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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能源结构生产呈现出“富煤、贫油、少气”的特点，石油和天然气面临较大缺口且对外依存度持续

扩大。海合会是全球最具规模的一次能源出口组织，拥有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在国际能源贸易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海双边贸易不断扩大且贸易互补性强，贸易国别集中在能源资源丰富的沙特阿

拉伯与阿联酋两国，能源危机威胁着全球政局稳定与经济安全，抑制海合会国家的贸易发展，中国面对

不断扩大的能源需求需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性，能源合作仍然是中海未来经贸合作的关键所在，中海建

立FTA是大势所趋。研究FTA建立背景下中海能源贸易合作机制在于利用能源贸易合作优化双边产业内

结构，构建安全稳健的经济体系，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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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nergy structure produc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rich in coal, poor in oil and less in gas”, 
and oil and gas face a large gap and its dependence on foreign countries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GCC is the largest primary energy export organization in the world, which is rich in oil and natural 
gas resources, and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trade. In the face of expanding 
energy demand, China needs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energy supply. Energy cooperation is still 
the key to China’s futur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FTA is the 
general tre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FTA, China shipping energy trade 
cooperation mechanism is to use energy trade cooperation to optimize the bilate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build a safe and stable economic system, and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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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一直致力于发展区域经济合作，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亚–西亚”经济

走廊建设的发展，中国与西亚国家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以下简称海合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和中东地区最具活力的国际组织，无论是在国

际能源贸易还是中东海湾事务中，其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一直以来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与海

合会自贸区谈判自 2004 年 7 月开启，迄今为止已经过 10 轮自贸区谈判，就多项议题达成一致，并在货

物和服务的关键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未能签署 FTA 协议。2022 年 12 月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

家合作委员会峰会的召开深化了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中海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在

未来 3 至 5 年中国愿同海合会国家在重点领域加强合作。其中，在能源贸易方面，中方提出要构建能源

立体合作新格局，将继续扩大从海合会国家进口原油、液化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并将开展油气贸易人民

币结算，为中海深化合作带来多重利好。本次中海峰会标志着中海将在货物贸易，尤其是能源贸易方面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进一步加强，对于正在进行 FTA 建设背景下中海能源合作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海建立 FTA 是大势所趋，因此，本文结合中海能源贸易数据描述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能源贸易现状，

寻找 FTA 建设背景下进一步推动双边能源贸易的结合点。聚焦于西亚地区的能源贸易研究，选取西亚地

区海合会成员国为分析对象，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 6 个成员国。研究 FTA
建设性背景下的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能源贸易关系和合作机制。 

2. 文献综述 

能源贸易关系到国家政局稳定性与经济发展安全性，关于能源贸易以往学者均有深刻的研究。谢忠

俩(2021 年) [1]通过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生产与消费数据得出结论，认为沿线国家在能源

贸易上有着巨大的出口潜力，能有效弥补中国能源缺口。邬龙等(2018 年) [2]强调中国能源贸易长时间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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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贸易逆差，应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资源丰富国家之间的能源合作构建新型能源格局。中国应

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便利实现能源贸易多元化，保障能源安全。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以及中东地区最具活力的能源出口组织，海合会成为中国能源贸易合作的焦点所在。刘彬等(2018 年) [3]
强调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探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潜力，资源丰富的中东地区以及与中国国

际关系友好的东盟地区合作风险低，其中卡塔尔和阿联酋国是能源合作潜力最大的国家。姜书竹等(2015
年) [4]认为中国必须加强与全球主要能源出口国的贸易合作，而海合会国家的石油输出需要寻求市场，

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石油贸易合作势在必行，但当前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石油贸易存在结构不合理等问

题，中国需要加强与海合会的石油价格合作。孙雨泽(2021 年) [5]当前石油贸易格局不稳定，页岩油技术

的发展在供给侧削弱海合会国家石油贸易的稳定性，在需求侧中国与印度石油进口竞争加剧，给中国与

海湾地区石油贸易合作带来挑战。当前中国与海湾国家石油贸易效率适中且贸易效率逐年递增，中国与

海合会国家石油贸易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与海合会自贸区谈判自 2004 年 7 月开启，至今仍未能

