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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油价

与中东石油输出国的经济发展
) ) ) 新世纪中东经济发展问题之二

杨   光

  内容提要  2000年以来, 国际石油价格飙升, 居高不下, 为中东石油输出国的经济发

展带来巨大的历史机遇。中东石油输出国的经济发展政策呈现新特点: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保护本地人就业; 改善外国投资环境; 推动产业结构多样化。但这些国家仍需解决经济结构

单一化、对外国企业投资石油工业上游领域的闭门坚守政策, 以及扩大经济自由度等问题,

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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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发 展 新 机 遇

2000年以来, 国际石油价格结束长期的低迷状态, 不断上涨。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和战后严峻的

安全局势、伊朗核问题的不断升级, 加上世界石油剩余生产能力的减少, 使国际石油市场对石油供应

中断的担忧难以消散, 成为导致国际石油价格长期居高不下的基本因素。而国际金融和期货市场的炒

家乘机兴风作浪, 以及世界主要石油进口国消费和战略石油储备需求的不断增加, 则进一步推动了国

际石油价格的上涨。在这种背景下, 欧佩克现货原油一揽子参考价格的年平均水平从 2001年的每桶

23112美元直升到 2005年的每桶 61108美元。¹

高油价对以海湾国家为代表的中东主要石油输出国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因为这些国家对原

油出口收入过分依赖的状况至今仍未根本改观, 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和居民福利水平对石油收入依赖

依然很大。 2005年石油出口收入在沙特阿拉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119%和政府税收的 85%, º 在科

威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115%和财政收入的 91% »,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 /4以上

和财政收入的 68% , 在卡塔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1%和财政收入的 63% , 在巴林占财政收入的大约

70%。长期以来, 石油收入的变化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唯一重要因素。经历了 20世纪 70年代到 80年

代初的高速发展时期, 这些国家经济增长长期乏力, 一些国家陷人长期财政赤字和对外贸易赤字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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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困难状况, 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国际石油价格的低迷。

而近几年国际市场出现的高油价促动了中东石油输出国原油出口量的不断提高, 欧佩克成员国石

油出口量从 2002年的每日 1 775万桶直升到 2005年的每日 2 277万桶。¹ 中东主要石油输出国的石油

收入水平从高油价和增加出口量两个方面获益匪浅, 出口收入剧增, 迎来了 20世纪 70年代初以来第

二个石油收入高峰期。石油收入的激增使这些国家在伊拉克战争以来普遍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 财政

状况或扭亏为盈, 或顺差不断扩大,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结束了长期财政赤字的历史, 以对外贸

易顺差为表现的资金剩余重新大量出现, 经济发展再次面临巨大的历史机遇。

表 1 2003~ 2006年海湾国家若干经济指标变化

年   份 2003 2004 2005 2006 (预测 )

沙特阿拉伯

国内生产总值

实际增长率 (% )
717 513 616 513

年均通货膨胀率 (% ) 016 013 014 019

进口额 (亿美元 ) 932144 1 259198  1 746135  1 991100  

出口额 (亿美元 ) 338168 41015 513127 560  

科 威特

国内生产总值

实际增长率 (% )
1314 612 811 716

年均通货膨胀率 (% ) 110 113 411 315

进口额 (亿美元 ) 27119 30212 46817 59113 

出口额 (亿美元 ) 9818 10912 15617 22316 

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

国内生产总值

实际增长率 (% )
1119 917 818 1010 

年均通货膨胀率 (% ) 311 710 1215 910

进口额 (亿美元 ) 671  906  1 185   1 425   

出口额 (亿美元 ) 458  634  805  999  

卡 塔尔

国内生产总值

实际增长率 (% )
519 919 818 719

年均通货膨胀率 (% ) 213 618 818 712

进口额 (亿美元 ) 13318 18618 21816 318  

出口额 (亿美元 ) 4316 5411 9819 124  

巴  林

国内生产总值

实际增长率 (% )
712 514 519 611

年均通货膨胀率 (% ) 116 214 217 215

进口额 (亿美元 ) 6712 7610 10010 13210 

出口额 (亿美元 ) 5311 6110 7410 9110 

阿  曼

国内生产总值

实际增长率 (% )
) 516 516 615

年均通货膨胀率 (% ) ) 013 013 117

进口额 (亿美元 ) ) 133  187  243  

出口额 (亿美元 ) ) 79  81  101  

  资料来源: 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出版: (国别报告 6, 2006年 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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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1~ 2005年沙特阿拉伯财政收支变化 (单位: 亿沙特里亚尔 )

