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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与“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中东经济外交∗

席桂桂　 陈水胜

摘　 　 要：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序推进，中国对中东的经济外交彰显出积极有为

的一面，中国希望构建一种互利共赢的经济外交新模式，其特征表现为借助中国在基础

设施建设上的丰富经验，结合中东国家丰富的能源和外汇储备，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为融资平台，实现中国与中东的共同繁荣。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的中东经

济外交需要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中国与中东地区霸主美国的关系；二是中国与中东地

区大国之间的关系。
关 键 词： 中国；中东；“一带一路；”经济外交

作者简介： 席桂桂，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重庆 ４０００３１）；陈水

胜，中国政法大学在站博士后（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５１６１（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４８－１２　 　 中图分类号： Ｄ８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Ａ

“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经济外交推向了新的高度，中国经济外交新范式应运而

生，其突出变化是逐渐从参与性经济外交转向领导性经济外交，①并体现出自身的独

特性。 本文以中国与中东的经济关系为案例，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外交在中东地区

的具体实践进行研究。

一、 新常态下中国中东经济外交的动因

“一带一路”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新模式，也是中国应对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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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四川外国语大学 ２０１６ 年度科研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对中东阿拉伯国家经济外交研

究”的阶段性成果，并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联盟的转型与中国的对策研究” （１５ＹＪＣＧＪＷ００４）
资助。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本文漏错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关于经济外交的分类、发展阶段以及中国经济外交的内在特征等内容，参见李巍、孙忆：《理解中国经

济外交》，载《外交评论》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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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调整和国内经济新常态等复杂形势所作出的战略选择。 “一带一路”倡议基于

中国改革开放及“走出去”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尝试提出一项新的国际议程，其
目标不仅要建立一条“互联互通”的战略大通道，而且要依据中国对区域发展的设

想，借助多种资源，主动引领亚洲地区内产业升级，使参与各方实现互利共赢。 “一
带一路”以亚欧大陆共同富裕和繁荣为最终建设目标，可视为中国“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升级版和国际版。 在此过程中，中国逐步形成了对中东经济外交的战略考量。

第一，能源供应。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至 ２０３５ 年，中国从

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将翻一番。① 有学者预测，中国石油消费需求在 ２０３０ 年左右将

达到 ６．８ 亿吨的峰值，预计 ２０３０ 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将升至 ７０．６％。② 因此，在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内，中国中东经济外交的目标重点仍将集中于确保能源安全。
第二，产业升级。 当前，中国国内面临两种产业升级压力：一是国内梯次产业升级。

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失衡，导致国内出现了“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梯次产

业升级。③ 二是中国与东南亚区域间的产业升级。 中国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拥
有一批颇具竞争力的产业，具备实现与东南亚地区间产业升级的基本条件。 此外，中国

和东盟均为日本“雁型模式”产业升级的承接者，东亚区域内的大国通过提供技术、资
本以及市场等区域性公共产品，推行区域制度体系或产业关联的升级和扩展。 迄今为

止，东亚区域内产业垂直分工模式仍存在巨大惯性，日本和美国最初提供此类公共产

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有望借助区域基础设施联通构建亚洲区域经济增长

的机制，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为参与国提供进一步的制度合作和产业合作所需的硬

件支持，以此带动区域的经济增长④，而中东有望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地区。
第三，金融合作。 中东地区拥有丰富的能源储备，积累了大量财富。 中东既是

中国进行贸易和投资的新兴市场，也是东西方实现生产要素流通和配置的大通道。
因此，中东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据统计，中东地区当前

拥有世界上 ３５％的主权财富基金，其中沙特 ７，５７０ 亿美元，科威特 ５，４８０ 亿美元，卡
塔尔 ２，５６０ 亿美元。⑤ 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ＳＷＦＩ）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６ 年排名前

五的主权财富基金国家，中东国家占有三席，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沙特阿拉伯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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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局和科威特投资局分列第二、第四和第五位。① 当前，为应对油价下跌造成的负面

