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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

会（海合会），是中东海湾地区

最主要的政治经济组织。海合会

成立于198 1年，总部设在沙特

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成员国包括

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

尔、科威特、阿曼、巴林六国，

其宗旨是协调各国政策、推进经

济一体化等。中国在海合会成立

之初便与之建立了联系，双方长

期保持良好交往。近年来，双方

关系发展步入快车道，经贸合作

不断提升，政治领域交流持续拓

展，人文往来也日益密切。

近半世纪的团结合作

交往40余年来，中海双方谱

写了团结互助、合作共赢的灿烂

篇章。当前，中国同海合会六国

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和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并

已与其中的五国（除巴林外）建

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新冠疫情期

间，中海积极开展抗疫合作，中

国同阿联酋、巴林等国开展疫苗

合作并取得积极成果。

中国高度赞赏海合会国家的

团结自强，在双方交往中推动海

合会成为中东最具活力的地区组

织。2010年6月，中国同海合会建

立战略对话机制并在北京举行首

轮对话。2016年1月，习近平主

席出访沙特、埃及、伊朗和阿拉

伯国家联盟（阿盟）总部。习主

席在阿盟总部讲话时明确提出的

“三不原则”，即中国不寻求代

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谋求填

补“真空”，刷新了中国与中东

国家关系。访问期间，中国与沙

特还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签署加强“网上丝绸之路”建设

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十余项合作

文件，并为中沙延布大型石化炼

厂的投产按下启动键。2018年7

月，习近平主席对阿联酋进行国

事访问，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中国企业获得阿联酋阿布

扎比海上石油区块所属两块油田

各10%的特许经营权益。2021年3

月，国务委员兼时任外长王毅访

问沙特等海合会国家，提出“相

互尊重、坚持公平正义、实现核

不扩散、共建集体安全、加快发

展合作”这五点助力中东实现安

全稳定的倡议。

与此同时，海合会国家“向

东看”趋势加强。海合会认为中

国的持续繁荣将为世界创造更多

机遇，欢迎并支持中国的“一带

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

球安全倡议。2022年1月，沙特、

巴林、科威特和阿曼外长以及海

合会秘书长集体访华，凸显了海

合会对中国的高度重视及双方关

系的牢固性。海合会也成为中

阿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推动

者。该组织在多边场合多次通过

涉华决议，赞赏中方为支持阿拉

伯事业、和平解决地区危机所做

的外交努力，坚定恪守并重申阿

拉伯国家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2022年12月首届中海峰会的

成功举办使中海关系发展进入新

时代。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指

出，中海要做共促团结、共谋发

展、共筑安全与共兴文明的伙伴。

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海合会团结自

强，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在国际

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峰会

发表《中海峰会联合声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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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并加强中海战略伙伴关系，

强调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

域推动这一关系进入新时代。

中阿经贸合作中的“领头羊”

进入21世纪，中国与阿拉

伯国家的经贸合作实现跨越式发

展。双方逐步建立了以能源合作

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

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

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

突破口的“1+2+3”合作格局。

在这一格局下，沙特和阿

联酋等海合会重点市场持续发挥

“领头羊”作用。海合会是中国

最早开发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

也是中国最大的原油来源地和重

要的投资目的地。2020年，中国

取代欧盟成为海合会最大贸易伙

伴国。2021年，中海贸易额达到

2328.7亿美元，占中阿贸易额的

比重高达70%；中国对海合会国家

直接投资流量为16.65亿美元，占

中国对22个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

流量总额的72.1%；中国自海合

会进口原油2.02亿吨，其中自沙

特进口原油8757万吨，占我国原

油进口总额的17%，该国也长期

保持我国最大原油供应国地位。

卡塔尔则是我国重要的天然气合

作伙伴。2022年11月，中国石化

与卡塔尔能源公司签署了长达27

年、每年4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

（LNG）购销协议。

中海还推出一系列以基础

设施和产能合作为重点的战略项

目。例如阿联酋迪拜哈斯彦清洁

燃煤电站、沙特吉赞经济城商业

港、阿联酋联邦铁路二期项目、

卡塔尔卢赛尔体育场、中国-阿联

酋产能合作示范园等。这些务实

成果书写了中海互惠互利的新篇

章，有力促进了东道国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中海自由贸易区

谈判也峰回路转。中国-海合会自

贸区（CGFTA）谈判于2004年启

动，迄今为止共举行十轮谈判，

该自贸区若能成功建立，将成为

规模仅次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的全球第二

大自贸区。首届中海峰会也指出

要尽快完成中海自贸区谈判，该

协定一旦达成，将成为中海和中

阿高质量合作的重要促进动力。

近年来，中海金融合作亦

亮点纷呈。当前，中国已在卡塔

尔和阿联酋建立两个人民币清算

中心。首届中海峰会召开之际，

“石油人民币”也成为国内外媒

体热议的话题。习近平主席在峰

会上提出，要充分利用上海石油

天然气交易中心平台，开展油气

贸易人民币结算，并在金融合作

领域开展本币互换合作。虽然该

提议与真正意义上的“石油人民

币”仍相去甚远，但它传递出未

来中海在“石油人民币”方面提

升合作空间的积极信号。

迎来新机遇

在中海峰会举行期间，习

近平主席提出未来三到五年双

方合作的五大重点领域，即构建

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推动金融

投资合作新进展、拓展创新科技

合作新领域、实现航天太空合作

新突破与打造语言文化合作新亮

点。这五大领域充分体现了中海

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将进一步

推动双方合作提质升级，实现

跨越式发展。

与此同时，新时代中海合

作迎来新机遇。自2022年中国

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召

开以来，中国全面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创造更

多机遇，这成为中海深化合作的

最大机遇。海合会在中东地区的

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其战略自主

性愈加明显，各成员国基于国家

利益制定多元化对外战略，具有

强烈发展意愿，不断改善营商环

境。此外，海合会也强调要加强

内部团结，共同致力于实现经济

一体化。

当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

期。大国博弈尤其是中美战略

竞争或将给中海关系发展带来一

定挑战。然而，毋庸置疑的是，

中海在经贸领域优势互补、相互

支持、互有需求的趋势将长期持

续。双方的友好合作将成为团结

协作、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典

范，为再现对抗、冲突与分裂

趋势的世界注入维护稳定的正

能量。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

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