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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比亚战争使该国政权易手，国计民生皆受重创。作为利比亚重要的贸

易伙伴，中国对其有能源需求和贸易往来，更有大规模的承包工程合作。利比亚变

局必然对中国经济利益产生影响，给未来的中利经贸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中

国应积极应对，趋利避害，在全世界面前展现大国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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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战争持续了半年多，现已尘埃落定：国家政权易手，国计民生皆受

重创，亟待重建。作为利比亚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对利比亚有能源需求和贸

易往来，更有大规模的承包工程合作。利比亚变局必然对中国的经济利益产生

影响，给未来的中利经贸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从中利双方在能源、

承包工程和商贸往来三方面的合作情况分析利比亚变局对中国经济利益的影

响，并对未来中利经贸合作提出几点建议。 

 

一、变局前中利经贸交往状况 
 

中国与利比亚自 1978年建交以来，关系发展顺利，尤其在经贸方面，两国

优势互补，互有需求。利比亚是能源富国，地广人稀，国内生产力水平低下；

中国人口众多，能源供给不足，劳动力过剩，科学技术发达。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解除制裁后的利比亚亟待建设，中国企业需要“走出去”。据此，两

国在多个领域保持长期的友好合作。此次利比亚战争爆发前，即卡扎菲执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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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中利经贸合作主要在三个方面：能源领域、民间商贸往来和中国在利比

亚境内大规模的承包工程项目。 

   （一）中利能源领域的合作 

利比亚是世界能源强国，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其已探明石油储量为

450~500亿桶，估计总储量可达 1000亿桶，其中一半为低硫轻质石油；已探明

天然气储量为 46.4万亿立方英尺①，据专家估计总储量可能达到 70~100万亿立

方英尺。②其中大部分尚未开发，甚至尚未进行勘探。由于利比亚重要的战略地

理位置，其与西亚、非洲、欧洲的各条运输通道畅通且价廉，获取利比亚的油

气资源潜力巨大。由于长期遭受国际制裁，利大部分油田尚未得到充分勘探。

在新世纪伊始利比亚主动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得以重返国际社会后的一个重

要目标，就是吸引外国投资，从而获得更多的石油出口收入。 

    1．中国进口利比亚石油 

自 2003年起，中国恢复进口利比亚原油，当年进口 12.89万吨，2004年全

年进口 133.85万吨，2005年升至 225.89万吨。③2006年起，利比亚进入中国原

油进口市场排名的前十位，自此一直持续到 2010年。双边原油贸易呈逐年扩大

之势，并已成为双方贸易合作的重中之重。2010年，中国进口原油总量 23931

万吨，其中前十位国家及进口量如表一： ④ 

 

表一 

国家 数量（单位：万吨）

沙特 4195.3 

安哥拉 3217.2 

伊朗 2314.7 

俄罗斯 1530.4 

苏丹 1519.1 

阿曼 1163.8 

伊拉克 716.3 

科威特 707.6 

                                                        
① 1立方英尺等于 0.0283立方米，http://www.eia.doe.gov/emeu/cabs/sibya.html。 
② 潘蓓英编著：《利比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26页。 
③ 商务部：《利比亚最新经济数据统计》，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k/200  
609/20060903140290.html。 
④《2010年中国石油进口来源分布》，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30/45/55/ 

6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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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 634.4 

哈萨克斯坦 600.6 

从表一可见，至此次利比亚战争前，利比亚依然稳居中国进口原油国家的

前十位，且进口原油数量大幅上升。但利比亚并非中国原油进口的主要对象国，

中国从利比亚进口原油数量占中国进口原油总量的比重并不大。 

    2．中国参与利比亚能源开发 

2003 年 9 月 1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1506 号决议，彻底解除对利比

亚长达 11年的制裁。这无疑为利比亚的对外合作带来了机遇，也为中国石油公

司进一步拓展在利业务迎来广阔前景。 

中国与利比亚在能源开发合作方面有如下优势：1）两国自建交以来关系发

展顺利，没有重大利益冲突和历史遗留问题。2002年 4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

民访利，两国关系从此进入一个崭新阶段。访问期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与

利石油部签署合作协议，为双边石油合作奠定了基础；2）中国石油公司自进入

利比亚工作至今，都能如期保质保量完成合同工作，在利比亚业界树立了良好

形象；3）利比亚自解除经济制裁后，着力调整经济政策，推进经济改革和私有

化进程。石油公司的股份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重点之一，政府一直致力于对油

田进行技术改造与设备更新，并不断投入新油田的勘探与开发。2006年，利比

亚政府分两轮对近百个石油区块进行国际招标，鼓励外国公司进入。①这为中国

石油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机遇；4）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利比亚获得巨额石

