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9

2007 年 5 月  阿拉伯世界研究  May , 2007 

第 3 期  Arab World Studies  No. 3. 

 

安全研究  

 

英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追随外交 
 

王 业 昭 
 

摘    要：自海湾战争以来，伊拉克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英国通过对美国采取追随外交，

在历次伊拉克危机中扮演着和美同样重要的角色。本文试以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伊战后重建为研究

个案，对英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追随外交进行了梳理，认为其传统的“三环外交”在后冷战时期已发生了

重大变化，不仅将英美“特殊关系”置于三环之首，且对美的追随外交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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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结束已四年，但伊政局仍动荡不安，战争发动者美国深陷恐怖泥潭，小布什政府

对伊政策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和批评。众所周知，英国是美国伊拉克政策坚定的追随者和支

持者，但随着英军在伊军费和伤亡人数的增加，英国内要求从伊撤军的呼声越来越高。迫于压力，

布莱尔首相于 2007 年 2 月 21 日公布了从伊部分撤军的计划。一些分析家据此认为伊拉克问题可

能是英美关系的分水岭，英美“特殊关系”已出现裂痕，英国已开始改变外交上的追随美国政策。

其实早在冷战结束时，一些英美学者就对英国的追随外交提出过质疑，认为既然两极对抗格局已

消失，来自苏联的威胁也已消除，在后冷战时代保持英美“特殊关系”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英

国应放弃对这种特殊关系的追求，把外交重心移向欧洲大陆。英国学者克里斯多夫·库克甚至断

言：“老布什很有可能是最后一位把英国视为亲密伙伴的美国总统。”
[1]411

  

后冷战时期的英美“特殊关系”是否真如上述所言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

此。冷战后，在历次国际重大事件中英国始终紧密追随美国，不但没有弱化此种关系，反而对其

传统的“三环外交”①进行了调整，将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置于新“三环外交”之首。英国在海

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伊战后重建中的外交政策使得这种调整与转变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一、海湾战争：英对美亦步亦趋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对科威特发动突然袭击，当日占领了科全境。国际社会对伊拉克入侵

                                                        
①“ ”三环外交 是 1948 年丘吉尔在英国保守党年会上提出的，他宣称二战后英国的外交存在着三大环：第—个环

是英联邦、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第二个环是包括英美在内的英语世界，最后一个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从

丘吉尔的“三环外交”中可以看出，他并未将英美“特殊关系”置于首位。参见 Robert James, Winston S. Churchill: 
His Complete Speeches,1897-1963, Vol.8, NY: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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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迅速做出强烈反应。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即通过了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的侵略行为，要求

伊拉克无条件撤军。鉴于伊军事行动直接威胁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能源、安全等

诸方面利益，布什政府立即宣称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决定进行军事干预，

并借此机会确立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
[2]317

布什决定在全球范围内调动、整合各种力量，组建有

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以制止伊拉克的侵略行为。
①
为恢复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和扩大对中东事

务的发言权，英国决定支持美国，充当美反伊“统一战线”的“急先锋”。为此，英国首相撒切尔

夫人不仅公开支持美在联合国范围内组建反伊联盟，敦促布什政府尽快争取中东有关国家的支持，

且及时采取具体措施积极响应美国的“号召”。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当天，撒切尔便飞抵华盛顿，与布什进行紧急磋商。会谈中，撒切尔郑

重承诺将为美国建议成立的多国部队提供军舰和飞机，积极配合美采取的军事行动。撒切尔的坚

定立场和大力支持增强了美组建反伊联盟的信心。撒切尔还与布什达成共识：国际社会绝不容忍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伊军队须无条件撤出，科威特合法政府须得到恢复；如果伊拉克不愿无条件

撤出科威特，国际社会完全可在联合国框架内建立反伊联盟。8 月 3 日，撒切尔宣布冻结伊拉克

和科威特在英国的所有财产。8 月 6 日，安理会通过进一步制裁伊拉克的第 661 号决议。决议通

过的当天，撒切尔再次访问美国，并与布什商谈对伊动武事宜。在会晤中，撒切尔支持美国提出

的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51 章关于“主权国家固有的自卫权”这一原则，在科威特的“请求”下

对伊采取行动，并指出英国在1982年与阿根廷的领土冲突中就是根据上述原则夺回了福兰克群岛②。 
8 月 25 日，安理会通过了第 665 号决议，要求在海湾地区部署军事力量的联合国成员国可根

据情况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措施以加强对伊制裁。但由于伊采取了许多反制措施，如利用“石

