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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工业发展战略转型与中阿产能合作∗

刘　 冬

摘　 　 要: 为提升经济现代化水平,实现多样化发展目标,2010 年前

后,很多阿拉伯国家都出台了以打造国家竞争优势、融入全球产业链为

主要目标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 丰富的能源资源储备、优越的国际

贸易条件为这些阿拉伯国家推进工业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 工

业制造业领域的国际产能合作是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受阿拉伯国家工业基础薄弱、中阿产业链相距较远、中国企业在

阿建立“根植性”存在困难、境外园区未能成为企业投资孵化载体等因

素的制约,中阿在工业制造业领域的产能合作始终处于较低水平。 结

合阿拉伯国家推出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以及中阿产能合作的具体阻

碍,中国需根据阿拉伯国家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产业链特点,科学推

进对阿产业投资,为阿工业发展战略转型提供智力支撑,进而推动双方

在工业制造业领域的产能合作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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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财政支撑的
 

“进口替代型”工业发展战略曾经带动

阿拉伯国家工业制造业取得快速发展。 但由于“进口替代”战略自身存在的弊端

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阿拉伯国家工业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逐渐

被边缘化。 进入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 2010 年前后,为应对全球产业链调整、改变

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水平较低和缺乏优势产业部门的状况,很多阿拉伯国家结

合本国特点和比较优势,提出了区别于以往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以打造产业竞

争优势为主要目标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
阿拉伯国家工业发展战略转型高度重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工业制造业

部门的国际产能合作是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 2016 年 1 月,中国政

府出台的《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明确提出要“对接中国产能优势和阿拉

伯国家需求,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先进、适用、有效、有利于就业、绿色环保的产能

合作,支持阿拉伯国家工业化进程” ①。 2018 年发布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共

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再次重申“产能对接”是中阿合作的四大行动计划之一,
并提出设立 150 亿美元中东工业化专项贷款用于支持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中东

国家的工业发展。② 然而,尽管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品

生产和出口国,中阿双方也有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意愿,但在工业制造业部门,
中阿产能合作却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国际产能合作是中阿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推动双方合作继续取得突破的重要内容。 深入剖析中阿双方在工业

制造业领域开展产能合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推进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

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前,中阿产能合作问题已经得到国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国内研究对该

问题的聚焦仍较宽泛,并不仅限于工业制造业部门。 例如,有学者对中国与中东

产能合作的研究聚焦于工业、基础设施、商业零售、金融、通讯和旅游等多个经济

部门。③ 也有学者在考察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产能合作时,聚焦两国在石油工

业、制造业部门、基础设施、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合作。④ 鉴于国内专门从工业制造

业部门的角度研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问题的成果还不够丰

富,本文尝试运用产业转移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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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产能合作与阿拉伯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相结合的具体路径,以期为推

动双方合作实现优化升级提供思路。

一、 国际产能合作的理论依据

国际产能合作是国际经济合作由贸易向投资领域的延伸,由于生产要素无

法实现跨国流动,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抑或资源禀赋的相对变化促成了跨国

产业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 学界最初主要围绕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相对变

化分析国际产能合作问题,由此产生了产业转移理论。 但是,随着跨国企业投资

的逐渐活跃,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发达国家产业投资以及工业化发展方面出现了

巨大分化,产业转移理论已难以对这一现象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由此,对企

业投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产业链、营商环境、空间位置等中观经济变量逐渐受

到学界的重视,聚焦于产业集群现象的竞争优势理论逐渐成为分析国际产能合

作问题的重要理论。
(一) 产业转移理论

以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理论为分析框架的产业转移理论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 该时期,由于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发达国家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出

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需求,经济学界开始尝试从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角度

分析企业跨国投资行为,产业转移理论开始趋于成熟。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

包括 60 年代形成的产品生命周期论(Product
 

Life
 

Cycle)、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以及 70 年代形成的边际产业扩张论(Marginal
 

Industry
 

Theory)等。
产品生命周期论由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雷蒙·弗农(Raymond

 

Vernon)提出。
该理论认为产品生产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每个产业的发展周期包括四个阶段:形
成、成长、成熟和衰退。 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在技术水平上存在差异,各国产业发

展的生命周期并不同步,在某一产业的发展上,各国往往处于产品生产生命周期

的不同阶段。 随同产品生产生命周期的演变,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也将从技术

水平较高的国家转移到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由此带来了国际投资活动和产品

生产的跨国转移。①

产业转移理论中的 “ 雁行模式” 理论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 ( Kaname
 

Akamast)提出。 该理论认为,工业后起国家的产业发展一般会经历“进口—国内

生产—出口”三个阶段。 在产业发展的最初阶段,因存在技术短板,后起国并不

具备生产某类产品的比较优势,只能从其他国家进口该类产品。 但是,随着国内

生产逐渐发展,产业发展的技术短板将逐渐消除,工业后起国家国内生产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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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格优势便会凸显。 在产品生产逐渐形成规模后,工业后起国的国内生产将

