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阿拉伯世界研究 Ｓｅｐ． ２０１７

第 ５ 期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５

伊朗研究

伊朗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前景分析∗

韩建伟

摘　 　 要： 伊朗自遭受制裁以来的主要经济发展指标表明，外部制裁对伊

朗经济的打击是有限的。 但 ２０１２ 年后，严厉的国际制裁一度成为阻碍伊朗

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 ２０１５ 年伊核全面协议达成后，伊朗经济呈现出诸多

积极特征，但主要归功于鲁哈尼政府在解禁有利形势下推进改革的结果。
事实上，伊朗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并没有达到预期，凸显了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的必要性。 受伊斯兰革命后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等复杂因素

的影响，伊朗的经济改革将是一个漫长且充满挑战的过程。 未来伊朗能否

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取决于政府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继续改善国际

环境的成效。 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有望在伊朗面临更大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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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经济现代化研究”（１３ＣＳＳ０２２）和中国博士后基

金第 ５８ 批面上资助项目（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２６２）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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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伊朗与伊核问题各方达成解决伊核问题的最终协议《联合全

面行动计划》（ＪＣＰＯＡ，以下简称“全面协议”）。 自此，经济发展问题成为伊朗鲁哈尼

政府的工作重心。 近年来，在中东地区乱象丛生和常年受到国际制裁的背景下，伊
朗国内局势稳定，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但特朗普上台后，遏制伊朗又成为

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目标，美伊关系重新回归紧张状态。 制裁不能完全解除甚至有

可能重新强化为伊朗经济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多年的制裁确实对伊朗经济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大多数时期，有限的制

裁尚不能对伊朗经济产生致命性的打击。 自全面协议达成至今，伊朗经济虽逐渐好

转，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因此，不能将制裁是否解禁视为影响伊朗经济发展的

主要因素，解除制裁仅是推动伊朗经济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伊朗经

济发展问题是一个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伊朗经济要实现持续、快速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政府对现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成效，以及在政治外交目标

与经济发展诉求之间寻求平衡的效果。
本文根据伊朗中央银行、伊朗统计中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商务部等机构

公布的数据，通过比较制裁时期和解禁以来伊朗的经济表现，考察制裁对伊朗经济

的影响限度及制约伊朗经济发展的内在体制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伊朗发展经

济的迫切需求对中伊经济合作带来的机遇。

一、 制裁对伊朗经济的影响限度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制裁，目的是通过限制或者切断伊朗与外部

世界的经济联系，将伊朗完全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以达到遏制伊朗经济发展

并最终实现“政权更迭”的目标，因此选择能源和金融作为制裁的主要领域。 制裁确

实给伊朗经济带来了诸多困难，但受各种因素干扰，制裁对伊朗经济的实际影响却

不易评估。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宣布制裁已经达到了延缓伊朗核计

划的核心目标，但随后伊核谈判无果而终的现实和伊朗的强硬立场表明，伊朗并未

因制裁压力而作出更大的让步。①

从伊朗主要的经济指标来看，在制裁初期，制裁造成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 在

２００６ ／ ０７ 和 ２００７ ／ ０８ 年度②，伊朗依然实现了 ６．２％和 ６．９％（按 １９９７ ／ ９８ 年度不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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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ｏｂｅｒｔ Ｋ． Ｆｉｇｇ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ｌｅ Ａ． Ｗｉｌｓｏｎ， ｅｄｓ．， Ｕ．Ｓ． Ｌｅｄ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ｒ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ｏｖ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 ２０１２， ｐ． １．

按照伊朗历法，每年公历的 ３ 月 ２０ 或 ２１ 日为新年的开始，如伊朗历 １３９４ 年的第一天为公历 ２０１５ 年

的 ３ 月 ２１ 日，最后一天为 ２０１６ 年的 ３ 月 １９ 日。 因此，伊朗历换算成公历一般按年度统计，如伊朗历 １３８５ 年换

算成公历就是 ２００６ ／ ０７ 年度，伊朗历 １３８６ 年换算成公历为 ２００７ ／ ０８ 年度，以此类推。 本文中使用的“年度”是按

照伊朗历标准换算而成；使用的“年”则是国际上通行的公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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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计算）的经济增长率。① 自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度开始，制裁的负面影响才真正显现，但
２０１０ ／ １１ 年度伊朗依然实现了 ５．８％的增长率。② 在制裁初期，伊朗的对外贸易也未

受到太大影响，尤其是石油出口并未受到实质性限制。 ２０１２ 年以前，伊朗的石油出

口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出口额从 ２００５ ／ ０６ 年度的 ５５７．９ 亿美元攀升至 ２０１１ ／ １２
年度的 １，１８２ 亿美元，整整翻了一番。③ 在制裁实施后，伊朗特别注重提升非石油出

口的能力，２００５ ／ ０６～２０１２ ／ １３ 年度间，伊朗的非石油出口额从 ８７ 亿美元上升至 ２９９
亿美元。④ 与此同时，伊朗进口也呈上升趋势，２０１１ ／ １２ 年度进口额比 ２００５ ／ ０６ 年度

增长了 ４４％。⑤

在伊朗遭受制裁期间，备受诟病的恶性通货膨胀并不是制裁后才出现的问题。
长期以来，伊朗的通货膨胀率一直较高。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伊朗历年通胀率基本