签署 FTA 协议，中海能源贸易合作需持续推进。李琳颖[6]在《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 FTA 构建研究》(2022
年)中通过梳理中国与海合会国家 FTA 建设进程总结得出双边货物贸易国别集中度较高，集中于沙特和

阿联酋，且能源合作占据中海贸易主导地位，并为促进中海 FTA 建设提出深化中海能源合作、加大技术

投入、积极发展新能源等政策。 

3. 中国与海合会国家能源贸易现状 

3.1. 中国能源贸易现状 

3.1.1. 中国能源生产现状以及特点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际能源贸易形式和地缘政治局面不断更新，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在能

源贸易方向上提供了新的贸易思路，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转型时期，但是国内能源供应仍然

面临较大缺口，一次能源供不应求，新兴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有待加强。 
由表 1 所示，根据中国 2012 年~2022 年近十年的能源生产总量及构成情况统计数据分析中国能源现

状，得出中国能源生产有以下特点： 
 

Table 1. Total amount and composition of energy production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2 
表 1. 2012 年~2022 年中国能源生产总量及构成 

年份 能源生产总量 
(万吨标准煤) 

原煤占能源 
生产总量的比重(%) 

原油占能源 
生产总量的比重(%) 

天然气占能源 
生产总量的比重(%) 

核电、风电占能源 
生产总量的比重(%) 

2012 402138 68.5 17 4.8 9.7 
2013 416913 67.4 17.1 5.3 10.2 

2014 428334 65.8 17.3 5.6 11.3 

2015 434113 63.8 18.4 5.8 12 

2016 441492 62.2 18.7 6.1 13 

2017 455827 60.6 18.9 6.9 13.6 

2018 471925 59 18.9 7.6 14.5 

2019 487488 57.7 19 8 15.3 

2020 498314 56.9 18.8 8.4 15.9 

2021 525896 55.9 18.6 8.8 16.7 

2022 541000 56.2 17.9 8.4 17.5 

数据来源于：《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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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能源生产结构呈现出“富煤、贫油、少气”的特征 
中国的能源生产主要集中于煤、石油、天然气以及清洁能源。其中煤占比最高，2012 年至 2017 年

煤的生产比重持续稳定在 60%以上，2018 年原煤生产占比下降至 59%，直至 2022 年降至 56.2%，虽然

原煤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由 2012 年的 68.5%下降至 2022 年的 56.2%，但原煤生

产仍占据能源生产的主要地位。相比而言原油的生产占比较为稳定，原油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近十年

略微波动，总体稳定在 17%。而天然气生产占比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从 2012 年的 4.8%上升至 2022 年

的 8.4%。2022 年能源生产总量为 541,000 万吨标准煤，其中煤占比 56.2%，石油及新兴能源各占比 17.9%、

17.5%，天然气占比仅为 8.4%，煤产量约为石油的 3 倍，天然气的 6.5 倍，中国能源生产结构存在严重的

失衡，整体呈现出“富煤、贫油、少气”的特征。 
2) 煤在中国能源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 
中国是全球能源大国，煤炭生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如表 1 所示，2012 年至 2022 年中国能源生产总

量从 402,138 万吨标准煤增至 541,000 万吨标准煤，原煤始终占据主导地位，2012 年原煤占能源生产总

量的比重高达 68.5%，大约是原油的 4 倍，天然气的 14 倍。虽然迫于环境保护压力中国的能源生产结构

在 2012 年至 2022 年之间正在转向更为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天然气、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生产比重

逐年上升，但截止到 2022 年，原煤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仍有 56.2%，中国的能源使用状况始终秉承着

“以煤为主，原油为辅”生产与消费结构，原煤在过去十年的能源生产结构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3]。 
3) 新兴能源生产比重逐年上升 
中国的能源生产结构始终“以煤为主，原油为辅”，但迫于环境污染与新能源技术日益提高的压力，

