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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视角既是中国参与中东经济事务的难点，也是中国扩大国际影响的着力点。以全球视角

参与中东经济事务的含义有二：在具体层面上，应正视与中东国家经贸关系存在的问题，从推动双边关

系的平稳发展来实现整体顺利参与；从整体角度看，中国应以中东经济事务为平台妥善处理与世界大国

关系，推动能源领域的国际化和市场化。中国需从石油美元视角审视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币值问题，超越

“瓜达尔港式”命题，加速向国际社会的全面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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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属陕西省教育厅 2007年人文社会科学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后冷战时期中国参与阿拉伯事务的框架 

与重点”（07JK128）的前期成果。 

 

伊斯兰世界主要组成部分是中东地区，它涵盖了当代世界的交通枢纽、战略要地、主要石油

生产国和输出国，构成了影响国际力量配置的重要势力。同这些国家发展良好经贸关系，已成为

中国“大周边”外交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之一，中国有必要以新方式参与中东经济事务，既以

全球化视角处理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巩固与中东国家良好的政治互动，又以中东经济

事务为平台处理与世界大国的关系，平衡中国的外贸结构布局。在维持自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

时，渐进地树立体系内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逐步实现全方位融入国际社会的目标。 

 

一、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关系面临的问题 
 

1.中国参与中东经济事务的现状与前景 

就现阶段中国参与中东经济事务而言，由于中国与产油国经济结构方面具有较大互补性，双

方不易在宏观面产生摩擦。然而双方经贸往来主要集中于原油贸易，在联合项目和技术分享方面

合作有限，具体操作上尚存在一些问题。石油是推动双边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2006 年，中国

与沙特、阿联酋、伊朗、科威特的贸易额分别达到201、142、140 和 28 亿美元，同比增长25.3％、

31.83％、40％和 68.9％。在中沙 2006 年的 201 亿美元双边贸易中，沙特对中国出口约 150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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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是少数对中国保持顺差的贸易伙伴。
①
但两国间存在着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没有直达货轮特别

是定期货轮，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两国贸易。此外，伊朗政府非常重视非石油产品对华出口，在贸

易统计中不把对华原油出口计为进出口平衡项目，因而要求中国增加进口其非石油产品，以保持

中伊贸易的相对平衡。 

然而，当中国商品进入非产油国市场时，不仅存在市场准入和贸易逆差等宏观问题，具体操

作层面的问题也逐步凸显。例如在 2006 年，也门伊斯兰融资与投资银行塔兹分行涉嫌对中国企业

进行金融诈骗；阿联酋的哈米德发展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则恶意拖欠中国劳务公司应得工程款。

两公司均被我驻外使馆通报，并列入拒绝与之合作的黑名单中。可以肯定地说，这类贸易纠纷并

不是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往来中的新现象，之所以在当前显得格外突出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与

中东国家经贸联系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出现具体贸易纠纷的可能性日益加大；二是中国越来越以

经济视角而不是政治视角参与中东经济事务，对于经贸联系中出现的问题，既不刻意淡化，也不

人为扩大，基本能够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由于任何新兴市场的成长都需要一个培育期，所以企业自身的主动性和政府促进作用以及二

者间的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企业方面，中国出口公司应该高度重视中东市场，不要将之作为次

品和清仓产品的出口地，应在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上多下功夫，不可因短视而造成市场份额流

失。实际上，中东多数国家对产品质量十分挑剔，在沙特家具市场上，设计新颖的中国家具就因

质量低劣而致使市场占有率从 2003 年的 70％下降到 2005 年的 30％。相关商会、协会应该加强对

国内相关产业的指导，让国内公司更深入地了解中东市场，利用自身优势深入当地市场调研，加

大对国产知名品牌的支持和宣传力度。 

相关政府部门应着眼于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加速同海合会（GCC）等区域经济组织的自由贸易

谈判，将之作为参与中东经济事务的一个战略步骤；加强对出口产品的质量监管，采取适当措施

维护我国产品质量，促进对外贸易健康发展；不断完善有关政策，鼓励更多公司，特别是知名公

司到劳动力便宜、法律法规健全的中东国家建立公司，扩大对中东国家的出口，并借此向与该国

签署贸易协定的其他国家出口。如被商务部列入“中心”序列进行管理的卡塔尔中国投资贸易促

进中心，就旨在落实“走出去”战略，为中国与卡塔尔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企业往来提供综合性

