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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合作论坛”专题讨论  

 

“中阿合作论坛”的成长之路 
 

常  华 

 
摘    要：“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着眼 21 世纪双方关系长远发展作出的战略选

择，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加强集体对话与合作的重大举措。经过 6年多的发展，论坛正从“开篇布局”

的探索时期逐步转入“充实提高”的巩固发展阶段，并成为新时期中阿开展集体对话与合作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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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着眼 21 世纪双方关系长远发展作出的战略选

择，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加强集体对话与合作的重大举措。这一合作机制根植于中阿传统友谊的

沃土之中，随着中阿关系在新时期的深入发展应运而生。 
2004 年 1 月，胡锦涛主席访问开罗阿盟总部，正式宣告成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并提出了“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增进政治关系；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密切经贸往来；以相互借鉴

为内容，扩大文化交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1]

四条建立中阿新型伙伴关系的原则，以此指导新时期中阿关系不断发展。 
论坛成立 6 年多以来，致力于推动建设中阿新型伙伴关系，已逐步形成政治、经贸、人文领

域平衡推进、官民并举的发展格局，并在双方集体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引领作用，在深化

中阿传统友谊、推进双方互利合作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论坛正规化、机制化建设取得长足进展。经过 6 年多的发展，论坛建立了部长级会议、

高官委员会、政治磋商、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文明对话研讨会、环保合作、高教科研、友

好大会、能源合作大会、新闻合作论坛、互办艺术节、人力资源培训等十余项合作机制，活动丰

富多彩，受到中阿双方广泛重视和好评。 
部长级会议为现阶段论坛最高级别的活动机制，由各国外长和阿盟秘书长组成，每两年在中

国或阿盟总部或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轮流举行一次例会，主要讨论如何加强中阿各领域合作，并

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高官会每年召开例会，由中阿双方轮流承办，负责筹备

部长级会议、落实部长会议成果文件，并举行中阿集体政治磋商。截至目前，中阿双方已召开了

四届部长级会议和七次高官会，成为论坛最重要的政治对话机制。除部长会和高官会外，论坛框

架下还逐步形成了中阿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友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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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阿能源合作大会、中阿新闻合作论坛和互办文化艺术节等机制。以上机制一般每两年举办

一次会议或活动。中阿在高教科研、环境保护、人力资源培训领域也形成了机制性合作。此外，

汉、阿双语论坛网站的开通扩大了论坛的知名度；论坛永久性标志的启用和正式注册，又使各项

活动的举办更加便利，文件更为规范。论坛建设在机制化、正规化方面不断取得了新进展。 
第二，论坛在推进中阿关系发展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双方在论坛框架下，通过部长

会和高官会等机制，就共同关心的政治性议题保持磋商；就各自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相互支持；

就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全球性议题加强协调；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国际场合的密

切配合，维护了双方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方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争取恢复民

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并一直为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

坚定支持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事业，阿盟近年历次首脑会议和外长理事会均把加强对

华关系作为一项单独内容，并一再重申“一个中国”原则。[2]阿拉伯国家在汶川地震后积极向我

提供援款及援助物资，青海玉树地震后也有部分阿拉伯国家和驻华使节捐款，这一切都感动了每

个中国人。目前，通过经常性磋商和立场协调，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深，为在各领域开展互利合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论坛框架下企业家大会、专题经贸研讨会、能源合作大会等机制内容充实，成果显著，为双

方在经贸、投资、能源等领域的双、多边合作贡献了力量。中阿贸易额从 2004 年的 364 亿美元攀

升至 2009 年的 1074 亿美元，相互直接投资从 11 亿美元增加到 55 亿美元，工程承包合作累计完

成营业额从 135 亿美元提高到 700 亿美元。[3]双方能源合作议题突破传统的油气领域，逐渐转向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双方携手应对挑战，遏制了贸易、

投资下滑势头，充分显示了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和广阔前景。 
人文交流和文明对话一直是论坛发展的一大亮点。论坛重视中阿文化、教育、科研、新闻、

环保、人力资源和民间交流，促成了中央电视台阿语频道的建立，落实了双方典籍互译项目，每

年为阿拉伯国家培训 1000 多名官员和技术人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文明对话研讨会是论坛独具

特色的合作机制，通过鼓励双方专家、学者交流研究成果，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

斯兰文明的相互了解和相互借鉴，使中阿友好关系更加深入人心。 
第三，双方对论坛活动的参与力度和积极性大幅提高，沟通更为顺畅。2010 年初以来，中阿

先后在苏丹举办了第二届中阿能源合作大会、在巴林举办了第二届中阿新闻合作论坛，在北京举

办了第七次高官会、在天津举办了第四届部长会并于会后组织阿方代表团赴宁夏和上海参访、在

北京和上海分别举办第二届阿拉伯艺术节。2010 年下半年至 2011 年，将在利比亚举办第三届中

阿友好大会、在巴林举办第四届中阿企业家大会、在阿拉伯国家举办第八次高官会和第四届中阿

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论坛这种活跃的交流气氛和中阿双方的良好互动为论坛积极健康和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动力。 
经过 6 年多的发展，“中阿合作论坛”正从“开篇布局”的探索时期逐步转入“充实提高”的

巩固发展阶段，已成为新时期中阿开展集体对话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回顾 6 年多的发展历程可以

看出，以相互尊重为基础，以互利共赢为目标，以和谐发展为宗旨，已成为并始终是论坛持续壮

大和成功发展的最主要经验。 
2010 年 5 月 13~14 日，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天津举行。胡锦涛主席集体会见了与会的阿

方各代表团团长；温家宝总理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演讲；戴秉国国务委员出席会议开幕式

及欢迎晚宴；杨洁篪外长主持会议并作主旨发言和总结讲话，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建设部、

商务部、文化部、国新办、国家旅游局、贸促会等部门负责人、天津市主要领导以及包括 19 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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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或部长、1 位副外长、2 位大使级代表在内的 22 个阿拉伯国家代表、阿盟秘书长等约 300 人出

席。会议围绕建立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和论坛建设进行了讨论，通过并签署了关于中阿双方建立战

略合作关系的“天津宣言”及会议“公报”和论坛的“2010-2012 年行动执行计划”三个文件，全

面规划了中阿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体现了双方对提高合作水平的共同愿望与要求，反映出双方

互利合作、深入发展的强劲势头。高官会议期间，新闻出版总署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签署了

《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合作备忘录》。部长会议期间，中阿双方确立了“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

战略合作关系” [4]，明确了中阿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努力目标，开启了中阿友好关系的新纪元，成

为此会最大亮点；双方就广泛政治议题展开磋商，充分体现了双方关系的战略性；双方就各领域

务实合作展开讨论，丰富了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内涵；代表们在天津开会，并赴宁夏、上海参访，

践行了外交“依靠发展、服务发展、促进发展”的目标，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衷心希望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及其新成立的“中阿合作论坛研究中心”继续支持外交

部亚非司和“中阿合作论坛”秘书处的工作，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开展相关领域课题研究和公共

外交实践，与我们共同努力，为开拓中东外交新局面、为我国发展建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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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wing Road of “China-Arab States Cooperation Forum” 

 
                       CHANG  Hua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Arab States Cooperation Forum” is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that focuses o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strengthen collective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After six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forum from the “introduction and layout” 
explorative period turns into the “enrichment and improvement” consolidating and developing stage, 
becomes an important platform on which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carry out collective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hina-Arab States Cooperation Forum; Collective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China-Arab Traditional Friendship; China’s Foreig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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