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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周边”战略与未来中阿关系 
姚 继 德 

 

内容提要      2006 年是中阿开启外交关系 50 周年。面对当前和今后波谲云诡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严峻挑战，

中国必须在“大周边”外交战略视野下对未来中阿关系做出重新定位，在未来的中阿关系构建中应当立足长远战

略，矫正目前单一的能源优先的外交政策，避免短视和功利性，牢固树立可持续的发展观，将未来中阿关系全面

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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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celebr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Sino-Arab establishment of foreign relations in May 2006, we 
are still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involute and changeful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We should reconsider China’s 
policy towards the Arab world with a special perspective of China’s extended neighbor foreign strategy. The author 
claims that China should reconstruct a long-term and sustainable foreign strategy to the Arab world instead of the current 
oil-energy top-priority policy. And the ideal model of Sino-Arab relations should be one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he Perspective of Extended Neighbors; the Future of Sino-Arab Relations;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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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周边”战略与中阿关系 

目前中国外交上所说的“大周边”（The 
Extended Neighbors）战略，是近年中国国际关系
学界系统总结半个世纪以来的新中国外交实践经

验后，立足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确保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目标的顺利实现，在外交战略上提出的一

个富有创意的地缘政治概念。
①
它为中国应对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波谲云诡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的严峻挑战，提供了一种成熟而崭新的外交战略

思维。国际关系学界认为：“大周边环境，不只

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在

这个概念中，既包括与中国直接相邻的国家，也

包括那些虽然不直接接壤却与中国有重大利益

关系的国家或力量，它们可视为中国周边的延

伸。”
②
众所周知，“大周边”外交战略的提出，

具有深厚的中国儒家传统外交文化思想基础，先

秦时期中国外交思想中就有先进的“唇亡则齿寒”

的政治韬略，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博大精深的外交

———————— 
① “ ”陆忠伟：《中国与 大周边 地带各种力量分化组合态势》，

转引自 http://www.ciis.org.cn；王光泽：《秦亚青访谈：构建
中国大周边战略》，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 11月 21
日。 
② “ ”阮宗泽：《实现中国外交 话语权 》，转引自 http://www. 
fyjs.cn/bbs/simple/index.php?ts0530.html 。 

思想和外交文化。如古代中国历朝政府所奉行的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使“近者悦，远者来”

的邦交思想，以及“远交近和”与“远亲近邻”

的外交思想。在中国古代的这些外交思想中，从

来都是把“远亲”与“近邻”一视同仁地作为“邻”

（neighbors）的范畴加以考虑，而思考的基础就
是儒家的“仁、亲、和、善”。中国政府目前所积

极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和“睦

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其核心就是高度

重视并切实加强与大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
③
这种

方针政策既是对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恢复，也是

实施“大周边”外交战略的具体方策。 

对于“大周边”的政治地理范围，目前中国

外交学界已有一种共识，即中国外交上的“大周

边”，理应超越传统意义上的领海、领土相互接

壤的“邻”的范畴，应该包涵“近邻、中邻和远

邻”
④
三大层面。就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关系

态势来看，我们的“近邻”一般是指东北亚地区

的朝鲜半岛、日本和蒙古，东南亚地区的缅甸、

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尼、菲律宾和文莱等，与中国北部和西部直接

———————— 
③翟崑：《“ ”睦邻、安邻、富邻 的时代内涵》，载《半月

谈》2003年第 22期。 
④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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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壤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俄、哈、吉、塔，南

亚和中南亚地区的印度、尼泊尔、阿富汗、巴基

斯坦等国；“中邻”在地缘上主要包括中亚的乌兹

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南亚次大陆印巴以外的

孟加拉、斯里兰卡，西南亚和北非地区的中东阿

拉伯世界、伊朗和东非地区；“远邻”则泛指上述

两大区域之外的其余世界，包括欧美、大洋洲和

广大的非洲地区。在全球化进程加快且不可逆转

的今天，这三个“邻”的范畴，虽然在其话语表

述上仍有不同的涵义，但在当下人们的实际理解

中，则已超越了其空间维度上的亲疏远近距离，

更多强调彼此间在逻辑和现实战略意义上的密切

关联，这种关联的内涵就是“海内存知己，天涯

若比邻”、“四海之内皆兄弟”所要表达的“海内”

思想。 

其实，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

和安全形势，回顾中阿开启外交关系所走过的 50

年历程，笔者认为，中阿在共同经历了摆脱西方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冷战时期共同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以及后冷战期间共同应对国际政治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的半个世纪的友好交往后，双方在政

