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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中东调研采访，除了对

石油业务增加了解，还有两个关

于中国产品“走出去”的小故事令

人深思。

故事一。此行在迪拜机场和

伊拉克很多地方记者都看到中国

义乌小商品的广告。正在为祖国

产品走出国门而感到骄傲自豪

时，却听到很多海外工作人员的

抱怨，“有些中国商品盲目追求价

廉，质量不过关，外国人一听中国

产品就摇头，这样有损咱们‘走出

去’的形象”。

当采访当地公司人员和政府

官员时，他们也说，因为有些商品

质量太差，让他们对中国产品质

量一度非常不信任。因此在采购

石油设备名单里，一般很难见到

中国产品。

故事二。是记者在采访中听

到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在中东，其

他国际石油公司当作业者时，采购

合同上都是优先采购欧美发达国

家设备，其次是日本印度等亚洲国

家。中国产品是很难进入的。但

当中国石油当作业者时，还是尽可

能带动国内设备出口。

有一次项目需招标采购油套

管，两家中国龙头钢铁企业凭实

力入围，产品证书资质都没问题，

可一报价格，让人不能理解，日

本、印度两家公司报价在7000万

美元左右，而中国企业报价都在

4000 万美元左右，价格还不到人

家的六成。

这令当时负责招标采购的中

方经理很是困惑，价格怎会如此

悬殊。等到真正签订合同需要发货时，两家中国企业连

呼亏本。原来是为了中标而故意压低价格，致使亏本。

这两个故事在中国产品“走出去”过程中虽只是个

例，但给了我们启示。

第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贪图小利，出口质量不过关的

产品，会影响中国整体形象，对“走出去”战略产生极其负

面的影响。“中国产品质量差”这种观念一旦形成，需要长

时间作出巨大努力才可能扭转。

故事二则是告诫企业，除了自身产品质量要过硬外，

不论是从资质证书上，还是从价格上，还需要对标国际市

场，“赔本赚吆喝”不是我们“走出去”的初衷，盈利才是企

业发展的硬道理。

在海外，中国人民因勤劳守信肯吃苦，打下了“中国

速度”这一口碑，工程施工队伍率先走出国门，成为享誉

世界的一支铁军。但“走出去”更应该是由设计引领，施

工、设备、服务全产业链“走出去”，方能彰显大国实力。

在这些方面，中国企业还有很多功课需要补。

如今，在“一带一路”建设

的示范下，中国企业“走出去”

是大势所趋。我们应发挥优

势，尽快补齐短板，在国际市场

上既要“走得出”，还要“走得

好”，让市场和口碑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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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富集的中东，是全球高端油气市场，群雄逐鹿之
地。中国自然也不能缺席。

中国石油目前在中东 5 个国家运营着 13 个投资项
目。2017 年中国石油中东公司原油权益产量突破 4200
万吨，相当于中国石油海外石油产量的半壁江山。

如今，中东地区已成为中石油海外5大油气合作区，
其业务规模大、经营形势和效益好、未来发展潜力大、国
际化水平高、最能展示国际化形象，为中国大国地位的提
升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2017年12月底，记者先后来到中石油驻阿联酋、伊
拉克、阿曼和伊朗4国海外机构调研采访，并重点记录了
在伊拉克地区的所见所闻。

伊拉克市场，一方面具有战乱国家的高风险性，但另
一方面又因资源非常丰富，具有高竞争性。记者在伊拉
克，通过大量采访调研，看到了中国企业勇闯海外市场的
经验与成绩，看到了海外员工的艰辛不易，也看到了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为两国人民带来的福利和机遇。

与国际巨头同台竞技

在这个极具能源战略地位的国际市场
里，中国石油与BP、埃克森美孚、道达尔等国
际一流石油公司同台竞技、深度合作

我们的目的地是盛产石油的伊拉克巴士拉省。
从中国去伊拉克，要从迪拜转机。当地时间 2017

年 12 月 22 日 15 时 37 分，飞机降落到巴士拉机场，虽
然这是只有4个登机口的小航站楼，但远远就能看见巨
大的英文招牌“Basra International Airport”，提
醒旅客这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之后的采访印证了这个大
大的“提醒”，从石油行业来看，这里确实是高端国际
市场。

