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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治理与大国责任: 中国中东抗疫合作论析*

刘胜湘 李云鹏

摘 要: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抗疫合作是构建中国与中东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一环。中国中东抗疫合作通过高层引领、物资援助及成果共享

等形式展开，具有顶层设计、生命至上、参与行为体多元化及坚持多边

主义等特征，丰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中国中东抗疫合作实

践既有中国展现大国责任和维护中国在中东利益的需求，也受到中国

积极参与地区治理的驱动。它不仅契合中东国家希望中国参与在该地

区治理的诉求，也可以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进而筑牢与中

东国家伙伴关系网络，并推动中国与中东国家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和

命运共同体。当前，中国中东抗疫合作受到中美战略竞争、抗疫合作政

治化以及美国主导的“疫苗联盟”等因素的消极影响，但中国中东大国

外交实践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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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0年 1月底，中东地区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之后，受地区国家防
疫措施不力、医疗条件限制、传染病治理体系不完善等因素影响，新冠疫情在中
东地区迅速扩散，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等国成为重灾区。① 新冠疫情在中东地
区暴发之初，中国及时向地区国家派遣医疗专家组分享抗疫经验和技术，力所能
及地提供抗疫物资和资金等援助。中国与中东国家领导人保持密切沟通，仅
2020 年 2月 6日至 3月 3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领导人
9次通过电话或致电方式，同沙特、伊朗、阿联酋等中东国家领导人保持沟通。②

中国还同阿联酋合作开展新冠疫苗三期实验合作，助推中东疫苗生产本地化，在验
证疫苗安全及可行性后将其作为公共产品，及时、合理分配给有需要的中东国家。

中国在中东实践防疫合作的过程中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不断加强与中东国
家和地区组织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呼应后者的援助诉求，推动国际疫苗分配朝更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中东抗疫合作不是单方面赠与，而是合作共赢、共
同发展，在协助中东国家缓解疫情的同时，帮助对方国家提升应对疫情的能力。
这背后不仅有国际社会呼吁中国在中东发挥更大作用的缘故，也有中国希望通
过参与中东地区卫生治理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等多重考量。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中东抗疫合作的研究成果丰硕，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关
于中国对中东国家物资援助、开展疫苗联合生产合作等内容的考察。③ 二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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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丹丹、孙德刚: 《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中东的领事保护探析》，载《国际关系研究》
2020年第 5期，第 134页。

陈芳等: 《中国发布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纪事》，新华网，2020年 4月 6
日，http: / /www．xinhuanet．com /politics /2020－04/06/c_1125819214．htm，上网时间: 2022年 1月 2日。

李睿: 《中国和伊朗丝路伙伴关系的历史、现状及其展望》，载《新丝路学刊》2020 年第 1
期，第 15－35页;余建华: 《万隆精神下的新中国对阿外交与新时代的中阿关系》，载《阿拉伯世界研
究》2021年第 2期，第 3－16页;赵建明: 《小国现象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中东小国转向》，载《国际
关系研究》2021年第 3期，第 118－136页;王灵桂: 《深化友谊 共促发展 推动中国与中东合作迈上
更高水平》，载《西亚非洲》2021年第 5期，第 3－9页; Mahmood Monshipouri and Javad Heiran-Nia，
“China's Iran Strategy: What Is at Stake?，”Middle East Policy，Vol． 27，No． 4，December 2020，pp．
157－ 172; Jonathan Fulton，“Situating Saudi Arabia in China's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Asian
Politics ＆ Policy，Vol． 12，No． 3，September 2020，pp． 362－383; Zhu Zhiqun，“China-Middle East
Ｒelations: New Developments，New Challenges，”East Asian Policy，Vol． 12，No． 4，October 2020，
pp． 90－101; Anchi Hoh，“Covid and China's BＲI in Iraq and Syria，”Middle East Policy，Vol． 28，
No． 2，October 2021，pp． 31－47; Meszár Tárik，“China-Centric Economic Order in Asia: Growing
Chinese Presence in the Middle East，”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trategic
Ｒe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 7，No． 3，December 2021，pp． 1553－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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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助中东国家抗疫、与中东国家进行疫苗合作原因的探讨。① 这类研究认
为，中东国家抗疫需求、中国疫苗研发能力强、中国作为“中东和平稳定维护者”
的角色定位以及基于政治和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是中国向中东提供抗疫援助
的驱动力。三是关于中国中东抗疫合作相关理念的分析。② 总的来看，既有研究
对中国中东抗疫合作的过程梳理不够细致，缺乏对该实践过程的系统性考察。
同时，部分国外学者倾向于从地缘政治视角看待中国在中东的抗疫努力，先入为
主地将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抗疫合作界定为“野心勃勃”的“口罩外交”和“疫苗外
交”，有失偏颇地认为中国意在转移外界责难或在中东地区填补“领导真空”。本
文拟系统探讨中国中东抗疫合作的过程、特征及动力，分析中国参与中东卫生治
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二、中国中东抗疫合作的实践及其特征

中国中东抗疫合作是构建中国与中东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也是构筑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必要之举。新冠疫情蔓延后，在自身仍面临一定抗疫压力
的情况下，中国尽最大努力向中东国家提供后者所需的抗疫物资和病毒检测实
验室，并派遣一流专家团队驰援中东或以视频的方式分享抗疫经验，无偿向中东
国家援助新冠疫苗，与部分中东国家开展疫苗研发合作。中国中东抗疫合作包
括高层引领、物资援助及成果共享三个方面的内容，具有顶层设计、生命至上、行
为体多元化及坚持多边主义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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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胜湘、高瀚: 《中东剧变背景下中国中东大国外交论析》，载《西亚非洲》2020年第 5期，
第 82－116页;文晶: 《中国—中东国家新冠疫苗合作助力全球抗疫》，载《公共外交季刊》2021年第
3期，第 78－84页;寿慧生、何瑶: 《新冠疫情下的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关系分析》，载《中国穆斯林》
2021年第 6期，第 82－87 页; Moritz Ｒudolf，“China's Health Diplomacy During Covid-19: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 BＲI) in Action，”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No． 9，
January 2021，pp． 1 － 6; Mordechai Chaziza，“Coronavirus，China，and the Middle East，”Begin-
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July 2020，pp． 171 － 203; Kyle Haddad-Fonda，“Can Beijing's
Mask Diplomacy Win Hearts and Minds in the Arab World?，”The New Arab，April 1，2020，https: / /
english． alaraby． co． uk /opinion /can-beijings-mask-diplomacy-win-arab-hearts-and-minds; John
Calabrese，“China's Health Silk Ｒoad and the BＲI Agenda in the Middle East，”Middle East Institute，
January 11，2022，https: / /www ．mei． edu /publications /chinas-health-silk-road-and-bri-agenda-middle-
east，上网时间: 2022年 3月 20日。

