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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伊朗经贸合作前景探讨

唐宝 才

  内容提要  伊朗国内改革派与保守派虽然存在分歧, 但在发展经济和推动经济改革方面

是一致的。伊朗通过实施 3个五年计划、设立自由贸易区、制订相应的投资法规和向外国投

资者开放石油上游业务等政策措施, 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作用, 近几年伊朗经济得到了迅速

发展。中国与伊朗的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我国应抓住机遇, 推动与伊朗的经贸合作, 从伊朗

进口原油将推动我国向伊朗出口技术含量高和高附加值的产品, 同时要推动双方在科技领

域、承包劳务工作等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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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是中东地区大国和世界石油出口大国。

近几年来, 它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家经济建设上,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本文拟就伊朗近几年的

经济发展和中伊两国经贸合作前景作一些探讨。

伊 朗 经 济 迅 速 发 展

(一) 国内外政治形势有利于经济发展

2001年 6月 8日, 哈塔米总统以 77%的高

得票率赢得连任, 这反映了伊朗人民深化改革的

强烈愿望。多年来伊朗一直存在着改革派与保守

派的斗争。2000年伊朗第六届议会选举时, 改

革派在选民的大力支持下, 一举获得了 290个议

席中的210席, 占据了绝对优势。伊朗保守派为

了在 2004年第七届议会选举中夺回对议会的控

制权, 于同年 1月利用由保守派把持的负责审查

候选人参选资格的宪法监护委员会, 取消了包括

第六届议会副议长、哈塔米总统之弟礼萨#哈塔
米在内 3 605名改革派和支持改革的知名人士的

参选资格, 引起改革派的强烈反应。在伊朗最高

领袖哈梅内伊的干预下, 小部分改革派和支持改

革的知名人士的参选资格得到恢复, 但选举结果

还是保守派获胜, 保守派议员控制第七届议会已

成定局。2月 24日在选举中获胜的伊朗保守派

宣布支持哈塔米总统改革, 将集中精力进行经济

改革, 同时将尊重民权。尽管伊朗改革派与保守

派的斗争还将继续下去, 但两派关系的底线是共

同维护伊斯兰的神权统治, 以对付美国对伊朗的

遏制政策。在今后哈塔米总统执政约一年的时间

里, 改革派提倡的政治社会改革可能受阻, 但经

济改革可能会有新的起色, 伊朗的改革势头将保

持下去。

国际上, 虽然美国仍维持对伊朗的制裁 ¹ ,

但由于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对美国的禁令持抵

制态度, 这一禁令的作用已大打折扣。欧盟对美

国延长对伊朗的制裁表示遗憾, 并警告美国, 如

美国对欧洲公司实施制裁, 欧盟将采取报复行

动。不仅如此, 欧盟国家及日本等还与伊朗发展

经贸关系, 开展与伊朗在油气勘探开发方面的合

作。如在 2000年, 伊朗授予日本公司开发部分

阿扎德甘油田的优先权, 同年 3月 10日,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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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2004年 3月 11日, 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命令, 将美国对

伊朗实施的石油禁运再延长一年。根据这项法案, 如果世界上

任何国家的企业在伊朗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投资超过

2 000万美元, 美国将对该企业进行经济惩罚。



的6家公司签订协议, 为向伊朗国家石油公司

(NIOC)预付 30亿美元的购买原油款项做准备。

2001 年 6 月 24 日, 由日本国家石油公司

( JNOC)、日本石油勘探公司 ( JPEC) 和日本东

洋棉花公司 (TOMEN) 等组成的财团与壳牌公

司达成协议, 联合开发伊朗阿扎德甘油田, 预计

投资额达80亿美元, 其中日本财团承担 2/ 3, 壳

牌公司承担1/ 3。根据联合开发计划, 该油田将

于2005~ 2006 年投产, 高峰年产量达3 500万~

4 000万吨, ¹ 其中大部分石油将出口到日本。又

如在 2001年 11月, 伊朗在南帕斯油田建成第一

座海上永久性石油平台。该平台是世界上最复

杂、功能最齐全的平台之一, 完全自动化控制,

由法国道达尔等外国公司提供技术咨询。欧盟国

家不仅参与伊朗石油的勘探开发工作, 还参加了

下游工业的项目。如在 2001 年 4 月, 伊朗国家

石化公司 ( INPC) 与意大利斯纳姆公司签署了一

项备忘录, 进行 39 万吨/年丙烯脱氢装置和 30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可行性研究, 当年底完成。