2012 年至 2022 年新兴能源的生产比重逐年上升。天然气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4.8%上升至

2022 年 8.4%，核电、风电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9.7%上升至 2022 年的 17.5%，伴随着煤

碳生产占比逐年减少，新兴能源与清洁能源的生产占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且增长幅度大，中国的能源

结构正在朝着更绿色与可持续方向发生转变。 

3.1.2. 中国能源贸易概况 
当前，中国的能源生产结构呈现出“富煤、贫油、少气”的特点，过度依赖于消费一次能源，新兴

能源开发与利用不足，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经济增长依赖于能源的稳定供应，对于高质量发

展与可持续发展而言，中国的能源结构有待优化。 
1) 中国石油贸易概况 
石油作为最主要的燃料资源，在各国生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起彼伏的石油危机彰显着石油

作为战略性资源的稀缺性。中国是亚太地区石油储量最为丰富的能源大国，但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高

速发展，中国的石油储备难以抵消中国的石油消费速度。 
由表 2 可知，近 10 年中国的石油产量呈小幅波动，由 2012 年的 20,747 万吨上升至最高 2015 年的

21,456 万吨，后逐年下降至 2021 年的 19,888 万吨，石油产量整体维持在 200 万吨上下波动。2012 年至

2021 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呈现大幅上升趋势，由 2012 年的 47797.3 万吨增至 2021 年的 68393.4 万吨。

中国的石油生产量远远跟不上中国石油的消费量，其中，2017 年石油产量仅为 19,150 万吨，但石油消费

量增至 60395.9万吨，石油的进口量 49141.2万吨，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的石油生产与消费严重失衡，

巨大石油需求只能依赖于进口。2012 年至 2021 年的石油贸易持续巨额逆差，中国石油供需极度不平衡，

且石油需求常年依赖于进口，石油进口量平均增长率为 7.78%，对外依存度持续扩大。 
2) 中国天然气贸易概况 
中国天然气供不应求，天然气缺口持续增大。由表 3 可知，近十年来中国天然气的生产量与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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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呈现出高速增长趋势，2012 年至 2021 年中国天然气生产量平均增长率为 9.48%，同期中国天然气消费

量的平均增长率为 12.3%，天然气消费量增速高于天然气生产量增长速度。2021 年底，天然气消费量高

达 3773 亿立方米，而天然气生产量仅为 2155.5 亿立方米，天然气同石油资源一样，中国市场供给缺口

持续增大，常年贸易逆差。2012 年天然气进口量仅为 420.6 亿立方米，2021 年上升至 1673.5 亿立方米，

天然气进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9.79%，而天然气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9.1%。而随着中国煤改气政策的推

行，国内市场对天然气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7]。 
 

Table 2. China’s oil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from 2012 to 2021 
表 2. 2012 年~2021 年中国石油进出口额 

Unit: ten thousand tons 
单位：万吨 

年份 石油可供量 石油生产量 石油进口量 石油出口量 石油年初年末库存差额 石油消费量 

2012 47864.7 20747.8 33088.8 3884.3 −2087.6 47797.3 

2013 49993.9 20991.9 34264.8 4176.7 −1086.1 49970.6 

2014 51861.8 21142.9 36179.6 4213.9 −1246.8 51814.4 

2015 55688 21455.6 39748.6 5128.2 −388.1 55960.2 

2016 57710.6 19968.5 44502.9 6382.9 −377.8 57692.9 

2017 60810.8 19150.6 49141.2 7026.7 −454.3 60395.9 

2018 63726.6 18932.4 54094.3 7557.4 −1742.7 62245.1 

2019 66900.9 19101.4 58102.2 8211.4 −2091.4 64506.5 

2020 67553.7 19476.9 61271.7 7551 −5643.8 65369.1 

2021 69048 19888.1 58820 7616.8 −2043.2 68393.4 

数据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2》。 

 
Table 3. China’s natural gas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from 2012 to 2021 
表 3. 2012 年~2021 年中国天然气进出口额 

