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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建设 “一带一路” 的天然合作伙伴ꎬ 也是

中国外循环的重要参与方ꎮ 长期以来ꎬ 中阿政治互信、 相互关切、 经贸互通ꎬ
构筑了中阿国际循环体系的坚实基础ꎮ 尽管当前世界经济遭受新冠肺炎疫情

的重创ꎬ 但数字经济的提速发展为全球经济社会注入了新动能ꎬ 也为新发展

格局下中阿数字经济合作带来时代契机ꎮ 在 “数字丝路” 背景下ꎬ 中阿数字

经济合作覆盖网络联通、 电子商务、 智慧城市、 人才培训等基本领域ꎬ 并向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网络安全等方向延伸ꎮ 中阿双方在此领域的合作从政府

层面到企业层面已取得明显进展ꎬ 但阿拉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ꎬ
地区内发展水平高度分化ꎬ 且以网络基础设施为代表的 “硬” 基础欠缺和以

数字人才为代表的 “软” 实力不足等问题突出ꎬ 严重掣肘中阿数字经济合作ꎮ
新发展格局下ꎬ 中阿双方需共同努力加强在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人才、 智慧

城市、 跨境电商、 数字治理等领域的合作ꎬ 助推数字经济合作成为双方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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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ꎬ 是

中国根据新发展阶段、 新历史任务、 新环境条件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ꎬ 也是

中国为适应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一次战略调整ꎬ 更是中国塑造与世界经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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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新模式ꎮ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更高级、 可持续的经济形态ꎬ 成为赋能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推力ꎬ 在逆全球化、 单边主义和新冠

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之百年变局下ꎬ 它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经济合作带来

了新挑战与新机遇ꎬ 且成为中阿合作稳步拓展的新领域ꎮ 然而ꎬ 学界有关中

阿数字经济合作研究不足①ꎬ 尤其立足新发展格局背景的研究更是有限ꎮ 阿拉

伯国家数量众多ꎬ 但现有研究重点关注中国与阿联酋、 沙特、 埃及等国的合

作ꎬ 对阿拉伯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现状的系统分析有待深入ꎮ 鉴此ꎬ 究竟 “数
字丝路” 与 “数字经济” 有何关联? 中阿数字经济合作赋能新发展格局的内

在机理何在? “数字丝路” 背景下中阿数字经济合作主要包括哪些领域? 阿拉

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和特征如何ꎬ 及其对中阿进一步推进数字经济合作

构成哪些挑战? 中阿数字经济合作在新发展阶段面临哪些时代契机ꎬ 又将如

何稳步前行? 这些都是本文要解析的重点ꎮ

一　 概念界定与机理探究

(一) 中阿数字经济合作的内涵

“数字经济” 概念最早在 １９９５ 年唐塔普斯科特 (Ｄｏｎ Ｔａｐｓｃｏｔｔ) 所著的

«数字经济» 一书中被提及ꎬ 主要反映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经济过

程ꎮ② 目前ꎬ 国内外学界对 “数字经济” 概念的界定不甚严格ꎬ 但核心内涵

体现为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进行的经济活动”ꎬ③ 如 ２０１６ 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

会通过的 «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ꎬ 将 “数字经济” 定义为

“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 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

体、 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

的一系列经济活动”ꎮ④ ２０１７ 年ꎬ “数字经济” 被首次写入中国的 «政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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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姜志达、 王睿: «中国与中东共建数字 “一带一路”: 基础、 挑战与建议»ꎬ 载 «西亚非

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３５ ~ １５８ 页ꎻ 郭晓莹、 周军: «中阿共建 “数字丝绸之路” 的机遇、 挑战与推

进路径»ꎬ 载 «对外经贸实务»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８ ~ １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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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增、 刘星彤、 苏畅、 李美君: «中日韩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研究»ꎬ 载 «区域

与全球发展»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６０ 页ꎮ
«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ꎬ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ｃ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２９ / ｃ＿１１１９６４８５２０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２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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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①ꎬ 但涉及哪些具体领域尚未加以明确ꎮ 考虑到中国主要围绕 “数字丝

路” 建设开展对外数字经济合作ꎬ 故可借助 “数字丝路” 内涵来界定中阿数

字经济合作的领域ꎮ
“数字丝路” 是数字经济发展和 “一带一路” 倡议的结合②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 “数字一带一路” 国际科学计划会议上ꎬ “数字丝路”
概念得以正式确立ꎮ③ 可见ꎬ “数字丝路” 与 “数字经济” 既有区别又紧密相

连ꎬ 前者强调以数字平台为手段的国际合作交流ꎬ 后者更加侧重于一种经济

形态ꎬ 但同时也是构成前者合作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因此ꎬ 数字经济合作

内涵可依据 “数字丝路” 语境下中国已达成的相关国际合作协议内容进行界

定ꎮ 首先ꎬ 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由中国、 沙特、 阿联酋、
土耳其等七国共同发起的 « “一带一路”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 看ꎬ 数字

经济合作基本体现于网络联通、 电子商务、 智慧城市、 人才培训等具体领域ꎬ
旨在提高数字包容性、 促进数字化转型以及共建和平、 安全、 开放、 合作、
有序的网络空间ꎮ 其次ꎬ “数字经济” 还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网络安全等重

要领域相关ꎮ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

强调ꎬ “要以 ‘一带一路’ 建设等为契机ꎬ 加强同沿线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经济、 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作ꎬ 建设 ２１ 世纪数字

丝绸之路”ꎮ④

综上ꎬ 中阿数字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是: 中阿双方以 “一带一路” 倡议

为引领ꎬ 以信息网络联通、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电子商务等为合作重点ꎬ 共

同推动数字丝路建设ꎬ 促进 “一带一路” 建设高质量发展ꎮ
(二) 中阿数字经济合作赋能新发展格局的机理

分析中阿数字经济合作如何赋能新发展格局ꎬ 应先厘清数字经济合作赋

能新发展格局的内在机理ꎮ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为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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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 «政府工作报告首提 ＡＩ、 数字经济 互联网、 科技界代表委员聚焦 ＡＩ»ꎬ 载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７ － ０３ / ０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７４５０３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 － ０３ － ０７ꎮ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编著: «数字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 数字经济的机遇与挑战»ꎬ

人民邮电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２０ 页ꎮ
丁佳: « ‹数字一带一路科学规划› 发布»ꎬ 载科学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 ｃｎ / ｈｔｍｌ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３６２８９６ ｓｈｔｍ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０７ꎮ
«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３０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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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 发挥本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主动选择与

内在需求ꎬ 其根本要求是提升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ꎬ 解决各类 “卡脖

子” 和瓶颈问题ꎬ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ꎮ 作为一种与社会经济活动深度融合的

新经济形态ꎬ 数字经济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手段对社会经济的各个

方面起着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ꎮ① 据此ꎬ 数字经济合作对新发展格局的影响ꎬ
主要表现在对循环和发展两方面起到的促进作用ꎮ 一方面ꎬ 数字经济合作

畅通供需循环ꎮ 具体来说ꎬ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ꎬ 通过数字技

术手段ꎬ 可改善信息不对称情况ꎬ 提高信息传输效率ꎬ 降低货物交易的流

通成本和流通时间ꎮ 据此ꎬ 中国可通过与其他国家搭建共享、 共赢的数字

经济合作新平台ꎬ 缩减价值链构建成本ꎬ 进一步畅通国际供需循环ꎬ 有效

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顺畅运转ꎻ 而更高水平的双循环带来的技

术、 资金溢出效益ꎬ 反过来会推动数字产业结构升级ꎬ 进而提升中国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ꎮ 另一方面ꎬ 数字经济合作提升发展质量ꎮ 中国作为世界第

