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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与中东国际产能合作的理论与政策分析

魏　 敏

摘　 　 要： 中东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外开展国际合作较早的区域。 本文基于对国际产

能合作的界定以及中国与中东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演进及特征的分析，从理论上探索

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途径和方式，同时对中国与中东开展国际产能合

作的现实基础、重点领域以及相对成熟的产业领域进行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与中东产

能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正日益从传统工业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向商业零售、金融、通信

和旅游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拓展，而中东国家的国情状况、发展阶段和特征、竞争优势

等因素影响着中国和中东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未来中国与中东开展国际

产能合作应顺乎世界经济体系调整大趋势，尤其要关注世界能源市场格局变动和政府

在产能合作中的作用，并从产业政策、产业布局、重点产业培育等诸多方面加大政策扶

持，推进中国与中东国际产能合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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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中国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

导意见》指出，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有利于促进实现中国从产品输出向产

业输出的提升，有利于实施“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①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中国政府

发布《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一周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沙特、埃

及和伊朗进行国事访问。 访问期间，中国和上述三个中东国家共签署了 ５２ 项合作文

·３·

① 《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５－０５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７７１．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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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涵盖经贸、能源、金融、通信、航空航天、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 习近平主席在沙

特访问期间为延布大型石化炼厂投产按下启动键，在埃及访问期间为苏伊士经贸合

作区二期揭牌，在伊朗访问期间见证了中伊双方关于建设高铁合作文件的签署。 这

些合作项目表明，产能合作正在成为继能源合作后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务实合作的

新领域。

中东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开展国际合作起步较早的区域之一。 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至 ８０ 年代初，中国便开启了同伊拉克、科威特、也门、埃及、利比亚、阿尔及

利亚等国家在建筑领域的产能合作。 １９７９ 年，中国公路桥梁工程公司中标伊拉克摩

苏尔四桥项目，成为当年中国签订的最大的对外工程承包项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随

着中国从石油出口国转变为石油净进口国，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产能合作也由之前从

国际石油公司购买其股份油逐步转向从地区国家购买原油的直接贸易方式。 １９９６

年，中国企业在苏丹获得了油田开采权，首次进入石油工业的上游领域，标志着中国

与中东国家的产能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中国政府发布《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提出“走出去”发展战略；同年 １１ 月，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 在“走出去”战略的驱动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明显

提升，产能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尤其与中东国家在石油天然气领域、矿产资源领

域、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领域的产能合作实现了较快发展。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

后，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双向转移”的新趋势，以往的产业转移均是由上至下的单

向转移，即由经济发达国家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而此轮产业转移呈现双向趋势：

劳动密集型、以出口或代工为主的中小型制造企业由中国向越南、缅甸、印度、印尼

等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更低廉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或者由中国沿海地区向中

西部地区转移；同时，另一部分高端制造业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

的引导下回流。① 在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的影响下，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

化，中国经济由此进入了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阶段。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经中国国务

院授权，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五

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中国过剩产能的输

出和国际产能合作奠定了重要的政策基础。 与此同时，该倡议提出的共商、共建和

共享的原则，也为中国与中东国家提升产能合作层次、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中国产能

输出提供了重要保障。

·４·

① 赵晓、陈金保：《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真的来了》，载《华夏时报》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第 １７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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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中东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开发与

制造能力提升具有巨大需求。 如何促进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产能对接、实现优势互

补并促进中东工业化进程，进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中

东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试图对国际产能合作进行理论界定，厘清中国与中

东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形式和特征，明确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的优劣势，并在借鉴其他新兴市场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产能合作经验教训

的基础上，就加强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产能合作、促进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以及全面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价值链重构提出相关政

策建议。

一、 国际产能合作的理论界定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产能合作并非是新概念。 产业转移和产能合作与企业的

国际化经营尤其是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密切相关。 在国际分工理论基础上产生的

国际产业转移是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 工业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品发

展经历了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产品阶段，伴随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

产品会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而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催生

了国际产业转移。① 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学中，衍生出了区域经

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 该理论认为，由于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国际分工类型和

经济发展阶段存在多个梯度，各个梯度间的过渡呈现动态连续而非截然分离的特

点；不同梯度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经济发展导致梯度变迁，梯度比较优势由此发

生变化，不同梯度国家间的产业转移方向是由高梯度国家依次向下一个梯度国家

进行梯次移动。 例如，产业可从发达国家向次发达国家，再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

地区，最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日本学者赤松要（Ａｋａｍａｔｓｕ）基于

对日本棉纺工业的研究，归纳出“产品进口、国内生产、产品出口”三个阶段的雁型

产业转移模式；②小岛清（Ｋｏｊｉｍａ）在“雁型模式”理论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

上，提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按照投资国已经或即将处于

比较劣势而在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③ 总体而言，这

·５·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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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８０， Ｎｏ． ２， １９６６， ｐｐ． １９７－２０７．

Ｋａｎａｍｅ Ａｋａｍａｔｓｕ，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
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Ｖｏｌ． １， Ｎｏ． １， １９６２， ｐｐ． ３－２５．

［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周宝廉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４４５－４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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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将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归结为比较优势或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 邓宁