治、能源、贸易、市场、金融、投资和安全诸领

域内，可以结成战略利益密切相关的“大周边”，

互为战略空间，在现有的“中阿合作论坛”等机

制的基础上，从整体上提升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

战略关系，以期进入一个崭新的战略合作伙伴阶

段。 

二、中阿在地缘政治和文化上都是各自的“大

周边” 

在两千余年的中阿友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

由于海陆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延续，今天的中东阿

拉伯地区一直都是中国历代王朝对外交往的一个

重要区域，彼此在地缘政治和文化上始终是相互

沟通的重点。中阿之间友好交往的优良传统和历

史经验均已昭示出，双方在地缘政治和文化上历

来互为各自的“大周边”。 

从地缘政治或国际关系来看，以阿拉伯国家

为主的中东，自汉代开始就被中国人称为“西域”，

在古代的三国、两晋、隋、唐、宋、元、明等漫

长的历史长河中，双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友好交

往从未间断，来华的阿拉伯国家的贡使、商贾、

军士、工匠、学者、教士等络绎不绝，大食、波

斯等国一直名列中国官方的《二十五史》友好国

家之中，在历朝历代的官稗文献里也都有丰富翔

实的记载。在 15 世纪之前漫长的“世界体系”中，

位于西亚北非的中东阿拉伯人民一直把中国作为

其政治交往的最东端，而中国明朝的友好使者、

回族航海家兼外交家郑和波澜壮阔的七下西洋的

壮举，也将中东阿拉伯世界确定为远航“西洋”

的终点。进入近现代以来，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阿拉伯国家和人民曾经给予中国人民抗

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诸多道义支持，留下许多

可歌可泣的友好故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万隆

会议上建立的友好互信，刚刚摆脱西方殖民主义

统治获得独立不久的许多阿拉伯国家，不顾西方

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威胁利诱，先后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积极支持中国人

民的反帝反霸斗争，尤其在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合

法席位、和平统一台湾等重大问题上，曾给予过

我们长期而宝贵的重要支持，我们彼此始终把对

方视作自己最可信赖的坚强盟友。
①
与此同时，中

国政府和人民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斗争、

收回苏伊士运河、石油国有化运动、阿拉伯人民

反帝反霸等一系列正义斗争中，始终坚定地站在

阿拉伯世界一边，给予阿拉伯国家和人民以政治、

道义和物质等多方面的有力支持，中阿双方事实

上早已形成了互为战略后盾的“大周边”。回顾中

阿双方过去半个世纪中的友好交往关系后，我们

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东地区曾发挥过中国抵

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西部战略屏障的

作用。比如在反对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斗争中，

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与阿拉伯国家和人民一道，

坚决站在阿富汗人民一边，取得了阿富汗人民反

抗苏联入侵的最终胜利，有力地遏制了超级大国

企图控制印度洋战略要冲的野心，也间接地维护

了中国的西部安全。冷战期间的中阿关系正是今

天我们的“大周边”战略外交关系的范例。 

文化交往在中阿关系中始终发挥着积极而又

重要的作用。公元 7 世纪以后，在伊斯兰先知“学

———————— 
①杨福昌：《中阿关系的回顾和展望》，载《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6年第 2期，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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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圣训的鼓舞下，众

多阿拉伯学者、旅行家络绎东来，在其旅行游记

中都对中国的灿烂文明作了翔实生动的介绍。在

中阿关系史上，从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和阿拉

伯海启锚，经由印度洋、南中国海抵达中国的阿

拉伯和波斯的海船，从遥远的撒哈拉沙漠、阿拉

伯半岛、波斯湾畔经由中亚细亚、河西走廊抵达

中国长安的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骆驼商队、友好

使节，沿着丝绸之路，披星戴月，络绎于途者，

长达十多个世纪。他们以和平的方式把代表阿拉

伯世界最高文明成就的伊斯兰教传到了中国，形

成了中国 10 个穆斯林兄弟民族的 2000 余万人

口。
①
中国穆斯林融汇了伊斯兰和儒家两大文明的

精华，创造了独树一帜的东亚伊斯兰文明，开启

了伊斯兰与儒家文明和平对话的先河，垂范至今，

供世人借鉴。检索中阿友好交往的历史文献可以

发现，我们的先哲都共同表达了对彼此灿烂文化

的赞赏与褒扬。
②
历史上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

界的友好交往使伊斯兰教完成了中国本土化的进

程并成功融入了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宝库中

璀璨的组成部分。西亚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

东亚的儒家文明同属东方文明，双方在追求和平、

主持正义这两大方面具有同质或同构的普世性价

值观，而伊斯兰文明与华夏儒家文明成功融合的

经验，正在成为新世纪人类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平

等对话的成功范例。
③
中国 10 个穆斯林民族 2000

余万人口的客观存在，完全可以成为当前和今后

建立中阿新型伙伴关系的有利文化资源。事实上，

对于未来中阿文化关系如何构建，阿拉伯世界的

政府和学者呼吁中阿双方的政府和学术界，应根

据《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及行动计

划》，积极落实相关措施，在 2005 年 12 月北京“中

———————— 
①该数据为 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最新数据。 
②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

