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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公共外交：实践与评估

余 泳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上海 200083）

摘 要：作为中国外交的“战略板块”之一，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这与中国经济总量上

升趋势的“硬实力”相一致。但一直以来，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发生动荡的近三年来，部分阿拉伯国家和民众对中

国的认识和理解，特别是对中国相关的外交政策等，还多有龃龉，从而表现出中国整体实力上升时“软实力”的
差距。中国亟需加大对阿公共外交的力度以缩小这种差距，尽管中国在此方面已做出了较大努力和较多实践，

但其效果同预设目标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尚有很大差距。今后中国对阿公共外交在机制建设、实务办理和

技术提升等不同层面都有完善和改进的空间，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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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外交早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就得以很好运用，新中国在一些重要历史关口也以公共外交取得

了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21 世纪以来，公共外交逐渐成为中国总体外交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党的

十八大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对阿拉伯国家公共外交在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就已展开，逐步成型于“中阿合

作论坛”框架下的一些机制性活动，并在近年有了更多的平台，而且可以利用当前中东变局带来的更多机

遇，“强化中阿公共外交，传播治国理政经验，意义重大而深远”〔1〕；同时，“公共外交具有广泛性、互动性、
渐进性和间接性等鲜明特征”〔2〕。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公共外交又是一个复杂而长远的系统工程，未来要

在切实改进方式的基础上，加大投入，抢抓机遇，赢取更多有利于双方交往与合作的机会，为中国中东外

交和总体外交做出更多贡献。

一、公共外交在新时期中国的历史使命

美国塔弗兹大学教授埃德蒙德·古利恩 ( Edmund Gullion) 1965 年在该大学爱德华·默罗公共外交中

心（The Edward R. Murrow Center for Public Diplomacy）成立仪式上，首次定义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外交

为“政府向外国公众提供信息并施加影响的行为”。此后，公共外交的概念不断演化，特别是 2001 年发生

了“9·11”事件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更加重视公共外交的作用。
在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有关公共外交的学术研究就开始活跃起来，据中国知网数据显

示，1999～2012 年的 14 年间，题名中含有“公共外交”的各类刊物、会议和硕博士论文达 480 篇，报纸文章

217 篇〔3〕。“公共外交”尽管是一个较新的学术词汇，但在我国对外交往的实践活动中却有较长的历史，且

不断有出彩的表现，远的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延安接受埃德加·斯诺等美国记者的采访，较早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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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汉办官网：《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 年）》，ht t p://www.hanban.edu.cn/ar t i cle/2013- 02/28/ cont ent

_486129.ht m。另据孔子学院总部信息，截至 2012 年底，全球已建立 400 所孔子学院和 535 个孔子课堂，共计 935 所，分布在

108 个国家（地区）。

1971 年的“乒乓外交”，近期的有 2008 年的“奥运外交”和 2010 年的“世博外交”；特别是 2004 年 11 月以

来在全球创办和推广的“孔子学院”，更是中国大力推行公共外交活动的象征。据悉，截至 2011 年底，全球

孔子学院的数量为 358 所，计划到 2015 年将建成 500 所①。
就政府层面的机构和机制建设而言，公共外交在中国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它主要由外交部统筹办

理，并由最初新闻司下属的处级单位升格为部属机构，具体是：1999 年 6 月，外交部新闻司设立因特网主

页管理处，负责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网站工作；2004 年，成立公众外交处，负责网站工作、公众外交协调；

2008 年，更名为公共外交处；2009 年 10 月，成立新闻司公共外交办公室，负责外交部、驻外使领馆公共外

交工作的统筹规划和综合协调；2010 年 8 月，成立由资深外交官和专家学者组成的公共外交咨询委员

会，向国内外公众介绍、解读中国外交政策和发展理念；2012 年 8 月，新闻司公共外交办公室升格为外交

部公共外交办公室〔4〕。
2011 年胡锦涛主席在访美过程中明确提出“中美伙伴合作应该基于人民广泛参与”，并将它作为中

美伙伴合作关系的“四大支柱”（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共迎挑战和人民广泛参与）之一，这是中国国家元首