（ Ｊｏｈｎ Ｄｕｎｎｉｎｇ）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产

业区位理论进行融合，从整体上解释了跨国公司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采用的路径和

方式。①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具有前后向联系的企业集聚可以节约交易成本。

企业聚集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节约随着集聚程度的加剧、集聚区劳动力与工资等要

素价格的不断上升而呈现倒 Ｕ 字型变化。 当产业集聚程度处于倒 Ｕ 字型的左边

时，即使政府推出优惠政策，也难以实现促进产业大量转移的效果；当产业集聚程

度处于倒 Ｕ 字型的右边时，政府通过适度的政策引导，便能够促进产业的有序转

移。② 近年来，有学者基于全球生产网络效应认为，产业转移与形成“战略集聚”的

目的在于利用特定区位的独特条件，通过价值链活动、地理空间构型的重塑与转

换，提升全球生产网络的整体竞争优势。③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历了四次大的产业

转移，总体上呈现出由经济发达地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由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向资本密集、一般技术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变化的趋势。 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浪

潮推动了“世界工厂”从英国向美国的第一次变迁，美国跃升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化

国家；第二次产业转移的输出地是美国，输入地是日本和原联邦德国；第三次国际产

业转移输出地为日本和德国，输入地是“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到

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至 ９０ 年代，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中的输出地不仅包括了美、日、德等发

达国家，还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④ 当前，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

发挥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与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遵

循国际产业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直是热点议题，但学界往往只从

宏观上考察经济全球化而忽略了其微观基础，即企业经营的国际化和产业的国际

化。⑤ 根据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国际分工基础上产生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国际化

通常超越了传统的、单一的国际分工模式（如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技术流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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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有跨越国家地理边界的特点，并包含生产要素市场的跨国合作、产品生产的

分工合作以及消费市场的分工合作。 与此同时，合作方在管理制度和产业标准等领

域的跨国合作也属于产业转移和产业国际化这一范畴。

本文认为，广义的国际产能合作是指整个产业国际化经营程度的优化和高度国

际化，其实现路径包括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契约性国际生产。 狭义的国际产

能合作是指在某一产业的国际化过程中，产业链上、中、下游各生产环节的生产要素

在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间的流动与配置，产品生产和销售已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

家或地区间实现。 狭义的国际产能合作存在于特定产业链上游的研发、设计、规划

和采购，生产环节的技术、工艺和生产能力以及下游领域的贸易、服务和标准化管理

等环节。 本文研究采用广义上的国际产能合作，其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合作层面不断提升。 国际产能合作不仅存在于企业层面、产业层面，也存

在于国家层面、区域经济层面和世界经济层面。 双边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区域

经济组织和世界经济组织的协定为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宏观基础。

第二，合作领域不断细化。 国际产能合作由大类产业层次向产业链层次转移。

从现代产业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角度来看，最高形式的国际化经营主要还是以对外

直接投资体现的全产业价值链的产能合作为主。 国际产能合作存在于一个产业的

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产业链中，通过合作的方式来推进产业和生产能力的输出。

同时，产业内主要企业的生产经营已不再以一国或少数国家为基地，而是面向全球

并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国际化生产体系之中。

第三，跨国公司是国际产能合作的主体。 跨国公司作为国际产能合作的主体，

其目的是实现跨国公司及其母国利益的最大化。

第四，国际产能合作促进经济效应的提升。 首先，国际产能合作有利于在全球

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产业结构调

整和优化。 其次，国际产能合作有助于输出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直接投资，

促进企业提高投资收益率。 再次，国际产能合作输入国可通过引入技术和资本来

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机会和增进国民福利。 最后，通过产业转移和国际

产能合作，输入国可以缩短本国产业升级的时间，增强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

争力。

二、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及其特征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深受世界经济增长周期、中东国家经济发展阶

·７·



中东与“一带一路”建设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段和产业特征的影响。 基于该地区的资源禀赋以及工业化发展程度，中国与中东国

家开展产能合作除石油天然气工业领域外，合作形式主要以国际承包工程为主，目

前已从最初的承接土建施工的分包商向工程总承包、项目融资、设计咨询、运营维护

管理等高附加值领域拓展。 在制造业领域，中国与埃及、土耳其和伊朗等国的产能

合作已在承接技术转移、标准化运营管理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近年来，中国与

中东国家产能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已呈现出由传统工业领域向商业零售、金融、通

信和旅游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拓展的趋势。

图 １　 中东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主要产业领域

资料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ｗｉｒ２０１５＿

ｅｎ．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６年 ５月 ２１日。

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对投资流入国的经济发展具有

很大的促进作用。 土耳其、阿联酋、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和埃及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排名前五位的中东国家，都与中国跨国公司有过密切往来。① 但从整体上看，中国对中

东国家的投资仅占中国对外投资存量的 ２．３％，市场份额较低。 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上述五国

的投资存量均在 １４ 亿美元以上，五国吸引中国投资存量合计达 ９１．１７ 亿美元，占中国

对中东全部投资存量的 ６６．５％。② 作为全球初级产品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主要目的地

和深受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青睐的中东地区，２０１４ 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在连

·８·

①
②

ＵＮＣＴＡ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中国投资指南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ｄｉ．ｇｏｖ．ｃｎ ／

１８０００００１２１＿３５＿１０８９＿０＿７．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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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五年下滑的情况下出现逆势增长，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 ６３３ 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