服务；伊朗的中国商贸城，则希望为中伊之间的中小项目合作提供平台，给在伊朗的中国商人提

供必要帮助，从而建立一套规范，以约束中国同行之间的恶性竞争，促进团结。 

2.中国与土耳其、埃及的经贸往来 

近年来，中土双边贸易增长迅速，贸易额从 2000 年的 12 亿美元增长到 2006 年的 102.5 亿美

元，年均增长 30％，但贸易不均衡现象严重。土耳其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显示，2006 年中国向土

出口 95.53 亿美元，自土进口 6.93 亿美元，分别增长 38.7％和 26.1％。预计 2007 年中国将超过

英、法、美三国成为土第四大贸易伙伴。
②
与此同时，土方对与中国再创新高的 88.6 亿美元的贸

易逆差反应强烈，土政府将这种不平衡归因于关税、WTO 规则等因素，因此对中国怀有戒备之心。 

中土经贸关系的紧张状况集中表现为土耳其对中国产品的倾销指控。中国产品自 1979 年首次

遭遇外国倾销指控以来，到 2005 年底时已受到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指控，总共达 663 起，位

居全球之首。其中发达国家 329 起，占总数的 49.62％；发展中国家 299 起，占 47.1％。
［1］
从 1995

年到 2004 年底，中国遭受了 412 件反倾销调查，被认定倾销指控成立而被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案件

                                                        
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xyf.mofcom.gov.cn/aarticle/date/200701/20070104306980.html。 
②参见中国－土耳其经贸合作网，http://www.ctc.mofcom.gov.cn/ciweb/ctc/info/Article.jsp?a_no=63986&col_no=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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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98 例，分别占全球总数的 15.56％和 18.06％，这两个比例与我国占全球 5％的贸易额比例极

不相称。在对我国提出反倾销调查较多的国家和地区中，除美、欧、加、澳外均是发展中国家。

在中东地区有土耳其对中国产硫化橡胶、以色列对中国产切割砂轮等案例。其中土耳其是 WTO 成

员国中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十个国家之一，所发起的 89 件反倾销调查中有 34 件直接针对中国：

2004 年 8 月，土对中国彩电进行反倾销调查立案；2005 年 2 月，土针对中国 42 类纺织品而采取

的措施开始执行，土耳其国展中心原定对中国纺织企业的招商活动被迫推迟；2005 年 6 月，土耳

其在世贸组织成员国间散发阻止纺织品贸易自由化文件，其中有 6 段涉及对中国的公开指责；土

耳其以中国纺织品对土市场造成威胁为由，从 2006 年起对中国 44 类纺织品实施配额限制措施；

2007 年 3 月，土对自中国进口的硫化橡胶传送带征收每公斤 5.04 美元的高额反倾销税，中国应

诉企业未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待遇。 

紧张的中土经贸关系的主要原因是：首先是经济结构类似，土对外贸易大部分集中在纺织品、

地毯、皮革等轻工产品上，现有服装企业 1.2 万家，从业人员 500 万，纺织品服装行业在土国民

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而中国商品或多或少与其构成竞争；其次是目标市场重叠。虽然土

耳其与欧盟缔结了关税同盟，对欧出口无配额、无关税，欧盟也是土耳其的第一大纺织品服装出

口市场，但与中国同类产品相比，土耳其的竞争力稍逊一筹；最后是政治因素作祟，土耳其一直

谋求加入欧盟，因此紧步西方发达国家后尘，对我纺织品采取严厉限制措施，以趋同于某些西方

国家。
［2］
 

尽管中土经贸合作屡受挫折，但中国商务部对中土经贸合作前景态度乐观。中国重视与土耳

其发展平衡的贸易关系；呼吁土耳其企业、商会和相关机构积极开拓中国市场，通过在华举办招

商会、推介会和研讨会等活动宣传土企业和商品；希望土方对中资企业到土投资给予配合，采取

措施帮助中国投资者了解土投资环境和政策法规。在具体行动上，商务部已经着手研究在土设立

“投资贸易区”问题，鼓励位居世界前 225 家工程承包企业行列的 50 家中国企业和 20 家土耳其

企业整合优势，共同开拓双方市场和第三国市场；组织包括中化集团和五矿集团在内的 11 家中国

大型企业代表团前往土耳其采购商品，举办主题为“促进土耳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研讨会。

