplp.org/id-27.aspx
http://www.cplp.org/id-29.aspx
http://www.cplp.org/id-29.aspx
file:///D:/〈http:/www.cplp.org/id-45.aspx
http://www.cplp.org/id-8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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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葡共體於第四次高峰會議(2002 年，巴西利亞)所增設的組織 

部長級會議(As Reuniões Ministeriais Sectoriais) 

聯絡處代表會議(A Reunião dos Pontos Focais de Cooperação) 

(三)葡共體於 2005 年安哥拉羅安達所舉辦的第十屆理事會所增設的單位 

國際葡萄牙語協會(O 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Língua Portuguesa) 

 

(四)葡共體於 2007 年所建立的組織 

葡共體大會(A Assembleia Parlamentar) 

 

三、目標 

葡語國家共同體是強化成員國相互間的友誼與合作的多邊論壇。葡語國家共

同體創立於 1996 年 7 月 17 日，並且具有法人的資格，可以享有財政自主權。 

 

(一)下列項目是葡共體的主要目標與項目： 

1. 透過政治或外交的協商來增加各個會員國在國際場合的曝光度與影響力。 

2. 在各個領域展開合作，包括教育、衛生、科學與科技、國防、農業、公共行

政、通訊、司法、治安、文化、體育、媒體。 

3. 透過具體的計劃來推廣和傳播葡萄牙語。 

 

(二)以下是葡語國家共同體的治理原則： 

1. 會員國主權一律平等。 

2. 不干預會員國的內部事務。 

3. 尊重各個國家的民族認同。 

4. 互惠原則之待遇。 

5. 和平、民主、各國的法律、人權與社會正義是首要的原則。 

6. 尊重各個國家的領土完整。 

7. 促進會員國國家發展。 

8. 促進互利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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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了葡語國家共同體將來章程的建立而成立了下列的機構： 

1. 國家元首與領導人會議 

2. 部長理事會 

3. 常設協商委員會 

4. 執行秘書長處 

(四)隨後，2002年於巴西利亞召開的第四屆國家元首與領導人會議中，增修新的

組織章程，並設立了下列的葡語國家共同體之新設機構。 

1. 部長級專業會議 

2. 聯絡處之合作會議 

 

(五)於羅安達所招開的2005年第十屆部長理事會成立了下列的機構： 

1. 國際葡萄牙語語言學院。202
 

 

四、任務 

(一) 國家元首與領導人會議 

國家元首與領導人會議一般的情況下是每兩年召開一次的，但如果當有三分

之二以上的會員國提出召開國家元首與領導人會議時，也可以另外召開臨時會。

這個會議係由會員國八個國家當局的最高決策核心組成的，例如討論葡共體的重

大決策或是葡共體的議事機構之章程，但國家元首與領導人會議在做這些決策時

也必須在協商時獲得一致性的通過。 

 

(二) 部長理事會 

部長理事會是由八個葡共體國家的外長每年所召開，在正常情況下每年召開

一次，如有特殊情況如當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會員國提出召開部長理事會時也可以

另外召開臨時會。部長理事會必須答覆之前國家元首與領導人會議應當提交的各

自報告。部長理事會的輪值主席是由部長理事會的成員間互相選舉產生的，任期

為一年。 

                                                 
202

 “Objectivos,” Community of Portuguese Language Countries,〈http://www.cplp.org/id-46.aspx〉. 

http://www.cplp.org/id-4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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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元首與領導人會議和部長理事會將會在每年七月，同時也是葡共體成立

的月份，並且由每個會員國的城市各自輪流舉辦這兩項重要的會議和活動。 

 

(三) 葡共體大會 

葡共體大會係一個由會員國各國的國會代表所組成的機構，而組成的方式也

是基於每個會員國國會選舉之結果來加以分配的。葡萄牙語國家共同體的大會是

在 2007 年 11 月所召開的第十二屆部長理事會中所成立的。 

 

