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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阿联酋是中东地区颇有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重要国度之一，其油气资源丰富，经济发展良好，多年
来始终执行自由开放的经济运行政策，投资环境极为宽松；同时，近几年来该国也与中国建立起较密切的经济联

系。对阿联酋经贸发展状况的深入了解,将对两国的经贸合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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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ted Arab Emirate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ge of the Middle East. 
UAE is abundant in oil and gas resources and has kept a constan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cent years. Its 
government sticks to free economic policy and its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s quite good. In the past few years, China has 
established a close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UAE. 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 and trade status of this country is quite 
significant t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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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是海湾地区重要国家，油气资源丰富，

宏观经济运行良好，外贸潜力巨大。同时，其经贸

发展面临着国际和国内双重挑战：前者如世界油气

市场不稳定、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不景气和国际市场

竞争日趋激烈等；后者如对外经贸依存度过高、经

济结构失衡、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高涨等。认识到

上述机遇和挑战既有助于阿联酋调整经贸政策，也

有益于中国同阿联酋加强经贸合作，探索投资新模

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双方的贸易潜力。 
一、经济形势分析 

（一）宏观经济概况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海湾合作理事会国家中

经济规模仅次于沙特的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主

要产业的发展在海湾国家乃至整个中东地区都处

于重要地位。 
1、经济概况 
阿联酋由 7个酋长国组成，各酋长国经济基本

独立，执行各自的经济发展规划，有独立海关系统、

工商会和民航管理局等。 
阿联酋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非常丰富，石油储量

居世界第三，已探明储量为 978亿桶；天然气储量
居世界第四，已探明储量为 6 万亿立方米。①

石油

生产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使阿联酋成为经
—————————— 
①“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简介”，http://ae.mofcom.gov.cn。 

济繁荣的现代化国家。近年，它虽受世界石油价格

波动、亚洲金融危机等不利影响，但基本保持了低

通胀、高增长、低失业率的良好发展态势。 
2、主要行业状况 
工业：石化业是阿联酋的支柱产业。政府已认

识到仅依靠石油这一可枯竭的资源发展单一型经

济是相当危险的，因此制定了国民收入来源多样化

的战略方针。在以石油工业为主导的前提下，其它

各类工业，特别是加工业近年来已在国内生产总值

中占相当比重。2003 年，阿联酋工业增长率达
15.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8.1%。其中，采矿业占
22.9%，制造业为 15.7%，建筑业为 7.3%，水电气
行业为 2.2%。 
农业：阿联酋农业不发达，粮食和主要肉类产

品都依赖进口。近年来，政府采取鼓励务农的政策，

对农产品全部实行包购包销，确保农民收入，使农

业得到了迅速发展。2003年，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 3.7%，增长率达到 2.5%。 
服务业：近年来阿联酋在旅游、金融、保险等

服务行业也取得一定成就。2003年，服务业产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 48.2%，增长率为 9.6%。 
除传统经济外，阿联酋还大力发展信息科技等

新兴产业，在迪拜酋长国建立了科技、电子商务和

媒体自由区，迪拜网络城更是阿联酋计划建立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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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第一个“硅谷”。 
3、经济政策 
阿联酋一直执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政策，无

外汇管制和外贸配额，积极吸引外资和回流在外的

资金。在外汇制度方面，执行迪拉姆与美元挂钩的

政策。在贸易方面，坚持低关税（有关烟、酒、宗

教和国家安全的产品除外）、不设任何配额限制的

自由贸易政策。在 1996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一直
在考虑修改经济领域的法律规定，以适应世贸组织

的要求。 
为保证经济发展，阿联酋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

施，如加强区域联合，建立海湾合作理事会统一经

济体；积极贯彻欧佩克的决议，稳定国际市场油价；

进一步开放市场，改善投资环境；实施经济多元化

战略等。 
（二）近期经济运行状况分析及预测 
1、宏观经济 
近几年，阿联酋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继 2003

年经济增长率达到 7%后，高油价及非石油经济的
扩展使 2004 年经济继续较快增长。据经济学家智
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下称 EIU）统计，
2004年，阿国内生产总值较 2003年的 2931亿迪拉
姆（合 798亿美元）增长了 5.9%，达 3300亿迪拉
姆（合 901 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据 EIU 预
测，2005年阿经济增长率可能达 6.8%，2006年则
有望达到 6.4%。①

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

是国际油价高涨，使石油收入高速增长，石油收入

也使政府有财力扩大公共开支，带动非石油部门的

发展；二是大量从西方撤资的石油美元进入阿联酋

金融系统，导致房产和股票等价格不断上涨。 
在吸引直接投资方面，阿联酋落后于其他海湾

国家。《世界投资报告 2004》的统计显示，2003年
流入阿联酋的直接投资只有 4.8 亿美元，同比下降
42.4%，占 GDP的比重为 0.6%，全球直接投资流入
比重的 0.08%。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阿联酋本身
缺乏巨大的国内市场、优越的地理位置或廉价优质

的劳动力吸引外国投资者；二是阿公司法对外资的

进入设有种种限制性的规定，如“除自由区外的各

种投资项目的合资公司中，本国股份必须达到

51%，外资不得进入被禁止进入的领域”等限制难

—————————— 
①“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EIU) Country Data Database”, 
http://www.eiu.com/. 