逐渐替代进口,并最终形成出口能力。 在这一过程中,产业发达国家对产业不发

达国家的投资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由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小岛清( Kiyoshi
 

Kojima)提出的“边际产业扩

张”论认为,产业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活动应当从边际产业依次推进,即从已经

处于比较劣势或是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推进;产业发达国家应当将在

边际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显性或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作为投资目的国。②

尽管上述产业转移理论分析的切入点有所不同,但均都认为国与国之间资

源禀赋或是比较优势的变化构成了带动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驱动力量。 产业转

移的方向主要是从产业发达国家转移到产业欠发达国家。
(二) 竞争优势理论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以中观经济变量为切入点,聚焦产业集群现象的竞争

优势理论开始成为国际产能合作研究的重要分析框架。
竞争优势理论可溯源至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提出的“产业区”概念。 马歇尔将集中有大量相关小企业、进行专业化生产的特

定地区称作“产业区”,认为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是“产业区”获得发展的根本原

因。③ 但因当时跨国投资并不活跃,该理论并未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直到 20 世

纪 80 年代,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才将竞争优势理论的研

究推向高峰。 在通过对 10 个国家 100 个行业进行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波特提

出了被称为“波特钻石模型” (Michael
 

Porter
 

diamond
 

Model)的国家竞争优势理

论。 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以产业集群的形式体现,产业集群是产业

发达国家的核心特征,而在很多产业集群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竞争者往

往集中于某个城市或地区。 因创建新国际贸易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

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也指出,不同群体和相关活动倾向集聚于不同地方,
而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意味着集聚形成后便会自我延续下去。④

与产业转移理论不同,竞争优势理论高度关注营商便利性、空间位置、教育

培训、基础设施等对工业制造业生产活动具有重要支撑的中观经济变量。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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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对产业区的论述主要集中于第四篇“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的第

10 章“工业组织(续前)”。 参见[英]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廉运杰译,北京:华夏出

版社 2004 年版,第 226-234 页。

 

[美]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张兆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3-63,98-109 页。



阿拉伯国家工业发展战略转型与中阿产能合作

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工业制造业发展所需的有利条件并非完全给定,而是可以通

主观努力积极争取,包括工业制造业发展所需基础设施、有利于企业投资的“根

植性”(embeddedness)生产条件,以及有利于产业集群形成的“柔性专精” 生产

条件。
首先,高质量的“软”“硬”基础设施对工业制造业发展至关重要。 在竞争优

势理论的分析框架中,与以资源禀赋形式呈现的初级生产要素相比,高级生产要

素和专业化生产要素对于制造业发展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更为重要。 而有利于

制造业发展的通用基础设施以及专门服务于特定产业的专业化基础设施,是高

级生产要素和专业化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业制造业的发展除需得到交

通、水电、专业化工业用地、物流等“硬件”基础设施的支撑外,也需要技术工人、
专业人才、科研实力等“软性”基础设施的支持。①

其次,有利于企业投资的根植性是产业集群的重要特征。 在竞争优势理论

的分析框架中,根植性是指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本地联

系,其主要特征包括相互信任、丰富的信息交换、共同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等。②

对外国投资企业而言,根植性意味着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和交易活动是安全的、
可靠的和可预见的。

最后,“柔性专精”( flexibility
 

plus
 

specialization)生产条件是产业集群形成和

发展的重要支撑。 “柔性专精”是指单个企业生产集中于有限的产品或过程,形
成专业化的特点,而专业化企业的相互竞争和协作带来整个地区生产的灵活性

和多样性。③ “柔性专精”生产条件是工业生产获得高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专
业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市场创造效应和生产创新性的重要保障。④ 对外国投资

企业而言,“柔性专精”生产条件意味着企业在东道国开展经营活动,能够获得专

业化的劳动力供给,以及灵活适用的上游产业链供给。
(三) 产业转移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的互补性

基于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理论关注宏观经济变量,而聚焦产业

集群现象的竞争优势理论则关注中观经济变量。 两者对于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同

等重要,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形成的基础,只有“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本国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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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禀赋,才能更容易形成国家的竞争优势。 但是,如果无法消除竞争优势形成的

阻碍,比较优势便难以转换成为竞争优势。①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一国工业制造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也是跨

国企业选择投资目的国的重要参考因素。 阿拉伯国家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条

件,构成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经济基础。

二、 阿拉伯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及其发展基础

阿拉伯国家在独立之初就高度重视工业制造业的发展。 在工业化初期,阿
拉伯国家普遍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试图通过建立完善的工业

体系,迅速提升国家的工业化水平。②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原有工业化发展道路

导致国内投资过大、投资效率不高、外债负担过重,阿拉伯国家逐渐改变了进口

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③ 此后,很多阿拉伯国家逐渐形成了出口导向与进口替

代相结合的综合发展战略,即在适度保护民族经济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的出

口导向,但这一发展战略未能有效带动工业制造业的快速发展。④ 因此,此后阿

拉伯国家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重心完全转向“出口导向”,着力打造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产业部门。 从工业制造业发展的资源禀赋来看,尽管阿拉伯国家的人

