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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 是地理概念， 更是地缘政治概念。 在当代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

中， 中东地区则属于破碎地带的范畴。 ① 尽管如此， 该地区也有着内生的

联系机制， 并在历史上形成了核心区与边缘区。 中东核心区包括了西亚地

区 的 12 个 阿 拉 伯 国 家、 横 跨 亚 非 的 阿 拉 伯 国 家 埃 及、 以 及 西 亚 的 伊 朗、
以色列、 土耳其等 3 个非阿拉伯国家。 因为历史因素， 在其核心区外围形

成了边缘区。 中东的边缘区是指非洲地区除埃及外的其他阿拉伯国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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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东地区有着内生的联系机制， 并在历史上形成了核心区与

边缘区。 尽管在进入近现代后， 中东伊斯兰政治体系的版图不断缩减， 但

是伊斯兰文明的框架已经形成。 二战后， 位于核心区的埃及、 沙特、 伊拉

克、 伊朗等新兴民族主义国家尝试重新塑造近代以前的中东地区版图， 但

其意愿及能力受到了美国、 苏联等世界强国中东政策的限制。 随着冷战的

结束， 在中东的边缘区， 力图以伊斯兰主义为旗帜、 甚至通过暴力方式而

在 整 个 中 东 地 区 实 现 变 革 的 趋 势 愈 发 显 著， 并 呈 现 出 对 核 心 区 的 制 约 态

势。 2010年后， 边缘区与核心区的密切互动更是激化了中东乱局， 中东难

民问题也外溢为欧洲国家密切关注的焦点。 作为应对， 中国可借助中东核

心区与边缘区的互动， 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 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为

中国应对中东地区局势变化的战略支点； 进一步拓展深化中东外交， 并将

印度洋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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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地区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扼守印度洋与太平洋两洋要冲的印度尼西

亚、 欧亚交界的高加索地区、 以及欧洲巴尔干半岛上的伊斯兰国家与地区

（即阿尔巴尼亚、 波黑联邦和科索沃等）。 中东的核心区与边缘区通过长时

期的互动， 塑造和影响了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文明的发展。

一、 核心区与边缘区的概念界定

从地理上看， 中东核心区占 据 了 中 东 地 区 的 中 心 位 置， 并 且 扼 守 欧、
亚、 非三大洲之咽喉， 但在核心区的塑造过程中， 人类活动仍然起着更为

重要的作用。 ② 文化方面， 中东核心区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 伊斯兰文化

在该地区拥有绝对主导的地位。 资源方面， 中东核心区的石油、 天然气等

重要能源储量丰富， 并已成为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必需保障。 而中东边

缘区则处于世界主要文明板块的交汇处。 位于非洲的边缘区地处伊斯兰文

明、 西方文明与非洲黑人文明之间， 欧洲边缘区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

的相交之地， 亚洲边缘区则反映出印度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相互影响。 比

起 中 东 核 心 区 及 中 东 以 外 的 穆 斯 林 集 聚 区， 中 东 边 缘 区 具 有 其 独 特 的 特

征。 一方面， 边缘区虽然位于不同的文明板块之间， 但伊斯兰文化依然是

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文化， 并且以伊斯兰教交流为纽带， 与核心区有着成

熟的交流机制； 另一方面， 中东边缘区也成为了伊斯兰文化向全球传播的

枢纽， 中东以外穆斯林集聚区的文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制于中东边

缘区的状况。

二、 二战以前中东的核心区与边缘区

公元 7 世纪后， 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开创性地建立了幅员辽阔的伊斯

兰帝国， 在征服波斯帝国后， 其与信仰伊斯兰教后的伊朗人共同构成了最

初的中东核心区。 相比于在西亚、 北非地区广泛的阿拉伯化， 伊朗人在伊

斯兰文明在中亚、 南亚、 东亚地区的传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这一时

期是伊斯兰文明的上升期， 中东核心区与边缘区通过政治、 军事、 经济方

② 陆 俊 元：《地 缘 政 治 的 本 质 与 规 律》，时 事 出 版 社 2005 年 版，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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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紧密互动， 对伊斯兰文明的迅速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位于边