年  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财政收入 2 282 2 040 2 930 3 920 5550

财政支出 2 551 2 250 2 570 2 850 3 410

财政余额 - 269 - 210  360 1 070 2 140

  资料来源: 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出版: 5沙特阿拉伯国别报告 6, 2006年 2月号。

经 济 发 展 新 举 措

面对近年高油价带来的新机遇, 中东主要石油输出国加紧了经济多样化的发展, 同时也接受 20

世纪后期经济发展的一些教训, 在宏观经济管理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 表现得更加稳健和成熟。

(一 )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在 20世纪的最后 30年, 海湾石油输出国虽然经历过快速发展期, 但其宏观经济状况经常处于很

不稳定的状态。 70年代出现过高通货膨胀, 80年代以后则经历了油价下跌导致的增长乏力和财政困

难。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不仅给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而且容易引起政治和社会动荡。因

此, 在 2 l世纪初出现的高油价条件下, 海湾国家接受教训, 都把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放在经济政策的

重要位置, 普遍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

11合理调整石油收入的开支和储备结构, 时刻预防可能出现的石油价格剧烈波动。  尽管有不

少人认为, 世界已经告别低油价时代, 高油价时代已经到来, 但对于以石油收入作为唯一资金积累来

源的海湾石油输出国并不敢对油价前景过分乐观。尽管近年来这些国家的石油收入激增, 但这些国家

石油收入的开支政策却更加谨慎。为防止国际石油价格再次暴跌可能给资金积累带来的重大震荡, 各

国都更加重视石油收入战略性储备。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注意到, 在 1973年开始的第一次石油价格

暴涨时期, 中东主要石油输出国每年增加的石油收入约有 60%都以货物和劳务进口的形式被支出,

而在目前这一次石油价格上涨期间, 每年增加的石油收入只有 25%被支出, 其余部分则被储备起

来。¹ 科威特的后代人基金到 2003年已达 650亿美元。有些原来没有石油储备基金的国家, 近年建立

了石油储备基金。2000年以来, 伊朗、卡塔尔等国都新建政府石油收入稳定基金。例如, 伊朗于

2000年建立石油收入稳定基金, 以便在石油收入跌破预算时用于预算补贴, 资金来源是超过预算的

石油收入, 到 2004年达 84亿美元。º 该基金的最多 50%资金可以用于中央银行批准的出口导向型私

营非石油项目。卡塔尔不仅建立了石油稳定基金, 而且利用石油收入增加的机会提前偿还所欠债务,

以减少未来可能承担的债务风险。

21采取审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预防高通货膨胀重新抬头。  随着石油收入的增加, 海湾国家

经济发展加快, 但也面临更加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通常都是以美元计价, 进口

却主要来自使用欧元的欧洲国家。近年来, 随着美元的贬值和欧元的升值, 进口成本有比较明显的上

升。它们的汇率政策普遍采用盯住美元的做法, 导致其货币对欧元也相应呈现贬值趋势。石油收入增

加导致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上升, 货币供应增加较快, 对物价上升产生强大拉力。这些因素都给保持

多年的低通货膨胀局面带来新的冲击。为了预防通货膨胀的加剧, 海湾国家在近年内多次提高利率,

以抑制货币供应。阿联酋 2006年还采取削减政府开支、限制房租上涨幅度、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等

措施, 遏制通货膨胀的发展。

(二 ) 保护本地人就业

海湾国家人口稀少, 长期以来本地人口就业压力不大, 劳动力供给主要靠从国外引进。由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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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发展起步较晚, 以及本地人口普遍享受高福利待遇, 外籍劳动力往往在素质和成本方面均比

本地劳动力更具市场竞争优势。因此, 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并不十分重视解决本地人就业问题, 沙特在

2000年以前甚至还没有进行过就业和工资的统计工作。然而, 该地区也是人口增长速度很快的地区。

随着大量本地劳动力逐步进入就业年龄段, 本地人劳动就业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据沙特计划部公布

的数据, 该国公民 2000年的失业率已达 811% , 而 2004年沙特美国银行则估计该国男性失业率达

13%。在这种情况下, 海湾国家为了保障本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从 20世纪 80年代石油收入下跌和

经济增长减缓以后, 就开始实行限制外国劳动力进入和保护本国公民就业的政策, 21世纪以来, 石

油收入的增加和经济增长加快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劳动力本地化的政策反而不断强化。