二大数字经济体ꎬ 拥有全球最大的数字消费市场ꎬ 在 “５Ｇ” 研发、 人工智

能、 移动支付等新兴数字经济的多个领域具有一定比较优势ꎬ 但技术链作

为最复杂的价值链之一ꎬ 仍需要区域乃至全球层面的通力协作ꎬ 才能从生

产链的中低端迈向中高端ꎮ② 因此ꎬ 数字经济合作成为中国实现技术突围和

摆脱国际分工地位低端锁定的有效路径ꎬ 不仅能够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ꎬ
还能对冲世界经济下行风险ꎬ 高站位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ꎬ 充分彰显新发

展格局的要义ꎮ
数字经济 “无边界、 全球化、 全天候泛在” 的市场特征让各国的发展紧

密联系在一起ꎬ 但其国际循环体系也会出现堵塞风险ꎮ 近年来ꎬ 一些西方发

达国家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科技技术ꎬ 中国数字经济企业的海外投资也屡遭限

制与排斥ꎬ 导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日趋严峻ꎬ 然而以沙特、 阿联

酋等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在高科技应用技术方面持务实态度ꎬ 看重以 “５Ｇ”
为代表的新基建及其广阔的应用前景ꎬ 反对西方大国的高科技垄断并顶住对

方施加的政治压力ꎬ 欢迎中国企业参与本国的 “５Ｇ” 基建ꎮ 面对百年变局下

１９

①

②

裴长洪、 倪江飞、 李越: «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ꎬ 载 «财贸经济» 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５ 页ꎮ

陈伟光、 明元鹏、 钟列炀: «构建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基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分

析»ꎬ 载 «改革» ２０２１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５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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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ꎬ 中国应理性认知与阿拉伯国家开展数字经济合作的巨

大潜力ꎬ 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ꎮ 其一ꎬ 中阿政治互信程度高ꎮ 新中国成

立以来ꎬ 中阿高层互访频繁ꎬ 建立了不同层级的双边战略伙伴关系ꎬ 尤其近

十年在 “一带一路” 从倡议向具体行动转化中ꎬ 中国在阿拉伯地区的影响力

不断上升ꎬ 双边在深化各领域合作、 促进经济增长、 密切人文交流等方面取

得了卓越成果ꎮ 其二ꎬ 中国在重大关切上得到阿方支持ꎮ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ꎬ 中阿双方并肩抗疫、 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ꎬ 以突出的双边关系

稳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ꎬ 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支撑力量ꎮ 例如ꎬ 当中国遭

遇美西方无端攻击涉疆问题时ꎬ 阿拉伯国家选择坚定支持中国的正当立场ꎬ
积极评价新疆经济社会和人权事业的发展成就ꎮ 其三ꎬ 中阿经贸务实合作稳

步发展ꎮ 在中阿合作论坛、 中阿博览会等合作机制共同推动下ꎬ 中阿贸易体

量一直保持在 ２ ０００ 亿美元以上水平ꎮ “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阿经贸合作不断

迈上新台阶ꎬ 在稳定传统能源贸易基础上ꎬ 不断提升跨境电商、 服务贸易等

领域的合作质量ꎬ 在中国与沿线地区和国家的经贸合作中起到了引领作用ꎮ
在世纪疫情叠加百年变局背景下ꎬ 中国表现出对阿拉伯国家外交的进取姿态

和大国担当ꎬ 赢得阿拉伯国家对中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真诚期待ꎮ
数字抗疫合作拓展了中阿数字经济合作潜能与创新空间ꎬ 增进双边供需循环

畅通ꎬ 促进 “一带一路” 合作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构建ꎮ

二　 阿拉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特征

合作伙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中国推进与其数字经济合作的层次与

成效ꎮ 尽管部分研究通常会从多个领域考察合作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ꎬ
但尚未确立较为统一的指标体系ꎮ 为尽量符合数字经济指标的经济学特色ꎬ
本文参考欧盟委员会 «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① 报告中的指标分类ꎬ 并依据

阿拉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以及中阿数字经济合作的现实情况ꎬ 从网络连通性、
互联网应用、 电子商务、 电子政务、 人力资本五个维度归纳出阿拉伯国家数

字经济发展现状及特征ꎮ

２９

①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ＤＥＳＩ ２０１８: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ｄｅ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ｓｉｎｇｌｅ － ｍａｒｋｅｔ / ｅｎ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ａｎｄ －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ｉｎｄｅｘ － ｄｅｓｉꎬ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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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在网络连通性方面ꎬ 阿拉伯国家持续改善ꎬ 但地区 “数字鸿沟”
显著ꎮ 网络连通性是衡量一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首要表现ꎮ 阿拉伯地区的

互联网渗透率、 可上网家庭比例高于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ꎬ 与中国

水平基本持平 (见表 １)ꎮ 随着移动通信的高速发展ꎬ 阿拉伯地区移动电话用

户比例明显上升ꎬ 甚至像突尼斯、 叙利亚等经历动荡和战乱国家的移动电话

渗透率都接近或者超过了中国ꎬ 但仍有约一半国家在各连通性指标上都落后

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ꎮ

表 １　 ２０１９ 年阿拉伯国家网络连通水平及国际比较

维度
阿拉伯世界

排名前五位国家
阿拉伯世界

排名后五位国家
中国

发展
中国家

世界

互联网
渗透率
(％ )

巴 林 ( ９９ ７ )、 卡 塔 尔
( ９９ ６５ )、 科 威 特
(９９ ６)、 阿联酋 (９８ ５)、
沙特 (９３ ３１)

索 马 里 ( ２ )、 科 摩 罗
( ８ ４８ )、 毛 里 塔 尼 亚
( ２０ ８ )、 利 比 亚
(２１ ７６)、 也门 (２６ ７２)

５４ ３ ４４ ４ ５１ ４

移动电话
渗透率
(％ )

阿联酋 ( ２００ )、 科 威 特
(１７４ )、 卡 塔 尔 ( １３８ )、
阿 曼 ( １３８ )、 摩 洛 哥
(１２８)

吉 布 提 ( ４２ )、 索 马 里
(５１)、 也门 (５４)、 黎巴
嫩 (６２)、 科摩罗 (６７)

１１５ ５３ １０３ １０７ ８

移动宽带
渗透率
(％ )

阿联酋 (２３９ ９)、 科威特
(１３１ ８)、 巴林 (１２２ ６)、
卡 塔 尔 ( １２０ )、 沙 特
(１１６ ９)

索 马 里 ( ２ ５ )、 也 门
(６)、 科摩罗 (９ ５)、 叙
利亚 (１１ ５)、 巴勒斯坦
(１９ ３)

９６ ７ ６４ ３ ７４ ２

固定宽带
渗透率
(％ )

阿联 酋 ( ３１ １７ )、 沙 特
( １９ ８５ )、 伊 拉 克
(１１ ６)、 阿曼 (１０ ２４)、
突尼斯 (１０ ２)

苏 丹 ( ０ ０８ )、 科 摩 罗
( ０ １４ )、 毛 里 塔 尼 亚
(０ ２４)、 索马里 (０ ６７)、
也门 (１ ３６)

３１ ３４ １１ １ １４ ８

　 资料来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ｏｎ (ＩＴＵ)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ｔｕ ｉｎｔ / ｅｎ / ｍｙｉｔ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０７ / １２ / １９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Ｔｒｅｎｄｓ － ｉｎ － ｔｈｅ － Ａｒａｂ －
Ｓｔａｔｅｓ － ｒｅｇｉｏｎ － ２０２１ꎬ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０７ꎻ ＩＴＵ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Ａｓｉａ ＆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ｔｕ ｉｎｔ / ｅｎ / ｍｙｉｔ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０８ / ０９ / １３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Ｔｒｅｎｄｓ － ｉｎ －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２０２１ꎬ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０８ꎻ ＩＴＵꎬ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ｇｕｒｅｓ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ｔｕ ｉｎｔ / ｅｎ / ＩＴＵ － Ｄ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ｆａｃｔｓ / ＦａｃｔｓＦｉｇｕｒｅｓ２０２０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１２