孙德刚、吴思科: 《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理念主张与实践探索》，载《国际问题
研究》2020年第 4期，第 1－19页;余伟斌、刘雯: 《文化软实力与中国对外抗疫援助》，载《文化软实
力》2020 年第 3 期，第 91 页; Yahia H． Zoubir，“China's‘Health Silk Ｒoad’Diplomacy in the
MENA，”Med Dialogue Series，No． 27，July 2020，pp． 1－ 14; Yahia H． Zoubir and Emilie Tran，
“China's Health Silk Ｒoad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midst COVID-19 and a Contested
World Order，”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August 2021，pp． 33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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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中东抗疫合作的实践
新冠疫情使中东国家经济社会受到沉重打击，也是对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

的一次重大考验。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始终与中东国家保持高层沟
通，及时分享疫情相关信息，力所能及地为中东国家民众提供帮助。

第一，高层引领擘画中国中东抗疫合作蓝图。新冠疫情在中东地区零星出
现时，中国还是抗疫援助的接受方，中国中东抗疫合作的内容主要是疫情信息共
享和相关工作协调。进入 2020年 2月下旬，中国国内疫情趋稳向好，但中东疫情
处于暴发和扩散状态，中国及时调整部署，扩大了与中东国家抗疫合作的范围，
并逐渐从受援方转变为援助方。中国密集展开对中东国家的抗疫合作，通过领
导人通话或多边国际会议等形式，与中东国家的领导人保持密切沟通，共商抗疫
大计，并宣布中方对中东国家援助的相应举措。同年 3月 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同沙特国王萨勒曼( Salman bin Abdul Aziz Al Saud) 通电话，表示中方愿为
沙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愿同沙方分享防疫经验，并协助沙方采购医疗物资，
维护好两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① 7
月 27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主持中阿巴尼四国外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视频会议上表示，中国将帮助提高疫苗在三国的可及性，并协助其加强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②明确表示反对疫苗霸权和垄断。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政党领导人还通
过视频方式举行了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特别会议，双方围绕抗疫合作
等议题进行了探讨，③延续了中国与中东国家通过政党外交交流治国理政经验的
传统。进入 2021年，中国和中东国家高层保持了多种形式的定期沟通，引领双方
关系发展，凸显了中东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习近平主席多次以电话、致
电、致贺信或出席峰会等形式，为深化中国与中东的抗疫合作指明方向。王毅外
长三次出访中东国家，在会见来华访问的中东国家外长时，就促进中东安全稳
定、推动落实双方抗疫合作等进行深入沟通。2022 年初，沙特、土耳其、伊朗等 6
个中东国家外长及海合会秘书长密集访华，同中国就深化抗疫合作、抵制疫情政
治化进行了深入探讨。④ 7月 29日，习近平主席同伊朗总统莱希( Ebrahim Ｒa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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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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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载《人民日报》2020年 3月 28日，第 1版。
《王毅主持中阿巴尼四国外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视频会议》，中国外交部，2020年 7月 27

日，https: / /www ．mfa．gov．cn /web /wjbzhd /202007 / t20200727_361198．shtml，上网时间: 2021年 6月
7日。

郑好: 《同迎挑战 共书华章 携手共建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
对话会特别会议侧记》，载《当代世界》2020年第 7期，第 41页。

《王毅谈中东六国外长访华:发展对华关系的政治意愿更加强烈》，中国新闻网，2022年 1
月 16日，http: / /www ．chinanews．com．cn /gn /2022 /01－16 /9653397．shtml，上网时间: 2022年 3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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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电话，表示中方愿同伊朗继续开展抗疫合作。①

此外，中国领导人还根据中东地区不同阶段的抗疫形势，对抗疫援助与合作
措施进行调整，优化布局，勾画中国与中东合作抗疫的蓝图，即中国在坚持生命
至上、加强抗疫合作与统筹协调、支持充分发挥联合国和世卫组织作用的基础
上，及时向中东国家提供物资援助，分享抗疫经验和技术。

第二，物资援助彰显大国责任担当。在参与中东抗疫进程中，中国竭尽所能
地为中东国家提供抗疫所需的物资和技术，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在对中东
国家的物资援助上，中国做到了援助及时且覆盖范围全面。2020 年 2 月伊朗国
内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中国政府就向伊朗提供了紧缺的新冠病毒测
试盒。中国还通过不同途径向以色列、科威特等中东国家提供抗疫物资，基本做
到了对中东国家物资援助的全覆盖。与此同时，中国与国际组织保持密切合作。
2020年 7月 14日，中国外交部通过中国驻沙特大使领馆向伊斯兰合作组织捐赠
了抗疫物资。② 2021年 6月，中国外交部同伊斯兰开发银行( Islamic Development
Bank) 签署合作协议，中方宣布将对非洲伊斯兰国家提供实验室器材采购及人员
培训等方面的支持。③ 在 2022 年 7 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上，中国宣布拟向世界银行新设的抗疫基金捐资 5，000 万美元。④ 此外，中国民
间也为协助中东国家抗疫贡献自己的力量，相关组织、企业、商会和个人通过捐
赠医疗设备、防护物资或资金的方式支援中东国家抗击疫情。

