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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4－5104（2005）01－0007－02 

埃埃  中中  关关  系系  前前  瞻瞻  

穆穆罕罕默默德德··努努曼曼··贾贾拉拉勒勒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具有自身的特点，并随着

国家的形势和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也许埃及与中

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国家之间独特关系的范例。过

去，我们一直在谈论埃中关系如何悠久，谈论两

国之间的互助倡议以及对对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

场。但是，进入 21世纪之后，各国的立场和政策

均发生了变化，国际政治的传统概念也过时了，

确切地说，是部分传统概念过时了，而另一些概

念又凸显出来。这是每个国家的外交决策者所面

临的主要挑战，更是埃中关系所面临的最重大挑

战。因此，展望埃中关系非常重要。 

各国都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如何吸引资

金和旅游资源，如何加强贸易关系，如何引进技

术和获取知识。埃中之间的关系问题也需重新考

虑，因为两国在 21世纪初的状况与 20世纪的状

况都已发生本质的变化。中国在振兴之路上飞速

前进，进入了太空世界，于 2003年底将第一名中

国宇航员杨利伟送上了太空。此外，中国在经济

增长率、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额方面也取得了长

足进步。而埃及，尽管在经济发展领域也作了大

量尝试，但未能实现应有的或预期的振兴，仍面

临着振兴前的种种难题，这不同于中国所面临的

振兴之后的问题。那么，埃中两国在这样的状态

下如何才能加强彼此间的关系呢？以下是一些带

有思想性的观点，完全是学者个人的观点。 

想法一：振兴后的中国具有丰富的资金，正

在寻求投资市场。而埃及则是这种投资的沃土，

因为它的投资环境在不断改善，市场机会也多，

且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占据着中心位置。所

以，投资在收益和回报方面是有保障的，投资风

险也因埃及政治稳定的环境而可以规避。 

想法二：振兴后的中国已对其他社会开放，

让外部世界了解其文化和文明。但是，世界上没

有一个文明比埃及文明更巨大、更古老和更丰富，

这就是中国公民前来埃及旅游的原因所在。中国

文明在吸引埃及游客和阿拉伯游客方面亦是如

此。9·11 事件之后，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开始注

视东方，而他们原先却盯着西方的欧洲和美国。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可以开展更积极的工

作。首先是经济工作，来吸引投向中国的阿拉伯

资金，吸引阿拉伯的旅游资源。我们不会忘记，

阿拉伯的剩余资金总额已超过 8000亿美元，正在

寻找投资市场，但在西方国家则得面对与 9·11

事件相关的许多政治问题。中国是一个吸引投资

的国家，也因货币稳定而成为最安全的国家。人

民币不同于包括美元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其他货币

—— 它们正面临着巨大的波动，并因这一波动而

不可避免地造成许多损失。 

那么，中国在这一阶段应该做什么呢？ 

首先，中国应该在埃及开设中国银行的分

行，进入埃及的股市和金融市场。众所周知，埃

及股市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股市，埃及推进公司私

有化的政策一直在加强。有胆有识的拉美投资者，

尤其是巴西投资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中

有一位投资者已在一年前在阿斯尤特省购买了一

家水泥厂，并将其改造成了一个成功的企业。 

其次，中国应该建立联系路线，特别是要开

通与国际航运枢纽中心—— 开罗国际机场相联

系的航线。2002年，埃及航空公司开通了中国航

线，却因非典（SARS）在数月之后就停航了。据

说，该航线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中方对现阶段

恢复航运则显得犹豫不决。我个人的经验是，这

些所亏损是由于埃及航空办事处的推销不力和缺

乏远见，因为有益的经济工作都需要耐心和营销

上的活力。中国的男女企业家都具有这两个特点。

所以，开通北京、上海和开罗的航线必将是回报

最多、收益最大的业务。 

想法三：埃及正在发展许多产业，其中包括

技术产业和知识产业。埃及的学校正走向电脑化，

电子公司、电子部委和电子政府已成为埃及的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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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要求。穆巴拉克总统本人也曾对这一问题给予

