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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笔谈：百年变局下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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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下,阿拉伯国家正经历着对美关

系、地区格局、发展竞争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 中国同阿

拉伯国家关系面临提质升级的新局面,也存在诸多新机遇和新挑战。
双方共同利益更加广泛,合作空间不断扩大。 2013 年以来,中国紧紧围

绕“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与阿拉伯国家务实合作,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和进展。 针对“中东向何处去”的“中东之问”,一方面要加大在中

东地区的促和力度,增强与阿拉伯国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交流和

人文交流;另一方面要扩大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和产能合作,助
力当地工业化发展,推动双边贸易结构多元化。 在中阿合作的进程中,
尤其要关注美国因素。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为深化中阿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中国应遵循“有理、有利、有节”
的原则,以经济合作为主线,低调务实地用好政治优势,推动中阿双方

在各领域的合作螺旋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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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百年变局新机遇,开辟中阿合作新局面

李成文　 前驻苏丹、沙特大使,前外交部中阿合作论坛事务大使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遇的大变局,阿拉伯国家在经历怎样的变化? 中

阿合作会受到哪些影响? 前景如何? 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 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性重大变化

阿拉伯国家正在经历一些历史性重大变化,对未来发展和地区形势走向将

产生重大影响。
变化一,阿美关系的变化。 美国跌下神坛,信任崩塌,同阿拉伯盟友和朋友

的关系成色大减。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是中东霸主,但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

逐步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 今天,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与冷战结束后的如日中

天,特别是推翻萨达姆政权时的情形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美

国的实力下降了。 由于在中东进行了两场战争,美国国力损耗巨大,从克林顿卸

任时财政盈余 2,370 多亿美元到现在财政赤字已经超过 GDP 总和,美国不得不

实行战略收缩,试图以低成本维持其中东霸权。 二是美国能源结构变了。 从

2020 年起,美国成为石油净出口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大大降低,中东在美国能

源战略中的地位也相应受到影响。 三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变了,将中国作为主要

竞争对手。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美国需要从中东收缩,集中力量转向亚太,这是

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最主要的原因。 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从撤出伊

核协议,到调整与沙特、埃及等盟友的政策,特别是从阿富汗狼狈撤军,美国在阿

拉伯世界声誉扫地。 美国“不可信” “靠不住”成为共识,“美国回来了”成为“美

国回去了”的代名词。 如何处理与美国关系成为阿拉伯国家特别是美国盟友的

最大忧虑,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是其在全球地位下降的缩影。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引

发了人们对美国时代是否提前终结的议论。 有学者撰文指出,“美国在国际上的

作用下降不再是对未来的空想或预见,它已经在轰动性事件中成为现实。” ①还有

人引用阿拉伯诗歌说,“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真是太可怕了,但是知道了

就更可怕了。” ②对于美国调整对沙特政策,沙特学者呼吁沙特领导人和人民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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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欧泰比:《国际失衡时期》 (阿拉伯文),载《中东报》2021 年 10
月 3 日,第 1565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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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在各领域强加的霸权和附属地位,绝不能接受美国一再的挑衅。 海合会助

理秘书长欧维什格在《中东报》发文说,“可以肯定的是,沙特不再依赖于一个战

略伙伴,而是将实力和伙伴关系来源多元化。” ①
 

截至目前,美国仍是在中东驻军

最多的国家,美国也不会轻易放弃在中东的霸权。 今后长时间内,美国仍将是对

中东影响最大的外部力量。 但是,美国已经不是主宰地区的唯一超级大国,它在

阿拉伯国家中的信誉和道义影响力已经削弱。
变化二,地区格局经历新变化。 以美国地区政策变化为主要影响因素,地区

群雄逐鹿,合纵连横,各种矛盾复杂演变,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尤其是地

区大国作用凸显。 以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为主的地区大国

成为地区最有影响的力量,它们争做地区主导大国成为地区形势一个重要特点。
与此同时,地区国家关系呈现新格局,缓和势头明显。 原来以阿拉伯与以色列关

系为主线的地区形势演变为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三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相互

作用的复杂局面。 伊朗和土耳其被阿拉伯国家列为主要威胁,但近来均出现不

同程度的缓和迹象。 以色列同一些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使阿以矛盾格局发

生变化,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统一立场已经名存实亡。 地区国家寻求多样化、
多元化合作正成为趋势。

变化三,地区国家争相跟上世界发展潮流,更加注重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新经

济新业态。 沙特“2030 愿景”推出后,又不断推出许多大型建设项目,如红海新区

城市建设规划和吉赞经济区加速发展规划。 埃及加快新首都行政区建设和经济

区建设,尤其是加快农村改革步伐,从 2019 年开始实行名为“体面生活”的农村

改革计划,旨在用三年时间改变落后现状。 阿联酋利用世博会推出未来 50 年发

展计划等。 最大的光伏发电项目、最大的海水淡化项目等一些代表世界先进水

平的项目已经落地中东国家。 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数字经济、“绿色沙特”
“绿色中东”等,这些过去看似跟中东地区不搭界的新事物,现已成为中东不少国

家看重并加速推进的领域,有的已经展现出良好前景。 阿拉伯国家尽管仍然存

在因碎片化而整体力量下降的问题,但已有不少国家的视野和追求正在经历变

化。 它们过去只注重油价和外汇储备,现在紧跟世界发展潮流,更注重创新、国
际竞争力排位和改善投资环境,这是积极的历史性变化。

变化四,社会改革与思想解放激烈振荡,更大的变化酝酿其中。 美国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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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阿卜杜·阿齐兹·欧维什格:《王储会见之后的沙特美国关系》 (阿拉伯

文),载《中东报》2021 年 5 月 9 日,第 155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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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世界科技进步的影响,“阿拉伯之春”对社会经济思想的震荡以及疫情带来

的冲击,引发了阿拉伯国家广泛的社会与思想变化。 政府层面主要关注三个领

域:一是去极端化,提倡开放包容。 沙特、阿联酋等国纷纷推出去极端化、扩大开

放和妇女权利等改革措施。 如阿联酋专门设立了“包容年”,沙特破天荒地允许

女性驾车、开放娱乐场所、允许引进外国文艺体育活动等。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本·萨勒曼亲王说:“我们正努力回到原来,成为对世界、对所有宗教开放的温和