接投资总量的 ５．１５％，比 ２０１３ 年增长近 １ 个百分点，成为继东亚和东南亚市场后全球

少有的呈现正增长的地区，因此备受国际社会关注。① 从吸引投资的情况来看，焦炭、

石油产品和核燃料占 １４．１４％，建筑业占 １３．９７％，商业服务业占 １２．７８％，三项合计占中

东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 ４０．８９％（如图 １ 所示）。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与中东产能合作已从早期的石油工业和基础设施

建设领域正在向制造业领域和服务业领域不断拓展，整体上经历了从单一的土建工

程承包到技术转移共同开发生产，再到上下游产业全面合作三个阶段。

（一） 从对外承包工程的分包商到获得石油开采权益（１９７９ 年 ～ ２０００ 年）： 中

国与中东产能合作起步阶段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产能合作起步于对外承包工程。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

初期，得益于国际原油价格两次大幅上涨所带来的巨额外汇收入，中东石油输出国

投入巨额资金，在该地区掀起了一轮规模空前的经济开发和建设高潮。 由于中东石

油输出国缺乏劳动力和施工能力，众多国际承包工程公司和外籍劳务人员以工程承

包和劳务输出的形式进驻中东地区。 中国企业最初与中东国家的合作领域主要是

房屋建筑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方式以分包和承包施工为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中东国家经济纷纷陷入滞胀阶段，国际承包市场工程量急剧收缩，导致

各主要工程发包国和劳务进口国市场成交额大幅下降，一些国家还陆续出台了限制

外国公司和外籍劳务进入本国市场的规定，中东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陷入低谷。 冷

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了新一轮企业国际化热潮，加之发

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中东国家大多开启了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

工程承包商为主要形式的国际产能合作。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基于中国国内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中石油、中石化两大油气

企业开始进入中东国家石油工业的上游领域。 中国企业通过合作开发、跨国并购等

形式，在利比亚、突尼斯、苏丹、埃及等国争取石油开采权益，双方合作的大型项目主

要集中在油气开发领域。 阿尔及利亚和苏丹作为这一时期中国主要的合作国家，成

为中国境外两大主要油气产地。

（二） 产能合作初步形成，并开始进入制造业领域（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０８ 年）： 石油工

业领域上下游产业链一体化

进入 ２１ 世纪后，中国制定了“走出去”发展战略。 ２０００ 年，以中石油投资的喀土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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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与“一带一路”建设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穆炼油厂和石油化工厂开工建设为标志，中国跨国公司在中东国家不断拓展石油工

业上下游领域业务，积极推行上下游产业链一体化合作方式，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

由此进入了新阶段。

首先，打破欧美石油公司垄断的格局，寻求延伸石油工业产能合作的产业链。

中石油在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先后购买了突尼斯 ＮＫ 探区及 ＳＬＫ 油田 ５０％ 的权益，以

及利比亚 １７－４ 区块 ２８．５％的分成权益；中化集团在 ２００３ 年收购了挪威亚特兰蒂斯

（Ａｔｌａｎｔｉｓ）公司突尼斯油气区块的开发权益。 在此基础上，中国同中东国家在石油工

业领域的产能合作逐渐向产业链中下游延伸。 中石油等企业在苏丹投资建设了喀

土穆炼油厂和化工厂等下游项目，以及 １ ／ ２ ／ ４ 区块、３ ／ ７ 区块和 ６ 区块等近４，０００公

里的原油外输管道，实现了 ５００ 万吨 ／年的原油加工能力，极大地促进了苏丹石油工

业体系的建设。①

其次，积极开展与国际石油公司的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化水平。 在产业链下游

领域，除投资建设项目外，中国跨国公司还为资源国石油公司及 ＢＰ、道达尔、壳牌等

国际石油公司提供物探、钻井、测井、录井等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和石油工程建设服

务，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 ２００２ 年，中石化在阿尔及利亚承揽 ＢＰ 公

司 ５．２５ 亿美元的原油开采提升项目；同年，中石油在利比亚承建 １，０５０ 公里的西部

输油管道工程，标志着中国企业在石油工业下游领域已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最后，产能合作层次不断提升。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

水平不断提高，许多中国企业进入中东国家建立合资企业。 ２００５ 年，中石化与埃及

萨瓦石油公司和埃及天然气控股公司合资成立了中萨钻井公司，注册资本达 １，８００

万美元，中埃双方各投资 ９００ 万美元，各占 ５０％股份。 该公司已发展成为埃及第二大

油气钻井公司，拥有 １６ 台大型陆地钻机和修井机以及 １ 座自升海上钻机平台，资产

规模逾 ５ 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 １，４００ 多个。 目前，由中萨钻井公司投资的埃及首个

海上自升式钻井平台———“海洋一号”平台已经成为世界最先进的自升式海上钻井

平台之一。 该平台的成功运行，标志着中萨钻井公司正式从一个陆上石油钻井公司

转变成为海陆并举的石油钻井公司，并从单一钻井公司向综合性石油工程公司发

展，表明中国企业在海上油气工程领域已经能够凭借技术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三） 中国与中东国家产能合作的全面拓展阶段（２００８ 年至今）： 从石油工业转

向制造业领域和服务业领域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了新一轮调整期，国际产业转移也由先前的

·０１·

① 智宇琛：《中国中央企业走进非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２５３－２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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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转移呈现出“双向转移”的新趋势。 受此影响，中东地区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

