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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经济发展道路：探索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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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伊朗经济发展道路从巴列维君主制时期的“全盘西化”，到伊斯

兰共和国霍梅尼时代的激进“伊斯兰化”，再到后霍梅尼时代的有限自由

化，以及近几年哈梅内伊提出的“抵抗型经济”，都是当时国内外环境下的

产物。 为实现经济现代化，伊朗先后实施了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和出

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但都未能真正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在后伊核时

代，伊朗在“抵抗型经济”政策的指导下，正在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经济发

展道路。 然而，伊朗经济发展面临经济和政治两大结构性矛盾，使得伊朗

的经济发展仍将呈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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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是中东地区的主要经济体，也是人口和资源大国。 丰富的自然资源、充足

的劳动力、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伊朗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自 １９ 世纪开始，伊朗沦为英国和俄国的半殖民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介

入中东事务的加深，伊朗成为英美争夺中东石油产地的重要对象。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伊朗开启了经济现代化进程，二战后的 ５０ 年代和 ７０ 年代中期，伊朗曾出现两次较快

的经济发展。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并因经济结构封闭、两伊战争冲击和国际制裁而增长缓慢。 从经济规模和经

济结构的角度看，２０１６ 年伊朗 ＧＤＰ 约为 ３，７７０ 亿美元，人均 ＧＤＰ 达 ４，６８２ 美元。①

制造业和金融业在伊朗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上升，但伊朗的经济结构仍以石油和

天然气部门为主，经济发展及政府收入仍高度依赖石油收入，同时受石油价格波动

影响明显。② 此外，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持续经济制裁对伊朗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

影响。
伊朗的经济发展道路经历了巴列维君主制时期的“全盘西化”，到伊斯兰共和国

霍梅尼时代的激进“伊斯兰化”，再到后霍梅尼时代的有限自由化，③以及近几年哈梅

内伊提出的“抵抗型经济”，它们无一不是当时国内外环境下的产物，也是意识形态

在经济领域的能动反映，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当前，伊朗正处于后伊核时代的转

型进程中，其发展道路的选择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

一、 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的经济发展道路———工业化

伊朗传统上一直是农业国家。 １９ 世纪初，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大量廉价

工业品涌入伊朗，对该国传统手工业造成严重冲击。 自 １９ 世纪中叶开始，伊朗出现

了最早的机器工业。 然而，在西方殖民势力的控制下，伊朗民族工业苦苦挣扎。 为

维护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伊朗开启了现代化改革之路。
巴列维王朝的建立者礼萨·汗深受土耳其领导人凯末尔思想的影响。 礼萨·

汗在政治领域注重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领域，效仿凯末尔在土耳其推行的现代化

改革措施，积极发展伊朗的民族经济，鼓励开办工厂，将农产品加工业和纺织业作为

主要投资领域；在宗教和社会领域，实行政教分离原则；在外交领域，主张收回主权

·４·

①

②

③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１７ ／ ６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７， ２０１７， ｐｐ． ２７， ２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ｏｒｇ ／ ～ ／ ｍｅｄｉａ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Ｒ ／ ２０１７ ／ ｃｒ１７６２．ａｓｈ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８ 日。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１５ ／ ３４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５， ｐ． 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ｏｒｇ ／ ～ ／ ｍｅｄｉａ ／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 ＩＭＦ ／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ｆｕｌｌ⁃ｔｅｘｔ⁃ｐｄｆ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ｕｂｓ ／ ｆｔ ／ ｓｃｒ ／ ２０１５ ／ ＿ｃｒ１５３４９．ａｓｈ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８ 日。

Ｈｏｍａ Ｋａｔｏｕｚｉａｎ ａｎｄ Ｈｏｓｓｅｉｎ Ｓｈａｈｉｄｉ， Ｉｒ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８， ｐ．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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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独立自主，体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巴列维王朝第二代国王穆罕默德·礼萨

推行的现代化进程继承了父亲礼萨·汗改革的基本原则，但在改革力度上比礼萨·
汗时期更猛烈。 巴列维王朝的两次改革都是效仿西方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目的是维

护巴列维王朝的专制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都主张对农业和工业的现代

化改革，实现民族振兴。 两次改革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都以失败告终。
（一）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

西方强国大多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起飞，穆罕默德·礼萨也试图凭借石油美元

和美国的支持，复制西方国家经济起飞①的成功经验，通过西方式的工业化改变伊朗

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使伊朗成为现代化强国。② 但是，直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伊朗