版社 1995年版，第 53～62页。 
③自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文明冲突论”以来，哈佛—燕京学社
杜维明教授则针锋相对，倡导并积极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文明

对话论坛，其中尤以总结东亚地区“回（伊斯兰）儒文明对

话”的普世价值与经验为主，已先后在马来西亚（1995），
哈佛（2000），中国南京（2002）、银川（2005）和昆明（2006）
举办了五届“回儒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该论坛日益

受到世界政界和学术界的关注。 

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的基础上，建立

长期机制。
④
文化作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日益受到关

注的国家软实力，正在迅速进入到国际关系领域，

与国家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要素一道，成为一

个国家综合国力构成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

此，在“大周边”战略指导下构建未来中阿关系

时，双方的新型文化关系也亟待加强。在当前西

方文化霸权咄咄逼人的局面下，中阿之间应加强

文化交流，积极倡导文明对话，共同应对西方所

谓“文明冲突”的严峻挑战。2006 年 5 月 23 日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 50 周年大会”上，莅

会的叙利亚驻华大使穆罕迈德·海依尔·瓦迪、

也门驻华大使马尔旺·阿卜杜拉·努阿曼等阿拉

伯国家驻华使节，在发言中都程度不同地表达了

这种共同的意愿。
⑤
 

    三、中阿须在“大周边”视野下建立新型战

略伙伴关系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而言，资源和市场的互惠、

互利和互补，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对

外贸易的共同追求。在全球化日渐加快的背景下，

资源强调的是优化配置与共享，市场追求的是互

惠、互利与效益的最大化。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

属发展中国家，中东阿拉伯世界拥有全球 60%以

上的石油储量，中东阿拉伯国家幅员辽阔、资源

丰富、人民友善。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阿之

间的贸易额增长迅猛，2004 年双方的贸易总额为

367 亿美元，到 2005 年已增至 512.73 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 71%。
⑥
中国拥有巨大的劳务市场、农

产品市场、消费品市场、金融投资市场、先进的

科学技术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完备工业体系，

中国的农副产品、轻工产品和电子产品价廉物美，

深受阿拉伯人民的喜爱，在中东市场上所占份额

日趋增多。中国高素质的劳务人员已走进阿拉伯

国家的各个行业，成为中东外来劳工中的一支主

———————— 
④【苏丹】贾法尔· 卡拉尔· 艾哈迈德：《阿中新闻、文化
合作建言》，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 3期，第 56
页。 
⑤笔者参加本次会议的记录。 
⑥中国亚非学会李成仁会长 2006年 5月 23日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举办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

系 5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中提供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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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军，截至 2005 年底，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各类

劳务人员已达到 8.4 万人。
①
此外，在当前和今后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阿之间在石油化工、能

源合作及金融投资等领域，也很具潜力和前景。

因此，中阿双方在资源和市场的互补性方面，实

际已奠定了互惠、互助、互利和多赢的战略“大

周边”的物质基础。关于此问题的研究，中国外

交界和学术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发表，
②
并且许多

建议、建言已经逐步得到国家有关部委的采纳。 

“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是
后冷战时期顺应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多极化迅速发

展趋势下诞生的时代产物，它与冷战时期主导第

三世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样，正在成为

主导当代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国

家集团之间关系的一种主流模式。在现行的国际

关系模式下，国家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不是一

种非常严谨的、具有很强约束力的国际关系，而

是指在国际事务中、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

在战略的方向、关系和合作等方面互为伙伴，在

国际和地区范围内能够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相

互支持，且签署有相应协定或条约作为法律基础。

这种双边或多边战略伙伴关系大多根植于各自国

家和民族利益的国家主义，确保各自国家和民族

核心利益的最大化。基于上述的“大周边”外交

战略来考虑未来中阿关系，中阿双方亟需全面构

建的是一种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伙伴”关

系。 

“9·11”事件后，受美国不断扩大化的国际

反恐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中东阿拉

伯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张，加之美国在中东和平进

程、反恐、民主、人权和核技术开发等方面长期

坚持双重甚至多重标准，使得当前中东地区的局

势动荡不安，哈马斯胜选引发的中东震荡、伊朗

核问题的步步升级、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

硝烟方息的军事冲突及伊拉克局势的扑朔迷离

等，中东和平曙光难以在短期内显现。事实上，

美国的新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甚嚣尘上，美国和

西方世界的中东外交战略，乃是自冷战以来西方

殖民唯我独尊的霸道行径的延续。因此，世界各

———————— 
①出处同第 17页注⑥。 
②杨福昌：《中阿关系的回顾和展望》，第 3页。 

国政府和民众的选择是积极推进多边合作，加强

文明交流与对话，避免文明敌视与冲突，在竞争

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进步。在强

权政治、恐怖主义和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领域问题

的挑战中，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及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是包括中国和阿拉伯国