上都保持在两位数以上。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８ 年间，伊朗平均通胀率达 １９．８５％；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７
年间通胀率则高达 ２５．６７％，１９９４ 年甚至突破了 ４０％。⑥ 核制裁实施后，２００７ ／ ０８ ～
２０１１ ／ １２ 年度伊朗的平均通胀率达 ２３．２％，其中 ２００７ ／ ０８ 年度最高（４６．２％），２００９ ／ １０
年度最低（１０．８％）。⑦ 上述数据表明，制裁确实导致某些年份伊朗通货膨胀呈现出

恶性的发展，但并非所有年份都出现类似情况，制裁期间伊朗的平均通胀率并没有

比制裁前高出太多。
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制裁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已是公认的事实。 一方面，美国的

单边制裁效果不彰。 自 １９７９ 年美国大使馆人质危机发生以来，美国从未间断过对伊

朗的制裁。 １９７９～１９９７ 年间，美国以各种理由对伊朗发动的单方面制裁不下 ２１ 次，
其中 １９８９ 年前至少实施了 １７ 次规模较大的制裁，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又实施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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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３８５， ｐ． ７，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ｂｉ． ｉｒ ／ ｐａｇ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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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ｂｉ．ｉｒ ／ ＳｉｍｐｌｅＬｉｓｔ ／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ｅｎ．ａｓｐｘ，登录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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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ｒｚｏｎ， ２００３， ｐ． １１４．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３８８， ｐ． ７２； １３８９， ｐ． ７９； １３９０， ｐ． ８１，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ｂｉ．ｉｒ ／ ＳｉｍｐｌｅＬｉｓｔ ／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ｅｎ．ａｓｐｘ，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５ 日。 笔者根据城市居民 ＣＰＩ 变化

率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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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制裁。① 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和两国间的对抗状态

是两国关系的“常态”，而非新的变量。 美国对伊朗的长期制裁也导致两国间经济联

系中断，双边投资和贸易往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美国对伊朗经济所能施加的影响

十分有限。 由于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主要是由美国操纵和以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计价

货币，美国注重运用金融手段打击伊朗经济。 另一方面，实施联合制裁的各国之间

矛盾重重，利益和目标各异，部分国家采取消极合作的立场，有些国家则予以抵制。
在对伊朗实施制裁后，不少外国公司仍与伊朗保持商业往来。 根据美国审计总署

（ＧＯＡ）提供的名单，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间在伊朗石油、天然气和石化领域有商业活动的

４１ 家外国企业中，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公司都赫然在列。②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底欧盟甚至宣布，制裁伊朗并不等于禁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也
不禁止向伊朗出口汽油。③

为应对制裁和封锁，伊朗已经形成了一套应对措施。 一方面，伊朗通过加强本

国独立经济体系的建设，致力于打造“独立的经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伊朗一度通过

大力发展农业来对抗经济封锁和孤立；进入 ９０ 年代后，伊朗则通过发展非石油产业

促进出口和赚取外汇。 另一方面，伊朗致力于借助石油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打破孤立

状态，在欧洲、亚洲市场上寻找买家，并使用欧元等非美元货币进行结算。 伊朗多年

来一直与欧洲保持密切经贸往来，近年来则加强了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联系。
中国、印度、日本、韩国逐渐成为伊朗石油的主要或重要买家，使得亚洲新兴经济体

对伊朗石油的依赖度日渐加深。 从伊朗进口石油一旦彻底中断，将会对这些国家的

经济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④这也是大多数国家消极对待美国制裁伊朗的主要原因

之一。 此外，２０１４ 年以前的高油价有利于伊朗对抗制裁。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 年间，欧佩克

一揽子价格从 ５０．６４ 美元 ／桶一路飙升至 １０５．８７ 美元 ／桶。⑤ 因此，虽然伊朗的石油

出口受限，但石油收入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滑坡。
２０１２ 年，国际社会加大了对伊朗的制裁，导致伊朗经济进入了负增长时期。

２０１２ ／ １３ 年度伊朗经济增长率下跌至－６．８％，２０１３ ／ １４ 年度情况虽有所缓解，但仍呈

·９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ｏｓｓｅｉｎ Ｇ． Ａｓｋａｒｉ，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ｂａ ａｎｄ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 Ｐｒａｅｇｅｒ， ２００３， ｐｐ． １８８－１８９．

Ｒｏｂｅｒｔ Ｋ． Ｆｉｇｇ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ｌｅ Ａ． Ｗｉｌｓｏｎ， ｅｄｓ．， Ｕ．Ｓ． Ｌｅｄ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ｒａｎ， ｐｐ． ９６－９７．
Ｉｂｉｄ．， ｐ． ４２．
孙泽生等：《美欧对伊朗石油业的制裁———基于剩余需求曲线和反事实法的评估》，载《国际展望》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８ 页。
“ＯＰＥＣ Ｂａｓｋｅｔ Ｐｒｉｃｅ，” ＯＰＥ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ｐｅｃ． ｏｒｇ ／ ｏｐｅｃ＿ｗｅｂ ／ ｅｎ ／ ｄａｔａ＿ｇｒａｐｈｓ ／ ４０． ｈｔｍ，登录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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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负增长（－１．８％）。① 经济负增长的不利形势进一步导致恶性通货膨胀、高失业率

的社会连带效应。 ２０１２ ／ １３ 和 ２０１３ ／ １４ 年度伊朗的通货膨胀率分别高达 ３０．５％和

３４ ７％；②失业率分别为 １２．２％和 １０．４％，其中 １５ ～ ２４ 岁青年人失业率约为 ２５％，而
１５～２４ 岁女性失业率尤为严重，高于 ４０％。③ 与此同时，伊朗面临石油出口和非石油