工业仍发展缓慢，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微不足道。 进入 ７０ 年代以后，伴随着石油美

元的大量积累，穆罕默德·礼萨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发展计划，现代工业生产规

模明显扩大，这一时期成为伊朗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 ７０ 年代中后期，伊朗现代

化表现为“全盘西化”，经历了石油繁荣引发的“疯狂的现代化”阶段。③

穆罕默德·礼萨企图凭借石油美元，使伊朗迅速跨入现代化工业强国的行列，
声称要在 ２０ 世纪末将伊朗建设成为世界五强之一，使之成为控制波斯湾和活跃于印

度洋上的军事大国。 穆罕默德·礼萨时期，伊朗依靠巨额石油收入，通过进口西方

技术、购买现代化设备、高薪聘请外国专家和雇佣外国熟练技术工人来实现工业化

进程。 例如，在第五个五年计划（１９７３～１９７８ 年）期间，伊朗与美国签订了一项为期 ５
年、总金额达 １５０ 亿美元的贸易协定（主要为采购协定），同时还同苏联及西欧国家

签订了巨额贸易协定。 穆罕默德·礼萨采取重工轻农的政策，实行鼓励机械化大农

场的政策，试图以充裕的石油美元向世界市场购买“廉价”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来

满足国内需要。 与其他自然资源丰富而经济、技术、教育水平不高的大中型发展中

国家一样，穆罕默德·礼萨时期的伊朗采取了初级产品出口型和进口替代型的经济

发展战略，石油收入是财政收入和外贸收入的主要来源。 伊朗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所

采取的措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基本相同，旨在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逐步实现工业

化，包括减少对外国和石油的依赖、尽快建立本国的替代工业、减少制成品的进口、

·５·

①

②

③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Ｗａｌｔ Ｗｈｉｔｍａｎ Ｒｏｓｔｏｗ）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一个

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可分为 ５ 个阶段，依次是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

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 全球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起飞阶段的大致时段如下：英国 １７８３～ １８０２ 年，
法国 １８３０～１８６０ 年，美国 １８４３～１８６０ 年，德国 １８５０～１８７３ 年，日本 １８７８～１９００ 年。 中国在 １９７７～１９８７ 年间实现

了经济起飞。
Ｊａｈａｎｇｉｒ Ａｍｕｚｅｇａｒ， Ｉｒａ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Ｌ． Ｂ． Ｔａｕｒｉｓ ａｎｄ

Ｃｏ． Ｌｔｄ．， １９９７， ｐ． ３．
Ｍａｓｏｕｄ Ｋａｍａｌｉ，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ｒ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

Ａｓｈｇ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ｔｄ．， １９９８， ｐ．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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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开发新油田等。①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伊朗已初步形成不少进口商品的替代工

业，石化工业发展规模最为显著，轻纺工业品已能满足部分国内市场的需要，为伊朗

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从比较的角度看，很多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中

国家，除了依靠初级产品出口和外国贷款外，还注重促进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来抵偿

资本货物和中间货物的进口，但伊朗却是严重依赖石油出口，工业发展基本上面向

国内市场。 同时，伊朗实施的进口替代战略以极为迅速的步伐，在多样化的工业领

域（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实现工业化。 通常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中，实现从轻工业

到重工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但在伊朗却被大幅度缩短。②

（二） 西方化发展道路失败的原因

进入 ２０ 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成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穆罕默

德·礼萨确立了西方化的发展道路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在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实
现经济独立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具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特征。③ 但是，现代化

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穆罕默德·礼萨以土地

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白色革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伊朗传统的农业生产方

式，但是重工轻农的政策导致农业发展缓慢，农产品大量依赖进口，大批农民被迫流

向城市寻找生计。 穆罕默德·礼萨的现代化强调速度、重工轻农和偏重发展石油工

业，导致经济部门之间出现严重失衡。 当时，伊朗对基础设施建设重视不足，跟不上

经济发展的需要；投资结构不合理，亟需资金的农业、公用事业、教育科技卫生及社

会福利等方面严重不足，对于并非亟需的国防、核电站等领域投资过度，再加上本国

技术落后、设备不足，不得不依赖进口，耗费了巨额外汇。 穆罕默德·礼萨雄心勃勃

的工业化举措在资金上严重依赖石油收入，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６ 年世界经济萧条令各工业国