在验证新冠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后，中国分阶段和批次向有需要的中东
国家援助新冠疫苗。2022年 1月 3日，中国援助叙利亚的新冠疫苗抵达当地，为
该国的重建助力。⑤ 7月 22日，中国再向毛里塔尼亚捐赠了疫苗，并成为向该国
援助抗疫物资最多的国家。⑥ 在美国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并向伊朗施加多项制裁
后，中国也力所能及地向伊朗提供新冠疫苗等医疗物资。除直接开展疫苗援助
外，中国也及时向中东国家出口疫苗，并通过与世卫组织合作的方式参与疫苗全

·7·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习近平同伊朗总统莱希通电话》，新华网，2022 年 7 月 29 日，http: / /www ． news． cn /
politics / leaders /2022－07 /29 /c_1128875829．htm，上网时间: 2022年 7月 31日。

《2020年 7月 15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2020 年 7 月 15
日，https: / /www ．fmprc．gov．cn /web / fyrbt_673021 / jzhsl_673025 /202007 / t20200715_5419125． shtml，
上网时间: 2022年 8月 10日。

丁隆: 《中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关系迈上新台阶》，载《世界知识》2021年第 14期，第 59页。
《刘昆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国财政部，2022 年 7 月 16 日，http: / /

wjb．mof．gov．cn /gongzuodongtai /202207 / t20220716_3827436．htm，上网时间: 2022年 7月 31日。
《中国政府向叙利亚提供 100万剂新冠疫苗援助》，光明网，2022 年 1 月 4 日，https: / /m．

gmw ．cn /2022－01 /04 /content_1302747931．htm，上网时间: 2022年 1月 6日。
《李柏军大使出席中国政府向毛里塔尼亚政府 暨妇女、儿童和青少年捐赠疫苗仪式》，中

国驻毛里塔尼亚大使馆，2022 年 7 月 23 日，http: / /mr． china-embassy． gov． cn /chn /sgzyhd /202207 /
t20220723_10726677．htm，上网时间: 2022年 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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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分配。截至 2021年底，中国提供新冠疫苗援助，几乎覆盖了一半以上的中东国
家，疫苗援助和出口数量达 4．4 亿剂。① 巴林、土耳其等国先后完成了采购中国
疫苗的交接工作。为促进新冠疫苗在全球和地区的公平分配，履行推动疫苗成
为全球公共产品并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的承诺，中国加入了“新冠肺炎疫
苗实施计划”( COVAX) ，这意味着中国疫苗能够以援助或捐赠的方式进入中东
地区。②

第三，成果共享践行中国—中东命运共同体理念。共享理念是中国与中东
在相互依存条件下必然出现的产物，也是塑造中国与中东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所
在。③ 在开展抗疫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向中东国家力所能及地提供物资援
助，还通过派遣高水平医疗专家组或举行视频会议等方式参与当地卫生治理，
与中东国家分享抗疫信息和经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抗疫建议，并开展技术转
让和合作生产，以助推中东疫苗生产的本地化，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
理观。

首先，中国通过援助、双边合作和技术输出的方式，协助伊拉克、沙特和以色
列等国建造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和新冠隔离医院，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些
国家大规模精准检测及救治新冠患者的需要。其次，中国专家组不仅赴阿尔及
利亚、伊朗和突尼斯等国与同僚分享中国抗疫经验，提供防控和诊疗指导等方面
的培训，还通过视频会议同埃及、阿联酋等国，以及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阿拉伯国
家联盟等地区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经验，向外国同行提供科学建议。
再次，中国根据自身的实践和探索，及时发布新冠肺炎诊疗及防控方案，目的是
向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及时分享中国疫情防控经验，提高其他国家应
对新冠病毒的监测反应和救治能力。最后，中国还支持本国企业同有能力的中
东国家开展新冠疫苗的联合研究和授权生产，助力后者走上“疫苗自主”的道路。
自 2020年 6月以来，中国不仅先后同阿联酋、沙特、巴林等国家开展冠疫苗临床
试验合作，还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建设联合生产线，助力中东国家新冠疫
苗的生产本土化及来源多元化。这些举措有助于推动中东国家参与疫苗的国际
分工和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疫苗分配不公问题，从而使中东国家从卫生公共
产品的消费者转为地区疫情治理的主动参与者和贡献者。中国还探索以多边合
作的形式与中东国家开展抗疫合作。例如，2022 年 2 月 20 日，中国与埃及联合
向加沙地带援助了 50万剂新冠疫苗。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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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请记住我们这些精彩的瞬间》，中阿合作论坛，2021年 12月 27日，http: / /www．
chinaarabcf．org /chn /zagx /sssb /202112/ t20211227_10475895．htm，上网时间: 2022年 1月 1日。

寿慧生、何瑶: 《新冠疫情下的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关系分析》，第 85页。
刘胜湘、高瀚: 《中东剧变背景下中国中东大国外交论析》，第 97页。
周輖: 《中国与埃及联合向加沙地带援助 50万剂新冠疫苗》，人民网，2022年 2 月 23 日，

http: / /world．people．com．cn /n1 /2022 /0223 /c1002－32357947．html，上网时间: 2022年 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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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中东抗疫合作的特征
抗疫合作是以本国医疗资源、技术和经验为依托，实施应对疫情的对外援助

及合作的政策实践。其中，决策者在抗疫合作过程中起到统率作用，中央政府相
关部门、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则是重要参与方。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延伸
和中国中东卫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中东抗疫合作从属和服务于中国中东
大国外交的总体布局，旨在进一步增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具有鲜明的顶层设计色彩。中国始终把维护个人生命权和健康权放
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站在全人类高度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做到了
“以元首外交统领抗疫外交，以领袖担当推动国际合作”①。2020年，习近平主席
同多位阿拉伯国家元首近 10 次通话、近 20 次互致信函，②为中国与中东国家抗
疫合作做出顶层规划，为破解中东地区的卫生治理困境提供思路。王毅外长则
多次通过会面或电话方式与相关中东国家的外交部长保持沟通，就抗疫物资投
送、疫苗研发及人道主义援助等作出协调。中国领导人还多次出席重要国际视
频会议，在国际场合阐明以民为本、生命至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提出
发挥世卫组织领导作用、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力度、加强国际合作、反对疫情
政治化等建议，并宣布开放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建立全球和地区防疫物资储
备中心、加大对国际社会抗疫物资的投入和加强疫苗研发国际合作等举措，提升
国际社会抗疫信心，有效推动全球和地区抗疫合作。