口红利不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其丰富的能源资源禀赋和优越的国际贸易条件

却为其推进工业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
(一) 阿拉伯国家工业发展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

2010 年前后,很多阿拉伯国家陆续启动了新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其中具

有代表性的包括摩洛哥《2014~2020 年工业加速计划》、埃及《2016~2010 年工

业与贸易发展战略》、沙特阿拉伯《2030 年愿景》和《2020 年国家转型计划》以及

阿联酋《2071 百年计划》等。 从各国公布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来看,阿拉伯国

家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大力发展制造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 为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

化生产要素,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高度重视工业园区的建设。 例

如,埃及《2016~2020 年工业与贸易发展战略》明确提出,要在 5 年内开发 6,000
万平米封闭式工业投资用地,并根据国内生产和出口需求,重点发展冷库、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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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培:《大国筋骨:中国工业化 65 年历程和思考》,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3-67 页。

冯璐璐:《中东与新兴工业国经济现代化发展模式比较研究》,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6 期,第 119-123 页。
张俊彦主编:《变化中的中东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2-47 页。
冯璐璐:《中东经济现代化的现实与理论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5 -

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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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交通等配套基础设施。① 为提升工业园区基础设施的水平,阿曼于 2015 年

出台《工业区公共设施法》,要求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为产业园区提供电力、水、
煤气、废水处理网络和道路等公共设施的开发与服务。②

第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提升人力资源储备。③ 阿拉伯国家的“再工业化”
战略十分重视教育培训部门的发展,国民收入水平较低的阿拉伯国家更重视职

业教育的发展。 例如,为提升劳动力专业化水平,摩洛哥在综合工业园区内设置

了职业培训中心,根据园区企业的具体需求,对劳动力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④

与中低收入国家相比,国民收入水平较高的海合会国家更关注国家整体教育质

量和国民素质的提升。 卡塔尔《2030 国家愿景》将人力资源发展作为国家可持续

发展的四大支柱之一,主要内容包括建立世界一流的教育系统,通过为国民提供

优质的教育培训,进一步发掘国内人力资源禀赋,使本国劳动力掌握更为复杂的

技术,以适应经济高速发展的要求。⑤

第三,提升本土企业的供给能力。 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需依

托“柔性专精”的生产条件,即原材料和零部件、机械和服务,以及相关产业本土

供应商的支持。 国际投资实践表明,跨国公司境外生产基地所需的服务和商品,
平均超过 50%是从东道国境内获得的,东道国本土供应能力也是跨国企业选择

投资目的国的重要参考因素。⑥ 鉴于此,很多阿拉伯国家将提升本国企业、特别

是中小微企业能力作为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例如,埃及改变了过

去过度保护本国企业的政策,积极鼓励国内企业通过竞争提升能力。⑦ 阿联酋于

2021 年 3 月启动了为期 10 年的《工业战略“3,000 亿行动”》,拟向 13,500 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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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以鼓励更多民间资本投资科技创新行业。①

第四,着力改善国内营商环境。 优越的营商环境可以便利外国投资企业在

熟悉的市场环境中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有助于企业降低在东道国建立根植性的

困难。 营商环境是跨国企业选择投资目的国的重要参考因素。② 为提升外资吸

引力、助力本国工业化进程,阿拉伯国家均高度重视本国营商环境的改善。 例

如,阿尔及利亚于 2020 年 6 月通过《财政法补充法》,废除关于外国企业投资股

权占比不得超过 49%的规定,除少数特定经济部门外,外国投资不再受投资比例

的限制。③ 为提升外籍劳工管理的国际化水平,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海湾阿拉

伯国家废除了广受“诟病”的针对雇佣外籍劳工的保人制度,在事实上打破了外

籍劳工对雇主的依附,为吸引国际技术人才在本国就业创造了条件。
(二) 阿拉伯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的经济基础

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致力于打造有利于竞争优势形成的要素
条件。 然而,对发展工业制造业而言,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优势又是竞争优势形

成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总体来看,阿拉伯国家实施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依托

的经济基础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阿拉伯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禀赋。 制造业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电

力供给,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力供给价格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工业制造业企业

的经营成本。 阿拉伯国家位于全球能源供给的核心地带,不但拥有丰富的碳化

氢资源,光热资源的储备也极为丰富。 充足的能源资源供给为阿拉伯国家发展

工业制造业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保障。
在能源资源储量方面,根据英国石油的数据,截至 2020 年底,阿拉伯国石油

