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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经贸合作的动力分析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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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 1956 年中国与埃及建交到 1990 年中国与沙特建交，中国与所有阿拉伯国家建立并保持了良好

的外交关系。经过 50 多年共同努力，中阿经贸合作已进入全方位、多领域的全面合作阶段。双边贸易、工

程承包、劳务合作、双向投资、人员培训等领域合作都取得积极进展。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带动文化、教

育、体育和卫生等各领域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中国已同所有阿拉伯国家签订《文化合作协定》，“汉语热”

持续升温。但中阿经贸关系依然需要创新求进，不断拓展深化，同时必须注意前瞻调研和及时应对，努力规

避因中东形势动荡冲击而形成的各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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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属 2009 年教育部规划项目（09XJA770002）和 2008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08JZD0039）的阶段性成果。 

 
一、中阿经贸合作的历史纽带与现实需求 

 
（一）中阿友谊追溯久远。伊斯兰教产生之前，古老的丝绸之路就把中阿两个民族联系在一起。

早在公元前 139 年和公元前 119 年，张骞两次奉命出使西域，开辟了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据史

记《大宛列传》记载，公元前 120 年汉武帝派使臣到达黎轩，即现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有埃及艳后

之称的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克娄巴特拉（公元前 69～前 30 年）非常喜欢中国丝绸做的衣服。从公元

7 世纪开始，阿拉伯人沿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到中国经商的同时，也传播了伊斯兰教。中国明朝的郑

和七下西洋，其庞大船队到过许多阿拉伯国家，下西洋之举也同时具有文化交流与商品交流的双重

功效。 

（二）中阿关系不断提升。1956 年，埃及、叙利亚等国与新中国建交，拉开了阿拉伯国家与中

国友好交往的帷幕。20 世纪六十年代，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各国关系的五项原则，

为中阿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牢固基础。2004 年 1 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问埃及期间，提出建

立中阿新型伙伴关系的原则，“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双方一直保持着深厚的传统友谊。

我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已建立起真诚、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在政治上是相互支持的好兄

弟，在经济上是互利合作的好伙伴，在国际事务中是协调配合的好朋友。”这段话概括了 21 世纪中

阿关系的时代内涵，指明了中阿关系在新阶段的历史定位。2008 年，在巴林举行的第三届部长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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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双方提出建立面向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中阿新型伙伴关系。2010 年 5 月 14 日，中阿发表宣

言，将双方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 

（三）中阿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开展经贸合作。阿拉伯国家是我国实施“市场多元

化”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地区；中国和 22 个阿拉伯国家有 16 亿人口，经济总量和贸易规

模可观；中阿经济都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相近的发展水平和共同的发展需要有力推动了贸易增

长，带来了重要机遇。同时，中国的科技水平更易为阿拉伯国家所接受和掌握；中国商品物美价廉，

深受阿拉伯国家人民的欢迎。目前中国已有 2000 多万穆斯林，也是中阿友好交往的重要纽带和依托。

苏格兰皇家银行驻香港经济学家贝哲民认为，石油占中阿双边贸易的 40%，但其他贸易需求也很强烈，

比如“9·11”后许多国家收紧对阿拉伯人签证（中国除外），如今到中国浙江义乌从事商贸活动的

阿拉伯人猛增至每年 20 万人。
[1]
即便油价只有每桶 30 美元，中阿关系仍继续迅猛发展。2001 年后，

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将投资从美国分散开来，开始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   
 

二、从宏观到具体：中阿经贸合作业绩骄人 
 

（一）高层十分重视框定战略合作框架。2000 年 3 月，阿盟外长理事会通过决议，提出成立“阿

中合作论坛”的建议，对此中方给予高度重视。2004 年 9 月 14 日，中国一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首届

部长级会议在阿盟总部开罗举行，双方签署了《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和《中国－阿拉

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两个文件，标志着中阿合作论坛正式启动。2006 年，胡锦涛主席访问了

