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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沙特阿拉伯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探析∗

康　 晓

摘　 　 要：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内容。 气候

治理的本质是发展治理，发展中国家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受害者，同时又

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 因此，成功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之一，

是实现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低碳转型。 中国和沙特阿拉伯

都是发展中大国，各自又是化石能源的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同时具有

强烈的低碳转型意愿以及较好的科技和资本基础，属于全球气候治理

和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关键国家。 中沙两国基于双赢动力开展了

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同时也存在问题。 在两国“双碳”目标约

束下，更加符合各自资源和技术禀赋特点的提升化石能源能效、氢能、

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将成为未来双方合作的重点。 伴随两国合作从产

能向联合研发核心技术等关键领域拓展，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应对气候

变化合作也将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领域发挥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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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矛盾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障碍，气候治理既需要发达国家切实履行

对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资金和技术援助方面的义务，又需要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挥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自身优势，不断提升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现有

关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研究主要聚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但欧

佩克作为化石能源主要生产者和输出者，其经济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对于全球

气候治理同样会产生独特的促进和示范效应，这正是本文将中国与沙特应对气

候变化南南合作作为研究对象的缘起。
与南北合作不同，南南合作的双方或多方，都是发展中国家，合作目标首先

是促进双方发展。 中国与沙特阿拉伯（以下简称“沙特”）同属二十国集团成员，
具备较强的科技和资本能力以及减排意愿。 中沙两国在客观上是否具有开展持

续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动力？ 两国如何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这种合作？ 目前关于

沙特能源转型和中沙能源合作的研究文献对本文都带来较大启发，①尤其是关于

沙特工业化与中沙产能合作的研究具有较高学术价值。② 本文认为，应对气候变

化合作的本质是发展合作，其动力源于发展，目标也是发展。 工业化是中国和沙

特发展的共同需求，低碳转型目标使两国工业化迈入更高阶段。 从发展经济学

视角考察中国与沙特的国内发展转型需求在促进两国独具特色的应对气候变化

合作方面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探讨应对气候变

化南南合作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价值，其后论述中国与沙特在应对气候变化南

南合作中的特殊身份，进而分析双方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双赢动力，最后在

“双碳”目标视角下提出双方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新机遇。

·４·

①

②

代表性文献包括陈沫：《沙特阿拉伯的经济调整与“一带一路”的推进》，载《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３２－４８ 页；蒋钦云、梁琦：《沙特谋求经济转型的启示及中沙能源合作建议》，载
《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６０－１６７ 页；符冠云、杨晶：《沙特能效工作现状及与我国合作

前景分析》，载《中国能源》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第 ３８－４１ 页；王然：《“２０３０ 愿景”背景下沙特能源战略

转型》，载《当代世界》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第 ６９－７１ 页；任重远、邵江华：《“沙特阿拉伯 ２０３０ 愿景”下
的中沙油气合作展望》，载《国际石油经济》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０ 期，第 ５３－５９ 页；刘明德、储德朗：《全球影

响力分析框架下的中沙能源合作的影响因素》，载《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２－１１ 页；孙德刚、王亚庆：《整体对接：论中国与沙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接》，载《阿拉伯世

界研究》２０２０ 年 ４ 期，第 ２８－５４ 页；唐恬波：《中东能源转型的新进展》，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１ 年

第 ８ 期，第 ５１－６１ 页；陈沫：《国际石油市场变化与中沙能源合作》，载《国际石油经济》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第 ９２－９８ 页；

陈沫：《沙特阿拉伯的工业化与中沙产能合作》，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第 １３７－
１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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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南南合作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将南南合作定义为，南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环
境、技术领域合作的广泛框架。 其目标包括通过提升创造力和发展经验实现发

展中国家的自立；增强国际发展合作的数量和质量；提升发展中国家使用现有技

术的效率；增加发展中国家间的交流，创新知识以应对发展问题；回应最不发达

国家、小岛国和极易受到自然灾害威胁的国家的需求；帮助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

国际经济活动等。① 可见，南南合作的首要特点是凸显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在
没有发达国家干涉的情况下独立寻求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发展的内容是

寻求新技术和新知识，而不是“中心—边缘”结构中边缘国家限于原材料生产和

贸易的低水平合作。 南南合作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自主寻求以高科技为支撑的

高质量发展，“在经济层面主要体现为知识和经验分享、技术转移、金融贸易领域

合作和发展援助等”②。 南南合作更容易让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方汲取更加适

用的发展经验，并形成共同应对国际社会不平等性的共有责任意识，增强发展中

国家团结。 这使得南南合作地位日益提升，如发展中国家对外援助资金总量逐

渐增长，在 ２０１３ 年达 ２３０ 亿美元，占当年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资金的 １５％，其
中沙特和中国分列资金投入的第一和第四位。③ 在此过程中，南南合作各方在相

互尊重和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是南南合作的最终目标，区别于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中往往居高临下、以干涉发展中国家国内改革为前提的强权

式合作。
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本质是发展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欠发达国家

承担了 ７５％～８０％的气候变化风险。④ 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被纳入全球气候治

理的公平性研究中，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排放分配正义的分歧难以在

·５·

①

②
③

④

“Ａｂｏｕｔ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 ／ ａｂｏｕｔ⁃ｕｎｏｓｓｃ ／ ，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黄梅波、唐露萍：《南南合作与中国对外援助》，载《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第 ６７ 页。
Ｊｏｓｅ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Ａｌｏｎｓｏ，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ｉｄ：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Ｊｏｓｅ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Ｏｃａｍｐｏ， 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ｐ． １２４．

“Ｍａｉｎ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０，”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 ｘｘ，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１．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ｕ⁃
ｒａｔｅｄ ／ ｅｎ ／ ２０１００１４６８１５９９１３６５７ ／ ｐｄｆ ／ ５３０７７０ＷＤＲ０２０１０１０１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０Ｕｓｅ０Ｏｎｌｙ１． ｐｄｆ， 上网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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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弥合。① 因此，在敦促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履行气候资金和技术援助义

务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发挥主动性，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正如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指出的那样：“发达国

家要履行义务，发展中国家要深化合作，南北双方要相向而行，共建团结、平等、
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②从广义

角度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是指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双边或多边层次围绕减

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开展各种合作的总和。 从狭义角度看，能源部门温室气体排

放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是实现能源体系转型，应对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也可以理解为两个或多个发展中国家围绕新能源产业及其相

关科技和人才展开的合作。
基于此概念，结合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对于南南合作的定义及其目标设

定，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独立性。 南南合作是独立于发达国家，由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的广泛

合作。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就是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由发展中国家独立围

