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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巨大的反差和非对称性，但同时又蕴涵着某种互

补性，为巴以经济的交往与合作提供了不容忽视的潜力。未来巴以在农业、工业、建筑与基础设施、

能源、金融等领域都有着潜在的合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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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已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双方经济的发展也呈现出巨大的反差。

在全球化时代，这两个相邻的经济实体之间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性和非对称性中

又蕴涵着某种互补性，为巴以之间的经济交往与合作提供了不容忽视的潜力。而随着巴以和谈的

重新启动，经济合作也将成为巴以谈判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发展迅速的以色列经济 
 
以色列建国后的最初 20多年里，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 10%。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的 10年是以色列经济陷入停滞和危机的时期，也被称为“失去的 10年”，战
争使以色列的国防开支大增，战后世界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也对以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外汇储

备减少，通货膨胀大幅上升。经济的衰退导致建国后一直处于执政地位的工党在 1977年大选中失
利而下台。新上台的利库德集团改变了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推行自由市场经济，

并实行经济紧缩计划和货币改革，但并未能扭转其经济下滑的局面，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更使以
经济雪上加霜。1983年，证券市场的疯狂投机导致银行股票失控暴跌。1984年底，通货膨胀率一
度超过 800%，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4］1641985年开始，政府的经济稳定计划取得了成效，超高的
通货膨胀率得到了遏制，经过几年徘徊之后，1990年开始以经济又迎来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大
量前苏联移民的涌入、中东和平进程的启动和全球高科技行业的繁荣为这一轮的经济增长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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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2000年因沙龙强行参观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而导致的巴以流血冲突给以经济造成了巨大
损失，旅游业严重下滑，大量外资撤离，拉动经济腾飞的高科技龙头产业也因国际经济不景气而

受阻。2003年开始，以经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期，2007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尚未对以色列
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 
自 1948 年建国以来，以色列的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03 年，以色列经济开始走出

因 2000 年开始的又一轮巴以冲突和全球新经济泡沫破裂而导致的不景气，实现了强劲复苏，自
2004年以来，以色列经济连续 4年保持 5%以上的高增长，并维持了较低的通胀率，2006年和 2007
年 GDP增长分别达到 5.2%和 5.3%，在西方国家中名列前茅。2006年，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GDP）
已达到 1421亿美元，人均超过 2万美元，预计 2007年以色列 GDP总量将超过 1600亿美元。［1］5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06年以色列的 GDP总量已达 1950亿美元，
人均超过 31,700美元，这一人均数字可列世界第 22位，与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不相上下。［2］ 
以色列经济是在其自然资源匮乏、又与周边国家长期处于敌对甚至战争状态等不利条件下发

展起来的。建国六十年来，以色列抓住机遇，依靠自身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大力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跨入了世界高收入国家的行列。2007年 5月，以色列已被邀请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3］ 

 
表 1：2003~2007 年以色列主要经济数据表①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按市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亿美元） 1159 1236 1312 1421 1606 

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2.3 5.2 5.3 5.2 5.3 

人口（万） 670 680 690 710 72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 17300 18200 19000 20000 22300 

消费价格通胀率（%） 0.7 -0.5 1.4 2.1 0.4 

 
     
    以色列经济与中东地区的多数国家相比，经济结构更具多元性和成熟性。2006年，服务业所
创造的产值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2/3的比重，其中，金融业和商业占 GDP的 23%，商务服务、宾
馆与餐饮占 GDP 的 13%，教育、运输、仓储和通讯业占 GDP 的 25%，工业在 GDP 中的比重约
为 20%，其中制造业和建筑业分别占 14.5%和 5%，农业只占 GDP的 1.9%。［5］38 
以色列农业占国民收入和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较为明显，2006年，农业就业人口

只占到整个劳动力人口的 1.8%，而在建国初期，这一比例超过 20%。2004 年，农业（包括畜牧
业和渔业）总产值为 28亿美元，农产品出口为 9.08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 2.4%。政府对农业采
取保护性的干预政策，1994年签署“关贸总协定农产品协议”之后，以色列放松了对农产品进口
实行严格限制的政策，但仍采取一些非关税壁垒措施。以色列以高科技提升农业发展的质量，农

