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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战时经济的特点、 运行机理
及发展趋势

李海鹏

　 　 内容提要　 战时经济是叙利亚战争的重要构成元素ꎮ 战时叙利亚国内和

地区政治、 军事、 安全动态以及战前的社会经济网络共同塑造了叙利亚战时

经济的基本形态ꎬ 在宏观上体现为强制性资源汲取、 经济垄断趋势强化、 非

正规经济膨胀、 经济割裂与相互依赖并存、 外部影响扩大等特点ꎻ 在微观层

面不同行动者通过参与战斗经济、 战争商机经济和生存经济共同支撑着经济

体系的运行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 叙利亚战时经济主要通过战争融资、 经济资源竞

争、 回馈生存经济等机制对叙利亚战争持续和走势产生间接影响ꎮ ２０１９ 年底

以来ꎬ 国内外多重因素触发叙利亚经济危机ꎬ 叙利亚战时经济的运行机制和

特点相应发生显著变化ꎮ 这些变化将对叙利亚冲突解决和战后重建产生复杂

而深远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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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危机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爆发至今ꎬ 经历了从和平示威滑向武装冲突、
全面战争、 战略僵持 ３ 个阶段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 叙利亚在阔别 １１ 年后重返阿

盟ꎬ 叙利亚危机似乎距离政治解决又近了一步ꎮ 然而ꎬ 在经济层面ꎬ 叙利亚

正在经历危机爆发以来的 “至暗时刻”: ２０２３ 年ꎬ 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裴

凯儒 (Ｇｅｉｒ Ｏ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在向安理会的一份简报中称叙利亚正在走向 “进一

步的经济崩溃”ꎻ① 叙利亚、 沙特、 约旦、 埃及、 伊拉克五国外长会议发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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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声明ꎬ 明确要求 “强化叙利亚与邻国及受影响国家在打击跨越叙利亚边境

的毒品贸易和走私方面的合作”ꎮ① 上述细节折射出叙利亚战争中一个极为重

要但常被人忽视的构成要素———战时经济的深度、 广度和持久性ꎮ 为何在战

场局势整体平稳后ꎬ 叙利亚经济形势却急剧恶化? 除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外ꎬ 战

时经济在叙利亚战争期间引发了哪些政治、 军事效应? 该因素在未来叙利亚冲

突解决、 战后重建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上述问题需要学界做出解答ꎮ
“战时经济” (ｗ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一词泛指战争期间开展的所有经济活动ꎬ 本

文特指 “由武装冲突中产生并可能延续至战争结束之后ꎬ 且必须涉及从战争

系统、 而非和平环境中牟利的一系列经济结构ꎮ”② 当前ꎬ 国内学界尚缺少关

于叙利亚战时经济的专门论著ꎬ 但不少学者已从引发叙利亚危机和战争的国

内外经济因素、 战争后果对经济重建影响等角度触及这一问题ꎮ③ 西方学界相

关研究相对更加丰富ꎬ 按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关于叙利

亚全国或特定地区战时经济的整体考察ꎻ④ 第二类聚焦于战争的经济后果ꎻ⑤

第三类基于权力精英的视角ꎬ 考察冲突各方的战争融资和社会经济治理ꎬ 也

涉及经济精英阶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ꎻ⑥ 第四类关注平民在战争中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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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策略选择ꎻ① 第五类探讨外部经济因素 (包括制裁、 援助、 侨汇、 邻国经济

危机等方面) 对叙利亚战争的影响ꎮ② 既有研究尚缺乏对叙利亚战时经济之战

前根源的系统阐释ꎬ 未能明确揭示战时经济对战争持续施加影响的作用机制ꎬ
也未关注到 ２０１９ 年底以来这一战时经济体系发生的重要转型及其新态势ꎮ 本

文批判地借鉴乔纳森古德汉德、 纳齐赫里沙尼等学者的分析框架 (前者

将阿富汗的战时经济分解为 “战斗经济” “影子经济” 和应对经济 ３ 个组成部

分ꎬ 后者则将叙利亚战时经济理解为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经济系统③)ꎬ 将叙

利亚战时经济视为一个由多个子系统构成、 内部以及内外紧密联动的动态经

济系统ꎬ 考察该系统的起源、 特点ꎬ 剖析该系统运行的微观基础及对战争持

续的影响机制ꎬ 进而分析战时经济转型对冲突解决、 战后重建的潜在重要影

响ꎬ 旨在深化学界对叙利亚战时经济的认知ꎬ 助力于国际社会有效参与叙利

亚冲突解决和战后重建ꎮ

一　 叙利亚战时经济的基本特点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ꎬ 叙利亚危机爆发ꎬ 该国战前经济秩序遭到彻底破坏ꎬ 战

时经济雏形基本成形ꎬ 具体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断崖式下滑并经历严重负

增长ꎬ 进口、 出口总额骤减ꎬ 叙镑严重贬值ꎬ 食品、 燃料等生活必需品价

格快速上涨ꎮ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９ 年ꎬ 叙利亚战时经济步入成熟和稳定时期ꎬ 该

国经济恶化态势明显放缓甚至趋于平稳ꎬ 出口总额小幅回升ꎬ 叙镑继续小

幅贬值ꎬ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但增速相对趋缓ꎮ 与 ２０１１ 年之前叙利亚

６４

①

②

③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ＡＲ)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ｓ: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ａ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Ｓｙｒｉａ’ 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３ － １９ꎻ Ｏｒｗａ Ｋｈａｌｉｆａ ａｎｄ Ｋａｒａｍ
Ｓｈａａｒꎬ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Ｄａｍａｓｃｕｓ Ａｆｔｅｒ ａ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Ｗａｒ: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ꎬ Ｉｎｃｏｍｅꎬ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ꎬ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５ － ３３

Ｓｉｎａｎ Ｈａｔａｈｅｔ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Ｉｒ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ｙｒｉａꎬ 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１ －
２０ꎻ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ＣＯＡＲ)ꎬ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Ｏ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ｓ Ｕｐｈｅａｖａｌ ｏｎ Ｓｙｒｉａ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２ － １４ꎻ Ｚａｋｉ Ｍｅｈｃｈｙ ａｎｄ Ｒｉｍ Ｔｕｒｋｍａｎｉꎬ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ꎬ ＬＳ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２ － ３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ｕｇｈ ａｎｄ Ｎｅｉｌ Ｃｏｐｐｅｒ ｗｉｔｈ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Ｇｏｏｄｈａｎｄꎬ Ｗ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ｉｎ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Ｂｏｕｌｄｅｒꎬ Ｃｏｌｏ : 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４５ － ８９ꎻ Ｎａｚｉｈ
Ｒｉｃｈａｎｉ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Ｓｙｒｉａ”ꎬ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４５ － ６８



叙利亚战时经济的特点、 运行机理及发展趋势　

国内经济状况相比ꎬ 危机爆发后至 ２０１９ 年叙利亚战时经济表现出以下

特点:
第一ꎬ 进行强制性资源汲取ꎬ 特别是针对平民的暴力成为冲突各方获取

资金的重要手段ꎮ 叙利亚战争爆发最初两年ꎬ 战前经济运行遭到严重破坏ꎬ
冲突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获取稳定资金来源的渠道不同程度上受阻ꎮ 在该国政

府失去对暴力垄断的情况下ꎬ 冲突各方纷纷诉诸多种强力手段从敌对方甚至

本方平民处攫取资金ꎬ 具体方式包括针对富人和企业的绑架勒索、 默许战斗

人员占有 “战利品”、 向被拘留者索要赎金等ꎮ
第二ꎬ 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控制区呈现出不同形式的经济垄断趋势ꎮ 在

政府控制区ꎬ 面对平衡财政收支、 外汇储备耗尽、 货币贬值等方面的巨大压

力ꎬ 叙利亚政府一方面尝试将基本商品进口和社会服务的职能外包给私营部

门ꎬ 另一方面尝试通过启动重建进程来吸引外国投资ꎮ 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 叙利亚