绕国际气候谈判立场协调、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适应气候变化等相关低碳经济

资本和技术开展的广泛合作。 这种独立性是发展中国家以共同身份维护在全球

气候治理中平等地位的充分体现，有利于促进全球气候治理的公平性与合理性。
第二，发展性。 应对气候变化的本质是发展方式转型，而应对气候变化南南

合作是发展中国家间的独立合作，更集中地表现出合作的发展性。 发展中国家

需要独立探索在应对气候变化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转型之路，其合作的目标

必须是发展，以此区别于发达国家提出的以牺牲发展利益为代价换取减排效果

的诉求。 换言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在维持基本生存排放基

础上，对于更高发展路径的集体探索，而不是以应对气候变化取代发展任务。
第三，高资本与高技术性。 虽然主体是发展中国家，但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

作绝不是低水平的合作。 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提是足够的资本和科技实力，
许多发展中国家经过多年发展和积累，已具备一定的资本规模和科技实力，如足

够的国内储蓄和外汇储备，教育和科研水平迅速上升，在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

低碳经济领域诞生了一批高科技企业。 这些资源都使得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６·

①

②

Ａｌｉｘ Ｄｉｅｔｚｅ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９， ｐ． ３２．

习近平：《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的

讲话》，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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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传统意义上发展中国家间的低水平合作，而是高度资本化和科技化的新型

合作。
基于独立性、发展性和高资本与高技术性三个特点，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对全球气候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有利于提升全球气候治理效率。 全球气候治

理的一大困境是参与方过多难以协调利益，治理效率的提升取决于其中的关键

国家能够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气候治理的关键国家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温室

气体排放总量大；二是具备足够的减排能力；三是能在国际社会发挥引领示范作

用。 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２０２０ 年中国能源供给结构中煤炭、泥煤和油页岩等主

要化石能源占比达到 ６０．７％，在中国能源排放的温室气体中占比达 ７８．７％。 沙特

能源供给结构中石油占比达到 ６４．９％，在能源排放的温室气体中占比为６３．６％。①

这种高碳能源结构使得中国和沙特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都位居世界前列。
在减排能力方面，根据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出版的报告《新能源 ２０１８：对 ２０２３

年的分析与展望》，欧盟、中国、美国、巴西和印度作为世界主要新能源消费市场，
预估从 ２０１７ 年到 ２０２３ 年新能源消费占总体能源消费比例的发展趋势分别为：欧
盟从 １７％增长到 ２０．５％，中国从 ８．９％增长到 １１．６％，美国从 １０．２％增长到１１．９％，
巴西从 ４２．１％增长到 ４４．３％，印度从 １０．８％增长到 １２．１％。② 另据联合国环境署

《２０１８ 年全球新能源投资趋势》数据，上述五方是 ２０１７ 年全球投资新能源最高的

主体，分别为中国 １，２６６ 亿美元、欧洲 ４０９ 亿美元、美国 ４０５ 亿美元、印度 １０９ 亿

美元和巴西 ６０ 亿美元。③ 可见，发展中大国已经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推动

力量。
在引领和示范作用方面，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在包括《哥

本哈根协定》《巴黎协定》在内的多个全球气候文件谈判中保持政策协调，起到了

团结和引领发展中国家的作用。 同时，基础四国和俄罗斯组成的金砖国家作为

国际格局转型的重要动力，对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着包容、普惠、高效的方向转

·７·

①

②

③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ａｔａ Ｅｘｐｌｏｒｅｒ，” ＩＥ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ｅａ．ｏｒｇ ／ ｄａｔａ⁃
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ａｔａ⁃ｔｏｏｌｓ ／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ｅｎｅｒｇｙ⁃ｄａｔａ⁃ｅｘｐｌｏｒｅ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１， ２０２１， 上

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ＩＥＡ，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８ ｔｏ ２０２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ｉｅａ． ｂｌｏｂ． ｃｏｒｅ．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ｎｅｔ ／ ａｓｓｅｔｓ ／ ７９ｅ１９４３ｂ⁃９４０１⁃４７８ｆ⁃９ｆ６０⁃５ｅ８ｃ２ｂｆｆ９３４２ ／ Ｍａｒｋｅｔ ＿ Ｒｅｐｏｒｔ ＿ Ｓｅｒｉｅｓ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２０１８．ｐｄｆ，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ＵＮＥ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１８，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ｇＧｍｂＨ， ２０１８， ｐ． ２３， ｐｐ． ２８－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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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方面，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发布的《金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

高级别会议联合声明》强调，金砖国家“将在国家、地方、产业、企业等层面开展清

洁能源、低碳技术、可持续及韧性基础设施建设、碳市场、适应气候变化等领域的

信息交流和合作，携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政策研究、技术合作和示范项目共建，
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推进能源资源、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共同探索低

碳、可持续的发展路径”①。 可见，金砖五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已展现出发

挥主动性、加强自身合作和引领南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这是应对气候变

化南南合作的良好新态势。
第二，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探索新发展道路的外部催化剂。

气候治理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本质是发展合作，而发展合作

的根本动力源于合作方国内发展的需求。 在全球低碳经济发展趋势下，发展中

国家也倍感发展方式转型压力，但受制于各自资源禀赋约束，这种意愿的实现必

须依托更符合国情的低碳经济路径，这在以化石能源产业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

的欧佩克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沙特作为欧佩克主要成员，必须在保持油气产业主导地位和实现发展方式

低碳转型之间实现平衡。 中国为加快实现“双碳”目标，在经历 ２０２１ 年冬天较大

规模的“拉闸限电”后，政府也明令禁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② 在此背景下，中沙

两个发展中国家正在探索适合高碳产业的低碳经济道路。 国内发展方式转型升

级的需求使中沙相向而行，两国希望加强以低碳产业投资为主要内容的双边应

对气候变化合作。 但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规模和在国际资本形成中的

份额高度不相称。 大量资本是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而非流向发展中国家。 同

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形成中处于比较脆弱的地位，容易受到国际投资风险

的损害。③ 这更加凸显出南南合作的重要性。 中国和沙特都是发展中国家中有

较好资本积累的国家。 中沙两国利用各自资本和技术优势，加强投资于对方急

·８·

①

②

③

《金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ｅ． ｇｏｖ． ｃｎ ／ ｙｗｄｔ ／ ｈｊｙｗ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２０５ ／ ｔ２０２２０５１５＿９８２１０６． ｓｈｔｍｌ，上网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载《求是》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期，第
９ 页。

谭崇台主编：《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武汉：武汉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４６２－ ４６４ 页。 关于此问题的更多论述，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ｕｃａｓ， “Ｗｈｙ Ｄｏｅｓ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ｏｗ ｆｒｏｍ Ｒｉｃｈ ｔｏ Ｐｏ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８０， Ｍａｙ １９９０，
ｐｐ． ９２－９６。



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探析
■■■■■■■■■■■■■■■■■■■■■■■■■■■■■■■■■■■■■■■■■■■■■■■■■■■■■■■■■■■■■■■■