缘 区 的 摩 洛 哥， 在 接 受 核 心 区 伊 斯 兰 文 化 的 同 时， 借 助 于 密 切 的 经 济 交

流， 在塑造撒哈拉以南非洲、 特别是西非地区的伊斯兰文明中发挥了决定

性 作 用。 同 样 是 位 于 边 缘 区 的 中 亚 地 区， 10 世 纪 之 后 与 核 心 区 产 生 了 密

切的互动， 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 一部分因为参加阿拉伯帝国的军

事武装而迁徙到了中东核心区， 并在与拜占庭帝国的长期对抗中逐渐增强

其政治势力， 最终成为了能够决定阿拉伯帝国走向的军事首领， 甚至在阿

拉伯帝国西部的小亚细亚半岛上先后建立过 数 个 突 厥 王 国， 直 到 14 世 纪

起逐渐开创了改变整个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版图的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

国建立和扩张的影响之一， 就是进一步扩大了中东的边缘区， 巴尔干半岛

的部分居民迫于政治及经济压力改信了伊斯兰教， 如阿尔巴尼亚人、 波斯

尼亚人等。 尽管在进入近现代后， 中东伊斯兰政治体系的版 图 不 断 缩 减，
但是伊斯兰文明的框架已经形成， 中东地区的核心区与边缘区、 以至与更

为广阔的其他伊斯兰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 东南亚等） 以 朝 觐 为 纽 带，
在宗教和文化层面保持着长期的交流。

三、 二战后核心区试图重新主导边缘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中东地区逐渐摆脱了殖民统治， 位于核心区的埃

及、 沙特、 伊拉克、 伊朗等新兴民族主义国家试图重新塑造近代以前的中

东地区版图， 但其意愿及能力直接受到了美国、 苏联等世界强国中东政策

的制约。
自 1954 年 纳 赛 尔 出 任 埃 及 最 高 领 导 人 之 后， 埃 及 就 试 图 以 “泛 阿 拉

伯民族主义” 为理念， 在中东地区谋求更大影响， 近代以来不断分裂的中

东， 一 度 出 现 了 走 向 统 一 的 趋 势。 在 核 心 区， 1956 年， 纳 赛 尔 领 导 下 的

埃 及 从 英 国 手 中 收 回 苏 伊 士 运 河 主 权， 极 大 地 促 进 了 阿 拉 伯 各 国 民 众 对

“泛 阿 拉 伯 民 族 主 义” 的 认 同； 1958 至 1961 年 间， 埃 及 与 叙 利 亚 实 现 了

虽然短暂但依然难能可贵的合并。 在边缘区， 埃及也不遗余力地推动阿拉

伯 各 国 的 团 结。 1958 年， 阿 尔 及 利 亚 临 时 政 府 在 开 罗 成 立， 在 埃 及 的 支

持下， 阿尔及利亚历经八年终获独立； 60 至 70 年代， 埃及也尝试了与苏

丹、 利比亚等国的联合。 尽管如此， “泛阿拉伯民族主义” 还是因二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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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在核心区的建立及长期存在而趋 于 失 败。 自 20 世 纪 50 年 代 末 起，
美国与苏联分别支持以色列与埃及在中东地区长期对抗， 但苏联偏好政治