出口明显下降、进口不断萎缩、外汇奇缺、货币里亚尔疯狂贬值的现实。 经济危机逐

渐危及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 制裁对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伊朗的经济危机无疑发挥了关

键性作用。
由于内贾德政府持强硬立场，伊朗核问题谈判陷入僵局，促成 ２０１１ 年后国际社

会采取了联合制裁伊朗的行动，伊朗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外部制裁。 在这一轮制

裁中，两项制裁内容对伊朗经济造成了致命打击：一是欧盟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开始完全

停止从伊朗进口原油；二是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ＳＷＩＦＴ）参与了对伊制裁，关闭

了伊朗与国际贸易结算的渠道，迫使其他国家中断或者大幅度削减从伊朗的原油进

口。 同时，美国可在联合制裁的名义下对任何违反禁令与伊朗存在商业往来的外国

公司实施惩罚，进一步增加了与伊朗发生经济联系的风险。 由此可见，后期制裁确

实成为伊朗经济发展的首要障碍，特别是对一个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来说不啻

是“切肤之痛”。 解除制裁遂成为破解伊朗经济发展困境的当务之急，也是鲁哈尼能

够竞选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鲁哈尼上任后，伊朗积极转变在核谈判中的强硬立场，通过谈判协

商签订了“全面协议”。 自制裁解除以来，伊朗的国际环境明显改善，经济开始呈现

出积极发展的态势。 事实上，鲁哈尼执政以来伊朗经济逐步走向复苏，并非是 ２０１５
年全面协议签订之后才开始改观，这与鲁哈尼政府推行的经济改革措施密不可分，
只是制裁全面解除后伊朗经济整体向好的趋势更加突出。

二、 鲁哈尼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及成效

具体来说，鲁哈尼第一任期内推行的经济改革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０２·

①

②

③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３８８， ｐ． ２； １３９１， ｐ． １； １３９２， ｐ． 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ｂｉ．ｉｒ ／ ＳｉｍｐｌｅＬｉｓｔ ／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ｅｎ．ａｓｐｘ，登录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５ 日。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３９３， ｐ． ８１，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ｂｉ． ｉｒ ／ Ｓｉｍ⁃
ｐｌｅＬｉｓｔ ／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ｅｎ．ａｓｐｘ，登录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５ 日。

“Ａ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１３９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Ｉｒ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ｍ⁃
ａｒ． ｏｒｇ． ｉｒ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Ｌａｔｅｓｔ⁃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Ｐａｇ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ｙｐ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 ／ ４３９ ／ Ａ⁃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３９１⁃Ｍａｒｃｈ⁃２１⁃２０１２⁃Ｍａｒｃｈ⁃２０⁃２０１３； “ Ａ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１３９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Ｉｒ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ｍａｒ．ｏｒｇ． ｉｒ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Ｌａｔｅｓｔ⁃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Ｐａｇ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ｙｐ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 ／ １６０５ ／ Ａ⁃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３９２，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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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稳定伊朗经济的首要目标。

自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以来，伊朗结束了高通货膨胀的时代。 伊历 １３９４ 年（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１ 日～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９ 日），伊朗通胀率为 １１．９％。① 进入 ２０１６ 年以来，伊朗的通

胀率持续下降，当年 １２ 月已经下降至 ８．６％。 然而 ２０１７ 年以来，伊朗通胀率又出现

了小幅回升，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为 １０．２％，通胀率重新回到两位数。② 但截至目前，通胀率

的回升幅度有限，基本在可控范围之内。

伊朗经济长期面临高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商品供给相对不足。 供给

不足主要是由伊朗经济发展迟滞造成的，而国内需求却比较旺盛。 伊朗 ８，０００ 万的

人口数量，以及城市化带来的人们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转变，都是刺激消费的重

要因素。 伊朗庞大的补贴政策对刺激国内消费也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伊朗制

造业水平有限，很多日用消费品、食品、中间产品都需要依靠大量进口才能满足内

需。 供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因制裁而进一步加剧。 外部制裁导致进口大幅降低，国内

物资供应的严重短缺加剧了市场上的囤积居奇和投机行为；与此同时，美元等外汇

的极度稀缺致使里亚尔不断贬值，加剧了黑市外汇倒卖投机活动，进一步引发里亚

尔的贬值，形成恶性循环。 而內贾德政府惯以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赤字的扩张性货

币政策，加剧了通胀局面的形成。

鲁哈尼政府对症下药，从供应源头解决物资短缺问题，同时采取适度紧缩的

货币政策，降低货币流动性，对抑制通胀率产生了积极效果。 国际社会解除制裁

后，伊朗的进出口渠道更加畅通，石油出口收入和商品供应都有所增加。 伊朗民

众不再过分恐慌，哄抢和囤货等行为不再频繁发生。 内外综合因素使得物价和

通胀率都出现了下降趋势。 不过，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当前伊朗的通胀

率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容易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因此不排除再次大幅度上扬

的可能性。

第二，改革汇率制度，避免汇率大幅度下跌。

在内贾德时期，伊朗事实上恢复了固定汇率制。 里亚尔严重贬值后，伊朗官方

汇率与实际汇率严重背离，使得官方汇率基本失去了信誉，引发了汇率市场的疯狂

投机行为。 鲁哈尼上任之初便推行汇率改革。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伊朗政府将官方汇率下

·１２·

①

②

笔者根据年度数据计算得出。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１－Ａｐｒｉｌ ２０， ２０１７， ｐ． 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ｂｉ．ｉｒ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１６２４．ａｓｐ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８ 日。

