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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专题
The Belt and Road

“一带一路”与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
孙德刚  张丹丹

内容提要   自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广大

阿拉伯国家从追求政治变革转向探索符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与中国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

四年来，阿拉伯国家普遍将工业化、信息化和产业多元化作为重中之重，中阿合作从传统的能

源领域向基础设施、产能合作、新能源、金融、航空航天、海洋、高科技等更加广阔的领域拓

展，中阿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与政策沟通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中阿关系由战略合作关系提升

为战略伙伴关系，为南南合作树立了成功典范，对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宣传中国

“新安全观”和“以发展促和平”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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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处于欧亚非三大洲结

合部，从印度洋、阿拉伯海、

红海、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大西洋，成

为“一带一路”的交汇地带。2014 年

以来，中阿关系每两年上一个台阶。

2014 年，习近平主席出席中阿合作论

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提议中阿共建

“一带一路”，并提出“1+2+3”合作

范式；[1]2016 年 1 月，中国政府公布

首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随后习近平主席成功实现对沙特和埃

及的国事访问；2018 年 7 月 10 日，

习近平主席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

部长级会议，中阿双方一致同意打造

升级版的中阿合作关系——“战略伙

伴关系”。同年 7 月 19 日，习近平主

席访问阿联酋，成为中共十九大以来

中国国家元首国际访问的第一站。

中国目前已同阿尔及利亚（2014

年 )、埃及 (2014 年 )、沙特 (2016 年 ) 

和阿联酋 (2018 年 ) 建立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同卡塔尔 (2014 年 )、约旦

(2015 年 )、伊拉克 (2015 年 )、摩洛

哥 (2016 年 )、苏丹 (2016 年 )、吉布

提 (2017 年 ) 、阿曼 (2018 年 ) 建立战

略伙伴关系。[2] 从发展战略对接、合

作领域拓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和政

策沟通四个层面来看，中阿合作正从

2010 年的区域性战略合作关系提升为

如今的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

中阿发展战略进一步对接

阿拉伯世界是中国与中东和非洲

合作的重要伙伴。两千年来，中华民

族和阿拉伯民族像两大巨人，屹立于

“古丝绸之路”的两端，为人类文明

的进步做出重要贡献。自 2004 年中

阿合作论坛成立至今，中阿关系经历

了七年的平稳发展期和七年的变革期

（后者主要指自 2011 年“阿拉伯之春”

以来）。目前，阿拉伯世界分化为三

大阵营：第一类是稳定国家，如沙特、

阿联酋、卡塔尔、摩洛哥、约旦、阿曼、

科威特等君主制国家；第二类是转型

国家，如埃及、苏丹、吉布提、伊拉克、

阿尔及利亚、黎巴嫩、突尼斯等共和

制国家；第三类是动荡国家，如也门、

叙利亚、索马里、利比亚等战乱国家。[3]

“阿拉伯之春”爆发初期，受西

方主流媒体的影响，不少阿拉伯国家

沉浸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西

方民主价值观中，对中国提出的“一

带一路”倡议持观望态度。然而，经

过几年的发展，阿拉伯国家不仅未能

实现民主转型，而且国家认同下降，

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肆虐，

经济停滞不前，就业不景气，通货膨

胀严重。上述三类阿拉伯国家尽管政

治制度、发展阶段不同，但均痛定思

痛，逐步将基础设施升级、扩大就业

和改善民生作为首要任务。

中阿同属发展中国家，人口之

和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且均将

经济多元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改

善放在显要位置。当前，中国正朝着

十九大报告中设定的“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并与沙特、苏丹、

伊拉克、阿曼、卡塔尔、科威特、黎

巴嫩、埃及、摩洛哥九个阿拉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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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了“一带一路”建设协议；同阿

联酋、阿尔及利亚、沙特、苏丹和埃

及五国签署了产能合作文件。阿联酋、

沙特、约旦、阿曼、卡塔尔、科威特

和埃及七个阿拉伯国家也是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会员国。[4]

“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的“经

济振兴计划”，与沙特、阿联酋、卡

塔尔和巴林等国的“2030 愿景”、约

旦的“2025 愿景”、阿尔及利亚的“2035

愿景”、摩洛哥的“科技城建设计划”

以及伊拉克的“157 个重建重点计划”

等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

“一带一路”有力地促进了中阿政策

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和民心相通，丰富了中阿“1+2+3”

合作的内涵。

基于相似的发展战略，中阿双方

积极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开展政策

对接，顶层设计目标明确，战略合作

稳步推进，中阿合作论坛成为中国对

阿拉伯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平台。基

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

支持阿拉伯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支持阿拉伯

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14 年来，中阿

贸易额增加四倍多，中国对阿投资增

加六倍，中国在阿新签承包工程合同

额增加七倍，阿拉伯国家孔子学院和

孔子课堂增加到 16 所，中阿友好城

市达 26 对，[5] 中阿正在建设“全面

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

战略伙伴关系。

中阿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展

中阿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八分之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

