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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格局
的变化

沙特阿拉伯（以下简称“沙特”）

长期雄居世界石油储量、产量、出口

量首位，对国际石油市场有着举足轻

重的影响。据《20��’BP 世界能源

统计》，截至 20�0 年底，沙特石油

探明储量为 363 亿吨，约占全球石

油 储 量 的 �/5；20�0 年 沙 特 石 油 产

量为 �.68 亿吨，占全球石油产量的

�2%。据美国能源情报署（EIA）的

资料，2007 年沙特原油出口量为 695

万 桶 / 日， 占 当 年 中 东 原 油 出 口 量

的 �2.6%，占当年世界原油出口量的

�6.3%。

从“二战”后中东石油迅速崛起

到 20 世纪 70 年代，美、欧都是中东

石油主要的出口地，经过 80 年代的

过渡，到 90 年代中期和本世纪，即

使仅计狭义的亚太区，其接受的中东

石油也大于向欧美的出口。在中东石

油出口从主要向美欧地区到主要向东

亚—南亚弧形地带的转变中，沙特出

口方向的变化起着首要作用。这其中

起某种“拉动”作用的首先是日本和

“四小龙”，继而是中国、印度和一批

中小新兴经济体国家。这个趋势在近

期的金融危机中得到加强并且将持续

发展。经济发展中心历史性地东移，

决定了至少在近 20~30 年东亚—南亚

弧形地带将是石油消费和进口增长最

快的区域。

经济格局的改变带来石油供销格

局的变化。不管在政治、军事上以沙

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简称“海合会”）与美欧有多大的共

同利益，它们都必须正视一个基本现

实，即沙特赖以生存的石油出口这条

生命线主要系于亚洲国家，这将对沙

特和中东的地缘油气、地缘政治产生

越来越大的影响。沙特和中东在石油

出口上对美、欧依赖程度的削弱，换

个角度也可视为美、欧对中东石油的

依赖程度减轻。

从世界石油供应格局看，近年非

洲、南美洲（特别是委内瑞拉和巴西）

的产量和出口量已有较大的增长，里

海—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也将有大

的增长，这一切都在影响着石油出口

格局，影响到中东的石油出口。沙特

石油剩余产能约 250 万桶 / 日，沙特

在石油供应上具有稳定性，世界主要

产油国发生减产情况时，沙特可挖掘

剩余产能以保证世界石油供应。在美

国和欧洲将对伊朗石油禁运的新形势

下，沙特可望扩大其石油出口。沙特

石油大臣纳伊米表示，沙特现有原油

产能为 �250 万桶 / 日，出口维持在

900 万～ �000 万桶 / 日，沙特已准

备好弥补原油市场出现的任何供应缺

口。沙特充足的剩余产能和提高采收

率所带来的剩余可采储量增长潜力，

将是未来世界石油进出口增长的有力

保障。伊朗、也门等国安全形势越是

动荡、不确定性越大，沙特作为保障

    沙特阿拉伯是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消费量增长最快的石油进

口国。沙特需要为其巨大的能源储量寻找广阔的市场，中国需要海外能源满足经济增长的旺盛需求。正是这

种互利互补关系推动着中国与沙特石油合作的稳步发展。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沙石油合作迅速发展；在本世

纪第二个十年，中国与沙特在石油贸易、石油工程承包、炼油与石油化工领域的合作正跨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沙特石油出口格局的变化与

拓展中沙石油合作的建议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汪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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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的“产量浮动国”的作用就越凸

显，这已为近期利比亚动乱的事实所

佐证。

二、中国与沙特石油合作的潜
力可期

（一）双方具有互利合作的良好

基础

沙特在能源领域制定的新的外国

投资法于 2000 年 5 月生效，该法宣

告沙特对外开放油气领域，允许全外

资公司在沙特能源领域开展活动，允

许与外商合资或独资开办石油加工

厂，并将公司所得税由原来的 �5%

下调到 30%。而此前沙特规定只有

国内合作者参股比例不低于 �9% 的

合作企业才能在沙特能源领域开展活

动。沙特在天然气领域的对外开放政

策规定，其未开采的探明产区，对外

开放天然气的开发和生产；未勘探地

区对外开放，允许勘探、开发、生产。

允许外资公司参与投资配套项目，如

为油气开采和加工服务的电站、淡化

水站及为石化工厂供气的辅助设施项

目。这些政策法规的制定，加大了沙

特吸引和利用外资的力度，加快了沙

特能源设施的建设。 

2003 年 7 月 22 日，沙特石油和

矿产资源部部长在伦敦宣布沙特对外

资开放其石油上游市场。这意味着沙

特在经过近 30 年的自我封闭后，再次

历史性地对外开放。尤其是沙特对石

油上游市场的开放，对中国石油企业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中国与沙特自 �990 年建交以来，