储量达 1,021 亿吨,占全球石油总储量的 41. 8%;同年,阿拉伯国家天然气储量

达 49. 6 万亿立方米,占全球天然气总储量的 26. 3%。④ 此外,阿拉伯国家所处的

西亚北非地区是全球光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光热资源在阿拉伯国家的分布较

为平均,除波斯湾沿岸和地中海沿岸地区每千瓦光伏电池板平均年发电量(介于
1,753~1,899 千瓦) 较低外,其他地区每千瓦光伏电池板平均年发电量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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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千瓦以上。①

从能源供给的角度看,丰富的油气和光热资源为阿拉伯国家发展工业制造

业提供了坚实的能源供给保障。 特别是卡塔尔、阿联酋、埃及等拥有丰富天然气

资源的阿拉伯国家,能源密集型工业制造业发展的潜在比较优势要远远优于其

他发展中国家。
第二,少数国家拥有工业制造业发展的人口红利。 人口是工业制造业发展

的重要基础,较低的人口抚养比带来的人口红利更有助于工业制造业的发展,而
工业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离不开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升。 整体来看,由于人口老

龄化进程有所加速、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对较低,阿拉伯国家的人力资源储备并不优

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少数国家仍拥有有利于工业制造业发展的人口红利。
首先,少数阿拉伯国家拥有相对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 国际上通常使用年

龄中位数指标作为划分人口年龄构成类型的标准,年龄中位数在 30 岁以上为老

年型人口。 尽管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阿拉伯国家人口年龄中位数迅速上移,
至 2020 年已有 7 个阿拉伯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阿拉伯地区人口的年龄中位数

位于 25~29 岁的区间水平,与全球处于相同水平。 但苏丹、也门、埃及、伊拉克和

约旦五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在 25 岁以下,可以为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大量适龄

就业人口。②

其次,少数国家的劳动力素质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 阿拉伯国家人均受教

育年限的全球排名明显低于人均 GDP 的全球排名。 2018 年,阿拉伯国家人均

GDP 位列全球第 86 位,其平均受教育年限全球排名第 124 位,人均 GDP 排名较

人均受教育年限高出 38 位。 尽管阿拉伯国家总体上存在比较严重的“教育赤字”,
但约旦、埃及两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全球排名明显高于人均 GDP 全球排名,阿尔及

利亚、突尼斯、苏丹等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全球排名与人均 GDP 全球排名相近。③

结合阿拉伯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均 GDP 和居民受教育水平,约旦、埃及、
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工业制造业发展的人口红利,在发展劳动

密集型工业制造业方面具有较强的潜在比较优势。
第三,阿拉伯国家拥有极为优越的国际贸易环境。 与能源资源、人力资源相

似,有利的贸易条件也是工业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阿拉伯国家位于亚、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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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三大洲交汇之地,地理位置优越。 很多阿拉伯国家通过双边或多边优惠贸易

协定,为工业制造业发展建立起极为优越的国际贸易条件。
在与大国的贸易安排上,阿拉伯国家是与欧、美签署优惠贸易协定最为集中

的地区。 截至 2021 年底,巴林、约旦、摩洛哥、阿曼均与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

定;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巴勒斯坦、突尼斯等国与欧盟签订

了合作伙伴协议;埃及、海合会、约旦、摩洛哥、巴勒斯坦、突尼斯等国与欧洲自由

贸易联盟(EFTA)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在地区贸易关系的发展上,除海合会六国在经济合作方面进入共同市场阶

段外,约旦、埃及、突尼斯和摩洛哥也签署了具有自由贸易协定性质的阿加迪尔

(Aghadir)协议。 巴勒斯坦、突尼斯、摩洛哥、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等国与土

耳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此外,阿联酋与以色列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不过,阿拉伯国家通过签订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获得的优越贸易条件主要

集中于欧美和中东地区。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阿货物贸易快速增长,2001 年至

2020 年,中阿货物贸易额由 483 亿美元增至 2,398 亿美元。① 然而,中阿双方贸

易合作的机制建设明显滞后。 截至 2022 年 5 月底,中国尚未与阿拉伯国家建立

任何含有自由贸易协定性质的多边或双面贸易合作机制。

三、 中阿产能合作现状的多维分析

尽管中国对阿制造业投资和工业园区建设都已建成一些标志性项目。
 

但受
阿拉伯国家工业基础薄弱、中阿产业链相距较远、中国企业在阿建立根植性存在

困难、境外工业园区发挥带动效果有限等因素困扰,中国对阿制造业投资规模处

于较低水平,双方产能合作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不过,中国强大的工业制造业

生产能力、丰富的工业园区建设和职业教育培训经验,却为中阿产能合作取得突

破提供了可能性。
(一) 中国对阿产业投资现状

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产能合作最重要的承载方式。 中国对阿拉伯地区的直
接投资规模有限,且不以工业制造业为主,中阿产能合作至今仍处于较低水平,
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第一,中国对阿直接投资规模相对有限,在阿拉伯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

量中占比很小。 从投资规模来看,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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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 213. 0 亿美元,仅占阿拉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 2. 3%。①