性行为而不进行直接军事干预， 不能挽回阿拉伯国家被击败的命运， 甚至

巩 固 了 以 色 列 在 战 场 上 取 得 的 胜 利。 ③ 埃 及 也 因 此 在 1967 年 第 三 次 中 东

战争与以色列的交战中遭遇了惨败， 极大地削弱了其主导这一地区的能力

与意愿， 埃及最终抵制了苏联的干涉， 主动与美以实现单独和解， “泛阿

拉伯民族主义” 的政治实践也趋于失败。
沙特阿拉伯主导中东地区的能力则是基于伊斯兰世界的朝觐制度与雄

厚的石油美元。 在较为松散的朝觐机制之上， 沙特推动建立了伊斯兰世界

联 盟 与 伊 斯 兰 会 议 组 织。 ④ 建 立 于 1962 年 的 伊 斯 兰 世 界 联 盟， 其 总 部 位

于沙特阿拉伯的麦加， 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伊斯兰教， 阐释伊斯兰教

的教义和原则， 促进穆斯林的内部团结以及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对话， 支持

建立在正义、 平等基础上的国际合作。 相比于注重宗教事务的伊盟， 秘书

处位于沙特吉达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则更加关注中东地区的政治发展。 第三

次中东战争后， 作为对 阿 以 问 题 的 直 接 回 应， 伊 斯 兰 会 议 组 织 在 1970 年

得以成立， 并在沙特推动中东各国政策协调的过程中发 挥 着 显 著 的 作 用。
此外， 通过长期的对外援助， 沙特也在伊斯兰世界内赢得了不少的坚定支

持 者， 如 位 于 边 缘 区 的 巴 基 斯 坦 等。 1990 年 代 末， 巴 基 斯 坦 因 核 试 爆 被

国际社会制裁， 沙特顶住各方压力给予巴基斯坦鼎力支持， 每天为其免费

提供 5 万桶原油， 并持续 7 年之久。 ⑤

与埃及、 沙特相比， 伊拉克的自然条件与历史积淀最为优越。 该国境

内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平原； 已探明石油储量仅居沙特

之 后， 位 于 世 界 第 二； 8 至 13 世 纪 时， 伊 拉 克 曾 是 阿 拉 伯 帝 国 的 中 心 。
自 20 世 纪 70 年 代 石 油 工 业 国 有 化 运 动 及 1979 年 萨 达 姆 担 任 总 统 后， 伊

拉 克 也 表 现 出 了 对 该 地 区 强 有 力 的 支 配 意 愿。 1980 年 两 伊 战 争 爆 发， 伊

拉克第一次倡议召开了各种类型的伊斯兰大会， 其国内电视台经常展示萨

达姆礼拜和拜访宗教场所的镜头， 而在阿拉伯国家看来， 伊拉克也已成为

③ 周 士 新：《试 论 阿 以 战 争 中 的 大 国 干 预》，载《阿 拉 伯 世 界 研 究》2007 年 第 4 期，第 58 页。

④ 该 组 织 于 2011 年 6 月 更 名 为 伊 斯 兰 合 作 组 织，现 有 57 个 成 员 国。

⑤ 陈 继 东 、丁 建 军 ：《巴 基 斯 坦—沙 特 关 系 与 中 国 的 印 度 洋 地 区 外 交 》，载 《南 亚 研 究 季 刊 》

2006 年 第 2 期，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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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阿 拉 伯 世 界 “东 部 大 门 的 守 护 者”， ⑥ 但 是 在 冷 战 行 将 结 束 的 1990 年，
伊 拉 克 却 错 误 估 计 了 国 际 形 势， 其 对 科 威 特 的 入 侵 招 致 了 国 际 社 会 的 担

忧， 海 湾 战 争 的 爆 发 以 及 之 后 的 国 际 制 裁 基 本 上 摧 毁 了 伊 拉 克 的 发 展 能

力， 该国尝试主导地区局势的政策终以失败告终。
在中东的核心区国家中， 伊朗最为特殊， 波斯民族并非中东核心区的

主体民族， 什叶派信仰也不 是 伊 斯 兰 世 界 之 主 流。 但 1979 年 后， 政 教 合

一 的 伊 朗 政 权 试 图 超 越 民 族 与 教 派 的 限 制， 更 多 地 以 自 身 政 治 体 制 为 范

本， 向伊斯兰世界输出。 革命后不久， 该国就宣布禁止在讲道、 出版、 广

播和电视节目中出现一切反逊尼派的言论； 霍梅尼发表讲话公开承认， 只

要 那 些 背 离 正 道 的 国 家 愿 意 确 立 伊 斯 兰 政 府 体 制， 伊 朗 愿 同 它 们 结 为 兄

弟、 同舟共济。 ⑦ 伊朗的全面伊斯兰化政策得到了不少伊斯兰国家中一些

政治与宗教派别的支持， 20 世纪 80 年代， 在伊拉克、 黎巴嫩、 沙特阿拉

伯、 阿富汗、 苏丹、 埃及等国， 呼吁建立伊斯兰政府的声音与行动就曾此

起彼伏。 ⑧

整体而言， 由于美苏两极格局的存在， 二战后中东核心区对边缘区的

主导并不成功， 但是核心区国家仍然将 “中东伊斯兰地区是 一 个 板 块” ⑨

的观念有效传播至了中东边缘区国家， 从而为冷战后中东地区局势的变化

发展确立了基础。

四、 冷战后边缘区转向制约核心区

随着冷战的结束， 在中东的边缘区， 力图以伊斯兰主义为旗帜、 甚至

通过暴力方式而在整个中东地区实现变革的趋势愈发显著。
在 位 于 中 南 亚 地 区 的 阿 富 汗， 伴 随 着 1979 年 苏 联 入 侵 引 发 的 伊 斯 兰

