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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沙特合作
丁  隆

【内容提要】习近平主席赴利雅得参加“三环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面向阿拉

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沙特倡议并承办峰会彰显其“向东看”外交思

路和对外经济新战略。中沙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以经

济多元化为目标的国家转型进程实现历史性对接，助推中沙双边关系与战略合作进入快车道。峰会达成的中沙建设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发展战略对接实施方案，为中沙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行动指南，为双方加强战略协同

与务实合作开辟广阔前景。

【关键词】中国—沙特合作  中阿峰会  中海峰会  “一带一路”倡议

2022 年 12 月 7—10 日， 中 国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应邀赴利雅得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首届中

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阿拉伯王

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三环峰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面向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

也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全体成员国首次与一个主权国家举

办峰会，成为中阿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同时，峰会也是党的二十大后，中方首次在境外联合主

办的重大多边外交活动。作为峰会的首倡者和东道国，

沙特为这次彪炳中阿关系史册的重大外交活动的成功举

行作出了重要贡献，彰显其在中沙、中海和中阿三个层

面上全面发展对华关系的政治决心，及其在海湾地区和

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力。峰会有力推动了中沙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为双方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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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5日在沙特阿拉
伯首都利雅得拍摄的世界大
道“中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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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赓续中沙传统友谊

习近平主席出访沙特并举行“三环峰会”在中沙关

系史上写下光辉篇章，成为中沙关系承上启下、继往开

来的重要里程碑。沙方以超高规格礼遇热情接待习近平

主席来访。习近平主席在沙特《利雅得报》发表题为《传

承千年友好，共创美好未来》的署名文章，回顾源远流

长的中沙友谊，描绘中沙关系的美好未来，指出“这是

一次传承之旅，更是一次开创之旅，目的是发扬光大中

阿、中海、中沙传统友好，开启中国同阿拉伯世界、海

湾阿拉伯国家、沙特阿拉伯关系新时代。”[1] 为彰显

习近平主席在治国理政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为沙

中友好与合作作出的重要贡献，沙特苏欧德国王大学向

习近平主席颁授管理学名誉博士学位。此访期间，中沙

围绕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

成果。两国元首亲自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

伯王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同意每两年在两国轮

流举行一次元首会晤。元首会晤机制化对于推动双边关

系发展意义重大，有利于双方从顶层设计高度，不断推

动战略伙伴关系与务实合作发展。双方同意将中沙高级

别联合委员会牵头人级别提升至总理级，提升了两国高

层定期磋商的层级和效率。中方同意将沙特列为中国公

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国，这是扩大双方人员往来和人

文交流的重要举措。此外，两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

司法、教育、氢能、投资、住房等领域合作文件，为中

沙战略合作制定路线图。中沙两国元首对彼此在各自外

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推动发展战略对接的重要论述，

为双方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

展擘画了蓝图。

相向而行 ：中沙关系不断深化

沙特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石油输出国组织重

要成员国，也是二十国集团中唯一的阿拉伯成员国。沙

特石油储量居世界第二位，石油产量居世界第三位，是

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是西亚北非地区第一大

经济体，受益于近年来国际油价上涨，沙特经济快速增

长，2022 年经济增长率领跑全球，预计将达到 8% 以

上，经济总量有望突破 1 万亿美元大关，成为西亚北非

地区第一个万亿经济体。[2] 沙特是伊斯兰教两大圣地所

在地，在伊斯兰世界拥有独特的重要地位。阿拉伯剧变

以来，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阿拉伯传统强国陷入动荡，

沙特保持政局稳定和经济繁荣，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地缘

政治中心和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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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图 ： 2 0 2 2 年 7 月 2 0
日 ， 在 沙 特 阿 拉 伯 首
都利雅得，参赛选手在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
中文比赛沙特赛区决赛
中演讲。