影响，中东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迫切期待投资避险。 例如，沙特拟建 ２ 万亿美元巨型基

金以进行多元化投资，希望在 ２０ 年内将沙特打造成摆脱依赖石油的经济体。② 因

此，中东国家的巨额主权财富基金是“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借助的重要资源，主权财

富基金加入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有助于降低其投资风险。
第四，打造经济共同体。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拉伯国家

联盟总部的演讲中阐释了中国中东经济外交的总体目标：“中国对外投资已经进入

快车道，阿拉伯国家主权基金实力雄厚，我们可以更多签署本币互换、相互投资协

议，扩大人民币结算业务规模，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引导双方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

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 双方要加强高新领域合作、培育合作新动力，可以依托

已经成立的技术转移、培训中心等，加快高铁、核能、航天、新能源、基因工程等高新

技术落地进程，提高中阿务实合作含金量。”③中国与中东国家一旦形成共同的合作

目标，寻求恰当的合作手段就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以下简称为“亚投行”）成为中国中东经济外交的重要抓手。 埃及、伊朗、约旦、阿
曼、科威特、卡塔尔、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色列十个中东国家已成为亚投

行的创始成员国。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亚投行正式运营，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实现互利

共赢合作提供了融资平台，有利于促进亚洲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
对中国来说，将亚投行作为融资和投资平台，可以避免“单打独斗”，降低投资风

险，从而保证中国对外投资安全。 此外，借助亚投行融通中国资本和中东投资基金，
通过兴建基础设施带动本地区发展以及对亚洲地区进行互联互通建设，不仅有利于

中国为优质产能和装备制造寻找合作对象和市场，而且能使中东国家在资本投资领

域获益，这种合作模式可被视为一个多方互利共赢的过程。

二、 中国中东经济外交实践的特点

迄今为止，中国已同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沙特、埃及、约旦、土耳其、伊朗等

中东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中国与以色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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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启动中以自贸区谈判。 总体来看，中国中东经济外交的实践突出表现为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重视与中东国家建设机制化的合作关系。 机制化建设是保证中国中

东经济外交顺利开展的制度保证。 中国与建立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其
中，中阿合作论坛是一个层次多元、内容丰富的多边合作框架。 截至 ２０１６ 年，中阿合

作论坛已成功举办了 ７ 届部长级会议，１２ 次高官委员会会议，４ 届企业家大会，以及

数十场议题广泛的论坛和研讨会。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中阿合作论坛召开了第七届

部长级会议，中阿双方签署了《多哈宣言》和《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行动执行计划》两份

重要文件，明确以推进互联互通、产能合作和人文交流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三大

支柱，并在此框架下设定了一系列重点合作领域和项目。 同年 ４ 月 ２２ 日，中共中央

对外联络部首次举办中阿高级别战略政治对话即“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
为中阿多边合作的制度建设搭建了新平台。

从政策宣示和双方签订的合作文件内容来看，经济合作所占比重最大。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中国政府出台首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倡议加强双方产能合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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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３ 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沙特、埃及、伊朗三国，中方与三个国家共签署了 ５２ 项合作

文件，进一步明确和充实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方向，即以“一带一路”为合作框

架，不断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第二，从合作成效来看，中阿经贸关系发展迅猛，合作领域不断扩大。 中国已成

为阿拉伯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过去十年，中国与中东地区的贸易增长了 ６ 倍，对
阿拉伯国家工程承包合同额达 ６４６ 亿美元。①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卡塔尔建立了中东地区

第一家人民币清算中心，随后第二个人民币结算中心落户阿联酋，将进一步提高中

国与中东开展贸易活动的便利度。 ２０１５ 年，中国设立了 １５０ 亿美元的中东工业化专

项贷款，用于加强双方间的产能合作。 此外，中国同阿联酋、卡塔尔设立了共计 ２００
亿美元共同投资基金，计划将联合投资中东传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高端制造业等

