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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阿曼（杜古姆）产业园位于

阿曼杜古姆经济特区，园区一期规划面

积为 600 公顷，其中 300 公顷为重工业

区、还有 300 公顷为配套区，拟建设物

流、科技、研发、金融以及生活区，还有

沿海滩的酒店建设区。 企业进驻建设

后，再争取租赁 500 公顷，用于二期建

设储备， 使产业园总规模达到 1000 公

顷以上。

运营主体

宁夏回族自治区在政府的领导下，

以企业运作为主， 由部分在中国阿曼

（杜古姆） 产业园投资企业成立中阿万

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园区进行规划、

建设和运营。

产业发展方向

根据当地资源和其他条件及全国

产业发展及产能实际情况，适合投资的

产业有：石油炼化、化工、水泥、钢铁、建

材、太阳能光伏、轮胎、汽车制造装配、

玻璃、造船、海产品加工以及 IT、物流、

清真食品、服装、现代农业和金融服务

等近 20类， 这些产业在国内都达到了

较高水平，完全适合“走出去”。

拟入园项目

根据企业需要“走出去”投资相关

产业的实际情况，初步梳理出第一批宁

夏及全国其他省份企业拟在阿曼杜古

姆经济特区中国-阿拉伯（阿曼）产业园

的投资意向，共计有 16个企业 20个项

目， 总投资约 265亿元， 占地 8325 余

亩，用工 9900余人，总产值 960亿元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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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稳定，投资建设

