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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伊战前中伊两国间保持着长期的友好交往。伊战结束后，中国积极参与

了联合国倡导的伊拉克重建，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及俄国、阿拉伯国家合作，与伊

拉克新政权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国公司也积极参与了伊拉克的经济重建。与战前

相比，中伊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即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能源合作的地位上升，

中国从贸易顺差变为逆差，而中国公司的投资从一般制造业和建筑承包转向能源和

高层次的制造业。中国对伊拉克新政权的外交政策和经济合作对于伊的稳定和发展

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保证了中国在伊的权益，在 2014 年 6 月以来伊拉克的动荡中，

中国和伊拉克共同努力妥善保障了中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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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是海湾地区和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国家，盛产石油，经济实力雄厚，

中国与伊拉克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
①
1958 年两国建交后，双边经济往来不断

发展。1959～1975 年，两国共签订了 11 项经济方面的协定。1974 年，中国开

始进口伊拉克石油；1978 年，两国贸易额为 12,587万美元。②
中国在伊承担了

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方面的援建项目。到 1985 年，中国公司共签订承包、劳

务合同 444 项，总金额为 15.3,291 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劳务合同总

                                                              

① 关于 1958 年以后的两国关系，参见黄民兴：《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364-375页。 

② 外交部：《中国与伊拉克的关系》，2004/05/09，http://www.fmprc.gov.cn/ce/cept/chn/zt/ylkwt/t962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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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 30.8%；1985 年底，在伊中国劳务人员为 20,895 人。因此，伊拉克是中国

开展对外承包和劳务合作以来签约金额最大、派出人员最多的国家。
①
2002 年，

两国贸易额为 5.17 亿美元，中方顺差 3.25 亿美元。
②
同时，长年战争也使中国

企业受到影响。从 1986 年到 1990 年 7 月,伊方共欠中国贸易和承包劳务款约

10.87 亿美元,而中建公司、中国路桥集团在海湾战争中都有大量工程欠款。 

在两伊战争中，中国政府积极进行协调，促使双方停火。海湾危机爆发后，

中国政府反对伊拉克侵略和吞并科威特，要求伊无条件从科撤军。1991 年海湾

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提出了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相关建议，主张逐步解除对

伊制裁，并向伊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伊战前两国间的长期交往为战后的合作奠

定了基础。 

 

一、伊战前后中国与伊拉克的政治关系	
 

对于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国政府持反对立场。2003 年 3 月 20 日，

即伊战爆发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美国等国家绕开联合国安理会”

开战一事表示“严重关切”，指出“中国政府一直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

伊拉克问题⋯⋯强烈呼吁有关国家停止军事行动，重新回到政治解决伊拉克问

题的正确道路上来。”
③
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也表示，伊拉克战争不仅严重冲击

了国际法体系和联合国权威，还激化了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的矛盾。
④
  

中国对伊拉克在战争中向邻国进行袭击表示反对。2003 年 4 月，外交部长

李肇星在会见到访的科威特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时，强调中国支持科的独立、主

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伊拉克对科威特进行的袭击。
⑤
中国政府也向约旦政府紧急

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用于安置在约旦的伊拉克难民。
⑥
 

随着伊拉克局势的动荡愈演愈烈，中国对美军在战争中造成的重大平民伤

                                                              

① 黄民兴：《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第 370页。 

② 外交部：《中国与伊拉克的关系》，2004/05/09，http://www.fmprc.gov.cn/ce/cept/chn/zt/ylkwt/t96262.htm。  

③ 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2003/03/20， 

http://www.fmprc.gov.cn/chn/gxh /zlb/smgg/t5048.htm。 

④ 外交部：《张业遂副部长接受〈解放军报〉专访》，2003/12/30, 

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wjbxw/t57257.htm。 

⑤ 外交部：《2003年 4月 8日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2003/04/08，