Unit: one hundred million cubic meters 
单位：亿立方米 

年份 天然气可供量总计 天然气生产量 天然气进口量 天然气出口量 天然气消费量总计 

2012 1497.8 1106.1 420.6 28.9 1497 

2013 1706.6 1208.6 525.4 27.5 1705.4 

2014 1866.8 1301.6 591.3 26.1 1868.9 

2015 1925 1346.1 611.4 32.5 1931.8 

2016 2080.5 1368.7 745.6 33.8 2078.1 

2017 2390.7 1480.4 945.6 35.3 2393.7 

2018 2814.3 1601.6 1246.4 33.6 2817.1 

2019 3057.5 1761.7 1331.8 36.1 3059.7 

2020 3340.2 1994.9 1397 51.7 3339.9 

2021 3773.8 2155.5 1673.5 55.2 3773 

数据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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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煤炭贸易概况 
中国是全球能源大国，煤炭产量居于世界前列。由表 4 可知中国煤炭贸易相对稳定，煤炭进口量自

2015 年逐年递增，2012 年至 2021 年年平均增长率为 1.2%，煤炭出口量自 2016 年起逐年递减，虽然煤

炭能源同石油、天然气能源一样持续贸易逆差，但是中国的煤炭生产量与煤炭消耗量基本持平，2012 年

至 2021 年，煤炭的生产量从 2012 年的 394,513 万吨逐年下降至 2016 年的 341,060 万吨，2017 年~2021
年煤炭的生产量持续走高，增至 2021 年的 412,583 万吨，且煤炭的消费量近十年基本稳定在 410,000 万

吨上下。煤炭仍然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且中国的煤炭储备量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低

碳环保压力使中国的能源结构转型迫在眉睫。 
 

Table 4. China’s coal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from 2012 to 2021 
表 4. 2012 年~2021 年中国煤炭进出口额 

Unit: ten thousand tons 
单位：万吨 

年份 煤炭可供量 煤炭生产量 煤炭进口量 煤炭出口量 煤炭年初年末库存差额 煤炭消费量 

2012 418654 394513 28841 927 −3772 411727 

2013 425015 397432 32702 751 −4368 424426 

2014 411834 387392 29122 574 −4106 411613 

2015 397074 374654 20406 534 2547 399834 

2016 378494 341060 25555 879 12758 388820 

2017 383480 352356 27093 809 4839 391403 

2018 394848 369774 28210 494 −2642 397452 

2019 405537 384633 29977 603 −8470 401915 

2020 414519 390158 30361 319 −5690 404860 

2021 440618 412583 32327 261 −4031 429576 

数据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2》。 

3.2. 海合会国家能源现状 

3.2.1. 海合会国家经济发展现状 
海合会全称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其成员包含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

林、科威特、阿曼六国。海合会是全球最具规模的能源出口组织，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已探明的石油

资源约占全球石油总储量的 45%。海合会国家有着共同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利益，近几年随着石

油贸易的竞争，海合会国家间的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合作也在迅速发展。 
海合会成员国之间贸易关系日益密切，对内依存度较高，但海合会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

距，由表 5 可知，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发展水平名列前茅，占据海合会经济总量的 47.28%，作为 G20 组织

唯一的海合会成员国，沙特阿拉伯无论是在人口数量还是在经济总量上都是海合会经济中最强大的成员。

其次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021 年 GDP 总量为 4054.68 亿美元，约为沙特阿拉伯的一半，虽然占比仅为

24.33%，但相较于海合会其他四国已遥遥领先。其中卡塔尔人均 GDP 位居第一，为 6.68 万美元。阿曼

2021年GDP总量为 910.86亿美元，占比 5.47%，阿曼人口数量与科威特接近，但其人均GDP仅为 19509.47
美元，在海合会六国中位居倒数。巴林作为海合会人口规模最少的成员国，其经济总量只占 2.28%，2021
年人均 GDP 为 2.66 万美元，在海合会成员国中居于中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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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GDP of GCC member States in 2021 
表 5. 2021 年海合会成员国 GDP 