政府颁布了 ５０ 多部涉及住房、 土地和财产事宜的法律法规ꎬ 相关政府部门在

处置反对派控制地产、 “受损财产” 等方面获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权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政府颁布 «公共私营部门合作法» (Ｑāｎūｎ ａｌ － Ｔａｓｈāｒｕｋｉｙｙａｈ ｂａｙｎ ａｌ － Ｑｉｔā
‘ａｙｎ ａｌ － ‘Āｍｍ ｗａ － ａｌ － Ｋｈāｓｓ)ꎬ 允许市政厅和其他地方行政单元建立的私

营控股公司管理公共资产和服务ꎬ 并积极推动私营企业家以公私合营的方式

投资基础设施项目ꎮ 尽管绝大多数项目因资金不足问题难以启动ꎬ 但获得项

目合同者主要是战争期间兴起的新经济精英ꎬ 战争时期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结

果表现为寡头垄断ꎮ① 各反对派武装则致力于垄断其控制区内的关键经济资源

或收入来源: “东北叙利亚自治当局” 在其逐步形成过程中很大程度上维持着

对税收、 石油、 贸易等核心经济部门的中央控制ꎻ “伊斯兰国” ( ＩＳＩＳ) 在其

鼎盛时期不仅垄断了其控制区内重要油田的原油开采ꎬ 还控制着叙利亚、 伊

拉克大片产粮耕地ꎻ 东古塔被围困时期ꎬ “伊斯兰军” 则垄断了其控制区内的

很大一部分民事工作岗位ꎮ②

第三ꎬ 非正规和非法经济活动快速膨胀ꎮ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ꎬ

７４

①

②

Ｊｏｓｅｐｈ Ｄａｈｅｒ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Ｓｙｒｉａ: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Ｐｒｅ － Ｗａ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ｒａｂ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０ꎬ ２０２０

Ｓｉｎａｎ Ｈａｔａｈｅｔ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Ｓｙｒｉａ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８ － １３ꎻ Ｈａｄｉ Ｈ Ｊａａｆａｒ ＆ Ｅｃｋａｒｔ Ｗｏｅｒｔｚꎬ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ｓ ａ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ＩＳＩＳ: Ａ Ｇ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Ｆ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６４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１７ꎻ Ａｈｍａｄ Ｚａａｚａ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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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 “影子经济” (即非正规经济)① 占叙利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平

均为 ２１ ６５％ ꎬ 明显高于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８ １％ ꎬ 涉及私人性质的有偿劳动、
无照经营、 民间汇兑等复杂活动样式ꎬ 而实际情况可能比数据更加严重ꎮ② 尽

管缺乏量化数据ꎬ 大量研究表明 ２０１２ 年后叙利亚国内非法经济活动———包括

劫掠、 绑架、 走私 (武器、 石油、 文物、 高关税消费品等)、 难民偷渡、 制贩

毒品等情况快速膨胀ꎮ③

第四ꎬ 冲突各方控制区经济割裂与相互依赖并存ꎬ 反对派控制下的部分

边境地区对邻国经济依赖迅速加深ꎮ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伴随着冲突各方实际军事

控制区的变化ꎬ 叙利亚国民经济长期处于割裂状态ꎬ 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全国

统一市场已不复存在ꎮ 在反对派控制下的该国西北部和南部地区ꎬ 经济活动

的重心逐渐向邻国转移ꎬ 大量非法炼制的汽油被走私到伊拉克和土耳其ꎻ 北

部地区自 ２０１５ 年起已开始广泛使用土耳其里拉ꎮ 受益于合法或非法的跨境经

济活动ꎬ 部分北部边境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在短期内甚至有所提高ꎮ④ 此外ꎬ
出于特定政治考量或纯粹的经济需要ꎬ 冲突各方在某些关键领域仍维持着重

要的经济纽带ꎮ 叙利亚政府继续向反对派控制区内的公职人员发放工资ꎬ 直

至 ２０２１ 年底反对派控制的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在药品、 面粉、 加工燃料的消费

品等供应方面仍严重依赖与叙利亚政府间贸易ꎮ⑤

第五ꎬ 经济制裁、 外援等外部因素对叙利亚经济的影响和渗透空前加大ꎮ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非正规经济” 又称 “隐形经济” “影子经济” “黑色经济” 或 “地下经济”ꎬ 指所有未被纳

入官方统计数据的经济活动ꎮ 广义上的非正规经济ꎬ 既包括被故意隐瞒以免于计量的合法经济活动ꎬ
也包括非法经济活动 (走私、 毒品交易、 卖淫等) 和家庭生产活动 (自给性农业等)ꎮ 下文中将统一

使用 “非正规经济” 这一概念ꎮ 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Ｂｌａｃｋꎬ Ｎｉｇａｒ Ｈａｓｈｉｍｚａｄｅ ａｎｄ Ｇａｒｅｔｈ Ｍｙｌｅｓꎬ 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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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ꎬ 部分区内和域外国家不断通过经济制裁向叙利亚政府施压ꎬ 以影响危

机走向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以来ꎬ 美国、 欧盟、 土耳其、 阿盟针对叙利亚政府高层、
军事和情报部门、 金融、 油气等关键经济部门以及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人及

其企业等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制裁法案ꎮ① 相关制裁措施加速了叙利亚国内ꎬ 特

别是政府军控制地区经济状况的恶化ꎬ 催生了非正规和非法经济活动的膨胀ꎬ
也迫使叙利亚政府在经济上越发依赖俄罗斯和伊朗ꎮ 其二ꎬ 伊朗和俄罗斯经

济援助成为维持叙利亚政府控制区内经济运转的重要支柱ꎬ 同时俄罗斯和伊

朗也强化了对叙利亚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ꎮ 仅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ꎬ 伊朗向叙利亚

提供了累计价值高达 ５６ 亿美元的燃料和其他商品进口信贷额度ꎮ 据伊朗最高

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称ꎬ 为支撑叙利亚政府ꎬ 伊朗每年援助资金高达 ８０ 亿

美元ꎬ 至 ２０１８ 年累计已达 ４８０ 亿美元ꎮ② 与此同时ꎬ 俄罗斯和伊朗两国通过

与叙利亚政府签署优惠性协议ꎬ 以期回收向叙利亚的高额投资ꎮ 俄罗斯在矿

产开发 (石油、 天然气、 磷酸盐)、 粮食出口、 旅游业、 港口基础设施等领域

同叙利亚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或谅解备忘录ꎬ 伊朗则在能源出口、 房地产、 药

品、 电子产品等领域获得大量特权ꎬ 两国在电力、 面粉加工等领域存在竞

争ꎮ③ 其三ꎬ 邻国对叙利亚经济局势的影响显著增长ꎮ 叙利亚政府控制区在金

融、 进出口、 侨汇等方面高度依赖黎巴嫩市场ꎬ 黎巴嫩银行和房地产市场成

为叙利亚上层、 中上层家庭存储资产和投资的最重要目的国ꎮ 伊德利卜等地

区不仅在贸易上迅速转向土耳其市场ꎬ 且在很大程度上被整合进入了土耳其

金融体系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２０１８ 年以来土耳其里拉的贬值就在上述地区引发

了经济动荡ꎮ④

叙利亚战时经济在其前两个阶段之所以呈现出上述形态和特点ꎬ 不仅是

９４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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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ｒｉ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３

Ｓｉｎａｎ Ｈａｔａｈｅｔ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Ｉｒ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ｙｒｉａꎬ ｐｐ １１ － １６ꎻ Ｓａｒａ Ｄａｄｏｕｃｈꎬ “Ａｆｔｅｒ
Ｂａｃｋｉｎｇ Ａｓｓａｄꎬ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Ｃｏｍｐｅ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ｐｏｉｌｓ ｏｆ Ｗａｒ”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 Ｍａｙ ２０ꎬ
２０２１

Ｔｉｍ Ｅａｔ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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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动力作用的结果ꎬ 也有着深刻的战前根源ꎮ 就战时动力而言ꎬ 叙利亚战

