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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中阿经贸合作发展的多维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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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2001 年至 2021 年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合作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双边货物贸易额快速增长,贸易结构稳定,沙特和阿联

酋等重点市场持续发挥着领头羊作用。 能源联系始终是中阿经贸合作

发展的主轴,中国即将到来的能源消费峰值可能削弱中阿经贸的增长

推力,但基于巨量油气进口的能源联系对中阿经贸合作的推动作用还

将持续。 除了阿联酋、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以外,中国对阿拉伯产油国

都持有巨额逆差,对非产油国持有巨额顺差。 中阿经贸合作整体平衡

与个体失衡的背后是中国商贸产品的较短产业链和较低附加值。 基础

设施建设和相互直接投资是中阿经贸
 

“1+2+3”合作格局的两翼,前者

发展相对较快,后者则一直在低位徘徊。 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推动阿拉

伯国家的工业园区建设,强化中阿在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等高新领

域的合作,建立中阿能源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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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21 世纪以来,有赖于高度中央集权体系的制度优势和庞大人口基数所
具有的规模效应,辅以政治理性的加入世贸组织战略和“9·11”事件后意外而难
得的战略机遇,中国经济步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期。 在 2001 年至 2021 年间,中
国的 GDP 总量从 1. 34 万亿美元增长至 17. 73 万亿美元,全球占比从 3. 98%跃升

至 18. 45%。① 在第一个十年连续赶超法英德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第二
个十年巩固了第一大工业生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地
位,是全球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不仅取代日本成为东亚地区

的经济中心,推动东亚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区,还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增长的最大
贡献者和稳定力量,提供了世界经济年度增长的 1 / 4。 而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发展
进程中,阿拉伯国家因为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交汇地带,资源禀赋独特,宗教和文

明多样性突出,日益成为中国对外经贸发展的战略伙伴和重要组成部分。 回顾
过去 20 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经贸发展合作的跌宕起伏,结合世界经济格局正在
发生的深刻转变和中国内部的艰难转型,多维度透视中阿经贸合作共建,有助于

明确对中阿经贸合作的认知和定位,探索可持续合作发展的扎实路径,争取在新
经济格局中占据更有利位置。

一、 中阿经贸合作的历史经纬及其内涵

在 2001 年至 2021 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首先,对外贸
易规模持续扩大。 货物进出口总额从 0. 51 万亿美元增长至 6. 05 万亿美元,在
2004 年、2007 年、2013 年和 2021 年分别突破了 1 万亿、2 万亿、4 万亿和 6 万亿美
元关口,2021 年的 1. 4 万亿美元外贸额增量相当于世界第四大贸易国的外贸体
量;全球贸易份额占比从 4%提升至 15%,是 1958 年以来全球单一经济体对外贸

易的最高份额,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② 其次,对外贸易量质
齐升,经济大国地位日趋巩固。 这不仅表现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结构日趋多
元、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市场主体更加活跃、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所提升

等;③还表现为对外贸易促进区域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
融合,激发市场活力,培育中国企业全球影响力,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
本形成。

在此发展过程中,阿拉伯国家日益成为中国对外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阿双边合作是维护多边贸易体系与互利共赢的典范。 第一,双边货物贸易额
快速增长,占比翻倍。 中阿贸易额从 2001 年的 147. 02 亿美元跃升至 2021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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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2. 38 亿美元,增长了 22. 5 倍,远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货物贸易的增长倍数
(11. 9);在中国对外货物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也从 2. 88%提升至 5. 46%,双边贸易
的程度和范围进一步扩大。 第二,双边贸易结构相对稳定。 中国对阿出口产品
以制成品为主,其中 80%是消费品和资本品,例如机械设备和电气产品、纺织和
服装以及金属产品等,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达到 66%;从阿进口产品以
原材料为主,其中 80%是矿物燃料和矿物油,消费品和资本品的占比只有 10%左
右。① 第三,中国企业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当地企业都进行了广泛合作,涉及能
源、基础设施、通信、机电产品、农产品和建材等多个领域,中国产品在阿拉伯市
场的占有率稳步攀升,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产品的出口比重继续增加,尤其是
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增长较快,双边经贸合作日益从传
统的互补模式向各要素嵌入融合过渡。

2009 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阿拉伯世界 /中东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这在当
时被看作是经济危机重塑全球版图的一个缩影,既印证了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着
的一次历史性调整,又印证了丝绸之路经济体(Silk

 

Road
 

Economies)的逐步兴
起。② 此后,虽然国际贸易走势跌宕起伏,但中国基本保持着阿拉伯世界第一大
贸易伙伴的地位,是 9 个阿拉伯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同时,阿拉伯国家是中国
最大的海外石油供应地、第七大贸易伙伴、重要的工程承包及海外投资市场;③中
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相互直接投资持续提升,涵盖油气、建筑、制造、物流、电力等
众多领域;基础设施合作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双方合作的科技含量与装备水平不
断提高,出现了一批推动新时期中阿经贸合作转型升级的标志性工程。④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合作离不开官方推动。 截至 2021 年底,中国与除
索马里以外的 21 个国家签署了双边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协定,与 20 个阿拉伯
国家及阿盟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 17 个阿拉伯国家签署了投资保
护协定,与 12 个阿拉伯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给予 6 个最不发达阿拉伯
国家对华出口商品零关税待遇。 中国商务部每年在阿联酋举办中国产品交易
会,在沙迦设立中国机电产品展览中心,在迪拜设立中国商品分拨中心,组织中
国出口企业和投资企业到阿拉伯国家进行贸易投资活动。 出口商品既有纺织
品、服装、生活消费品等传统产品,也包括大型港口机械、家电产品、汽车、电信设
备等较高技术含量产品。 此外,中国还积极向阿拉伯国家介绍自身发展经验,包
括如何向外商提供有吸引力的优惠政策并保持政策稳定,怎样为外商提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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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设施,成立能有效地解决产业园区建设各种问题的工作班子等。①

沙特和阿联酋等重点市场在中阿经贸往来中持续发挥着领头羊作用。 沙特

油气资源丰富,国际境遇优越,进入 21 世纪以来更试图通过与其他大国的密切

联系来平衡对美国的依赖。② 中沙两国 2008 年 6 月建立战略性友好关系,2016
年 1 月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成立高级别联合委员会,将互补性经贸联系

提升到国家层面的多领域战略合作,精心打造“一带一路”海湾珍珠链。 在 2001
年至 2021 年间,中沙贸易额增长了 17 倍,中方出口机电、钢材、服装等,主要进口

石油和石化产品;沙特连续 20 年成为中国在中东地区第一大的贸易伙伴,长期

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沙特石油占中国石油进口的 1 / 6 左右。 沙特还是中

国在西亚非洲地区最具发展潜力的承包工程市场,中资企业在沙特注册的合资、
合作、独资企业及分支机构 160 家,在建项目众多,在沙特务工人员超过 3 万。
2017 年 8 月,中沙两国高层密集互访,两国企业签署各种协议与谅解备忘录共计

60 份,金额接近 700 亿美元,覆盖投资、贸易、能源、邮政、通信、媒体等领域。
阿联酋地处海湾咽喉,是中东的贸易、航运、金融、旅游和信息技术中心,辐

射中东、东欧、非洲、中亚等地 14 亿民众。 阿联酋长期是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第

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双边贸易额在 2001 年至 2021 年间增长了 18. 6
倍。 中国的机电、高新技术、纺织和轻工产品通过阿联酋销往了欧亚非各国,大
量的液化石油气、石油、成品油、铝及铝制品等产品也从阿联酋运往中国,中国集

装箱数量占阿联酋各大港口集装箱处理量的 1 / 4。 阿联酋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华

人侨居国,超过 4,000 家中国企业在阿联酋开拓当地和地区业务,约有 30 万华侨

在阿从事经贸、基建、能源、旅游和金融等经济活动,两国在 2018 年 7 月签署了政

府间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整体上看,中阿两国贸易规模稳步增长,贸易

结构不断优化,相互投资日趋活跃,在产能合作、能源化工、装备制造、通信技术

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航天、新能源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③

纵观 2001 年至 2021 年间中阿经贸走势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相关程度,至
少有两点值得关注。 从纵向发展看,中阿经贸发展与中国经济的活跃程度高度

正相关,二者发展的峰值年份都是 2008、2014 和 2021 年,谷值年份都是 2009 和

2016 年(见图 1、图 2)。 这说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宏观经济周期同步性指数基

本一致,中阿经贸增长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旺盛经济内需带

来的强劲外贸增长,其未来趋势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后劲和走向。 从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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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发展看,中阿货物贸易额年均增长 17%,在中国整体外贸的份额占比接近翻
番,但 2. 88%的起点占比确实很低,5. 46%的最高峰占比其实也并不高,与同时期
的中国—欧盟经贸占比(16%)、中国—美国经贸占比(15%)相比差距较大,勉强
接近从 16. 42%高位下滑到 6. 14%的中国—日本经贸占比。