20 世纪末以来，沙特主要石油出口市场由欧美转

向亚洲，沙特对亚洲国家的重视与日俱增，外交和对外

经济战略呈现显著的“向东看”趋势。沙特历任国王和

王储上任后均访问亚洲国家。其中，发展与中国的全方

位战略合作成为沙特“向东看”战略的核心目标。中国

向西开放战略与沙特“向东看”战略相遇，相向而行成

为中沙关系发展的主基调。中沙关系发展有如下特点 ：

一是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跃层升级。1990 年 7

月，中国同沙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沙特虽是最晚与中

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但建交后，双方关系发展迅速，

不断跃层升级。两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一致

或相近，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关切。双方高层互访不断，

元首外交引领成为中沙关系发展的显著特点。2006 年，

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登基后的首次出访便来到中国。2008

年 6 月，中沙两国宣布建立战略性友好关系。2012 年

1 月，两国决定在战略框架内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水平。

2016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对沙特进行历史性访问，两

国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决定成立中沙高级别

联合委员会。

二是经贸合作夯实战略伙伴关系基础。在经贸领

域，两国经济显著的互补性推动双边贸易持续大幅增长。

2001 年以来，沙特一直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贸易伙

伴。2013 年起，中国成为沙特第一大贸易伙伴，并一

直保持至今。2021 年，中沙贸易额达 873 亿美元，同

比增长 30%，是 1990 年中沙建交时的 209 倍。[3]2022

年前 10 个月，中国和沙特两国贸易往来达到 970 亿美

元，同比增长 37.4%。[4] 沙特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

国，而中国是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能源合作构成中沙

经贸关系的坚实基础，也成为双方战略合作关系的压舱

石。2002 年以来，沙特在大多数年份是中国排名第一

的石油进口来源国，中国也是沙特最大的原油出口市场。

2022 年 11 月，中国每天从沙特进口原油总量达 165

万桶，约占中国原油总进口量的 17.8%，占沙特原油

出口总量的 27%。[5] 中国还是沙特石化产品的主要出

口市场，沙特输华石化产品占其出口总量的近 25%。[6]

两国还致力于延长能源合作产业链，在石油下游产业开

展合作。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已与中方合资成立沙特延布

阿美中石化炼油有限公司、中石化森美（福建）石油有

限公司等炼化企业。在工程承包领域，中资企业承建了

沙特麦加—麦地那高速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沙特

还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投资接受国。

三是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2008 年四川汶川地

震发生后，沙特向中方捐助 5000 万美元现金和 1000

万美元物资，帮助中国抗震救灾，这是中方收到的最大

一笔援助。沙特慷慨赈灾深刻体现了两国人民守望相助、

患难与共的深情厚谊。近年来，人文交流不断扩大，中

文教育在沙特蓬勃发展成为两国人文交流新的增长点。

2019 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访华期间，宣布将中文纳

入沙特教育体系。沙特掀起一波“中文热”，越来越多的

学校和社会机构开始教授中文。沙特已有 4 所大学开设

中文专业，8 所中小学开设中文选修课，沙特政府计划

从 2022 年起在 746 所中学增设中文课程。[7]2017 年，

沙特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公共图书馆北京大学分馆落

成启用。2019 年，沙特文化部决定设立穆罕默德·本·萨

勒曼王储文化合作奖，旨在促进沙中两国文化与科技协

同发展，推动两国间人文交流，在文化层面助力共建“一

带一路”。此外，中沙在“丝绸之路”联合考古、旅游、

动漫、电子竞技等领域的合作方兴未艾，促进了两国人

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夯实了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右 图 ： 2 0 1 7 年 4 月 2 9
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
利雅得举办的苏州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上，参观
者品尝碧螺春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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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对接 ：中沙合作驶入快车道

习 近 平 主 席 2013 年 提 出“ 一 带 一 路 ”

倡议以来，得到沙特热情支持和积极响应。沙

特是亚投行创始成员国，2016 年，两国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沙特地处亚洲

和非洲之间，濒临重要战略航道，位于“一带

一路”西段交汇地带，对于“一带一路”倡

议实施具有独特的重要性。中沙在资源禀赋、

产业结构等方面优势互补，双方成为共建“一

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以来，中沙两国加强战略对接，政治互信

不断深化，经贸和投资合作加速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适逢沙特历史性

国家变革转型。萨勒曼继任国王后，沙特在穆

罕默德王储亲自主持下开启国家和社会全面改

革，旨在摆脱对石油收入的依赖，实现经济多

元化。2016 年 4 月，沙特出台“2030 愿景”