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fyrbt/t3478.htm。 

⑥ 外交部：《中国政府向约旦政府紧急提供帐篷等人道主义救援物资》，2003/03/23 ，

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t/ywzt/zt2003/2272/t104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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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表示“坚决反对”，并谴责美英虐待战俘的行径，呼吁两国恪守有关国际公约，

切实保障伊战俘和囚犯的基本人权。
①
同时，中国也谴责伊拉克境内针对平民、

国际组织和在伊外交使团的恐怖活动。2003 年 6 月，外交部部长助理沈国放在

联合国召开的伊拉克重建会议非正式筹备会上发言，强调了伊拉克战后重建应

以长期和平、稳定和发展为目标，致力于维护伊拉克人民的长远利益和中东地

区的长治久安。中国政府提出有关重建的五项原则：一是坚持安理会第 1483

号决议确立的重建原则（维护伊拉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伊拉克人民的自

主意愿，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是重建的必要条件；二是努力恢复伊拉克的

法治，让伊人民掌握自己的前途，国际社会应积极介入伊拉克的政治进程启动；

三是国际社会应尽快缓解伊人道主义形势；四是将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

施以及教育、卫生、石油等领域作为当前重建工作的重点；五是在联合国主持

下，尽快制定伊拉克重建工作的总体规划和具体方案，在重建工作中发挥各方

的积极性。
②
 

中国政府提出，伊拉克应尽快自主行使主权，新政权要由伊人民来选择（即

“伊人治伊”），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尊重联合国的作用，特别是帮助筹备大

选、制定宪法以及促进民族和解方面；谴责针对伊拉克人民、基础设施、民主

进程的恐怖主义活动和对外交人员的绑架行径；在安全上要进行综合治理，加

快伊拉克军队和警察的重建工作，同时对一些深层次的安全方面问题采取切实

的措施加以解决；各方在伊的合法权益应得到充分尊重和维护；伊拉克的主权

不可分割；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注意听取伊拉克邻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意

见，欢迎阿盟发挥作用，同时鼓励伊拉克与邻国构建互信、合作的睦邻关系。

2004 年 11 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在伊拉克问题国际会议上指出：“伊

拉克属于全体伊拉克人民。不论是阿拉伯人、库尔德人还是其他民族，不论是

逊尼派，还是什叶派，都有权平等、全面、充分参与政治进程，也都应以民族

和国家大义为重，通过和平对话，实现民族和解，共同重建家园。”“中国期

待着一个稳定、民主的伊拉克重新回到国际大家庭。”
③
 

伊战结束后，中国政府也与有关国际机构、俄罗斯、美国、英国、阿拉伯

                                                              

① 外交部：《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就美英军队虐待伊拉克战俘和囚犯事件答记者问》，2004/05/10，

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fyrbt/t97946.htm. 

② 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沈国放在伊拉克重建会议非正式筹备会上的发言》

（2003/06/24，纽约）, http://www.fmprc.gov.cn/chn/gxh/xsb/xw/t23624.htm. 

③ 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特使、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在伊拉克问题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2004/11/23，沙姆沙伊赫），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b/zygy/t1717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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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伊朗等各方面就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进行了充分沟通，并参加了有关的

国际会议。2003 年 10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伊拉克问题的第 1511 号决