沙特 1999年规定, 所有雇工超过 20人的企业都要按每年 10%的速度实现劳动力沙特化。从

2001年 9月起, 政府只对符合沙特化要求的公司招标和签署合同, 同时对每个要求变换工作的外籍

劳工征收 1 000里亚尔。2003年 5月起外国人不能获得新的出租车司机驾照。 2003年阿卜杜拉王储

下令, 对于从 21种职业中辞退外籍劳工, 以便为 20万沙特人创造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进行研究, 这些

从业部门包括出售成衣、玩具、家具、家用电器、汽车展销、车辆零部件、建材和移动电话的商店

等。根据这项建议, 这些商店要在三年过渡期内实现雇员的全部沙特化。科威特的外籍人口比例高达

2 /3, 根据 2000年 5月政府颁布的 5劳动力市场法6 和 2002年第 904号法规, 劳动力 /科威特化 0

政策主要采用配额制度, 限制外籍劳工在雇员中的比例。为防止私有化导致科威特人失业, 2006年

议会的专门委员会已经拟就一项法案, 要求私有化企业必须与科威特雇员签订为期五年的就业合同,

其合同条件不得低于企业私有化以前的标准。阿联酋政府近年来正在进行以限制外籍人就业, 鼓励本

国人就业为内容的劳动力 /阿联酋化 0 改革。该国的改革重点起初集中在银行业。政府要求本地银

行和外国银行的本地雇员比例达到 40%。2006年, 对外国劳动力的限制开始从部门行业扩大到工作

种类。政府要求本国及外国的公司在 18个月限期内解雇从事文秘、人力资源管理的外籍雇员职务,

并以阿联酋国民取而代之。为配合这一改革, 政府机构正在为阿联酋人举办多种职业培训计划。目前

巴林私营企业 3 /4的职位被外籍人占据。 2005年巴林公民的失业率已经高达 15%。巴林劳动力市场

改革方案建议包括对外籍劳动力收费, 规定企业的外籍雇员配额等。巴林内阁已经通过决议, 将在大

型零售市场、家具行业、旅行社和汽车销售行业逐步实现 100%的雇员本地化。

(三 ) 改善外国投资环境

海湾石油输出国虽然资金比较充裕, 但大型石油天然气开发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工业建设

项目仍然需要利用一部分外国投资。不仅如此, 这些国家在石油天然气开发, 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发

展方面严重缺乏技术和市场的问题, 也需要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加以解决。因此, 它们长期

采取比较自由开放的经济制度, 进入 21世纪以来吸引外国投资的环境进一步改善。

近年来, 海湾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明显减少。沙特从 2003年开始把保险业、输电和配电

行业、教育和管道服务等 4个部门和行业列为允许外国直接投资的领域。同年首次与外国公司签署天

然气开发合同, 标志着能源上游领域在 1976年实现国有化以来, 第一次重新对外国投资开放, 引起

国际商界高度关注。 2004年沙特开办股票交易所, 从此, 外国人可以通过经纪人在该国从事股票交

易。2005年把外国投资者持有沙特银行股权的上限从 49%放宽到 60%。2006年科威特议会通过了有

关向本地和外国投资者销售非石油天然气行业国有企业股权的私有化法律。阿联酋经济部长卢布纳最

近也宣称, 计划把某些部门的合资企业中外方投资比例上限从 49%放宽到 70%。卡塔尔 2004年颁布

埃米尔令, 允许外国人在预计 2009年全部完工的 /海湾明珠 0 人工岛住房项目中购买或拥有房产 99

年, 此后可以再延长 99年, 从而打破 2000年投资法关于外国投资者只可以租赁房地产 50年的限制。

2005年, 卡塔尔开始允许外国投资者通过互助基金购买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 20%股权。同年,

由经济与商务大臣穆罕默德#本#艾哈麦德#阿尔萨尼领导的卡塔尔金融中心开始运作, 以便为大型

石油天然气项目以及基础设施项目融资。该中心为外国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入驻提供的优惠条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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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三年免税期和三年以后的低所得税待遇、允许外国独资经营等。一些国家为投资审批提供便利。

沙特于 2000年通过的新外商投资法规定, 在文件齐全的情况下, 所有投资许可证的批准程序不得超

过 30天, 从而有效缩短了投资审批时间。还有一些国家降低了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沙特 2004年通

过的新税法把外国公司的所得税率从 35%下调到 20%。科威特政府 2006年批准了把非科威特国民的

所得税最高税率从 55%减低到 15%的法案。此外, 海湾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接受国际贸易和投