需向低碳经济转型升级的产业，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发挥主动性开展应对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进而从外部催化国内新发展道路探索的典范。
第三，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可能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拓展新空间。 应对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具有高资本化和高技术化的特点，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

科技探索空间。 依托发展中国家近年崛起的诸多世界级大学、科研机构和科技

企业，以及不断培养出的高科技人才，发展中国家可以在没有发达国家干预的情

况下，更加聚焦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应对气候变化合作问题。 值得注意的

是，与在其他科技领域不同，在低碳经济领域，发展中国家明显表现出和发达国

家更加平等的竞争态势。 中国常年位居世界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第一的位

置，多家中国企业位居世界十大风能和太阳能企业之列。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品

牌比亚迪也是少有能和美国特斯拉竞争的企业，而动力电池领域的中国品牌在

２０２２ 年世界市场份额更是超过一半，排名第一的宁德时代市场份额高达 ３４％，遥
遥领先位列第二的韩国 ＬＧ 新能源（Ｌ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４％的份额，①这成为中

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重要优势。 由此可见，在低

碳经济领域发展中国家已经打破了发达国家垄断，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

新选择，拓展了新空间。 这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相对于传统南南合作的突

出价值。

二、 中国与沙特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的关键国家身份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合作理论指出了在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合作者数量对

合作成功与否的影响。 参与合作者的数量越多，相互识别关键合作者以及相关

利益的信息成本会上升，进而阻碍合作。 相反，合作者数量越少，信息沟通成本

越低，合作更容易达成。② 在全球治理中，由于相关利益方过多，相关方可以选择

缩小合作范围，便于寻找关键行为体，降低信息沟通成本，并界定合作者利益，最
终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促进合作。 气候变化挑战涉及所有国家，全球气候治

理在协调国家利益矛盾方面尤其困难，这更需要优先在关键国家之间展开合作，

·９·

①

②

Ｚａｃｈａｒｙ Ｓｈａｈａｎ， “Ｔｈｅ １０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ＥＶ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２２），” Ｃｌｅａ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１，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ｃｌｅａ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１１ ／ ｔｈｅ⁃１０⁃ｂｉｇｇｅｓｔ⁃ｅｖ⁃ｂａｔｔｅｒｙ⁃ｍａｎｕ⁃
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２０２２ ／ ，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Ｏｙｅ，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Ｏｙｅ， ｅ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 ｐ．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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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治理效率。 中国与沙特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人均排放及其增长速度、能
源结构，以及对科技投入的意愿和能力方面都属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国家，对
于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具有示范意义。

２０２０ 年中国和沙特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九，而且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沙特排放总量增速在前十位国家中仅次于印度（见表 １）。
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他九国除伊朗外都是具备较为完备工业体系的综合型工业

国，产业结构完善，排放来源多样，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可选方案也更加多元。 这

表明，沙特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已成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因为其经济

增长高度依赖的支柱产业就是化石能源，这对全球化石能源供给、消费和转

型，以及具有类似产业结构国家的经济转型路径具有重要引领与示范作用。 因

此，沙特阿拉伯虽然与中国经济总量相差巨大，但同中国一样，是全球气候治

理的关键国家。

表 １　 ２０２０ 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前十位国家与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排名对应关系

国家
二氧化碳排放

总量排名

排放总量

（单位：百万吨）

排放总量

全球占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

排放总量增速

中国 １ ９，８９９．３ ３０．７％ ２．４％

美国 ２ ４，４５７．２ １３．８％ －０．５％

印度 ３ ２，３０２．３ ７．１％ ４．５％

俄罗斯 ４ １，４８２．２ ４．６％ ０．７％

日本 ５ １，０２７ ３．２％ －０．１％

伊朗 ６ ６７８．２ ２．１％ ２．５％

德国 ７ ６０４．９ １．９％ －１．０％

韩国 ８ ５７７．８ １．８％ １．８％

沙特阿拉伯 ９ ５７０．８ １．８％ ３．１％

加拿大 １０ ５１７．７ １．６％ ０．８％

资料来源： 《ＢＰ 世界能源统计》 （ ２０２１ 年版），ＢＰ 能源中国，第 １５ 页，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ｂｐ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ｔｅｓ ／ ｚｈ ＿ ｃｎ ／ ｃｈｉｎａ ／ ｈｏｍｅ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ｗｏｒｌｄ⁃ｅｎｅｒｇｙ ／ ２０２１ ／ ＢＰ ＿

Ｓｔａｔｓ＿２０２１．ｐｄｆ，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２０２０ 年，中国的煤炭产量消费量的全球占比均位居世界第一，天然气消费全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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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占比位居第三。① 同年，沙特原油储量全球占比世界第二。 沙特石油产量按千

桶 ／天计算，全球占比位居第二，按吨数计算全球占比位居第三；沙特石油出口按

千桶 ／天计算全球占比位居世界第二；②原油出口按千桶 ／天计算达到 ６９９．１ 万

桶，远超过第二位俄罗斯的 ５２０．７ 万桶，按吨数计算达到 ３．９４１ 亿吨，也远超过第

二位俄罗斯的 ２．６ 亿吨位居世界第一。③ 这表明，石油生产和贸易是沙特外汇和

国内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 在消费端，无论按千桶 ／天计算还是消费量艾焦计

算，沙特的石油消费占全球比重都仅次于中国、美国和印度三大位居世界前五位

的经济体排在第四位。④ 而这三大经济体人口规模远远大于沙特，表明沙特经济

社会发展高度依赖石油消费。 同时，沙特对天然气消费量的全球占比位居第五

位。 从供给端看，沙特需要依赖石油生产满足出口换回外汇；从消费端看，沙特

需要依赖石油生产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能源的需求。 虽然沙特的石油出

口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９２％下降至 ２０１６ 年 ５９％，⑤但占比仍

超过一半，且 ２０１５ 年沙特国民收入的 ７９％仍来自石油出口，制造业比重只占沙

特产业结构的 １０％⑥。 这导致沙特政府财政在油价高企的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尚

能保持盈余。 但在油价下跌的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８ 年间便出现巨额财政赤字，⑦沙特

政府财政状况仍与油价密切相关。 换言之，沙特为实现经济转型规划的资本主

要源于需要转型的主导产业，一旦作为主导产业的化石能源产业转型致出口下

降，财政收入便会减少，沙特经济转型的可持续性便会下降。 与此同时，包括中

国、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大国，为保持在向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可持续增

