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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阿合作既面临机遇也不乏挑战。总体来看，机遇大于挑战，目前中阿合作已进入历史发展的最好

时期。本文还就推动中阿关系持续和深入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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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challenges in Sino-Arab cooperation. In general, the opportunities 
are greater than challenges. The Sino-Arab cooperation is entering a best period for development in history. This paper 
also raised some suggestions in furthering and deepen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ino-Arab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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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阿合作的阻力和动力”，我们可以理

解为中阿合作的机遇与挑战。从当前形势来看，中

阿合作既面临着许多机遇，但也不乏诸多挑战，但

总体看，机遇大于挑战，也可以说是动力多于阻力。 
  一、主要机遇 

(一)中阿合作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战以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阿双方

始终保持着相同或相近的战略目标和政治诉求。20
世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均经历了摆脱殖民统治、

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及建立独立国家的历史阶段。

紧接着，中阿双方进入发展和振兴民族经济、建设

独立国家的阶段。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阿拉伯国

家又面临新的共同任务，即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可

持续发展、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关系和全球

化中的利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公正

持久的国际新秩序和国际关系民主化。“9·11”以来，

这一任务显得尤为迫切。 
(二)中阿创建了宽广的合作平台。 

一是 2001 年组建的“中阿友好协会”是接受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领导的、针对阿拉伯国家的

民间友好组织，以促进中国与阿拉伯各国间关系的

发展、扩大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宗旨，“协

会”下设政治、经贸、文化三个委员会，由热心于

中阿友好事业的中国各界人士中的精英组成，其中

包括政府官员、外交官、宗教界人士、记者、编辑、 
专家、学者、经贸界人士及企业家等，具有极广泛

的代表性。“中阿友好协会”成立以来，经常召开 

 
会议，组织活动，为增进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及

双方人民间的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名副其

实的中阿关系纽带。 
二是 2004 年 1 月成立的“中阿合作论坛”是

加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集体对话与合作的新机制，

有利于扩大中阿关系的内涵，全面提升合作水平。

“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进展非常顺利，2004
年 9 月 14 日在开罗召开首届部长级会议，2005 年

4 月 13 日，在北京召开了首次“中阿合作论坛企业

家大会”，同年 6 月，“中阿合作论坛”高官会议在

北京召开，2006 年“中阿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

会议也将在北京举行。“中阿合作论坛”将经贸、

投资、能源、教育、文化、新闻、人力资源、科技、

医疗卫生、环境等诸多领域均纳入其框架内1，成为

中阿合作的总纲，纲举目张。我们有理由相信，“中

阿合作论坛”可将中阿合作带入一个新的更高的发

展阶段。 
三是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合作。2004 年 7

月，“海合会”六国财长集体访华，中国与海湾阿

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签订了《经济、贸易、投资和

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并正式启动了中国与“海合

会”的自由贸易谈判2。这为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合作

设立了一个新的平台。 

—————————— 
1商务部新闻办：2004 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取得新

进展 http://www.htigc.com.cn/shangwu/info.asp?id=120。 
2中国与阿盟关系概况

http://www.chinaembassy.org.eg/chn/zagx/ 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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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合作。 

这就是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政

治关系；对对方的关切要给予更多的理解、关照和

支持；对涉及侵犯国家主权、干预别国内政的重大

原则问题，双方都应出面主持公道，仗义执言，不

断巩固中阿合作的基础。 
(二)相互学习，共同发展。 

目前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

都在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引入市场经济

机制、改革国企和金融市场是中阿面临的共同任

务。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有兴趣。

而阿拉伯国家在能源、金融、税收和出口管制等方

面也有不少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成功经验。因

此，双方应通过不同方式加强交流。建议政府有关

部门、民间相关机构、各种学术团体举办不同类型

的专题研讨会、经验交流会，还可举办人员与技术

培训班，不断促进中阿关系的全面发展。 
(三)扩大经贸合作，提高合作水平。 

中阿双方应本着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推

动双方在更广泛领域里进行合作。目前，中阿贸易

仅占阿拉伯国家进出口总额 7800 亿美元的 5%3，未

来仍有较大的开发潜力，为中阿继续合作提供了广

阔的空间和可能性。双方的政府和相关部门都应给

予积极的扶持和保护。 
(四)加强人员交流和媒体合作。 

一是有意识扩大人员交流，特别是青年人之间

的交流，可定期组织双方中学和大学之间的联谊活

动，促进年轻人的沟通和了解。掌握了青年人就掌

握了未来，这关系到中阿关系的百年大计。 
二是加强中阿媒体的交流与合作。这是信息社

会里了解对方的最便捷途径和手段，中阿双方应充

分利用各自的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从正面介绍

宣传中阿双方发展现状、中阿合作成果与远景。双

方有义务在本国为对方提供宣传平台，以正确引导

民众和舆论，不断推动双方关系的平稳和顺利发

展，共创中阿合作的美好明天。 
 

小结 

总而言之，中阿双方的合作既有一定的基础、

—————————— 
3姚匡乙：《阿拉伯国家的变革与中阿关系的发展》，

http://www.ciis.org.cn/item/2005-05-17/50966.html。 

也有广阔的平台，还有紧迫的现实需要。可以说，

目前中阿双方的合作已经进入历史发展的最好时

期，前景值得期待。 

 
（此文为 2005 年 8月 23 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主办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专题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提要。） 
 
（责任编辑：李  意   责任校对：杨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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