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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期间（2000～2004 年） 
中东研究学科领域研究概况 

 
杨  阳 

 
中东地区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丰富的石油

资源和独特的历史文化而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

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东地区作为我国大周边

战略的组成部分以及主要的能源供应地，对我国的

国际战略和能源安全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同时，

中东地区历来就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热点，特别是

“9·11”事件发生以后，中东地区的形势更加复

杂多变，引起了更多国际问题学者的关注。 

“十五”期间，中东地区原有的热点问题继续

发展：巴以冲突持续不断，和平努力一再受挫；伊

朗核问题逐步升温，矛盾趋于激化。同时，2001 年

的“9·11”事件及其随后美国先后发动的对阿富

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

权，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小

布什政府上台以来，新保守主义势力占据主导地

位，美国以“9·11”事件为契机，调整了中东战

略，目标是通过全面“民主化改造”，重塑中东国

际秩序，消除恐怖主义根源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

威胁。在战略手段上，美国更倾向于采取“先发制

人”的单边主义方式。“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

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影响新世纪全球国际关系的最

重大的国际事件，因而已有更多的学者将目光集中

到了中东，中东成为国际问题学者最为关注的地

区。除对这些热点问题的动态性研究外，我国学者

对于中东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研究也

在不断深化，“十五”期间，中东问题研究领域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这里试对“十五”期间我国学者

在中东研究方面的情况作一简要回顾。 

一、中东问题研究论文 

五年来，我国学者在国内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

了众多有关中东问题的学术论文，据不完全统计，

在列入 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的主要国际问

题研究刊物中就有数百篇之多，其中，《现代国际

关系》发表有关中东问题的论文 100 余篇，《国际

问题研究》80 余篇，《世界政治与经济》50 余篇，

《西亚非洲》达 200 余篇。上海出版的《国际观察》

发表 50 余篇，上外中东所主办的专业刊物《阿拉

伯世界》发表的中东问题论文数从 2000 年和 2001

年的每年 50~60 篇逐步增加到 2003 年的 80 余篇，

2003 年起改为双月刊后又增加到每年 100 余篇，五

年内总计将近 400 篇。此外，还有众多论文发表在

其他各类学术刊物上，其数量难以精确统计。 

这些论文内容极为广泛，涵盖政治、经济、文

化等各个所有领域。 

1.中东热点问题研究 

中东热点问题依然是最受学者关注的领域，很

多学术期刊都开辟了“专论”或“热点对谈”，集

中发表一组组的研究论文。这些热点问题主要有： 

(1)“9·11”事件后的国际和中东局势 

“9·11”事件的发生与美国的中东政策有着

密切的关系，因而，几乎所有关于“9·11”事件

的研究论文都将美国的中东政策作为最主要的研

究背景，多角度、多层次地考察“9·11”事件的

根源和诱因及对中东和国际局势的深刻影响。发表

在上述几家刊物上的主要论文有：《美国内外政策

受到冲击》、《“9·11 综合症”与新的国际安全态势》、

《“9·11”事件与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9·11”

事件与“文明冲突”的认识误区》、《“9·11”事件

和日益凸显的非传统安全威胁》、《“9·11”事件对

中东局势的影响》、《“9·11”之后美国霸权下的中

东》、《文明冲突、文明对话、发展模式——“9·11”

与阿拉伯思想文化》等。 

(2)伊拉克战争及其影响 

2003 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和战后持续动荡的

伊拉克局势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重要研究课题，也

是近两年来国际问题动态研究中最热门的研究领

域之一。主要的研究论文有：《从伊拉克战争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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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局势的变与不变》、《萨达姆之后：美国中东霸权

面临的挑战》、《伊拉克战争与国际战略格局的新态

势》、《大冲击、大分化、大角逐、大变革——伊战

后的中东形势走向》、《从伊拉克战争看美国的单边

主义》、《伊拉克战争与中东新格局》、《伊拉克战后

中东国际关系的地缘性特征》、《中东棋盘上的伊拉

克战略地位浅析》、《由伊拉克战争论“文明冲突论”

