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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也门与阿拉伯海湾国家息息相关。自古以来，它们拥有相同的地域环境、语言文化、宗教信

仰和传统习俗、相似的历史命运。自 20 世纪发掘石油以来，海湾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也门也得到这些

国家的财政援助。两伊战争爆发后，海湾六国为寻求安全成立了海湾合作委员会。海湾战争期间，也门

与海湾国家关系恶化。经过多年努力，双方又恢复了友好关系，经贸交流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也门还积

极申请加入该委员会，并且被接纳为其下属部分机构成员。也门最终能否成为其第七成员国而融入海湾

大家庭，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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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与阿拉伯海湾国家的关系源远流长。他们同属阿拉伯民族，有着共同的语言、信仰和习

俗，国与国唇齿相依，友好相处，犹如一家。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有 3000 多年文字记载

的历史。这里曾是半岛上最富饶的地方，被古希腊人称为“幸福的阿拉伯之地”，阿拉伯人则称其

为“绿色之地”
[1]1

。随着时光的流逝和生命的繁衍，在伊斯兰教诞生前后，有也门血统的人已遍

布阿拉伯半岛各地。先知穆罕默德传教初期就有也门人的追随与支持，传教困难时也有也门人的

帮助，伊斯兰圣战时期也门穆斯林既是战斗的勇士，又是伊斯兰教的卫士，他们为伊斯兰教在半

岛的传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2] 此后，也门国情发生变化，往日辉煌不再。奥斯曼帝国的统

治没有给也门带来繁荣，英国的占领也没有给也门带来复兴，而 19 世纪列强的入侵却将也门分割

成南、北两部分。一分为二的也门在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政局动荡不定，内战不断，百姓饱经磨

难。南、北也门两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分别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获得独立。长期的殖民统

治使这两个国家经济基本停滞，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加上自然资源匮乏，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状态。

同处半岛的阿拉伯海湾国家积极伸出援助之手，每年向也门提供可观的资金支持，帮助解决财政

困难，双方的友好关系延续不断。 
 

一、也门与海湾国家关系 

 
（一）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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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七十年代末海湾地区形势发生变化，伊朗国内爆发伊斯兰革命，1979 年 2 月巴列维国

王倒台，次年 9 月两伊战争爆发。身处战争边缘的海湾六国君主担心伊朗伊斯兰革命传播到西岸，

动摇他们的世袭统治，于是抛开南、北也门，于 1981 年 2 月 4 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外长会议，

决定成立一个地区组织。同年 5 月 25 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六国首脑会议，正式成立了总

部设在利雅得的阿拉伯海湾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或 GCC）。 

九十年代以前，也门与海湾六国一直保持良好的兄弟关系。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海湾六国暴

富后，不忘与其唇齿相依的也门兄弟，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等国除每年向也门提供巨额财政援

助外，还允许也门移民在本国求职谋生。1990 年前约有近百万也门人在海湾各国打工，不仅为海

湾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建设作出了贡献，而且他们把劳动积攒的巨额美元汇回国内，这笔数目不菲

的侨汇成为当时也门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
[3]  

1990 年 8 月 2 日，伊拉克突然入侵在战争中给予其财政援助的科威特，并且威胁到整个海湾

地区的安全。早对海湾地区石油垂涎三尺的美国为帮助军事实力薄弱的海湾诸国，不失时机地在

部分海湾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于 1991 年 2 月将伊拉克入侵者赶出科威特，

保住了海湾地区的安全。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不久，南、北也门刚刚实现统一。也门新政府在

海湾危机问题上站在伊拉克一方；在对待海湾战争的态度上反对西方军事力量进入阿拉伯国家，

与海湾国家的立场格格不入。因此，也门在海湾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受到海湾国家的谴责，不仅失

去了来自海湾国家常年的财政援助，近百万在海湾国家打工的也门劳工也被驱逐回国。也门与海

湾六国以往情同手足的友好关系不复存在。因丧失海湾国家的经济援助而使其国家财政支出困难

重重，加上大批也门劳工和侨民的返乡给社会造成巨大压力，失业人口剧增，通货膨胀加剧，人

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不稳定因素猛增。1994 年爆发的一场短暂内战，给本来就不景气的国民经

