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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海湾六国经贸关系的现状与前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叶文楼

摘要
: 海湾六 国石 油资源极其丰富

,

石 油 出口 收入的多少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
。

我

国与海湾六 国的贫易往来始 于 20 世纪 S0 年代
,

80 年代开始逐步发展
,

90 年代 以后发展更

为迅速
。

本文在介绍海湾六国的经济状况
、

我 国与海湾六 国经 贸关系的基础上
,

对欢边经贸

关 系的前景进行 了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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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六国
,

指沙特阿拉伯王国
、

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
、

阿曼苏丹国
、

科威特国
、

卡塔

尔国和巴林国
,

总面积为 24 7
.

6 万平方公里
,

总人 口 约 2 8 16
.

1 万人
。

19 8 1 年 5 月 25 日
,

海湾六国元首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开会
,

宣

布成立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简称
“

海湾合作委员会
”

)
,

成为阿拉伯世界较为

活跃的地区性组织
。

一
、

海湾六国经济状况

海湾六国最主要的矿产资源是石油
,

是

世界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地 区
,

具有油田多
、

油藏浅
、

易开采等特点
。

截至 19 99 年初
,

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 627 3 7 亿吨
,

约占世

界总储量 141 1
.

29 亿吨的 44 .5 %
。

其 中
,

沙

特 353
.

2 8 亿吨
,

约 占世界 总储量 的 26 %
,

海湾六国石油储t 和产皿

单位
:
亿吨

国国 家家 石油储量量 石油产量量

阿阿联酋酋 13 3
.

4000 1 14000

巴巴 林林 0 2 222 0
.

0 555

科科威特特 12 8
.

2222 0
.

9 000

阿阿 曼曼 7
.

2 111 0
.

4 555

卡卡塔尔尔 5 0 555 0
.

3 333

沙沙 特特 3 5 3
.

2 888 4 0 333

世世界总计计 14 1 1
.

2999 3 3 1 555

资料来源
: 19 9 8 年各期 《油气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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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世 界第一 ; 阿联 酋 133
.

4 0 亿吨
,

约占

10 %
,

居世 界第三 ; 科威特 128 .2 2 亿吨
,

约 占 9. 6%
,

居 世 界第 四
。

天然气储量 为

2 2
.

44 万亿立方米
,

占世界总储量 的 3 6%
。

其中卡塔尔 8. 88 万亿立方米
,

居世界第 三
,

仅次于俄罗斯和伊朗 ; 沙特 7
.

1 万亿立 方

米
,

阿联酋 2. 04 万亿立方米
。

海湾六国的经济特点是结构单一
,

对石

油依赖性很大
,

石油是这些 国家的主要财政

来源和经济命脉
。

通常
,

这六个国家的石油部

门产值能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 3 以上
,

占出

口收人的 9 0 %
,

占财政收人的 2 /3
。

因此
,

油

价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海湾六 国的经济形势
。

1 9 9 8 年由于世界油价大幅度下跌
,

导致海湾

六国的石油收人大为减少
,

从 1997 年的 809

亿美元下降为 5 7 5 亿美元
,

对其经济产生了

严重的负面影响
。

据沙特 国民银行报告
,

19 9 8

年海湾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均有不 同

程度下降
,

科威特由 1997 年的 25 %下降为

1
.

2%
,

阿联酋由 4 % 下降为 1
.

5%
,

阿曼 由

8 %下降为 2 %
,

卡塔尔由 15 %下 降为 3 %
。

200 0 年
,

受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大幅度攀升

的影响
,

海湾六国的石油收人迅速增长
,

国

内生产总值也增长较快
。

海湾六国的对外贸易额很大
,

贸易对象

以发达国家为主
。

除石油和化工产品外
,

海

湾六国几乎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

都要依赖进 口
,

是 中东地区最大的商品市

场
,

年进出 口贸易总额大约 200 0 亿美元
,

其中出 口 约 招oo 亿美元
,

进 口约 70 0 亿美

元
。

在出 口产 品中
,

石油 占 9 0% 以上
,

其

余为化肥
、

化工原料等 ; 进 口产品主要为机

械设备
、

家用 电器
、

粮油食品
、

纺织 品服装

及轻工业 品等
。

主要 出口 国为美 国
、

日本
、

欧盟
、

韩 国及东南亚国家 ; 主要进 口 国为欧

盟
、

美国
、

日本和韩 国等
。

二
、

我国与海湾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

我国与海湾六国的经济关系包括商品贸

易
、

经济技术合作和相互投资
。

(一 ) 商品 贸易

我国与海湾六国自 2 0 世纪 50 年代起就

2 0 00 年我国与海湾六国进出口贸易统计表

单位 (亿美元
,

% )

国国 家家 进出 口口 出 口口 进 口口 净出口口

金金金 额额 增长率率 金 额额 增长率率 金 额额 增长率率率

巴巴 林林 1
.

2 111 7 111 0
.

4 999 5444 0 7 222 8 555

⋯
‘

.