资的新规则; 2003年建成海湾合作委员会关税同盟, 对内取消关税, 对外实行统一的低关税; 巴林

还与美国签署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定。这些措施也增加了对外国直接投资者的吸引力。

海湾国家改善投资环境的努力受到国际评级机构的肯定。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在对海湾国家投资

环境的最新评级中认为, 该地区国家一般政权比较稳定, 有丰厚的石油收入及海外资产保障债务偿还

能力, 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较低, 汇率比较稳定, 因此, 对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投资环境都给予了相

当高的评价 (参见表 3)。

表 3 若干中东国家投资风险等级评定

风险类别 主权风险 货币风险 银行风险 经济结构风险 政治风险

沙特阿拉伯 BBB BBB BBB BBB CCC

科威特 A A A BBB BBB

阿联酋 A A BBB A A

卡塔尔 A A A A BBB

阿曼 A A A A BBB

巴林 A A A BBB B

土耳其 B B BB BB B

突尼斯 BB BB BB BB BB

埃及 B BBB BB B B

  资料来源: 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出版: 5国别报告 6, 2006年 8月号。

从 2003~ 2005年中东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逐年增加的状况可以看出, 投资环境的改善

已经取得效果。投资环境的改善, 是该地区近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额持续显著上升的主要原因。

(四 ) 推动产业结构多样化

经济多样化是海湾石油输出国长期推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过去约 30年的时间里, 这一战略已

经取得一定的效果。各国根据本国国情, 发展出天然气开采业、制造业、金融业、旅游业、航运业等

新兴产业部门, 使完全依赖原油出口的经济结构逐渐发生改变。但也走过一些弯路, 例如沙特在自然

条件严重不利的条件下发展小麦种植, 寻求粮食自给自足。尽管该国已成为小麦出口国, 但小麦生产

成本却相当于国际市场小麦价格的 4倍。在新一轮高油价条件下, 海湾国家的经济多样化战略更加注

重发挥比较优势, 天然气开发、服务业和海外投资应成为重点发展的产业。

11发展天然气开采业。  海湾国家发展天然气工业具有坚实的资源基础。2005年海湾地区沙特、

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阿曼、伊朗和伊拉克的探明天然气储量为 7219万亿立方米, 占世界探明

天然气总储量的 4015%。¹ 随着人类对清洁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 国际天然气市场需求旺盛。技术进

步和生产规模扩大使天然气生产成本总体呈下降趋势, 而随着国际石油价格的上升, 天然气的市场价

格也不断上升。天然气也是石化工业的重要原料。这些因素为中东国家发展天然气工业提供了巨大优

势和动力。近年来, 沙特、伊朗、阿尔及利亚、卡塔尔等主要天然气资源国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天

然气工业对外国资本开放, 通过引进跨国公司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利用跨国公司的国际销售网络促进

本国天然气工业的发展。中东地区的卡塔尔、阿曼、伊朗、阿尔及利亚还与世界其他主要天然气出

口国于 2001年成立了由拥有全球 2 /3天然气资源的国家组成的天然气输出国论坛 ( Gas Ex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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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Forum, GECF), 试图发挥类似欧佩克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作用。这些措施, 使中东海湾地

区的天然气产量在近年有显著增长。 2000~ 2005年, 中东地区的商品天然气产量从 2 090亿立方米增

加到 3 063亿立方米, 增幅达 4516%, 远远超过同期世界天然气产量的 1318%增幅。¹ 国际能源机构

预测, 今后 20年中东将是世界上天然气产量增长最快的地区。

21发展多种服务业。  除石油天然气以外, 海湾地区自然资源贫乏, 但该地区地处国际石油主

产地和石油美元的大本营, 以及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航运中心地带, 发展金融服务业和航运服务

业具有地理区位优势。该地区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都在努力把自己建设成海湾地区金融中心和航运

中心, 并为此大力发展相关的交通和电讯基础设施。巴林利用独特的地位位置, 大力发展离岸银行部

门, 2004年银行保险等服务业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0%, 成为支柱产业。卡塔尔以成为中东地

区航空中转中心为目标, 以 2006年亚运会为契机, 大规模扩建机场, 并于 2003年和 2005年分别签

订了购买 34架空中客车飞机和 20架波音客机的合同。

31扩大海外投资。  21世纪以来石油收入的持续增加所带来的一个新变化是, 海湾国家重新出

现了大量的剩余资金, 具体表现为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巨大顺差。这部分资金的重新出现和不断增