沙特、摩洛哥，温家宝总理访问了埃及；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阿尔及利亚总统

布特弗利卡、也门总统萨利赫等访华；中阿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成功举行。 

（二）建立了集体对话与区域合作机制。中阿于 2004 年成立了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并

于 2006 年 5 月在北京召开第二届部长级会议，提出促进中阿经贸合作的具体规划和举措。2006 年 9

月在厦门举行石化合作研讨会，2007 年在约旦安曼举行论坛第二届企业家大会等。2010 年 5 月，中

阿在天津举行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温总理发表主旨演讲。6 月，“武汉—中东海湾四国

经贸洽谈会”在武汉举行。6 月，中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战略对话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

举行，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见代表。双方一致认为，启动战略对话机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互信、

加强互利合作，2011 年在阿联酋召开第二届部长级会议。8 月，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商务合作论

坛在北京举行，旨在搭建一个中阿企业家对话平台、扩大中阿经贸投资合作。紧随其后，河北保定

举办第二届中阿商务合作论坛。2010 年 9 月，首届中阿经贸论坛在中国宁夏举行，宁夏与阿拉伯国

家的经贸合作实现了新突破，共签订合作项目 10 个，总投资额 27．46 亿元。 

（三）双边贸易突飞猛进。2004 年，中阿贸易额为 367.1 亿美元，2006 年 654.7 亿美元，2008

年达 1328 亿美元，短短 4 年时间增长了近 4 倍。即便遭遇金融危机，2009 年中阿贸易额仍然达到

1074 亿美元，贸易进出口总体平衡。进入 21 世纪，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石油的数量大幅度增加。

2006 年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石油为 5821.63 万吨，占全年进口石油总量的 40.1%，进口石油价值

为 267.38 亿美元，占全年进口石油总价值的 40.3%。2006 年中国进口石油超过 100 万吨以上的阿拉

伯国家就有 8 个。
[2]
 

（四）双向投资持续增长。2003 年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直接投资只有 1726 万美元，截至 2008

年，阿拉伯国家在华累计实际投资达到 15 亿美元，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累计投资 26．5 亿美元。英国

路透社报道，2010 年 6 月，投资 50 亿美元的炼油厂在中国福建南部开始加工原油，沙特的阿美石油

公司拥有该厂 25%的股份。
[3]
中阿在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中国在苏丹、阿尔及

利亚、叙利亚、阿曼、阿联酋、也门、沙特等国的资源开发领域投资额累计达数十亿美元，投资领

域还包括家电、轻工和服装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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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类双边贸易投资协定如雨后春笋般诞生。迄今中国已与除索马里外的 21 个阿拉伯国家

签署了双边政府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协定，并成立了经贸混委会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混委

会；已与 16 个阿拉伯国家签署了投资保护协定，与 11 个阿拉伯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三、推动中阿经贸合作良性拓展与深化 

 
（一）理顺关系、相辅相成，做好规划 
把握好多组关系。协调平衡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国有与民营、能源与非能

源、国内与国外、软硬实力的关系，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务虚与务实、拓展与深化、付出与获得、

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形成合力、相得益彰，各部门各方面之间要相互支持和配合，杜绝倾销压价和

各自为战。同时，要注意互利双赢、共同提高，造福双方的广大民众，营造坚实的合作基础和良好

氛围，推动中阿经贸合作真正可持续发展。 

重视提高产品质量，进一步提升国家形象。不要将阿拉伯市场作为次品和清仓产品的出口地。

中国产品应该在自身质量上多下功夫，切不可短视。国内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出口产品质量的监管

控制以及检验监督工作，采取适当措施，如建立出口信用记录（黑名单）等办法。对于屡教不改的

公司取消资格，并可根据法律给予惩罚。
[4]
在实施海外作业时要注意保护中国海外人员安全、理顺与

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保护当地环境、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