油利润的同时，对其实行严密的技术和管理垄断。利比亚既急需西方石油公司

的管理与设备，也对西方国家存有戒心，希望谋求多元化石油合作。中国公司

在技术、管理、资金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已具较强优势，有能力与利比亚石油公

司共同合作开发。鉴于西方技术的门槛高、价格贵，中国技术相对更合适，且

人力资源价格较低廉，在利能源合作多元化战略中大有可为。 

不可否认，中国在同利比亚的能源开发合作中也有一些劣势：首先，西方

国家在利比亚有地缘和政治优势，它们不希望中国公司进入这一比较成熟的市

场，对中国企业与利比亚在能源开发领域的合作高度戒备，千方百计地阻挠和

排挤；其次，解禁后的利比亚也受到一些亚洲石油消费国的关注，日本、韩国、

印度、印尼等国的石油企业也以不同方式进入利比亚能源开发领域，这对中国

石油企业形成巨大竞争；最后，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企业对非援建以及在非

洲国家承揽工程项目被卡扎菲视为“殖民工程”，卡扎菲曾公开将中国排除在投

资利比亚油气资源的行列之外。 

                                                        
①《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油气投资价值简析》，http://www.cei.gov.cn/energy/doc/NYgwty/ 
2006060510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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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有如此优势与劣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下属的七家石油企业和中国海

洋石油总公司旗下的一家企业曾先后到利比亚开拓业务。经过多年市场开拓，

中石油公司已在利石油工程服务领域，特别是管道建设、地球物理勘探和钻井

等方面成功实施了多个项目，充分展现了中国石油公司的能力，得到利业界的

普遍肯定。这为中国石油公司通过投资参股等形式参与利石油、石化等能源领

域的合作，开拓中利石油合作的新路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在此次利比亚战争前，

中国公司尚未拿到利油田的投资开发权。中国石油公司在利比亚的业务都不是

作为投资者，而是为拿到利油田开发权的西方石油公司做分包。总之，中国与

利比亚在能源方面的合作规模不大，所占份额也不多，但利润和业绩都很好。 

   （二）中利承包工程合作 

利比亚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重要市场之一。中国在利比亚开展劳务

承包业务始于 20世纪八十年代，曾有 10余个中国公司在利开展承包工程，但

规模不大。联合国对利比亚实施制裁后，利经济陷入困境，工程承包市场萎缩，

中国公司纷纷撤出。2003年以后，被解除制裁后的利比亚广纳外国公司大搞国

家建设，以弥补其被制裁期间的建设停滞，拥有强劲竞争力的中国企业自此进

入利比亚。自 2007年以来，利比亚国内掀起一轮建设高潮，集中启动了一批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企业承揽了铁路、住宅设计与建设、城市基础设施设计

与建设、农业灌溉、大学城等一批项目。为配合 2009年卡扎菲“九一”革命胜

利 40周年，利政府还上马了一大批形象和政绩工程。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经济

商务参赞处 2011 年初转发的马斯喀特国际银行的一项报告显示：2009 年，由

于利比亚政府大量财政投入，利比亚建筑行业实现了创纪录 9%的增幅。当时，

利比亚建筑市场预计将成为西亚和北非地区最具活力的市场之一，其 2011年、

2012年短期行业指数估计将分别上涨 5.8%和 9.7%。报告估计，2013年至 2020

年期间利建筑业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5.5%。①基于此，包括多家中国企业在内的

一些国际大型承包企业纷纷在利比亚承揽项目。 

截至本次利比亚战争发生前，在利比亚有 75家中国企业承建的 50个工程

承包项目，总合同额 188亿美元。这 75家企业中包括 13家央企和数十家民营

企业，50个工程项目主要集中在房屋建设、配套市政、铁路建设、石油和电信

等领域。 

   （三）中利商贸往来 

中国与利比亚的商品贸易优势互补，往来已久。1983年以来，两国贸易额

开始呈不稳定增长。利比亚被联合国解禁后，中利经贸发展迅速。自 2003年起，

                                                        
① 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利建筑市场预计成为中东北非地区最具活力市场
之一》，http://ly.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1102/201102074032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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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利比亚进口商通过参加中国商品交易会或自行成交等方式，引导中

国商品进入利比亚市场。同时，中国开始进口利原油，双边贸易额增长较快。

近年来中国对利比亚进出口贸易额如表二所示：① 

 

