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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人口、 失业与工业化

杨　 光

　 　 内容提要　 埃及的失业问题产生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在新世纪的第

二个十年伊始爆发ꎬ 并给埃及造成严重灾难ꎮ 严重的失业问题ꎬ 既是导

致大批青年人走上街头、 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主要原因ꎬ 也是其后穆尔

西政权没有能够坚持长久的重要原因ꎮ 在很大程度上ꎬ 埃及今后的长期

稳定和发展将取决于能否找到解决失业问题的长期有效的办法ꎬ 特别是

重视加快工业化发展ꎬ 而不能仅仅依赖传统的就业渠道ꎮ 在这方面ꎬ 中

国提倡的国际产能合作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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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研究员 (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ꎮ

失业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性影响ꎬ 早已引起人们的

关注ꎮ １９６８ 年ꎬ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约翰逊总统的经济委员会主席亚瑟奥

肯 (Ａｒｔｈｕｒ Ｏｋｕｎ) 提出的 “痛苦指数” (ｍｉｓｅｒｙ ｉｎｄｅｘꎬ 痛苦指数 ＝ 失业率 ＋
通货膨胀率)ꎬ 被广泛用于测定一个国家发生社会动荡的风险ꎮ 这一指数虽经

后来学者的某些修正ꎬ 但他们均把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保留为研判社会动荡

指数的核心要件ꎮ 指数越高ꎬ 说明一个国家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越大ꎮ
２０１４ 年ꎬ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经济学教授史蒂夫汉克 ( Ｓｔｅｖｅ Ｈ
Ｈａｎｋｅ) 用其修正后的痛苦指数ꎬ 对全世界 ８９ 个国家进行了测定和排位ꎬ 埃

及排在全世界 “痛苦指数” 最高国家中的第五位ꎮ① 汉克教授明确指出ꎬ 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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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痛苦指数” 高的主要原因就是高失业率ꎮ 根据埃及官方统计ꎬ ２０１４ 年埃

及的失业率高达 １３％ ꎬ 而 １５ ~ ２９ 岁之间的青年失业率为 １５ ８％ ꎮ①

实际上ꎬ 严重的失业问题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就开始在埃及出现ꎬ 此后形

成痼疾和常态ꎬ 成为埃及社会稳定的重大威胁ꎮ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伊始ꎬ
严重的失业问题终于爆发并给埃及带来深重灾难ꎮ 在近年席卷多个阿拉伯国

家的所谓 “阿拉伯之春” 运动中ꎬ 埃及经历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动荡和两次政

权变更ꎬ 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ꎮ 人们对于爆发这场社会动荡的

原因有多种解释ꎬ 但对于严重失业问题是引发这场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ꎬ
则没有多少争论ꎮ 严重的失业问题ꎬ 既是导致大批青年人走上街头推翻穆巴

拉克总统政权的主要原因ꎬ 也是其后穆尔西总统政权没有能够坚持长久的重

要原因ꎮ 如今ꎬ 塞西总统正在努力医治 “阿拉伯之春” 的创伤ꎬ 探索埃及健

康且可持续发展的路径ꎮ 毫无疑问ꎬ 能否找到治理失业问题的长期有效的办

法ꎬ 是埃及能否真正实现 “由乱到治” 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性挑战ꎮ
埃及严重失业问题的存在和发展ꎬ 有就业需求和就业供给两个方面的原

因ꎮ 就业需求方面的原因与人口的快速增长有关ꎬ 因为埃及的人口高速增长

期迄今还没有结束ꎮ 就业供给方面的原因则与埃及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

构有关ꎮ 埃及迄今仍然主要依靠一些传统的优势来提供就业岗位ꎬ 而这些就

业方法的局限性暴露得越来越明显ꎮ
工业化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路径ꎮ 然而ꎬ 埃及在这方面的潜力还远远

没有发挥出来ꎮ 因此ꎬ 大力推动工业化应当成为埃及长期解决严重失业问题

的重点努力方向ꎮ 中国推动国际产能合作ꎬ 不啻是为埃及加快工业化发展提

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ꎬ 也为中国与埃及的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开辟了

新的前景ꎮ

埃及处于人口增长和就业需求的高峰期

根据人口经济学的理论ꎬ 随着人类物质条件的改善和生育观念的变化ꎬ

各国的人口过渡一般经历 ３ 个阶段ꎬ 即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低速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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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高速人口增长阶段ꎬ 以及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

的低速人口增长 (甚至增长停滞) 阶段ꎮ 埃及的人口过渡大致处在第二阶段

的后期ꎮ 其标志性的数据是ꎬ 据世界银行统计ꎬ 埃及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 (１９６５ ~ １９８０ 年) 为 ２ １ ％ ꎻ ８０ 年代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０ 年) 达

到顶峰期ꎬ 为 ２ ５％ ꎻ 从 ９０ 年代开始出现下降迹象ꎬ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８ 年年均人口