第二，以人为本，坚持平等、公平和正义。其一，中国践行正确义利观，不搞
选择性援助，不谋求以对中东国家的援助捞取地缘政治利益，坚持从中东国家民
众切身利益出发，帮助中东国家缓解疫情。中国将新冠疫苗作为公共产品，对部
分欠发达中东国家多次开展物资援助。其二，中国中东抗疫合作旨在改善中东
地区民生，增强中东国家的“造血”能力，并为该地区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提供
切实保障。中国秉持标本兼治理念，坚持扶助原则，不仅提供抗疫物资支援，也
向中东国家分享发展成果，提供相关技术支持，与西方国家搞疫苗垄断并利用援
助谋取地区霸权有着本质区别。其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是平等、公平和
正义，③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中国中东抗疫合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不以援助为借口干预中东国家内政，没有凭借疫苗优势使得中东国家形成对
中国的不对称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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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参与中东抗疫合作的行为体多元化。在中央统筹协调下，地方政府和
民间积极行动，中国军方紧急驰援，中国驻中东国家使领馆发挥桥头堡作用，确
保了抗疫物资投送和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前方使领馆不仅及时向当地中国公民
发布最新疫情信息和处理办法、发放抗疫物资，协调安排在疫情较为严重的中东
国家的中国公民包机回国，①还完成了中国援助中东抗疫物资的交接任务。② 中
国地方政府向缔结友好关系的中东国家城市捐赠物资，通过视频会议形式对中
东国家提供抗疫指导并分享抗疫经验，③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相互支撑的格局。中
国民间机构和企业广泛动员，通过捐款捐物参与官方抗疫合作，④协助政府提供
卫生公共产品，与中东国家守望相助。不仅如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也积极履行国
际责任和义务，向中东国家提供抗疫物资和新冠疫苗等公共产品，⑤成为中国中
东抗疫合作重要的后备力量。

第四，坚持抗疫多边主义。在理念上，不同于美国坚持“本国优先”，以“退
群”方式逃避大国责任，或以意识形态为界搞排除特定国家的“伪多边主义”，中
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地位，支
持世卫组织在全球抗疫合作中的领导作用。在实践中，中国既通过国际会议阐
明主张，分享中国抗疫经验，提振全球战疫信心，又通过国际组织向中东提供物
资、资金援助，且不寻求建立对抗性质的集团，与西方有着本质区别。疫情发生
后，习近平主席在世界卫生大会和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分享中方抗疫经验。
中国及时出台多种措施，向世卫组织提交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向后者提供资
金援助以及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⑥及时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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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 5期，第 149－151页。

《驻摩洛哥使馆向摩全国妇联转交中国政府援摩抗疫物资》，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2020
年 7月 21日，http: / /ma．china-embassy．org /chn /xwdts /202007 / t20200721_6170792．htm; 《冯飚大使
出席中国政府援叙疫苗交接仪式》，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2021 年 11 月 15 日，http: / / sy． china-
embassy．org /chn /xwfb /202111 / t20211115_10448473．htm，上网时间: 2022年 2月 25日。

张丹丹、孙德刚: 《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中东的领事保护探析》，第 147页。
刘胜湘、李云鹏: 《2020 年中国中东外交》，载余泳主编: 《中东地区发展报告 ( 2020—

2021)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21年版，第 68－69、71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向 20 国军队提供防疫物资援助》，中国国防部，2020 年 6 月 5 日，

http: / /www ．mod．gov．cn /diplomacy /2020－06 /05 /content_4866418．htm; 《中国军队向巴基斯坦军队
提供新冠疫苗 巴方: 致以最深切感谢》，海外网，2021 年 2 月 8 日，http: / /news． haiwainet． cn /n /
2021 /0208 /c3541093－31976952．html，上网时间: 2022年 2月 25日。

张贵洪、王悦: 《论当代中国特色国际组织外交的主要特点———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例》，载
《国际观察》2020年第 4期，第 112页。

张信凤等: 《国际观察:中国加入“疫苗实施计划”展现大国担当》，人民网，2020 年 10 月
16日，http: / /world．people．com．cn /n1 /2020 /1016 /c1002－31894680．html，上网时间: 2022年 10月 20
日。



地区治理与大国责任: 中国中东抗疫合作论析
■■■■■■■■■■■■■■■■■■■■■■■■■■■■■■■■■■■■■■■■■■■■■■■■■■■■■■■■■■■■■■■■

与此同时，中国还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保持医疗卫生领域的交流合作，开展前瞻性
项目合作，协助中东国家抗击疫情。

三、中国中东抗疫合作的动力

中国中东抗疫合作是内外动力驱使的结果。在域外大国普遍缺位且自身仍
面临抗疫压力情况下，中国中东抗疫合作，既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责任担当的体
现，也有维护中国在中东地区利益和公民安全的考量，既回应中东国家和国际社
会的呼吁，又参与中东地区卫生治理。其中，展现大国责任和维护在中东的经贸
利益与公民安全，是中国实施中东抗疫合作的内在动力，而回应国际社会诉求和
参与地区卫生治理则是外部动力。

(一) 展现大国责任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中，国家拥有权力就要负相应的责任。”①传统意

义上，大国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管控好权力转移背景下的大国政治、军事关
系，防止两国的竞争走向冲突乃至战争。随着技术的发展及随之出现的国际议
题扩展，大国责任的内涵也相应丰富，表现为既要求大国管控好彼此分歧，又要
求其主动承担国际义务提供公共产品。大国责任包括参与和领导国际与地区制
度建设、承担相应的义务、提供公共产品、公正解决热点问题、维护国际秩序稳定
等内容②，意味着当既有大国因能力或意愿不足而没能履行应尽的全球和地区治
理义务时，崛起国应当起承担相应责任。若大国规避责任，那么它们将难以得到
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因为人们对大国有承担一定国际责任的预期。③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更
加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在中国更深刻影响世界的同时，世界也加深了对中国
的需要和依赖。因此，中国既要实现自身发展，也要推动世界和平与繁荣，为世
界和地区贡献公共产品，承担世界责任。中国中东抗疫合作意在展现中国承担
大国责任的担当，推动中国与中东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