在对外出访中第一次强调与公共外交有关的议题〔5〕。2012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提出，要“扎实

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6〕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将公共外交升格为国家

战略的标志，它也因此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

第一，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

战略机遇期〔7〕。我国近年处在经济地位和国家综合实力快速上升的阶段，在硬实力发展方面显而易见不

容外部世界国家和民众小觑，尤其是在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欧债危机和中东动荡等大背景下，这一发展成

就确属难能可贵。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与和谐的国际环境，仍然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

战略机遇期也是在此前提下才能存在；如何向国外民众展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维护世界稳定的正能量，

是公共外交的职责所在。尽管人们对公共外交有不同的定义和解读，但其经典和本质的意义未变，即“一

国政府为争取他国民心而采取的各类公关行动”〔8〕。消除国外公众对中国的误解、疑虑，甚至不信任与抵

制等，政府间的行为不足以完全取得预期效果，如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等，在西方

媒体和相关利益集团的别有用心和武断地宣传阐释下，会形成“中国威胁论”的不同版本并不断演绎，再

加上有些国家和地区民众本身对于中国了解的缺失，中国和平发展和崛起的国际环境总会遭遇这样那样

的挑战和困境。因此，公共外交通过不同途径展示中国的发展意愿与和平祈求，显得尤为重要，当然它不

是独立于国家外交外事活动之外的盲目行动。
第二，服务于中国的总体外交布局。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外交工作坚定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我国公

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加强了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9〕。严格意义上说，公共外交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之所以如此表述，是因为我国对公共外交的界定经历了较长时段的酝酿，直到 2009 年 7 月，时任国家

主席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

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10〕在此背景下，外交部当年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公共外交的新举措。如

将新闻司原有“公共外交处”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建立公共外交的部内、部际协调机制，加强统筹规

划，促进与各相关机构的沟通和交流。时任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更明确提出，着眼长远，每一名外交干部今

后都要成为开展公共外交的合格人才〔11〕。因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在 2009 年 12 月 31 日才指出“公共外

交这一新型外交形式，已成为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12〕但在今后服务于中国总体外交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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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共外交仍然有诸多可以改进和提升的地方。如在网络新媒体方面显得手段不多，不能快速和较

大受众面地传递中国的声音和立场，明显有后发弥补和传统外宣的痕迹；再如民众参与的统筹方面，有时

也表现出官方意味过浓或民间一哄而上的两种倾向。不过，这些现象都是中国在尝试和发展公共外交过

程中可以不断纠偏的地方。
当然，国外学者也对中国的公共外交进行了较多的判断和研究，其中对其要达到的目标也作了归纳，

较有代表性的如：（1）展示中国是作为一个奋发作为，以给民众带来一个更加美好未来的国度；（2）展示其

是一个稳定、值得信赖和负责任的经济合作伙伴；（3）展示其是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并致力于世界和平的国

家；（4）希望其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得到尊重〔13〕。从此类研究和表述中不难读出，国外研究者和民众

也十分关注当代中国的公共外交开展，但他们的理解和阐释是否契合其本来面目，是否有利于其良性推

进，同样可视作其新的历史使命之一。

二、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公共外交实践

民间外交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如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新中国同所有阿

拉伯国家都还未建立外交关系，双方民众彼此之间了解很少，而新中国政权之于那里的政府同样是非常

陌生的。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代表团当时在访问埃及等 4 个阿拉伯国家过程中，不仅给当地官方，更是给

那里的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随着这种交往的增多，双方增进了相互了解，彼此间的贸易往来也得以顺利

开展。此类民间外交也促进了政治外交，1956 年 5 月中国与埃及建立外交关系应该就得益于此前民间互

动打下的基础，而中埃建交对推动整个阿拉伯世界与新中国逐步乃至全部建交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当

