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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早就已经超出了原油贸
易的范畴，正朝着更加广泛、更加多元化、更加具
有战略性的方向延伸。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
亚洲区负责人穆提卜·哈勒比接受《中国能源报》
记者专访时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给沙特阿
美带来了哪些影响？下一步在华业务布局如何铺
开？ 穆提卜·哈勒比一一做出了解答。

中国能源报：在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与沙
特“2030 愿景”战略对接中，沙特阿美获得了哪
些合作机遇？ 这将给沙特阿美在华发展带来哪
些影响？

穆提卜·哈勒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沙
特“2030 愿景”的战略对接，给包括沙特阿美在
内的诸多中沙企业带来了丰富的投资机会。事实
上，沙特阿美与中国的关系早已远远超出原油贸
易的范畴，已经发展成为更加广泛、多元化的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经济的规模与实力十分惊人。 对于与
中国有着共同愿景的领先企业和战略合作伙伴
而言，中国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 几十年来，
沙特阿美一直以成为中国的关键合作伙伴而感
到自豪。

我们对未来能源的看法与中国的看法高度
一致，正在加倍努力满足中国的能源需求。

立足中国市场， 我们致力于助力中国实现
“双碳” 目标。 沙特阿美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公
司，拥有全球最具成本效益的上游开发和下游炼
化这一独特优势， 同时还能够利用新兴技术，为
稳定、有序的能源转型提供支持。

去年，沙特阿美与山东能源集团签署了一份
谅解备忘录， 探索在炼油化工一体化领域的合
作。此外，谅解备忘录还扩展到氢能、可再生能源
以及碳捕集和储存等领域的技术合作，最终将有
助于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中国能源报： 自 1991 年向中国交付了第一
船原油， 沙特阿美在中国开展业务已经超过 31
年，既是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见证者和受益
者，也是参与者和贡献者。 中国“十四五”现代能
源体系规划中强调， 在稳定安全供应的情况下，
加快绿色低碳转型。 在此背景下，沙特阿美最新
战略规划和目标有哪些？接下来在华合作方向和
重点是什么？

穆提卜·哈勒比：目前，我们在中国设有 5 个
办公室、3 个合资公司。 这 3 个合资公司分别是
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中石化森美（福建）石油
有限公司和正在建设中的炼化一体化企业华锦
阿美石化有限公司。福建联合石化有限公司是原
油加工能力为 1400 万吨/年的炼化一体化企业；
森美是沙特阿美、埃克森美孚和中石化的零售合
资企业，拥有约 1000 个加油站、便利店以及 12
个分支机构。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最近完成了两项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交易，分别涉及沙特阿美收购荣盛石
化 10%的股权，以及沙特阿美与北方工业集团和
盘锦鑫诚实业集团合资成立华锦阿美石化有限
公司。这两项交易的完成标志着沙特阿美中国业
务的进一步发展。

沙特阿美制定了三大战略和发展重点，以支
持中国长期能源安全和减排目标。 首先，到 2027
年， 我们的石油产能将提高 100 万桶/日， 达到
1300 万桶/日；到 2030 年，我们的天然气产量将
提高 50%以上。

其次，我们决心进一步降低本已较低的上游
生产碳强度和甲烷强度；我们的解决方案包括先
进的碳捕集和储存以及循环碳经济技术等。为了
推进技术发展， 助力人类迈向净零排放的未来，
我们最近推出了 15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可持续发
展基金；同时，我们也在开发更高效、更低排放的
发动机和混合动力系统。

沙特阿美与清华大学、一汽动力和山东京博
石化公司合作开发了最先进的重型卡车，我们的
专家还参与了 《中国汽车低碳行动计划研究报
告》的联合研究，旨在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

今年 3 月，还和吉利汽车、法国雷诺签署了
一份意向书，成为一家新动力总成技术公司的潜
在少数股东。这家公司旨在支持合成燃料解决方
案和下一代氢能技术的开发，每年生产超过 500
万台内燃机、混合动力和插电式混合动力发动机
以及变速箱。

第三，我们正在稳步将包括蓝氢/蓝氨、合成
燃料和可再生能源等在内的低碳能源添加到我
们的产品组合中。

特别需要明确的是，我们看到了在中国建设
世界领先的一体化下游装置的重大双赢机会。我
们在中国的下游项目将具有较高的化学品转化
率；这些项目机会也是我们更广泛的石油化工业
务发展计划的一部分。

今年 5 月，我们与宝钢、沙特主权财富基金
公共投资基金达成全面合作， 设立沙特首家全
流程厚板工厂。 该工厂旨在推动沙特乃至整个
海湾地区的钢铁工业生态系统发展， 并致力于
通过将钢板生产中的碳排放减少 90%来实现低
碳钢铁生产。

