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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湾地区是世界最大能源基地之一，从战略和经济安全等方面与海湾六国进行长期合作，

将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海湾各国虽有充裕的资金、大量的待合作项目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技

术、装备、材料和人才奇缺。因此，中国企业进入海湾六国市场从宏观和微观上都有着重要现实意

义。随着中国与海湾经贸合作新局面的逐步形成，中国企业将面临着如何更好地与海湾六国进行有效

合作的严峻考验，为此，本文将提出几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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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前，大多数中国公民对海湾六国非常陌生，但随着石油出口、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及卡

塔尔多哈亚运会的成功举办，海湾各国也声名远扬。海湾六国包括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

尔、巴林和阿曼，总面积为 267 万平方公里，人口 3500 万。截至 2005 年，已探明石油储量为
665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 37.5%，天然气储藏量 41.11万亿立方米，411亿吨石油当量，占世界
总储量的 23.4%［1］

，为世界最大的能源基地，被称为“黑色的多瑙河”。全球 40%的石油交易
产生于该地区。中国是世界第二能源消费大国，在战略与经济安全等方面与海湾各国进行长期合

作，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  
 

一、中国与海湾六国贸易现状 
 

事实上，每天有上千位中国和阿拉伯工商企业界人士搭乘六条航线——泰国、阿联酋、卡塔

尔、国航、国泰、南航班机穿梭在中国与海湾六国及周边国家上空，这已不是《一千零一夜》般

的神话故事，而是中阿双边经贸交流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在海湾六国生活、工作、经商的中

国侨民、同胞已超过 11 万人，而海湾地区每年出访中国的人数以 30%的速率增长，现已突破 3
万人次，以科威特为例，2001年中国大使馆发放签证不到 2000份，2004年为 5000份，2005年
达 7000份，2006年突破 11000份，这些还不包括拥有多次往返签证的人士，来访者 80%是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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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界人士。①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中阿双边商贸交往的势头强劲。另据中国商务部的相关统计

资料亦反映了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近况：② 
 
 2001年（亿美元） 2004年 2005年 2006上半年

沙特 40.75 103.00 160.70 95.76 
阿联酋 28.30 81.46 107.76 66.99 
科威特 6.42 12.49 16.49 12.13 
阿曼 16.80 43.90 43.30 29.22 
卡塔尔 4.00 4.38 6.76 5.37 
巴林 1.30 2.13 2.56 1.56 
合计 97.57 247.36 337.57 211.03 

 
以上统计数据也表明了如下事实： 
1．纵向比较显示了 2005年的中阿贸易总额是 2001年的 2.5倍，年递增率达 35% ； 
2．横向比较又显示了中阿双边贸易总量远远超过中国与俄罗斯以及前苏联中亚国家之总

和，也超过了中国和印度的贸易总量； 
3．从双边贸易的内容看，中国主要进口石油、天然气（尿素、塑料化工原料），其中 2001

年进口石油 2035万吨、2005年 3757万吨、2006年将超过 4000万吨。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包括
机电设备、工程机械、建材、纺织和轻工产品等； 

4．近年来中国与海湾六国的经贸合作体现了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良好前景。原来预测，
中科贸易将在 2010年达到 20亿美元，但此目标在 2006年就已实现，仅到 2006年 10月底就已
达到 22亿美元，全年预计将达到 25亿美元左右。 

 
二、海湾六国市场的特点和趋势 

 
事实上，海湾有充裕的资金、大量的待合作项目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奇缺的是相应的技术、

装备、材料和人才。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一、从宏观层面分析，几十年的石油出口，尤其是近年油价的暴涨（2006 年突破 70 美元/

桶，是 2003 年的两倍）［2］22
，使海湾国家的丰厚收入大多转为巨大的外汇储备，仅沙特和科威

特两国就超过 1.1 万亿美元，另有大量的私人企业游资，总共达到 2 万亿美元。“9·11”事件
后，鉴于反恐形势的发展，海湾国家逐步撤回部分在美资金。据不完全统计，这笔资金至少有

3000亿美元。所以，海湾市场有充裕的资金可供利用以谋发展。 
二、自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海湾地区的安全问题暂时得以缓解，于是迅速形成了第二