发展局面，除石油工业以外，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大量石油美元的最佳投资领域。 基

建项目对许多中东国家 ＧＤＰ 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其增长率普遍高于各国 ＧＤＰ 增长

率。 ２０１４ 年，建筑业占伊朗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９．２％，增长率为 ２４．９％；建筑业占阿联酋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９％，增长率为 ６．５％。① 这一时期，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从

石油工业逐渐向交通、电力、水利、通信、住房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及制造业

和服务业等多个领域拓展，汽车工业、钢铁工业、装备制造业以及建筑材料成为双方

产能合作的新领域。

１．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工程承包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合作的传统形式。 经

过 ３０ 多年的发展，中国企业在中东地区工程承包市场已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合作形式由单一的建筑承包向项目合作开发与承揽项目建设等方式拓展。 工程承

包及其引致的大量资金、技术、工程机械设备已成为促进中东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 此外，双方的产能合作形式日趋多元，涵盖 ＢＯＴ（建设—运营—转让）、ＢＯＯＴ

（建设—拥有—经营—转让）以及项目总承包 ＥＰＣ（设计—采购—施工）等多种形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领域采用了 ＰＰＰ（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公共私营合作）方式或 ＰＰＩ（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公私创新项

目）融资模式，为众多中小企业进入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领域提供了市场机遇。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３ 年中国在中东 ２０ 多个国家均开展了工程承包合作，当年

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 １，３７１．４３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工程承包营业总额的 ２２．５％。 在

全球最大 ２５０ 家国际工程承包公司营业额分布中，中国公司在中东地区完成营业额

９３．１ 亿美元，占 １０．２％的市场份额。 阿尔及利亚和海合会国家是中国在中东地区开

展工程承包的最大市场，也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业务的重要增长点。 ２０１３ 年，中国

与阿尔及利亚新签合同额 ７０．１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３９．１％；与海合会国家新签合同额

达 １００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３１．５％，完成营业额 １０１．８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７％。② 从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中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在中东地区承包项目主要集中在水利电

力基础设施、房屋建筑、交通基础设施等行业，这些行业占据了中国在中东工程承包

领域约 ７５％的市场份额。 ２０１５ 年中国在中东国家承建的大型项目也大多集中在基

础设施建设领域（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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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ＥＭＩＳ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ｍｏｎｅ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ＰＬ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ｉｃｄａｔａ． ｃｏｍ ／ ｅｎ ／ ｓｅａｒｃｈ ／ ｎｏｄｅ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２０１４ 版）：阿尔及利亚》，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
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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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５ 年中国在中东国家承建的大型项目一览表

承包工程公司 项　 　 　 目 合同金额

葛洲坝公司 卡塔尔默加水库及泵站项目 Ｅ 标段 ４０．３ 亿元

中国铁建 沙特安全总部第五期工程 ３８．１ 亿元

中国电建
与沙特阿美签署了 ＭＧＳ（燃气增压站）二期项目 ＥＰＣ

合同
７．０ 亿美元

中国铁建 埃及国家铁路网轨道更新项目 ３７．３ 亿元

中国电建
与中东市场最大的电力供应商和投资商沙特电力公司

（ＳＥＣ）签订利雅得 ＰＰ１４ 联合循环电站合同
２．３ 亿美元

中国电建 沙特达哈兰南部地区住宅和社区建设项目 Ｐ３－Ｐ４ 标段 １０ 亿元

中国电建 沙特达哈兰南部地区小学和私立学校项目 ７．６ 亿元

中国电建
与沙特电力公司（ＳＥＣ）正式签订奥莱祖发变电站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
１．０５ 亿美元

中冶国际 阿尔及利亚奥林匹克多功能体育场附属项目 ＥＰＣ 合同 ６ 亿元

资料来源： 中国商务部、中国国务院国资委及有关中国企业网站。

２． 制造业领域。 中国在汽车、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电力、铁路、机械、电子、轻

工纺织等重要制造业领域具备相当强的竞争能力。 中东地区历来是中国汽车最重

要的出口目的地之一，中国一汽解放汽车、福田汽车、东风汽车等载货汽车生产企业

均在中东拥有自己的业务。 ２００３ 年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同伊朗第三大汽车集团萨姆

汽车（Ｓａｍ Ｍｏｔｏｒ）公司在伊斯法罕合资建立生产线，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已针对中

东不同的国别市场，实现了技术转移和全面产能合作。 中国公司先后在伊朗、埃及、

阿尔及利亚进行直接投资，采用技术转让及零部件供应等一揽子合同形式，建立合

资企业，实现产能合作。 目前，奇瑞、华晨、比亚迪、吉利、力帆、长安等汽车品牌均在

中东国家设有合资生产和销售业务，已搭建起遍布中东的销售网络。 立足中东，辐

射环地中海，向非洲其他国家和欧洲市场出口汽车，已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实现产能

转移的重要目标。

３． 钢铁工业领域。 自 １９９６ 年中国粗钢产量首次超过一亿吨大关并跃居世界粗

钢产量第一大国以来，中国钢铁产量始终保持着全球第一的位置。 钢铁工业不仅满

足了中国国内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钢铁产品的巨大需求，也逐步形成了低

成本国际竞争优势。 ２００８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出口大国和第一净出口大国。

２０１４ 年，中冶集团投资 ３．４７ 亿美元，在伊朗西南部建造了一座年产 １００ 万吨的钢铁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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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并计划对伊朗当地 ７ 个钢铁项目投资 １８ 亿欧元（约合 １５０ 亿元人民币）。① 近年