“圣战”， 伊斯兰极端组织塔利班逐渐壮大， 到 1996 年时已执掌该国政权。

⑥ Thabit Abdullah， A Short History of Iraq， Pearson Education Limitid， 2011， p．144．
⑦ 王 宇 洁：《宗 教 与 国 家———当 代 伊 斯 兰 教 什 叶 派 研 究 》，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2012 年 版 ，

第 116 页。

⑧ 刘 强：《伊 朗 国 际 战 略 地 位 论》，世 界 知 识 出 版 社 2007 年 版，第 48 页。

⑨ 朱 威 烈 ：《试 论 中 国 与 中 东 伊 斯 兰 国 家 的 战 略 性 关 系 》，载 《世 界 经 济 与 政 治 》2010 年 第 9
期，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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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不仅培育了后来网络遍及全球的 “基地” 组织， 也将其势力深入至

巴基斯坦等邻国。 ⑩

在北非地区， 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于 1991 年 12 月参加全国人

民议会选举， 在第一轮选举中便赢得人民议会 430 个议席中的 188 席， 超

过执政党解放阵线 15 席， 如果原定于次年 1 月 16 日举行的人民议会第二

轮选举如期举行， 伊拯上台执政将成定局。 尽管军方声称为了阻止在阿产

生 “伊斯兰独裁政权”， 大规模逮捕伊拯成员， 并取缔了伊斯兰拯救阵线，
但此举却导致了阿尔及利亚长达 10 多年 的 内 战 以 及 北 非 地 区 极 端 伊 斯 兰

势力的急剧上升。 輥輯訛 冷战后， 苏丹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20 世纪

90 年 代， 执 政 的 全 国 伊 斯 兰 阵 线 先 后 举 办 了 3 届 阿 拉 伯 与 伊 斯 兰 人 民 代

表大会。 其中， 来自 80 个国家的 300 名代表参加了于 1995 年召开的第 3
届大会， 真主党、 哈马斯、 乃至位于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组织都派遣了代

表参加。 輥輰訛 当纳赛尔离世和萨达姆政权受到制裁后，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

逐渐以阿拉伯世界反西方的旗手自居， 并开始寻求在中东地区更多的话语

权。 整体而言， 追求阿拉伯世界的统一、 反对西方强权和传播伊斯兰教构

成了卡扎菲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 輥輱訛 他通过制定一系列外交政策孤立以色

列， 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 并提出阿拉伯石油如果不是用于巴

勒斯坦的解放事业就该被毁掉等观点。
在高加索地区， 俄罗斯境内的车臣共和国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先后挑起

了两次旨在分裂的车臣战争。 第一次战争时， 车臣便通过宗教号召建立伊

斯兰联盟； 第二次战争前， 其领导人则宣布要用伊斯兰教法治国， 进一步

加速了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发展。 来自约旦、 沙特阿拉伯等中东核心区国家

的原教旨主义组织成员多次由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潜入北高加索地区。 輥輲訛

他们以车臣为中心， 宣扬极端主义教义， 并与车臣武装 恐 怖 分 子 相 勾 结，
为其提供资金、 装备。 此外， 由于土耳其与车臣分子关系密切， 在其境内

存在车臣恐怖分子的培训基地， 车臣战争也对俄罗斯与中东核心区国家土

⑩ 潘 志 平：《中 南 亚 的 民 族 宗 教 冲 突》，新 疆 人 民 出 版 社 2003 年 版，第 180 页。

輥輯訛 涂龙德：《阿尔及利亚原教旨主义组织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42 页。

輥輰訛 Robert Collins， A History of Modern Sud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13．
輥輱訛 王 林 聪：《卡 扎 菲 外 交 思 想 和 利 比 亚 外 交》，载《西 亚 非 洲》2004 年 第 6 期，第 35 页。

輥輲訛 Tracey German， Russia’s Chechen War， Routledge Curzon， 2003， p．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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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的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
在巴尔干半岛， 1992 至 1995 年， 波黑境内 的 穆 斯 林 与 塞 尔 维 亚 人 发

生了激烈冲突， 波黑内 战 共 造 成 了 约 25 万 人 死 亡， 超 过 200 万 人 沦 为 难

民。 在此次战争中， 穆斯林得到了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支持， 曾经在阿富汗

参 加 过 “圣 战 ” 的 埃 及 以 及 其 他 阿 拉 伯 国 家 的 极 端 主 义 者 参 与 其 中 。 輥輳訛

1996 年， 塞 尔 维 亚 境 内 穆 斯 林 激 进 分 子 成 立 武 装 组 织 “科 索 沃 解 放 军”，
开始运用暴力手段进行分离运动， 这场战争同样也将中东核心区的国家卷

