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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经贸合作的深化与发展＊ 
 

钱 学 文 

 
摘    要：中阿经贸合作由来已久，自 2004 年起进入了快车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0 年“中阿经

贸合作论坛”的成立，为中阿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广阔的新平台和有效的新机制。当前中阿经

贸合作的积极因素主要是：合作基础较好、经济互补性较强、双边投资合作起步良好、存在共同话语、

符合共同利益等。未来合作的发展原则与思路是：发挥“中阿经贸论坛”的作用，以大视野看待中阿双

边合作，通过提升中阿关系，带动中阿经贸合作。在加强中阿经贸合作时，要重视处理好中美关系；继

续扩大市场开放程度，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以能源合作为本，进一步拓展经贸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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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加强中阿友好合作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而经贸合作则是中阿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胡锦涛主席曾就建立中阿新型伙伴关系提出过四项主张，即“与阿拉伯国家以相互尊重为基础，

增进政治关系；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密切经贸往来；以相互借鉴为内容，扩大文化交流；以维护

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
[1]
2008 年 5 月 22 日，“中阿合作论

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开幕，中阿双方政府官员就发展“面向实现和平与可持

续发展的中阿新型伙伴关系”展开了深入讨论。通过这次会议，双方除表示愿意进一步加强政治、

经贸、教育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推动中阿新型伙伴关系的发展外，还决定要建立投资研讨会

机制，加强相互投资，加强经贸、环保、能源、人文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强调要采取积极措施，

努力扩大贸易和相互投资，根据双方现行的体制和法律相互提供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开展经济

管理经验交流和中小企业间合作，加强双方在经贸相关领域的信息交流与合作。

 

 

一、中阿经贸发展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在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中阿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中阿双方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密切配合，在资金、技术、资源、市场等方面的互补优势愈益显著，合作的基础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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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牢固。据统计，2004 年中国与 22 个阿盟成员国贸易额达 367 亿美元，中阿双方在相互投资、

工程承包、经济技术合作及人员培训等领域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此后，中阿经贸合作驶入

了快车道，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据统计，2007 年中国同阿盟 22 个成员国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 86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2%。
[2]78

2008 年，中阿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中国政府与也门、阿联酋政府

分别召开了双边经贸联委会。尽管下半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但在双方政府部门和工

商界的共同努力下，中阿经贸合作仍然保持快速的发展，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前实现了中阿双

方确立的在 2010 年实现双边贸易额达 1000 亿美元的目标。该年双边贸易额达 1328.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53.7%。其中中国出口 625.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7.7%；进口 702.6 亿美元，同比增

长 71.5%。
[3]
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为钢材、服装、机电产品等，进口的主要商品为原油和石化产

品。中国企业在阿方签订承包工程合同额 314 亿美元，同比增长 85%，占中国签订的全球合同总

额的 30%，项目涉及石油工程、铁路、公路、住宅、港口、电站等领域。中国企业对阿方直接投

资额 7 亿美元，同比增长 40%，阿盟国家企业在华实际投资额 4 亿美元，同比增长 61%。
[4]102-103

中

国工商银行在迪拜开设了子银行、在卡塔尔开设了分行。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开通了直航，从而使

与中国开通直航的阿盟国家达到 5 个。中阿双方在包括金融、航空、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已成为双

边合作的一个新亮点。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继续蔓延，阿方的经济发展虽面临困难，但银行系统总体较稳定，各

国采取了扩大投资、稳定出口等多项经济措施，不少阿盟国家的经济仍保持着一定的增长态势。

中国对阿出口虽存在困难，但双方在能源、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出现了新的增长点。

中国政府与阿方政府一起，本着平等互信、务实协商、面向未来的精神，继续加大对双边经贸合

作的支持力度，为实现中阿人民的共同繁荣与稳定，为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不断做出新的

贡献。 

就中阿经贸合作的具体项目而言，长期以来，中国对阿出口产品主要是机电和轻纺产品，进

口产品主要是原油、成品油、化工原料、化肥等。在中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承包工程和

劳务合作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投资合作不断得到发展。20 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企业在阿盟国

家以承包路桥、住宅和轻工等劳务合作项目为主，以后逐渐拓展到能源、交通、农业、通讯、旅

游等领域。现在双方已在双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信息技术、荒漠化治理、水

资源保护以及教育、医药、纺织等领域全面开展合作。根据“中阿合作论坛”精神，中方已提前

完成 3 年为阿方培训 1500 名管理技术人员的承诺，在 2009 年的“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

中方承诺，今后 3 年再为阿方培训 1000 名技术管理人才。
[5]
 

  
  二、中阿贸易在中国对外经济中的份额 

 
从 2010 年 1～9 月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情况表可以发现，虽然还没有阿拉伯国家可以挤

进中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但欧盟和东盟都是以区域贸易伙伴进入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行列的。

如果 22 个阿盟国家也以此来统计，那么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消息，早在 2005 年阿盟国

家就成为中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第七大出口市场和第七大进口来源地。
[6]
 2009 年受金融危机影