对石油需求量减少，伊朗石油收入急剧下降，许多工程建设被迫停工。 此外，伊朗经

济发展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发展极不平衡，反过来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巴列维王朝实施专制统治，政府部门腐败横行，导致民众不满，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

压，成为伊斯兰革命爆发的重要诱因，穆罕默德·礼萨最终落得流亡异国的下场。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力具有反作

用。 当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

力相适应，新旧生产关系的取代一般是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来完成。 伊朗伊斯兰革

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建立伊斯兰政权，就是通过革命实现新的生产关系取代旧的生

·６·

①
②

③

冀开运：《论伊朗的发展战略》，载《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第 １７、１８ 页。
Ｅｖａｌｅｉｌａ Ｐｅｓａｒａｎ， Ｉｒａｎ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Ｅｒ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１， ｐ． ３６．
Ｍａｓｏｕｄ Ｋａｍａｌｉ，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ｒ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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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 在上层建筑方面以伊斯兰共和国取代巴列维王朝的君主制，在经济体制上

以伊斯兰化和国有化取代巴列维时期的西方化和国家资本主义。

二、 霍梅尼时代伊朗的经济发展道路———伊斯兰化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受结构主义学派尤其是萨米尔·阿明“依附论”思想的影

响，独立后的中东民族国家大多采取了国有化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和进口替代发展

战略，民族工业实现了显著发展。 在霍梅尼时期，伊朗奉行经济体制伊斯兰化和国

有化的经济发展理念，以农业作为经济发展基础，在工业上采取自给自足的政策。
（一） 霍梅尼的经济思想

霍梅尼的经济思想源于伊斯兰经济思想，“公正、平等、互助”是其重要原则。 霍

梅尼认为，伊斯兰经济既优于社会主义经济，也优于资本主义经济。① 他指出，真主

是万物的所有者，拥有绝对的所有权，所有权、出售权和转让权都受到伊斯兰教法的

限制，政府是国民经济的执法机构和权威机构，政府有权干预私有经济。 霍梅尼承

认和保护私有制和个人财产权，但也强调个人有义务为众人服务，不得将财产藏匿、
闲置和浪费。 在伊斯兰经济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以合作为基础，伊斯兰经济反对

收取利息。 霍梅尼提出，应通过扶贫和慈善等财富的再分配帮助贫穷无助的人，但
是寻求社会公正并不意味要损害个人和集体利益。② 在霍梅尼伊斯兰经济思想的指

导下，伊朗新政权没收了巴列维王室、权贵、原政府高官、买办资产阶级的财产、企业

和庄园，实施了激进的、以国有化为主体的经济改革，宣布将全国的私营银行、保险

公司等金融机构收归国有，后又对交通运输、电信、公用事业和工矿企业实施国有

化，建立起强大的国营经济体系，同时对私营经济进行严格限制。
（二） 经济体制伊斯兰化

在霍梅尼经济思想的指导下，革命后的伊斯兰政权推行了经济领域伊斯兰化的

政策，土地改革、国有化和政府干预的扩大构成了霍梅尼时期经济伊斯兰化政策的

主要内容，平民主义和国家主义则是经济伊斯兰化举措的宗旨所在。③ 经过激进的

国有化和伊斯兰化进程，伊斯兰共和国经济体制逐渐从巴列维王朝时期自由的市场

经济转向僵化的计划经济，国有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主体，私营经济发展受到严格限

制。 伊朗政府通过制定“无息银行法案”，实施银行体制伊斯兰化，禁止金融机构收

取利息。 伊朗的经济国有化政策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一方面是为了铲除巴列维王

·７·

①

②
③

Ｖａｎｅｓｓａ Ｍａｒｔｉｎ，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ａ Ｎｅｗ Ｉｒａ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Ｂ． Ｔａｕｒｉｓ， ２００７， ｐ． １００．

张铁伟编著：《列国志：伊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４６—１４８ 页。
Ｊａｈａｎｇｉｒ Ａｍｕｚｅｇａｒ， Ｉｒａ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ｐ． 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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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是为了斩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伊朗经济的控制及其与

伊朗代理人的联系。 伊朗政府以保护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农民利益的名义，鼓励

他们组织起来，建立各行各业的合作社，使得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合作经济和私营经

济为辅的经济体制逐渐形成。 由此，国家几乎控制了伊朗整个经济体系，包括物价、
外汇和进出口。 霍梅尼政府采取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政策，对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实