业机械化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其灌溉、节水和污水处理技术更是为人所熟知。近年来，以色列

更为重视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生物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成果卓著。
［6］55-57 

以色列工业早期主要发展生产进口替代产品和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食品、饮料、服装、皮革、

纺织和旅游纪念品等轻工业。由于能源及矿产资源极为贫乏，劳动力成本较高，20世纪六十年代

                                                        
①资料来源：根据 Country Report October 2007 Israel的有关数据编排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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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以色列工业选择了一条走发展低耗能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道路。
［7］167

以色列的电子、

电讯、计算机软硬件、医疗设备、光学仪器、钻石切削与磨光等尖端技术产品发展迅速，在世界

上也属一流。一些中低技术密集型产业，如药品、化学和塑料制品等也有较大发展。而一些传统

工业如服装、制鞋等部门则已不具竞争优势，逐渐向国际竞争者开放，不少此类劳动力密集型的

生产部门已转移至埃及、约旦等邻国。 

建筑业是以色列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对于建筑领域的投资伴随着以色列几次大的移民浪

潮，曾被视为带动以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建筑业对 2003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增长却尚未有太
大的贡献。过去 10 年，住房建设处于萧条状态，但随着经济和人口的增长，存量住房的积压已开

始下降。非住房建设则已迎来转折，经济繁荣对于办公用房的需求和以色列基础设施建设的新规

划都为建筑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以色列的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以色列经济的支柱，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人口超过全国劳动

力的一半。金融业历来是犹太人的传统领地，以色列的银行体系十分发达，主要集中于五大银行

集团，在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都设有分行。1985年起，以色列对金融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理
顺了银行体制，推行商业银行私有化，扩大其经营范围。1998年，以色列实现外汇完全自由兑换。 
金融改革提高了金融机构的效率，促进了资本流动，活跃了证券市场。90 年代末期开始，越来越

多的外资银行进入以色列，促进了金融市场的竞争，增强了金融市场的活力。 

2006 年，交通运输以及仓储业占了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的 7%和劳动力的 6.4%。多年来，由
于政府的忽视、过度管制和投资不足，以色列的交通运输系统有恶化的趋势，政府已保证将增加

用于改进基础设施的投入。以色列的公路网已经由 1980 年的 1.18 万公里增长至 2006 年的 1.77
万公里，增长了 50%，但却跟不上同期车辆及其行驶里程的增长，以色列的汽车数量从 1990 年
102万辆增加到 2006年的 218万辆，增长率超过 110%。以色列的公路网建设在未来的几年内还
需要有更大的投入，以适应不断增长的需求。2001年以来，以色列的铁路设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2004年，政府宣布未来 5年内投入 200亿新谢克尔（约合 45亿美元）改造以色列的铁路设施，
使所有超过 5万人口的市镇都被铁路网所覆盖。耶路撒冷的轻轨建设项目预计将于 2008年启动，
在特拉维夫建造轻轨的计划也正在进展之中。以色列拥有三大现代化的深水港，并具有发达的空

中运输能力。 
以色列的旅游资源极为丰富，也是其赚取外汇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旅游业对于安全和政治局

势的变化极为敏感，1999年，旅游人数达到创纪录的 260万人，受到巴以冲突的影响，2002年前
来以色列的游客下降到 20年至的最低点，仅为 86.2万。2003年起逐步得到恢复，2006年的黎巴
嫩战争又一度影响了旅游业的复苏。 
以色列经济具有完整意义上的外向型经济特征，工业所需的原料、能源和产品销售严重依赖

国际市场，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以色列的货物进出口总额达
870亿美元，其中出口 397亿美元，进口 473亿美元。［5］44以色列出口产品主要包括高科技产品在
内的工业品、加工钻石和农产品，进口主要为原材料、未加工钻石和消费品。主要贸易伙伴是美

国和欧洲国家，近年来与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贸易发展较快。 

 

