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亚洲与中东”国际论坛主旨演讲摘要 

2014 年 9 月 10~11 日，第四届“亚洲与中东”国际论坛在上海外国语大学

举行。此次国际会议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

洲研究中心和上海社科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本届会议主题为“大国与

中东政治和社会转型”，主要包括“中东转型的历史与现实”、“中东转型与大

国中东战略”、“中东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中东转型与以色列、伊朗及土

耳其”、“中东转型与全球治理”、“中东转型与激进主义势力”、“中东转型

与中国中东利益”和“‘一带一路’与中国中东外交”等八个议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叶青主持了主旨演讲环节，中国前中东问题

特使吴思科大使、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Tim Niblock 教授、法国 KEDGE 商学院

Yahir Zoubir 教授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James Dorsey 教授等四位著名中东问

题专家分别了发表了主旨演讲。 

吴思科大使在“‘一带一路’为中阿合作带来新的活力”的演讲中回顾了中

阿间友好交往历史，21 世纪以来中阿关系得到跨越式发展，特别是 2004 年中阿

合作论坛的建立，把双方见的关系提升到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高度在新形

势与新挑战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中阿双方的共同关注和诉求。他指出，

“一带一路”倡导合作发展的理念，是开放的、包容的，没有明显的界限和隔阂；

既强调基础设施合作也强调贸易便利化，将不断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

通、民心相通等方式为经济合作等提供不竭动力。他强调，“一带一路”是务实

合作之路，同时也是文化交流之路。中国和中东国家的交往是文明的对话，思想

的交流，将促进人类文明的多元化，为不同文明的大融合搭建了桥梁。历史已经

证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是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利益需求是推动中阿合作

的不竭动力。 

Tim Niblock 教授在“海湾、西方与亚洲：海湾全球关系的转变”的演讲中

结合自己每年编撰整理的国际基金组织发布的海湾国家（8 个海湾国家，海合会

+伊朗和伊拉克）的贸易流向数据进行分析，2013 年中国成为海湾国家的第一大



贸易伙伴，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过去西方国家曾是

海湾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在 90 年代以后中国追赶上来，超过了欧盟成为第一。

印度、日本排名第三、第四，美国更加靠后。他认为 2013 年成为一个分水岭，

在未来这一趋势将继续加强，中国与海湾国家的经济合作将更为密切。他还分析

了国别贸易关系状况，中国与海湾国家的贸易是比较平衡的；印度也比较平衡，

但是和阿联酋的贸易更重要；美国则是和沙特的贸易更密切。 

Yahir Zoubir 教授在“心照不宣的同盟：新时期的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关系”

的演讲中从两国交往的缘起、经济合作、军事合作以及文化教育交流等四个方面

全面阐述了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中国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非阿拉伯

国家，对阿民族解放运动、不结盟运动予以坚定支持，高度赞扬阿支持一个中国

的政策，这成为两国关系历久弥坚的重要原因。政治上，中阿两国立场大多是一

致的，并以阿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派地震救援团赴阿、阿担任

非盟主席国促进中非间合作以及利比亚危机等事件做了说明。1997 年中阿就建

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这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战略合作关系。在经济

上过去十年中阿两国的合作成果令人惊叹。中国取代法国成为阿尔及利亚最大的

合作伙伴，但中阿之间的主要贸易产品并不是石油，而是采掘业、基础设施建设

等领域。中阿也有密切的军事合作，两国之间的人员交流也很多，在阿尔及利亚

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有优势。 

James M.Dorsey 教授在“卡塔尔：以瓦哈比主义的新选择挑战沙特”的演讲

中指出，除沙特阿拉伯以外，卡塔尔是唯一一个遵循瓦哈比教义的国家，并对沙

特阿拉伯的瓦哈比主义提出了挑战。尽管卡塔尔是一个保守的海湾国家，但是与

沙特相比，卡塔尔的瓦哈比主义更加开放、包容，对生活方面的限制更少，这些

观念分歧对卡塔尔和沙特的外交立场也产生了影响，例如对席卷该地区的民众的

抗议、暴力对抗大都持不同的立场。沙特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而卡塔

尔则动乱并没有影响到本国的前提下，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卡塔尔和沙特的

之间的对抗升级主要表现在，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国找驻多哈的大使以及取缔

在埃及和沙特的穆斯林兄弟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