入。 政府层面， 大部分阿拉伯国家赞同美国和北约政策， 因此这些国家没

有采取任何反对举动。 其中， 阿联酋宣布派遣 150 名军人赴法国训练， 以

参 与 维 护 科 索 沃 和 平 的 任 何 国 际 行 动； 约 旦 等 国 撤 回 了 其 驻 塞 尔 维 亚 大

使。 輥輴訛 民间层面， 大量中东国家民众通过捐款、 组织志愿者、 向政府施压

等形式对 “科索沃解放军” 予以支持。
冷战后中东边缘区日趋活跃的态势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 被阿富汗塔

利班政权扶助下的 “基地” 组织推向了新的阶段。 “9·11” 事件是有史以

来发生在美国本土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行动， 该事件不仅殃及到边缘区国

家的发展， 也将中东核心区国家 “拖入” 了美国反恐战争的计划图。 推翻

塔利班后， 美国于 2003 年 在 未 经 联 合 国 的 授 权 下， 单 边 发 动 了 伊 拉 克 战

争， 理由之一则是萨达姆政权向 “基地” 组织的恐怖分子提供资金、 培训

和安全避难所。

“9·11” 之后的近 10 年里， 尽管中东边缘区国家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在

美国的军事入侵和经济制裁下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伤， 但是并没有从整体

上 改 变 边 缘 区 对 核 心 区 的 制 约 态 势。 随 着 边 缘 区 人 员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的 流

动， 国际社会甚至以边缘区的状况来认知整个中东地区。 在此期间， 法国

有近 600 万穆斯林， 占法国总人口的 10％， 他们多来自法国前殖民地阿尔

及利亚、 摩洛哥、 突尼斯等国； 英国约有 150 至 180 万穆斯林人口， 主要

来自南亚次大陆和非洲； 荷 兰 的 穆 斯 林 人 口 大 约 在 90 至 100 万 间， 其 中

輥輳訛 涂 龙 德：《伊 斯 兰 原 教 旨 主 义 极 端 势 力 的 全 球 化》，载《阿 拉 伯 世 界 研 究》2007 年 第 4 期，第

50 页。

輥輴訛 艾 哈 迈 德·马 尼 斯 ：《阿 拉 伯 国 家 对 科 索 沃 危 机 的 态 度 》，载 《金 字 塔 报 》（阿 拉 伯 语 ），1999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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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輵訛 尹 斌：《“9·11”事 件 后 欧 洲 一 体 化 进 程 中 的 穆 斯 林 问 题》，载《世 界 民 族》2006 年 第 6 期，第

25页。

輥輶訛 刘 月 琴 ：《中 东 剧 变 中 的 “大 国 干 预 ”与 中 东 政 治 走 向 》，载 《阿 拉 伯 世 界 研 究 》2013 年 第 6
期，第 19 页。

