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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经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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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贸易长期维持着以制成品换原油的格局，近年自海合

会国家的非油气商品进口迅速增长，其中主要是石化产品。海合会国家石化产品将冲

击中国市场，国内有关石化企业应积极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非油气进口商品的

增长将加剧中方逆差，可以扩大服务贸易等方式平衡双边贸易。中国在海合会国家的

承包工程业务正向大型化发展，但原有廉价劳务优势在逐步减弱，应尽早实施属地化

经营。海合会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中海自贸区谈判不宜久拖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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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合会国家是中国重要的原油进口来源地，也是中国传统的劳务输出和工

程承包市场。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经贸合作中，政治互信是保障，经济互补是

前提，互为市场是基础，能源合作是支点。 
 

一、双边经贸合作特点 
 
（一）贸易 
1. 中方长期逆差 
2011 年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为 1337.32 亿美元，2000～2011

年年均增长 26%① ，快于同期 19.7%的总进出口年均增长率。中国与海合会国

                                                        
① 数据来源：EPS 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http://www.epsnet.com.cn）；本文采用的数据除

单独标明外，其余进出口统计数据均来源于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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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进出口贸易额占中国进出口额总额的比重较低，2011 年为 3.9%。与沙特、

阿联酋的贸易额占了中海贸易额的七成以上。中国自海合会国家进口额最大的

是沙特，对海合会国家出口额最大的是阿联酋。 
2000 年以来，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贸易中，中方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且逆差

额迅速增长，2011 年达 399.8 亿美元，主要来自沙特和阿曼，主要因为原油进

口。中国与阿联酋的贸易中处于顺差。①值得一提的是，阿联酋对中国的逆差较

为特殊，中国商品在阿联酋的竞争力可见一斑，但近年面临着来自印度等国的

强烈竞争。 
2. 以制成品换原油 
中国自海合会国家进口的商品品种不多且较为集中，主要是矿物燃料、有

机化学品、塑料及其制品。2011 年，中国自海合会国家进口 868.6 亿美元，其

中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的进口额为 711.9 亿美元，占比为 82%。十

几年来，矿物燃料进口约占中国自海合会进口总额的 80%，其中绝大部分是原

油，中国原油前 10 大进口来源国中，海合会国家约占三分之一。 
中国对海合会出口商品品种繁多，主要是制成品。2011 年中国对海合会国

家出口 468.76 亿美元，主要商品有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80.5 亿美

元），占比 17.2%；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71.6 亿美元），占比 15.3%；

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37.8 亿美元），占比 8.1%。 
3. 非油气商品进口增长显著 
中国从海合会国家非油气商品的进口增长较快，增速超过从其原油进口和

进口总额增速。2011 年中国自海合会国家非油气商品进口额为 156.7 亿美元，

2000～2011 年年均增长 31.7%，同期中国自海合会国家的进口年均增长率为

26.7%。中国自海合会国家进口的非油气商品中绝大部分是塑料及其制品、有

机化学品等石化产品。 
 

表 1  2011 年中国自海合会国家进口商品构成 
②
(金额:亿美元;占比：%)  

 

 矿物燃料 有机化学品 塑料及制品 其他商品 合计 

进口额 711.9 84.8 50.7 21.2 868.6 

占比 82 9.8 5.8 2.4 100 

                                                        
① 中国商务部统计资料。 
② 根据 EPS 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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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对海合会各国贸易依存度较低 
一国对另一国的贸易依存度指的是一国对另一国的进出口额在另一国进

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值介于 0～100%之间，值越大，表示贸易依存程度越高；

若为零，表示双方无贸易往来；若为 100%，表示前者仅与后者有贸易往来。

按表 2 的显示，中国对海合会各国的贸易依存度都很低，最高的沙特为 1.5%。

海合会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相对较高，最低的卡塔尔为 3.45%。 
 

表 2  中国与海合会各国相互间贸易依存度指标
①
（单位：%） 

 

  沙特 阿联酋 巴林 卡塔尔 科威特 阿曼 

2009 1.5 1.0 0.0 0.1 0.2 0.3 中国对

海合会 2010 1.5 0.9 0.0 0.1 0.3 0.4 

2009 15.2 4.0 5.5 2.2 3.9 12.8 海合会

对中国 2010 12.06 6.49 3.99 3.45 9.56 18.88 

 
近几年海合会进口市场规模在 4000 亿美元左右，中国对海合会出口尚有巨

大的提升空间。尽管中国自海合会国家的原油进口在不断增长，海合会国家在

中国原油市场的份额仍低于其在全球市场的份额。综合中海货物贸易现状、海

合会国家非油商品的出口潜力及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等，中海货物贸易有着

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经济合作② 
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渠道。海合会

国家有着雄厚的石油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庞大，是全球最大的工程承包和

劳务市场之一。中国在海合会国家的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业务发展态势良好。  
1. 承包工程合同额、完成营业额迅速增长 
截至 2010 年底，中国在海合会国家承包工程合同总额 504.8 亿美元，完成

营业额 306.6 亿美元，分别占中国在全球承包工程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的 7.2%
和 7%；同期的劳务合作合同额 1709.29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1452.24 亿美元，