增长率为 １ ９％ ꎮ① 但是ꎬ 埃及的人口过渡在现阶段还具有不稳定性和反复性

的特点ꎬ 尚未到达进入第三阶段的不可逆转的拐点ꎮ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

期ꎬ 埃及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了明显反复ꎬ 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１ ９％ 直线回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２ ５％ ꎮ 这种反复并不是因为人口死亡率上升引起的ꎬ 因为同一时

期埃及的人口死亡率继续下降ꎬ 从 ０ ６５％ 持续下降到 ０ ６１％ ꎮ 人口增长率回

升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出生率反弹ꎬ 同期从 ２ ６％ 上升到 ３ １％ ꎮ② 就出生率反

弹的深层原因而言ꎬ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中东地区安全局势的不断恶化、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和 “阿拉伯之春” 对埃及经济的严重冲击ꎬ 以及由此造

成的贫困人口增加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滞后ꎬ 恶化了埃及民生的条件ꎬ 重

新刺激了埃及人的生育需求ꎮ ２０１４ 年埃及的人口已经达到 ８ ６８０ 万人ꎮ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埃及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反弹ꎬ 使这个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

率在这一时期回升到年均 ２ ３％的水平ꎮ 把这一比率放在全世界相比ꎬ 无论如

何也属于高人口增长率的范围ꎮ③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不稳定反弹和居高不下说

明ꎬ 埃及的人口高增长期还会持续较长的时间ꎮ 这对于埃及未来的就业需求

增长ꎬ 也将产生长期的影响ꎮ
事实上ꎬ 在高人口增长率推动下ꎬ 特别是随着 ２０ 世纪末人口增长高峰期

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工作年龄ꎬ 埃及的就业需求比人口增长速度还要快ꎮ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ꎬ 埃及 １５ ~ ６４ 岁工作年龄人口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３ １％ ꎬ 同期

劳动力的人数从 ２ ０４０ 万人增加到 ２ ７９０ 万人ꎬ 年均增长率为 ２ ９％ ꎬ 都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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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ꎮ 工作年龄人口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的必然结果是ꎬ
全国人口中需要工作的人口比例趋于升高ꎮ 在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ꎬ 工作年龄人口

和劳动力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变化趋势就是: 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从 ５８ ６％
上升到 ６４ ４％ ꎬ 劳动力在人口中的比例从 ３０ ０％ 上升到 ３２ １％ ꎮ① 由此可以

看出ꎬ 埃及的快速人口增长正在转化为比人口增长速度更高的就业需求增长ꎬ
从而使这个国家面临的就业需求压力越来越大ꎮ 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的反复

则意味着ꎬ 就业需求的压力在未来数十年时间里难有明显的改观ꎬ 埃及每年

仍然将有大量的人口达到工作年龄ꎬ 就业需求的增长速度将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ꎬ 目前的就业需求增长态势还可能持续至少几十年的

时间ꎬ 就业需求压力将长期存在ꎮ
因此ꎬ 我们在研究埃及的发展和社会稳定问题ꎬ 必须把快速增长的就业

需求作为一个长期存在的定量ꎬ 探索满足就业需求的有效路径ꎮ

埃及传统就业渠道的困局

面对巨大的人口和就业需求压力ꎬ 埃及迄今还是一个主要依靠农业满足

就业的国家ꎮ 在埃及 ２００５ 年的就业结构中ꎬ 农业占比 ３９ １％ ꎬ 是全国最大的

就业部门ꎮ② 尽管埃及发表的数据与世界银行的统计不尽相同ꎬ 但同样说明农

业是最大的就业部门ꎮ 到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底为止ꎬ 全国就业总数 ２ ３９０ 万人ꎬ 农

业和渔业仍然是吸纳雇工最多部门ꎬ 占 ２６ ５％ ꎮ③ 除此之外ꎬ 工业、 服务业

和劳务输出也是埃及人的就业渠道ꎮ 然而ꎬ 这些传统的就业渠道均已显现出

进一步扩大的局限性或提供就业机会的不稳定性ꎮ
农业虽然是埃及的第一大就业部门ꎬ 但实际上埃及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

并不十分有利ꎬ 扩大就业的能力已经非常有限ꎮ 埃及全国只有 ３％的国土是可

耕地ꎮ 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长ꎬ 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ꎬ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７ 年下

降到平均每 １００ 人耕地面积仅为 ３ ８ 公顷ꎬ④ 约合人均 ０ ５７ 亩ꎬ 属于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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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ꎮ 而且ꎬ 埃及的耕地中很大一部分没有现代灌

溉设施ꎬ 需要靠天吃饭ꎬ 承载人口和就业的能力薄弱ꎮ 由于自然禀赋所限ꎬ
埃及农村目前的隐性失业现象已经相当严重ꎬ 大量劳动力有待向现代部门和

城镇转移ꎮ 在目前的生产力条件下ꎬ 农业不可能长期充当吸收就业的第一大

产业ꎮ
埃及的服务业的确吸收了大量就业ꎬ ２００５ 年服务业整体吸收了全国就业

人数的 ４２ １％ ꎮ① 在服务业中ꎬ 政府部门就业和旅游业是吸收就业的主要部

门ꎬ 但其吸收就业的能力很不稳定ꎬ 而且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ꎮ 政府部门的

公务员在全国就业中占比 ２３ ６％ ꎮ② 然而ꎬ 政府部门吸收就业的能力早已饱

和ꎮ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埃及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

