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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间的友好交往源远流

长，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中、阿两个伟大文明友好

交往的历史见证。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阿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一直保持着极

其广泛的友好合作。进入 21 世纪，随着国际形势

出现新的发展和变化，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在实现发

展目标上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中阿合作的基础

在进一步充实和加强。 

（一）在新世纪，国际形势凸现出如下几个主

要特点。 

第一，“和平”与“发展”仍是全球性的两大

主题。人民要和平、要稳定，民族求发展、求富强，

这是时代的主旋律。世界局势总体和平、缓和、稳

定，新的世界大战在短期内不会爆发，但在局部地

区矛盾复杂，战乱不止，紧张动荡，很不安宁。我

们既要维护世界和平，也要推动热点集中地区恢复

和平，走向稳定。局部的战乱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

安宁，造成不安宁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则是霸权

主义和恐怖主义。 

第二，尽管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居于无可

置疑的强势地位，但单边主义不得人心，多处碰壁；

多极化趋势在继续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呼声日

益高涨。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独霸战略与其具体实力

之间存在差距，在伊拉克、反恐、防扩散、推行大

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等问题上困难重重。然而，多极

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单边

主义、霸权主义面临的牵制和困难还不足以迫使唯

一超级大国放弃其独霸战略。理性地、辩证地认识

霸权主义及其实力，是准确把握国际格局变化的关

键。 

第三，进入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在广度和深

度上都在发展。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下，经济全球

化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不公平的竞

争机会。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才能

趋利避害，发挥各自优势。我们看到，随着经济全

球化的发展，世界经济区域化趋势也在加强，经济

区域化又是各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手段。在这

种背景下，开展“南南合作”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

说是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 

第四，大千世界多姿多彩，各种文明本应相互

借鉴，共同发展。然而西方一些学者强调文明冲突，

提出“文明冲突论”，并具体指明当今伊斯兰文明

与基督文明发生了冲突。尽管在阿拉伯—伊斯兰世

界广泛存在着对唯一超级大国霸权行径强烈的不

满情绪，但这是由于其霸权主义行径严重地损害了

阿拉伯—伊斯兰民众的利益且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用“文明冲突论”来解释这种不满情绪是不准确的。 

（二）目前，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在新世纪均面

临着新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21 世纪前 20 年对中国来说是重要的战略机遇

期，我们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争取在本世纪中叶赶上中等

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为此，我们需要和平与稳定

的国际与周边环境，需要与世界各国发展经贸合

作，需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推动建立公正合理

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我们也面临许多问题，

尤其是台湾问题。我们坚决反对台独，努力缓和两

岸关系，争取实现和平统一；又如能源问题。今年

我国石油进口将达 1.3 亿吨。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

展，能源需求也会增加，但中国能源需求不会造成

世界能源紧张，更不会构成能源威胁。2004 年中国

进口石油仅占国际原油进口量的 6.6%。中国将采取

节能高效、开发多种能源资源、国内外并举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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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确保中国能源安全；再如所谓“中国威胁论”。

中国是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经济发展很快，

使一些不了解真实情况的国家感到担心，是可以理

解的。但这些国家的人民一旦了解了中国的文化传

统、现行政策和实际作为后，就会抛弃“中国威胁

论”。还有一些人是在恶意散布谎言，旨在挑拨中

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阻挠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

的发展需要和平，发展了的中国更是维护世界和平

的重要力量。中国发展不会损害他国利益，而是要

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促进世界的繁荣与和平。 

阿拉伯世界地处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拥有丰富

能源资源的中东地区，这本应是阿拉伯世界的两大

优势，但它们也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无数的麻烦。

冷战时期中东是美、苏两霸争夺的中心地带。冷战

后，唯一超级大国极力维护对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外来势力的争夺或“主导”给该地区带来了紧张、

动荡，并使得热点问题难以解决。进入 21 世纪，

一些阿拉伯国家日益感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

发展的相对滞后，需要通过改革谋求更快的发展。

不少阿拉伯国家面临西方民主化思潮和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思潮的冲击，但它们不愿照搬西方“民主”

模式，也不愿退回到原教旨主义中去。阿拉伯国家

的改革势必要排除大国的干扰，在确保稳定的前提

下，根据本国国情，自主地确定改革目标和具体步

骤，逐步推行民主化改革。此外，他们还要面对日

益猖獗的恐怖活动。对恐怖主义必须标本兼治，才

能消除其赖以滋生的土壤。有些美国政要认为，缺

乏民主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但更多的有识之士

认为，霸权主义不得人心，是中东地区蔓延恐怖主

义的外部原因，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则是其内部原

因。消除恐怖主义是一项长期斗争。中东众多的热

点问题不仅影响了该地区和世界的稳定格局，还成

为阿拉伯国家不可回避的棘手问题。 

（三）新世纪中阿合作的战略基础 

在 21 世纪中阿合作有着更为广泛和坚实的战

略基础： 

第一，在战略层面，中阿双方都反对单边主义，

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

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愿意为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

共同发展、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地

位和作用而协调配合。 

第二，在安全层面，中阿双方均维护国家独立

和主权，反对外国侵略和干涉；坚持独立自主选择

自己的发展道路，捍卫符合国情的体制和价值观；

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同时主张反恐要标本兼

治，加强国际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反对

把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宗教相联系，反对在“反

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中国感谢阿拉伯国家无一

例外地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支持中国的和平

统一事业。中国坚决支持阿拉伯国家根据联合国有

关决议及阿以双方业已达成的协议，本着“以土地

换和平”的原则，通过和谈解决阿以冲突，支持巴

勒斯坦收复被占领土，恢复包括建国权在内的一切

合法民族权利。 

第三，在政治层面，中阿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相

互协调立场，相互配合和支持；对地区热点问题，

共同努力，促其合理解决；加强双边关系的磋商机

制，就共同关心的、都在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

改革等问题交换意见，相互学习和借鉴。 

第四，在经济层面，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充分

发挥中阿经济互补性强的优势，不断扩大经贸合

作。中国鼓励企业去阿拉伯国家投资建厂，开展科

技合作。也将继续对经济困难的阿拉伯国家提供力

所能及的援助。还将欢迎阿拉伯国家来华投资，更

愿意在能源方面扩大与阿拉伯产油国的进一步合

作。 

第五，在文化层面，中阿都倡导文明对话，平

等交流。不同文明间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平相处，相

互学习与借鉴。中阿双方均不接受西方宣扬的“文

明冲突论”。不同文明间出现了误解和分歧，应该

通过对话和平地化解，反对别有用心的人挑拨和制

造人为冲突。中阿之间应相互增派留学生，加强阿

语和中文的教育，增加文化人士、社会团体的来往

与交流。 

上述五个方面是中阿合作的主要战略基础。我

们坚信，中阿全方位的友好互利合作在 21 世纪一

定会蓬勃发展，结出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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