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阿拉伯世界研究 Ｎｏｖ． ２０１７

第 ６ 期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６

埃及研究

塞西执政以来的埃及经济改革及其成效∗

戴晓琦

摘　 　 要： 近代以来，埃及出现过三次工业化浪潮，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的现

代化进程。 在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埃及经济遭遇了地租经济和实体经济双

重衰落的危机。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爆发后，埃及经济发展凋敝，社会矛盾突

出。 塞西在稳定政局后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主要内容包括金融改革、财政

改革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改革措施包括放开汇率与提高利率；财政改

革措施包括提高税收、推行销售税改增值税以及削减物价补贴；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推出了多个大型建设项目。 塞西推行改革可利用的资源有限，改
革时间还不长，“救火”特点明显，尚未触及埃及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即如何

使实体经济成为埃及经济的主体。 从成效来看，塞西的改革措施阻止了埃

及经济的恶化，为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但埃及真正走出经济危机尚需

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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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爆发以来，埃及政局不断震荡，经济受到巨大打击，埃及政府

将政治重建与提振经济作为施政的重中之重。 自塞西执政以来，为应对严重的外汇

短缺、巨大的财政赤字以及经济凋敝等困境，埃及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
但是，埃及经济不振是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与剧变后新问题叠加的后果，要从根本上

提振埃及经济和根除剧变带来的负面影响，埃及政府需要从根本上认清埃及经济问

题的实质与根源，并采取针对性的有效措施。

一、 埃及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成因及其后果

在历史上，埃及是中东地区经济体系完善、经济结构多元的极少数国家之一。
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改变了埃及的经济结构，从而造成了埃及经济结构中的单一性

与依赖性问题，导致当代埃及经济陷入长期的地租性经济旋涡之中。
（一） 中东难得的现代产业改革浪潮

历史上，埃及曾长期以实体经济闻名于世。 罗马统治时期，埃及是罗马帝国的

粮仓；阿拉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时期，埃及曾是中东产业最发达的地区。 西方殖民

者入侵埃及后，传统产业迅速衰落。 为富国强民，埃及掀起了以发展工业为标志的

三次产业革命浪潮，制造能力迅速增强，工农业产品遍销中东与非洲地区。
１９ 世纪前期，穆罕默德·阿里掀起了埃及第一次产业改革浪潮。 阿里主掌埃及

大权期间，模仿法国进行产业改革，实现了工业品的基本自给，成功抵制了西方产品

的冲击。 但是，阿里的帝国梦冲击了奥斯曼帝国格局，与英国的东方问题政策①相冲

突，１８４０ 年英国强迫埃及接受《伦敦条约》，迫使其放弃了工业化的努力。 ２０ 世纪前期，
塔勒阿·哈尔卜（Ｔａｌａａｔ Ｈａｒｂ）领导了埃及第二次实业浪潮。 １９３０ 年埃及收回关税管

理权后，以哈尔卜为首的民族资本家开办了大量现代工厂，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埃及的工

业品需求。 １９５２ 年埃及“七月革命”成功后，纳赛尔发起了第三次实业改革，包括国有

化运动与工农业改革。 埃及新政权将苏伊士运河等外国产业国有化，没收大型私人企

业，由国家而非大地主与资本家主导经济。 经过改革，埃及成立了 ３９６ 家现代企业②，
建造了中东地区最大的铝厂，实现了自行组装汽车的目标，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与农业体系，不但满足了国内的基本需求，还向周边国家出口工农业产品。
（二） 主体经济的逐步地租化

１９７３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萨达特总统开始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大量国际资本

·６３·

①

②

从 １８ 世纪末开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断衰落并被西方强国瓜分，史称东方问题。 英国对东方问题

的政策基调是保持一个由它控制的表面独立的奥斯曼帝国，以保障英国在东方特别是在印度的权益，并借此控

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遏制俄国势力伸向地中海与英国争霸。
［埃及］阿卜杜·法塔赫·贾巴里：《当代埃及经济中的停滞与发展问题》（阿拉伯文），开罗：金字塔政

治与战略研究中心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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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入埃及，逐步形成了侨汇、石油出口、苏伊士运河过境税以及旅游四大创汇行业。
迅速增长的资本与财富使埃及经济一片繁荣。 从 １９７３ 年到 １９８７ 年，埃及经济增长

率一直保持在 ６．８％ ～８．５％的历史高位。① 但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了埃及经济结

构的不断扭曲，即主导经济从实体经济转向地租经济，地租型产业逐渐成为国家的

支柱产业。 这种地租型经济结构从萨达特时代延续至今，成为当代埃及经济最显著

的特征。
自 １９７３ 年后的十年间，四大创汇行业的兴起为埃及社会注入了滚滚财源。 第四

次中东战争引发了国际油价暴涨，埃及劳工大规模奔赴海湾阿拉伯产油国工作，由
此带来的石油侨汇逐年增加，从 １９７０ 年的 １．５８ 亿埃镑增至 １９８４ 年的 ２８．１ 亿埃

镑。② １９７３ 年起，埃及开始大规模出口石油。 １９８１ 年国际油价上涨至每桶 ４０．５ 美

元，当年埃及的石油收入增至 ２５ 亿美元。③ 第四次中东战争后，苏伊士运河逐步恢

复通航，过境税成为埃及新的收入来源，从 １９７５ 年的 ０．３３ 亿埃镑猛增至 １９８４ 年的

６．８２ 亿埃镑。④ 作为世界旅游胜地，埃及古老的法老遗迹与独特的自然风光也带来

了丰厚的旅游收入，从 １９７３ 年的 １．６２ 亿埃镑增至 １９８４ 年的 ２．３ 亿埃镑。⑤

上述四大收入作为埃及的经济支柱一直持续至今。 这四大创汇行业投入少而

收益大，在埃及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以石油为例，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１ 年间，仅石油

天然气的出口就占到埃及总出口额的 ５０％，石油天然气行业占外资的三分之二，埃
及石油总署与运河管理局的年税收占所有企业税收的三分之二，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１ 年间石

