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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下，加沙地带经济民生如何运转

本文责编  杜文睿
dwrsissi@163.com  010-65265930

自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

发以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加沙

地带经济状况与不断恶化的人道

主义危机。加沙方面称，当前冲

突已致其农业部门损失超过1.8亿

美元，联合国也表示巴勒斯坦国

内生产总值（GDP）在本轮冲突

爆发的第一个月就下降了4.2%。

事实上，加沙地带是全球经济表

现最糟糕的地区之一，其经济结

构脆弱且外部依赖性强，在遭到

长期封锁围困及频繁冲突破坏后

早已陷入严重的发展倒退状态。

何以丧失内生动力

加沙是地中海东岸一处约41

公里长、6～12公里宽的狭长地

带，面积仅365平方公里。加沙

地带的传统产业是农业和渔业，

农业以种植柑橘类水果和橄榄为

主，渔业从业者主要在东地中海

海域捕捞金枪鱼和沙丁鱼。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由于

接收了超过20万巴勒斯坦难民且

与约旦河西岸彻底隔绝，处于埃

及控制下的加沙经济愈发困难，

需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

济和工程处（近东工程处）提供

救济。当时农业仍是加沙的主要

产业，以柑橘类水果为主的农产

品在其出口结构中占比高达85%，

该地区另有食品加工、传统手工

业等小规模轻工业。

196 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

束后，以色列控制了加沙并力图

在本土、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实施

经济一体化，加沙经济进入高速

增长阶段。在此期间，加沙工人

在以色列务工的劳务收入是该

地区主要经济来源之一，曾有多

达13万加沙人在以从事建筑、

清洁和服务业等工作。向以劳务

输出的收入在加沙国民生产总值

（GNP）中的占比从1968年的2%

跃升至1984年的44%。此外，以

色列在加沙发展了以低端制造业

为主的工业部门，工业对加沙经

济的贡献从1969年的约5%上升至

1985年的约10%。

然而，经济高增长的背后

却是加沙自主发展能力的日渐丧

失，该地区形成了几乎完全从属

于以色列的经济结构。一些美国

学者将以色列控制加沙期间实施

的经济政策视为以在加沙“去发

展”的过程。在农业领域，为减

少对以竞争，以色列对加沙的水

果种植施加了包括禁止栽种新树

和征税等一系列措施，并鼓励加

沙农民改种草莓和鲜花来迎合以

色列和国际市场的需求，这导致

加沙柑橘类水果产量急剧下降，

曾以柑橘生产闻名的加沙后来只

能从以色列和埃及进口柑橘。在

工业领域，虽然加沙的工业有所

发展，但大量以色列商品无限制

地进入加沙市场，对当地传统手

工业和中小型工业企业造成严重

冲击。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对加

沙的投资主要用于兴建住宅而非

修建工厂或水、电等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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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21日，联合国近

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

程处向加沙地带南部巴勒

斯坦民众分发援助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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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一度禁止当地人在未经以军批

准的情况下建造新的供水设施，

这导致加沙地带难以从内部孕育

出促使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200 0年，巴勒斯坦人第二

次“因提法达”（阿拉伯语意为

“起义”）爆发后，加沙经济遭

受重创，以色列也收紧了对加沙

的经济政策，在以工作的加沙民

众锐减至2000人。2005年，以色

列从加沙撤出时，曾是加沙工业

中心的埃雷兹工业区也被永久关

闭。虽然世界银行曾为加沙制定

经济复苏计划，美国等外部国家

也承诺提供援助，但其经济形势

没有恢复，并在巴勒斯坦伊斯兰

抵抗运动（哈马斯）上台后急剧

恶化。

长期围困下的“地道经济”