行大幅度价格补贴的配给供应，还专门设立了穷人基金会。
总的来说，霍梅尼的经济发展思想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伊斯兰现代主义和伊

斯兰复兴运动的鲜明反映和重要组成部分。 神权政治和“法基赫的监护”①等治国理

念对伊朗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伊朗现代化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也是一系

列社会政治问题产生的根源。② 在伊斯兰共和国初期，伊朗政府对工矿企业实施国

有化政策，一度导致企业混乱、开工不足，欧美制裁又进一步造成资金短缺、进口原

材料和零件设备不足。 在霍梅尼时代，伊朗强烈的反西方外交导致美伊对抗升级，
输出伊斯兰革命成为两伊战争爆发和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交恶的重要原因，伊朗

逐渐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两伊战争期间，霍梅尼对西方国家实施的经济制裁予

以坚决反抗，推行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以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将石油作为与

西方斗争的武器。 由于重农轻工政策、战争破坏、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以及很多伊斯

兰慈善基金会投资不足，伊朗工业受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国内日用品供

应短缺，经济发展甚至出现倒退。 霍梅尼的全面伊斯兰化经济思想，是继巴列维王

朝西方化改革失败后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另一种尝试，希望通过回归伊斯兰教的本

源来实现经济发展，并希望通过自给自足实现现代化进程的新突破。 毋庸置疑，霍
梅尼时期的伊斯兰化发展道路，稳定了新生的伊斯兰政权，但这种在经济上推行全

面伊斯兰化的激进政策并没有为伊朗人民带来福音。 传统与现代的激烈交锋，保守

的对内对外政策，导致伊朗外交上更加孤立，再加上两伊战争的影响，致使伊朗缺乏

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经济停滞不前，社会矛盾越来越多。③

三、 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经济发展道路———有限自由化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许多中东国家采取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无以为继，国有企

业效率低下，经济陷入低迷，外债无力偿还。 中东国家在世界性的经济调整潮流影

·８·

①

②

③

法基赫的监护或教法学家的监护，是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学说，认为伊斯兰教将管治者的职务赋予法基

赫（教法学家），履行天命和监护所需者。
Ａｌｉ Ｍ． Ａｎｓａｒ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ｒａ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１， ｐ． ４６．
王铁铮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８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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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下，开始反思国家过度干预下长期实行的内向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① 为获得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援助和贷款，许多中东国家不得不屈从于

这两大机构，开始了大范围的经济结构调整。 与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东

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多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为主

要内容，这一趋势对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经济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有限的自由化经济改革

由于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伊斯兰共和国初期实行的伊斯兰化和国有化的计划经

济模式存在种种弊端，再加上战争破坏，伊朗经济状况严重恶化。 两伊战争结束、霍
梅尼去世和 １９８９ 年的宪法修正使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机。
拉夫桑贾尼政府以经济重建为主要内容的“一五”计划，包括了私有化、对外开放、闲
散资金的有效利用、放松外汇管制和对外贸易、设立自由贸易区等一系列自由主义

政策。 为深化经济改革和实现社会公正，哈塔米政府提出重新改组、重新规范和自

由化三点思路，鼓励私营公司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给予国内外投资者以优

惠待遇，提高工农业生产能力，扩大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削弱伊朗经济对石油出口的

过分依赖。 哈塔米时期的经济改革计划是对拉夫桑贾尼时期经济调整的继承和发

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其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被列入“三五”计划中，包括扩大

私有化，改变伊朗石油主导型的经济结构。 哈塔米改革的主要领域不仅包括经济，
还扩大至政治、法律等领域，目的是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政治法律环境。 ２００５
年上台执政的内贾德主张平民主义政治，经济政策力求与前任表现出不同，批评前

两任政府对基础设施投入过多，利益分配倾向于中产阶级，缺乏公平。 内贾德提出

的经济主张包括：进行补贴改革，实现社会公正；深化私有化改革、分发公正股份②；
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加强对外经济合作。 内贾德的经济政策并不是退回到霍梅尼时

代，而是更强调社会公正、消除腐败，是对前两任政府经济政策的修正，是伊朗政治

经济改革的延续。③

（二） 发展战略向出口导向战略转变

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上，后霍梅尼时代的历届伊朗政府仍以进口替代发展战略

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伊朗民族工业，尤其是石化产业、钢铁产业和汽车制造业

的发展，增强了伊朗独立发展经济的能力，减少了经济对外依赖和对石油依赖的程

度。 然而，进口替代战略并没有完全消除对外部依赖和石油主导型经济的弊端，伊

·９·

①
②

③

杨光：《９０ 年代中东经济评估》，载《西亚非洲》１９９１ 年第 ６ 期，第 ３７ 页。
“公证股份”又称“公平股份”，是伊朗国有经济私有化改革的一部分，希望通过向低收入者廉价转让