表二（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2007 24 8.59 15.41 

2008 42.12 16.23 25.89 

2010 65.76 20.61 45.15 

2011 22.03 5.18 16.85 

 

由表而可见，中国近年来对利进出口贸易额逐年上升，且增幅渐大。其中

中国的出口额远小于进口额，甚至在有些年度出口额不足进口额的一半。2011

年利比亚战争爆发后，中利贸易逐渐中断。但 2011年战前两个多月的贸易额已

接近 2007年全年。足见中利贸易潜力巨大，发展态势良好。 

中国从利比亚进口的商品主要是原油。随着中利贸易额的增长，中国对利

出口主要商品已从大米、茶叶和服装等简单生活必需品逐渐向机电、通讯、建

材及汽车等高附加值商品转化。此外，有一定数量的利比亚商人在中国广州、

北京、上海和义乌等地开设公司和代表处，从事贸易，也有中国商人在利开餐

馆和从事各种商务活动。 

 

二、利比亚变局带给中国的损失 
 

利比亚战争导致其国内基础设施遭毁坏，建设停滞，石油减产，安全形势

恶化，民众生活状况堪忧，对外贸易锐减。这必然给中利经贸合作各领域造成

重大影响。 

   （一）对中国石油进口的影响 

作为非洲第一大储油国和第四大石油生产国的利比亚，历来是世界重要的

能源供应地。政治动荡引发的减产和停产直接影响其石油供应。据巴克莱资本

公司估计，利比亚石油日产量的六成将受到冲击，其余产能也面临严重的不确

定性。②通观利比亚战争爆发后的石油生产状况以及全世界的石油供给情况可以

                                                        
① 商务部：《2010年我与西亚非洲国家贸易统计国别情况》，http://xyf.mofcom.gov.cn/a 
article/date/201106/20110607596690.html。 
② 王翔：《利比亚战争会否引发新一轮石油危机》，《环球财经》2011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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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利比亚战争可能造成国际石油供应的短期短缺，也可能在短期内推高油

价，但从长期看，不会对世界石油供应产生重大影响。 

此次战争对中国能源供给的影响很小。一直以来，利比亚对华出口原油比

例远远高于利比亚原油在中国石油进口中所占比例。据 2011年 8月 23日 CNN

的报道，利比亚对华原油出口占其原油产量的 11%，但在中国历年进口石油来

源中仅占 2%～3%。一方面，由于两国距离遥远，利比亚出产的含硫量较低的

优质轻质油主要向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出口，而且利比亚的很多大油田项目也掌

控在西方国家手中；另一方面，中国的原油供应比较多元化，利比亚局势不稳，

可替代国比较多，且中国国内油气产量也不小。因此，利比亚战争不足以显著

干扰中国进口原油的渠道和数量。 

利比亚战争对中国石油进口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成本价格方面，为 2011年前

11个月国际油价统计表三：① 

 

表三 

截止日期 价格（单位：美元/桶） 

2011-1-31 90.16 

2011-2-28 87.71 

2011-3-31 100.97 

2011-4-30 107.72 

2011-5-31 104.44 

2011-6-30 98.25 

2011-7-31 91.44 

2011-8-31 88.93 

2011-9-30 87.38 

2011-10-31 83.45 

2011-11-30 95.64 

2011-12-31 98.83 

 

上表可见，利比亚战争爆发初期，尤其是北约对利比亚轰炸开始后，由于

利比亚石油减产停产，石油设施遭到破坏，国际油价一度从 80 多美元/桶涨至

100多美元/桶。随着战争结果日趋明朗，尤其是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接管政

权后，油价逐步回升且渐趋平稳。此间及此后油价的涨落将不仅与利比亚的石

                                                        
① 商务部：《2011国际油价统计》，http://www.mofcom.gov.cn/static/column/tongjiziliao/dgz 
z.htm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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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产量有关，也受到人们对国际局势的预测及其他产油国状况的影响。总之，

利比亚战争对中国石油进口的影响很小。 

   （二）对中国在利承包工程项目的影响 

中国在利比亚的直接投资非常少，2009年直接投资存量约两三千万美元，

且这些直接投资基本上是承包工程项目的附属物，即中国公司为承包当地工程

而在当地注册分公司打入的注册资本金和为工程项目垫付的资金。 

此次利比亚变局对中国在利的承包工程项目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合同搁浅、

项目中止、驻地遭袭、大规模撤侨等，利比亚局势动荡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损失

显而易见。利比亚战后，中国企业在当地的项目陆续全部中止。在此期间，中

资企业中有十多人受伤，企业工地、项目营地遭到袭击抢劫，直接经济损失达

15亿元人民币。随后，中国政府为确保在利华人生命财产安全，出动海陆空力

量，撤回 3万余名中国员工，耗资约 3亿元。此外，还有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的

