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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杨洋

一、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

及能源关系发展现状

（一）中国与中东国家近十年

贸易发展现状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全方

位的外交政策的实施，中国与中

东各地区的贸易交往越来越频

繁，涉及包括经济基本设施建

设、文化与科学技术等多个领

域，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了多项协

议，贸易额迅速增长。中东各地

区资源的出口对于中国经济的稳

定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因而，中方十分重视与中东国家

的贸易合作 ；同时，由于石油等

能源价格的不稳定性，中东国家

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依靠更甚，因

此，双边的合作日益密切，机制

不断的完善。

据统计，中国和中东地区双

边贸易交易额 1995 年为 50 多亿

美元，到 2008 年已增加到 1600

多亿美元，至 2020 年 11 月份，

已突破了 2400 亿美元。从现有

公开信息看，中国目前是伊朗以

及巴基斯坦等 10 多个国家排在

首位的贸易伙伴，是沙特阿拉

伯等国家联盟的第 2 位的贸易伙

伴，是以色列和土耳其等在内的

第 3 大贸易伙伴。从国别上看，

与中国贸易进出口额排在前 10

名的分别是沙特、阿联酋、以色

列、土耳其、伊拉克、埃及 、卡

塔尔、阿曼、科威特、伊朗。中

国的进口能源国，主要是来自于

中东地区，中国对其依赖性非常

强。至 2020 年 11 月，中国与中东

国家前 4 大贸易伙伴（分别是沙

特、阿联酋、伊拉克、阿曼）的

贸易往来总额占到了中国对于整

个中东地区的 61%，尤其是沙特

这个中国在中东地区占据首位的

贸易伙伴，在年底双边贸易额更

是高达 610 亿美元左右，占到了

中国对中东贸易总额的 24.91%。

（二）中国与中东国家近十年

来能源关系的发展现状

石油是各国经济发展的重

要战略资源之一，被称为国民经

济血液。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

家，尤其是中国加速推进城市化

以及工业化的发展，石油的需求

量激增。目前在世界上世界上中

东地区的石油现存量占比最大也

是输出石油的主力地区，我国与

中东地区的合作日益加深。据

贸易数据表明，2020 年底中东

地区的石油供应量超过世界其

他国家石油供应总量的一半。

从 2016 年初到 2020 年末中国石

油进口量趋势呈现缓慢稳定上

升的走向，平均每年的增长量

为 8.95%。由于石油贸易的特殊

性，进口石油会受到石油来源地

或者来源国经济、政治等多方要

素的影响。随着中国与中东地区

的合作不断推进，中国从阿拉

伯地区进口原油的数量及经贸

往来的金额也在不断增长。2000

年中国从沙特阿拉伯进口的石

油 570 多 万 吨 ；2002 年， 沙 特

成了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商，到

2017 年到达了 5200 多万吨。由

此可见，中国需要中东地区长期

持久的能源供应，是一个巨大的

石油需求市场，对中东地区的能

源市场也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

（三）中国与中东地区经贸

关系的发展基础

1. 双边国家能源投资市场

潜力大

中 东 地 区 的 产 品 比 较 单

一，因此经济结构也非常简单，

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及能源关系研究

摘  要 ：中东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基地，在全球能源资源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一带一

路”倡议的深度推进 , 促进了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本文主要考察中国与中东多国间的经贸及能源关

系 , 通过对中国与中东双方经贸发展及能源合作的全面了解，分析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面临的机遇与威

胁，对中国与中东经贸与能源合作提出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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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几个比较小的国家以外，大

