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非纵横》2005 年第 1 期

,

日可拉伯国家与巾国的经贸夭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 程星原

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由来已

久
,

长期以来
,

广大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在许多

重大国际问题上相互支持
,

求同存异
。

阿拉

伯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与中国政府和人民在

持续不断的交往中结下了 日益深厚的友谊
,

这种友谊为双方持续
、

稳定的经贸合作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

阿中经济具有明显 的互补

性
。

近年来
,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

阿拉伯

国家为能在 21 世纪世界经济新格局中占有

一席之地
,

不断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

全方位发

展与扩大对外经贸合作伙伴关系
。

2 004 年

7 月 6 日
,

海湾合作委员会 6 国 (沙特阿拉

伯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科威特
、

阿曼
、

卡塔尔

和巴林 )财长集体访华
,

与中国签署《经济
、

贸

易
、

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定》
,

并决定于

20 04 年 9 月启动双边 自由贸易区谈判 ¹ 。

随

着阿中双边经贸关系的全面提升
,

阿中经贸

出现稳步增长之势
。

一
、

阿中经贸合作成果丰硕
,

水平稳步提升

1
.

双边贸易
。

阿中双边贸易往来随着

外交关系的建立逐步发展起来
。

据统计
,

20

世纪 50 年代
,

阿中双边贸易额仅为 120 0 万

美元
,

60 年代初上升至 1亿多美元
,

70 年代

初达 2亿美元º 。 19 7 8 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

政策
,

阿拉伯国家抓住历史机遇
,

积极拓展与

我国经济贸易合作
。

阿中贸易迅速发展
,

贸

易额随之大幅上升
。

80 年代初
,

阿中贸易额

达 16 亿美元
, 1990 年上升至 20 亿美元

。

19 91 年
,

双边贸易总额达到 24
.

2 亿美元» 。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
,

中国对

能源的需求大幅度增长
,

而国内能源远远不

能满足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
,

石油供应短缺

的矛盾 日益突出
。

从 19 9 3年起
,

中国石油已

从 自给有余变为净进 口国
。

阿拉伯地区特别是海湾地区是世界上石

油蕴藏最多
、

最集中的地区
,

占世界已探明石

油储量的 60 % 强
,

其石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

的 30 % 。

同时
,

阿拉伯地区天然气储量占世

界总储量的 22
.

4 % ,

天然气产量占世界总产

量的 8 % 。

阿拉伯地区油气生产成本低
、

产

量大
,

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生产和供

应地 ¼ 。

进人 21 世纪
,

高新科技虽迅猛发

展
,

但探索替代能源的道路还十分漫长
,

石油

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仍不容替代
。

此

外
,

阿拉伯大部分国家经济结构单一
,

工业
、

农业生产尚处在发展阶段
,

有许多生产和生

活 日用品需要进 口
。

在这方面
,

中国产品有

着价廉物美的优势
。

这表明阿中开展贸易有

着便利条件
,

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

双方在能

源
、

经贸领域开展稳定的互利合作
,

完全符合

双方经济互补
、

共同发展的根本利益
。

19 93年中国开始进 口 中东国家石油
,

阿

¹ 《中国与海合会签署经济
、

贸易
、

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

定》
,

中国驻沙特经济商务参赞处子站
, 2004 年 7 月 巧 日

。

º » 《中阿经贸合作简况》
,

中国驻阿曼经济商务参赞处子

站
, 20 0 4年 2 月 9 日

。

¼ 〔沙特阿拉伯 ]《中东报》2004 年 3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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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贸易进人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

据中国海关

统计
,

19 9 3 年阿中贸易首次突破 40 亿美元

大关
,

其中阿方从中国进 口 28
.

62 亿美元
,

向

中国出口 11
.

6 亿美元
。

进入 21 世纪
,

中国对中东能源需求增

加
,

从阿拉伯国家进 口的原油及其制成品呈

大幅增长趋势
,

阿中贸易额增长迅速
。

2 0 0 0

年
,

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 口的原油量 已占中

国当年原油进口 的 50 % 以上
,

当年阿中双边

贸易额达到 152 亿美元
,

2 001 年双边贸易额

为 14 6 亿美元 (阿方出口 75 亿美元
,

进口约

71 亿美元 )
,

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3 % (过

去只占 1 % 左右 )
,

该年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

口原油 3 909 万吨
,

占总进 口额的 64
.