的伊斯兰国家。” ①二是探寻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 多数国家都与政治伊斯兰拉

开距离。 如世俗社会道路在埃及重新受到人民的拥护,沙特则首次赋予妇女选

举权等。 三是一些海湾国家努力实现从消费型社会向生产型社会的转变。 如开

征附加税、促进社会由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鼓励年轻人就业和减少王室人

员特殊待遇等。
阿拉伯国家的思想领域也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对阿拉伯国家现状悲观

与乐观的看法尖锐对立,向何处去的讨论不绝于耳,向西看与向东看成为官方和

民间智库讨论的热门话题。 不少人在思考:我们这些有着相同语言、文化和习俗

的阿拉伯人,还有没有希望进步? 还能不能重新传播知识的火焰,传播宽容、爱
和兄弟情谊的价值观?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社会对西方民主人权价值观

的认识有了很大改变。 有学者发问,“(世界上)有一套尺寸能适合所有人的西装

吗? 是否所有国家都可以复制美国宪法作为其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指南?” ②

有媒体指出,“这些阿拉伯民主国家从西方民主国家学到了外表。 然而,所有阿

拉伯‘议会’国家都无法让民主成为通往稳定和没有腐败的繁荣绿洲的桥梁。” ③

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一百年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正在重蹈覆辙,并声称要

捍卫民主价值观,反对专制或专制政权。 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希望民主‘大小适

中’,而不是按照阿拉伯人民的意愿。 如果民主进程的结果与西方列强的利益相

吻合,他们就会得到一切可能的支持;如果与这些利益发生冲突,他们就会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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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 / / www. theguardian. com / world / 2017 / oct / 24 / i-will-return-saudi-arabia-
moderate-islam-crown-prince,上网时间:2022 年 2 月 23 日。

 

[利比亚]阿卜杜·拉赫曼·
 

沙格姆:《美国民主的归巢鸟》 (阿拉伯文),载《中东报》
2022 年 1 月 8 日,第 15747 期。

 

[沙特阿拉伯]哈马德·
 

马吉德:《从 2021 年阿拉伯世界的收获开始》 (阿拉伯文),载
《中东报》2022 年 1 月 4 日,第 1574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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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挠,使他们相互对抗。” ①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有近 15 亿人口的国家,如
果向政党敞开大门,那么将会出现多少个政党? 如果出现一百万个政党,生活会

是什么样子?” ②
 

可以说,思想领域的变化,尤其是对西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

反思与批评,是阿拉伯国家前所未有的变化。

(二) 推动中阿合作关系的若干因素

百年变局下,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也面临一些新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有利因素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发展模式的变化。 中国已经

制定了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发展长远规划。 这其中有两个重

要转变,一是经济发展开始从投资、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二是加快建

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为实现发展

目标,中国需要继续扩大开放,加强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联系。 为

此,中国特别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也更加重视和发展同阿拉伯国家的

友好合作。 其次,阿拉伯国家经过对冷战后特别是“阿拉伯之春”的反思,发展愿

望更加迫切,向东看热情更加强烈。 全面发展对华关系、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
加贸易和人员往来等已经成为许多阿拉伯国家的选择,双方在新经济新业态和

科技领域合作方兴未艾。 社会层面对中国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流社会

从过去不大看重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变为现在普遍承认中国经济世

界第二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世界的未来更加看好中国而不是美西方。
这也是历史性的变化。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聚焦重点、深耕细作,共同绘制精谨

细腻的‘工笔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 ③这意

味着下阶段中阿合作建设“一带一路”,将在实现“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
方面出现更多机会和更积极的势头。

不利因素最主要是美国因素。 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同阿拉伯国家

合作的破坏和打压,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和安全领域。 不少阿拉伯人士对中美

将发生新冷战表示担忧,将其比喻为两个大象的争斗,争斗场上会有很多庄稼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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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穆罕默德·哈尔布什:《西方和在阿拉伯地区传播民主》(阿拉伯文),今日埃及人

报网站,2022 年 1 月 27 日,https: / / www. almasryalyoum. com / news / details / 2512511,上网时间:
2022 年 2 月 22 日。

 

[利比亚]阿卜杜·拉赫曼·
 

沙格姆:《美国民主的归巢鸟》(阿拉伯文)。

 

《习近平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载《人民日

报》2019 年 4 月 27 日,第 1
 

版。



专家笔谈: 百年变局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挑战和机遇

毁坏践踏,那就是中小国家的利益。 如何应对美国的打压破坏,是中阿共同面对

的挑战。
(三) 中阿合作潜力巨大且前景乐观

客观认识百年变局为中阿关系带来的影响,把握世界和地区发展方向,坚持

中阿关系发展方向,深挖合作潜力,中阿关系必将迎来提质升级的新局面。
经济合作结构可望更加优化。 在投资领域,阿拉伯国家对中国投资的需求

与中国扩大对外投资趋势不谋而合,可能成为合作新亮点。 目前,中阿相互投资

增长明显慢于贸易的增长。 2020 年起,中国对外投资额首次超过吸引外资,这意

味着在双循环战略下,中国对外投资将继续扩大。 在这个趋势下,中国对阿拉伯

国家投资有可能大幅度增加,从而为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增加发展后劲。
贸易关系面临巨大增长空间。 中国已经成为阿拉伯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扩大内需和以消费为主带动发展的政策下,中国进口市场将进一步拓展。 未

来五年,中国货物和服务进口量每年将达到 2. 5 万亿美元,从而为阿拉伯国家增

加对华出口提供新机遇。 中国超大型市场将为阿拉伯国家带来巨大商机,中国

同阿拉伯国家在世界供应链、产业链、信息链等联系上将更加密切。 在石油领

域,美国大幅减少对中东石油的进口,中国已成为中东石油的最大买家,中国与

海湾国家相互依赖更加密切。 近年来,中国的进博会已经对阿拉伯国家产生日

益增加的吸引力。
科技合作和新产业合作面临新机遇。 在高新科技领域,中阿合作基础好,障

碍少,将有更加广阔空间。 中国近年来科技产业发展迅速,在 5G、大数据、信息经

济等领域已经并列或领先世界发展。 阿拉伯国家也竞相在新经济新业态领域加

快发展,与中国合作有良好的基础,特别是面对美国对中国科技进步的打压,阿
拉伯国家纷纷顶住压力与中国保持合作,这为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打下了良好