时经济是战争爆发后国内和地区政治、 军事、 安全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ꎮ 首

先ꎬ 战争的经济后果彻底改变了战前的和平经济环境ꎮ 战争使叙利亚国内基

础设施和工农业各部门遭到系统性破坏ꎬ 财政赤字、 贸易逆差迅速增大ꎬ 货

币贬值严重ꎬ 通货膨胀高企ꎬ 并在短期内导致大量平民死伤ꎬ 数百万人流离

失所ꎬ 推动国内失业率、 贫困率飙升ꎬ 致使大量人口面临粮食安全问题ꎮ① 为

应对或适应新的现实ꎬ 无论冲突参与方还是普通民众都被迫诉诸某些特殊的

经济策略ꎮ 其次ꎬ 大规模暴力冲突意味着将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源转移到非

生产性活动上ꎬ 破坏了原有的物质、 人力资本和产权保护体系ꎬ 减少了原本

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教育、 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公共开支ꎬ 因而战争持续本

身就会严重削弱经济增长ꎬ 决定了和平时期的经济秩序难以维系ꎮ② 最后ꎬ 自

２０１１ 年中东变局爆发以来ꎬ 位处美俄全球战略竞争、 中东亲美以—穆兄会—
亲伊朗三大阵营断层线上的叙利亚ꎬ 迅速成为地区和域外大国激烈竞逐的战

场ꎮ 外部势力出于不同动机ꎬ 以多种方式介入叙利亚战争ꎬ 对战争期间叙利

亚的经济运行造成了深远影响ꎬ 进而直接或间接塑造了战时经济的形态ꎮ 就

战前根源而论ꎬ 非正规经济在内战爆发前就一直是叙利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 ２０１０ 年叙利亚私营部门非正规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总人口比重高达

６２ ４％ ꎬ③ 其中多数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年群体ꎬ 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

农村季节性移民或难民构成了这一群体中很大一部分ꎬ 内战爆发后非正规经

济的膨胀基本延续了战前的趋势ꎮ 内战暴力致使战前既有的地方性家庭、 亲

族、 部落网络部分地流散至全国各地ꎬ 成为支撑战争期间叙利亚庞大汇兑网

络的重要基础ꎮ④ 内战初期约 ２０％ 的武器即通过黎巴嫩、 约旦、 土耳其边境

地区的跨境部落流入反对派手中ꎮ⑤ 同样ꎬ 经济自由化政策造成裙带资本垄断

的趋势在战争爆发前就已出现ꎬ 战争期间叙利亚政府出台的部分措施 (如拆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ｅａｎｎｅ Ｇｏｂａｔ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ｉｎａ Ｋｏｓｔｉａｌꎬ Ｓｙｒｉａ’ 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ｐｐ ５ － １８
陈波、 郝朝艳: «冲突经济学: 理论、 模型与前沿»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５６ 页ꎮ
Ｍａｒｔｈａ Ｃｈｅｎꎬ Ｊｅｎｎａ Ｈａｒｖｅｙꎬ ａｎｄ Ｗ Ｉ Ｅ Ｇ Ｏ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Ａｒａｂ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ＷＩＥＧＯ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ｒ Ａｒａｂ Ｗａｔ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ＥＮＡ Ｒｅｇｉｏｎ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２４

Ｇöｚｄｅ Ｇüｒａｎꎬ Ｂｒｏｋｅｒｓ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Ｈｏｗ Ｍｏｎｅｙ Ｍｏｖｅｓ ｉｎ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Ｓｙｒｉａꎬ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７４ － ８５

Ｍａｔｔ Ｈｅｒｂｅｒｔꎬ “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ｓꎬ Ｐｒｏｆｉｔｅｅｒｓꎬ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ｓ: Ｓｙｒｉａ’ｓ Ｉｌｌｉｃｉ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ｐ ７７



叙利亚战时经济的特点、 运行机理及发展趋势　

除原反对派控制区的违章建筑) 甚至立法 (如 ２０１６ 年颁布的公共私营合作制

法) 都可追溯至战争爆发之前ꎮ① 此外ꎬ 外部因素对叙利亚战时经济的影响同

样有着可追溯至战前的隐秘线索ꎮ 叙利亚与土耳其、 伊拉克之间的商品走私

一直是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在 ２０１１ 年之前由与叙利亚政府联系密切的走

私网络主导ꎬ 黎巴嫩在 １９７６ ~ ２００５ 年一直是叙、 黎不法商人从事走私、 洗

钱、 外汇交易、 贩毒、 军火买卖、 石油交易及其他非法活动的最主要通道ꎮ
更重要的是ꎬ 黎巴嫩银行系统长期扮演着叙利亚资本最重要外汇交易平台的

角色ꎬ 战争爆发前黎巴嫩银行系统中的叙利亚资产总额高达 ３００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１ 年后又有 ２００ 亿美元流入黎巴嫩ꎮ② 在经济制裁或援助方面ꎬ 美国早在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前后就曾对叙利亚相关企业、 金融机构和个人实施制裁ꎬ
而早在两伊战争时期ꎬ 深陷经济困境的伊朗就曾通过石油产品来 “回报” 和

维系叙利亚政府的政治支持ꎮ③ 上述经济政策、 渠道和网络在叙利亚战争期间

仅是再次被强化或激活ꎬ 成为塑造叙利亚战时经济的重要因素ꎮ

二　 叙利亚战时经济的构成要素和微观基础

叙利亚战时经济是国内冲突各方、 国内与国外相关方基于冲突对经济活

动的系统性影响ꎬ 在战争期间密切联动而形成的一套开放性经济系统ꎮ 根据

行为体动机、 所掌握资源的差异ꎬ 该系统可细分为以下 ３ 个子系统ꎬ④ 不同行

为体的经济活动共同构成了叙利亚战时经济得以运转的微观基础ꎮ

１５

①

②

③

④

Ｅｙａｌ Ｚｉｓｓｅｒꎬ Ｃｏｍｍａｎｄｉｎｇ Ｓｙｒｉａ: Ｂａｓｈａｒ ａｌ － Ａｓ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Ｐｏｗｅｒꎬ Ｌｏｎｄｏｎꎻ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１１６ － １１７ꎻ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Ｄｏｎａｔｉ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ꎬ ｉｎ Ｓｔｅｖｅｎ Ｈｅｙｄｅ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ｏｕｄ
Ｌｅｅｎｄｅｒｓ ｅｄｓ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ｍ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ａｎｄ
Ｉｒａｎ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ꎬ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５５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Ｐｉｃａｒｄ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ꎬ ｉｎ Ｓｔｅｖｅｎ Ｈｅｙｄｅｍａｎｎ ｅｄꎬ
Ｗａｒ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ꎻ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ꎻ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２９８ꎻ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ＡＲ)ꎬ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Ｏ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ｓ Ｕｐｈｅａｖａｌ ｏｎ Ｓｙｒｉａ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６ － ７

Ｊｕｂｉｎ Ｍ Ｇｏｏｄａｒｚｉꎬ Ｓｙｒｉａ ａｎｄ Ｉｒａ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Ｌｏｎｄｏｎꎻ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ａｕｒｉ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５４ － ５５ꎬ ８５ꎬ １１３ － １１４ꎬ １９０ － １９１

这一分类方式参考了古德汉德对阿富汗战时经济的分析ꎬ Ｓｅ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ｕｇｈ ａｎｄ Ｎｅｉｌ Ｃｏｐｐｅｒ ｗｉｔｈ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Ｇｏｏｄｈａｎｄꎬ Ｗ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ｉｎ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Ｂｏｕｌｄｅｒꎬ Ｃｏｌｏ :
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５８ － ７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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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子系统即 “战斗经济”ꎬ 指叙利亚政府、 各反对派行政当局、 政府

军和亲政府民兵组织、 各反对派武装等为支撑其战争机器、 实现特定政治军

事目标而从事的经济活动ꎮ 从资源汲取的角度看ꎬ 战斗经济涉及合法、 非正

规和非法等不同性质的经济活动ꎮ 一是冲突各方军事人员卷入的非法经济活

动ꎬ 包括针对富人的绑架勒索、 对企业索取保护费、 系统性劫掠以及毒品走

私等ꎮ 战斗结束后的有组织劫掠逐步发展为一套由专门机构支撑ꎬ 涉及搜集、
分配、 营销等环节的商业网络ꎬ 也成为亲政府民兵组织筹集资金的主要渠道

之一ꎮ 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 叙利亚政府军进入全面反攻阶段ꎬ 第四装甲师更是被专