次经济腾飞的建设局面，如今整个海湾地区如同一个大工地，各类大型工程在沙特、阿联酋、科

威特及卡塔尔陆续上马。据 2005 年 6 月的一份统计显示，海湾地区在施工的石油化工项目金额
为 1348 亿美元，建筑项目则有 550.8 亿美元，为此，科威特《政治报》于年底前发表报告分

                                                 
①参见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领事处相关数据。 
②该表一部分内容来自中国商务部：中国与西亚北非国家贸易统计

（http://xyf.mofcom.gov.cn/static/date/date.html/1），另一部分内容系作者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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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就吸引外资而言，沙特、阿联酋、科威特、阿曼等海湾国家已与埃及、英国等一道走在了世

界的前列，由此可见海湾地区经济建设规模和发展空间都很值得重视。 
三、在经贸方面，海湾地区市场上的各类产品及生产资料的 90%以上来自世界各国，基本不

存在反倾销的风险，这为中国优质企业提供了长远的发展契机，2005 年一年，中国向该地区出
口机电产品成套设备达 68亿美元，其中主要项目包括： 

1．2005年 9月，中石化上海工程公司与荷兰 AK公司组成联合体与沙特 SABIC签署了年产
40 万吨聚乙烯、40 万吨聚丙烯生产装置项目合同，总金额达 7.5 亿美元，［3］

且中方占资 50%，
现已顺利启动； 

2．中国葛洲坝水利工程公司在科威特水电部承包了三大水库工程，总金额 7000 万美元，
2006年已完工； 

3．十年前，徐工集团以阿联酋为基地开始与海湾国家进行合作，2001 年双方合作贸易额为
1000 万美元，2005 年达到 4700 万，2006 年将超过 8000 万，其市场已覆盖海湾、西亚及非洲
等； 

4．科威特当地一家公司于七八年前在国内定牌生产 WANSA 家电产品，其中电视、冰箱、
洗衣机、烤炉及加热器进口量连年增加，年总进口量达 7000 万美元，现在几乎所有科威特家庭
都拥有中国制造的家电产品； 

5．中国的机械设备、中小成套设备已在海湾地区逐步形成市场。以科威特为例，近几个月
依托无锡昌华机电、建发机械、张家港中原制管、广州力丰机械、浙江精工集团精英企业安装调

试了钢质灯杆生产线、焊接钢管生产线、钢板纵分及横切机组、液化气钢瓶维修、食品包装机械

手等十条生产线，目前另有在手项目的 8条生产线尚在洽谈合作进行之中，其中即将签约的项目
有年产 3 万立方米的中密度板生产线、年产 20 万吨钢锭的电弧炉炼钢及连续浇注生产线等。中
国企业为当地各行各业提供了精良装备和后续服务，也为经济配套发展增加了后坐力。 

四、海湾国家的政府和工商界十分重视对发展中国家的财力支持。这一点不容忽视。科威特

是第一个贷款给中国的海湾国家，20 年来低息贷款给中国地方政府用于各种公共设施项目，其
总额达 8亿多美元。2006年初又和广东省政府达成协议，将在珠海新建 1000万吨级的大型炼油
厂，科政府出资 50 亿美元，并提供全部原油。［4］65-66

科近年还购买了中国工商银行 7 亿美元的
债券，据说目前已获得利润回报。

［5］
另外，沙特政府已在厦门开始建造一座 1000 万吨级的大型

炼油厂，总投资 40 亿美元，也提供全部原油。事实证明，这些大型经贸合作对中阿双边的战略
性合作意义重大。 

五、早在 1981 年，海湾六国就成立了经济合作委员会，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2005 年统一
了地区关税。按计划，2010 年其将使用统一货币，那时将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海湾经济联盟，这
表明海湾阿拉伯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正逐步走向成熟。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集政经、能源和

资金为一体的世界级经济实体必然会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格局产生巨大影响，而海湾六国的

民族、宗教、语言、历史、文化及居民生活水平大体相近，因此，一旦形成真正的联合体，也许

将是第二个欧盟，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三、中国企业进入海湾六国市场的意义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机械加工的重要基地，比如，苏南地区星罗棋布的不同经济成分的

企业又初步形成了外向型的市场推进机制，成为日、韩、土耳其、印度、台湾地区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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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经贸的平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中国企业当前应重视进入海湾市场的深远

