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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第六十届会议 
2013年 9月 16日至 27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1(b) 
关于贸发会议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 

  关于贸发会议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
经济发展动态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由于以色列对被占巴勒斯坦领土持续的行动限制，* 
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流失

及黯淡的政治前景，2012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降，贫困和失业率上升。预
期这些情况将进一步恶化。援助减少，以色列扣留巴勒斯坦的收入，加深了巴勒

斯坦的财政危机，给整个经济带来了风险。走私造成的巴勒斯坦财政收入流失和

经以色列进口的税收损失令危机加剧。停止每年据估算为 3亿美元的漏损将扩大
巴勒斯坦的财政政策空间并对经济、就业和贫困问题产生更广泛的积极影响。 

 贸发会议继续积极响应巴勒斯坦人民新生的需求。但要实现关于支持努力建

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多哈授权》，获得预算外资金仍是关键问题。 

 

 
  

 * 本文件中所采用的名称及材料的编写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秘书处对于任何国家、领土、城
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于其边界或边界线的划法，表示任何意见。根据联合国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议和决定，本报告提到被占巴勒斯坦领土时亦涉及加沙地带和西

岸，包括东耶路撒冷。使用“巴勒斯坦”一词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该组织建立了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巴勒斯坦国”这一提法符合安全理事会第 1397(2002)号决议和大会第
67/19 (2012)号决议表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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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不利的经济政治前景 

1.  自 2012 年起，巴勒斯坦经济受到的制约加剧。2012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率从之前两年的二位数降至 6%，失业率则攀升至 27%。以色列长期限制巴勒斯
坦的人员和货物流通、定居点扩大、巴勒斯坦生产者越发难以获得生产资料、援

助流动减少、政治经济不确定性普遍存在，导致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制约加重。财

政危机日益深化，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引发了政治动乱，政治解决的希望变得更

加渺茫。预期中短期内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当前的制约将继续对失业和贫困

产生不利影响并限制巴勒斯坦的财政空间。 

 A. 供求受到的制约 

2.  预期的经济业绩下降是经济中供求双方受到日益紧迫的限制的必然结果。虚
弱的经济业绩反映了财政危机和援助流动减少对总需求的影响。在供应方面，加

沙受到封锁，行动和出入受限，在西岸建隔离墙，整个经济脱离国际市场，生产

成本膨胀致使竞争力丧失，政局日益恶化，这一切都严重制约了增长。 

3.  以往，捐助方的大量支助掩盖了这些局限的影响，令巴勒斯坦当局得以通过
财政刺激经济。由于惯有的援助流入减少和随之而来的财政危机，以色列的占领

对巴勒斯坦人民和该国经济的全面影响开始显现。 

4.  加沙的经济活动明显减缓，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从 2011 年的 21%跌至
2012 年的 6.6%。这种下降主要出现在农业和渔业，其原因包括 2012 年 11 月以
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能源和水极度短缺、气候不利及巴勒斯坦当局的财政危

机(世界银行，2012 年)。由于过去七年中经济活动水平不高，人力、物质和自然
资源未得到利用或利用不足，加沙的增长仍极度薄弱。经济倒退反映了进出口持

续受限和与埃及通过非正式渠道开展贸易日益困难的情况。即使是在西岸，过去

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也降至了 5.6%，这主要是由于建筑行业的收缩(4.2%)(巴勒斯
坦中央统计局，2013年)。 

5.  由于受到经济封锁，2004 至 2012 年间，加沙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经济中
所占比重由三分之一跌至约四分之一。如果加沙能保持其 2004 年在巴勒斯坦经
济中所占比重，该地区 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本应增长近 40%，达到 25亿美元，
而不是目前的 18 亿美元。同期，加沙占西岸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75%降至仅有 50%。这些数字表示，持续的封锁令加沙损失了半数的国内生产总
值，但这还是严重低估，因为西岸的经济由于被占领下的多重限制而一直未实现

其潜力。 

 B. 占领和定居令发展难以实现 

6.  以色列自 1967 年占领西岸和加沙以来已在西岸建立 150 个定居点，包括东
耶路撒冷定居点，还建立了大约 100 个未经授权的岗哨。2012 年，以色列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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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的定居点和岗哨数量为 520,000 个。1 
此后又批准在被

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更多的定居点和扩大现有定居点。2013 年第一季度，定
居点新建住房比 2012年增长了 176%。2 西岸之内隔离墙建设仍在继续；一旦完
工，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有 80%的定居者不仅会居住在 1967 年边界的东侧，还会
更远地居住在隔离墙以东，割据更多巴勒斯坦的土地。约 540个内部检查站、路
障和其他有形障碍继续阻碍着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境内的行动，并将一些巴勒斯坦

社区分隔成隔离“班图斯怛”，割断了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联系。 

7.  约旦河谷的巴勒斯坦农民被迫绕远路通过检查站，这使运输成本增加了近
200 万美元，削弱了巴勒斯坦产品的竞争力。此外，C 区由以色列军队直接管
辖，无法进入，人为造成了土地稀缺，因此，工业部门面临土地成本膨胀。

