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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外交 
 

 

中国对阿拉伯世界人文外交的历史回顾及现实挑战＊ 
 

闵 捷  [ 沙特 ]马 云 蔚 

 
摘    要: 人文外交作为一种崭新的外交形式，是对当今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互动的

有效应对，也是对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的有机整合。人文外交以软实力理论、国家形象理论、建构主义

理论和文明对话理论为依托，在当今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实践

则为人文外交的理论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对阿关系中，人文外交在各时期都促进了中国国家利益的

拓展。当下，国际体系处于转型期，尤其是 2010 年年底以来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使中

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外交政策面临挑战。只有将人文外交继续作为我国对阿外交政策的重点，才能在政治

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始终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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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GJ033）的前期成果，并受上海外国语大学 211 工程三期和上海市重点

学科（B702）资助；本文曾获第三届“上海国研杯”征文大赛研究生组二等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多种权力的制约，国家、市场和社会三

者的互动共同构成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结构。传统的外交形式已不能满足国家利益拓展的需要，

经济外交、人文外交等外交方式逐渐在国家的对外战略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本文认为，人文

外交是对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等外交方式的整合，通过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的交流，以深化

国际社会对于该国的认识，从而改善该国的国际形象。因此，人文外交具有战略性、总体性和长

期性等特点，是一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人文外交的理论探源 
 

    对于人文外交的基础，本文认为可以从软实力理论、国家形象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及文明对

话理论方面进行分析。 

    1.软实力理论 

    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最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认为，软实力是一国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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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组成的基本要素。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其

所期望的世界政治目标，是因为其他国家愿意追随它，或认可造成这一结果的情势。
[1]153-171

软实

力不同于硬实力，不依靠威慑和报酬等硬力量得以实现，而是一种吸引力。人文外交则能够从战

略高度合理使用产生软实力资源，从而起到增强国家实力的作用。 

    2.国家形象理论 

    从国际传播角度来看，国家形象是一国在国际舆论中所形成的整体形象，即他者认同，而提

升国家形象则是人文外交的重要目的。关世杰在《国际传播学》一书中将国际传播定义为，通过

政府、组织、个人进行的跨越国界的传递信息过程；李智在《国际政治传播：控制与效果》一书

中写到，“从国际关系尤其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国际传播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信息在各民族

文化系统之间流动的跨文化传播，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信息跨越地理性国境的跨国传播，而往

往是一种由政府主导、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展开信息交流的特殊意义上的跨国或跨文化传播，因而

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国际传播”；崔守军在《中国国际传播的逻辑困境与模式转换》一文中指出，中

国国家形象在国际传播中遭遇困境是由于“客观现实”和“主观建构”之间的脱节造成的：一边

是中国不断改善和进步的政治经济发展面貌，另一边是西方主流舆论对中国议题的“妖魔建构”，

导致中国的声音难以被西方国家所理解。
[2]
因此，本文认为，人文外交是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

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 

    3.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在看待人文外交的重要性上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理论不同。对于现实主义而言，

文化和认同只不过是权力分配的表现，并不具有独立的解释力；对于理想主义而言，国家之所以

战略性地运用文化和强化认同，与运用其他资源一样，仅仅为了推进它们的自身利益。建构主义

理论则认为国际社会中的共有知识能够塑造国家利益，国家间关系是由共有知识而不是物质力量

决定的，正是国家间的共有知识决定着国家对利益的认知及其外交政策。而作为以构建共有知识

为目的的外交方式，人文外交通过国际大众传播、签订政府间文化协定及增进民间交流等方式，

加强国家间政府与民间的互动，以此改变国际舆论对该国的认知，并改善该国的国际形象，从而

拓展国家利益。 

    4．文明对话理论 

本文认为文明对话理论是人文外交的核心理论之一。从文明对话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并不

是如福山所言的“历史的终结”，而亨廷顿虽然看到了文明在当今世界中所占重要地位，但他的文

明冲突理论并没有真实反映当前世界的主流趋势。笔者认为，文明对话理论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方

向。文明对话理论认为，超越民族、语言、宗教和文化对立的交流一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显著特

