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埃及贸易指南（2023年）

埃及地处亚欧非三大洲交界处，2022年人口约

1.1亿，人均GDP为4295.4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标准

划分，属于中低等收入国家。埃及拥有相对完整的

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体系，天然气、旅游、侨汇和

苏伊士运河是四大外汇收入来源。

自2013年以来，中国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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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对外贸易（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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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埃双边贸易（2022年）

农业。埃及是传统农业国，可耕种土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5%，农业从业人口约占全国就业人口的31%，主要农作物

有棉花、小麦、水稻、玉米等。由于可耕种面积严重不足，埃及是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之一。经济作物种植业比较发

达，年均柑橘产量约170万吨、马铃薯产量约80万吨。水果蔬菜是埃及出口创汇的来源之一，年农产品出口约为560万

吨，出口额约30亿美元。棉花是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主要为超长绒棉、长绒棉和少量中短绒棉三类。其中，超长绒棉占

棉花产量的20%，主要种植于北部地区；长绒棉是埃及棉的主要代表，占棉花产量的70%，主要产区在尼罗河三角洲；

中短绒棉主要产于南部的上埃及地区，主要销往印度、巴基斯坦、中国、孟加拉国、美国等。

油气业。埃及是非洲地区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据埃及中央银行发布的数据，油气开采增加值占GDP总值的

6.2%，石油炼化占比为3.5%。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2020》，截至2019年底，埃及石油储

量为32亿桶（4亿吨），居非洲第六位，占全球总量的0.2%；天然气储量2.1万亿立方米，居非洲第三位，占全球总量的

1.1%。天然气储量主要分布为：西部沙漠地区占40%左右，地中海地区占25%左右，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占15%左右，其

他产区包括苏伊士湾、东部沙漠、西奈半岛及上埃及地区。

主要产业情况

支柱产业

中国对埃及出口前十大商品（2022年，亿美元） 中国自埃及进口前十大商品（2022年，亿美元）

农业、油气业、纺织业、钢铁业、旅游业、航运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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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贸易数据来源于全球贸易观察（Global Trade Flow,G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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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重点支持或优先发展产业

数字经济。埃及政府致力于加强数字经济，吸引外国投资，打造国际通信和信息枢纽。2020年，埃及政府启动

“数字埃及”计划，2020-2021财年专项拨款127亿埃镑用于发展数字产业。从2021年起，埃及通信及信息技术部

（MCIT）牵头并配合其他政府部门，推进一系列电子政务服务措施，取得一定成效。根据MCIT数据，2020-2021财

年，信息和通信产业增加值增长16.3%，其中，通信行业增加值为1783亿埃镑，信息服务业为311.5亿埃镑。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数字政府排名中，2022年，埃及由“B类”升至“A类”（最高档），政府人工智能应用指数

排名从2019年的第111位升至2022年的第65位。目前，埃及无线宽带用户数达到6850万，年增长率为23%；4G宽

带用户数达3800万，年增长40%；固定宽带用户数达973万，年增长15.1%。2023-2024财年，埃及政府为通信行业

分配了约834亿埃镑的投资预算，较上一财年提高49%，主要用于私营企业发展、政府数字化、本地制造和数字能力

建设。通信行业产出预计将达到约3460亿埃镑，占GDP的5%以上，连续五年成为增长最快的行业。

绿色能源。埃及《2035年综合可持续能源战略》提出，到2035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42%的目标。2021

年11月，塞西总统宣布提前至2030年实现这一目标。目前，这一比例仍低于10%。为加速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埃及

政府采取了逐步削减能源补贴、汽车油改气等举措，出台了外资国民待遇、低关税、土地登记费免征、所得税减免等

钢铁业。埃及是非洲第一大钢铁生产和消费国，但高等级钢材和特钢需大量进口。2022年，埃及钢铁产量为980万吨，

产量居非洲第一、中东和北非地区第二位。2022年埃钢铁进口额为44.3亿美元，出口额为12.6亿美元。

旅游业。旅游业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2%。根据埃及中央银行发布的数据，2022-2023财年（2022年

7月至2023年6月），旅游收入达到136亿美元，同比增长26.8%。

航运业。苏伊士运河是世界最繁忙的航线之一，运河通航量约占全球航运的10%，集装箱运输量占全球的25%。

2021-2022财年，苏伊士运河收入为7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2022-2023财年运河收入94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

纺织业。埃及有非洲最大的棉花和纺织工业集群，从棉花种植到纺纱、织布和成衣制造的产业链较为完整。成衣制造能

力较强，但织布和印染环节相对薄弱，产品需大量进口。埃及目前约有7000多家纺织企业，其中90%为中小企业，吸纳

就业约150万人，占全国工业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一，纺织业增加值约占GDP的3%。近年来，纺织品（含成衣制造）约占