领域。 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已经原则上结束了货物贸易谈判，并商定于 ２０１６ 年达成自

贸区协定。 双方一旦签署全面的自贸协定，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便利化，推动双向

投资、贸易增长，有助于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经营。 另外，中国和海合会国家在服务

贸易、金融投资以及规制协调等领域的制度性合作，也有助于制约欧美重新规制全

球自由贸易的企图。 在地缘政治领域，密切与海合会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有助于提

升中国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对改善中国大周边环境，打击“三股势力”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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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西部边陲稳定，均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①

第三，在具体合作项目方面，中国企业已经参与了一系列中东基础设施建设。
在伊朗，中信集团承包的伊朗地铁一、二、五号线已全部建成通车，为中国地铁技术

“走出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沙特，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下属的中国港

湾建设集团中标沙特阿拉伯朱拜勒二号公路扩建项目，合同额达 ４，７２０ 万美元，成为

该公司在朱拜勒地区中标沙特皇家管委会的第四个建设项目。② 中铁十八局集团参

建了一系列沙特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沙特南北铁路 ＣＴＷ２００ 标、朱拜尔石油管线项

目、麦加轻轨项目，以及目前正在承建的连接麦加到麦地那的圣城高铁项目。③ 在埃

及，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中国港湾建设集团作为主要承包商和运营商，参与了埃及艾因苏克

纳港（Ａｉｎ Ｓｏｋｈｎａ）和达米埃塔港（Ｄａｍｉｅｔｔａ）的建设。④

第四，推广“中国经验”。 除参与中东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外，中国也在当地积

极推广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 ２００８ 年，中国和埃及政府联合建设苏伊士经贸合作

区，其实质是中国通过中非发展基金为私营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服务，通过建立工

业特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时解决埃及面临的就业问题，并增加地方政府的

税收和财政收入。⑤ 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分为起步区和扩展区两个建设阶段，目
前占地 １．３４ 平方公里的起步区已全部建成，初步形成纺织服装产业区、石油装备产

业区、新型建材产业区、高低压电器产业区等四大产业园区，为埃及解决了 ２，０００ 多

个就业岗位。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扩展区全面启动，将打造成综合

性自由贸易区，预计吸引中资企业为主的约 １００ 家重点企业入住，提供近 ４ 万个就业

岗位，⑥成为“中埃合作的典范”。

三、 中国中东经济外交的前景

中东地区具有发展雄心的国家，都为本国经济发展制定了远景规划。 本文以沙

特、阿联酋、科威特三个海湾国家为例，分析中国中东经济外交的前景。 海湾国家的

远景规划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求提出了各自的方案，对自身的地区定位有着比较

·２５·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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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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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佘丽、杨立强：《中国—海合会 ＦＴＡ 对双边贸易影响的 ＧＴＡＰ 模拟分析》，第 ４１ 页。
《中交集团中标沙特朱拜勒 ２ 号公路扩建项目》，中国公路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ｈｉｇｈｗａｙ．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 ／ ８９７５５９．ｐｈｐ，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４ 日。
伍振、王文军：《沙特麦麦高铁的“中国队”》，载《中国铁道建筑报》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第 ２ 版。
《中国和阿联酋联合承接埃及港口建设开发》，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ｓｎｓ＿ｂｗｋｘ ／

２０１５０３ ／ ３３７３３２９．ｈｔ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冯维江等：《开发区“走出去”：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实践》，载《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第 １５３－１７０ 页。
兰旻：《中埃加快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落实“一带一路” 构想》，国际在线，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ｒｉ． ｃｎ ／

２０１６１２２ ／ ９３ｅ１２ｅ８ｂ⁃２ａ６９⁃ｆｂｅｃ⁃ｄ３１２⁃ｅ３０ａ８４５ｄ８ｃ６ｃ．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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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认识。 中国与海湾地区的经济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与地区国家实现