基础。
“一带一路”合作将进入新阶段。 随着“一带一路”合作进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中阿合作有更多空间可以发掘。 目前已经有 20 个阿拉伯国家同中国签订了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2022 年新年伊始,中国同摩洛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与摩洛哥王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摩洛哥成

为北非地区首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国家,也是中国同阿拉

伯国家深化“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标志。 阿拉伯国家在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方面

都有很多需求,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将为双方带来更多合作机遇。
发展战略合作更具重要性。近年来,发展战略对接已经成为中阿双方合作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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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议题。《埃及2035》《沙特2030》《阿联酋2030》等与《中国2030规划》的对接逐

步深入,成为提升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具体步骤,表明双方都把从战略高度和长

远角度看待双边关系落到实处,也表明相互信心的增强和对彼此未来的期待。
国际合作呈现更多共同担当。当今世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破

坏国际秩序,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中东是世界上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安全赤

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并再次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中东人民盼和平发展的

愿望空前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

越多阿拉伯国家的认同和欢迎。这一理念以各国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和立足点,集
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政治立场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为纷繁复杂且充满矛盾

的世界指明了走向光明、追求和平且和谐共处的道路。这对中东尤其具有意义。
中东最需要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政治生态和清洁美丽的

环境。 因此,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也为中阿深化合作开辟了一片更加广阔的天

地。 双方可以在这个大背景下,从各方面加强理念和政策沟通,在国际上加强合

作,共同担当正义、捍卫公理、维护共同利益。
2020 年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安曼宣言》,明确写

入了中阿“双方同意召开峰会,以拓宽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前景,服务于双方共同

利益。” ①2021 年,尽管疫情还在肆虐,但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三次出访中东,访
问了 8 个阿拉伯国家,实现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外长交往全覆盖。 2022 年伊始,
中阿合作又呈现积极发展的良好势头,埃及、卡塔尔和阿联酋领导人来华出席北

京冬奥会开幕式,多位阿拉伯国家外长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秘书长访华,成为中国

政府新年接待的第一批客人。 在访问中,双方都表示将进一步发展战略伙伴关

系,积极筹备首次中阿峰会,这无疑将对中阿关系提质升级产生强大动力。

破解“中东之问”难题: 以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中阿合作

王健　 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2013 年以来,中国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与阿拉伯国家务实

合作,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和进展。 2014 年 6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阿

合作论坛北京部长级会议上指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因丝绸之路相知相交,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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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安曼宣言〉和〈行动执行计划〉》,载《人民日报》
2020 年 7 月 8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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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 双方应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打造中阿

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既要登高望远、也要脚踏实地,构建“1+2+3”的合作

格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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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6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在

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题为《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的重要演

讲,针对“中东向何处去”的“中东之问”,指出破解难题的关键在于加快发展,表
示中国将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矢志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

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②

(一) 持续推进与阿拉伯国家在“五通”方面的合作

第一,在政策沟通方面,加强战略协调和行动对接。 自 2016 年 1 月,中国政

府公布首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以及 2018 年 7 月 10 日中阿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以来,双方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稳步推进“一

带一路”倡议与中东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战略对接。 截至 2021 年,中阿合作

论坛举行了 9 届部长级会议、17 次高官会和 6 次中阿高官级战略政治对话。③ 截

至 2022 年初,中国已同 20 个阿拉伯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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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现对接。
第二,在设施联通方面,积极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 目前,中企已在阿

拉伯国家投资建设了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合作项目。 在 2005~2020 年间,中企

在 17 个阿拉伯国家投资总额达 1,969 亿美元。 2021 年前 6 个月,中企在阿拉伯

国家实施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项目完成营业额超过 144 亿美元。④ 埃及苏伊

士经贸合作区、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卡塔尔卢塞尔体育场、中国阿联酋产能

合作示范园、沙特吉赞项目群、卡塔尔多哈新港、阿联酋哈利法港二期集装箱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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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人民网,2014 年 6 月 5 日,http: / / politics. peo-
ple. com. cn / n / 2014 / 0605 / c1024-25109531. html,上网时间:2022 年 1 月 23 日。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6 年 1 月 22 日,
http: / / cpc. people. com. cn / n1 / 2016 / 0122 / c64094-28075098. html,上网时间:2022 年 1 月 23 日。

 

王建宏、张胜:《中阿博览会:面向世界讲述合作共赢新故事》,光明网,2021 年 8 月 23
日,https: / / m. gmw. cn / baijia / 2021-08 / 23 / 35099322. html,上网时间:2022 年 1 月 28 日。

房秋晨:《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需求旺盛》,中国新闻网,2021 年 8
月 21 日,https: / / www. chinanews. com. cn / cj / 2021 / 08-21 / 9548641. shtml,上网时间:2022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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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落地。 此外,中国在电

力、通讯等新基建领域也不断加大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力度。 如中国国家电网

公司参与了埃及 500 千伏主干电网的改造项目,在沙特完成了 500 万块智能电表

及配套系统的安装工作。 华为与沙特电信、沙特阿美在 5G 油气领域开展合作,
共同探索 5G 在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创新应用等。

第三,在贸易畅通方面,积极开展以油气为主的能源贸易,并努力开拓新领

域。 2020 年,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原油 2. 78 亿吨。 沙特、伊拉克、阿曼、科威

特、阿联酋等国家都位列中国能源进口前十名。 其中,沙特对华出口从 2012 年的

5,390 万吨增长到 2020 年的 8,492 万吨。①
 

从天然气贸易来看,卡塔尔对华出口

长期位列前两位,对华天然气出口从 2012 年的 67. 9 亿立方米增加到 111. 3 亿立

方米。② 以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为平台,中国积极

拓展对阿贸易合作新领域。 2020 年,中阿贸易额为 2,398 亿美元,虽受疫情等因

素影响略有下降,但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出口增长了 2. 2%。 其中,机电和高新技