(二) 实施五年计划, 推动经济发展

伊朗政府通过制定实施 3个五年计划, 以推

动经济发展。伊朗从 1989年 3月开始实施第一

个五年计划 ( 1989年 3月~ 1994年 3 月) , 政府

将重点放在石油、采矿、交通、能源等基础工业

方面, 旨在重建两伊战争后的伊朗经济。

在总结 /一#五0、 /二#五0 计划的基础上,

伊朗制订了第三个五年计划 ( 2000年 3月~ 2005

年3月) , 并提出了 /三#五0 计划的总体目标
是: ( 1) 经济发展和增长必须体现社会公正、缩

小贫富差别、消灭贫穷; ( 2) 扩大非石油产品出

口, 减少国家对石油的依赖; ( 3) 对农产品和消

费品的需求相对达到自给自足; ( 4) 开发和培训

国内人力资源, 全面提高技术和专业水平, 满足

经济发展的需求; ( 5) 鼓励投资, 保证投资安

全,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 6) 改革税制, 增加

国家收入, 支持发展金融和资本市场; ( 7) 控制

通货膨胀率, 使之适应中下等收入家庭的购买

力; ( 8) 向私人经济成分转让国营公司股份, 加

快私有化进程。根据该计划, 2000 年 3 月, 伊

朗国内生产总值为 132亿美元, 固定资产为 128

亿美元, 消费支出为 10714亿美元, 对外贸易额

为3511亿美元, 通货膨胀率为 2211%; 预计到

2005年3月, 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将达 17616亿美

元, 年增长率为6%; 固定资产将达 167亿美元,

年增长率为 711% ; 消费支出将达 12616亿美元,

年增长率为 313%; 对外贸易额将达 4914 亿美
元, 年增长率为 717% ; 通货膨胀率将降为 13%

~ 1112%。在 /三#五0 计划期间, 伊朗总投资

每年增长 711%, 其中政府投资每年增长 5%,

私人投资每年增长 815%; 同期, 政府总收入年

增长率为 1915%, 其中石油收入将由 2000年 3

月的 109151亿美元上升到 2005 年 3月的 120182

亿美元。º

(三) 采取多种措施, 改善投资环境

伊朗这样做, 是为了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

要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伊朗在改善投资环境

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1在伊朗沿海、内陆、沿边设立自由贸易
区。  两伊战争后, 伊朗政府为了更好地吸引外

资、重建经济, 最引人注目的举措就是在沿海地

区设立自由贸易区。位于伊朗南端、扼霍尔木兹

海峡西口的基什岛就是其中的一个。全岛不足

100平方公里, 但区位优势明显。该岛采用公司

管理模式, 贸易区拥有一定的自治立法权, 制定

了一系列法规条例以吸引外资, 做法规范, 手续

简便。该岛向外来投资商提供各方面的优惠和便

利, 基础条件不错, 如工业用地租金和电力、燃

料价格等均较低廉。该岛上已有包括电力、纺

织、食品、医疗等在内的 120家工业公司开始运

营。根据伊朗自由贸易区技术商务委员会颁布的

进口和过关条例, 所有允许和有条件允许进入自

由贸易区的物品, 包括基本材料和原材料及生产

线零件、生产工具和设备 (工业机械)、附件和

生产原料, 不需要有关部门的许可, 各生产单位

和个人可以在不转移货币、不通过银行系统的情

况下进口以上物品到基什岛、凯什姆、查赫巴哈

尔和锡尔詹4个自由贸易区。所有进口到自由贸

易区的物品可转口到第三国, 但在其他海关, 必

须遵守有关海关的规定。进口商品加工或增值

后, 可以出口到其他国家, 且不需要交纳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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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石油集团经济和信息研究中心编辑出版:

52001年世界石油工业综述6 , 2002年版, 第 177页。



海关税。转运中的货物可免交伊朗海关关税, 但

须接受海关的监督管理。伊朗海关服务处还为转

运中的货物提供存放的地方, 货物的主人或其代

理人在收到海关书面应允后, 可进行组装、配

料、混合、重新包装和分类挑选等处理。此外,

伊朗还在内陆、沿边建立了 11个自由贸易区和

经济特区, 并设立了由总统任主席、政府各主要

部门部长组成的自由区最高管理委员会。

21制订相应的投资法规。  伊朗政府颁布

了一系列吸引和保护外国投资的法规。2001年 5

月伊朗议会批准了 5吸引和保护外国投资法6,

于2002年 5 月正式生效。2002年 9月伊朗通过

5鼓励和保护外国投资法实施细则6。根据投资法

及实施细则的规定, 在伊朗境内被接受的外国投

资可享受优惠, 并受法律保护。如外国投资者享

受与国内投资者同等的待遇; 外国现金资本和非

现金资本的进入完全根据投资许可, 无需其他许

可等。

31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石油上游业务。  自

1990年以来, 伊朗政府就试图在石油领域吸引

国外投资。国外公司重新进入伊朗油气资源开发

领域是被控制分阶段进行的, 起初只是允许国外

公司投资参与海上油气资源的开发。从 1998年 7

月开始, 国外公司才被允许参与陆上开发项目,

伊朗陆续开放其油气田的勘探与开发, 对外提供

了40多个开发项目, 与外国石油公司签订了数

十个油气田开发合同。1998年 8月伊朗石油部

同意采取 /回购0 的投资方式开发石油项目。根
据回购合同, 承包商提供所有的投资, 从其发现

的具有商业价值的油田中收回投资。投资回收款

项按照合同约定的回收比例 ( 15% ~ 17%) 计

算, ¹ 由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支付。伊朗大力引进

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设备, 用来支持与装备油气

工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 以实现发展战略。

(四) 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作用

伊朗经济体制是一种混合体制, 由国营、集

体和私人 3种成分组成, 其中国营成分约占伊朗

经济的 75%以上, 主要包括国家重要的经济命

脉部门, 如工业部门、矿山、发电设施、水坝、

广播电视、邮电、航空、航运、公路、铁路、外

贸、银行保险等。这些国营企业由政府统一实行

中央计划经济管理, 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

用。集体成分包括经营物资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公

司, 还包括在乡镇建立的类似机构, 在国民经济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私人成分包括从事工业、贸

易和服务业的公司, 以及从事农业、畜牧业的家

庭和个人经营, 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1999

年 9月, 伊朗总统哈塔米宣布, 将几个主要的工

业部门, 包括通讯、邮电、铁路、石油化工甚至

石油上游工业进行私有化, 这是伊朗经济结构改

革的一个重要部分, 鼓励私营企业在整个国民经

济中发挥其不可或缺的作用。2003 年 8 月初,

伊朗发布的工业发展计划说明伊朗政府非常重视

私营部门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一再强调工业发

展必须依靠私营企业。该计划提出, 2003~ 2004

年度需通过私营部门创造 20万个就业岗位。近

年来伊朗政府加大了对私营部门的投资力度, 伊

朗石油稳定基金 ( OSF) 已向私营企业提供贷款

17亿美元。º

(五) 采取多种措施, 使伊朗向多元化经济

方向发展

伊朗石油、天然气储藏量丰富, 据美国 5油

气杂志6 报道, 截至 2002 年 1 月 1 日, 伊朗石

油储藏量约为 122187亿吨, 占世界石油总储量

1 413亿吨的 817%, 居世界第五位; 伊朗天然气

储量为 23 万亿立方米, 占世界天然气总储量

154135万亿立方米的 15%, 居世界第二位。到

2000年底, 伊朗共有 1 120 口在产油井。2001

年, 伊朗石油产量为 11565亿吨, 同年天然气产

量为502175亿立方米。伊朗计划将海上石油年

产量从 2001 年的 3 300 万吨提高到 2005 年的

5 500万吨。» 伊朗是欧佩克第二大石油输出国,

石油出口收入占其外汇总收入的 80%。在伊朗

执行 3个五年计划期间, 曾两次遇到原油国际市

场价格大幅度下跌, 一次是 1992 年至 1993 年,

石油降价造成伊朗外汇严重不足, 只得向外借

债, 对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严重影响; 另一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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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书, 第 176页。