油收入与运河过境税占政府收入的 １９．６％。⑥

（三） 地租型经济难以为继导致经济危机

虽然萨达特的和平外交为埃及带来了长达几十年的和平环境，萨达特和穆巴拉

克时代的市场化改革为埃及引入了巨额海外资本，四大创汇行业为埃及带来了丰厚

收入，但随着 １９８６ 年国际油价暴跌以及 １９８８ 年两伊战争、１９９１ 年海湾战争和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的先后爆发，埃及四大外汇收入来源遭受严重影响。 此外，埃及石油

出口下降，人口增长失控，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数以千计

的贫民窟，埃及由此患上了自然资源枯竭导致消费水平明显下降的“荷兰病”，⑦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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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埃及］艾哈迈德·扎伊德：《埃及结构调整政策对社会的影响》（阿拉伯文），开罗大学社会学系第 ２
届年度研讨会论文集，开罗：开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７７ 页。

［埃及］穆哪·卡希姆：《无序与组织之间的国外劳工》，载《金字塔报》，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２３ 日。
［埃及］萨米·阿菲菲·哈提姆：《现实与理想中的埃及经济》 （阿拉伯文），开罗：埃及黎巴嫩书局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２４６ 页。
埃及中央银行：《经济报告》（阿拉伯文），１９８５ 年第 １ 期，第 ２７ 页。
［埃及］萨米·阿菲菲·哈提姆：《现实与理想中的埃及经济》（阿拉伯文），第 ２４９ 页。
［埃及］阿姆鲁·阿迪力：《埃及地租经济，一个经济传说》（阿拉伯文），东方新闻网，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ｈｏｒｏｕｋ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ｃｏｌｕｍｎｓ ／ ｖｉｅｗ．ａｓｐｘ？ｃｄａｔｅ，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荷兰发现石油，国民收入迅速增加，民众开始尽情消费。 进入 ７０ 年代，荷兰石油资源

枯竭，经济迅速滑坡，人们难以接受生活水平剧烈下降的现实，社会陷入困境，学界称这一现象为“荷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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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后遗症致使埃及经济深陷危机。 这一危机的实质是地租经济的难以为继和实

体经济的难以担当，突出表现为经济结构扭曲、工农业产值下降、财政状况恶化等。
经济危机成为除安全形势恶化外埃及政府面对的另一项重要挑战。

此外，私有化严重扭曲了埃及的经济结构，加剧了实体经济的边缘化。 １９８７
年埃及经济陷入困境，外债高达 ５００ 亿美元，不得不宣布推迟偿还各类国际贷款。
为避免经济崩溃，１９９１ 年穆巴拉克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与经

济改革”建议，其核心内容是对国有经济私有化。 据埃及经济与社会权利中心报

告，从 １９９１ 年到 ２００９ 年，穆巴拉克政府通过变卖 ４１３ 家国企获得了 ５７０ 亿埃镑的

收入。① 国有工业从 １９７９ 年的 ７５％降至 ２００９ ／ １０ 年度的 ３０％，②国有企业市场份

额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 ９１％降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８％。③ 但是，私有化并未实现改革之

初所宣称的自由竞争目标，相反造成了跨国公司对许多行业的垄断，无助于解决

数百万失业者的就业问题；与此同时，私有化还破坏了产业结构，新出现的私企与

外企为追逐短期利益，多投资短平快的消费性行业而非生产性行业，刺激人们超

前消费，导致实体经济大幅萎缩，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停滞。 工业劳动力在全国劳

动力市场中的比例也不断下降，１９６７ 年该比例曾达 １５．２％，④但 １９９０ 年降至 １４％，
２０００ 年进一步下降至１１．９％。⑤工业衰落导致工业消费品的自给率不断下降，几乎所

有工业品都需要进口。 农业衰落造成农业收入下降，农产品进口比例上升。 从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０８ 年，埃及肉类自给率从 ８８％降至 ７４％，作为主食的小麦自给率在 ５０％左

右，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进口国，⑥粮食进口也成为埃及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
２０１１ 年“一·二五革命”后，埃及经济持续恶化，政治持续震荡使得埃及陷入了

更严重的经济危机。 ＧＤＰ 增幅从革命之前的 ５％ ～７％断崖式下跌至 ２０１２ ／ １３ 年度的

２．１％，且连续四年低于人口增长率，导致民众实际生活水平明显下降；⑦埃及产品出

口不断下降，国际贸易逆差扩大，从 ２０１２ 年到 ２０１５ 年，出口占进口的比例从 ４２％下

降至 ２９％；⑧埃及境内资本纷纷外逃或囤积，国家出现钱荒，其中外国直接投资存量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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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ｐｘ？Ｉｄ＝ ６１８＆Ｔｙｐｅ＝ ７，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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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２００９ ／ １０ 年度的 ６７．６ 亿美元骤降至 ２０１０ ／ １１ 年度的 ２２ 亿美元，①外国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从 ２００９ ／ １０ 年度的 ３．１％持续下降至 ２０１３ ／ １４ 年度的 １．４％，国内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从 ２００９ ／ １０ 年度的 １９．５％降至 ２０１３ ／ １４ 年度的 １４％。 从收入结构看，埃及剧

变使国民经济更加倚重四大创汇收入，该项收入 ２０１３ ／ １４ 年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

５７％，２０１４ ／ １５ 年度增至 ６５．８％，而同期非税收收入分别只占 ２２％和 ２８．７％。② 从财

政支出结构看，２０１３ ／ １４ 年度和 ２０１４ ／ １５ 年度埃及财政支出主要为社会补贴、工资奖

金和内外债息，其中社会补贴分别占 ３２．６％和 ２７．１％，工资奖金占 ２５．５％和 ２７．１％，内
外债利息占 ２４．７％和 ２６．３％，这些支出都是刚性需求，政府手中已经没有可供调控的

经济资源。 因此，近年来埃及公共预算赤字不断走高，从 ２０１１ ／ １２ 财年的 １０．１％上升

至 ２０１４ ／ １５ 财年的 １１．５％。③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埃及债务压力持续加重，在 ２００８ 年

后最终演变为债务危机。 从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埃及内债从 ０．８９ 万亿埃镑上升至

２．１２万亿埃镑，④同期外债从 ３３７ 亿美元上升至 ４８１ 亿美元。⑤

上述经济问题也使国内民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恶化。 ２０１０ ／ 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 １３ 年

