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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使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其战后重建正在并将继续对国际关系产生

重大影响。伊战后重建最本质的问题是其民生改善及与相关国家政府间的经济行为，本文拟从经济视角

考量伊战后重建中其国内的发展态势、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及中国在其中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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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使伊拉克经济遭受最严重的破坏，基础设施破坏尤为突出，因而其

战后经济重建任务也异常艰巨。同时，因社会动荡、冲突不断致使社会治安难以维持，危及伊

经济重建进程。尽管国际社会为其经济重建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其现实局势与其丰富油气资

源的开采之间充满矛盾，这对美国及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已露端倪。中国秉承了一贯的立场与

原则，今后在参与伊拉克经济重建的同时也应规避可能的风险。 

 

一、艰难行进中的伊拉克战后经济重建 

 

1.伊战后经济重建的基本进程梳理
①
 

2003 年 5 月 22 日可视为伊经济重建的正式起点，尽管在此之前美国已宣布所谓“对伊主

要战事结束”。因为这一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1483 号决议，解除了除对伊武器禁运以外的所

有经济制裁，其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基本具备。但是，由于这一阶段伊境内反对武装占领和各

派冲突不断，占领当局主导的经济重建少有建树。恢复交通、电力供应和民用设施等也只在驻

有重兵的一些城市区域得以实现，而有关外国投资、国际贸易和金融制度等一系列举措在短期

                                                        
①本文认为伊战后经济重建迄今为止经历了 4个阶段，但不同步于政治重建进程的 4个阶段，即临时管理委员会
时期（2003年 7月 13日～2004年 6月 1日）、临时政府时期（2004年 6月 1日～2005年 4月 28日）、过渡政府
时期（2005年 4月 28日～2006年 5月 20日）和战后首届政府时期（2006年 5月 20日成立，任期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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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并未让伊民众获益。 

2004 年 6 月 28 日，占领当局向伊临时政府象征性地移交政权。为促使联合国在伊拉克问

题上与美国开展合作，进而带动其他国家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工作，7 月 29 日，美国总统布

什签署命令，宣布正式取消对伊长达 14 年的经济制裁，这是伊经济重建进程的重要举措。美

国主观上希望通过取消对伊制裁以配合其政治意图，但鉴于其特殊的国家影响力，客观上也促

使包括美国投资商在内的很多观望者尝试来伊投资。 

2006 年 2 月 22 日的“阿里·哈迪清真寺之劫”及其后大规模、长时间的教派冲突，使伊

民众进一步陷入恐怖和血腥之中，不仅外国投资者等遭到绑架或杀戮，就连一些正常施工的本

国工人也经常横尸街头。因此，这一时期巴格达等城市停电、断水和生活必需品短缺等成了“家

常便饭”，很多在建工程停建或遭进一步损毁，经济重建进程遭遇重大挫折。 

2007 年 2 月 14 日，美军和伊政府开始采取代号为“法律与秩序”的巴格达新安全计划行

动，尽管暴力袭击事件仍频繁发生，但伊大部分地区的秩序有所好转，经济重建也随之稍有起

色。伊拉克的经济正在复苏，伊政府已经有效控制通货膨胀，自 2006 年以来居高不下的通货

膨胀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如 2007 年前 5 个月的通货膨胀率高达 70%，10 月底降至 33%，10 月

份的实际通货膨胀率为 16%。
[1]
 

2. 举足轻重的石油资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拉克能够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这要归功于石油生

产和出口。石油生产和出口是其经济命脉和国家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主要分

为石油开采、炼油业和天然气开采业等。历经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尽管石油产

业遭到连续重创，但伊战后重建的基点仍建立在石油生产和输出能力的恢复上。伊石油、天然

气资源丰富，已探明石油储量达 1150 亿桶，约占世界总储量的 8.9%，占欧佩克储量的 12.75%，

仅次于沙特、加拿大和伊朗，居世界第四位。若再加上尚未勘测的西部沙漠地区，其石油潜在

储量高达 2000 亿桶。伊油田主要分布在 73 个地区，现仅开采了 15 个地区。目前已探明的油

田有 80 块，正在开采的仅 20 块。据有关部门预测，一旦伊政局稳定，石油日产量可增至 600

万桶，伊将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伊石油埋藏浅、开采成本低(1 美元/桶），石油总体质量