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的交往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近年来，

中沙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两国领导人

交往频繁，经贸合作成果丰富，20��

年 � ～ �� 月双边贸易额达 58� 亿美

元，同比增长了 50%。双方于 2008

年建立了战略性友好关系。新形势下

两国对加强双边关系和进一步发展合

作的愿望都很强烈。

中国既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

境，同时也需要维护国际石油供应的

相对稳定，还需要防止中东地区局势

动荡造成国际石油市场供应锐减或价

格剧烈波动，更需要促进石油美元的

顺利回流，在增加从沙特进口石油的

同时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沙特

是中东地区重要的产油大国，在欧佩

克及非欧佩克石油生产国乃至整个中

东地区事务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因此，通过石油合作，保持和发

展与沙特的友好关系，对于保持从中

东进口石油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沙特是世界第一大原油出口国，

受供求关系变化和欧佩克限产的双重

影响，沙特每年的石油出口量有所变

化，但总体趋势是不断增长。然而，

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世界经济运行

中的不确定因素、油价、美元走势等

全球热点问题都会直接影响沙特的石

油生产。沙特境内的恐怖活动由此导

致的巨额反恐经费支出，以及国内增

长的就业压力等社会发展中深层次问

题都会成为沙特经济发展的障碍。在

这种形势下，寻求稳定并不断扩大石

油出口市场是沙特石油战略中亟待解

决的问题，拓展中国市场就成为沙特

能源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石油贸易和油气项目合作

迅速发展

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开始进口

原油时，沙特对我国的出口量甚微。

到 �995 年 也 不 过 占 我 国 进 口 量 的

2.0%，在进口来源国中排第十位，占

我国从中东进口量的 �.�%，远远低

于阿曼、也门等国。随着中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和对石油进口多元化的日益

重视，随着中国石油工业的迅速崛起，

沙特更加重视中国这个市场。本世纪

以来我国从沙特进口原油数量迅猛增

长，在进口来源国中沙特跃居首位并

保持至今。20�0 年沙特对华原油出口

达到 ��63 万吨，占我国石油进口份

额升到 �8.6%，但其占沙特出口的比

例也仅为 �3.�%，低于同年日本和美

国所占份额。显然，中国与沙特间的

原油贸易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从

中国来说，确有持续增加原油进口的

需要；从沙特看，今后向欧、美、日

的出口将持续下降，对韩国的出口增

长也陷入停滞，面对国内发展要求扩

大出口的压力，增加对华出口显然也

是必然选择。20�� 年初，在北非动荡

背景下，沙特以石油出口量增长 7.3%

换来出口额增加 �9.2% 的收益，这一

事实说明，大幅增加出口有利于积压

了大量产能的沙特和中东等国。 

从石油运输和石油通道方面来

看，中东与西非和南美相比，对中国

市场来说显然是更经济和便捷的供应

来源。随着中国和中东石油输出国之

间双向投资石油合作项目的逐步开

展，双方海上石油运输船队将进一步

发挥作用。目前，沙特拥有相当可观

的石油运输船队。中国海上油轮运输

业也具有一定的实力，这都为增加石

油进口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促进双

方海运的发展。

在中国扩大从沙特进口石油的同

时，中国石油公司也积极进入沙特市

场。中国与沙特在能源领域的大规模

合作起步于 2003 年，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公司 2003 年下半年在国际竞标

中，一举中标开发沙特南部勒巴阿地

区一个大型天然气田，总投资约 �9

亿美元。200� 年 � 月，中石化和阿

拉姆库公司在利雅得正式签署合作开

发这一天然气项目的商业协定。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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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上海工程公司、中石化第二建设公