(四) 常設協商委員會 

常設協商委員會一般情況下是每個月都會在葡共體的總部所在地里斯本召

開一次，但臨時協商會的召開頻率也是相當頻繁的。常設協商委員會，會配合委

員與部長理事會國籍的一致性，所以常設協商委員會的代表之國籍會與部長理事

會主席相同。 

 

(五) 執行秘書長 

執行秘書長得稱執行秘書長處，是葡共體的主要行政機構之一，它的任務是

執行國家元首與領導人會議、部長理事會、常設協商委員會這三個機構所做出的

決策，而使得這三個機構所做出的決策獲得執行。執行秘書長是由葡共體成員國

公認具有高度素養之人，經由推舉並且經過表決後當選，任期一任為兩年可連任

一次。幾內亞比索籍的多明戈斯·西蒙斯·佩雷拉(Domingos Simões Pereira)在 2008

年 7 月於里斯本所舉辦的第七屆國家元首與領導人會議中被選出。執行秘書長處

的理事長(Director-Geral)主要的職務是擔任執行秘書長的輔助工作。幾內亞籍的

埃爾德·瓦斯·洛佩斯(Hélder Vaz Lopes)於 2008 年 2月開始擔任執行秘書長處理事

長的職務。 

葡共體執行秘書長的預算是由部長理事會通過，由每個會員國來負擔這筆費

用。葡共體內，在特殊情形之組織或框架內可以得到財政的支援，但僅僅在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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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體計畫才會成立。這個特殊的情形是可以接收來自公共機構、私人單位或私

人團自願性的貢獻與捐獻。部長理事會會在允許範圍內核准這些計畫，這些資金

也將會被確認是否為這些機構所用。歷任之葡共體執行秘書長參見下表 4-5。 

 

表 4-5 歷任葡共體執行秘書長 

姓名 中譯姓名 上任 卸任 國家 

Marcolino Moco 馬科利諾·莫科 1996 年 7 月 2000 年 7 月 安哥拉 

Dulce Maria Pereira 杜爾塞·瑪麗亞·佩雷拉 2000 年 7 月 2002 年 8 月 巴西 

João Augusto de Médicis 若昂·奧古斯托·德·梅迪西斯 2002 年 8 月 2004 年 4 月 巴西 

Zeferino Martins，暫任 澤費里諾·馬丁斯 2004 年 4 月 2004 年 7 月 

莫三比

克 

Luís de Matos Monteiro da 

Fonseca 

路易斯·德·馬托斯·蒙泰羅·

達·豐塞卡 

2004 年 7 月 2008 年 7 月 維德角 

Domingos Simões Pereira 多明戈斯·西蒙斯·佩雷拉 2008 年 7 月 2012 年 7 月 

幾內亞

比索 

Murade Isaac Miguigy 

Murargy 

穆拉齊·艾薩克·米格齊·穆拉

基 

2012 年 7 月 ------------ 

莫三比

克 

資料來源: 依 http://www.cplp.org/secretariado.executivo 資料自行繪製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9%AC%E7%A7%91%E5%88%A9%E8%AF%BA%C2%B7%E8%8E%AB%E7%A7%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D%9C%E5%B0%94%E5%A1%9E%C2%B7%E7%8E%9B%E4%B8%BD%E4%BA%9A%C2%B7%E4%BD%A9%E9%9B%B7%E6%8B%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B%A5%E6%98%82%C2%B7%E5%A5%A5%E5%8F%A4%E6%96%AF%E6%89%98%C2%B7%E5%BE%B7%C2%B7%E6%A2%85%E8%BF%AA%E8%A5%BF%E6%96%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BD%E8%B4%B9%E9%87%8C%E8%AF%BA%C2%B7%E9%A9%AC%E4%B8%81%E6%96%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7%AF%E6%98%93%E6%96%AF%C2%B7%E5%BE%B7%C2%B7%E9%A9%AC%E6%89%98%E6%96%AF%C2%B7%E8%92%99%E6%B3%B0%E7%BD%97%C2%B7%E8%BE%BE%C2%B7%E4%B8%B0%E5%A1%9E%E5%8D%A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7%AF%E6%98%93%E6%96%AF%C2%B7%E5%BE%B7%C2%B7%E9%A9%AC%E6%89%98%E6%96%AF%C2%B7%E8%92%99%E6%B3%B0%E7%BD%97%C2%B7%E8%BE%BE%C2%B7%E4%B8%B0%E5%A1%9E%E5%8D%A1&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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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部長級專業會議 