优势互补。
近两年来，受国际油价下跌影响，沙特制定了 １３３ 项经济改革措施，用以强化沙

特经济的竞争力。① 为推动经济多元化，沙特在以下三个方面制定了相关措施：第

一，为降低对石油产业的依赖，沙特大力发展天然气和包括核能、太阳能在内的清洁

能源。 沙特计划到 ２０３２ 年完成太阳能装机 ４１ＧＷ，核电装机 １７ＧＷ，风电、生物质能

和地热总装机 １３ ＧＷ。② 第二，沙特政府支持产业多元化，重点发展化工产品、石化

产品、铝及塑料产品的生产。③ 第三，沙特制定了大型基础设施扩建计划，包括油气

设施、水电厂房、商住楼宇、公路铁路等。 ２０１５ 年沙特财政预算拨款 ６，３００ 亿里亚尔

（约合 １，６８０ 亿美元）用于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沙特正在建设的大型基础设

施项目包括：利雅得地铁项目，达曼、麦加—麦地那高铁项目，利雅得和吉达国际机

场扩建和升级改造项目等。 因此，沙特在短期内有望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建筑

市场。④

中国和沙特经济产业结构互补性较强。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１１ 月，双边贸易额约 ４７６ 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沙特出口 １９７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６．４％。中国从沙特进口商品的构成除原油外，还包括石化产品、液态天然气、化肥

以及矿产等沙特致力于发展的工业产品。 中国是沙特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目的

国，自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初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底，沙特对中国直接投资总计 ８０ 亿美元，占其

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１９．４％。⑤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中国在沙特累计承包劳务合

同额 ５１６．８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３９０ 亿美元。⑥ 沙特是中国铁路“走出去”的重点

市场。 此外，近年来中沙在核能和可再生能源、航空航天、高科技、金融等领域的

合作不断深化。 ２００８ 年，中沙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沙特阿拉

伯王国政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协定》，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资承包工程

企业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和参与度。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与沙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ａｕｄｉ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 Ｂｏｄｙ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ＳＡＧＩＡ Ｃｈｉｅｆ，” Ａｒａｂ Ｎｅｗｓ， Ｍａｒｃｈ ２３，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ｒａｂ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ｎｅｗｓ ／ ８９９５２１，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Ｋｉｎｇ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Ａｔ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ａｃａｒｅ． ｇｏｖ． ｓａ ／ Ｋ． Ａ． ＣＡ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ｏｇｒａｍ⁃２０１３．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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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ｏｕｔ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ｙ＿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ｄｅ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ｉｔｉｅｓ．ａｓｐ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

《沙特将成为中东最大的建筑市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吉达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５１０ ／ ２０１５１００１１３１０５６．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

朱乾等：《中国与沙特经贸合作厚积薄发》，载《经济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第 ５ 版。
此处数据根据朱乾：《中国与沙特经贸合作厚积薄发》一文提供的数据推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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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核能与可再生能源城签署了《关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调机制的谅解备忘录》，

开始参与该计划。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中沙政府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开展产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及能源、通信、

环境、文化、航天、科技等领域的双边合作文件，通过顶层设计进一步规范并推动

了双边关系的务实开展。

阿联酋是中东地区重要的航空、航运、旅游、金融和转口贸易中心，奉行国家

经济多元化的长远策略，目标是建立一个均衡、多元化及可持续的知识型经济。

为此，阿联酋制定了“２０２１ 战略计划” ，确定 ２０２１ 年前实现经济多元化的目标，

包括至 ２０２１ 年阿联酋非石油行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达到 ８０％。① 阿布扎比是阿联

酋最大的酋长国，政府为吸引外资制定了《阿布扎比 ２０３０ 年经济远景规划》 ，将

投资优惠领域确定为工业、旅游、运输物流、金融服务、保险、媒体、能源、建造、

房地产、电信、信息科技、医疗和教育。② 迪拜是阿联酋第二大酋长国，迪拜政府

制定了“２０２０ 迪拜世界博览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规划” 和“迪拜 ２０２１ 战略计

