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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参与伊重建的思考与建议

—
浅谈中国化工企业进军伊重建市场

吴 富 贵

摘 要
:

伊拉克油气资源丰富
,

对世界各大企业很具诱惑力
。

伊战后
,

美虽欲独占伊重建市场
,

但可能性不大
。

中国企业应加强与伊及其周边国家的联系
,

努力通过间接渠道进入伊重建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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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4 年的伊拉克经济重建涉及 10 00 亿美元的

巨大商机
,

是众多国际企业和 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之一
,

也是中国企业开拓伊化工市场的重要课题
。

在当前形势下
,

中国企业参与伊重建会有哪些优势
和劣势呢 ?

一
、

基本现状

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的经济粮仓
,

有影响力的
石油大国

,

埃及学者埃米尔
·

亚历山大曾说
,

要想

在中东有所作为
,

政治上离不开埃及
,

经济上离不

开沙特
,

能真正立竿见影的是伊拉克
。

伊国土广阔
,

油气资源极为丰富
,

是仅次于沙

特的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和输出国
。

它已探明石油

和天然气储量达 1 125 亿桶和 3
.

1 万亿立方米
,

是

伊的经济命脉
。

据专家估计
,

单从石油开采
、

加工

中获得的利润就可满足伊战后重建所需资金
。

若以

石油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

又可创造出更多新的

行业和就业机会
。

伊石油将为战后经济重建提供可

靠的资金保障
。

8 年的两伊战争
、

联合国 13 年的经济制裁加上

美
、

英对伊战争
,

使这个昔 日富饶美丽的国度满目

疮痰
,

元气大伤
。

伊油气基础设施破坏严重
,

化工

生产能力严重削弱
,

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落后世界

水平 30 年
。

目前
,

伊人民面临生活必需品匾乏
,

环境严重污染的生存危机
,

饮用水
、

食品
、

药品
、

电力
、

燃料极其短缺
,

通信
、

交通基本瘫痪
,

上下

水
、

净化水系统和环保
、

输油管道的更新换代等问

题
,

均十分突出
。

伊自身的恢复能力十分有限
,

这

就为国外相关化工公司的介入创造了客观条件
。

战前的伊拉克曾是海湾地区石油下游产品聚

丙烯树脂工业生产大国
,

每年可向市场提供 25 万

吨 4 0 个牌号的聚丙烯产品
,

可满足生产普通和注

塑级塑料用品的需要
。

眼下
,

伊化工生产企业的设

备和技术堕待更新换代
,

为国外化工设备和技术的

涌入提供了难得的商机
。

美
、

英现控制了伊重建项 目的全部审批和发包

权
,

但它们主攻的是大宗交易和工程
,

集中在建筑
、

医疗卫生
、

公路交通
、

港 口
、

机场
、

学校
、

电信
、

金融系统
、

水利
、

石油开采等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

对 1 亿美元以下的项 目以及运营
、

维护
、

转让等工

程不大感兴趣
,

这就给外国企业进入伊化工市场提

供了发展空间
。

我国在污水处理
、

无机盐
、

催化剂

及其载体
、

精细化工等领域的科研开发
、

技术成果

转让及产业化
,

石油化工工程及民用建筑设计
、

施

工
、

安装
、

调试等技术业务方面
,

是与伊长期互利

合作的传统伙伴
,

而当前
,

努力进入伊石油上下游

领域
,

参与伊经济重建
,

可带动我技术设备的出口

转让
,

获取我发展所需的石化资源
,

扩大对外贸易

及工程承包规模
,

即符合我
“

走出去
”

的发展战略
,

又是美
、

英难以全面控制的化工专业市场
,

因而是

值得早作准备
、

筹划的一个领域
。

二
、

机遇与挑战

中国企业参与伊重建的优势与面临的挑战
。

1
.

化工资源丰富
。

伊除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外
,

还有丰富的磷酸盐矿和硫酸盐矿
。

其中磷酸盐矿储

量达 10 0 亿吨
,

年产量达 350 万吨以上
,

主要分布

在近叙利亚边境的阿卡沙特地区
。

附近的凯姆地区

建有一座大型化肥厂
,

年产 14 0 万吨
,

其中 120 万

吨出口
。

第三大城市摩苏尔附近的米什拉克是世界

硫酸盐矿蕴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

两伊战争前年产
6 3 万吨

。

硫酸盐矿主要产于法奥
、

希特
、

考姆和土

兹库尔马提
。

石膏和水泥矿主要分布在摩苏尔
、

吉

夫里和法鲁加
。

此外还有瓷土
、

铁
、

铜等矿藏
。



2
.

中国化工企业步入世界化工市场己 20 多年
。

在长期跨国经营中
,

中化企业作为全国化工行业的

龙头
,

与伊合作已多年
。

其间
,

承接了纯碱
、

三聚

氰胺
、

六偏磷酸钠和化肥厂改造项 目
,

因伊战爆发

及战后美
、

英对伊的占领
,

伊政局
、

社会动荡不安

等原因
,

影响了我在伊项 目的进展
。

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联合国驻伊机构人员的进入
,

待伊社会治安逐

步稳定后
,

我在伊化工建设领域将大有可为
。

目前
,

中化企业要直接进入伊开展业务有一定

难度
,

只能尝试
“
曲线

”