“ＣＰＩ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Ｍａｙ ２１ ⁃Ｊｕｎｅ ２０，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ｂｉ．
ｉｒ ／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ｅｎ．ａｓｐｘ，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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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至 ２５，０００ 里亚尔兑 １ 美元，并允许汇率根据市场状况有限浮动。① 改革令平行市

场和官方市场的汇率差距缩小，有利于伊朗政府打击屡禁不止的外汇投机行为和恢

复政府信誉。 自此，虽然伊朗货币小幅度贬值仍持续至今，但大幅度贬值的状况已

明显改善。 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６ 日，伊朗里亚尔兑美元比值为 ３２，７８６ ∶１；而在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二者比值为 ２９，７０９ ∶１。② 由此可见，在过去两年时间里里亚尔贬值幅度明显

减弱。 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石油收入的增加、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外资的引入，使得

伊朗外汇短缺的局面得到一定缓解，为币值稳定提供了一定保障。 不过，里亚尔稳

定的基础依然脆弱，易受到突发政治事件的干扰。 如在 ２０１６ 年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

成功后，伊朗国内不安情绪加剧，一度出现了里亚尔抛售和挤兑风潮，从而引发了汇

率的大幅度动荡。

第三，伊朗政府高度重视通过吸引外资改善经济状况。

对制裁解禁后的伊朗来说，发展经济最迫切的需要就是资金和技术。 鲁哈尼在

２０１６ 年初向议会递交第六个五年计划（２０１５ ／ １６ ～ ２０２０ ／ ２１ 年度）时表示：“为了实现

８％的经济增长目标，伊朗需要吸收 ３００ ～ ５００ 亿美元的外国投资。”③自 ２０１５ 年底以

来，伊朗陆续出台了多项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石油领域“回

购”合同的修改。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伊朗正式对外宣布新的石油合同框架。 与“回购”合

同相比，“新石油合同”取消了投资上限，允许投资商以“成本油”的方式完全回收投

资成本，合同的期限得到延长，投资者可以享有不同程度的管理权。④ 伊朗政府还出

台了许多优惠投资政策，如由政府担保降低投资商的投资风险；在不同产业和地区

实行程度不等的减税政策等。 伊朗在中东地区吸引外来投资的排名不断上升。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５ 年，在吸引外资方面，伊朗在 １４ 个中东国家中排名第 １２ 位；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已

上升至第 ３ 位，占比达 １１．１１％，仅次于阿联酋和沙特。⑤ 据伊通社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报道，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伊核协议执行以来，伊朗共吸引外资 １１０ 亿美元。⑥ 虽然与伊朗设定

·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ｉｓ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ｐ． １１．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ｂｉ．ｉｒ ／ ｅｘｒａｔｅｓ ／ ｒａｔｅｓ

＿ｅｎ．ａｓｐｘ，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６ 日。
《伊朗总统向议会递交伊历明年预算和第 ６ 个五年发展计划》，中国商务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ｊ ／ ２０１６０１ ／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２３７０６８．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６ 日。
姜明军等：《伊朗新版石油合同的型构思路与实施展望》，载《国际石油经济》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第 ３４—

３５ 页。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伊朗吸引外国投资出现明显增长》，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ｈｔｔｐ： ／ ／ ｉｒ．

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６０６ ／ ２０１６０６０１３４４０４４．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０ 日。
《伊核协议达成后伊朗共吸收外资共 １１０ 亿美元》，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ｈｔｔｐ： ／ ／ ｉｒ．ｍｏｆ⁃

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７０５ ／ ２０１７０５０２５７５４０６．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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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仍有很大差距，但这个数字创造了历年来吸引外资的新高。

第四，制裁全面解禁后，伊朗果断恢复石油生产并夺回出口份额。

在制裁正式解除前的 ２０１６ 年初，伊朗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宣布要加大原油开采力

度。 伊朗宣布增产计划时，低油价格局已对产油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欧佩克内限

产保价的呼声渐高。 伊朗重回世界原油市场的诉求引起了产油国对油价继续下跌

的担忧。 因此，伊朗单方面增产行动导致其与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产油国的关系进

一步恶化。 制裁解除后，伊朗的战略目标是重新夺回失去的市场份额。 自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起，伊朗的石油产量和出口量快速上升。 据欧佩克统计，伊朗日均石油产量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１５ 万桶增长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６５ 万桶。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伊朗石油产量达

３８８ 万桶 ／日，①这个数字与 ２０００ 年伊朗的石油产量基本持平，但还没有达到产量

上限。

出人意料的是，伊朗向国际石油市场回归的同时，油价并没有因此继续下跌，反

而有所上升。 这表明，伊朗对世界原油市场的影响有限，伊朗的回归并没有导致原

油市场供应的显著过剩。 至 ２０１６ 年，低油价格局已经令剩余的石油库存得到了部分

消解，国际原油供大于求的局面有所缓和。 亚洲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加强了原油战略

储备，增加了购买量，也是影响油价回升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但截至目前，油价

回升的幅度仍然有限。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特朗普政府重视本国页岩油

开发的政策加大了油市供大于求的局面和预期，制约了油价的大幅度上升。 国际油

价回升乏力不利于伊朗增加财政收入并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撑。

第五，伊朗政府重视增加非石油出口份额，注重扩大对外贸易往来。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伊朗对外贸易额大幅度下降。 自 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开始，伊朗积极