加说明,这些国家在满足了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以外, 还有大量的剩余石油收入, 即人们通常所

说的 /石油美元 0 需要到世界其他地区寻找投资市场。例如, 沙特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额在

2001~ 2005年就从 94亿美元增加到 842亿美元。有关国家在利用 /石油美元 0 对外投资的时候各具

特色, 其海外投资一般包括外国银行存款、持有外国政府或企业的债权、产权投资等多种形式。海外

资产标志着海湾国家对国际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的参与, 因此也是海湾国家产业结构多样化的一种重要

形式。尽管海湾国家一般不正式公布其海外资产的变动情况。但从可获信息来看, 近年海湾国家的海

外资产数额呈明显上升的势头。例如, 沙特的海外资产数量在 20世纪 80年代初曾经达每月 1 500亿

美元, 后来因石油收入减少而被提取, 到 1991年只剩下 500多亿美元, 而 2005年重新上升到约

1 000亿美元。º 值得说明的是, 这一数字只能够反映沙特官方拥有的海外资产。如果加上该国公民私

人拥有的海外资产, 则海外资产的数额更加庞大。 2004年 1月沙特经济计划大臣穆罕默德 #格塞比

(M ohamm ed a l- Gsa ib i) 透露, 该国的公司和个人在海外存放的金融资产总额已达 6 500亿美元。»

面 临 的 问 题 和 风 险

海湾主要石油输出国近年来借助国际油价飙升, 加快经济发展步伐, 但经济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

还没有解决。

(一 ) 经济结构多样化尽管取得一些进展, 但海湾主要石油输出国严重依赖原油出口收入的单一

原料出口经济结构尚未彻底改观

经济结构单一化的痼疾, 使海湾主要石油输出国的经济发展仍然严重依赖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变

化。国际石油价格虽然多年来居高不下, 但国际石油资源并不缺乏, 世界石油开采成本远远低于国际

石油价格的水平, 近年油价居高不下的基本原因在于 20世纪最后十多年国际石油价格长期低迷, 国

际石油工业投资不足造成生产能力趋于紧张, 以及新世纪以来主要产油区中东地区的战争和紧张局势

所导致的恐慌与投机心理所致。随着高油价激励下国际石油工业上游领域投资的增加, 以及地区局势

可能发生的变化, 伊拉克战争以后持续三年的油价过高局面不可能长期持久下去, 并会一如既往地产

生波动。因此, 在相当长时期内, 海湾国家经济状况仍面临遭受国际石油市场波动冲击的风险。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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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与石油价格挂钩, 因此, 一旦国际石油价格下跌, 天然气工业的发展也不可

避免地会受到冲击, 从而危及天然气资源国的经济发展。

(二 ) 在全球石油工业上游领域对外开放的大趋势下, 沙特和科威特的石油工业上游领域仍对外

国直接投资大门紧闭

海湾部分石油输出国对外资投资石油工业上游领域闭门坚守政策的持续, 将不利于充分发挥这类

国家石油开发成本低的优势, 吸引国际石油工业的资金和技术为本国的石油工业发展服务, 而是更加

激励国际石油资金和技术流向新兴的石油资源国和输出国, 从而最终可能导致自身的国际石油市场份

额缩小和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影响力下降。除此之外, 海湾国家仍然有不少非战略性产业不允许外国直

接投资进入, 从而使这些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例如沙特仍然禁止外国投资进入批发零售业、陆地和

海洋运输业等部门。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加剧的形势下, 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过多限制, 实际上只

能制约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多样化的步伐。

(三 ) 海湾国家虽然经济自由化程度较高, 但仍然存在不少市场机制扭曲和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现象

除上文提到的海湾国家某些产业对外开放问题以外, 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主要还表现在对水、

电、能源供应的大量补贴方面。尽管沙特等国在 20世纪 90年代国际石油价格低迷和政府财政收入困

难的情况下, 曾经一度考虑削减补贴, 但由于民众反对和石油收入的重新增加, 削减补贴的计划进展

十分缓慢。该地区国家以行政手段干预劳动市场, 强制推行劳动力本地化的政策, 不利于控制生产和

经营成本, 也受到许多外国投资者和本地私营企业家的反对。尽管采取这些措施有现实的政治社会稳

定方面的理由, 但从改善市场经济环境, 吸引外国和本地私人投资、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经济