以对国外投资者形成吸引力。② 
按照国际标准，阿联酋的失业状况不算严重，

但失业率的攀升却是一个较严重的问题：阿联酋近

年来人口增长较快，劳动力人数也迅速增加。2004
年底总人口达 432万，比 2003年增长 6.9%，劳动
力人数由 2003 年的 233.4 万增至 2004 年的 245.9
万，增长 5.3%。③大量本国劳动力不能适应经济发

展的要求，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却在增加。据阿联

酋经济计划部统计，失业率已由 2000年的 2.2%升
至 2003年的 2.6%，在未来几年内还有继续上升的
可能。 

2、国家财政及金融 
从国家财政看，近年来，阿联酋有意增加税收

服务项目，提高税率，增加国库收入，减少赤字。

2004 年政府的统一财政收入总额达 944 亿迪拉姆
（约合 257.9亿美元），财政支出总额达 953亿迪拉
姆（260.4 亿美元），财政赤字由 2003 年的 140 亿
迪拉姆（约合 38.3 亿美元）降至 9 亿迪拉姆（2.5
亿美元），下跌了 95%。④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主要得

益于石油收入的增长。据统计，2004年的石油收入
达 733亿迪拉姆（合 200.3亿美元），比 2003年的
570亿迪拉姆（155.7美元）增长了 28%。⑤ 
从国际收支来看，2004年，由于石油收入增加

和国外石油美元回流，使经常账户盈余和资本账户

赤字都有所增加。尽管如此，在外汇储备方面，2004
年阿联酋 170亿美元的水平依然略显不足。海湾国
家普遍认为：一国的外汇储备应当至少能够满足

4～6 个月的进口付汇⑥，而该国四个月和六个月的

进口付汇要求分别为 200亿和 310亿美元，可见还
未达标。 
从外债水平看，近几年来，尽管阿联酋的外债

总额有所升高，但外债总额占 GDP 和出口的比重
却在不断下降，表明其外债状态较为乐观。根据 EIU
的预测，今后几年内阿联酋的外债总额将会缓慢上

升，占 GDP和出口总额的比重会继续回落。 
在汇率和利率方面， 2003～2004 年上半年，

迪拉姆利率降到了较低水平，2004年阿联酋通货膨
—————————— 
②“ 2004～2005年度海湾经济形势报告”，
http://ae.mofcom.gov.cn。  
③“Social Development”,UAE YEARBOOK 2005, p.222.  
④“Economic Development”,UAE YEARBOOK 2005, p.170.  
⑤“Economic Development”,UAE YEARBOOK 2005, p.168.  
⑥“Gulf Central Bankers Agreed on Five Monetary Criteria”, 
The Economic Bulletin, Vol. 2, May 2005,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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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率也高达 3.6%。2004 年下半年以来，尽管迪拉
姆利率升高，但导致高通胀的其他两个主要原因依

然存在：一是需求拉动，大量资金进入，导致需求

远大于供给，物价飙升；二是成本推动，石油价格

的高涨和美元相对世界主要货币的贬值使得依赖

进口的阿联酋大量产品的成本增加。 
（三）未来经济展望 
未来几年，阿联酋经济总体上仍会保持较快增

长。石油市场的价格变化、国家经济改革和结构调

整仍是决定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根据

WTO协议规定，随着 2006年国际金融中心的开业
的临近，阿联酋经济将面临世界同行竞争的各种挑

战。近年来，海湾合作理事会国家货币同盟和泛阿

拉伯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以及阿联酋与美国、欧盟及

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将带动其经济加速发展。 
导致阿联酋经济减速的因素也不少，从外部条

件看，主要包括： 
1、石油和原材料市场的不稳定 
居高不下的石油和原材料价格将对未来几年

世界贸易和制造业产生不利影响，使全球经济增长

速度减缓，阿联酋的经济增长也将受到这种全球趋

势的负面影响。 
2、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不景气 
美国和日本是阿联酋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也是

主要的投资者，其投资多集中在石油、化工和天然

气等支柱行业。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和日本经济的持

续衰退将影响阿联酋的重要商品出口和吸收外资，

对多元化经济建设有不利影响。 
3、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市场竞争的加剧 
作为 WTO 成员国，阿联酋必须遵守其规定，