第一，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全人类利益的维护负有重要责
任，需要把国家利益同全人类的福祉结合起来。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
济、社会及人类福利等问题，是《联合国宪章》重要宗旨之一。④ 作为联合国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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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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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需要承担比普通理事国更大的责任。而中东抗疫合作的一
个主要目的在于协助相关国家促进该地区人民的福祉，即在中国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为中东的和平与发展承担责任并贡献力量。① 在美国、欧洲国家以及俄罗
斯等行为体受困于国内疫情时，较早走出疫情困境的中国应当履行联合国宪章
宗旨与原则，彰显大国担当，通过自身示范给世界带来积极影响，肩负起维护人
类卫生安全的重要责任。

第二，抗疫合作体现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责任担当。对中国而言，“作为负
责任大国，维护人类共同利益，解决全球性问题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② 推进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需要在坚持维护本国人民安全
的同时，也顾及他国公民的安危。如今，中国经济体量稳居世界第二，国际影响
力日益提升，也是制造业和疫苗生产大国，在参与中东事务并维护地区稳定与安
全进程中责无旁贷。在第 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强
调中国会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③帮助包
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走出疫情困境，表明中国担负大国责任的决心。

第三，抗疫合作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中国参与中
东治理是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考验，若无法构建与中东国家的命
运共同体，则难言实现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④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
仅要求中国处理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管控好中美战略竞争关系，还要重视顾及
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和利益。中东国家在中国疫情最严
峻之时予以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抗疫合作也是中国对中东国家的回报。中国
中东抗疫合作能够继续深化与中东相关国家的伙伴关系，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在中东地区人民心中的内化。“开展灾难外交有利于塑造讲人道、有能力且
负责任的国家形象。”⑤相比于经济援助，抗疫合作更能赢取人心，达到传统外交
难以实现的目标和效果。

(二) 维护在中东的经贸利益及公民安全
进入 21世纪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关系

从较为单一的能源合作领域扩展至涵盖能源、贸易、投资、安全和民间交流的多
维合作模式，双方的相互依存度加深。中东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节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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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湘、高瀚: 《中东剧变背景下中国中东大国外交论析》，第 92页。
吴志成、李佳轩: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正确义利观》，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 3期，

第 39－40页。
习近平: 《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第 73 届世界卫生大

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 2020年 5月 18日，北京) 》，载《人民日报》2020年 5月 19日，第 2版。
李伟建: 《从总体超脱到积极有为: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中东外交》，载《阿拉伯世界研

究》2018年第 5期，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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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显著提升，这增强了中国参与中东治理的
意愿。无论是中国的能源贸易，还是海外资产，亦或是海外公民的安全，都易受
到中东地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冲击，新冠疫情在中东扩散可能加大这些
威胁冲击的范围及力度，这决定了中国无法对中东地区的疫情发展态势采取超
脱姿态。

第一，抗疫合作的目的之一在于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以及中国与中东国家
的贸易联系。与中东地区日益紧密的经贸联系是中国参与中东抗疫的物质基
础，也是开展抗疫合作的内部驱动力。从贸易方面来看，中国同中东的利益存量
不断增大。自 1999年至 2019年，中国同中东的贸易额从 108．5亿美元增至3，236
亿美元，增加了 29倍。① 目前，中国不仅是 10 个阿拉伯国家以及伊朗的第一大
贸易伙伴，也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②中东占中国对外工程承包
总额也从 1997年的 6．8%增至 2019年的 14%。③ 贸易额的提升意味着市场机遇，
有利于中国商品的输出并创造相应的工作岗位。

从能源角度看，中东是中国难以替代的进口来源地。自 2000 年至 2019 年，
中国进口中东石油从 3，000多万吨增至 2．38亿吨，④且中国有一半原油进口来自
波斯湾。⑤ 2020 年，中国石油进口来源国前十位中半数是中东国家，⑥占中国石
油进口的 47%。⑦ 中东地区稳定的能源供应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虽然中东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个别中东国家的动荡不一定会对中
国的能源安全构成威胁，但疫情持续扩散可能大幅降低中东国家民众的收入及
消费欲望，冲击中东石油相对稳定的供应或运输，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和向中东地
区的商品出口均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抗疫合作有利于维护中国在中东日益增长的利益存量。近年来，中国
对中东地区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额逐年上升，中东已成为中国开展基础设
施建设合作的重点地区之一。在投资上，2016年，中国成为阿拉伯国家的最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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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 5期，第 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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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第 36页。

Mahmood Monshipouri and Javad Heiran-Nia，“China's Iran Strategy: What Is at Stake?，”
p． 162．

《2020年中国原油进口 54238．6万吨 价格震荡修复》，中国石油新闻中心，2021年 1月 27
日，http: / /news．cnpc．com．cn /system /2021/01 /27 /030023082．shtml，上网时间: 2021年 5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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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国，对中东的累计直接投资额从 2014年的 157亿美元增加至 2019年的 272美
元。中国民营企业走向中东的数量呈上升态势。2018 年，中国企业同阿拉伯国
家签署了价值 356亿美元的新合同，在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 12亿美元，同年中国
对阿拉伯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是 2010年的 4倍，达 176．8亿美元。① 即便遭遇疫
情，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的存量也呈上升态势，2020年中国对阿直接投资
存量达 201亿美元。②

在基建领域，中国同多个中东国家签订了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文件，并参与阿
联酋、卡塔尔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资主体，相比
于国家，企业的经济考量导向且相对较小的体量决定了其对环境变动更为敏感
和脆弱。虽然中国企业基于长远利益的考量倾向于面对风险，③但为规避预期损
失，企业尤其是民企仍可能作出减少投资或撤资的决定。与此同时，基础设施
建设的投资和建设具有周期长、安全保障复杂等特点，需要较为稳定的政治、
社会环境，否则项目会面临工期延长或工程中断的可能，而疫情传播加大了中
东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疫情久拖不治，不仅可能冲击中东地区的稳
定，还会对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造成消极影响，④甚至有可能造
成部分中东国家降低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预期，进而增加“一带一路”项目后续
推进的难度。