门授权处置一切被夷平或遗弃的私有财产ꎮ①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８ 年ꎬ 该国东北部、
西北部和政府控制区内的诸多不同角色和复杂网络ꎬ 都参与了一种强致瘾药

物芬奈他林的生产、 贸易和以海湾国家为主要目的地的走私活动ꎮ ２０１８ 年以

来ꎬ 海湾国家查获毒品案件、 约旦边防部队与走私者的多次冲突则显示出叙

利亚政府控制区内毒品走私活动的抬头之势ꎮ② 二是非正规经济活动ꎬ 以政府

军、 亲政府民兵或反对派武装控制下的 “检查站经济” 为代表ꎮ 这些遍布于

冲突各方控制区内部、 之间以及国境线地区的检查站ꎬ 不仅履行其安全保护

职能ꎬ 还向过往的人员、 货物征收税款或提供强制性的有偿安全护卫服务

(ｔａｒｆīｑ)ꎮ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ꎬ 仅阿勒颇市检查站数量就超过 １ ０００ 个ꎬ 其中约

７０％由叙利亚政府军、 安全部门和亲政府民兵控制ꎮ③ 军事人员根据货物种

类、 重量确定费用ꎬ 对进出口和远距离贸易货品、 援助机构物资等定价尤高ꎬ
因而检查站税收也成为冲突各方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ꎮ 在哈马西北部、 扼守

阿勒颇—大马士革公路的莫雷克 (Ｍūｒｉｋ)ꎬ 控制该镇道路和检查站的反对派

武装可获得可观的收入ꎮ 在东古塔被围困期间ꎬ 位于杜马市附近的瓦菲丁

(ａｌ － Ｗāｆｉｄīｎ) 检查站甚至被戏称为 “百万检查站”ꎬ 据称政府军士兵每小时

收取的通行贿赂可高达 １００ 万叙镑 (约合 ４ ６００ 美元)ꎮ④

２５

①

②

③

④

Ａｎｎｓａｒ Ｓｈａｈｈｏｕｄ ａｎｄ Ｍｕｈａｎａｄ Ａｂｕｌｈｕｓｎꎬ Ｓｙｒｉａ’ ｓ ４ ｔｈ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Ｎｅｗ Ｌｉ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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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战时经济的特点、 运行机理及发展趋势　

第二个子系统可称为 “战争商机经济”ꎬ 指国内外企业家和商人利用战争

环境所创造的 “商机” 而从事的各类经济活动ꎬ 其动机以经济盈利为主、 不

涉及明确的政治军事意图ꎮ 在这一范畴之内ꎬ 正规、 非正规与非法经济活动

之间的界限同样经常模糊不清ꎮ 其一ꎬ 部分中小企业家试图抓住因战争暴力

和外部制裁造成的叙利亚基础设施、 金融系统严重破坏而出现的商机ꎬ 满足

民众对电力、 网络、 运输和金融服务的基本需求ꎮ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ꎬ 反对派控

制下的东古塔地区的电力、 网络服务被切断ꎮ 部分商人得益于与政府控制区

内商人和高层官员的联系ꎬ 垄断了被围困地区内的家用型发电机的进口ꎮ 自

２０１２ 年起ꎬ 围困区内多家私营网络公司即开始向东古塔居民提供 “网桥” 服

务ꎮ 战争期间ꎬ 代尔祖尔的棉花加工设施遭到严重破坏ꎬ 一家本地家族企业

垄断了本地棉农与政府控制区工厂之间的运输服务业ꎮ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受金融

制裁影响ꎬ 大量非正规的汇款机构 (ｈａｗāｌａ) 在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控制区

应运而生ꎬ 迅速形成了一个汇兑经理人网络ꎬ 其业务范围也从支持国外侨汇

转账拓展至国际援助组织乃至武装团体的金融业务ꎮ① 其二ꎬ 部分商人的经济

活动可更明确地界定为非生产性的战时投机行为ꎬ 最典型的表现即利用同一

商品在 “边界” 两侧的价格差进行套购和走私活动ꎮ 在东古塔被围困的五年

间ꎬ 与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同时保持密切联系的穆希丁曼富什 (Ｍｕｈｙī ａｌ －
Ｄīｎ ａｌ － Ｍａｎｆūｓｈ)ꎬ 几乎垄断了从瓦菲丁检查站进入东古塔的所有商品贸易ꎬ
从溢价中获取了暴利ꎮ② 在叙利亚与伊拉克、 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地区ꎬ 本地

商人既从事合法的过境商品 (如畜类) 贸易ꎬ 也涉足稀缺商品 (如食品、 燃

料、 汽车、 建材、 发电机等) 的走私活动ꎮ③ 还有部分投机者从官方汇率与黑

市汇率以及敌对区域间汇率的差异谋取利益ꎮ④ 其三ꎬ 在叙利亚政府控制区

内ꎬ 部分商业精英受益于其配合政府规避制裁需求而从事的经济活动ꎮ 在美

欧制裁的大背景下ꎬ 叙利亚政府迫切需要一批不在西方制裁名单上的企业ꎬ
为其商品进口、 易货贸易等提供交易和支付便利ꎬ 一批商人也借此迅速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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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财富和影响力ꎮ 这些 “新冲突精英” 或为战前拥有中等规模企业且选择

留在国内的私营企业家ꎬ 或为冲突期间建立独立公司的企业家或公共部门管

理人员ꎮ① 尽管随着制裁名单的更新ꎬ 叙利亚政府需不断寻求新的合作对象ꎬ
但 “新冲突精英” 力量的兴起和战前商业精英集团的分裂仍标志着叙利亚政

府主导的政商网络发生重要洗牌ꎮ
第三个子系统可概括为 “生存经济”ꎬ 指叙利亚战争期间面对失业率、 贫

困率飙升、 叙镑贬值、 实际工资和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严重下降等经济挑战ꎬ
留在该国境内的普通民众为维持生计所进行的多种经济活动ꎮ 其一ꎬ 在叙利

亚政府和反对派控制区内ꎬ 民众利用各种合法、 非正规乃至非法的生产性活

动来增加收入、 缓解经济困境ꎮ 在叙利亚政府控制区内ꎬ 政府雇员同时从事

两三份工作成为常态ꎮ 在反对派控制下的被围困城镇ꎬ 部分民众被迫受雇于

反对派武装ꎬ 从事建筑、 后勤服务、 宗教警察等工作ꎬ 一些社区尝试诉诸

“城市家庭农业” 来应对严重的食品短缺ꎮ 在东北部地区ꎬ 当地居民为生计卷

入了油田运营、 原油运输、 炼制、 销售甚至走私的庞大产业链ꎬ 部分小农至

少自 ２０１３ 年起就开始搭建简易炼油作坊炼制柴油和汽油ꎮ 考虑到大量适龄男

性加入战斗、 战死或逃离国外ꎬ 越来越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甚至成为家庭

的经济支柱ꎮ② 其二ꎬ 通过侨汇等不同性质的非生产性收入拓展资金来源ꎮ 早

在战争爆发前ꎬ 侨汇就是众多叙利亚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ꎮ 在国内经济

遭受严重破坏、 大量难民涌入邻国的背景下ꎬ 侨民和难民通过各种渠道汇款

成为很多家庭赖以为生的重要生命线ꎮ ２０１９ 年ꎬ 仅通过正规渠道进入叙利亚

的侨汇总额就达 １６ 亿美元ꎬ 最重要的侨汇来源国包括沙特 (２９％ )、 黎巴嫩

(１７％ )、 约旦 (１５％ ) 和土耳其 (１４％ )ꎮ 叙利亚官方报纸则估计每日叙侨

民向国内汇款总额在 ５００ 万 ~ ７００ 万美元之间ꎬ 有时会高达 １ ０００ 万美元ꎮ③

部分家庭在耗尽储蓄后被迫低价变卖财产ꎮ 下层政府官员和安全部队人员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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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战时经济的特点、 运行机理及发展趋势　

