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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别 信 息 跟 踪  
 

第 35 期（总第 137 期）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风险管理部    二Ο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叙利亚近期国别风险简析 

 

一、 政治状况 

（一） 社会骚乱持续 

2011 年 3 月 18 日，受到中东和北非诸多阿拉伯国家社

会骚乱的影响，叙利亚南部德拉省省会德拉市爆发大规模民

众抗议活动。随后又蔓延至叙利亚多个地方。3 月 24 日，叙

利亚政府宣布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将全国工资水平普遍上

调 20-30%，养老金上调约 25%，发放额外补贴，降低个人所

得税等，并承诺政府将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之后叙利亚全国

局势一度处于控制当中。3 月 29 日，作为对抗议者的回应，

总理奥特里向总统递交内阁辞呈，当天叙利亚全国举行支持

总统新法令的大游行。 

3 月 30 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发表电视讲话，

或许是看到 3 月 29 日民众对自己的普遍支持，加上包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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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沙特阿拉伯在内的国际领导人也都对其表示了明确支

持，巴沙尔·阿萨德没有像外界普遍预测那样立即宣布取消

已经在叙利亚实施了 48 年的紧急状态法。阿萨德改革动作

的迟缓引起反对者强烈不满，进入 4 月以来，叙利亚暴力抗

议升级，要求改革的呼声已经逐渐被催促阿萨德下台的声音

所盖过。阿萨德 4 月 21 日签署 3 项法案，包括解除 1963 年

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法、撤销 1968 年成立的国家最高安全

法院，并颁布和平游行法案，但这已经无法安抚示威者。 

（二） 阿萨德政权面临挑战 

2000 年巴沙尔·阿萨德接替其父亲担任叙利亚总统，其

政权以阿拉伯复兴党为基础，家族成员和阿拉维派亲信担任

各个部门要职。虽然统治基础相对狭窄，但通过这些安排，

巴沙尔总统牢固控制了政府部门、情报部门和军队。加上

2009 年以来，巴沙尔总统主动进行政治改革、推动经济市场

化、提高人民收入、改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国内政治

和社会相对稳定。 

2011 年 3 月份爆发的社会骚乱对阿萨德政权形成挑战，

局势一度处于控制当中。在 3 月 29 日接受了内阁辞呈之后，

阿萨德于 4 月 3 日责成前农业和土地改革部长阿德尔·萨法

尔组建新政府，同时再次对抗议者做出妥协，扩大了健康保

险的范围，将退休公民和军人也纳入其中。但是政府改革没

能满足反对者的要求，叙利亚暴力抗议活动开始升级，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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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转直下。4 月 18 日，叙利亚内务部长宣布，国内爆发了极

端伊斯兰分子阴谋策划的武装暴乱，而不是单纯的集会示威

活动。警察和军队开始强力镇压示威者。这使得政府内部开

始出现分裂，数百名复兴党党员退党表示对政府镇压行为不

满。目前局势趋于紧张，阿萨德政权面临巨大挑战。未来，

至少有两个因素可能影响到叙利亚政局的稳定，一是外国是

否对其进行干涉，二是政府改革能否满足抗议者的要求。 

（三） 受到军事干预的可能不能排除 

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意味着西方可能从自己利益

出发，直接介入到席卷中东和北非的政治骚乱之中，叙利亚

也存在这种风险。 

2008 年以来，叙利亚改变强硬立场，并采取积极姿态改

善同美国、欧盟以及周边国家的关系。但叙利亚和以色列至

今仍处于敌对状态，同时与伊朗是盟友，美国也曾以叙利亚

破坏中东和平进程以及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为理由将其划入

黑名单，2010 年刚刚延长了对叙利亚的制裁。因此，如果未

来叙利亚局势进一步混乱，出现军事对峙或政府与反对派发

生严重冲突，则可能遭受西方国家的武装干涉。美国国务卿

希拉里·克林顿 3 月 27 日曾表示，美国不会依照利比亚模

式对叙利亚发起军事行动。但是，如果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安

理会决议授权下对叙利亚进行一致谴责，则不排除进行军事

干预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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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份之后，随着局势恶化，西方国家介入愈加明显。4