坐上机场的运营车出机场大概有 2 公里，还没出机
场大门，记者远远就看见了弹迹斑斑的防弹墙和一部烧
毁的坦克残骸。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
一切都显得不那么真实。恍惚之间，我们下了车，几名全
副武装的壮汉给我们穿戴上至少十多公斤重的防弹衣、
防弹帽，然后把我们塞进防弹车里。这时才意识到，我们
已踏上一片饱受战乱的土地。

“平时中国员工出行也这样吗？”记者向来接机的中
国石油中东公司驻伊拉克办公室工作人员李振民询问。

“都这样，只要出基地，上工地就要穿防弹衣坐防弹车。”
李振民介绍，目前当地虽然局势稳定些，但恐怖事件还时
有发生。

“你看，前两天这刚刚发生一起公交车爆炸事件，12
名当地百姓死亡，30 多人受伤。”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
去，公交车的残骸还在路边放着，爆炸的检查站就离基地
不到10公里远，可他们说话的语气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李振民说，海外石油开发多处于环境恶劣地区。疾
病、社会不稳定因素等威胁着员工的生命安全。所以企业
在“走出去”时，首先要保障员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这样的形势，还会有很多国际石油巨头企业来开发
石油吗？

“当然，竞争激烈着呢。BP、埃克森美孚、壳牌、道达
尔……西方石油巨头都在这里有项目。”

伊拉克官方的最新统计，其已探明石油储量高达
1431亿桶，约合260亿吨，仅次于沙特，可探明石油储量
和天然气储量，分别位于世界第 5 位和第 11 位。中国目
前已证实的探明石油储量还不到30亿吨。

储量就是“油水”，这么多油水的地方怎么能不吸引
人。机遇与挑战，让这个极具能源战略地位的国际市场，

硝烟之外更有看不见的硝烟。在伊拉克，中国石油与BP、
埃克森美孚、道达尔等国际一流石油公司同台竞技、深度
合作，开创了中国石油国际化运作实践新蓝本。

“希望与更多中国公司合作”

中国人参与建设的鲁迈拉油田成功开
发，增强了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在伊拉克投
资的信心，让战后的伊拉克在石油开发上重
新步入正轨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这个坐拥“黑金”的国家，开放境
内石油市场，以打通因战火纷飞和国际制裁被切断的经
济血脉。

中国石油目前在伊拉克有 4 个项目。2008 年 11 月
10 日，中国石油与伊拉克新政府经过多轮谈判，重新签
署了艾哈代布油田服务合同，赢得 23年合作开发权；第
二年在第一轮和第二轮伊拉克国家石油招标中，分别与
BP组成联合体中标伊拉克最大的油田鲁迈拉项目，携手
法国道达尔、马来西亚石油公司中标巨型油田哈法亚油
田项目；此后，又在 2013 年进入西古尔纳，与埃克森美
孚、壳牌等公司合作运营西古尔纳-1项目。

“战争结束后，伊拉克急于恢复生产，因缺乏资金和
技术，需要引进国际石油公司帮助一起开发，西方国际石
油公司都习惯于‘吃肥肉’，倾向于效益丰厚的项目，此次
伊拉克所推出的服务合同条款相对严苛。因此，这些西方
巨头起初对于伊拉克市场的开发都抱着‘圈块地’试一试
的态度。”中国石油中东地区相关管理人员回忆说。

首先帮助伊拉克政府和西方石油公司树立起信心的
是中国人参与建设的鲁迈拉油田项目。

鲁迈拉油田位于伊拉克南部边界，为伊拉克第一大
油田。当时任鲁迈拉油田中方总经理韩绍国回忆说：“在
中标鲁迈拉项目之时，伊拉克国内局势很不稳定，每天有
30 到 40 人伤亡。中标后 BP 公司总经理对我们说，有中
国人在我们就放心了，我们可以回英国睡大觉去了。其实
我们知道当时他们是害怕当地的局势，对长期留在这里
工作还是很胆怯的。”

