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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阿合作范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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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4 年建立的“中阿合作论坛” 顺应了中阿人民巩固传统友谊、加强互利双赢合作关系的共

同要求，也体现了中阿关系的历久弥坚和中阿传统友谊的强大生命力。在新形势下，共同的目标、共同

的任务、共同的利益，使中阿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和重要。全面发展中阿关系和深化中阿在

各个领域的合作是大势所趋，是中阿关系持续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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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友好合作关系源远流长。2000 多年前的丝绸之路就把中国和阿拉伯半岛联结在一起。

长期的交流合作有力促进了中阿双方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更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可

以说，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共同作出了巨大贡献。 

阿拉伯国家虽不是中国的近邻，但离中国并不遥远，可谓中国的大周边和战略延伸。中东

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的结合部，也是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发源地。

中东的西北面临地中海，通过苏伊士运河与红海、阿拉伯海联通，经印度洋向东可通向亚洲，

向西可抵达欧洲，历来是东西方的交通要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及商业地位。中东地区拥有

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仅海湾国家的石油储量就占世界的 26%，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市场。

中东没有全球性大国，均为中型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大国在中东利益的争夺，在可预见的未来

几年里，中东地区局势仍将处于紧张动荡的状态，仍是国际形势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以巴和

平进程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伊拉克政治、安全形势持续动荡；伊朗核问题陷入僵局，美国对

伊朗动武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加大对叙利亚的压力，叙利亚与黎巴嫩关系越来越紧张；

土耳其和伊拉克边境的库尔德人武装问题；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以及中东地区的反恐斗争和

宗教派别冲突使中东局势更趋复杂化。持续动荡的中东局势及其事态的变化不仅对其周边地区

和全球政治、经济产生影响，也越来越牵动和影响到我在中东的利益：即地缘战略利益，其中

包括国土安全问题；能源安全利益主要是指石油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安全隐患问题；国际政

治利益是指中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互动关系，经济合作和贸易等利益问题。加

强和深化中阿合作是大势所趋，关系到我国战略机遇期问题，并成为我国与大国之间互动，运

转重要的外交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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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与中东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多次实现政治利益的互动。2004 年 1 月，阿拉伯国

家联盟借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中东国家之际，正式宣布建立“中阿合作论坛”。同年 9 月 14

日，李肇星外长出席在开罗阿盟总部召开的首届论坛部长级会议，再次重申了“不论国际风云

如何变幻，中国将始终是阿拉伯国家真诚、可信赖的朋友”，强调“论坛将有力地巩固和拓展双

方在各层次、各领域的合作”。
[1]
中国与中东地区各国由于相似的历史遭遇，相互同情和支持。

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在战略上曾是中国反美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中东成为美苏争夺世界

霸权的重要场所之时，中国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和阿拉伯国家坚定的支持者。苏联解体以及后

来发生的“9·11”恐怖事件和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为我国在中东发挥影响和进一步加强中

阿合作提供可能。特别是中东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进一步刺激各

种力量填补中东的政治真空，与中亚有特殊地缘关系的中东将成为我打击新疆分裂势力的前沿

阵地和重要舞台，并成为中国西部安全的战略屏障。 

 
一、推动中阿合作的有利背景 

 
“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因地缘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关系赋予了新

的内涵。推动中阿合作的有利背景是： 

（1）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等重大政治事件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战略格局和地区力量对比，引

发了中国与该地区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动。“9·11”恐怖事件发生后，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反恐、

阿富汗战争和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以及对付伊拉克反美武装的暴力活动。巴以和谈

边缘化，中东和平进程长期停滞不前, 美国在中东竭力推行以西方民主改革和意识形态多元化为

核心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引起沙特、埃及、约旦等传统亲美阿拉伯国家的反弹和抵制，

阿拉伯国家不希望美国独霸中东地区事务，普遍希望中国在该地区政治中发挥积极作用和更大

的影响。 
（2）美国中东战略全面受挫，大国之间进行合作的可能性相对增多，为我国拓展中东外交

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使其深陷泥潭，欲罢不能，国内反战之声不绝于

耳。美国借推行所谓“民主”、“自由”进行扩张的中东政策明显受挫，中东问题对美国的全球

战略产生了反作用，美国在中东的霸气和单边主义受到一定遏制并有所收敛，奥巴马上台后不

得不调整中东战略，以缓和与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紧张关系，并注意加强与盟国协调，寻求与