发展同周边及欧亚国家的关系，旨在促进伊朗的非石油贸易。 伊朗的非石油出口主

要包括石化产品、农产品、矿物、手工艺品等。 自 ２０１６ 年以来，伊朗对外贸易出现好

转，进口额比上一年明显增加，但是非石油出口依然低迷。 进入 ２０１７ 年以来，伊朗的

对外贸易扭转颓势，表现强劲，尤其是伊朗与欧洲的贸易呈现爆炸式增长。 据伊朗

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２０１７ 年前三个月伊朗与欧盟 ２８ 个国家贸易额达 ５３ 亿欧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２６５％。 其中伊朗对欧盟出口创下新高，较上年同期增长 ７ 倍；伊

朗从欧盟进口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５７％。② 中国是伊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截至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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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Ｏｉ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ＰＥＣ，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 ｐ． ５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ｐｅｃ．ｏｒｇ ／ ｏｐｅｃ＿ｗｅｂ ／ ｓｔａｔｉｃ＿ｆｉｌ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ｍｅｄｉａ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ＭＯＭＲ％２０Ｊｕｌｙ％２０２０１７．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７ 年一季度伊欧贸易增长 ２６５％》，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ｈｔｔｐ： ／ ／ ｉｒ．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７０５ ／ ２０１７０５０２５８０１６４．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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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５ 月，伊朗同中国贸易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４０．７％。 其中，伊朗对中国出口同比增加

５８．５％，中国对伊朗出口同比上涨 ２４．９％。① 从发展趋势来看，伊朗对外贸易有望在

未来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

伊朗经济走势开始向好，这是鲁哈尼政府在致力于解除制裁的同时推进经济改

革的结果。 但是，经济复苏的速度显然低于预期，２０１５ ／ １６ 年度伊朗经济仍呈现负增

长（－１．６％）；②２０１６ ／ １７ 年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达 ８．３％。③ ２０１６ 年的全面解

禁确实促进了伊朗经济的积极增长，但制裁解除释放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减弱，伊

朗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 未来，伊朗经济发展除依赖外部制裁的进一

步解除外，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顺利推动国内经济体制的深层次改革。 在现有政

治体制下，伊朗经济改革的道路注定是漫长的，改革成效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三、 伊朗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与前景

伊朗经济发展虽受到外部制裁的不利影响，但长期以来难以实现良性发展的主

要原因仍在于自伊斯兰革命以来深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体制性问题。 伊斯兰教

教义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突出特点是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尤其是主张经济行

为必须体现公平和正义。 在实践层面，与注重经济增长的现代经济学理念迥然不

同，伊斯兰经济更重视再分配环节。 伊朗现有经济体制除受到伊斯兰经济思想的影

响外，也深受革命后内外发展环境长期不利的影响。 从两伊战争到美国制裁，伊朗

长期被孤立于国际社会。 为抵御外部压力甚至入侵，民族主义深刻影响着伊朗的经

济战略，使伊朗政府高度重视经济的独立性。 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伊朗建立

了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 伊朗还建立了庞大的补贴系统，甚至一度采取

配给制，以保障民众生活。 配给制度在两伊战争结束后即被取消，但是补贴制度却

一直延续至今。 这些政策越来越不适应伊朗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部分改革早就开

始推行，但是改革进程十分缓慢。

·４２·

①

②

③

《２０１７ 年 １—５ 月我国对亚洲国家（地区）贸易统计》，中国商务部亚洲司网站，ｈｔｔｐ： ／ ／ ｉｍａｇｅｓ．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ｃｎ ／ ｙｚｓ ／ ２０１７０７ ／ ２０１７０７０４１３４８３６７５１．ｄｏｃ，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３９４， ｐ． ４７，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ｂｉ． ｉｒ ／ Ｓｉｍ⁃
ｐｌｅＬｉｓｔ ／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ｅｎ．ａｓｐｘ，登录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３ 日。

《伊历去年伊朗经济增长 ８．３％》，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ｈｔｔｐ： ／ ／ ｉｒ．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７０６ ／ ２０１７０６０２５８６０５２．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３ 日。 该数据援引自伊朗国家统计中心，
伊朗央行还没有公布相关数据。 两个机构公布的数据经常存在一定的差异，一般情况下伊朗央行公布的数据

最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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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伊朗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向性不符合其经济外向性的需要。

伊朗经济一直带有鲜明的外向性特征。 作为欧佩克第二大和世界第四大石油

生产国，石油对伊朗经济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早在巴列维时代，伊朗就充分参与

了国际分工，是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伊朗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石

油，同时进口所需的炼油产品，具有相当规模的非石油产业对外贸易。 伊朗大量进

口基本食品及其他消费品，同时出口地毯、手工艺品、矿产品等传统优势商品。 当时

在伊朗的外来投资也十分活跃。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的经济发展战略深受革命意识形态和宗教保守氛

围的影响。 特别是在美国大使馆人质危机和两伊战争爆发后，维护民族独立成为伊

朗的首要任务，这在经济上表现为追求经济的高度独立自主，尤其是不能依赖西方

的资本和技术。 在革命后初期，伊朗不允许引进外资。 这一禁令还被列入了宪法，

至今未被正式废除。 伊朗宪法第 ８１ 条规定，绝对禁止给予外国人以开设商业、工业、

农业、矿业和服务业方面的公司和企业的权利。① 尽管霍梅尼去世后吸引外来投资

的禁令被打破，哈塔米任内伊朗还出台了《鼓励和保护外来投资法》，但石油开采领

域长期实行的“回购”模式却因其苛刻的投资条件而饱受诟病。 伊朗核问题发生后，

为抵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的经济封锁，伊朗政府制定了“抵抗型经济”政

策。 引人深思的是，全面协议签署后，“抵抗型经济”再次被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公开强调。 伊朗的“抵抗型经济”政策强调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和引进先进