度，埃及民众年消费额在 ３，０００ 埃镑以下的比例分别占 ２４．３％和 ２５．１％，在 ３，０００ ～
４，０００ 埃镑间的分别为 １９．９％和 ２３．７％，这表明埃及一半人口日均消费在世界公认的

２ 美元（约 １４ 埃镑）贫困线以下。⑥

二、 塞西政府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

中东剧变爆发后，埃及国内缺少发展经济的和平环境，革命激情淹没了生产热

情，但随着穆尔西政权的下台，埃及民众开始久乱思定。 因此，塞西出任总统后首先

着力于稳定国内安全形势，同时决心解决沉积多年的经济问题。 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召开

的沙姆沙伊赫投资大会和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发布的《埃及 ２０３０ 年愿景》 （Ｅｇｙｐｔｓ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３０）为标志，塞西拉开了经济改革的大幕。 根据《埃及 ２０３０ 年愿景》，塞西政府积

极致力于稳定宏观经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经济多元化以及知

识经济，提高工业附加值，适度增加就业机会，并将非正规部门纳入国民经济之中。⑦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埃及每月财经报告（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阿拉伯文），埃及财政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ｇｏｖ．ｅｇ ／ ＭＯＦ⁃
ＧａｌｌｅｒｙＳｏｕｒｃｅ ／ Ａｒａｂｉｃ ／ Ｒｅｐｏｒｔｅｓ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ａｌｌｐａｒｔｓ．ｐｄｆ，第 ６１ 页，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埃及中央银行：《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 （阿拉伯文），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ｂｅ．ｏｒｇ．ｅｇ ／ ａｒ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ａｇｅｓ ／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ａｓｐｘ， 第 ６９ 页，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同上，第 ６８ 页。
同上，第 １１８ 页。
同上，第 １２０ 页。
［埃及］艾敏·欧史瑞：《２０１６ 年的数字埃及》 （阿拉伯文），埃及公共动员与统计总署，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ｓ．ｇｏｖ．ｅｇ ／ Ｓｔｏｒｙ ／ ６４４８５？ｌａｎｇ＝ ａｒ，第 ４９ 页，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埃及 ２０３０ 愿景·经济》（阿拉伯文），Ｅｇｙｐｔ ２０３０，ｈｔｔｐ： ／ ／ ｓｄｓｅｇｙｐｔ２０３０．ｃｏｍ，第 ２１ 页，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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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提出，到 ２０３０ 年埃及将力争成为全球经济 ３０ 强，ＧＤＰ 增幅从 ２０１５ 年的４．２％
上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０％和 ２０３０ 年的 １２％，人均 ＧＤＰ 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４３６ 美元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４，０００ 美元和 ２０３０ 年的 １０，０００ 美元，贫困率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６．３％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３％和 ２０３０ 年的 １５％。①

从实践来看，塞西政府的经济改革主要集中在金融、财政、基础设施建设与加强

实体经济等领域。
（一） 金融改革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塞西为首的军方强行接管政权后，埃及金融市场变得更加脆弱和

动荡，埃镑兑美元的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差距急剧扩大，致使各大银行美元枯竭。
金融秩序混乱已然成为埃及经济最突出的问题，也成为塞西政府经济改革的首要

领域。
塞西政府的金融改革措施包括放开埃镑兑美元汇率、提高埃镑利率、向各国政

府与国际组织寻求贷款、对银行实行私有化以及增加货币供应等。
汇率改革的过程一波三折。 最初，塞西政府被迫持续降低埃镑汇率。 ２０１６ 年

底，埃及政府全面放开汇率，彻底终结了长期存在的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双轨并行

的局面。 由于外汇收入骤减和政府赤字激增，埃及 ２０１６ 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外汇短

缺危机。 为了解决外汇危机，埃及政府本希望通过本币贬值来遏制美元黑市，但事

与愿违，连续的埃镑贬值引发了社会的高度恐慌，埃及民众纷纷囤积美元，黑市埃镑

急剧贬值。 为防止埃镑崩盘，埃及政府强行介入金融市场，取缔了数百家外汇兑换

点，但仍无法阻挡埃镑的一路下跌，无奈之下政府被迫于 １１ 月 ３ 日放弃对埃镑汇率

的控制，宣布埃镑汇率完全由市场决定。 至此，过山车式的金融震荡终于告一段落，
金融市场渐趋稳定。

埃镑贬值乃至完全放开汇率管制，既是埃及政府防止金融崩溃的无奈之举，也
是改善经济的基础。 汇率放开后，美元兑埃镑汇率瞬间从原来的 １ ８．８ 暴跌至１ １８，
贬值幅度高达一倍以上。 埃镑贬值导致所有商品的价格翻倍，使国内民众蒙受前所

未有的经济损失，埃及人的财产在一夜之间缩水一半，工薪阶层员工的实际工资收

入减少了 １４．５％，②饱受动荡折磨的民众真正感受到了经济严寒。 按照埃及政府的

解释，埃镑大幅贬值可以降低产品成本、促进出口创汇，为埃及制造业营造更好的环

境，但 ２０１６ 年年底以来已经半年多过去，这一期望并未实现。 由于埃及制造业在国

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过低，埃镑贬值导致进口原料价格上升，７，０００ 多家企业停工停

·０４·

①

②

［埃及］艾敏·欧史瑞：《２０１６ 年的数字埃及》 （阿拉伯文），埃及公共动员与统计总署，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ｓ．ｇｏｖ．ｅｇ ／ Ｓｔｏｒｙ ／ ６４４８５？ｌａｎｇ＝ ａｒ，第 ４９ 页，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埃及］穆罕默德·贾迈勒：《降低埃镑汇率的三大危害》 （阿拉伯文），Ｈｕｆｆｐｏｓｔ，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ｕｆｆｐｏｓｔａｒａｂｉ．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２２ ／ ｓｔｏｒｙ＿ｎ＿９５２０２９８．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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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仅造砖业就有 １，５００ 家企业倒闭，①更多企业艰难度日。
塞西政府一边降低汇率，一边提高利率。 从 ２０１４ 年到 ２０１７ 年，埃及央行的存

款、贷款和国债利率迅速上升。 例如，活期存款利率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的 ８．２５％升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的 ８．７５％②、２０１６ 年 ４ 月的 １０．８％以及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的 １４．７５％。③ 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以来，埃及央行又六次提高利率，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分别提高