本质》、《政权移交后的美伊关系探析》等。 

(3)中东和平进程 

中东和平进程自 2000 年巴以戴维营和谈破裂

后陷入僵局，巴以之间新一轮的暴力冲突持续了 4

年多的时间，国际社会推出的“和平路线图”计划

被束之高阁，沙龙政府修建隔离墙、“定点清除”

哈马斯主要领导人、围困阿拉法特主席和推出“单

边行动”计划等举动引起了巴方和国际社会的强烈

反应。2004 年 11 月 11 日，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领

袖阿拉法特溘然长逝，巴以局势面临新的变局，这

成为中东研究学术界继续关注的热点之一。关于中

东和平进程的主要论文有：《巴以僵局及其未来走

势》、《和平之路在何方——评中东和平“路线图”》、

《沙龙“脱离计划”的影响与前景》、《难以解开的

死结——对中东“安全困境”的解读》、《巴以冲突：

主要影响因素及预测分析》、《试析以色列定点清除

政策》、《巴以冲突的新焦点——隔离墙问题》、《巴

以最终地位谈判中的难民问题》、《文明冲突与冷和

平——对阿以冷和平的个案分析》、《阿拉伯国家在

巴以问题上的民族主义》、《伊战对阿以和平进程的

影响》、《〈日内瓦倡议〉及其与“路线图”计划的

比较》等。 

(4)伊朗核问题 

关于伊朗核问题的争端近几年来不断升温，围

绕着核查核设施、冻结核计划等相关问题，美国、

欧盟、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伊朗之间展开了博弈，伊

朗是否会成为美国的下一个打击目标成为人们关

注的焦点。有关的研究论文有：《伊朗“核问题”

与美国对伊政策》、《“内忧外压”下的伊朗政局走

向》、《虽无近虞，但有远忧——中东核扩散评述》、

《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布什政府对伊朗的政策

与伊朗的回应》、《伊朗核问题及其走势》、《布什政

府对伊朗政策分析》等。 

(5)反恐怖主义问题 

“9·11”事件和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使关于

恐怖主义问题的研究成为了新的热点，由于本·拉

丹和基地组织的中东背景以及中东地区历来是恐

怖主义势力较为活跃的地区，反恐怖主义研究也是

中东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主要的相关论文

有：《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回顾与展望》、《当今自

杀性恐怖主义活动态势及危害》、《如何界定恐怖主

义》、《重新定义恐怖主义》、《“9·11”事件与全球

恐怖主义治理》、《恐怖语境下的恐怖主义》、《恐怖

主义与民族、宗教问题论析》、《恐怖主义、全球化

与中东——一个来自博弈论的解析》、《试论美国反

恐与中东局势》、《中东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当

代中东恐怖主义的特点》、《美国反恐战争第三阶段

的政策》等。 

(6)其他 

中东政治研究领域受到学者们关注的问题还

有：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美国意欲对中东国家

实施民主化改造的“大中东”计划、利比亚放弃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美国与沙特的关系、中东各

国的外交政策等等。学者们就以上内容发表了一系

列相关论文，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2.中东经济研究 

(1)能源问题 

中东地区的石油储量占到世界总储量的 68%，

2000 年，来自中东的石油已占我国石油进口的 50%

左右，中东石油关乎我国的能源安全。学者们对于

能源问题的研究也更多是从我国的能源安全作为

出发点。代表性论文有：《中国的石油安全及其战

略选择》、《中国能源安全与政策选择》、《世界石油

地缘新图景下的石油安全问题——兼对中国石油

安全问题的战略思考》、《中国的石油安全与地缘政

治》、《中国与中东的能源合作》、《国际油价与中东

承包市场》、《中国的石油安全与中东五大产油国的

石油政策》、《中东局势变化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影

响》、《欧佩克在世界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变迁》、《海

湾政治的石油味与海湾石油的政治味》、《石油与美

国——伊斯兰世界关系》、《中东石油与我国能源安

全战略及政策选择》、《中国的能源需求与阿拉伯石

油》、《海湾地区地缘政治中的能源因素——兼议当

前中国能源安全》、《中东产油国的油气发展现状》、

《中国、海湾六国聚焦能源安全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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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合作问题 