2 3 ---

科科威特特 6
.

1 555 1 1 333 3
.

1777 1 3 000 2
.

9 999 9 888 0
.

1888

阿阿 曼曼 3 3 2 111 40 111 0 6000 1 2 000 3 2
.

6 222 4 1333 一3 2
.

0 222

卡卡塔尔尔 4
.

7 222 4 1 888 0 3 111 l222 4件 lll 5 9 777 一4
.

1000

沙沙 特特 30
.

9 888 6 777 1 1
.

4 555 2 lll 19 5 444 1 1444 一 8
.

0 999

阿阿联酋酋 2 4 9 555 5 333 2 0
.

7 999 科科 4
.

1666 12 000 1 6 6 333

合合 计计 10 1
卜

2 222 12 000 3 6
.

8 111 4 111 64
.

4444 22 444 一2 7
.

6333

资料来源
: 根据 2仪K) 年 12 月中国海关统计资料整理

。

一 4 1 一



经贸论坛 《国 际贸易问题》20 01 年第 10 期

有直接的贸易往来
,

但规模一直不大
。

80 进 口总额的 1
.

2%
,

2 0( )0 年上升为 2
.

86 %
。

年代双边贸易开始发展较快
,

1 989 年贸易 6. 贸易特点突出
。

对阿曼
、

沙特和卡塔

额约 10 亿美元
。

进人 90 年代后
,

双边贸易 尔的贸易以进口 为主
,

对阿联酋的贸易以出

突飞猛进
,

19 % 年达 39 亿美元
,

199 9 年增 口 为主
。

其中对阿曼的出口量很小
,

逆差最

至 47 .7 亿美元
,

200 0 年更高达 101
.

22 亿美 天
; 而从阿联酋的进 口量较小

,

存在着 16 .6

元
,

其中我 出口 3 6 .8 1 亿美元
,

进 口 64
.

料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

亿美元
。

但从总体上来讲
,

双边贸易额在各 ) 此外
,

由于迪拜是海湾国家重要的转 口

自的贸易总额 中所 占比重都很小
,

我对其出 贸易 中心
,

因此中国与阿联酋及其它海湾国

口额大约只 占其进口 总额 的 3%
,

我进 口额 家的贸易特 点是与迪拜的转口贸易分不开

也仅占其出口总额的大约 2%
。

我对海湾六 酌
。

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纺织品
、

服装
、

机电产 综上所述
,

2 0 0 0 年我国与海湾六 国贸

品
、

轻工产品和粮油食品等
,

我从其进 口的 易激增的主要原因是
,

我国的油品政策变化

产品主要是石油和化工产品
。

轰国内旺盛的石油需求
,

导致了我从海湾六

200 0 年我 国与海湾六 国贸易的迅猛发 国进 口 了较多的原油
。

我国政府确定的多进

展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

主要表现在
:

尸原油
·

少进 口成品油的战略
,

使成品油进

1
.

贸易 总额 快速 增 长
,

由 19 9 9 年的 口被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

然而国内需求又十

47 .7 0 亿美元增长到 200 0 年 的 10 1
.

22 亿美 分旺盛
,

因此中国需要从稳定而便宜的原油

元
,

增长幅度达到 11 0 % 以上
。

而同期
,

我 供应者手中购买更多的原油
。

同时
,

我国的

国与东盟
、

欧盟
、

亚太经合组织的贸易总额 一些炼油厂也对炼油装置进行了技术改造
,

分别只增长 45 3 %
、

24 .0 % 和 27 .6 %
。

这显 似便能更多地加工比较便宜的海湾国家高含

示了中国与海湾六 国的贸易合作富有生机
,

硫原油
。

前景广阔
。

2 0( )0 年我国从沙特
、

阿曼进 口 的原油

2
.

出口平稳增长
,

增速达 41 %
,

高于同 有较大增加
。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
,

2 0 0 0 年

期中国对外出口 2 7 .8 %的增长速度
。

上半年我国原油进 口量达到 咒40 万吨
,

比

3
.

进 口 增长速度极快
,

与 19 9 9 年同比 19 9 9 年同期增长将近一倍
。

在总进 口量中
,

增长 2 2 4%
。 ·

中东原油所占比重 由 1999 年同期比重 42 %

4
.

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
,

逆差总额 较 上升到 53 %
,

达 17 17 万吨
。

这其中又以进

大
。

19 9 9 年
,

我国对海湾六国贸易顺差 6. 2
·

口阿曼的原油量为最大
,

达 71 3 万吨
,

这几

亿美元
,

然而 20 00 年却逆差 27 .6 3 亿美元
。

乎是 1 999 年同期的 4 倍
。

20 00 年全年
,

我

其中对阿曼贸易逆差约 犯亿美元
,

对沙特 国进 口原油 7 02 7 万吨
,

价值 149 亿美元
,

和卡塔尔也分别为 8
.

1 亿美元和 4
.