2007 年 3 月，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组团访问了土耳其，与土公共工程部、交通部、能源与自然

资源部、国家计划署和土承包商协会进行了对口会谈。土耳其方面也在积极努力改善双边经贸。

2006 年 9 月，负责贸易和海关事务的土国务部长图兹曼率 150 人的企业代表团访华，就土未来几

年内在电站、石油管道、公路、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方面的近千亿美元投资项目，与中国企业

探讨如何进一步合作，承诺为中土双方企业的合作提供便利。2007 年 2 月，图兹曼在土耳其独立

工商业家联盟大会上发表讲话，不再指责中国对土存在的大量贸易顺差问题，而是强调应重视合

作和取得共赢；表示土耳其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一个机遇而不是威胁；认为随着土耳其向中国出

口的稳定增长，土中贸易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土政府对发展同中国

经贸合作关系的立场有所转变。
［3］
 

贸易不平衡问题在中国与埃及的经贸往来中也比较明显。2006 年的中埃贸易总额是 31.93 亿

美元，中国出口 29.76 亿美元，增幅达 53.9％，进口 2.17 亿美元，增幅 2.8％。
①
中埃经贸的这

种不平衡由于中国企业对当地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冲击而被放大。以中国造斋灯进军埃及市场为例。

斋月期间悬挂斋灯的习俗已上千年，在开罗出现了一批专门制作斋灯的手工艺人，他们用黄铜制

                                                        
①参见中国－埃及经贸合作网，http://www.cec.mofcom.gov.cn/ciweb/cec/info/Article.jsp?a_no=68931&col_no=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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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斋灯设计独特，手艺精湛，经久耐用。在畅销本国的同时，这些斋灯还出口阿拉伯海湾国家。

然而，这些传统手工艺人却无力承受中国斋灯进入开罗市场的冲击。中国斋灯都是流水线作业，

批量生产，而埃及斋灯均出自手工作坊，有的甚至还沿袭 19 世纪的简陋工艺流程，所以规模和产

量都受到限制。虽然中国斋灯大多缺乏伊斯兰特色，塑料和玻璃纤维的质地也决定它大约只能使

用一年左右，但相对于埃及斋灯每盏上千埃镑的售价，中国斋灯每盏仅 20～40 埃镑（约合 4～7

美元）。这一巨大的优势使中国轻易地占领了埃及市场。2005 年，埃及从中国进口斋灯花费了 200

多万美元。价廉物美的中国斋灯尽管有助于减轻埃及人在斋月期间本已沉重的经济负担，但却对

当地手工艺人的生存造成了巨大冲击。
［4］
 

中埃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的需尽早从经济方面着手解决。2006 年 10 月，埃及宣布承认中

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贸易领域给予中国企业公平待遇。埃及贸易和工业部甚至专门成立了

“中国战略办公室”，希望中国更多投资者到埃及投资，同时也鼓励埃及企业走向中国市场。2007

年 3 月，中埃第一届贸易救济合作会议在开罗举行。出席会议的高层领导有埃及贸工部部长拉希

德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双方都试图推动中国企业扩大从埃及进口幅度，缩小贸易顺差，

促进中埃经贸合作关系持续、全面、平衡发展。拉希德希望此次会议能够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

在 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签署的各项协议，加快双方在苏伊士湾西北经济区建立

中国工业区的步伐，促进埃及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以改善两国目前的贸易状况。高虎城率十余家企

业访埃，称赞双边经贸合作的良好发展，表示乐见中国产品受到埃及消费者的接受和欢迎，希望

中国消费者喜欢的埃及产品能够出口到中国市场。高虎城认为两国目前的经贸合作机制能够解决

双方的贸易问题。他承诺为埃及产品的对华出口提供政策便利，也希望埃方为在埃中国企业提供

更多的市场信息和更好的服务。
［5］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商品依然会凭借低廉成本的价格优势走向世界市场，而土耳其、埃

及等中东非能源输出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更容易受到中国产品的冲击，并导致贸易摩擦不断。

这种结构性矛盾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与中国贸易摩擦中较强的政治意味形成了鲜明对比，因