中东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购买力

强，未来伊拉克的重建更是蕴藏着巨大商机。从实

施中央提出的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的政策和“走出去”的战略构想出发，中东地区是

一个可供选择的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区域，是我国

商品和技术出口的潜在大市场。我国学者很注意对

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合作的研究，做到研以致用。

这一类论文主要发表在《西亚非洲》和《阿拉伯世

界》等专业刊物上，代表性论文有：《大有拓展潜

力的海湾六国市场》、《中国对中东劳务输出的前景

与对策》、《中国与伊朗经贸合作前景探讨》、《开拓

阿联酋市场的对策》、《略论中国同西亚北非的经贸

合作》、《从能源联系看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互利合

作》、《展望 21 世纪中阿经贸协作前景》、《中东市

场的特点和我国与中东的经贸关系》、《21 世纪中国

与中东经贸关系》、《中阿经贸优势互补与我中西部

引资策略》、《中国企业参与伊重建的思考与建议—

—浅谈中国化工企业进军伊重建市场》等。 

(3)经济全球化对中东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带

来了机遇与挑战，同时对中东地区带来的冲击也是

多方面的。2001 年上外中东研究所主办了“全球化

与中东”全国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西安、

昆明等地的学者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角度展

开了讨论，学者们提交的论文大都发表在《阿拉伯

世界》、《国际观察》和《西亚非洲》等刊物上，如：

《全球化与中东：挑战与应对》、《全球化：埃及的

对策与措施》、《全球化与中东政治民主化》、《全球

化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全球化进程中的阿拉伯经

济》、《全球化与中东国际关系》、《全球化下伊斯兰

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等。 

此外，学者们还对中东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及

其对中东国际关系的影响等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

文。 

3.中东文化研究 

加强对中东文化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和深入开

展对当代中东政治、经济的研究，从文化视角研究

国际关系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新的研究取

向。代表性论文有：《试论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冲突》、

《国家民族主义和阿拉伯国家的文化整合》、《伊斯

兰与西方的冲突：一个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伊

斯兰圣战理论渊源与实质》、《犹太教理念与巴勒斯

坦地域争端的关系》、《当代阿拉伯人的文化心态透

析》等。 

二、中东研究专著和研究课题 

1．中东研究专著 

“十五”期间，除了在各类刊物上发表了一大

批中东研究的学术论文以外，我国学者还潜心钻

研，出版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专著。其中既包括及时

的动态研究成果，又凝聚着学者们扎实的基础研究

心血。 

较有影响的著作有：《站在远东看中东》（朱威

烈著）、《近代伊朗》（赵伟明著）、《海湾国家经济

贸易发展研究》（钱学文著）、《中东土地上的鲜血

与泪水》（朱威烈、杨阳编）、《冷战后海湾地区国

际关系》（刘月琴著）、《冷战后大国与海湾》（唐宝

才著）、《当代中东》（陈建民著）、《当代中东政治

思潮》（王京烈著）、《1945 年以来的中东》（肖宪著）、

《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殷罡著）、《中东和

平之门：平息恐怖主义与中东态势》（樊立勤著）、

《二十世纪中东史》（彭树智著）、《中东非洲发展

报告》（每年出版）、《海湾石油新论》（安维华、钱

雪梅著）、《第三次海湾战争：全方位解读美国“倒

萨”历程》（阮次山、何亮亮、陈晓楠编著）、《当

代约旦哈希姆王国社会与文化》（梁国诗著）、《当

代阿曼苏丹国社会与文化》（黄培昭、苏丽雅著）、

《当代埃及社会与文化》（陈万里、王有勇著）、《当

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社会与文化》（钱学文著）（以上

四部属《当代中东国家社会与文化》丛书）、《中东

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彭树智、黄杨文著）、《中

东国家通史：埃及卷》（雷珏、苏瑞林著）《中东国

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王铁铮、林松业著）、《中

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肖宪著）、《中东国家通

史：巴勒斯坦卷》（杨辉著）、《中东国家通史：伊

拉克卷》（黄民兴著）、《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王

新中、冀开远著）、《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黄

维民著）、《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郭宝华著）、

《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王新刚著）、

《列国志：突尼斯》（杨鲁萍著）、《简明西亚北非

百科全书（中东）》（赵国忠主编）、《当代世界恐怖

主义与对策》（胡联合著）、《防恐怖战略与对策》（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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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秀著）、《恐怖主义溯源》（王逸舟著）、《当代伊