较好。伊天然气探明储量约 3.17 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储量的 2.4%。
[2]14-15

 

石油对于伊拉克如此重要，因而石油利益分配也成为其境内各派矛盾和冲突的导火索。伊

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南部（以巴士拉为中心）什叶派聚居区和北部（以基尔库克为代表）库尔

德人聚居区，逊尼派阿拉伯人控制的中部地区石油资源匮乏。战后重建中各派有关伊石油资源

和利益的争夺，除传统方式外，均夹杂暴力手段等破坏性因素，主要表现为对《石油天然气法》

草案的争执不休。
[3]5
经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方讨价还价之后，伊政府于 2007 年 7 月

3 日终于通过了修正后的《石油法》草案。但库尔德自治政府随后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称，如

果修正案更改了三方达成一致的实质性内容，库尔德人则不会赞成这项法案
[4]
；对于伊拉克逊

尼派而言，石油分配问题是关乎切身利益的头等大事。尽管伊总理马利基在政府通过修正案后

说，《石油法》是伊拉克“最重要的”法律，但该法案必须获得议会批准后才能成为法律加以

实施，其能否成为法律抑或成为法律后能否有效实施面临再次考验。伊境内三派力量围绕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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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利益角力会长期存在，这无疑会对伊战后重建产生重大影响。 

自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成立以来，伊已同国外投资商签订了 56 个投资项目合同，主要

涉及住房、农业、医疗卫生和旅游业，合同总金额达 60 亿美元。目前，正在实施的项目占已

签合同的 20%，境外的主要投资商分别来自土耳其、伊朗、阿拉伯国家及少数西方国家。
[1]
对

此，伊中央政府则采取了相应惩罚措施。2008 年 1 月，伊政府石油部表示不承认北部库尔德

地区政府与外国石油公司签订的石油开发合同，石油部将不允许已与库尔德地区政府签订合同

的外国公司在伊进行石油投资，要求有意同伊合作开采石油的国际石油公司在 2008 年 1 月 31

日前在该部进行登记注册，只有经过登记注册且获伊石油部资格认定的国际石油公司方可参与

伊油田开采或提供技术服务的合同竞标。
[1]
类似举动尽管被认为是伊境内不同势力的政治博

弈，但客观上也成为其经济重建的瓶颈。 

3. 外部债务与内部腐败 

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从两伊战争、海湾战争至伊战结束，伊拉克的外债、

所欠战争赔款和科威特的战争索赔总额高达 3800 亿美元。多年沉重的债务不仅使伊很多建设

项目被搁置，也使其战后经济重建失去外部支持。经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伊政府与相关国

家谈判，截至 2008 年 1 月 14 日，共有 56 个国家或组织同意免除伊拉克所欠 1400 亿美元中的

925 亿美元。其中美国、斯洛伐克、马耳他、塞浦路斯同意免除 100%的债务；“巴黎俱乐部”
①

某些成员国及其他大部分债权国同意免除伊拉克所欠 80%的债务。伊正继续同科威特、阿联酋、

卡塔尔等国商谈债务免除事宜，伊欠上述三个国家的债务总额约为 100 亿美元。 

随着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伊政府开始增加政府项目投资，在 2007 年 11 月通过了 2008 年

度财政预算，总额为 480 亿美元，比 2007 年的财政预算增加了 70 亿美元，这是伊拉克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伊所增加预算将用于政府项目投资，伊政府 2007 年的预算中就有 100 亿美元用

于项目投资，包括对一些基础设施的重建和维修。但受安全形势恶化的影响，实际使用的资金

仅占投资预算的 50%。
[1]
根据伊拉克预算使用规定，上年度未执行的预算资金可转至下年度使

用，因而 2008 年的项目投资预算总额将近 250 亿美元。 

与此同时，伊政府不得不面临另一挑战——腐败问题。索贿、渎职以及利益争斗等使得伊

战后的腐败情形日趋严重。2004 年 1 月成立的伊拉克廉政公署调查出的近 3000 例腐败案件中

(其中有 40 例涉及伊拉克政府高官罪行)，只有 780 例被国家法院审理，且仅 10 多例受到法庭

判决。法庭不愿意审理腐败案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恐怖主义盛行，法官受胁迫甚至被杀的案件