部長級專業會議是由各個會員國中政府不同部門的部長或是秘書長組成的。

部長級專業會議的協商是在部長級或相當於部長級的代表下進行，使得會員國間

不同的部門可以進行討論與合作。 

 

(七) 合作聯絡處之會議 

合作聯絡處之會議是由每個會員國各自所成立的單位而組成的，主要負責葡

共體範圍內合作事項的協調。協調代表是由部長理事會的輪值主席所屬國來出任。

合作聯絡處之會議也負責對葡共體內部關於所有領域的合作開發計畫之相關機

構提出建議。合作聯絡處之會議一般情況下是每年舉辦兩次的，但如果在超過三

分之二的會員國要求開會時，得在例外的情況下加開臨時會。203
 

 

五、葡共體之實質作為 

(一)葡共體之政治合作 

 葡共體 1998 年時在葡萄牙的支持下主動地參與了幾內亞比索軍事衝突的調

停，幫助幾內亞比索政府和軍方與葡共體三方共同簽立諒解備忘錄，來幫助幾內

亞比索政府解決國內的軍事衝突。204
 

 

(二)葡共體之軍事合作 

 葡共體七個會員國在 2000 年，會員國的特種部隊在葡萄牙舉行了一場名為

「費里諾 2000」的聯合軍事演習，葡共體會員國希望透過這場軍演來了解葡共

體會員軍事單位在面對突發狀況的反應能力。2001年葡共體再次舉行軍事演習，

內容包含非常規的突擊部隊、拯救任務規劃與演練、強化軍事合作等。之後，葡

共體國家每年都會定期舉辦軍事聯合演習，巴西於 2002 年舉辦葡共體會員國聯

                                                 
203

 “Objectivos (2),” Community of Portuguese Language Countries,   

〈http://www.cplp.org/id-250.aspx〉. 
204

 李保安、陸庭恩、王成安，《亞非葡語國家發展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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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軍事演習，莫三比克於 2003 年舉辦軍事聯合演習，安哥拉於 2004 年舉行了一

場名為「獵豹 2004」的葡共體會員國聯合軍演，葡共體八個會員國皆派員參加

此次的軍事演習，這次的聯合軍演還包含了打擊恐怖主義的相關演練。維德角舉

辦了 2005 年的葡共體聯合軍演。從聯合軍事演習的角度來看，葡共體的軍事合

作已經達到一定的成果，但是相較於葡萄牙，非洲葡語國家的實際參與內容是比

較低的。205
 

 

(三)葡共體觀光事務之合作 

2005 年 10 月葡共體第三次觀光部長會議在安哥拉首都羅安達召開，葡共體

各會員國的觀光事務主管機關之官員針對共同的旅遊政策、人才培育之加強、旅

遊事業的擴大投資簽訂了相關的協定，這也使得葡共體國家在觀光事務取得了共

同發展的目標。206
 

 

(四)葡共體文化領域之合作 

葡共體在 2005 年 5 月所召開的第一次文化機關首長會議中，為了發展和保

護葡語國家的共同文化，因而成立了「葡語國家共同文化基金」，資助葡共體範

圍內的文化事務。在這次的會議中葡共體也決定將 7 月 17 訂定為葡語國家之文

化日，以共同的語言讓會員國的國民得到文化上的歸屬感。207
 

 

(五)葡共體對抗疾病之合作 

                                                 
205

 李保安、陸庭恩、王成安，《亞非葡語國家發展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頁

230。 
206

 同上註，頁 231。 
207

 同上註，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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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在安哥拉招開的葡共體第一屆愛滋病和性病會議，葡共體會員國希