多数的中东国家经济发展主要是

依靠资源产品的进口，除了石油

和化工等能源产业在国际市场上

保持优势外，其他的行业都不成

熟。这使得中东国家的技术、原

材料、劳动力等都依赖于进口。

随着经济全球化，中东顺应世界

经济发展形势，制定了一系列有

利于促进外贸合作的贸易合作政

策。拥有着丰富的能源资源，机

遇无限的中东国家，对中国极具

吸引力。而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

与中国投资合作，中东国家也不

例外。中国的发展经济，为中东

国家提供了较大的海外石油市场

需求，而且，中东与中国的西部

地区距离比较近，早期就通过丝

绸之路进行了多项双边经济合

作，这也为中东地区开拓中国市

场提供了优势。

2. 双边国家能源资源互补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中

国对能源，尤其是石油的需求量

不断增加，因此必须积极主动开

展各种能源外交。因此，中国与

中东地区的合作是毋庸置疑的，

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从国家层面

看，石油探明可采储量呈现出明

显的集中分布。中东国家的石油

等能源资源的储备量非常丰富，

是世界上生产石油最多的国家。

而中国能源并不是总量短缺，而

是一种结构性短缺。在中东国家

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能源资源

的占比越来越大。目前，石油是

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份额最大的

产品。

二、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

关系发展面临的机遇

（一）双边贸易结构互补

中东的经济主要以石油化

工产品为核心支柱，绝大多数中

东国家的生产设备、机械设备、

材料、粮食等都需要从国外进

口。随着中国这经济的不断发

展，中国的生产机械设备越来越

高级，技术越来越成熟与先进，

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据统计，中东各国从中国进口的

商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

化工设备等机器，以及少部分的

土地密集型产品如粮食，中国的

外贸商品结构满足了中东市场的

需求。

（二）双边的能源基础设施

完善

中东各国经济水平和技术

条件比较薄弱，尤其在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而中国正依托“一带一路”构建

基础产业，即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如果中国与中东国家进一步

加强经济往来，建立自由化、便

利化的合作，对中东国家来说，

可以满足其内在需求，促进其发

展 ；对于中国来说，可以优化产

业结构。中东国家拥有着丰富的

天然气和石油的储量，两国可共

建油气管道。近些年来，中国核

工业集团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

国家签订了高温气冷堆项目的项

目协议，促进我国的核电技术在

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中国还与

埃及、约旦、卡塔尔等国家签订

了太阳能开发的建设项目，与埃

及共建了可再生能源联合实验

室，与伊朗签订了双边协议为其

建设两座核电站。

三、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

及能源关系发展存在的威胁

（一）地缘政治和恐怖主义

的威胁

由于中东地区局势复杂多

样，各国之间关系综错复杂，政

治、宗教信仰、民族等方面的争

斗不断，再加上多个强国力量的

介入，使得中东的政局十分不稳

定。恐怖主义的浪潮，也一波又

一波地拍打中东特别是叙利亚和

伊拉克等中东地区的中心地区。

因此，中东存在着许多的安全隐

患。这些长期的不稳定的因素，

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随

时有可能发生政治冲突、利益冲

突等，影响中东的稳定，扰乱中

东地区的能源供给以及国际能源

价格的稳定。这些都影响了中国

的能源利益，也给中国入驻的企

业造成了困扰，打击了中国企业

在中东发展的信心，不利于中国

与中东的能源合作。

（二）其它经济大国竞争性挤

压的威胁

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迅猛，

且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合作也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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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密切，不免受到其他国家尤其

是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强国的排

斥。众所周知，石油和天然气是

全球关键的资源，美国、欧盟、

俄罗斯等国家，对中东地区，都

十分重视。美国在中东有埃及、

伊朗、沙特阿拉伯等众多的盟

友 ；印度与中东的国家建立了多

条油气管道 ；欧盟与海湾阿拉伯

国家合作委员会是贸易伙伴，并

且也已经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这些国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

式，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与中东

国家之间的合作在经济政治舆论

等方面都施加了压力，严重阻碍

了双边国家贸易战略的合作。

四、发展中国与中东国家

经贸关系的政策建议

（一）支持中东地区政局稳定

一直以来，中东地区的政

治格局都很不稳定，社会动荡不

安，影响了中国投资企业对当地

投资行为以及投资意向。中国在

联合国安理会具有一席之地，应

与各国携手为中东地区的社会治

安做出努力，并与中东国家共同

抗击恐怖势力，维护世界和平。

同时敦促联合国重视对于中东地

区安全的管理，为中东国家制定

有效解决矛盾的方法措施。

（二）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

对话

中国与欧美等国家在中东

存在着竞争关系，但是各个国家

的中东战略也具有兼容性，各国

在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打击恐

怖主义、保障能源安全供应以及

能源的价格稳定等方面都有着共

同的利益。中美、中俄、中欧都

有稳定的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

中国应该与美国、欧洲等大国在

热点问题上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协

商。在 WTO 贸易规则下，建立

双方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协调

来自各方的冲突以及敌意，减少

矛盾爆发，以维护中国与中东建

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同时，中国

在增强与中东国家的贸易往来的

基础上，也应积极谋求与其他大

国的经贸合作，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顺利发展。

（三）构建有效的信息平台和

扶持机制

中国与中东的经贸及能源

合作，涉及天然气、铁路、石油

等相关的行业，并不仅仅是双方

的资金、技术设备、产能等要素

的简单相加，中国企业面临的国

际竞争十分激烈。贸易双方只是

存在互补性优势是不够的，必须

要建立起切实有效的信息平台以

及相关扶持机制，进而推动双方

的长期稳定发展。在合作期间，

增强双方的信息交换是非常重要

的前提，我们只有真正了解双方

需求，才能根据未来发展战略制

定因地制宜的市场战略，才能更

好地实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利

共赢。建立能源合作的信息交流

平台，一是利于信息的收集与分

析，信息的不对称会导致战略的

偏差，影响最终的实施效果 ；二

是利于进行信息的交换与共享，

促进中国企业内部以及与外部中

东等国家的交流，另外，政府也

应该加强扶持与引导，为企业搭

建更加方便的平台，以便中国企

业更好地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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