GDP 总量排名 国家名称 单位(亿美元) 经济总量占比 人口(亿) 人均 GDP (美元) 

20 沙特阿拉伯 7879.24 47.28% 0.3595 23185.8708 

3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4054.68 24.33% 0.0937 43295.3931 

52 卡塔尔 1886.41 11.32% 0.0269 66798.7671 

58 科威特 1553.69 9.32% 0.0425 32150.1788 

67 阿曼 910.85 5.47% 0.0452 19509.4665 

95 巴林 379.86 2.28% 0.0146 26562.974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库，https://comtrade.un.org/。 

3.2.2. 海合会国家能源现状 
海合会国家石油及天然气资源丰富，能源贸易方面拥有极大的出口潜力。中国虽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煤炭贸易依存度不断增加，但主要集中于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以及俄罗斯等国家，相较于石油

与天然气两大能源，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的煤炭贸易量可忽略不计，故在此不做讨论。海合会国家的能源

现状主要以石油与天然气资源为主，如表 6 所示为 2020 年全球石油储备量前十二的国家排名： 
 

Table 6. Ranking of global oil reserves in 2020 
表 6. 2020 年全球石油储备量排名 

Unit: one billion barrels 
单位：十亿桶 

序号 国家 所属地区 石油储备量 石油储备量占比(%) 

1 沙特阿拉伯 西亚北非 297.527 17.1746 

2 伊朗 西亚北非 157.8 9.1089 

3 伊拉克 西亚北非 145.019 8.3712 

4 俄罗斯 俄罗斯 107.8042 6.2229 

5 科威特 西亚北非 101.5 5.859 

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西亚北非 97.8 5.6455 

7 哈萨克斯坦 中亚 30 1.7317 

8 中国 东亚 25.9628 1.4987 

9 卡塔尔 西亚北非 25.244 1.4572 

10 阿塞拜疆 西亚北非 7 0.4041 

11 阿曼 西亚北非 5.373 0.3102 

12 印度 南亚 4.5433 0.2623 

数据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1》。 
 
位于欧亚非三大洲枢纽的中东地区占据全球石油储备近一半的比重，位于西亚北非地区的海合会国

家更是全球天然的油田，2020 全球石油储备量排名前十二的国家中，海合会五国均在列。其中，沙特阿

拉伯断层第一，2020 年石油探明储量约 2975 亿桶，占世界石油储备量 17%，石油储备量约是第二名伊

朗的 2 倍。科威特石油储备量与阿联酋相近，2020 年科威特石油储备量为 1015 亿桶，阿联酋为 978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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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分别占比 5.86%、5.65%。卡塔尔石油储备量位于中国后，占比为 1.4%。 
海合会国家天然气资源储量也十分丰富，2020 年海合会六国天然气总储备量为 39.05 万亿立方米，

占世界比重为 20.76%。如表 7 所示，2020 年天然气储备量排名前十二的国家中海合会四国均在列，其中

卡塔尔排名第三，其天然气储备量约为 24.67 万亿立方米，占全球天然气储备量 13.11%，仅次于俄罗斯、

伊朗。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天然气储备量相近，占全球比重分别为 3.20%、3.16%。科威特天然气储备量

为 1.6948 亿立方米，占比 0.90%。 
 

Table 7. Ranking of global natural gas reserves in 2020 
表 7. 2020 年全球天然气储备量排名 

序号 国家 所属地区 天然气储备量(万亿立方米) 天然气储备量占比(%) 