2 0 0 7年哈马斯单独控制加

沙后，以色列对加沙实施了更

为严格的封锁围困，这是加沙

经济发展严重倒退的关键原因，

2008～2022年巴以之间爆发的四

次大规模冲突对加沙基础设施的

破坏又加剧了这一趋势。联合国

数据显示，2006～2022年，加沙

的人均GDP大幅下降了37%，其在

巴勒斯坦经济中的比重也从31%减

少至17.4%。

以色列一度禁止加沙民众在

以境内及约旦河西岸务工或从事

商业活动，这不仅使加沙失去了

高额劳务输出收入，失业率也居

高不下。虽然以方后来恢复向加

沙民众发放工作许可，但最多时

（2022年）也只发放了1.7万份。

而且以方仅开放埃雷兹口岸供加

沙人员进出，由于进入以色列必

须通过严格安全检查，该口岸通

道经常大排长龙。

与此同时，连接埃及的拉

法口岸被长期关闭，以色列又严

格管控唯一的货运通道凯雷姆沙

洛姆口岸，使加沙的经济生产与

民众日常生活受到严重阻碍。以

方不仅限制燃料、建筑材料、化

肥等物资进入加沙，在巴以局势

紧张之际还会暂时关闭口岸“禁

运”，封锁最严重时，加沙90%以

上的工厂随之倒闭。加沙的电力

供应大部分都来自以色列，但该

地区电力缺口严重，2022年平均

每天只有12小时的电力供应。开

凿水井是加沙主要的水源获取方

式，但因过度开采并缺乏修缮，加

沙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且咸化，

98%的井水达不到饮用标准。此

外，加沙的农产品、纺织品等工

业品出口严重受阻。2007年遭到

更严格封锁后，每月最多只有100

辆搭载出口产品的卡车能离开加

沙，而此前每月平均可有2000辆

卡车离境。以色列还曾以安全为

由禁止在以境内和约旦河西岸销售

加沙商品，而此前加沙85%的商品

可出口到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

人口持续增长也为加沙经济

带来沉重压力。加沙人口总数从

2005年的140万增加至2022年的

230万，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其人

口将增长到480万。虽然加沙目前

约2%的人口增长率相比上世纪90

年代时已明显下降，但仍高于周

边大多数国家，这与传统文化影

响、妇女就业率低和哈马斯领导

人支持生育等因素有关。然而，

快速增长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

严重短缺的工作机会之间的矛盾

愈发显著。人口快速增长导致资

源和住房紧张，但由于经常有房

屋在冲突中受损，新建住宅数量远

不能满足需求，很多加沙人不得不

继续生活在拥挤或受损的房屋中。

加沙有限的耕地也正因过度开发退

化，难以供养持续增长的人口。

为应对以色列的封锁围困，

加沙发展出颇具特色的“地道经

济”，即在地下数十米处挖掘

四通八达的地道网络，从埃及

一侧走私工业品和生活物资。

2009～2012年，加沙与埃及边

界地下有超过1500条地道，经地

道进行的走私贸易占加沙对外贸

易的80%，该地区每年从“地道

经济”中可获利超十亿美元。哈

马斯也曾将“地道经济”作为重

要的资金来源之一，为此设立了

专门的管理机构规范地道运营，

2021年哈马斯宣称加沙已修建总

长度超过500公里的地道网络。不

过，由于地道频繁遭到以色列和

埃及的打击摧毁，加沙的“地道

经济”近年来已逐渐式微。

高度依赖国际援助

自2007年起，哈马斯控制下

的加沙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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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塔赫）控制下的约旦河西岸

逐渐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

模式，两地经济差距不断扩大。

2007～2020年间，加沙GDP年均

增长率仅0.8%，而约旦河西岸则

是6.6%。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数

据显示，2022年加沙人均GDP为

1514美元，而西岸是5477美元；

2015～2022年间，加沙失业率

从34.8%上升至43%，西岸则从

16.6%下降至13%。这主要是因为

法塔赫对以立场相对温和，以方

减少了对西岸的限制，且西岸在

经济上与以色列高度融合，还发

展出了一定经济自主性，其主要

财政收入来源于以色列转交的代

收税款。而加沙虽曾想发展以农

业为中心的“抵抗经济”，但因

其经济基础薄弱且受以色列多年

封锁，最终大多数民众只能依赖

国际援助度日。

加沙地带接受的国际援助

主要来源于两个方向：一是联

合国渠道。据统计，联合国在

2014～2020年向加沙提供了45亿

美元援助，其中80%通过近东工程

处提供给该地区巴勒斯坦难民。

二是以阿拉伯产油国为代表的外

部国家渠道。2012～2020年，

卡塔尔向加沙地带提供了超十亿

美元援助。外部国家也向巴勒斯

坦民族权力机构提供援助，后者

会将部分援助转交加沙。每当巴

以冲突升级，国际社会都会向加

沙提供大量人道主义援助。例如

2021年5月，在巴以冲突结束后，

埃及和卡塔尔分别宣布提供五亿

美元援助。中国也曾多次向加沙

地带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然而，国际社会长期提供

的援助未能促成加沙经济复苏。

其一是因为大部分国际援助都以

人道主义援助形式进入加沙，主

要用于满足当地民众基本生活需

要，且为避免援助流向哈马斯，

很多国际援助的分配都需经以色

列批准。国际社会为加沙提供的

冲突后重建援助也存在资金到位

不及时等问题，例如2008年的巴

以冲突结束一年后，加沙工业和

贸易领域只修复了约60%。其二是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加沙的经济援

助大幅减少。2008～2022年，加

沙收到的援助金额从20亿美元减

少至五亿美元。这一方面是因为

联合国资金短缺，2018年美国特

朗普政府停止提供资金后，近东

工程处的资金缺口达到2.17亿美

元。另一方面，受新冠疫情和国

际油价暴跌的叠加影响，阿拉伯

产油国对巴勒斯坦的援助明显减

少，沙特在2021年甚至没有向巴

勒斯坦提供援助。其三，对援助

的监管不到位滋生了严重腐败问

题，这不仅导致大量加沙民众无

法最大程度从国际援助中受益，

还加剧了加沙内部的社会经济不

平衡。

本轮巴以冲突已给加沙地带

的基础设施、住房建筑等带来毁

灭性打击，该地区未来重建或需

数十亿美元，但加沙的经济问题

显然不是依靠国际援助便可解决

的。加沙如今的经济困境肇始于

以色列控制时期形成的依附型经

济结构，根源于自2007年以来面

临的长期封锁围困，国际援助虽

能缓和人道主义危机但难以刺激

加沙经济增长。可预见的是，人

口持续增长与注定被再次围困的

命运，将导致加沙经济状况继续

恶化。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

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2023年10月9日，加沙地带

遭以色列空袭后，建筑与基

础设施损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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