摩洛哥裔占据了很大比例。 輥輵訛 这些移民于欧洲的穆斯林， 也受到了边缘区

极端主义思潮的极大影响。 2003 年 3 月 11 日， 西班牙马德里发生火车爆

炸 案， 其 主 犯 便 来 自 于 摩 洛 哥； 2005 年 7 月 7 日， 英 国 伦 敦 发 生 地 铁 爆

炸 案， 涉 案 人 员 则 为 巴 基 斯 坦 裔； 2005 年 9 月 丹 麦 报 纸 发 表 的 “亵 渎 伊

斯兰教先知漫画” 引发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穆斯林的抗议示威， 边缘区穆斯

林对此反应的激烈程度甚至也超过了核心区。 大量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

在巴黎举行游行； 南亚穆斯林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进行抗议示威； 巴基斯

坦国内的示威者与巴警方发生冲突， 焚烧了美国肯德基快餐店和一些电影

院， 并造成数名抗议者丧生； 而印度尼西亚的抗议人群则洗劫了丹麦大使

馆所在的高层建筑大堂。

五、 2010年后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密切互动激化了中东乱局

2010年 12 月， 中 东 边 缘 区 国 家 突 尼 斯 爆 发 群 体 性 抗 议 活 动， 且 愈 演

愈烈， 终致执政长达 23 年的 本·阿 里 总 统 于 2011 年 1 月 出 逃， 并 继 而 引

发了中东剧变。 2011 年 3 月至 10 月， 同样位于边缘区的利比亚历经了战

争与政权更迭， 而 在 此 期 间 西 方 国 家 强 行 实 施 的 “大 国 干 预”， 輥輶訛 也 在 中

东剧变中被不断演绎。
在 核 心 区， 埃 及 历 经 了 3 年 多 的 政 治 社 会 动 荡， 当 2011 年 1 月 大 规

模反政府示威活动爆发后， 仅 18 天时间， 掌控埃及达 30 年之久的穆巴拉

克便被迫下台， 一年多之后 埃 及 穆 兄 会 候 选 人 穆 尔 西 在 2012 年 6 月 取 得

总 统 选 举 的 胜 利， 但 仅 过 一 年， 埃 及 军 方 便 宣 布 罢 免 总 统 穆 尔 西 ， 直 至

2014 年 6 月， 军 人 出 身 的 塞 西 宣 誓 就 任 埃 及 新 总 统， 埃 及 的 局 面 才 逐 渐

稳定下来。 也门在权力交接 后 部 族 冲 突 此 起 彼 伏， 虽 然 萨 利 赫 于 2012 年

2 月辞去了总统职务， 但继任总统哈迪始终无法掌控政治进程， 其国内的

胡塞武装组织攻陷首都后宣布成立总统委员会和全国过渡委员会， 直至当

前， 也门政局仍在危机之中， 国家面临国土分裂的危险。 同样位于中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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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区 的 叙 利 亚 在 2011 年 3 月 爆 发 了 抗 议 运 动 ， 不 久 即 演 变 为 内 战 ， 在

“大 国 干 预” 下 已 过 5 年 却 仍 然 难 见 和 平 的 曙 光。 此 外， 土 耳 其、 巴 林、
约旦等核心区国家也一时出现了社会骚乱。

几乎同时， 2014 年， “伊斯兰国” 组织作为一支独立的军事政治力量

在中东核心区伊拉克开始兴起， 该组织不仅与伊拉克政府军、 库尔德人武

装进行交战， 而且参与了国际势力角逐中的叙利亚内战。 此外， “伊斯兰

国” 组织在核心区其他国家也重点策划了一系列针对平民的暴恐袭击， 其

在埃及西奈半岛的分支机构声称对 2015 年 10 月发生在西奈半岛的俄罗斯

坠 机 事 件 负 责； 2015 年 11 月 该 组 织 针 对 黎 巴 嫩 首 都 贝 鲁 特 的 炸 弹 袭 击，
是冷战后贝鲁特发生的最严重暴力袭击事件。 在中东的边缘区， 巴基斯坦

塔利班、 利比亚的极端组织等纷纷效忠 “伊斯兰国” 组织， 乃至位于撒哈

拉以南非洲的尼日利亚 “博科圣地” 与东南亚地区菲律宾的两支反政府武

装也宣布效忠。 輥輷訛

核 心 区 与 边 缘 区 的 密 切 互 动 恶 化 了 边 缘 区 乃 至 伊 斯 兰 世 界 的 安 全 环

境， 恐 怖 袭 击 迅 猛 增 加。 以 巴 基 斯 坦 为 例， 因 暴 恐 丧 生 的 平 民 人 数 就 从

2003 年的 140 人骤升至 2013 年的 3001 人。 輦輮訛 北非地区的伊斯兰极端势力

更加活跃， 并且逐渐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渗透。 2015 年 11 月， 马里酒店袭

击事件共造成包括 3 名中国人在内的 27 人死亡； 2016 年 6 月， 联合国驻

马里维和部队遭遇袭击， 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其中中国维和人员 1 人牺

牲、 4 人受伤， 长期活动在北非地区的 “基地” 组织马格里布分支在两起

袭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輦輯訛

此外， 在边缘区与核心区对动荡、 冲突、 战争的反复相互构建中， 难

民问题不仅成为了中东地区国家共同面对的紧要事务， 而且外溢为欧洲国

家密切关注的焦点。

輥輷訛 Joseph Chinyong Liow， “ISIS Goes to Asia： Extremism in the Middle East Isn’t Only
Spreading West”，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19， 2014． https： ／ ／ www．foreignaffairs．com ／ articles ／ east－
asia ／ 2014 －09 －19 ／ isis －goes －asia？ cid ＝nlc －foreign＿affairs＿this＿week －092514 －isis＿goes＿to＿asia＿5 －
092514

輦輮訛 李 丽：《巴 基 斯 坦 的 恐 怖 主 义 及 其 对 “一 带 一 路 ”战 略 的 影 响 》，载 《西 华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2015 年 第 6 期，第 62 页。