也不在少数(从 2003 年起已有 20 余名法官遇害)。
[5]
很多伊拉克人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腐败存在

的伊拉克社会，他们早已习惯这一腐败风气猖獗的社会，甚至认为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向政府

官员行贿以减少电话费、甚至不惜重金来解救入狱的亲朋好友。因此，马利基政府不仅要竭力

落实其所倡导的民族和教派计划，更要拿出良方来治理政府官员，否则经济重建的掣肘会使伊

民众难以安居乐业。 

                                                        
①巴黎俱乐部( Paris Club)也称“十国集团”(Group-10)，成立于 1961年 11月，是一个非正式的官方机构，现包
括美、英、德、法、日等在内的 19个成员。该组织有专门为发展中国家讨论与协调西方债权国的官方债务推迟偿
还事宜等三项宗旨。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7/content_7096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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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视野中的伊拉克战后经济重建 

 

1. 国际社会的援助 

2003 年 6 月 24 日，联合国在纽约总部举行非正式筹备会议，就伊重建计划、面临的挑战

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进行磋商，拉开了对伊重建资金谈判的序幕。同年 10 月 23 日，联合

国主持了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的会议，为伊重建筹措了 330 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为保障这

些资金的安全和合理使用，会议还成立了伊拉克重建基金会实施监督。 

2004 年 2 月 28 日，伊重建基金国际协调机制会议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会议正式

启动伊重建基金，并敦促认捐国家尽快履行承诺。在这次会议上，13 个国家和组织承诺年内

向伊提供 10 亿美元的重建资金。5 月 25 日，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共同主持、卡塔尔承办的伊

拉克重建捐赠国会议在多哈举行，会议同意向伊拉克重建基金再捐赠 10 亿美元。10 月 13 日，

伊拉克重建国际捐助大会在日本东京开幕，这是美国向伊移交权力后国际社会举行的首次捐助

大会，与会者不仅讨论了伊所面临的治安、政治进程及大选筹备等问题，还为伊重建筹集到上

亿美元的资金。 

2005 年 6 月 22 日，由美国与欧盟倡议、80 多国外长共同参加的伊拉克问题国际会议在欧

盟总部布鲁塞尔举行。与会各方重申，支持伊政治进程，鼓励其恢复经济与重建，帮助其建立

法治及公共秩序，但会议未提出具体援助措施。7 月 18 日，伊重建国际捐助大会在约旦举行，

来自 60 多个国家及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据不完全统计，会议筹集

的援助资金达 15 亿美元。 

2.“伊拉克国际契约”的启动 

2006 年 5 月 20 日，伊拉克战后首届政府经议会表决批准后宣誓就职。为寻求国际社会对

伊重建工作的支持，伊新政府上台伊始便向联合国请求建立一个由国际社会普遍参与的、旨在

支持伊重建、帮助伊摆脱困境的“国际契约”。伊拉克的提议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为支持刚

刚组建的伊拉克新政府，解决伊安全问题，帮助伊走上重建轨道，联合国同意了伊政府的请求

并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于同年 7 月 27 日与伊政府共同发起了这项“国际契约”，以帮助伊

拉克在未来五年内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尽快进入正常发展轨道。 

为呼吁各国积极参与这项重建计划，2006 年 9 月第 61 届联大会议期间，联合国就伊拉克

问题举行高级别会议，讨论“伊拉克国际契约”，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国际社会为伊拉

克提供更多帮助。2007 年 3 月 16 日，联合国在纽约总部就援助伊拉克问题举行国际会议，90

多国的代表出席，会议回顾了“伊拉克国际契约”发起以来所取得的进展。根据现任联合国秘

书长潘基文在此次会议上的阐述，“伊拉克国际契约”重建计划旨在从两方面帮助伊拉克与国

际社会建立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伊拉克承诺在安全和政治领域采取必要的措施，为

稳定局势和振兴经济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帮助伊拉克政府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实

现伊拉克确定的优先发展目标。2007 年 5 月 3 日，为期一天的“伊拉克国际契约”部长级会

议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共同主持下，“伊拉克

国际契约”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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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国经济的影响 

