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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要内容从事国际问题教学和研究的专业人员可以提供很大的方便，对从事新闻、外事、外经
贸等人员以及对中东问题感兴趣的读者也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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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卡  塔  尔    正式国名卡塔尔王国，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北部卡塔尔半岛上。
由卡塔尔半岛及其十余个附属的岛屿组成。
南部与沙特阿拉伯接壤，濒临波斯湾，陆地边界为60公里，海岸线长度为563公里。
国土总面积为11521平方公里。
首都为多哈。
                                   一、土地和人口    地形上，卡塔尔半岛地势平坦，大部分为覆盖疏松细沙和沙砾的贫
瘠沙漠。
可耕地仅为国土面积的1%，食品主要依赖进口。
境内没有河流和湖泊，由于地下水矿物质含量较高而无法使用，淡水资源稀缺。
自然资源主要有石油、天然气和鱼类等。
卡塔尔的气候属于炎热干燥的沙漠性气候，年平均降雨量不足127毫米，夏季潮湿闷热。
自然灾害主要有经常性的烟雾、沙尘暴和尘暴。
    2002年估计的人口总数为793341人，其中一大部分是来自外国的移民劳工。
在2001年7月估计的总人口769152人中，有576472人的非本国人，2001年人口增长率大约为3．18%，出
生率为15．91‰，死亡率为4．26‰，人口的平均寿命为72．62岁，其中男性为70．16岁，女性为75
．21岁。
1995年估计的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为79%，其中男性为79%、女性为80%。
    卡塔尔民族构成为阿拉伯人（40%）、巴基斯坦人（18%）、印度人（18%）、伊朗人（10%），其
他为（14%）。
人口中95%是穆斯林，其中大多数本地出生的卡塔尔人是信仰瓦哈比派的穆斯林。
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在政府和商业中也被广泛使用。
                                     二、政治    卡塔尔是传统的君主制国家，阿勒萨尼家族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并且
担任政府的多数重要职位。
国内没有政党。
    宪法  现行的宪法是1972年4月19日颁布的临时宪法。
根据临时宪法，埃米尔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内阁和顾问性质的协商会议协助埃米尔行使权力
。
1999年7月，埃米尔哈马德发布敕令，组建了起草永久宪法的委员会。
    政府  现任埃米尔为哈马德。
本。
哈里发。
阿勒萨尼。
内阁为埃米尔任命的大臣委员会。
    立法  卡塔尔没有立法机构，只有一个单一制的、由埃米尔任命的35名成员组成的协商会议，作为埃
米尔的咨询顾问机构，协助埃米尔行使权力。
协商会议成员每届任期3年，负责审议有关立法事项并且向内阁提出有关的政策建议。
    司法  尽管民法典已经实施，但是埃米尔仍然掌握着法律的自由决断权，伊斯兰法在个人事务方面仍
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设有上诉法院。
                          三、经济    20世纪30年代前，卡塔尔没有现代工业，只有规模不大的渔业和珍珠采集业，
经济落后。
随着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逐渐建立了以石油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和产业结构。
石油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占整个GDP的30%、出口收入的80%和政府岁入的66％。
1994年，石油和天然气占出口总额的75％。
石油带来的财富使得卡塔尔的人均GDP接近西欧发达国家水平。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945年以来的中东>>

200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估计GDP为151亿美元，GDP的实际增长率为4％，人均GDP为20300美
元。
1996年在GDP的构成中农业为l％，．工业为49％，服务业为50％。
2000年按照物价计算的通货膨胀率为2．5％，1993年的估计劳动力总数为23．3万人。
    工生卡塔尔的工业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2000年已探明的370亿桶石油储量按照目前的开采水平能够确保23年的出口；
已经探明的七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大约占世界总储量的5％以上，居世界第三位。
1999年的石油总产量为2．84亿桶，天然气的产量为240亿立方米。
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和出口对其经济十分重要，2000年，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涨和天然气出口的增加，
卡塔尔的贸易顺差达到创记录的60亿美元。
在经济发展中，政府的目标是进一步开发海上石油和推动经济的多样化。
卡塔尔的其他制造业还有化肥、石化、钢筋、水泥等。
2000年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为4％。
1999年电力生产为90亿千瓦，时，全部是通过燃油发电，电力消费为83．7亿千瓦/时。
    农生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卡塔尔的粮食生产无法满足国内需求，农产品主要有水果、蔬菜、家禽
、奶制品、蜂蜜和鱼类产品等。
畜牧业是卡塔尔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外贸易2000年估计的出口总额为98亿美元，以出口石油产品(80％)、化肥和钢铁为主；1998年出口
国主要是日本(52％)、新加坡(9％)、韩国(8％)以及美国和阿联酋。
2000年进口为38亿美元，主要的进口商品有机械和交通设备、化工产品和食品；1998年主要进口国为
英国(10％)、日本(8％)、德国(6％)、美国(6％)和意大利(6％)。