8 % ¹ 。

20 02 年
,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
,

阿拉

伯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依然保持强劲的增

长态势
。

当年 22 个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双

方贸易总额达到 177
.

45 亿美元
,

比上年增长

20
.

7 % 。

其中沙特阿拉伯
、

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
、

苏丹
、

阿曼和埃及是中国主要进 口贸易伙

伴国
,

双边贸易额分别达 5 1
.

1亿美元
、

39 亿

美元
、

巧
.

5 亿美元
、

巧
.

1 亿美元和 9
.

4 亿美

元
。

而利比亚
、

苏丹
、

毛里塔尼亚
、

索马里
、

叙

利亚
、

阿尔及利亚等国从中国的进 口也增长

迅猛
,

进 口 增长率分别达 172 %
、

78
.

5 % 、

74
.

1% 、 64
.

3% 、 59
.

9 % 和 58
.

3% º 。

据中国

海关统计
, 20 0 3年 1一 6 月

,

阿拉伯国家与中

国贸易 总额为 65
.

93 亿美 元
,

同比增 长

12
.

8 % 。

其 中阿拉伯 国家从我进 口额达

56
.

39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16
.

9 % 。

在国别上
,

近年我国与海湾六国的进出 口贸易增长较

快
,

中国是海合会继欧盟
、

日本
、

美国之后的

第四大贸易伙伴
,

双边贸易额从 199 1 年的

15亿美元增加到 20 0 3 年的 169 亿美元
,

与

20 02 年 115
.

7 亿美元相比
,

增长了 46 % , 12

年间双边贸易额扩大了 10 倍» 。

中国对其

一 52 一

出口的主要是电子设备
,

20 03 年电子设备的

出口额为 80
.

9 亿美元
。

目前
,

海合会六国已

经成为中国在全球第 8 大贸易伙伴
、

第 8 大

出口市场和第 9 大进 口来源地 ¼ 。

其中沙特

是中国在海湾六国中的最大贸易伙伴
, 2003

年中国与沙特的双边贸易额突破 70 亿美元

大关
,

达 73
.

42 亿美元
,

比上年增长 43
.

8 % ,

其 中 我 出 口 21
.

47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28
.

5 % ,

我进口 51
.

95 亿美元 (我进 口沙特原

油 1518 万 吨
,

比 20 02 年的 1139 万吨增长

33% )
,

同比增长 51
.

2 % 。 2003 年上半年海

湾国家 (沙特
、

阿联酋
、

阿曼
、

科威特
、

卡塔尔

和巴林 )从中国进 口增长显著
,

进口平均增长

9
.

4 % 。

其中沙特
、

阿联酋进口增长率分别为

14
.

9 %
、

14
.

6 % 。

阿联酋是从中国进 口量最

大的海湾地区国家
,

已超过 10 亿美元½ 。

中

国与海湾六国的进出口商品互补性强
。

中国

从海湾六国进 口的商品主要是原油
、

成品油

以及液化石油气等原料品
,

而中国出口到海

湾六国的商品主要是机电产品
、

纺织
、

轻工产

品等
。

产品互补性大
,

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
。

目前
,

阿拉伯国家从中国进 口 的主要商

品是轻纺产品
、

服装
、

粮油食品
、

机电设备
、

五

金
、

土畜产品
、

鞋
、

轮胎
、

旅行用品及箱包等 ;

其中机电产品占重要份额
。

同时
,

阿拉伯国

家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有原油
、

化肥
、

化工

原料
、

成品油
、

棉花
、

塑料原料
、

矿砂和石化产

品等
。

其 中原油 占中国原油进 口 总量 的

¹ ht tP : / 矛w w w
.

n lo f~
.

g o v
.

cn
,

《中国 与阿拉伯 国家贸易发

展概况》
, 20 03年 2 月

。

º ht tP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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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02 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
贸易增长强劲》

, 2003 年 9月
。

» 《海合会将与中国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

中国驻沙特经

济商务参赞处子站
, 2004 年 5 月 16 日

。

¼ 《中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
,

香港特区

《风凰网》20 04 年 7 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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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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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 3年上半年我向西亚非

洲地区出口继续增长》
, 20 03年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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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 左右
,

化肥占 35 %左右
。

2 001 年阿拉伯

国家向中国出口原油 2 824 万吨
,

金额 54 亿

美元
,

分别占中国原油进 口总量的 47 %和中

国从阿拉伯国家进 口 总额的 72 % ¹ 。

总之
,

近年来阿中双边贸易关系在规模和质量上均

有显著提升
。

石油和机电业已成阿中贸易的

主角
。

2
.