阿拉伯各国网络连接水平存在鸿沟ꎮ 在网络普及率方面ꎬ 阿联酋、 科威

特、 阿曼、 突尼斯、 约旦等国 “３Ｇ” 以上网络渗透率达到或接近 １００％水平ꎬ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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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４Ｇ” 网络渗透率也达到非常高的水平ꎬ 但伊拉克、 巴勒斯坦、 毛里塔尼亚

等国尚未实现 “４Ｇ” 网络连接ꎮ 在网速方面ꎬ 阿拉伯地区人均网速由 ２０１７ 年的

每秒 ８３ ３ 千比特提升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０１ 千比特ꎬ 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每秒

１３１ ３ 千比特ꎮ 其中ꎬ 阿联酋人均国际网速可达每秒 ３０３ ２ 千比特ꎬ 其他阿拉伯

国家的网速不到每秒 １００ 千比特ꎬ 最低网速甚至不到每秒 １０ 千比特ꎮ①

第二ꎬ 在互联网应用方面ꎬ 娱乐应用普及加速ꎬ 网民结构差异凸显ꎮ 随

着阿拉伯地区移动网络连通水平的提升及互联网应用的普及ꎬ 智能手机已成

为该地区互联网用户的首选设备ꎬ 其中 ７０％ 的人口日均手机上网时长超过 ２
小时ꎬ １７ ３％的人口超过 １０ 小时ꎮ 在手机应用中ꎬ 通信软件和视频娱乐软件

备受阿拉伯网民尤其青年网民的喜爱ꎬ 其中以瓦次艾普 (Ｗｈａｔｓ Ａｐｐ)、 飞书

信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 和讯佳普 ( Ｓｋｙｐｅ) 为代表的通信软件使用率为

８４％ ②ꎻ 以优兔 (ＹｏｕＴｕｂｅ)、 推特 (Ｔｗｉｔｔｅｒ) 为代表的娱乐社交软件虽然不及

通信软件使用率高ꎬ 但一直保持更高的增速③ꎬ 并逐渐发展成为阿拉伯网民重

要的互联网应用ꎮ 调查显示ꎬ 沙特的优兔平均每日观看次数居全球首位④ꎬ 其

推特的使用人数占比也居世界前五位ꎮ⑤

阿拉伯网民在年龄结构上呈现青年化趋势ꎬ 青年群体 (１５ ~ ２４ 岁) 在该

地区网民中占比最高ꎬ 且占青年总人口的 ６７ ２％ ꎮ 另外ꎬ 阿拉伯网民的性别

结构差异也比较突出ꎬ 其中男性网民占男性人口总数的 ６１ ３％ ꎬ 高于世界平

均水平 ５５ ２％ ꎻ 女性网民占女性人口总数的 ４７ ３％ ꎬ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４８ ３％ ꎮ⑥ 但在人均收入较高的海合会国家ꎬ 不同性别的互联网用户比例非常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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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ꎬ 一方面是因为在阿拉伯世界中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ꎬ 在

降低文盲率和提高教育水平尤其高等教育水平方面效果突出ꎬ 有助于缩小互

联网使用中的性别差距ꎻ 另一方面则由于在经济收入较高的阿拉伯国家中女

性手机用户比率普遍较高ꎬ 移动电话作为网络访问最常用的手段ꎬ 能够有效

缩小网络使用上的性别鸿沟ꎮ
第三ꎬ 在电子商务方面ꎬ 新冠肺炎疫情刺激电商需求ꎬ 市场竞争方兴未

艾ꎮ 电子商务是数字经济最活跃、 最集中的表现形式之一ꎬ 也是加速数字经

济发展的重要抓手ꎮ 总体上ꎬ 阿拉伯国家电子商务指数排名靠后ꎬ ２０２０ 年仅

有阿联酋、 沙特、 卡塔尔三国在全球 １５２ 个调查对象中排在前 ５０ 位ꎬ 超过中

国第 ５５ 位的世界排名ꎮ
２０２０ 年ꎬ 阿联酋 (４９ ６％ )、 巴林 (２５％ )、 沙特 (２４ ９％ )、 科威特

(２０ ２％ )、 利比亚 (１４ ６％ )、 摩洛哥 (１４ ２％ )、 黎巴嫩 (１３ ８％ ) 等国国

民在 线 购 物 人 数 占 全 民 的 比 例 超 过 １０％ ꎬ 而 伊 拉 克 ( ８ ６％ )、 约 旦

(７ １％ )、 突尼斯 (４ ７％ )、 阿尔及利亚 (２ ８％ )、 埃及 (２ ４％ )、 苏丹

(１ ７％ )、 毛里塔尼亚 (１ ５％ ) 网民在线购物水平偏低ꎮ①

阿拉伯地区电商平台起步晚ꎬ 但发展迅速ꎮ 近年ꎬ 苏克 (Ｓｏｕｑ) 等本土

电商平台不断崛起ꎬ 美国的亚马逊 (Ａｍａｚｏｎ) 和威视 (Ｗｉｓｈ)、 中国的执御

(Ｊｏｌｌｙｃｈｉｃ) 和速卖通 (ＡｌｉＥｘｐｒｅｓｓ) 等全球知名电商也看好阿拉伯市场这片蓝

海ꎬ 行业竞争日趋激烈ꎮ 例如ꎬ 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的苏克曾是阿拉伯地区最大的

跨境电商平台ꎬ 于 ２０１７ 年被亚马逊收购ꎻ 而在此之后才正式运营的阿拉伯本

土电商平台努恩 (Ｎｏｏｎ)ꎬ 目前已跃居地区内仅次于亚马逊的第二大电商平

台ꎮ ２０１９ 年ꎬ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极大地刺激了阿拉伯地区民众的在线消费

行为ꎬ 全球在线支付解决方案提供商对海合会国家、 埃及等中东国家的 ５ ０００
名消费者进行了调查ꎬ 发现有 ４７％的消费者预期将在未来一年增加在线购物

行为ꎮ② ２０２０ 年末ꎬ 中东地区电子商务行业价值达 ２２０ 亿美元ꎬ 增幅为 ５２％ ꎬ
其中 ８０％来自阿联酋、 沙特和埃及ꎮ③ 尽管目前阿拉伯地区的电子商务主要

５９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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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ｓ /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 ｓｅｉｚｉｎｇ －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 ｉｎ －ｍｅｎａ － ａｎｄ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 ｒｅｐｏｒｔ － ｌａｕｎｃｈꎬ ２０２０ －１１ －１０

«埃及推动了 ２０２０ 年中东北非地区电商发展»ꎬ 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２１０３ / ２０２１０３０３０４７８５３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１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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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地区外部平台进行交易①ꎬ 但随着智能手机用户习惯逐渐转变ꎬ 以及网上

购物更加频繁ꎬ 本地企业已在瞄准移动端业务ꎬ 希望有机会发展成为下一个

亚马逊或淘宝ꎬ 这无疑会对推进阿拉伯地区的数字支付和数字包容性发展产

生积极影响ꎮ
第四ꎬ 在电子政务方面ꎬ 政务服务效能渐升ꎬ 城市数字化初显成效ꎮ 电

子政务是一国提升政务效率的便捷路径ꎬ 也是带动经济和社会向数字化过渡

的重要保障ꎮ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依据 １９３ 个成员的电子政务发展状况

创建了电子政务发展指数 (ＥＧＤＩ)ꎬ 取值区间为 ０ ~ １ꎬ 分四类档次 (见表

２)ꎮ 随着数字经济催生传统政府向 “数字政府” 的转变ꎬ 阿拉伯国家也开始

关注本国电子政务基础支撑力的提升ꎮ ２０２０ 年ꎬ 阿拉伯地区有 １１ 个国家的电

子政务发展指数水平达到高水平以上ꎬ 占比 ５２ ３８％ ꎻ ８ 个国家的电子政务发

展指数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０ ６ꎬ 占比 ３８ １％ ꎬ 其中阿联酋、 巴林和沙特超过