科技的重要性，体现出政策的灵活性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特点。② 但是，“抵抗型经济”

政策的实质仍是寻求经济独立，对抗西方国家的威胁，因此其内向性的特征突出，本

质上反映了伊朗国内强硬保守派的要求。 新石油合同也因此受到了强硬保守派的

强烈批评，被认为对国家利益让渡太多。

伊朗的经济战略导向在根本上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目标，这常常使得经济发展问

题在政府事务中实际上变得不那么重要。 这种内向性的经济战略尤其对引进外资

影响较大。 虽然伊朗政界基本认同引进外资是促进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在

实施细则上各派别并没有形成共识，常因左右掣肘导致政策摇摆不定，令国际投资

者望而却步。 这种过分注重民族主权的发展战略易滋生保护主义情绪，对国际合作

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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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ｔｔｐ： ／ ／ ｆｉｓ⁃ｉｒａｎ．ｏｒｇ ／
ｅｎ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ｌｅｇａｌｄｏｃ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ｓｌａｍｉｃ，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６ 日。

《伊朗建设“抵抗经济”的要点》，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ｈｔｔｐ： ／ ／ ｉｒ．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１４０６ ／ 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６４４５４１．ｓ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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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解除后的伊朗存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迫切需求，客观上要求伊朗的经济

战略向更加开放和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从伊朗强硬保守派控制实权的现状看，

伊朗经济发展战略只能在现有“抵抗型经济”框架下进行调整，做出整体性变动的可

能性较低。

第二，补贴制度的改革面临伊斯兰经济理念的制约。

当前，经历多年制裁之苦的伊朗人，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渴望经济的高速增

长。 对伊朗政府而言，将更多资金用于投资而非消费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路径。

但在油价持续低迷的当前，伊朗即使开足马力生产石油，财政状况依然吃紧，预计未

来几年财政赤字还会大量增加。 除进一步推进税收制度改革外，减少消费和增加投

资的另一条途径就是对延续已久的补贴制度进行彻底改革。

补贴制度建立于两伊战争期间，其初衷是为了在战争困难时期保障民众的基本

生活需求，对国内油品、基本食品及日常消费品实行价格补贴，其中对油品的补贴力

度最大。 长期以来，伊朗是全球公认的油品价格最低廉的国家之一。 ２０１０ 年前，伊

朗国内每公升汽油的价格长期维持在 １０ 美分的水平。① 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

阀”，补贴政策虽然饱受指责，但是在伊朗遭受制裁和孤立的困难期，该政策确实发

挥了必要的维稳作用。 此外，补贴制度特别符合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追求“社会公

正”的目标，同伊斯兰文化注重公平、公正的传统不谋而合，因此受到民众的认同。

但是，庞大的补贴逐渐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并且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浪费问题。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油价的上升，伊朗国内油品和国际油品的价格差进

一步扩大，使得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 但是，补贴制度改革在拉夫桑贾尼、

哈塔米和内贾德时期却屡遭挫折，其根源仍在于强大的社会阻力，取消补贴确实会

增加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成本，导致社会不满情绪增加。 部分民众还质疑补贴改革缺

乏公正，认为改革牺牲了民众利益，却使得上层宗教政治集团获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内贾德政府启动了被誉为“伊朗经济最大的外科手术”的补贴改

革计划。 然而改革计划推行后，伊朗国内汽油、柴油、天然气、水、电、面包和交通出

行价格都大幅度上涨。 政府最初决定只向中下层收入群体提供现金补偿，后来因为

鉴定困难，变成了向所有人平均分配改革收益。② 改革实施后不久，伊朗就陷入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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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Ｍ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１０ ／ ７６，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 ｐ． 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ｓｃｒ ／ ２０１０ ／ ｃｒ１０７６．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Ｒｏｍａｎ Ｚｙｔｅｋ， ａｎｄ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Ｒｅｚａ Ｆａｒｚｉｎ， “ Ｉｒａｎ⁃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１， ｐｐ． １３－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Ｐ ／ Ｉｓｓｕｅｓ ／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３１ ／
Ｉｒａｎ⁃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ｓｉｄｙ⁃Ｒｅｆｏｒｍ⁃２５０４４，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３ 日。



伊朗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前景分析


面的经济危机，这项改革因此倍受批评。 批评者认为，补贴改革计划并没有减少财

政开支，现金补偿反而催化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 鲁哈尼上台后，顶住各方压力

继续推行改革，国内油品价格再度被抬高，涨幅在 ２０％ ～ ７５％之间不等，使得燃料补

贴在 ２０１５ ／ １６ 年度降到了 ＧＤＰ 的 ４％。① 补贴改革涉及民众的直接利益，易使政府

被扣上违反“社会公正”的罪名。 伊朗政府在提高油品和其他消费品价格的同时，如

果不能同时满足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要求，会导致后者生活成本上升，即使实

现经济增长，也无法受到民众的认可，甚至会引发政治危机。 因此，补贴改革对伊朗

政府而言是一项严峻的挑战，伊朗政府或将谨慎推进补贴改革。

第三，经济多元化举措成效有限，伊朗政府尚未探索出一条可行的工业化和现

代化路径。

为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依赖，伊朗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提出了建设多元化经济的