国有公司股票的方式，促进国家财富的公平分配以及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Ｅｖａｌｅｉｌａ Ｐｅｓａｒａｎ， Ｉｒａｎ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Ｅｒａ， ｐ． ９７．



伊朗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朗经济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进口，只是进口商品的结构发生了转变，从成品进口改

为进口机器设备、中间产品、技术及资本等。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受世界上出口

导向型国家经济发展成就的影响，伊朗逐步对外开放，开始向出口导向战略转变，希
望借鉴其他国家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经验，用轻工业产品出口替代初级产品出

口，用重工业、化工产品出口替代轻工业产品出口，以带动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化。
为此，伊朗开始大力发展非石油经济，促进非石油产品出口，尤其是石化产业、钢铁

产业和汽车制造业，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产业。
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经济发展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虽然仍旧遵循神权政治原则，但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全面伊斯兰化的时代，逐步开

始结构调整和经济改革。 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执政期间，伊朗无论在政治上、经济

上还是外交上都变得更加开放和务实，外部环境的改善为伊朗经济创造了较好的发

展环境。 但与其他中东国家相比，这些改革与调整是渐进的和缓慢的，且不能违背

伊斯兰教法原则。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指出：“我们（伊朗）并没有追随西方自由

市场经济的概念，我们的自由市场经济是通过伊斯兰的方式来满足人民需要，解决

人民的生活问题，让他们享受富足、便利，拥有健康和繁荣的生活是国家公务人员肩

负的伊斯兰教的责任。 这是我们伊玛目和伊斯兰教宗教理想的一部分。”①保守派代

表内贾德执政时期，伊朗的经济政策趋于相对保守，更强调社会公正；外交领域也愈

加强硬孤立，其在伊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导致欧美和联合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制

裁，制裁范围从能源、金融领域扩大到几乎所有的经贸领域。 国际制裁激化了伊朗

畸形的经济结构矛盾，导致伊朗经济几近崩溃。② 因此，在后霍梅尼时代的 ２０ 多年

里，伊朗经济在伊斯兰神权政治原则下实行有限自由化，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经济发

展环境，使伊朗成为中东地区经济大国。 但是，伊朗历届政府仍未能解决经济发展

问题，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高、经济结构单一仍是摆在伊朗政府面前的重大议题。

四、 ２０１４ 年以来伊朗的“抵抗型经济”政策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和 ２０１０ 年底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表明，新自由主义和“看
不见的手”并不是万能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

模式普遍出现严重问题。 在此背景下，中东各国在探索适合自身经济发展道路的同

时，纷纷“向东看”，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成就产生了浓厚兴趣。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针

·０１·

①
②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１５ ／ ３４９， ｐ． ２１．
Ａｒａｂ 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ｒａ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ｉｌｌ ｔｏ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ｓ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Ｖｉｅｗｓ Ｉｓｓｕｅ ＃６９－０８，

ＶＩＩＩ，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ｐ． 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ｒａｂｉａ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 ／ ａｒａｂｉａｍｏｎｉｔｏｒ ／ ｚｈ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 ｅ７％ａ０％９４％ｅ７％ａ９％
ｂ６％ｅ６％８ａ％ａ５％ｅ５％９１％８ａ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ｖｉｅｗｓ⁃ｃｈ ／ ｐａｇｅ ／ ２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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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和争议，以及长期存在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伊朗最高领袖哈梅

内伊宣布了新经济政策———“抵抗型经济”政策总纲领，确立了伊朗经济未来的发展

战略和经济改革的方向和方法。①

（一） “抵抗型经济”政策的内涵

哈梅内伊指出，伊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的基础设施和高素质的劳动力

以及求发展的决心，如果奉行一种源于伊斯兰革命文化的本土新经济模式，不仅能

够战胜所有的经济困难，而且能够打败敌人强加于伊朗的经济战。 建设“抵抗型经

济”就是使伊朗经济自身具有抗衡国际压力与挑战的能力。 “抵抗型经济”政策是立

足于加强伊朗国家经济基础的长远战略，是对“２０ 年发展愿景规划”②和宪法第 ４４
条规定③的完善。 该政策强调本国经济和产能发展的重要性，既要使伊朗经济摆脱

单一的石油经济结构，通过与外部世界互动引进资金和技术促进非石油产品出口，
也要使伊朗经济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重大影响；同时还强调社会公平，让全民共同

