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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经贸合作的深化与发展 
 

 钱学文  
 

  (上接 6月 20日 6版)现在沙特已连续 8年保持着中国在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地位，并连续多
年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外能源供应国。中国商务部颁发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0年秋季）》
显示，沙特现已成为中国第 9 大贸易进口国，2009 年达 236 亿美元。另据报导估算，2010 年中
国从沙特的石油进口约达 5000万吨，已超过美国，成为沙特的第一石油出口伙伴。  
  3、双边投资合作进步良好  
  由于对中国市场不了解，阿盟国家对华投资起步较晚。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的稳健

表现，使阿盟国家（特别是海湾阿拉伯国家）迅速调整了它们的投资政策，把中国列为它们的重

要投资目标之一。据报道，2010 年双方累计投资约 55 亿美元。从中国吸收阿方资金的规模看，
数目不算大，只能说是个起步阶段，需要有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这 55 亿美元是官方统计的直
接投资额，合资项目未统计在内。如沙特在福建、青岛、天津等地投资的炼化项目，双方投入的

资金超过 100亿美元。除沙特外，其他海湾国家在华也有规模不一、数量不等的投资。总之，中
国有广大市场，阿盟国家有大量待投资金。只要双方加强合作，双边投资一定能再上一个台阶。  
  4.存在共同话语，符合共同利益  
  从阿方看，通过自 20 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建立的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加之中国在处理国际事
务中的一贯政策和立场，中国已经在阿盟国家中建立起了良好的信誉和口碑，中国的发展模式日

益被阿盟国家所认可，甚至包括像利比亚这样对中国不太友好、常在台湾问题上无事生非的国家

都不得不正视现实，称中国是在与非洲国家的双边经济合作中唯一不提政治要求、不干涉内政、

可信任的国家，阿盟国家因而对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乃至政治合作有了更多的期待。从中方看，确

保石油的稳定供应，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安全发展。因此，中国必须为此不遗余力地做出努力，不

仅需要油源国家或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同时还要确保海陆油路的安全与畅通。出于双方共同利益

的需要，金融危机发生后，中阿双方进一步加强了合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共同应对世界性的

金融危机。可以说，中阿之间积极有效的合作，既有利于世界经济的企稳和复苏，也为双方进一

步扩大合作提供了新机遇。现在中阿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贸易逆差，但中方着眼全局，不追求

与阿方的贸易顺差，而是更愿意进一步提升中阿贸易的档次和水平。在提高对阿出口商品的质量

和技术含量的同时，中国将更多地进口阿盟国家的产品，尤其是非能源类的产品，使双方的贸易

结构更趋平稳和合理。  
  五、未来中阿经贸合作的发展原则与思路  
  1、发挥“中阿经贸论坛”作用，以大视野看待中阿双边合作  
  作为推进中阿经贸合作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中阿经贸论坛”通过向西开放，促进中国西北

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利于中国西北部少数民族集居区的安全与稳定，有利于民族大团结，实现

和谐共荣。当然，在此过程中，还得以更宽阔的视野，跨地域地看待与阿盟国家的合作；要从国

家战略的高度，高端定位中阿经贸合作论坛；同时，也要以点促面，借助经贸促合作，利用中国

西北部地区的经缘和人文优势，通过多层次、多渠道的交往，积极开展公共外交，争取长久合作

共赢。  
  2、提升中阿关系，带动中阿经贸合作  
  继续扩大和加强与阿盟各国的双边、多边人脉关系，增进互信，借政促经，以政治上的良好

关系拉动与阿盟国家的经济合作。中国与阿盟国家的关系普遍较好，中国的政治影响和地位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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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盟国家所看重。因此，应有意识地把与阿盟国家的能源合作当作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的重点，充

分利用高层互访等形式直接做好有关国家领导层的工作，以利中国企业取得包括能源项目在内的

各类重大合作项目，与此同时，也要对中国企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指导，防止盲目性。  
  3、加强中阿经贸合作不可忽视中美关系  
  中美在中东存在着各自的重要利益，中国在加强中阿经贸合作时，必须正确处理好中美关系。

今后美国掌控中东主导权的政策底线基本不会变，其加强军事存在的黩武主义理念也不会变。因

此，中国应辩证地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策略，以合作的方式与美国共同面对国际事务；

要尽量做好美国工作，强调合作共赢；要扩大共识，着眼长远，引导美国重视中国的利益关切，

确保中国利益不受损害，同时要尽量避免美国（强行）阻挠中国的继续和平崛起。在对外政策方

面，要继续贯彻倡导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  
  4、继续扩大市场开放程度，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  
  回顾 2010 年，国际经贸领域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是，各国自顾倾向更加明显，贸易保护主
义不断升温。对此，中阿双方是有清醒认识的，因为双方从各自的发展经验中清楚地看到，只有

开放才能进步，只有合作才能发展，保护和封闭是作茧自缚。所以，中阿双方都表示：要反对任

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救济和限制措施，通过对话解决可能出现的贸易摩擦，

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迎接中阿经贸合作的新纪元。  
  5、以能源合作为本，进一步拓展经贸合作领域  
  保持传统，深化合作。在固守能源、化工、机械、电子、服装、电信、劳务、工程承包、公

路建设等传统优势领域的同时，依托国内的产业优势，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积极拓展诸如资本

流动（投资融资）、人力资源培训、农业、沙漠治理、海洋生物、气候监测、食品、房地产、旅

游、高速铁路、民航、海运、造船等初涉或未涉及的领域，全面提升中阿经贸合作。投资方面，

如前所说，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应抓住机遇，迅速加大推进力度，积极鼓励有实力的企业

到阿盟国家投资发展、承建项目，条件好的阿盟国家甚至可以搞经济开发区，全面推广投资合作；

引资方面，应继续创造条件，优化环境，真诚地欢迎阿拉伯企业来中国投资兴业。中方应对在华

的阿拉伯企业一视同仁，保证享受国民待遇，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当前中国和阿盟各国都把低碳

经济、绿色产业作为新一轮调整的重点，在此方面，双方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联合研发，不断创

新，深化投资合作。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