分别占中国在全球额度的 2.25%和 1.97%。 
2. 承包工程业务趋于多样化、大型化 

                                                        
① 2009 年指标转引自林桂军：《中阿经贸关系发展进程 2011 年度报告》；2010 年度指标根

据 EPS 世界贸易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 
② 本节统计数据源自中国商务部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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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在海合会国家的承包工程业务正向多样化、大型化发展，承揽的

项目逐步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向劳动与技术、资金密集型相结合转变。承包工程

业务范围从初期的普通房建、路桥建设等扩展到技术性较强的各类工业、能源、

通讯、石化等高技术领域。 
3. 中国对海合会劳务输出结构总体无变化 
中国对海合会国家派出的劳务人员主要是承包工程项目的建筑工人、制造

业工人、餐饮业员工。2010 年，中国在海合会国家各类劳务人员为 62432 人，

比 2005 年增长了 1 倍多，但仍以建筑工人为主，占比为 82%，护士、医生、

软件工程师等技术型劳务占劳务总数比例仍较小。 
4. 双向投资规模较小 
目前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双向投资规模较小，双向投资存量不足 40 亿美元，

这与双方的对外投资能力极不相称。目前双方正在探讨及准备实施天然气勘探

开发项目、炼化一体化项目、烯烃生产项目等，这些项目投资规模较大，双向

投资金额有望快速增长。 
在与海合会的经济合作方面，中国企业的竞争实力是根本，与海合会良好

的双边政治关系是保障，经贸合作的机制建设是推手。中国与海合会之间周期

性的高层互访是推进双边经济合作的催化剂。 
 

二、中国与海合会经贸合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中国在海合会国家的根基浅于其他主要竞争伙伴。 
中国直到 20 世纪九十年代才完成与所有海合会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欧

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则远远早于中国。20 世纪三十年代起，海合会国家正是借

助欧美才开始了石油勘探开发。欧美企业及商品牢牢占据海合会国家市场近半

个世纪之后，中国企业和商品才开始向其进军。由于经济腾飞较早，日本、韩

国的商品和企业也较早打入海合会市场，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经贸合作的根基要

大大浅于发达国家。 
第二，互补性不等于合作性。 
中国和海合会国家的经济互补性是双边经贸合作赖以快速稳定发展的基

础。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商品品种大大超过海合会国家，海合会国家比较

优势极强的矿物燃料等，中国则不具备比较优势，中海双方在资源和市场方面

有较强的互补性。但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与海合会国家具有同样的互补性，中

国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强劲竞争，互补性仅只是双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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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基础，合作性有赖于双方共同努力。 
第三，海合会周边地区局势不稳。 
阿以冲突、伊朗核问题等给海合会所处的海湾地区经济形势带来一定负面

影响，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竭力干预、介入该地区国家事务，

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海双边经贸合作。与海合会国家的经贸合作

必须具备一定的风险意识，但这种意识不必成为我们与该地区开展业务的障碍，

毕竟作为全球重要的能源供应地区，包括欧美在内的世界强国都不愿意看到这

一地区发生短期或长期动荡。  
第四，中国商品和企业在海合会国家的宣传力度不够。 
以家电产品为例，中国民族品牌对海合会国家的出口十几年来虽有增长，

但占据海合会国家主要家电市场的仍然是欧美日韩的品牌。欧美日韩品牌在当

地早已深入人心，这就需要我们为开拓市场付出更多努力。除在海合会国家举

办的商品博览会、推介会等传统手段外，中国企业可考虑通过当地主流媒体等

加大国产品牌的广告宣传，并通过建立良好的营销和售后服务网络来赢得海合

会国家消费者的认同，另外中国中央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可以成为民族品牌走

向阿拉伯市场的助推器。 
第五，海合会石化产品将冲击中国市场。 
中国石化行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资源短缺的制约，但中国拥有庞大的

石化产品消费市场。海合会国家的石化产品的成本优势远远超过包括中国在内的

许多国家的产品。对比沙特、中国主要石化产品的生产成本，沙特乙烯、聚乙烯、

乙二醇的成本仅有中国的 29%～30%，聚丙烯稍高，为中国的 75%。①中国—海

合会 FTA 一旦签署 ，随着关税的下调，海合会石化产品将大量进入中国市场，

国内一些石化生产企业轻则利润缩水，重则停产倒闭，故应及早着手准备迎接

不可避免的挑战。 
第六，中国廉价劳务优势在减弱。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内人均收入的提高，中国原有的廉价劳务优势相

对减弱，印巴、东南亚劳务不仅价格低廉且通用英语，在语言上具有优势，周

边也门、苏丹等阿拉伯国家劳务人员与海合会国家属同一民族，更受到当地青

睐。我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劳务合作目前面临较大挑战，外派企业在派出劳务的

工资待遇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一方面可通过提高我国劳务的技术素质、

务工能力等；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应该在劳务属地化方面下功夫，企业在获取

                                                        
① 余皎：《中东石化工业发展对中国市场的影响》，载《当代石油化工》，2009 年第 11 期，

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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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合同后，可考虑在当地雇用外籍劳务，这种尝试将增加对管理人员的各种