惯，展示良好形象。 

加强涉及中阿经贸合作领域的人才建设。提升中阿贸易需要经历从研究到实践、从实践到研究

的过程。要围绕法律、科技、语言等方面大量培养专门人才。中方已作出了一些努力，截至 2005 年

底中国累计为阿拉伯国家培训各类管理和技术人员 2620 人次。当时，双方决定建立人力资源开发合

作机制，中方于 2006 年至 2008 年 3 年内，在经贸、能源、交通、教育、外交、农业、环保、文化

等领域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领域，每年为阿拉伯国家培训 500 名各类人才。中方企业发展中，人才

也是问题。中阿贸易方面缺乏法律人才，中国企业因此面临法律风险和发展瓶颈，2010 年 9 月，宁

夏中阿经贸论坛主题之一就是如何培养合作人才，可以在这些方面加强交流。 

广泛发挥研究力量，群策群力，为中阿经贸合作提供智力支持。发挥北京、上海、西北以及西

南政府机构以及学术机构、团体的研究力量，如外交部、商务部、中联部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北

京外国语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等相关部门和学术机构都可以充分施展智力支持。有关商会、

协会也要加强对国内相关产业的指导。阿拉伯国家个体差异也不小，国内很多公司对阿拉伯国家的

详细情况可能并不了解，以至于不敢做生意、不屑做生意。有关的商会、协会和机构应充分利用各

经商处的优势，深入当地市场进行调研，推动更多的国内公司更深入详细地了解中东市场，并尽最

大努力规避招标、经营等各个环节中的各类风险。同时考虑如何加大对中国知名品牌的支持和宣传

力度，多推销、多扶持。
[4]
 

必须高度重视中东地区局势存在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中东政治与经济形势紧密相关，政治与

安全局势很容易冲击经济形势，进而影响中阿之间的经贸关系。比如，2010 年底突尼斯局势动荡并

导致本·阿里政权更迭，之后埃及局势剧烈动荡，总统穆巴拉克于 2011 年 2 月被迫辞职。继而，利

比亚、也门、摩洛哥、约旦、巴林、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局势动荡，严重影

响阿拉伯世界的经济与发展环境，并必然在一段时间内冲击中阿经贸合作的良性发展。目前看，利

比亚国内的派别冲突和局势动荡尤其严重，对中国在利比亚的经济利益和人员安全造成比较严重的

影响，好在中国政府及时应对，调动多路力量从利比亚及时安全撤出近 3.6 万名中国公民。因此，

对阿拉伯国家局势发展和经济环境要加强深入的前瞻性调研，并做好充分的准备，最大限度保障中

国的经贸、投资利益不受损害或减少损失，保障既往合同和协定的延续性，保障中国在阿拉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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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安全。 

（二）抓住机遇、促成经贸合作飞跃，并采取相应的促进措施 

中东经济增长势头良好，为推进中阿经贸合作提供了机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该地区 2010

年经济增长率达 4.5%，2011 年达 4.8%，2011 年石油基准价格为每桶 82 美元。另据阿联酋 NBD 银

行预测，2010 年中东各国经济增长率为：阿联酋 2.5%，沙特 3.0%，科威特 1.5 %， 阿曼 3.0 %。巴

林 2.5 %，卡塔尔 10%。
[5]
由于天然气设施大量扩张，卡塔尔将成为中东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有针对性梳理分类，发挥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合作排头兵作用。有些阿拉伯国家地处沿海，有些

处于内陆，有些海洋和陆地优势兼有。要针对阿拉伯国家的地缘优势，结合其资源优势、消费能力、

国土面积和国家实力，有针对促进双边经贸投资合作。不仅要着眼于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尤其还

要探讨研究如何加强与资源次丰富国家、资源贫乏国家的经济合作，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容、