议。尽管该决议由美国、英国、西班牙提出，但中国积极参与了安理会的磋商

并提出修改意见，并最终投了赞成票。
①
2004 年 6 月 1 日，伊拉克临时政府宣

告成立。6月 8 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1546 号决议，决定结束美英对伊

拉克的占领，并认可伊临时政府。当天，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在决议通过

后发言指出：“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伊拉克的政治进程，支持联合国

根据决议的精神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期待着与伊拉克临时政府和今后民选政府

发展全方位的友好合作关系，愿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参与伊拉克经济重建，为

伊拉克人民尽快重建美好家园做出贡献。”
②
 

尽管中国政府持反战立场，但出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传统外交立场和维护

伊拉克和海湾地区和平、发展与伊拉克官方与民间关系等多方面的考虑，中国

也积极与新成立的伊拉克政府建立友好关系。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表现在以下

方面： 

第一，外交使团的恢复。2004 年 2 月，中国驻伊使馆复馆小组抵达巴格达；

7月，使馆正式复馆；10 月，战后中国首任大使杨洪林到巴格达上任。
③
伊新任

驻华大使也于同年 9月来华履新。 

第二，积极的高层往来。自伊拉克临管会建立后，双方很快开始了频繁互

动。前来访华的伊拉克领导人有：2003 年 8 月，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主席、临

管会领导机构成员贾拉勒·塔拉巴尼
④
；同年 10 月，贸易部长阿里·阿拉维；

2004 年 3 月，临管会主席穆罕默德·巴赫尔·欧鲁姆；同年 11 月，电力部长

萨玛拉依、石油部长加德班；同年 12 月，外交部长胡什亚尔·兹巴里；2005

年 10 月，市政和公共工程部长纳斯琳·布尔瓦里；2006 年 10 月，石油部长侯

赛因·沙哈斯坦尼；2007 年 6 月，总统塔拉巴尼率领的由石油部长、财政部长

等 40 人组成的政府代表团；2008 年 1 月，伊拉克副外长阿巴维访华，开展两

国外交部首次政治磋商。同时，2006 年 11 月，中联部副部长马文普率中共友

                                                              

①  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fyrbt/t29543.htm. 

②  外交部：《王光亚大使在安理会一致通过伊拉克问题第 1546 号决议后的发言》，2004/06/08， 

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zwbd/t437966.htm. 

③ 关于杨洪林大使任期期间的一些工作情况，参见杨洪林：《从伊拉克战火中走来》，南京：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 111-132，192-224页。 

④ 塔拉巴尼对中国相当了解，并学过中文。见贾伶：《“我是中国人民永远的朋友”——记伊拉克总

统贾拉勒·塔拉巴尼》，载《友声》，2007 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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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代表团访问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 

第三，两国在政治上的相互支持。2003 年 7 月 13 日，作为伊拉克临时政

府的临时管理委员会成立，两天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对

此表示欢迎。此后，凡是伊拉克政治重建进程中的重大进展，如签署临时宪法、

成立临时政府、过渡国民议会选举、宪法草案全民公决等等，中国政府均表示

欢迎。同时，中国政府也就两国关系发展提出自己的设想。2007 年 4 月，中国

驻伊大使陈晓东在伊外交学院发表演讲，提出了中伊关系未来将建立起“政治

上相互支持，经济上互利合作，文化上彼此交融”的新型国家关系。
①
 同年 6

月，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访华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中方愿与伊方

从四个方面全面发展新时期的中伊友好合作关系：一是保持两国高层交往，加

强政府、议会、政党间的对话和交流；二是积极推进互利合作，支持伊拉克重

建；三是扩大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四是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

务中的磋商与协调。
②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了支持伊拉克的行动。如 2009 年 2 月，中国在海牙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第 55 届执理会上支持伊拉克成为公约缔约国。伊拉克领导人

也多次表态，支持中国政府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立场。2004 年 3 月国务委员唐

家璇在与伊临管会主席欧鲁姆会谈时，后者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对伊拉克问题的

立场，并感谢中国向伊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③
2004 年 7 月，中国外长李肇星与

伊外长兹巴里通话时，后者表示将采取措施保证中国外交人员的安全，并欢迎

中国企业全面参与伊拉克重建。2005 年 3 月，伊副总统贾法里表示，伊支持一

个中国立场，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理解和支持中国为实现祖国和

平统一做出的努力，反对任何“台独”分裂活动，指出中国人大通过的《反分

裂国家法》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④
塔拉巴尼总统在 2007 年 6 月访华时