油武器”、“人质武器”来分化和瓦解反伊联盟，联合国对伊制裁未能奏效，美国深知不使用武力

手段难以达到预期的政治目标。在此情况下，撒切尔第一个公开支持美国对伊动武。她一方面利

用各种机会呼吁欧洲各国对海湾危机承担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极力要求英国议会授权政府对伊

采取军事行动。10 月 12 日，在保守党年会上，撒切尔强调一旦经济制裁不能迫使伊军撤出科威

特，就要采取军事行动。她说：“我们军队的部署工作仍将继续下去，必须作好准备应付任何不测

事件。”
[3]110

1991 年 1 月 15 日，在撒切尔的竭力倡导下，英国议会以 534 对 57 的压倒多数票通过

决议，授权英国政府在海湾地区使用武力。 

根据安理会通过的 678 号决议的相关规定，1991 年 1 月 15 日是伊拉克从科威特无条件全部

撤军的最后限期，过此期限，联合国成员国可对伊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以保证该地区的安全。
[4]433

但萨达姆并未做出让步，战争已不可避免。1991 年 1 月 17 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开始向伊

发起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打击。战争爆发时，英国在海湾地区的驻军已达 4 万，拥有主战

坦克 300 多辆，装甲车 280 多辆，作战飞机 85 架，舰艇 22 艘，直升机 15 架。
[5]164

英国部署的军

力仅次于美国，成为海湾战争中的中坚力量。 

与英国不同的是，欧盟其他成员国虽反对萨达姆吞并科威特、支持对伊采取军事行动，但却

与美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法国坚持只有安理会授权的多国部队才能对伊采取军事行动，甚至暗

示，若美国不寻求安理会授权，法国将不采取任何行动。迫于国内强大的压力，德国总理科尔只

得最后宣布象征性地派一个飞行中队守卫土耳其。
[6]45

 

在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的强大攻势下，伊军溃不成军，无力抵挡。在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

                                                        
①历史上中东主要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与伊拉克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1948 年英伊双方签订了具有共同防御

性质的《朴次茅斯条约》，20 世纪 50 年代前，伊拉克一半的进口来自英国，且成为英镑集团成员国。只是在 1958

年伊拉克革命后，英国势力才逐渐退出伊拉克。参见高祖贵：《全球变局：美国与伊拉克》，时事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阿根廷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大西洋最南端。1982 年 4 月，阿根廷和英国因对该岛主权纷争爆发了长达

74 天的马岛战争，最终阿根廷战败，但阿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的主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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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军遭受重大人员伤亡的情况下，1991年1月26日，萨达姆宣布接受联合国自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以

来通过的12项决议。2月28日零时，多国部队停止了一切进攻性行动，海湾战争结束。4月3日，联

合国安理会通过了687号决议，要求伊拉克销毁包括化学、生物武器在内的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同年５月，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开始进驻伊拉克进行武器核查。由于伊拉克与武器核查小组之间

在核查地点及其小组人员组成等问题上的分歧，双方关系极为紧张。1998年2月、11月和12月先后

爆发了三次核查危机。12月16日，联合国在伊武器核查小组人员全部撤离，联合国特委会在伊的

武器核查工作也就此中断。在这一系列危机中，英国一直扮演着美国得力“助手”的角色，紧随

美国强化对伊制裁，且配合美在伊境内设立“安全区”、“禁飞区”，肆意践踏伊拉克主权。 

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是欧盟发展的三大支柱，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用“同一个声音”说话是

欧盟追求的目标。但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国的英国却在海湾战争前后与其他成员国形成明显差异。 

 

二、伊拉克战争：英美“同舟共济” 
 

进入21世纪后，伊拉克问题仍然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2001年2月英国首相布莱尔访美期间，

两国领导人重申了对伊强硬立场和遏制政策，并声称一旦发现伊政府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威

胁邻国，英美将采取“适当行动”
[7]
。这为后来发动伊拉克战争埋下了伏笔。 

在伊武器核查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2002 年 11 月 8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 1441 号决议，

该决议强化了对伊武器核查机制，要求维护以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系。
[8]117

面对国际、国

内强大的反战压力，小布什寄希望于联合国授权对伊动武。他认为如果有证据表明伊仍拥有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安理会就可通过决议认定萨达姆违背了 1441 号文件，并授权美国组织反伊同盟对

其进行军事打击；只要中俄法三个常任理事国不投反对票，美国就能在非常任理事国获得 7 票，

加上英美的 2 票，拥有 9票就能确保通过对伊动武的决议。
①
此时，英国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向美提供了“伊拉克从尼日尔购买铀”的情报，为美发动伊拉克战争铺路。正当英美为安理会通