第三，抗疫合作有利于维护在中东的中国公民安全。“阿拉伯之春”后，当地
社会动荡、极端组织肆虐使身处中东的中国公民面临更高的安全风险，疫情的蔓
延则会使风险放大。中国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保护好海外中国公民的生
命及财产安全。因此，中国对中东国家开展抗疫合作有利于维护身处中东的中
国公民安全。2019年，超过 100万中国公民在中东地区从事商业、学习等活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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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2021年 8月 18日，第 3版。

Andrea Ghiselli and Pippa Morgan，“A Turbulent Silk Ｒoad: China's Vulnerable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The China Quarterly，Vol． 247，February 2021，p． 3．

例如，当对方资本出现报价调整或延误工期时，中方资本也会连带地受到亏损。参见张
楚楚: 《以实正名: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基础设施合作》，载《西亚非洲》2021年第 4期，第 70页。

Camille Lons，Jonathan Fulton，Degang Sun and Naser Al-Tamimi，“China's Great Game in
the Middle East，”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Ｒelations，October 2019，p． 23，https: / /ecfr．eu /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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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阿联酋就有约 20万中国公民①。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公共卫生问题会影响甚
至威胁身处中东的中国公民安全，缺乏疫苗和防护物资将加大这一威胁的程度。
保护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是中国践行“外交为民”“人民至上”理念的重要
体现。

(三) 回应中东国家现实诉求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认识到中国的

重要性，希望后者进一步参与中东事务，为中东地区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促进
中东安全、稳定与发展方面发生更加积极且重要的作用。

首先，“9·11”事件以来，包括沙特在内的中东国家与美国关系不断发生戏
剧性变化，美国降低了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源于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性及本国战
略重心转移至印太地区等因素，美国逐步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伴随而来的则是
美国对该地区治理意愿的降低。比如，2019年 9月沙特油田遭无人机袭击后，时
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袭击并非发生在美国，美国并没有许诺会在这种情况下
保护沙特。② 当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地扩散蔓延后，美国还对疫苗生产原材料实施
出口管制。③ 拜登入主白宫后，美国也没有改变逐步减少对中东战略资源投入的
趋势，早期还囤积大量疫苗而不分配给中东国家。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与中
东地区盟友及伙伴国关于增加石油产量和对俄制裁方面的分歧，也加深了两者
间关系的裂痕。2022年 7月，拜登对中东的访问未取得预期成果。美国在中东
主导地位遭到削弱及其与中东盟友战略根基受到动摇的态势并没有扭转，反而
助推中东国家进一步“向东看”。

其次，中东国家普遍欢迎中国在中东发挥更大作用。囿于实力所限，多数中
东国家无力承担地区治理成本，多为公共产品的消费者。“阿拉伯之春”爆发后，
乱中求治成为中东国家和民众的普遍愿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与中东国家的
诉求契合。④ 2020年 3月，沙特国王萨勒曼在同习近平主席通话时表示，“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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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AE，”The National，July 31，2019，https: / /www ． thenationalnews． com /uae /how-a-gr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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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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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加强卫生医疗等领域交流合作”①。2020年中阿合作论
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达成的共识中包含了阿拉伯国家对共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和卫
生健康共同体支持的表态。② 在实践中，阿联酋和黎巴嫩等国以较快速度批准了中
国疫苗在本国的使用;土耳其内阁高官则亲身接种中国疫苗;因遭受美国极限施压
而面临医疗物资短缺的伊朗，也亟待中国的支援以渡过难关。③ 中国中东抗疫合作
无疑是对中东国家卫生治理诉求的积极回应。

再次，中东国家旅游业遭受疫情严重冲击，需要外力介入来改变这一不利态
势。旅游业是埃及、摩洛哥、阿联酋和黎巴嫩等中东国家的经济支柱产业。以阿
联酋为例，旅游业对其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间接贡献率达 16%。④ 2019 年，到
访迪拜的国际游客数量达 1，600 万，⑤这能给阿联酋带来一笔可观的外汇收入，
而新冠疫情的扩散则几乎阻断了这条“财路”。就整个中东地区而言，2020年到
访该地区的国际游客较 2019 年锐减 74%⑥，而 2021 年的抵境旅客数量比 2020
年减少了 24%。⑦ 一个安全和稳定的环境对中东国家旅游业的复苏将发挥至关
重要的作用，久拖难治的疫情是对中东国家依赖旅游业发展自身经济的一大障
碍。因此，中国中东抗疫合作不仅是对中东国家呼吁的回应，也是推动中东经济
复苏之举，⑧在客观上增强了中国作为卫生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身份，达到“以共享
共赢换人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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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 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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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旅游业的规模在增长，有利于推动经济复苏。参见“Middle East Members Focus on Tourism's
Sustainable Ｒecovery，”The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March 28，2022，https: / /www ．unwto．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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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国参与中东地区抗疫是开展大国外交的必要之举，同时也是对中东
国家抗疫诉求的回应。中国的抗疫合作不仅能为中东国家提供物资援助和技术
帮扶，也是深化与中东进行国家治理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国受到人们尊重
的原因不仅在于它为世界提供发展援助和物质产品，也在于它能够创造出被别
人接受和借鉴的新观念、新模式以及富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念。① 崛起的中国愿意
把自己的抗疫理念和成果与中东各国共享，中国应对国内疫情模式则为中东国
家提供了经验借鉴，有利于中东提升自身协调动员能力，增强纠偏能力，改善本
国治国理政水平，从而以民生促稳定并稳固政权，创造可持续的安全与发展环
境，减少动荡发生的可能，因而中东各国都希望了解、学习和借鉴中国的成功经
验并加强治国理政方面的交流，②中国与中东的防疫合作正好满足了中东国家的
这一愿望。

(四) 参与中东地区治理，构建中国—中东命运共同体
近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减少，管控、干预中东事务的能力和意愿下降。