来，土耳其非常重视同中国钢铁企业开展合作，已先后从中国引进了烧结机、焦炉、

高炉、连续棒材轧机、连续线材轧机、带钢热连轧机等钢铁冶金设备和相关技术，正

探索进一步开展产能合作的路径。

４． 装备制造业领域。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产能合作已经实现了由最初的项目带

动装备机械设备出口，到合资建厂直接生产的转型。 近年来，中东国家大力发展国

内高速公路、铁路骨干网以及城市地铁建设，对装备制造领域国际产能合作的需求

日益旺盛。 ２００９ 年，土耳其伊兹密尔轻轨项目标志着中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打入中

东市场。 ２０１２ 年，中国铁建中标安卡拉至伊斯坦布尔高速铁路二期工程项目，这是

中国企业在境外组织承揽实施的第一个电气化高速铁路项目。 ２０１４ 年，中国南车集

团与土耳其 ＭＮＧ 集团公司（Ｍ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Ａ．Ｓ．）共同出资 １．１ 亿美元成立土耳其合

资公司，计划年产 ２００ 节地铁车厢，并将打造辐射欧洲、中亚、西亚、北非市场的轨道

交通车辆制造基地和售后服务中心。 该合资企业已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在轨道交

通装备技术领域开展产能合作的典范，成为中国装备走出去的杰出代表。 在铁路基

础车辆生产方面，中国车辆集团向中东出口包括电力机车、内燃机车、客车、地铁车、

轻轨车、货车六大产品系列在内的多个品种。 在苏丹，中国出口的内燃机车、内燃动

车组、货车承担了当地 ８０％以上的货运量和客运任务，机车可利用率高达 ９０％以

上。② ２００９ 年，中国港湾（埃及）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主要从事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包括海事工程、疏浚吹填、公路桥梁、轨道交通、航空枢纽以及相关成套设备的供

应与安装。

中国与中东国家在制造业领域进行产能合作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汽车工业已经成为产业转移中少有的已经达到产能输出和投资合营水平的产

业领域。 奇瑞、力帆、比亚迪等中国汽车品牌的技术、质量、价格及产品售后服务与

伊朗和埃及等国的汽车市场需求非常契合，在当地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和品牌效

应。 第二，中国与海湾国家在汽车工业领域的产能合作主要以下游产品销售为主，

所占市场份额不高，尚未进入上中游产业链。 ２０１４ 年阿联酋自由汽车（Ｌｉｂｅｒｔｙ Ａｕｔｏ⁃

ｍｏｂｉｌｅｓ）公司宣布将在当地销售福田重型、中型和轻型全系卡车以及特殊用途车辆。

中国北汽福田旗下卡车产品已与阿联酋当地经销商签订协议，将挺进该国汽车市

·３１·

①

②

《中国钢铁企业“走出去”的探索》，和讯网，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 ２０１２－１１－１９ ／ １４８０９５９６３．ｈｔｍｌ，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中国南车内燃动车组即将出口苏丹》，第一财经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ｙｉｃａｉ．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６９３８２２．ｈｔｍｌ，登录

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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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海马汽车选择当地经销商为其代理在迪拜和其他中东及北非国家的销售事务，

进军中东市场。 第三，在装备制造领域，中国与中东产能合作已经实现由输出产品

到输出技术的转型升级。 从产业链的上游勘探设计，到城际轨道车辆、电力机车、动

车组以及高速列车等轨道车辆生产制造，再到为轨道车辆产品提供售后服务全产业

链覆盖，中国在中东地区实现了对外直接投资路径下真正意义上的产能合作。

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与中东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的产能合作依然没有打破以贸

易为主、以工程承包等契约性国际生产为辅的格局，尚未形成以大规模对外直接投

资带动技术转移和产能合作的态势。 除汽车工业和装备技术产业外，中国与中东国

家在制造业领域的产能合作仍停留在承包工程项目层面，未能上升至产能输出和投

资合营的水平，未来在研发、生产和营销环节上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三、 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优劣势分析

随着中东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产能合作领域已由最初的石油

采掘业转向石油化工、制造业领域和服务业。 据初步统计，近年来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

大型项目 ７２ 项，其中油气和矿产资源开发类 １７ 项，基础设施建设类 ４６ 项，工业制造业

类 ９ 项，涉及油气合作开发、交通、水利、电力、房屋建筑以及大型装备制造输出等多个

方面，产能合作在中国与中东国家国际经济合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 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优势

第一，油气贸易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基础。 中国对油气资源的巨

大需求成为双方产能合作的最大优势。 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中国与中

东主要产油国的能源合作成为双方产能合作的必然选择。 根据 ２０１４ 年中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初步核算，中国原油消费 ５．０８ 亿吨，进口 ３．０８ 亿吨，对外依

存度接近 ６１％；天然气表观消费量为 １，８００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７．４％，进口天然气

５８０ 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达 ３２． ２％。① 其中，卡塔尔是中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

（ＬＮＧ）进口来源国。②

第二，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战略伙伴等合作机制为产能合作创造了良好环境。 “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走出去”战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力度

