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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三个变量，即特殊化的贸易结构，政府的

宏观调控即政治干预和来自国际组织以及西方势

力的支持。由于后两个变量难以预料，大多数中

东国家的民族经济前景尚是未知数。但目前以色

列已拥有较为发达的多样化工业结构，正在向再

现代化阶段过渡，摩洛哥、突尼斯和土耳其等国

均已走完了经济调整的第一阶段。可以肯定，虽

然全球化经济是由金融、技术、信息和文化的灵

活性等一些非物质因素所控制，对中东各国民族

经济而言，很大程度上仍不得不依赖自然资源等

传统因素。这种现实决定了在经济民族主义引导

下的中东经济发展既离不开地区间的相互依存，

也需依靠外部力量，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当前的

经济转换并不能使中东更发达和更和平，除非在

国际和地区内部进行充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合作。”[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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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东问题青年研讨会会议纪要 
 
2004年 12月 14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

究所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室的青年研究人

员相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从年轻人的角度

对目前普遍关心的中东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杨洁勉副所长和李伟建主任先后致辞，他们

指出在上海研究中东问题的老一辈已经保持了多

年的经常性联系，但是年轻人之间的了解与联系

还较薄弱，这种带有专业性质的青年之间的交流

与互动是推动双方研究水平上一个新台阶的有益

尝试。讨论和交流是很好的学习方式，能够检验

一个人的研究和思考水平，特别是年轻人思维活

跃，反应快速，更容易通过交流激发出思想碰撞

的火花，对于各方应该都能达到共赢的效果。 

本次研讨会分为三个议题：后阿拉法特时代

的巴以局势，伊拉克问题以及中东能源问题。上

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中东室的青年研究人员就不同议题发表了自己的

看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内容整理如

下： 

后阿拉法特时代的巴以局势 

对于后阿拉发特时代的巴以局势走向，会上

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美国大选尘埃落定，

阿拉法特去世，一个多月以来，巴以局势总体上

尚属乐观，与今年 5月相比，双方都比较克制，

并没有出现失控和混乱局面。从 1978年埃及总统

访问以色列，到奥斯陆协议的签署，每次阿拉伯

世界陷于困境时，中东的和平进程都能获得发展，

就是说，在中东的力量对比相对悬殊之时能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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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某种协议（而非在力量对比相对平衡的时期达

成协议）。1978 年埃及处于空前孤立状态，而在

1993年前后，阿拉法特亦处于孤家寡人的境地，

恰恰是在这种被逼上绝路的情况下，迫使他们寻

求一种突破口，推动和平协议的达成。目前这种

状况，我们有理由相信，巴勒斯坦很可能会走出

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阿巴斯当选的几率较

大，但不排除巴尔古提今后在巴政局中发挥作用

的可能性。舆论对阿巴斯的评价是务实、灵活。

不仅在他能不能让步方面，而且他很可能在相对

空泛的框架内订立协议，而把实质性的内容暂时

搁置。总的来说，恢复和谈的可能性很大，但是

很难按照路线图计划进行和谈和建国，中东和平

进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另一个观点认为，中东和平进程面临的更多

是困难。首先阿拉伯国家对支持巴勒斯坦已经有

心无力，加上阿拉伯国家自身的问题长期没有解

决，更削弱了和谈的砝码。另外叙利亚等强硬国

家的态度给中东和平进程施加了更大的压力，阿

拉法特去世之后，美国发出了一些明显的信号，

而叙利亚等国家也把巴以局势作为与美国谈判的

筹码，使得中东和平进程举步维艰。其次，阿拉

伯世界并不十分关心巴以双边框架的确立，阿拉

法特的去世既是借口的消失，也是机遇的消失，

阿拉伯国家要正确使用这把双刃剑。第三，巴尔

古提释放的可能性很小，巴勒斯坦内部亦需要时

间磨合。而中东和平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

的中东政策，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是首先解决伊拉

克问题，现在伊拉克的重建困难重重，这无疑给

中东和平进程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障碍。 

同时，也有学者提到，现在争论的不是巴勒

斯坦应不应该建国的问题，美国、以色列等都不

反对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怎样

的国家，是以色列控制军事经济的巴勒斯坦国，

还是巴勒斯坦人民自己主宰的民主国家。 

伊拉克问题 

伊拉克大选能否获得成功，就目前的形势进

行分析，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安全上，美国

增加在伊的驻军，也有国家宣布延长自卫队在伊

的驻留时间，同时伊临时政府已经运作了半年时

间，经过半年的训练与磨合，人民对伊临时政府

已经有了一定的信任，相信其能够控制局势。财

力上，美日欧等纷纷宣布减免伊的债务，中国也

承诺对伊援资 2500万。这些都保证了伊大选能够

顺利进行。国际政治局势方面，伊朗、叙利亚等

强硬国家很难给伊拉克施加消极影响。而阿富汗、

乌克兰等国家民主制度的建设则给伊拉克以积极

的示范作用。从不利方面来说，外部势力的渗透，

美军存在对伊大选的负面影响，以及欧洲国家的

不够积极的态度等都是阻碍伊拉克大选获得成功

的因素。 

能源问题 

伴随世界油气重心的时空变化，新的油气地

缘经济格局将是“大石油中东地区”（指由中东、
北非以及环里海地区组成的巨大的油气供应区）

连同俄罗斯的油气将在全球油气供应、出口和定

价方面相互影响，联成一个从北非的马格里布到

海湾、里海、俄罗斯西伯里亚和远东地区的巨型

带状区域，这里蕴藏着世界 65％的石油储量和 73

％的天然气的储量。有关国家围绕争夺中亚的油

气资源和跨国通道构成内外两个三角之间的战略

竞争的关系。内三角主要指中国、伊朗和土耳其

三个地区在亚洲腹地油气运输通道上的竞争；外

三角主要指俄罗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中

国三大实力之间的相互钳制的关系，内三角的三

个地区实力要受到外三角的三个大国实力的极大

的影响。通过对世界油气形势的总体分析，中国

内部制定了 2020年多元化、有保障、节约型的油

气战略。 

能源安全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凸现，使中国

在中东的利益得到扩大，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中国在中东的政策主要是政治驱动，80 年代到

90 年代是经济驱动，到了 90 年代以后则是政治

和经济的双重驱动。当前要做的是在政治和经济

利益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中国的中东政策是中

国对外政策对外形象的重要部分，中国现阶段是

一种有限介入，更多的依照国际惯例，利用国际

多边力量来实现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 

 叶  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