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
。

阿拉伯国家

同中国一直保持着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业

务
。

多年来中国的工程承包
、

劳务和工程公

司参与阿拉伯国家大量的项目建设
,

已完成

了一大批质量高
、

较有影响的项 目
,

在阿拉伯

国家已取得良好的信誉
。

截至 2001 年底
,

阿

拉伯国家与中国公司累计签订承包劳务合同

69 0 0 多个
,

合同金额达 147 亿美元
,

完成营

业额 98 亿美元º 。

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传

统工程承包业务领域涉及住房
、

通讯
、

交通
、

石油和渔业等
,

承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项 目
,

如科威特的集油站项 目
、

叙利亚的迪什林水

电站项目
、

杰布拉棉纺厂项 目和苏丹的集输

站项目等
,

合同额均达上亿美元
。

近年来
,

为保证原油生产与出口 的持续

增长
,

阿拉伯产油国每年都要投人大量资金

兴建与此有关的工程项 目
,

主要集中在油 田

勘探开发
、

传输管线
、

石化
、

炼油及港 口
、

码头

等各个领域
。

例如
,

阿尔及利亚 1998 一 2002

年间投资 19 3亿美元用于发展油气工业 ;科

威特在 21 世纪第一个 5 年计划 (2001 年 一

20 06 年 )内将投资 200 多亿美元发展国民经

济
,

其中 150 亿用 于与石油工业有关的项

目» 。

阿拉伯国家石油工程市场比较成熟
,

开放程度也较高
,

而且均采取国际招标形式

实施
,

这为中国企业
“

走出去
”

提供了有利机

遇
。

近年
,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技术合

作除传统的劳务输出
、

承包工程等领域外
,

扩大到能源开发合作
、

投资设厂
、

设立商店
、

创建中国中医中心等
。

如 20 01 年中国石油

天然气总公司 (CN PC )承建的科威特现代化

集油站项 目的圆满竣工和在苏丹建成年产

10 0 0 万吨的大油田
,

不仅标志着我国企业完

全有能力承包现代化大型石油工程项 目
,

赢

得国际认可 ; 而且为中国企业实现与国际接

轨
,

继续承接国际大型工程项目积累了非常

宝贵的经验
。

此后
,

中国公司与苏丹在钻探
、

采油
、

炼制
、

修建运输管道等领域
,

进行了卓

有成效的合作
,

达到了
“

双赢互利
”

的目的
。

20 02 年 10 月
,

中石化集团中标阿尔及利亚

阿扎尔扎亭油 田改造项 目
, 2003 年 7 月 14

日
,

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和阿尔及

利亚国家石油 天然气公司 ( SON A T R ACH )

又签订了阿尔及利亚阿德拉尔油 田开发
、

炼

油厂建设和经营
、

销售一体化项 目合同¼ 。

20 04 年 1 月 17 日
,

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在

沙特天然气项 目的公开招标中中标第二区

块
,

并于 1 月 27 日与沙特石油矿藏大臣签署

了合作合同
。

中国与阿联酋在卫生合作方面

卓有成效
,

目前中国在阿联酋有 60 多名护

士
,

在阿布扎比
、

沙迎
、

艾因及阿治曼等地都

建有中国医疗中心
。

经济技术合作领域的不

断扩大为中国与海湾六国加强全面合作打下

了基础
。

同时
,

阿拉伯国家政府也积极鼓励中国

国营
、

民营企业到其境内开展承包业务
,

使中

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工程承包金额和规模不断

扩大
。

如 2003 年 7 月 13 日
,

中国技术贸易

股份有限公司
、

惠通聚醋技术有限公司 (民营

企业 )和埃及棉纺工业控股有限公司在开罗

联合签署协议
,

由中国向埃及提供聚醋纺丝

¹ ht tP : / 矛四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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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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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3
.

º 〔埃及〕《金字塔经济学家》
, 20 04年 3月 22 日

。

» htt p : / /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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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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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r e h ,

12
.

加以
.