此，中土、中埃之间的贸易摩擦其实是发展中国家与中国贸易争端的一个缩影，中国与发展中国

家的贸易摩擦正在考验中国的贸易增长方式。从长远看，这种短期阵痛有助于中国外贸结构的调

整，中国真正需要改变、也能够改变的是自身外贸结构而不是外部世界。 

 

二、以中东经济事务为平台处理与世界大国关系 
 

中东地区因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石油资源而成为 20 世纪大国争夺的主战场之一。在从英

法殖民、美苏争霸到今天美国主导下的中东新秩序中，中国出于传统文化、实力和意识形态等原

因，对中东地区采取相对超脱的旁观立场，对中东地区现有地区秩序的形成没有产生大的影响。

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对中东事务的参与同对主导中东地区世界大国的态度密切相关，较少涉及

经济方面的考量。冷战期间，中国在中东地区没有重大利益，其中东政策也显得较激进而空洞，

对待中东事务的立场也因游离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而前后迥异，历经“以苏划线”、“两个拳头

打人”、“以美划线”、“独立自主”等不同时期。 

冷战结束以来，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使中国的利益边疆逐渐延伸到了中东地区，经济利益考

量在参与中东事务时的立场选择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虽然与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存在着某

种矛盾，但总体上看，中美在中东地区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如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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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动荡和混乱根源、确保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的合理与稳定等。在具体行动上，中国协助美国调

查恐怖分子在中国银行的资金，承诺向阿富汗和伊拉克分别提供 1.5 亿美元和 2500 万美元援助，

为支持新组建的伊拉克政府而准备灵活处理萨达姆时期拖欠中国的 70 亿美元债务，为达尔富尔地

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美国、联合国共同支持非盟在苏丹的维和行动等。在 2006 年 5 月举行的

“世界经济论坛”中东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兼驻埃大使吴思科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东地区的

和平、稳定与发展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息息相关，他要求积极关注和应对中东地区的政治与经济

局势，构筑围绕中东问题进行对话交流、增进了解并推动中东发展的重要平台，认为国际社会的

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必将为中东恢复政治稳定和实现经济振兴提供良好的条件。
［6］
 

1.能源领域的国际化和市场化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石油并非天生的负担或财富，而是一件可以深入挖潜的商品。在全球化

时代，石油的政治味再浓厚也仍然是一种可以买到的商品，其主要交易场所还是国际原油市场，

成熟而稳定的市场运作机制比拥有油田更能保障能源安全。既然能源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中

国在参与国际能源再分配时就应以合作姿态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与世界各国共担风险，努力消

除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不信任和猜疑；正确看待中国公司在国际化道路上的坎坷，超越能源领域看

待能源外交，通过与对象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多层次交流，最终实现和谐的能源

合作。 

中国自身“小马拉大车” 的能源状况，决定了必须从外部寻求能源供应，但因为受制于体制

和经验等因素，中国一直在国际原油市场上处于被动地位。对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而言，石油的

对外依存度还会继续升高。在与中东地区的能源合作中，中国公司的能源投资从苏丹、也门等边

缘地区渐次靠近世界油库，正经历着一个从“两厢到中心”、从“配角到主角”的过程。其中，沙

特、苏丹和伊朗是值得关注的几个国家。苏丹和伊朗是难点，沙特则是亮点。沙特是世界上原油

储量和出口量最大的国家，在地区和国际政治层面的境遇较优越，是中国寻求能源安全的首选。

事实上，沙特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占中国全部石油进口量的 1/6 左右。2003 年以来，双方

能源领域合作发展态势良好，各自在对方领域的投资都比较活跃。沙特阿美、中石化和埃克森美

孚的合资协议在 2007 年 3 月得到正式批准，合资项目包括经营 750 个加油站与泉州炼油化工厂，

总投资额约为 50 亿美元，是中国第一个炼油、化工及成品油营销全面一体化的中外合资项目。与

此同时，沙特拟在天津和青岛投资数十亿美元项目，也与中方伙伴初步达成协议。
［7］
 

没有石油行业的市场化，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能源安全。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向

国际社会承诺：三年内放开成品油零售市场，外国企业可在国内开办加油站；五年内放开成品油

批发市场，外国公司可在国内营建油库、码头和销售网络，进行成品油批发业务。按照这一时间

表，2004 年 12 月，中国开放了成品油零售市场；从 2007 年开始，《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和《原