月 27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局势召开会议，英国、法国、

德国和葡萄牙起草了谴责叙利亚的声明草案，美国也计划对

叙利亚政府高层实施制裁。但由于叙利亚在国际社会中并不

孤立，西方国家也找不出可以替代他控制局势的人选。因此

西方国家更倾向于通过施压推动叙利亚政府改革，并不希望

出现“利比亚式动乱”。 

（四） 政治改革的困难较大 

叙利亚政府在回应抗议者要求时曾承诺尽快开展改革，

但在政治方面，阿萨德能够改革的空间较小，面临困难较多，

难有实质性作为。政治改革的困难主要是因为叙利亚政权中

众多的实权人物。阿萨德依靠家族成员和阿拉维派亲信巩固

自己的统治，这些人长期占据高位，成为政府的实权人物，

比如巴沙尔弟弟就是叙利亚共和国卫队总司令，其姐姐、姐

夫和侄子也都在军队和经济领域担任重要职位，政治改革必

将触动这些人的利益，因此面临较大困难。经济领域的改革

则相对容易，叙利亚之前已经在经济市场化道路上取得一定

成绩，包括降低关税、减少对能源和农业补贴、开放国内投

资环境等。 

二、 经济状况 

（一） 市场经济改革取得显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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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叙利亚经济逐渐由计划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转

轨。外资和私人资本控制有所放松，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

2004-2009 年，叙利亚实际 GDP 增长率一直保持在 5%左右，

人均 GDP也由 2004 年的 1390美元上涨到 2009 年的 2347 美

元，六年时间，增长接近 1000美元。 

2010 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消退、国际油价的回

升、吸引外资规模的扩大以及旅游业的发展，叙利亚经济继

续保持快速增长。2010 年，叙利亚实际 GDP 增长率 4.5%。

2011 年，由于叙利亚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普遍发生政治骚

乱，外国投资、旅游业都将受到影响，但在政府投资和私人

消费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实际 GDP 增长率可能略高于 2010

年，达到 4.8%。 

叙利亚产业结构也在逐渐转型。农业一直在叙利亚国民

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阿拉伯世界五个粮食出口国之一，

但由于干旱等原因，农业增长受到制约，占 GDP比重也由 2000

年的 25%下降到 20%。同时，随着政府和国外投资的增加，

尤其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投资，叙利亚在交通、制造、电

力等行业都将有所发展。经济市场化令私人金融机构和保险

业的增长更为迅速，2006-2008 年间这些行业年平均增长率

为 12.6%，高于农业的 7.6%和石油业的 9.8%，占 GDP比重也

由 2000 年的 3%上升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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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叙利亚宏观经济指标统计及预测  2006200620062006    2007200720072007    2008200820082008    2009200920092009    2010201020102010    2011201120112011    2012201220122012    GDP(亿美元） 327.9 403.8 491.9 514.1 562.1 627.0 667.9 人均 GDP（美元） 1656.7 1969.5 2317.1 2346.6 2500.0 2710.0 2820.0 实际 GDP 增长率（%） 5.0 5.7 4.5 6.0 4.5 4.8 4.5 通货膨胀率（%） 10.0 3.9 15.7 2.6 4.4 7.1 2.4 商品出口（亿美元） 102.5 117.6 153.3 108.8 119.3 131.2 134.1 商品进口（亿美元） -93.6 -122.8 -161.1 -139.3 -151.9 -162.2 -168.6 经常账户余额（亿美元） 8.9 4.6 0.7 -11.6 -10.6 -3.6 -4.2 外汇储备（亿美元） 165.0 170.5 171.0 174.4 177.8 181.4 185.0 外债总额（亿美元） 65.0 68.1 71.1 72.4 75.4 78.3 81.9 已付偿债率（%） 1.3 1.1 0.9 1.1 1.1 1.0 1.0 汇率（美元/叙利亚镑) 52.0 50.0 46.6 46.7 46.4 46.9 47.0 注：数据来源 EIU，其中 2010 年为估计值，2011、2012 为预测值。 
（二） 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币值趋向稳定 