然，我们不必拘泥于上述外交形式的界定，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所谓的‘民间外交’、‘人民外交’，
在精神实质上就是现今指称的‘公共外交’。”〔14〕

自 1990 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建交后，中国已经与所有 22 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及至 2004
年 1 月中阿关系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双方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卫
生等各领域的互利合作得到进一步拓展。2009 年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逐步蔓延，特别是

2010 年底阿拉伯世界发生动荡以来，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内

情况也发生了较大改观，中阿之间的政治和经贸等关系尽管还维持在一个较好水平，但仍有诸多方面有

待改进，尤其是要加强双方间的认知和预判。中国为此在对阿公共外交方面做出了较大努力和较多实践，

主要体现在：

（一）“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
每届会议均围绕一定的主题进行深入对话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达成诸多共识，如强调中华文明和

伊斯兰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瑰宝，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认为新时期不断深化不

同文明之间和平、包容、理解和对话理念有助于促进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交流互鉴，有利于

共同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自 2005 年起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成功举办五届，出席人员包括中阿专

家学者和官员，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届别 时间 地点 规模（约） 主要议题

一 2005

（1212- 13）

中国北京 60 人 一、中阿关系的前景。
二、中阿文明对话。

二 2007

（1201- 03）

沙特利雅得 70 人 一、发展中阿文化关系，加强中阿论坛机制建设；二、发挥中阿文明在

应对全球化挑战、加强文明对话观和构建和谐世界中的作用；三、发
挥教育、新闻、文化、翻译在推动中阿文明对话、促进两种文明相互了

解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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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资料来源：“中阿合作论坛”中方秘书处官网 ht t p://www.cascf .org/chn/j zj s/wmdhyt hs。

（二）“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友好大会”（简称“中阿友好大会”）
民间交流是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政府间合作的重要辅助渠道，对动员中阿民间友好力量、增进中阿传

统友谊、促进新时期中阿互利合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阿友好大会”就秉承了这样的宗旨，并

取得了良好效果，它同样是“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一项重要活动，由中阿友协和阿盟自 2006 年以来每

两年主办一次，基本情况如下：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官网 ht t p://www.cpaf f c.org.cn。

（三）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应该说是中国公共外交建设以来最具代表性的“成熟品牌”之一〔15〕，它们为所在国民众学

习汉语言文化、了解当代中国，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和文化活动，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办学模式，进而

为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做出了独到的贡献。拥有 22 个国家的阿拉伯世界也活跃着我国高校还与

阿拉伯国家共建的 10 所孔子学院和 1 个孔子课堂（截止到 2013 年 9 月）：

届别 时间 地点 规模（约） 主要议题

三 2009

（0511- 12）

突尼斯城 80 人 一、阿拉伯文化中的中国和中国文化中的阿拉伯人；二、中阿文化中

人与自然的共同价值观；三、现代通讯、科技手段和中阿关系。
四 2011

（1227- 28）

阿联酋阿布扎比 100 人 一、中阿文明的共同价值；二、历史上和当代为推进中阿文明相互了

解和对话的中阿重要人物；三、文明对话及其在促进中阿战略合作关

系方面发挥的作用；四、中国的伊斯兰文化，及其在促进相互了解、中
阿文明与文化对话方面的重要性；五、中、阿媒体在加深相互了解和

丰富中阿文明对话方面的作用。
五 2013

（0627- 28）

中国乌鲁木齐 100 人 一、中阿两大文明对丰富人类文明的贡献；二、文明对话对促进新时

期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发展的作用；三、中阿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