性。尽管在对立的共同体之间存在着紧张和冲突，但超越这些对立，建立更多的联系和互动，一

直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大趋势。
[3]88

而人文外交正是对文明对话理论的具体实践。 

总之，人文外交在当代中国外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新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将近 60

年的外交实践，为人文外交的理论创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中国对阿拉伯世界人文外交的历史回顾 
 

    人文外交作为中国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起到重

要作用。在对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实践中，更加体现出中国人文外交的发展历程。 



 55

    第一阶段（1949～1976 年），新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人文外交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急需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在面对西方对华封锁的情况下，新独立的亚非民

族国家成为中国外交争取的对象。但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仍处在英法殖民

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他们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缺乏了解，甚至因受西方国家的影响，对“红

色中国”持疑惧和排斥的态度。1950 年 8 月，阿拉伯国家联盟还专门通过一个决议，宣布只承认

“中华民国”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
[4]56

如何取得阿拉

伯世界对新中国的承认，是当时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诉求。 

1955 年 4 月，在印尼万隆召开了首届亚非会议，包括新中国在内共有 29 个亚非国家参加，

其中 12 个是阿拉伯国家。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初步友好关系。在参加此次会

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周恩来总理的顾问达浦生和阿拉伯语翻译刘麟瑞都是爱国爱教且精通阿拉伯

语的穆斯林，对中阿领导人间的友好沟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之后，中国政府频繁和阿拉伯国

家进行了包括宗教交流和签订人文协定等在内的人文外交实践，对中阿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1955 年 5 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长艾哈迈德·巴库里率团访华，与中国文化部代理部长

钱俊瑞签订了中埃两国政府《文化合作会谈纪要》。1956 年 4 月，中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率文艺

代表团访埃，与埃及教育部长侯赛尼签订了中埃政府《文化合作协定》。这是中国与埃及签订的第

一个文化协定，也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文化协定。1957 年 11 月 3 日，中国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阿拉伯语频道开播。通过阿语频道的广播，新中国的政治立场得到了更多阿拉伯民众

的了解，为阿拉伯民众消除对新中国的误解起到了积极作用。1958 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阿语部

共收到来自伊拉克、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 11 个阿拉伯国家的 44 封听众来信，他们在

信中写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听到了中国的声音。”
[5]47

这一时期，一批阿拉伯专家也来到中国，

担任大学教授和相关单位的专家。  

20 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与国际社会间的文化联系愈加广泛。1958 年 2 月 11 日，第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设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直属国务院，以领导对外文化交

流。1964 年，国家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在阿拉伯世界开始发行《今日中国》阿拉伯文版，这对中

阿之间的相互了解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人文外交在国家外交战略中地位的提高，新中国和阿拉

伯国家的人文交流也日益增多。人文交流极大地消除了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误解，打破了美国对

中国的外交孤立。至 1965 年，中国先后同 10 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为新中国赢得国际

社会的承认与进入联合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阶段（1979～1990 年），新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人文外交有效地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利益 

1979 年，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人文外交不仅在阿拉

伯新兴民族国家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在阿拉伯君主国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980 年，中国成立了

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综合协调对外传播工作。在中央的高度重视下，中阿人文领域的交流显著增

多。以教育交流为例，1981～1989 年，西亚北非地区在华留学生人数达 402 人，其中 1987 年为

95 人，1989 年为 92 人。
[6]
人文外交消除了阿拉伯世界尤其是海湾君主国对中国的误解，1979～

1990 年，中国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人文领域的交流也带动了经济上的往来，中阿间的经济合作不断加深。中阿贸易额持续增长，

在投资领域也开始合作，阿拉伯国家也成为中国最早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的地区。
[7]99

人文外交因此成为改革开放后促进中国国家利益拓展的有效政策。 

    第三阶段（1991～1999 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人文外交维护了中国的非传统安全利益 

从地缘政治来看，阿拉伯世界是我国西部周边的战略延伸，在宗教方面同我国新疆的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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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有着密切联系。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中亚地区的 5 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