出口总额的10%，主要出口市场为美国、欧盟、土耳其和中东国家等。位于合格工业区（QIZ）的约1000家企业享有向

美国免税出口产品的资格。埃及东方纺织公司（Egypt Oriental Weavers Carpet Company）是世界最大的机织地毯生

产企业，2022年产量超过1.4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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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绿色能源、汽车业等

激励措施。近年来，新能源成为国际金融机构和企业对埃投融资合作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埃及本班光伏产业园吸引

外国投资超过20亿美元。2022年以来，埃及主权基金与多个国际投融资机构签署框架合作协议，总金额达830亿美

元，重点投资绿氢、绿氨等项目。

汽车业。埃及无自主品牌汽车生产线，车辆供给基本依赖进口和本地组装。法国（标致、雷诺）、意大利（菲

亚特）、德国（奔驰、宝马）、日本（丰田、本田、三菱）、韩国（大宇、现代、起亚）等占据较大市场份额。本地

组装生产商中，现代、尼桑、雪佛兰等品牌市场占有率较高。2022年3月，埃及内阁审议通过国家汽车工业发展战

略，旨在推进汽车工业发展计划，鼓励投资和本地化生产，提高现有装配和制造能力。同年10月，塞西总统批准成

立汽车工业最高委员会并设立环境友好型汽车工业基金，为当地组装和制造环保型汽车提供资金支持。据埃2020年

第549号法律，如果组装电动汽车的本地产品价值达到10%的门槛，即可申请进口零部件关税减免，本地含量越高，

关税减免额度越高，最高可达本地价值的1.3倍。充电站零部件的最高关税为2%。购买本地组装电动汽车的消费者可

享受高达5万埃镑的现金补贴。



 近年来重点支持或优先发展产业

数字经济。埃及政府致力于加强数字经济，吸引外国投资，打造国际通信和信息枢纽。2020年，埃及政府启动

“数字埃及”计划，2020-2021财年专项拨款127亿埃镑用于发展数字产业。从2021年起，埃及通信及信息技术部

（MCIT）牵头并配合其他政府部门，推进一系列电子政务服务措施，取得一定成效。根据MCIT数据，2020-2021财

年，信息和通信产业增加值增长16.3%，其中，通信行业增加值为1783亿埃镑，信息服务业为311.5亿埃镑。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数字政府排名中，2022年，埃及由“B类”升至“A类”（最高档），政府人工智能应用指数

排名从2019年的第111位升至2022年的第65位。目前，埃及无线宽带用户数达到6850万，年增长率为23%；4G宽

带用户数达3800万，年增长40%；固定宽带用户数达973万，年增长15.1%。2023-2024财年，埃及政府为通信行业

分配了约834亿埃镑的投资预算，较上一财年提高49%，主要用于私营企业发展、政府数字化、本地制造和数字能力

建设。通信行业产出预计将达到约3460亿埃镑，占GDP的5%以上，连续五年成为增长最快的行业。

绿色能源。埃及《2035年综合可持续能源战略》提出，到2035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42%的目标。2021

年11月，塞西总统宣布提前至2030年实现这一目标。目前，这一比例仍低于10%。为加速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埃及

政府采取了逐步削减能源补贴、汽车油改气等举措，出台了外资国民待遇、低关税、土地登记费免征、所得税减免等

公路：埃及拥有较为完善的公路交通运输体系，2022年，公路总里程为19万公里，约有94%的货物运输通过公

路完成。

铁路：2022年，埃及铁路总里程约1万公里，铁路客运量达2.6亿人次。由于基础设施陈旧，铁路货运能力不断

下滑，每年货运总量约为300万吨。

空运：埃及共有28座机场，其中11座为国际机场。开罗国际机场占埃及航空总客运量的37.8%、国际货运总量

的90%以上。

水运：埃及海岸线总长2900公里，有7条国际海运航线，现有亚历山大、达米埃塔、塞得港、苏伊士等62个港

口，年吞吐总量为800万集装箱，海港贸易量约1亿吨。亚历山大港是埃及最大港口，2021年货物吞吐量为4920万

吨；达米埃塔港是第二大港口，年货物吞吐量为1980万吨；其次分别为塞得港（1080万吨）、阿达比亚港（730万

吨）、萨法加港（638万吨）。随着埃及大力推进港口建设，到2030年货物吞吐能力预计增至3.7亿吨。重点建设的

港口是塞得港和亚历山大港，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交通运输

（万吨）

2021 年埃及港口货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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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措施。近年来，新能源成为国际金融机构和企业对埃投融资合作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埃及本班光伏产业园吸引