其他大国以及联合国的合作。尽管美国的基本战略未变，但其对外政策日趋务实。受其影响，

在中东事务上大国间的合作面扩大，为实现和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中、美、中东各

国三方的共同利益所在，因此，在恢复伊拉克的稳定、实现中东和平、反对恐怖主义等领域三

方进行合作的空间变大。 
（3）中东问题的影响超出地区范围，成为全球性问题，涉及到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和各自

的利益冲突，解决的难度增大，并且越来越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中国奉行不偏不倚的中东政

策，受到该地区国家的普遍好评。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

台上和中东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也越来越多，中东

问题对世界大国已构成无法回避的挑战，也是大国间互动的重要内容。要解决中东问题，越来

越需要中国的介入和参与。在美国、欧盟、俄罗斯和联合国四方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和巴以和

谈问题上，随着地区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一直受排斥的中国逐渐受到重视，在最近重新启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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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中国影响力将增大。另外，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以及在“5+1”的框架

下参与讨论的伊朗核危机等问题上充分显示了中国的影响力，中国的外交呈现出更成熟和更积

极的姿态，中国在中东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受到重视。 

（4）美国在中东的成败，关系到美国的霸权事业。持续动荡的中东地区，在未来可预见的

若干年里，将继续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难点、重点和最大利益中心点。巴以和谈陷于僵局、美国

撤军后的伊拉克安全局势将难以预测、伊朗核危机加剧、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土耳其与伊拉

克边境土方与库尔德武装的冲突等问题将继续挑战美国的中东战略。一个局势不稳，保持适度

紧张和压力，但又不失控的中东局势，将长期牵制美国的战略，对推动中阿合作有利。 

 

二、中阿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投资环

境不断改善。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中东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不少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

合表示愿意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国与中东国家均属发展中国家，都以经济建设为

核心大力实行对外开放；都在改善投资环境、制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等方面卓有成效，积累

了相对充裕的发展资金。中东地区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合作，特别在能源、贸易领域开展稳定的

互利合作，完全符合共同发展的根本利益。中东地区已成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目

的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和软实力增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受到阿拉伯国家

的普遍重视。在此背景下可以预见，中国和中东国家更广泛、更大规模的投资商贸合作是大势

所趋，前景广阔。 

2004 年建立的“中阿合作论坛”顺应了中阿人民巩固传统友谊、加强互利双赢合作关系的

共同要求，也体现了中阿关系的历久弥坚和中阿传统友谊的强大生命力。中阿合作论坛的建立

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着眼 21 世纪双方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选择，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集体对话

与合作的重大举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一，政治上相互支持。中阿都是发展中国家，双方都致力于推动多极世界的建立，中国

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于维护阿拉伯世界的稳定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

各自的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阿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中方

毫无保留地支持中东和平进程、“阿拉伯和平倡议”、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大业以及阿拉伯各

国根据自己的国情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宗教挂钩。双方共同促进

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二，经济合作硕果累累。仅以经贸合作为例，2004 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时，中阿贸

易额为 367.1 亿美元，2008 年达到了 1328 亿美元，在短短 4 年间增长了近 4 倍。
[2]
此外，在能

源、金融、投资、基础建设等领域的合作也不断取得可喜进展。最近两年，中阿双方携手应对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有效遏制了双边贸易和投资下滑的势头，2009 年的贸易额仍然达到了

1082.38 亿美元。
[3]101

阿盟秘书长穆萨曾指出，阿中经贸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应赋予这一合作更

多内涵。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能源、市场和技术等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阿拉伯国家拥有地缘

优势、丰富的资源和雄厚的资金，而中国企业拥有成熟的技术和产业配套。进一步促进中阿互

利和经贸合作应当成为“中阿合作论坛”的重要内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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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阿双方的人文交流日益紧密，文化、教育、科研、青年、体育、宗教等领域的合

作不断加强。目前每年有 1000 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和技术人员赴华参加各种培训和交流项目，

增进了相互了解和民间交往。
[5]
论坛成立以来确立的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和文化艺术节等丰富多