过对伊动武决议而努力时，法国总统希拉克于 2003 年 3 月 10 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不管

出现什么新情况，法国都将对授权对伊动武的新决议投反对票。哪怕只剩下百分之一的希望，法

国也要竭尽全力避免战争。”
[9]53

希拉克的反战讲话使英美两国争取安理会授权的希望随之破灭。
 

与法、德等国极力反战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布莱尔政府再次选择了追随小布什的对伊

政策。除为美提供伊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实情报外，2002年9月6日，布莱尔在访美前夕接

受英国广播公司的专访时说，美英“特殊关系”对两国来说都很重要，美国人可以确信，在发生

危机时，英国不会仅仅对美国“表示同情和支持”，而是会毫不犹豫地支持美国的立场；为坚定

地与美国站在一起，英国政府准备“付出血的代价”
[10]

。 

2003 年 1 月 27 日，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主席布利克斯向安理会递交对伊武器核

查报告。1月 31 日，布莱尔便前往美国与小布什商讨对伊武器核查报告，以最终确定“倒萨”时

间表。布莱尔认为，如果武器核查报告能提供证据证明伊确实违反了安理会 1441 号决议，而萨达

姆又不主动解除武装，美英就可顺理成章地对伊动武。即使核查报告无法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英国也不会放弃“倒萨”的决心。布莱尔还多次强调，即便得不到联合国的授权，

英国仍支持美对伊采取军事行动，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必须解除萨达姆的武装。
[8]111

布莱尔不

仅在舆论上大力支持美国“倒萨”，且在军事方面给予积极配合，命令英国“皇家方舟”号航母率

领一支由 15 艘舰船组成的特混舰队奔赴海湾，随时准备参加该地区的军事行动。 

                                                        
①联合国安理会由 5 个常任理事国和 10 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一项决议案需要 9 票赞成，且拥有否决权的 5 个常

任理事国不能投否决票，才能在安理会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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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尔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追随美国外交一直受到国内民众的普遍质疑。2003年2月12日，

英国广播公司公布了一份民意调查，有45%的英国民众反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他们认为，

即使联合国通过了对伊动武的决议，也不应当发动战争，动武只会对美有利，对英不利。
[11]

不仅

民众反战情绪强烈，工党政府内部也因伊拉克问题产生分裂。3月17日，英国前外交大臣罗宾·库

克因坚决反对布莱尔的伊拉克政策愤然辞职。在英国议会下院寻求获得动武授权时，布莱尔辩称

对伊动武有利于英国的国家利益，并指出“伊拉克危机将会决定新一代国际政治的模式”，“它将

会决定英国和世界面临所谓的21世纪安全威胁的方式，决定联合国的发展方式、欧美关系、欧盟

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
[12]

。3月18日，在经过长达九个半小时

的激烈辩论后，英国议会下院终于以412票对149票通过了“以一切必要手段解除伊拉克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的决议，为英国参战铺平了道路。一些分析家后来认为，只是由于布莱尔个人的投入

和道德勇气才使得英国大规模参与了伊拉克战争。
[13] 

小布什在得到英国的大力支持后，加紧进行军事布署，并决定举行伊拉克问题峰会，为发动

伊拉克战争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2003年3月16日，在美国的主持下，美、英、西三国领导人在位

于葡萄牙亚速尔群岛上的拉日什空军基地举行峰会，三国领导人共同向萨达姆发出了战争威胁，

表示即使没有联合国授权且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反对，美国照样可以对伊动武。面对美英的“最后

通牒”，萨达姆再次拒绝让步，伊拉克战争无法避免。2003年3月20日，美英联军侵入伊拉克，伊

拉克战争爆发。英军投入了大约4.6万兵力。在伊拉克作战前线，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总兵力达11．6

万。3月29日，联军对保卫巴格达的伊拉克共和国卫队3个师展开猛烈攻击
[14]406

，共和国卫队匮不

成军，未能进行有效抵抗。4月9日，巴格达陷落。5月１日，小布什宣布美英联军在伊拉克的“主

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 

纵观英国在整个伊拉克战争过程中的表现，其对美国政策上的支持要远远大于在军事上的帮

助。从提供伊拉克境内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到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力挺美国绕开联合国

发动“倒萨”战争，布莱尔政府把追随外交发挥到极至。伊战从策划到发动无不打上了英国的烙

印，布莱尔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布莱尔也因其“出色表现”被许多反战媒体耻笑为美国的“外

交部长”。 

 