成立了以信奉伊斯兰教为主要特点的主权国家，其中 4 个国家是突厥语系国家，其主体民族与同

属突厥语族的土耳其人有着血缘联系，在历史上他们曾被统称为突厥人。这一时期，“泛突厥主义”

在中亚开始出现，对我国新疆地区民族分裂分子产生了挑唆作用，这些人乘机兴风作浪，与国外

主张“泛突厥主义”的势力勾结在一起，企图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分裂出去，建立所谓的“东

突厥斯坦”。作为伊斯兰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阿拉伯国家，其对待“东突恐怖主义”的态度成为中

国对阿拉伯国家外交的重要关切点，而人文外交在实现这一非传统安全利益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1991～1999 年，中国先后成立了中国—埃及、中国—叙利亚，中国—苏丹和中国—沙特等

友好协会。这些民间组织的建立，加深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在政府外交的渠道

外，增进了双方交往和了解的途径。1991 年 1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设立，也标志着人文外交

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中国政府对阿拉伯世界在人文外交领域的重视，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阿拉伯国家

对中国持理解态度。双方的理解与互信促进了双方在经贸领域的交流。尽管海湾战争使阿拉伯国

家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九十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造成一些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停滞

和衰退。但在这一背景下，中阿贸易额仍继续增长，1999 年达到 79.34 亿美元；在工程承包和劳

务合作方面，截至 1998 年，中国公司在阿拉伯国家签订了 6000 个承包项目，劳务合同额达到 110

亿美元。
[7]99

 

    第四阶段（2001 年至今），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人文外交拓展了中国的战略利益 

“9·11”事件之后，全球安全面临着新挑战，文明冲突论的影响力愈加广泛。美国通过在阿

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重塑世界格局，阿拉伯世界已成为我国的“大周边”地区。与此同时，中国

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不断深化和扩展，双方在能源、贸易、工程承包等方面合作成果显

著，阿拉伯世界在中国外交中的战略意义日益提升。在这一阶段，人文外交对中阿关系的全面发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国际上多将阿拉伯国家视为恐怖主义的发源地，但中阿之间的相互理解

使得中阿关系能够全面发展。 

2001 年 12 月，中国成立了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木尔·达

瓦买提任会长。2004 年 1 月 30 日，胡锦涛主席访问位于埃及开罗的阿拉伯联盟总部，提出构建

新型中阿关系的四项原则①，并宣告了“中阿合作论坛”的建立。2007 年 11 月，中国在阿拉伯世

界的第一所孔子学院在埃及开罗大学落地。经过近 3 年的建设和发展，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已成为

埃及民众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知名机构。2008 年第一期汉语培训班只有不足 30 人参加，

而第六期招生时则有 260 人报名，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也从建立之初的 3 间教室扩展到现在的 7 间，

并正筹建语言实验室和多功能厅。在三周年庆典的典礼上，200 名埃及学生顺利结业。截至目前，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已累计招生 660 多名。
[8]2009 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开通了阿拉伯语频

道，这一时间恰逢“七·五”事件的发生，阿拉伯语频道的设立对中国政府传播事实真相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 

当下，中国政府通过《今日中国》阿文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语部、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

阿语频道以及国家汉办在阿拉伯世界创办的 7 所孔子学院和 1 所孔子课堂，塑造中国在阿拉伯世

界的国家形象。此外，中国政府在“中阿合作论坛”的框架下也推进着多个领域的人文外交，其

中新闻合作论坛已举办了两届，文明研讨会也分别在北京、利雅得和突尼斯召开了三届。文明研

讨会为中阿双方学者近距离接触提供了契机，使双方最新的文明成果得到展示。同时，确定了未

来 5 年双方合作互译对方 25 部经典著作并出版。目前，对阿拉伯国家的文化培训工作也正逐步走

                                                        
① 这四项原则是：（一）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增进政治关系；（二）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密切经贸往来；（三）以

相互借鉴为内容，扩大文化交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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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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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机制化。2007 年起，文化部连续举办了 4 期阿拉伯国家文化管理人才培训班，2009 年举办了阿