案ꎬ 紧缩政府开支ꎬ 公务员的数量已经多年没有明显的增加ꎮ 根据埃及中央

银行的统计ꎬ 在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期间ꎬ 埃及政府工作人员数量虽然有小的变

动ꎬ 但已稳定在 ５２０ 万到 ５５０ 万人之间ꎬ 大约占就业总数的 ２０％ 左右ꎮ ２０１４
年塞西总统执政后ꎬ 急需强调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减少政府财政赤字ꎬ 因此

很难指望政府部门就业再有明显的增加ꎮ 埃及的旅游资源虽然丰富ꎬ 但资源

数量也是有限的ꎮ 在 ２００８ 年埃及旅游业的鼎盛之年ꎬ 埃及共接待游客 １ ２３０
万人ꎬ 国内就业人数达到 ２５０ 万人的高峰ꎬ③ 大约相当于全国 １３％ 的就业岗

位ꎮ 但是ꎬ 埃及旅游业的起伏很大ꎬ 特别是地区和国内的安全问题ꎬ 以及欧

洲等客源地区的经济波动ꎬ 经常导致游客的急剧减少ꎮ 因此ꎬ 近年来ꎬ 旅游

业的就业人数都没有超过 ２００８ 年的水平ꎮ
劳务出口是埃及缓解国内就业压力的重要渠道ꎬ 但很不稳定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中东石油输出国的石油出口收入激增ꎬ 各方面发展明显加快ꎬ 对外籍

劳动力的需求激增ꎬ 埃及也开始向中东石油输出国输出劳务ꎬ 海外埃及劳务

人员数量总体上趋于增加ꎮ 但是ꎬ 主要石油输出国的外籍劳务需求非常容易

受到地区和国家经济情况波动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ꎬ 经常发生大起大落ꎬ
不时引发埃及劳务人员大批回国ꎬ 给国内的就业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ꎮ
海外埃及劳务人员数量在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５ 年时为 ４９８ 万人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海湾战争爆发造成 １５０ 多万埃及劳务人员从伊拉克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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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特回国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５ 年间ꎬ 埃及的海外劳务人员还剩下 ２９１ 万人ꎮ ２００３ 年

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再次导致埃及海外劳务人员锐减ꎬ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５ 年埃及的海

外劳务人员仅存 １９０ 万人ꎮ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０ 年的国际油价暴涨ꎬ 导致埃及的海外

劳务人员急剧回升ꎬ ２００７ 年猛增到 ６７０ 万人ꎬ ２０１０ 年进一步增加到 ９１０ 万人ꎮ
但 ２０１１ 年 “阿拉伯之春” 运动爆发后再次大幅度减少ꎬ ２０１１ 年下降到 ７３０ 万

人ꎬ① 特别是利比亚动乱后埃及又出现了海外劳务人员的回国潮ꎮ 因此ꎬ 劳务

输出并不是埃及解决就业的稳定可靠的渠道ꎮ
埃及长期赖以解决就业的农业、 旅游产业等传统渠道ꎬ 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点ꎬ 即它们的存在和发展都建立在一些一成不变的资源优势基础之上ꎮ 拥

有这些资源禀赋ꎬ 是埃及自然具有的比较优势ꎮ 但也是一种静态的比较优势ꎮ
开发利用这些资源优势ꎬ 可以取得经济发展的效果ꎻ 在人口数量还比较少的

时期ꎬ 也可以满足阶段性的就业的需求ꎮ 但是ꎬ 由于这些资源数量的有限性

和不可再生ꎬ 当其面对规模不断扩大的就业需求时ꎬ 其满足就业需求的局限

性就暴露得越来越明显ꎮ 因此ꎬ 这些传统就业渠道对于解决今天埃及严重的

失业问题ꎬ 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ꎮ 劳务输出在情况顺利的时候ꎬ
的确可以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ꎬ 但它经常出现爆发式的剧烈波动ꎬ 往往又会