了中国 (０ ７９５)ꎻ 沙特、 科威特、 阿曼、 埃及、 阿尔及利亚等 １０ 个国家都因

电子政务发展指数水平的提升而实现进阶ꎻ 仅黎巴嫩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得

分出现跌落ꎬ 成为阿拉伯地区和亚洲地区唯一倒退的国家ꎮ

表 ２　 ２０２０ 年阿拉伯国家电子政务水平分组及世界排名

组别 国别 (世界排名)

极高分组 阿联酋 (２１)、 巴林 (３８)、 沙特 (４３)、 科威特 (４６)、 阿曼 (５０)

高分组
卡塔尔 ( ６６ )、 突 尼 斯 ( ９１ )、 摩 洛 哥 ( １０６ )、 埃 及 ( １１１ )、 约 旦
(１１７)、 阿尔及利亚 (１２０)

中等组
黎巴嫩 (１２７)、 叙利亚 (１３１)、 伊拉克 (１４３)、 利比亚 (１６２)、 苏丹
(１７０)、 也门 (１７３)、 毛里塔尼亚 (１７６)、 科摩罗 (１７７)、 吉布提
(１７９)

低分组 索马里 (１９１)
　 说明: 电子政务发展指数高于 ０ ７５ 为极高分组ꎬ ０ ５０ ~ ０ ７５ 为高分组ꎬ ０ ２５ ~ ０ ５０ 为中等组ꎬ
低于 ０ ２５ 为低分组ꎮ

资料来源: 根据 «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 ２０２０» 整理ꎬ 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Ｅ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２０: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 ｏｒｇ /
ｅｇｏｖｋｂ / ｅｎ －ｕｓ / ＃ ＷｇＭＺＪｑ －ＧＯ７１ꎬ ２０２０ －１２ －０７ꎮ

当前ꎬ 阿拉伯国家高度重视新兴技术的发展潜力ꎬ 致力于提升智慧政府

６９

① ＫＰＭ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ａｂｏｕｔ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２０１７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ｓｅｔｓ ｋｐｍ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ｋｐｍｇ / ｘｘ / ｐｄｆ / ２０１７ / ０１ / ｔｈｅ － ｔｒｕｔｈ － ａｂｏｕｔ － ｏｎｌｉｎｅ －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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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制定、 监管改革、 公共服务反馈、 投诉管理等方面的服务效能ꎮ 阿联

酋迪拜水利局作为该市首个使用人工智能与客户进行直接、 实时交互的政府

机构ꎬ ２０１７ 年推出在线聊天机器人拉马斯 (Ｒａｍｍａｓ)ꎬ 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同

客户进行交流ꎬ 此举不仅减少了 ８０％的现场办公人数ꎬ 还推动迪拜水利局实

现职能与业务的创新型发展ꎮ① ２０１８ 年ꎬ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市政府推出卡萨

门店 (Ｃａｓａ Ｓｔｏｒｅ) 网站ꎬ 旨在鼓励市民浏览政府网站ꎬ 获得缴税、 申请政府

空缺职位等方面信息ꎻ 为更好配合城市数字化转型ꎬ 该网页于 ２０２０ 年进行了

动态数字内容更新ꎮ② 另外ꎬ 智慧政府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也发挥了积极

作用ꎬ 如疫情期间阿曼政府使用无人机监督市民居家防疫ꎬ 减少外出ꎮ③

第五ꎬ 在人力资本方面ꎬ 专业数字技能人才短缺ꎬ 数字人口红利亟待释

放ꎮ 人力资本是可持续、 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④ꎬ 是数字经济时代国

家实现技术创新的主体ꎬ 还是导致国家间技术水平差异的要素ꎮ 据世界银行

发布的 ２０２０ 年人力资本指数ꎬ 阿拉伯国家人力资本水平总体偏低ꎬ 区内国家

间人力资本水平存在明显差异ꎬ 西亚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普遍高于北非国家ꎻ
指数得分高于 ０ ５ 的阿拉伯国家有 １２ 个ꎬ 其中仅阿联酋超过中国人力资本水

平 (０ ６５３)ꎬ 像苏丹、 毛里塔尼亚、 也门等经济欠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

不足 ０ ４ꎮ⑤

阿拉伯地区数字人才短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ꎮ 其一ꎬ 公共教育存在问题ꎮ
２０２１ 年美国贝鲁特大学发布的研究报告 «中东数字化转型»⑥ 指出ꎬ 阿拉伯

地区公共教育水平低ꎬ 尤其在高等教育中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学科实力

单薄、 专业师资匮乏ꎬ 无法满足本地数字化转型对人才培养的需求ꎮ 同时ꎬ
该地区受教育人口性别差异化也较为严重ꎬ 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比男性少 ０ ６

７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迪拜水利局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ｅｗａ ｇｏｖ ａｅ / ｅｎ / ｒａｍｍａｓꎬ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０ꎮ
参见卡萨门店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ｓａｓｔｏｒｅ ｍａꎬ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０ꎮ
参见阿曼皇家警察 (Ｒｏｙａｌ Ｏｍａｎ Ｐｏｌｉｃｅ)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ｏｐ ｇｏｖ ｏｍꎬ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０ꎮ
冯迪凡: «世行: 人力资本投入决定未来ꎬ 数字经济需更新税务体制»ꎬ 载第一财经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ｃａｉ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１０００３８４６５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１２ꎮ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ｄｅ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ＨＤ ＨＣＩ ＯＶＲ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１４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ｉｒｕｔ (ＡＵＢ)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ｇｙｐｔꎬ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ａｂ Ｅｍｉｒａｔｅ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ｕｂ ｅｄｕ ｌｂ / ｉｆｉ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 /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１０４０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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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 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０ １ 年)①ꎬ 严重制约了人口红利和教育红利的充

分释放ꎮ 其二ꎬ 青年人口红利流失严重ꎮ 虽然阿拉伯国家鼓励本国青年积极

参与到本国数字化转型中ꎬ 但因教育质量改革乏力、 就业市场疲软ꎬ 本地青

年失业问题日益严峻ꎬ ２０２０ 年阿拉伯地区有 １８％的青年人处于 “三无” (不
升学、 不就业、 不进修) 状态②ꎬ 国内就业形势的恶化迫使阿拉伯青年人转向

国外寻求发展机会ꎬ 造成严重的人才外流ꎮ 其三ꎬ 全民数字素养整体偏低ꎮ
数字化发展是一项长期进程ꎬ 国民数字素养水平跟上数字化水平ꎬ 数字经济

才会提速发展ꎬ 才更有可能培养出专业型数字人才ꎮ 尽管阿拉伯国家的互联

网消费时长较长ꎬ 但地区内拥有较高基本技能网民占比的国家数量少ꎬ 高级

技能网民的比例普遍很低③ꎬ 即使阿联酋、 沙特等人口素质和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位居地区前列的国家ꎬ 其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 数据挖掘等高精尖科技领

域的劳动力市场也尚不能满足本国快速上升的数字人才需求ꎬ 对外籍员工严

重依赖现象突出ꎮ④

总的来看ꎬ 阿拉伯国家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存在差异性ꎬ 体现在网络联

通性、 互联网应用、 电子商务、 电子政务和人力资本水平等方面ꎬ 这既是该

地区国家在经济数字化进程初期面临的共性问题使然ꎬ 也是因各国自身历史、
政治、 经济等个性因素导致的结果ꎮ 正处在数字经济发展起步阶段的阿拉伯

国家ꎬ 其迫切的发展需求和旺盛的消费市场与中国以数字经济助推新发展格

局的构想相互契合ꎬ 为中阿数字经济合作互利共赢奠定了现实基础ꎮ

三　 新发展格局下中阿数字经济合作态势

中阿数字经济合作是伴随着中阿关系转型升级以及 “一带一路” 建设不

断推进的水到渠成之举ꎬ 并逐渐成为新发展格局下中阿合作的新高地ꎮ 中国

在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模式下积极谋求与阿拉伯国家的数字经济合作ꎮ 一方

８９

①

②
③
④

ＵＮＤＰꎬ “Ａｒａｂ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Ｎｏ Ｏｎ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Ａｒａｂ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ａｂ － ｈｄｒ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０ / １２ / ＵＮＤＰ＿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ａｎｄ＿ＳＤＧｓ＿ｒｅｐｏｒｔ＿ｗｅｂ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２２