创造和增加国家财富而不是分配“贫穷”，让贫困阶层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二） 鲁哈尼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务实改革派人物鲁哈尼上台执政，对内推行“抵抗型经济”政策，抑
制通胀，改善民生；对外实行温和务实的外交政策，积极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努
力解决伊核问题。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和国际制裁的取消、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和民众对鲁哈尼政府政策的支持，为伊朗经济重振创造了比较宽松的内外环境。 在

油价持续低迷、国内商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振兴工业、繁荣经济和增加就业成为鲁

哈尼政府的重要经济目标；政府重点支持出口导向型的投资，努力发展非石油经济，
计划未来十年内非石油出口收入翻三番。④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有利于消除该国工

业部门发展的障碍，伊朗丰富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与发达

国家的资金、技术相结合，将资金注入到有利于增加出口和促进技术进步的领域；着
重促进“抵抗型经济”发展，促进国内生产、竞争和国际市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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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陆瑾：《试析鲁哈尼“重振经济”的路径和制约———兼议哈梅内伊的“抵抗型经济政策》，载《西亚非

洲》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１３６ 页。
２００５ 年，伊朗制定了“２０ 年发展愿景规划”，其核心内容是减少伊朗经济对石油的依赖，创造更多的就

业岗位，将伊朗建设成为中东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国防领域最强大的国家，重要举措包括完善石油和天

然气工业价值链，增加石油产品的附加值，提高电力、石化和石油产品的产量及出口等。
伊朗伊斯兰共合国宪法第 ４４ 条规定了伊朗的经济形式。 根据该条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经济制度

是有计划地建立在国营、合作经营和私营经济三种成分的基础上。 国营成分包括所有大工业、重工业、外贸、大
矿业、银行、保险、劳动力、水坝、大型水利灌溉网、电台、电视台、邮电、航空、航运、公路、铁路等，这些都是公共

财产，属国家所有。 合作经营包括按照伊斯兰原则建立和分配的公司和合作企业，私营成分包括一部分农业、
畜牧业、工业、商业和服务行业，这一成分是辅助国营和合作经营的经济成分。 所有这三种经济成分的所有制

只要不违背伊斯兰法律，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不损害社会，都受伊斯兰共和国法律保护。
《伊朗计划在十年内实现非石油出口收入翻三番》，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ｈｔｔｐ： ／ ／ ｉｒ．ｍｏｆ⁃

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５０８ ／ ２０１５０８０１０６９６５９．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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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出口导向战略本身也有其局限性，伊朗等中东国家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

很不成熟，还难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出口替代型经济。① 就伊朗而言，其工业体系相

对完备，是中东地区的工业强国。 但是，与世界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伊朗工业基础

相对薄弱，大部分工业原材料和零配件依赖进口。 此外，伊朗石油型经济结构在很

长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前期的进口替代还没有形成类似亚洲“四小龙”的现代

化工业体系。 总体来看，伊朗尚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人才和技术。 在世界

经济复苏乏力，发达国家加大贸易保护的背景下，未来伊朗经济发展战略将从石油

等初级产品出口和进口替代战略转变为进口替代为主、出口导向为辅的综合发展战

略，共同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 当下伊朗实施的“抵抗型经济”政策就是要充分

运用这两种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发展。 伊朗丰富的人力资源、能源和矿产资源、庞大

的市场、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实施这两种发展战略的有利条件。 鲁哈尼政府采取

以开放促发展、以发展促开放的政策，力图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以实现本国

经济复兴。 鲁哈尼在总统第一任期内成功地将通货膨胀率降至个位数，实现了伊朗

经济稳步增长。 然而，国内政治斗争对改革进程依然形成多方阻碍，伊核问题全面

协议达成后，国际制裁取消对伊朗经济的积极影响并未立竿见影地显现出来，石油

收入增加和经济增长还未能惠及广大民众，贫困与就业问题依然严峻。 因此，经济

发展问题和落实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将成为鲁哈尼第二任期亟待解决的问题。

五、 对伊朗发展道路的思考

影响经济发展道路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生产力

水平、自然资源状况、劳动力素质、宏观决策主体偏好等。 宏观决策主体偏好实际上

就是一国统治集团尤其是决策者的经济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而发展道路的成败与

决策者的选择密切相关。
（一） 伊朗经济发展道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经济发展思想是历史与时代的产物，并与领导人的个人偏好密切相关。 伊朗经