挖掘合作潜力。继续发挥一些阿拉伯国家领头羊的作用，引领中阿经贸合作不断跃升。沙特和阿联

酋为代表的重点市场将继续发挥领头作用，2006 年中沙双边贸易额达 201.4 亿美元，中阿（联酋）

双边贸易额达 142 亿美元。2009 年中国从沙特进口原油 4195 万吨，2010 年有望达到 5000 万吨。
[6]

中国在沙特劳务工程市场也有不俗表现，中国在沙公司达到 88 家，中国员工 2 万余人，在建项目 100

个，合同金额 117 亿美元，正在跟踪项目 77 个，金额达 229 亿美元。
[6]
 

重视解决与具体阿拉伯国家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不断完善有关政策，鼓励更多公司特别是知

名公司，利用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零关税的优势，到劳动力便宜、法律法规健全、生产能力相对落

后的阿拉伯国家建立公司，扩大对阿拉伯国家的出口，并向与该国签署自贸协定的美欧地区出口。
[4]

苏格兰皇家银行驻香港经济学家贝哲民也提醒：从政治上来说，亚洲其他国家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比中国更牢固，但北京必须确保其“走出去”政策不要造成产品淹没阿拉伯市场，从而破坏当地的

就业和对华好感。
[1]
 

积极利用阿拉伯石油富国的对外投资能力。2006 年全球石油剩余的探明储量为 1805 亿吨，中

东探明储量占世界总量的 62%，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阿联酋等国的探明储量分别占世界的

22%、11%、9.7% 、8.3%和 8.2%。据估计世界石油储采比至少可维持 50 年以上，而中东为 90 多年。
[7]

由于石油储量和出口量大，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拥有雄厚的金融资本，将在国外寻求合适的

投资合作伙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伊斯兰金融逆势增长，其金融资产可望从 2005 年的 7000 亿美

元飙升至 2015 年的 2.8 万亿美元。2010 年 7 月据沙特《半岛报》报道，在海湾十大银行俱乐部里沙

特占有绝对优势，按市值排序沙特有六家银行进入前十名，科威特有两家；卡塔尔一家；巴林一家。

其中沙特拉吉赫银行排名第一，市值 309.92 亿美元；沙特沙美银行市值为 142.76 亿美元，按市值

计为沙特和海湾第二大银行；科威特国家银行市值 140.38 亿美元；卡塔尔国家银行市值 123.67 亿

美元。
[8]
 

由于中国不断优化投资环境，阿拉伯国家也在提升对中国的投资需求。科威特、阿联酋、沙特、

突尼斯等国家不断加大对华投资力度，且潜力很大。截至 2006 年，阿拉伯国家在华实际投资 10 亿

美元，主要投资在轻工、建材、房地产等行业。中国天津走在了前列，截至 2010 年上半年，阿拉伯

国家在天津的投资项目共计 50 余个；天津企业在埃及、阿联酋、阿曼、苏丹等国的投资项目则有 60

余个。仅天津百万吨乙烯项目总投资就达 183 亿人民币，由中国石化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按股比 50：

50 组建公司负责运营。
[9]
 

（三）能源合作为例：在纵向领域内深化内涵、丰富内容 
   能源合作对中阿关系的全面发展依然起着重要作用。随着中阿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能源合作

越来越重要。中阿能源合作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挑战主要来自于西方国家的干扰、形势的变

化和双方合作中出现的摩擦，但机遇远远大于挑战。沙特已经成为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合作

伙伴和能源供应国，两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正在深入发展。阿曼是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石油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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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国，中国已成为阿曼原油的最大买方。中国与苏丹能源合作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成效显著，

被称为新时期互利合作的楷模。阿尔及利亚素有“北非油库”之称，是非洲石油天然气的重要生产

国。 
中阿能源合作的发展趋势不仅是中方进口油气，而是向合作多元化方向发展。中阿能源合作多

元化还体现在能源及其相关领域双向投资、共同合作方面，并体现在由能源合作带动的其他领域。

如海湾国家主要向中国输出石油、天然气及相关产品。另有统计，2009 年中国与海湾国家的能源贸

易额接近 680 亿元人民币。而中国又是拥有 13 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这几年海湾国家有意加强对中国