望在醫藥和衛生領域加強合作，希望會員國加強多邊合作，聯合對抗疾病的威脅。

共同為提升葡共體成員國之衛生安全而努力。208
 

 

  

                                                 
20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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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葡萄牙殖民非洲長達 400年之久，從15世紀開始在非洲西岸發展貿易以來，

便開始以漸進的方式殖民非洲部分的地區。但由於葡萄牙經營殖民地的方式是壓

榨當地的人民和充滿歧視性的殖民政策，所以葡屬非洲的分離運動的來臨可以說

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歐洲國家海外的殖民地紛紛脫離殖民

走向獨立建國，而葡屬非洲地區的人民也搭上這波的獨立浪潮。葡屬非洲的獨立

運動導致葡萄牙殖民版圖的流失，這也是葡萄牙殖民帝國史中最大的兩次殖民地

分離事件之一，上一次葡屬巴西獨立葡萄牙失去了其最大的海外殖民地，使得葡

萄牙之後只剩下非洲地區的殖民地和少部分在亞洲地區的殖民地。 

在 20 世紀中葉的葡屬西非，雖然殖民政府宣稱其殖民政策是種族平等的，

但實際上白人仍然是社會階級的頂層，再來則是葡非混血的人種和葡化非洲人，

而大多數未被同化的非洲原住民則是實際上的社會最底層。在葡屬西非，葡萄牙

為了發展富有帝國主義的經濟政策，葡萄牙政府強制規定殖民地只能種植固定的

農作物並以低價收購然後銷售到葡萄牙本土，嚴重剝削了當地的人民，也讓當地

的人民更加貧窮和難以溫飽，葡萄牙對非洲殖民地的建設也是相當的緩慢，葡屬

非洲的生活條件不佳。以上葡萄牙對殖民地種種的壓榨和漠視人民的生存權都讓

葡屬非洲的人民對殖民政府相當不滿，葡屬非洲人民對葡萄牙殖民的不滿更是從

百年前就開始了。到了 20 世紀中葉其他國家非洲殖民地的反殖民運動，也鼓舞

了葡屬非洲人民開啟他們反殖民運動。 

雖然在葡屬非洲的反殖民運動初期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強力鎮壓，不過葡屬非

洲的民族主義組織也漸漸地發展成組織化的政治團體和軍事組織，他們多使用游

擊戰的戰術來和殖民政府對抗。在葡屬非洲的民族主義組織都走過整合和合併的

過程，這也使的民族主義組織能夠集中實力和殖民政府對抗，在葡萄牙殖民地戰

爭中每一個戰區都至少有一個獨立運動組織和殖民政府對抗著。不過在安哥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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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的組織是比較多且複雜的。而民族主義組織也得到來自支持他們獨立之