了极大的关注，突出地表现为他曾在 2003 年 12

月初参加了日内瓦国际通讯会议。这是发展埃中

关系的广阔领域，既可采用贸易的方式，也可采

用在埃及建造中国工厂的方式。埃及现有 2.5万

个村庄，每个村庄至少需要两所学校，它们也将

成为中国电子产品的市场。建立电脑产品的生产

中心以及与知识开发相关的产品的生产中心，无

疑将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振兴的基础，特别是未

来的伊拉克重建和巴勒斯坦建国，尽管当前的政

治局势可能还有许多障碍，但障碍是暂时的。部

分国际势力的短视决策绝不能抗拒历史事实，不

能抗拒该地区人民谋求解放、走向进步的意愿。

凡阅读 2003年 10月颁布的第二份阿拉伯人类发

展报告的人都会注意到，该报告集中体现了知识

就是进步的工具。这对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的阿拉

伯国家政府已产生很大的反响。 

想法四：每个国家都致力于加强自身的国际

地位，这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亦是如此，既是为

了自身的利益，也是为了适应发展规律、民族振

兴政策和对外合作政策的需要。因此，埃中未来

关系中的政治作用和经济作用是紧密相连的。埃

及是中东的门户，是非洲的门户，也是欧洲尤其

是南欧的后门。埃及的政策举足轻重，不可小视，

尽管它有时也面临困境。有些大国虽试图无视埃

及及其作用，却都以失败告终。我们发现，这些

大国正在重新认识埃及的战略位置及其政策对所

处地区的作用。埃及正在恢复她在解决巴勒斯坦

问题和苏丹问题方面的作用，也就毫不奇怪了。 

经济是依据政治而产生的。如今，建立大阿

拉伯自由贸易区的活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包括阿拉伯投资银行在内的多个经济项目，以及

其他不仅对埃及而且对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具有战

略意义的项目，也正在开罗研究，其目的是要将

阿盟转变为一个新的阿拉伯组织，一个充满新活

力的组织。所有这一切都将在突尼斯阿拉伯峰会

上加以讨论。它们对埃中关系有何意义呢？毫无

疑问，它们关系到埃中关系的未来，要求埃中双

方加强合作，并将其作为阿中合作的基点。 

幸运的是，近年来的埃中关系得到了一大批

优秀大使们的推动，如埃及驻华大使阿里·哈夫

尼、中国驻埃大使刘小明及其继任者吴思科。他

们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充满青春活力，也恢复了

埃中关系的青春活力，使之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想法五，则与包括音乐、艺术和文学在内的

埃及文化有关。埃及的一位前任驻华大使曾出版

了一本书，名为《埃及人眼中的中国》。那是一双

双饱含着爱意的眼睛，来自不同部门的专家都以

惊讶的目光注视着中国，比较中国的昨天和今天，

展望中国的灿烂明天。因此，我们看到他们中的

有些人认为中国是 20 世纪的奇迹，就不足为奇

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将埃中关系和阿中关

系转变为 21世纪的奇迹，不是用言语和希望，而

是用认真的工作和日益频繁的交往来实现。 

中国在 21世纪的进步需要两个基本动力： 

其一是能源，因为中国的石油和其他能源不

足以为中国当前的伟大复兴提供燃料。这些能源

在阿拉伯地区很丰富，埃及的油气前景也充满希

望。因此，这一领域的投资者纷纷前来。中国也

应具有远见卓识，不要落伍。 

其二是勇气、胆识和冒险精神。众所周知，

年轻的投资者通常都很小心谨慎。但是，中国投

资者如果一直如此小心谨慎，犹豫不决，就会失

去许多东西，因为财富中的一部分乃源于敢于冒

险、善于开拓的精神。中国投资者要像长征时一

样，在寻找财富时也得靠这种革命精神。有了这

种精神，就会由弱变强，由穷变富，就会将过去

的关系转变为未来的关系。 

我们的这封信不仅面向中国投资者、政治家

和决策者，也面向埃及同仁。也许古老的阿拉伯

成语“财富源于先机”、“晨鸟可饱食”，为我们发

展埃中关系提供了指路明灯，使埃及总统和中国

主席于 1999年签署的建立面向 21世纪战略伙伴

关系协议成为真实可信的事实，而不仅仅是存放

在图书馆书架上的文献。 

我相信，中国总理温家宝参加第二届中非论

坛，不仅会影响中非关系，而且也会影响埃中关

系。两国领导层之间的互访将有助于两国新一代

领导人了解双方未来发展的机遇和前景，避免两

国在寻求与其他方面发展经济关系时可能采取的

错误步骤，因为战略规划者此时可能会犯的错误

就是目光短浅。 

（作者是前埃及驻华大使，现任巴林王国研

究中心顾问。王有勇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