给国内就业市场造成始料不及的冲击ꎮ 因此ꎬ 埃及要寻找解决就业问题的长

效路径ꎬ 不能再把希望继续寄托在这些传统的就业路径上ꎮ 如果这样做ꎬ 就

只能不断强化建立在静态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低水平产业结构ꎬ 而无法找到扩

大就业规模的真正出路ꎬ 从而陷入 “静态比较优势陷阱” 中难以自拔ꎮ 要想

找到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路径ꎬ 埃及必须把视野转向新的产业和建立新的动

态比较优势ꎬ 以寻找有效解决就业问题的突破口ꎮ

埃及就业问题的症结与出路

研究埃及就业问题的困局并为其寻找出路ꎬ 不能仅仅满足于指出传统就

业渠道的局限性ꎬ 而必须搞清当今失业问题的症结和走出困局的出路ꎮ 其实ꎬ
这两个问题都与埃及的工业化有关ꎮ 工业化的范围不局限于工业的发展ꎬ 但

就其基本内涵和核心标志而言ꎬ 乃是一个工业 (又称第二产业)ꎬ 特别是制造

９２１

① 埃及中央银行: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统计公报»ꎬ 第 ２２ 页ꎬ 表 ４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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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数中比例上升的过程ꎮ①

从盘点埃及的各种就业渠道中ꎬ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ꎬ 即

工业在埃及的全国就业结构中占比仍然比较低ꎬ ２００５ 年仅占 １８ ８％ ꎮ② 由于

埃及的工业除了制造业以外ꎬ 还包括采掘业、 建筑业、 基础设施等ꎬ 因此制

造业就业在全国就业结构中的占比更低ꎬ 及至 ２０１４ 年仅占全国就业量

的 １１ ７％ ꎮ③

表 １　 ２００５ 年部分发展中国家工业在全国就业中占比 (％ )

国家 占比 国家 占比 国家 占比

埃及 １８ ８ 阿根廷 ３０ ３ 巴西 ２１ ４

墨西哥 ２５ ５ 南非 ２５ ５ 土耳其 ２４ ８

中国 ２３ ８ 巴基斯坦 ２１ ３ 印尼 １７ ７

泰国 １９ ９ 印度 １９ ０ 越南 ２０ ０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３ 年世界发展报告»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３５２ ~

３５３ 页ꎮ

表 １ 的数据显示ꎬ 与亚、 非、 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ꎬ 表中大多数国家

通过工业的发展ꎬ 工业就业的占比都已经超过了农业ꎮ 有些国家与埃及的人

口规模差不多ꎬ 许多国家的农业发展条件甚至好于埃及ꎬ 但它们都已不再主

要依靠农业来解决就业问题ꎮ

表 ２　 ２００８ 年部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 (％ )

国家 占比 国家 占比 国家 占比

埃及 １６ 阿根廷 ２１ 墨西哥 １９

巴西 １６ 土耳其 １８ 南非 １９

中国 ３４ 印度 １６ 印尼 ２８

马来西亚 ２８ 泰国 ３５ 越南 ２１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０ 年世界发展指标»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２３０ ~

２３２ 页ꎮ

０３１

①

②
③

关于工业化的定义ꎬ 参见 [英国] 约翰伊特韦尔等: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中文

版第二卷ꎬ 经济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 年版ꎬ 第 ８６１ 页ꎮ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３ 年世界发展报告»ꎬ 第 ３５２ 页ꎮ
埃及中央银行: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经济评论» 第 ４ 卷第 ４ 期ꎬ 第 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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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解决就业的能力取决于工业发展的水平ꎬ 最具有就业创造能力的工

业往往是制造业ꎮ 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 埃及由于制造业发展水平比较低ꎬ 制造

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还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ꎮ 有些发展中国家即便与埃及的制

造业占比差不多ꎬ 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远远超过埃及ꎬ 因此同样的制

造业占比其实意味着ꎬ 其制造业的规模也远远超过了埃及ꎮ
通过这两张表的对比ꎬ 我们大致可以看出ꎬ 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ꎬ 埃

及的工业对创造就业的贡献还有明显差距ꎬ 其解决就业问题潜力还没有充分

发挥出来ꎮ 相对人口和就业需求的增长ꎬ 工业不发达是埃及今天难以应对就

业需求的症结所在ꎮ
解决就业问题的出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快工业化进程ꎮ 这方面的理

论和实践并不鲜见ꎮ 从理论上说ꎬ 工业化之所以有可能比依靠自然资源的发

展方式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ꎬ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可以不断塑造新的比较优势

和提高竞争优势的过程ꎮ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把工业化界定为 “国民经

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 (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 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

的突破性变化 (或变革) 的过程ꎬ”① 这样的过程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大量的新

的就业机会ꎮ 特别是在工业化过程的较低阶段ꎬ 在适当的体制环境下ꎬ 充沛

的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有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 “人口红利”ꎮ
从实践中看ꎬ 工业发展与就业的关系从来就是密不可分ꎮ 从工业发达国

家的发展历程来看ꎬ 其近代工业化进程的开始与人口的快速增长几乎是同时

发生的ꎬ 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吸收了快速增长的就业需求ꎬ 也成为人口和劳动

力加速增长的动力ꎮ② 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来看ꎬ 尽管人口快速增长

一般发生在大规模工业化启动之前ꎬ 但不论这些国家原有的自然资源优势如

何ꎬ 劳动就业的需求最终都逐步过渡到主要依靠工业部门来满足ꎮ
因此ꎬ 埃及今天仍然主要依赖农业和传统的资源优势解决就业问题ꎬ 从

根本上说是经济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的表现ꎬ 也就是说ꎬ 埃及正在从传统农

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过程中ꎬ 还处在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ꎮ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按照工业发展水平ꎬ 把全世界的经济体分为 ４ 个等级ꎬ
即工业发达国家、 新兴工业经济体、 其他正在工业化的经济体、 最不发达国