济发展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不同时期政府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 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及其实现方式都受其所处的国际

环境的制约，并取决于国家对外战略的选择。② 因此，一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实际

上是一定时期国内外环境的产物，是当时社会整体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的能动反

映。 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伊朗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也不例外。 巴列维王朝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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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冯璐璐：《中东经济现代化的现实与理论探讨：全球化的视角》，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７７ 页。
刘中民：《当代伊朗外交的历史嬗变及其特征》，载《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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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外患之际力图通过西方式的工业化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独立，但是巴列维王

朝的经济政策脱离本国实际，并成为其政权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伊朗伊斯兰革命

推翻了巴列维王朝，表明“白色革命”发展道路不具可持续性，新政权开始探索伊斯

兰现代主义的发展道路。 但是，由于缺少正常的发展环境，这一探索并未取得成功，
在两伊战争和西方制裁的双重影响下，伊朗经济一度停滞不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新
自由主义扩展至全球，伊朗经济出现新的转机，并进行了有限的自由化改革，但未解

决经济发展中的根源性问题。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中东国家开始

“向东看”，哈梅内伊提出“抵抗型经济”政策，试图以伊斯兰文化为本源，寻找适合自

身的发展道路。 ２０１５ 年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和国际制裁的解除为伊朗经济创造

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
通过对当代伊朗发展道路的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可以发现，宗教与世俗、专制

与民主、保守与改革、对外封闭与对外依附等数对变量关系，构成了影响伊朗发展道

路走向的重要因素。 伊朗的内政外交总是在上述矛盾关系中两端摇摆，这必将对未

来伊朗的发展道路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① 鉴于伊朗经济发展问题根深蒂固，美国

和伊朗关系以及海湾地缘政治格局短时期内尚难有根本性转变，未来伊朗经济发展

前景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二） 伊朗经济发展面临经济与政治两大结构性矛盾。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神权政治体制确保了政治的相对稳定，且未受到近年来“阿

拉伯之春”的显著影响；石油美元是伊朗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本来源。 然而，神权政治

和石油型经济也成为伊朗经济发展的两大结构性矛盾。② 从巴列维王朝到伊斯兰共

和国，伊朗经济发展深受政治和经济两大结构性矛盾的制约。
一方面，经济结构的弊病，即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导致石油产业成为伊朗国民经

济的支柱。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改革，到霍梅尼时代的自给自足

经济以及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再到内贾德时期保守的

经济政策，历届政府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促进非石油经济发展，力图使国

民经济摆脱对石油的过度依赖，但效果不彰，政府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仍以石油收

入为主。 以财政收入为例，１９７０～２０１０ 年间，在石油价格暴涨的 １９７４ 年，伊朗的石油

收入占财政收入比例最高达到 ７０％，占税收收入的 ３０％；在石油价格暴跌的 １９８６
年，石油收入占财政收入比例降至 ４０％。 ２０１２ 年西方加大对伊朗制裁以后，伴随石

油产量下降、国际贸易结算困难以及石油价格下跌，石油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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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万里等：《二战后中东伊斯兰国家发展道路案例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８９ 页。
Ａｌｉ Ｇｈｅｉｓｓａｒｉ，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ｒ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ｐ． ３， 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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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幅度下降，但仍维持在 ３１％的水平。① 石油出口收入占出口总额比例最高达

９５％以上，２０１２ 年新一轮制裁后，该比例在 ２０１５ 下降至 ５４．７％。 丰富的石油、天然气

资源为伊朗带来了巨额石油美元，成为经济发展的资本来源和重要基础。 然而，高
度依赖石油的经济结构在国际油价下跌时表现出显著的脆弱性。 油价还使国民对

经济发展的信心受到重要影响，当油价上扬时，私人消费和投资成为经济发展的主

要驱动力，反之亦然。 由于当前油价低迷，鲁哈尼政府致力于摆脱对石油经济的过

分依赖，伊历 １３９５ 年（２０１６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政府预算中石油收入占比从上年