济“雪上加霜”。在万分艰难的情况下，也门政府除了继续寻求国际社会及金融机构的经济援助外，

还频繁派出高级代表团访问海湾各国，努力恢复正常的友好关系。 

也门和沙特有 2000 余公里的共享边界线，过去在领土主权问题上长期存在纠纷。尽管如此，

沙特并未中断向也门提供无偿财政援助。海湾战争后，为恢复两国友好关系，两国于 1995 年２月

就边界问题达成“谅解备忘录”。1998 年７月两国军队在有争议的杜维马岛又发生流血冲突。两

国政府随后再次启动边界谈判，经过多轮友好谈判，最终于 2000 年 6 月 12 日在沙特的吉达正式

签署了两国《最终和永久性水陆国际边界条约》，彻底解决了两国长达 60 多年的领土纠纷。
[4]
与

此同时，两国当年还恢复了“也—沙协调委员会”工作，继续为两国社会发展和两国经贸事业拓

展发挥作用。在沙特的带动下，从 21 世纪起，阿联酋、阿曼和科威特等国陆续派出政府高级代表

团对也门进行友好访问，恢复了睦邻友好关系。随着近年来双方互访的增加，双边关系得到巩固

和加强。也门积极要求加入海合会，并且已被接纳为部分机构的成员。 
（二）经贸关系 
从 21 世纪开始，也门与海湾国家政治关系的改善也带动了其他方面关系的改善。海湾国家恢

复了对也门的经济援助，继续从财政上支持也门实施“减贫”计划。双方还打开了经贸合作的“大

门”，开通空中走廊和陆地通道，促进了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 

在贸易方面，近年来也门已成为海湾国家重要的出口市场，海湾国家也成为也门重要的出口

市场，双方互补互利，互通有无，已经发展成相互依存的贸易伙伴。据也门中央统计局贸易数据

显示，1999 年也门与海湾国家双边贸易额约为 7 亿美元，2001 年增长到 9.9 亿，2003 年猛增到

17 亿。名列前三位的贸易伙伴是阿联酋、沙特和科威特，贸易额分别为 6.9 亿、5 亿和 4.4 亿美元。
[5]373-420

 2005 年也门与海湾国家的贸易又创新高，达到 19 亿美元，其中也门出口约 3.8 亿，进口

约 15.2 亿，
[6]
也门与海合会成员国的贸易往来实现了巨大飞跃，后者已成为继中国之后也门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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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贸易伙伴。2006 年也门对外贸易总额为 119.9 亿美元（进口约为 53 亿，出口约为 66 亿），与

海湾国家的贸易飙升到 2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占贸易总额的 23%），其中，从海湾国家进

口 21.2 亿美元，占总进口的 39.9%，向海湾国家出口 6.8 亿美元，占总出口的 10.2%。
[7]
以上数据

也显示了也门与海湾国家的贸易日益频繁。其中，阿联酋、沙特和科威特一直位居其贸易伙伴的

前三位。 
在经济合作方面，近年来海湾国家多次派高级代表团对也门进行友好访问，各国政府和金融

机构每年向也门提供财政援助和专项财力支持，帮助也门实施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和减贫计划。