１３１

①
②

张培刚: «新发展经济学»ꎬ 河南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版ꎬ 第 １０１ 页ꎮ
参见谭崇台: «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ꎬ 武汉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版ꎬ 第 ２９２ ~ ３０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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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ꎮ 埃及现在仍然被归类在 “其他正在工业化的经济体” 之中ꎮ① 就业问题

的解决ꎬ 归根结底还是要取决于埃及加快工业化的进程ꎬ 从而加快向现代工

业社会的转变ꎮ

埃及工业化的有利条件和坎坷历程

(一) 埃及工业化的有利条件

埃及是一个资源比较多样化并拥有多种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的国家ꎬ
具备不少加快工业化发展的必要条件ꎮ

第一ꎬ 埃及的资源比较丰富多样ꎬ 除农业和水利资源外ꎬ 还拥有石油、
天然气、 煤炭和太阳能资源ꎬ 以及锰、 煤、 金、 锌、 铬、 银、 钼、 铜等多种

矿物资源ꎮ
第二ꎬ 埃及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ꎮ 不仅劳动力数量多ꎬ 而且劳动力成本

很低ꎮ 按 ２００５ 年固定价格计算ꎬ ２０１０ 年埃及的最低年工资为 ３３６ 美元ꎬ 远低

于中国 (２０１０ 年 １ ７２８ 美元) 的水平ꎬ 在非洲也属于低工资水平ꎮ② 埃及重视

教育和扫盲ꎬ 青年人多数接受过不同程度的学校教育ꎬ １０ 岁以上人口中 ３ / ４
都可以识文断字ꎮ③ 虽然学校教育存在理工科和职业教育相对薄弱的现象ꎬ 但

如果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ꎬ 则工业化加快发展ꎬ 才有可能产生更大需求ꎬ 从

而开创理工科教育和职业教育与工业化发展相互促动的新局面ꎮ
第三ꎬ 埃及并不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一个水资源绝对短缺的国家ꎮ

尽管全国的水源供应迄今仍主要依靠尼罗河提供ꎬ 但埃及与利比亚、 苏丹和

乍得之间巨大的地下淡水资源在埃及还没有得到开发ꎮ 这个被称为 “努比亚

砂岩” 的地下淡水层的面积巨大ꎬ 达 ２００ 万平方公里ꎬ 厚度为 １４０ ~ ２３０ 米ꎬ
蓄水量 １５ 万立方千米ꎬ 超过尼罗河 ２００ 年的总流量ꎬ 而且每年的补水量相当

于储水总量的 ２ ５％ ꎮ④ 利比亚已从 １９８４ 年起开发这一地下水层ꎬ 通过修建

“人工河” 项目ꎬ 向沿海地区和其他城市调水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埃及与利比亚、 苏

２３１

①

②
③
④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局: «国别基本信息 － 埃及»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ｉｄｏ ｏｒｇ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２０ꎮ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３ 年世界发展报告»ꎬ 第 ３６８ 页ꎮ
埃及中央银行: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统计公报»ꎬ 第 １２２ 页ꎬ 表 ４０ꎮ
杨光: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３ 年中东非洲发展报告»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４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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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和乍得在维也纳签署协议ꎬ 确定相关四国各自拥有该地下水层 １ / ４ 的水源ꎬ
并成立了水资源联合管理局ꎬ 以联合管理和共同开发努比亚砂岩的地下水资

源ꎮ① 这一资源的开发ꎬ 将显著改善埃及的水资源状况ꎮ
第四ꎬ 埃及的市场潜力和辐射范围很大ꎮ 埃及不仅拥有本国市场的巨大

潜力ꎬ 而且参与了多个地区的自由贸易进程ꎮ 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国家联

盟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推动建设的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虽然尚未完全建成ꎬ
但 ２２ 个阿拉伯成员国之间已相互取消了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ꎮ 埃及 １９９８ 年

加入东南非共同市场ꎬ 并在 ２０００ 年与该组织的 ８ 个成员国建立了非洲第一个

自由贸易区ꎮ ２００１ 年埃及与欧盟签署的 “联系协定” 于 ２００４ 年正式生效ꎮ 按

照协定的规定ꎬ 埃及应在 ２０１５ 年底之前与欧盟建成自由贸易区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埃

及与美国和以色列签署了 “合格工业区贸易协定”ꎮ 根据协定ꎬ 凡在埃及的开

罗、 亚历山大和苏伊士运河 ３ 个区域生产的产品ꎬ 只要 ３５％的价值来自于埃

及和以色列公司的合作ꎬ 就可以免关税进入美国市场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埃及与土耳

