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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动荡与中东治理的新常态 
 

中东的动荡呈现出一些新常态的特点：叙利亚自 2011 年以来的动乱仍然在

持续，还难以看到解决的前景；利比亚、也门的转型受挫，暴力冲突再度激烈

上演；恐怖势力在参与地区动荡局势的暴力形式和目标都进一步极端化，并加

紧向域外扩散恐怖暴力。但我们也观察到中东局势有走向有序治理的一面：突

尼斯和埃及的国家秩序已经得到恢复，国家建设走向有序化；各方已经意识到

了打击恐怖势力的重要性，反恐合作也有所进展；经济交流在逐步深入和提高，

社会发展在多个层面渐进地提高；国家外交和国家间关系的理性合作也有一些

亮点。 

根据对中东动荡和中东治理的新常态的观察，本期我们编辑了三组稿件。

第一组是“国际热点分析”，《中东剧变趋势分析》一文，分析了“伊斯兰国”

对中东地区安全的威胁，阐释了埃及可能由乱到治的风向标作用，提出了中国

与中东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存在较大空间的观点；《中东剧变以来中国与中东

国家的关系》一文，在分析中东剧变发生以来该地区多重矛盾持续深入演化的

基础上指出，中国与中东国家相互战略需求上升，双方由此呈现新态势；《涉疆

暴恐事件中的“中东因素”与国际反恐合作》一文，分析了涉疆暴恐事件高发

期中“中东因素”的诱发作用和“美国因素”的推手作用，探索了在新的国际

反恐形势下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反恐合作的新路径；《中东剧变中的巴林动

乱》一文，分析了巴林动乱的过程和僵局，以及巴林政府和海湾地区其他君主

国的治理策略。 

第二组是“地区问题研究”，《从历史角度看土耳其的多边主义战略》一文，

以土耳其对外战略定位的两条主线，分析了 1980 年代以来土耳其对外战略定位

的调整，以及 21 世纪初土耳其多边主义对外战略的基本定型；《阿尔及利亚的

柏柏尔人问题》一文，分析了柏柏尔文化复兴运动兴起和逐渐走向政治化的过

程，阐释了该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 

第三组是“丝路经贸合作”，《海合会国家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文化例外”》

中的“文化例外”，指的是保护本国的文化传统不被其他强势文化侵袭，“伊斯

兰文化例外”是海合会国家在 WTO 或 FTA 谈判中所坚守的原则立场，中国的

“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出台相应的更具灵活性的经贸合作政策；《中国和伊拉克

的石油合作》一文通过具体的量化分析，探索了两国石油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空

间，认为双方的石油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前景充满希望；《中东地区主权财

富基金的透明度》一文，分析了中东主权财富基金透明度不甚理想的原因，认

为透明度标准应是适度的，且要通过国际治理来规范主权财富基金透明度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