至 １８．７５％与 １９．７５％。 埃及央行在短期内数次提高利率，主要原因是埃及政府放开

汇率、大幅降低燃料与供电价格，引发了市场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因此希望通过提

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 未料这一举措却适得其反，２０１６ 年 ３ 月以来埃及通货膨胀

逐月上升，从 ８．４１％升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的 ３３．１％，之后一直维持 ３０％以上的高位。④ 在

多数人看来，使用利率工具无法抑制因外汇与商品供应不足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只
会对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造成更沉重的负担。

为支付越来越庞大的行政开支和填补财政赤字，埃及政府采取的另一措施是增

加货币投放。 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底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底，埃及的货币供应量从 ２，６４５ 亿埃

镑增至 ３，６９８ 亿埃镑，⑤２０１７ 年前 ４ 个月又增发了 １３１ 亿埃镑的新货币，货币供应总

量达到 ４，１９７ 亿埃镑。⑥ 在 ＧＤＰ 增幅达到 ４％左右的背景下如此迅速地印发钞票，
明显助推了通货膨胀，加剧了国内民众对埃镑的不信任感。

为保证食物等必需物资的进口，埃及需要拥有至少 ３００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即至少

４ 个月的进口所需，但国家实际拥有的外汇储备在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下降至 １７０ 亿美元，迫
使政府全力以赴寻求国际资金支持。 在 ２０１５ ／ １６ 财年，埃及分别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与非洲银行达成 １２０ 亿、３０ 亿与 １５ 亿美元的贷款协议⑦，与中国签署 １８０ 亿

元人民币（约合 ２６ 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⑧，避开美元的中间环节，从而节省了大

量外汇。 埃及国民银行面向全球发行债券，埃及银行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出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埃及］麦尔旺·麦尔彦：《汇率浮动飓风刮倒 １５００ 家企业》（阿拉伯文），载《最后 １ 小时》，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埃及中央银行：２０１４ ／ １５ 年度报告，第 ２８ 页。
［埃及］黑芭·胡塞姆：《国家统计局宣布外汇一年内增加 １１６ 亿美元》 （阿拉伯文），载《第七日》网

站，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４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ｙｏｕｍ７．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１７ ／ ８ ／ ４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埃及财政部：《每月财经报告》（２０１７ 年 ６ 月），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ｇｏｖ．ｅｇ ／ Ａｒａｂｉｃ ／ ｅｓｄａｒａｔｅ ／ Ｐａｇｅｓ ／ Ｒｅｐｏｒｔ６⁃

２０１７．ａｓｐｘ，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埃及中央银行：《经济专报》２０１５ ／ １６ 年第 ４ 期，总 ５６ 期，第 ２５ 页，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ｂｅ．ｏｒｇ．ｅｇ，登录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埃及］穆斯塔法·尔德：《传闻与现实中的货币发行：央行的标准是什么？》（阿拉伯文），玛斯拉维网，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６ 日，ｈｔｔｐ： ／ ／ ａｌｔｕｒｌ．ｃｏｍ ／ ｒ２ｖｄ６，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６ 日。
［埃及］穆罕默德·辛巴达：《２０１７ 年债务超过预期：塞西要抵押埃及吗？》（阿拉伯文），２１ 世纪阿拉伯

网站，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ｈｔｔｐ： ／ ／ ａｌｔｕｒｌ．ｃｏｍ ／ ５ｐｉ４ｃ，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外媒关注中国埃及签署 １８０ 亿元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参考消息网，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ｃｏｍ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２０１６１２０８ ／ １４９９８３８．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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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信用保险公司分别贷款 ６ 亿和 ５ 亿美元。① 通过与国际金融机构、各国政府以及

企业的多方沟通，埃及获得了比较充足的资金，但同时也进一步加重了外债负担。
（二） 财政改革

财政改革是塞西政府经济改革的重点内容。 由于财政收入骤减，原本就一直存

在高额赤字的埃及财政更加入不敷出。 为了减少财政压力，实现预算平衡，埃及政

府竭力开源节流，增加多项税收，减少各种补贴。
税收改革包括收入税、销售税改增值税和不动产税，目的是增加政府收入。 改

革前的税务制度是 １９９１ 年开始实行的，原税制集中于销售过程，仅覆盖有限商品与

服务，而新税制则扩展至生产与销售的所有提供服务者。 原收入税的对象主要是工

资收入者、工商业受益者、不动产受益者以及技术受益者，新税制确立层级收税的概

念，即实行五层累进税，即年收入 ０．７２ 万埃镑以下者免税，０．７２～３ 万者征税 １０％，３～
４．５ 万者征税 １５％，４．５～２０ 万者征税 ２０％，２０ 万以上者征税 ２２．５％。 但由于埃及目

前最低工资为 １，２００ 埃镑 ／ 月，实际上第一层并不存在，所有工薪阶层都必须缴税。
在生产与销售领域，所有法人均需缴纳利润的 ２２．５％；苏伊士运河和石油公司缴税

４０％。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埃及议会通过销售税改增值税方案，将 １０％的销售税改为 １４％
的增值税。 “售改增”的目的是扩大收税范围，使税收分布在生产和销售的各个环节

而非销售的单一环节。 根据增值税方案，企业所有人在从原料进口到销售的所有环

节均需缴纳税收，除极少数战略资源外，该税对所有进出口商品以及相关服务都征

收 １４％的税。 增值税还包括对所有服务性领域征收赋税。 增值税改革后，销售税在

所有收入税中的比例大幅提高，从 ２０１３ ／ １４ 财年的 ２９． ５８％ 增至 ２０１６ ／ １７ 财年的

３９．３１％，预计 ２０１７ ／ １８ 财年将达到 ４１．８６％。 通过增值税改革，埃及税收从 ２０１２ ／ １３
财年的 ２，５００ 亿埃镑迅速增至 ２０１７ ／ １８ 财年的 ６，０００ 亿埃镑。②

塞西政府的另一项财政改革措施是缩减物价补贴，目的是减轻政府的经常性开

支压力。 埃及补贴制度由来已久，多年来物价补贴占财政总开支的三分之一左右，
每年仅汽油补贴就高达 ３６０ 亿埃镑，政府越来越难以承受此类负担。 埃及的政府补

贴包括食品补贴与能源补贴。 食品补贴因为涉及到下层百姓的生存底线，是历届埃

及政府维稳的基石，轻易不可触动。 能源补贴自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油价暴涨而迅