指出，除政府外，伊拉克议会、政党及社会各界也都主张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

系。2008 年中国四川地震发生后，伊拉克向中国政府捐款 1万元人民币。 

                                                              

① 外交部：《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陈晓东赴伊外交学院作演讲》，2007/04/12， 

http:// 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39/1206x2/t310610.htm。 

② 外交部：《胡锦涛与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举行会谈》，2007/06/21，http://www.fmprc. gov.cn/chn/ 

gxh/mtb/gjldrhd/t332401.htm。  

③ 外交部：《唐家璇与伊拉克临管会主席会谈》，2004/03/27，http://www.fmprc.gov.cn/ chn/pds/wjdt/ 

gjldrhd/t80788.htm。 

④  外交部：《伊拉克、科威特、也门支持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2005/03/17，

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t/ywzt/2005year/fflgjf/t1878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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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中国政府采取切实措施，帮助伊拉克的政治重建。例如，2004 年 12

月，中伊签署换文，中国政府提供 150 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为伊在华培训

20 名外交官。
①
2005 年 1 月，两国再签协议，由中国政府向伊无偿赠送 100 万

美元援助物资，用于伊拉克大选。
②
此外，中国还为伊提供了扫雷援助。

③
 

二、伊战后中国与伊拉克的经济文化关系	

 

伊战结束后，中国迅速向伊拉克的经济重建提供援助并提出相关建议。在

2003 年 10 月的马德里援助伊拉克重建会议上，国际社会决定设立援助伊拉克

重建基金，而中国承诺向伊提供 2,500 万美元的无偿援助。
④
 

2004 年 2 月，中国外交部长助理沈国放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援助

伊拉克重建基金国际协调机制（IRFFI）会议上发言，阐述了中国对该协调机制

的四点看法：第一，加强 IRFFI 与伊拉克方面的协调，同时利用联合国和世界

银行的专长，向其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技术帮助。第二，加强联合国和世界银行

之间的协调。第三，加强 IRFFI 与联伊支助团的协调。第四，要加强多边和双

边援助的协调。中国认为，IRFFI 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完善，特别是

应坚持“公开、透明、有效、协调”的原则。沈国放透露，中国考虑承诺提供

的 2,500 万美元援助的一部分放到援伊重建基金中去；另外，中国之前向伊提

供了 500 万人民币的援助，用于伊经济管理人员的培训。
⑤
2007 年 5 月，杨洁

篪外长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伊拉克国际契约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宣布，当

年向伊提供 5000 万人民币的无偿援助。
⑥
 

                                                              

① 外交部：《中国和伊拉克政府签署培训伊拉克外交官换文》，2004/12/15，  

http:// 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39/1206x2/t175131.htm。 

② 外交部：《中伊两国政府签署赠送无偿援助物资交接证书》，2005/01/13， 

http:// 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39/1206x2/t179461.htm。 

③   外交部：《 2009 年 9 月 15 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 2009/09/15，

http://www.fmprc.gov.cn/chn/gxh/wzb/fyrbt/t584169.htm。 

④ 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沈国放在伊拉克重建捐助国会议上的发言》（2003/10/24，

马德里），2003/10/24，http://www.fmprc.gov.cn/chn/gxh/mtb/bldhd/t39541.htm。 

⑤ 外交部:《沈国放部长助理在援助伊拉克重建基金国际协调机制（IRFFI）会议上发言》，2004/02/29，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hdqzz/mzblwelm/xgxw/t69606.htm。 

⑥ 外交部:《2007年 6月 21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2007/06/21， 

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fyrbt/t3323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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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6 月，李肇星外长在伊拉克问题国际会议上阐述了中方对伊重建的