油市场管理办法》相继实施，酝酿已久的新成品油定价机制获重大进展，且原油销售与仓储市场

也向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种企业开放。2007 年 5 月，包括一家民营企业在内的 8家企业经商务

部批准获得成品油批发经营资格，中海油和中化集团成为最大的获益者。这意味着沿袭多年的“国

家统一配置原油资源，中石油、中石化集中批发成品油”的原有格局开始瓦解，国内成品油市场

油源和经营主体多元化、品牌和服务差异化的市场竞争格局已初步形成。商务部方面还进一步表

示，无论所有制形式、内外资企业，只要符合有关规定，都可以申请成品油和原油的批发、仓储

经营。
［8］
 

成品油批发市场的全面开放，将进一步加快中国石油产业链下游市场化进程。而下游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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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将进一步推动整个石化产业链的市场化，从而推动中国现代石油市场的建立。截至 2006 年底，

列入世界 500 强的大型石油石化公司几乎已全部在中国投资建厂或设点，进入了除批发以外的上、

中、下游各个领域。
［9］
对一直处于垄断地位的四大国有石油公司而言，它们真正的竞争对手不是

国内同行业的民营油企，而是两类真正的潜在对手：一类来自欧美的石化行业巨头，它们拥有中

国企业亟需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第二类来自产油国，它们拥有上游渠道优势。两类对手的共

同点都是“挟器自重”，希望中国在国内市场上作出让步。 

2.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升值的石油美元视角 

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两大发动机之一，其巨额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问题吸引了全球的关注，

也因此成为美国等西方大国经常敲打的对象。孤立地看，超过一万亿美元的中国外汇储备确实是

个问题，但如果从全球金融市场的角度看，则会得出另一个结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

受惠于国际油价的持续高走，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和非 OPEC 成员在内的最大 22 个产油国，

2002～2006 年五年之间的累积顺差可能达到 1.7 万亿美元，大大超过了中国的 0.7 亿美元顺差。

美国在 2007 年 6 月发布的经济报告称，过去 5年，海合会六国累计约有 1.5 万亿美元境外投资，

其中约 1万亿美元用于进口，5420 亿美元投入资本市场；美国吸引了海湾六国一半以上的境外资

本，超过 3000 亿美元，比“9·11”事件以前有所增加。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OPEC 国家 2006 年的经常账户盈余可能达到 4000 亿美元，比 2002

年增加三倍以上，而同期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常账户盈余总计约 1880 亿美元。相

对于石油出口型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产油国的外贸顺差就显得更大。中国 2005 年的经常账目

盈余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而同年，沙特、阿联酋和科威特的平均顺差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 30％，中东石油出口国的平均数字为 25％。目前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石油美元估计有 8000 亿到

1 万亿美元，海合会六国仅在 2006 年就完成了 2000 亿美元境外投资，相当于美国当年外贸逆差

的 1/4。据称，仅 2006 年就有 200 亿美元的巨额海湾投资进入中国。作为一支庞大的金融力量，

中东产油国的巨额油元严重妨碍着全球贸易平衡，其严重性不仅在于它影响了国际资本流向，更

在于它的影响力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应有关注。
［10］8
 

中国的经常账目盈余以官方储备的形式出现，直接从美国经纪人手中购买美国国库券，不采

用人民币与美元的单一汇率而采用与一揽子货币挂钩的相对灵活汇率政策。与中国的相对透明政

策不同，很多中东国家把油元的投向当成国家机密，不希望被统计机构跟踪调查。他们所持有的

外国资产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以官方储备的形式出现，而是进入了秘密的政府投资基金，如通过

伦敦中间商购买美国债券来进一步掩盖债券的真正拥有者。国际清算银行因此无法掌握产油国

1999 年以来大量投资资金的行踪。海湾国家的油元大多直接或间接地流入了美国，仅沙特在 2005

年就输出了大约 1000 亿美元的盈余资本，美国 2005 年的资本输入也从上年的 6680 亿美元激增到

8000 亿美元，但在 2003～2005 年间，美国本地银行对外国人负债增加部分的 65％却来自于英国

和加勒比地区，这表明了藏匿倾向。鉴于现代资本市场的复杂性，这种资金泛滥可能会埋下各类

隐患，成为引发金融市场出现泡沫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由于大部分海湾国家的货币一直与美

