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特阿拉伯王国

沙特阿拉伯贸易指南（2023年）

沙特阿拉伯位于阿拉伯半岛，2022年人口约

3641万，人均GDP为3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标准

划分，属于高收入国家。石油工业是沙特阿拉伯的

经济支柱。近年来，沙特阿拉伯积极推进经济多元

化发展。

1995年以来，沙特阿拉伯一直是中国在中东

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沙特阿拉伯第一大贸

易伙伴。

2022年GDP增长率

����（世界银行）

2023年预测

����（世界银行）

失业率（2023年一季度）

����
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约���亿美元
增长
8.7%

总人口

约����万

人均GDP

约�万美元

贸易情况

沙特阿拉伯自全球进口主要商品（2021年） 沙特阿拉伯对全球出口主要商品（2021年）

载人机动车辆

成品油

药品

金（非货币用）

  

航空器零件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

铁产品

   

疫苗及其他免疫制品

龙头、旋塞、阀门

原油

成品油

   

石油气及其他烃类气

初级形状的乙烯聚合物

初级形状的丙烯或其他烯烃聚合物
  

无环醇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醚类化合物与过氧化酮及其衍生物
   

环烃
  

矿物肥料或化学肥料及其他肥料

氨及氨水

进出口

������
亿美元

进口

����
亿美元

增长
38.4%

出口

������
亿美元

增长
54.3%

增长
16.3%

沙特阿拉伯对外贸易（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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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机；其他发送或接收声音、图像或其他数据用
的设备



铁或非合金钢平板轧材
  

���

主要产业情况

支柱产业

化工、矿业、新能源和数字经济等近年来重点支持或优先发展产业

近年来，沙特阿拉伯为摆脱对原油产业的过度依赖，促进本国经济多元化发展，充分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

源，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大力发展化工、矿业、新能源和数字经济等非石油产业。沙特“2030愿景”

计划将沙特财政收入中的非石油收入从之前的1630亿里亚尔（435亿美元）提高至2030年的1万亿里亚尔（2667亿

石油产业

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出口前十大商品（2022年，亿美元）

中沙双边贸易（2022年）

进口

�����
亿美元

增长
37%

进出口

������
亿美元

增长
33.1%

出口

�����
亿美元

增长
25.7%

中国自沙特阿拉伯进口前十大商品（2022年，亿美元）

  
电话机；其他发送或接收声音、图像
或其他数据用的设备 ����

载人机动车辆 ����

低值简易通关商品 ����

玩具 ����

灯具及照明装置 ����

家具及其零件 ����

空气调节器 ���

新的充气橡胶轮胎 ���

箱包 ���

原油 �����

初级形状的乙烯聚合物 ����

合成橡胶及从油类提取的油膏 ���

无环醇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
亚硝化衍生物 ����

环烃 ����

石油气及其他烃类气 ���

铜矿砂及其精矿 ���

初级形状的聚缩醛、其他聚醚及环氧树脂 ���

初级形状的丙烯或其他烯烃聚合物 ���

���醚、醚醇、醚酚、醚醇酚、过氧化醇、
过氧化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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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贸易数据来源于全球贸易观察（Global Trade Flow,GTF）。

沙特阿拉伯已探明储量2980亿桶，居全球第二位，约占全球总储量的17.9%，每日原油产能1200万桶，并有能力
将此日产量继续保持50年。2021年，沙特是世界上第一大石油出口国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日均产量占世界石油
产量约12%。2022年，沙特石油部门生产总值为2245亿美元，较上年度增长49.8%。石油收入为8420亿里亚
尔，占总收入比重达68.2%，较上年度增加10个百分点。沙特阿美公司计划到2025年投资3340亿美元用于支持石
油产业以维持石油产能，一方面扩大海上油田勘探，一方面大力发展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

美元），非石油收入占比将由10%提高至70%。2022年沙特非石油收入3920亿里亚尔，占总收入比重达31.8%，非

石油产品出口（包括再出口）额为3157亿里亚尔，同比增长13.7%。

化工。化工产业是沙特阿拉伯非石油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于1976年创立，是

沙特工业化政策的支柱之一，其化学品生产约占该公司总产量的60%。公司业务涉及石化、交通、化肥、钢铁、建

筑、医疗器械、包装、清洁能源、电力电子等领域。2022年SABIC收入达528亿美元，净利润达44亿美元，总资产

835亿美元，总产能6100万公吨。沙特统计总局将石化产业相关数据纳入非石油经济统计范围。

矿业。沙特阿拉伯矿资源丰富，沙特官方估计境内未开采的矿产资源总价值超过5万亿里亚尔，已探明金属矿

产种类有30多种。沙特“2030愿景”旨在将矿业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提高到640亿美元。2019年启动的沙