3 这
使部分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辖的 A 区和 B 区的土地成本又增加了 30–150%，
超过了 C区内同类土地(世界银行，2012年)。此外，巴勒斯坦遭破坏的基础设施
制约了增长并削弱了工业部门的竞争力。在这些供方制约的共同作用下，税基缩

小、公共部门就业和社会支出需求加大，导致产出下降、失业率上升和财政压力

增大。 

8.  电信行业是占领对巴勒斯坦发展产生影响的另一个例子。巴勒斯坦移动运营
商不得在 C 区建塔，因此只得与以色列公司签约。这使成本大增并削弱了巴勒
斯坦供应商的竞争力。结果，巴勒斯坦的公司失掉了超过 30%的客户，客户不得
不通过以色列供应商签约。在 C 区无管辖权，也意味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无法
保护或修复电信基础设施。偷盗和破坏令巴勒斯坦运营商每年损失超过 120万美
元，外加巴勒斯坦固话运营商约 600万美元的亏损。这种被迫转向以色列供应商
的情况在巴勒斯坦经济生活的多数领域都存在，不仅限于电信行业。 

9.  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经济增长的总体模式有利于非贸易部门发展，农业有所衰
退，服务业扩张，出现了最高的增长率。相反，建筑行业增长放缓，原因包括抵

押借贷减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财政危机和私营部门面临的拖欠累积。 

10.  1995 至 2012 年间，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从 12%降至 4.9%。2012
年该部门的增加值再降 13%，雇佣人数减少了 2%，说明其劳动生产率有所降
低。农业一直过度受到土地和水资源流失及以色列定居点扩张的影响。在加沙地

带，有限的增长集中在非贸易产品行业，主要是运输和储存、建筑、饭店和餐厅

以及服务行业，而更具活力、雇佣人数更多的农业部门收缩了 33%，制造业也未

  

 1 B’Tselem, http://www.btselem.org/settlements/statistics. 

 2 《耶路撒冷邮报》，2013 年 6 月 10 日(http://www.jpost.com/Diplomacy-and-Politics/Settler-
housing-starts-spike-176-percent-in-1st-quarter-of-2013-315986)。另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
道协调厅），2012年。 

 3 根据 1993 年《奥斯陆协议》，西岸划分为 A、B 和 C 区，面积分别占西岸地区的 18%、21%
和 61%。以色列在 C 区保留了大量控制权，包括安保、规划和区划方面的权利。A 区的民事
和安全由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理。B区应由巴勒斯坦实行民事管制，并由以巴实行联合安全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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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恢复。(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2013 年)。西岸的增长模式也是如此，增长主要
出现在服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领域。 

11.  服务业在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中所占比重最大，但除严重受制约
的农业，该部门工人人均生产率最低。2012 年，服务业的生产率是制造业的二
分之一，建筑业的三分之一。受困的农业部门相应的比较生产率水平更低，是制

造业的 42%、建筑业的 29%。 

12.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占领下促进发展的努力已达到极限；不扭转占领的局
面及其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就无法实现进展。为遏止当前的经济退化并维护巴勒

斯坦权力机构在建设体制能力方面的成就，需要不断得到捐助方的支助，以缓和

财政困境。但只要目前发展受制于占领的困境仍存在，巴勒斯坦的经济发展和财

政自主性就将是幻想。 

 C. 高失业率、通货膨胀、工资降低和贫困问题 

13.  表 1 显示，2012 年失业率升至 27%，巴勒斯坦青年人的失业率和参与率情
况最糟，加沙地区每两名青年人中就有一名失业。失业率居高不下必然带来长期

的社会经济成本，因为工人大规模失去技能，不仅会使一些工人失业，而且还会

使他们无法就业。即便如此高的失业率也不能充分说明社会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还有其他问题，例如真实工资不断下降、劳动生产率低、受抚养率高、失业

期长(2012 年的失业期是 12 个月，比 2000 年翻了一番)和参与率低(2012 年参与
率还不到 44%)等问题。 

表 1 
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经济：主要指标

a 

 1995年 1999年 2002年 2005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a 2012年 a

宏观经济业绩         

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 
(百分比) 6.0 8.8 (13.3) 8.6 7.4 9.3 12.2 5.9 

国内生产总值(百万美元) 3 220 4 179 3 433 4 634 6 720 8 331 9 775 10 255 

国民总收入(百万美元) 3 699 4 932 3 656 4 992 7 252 8 930 10 484 10 973 

可支配国民总收入 
(百万美元) 4 099 5 306 4 708 6 120 9 393 10 921 11 730 12 09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 1 400 1 493 1 125 1 410 1 815 2 185 2 489 2 534 

人均国民总收入(美元) 1 608 1 763 1 199 1 519 1 959 2 342 2 670 2 711 

人均国民总收入实际增长率

(百分比) 0.7 4.1 (-16.7) 7.5 2.2 5.4 9.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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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 1999年 2002年 2005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a 2012年 a