术产品占比达到 67. 4%,同比分别增长 6. 1%和 3. 3%。③

第四,在资金融通方面,加大对阿拉伯国家的投资并积极开展金融合作。 据

阿拉伯投资和出口信贷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 年中国超过美国和阿联酋成

为中东地区最大的投资者,投资总额为 290. 5 亿美元,约占该地区外来直接投资

的 31. 9%。④ 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存量 201 亿美元,阿拉

伯国家来华投资累计 38 亿美元,双向投资涵盖油气、建筑、制造、物流、电力等众

多领域。⑤ 自“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中国设立了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等新型的多边金融机构,并为中东国家的基建提供资金支持。 在项目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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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瑞宁:《去年沙特蝉联中国最大原油进口国》,界面新闻,2021 年 1 月 24 日,https: / /
www. jiemian. com / article / 5591276. html,上网时间:2022 年 2 月 16 日。

陈其珏:《中国石化与卡塔尔石油公司签署 200 万吨 /年
 

LNG 长期购销协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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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13 日。

 

商务部:《中国已是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去年中阿贸易额 2398 亿美元》,东方

财富网,2021 年 6 月 18 日,https: / / finance. eastmoney. com / a / 202106181966061736. html,上网时

间:2022 年 1 月 23 日。

 

World
 

Economic
 

Forum,
 

“China
 

is
 

Largest
 

Foreign
 

Investor
 

in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Monitor,
 

July
 

24,
 

2017,
 

https: / / www. middleeastmonitor. com / 20170724-china-is-largest-foreign-in-
vestor-in-middle-east,上网时间:2022 年 1 月 23 日。

 

商务部:《中阿基础设施合作正处于快速发展的“窗口期”》,国际在线,2021 年 6 月 18
日,http: / / news. cri. cn / 20210618 / 70d292ad-70f9-9a03-e6bd-6610515980b8. html,上网时间:2022 年

1 月 23 日。



专家笔谈: 百年变局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挑战和机遇

资方面,中国充分发挥国开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优势,密切双方

金融机构间的合作,并推动丝路基金、亚投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为阿拉伯国家基建

项目融资。 如 2018 年 8 月,丝路基金、
 

哈电集团与阿联酋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哈

斯彦清洁燃煤电站,成为丝路基金在中东的首单投资项目。 亚投行批准设立了 4
个涉及阿拉伯国家的项目,分别是阿曼杜库姆港商业码头和作业区项目、阿曼铁

路系统准备项目、阿曼宽带基础设施项目和埃及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贷款承诺

额共计 6. 63 亿美元。① 此外,中国还分别与阿联酋和卡塔尔设立共同投资基金,
主要投资中东传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端制造业等。

第五,在民心相通方面,积极开展中阿文明对话,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迄今已经

举办了 9 届。 目前,中阿地方政府已建立 40 余对友城关系;中阿新闻交流中心、
中阿电子图书馆门户网站正式落地;阿拉伯语教学在中国不断发展,目前已有 50
余所高等院校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汉语热”在阿拉伯国家持续升温,沙特、阿
联酋、埃及宣布将中文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二) 提升中阿能源合作,开拓三大高新领域,构建健康丝绸之路

在油气领域,双方油气企业在原油贸易和上游开发方面不断取得新的合作

成果。 2020 年,阿拉伯国家向中国出口的原油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51. 3%,是
中国最重要的进口原油来源地。 中资油气企业积极参与阿联酋、伊拉克等国的

上游区块开发。 如中石油中东地区原油与权益产量在 2017 年均创历史新高,完
成权益产量 4,230 万吨,接近中石油海外业务的半壁江山。② 中石油和华信能源

获得阿布扎比陆上石油区块 12%、为期 40 年的权益,这也是中国在阿拉伯产油

国首次与当地国家石油公司并肩成为投资方。 此外,中石油还参与了伊拉克哈

法亚油田三期项目等。
 

在核能领域,中核集团与阿联酋、沙特、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签署了和平利

用核能协定,并在铀矿勘探、核燃料供应、核电站运维等领域达成合作意向。 在

航天领域,中阿积极推进“天基丝绸之路”,探索开展在空间科学、发射服务、卫星

应用等方面的合作。 中国已同埃及、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开展航天合作,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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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科:《当人类命运又一次处在十字路口,这个区域正呼唤“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

案”》,参考消息网,2018 年 7 月 4 日,http: / / ihl. cankaoxiaoxi. com / 2018 / 0704 / 2288056. shtml,上网

时间:2022 年 4 月 16 日。

 

解亚娜:《中国石油推进中东地区合作建设纪实》,中国石油新闻中心,2018 年 1 月 23
日,http: / / news. cnpc. com. cn / system / 2018 / 01 / 23 / 001676255. shtml,上网时间:2022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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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埃及建立卫星总装集成中心。 2017 年,中国为阿尔及利亚发射了“阿星一号”
卫星,开创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航天领域合作的成功先例。 2018 年,中国又为沙

特发射了两颗遥感卫星。 在新能源领域,上海电气参与建设的迪拜 95 万千瓦光

伏+光热混合电站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光伏+光热混合电站。 隆基股份正在卡塔尔

哈尔萨投资光伏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世界第三大单体光伏项目,将为 2022 年卡塔

尔世界杯的场馆供电,并可以满足当地约 10%的电力需求。 此外,2021 年 7 月,
晶科能源中标阿联酋阿布扎比迪哈夫拉(Al

 

Dhafra)
 

2,100 万兆光伏发电项目,
这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体太阳能发电站。

新冠疫情发生后,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抗疫斗争给予声援和支持。 阿联酋

是第一个接受中国疫苗境外三期临床试验的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也在第

一时间向中国提供了物资援助。 2020 年 12 月,沙特、阿联酋、巴林、埃及等国陆

续批准使用中国的国药疫苗和科兴疫苗。 从 2021
 

年 3
 

月开始,中国大规模向阿

拉伯国家援助新冠疫苗,主要接受国包括突尼斯、伊拉克、叙利亚、约旦等。 在 3
个月时间内,中国先后向 17

 

