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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关系是中国重要对外关系之一，是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点。早在伊斯兰教创立及大阿

拉伯帝国形成前，中国就同该地区有友好往来。20 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同阿拉伯国家陆续建立

正式外交关系后，双方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所发展。始终贯穿中阿关系中的关键字是：友好、

合作；贯穿中阿关系的精神是：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本文分三个时期概述中阿关系的发展历程。 
 

                   一、历史上友好交往，开启了中阿友谊篇章  
       

早在 2000 多年前，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到达两河流域的泰西封①、叙利亚和埃及等地，开启了

黄河、尼罗河与两河流域古代三大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逐渐传入这一地区，阿

拉伯的数学、天文学和医学也传入中国。正是先有了这种相互了解，先知穆罕默德在 610 年创立

伊斯兰教后曾说过：“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说明中国在当地已有一定知名度。穆圣

归真后的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派使者来华，时值唐徽宗二年（651 年），中国史学家将这一年定为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元年。历史上另一件值得记录的事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于 1405 年∼1433 年

七下西洋时，从第四次开始到达过佐法尔、亚丁、麦加和索马里等地，以建立关系和通商贸易为

宗旨。如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可看出这两起事件的意义。穆圣 632 年归真后，伊斯兰教

处于扩张期，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执政时（634 年∼644 年），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征服了叙利亚、

伊拉克、波斯、呼罗珊②、埃及和北非的部分地区。
[1]77

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不是靠征服而是靠使

者和贸易、文化的交流。郑和下西洋时，所率船只多达 200 余艘，但无任何侵占掠夺之意，未占

                                                        
① 即今日伊拉克的麦达因。 
② 古地名，大部在今伊朗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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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阿拉伯（自然也包括其他国家）一寸土地。在他结束航行活动半个世纪后，欧洲的一些冒险家

才开始了他们的殖民活动。相比之下，中阿往来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和平和友好的基础之上。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阿关系全面发展 
     

从 1956 年 5 月 30 日与埃及建交起到 1990 年 7 月 21 日与沙特建交止，中国同所有阿盟 22
个成员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历史会这样记载：50 多年来，中阿友好关系不断发展，而没有出现

紧张和对抗；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协调和声援，对彼此关切的问题相互支持，而不是消极观望；对

彼此内部事务，坚决采取不干预政策。在 50 多年中，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双方关系的上述特

点没有变，因为双方所处的历史阶段和遇到的问题相同，利益相似，相互支持是双方的需要。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拉兴起了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中国作为社会主

义国家，支持这一进步潮流。1956 年 7 月，埃及宣布将英法管理近百年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

决定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埃及此举“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而采取的正义行动，

不论从法律上或是从道义上来说，埃及这一行动都是完全正当的”。当英法伙同以色列于同年 11
月初发动入侵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时，中国除强烈谴责侵略、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的“神圣斗争”

外，周恩来总理于 11 月 10 日致电纳赛尔总统表示：“中国政府决定以二千万瑞士法郎的现金无偿

地送给埃及。”
[2]4691958 年 5 月，黎巴嫩发生内战，美国于 7 月 14 日派 1 万名海军陆战队在贝鲁

特登陆，支持亲西方的夏蒙政府。尽管当时中黎尚未建交，中国认为美国的行为是对黎巴嫩内政

进行的武装干涉，并且企图侵入约旦，威胁刚刚推翻王朝的伊拉克共和国，因此对美表示强烈谴

责，要求它立即撤军。1954 年 11 月 1 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在奥雷斯山举行武装起义，反

对法国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未及半年，周恩来就在万隆会议上表示，中国人民充分支持阿

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通过第三国向阿提供了军事等方面的援助。1958 年 9 月 19 日，

阿成立临时政府，中国于 22 日承认，成为第一个承认阿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大，它错误估计形势，以为没有苏联这个强大对手便再无掣肘，是

其千载难遇的好机会，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了冒险进攻方针，推行西方价值观，树立美在全球的领

导地位，到处指手画脚。殊不知这种政策带来广泛的反美和仇美情绪。连布什在国会讲话中也问：

“他们为什么恨我们？”奥巴马上台后也意识到这点，表示要消除全球“几乎是反射性的反美主

义情绪”
[3]
。《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本组织成员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广大发展

