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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东地区出现了一些“新迹象”。在半岛地区，也门胡塞武装力量在 9

月攻入首都、迫使政府改组，而“基地”恐怖势力又袭击胡塞力量，美国则在 11月

初向也门“基地”武装分子发动了 3次空袭。在北非地区，埃及和突尼斯分别进行

了总统和议会大选，出现了不少积极的发展迹象，但恐怖活动却开始抬头。利比亚

的民兵武装之间持续发生冲突，一度出现两个政府、两个议会的现象。在肥沃新月

地带，“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直接挑战国家政权

和国际秩序等。为此，我们选取了 3篇论文来分析中东地区的“新迹象”。《伊朗核

问题与中国中东外交》一文，分析了 2013年以来伊朗核问题的突破及其给中国的中

东外交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美国撤军和阿富汗总统大选后的重建问题》一文，从滞

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政治与社会结构、多国部队在撤出后的战略部署等层面，

分析了阿富汗的重建问题。 

中东地区的经济合作、地区金融在 2014年也呈现出“新态势”。国际石油价格

出现了很大的波动，埃及新政府将振兴经济作为头等大事，一些国家的经济政策也

在酝酿调整。《土耳其经济政策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的演变》一文，分析了土耳其

经济政策从古典自由主义转向国家主义的过程、原因及其所造成的与传统自由主义

经济政策的断裂。《中东能源金融化与中国能源金融战略构想》一文，分析了中东能

源市场金融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提出了构建中国能源金融战略的设想。 

中东地区大国和地区外大国的中东政策在 2014年也有“新变化”。美国与欧盟

国家的中东政策处处碰壁，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上明显有别于此前的反恐策

略。“伊斯兰国”突起后土耳其、海合会国家在地区问题上的政策，以色列出兵加沙

后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伊朗新政府的外交等，都在发生着渐进的变化，并对地区局

势的整体变化带来了较为深远影响。《土耳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研究》一文，分

析了土耳其寻求加入上合组织的原因和制约双方关系发展的因素，以及双方关系发

展的新机遇。《美国在沙特军事基地的战略演变》一文，分析了美国在沙特进行军事

部署的三个阶段和主要因素，认为军事合作仍是美、沙未来全方位合作的重点领域。

《半岛电视英语台对中日关系的报道分析》一文，以半岛英语台自十八届三中全会

以来对中日热点话题的报道作为案例，分析了阿拉伯媒体涉华舆论的国际传播研究

模型与方法。《“欧洲政策中心”对欧盟北非政策的影响途径分析》一文，分析了“欧

洲政策中心”影响欧盟的北非政策的方式，评析了欧洲智库在欧美对外决策体系中

的位置与作用。《论“伊斯兰国”的资金链及其影响》一文，在梳理该组织发展历史

和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它的主要资金来源及流向，进而分析“伊斯兰国”对

中国国家安全与海外利益的双重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