届别 时间 地点 主要成果

一 2006

（1128- 29）

苏丹喀土穆 一、通过了《中阿民间友好宣言》；二、成立总部在喀土穆的阿中友协联合会；三、
确定 11 月 29 日为“中阿友好日”。

二 2008

（1027- 31）

叙利亚大马士革 一、通过了阿中友协联合会章程并选出执委会；二、成立了“友好大会后续行动

委员会”；三、签署了《2008- 2010 年中国阿拉伯民间行动计划》及《新闻公报》。
三 2010

（1023- 26）

利比亚的黎波里 一、通过了《新闻公报》和《2010—2012 中国阿拉伯民间行动计划》；二、举办了中

阿学者和中阿企业家见面会。
四 2012

（0913- 14）

中国银川 一、评估了《2010—2012 年中阿民间行动计划》执行情况；二、通过了《新闻公报》
和《2012—2014 年中阿民间行动计划》。

序号 成立时间 名称 中方合作单位

1 2007.02 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 沈阳师范大学

2 2007.11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北京大学

3 2008.04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 华北电力大学

4 2008.10 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 西北师范大学

5 2009.04 约旦安曼 TAG 孔子学院 沈阳师范大学

6 2009.09 突尼斯斯法克斯孔子课堂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2009.11 阿联酋扎伊德大学孔子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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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资料来源：孔子学院总部官网 ht t p://www.hanban.edu.cn。

（四）“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简称“中阿博览会”，2010 年—2012 年称为“中阿经贸论坛”）
经中国国务院批准，由中国商务部、中国贸促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共同主办的国家级、国际性综

合博览会，每年在宁夏举办，逐渐以 22 个阿拉伯国家并向外延升至 57 个伊斯兰国家为合作主要目标国

家，基本情况如下：

资料来源：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官网 ht t p://www.caset f .org。

（五）专家学者代表团互访

该形式是在阿拉伯国家近年发生深刻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开展对阿公共外交活动的新尝试，它对于

加强中阿民间交往，增进中阿相互理解，巩固中阿传统友谊具有重要意义。到目前为止，在外交部亚非司

的指导和我驻外使领馆的大力协助下，由中阿合作论坛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等联系和

参与，中阿专家学者代表团已成功地开展了两次互访活动：

（六）其他平台和形式

首先必须提及的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因为正如前文所述，2009 年公共外交

地位得到大幅提升与成功主办奥运会过程中多层次公共外交所起的作用有关；而这一经验在举办世博会

过程中被很好地借鉴和发扬。毫无疑问，这两场盛会也为中国对阿公共外交开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尤其

序号 成立时间 名称 中方合作单位

8 2009.12 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孔子学院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9 2010.06 阿联酋迪拜大学孔子学院 宁夏大学

10 2012.09 约旦费城大学孔子学院 聊城大学

11 2013.01 摩洛哥哈桑二世大学孔子学院 上海外国语大学

序号 举办时间 境外参与 活动层次及成果

1 2010.09 66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 中国副总理、约旦前首相等出席；签订合作项目 190 个，签约金额

2035.63 亿元。
2 2011.09 76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 中国政协主席、毛里塔尼亚总统等出席；签订合作项目 164 个，签约金

额 2078.6 亿元。
3 2012.09 71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 中国副总理、科摩罗前总统等出席，阿联酋成为首个主宾国，海合会首

次组团参会；签订合作项目 124 个，签约金额 2187.34 亿元。
4 2013.09 67 个国家 中国国家主席致贺信，中国政协主席、约旦国王、巴林国王等出席；签

订合作项目 158 个，签约金额 2599.01 亿元。

序号 活动时间 国内参与单位 国外参与单位

1 2012

（1118- 29）

中阿合作论坛研究中心；上海外

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北京外国

语大学阿拉伯语系；北京大学阿

拉伯语系；外交部亚非司。

卡塔尔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半岛研究中心；埃及金字塔政

治与战略研究中心、埃中友协；沙特费萨尔国王伊斯兰研究

中心、外交学院、《利雅得报》；阿联酋战略研究中心、扎伊德

大学。
2 2013

（0324- 30）

中阿合作论坛研究中心；上海外

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所；外交部亚非司、政
策司；全国友协亚非部。

埃中友协、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沙特外交学

院、《利雅得报》；卡塔尔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半岛研究中

心；科威特大学政治研究中心、科威特电视台、科威特环境

总署公共关系部、科威特战略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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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向阿拉伯国家民众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国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其次，中国对阿公共