人口和劳动         

人口(百万) 2.34 2.96 3.23 3.51 3.94 4.05 4.17 4.29 

失业率(百分比)b 32.6 21.7 41.2 29.0 30.1 30.0 25.8 26.7 

就业总人数(千人) 417 588 452 603 718 744 837 858 

公共部门 51 103 125 145 181 179 188 195 

以色列和定居点 68 135 42 56 73 78 84 83 

财政收支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扣除欠款和结算款的收入 
净额 13.2 23.9 8.5 29.5 23.8 22.6 20.9 20.2 

经常支出――以承诺额为依据 15.3 22.6 29.0 43.0 47.5 36.9 33.1 32.4 

总支出――现金收付制 25.6 29.9 35.4 49.2 50.1 41.5 31.3 29.1 

总差额――现金收付制 (12.3) (6.1) (27.0) (19.7) (26.3) (18.9) (10.4) (8.9) 

对外贸易         

经常转账净额(百万美元) 400 374 1 052 1 128 2 141 1 991 1 246 1 116 

货物和服务出口额(百万美元) 499 684 380 613 905 1 152 1 510 1 670 

货物和服务进口额(百万美元) 2 176 3 353 2 519 2 864 4 385 4 626 5 775 6 467 

贸易差额(百万美元) (1 677) (2 670) (2 139) (2 250) (3 480) (3 474) (4 266) (4 797) 

贸易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百分比) (52.1) (63.9) (62.3) (48.6) (51.8) (41.7) (43.6) (46.8) 

与以色列的贸易差额 
(百万美元) (922) (1598) (886) (1945) (2 558) (2818) (3203) (3712) 

与以色列的贸易差额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28.6) (38.2) (25.8) (42.0) (38.1) (33.8) (32.8) (36.2)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以色列

的贸易/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贸
易总额(百分比)c 92.3 68.6 53.5 82.7 73.9 77.5 68.8 67.3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以色列的

贸易/以色列贸易总额(百分比)c 4.3 3.7 1.8 2.5 2.9 2.8 2.7 2.9 

资料来源：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以色列中央统计局。 

说明：除了人口数字，主要指标的数据不包括东耶路撒冷，因为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无法进

入该市。 
a  初步估算。 
b  按照劳工组织的“宽松定义”，失业率包括“失去找工作信心的工人”。 
c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贸易总额数据指货物以及非要素和要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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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就业在各行业分布的长期趋势反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趋势，该趋势向非贸
易部门倾斜；运输、仓储和通信、服务业及建筑业是创造就业的主要行业。1995
至 2012 年，制造业在就业中所占比重由 13%降至 12%。农业所占比重由 18%降
至 12%，建筑业所占比重由 19%降至 14%。同期，服务业所占比重由 50%升至
62%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2013年)。占领之下，受闭关政策、限制市场准入、
经营成本膨胀及进口的投入要素和技术短缺的严重影响，贸易产品行业的就业一

直收缩。 

15.  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2012 年实际工资进一步下降，因为名义工资增长赶
不上通货膨胀。2012年的生产率比 2004年提高了 7%，但实际工资比 2006年低
了 10%。这符合 Larudee's (2012 年)的研究结果，该研究认为，2007年后的增长
成果在工资劳动者和收益之间分配不均。此外，工资降低、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单

位劳动成本改善并未转化成更高的竞争力，具体表现是出口薄弱并日益依赖进口

产品(表 1)。 

16.  2012年 3%的通货膨胀率、低水平的名义工资和高失业率导致贫困加剧。近
期数据表明，2011 年，26%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西岸贫困率为
18%，加沙为 30%。加沙的贫困鸿沟加深，不仅说明加沙贫困居民的生活水平远
在贫困线以下，还说明加沙贫困人群中的不平等更严重了。 

17.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2013 年)的数据表明，如果没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
贫困人口的社会援助，贫困率将再高出 18%，这突出表明巴勒斯坦贫困人口易受
当前财政危机和美元援助减少的影响。据货币基金(2013 年)估测，2013 年预算
筹资缺口为 7亿美元。这将使本已有限的用于最贫困居民的社会开支更加不保。
因此捐助方必须履行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义务，不仅维持经常支出，也维持发展及

社会开支水平。 

 D. 闭关政策削弱了人力资本的形成 

18.  以色列反复的行动限制制约了工人前往工作地点的能力，增加了其行动的
难度、时间和费用，从而加重了失业危机。工人只能绕行路况不好且更远的路线

去上班。这些额外开销减少了工人就业的净收入，扭曲了资源分配模式并降低了

市场将技能与公司需求相匹配的能力。例如，由于以色列禁止巴勒斯坦通勤者穿

过东耶路撒冷走近道，因此来往于伯利恒和拉马拉之间所用时间比原来增加了一

倍以上(耶路撒冷应用研究院，2012年)。 

19.  行动障碍还导致交易成本大增、不确定性提高、小规模生产效率低下并对
生产者采取措施限制它们利用进口技术和投入，这削弱了巴勒斯坦公司的盈利和

生存的能力，从而令失业问题加剧。Calì和Miaari (2012年)认为，闭关对计时工
资和工人找到工作的能力有重大不利影响。另外，闭关还导致学校出勤率下降、

童工人数增加，从而降低了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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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受挤压的贸易产品部门，持续贸易赤字和依赖性 