Ｓ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ｄｒ ｕｎｅｓｃｗａ ｏｒｇ / ｓｄｇｓ / ｐｄｆ / ａｒ / ＡＳＤＲ２０２０ － Ｆｉｎａｌ －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１４
ＩＴＵ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 ２０２１” .
ＡＵＢ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ｇｙｐｔꎬ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ａｂ Ｅｍｉｒａｔｅ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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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ꎬ 中国政府秉承 “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ꎬ 建立了常态化多层次的交流合作

机制ꎬ 不仅主要覆盖网络连通、 人才培养等数字经济合作领域ꎬ 还涉及网络

安全合作ꎻ 另一方面ꎬ 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帮助阿拉伯国家实现数字化转型ꎬ
尤其在网络基础设施合作领域ꎮ

第一ꎬ 阿拉伯国家数字化战略提速发展阶段与中国新发展阶段同期ꎬ 助

力中阿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对接ꎮ ２０２１ 年是 “十四五” 规划开局之年ꎬ 中国开

始步入新发展阶段ꎮ 阿拉伯国家不仅将本国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列入国家发展

战略或愿景中ꎬ 而且近年还加速推进本国具体数字领域的发展规划 (见表

３)ꎬ 这为中阿双方在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合作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ꎮ①

表 ３　 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数字化发展规划

国别 战略规划 年份 目 标

阿联酋

区块链战略 ２０２１ ２０１８ 提升政府运行效率、 推进科技立法等ꎬ ２０２１ 年
实现 ５０％的政府业务应用区块链平台

人工智能战略 ２０３０ ２０１９ 在教育、 政府服务等关键领域实现人工智能操
作ꎬ 优化人工智能治理和法规等

沙特
国家数据和

人工智能战略
２０２０

利用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国家经济增长ꎬ 涉及
技能、 政策和法规、 投资、 研究与创新以及生
态系统等方面的发展ꎬ 努力成为人工智能领域
的全球领导者

阿曼 数字阿曼战略 ２０３０ ２０１６ 大力发展人工智能、 区块链、 大数据、 智慧城
市、 物联网等新兴技术

约旦 ２０２５ 计划 ２０１６
到 ２０２５ 年实现公共部门创新、 经济数字化等ꎬ
数字经济部门收入增加 ３０％ ꎬ 成立 ７ ０００ 个数
字经济企业等

埃及

信息和通信
技术战略 ２０３０ ２０１６

发展本国数字经济、 政府运作的数字化转型、
缩小城乡间巨大的数字鸿沟、 推动电子商务发
展等ꎬ 旨在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枢纽

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２０１９ 创建人工智能产业ꎬ 包括开发生态系统ꎬ 完善
基础设施和创建治理机制

　 资料来源: 根据 «中东数字化转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ｇｙｐｔꎬ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ａｂ Ｅｍｉｒａｔｅｓ)、 «阿拉伯数字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 (Ａｒａｂ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等相关资料制作ꎮ

第二ꎬ 中阿数字经济合作机制日益丰富ꎮ 我们通过梳理中阿政府层面的

９９

① 文巍、 吴昊: « “一带一路” 背景下阿拉伯国家投资环境研究»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８６ ~ ８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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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内容可以发现ꎬ 双方正式开启数字经济合作可追溯到 ２０１５ 年中阿 “网上

丝路” 的全面推进ꎬ 之后双边合作内容在网络联通、 跨境电商、 智慧城市等

基本领域基础上不断向数字人才交流、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网络安全等方向

拓展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中国—阿拉伯国家网上丝绸之路经济合作试验区暨宁

夏枢纽工程” 获国家批复ꎬ 合作涉及宽带信息基础设施、 卫星应用服务、 大

数据、 云计算、 跨境电商、 智慧城市等新兴产业领域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与阿联

酋、 沙特等国家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ꎬ 共同发起 «“一带一路” 数字经

济国际合作倡议»ꎬ 与埃及政府联合签署了 «关于加强 “网上丝绸之路” 建

设合作促进信息互联互通的谅解备忘录»①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阿

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讲话中指出ꎬ “要加快网上丝绸之路建设ꎬ
争取在网络基础设施、 大数据、 云计算、 电子商务等领域达成更多合作共识

和成果”ꎬ 中国将再从阿拉伯国家 “邀请 ３００ 名科技人员来华研讨” 和 “再为

阿拉伯国家提供 １ 万个各类培训名额”ꎮ② ２０１９ 年中、 埃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

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通信和信息技术部关于加强通信和信

息技术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ꎬ 由此引领双方在新发展格局下展开信息通信

基础设施建设、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ꎮ③ ２０２１ 年ꎬ 中阿在数字经济

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中进一步合作ꎬ 宣布共同发表 «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ꎬ
为新发展格局下双边数字经济深度合作创造条件ꎬ 也彰显中阿在数字治理领

域的高度共识以及共同担当数字时代的全球责任ꎮ 可见ꎬ 中阿双方政府层面

支持为双边共同推进数字经济合作坚定了信心ꎬ 并创造了良好的政策基础ꎮ
第三ꎬ 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促进中阿合作向数字化转型ꎬ 双边数字抗疫合

作卓有成效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国数字企业已将目光投向阿拉伯地区ꎬ 利

用 “５Ｇ” 通信核心技术为阿拉伯数字化转型提供硬件支撑ꎮ 近年ꎬ 中国华

为、 中兴等知名数字企业广泛开展全球性业务ꎬ 尤其华为长期为中东国家提

供无线网、 智能终端等业务ꎮ “５Ｇ” 初始用户主要集中在海湾国家ꎬ 其中阿

００１

①

②
③

«发展改革委与埃及通信和信息技术部签署关于加强 “网上丝绸之路” 建设合作促进信息互

联互通的谅解备忘录»ꎬ 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６
２１４７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２２ꎮ

习近平: «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ꎮ
«苗圩会见埃及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部长阿姆鲁塔拉阿特»ꎬ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

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ａｐ ｍｉｉｔ ｇｏｖ ｃｎ / ｊｇｓｊ / ｇｊｓ / ｆｚｈｚ / ａｒｔ / ２０２０ / ａｒｔ＿２ａ２ｆｅ１２３９ｅｄ２４６３ａａ０８５ｄ４１８６６８３ｂ６ｃ３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２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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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酋是最早将 “５Ｇ” 技术应用于商业领域的国家之一ꎬ 沙特是中东地区较早

部署 “５Ｇ” 基础设施的国家ꎮ① ２０１６ 年迪拜水电局与华为公司宣布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ꎬ 共同参与到 “智慧迪拜 ２０２１” 城市 “５Ｇ” 布局项目中ꎮ② 为加强

本国无线网络现代化及 “５Ｇ” 网络建设ꎬ 沙特电信公司 ( Ｓａｕｄｉ Ｔｅｌｅｃｏｍ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ＳＴＣ) 在 ２０１９ 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ꎬ 与华为签署了 “５Ｇ 愿景”
(５Ｇ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项目合同ꎬ 以助力沙特 “２０３０ 愿景” 及 “国家转型 ２０２０”
等计划的落地ꎮ③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 阿联酋、 沙特、 科威特、 阿曼和巴林等

中东国家的 １１ 家电信公司与华为签署了 “５Ｇ” 技术协议ꎮ
２０２０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ꎬ 一方面倒逼世界各国加快数字化转型