外交还一直以不同形式在开展，特别是近两年来，中国开始注重与阿拉伯国家不同层次和领域人事进行

接触，如接待其青年代表团和精英代表团来访和座谈，主动接触某些转型国家并邀请其反对派来访等，这

些工作有效地起到了增信释疑的作用，为配合中国政府主体外交的推进贡献了很多有益的思路。

三、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公共外交的评估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践活动不难看出，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公共外交已经“应运而生、正逢其时、大有可为”〔16〕，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了一定的机制性平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已经步入战略合作伙伴阶段，双边关系在“中阿合

作论坛”框架下得以全方位展开，其中的“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机制为中国对阿公共外交提

供了有效的平台，如每届会议均以《最终报告》形式总结对话成果，并提出下一阶段行动的具体建议，像互

办艺术节、典籍互译、智库交流、青年和民间交流等，有的已得到落实。具体事例就是 2008 年 12 月 19 日

至 20 日，“中阿合作论坛”中方秘书处在北京主办的“中阿文明对话———语言与文化交流研讨会”，其主旨

就是落实“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的成果文件、促进中阿语言教学与翻译、推动中阿典籍互译

工程，会议确定了中阿典籍互译的第一批书目共 50 部。
二是积极性和主动意识越来越强。公共外交的载体是人文、民间和大众，关键在于做好人的工作，做

好感情交流〔17〕。随着中国对阿交往越来越向纵深发展，遇到的问题和阻力也相伴而生，这就会倒逼中方

必须增强与阿拉伯国家各方人士的交流与沟通，甚至是转型阿拉伯国家当局的反对派。如早在 2011 年 6
月，利比亚战事走向尚不明朗的时候，中国就同其反对派进行过多次接触并接受其访华；再如 2012 年至

2013 年，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先后邀请了叙利亚不同的反对派组织访华。这些举措不仅彰显了中国作为一

个世界大国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纷争时所应起到的作用，更是加强公共外交主动性和有效性的行为。
三是创新意识使得形式越来越丰富。如何增强当代中国政治上的吸引力、经济上的竞争力、形象上的

亲和力和道义上的感召力，不是仅仅在学术层面的讨论就能实现的。就中国对阿公共外交的开展，没有十

分丰富的既有案例进行复制，那么就要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因势利导通过不同方式加大传播和接触

力度。首先中国在对阿文化传播方面已经先行先试，如在阿拉伯国家开设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就是很

好的范式，而 2009 年 7 月，中央电视台阿语频道和央视网阿语频道的同步开播，更是在中国与 22 个阿拉

伯国家之间又架起了一座友谊与沟通的桥梁；在经贸方面，中阿博览会（中阿经贸论坛）自 2010 年创办以

来，以经贸洽谈和合作的方式，为中阿各层人士的接触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基本形成了以经贸交流为主向

的经贸、能源、文化、体育、人才、教育等多个领域共同交流合作转变的趋势；而在政治对话领域，2012 年

起由中阿合作论坛研究中心为主承办的中阿专家学者代表团互访活动，则在中阿双方精英人士、智库和

主流媒体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开创了新的形式，借助他们对政府外交的政策咨询功能以及对普通民众的话

语辐射，实现了公共外交较为典型的目标和功能。
综上所述，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公共外交顺应了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有效地利用了当前的主客观

条件，为增进阿拉伯公众对中国的了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整体而言，中国目前的公共外交渠道尚缺乏

广泛影响力，对阿公共外交也不例外，因此在此领域提升的空间很大，现就相关的不足之处进行梳理并提

出初步的对策建议。
（一）机制建设层面

1. 以外交部为业务中心统筹协调。目前中阿致力于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不断落实中阿合作论