界银行、二十国集团、亚投行和国际

能源组织中发展诉求相似。维护发展

中国家在国际多边组织中的话语权，

成为中阿的共同使命。经过 14 年的

发展，中阿合作论坛机制不断完善，

中国已成为阿拉伯国家第二大贸易伙

伴、十个阿拉伯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自 21 世纪以来，中阿合作经历

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13

年）以能源合作为主；2014 年中阿合

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后，中阿合

作围绕“1+2+3”展开，即以能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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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卫

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新的突破

口；[6]2018年以来，中阿合作更具复合、

立体的全方位特征，既有经贸合作，

又有安全合作；既有双边合作，又有

多边合作。贸易互补性强、互利共赢

是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保障。正如习

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国欢迎阿拉

伯国家参加今年 11 月在上海举办的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今后

五年实现阿拉伯国家参加博览会及贸

易和投资综合展全覆盖。”[7] 中国积

极与阿拉伯国家分享发展成果，赢得

广泛好评。

中阿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

传统差异甚大，但在改善民生、发展

经济、扩大就业等方面具有共同诉求。

阿拉伯国家拥有三亿多人口，自然增

长率高，尤其是青年人口比例高，30

2017年10月11日，中国建

筑股份有限公司和埃及住

房、公共工程与城市化部签

署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

区项目总承包合同，合同金

额30亿美元。图为埃及总统

塞西出席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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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年轻人占总人口的 65%-70%，

民生改善压力大。“一带一路”为阿

拉伯国家产业升级提供了战略机遇，

“互联互通”是中阿共建“一带一路”

的重要内容，积极推动“五通”是实

现双方合作目标的重要手段。而阿拉

伯国家产业升级，尤其是沙特、埃及、

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等国在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中

提出了经济多元化发展战略，减轻了

对单一经济的依赖，为中阿拓展合作

领域提供了有利条件。

展望未来，中阿经贸合作将拓展

至多维领域。一是传统能源以及新能

源合作，如石油、天然气、核能、太

阳能、绿色低碳能源等，以“能源 +”

为重点。二是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如

道路、港口、智慧城市、产业园区和

科技城等。中阿基建合作形式广泛，

如阿尔及利亚中心港、埃及“斋月十

日城”与玻璃纤维生产线、毛里塔尼

亚友谊港扩建、摩洛哥“穆罕默德六

世大桥”、约旦阿塔拉特油页岩发电

站、阿曼苏哈尔独立电站和杜库姆产

业园、苏丹上阿特巴拉水利枢纽、阿

联酋哈利法港二期码头、中沙吉赞集

聚区等。[8] 此外，中国还参与 30 亿

美元的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建

设，包括建一栋 385 米高的大楼，建

成后将成为非洲第一高楼。[9] 三是高

科技领域合作，如航空航天、生物

制药、新材料、“互联网 +”、人工智

能、大数据、电子商务、联合实验室

等。中国帮助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发射

卫星，与沙特联合探月与探测水星合

作计划等，体现了中阿“空中丝绸之

路”的延续和拓展。四是金融领域合

作，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如中国在阿

联酋和卡塔尔建立人民币海外清算中

心；鼓励亚投行、“丝路基金”与海

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合作；中国国有

银行在阿拉伯国家设立更多分部等。

展望未来，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

中阿合作领域将更加广阔，合作成果

将呈现多元化特征。

中阿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进一步密切

从国家治理能力来看，中阿同

属建立在古老文明基础上的“年轻国

家”。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经历过辉

煌的历史鼎盛期，并在近代随着西方

工业革命的突飞猛进沦为殖民地或半

殖民地。同中国一样，阿拉伯国家都

是在一战或二战后独立的新兴发展中

国家，都在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

道路。同时，中阿均面临改革、发展

和稳定的艰巨任务，在产业升级、粮

食安全、基础设施、货币政策、金融

风险防范、环保等领域，以及在扩大

青年就业、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国家

能力建设等方面需要交流经验。中阿

双方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实现

南南合作、联合国减贫和维护发展中

国家的政局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中国政府在扶贫脱贫、防

沙治沙、对口支援、经济特区、招商

引资、义务教育、民族区域自治、粮

食安全、青年发展等问题上积累了一

定经验，值得阿拉伯国家借鉴。中阿

改革发展研究中心落户上海外国语大

学 , 上海中医药大学海外中医中心落

地摩洛哥 , 中阿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卓

越中心落地突尼斯，以及中阿技术转

移中心、和平利用核能培训中心、清

洁能源培训中心等，成为中阿双方治

国理政经验交流的重要平台。此外，

为支持中东国家工业化发展，中国还

设立 150 亿美元专项贷款和 100 亿美

元优惠贷款，与阿联酋和卡塔尔等设

立 200 亿美元共同投资基金。[10]