    财政、货币和金融  1999年度估计的政府预算：财政收入为39亿美元，支出为40亿美元。
1997年的官方外汇储备为5．1l亿美元，黄金储备为2．39亿美元。
2000年外债大约为131亿美元。
货币为卡塔尔里亚尔(QAR)，政府实行自由外汇政策，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为1：3．64000    交通运输卡
塔尔境内没有铁路。
1996年的公路总里程估计大约为1230公里。
主要的港口有多哈、哈鲁岛和乌姆赛义德等，2000年的商船总数为25艘，总计1049447载重吨。
境内原油管线235公里、天然气管线400公里。
    通讯广播1997年电话装机容量为14．2万门，有移动电话43476部。
1998年全国的广播电台有中波六家、调频五家和短波一家，1997年收音机总数约25．6万台。
1997年全国电视台有两家，电视机总数为23万台。
2000年全国互联网提供商有一家，互联网用户4．5万户。
    四、武装部队    卡塔尔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为国家元首埃米尔。
国防委员会是最高军事决策机构。
兵役制度为志愿兵制，服役年龄为18周岁。
军队由正规军和准军事部队构成，包括陆军、海军、空军以及公共安全部队。
2001年卡塔尔的陆军总数为8500人、海军为1730人、空军为2100人。
2000一2001年度的国防支出为7．23亿美元，占当年GDP的10％。
                    五、对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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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随着全球化速度的加快，中国融人世界的步伐也在加快；同时，随着近年来当代世界风云的急剧
变幻（如苏东巨变、冷战结束、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
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国际关系学在中国也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成为一个令越来越多的人
感兴趣的“热门”学科。
国际关系不再是政治家、外交家和学者们的专属领域，它已变得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了。
今天，  “经济全球化”、“WTO”、“主权”、“人权”、“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综合
国力”、“国家安全”、“北约”、“东盟”、“伊拉克”、“阿富汗”等名词术语，已成了普通百
姓耳熟能详的词语。
    说国际关系在中国已日渐成为一门“显学”，主要是有这样几个显著的标志：    一是近年来中国大
学里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院、系、所、中心迅速增加。
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少数几个大学有国际政治系，加
上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两个专业院校，培养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人才的单位很有限。
而近几年来，不但北大、复旦、人大的国际政治系都扩大升格为国际关系学院，一些原来没有国关（
国政）院系的大学也都纷纷成立了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或者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所）。
据不完全统计，到2002年初，全国已有近40所大学有了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或国际问题）学院、系
、所、中心。
    二是从事国际关系学科的教学、研究队伍迅速扩大。
随着全国各高校中一批新院、系、所、中心的成立，从事国际关系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也有了迅速的
增加。
在这些新增加的专业人士中，既有一大批国内自己培养的中青年学术骨干，也有不少近年在国外获得
了博士、硕士学位的“海归派”人才。
除高校外，中央及各省市的政府系统、社科院系统、党校系统、新闻系统以及军队系统也有一批国际
关系和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有实力非常雄厚的研究和教学力量。
他们同高校的交流、切磋日益频繁，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繁荣和发展。
    三是选择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
近年来，大学里无论是本科层次，还是硕士、博士层次，都有大批青年学子选择国际关系（或与国际
关系相关的学科）作为自己报考的专业。
这样就使国际关系成了一个十分“热门”、竞争激烈的专业，录取的分数也相当高。
除了内地考生外，越来越多的港、澳、台考生和外国留学生，也选择到中国内地来学习国际关系专业
。
与这一趋势相适应，全国越来越多的高校都设立了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专业，获得了学士
、硕士以及博士学位的授予权。
    四是有关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的出版物数量增长很快，而且在市场上也很受欢迎。
有人做过初步统计，近十年来，全国出版的有关国际问题的图书数量，每年都在以大约10%的速度增
长。
除此之外，有关国际问题的专业性刊物和各种综合性学术刊物（主要是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有关国际
问题研究的文章也在增多。
    这种“国际关系学热”的现象令人欣喜，也使我们从事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的人感到十分振奋。
它表明了当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也反映了当代中国人开放的心态。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国际关系学仍处于“不发达”阶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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