长，还将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需要保持对沙特石油的持续进

口，这又从外部加重了沙特对化石能源产业的路径依赖。 因此，在国内化石能源

产业结构依赖的推力和外部化石能源市场需求拉力的共同作用下，沙特仍提出

宏大的碳中和目标，使其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的一个独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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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ＢＰ 世界能源统计》（２０２１ 年版），ＢＰ 能源中国，第 ３８ 页，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ｐ．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ｂｐ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ｔｅｓ ／ ｚｈ＿ ｃｎ ／ ｃｈｉｎａ ／ ｈｏｍｅ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ｗｏｒｌｄ⁃ｅｎｅｒｇｙ ／ ２０２１ ／ ＢＰ ＿ Ｓｔａｔｓ ＿
２０２１．ｐｄｆ， ｐｐ． ４８－４９， ｐ． ３８， 上网时间：８ 月 ２５ 日

同上，第 １６－１９ 页。
同上，第 ３２－３３ 页。
同上，第 ２３－２４ 页。
蒋立等：《沙特阿拉伯石油国家成本分析与应用》，载《中国矿业》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４８ 页。
蒋钦云、梁琦：《沙特谋求经济转型的启示及中沙能源合作建议》，载《宏观经济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６１ 页。
Ｊｏｓｅｐｈ Ａ． Ｋéｃｈｉｃｈｉａ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ｉｎ ２０３０：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Ｎｅｗ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 Ａｓ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９， ｐｐ． ４６－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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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结构和温室气体排放从负向层面反映了中国与沙特在气候变化南南合

作中的关键国家身份，资本和科技能力则从正向层面展现出两国的关键国家身

份。 虽然同是主要化石能源生产国，但中国和沙特经济并非只能依靠原料生产。
相反，两国发展的要素投入中都有大量科技和资本因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康
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共同创立的，反映世界各国科技创新能力的“２０２１
年全球创新指数”（ＧＩＩ ２０２１）显示，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位居第 １２ 位，其中

科技投入排名第 ２５，科技产出排名第 ７。 中国高科技出口和创新性货物占外贸比

重都位居第 １ 位。① 这种科技创新能力在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中得到了验证。 截

至 ２０２０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连续 ６ 年位居全球第一。 中国风电、
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技术水平和制造规模居世界前

列，新型储能产业链日趋完善，技术路线多元化发展，为全球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提供了重要保障。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中国多晶硅、光伏电池、光伏组件等产品产量

占全球总产量份额均位居第一，连续 ８ 年成为全球最大新增光伏市场；光伏产品

出口 ２００ 多个国家及地区，降低了全球清洁能源使用成本；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约

３３０ 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一。②

沙特虽然高度依赖化石能源产业，但具有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强烈意愿和资

本能力。 该国持巨资推动高科技研发、培养和引进技术人才，这与其他部分资源

型国家相比具有较大差异。 同为欧佩克成员的安哥拉全球创新指数位居第 １３２
位，尼日利亚位居第 １１８ 位，沙特第 ６６ 位，在中东地区仅次于位居第 ３３ 位和阿联

酋和第 ６０ 位的伊朗。 但是，沙特的科技投入排名为第 ５９ 位，高于第 ８６ 位的伊

朗。 其中，沙特研发（Ｒ＆Ｄ）指标得分第 ２６ 位，吸引全球研发投资指标位居第 ２２
位，沙特市场资本化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得分排名第 ６ 位。③ ２００７ 年，时任沙特

国王阿卜杜拉斥资 ３０ 亿美元投资建立了一所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科技大学———
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ＫＡＵＳＴ），旨在通过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提升沙特经济

的科技含量。 该校专门建立了中东地区首屈一指的研究和技术园区，帮助沙特

实现经济发展、技术转移和开拓创业三大目标，还专门成立技术转移办公室和新

公司与创业项目。 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还向全球广泛吸引顶尖人才，使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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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２１，”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１６，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 ／ ｅｄｏｃｓ ／ ｐｕｂｄｏｃｓ ／ ｅｎ ／ ｗｉｐｏ＿ｐｕｂ＿ｇｉｉ＿２０２１．ｐｄｆ， ｐ． ６７．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３ 日。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 ２０２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办公室，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 ／ ｚｔｋ ／ ｄｔｚｔ ／ ４４６８９ ／ ４７３１５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３ 日。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２１， ｐ． １４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 ／ ｅｄｏｃｓ ／ ｐｕｂｄｏｃｓ ／ ｅｎ ／ ｗｉｐｏ＿ｐｕｂ＿ｇｉｉ＿２０２１．ｐｄｆ，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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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上学术研究和论文被引率增长最快的学术机构之一。① 但与此同时，沙特

大规模的人才和科技投入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许多引进人才最后都选择去欧美

发达国家深造，沙特也缺乏大量独立完成的科研成果。② 这与其全球创新指数中

的产出指数排名只有第 ７２ 位相符合。
可见，沙特具有依靠高科技和高资本投入实现经济转型的强烈意愿，但缺乏

自身能力支撑，需要加强对外合作引入能够切实提升其科技和产业能力的资本

与技术，这为中国与沙特开展低碳科技与产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机遇。

三、 中国与沙特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双赢动力

发展经济学中的新结构经济学范式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持续

的技术革新和结构变化。 一个经济体在任何时点上的最优产业结构，是能够让

该经济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实现最强竞争力的产业结构。 而这一最优的产业

结构是由该经济的比较优势决定的，后者又由该时点上经济的禀赋结构决定。
在发展的任一阶段，市场都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基础机制，但在推动经济跨越

不同阶段时，政府须干预经济。③

与此对照，沙特正是依托化石能源禀赋优势，形成了具有竞争力的石油和天

然气产业，取得较大经济成就，经济总量常年位居世界前 ２０ 位，２０２１ 年越过

８，０００亿美元，超过土耳其和瑞士位居第全球第 １８ 位。④ ２０２１ 年沙特人类发展指

数达到 ０．８７５，被联合国列为非常高等级。⑤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世界潮流中，沙特

同样凭借充足的风力和日照资源禀赋，打造形成风能和太阳能等非化石能源新

的产业竞争优势。 在《巴黎协定》达成次年，沙特便主动迎接挑战并发布旨在实

现国家发展全面转型的“２０３０ 愿景”，其中在第二大部分“繁荣的经济”中的第一

大目标就是到 ２０３０ 年提升非石油产品的出口份额，以及将非石油产业占国内生

·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周增骏、梅亮、陈劲、刘叶：《研究型大学科技成果资本化机制探析————以沙特阿卜杜拉

国王科技大学为例》，载《高等工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２ 页。
张唯：《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科技合作现状与展望》，载《科技资讯》２０２０年第 ３５期，第 ２４０页。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苏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４８ 页。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２０２１，”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ＧＤＰ．ｐｄｆ，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５ 日。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２， ｐ． ２７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ｄｐ．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ｇ ／ ｆｉｌｅｓ ／ ｚｓｋｇｋｅ３２６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２２－０９ ／ ｈｄｒ２０２１－２２ｐｄｆ＿１＿７． ｐｄｆ，上网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