主张，即经济上要恢复“造血”机能，并希望国际社会切实兑现援助承诺，加

强各国和各国际机构间的协调。同时，2004 年 1 月，李肇星外长接受在埃及记

者采访时指出，美国最近公布的伊拉克重建项目招标计划中，把法国、德国、

加拿大、俄罗斯及中国等多国排除在外，这一做法不利于动员国际社会广泛参

与伊重建。他指出，伊拉克重建是一项系统工程，联合国应发挥主要作用，国

际社会应广泛参与。
①
 

由于西方国家的排斥，中国是通过双边渠道来参与伊拉克重建的，中国的

参与受到了伊拉克政府的欢迎。由伊拉克石油部和中国商务部担任联合主席的

中伊联合委员会负责两国的贸易和科技合作等事宜，委员会于 2001 年举行了第

一次会谈。②2004 年 12 月，两国官员在巴格达签署了中国为伊培训电力运行维

修和管理人员的换文，中国政府为此提供 300 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
③
2006

年 8 月，中伊在巴格达签署一项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根据协定，中方将在承诺

的 2,500 万美元无偿援助项下，向伊提供一批技术设备。2007 年 6 月，伊拉克

总统塔拉巴尼在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中伊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及教育、卫生等

领域合作协定和减免伊方政府债务备忘录等合作文件。
④
 

中方援助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专业人才培训，包括经济管理、电力、外交、

石油、扫雷等各类人才。截至 2007 年 6 月，已为伊拉克举办 9批共 210 人的双

边培训，另有近 30 人的多边培训。
⑤
同时，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双边贸易不

断升温。2004 年 1～10 月，中伊外贸总额超过 4 亿美元，
⑥
基本恢复到了战前

                                                              

①   外交部 :《李肇星部长接受埃及中东通讯社驻京记者阿扎 ·哈迪迪采访》， 2004/01/20，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fz/1206_47/xgxw/t58819.htm。 

② Qin Jize ,”China invited to explore Iraqi oil”, website of China Daily, 2007-06-19,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7-06/19/content_897136.htm。  

③   外交部 :《中国政府和伊拉克临时政府签署电力技术和管理人员培训换文》，2004/12/20，

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zwbd/t175608.htm。 

④ 据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于 2006年 8月在美中

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指出，伊拉克对中国的欠款约为 56 亿美元。参见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Is China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2006”, 

http://china.usc.edu/ShowArticle.aspx?articleID=441&AspxAutoDetectCookieSupport=1。  

⑤ 外交部:《伊拉克与我国的友好关系》，2008/09/24， 

http://iq.mofcom.gov.cn/aarticle/zxhz/hzjj/200809/20080905798854.html。 

⑥  外交部：《2004 年 12 月 23 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2004/12/23，

http://www.fmprc.gov.cn/chn/gxh/mtb/fyrbt/jzhsl/t1762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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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2008 年，双边贸易额猛增到 2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76.9%，其中中国向

伊出口 11.9 亿美元，进口 13.8 亿美元。
①2009 年上半年，中国从伊拉克进口

原油共计 221.8万吨，比上年大幅度增长。②另一方面，某些中国产品在伊拉克

市场很受欢迎，尤其是汽车、家电和包装、塑料机械。例如，长城塞弗 SUV 车

2007 年在伊拉克销售了 12,000 多辆。
③
同时，双方的民间机构举行了一系列贸

易洽谈会，如 2007 年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伊拉克投资贸易洽谈会”、

2008 年在伊拉克苏莱曼尼亚市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贸易

投资洽谈会”和 2009 年在广东东莞举办的“2009 中国—伊拉克商品采购洽谈

会”。同时，伊拉克商人也积极进入中国市场。2009 年 8 月，第三届国际清真

食品交易会在中国青海举行，伊拉克企业参加了交易会。而近年来，在义乌定

居经商的伊拉克人已近千人。
④
 

由于安全原因，只有美国对伊拉克实施了工程项目建设等援助，其他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只限于人员培训、设备物资供应和电站维修等，实施

