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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伊朗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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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之一，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而伊朗则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国

家，在能源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这种互补性使得中伊之间产业内贸易成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互利共赢的重要手

段。通过贸易合作，双方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流通与利用，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促进就业增长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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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largest manufactur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hina has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Iran, which 
is rich in oil and gas resources, has a clear advantage in the energy sector. This complementarity makes intra-industri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Iran an important means to realiz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achieve mutual benefi t and win-win results. Through 
trade cooperation, the two sides can realize the eff ective circul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mote employment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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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伊两国作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产业内贸易具有深远的

意义和广阔的前景。近年来，中国和伊朗在制造业、能源

和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双方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也

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通过对中国和伊朗产业内贸易的

实证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种贸易形式的特点、潜力及

其对双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将围绕中伊产业内贸易展

开全面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旨在促进两国之间的更紧

密合作，推动经济共同发展。

1　两国地理位置以及经济概况

中国和伊朗作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在国际贸

易中都具有显著的地位和影响力。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

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在全球制造业、出口和消费

市场上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伊朗则以其丰富的石油资源

和地缘政治地位在国际能源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中国位

于东亚，与14个国家接壤，拥有丰富多样的地理环境和资

源。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人口，这使得其国内市场规模庞

大，并且是吸引海外投资和跨国公司的理想选择。自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并且成为全

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和效率不仅为全

球市场提供了大量廉价产品，而且也成为国际产业链关键

的一环。

2　中国与伊朗的贸易关系

2.1　贸易历史

中国和伊朗之间的贸易合作可以追溯到古代丝绸之路时

期。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在历史上起到了促进文化交流和

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自古以来，中国和伊朗就是两个广阔而繁荣的古代文明

的发源地。受益于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他们可以通过丝绸

之路进行贸易往来。这条古老的商业通道，连接了亚洲和

欧洲，成为了文化与商品交流的桥梁。

中国凭借其丰富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特产走向世界，

而伊朗则以香料、珠宝、纺织品等远近闻名。这两个国家

的产品不仅在本国市场上非常受欢迎，也在其他地区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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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的需求[2]。因此，古代的中国和伊朗之间的贸易合作是

互利共赢的。

除了商品交换，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是贸易历史中的

一个重要方面。自古以来，中国和伊朗就相互吸引着彼此

的文化。中国的佛教思想和儒家理念传入了伊朗，而伊斯

兰文化和波斯文学也深深影响了中国。贸易合作不仅仅只

是商品的交换，更是两国文明的交汇与碰撞。

贸易合作对于中国和伊朗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

用。古代丝绸之路为两国人民提供了广阔的商机和就业机

会。一些中小型企业得以通过这条贸易通道扩大其市场份

额，创造了就业机会和增加了经济收入。同时，贸易合作

也促进了两国的物质和技术交流，激发了双方的经济创新

和繁荣。

2.2　贸易规模

中国和伊朗是两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之间的贸易规

模在过去几年中不断增长。

近年来，中国和伊朗之间的贸易关系得到了显著的加强

和发展。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从草创时期发展到今天的

互利共赢阶段，为双方带来了许多机遇和益处。

根据数据显示，中国和伊朗之间的贸易额在过去的十年

里持续增长。从2010年到2020年，这一数字增长了近60％

。双方的贸易规模总额已超过100亿美元，中国成为伊朗最

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伊朗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通

过共同努力，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合作。中国

投资伊朗的铁路、港口等项目，促进了两国间的贸易往来

和合作。同时，中国也通过提供贷款和技术支持等方式，

支持伊朗改善基础设施和发展能力。

2.3　贸易结构

中国和伊朗之间的贸易结构主要以能源资源的进出口为

主导，其中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要交易产品。伊朗是世界

上石油储备量第四大的国家，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

应国之一。中伊两国通过长期合作达成了多项石油合同，

保障了中国的能源需求，并增进了双方的经济互利关系。

此外，中国还向伊朗出口了一定数量的工程机械、汽车、

电子产品等商品，进一步促进了中伊贸易的发展。

然而，受到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中伊贸易也面临一些

挑战，尽管面临着挑战，中国和伊朗两国在贸易领域仍然

保持着良好的合作态势。双方不仅加强了能源合作，也在

其他领域进行着拓展。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电信、金

融等方面，中伊合作得以深入发展。此外，人文交流也在

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伊

之间的学术交流、文化活动等密切，增加了彼此了解和信

任的机会。

总的来说，中国和伊朗之间的贸易结构主要以能源资源

的进出口为主，并在其他领域逐渐拓展。尽管面临一些挑

战，双方通过加强合作，充分利用彼此的优势，不断推动

中伊贸易的发展。相信随着双方的不断努力，中伊之间的

贸易合作将进一步提升，为双方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和合

作机会。

3　影响因素分析

3.1　政治因素

受到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中伊贸易也面临一些挑战。

自2018年起，美国单方面退出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

对伊朗实施了一系列制裁。这些制裁不仅限制了伊朗的出

口，也对中伊贸易带来了压力。中国作为伊朗的重要贸易

伙伴，也受到了美国制裁的连带影响，中伊贸易受到了一

定程度上的限制。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使得伊朗的出口受到了严重限

制。在此背景下，中伊贸易也受到了直接的影响[3]。许多

伊朗的传统出口产品，如石油、天然气、化工品等，无法

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导致伊朗经济面临了巨大的困难。同

时，也使得中国企业在与伊朗进行贸易时面临了更大的风

险和不确定性。因为如果涉及到违反美国制裁的行为，这

些企业可能会面临到美国的制裁和处罚。

对于中国而言，伊朗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每年

从伊朗进口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些能源资源对中国的

经济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此外，伊朗还从中国进口许

多其他产品，如化工品、机械设备等。因此，中伊贸易的

稳定与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3.2　经济因素

中国和伊朗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明显差异。中国是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位居全球前列。