图 1　 中国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局网站数据综合得出,参见 http: / / www. stats. gov. cn / tjsj / 。 本文下

图均来自该网站,不再另做说明。

图 2　 中国同阿盟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鉴于 2001 年以来全球产业链变革重组的时代背景,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量
式发展因为不可持续而正在结束,集约型内涵式增长又必然意味着一段暂时停
顿或者下降的平台期,分析中阿经贸走势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关联度大致可
以得出几点结论:第一,中国同欧盟、美国的经贸联系是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推力和动力,与欧美经贸的巨额贸易顺差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
欧美产品基本稳定的高份额贸易占比反映了商品本身的不可替代性,也昭示了

·92·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3 年第 1 期

中国产品在全球产业链的层次差距和努力方向。① 第二,日本产品在中国市场份
额的下降有一些政治因素,中国产品在中高端市场上的确实现了部分的进口替
代,但产业升级和转型是个渐进的“挤水分”过程,最初替代的部分都是相对容易
被替代的,随后的发展升级替代会更艰难更迟滞,中日经贸 2013 年以来基本稳定
的份额占比就是日本高端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刚性表现。 第三,中阿贸易份额占
比自 2007 年以来一直在 5%左右徘徊,个位数的贸易占比是现实也是限度。 这
既由于作为中阿经贸主体的石油的价格目前已经处于持续高位,中国社会内部
对能源的需求增长正在接近峰值;也因为升级迟缓的中国产品暂时还缺乏占领
中东更多市场的能力,还无法撼动欧美日等国产品在中东高端市场的地位。

二、 中阿经贸合作的油气动力及其限度

以石油和天然气贸易为主要内容的能源联系是中阿“1+2+3”合作格局的基
本面。 从贸易产品结构看,中国进口产品的 80%是矿物燃料和矿物油等原材料,
出口产品的 80%是消费品和资本品,双边经贸结构相对稳定。 这既体现了中阿
经贸联系中能源合作的重要性,表明阿拉伯国家始终是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来
源地,中国石油进口对阿拉伯国家的依赖度很高;也是因为阿拉伯国家产业结构
相对单一,石油产业是支柱产业,制造业和农业相对薄弱,工业体系有待完善。
从贸易对象国别看,中国同阿拉伯产油国的进口、出口和进出口数据占到中国同
阿拉伯国家整体的 96. 8%、76%和 86. 8%,沙特、阿联酋、伊拉克、阿曼和科威特是
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海合会始终是中国在阿拉伯国家里最大的区域性贸易伙
伴(占比 80%左右),能源联系推动的中国与阿拉伯产油国经贸合作是中阿经贸
联系的重要内容。② 综合分析这两方面内容,就基本可以把握中阿经贸的发展轨
迹和未来走向。

(一) 中国能源需求对中阿经贸的强劲推动面临转折

中国强劲的能源需求是中阿经贸发展的重要推力,中国即将到来的能源消
费峰值可能也是中阿经贸的发展顶点,中阿经贸的未来发展可能因为能源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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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于中国与欧盟、美国、日本和阿拉伯国家在 2002 年至 2021 年间经贸合作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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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和同阿拉伯国家石油合作的发展》,载《西亚非洲》 1997 年第 2 期;程星原:《阿拉伯国家与中

国经贸关系简况》,载《国际资料信息》2004 年第 6 期;张抗:《2000 年以来中国石油进口来源构成

分析》,载《当代石油石化》2009 年第 6 期。

 

[埃及]杏德·马哈里·素丹:《海合会与中国关系的未来:挑战与解决方案:使海湾发展

战略与中国外交巅峰之作“一带一路”相一致》 (阿拉伯文),载《海湾观察》 2021 年第 165 期,第
44-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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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衰减而迟滞蹒跚。① 如果国际经贸格局和地缘政治没有根本性改变,6%甚至
可能就是中阿进出口贸易整体占比的天花板。 中国能源资源的基本国情是富煤

贫油少气,石油和天然气的探明储量占全球的 1. 5%和 2%,人均拥有量是世界平

均水平的 5. 4%和 7. 5%,油气储采比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 1978 年至 1990 年

的经济平稳增长时期,中国的石油消费量从 0. 913 亿吨增长到 1. 1 亿吨,年均增

长 1. 6%。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大约 30%的石油用于出口,出口创汇占“五五”和
“六五”期间国家外汇收入的 17%和 25%。② 出于近似的历史遭遇和利益诉求,
中国一直热情支持欧佩克为寻求经济独立而采取的国有化政策,配合欧佩克稳

定市场价格的相关政策,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常以减少石油出口来支持欧佩克的

减产保价协议。
从 1992 年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中国经济在数轮艰难改

革后再次腾飞,能源消费持续增长。 一方面,在 2001 年至 2021 年间,中国的能源

消费总量从 15 亿吨标准煤增长到 52. 4 亿吨标准煤,连续 12 年是全球一次能源

消费量最大国,占全球能源消费的比重从 11%增加到 26. 1%,能源消费增量占世

界总增量的 58%。 与此同时,中国石油产量年均增长 0. 1%,全球占比 4. 7%,石
油消费量年均增长 5. 3%,全球占比 16. 7%;天然气产量年均增长 7. 5%,全球占

比 5%,消费量年均增长 13. 1%,全球占比 8. 6%。 虽然中国每年的石油生产量占

到了全球的 5%,长期是世界第五大产油国和欧佩克之外最大的石油出口国,然
而由于东部高产油田基本进入了中晚期,开采难度增加,成本攀高,国内石油产

量短期内不可能大幅提升。 另一方面,中国同时期的石油消费却从 1997 年的 2
亿吨、2010 年的 4. 29 亿吨迅速增长到 2017 年的 5. 94 亿吨、2021 年的 7. 03 亿

吨,“小马拉大车”的生产和消费状况决定了中国必须以更宽广的国际化视野从

外部寻求石油供应,必须以更专业的市场化与相关国家和公司开展能源合作。
中国的石油进口自 1993 年以来一路走高,2004 年、2007 年、2013 年、2017 年

和 2021 年的进口量分别是 1. 23 亿、1. 97 亿、2. 82 亿、4. 20 亿和 5. 13 亿吨。 2010
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2017 年后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石油进口

国,2021 年的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了 72%。 天然气方面,中国液化天然气的表观

消费量在 2015 年至 2021 年间从 2,479. 6 万吨增长至 9,535. 6 万吨,2018 年超过

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进口国,2021 年的对外依存度升至 46%,2030 年预计

将达到 65%左右,4. 77 亿吨的消费峰值预计在 2040 年左右出现。③ 从具体数字

看,在 2001 年至 2021 年间,中国的石油进口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增加了 7. 4 倍,
反映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澎湃活力和深厚潜力;同期由于国际市场石油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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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丹迪·阿卜杜勒法塔赫:《中国的石油平衡及其对阿拉伯石油出口国的影响》
(阿拉伯文),载《石油与阿拉伯合作》2012 年第 143 期,第 63-84 页。

 

吴磊:《中国石油安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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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整体增长了 2. 7 倍,中国的年度石油进口金额大约增长了 20 倍(见图 3~5)。
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 55. 7%和 26. 5%左

右,石油产量占全球的 26. 8%。 对阿拉伯产油国而言,与中国开展长期而稳定的
能源战略合作,将双方原来的伙伴式竞争关系逐渐转变为稳定可靠的战略能源
伙伴关系,不仅可以给自身油气出口锁定有需求有能力的大客户,还可以减少西
方大石油公司对市场的控制力,促进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 两者相结合,中国从
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进口总量稳步提升,阿拉伯国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能源供应
方和经贸合作伙伴。 不仅在迅速提升的中国石油进口中始终占一半左右,还推
动中阿经贸额从 1993 年的 36. 21 亿美元快速起步,2000 年、2010 年、2014 年、
2021 年分别是 152 亿、1,900 亿、2,512 亿、3,303 亿美元。 2021 年,中国从阿拉伯
国家原油进口量达到 2. 64 亿吨,占同期原油进口总量的 51. 47%,大约 1,305. 8
亿美元的进口金额占中阿 2021 年经贸总额的 39. 5%,占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
总额的 71. 3%,占中国从阿拉伯产油国进口总额的 73. 4%。①

图 3　 中国石油进口数量(万吨)