彩的交流机制，推动了两大文明间的相互了解和借鉴，为中阿发展新型伙伴关系不断增添新的

内容。在“中阿合作论坛”的框架下，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相互交融，成为世界不

同文明之间开展平等对话和交流的典范。 

第四，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

各国都在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全球稳定，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经济、改善民生、增强国力。在这样

的新形势下，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任务、共同的利益，使中阿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迫切和

重要，全面发展中阿关系和深化中阿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是大势所趋，是中阿关系持续发展的必

然。 

第五，中阿共克时艰，患难与共。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在危难之时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无

私援助、理解和支持。2008 年 5 月 12 日，中国四川省汶川地震发生 A 后，阿拉伯国家立即慷慨

解囊，仅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就提供了一笔 5000 万美元的现金和价值 1000 万美元的物资援助，

阿联酋政府也很快提供了 5000 万美元的现金支持
[6]
；2009 年 7 月 5 日，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发生

打、砸、抢、烧事件，某些西方国家和媒体无端指责中国对事件的处置是“民族屠杀”，个别

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也随声附和，但作为伊斯兰世界主体的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却没有一个说三

道四，相反有的还对中国政府采取的果断措施表示理解。阿方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正是对

“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阿友好合作关系的具体解读。 

第六、“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新闻合作。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

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中阿新闻合作已经成为双方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新闻是文明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现在是信息时代，新闻媒体日益显示出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中阿双方都应努力去拓展。埃及的中东社以及摩洛哥通讯社等驻北京的阿拉伯记者站为加强中

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了解和友好合作作出了有益贡献。根据《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

划》，中阿将“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开展新闻合作，鼓励双方主要新闻媒体加强交流，继续互

派新闻采访团组到对方采访，为派驻对方的记者开展工作提供协助和便利”。
[9]
但从目前执行情

况看，这项行动计划的具体落实还需继续努力和完善。阿拉伯国家有上千家新闻媒体，但在北

京的阿拉伯记者屈指可数。据了解，在北京注册的仅有三家阿拉伯新闻媒体，与在京的西方媒

体的记者人数很不相称，不能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双方的对口合作不够广泛，媒体人员交流

未形成机制，双方在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等方面的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可行的措施包

括：（1）中阿双方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和鼓励双方新闻机构在对方开设更多分支机构，改

变由西方媒体垄断新闻的局面；（2）鼓励中阿新闻机构联合举办双方新闻从业人员培训班，加

强记者的交流和互访；（3）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和通讯手段以及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推动和加

快中阿新闻机构的技术交流和现代化建设，更好地为中阿双方的受众服务；（4）中阿新闻机构

联合举办新闻业务研讨会，加强有关专家和学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5）中阿媒体在联合制作

中东和中国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的专题新闻片、改变西方媒体误导世界舆论的局面、向世界提

供事件真相的同时，应为中阿关系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进一步促进中阿两大民族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是中阿双方新闻媒体肩负的重要职责。新

华社是中国最大的新闻机构。迄今为止，新华社在中东地区的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阿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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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也门、埃及、苏丹、利比亚、

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先后设立了分社。为加强中东地区的新闻报道，新

华社于1985年还在埃及首都开罗建立了新华社中东总分社，负责整个中东地区的新闻报道工作。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的迅速提升以及与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国家贸易的迅猛增长，越

来越多的阿拉伯人渴望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信息，这无疑为新华社和其他中

国新闻媒体与兄弟的阿拉伯新闻媒体的合作提供了机会。新华社与阿拉伯新闻媒体保持着良好

的合作关系，目前，新华社与埃及的中东社、《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以及

海湾的一系列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2008 年上半年，新华社中东总分社

在海湾地区打破了长期被西方三大通讯社垄断的媒体市场，与素有中东“纽约时报”之称的《海

湾时报》签订供稿协议；另外，新华社进行以迪拜为中心的海湾地区经济信息市场的开发；此

外，在阿曼实现“零突破”——与当地最大的阿文日报 Shabiba 签订了奥运专线协议。新华社在

注重发展传统新闻产品落地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向视频和新媒体领域开展新华社产品落地工作。