参见刘明: 5中东经济: 继续增长6 , 载王洛林、余永

定主编: 52003~ 2004年: 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6 , 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100页。

参见张华: 5伊朗油气资源及相关政策6 , 载 5国土资

源6 杂志, 2003年第 9期, 第 51页。



1998年下半年至 1999年 4月, 原油国际市场价

格突然下跌, 使伊朗石油收入大幅度减少, 又一

次给伊朗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外债增加, 通货膨

胀率和失业率升高。这两次油价大幅度下跌给伊

朗经济发展造成很大危害, 使伊朗政府充分认识

到在经济上严重依赖石油的弊病, 加大了走经济

多元化道路的力度, 想方设法发展非石油工业和

农业, 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得到健康、协调的发

展。据伊朗海关统计, 2003 年伊朗非石油出口

金额达60161亿美元, 比 2002年增长2615%。
近三年来, 伊朗经济发展在中东地区是较突

出的, 达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根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数据显示, 伊朗 2000~ 2003 年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 513%、519%、617%、

611% , 预计 2004年增长率为 517%。2003 年 3

月伊朗议会批准了 2003~ 2004 年度财政预算,

预算总额为 1 070亿美元, 该预算是以每桶油价

23美元为基准的。伊朗 2001~ 2003年国内生产

总值分别为 1 130亿美元、1 080 亿美元、1 270

亿美元, 预计 2004年为 1 410亿美元。¹

中 伊 经 贸 合 作 前 景 广 阔

1971年 8 月 16 日, 中国与伊朗正式建交。

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 面临共同的发展课题和严

峻的挑战, 两国在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

一致或相似的看法。进一步加强两国双边关系符

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维护地区、世界的

稳定与和平。双方高层领导人曾进行过一系列互

访, 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2002

年4月, 江泽民主席应邀访问伊朗, 双方签署了

5油气领域合作框架协议6、 5避免双重征税协
定6、5邮政、通信与信息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6、

5海运协定6、52003~ 2005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6

和 5建立双边商务理事会合作协议6 等文件, 促

进了两国关系的全面深入发展。

(一) 中伊经贸关系现状

随着中国与伊朗两国关系的逐步深入发展,

双边经贸往来与合作不断增强, 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 双方明显地增进了经贸关系。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 1999年两国贸易额继而

为 13148 亿美元, 其中中国出口额为 6163亿美

元, 进口额为 6185亿美元。2000年两国贸易额

上升到241868亿美元, 2001年两国贸易额提高

到3311 亿美元, º 2002年两国贸易额继而增至

37142亿美元, 创历史最高记录。与此同时, 两

国在经济技术合作、承包劳务方面也取得了令人

鼓舞的成绩。目前, 包括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在

内的数十家中国公司活跃在广阔的中伊经贸合作

领域, 它们参加地铁、油气、水电、化工、焦碳

和电信等部门的一大批伊朗建设工程。2000年,

中国在伊朗的主要工程项目有: 中国石化工程建

设公司在伊朗的炼油厂改造项目, 合同额为 115

亿美元; 中国石油技术开发公司的 19口天然气

井钻井项目, 合同额为 8 450万美元; 安徽国际

技术合作公司在伊朗的莫拉萨得拉水电站项目,

合同额为 7 570万美元。» 2001年, 伊朗是我国

在西亚地区新签承包劳务合同最多的国家, 合同

金额达313996亿美元, 也是我国在西亚地区完

成营业额最多的国家, 达 211532亿美元。伊朗
塔里干水坝及水电站项目是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在

西亚地区 4个最大的项目之一, 合同额达 114984
亿美元, ¼ 由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总公司承建。德