产总值的比重由 １６％提升到 ５０％。① 为实现这一目标，沙特政府制定的具体措施

包括减少对石油部门的补贴以加速其现代化，加强对石油化工等下游产业的投

资，打造强大的新能源部门等。② 例如，沙特政府计划将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

量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９ＭＷ 提升到 ２０３０ 年的 １６，０００ＭＷ。 不仅如此，沙特政府更希

望将新能源产业打造成沙特经济新支柱，特别是提升新能源装备的制造业能力，
以及在沙特本土建立新能源产业链中的关键研发和制造部门。 这一路径同样符

合新结构经济学关于资源禀赋优势的假设．沙特所处的阿拉伯半岛拥有充足的日

照和风力资源，每年日照时长达到 ３，０００ 小时，平均日照量 ２，２００ 千万时 ／平方

米，西部红海沿岸和东部波斯湾沿岸风速达 ６～８ 米 ／秒，这为沙特发展太阳能与

风能产业提供了先天条件。
在此基础上，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应发挥因势利导和甄别优选作用，引导

拥有先进技术的外资助推本国（地区）产业转型。这一结论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在２００８
年出版的《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与包容性发展的战略》的结论相吻合。 该报告

被发展经济学界认为是关于经济增长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 报告认为二

战后真正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后发经济体只有 １３ 个，③它们成功的共同原因中最

重要的就是向全球经济开放。 这源于两条路径，一是可以从外部引进先进的观

念、技术和专利，二是可以拓展世界市场需求，出口自己的商品，即“进口世界之

所知，出口世界之所需”。 其中特别强调外国直接投资（ＦＤＩ）对于后发国家（地区）

引进知识的重要性。④

以此逻辑对照沙特，虽然日照和风力资源丰富，但新能源产业投资具有高资

本、高技术、高风险等特征，对管理和运营人才也有较高要求，这些都构成沙特发

展新能源产业的障碍。⑤ 例如，日照时间只有沙特一半的德国， ２０１５ 年太阳能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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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Ｖｉｓｉｏｎ Ｇｏａｌｓ ｂｙ ２０３０，” Ｓａｕｄｉ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３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３０． ｇｏｖ． ｓａ ／ ｖ２０３０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ｔｈｒｉｖ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ｙ ／ ，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７ 日。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ｒａｎｄ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Ｗｏｌｆｆ， 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Ｓａｕｄｉ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３０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２０， ｐ． １６．

这 １３ 个经济体分别是博茨瓦纳、巴西、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
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 ｐｐ． ２１－２３．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ｓｉｆ Ｓａｌａｍ ａｎｄ Ｓａｍｉ Ａ． Ｋｈａｎ，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ｆｏｒ 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１， ２０１８， ｐｐ． １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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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容量是沙特的 １，７００ 倍。① 因此，沙特发展新能源产业对外部资本和技术的引

入具有迫切需求。 沙特“２０３０ 愿景”中经济部分最为重要的措施就是吸引外国资

本，提出到 ２０３０ 年将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８％提升

到 ５．７％，证明沙特政府充分认识到外资和先进技术引进对于转型成败的重要影

响。 为此，沙特专门通过了推迟已久的《破产法》和《公司法》，以保护投资者利

益。② 这种通过开放型经济促进发展方式转型的政策符合 ２００８ 增长报告和新结

构经济学的相关结论，同时也契合中国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理念。 中国政府四

部委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指
出，要“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生态环保服务与支持，
推广绿色交通、绿色建筑、清洁能源等行业的节能环保标准和实践……加强绿

色、先进、适用技术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转移转化”③。 这种相向而行

的需求和前述中国强大的新能源科技、制造和投资能力，构成了中国与沙特开展

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双赢动力。 在这种动力支撑下，中国与沙特近来已开展了

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新能源产能合作项目（见表 ２）。

表 ２　 近年中国与沙特新能源产能合作代表性项目

时间 合作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中国与沙特签署《沙特高温气冷堆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确认开展第四代

先进核能技术高温气冷堆项目合作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中国丝路基金持股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旗下新能源平台公司 ＡＣＷＡ Ｐｏｗｅｒ

４９％股份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国际公司中标沙特 Ｓｕｄａｉｒ１，０００ＭＷ 光伏发电工程总承包

（ＥＰＣ）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中国电建山东第三工程公司与沙特电力公司 ＳＥＣ 成功签订沙特利雅得 ＰＰ１３ 电

站项目 ＥＰＣ 合同

·５１·

①

②

③

Ｍａｋｉｏ Ｙａｍａｄａ，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３０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６， ｐｐ． ２－３．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ｒａｎｄ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Ｗｏｌｆｆ，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Ｓａｕｄｉ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３０: Ａ ２０２０ Ｒｅｖｉ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２０， ｐ． ６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
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 ／
３１７７３ ／ ３５５０７ ／ ｈｔｗｓ３５５１２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５５２３８６ ／ １５５２３８６．ｈｔｍ，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

时间 合作项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中国能建广东火电签约沙特拉比格 ３００ 兆瓦光伏电站 ＥＰＣ 项目合同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中国电建山东电建三公司 ＥＰＣ 总承包的沙特红海公用事业基础设施项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建山东第三工程公司签约沙特红海新城储

能项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沙特国家新能源计划（ＮＲＥＰ）项下第三轮新能源 ＩＰＰ 项目：

１． 以 ＡＣＷＡ Ｐｏｗｅｒ 为牵头方、国电投旗下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和沙特公

共投资基金旗下水电控股公司参与的开发商联营体中标两个项目，即 Ａｒ⁃Ｒａｓｓ

７００ＭＷ 光伏项目和 Ｌａｙｌａ ８０ＭＷ 光伏项目

２． 以晶科电力（香港）公司为牵头方，晶科电力中东控股公司和晶科电力控股公

司参与的联营体，中标 Ｓａａｄ ３００ＭＷ 光伏项目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相关机构信息整理而成。

以上案例中，核能合作是中国与沙特开展较早且较为成熟的项目。 核能属

于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对稳定能源供应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例

如，作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东道国，法国曾以电力供应 ８０％源于核电而向世

界展现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决心。 核能同样是沙特“２０３０ 愿景”中实现能源转型

以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内容，沙特具有世界级的铀矿资源，这正对应了新结构经

济学对于依托资源禀赋实现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假设。 中国则在核能技术领域具

有世界领先优势。 因此，中国与沙特开展合作过程中，借助沙特丰富的铀矿资源

优势在当地大力发展核电，就成为两国合作发展低碳经济以应对气候变化的重

要内容。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沙特阿拉伯王国。 其间，
在习近平主席与沙特阿伯国王萨勒曼见证下，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司董事长王