的投资，也希望吸引中国企业到海湾国家投资，2009 年中国和海湾国家的相互投资已达到 500 亿元

人民币。
[10] 

阿拉伯国家是中国推动石油进口和通道多元化的重要着眼点。虽然中国的石油国际依存度目前

接近 50%，但中国的能源主体是煤炭，中国的能源总体自给率依然较高。然而必须看到，今后不可

避免要从世界各地进口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因此分散进口能源产地、拓展能源通道攸关中国的能源

安全。阿拉伯国家是中国重要的石油进口地，其分量短期内难以下降。但从中东到中国的石油通道

相对单一，大多经过海洋运输。要考虑分散运输通道风险，开创中阿能源运输通道的新思维。在目

前经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的线路基础上，可以考虑增加几个方向的海路联运：如从海湾国家

以及伊拉克—伊朗—中亚国家能源管线—中国新疆；从海湾国家或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中国

新疆；从海湾国家或伊拉克—阿拉伯湾—孟加拉湾—缅甸—中国云南；从海湾国家或伊拉克—阿拉

伯湾—巴基斯坦港口—巴基斯坦内陆—中国新疆。 
中联部等部门努力为中阿能源等合作牵线搭桥。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职能部门，中联部

近年来也把更多精力转移到直接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比如在政党合作

框架下主办中非农业合作论坛、举办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扶贫专题会、主办中外中小企业家论坛等。

在能源合作领域，中联部希望借助政党交往这一特殊平台，帮助国内地方政府和企业同中东的石油

公司开展合作。比如扬州借助中联部的帮助，取得了良好收效。700 多年前的南宋，先知穆罕默德第

十六世裔孙普哈丁曾到扬州传教十年并终老于此，墓葬保留至今。2010 年 6 月底中联部筹组的“扬

州—海湾阿拉伯国家石油化工产业合作论坛”举办，20 多个来自海湾六国的驻华使节,以及海湾阿拉

伯国家部分大型石化企业负责人云集于此。
[11]

海湾国家的主权石油公司作用越来越大，这次来参加

会议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卡塔尔天然气公司、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等。  

（四）从能源到非能源、从经济到人文，全面拓展合作外延 
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区域。阿拉伯产油国也认识到单一石油经济的弊

端，开始推动非石油产业发展，如阿联酋重要城市迪拜 2009 年非石油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 23%。过

去５年来，迪拜非石油产品出口额增加了近 50%。传统金属及贵金属、加工食品、塑料和橡胶产品占

迪拜 2009 年年出口总额的 87%，其中贵金属和宝石及其相关产品出口额 2007 年以来一直居于首位。

迪拜机场自由贸易区 2009 年产值增长 30%，2009 年吸引了许多大型跨国公司。
[12]

在互惠互利、共同

发展原则的指导下，中阿双方互相投资，合资兴建联合项目。截至 2006 年底，中国企业在阿拉伯国

家签订承包劳务合同总金额 461.6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275.1 亿美元，涉及住房、通讯、交通、石

油、化工、渔业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在阿拉伯国家的中国工程技术和劳务人员 11 万人。
[13]

此外，两

国在旅游、航空、银行等方面的合作也不断取得进展，显示合作范围不断扩大。 

中阿贸易结构多样化明显，从能源、资源到非能源合作不断拓展。除共同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

新秩序等经济战略合作之外，经济合作涵盖能源、经贸、基建、劳务、金融、科技、食品、旅游等

许多方面，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机电产品、纺织服装、鞋类、轮胎、旅行用品及箱包等，以机电产

品为代表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在我国对阿出口产品中的比重继续增加，进口商品主要是原油、