表 1　 2020 年中国对主要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情况 (单位: 万美元)

流量 存量 主要投资领域

阿联酋 155,195 928,324 能源、钢铁、建材、建筑机械、五金、化工等

沙特阿拉伯 39,026 293,091 石化、金融

伊拉克 41,458 173,789 油田开发、电力建设、基础设施建造、通讯和建材

阿尔及利亚 1,864 164,352 油气、矿业

埃及 2,743 119,172 油气开采和服务、制造业、建筑业、信息技术产业以及服务业

苏丹 283 112,030 石油开发、基础设施建设

科威特 12,221 84,923 大型工程项目承包,服务业

卡塔尔 9,467 61,851 建筑工程承包

也门 -292 54,127 资源开发、餐饮、建筑工程和渔业捕捞

摩洛哥 12,814 38,347 渔业、基建、电信、金融

资料来源: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 年版;中国驻各国商务参赞处网站;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

南》2020 年各卷。

第二,中国对阿直接投资以能源和基建为主,制造业投资合作占比较低。 从

投资流向来看,中国对阿直接投资主要流向能源和基建领域,这导致中国对阿投

资主要集中于油气资源国。 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对阿直接投资存量规模最大的

四个国家分别是阿联酋、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中国对四国直接投

资存量总额占对阿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 73. 2%。② 即使是中国对阿拉伯地区非

油气资源国的投资,制造业在其中的占比也十分有限。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
至 2016 年底,中国对埃及直接投资存量中仅有 12%流入制造业部门,投资金额

累计仅 1. 1 亿美元。③

(二) 中国对阿境外园区建设现状

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境外工业园区的建设起步较早,但最初主要集中于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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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0 年版;

 

“UNCTADSTAT,”
 

UNCTAD,
 

http: / / unctadstat. unctad. org / wds / Re-
portFolders / reportFolders. aspx,上网时间:2021 年 11 月 16 日。.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第 166 页。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

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埃及(2017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7 年

12 月,第 56-57 页,http: / / fec. mofcom. gov. cn / article / gbdqzn / upload / aiji. pdf,上网时间:2018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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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2007 年,商务部批准设立的第二批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就有两个位于北非

国家,分别是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和阿尔及利亚中国江铃经贸合作区。 其

中,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经过多年建设,已经成为中国投资境外工业园区的

标志性项目之一。 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尝试在西亚国家投资

建设境外工业园区,代表性项目有 2016 年签约的中国—阿曼(杜库姆)产业园、中
国—沙特(吉赞)产业园和 2018 年开工建设的中阿(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等。

表 2　 阿拉伯国家工业园区模式及我国在阿主要境外园区概况

国别 园区类型 数量 中国园区 享有政策 产业定位

阿联酋 自由区 46
中阿(联酋) 产能

合作示范园
自由区 铝材、食品、光伏、生物医药、石化

阿曼
经济特区、自由

区、工业区
13

中 国—阿 曼 ( 杜

库姆)产业园
经济特区

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建筑材料、
海洋产业、光伏、轮胎、现代农业、
食品、服装、汽车组装

沙特

工业 城、 经 济

城、自由区、科

技区

41
中国沙特(吉赞)
产业园

经济城 钢铁、石化、硅、船舶服务

埃及
自由区、经济特

区、合格工业园
118

中国埃及苏伊士

经贸合作区
经济特区

纺织服装、石油装备、新兴建材、高
低压电器、化工、汽车

中国埃及(曼凯)
纺织工业园

无 纺织服装

资料来源: 王兴平主编:《中东及西亚产业园区发展与规划》,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王
兴平主编:《非洲产业园区发展与规划》,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从建设成效来看,中国在阿境外园区并没有成为国内制造业企业在阿投资

的孵化平台。 截至 2021 年底,实际投入运营的境外工业园区仅有中埃泰达苏伊

士经贸合作区和中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 即使是经营十余年的中埃泰达苏

伊士经贸合作区,截至 2021 年 4 月底累计销售额仅 25 亿美元,缴纳税费 1. 76 亿

美元,直接为约 4,000 人提供就业。① 尽管园区建设已形成一定规模,但作为对

埃产业投资的境外孵化载体,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发挥的作用仍差强

人意。
(三) 中阿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制约因素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规模有限,中阿产能合作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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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

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埃及(2021 年版)》,第 54 页,http: / / fec. mofcom. gov.
cn / article / gbdqzn / upload / aiji. pdf,上网时间:2022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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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拉伯国家的宏观投资环境有关,也与投资企业自身存在不足有关。 总体来

看,中阿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阿拉伯国家工业基础相对薄弱。 贸易竞争力指数( Trade

 

Competitive
 

Index)是衡量一国行业竞争力和产业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 该值介于-1~1 之

间,取值愈高,则表明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越强。 一般而言,贸易竞争力指数介于