寿君与沙特核能与可再生能源城主席哈希姆·耶玛尼（Ｈａｓｈｉｍ Ａ． Ｙａｍａｎｉ）分别

代表中国核建和沙特能源城签订《沙特高温气冷堆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

着中国沙特核能合作实现重要。 此后，中国与沙特核能合作持续深化。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沙特核能城代表团赴福清核电考察交流华龙一号技术与工程建设。 沙特方

面表示希望通过考察，增进对华龙一号设计、示范工程建设管理模式的了解，为
后续与中核集团核电建设领域合作打下良好基础，期待与中核集团在核电产业

链、人才培养等领域进一步深度合作，促进中沙核科技和装备制造业高效发展，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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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实现中沙能源经济持续繁荣。 ①

与此同时，为弥补前述沙特在发展新能源领域高科技研发能力与人才的缺

口，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于 ２０１５ 年在北京成立阿美中国北京研发中心，专
注于石化产业相关技术研发，并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降低传统原油工艺碳足迹

的技术研发。②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中国与阿盟共同建立中阿清洁能源培训中心。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中阿清洁能源培训中心在中国西安举办“大型地面光伏电站建设”培训

班，向来自沙特等阿盟国家的 １１ 位代表介绍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历程和管理经

验及中国新能源补贴机制，以及大型地面电站、“光伏＋”综合开发、光伏电站与多

能互补、水光互补等案例。 阿盟成员国代表也介绍了各自国家光伏政策和市场

环境、未来规划、潜在投资机会、光伏规模化开发面临的主要瓶颈。③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中心举行疫情以来第一次线上培训。
上述合作实践显示，中国与沙特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主要是向新能源

项目入股和参与工程建设，人才合作主要是短期培训。 这可以使沙特从中国国

有企业充足的资本能力和基建企业强大的工程承包与建设能力中获益，同时在

短期内提升相应人员的专业能力。 而中国参与沙特新能源项目投资可以获取的

一项独特收益是学习发达国家的相关标准。 沙特作为美国盟友，与西方国家关

系密切，大量项目建设参照欧美标准，更有大量欧美公司在沙特能源行业投资运

营，由此引入发达国家相关行业标准和管理体系。 例如，在油气领域被广泛接受

的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ＨＳＥ），就是有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首先提出。 该体系旨在提升能源项目建设过程中保护健康、安全和环境的融

合度，降低能源污染对三者的影响。 中国企业投资和参股沙特新能源项目建设，
可以在与欧美公司合作过程中，通过“干中学”不断内化相关规范，提升国际竞争

力。 沙特作为阿拉伯世界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国家，也为中国积累在该

地区的投资经验和文化习惯，着眼于向整个阿拉伯世界扩大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提供了便利。
中国与沙特现有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存在两大问题。 第一，合作形式主要是

·７１·

①

②
③

《沙特核能城代表团赴福清核电考察交流》，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网站，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ｎｎｃ．ｃｏｍ．ｃｎ ／ ｃｎｎｃ ／ ｘｗｚｘ６５ ／ ｚｈｙｗ０ ／ ７３９６４５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肖新新：《期待与中国合作伙伴共创美好未来》，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第 ２ 版。
《中阿清洁能源培训中心 ２０１９ 年“大型地面光伏电站建设”培训工作顺利完成》，水利电

力规划设计总院，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ｒｅｅｉ． ｃｎ ／ ｐｏｒｔａｌ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ｎｄｅｘ ／ ｉｄ ／ ２４６６９ ／ ｃｉｄ ／ ，上
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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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总承包模式（ＥＰＣ），集中在工程承包和建设、管理领域，缺少产业链上游核

心技术的联合研发与共享，以及关键领域的生产性合作。 第二，作为油气资源大

国，沙特需要依托现有油气资源禀赋优势实现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转型，因此难以

在短期内以新能源大规模替代化石能源。 “中东多数国家发展新能源的目标和

计划在现实中经常落空，沙特就曾在 ２０１９ 年提出到 ２０２３ 年要实现 ２７．３ＧＷ 的新

能源发电能力，但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只达成 １．３ＧＷ。 这也决定了包括沙特在内的

中东国家能源转型并不一定趋向减少油气生产与转向新能源，这与发达国家能

源转型形成明显差异。”①因此，中国与沙特两个高度依赖高碳产业的国家，要想

在“双碳”目标约束下实现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在大力发展太阳能和风能产业

的同时，还必须开拓更加适合两国资源和技术优势的新合作领域，这进一步增强

了两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双赢动力。

四、 “双碳”目标下中国与沙特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新机遇

明确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时间的“双碳”目标已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

的重要举措，这为中国和沙特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２０２１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ＣＯＰ２６）召开

前夕，沙特提交了更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ＮＤＣ）文件，其减排目标调

整为在 ２０１９ 年基础上，至 ２０３０ 年减少 ２．７８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比之前的目

标增加了 ２ 倍。② 同时，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宣布沙特将到 ２０６０ 年

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③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为格拉斯哥气候大会注入了

积极因素。 为完成这一目标，沙特政府制定了提高能效、大力发展氢能以及碳捕

捉和封存技术（ＣＣＵＳ）三大措施。
首先，依据新结构经济学的资源禀赋理论，沙特作为主要化石能源生产国，

其发展低碳经济的首要方式应该是尽力大幅提升化石能源使用效率。 沙特为此

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提升家用电器（特别是空调）、陆地交通、石油化工产业、电

·８１·

①
②

③

唐恬波：《中东能源转型的新进展》，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１ 年第 ８ 期，第 ５３ 页。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Ｆｉｒ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ＮＦＣＣＣ，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ｆｃｃｃ． ｉｎｔ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２０２２０３１１１１５４⁃⁃⁃ＫＳＡ％ ２０ＮＤＣ％ ２０２０２１． ｐｄｆ，上网时

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
罗怀伟：《承诺到 ２０６０ 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沙特加快能源转型步伐》，载《经

济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第 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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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产业的能效。①

其次，沙特政府高度重视氢能在未来低碳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这也符合其禀

赋优势。 氢气生产源于天然气和太阳能、风能的转化。 通过天然气转化的氢气

属于蓝氢。 通过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进行电解水产生的属于绿氢。 沙特是世界天

然气储量和产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拥有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具备发展蓝氢

和绿氢产业的资源禀赋优势，沙特因此希望成全球蓝氢和绿氢生产的领导者。
其中的旗舰项目尼尤姆（ＮＥＯＭ）新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绿氢生产设施，计划到

２０２５ 年建成时通过电解技术实现每天生产 ６５０ 吨绿氢和每年 １２０ 万吨绿氨的目

标。②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曾表示，沙特

希望成为全球最大的氢能供应商，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生产和出口约 ４００ 万吨氢气能

源。③ 正如国际能源署专家评论所言，“海湾国家不应为了减排而过快淘汰油气

产业，这不仅因为海湾地区国家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已经

在油气产业积累了四十年的专业经验，因此依托已有油气产业实现能源多元化

更容易发挥其管理经验和产业链优势。”④国际氢能理事会（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发
布的报告《国际氢能观察 ２０２１》印证了这一论断。 报告指出，中东地区日照资源