中国家经过艰苦的斗争，甚至付出血的代价，才赢得独立，怎会再任人指使，怎能容忍再有人坐

在它们头上发号施令。西方国家恰恰就不理解这一点，它们提出诸如“人权高于主权”的概念更

招致发展中国家广泛的不满和反对。中阿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着一致的看法，他们坚决反对这

一提法，如这一概念被认可，则会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他们在不同场合表达自己的立场。

中国领导人表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历史和文化，怎么可能唯别国是从？我们绝不可能低下自

己高贵的头。”
[4]
埃及领导人表示：“现在人权问题已经成为西方干涉别国的一个借口了。”阿尔及

利亚领导人也表示：“主权是发展中国家维护自己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在人权问题的国际

会议上，中阿总是携手合作，维护自己的权益。西方这种政策在 2003 年 3 月美国入侵伊拉克时达

到极致，如果说以前多是一些笔墨官司，这次是真刀真枪，没有任何法理依据，没有任何真凭实

据，就可以用军事手段把一个主权国家摧毁。中阿双方都十分关心伊拉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

国在战前更是反复强调中国支持联合国有关机构对伊继续进行核查，必须维护安理会的权威，避

免战争。如果任由这种行动合法化，那就是容忍大国可以以莫须有的罪名攻打任何一个小国，这

岂不是又回到了弱肉强食的时代。从以上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阿友好关系有着浓厚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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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进入新世纪后，中阿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历史阶段 

 
人类进入 21 世纪后，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国际形势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2001 年发生

了“9·11”事件，恐怖主义直接袭击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是世人所始料未及的；为报复这次袭击，

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矛头指向被认为是这次袭击的罪魁祸首“基地组织”；2003 年美国发动

入侵伊拉克战争，搅得天下不宁；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既提升了经济发展，又拉大了世界上

贫富鸿沟，抓住机遇者乘风而上，另一些人则被抛在后位；霸权主义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日趋激

烈；在纷纭复杂的变化中，世界格局出现了新形势；2008 年 9 月出现的金融危机，给各国都带来

了困难，冲击着全球经济。在这种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阿双方加强合作，应对挑战。 
    （一）政治上相互支持，相互倚重。“9·11”后，有人把矛头指向伊斯兰教，阿拉伯国家首

当其冲，遭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针对这种状况，为体现中阿长期的友好关系，中国采取了 3
项措施：1. 2001 年底成立了中阿友好协会，表达了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为双方民间交往搭建了

一个广阔的平台；2. 2002 年设立中东问题特使，对困扰中东地区半个多世纪的阿以冲突重申中国

的公正立场，为解决冲突再尽自己一份力；3. 2004 年成立了中阿合作论坛，为双方在各领域关系

的发展创造了更灵活、更广阔的接触和交流平台。值得一提的是，论坛成立后并未成为一纸空文，

束之高阁，而是踏踏实实地做了大量工作，官方的、民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等方方面

面，涵盖面非常广。双方在政治上相互支持体现在：1. 中阿都支持对方所关心的核心利益问题。

阿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方支持中东和平进程，支持根据阿拉伯和平倡议建立巴勒斯坦国
[5]
；

2.“9·11”后，针对不利于阿拉伯国家的一些言行，双方强调：“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反

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宗教挂钩”
[6]
；3. 2004 年，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改革计划”，以自己的

价值观向阿方施压，中阿双方强调：“尊重和支持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7]
；4. 在伊拉

克问题上，双方都主张“伊拉克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充分尊重，不干涉其内政，尊重

伊拉克人民自主决定其未来。”
[7]
上述这些相互支持的立场完全符合双方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地区

稳定，是和传统友谊一致的。 
    （二）中阿双方强调要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一家说了算，其目的是要求各国间有一种

平等关系，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应该由一种什么理念来指导这一秩序，中阿提出民主化与平

等关系外，其他各方也纷纷说明自己的主张。霸权主义者提出“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和“颠

覆政权”等主张，并据此采取了多项行动。中国于 2005 年提出的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是符合

和平发展这一主潮流的。阿拉伯世界也提出不少改革计划。2009 年 11 月在西安举行的一次研讨

会上，阿拉伯学者作了关于“中间主义”的介绍，“中间主义”主张：在宗教上，要敬主爱人；在

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主张文明对话，反对文明冲突论；在行为上，要求平和处事，反对暴力

