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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眼观察·聚焦中东问题
The Middle East Issues in Experts’ Eyes

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是一个

全方位、多领域的系统工程。

中东地区是当今世界最复杂、最动荡

的地区，也是近年来中国外交面临机

遇和挑战最多的地区之一。因此，在

中东外交中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

交，必须紧密结合中东地区的实际，

形成既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又符合中

东实际情况的外交理念、外交政策和

外交机制。

第一，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

神，积极加强中国与中东国家围绕“一

带一路”建设的合作。

中东地区是“一带一路”的交汇

地带，具有联通欧亚非的重要枢纽地

位。在“一带一路”沿线 60 多个国

家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属于中

东国家。因此，做好在中东地区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对实现“一

带一路”建设总体目标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近两年来，在中东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不小的

成就，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已经形成了

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

中国的中东外交要彰显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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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新

的突破口的“1+2+3”合作格局。

当然，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安全风险，

但中国并不会因畏惧安全风险而止步

不前，而是要根据中东国家风险程度

的差异精准施策，继续在中东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海合会国家、土耳其、

伊朗、以色列为较为安全的国家，将

是中国在中东推进互联互通、贸易投

资便利化、金融合作、产能合作的重

点对象国，高铁、新能源、航天、核

能、高端制造业将成为重要合作领域。

在埃及、突尼斯等已经逐步趋于稳定

的转型阿拉伯国家，中国将重点推进

与民生关系密切的经贸与投资合作项

目，并配合适当的经济援助和优惠贷

款，助力转型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稳定。

对于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

等动荡国家，在政治上劝和促谈的同

时，中国将积极支持和参与其经济重

建，同时鼓励中国企业在安全环境允

许的情况下到这些国家投资兴业。在

人文领域，中国将秉承“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

绸之路精神”，切实推进双方在文化、

教育、媒体、旅游、青年、智库、宗

教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民

心相通”，增强中国在中东的软实力。

第二，坚决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制化。

中东地区是殖民主义历史遗产最

为深重的地区，是美国等西方大国频

繁推行新干涉主义和民主输出的重点

区域，是领土边界、民族、宗教矛盾

异常复杂的地区，是探索发展道路转

型进程异常艰难的地区，而当前又是

中东地区国家内部矛盾、国家间矛盾、

大国博弈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因此，

中国必须高举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旗

帜，把中东地区作为推进国际关系民

主化、法制化的重要舞台，占领国际

道义制高点；要敢于表达在中东问题

上的道义立场，在做地区国家工作时

要强调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

义是中东问题形成的根源，有关国家

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参与中东事

务的过程中，要倡导“讲信义、重情义、

扬正义、树道义”的价值理念，进而

赢得中东地区的民意基础。因此，支

持巴勒斯坦建国大业和巴以和平进程

应成为中国中东政策的道义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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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赢得阿拉伯世界信任的战略

基础所在。

第三，创造性运用不干涉内政

原则，积极劝谈促和，推动中东问题

的政治解决，敢于提出“中国方案”，

提供“中国平台”。

不干涉内政原则依然是中国参与

中东事务的基石，是中国赢得中东国

家信任、保持中国外交主动性的根本

保障。但中国要加大对政治解决中东

热点问题的参与力度，发挥劝谈、促

和的建设性作用，维护中东地区的安

全与稳定。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中

国既要敢于向当事方提出符合国际道

义的更为可行的具体解决方案；又要

继续遵循决不强加于人的不干涉内政

原则，处理好不干涉内政与建设性介

入的关系。当前，政治解决中东问题

日益成为包括地区国家和多数西方大

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应以

此为契机加大政策宣示力度，同时在

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敢于就某些热点问

题的解决提出“中国方案”，提供“中

国平台”。从这种意义上说，中东地

区构成了中国创造性运用不干涉内政

原则的重要试验田。

第四，积极倡导综合治理，为解

决中东新老热点问题、推动阿拉伯国

家解决发展转型问题提供标本兼治的

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

在中东热点问题上，既要重视新

生的热点问题，又不能忽视巴以争端

等原有的地区热点问题，尤其要关注

新老热点问题的联动效应，倡导综合

治理的理念；在坚持通过对话和谈判

和平解决争端的过程中，既要尊重历

史，又要兼顾现实，力求使争端得到

公平合理解决；在倡导多边主义方面，

既要重视联合国安理会维护世界和平

的作用，又要重视阿盟和非盟等地区

性组织的意见；在处理与西方的关系

中，既要坚决反对新干涉主义，又要

与它们保持沟通和协调，以凝聚共识，

为和平解决争端营造良好的外部环

境；在推动经济援助方面，既要着眼

当前的人道主义援助，又要立足长远，

开展经济合作，同时更要支持地区国

家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为

实现长治久安创造条件。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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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利雅得，开始对沙特阿拉伯进行国事访问。沙特王储继承人穆罕默德、国务大臣艾班等到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迎接习

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