丰富，发展太阳能光伏成本较低，基于可再生能源的氢能生产成本将在 ２０３０ 年降

低到 １．５ 美元 ／千克。 氢能生产关键部件电解器成本的降低，将进一步拉低氢能

基本设备生产的成本，使其低于离岸风能建设的成本。 中东地区还将受益于可

再生能源和氢能生产一体化设备的优化，沙特凭借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混合再

生资源将成为绿氢生产的优势国家。⑤ 可见，大力发展氢能是符合沙特资源禀赋

优势的低碳经济选择，未来需要开拓的是加大氢能科技和人才培养投入，提升相

关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并引入更多资本加大氢能产业开发力度，这为中国与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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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Ｆｉｒ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ＮＦＣＣＣ，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ｆｃｃｃ．ｉｎ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４６１８６５，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Ｉｂｉｄ．
南博一：《沙特望成为全球最大氢能供应商，１０ 年内出口 ４００ 万吨氢气》，澎湃新闻，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５０５５８０２，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Ａｌｉ Ａｌ⁃Ｓａｆｆａｒ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Ｖａｎ ｄｅｒ Ｂｅｅｕｒｅ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ＥＡ，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８，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ｅａ．ｏｒｇ ／ ｃｏｍ⁃
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 ｔｈｅ⁃ｃａｓｅ⁃ｆ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ｍａｊｏｒ⁃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１，”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ｐ． 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ｍ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１ ／ ０２ ／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２０２１．ｐｄｆ，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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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氢能合作提供了机遇。
最后，碳捕捉与封存技术被沙特政府寄予厚望。 同样，基于资源禀赋优势

理论，沙特作为油气生产大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理性选择是尽量缓慢地实现产

业结构转换，以减少应对气候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办

法是缓慢削减油气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但对排放的温室气体进行封存和储

藏，正是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的作用。 同时，蓝氢生产基于对天然气的加工，在此

过程中同样需要对天然气排放的二氧化碳捕捉和封存，因此碳捕捉与封存技术

还是发展氢能的必要条件。 为此，沙特政府已建有全球最大的碳捕捉与封存设

施，并将其纳入“国家循环碳经济项目”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希望不止封存二氧化碳，还能通过加工二氧化碳将其作为循环经

济的资源。 在此基础上，沙特计划将朱拜勒（ Ｊｕｂａｉｌ）和延布（Ｙａｎｂｕ）两个港

口和能源中心转变为碳捕捉与封存中心，集中于相关产品和基础设施的制

造。 作为地区性化工和钢铁中心，这两个城市也将实现对温室气体排放大规

模的减排、再利用、回收和清除 （ Ｒｅｄｕｃｅ， Ｒｅｕｓｅ， Ｒｅｃｙｃｌｅ， Ｒｅｍｏｖｅ， ４Ｒ 原

则） 。①

中国在 ２０２１ 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

（ＣＯＰ２６）召开前夕提交的最新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再次强调了力争 ２０３０ 年前

碳达峰和 ２０６０ 年碳中和的“双碳”目标。②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煤炭生产

国与消费国，中国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为此，中国政府针对碳排

放最集中的能源部门制定了系列政策，其中许多与沙特政府低碳经济政策的重

点相契合。
依托已有资源禀赋，大力提升煤炭利用效率同样是中国能源转型的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就专门指出，实现“双碳”目标“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坚持稳中

求进，逐步实现。 要立足国情，以煤为主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实现碳达峰必须立

足这个实际。 在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同时，加快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发展

可再生能源，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③为此，中国国

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发布《“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指出要

·０２·

①
②

③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Ｆｉｒ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新目标新举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ｆｃｃｃ．ｉｎｔ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ＮＤＣ ／ ２０２２－０６ ／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新目标新举措．
ｐｄｆ，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第 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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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十四五’时期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 严

格控制钢铁、化工、水泥等主要用煤行业煤炭消费。 大力推动煤电节能降碳改

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三改联动’，‘十四五’期间节能改造规模不低于 ３．５
亿千瓦”，强调要加强与有关国家在“高效低成本新能源发电、先进核电、氢能、储
能、节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先进技术领域开展合作”。① 同月，中国政

府专门发布《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文件确立了氢能产业

重要的战略地位，认为氢能是“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用能终

端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载体，氢能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

发展方向”②。 文件提出中国“到 ２０２５ 年，燃料电池车辆保有量要达到约 ５ 万辆，
部署建设一批加氢站。 可再生能源制氢量达到 １０ 万～２０ 万吨 ／年，成为新增氢

能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１００ 万～２００ 万吨 ／年。”在国际合作

领域，文件指出要“鼓励开展氢能科学和技术国际联合研发，推动氢能全产业链

关键核心技术、材料和装备创新合作，积极构建国际氢能创新链、产业链。 ……
探索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氢能贸易、基础设施建设、产品开发等合作。”③

同月发布的另一份政策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的意见》也提出要“深化能源技术装备领域合作，重点围绕高效低成本

可再生能源发电、先进核电、智能电网、氢能、储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

开展联合研究及交流培训”④。 可见，在中国低碳经济发展路径中，大幅提升能

效、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氢能和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已经成为核心内容。 尽管

关于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的成熟度尚存在争议，但正是技术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开

展广泛国际合作以共同促进该项对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重要价值的技术走

向成熟的必要性，从而为中国和沙特等高度依赖化石能源的国家平衡能源转型

与经济增长提供支持。
受政策驱动，中国与沙特围绕实现“双碳”目标在提升能效、氢能和碳捕捉与

·１２·

①

②

③
④

《“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２０２２ 年 ３ 月，第 １９、
３６ 页，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ｇｋ ／ ｚｃｆｂ ／ ｇｈｗｂ ／ ２０２２０３ ／ Ｐ０２０２２０３２２５８２０６６８３７１２６． ｐｄｆ， 上网时

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２０２２

年 ３ 月，第 ２－ ３ 页，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ｇｋ ／ ｚｃｆｂ ／ ｇｈｗｂ ／ ２０２２０３ ／ Ｐ０２０２２０３２３３１４３９６５８０５０５．
ｐｄｆ，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同上，第 ５、７ 页。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展与改革委员会，２０２２ 年 ３ 月，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ｘｗｄｔ ／ ｔｚｇｇ ／ ２０２２０３ ／ ｔ２０２２０３２８＿１３２０６３０．
ｈｔｍｌ？ｃｏｄｅ＝＆ｓｔａｔｅ＝ １２３，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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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存技术领域展开了一系列合作。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中国能建、中国电建华东勘测设

计院和中国电建山东第三工程公司参与竞标沙特尼尤姆新城风能和太阳能项

目，该项目以打造世界顶尖的氢能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 同年 ８ 月，中国石化与