项目损失。中国在利工程项目合同额总计 188亿美元，但这并不能全部看做是

中国企业的损失，因为工程承包所得是按阶段支付的，每完成一个阶段，利方

就会把已完成的工程款支付给中国企业。到内战开始时，已经完成且尚未支付

的工程款额大约有 10多亿美元，这可算作是损失的部分。①总之，利比亚战争

带给中国企业的损失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固定资产损失。虽然大部分中国企业在利比亚实施的是工程承包而

非带资项目，没有直接投资，但战争爆发后，中国企业在利总部及各项工程工

地的基础设施、设备和原材料都留在了当地，并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会有大量

固定资产损失。 

  第二，未收回的应收账款损失。“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包括履约保证金、预

付款保证金、维修保证金、维持项目正常运行所必须垫付的流动资金以及由于

不可抗力产生的损失等。按照惯例，在利比亚实施的工程项目都是中方企业先

垫资。一般而言，项目合同资金的支付方式为：按工程进度付款，再加上 15%

左右的预付款②，不同企业能得到的预付款不同。业主支付进度款，一般需要

60～90天的审核期。虽然企业可以获得部分预付款，但预付款一般逐月按工程

进度从工程进度付款中扣还，加上进度付款一般会延后 3个月甚至半年，因此，

一旦工程因不可控因素停止，这些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就成为承包商的损失。 

  第三，回国人员安置问题。国家动用陆海空交通工具将中国企业在利人员

接回，接下来面临的是他们的安置问题、人工费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赔偿问题，

                                                        
① 王金岩：《利比亚变局对中国利益的影响》，《世界博览》2011年第 17期。 
② “工程预付款”，是指在工程开工前，业主按当年预计完成工程量造价总额的一定比例预
先支付承包方的工程材料款，其主要用于购买工程所需的材料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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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必将为中国企业带来损失。 

  第四，三角债问题。由于利比亚建筑材料缺乏，无法满足工程需要，一般

需要承包商从利比亚以外的国家采购。而中国企业在利承包工程所需的建筑材

料一般从国内采购。因此，利比亚项目中断后，一些企业无法按期给原材料商

支付货款，加上很多工程采用分包模式，也导致三角债问题凸显。 

第五，利方恶意索赔问题。利比亚撒哈拉银行已向中国的葛洲坝集团、中

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宏福建工等公司针对“预付款保函”①进行索赔。据上述

公司内部人士称，预付款保函还有半年才到期，现在银行提前索赔，属于恶意

索赔。按照担保书的规定，中方承包商如未能履行合同，不将业主支付的预付

款退还，银行将把预付款退还业主，并向承包商索赔预付款的本金和利息。利

比亚撒哈拉银行向上述公司提供了两个选择：一是赔偿预付款本金和利息，二

是将预付款保函期限延至 2012年 12月 31日。两种选择对中方都不利。选择赔

偿将进一步加大损失，且不是小数目；将保函延期的话，面临的风险和保函成

本又要增加一年。 

根据国际惯例，外国法人在东道国享有对其财产的所有权、企业控制权等

权益不受侵犯的权利。利比亚变局造成了中国在利企业无法正常经营，并造成

重大损失，侵犯了中国在利企业的合法权益。东道国应履行保护外国投资者权

益并赋予其“公正、合理待遇”的国际义务。因此，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的损失

不会“灰飞烟灭”，终将获得赔偿。但具体的赔偿方式及额度将是最终双方协商

的结果。 

    总体来看，利比亚战争对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影响并不大。2009年，中国

企业在利比亚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金额为 58.3992亿美元，完成营业额为 19.1251

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金额的 4.6%，完成营业额的 2.5%，

2010～2011年战前比例也与此大体相当。② 

   （三）对民间商贸交往的影响 

自利比亚内乱开始，由于安全原因，中国与利比亚的商贸往来大幅减少。

自 2011年 3月 18日多国部队大规模军事干预利比亚行动展开以来，利比亚冲

突形势不断升级，中国对利出口贸易受到巨大影响。当月，受限于利比亚国内

动荡环境，有中国企业出口利比亚的货物在港口滞留，也有中国货物到港后，

买家无法去港口提货而无法付款。鉴于此，中利贸易暂时中断。 

中国在利比亚的商人也大都在政府的帮助下纷纷撤回国。最终留在利比亚

的只有的黎波里一家中餐馆的老板全家及几个雇员，在战争期间靠送外卖维持

                                                        
① “预付款保函”，是承包商通过银行向业主开具的按规定偿还业主预付款的担保书。 
② 梅新育：《正确评估中国在战后利比亚的商业机会》，《上海证券报》2011年 9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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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还有一个农学专业的毕业生，在班加西开垦一片荒地，种植从中国带去