特国家工业发展和物流计划（NIDLP）将采矿部门作为实现经济多元化的四个部门之一。2021年沙特出台《沙特

矿业投资法》，旨在将矿业转变为国家战略的第三支柱。沙特矿业经济数据多与石油开采等相关经济数据相混合，

难以看出其单独发展情况。如2022年度，矿产类产品出口额为1.2万亿里亚尔，比2021年增长61.5%；2022年12

月，沙特工业生产指数（IPI）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和采石业为IPI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IPI中的权重达

74.5%。

新能源。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大力发展新能源，相继提出“绿色沙特倡议”和“绿色中东倡议”，设立可再

生能源项目发展办公室，启动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成立电力生产和新能源推进事务最高委员会，设立沙特阿卜杜

拉国王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城和阿卜杜拉国家能源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清洁能源使用，降低石化燃料影响，强化地

区国家多边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沙特遵守《巴黎气候协定》。计划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超过

50%的电力供应，国内新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60GW，全球范围达122.6GW；到206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

放”，并致力于光伏发电和绿氢蓝氢项目。

数字经济。信息通讯技术（ICT）是沙特阿拉伯推行数字化转型的前沿领域，也是实现“2030愿景”经济多元

化发展，特别是非石油经济增长的关键产业。



公路总里程

约��万公里

交通运输

公路：2022年，沙特阿拉伯公路总里程22万公里，

其中，高速公路总里程超5000公里。

铁路：2022年，沙特阿拉伯铁路总里程4130公里。

主要的铁路线有达曼—利雅得铁路（449公里），麦加—

麦地那高铁（455公里），南北铁路（2750公里）。麦麦

高铁占铁路里程的11%，全年客运量约1.3亿人次，货运

量18.5亿吨。

空运：沙特阿拉伯共有27座民用机场，9座沙特阿美

公司内部机场。2022年客运量约3935万人次，货运量约

10.2亿吨。

铁路总里程

约����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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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非石油收入占比将由10%提高至70%。2022年沙特非石油收入3920亿里亚尔，占总收入比重达31.8%，非

石油产品出口（包括再出口）额为3157亿里亚尔，同比增长13.7%。

化工。化工产业是沙特阿拉伯非石油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于1976年创立，是

沙特工业化政策的支柱之一，其化学品生产约占该公司总产量的60%。公司业务涉及石化、交通、化肥、钢铁、建

筑、医疗器械、包装、清洁能源、电力电子等领域。2022年SABIC收入达528亿美元，净利润达44亿美元，总资产

835亿美元，总产能6100万公吨。沙特统计总局将石化产业相关数据纳入非石油经济统计范围。

矿业。沙特阿拉伯矿资源丰富，沙特官方估计境内未开采的矿产资源总价值超过5万亿里亚尔，已探明金属矿

产种类有30多种。沙特“2030愿景”旨在将矿业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提高到640亿美元。2019年启动的沙

特国家工业发展和物流计划（NIDLP）将采矿部门作为实现经济多元化的四个部门之一。2021年沙特出台《沙特

矿业投资法》，旨在将矿业转变为国家战略的第三支柱。沙特矿业经济数据多与石油开采等相关经济数据相混合，

难以看出其单独发展情况。如2022年度，矿产类产品出口额为1.2万亿里亚尔，比2021年增长61.5%；2022年12

月，沙特工业生产指数（IPI）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和采石业为IPI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IPI中的权重达

74.5%。

新能源。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大力发展新能源，相继提出“绿色沙特倡议”和“绿色中东倡议”，设立可再

生能源项目发展办公室，启动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成立电力生产和新能源推进事务最高委员会，设立沙特阿卜杜

拉国王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城和阿卜杜拉国家能源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清洁能源使用，降低石化燃料影响，强化地

区国家多边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沙特遵守《巴黎气候协定》。计划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超过

50%的电力供应，国内新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60GW，全球范围达122.6GW；到206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

放”，并致力于光伏发电和绿氢蓝氢项目。

数字经济。信息通讯技术（ICT）是沙特阿拉伯推行数字化转型的前沿领域，也是实现“2030愿景”经济多元

化发展，特别是非石油经济增长的关键产业。

水运：2022年，沙特阿拉伯海港货物吞吐量为2.4亿吨，同比增长13%，集装箱

吞吐量达到103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3.2%。沙特当前有10个主要港口，其中较大的