2003 年 7 月，在也门首都萨那召开的第 15 届也—沙协调委员会上，也门与沙特共签署了 7 项合

作协定。海湾国家国营和民营企业都看好也门，企业家纷纷到也门实地考察，寻找投资与合作机

会。目前已有众多海湾企业家开始在也门从事旅游开发、家庭住宅、宾馆饭店、道路交通、生产

企业等领域的投资与合作。 

可以说，近年来海湾国家在也门境内的投资如火如荼。以 2006 年为例，海湾六国在也门共投

资约 7 亿美元，涉及房地产开发和旅游服务等项目，其中 80%的投资来自沙特。这些项目主要集

中在也门首都萨那和荷台达、木卡拉、亚丁三个沿海城市。同年 6 月由阿联酋斯泰尔水泥公司投

资建设的大型水泥厂项目在亚丁自由区举行了奠基仪式，该项目投资 4000 万美元，一期设计生产

能力为每年 50 万吨。全部工程竣工后，生产能力将达到年产 100 万吨水泥。另外，沙特与也门签

署了一项在首都萨那成立也—沙合资银行的协议，这家银行首期投入资金预计为 3500 万美元，二

期资金注入后银行总资本将达到 7000 万美元。根据协议规定，沙特投资方占有银行 49%的股份，

也门航空、烟草、制盐等多家企业和银行组成的也方投资者拥有 51%的股份。
[8]
共同合作的大型

项目还有也、沙、阿三家公司联合建设的也门境内第三条无线通信项目，另外三家公司联合建设

的木卡拉炼油厂等。 

 

二、也门走向海合会之路 

 

海湾战争结束后，也门政府努力修复与海湾六国破裂的关系。为表示诚意，1996 年 12 月也

门向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 17 届海湾首脑会议提出加入该组织的申请。随后，海湾国家各阶

层团体及知名人士在海湾社会频繁活动，呼吁海合会接纳也门为成员国。来自阿联酋总统家族的

谢赫·卡西姆博士 2001 年 5 月在也门萨那和亚丁大学发表演讲，从也门所处的战略位置、历史渊

源、半岛和阿拉伯地区的安全，以及经济互利共赢等方面详细阐明也门的重要性，呼吁海湾各国

领导人接纳也门为该会成员国。卡西姆博士称，也门同海合会国家息息相关，它们同处一岛，同

属阿拉伯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语言和文明，一样的信仰、风俗和习惯，面临同一个命运，任

何一个国家遇到危机都会波及其他国家。
[9]
  

2001 年 12 月底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召开的第 22 届海合会首脑会议上，全体与会者一致同意

也门加入海合会下属的部分机构（卫生、教育、劳工和社会事务部长理事会），作为也门“入会”

的第一步。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萨利赫和当时的副总统阿卜杜·曼苏尔·哈蒂亲自出席了也

门成为这 4 个机构成员的签字仪式。2002 年 1 月 22 日，也门内阁会议批准成立了以副总理兼财

政部长阿拉维为主任的部长委员会，着手落实具体工作，并为下一步全面加入海合会做准备。同

年 10 月 16 日，根据马斯喀特海湾首脑会议决议程序，第 22 届海合会轮值主席国阿曼外交事务大

臣优素福、海合会秘书长阿卜杜·拉赫曼和也门外交部长艾布·白克尔分别代表海合会和也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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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也门首都萨那总统府共同签署了《确定在阿曼首脑会议上决定也门加入 4 个机构与海合会关

系形式》的框架协议。至此，也门通过了海合会的法律程序，正式成为海合会下属的卫生、社会

事务及劳工部长级会议、海湾国家阿拉伯教育事务处及海湾杯足球协会 4 个机构的成员，开始参

与海合会工作。马斯喀特海湾首脑会议关于也门加入海合会 4 个机构《协议》的签订表明海合会

成员国有加强双方友好关系与合作的愿望，符合海湾地区人民的心愿。这个历史性的决定使海湾

地区发生了新变化，为也门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然而，《协议》的签署仅仅标志着也门向海合会大门迈出了第一步。如今，也门仍被排除在

海合会政治、经济等重要机构之外，它能否真正成为第七个成员国，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对这

个敏感的议题众说纷纭，可归纳为以下三种状况： 
（一）持乐观态度 
持乐观态度的人认为也门“入会”是迟早的事，有的甚至认为也门被接纳为正式成员国的时

间可能在 2010 年，其理由是：1.从历史上看，自古以来也门人的后裔生存于半岛各地，也门与海

湾六国很多相同之处，单凭这一点海合会就不能把也门兄弟拒之门外；2.从地区安全防卫看，也

门虽在阿拉伯半岛西南端，但却扼守从曼德海峡进入红海南口要塞，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海合

会如有也门的加入，可使阿拉伯半岛构成一个完整的安全防卫体系，更好地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

定；3.从经济利益上看，也门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虽然农业生产比较落后，但蔬菜水果