个阿拉伯国家援助出口 7,200
 

多万剂新冠疫苗。 中

国还通过埃及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区援助 50
 

万剂疫苗。① 除了疫苗捐助之外,中
国还积极推动新冠疫苗在阿拉伯国家本土生产。 2021 年 3 月,中国国药集团与

阿联酋合作生产的中国新冠灭活疫苗正式投产。 9 月,中国科兴生物同埃及签署

2 亿剂新冠疫苗本土化生产协定。 10 月,阿尔及利亚同中国的科兴公司合作生

产新冠疫苗正式投产,双方在新冠疫情面前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决心和行动,
成为进一步打造中阿卫生健康共同体、推动“健康丝绸之路”建设的楷模与标杆。

(三) 破解“中东之问”的现实障碍及其路径

尽管取得显著成效,但我们也要看到,中东政治不稳定、工业化基础薄弱、产
业比较单一等问题,也给中阿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带来不少问题,成为双方合作

着手破解“中东之问”的现实障碍。
第一,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治理水平比较薄弱。 根据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

员会(ESCWA)的估算,2020
 

年
 

7
 

月,在
 

4. 36
 

亿阿拉伯人中,有 2,600 万人流离

失所。 5,500 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7,400 万人缺乏洗手设施。② 新冠肺炎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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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冰清:《中国、埃及决定向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民众援助 50 万剂疫苗》,观察者网,2021
年 7 月 19 日,https: / / www. guancha. cn / internation / 2021_07_19_598980. shtml,上网时间:2022 年 3
月 25 日。

 

“Policy
 

Brief: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Arab
 

Region:
 

An
 

Opportunity
 

to
 

Build
 

Back
 

Better,”
 

UNSDG,
 

July
 

16,
 

2020,
 

https: / / unsdg. un. org / resources / policy-brief-impact-covid-19-arab-
region-opportunity-build-back-better,上网时间:2022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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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爆发以来,阿拉伯世界的治理短板更加明显。 此外,阿拉伯国家内部之间还存

在许多内部冲突,如叙利亚内战、利比亚内战和也门内战,这也严重制约了阿拉

伯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
第二,阿拉伯国家的产业基础薄弱而单一,经济韧性较差。 疫情前的 2019

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阿拉伯国家整体 GDP 增长为 2. 1%,明显低于全球 2. 6%
的平均水平。 受新冠疫情冲击,2020 年阿拉伯国家经济整体下降 5. 5%,除了埃

及以外,几乎都是负增长。① 特别是海湾地区产油国受国际油价暴跌和疫情的双

重冲击,增速下降幅度更大,不仅给本国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而且还波及公

共财政和社会福利保障,各国不得不大量发债。 有研究指出,许多阿拉伯国家的

公共债务比率将达到 20 年来的最高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其中 11 个产

油国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将从 2000 ~2016 年的年均 25%上升至 2021 年的

47%。②

第三,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特别是海湾国家的产业多元化依然迟缓。
传统能源在世界能源结构中所占的份额和地位逐渐下降,但石油依然是许多阿

拉伯产油国的支柱产业。 虽然阿拉伯产油国意识到产业多元化的必要性,纷纷

提出各自的发展愿景,但海湾国家的经济发展目前仍高度依赖石油相关产业,石
油收入占其财政收入的 70%至 90%不等。③ 而 2020 年的低油价和疫情导致的财

政危机,严重削弱了海湾国家依靠公共投资推动经济转型的能力。
为此,以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中阿合作,解决困扰阿拉伯国家稳定与发展的

“中东之问”,亟需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大推进力度。
第一,加大在中东地区的促和力度,增强与阿拉伯国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

验交流和人文交流。 稳定是破解“中东之问”的前提,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地区

事务的参与力度,努力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和中东民心交融

的合作伙伴。 2021 年,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数次访问中东,到访沙特阿

拉伯、土耳其、伊朗、阿联酋、巴林、阿曼、叙利亚、埃及、阿尔及利亚等中东九国及

阿盟,就一系列地区热点问题和治理难题提出了中国的倡议和方案,为推动中东

·71·

①
②

③

 

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整理而成,参见 http: / / date. worldbank. org / 。
“Not

 

Flattening
 

the
 

Curve:
 

Arab
 

States
 

Are
 

Loading
 

up
 

on
 

Debt,”
 

Godfrey
 

Time,
 

November
 

2,
 

2020,
 

https: / / godfreytimes. com / 2020 / 11 / 02 / not-flattening-the-curve-arab-states-are-loading-up-on-
debt / ,上网时间:2022 年 3 月 30 日。

 

周輖:《海湾国家力促经济多元化》,人民网,2020 年 8 月 6 日,http: / / gz. people. com. cn /
n2 / 2020 / 0806 / c344103-34208860. html,上网时间:2022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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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双方在如何落实中东安全稳定 5 点倡议,探索建立

包容性的中东安全合作机制方面,表达了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协调的愿望。 此外,
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大与阿拉伯国家在治国理政,特别是增强改革创新理念和方

式的交流。 中国在许多领域,尤其是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广泛而丰富

的经验可以为中东地区提供借鉴,如在减贫脱贫、健康卫生以及创新、科技等领

域的一些举措。 要在中阿合作论坛的框架内,加快推进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

建设和发展,使之成为中阿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重要合作平台,并进一步增加阿

拉伯国家来华培训官员和技术人员的数量。 在人文交流方面,要进一步扩大中

阿教育合作的规模,增加双方留学生交流的规模。 加强中阿双方学术机构、媒体

和智库等交流、继续做好典籍互译工作,特别是要办好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内的中

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友好大会和中阿文化节等,进一步夯实“一

带一路”的民心基础。
第二,加大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和产能合作,助力当地工业化发展,