划” ，借助举办 ２０２０ 年世界博览会的机会，进行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 迪拜

已将自己打造成地区和国际金融中心，并致力于成为东西方贸易投资的金融港，

打通南南经贸投资走廊。

中国是一个新兴世界经济大国，无论是金融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物流运

输，均已逐渐具备了若干竞争优势，可参与到阿联酋经济多样化的远景规划实践中。

阿联酋积极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并将自身定位成连接中国与中东、非洲、欧

洲的投资枢纽。 阿联酋将建立人民币清算中心，使中国企业在对中东地区进行基础

设施投资时，可以借助自身形成的竞争优势获得一部分承建项目。

科威特拥有全球约 ６％的石油储藏量，石油出口占该国总收入的 ９４％。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１ 日，科威特政府公布了五年发展计划，旨在改变长期依赖石油的经济格局，其

中包含国家发展战略《科威特 ２０３５ 远景规划》（Ｋｕｗａｉｔ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３５），该计划拟将科

威特打造成金融和贸易中心。 科威特金融业较为发达，如科威特国家银行（ＮＢＫ）是

穆迪、标准普尔及惠誉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信贷评级最高的中东银行，其业务遍及

黎巴嫩、约旦、伊拉克、埃及、巴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及土耳其。 ２０１４ 年，科威特政

府设立科威特直接投资促进局（ＫＤＩＰＡ），提供一站式服务平台，简化投资审批发牌

程序，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科威特政府通过了最新的五年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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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涉及 ３４１．５ 亿第纳尔（约折合 １，１３２．２９ 亿美元），①旨在扭转经济发展、住房、人
口结构以及其他结构性的不平衡。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科威特政府计划投资建造

４．５ 万个住房单位、扩建铁路、机场和港口等，同时鼓励更多私人投资者参与建设计

划。 科威特国民银行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１５ 年第三季度末，
科威特大型工程项目授标额已达 ３００ 亿美元，在海湾国家中超过卡塔尔和阿联酋，仅
次于沙特。② 这些项目涵盖艾尔祖尔炼油厂项目、艾尔杰赫拉省综合行政大楼、科威

特南部地区路网升级改造项目，以及数家医院和住宅区建设项目。 为实现经济多元

发展以及将科威特打造成金融和贸易中心的目标，科威特政府批准了一系列大型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计划斥资 ２６ 亿美元建设连接科威特城与多哈的贾比尔酋长跨

海大桥（Ｓｈｅｉｋｈ Ｊａｂ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 此外，科威特政府正在进行国家铁路项目和地铁项目

的可行性论证。 与沙特和阿联酋一样，科威特也是中国优势企业可以进行项目投资

和承包建设的重要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科威特政府批准建造的项目重点是油气项目，其次是交通项目。

油气项目特别是石化行业的多元化，以及增加石化产品出口，是包括科威特在内的

海合会国家对外贸易的重点。 中国可通过与海合会国家的自由贸易谈判，为中国企

业在科威特石油、石化领域进行合资、合作创造条件和提供便利。 科威特的基础设

施建设面临诸多成本问题，例如缺少钢铁、水泥等基础建筑材料，中国企业具备参与

科威特经济多元化发展的经验和实力。 例如，参与科威特巴比延岛海港项目一期一

阶段路桥及地基处理工程的北京诚丰建材制品有限公司，在中国国内路桥建设的过

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具备一定的竞争力。③ 此外，科威特政府着力打造新型的“政
府—私人部门合作（ＰＰＰ）”模式，促进私营部门参与经济发展。 ２０１５ 年初，科威特政

府颁布新的公私合作执行附则，并成立科威特合作项目管理局（ＫＡＰＰ）代替合作技

术局（ＰＴＢ），以便更独立地推行公私合作项目。 ２０１６ 年，科威特计划设立一支新的

主权财富基金（ＳＷＦｓ），在今后 ５ ～ ７ 年内将 １，０００ 亿美元地方资产出售给私人部

门。④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也在强调 ＰＰＰ 合作模式的重要性，两国政府可以在该项议