2020 年,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导致的世界各国封闭管控等因素,全球一次能源
消费减少了 4. 5%,是 1945 年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 中国当年的一次
能源消费增长了 2. 1%,是全球能源需求增加的少数国家之一。② 也就是在 2020
年,中国 GDP 达到 14. 73 万亿美元(人民币计价首次突破 100 万亿),同比增长
2. 3%,石油进口达到创纪录的 5. 42 亿吨,同比增长 7. 2%,石油对外依存度
73. 6%。 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石油 2. 78 亿吨,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 51. 3%。
但这似乎是一个顶点。 2021 年,中国的石油进口数量同比下降 5. 4%,对外依存
度从 73. 6%下降至 72%。 这是 2001 年以来中国石油进口量和对外依存度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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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中阿合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2 年 12 月 1 日,https: / / www.
mfa. gov. cn / web / ziliao_674904 / tytj_674911 / zcwj_674915 / 202212 / t20221201_10983991. shtml,上网

时间:2022 年 12 月 2 日。
《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1)》,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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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石油进口金额(亿美元)

图 5　 中国石油进口年度均价(美元 /桶)

次下降。 2022 年的前 7 个月情况依旧,石油进口数量同比下降了 4%,天然气进
口下降了 9%。

中国油气进口数量下降的主因肯定是经济下行导致的国内需求不振,新能
源发展暂时还不会对化石能源的主体地位构成冲击。 虽然还不能确定这种下降
是阶段性波动调整还是长期性增长停滞抑或下滑,但可以确定的是,能源联系此
前对中阿经贸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发生整体且不可逆转的衰减。 这主要有两个
原因。 第一,中国的能源进口需求即将进入峰值之后的停滞乃至下降的平台期。
中国能源需求的峰值是 60. 1 亿吨标煤(或 42 亿吨标油),不仅比 2021 年的 52. 4
亿吨标煤能源需求提高不多,而且预计在 2030 年就会到来,甚至可能会提前到
2025 年。① 事实上,因为人口增长的明显放缓乃至负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及能效
提升等因素,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速已经从 2000 年至 2005 年的 12. 2%下滑到
2015 年至 2020 年的 2. 8%,未来增速还会进一步放缓。 具体而言,虽然中国天然
气消费市场还将有 10~15 年的稳健增长期,其能源消费比重到 2030 年可能提升

到 15%左右,②但石油消费确实已经进入了中低速增长甚或轻度下降时期,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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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50 年可能下降 70%~85%。① 第二,因为始自 20 世纪 70 年代的全球化浪潮

开始衰退,受其带动的本轮世界经济增长周期似乎也正趋于结束,国际政治和经
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和俄罗斯在中国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地位都变得
空前重要。 前者日益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借助各类霸权手段和不对等的相互
依赖施压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能源产品以平衡贸易赤字;后者是中国新时代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在许多话题上有共同的处境和诉求,购买俄罗斯的油气资源是
中俄之间战略性支持协作的重要基础和内容。 就此而言,虽然中国现在的油气
资源进口量依旧非常大,但在石油进口数量不再继续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对于全
球的前三大产油国,如果必须增加美国的油气进口份额,又不能减少购买俄罗斯
的油气,客观上就只能压缩以沙特为代表的阿拉伯产油国的既有份额。

(二) 随行就市的货物贸易是海合会与中国经贸合作的现实路径

海合会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区域性贸易合作伙伴,贸易结构互补
性特征明显,但双方的发展阶段和错位需求决定了中海自贸区短期内不具备现
实性,随行就市的货物贸易是最现实可行的经贸合作路径。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快速发展的中国需要稳定而持续的能源供应保障,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阿拉伯
国家需要有稳定购买能力的买家,以油气进出口贸易为主的能源联系日益成为
中阿经贸合作的主要内容。 其石油的年均进口量占中国石油进口的 50%左右,
2021 年更是达到 51. 19%。 然而,阿拉伯国家的油气资源分布高度不均衡,石油
储量的 92. 7%集中在沙特(37. 3%)、伊拉克(20. 7%)、科威特(14. 2%)、阿联酋
(13. 7%)和利比亚(6. 8%),天然气储量的 71. 9%集中在卡塔尔(43. 8%)、沙特
(16. 9%)和阿联酋(11. 2%),以海合会为代表的阿拉伯产油国在中阿经贸往来
中因而占据了异常重要的地位。 在 2001 年至 2021 年间,中国与海合会的进口
额、出口额、进出口总额分别占到了中阿经贸相关总额的 75. 6%、58. 3%和
67. 2%(均值)。

表面上看,海合会国家的石油储量、产量和出口量都很大,是世界市场安全、
可信赖的石油供应源群体,现实中也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群体,似乎只要与
政局稳定的沙特、阿曼、科威特等国保持联系,或者在海合会框架内与之保持良
好的多边关系,中国就可以稳定地提高自身的能源安全系数。 但 2005 年前后数
年的油源多样化努力证明了这种想法的虚幻性。 为了锁定几个长期供应国并增
加直接进口量,中国领导人曾先后多次访问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希
望增加直接进口的石油数量或签订长期的直接购油协议。 然而,由于海湾国家
的石油勘探和生产严重依赖西方石油公司,政府所掌控的份额油数量有限,无法
满足中国直接购油的愿望。 双边石油贸易只有少量是直接进口现货,中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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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部分油气产品交易仍必须通过国际期货市场进行。①
 

海合会是中东最具生命力的次区域组织,与中国在商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
差异明显,双方都有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愿望和基础,但中海自贸协议既然在双边
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时期都未能顺利签署,在经贸联系即将趋缓甚或下行阶段
似乎更无可能。 原因之一,海合会内部联系不深,各成员国对自贸谈判缺乏诚
意,推诿观望,已历九轮的中海自贸区谈判始终缺乏实质性进展。 原因之二,即
便进入实质性谈判,如果碍于世界经济大势,中海自贸区的建立不能必然推升海
合会国家的油气产量,或者不能带来中国国内能源价格的下降,无论是静态还是
动态,中海自贸区带给中国的收益都将十分微小,甚至有可能成为单方面惠及海
合会的货物贸易安排。② 当然,自贸谈判长期缺乏进展,也表明了双方的态度,谈
判应涉及实质性内容而不是简单流于形式。 实际上,滞后的中海自贸区谈判进
程并没有影响双方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中海经贸额的波动主因是国际油价的
跌宕起伏,背后是世界经济大势的疲软和调整。 就此而言,如果不能妥善解决此
前多轮谈判中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相互投资等领域涉及的诸多具体问题,不
能以有效的协调机制化解利益集团干扰和政治噪音影响,任何仓促达成的自贸
协议要么是徒具形式,要么是难以下咽的“夹生饭”。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中国能源企业开启了自身的“走出去”历程。 这
在本质上是中国企业实力增长和石化行业日益成熟的外溢效应,是中国企业遵
循国际石化行业发展规律和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内在需要和外在表现。 海湾
地区是全球油气资源的高端富集区和优质市场,当然也是中国企业对外油气合
作的期望重点,但中国油企在中东的实际“走出去”步伐曲折迟缓,经历了从苏
丹、也门等边缘地区渐次靠近海湾中心地区的发展历程。 究其原因,就是海湾国
家的油气行业基本采用具有西方特色的国际管控体系,与欧美能源巨头们的合
作由来已久,普遍认同西方公司的管理体制和规范。 中国与阿拉伯产油国在石
化中上游的合作长期停滞不前,不是受到西方国际油气公司的打压和制约,就是
被产油国刁难和排挤,在项目招标中经常面临高溢价风险。 幸运的是,得益于
2001 年以来对油气资源持续高企的进口需求带动,加之在国际和中东事务中话
语权的提升,中阿能源联系在勘探开采领域的合作开始起步,主要参与了阿联
酋、苏丹、伊拉克等国的上游区块勘探开发,与阿曼、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科威特
新签多个石油处理、石油储罐工程项目等。 2017 年 2 月,中国企业获得阿布扎比
陆上石油区块 12%特许经营权益,一年后再获阿布扎比海上石油区块所属两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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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各 10%特许经营权益,这是中国在中东重要产油国首次获得上游合作份

额。①

整体上看,在过去的 30 年间,受快速增长的能源联系带动,中阿积极打造互

惠互利、长期友好的能源战略伙伴关系,共同构建油气牵引、核能跟进、清洁能源

提速的中阿能源合作格局。 双方以原油、石化为主轴的务实合作全方位快速拓

展,在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实施 200 多个大型合作项目,合作成果惠及双方近

20 亿民众。 在传统能源领域,中阿“油气+”合作模式深入推进,形成石油、天然

气勘探、开采、炼化、储运能全产业链合作,建设了沙特延布炼厂等一系列旗舰

项目。
沙特长期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稳占中国全部石油进口量的 1 / 6 左右,

双方深化能源领域的合作既是必然,也是必须。 而受此带动,一方面,沙特成为

中国企业在石油、炼化工程服务领域的第二大服务市场,中沙正在形成以合资建

厂为代表的成熟合作模式,位于沙特的延布炼厂是中国能源企业在沙特的标杆

投资项目。 中沙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沙特 2001 年以来一直是中国在

中东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自 2013 年以来成为沙特第一大贸易伙伴(见图

6)。 另一方面,沙特能源企业布局中国的速度也进一步提升,合作对象不断丰

富,投资方式也更加多元,不仅瞩目炼化项目本身的收益,也有绑定产业链下游

和争夺中国市场的战略意义。②
 

截至 2021 年底,中沙合作已经投运的中下游领域

大型项目有青岛炼油厂项目(2005 年)、中沙(天津)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2010
年)、中国石化—沙特阿美延布 2,000 万吨炼厂项目(2015 年)、中国石油—沙特