推动双边贸易结构多元化。 发展是破解“中东之问”的动力,中国应进一步加大

对中东经济发展的投入,做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 虽然阿拉

伯国家公共消费和个人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由于贸易条件等原因,中阿贸易和

投资增长长期低于预期。 2014 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北京部长级会议上

提出,争取把中阿贸易额从 2,400 亿美元增至 6,000 亿美元。 但中阿贸易在 2014
年达到 2,500 亿美元以后出现下降,2016 年回落至 1,700 亿美元。 虽然 2018 年

重新上升到 2,400 亿美元以上,2019 年达 2,664 亿美元,但 2020 年受疫情等因素

影响又回到了 2,400 亿美元之下,为 2,398 亿美元。① 迄今为止,中国与阿拉伯

国家没有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 考虑到全球能源结构的变化和“碳中和” “碳达

峰”的趋势,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动与海合会的自贸区谈判,从而提升中阿之间的

油气合作水平和贸易创造。 同时,应该进一步优化产业园区建设,并多渠道推动

中阿之间的产能合作,助推阿拉伯国家工业化整体水平,逐渐形成中阿制造业之

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为双边贸易和投资增长创造新的条件。 特别是在

产能合作中,要切实注重将对方产业结构调整与高科技合作结合起来,加强中国

与阿拉伯国家在新能源、航空、通信、农业等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与此同时,中国

还应加大与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的金融合作,提升多元化融资水平。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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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田:《商务部:中国已是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去年中阿贸易额 2398 亿美元》,
红星新闻,2021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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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海湾国家拥有大量石油美元和主权投资基金。 虽然阿

拉伯国家都已积极参与了中国发起组建的亚投行等金融机构,但双方金融合作

的空间还很大。 可以考虑与海湾国家主权基金合作设立中阿基础设施建设和产

能合作专项基金,并积极引入第三方共同参与融资。 同时,利用海湾国家的资本

市场发行股票和基建债券。 目前,阿布扎比全球市场已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意在共同建立一个促进中方在阿贸易与投资的

交易所,服务于中阿“一带一路”合作和人民币在该地区的国际化。

中阿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

田文林　 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东格局也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剧变。
这其中,一个甚为明显的现象就是,美国近年来在中东出现明显的战略收缩迹

象。 美国是冷战结束以来影响中东政治的最大域外力量,因此美国在中东的战

略收缩带动中东格局出现若干不同以往的新变化、新趋势。 对中国来说,中东是

事关中国安全与发展大局的重要大周边地区,同时也是中国落实“一带一路”倡

议的重点合作区域。 当前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趋势,使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机遇大于挑战。
(一) 美国在中东出现历史性战略收缩态势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影响和塑造中东地区的最大外部力量。 尤其是在

1991 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在失去外部制衡后,在中东行事更加肆无忌惮,并试图

着力将中东打造成美国塑造“世界新秩序”的试验田和主战场。 2001 年“9·11”
事件的发生,促使美国进一步加大在中东的战略投入。 自此后整整 20 年的时间

里,美国致力于在中东进行“反恐战争”和“民主改造”。 然而,从最终效果看,美
国在阿拉伯地区的“反恐战争”导致越反越恐。 “民主改造”并未奏效,反而使美

国软硬实力严重受损,美国国力加速衰落。 美国 GDP 占全球经济比重从冷战后

30%左右降至 20%左右;制造业占 GDP 比重从二战后 40~50%左右降至 12%左

右。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冲击更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对外扩张力不从心。 可以

说,21 世纪前 20 年是美国将战略重心置于中东的 20 年,同时也是美国国力衰落

的“失去的二十年”。
美国国力加速衰落与中国加快崛起形成巨大反差,这一局面促使美国决策

者战略焦虑感日甚一日,掌控中东的意愿明显下降。 美国过去高度重视中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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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主要基于三大考虑:遏制苏联、获取中东石油和维护以色列安全。 但是,现在

情势已发生很大变化:一是苏联解体使美国在中东再无战略竞争对手,极端恐怖

势力已不足为虑,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价值下降。 在此背景下,沙特

等阿拉伯传统盟友与美国安全和价值观领域的冲突日渐凸显。 拜登政府始终抓

住卡舒吉事件不放,借该事件敲打和冷落沙特王储。 二是页岩气革命使美国对

中东石油依赖大幅减轻。 2018 年美国超过沙特和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石油生

产国,自此对中东石油的需要日趋下降,双方在国际能源市场反而变成竞争关

系。 三是以色列安全环境极大改善。 阿拉伯世界作为以色列的主要宿敌,近年

来持续衰落,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反以中坚力量均元气大伤,不
足为虑。 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温和阿拉伯国家相继与以色列建交,由此

使以色列在中东的地缘安全环境大为改善。 此外,美国日益将遏制中国崛起作

为最紧迫任务,不愿让中东问题牵绊手脚。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力度明显。 美国从小布什政府后期就

出现了在中东收手的迹象。 2009 年奥巴马政府执政后,在中东缩减兵力、降低反

恐调门、与伊朗缓和关系。 2017 年特朗普政府和 2021 年上台的拜登政府,继续

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 特朗普政府时期,大幅减少驻伊拉克军队人数。 2021 年 1
月上台的拜登政府沿袭了特朗普政府的撤军政策。 2021 年 7 月 22 日,美国与伊

拉克达成协议,美军将于 2021 年底撤离伊拉克,此后美军将只为伊拉克军队提供

训练和空中支援等职责。 尤其是 2021 年 8 月美国仓皇从阿富汗撤军的举动,进
一步表明美国已无意在大中东地区长期驻足。

(二)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深化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

在美国加紧战略收缩的背景下,阿拉伯国家“向东看”“向东干”趋势明显,中
国与阿拉伯国家深化合作面临新的历史机遇期。 中国原本就与阿拉伯国家合作

密切,美国在中东加紧战略收缩为中阿深化合作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这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阿拉伯国家加快“向东看”趋势。 阿拉伯世界历史上长期受西方大国