尽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将使阿联酋仍显稚

嫩的金融、保险、银行、电讯、房地产等行业面临

强有力的国际竞争。 
从内部看，阿联酋经济发展还面临其他挑战： 
1、对外依存度过高 
阿联酋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除石油、天然气

等资源外，其他资源均不足，加工制造业的原材料

主要依靠进口，这大大增加了经济增长的风险。 
2、通货膨胀率上涨 
高通货膨胀率是未来几年内阿联酋面临的一

个主要问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预

测，阿联酋 2005年通货膨胀率将达到 6.0%。①高通
胀下的经济增长会有很大的泡沫成分，将对长期经

济增长造成实质性损害，不断增加的生活成本和生

产成本也将影响阿联酋的经济竞争力。 
目前，阿联酋政府和中央银行已意识到这一问

题，并试图采取盯住美元利率的浮动汇率和引入五

年期定期存单等货币政策来抑止资金流动。但这种

货币政策将会抑制国内投资，可能导致外资大量流

出，对该国经济发展带来威胁。 
3、国内相关政策偏失 
2004 年 IMF 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阿联酋持

续的经常账户盈余、高度自由的经济环境、对待投

资的积极态度和市场化的发展战略将对其吸引外

资产生积极影响，但该国财政政策的偏失、金融和

政府部门缺乏透明度却是引资的不利因素。 
从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来看，该国虽然一直保

持经常账户的盈余，但未积累足够的资产以维持其

长期的人均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说，该国过多地消

耗了石油收入，而不进行财富积聚，从而削减了投

资收入。除非调整国家的财政政策，或设法获得更

多非石油部门的收入，否则将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

降低。 
从资本金融账户的透明度来看，阿联酋各酋长

国的金融账户都很模糊。国际著名评估机构穆迪公

司指出，目前阿联酋公布的详细数据只有联邦政府

的预算，所宣称的预算盈余无法与七个酋长国显示

的预算赤字相吻合。IMF也指出，阿政府没有提供
真实的投资收入数据。因此，貌似良好的数据在某

种程度上缺乏可信度。② 
4、失业率上升 
优越的社会条件和教育体制使得阿联酋人普

遍缺乏吃苦精神，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为很

多外国劳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目前，阿联酋

人口的 80%为外国劳力，这一庞大的就业队伍已引
起了本地居民，特别是年轻失业者的不满。尽管政

府要求为本国公民保留一定比例的工作岗位，但又

引起公司雇主的抵触，这是一个长期的不稳定因

素。 
二、对外贸易状况分析 

—————————— 
①“ 阿联酋经济面临两难选择”，http://www.me360.net。  
②Roger Donnelly, “UAE - Risk Assessment”, November 
2004, http://www.efic.gov.au/static/efi/cra/ua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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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的主要出口商品包括石油、天然气、石

油化工产品等；进口则主要包括粮食、机械和消费

品。主要贸易伙伴包括日本、美国、英国、法国、

德国、意大利及中国等。 
（一）外贸发展概况 
2000年以来，阿联酋进出口贸易均稳步增长。

2001 年，商品进出口总额约合 858.73 亿美元，其
中，商品出口额 485.80 亿美元，进口额 372.94 亿
美元。2004年，进出口总额约达 1446.20亿美元，
其中出口额 830.33亿美元，进口额 615.87亿美元，
这三项指标在五年间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18.98%、
19.56%和 18.20%。① 
从外贸进出口差额来看，阿联酋近几年的商品

出口增长要高于进口，从而使对外贸易始终处于顺

差。2004年该国对外贸易顺差额达到 352亿美元。 
（二）进出口结构分析 
出口方面。国际油价高涨导致石油收入的大幅

增加，近年来阿联酋积极参与多个国家及地区的自

由贸易区谈判也有助于出口商品的增加，在这两个

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04 年，阿出口增速达到
23.26%，为其往来账户的规模增长做出了重要贡
献。阿转口贸易活跃，石油出口比例在海湾国家中

最低。2001～2004年间，其转口贸易在商品出口总
额中始终占 33%～35%。 
与 2001 年相比，各类出口商品的比重变化不

大。出口最多的仍是原油。2004 年原油出口占
35.80%，比 2001 年（36.67%）下降 0.87%，但仍
占相当比重，说明原油仍为该国经济的命脉。其他

石化类产品（石油产品和液化天然气）、食品和工

业产品的比重略有下降。但自由区出口的比重从

2001年的 13.25%提高到 15.79%，增长了 2.54个百
分点，说明政府的自由区政策已取得一定成效。 
进口方面。 2004 年阿联酋进口增速达到

18.27%。与 2001 年相比，半成品进口所占比重从
32.90%升至 35.90%；而资本商品进口所占比重则从
31.24%下降到 28.76%，回落了 2.48 个百分点，其
他消费品进口比重变化不大。 
（三）中国和阿联酋的双边经贸关系 