二、艰难挣扎的巴勒斯坦经济 
 

目前的巴勒斯坦自治区包括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两部分，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至
1967年分别由约旦和埃及占领，1967年至 1993年，以色利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对巴经济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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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一体化”政策。1993年，巴民族权力机构在加沙和西岸部分地区实现了自治。 
巴勒斯坦土地贫瘠，水源短缺，自然资源匮乏，发展经济的客观条件并不理想。加沙与

西岸又被以色列分割为互不相连的两块“飞地”。尽管 2005年 9月以色列完成了撤离加沙的单
边行动计划，但在西岸地区，仍有 100多个犹太定居点分布在巴城镇之间，使巴自治领土无法
连成一片。

［8］26
以色列以安全原因对巴领土的封锁使巴勒斯坦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 

    2000 年巴以冲突爆发后，巴经济在 2001~2002 年间陷入严重衰退，巴进出口总额下降了
30%，投资总额下降了 90%，世界银行甚至将这一衰退与 1929年的大萧条相提并论。2003年
后，巴经济有所起色，但随着 2006年哈马斯赢得巴大选并组成政府，美国、欧盟等停止了对
巴的援助，以色列也加强了对巴领土的封锁，巴经济再次陷入严重危机，2006 年的进口总额
下降了 10%，出口下降 16%，加沙地带的下降幅度更大。2006 年，巴勒斯坦的 GDP 总量为
43.94亿美元，人均 1130美元，与以色列相差将近 20倍。 
 

表 2：2002~2006 年巴勒斯坦主要经济数据表①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按市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亿美元） 31.56 36.24 40. 77 44. 78 43.94 

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9.2 12.3 6.3 4.6 -6.6 

人口（万） 340 350 360 380 39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 1050 1040 1130 1180 1130 

消费价格通胀率（%） 5.7 4.4 2.9 3.5 3.7 

 
由于以色列的封锁政策，2006年 12月，巴勒斯坦的失业率从 2005年的 23%猛增到 50%

以上，2/3 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85%的工厂停工或是开工率不足 20%，每天给巴
勒斯坦人带来 100万美元的损失。［9］ 

农业是巴勒斯坦传统的经济支柱，加沙和西岸的约旦河谷地区适宜农作物的种植，盛产

各类粮食、蔬菜和亚热带水果。2006年，巴勒斯坦的农业产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8.1%。［10］

巴勒斯坦的农业主要是一些低附加值农作物，以色列对巴农产品的产销实施严格限制，巴农业

用水也受到诸多限制，并需支付比犹太定居者高得多的水费，加大了农业生产的成品，降低了

其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力。 
巴勒斯坦的工业基础薄弱，很多工厂还处于简单的手工作坊阶段，设备粗陋。主要的产业包

括石料加工、矿产、服装加工、食品饮料、建筑材料、家具、皮革箱包等。
［11］54

由于巴勒斯坦的

安全环境不理想，国际社会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资本不愿或很难进入，当地的富人也宁可把资本

投向海外，使得巴工业的发展举步维艰。为改变巴工业的落后局面，巴自治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

施，规划并启动了数个工业区项目，以吸引资金投入，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巴工业的发展。 
建筑业也是巴经济的重要支柱部门之一，巴人口的高出生率和高增长率以及以色列的不断

袭击对巴基础设施所造成的损毁，为建筑业带来了大量的需求。1998年，巴 73%的投资集中于
建筑业

［8］27
，建筑业在巴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分额一度超过 10%，但 2000年巴以冲突所造成

的衰退对建筑业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2000年，这一比例降至 6%，2005年又降至 3%。要实
现巴经济的恢复必然要求建筑业的振兴，因为建筑行业的就业人员在私营部门雇佣劳动力中占

                                                        
①资料来源：根据 Country Report October 2007 Palestinian Territories的有关数据编排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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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当大的比重，并可为范围广泛的辅助行业带来可观的就业机会，如石料加工、装潢设计等。

为刺激建筑业的复兴，2007年 5月，巴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和拉马拉市长共同发起组织了建筑
行业大会，使巴勒斯坦的各大建筑公司有机会展示其最新的项目、技术和建筑材料。 