司与荷兰一家公司 AK 组成联合体在

沙特萨比克公司年产 �0 万吨聚乙烯、

�0 万吨聚丙烯生产装置建设项目中

标。该项目合同金额约 7 亿美元，项

目建于红海重镇延布开发区。这是中

石化同外国公司合作在沙特夺得的第

一个石化产品建设项目，中石化承担

项目作业的 50%。该项目推动了我

国石化建设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设计、

安装的竞争力，积累了与国际石化

建设企业合作的经

验，扩大了中国石

化建设企业在沙特

的影响。

（ 三 ） 优 势 互

补，扩展合作领域

在新世纪，沙

特阿拉伯在继续巩

固和扩大国际原油

市场占有率的同时，

加快了海外炼厂和

油 气 化 工 的 发 展，

除了满足本国和中

东的需求外，更主

要的目的是向新兴

经济体出口成品油。

这批炼厂都是本着规模大、效益高、

符合环保要求、有市场竞争力的原则

建设的。在海外合资建炼厂对沙特有

两方面的收益：一是巩固和扩大所在

国的原油市场；二是以油品销售和加

油站经营获得利润。对中国来说，在

我国建设合资炼厂，一方面是巩固和

扩大了原油进口来源；另一方面这些

炼厂产品可满足国内油品供应，即使

出口也会为我国带来利润。显然，这

是互利双赢的合作。为此，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已与沙特

阿美公司签约在云南合资建设炼厂，

双方在资源、加工、销售等方面进行

一体化合作。所需原油由沙特供应，

经中缅管线运达。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石化产业

对乙烯、石脑油等基础化工原料需求

甚大，而近年为弥补“油荒”又常压

缩其产量以裂解生产更多的轻质油

品，这就使其进口量持续增加。据统

计，“十一五”头两年乙烯年进口量

在 20 万吨左右，后三年在 80 万吨左

右。而这类产品恰是中东特别是沙特

出口的强项，具有低成本的优势。适

当进口价格上优惠的油品和基础化工

原料，或与其合作在中国或沙特合资

建厂生产对双方都有利。在这方面中

国与沙特的合作项目引起世界同行的

关注。如 2009 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公司（中石化）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以各占一半的比例投资 �83 亿元人民

币，在天津建设年产 320 万吨石化产

品（其中乙烯为 �00 万吨 / 年）的综

合项目，所需原油 �000 万吨 / 年由

沙特供应。作为延伸，双方企业又在

20�2 年 � 月签约，各投资 50% 建设

年产 26 万吨聚碳酸酯项目，采用世

界最先进的非光气法生产工艺，产品

更加环保和节能，总投资约 �7 亿美元，

其产品主要向亚太地区出口。

中石化与沙特阿美合作建设的

延布聚烯烃项目的总承包“交钥匙”

（EPC）工程，也成为双方在下游合作

的亮点。20�2 年 � 月 �5 日，在中国

总理温家宝、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共同

见证下，中石化与沙特企业在利雅得

签署延布炼油厂合资协议。延布炼油

厂建在沙特西部延布市附近的石油化

工工业区内，设计加工能力为 �0 万

桶 / 日（约 2000 万

吨 / 年），加工沙特

重质原油，工艺先

进。炼厂预计投资

85 亿美元，计划于

20�� 年下半年投入

运行。中国石化投

资 股 比 占 37.5%，

沙特阿美占 62.5%。

这是中国石化首次

在海外投资建设炼

厂，也是中国在沙

特最大的投资项目，

该项目主要着眼于

两国能源领域合作

优 势 互 补 的 特 点，

沙特石油资源丰富，而中国市场大且

稳定。中国石化将努力把延布炼油项

目建设成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工程，开启中国石化在沙特投资炼化

项目的新篇章，为加强中沙两国的友

好合作关系做出新贡献。

此外，中石化与阿联酋利曼公司

在延布合作建设改性沥青项目又开创

了三国合作的范例，中石化的技术和

品牌、阿联酋的投资与沙特的工业园

区相结合，大力拓展了区域市场。

中国的石油产业经过 �998 年调

整以来，石油公司普遍获得上游和下

游业务经营权，在市场竞争中充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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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国外石油公司相比，中国公司