1 俄罗斯 俄罗斯 37.3915 19.8813 

2 伊朗 西亚北非 32.1014 17.0685 

3 卡塔尔 西亚北非 24.6655 13.1148 

4 土库曼斯坦 中亚 13.6013 7.2319 

5 中国 东亚 8.3985 4.4656 

6 沙特阿拉伯 西亚北非 6.0191 3.2004 

7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西亚北非 5.9387 3.1576 

8 伊拉克 西亚北非 3.5285 1.8761 

9 阿塞拜疆 西亚北非 2.5037 1.3312 

10 哈萨克斯坦 中亚 2.2571 1.2001 

11 埃及 西亚北非 2.1377 1.1366 

12 科威特 西亚北非 1.6948 0.9011 

数据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1》。 

4. 中国与海合会国家能源贸易概况 

21 世纪以来，中国与海合会国家能源贸易合作越来越密切，2000 年~2020 年中海货物贸易整体呈现

出上涨趋势，但中国一直处于货物贸易逆差，原因不言而喻，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不断扩大，

相较于其他货物的出口，中海贸易进口结构主要以 HS27 (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为主的能源贸易更

为显著。能源贸易是中海贸易的核心，当前中国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面临较大缺口，海合会国家丰富的

资源于中国在能源贸易上形成互补[8]。 
中海能源贸易有以下特征：第一，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中国长期处于逆差。2000 年至 2020 年

中海双边能源贸易总体趋势不断扩大，双边贸易额在 2009 年、2015~2016 年显现出两个明显的下降阶段，

第一阶段是受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第二阶段主要是因为 2014 年中国践行“经济新常态”的发展理

念，从海合会国家能源进口大幅减少。2020 年受疫情影响双边能源贸易总额出现波动，中海能源贸易总

体稳定且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第二，贸易国别集中，能源资源丰富国家占比高。中国与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的能源贸易额明显高于其它海合会国家，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均是石油与天然气能源储存量丰富

的国家且矿物资源丰裕，2020 年沙特的石油储存量位居世界第一，石油天然气储备量位居第六，无疑是

中国在西欧地区最主要的能源贸易伙伴，2020 年阿联酋与中国贸易额占西欧地区比重 17.5%，仅次于沙

特。虽然科威特的石油储备量与阿联酋相当，但其天然气储备量不及阿联酋的三分之一。卡塔尔的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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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储备量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俄罗斯、伊朗，但其石油储备量不到沙特的十分之一。海合会国家能源

储备量综合来看，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位居前列。第三，中海能源贸易结构单一，但贸易互补性强，相

互依存度高。如表 8 所示，2000 年至 2020 年中国从海合会国家进口商品集中于 SITC3 (矿物燃料、润滑

剂和相关原料)，在总进口中占比高达 81%，其次是化学品及相关产品占比 16.24%。中国对海合会国家

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于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以及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这 3 个大类，总占比高达 90%。

贸易结构的单一充分表现了双方比较优势的差异，海湾地区石油资源丰裕，中国发展制造业面临着石油

以及天然气能源的供给不足，能源类产品进口自然占据主要地位，而中国对海合会国家出口主要为工业

制成品，双边贸易机构单一且稳定，贸易竞争性不大、互补性较强。 
 

Table 8. Ranking of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volume between China and GCC countries from 2000 to 2020 
表 8. 2000~2020 年中国与海合会国家进出口商品贸易额排名 

Unit: $100 million 
单位：亿美元 

中国从海合会国家进口 中国对海合会国家出口 

排名 SITC 分类 商品名称 进口额 占比 排名 SITC 分类 商品名称 出口额 占比 

1 3 类 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材料 9540.11 81.08% 1 7 类 机械及运输设备 2896.64 36.06% 

2 5 类 化学品及相关产品 1910.87 16.24 2 8 类 杂项制品 2328.15 28.99% 

3 2 类 非食用原料(燃烧除外) 197.17 1.68% 3 6 类 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2231.46 27.79%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数据库计算所得。 

5. FTA 建立背景下中国与海合会国家能源合作机制 

中国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自 1981 年海合会成立以来，中国就与海合会六国积极进

行贸易往来，中国对海合会国家能源贸易依存度极高，中海自 2004 年开启自贸区谈判至今为止，已完成

15 个议题中 9 个议题的谈判，海合会国家基于自身经济发展十分重视与中国的能源贸易合作。2022 年的

巴以冲突引发石油供应危机，导致全球原油价格上涨，中国作为海合会国家的能源进口大国深受影响。

为促进中海能源贸易的长期友好发展，构建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区势在必行，FTA 建立背景下探讨中海