元挂钩，因此尽管油价飞速上涨，产油国货币市场的汇率却一路走低，其货币估值实际上比人民

币还要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称，受美元贬值的连带影响，海合会国家货币的实际汇率在

2003～2006 年间下降了 12.5％，并导致了国内通货膨胀率的普遍上升。
［11］
 

3.超越“瓜达尔港式”命题 

瓜达尔港是巴基斯坦少有的深水良港，位于海湾到欧洲、非洲和远东地区海上交通枢纽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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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球能源产地和油气运输的敏感地带，完全建成后有望成为从红海、阿拉伯海、海湾通往亚太

地区的重要海上航站。1999 年 6 月，巴基斯坦谢里夫政府开始建设瓜达尔深水港，计划建成后出

租给美军做航母基地，中国港湾工程有限公司以 7000 万美元的价格夺得瓜达尔深水港工程第一标

段。瓜达尔深水港在 2002 年 3 月正式开工，由中港总公司总承包。在紧张的安全形势下，经过五

年的施工，2007 年 3 月，中方圆满完成了可以独立施工的所有单项工程。在揭幕仪式上，包括总

统穆沙拉夫、总理阿齐兹在内的巴方政要都 “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中国人民”，并特意在大理石

纪念碑上记载了为建设瓜达尔港而牺牲的三名中国工程人员的事迹。 

从中国援建瓜达尔港口伊始，就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中国，其中以美国和印度最甚。美国五

角大楼认为中国在瓜达尔港有战略意图，猜测中国正沿着以中东为起点的海上航道建立基地，采

取“珍珠项链”式战略来保护自己的石油运输；而印度也强调港口对中国具有的战略意义，断定

中国援建瓜达尔港有着满足能源利益和实现安全保障的双重目标，中国便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那

些真正对瓜达尔港感兴趣国家开展地缘政治争夺的“替罪羊”。 

在中东地区，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是另一个中国必须直面的“瓜达尔式命题”。一些国际非政

府组织将 2008 年奥运会和苏丹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灾难联系起来，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的

好莱坞明星法罗（Mia Farrow）把北京奥运称为“种族灭绝奥运”，一些人甚至呼吁抵制北京奥运，

认为“在一个薄弱时期针对北京的薄弱环节的压力运动，可以完成多年外交所不能及的事情。”
［12］

西方国家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将中国置于两难处境，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是苏丹石化行业的主

要开发者，它在 2005 年的资产总计、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折合美元分别超过 1450 亿、

867 亿、221 亿和 132 亿，而苏丹 2005 年度的 GDP 总共才 265.25 亿美元。在这样悬殊的经济数据

面前，可以肯定，中石油已经是苏丹社会中的重要存在。正是因为以中石油为代表的中国在苏丹

影响力的强大存在，美国苏丹问题特使纳西奥斯(Andrew Natsios)才会在就任后首访中国寻求支

持而不是去苏丹或非盟，苏丹政府才会在接待胡锦涛主席访问后正式宣布接受在达尔富尔部署联

合国—非盟混合维和部队。可见，中国已在苏丹形成了海外的最大利益区，因此无法在当事国发

生内部冲突时置身事外。但参与当事国的地方治理不仅违背了传统的外交理念，而且也超越了中

国现阶段的能力限度。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的主因还是其内部的发展问题，中国的影响只是解决危

机的一个因素而非全部，中国的全力介入或退出也不会必然地使危机得到全面解决或彻底消失。 

“瓜达尔式命题”提出了中国如何与“下游”国家交往并建立战略信任的全新问题。通过这

一命题向世界说明自身的发展决心与合作信念，将是中国维护和提高国家形象的重要工作。“上游”

国家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和话语权，与“下游”国家的交往问题常常在许多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被忽

视。但实际上，赢得下游国家的战略信任，是自下而上建立中国话语空间的一种良性渠道。瓜达

尔深水港的意义在于，它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中国在“走出去”时参与建设的工程。

鉴于中国“走出去”的步伐往往首先落脚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只有解决好“瓜达尔式命题”，才

能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新的机遇和条件。
［13］
 

 

三、趋势：全面融入国际社会 
 

2005 和 2006 年，中国与全体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分别是 512 和 662 亿美元，与大中东国家