中国讲诚信，踏实肯干，大批中国人留在当地从事油
田开发生产。2010年7月1日，BP、中国石油和SOC组成
的油田现场管理机构（ROO）全面接管油田作业权。接管6
个月内，即实现了原计划要3年实现的原油产量增产10%
的目标，成为在伊拉克第一个启动回收的项目。项目运营
第二年，即跨入自我滚动、规模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正是中国人的坚持努力，鲁迈拉油田的成功开发为
一批国际石油公司作出表率，增强了其他国家的石油公
司在伊拉克投资的信心，让战后重生的伊拉克在石油开
发上重新步入正轨。对此，伊拉克人民心存感激。

当我们见到伊拉克最大的石油公司巴士拉石油公司
总裁亚森时，他的话语印证了这一事实，“中国石油是有
担当的公司，为伊拉克的工程建设和石油开发作出了巨
大贡献，提高了当地的石油产量，也为伊拉克石油开发增
强了信心。由于中国石油的出色表现，我们希望未来与更
多的中国公司合作”。

目前，鲁迈拉油田较作业权接管时增产达 50%，为
伊拉克贡献了 30%以上的原油产量。按规划，未来几年
鲁迈拉油田日产量将保持在15万桶以上。

“中国速度”成为制胜法宝

伊拉克哈法亚项目，创造了多项第一，
“中国速度”令伊拉克人震惊。伊拉克国家领
导人曾多次来油田视察，称赞这是“速度最
快、执行最好的国际合作项目”

“中国速度”世界瞩目。在伊拉克哈法亚项目，中国石
油作为作业者，将这一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哈法亚项目位于伊拉克米桑省，是迄今为止中国石
油单体作业量最大的海外项目。

2012年6月，该项目提前15个月实现一期500万吨
产能投产。2013年底，提前4年步入滚动高效发展阶段。
2014年8月，提前两年实现二期1000万吨产能投产。三
期建设预计将在2018年9月投产。

“中国速度”令伊拉克人震惊。伊拉克国家领导人曾
多次来油田视察，称赞这是“速度最快、执行最好的国际
合作项目”。与同期中标油田相比，哈法亚更是创造了多
项第一。

目前，哈法亚油田日产原油 25 万桶。为当地创造
5000多个就业机会，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为油田所在
地米桑省的经济腾飞作出了重要贡献。

伊拉克米桑石油公司（MOC）拥有哈法亚项目 10%
的股份，该公司总经理阿德南·努西·萨齐特竖起大拇指
说，“基于中国石油与 MOC 的紧密合作，哈法亚是该公
司所有外资项目中表现最好的。哈法亚能够提前投产，与
中国石油的努力分不开。我可以从中看到中国企业在中
东的长期规划”。

“伊拉克前总理马利基曾多次来到哈法亚油田项目，
希望这个由中方主导的油田项目为伊拉克树立国际合作
的标杆，把其他项目带动起来。”中国石油中东公司哈法
亚项目总经理王贵海说。

关于“中国速度”，让记者记忆犹新的还有鲁迈拉油
田BP项目经理说的一段话。

12月29日，记者有幸见证由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承建的鲁迈拉早期电站项目建成投运，将要实现并网
发电，每年可向伊拉克巴士拉地区提供13亿千瓦时电能。

“大约 100 天前，伊拉克气温高达 55℃，非常炎热，
还有很多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内，作业环境复杂。中方员工
自我激励能力很强，会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主动放弃个
人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努力去完成它，我甚至经常想去拉
慢他们的速度。”该项目 BP 方经理马克·泰勒说，“中国
速度”真是了不起，乙方公司再拖延 18个月左右也是常
见的，但中国公司竟能够如期建成投产。