意义：  
一、宏观而论，每年中国从海湾地区进口 3000～4000 万吨石油［6］

，造成近年来中阿贸易逆

差不断扩大，2004年近 40亿，2005年为 62.29亿，2006年上半年已达 51.35亿美元。只有努力
增加机械设备、中小成套设备的出口，才能对贸易逆差起到积极的平衡作用，如 2005 年中国进
口 199.4亿美元，出口 137.65亿美元，出口商品中近 50%为机电产品，出口额为 68亿美元，若
能增加 30%的出口量，出口额便可达到 89.5 亿美元，外贸逆差将减少 20 多亿美元，即下降 1/3
的贸易逆差。这一点经过努力是能够做到的。 

二、微观来看，中国企业外向型的发展，不仅把机械设备带到了海湾地区，而且还提高了中

国企业对外服务的意识，实质上这是合作的升级，是一种技术投资性质的合资运行。该地区民族

工业基础相当薄弱，其配套性更是严重缺失，如普通金加工设备、中小成套设备都需中国派人去

安装、调试，培训当地工人。同时，客户对备品配件的需求也十分殷切，要求提供原材料及辅

料，如钢板、钢卷、涂料等。除了当地销售，客户需要的几乎是“一条龙”式的服务。显然，这

是中国企业效益的延伸，也是长期的服务效应。另外，海湾六国处在长期高温以及水质较硬的大

环境中，这又对中国企业在设备质量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激活了企业技术创新的不断进

步，使产品通过出口达到升级的目的，有利于促进中国企业的适应性发展，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

竞争力。 
 

四、对国内企业的几点建议 
 

面对中国与海湾地区的经贸新局面，结合多年来在海湾地区工作以及从事商贸活动的经验，

本文特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 
一、希望更积极、有针对性地组织地区机电行业的精英企业到海湾地区举行行业展览会和洽

淡会。规模不宜大，成员不必多，但必须有特色、有重点。每年举办一次并长期坚持。韩国历来

比较重视在海湾地区宣传本国企业，每年两次邀请当地客户去韩国参加展览会，包括提供免费机

票和住宿。中国也应采用不同方法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进一步推动工商企业界进军海湾地

区，架构双边经贸合作崭新的交流平台。 
二、随着大量的中国机械设备、中小成套设备进入海湾市场，当地用户最棘手的问题，是在

长期使用这些设备的过程中缺乏维修保养及备品配件的供应。如果当地设有中国机电设备技术服

务站为相关用户提供相应的服务方便，包括技术咨询、备品配件的采购、维修保养甚至订购新的

机械设备等，那将大大有助于中国产品进入海湾市场。据报道，中国南通江海机床公司于四年前

就在阿联酋与当地的贸易公司合作，成效显著。毕竟质量保证不在于书面和口头的承诺，而在于

落到实处。这也是中国企业诚信度的集中体现。 
三、我们国内的精英企业一定要强化自身的服务意识，如签约文件的严密性、质量管理的严

肃性、设备手册的完整性、备品配件供应的及时性、巡回维修服务的周期性等。在海湾，这些都

是企业的工作根基，甚至是其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这些环节的强化和改进，我们机械设备

的销售便不会遇到很大阻力。关键在于踏踏实实地做，每年一小步，十年一个新台阶，就一定会

在海湾地区打造出中国机电设备的好品牌。 
自古代丝绸之路起，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就一直有着友好往来、共同发展的传统。中阿两个民

族始终是朋友，从来不是对手。如今全球一体化的浪潮又为双方再度携手共创未来提供了前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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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发展机遇。“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这已成为刷新中阿每年经贸合作记录的共同心声。中

国与海湾六国的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将会为 21世纪的人类发展谱写全新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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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ulf region is the largest energy base in the world. It’s important for China to cooperate 
with six Gulf countries in the long te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security and economic security. 
The Gulf region has plenty of funds, projects and broad space for development, but lacks technology, 
equipments, materials and skilled persons extraordinarily.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macroscopically and 
microcosmically for China’s enterprises to enter the markets of six Gulf countries. Facing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Gulf region, this paper gives 
several proposals to China’s enterprises for their cooperation with the six Gulf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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