阿美云南 1,300 万吨 /年炼厂项目(2018 年)等。

图 6　 2002 年至 2021 年中国和沙特的进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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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金忠杰、冯璐璐主编:《中阿经贸关系发展进程 2019 年度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20 年版,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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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卡塔尔在 2008 年签署了《加强能源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卡塔尔据此
每年向中国供应 200 万吨(m / t)液化天然气,时间长达

 

25
 

年。 这是中卡能源和
贸易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性事件。 2014 年,中卡两国决定建立能源与
替代能源领域长期全面的战略合作关系,加强在液化天然气、石化领域等油气生

产加工领域的合作。① 同年,卡塔尔成为中国第一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国,当年进
口的 673 万吨液化天然气可满足中国当年 20%的需求。 在 2014 年至 2021 年间,
卡塔尔始终是中国的前三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国,2021 年的液化天然气进口量是

898 万吨、同比增长 9. 7%。 而受天然气进口需求带动,中国自 2020 年起成为卡
塔尔的最大贸易伙伴。

三、 中阿进出口贸易的整体平衡与个体失衡

在 2001 年至 2021 年间,中阿贸易结构相对稳定,进出口整体平衡,中方有
1,868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但如果进一步具体分析,无论是对产油国和非产油国

两个内部大板块,还是对每个具体的阿拉伯国家,中国都与之存在着严重的贸易
失衡。 贸易失衡本身是个问题,但是否会成为严重的问题,主要取决于基本贸易
商品涉及的产业链的长短和附加值的高低。 从这个角度看,中阿贸易失衡不仅

反映出制约中阿经贸继续快速增长的两类深层次问题,也昭示了中国产品在阿
拉伯国家市场需要提升的方向。

(一) 中国对除阿联酋以外的所有产油国持有巨额贸易逆差

中国对产油国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平均比值是 74. 5%,不同年份的具体变动
幅度与当年国际石油价格的涨跌幅度负相关。 中方 4,932. 88 亿美元的累计贸易

逆差表明中国对产油国的货物出口增长乏力,反映了中国非油产品本身的较低
层次和较弱竞争力。② 事实上,中国每年从产油国的石油进口量和向产油国的货
物贸易量基本都保持着大致同步的增长,年度贸易额大幅波动的主因是国际石

油价格的涨跌。 中国 2011 的石油进口均价(110. 71 美元)是 2016 年(43. 74 美
元)的 2. 53 倍,降低了 60%,石油进口量增加了 50%,从阿拉伯国家的进口额下
降了 40. 4%,这两个年份中国对产油国的出口额与进口额比值就从 50%提升到
110%,增长了 220%,但实际的非油产品出口额只增长了 29. 5%。

1993 年之前,中国从阿拉伯国家直接进口的石油数量一直不多,1992 年月均
只有 7 万桶。 1993 年,中国开始从阿拉伯国家大量进口石油(721. 13 万吨,占比
46. 07%),2000 年、2010 年和 2021 年分别进口了 3,364 万、10,470 万和 26,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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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近期卡塔尔外交政策演变和中卡关系》,载《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5 年第 2 期,第
19 页。

 

《75%的中国产品不合格,文具也在其中》 (阿拉伯文),载《领先报》 2015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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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分别占当年石油进口总量的 48. 05%、43. 75%和 51. 19%,是 1993 年进口量

的 4. 6 倍、14. 5 倍和 36. 4 倍。 与此同时,在 1993 年至 2021 年间的国际石油年度

均价从 16. 54 美元 /桶上升至 20 美元 /桶(2000 年)、81. 23 美元 /桶(2010 年)和

70. 66 美元 /桶(2021 年),提高了 1. 2 倍、4. 91 倍和 4. 27 倍。① 据此推算,中国在

2000 年、2010 年和 2021 年的进口石油金额分别比 1993 年提高了 5. 5 倍、71. 2 倍

和 155. 5 倍,但同年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出口金额实际只增加了 2. 5 倍、22. 7
倍和 51. 5 倍,货物出口增幅只有石油进口增幅的 1 / 3 左右。 在 2011 年至 2021
年间,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石油量增长了 2. 08 倍,但即便有“一带一路”建

设的空前强力推动,自身的竞争力有所提升,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非油货物出口

也只增长了 1. 62 倍,依然赶不上油气产品的进口增幅。 因此可以断言,中国对阿

拉伯国家的出口形势并不乐观,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产业结构的提升进展迟缓,过
去 20 年对阿拉伯国家的产品出口主要依靠油气进口带动,依靠价格优势以量取

胜;未来很可能会因为中国内部能源需求的放缓而失去进军当地更多市场的重

要推力,仅有部分公司在个别领域具备进军当地中高端市场的能力。
中国对阿出口产品的贸易结构也决定了未来中阿经贸的迟滞走势。 根据联

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资料,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工

业制成品和传统加工制成品,包括机械及运输设备(34%)、杂项制品(31%)和按

原料分类的制成品(26%)等,优势产品基本集中在终端消费品领域,如机电产

品、服装、纺织品、皮革制品、鞋类、日用品等。② 从积极方面看,这种以工业制成

品换取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的稳定贸易结构契合了阿拉伯产油国对各类制

成品的需求,能够发挥中国工业制造大国的优势,因为较大的互补性还不易在宏

观面产生摩擦。③ 然而,由于自身的产业结构和层级限制,中阿在油气领域更多

集中于货物贸易而不是联合项目和技术分享。 中国对阿出口优势在于低廉的劳

动力成本和较少的环保压力,以消费类电子产品、办公产品等低附加值消费品为

主,短期内既难以拿出更多的高附加值产品向上拓展产油国的高端市场,在中低

端市场又面临着印度等新兴国家同档次产品的激烈竞争。 未来对产油国的货物

出口增幅有可能回落,与产油国的贸易失衡问题将进一步拉大。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影响双边商贸未来发展的深层次下降趋势本应该得到及早关注和改善,但
在现阶段却因为双边贸易额的持续增长而被忽略。

(二) 中阿经贸的整体平衡与个体失衡

中国对所有的非产油国都持有巨额贸易顺差,出口额平均是进口额的 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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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悠久:《1993 年国际石油价格走势回顾与 1994 年油价趋势展望》,载《国际贸易问题》
1994 年第 4 期,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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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最高的 2016 年是 10. 9 倍,最低是 2011 年的 4. 7 倍。 中阿经贸的整体平衡无
法弥合中国与每个阿拉伯国家间的严重失衡,而严重的贸易失衡带来了越来越
多的经济摩擦。 这种贸易失衡和摩擦其实是中国经济日益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
缩影。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在 1995 年至 2016 年间,共有 48 个国家对中国发起各
类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共 1,149 起,占案件总数的 32%。 中国连续 21 年成为全球
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 10 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全球 1 / 3 的贸易救济措施直接针对中国。①

就中阿经贸的具体情况而言,中方 3,064. 88 亿美元的累计贸易顺差,既意味
着中国产品进军阿拉伯非产油国市场的强大竞争力,贸易失衡因为相对稳定的
贸易结构而不会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也意味着中国产品对当地中低端劳动密集
型行业的严重冲击,贸易失衡是个必须认真对待和改变的严重问题。 事实上,因
短期内难以提升对华产品出口,部分阿拉伯国家政府就经常诉诸非经济手段来
消弭贸易赤字。② 一些国家通过外交压力敦促中国增加进口和经济援助,一些国
家则抬升市场准入门槛和随意增加税费,采取技术标准、卫生标准等非贸易壁垒
对中国产品设立限制,甚至放任商业领域的欺诈等失信行为。 对前一类国家而
言,政治干预固然可以迅速地改善双边贸易失衡,但对大宗基础商品的政治干预
本身就有违市场经济原则,理应慎用而绝不能滥用。 后一类国家的相关举措则
几乎等同于倒退。