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和对巴经济的控制，使作为巴经济支柱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削弱。服务

业成为巴经济的主要部门，但实际上巴第三产业并不发达，金融体系仍不健全，以占领期间曾关

闭所有阿拉伯银行，巴勒斯坦没有发行自己的货币，以色列、约旦和埃及的货币在市场上流通。

由于巴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和以色列的限制，巴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制约，巴没有可与

外部直接相连的港口与机场，建设加沙港口和重修加沙机场的计划都未能实现。巴旅游业也有着

极为丰富的资源，拥有众多的宗教历史遗迹，但受安全形势的影响，多年来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 
以色列控制着巴勒斯坦的各对外关口，巴对外贸易几乎完全依赖于以色列，与以色列的

贸易占巴外贸总额的 85%，由于巴方所有货物都是通过以色列运入，以色列代其征收进口关
税和增殖税，并常以各种借口不移交给巴方，造成巴方的财政困难。 

巴勒斯坦尚未形成独立成熟的经济体系，其经济发展极为脆弱，1993年与以色列签署《奥
斯陆协议》并建立自治机构以来，经济状况因受巴以政治形势的影响而趋于恶化。 

 
三、巴以经济的互补性与合作前景 

 
巴以在 1948年以前，原本就属于同一经济实体，以色列建国后，走上了一条独特的经济

发展道路，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而巴勒斯坦则始终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经济体系。1967
年以侵占巴领土后，对巴实行强制性的经济一体化政策，使巴勒斯坦成为以色列的原料供应地、

商品倾销地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使巴以之间形成一种以生产依赖、供给依赖和就业依赖为

特征的殖民主义关系。
［12］871993年后，以色列仍对巴经济采取控制和封锁政策，导致巴出现严

重的经济危机，侵犯了巴勒斯坦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以色列自身的经济发展也受

到巴以冲突的制约。《奥斯陆协议》中有关经济合作的内容至今尚未落实。 
很多学者都强调巴以经济巨大的非对称性和巴经济对以的严重依赖性使双方的经济合作

难以进行。但应看到，非对称性中也蕴涵着巴以经济间的某种互补性，同时，这种依赖性也并

非完全是单向性的，处于绝对弱势一方的巴经济也有着自身的发展优势，这给未来巴以间的经

济合作提供了潜在的空间。巴以经济的互补性及合作前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领域 
以色列在农业科技领域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但近年来，其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已呈

下降趋势，更多的土地和水源被用于可创造更高收益的经济部门，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优先

地位正在被重新审视，以色列生产低附加值的粮食作物已不具备成本优势，目前更重视高附加值

经济作物的培育，并瞄准了欧洲等国的出口市场，以色列的粮食及果蔬供应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巴农业生产。巴勒斯坦的农业则仍具备很大的发展潜力，尚有许多可耕地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

如被以色列定为“结合地带”的约旦河谷地区，土地较为肥沃，光照和水源条件也较为理想，被

称为约旦河西岸的“面包篮”，但以色列一直限制巴勒斯坦人进出这一地区。如果以色列取消对巴

人进出约旦河谷地区的限制，并保证水源的供给，据估计，该地的农作物产量至少可达到目前的

3倍［13］
，而如果辅之以以色列的先进农业技术，其产量应更为可观。2007年 3月，以色列、巴自

治机构、约旦和日本在东京达成协议，将在约旦河谷的杰里科附近建设一个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

工业园区，该项目的资金将由日本提供，日本将派代表团到杰里科进行选址考察。这一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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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奥斯陆协议》的缔造者之一，以色列现任总统佩雷斯“和平之谷”设想的一个重要组成。