步伐ꎬ 以期实现由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演进的重大变革④ꎬ 另一方面对世界经

济产生巨大冲击ꎬ 部分美西方国家政府采取强硬手段与中国 “脱钩”ꎬ 从而促

使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成为中国应对发展阶段、 环境与条件变化而作出的重大

战略抉择ꎬ 也成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伟大实践举措ꎮ⑤ 危中有机ꎬ 这

些都为新发展格局下中阿数字经济合作发展提供了时代契机ꎮ 随着新冠肺炎

疫情持续蔓延ꎬ 阿拉伯国家掀起新一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浪潮ꎬ 由此中阿双

方在加强网络联通合作基础上ꎬ 不断向智慧城市、 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领域

拓展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ꎬ 华为与沙特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公司 (ＳＣ２) 签署

协议ꎬ 开展沙特智慧城市项目合作ꎻ⑥ １０ 月ꎬ 沙特数据与人工智能局与华为

在线签署了国家人工智能能力发展计划谅解备忘录ꎬ 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推进沙特国家人工智能发展计划ꎮ⑦ ２０２０ 年中兴通讯独家承建的毛里塔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任正非接受中东媒体采访: 华为没犯错ꎬ 美国制裁是政治目的»ꎬ 载观察者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２０１９＿１１＿０４＿５２３８４６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０４ꎮ

«迪拜 ６ 大举措打造智慧城市»ꎬ 载新浪财经网: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ｒｏｌｌ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０６ / ｄｏｃ － ｉｆｘｘｎｆｆｒ６９０８１７８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０６ꎮ

«华为与沙特电信 (ＳＴＣ) 签署 ５Ｇ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项目合同»ꎬ 载华为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ｕａｗｅｉ
ｃｏｍ /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９ / ２ / ｓｔｃ － ｈｕａｗｅｉ － ５ｇ －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２６ꎮ

马骏、 袁东明、 马源: «数字化转型是由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演进的重大变革»ꎬ 载 «中国经

济时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ꎮ
戴翔: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ꎬ 载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２１ 年

第 ４ 期ꎬ 第 ４８ 页ꎮ
张阳: «华为与 ＳＣ２ 公司达成合作 　 为沙特打造智慧城市»ꎬ 载环球网: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７０９１７６５７５６１７７４５４８＆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ꎬ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３０ꎮ
涂一帆: «沙特数据与人工智能局与华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８１２６５４３８９６７４２８２６４＆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ꎬ ２０２０ － １０ － ２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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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首个国家级骨干网络建设项目顺利验收ꎬ 助力西非地区通信网络进入新

发展阶段ꎮ①

此外ꎬ 中国还利用数字技术开展 “云抗疫” “云交流”ꎬ 通过分享中国经

验积极协助阿拉伯国家抗击疫情ꎬ 充分体现了数字经济新业态平等性、 普惠

性和共享性特征ꎮ 在医疗合作领域ꎬ 中方帮助阿方开展基于数字技术支持的

疫情追踪、 检测分析和病毒溯源ꎬ 如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 阿联酋人工智能公司

(Ｇ４２) 宣布与中国深圳的 “华大基因” 合作ꎬ 在马斯达尔城设立用于检测和

诊断新冠肺炎病例的大型检测实验室ꎬ 在 ３ 个月内就完成了超过 ３００ 万次检

测ꎬ 并因此跻身全球检测率最高的国家行列ꎮ② 在人文教育领域ꎬ 由中国网龙

网络公司 (ＮｅｔＤｒａｇｏｎ) 开发的在线教育电子学习平台 “伊德莫多” (Ｉｄｍｏｄｏ)
得到埃及教育与技术教育部长推荐ꎬ 为当地受停课影响的 ２ ２００ 万学生和 １００
万多教师提供远程学习支持ꎮ③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与阿联酋文

化和青年部共同主办了首届 “中阿数字文创展”ꎬ 采用 “３Ｄ” 虚拟建筑空间

(ＣＢｏｘ) 作为线上展示平台ꎬ 让两国观众沉浸式体验中阿特色文创作品的数字

文化魅力ꎮ④ 在经贸合作领域ꎬ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ꎬ 由中国贸促会和阿联酋经济部

联合主办的首届 “中国—阿联酋经济贸易数字展览会”ꎬ 采用云展平台方式吸

引了来自两国的 ２ １００ 家企业参展ꎬ 来自中国、 阿联酋、 埃及、 摩洛哥等 １１
国的 １ ２ 万余家采购商参与对接ꎮ⑤ 这些因疫情而加快推进与落实的中阿数字

合作ꎬ 为新发展格局下拓展双边数字经济合作奠定了扎实基础ꎮ
第四ꎬ 百年变局推动中阿构筑命运共同体ꎬ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成功经验

可供阿拉伯国家借鉴ꎮ 当前ꎬ 阿拉伯地区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数字经济的 “洼
地”ꎬ 不少国家的信息技术渗透程度和传输速度难以支撑本国数字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ꎻ 中国已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ꎬ 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兴通讯助力毛里塔尼亚完成首个国家级骨干网络部署»ꎬ 载 ＣＴＩ 论坛咨询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ｔｉｆｏｒｕｍ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５８１５３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２ꎮ

乔纳森富尔顿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Ｆｕｌｔｏｎ): «中国与海湾国家间的伙伴关系能够度过当前全球危机»ꎬ
载丝路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中心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ｅｉｘｉｎ ｂｒｉｃｃ ｏｒｇ ｃｎ / Ｍｏｄｕｌｅ＿Ｔｈｉｎｋ / ＴｈｉｎｋＰｏｒｔａｌ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Ｄ
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 ａｉｄ ＝ ２７５６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２２ꎮ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促进数字合作» (阿文)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ａｒａｂｉ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３ /
２０２０ / ０７０９ / ｃ３１６６０ － ９７０８８０２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９ꎮ

许莹: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参与设计 “中阿数字文创展”»ꎬ 载中国传媒大学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ｃ ｅｄｕ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０ / １１２７ / ｃ１９０２ａ１７６２６４ / ｐａｇｅ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２７ꎮ

袁勇: «中国—阿联酋经济贸易数字展览会开幕»ꎬ 载 «经济日报»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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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①ꎬ 其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显示出不弱于传统发达国家的发

展能力和潜力ꎮ 但不同于西方国家ꎬ 中阿数字经济合作基于中国尊重阿拉伯

国情及其自主发展道路的基础ꎬ 旨在逐步缩小双方数字差距ꎬ 实现高层次合

作及普惠共赢ꎬ 这让阿拉伯国家更强烈地意识到数字转型在产业变革和经济

增长中的重要性ꎬ 也帮助它们增强发展数字经济的信心ꎮ 埃及通信和信息技

术部长认为ꎬ 中国经验对加速阿拉伯国家的数字化转型起到了积极作用②ꎻ 联

合国粮农组织约旦代表也曾表示ꎬ 中国农业数字化转型经验为阿拉伯国家的

农业发展做出良好示范ꎬ 为约旦农业发展指明方向ꎮ③ 百年变局下中阿命运与

共ꎬ 新发展阶段双方将继续共同应对世界变局ꎮ 中国通过与阿拉伯国家分享

数字经济发展的成熟技术与成功经验ꎬ 服务阿拉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需求ꎬ
引领阿拉伯国家数字经济走向高速发展道路ꎮ