在网站方面，新华社与中东地区有影响力的 Filgoal、 LinkonLine 和 Moheet 等网站有很好的合

作；其中作为 MSN 中东地区合作伙伴的 LinkonLine 在 2008 年奥运会期间，以每三天一次的频率，

将新华社的图片和文字放在了在 MSN 阿文奥运专栏的首页上。此外，Filgoal 和 Moheet 每日将

新华社播发的约 70%的图片用于北京奥运图片专栏，实行 24 小时滚动播出。此外，新华社还通

过与位于迪拜的亚洲商务卫视展开了视频、文字图片和新华 08 金融大讲堂等方面的合作。迄今

为止，新华社在中东有超过 1300 家用户。 

总之， “中阿合作论坛” 走过了 6 年的历程，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互利双赢、合作发展

的典范。在中阿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论坛逐步形成了以政治、经贸、文化交流为主，兼顾其他

领域的合作框架，并建立了 10 多个集体合作机制，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形成了平衡推进、

官民并举的发展格局。论坛已经成为中阿加强集体对话与合作的重要平台，为巩固传统友谊、

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友好合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7]52

 

 

三、中阿合作面临的挑战 
 

当然，中阿合作也面临不少挑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未来若干年里我国对中东石油供应的需求和依赖度将

不断增加，动荡的中东局势将对我国的能源安全构成威胁。与西非和拉美相比，经海路从中东

进口石油，是我国最便捷，成本最低的石油进口来源，近年来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的数量上升

趋势明显。自 1993 年我国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我国对石油的进口逐年增多，目前已超过

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原油消费国，我国石油对外的依存度大幅度增加。据专家估

计，按目前进口的增长速度来看，在未来若干年里中国石油进口的依存度将以更快速度增长，

从石油进口的来源看，中东的石油可望占我进口总量的 60％强。中东是举世闻名的“石油库”，

石油的储量和产量惊人，截至 2002 年底石油剩余探明储量达 6886 亿桶，占全球的 58％。有专

家指出，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东仍将是我国主要的能源来源。而且，随着我国对外国石油的

依存度不断增大，有人预计到 2020 年，我国从中东进口石油可能达到进口总量的 80％。
[8]
今后

国际石油市场暂时和局部的短缺以及油价的异常波动，都将对我国石油供给和国民经济产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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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和冲击。石油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能源，而且是国防战略能源。只有在能源安全的基础上，

国家安全才有保证。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尤其是能源安全利益与中东地区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成为影响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实现中东石油的稳定供应是中国中东战略的最大目

标。 

（2）大国在中东地区的争夺将对我国的中东利益造成很大掣肘。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

斯等均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在中东一直进行着明争暗斗，它们在中东政治、经济、军事等

方面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增大心存戒备，视中国为竞争者，加大了对

中国遏制力度。特别对中国在这一地区寻求能源供应十分敏感，从 20 世纪九十年代起，美国就

密切监视中国的活动。全球范围内各国能源竞争的加剧，使美国对其主导的国际能源秩序担忧

增多，进而酝酿并采取多方面措施来保证有效地应对其他国家对这种能源秩序的“挑战”。中美

在中东能源领域是竞争的关系，“中国能源威胁论”在若干年里不会消失。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

美国对中东地区能源控制能力大大增强，这一格局对中国不利，它为美增加了在能源上直接遏

制中国的砝码，使中国利用与该地区国家良好的政治关系开展正常的能源合作面临一定难度。 

（3）动荡不安的中东局势使中国在与中东国家的合作过程中存在相当大的风险和不确定因

素。中东既是全球的“能源库”，也是世界的“火药桶”，是连绵半个多世纪冲突的旋涡，更是

民族、宗教、政治等纷争的策源地。中东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如伊拉克局势仍不明朗，巴以冲

突仍未平息，地区形势动荡源没有消弭，这都给中东的安全和稳定构成强烈冲击，使地区格局

孕育着深刻复杂的嬗变，安全隐患凸显，中国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对应措施。 

（4）美国的中东战略虽然受挫，但美国在中东仍将拥有绝对主导权，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

将继续受到美国因素的严重影响。在未来若干年里，对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而言，与美国的关

系始终是它们各自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对中国而言亦是如此。而这一地区少数反美国家

（如伊朗）则期望借助中国的力量与美国对抗。虽然中美关系由敌对转为正常化为中国与这一

地区各国关系的发展排除了一大障碍，但目前中美之间既防范又依存的关系又会对这一关系的

未来注入更多的复杂因素。中美关系的变化将折射和影响到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发展。反之，