影响和主导。 无论英法等老牌殖民者,还是美国等新殖民主义者,其中东政策共

性特征就是“顺昌逆亡”或“拉一派,打一派”。 美国位于欧亚大陆之外,其在中东

维系霸权的前提之一就是地区国家各自为政、内讧不止,由此将整个中东搞得沸

反盈天,冲突不断。 中东地区很多热点问题,如巴以冲突、伊拉克危机、伊朗核问

题、利比亚问题、叙利亚危机、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泛滥等,很大程度上都是西方

国家人为制造的结果。 可以说,美国等西方大国的中东政策的破坏性远远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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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多数阿拉伯国家和民众从内心不欢迎西方的这种政策模式。 阿拉伯世

界反美主义情绪根深蒂固。 2020 年 10 月“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
8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中东政策对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 66%的受访者认

为,美国和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最具威胁。①

相比之下,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明显上升。 战略上,中国希望阿拉伯

世界团结、强大,而不像英美那样为一己私利设法削弱阿拉伯世界整体力量,“不

寻求势力范围,不培植代理人,不填补权力真空”立场深得阿拉伯国家赞誉和认

可。 政治上,一直秉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东事务中主持公正,按照事务

本身的是非曲直确立自己的政策和立场。 中国与中东国家既没有历史遗留问

题,也没有根本利害冲突。 2016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东时又明确提出,“不

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谋求填补真空”的“三不原则”。② 这与西方沿袭了

几百年的地缘政治理论和政策迥然不同,更符合中东国家的利益和需求,因而深

得阿拉伯国家赞誉和认可。 民调显示,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好感度明显高于美

国。 这些国家在南海争端、涉疆、涉港、抗疫等涉及中国的重大外交问题上,都表

示积极支持。 在新冠疫情中,伊斯兰世界的 57 个国家,无一国加入美西方阵营

谴责中国。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契合阿拉伯国家当前“拼经济”的现实需求。 这些年

来,阿拉伯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发展滞后。 阿拉伯世界过去长期融入西方主

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结果导致“去工业化”加剧,并出现增长缓慢、失业攀高、贫
富分化等多重问题。 1980 年至 2004 年期间,阿拉伯世界年均 GDP 增长率不足

0. 5%,1 / 3 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2011 年中东剧变

后,相关国家经济状况更加糟糕。 据世行统计,中东北非在 2011 年有 800 万人生

活在贫困线以下,2018 年飙升至 2,800 万。 2021 年初的一项民调显示,叙利亚、
也门、利比亚和苏丹超半数受访者认为,眼前生活状况比中东剧变前更糟。③ “拼

经济”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基本共识和当务之急。 2019 年 12 月的一项民调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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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的受访者希望政府将经济列为优先事项。① 阿拉伯世界经济滞后很大程度

上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有关。 曾经的“向西看”导致经济失败,促使其

日益寄希望于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
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优先”的理念,这种理念体现在对外战略中,就是以发展

促稳定,矢志推动“一带一路”倡议。 历史上,阿拉伯世界曾因“丝绸之路”兴起实

现了经济繁荣。 当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重新开启“丝绸之

路”,也会为中东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阿拉伯国家普遍寄望于中国发

展带来的机遇。 根据大数据分析,16%的阿拉伯民众对“一带一路”持积极态度,
对中国企业投资表示欢迎和支持,希望本国根据发展状况与中国进行产能合

作。② 截至 2022 年 1 月,已有 13 个中东国家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 个国

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是 10 个阿拉伯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此

外,双方在 5G、人工智能、云科技等数字化领域合作也明显加强。 许多阿拉伯国

家还提出具体对接计划等。
第三,中国式治理模式日益受到阿拉伯国家的关注和热捧。 阿拉伯国家治

理模式和价值理念长期受到西方国家影响。 西方国家从“西方中心论”和“西方

优越论”出发,将西方文明和制度等同于“普世价值”,动辄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

于人,乃至“民主改造”和“文明改造”。 这种做法不仅使阿拉伯国家深感屈辱,实
践效果也很糟糕。 尤其是 2011 年中东剧变,埃及、突尼斯等国正是受到西方价值

观影响,才相继启动“民主化”改革。 事实证明,民主化并未使相关国家繁荣稳

定,反而由治到乱,出现党派纷争、政府空转、安全恶化、恐怖蔓延等诸多新问题,
“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 痛定思痛,阿拉伯国家对西方价值观的迷

信骤然下降。 2018 年 8~9 月,佐格比公司对 10 个中东国家的民调显示,当初阿

拉伯民众渴望政治自由,现在“民主”在优先次序中则排名垫底。③ 但 2021 年拜

登上台后,美仍在中东推行价值观外交,对阿拉伯国家指责增多。 这使沙特等阿

拉伯盟友与美更加离心。
相比之下,中国治理理念和模式的吸引力不断上升。 中国倡导文明包容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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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反对“文明改造论”和“颜色革命”,这与阿拉伯国家颇有共鸣。 从实践看,中
国经济频频实现“弯道超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使同为发展中国家却饱

受落后动荡煎熬的中东国家深感触动。 它们普遍羡慕我发展成就,希望借鉴我

发展经验,搭乘我发展快车。 2009 年,约旦著名学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撰写了

《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 作者认为,阿拉伯复兴事业

应积极借鉴中国的“非模式化崛起”经验,“阿拉伯世界应通过追随中国的复兴之

路,实现自身文明的推进”。① 该书阿拉伯文版于 2009 年出版后,四年时间里连

印三版。 2018 年 8 月,艾哈迈德又出版新著《东方的复兴:“阿拉伯之春”的失败

与中国崛起的前景》,主张阿拉伯国家全面加强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希望中

阿两大文明携手前行。② 该书出版后,一年多时间里三次再版,足见此书观点在

阿拉伯人中受欢迎的程度。 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已成为中阿深化合作的新亮点

和新话题。
(三) 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深化合作的机遇固然是主要的,但必须指出,由于主客观

条件的种种限制,双方深化合作仍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由此决定了中阿各领域

合作不会一帆顺风,而将呈现“道路曲折,前景光明”的螺旋式上升态势。
 

第一,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尘埃未定”。 2011 年中东剧变使多个阿拉伯国

家政权垮台,这些国家“民主转型”又导致政局动荡、权力内耗、恐袭频发等诸多

新问题。 埃及等国借“再集权化”强化政局稳定,利比亚、也门、伊拉克等国已失

去集权条件,稳定国内政局难度甚大。 当前,疫情蔓延和油价暴跌使阿拉伯国家

结构性危机、周期性危机、疫情危机“三期叠加”,阿拉伯国家面临两难选择:增加

税收、削减福利,会导致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向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贷款,
则必须接受缩减财政和福利开支、贱卖国企等已被证明会导致国家衰败的新自

