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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沙两国经贸合作虽起步较晚，但互补性较强，发展空间广阔。沙特已成为中国在西亚非

洲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沙特第二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市场。沙特作为中国实施“走出去”

发展战略的理想市场之一，也是中方企业开拓海湾市场的主要窗口。当前中沙两国经贸合作的特点是：

经贸合作全面、快速发展；贸易互补性强；进出口发展不平衡；相互投资起步较晚。随着两国友好关

系的加强和两国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双方的经贸关系也将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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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属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课题“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国际环境比较研究”子课题

的阶段性成果。 
 
2008 年以来，沙特历经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原油价格剧烈波动、迪拜债务危机和中东政治局

势动乱的考验，经济不但保持平稳，而且呈增长趋势，是全球少数几个成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和

政局动乱冲击的国家之一。究其原因，沙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贸易条件、促进经济多元

化、加强经济竞争力、实行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保证经济总体运行良好，主要经济指标显示沙

特经济在地区和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中均保持了积极发展的势头。
[1]107

随着世界经济回暖和国际

原油价格持续上扬，沙特经济增长态势明显。作为西亚非洲地区贸易额最大、经济规模最大、对

外投资最大的国家，沙特投资环境良好，实行自由贸易和低关税政策，没有外汇管制和贸易壁垒，

政府也出台了多项政策大力鼓励外商投资合作。特别是在 2005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沙特进行

了多项经济改革，以便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和寻求吸引外资投资。据世界银行报告，2010 年在包括

183 个国家在内的世界最佳营商国家排名中，沙特名列第 11 位，较前一年提升一位。在西亚和北

非地区，沙特仍居第一位。
[2]
沙特政治和经济局势的稳定为其经贸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和沙特经贸合作虽然起步较晚，但互补性较强，发展空间广阔。尤其自 1990 年两国建交

以来，双边经贸关系得到了快速、稳定的发展，双方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合

作水平不断提高，贸易、能源、工程承包、人力资源开发、技术合作和相互投资等诸多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日益增多，两国企业在能源、工程、通信等领域的合作发展尤为迅速。如今，沙特已成

为中国在西亚非洲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沙特第二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市场。沙特是

中东最大的市场，其健康发展的经济走势和快速增长的人口总量提供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同时，

能源经济的优势也保证了沙特具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沙特的资源、资金和中国的技术、市场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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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因此，沙特是中国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理想市场之一，也

是中方企业开拓海湾市场的主要窗口。下文从中沙双边贸易、中沙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中沙投

资合作等三个方面对中沙经贸合作进行分析。 
 

一、中沙双边贸易的发展现状 
 
中国和沙特的民间贸易始于 20 世纪五十年代。1956 年，中国外贸部组团访问了沙特，在吉

达举办了中国商品样品展览会，这是中国大陆官方首次组团访沙。1976 年，沙特商人首次出现在

中国的广交会上。1982 年，双边贸易额突破 1 亿美元。
[3]911990 年建交后，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

发展迅速。特别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依托战略性友好关系的不断深化，双边经贸合作实现了新

的跨越式发展。2008 年，中沙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创纪录的 418 亿美元，比建交之初增长了 144
倍，提前两年完成了中沙两国元首曾于 2006 年提出的、到 2010 年实现双边贸易总额 400 亿美元

的总体目标。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 年中沙双边贸易总额仍然达到 326 亿美元。2010
年，中沙双边贸易再创历史新高。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沙 2010 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创纪录的

43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7%，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国对沙特出口额达到 103.7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5.5%，继 2008 年后第二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中国从沙特进口额达到 328.1 亿美元，同比

增长 39.2%。
[4]
（见下图） 

2000～2010 年中沙双边贸易总额示意图（单位：亿美元）
①
 

 
 

 
 
 
 
 
 
 
 
 
 
 
2010 年 1 月，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率政府经贸代表团访问沙特，在中沙两国政府第四届经

贸联委会上正式提出 2015 年实现双边贸易额 600 亿美元的目标，为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规划了美

好前景，也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
[5]
目前，中国对沙特出口的主要商品为计算机及相关产品、

通讯设备及产品、纺织、家电、建材、家具等，其中部分产品已占据沙特市场较大份额。从沙特

进口的主要商品有原油、乙二醇、液化天然气、初级形态的塑料和钢材等资源和原料性产品。沙

特货币总局（即沙特中央银行）在其《2008 年年鉴》“对外贸易”一章中特别指出：“最近几年自

中国进口规模持续快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产品质量提高且品种齐全，同时与其他国家进口