的南瓜等蔬菜种，希望能抓住战后利比亚市场萧条这一商机有所盈利。 

总体看，中利民间商贸在利比亚战争期间陷于停滞，但这对中国在贸易方

面的影响很小。2010年，中利贸易额为 65.7605亿美元，仅占中国进出口贸易

总额的 0.22%。① 

 

三、中利经贸合作前景 
 

2011年 3月，中国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投了弃权票，

这为当时反对派对中国的态度设下障碍。随着战事的发展，中国对利比亚的形

势发展已有判断，遂根据形势发展及时调整政策。中国从 5月起开始和利比亚

“全国过渡委员会“保持接触。7 月，中国外交部表示，将向利比亚提供价值

5000万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8月 19日，中国红十字会向利比亚提供的首批

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抵达班加西。②中国对利比亚的援助，既体现了作为一个

负责任大国的风范，同时也使中国和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关系升温。9

月 12日，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为利比亚“执政当局”。③愿

与其共同努力，推动中利关系平稳过渡和发展，希望中利双方此前签署的各项

条约及协议继续有效并得到认真执行。   

利比亚过渡委曾多次重申：未来的利比亚重建离不开中国的参与。此后的

利比亚执政当局也表示高度重视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将切实遵守两国此前签署

的各项条约和协议，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欢迎中方参加利比亚重建，

共同推动利中关系稳定和持续发展。从此前的行为记录来看，在利比亚交战双

方鏖战方酣之时，当时的反对派政权就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来理顺对华关系，

如派兵守卫中国公司的承建工程工地、向中国出口其复产后的第一批原油等，

表明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政局稳定后会逐步恢复与利的经贸合作。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执政，都要考虑市场需要和经济利益。利比亚新政权

在战乱平息之后必然要建设民生，从内战烽火中走出来的政权尤其需要收拾民

心。中国企业一直与利比亚有着密切的经贸合作，是利比亚国家建设的重要参

与者。中国在利比亚实施的住房、通信等项目在其国内有着极好的口碑。从利

比亚民众的角度看，中国政府一直都是友好的，利比亚的国家重建也十分需要

                                                        
① 梅新育：《正确评估中国在战后利比亚的商业机会》，《上海证券报》2011年 9月 1日。 
② 李东超：《中国石油企业怎样重新进入利比亚》，《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 9月 5日。 
③《利比亚当局称愿与任何国家开展经济合作》， http://news.xinhuanet.com/2011-10/12 /c_ 
1221446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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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基建实力。中国企业将从利比亚战后重建中获得巨大商机。 

在利比亚重建问题上，欧美有可能趁国际关系重新洗牌之机对中国“出手”

制衡，对中国政府和企业进行干涉。在北约帮助下的利比亚新政权获胜后，西

方国家在政治上会要求利比亚按西方的道路走，在经济上觊觎利比亚的油气资

源，并希望最大限度占领潜力巨大的利比亚市场。遏制中国的发展是西方国家

一贯的立场，因此，中国在“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此外，对于利比亚市场，中国与欧美国家有所不同。在和平时代，利比亚