能源贸易合作机制意义重大。 

5.1. 海合会国家 FTA 建设现状 

海合会国家一直以来为维护自身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都致力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2003 年建

立关税同盟，2008 年成立共同市场。海湾区域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吸引全球能源贸易竞争，为促进

经济发展保证能源资源的稳定供应，能源战略无疑是各国同海合会建立 FTA 的重要导向。2008 年 12 月

海合会与新加坡签订 FTA 协议，这是海合会成立以来签订的第一份自贸协议，当前海合会已与黎巴嫩、

新加坡、欧盟、叙利亚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家或地区进行了自贸区谈

判。海合会得益于丰富的能源资源占据着能源出口的关键地位，但其他领域的发展仍需依赖进口，迫于

国家经济发展，海合会更倾向于与具备互补优势的国家建立 FTA。 

5.2. 中海构建 FTA 的必要性 

中国始终致力于加速构建双边自由贸易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

不断加速中海 FTA 的建立。2008 年金融危驱使中国积极调整能源贸易战略，努力寻求能源储备丰裕的新

兴市场来弥补国内能源缺口，海合会国家成为首选，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中海建立 FTA 创造了契机。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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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始终占据着中海经贸合作的主要地位，海合会六国成员中有四国占据着中国石油进口国前十，其中

沙特阿拉伯拥有全球最大储备的石油资源，是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海合会国家贸易结构单一，依赖

丰富的能源储备出口来带动国民经济发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产生巨大的能源需求，中海贸易互补性

强，能源合作仍然是中海未来经贸合作的关键所在，FTA 建立是大势所趋。 
中海建立 FTA 是促进双边经济发展的双赢战略。2008 年经济危机、2020 年新冠疫情以及 2022 年巴

以冲突等全球重大事件持续威胁着全球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依赖于能源的稳定供给，而政局

动荡导致石油需求下降抑制海合会国家的贸易发展，过度依赖于能源贸易拉动经济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

海合会国家所匮乏的是技术，是能够助力他们发展民用产业巩固基础设施建设的贸易合作伙伴。作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无疑是最佳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且长期稳定发展，中国的经贸

稳定且能源的需求巨大，中国是一次能源消费大国，庞大的产业链和经济高速增长使能源供应紧张，2019
年中国进口石油共计 5.1 亿吨，原油依存度高达 72%。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稳定的能源供给是维

护经济安全的重点，而中国源源不断的能源需求正是海合会国家应对其他经济体需求下降的重要保障，

中海建立 FTA 将有利于在动荡不安的全球经贸关系中稳定双边贸易的友好发展。 

5.3. FTA 建立背景下中海能源合作机制 

中国石油进口主要集中于俄罗斯与沙特等 20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合会成员国除巴林以外均

在列。但海合会成员国对于中国石油的进口保障度存在很大差异，沙特阿拉伯是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中国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与科威特石油资源依赖度高，而卡塔尔与阿曼在与中国石油领域的合作中依

赖中国且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中国天然气进口主要来源于土库曼斯坦、卡塔尔和阿联酋等 20 个“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土库曼斯坦拥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2020 年天然气储备量 13.6 万亿立方米，占比 7.2%，

是中国天然气进口保障度最高的国家。随着中国煤改气政策的不断推进，中国对天然气的进口需求不断

扩大，海合会成员国中卡塔尔与阿联酋也是中国天然气保障度较高的国家。中国天然气缺口大，中国对

卡塔尔的天然气资源依赖度较高，卡塔尔与中国的天然气合作机制中处于主动地位。中国对海合会的能

源依存度较高，FTA 建立背景下推进中海能源合作势在必行，推进建立中海能源贸易合作机制提出以下

建议： 

5.3.1. 基于已有的合作基础持续推进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签订 
自 2004 年开启中国–海合会首轮 FTA 谈判以来，迄今为止中海已进行了 9 伦谈判，但中海自贸区