工程项目建设的很少。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不失时机地打入伊拉克市场，在

相关领域投资，其中主要有： 

第一，能源领域。2006 年 10 月伊拉克石油部长侯赛因·阿尔多·拉赛塔

尼访华时，表示愿意与中方加强在石油领域的合作，增加对华石油出口，并欢

迎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来伊投资、为炼油厂提供设备、培训技术人员等。
⑤
2008

年 8 月，中石油与伊政府签署协议，开发艾哈代布油田（该油田储量超过 10

亿桶）。这实际上是恢复了 1997 年中石油与伊政府达成的协议。外交部发言人

在谈及此事时表示：中伊“在这一领域开展合作是互利共赢的，有利于伊拉克

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满足中方对能源的需求。这种合作是按市场原则来进行

的，不损害任何第三方的利益。”
⑥
2008 年 11 月，中石油下属的绿洲石油公司

                                                              

①   商务部：《 2008 年我与西亚非洲国家贸易统计国别情况》， 2009/04/23， http://www.      

mofcom.gov.cn/aarticle/i/jyjl/k/200904/20090406193054.html。 

②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财经网，2009/10/22，http://www.caijing.com.cn/2009-08-21/110228225.html。   

③ 外交部：《中国长城，屹立沙特——驻沙特使馆馆员参观中国国产汽车沙特经销商展厅》，2008/7/6，

http://www.fmprc.gov.cn/chn/gxh/wzb/ywcf/t489274.htm。 

④ 夏燕：《一个伊拉克商人的中国梦》，载《观察与思考》2008年第 6期。 

⑤  《 伊拉克石油部长访华  磋商艾赫达布油田开发事宜》，中国网， 2006/10/30，

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06-10/30/content_7290876.htm。 

⑥ 外交部：《2008年 8月 28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2008/08/28， 

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fyrbt/jzhsl/t5095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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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伊国有的北方石油公司签署油田的开发与服务合同，油田的石油日产量将在

6年内达到 11 万桶，中方投资 30 亿美元。2009 年 3 月，该油田开采项目正式

开工，这是战后伊拉克第一个对外石油合作项目。
①
 

2009 年 7 月，伊拉克就国内 8 个油气田的合同向全球招标，共有 32 家国

际油气公司参加竞标，包括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最终，仅有中石油和英

国石油公司联合中标，获得伊最大油田鲁迈拉油田的开采权，两家公司承诺将

该油田的原油日产量从目前的 110 万桶提高到 280 万桶。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

上的关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中石油中标表明，在经过了 6 年伊

拉克战争之后，真正赢家是中国人。
②
但事实是，伊政府放弃了外国石油公司希

望的分成合同，而要求以服务合同与外资签约，这就使国家能继续控制石油资

源，同时以较为低廉的费用引进外国的技术、投资和管理经验，并要求外国公

司与伊拉克国有石油公司合作开发，从而压缩了前者的利润空间。再加上伊拉

克的《石油法》尚未出台，中央政府与库尔德自治政府在石油资源上的矛盾依

旧，以及安全问题的存在，使外国石油巨头采取了观望态度。
③
同时，希腊报纸

也指出，在非洲动乱地区的成功经验使中国石油公司有能力克服伊拉克的不可

预见性，并接受更高的风险水平。
④
  

同年12月,伊拉克举行第二轮15个油田的招标,共有44家国际石油公司参

与, 由中石油牵头的联合竞标团再次拿下哈勒法耶油田（Halfaya）开发合同,

虽然这次合同的酬金比鲁迈拉油田还要低不少。该联合竞标团包括法国道达尔

和马来西亚石油公司，中石油占其中 50％的股份。
⑤
 然而，中石化在油气开发

上遇到麻烦。因为该公司于 2009 年 6 月收购了一家在库尔德地区有业务的瑞士

公司——阿达克斯公司，伊拉克政府便拒绝中石化参加第二轮油田招标。巴格

达认为，库尔德地方政府与外国公司自行签订的合同均为非法。 

除石油外，中国公司也在其他能源领域投资。2008 年 8 月，中国上海电气

集团已开始承建位于伊南方瓦西特省的热电站，这是美国入侵以来外国公司在

                                                              