0. 3~0. 6 之间表明商品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指标高于 0. 6 则表明具有极强的

竞争优势,指标为负数则为具有竞争劣势。① 根据 2020 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数据

计算阿拉伯国家在《国家贸易标准标准(修订 3)》分类下 167 组工业制成品的贸

易竞争力指数后可发现,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

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工业制成品屈指可数。② 在阿拉伯国家中,只有海合会国家

生产的少数石化产品,以及埃及、约旦、摩洛哥、突尼斯等国生产的少数劳动密集

型工业制成品呈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除石化产品外,阿拉伯国家具有竞争

优势的工业制成品主要是以最终形态的工业制成品为主。 由于工业基础十分薄

弱,阿拉伯国家普遍难以满足竞争优势理论提出的“柔性专精”生产条件。 外国

企业在阿拉伯国家投资很难获得东道国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是导致阿拉伯国

家吸引制造业投资数额有限、中阿深化产能合作受到制约的重要原因。
第二,阿拉伯国家产业链与中国相距较远。 从全球产业链分布情况来看,阿

拉伯国家的工业制造业对欧洲产业链体系具有高度依赖性,工业生产所需中间

形态工业制成品主要进口自欧洲国家。 深嵌于以欧洲为中心的产业链体系导致

中阿产业链相距较远,从货物贸易的商品结构来看,中国对阿货物出口主要是以

最终形态的工业制成品为主,仅有“铁或钢制的管子和中空型材及管子配件”等

少数中间形态工业制成品在阿市场占有较大市场份额。③ 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对

阿投资必然要离开国内相对熟悉的产业链供给体系,在东道国本土及其周边区

域采购生产所需的上游供给,由此带来的不便构成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对阿投资

的重要障碍。
第三,中国企业在阿建立根植性存在困难。 国内企业在阿拉伯国家建立根

植性面临困难首先源自一些阿拉伯国家营商环境相对较差。 根据世界银行 2019
年 5 月公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排名,阿拉伯国家中仅有阿联酋和巴林两国的营商

环境排名进入全球前 50,摩洛哥、沙特阿拉伯、阿曼、约旦、卡塔尔、突尼斯和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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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秀英、刘胜:《“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载《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学报》2018 年第 2 期,第 55 页。
贸易竞争力指数的计算公式是:TCij = (Xij-Mij) / (Xij+Mij),式中,TCij 表示 i 国 j 产品

的竞争力指数,Xij 表示 i 国 j 产品的出口额,Mij 表示 i 国 j 产品的进口额。 数据来源:“UNCTAD-
STAT”。

刘冬:《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与产能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63-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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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七国的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介于第 50 位到第 100 位之间,包括埃及在内的其

他阿拉伯国家的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则位于 100 名开外。① 相对较差的营商环境

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很多阿拉伯国家难以完全按照国际通行的商业规则开展投资

经营活动。
由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地理上相距遥远,在语言和文化上差异较大,中国

企业在阿拉伯国家因地制宜建立根植性面临困难。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 2016 年发

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民心相通”指标,中国与西亚北非国家“民心相通”指

标得分仅 9. 77 分,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中垫底。② 这一状况导致中国制造业

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国时,更倾向于首选相对熟悉、更易于建立根植性的东亚

国家。
第四,中国在阿境外园区无法发挥投资孵化平台作用。 中国在阿境外园区

对产业投资的带动效果有限,主要源自两个方面。 首先,与东道国自主建设园区

相比,境外园区竞争力处于劣势。 实际上,很多阿拉伯国家已建成许多基础设施

完善、运行成熟的工业园区,如埃及的十月六日城、阿联酋的杰贝阿里自贸区、摩
洛哥的丹吉尔自由区等。 阿拉伯国家自主修建的工业园区不但地理位置优越,
吸引大量企业入驻,而且在享受优惠政策上优于中国在阿投资建设的工业园区。
其次,中国在阿筹建的经贸工业园区普遍存在产业布局过于分散的问题。 阿拉

伯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国内供给能力有限,即使从全国范围来看,也很难同时支

撑多个产业集群的建立。 中国各类实体在阿投资的工业园区往往是将多个关联

性不高的产业作为园区支柱产业,如中阿(联酋)合作示范园将铝材、食品、光伏、
生物医药、石化等产业作为园区支柱产业。 园区布局过于分散造成园区无法为

东道国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部门提供专业化服务,从而造成大量无效投资,进而

导致园区招商吸引力不足。
(四) 中阿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基础

阿拉伯国家丰富的能源资源禀赋以及优越的国际贸易条件,为其发展工业

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潜在比较优势。 中阿产能合作受制于一系列不利因素仍处

于较低水平,但中国在工业制造业部门拥有的强大生产能力以及在工业园区建

设和职业教育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仍可为中阿双方开展产能合作提供重要

支撑。
第一,中国拥有十分强大的工业制造业生产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

制造业取得快速发展。 中国已成为全球工业规模最大、产业门类最全、产业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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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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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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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ing,”
 