等农作物种植较广，除满足自给外，还大量出口到海湾国家，弥补这些国家农产品需求的不足，

且双方已结成重要的贸易伙伴关系。此外，海湾各国企业家利用手中资金在也门找寻投资机遇，

而也门有大量劳工到海湾国家打工。双方已形成了优势互补的经济格局，也门加入海合会对双方

都有益；4.也门加入海合会只是时间问题。据阿联酋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也门政府向海

合会提交了一份计划报告，希望海合会对也门的经济发展提供帮助，也门将加快发展进程，争取

在未来 10 年内加入海合会。该研究报告还指出，也门与海合会国家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是目前阻

碍也门加入海合会的一个主要障碍。在也门提交计划报告后，海合会在部分国际金融组织的配合

下成立了一个由成员国财政部长和也门计划与国际合作部长以及海合会总干事共同组成的技术委

员会，对也门的发展需求进行了研究并拟定了耗资 400 亿美元的工作计划。这份计划足以证明，

海合会国家希望也门快速发展经济，尽快消除双方巨大的经济差距，早日成为成员国之一。 

（二）持怀疑态度 

很多人对也门能否真正“入会”却持怀疑态度，其理由是：1.从海合会成立前的地区情况看，

也门向来不被海湾国家重视。也门参与海湾地区“集体”活动较早，1968 年，北也门就参加了阿

联酋、沙特、巴林、科威特、伊拉克和卡塔尔政府联合发起的巴林“填海”工程，总投资 1 亿美

元，由参加国分摊。1976 年也门又参加了在利雅得召开的海湾及阿拉伯半岛国家农业部长会议秘

书处工作。尽管如此，自海湾国家有了建立本地区统一机构的构想以来，任何一次会晤均未邀请

也门参加，海湾地区的各种合作事项也都局限在海湾周围 8 个国家之间进行，如 1976 年在马斯喀

特举行的一次海湾国家重要会议，海湾六国只邀请了伊拉克和伊朗参加；2.也门与海湾国家体制

不同。海合会六国国名虽有不同，但这些国家一直延续世袭的君主统治制度，国家最高统治权历

来均由一个家族掌管。也门则是通过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建立共和国制，国家最高领导经国民选

举产生，二者存在明显的体制差异。因此，双方能否在同一地区的“大家庭”里共存，值得怀疑；

3.也门难以融入海合会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海合会的目标之一，2002
年海合会国家签署新的经济发展计划后，加快了海湾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2003 年开始《海湾海

关同盟》运作，主要内涵是海湾六国统一实行 5%的海关进口关税。2007 年底海合会首脑会议批

准了 2008 年开始实施的《海湾共同市场》项目，其中心内容是，海湾国家国民无需持任何证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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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由出入任何一国，而且在一国滞留时（工作、学习、生存等）可享受该国国民的同等待遇。

此外，海合会秘书处还宣布，将在 2009 年成立海湾地区中央银行，2010 年建立“海湾统一货币

联盟”，并成立海湾统一货币委员会负责具体事宜。这一举措预示海湾六国实行统一货币政策的大

幕已经悄然拉开。
[10]

而也门作为不发达国家，高关税是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另外，也门货币

疲软，金融体制能否与海湾六国协调一致，难以预料；4.也门“入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些

因素将对也门国内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影响海湾六国的政治、安全、文化、社会和经济体系。

海合会当初把也门吸收为下属部分机构成员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在它们看来，双方最好是维

持现状，海湾六国也会继续对也门兄弟给予财政扶持，帮助发展国民经济。 
（二）持反对态度 

在海湾地区持反对态度的人数不少，这些人的理由是：1.也门地理位置远离海湾地区。从“阿

拉伯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字面全称看，海合会成员国应为阿拉伯海湾地区周围的国家，即除了

海湾西岸的六国外，再加上北边的伊拉克和东岸的伊朗，也门虽与海湾六国同处一岛，但它位于

阿拉伯半岛西南端，远离阿拉伯海湾。如果也门加入海合会，则应为“阿拉伯半岛合作委员会”，

而不应是现在的名称；2.双方存在政治立场差异。在过去发生的地区事件和国际事务中，海湾国

家保持统一的一致对外的立场，而也门则另有独自见解。如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海湾战争等问