向寻求财产登记、 护照更新、 安全审查等基本行政服务的民众索取贿赂ꎬ 从

而加剧了系统性腐败ꎮ① 其三ꎬ 作为谋生的最后选项ꎬ 走投无路的平民会选择

加入冲突各方战斗部队ꎮ 与其他谋生选项相比ꎬ 为武装团体作战的报酬通常

相对更高ꎮ ２０１７ 年东古塔地区反对派武装 “伊斯兰军” 普通战士月收入约为

１００ 美元ꎬ 一些战士为寻求更高的工资甚至会改变团体隶属关系ꎮ ２０１９ 年底

以来随着经济形势迅速恶化ꎬ 更多的青年男性被招募进入叙利亚政府军、 亲

政府民兵和反对派武装ꎮ 在德拉ꎬ 叙利亚第五军士兵基本月工资约为 ２２０ 美

元ꎬ ２０１８ 年第四装甲师基本工资约为 １２９ 美元ꎮ 在反对派控制的伊德利卜ꎬ
“沙姆解放组织” “沙姆军团” 基本月工资分别为 １００ 美元和 ６７ 美元ꎮ②

需要指出的是ꎬ 构成叙利亚战时经济的 ３ 个子系统之间的边界不甚分明ꎮ
战时崛起的新兴商人可能通过服务、 税收或其他资源支持交战方ꎬ 但也利用

后者的保护实现垄断ꎬ 军阀甚至会自己从事商业活动牟利ꎮ 部分平民因生计

而卷入毒品贸易ꎬ 一些西方分析家也指责叙利亚军方和安全机构直接或间接

卷入了毒品供应链、 运输并从中收取保护费ꎮ ３ 个子系统也从不同侧面体现了

叙利亚战时经济的上述宏观特点ꎬ 如战斗经济的逻辑部分解释了强制性资源

汲取和经济垄断的根源ꎬ 新兴商人群体则成为冲突各方在军事割据的情况下

维持经济相互依赖的重要中介ꎮ 正是基于冲突主要参与方包括叙利亚政府和

亲政府民兵组织、 各反对派武装团体ꎬ 以及不同类型的外部干预力量ꎬ 乃至

企业家和普通民众都深度卷入战时经济这一事实ꎬ 战时经济得以对叙利亚战

争的持续、 发展轨迹乃至战争终止和战后重建产生重要影响ꎮ

三　 叙利亚战时经济对战争持续的影响机制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８ 年间ꎬ 叙利亚战时经济至少通过以下 ３ 种机制作用于冲突各

方间军事力量的平衡、 领导人认知和决策等因素ꎬ 最终对叙利亚战争的进程

和持续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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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机制是战争融资ꎬ 具体体现为政府和反对派武装通过战斗经济、
战争商机而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ꎬ 以支撑其军事力量的招募、 组织、 装备和

训练ꎬ 进而直接影响到冲突各方军事力量的对比ꎮ 以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的融资网络为例ꎬ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伊斯兰国” 逐步从 “努斯拉阵线” 手中夺

取叙利亚东部省份主要油田以来ꎬ 其控制区内原油产量在 ２０１４ 年夏短暂达到

峰值 (约 ７ 万 ~ ８ 万桶 /日)ꎬ 后迅速下降至 ２０１６ 年春的不足 ２ 万桶 /日ꎬ 直至

２０１７ 年末完全关停油田ꎮ 据估算ꎬ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间 “伊斯兰国” 控制区内原

油平均产量约为 ３ ５ 万桶 /日ꎬ 同期收入在 ３０ 万 ~ ３００ 万美元 /日不等ꎮ① 不少

学者指出ꎬ 石油收入对 “伊斯兰国” 战争融资、 进而对其军事能力的重要性

可能被夸大了ꎬ 石油收入占 “伊斯兰国” 总收入比重可能仅有 ３０％ ~ ４０％ ꎬ
税收收入 (特别是农业相关税收) 则高达 ４０％ ~ ５０％ ꎮ② 无论如何ꎬ 考虑到

“伊斯兰国” 将其 ２ / ３ 至 ３ / ４ 的收入花费在军事和安全机构上ꎬ 大规模而稳定

的收入来源对其军事能力和战场表现显然至关重要ꎮ 在战争融资机器支撑下

“伊斯兰国” 的崛起ꎬ 为叙利亚战争增添了恐怖组织 “准国家” 构建或反恐

战争的新维度ꎬ 加剧了反对派内部温和派别、 伊斯兰主义者和 “圣战” 团体

之间的分裂ꎬ 也为美国、 俄罗斯、 土耳其军事介入叙利亚战争提供了契机ꎬ
至少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 年对叙利亚战争的走势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ꎮ

战时经济影响叙利亚战争持续的第二种机制是经济资源竞争ꎮ 鉴于战争

期间经济资源的稀缺性ꎬ 不同冲突方 (特别是各反对派团体) 为支撑其战斗

经济ꎬ 围绕经济资源展开激烈竞争ꎬ 影响到冲突各方的相互关系和军事力量

平衡ꎮ 冲突各方争夺的收入来源既包括源自油田、 农产品的收入ꎬ 也包括检

查站、 走私隧道等创收渠道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ꎬ 叙利亚政府失去对东部省份油田

控制权后ꎬ “伊斯兰国” “努斯拉阵线” 以及依托部落力量的反对派武装围绕

石油相关收入控制权爆发激烈冲突ꎮ 直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 “伊斯兰国” 才巩固

了对代尔祖尔几乎全部油田的控制ꎬ 并威胁到库尔德人主导的 “叙利亚民主

力量” 对哈塞克省油田的控制ꎮ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ꎬ 在多方力量围剿 “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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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期间ꎬ “叙利亚民主力量” 又在与叙利亚政府军对代尔祖尔油田的竞争中

占得了先机ꎮ① 在东古塔被围困期间ꎬ 围绕用于走私的关键隧道的控制权的长

期争端———加之政治、 意识形态和个人因素ꎬ 导致多支反对派武装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发生火并ꎬ 叙利亚政府军则利用这一时机实现了重要军事突破ꎮ②

第三种影响机制可概括为回馈生存经济ꎬ 体现为冲突各方通过直接或间

接提供就业机会和相关社会服务等方式介入普通民众的生存经济ꎬ 以服务于

自身在军事力量招募、 经费来源和合法性等方面的需求ꎬ 最终对冲突各方力

量平衡和战场表现产生间接影响ꎮ 在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方面ꎬ 叙利亚政府继

续向包括生活在反对派控制地区的公共部门雇员发放工资ꎬ 进一步扩大了公

共部门就业ꎬ 公共部门职位占全部就业岗位比重由 ２０１０ 的 ２７％ 增至 ２０１８ 年

的 ４４％ ꎬ ２０１４ 年更是高达 ５２％ ꎬ 且在 ２０１９ 年底前 ３ 次上调工资水平ꎮ③ “伊
斯兰国” 通过控制原油开采ꎬ 在其控制区内维持着一个由技术专家、 设备维

护人员、 原油批发商、 私人炼油者、 运输司机、 零售商、 走私者等人员构成

的庞大经济网络ꎮ 此外ꎬ 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都有偿招募平民进入其战斗部

队或民兵组织ꎬ 并默许战斗人员获得多种形式的额外收入ꎮ 在社会服务方面ꎬ
无论是叙利亚政府、 温和反对派ꎬ 还是 “伊斯兰国” 等极端组织ꎬ 都在不同

程度上向其控制区内民众提供最基本的食品补贴ꎬ 维持面包补贴成为冲突各

方在社会服务方面共同的底线ꎮ④ 对冲突各方而言ꎬ 军事招募是维持其战斗力

量的基石ꎬ 民众的经济活动及从中抽取的税收是支撑其战斗经济的重要支柱

之一ꎬ 而基本的社会服务则是其统治合法性的先决条件之一ꎮ 可见ꎬ 冲突各

方对民众生存经济的介入间接地影响到了各方间的军事力量平衡以及战争的

持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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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叙利亚战时经济的发展趋势

２０１８ 年年中以来ꎬ 叙利亚国内冲突频率、 烈度明显下降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发动 “和平之泉” 军事行动后ꎬ 叙利亚国内呈现 ４ 个

“政府” 对峙的战略僵持局面ꎮ 然而ꎬ 军事局面的企稳并未带来经济形势的好

转ꎬ ２０１９ 年底以来叙利亚战时经济进入危机期ꎮ 宏观经济指数普遍急剧恶化ꎬ
国内生产总值再度下滑ꎬ ２０２１ 年底已降至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 (１２０ ６
亿美元)ꎻ 叙镑出现断崖式贬值ꎬ 美元对叙镑汇率由 ２０２０ 年的 １∶ ４３７ 变化为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惊人的 １∶ １２ ５６２ꎬ 通货膨胀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再次加速上