阿联酋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最大出口目的地国,出口额占中国对海合会
国家的 1 / 2 和对阿拉伯国家的 1 / 3(见图 7)。 进军阿联酋市场是中国产品进军
阿拉伯国家市场的典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③ 第一,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公派
主旋律下的第一个贸易时代,中国的建筑承包公司开始在迪拜和阿布扎比参与
桥梁、公路、住宅、学校等项目建设,大约 2,000 名外贸公司和工程公司的工作人
员以国企公派的形式来到阿联酋,民间贸易开始萌芽。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开
始,随着外贸经营权的逐步下放,上海、河北、河南的省属外贸公司在迪拜建立分
公司,业务范围涉及纺织,抽纱,食品,轻工和机械等领域。 越来越多的华人也来
到迪拜从事经贸事业,民间贸易逐渐超越国企公派成为中阿经贸主流。 第二,
2000 年至 2008 年以民间贸易为主,常驻阿联酋的华人超过 3 万人,其中大约
6,000 人从事商贸活动,很多浙江、广东和福建商人以家族抱团经营的方式在阿
联酋开展业务,性价比极高的中国商品迅速占领中东非洲这片大市场。 虽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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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菲娜:《贸易战升温,中国如何抉择》,载《中国经济时报》2016 年 12 月 7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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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们的营销商品档次不高,基本都是纺织服装、日用杂货等商品,没有太多高附
加值的商品及大型机电设备,但仍然依靠信息不对称时代的超额利润实现了井
喷式发展,许多华商的贸易利润达到了惊人的对开,华人群体细胞分裂式地在迪
拜快速增长。 这是中阿民间经贸在获利方面的顶峰时期。 第三,自 2008 年以来,
在日益多元化发展的经贸“大航海时代”,虽然批发贸易的黄金期已经结束,汇率
的下跌和买家进货方式的转变让利润进一步下滑,更多高学历青年华商的进入
加剧了竞争,但因为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推动了西亚北非地区对中国小商品的
需求,许多华商因祸得福地度过了一段幸福期,贸易依旧是迪拜华商们的获利核
心。① 2004 年成立的“龙城”在数年转型后厚积薄发,是中国在境外规模最大的
中国商品分拨中心,常年吸引约 3,000 多家中国公司入驻,2015 年的营业额高达
800 亿~900 亿美元。② 然而从 2014 年开始,因为国际油价的整体下降,加之中

东地区各类中国商品贸易城的出现,许多迪拜华商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2016 年,“龙城”许多商户的营业额下降了 90%,华人皆商的传统实体经济式微,
20 万迪拜华商在曾经的掘金地急寻转型之路,未能成功转型者在成本和经营的
双重压力下开始退场。③

图 7　 2002 年至 2021 年中国与阿联酋的进出口贸易(亿美元)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非产油国,中国对埃及的进出口金额分别占中国
与阿拉伯非产油国整体的 1 / 3 和 1 / 2,对埃及出口和进口产品金额比值平均是 10
倍,最高的年份达到了 18. 9 倍,最低年份也有 4. 5 倍(见图 8)。 造成这种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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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是中埃双方的产业结构错位和行业发展代差。①、中国出口机电产品、高
新技术产品和纺织服装,进口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农产品,这种贸易结构短期内
不会改变,因之造成的贸易失衡趋势短期内也就得不到改变。 严峻的贸易失衡
因为埃及方面的焦虑引起中埃双方从高层到民间的重视,不仅像苏伊士经济区
这样的样板项目受到了两国高层的持续关注,一些具体的经贸领域问题也都在
相关层面进行了协商,已召开数次的中埃贸易救济合作会议就试图推动埃及更
多的大理石、亚麻、柑橘和矿产等产品出口到中国。 大约 5,000 名中国个体商贩,
在开罗、卢克索、阿斯旺等大城市住宅区里走街串户上门推销商品。 有部分埃及
舆论认为他们抢走了当地人的工作机会,提供质量低劣的商品并给埃及社会带
来不稳定因素。②

图 8　 2002 年至 2021 年中国与埃及的进出口贸易(亿美元)

中国造斋灯在埃及市场的兴衰是贸易失衡背景下经贸摩擦的典型个案。 斋
月期间悬挂斋灯的习俗在埃及沿袭了上千年,斋灯制造是埃及的手工艺行业之
一,是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不少还是世代相传。 埃及斋灯用黄
铜制作,设计独特,手艺精湛,有伊斯兰气氛,可以多年使用,售价上千埃镑,在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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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德·阿里·宰纳:《生产技术和低阿拉伯制造水平:分析研究》 (阿拉伯

文),载《商业研究》2011 年第 33 期,第 213-244 页;[埃及]
 

马拉姆·侯赛因·阿里·纳依姆:《埃

及工业竞争力在欧盟市场和中东和北非地区面临的风险》(阿拉伯文),载《经济与商业科学杂志》
2013 年第 2 期,第 235-263 页。

 

[埃及]瓦拉·阿卜杜勒凯里姆:《官方消息:中国贸易商对埃及同行造成 50%的损失》
(阿拉伯文),国家回声,2012 年 8 月 27 日,https: / / www. elbalad. news / 249987,上网时间;2022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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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本国的同时还出口到其他伊斯兰国家,以此为生的手工艺人据说最多时曾有

50 万人。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工业化生产的斋灯涌入埃及,使用流水线生产

的塑料和玻璃纤维材质,能够针对不同对象打造特色产品,售价 20~40 埃镑,短
短数年就迅速占据了埃及市场,开罗市中心的传统斋灯作坊纷纷停业。 2005 年,
埃及仅从中国进口斋灯就花费了 200 多万美元。① 受到中国商品的极度困扰,埃
及斋灯艺人虽然尝试引进现代化生产线,积极开发新品种,把传统手工制品的重

点放在街灯和装饰灯上,但最终还是不得不申请行政保护。 埃及文化遗产部曾

多次提出保护传统手工业的提案,最终推动埃及政府在 2015 年颁布政令,以保护

国家传统技艺名义禁止进口斋灯、纸莎草、祷告毯等传统手工艺品。 受此影响,
从 2015 年开始,埃及传统的手工斋灯逐步回归市场,中国生产的斋灯被迫退出埃

及市场并逐渐消失。②

四、 中阿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与成长

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起步于 1978 年底,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在科

威特、伊拉克、也门等阿拉伯国家开展业务,合同金额由 1979 年的 0. 7 亿美元逐

年上升至 20 世纪 90 年代的 20 多亿美元,对中东国家的劳务输出占当时全部劳

务输出的 44. 5%。③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外经企业在中东共签署工程承包合同

6,900 个,合同金额 150 亿美元,涉及住房工程、通信设施、石油和渔场等领域,劳
务出口主要集中在以色列(2. 3 万美元)、阿联酋(1 万美元)、约旦(8,500 美元)、
苏丹(5,000 美元)、阿富汗(500 美元)、也门和埃及等 10 多个国家。④ 这一时期,
中国外经企业承揽的大项目均在中东,涉及面广,合同金额大,技术含量高,互动

性强,显现出工程重点由土木项目向水电石油项目转移、劳务输出从建筑业向服

务业过渡的双重特点。⑤

2001 年以来,随着管理水平提高和经济实力增强,中国外经企业开始承建电

站、石油、铁路、公路、机场等大型工程项目,对外工程承建进入了稳定发展的兴

盛时期,不仅在 2010 年成为全球对外工程承包第一大国,而且从设计和建设延伸

进入投资运营领域,日益瞩目各类基础设施的特许投资经营项目。⑥ 在此过程

·24·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黄培昭:《埃及斋灯很多都是中国造》,载《环球时报》2006 年 9 月 27 日,第 6 版。

 

韩晓明:《“中国造”斋灯在埃及贸易保护主义下逐渐“消失”》,载《环球时报》 2015 年 7
月 3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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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鸣、黄培昭:《中国怎么保护海外公民》,载《环球时报》2004 年 6 月 16 日,第 4 版。

 

王铁铮:《中阿关系的演变与发展》,载《西北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第 75 页。

 

梅新育:《谁能从中国海外基建投资潮受益》,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 年 11 月 7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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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蓬勃发展的能源联系的强力带动,中东成为中国外经企业合作增长最快的
市场,多个国家都在华举办项目推介会 /对接会,主动将房屋、路桥、电力等项目
介绍给中国企业。 在 2002 年至 2020 年间,中国在中东的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

额从 19. 95 亿增长到 390. 97 亿美元(19. 60 倍),占同期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完成
营业总额的 25. 67%,最高达到了 33. 79%;在阿拉伯国家的完成营业额从 12. 14
亿增长到 293. 29 亿美元(24. 16 倍),占同期中国在中东工程承包的 73. 42%,最
高达到 75. 02%;在海合会国家的完成营业额从 1. 39 亿增长到 173. 09 亿美元
(124. 53 倍),占同期中国在中东工程承包的 24. 49%,最高年份是 44. 27%。 就国
别来看,阿尔及利亚和沙特是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工程承包市场的排头兵,累计的

完成营业额分别是 847. 1 亿美元和 753. 5 亿美元,其他超百亿美元的国家还有阿
联酋(408. 8 亿)、伊拉克(334. 7 亿)、苏丹(279. 1 亿)、埃及(216. 2 亿)、科威特
(171. 1 亿)卡塔尔(138. 3 亿),占中国对阿拉伯 /中东国家工程承包累计完成营