题上，也门的立场与海湾国家背道而驰。在长期的巴以冲突中，也门一贯持强硬的“极左”态度。

“9·11”事件后，也门被视为恐怖分子的发源地，尽管政府采取措施对恐怖活动予以严厉打击，

但阴影总不能被抹去。此外，也门奉行多党民主政治，国内有宗教极端势力的存在，也门“入会”

会搅乱地区的安宁；3.双方经济体制不一。也门和海湾诸国政治制度的不同决定了在经济体制上

存在差异。仅从一个方面讲，海湾国家是单一的石油经济，石油资源是这些国家经济收入的主要

来源，2004 年海湾国家石油收入高达 1800 亿美元， 2007 年石油收入达到 3360 亿美元，但这些

国家需要多元化经济发展。也门在 20 世纪九十年代发现石油后成为新兴石油出口国，但是至今已

探明的石油储量仅为 97 亿桶，无法同海湾国家相比，且经济实力薄弱，每年都要依靠国际援助。

可以说，也门是受援国，海湾国家是援助国，像这样有着极大经济差别的国家“入会”将会影响

海合会的国际形象；4.双方贫富差距悬殊。海湾国家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地区。2006 年海湾六国 GDP
为 7150 亿美元，人均产值 2.04 万美元。

[11]
而也门的同年 GDP 仅为 197 亿美元，人均产值 732 美

元。
[14]2006 年 3 月也门计划与国际合作部发布的年度经济报告指出，目前也门约有 41.18%的人

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意味着也门有 690 万人口无法满足衣食住行的需要。也门国内两极分化

严重，30%的人口占据了国民总收入的 49%，这个群体的消费占社会消费总量的 49%，另有 30%
的人口只占国民总收入的 6%及社会总消费的 8%。

[15]
总之，也门和海湾国家经济实力相差甚远，

贫富差距巨大。 
综上所见，人们对也门能否加入海合会看法不一。但也门对“入会”的态度是坚决的。为改

变贫穷落后面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自 1995 年起也门开始推行经济改革，实施“发展与减贫五

年计划”，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4 年 GDP 达到 116 亿美元，实现增长 4％（2003 年为 3.2％）。

2006 年也门开始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也开始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据也门计划合作部

报告称，2006 年也门 GDP 增长到 197 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近 37 亿美元，其中非石油产品产值

131 亿美元，石油产值 66 亿美元。
[16]

海湾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06 年也门人均

GDP 增长到 732 美元（2004 年和 2005 年分别为 653 美元和 726 美元）。另据也门社会事务和劳工

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也门贫困人口比例已从 2000 年的 41%下降到 2007 年的 34.5%，计划到 2010
年贫困比例降到 20%以下。 

在关税方面，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加入 WTO 和 GCC 准备工作的不断推进，也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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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大部分商品的税率进行了调整，2005 年出台的第 41 号新《海关关税法》，对包括汽车、农用

机械、固定和移动通讯设备、家用电器等主要进口商品在内的大部分商品关税税率均大比例下调

至 5％，基本实现与 GCC 国家关税税率的接轨。另外，也门规划、标准及质量鉴定局与海合会标

准制定委员会进行了多次接触，依照海合会标准要求，确定了国内 1555 项规格标准，力图在商品

标准制定和质量鉴定体系与海湾六国保持一致，并与海合会标准机构签订备忘录，形成相互间贸

易产品的监督机制及地区间贸易促进的信息交流机制。 
近年来，也门又掀“入会”高潮。2007 年 1 月也门总统萨利赫对阿联酋进行友好访问，为加

入海合会铺路。同年 4 月海合会秘书长阿卜杜·拉赫曼·阿提亚受邀访问也门，与也门总理、计

划合作部长、外交部长等政府官员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也门总统萨利赫还亲自接见了秘书长。会

谈期间，双方就加强经济领域的合作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谈，对也方提出尽早成为海合会正式