三、伊战后重建：英国审慎追随 
 

伊战虽已结束，但美英发动战争的合法性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由于美国关于伊拉

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源于英国，“情报门”事件不仅让小布什面临挑战，也将布莱尔

推到风口浪尖。面对巨大压力，布莱尔仍坚持自己追随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正确的选择。 

2003 年 7 月 17 日，布莱尔在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时辩称，不管在伊拉克

有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推翻萨达姆政权都是正确的，因为“我们要确保恐怖分子得不到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还说：“即使我们错了，我们也是消除了一个至少应对非人道的屠杀和苦

难负责的威胁。我相信，历史对此会原谅的。”布莱尔强调，如果伊拉克真的有生化武器而美英对

此毫无作为，那才是“历史的罪人”
[15]1

。2004 年 10 月 13 日，针对国防部武器专家戴维·凯利自

杀而引发的“情报门”事件，布莱尔在英国下院讲话时再次表示自己没有在伊战前提供关于伊拉

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实情报，并拒绝为此道歉。 

虽然布莱尔政府在伊战后为自己的对伊政策百般辩解，但迫于国内外压力，布莱尔在战后重

建问题上，对其追随外交作了一些策略上的调整。由于在伊战中紧密追随美国，英国与法、德等

国关系曾一度出现僵化。但考虑到欧洲是英国外交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且英国的发展离不开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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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尔在伊战后重建问题上不得不考虑欧洲因素，以修补与法、德等因伊战造成的裂痕。 

早在伊战后期，在伊战后安排问题上，布莱尔就发出了与小布什不尽相同的讯息。2003年4

月7～8日布莱尔和小布什在北爱尔兰举行会晤，在会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二布”双双表示

联合国将在伊战后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二布”嘴里的“重要作用”却有着较大差别。

小布什继续坚持其单边主义路线，认为美国为让伊拉克获得“自由”付出了巨大代价，在战后重

建中理应发挥“领导作用”，而联合国可在战后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布莱尔

则希望伊拉克最终由伊拉克人自己来管理，联合国在伊战后重建的各个方面都需发挥“重要作用”。

5月7日，布莱尔在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会晤后明确呼吁法德俄等国参与伊战后重建工作。布莱

尔说，一些国家确实反对英国支持美国对伊动武，但英国正与这些国家进行沟通，相信在伊战后

重建阶段能够与法德俄消除彼此间分歧，并希望与这些国家共同合作，争取让联合国通过新的决

议，以确保为伊拉克人民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
[16]

５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在谈到伊战后

重建问题上再次强调联合国将在人道援助、帮助伊战后重建以及建立伊临时政权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虽然在伊战后重建问题上英国与美国拉开了一定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美的追随外交发生

了根本变化。2005年9月，布莱尔在工党年会上发表演讲，强调英国仍需要与美国保持最紧密的同

盟关系。针对此前有关英国从伊撤军的报道，布莱尔称英国目前没有确定从伊撤军的日期，任何撤

军计划都须根据使命的完成情况而定。英军将应伊政府的要求继续驻留，直到伊重建工作完成。
[17] 

2006年5月26日，布什与布莱尔在白宫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二布”均承认在伊战问题上

犯了错误。布什称在“虐囚”等问题上美国付出了代价。布莱尔则表示，联军在萨达姆政权被推

翻后，立即将萨达姆的追随者逐出军队和政府的做法欠妥，英美领导人都低估了伊反美武装的实

力。但“二布”继续为其发动战争进行辩解，声称发动这场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是正确的，并

拒绝制定撤军时间表。小布什说，目前驻伊美军有13万，美国部队继续留在伊拉克是必要的，直

到实现最后的胜利。布莱尔也表示，8000名英军将继续驻留，并强调“英国坚决站在伊拉克人民

一边，打击恐怖主义”
[18]

。布莱尔还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向伊新政府提供有效的援助。 

2006年底绞死萨达姆并未给伊拉克带来和平，伊境内的暴力冲突却持续升级。为应对伊拉克

危机，小布什于2007年1月10日在白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公布新伊拉克政策，宣称将向伊拉克

增兵两万以稳定伊当前的局势。针对小布什的增兵计划，英国没有公开回应。新任外交大臣贝克

特当月17日表示，英国欢迎美国总统向伊增兵，但目前英国无意增兵伊拉克。贝克特说，与美军

在巴格达的情况完全不同，英军已成功平息了伊南部城市巴士拉的暴力局势，目前不打算增派更

多部队。2月21日，布莱尔则公布了从伊撤军的初步计划，包括在未来几个月内将驻伊英军士兵人

数从7100人减少至5500人，但仍将至少驻守到2008年。
[19] 