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的关系发展和中国在中东问题上采取的政策立场也将严重影响中美之间的

关系变化，美国因素是我国与中东国家发展关系过程中无法摆脱的问题。除了在伊朗、叙利亚

和苏丹三国外，美国对这一地区拥有绝对的主导权。美国高度关注中国与这一地区各国的关系，

美国因素是中国发展与中东地区各国合作关系时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 

 

四、未来推动中阿双赢合作关系的若干思考 

 

从当代国际政治层面来看，中东地区的明显特征是：各类矛盾最集中、各种冲突最复杂、

冲突时间最长、大国争夺最激烈、是美国战略重点和最关注的利益中心、世界最重要的热点地

区。无疑，中阿合作注定要面对复杂多变的中东局势，我应客观、科学、实事求是地界定中国

在中东的地位和能够发挥的作用，保持清醒头脑，以务实和创造性的外交，与时俱进地把握机

遇，应对挑战。 

（1）我国应坚持对美两手，有合作，有斗争，斗而不破。在合作中以我为主，不为美国在

中东的困境解套。在未来若干年里，无论是民主党人执政，还是共和党人执政，两党在反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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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核扩散、大中东民主化问题上是一致的，只是做法上不同，其底线是美在中东的主导权，控

制权不会变，美国要加强军事存在的黩武主义理念不会变。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应辨证地坚持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策略，避免陷入冲突的旋涡，但也不能事事回避。要尽量做好美国

工作，强调在稳定中东局势、反恐和防核扩散等问题上，我国与美国是有共同利益的，扩大共

识，着眼长远，引导美国重视我的关注点，确保我国利益不受损，但同时不要引火烧身，避免

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目标。 
（2）继续扩大和加强与阿拉伯各国的双边、多边人脉关系，增进互信，借政促经，以政治

上的良好关系拉动与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普遍较好，中国的政治影

响和地位被中东国家所看重。为此，应有意识地将同有关国家进行能源合作作为双边经贸关系

的发展重点，充分利用高层互访等机会直接做有关国家领导人的工作，支持我国内企业取得重

大能源等合作项目，并对这些企业进行有效管理和指导，防止盲目性。同时，也应把中国的影

响做大做强，比如在伊拉克战后重建等问题上，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应更清晰地表明

自己的立场，更深入地介入和参与，以期在未来有关伊拉克这块大“蛋糕”的利益切割中能有

中国的份额。 
（3） 制订并出台适应未来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大国地位的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具体制

订一套全面的对外能源政策和有效运行机制。强化对世界能源危机的忧患意识和在世界能源格

局变化中争取自己份额的主动意识。加快“走出去”战略的推进步伐，加大对自身形象的宣传，

让阿拉伯国家对中国更加放心，从而最大限度地向我国开放其市场。 

（4）虽然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在世界上不断增强，但同西方大国相比，中国实力仍有限，

不能盲目高估。凭我目前实力在中东能发挥的作用仍有限，要打开局面可以说困难很多，需要

耐心。要积极处理好我国与其他大国在协调中的合作关系，利用西方大国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为

我国所用。在中东问题上，俄罗斯与美国存在矛盾和分歧；欧盟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也不尽相

同，俄罗斯和欧盟在中东既非我国的朋友，也不是敌人，但有我们可利用之空间。在一些敏感

问题上（如伊朗核问题等）我国拟避实就虚，与西方保持距离。强调按联合国有关中东问题的

决议和通过磋商和对话的机制解决各类中东危机，积极参与在联合国决议和有关国际组织框架

内提出的解决危机的会议等劝和促谈的活动，充分发挥中国作为政治大国的作用和中国因素的

影响力，为深化中阿双赢合作关系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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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ablished in 2004, “China-Arab Cooperation Forum” conforms to the common 
demand that Chinese and Arabians consolidate traditional friendship and strengthen mutual 
win-win cooperation relations, but also reflects the endurance of the China-Arab relations and 
vitality of China-Arab traditional friendship. In the new situation, common goals, common 
tasks and common interests make China-Arab cooperation more urgent and important than ever. 
Developing China-Arab relations in full scale and deepening China-Arab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is a general trend and an inevitability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in China-Arab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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