协议迟迟未签订。中海能源贸易规模持续扩大，FTA 的建立意味着双边均将获得更多的贸易优惠与更少

的贸易限制，对于持续扩大的中海双边贸易而言具有进一步推进作用。中国应在已有的合作基础之上寻

求推进中海自贸区的建设的契机，在强化“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

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贸易运输网络的建设，拓展中海能源贸易合作[7]。建立自贸区将有力推进中海以能源

贸易领域为主的经贸合作向前发展，使双方共同获益。 

5.3.2. 推动能源资源全产业链的合作 
中海能源领域的合作并非局限于贸易，中海双方还应加强石油开发与加工合作，中国在推进中海自

贸区建设的谈判中需考虑油气资源全产业链的合作问题，努力争取海合会地区的石油开采准入资格，鼓

励中资企业积极参与海湾地区石油开采项目的同时，许可海合会成员国能企业到中国设立公司开展石油

加工业务，并在贸易壁垒限制上给予其充分的自由权，许可海合会国家的在华设立的独资或全资企业进

口原油与天然气[9]。此外，一次能源难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技术的突破无疑成为海合会

成员国的焦点问题，而中国强调绿色发展理念，在光伏以及风能技术等新能源技术领域的实践与领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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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将有助于海合会国家的能源结构优化。同时中国应进一步优化制造出口技术，弥补石油大量进口所导

致的贸易逆差。中海能源领域的合作机制在于利用能源贸易合作优化双边产业内结构，构建安全稳健的

经济体系，实现双赢。 

5.3.3. 加强石油定价合作  
海湾地区丰富的能源一直以来都是各国竞争的首要因素，海合会是中国石油与天然气资源的主要供

应国，能源贸易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相较于天然气资源，石油价格波动较大且供需极易受世界政局的

影响，中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需要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性，中海双边加强石油定价合作，构建合理的石

油贸易定价机制具有重大意义。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中国应该在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础上加

强与海合会国家的金融合作，重点推进能源贸易领域的人民币结算协定，共同解决能源溢价问题，扩大

能源贸易的空间，中海加强石油定价合作能够有效规避政局动荡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4]。 

5.3.4. 构建能源安全框架机制，维护共同利益 
能源竞争使中东地区政局长期处于动乱之中，严重破坏海湾地区的能源安全格局，不但影响海合会

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海FTA的签订也受到阻碍。为确保中海能源贸易的稳定性以及能源合作机制的建设，

十分有必要在中国与海合会国家之间构建有效的安全机制，还可以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如反恐

以及医疗领域等，维护中海共同利益，促进中海 FTA 签订进度。 

6. 结论 

能源安全是保障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键，然而中国的能源结构呈现出“富煤、贫油、少气”的

特征，石油与天然气采储量不足，对外依存度过高等问题突出。海合会国家有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全球

石油储备量排名海湾国家名列前茅，其中沙特阿拉伯石油储备量全球第一，2020 年海合会六国天然气总

储备量占世界总比重为 20.76%。中海双边能源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国别集中于油气资源丰富的沙特阿拉

伯与阿联酋两国且中国长期处于逆差，中海自身的能源储备与需求决定了中海贸易结构单一，中国面临

着石油及天然气的巨大缺口，而海合会国家所匮乏的是能够助力他们发展民用产业巩固基础设施建设的

贸易合作伙伴，2000 年至 2020 年中国从海合会国家进口矿物燃料及相关原料在总进口中占比高达 81%，

而中国对海合会国家出口主要为制造业商品。中海贸易互补性强，相互依存度高，中海 FTA 签订势在必

行。中海能源贸易合作机制在于利用能源贸易合作优化双边产业内结构，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

构建中海双边安全稳健的经济体系，实现双赢[10]。中国应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中亚–西亚”

经济走廊建设背景下持续推进中海FTA协议的签订，推动能源资源全产业链的合作、加强石油定价合作、

构建能源安全框架机制，建立友好的能源贸易关系，加速形成新型能源贸易合作机制，共同应对未来能

源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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