响，中阿贸易额为 1074 亿美元，其中上半年中阿贸易恢复快速增长，同比增长 52%，高于同期中

国贸易总额增速 8.9 个百分点；中国自阿盟国家进口 379.3 亿美元，增长 98.5%。阿盟国家因此

被称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参见下页表格)。 

阿盟国家在中国的对外经济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首先，中阿贸易的增长率远高于中国对外

贸易总额的增长率，而且相互依赖程度还在不断加深，这不仅表明中阿贸易富有生机，也意味着

彼此间存在着较大的增长潜力和推进意愿；其次，这一地区的不少国家都是世界上石油生产与输

出的重要国家，同时也是中国的主要能源进口国家。目前，中国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石油进口源自

中东，这一进口量相当于中国全年 25%以上的石油需求，失去这份石油供应，对于中国经济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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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9月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情况
①
 

金额（亿美元） 同比增长（%） 国家 

（地区）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全球 21486.8 11346.4 10140.4 37.9 34.0 42.4 

欧盟 3494.9 2260.7 1234.2 34.4 35.0 33.4 

美国 2785.4 2055.4 730.0 31.5 30.7 33.8 

日本 2144.6 865.1 1279.5 32.2 24.1 38.4 

东盟 2113.1 995.3 117.8 43.7 36.2 51.1 

中国香港 1611.3 1523.7 87.7 33.6 33.1 40.5 

韩国 1511.8 494.8 1017.0 36.7 31.0 39.7 

中国台湾 1074.3 212.4 861.9 45.9 52.6 44.3 

澳大利亚 622.4 190.2 432.2 45.1 32.7 51.3 

印度 454.3 295.2 159.1 46.7 39.5 62.1 

巴西 454.3 177.7 276.6 48.8 89.9 30.6 

 

全运行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确保这一地区的能源进口对于保障中国经济的安全、平稳、有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鉴此，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宁夏举行的“中阿经贸论坛”上指出，中阿

双方应继续加大贸易促进工作的力度，力争使中阿贸易额在 3～5 年内达到或超过 2000 亿美元。

这就为未来中阿之间的经济合作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发展目标。
[7]
 

 

三、构建中阿经贸合作新平台 
 

为全面推进中阿经贸合作，中阿双方非常务实地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构建起了“中

阿经贸合作论坛”。2010 年 9 月，国家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了“中阿经贸论坛”。论坛以推动中阿全面经济合作和自由贸易区建设为目标，为中阿政

府要员、商界精英和专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共商中阿经贸发展的对话新平台，以利扩大双方在经贸、

科技、文化、教育、能源、新材料、投资、金融、交通、旅游和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推动中阿经贸合作的全面发展。 

（一）创办“中阿经贸论坛”的重要意义 

1．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宁夏

内陆开放型经济。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祖国西北内陆，既有矿产富集，便于开发的资源优势，又

有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政治优势；既有区位独特，连接周边的地缘优势，又有回族聚居，文化

独特的人文优势。这些优势有利于发展与阿盟国家和伊斯兰地区的经贸关系，而构建一个经贸对

话合作平台，实施向中东阿盟国家开放的战略，则是中国政府构筑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

战略选择。 

2．认真推行西部大开发新 10 年战略。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要把西部地区作为新时期开放

开发的战略重点。”在新 10 年的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将把西部地区当作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

重点。在宁夏创办中阿经贸论坛，打造西部地区向西开放的战略高地，使宁夏成为中国面向阿盟

及其他伊斯兰地区对外开放的先行区、桥头堡，符合国家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要求。 

3．符合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趋势、新格局、新要求。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发生

重大变化，为了巩固、提升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争取向贸易强国转变，开拓新兴市场已成为今

后对外开放的重中之重。在此前提下，考虑到阿方市场的空间较大，商务部、中国贸促会顺理成

                                                        
① 商务部:《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0 秋季）》，每年发布 2次，春季和秋季各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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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地把开拓阿方市场当作了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温家宝总理曾指出：“回眸近二百多年来的

历史，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被耽误的历史机遇太多太多了。我们有一百个理由、一千个理由振奋起

来，加强合作、加快发展，追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可以心存疑虑、踌躇不前。

任何对国家、对民族负责任的政治家，任何有抱负、有作为的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人士，都应该清

醒地看到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
[8]
由此可见，创办“中阿经贸论坛”，发展面向阿盟国家及穆斯

林地区为重点的内陆开放性经济，完全符合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局。 

（二）将“中阿经贸论坛”设在宁夏举办是中国政府深思熟虑的结果 

随着“中阿经贸论坛”在宁夏的创办以及后续举措的实施，宁夏自治区已成为中国向阿盟国

家开放的先行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中阿人流物流的主要枢纽，国际清真产品的研

发、设计、认证、制造、物流中心，世界穆斯林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休闲旅游目的地。在宁夏举