¼ 〔美〕多维新闻网
,

《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签署石油天然气勘

探合同》
, 20 03年 12月 2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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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套机械设备
。

该项 目是通过竞标获得
,

合

同金额为 14 75 万美元
,

是近年来中国向埃及

出口的最大的大型成套机械设备
,

也是中国

民营企业首次成功打人埃及大型成套机械设

备市场¹ 。

同时
, 2 003 年 10 月

,

中国重庆对

外建设总公司 (重庆外建 )驻苏丹分公司经过

与众多国际公司和当地公司激烈竞争
,

一举

获得苏丹阿特巴拉 一 哈亚 一 苏丹港公路项目

招标
,

合同总额为 50 30 万美元
。

该项目由阿

拉伯发展基金会提供全部资金º 。

目前
,

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劳务以普通

劳务为主
,

涉及建筑
、

制衣
、

商场零售
、

医疗卫

生等行业
,

也有少量的技术劳务如石油钻井

服务等
。

在阿拉伯国家工作的中国劳务人数

超过 3万
。

3
.

阿拉伯国家对华投资
。

巨额石油美

元流向历来是国际资本市场十分关注的问

题
。

石油美元是指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大幅

提价后
,

以中东
、

海湾产油国为主力的欧佩克

成员国的全部石油 出口收人
,

减去其用于发

展和进 口支付后所剩余的资金
。

据统计
,

当

时的石油美元高达 4690 亿美元
,

主要集中在

沙特
、

科威特
、

伊拉克和阿联酋等海湾产油

国
,

上述 四 国拥有欧佩克石油美元总额的
8 0 % ,

其中沙特
、

科威特各 占 39 % 和 9 % » 。

根据阿拉伯银行联合会报告
, 2001 年 9 月

,

即
“9

·

n
”

事件前
,

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流动的

海湾石油美元大部分流向美国和欧洲
,

而海

湾 6 国在美国的资金总额约为 7200 亿美元
,

其中沙特 4500 亿美元
,

阿联酋 150 0 亿美元
,

科威特 9 00 亿美元
,

巴林
、

卡塔尔和阿曼共

300 亿美元¼ 。

这些资金主要从事买卖美国

或欧洲债券
、

股票
、

房地产以及衍生金融产

品
,

也有相当数量存放在欧
、

美银行
。

而阿拉

伯国家在中国的投资尚不算多
,

规模有限
,

与

阿拉伯国家实际对外投资能力及中国吸引外

一 5 4 一

资的总量不成比例
。

截止 2001 年底
,

阿拉伯

国家在华投资项 目 423 个
,

实际投资 4
.

5 亿

美元
。

其中对中国投资额较大的国别为科威

特
、

阿联酋
、

沙特
、

突尼斯
。

投资额较大的项

目有科威特参股的南海天然气田开发项 目
,

秦皇岛中
、

科 (威特 )
、

突(尼斯 )三方合资的化

肥厂项目
,

阿联酋投资的上海房地产开发项

目等
。

“9
·

n
”

事件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
,

对阿拉

伯地区的经济也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

特别

是使海湾产油 国的经济收益造成重大损失
。

尤为严重的是以石油美元为主要成分的海外

投资也受到明显影响
。

受
“9

·

11 ”

事件的冲击
,

美
、

欧股市下跌
,

房地产不景气以及在美
、

欧银

行的部分存款因涉嫌恐怖而被查封等等
,

致使

海湾及阿拉伯国家的投资大幅缩水
,

估计损失

达 1 千亿美元½ 。

海湾和阿拉伯国家出于资

金安全战略考虑
,

海湾 6 国纷纷从欧
、

美撤资
,

并开始出现将其部分资金东移的倾向
。

据统

计
,

自
“9

·

n
”

事件后至 2002 年 8 月底
,

仅沙特

就从西方撤资约 2000 亿美元
。

中国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
,

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绩
,

政治经济发展稳定
,

投资环境

不断改善
。 2002 年在世界经济处于低靡的情

况下
,

中国经济取得了 8 % 的高速增长
,

世

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预计中国在未来仍可

保持相当高的增长率
。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

海湾 6 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

这些国家的领

导人均在不同场合表示愿意进一步加强与中

国的经济合作
。

同时
,

海合会国家资金雄厚
,

¹ 《我向埃及出口大型成套纺织机械设备》
,

中国驻埃及大使

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子站
, 2003 年 7 月 13 日

。

º 《我重庆公司在苏丹中标公路项目》
,

中国驻苏丹大使馆经

济商务参赞处子站
, 2 0 03 年 10 月 28 日

。

» 〔沙特阿拉伯」《中东报》2004 年 2月 n 日
。

¼ 〔沙特阿拉伯 ]《中东报》200 4 年 3月 21 日
。

½ 〔黎巴嫩」《阿拉伯周刊》
, 2仪瞬年 1月 1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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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希望有关国家的企业对华投资
,