速上升，目前占总补贴的 ７０％以上，占财政支出的 ２０％左右。③ 由于能源补贴是全民

性的，收入越高消耗越多，中上阶层是最大的获益群体，因而饱受埃及普通民众诟

病。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塞西就任总统不久便宣布大幅削减能源补贴，将当年的财政预算

·２４·

①
②

③

《埃及银行在穗设立代表处》，载《南方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１ 日，第 Ａ１６ 版。
《埃及税务制度，如何从享受走向仇恨》 （阿拉伯文），Ｉｄａ２ａｔ，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ｄａ２ａｔ．

ｃｏｍ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ｔａｘ⁃ｓｙｓｔｅｍ⁃ｈｏｗ⁃ｔｏ⁃ｔｕｒｎ⁃ｇｒａｃｅ⁃ｉｎｔｏ⁃ａ⁃ｃｕｒｓｅ，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王振华：《埃及能源补贴政策弊多利少》，新华网，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２⁃０３ ／ ２１ ／ ｃ＿１１１６８６０６０．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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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字削减 ４８０ 亿埃镑，其中 ４４０ 亿通过能源补贴的削减来实现，①财政赤字因此从

１２％降至 １０％以内，而油价则上升了 ７８％。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政府大幅调高燃油价格，其
中 ８０ 号汽油和轻柴油价格从每升 ２．３５ 埃镑调至每升 ３．６５ 埃镑，每罐煤气从 １５ 埃镑

调至 ３０ 埃镑。② 根据改革方案，政府将在五年内完全取消能源补贴，但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以来改革步伐明显加快，计划 ８ 个月内取消燃油补贴。③ 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取消全

民补贴政策，将中上层从补贴对象中排除出去，将有限的财力用于下层的最低保障，
同时改实物补贴为现金补贴。 取消能源补贴既是全球发展的趋势，也是埃及走出现

实困境的必然选择，仅减少燃油补贴一项就大幅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有望使

２０１７ ／ １８ 财年的公共支出从 １，５００ 亿埃镑降至 １，０００ 亿埃镑。④

（三）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政权巩固后的塞西提出了政府中期工作的七大重点，即维护国家

安全、加强民主建设、经济愿景与计划、社会公平与国民服务、基础建设与部门发展、
行政改革以及夯实外交关系。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根据长期规划与年度执行计划，塞西政

府出台了经济领域的十大建设项目，包括建设苏伊士运河枢纽区、主干道路周边建

设一批新城市、开垦 １５０ 万费丹⑤耕地、建立西奈投资总公司、开发西北海岸以及发

展矿产资源金三角等。 这些项目和之前的苏伊士运河辅线项目、新开罗行政首都项

目共同组成了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１． 苏伊士运河项目。 该项目包括苏伊士运河辅道以及苏伊士运河枢纽区两个

主要工程。 苏伊士运河辅道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开工，次年 ８ 月完工，总长共计 ７２ 公里，包
括一条新开凿的 ３５ 公里河道，一条拓宽和加深的 ３７ 公里旧河道，六条连接运河东西

两岸的河底隧道。 为获得必要资金，埃及政府向全民集资，从民众手中募集了 ６４０ 亿

埃镑（约合 ８５ 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修建该项工程。 政府希望通航后过境税能从当时

的 ５０ 多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３ 年的 １３０ 多亿美元。 苏伊士运河枢纽区的规划是在运河区

建设四个特区和六座港口，打造成体系完善的工业区，创造 １５０ 万个就业机会，使埃

及成为中东的工业、商业与后勤补给中心。 然而，该项目运行两年来增收并不明显，
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疲软、国际油价持续下跌、中国经济放缓、欧洲复苏乏力等因素

导致过境船只减少。 同时，建造运河的工程款是在全埃及通过认购获得的，当时承

诺的 １２．５％回报率高于银行利率，但在银行多次提息后银行利率已远超 １２．５％，民众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陈婧：《塞西新政府开源节流收拾埃及经济烂摊子》，载《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第 ４ 版。
［埃及］纳诗娃·穆斯塔法：《燃油价格上调是“不可避免之恶”》（阿拉伯文），载《十月》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

日，第 ２１２３ 期，第 ２８ 页。
［埃及］穆罕默德·塔拉维等：《贪婪者在破坏改革计划》（阿拉伯文），载《最后 １ 小时》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５

日，第 ４３１５ 期，第 １４－１５ 页。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财年埃及政府的燃油支出为 ６５０ 亿埃镑，２０１７ ／ １８ 财年预算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国际油

价从每桶 ４０ 美元增至每桶 ５２ 美元，以及美元汇率从 ８．７８ 埃镑飙升至 １８ 埃镑。
费丹为埃及面积单位，１ 费丹等于 ４２ 公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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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工程款已经缩水。
２． 开垦 １５０ 万费丹耕地项目。 埃及人自古沿尼罗河而居，生活范围仅占国土面

积的 ５％。 随着人口暴涨，尼罗河谷已人满为患，当地居民不得不寻找新的生活空

间。 自纳赛尔时期以来，埃及历届政府都将走出河谷作为解决人口压力的主要办

法，将开垦耕地视为政府的政绩所在。 萨达特执政 １０ 年新增耕地 １０ 万费丹，穆巴拉

克执政 ３０ 年耕地增加 １２９．７ 万费丹，但埃及政府开垦土地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同期人

口的增长速度。 塞西执政后提出在 ２０３０ 年之前开垦 １５０ 万费丹的耕地，并配套各种

生活设施，让埃及人的生活区域增加 ５％，这不仅将有效缓解尼罗河谷的拥挤问题和

实现粮食自给，甚至可以实现对外出口。 和前几届政府相比，塞西提出的耕地项目规模

更加雄心勃勃。 为此，埃及政府决定筹款 ３３０ 亿埃镑，分三个阶段逐步开垦 １７ 个地区，
其中 １４ 处通过挖井 １，３１２ 口来灌溉，解决 ８０％的生活用水，而剩余的 ２０％用水将依靠