商业港口主要有吉达伊斯兰港、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达曼港。沙特对华贸易运输方

式主要为海运。

航空货运量

约 ����亿吨

航空客运量

约����万人次



公路：2022年，沙特阿拉伯公路总里程22万公里，

其中，高速公路总里程超5000公里。

铁路：2022年，沙特阿拉伯铁路总里程4130公里。

主要的铁路线有达曼—利雅得铁路（449公里），麦加—

麦地那高铁（455公里），南北铁路（2750公里）。麦麦

高铁占铁路里程的11%，全年客运量约1.3亿人次，货运

量18.5亿吨。

空运：沙特阿拉伯共有27座民用机场，9座沙特阿美

公司内部机场。2022年客运量约3935万人次，货运量约

10.2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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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2022年，沙特阿拉伯海港货物吞吐量为2.4亿吨，同比增长13%，集装箱

吞吐量达到103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3.2%。沙特当前有10个主要港口，其中较大的

商业港口主要有吉达伊斯兰港、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达曼港。沙特对华贸易运输方

式主要为海运。

进出口潜力商品

我对沙特阿拉伯出口潜力商品

机器机械电机电气产品 汽车家具 纺织品

重要经贸展会

沙特阿拉伯贸易促进平台与机构

❶ 2023年中国品牌商品（沙特）展    2023年12月13-15日     （详情可咨询商务部外贸发展局，010-64515386）

❷ 沙特FII未来投资倡议大会       每年举办   网址：fii-institute.org

我自沙特阿拉伯进口潜力商品

海港吞吐量

约���亿吨

矿物燃料 有机化学品 塑料制品 矿砂矿渣和
泥土石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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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跨境电商平台

主要行业商协会及贸易促进机构

❶ 沙特工商联合会
      网址：fsc.org.sa                     电话：00966112182222

❷ 利雅得商会
      网址：chamber.sa/Pages/default.aspx       邮箱：callcenter@rdcci.org.sa

❸ 沙中商务理事会
      网址：scbcouncil.com/ar

❹ 吉达商会
      网址：www.jcci.org.sa                电话：00966122398000 邮箱：info@jcci.org.sa

营商环境方面，自2016年推出“2030愿景”以来，沙特阿拉伯加大社会经济改革力度，营商环境不断改善。长

期来看，沙特十分重视非石油领域的发展，持续提升数字化管理和服务水平。2022年10月，沙特政府宣布启动国家

工业战略，提出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激励措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参与国际协定方面，沙特阿拉伯于2005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阿拉伯货

币基金组织、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泛阿拉伯自由贸易区、伊斯兰合作组织经济贸易合作常务委员会、石油输出国组

织、亚投行等国际组织成员。沙特是G20中唯一的阿拉伯国家。沙特与意大利、德国、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签署投资促

进与保护协议；与欧盟、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其作为成员的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正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数个国

家进行自贸协定谈判。2023年3月，沙特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国。2023年8月，沙特受邀加入金砖国家。

注：以上信息部分摘自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国别贸易环境与贸易纠纷应对

Amazon 全品类电商平台 网址：www.amazon.sa

中东第二大综合性电商平台 网址：www.noon.com/saudi-ar

Aliexpress 全品类电商平台 网址：ar.aliexpress.com

CentrepointStores 综合性电商零售平台 网址：www.centrepointstores.com/sa/ar

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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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限制性措施

近年来，沙特阿拉伯重视发展本地制造业，出台新《贸易救济法》及《实施细则》。新法与海合会现行贸易救

济法并行，职权范围进一步扩大。

沙特阿拉伯对中国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详情可在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cacs.mofcom.gov.cn)中,点击右上角“高

级查询”,在搜索栏中根据需要输入产品名称、国家/地区等关键字,或勾选案件类型、案件状态、涉案产业等选项进行

免费查询。

贸易纠纷应对指导

商务部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中心。针对中国企业和个人开展境外商务活动过程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商

业欺诈等困难和问题，免费提供公共信息和咨询指导。（电话：010-12335；邮箱：12335@mofcom.gov.cn；

微信公众号：swb12335）

政府机构联系方式

沙特阿拉伯部分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

投资部

金融市场管理局

中央银行

财政部

www.moi.gov.sa

www.cma.gov.sa

www.sama.gov.sa

www.mof.gov.sa

经济计划部

商务部

能源部

工矿部

www. mep.gov.sa

www. moc.gov.sa

www.moenergy.gov.sa

www.mim.gov.sa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使领馆经商机构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地址：利雅得使馆区

电话： 00966-11-4832126

邮箱： sa@mofcom.gov.cn

中国驻吉达总领馆经济商务处

地址：Villa 4, Amro Bin Ya’la Street Al-Zahra 4 Dist, Jeddah, Saudi Arabia

电话：00966-126163412-107

传真：00966-126163230

邮箱：jd@mofcom.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