与欧美国家有密切的经济关系；在战争中，它也需要从欧美购买武器。欧美国

家也是利比亚资本外逃的目的地，甚至可以冻结利比亚存在当地的资产。因此，

无论利比亚的战与和，西方在经济上都有利益。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在利比亚

的利益只在利比亚和平局势下才能实现。中国国家利益与利比亚的利益高度重

叠。中国在利比亚没有“打一派、拉一派”的政治利益，除要求利比亚尊重中

国国家主权和国家尊严外，最大利益就是商业利益。在贸易上，中国出口的是

民用商品，建设的都是民用工程。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中国的商业利益最大化，

就需要利比亚保持统一和尽快实现和平。但从目前看，利比亚新政权很难较快

恢复稳定的社会秩序：首先是因为利比亚的先天不足，它是一个由 140个部落、

部族组成的国家，部落政治是其政治重建进程中的巨大障碍；其次，新政权建

设困难重重，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国家的和平稳定。因此，中国恢复在利比亚的

经济利益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能源领域 

能源是利比亚的经济命脉，其国民经济 80%以上来源于此。战争使整个国

家的基础设施遭严重破坏，经济发展受重创，因此，战后利比亚的经济重建必

将始于能源。利比亚虽然油气资源丰富，但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国外先进技术

和设备，由此，利比亚未来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能源外交。 

战争期间，在利比亚工作的外国石油公司工作人员纷纷撤离，导致石油生

产基本停滞。战后，为及时获得重建资金，新政权会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吸引外

国投资者回归，以尽快恢复生产。同时，新政权为获得国际社会的更多支持，

也会以石油合作作为外交筹码，加大与政治大国的能源合作。预计战后不久，

利比亚将会效仿伊拉克，重新开始油气招投标活动，资源国为主导的油气合作

模式仍将维持。当前，利比亚国内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卡扎菲倒台后，新政权

缺乏一位能够服众的强势人物，国家难以短期内恢复稳定；各项政策难以出台，

党派间内耗严重，很难实现国家的有效管理，外国投资者也会面临较大政策和

安全风险。 

长期以来，利比亚与西方国家在能源领域各取所需，利比亚大部分油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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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开发权都掌控在西方国家手中。此次战争中，新政权的胜利离不开北约联

军的有力协助，这些西方国家在战后必然期待新政权对其“回报”。它们希望参

与并“指导”利比亚战后重建过程，从而在未来的利比亚打下深的烙印。利比

亚与西方国家经济交往的深入发展也将使双方的外交关系朝着更加亲密的方向

发展。因此，中国公司进入利比亚的能源开发领域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在卡扎菲执政时期，利比亚石油工业和油气合作被卡扎菲家族控制，卡扎

菲的个人态度对外国投资者在该国的油气合作影响很大，这导致中国石油企业

未能顺利进入利比亚石油的上游勘探开发领域，主要以工程技术服务为主。卡

扎菲政权的倒台可能打破中利石油合作的僵局，或为中国企业重入利比亚石油

上游领域打开大门。预计新政权会在西方的帮助下建立一套新的油气合作机制，

虽然部分政策会对西方石油公司更为有利，但新竞争机制也会使中国公司的处

境明显改变，能够有机会更加平等地参与利比亚的石油合作。 

  从中长期看，利比亚国内局势的趋稳将给中国公司带来难得的合作机遇。

中国石油企业在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方面都拥有强大优势，适时发挥优势有

可能实现对利油气合作的实质性突破，这将是对中国能源外交的重要考验。值

得一提的是，中国与西亚北非石油国家的合作中有一个亮点，即参与当地石油

开发是不添加任何政治附加条件的单纯的经济合作。利比亚新政权与中国在能

源领域的合作有望实现深入发展。  

   （二）承包工程领域 

十多年来，中国许多工程建设企业承揽到的大多数项目均在中东，且盈利

面较好，是因为中国企业在中东市场有发展优势：1.整体综合实力强。与多数

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工程建设企业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工程建设、人员素

质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与发达国家比，中国在设计、采购和施工人工成本方

面占有较大优势；2.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工程建设能力强，履约信誉好。多家中

国企业都被列入世界知名 500 强企业，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声誉；3.中国的集

团公司在资金、技术、人员、工程经验、外交等方面具备整体综合优势；4.许

多中国工程建设企业具备投资、融资能力。国际工程承包市场总的趋势是需要

承包商融资承包。 

在利比亚战前，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的承包工程项目占据整个利比亚承包工

程市场的 80%以上。中国高性价比的人员与技术工作符合利比亚国家建设的需

要，在战后重建中将不可或缺。利比亚的国家重建离不开中国企业，尤其是在

建筑工程承包领域。在利比亚战后，中国曾在利比亚实施承包工程项目的企业

首先要面对的是索赔问题。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承建的大部分是住宅和道路等民

生工程，业主方是利比亚政府。战乱过后，最终的当政者都有赔偿战争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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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义务，这是国际惯例。未来的索赔将是中资企业与利比亚新政权共同协商