尼罗河。 截至目前，埃及已完成其中 １，０００ 口井的挖掘工作。① 从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
埃及每年新增土地的数量分别为 ８，７９９ 费丹、８，９５４ 费丹、８，９１６ 费丹和 ９，０９６ 费

丹。② 与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相比，执政四年的塞西年均开垦土地数量并不多。
３． 开罗新行政首都项目。 为了改变开罗“脏乱差堵”的面貌，塞西政府决定在不

增加公共开支的前提下筹资 ８００ 亿美元，在大开罗周边的 １９ 万费丹土地上建造一座

可容纳 ５００ 万～６００ 万人口的开罗新城，其中各类居住区占地 １，４５０ 费丹，政府办公

区占地 １，６８０ 费丹，项目计划 ７ ～ １０ 年完成。 由于埃及各中央部委将入驻新行政首

都办公，因此该工程受到高度重视。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工程已完成 ７８％的铺路工作，
许多大楼拔地而起。 但从埃及财政拮据的现实来看，该项目过于宏大，不仅耗费宝

贵的资金，而且无助于刺激生产发展。
埃及政府出台的这些项目带有经济与社会的双重目标，在设计重大项目时考虑

到缩小上下埃及之间的巨大差距，将大量资金投放在上埃及，以实现各地共同发展。
其中，１５０ 万费丹耕地项目以及百万套经济适用房项目等都优先考虑青年问题，鼓励

青年参与，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
（四） 加强产业投资，推进实体经济

埃及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实体经济羸弱，难以创造就业机会，无法实现进口替代。
要加强实体经济，就必须鼓励国内外资本投资实业，扩大生产，塞西政府为此做出了

多方努力。
第一，加强经济体制建设，制订发展规划与相关法律法规。 首先，埃及政府出台

了《埃及 ２０３０ 年愿景》，其经济部分强调应该提供合适的生产性就业机会，产业要有

·４４·

①

②

［埃及］艾哈迈德·迪耶卜：《４８ 个月以来军队取得的成就》（阿拉伯文），《最后 １ 小时》，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５ 日，第 ４３１５ 期，第 １１－１３ 页。
［埃及］艾敏·欧史瑞：《２０１７ 年的数字埃及》 （阿拉伯文），埃及公共动员与统计总署，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ｉｓ．ｇｏｖ．ｅｇ ／ Ｓｔｏｒｙ ／ ６４４８５？ｌａｎｇ＝ ａｒ，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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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具有竞争力和多元性，以适应世界变化。 该计划明确了不同阶

段的规划，并且细化到每一年的具体目标。 例如，截至 ２０２０ 年的中期规划指出，除石

油以外的加工业在埃及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贡献率将由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６．６％增至

２０２０ 年 ２５％，每年在原基础上增加 １０％，提供 ３００ 万个就业机会，占整个就业的

２０％，其中 ２０１６ ／ １７ 年度实现经济增长 ５．２％，实现 ５１．１ 万人的就业。 为推进《埃及

２０３０ 年愿景》的实施，埃及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工业许可法、承包与竞拍法、食
品安全法，还专门为中小微企业制订了一些法律。

第二，出台 ２０２０ 年工业发展战略。 根据该战略，埃及政府出台“你的工厂有许

可”倡议，为拜达里、萨达特以及塞得港等省市提供 ２，２３０ 万平方米的工业用地，建
立小企业服务中心；加强工业与绿色工业社区，社会基金为其提供 １ 亿埃镑贷款；建
立杜姆亚特家具中心以及家具公司，重新打造中东的家具样板；设立金三角地区发

展局，在亚历山大设立塑料工业基地。 此外，完成各省的经济潜力调查与土地、工业

基地的调查与规划，在 １２ 个省份明确了部分投资机会，首先对吉纳哈、索哈杰、卢克

索与艾斯尤特四个省份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建立相关数据库。
第三，重视工业质量与环境保护。 埃及政府在加强工业发展的同时，还提出了

改善工业质量与发展科技创新计划与绿色产业计划，制定了全面的科技创新战略，
加强产学研相结合，提升家电等行业竞争力。 质量与创新计划主要针对高耗能企业

提出 ＩＳ ／ ５０００１ 标准，已有 ５０ 家高耗能企业每小时减少 １００ 万兆瓦用电；研究在水泥

行业引入 ３０％的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在 １０７ 家工厂制造太阳能热水器；帮助本地企

业提升 ２５％的制造能力，降低 １０％的成本；增加垃圾的回收利用，减少 １０％的企业耗

损。 埃及政府要求对工农业生产过程进行全面研究，以便绘制工业垃圾地图，建立

工业垃圾数据库，并通过专门的网站进行曝光与监督；通过绿色产业计划对上埃及

新项目的企业负责人进行技术培训，以便对工农业垃圾循环利用；工业技术与创新

委员会对 ７６１ 家工厂提出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资源消耗、增加附加值等方面的建

议，为 １，９６１ 名企业干部进行了能力培训，提供了 １５７ 项工业设计与创新，为 ３８６ 名

优秀青年进行了创业扶持；生产与培训能力局开设了 １４ 个职业培训中心，完成了

１９９ 个不同领域的职业技术培训计划，为 ２９３ 家公司的 １，２０８ 名学员提供培训，为
１０６ 家公司学员制定 ５１ 项教育培训计划，为 １．９ 万名青年提供了就业机会。 同时，埃
及政府还制定了 ９００ 项工业标准，对 ２３７ 家获得埃及质量证书的企业进行了检查；为
９ 家企业出具了类似质量证书，检验了 ７．３ 万个工业产品；埃及工业监督局对 ９，７３４
批次工业产品进行了质量抽查，对临时许可与生产规模进行了 ３，０６８ 次技术审查。①

截至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埃及工业发展战略取得了一些成绩，埃及政府投资 ９３ 亿埃

镑建立了 ６０３ 家工厂，实现工业产值 ２７７ 亿埃镑，提供了 ２ 万个就业岗位，通过了

·５４·

① ［埃及］胡塞姆·舍格威瑞：《塞西时代的工业成就》 （阿拉伯文），民族之声网，ｈｔｔｐ： ／ ／ ａｌｔｕｒｌ． ｃｏｍ ／
ｂｕｍ４８，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１ 日，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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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８１个工业许可的审批。①