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埃及与南美地区的南方共同市场签署了自

由贸易协定ꎬ 约定在 １０ 年之内逐步实现相互取消关税ꎮ 随着这些自由贸易安

排的逐步实现ꎬ 埃及市场的直接辐射范围可以覆盖到阿拉伯世界、 非洲、 欧

洲、 美国和南美洲ꎮ
第五ꎬ 埃及还拥有宝贵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ꎮ 它地处连接欧亚非

三大洲的枢纽并拥有联通三大洲运输的苏伊士运河ꎬ 占尽亚非欧三大洲海运

枢纽的钥匙ꎮ 由于埃及战略地位重要并在中东阿拉伯世界有较大的影响力ꎬ
世界上的大国都愿意与埃及开展多方面的合作ꎬ 并为此提供援助ꎮ

(二) 影响埃及工业化的因素

然而ꎬ 尽管埃及具有工业化的不少有利条件ꎬ 但其工业化的道路却并不

顺利ꎮ 埃及的工业化进程出现过两轮工业化的探索ꎬ 取得了一些成就ꎬ 也暴

露出不少问题ꎮ 这些问题主要涉及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ꎮ
第一轮探索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至 ７０ 年代ꎮ １９５２ 年埃及革命后ꎬ 纳

赛尔选择了走 “阿拉伯社会主义” 发展道路ꎬ 在苏联援助下采用中央计划经

济体制ꎬ 在国有化基础上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ꎬ 并以政府投资为动

３３１

① 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经商参处: «利比亚与埃及、 乍得、 苏丹达成协议共享地下水»ꎬ 载环球

网国内新闻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ｍｏｆｃｏｍ / ２０１３ － ０９ꎬ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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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ꎬ 以价格管制相配合ꎬ 以关税壁垒为保护ꎬ 努力建设民族工业体系ꎮ 萨达

特执政期间和穆巴拉克执政的初期ꎬ 尽管采取了一些对外开放和允许本国私

人投资参与的政策ꎬ 但基本上坚持了同样的方针和体制ꎮ 在这种政策推动下ꎬ
埃及建立起包括采油、 炼油、 电力、 化工、 钢铁、 冶金、 机械、 家电、 食品、
纺织、 造纸、 皮革等领域的一批国有企业ꎬ 为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ꎮ

然而ꎬ 这种政府直接操纵并且大包大揽的工业化ꎬ 忽视经济规律和市场

的作用ꎬ 压抑外资和私人民族资本的作用ꎬ 也不顾政府的财政能力ꎬ 注定难

以持久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７０ 年代埃及与以色列的军事对抗和战争ꎬ 消耗了

政府大量财政资源ꎮ ７０ 年代苏联与埃及关系恶化、 埃及和以色列单独媾和之

后阿拉伯国家对埃及实施制裁ꎬ 以及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国际石油价格长期低

迷ꎬ 使埃及政府的财政困难雪上加霜ꎮ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这次轮工业化的

探索终于以埃及政府陷入债务危机而告结束ꎮ
第二轮探索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埃及政府被迫接受

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 “结构调整” 方案ꎬ 推行

经济自由化的经济改革ꎮ 政府被迫采取紧缩政策ꎬ 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ꎮ 国

有企业的数量因私有化而大幅度减少ꎮ 相反ꎬ 本国私人和外国投资者获得发

展空间ꎬ 成为工业化的最活跃因素ꎮ 政府不再是工业化的直接操纵者ꎬ 而是

成为工业化的推动者ꎮ ２００５ 年埃及政府提出了 ２０ 年工业发展战略ꎬ 其中包括

在全国建立 １０ 个工业园区ꎮ 结构调整以后ꎬ 工业保持了中速增长ꎮ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两个时期的工业增长率分别达到 ５ １％ 和 ５ ３％ ꎬ 同

期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也分别达到了 ６ ３％ 和 ４ ５％ ꎮ① 这一轮探索的突出特点

是ꎬ 形成了以私营部门为主体的工业格局ꎮ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财政年度ꎬ 私营部门

在制造业产值中占比已经高达 ８３ ６％ ꎬ② 私营部门在非石油天然气采掘业、
建筑业、 运输仓储、 电讯、 信息、 批发零售贸易、 金融、 旅游、 房地产、 教

育和医疗等产业中占得绝对优势ꎬ 在炼油产业与政府平分秋色ꎬ 在全国就业

人数中的占比也随之上升到 ７２ ４％ ꎮ 国营部门的活动空间仅剩下石油天然气

开采、 炼油、 电力、 供水、 清洁卫生、 苏伊士运河管理、 保险等几个产业ꎮ
国有企业创造就业的能力也大为削弱ꎬ 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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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中央银行: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统计公报»ꎬ 第 １２８ 页ꎮ