进入
—

通过伊周边国家

的渠道间接进入伊拉克市场
,

比如通过和我有贸易

及工程项目往来的约旦
、

科威特代理
,

去争取伊拉

克化工项目及恢复原有化工建设项目
。

从事通讯的

深圳中兴公司和搞机械设备的中国机械公司已开

始这样做
,

并取得成功
。

中化企业有先进的化工技

术与成套
、

单机设备
,

联合阿拉伯国家企业打入伊

化工市场
,

对合作双方都有利
。

鉴此
,

加强同阿拉

伯商人的友好经贸关系
,

从他们手中拿到转包的重

建订单
,

或采取二次投标方式
,

从阿拉伯国家公司

获得分包项 目
。

据了解
,

一些具有潜力的阿拉伯公
司愿与中国公司开展这种合作

。

中国化工设备质优价廉
,

技术先进
,

参与伊重

建占有优势
。

化工技术
、

设备及产品历来是中国对

伊出口的强项
,

加上伊人对美
、

英等国的产品
、

技

术
、

设备怀有抵触情绪
,

因此有望在伊取得一定的

市场占有率
。

中
、

伊自 1 9 5 8 年建交至今
,

经贸发展迅速
,

两国在经济结构上有较强的互补性
,

中国化工产
品

、

设备与技术含量又符合当地需求
。

战前
,

我国

是伊五大贸易伙伴国之一
,

中国公司可凭借这些优

势每年获得伊 8% ~ 10%的合同份额
。

中伊相对距离

较近
,

物资运费较西方国家便宜
,

我国占有天时
、

地利
、

人和条件
。

当前
,

美国为减轻它绕过联合国对伊开战所带

来的政治和道义压力
,

己不得不照顾其他国家在伊

的利益
,

并为分摊战后重建费用预留后路
。

此外
,

国际社会特别 是其他大国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共 同

抵制
,

也是对美独占野心的有效制衡
。

3
.

不过
,

从总体上看
,

美并不愿其他国家搭便

车
,

分占伊战后重建利益
,

重建主要合同肯定会落

入美
、

英腰包
,

其他国家最多只能以转包形式参与
,

中国也不例外
。

阿拉伯国家的产能虽不及我国
,

但阿拉伯人熟

悉伊国情和市场需求
,

有现成的供应渠道
,

他们与

伊同宗同教
,

说同一种语言
,

易于沟通
,

具有大的

优势
,

很多阿拉伯商人己开始积极筹划进入伊重建

市场
,

很可能成为各国企业和商家的竞争对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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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国内市场不健全
。

战前
,

伊社会分配不公
,

政府机关效率低
,

贪污腐败盛行
,

商业诚信和透明

度不高
,

这些现象在战后初期尚不会有明显改善
,

可能会给外国企业带来不便
。

三
、

几点建议
1

.

今年 1 月 19 ~ 23 日科威特举办了为期 5 天

的
“

伊拉克重建 2 0 04 年国际贸易博览会
” ,

反映

了伊经济重建步伐在联合国介入及国际社会参与

下将会逐渐加快
,

中国复馆小组也已于 2 月中旬进

驻
,

伊临管会
、

临时政府代表团 3 月首次访华
,

欧

鲁姆主席与胡锦涛主席进行的友好会谈
,

都已对我

企业参与伊重建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另

外
,

中国政府在减免伊债务方面
,

也做出了积极表

示
。

中方企业当前应密切关注伊政局
、

社会形势变

化
,

通过接触伊商或伊周边阿拉伯国家商人的方

式
,

做好准备
,

适时地迈出参与伊重建步伐
。

2
.

为促进我原有化工建设项 目的具体实施
,

建

议继续同科
、

约
、

伊的代理保持密切联系
,

以便从

中了解伊当前政治
、

经济
、

法律
、

社会治安等情况
。

3
.

研究
、

挖掘中
、

伊双方在石油下游产品领域

的合作潜力
,

探索今后合资建设尿素项 目的可能

性
,

开发双方在石化项目的互利合作关系
。

4
.

近年来
,

中国市场严重缺乏低密度乙烯材

料
,

这为伊拉克及其他阿拉伯的同类产品直销中国

提供了可能
。

当然
,

也可以考虑在中国或伊拉克及

其他阿拉伯国家建设生产乙烯项目
。

5
.

鉴于中国市场对化肥需求的日益扩大
,

建议

考虑与伊合资建厂或从伊直接进 口化肥
,

或在中国

合资建化肥厂
。

6
.

战前
,

伊每年需进 口几千万美元的化工产

品
,

如纺织品染料
、

建筑涂料
、

烧碱
、

牛黄
、

化肥
、

农药等
,

进 口量大
,

商品集中
。

战后
,

中国应继续

开拓这一市场
。

7
.

中国化工企业应积极接近伊重建市场与伊

商人
。

如 3 月 17 日在约旦安曼国际汽车展览中心

召开的第二届重建伊拉克国际博览会上
,

两大主题

是基础设施重建和伊拉克现代化据约方统计
,

这次

博览会有来自 24 个国家的 160 多家大中型企业设

台参展
,

其中
,

一些南美
、

大洋洲公司不远万里赶

来参加
,

到 22 日博览会闭幕时
,

己达成 1
.

5 亿多

美元交易额
。

在各项交易中
,

以约旦 Q一te ch 网络

公司和伊通信部达成的价值 4 500 万美元的合同最

引人注 目
。

约旦财政大臣和伊临管会成员出席了签

字仪式
。

据约旦 Q一t e ch 网络公司经理介绍
,

该公

司预计将在未来 3 年内负责建设伊中部和北部的宽

带网络
,

为这一区域内的用户提供各种网络服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