多样化的长远战略目标来看, 还应当进行调整。

综上所述, 21世纪初, 国际石油价格的重新高涨为中东国家 (尤其是石油输出国 ) 的经济发展

提供了巨大机遇, 同时, 它们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风险。在新的发展环境下, 中东国家唯有把握契

机, 妥善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 才能分享高油价带来的 /红利0, 以此驱动中东国家

经济的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樊小红 )

#资料库 #

土 耳 其 新总 统 阿 卜 杜 拉 # 居 尔

  2007年 8月 28日,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提名的

总统候选人阿卜杜拉# 居尔 ( Abdu llah Gu ll) 在大国

民议会举行的第三轮总统选举投票中获 339票, 超过

半数而获胜, 并在当日宣誓就职, 出任土耳其共和国

第 11任总统。居尔为人谦和, 工作严谨, 在土耳其

政界享有很高声望, 并得到土耳其一些主要社团和工

商界的广泛支持。他在就职仪式上发表讲话强调, 土

耳其将继续打击恐怖主义, 推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

判过程, 同时加强土耳其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阿卜杜拉# 居尔, 1950年 10月 29日生于土耳其

中部的开塞利省。他在伊斯坦布尔大学获经济学学士

学位, 后到伦敦继续进修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回

国后, 他在萨卡里亚大学创建了工业工程系。 1983~

2003年 3月, 他先后任伊斯兰发展银行专家、开塞利

省的繁荣党代表、议会计划和预算委员会成员、议会

外事委员会成员、土耳其国务部长、总理。 2003年 3

月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资料来源: 新华网安卡拉 2007年 8月 28日讯 )

(安春英  摘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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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Beijing Summ it of Sino- African Cooperation

Forum on Sino- African Relations
) ) ) A Comment in the firstAnniversary of Beijing Summ it

Yang Fuchang pp15- 9

  Be ijing Summ it o f S ino- A frican Cooperation

Forum is a m ilestone in the h istory of Sino- A frican

re lations. The open ing of the Summ it is the tim e de2
m anding and comm on needs of China and A frican

states. The im portan t achievem en ts of Be ijing Sum2
m it are to set up new2type siro2A frican strateg ic Part2
nersh ip, and m ake sure the clear a im s in nex t 3

years or m ore for the comm on cooperation fie lds.

China has enhanced the assistances to A frica. For

Examp le, Ch ina has set up S ino- A frica Deve lop2
m en t Funds, and en large the zero tariff item to the

Least2developed countries of A frica under the com2
m on efforts by China and A frican countries. The fu2
ture of Sino- A frica re lation w ill face all kinds o f

challenges for the reasons thatA frican states m ay be

frustra ted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H igh O il Price and Econom ic Developm ent in

O il Export Countries in theM idd le East

) ) ) One ofEconom ic Development in theM iddle East in the New Century

Yang Guang pp110- 16

  The o il price in in ternational m arket has m ain2
tained a h igh level since 2000, and wh ich has

brought a historica l econom ic deve lopm ent chances

for in o il expo rt states the M iddle Eas.t The o il ex2
port states has enforced som e new regu lations: to

keep m acroeconom ic env ironm ent stable, to pro tect

nat ive em ploym en,t to improve foreign investm ent

env ironm ent, to prom ote industria ld iversity and etc.

But o il export sta tes should try to reso lve such eco2
nom ic developm ent problem s as the so le econom ic

structures, the forb idden po lic ies for fo reign invest2
m en t in upper oil industry, to enlarge the level o f e2
conom ic freedom, so as to ensure the econom ic sus2
tained developm en.t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Thinking How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Ch inese Voice on theM iddle East Studies

Zhu W eilie pp117- 24

  W hat basic e lem ents shou ld be considered in

estab lish ing the system of Ch inese vo ice on theM id2
dle East studies? To set up the gu ide of Ch inese es2
sentia l hum an ism system: Ch inese scholars o f the

M iddle East studies should em phasize and treasure

the equa lity o f system o f vo ice1To attach im portance

to the docum entation and m aterials in the ob ject

states of studies: pay m ore attention to the balance

of fore ign m ateria ls and docum entat ion, in the m ean

tim e, attach im po rtance to Chinese M oslem . s

speech comm un ications and interpretat ions, w 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using in Christ ianity and C a2
tholic ism1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o fCh inese

vo ice on theM idd le E ast studies, it is necessary to

acco rd w ith the dem ands o f tim es sp irits1 It is also

the composition to understand / Chinese Characteris2
t ics0 in exp lor ing into estab lish ing Ch inese socialist

system of vo ice on theM idd le East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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