三、 塞西政府经济改革的成效及困境

截至目前，塞西政府的经济改革已经推行了四年，作为针对几十年结构性问题

的重大改革，现在对其进行整体性评价还为时过早，但就已经取得的结果看，塞西改

革无疑成效明显，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经济改革遏制了剧变以来的经济衰退。 塞西上台后面临的危机之一是外

汇短缺，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日用品进口，引发了长期以来依靠进口商品维持的民生

危机，如小麦危机、食糖危机甚至燃油危机等。 为解决外汇短缺问题，塞西政府从国

内国际两个领域采取措施：一方面，主要依靠金融杠杆作用，即完全放开汇率与大幅

提高存款利率，刺激民众将钱款尤其是来自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侨汇存入银行，有效

打击了囤积美元的行为。 另一方面，积极开展与资本大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
寻求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等主要流动资本拥有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非洲发展

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赠款及贷款，并通过出台新《投资法》鼓励国际资本投资埃

及。 通过数年努力，埃及渡过了外汇短缺危机，获得了维持进口必需的外汇储备，埃
及外汇储备从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最低点的 １７０ 亿美元，到 ２０１７ 年中期重新恢复至 ２０１１
年埃及剧变前的 ３６０ 亿美元。②

塞西面临的另一大经济难题是财政赤字攀升以及国家收入严重不足。 为应对

严重的财政赤字，埃及政府出台了各种增加税收措施与缩减物价补贴的政策，增税

措施为国家财政带来了 ３，０００ 亿埃镑左右的收入，而削减物价补贴措施使政府减少

了数千亿埃镑的经常性开支。 这一增一降改善了埃及财政状况：公共预算赤字从

２０１５ ／ １６ 年度的 １１．５％降至 ２０１６ ／ １７ 年度的 ９．５％，２０１７ ／ １８ 年度的公共预算甚至出

现了盈余，这是 １０ 年来首次出现的积极信号。③

第二，经济改革为埃及社会带来了新的面貌。 塞西执政以来在经济上的积极变

化表现在埃及全国上下齐心抓经济，制度管理得以加强和重大项目得以快速实施。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几乎压垮了脆弱的埃及经济，２０１１ 年“一·二五革命”以

来埃及政坛长期动荡造成了国内资本的大量流失，埃及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塞西执

政后通过多项措施维持政局稳定，为经济发展营造了有利环境。 多年来，埃及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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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埃及］胡塞姆·舍格威瑞：《塞西时代的工业成就》 （阿拉伯文），民族之声网，ｈｔｔｐ： ／ ／ ａｌｔｕｒｌ． ｃｏｍ ／
ｂｕｍ４８，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１ 日，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埃及］阿卜杜·拉赫曼·穆罕默德：《埃及外汇储备上升，真的还是假的》，半岛网，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ａｌｔｕｒｌ．ｃｏｍ ／ ｒｚｇｍ８，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埃及财政部：《每月财经报告（２０１７ 年 ６ 月）》（阿拉伯文），埃及财政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ｇｏｖ．ｅｇ ／
ＭＯＦＧａｌｌｅｒｙＳｏｕｒｃｅ ／ Ａｒａｂｉｃ ／ Ｒｅｐｏｒｔｅｓ ／ ２０１７ ／ ６ ／ ａｌｌｐａｒｔｓ．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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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恶化，民众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埃及社会承受着物资匮乏、通货膨胀的巨大压

力，各阶层普遍渴望结束经济恶化、实现经济发展。 塞西执政后积极顺应民众诉求，
在稳定国内治安的同时全力推进经济改革。 塞西政府依靠军方直接主持重大建设

项目，并依托世俗力量的大力支持，形成遏制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强大舆论

压力，其中包括得到媒体的力挺。 由此，塞西改革使埃及上下形成了多年来难得一

见的全社会共同推进经济建设的局面。
加强制度管理是塞西经济改革的一大亮点。 除纳赛尔后期的 １９６１ ～ １９６７ 年间

和穆巴拉克前期的 １９８１～１９８６ 年间外，当代埃及经济一直缺乏统筹与规划。 穆巴拉

克 １９９１ 年推行私有化改革后，埃及经济明显脱离了国家计划，逐渐被国内寡头与跨

国公司控制。 塞西执政后，政府加强了宏观经济的管理。 首先，提出举全民之力重

振经济的规划。 ２０１４ 年埃及政府向全民集资开挖苏伊士运河辅道，短短数日所筹资

金就超过了项目所需。 ２０１５ 年举办埃及投资大会前塞西政府制订了埃及的中长期

规划，所有规划都集中体现在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埃及 ２０３０ 年愿景》中。 其次，注重制

度建设，为实现经济目标制订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彻底放开汇率、逐步取消物价补

贴、将销售税改为增值税、出台新《投资法》等。 最后，发挥军方的作用，注重区域平

衡，埃及政府首次动用军方力量大规模参与国民经济建设，使占国民经济三分之一

的军方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政府规划重视区域平衡发展，在设置重大项目上向贫

困地区与弱势群体倾斜，许多项目都设在上埃及与西奈半岛地区。
在埃及政府的领导下，许多重大项目纷纷上马。 在苏伊士运河辅道建成后，政

府先后出台了十余项重大工程，希望通过重大工程建设激活埃及的实体经济，改变

埃及的经济面貌。 除苏伊士运河辅道于 ２０１５ 年完成外，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项目包

括苏伊士运河枢纽项目、开罗新行政首都建设等。 这些项目的顺利推进结束了埃及

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的面貌，正在为埃及带来新的工业区、农垦区和城市。
第三，经济改革尚未触及埃及经济的核心问题。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塞西政府

遏制了剧变以来经济持续恶化的态势，利用重大项目建设提振了民族精神，使埃及

经济开始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但是，所有这些改革都尚未触及埃及经济的根本问

题，即实体经济的衰落与对地租经济的依赖。 如果实体经济不能振兴，作为地区大

国、拥有近一亿人口的埃及就只能继续依赖地租经济，其粮食安全和工业品需求将

继续难以自给，必然依附于世界大国与国际市场，继续扮演资源出口与商品消费地

的角色。
从某种意义上说，塞西政府当下的经济改革与穆巴拉克政府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进行的经济改革背景相似，二者在改革初期推出的措施也大同小异。 二者都因为外