 

回顾英国在此次战争前后的外交政策，虽然没有像海湾战争那样完全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

且在伊战后重建、驻军等问题上也和美产生了分歧，政策亦不尽相同，但其在伊拉克问题上追随

美国的政策实质未变。在今后一段时期，英国仍是美国在伊重建问题上强有力的支持者，英对美

的追随外交可能在策略上进行一些调整，难以在战略层面发生根本改变。 

 
四、结语 

 

自16世纪以来的几百年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海外殖民的扩张，英国逐步发展成为

一个超然于欧洲之外的“日不落帝国”。二战后英国虽已沦落为一个二流国家，但稳中守成的民

族性格使得无论政治家还是普通民众依然眷恋着昔日“大英帝国”的荣耀。英国人就在自身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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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情况下确立了“与强者为伍”的外交基准，强调英美“特殊关系”。冷战后，英国更是将

重振英国的大国地位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布莱尔曾明确指出：“我们在帝国后的时期不

可能成为军事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但要让世界感受到英国存在的影响，就必须力求在国际舞台上

扮演积极的、建设性的、枢纽性的大国角色，争取成为全球最优秀的国家和西方世界的灯塔。”
[20]23

但英国也深知，仅凭借自身实力难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而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

就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借船出海”，使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大超出自身国力的作用。 

英美虽同宗同源，拥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但在综合实力上却差异悬殊。为保持与美国的“特

殊关系”，实现自身新的外交战略目标，英国须在重大国际危机中尤其是当美国处于逆境时，坚定

地支持美国。在海湾战争中英国唯美国马首是瞻；在伊战以及战后重建过程中，英国更是顶着巨

大的国际和国内压力，不惜冒与法、德等欧盟国家反目的危险，充当美国忠诚的“追随者”。这一

切都表明在进入后冷战时期，英国已对传统的“三环外交”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对美国“特殊关

系”置于其新“三环外交”之首，不断提升与美同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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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Bandwagon Diplomacy towards Iraq Issue 
 

WANG  Yezhao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Gulf War, Iraq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U.S is the leading actor in Iraq issue, while, by pursuing bandwagon diplomacy towards the U.S., the 

UK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ll the previous Iraq conflicts. By interpreting British bandwagon 

diplomacy in the Gulf War, Iraq War and Iraq reconstruc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Britain has initiated 

great adjustments to its “Three Circles Diplomacy”. Ever since the end of Cold War, the UK has not 

only placed top priority to its special relations with the U.S. , but also intensified its bandwagon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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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额（2006 年 1～12 月） 

 

  贸易额 比 2005 年同期增减幅度（％） 

序号 国名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1 沙特 201.40 50.56 150.84 25.3 32.2 23.2 

2 阿联酋 142.06 114.10 27.96 31.8 30.7 36.7 

3 阿曼 64.69 3.40 61.30 49.4 77.8 48.1 

4 苏丹 33.54 14.10 19.43 -14.2 9.0 -25.7 

5 也门 30.35 8.02 22.33 -5.6 46.6 -16.3 

6 埃及 31.93 29.76 2.17 48.8 53.9 2.7 

7 阿尔及利亚 20.91 19.47 1.43 18.2 38.6 -60.7 

8 科威特 27.85 8.61 19.24 68.9 37.1 88.5 

9 摩洛哥 19.29 15.70 3.59 30.0 30.1 29.5 

10 利比亚 23.98 7.04 16.94 84.2 95.3 79.9 

11 约旦 10.31 9.78 0.53 13.2 17.6 -32.5 

12 叙利亚 14.07 13.56 0.51 55.2 52.6 185.8 

13 伊拉克 11.45 4.91 6.53 38.9 20.3 57.2 

14 卡塔尔 9.99 4.37 5.62 47.7 114.5 18.9 

15 黎巴嫩 5.08 4.99 0.09 6.7 5.8 105.3 

16 突尼斯 4.08 3.58 0.51 20.2 21.1 14.6 

17 巴林 3.49 2.84 0.65 36.3 51.9 -6.0 

18 吉布提 1.55 1.55 0 38.7 39.0 -28.4 

19 毛里塔尼亚 5.11 1.09 4.02 552.5 47.0 9808.0 

20 巴勒斯坦 0.28 0.28 0 17.6 17.9 -8.9 

21 索马里 0.31 0.28 0.03 56.0 56.0 -0.3 

22 科摩罗 0.06 0.06 0 239.1 239.2 17.2 

 
（根据商务部统计整理而成，贸易额单位：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