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蔡德贵著）、《当代中东政

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曲洪著）、《伊斯兰与国

际热点》（金宜久著）、《什叶派与现代伊斯兰主义

的兴起》（吴冰冰著）、《伊拉克战后国际能源形势

和中国能源战略》（宋明江主编）。此外，我国学者

还翻译出版了大量国外中东研究的著作，涵盖中东

研究的各个领域，对于我国研究人员及时了解国外

中东研究学术动态，深化自身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

价值。 

2．中东研究课题 

上面所列举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中有不少是作

为各类研究课题成果发表或出版的。据不完全统

计，2000～2004 年期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

中东方向的课题有 16 项（包括重点项目、一般项

目和青年项目），其中主要有：“20 世纪伊斯兰世界

的文化思潮与文学”、“当代宗教极端主义研究”、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成因、特征、类型、活动规

律及对策研究”、“中东、里海油气与中国能源安全

战略”、“伊斯兰世界对恐怖主义的看法”、“巴以冲

突与当代国际关系”、“伊斯兰文明与中东国家的现

代化研究”、“新时期中国与伊朗关系研究”、“中国

能源战略与能源外交研究”、“伊斯兰国家面临的挑

战、发展趋势及我国应对策略”、“美国中东关系中

的伊斯兰教因素研究”和“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民

主问题比较研究”等。在教育部年度重大课题中，

中东研究的课题有：“当代中东国家社会与文化”、

“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中东、里海油气与

中国能源安全战略”、“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全

球化与中东社会思潮研究”、“阿拉伯经典著作翻译

研究”等。其他省、市级和院校级的课题想必更多，

难以一一统计。 

综合以上论文、专著和课题等各方面的情况。

“十五”期间，我国学者在中东研究领域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北京、上海、西安、昆明等地的有关研

究机构已建立起了良好的科研合作和交流关系，每

年各研究机构都举办关于中东问题研究的不同规

模的全国性及国际性学术讨论会，给研究中东问题

的学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中东研究的对外交流也

日趋活跃，与美国、欧洲、日本和中东各国的研究

机构之间的交流更见频繁，不少研究中东问题的中

青年学者有机会到美国、以色列、伊朗、埃及等国

进修，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经过多年的积累，我

国正在逐步形成中东研究的队伍和网络。 

但是，也应看到，我国的中东研究尽管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果和进步，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

及中东局势和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却仍有着不小

的差距，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1）从研究状况

来看，总体研究构想多，对于个案进行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分析较少；对现状作概述性的研究多，而

从历史、经济、文化等角度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尚嫌

不足。（2）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成果并非出自专业

的中东研究学者，其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往往不

是中东，中东研究当前的繁荣局面与近年来的国际

热点问题及其研究多集中于中东地区有关，在这种

繁荣的局面中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是中东研究学

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3）信息资料建设仍不能满

足需要，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有待提高。（4）在为政

府和企事业决策和咨询方面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

距离建立“产学研”平台的要求仍很遥远。（作者

是上外中东研究所研究人员）

————————————————————————————————————— 

（上接第 58 页）东地区又一次引人注目的选举。选

举能否顺利举行，并产生一个代表黎巴嫩各派利益

的新政府，各派力量将如何整合，随着叙利亚力量

的淡化，黎以和谈是否会重启，大选后的黎巴嫩是

否会走上美国所设计的民主化改造之路……这一系

列问题尚有待我们进一步关注。 
—————— 

注 释： 
[1] 唐志超：《“黎巴嫩先生”之死》，《世界知识》2005
年第 5 期。 
[2] http://i-cias.com/e.o/ 
[3] 陈建民：《当代中东》，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版，第 158 页。 
[4] 殷罡：《阿萨德父子和他们的叙利亚》，《世界知

识》2005 年第 7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