涨ꎮ① 持续数年的叙利亚战争对该国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效应ꎬ 包括对工业和基

础设施的破坏、 劳动力的损失、 外汇储备的消耗、 政府财政收入 (尤其是油

气部门) 的锐减等ꎮ 此外ꎬ ２０２１ 年以来叙利亚多地爆发的持续旱情、 ２０２３ 年

土耳其、 叙利亚边境地区地震则进一步加大了叙利亚破解经济危机的难度ꎮ
雪上加霜的是ꎬ 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经济的下行、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乌克兰危机的

爆发ꎬ 以及美欧对叙利亚施加的经济制裁ꎬ 为叙利亚冲突各方带来了新的经

济挑战ꎮ 在多年战争积累的经济恶果、 不断恶化的外部经济环境以及邻国触

发性事件的交互作用之下ꎬ 当前叙利亚正在经历 “一场百年一遇的人道主义

和经济双重危机”ꎮ② 在此背景下ꎬ 叙利亚冲突各方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ꎬ
也为地区和域外国家介入叙利亚提供了新的机会ꎮ 叙利亚战时经济的特征和

运行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ꎬ 呈现以下趋势ꎮ
第一ꎬ 外部经济制裁和干预对叙利亚经济、 政治的影响进一步显现和扩

大ꎮ 在经济制裁方面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正式

生效的 «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 (Ｃａｅｓａｒ Ｓｙｒｉａ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 标

志着美欧对叙利亚政府经济制裁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ꎮ 该法案和同期欧盟出

台的制裁法案授权对任何与叙政府有业务往来的外国个人和实体实施金融制

裁ꎬ 特别是那些涉足军事、 石油和天然气部门以及叙利亚政府领导的重建活

８５

①

②

参见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ｅｉｕ ｃｏｍ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ＸＮ / ＳＹ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ｆｉｖｅ － ｙｅａｒ －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 ２０２４ － ０４ － ０１ꎬ ２０２４ － ０４ － ０２ꎮ

ＵＮ ＳＣ / １５１８２ꎬ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１２ Ｙｅａｒｓ Ｆｉ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Ｗａｒꎬ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Ｓｙｒｉａ Ｆａｃｅｓ Ｗｏｒｓｅｎ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Ｅｐｉｃ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ꎬ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ｎｖｏｙ Ｔｅｌｌ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５ꎬ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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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企业ꎮ 考虑到叙利亚政府至少自 ２０１７ 年起就试图通过针对性立法、 吸引

外国投资等途径推进重建进程ꎬ 上述法案已然且将持续对外国投资者、 叙利

亚私营部门参与政府控制区内的重建进程构成极大掣肘ꎮ 阿联酋在 ２０１８ 年底

重新开放该国驻大马士革使馆之前ꎬ 就与叙利亚政府维持着重要的非正式经

贸联系ꎬ ２０１９ 年起两国间正式经济纽带趋于活跃ꎬ 但这一趋势在 «凯撒叙利

亚平民保护法案» 通过后迅速被扭转ꎮ 在叙利亚政府与海湾国家关系持续回

暖的背景下ꎬ 海湾国家对参与叙利亚政府重建进程仍表现得极为谨慎ꎮ 在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吉达举行的阿盟首脑峰会上ꎬ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汗

表示需要与其西方盟友对话ꎬ 以减弱甚至取消对叙利亚政府的制裁ꎮ① 值得注

意的是ꎬ 美国政府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以 “通过稳定经济打败 ‘伊斯兰国’” 为名ꎬ
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叙利亚民主军控制下的该国东北部地区投资ꎬ 范围覆盖农

业、 建筑、 金融等 １２ 个领域ꎮ②

在外援、 贸易和金融政策方面ꎬ 考虑到叙利亚政府在军事、 外交、 经济

等领域对俄罗斯和伊朗的深度依赖ꎬ 俄罗斯、 伊朗两国一直将经济外交作为

向叙利亚政府施压的重要杠杆ꎮ ２０２２ 年底至 ２０２３ 年初ꎬ 伊叙关系因亲伊朗民

兵在叙利亚境内遭受以色列空袭而趋于紧张ꎬ 伊朗政府宣布暂停以补贴价格

向叙利亚出口石油、 交易价格翻倍且需提前支付现金ꎮ③ 但整体来看ꎬ 随着乌

克兰危机的爆发以及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ꎬ 俄罗斯、 伊朗在叙

利亚的竞争关系明显缓和ꎬ 伊朗在叙利亚经济影响力呈现出上升态势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伊朗总统莱希访问叙利亚ꎬ 期间与叙利亚政府签署了 １５ 项以上的经济

协议ꎬ 涉及石油、 贸易、 电力等重要领域ꎮ④

第二ꎬ 依赖国家强制力汲取资源的现象仍然存在ꎬ 但其对象和方式发生

了重要变化ꎮ 随着叙利亚战场形势的稳固ꎬ 冲突各方正规军、 民兵组织以及

９５

①

②

③

④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Ｋｒｉｅｇꎬ “Ｗｈｙ ｔｈｅ ＵＡＥ ｉｓ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Ｌｏｎｇ Ｇａｍｅ ｏｎ Ｓｙｒｉａ?”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Ｅｙｅ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２ꎬ
２０２３ꎻ Ｈéｌèｎｅ Ｓａｌｌｏｎꎬ “Ｂａｓｈａｒ ａｌ － Ａｓｓａｄ Ｕｓｅｓ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ｙｒｉａ ａｓ ａ Ｎｅｗ Ｅｘｔｏｒｔｉｏｎ Ｔａｃｔｉｃ”ꎬ Ｌｅ Ｍｏｎｄｅꎬ
Ｊｕｎｅ １６ꎬ ２０２３

Ｈｕｍｅｙｒａ Ｐａｍｕｋ ａｎｄ Ｄａｐｈｎｅ Ｐｓａｌｅｄａｋｉｓꎬ “Ｕ Ｓ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Ｓｏｍ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ｙｒｉａ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Ｒｅｕｔｅｒｓꎬ Ｍａｙ １３ꎬ ２０２２

Ｅｄｗａｒｄ Ｙｅｒａｎｉａｎꎬ “ Ｉｒａｎ － Ｓｙｒｉａ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Ｓｔｒａｉｎ Ｔｉｅｓ”ꎬ ＶＯＡ Ｎｅｗｓ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４ꎬ ２０２３ꎻ “ Ｉｒａｎ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Ｃｈｅａｐ Ｏｉｌ ｔｏ Ｓｙｒｉａꎬ Ｄｏｕｂｌ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ｆｏｒ Ｃｒｕｄｅꎬ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 Ｒｅｕｔｅｒｓ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５ꎬ ２０２３

“Ｓｙｒｉａ ａｎｄ Ｉｒ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Ｓｉｇｎ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Ｏｉｌꎬ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ꎬ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ꎬ Ｍａｙ ３ꎬ ２０２３ꎻ “Ｉｒａｎ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Ｐａｒｔａｋｅ ｉｎ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ｒｉａ’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ｔｏｒ”ꎬ Ｔｅｈｒａｎ Ｔｉｍｅｓꎬ Ｍａｙ ７ꎬ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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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支持团体带有 “强制性剥削” 色彩的经济行为逐渐减少ꎮ 自 ２０１９ 年末开

始ꎬ 叙利亚国内经济形势急速恶化ꎬ 冲突各方都面临维持现金流以确保军队

忠诚、 安抚民众抗议的压力ꎮ 考虑到绝大多数民众已陷入赤贫ꎬ 行政当局被

迫将资源汲取对象由普通人转向从战时甚至战前经济中积累了巨额财富的裙

带资本精英ꎬ 这一点在叙利亚政府控制区表现得尤为突出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９ 年末ꎬ
叙利亚通信管理局要求国内第二大移动通信运营商南非电信集团 (ＭＴＮ
Ｇｒｏｕｐ) 补缴 ４ ０００ 万美元合同费ꎬ 后又通过司法程序将该公司业务置于另一

