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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机遇，开拓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新局面 
 

姚 匡 乙 

作者简介  外交部亚非司“中阿合作论坛”负责官员，中国前驻土耳其大使（北京  100701）。 

 

自 1956 年埃及等国家与中国建交起，中阿关

系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其间，双方政治上

相互支持，经济上互通有无，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

中国坚定地支持阿拉伯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发展民

族经济、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维护民族权益的斗

争。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台湾、人权等问

题上的斗争，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有力支持。中阿

关系是一种真诚和彼此信赖的关系。进入新世纪，

双方都面临通过改革来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

的艰巨任务。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挑战，维护

和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为中阿发展全面合作关系

提供了新机遇。如何抓住并充分利用机遇，开拓中

阿关系新局面，已成为重要的现实课题。 

（一）、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

交政策的基础和立足点。阿拉伯世界是发展中国家

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阿拉伯国
家陆续与中国建交。中国十分重视发展与它们的关

系，并将其视为重要的战略依托。正是凭借这一战

略依托，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次次

地挫败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反华提案。尽管当前

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但阿拉伯国家在中国外

交战略全局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而是得到了强化。

这不仅因为阿拉伯世界拥有 22个国家、2.7亿人口，
在国际事务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更重要的

是，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有着十分独特的战

略地位和重要作用。中东地区是当今世界热点问题

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彼此冲

突的焦点。称霸与反霸、单边与多边、侵略与反侵

略、占领与反占领、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在这一

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阿拉伯国家深受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之害，因而也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重

要的牵制力量和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的积极推动者。中国作为谋求和平发展的大国，

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共同安全，实

现共同发展。在这一方面，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对中

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对中东的工作，不仅着眼于

阿拉伯国家和人民，也会影响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

系，是中国外交争取和平稳定国际环境的重要组成

部分。从经济角度看，中东地区资源丰富，旅游、

基础设施、铁路、电力、环保、金融债券等市场潜

力巨大。其中，石油储量和产量占世界储、产总量

的 70%和 30%，关乎世界经济运行，故本地区应该
是中、阿企业利用各自优势开拓互利市场，进行资

源交换的重要舞台。可见，做好对阿拉伯国家工作，

对落实中央“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两种资金”的

战略思想，保持中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并实现

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互利和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要进一步明确中东在中国外交战略全局

中的地位，深化对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重要性的

认识。 
（二）、中阿合作应根据新形势赋予新内涵，

探索合作新领域和新途径。 

首先，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双

方的政治关系。要理解、照顾、支持对方的关切问

题。中东地区热点问题多，阿以争端旷日持久，苏

丹达尔富尔、黎巴嫩政局等新热点正在凸现。谋求

地区冲突公正解决，缓解持续动荡的地区形势，是

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强烈愿望。长期以来，中国为

促进阿以和谈以及维护地区稳定做出了积极努力，

任命“中东特使”就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举措。中国

应进一步加大对中东热点的参与力度，增大自己的

声音。对涉及侵犯别国国家主权、干预别国内政的

重大原则问题，应主持公道，仗义执言，积极发挥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作用。 

第二，要进一步开拓经贸合作新领域，提高经

济合作水平。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经济上有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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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性。近年来，中阿经贸关系有了较大发展，2004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366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4%。

但这只占阿拉伯国家进出口总额7800亿美元的5%，

经济合作主要集中在工程劳务承包上，相互投资项

目并不多。因此，双方经贸合作增长的空间十分巨

大。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

阿拉伯国家普遍看好中国庞大市场和发展前景，开

展对华经贸合作愿望强烈。要采取有效措施，特别

是建立必要的机制，深化与阿拉伯国家在贸易、工

程劳务承包、能源、农业、旅游等领域的合作。目

前，阿拉伯国家正在加紧区域内部经济一体化的建

设，海湾六国已实现关税统一，“大阿拉伯自由贸

易区”的工作也已启动，应加快与海湾合作委员会

关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尽早与大阿拉伯自由贸

易区建立联系。适时建立“中国—阿拉伯自由贸易

区”，这不仅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也具有深远

的政治意义，是互利双赢的事情。 

第三，目前阿拉伯国家正在探索符合自己国情

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对中国改革开放成果及处理改

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经验兴趣浓厚。同时，双方

都在进行经济调整，改革的方向都是实现由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改革的重点均集中在国企改制

和金融市场建设等方面。双方对开展不同文明间的

对话和宗教交流亦有兴趣。因此，应把加强双方在

上述问题上的交流和合作，作为中阿合作的新领

域。可由政府部门、民间机构、学术团体举办各类

专题研讨会，还可举办各类人力资源培训班。这不

仅能为正在推行改革的阿拉伯国家提供借鉴，也有

助于促进中阿关系的全面发展。 

中阿关系已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2004 年是中

国对阿工作取得积极成果的一年，也是中阿关系稳

步发展的一年。双方高层互访频繁，各个领域内的

友好合作深入发展。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于 2004 年 1 月访问了埃及，提出了“中阿

新型伙伴关系四原则”：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增进

政治关系；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密切经贸往来；以

相互借鉴为内容，扩大文化交流；以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加强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四

项原则”集中体现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

重多样文明和谋求共同发展的精神，与美国谋求霸

权、推行单边主义、恣意干涉别国内政的行径形成

鲜明对比。“四项原则”的提出，对今后中阿关系

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2004 年，中阿双方成立“中阿合作论坛”，并

在开罗召开了“中阿合作论坛”首次部长会议，发

表了“中阿合作论坛公报”并签署了宣言和行动计

划。根据“中阿合作论坛行动计划”，中阿企业家

已于 2005 年 4 月在北京召开首次企业家大会，洽

谈具体合作项目，探讨双方合作的新形式。2005 年

6 月，“中阿合作论坛”第二次高官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阿双方确定了优先合作的领域，建立了相应的合

作机制，并形成了《会议纪要》。“中阿合作论坛”

是新时期发展中阿合作关系的重要平台。在“中阿

合作论坛”框架内，做好对阿拉伯国家的各项工作，

有利于提高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整体水平。 

 

（责任编辑：杨  阳     责任校对：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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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9 页）水含盐量为 23~25%，最高达 33%。
因此水中和岸边无任何生物存在。过去，我常同约

旦朋友开玩笑说，去死海钓鱼（即空手而归）。夜

幕降临，气温下降，大家仅到水里泡了一会，谁也

没有勇气去游一下。从死海返回市区已是夜间，我

又约拉吉布大使次日中午到蒯松茂夫妇的中华餐

厅用餐。蒯老板的夫人杜美茹女士是当年上海滩闻

人杜月笙的长女，现已 75 岁。我在任期间，常有

往来。席间，大家谈起台海局势。蒯老板说，他和

美茹坚决反对台独。 

回国前，罗大使夫妇、李琛参赞等使馆外交官

和约方代表在机场送行，大家相约：不久的将来，

再回安曼！ 

 

（责任编辑：马丽蓉   责任校对：杨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