石油资源当前具有不可替代性，因而成为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资源，石油的战略储

备也是一个国家应对政治和军事危机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中东地区是石油资源最集中的地区，

也是各国争夺石油的最主要地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石油影响着其经

济和政治的各个方面，美对石油资源的高度重视将是其长期坚持的国策。2007 年 9 月 17 日，

曾任美联储主席长达 18 年的艾伦·格林斯潘出版了回忆录《动荡时代：新世界中的冒险》。他

在书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并直言不讳地宣称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

主要是为了石油。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政府)在政治上又不便承认”
[6]
。早在伊临管会时

期美就直接控制其石油资源及销售收入，还借机将一些所谓的“重建合同”直接授予有政治背

景的美国公司；伊石油部的美国能源顾问则直接参与《石油天然气法》的起草，使伊拉克在美

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产品分成合同模式。
[7]79
 

伊拉克是欧佩克主要成员国之一，曾是海湾地区最大的产油国之一，具有继沙特之后世界

上最大的未开采石油蕴藏量。尽管伊拉克在近十几年的战乱、制裁和投资不足状况下努力恢复

其石油工业，但自 2003 年 3 月美军入侵以来，伊输油管道还是因战乱和技术等原因长期处于

停用状态，目前只有伊北部地区等出产少量石油，原油出口根本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连同尼

日利亚、伊朗等产油国限制供应一起导致国际油价上涨。在 2008 年财年预算中，布什总统要

求增加战争拨款（主要用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开支），国会的批准不到其中的一半。由于受

次贷危机的影响，目前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不断增加。
[8]13-15

包括伊拉克在内的中东产油国，

由于法律上的限制以及更为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对国际石油公司参与其石油勘探开发加以限

制，很可能使将来的国际石油供应更趋紧张，进而引起国际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2008 年 1

月 9 日联合国发布的《2008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在 2007 年

有所减缓，从 2006 年的 3.9%降至 3.7%，预计 2008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降至 3.4%，世界经济

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分别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低迷，特别是房价大幅下滑，美元汇率急剧下跌引

发全球经济失衡的急剧变化以及石油价格的进一步上升等。
[9]
 

 

三、中国在伊拉克战后经济重建中的积极作为 

 

1. 中方积极参与伊经济重建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随着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与日俱增，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主动

承担促进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重任。因此，中国也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参与伊拉克

战后重建。参与伊战后经济重建，既符合我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更是构筑我中东战

略的现实需要。中国驻伊拉克特命全权大使陈晓东曾阐述了中国的基本立场：希望伊拉克尽快

恢复稳定、实现和平、走上发展道路，希望伊拉克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得到维护和尊重；

同时，尽快恢复和发展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
①
 

                                                        
①参见闫君岩、张伟：《中国驻伊大使在伊安全国际会议上阐述立场》，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3/11/content-58278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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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7 年 5 月召开的“伊拉克国际契约”会议上，就如何落实“伊拉克国际契约”这一

问题，中国外长杨洁篪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统筹协调，形成合力；二是综合兼顾，平衡推进；

三是履行承诺，重在实效；四是加强监督，保障落实。他表示，中国政府一直支持伊拉克重建

进程，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目前正在积极落实对伊重建援助的承诺，愿意大幅度减免伊

拉克所欠中方债务，其中政府债务可全免。同时，中方也注意到伊方希望按照“巴黎俱乐部”

模式减免所欠的债务，愿与伊方继续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此问题。他同时还宣布，中国政府今年

将向伊拉克提供 5000 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重点资助伊拉克的卫生、教育等领域。
①
 

2. 两国经贸合作关系良好 

中伊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尤其是两国经贸往来一直十分频繁。1981 年 5 月，中伊

签订贸易协定，成立贸易经济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2007 年 6 月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二届混委

会会议。伊战期间，中国向约旦政府提供了 250 万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用于救