拉伯国家文化官员考察团和阿拉伯国家知名画家来华采风创作活动。这些活动得到阿拉伯国家文

化界人士的广泛重视和参与，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一致赞誉。
[9]2009 年, 在阿盟的 22 个成员国中，

已有 11 个国家成为中国公民的旅游目的地国，中阿游客总数超过 60 万。其中，中国赴阿拉伯国

家游客 34.3 万，同比增长 9.9%，阿拉伯国家到中国旅游人数 26.6 万，同比增长 15.2%。
[10]

 

从中国与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到 2010 年中国与所有 22 个阿拉伯国家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阿间政治互信不断加深，经贸额持续增长，人文外交在其中起到了战

略性的作用。到 2008 年，中国同阿盟 22 个成员国的进出口贸易额突破千亿大关，达 1328.4 亿美

元；在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领域，仅 2009 年，中国企业就在阿拉伯国家完成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

210.3 亿美元，占中国在全球完成营业额的 26%；在能源领域，阿拉伯国家已成为中国进口石油

的主要供应地。2009 年，中国进口原油 2.04 亿吨，其中从阿拉伯国家进口 9486.8 万吨，占 46.5%。

在当年中国原油进口前十位来源国中，阿拉伯国家占了六席。
[11]12

 

 

三、当前中国对阿拉伯世界人文外交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人文外交在近 60 年的历史中，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从最初以人民外交

为主，到后来将对文化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等各种外交方式加以整合，基本形成了人文外

交战略，并在阿拉伯世界逐渐塑造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如前文化部长孙家正所言：“‘长流水、

不断线’的文化外交，对于稳定、巩固和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12]

但在当前

中阿合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下，中国对阿人文外交依然面临着如下挑战。 

    第一，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国情研究有待加强 

长期以来，中国在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上注重大国，而对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中小发展中国

家的研究较为薄弱，这就造成了国内对阿拉伯国家的国情、政治派别、宗教派别的不了解，不利

于中阿之间平等和深入的交流。如在 1959 年，中国与埃及之间出现了分歧。当时中苏关系出现裂

痕，纳塞尔因为苏联对埃及的援助而站在了苏联一边，中国的《红旗》杂志等报刊点名批评了纳

赛尔，说他混淆敌友。之后埃及报纸也在西藏平叛、中印冲突等问题上攻击中国，埃及政府一度

关闭了中国在开罗的新闻机构，埃及驻华大使也以“私人原因”为由离职回国，中国在这件事上

缺乏和埃及方面进一步的沟通，导致了矛盾的激化，从而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损害。1979 年以

来，中阿双方的经贸往来日渐增多，但对对方国情的了解和研究还有待加强，如 2009 年 8 月 5

日，在阿尔及利亚发生的中国人与当地人的冲突，虽然这一事件后来被中国与阿尔及利亚政府定

义为“不影响中阿双边友好关系的孤立事件”，但没有很好地了解与尊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仍是

影响中阿关系的潜在不利因素。据《阿尔及尔自由报》称，阿尔及尔埃苏亚区由于中国商户越来

越多，当地居民对该区“太多的亚洲人”感到越来越不满和愤怒。一些居民对媒体抱怨，这些亚

洲人“胡作非为，不尊重当地习俗”，他们“玩女人，喝葡萄酒，赤膊或穿背心在马路上行走”，

和当地人摩擦越来越多。
[13]

随着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在阿拉伯世界的中国公民

会日益增多，如果阿拉伯国家的国情研究得不到进一步重视，不仅中阿之间的沟通会产生误会，

而且会给别有用心者提供挑拨离间的机会。 

    第二，中阿之间民间交流需要进一步拓展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发展友好关系中，与对方政府的关系虽需重点维系，但思想界和民间的交

流也要得以拓展和深化。在中国与阿拉伯各国正式外交关系建立以前，人文外交以人民外交的形

式开展得较为活跃。正式外交关系确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的交

往增多，而忽视了和阿拉伯国家民间的交往。如在“9·11”之后，阿拉伯国家思想界和民众中出

现的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只有扩大和深化与阿拉伯世界民众的平等交流，才能了解阿拉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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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最新变化，对阿人文外交的相关政策才会在阿拉伯世界中引起共鸣。同时，中国企业在阿