由主义药方。 在此背景下,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政局稳定仍是大问题。 2019 年以

来,苏丹、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因经济恶化出现政权垮台,表明阿拉伯“政

权垮台潮”仍未结束。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爆发导致的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暴涨,使部分阿拉伯

国家维稳压力进一步加大。 能源价格暴涨固然使沙特等阿拉伯产油国大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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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但同时也使埃及等阿拉伯非产油国能源供应紧张。 许多阿拉伯国家主要从

俄乌两国进口粮食,如埃及 70%小麦从俄乌进口,黎巴嫩 80%~90%的小麦来自

乌克兰。 俄乌粮食供应减少和粮价暴涨,使许多阿拉伯国家面临通胀加剧、粮食

储备不足等严重问题。 目前埃及的储备仅够维持该国补贴粮食计划约四个半

月、黎巴嫩小麦储备只够维持一个月。 “大饼换稳定”是许多阿拉伯国家政局稳

定的前提,如果此轮粮食危机持续下去,不排除部分阿拉伯国家再次出现政局动

荡乃至政权垮台的危险。 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构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如

能源、基建等),大多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 政局变动极可能引发政经格局生

变,危及我资产及合同。
第二,地区格局有所缓和,但总体仍处在动荡期。 2011 年中东剧变导致地区

“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未建立”,衍生更多“次生灾害”,“动荡与危机”成中东新

常态。 一是教派矛盾公开化。 中东剧变后,叙利亚内战、也门冲突等地区热点升

温,使该地区长期处在抑制状态的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被“激活”。 以沙特为首

的逊尼派与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国家分别“站队”,阵营化和“新冷战”态势明显。
这种“文明内冲突”导致阿拉伯世界既有矛盾更难化解。 二是恐怖袭击常态化。
2011 年中东剧变后,中东成了恐袭重灾区。 “基地”组织卷土重来,“伊斯兰国”
异军突起。 近年来“伊斯兰国”虽遭重挫,但残余势力仍不容小觑。 据美国国防

部评估,“伊斯兰国”仍拥有 8,000~16,000 名极端分子,保持着“强有力组织”和

“低水平叛乱”。 三是地缘版图碎片化。 2011 年中东剧变后,中东部族、教派、民
族矛盾凸显,分离主义抬头。 也门再现南北武装割据;利比亚出现东西两个政

府;叙利亚至今未实现统一;伊拉克库尔德人分离倾向明显,南部也谋求高度自

治。 中东地缘版图碎片化趋势加剧。 四是地区大国争夺白热化。 阿拉伯世界整

体衰落,使原本处于配角地位的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国家“相对崛

起”,并竞相争夺地区主导权。 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等阿拉伯国

家加大渗透力度,努力构筑“什叶派新月地带”;土耳其借当前阿拉伯世界动荡四

面出击,梦想构建“新奥斯曼帝国”;以色列更是借机浑水摸鱼,一边拉拢没有领

土纠纷和利害冲突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扩大外交空间,一边对巴勒斯坦、叙
利亚、黎巴嫩等邻国动辄动武。 近两年来,中东地区开始出现地区大国缓和关

系、地区热点降温趋势,但总体来看,该地区深层次矛盾依然如故。
政局稳定是经济合作的前提条件。 古代“丝绸之路”能够展开远距离贸易,

就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积极投资修建道路和桥梁,便利各地区间交换。 同时,帝
国间彼此没有对抗和冲突,降低了远距离商贸的成本和风险。 当前中东深陷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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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未有的大乱局,致使中国推进“一带一路”难以找到着力点,既有项目和利益也

面临严重威胁。
第三,美国对华遏制力度加大,中东地区很可能成为美国对华遏制的分战

场。 过去相当长时期,中国与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是一种共生、合作的关系:美国

主要是确保石油稳定流出、出售军火、确保美元与石油挂钩等;中国从阿拉伯产

油国进口石油、出售工业品,并参与当地工程承包市场;阿拉伯产油国则通过向

中国售油赚取美元,然后用于消费及投资美欧市场。 然而,当前中美在中东日趋

由“共生关系”变成“竞争关系”。 中国高调推进“一带一路”,尤其与沙特、卡塔

尔等国互换货币,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石油美元的空间和份额,被美国认为是在各

方面“去美国化”。 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中阿深化合作不可避免地面临美

国的猜忌、干扰和挤压。 当前,美国应对疫情自顾不暇,仍不忘阻挠海湾盟友与

中国发展关系。 2020 年 5 月 7 日,美国国务院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大

卫·申克公开表示,海湾国家与中国打交道“必须掂量其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的价

值”,并称海湾国家“应警惕来自中国的援助”。① 这实际是逼迫阿拉伯国家在中

美之间选边站队。
美国搅局“一带一路”能力不容低估。 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经营多年,树大根

深。 阿曼、卡塔尔、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等先后与美签署《防务合作协定》。 埃

及、约旦等国也是美国的重要地区盟友。 目前,美在阿曼有锡卜空军基地,中央

司令部前沿总部设在卡塔尔,第五舰队总部设在巴林。 近年来,伊朗崛起令阿拉

伯国家更加倚重美西方,美乘机推销军火、部署反导系统、倡建“中东版小北约”。
当前,美国虽然在中东战略收缩,但仍是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外部力量。 美国地

区盟友尽管对美不满,但仍离不开美国。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要想深化与阿拉伯国家各领域的合作,应始终遵循“有

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所谓“有理”就是用好政治优势;所谓“有利”就是以经济

合作为主线;所谓“有节”就是低调务实。 鉴于美国对中国全面遏制加剧,中东地

区的投入需更多考虑投资安全。
 

(责任编辑: 李　 意　 责任校对: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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