目标。 但经过 ３０ 多年的建设，伊朗的经济多元化远未实现。 石油作为伊朗的主要财

政收入和 ＧＤＰ 贡献者，其价格的起伏依然是伊朗经济的晴雨表，造成伊朗经济呈现

出明显的不稳定性。 在全面协议达成后，伊朗的经济表现低于预期，这和始于 ２０１４

年底国际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存在直接关联。

石油地租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业结构的落后性。 以石油

生产（上游产业）及加工（下游产业）为代表的产业链，本质上是一种能源资本密集型

产业。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经济体而言，主导产业基本上是由高科技

产业引领，属于创新型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结合体。 目前除石油产业链外，伊朗

主要的非石油产业仍以农业和矿业为主，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伊朗经济中的比重明显

不足。 迄今为止，伊朗制造业缺乏本国主打的自主品牌，尤其是电子产品、耐用消费

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 这一切都表明，伊朗远未实现工业化的目标。

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伊朗的高失业率，或许更有助于理解伊朗产业结构的现

状。 在伊朗，石油及相关产业吸纳的劳动力十分有限，且社会性别歧视严重，导致大

量青年人尤其是妇女失业问题严重，创造就业只能靠其他产业来解决。 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预测，制裁解禁后，伊朗的基础设施投资将会带动建筑业的繁荣，估计能创

造 １００ 万个就业机会。② 大多数伊朗青年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就业上倾向于选择现

代化、专业性强的行业，如科技含量较高的制造业、通讯业、电子商务等现代经济部

·７２·

①

②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Ｍ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１５ ／ ３５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ｐ． 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ｓｃｒ ／ ２０１５ ／ ｃｒ１５３５０．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ＩＭ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１５ ／ ３４９， ２０１５， ｐ．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 ／ ｅｘｔｅｒ⁃
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ｓｃｒ ／ ２０１５ ／ ｃｒ１５３４９．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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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但这些产业在当前伊朗恰恰是最欠缺的。 以伊朗的互联网行业为例，虽然该行

业发展潜力巨大，但其发展易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负面影响。 对伊朗政府来

说，仅仅依靠发展传统非石油产业来取代石油产业的做法已不合乎时代需要，更无

助于青年失业问题的解决。 而打造本国的主导产业，尤其是研发能够与国外产品竞

争的自主品牌，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

第四，私有化改革导致众多利益纠纷，限制了伊朗经济的良性发展。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将全部石油产业收归国有，银行、保险、绝大部分的

重工业、交通、通讯部门都被纳入国有体制。 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伊朗国有企业的

弊端已经充分显现，而且与伊斯兰教维护私有制的传统观念不符。 拉夫桑贾尼时

期，伊朗启动了私有化改革，但进度迟缓。 不同派别对私有化改革的具体范围存在

较大分歧。 直到 ２００７ 年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呼吁加快私有制改革后，大部分银行和保

险公司、大型重工业、公共设施、交通、通讯部门才逐渐被列入了私有化改革的范围。

鲁哈尼上台后，伊朗政府进一步推动私有化改革进程，并将其视为扫除经济发

展制度性障碍的重要举措。 从现实状况来看，伊朗经济仍存在诸多私有化改革的制

约因素。 首先，被列入私有化的对象大多是超大规模的企业，涉及利益群体众多，具

体的改革流程十分复杂。 受管理体制不健全的影响，私有化本身的透明度不高，其

过程的公正性很难得到保证，容易滋生新的社会矛盾。 其次，许多计划私有化改革

的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问题，需要改善管理体制和提高效率，加大了兼顾公平的难

度，可能会引起新的失业问题。 这些企业对伊朗政府能否在社会保障方面做好配套

措施仍存在疑问。 最后，大小不等的基金会组织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可能继续游离于

私有化改革之外，成为私有化的受益者。 它们直接隶属于最高领袖，在高层政治的

庇护下，大量参与经济活动。 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基金会下属的许多公司

曾购买过不少私有化的企业；内贾德时期，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附属企业则通过类似

的购买活动获益丰厚。① 鲁哈尼政府若想继续推进私有化改革，必须削弱利益集团

并尽可能限制其在私有化中的投机行为。 这对政府而言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未来伊朗经济能否实现顺利发展，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各项制度性改革能否顺利推进。 伊朗经济的制度性改革主要包括：能否

在吸引外资政策上保持连贯性；能否继续完善本国的投资贸易环境和各项法律法

规，降低外来投资者的风险；能否处理好各方利益诉求，进一步推进补贴及私有化改

·８２·

① Ｓｈｉｚａｄ Ａｚａｄ，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ｎ，” Ｒｕｂｉ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ｕｂｉｎｃｅｎｔｅｒ．ｏｒｇ ／ ２０１０ ／ １２ ／ ａｚａｄ⁃２０１０⁃１２⁃０５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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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能否发展非石油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并同解决就业问题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宏观经济环境能否持续平稳运行。 当前，伊朗宏观经济虽出现改善迹象，

但是经济基础仍比较脆弱，尤其容易受到内外突发事件的干扰而发生动荡。 通货膨

胀重新上扬和货币再次大幅度贬值的风险依然较高。

第三，国际经济环境能否继续改善。 未来一段时期，制裁与反制裁依然是伊朗

外交的重点，这势必会影响伊朗国内经济的顺利发展。 特朗普上台后，将遏制伊朗

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支点，将《对伊朗制裁法案》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２６ 年底，以伊

朗支持恐怖主义、试射导弹为由单方面发动了对伊朗的新制裁，同时蓄意激化以伊

朗为首的什叶派阵营与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阵营之间的矛盾。 因此，在特朗普时

期，完全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前景黯淡，这增加了在伊朗进行投资贸易的风险。 鲁哈