—————————— 
①WTO 的国际贸易统计与阿联酋经济计划部的统计数据有

较大差异。例如，WTO 网站对于 2004 年阿联酋进出口的统

计为：进出口总额 1304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 828 亿美元，

进口额为 476 亿美元。 

近年来，中国与阿联酋的双边贸易主要具有以

下特点： 
1、双边贸易额保持较快增长，但规模较小 
从 2000年到 2004年，中国与阿联酋的贸易额

持续攀升。尤其是 2000和 2003年，双方进出口贸
易增速分别达到 52.8%和 49.2%，2004年增速虽有
所回落，但仍然保持了 40.2%的较高水平，双边贸
易额甚至突破了 80亿美元大关。但 2004年双边贸
易额仅占中国贸易总额的 0.8%，占阿联酋外贸总额
的 1.53%。这说明双边贸易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与
空间。 
从 2000到 2004年间，中国在与阿联酋的贸易

中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且呈逐年扩大趋势，2004年
顺差达到 55.38亿美元。 

2、双方商品结构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中国和阿联酋的经济发展各有优势，具有互补

性。目前在双方的贸易结构中，中国出口的商品多

为工业制品，而阿联酋的出口品多为初级产品和原

料型产品。 
以 2004 年双边贸易为例，当年中国的出口商

品主要是纺织品、机电、音像设备，这些商品占中

国对阿联酋出口总额的 61.27%。而中国从阿联酋进
口的商品主要是矿产品（81.67%）、塑料及其制品、
橡胶（9.77%），贱金属及其制品（5.31%）等。同
前几年相比，进口集中于矿产品的程度略有降低，

塑料、橡胶等其他产品的比重则有所提升，表明阿

联酋工业制成品在生产和出口中的竞争力有所增

强。 
3、双方贸易关系日益密切 
贸易结合度②是衡量双方贸易关系紧密性的指

标。附表③中列出了 2000~2004 年中国与阿联酋的
贸易结合度指数，所列年份的指数值均大于 1，且
基本呈上升态势。这说明，中阿双方的贸易结合较

为紧密，而且这种密切的贸易关系还在逐步深化。 
4、双方企业缺乏了解，开展双边贸易存在一

定风险 
阿联酋社会治安良好、市场活跃、需求旺盛，

为产品过剩的中国提供了绝好的商品贸易市场。但

—————————— 
②贸易结合度这一指标最先是由经济学家布朗 1947年提
出，后经小岛清、山泽逸平等人的研究得到了完善。  
③为保证计算结果的可比性，该表中阿联酋的进口数据和世

界进口数据均来源于 WTO 的国际贸易统计，而不采用阿联酋

经济计划部的进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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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企业对彼此市场的状况、特殊的贸易习惯等尚

缺乏充分了解。同时，在双边贸易中，中国企业也

面临着诸如反倾销、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风险。 
从非关税措施来看，阿联酋几乎不设置任何壁

垒，迄今为止，既没有反倾销法，也没有反倾销的

先例。但因市场上充斥着越来越多的低价商品且市

场秩序混乱，2004年 5月阿联酋政府经济贸易部开
始着手研究和制定反倾销法规。反倾销法的实施将

对外国产品的进入产生极大影响，阿联酋对知识产

权保护也较严，双边贸易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三、结语 

总之，阿联酋的经贸发展既有巨大潜力，也存

在诸多挑战。近年来中国和阿联酋两国的经贸合作

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且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同时，

近年来双方政府也进行了友好接触。2004年 7月 6
日，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与包括阿联酋在内的海合

会国家签署了《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经济、贸易、投

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2005年 4月 23～24日，
中国与海合会国家举行首轮自由贸易谈判，预计

2006 年底前将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2004 年 6 月
13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总公司与阿布扎比国家
石油公司签订了石油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上述条约

和协定均已为两国进一步开展各领域的经贸往来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附表  2000～2004 年中国对阿联酋的贸易结合度指数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Xij/Xi 0.008342697 0.0089327 0.0105968 0.0114903 0.0115309 

Mj/ Xw 0.00512896 0.006963 0.005195 0.005006 0.005033 

Iij 1.6265855 1.282808 2.039667 2.295118 2.291242 

信息来源：阿联酋进口数据、世界进口数据来自于 WTO 的国际贸易统计，中国数据来自于海关统计。 

 

（责任编辑：马丽蓉  责任校对：李  意） 

 

 
 

相亲相爱，连理同心。（阿拉伯谚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