20.  巴勒斯坦持续的大规模贸易赤字在 2012 年更加严重(表 1)，2011 年至 2012
年，赤字从 43亿美元上升了 12.5%，达到 48亿美元。出口增长过于乏力，赶不
上 10%的进口增长。17 亿美元的出口额勉强能够支付进口账单的四分之一。货
物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在全球属最低水平。这些出口几乎全部源自西
岸，因为加沙仍处于严密封锁下。出口部门规模小而薄弱，其特点是附加值低、

技术含量低、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前向和后向联系薄弱。 

21.  2012 年，贸易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百分比从 44%增至 47%。结构性
高赤字的直接原因是：巴勒斯坦贸易产品部门的生产基础被迫退化；生产成本过

高令该部门仅存部分的竞争力削弱。这削弱了生产者进入国外市场、甚至是在本

国市场中竞争的能力。出口部门的弱势与巴勒斯坦生产者无法利用 C 区的土地
和自然资源不无相关。制造业和农业这两个出口导向型行业已经崩溃，1994 年
建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来，二者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总共所占的比例骤降，从

31%降至 2011年的 15%。 

22.  贸易产品行业的衰退加重了对经济和援助的依赖。由于本国市场规模小，
需要重建出口行业才能实现经济进步。贸发会议(2011 a)认为，这种重振需要大
量公共投资――加上国际社会的支持――以修复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基础设施、不

受限制地进入以色列之外的市场并落实政策以消除强势的新以色列锡克尔对巴勒

斯坦竞争力的不利影响。 

23.  巴勒斯坦对外贸易的另一突出特点是被迫依赖以色列的经济。由于与世界
其他地区的贸易受到限制，成本高昂，因此以色列成了巴勒斯坦进出口唯一可行

的外国市场。这种情况维持着巴勒斯坦的贸易长期不正常地集中于以色列，而被

占巴勒斯坦领土受到的限制大多来自以色列。2012 年，这种结构性依赖持续存
在，巴勒斯坦的进口 70%来自以色列，同时吸收了以色列出口的 80%，双边贸
易赤字为 37 亿美元，相当于巴勒斯坦贸易赤字总额的 77%，国内生产总值的
37% 。 

 F. 巴勒斯坦财政可持续性的假象 

24.  如上文所述，占领当局施加的限制措施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加重了巴勒斯
坦财政危机。收入方面，经济活动不活跃、私营部门脆弱、产出潜力未实现，使

得税基收缩并限制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增收能力。支出方面，随后的经济衰退

和随之而来的高贫困率和失业率迫使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增加社会服务业支出和转

让，以缓解大规模的贫困和反复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同时，窒息的私营部门无

法创造就业，迫使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作为最后的雇主，吸收部分不断增加的劳动

力。 

25.  尽管如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 2008-2011年改革和发展计划中仍实行了财
政措施。这些措施旨在改善预算编制和控制进程，整合各主管部委的会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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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税率和征税能力及效率，清除贷款净额，实现招聘冻结，并整体改善巴勒斯

坦权力机构的财政和采购程序。2012 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高收入税从 15%
提高至 20%，取消了部分公司所得税减免，并提高了审计的全面程度。由此，
2011 年至 2012 年，所得税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 1.4%升至 1.7%，增值税率
从 14.5%增至 15%，同以色列的税率变动一致。 

26.  2012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遭受了 2006年以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收入未
达到预期，捐助方援助减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私营部门的拖欠继续积累，本

国银行的借贷升至 14 亿美元(占收入的 68%)。这导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经常无
法及时支付雇员工资，也无法履行对债权人的义务。这有损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的政治信任，加大了国内银行系统和私营部门的风险，并削弱了 1994 年巴勒斯
坦权力机构建立以来创建的重要体制能力。此外，很多家庭经济处境危急，导致

2012 年末西岸发生民众抗议活动，同时公众呼吁废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
《经济关系议定书》，也称《巴黎议定书》，

4 该议定书被广泛认为对巴勒斯坦
的经济政策困境负有责任。 

27.  同年，收入低于预期而开支高出预算，造成在承诺方面 17 亿美元的财政赤
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7%)；按现金基础，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承诺和
现金方面的差额反映了政府当年积累的拖欠。捐助预算仅 7.7亿美元(比预算目标
低 22%)，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别无选择，只能借款并积累拖欠以支付赤字。2012
年，当局向本国银行借款 3 亿美元，债务升至 14 亿美元，未支付工资和对私营
部门的拖欠累计 5.7亿美元。 

28.  35 亿美元的公共开支(以承诺为基础)比预算高出 8%，非工资经常支出超出
预算 16%，用于支付市政水电的净借贷超出预算水平 270%(财政部，2013 年)。
发展开支仅为 2.43亿美元(占经常支出的 7%，国内生产总值的 2.4)。 