中国能源报：近年来，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
因素，给国际能源市场带来严重冲击，油气价格
大幅上涨，供给侧缺口越来越多。 在新的国际形
势下，中沙两国应该展开哪些合作？ 挑战和机遇
有哪些？

穆提卜·哈勒比： 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危机
暴露了全球能源政策的局限性，并凸显了能源公
司在提供可靠、负担得起和日益可持续的能源方
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但我们需要明白， 俄乌冲突并不是能源危
机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 由于多年上游投资不
足，石油市场已经捉襟见肘。为了保证能源转型
有序推进， 世界需要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在一定
时间内并行运行。 过早停止对传统能源的投资
可能会导致严重供应短缺， 并拖延全球向低排
放转型的步伐。

我们相信，对传统能源的持续投资以及不断
努力推进可再生能源技术，是实现有序转型的最
有效方式，这一方式不会以牺牲经济繁荣或能源
安全为代价。 我们多次实施增产项目，最终目的
也是确保能源安全。 与此同时， 我们还计划到
2030 年将天然气产量提高一半以上， 从而帮助
沙特达成低碳能源结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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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
———访沙特阿美亚洲区负责人穆提卜·哈勒比

■本报记者 王林

推动沙中合作更上一层楼
———访沙特阿吉兰兄弟集团副董事长、沙中商务理事会主席穆罕默德·艾尔·阿吉兰

■本报记者 李慧

“10 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
共同努力下，愿景与畅想转化为国际实践，着实
推动了各经济体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解
决全球发展难题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作出积极
贡献。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期间，沙特阿吉兰兄弟集团副董事长、沙中商务
理事会主席穆罕默德·艾尔·阿吉兰接受《中国能
源报》记者专访，分享了他对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在促进沙特与中国合作方面的深刻体会。

中国能源报：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十周年。 10 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取得
了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

穆罕默德·艾尔·阿吉兰：近年来，中国和沙
特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进行了多领域
合作，实现了优势互补，得到共同发展。

有数据显示，自 2001 年以来，沙特一直是中
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2013 年起，中国
成为沙特第一大贸易伙伴。 2022 年，中沙双边贸
易额达到 1160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1%。 沙特成
为中国在中东地区首个千亿美元级贸易伙伴。

事实上，中沙两国经济互补性强。 随着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落实，两国在新兴领域的
合作不断加强。中国在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物流
运输、健康医疗、金融支付等行业有着先进的技
术成果和成熟的管理经验，而沙特正积极寻找合
作伙伴，以加快推进以上领域的产业发展，将相
应的技术、服务和人才引入本地市场，最终实现

本地化生产。
中国能源报：

作 为 沙

特有代表性的跨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给
阿吉兰集团带来了哪些机遇？

穆罕默德·艾尔·阿吉兰： 自 2017 年集团转
型、并在中国开启多元化投资以来，我们始终扮
演着中国企业通往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门户角色。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助推下，两国经贸往
来和投资交流机会日益增多。 受益于此，集团已
经与来自物流、金融、制造业、医疗、旅游等行业
的中国企业共同成立了 11 家合资公司， 致力于
将中国企业的科技成果与我们在中东北非市场
的优势相结合，助力中国企业出海，共同探索沙
特市场，实现共赢。

值得一提的是，2022 年 12 月，在中国-阿拉
伯国家峰会期间，集团在沙特投资部组织的签约
仪式上， 与 10 多家中国企业签署了 15 项协议，
总金额近 600 亿元，覆盖基础设施、云计算、人工
智能、医疗科技、金融科技等行业，以实际行动助
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落实。

中国能源报： 沙特于 2016 年提出了“2030
愿景”。 这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两

国加强合作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穆罕默德·艾尔·阿吉兰：沙特“2030 愿景”

旨在提高非石油领域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比重，促
进国家经济转型，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 愿景”高度契合，在传
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先进制造、医疗科技、文
化旅游、物流运输、金融科技等领域为双方的合
作开辟了巨大空间，有助于推动沙特以及其他中
东国家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能源报：近年来，全球都积极推行绿色
转型。中国和沙特两国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
还有哪些合作机会？

穆罕默德·艾尔·阿吉兰：中国和沙特分别是
全球重要的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沙特多年来始
终是中国可靠的能源合作伙伴和供应方，两国具
有良好的能源合作基础。