汇紧缺、政府财政危机而产生，第一阶段都采用了降低埃镑汇率的金融手段，塞西放

开汇率可以说是穆巴拉克金融改革的继续。 第二阶段穆巴拉克采取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国企私有化措施，将占国民经济主体的 ４００ 家国企在 ２０ 多年里陆续出售，导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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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垄断寡头的出现和企业从生产向消费的转变。 而塞西在稳定金融秩序后，开始在

国家电力、交通等多个领域推行私有化。
目前，埃及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有助于提振就业和刺激建材等工业领域的发

展，但无助于救助数以万计的停产或濒临停产的非建筑业企业，对调整产业结构、提
升产业层级、打造有竞争力的主体产业群均无切实成效。 从举重债搞投资的角度来

看，埃及政府选择的部分项目并不是最紧迫的，如苏伊士运河辅道并未带来期望中

的收入大增，开罗新行政首都甚至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很小，不乏浪费资金之嫌。
从改革进展来看，埃及经济仍在继续使用剧变前的旧办法提振经济，即投资油气产

业、增加运河税收和提振旅游形象，其目的是恢复地租经济。
第四，经济改革加重了埃及民众的生活负担。 尽管经济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增加税收、减少补贴等措施都是以损害国内民众利益为代价的，政府筹得的巨额

贷款最终要转嫁到民众身上。 ２０１１ 年，埃及民众因为民生艰难而走上街头抗议穆巴

拉克政府，而剧变后上台执政的穆尔西“抓革命”而未“促生产”，导致埃及民众生活

水平持续下滑。 塞西执政以来，埃及社会的革命热情明显消退，但改革的消极影响

已使百姓叫苦不堪，２０１６ 年年底的汇率放开造成物价飙升，２０１７ 年 ７ 月以来提高燃

油价格与电价（如民众每天使用的液化气从 １５ 镑直接提至 ３０ 镑）均对民众造成了

沉重负担。 可以说，当下埃及民众的生活处于剧变以来甚至几十年来最艰苦的时

期，中产阶级的生活捉襟见肘，下层民众更是度日如年。
从实施进程来看，塞西政府的经济改革目前进入了攻坚阶段，继续推进经济改

革主要存在以下制约因素。
第一，埃及国内外形势仍不利于经济发展。 塞西政府推行的经济改革遭遇了明

显的国际压力。 首先，塞西通过罢黜穆尔西上台执政导致其政府长期得不到西方的

政治与经济支持。 与穆巴拉克时期相比，塞西与美国的关系可谓冰火两重天，美国

多次以暂停军事与经济援助威胁埃及；欧洲国家除德国外都明显与埃及拉开了距

离。 其次，近年来中东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埃及事实上已丧失了对阿拉伯世界的领

导权，但仍参与沙特针对也门的战争，支持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打击利比亚极端势

力，这使埃及陷入地区事务的漩涡之中。 最后，埃及实体经济的衰落与经济全球化、
国际产业格局密切相关，目前劳动密集型国际产业体系正在从中国大规模转移至南

亚和东南亚国家，埃及正在失去一次历史性的承接机遇。
当前，整个中东地区正处于复杂的社会转型进程中，埃及政治反对派主要来自

与国外有关的极端组织及穆兄会势力，这两股力量和其他国家的伊斯兰势力存在牵

连，作为政治实体的“伊斯兰国”组织在国际反恐力量的打击下已遭受重创，但其极

端意识形态仍会长期影响地区政治。 加之 ２０１６ 年年底以来，塞西政府的一系列改革

措施深刻影响了国内民众生活，各种不满情绪明显上升。 因此，埃及国内政治失稳

与治安失序的状况还将长期存在，成为埃及经济发展的重要阻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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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埃及经济结构的痼疾短期内难以消除。 首先，埃及的地租型经济结构很

难改变。 萨达特以来的近半个世纪内，地租经济繁荣以及市场经济改革弱化了埃及

实体经济的地位。 目前，虽然地租经济遭遇诸多问题，但在埃及经济中仍然占有主

导地位，而且一旦全球经济复苏加快，石油出口、石油侨汇和运河过境税收入必然上

升，地区形势的好转必然刺激旅游业，经济可能重新恢复地租性繁荣，从而降低发展

实体经济的紧迫性。 其次，埃及实体经济的发展缺乏必要的现实基础。 埃及实体经

济缺乏主体产业，纳赛尔时期建立的工业体系已经严重老旧，亟需更新换代。 一些

适合国情的产业缺乏本地原料，比如占加工业分量最大的棉纺织业本来是埃及的强

势工业，但埃及现在基本没有了长绒棉种植，因此难以形成产业链条。 更为严重的

是，埃及长期缺少技术人才和创新人才，学校教育与市场需求明显脱节，导致产业层

级与附加值难以提升。

五、 结语

为防止剧变的再次发生，埃及必须对本国经济进行彻底改革和复兴实体经济。
塞西上台后顺应民意，推行多项改革措施，实现了国内政治的初步稳定，并稳步推进

经济改革，通过对金融、财政领域进行大幅改革和启动重大项目建设，有效遏制了经

济的进一步恶化，为埃及带来了新气象，得到了大多数埃及民众的坚定支持，并为政

府进一步推进改革创造了条件。 但是，当前埃及的经济改革仍未真正进入关键领

域，未来的实体经济领域改革将十分艰巨。
经济改革的成功既需要国内外宏观环境的改善，也需要精准缜密的改革规划以

及坚定不移的执行力。 这要求埃及政府高瞻远瞩，确保国家的安定团结，政治上将

打击极端主义与建立统一战线相结合；经济上扎实推进《埃及 ２０３０ 年愿景》，高效利

用各种借款与援助，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本国资源，扶持困难企业度过难

关，鼓励中小微企业；加强政府计划与市场运行两种手段的综合运用；谨慎推进私有

化，培育自由竞争的大环境；处理好军民关系，发挥好军队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积
极借鉴他国经验，建设外向型产业园区和开发区。 经过多年励精图治，塞西应有能

力带领埃及突破当下的经济困境，推进埃及的第四次实业化浪潮，重新走上民族复

兴之路。

（责任编辑： 邹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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