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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国家重建，也门胡塞民兵与哈迪

政府大致分清“楚河汉界”……

然而，动乱的因子并未因生灵

涂炭而远去，甚至在“阿拉伯之春”

运动中幸免内战的国家——约旦、

黎巴嫩和埃及出现“第二轮发作”。

由于无力彻底改革的政府解决不了

飙升的年轻人失业率和其他深层次

问题，数以百万的年轻人失去经济

和政治参与资格，渐渐变成难以捉

摸的“乌合之众”。约旦分析人士

阿米尔·萨拜利赫说：“我认为

2020年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年。”

他的国家尽管为避免新冠病毒传播

颁布过禁止聚集活动的规定，可失

业者与低收入人群仍坚持 2018 年以

来的反对现行经济政策的每周集会，

这场集会已在2018年赶走一位总理，

现任总理也似乎来日无多。

客观而言，中东各国（除以色

列外）经济大体分为“石油经济”

和依附于此的“打工经济”或“服

务经济”。众所周知，工业革命令

石油成为世界经济“血液”，而中

东油气储量占全球总量的60%以上，

超大型油田 60% 以上都在中东。而

1973 年“赎罪日战争”后的“油价

革命”，让阿拉伯产油国享受了整

整 20 年的“黄金时光”，据统计，

仅 1973-1980 年，沙特、科威特、

阿联酋、伊拉克的外汇储备都有

30-50 倍的增幅，哪怕是 21 世纪头

十年，这些国家（即便遭受战争摧

残的伊拉克）都能维持相当的景气，

特别是 2011 年依靠国际油价达到每

桶 107 美元，以沙特为首的海湾产

油国逐渐取代非产油国埃及，成为

中东新的财富中心及地区经济发展

的“火车头”，这也是为什么产油

国是“阿拉伯之春”中受冲击较小，

大把撒钱缓和阶级矛盾是重要原因。

石油经济的繁盛，更给那些非

产油国造成“扭曲”，在集中于波

斯湾的产油国“财富效应”诱惑下，

依托语言文化相通的优势，埃及、

约旦、也门、黎巴嫩等非产油国被

其表面繁华所吸引，掀起“去海湾

国家打工赚钱”的热潮，黎巴嫩更

因绝佳的“自由港”地位成为中东

货物中转与金融服务的集散地，大

批资本涌入贝鲁特股市债市，成为

该国的“摇钱树”。

然而，照经济学家熊彼得的话

形容，这种“有增长无发展”的经

济模式必然产生“食租寄生”效果，

尤其是中东经济“去工业化”。事

实上，多数阿拉伯国家依托高油价

带来滚滚美元，使昔日贫困落后面

貌一夜消失，奇迹般地跨入资金过

剩、生活优裕的“后工业时代”，

从阿联酋、卡塔尔到科威特、沙特，

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占到各国外汇收

入的 80%，不仅使其深受油价涨落

影响，政府财政难以预期，更重要

的是，过分依赖石油收入，抑制了

其他产业发展。有人戏称，沙特等

国能出口创汇的，“除了石油，就

剩下椰枣、骆驼和马了，这些国家

几乎造不出世界市场所需的任何东

西”。即使在能源工业领域，由于

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石油产能不足，

一些国家甚至要从国外进口精炼汽

油，出现“产油国进口油”的怪现象。

至于那些寄生于产油国的阿拉

伯国家，随着2011年之后国际油价

进入下行区间和政治风波冲击，更如

雨中浮萍，任由拍打。最典型的莫过

于埃及与黎巴嫩。其中黎巴嫩 70%

的人口从事服务业，还有大批劳工进

入海湾国家谋生，一旦外部风云起来，

就会造成国内就业压力骤增。

要强调的是，正因为石油经济

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注定了中东经

济整体上依附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

济秩序。产油国将大量外汇投资于

美国等西方大国，使美国可以通过

美元贬值和汇率调整，不断榨取石

油输出国的财富，2011 年中东剧变

中，海湾国家之所以与美国结成“同

盟”，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海湾

国家无论石油出口还是剩余资本投

资，都明显依赖美国市场。这种看

似你情我愿的“利益绑定”关系，

实际是海湾国家财富不断流向西方

国家的过程。“在某些观察家看来，

中东的石油与 16 世纪南美洲的银子

非常相像，后者流向欧洲，去创造

富有活力的欧洲经济。”即便流向

黎巴嫩之类的阿拉伯国家，也大多

以地产、旅游、期货等“快进快出”

的领域居多。

因管理不善被毁

凯恩发现，2020 年的中东抗议

活动竟集中在躲过 2011 年“阿拉伯

之春”的国家，像黎巴嫩、伊拉克、

　　正因为石油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注定了中东经济整
体上依附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