其次，无论从经济体量还是从人

口规模来看，单个阿拉伯国家都不及

中国，但其取得的成功案例同样具有

价值。如近年来阿联酋通过发展金融、

旅游和实体经济，摆脱对单一经济的

依赖，成为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和借

鉴的对象。阿联酋作为伊斯兰合作组

织的成员国，长期走温和伊斯兰道路，

紧跟时代步伐，勇于科技和管理创新，

人均 GDP 赶超欧美，为伊斯兰世界

和穆斯林民众树立了发展信心。阿联

酋率先实现从依赖能源出口到经济多

元化，尤其是迪拜自贸区发展经验对

于中国自贸区建设亦有借鉴意义。

再次，中国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帮助阿拉伯国家提高治国理政水

平。2018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宣布，

中方将再向叙利亚、也门、约旦、黎

巴嫩人民提供 6 亿元人民币援助，用

于当地人道主义和重建；再向巴勒斯

坦提供 1 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用于

支持巴勒斯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同地区国家探讨实施总额为 10 亿元

人民币的项目，支持有关国家维稳能

力建设。[11]

新时期，中阿拥有相似的治理理

念，均主张以发展促稳定，均反对霸权

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恐怖

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中阿双方

在解决中东冲突、维护海上通道安全、

建立中东无核区、反对以大欺小和以强

凌弱、加强人道主义救援、倡导集体对

话等广泛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验

交流，成为重要合作伙伴。

中阿政策沟通进一步频繁

中阿政策沟通是不同政治制度国

家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典范。2016

年沙特、阿联酋、巴林、苏丹等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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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国家与伊朗断交；2017 年沙特又与

阿联酋、巴林、埃及等国一道同卡塔

尔断交，阿拉伯世界因教派冲突、西

方大国插手、地缘政治争夺等原因而

关系紧张。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呼呼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并以促进

经贸合作、倡导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实

际行动，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加

强与阿拉伯世界各国的政策沟通。

中阿近年来政策沟通日益频繁，

双方都试图扩大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

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全球安全治理、

危机管理、冲突化解、反恐、反海盗、

防扩散、联合国维和、中东难民治理

等领域，中阿双方充分协调与沟通；

围绕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巴以、

难民、海盗和反恐等热点问题，中阿

在联大、安理会、军控、裁军、日内

瓦会谈机制等多边平台互动频繁。[12]

中国支持阿联酋办好 2020 年迪拜世

博会，支持沙特办好 2020 年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峰会，支持卡塔尔办好

2022 年世界杯，并邀请埃及总统塞西

参加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领导人峰

会；阿拉伯国家也支持中国举办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杭州亚运会。

政治互信是中阿政策沟通的基

础。中国是中东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建

设者，愿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

极作用。中国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

人民正义事业，主张建立以 1967 年

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

拥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支持以“两国方案”和“阿拉伯和平

倡议”为基础，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2018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宣布，未

来三年，中国将再从阿拉伯国家邀请

100 名青年创新领袖、200 名青年科

学家、300 名科技人员来华研讨，再

邀请 100 名宗教人士、600 名政党领

导人访华，再为阿拉伯国家提供 1 万

个各类培训名额，再向阿拉伯国家派

遣 500 名医疗队员。[13] 这将进一步增

强中阿战略互信。

中国在中东扮演公正斡旋者的角

色，赢得了阿拉伯世界广泛认可。阿

拉伯国家也在涉及中国重大主权、安

全和发展等问题上，如台湾问题、南

海问题、打击“东突”势力和维护海

外侨民安全等，积极支持中国。中阿

加强政策沟通，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

索合作的新路径与新模式。[14]

结  论

中东是全球安全问题较为集中的

地区，地缘政治博弈、地区领导权之

争、族群矛盾、教派冲突、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分裂主义、

难民问题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

互交织，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问题相

互叠加，中东国家陷入严重的安全困

境。2011 年中东剧变后，阿拉伯国家

进入“破碎化”时期 , 阿盟作为单一

国际行为体的能力大大受损，但中阿

多边合作机制却逆势而上。[15] 中国在

阿拉伯国家多项重点工程落地生根，

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

新时期，域外大国都重视与阿拉

伯世界的关系，但是国际合作理念不

同。美、欧、俄奉行传统安全观，试

图通过建立军事同盟、发展军备、培

养代理人实现绝对安全，通过集团对

抗和军事争夺实现赢者通吃。其结果

是，中东各方在零和博弈中更加不安

全，甚至冲突不断升级，中东和平难

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国在与阿拉伯国家整体合作中，

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新

安全观”，善于倾听，主张对话，倡导“结

伴而不结盟”。中国的“发展安全理念”

旨在化解对立，为中东安全治理提供

了新方案，体现了“以综合治理促安全、

以外交谈判谋安全、以互利合作推动

安全”的新理念和新实践。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

大项目“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理论与

案例研究”（项目编号：16JJDGJW011）的

阶段性成果】 

（第一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研究员；第二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

大学中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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