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以经贸关系 

回顾 25 年前及展望未来… 

Ilan Maor，以色列-中国及香港地区

商会副会长，生 BDO 执行合伙人 

  

      几周前，我有幸参加了中国驻以色列大

使馆举办的“中以建交 25 周年特别活动”。

我站在人群中，周围是中国大使、企业家

们、学者以及以色列华人社团的成员。在

此，我同老朋友们畅所欲言，聊着新的合作

和商机——尽管如此，我的思绪还是止不住

回到 25 年前：忆起我同中国大使的第一次见

面（当时我还是任职于加德满都的一名年轻

领事）;忆起我降落在北京机场，第一次看到

这座迷人的城市的情景;忆起那些最初的时

光…… 

  

      25 年，对于像中国和以色列这样拥有着

悠久历史的古老文明而言不过是飞逝的瞬

间，但它依然值得被提及——因在这短暂的

时间片断里，有许多令人称奇的发展。 

  

      通俗地讲，以色列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就

像一段姻缘：是变化的、有趣的、硕果累累

并欣欣向荣的。它需要承诺、付出和坚持。

如同在婚姻中一样，双方都拥有属于自己的

个性、优点、期望和需求，彼此需要取长补

短。在中以关系中，特质的互补和人与人之

间微妙的化学反应催生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

成果。 

  

      1992 年中以建交，贸易往来的大门随

之打开，当年仅有 5400 万美金的双边贸易

额。由于两国政府的支持（从签署并促进贸

易的长期经济协议中可以看出），中以间双

边贸易和商业合作持续发展，在 2016 年 90

亿美元的贸易额中，约三分之一（32 亿美

元）为以色列的出口贸易，使中国成为以色

列第二大贸易出口伙伴。 

  

      并且，过去是以化学、农业和低端科技

为主的双边贸易，现已转变为以高科技产业

为主的双边贸易，如电子元件、医疗及其他

高科技设备。 

  

      尽管如此，当下的双边贸易水平仍然只

显露了两国贸易潜力的冰山一角。2016 年，

中国全球贸易进出口贸易额接近 3.6 万亿美

元，以色列也只占其中的 90 亿美元。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加速了缓慢

发展的贸易需求，使其有望达到 100 亿美

金，甚至是 150 亿美金。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和

中国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打开了中以发展

的第二扇大门：以科技为基础的合作。 

  

      中国新兴的现代工业和市场需要不断寻

找新技术。随着中国研发工作在科研院所、

研究机构和公司的快速发展，虽然大部分技

术将在内部开发，但是，就像其他国家（包

括美国和欧洲）一样，总是会需要额外的技

术。许多以色列技术型公司十分赞赏他们的



中国同行，现在机会的大门也正为他们打

开。 

  

      在中以两国国家、省、市级政府层面的

支持下，越来越多的中以研发和技术合作项

目已经启动。随着江苏省无锡，苏州，常

州，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中以合作项目声名

鹊起，基于技术的合作正慢慢变为双向的交

流，第一批中国集团已经在以色列建立了研

发中心。 

  

      中以经济合作的第三扇大门是投资及并

购。通过二十多年的磨合，中国的投资人逐

渐开始在以色列发展投资项目。 

 

     大量的并购活动使中国成为了以色列在

投资领域的重要伙伴，之前有 Adama 被中

国化工收购，Tunva 被光明乳业收购（我公

司有幸开发并支持了该项目），随后有

Lumenis 被 XIO 收购，Servotronics 被美的 

 

 

 

 

 

 

 

 

 

 

 

收购等等中等规模的并购，近期也有许多针

对中小企业、基金和创业公司的小规模并购

及投资。 

 

    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和基金对技术

投资和并购方面的兴趣日益增长，对以色列

公司财务和战略投资潜力的理解不断加深，

这些都是我们翘首盼望的发展和强化趋势。 

  

      中以两国在面对无限商机的同时，也面

临着由跨越不同的地域和时区、跨越不同的

语言和商业文化而发展的跨境活动所带来的

巨大挑战。 

  

      回顾过去的 25 年，以色列同中国企业

和商界人士已经证明，他们有能力弥合差

距、跨越距离，在前 25 年的合作中我们己种

下快速发展的苗芽，希望在未来的 25 年里能

够采拮进一步发展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