坛框架下的各项协议，因此包括对阿公共外交在内的各项工作都要循此展开，那么这一机制本身是否为

实施公共外交规范了明确的渠道和任务就十分重要。但纵览所有规定和协议尚无成文的事项，而是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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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贸、文化等各项活动中寻觅机会实现公共外交的目标；另外，前述能够体现对阿公共外交的平台

和活动除了少数具有针对性外，大部分都是由国家不同部门管辖或参与的行为，如孔子学院由教育部主

管，中阿博览会主办部门是商务部，还有中阿友好大会是由友协这样的民间组织出面等等。因此，这些部

门或组织首先要达成的是相关活动本身的成效，而且确实起到了传播中国文化、加强人员交流、展示中国

形象等作用，但是与有组织地开展对阿公共外交还是有一定差距。外交部已有公共外交办公室，外交部西

亚北非司也设有中阿合作论坛办公室，故而由这些机构和单位统筹不同领域的对阿公共外交，通过不同

形式但以全国一盘棋的思路组织实施，才能够从机制上确保将中国的信息和观点系统性地传递给阿拉伯

社会和公众。
2. 抓好品牌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北京奥运会还是上海世博会等全球性规模的活动，都为

中国对阿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因为申办、筹办都需要面对面地开展游说和传播工作，正式举

办则为之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使阿拉伯国家和民众对中国有了更正面的了解，但毋庸讳言，要想改善国家

形象，开展公共外交必不可少，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两场国际盛会。开展公共外交，提升国家形象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18〕。在此方面似乎可以借鉴类似于中俄、中法互办

文化年活动的做法，如能形成较大规模的像中阿文化年活动，固定频次坚持在中阿间举办下去，注意积

淀，形成品牌，并上升到国家层面，而不是像目前中国的不同部门（包括地方政府）不时地“策划”一些对阿

交往活动，费时耗力且花费不菲，但往往一时热闹，过后则不了了之，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值得商榷。我们

一般都比较赞同以色列对外公共外交的力度，但它同样也在近期反思如何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19〕。
（二）实务办理层面

1. 继续做好智库出访和人员交流工作。在不久前结束的第五届“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
发布的《最终报告》中，充分肯定了 2012 年以来中阿双方专家学者组成的智库代表团的互访活动和阿拉

伯国家青年代表团等的访华活动。作为阿拉伯国家精英代表的智库和青年人员来访，他们能够直接接触

和了解中国的人员和政策主张，通过实地走访和面对面的交流，很显然他们基本都能感受到中国政府和

民众追求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的基本主张，一心一意谋求经济发展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强烈愿望，无

意干涉别国事务并一贯呼吁和支持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当前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冲突的全民共识。同

时，中国专家学者到访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与当地的智库、媒体和民间组织等人员接触、座谈并接受采访，

清晰明确地传递了中国的声音，他们能够直面当下的热点问题，阐述中国的态度和立场，一定程度上可以

消除由于媒体误读而引起的猜忌，将中国的真实立场呈现在当地民众面前和阿拉伯媒体上。
2. 注重经贸交往中的人文交流，摒弃利益至上的做法。这里特别要提出应利用好中国—阿拉伯国家

博览会的这个平台。通过三届中阿经贸论坛的努力和积累，阿拉伯国家政府和企业同中国深化合作、扩大

交往的愿望和期待日益迫切，中阿双方已经在 2013 年将其升格为博览会，更加表明该活动已经从经贸交

流为主向经贸、能源、文化、体育、人才、教育等多个领域共同交流合作转变。这本身是双方互相倚重对方

共谋发展的利好行为，同时也为中国大力开展对阿公共外交提供了契机。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在经