沙特阿美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氢能和碳捕捉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 当前，沙特阿

美正在加快蓝氢、蓝氨等低碳产品的研发进度，不断扩大天然气业务，与中国在

合成燃料等新领域开展合作。 沙特阿美亚洲业务负责人表示，“推动产业减排，
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方式”，强调公司正按 ４Ｒ 原则积极推行碳循环经济，“希
望通过与中国合作伙伴进一步深化合作，推进新燃料研发和能源效率提升，助力

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① 无论从全球能源发展趋势，还是中国与沙特各自禀

赋优势的角度看，化石能源短期内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因此，中国和沙特在“双
碳”目标约束下围绕提高化石能源能效、氢能和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开展合作，不
仅是符合禀赋优势的理性选择，而且具有示范效应，中沙作为主要化石能源生产

和消费国，通过合作推动各自渐进式能源转型，将为其他类似国家做出示范。 正

如沙特驻中国广州总领事阿卜杜拉·本·欧比耶（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Ｂｉｎ Ａｂｉｙａｈ）所言：
“我认为若要在未来 ２０～３０ 年内完全不依赖原油，这还是不可能的，……在这种

情况下，拥有新的能源处理技术以及能源储备充足的国家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前提一定是共同合作，不能仅靠某一个国家，中沙之间的合作也将起到示范性

的作用。”②具体来看，中国与沙特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意义突出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全球实质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中国和沙特温室气体排放分

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八，两国如能通过广泛的低碳经济合作实质性减少各自温

室气体排放，将促进全球温室气体的实质性减排。 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是温室

气体总量的实质性减排，目前在全球气候谈判中部分国家以碳汇等方式逃避实

质性减排义务只是权宜之计，无助于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和沙特均设

定了具体的“双碳”目标，如果能够通过合作顺利实现，结合两国本身巨大的排放

体量，将较为有效地遏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速。
第二，有利于为依赖高碳产业的发展中国家树立样板。 中国和沙特都是二

十国集团成员，经济总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二和第二十，庞大的经济体量高度依赖

·２２·

①
②

肖新新：《期待与中国合作伙伴共创美好未来》，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第 ２ 版。
胡慧茵、李振：《专访沙特驻广州总领事阿卜杜拉·本·欧比耶：中沙互补性强 双方合作

将为全球起示范作用》，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ｍ． ２１ｊｉｎｇｊ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２２０１２２ ／ ２１１３５ｅ８ｃ６６０９９３ｅｄ９ｆｅｄｅｂ７２ｄ４ｂ４ｃ９ｆ６＿ｚａｋｅｒ．ｈｔｍｌ，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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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能源，曾经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而不同程度反对过激

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 但如今，两国开始转变政策立场，在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

的同时，主动按照循序渐进方式推进发展方式转型，围绕低碳经济展开广泛合

作，这对于其他高度依赖化石能源且发展任务繁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具有

示范意义。 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与沙特的合作案例认识到发展并非与应

对气候变化矛盾，相反，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硬约束下探索出一条兼顾二者的

低碳经济路径，这是对当代发展中国家发展之路的创新。
第三，维护全球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团结。 长期以来，以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缔约方大会为核心的全球气候谈判形成了以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为代表

的“伞形国家集团”，欧盟，以及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三大谈判阵营。 但伴随各国

经济发展变化，以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阵营逐渐分化，其中

以化石能源为主要产业的欧佩克国家反对新能源替代，遭受气候变化威胁严重

的小岛国则指责发展中大国减排缓慢，导致二者分歧加深，主要新兴经济体则形

成了“基础四国”。 面对这一分裂局面，中国和沙特作为依赖高碳产业的发展中

大国，如果能够通过合作主动实现各自发展路径转型，将有利于弥合发展中国家

立场分歧，维护全球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阵营团结，在与发达国家气候谈判博

弈中更坚定捍卫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其中主要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更好

适应气候变化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因气候变化遭受“损失与损害”的补偿问

题。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ＣＯＰ２７）
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 本次大会以“共同实施”为主题，核心议题包括“损失与

损害”“气候融资”“碳市场”等①。 沙特借助本次大会在阿拉伯国家举办的契机，
充分发挥自身作为主要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不仅在大会期间发布了三项新的

气候项目，而且顺应大会主题，展现发展中国家团结立场，在该国主流媒体阿拉

伯新闻网刊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事务、外交和重大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安

德鲁·哈蒙德的文章《全球南方国家在 ＣＯＰ２７ 上声音越发响亮》。 文章认为，发
展国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集体发声不是第一次，但本次大会直接将发达国家最

为敏感却涉及发展中国家核心利益的“损害与损失”问题列为大会核心议题，充

·３２·

① Ｓａｍｅｈ Ｓｈｏｕｋｒｙ，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Ｉｎｃｏｍｉｎｇ ＣＯＰ ２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ＵＮＦＣＣＣ，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ｆｃｃｃ．ｉｎｔ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１＿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ｉｎｃｏｍｉｎｇ＿ＣＯＰ２７＿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２０ｌｅｔｔｅｒ．
ｐｄｆ， 上网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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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说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更加团结。① 这符合沙特和中国日益密切

的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态势，两国合作对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团结具有积极意义。

五、 余论

本文以发展经济学的新结构经济学范式为理论基础，认为后发国家要实现

产业转型升级，必须依托本国已有资源禀赋和技术优势，不应盲目复制发达国家

产业经验。 积极对外开放、引入外部资本和技术构成了后发国家成功实现产业

转型的关键变量。 研究发现，中国与沙特的低碳转型路径符合此假设。 中沙都

拥有摆脱对高碳产业依赖，实现低碳转型的强烈意愿，积极从外部引入资本与技

术促进转型。 同时，转型的路径并非盲目赶超，而是依托现有化石和可再生能源

资源以及相关技术禀赋，围绕提升能效、太阳能、风能、氢能和碳捕捉与封存等技

术和产业，展开渐进式合作。 从短期看，俄乌冲突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飙升，
反过来增加了能源出口大国沙特对油气产业的路径依赖。 但从长期看，由于“双
碳”目标的约束、气候变化威胁的日益增大，以及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
沙特坚持经济发展低碳转型的意愿不会改变。 中方也多次在国际场合表示，中
国一定会履行“双碳”目标承诺。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球发展

高层对话会上发表讲话，进一步落实之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巩固和强化了南

南合作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 未来，中沙可以通过建立联合实验室，在提升化石

能源能效、氢能、碳捕捉与封存技术、风能、太阳能等领域开展合作，在基础理论

研究、核心技术与核心部件联合研发、知识产权共享、建设联合工厂和相关基础

设施、长期系统的科技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深化产学研合作。

（责任编辑： 章　 远　 责任校对：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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