业额的 88. 89%和 68. 49%。 这些国家,除了埃及的油气储量相对较小外,其他都
是储量丰富的油气资源国,既反映出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工程承包市场的较高集

中度,也体现了能源联系对中国开拓阿拉伯国家工程承包市场的带动作用。 事
实上也的确如此。 在 2018 年以来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在阿拉伯国家的新签订单
中,石油化工、电力工程等能源类项目持续占据最大比重,其他的订单涉及交通

运输、通信工程、城市和工业建设等领域。①

随着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海外务工的中国人数量也快
速增长。 如果从大中华经济圈看,中国在中东劳务人员的总数可能还要更多,例
如 2006 年就大约有 2. 87 万台胞和 1. 87 万名港胞活跃在中东地区。 这方面一直
缺乏权威而可信的数据,国外的相关数据似乎总被夸大,国内的相关数字则明显
保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1 年对利比亚外派劳工数量(2,828 名)和实际撤侨

的 3. 6 万人就太过悬殊。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工程项下外派劳务人员数量的不
断增长,中国海外公民的安全威胁以及对内对外的劳务纠纷都在逐年上升,包括

一些企业未能按有关规定为劳务人员购买养老、医疗、失业等有关保险,现有劳
务基地不能满足工程总承包企业用工需求等。② 中国公司需要进一步完善双边
劳务协定和行业规范,通过规范和改进境外管理,切实保护劳务人员的合法权

益,充分利用当地劳务资源等措施等。
阿拉伯国家一直是中国建筑工程企业的传统市场,当地业主对中国企业的

优良技术和低廉成本印象深刻,不少中国基建企业凭借技术、成本、劳动生产率

等优势逐渐得到市场认可。 而随着阿拉伯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与
中东国家的产业投资、互联互通、工程承包等合作深入推进,完成了多项推动中
阿经贸合作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工程,如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新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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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忠杰、冯璐璐主编:《中阿经贸关系发展进程 2019 年度报告》,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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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塔、“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卡塔尔世界杯体育场、阿联酋哈利法港二期码

头、迪拜商业湾项目、沙特吉赞城市商业港项目、麦加轻轨项目等。 一些取得良

好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中国建造”标志性工程项目,如阿尔及利亚嘉玛大清真寺、
卡塔尔卢塞尔球场、科威特中央银行新总部大楼、苏丹麦洛维大坝、罗塞雷斯大

坝加高、上阿特巴拉水利枢纽等,甚至被印在了所在国的货币上而广为人知。
总体上看,中国公司在中东市场的竞争力并不强,所占市场份额比较小,存

在着明显不足之处。 第一,中企的对外工程承包主要集中在普通房建、交通运输

和电力等基础建设方面,在制造加工、环保、电子通信、供排水等领域相对薄弱,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承包额仅占中东国家同期对外工程承包总额的 2%

 

左右,①

对外劳务合作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低附加值领域。
第二,像中土、中港、中建、中航技等已经实现盈利的中资企业并不多,多数中资

企业因实力有限而在业界基本处于隐身状态,很少加入各种相关组织,在许多工

程建设项目中的参与并不为外界所知。 第三,经济利益缺乏安全保障,庞大的盘

子和过于集中的业务布局导致中国企业“走出去”时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2011
年 3 月从利比亚的大规模紧急撤侨实际上反映了两点无奈的现实:一是中国在

当地没有不可或缺的重大经济利益,主要是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低附加值和低技

术含量的建筑类项目;二是在动荡国家的生产和经营风险过高,中国有限的政治

影响力暂时还无法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中国铁建承包的麦加轻轨项目是中国外经企业“走出去”的典型个案。 该项

目施工合同于 2009 年 2 月正式签署,采用“设计、采购、施工” +“运营、维护”的总

承包模式,合同总金额 17. 73 亿美元,约占中国铁建 2007 年营业收入的 6. 81%,
但远低于竞争对手的 27 亿美元报价。② 麦加轻轨项目是当时世界上设计运能最

大、运营模式最复杂、同类工程建设工期最短、室外温度最高的轻轨铁路项目,也
是中国企业在海外铁路工程总承包中首次获得欧洲权威机构认证的大项目。 然

而,由于投资前风险意识严重不足,合同签约时只有概念设计而没有具体规划和

细节,业主的大量指令性变更导致项目工作量和成本投入大幅增加,但中国铁建

从政治视角看待经济问题,不仅没有遵照国际惯例索要追价款,反而以该项目社

会影响重大且两国政府高度关注为由强推进度。 麦加轻轨项目虽然最终依靠强

大国家力量提供的战略融资支撑如期高质量完工,但留下了 6. 09 亿美元的巨额

亏损,一度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失败案例,值得总结的教训有缺乏东道国环境

风险勘探与本土化措施,缺乏国际市场规范与国际化人才支撑等。 2011 年 6 月,
基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及资源整合的合作共赢体制机制,中国铁建将沙特轻轨

项目的巨亏风险转嫁给母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并在后者支付 3. 05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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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海:《国际工程承包与劳务输出》,载《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1997 年第 5 期,第

20 页。
陈雨彤:《我国铁路产业海外投资经验与教训》,载《中国外资》2021 年第 12 期,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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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后继续开展麦加轻轨项目的运维业务。 2015 年后从沙特政府持续获得麦加
轻轨的运营合同,2019 年还中标沙特萨拉曼国王能源城(SPARK)基础设施与管
线项目。 中国铁建麦加轻轨项目的曲折发展既表现了中国基建企业本身的不成
熟不规范,但在沙特这样本身就不成熟不规范的海外市场,反而因为相似相融而
能够更快地适应和参与。 具体而言,虽然由于中国铁建风险防范严重缺陷而导
致的海外投资亏损最终由国家来埋单,事件的后续处理更多依赖政府力量而非
市场规则;但也许正是这样并非完全基于经济效益因素的通盘考量,中国外经企
业以自己的方式快速适应着沙特工程承包市场,逐步提高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
和管控能力,将“一道坎”变成“一堂课”,积极探索中国外经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投
资、建设、运营一体化新模式。①

五、 中阿相互直接投资的现状与方向

在 2001 年之前,中国累计接受海外贷款和投资超过 2,000 亿美元,同时带来
了相应的技术、管理、培训以及与全球供应网络的连接,是同时期最庞大的全球
发展援助。② 而截至 2001 年底,阿拉伯国家的对外投资累计 1. 2 万亿美元,其中
对华的实际投资累计仅 4. 5 亿美元。③ 科威特是唯一向中国提供贷款的阿拉伯
国家,也是中国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在 1982 年至 2010 年间,科威特向
中国提供了 8. 8 亿美元优惠贷款,用于基础设施、教育、卫生、农业和环保等 34 个
大中型建设项目。 整体上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都不
多,与阿拉伯国家的实际对外投资能力及中国吸引外资的总量都不成比例。 这
种落差其实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 海外华侨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获得的最早外来
直接投资,随后是基于自身比较优势而吸引的大量欧美日等国资本。 阿拉伯国
家则基于历史联系和现实诉求而一直将大量的石油美元投向了欧美发达国家。

自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积极在全球收购外国资产、债务和公司。
2020 年,中国 2. 8 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4. 5 万
家,分布在全球 189 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 1537. 1 亿美元,首次跃
居世界第一,占全球份额的 20. 2%;境外企业资产总额 7. 9 万亿美元,累计对外
直接投资存量 2. 58 万亿美元,是 2002 年底存量的 86. 3 倍,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存量的份额由 2002 年的 0. 4%提升至 6. 6%,排名由第 25 位攀升至第 3 位,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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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美国(8. 1 万亿美元)、荷兰(3. 8 万亿美元)。① 可以说,从资本集聚战略到资
本辐射战略,从贸易大国走向资本强国,由积极争取贸易优势向培育更高层次的
资本竞争优势转变,反映了中国希望借助收购实现向价值链上游发展的强烈意
愿,也是改善中国资本“量大质低”现状并实现对外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②

从投资主体看,中国的大型央企始终在“走出去” 战略中占据主导地位。
2021 年,中央企业海外资产近 8 万亿元,分布在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境外
机构和项目超过 8,000 个,海外员工达到 125 万,2019~2021 年的境外投资都超

过 3,000 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的 80%以上;高铁、核电
等一批高质量产品走出国门,有力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走出去。③ 从投资
类别看,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涉及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金融业、采矿业等,锁
定了上千亿美元的石油、矿石、金属和其他战略资源供应,是全球铜、煤等特定原
材料的最主要买家。④ 由于中国有能力积极地购进、卖出、借贷,外汇储备主要用
来投资外国政府发行的国债,也不时有中国大手笔投资的报道,西方舆论不仅批
评中国“刻意制定系统计划来保证自己的原材料安全”,⑤还夸张地评论世界已经
进入了“欠中国的时代”,⑥未来的问题并非中国如何统治世界,而是中国拥有世
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⑦