29.  2012 年公共收入增加了 1.4%，略超过 20 亿美元，但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百分比从 20.9%降至 20.2%。收入增加主要来自 10%的进口增长，这使以色列代
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结算的税收比率提高了 2.5%，达到 15 亿美元。但税收之外
的收入略有减少，巴勒斯坦改革和发展计划启动后出现的上升趋势到此为止。 

30.  结算收入是巴勒斯坦公共收入的最大来源，占总收入的 70%，覆盖了政府
工资帐单的 84%和经常支出的 45%。这项收入包括过境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进口
产品的关税和增值税收入，由以色列代为收缴后转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这种安

排让以色列相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占据了优势，使之面临政治压力。财政风险在

于，以色列多年来一再推迟或扣留结算收入。最近一次月均 1.2 亿美元的结算收
入延迟是在 2012 年 11 月巴勒斯坦国获联合国承认为非成员观察员国家后。另
外，以色列单边扣除了 1.21 亿美元，用于解决巴勒斯坦市政对以色列电力公司
的电费拖欠。这样一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只能用外国援助并向本国银行的借款

  

 4 1994年 4月于巴黎签署，附于同年以巴临时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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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支付政府雇员 11月份一半的工资(Portland Trust, 2013年)。同以往一样，代价
巨大的经济破坏难以避免，尽管以色列最终将收入交给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31.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财政改革的努力结果令人失望，证明占领之下难以自主
制定经济政策。只要加沙仍陷于封锁，准入和行动在西岸仍受限制，公共和私人

投资在 C 区受限，主权得不到承认，实现财政独立且不再依赖援助将仍是幻
境。 

 G. 实体经济与财政危机的影响 

32.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财政危机恶化，可能会通过银行系统向各经济部门蔓
延。银行系统直接或间接受地承受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风险，因为巴勒斯坦权

力机构拖欠私营供应商和政府雇员的款项，对家庭的私人信贷率太高。Khalidi 
(2012 年)指出，私营部门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 2011 年达到 29%的最高
值，比类似经济体的平均水平高出几个百分点，这说明巴勒斯坦的经济越发金融

化。近年来，巴勒斯坦私人信贷年均增长 13%，而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不
到该比率的六分之一。此外，银行向政府部门雇员发放的信贷增加了一倍还多，

达到 7亿美元，加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债务，在银行信贷总额中占了近一半，
而目前欠本国银行的公债则占了银行股权总额的 110%以上。(货币基金，2013
年)。 

33.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无力偿付政府雇员和私人供应方的欠款，同样也无力偿
还银行借贷或获得更多信贷以满足企业和消费者的需求。这引发了银行业、私营

部门和经济三者消极反馈的恶性循环。如不能大幅放松占领造成的限制并增加捐

助方支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别无选择，只能承受越来越大的风险向银行系统

借款或冒着再度发生公众动乱的风险削减关键社会开支。例如，2012 年 11 月，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未能向东耶路撒冷医院网络支付 2200 万美元。结果，各医院
无法支付雇员工资和支付医疗供应商的欠款，并减少开支，进行裁员，推迟被认

为非紧急的医疗服务(Portland Trust, 2013年)。 

 H. 捐助方支助有必要，但并非全部 

34.  捐助界近年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了大量支助，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财政
压力仍越来越大，并将不可避免地更加依靠不可预测和不可持续的援助流动。贸

发会议(2006 年)早已表示，援助，尽管对救济，维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生存、
并防止经济崩溃起至关重要作用，但它无法代替土地、边界、贸易和经济政策制

定方面的主权。 

35.  援助一直并仍将是遏止巴勒斯坦经济衰退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全部的条
件。结合援助，应敦促以色列承担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并采取切实步骤缓解对巴勒

斯坦人民施加的压力。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出现捐助疲劳症可以理解。但对于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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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捐助疲劳症的主要原因是占领，不是向被剥夺了发展和自由行使自决权机

会的人民提供援助。 

 II. 巴勒斯坦的收入在继续流失 

36.  贸发会议在目前考察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贸易和发展障碍的工作中，将于
2013 年稍后公布对巴勒斯坦进口税收入流失以及以色列向被占巴勒斯坦领土走
私货物所致财政损失的深度评估。巴勒斯坦的贸易税包括购买税和增值税，向所

有进口商品征收，无论原产地为以色列还是别处，外加向来自以色列以外其他产

地的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和消费税。《巴黎议定书》规定，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

间的贸易免缴关税，但需缴纳增值税和购买税。 

37.  这项研究不会涵盖巴勒斯坦向以色列财税流失的所有方面，并且只研究一
个非常具体的流失来源，这种流失来自以色列的出口或走私货物的税收损失。因

此，该研究不会评估来自其他有待调查的来源的实质性财政损失，例如以下来

源： 

(a) 以色列对在以色列和定居点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征收收入税造成的收入
流失(根据《巴黎议定书》，以色列应将社保税收入转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b) 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使用新以色列谢克尔造成的铸币税收损失，5 
损失数