四　 中阿数字经济合作的未来展望

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发展方向④ꎬ 中阿在此领域不断加强战略对接ꎬ 深化

务实合作ꎬ 并取得新进展ꎮ 但同时ꎬ 阿拉伯国家在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

的深层次问题在短期内难以消解ꎬ 势必成为掣肘中阿数字经济合作的关键因

素ꎬ 需要我们理性认识ꎬ 并加以应对ꎮ
(一) 中阿数字经济合作面临的挑战

中国与中东共建 “数字丝路” 面临的挑战ꎬ 包括合作伙伴国营商环境不

佳、 地缘政治复杂、 网络安全问题、 区域内数字经济发展差异大、 数字人才

不足、 西方国家抹黑等多重因素ꎮ⑤ 其中ꎬ 地缘政治、 营商环境、 安全隐患以

及西方打压等因素是 “一带一路” 合作中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ꎬ 而阿拉伯区

域内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人才短缺才是掣肘中阿数字经济合作的关键短板ꎬ
由此产生的阿拉伯地区内以及中阿双方的数字鸿沟问题需要特别关注ꎮ

第一ꎬ 阿拉伯地区内部的数字鸿沟既体现于整体数字竞争力ꎬ 也突出体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王皖君: «找准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ꎬ 载 «经济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５ 日ꎮ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促进数字合作» (阿文)ꎮ
韩硕: «中国农业数字化转型经验值得借鉴»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４ 日ꎮ
习近平: «携手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发

言»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ꎮ
参见姜志达、 王睿: «中国与中东共建数字 “一带一路”: 基础、 挑战与建议»ꎬ 第 １４５ ~ １５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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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网络连通性和数字人才两方面ꎮ 据腾讯研究院联合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

院指数研究团队共同发布的 «国家数字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 (２０１９)»① 数

据ꎬ 全球 １３９ 个国家按照数字竞争力情况分为领跑者 (第 １ ~ ３０ 名)、 加速者

(第 ３１ ~１００ 名)、 起步者 (第 １０１ ~ １３９ 名) 三类ꎬ 阿拉伯国家间排名最大差

距超过 １００ 名ꎬ 其中ꎬ 仅阿联酋步入领跑者行列ꎬ 沙特、 科威特等 １１ 个国家

位于加速者行列ꎬ 其余近半数国家处于起步者行列ꎮ 在具体领域中ꎬ 网络连

通水平是一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支撑ꎬ 创新技术人才是重要力量ꎬ 但阿拉

伯国家在这两方面均出现严重分化ꎬ 并间接加剧了其他领域的不平衡发展ꎮ
例如ꎬ 海合会国家的网络连接体现了超高水平ꎬ 但叙利亚、 利比亚、 苏丹、
毛里塔尼亚、 索马里等国网络水平明显滞后ꎬ 进而使各国在与网络连通性密

切相关的电子商务、 电子政务等领域也都存在明显差异ꎮ 此外ꎬ 受限于教育

发展不平衡现状ꎬ 阿拉伯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整体上呈现出亚洲国家高于非洲

国家的趋势ꎬ 再叠加严重的性别鸿沟ꎬ 反过来又加剧了阿拉伯社会中的教育

不公、 就业困难、 阶层分化等问题ꎬ 影响人口红利的充分释放ꎬ 进一步扩大

数字鸿沟ꎮ 阿拉伯地区数字鸿沟源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ꎬ 各国数字经

济发展现状短期内难以改变ꎬ 导致不同国家寻求与中国合作的侧重方向有所差

异ꎮ 因此ꎬ 即使是中国与部分阿拉伯国家成功的数字经济合作模式也很难在该

地区推广ꎬ 很大程度上制约中国在该地区分享数字经济发展成就的效果ꎮ
第二ꎬ 中阿地区间的数字鸿沟主要存在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人才资源

两方面ꎬ 体现为阿拉伯国家 “硬” 基础欠缺且 “软” 实力不足ꎮ 数字基础设

施的完善是一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ꎬ 也是实现跨国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条

件ꎬ 而阿拉伯国家数字基础设施整体水平低则是制约中阿数字经济合作的首

要因素ꎮ 中国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ꎬ 与其数字技术日臻完善以及在 “５Ｇ” 领

域与美国并列全球首位的优势密不可分ꎮ② 相较而言ꎬ 众多阿拉伯国家的数字

经济发展才刚刚起步ꎬ 即使是数字竞争力居地区首位的阿联酋ꎬ 也仅居世界

第 ２７ 位ꎬ 远落后于中国发展的水平ꎮ 此外ꎬ 阿拉伯地区数字人才培养条件匮

４０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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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中阿数字经济合作的基础与前景　

乏ꎬ 导致地区内数字技术研发能力和网民数字技能薄弱ꎬ 目前仅有阿联酋一

国在人力资本水平得分上超过中国ꎬ 即便其国内高级技能网民占比居地区之

首ꎬ 其数值仅为 １７ ９％ ꎬ 而像苏丹、 吉布提、 阿尔及利亚等国ꎬ 其掌握基本

网络知识及操作技能的用户比例都不到 ２０％ ①ꎬ 尚处于 “数字扫盲” 阶段ꎬ
严重制约该地区数字技术的研发升级ꎮ 这既影响阿拉伯地区数字化转型进程ꎬ
也不利于中阿深入开展数字经济合作ꎮ

(二) 深化中阿数字经济合作的路径

针对阿拉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现状ꎬ 以及 “硬” 基础欠缺且 “软” 实力

不足问题突出情势ꎬ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ꎬ 中方需以 “十四五” 规划及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为导向ꎬ 持续拓展中阿双方在智慧城市、 跨境电商、 数字治理等

领域合作空间ꎮ
第一ꎬ 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ꎮ 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是推动一国数字经济

发展的首要条件ꎮ 基于阿拉伯国家对发展数字基础设施的需求差异ꎬ 中国可

有针对性地与其深化需求对接ꎮ 一方面ꎬ 中国深化与阿拉伯国家尤其低数字

化水平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 “硬件” 建设合作ꎮ 目前ꎬ 阿拉伯地区大多数国

家依然以宽带建设为基础ꎮ 例如ꎬ 黎巴嫩目前只有不到 １０％的移动用户接入

了 “４Ｇ” 网络ꎬ 其未来发展重心是建设更多新站点ꎬ 以实现境内网络全覆

盖ꎮ 摩洛哥在 “４Ｇ” 移动网络方面领先其余非洲国家ꎬ 并开始瞄准 “５Ｇ” 网

络ꎮ② 据此ꎬ 中国可利用自身网络建设与标准研发等优势ꎬ 积极参与相关国家在

互联网、 电信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ꎬ 通过增进互联网业务和通信服务业

务等领域的互联互通ꎬ 缩小阿拉伯地区内以及中阿之间的数字鸿沟ꎮ
另一方面ꎬ 针对数字化水平较高的阿拉伯国家ꎬ 中国可深化数字基础设

施 “软件” 建设合作ꎮ 目前ꎬ 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开始重视部署云解决方

案ꎬ 如阿联酋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水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ꎬ 但还需进一步

提升云服务等先进技术的普及率ꎮ 沙特开始加大对创新和云技术的投入ꎬ 预

计 ２０２２ 年其云计算将增长 ２５％ ③ꎬ 这些都将极大地激发外部市场需求ꎮ 随着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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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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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阿拉伯国家的移动通信从完全的政府垄断逐渐走向竞争ꎬ 当地中国数字

企业也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环境ꎬ 如华为长期以来作为卡塔尔首要集成商ꎬ 为

其提供端到端解决方案ꎻ ２０２０ 年卡塔尔大型跨国电信运营商集团奥雷多

(Ｏｏｒｅｄｏｏ) 与华为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ꎬ 在其海外五国市场中使用华为提

供的 “５Ｇ” 技术服务ꎮ① 未来ꎬ 中国可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新基建结合起