World
 

Bank,
 

May
 

2019,
 

https: / / archive. doingbusi-
ness. org / en / rankings?region = middle-east-and-north-africa,

 

上网时间:2022 年 6 月 1 日。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6)》,北京:商务印

书馆 2016 年版,第 46 页。



阿拉伯国家工业发展战略转型与中阿产能合作

最完善的工业大国,中国有 200 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包括钢铁、造船、汽
车、水泥、化纤、棉布等大宗产品,以及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打印机、手机、家电

等终端产品。① 强大的工业制成品生产与出口能力为中阿开展产能合作提供了

重要支撑。
第二,中国拥有工业园区建设的丰富经验。 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特别是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工业园区快速发展,形成苏州工

业园、北京中关村科技园等一批拥有以园区为平台、大量企业集聚、分工高度专

业化的产业集群地。② 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高度重视工业园区建

设,中国在工业园区建设方面取得的丰富经验,可供阿拉伯国家建设和发展工业

园区提供借鉴。
第三,中国拥有职业教育的丰富经验。 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大量

产业工人的培训,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中国也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职业

教育体系。 中国共有职业教育学校 1. 12 万所,在校学生数量超过 2,915 万,③逐

渐形成了“校中厂”和“厂中校”相互支撑、校企紧密合作、产学高度融合的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④ 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高度重视产业工人的培训,中
国在职业教育培训方面取得的丰富经验,也可为阿拉伯国家培育产业工人提供

有益经验。

四、 推进中阿产能合作的策略

结合阿拉伯国家推出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及其工业制造业发展的基础,
同时针对中阿开展产能合作面临的阻碍因素,推动中阿产能合作提质升级可采

取以下几种路径。
(一) 以开拓新市场作为对阿产能合作的主攻方向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阿拉伯地区只有少数国家拥有人口红利,地区国家

与中国的产业链联系不够紧密。 中国企业借助在阿投资实现降低生产成本和整

合企业价值链的目标存在较大难度。 优越的国际贸易条件是阿拉伯国家工业制

造业发展有利的资源禀赋,中阿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应利用阿拉伯国家这一有利

条件,将获取新市场或新客户作为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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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华、沈继楼:《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工业化:历程、经验与展望》,载《当代财经》
2021 年第 12 期,第 3-14 页。

闫梅:《中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历史逻辑、现实与对策》,载《城市》2022 年第 2 期,第 3-13 页。

 

李蕊、杨颜菲、王锦涛:《职业教育搭起成才“立交桥”》,载《人民日报》2022 年 6 月 17 日,
第 7 版。

杨慷慨:《中国共产党发展职业教育的百年考察与未来展望》,载《教育与职业》2021 年第

16 期,第 5-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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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制造业发展来看,复杂的国家贸易环境已成为制约中国工业制造业

发展的重要障碍。 自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工业制造业取得

了快速发展,同时遭遇的贸易摩擦也在日益增多,中国已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

查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近十余年来,严峻的国际贸易环境给中国很多优

质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借助阿拉伯国家优越的贸易

条件,绕开美西方以及地区国家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应当是中阿深化国际

产能合作的主攻方向。
(二) 以短链产业作为中阿产能合作的主导产业

阿拉伯国家工业普遍基础薄弱,本土供给能力有限,对于从事复杂工艺流程
的制造业企业而言,离开国内熟悉供应链体系,在该地区设立海外生产基地,将
导致产业链整合成本大幅上升。 因此,中阿产能合作在产业选择上宜优先选择

资金需求大、生产环节较少的短链产业作为双方合作的主导产业。 巨石集团在

埃及投资能够取得成功,与其产品生产具有短链特点密切相关。
从阿拉伯国家的角度看,资金密集度高的短链制造业发展对其推进工业制

造业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一些阿拉伯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潜在

比较优势。 很多加工环节少的工业制造业,如原料药、有色金属、新兴建材、光伏

电池片等,都是工业再生产的中间产品,相关产业的发展对阿拉伯国家提升本国

供给能力和推进工业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资金密集度高的短链产业具

有能源消耗大、频繁遭遇贸易摩擦的特点,阿拉伯国家的能源资源禀赋和极为优

越的国际贸易条件恰可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保障。 中国在很多短链制造

业的发展上已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工艺水平也处于全球前列,中阿双方在相

关产业开展合作具有广阔空间。
(三) 引导易于融入欧洲产业链体系的企业开展对阿投资

欧洲是全球重要的工业品消费市场,也是很多工业设备与装备、高新技术材
料、工业原料和零部件的重要供给基地。 通过进一步融入以欧洲为中心的产业

链体系带动本国工业化进程,由此成为很多阿拉伯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的

重要内容。
新冠疫情暴发前,欧洲国家已有将产业链向本地区及周边区域回调的态势。

从欧盟货物商品进口的国别构成看,2015 年至 2019 年,欧盟区内工业制成品进

口贸易额占比由 62. 1%上升至 63. 2%,对西亚北非工业制成品进口贸易额占比

由 2. 8% 上升至 3. 0%, 对华工业制成品进口贸易额占比则从 11. 7% 降至

11. 4%。①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进一步凸显了经济全球化的脆弱性,本已抬头的