规划，以“活力社会”“繁荣经济”“雄心国家”

为三大主线，确立未来 15 年国家转型发展方

向，旨在将沙特建成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核心、

国际物流中心和全球投资强国。[8] 沙特又陆续

推出《国家改革转型五年规划》《国家水务发

展战略》《沙特国家可再生能源目标计划》《国

家工业和物流发展规划》《沙特公共投资基金

五年投资计划》等各领域配套发展规划。

虽然国际油价下跌是沙特本轮改革的诱

因，但在“双碳”目标下，全球能源加速转

型成为推动改革的新动因。以去石油化为目

标的经济多元化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标志

着沙特不再以产业结构调整的局部视角看待

经济转型，而是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引领国家全面转型。沙特尝

试卸下泛伊斯兰主义等意识形态包袱，通过文化领域全面改革释

放社会活力，改善投资环境，打破阻碍经济发展的思想文化桎梏，

历史上首次将经济社会发展列为最优先事项。沙特在“2030 愿景”

背景下的国家转型为中沙双方战略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带来

新机遇。在习近平主席、萨勒曼国王和穆罕默德王储的战略引领

下，“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 愿景”战略对接与合作驶入快车道。

沙特“2030 愿景”的三大支柱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双

方战略对接将释放优势互补与协同发展的巨大潜力。

首先，共建“一带一路”将拓展中国参与中东发展事务深度和

广度，提高沙特地区领导力与国际地位。以中沙共建“一带一路”

为抓手，中国将提高参与和推动中东发展进程的能力，与沙特等地

上图：2022年10月1日，工作人员
在沙特萨勒曼国王港项目施工建
设现场工作。

下图：2022年11月27日，在沙特
西部城市延布，中沙延布炼厂的
员工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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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国家实现互利共赢。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沙特作为世界

主要产油国和唯一拥有大量剩余产能的石油出口大国，国

际地位和战略自信显著上升，参与地区与国际事务的意愿

和能力增强。中沙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战略协

同，有利于双方在地区事务和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其次，共建“一带一路”助力中沙贸易畅通与资金

融通。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中沙深化以能源为基础的

经贸关系，中海自贸区建成后可推动双边贸易便利化，

产生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中沙工业合作可帮助沙

特发展石油下游产业，产能合作可促进沙特工业与物流

业发展，助力沙特建成全球物流中心。沙特拥有强大的

投资实力，中国拥有显著的科技优势和施工能力，中沙

发展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合作在内的双向投资和第三方市

场投资，可助力沙特实现全球投资强国的愿景，促进中

国产业链和价值链向全球延伸。中沙贸易与投资合作将

强化沙特作为“一带一路”中东地区重要核心节点和亚非

欧贸易窗口作用，推动双方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跃升。

再次，共建“一带一路”促进沙特成为连接亚欧非三

大洲的世界枢纽。沙特区位优势显著，不仅是亚非欧物流

重要枢纽，也是“一带一路”在西亚的重要交汇处。沙特

位于中国—中亚—西亚的经济走廊上，是“一带一路”的“六

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架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陆、

海、天、网“四位一体”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联通布

局与沙特打造互联互通节点的构想实现对接。

沙特历来是中国最重要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之一，

在发展战略对接背景下，双方合作领域广阔。“2030 愿

景”提出后，沙特推出以未来新城（NEOM）和镜线城

市（The Line）为代表的一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与“一带一路”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理念契合，中

国在海外工程承包领域居全球领先地位，在成本控制、

按时交付、工程质量等方面的突出能力得到普遍认可，

在高铁、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拥有自主创新技术，

中沙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最后，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中沙民心相通。中沙