家通信公司的托管之下ꎬ 最终南非电信集团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宣布退出叙利亚市

场ꎮ① 又如ꎬ ２０１９ 年夏ꎬ 叙利亚安全机构开始追查叙利亚首富拉米马赫卢

夫的海外资产ꎬ 同年 １２ 月叙利亚海关总署指控马赫卢夫偷税ꎬ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叙

利亚财政部正式冻结马赫卢夫及其家人财产ꎬ 并下令追回其海外资产 “以确

保偿还拖欠通讯管理局的款项”ꎮ 据报道ꎬ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叙利亚央行行长还曾在

闭门会议中向叙利亚商界巨头 “募捐”ꎬ 其中就包括萨米尔法乌兹等从战争

中牟取暴利的新商业精英ꎮ② 在经济危机时期ꎬ 叙利亚政府对其控制区内的民

众采取了另一种强制性资源汲取方式ꎮ 至少自 ２０２１ 年起ꎬ 叙利亚政府相关部

门的签证申请和签发系统就陷入 “瘫痪”ꎬ 由此严重限制了民众出入境流动ꎮ
考虑到约 ４０％的叙利亚家庭依靠国外亲属汇款为生ꎬ 叙利亚政府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起对国外向国内侨汇征收固定金额 (２ ６５０ 叙镑) 的重建税ꎮ③ 由此可见ꎬ
这种限制潜在人口流失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叙利亚政府穷尽一切渠道

扩大现金流的需求ꎮ
第三ꎬ 经济危机加剧了叙利亚战争前期已开始显现的经济垄断趋势ꎮ 出

于稳定经济的需要ꎬ 冲突各方行政当局通过行政权力进一步强化了在能源、
电力、 金融、 电信和网络服务等核心经济部门的垄断趋势ꎬ 各方行政当局、
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私营企业以及战略盟国相关企业成为主要受益者ꎮ 在叙利

亚政府控制区ꎬ 政府在强制接管叙利亚电讯 (ＳｙｒｉａＴｅｌ) 和南非电信集团两大

电信巨头的同时ꎬ 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批准成立第三家移动电信运营商ꎬ 其主要股

０６

①
②

③

Ｇｒｅｇ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Ｌｉｚ Ｓｌｙꎬ “Ａｓｓａｄ’ｓ Ｔ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 Ｇｒｉｐ”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４ꎬ ２０２１
Ｓｕｌｅｉｍａｎ ａｌ － Ｋｈａｌｉｄｉ ｅｔ ａｌꎬ “Ａ Ｃｏｌｌａｐｓ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ｅｕｄ Ｐｉｌ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Ｓｙｒｉａ’ ｓ

Ａｓｓａｄ”ꎬ Ｒｅｕｔｅｒｓ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３ꎬ ２０２０
Ｈａｂｉｂ Ｓｈｅｈａｄａꎬ “Ｄｅｌａｙ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ｓｓｐｏｒｔ Ｃｒｉｓｉ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Ｓｙｒｉａｎｓ ｆｒｏｍ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ꎬ Ｓｙｒｉａ Ｄｉｒｅｃｔ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２ꎬ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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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与叙利亚政府关系密切ꎬ 也有报道称其运营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

间接联系ꎮ 同年 １０ 月ꎬ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颁布第 ４１ 号法律ꎬ 允许私人发电

设施所有者向任何人出售电力ꎬ 从而为裙带资本进入私人发电市场开放了合

法空间ꎮ① 在叙利亚东北部地区ꎬ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叙利亚东北部自治政府” 与

一家美国公司达成协议ꎬ 赋予后者开发并出口该国东北部原油的特许权ꎮ② 在

叙利亚西北部地区ꎬ “叙利亚救亡政府”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成立了具有垄断性质

的瓦塔德石油公司ꎬ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公司月净利润达 １６７ 万美元ꎬ 但 “沙姆解放

组织” 控制区也成为叙利亚国内燃料价格最高的地区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ꎬ “叙利

亚救亡政府” 宣布解散瓦塔德公司ꎬ 并授予 ５ 家私营企业石油产品特许经销

权ꎬ 但后者的股权构成仍然饱受质疑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ꎬ “叙利亚救亡政府” 发

布行政令ꎬ 规定网络服务供应商必须从垄断性的叙利亚联通公司 ( ＳＹＲ
Ｃｏｎｎｅｃｔ) 获得运营许可ꎮ ２０２０ 年 ６ ~ ７ 月ꎬ “叙利亚救亡政府” 成立的 “现金

管理与消费者保护总局” 又颁布条例ꎬ 要求所有的汇兑 (ｈａｗａｌａ) 和货币兑

换公司都必须从总局获得营业许可ꎮ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叙利亚救亡政府” 则宣布

成立叙利亚电话通信公司 (Ｓｙｒｉａ Ｐｈｏｎｅ)ꎬ 垄断了其控制区内的移动通信业

务ꎮ③ 由此ꎬ 经济垄断现象虽始于 ２０１９ 年底经济危机爆发之前ꎬ 但经济危机

显然为这一趋势的扩大和加速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ꎮ
第四ꎬ 与经济垄断的趋势同步ꎬ ２０１９ 年之前的战斗经济、 战时商机经济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正规化、 合法化ꎬ 但经济危机重压之下普通民众的非正

规和非法经济活动愈演愈烈ꎮ 在叙利亚政府控制区ꎬ 部分有实力的武装力量

很早就着手通过商人合作伙伴将其非法收入渗透进叙利亚正规经济ꎮ ２０１７ 年

第四装甲师成立附属于安全局的投资部ꎬ ２０１９ 年后已演化为一套综合了商业

投资、 政府委托、 强制性资源汲取且具有高度适应能力的经济体系ꎮ④ ２０２０

１６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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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８ꎬ ２０２２ꎻ Ｍｕｈａｍｍｅｄ Ｆａｎｓａꎬ “Ａｓｓａｄ’ｓ Ｌａｔｅｓ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Ｄｅｃｒｅｅ ａ ‘ Ｎｅｗ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Ｇａｔｅｗａｙ’:
Ｅｘｐｅｒｔｓ”ꎬ Ｅｎａｂ Ｂａｌａｄｉ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２ꎬ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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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７ 月的议会选举和 ９ 月的全国商会选举标志着战时商机经济达到正规化、
合法化进程的顶点ꎮ 面对愈加严重的经济危机ꎬ 叙利亚政府迫切需要维持战

时军事和商业精英的支持ꎬ 结果在 ２０２０ 年议会选举中多达 ４４ 名商人当选ꎬ
占议席总数的 １７ ６％ ꎬ 其中多数是战前寂寂无闻、 但在战争中积累了巨额财

富并成功洗白的亲政府商人ꎮ① ２０２０ 年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商会选举的结果也

延续了 ２０１４ 年选举的趋势ꎬ 一些战争期间获益于与政府、 军队或亲政府民兵

关系的新兴商人进一步取代了传统商业家族和独立商人的主导地位ꎮ② 对绝大

多数叙利亚人而言ꎬ 经济的急速恶化对其生活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ꎮ 根据

联合国数据ꎬ 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叙利亚人口由 ２０２０ 年的 １ １０６ 万猛增至

２０２３ 年的 １ ５３０ 万ꎮ 普通叙利亚人为了生存而被迫继续诉诸 “生存经济” 的

种种策略ꎬ 非正规经济 (包括燃料走私、 童工等现象) 愈演愈烈ꎬ 越来越多

的平民为生计加入冲突各方正规军、 民兵组织ꎬ 以及俄罗斯、 土耳其两国为

利比亚战争而招募的雇佣军部队ꎮ③ 部分民众迫于生计卷入非法活动ꎬ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３ 年叙利亚有组织犯罪情况进一步恶化ꎬ 人口贩卖、 贩毒等活动呈上升趋