助伊拉克战争的难民。2003 年 10 月，在马德里召开的伊拉克重建捐助国会议上，中国宣布向

伊拉克提供 2500 万美元人道主义援助，并表示将大幅度减免伊方债务。目前，部分援款已用

于为伊拉克培训经济管理、石油、外交、电力等领域人才，为伊拉克过渡议会选举提供物资和

为伊海关提供集装箱检查系统等。受伊战影响，2003 年中伊双边贸易额大幅下滑，此后逐步

回升。随着塔拉巴尼总统等伊政要接连访华，在伊局势不稳状态下双方经贸关系发展仍非常顺

利，中伊双边贸易额 2006 年比 2005 年增长了 39%
 [10]
，而 2007 年又比 2006 年增长了 26.8%

 [11]
。

2007 年双边贸易额达 14.5 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但战后双边贸易中方顺差较小，或为逆

差（参见下表）。另外，伊拉克也是我国海外承包劳务的重要市场。截至 2007 年 3 月，中国

在伊拉克累计承包劳务合同额 26.2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23.2 亿美元。 

 

近年来中伊双边贸易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②
 

项  目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中国出口额 420.82 56.06 149.55 408 491 687 

中国进口额 96.24 0.32 320.25 416 653 764 

贸易总额 517.06 56.38 469.80 824 1144 1451 

顺逆差 324.85 55.74 -170.70 -8 -162 -77 

 

3.主要工作与需防范的问题 

伊经济重建包括梳理战前遗留项目和组建实施新建项目两个方面，我国大致要应对以下四

项工作：清查伊战前政府拖欠的债务；落实“石油换食品”(MOU)计划中已获批准但未执行

的项目；保全与伊前政府 1997 年 6 月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并付诸实施；争取伊重建后的新项

目。
[12]7
2007 年 6 月，伊总统塔拉巴尼访华、中伊召开两国经贸混委会会议期间，两国政府不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 伊拉克国际契约” 会议上的发言，参见
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316414.htm。 
②本表数据参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xybfs/gjlb/1439/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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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减免伊债务问题达成协议，还就通讯、能源等领域的合作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中国几

家石油公司所进行的工作和所具备的能力也赢得了伊方的肯定与好评。
 

但鉴于伊战后复杂的境内外关系及其动荡的社会环境，我国相关公司和人员在参与其重建

过程中必须注意防范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伊重建工作主要是国际形势急剧变化过程中各有关

政府间的经济行为，充斥着激烈复杂的外交斗争，因而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市场。只有重视政

治，强调政府的主导和统筹，才能保持清醒和有序，也才有利于准确把握和利用当前的战略机

遇期
[12]7
；其次，必须始终注意规避人身伤亡与注重商业信誉。在充斥着多种不稳定因素的伊

境内，投资风险超出一般商业行为，只有在保护人身安全基础上才能有进一步的收益。而战后

较混乱时期的投资与贸易尤其需要讲求信誉，因为一旦形势开始好转，在商场上首先出局的就

是那些言而无信、以次充好的投资人；最后，石油利益之于伊拉克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企业

务须审慎地处理好各方关系，如其境内民族、教派、部族等因素及其他国家在伊机构和人员等。 

 

四、结语 

 

一个国家或新政权建立后，当务之急应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美主导的伊战后重建的

逻辑则有悖常理：树立所谓“大中东地区民主样板”的政治重建首当其冲，这不仅未能带来美

预想的战略效果，还对伊境内及地区和国际形势产生了久远的负面影响。正如 2007 年 7 月 11

日英国新任首相布朗所承认：“我们所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初没有将资源和帮

助投入到伊拉克的经济重建中，而这是非常必要的。”
[13]
尽管经过各方四年多的努力，伊经济

重建虽有所起色，但伊民众很难分享其民生的改善和尊严的恢复，因为“那里物质上的破坏不

仅是石油资源上的，还扩延到了全人类应该享有的遗产”
[14]4
。战争的始作俑者美国也因未打

理好伊经济重建，并连同其国内问题给国际经济带来了显著的冲击。在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

中国企业积极与伊开展贸易等合作，且成效显著。相信在把握政策和安全的前提下，一定会有

较大的合作空间，并取得更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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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Iraq’s Post-war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YU  Yong 
 

Abstract    The Iraq war has changed the world situation profoundly since 2003. Iraq's post-war 

reconstruction has also been influenc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gnificantly. The core of the 

reconstruction lies in its people’s livelihood improvement as well as the economic behaviors of the 

relevant countries. So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tudy the case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which will 

focuses on Iraq’s civil economic situation, interac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China’s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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