1 亿美元
。

其中约 犯 亿美元原油来自阿曼
,

占其出口

5. 对海湾六 国贸易额 占我国对外贸易额 量的 35 %
,

我国 已经取代 日本成为其最大

的比重上升
。

19 9 9 年
,

我国对海湾六国的 的原油出口 国
。

进 出 口 总额 占我 国进 出 口 总 额的比重 为 (二 ) 经济技术合作

L 3%
,

而 2 0 0 0 年 这一 比重上 升 到 2. 1%
。

海湾六国是中东地区重要的工程承包市

19 9 9 年
,

我国对海湾六 国的出口额占我国 场
,

也是全球重要的劳务市场
。

我国的国际

出口总额 的 1
.

33 %
,

20 00 年上升为 1
.

48 % ; 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是 19 79 年进人该地区的
,

199 9 年
,

我 国从海湾六 国的进 口额 占我 国 在海湾战争发生前
,

与科威特和阿联酋共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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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 了 3 6 亿多美元的合同
,

外派劳务人员曾

达到 1
.

5 万余人
。

19 97 年后
,

我开始进人沙

特的工程承包和劳务市场
。

我国公司在该地

区主要 以承包石化
、

建筑
、

通讯等项 目为

主
。

据统计
,

截至 19 9 8 年底
,

我与海湾六

国共签订承包劳务合 同 2 0 21 项
,

合同金额

2 2. 5 亿美元
,

外派劳务人员达 1 7 271 人
,

完

成营业额 13
.

2 亿美元
。

(三 ) 相互投资

海湾六国拥有雄厚的石油资金
,

海外资

产达 800 0 亿美元
。

这些资金 除主要流向美

国和欧洲外
,

还有部分流向阿拉伯国家
,

这

种资金流 向格局一时不会有太大改变
。

我国

与海湾六国都已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
,

与科

威特
、

阿联酋还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

但据有关方 面统计
,

19 9 9 年底前我实际利

用海湾六 国的资金极其有限
,

只有科威特和

阿联酋在我国有投资
,

其中科威特投资项 目

13 个
,

合同金额 6 7 0 6 万美元
,

实际投资

5 6 0 0 万美元 ; 阿联酋投资项 目 巧0 个
,

合

同金额 4 2 4 3 万 美元
,

实际投资 3 4 85 万美

元
。

此外
,

科威特向我政府提供了六 笔约

6. 4 亿美元的贷款
,

分别用于 26 个项 目的建

设
。

但我国在海湾六国的投资项 目不多
,

资

金也十分有限
。

三
、

我国与海湾六国经贸合作的前景

如前所述
,

我国与海湾六国的经贸关系

进人 20 世纪 90 年代后发展迅速
,

但仍处于

较低水平
,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

首先
,

我 国和海湾各国都是发展 中国

家
,

都在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而努

力
。

为改变单一畸形的经济结构
,

海湾六 国

正在对石化工业实施投资多元化
、

经营全球

化战略
,

而我国则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

展
,

能源缺 口会越来越大
,

我国从 19 95 年

起就已成为石油净进 口国
,

目前是海湾六

国最重要的石油出口 国之一
,

年石油贸易量

超过 200 0 万吨
,

价值 50 亿美元
。

因此
,

我

国与海湾六 国在石油领域的合作潜力是很大

的
,

且符合双方的愿望和根本利益
。

其次
,

独立后的海湾六国
,

利用其丰厚

的石油美元
,

大规模地进行了基础设施和工

业项 目的建设
。

20 世纪 70
~
80 年代

,

六 国

共投人了约 25 0 0 0 亿美元 (仅沙特就投人了

10 30 0 亿美元)
,

建立了一大批大型的石化
、

电力
、

海水淡 化及工业项 目
。

90 年代后
,

海湾六 国虽受石油低价和海湾战争的影响
,

各 国财政都曾出现过一定 的困难
,

但其工业

发展和经济多元化战略没有改变
,

至今仍需

要不断补充新 的基础设施和新的工业项 目
。

加上 7 0 ~
80 年代建立 的一批 工业项 目和基

础设施 已到了必须改造和重建的时候
,

所以

说
,

海湾国家依然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工程承

包市场
,

在项 目承包
、

技术和劳务的输 出方

面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

再次
,

海湾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

使其产业结构发生根本的变化
,

工业化水平

依然很低
,

工业产品仍难以满足人们 日益提

高的需求
。

这种国内生产远远满足不 了日益

增长时社会需求的现象将会较长期地存在下

去
,

因此
,

海湾六国除必须大量进 口经济建

设所需的基本物资外
,

还必须大量进 口 日用

消费品
。

因此
,

我国在扩大对海湾六国的商

品出口方面还具有极大的潜力
,

除传统的纺

织
、

轻工
、

食品外
,

特别应扩大机 电产品的

出口
,

增加技术含量
,

占领更大的市场
。

总之
,

我国同海湾六国在许多领域都具

有进一步开拓
、

发展的潜力
,

只要措施得

当
,

产品对路
,

就一定能使双方 的经贸关系

在 21 世纪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

(责任编辑 王汉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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