·４１·

①

②

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４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１５０２ ／
ｔ２０１５０２２６＿６８５７９９．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中国投资指南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ｄｉ．ｇｏｖ．
ｃｎ ／ １８０００００１２１＿３５＿１０８９＿０＿７．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１ 日，第 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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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大。 目前，中国已同 １０ 个中东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或战略合作关系。① 中国依靠

同中东国家建立的双边合作机制，以及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博览会、中国—

海合会战略对话等多边机制，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产能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

第三，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建造”品牌效应在中东地区日益凸显。 中国对外

承包工程行业已经在中东地区产生了品牌效应，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房屋建设领域声名

卓著。 ２０１６ 年，美国工程记录（ＥＮＲ）关于全球最大国际承包商名录中，中国大陆共有 ６２

家企业榜上有名，中国机械工程、中工国际、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电建、中国交建等大

型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在国际市场受到普遍认可，在国际竞争中拥有较大优势。

第四，经营方式多样化，并进入设计和咨询等上游产业领域。 国际工程 ＥＰＣ（设

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的不断增多已成为中国国际承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显

著特征，ＥＰＣ 项目数量近几年己经达到中国投标项目总数的 ６０％以上。 同时，越来越

多的中国建筑企业开始在国际工程市场进入上游领域，为业主提供规划、勘测、设计、施

工、采购等一体化的服务，并且形成了承包火电、核电、燃气、水电、风电、变电站、生物发

电、光伏发电、太阳能热电、海水淡化等工程建设为主的专业化工程公司。

（二） 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劣势

第一，中国企业国际化经验不足，经营管理水平尚待提高。 ２０１４ 全球前 １００ 位

非金融类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达 ６４．６％，而入围该名单的三家中国内地企业的

平均跨国指数仅为 ２８．２％，仅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家企业的国际化指数超

过平均水平 ６７．６１％。 ２０１４ 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型经济体前 １００ 位非金融类跨国公司

的平均国际化指数为 ５４．２％，入选该榜单的 １２ 家中国内地企业的平均国际化指数仅

为 １９．９％，只有两家企业达到平均水平。②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发现，中国跨国公司的

国际化指数整体上仍然较低。 实际上，对比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和中信集团

在 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可以发现，２０１４ 年这两家企业的国际化指数甚至呈现出下降趋势。

中国企业在中东也有失败的教训，例如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沙特麦加轻

轨铁路，由于工程量大幅增加等原因，实际亏损超过 ４１ 亿人民币。③

第二，中国企业以劳动密集型项目为主的竞争优势正在丧失。 中国对外工程承包起

·５１·

①

②

③

１９９９年，中国同埃及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２００４年，中国同阿尔及利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２０１４ 年升级为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１６年，中国同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分别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先后同土耳其（２０１０ 年）、阿联

酋（２０１２年）、卡塔尔（２０１４年）、伊拉克（２０１５年）、约旦（２０１５年）和苏丹（２０１５年）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问题》，中国外经贸企业服务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１２３３５．

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ｙｄｙｌ ／ ２０１６０４ ／ １９１２７６７＿１．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
《中国铁建沙特轻轨项目亏损很可能不止于 ４１ 亿》，凤凰网，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ｆｅｎｇ．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ｐｉｃ ／ ｄｅｔａｉｌ

＿２０１０＿１０ ／ ２６ ／ ２８９８３１７＿０．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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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于成建制输出低成本土建劳务，获得了劳动成本和管理成本上的竞争优势，促进了国际

业务的快速发展。 近年来，国际大型和超大型发包项目呈上升势头，很多项目已非一个公

司可以独立完成。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需要承包商联合体共同承担。 但是，中国企业经营

的重点仍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多数东道国已限制外国普通劳务进入，加之中国劳动力

工资成本持续上涨，致使中国公司在劳动密集型项目上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第三，中国企业对标准规范和关键技术掌握不足，且设计能力较低。 中国对外

承包企业已经初步掌握了英国标准，但对欧盟标准、美国标准、法国标准了解甚少。

例如，阿尔及利亚工程技术标准源自法国标准，当地很多工程直接采用法国标准，这

导致中国企业在项目施工方面受到很大限制。 同时，建筑承包领域的上游产业是设

计咨询业务，由于中国设计咨询业发展整体滞后，中国企业在参加大型 ＥＰＣ 项目的

投标和设计施工中，不得不与欧洲公司合作，而欧洲公司往往会抬高设计报价或者

绑定供货合同，极大地降低了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和发展空间。

（三） 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新机遇

第一，建立国家层面的政策设计是中国对外开展产能合作的先决条件。 在世界

经济疲弱和国际油价低迷的情况下，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产能合作进入了新阶段，中

国已经成为该地区最大的外资来源国。 阿拉伯国家已成为中国第一大原油进口国

和第二大贸易伙伴。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中国政府发布首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

件》，提出构建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

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１＋２＋３”合作格局，以及加强产能合

作等倡议，为中国与中东各国双边领域的产能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第二，中东国家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该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根据世界银行估计，基础设施资产规模每提高 １０％，就会给当地经济带来 １％的增