额据估计为国民总收入的 0.3-4.2%(贸发会议，2009年)； 

(c) 收据标低进口货物价格造成的收入损失，原因是巴勒斯坦在边境管控
和获取可靠贸易数据方面的不足； 

(d) 与土地和自然资源管控不力有关的收入损失； 

(e) 与石油、能源和水等经巴勒斯坦公共部门进口的货物和服务相关的资
金来源损失； 

(f) 在以色列加工完成但以色列的成分不到 40%的货物的关税收入损失，
这是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原产地规则； 

(g) 生产基础大幅减少和占领导致的自然资源流失造成的税基收缩带来的
财政损失。 

  

 5 铸币税是发现货币所得公共收入，也就是所发行货币的票面价值与其生产流通成本之差。如
果货币供应的增加符合经济增长和货币需求，则一国政府可增加铸币收入而不引发通货膨

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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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直接和间接进口与走私导致的流失 

38.  此处“财税流失”一词指的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按《巴黎议定书》规定应
得却被以色列财政部扣留的巴勒斯坦的财税收入。下文重点探讨巴勒斯坦从以色

列进口或以色列向被占巴勒斯坦领土走私产品造成的流失。 

39.  根据《巴黎议定书》，凡完全原产自以色列或以色列的增加值超过 40%的
产品均免缴巴勒斯坦关税，但不免增值税或购买税。但有观点认为，巴勒斯坦从

以色列进口的货物并非全部在以色列生产或符合原产地规则(贸发会议，2011年 b；
世界银行，2002 年)。这些进口产品很大比例产自第三国，作为以色列进口产品
清关，然后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当作产自以色列的产品出售。这些产品称作间接

进口产品，以与符合原产地规则的直接进口产品相区别。在量化间接进口价值方

面已建议进行若干评估。根据以色列银行的数据(2010 年)，贸发会议认为，记录
在案的来自以色列的进口产品有 39%来自以色列的商业部门，因此可视为间接进
口。 

40.  这些间接进口产品的关税收入由以色列主管部门收缴，但未转交巴勒斯坦
权力机构，因为这些产品没有被定为销往被占巴勒斯坦领土，是由以色列进口商

进口后转售巴勒斯坦消费者。此外，巴勒斯坦财政部未从以色列方面收到来自以

色列的全部进口产品的购买税。
6 从以色列进口的产品的财税流失，其第三个因

素是适用于在间接进口产品上流失的购买税和关税的增值税收入。根据巴勒斯坦

中央统计局关于巴勒斯坦从以色列进口的全部产品的数据，这三处流失的价值在

统一编码制度下据估测为八位数。表 2上半部分列出了估测结果概要。据估计，
2010年和 2011年，每年约美元 1.15亿美元的以色列直接和间接进口产品财税收
入没有转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41.  走私是重大财税收入损失的另一原因。只要走私货物在以色列生产，巴勒
斯坦权力机构就会损失增值税和购买税收入。但如果货物在第三国生产，关税收

入也会随增值税和购买税收入流失。估测走私的规模大小，使用的是通过访问财

政部、海关和税务部门的高级官员收集的海关管控数据。这些官员表示，由于边

界不受管制且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 B 区和 C 区控制不力，走私货物占以色列进
口产品的 5-35%。例如，海关管制记录表明，2009年到 2011年间有 11,967起走
私未遂的案件。2010 年和 2011 年，被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拦截的走私货物价值为
2.4 亿美元。该数字未计入损毁和过期的走私货物，否则巴勒斯坦的经济损失数
额将大幅增加。 

42.  表 2下半部分简要列出了估测的走私造成的收入流失。2010年和 2011年的
数据表明，该数值约为每年 1.9 亿美元。应指出，这是保守估算，因为事先假设
走私货物全部为以色列产品故不缴纳关税，还使用了专家给出的走私规模范围的

低端值。 
  

 6 与对多数产品征收的增值税不同，购买税对某些产品的消费征收，包括进口或本国生产的产
品。根据《巴黎议定书》，巴勒斯坦从进口的此类产品的购买税应转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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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计算来自以色列的进口和走私流失总额，则每年仅这些项目的流失总额就
超过了 3亿美元。这些收入如转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巴勒斯坦的税收收入将增
加 17%，可支付 18%的应付公共工资。实际上，目前所说的财政危机可能不会
发生。这些是比较一般的估测，因为没有计入其他方面财税流失的累计经济损失

总量，这些方面不在研究范围内，但未来的技术调查应对其进行大力考察。 

表 2 
以色列进口和走私造成的收入流失估测 
(百万美元) 