成员的要求，秘书长阿提亚与也方讨论了也门加入海合会产品质量与标准、投资及工业咨询三个

委员会的具体步骤。双方还达成协议，启动沙特国王法赫德提出的帮助也门发展经济、使也门完

全融入海湾国家组织的四项措施。秘书长此次访问的目的就是按照海合会领导人的指示开始进行

支持也门基础设施建设，以加快也门最终加入海合会的进程。他高度评价了也门政府在经济改革

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并表示也门经济最终融入海合会是大势所趋。 

 

三、也门加入海合会的前景 

 

海合会是中东地区一个重要的区域性组织，维护海湾地区安定与和平是其中心任务。可以肯

定的是，也门在维护地区安定方面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也门如能加入海合会，将会更好地落

实五点宗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海湾地区的安全。正如 2008 年 2 月海合会秘书长阿提亚再次访问

也门时所言，也门加入海合会将有助于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此外，在当前世界向一体化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也门如能加入海合会，对双方的经贸合作

会有更大的推动作用。如前所述，双方已经发展成为密切的贸易伙伴，互补共赢局面显著。2007
年也门与海湾国家贸易额在连续多年增长的情况下又大幅度提高到 38.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约

40%，其中进口 31.3 亿，出口 7.5 亿美元。2008 年 5 月，海合会派出专家代表团到与阿曼接壤的

也门马哈拉省进行实地考察，对修建连接也门与海合会国家的铁路进行可行性研究，该项目预计

投资 7400 万美元；同年 6 月卡塔尔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决定投资数千万美元在亚丁自由区建造五

星级饭店、展览中心和国际会议中心；同年 7 月科威特能源开发公司代表团访问也门，表示将投

资 1 亿美元用于也门近海区域的石油勘探。更令人关注的是，当月 14 日，亚丁港务局与迪拜港口

国际集团（DPI）在迪拜签署了该集团对亚丁集装箱码头进行综合管理和开发的协议，一期工程从

2008 年启动到 2012 年完成，共投资 2.2 亿美元，对码头进行综合开发，兴建一条 400 米长的货轮

泊位，将亚丁集装箱码头的年吞吐量由目前的 70 万标准箱增加到 150 万标准箱。二期工程预计投

资 6.5 亿美元，最终年吞吐能力将达到 550 万标准箱。2008 年 9 月阿联酋向也门援助 500 吨小麦，

解决也门的粮食安全问题。沙特投资集团表示将投资 1.5 亿美元在亚丁自由区兴建一个占地 10 公

顷的大型商业中心。此外，阿联酋议会和也门议会均正式批准了阿联酋与也门间的陆路运输协议，

该协议是双方政府于 2008 年 5 月 8 日签署的。根据协议，双方将为货物过境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

条件，提高两国在陆路运输领域的合作水平。据 2008 年 10 月也门《革命报》报道，也门工程部

部长、路桥总管理机构主席欧马尔·阿卜杜拉与卡塔尔驻也门大使签署合同，卡塔尔将出资在也

门南部的阿比洋和拉哈吉两省间建设一条 96 公里的公路，造价为 4200 万美元，预计在 36 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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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2008 年 11 月也门内阁批准向沙特发展基金贷款 1.25 亿美元的协议，用于扩建连接南北主

干交通的自首都萨那至亚丁的道路……。良好的发展情况表明：也门已成为海湾国家的投资热点，

一旦也门加入海合会，海湾国家的投资热潮会更高。对也门这样的穷国而言，双边贸易的发展和

海湾国家的投资热潮必将促进国民经济全方位发展，也门会得到海湾国家更多的帮助，尽早摆脱

贫困，融入海湾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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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Yemen-Arab Gulf States Relations  
 

YANG  Jianrong 
 
Abstract   Yemen and Arab Gulf States are closely interrelated. They are both on the same island and 
belong to the Arab world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identical language, culture, religious belief, traditional 
custom and the similar historical destiny make them closely related in the fate. Arab Gulf State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after the excavation of petroleum resources since last century. Yemen also gained 
financial surpport from these states. After Iran-Iraq War, Six Gulf States established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for regional security.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nse during the Gulf War. 
But they resumed friendly relations by long term efforts from both sides. Their economic relations have 
further developed. Yemen also has actively applied to join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and was admitted 
as a member of its subordinate partial organization. Whether Yemen will become the seventh member 
state or not is the very thing worth of 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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