贸交往过程中如有唯利是图、以次充好或不守诚信等纯粹利益至上的行为必须摒弃，因为它们与公共外

交、人文交流的本意是背道而驰的，会恶意阻塞双方的文化和思想交流，丑化自身的形象，进而贬低了中

国的国家形象。
（三）技术提升层面

1. 用好新媒体并加强传统媒体的传播作用。通过近年在中东地区发生的诸多事例，人们不再怀疑以

网络传播为代表的新媒体在影响政情民意上的作用。但如何有效利用该手段为中国对阿公共外交服务仍

然需要加大研究和开发的力度。以外交部“外交小灵通”这种微博、微信形式为例，它尽管较为快速地传递

了中国官方的声音，但具体到阿拉伯世界而言，因为语言的问题和使用习惯的问题是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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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像 facebook、youtube 和 twitter 等这些受众广泛的社交网络平台尚未得到有效利用。中国目前只是屏蔽

这些平台以求自保，但很显然失去了利用其强大的传播功能，如何平衡利害、有效利用值得思考〔20〕。在强

调新媒体作用的同时，电视、电台、平面媒体和书籍等传统的传播手段只能加强，需要改进的是，要在已有

的阿拉伯语和英语的运用形式和内容选择上要有明确的公共外交功能指向。
2. 进一步整合传播的方式和手段。这里强调的不单是纯粹的物质技术提升和改进，更主要的是想说

明技术手段要蕴含在系统、合理的对阿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活动中，以提升活动的效能。因为中国与阿

拉伯世界的交往不可谓不丰富，但如何借助技术因素，及时、准确、正面地反映中方愿与阿方在政治上平

等互信、经贸上互利共赢、文化上互鉴互融的这种真实想法，而不是一味地展示所谓中国的“强大”。以有

关阿拉伯国家与中方就设立孔子学院商谈而长期未果为例，除了所在国本身政局不稳的客观因素之外，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孔子学院在当地的认可度和容忍度问题，如何让当地政府和民众接受中国语言文化的

传播是为了加强双方的友谊和交往，除了国内不同部门做好协调之外，通过合理、有效的传播技术手段向

对方简洁明了地阐明初衷，就是可以考虑的范畴。

四、结 语

阿拉伯国家所在的中东地区，不仅没有因为美国的战略东移而减少被关注的程度，而且其挑动世界

神经的触手似乎不经意间就会伸出。2013 年上半年中阿双边货物贸易额逾 214 亿美元〔21〕，这也表明双

方的经贸交往纵向比已有较大改进，但相较于 22 个国家而言，可以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为达到促进双

边的进一步交往和合作，中国实施了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一系列措施，这些举措为中国向阿拉伯

地区不同的民众表达了积极同他们交往和合作的真实想法，希望借此明确传递中国的外交理念和政策诉

求等。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理念需要通过不断的外交实践去贯彻，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种种因素使得它们

有的时候很难理解和接受中国政府的一些原则性行为，如就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案曾经

三次行使了否决票，一定程度上与海湾等有关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和主张相去甚远，引起当地政府

和舆论等的不满，还直接导致近两年中国在该地区的工程承包等业务几乎停滞。不能简单地就一时一事

来判定中阿双方的政策和做法的对与错，但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政策和国家形象，以及自己所要在这一

地区实现怎样的目标，阿拉伯人了解的并不多，不仅是普通民众，就是精英阶层和政府决策部门也都不甚

明了。因此，在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践行自己的政策外，可以通过改进机制建设、实务办理和提升技术等

层面，推进对阿拉伯世界的公共外交，增信释疑，进而扩大双边政治、经济和人文交流，但这将是一项重大

和长远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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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Public Diplomacy to the Arab Countr ies: Overview, Evaluation and Suggestions

YU Yong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0083,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Arab world and China’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have rapidly
developed, which matches the trend of China’s increasing of hard power. Meanwhile, some Arab countries and
their people have misread China’s foreign policy, especially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which shows China’s lack
of enough soft power on the other hand. Consequently, enhancing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to the Arab world
seems to be an urgent task. Although China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practice such diplomatic activities, there
is a long way to promote the mechanism construction, the capacity and means of handling the affairs when
Chinese expect to have a good outcome from their public diplomacy.

Key Words: public diplomacy; Arab countries; overall diplomacy; China’s nationa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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