商品相比，具有很强的价格竞争力。”
[5]
在原油贸易方面，2010 年沙特仍是中国原油进口来源第一

大国，从沙特累计进口原油量为 3666 万吨，占中国当年进口总量的 15.32%。沙特已经成为中国

在海外最主要和最稳定的原油供应国之一。两国在炼化、石化等能源下游领域合作也取得积极进

                                                        
① 资料来源：根据《阿拉伯世界研究》杂志 2000 年以来相关论文章的数据综合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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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目前，中沙能源合作正朝着机制化、长期化方向发展，已初步形成原油贸易、油气领域上下

游工程合作和相互投资三位一体的能源合作新局面，成为双边关系中的突出亮点。
[6] 

 
二、中沙工程、劳务及投资合作 

 
中沙两国在工程承包、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具备科技和劳动

力优势，在工程建设上竞争性较强。沙特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国，而且也是最具增长潜

力的承包工程市场。自 1997 年沙特对华放开国内劳务承包市场以来，中方承包工程总量提升迅猛，

中资公司在沙工程承包业务已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在中沙两国战略性友好关系和两国政府基础

设施领域建设合作协定的积极推动下，沙特已成为当前中国最为重要的海外承包市场之一。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开拓沙特市场除了通过承揽能带动劳务输入的工程项目外，还应对沙特市场进行

深入细致的调查，选择合适的劳务代理及适当的合作业务，选派业务过硬的人员，逐渐扩大合作

范围。
[7]1312010 年，我中资企业在沙特承包劳务市场各项业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中国驻

沙特大使馆经商处发布的《2010 年沙特承包劳务市场统计年报》显示，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在沙特市场开展各类业务的中资企业共 108 家，同比增长 22.72%；中资企业在沙商务人员存量共

约 17000 人；中资企业在沙特承包市场的在建项目存量共 80 个，合同总额 123.35 亿美元，同比

增长 9.82%。2010 年全年，中资企业在沙特承包市场共新签约项目 45 个，合同总额 44.61 亿美元，

同比下降 24.51%；估算完成营业额共约 40.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31%。
[8]
中资企业在沙特建设

的项目涵盖铁路、码头、通讯、路桥、房屋建设、水泥及石化生产线建设、石油勘探、钻井服务

等多个领域。 
在相互投资方面，随着沙特产业界日趋看重中国市场潜力，沙特对华投资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经济商业外事司的数据，截至 2007 年 10 月，沙特在华直接投资企业 59 家，总

投资额 58.5 亿美元，注册资金 20.8 亿美元。沙特对华投资从 2004 年起持续显著增长，沙资企业

数量以年均 20%的速度增加，目前沙特在 200 个对华直接投资的国家中位列第 65 位。沙特对华投

资企业资金雄厚，平均每个企业达 928.5 万美元，其主要投资领域集中在石油、天然气、生产加

工部分原材料等方面。
[9]
近年来，沙特石油美元已陆续进入中国能源、轻工、金融、房地产等市

场，但沙特的对华投资与其对外投资能力以及中国吸引外资的总量都不成比例。可以说，沙特资

本进军中国市场才刚刚起步。与此同时，很多中国企业也开始到沙投资兴业，并将沙作为通向中

东地区市场的桥梁。沙特方面也表示欢迎中国投资者到沙特对基础建设、能源、资源、工业生产

等领域投资。沙特已批准的中方投资总额达 85 亿美元，然而实际投资总额不足 4 亿美元，这一数

额相比中国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相比微不足道。中国公司的能力及经验可以很好地服务

于沙特当地市场，特别是在沙方最为关心的培训及人力资源合作领域。
[10]  

对中国企业而言，沙特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各经济领域未来都有较多的投资机会。沙特正在

加快发展本国的石化工业及城市建设、交通、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实力和技术优势的中国企

业可借此机遇到沙参与相关项目。沙特投资总局在其网站上公布的三大类鼓励性投资行业包括：

以能源为基础的产业（包括石化行业、净化水与发电业、冶金行业三个方面）；交通运输业（包括

铁路、港口、码头、道路等）；信息通讯技术产业。
[11]

