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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政府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一直寻求与其贸易伙伴开展易货贸

易，很多埃企业也希望通过易货方式进行贸易和项目合作。

如今年上半年埃政府提出，希望与俄罗斯、乌克兰、澳大利

亚等国以易货贸易方式进口小麦，埃及则以柑桔、磷酸盐、

冶金制品等作为易货物品；棉花进出口商协会、埃广播电视

联盟均表示，希望通过易货贸易方式(或以埃镑结算)进行贸

易和项目合作。2002年6月，埃及易货俱乐部（Bartercard

Egypt）在开罗正式创立，并作为会员加入总部位于澳大利亚

的国际易货俱乐部（Bartercard International）（1992年成立，

专为中小企业服务）。 一、埃及易货贸易方式产生的经济和

制度根源 在金融业高度发达、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广泛运用

的今天，易货贸易这种古老的贸易方式在埃及得以新生，这

与埃及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外汇管理体制、经济结构特

点及政府实施"限进奖出"的外贸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 1、经

济发展现状。 服务业在埃及国民经济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年来，服务业收入占埃及GDP的比重超过了50%，其中仅

旅游业的比重就达到11.2%。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埃及货物贸

易每年的逆差约为100亿美元。其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赖旅游

、苏伊士运河过船费、侨汇等服务贸易赚取的收入。上世纪

后期，由于埃及房地产投资项目上得过多、大项目耗资过大

、银行放贷不规范等，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和金融

隐患逐渐暴露出来，经济出现下滑势头。在接下来的中东局



势动荡、"911"事件、反恐战争、美国打伊战争等一系列事件

的打击下，埃及旅游业及相关服务业遭受重创，给国民经济

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外汇收入大幅下降，国际收支失衡，失

业率上升，市场需求萎缩，经济下滑趋势进一步加剧。 2、

外汇管理体制及变革情况。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埃及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对金融体制实行了大胆改革：经

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外汇自由兑换；经济组织、居民可自

由开立外汇账户；外汇收入可以自由汇出境外。各商业银行

、外币兑换所根据中央银行确定的汇率开展外币兑换业务。

这一措施的实施一度成为埃经济开放政策、良好投资环境的

一项重要标志。然而，自"911"以后，由于外汇收入下降，外

汇供应失衡，银行、外币兑换所将从市场买进的外币上交，

外币卖出业务冻结，形成了外币有行无市、只进不出的局面

。从2002年初开始，埃镑自由兑换外币制度已名存实亡。而

与此同时，外汇黑市（主要是美元黑市）交易活跃，形成了

黑市和官方牌价并存的格局。政府直接参与外汇资源分配，

保证重点商品进口和重点企业用汇。一般企业和居民用汇，

则只能到外汇黑市购买。 3、产业结构特征。 埃及的产业结

构特征决定了其必须保持必要的进口。由于埃及人口快速增

长，而可耕种土地有限，目前是一个粮食不能自给的国家，

每年要花大量外汇进口粮食，以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

如每年进口400-500万吨小麦、100万吨食用油、40万吨食糖，

分别占国内消费总量的55%、90%、40%左右。在阿拉伯国家

中，埃及的工业制造水平位居前列，石化，交通、电力，纺

织、服装、制药、食品、钢铁、水泥等行业近年来取得了较

快的发展，在汽车组装、家用电器、信息技术产业等建立了



一些组装厂。但从总体上来看，埃及的加工业水平不高，工

业体系不健全，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口。

埃及生产所需的工业装备、仪器、仪表等也基本上依赖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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