拉伯世界有时也偏重于经济利益，而忽视对所在国民生的关注。在也门，过去提到中国人当地人

均会竖起大拇指，而当今中国人在当地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已造成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损害。双方

“要摆脱衰退和被误读的境况，中国和阿拉伯的友好组织应该寻找恢复其职能的新机制”
[14]

。人

文外交的缺失会损害中阿双方对“朋友”关系的认知，从而不利于中国在中东利益的长期稳定。 

    第三，中阿媒体合作仍需深化  

媒体在当今世界扮演着重要角色，中阿间彼此的认知尤其如此。虽然近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

实力得到很大提升，但“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并未改变，而阿拉伯国家的媒体也缺乏对话

语体系的掌控。在西方强大话语体系下，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时常被西方国家所误导甚至歪曲，双

方媒体对对方的报道材料往往来自西方。面对这一不利的国际传播格局，中阿媒体之间的合作就

显得更为重要，但中阿媒体还没有就某些重大国际新闻，尤其那些涉及中阿双方或是事关中阿关

系的重大国际事件进行合作报道、协调回应的经典案例。
[15]

因此，中阿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将对更

加真实地认识对方产生积极作用。 

    第四，人文外交决策机制亟待进一步创新 

    首先，中国对阿拉伯国家人文外交领域的相关事务分别由外交部、教育部、文化部、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旅游局、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

阿拉伯友好协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外交学会、中国亚非交流协会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等部

门承担，这导致了人文外交的政策决策与执行较为分散，往往难以形成合力。如果能在对阿外交

外事活动中将各部门的工作加以协调，对在阿拉伯国家改善中国国家形象会起到积极影响，而开

展主题系列活动的一个重要效果就是能集中有限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强大的视听冲击波，提

高知名度和美誉度。
[16]408

如中阿友协在举办交流活动时，可协同教育部、文化部、国新办、国家

旅游局和中央电视台等部门，这样不仅可以加深双方的了解，而且能更加合理地利用有限的外交

资源。其次，由于缺乏有效的协调，虽然中阿间人文交流增多，但并没有迅速引起决策部门对阿

拉伯世界更加深入的了解和相应的重视，如对阿交流的刊物上，没能重视阿拉伯国家间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差距，而将海湾国家与北非和地中海东岸的阿拉伯国家加以区分进行采稿、编辑和出版；

再如国家旅游局在国外设有 18 个旅游代表处，但迄今为止，在阿拉伯国家还没有设立，这与日益

增长的中国公民赴阿旅游的现状并不相符。最后，在对阿交往中，中资企业的活动日渐增多，但

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的协调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由于企业相对重视短期收益，而忽视与当地社会

的沟通，这一现状容易导致企业员工与当地民众产生摩擦，因此需要外交部门在进行政策制定时

要和相关企业进行有效协调，从而将在阿拉伯国家的中资企业纳入对阿人文外交的行为主体。 

 

四、结语 
 

    当下，国际体系正处在转型期，中国也需谋求国家利益的拓展。中国“向西看”的战略将重

塑中国的地缘战略构想和欧亚大陆版图。
[17]

阿拉伯世界作为中国的“大周边”地区，在中国的对

外开放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也是中国能源消费的重要来源地以及贸易与工程承包的重要地

区。2010 年年底以来，从北非的突尼斯、埃及到西亚的也门、叙利亚，阿拉伯世界发生了急速的

社会和政治变革，面对阿拉伯国家的政权更迭和不明的政治前景，中国政府只有从培养两国民众

间的感情出发，重视人文外交，才能不断提升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国际形象，从而维护中国在中

东地区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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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Retrospect and Current Challenge of China’s Public 
and Cultural Diplomacy towards Arab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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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and cultural diplomacy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interaction of nation, market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is als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ultural diplomacy,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The theory of public and cultural diplomacy relies on the 

soft power theory, national image theory and constructivism; it secur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Chinese diplomatic practice towards the Arab world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With the change of Chinese interests in 

the Arab world, the public and cultural diplomacy promotes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and will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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