在勘探开发方案设计、地质、钻井、

油田开发、管道建设、炼厂设计等方

面拥有低成本、高效益优势，还具有

石油工程专业施工队伍，具备了拓展

沙特石油市场的能力。我国在沙特的

石油服务和工程、设备项目上取得了

不少进展，但与其庞大的市场相比还

显得很不够，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与中国和其他产油国（如巴西、委内

瑞拉）间的合作相比，中国与沙特间

的石油合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预计

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与沙特在石

油贸易、石油工程承包、炼油与石油

化工领域的合作将全面发展。

三、深化中国与沙特石油合作
的建议

由于沙特所处的中东地区矛盾

错综复杂，冲突隐患和危机四伏，所

以除了保证石油进口的安全与稳定之

外，与沙特石油合作的方式也值得探

讨。中国与沙特在石油合作领域有实

现共赢的基础，把握好合作方式，促

进合作的发展，可有针对性地加强以

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调查研究

国际石油合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为避免盲目性，掌握主动性，增加实

施方案的可行性，须加强调研工作。

第一，加强宏观调研。观察和研究国

际石油市场形势；把握沙特国际石油

合作政策走向；洞悉发达国家的能源

政策及其开发利用沙特油气资源的措

施，以及发达国家石油公司在沙特的

活动情况，从而深化中国与国际石油

公司在沙特石油市场的合作。第二，

对阿拉伯产油国的政局、经济、石油

开发程度、基础设施等加强调研，研

究形势变化对石油合作可能产生的影

响，以利于中国企业进入沙特，以及

在合作中制定和施行有利的策略。第

三，分析油价走向，了解合作对象，

研究合同条款，进行综合评估，确定

合作项目。第四，对合作双方在油气

领域合作的各个环节进行综合调研，

其中包括投资方式、合作经营、工程

承包、劳务输出等有关方面。

（二）创新合作方式

中国采用的石油贸易方式以短期

合同为主，包括企业间协议、加工贸

易、易货贸易和一般现货贸易等。如

何更好地发展与沙特的石油合作，近

年来，包括沙特、科威特在内的中东

产油国已在东亚与所在国合作建立大

型石油储备基地，这是有利于共赢的

新合作方式。在世界主要石油进口大

国中，中国是最晚建立战略石油储备

的国家。这项工作启动后。阿拉伯主

要产油国有意参与这项工作，沙特在

出资、供油等方面都采取了积极行动。

中方可考虑与沙特阿拉伯磋商，利用

近海岛屿开展储油合作，这将为稳定

和扩大进口油源创造更好的条件。

近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PTR）、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

有限责任公司（Unipec）和光汇石油

有 限 公 司（Brightoil Petroleum） 拟

在霍尔木兹海峡峡口外阿联酋的富查

拉伊港建设或租赁石油储备基地。该

港有管线与海湾南侧诸产油国连接，

依托有利的地理位置，已超过鹿特丹

成为仅次于新加坡的世界第二大油轮

港，储油量在迅速扩大。在也门石油

生产和出口滑坡的情况下，中国公司

利用该港储存转运石油，有利于扩大

同沙特的石油贸易。

（三）重视签订长期供油协议，

建立更加稳固的供油关系

从国际石油贸易的经验来看，建

立长期供油协议有利于实现石油供应

在数量、种类、产地、储运等方面的

相对稳定性。对于中国这样将长期大

量依赖国外石油供应的国家，与沙特

签订长期供油合同有利于获得稳定的

供油渠道。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

制成品出口能力的增强，以及沙特对

中国市场依赖程度的增加，以回购方

式与主要石油输出国开展石油贸易的

条件将越来越成熟，中国在进口石油

的同时要求沙特以石油收入进口中国

商品，对于以石油贸易带动中国产品

出口，回流石油美元和保持中国贸易

平衡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争取早日建成中国—海合

会自贸区

中国与沙特的经济往来近年发展

迅猛，沙特已成为中国在西亚北非地

区最大的贸易伙伴。近年来中国与沙

特间的贸易额以两位数的年均增长率

上升，油气合作仅是全面经济合作的

一部分，沙特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其经济政治情况也有些特殊性，为进

一步挖掘中沙经济合作方面的潜力，

宜大力推动中国与海合会间的自贸区

谈判取得新进展，该自贸区协定的最

终签订，显然会进一步促进中国与沙

特在石油领域的贸易与投资。

（五）充分利用中阿合作论坛这

一平台

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宣言、部长级

会议公报及行动计划一再强调，双方

应在能源领域特别是在石油和天然气

领域加强合作；加强在能源勘探和利

用、市场、环保等领域的合作与对

话；加强在国际能源机构中的磋商与

协调。双方还商定举办中阿石油合作

会议。利用中阿合作论坛这一框架机

制，中方可结合自己的技术、设备、

资金优势，扩大在阿拉伯产油国的市

场占有率，进一步推动中国与沙特在

石油方面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