产业园区安全系数较高

阿曼是君主独裁制国家， 一直奉行中立、

不结盟、睦邻友好、不干涉别国内政及平衡温

和、全方位友好等颇有特色的外交政策。 阿曼

同美、英关系密切，同时开展多元化外交，与沙

特和伊朗均保持友好关系。阿曼是海湾合作委

员会（GCC）成员国，同其他 5 个成员国在政

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有着十分密切的合作

关系。 该国伊斯兰法律制度较严，内部治安在

海湾国家中是最好的。

优良的地理位置及基础设施

阿曼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紧邻波斯

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东边面向印度洋，出海口

较波斯湾内的国家更加开阔，不会受到峡口的

限制。首都马斯喀特的海港距离巴基斯坦瓜达

尔港 600 海里，距印度不到 1000 海里；撒拉拉

港口距吉布提 600 多海里。海湾六国拟在阿拉

伯半岛建设石油输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以及

建设环阿拉伯半岛铁路线，可以使海湾国家的

石油、天然气通过阿曼出口，其他物资也可以

通过阿曼进口，以防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销。 目

前杜古姆特区已投资 140 亿美元，主要是高起

点、 高标准建设了 60 万吨级 18 米深水港、海

岸港十几公里。 机场跑道按照停运 A380 型飞

机标准建设（候机楼正在建）。公路建设标准比

较高，铁路建设已经规划，正在准备开工建设。

园区已规划区 1770 平方公里， 拟增加至少

1000 平方公里。 园区方圆几千平方公里地势

平坦，日照时间长，靠海，地理条件优良。

政策及投资成本优势明显

阿曼经济比较落后， 几乎没有制造业，对

外来投资非常欢迎，因为深知中国是最大的原

油进口国，也是制造大国，对中国的投资持欢

迎的态度。

杜古姆经济特区实际上是一个自由贸易

区，进出口贸易均采取免税政策，没有其他税

费。 生产要素中土地、水、电的价格较低，国家

都给予补贴。 外国投资建设产业园可获得 3—

5 年建设期免土地租金。 外国投资者可建立

100%的独资公司，关税、个人及企业所得税 30

年全部免除。 主要劳动力来自印度、巴基斯坦

和孟加拉等国家且工资水平较低。对入驻企业

的环保要求高，标准也比较严格。

先进的特区管理运营模式

杜古姆经济特区设董事局， 共七人组成，

其中董事局主席为部长级强有力的人物，其他

五位都是部长，还有一位董事为外聘的新加坡

人士李志坚，他也是海湾六国中唯一一位外聘

的副部级官员。运营模式为聘请新加坡高级管

理人员组成的管理局负责招商和运营，投资者

进行注册、取得营业许可和环境许可等证件均

可享受国际上流行的方便、快捷的“一站式”服

务。 阿曼的传统市场辐射可达西亚和整个非

洲，并连接欧美，距离澳大利亚和东盟 10 国也

不远，原材料进口和产品出口均比较方便。

潜力独具的

杜古姆经济特区

在马来西亚沙捞越， 一个围绕

“一带一路”建设的园区正在悄然成

型。 在中阿博览会期间，主办方将针

对这个项目进行正式签约和研讨。

据了解，该项目为沙捞越州政府

倡导的互建园区项目， 欢迎各类投

资主体进驻。 而为适应市场需求，州

政府也推出了多项劳务和税收的优

惠政策。

目前中国企业在沙捞越投资状

况如何？ 在参与这个项目方面，中国

有哪些优势？ 对此，《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了全球化发展工程总干事王

者林。

《中国企业报》： 沙捞越的基本

情况如何?， 目前中国企业在沙捞越

投资现状是怎样的？

王者林： 沙捞越是马来西亚的

英语区， 在语言上和其他地区就有

所区别，同时华裔和华侨非常多，闽

南、广东等地文化对其影响颇大，在

语言上便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而

这些都是自然优势。 在我看来，沙捞

越这个州有点像中国的香港， 是经

济自治的，相当于是一个特区，除了

军事和外交是由大马政府控制以

外， 经济上包括关税都是自己制定

的，是独立的。 沙捞越未来的发展方

向就是更高的提升自己的独立性和

自治能力，所以从这方面比较，如果

我们从自贸区的理念加强合作也会

推动它向这个方向的发展。

目前在沙捞越投资的中国企业

是以小规模的矿产为主的， 都是小

的民营企业。 沙捞越州政府特别希

望中国的央企能够介入， 但是这次

的项目不仅仅有央企， 我们会作为

“一带一路”顶层设计理念下的集群

性的投资行为， 而不是简单的招商

引资。 首先，民营企业没有一个系统

的思维，不像集群性投资，都是在单

打独斗，因此，社会运营成本等各项

成本都会很高。 此外，不管是海外的

劳务政策还是税务政策， 小企业容

易采取一些手段去规避， 而这样的

规避有时能酿成更大的风险。 其二，

这些企业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

像我们强调开矿和生态修复要结合

在一起，但是民营企业只会开矿，矿

采完了整个森林植被都会被破坏，

这样非常不利于当地经济的长期可

持续性发展。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是

集群式的开发， 那么不仅是资源的

开发，在生态修复、深加工、提高产

品的附加值等方面都会进入一个良

性循环， 而经济合作应该是在政府

合作框架下的投资行为， 政府行为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样可以规避

很多风险， 同时也是为我们合作伙

伴的长远发展考虑。

《中国企业报》：现在马来西亚政

府对于中国企业投资有怎样的优惠

政策？ 中国在参与沙捞越园区项目

中有哪些优势？

王者林：马来西亚和中国因为有

东盟贸易区这样的基础， 两国政府

之间是有很多互惠政策的。 这次沙

捞越项目我们计划沿袭东盟自贸区

的基本政策理念，将会在国际劳务、

进出口、 关税方面都会有积极的推

进政策。 因为沙捞越地处东马，属于

热带雨林环境， 吸引了全球很多国

家的企业也向那边发展， 在沙捞越

这个项目开发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

与美国、 日本或其他发达国家的竞

争。 但是因为我们跟沙捞越州政府

有深度的交流和合作， 目前我们这

个合作是走在前面的。

沙捞越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 特别是马来西亚非常具有发展

空间的区域， 同时也是一个未开发

区域， 虽然有很多国内的企业也在

沙捞越有所投资，但都是小规模的、

民间的、小范围的投资。 如果作为一

个高起点的合作平台的话， 一开始

应该是以第三产业作为先导， 然后

向物流、矿产、机场、港口方向发展。

同时这里是一个宜居的地区， 生活

环境非常好，特别适合做第二家园，

政府也会有移民政策来推动。

《中国企业报》：您认为中国和沙

捞越之间的园区合作前景如何？

王者林：中国和沙捞越之间的园

区合作不是单纯的向沙捞越地区的

投资行为，沙捞越项目会与中国“一

带一路” 上国内的一些园区形成产

业互动和资源共享， 特别是建立一

个以“互联网+”为理念的园区模式，

一定会打破区域限制， 是全球视野

的合作。 就是说沙捞越也好，“一带

一路” 上的园区也好， 并不是孤立

的， 每一个点都应该是建立在全球

视野、互联网思维下的合作模式，这

个模式就包括了物流、 互联网以及

社会交流等等。 沙捞越的港口会有

空港经济，通过机场、港口来汇聚全

球的能源企业、 资源企业、 旅游产

业、教育产业等，这些产业会在那里

聚集， 之后再跟国内的企业进行互

动， 所以是作为一个聚集点和枢纽

的概念。 因为沙捞越的地理空间不

是很大，它需要一个辐射，辐射到整

个东南亚地区或者是更广泛的地

区。 我们还是想让这个项目站在全

球视野下。

中国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合作已

经比较成熟， 前面已经有运营很久

的东盟自贸区这个合作的整体框

架， 企业的未来方向一个是从经济

发展的区域定位上， 将来开发的空

间比较大， 会以比较低的成本在整

个东南亚地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而且沙捞越作为马来西亚一个独立

的经济自治区域，自由度会大一些，

很多企业都在关注马来西亚和沙捞

越地区。

全球化发展工程总干事王者林：

沙捞越欢迎中国企业

集群式投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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