·５５·

①

②

③

④

“ＭＰｓ Ｐａｓｓ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Ｋｕｗａｉｔ Ｔｉｍｅｓ，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ｋｕｗａｉｔｔｉｍｅｓ． ｎｅｔ ／ ｍｐｓ⁃ｐａｓｓ⁃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ｌａｎ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Ｋｕｗａｉｔ： ＄ ３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Ｗｏｒｔｈ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ｗａｒｄｅｄ Ｓｏ Ｆａｒ ｉｎ ２０１５，” ＮＢ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ｋｕｗａｉｔ．ｎｂｋ．ｃｏｍ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ｂｒｏｋｅｒａｇｅ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ｅｎ⁃
ｇｂ ／ ＭａｉｎＣｏｐｙ ／ ＄ ＵｓｅｒＦｉｌｅｓ ／ ＮＢＫＫｕｗａｉ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２０１５１０２２Ｅ．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１ 日。

《科威特巴比延岛项目》，北京诚丰建材制品有限公司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ｊｃｆｇｓ．ｃｏｍ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ｌｉｓｔ． ａｓｐ？
Ｃｏｌｕｍｎ＿ＩＤ＝ ２８３３６，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Ｋｕｗａｉｔ Ｐｌａｎｓ ＄ １０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Ｆｕｎｄ， Ａｌ⁃Ａｎｂａ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６⁃０１⁃２４ ／ ｋｕｗａｉｔ⁃ｐｌａｎｓ⁃１００⁃ｂｉｌｌｉｏｎ⁃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ｗｅａｌｔｈ⁃ｆｕｎｄ⁃ａｌ⁃ａｎｂａ⁃ｓａｙｓ，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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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互相借鉴与合作。

中东地区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为中国顺利开展中东经济外交提供了前

提和可能。 中东地区是中国“一带一路”的交汇地带，也是中国实施积极进取的经济

外交政策的主要对象之一，中阿双方共建“一带一路”充满热情，中阿战略合作已经

在全面规划未来两年双方集体合作的重点领域和合作项目。 由于中东地区是大国

博弈的重要舞台，因政治、安全矛盾突出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国运用商业利

益在凝聚各方发展共识的同时，也需要充分认识到这种复杂局面带来的不确定性。

在进行项目决策时，必须具备一定的风险意识，充分考虑经营环境的复杂性，对于可

能遭遇的各类风险，应有针对性地制定预案。 经济合作是互利共赢的过程，必须设

定重点合作领域，示范性项目的利益让渡也需要设置合理的底线。 此外，调动各利

益相关方的积极性、主动性、也是促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东国家远景发展规

划目标得以落实的重要保证。

四、 中国中东经济外交中的美国因素

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其战略重心虽逐渐转移至亚太地区，但仍不放

弃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这一方面得益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长期经营，另一方面也

来源于美国对中东地区事务的干涉能力。 众所周知，美国在中东地区拥有广阔的盟

友关系网、强大的军事存在以及通过外交途径塑造地区发展路径的能力。① 美国政

府一再承诺将持续关注中东，②包括加强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遵守对盟友的安全

承诺，保证美国军事能力足以应对中东地区可能出现的新威胁。③ 当前中东面临的

诸多困境，是美国试图以美国价值观塑造中东失败的表现，由此导致美国的中东外

交战略进入了新一轮调整期。

“阿拉伯之春”以来，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经营面临一系列困境：第一，美国主导中

东事务的能力进一步下降。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常务董事迈克·辛格（Ｍｉｃｈａｅｌ