尼政府势必会进一步努力改善国际处境，尤其是注重改善与欧洲国家的关系。 但在

美伊对抗的背景下，美伊关系和伊朗经济环境改善的前景不容乐观。

四、 未来中国与伊朗加强经济合作的机遇

发展经济是解决当前伊朗各种问题的关键。 从制约伊朗经济发展的因素来看，

内生制度性障碍是关键，外部制裁的影响既不能被过分夸大，也不能被轻视。 伊朗

虽然是地区大国，但是人口、资源有限，经济体量不算大。 因此，与外部的关系尤其

是与大国的关系对其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中国可以为伊朗经济获得更

快的发展提供助力，而加强与伊朗经济合作也将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

要内容。

第一，作为伊朗大国关系中维系平衡的重要一环，中国可能会受到伊朗政府更

大程度的重视。 虽然特朗普政府重新加强了对伊朗的制裁，但根据以往的经验，美

国单方面的制裁不会对伊朗经济产生实质性的打击，不过也会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

影响。 为了抵制美国制裁，伊朗与俄罗斯之间构成了更加紧密的同盟关系。 但这种

方式只会加深伊朗与以美国为首的反伊联盟的对抗，从长远看不利于双边矛盾的解

决。 与中国保持紧密的关系将有利于伊朗寻求一个沟通者、调节者，在必要的时候

发挥斡旋调停的作用。 因此，中国在伊朗外交中的地位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伊朗积极申请加入上合组织也是重视发展与中国更紧密政治安全关系的表现。 这

种局势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与伊朗开展更加密切的经济合作。

第二，中伊之间的贸易和产能合作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 当前中国以共商、共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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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共享的合作方式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倡议在许多方面能够满足伊朗发展经济的

迫切需要，并可以避免引发伊朗政府对引进外资会损害国家主权的过分担忧。 中伊

贸易和产能合作在过去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和谐的声音，如不少伊

朗人对中国商品的认可程度不高，更倾向于欧洲产品。 全面协议签署之后，伊朗有

了更多的选择，中伊贸易及其他合作一度有所停滞。 但自 ２０１６ 年后，中伊之间的经

济合作迅速升温。 伊朗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目前伊朗许

多行业亟待外来投资，如能源、基建、汽车制造、钢铁、旅游、电子商务、采矿、农业等，

中国很多相关的技术和资本可以对接上述产业。 从全面协议签署至今，不少中国企

业远赴伊朗开拓市场，既有助于推进伊朗的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也

有利于解决伊朗的高失业问题。 这种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溢出

效应。 在鲁哈尼连任之后，势必坚持发展经济与引进外资相结合的外向型经济导

向，这对试图走进和已经进入伊朗的中国企业来说也是新的机遇。

第三，中伊或将加速推进两国本币互换进程。 “人民币国际化是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前提”，“货币合作的主要内容是本币化与货币互换。”①目前，中国已

经同 ３３ 个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但伊朗未在其列。 中伊双方都存在达成本币互

换的意愿，但也有各自的顾虑。 中方主要担心伊朗里亚尔贬值问题，伊朗方面则担

心以人民币结算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依赖。 美国延续对伊朗制裁将使伊朗重新

融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进程被一再推迟，不利于伊朗石油和进出口贸易的结

算。 伊朗寻求第三方替代支付系统规避风险的意愿上升，这有利于推进人民币与里

亚尔的本币互换进程。 中国应该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地推动双方本币互换的具体

谈判。

第四，中伊两国可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上加强合作。 “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伊朗是距离该经济走廊最近的中东国家。 伊朗

扼守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控制国际石油航道，加强中伊合作对这条走廊的繁荣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伊朗已经表现出对这条走廊的浓厚兴趣，愿与巴基斯坦、中

国共建共享。 早在 ２０１５ 年全面协议达成后不久，伊朗就积极响应巴方建设走廊的要

求。② 在 ２０１６ 年联合国大会期间，鲁哈尼总统在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会谈时，明

·０３·

①

②

张睿亮：《“一带一路”与中国时代和亚洲世纪的开启》，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２、
１０４ 页。

《伊朗积极考虑融入中巴经济走廊》，中国商务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ｊ ／
２０１５０９ ／ ２０１５０９０１１０２９９９．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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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表示了伊朗加入该走廊建设的愿望。① 伊朗参与“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对确保中

国的能源安全，降低中国商品进入和途经中东地区的成本与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从地缘政治和安全角度来看，也有利于打击走廊沿线的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活

动，为走廊的畅通提供更多保障。 当然，中国与伊朗加强合作也要兼顾与沙特等海

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多方平衡，谨慎推进。

五、 结语

制裁一度被视为伊朗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但是，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不论在

制裁的大部分时期还是解禁之后，伊朗经济的起伏与制裁强度及解禁的时间表并不

一致。 制裁或者解禁对伊朗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但一直都是以外在变量发挥作

用，而内生制度性障碍是影响伊朗经济的关键因素。 未来伊朗经济能否顺利发展仍

主要取决于政府改革现有制度性障碍的决心和能力。 鉴于伊朗当前的政治经济体

制，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势必会与伊斯兰革命以来一直坚守的某些原则发生碰撞，短

期内也会损害民众的部分利益，并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未来伊朗的经济改革

不会一帆风顺，但伊朗高层已对优先发展经济达成了共识，尤其在鲁哈尼连任总统

后，伊朗经济发展将保持总体向好的势头。 伊朗拥有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与中国

的“一带一路”倡议存在对接基础，中伊两国加强经济合作的机遇和前景十分广阔，

存在巨大的合作机遇。

（责任编辑： 邹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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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伊朗总统：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经济参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 ２０１６⁃０３ ／ ２８ ／ ｃ＿１３５２２７９４７．ｈｔ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６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