长。 中东国家基础设施普遍比较薄弱，对于包括港口、航运、航空、铁路、公路、电力、

海水淡化、电信、公路和桥梁、民用建筑、商用建筑在内的大型基础设施需求旺盛。

未来 １０ 年内，中东国家规划了规模宏大的石油化工、铁路、电力、新能源、房地产、供

水项目投资，中东地区建筑业总规模将扩大 ８０％。 其中，海合会国家是中东地区最

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三国建筑项目总额占海湾六国建筑

项目总额的 ８９％。① 从行业领域来看，中东地区建筑市场增速高于地区经济增速，建

筑业将引领地区经济发展，这为中国钢铁、水泥、建筑材料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

高铁、核能、光伏产业、航天、通信、金融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 据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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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２０１４ 国际承包工程市场走势及政策建议》，载《中国勘察设计》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第 ２８－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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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至 ２０２０ 年，中东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约为 １，０６０ 亿美元，占该地区国内生

产总值的 ６．９％。① 大部分投资将集中在满足民众日常需求和可长期创造持续就业

的项目。 土耳其轨道交通市场容量大，包括高铁列车、普通铁路机车车辆、地铁、轻

轨、有轨电车等各类轨道交通装备需求强劲，计划在 ２０２３ 年前修建长达 １０ 万公里的

高铁网，实现 ２９ 个省份的联通，这些项目包括：安卡拉—伊斯坦布尔高速列车项目、

安卡拉—西瓦斯高速列车项目、安卡拉—伊兹密尔—博拉提利—艾弗雍—乌萨科—

伊兹密尔高速列车项目和布尔萨—比列杰克高速列车项目等。

第三，伊朗制裁解除后，地区经济的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 伊朗是中东地区的

人口大国，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其石油储量占全球石油储量的 ９％，且工业

体系完备、产业门类齐全。 制裁解除后的伊朗已然成为中东地区最具吸引力的产能

合作国家。 首先，长达 １２ 年的制裁使伊朗经济蒙受巨大损失，伊朗迫切需要投资和

技术维护，充分开发其丰富的油气资源潜力，恢复其在全球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地

位。 其次，除石油外，伊朗制造业和矿产业也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目前，伊朗的

汽车制造业每年产量仅为 １００ 万辆，拥有广阔的增长空间。 再次，在金融领域，德黑

兰证券交易所发展良好，已拥有总市值达 １，７００ 亿美元的 ３４０ 家公司，发展空间较

大。 最后，伊朗拥有占全国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年龄在 ３０ 岁以下的青年人口，这些青

年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劳动力素质高，潜力巨大。

第四，中东国家的发展规划和目标凸显该地区庞大的市场机遇。 很多中东国家

面临加速工业化进程的现实需求，这为中东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埃及政府举办经济发展大会，发布了包括改善财政、推动经济增长、吸

引外国投资等在内的“四年发展和投资规划”。 埃及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主要目标

包括实现 ８％的经济增长率，将失业率降至 ５．５％，出口增幅达 １２％，工业增长率达

９％，计划吸引外资 １４０ 亿美元等目标。② 阿尔及利亚政府制定了以增加公共投资为

主的 ２０１５ 至 ２０１９ 年“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其目标是发展具有竞争力和多元化的经

济，规划目标是实施总投资 ２，６２５ 亿美元的国家投资计划，兴建高速公路、铁路、实现

铁路线路 １，２００ 公里的目标，建设港口、水坝、电站以及其他基础设施。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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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２０１４ 国际承包工程市场走势及政策建议》，载《中国勘察设计》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第 ２８－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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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等：《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阿尔及利亚（２０１５ 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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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潜在威胁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产能合作仍面临一定的潜在威胁，主要包括：

第一，部分中东国家政局动荡，冲突不断。 动荡的政治局势对双边贸易、直接投

资、工程承包等都带来了巨大风险，尤其是对油田、炼油厂、油气管道、储油库和设备

仓库等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设施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是影响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

产能合作的最大障碍。

第二，中国与欧美国家在中东的竞争加剧。 高铁领域是欧洲工业强国的传统市

场，项目建设大多采取欧洲规范。 ２０１２ 年，阿尔及利亚高速公路局的招标项目因受

到欧洲公司的游说，在招标文件中设置贸易壁垒，直接将中国公司排除在外。 在传

统土建项目领域，中国企业面临来自印度、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激烈竞争。

从行业发展来看，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业务已延伸至附加值较高的上游设计咨询领

域，中国企业在该领域目前仍处于发展初期，不具备与欧美公司、韩国公司同台竞技

的实力。 中东国家基建市场基本对全球开放，中国企业面临法国万喜、美国柏克德、

日本大成建设等顶级国际承包商的竞争。

第三，政府政策变化导致机械设备出口市场紧缩以及市场准入门槛提高。 长期

以来，中东国家总体上工业基础薄弱，在高铁、高速公路、桥梁、机场码头、水电大坝

等建设领域，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混凝土机械及路面机械等大型机械设备一般

依赖进口。 但是，近年来部分中东国家制定了严格控制机械设备进口的政策，如阿

尔及利亚政府只允许临时进口价值超过 ６７５ 万美元的成套设备，工期结束后，如果再

有中标项目则允许继续延期，否则必须出口，不出口将予以没收并处以罚款。 临时

进口设备关税和一次性进口关税金额相同，并且海关批复手续繁琐、耗费时间长，这

些政策严重影响着工程进度和收益。① ２０１４ 年初，沙特投资总局重新对外资企业进

行了分级，并对国际承包商在建项目进行评估，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中国公司已无明