制造业、金融业、电信业和交通运输业是沙

特未来经济发展当中具有相当潜力的行业。其中，制造业将成为今后几年中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

金融业是另一个颇有前途的行业，沙特将进一步进行金融改革，加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力度，加

强国际间金融合作，吸引外资更多地流入沙特。信息咨询产业是沙特发展最快的产业，在 2010
年沙特经济增长率 3.6%中，信息通讯产业贡献了其中的 19%。

[12]
此外，近年来沙特建筑市场也呈

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对沙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沙特在建项目有 68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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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金额 6950 亿里亚尔（1853 亿美元）。2011 年沙特建筑项目总额可达 860 亿美元。
[13]

沙特工业城

管理局正研究一项规模庞大的工业城扩建计划，拟新建 30 座工业城，同时扩建现有工业城。2011
年该局拟开发 5 座工业城，另有总面积 7000 万平方米的 6 座工业城将在未来五年内逐步开发。中

国的企业在这一进程中有相当多的机会，比如承包业务。工程承包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国

企业在这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
[14]

在沙特外商直接投资可享受沙特政府颁布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措

施，而外商在沙特政府规划的六座经济城和两座工业区①内投资则可享受到沙特政府提供的更加优

惠的投资待遇。沙特投资总局局长达巴赫博士在迪拜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沙特计划在能源、交

通及教育领域引入 5000 亿美元外国投资。具体而言，至 2020 年以前，沙特能源产业需要近 3000
亿美元外资，该产业包括石油化工、矿产开发、水电等；交通领域引入外资规模在 1000 亿美元左

右，包括扩建机场、码头、铁路网及物流中心等；教育领域引入外资规模同样约 1000 亿美元，包

括教育、生命科学及信息技术等。
[15]

沙特商工大臣阿卜杜拉·本·阿里瑞泽 2010 年 12 月访华时

表示，沙特已启动一项国家工业战略，集中关注中小企业、知识产业和工业集群化的发展。他希

望中国投资者抓住这个机会进军沙特市场。
[16] 近年来，中国和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各国都把低

碳经济、绿色产业作为新一轮经济政策调整的重点，双方可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展联合研发等方式

不断深化投资合作。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企业迅速成长壮大，中国企业对

沙特的投资规模和水平定会跃上新的台阶。 
 

三、中沙经贸合作的特点及其意义 
 
综上所述，中沙两国经贸合作的特点可概括为：（一）两国经贸合作全面、快速发展。随着中

沙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两国已经从原来单纯的商品贸易发展到相互投资、工程承包和劳务等广

泛领域的合作。两国 20 世纪五十年代便开始进行经贸往来，但是直到八十年代贸易额才超过１亿

美元。进入新世纪后，两国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00 年贸易额达 27 亿美元，2010 年增至 431.8
亿美元，10 年时间增长了近 16 倍；（二）贸易互补性强。中沙两国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互

补性强。中国从沙特进口的商品品种相对单一，主要是石油和石化产品。中国向沙特出口的商品

种类繁多，覆盖范围很广。②目前，随着中国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出口商品结构正在得到逐步改

善，向沙特出口已由最初的低附加值加工产品逐步转向科技含量较高的 IT 产品、通讯设备等；（三）

进出口发展不平衡。近年来，随着中沙贸易额迅速扩大，中国对沙特的贸易逆差也不断加大。中

国对沙特的贸易逆差由 2001 年的 13.7 亿美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224.4 亿美元，增长了近 15 倍。中

国从沙特进口不断扩大、原油价格急剧上涨，以及中国对沙特的出口未能同步增长是导致贸易逆

差扩大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能源需求的增长，中国从沙特进口原油的数量

将不断增加，贸易逆差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因此，我们需要制定长远的规划来进一步扩大出口，

促进双边贸易平衡、稳定发展；（四）相互投资起步较晚。中沙两国企业的相互投资刚开始起步，

投资项目虽然不是很多、金额也不是很大，但却有极大的发展潜力。目前，双方正在研究和探讨

的合作项目也很多。中沙双方一致认为，在已经取得的经贸成果基础上，加强投资合作、扩大双

向投资将是下一阶段双边经贸合作的主要增长点。 
中国与沙特建立战略性和全球性的经济伙伴关系对双方而言都至关重要。中国是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是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沙特是西亚和北非地区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也是在世界上举足