要求等，但可降低作业成本，并能为当地常住外来人口解决就业问题，将为海

合会各国政府和业界所欢迎。另外，我们还需要改善外派劳务人员结构，减少

体力劳务，增加技术型劳务的输出。 
第七，中国企业间协调力、产品竞争力等需进一步提高。 
中国企业在贸易和工程承包业务方面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内部协调和合作机

制，在与海合会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各自为战，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的经营质量

和效率。中国出口产品种类繁多，但缺乏拳头产品和品牌产品。我国的制造业

产业结构需要继续优化，制造业水平有待提高。中国制造业产业的升级、国际

品牌的形成自然会带来中国出口从量到质的增长。 
第八，应继续加强诚信建设。 
少数国内商家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海合会国家资金充足，海合会企业和商

家不善管理，与对方的合作敷衍了事，甚至恶意欺诈，时常出现以次充好、有

背诚信的行为，虽然为数不多，但严重影响中国商品和企业整体形象，延误中

国企业合作商机，甚至在部分海合会国家引发对中国商品的信任危机。诚信建

设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市场都须高度重视。 
第九，中海自贸区建设必要且迫切。 
自贸区建设等互利互惠的制度化平台是我们可采纳的促进中海双边经济、

政治关系的重要工具。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自贸区谈判目前已进入第九个年头，

担心自贸区建成后，海合会石化产品将冲击国内市场是中海自贸区进程的主要

障碍之一。海合会石化产品的大量涌入会给国内相关企业带来负面影响，但主

要冲击和挤压的是日本、韩国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从整体看，中海自贸区建设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利大于弊。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不宜久拖：目前，海合

会与欧盟、日本、印度、韩国等国也展开了自贸区谈判，巴林、阿曼已与美国

单独签署了自贸协定。尽早签署中海自贸区协议，可有效规避贸易转移产生的

负面效应，同时可使我们抢得先机，在各方面赢得更多的战略主动，为未来双

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作好铺垫。 
 

三、促进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经贸合作的建议 
 

（一）贸易 

1. 在继续加速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努力提高中国出口商品附加值的

同时，借助当地主流媒体增加中国民族品牌商品在海合会国家的广告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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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央电视台阿语频道也应担负起提高国产品牌在海合会/阿拉伯国家知名

度的使命，协助扩大我国产品和企业在海合会/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促进中国

与包括海合会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发展。 

2. 海合会国家均为君主制国家，许多欧美品牌及企业都是通过王室成员打

入当地市场，但王室家族庞大，应审慎选择有资质的王室成员或其他社会名流

作为产品的销售代理，长期不能打开市场的产品应重新审视原有销售渠道及思

路。 

3. 可考虑通过扩大军火贸易及增加和拓宽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等措施来平

抑货物贸易的中方逆差，促进双边贸易的均衡可持续发展。海合会各国军事力

量较弱,所处地区安全局势十分严峻，海合会国家常年有庞大的军火采购，据

1999～2006 年世界军火贸易情况的统计，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

国家国际武器输入大国的地位一直没有变化。
①
中国的军品生产已具备一定的实

力，以军贸平抑民贸不失为良好的选择。服务贸易方面中国银行在巴林、阿联

酋设立了代表处，中国工商银行在阿联酋设立了一家全资子银行和一家分行，

在卡塔尔设立了分行。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等国的银行在华开设了分支机

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和东方航空公司开通了与阿联酋的直航，

南方航空公司开通了至沙特的直航，阿联酋、卡塔尔、开通了与我国的直航。

我国已将阿联酋等列为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国。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服务贸易同

样前景广阔。 

（二）经济合作 

1. 培育和增强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规范企业在国外的行业竞争，倡导良

性竞争。 

2. 提高外派劳务的务工技能、整体素质，同时中国企业应尽早考虑实施劳

务属地化经营和管理；增加技术型劳务和管理人员的输出。 

3. 海合会国家常年高温、日照充足，可以技术投资等与海合会国家共同开

发太阳能等新型能源；海合会国家工业化程度较低，可通过可适用技术的转让

协助海合会国家发展出口导向型生产企业，促进海合会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4. 与海合会国家联合成立中海投资基金，进行双向投资或在第三国投资，

在促进各自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升双边经贸合作关系。 

总之，海合会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的重要性和地位显然远远超过了其他阿

拉伯国家。加强与海合会国家的经贸合作，不仅可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也有

                                                        
① 姚惠娜：《欧盟对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第 70 页。 



 

 57 

助于实现我国在中东地区政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海合会国家油气和非油气商

品的对华出口尚有增长潜力,其庞大的货物进口和工程承包需求对中国商品和

企业无疑是不可多得的良好市场。此番阿拉伯政坛剧变更凸现了海合会国家在

阿拉伯世界的魄力和作用。目前中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面临着新的挑战，应积

极推进中海自贸区等制度化平台的建设，充分利用经贸合作这一杠杆来促进双

边政治关系的发展，与海合会国家结成相互依靠的牢固的战略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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