① 高山、付一鸣：《伊拉克油田迎来中国工人》，载《参考消息》，2009/03/19。 

② 商务部：《中石油中标伊拉克油气项目》，2009/07/28，http://sousuo.mofcom。                 

gov.cn/query/queryDetail.jsp?articleid=20090706425621&query=%E4%BC%8A%E6%8B%89%E5%85%8B   

③ 高山、付一鸣：《伊拉克石油，充满麻烦的“诱惑”》，载《参考消息》，2009/07/23。 

④ 商务部：《希腊媒体热评中石油伊拉克油田中标案》，2009/07/03，http://sousuo.mofcom. 

gov.cn/query/queryDetail.jsp?articleid=20090706377636&query=%E4%BC%8A%E6%8B%89%E5%85%8B.  

⑤  “CNPC-led group wins Iraq Halfaya oilfield deal”, Reuters’ reporting from Baghdad, 2009/12/11, 

http://in.biz.yahoo.com/091211/137/bauqp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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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承建的最大工程，设计年发电能力 132 万千瓦，工期 4年。
①
 

第二，通讯领域。主要有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其

中，中兴公司是第一家进入伊拉克市场（1999 年）的中国通讯企业。2003 年，

公司先后与伊通讯部签订了数万线的交换扩容项目和 SDH 传输项目，为战后的

伊拉克开启了通讯重建之门。目前，中兴公司已经成为伊拉克通讯部最大的设

备供应商之一，并与各省政府和石油部、科技部、内务部有密切合作，项目几

乎遍及伊拉克所有省份。华为公司有多种通讯产品在伊实现了规模应用，服务

人口超过 400 万，约占伊人口的 15%，极大地提高了伊拉克的通信基础设施水

平，并累计培训了超过 1,000 人以上的本地工程师。另外，杭州三泰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依靠智能卡系列产品业务已成为 ASIACELL，MYDIA 和 KOTEL 等海外知

名通讯公司在伊的长期供应商。 

第三，医疗设备。前述三泰公司主要从事医疗器械、软件开发、通信及其

周边产品以及其他民用产品开发及贸易，已经在苏莱曼尼亚顺利安装了8台CT、

1 台 MRI，以及多台 CCU，并为该地区卫生部培训了近 50 名专业医生以及技术

人员。 

第四，建材领域。苏州中建材工程有限公司承包了投资 1.2 亿美元的

Al-Douh 水泥厂合同项目，主要是承建一条日产 3,300 吨水泥熟料生产线，工

程应于 2009 年底完工。 

但是，受安全条件的限制，以上四家公司的大部分工程管理和技术人员主

要在伊北部省份从事项目工作。
②
为了参与伊拉克重建，中国公司也积极参加相

关的展览活动。2009 年 5 月，在中东地区影响力较大的第六届伊拉克重建展在

安曼拉开帷幕。本届展会已更名为“规划近东 2009”展，北方汽车、长城汽车、

徐工机械等 26 家中国企业组团参展。 

投资和商贸活动的开展带动了劳务输出。截至 2007 年 3 月，中国在伊承包

劳务合同额累计达 26.2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23.2 亿美元。
③
 

在金融领域，中国企业也开始崭露头角。2009 年 4 月，中国银联与黎巴嫩

CSC 公司在贝鲁特举行包括伊拉克在内的中东非洲 9 国银联卡受理业务开通仪

                                                              

① 商务部：《中国公司开始承建投资 9亿多美元的热电站并承诺开发南部油田》，2008/08/17，

http://iq.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808/20080805727625.html。 