的贸易额总共是 736 和 1005 亿美元，虽然增长迅速，但较之同期中国与欧美 4289 和 535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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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额仍逊色许多，当然更无法与同期中国对欧美的 1617 和 2585 亿美元贸易顺差相提并论。①

因此，中国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决定了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外交的工作重点仍然是美欧等西方

大国，尽管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但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中东国家现在仍只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

事务整体棋局中的“配角”。与此相应的是，中东国家对参与中国经济事务也抱有类似的看法，沙

特等国在原油出口中的“东贵西贱”等不平等做法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心态的体现。 
20 世纪是中国真正发展的大时代，特别是在最后二十年，中国主动融入了国际体系的进程当

中，逐步成为国际体系内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和可预见的塑造者，展现出在国际社会中积极、

建设性作为的意愿。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博弈中，中国的多边主义旗帜和经济外交行为，不仅

代表了中国在新时期对国际关系本质的新理解，而且是探求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体现。自加入世

贸组织以来，中国以更为主动和积极的态度，先后参与了上合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与东盟

自贸区谈判、中国与海湾自贸区谈判、“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多项多边经济外交活

动。在此过程中，中国不仅外汇储备在 2006 年底突破了 1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

的国家；而且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创造出了一种“有利于贸易发展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既为自身贸易体制确定了开放的框架，也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实现了共赢。
［14］
 

当今世界，维护和强化彼此间的共同利益是世界体系内所有参与者共同面临的挑战。中国发

展的成功、规模和影响都显示了中国跟其他主要国家在维护国际体系、加强世界安全、促进世界

繁荣和增加新的机会方面拥有共同的利益。特别是近几年，高速增长的经济持续扩大了中国在国

际事务、尤其在全球经贸领域的影响力。而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大量具体行动，也在客观上为加

强现存的世界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希望中国成为利益相关者不仅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愿

望和要求，也是中国寻求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的必由之路。 

“一个按照国际规范行事的中国，其行为是可信赖的，容易被预期的，并且是负责任的，这

也是大国在国际关系中一种重要的软权力”。
［15］15

中国参与中东经济事务时的对象，有时并不是单

一的中东国家，例如将中国与苏丹正常能源合作政治化的主要幕后推手就是某些西方势力，阻碍

中国和伊朗深化经贸联系的因素也主要来自美国。尽管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

外部环境来推动自身经济成长，但政治与经济的复杂关系以及中国参与中东经济事务对象的多重

性，既决定了中国成为“利益相关者”道路的曲折和坎坷，也决定中国在现阶段处理中东事务时

的最佳选项——尽量化解涉及国家利益的国际纠纷，避免有关问题尖锐化并最终波及中国。鉴于

中东地区集中了大量世界性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在深化与中东国家经贸联系的同时如何缓解

西方国家的压力，也许是中国在中东事务领域面临的最主要挑战。不过，假如中国在参与中东经

济事务的国际博弈中，学会用规则保护自己，并用规则合法地去追求更多的利益，提供更多高品

质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公共产品，进一步塑造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则不仅有利于

降低外交成本和通过多边渠道使自己的主张合法化，而且有利于减轻我们所面对的战略压力，营

造良好的外交环境。 

 

 

                                                        
①文中数字是笔者综合计算得来。2005、2006两年，中国与欧盟国家的贸易额分别是 2173和 2723亿美元，中美
贸易额是 2116和 2627亿美元。同期中国的总贸易顺差分别是 1018.8和 1774.7亿美元，其中对欧盟国家贸易顺差
是 701.2和 1142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是 916.6和 1442.6亿美元。同期中国与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以色列、
塞浦路斯的双边贸易额，2005年是 42.4、100、48.7、30、2.6亿美元，2006年是 52.47、140、102.5、38、17亿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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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 Perspective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Middle East Economic Affairs  

WANG  Meng 
 
Abstract     Participating in the Middle East economic affairs within the global framework is not only 
one of the problems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but also an essential point of extend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China’s particip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by two ways. Specifically, China 
should notice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economy and trade with Middle East countries, so that China can 
have a full participation by means of promoting a smooth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Viewing 
from global perspective, China should handle well the big power relations with Middle East affairs as the 
focus, and boost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of energy field. China also should address the 
issues of trade surplus and RMB currency value and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Gwadar Port” 
phenomenon, with a view to speed up China’s full 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 Words   China’s Middle East Policy; Global Perspective; Middle East Economic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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