特朗普时期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不仅对国际合作造成损害，也使全球和地区
治理面临更高风险和更多不确定性。美国国内防疫失控及选举政治等因素，导
致美国的大国责任感大幅降低，无心帮助中东缓解疫情。拜登上台后，美国对中
东地区的资源投入有减无增，疫苗援助“姗姗来迟”，这都不利于该地区疫情的解
决。在全球化背景下，疫情的跨国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特征被放大，任何一个国家
都难以置身事外。综合国力的提升加强了中国参与中东治理的能力和意愿。中
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主体塑造意识性增强，积极主动参与中东地区事务治
理，提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参与中东抗疫是中国参与中东地区事务治理，为
构建中国与中东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机遇。

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构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就要求
中国深度参与地区和全球卫生治理。本国人民的健康安全与他国人民的健康安
全紧密相连，抗击非典使中国意识到开展全方位国家合作是全球化背景下应对
公共卫生危机的唯一正确方式，③且中国本就长期在全球卫生方面扮演着关键角
色，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援助国之一。④ 中东抗疫合作是中国通过国际合作参与
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重要实践，意在降低新冠病毒对中东国家经济和民生
发展构成的威胁，减少局势发展的不确定性。此外，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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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建波: 《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身份定位与大国责任》，载《西亚非洲》2014 年第
5期，第 44页。

张建卫: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深化中阿合作关系》，载《当代世界》2014 年第 12 期，
第 44页。

赵磊、王冰: 《全球卫生外交的特征与中国实践》，载《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 5期，第 48页。
Dennis Van Vranken Hickey，“China's Expanding Engagement in Global Health，”Asian

Perspective，Vol． 44，No． 2，Spring 2020，pp． 3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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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外溢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健康产生的冲击，在此过程中增加参与中东卫生
治理经验进而提升自身运筹调度的能力，即把维护中国自身利益同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积极承担治理责任，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及可持续和均衡
发展贡献力量。

另一方面，中东抗疫合作是中国维护中东国家民众最基本人权、降低安全治
理成本，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进一步蔓延的努力。中国驰援中东国家抗疫是保障
地区国家民众生命权的重要举措。生命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如果该权利
无法得到保障，则难言其他权利的行使。这成为新时期中国大国外交的新着力
点。同时，中国中东抗疫合作还是“挤压”恐怖主义活动空间的重要一环。虽然
美国于 2019 年 10 月宣布击毙“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 ( Abu Bakr al-
Baghdadi) ，2022 年 7 月又击毙“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 ( Ayman
Zawahiri) ，但这并不代表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终结，也不意味着中东地区的恐怖
主义温床被根除。恐怖主义与极端思想同贫困存在很强的关联性，后者同社会、
宗教、文化及民族等因素的恶性互动，通常会导致恐怖主义行为的产生。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颜色革命”“强推西式民主”等措施，无益于这一困境的解
决，反而导致极端思想与恐怖主义的泛滥。疫情在中东暴发后，西方国家推卸治
理责任、“隔岸观火”的行为则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困境，使中东国家承受更多来自
恐怖主义的威胁。2022 年 3 月 22 日至 27 日，以色列连续遭到两起由“伊斯兰
国”组织策划的恐怖袭击。新冠疫情爆发后，伊拉克也发生了多起针对中国企业
项目的恐怖袭击事件。① 恐怖主义反弹的态势与中东国家高企的青年失业率可
能致使恐怖势力在中东乘势再起，这不仅对中东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也会危及中
国的边疆安全，并阻碍中国与中东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抗疫合作能在一定程
度上阻遏相关问题的加剧。

四、结论

中国中东抗疫合作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用实际行
动打破了中国“搭便车”“不提供公共产品”的谬论，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
誉，②进一步夯实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伙伴关系。中东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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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丹丹、孙德刚: 《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中东的领事保护探析》，第 141页。
武吉云: 《中国支援全球抗疫:大国的担当，大国的样子》，中国军网，2020 年 6 月 12 日，

http: / /www ．81．cn / jy /2020－06 /12 /content_9864429．htm; 《多国代表在第 74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感
谢中国提供新冠疫苗》，央视网，2021 年 5 月 26 日，http: / /m． news． cctv． com /2021 /05 /26 /
AＲTIJvFeWKＲJ2D6m8wihDWoX210526．shtml，上网时间: 2021年 6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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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效的防疫措施而充满钦佩①，中国中东抗疫有益于增进中东国家民间社会
对中国的友善感。同时，中东地区强国普遍具有一定的战略自主性，且扼守重要
陆海通道，这有利于减少美国利用中东遏制中国的风险，并维持中国在中东陆海
贸易通道的畅通。

虽然中国中东抗疫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客观而言，囿于自身实力以及域
内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在当下和将来，中国参与中东地区卫生治理的实践仍面
临一系列挑战。

一方面，中美战略竞争会对中东抗疫合作造成消极影响。在应对传染病威
胁上，中美有共同利益且能够进行合作。但与此同时，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
对手，对中国参与中东卫生治理的效果造成不利影响。中美战略竞争将难以避
免地传导至中东地区，美国并不乐于见到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不断增长。比如，
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以色列时强调，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不会让中国
填补权力真空。② 因此，包括美国主导的“疫苗联盟”在内的举措难以包容中国的
抗疫努力，相关竞争会给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带来消极影响，乃至会在中东形
成两个“阵营”，使中美关系复杂化。“结伴而不结盟”的外交理念使得现阶段中
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更多聚焦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在传统安全领域，中国尚无
法对中东国家做出像美国那样的安全承诺，给予中东国家在抗疫方面的援助，也
不能代替中东与美国的防务关系，美国仍然是中东主要国家的首要伙伴。这就
意味着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包括中东抗疫合作，仍会较大程度地受到中美战
略竞争关系的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中东抗疫合作被政治化，中国的中东卫生治理实践被美国视
为是挑战地区秩序现状的尝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世界权力呈现东
移态势，包括卫生治理在内的对外实践不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然而，中
国向中东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却又会被人为地与“胁迫”“威胁”相联系，将中国的
对外援助实践解读为“援助陷阱”等。比如，时任特朗普政府副国务卿克拉奇
( Keith Krach) 曾污称中国通过“口罩外交”胁迫其他国家; ③时任拜登政府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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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伟、舒梦: 《欧洲与中东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差异》，载《国际关系研究》2021 年第 5
期，第 150页。