埃及的人口、 失业与工业化　

维持在 １００ 万人规模ꎬ 没有新的增加ꎮ①

不过ꎬ 这种完全自由放任的工业化也遇到了一些严峻的挑战ꎮ 这些问题

或多或少都与政府干预的缺失或不充分有直接关系ꎮ
首先ꎬ 政府支持和引导有所缺失ꎮ 埃及虽然制定了 ２０ 年工业发展战略ꎬ

但缺乏配套的发展规划ꎬ 在执行中往往缺乏必要的政府引导和调控ꎮ 私营经

济虽然已经成为工业化和解决就业的主力军ꎬ 但民族资本的实力比较弱小ꎬ
融资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ꎮ 银行系统通常重视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贷款ꎬ
而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却不愿问津ꎬ 致使民族资本的中小企业很难做大、 做

强ꎮ 外国跨国公司对埃及的投资数据虽然尚佳ꎬ 但其对于制造业的发展和缓

解就业压力贡献甚微ꎮ 埃及的外国直接投资以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投资

为主ꎬ 这些投资几乎全部扑向石油资源开采和金融领域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财年流入埃及的 １１０ 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ꎬ 只有 ４ １％流入制造业ꎬ 而流入石

油开采业的比例却高达 ６８ ８％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财年流入石油开采业的外资比例

更是高达 ７３ ５％ )ꎬ 流入金融业的比例也达到 ７ ９％ ꎮ② 石油和金融固然对经

济增长有利ꎬ 但却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ꎬ 埃及的全国石油天然气工业就业人

数只有区区 ５ ８ 万人ꎮ③ 因此ꎬ 外资的流入实际上是推动了经济增长ꎬ 但对发

展的贡献却小得多ꎮ
第二ꎬ 经营环境不尽如人意ꎮ 当下ꎬ 埃及比较突出的问题有: 基础设施

还有明显缺陷ꎮ 根据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的物流绩效按 １ ~ ７ 分 (从最坏到最

好) 划等评价ꎬ ２００７ 年埃及仅得分 ２ ６１ꎮ 埃及的电力短缺问题比较突出ꎬ
２０１７ 年发电总量为 １ ２５１ 亿千瓦时ꎬ 远远低于西亚北非地区国家 ５ ３６９ 亿千瓦

时的平均水平ꎬ④ 直到 ２０１５ 年ꎬ 埃及仍经常发生停电现象ꎮ 埃及的对外开放

程度还不高ꎮ 除了非关税壁垒以外ꎬ ２０１２ 年的简单平均关税水平税率为

１６ ８％ ꎬ⑤ 属于平均关税水平较高的国家ꎮ 埃及的办事效率低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０９
年在埃及完成一项商业诉讼审判程序需要 １ ０１０ 天ꎬ 获得营业执照所需时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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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中央银行: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统计公报»ꎬ 第 １２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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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６ 天ꎬ 这些指标在世界上均排位靠后ꎮ① 埃及也是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ꎮ
根据调查统计ꎬ ２００９ 年埃及 ９８ ３％ 的企业为了 “办成事”ꎬ 都曾向官员支付

“非正常付款”ꎮ② 由于经营环境不利ꎬ 埃及吸引外资的业绩其实并不出色ꎮ
与人口规模相仿的土耳其相比ꎬ 埃及在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５ 年期间平均每年吸引外资

６ ７ 亿美元ꎬ 远远超过土耳其平均每年 ７ １００ 万美元的水平ꎬ 然而 ９０ 年代后

期开始被土耳其超越ꎬ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埃及年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８８ 亿美元ꎬ
而土耳其年均吸引外国投资的数量已达 １５８ 亿美元ꎮ③

第三ꎬ 安全局势令人担忧ꎮ 安全环境的恶化曾经是导致埃及第一轮工业

化探索失败的原因之一ꎬ 至今仍是投资和工业化发展的重大风险ꎮ “阿拉伯之

春” 爆发以来ꎬ 埃及陷入政局动荡ꎬ 使工业化进程再次受到政治动荡的冲击ꎮ
半数以上的工业企业在 ２０１１ 年爆发的政局动荡中停产ꎬ 自 ２０１１ 年动乱以来

倒闭关门的工厂多达 ４ ０００ 家ꎮ④ 国内政局的动荡给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机

会ꎬ 近年的国内恐怖主义活动明显增多ꎬ 其中包括多次破坏埃及的天然气输

送管道ꎮ ２０１１ 年埃及发生政治动荡ꎬ 外资纷纷逃逸ꎬ 直接造成全年外资净流

出 ４ ８ 亿美元的惨况ꎮ 不稳定的政局与经营环境差ꎬ 都是令外资望而却步和

波动不稳的重要原因ꎮ

埃及应把握工业化的历史性机遇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塞西总统执政以后ꎬ 埃及为发展经济和解决就业问题提出一

系列新思路ꎮ 埃及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在沙姆沙伊赫市举办埃及经济发展大会ꎬ 并

在会上发布了以年均 ７％为目标的四年发展规划ꎬ 以及为实现这一计划而吸引

６００ 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和贷款的举措ꎮ 会议推介了一批项目ꎬ 其中虽有农业和