黑兰地铁工程被人们视为中伊经贸合作的典范,

此工程是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与德黑兰城

郊铁路公司签约承建的一项机电系统 /交钥匙0

工程, 合同总金额 518亿美元。½ 截至 2002年 3

月中旬, 已建成并开通运营的市区地铁线长约

24公里, 圆了伊朗人民向往已久的 /地铁梦0。

(二) 中伊经贸关系发展方向

中国与伊朗的经贸合作是建立在长期友好合

作基础上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有了明显进

展。伊朗是我国对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经贸合作的

重点国家之一, 是我国实施 /走出去0 战略、充

分利用 /两种资源、两个市场0 方针的重要阵

地。尽管目前两国经贸关系良好, 但与双方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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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期望还有差距, 存在的潜力还比较大, 笔者

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强中伊经贸合作:

11紧紧抓住两国经贸合作的机遇。  从我
国情况看, 积极参与同伊朗等发展中国家的合

作,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增强, 也有利

于我国自身的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

整与产业升级, 我国也需要把国内比较饱和而又

成熟的技术 (如家电生产线) 向一些发展中国家

转移, 而伊朗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对象国。从伊

朗方面看, 它正在积积改善投资环境, 加强地

铁、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也希望中国能够将一

些先进的技术、装备转让给伊朗。两国发展经贸

关系是互有需求, 且经济互补性强, 开展相互合

作完全符合双方利益。比如中国需要伊朗的石油

和天然气等, 伊朗也需要找到像中国这样稳定的

石油市场和中国的机电产品、轻工业产品等。

21从伊朗进口原油将推动我国向伊朗出口
技术含量高、高附加值的产品。  伊朗是我国从
海湾地区进口原油的重点国家之一, 随着我国从

伊朗进口原油的增多, 势必增大我国向伊朗支付

外汇的压力, 这将促使我国向伊朗出口更多商

品。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把握好对伊朗传统出口产

品质量和档次的标准, 另一方面要注意满足伊朗

社会中、上层消费者的需求。

31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  伊
朗正积极发展基础产业, 提高产品出口竞争力,

不少工业企业需要新技术、新设备, 伊朗的石

化、纺织、轻工、冶金等行业也面临设备及零配

件的更新和引进。要善于在我国所能提供的技

术、设备与伊朗所需间寻找结合点, 在对伊朗企

业、市场做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利用当地的资

源, 我国可以用设备、技术投入的方式在伊朗自

由贸易区与伊朗办合资企业, 其产品除满足当地

市场外, 还可以出口到周边国家乃至欧洲市场。

我国与伊朗在通讯技术、技术教育、职业培训等

方面也有广泛的合作余地。

41在伊朗的承包劳务工作仍有潜力可挖。
 伊朗正在对 20 世纪 70年代建成的基础设施、

市政工程进行改造和重建, 这对于我国要走出国

门的企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实践证明, 我国以

项目承包带动劳务出口是成功的经验。我国在伊

朗承担的德黑兰地铁机电系统 /交钥匙0 工程就

是成功之例。伊朗有丰富的油气资源, 并有广阔

的承包劳务市场, 这为我国提供了良好机遇。我

国人力资源丰富, 工农业及建筑技术等也符合伊

朗的需求。伊朗所需要的石油、石化、铁路、造

船、小汽车、勘探、港口、轻工、生物技术、信

息产业技术、现代农业技术、航空和空间技术

等, 我国有关公司、机构均有能力承揽。关键是

做好调研工作, 再酌情做出决定。

51积极开拓我国与伊朗的旅游市场。  旅
游业被人们称为 /无烟工业0。伊朗每年都有不

少人出国旅游、度假, 我国拟有针对性进行宣

传, 吸引伊朗人到中国旅游。历史上, 我国与伊

朗在文化、贸易、宗教等方面有较多交往, 广

州、泉州、扬州及我国西北地区有一些著名清真

寺及阿拉伯人、波斯人 (即伊朗人) 的遗迹。我

国有关部门可以在这方面进行一些调研和考察。

近几年来, 中伊两国间的经贸合作取得了显

著成绩, 与此同时, 双方发展经贸合作的潜力还

是相当大的。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经过两国政

府各部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中伊两国的经

贸合作还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前景是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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