度的 ３３％下降至 ２５％；②通过振兴工业实现“繁荣经济和增加就业”遂成为鲁哈尼政

府的重要经济目标。
另一方面，伊朗经济发展深受国内政治结构的影响。 伊朗政治的结构性矛盾，

在巴列维王朝时期表现为王权与教权、世俗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在伊斯兰共和国时

期表现为总统与领袖之间、改革与保守之间的矛盾，双方在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社会

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这在后霍梅尼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 伊斯兰

共和国确立了“法基赫的统治”的神权政治体制，以宪法形式确立了宗教领袖至高无

上的权威。 巩固伊斯兰政权和伊斯兰革命成果是历届政府施政纲领的基本原则，也
是领袖权威的前提条件。 伊朗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总统职权的局限性，因此无论是拉

夫桑贾尼、哈塔米，还是鲁哈尼，他们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下开展对外开放、私有

化和自由化等举措，都无法逾越这一根本原则。 一旦改革触犯保守派的政治利益和

经济利益，其执政就会招致多方批评和阻挠。 宗教领袖作为最大的保守派，在其政

治合法性和政治权威遭受威胁时，会动用宗教领袖权威压制改革派，成为历届改革

派政府经济目标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哈梅内伊的宗教资质比霍梅尼浅，
在其任宗教领袖时期，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宗教领袖只能通过平

衡政治增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和宗教权威，导致在伊朗政治中保守派和改革派呈现

此消彼长的现象。③ 在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的第五届伊朗专家委员会会议上，最高领袖哈梅

内伊强调，本届政府施政只实施了“抵抗型经济”政策的部分措施，如果政府执行了

该政策的各项措施，今天伊朗的经济和民生状况将显著不同。 哈梅内伊由此呼吁政

府应坚定不移地执行“抵抗型经济”政策，认为这是解决伊朗目前问题的唯一途径。④

伊朗各界都有人质疑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是否符合最高领袖制定的“抵抗型经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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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２０１６， ６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ｐ． ４２６．
《伊朗议会通过新财年政府预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ｊ ／ ２０１６０４ ／ 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２９３７２３．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８ 日。
Ｅｖａｌｅｉｌａ Ｐｅｓａｒａｎ， Ｉｒａｎ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Ｅｒａ， ｐ． １６１．
《鲁哈尼：政府将坚定不移贯彻抵抗型经济政策》，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ｈｔｔｐ： ／ ／ ｉｒ．ｍｏｆ⁃

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７０３ ／ ２０１７０３０２５３６７１６．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１ 日。



伊朗经济发展道路： 探索与转型


策。 对此，鲁哈尼不止一次表示，他的政府始终坚持“抵抗型经济”政策，并将该政策

贯彻到底。 此外，伊朗政治的不确定性还包括贪腐严重和影子集团的活动。 例如，
伊朗伊斯兰基金会和革命卫队拥有大量隐藏的经济利益，总是反对政府的改革政

策。 目前伊朗经济的 ８５％仍由官方或半官方控制。① 大量政府附属企业和半官方企

业的存在，既成为政府私有化的掣肘，又对私营部门参与经济发展造成困难，限制了

私营部门的投资。
伊朗政治结构的矛盾决定了无论是拉夫桑贾尼还是后来的继任者，没有政治改

革做先导的经济改革不可能轻易成功，而政治改革又是一个涉及“法基赫”体制的大

问题，这种政治经济关系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伊朗国内改革呈现出复杂性和缓

慢性。② 相较于其他中东国家，伊斯兰政权确保伊朗具有较高的政治稳定性。 在可

预见的将来，伊朗神权政治体制仍将保持相对稳定，其政治结构矛盾仍将被束缚在

“法基赫”体制的框架内，改革的稳步推进与维护伊斯兰政权的根基同样重要。 但

是，哈梅内伊之后谁将出任下一任宗教领袖？ 其能否获得足够的政治合法性和宗教

合法性？ 能否在维护伊斯兰政权与推进改革之间实现平衡？ 这些问题使得未来伊

朗探索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道路仍将十分曲折。
总之，伊朗要实现“２０ 年发展愿景规划”———将伊朗建设成为中东地区政治、经

济、科学技术和国防领域最强大的国家，就必须解决经济和政治上的两大结构性矛

盾，同时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伊朗能否在“抵抗型经济”政策下，
抓住后伊核时代的历史机遇，找到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道路，仍有待时间检验。 无

论如何，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伊朗，需要兼收并蓄地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完善自身

制度建设，使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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