·６５·

①
②

③

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在中东的柔性军事存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 年第 ８ 期，第 ４－２９ 页。
Ｒｕｄｙ ｄｅ Ｌｅｏｎ，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ｍｉｒａｔ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Ａｂｕ Ｄｈａｂｉ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ｂａｔ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ｈｔｔｐｓ： ／ ／ ｃｄ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ｄｅＬｅｏｎ＿Ｇｕｌｆ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ｍａｒｋｓ．ｐｄｆ．， 登录

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９ 日。
“Ｑｕａｄｒｅｎｎｉ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ＱＤＲ，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关于美国

在中东地区利益的表述，可参见“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ｈｔ⁃
ｔｐ： ／ ／ ｎｓｓａｒｃｈｉｖｅ．ｕ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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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ｇｈ）指出，美国不能理解中东地区的现实面貌，不关心中东地区盟友的关注，只顾

眼前利益并缺乏长远的战略计划和议程设置，导致美国的中东政策经历了一系列的

失利，美国需要更多地运用外交工具作为军事手段的补充。① 第二，中东地区安全面

临一系列新的威胁，如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强势崛起和全球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

的兴起；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等国内部冲突加剧，俄罗斯强势回归中东地

区，叙利亚危机外溢效应进一步凸显，中东难民问题对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等国的

国家治理能力形成冲击，埃及经历数年动荡后经济发展堪忧，巴以和谈陷入僵局，各
类军事与政治问题的复杂交织，都考验着美国对中东秩序的塑造能力。 第三，美国

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对美信任度急剧下降。② “阿拉伯之春”发生后，美国不顾传统盟

友穆巴拉克政权和支持穆尔西政权的做法，不仅增加了埃及民众对美国的厌恶，同
时也加深了以沙特和阿联酋为首的反穆兄会阵营，与以卡塔尔为首的支持穆兄会阵

营之间的分裂。 美国对伊朗核谈判立场的变化，也加深了盟友沙特和以色列的疑虑

与不满。
美国采取了两手措施以应对这些困境。 首先，美国调整了中东政策，强调外交

手段作为军事手段的补充，并强化双边关系中的经济因素。 美国开始重新构建与埃

及的伙伴关系，积极发展贸易、投资、商业往来等经济关系，③并逐渐弱化对埃及等国

的军事援助，更多地依靠政治对话等外交途径，更加注重经济合作，以便更有效地帮

助埃及进行国家建设。 其次，美国继续强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尤其是地面部

队的作战能力。 美国通过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运用巧实力等制衡手段维

持中东地区的稳定，从而保证中东贸易通道的开放，阻止恐怖分子建立恐怖训练

营等。④

相对于美国对中东地区秩序的“强势塑造”，中国对中东地区的经济外交仍本着

外交为经济服务的原则，不追求塑造中东地区政治秩序的“软性参与”，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对中东地区政策的目标主要包括提升经济关系，保证能源获得

和运输安全，与中东地区国家保持友好政治关系，并将自身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与

·７５·

①

②
③

④

Ｂｒｉａｎ Ｋａｔｕｌｉ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ＪＣＰＯＡ，”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ａｔ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ｅｎａｔ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ｅｎａｔｅ．ｇｏｖ ／ ｉｍｏ ／ ｍｅｄｉａ ／ ｄｏｃ ／ ０１２０１６＿Ｋａｔｕｌｉｓ＿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Ｉｂｉｄ．
Ｂｒｉａｎ Ｋａｔｕｌｉｓ ａｎｄ Ｍｏｋｈｔａｒ Ａｗａｄ， Ｎｅｗ Ａｎｃｈｏｒｓ ｆｏｒ Ｕ． Ｓ． －Ｅｇｙｐ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４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Ｅｇｙｐｔ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ｈｔ⁃
ｔｐｓ： ／ ／ ｃｄ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Ｅｇｙｐｔ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ｐｏｒｔ１． 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Ｄａｖｉｄ Ｗ． Ｂａｒｎｏ ｅｔ ａｌ．， “Ｐｉｖｏｔ ｂｕｔ Ｈｅｄｇｅ：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Ｐｉｖｏｔｉｎｇ ｔｏ Ａｓｉａ Ｗｈｉｌｅ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Ｏｒｂｉｓ，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２， ｐ． 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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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的稳定相结合。① 二是中国在中东的经营需要审慎处理中美关系。 中国需

