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translation of the article published in the M&A Magazine of the leading Israeli economic 
daily "The Marker" on June 2nd, 2021.]  

[本文译自 2021年 6月 2日以色列主要经济日报《the Marker》的并购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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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以色列和中国将庆祝两国自 1992年 1月以来建立外交关系 30周年。 

 

历经双边建交三十年来两国经济增长和发展，如今毫无疑问，以色列从与中国经济关系的持续增长

中获益匪浅。 

 

中国目前是以色列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与中国的关系使得以色列经济和消费者能够以有竞争力的

价格获得不同质量水平的产品(因为如今中国既是最高质量产品，也是基本质量产品的来源)。中国工

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购买力的不断提高，为以色列工业向具有很高潜力的，

先进的目标市场出口和合作打开了一扇窗口。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工业经历了科技发展的加速，现在已是一个在广泛的领域如：通信与信息、

电动汽车(和将来的自动驾驶)、机器人技术、物联网、消费电子产品等等，拥有领先的技术和发达的

工业的国家。对于以色列公司来说，中国工业企业如今与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竞争对手一样，被认

为是高质量和有吸引力的潜在合作伙伴，甚至相比而言更具吸引力。 

 

中国经济也是唯一一个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间也能设法保持增长的重要经济体，这进一步加强了它对

以色列这样的出口型经济的重要性。 

 



除了商业活动和技术合作，中国投资者在过去十年逐渐参与到对以色列的投资中来，累计投资额接

近 200亿美元——引人瞩目但不算多，特别是考虑到事实上 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 1330亿

美元(增长 3.3%)…… 

 

中国公司在以色列进行的知名收购包括 Adama (Makhteshim Agan)，该公司自被中国化工收购以来

增长显著，目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市值约为 35 亿美元，同时保持其独特的品牌和地位；

Tnuva 在被上海光明食品集团收购后，继续发展其在以色列市场的活动，以及 Servotronix、Alma 

Laser和 Lumenis等科技公司。 

 

被中国企业收购的大多数以色列公司继续扩大其在以色列的经营业务，在以色列投资数亿美元于生

产制造和设施。 

 

对于以色列这样一个资源有限的小国来说，中国的投资对以色列工业，特别是对中小型技术公司来

说，意味着重要和有重大意义的潜能。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投资或收购的资本流入伴随着

重要的、间或是关键的“走向中国”战略撬动进入/加强在巨大的中国市场的活动的新衔接等等。 

 

中国在以色列的科技投资累计价值接近 100 亿美元，由光大、阿里巴巴、百度、平安、腾讯、复星

等一批基金和公司牵头，这些基金最初投资于以色列的领先风险投资基金。目前也在投资和收购以

色列中小型科技公司。与其他国际集团一样，中国的一些领先集团已经在以色列进行了不止一次(有

些甚至 5-10次)的投资和收购。 

 

中国在以色列投资领域的积极发展最近被一些标题和文章所笼罩，这些文章通过对中国在以色列的

投资和收购的强调，警告不要捆绑强化中以关系。 

 

在我们看来，这些出版物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担忧对以色列战略和安全利益的损害 (自上个十年

中期以来，以色列与中国的活动只集中在民用领域)，这更多是美国持续和咄咄逼人地向以色列及其

他美国盟友施压，以减少降低与中国的技术合作的水平和范围的结果。 

 

尽管预期随着特朗普总统任期的结束形势会好转，管理复杂的中美关系，就像处置一个“进了瓷器店

的大象”(字面意思)，除了增加一定的风格的变化之后回到外交……，在这个阶段很难确定会有显著

提高。 

 

与军用甚至军民两用技术的“灰色”领域(如上所述，与目前以色列-中国关系无关)相比，很明显，当涉

及到民用工业/技术领域，我们可以确定美国在各种技术和活动的施压与日俱增，至少部分(仅在某些

情况下)来自希望减缓中国的发展以降低中国在两极世界的竞争力，及战略经济和商业竞争力。 

 



这一趋势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尤为加剧，因为美国希望减缓美国与其竞争对手，尤其是与中国之间的

技术差距的缩小。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种愿望可能是合理的，但肯定不符合以色列加强与中国及

中国经济和工业关系的利益。 

 

此外，近年来，美国人为了阻碍和减缓中国在各个技术领域，尤其是在芯片产业领域的发展和活动，

而采取激进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却适得其反：把对手逼到墙角通常会让他不惜一切代价加大努力

并取得成就。这就是小小的以色列表现在面对军事禁运的结果是幼狮(以色列的幻影)和狮式战斗机的

发展——这就是大中华表现和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资本在芯片行业，作为战略进程的一部分，从长远

来看会获得丰硕成果…… 

 

在以色列国家利益的框架内，与美国的联盟在以色列的安全和经济中占据着核心和至关重要的位置。

这是无可争议的。在此背景下，以色列承诺避免与中国在军事和军民两用技术领域的出口和技术合

作。 

 

以色列领导层面临着一个不简单，且至关重要的挑战，即在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和培养与中国

的政治及经济关系之间如何保持平衡。 

 

以色列的国家和经济利益责成我们有义务防止现有对军事和军民两用技术领域的限制“扩散”到民用领

域。 

 

采用一些机制和流程将使民用交易和与中国的合作更加困难，就如近年来在美国操作极其强化手段

下(以及两国关系恶化)造成了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大幅下降——这将损害与中国的关系，并将很可能严

重影响中国在以色列的投资，减少他们对以色列公司和经济的贡献。 

 

我们不应感到困惑：即使没有与以色列的合作，拥有超级成长能力的中国也能够并且一定会保持其

增长和技术发展。 

 

真正的问题是：以色列经济能否(应该吗?)放弃中国对其持续增长的贡献，尤其是在这个充满挑战的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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