“逆全球化”趋势因疫情加速演进。 2020 年 3 月欧盟发布《欧洲新产业战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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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强化欧盟国家政府对产业的引导作用。① 欧盟国家产业引导的目的便是加

速产业链向本土和周边区域回流,降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因

素的干扰。②

面对欧盟产业链调整的趋势性变化,中国可考虑引导与欧盟产业链联系较

为紧密、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或零部件主要来自欧洲国家的国内制造业企业,适
时推进对阿投资合作。

(四) 以东道国成熟园区作为投资依托

从国际投资实践来看,工业园区的经营需要与东道国各级政府以及利益相

关者建立紧密联系,外国投资实体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独资或控股工业园区并不

容易。 为避免资金浪费,中国各类投资实体参与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园区建设,宜
避免以新建园区为重点,应注重加强与东道国合作,助力阿拉伯国家成熟园区的

升级改造。
与其他国家相比,阿拉伯国家工业园区的发展悠久历史,在工业制造业发展

战略的推动下,很多阿拉伯国家已建成基础设施完善、大量企业入驻的成熟工业

园区。 这些园区不但已经初步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且在享受优惠政策或在地理

位置方面优于中国各类投资实体在阿筹建的工业园区。 因此,对于中国制造业

企业而言,应当根据企业发展的需求,优先选择东道国发展相对成熟的工业园区

作为在阿投资的孵化载体。
(五) 为阿拉伯国家落实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持

中国企业对阿拉伯国家投资缺乏历史惯性,对当地市场及经营环境缺乏足

够了解,对阿拉伯国家在产业链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够熟悉。 因对阿缺乏了解,
中国在阿引进的大型工业园区项目和制造业投资项目对双方产能合作的带动效

果十分有限。 中小企业受自身实力限制,不太可能将大量资金用于对阿投资的

前期调研和风险评估,因而对在阿拉伯地区开展投资活动缺乏热情。 因此,对于

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来说,为推动中阿产能合作取得实质性突破,应将对阿合作重

点由牵头对阿输出大项目转向深度参与阿拉伯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进程,增进

对阿了解,获取对于国内企业赴阿投资至关重要的市场信息。
从阿拉伯国家工业发展战略来看,很多国家高度重视工业园区建设和人才

教育培训,重视提升本土企业能力。 中国各类工业园区在带动工业制造业发展

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伴随工业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在职业教育的规

划和教学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经验,很多中国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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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处于领先水平。 因此,中国政府和国内相关部门可考虑通过为阿拉伯国家的

工业园区建设、职业教育培训提供技术援助,推动中国企业与阿拉伯国家企业开

展技术交流,增进中阿双方“民心相通”水平,助力中阿产能合作实现优化升级。

五、 结语

世界近现代经济发展史表明,工业制造业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实现

经济现代化必由之路。 正是工业制造业发展相对滞后才导致阿拉伯国家油气资

源国迟迟难以摆脱对油气资源的高度依赖,非油气资源国难以实现国民收入水

平的提升。 因此,面对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和全球产业链的重新调整,2010 年前

后,很多阿拉伯国家结合自身比较优势,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经

验,重新调整了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工业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尽管阿拉伯国家的工

业制造业基础仍十分薄弱,但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阿拉伯国家却拥有其他发

展中国家难以比拟的能源资源禀赋和国际贸易条件。 在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

上,很多阿拉伯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自身在制造业发展上存在的短板,并从源头

应对阻碍工业制造业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着力打造有利于竞争优势和产业集

群形成的“软”“硬”基础设施、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 在全球产业链加速调整的

大背景下,随着工业制造业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阿拉伯国家将在全球产业链中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伴随中国工业品生产与出口

能力的快速提升以及能源进口规模的显著扩大,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互补

性进一步加强,双方货物贸易快速发展,形成了以工业制成品换取石油的货物贸

易结构,中阿双方逐渐成为互为重要的货物贸易伙伴。 然而,中国工业制造业在

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影响,
一些工业制造业部门出现了国际竞争优势下降的问题。 受其影响,中阿经济合

作具有由贸易向投资转变的现实需求,工业制造业领域的国际产能合作应成为

中阿经济合作的重要支柱。 但国际产能合作的推进并非易事,对于企业而言,离
开相对熟悉的母国环境,在其他国家投资设厂,是一项资金消耗大、风险程度高

的市场操作。 只有在更全面了解阿拉伯国家在工业制造业领域具备的比较优势

和竞争优势条件,更为科学地规划和布局双方投资合作,中阿双方才能推动工业

制造业领域的产能合作实现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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