 2010年 2011年 Average 

以色列直接和间接进口造成的收入流失    

1. 应纳税的以色列进口产品价值 506.0 516.1 511.0 

2. 其中以色列间接进口产品(进口总额为第一行的 39%) 197.3 201.3 199.3 

3. 以色列应纳税进口产品的购买税收入 43.0 47.1 45.0 

4. 以色列间接进口产品关税(平均水平为第二行的 23%) 44.0 47.8 45.9 

5. 流失的购买税和关税的增值税收入 23.3 25.4 24.4 

以色列直接和间接进口的收入流失(3+4+5) 110.3 120.3 115.3 

走私流失       

1. 以色列进口货物总价值  2 873.3 2 938.5 2 905.9 

2. 走私货物价值(第一行的 25%) 718.3 734.6 726.5 

3. 走私货物贸易税流失收入(平均水平为第二行的 8.8%) 63.2 64.6 63.9 

4. 走私的增值税收入流失(第二和第三行之和的 16%) 125.0 127.9 126.5 

走私造成的收入流失(3+4) 188.2 192.5 190.4 

流失总额(直接和间接进口及走私) 298.5 312.8 305.6 

 B. 财税流失的就业和产出成本 

44.  财政资源流失的成本超过了收入损失的名义价值。损失的财政资源如果用
于扩大财税空间，经济还可能会创造出其他产出和就业。为评价估测的财税流失

的成本，贸发会议利用了巴勒斯坦经济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评估备选情景下的经济

业绩，该模型假设流失未发生，流失的资金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收集，用于贫困

人口的转移支付或出口促进方案。 

45.  模拟了三个备选情景： 

(a) 基线情景反映了当前情况下的经济业绩，使用的是真实历史数据，包
括财税流失数据； 

(b) 转移支付情景也使用了历史数据，但假设没有财税流失，因此税收收
入增加了 17%，相当于估测的流失额，用于增加转移支付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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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出口促进情景类似情景(b)，但假设增加的收入用于促进巴勒斯坦出口。 

46.  表 3 说明，流失的收入可以为巴勒斯坦政策制定者扩大财税政策空间并提
高采取财税刺激措施的能力。转移支付情景则能令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在 2012 年
基线水平之上增加约 2.05 亿 2004 年美元(百分之 3)，出口促进情景可使国内生
产总值增加 2.80 亿美元，相当于 4%。关于对就业的影响，转移支付和出口促进
情景下的就业水平超过了基线情景，分别增加了 3,300和 9,200份工作。 

表 3 
巴勒斯坦财税流失的经济和就业成本估测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税收收入和财税流失(百万美元)   

税收收入总额 1 690.0 1 905.0 1 940.0 

财税流失 300.6 312.8 319.7 

流失/税收收入(百分比) 17.8 16.4 16.5 

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百万 2004年美元)  

基线情景 5 754.4 6 423.1 6 763.4 

转移支付情景 5 856.4 6 570.5 6 968.9 

影响(百万美元) 102.0 147.4 205.4 

影响(百分比) 1.8 2.3 3.0 

出口促进情景 5 903.4 6 640.0 7 041.9 

影响(百万美元) 148.9 216.9 278.5 

影响(百分比) 2.6 3.4 4.1 

对就业的影响(千份工作每年)  

基线情景 685.8 787.0 809.5 

转移支付情景 687.5 789.3 812.7 

影响－千份工作 1.6 2.3 3.3 

影响－百分比 0.2 0.3 0.4 

出口促进情景 690.9 794.4 818.7 

影响－千份工作 5.1 7.4 9.2 

影响－百分比 0.7 0.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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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关于遏止财税流失的建议 

47.  据估测，除了每年损失国内生产总值 4%和约 10,000个工作以外，每年流失
到以色列的 3 亿美元对被占巴勒斯坦领土造成的成本相当于税收收入总额的
17%。分析还表明，这些成本随经济发展逐年积累，需采取措施制止财税流失并
弥补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还需采取措施扩大巴勒斯坦海关的运作和管控，并重新

考虑现行收入结算安排。 

48.  贸发会议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控制财税资源流失： 

(a) 应以一个满足巴勒斯坦财税独立性、结构转型要求和主权经济政策制
定的全面框架取代《巴黎议定书》，原因如下： 

(i) 巴勒斯坦的资源流失根源在于《巴黎议定书》规定的被占巴勒斯坦领
土和以色列之间的贸易关系，该规定剥夺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政策独立、

边境管控和收集准确的对外贸易数据的能力； 

(ii) 《议定书》迫使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遵守以色列的关税安排，这种安排
并不适合与以色列经济相去甚远的巴勒斯坦经济，这束缚了巴勒斯坦权力机

构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并限制了巴勒斯坦的财税空间； 

(b) 应寻求以色列的合作，使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能够： 

(i) 当货物的最终目的地是被占巴勒斯坦领土时，全面准确地获得与来自
或经过以色列的进口有关的所有数据； 

(ii) 获得与应缴纳购买税的以色列进口产品及供应这些产品的公司有关的
数据，应缴购买税收入应按照 1999 年《怀伊河备忘录》的协议转交巴勒斯
坦权力机构； 

(iii) 取消时间限制，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能够收取交易日期超过 6 个月的
进口的应得收入，因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能及时获取完整的贸易数据； 

(iv) 消除同以色列之外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以减少对以色列的贸易依
赖。这不仅让巴勒斯坦承运人能够利用更廉价、更具竞争力的资源，还能增

加财税收入，同时也不必加重巴勒斯坦消费者的负担，因为进口产品价格降

低将抵消对第三国进口品税收； 

(v) 让巴勒斯坦报关行进入以色列港口和边境，以落实海关手续并对发往
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货物进行通关。这将提高巴勒斯坦贸易的效率，降低成