要在不损害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传统战略利益的同时，助力中东地区实现转型升

级和经济增长，进而扩大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和影响力。
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有一个稳定有序的地区环境，但这并不代

表中国是美国塑造的中东秩序的“搭便车者”，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开展的军

事行动往往令中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 事实上，中美在中东地区存在合作

空间，美国在中东地区遭遇的一系列困境，可以借助中国的力量予以缓解。 维护中

东地区的稳定是中美的共同利益，美国参与中东国家的重建，也可与中国倡导的互

联互通建设相结合，且历史上不乏这类合作共赢的案例。 在阿富汗重建的过程中，
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防部的合同商曾协助阿富汗矿产资源与石油部和中石油

（ＣＮＰＣ）签订合同。②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倡议，通
过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区的稳定和繁荣，这是中国提供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一种尝

试，亚投行在建立以及运作过程中一直试图说服美国加入，如果中美能在中东地区

事务上开展更多的合作，必将惠及中东国家和中美双方的利益。

五、 结　 论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试图借助国内经济开发经验，为国际

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战略构想，③契合了全球产业转移和升级的趋势，以及经济发展

“新常态”下如何务实有效地在外交上“有所作为”的需求。 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

推动下，中国将自己视为全球产业链中的一条，谋求借助现有资源和手段推动本国

和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当前，中国对中东经济外交呈现出不同于中国对非洲和拉美地区经济外交的特

点。 中国对非洲外交是基于能源资源的合作，跟拉美合作是基于该地区是中国大量

需求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来源，但是，非洲和拉美地区恶劣的制度环境越来越成为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限制因素。 尽管中东地区也存在国家政局不稳定等一系列不

确定因素，但海湾国家等传统富国具备了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和社会基

础，中国需要将累积的优势产能充分对外释放。

·８５·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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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中东经济外交


中国中东经济外交的实践表明，中国的中东外交尚未脱离外交为经济发展服务

的传统模式，它不同于美国受安全利益驱动的军事外交模式，而是打造互利共赢的

经济外交新模式。 该模式从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出发，结合中东国家经济结构调整

的契机及远景规划，寻求双方的利益交汇点。 同时，中国的中东经济外交利用亚投

行等新型合作平台，在中东及其周边地区加强互联互通建设，在金融投资、基础设施

建设、工业化和信息化等领域深入合作，通过示范效应促进中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 这种模式不再将目光局限于传统的地缘政治大国博弈，而是强调互利

共赢。
长期以来，中国的中东外交仍受到“能源—经济”驱动。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

设，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力图打造一个共同富裕的繁荣地带。 中东石油富

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正在推进经济结构的多元化改革，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

了大量资金，中国企业在国内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具备了一定的

竞争力。 中国是中东重要的贸易伙伴，与地区国家保持着良好关系，这一切为中国

在中东地区有所作为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基础。
除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海湾国家外，当前埃及、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国家也都

期望提升国内经济发展的水平，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抱有期待，希望通过

与中国开展合作，将本国打造成连接亚洲与欧洲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中心。 对中国而

言，获得中东国家的融资支持，进入中东地区的基建市场，将有助于中国优势产能和

整装设备的“走出去”。
中国的中东经济外交，除了要处理好与中东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积极承担“负

责任大国”的角色外，还要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仍是中东秩序

的主导者，且中美之间在中东地区存在诸多利益交汇点。 因此，不挑战美国对中东

秩序的主导权，是中国在地区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扩大中国政治和经济影响

力的重要前提。 中国既可以自主选择向中东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也可以选择与美国

一起共同提供公共产品。 但是，中国对于自己能够承担的责任以及责任范围仍需要

予以清晰的战略研判。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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