2009 年，国际原材料价格和粮食价格有了大幅回落，国

内投资开始收缩，因此全年通货膨胀率只有 2.6%。不过，进

入 2010 年以后，国际原材料价格和粮食价格回升对物价的

影响将逐步显现出来，加上政府放松价格管制，削减一部分

行业补贴，叙利亚国内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尤其是第四季

度高达 6.3%，并带动全年通货膨胀率达到 4.4%。考虑到 2011

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继续上涨，以及由于工资、福利大幅

增长带来的流动性增加，通货膨胀率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2011 年 1 月份由于食品和饮料价格上涨，叙利亚通货膨胀率

达到 7.1%，随后在 2 月份回落到 4%左右。 

2007年 8 月，叙利亚政府正式实施叙利亚镑与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挂钩的汇率政策，盯住包括美元、欧元

在内的一揽子货币，其目的是要保持币值的稳定，减轻美元

贬值给叙利亚国内经济带来的通胀压力。2010 年下半年，欧



 7

元区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得欧元贬值，叙利亚镑兑美元汇率也

相应下降，此后随着欧元逐步走强也有所恢复。2011 年，由

于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依然持续，欧元面临下行压力，这使

得叙利亚镑对美元汇率有下降趋势，但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在

一定程度上对叙利亚镑提供支撑，加之目前叙利亚央行外汇

储备充足（能够满足 13 个月进口），有能力维持币值稳定。

因此预计短期内叙利亚镑将保持稳定，美元兑叙利亚镑汇率

水平在 45-50 之间浮动。 

（三）贸易逆差开始扩大，外汇储备较为充足 

近几年叙利亚商品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进出口贸易总额

由 2005 年的 173.4亿美元增至 2008 年的 314.4亿美元。不

过，在 2009 年，由于金融危机冲击下国际原材料、粮食价

格的回落以及叙出口贸易的受阻，叙利亚商品进出口贸易额

出现负增长，由 2008 年的 314.4亿美元下降至 248亿美元，

同比下降 20%。2010 年增长至 271亿美元。 

从叙利亚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来看，原油是叙利亚最

为重要的出口商品，约占叙利亚出口贸易额的 30%。除石油

外，主要出口商品还有纺织品、水果和蔬菜以及棉花。从进

口方面来看，精炼的石油等燃料是叙利亚最为重要的进口商

品，约占进口贸易额的 30%，除此之外，主要进口商品还包

括金属和金属制品、机器设备和食品。 

由于石油类产品叙利亚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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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石油价格波动以及国内石油储备的减少对其对外贸易

产生非常重要影响。2005-2008 年，叙利亚国内石油产量下

降，政府不得不增加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2007年开始大幅

削减关税，平均税率从 20%降到 14.5%，刺激了进口增加。

再加上国内干旱缺水制约了农产品尤其是棉花的生产和出

口，叙利亚从 2007 年开始出现贸易逆差并逐年扩大，在短

期内，叙利亚在旅游业、劳务输出等服务贸易的顺差能够弥

补商品贸易带来的逆差，但是随着阿拉伯世界政治骚乱扩

大，无论是旅游人数还是就业机会都将减少。 

因为外国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以及外国援助的增加，叙

利亚资本账户一直存在巨额盈余。资本账户的盈余不但弥补

了经常项目账户的赤字，还带来了叙外汇储备的不断上升。

截至 2010 年底，叙利亚国际储备达 178亿美元，可满足 13

个月进口用汇。预计叙利亚的国际储备规模在 2011 年保持

增长，但满足进口用汇水平会略有下降。 

（四）债务负担较轻，财政压力开始增大 

叙利亚的大多数债务是冷战时期用于购买军火欠下的

前苏联和海湾国家的债务。2005 年，叙利亚与俄罗斯达成了

外债减免和重组协议。根据该协议，俄罗斯将免除叙利亚 73%

的债务，免除债务总额约为 98 亿美元，并将余下的债务分

为 10 年进行偿还。协议规定，叙利亚所偿还的款项将被用

于俄叙合资的部分项目，这些项目包括石油、天然气、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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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业等领域。与俄罗斯达成债务减免和重组协议后，叙利