但就在这场虽然被夸大但确实在增长的对外投资浪潮中,同为资金需求和
输出大户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却并没有碰撞出多少火花。 在 2002 年至 2020 年
间,中国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是 2. 10 万亿美元,实际利用的阿拉伯国家对华
直接投资只有 33. 83 亿美元,年均 1 亿美元左右,几乎可以忽略。 2020 年,中国
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分别是 28. 30 亿和 212. 95 亿美元,相关数
据的国内占比分别是 1. 8%和 0. 8%;占阿拉伯国家接受的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
的 7. 6%和 2. 2%,比 2010 年增长了 6. 78 倍和 3. 06 倍。 阿联酋、伊拉克、沙特、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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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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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务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7、19-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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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哥和科威特是 2020 年中国直接投资流量超过 1 亿美元的国家,占中国对阿拉

伯国家投资流量的 92. 1%;在阿联酋、沙特、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埃及和苏丹的

投资存量超过 10 亿美元,占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投资存量的 84. 1%。 阿联酋是

2020 年中国直接投资流量第 11 位的国家(15. 5 亿美元),占中国同期对外直接

投资流量的 1%,92. 8 亿美元的投资存量仅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0. 4%。①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相互直接投资增长迅速,有巨大

活力和潜力,但耀眼的增长速度因为较低的投资额而效果不彰;二是有限的相互

投资主要发生在中国与阿拉伯油气资源国之间,未来发展存在不确定性。
以海合会国家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是全球资本输出地,拥有丰富的石油美

元和全球 40%的主权财富基金,但对华投资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原因之一,阿拉

伯国家资金普遍缺乏技术含量,对外投资以金融和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领域为

主,首选目的地是中东国家和欧美地区。 对华投资较多的沙特、阿联酋和科威特

等都是油气资源国,投资领域主要包括能源、金融和房地产。 原因之二,阿拉伯

国家的投资便利度有很大提升空间,无论是全球营商环境还是清廉指数,阿拉伯

国家的排名整体都比较靠后,加之国家和地区局势整体而持续的动荡等,都是阿

拉伯国家吸引外资的阻碍因素。
在中阿“1+2+3”经贸合作格局中,能源联系是主轴和基本面,是 2001 年至

2021 年间中阿经贸合作的主力担当,在 2025 年至 2030 年间很可能因为中国国

内的能源消费触顶而陷入增长停滞的平台期。 作为两翼的基础设施建设、相互

投资及其便利化,很多时候是能源联系带动的结果,也是“能源+”合作的现状。
基础设施建设得益于过去 20 年中阿能源联系的持续扩大和蓬勃发展,但未来发

展可能会受制于双边能源联系趋弱的迟滞和波动。 与此同时,因为重合的目标

外资和有分歧的外资需求,也因为历史传统和发展惯性,中阿间的相互投资长期

在低位徘徊,双方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彼此的对外直接投资重点,相互间直接投资

的绝对数量和依赖度都很低,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依赖相对更低。 正因为如此,
中阿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与相互投资更需要及早规划,未来发展可能的增

长点有两个:一是推动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园区建设实现中阿产能合作,实现传统

制造业部门的合作扩大和升级;二是强化中阿在新能源、核能、航天、卫星等高新

领域的合作,努力探索双边合作新路径和新领域。
工业制造业领域的国际产能合作是中阿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双方合作具

备基础条件,有动力,有预期。 中国是目前全世界工业体系最健全的国家,有 220
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制造业增加值连续 12 年位居世界第一,②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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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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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制造行业面临着产业链提升困难、低端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攀升、利润下滑
等问题,希望通过对外产业合作化解国内产能过剩并促进出口结构升级。 阿拉
伯国家经济结构单一,就业压力沉重,希望发展制造业推进经济多元化和社会发

展,在资源禀赋、市场环境等方面具有承接中国部分优势产能的潜在比较优势,
但营商环境欠佳,与中国的文化及心理距离较远,民众普遍缺乏原始积累时期的
资本主义精神。 现阶段的中阿产能合作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直接投资高度聚焦油气出口国,聚焦油气生产和基础设施
建设而非制造业部门。

总结已经初具雏形的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发展历程,结合筹建中

的中国—阿曼(杜库姆)产业园、中国—沙特吉赞产业园、中国—阿联酋产能合作
示范园等境外工业园区建设情况,要进一步推动中阿产能合作,中国就应该移植
自身经验大力发展境外工业园区模式,依靠能源联系带动优化产业模式和经营

模式,提高科技含量与装备水平,对内设立专门为中小企业在阿拉伯国家投资提
供的融资平台,对外借助工业园区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消除产业发展软性约

束,吸引更多的制造业企业对阿拉伯国家投资。 具体而言有两点:第一,对阿曼、
巴林、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重点发展能源密集型制造业产能合作,为业主提供
规划勘测、设计施工等一体化服务,承接高压输电线路配套变电站、海水淡化、炼
化综合体等大量专业性工程项目等;第二,在摩洛哥、突尼斯、约旦等国,重点落
实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能合作,借助境外工业园区投资平台提供的“外部性”条
件在当地建成产业集聚地和产业集群地,既培育竞争优势寻求有效投资和发展,
推动中国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合作升级,又借助国内企业投资激活东道国比较优
势,稳步推进东道国工业制造业发展和产业竞争力提升。 这方面已经有一些成
功的个案。 巨石集团是中国引领全球玻璃纤维制造的龙头企业,为了规避印度、
土耳其及欧盟等国设置的贸易壁垒选择,依托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平
台设立境外生产基地,将埃及带动成为仅次于中国、美国的全球第三大玻璃纤维

出口国。①

中阿能源联系正积极探索“油气+”的合作新模式,积极拓展在高新领域的进
一步合作。 中阿借助科技伙伴计划框架共同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

划,充分利用中国技术优势,发挥高新技术驱动作用探讨双碳背景下中阿能源合
作的新机遇和新路径。 在 5G 通信领域,中国公司成为阿拉伯国家 5G 通信领域
关键合作伙伴,在埃及、沙特、阿联酋、阿曼、巴林等国占据较高市场份额。 在光

伏、水电等新能源领域,中国企业结合沙漠治理和草场修复进行的大规模地面电
站开发,结合光热利用与海水淡化提供淡水的持续供应,在阿联酋、卡塔尔、约
旦、伊拉克等国承建的多个光伏电站已经是全球同类项目之最。 在核能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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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冬:《境外工业园建设与中阿产能合作》,载《西亚非洲》 2017 年第 4 期,第 11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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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集团与阿联酋、沙特、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多国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协定,在铀
矿勘探、核燃料供应、核电站运维等领域达成合作意向,筹备成立中核集团辐射
全球的全产业链运营和投融资平台,共同探索中国核工业“产业+金融+海外市
场”的发展模式。 在航天卫星领域,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建立中阿北斗合作论坛合
作机制,在突尼斯落成首个海外北斗卫星导航中心(GNSS),同埃及、阿尔及利
亚、沙特、苏丹等国开展在空间科学、发射服务、卫星应用等方面的合作,将阿尔
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沙特—5A / 5B”卫星、苏丹科学实验卫星一号等发射升
空,帮助埃及建立卫星总装集成中心,积极推进“天基丝绸之路”。①、

六、 结语

回顾 21 世纪以来的中阿经贸合作发展实践可以发现,中国的对阿经贸合作
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能源合作为主轴,深化油气领域全产业链合作,
维护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充分用好资源共享的潜力和取长补短的空间,构建互惠
互利、安全可靠、长期友好的能源战略合作关系;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
利化为两翼,优化贸易结构、强化投资,加强在重大发展项目、标志性民生项目上
的合作,为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建立相关制度性安排,更积极地发挥双方的互补
性优势并推动各自发展。② 展望未来,虽然中国即将到来的能源消费触顶可能逆
转中阿能源联系的长期持续增长态势,但这是全球化石能源消费整体触顶的一
部分,中国依然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最大石油进口国。 中国在购买阿拉
伯国家资源、推动阿拉伯国家工业化、完善阿拉伯国家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依然
不可替代,基于巨量油气进口的能源联系对中阿经贸的主轴推动作用还将持续。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参与阿拉伯事务的中国行为体应以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
为引领,推动建立能源命运共同体,抓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龙头”,构建多元投
融资机制,强化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等高新领域合作,努力提升中阿双方务实
合作层次和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 李　 意　 责任校对: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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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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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great
 

powers
 

over
 

shaping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leading
 

the
 

direction
 

of
 

world
 

development
 

would
 

further
 

intense.
 