的结果。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副主席阿卜杜勒·哈菲兹·古贾于 2011年 8

月 16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全国过渡委员会”将尊重卡扎菲政权时期与中国企

业所签下的所有合约，欢迎中国企业重回利比亚以完成在建工程，并希望中国

在利比亚重建及两国的全面合作中发挥作用。利比亚和中国共享着巨大的经济

利益，在结束卡扎菲长达 42年的统治之后利比亚更需要中国。①利比亚“全国

过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石油和财政部长阿里·塔古尼也于 10月 11日在的黎

波里表示，利比亚当局愿意与任何国家开展经济合作。②  

在利方作出上述表态后，一些中资企业纷纷开始就原有项目的索赔事宜及

重返利比亚恢复建设做相关准备工作。总体看，中国公司重返利比亚恢复业务

尚未开始，目前还处于准备阶段，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尚未采取具体行动。

据目前利比亚的情况，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最急需恢复，如水电供给、油气管

道疏通、交通通讯恢复等，而住房、铁路等建设项目暂时还无法顾及。因此，

中国企业将根据利比亚的现实需要有计划、分步骤地重返利比亚市场。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必将长期坚持。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直接进入已

被西方企业占领的成熟市场是不现实的，而只能继续深入发展中国家市场。未

来的利比亚市场潜力巨大，包括原本在利比亚没有项目的很多中国企业都在密

切关注利比亚局势，随时准备进入。中国必将在利比亚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

并获得自身经济利益。 

   （三）商贸领域 

战后利比亚基础设施严重损毁、民生凋敝、商品匮乏，甚至生活必需品也

供不应求。中国商品种类齐全、层次多样，能满足不同阶层的需求。在利比亚

国内形势稳定和对外交通线路恢复后，将有大批中利商人从事两国间贸易，惠

及两国人民。中利两国民间商贸将遵循从利比亚战后民生基本需求→国家建设

需求→服务需求的顺序逐次恢复。在未来更加稳定和开放的利比亚，双方民间

商贸往来将迎来比战前更大的发展。 

 

四、中国应对利比亚变局的几点建议 
 

战争使利比亚国计民生皆受重创，这给外国公司提供了更多商机。但利比

                                                        
①《利比亚反对派称欢迎中国企业重回利比亚》，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8/19222 
32.html。 
②《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海外项目续约》，http://www.nbfet.gov.cn/zhuanti/index.php/zhuanti/view 
/id/74328/su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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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政权更迭后并不会立刻迎来繁荣，目前中国企业还不宜马上返回利比亚市场，

需要多一些冷静和观望。此战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成为中国企业未来在利比

亚的发展乃至实施其“走出去”战略的深刻教训。中国可从以下几方面深入分

析、理性应对利比亚变局： 

   （一）全面参与利比亚战后维护稳定，提升自身地位 

对于企业和个人而言，祖国都是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坚强后盾。应对利比亚

变局，中国应积极参与利比亚战后维护政治稳定与经济重建工作，体现出一个

大国应有的责任、贡献和影响力，为今后的中利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中国政

府适时宣布承认利比亚执政当局，这是中国在利比亚问题上采取的一个“重要

步骤”和“积极举措”，对双方关系的发展大有好处。这表明，中国愿在未来利

比亚重建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会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把福祉带给利比亚人

民。此举既有助于保障中国在利比亚的利益，也有助于中国参与利比亚的战后

重建。中国一贯坚持公正、合理的外交立场，利比亚各方对此清晰可见。中国

也拥有强大的经济建设实力，可继续加强对利比亚各种形式的援助，同时发挥

自身特有的合作平台与机制，如“中非合作论坛”和“中非发展基金”等，加

强对利比亚的投资与合作。 

利比亚重建需要中国的资金和技术，未来双方的合作将从新起点上重新开

始。尤其在以前合作中相对薄弱的石油开发领域，鉴于中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

利益和战后利比亚的新特点，中国在利比亚和非洲的石油外交应作出必要调整，

体现出一种积极外向的大国姿态，从而在中东“有所作为”，在个别国家和地区

问题上力争“大有作为”。 

   （二）海外投资保持谨慎，加强投资风险评估 

在经历了西亚北非的动荡之后，中国企业将更加重视对海外投资风险的评

估和控制。为此，中国承包商会、商务部等相关部门可适时面向企业举办关于

国际安全局势分析和应对措施的讲座，以应对新安全形势的挑战。过去中国企

业“走出去”更多依赖经验，现在应在企业走出去之前对对象国进行充分调研，

并作出详细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如遇突发政治或社会动荡事件时，应急机制能

否跟上，应收账款的管理、设备的保全维护有无预案，这些都是在项目实施前

需要考虑的问题。中国经济在利比亚战争中遭受巨额损失，充分暴露出风险管

理意识不足的弊病。中国当下正在从资本输入大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大国。但资

本输出过程中面临欧美发达国家的苛刻壁垒，中国公司不得不转向安全环境差、

市场不规范且极易发生战乱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中国公司在西亚北非不断

面临投资安全的威胁，这些都促使中国企业思考确保投资安全的途径和制定风

险管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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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长时间内难以摆脱动荡局势，而该地区又是世界油库，中国需要那里