此外，以色列对加工食品进口是否符合犹太教规有特殊的要求，类似伊斯兰教的“清真”要求，

这也有利巴以双方在农产品加工方面的合作和市场准入。 
2.工业领域 
以色列工业化程度很高，高科技与尖端技术企业成为其工业发展的龙头，而一些传统劳

动密集型产业正面临转移，以寻找更为低廉的劳动力。而巴勒斯坦的劳动力市场正可满足这一

需要，同时也可解决巴人的就业问题，为巴工业的起步发展创造基础，其产品可免税销往欧盟、

美国和海湾国家，产品成本的降低也加强了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在加沙地带北部建立的

埃雷兹工业园区曾有 200多家工厂，雇佣了 5000多名巴工人，但随着以色列的撤离，埃雷兹
工业园区一度难以运转，后在土耳其的帮助下转型为巴勒斯坦工业自由区。2007年 11月，以
总统佩雷斯和巴领导人阿巴斯出席在安卡拉举行的“土、以、巴经济合作论坛”并签署协议，

决定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两个工业园区，一个建在杰宁，主要包括农产品加工、石料加工和轻工

制品生产，另一个设在图勒凯尔姆，以纺织和电子产品为主。工业区的建立将为巴以创造出双

赢的合作模式。同时，以色列也不应忽视巴勒斯坦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潜力。 
3.建筑和基础设施领域 
以色列的建筑业曾是吸收巴劳工的主要部门之一。90年代中期后，以色列开始对巴劳工实施

限制，转而从东欧和中国等地吸收了劳工，但也出现了大量非法外国劳工的问题，近年来，以政

府开始限制外国劳工数量，并遣返非法劳工。随着以经济和建筑业的复苏以及众多基础设施项目

的规划上马，建筑业很可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为巴劳工重返以建筑业提供了新的可能。 
巴勒斯坦的基础设施建设仍处于落后的局面，巴以合作改善巴基础设施也将有利于以色

列的发展。如巴勒斯坦目前尚无铁路运输通道，如果未来能够实现巴以铁路的贯通并与埃及、

约旦等邻国相连，将对双方的经济带来极大的好处。另外，如巴勒斯坦在加沙建设港口的设想

得以实现，可与以色列南部的阿什杜德港形成良性竞争的局面，以色列的进出口商可根据成本

核算选择使用哪个港口。 
4.能源领域 
在以南部港口城市阿什凯隆海岸及临近的加沙海岸所发现的具开采价值的天然气田为巴

以实现能源合作创造了条件
［1］7
，如何合理地开采和使用这一对双方来说都极为可贵的天然气

资源将是巴以能源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 
5.金融领域 
以色列的新谢克尔至今仍是巴自治领土的主要流通货币之一，因而未来巴金融体系的健

全及发行新货币都离不开以色列的合作，而巴勒斯坦的金融稳定也影响着以金融安全。巴以在

资本市场上也具有一定的合作潜力，建于 1953年的特拉维夫股票交易所现有 660多家上市公
司，其中有些公司同时在纽约和伦敦上市，拥有成熟完善的交易体系与机制，而设在纳布卢斯

的巴勒斯坦证券交易所 1997 年开始交易，目前只有 30 几家上市公司，2007 年 4 月从约旦引
进了一套软件系统才实现实时网上交易，其指数表现也很不稳定。如能实现适当方式的合作，

将有助于推动巴资本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6.旅游领域 
巴以各自丰富的旅游资源可互为补充，共同开发，将双方的旅游线路连为一体，可吸引

范围更大的旅游者，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 
7.贸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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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1962年就加入了关贸总协定，与美国、欧盟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其货物可免税
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巴勒斯坦的商品可通过以色列通向欧美市场，而以色列的商品也可通过

与巴方的合作而进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在水资源开发利用、环保等领域双方也都有着利益

互补与合作的可能。 
上述巴以经济的合作前景有的已开始变为现实，有的尚停留在设想阶段，需要双方取得

政治上的更多突破才有可能实现。巴以双方的学者和官员都已意识到了经济合作对于解决冲突

的重要意义，有学者提出了“经济路线图先行”的方案，希冀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能为巴

以带来真正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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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Palestine and Israel shows tremendous gap and 
asymmetry, it also contains some kind of complementarity and provided potential for econo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such areas as agriculture, industry, construction and infrastructure, energy 
and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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