家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强烈愿望。  

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新一代领导集

体审时度势，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

主张世界应“和而不同”，呼吁地球村的村民学会

彼此尊重，学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从而实

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文明、各个宗教之

间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目标。
③
“和

谐世界”理念的提出顺应了四大时代潮流：“第一，

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

的加深；第二，高科技的发展和跳跃式的影响使

得国际力量对比不断变化，速度惊人；第三，非

传统安全、特别是恐怖主义威胁的国际化趋势；

第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全球性的影

响。”
④
笔者认为，“和谐世界”是对中国儒家“合

和”思想和价值取向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延伸和

运用，它与中国古代“和为贵”外交传统中的“王

道”思想一脉相承，而与美国的“霸道”外交思

想针锋相对。“和谐世界”把中华传统哲学的精髓

凝聚其中，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力量，提升了中国

的软实力。“和谐世界”是中国对人类未来理想世

界的独特诠释，扩大了中国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

影响，彰显了大国风范。 

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已受到爱好和

平、盼望和平的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好评。中

阿之间已建有“中阿合作论坛”，但从构建和谐世

界的目标与拓展中国外交的“大周边”角度来看，

我们应进一步提升未来的中阿关系，使之达到政

治、经济、金融、文化、安全等所有领域的战略

高度。近年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间频繁开展的元

首外交与高层外交，已经清晰地表达了双方提升

战略合作关系的迫切愿望。2006 年 5 月 31 日，

———————— 
③费孝通：“ ”《 美美与共 和人类文明》，载《新华文摘》2005
第 8期，第 13～17页。 
④ “ ”王嵎生：《 和谐世界 的意义》，载《解放日报》2006年
7月 19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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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主席在接见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的阿盟

秘书长穆萨等阿方代表团时曾明确表示，今年是

中阿开启外交关系 50 周年，中方愿与阿方一道，

充分利用这一契机，进一步加深彼此间的关系，

并主张从以下四个方面推动新世纪中阿友好合作

关系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一）加强政治合作，

巩固和充实中阿关系政治基础；（二）加强经济合

作，努力开拓创新，实现互利共赢；（三）加强文

化合作，扩大对话交流，弘扬传统友谊；（四）加

强国际合作，密切协调配合，促进和平稳定。
①
同

时，双方要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共同应对全球

性挑战，倡导以协商对话方式和平解决地区争端，

推动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共同

建设和谐世界。与会阿拉伯国家代表纷纷表示，

“中阿合作论坛”是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对话合作

的重要平台，已成为发展中国家间成功合作的典

范，对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

阿双方在论坛框架下密切合作，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领域均取得了积极成果。阿方赞同胡主

席关于推动新世纪阿中友好合作的四点建议，希

望此次论坛能够进一步加强论坛建设，全面提升

阿中合作水平，使双方合作更好地造福于双方人

民。因此，在隆重纪念中阿双方开启友好外交关

系 50 周年之际，对于中阿双方而言，正是回顾过

去、展望未来，全面提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一

个最佳时机。 

四、战略伙伴——未来中阿关系的必然选择 

当前和今后的世界局势将长期处于“总体和

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

局部动荡”
②
之中，“9·11”事件以来，霸权主义

与国际恐怖主义日益成为威胁当今人类和平发展

事业的两大公敌，中东地区正是这两大威胁集聚

的主战场。伊拉克战争后的地区局势、国际能源

供应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形势均十分严峻，需要

通过中国当前和今后的全球外交战略进行适时的

调整，既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又要有所作为，

———————— 
①2006年 5月 31日中国政府网站 http://www.china.org. 
cn/chinese/HIAW/1225977.htm的报道。 
②杨鸿玺：《创建和谐世界需各国共同携手》，转引自新华网
http://www.news3.xinhuanet.com/report/2005-12/17/content_3
933623.htm。   
 

中国在当今全球性重大事务中要发挥负责任大国

的作用，维护我国“大周边”良好的外交关系，

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

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中国经过 27 年的改革开

放和经济建设，已具备了实施“大周边”战略的

物质基础。就中国与中东阿拉伯世界的未来关系

模式而言，如双方都能立足于“大周边”的战略

高度，顺应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需要、携手共

建和谐世界，那就有助于深化双方各领域的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真正构建起一种卓有成效的中阿

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来。 

 

（责任编辑：马丽蓉  责任校对：孙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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