的油气资源，所以去利比亚等国家参与石油开发是必然选择。中国企业应防范

风险，充分认识风险的存在并加强论证，在此基础上，主动进入，稳妥运作。 

   （三）组建专业化海外工程建设队伍，提高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 

中国一些工程建设企业开拓海外工程市场时，存在缺乏连续有效的发展规

划、经验少、人才缺乏、力量分散等问题。对此，可发挥特、大型企业综合优

势，适时组建专业化海外工程建设人才队伍，更加深入、细致地掌握海外工程

管理理念和模式，有层次、分重点地开拓海外市场，最有效地承揽并执行好各

类工程项目，取得应有的经济效益。此次从利比亚大规模撤侨的果断行动带来

的赞誉并不能掩盖中国企业亏损的窘境。从中国的对外政策，到专业的海外工

程队伍，都应对不同危险程度国家或地区制定差异化的进入和保护策略，并为

海外投资预留足够的保护空间。 

   （四）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利比亚变局后的挑战 

中国数十家在利比亚有承包工程项目的企业重返利比亚的首要任务，就是

对战争造成损失的索赔。目前应注意搜集在利比亚承建工程期间的采购清单、

清关清单、完成工程量报表、垫付资金清单、银行转账单等资料，以便为将来

索赔做好准备。 

在索赔问题上，中国企业应紧密团结，集体而非个别同利比亚新政权达成

索赔协议。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大利益。否则，利比亚政府可能对不同公司

区分对待：实力强且在利比亚项目做得好的公司会获得满意的赔偿结果，很快

重返利比亚并投入其重建工作；另一些实力较弱，或原本在利比亚业绩平平的

企业就可能得不到满意的理赔，由于利比亚政府的基本重建需求已满足，不在

意这些企业是否继续其工作。这样的话，将有一些中国企业在利比亚遭受的损

失可能难以挽回。为此，成立专门对利比亚政府的索赔机构极有必要，在各个

中资公司完成损失统计之后，所有中资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与利方进行交涉。中

国企业重返利比亚后，还应统一加强项目驻地的安保工作及在利工作的统筹协

调，以免再次造成损失。 

   （五）密切关注利比亚局势发展，牢牢把握商机 

建议中国企业从现在起做好与利比亚经济合作前期准备工作。密切跟踪利

比亚局势发展及新政权对外政策走向，全面掌握利比亚石油资源和基础设施建

设需求相关情况，做好参与利比亚重建合作的人员和物资准备，一旦时机成熟，

大胆进入，抢占与利合作的主动权。 

   （六）灵活应对，随机应变 

中国工程建设企业对不同的对象国可采取多种形式、灵活政策，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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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优势。对于海合会国家，其资金丰富、法律法规健全、规章制度严谨，且

西方国家处于垄断地位，宜联合欧美大企业，走分包之路。针对特大或大型项

目，建议多家企业在原料供应、市场销售、资金运作、工程建设、实施管理等

方面全方位联合；对于另一些中东国家，如利比亚，经济不发达、规章制度不

规范、工业基础落后陈旧，许多项目急需上马但缺乏资金，可采用总承包方式。

另外，依靠投资、融资承揽工程建设项目是当前国际工程承包的通行做法。 

 

结语 
 

中国与利比亚曾在多领域有长期友好合作。利比亚战后重建的大幕已拉开，

中国希望进一步发展和利比亚各方面的经贸合作，并愿意和国际社会一道为未

来利比亚的重建发挥积极作用。对于利比亚，新政权要获得最大程度的国际支

持，就不能绕开中国；对于中国，利比亚是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油气资源国。

目前中东事务处于全球事务的中心，中国在未来利比亚重建中的作为，不仅关

系到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切身利益，也是中国进一步介入中东事务、施展大国

影响力的契机。目前利比亚已成为世界大国博弈的试验场，中国应该抓住机遇，

积极应对各种挑战，以维护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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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dhafi regime was overthrown through Libya War. Libya’s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were badly affected. China, as a key trade partner, has 

energy demand from Libya, and there exist not only trade ties but cooperation on 

large contract projects. The situation in Libya will inevitably bring about not only 

impact on China’s economy but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future 

cooperation of economy and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hina should 

positively be facing the changing situation in Libya, obtain benefits while avoiding 

disadvantages, and show an image of a great country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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