中国的制造业优势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世界加工

贸易中心之一。伊朗虽然在地缘政治和资源方面具有一定

的优势，但由于长期受到国际制裁的影响，其经济规模相

对较小。然而，近年来伊朗逐渐开放经济，并通过改革吸

引外资，以促进经济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另外中国和伊

朗的产业结构差异较大。中国的经济结构主要由制造业和

服务业构成，特别是制造业占据了经济的重要地位。中国

的制造业规模庞大，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和丰富的产品

选择。伊朗的产业结构主要由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以及相关

领域的制造业组成。由于伊朗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石油

和天然气产业对其经济起着重要支撑作用。

最后，中国和伊朗的竞争优势与贸易关系密切相关。中

国的制造业优势使其成为伊朗的重要进口市场。伊朗向中

国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同时也进口中国制造的

商品和技术设备。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满足

了彼此的需求，同时也为两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

3.3　地缘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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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伊朗作为位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国家，其地理

位置相对较远。这种地理距离给双边贸易活动带来了一定的

成本和挑战。然而，尽管如此，两国的区域合作仍对双边贸

易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首先，中国和伊朗都积极参与地区经

济合作，努力加强区域贸易互联互通。两国共同参与的区

域合作机制包括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等。这些机制

为两国之间的贸易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和更稳定的环境。通

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国和伊朗能够共同推动区域贸易发

展，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的繁荣。

其次，中国和伊朗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进行了合作，

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双边贸易的便利程度。例如，中国参与了

伊朗的港口和铁路建设项目，帮助伊朗打通了与亚洲和欧洲

各国之间的交通连接。这种基础设施建设不仅缩短了两国之

间的距离，也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

最后，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地理位置差异也导致了两国之

间贸易商品的差异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拥

有庞大的制造业产能。而伊朗则是一个能源资源丰富的国

家，主要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产品[4]。因此，两国之间

的贸易往往以中国的制造产品和伊朗的能源产品为主。这种

互补关系使得两国之间的贸易更加有利可图。

4　贸易互补与合作机会

4.1　贸易互补性

中国和伊朗在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上具有一定的互补

性。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和工业基础，而伊朗则拥有丰富的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使得两国在各自优势领域能够互相支

持和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

一，其国内市场巨大。伊朗作为一个重要的能源出口国，拥

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国对于能源的需求量巨大，

而伊朗可以通过向中国供应石油和天然气来满足其能源需

求。这为两国之间的能源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在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雄厚优势。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高速

铁路网络和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容量。而伊朗则处于中东地区

的交通枢纽位置，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通道。中国和伊朗

可以通过有效整合各自的优势，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展开合

作，共同推动区域的互联互通。

4.2　重要贸易领域及新领域

目前，在能源领域，中国是伊朗的重要石油进口国，两

国可以进一步加强能源合作，此外中国和伊朗还可以进一步

加强在农产品领域的合作。伊朗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土

地，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市场之一。双方可以在

农产品的种植、加工、贸易等方面展开合作，互相满足各自

的需求[5]。通过加强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等领域

的合作，中国和伊朗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双方可以互相借鉴

各自的经验和技术，共同开发项目，促进双边合作的深入发

展。这不仅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增长和繁荣，也有助于推动区

域和平与稳定的实现。

4.3　贸易政策

中国和伊朗贸易政策和法规在双边贸易合作中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双方可以进一步完善贸易便利化措施，降低

贸易壁垒，为更多的贸易合作提供支持。

中国和伊朗都意识到贸易合作对两国经济的重要性。中

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而伊朗也是中国在中东地区

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双方在贸易政策上相互支持，通过签

署双边贸易协定和协议，为贸易合作提供了法律保障。例

如，中国和伊朗在贸易领域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的自

贸区，为双方企业提供了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其次，中国

和伊朗的贸易政策和法规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方面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双方通过简化贸易手续、加强通关监管等方式，提

高了贸易的效率和便利性。中国和伊朗还加强了海关合作，

促进双边贸易的顺利进行。同时，中国和伊朗均致力于降低

贸易壁垒，扩大市场准入。双方通过减少关税、取消非关税

壁垒等方式，促进双边贸易的增长。中国和伊朗还鼓励双方

企业参加对方举办的国际展览会和贸易洽谈会，加强了贸易

交流和合作，拓宽了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空间。

结论

通过对中国和伊朗两国地理位置、经济概况以及在国际

产业内贸易中的地位进行分析和探讨，可以看出两国之间存

在着巨大的合作机会和潜力。双方可以加强贸易互补，在能

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等领域深化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与繁荣。为此，建议两国不断加强政治和经济合作，并制定

更加开放和便利的贸易政策，为双边贸易的进一步提升和发

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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