在伊拉克，中国企业不仅帮助伊拉克重新恢复了石
油生产的信心，“中国速度”更成为推动巨轮前行的新
动能。“中国速度”不仅让国际石油公司夸口称赞，更成
为中国企业拿下更多项目的制胜法宝。如今，中国石油
凭借在伊拉克项目中干得又好又快的表现，得到伊拉
克历届政府的高度认可，并主动提出重大战略项目与
中国石油合作。

“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在伊拉克非常有知名
度，当地期望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房地
产等多领域开展合作

“经理，我想把孩子送到中国去上学，有没有什么好
学校推荐？”在哈法亚项目，公共关系部的当地雇员哈赛
里向部门经理王钦贵询问说。

今年42岁的哈赛里就是米桑省当地人，家里有5个
小孩，因为自己上大学后找到好工作，对孩子的教育极其
重视。

“原来这里是两伊战场，到处是沼泽地，老百姓出行
连路都没有，教育一直处于瘫痪状态，这两年公司给当地
修了很多路，建了很多学校，我真的特别感动。”哈赛里
说，能在中国石油工作是他觉得特别幸福的事情。

王钦贵介绍，哈法亚项目建设之前，因道路不通，当
地只有少量汽车。这两年，因公司给当地修通了公路，解
决了许多人的就业，现在当地百姓车辆拥有量大幅提升。

“我知道，‘一带一路’让沿线的国家一起发展，我家
老大已经上中学了，我想让他去中国读书，将来也投入到

‘一带一路’的工作中去。”哈赛里说，不仅是他自己这么
想，他的身边同事朋友也都有这样的愿望。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伊拉克
非常有知名度。

伊拉克巴士拉省副省长多尔阿穆·阿里夫·艾吉沃迪
就经常从媒体上了解中国关于“一带一路”的新闻。“在

‘一带一路’上，巴士拉省可以作为转口贸易的枢纽，可以
成为通往北非和欧洲的贸易通道，中国和伊拉克人民世
代友好，我们愿意与中国合作，欢迎更多的中国企业来伊
拉克投资。”

在多尔阿穆·阿里夫·艾吉沃迪看来，伊拉克正处于
急速恢复生产，百废待兴的阶段，就石油开发方面，目前
巴士拉省开发的区块是11个，还有20到30多个未开发
的油田区块。“中国石油不但在原油开采和服务建设等方
面为当地作出贡献，还通过开设伊拉克鲁迈拉培训中心
为伊拉克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且拉动了大量就业，
希望未来与中国石油企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而中国石油也紧紧把握“一带一路”这一千载难逢的
机遇，继续做大做强海外业务。按照中国石油中东公司的
下一步规划，以伊拉克、伊朗、阿联酋项目为基础，运作好
现有项目，不断拓展新的合作机会，力争到 2020年具备
年产2亿吨油当量的资源基础。如能完成上述目标，将为
工程技术服务业务带来巨大商机。

“不仅如此，在这里有大量机会可以合作，比如港
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商业合作开发项目等，伊
拉克各地方政府也在为配合‘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很多
优惠政策，比如修订投资法、提供签证便利等。”多尔阿
穆·阿里夫·艾吉沃迪说，希望伊中友谊的丝绸之路一
直通向未来。

“中国人给了我们信心”
——中国石油“一带一路”海外项目伊拉克调研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齐 慧撰文/摄影

中东，全球高端油气市场，BP、埃

克森美孚、壳牌、道达尔等西方石油巨

头在这里群雄逐鹿。中国石油目前在中

东 5 个国家运营着 13 个投资项目，

2017年中国石油中东公司原油权益产

量，相当于该公司海外石油产量的半壁

江山。中国石油通过保质保量地参与开

发当地项目，增强了国际石油公司在伊

拉克投资的信心，同时也给当地带来基

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房地产合作开

发等诸多机遇。记者前往一线采访调

研，看到中国企业勇闯海外的经验与成

绩，也看到“一带一路”倡议为当地人

民带来的福利和机遇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伊拉克分公司在鲁迈拉早期电站项目的施工现场。

伊拉克鲁迈拉早期电站项目的总调度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