輦輯訛 新 华 社：《“基 地”分 支 声 称 袭 击 马 里 维 和 部 队 》，2016 年 6 月 1 日 ， http： ／ ／ news．xinhuanet．
com ／ 2016－06 ／ 01 ／ c＿1290345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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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欧洲的中东难 民 多 来 自 于 中 东 边 缘 区， 特 别 是 北 非 地 区，
根 据 欧 盟 的 统 计， 至 2000 年， 在 欧 洲 的 北 非 移 民 总 数 已 超 过 220 万 人，
其中摩洛哥人 123 万、 阿尔及利亚人近 68 万、 突尼斯人近 30 万。 輦輰訛尽 管

在 2003 年伊 拉 克 战 争 后， 先 后 有 近 200 万 难 民 离 开 伊 拉 克， 但 由 于 周 边

叙利亚、 约旦、 黎巴嫩等国家的妥善安置， 前往欧洲的伊拉克难民数量并

不多。

2014 年 后， 当 “伊 斯 兰 国” 组 织 在 伊 拉 克 北 部 和 叙 利 亚 西 部 占 领 了

约 2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东核心区的难 民 数 量 骤 为 增 加， 仅 叙 利 亚 难

民数量就急剧增加至 800 万人。 面对叙利亚乱局， 中东地区的周边国家也难

以承担如此数量的难民， 大量难民前往欧洲。 根据联合国 难 民 署 的 统 计，

2015 年前 6 个月经由地中海到达欧洲的难民中， 已有近 1 ／ 3 来自叙利亚。 輦輱訛

此次难民危机不仅人数庞 大， 其 来 源 和 路 径 也 更 为 多 元。 长 期 以 来，
中东难民更多的是从北非 地 区 进 入 欧 洲， 但 2014 年 后， 大 多 数 中 东 核 心

区的难民则选择通过土耳其前往欧洲。 尽管土耳其已接纳了 230 万叙利亚

难 民 ， 但 到 2015 年 底 经 由 陆 路 或 海 路 进 入 欧 洲 的 非 法 移 民 人 数 仍 超 过

100 万， 预计 2016 年底前进入欧盟的难民总数将达 300 万。 輦輲訛

在难民潮的剧烈冲击下， 欧洲各国的安全局势倍受威胁。 频繁发生的

恐 袭 事 件 甚 至 造 成 了 社 会 恐 慌。 2015 年 11 月 13 日 “伊 斯 兰 国” 组 织 制

造了法国巴黎爆炸枪击事件， 造成 132 人遇难， 368 人受伤； 2016 年 3 月

22 日， 该组织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动了一系列恐怖袭击， 造成 34 人死

亡， 187 人受伤。
中东核心区与边缘区密切互动所外溢产生的欧洲难民危机， 将使欧洲

国家重新将中东地区各国作为一个整体板块看待， 更加客观地认知中东核

心 区 与 边 缘 区 的 关 系， 如 在 制 定 其 对 中 东 边 缘 区 （如 北 非 地 区 等） 政 策

时， 也必须充分考虑到在中东核心区国家产生连锁反应的后果。

輦輰訛 Ayman Zohry， “ Migration without borders： North Africa as a reserve of cheap labour for Europe”，
UNESCO， 2005， p．5

輦輱訛 UNHCR， “Mediterranean Crisis 2015 at Six Months： Refugee and Migrant Numbers Highest on
Record”， UNHCR Press Releases， July1， 2015．

輦輲訛 宋 全 成：《欧 洲 难 民 危 机 消 极 影 响 的 三 维 透 视 》， 载 《山 东 大 学 学 报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

2016 年 第 2 期，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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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国的外交应对

（一） 中国可借助中东核心区与边缘区的互动， 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

中 东 地 区 作 为 “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 与 “21 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交

汇地区， 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 中东地区不仅

是 “一带一路” 的交汇区， 同样重要的是其核心区与边缘区的互动构建了

一个能够外溢到欧、 亚、 非三大洲的地缘政治板块， 该地区不只扼守着苏

伊士运河、 波斯湾、 马六甲海峡、 巽他海峡等经济与军事咽喉， 更以其自

成体系的伊斯兰文明横亘在欧、 亚、 非三大洲的广阔中部。 中东地区作为

伊斯兰文明的发源地和当代伊斯兰思想的策源地， 通过朝觐、 教 义 习 得、
伊斯兰教跨国组织等途径， 对当前的东南亚地区、 中亚地区、 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均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旅居欧洲的穆斯林移民， 也成为了