“Ｒ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nd Prime Minister Yair Lapid of the State of Israel，”The
White House，July 14，2022，https: / /www ．whitehouse． gov /briefing-room /statements-releases /2022 /
07 /14 / remarks-by-president-biden-and-prime-minister-yair-lapid-of-the-state-of-israel /，上 网 时 间:
2022年 8月 1日。

Keith Krach，“The Free World Must Unite Against Huawei，”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25，2020，https: / /2017－2021．state．gov /The-free-world-must-unite-against-Huawei / index．
html，上网时间: 2022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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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秘书普萨基( Jen Psaki) 则炒作中国搞“疫苗外交”和“疫苗威胁”①。此类不
切实际的误读和炒作，对中国的形象及中国与中东的关系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伴随疫情在中东的蔓延，受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的影响，部分中东国家出现了针
对华人和中资企业的歧视事件②，一些中东国家的媒体甚至发出了质疑中国中东
抗疫努力的声音③。

展望未来，中国中东大国外交在增进大国合作、支持疫苗多边主义、参与地
区卫生治理，以及打造健康安全共同体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施展空间。

第一，创建中东域外大国协调机制。中国参与中东卫生治理意在为该地区
提供公共产品，推动中东经济复苏，是共赢和共享，而非谋求地缘政治优势和挑
战现有体系，与冷战时期美国将卫生外交服务于遏制苏联的意图具有本质上的
区别。美国基于意识形态划线，生硬地将政治与援助挂钩，这是美国组建“疫苗
联盟”对抗中国抗疫合作的真实原因。然而，大国在应对全球问题上起关键作
用，需要做到政策协同、团结合作与责任担当，④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不符
合世界和中东国家的利益。中美战略竞争不仅要摈弃冷战思维，避免冷战或冲
突，还应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采取更为务实的姿
态，为世界其他国家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作出表率。为此，中美需加强在双边层
面和国际组织中的政策对接，就抗疫物资投送、疫苗分配、资金援助等内容进行
协调与合作，避免资源浪费，并适时扩展治理内容，进而创建涵盖卫生治理议题
的中东域外大国协调机制。

第二，支持疫苗多边主义与抵制疫苗垄断。疫苗是抵御病毒、降低卫生安全
治理成本的有效手段，而不是被用来谋取不正当利益和遏制他者的工具，也不应
被少数国家所垄断。疫苗垄断既是西方内部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反全球
主义的映射，也是美国对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遏制，表现为争夺疫苗研发主导
权、囤积过量疫苗、控制疫苗生产原料流动和通过疫苗达到政治目的等。这不仅
不利于应对新冠病毒变种，还可能加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鸿沟，增加地
缘政治冲突风险。多边主义合作是消除新冠病毒的有效途径，疫苗的合理分配
有助于疫情的终结，符合全人类利益。中国应依托世卫组织等既有多边主义平
台，协调国家间疫苗审批程序，促进疫苗生产原料的顺利供应，推进与有能力的
国家开展药物研发合作，确保疫苗在全球和地区的公平合理分配，遏制疫苗垄断
的消极影响，以降低疾病大流行的感染率。同时，在猴痘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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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①情况下，中国应加强与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的沟通和协
调，适时向有需要的地区和国家输送和合作研发猴痘疫苗，避免疫苗分配不平等
问题加剧及减缓疫情蔓延趋势。

第三，处理好美国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下降与中国积极参与卫生治理的关系。
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大目标在于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然而，美国实力的相
对衰退难以避免，其能力和意愿的下降会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进而加剧相关
地区卫生治理的困境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中国是现有全球治
理体系的受益者、建设者和维护者，随着中国不断崛起和强大，中国参与全球和
地区治理的责任日益增大，积极性也随之提高。中国抗疫合作是对既有卫生治理
体系的有益补充和完善，而不是用来进行胁迫他国的手段。中美都不能单独解决
疾病大流行问题，而两国在全球和地区卫生治理层面存在共同利益，理应求同存
异，在联合国、世卫组织框架内加强应对疫情的政策沟通。冷战时期，美苏在世卫
组织支持下携手消除天花的合作经历，②对处于战略竞争而不是冷战背景下的中
美两国超越大国地缘政治博弈，进而消除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病毒具有借鉴意义。

第四，推动构建中国—中东卫生健康共同体。抗疫合作旨在保障中东地区
民生，提升中东国家卫生治理能力，是构建中国—中东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具体实
践。中国与中东相关国家的抗疫合作，为构建中国—中东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
了一次重要机遇，也为双方提供了对话及协调的新平台。地区事务应由地区国
家和民众主导，中东国家是中东地区治理的主体，理应参与地区卫生治理的进
程。中国可以利用与相关中东国家既有对话交流机制，在助推中东国家提升卫
生治理能力和实现经济复苏的同时，协助并引导后者参与建立符合中东地区特
征和各国特色、且反映其利益诉求的地区卫生治理机制，推进构建共商、共建与
共享的中阿命运共同体，改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卫生治理话语结构，以及在药品
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中的弱势地位，使其从全球、地区治理规范和理念的被动接受者
渐变为主动积极的倡导者，在全球和地区卫生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从而实现
共赢。

(责任编辑: 包澄章 责任校对: 章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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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starting from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ism，China sent aid medical teams to Algeria in the early days of its
independence， which became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foreign medical and health
cooperation． In the second stage，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and Algeria have changed，
and the medical and health cooperation mo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adjustment and reform． In the third stage，the two countries strengthened cooper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Healthy Silk Ｒoad”and jointly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
community ． The medical and health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lgeria has opened up the
mode of China's foreign medical cooperation，reflecting its a strong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spirit． Chinese medicine has become the key area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and
the related cooperation is shifting from one-way assistance to two-way mutual assistance．
Sino-Algerian medical and health cooperation has improved the health status of local people，
promoted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peoples，set a good exampl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public health cooperation， and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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