办中阿经贸论坛意在战略布局，是深化中阿经贸合作的重要战略举措。经国务院批准，该论坛今

后每年将定期在宁夏举办，并将根据阿盟各国的具体国情，先在中国和部分有条件的阿盟国家之

间展开，再逐步向所有阿盟国家扩展。作为“中阿经贸论坛”的永久承办地，宁夏将按照“活动

策划体现高水平、邀请嘉宾突出高层次、展览贸易立足高起点、项目对接追求高效率”的要求，

为与会客商提供合作交流的平台。 

总之，在宁夏举办“中阿经贸论坛”，全面加强与阿盟国家和伊斯兰地区的政治、经贸、文化

合作，加快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是完善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是

中国开辟“两种市场”、利用“两种资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现实需要；是中国推进西部大开

发，拓展新的发展空间的必由之路；也是宁夏自治区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的重要举措。 

（三）举办“中阿经贸论坛”的宗旨是为中阿合作提速 

在宁夏举办的首届“中阿经贸论坛”，是中国和阿盟国家经贸领域最高级别和最具影响力的多

边、双边国际合作盛会，也是继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之后，中

国区域性对外开放的又一新平台。其宗旨是进一步加快实施面向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向西开放”

战略，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内陆开放型经济新格局，促进世界各国特别是阿盟国

家和伊斯兰地区与中国各省区市的经贸合作、项目洽谈和友好交流。 

“中阿经贸论坛”在以中国和阿盟国家为主体的同时，也向其他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开放，并

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扩大与阿盟国家对外贸易规模、深化与阿盟国家外资合作的新机遇。这次“中

阿经贸论坛”以“传承友谊、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为主题，意在建设中阿经贸合作的国际性新

机制。 

（四）论坛目标是实现共同发展 

二战后，中东地区一直是世界多种力量争夺的焦点。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阿盟各国为了自身利益，开始向多元化的关系转变。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阿

盟主要成员国都已把同中国发展双边关系视为战略重点；而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也非常重视

与阿盟国家进行经贸交流。不过，阿盟国家和穆斯林地区的市场份额约 20000 亿美元以上，但 2008

年中阿之间的双边贸易总额仅 1300 多亿美元，在阿方的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不到 10%，在中

国的对外贸易总额（2.5 万亿美元）中也仅占 5.3%。由此可见，中阿经贸合作的发展空间十分广

阔，增长潜力较大。但就目前而言，中阿双向的直接投资规模还较小，尚处于起步阶段。2009 年，

中阿相互直接投资累计 55 亿美元，工程承包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 700 亿美元。“中阿合作论坛”

曾相继举办过两届企业家大会，其目的本希望越来越多的中阿企业发现并抓住双方互利共赢的机

遇，促进中阿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但实际情况与双方期待的愿景尚有距离。在当前形势下，发

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中阿双方的共同任务，而加强中阿合作，实现共同

发展，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之一。这既是中阿双方的共同需要，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

的重要义务。总的来看，双方的经贸合作在资金、能源、市场和技术等方面存在诸多互补优势，



 40 

但要真正实现和平与发展，尚需双方做出不懈的努力。 

 

四、发展中阿经贸合作的积极因素 
 

1. 合作基础已具一定规模 

中阿之间的经贸合作由来已久，但囿于自身条件，过去的规模比较有限。进入 21 世纪后，中

阿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才得以迅速发展，双边贸易额从 1996 年的 57.95 亿美元增长到 2008 年的

1328 亿美元，增长了 21.9 倍，年均增长率达 29.8%，而同期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

19.9%，中阿经贸合作的增长速度之快由此可见一斑，而“中阿经贸论坛”的建立，则使中阿经贸

合作的基础越来越坚实和牢固。 

2. 具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 

阿盟国家的经济以石油、天然气及相关的化工生产为主，机器制造业、轻工业比重小，农业

发展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大。中国自 1993 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每年从阿盟国家进口的原油总量

不断增加，到 2009 年已占到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而中国的食品、机电、纺织、轻工等产品长期

以来在阿盟国家一直具有广阔的市场。目前，能源合作已成为中阿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

沙特为例，2010 年 1 月，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中国—沙特经贸联委会第四届会议上，中沙双

方一致希望 2015 年将双边贸易额扩大至 600 亿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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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边投资合作起步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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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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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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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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地区的地缘和人文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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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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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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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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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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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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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inforc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ino-Arab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Qian  Xuewen 
 

Abstract   Sino-Arab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which began long time before has entered a fast 
track and achieved leapfrog development since 2004. Established in 2010, Sino-Arab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 provides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ino-Arab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an 
effective new platform and mechanism. Currently, the mainly positive factors in Sino-Arab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re as following: the good basis of cooperation, the economic complementarity, 
the good initiation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cooperation, the existence of common language and common 
interests, etc. The principles and ideas of future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are as following: playing 
the role of Sino-Arab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 with a large vision in bilateral cooperation on both 
sides to drive Sino-Arab cooperation through elevating Sino-Arab relation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Sino-US relations while enhancing Sino-Arab cooperation, continuing to expand market openness and 
promoting trade liberalization process positively, and then expanding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 further step on the basis of energy cooperation, etc. 
Key Words   Sino-Arab Economy and Trade; Sino-Arab Cooperation;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China-Arab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Forum; Local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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