尤其在

水电供应
·

熊源矿业
、

交通和通讯等领域
,

加强

双方在服务贸易
、

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

进一步

扩大双方的劳务合作
,

把中国的科研力量和海

湾国家的资金实力结合起来
,

共同进行科技研

发
。

目前有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
,

海湾产油国

已开始考虑将中国列为一个新的投资取向
。

近来
,

科威特通过
“

阿拉伯发展基金
”

先后参与

中国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
“

引黄
”

灌溉工程

和甘肃省的敦煌机场等建设项目
,

并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

20 02 年 2 月
,

科威特

财政兼计划大臣和行政发展部国务大臣尤素

福
·

哈迈德
·

易 卜拉欣率政府经贸代表团访华

时表示
,

科方承诺在 2 002 年 一2 005 年向中方

提供 1
.

3 亿美元贷款
,

科威特愿为中国经济发

展继续做出贡献¹ 。

同时
,

他还提出了振兴古
“

丝绸之路
”

的宏伟构想
。 2004 年 7 月 6 日

,

海合会 6 国财长集体访华
,

与中国签署((经济
、

贸易
、

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定》
,

并决定启动

自由贸易区谈判
。

根据协议
,

海合会与中国将

成立经贸合作联合委员会
,

正式启动双边经济

磋商机制
。

协议还包括鼓励双边经济
、

贸易
、

投资和技术合作 ;探讨扩大贸易和推动贸易自

由化的途径和手段 ;为扩大贸易交往创造条

件 ;鼓励相互间资本流动 ;鼓励经贸团组互访

和建立经济
、

贸易
、

投资和技术合作联委会等

内容
。

此次双方签署协议无疑将为双方的长

期合作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

海合会与中国

启动自贸区谈判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

合作的又一重要举措
。

自贸区的最终建成将

使双边经济的巨大互补性和经贸合作的巨大

潜力得到充分发挥
,

推动双方经贸关系全面发

展
,

并成为加强
“

南南合作
”

的典范
。

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需要一套科学完善

的规则框架
。

目前
,

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与中国

签订了保护双边政府经济
、

贸易和技术合作协

定
,

以及保护双方投资者权益的《投资保护协

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

为双方开展投资

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

同时
,

中阿成立

了经贸混委会机制
,

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

混委会
,

加强双方的沟通
,

共同探讨推动经贸

关系发展的新途径和新方式
。

二
、

阿中经贸合作面临的问题

1
.

经贸规模较小
,

形式单一
。

中国重视

南南合作
,

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和科学

技术合作是中国的既定政策
。

然而受多种因

素制约
,

目前阿中贸易额仍有限
。

如 2001 年

阿拉伯国家外贸进出 口总额约 3400 多亿美

元
,

中国的外贸进出口 总额突破 50 00 亿美

元
,

而阿中间的贸易额还不到 150 亿美元
,

仅

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 3% 左右
。

同时
,

由于

阿拉伯企业家对中国市场缺乏 了解
,

截至

20 01 年
,

在阿拉伯国家 12 000 亿美元的对外

投资中
,

对华投资累计仅为 2 亿美元º。

此

外
,

双方经贸合作主要是贸易往来
,

形式较单

调
。

由于西方跨国石油公司在海湾市场占有

强大的优势地位
,

中阿油气工程项目合作仍

相对滞后
,

互利与合作规模不大
。

2
.

中国出口商品档次不高
。

中国出口阿

拉伯国家的产品仍以中低档纺织品
、

轻工
、

农

副业及土特产品为主
,

机电设备和技术含量高

的产品虽已进入阿拉伯市场
,

但未形成规模
,

在阿拉伯市场的竞争力不强
,

未能充分发挥阿

拉伯市场的世界性转口贸易的辐射作用
。

3
.

中国长期的贸易顺差影响了一些阿

拉伯国家进一步扩大进 口中国商品的意向
。

此外
,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 目前向阿拉伯

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还很有限
,

与一些国家

对中国寄予的厚望有一定的差距
。

(责任编样 孙 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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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中国问题研究所《面对 21 世纪的中阿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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