②  外交部：四家公司的经营情况参见《伊拉克机电市场需求及与中国公司合作情况》，2008/10/13，

http://iq.mofcom.gov.cn/aarticle/ztdy/200810/20081005827623.html。 

③ 外交部：《伊拉克与我国的友好关系》，2008/7/6，

http://www.fmprc.gov.cn/chn/gxh/wzb/ywcf/t4892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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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①
 

在文教领域，中伊两国也努力建立密切联系，促进交流。2006 年 6 至 7 月，

文化部、外交部联合阿拉伯国家有关机构，在华第一次成功举办了“阿拉伯艺

术节”，伊拉克参与了相关活动。
②
另外，2008 年 5 月，中国驻伊使馆在伊教育

部举行了向伊拉克 30 所小学赠送教学器材的仪式。
③
  

三、结语	

 

伊战的结束使伊拉克的政权发生根本变化，一个与伊朗联系密切、受到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保护、奉行多党联邦体制和市场体制的什叶派主导的政权

取代了敌视伊朗、反对美国、奉行一党独裁的单一体制和政治经济体制的逊尼

派政权，这对本地区的地缘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上，伊拉克新政权在阿

拉伯世界陷入某种孤立，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温和的海湾国家）和国内同样

存在库尔德问题的土耳其对其的态度是猜疑和观望，尽管它们也希望伊拉克实

现和平。一方面，萨达姆政权的崩溃意味着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向外资开放，其

多年停滞的产量势必迅速增长，从而对世界能源形势和欧佩克内部的生产配额

产生影响。出于打破地区孤立、稳定国内政局、迅速推动重建进程的需要，伊

拉克新政权急需与中国这样的地区外大国发展关系。另一方面，后冷战时代的

中国进一步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独立力量。中国并未因反战态度而对伊拉克

重建作壁上观，相反，它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倡导的伊拉克重建，并与美国等西

方国家及俄国、阿拉伯国家合作，与伊拉克新政权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中国公司积极参与了伊拉克的经济重建。而且，与战前相比，中伊经济关

系发生重大变化，即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能源的地位上升，中国从贸易顺差变

为逆差，而中国公司的投资从一般制造业和建筑承包转向能源和高层次的制造

业。中国对伊拉克新政权的外交政策和经济合作是一个多赢的局面，对伊拉克

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伊拉克整体受益；有利于维护伊拉克局势和地

                                                              

① 商务部网站，2009/04/24，http://sousuo.mofcom.gov.cn/query/queryDetail.jsp?articleid=     

20090406196840&query=%E4%BC%8A%E6%8B%89%E5%85%8B。  

② 文化部：《阿拉伯艺术节成为中阿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典范》，2006/08/01，http://www. 

mcprc.gov.cn/xxfb/zwxx/whyq/yhyqgd/200608/t20060818_33319.html。 

③ 外交部：《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向伊小学赠送教学器材》，2008/05/09，ttp://www.fmprc. 

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39/1206x2/t4509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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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发展稳定，符合地区国家以及美国等域外国家的利益；保证了中国的收益及

综合安全，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与伊拉克的关系是伊拉克乃至整个地区稳定、

发展的有益因素，中国主张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方法来解决伊拉克面临的重大

问题而非一味地推行霸道制造更多的麻烦，更非奥巴马所谓的“搭便车”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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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fore the Iraqi War, China has kept good relationship with Iraq for 

long time.  Since the end of the War, China took actively part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Iraq initiated by the UN,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Russia and Arab countries, and set up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new Iraqi regime.  

Compared with the prewar period, there has been great change in the Sino-Iraqi 

economic relations, as shown in rapidly expanding trade, the increased position of 

energy, China ‘s adverse balance in replace of favorable balance, and the investment 

of Chinese companies moves from general manufacture and construction contracts 

to energy and high-level manufacture.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the new Iraqi regime have played active role for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Iraq,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ests of China have been 

guaranteed in Ir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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