势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ꎬ 仅试图从叙利亚进入约旦的毒品走私和渗透案

件就由 １３０ 起猛增至 ３６１ 起ꎬ 包括本地走私者、 企业家、 国家军队和情报部

门、 与外国有联系的民兵组织等都不同程度地卷入ꎮ④

第五ꎬ 军事对峙局面的持续、 经济危机时期反对派采取的制度建设措施

以及外部经济影响的扩大ꎬ 削弱了叙利亚各地区间的经济相互依赖ꎬ 强化了

反对派控制区的经济独立性ꎮ 如上文所述ꎬ 即便在军事冲突最激烈的时期ꎬ
叙利亚冲突各方也维持着复杂的经济联系ꎮ 一方面ꎬ 反对派对石油和粮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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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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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产地的控制加之不同地区间商品价格的差异ꎬ 使得地区间贸易有利可图ꎻ
另一方面ꎬ 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通过对不同区块陆路和海路边境的控制ꎬ 又

各自保持一定的经济自主性ꎮ 在战争前期ꎬ 重要的反对派群体已开始启动经

济制度的建设ꎮ 迟至 ２０１９ 年ꎬ “叙利亚东北部自治政府” 针对税收、 贸易、
石油生产等核心经济议题已建立起双向管理体系ꎮ “叙利亚救亡政府” 也逐步

建立起复杂的经济和金融管理体系ꎮ① ２０１９ 年底爆发的经济危机则加速了这

一进程ꎬ 并削弱了对峙地区间既有的经济联系ꎮ 叙镑的急剧贬值导致各地区

间失去了稳定的交易媒介ꎬ 输入性通货膨胀也推动反对派寻求建立替代性乃

至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ꎮ 在西北部地区ꎬ “叙利亚救亡政府” 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宣布正式采用土耳其里拉作为交易货币ꎬ 但迫于里拉贬值的压力ꎬ 政府垄断

的瓦塔德石油公司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又宣布改用美元为燃油定价ꎮ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ꎬ
“叙利亚救亡政府” 宣布伊德利卜主要批发市场的买卖必须以美元计价ꎬ 但允

许零售市场交易继续使用土耳其里拉ꎮ② 在东北部地区ꎬ 为抑制通货膨胀和叙

镑贬值的影响ꎬ ２０２１ 年底 “叙利亚东北部自治行政机构” 开始讨论建立独立

于叙利亚中央银行的独立金融机构ꎬ 并推动本地货币美元化ꎮ③ 不同于西北部

地区的是ꎬ 美国的直接援助和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出台的制裁豁免措施ꎬ 明确为外

资、 外贸、 外援进入东北部地区开放了更大的合法空间ꎮ 可见ꎬ 在战争僵局

酿成政治分裂的暗淡前景下ꎬ 新的经济危机正将叙利亚经济推向分崩离析的

边缘ꎮ
叙利亚战时经济运行机制与特点的上述转变ꎬ 将对叙利亚冲突解决、 战

争终止和战后重建的前景产生重要影响ꎮ 一方面ꎬ 就冲突解决的目标而言ꎬ
美欧在经济制裁问题上打压一方、 豁免一方的做法ꎬ 无疑将加剧当前叙利亚

政治经济分裂的局面ꎬ 使得冲突双方更难以达成妥协ꎮ 在经济危机背景下ꎬ
大量供职于民兵组织的战斗和非战斗人员将更加难以遣散ꎬ 从而增加了冲突

解决的难度和不确定性ꎮ 考虑到东北部油田和农业资源对于叙利亚经济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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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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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ꎬ 东北部地方力量与叙利亚政府之间如何分配相关收入很可能成为双方

在冲突解决过程中争夺的一大焦点ꎮ 另一方面ꎬ 战时经济转型对叙利亚战后

重建的影响更加复杂ꎮ 美欧制裁将是扰乱叙利亚经济秩序和战后重建进程的

最重要障碍ꎮ 即使在美欧取消对叙利亚政府制裁的情况下ꎬ 鉴于当前俄罗斯

和伊朗对叙利亚政府控制区内关键、 高回报率经济部门的垄断ꎬ 其他外国资

本的投资空间已然受到严重挤压ꎬ 而以俄罗斯、 伊朗两国的经济、 技术实力

能否支撑叙利亚浩大的重建进程ꎬ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ꎮ 强制性资源汲取的

加剧以及国家或私人性的垄断趋势ꎬ 显然无助于鼓励私营部门参与战后重建

进程ꎮ 经济 “非正规化” 的累积效应会降低政府税收ꎬ 但在无法提供替代方

案或激励措施的前提下ꎬ 贸然压制非正规经济特别是边境地区既有的经济生

态ꎬ 又会影响很大一部分民众的生计ꎬ 不利于从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平稳过

渡ꎮ 毒品贸易的议题在冲突解决、 战后重建进程中很可能进一步被政治化ꎬ
成为叙利亚政府向海湾国家施压以获得后者投资或援助的少数筹码之一ꎮ 冲

突解决后叙利亚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建统一的国内市场ꎬ 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重建时期叙利亚和平经济的上限ꎮ

五　 结语

战时经济是叙利亚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关涉到战争持续、 冲突解决和

战后重建等诸多面向ꎬ 而停止积极的敌对行动不必然意味着战时经济的消失ꎮ
战时叙利亚国内和地区政治、 军事、 安全动态以及战前的社会经济网络ꎬ 共

同塑造了叙利亚战时经济的基本形态ꎬ 在宏观上体现出强制性资源汲取、 经

济垄断趋势强化、 非正规经济膨胀、 经济割裂与相互依赖并存、 外部影响扩

大等特点ꎬ 在微观层面不同行动者通过参与战斗经济、 战争商机经济和生存

经济共同支撑着经济体系的运行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 战时经济主要通过战争融

资、 经济资源竞争、 回馈生存经济等机制对战争持续和走势产生间接影响ꎮ
２０１９ 年底以来ꎬ 国内外多重因素触发叙利亚经济危机ꎬ 叙利亚冲突各方和普

通民众被迫应对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的局面ꎬ 叙利亚战时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特

点相应发生显著变化: 战斗和战争商机经济向和平经济过渡的进程被打断ꎬ
生存经济则愈演愈烈ꎻ 相应地ꎬ 经济垄断趋势、 外部因素对叙利亚经济的影

响进一步强化ꎬ 强制性资源汲取的形态、 正规—非正规经济构成发生微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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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ꎬ 各地区间仅存的经济相互依赖则可能被彻底打破ꎮ 上述变化也将对叙利

亚冲突解决和战后重建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ꎮ 叙利亚战时经济的案例不仅

对理解利比亚、 也门等仍在持续的地区冲突具有重要参照价值ꎬ 还可在理论

层面丰富战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战争持续、 区域性战争体系的探讨ꎬ 为国家

形成的战争机制等中层理论提供实证案例ꎮ
当前ꎬ 叙利亚经济濒临崩溃ꎬ 维系已超过十年的战时经济面临前所未有

的危机ꎮ 叙利亚冲突各方面临民众抗议升级的风险ꎬ 稳定宏观经济的压力进

一步增大ꎮ 但任何根本性解决方案都有赖大量外部资金无障碍地稳定流入ꎬ
后者又必然以俄罗斯、 伊朗、 土耳其、 美国、 海湾国家等域外相关方的政治

妥协为前提ꎮ 可见ꎬ 在当前的地区和国际形势下ꎬ 叙利亚经济危机得以缓解

的前景相当暗淡ꎬ 叙利亚危机面临着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拐点ꎬ 新一轮巴以

冲突背景下叙利亚国内暴力的空前升级也证实了这一点ꎮ① 可以肯定的是ꎬ 即

便当前的经济危机最终得到缓解、 叙利亚冲突各方成功启动重建进程ꎬ 战时

经济的遗产也将长期存在ꎮ 从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过渡是叙利亚实现政治重

建、 安全重建和社会和解的重要前提ꎬ 但考虑到叙利亚战时经济穿越整个社

会肌体的庞大体系ꎬ 同时参考黎巴嫩、 阿富汗、 塞拉利昂、 波黑、 刚果 (金)
等国战后重建与治理的经验教训②ꎬ 冲突各方和国际社会在推动这一过渡的进

程中不可能、 也不应该一次性地根除战时经济的所有实践形式ꎮ 有鉴于此ꎬ
在未来的重建进程中ꎬ 相关参与方应正视叙利亚战争期间形成的复杂利益格

局ꎬ 妥善处理战时经济所遗留的复杂遗产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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