本并加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对外贸易和相关数据的管控； 

(c)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应获取必要的资金和人力资源，以便加强海关管理
能力，包括加强海关警察的重要作用，以此作为保障主权、财税可持续、安全和

执行促进发展的贸易和产业政策的能力的所不可或缺的战略机构。巴勒斯坦海关

应获得各种能力，以便在长期被占领的情况下及以后处理复杂而不断变化的贸易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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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贸发会议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援助 

 A. 框架和目标 

49.  贸发会议参与巴勒斯坦的发展努力已近三十年，为建立共识、研究和政策
分析和加强巴勒斯坦公共和私营部门体制能力的技术合作活动做贡献。贸发会议

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技术援助的多方位的方案借鉴了整个贸发会议的专业知识，

在执行过程中与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私营部门、民间组织、联合国机构和国际

组织开展了密切合作。 

50.  该项目突出了贸易、金融和企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提供的技术援助分为
四类： 

(a) 贸易政策和战略； 

(b) 贸易便利化和物流； 

(c) 金融和发展； 

(d) 企业、投资和竞争政策。 

51.  被占巴勒斯坦领土情况特殊，巴勒斯坦人民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贸
发会议的贡献在长期占领的情况下更加有意义，即便捐助方支助一直落后。 

52.  成员国认识到贸发会议对巴勒斯坦发展的重要贡献，因此在《多哈授权》
第 31(m)段中强化了该项目的范围，该段呼吁贸发会议评估经济发展前景，并考
察被占巴勒斯坦领土贸易和发展的障碍。《多哈授权》还强调，需要通过足够的

资源和有效的运行活动强化该项目。 

53.  2012 年，贸发会议以有选择、灵活的运作模式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保存人
员和体制能力方面有所进展，应对当前处境和联合国有关决议设想的主权巴勒斯

坦国的运作都需要这种能力。但在实现方案目标的进展方面受到了影响，原因是

实地条件很差，特别是贸发会议工作人员在经以色列关卡进入实地时遇到各种困

难，关于他们行使公职的 1946 年《特权和豁免公约》所规定的特权和豁免受到
侵犯。 

 B. 正在开展的业务活动 

54.  2012 年全年，贸发会议通过执行“发展巴勒斯坦贸易便利化能力”这一项
目继续加强巴勒斯坦私营部门的体制能力，该项目由加拿大国际开发署资助。项

目目标是帮助巴勒斯坦承运人理事会巩固体制能力，从而建立知识基础，提高巴

勒斯坦承运人(进口商和出口商)对贸易便利化最佳做法的认识，并建设本地能
力，以提供咨询服务和培训。2012 年成绩显著：理事会结构加强；招募了本地
和国际专家，为一个全面的三年战略献策；提出了组织结构、职位描述和理事会

为成员提供的服务的业务组合，包括一个预想实现成本回收和理事会资金及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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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可持续的企划案。贸发会议与各国专家密切合作，建立法律和培训部门的结

构和指导原则，二者都与贸易便利化议题相关。 

55.  贸发会议在 2012 年继续支持巴勒斯坦海关，具体做法包括与巴勒斯坦权力
机构和捐助方保持密切联系，以批准一个巩固以往成绩的技术合作新项目，并将

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通称为 ASYCUDA)彻底移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项目预计
2013 年开始，得到了欧盟委员会的赞助。但项目的执行有所推延，因为还需进
一步考虑委员会改动同国际组织之间的资助协议的规定所产生的影响。 

56.  2012 年，贸发会议在日内瓦和拉马拉为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及经济部门和
机构的员工提供了培训，内容为预测、评估和解读社会经济数据以及评价备选政

策情景。培训之后，统计局成立了预测处，其员工接受过贸发会议培训，了解如

何采用贸发会议巴勒斯坦经济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发布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官方经

济预测，供财政部等部门用于规划和谈判。 

57.  2012 年，贸发会议与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权利司合作，接待并培训了国民经
济部的巴勒斯坦员工，帮助其扩展对日内瓦的联合国系统的了解并让他们有机会

参加 2012 年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会议。培训还让他们接触到了设在日内瓦的联合
国其他机构的工作。 

58.  2012年和 2013年初，贸发会议的工作人员在多哈、日内、耶路撒冷、瓦工
拉马拉和罗马作了数次陈述并参与了若干研讨会，内容为巴勒斯坦的经济和巴勒

斯坦私营部门的发展。 

 C. 合作、统一和资源调动 

59.  2012 年，贸发会议数次访问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并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
相关官员及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成员会面，讨论协调领域、确保各层面的统一并

跟踪现有和计划中的项目。贸发会议还持续加强同巴勒斯坦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

的联系，特别是通过咨询服务、能力建设和培训这样做。另外，贸发会议与联合

国国国家工作队、联合国机构及捐助国，尤其是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工作的，保

持了密切联系。 

60.  尽管《多哈授权》有所扩大，贸发会议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贡献仍然受到资
源不足的限制。为保持以往成绩并在此基础上进步，必须调动更多资源，以满足

勒斯坦经济的具体需求，包括需要提供咨询服务并提供技术合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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