来ꎬ 帮助阿拉伯国家将医疗健康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产生的新技术与新应用扩展

到该地区的疫后重建ꎻ 中国企业也应及时把握阿拉伯地区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性

的市场机遇ꎬ 在与阿拉伯国家进行数字基础设施软硬件建设合作中释放活力ꎮ
第二ꎬ 注重数字人才培养及教育ꎮ 人员培训可谓加强中外数字人才交流

的主要渠道ꎮ 而阿拉伯青年群体作为地区数字化转型主力军ꎬ 其数字知识与

技能水平的提升将对阿拉伯未来社会产生深远影响ꎬ 因此中阿构建深度融合

的科教互利合作共同体十分必要ꎮ 其一ꎬ 中国可以根据阿拉伯国家青年网民

占比大、 青年失业率高以及 “性别数字鸿沟” 等现状ꎬ 研发囊括科普性知识ꎬ
以及科学、 技术、 工程、 数学专业内容的网络课程ꎬ 以便大幅提升阿拉伯青

年群体的数字意识ꎬ 满足他们的学习需要ꎬ 同时帮助阿拉伯女性参与到地区

数字经济发展计划中ꎬ 为双边远程教育开拓合作空间ꎮ 其二ꎬ 中国优质数字

企业可积极为阿拉伯国家提供数字教育ꎮ 其三ꎬ 深化中阿高校合作ꎬ 建立长

期合作框架协议ꎮ 中国可通过选派教师、 联建数字经济特色学科专业、 举办

数字能力建设研讨会等方式ꎬ 助力阿拉伯国家提升数字经济相关专业的教育

与教学水平ꎮ
第三ꎬ 打造新型智慧城市ꎮ 智慧城市是数字基础设施的主要应用场景ꎬ

中阿智慧城市合作随着双边数字基建合作的深入而不断深化ꎮ 未来新型智慧

城市不再是单纯的城市信息化ꎬ 而是利用物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 区块链

等最新技术融入城市管理创新和发展的系统工程ꎬ 将大量先进技术运用至公

共交通、 政务服务、 医疗教育、 信息安全、 市场交易、 环境保护等社会生活

的关键领域ꎬ 这对阿拉伯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人才储备提出极大挑战ꎬ
也为中阿新型智慧城市合作提供广阔空间ꎮ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ꎬ 智慧城市为城市社会治理的精细化、 精准化、 智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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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 行踪可追溯提供了较为强大的数字技术支撑ꎬ 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仅

实现了疫情监测、 社区管理、 政务服务等基本的功能应用场景ꎮ① 鉴此ꎬ 中国

可综合考量不同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体系和技术层面的完善程度ꎬ 有效开展智

慧城市合作ꎮ 根据 «智慧城市指数 ２０２０»②ꎬ 阿布扎比、 迪拜等阿拉伯城市的

世界排名一直较为领先ꎬ 尤其迪拜自 ２０１４ 年起开始转型之路ꎬ 相继提出 “智
慧迪拜” 和 “迪拜 ２０２１” 等计划ꎬ 力求成为全球最智慧的城市ꎬ 由此可作为

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合作对象ꎮ 新发展格局下ꎬ 中阿可集聚数字经

济发展的优势力量进行合作投资、 共同建设ꎬ 推动与数字基建有关的新技术、
新产品的研发ꎬ 在智慧政务、 智慧交通、 智慧医疗、 智慧园区、 智慧社区等

领域实现创新驱动发展ꎬ 同时也要帮助阿拉伯地区欠发达国家利用信息通讯

技术发展电子政务、 优化政府管理ꎬ 共同提升中阿电子政务国际合作水平ꎮ
第四ꎬ 精耕跨境电子商务市场ꎮ 阿拉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ꎬ

但与中国贸易往来优势互补ꎬ 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ꎬ 中国也已成为阿拉伯

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ꎮ 据统计ꎬ 中国电商平台在海湾六国互联网用户覆盖率

已达 ８０％ ꎮ③ 随着阿拉伯国家在日均上网时长、 青年上网率和在线购买率等

方面水平不断攀升ꎬ 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倒逼沙特、 阿联酋等原本倚重传统国

际贸易方式的阿拉伯国家逐渐转向电子商务ꎬ 中阿跨境电商将迎来更大发展

空间ꎮ 但我们同时也应意识到ꎬ 由于阿拉伯地区跨境电商市场竞争愈发激烈ꎬ
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叠加新冠疫情ꎬ 对全球商品流动性造成阻碍ꎬ 大量缺乏供

应链、 资金链优势的电商企业难以为继ꎮ 曾在中东地区知名度最高、 综合排

名第一的浙江执御电商平台ꎬ 目前就因资金链断裂陷入困境④ꎬ 让更多跨境电

商企业认识到 “粗放式增长” 的弊端ꎮ
在新发展阶段ꎬ 中国丝路电商需要从 “野蛮生长” 向 “精耕细作” 转型ꎮ⑤

７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薛小荣: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市域社会治理的数字赋能»ꎬ 载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第 ３ 期ꎬ 第 ２１ ~ ２２ 页ꎮ
ＩＭＤꎬ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ｄ ｏｒｇ / ｓｍａｒｔ － ｃｉｔｙ －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 ｓｍａｒｔ － ｃｉｔｙ －

ｉｎｄｅｘꎬ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４
« ‹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 开启全球数字治理新篇章»ꎬ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３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９６６９０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３０ꎮ
«华东头部大卖暴雷! 被供应商堵门要账»ꎬ 载搜狐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４８１４０５３８１＿

１１５５１４ꎬ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０４ꎮ
乔彩: «跨境电商增长势头猛»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１ / ０２２２ / ｃ１０

０４ － ３２０３３２８６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２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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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ꎬ 增强品牌和创新意识ꎮ 电商企业要兼具全球视野和本土化思维ꎬ 根据阿

拉伯消费者的喜好做好产品的差异化设计ꎬ 提供更多个性化、 高值化、 多样化

的商品ꎬ 通过打造优质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ꎮ 其二ꎬ 升级响应能力ꎮ 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ꎬ 中国卖家及时为阿拉伯国家提供包括防疫物资在内的全产业链产品ꎮ
随着中国数字化水平的提升ꎬ 未来以数字产品与服务、 数字化知识与信息作为

贸易标的的跨境电商ꎬ 在阿拉伯地区将会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ꎮ
第五ꎬ 谱写数字治理合作篇章ꎮ 数字经济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动力的同

时ꎬ 也导致新一轮且进一步的数字鸿沟①ꎬ 除数字基础设施外ꎬ 还突出表现在

国际数字治理话语权上ꎮ 阿拉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尚在起步阶段ꎬ 与世界发

达国家相比差距悬殊ꎬ 同时还受地缘政治因素干扰ꎬ 在数字治理国际话语权

上处于弱势地位ꎻ 中国是全球数字经济第二大经济体ꎬ 但在全球网络空间治

理领域的话语权与其网络大国地位不相匹配ꎮ 在新发展阶段ꎬ 中阿深入开展

数字经济合作的目的ꎬ 不仅是为共享数字红利和释放数字活力ꎬ 还在于共同

提升对数字治理问题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 中国

就数据安全风险问题发起的 «全球数据安全倡议»ꎬ 为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

贡献了中国方案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发表 «中阿数据安全

合作倡议»ꎬ 成为全球首个与中国共同发表数据安全倡议的地区ꎬ 由此开启了

中阿全球数字治理合作新篇章ꎬ 也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在携手推进全球数字治

理上迈出重要一步ꎮ
在新发展格局下ꎬ 中阿可通过不断完善现有网络空间对话和协商机制ꎬ

推进双边数字技术与治理理念的深度融合ꎮ 一方面ꎬ 中国可秉持建设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ꎬ 携手阿拉伯国家参与有关数字经济的国际规则制

定ꎬ 争夺数字治理国际话语权ꎮ 另一方面ꎬ 双方可以确立共同的价值观、 原

则和发展理念为先导ꎬ 以共同参与、 共享红利、 共担责任为原则ꎬ 不断完善

现有网络空间对话和协商机制ꎬ 促进双边相关标准的互换互认ꎬ 并逐渐将数

字治理融入双边法律法规、 贸易协定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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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方芳、 杨剑: «网络空间国际规则: 问题、 态势与中国角色»ꎬ 载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２７ 页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