化工原料、化肥、成品油等。近年来人文交流趋于紧密，覆盖文化、教育、青年、体育、宗教、民



 

 34 

间等领域，这将是深化和拓展中阿经贸合作的重要纽带。 

科技与旅游合作前景远大。中国的科技适合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对开展科技合作兴趣很大。

中阿双方表示，应在科技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进行合作，共同开发研发项目，推动双方研究机构建

立合作渠道；应在农业、环保等领域开展合作，交流经验。在旅游方面，中东多个国家已经成为中

国公民旅游目的国，与迪拜、沙迦、科威特、多哈等多个中东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开通直航。中东各

国尤其是摩洛哥等能源次丰富国家，把拓展中国客源市场作为振兴其本国旅游业发展的关键。  

 
    四、宁夏可做好中阿经贸合作桥梁，抓住机遇、稳健前进 

 
宁夏作为中国唯一的省级建制回族自治区，是全国民族团结的典范，且物产丰饶。借助独特的

发展优势，克服一些不足，宁夏需要、也能够昂扬奋进。 

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土地资源丰富，引黄灌溉便利，光热条件充足，有两千多年的农耕史，素

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耕地总面积达 1650 万亩，人均占有量居全国第 3位，引黄自流灌溉 690

万亩，是全国四大自流灌溉区和 12 个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
[14]

国家分配宁夏年可利用黄河水达 40

亿立方米，为工业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用水空间。借助这一优势，宁夏可以加大特色农牧产品的加工

和对阿出口，当然要提高产品认证标准。 

发挥旅游资源优势，积极开发清真食品。宁夏既有雄浑的大漠风光，更有塞上江南新天府的美

景，既有神秘的西夏历史渊源，更有浓郁的回乡风情、醇厚的黄河文化，已经成为祖国西部独具特

色的旅游目的地。今后，在吸引大量阿拉伯商客光临的同时，也要吸引他们前来观光旅游，进行旅

游和文化交流。同时，全球每年的清真食品贸易额达２万亿美元，具有地方特色的清真食品已经成

为我国食品产业高速增长的生力军，宁夏在此方面应该有独特优势，应当积极加入。 

发挥能源资源优势。据统计宁夏已探明矿产 50 多种，煤炭探明储量全国第六，人均产煤全国第

三，人均发电量全国第一。位于黄河东岸的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是全国 13 个亿吨级煤炭基地之一，

是国务院确定的国家级煤炭基地、煤化工产业基地、“西电东送”火电基地和循环经济示范区，与内

蒙古鄂尔多斯市、陕西榆林市共同构成我国能源化工“金三角”。
[15]

这为以后在该地区兴建出口加工

区和合作实验区提供了丰富的电力和能源，水资源也相对充足。因此宁夏可以考虑从中央争取投资

发展优惠政策或试验区支持，把整个宁夏地区建设成为内引外联的“中阿经贸发展开发区”。 

发挥交通基建依托，推进产业集群发展。依托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宁夏已经初步

形成了公路、铁路、航空通边达海的立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形成了《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等一

整套开放政策体系，内陆开放型经济正在勃勃兴起，经济增长连续 10 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当前中

央正在加大支持西部大开发力度，掀起第二次西部发展和开放的高潮。宁夏要解放思想、积极求进，

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推进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能源、化工、

新材料、装备制造、农副产品加工和高新技术等“五优一新”产业，为“中阿经贸发展开发区”奠

定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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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established n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all the Arab countries. Sino-Arab 
cooperation beteen economy and trade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omni-direction and multi-area, including 
bilateral trade, project contract,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and investmen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rade cooperation has vigorously promoted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 culture, 
education, sports and health. China has signed "cultur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all the Arab countries; 
Chinese language is much more popular. But the mutual relations of economy and trade still need 
innovation for progress and deepening for development. Simultaneously, we should note that 
forward-looking research and timely respond are in great need, so as to avoid shock and other kinds of 
un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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