外国投资超过20亿美元。2022年以来，埃及主权基金与多个国际投融资机构签署框架合作协议，总金额达830亿美

元，重点投资绿氢、绿氨等项目。

汽车业。埃及无自主品牌汽车生产线，车辆供给基本依赖进口和本地组装。法国（标致、雷诺）、意大利（菲

亚特）、德国（奔驰、宝马）、日本（丰田、本田、三菱）、韩国（大宇、现代、起亚）等占据较大市场份额。本地

组装生产商中，现代、尼桑、雪佛兰等品牌市场占有率较高。2022年3月，埃及内阁审议通过国家汽车工业发展战

略，旨在推进汽车工业发展计划，鼓励投资和本地化生产，提高现有装配和制造能力。同年10月，塞西总统批准成

立汽车工业最高委员会并设立环境友好型汽车工业基金，为当地组装和制造环保型汽车提供资金支持。据埃2020年

第549号法律，如果组装电动汽车的本地产品价值达到10%的门槛，即可申请进口零部件关税减免，本地含量越高，

关税减免额度越高，最高可达本地价值的1.3倍。充电站零部件的最高关税为2%。购买本地组装电动汽车的消费者可

享受高达5万埃镑的现金补贴。



埃及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改革，推动本地生产能力提升，多措并举促进出口。2022年矿物燃料出口达到170亿美

元，同比增长45.4%。2023年初，埃及政府宣布天然气月出口额将在年内从6亿美元提升到10亿美元。埃及“2030

愿景”将农业作为扩大出口的重点行业之一，注重提高供应链质量和发展可持续性，特别是促进鲜食水果和加工水

果蔬菜产品出口。埃及“2030可持续农业发展战略目标”提出，将农产品出口从2019年的50亿美元提高到2025年

的70亿美元，到2030年达到100亿美元。

我自埃及进口潜力商品

进出口潜力商品

我对埃及出口潜力商品

石油石化及其
衍生产品 优质农产品

电机电器设备 机械器具

矿物燃料 农产品

车辆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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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经贸展会

❶ 埃及国际五金工具展      2023年11月9日-12日 网址：mactech-eg.com

❷ 开罗国际信息及通讯技术展会  2023年11月19-11月22日  （详情可咨询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010-58280967）

❸ 开罗石油天然气展览会      2024年2月  网址：www.egyps.com

埃及贸易促进平台与机构



❶ 埃及商会联合会

      网址：www.fedcoc.org.eg  邮箱：hosam_baharia@hotmail.com

❷ 埃及企业家协会

      网址：www.eba.org.eg   邮箱：dalia@eba.org.eg

❸ 埃中商务理事会

      网址：www.ecbcouncil.com  邮箱：o.mabrouk@elsewedy.com

❹ 开罗商会

      网址：en.cairochamber.org.eg  邮箱： khaledmostafa9000@gmail.com 

❺ 亚历山大商会

      网址：alexcham.org   邮箱：nermeina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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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方面，2016年以来，埃及政府推出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外国投资的政策，持续改

善投资环境，提高行政服务质量，通过新的《投资法》，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得以改善。

参与国际协定方面，埃及于1995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时积极加入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目前，埃及已加入

的区域贸易协定主要包括埃及—欧盟伙伴关系协议、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协定、非洲自由贸易区协定、东南非共同市

场、埃及—土耳其自由贸易区协定以及埃及—以色列—美国合格工业区协议等。

注：以上信息部分摘自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贸易限制性措施

埃及对中国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详情可在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cacs.mofcom.gov.cn)中，点击右上角“高级搜

索”，在搜索栏中根据需要输入产品名称、国家/地区等关键字，或勾选案件类型、案件状态、涉案产业等选项进行免费

查询。

国别贸易环境与贸易纠纷应对

主要跨境电商平台

Jumia 全品类电商平台 网址：www.jumia.com.eg

Noon 全品类电商平台 网址：www.noon.com/egypt

主要行业商协会及贸易促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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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纠纷应对指导

商务部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中心。针对境内企业和个人开展境外商务活动过程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商

业欺诈等困难和问题，受理投诉，免费提供公开信息和咨询指导。（电话：010-12335；微信公众号：swb12335；

邮箱：12335@mofcom.gov.cn）

中国驻埃及使领馆经商机构

中国驻亚历山大总领事馆

地址：6 Badawi Street, Rassafa, Moharam Bey, Alexandria, Egypt

电话：0020-3-3955192

传真：0020-3-3954947   

电邮：chinaconsul_ax_eg@mfa.gov.cn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地址：NO.22, Bahgat Aly Street, Zamalek, Cairo, Egypt

电话：00202-27363712 

传真：00202-27362094

电邮：eg@mofcom.gov.cn

网址：eg.mofcom.gov.cn 

贸易与工业部

电力与可再生能源部

石油与矿产资源部

水资源与灌溉部

旅游与文物部

规划与经济发展部

国际合作部

www.mti.gov.eg 

www.moee.gov.eg

www.petroleum.gov.eg

www.mwri.gov.eg

www.antiquities.gov.eg

www.mped.gov.eg

www.moic.gov.eg

财政部

地方发展部

环境部

通信与信息技术部

苏伊士经济区管理总局

投资与自由区总局

www.mof.gov.eg

www.mld.gov.eg

www.eeaa.gov.eg

www.mcit.gov.eg

www.sczone.gov.eg

www.gafi.gov.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