欧洲各国政府日益关切的群体。
由此可见， “一带一路” 与中东地区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 不仅能够促

进该地区国家发展， 而且能够借助 “核心区与边缘区的互动” 这一伊斯兰

文明的网状传播方式， 改善中国周边的安全态势， 并为中非合作、 中欧合

作开辟新的空间， 从而为 “一带一路” 的整体推进做出更为重要的贡献。

（二） 中巴经济走廊可能成为中国应对中东地区局势变化的战略支点

巴基斯坦尽管位于中东的边缘区， 但该国作为伊斯兰合作组织框架内

泛 伊 斯 兰 主 义 运 动 的 核 心 国 家 之 一， 輦輳訛 依 然 在 中 东 地 区 拥 有 一 定 的 影 响

力。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核武器的获得， 巴基斯坦成为了伊斯兰世界中唯

一的核国家， 并由此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内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 阿富汗

战争后， 大量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到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原本动荡的政局

变得更为混乱， 其西部、 北部的极端武装组织骤然猖獗， 巴基斯坦在伊斯

兰文明体系中成为了极端思想与暴力的输出国。 如果巴基斯坦的状况进一

步恶化， 核材料、 核技术等通过伊斯兰网络输出到极端分子手中并非不可

想象， 中国作为巴基斯坦的重要邻国也会受到潜在威胁。
在中巴两国长期友好历史的基础上， 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不论是

輦輳訛 刘 中 民：《伊 斯 兰 的 国 际 体 系 观》，载《世 界 经 济 与 政 治》2014 年 第 5 期，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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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东地缘政治板块的稳定、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 还是中国西北地区

的持久发展等角度来看， 都是有着战略深意的。 此外， 中巴经济走廊的建

设， 丰富了中国与中东地区的交往渠道， 除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将在能源和

经济方面的合作途径更为多元， 中国与中东地缘政治板块、 以及伊斯兰文

明圈的互动也将更加具有全球性意义。
（三） 中国的中东外交 不 应 局 限 于 中 东 国 家 的 陆 地 部 分， 也 可 将 印 度

洋纳入其中

长期以来， 中国的中东外交主要集中在中东国家的陆地部分， 而忽略

了与该地区国家在海洋领域的交流合作。 自伊斯兰教兴起后， 阿拉伯人就

在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中， 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和商船队伍， 掌握了比较先

进的海上航行技术， 可以说中世纪的国际海洋贸易， 穆斯林商人是最重要

的参与者。 輦輴訛 位 于 中 东 核 心 区 的 阿 曼， 恰 好 处 在 北 印 度 洋 经 济 圈 的 中 点，
在 19 世纪时， 擅于开拓海洋的阿曼人甚 至 在 非 洲 的 东 海 岸 建 立 了 连 接 中

东与非洲的印度洋国家， 直至今日， 濒临印度洋的非洲传统城镇都是以穆

斯林居民为主体； 在印度次大陆的南端———斯里兰卡， 该国最早的港口科

伦坡也是由阿拉伯人所建立； 而在印度洋东岸， 印尼的亚齐是伊斯兰文明

通过海洋最早进入东南亚的地区， 之后伴随着阿拉伯人、 波斯人的商业活

动， 伊斯兰教逐渐在东南亚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冷 战 后， 印 度 不 断 诉 求 自 身 在 印 度 洋 的 利 益， 该 国 通 过 强 化 军 队 建

设、 加大军购力度、 建设蓝水海军、 并奉行 “积极海洋 战 略”， 以 实 现 控

制印度洋海上通道的战略目标。 輦輵訛 但与印度相比， 位于非洲之角的阿拉伯

国家索马里、 吉布提、 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曼、 也门、 以及扼守印度洋与地

中海的埃及、 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咽喉的印度尼西亚， 均在印度洋海域具

有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国家利益。 而这些国家， 皆属于中东地区 （核心区

或边缘区） 的范畴。 因此， 中国在深化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中， 必须正视印

度洋对于中东地区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 通过加强在海洋领域的双边与多

边合作， 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

輦輴訛 陆芸：《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暨南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6 页。

輦輵訛 胡 志 勇 ：《印 度 的 “印 度 洋 战 略 ”对 中 国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建 设 的 影 响 》，载 《南 亚 研 究 季 刊 》

2014 年 第 4 期，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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