亚又与欧洲债务人签署了一系列类似的协议。这些债务减免

和重组计划的实施大大降低了叙利亚的债务负担。近年，叙

利亚债务规模增加有限。2010 年外债总额为 75.4 亿美元，

债务总量占 GDP的比重则由 2004 年的 78%下降至 2010 年的

14%。 

在 2005 年之前，因为债务偿还水平较为稳定且出口收入

不断上升，叙利亚的偿债率一直维持在 3%左右。2005 年与

俄罗斯签署债务减免和重组协议后，叙利亚偿债率降低至

1%，并于 2008 年进而降低至 0.8%。2009 年以后，叙利亚偿

债率有所上升，一直维持在 1%左右。 

近些年，石油产量的持续减少给叙利亚财政带来了很大

压力。为了控制赤字，叙利亚政府采取了厉行节约的财政支

出计划，通过降低燃料补贴等方式降低了财政支出的规模。

得益于政府采用紧缩的财政支出计划以及国营企业（主要是

电信公司和银行）利润的增加，叙利亚政府近几年财政赤字

虽然有所上升，但始终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2008-2010 年，

财政赤字占 GDP的比重分别为 2.5%、3.9%和 4.5%。 

但在2011年3月18日叙利亚发生大规模政治骚乱以来，

政府大幅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水平，重新恢复对燃料的补贴

以降低国内燃料价格，这使得财政负担开始增加。从财政收

入的构成来看，税收和石油收入是叙利亚政府的主要收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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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一定程度弥补了石油产量减少以及

非石油部门税收减少带来的财政损失，尤其在农业方面税收

的减少。波斯湾阿拉伯国家在近年来加大对叙利亚的投资力

度，这也有助于未来扩大政府收入。 

表 2 叙利亚近年来财政赤字走势 

注：数据来源 EIU，其中 2010 年为估计值，2011 年之后为预测值。 
三、 总体风险评估 

2011 年 3 月中旬以来，叙利亚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政治

和社会骚乱。叙利亚政府随即展开行动，一方面进行有限的

镇压，另一方面向抗议民众承诺加快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

3 月 24 日，政府大幅提高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工人的工资和

养老金，减免个人所得税。3 月 29 日，为了兑现政治改革的

承诺，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接受内阁的辞呈，当天叙利亚各

地举行了支持总统的游行，叙利亚国内局势逐渐平静。但是

由于反对者对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治改革步伐的不满，叙

利亚在 4 月份开始更大规模的暴力抗议活动，政府的镇压则

加剧了局势的不稳定。 

国际上，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政府领导人在

3 月份示威活动开始时表达了对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支持。

尽管叙利亚至今仍在美国制裁名单之列，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也表示不会按照利比亚模式对其进行军事干涉。但进入 4 月

 2006200620062006    2007200720072007    2008200820082008    2009200920092009    2010201020102010    2011201120112011    2012201220122012    政府支出（亿美元） 94.9 104.2 117.7 131.8 149.7 166.5 185.0 财政赤字占 GDP 比率 3.5% 3.1% 2.5% 3.9% 4.5% 1.7%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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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随着局势趋于复杂，俄罗斯依然反对国际干涉，西方

态度则开始转变，主张谴责叙利亚镇压示威活动的行为，未

来可能对叙利亚政府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但由于叙利亚局

势错综复杂，西方对待如何干预的态度也并不一致。 

此外，阿萨德政府中，家族成员和阿拉维派亲信长期占

据高位，使得阿萨德进行大规模政治改革困难较大。阿拉维

派在叙利亚属于是什叶派少数，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

一，统治基础相对狭窄，反对派在示威中也表示了对其总统

家族成员贪腐问题的不满，未来政府改革能否满足反对派的

要求也成为影响叙利亚局势的重要因素。 

叙利亚经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转轨的

过渡期。近些年，叙利亚经济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人

民生活水平也是不断提高。国内通货膨胀率一直较低，外债

规模、政府公共债务也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并且由于资本

账户盈余的增长，叙利亚国际储备规模不断扩大。 

但是，从长远看，叙利亚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容

忽视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石油产量的持续减少，导致叙利

亚商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给国际收支平衡带来了很大压

力。同时，石油产量的减少也影响到政府财政的收支平衡。

对于政府而言，如何通过促进非石油产品出口、扩大引进外

资规模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以及如何通过促进私人部门和非

石油部门发展扩大政府收入来源、维持政府财政平衡，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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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国民经济顺利发展的关键所在。  

 

（国别风险研究中心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