房地产项目ꎬ 但大部分项目为油气和矿产资源开发、 制造业、 信息及通信产

业、 交通、 电力和新能源产业等领域的投资机会ꎮ 在此前后ꎬ 埃及还提出过

扩建苏伊士运河并建设 “苏伊士运河走廊” 经济带ꎬ 建设全长 ３ ４００ 公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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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路网和多条铁路ꎬ 改造国家电网ꎬ 发展太阳能、 风能以及核电等发展

项目和发展思路ꎮ 从这些项目和思路来看ꎬ 其核心内容都与发展工业制造业

和改善基础设施相契合ꎮ 因此ꎬ 我们可以说ꎬ 埃及新政权还是高度重视加快

工业化发展并由此解决就业问题的ꎮ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ꎬ 塞西总统明智地看到与中国合作对于埃及加快工业

化发展的重要意义ꎬ 把中国列为开展国际经贸合作的最重要的伙伴之一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埃及政府专门成立了由总理直接领导的 “中国事务小组”ꎬ 以推动

和落实中国与埃及的政治和经济合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塞西总统在执政后第一

次出访阿拉伯世界以外国家ꎬ 就选择了中国ꎮ 在他访问中国期间ꎬ 中、 埃两

国元首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ꎮ 其实ꎬ 中国的经济发展ꎬ
特别是中国大力推动国际产能合作ꎬ 正是埃及加快工业化的一次历史性的机

遇ꎮ 第一ꎬ 中国可以对外转移的产能和技术规模巨大ꎬ 种类繁多ꎬ 主要是工

业制造业的产能ꎬ 至少涉及钢铁、 有色、 建材、 铁路、 电力、 化工、 轻纺、
汽车、 通信、 工程机械、 航天航空、 船舶和海洋工程等行业ꎬ 核能、 风能和

光伏发电等替代能源产业ꎬ 也有对外技术转移的能力和需要ꎮ 其中的许多行

业都符合埃及的比较优势ꎬ 也可以有助于大规模解决就业问题ꎮ 第二ꎬ 中国

不仅有可供转移的产业ꎬ 而且拥有强大的基础设施设计、 施工和设备配套能

力ꎬ 以及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建设和管理的经验等ꎬ 可以与技术转移相配合ꎬ
形成推动工业化的综合优势ꎮ 第三ꎬ 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资本输出国之一ꎬ
中国的技术转移可以得到比较充裕的资金支持ꎮ 中国企业对埃及的技术转移ꎬ
有可能得到中方诸如 ２００７ 年专为支持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建立的中非发展基

金ꎬ 以及 ２０１４ 年专为支持 “一带一路” 建设而设立的 “丝路基金” 等的支

持ꎮ 除此之外ꎬ 中国还会对产能合作的重点国家提供条件更加优惠的贷款援

助ꎮ 第四ꎬ 中国政府在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奉行互利双赢和共同发展

的理念ꎬ 经贸合作不附加政治条件ꎬ 重视合作项目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ꎮ
例如ꎬ 在油气产业投资中ꎬ 中企不像西方企业那样偏重开发资源和获取上游

利润ꎬ 而是重视上、 下游产业链的综合建设ꎬ 切实推进资源国的工业化步伐ꎮ
第五ꎬ 中国与埃及的经贸合作不仅有经济上的需求互补ꎬ 而且有强烈的政治意

愿相支持ꎮ 中国与埃及长期友好ꎬ 在涉及彼此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支持ꎬ 愿

意通过更加紧密的经贸合作ꎬ 不断夯实政治关系的基础ꎮ 因此ꎬ 中国是一个集

经济需要、 资金能力、 适用技术、 综合经验和政治愿望于一身的国家ꎬ 这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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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他国家都难以比拟的综合优势条件ꎬ 确是埃及难得的工业化合作伙伴ꎮ
但是ꎬ 中国的国际产业合作遵循以市场导向和以企业为主体的运作原则ꎬ

而对中国产能抱有需求的ꎬ 至少还有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ꎬ 以及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的许多国家ꎮ 因此ꎬ 中国的国际产能合作是否能够惠及埃及ꎬ
与其说取决于双方的意愿ꎬ 不如说取决于埃及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对外国投资

竞争力的提高ꎮ 塞西总统的政府提出的雄心勃勃的发展设想和引资目标的实

现ꎬ 成败也取决于此ꎮ 在这方面ꎬ 埃及政府应当接受 “结构调整方案” 以来

的教训ꎬ 充分发挥政府的适度干预作用ꎬ 特别是把改善投资环境的努力集中

在提供法律保障、 发展规划、 安全环境、 基础设施、 财税政策等方面ꎬ 为外

国投资和私人民族资本投资创造更好的经营环境和安全环境ꎮ 否则ꎬ 中国的

产能转移的肥水就会流到他人的田地ꎬ 而埃及则仍有可能错失一次工业化的

难得历史机遇ꎮ 从这种意义上看ꎬ 把握这次历史性机遇的主动权还是在埃及

的手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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