自 2017 年以来， 沙特启动国家可再生能源
计划（NREP），将其作为“2030 愿景”的组成部
分， 目标是到 2030 年实现新能源发电装机 58.7
吉瓦，构成发电装机总量的 50%。

中国积极参与沙特的能源转型计划， 双方于
2022 年 12 月在沙特利雅得交换了氢能领域合作
文件文本，就新能源领域的合作进一步达成共识。

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沙特“2030 愿
景”的深入对接，为两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搭
建了框架。 沙特具备丰富的太阳能、风能等可再
生资源优势和大力发展氢能的政策窗口，而中国
在新能源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 工艺和设备，并
已在多个海外项目中积累了成功经验，加强中沙
绿色能源合作，深化能源全产业链合作，进一步
释放沙特绿色能源市场的发展潜力，已成为两国
企业合作的新亮点。我们也将在绿色能源领域内
密切关注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机会。

“走访了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
旺达、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后，我深
刻感觉到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东
部和西部非洲依旧面临很多发展上
的挑战，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对当地经济发展形成助益。 ”在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上，世界资源研究所全球影响力与
国家行动常务董事阿德里亚娜·洛
博接受了《中国能源报》记者专访。 在
她看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为世
界发展中国家带去实打实的帮助，为
全球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动力。

中国能源报 ：今年正值共建 “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在应对气
候变化挑战这一领域，您如何看待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就？

阿德里亚娜·洛博：中国自 2013
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积
极加强国际合作、 参与全球治理，尤
其在引领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
作出了重要贡献。

基于世界资源研究所对中国海
外电力投资的数据分析，2021 年 9
月，中国向世界作出将不再新建境外
煤电项目的承诺以来，中国在海外已
经完全没有新增煤电投资，这是中国
海外电力投资加速转型绿色化发展
的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同时，中国通过积极开展应对气
候变化南南合作，向其他发展中国家
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推动发展中国
家的能源可及和能源转型，帮助这些
欠发达地区减少无电人口、 消除贫
困，建立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模式。

中国能源报 ：多年以来 ，世界资
源研究所深度参与了 “一带一路”绿
色发展项目。 在您看来，有哪些令人
印象深刻的案例？

阿德里亚娜·洛博：非洲和东南
亚一直是世界资源研究所参与“一带
一路”绿色项目的重点地区，卢旺达的快速发展正是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的一大典型案例。

在“一带一路”项目推动以及外资帮助下，当前卢旺达通电率超
过 75%，其中电网覆盖了超过一半的人口，另外约 25%的人口通过
离网系统获取电力， 该国更是计划在 2024 年底实现 100%通电率。
毋庸置疑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该国对电力、尤其可再生能源设施
的需求将继续加大，中国在支持该国未来发展中有着广阔的空间。

中国能源报：在您看来，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或企业应如何更好实现合作共赢？

阿德里亚娜·洛博： 建议在现有政府间国际合作机制框架下，
深化 “政策对话—技术交流—能力建设—项目示范—专项资金支
持”等合作形式，形成长效性、常态化的政策沟通和合作机制。

在政策对话方面， 应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在可再生能源潜力分
析、发展路径、保障机制、项目设计等方面的联合研究和联合规划，
分享中国在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为发展中国家
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贡献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

在技术交流与知识分享领域，应探索适合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
源应用场景的技术、商业模式和投融资解决方案。 例如，中国具有多
种多样的光伏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包括工商业屋顶光伏、绿色低
碳园区、 零碳制造工厂等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应用场景的解决方案。
如果能够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欠发达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和非
洲地区，分享并推广中国在 “光伏+”跨领域的最佳实践，就可让光
伏与当地的工商业生产用电以及农业生产相结合，发挥可再生能源
的优势和潜力，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项目示范方面，应动员中国企业广泛深入参与打造双边或多
边可再生能源合作示范项目，建立动态示范项目清单及灵活、高效、
可持续的项目协调机制，推动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具有经济效益、
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小而美” 可再生能源项目落地。

在投融资模式创新方面，应加强与国际开发机构合作，发挥多
边开发银行、公共资金和私人资金在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融资方面的
优势，为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建设和投资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

在推进落实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方面，应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可
持续发展需求，积极探索与发达国家共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可再生
能源发展，使中方、外方、所在国的合作三方（或更多）从可再生能源
发展中受益。

中国能源报：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未来发展，您有哪些期待？
阿德里亚娜·洛博：中国拥有全球领先的可再生能源供应链及

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开发、建设和投资经验。 期待下一个十
年，乃至更远期的未来，中国能够在推进全球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
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穆罕默德·艾尔·阿吉兰

穆提卜·哈勒比

阿德里亚娜·洛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