                                                        
① 六座经济城为：拉比格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麦地那经济城、吉赞经济城、哈伊勒经济城、塔布克经济城、阿

赫萨经济城；两座工业区为：朱拜勒、延布工业区。 
② 2010 年，中国出口沙特的主要商品如下：石油机械、采油或气用管道、空调（含氟）、电视机、蜂窝传送和

接收装置、机械零部件、钢结构及部件、客车及货车轮胎、木质卧室用具、釉面砖、非针织服装以及含涤织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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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的能源大国。中沙双方在经贸方面，尤其是能源领域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自 1993
年中国成为石油纯进口国以来，石油资源战略安全就已成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战略的重点考虑。

与石油大国沙特建立长期、稳定的经贸合作关系，对确保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能源的稳定供应至关

重要。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和中国对石油需求的不断增加，中国从沙特进口的石油和石化产品还

将不断增加。此外，中沙两国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工程建设等也将随着石油贸易的增加而不断扩

大。而对于沙特来说，作为石油进口大国的中国的分量也不能小觑。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与沙

特的石油需求安全同等重要。除此之外，在商品进出口贸易方面，中国是商品出口大国，而沙特

则是商品进口大国，战略互惠关系显而易见。沙法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翰·斯法基纳基斯（John 
Sfakianakis）撰文称，中国应当成为沙特的战略伙伴，沙中关系不仅取决于世界经济格局，更受

沙特国王阿卜杜拉陛下“亲近中国”和“东向”政策和观念的影响。沙中关系的基础，一是沙特

认为中国将不断在世界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二是由于沙特可以凭借自身优势，成为中

国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沙特通过生产附加值、知识型经济等方式来发展自己的工业基础，中国

必将在今后若干年中因推动沙特经济的发展而成为沙特重要的合作伙伴。
[17]

近年来，沙特所属的

海合会经济发展势头强劲。随着海合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作为其中最大的成员，沙特对其

他海湾五国在贸易、金融等各方面的辐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切实把握沙特在海湾六国的核心地

位，紧密跟踪海合会的一体化进程，将为中资企业巩固在沙特的市场地位，并进一步开发海湾市

场提供重要契机。 
 

四、结语 
 
展望未来，中沙双方应挖掘潜力，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扩大双边贸易，优化贸易结构，推

动双向投资，建立贸易救济合作机制。同时，应扩大双方的市场开放程度，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进程，并加强在 WTO 等多边舞台的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方还应

采取各种积极有效的措施促进提升中沙贸易水平，一方面提高中国对沙特出口商品的质量和技术

含量；另一方面更多进口沙特非资源类的产品，使双方的贸易结构更趋平衡。此外，在双方关心

的国际问题上相互协调配合，也对中沙经贸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

在 2010 年中国－沙特经贸联委会第四届会议上就进一步扩大中沙经贸合作提出五点建议：一是扩

大贸易规模，优化商品结构，力争使中沙贸易额在 2015 年达到 600 亿美元；二是巩固两国在能源

领域的战略性合作，保持长期稳定的原油贸易，并在天然气开发、石油工程、石化等方面加强合

作；三是深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中国愿发挥在工程建设领域的优势，积极参与沙特电力、交通、

医疗等建设项目；四是建立贸易救济合作机制，妥善处理贸易摩擦；五是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推

动中国与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
[5]  

当前，中沙都处于经济发展的快速增长时期，依托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两国高层互访频繁，

企业合作不断加深，商会、协会和民间团体等多层面交流进一步加强，为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步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中国国内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逐步调整，大批企业

需要“走出去”寻找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和更有效地利用两种资源，

加大互补优势配置，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中沙两国都有扩大经贸合作的强

烈愿望，随着两国友好关系的加强和两国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双方的经贸合作关系也将进入

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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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audi Arabia 
 

LIU Lei 
 

Abstract    Although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audi Arabia started late, 
it has a broad space for development. Saudi Arabia has become Chin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in the 
West Asia and Africa, while China is Saudi Arabia’s second largest importer and fourth largest export 
market. Saudi Arabia is one of the ideal markets for China’s “going out” strategy, and is also the key 
window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develop the Gulf market. The current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characterized as: the cooperation is comprehensive and growing rapidly; 
bilateral trade is complementary; import and export developments are not balanced; mutual investment 
starts.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oth countries,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will enter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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