虽相隔万水千山，但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商旅络绎，海上香

料之路云帆高张，沙特赛林港遗迹见证昔日中沙丝路文化

交流盛况。然而，近代以来，双方交流曾长期受到阻隔，

形成了一定的认知赤字。在西方媒体影响下，彼此认知存

在部分失实、失真现象。中沙友好的百年大计需要从加强

双方人文交流做起，以丰富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人文底蕴。

峰会开创中沙共建“一带一路”新未来

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以及“三环峰会”的举行将对

中沙加强战略对接、共建“一带一路”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此访期间，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与“2030 愿景”对接实施方案》，全面落实两国领导人

关于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 愿景”对接

的重要共识，共同推进两国基础设施、产能、能源、贸

易和投资、金融、人文等领域以及吉赞基础工业和下游

产业城特别开发区建设合作。[9] 这份文件为两国战略对

接制定了“路线图”，标志着两国共建“一带一路”进入

全面实施阶段。中沙共建“一带一路”将更好推动两国

务实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在两国元首引领下，双

方未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将重点发展以下领域。

一是加强政策沟通。中沙同为维护多边主义、建设

多极世界的重要力量。在峰会建立的中沙、中海、中阿

机制化合作平台上，中沙将继续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 ；

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和多边场合加强合作，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方欢迎沙特成为上合组织“对话

伙伴”，支持沙特加入金砖国家组织。中沙战略合作秉

持互利共赢和“结伴不结盟”原则，不针对第三方。沙

特在各领域对大国有不同需求，致力于盟友与伙伴关系

多元化。中国愿意发挥自身优势深化与沙特的合作，无

意填补所谓“中东真空”。中沙双方都反对中东成为大

国博弈的场域，认为大国在中东存在许多合作机会，如

稳定能源供应、反恐和去极端化、航道与运输安全等。

二是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中沙应深化“油气 +”

框架下的能源合作。中沙能源合作集中于原油贸易，易受

油价波动和地缘政治冲击，双方油气全产业链与全能源形

式合作亟待加强。在扩大油气贸易的同时，中沙应深化石

油勘探、开采、储运、碳氢能源创新利用等领域的全产业

链合作。中沙两国均已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绿色低

碳经济将成为双方能源合作的蓝海。双方应将合作领域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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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至核能、太阳能、风能、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联合开发

应用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等低碳技术，以及储

能、智能电网等新技术。沙特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禀赋和成本优势突出，具备良好的营商环境和较完善的基

础设施，这为新能源开发提供了优越条件。沙特正在大力

发展绿氢和蓝氢相关项目，计划到 2030 年实现氢能产量

2900 万吨，出口约 400 万吨，成为世界最大的氢能供

应国。[10] 中国在新能源技术、工艺和设备制造领域居世

界领先地位，中沙新能源领域合作空间广阔。

三是加强科技、制造业和金融等新兴领域合作。沙

特正在大力发展通信、数字经济、云计算、人工智能、

航空航天等先进科技，中国在这些领域拥有显著优势。

以华为技术公司承建沙特 5G 通信、云计算项目为开端，

中国企业将在沙特高新技术市场获得更多商业机会。沙

方欢迎中国企业赴沙投资新能源汽车制造、供应链、交

通物流、渔业、海水淡化和水务等产业，中国企业在这

些领域拥有技术优势、施工能力和运营经验，在开拓新

市场的同时，助力沙特实现经济多元化。在金融领域，

双方可逐步扩大本币互换规模，发展跨境人民币结算业

务，积极探索石油和石化产品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国企

业拥有技术、设备、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沙特资金充裕，

这为双方联合开展项目投资提供了基础。中沙在南亚、

中亚和非洲等第三方市场投资合作、主权财富基金投资

合作业已起步，未来有较大发展空间。

中沙、中海、中阿“三环峰会”在沙特成功举办，

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与峰会承办国沙特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显著提升。

在峰会取得的丰硕成果基础上，中沙两国将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深化发展战略对接，聚焦共建“一带一路”，开

启全面加强务实合作的新征程。

本文是 202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中东经济转型发展研究”的阶段

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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