鄰國的協助，甚至提供庇護的場所給游擊隊。不同地區的民族主義組織雖然地區

所在不同，但他們之間仍有部分的聯繫。例如，幾維非洲獨立黨的卡布拉爾曾前

往安哥拉和內圖一起建立安人運。 

在葡萄牙殖民地戰爭中，葡萄牙軍與葡屬非洲地區的獨立運動組織，雙方在

戰事的進展大致上是差不多的，這也導致這場戰爭進行長達 13 年之久。但是在

不同戰區之戰事發展是略有不同的。首先是在安哥拉，安哥拉的反殖民戰爭由於

並非是統一的軍事組織領導，而是三的獨立組織；安人運、安解陣、安獨盟。各

自為政非但沒有集中戰力一起發動反殖民戰爭，還會在各政營之間互相發動攻勢。

所以這也使得葡萄牙殖民地戰爭中，在安哥拉戰區的情況較為複雜，而且獨立運

動的推展也較為不順利。在莫三比克戰區，雖然獨立運動的組織較為統一，獨立

戰爭以莫解陣和葡萄牙軍為主。但是受到葡萄牙在莫三比克發動殖民地戰爭中最

大型的軍事戰役，這也導致在莫三比克戰區葡萄牙與莫解陣雙方是僵持不下的，

沒有任何一方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在幾內亞戰區部分，由於幾維非洲獨立黨充分

的利用幾內亞地區的叢林地形，使得游擊戰有所進展，所以幾內亞戰區是殖民地

戰爭中唯一個由民族主義組織占上風的戰區。幾維非洲獨立黨也在歷經 147 次對

葡萄牙軍隊營地的攻擊後，於 1967 年開始有效控制葡屬幾內亞 2/3 的土地。 

在殖民地戰爭的結束原因方面，並非是葡萄牙軍或是葡屬非洲地區的反殖民

戰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是葡萄牙在殖民地戰爭中，在時間、人力、資源等

的投入過高，帶給葡萄牙本土相當大的負擔而導致葡萄牙國內出現反戰的聲浪，

在最後發生了軍事政變推翻了堅持維持殖民版圖的極權政府，使得葡萄牙走向民

主化。新的民主政府同意讓海外殖民地獨立。從葡萄牙殖民地戰爭的結束到非洲

葡語國家的正式建國時間的並不長，這是由於葡萄牙新的民主政府想要快點擺脫

這場戰爭帶給葡萄牙的負擔。之後，葡萄牙與民族主義組織的代表進行了數場關

於獨立事務的安排的協商，並在之後，葡萄牙與非洲葡語國家簽署了數份的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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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葡萄牙與大部分的非洲葡語國家協商後都是將主權移轉給單一的獨立運動

組織。但在安哥拉地區由於民族主義組織比較複雜，因此葡萄牙是將主權移轉給

以安哥拉三大獨立組織為主的聯合政府。但是這也導致了安哥拉日後內戰的發

生。 

非洲葡語國家建國後與葡萄牙的關係，在獨立後的初期基本上是由殖民地戰

爭時期的對立走向和解。但在莫三比克卻出現了向葡萄牙提出賠償的要求，而使

得莫三比克和葡萄牙的關係較為緊張，不過在葡萄牙安東尼奧總統對非洲葡語國

家政策之修正和改善關係後，莫三比克和葡萄牙由緊張轉為和平發展。非洲葡語

國家與葡萄牙之關係獲得改善並且走向合作方面，葡萄牙為了改善和非洲葡語國

家間的關係，葡萄牙曾經對非洲葡語國家提供貸款和投資以提升當地的經濟水

準。 

 由於葡萄牙與非洲葡語國家間的獨立協商過程較為倉促，還有獨立後的非洲

葡語國家內政較不穩定，導致了非洲葡語國家獨立後出現的人口外流的情況。新

成立的非洲葡語國家在安哥拉和莫三比克這兩國是採行共產體制，這也讓原本在

當地擁有一定資產的葡裔非洲人選擇離開。許多葡裔非洲人輾轉旅居他國或是返

回葡萄牙。而非洲葡語國家的原住民居民也因為國家政局的不穩而有部分的居民

選擇到語言相通的葡萄牙工作，葡萄牙也為了解決非裔勞工在葡萄牙居留權的問

題，葡萄牙也制定了相關的移民政策，他們大多數的人最後也都在葡萄牙定居了

下來。 

 成立於 1996 年的葡語國家共同體，讓葡語國家有了一國際性的交流平台，

其中也包含了對非洲葡語國家與葡萄牙之間關係的改善與合作的推動。葡語國家

定期召開國家元首與領導人會議和部長理事會來加速葡語國家之間事務的推動。

對會員國政治和外交政策進行討論和整合，提升葡語國家在國際的影響力。在所

有的領域包含教育、健康、科學與科技、國防、政府行政、通訊、司法、治安、

文化、體育及大眾媒體進行合作。非洲葡語國家和葡萄牙如果能有效地利用這個

平台來提升在國際社會之影響，將會給葡語國家在政治實力的提升。以及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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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整合及推廣，也將使葡語系國家間，因語言差異所帶來的不便將會降得更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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