The
 

ideas
 

of
 

peac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proposed
 

by
 

China,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ountries,
 

whil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have
 

gradually
 

emerged
 

as
 

a
 

new
 

trend
 

of
 

the
 

times.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first
 

China-Arab
 

States
 

Summit
 

has
 

become
 

a
 

landmark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a-Arab
 

Relations,
 

which
 

would
 

enhance
 

the
 

level
 

of
 

China-Arab
 

cooperation,
 

expand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platforms,
 

improve
 

mutual
 

strategic
 

trust,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China-Arab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propel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strategic
 

partnership.
 

It
 

means
 

that
 

China-
Arab

 

relations
 

would
 

become
 

further
 

closer,
 

based
 

on
 

the
 

proposal
 

of
 

establishing
 

a
 

China-
Arab

 

future-orient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in
 

the
 

8th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China-Arab
 

States
 

Cooperation
 

Forum.
 

The
 

first
 

China-Arab
 

summit
 

defined
 

four
 

aspects
 

and
 

eight
 

major
 

cooperation
 

initiatives
 

as
 

the
 

multi-pillars
 

of
 

co-building
 

a
 

China-Arab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mong
 

them,
 

practical
 

cooperation
 

in
 

inter-civilizational
 

dialogue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for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s
 

and
 

people-to-people
 

connectivity,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China
 

and
 

Arab
 

states
 

to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mong
 

world
 

civil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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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2001 - 2021,
 

Chin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ith
 

Arab
 

countries
 

has
 

achieved
 

a
 

leapfrog
 

development,
 

with
 

rapid
 

growth
 

in
 

goods
 

amounted
 

and
 

a
 

stable
 

trade
 

structure.
 

Key
 

markets
 

such
 

as
 

Saudi
 

Arabia
 

and
 

the
 

UAE
 

continue
 

to
 

play
 

a
 

leading
 

role.
 

Energy
 

ties
 

have
 

always
 

been
 

the
 

main
 

axis
 

of
 

Sino-Arab
 

economic
 

and
 

trade
 

development.
 

China's
 

upcoming
 

energy
 

consumption
 

peak
 

may
 

weaken
 

the
 

growth
 

thrust
 

of
 

Sino-Arab
 

economic
 

and
 

trade,
 

but
 

the
 

energy
 

ties
 

based
 

on
 

huge
 

oil
 

and
 

gas
 

imports
 

will
 

continue
 

to
 

be
 

a
 

driving
 

force
 

for
 

Sino-Arab
 

economic
 

and
 

trade.
 

China
 

holds
 

a
 

huge
 

deficit
 

with
 

most
 

oil-producing
 

countries
 

except
 

the
 

UAE,
 

Libya
 

and
 

Algeria
 

and
 

a
 

huge
 

surplus
 

with
 

all
 

non-oil-producing
 

countries.
 

Behind
 

the
 

overall
 

balance
 

and
 

individual
 

imbalance
 

is
 

the
 

shorter
 

industrial
 

chain
 

and
 

lower
 

added
 

value
 

of
 

Chinese
 

trade
 

product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mutual
 

direct
 

investment
 

are
 

the
 

two
 

wings
 

of
 

the
 

“ 1 + 2 + 3”
 

cooperation
 

pattern
 

of
 

China-Arab
 

economic
 

and
 

trade.
 

The
 

former
 

has
 

been
 

developing
 

relatively
 

fast,
 

while
 

the
 

latter
 

has
 

been
 

hovering
 

at
 

a
 

low
 

level.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parks
 

in
 

Arab
 

countries
 

to
 

strengthen
 

China-Arab
 

cooperation
 

in
 

high-tech
 

fields
 

and
 

establish
 

the
 

energy
 

community
 

of
 

des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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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Colonialism
 

and
 

Egyptian
 

Politics,
 

1882 - 1952:
  

A
 

Comment
 

on
 

the
 

Theory
 

of
 

“Civilizing
 

Mission”
Abstract　 Colonialism

 

and
 

Egyptian
 

politics,
 

or
 

colonialism
 

and
 

Egyptian
 

modernization
 

in
 

general,
 

are
 

important
 

topics
 

in
 

academic
 

circle. .
 

Imperial
 

or
 

colonial
 

historiography
 

believes
 

that
 

the
 

East
 

is
 

an
 

uncivilized
 

land
 

of
 

“barbarism”
 

and
 

“ ignorance”,
 

thus
 

colonialism
 

cultivates
 

barbaric
 

or
 

semi
 

barbaric
 

people
 

and
 

practices
 

the
 

“ civilizing
 

mission” .
 

The
 

Modernization
 

school
 

pointed
 

out
 

that
 

colonialism
 

promoted
 

the
 

st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Asian,
 

Af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such
 

as
 

Egypt.
 

The
 

mainstream
 

scholars
 

from
 

Egypt,
 

China
 

and
 

other
 

Asian,
 

Af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ruthfully
 

wrote
 

about
 

the
 

ferocity
 

of
 

colonial
 

aggression,
 

the
 

brutality
 

of
 

colonial
 

rule
 

and
 

the
 

heaviness
 

of
 

colonial
 

exploitation,
 

eulogized
 

the
 

Egyptian
 

people's
 

epic
 

anti-
colonial

 

struggle
 

and
 

the
 

successive
 

national
 

independence
 

movements,
 

while
 

recognizing
 

that
 

colonialism
 

had
 

promoted
 

moderniz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In
 

recent
 

years,
 

the
 

postcolonial
 

historiography
 

rises
 

in
 

the
 

West,
 

with
 

a
 

fragmented
 

historical
 

or
 

new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narrative
 

style,
 

exaggerates
 

parts
 

and
 

details,
 

evades
 

major
 

issues,
 

and
 

recovers
 

the
 

theory
 

of
 

“civilizing
 

mission”
 

in
 

a
 

roundabout
 

way,
 

which
 

has
 

a
 

great
 

potential
 

to
 

make
 

a
 

comeback
 

in
 

colonial
 

historiography.
 

However,
 

the
 

hypocrisy
 

of
 

the
 

withdrawal
 

narratives
 

and
 

the
 

cruelty
 

of
 

the
 

political
 

oppression
 

that
 

repeatedly
 

emerged
 

during
 

the
 

70
 

years
 

of
 

British
 

colonial
 

rule
 

over
 

Egypt,
 

the
 

“ three
 

revolutions”
 

of
 

the
 

Egyptian
 

people
 

against
 

colonialism
 

triggered
 

by
 

it,
 

and
 

the
 

continuous
 

political
 

turmoil
 

and
 

crisis
 

in
 

Egypt
 

from
 

1923
 

to
 

1952,
 

fully
 

prove
 

that
 

various
 

forms
 

of
 

“ civilizing
 

mission”
 

theory
 

is
 

a
 

false
 

narrative
 

without
 

historical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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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gypt's
 

Climate
 

Change
 

Coping
 

Strategy
 

and
 

Its
 

Dilemm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imate
 

warming,
 

in
 

recent
 

years,
 

Egypt's
 

average
 

temperature
 

remains
 

high,
 

sea
 

level
 

keeps
 

rising,
 

the
 

Nile
 

Delta
 

is
 

under
 

serious
 

threat.
 

Egypt's
 

drought
 

degree
 

exacerbated,
 

water
 

shortage
 

aggravated,
 

prevalence
 

of
 

multiple
 

diseases
 

is
 

increasing
 

and
 

endangering
 

public
 

health.
 

To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the
 

government
 

of
 

Egypt
 

established
 

environmental
 

departments
 

and
 

climate
 

institutions,
 

formulated
 

corresponding
 

climate
 

policies,
 

implemente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Egyptian
 

NGOs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had
 

made
 

some
 

efforts.
 

In
 

addition,
 

Egypt
 

strengthened
 

climate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ontinuously.
 

Egypt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but
 

the
 

effect
 

of
 

climate
 

governance
 

is
 

very
 

limited.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Egypt
 

in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include
 

the
 

long-term
 

marginalization
 

of
 

climate
 

issues
 

i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insufficient
 

financial
 

support,
 

slow
 

climate
 

legislation,
 

large
 

population,
 

the
 

national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generally
 

weak
 

and
 

the
 

unfairness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has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climate
 

governance
 

in
 

Egypt,
 

etc.
 

In
 

the
 

long
 

run,
 

Egypt
 

will
 

face
 

severe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of
 

climate
 

change
 

due
 

to
 

various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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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Nasser's
 

Peace
 

and
 

Israel's
 

Choice,
 

1953-1956
Abstract　 The

 

early
 

Egyptian-Israeli
 

peace
 

attempts
 

began
 

with
 

the
 

Pawelke
 

mediation
 

in
 

1953,
 

passed
 

through
 

the
 

Egyptian-Israeli
 

easing
 

in
 

1953 - 1955,
 

and
 

ended
 

in
 

the
 

1956
 

Middle
 

East
 

War.
 

Israeli
 

Prime
 

Minister
 

Moshe
 

Sharett
 

once
 

responded
 

to
 

the
 

peace
 

initiative,
 

and
 

many
 

forces
 

such
 

as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he
 

United
 

Stat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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