显的价格优势。

四、 对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政策建议

就中东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言，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进入，继而开展国际产能

合作和促进工业化仍然是中东国家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 中国政府提出，

在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应对接双方发展战略，发挥双方优势和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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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务部合作司： 《 承包工程市场国 别 报 告 （ 阿 尔 及 利 亚 ）》， 中 国 服 务 贸 易 指 南 网， ｈｔｔｐ： ／ ／
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ｃ ／ ２００９－０３－２３ ／ ６９７２７．ｓ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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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扩大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核能、航天

卫星、新能源、农业、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实现共同进步和发展。① 但是，中国与中东

开展产能合作仍面临较大挑战，这些挑战既有来自中东国家内部的风险，也有外部

风险。 同时，一些地区国家正处于艰难的转型中，如中东剧变后突尼斯和埃及的转

型与重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后伊朗的经济发展等问题。 海合会国家贸易自由

化程度较高，但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伊朗、摩洛哥、突尼斯等其他中东国家依然存

在。 整体而言，中东地区对贸易和直接投资的限制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且在生产领域

多采用欧盟、英国或法国的技术标准和规制，对中国技术标准和规范持一定的排斥

态度。 鉴于此，本着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原则，这里谨就中国与中东国家

开展产能合作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国家对油气工业产能合作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完善多元化能源

资源进口的战略格局。 中国可充分利用自身巨大的市场优势，采取贸易平衡手段，

吸引中东主要石油输出国对中国国内市场的投资，尤其要充分利用沙特等国在石油

化工领域的产能优势，加强双方石化企业的合资与合作，加快石化产业的升级换代

和结构转型。 同时，可综合运用海外并购、权益投资、战略联盟等合作形式，加大中

国对中东油气资源进口的布局，保障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

第二，在产业政策方面，中国需重视油气投资风险，拓展基建工程，加快制造业

技术转移和产业对接。 首先，高度重视油气投资风险，巩固已有的油气市场，盘活中

国在利比亚、苏丹、南苏丹的石油资产。 其次，抓住基建工程市场机遇，大力拓展沙

特、阿联酋、卡塔尔、埃及、阿尔及利亚、土耳其等国的公路、轨道交通、港口水运和房

屋建设市场。 中国可在基建领域开发绿色建筑、低碳建筑、智能建筑等前瞻性先进

技术，以技术优势取代原有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在基建工程

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最后，加快制造业技术转移和产业对接。 中国与埃及、伊朗、阿

尔及利亚等国在汽车工业和装备技术领域虽然已有技术转移趋势，但尚未形成大规

模产业对接和完整的产业链条。

第三，在产业布局方面，中国需充分考虑中东各国的投资风险，总体平衡该地区

重点国家的投资项目。 中国对中东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伊朗、沙特、阿联酋、苏

丹、阿尔及利亚等能源资源富集、消费能力较强、地区影响力较大的国家。 今后，中

国应加强与相关国家企业的产能合作，共同建设境外产业集聚区，投资兴建境外经

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构建中国与中东产能合作的“一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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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对 阿 拉 伯 国 家 政 策 文 件 （ 全 文）》， 新 华 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３ ／ ｃ ＿
１１１７７６６３８８．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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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两个核心领域、六大区域”的合作模式，即以油气贸易为基础，以油气工业和制造

业为核心，打造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埃及、阿尔及利亚六大重点市场。

经过 ３０ 多年的发展，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产能合作逐步形成了以沙特、卡塔尔为核心，

辐射伊拉克、阿联酋、阿曼、也门、巴林的海湾油气资源区；以阿尔及利亚为核心，辐

射次区域组织马格里布联盟国家的油气资源及制造业园区；以埃及为核心，辐射利

比亚、苏丹、南苏丹、吉布提等国家的综合工业区；以伊朗为核心，辐射中亚里海南部

沿岸油气资源和综合工业区；以土耳其为核心，辐射中亚和欧洲的综合工业区。

第四，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亚投行和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作用。 中国在发挥上

述基金作用的同时，还可通过对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优惠贷款、中长期出口信用保

险等形式，重点支持对外投资合作，尤其是在工程承包领域，可对由承包商为业主提

供（或垫付）资金的带资承包、交钥匙工程、ＢＯＴ 项目、需要承包商提供完工保函的融

资等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提升中国承包工程企业参与竞争的资金实力。

第五，加强工程承包等重点产业领域的人才培养，提升高端设计人才的引进力

度，并有计划地培养一批既懂专业，又能够熟练运用国际行业规范的管理骨干和技

术精英。 在装备技术领域，中国宜有计划地输出中国设计规范和标准，实现“产品输

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的突破。

第六，中国企业可广泛开展第三方合作。 中国企业应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参与国

际竞争，包括组建中国企业联合体、与所在国本地或国际企业组建联合体以及股权

投资等方式，与行业内著名跨国公司的第三方合作，这将有利于中国企业获取国际

企业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核心技术，实现中国企业内部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同

时，中国企业可充分利用当地公司熟悉本国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经济、文化和社会

环境的优势，在行业领域进行本地化经营，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

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生

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提升中国企业在中东地区的竞争力。

（责任编辑：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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