和恐怖行动。这一主张虽非专属国际关系理论范畴，也并未占据主流地位，但其中关于国际关系

的一些提法引起人们关注。“中间主义”早在半世纪前就已提出，之所以现在这样引起重视，原因

在于：对外，试图扭转国际上某些方面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极端看法；对内，想以《古兰经》

和圣训为基础，引导教众摒弃暴力，尊重对立事物的双方，实现和睦。 
    奥巴马上台后试图改变其前任政策，弥合在美阿关系上造成的创伤，一再表示要放弃“单边

主义”，要倾听和对话。2009 年 6 月 4 日，奥巴马在开罗大学发表演讲，提出开启“美国和穆斯

林世界的新开端”，表达了善意。人们还记得 2009 年初伊朗新年时，奥巴马也向伊朗发表了友好

讲话，但在铀浓缩问题上互不让步，双方关系迄今未取得进展。这次美阿能否重启“新开端”，面

前也横亘着一个难题，即巴以冲突。奥巴马在讲演中提出巴以要相互承认彼此的生存权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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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和平安全并存的两国解决方案。”这是国际社会的愿望，但如何实现，并

无具体手段。其实要求以色列停建定居点，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实现一个地区两个国家，并不是

新课题，在几十年前甚至半个多世纪前联合国就作出过决议，但一直未能实现。巴以问题在穆斯

林心中的分量很重，他们认为这是中东一切问题的根源，由于美以间“坚不可摧的牢固关系”①，

自然寄望美国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取得成果，否则，不但中东地区不得安宁，美不能取得伊斯兰世

界的信任，美阿关系也难实现“新开端”。 
    （三）经济关系持续发展，前景广阔。谈到中阿经贸关系，引人注目的是增长迅速的贸易关

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伊始的 1979 年，双边贸易额仅为 7.89 亿美元，至 2004 年中阿合作论坛成

立时已达 367.1 亿美元，2008 年更是达到 1328 亿美元，突破千亿大关。毋庸讳言，中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对石油的需求增加拉升了双边贸易额。中国自 1993 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2004 年进

口突破 1 亿吨，这一过程用了约 11 年，至 2007 年进口量达 1.968 亿吨，接近 2 亿吨，第二个 1
亿吨的增长仅用了 3 年时间，从阿拉伯国家进口将近一半。除贸易外，投资活动有了进展，科威

特、沙特与中国公司合作，分别在湛江和天津建炼化厂，每个厂均投资数百亿人民币。这是互利

双赢的项目，海湾资金因金融危机而压缩在美国投资后，一直在寻找新的投资对象，中国是它们

理想的选择；就中国而言，同这些盛产石油的海湾国家合作优势明显：一是它们有这方面的技术，

二是可以保证原料来源。沙特与中石化在天津的合作项目，沙方基础工业公司每年提供 1000 万吨

原油。 
    经贸关系密切，免不了会产生分歧和摩擦，这是自然的事，不会影响双方关系大局。2008 年

9 月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阿拉伯国家也不例外地蒙受巨大损失。亚洲开发银行 2009 年 3 月估计

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下降可能已逾 50 万亿美元。阿拉伯国家工商农协会主席卡萨尔 2009 年 4 月在

迪拜国际金融研讨会上说：“阿拉伯国家在国外投资损失已达 2.5 万亿美元，加上油价猛跌及金融

低迷，阿国本土市场的损失超过 6000 亿美元”。两项合计已逾 3 万亿美元。
[8]
像埃及这样不以石

油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国家，也因金融危机导致侨汇收入减少，旅游业也受影响，运河收入缩水。

据埃方统计，进入 2009年，运河收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如 4月份收入 3.4亿美元，同比下降 22.9%，

因全球贸易下降，通过运河的船只同比减少了 13.4%，仅为 148 艘。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

各国都采取了一些措施，2009 年 1 月下旬在科威特召开的阿拉伯经济社会和发展峰会还决定成立

总额为 20 亿美元的阿拉伯发展基金，向阿拉伯国家提供资金支持。4 月 21 日在中国召开的“中

阿合作论坛第三届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上，中阿双方都表示要加强合作，携手应对金融危

机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一些具体作法。在阿中贸易中，中国对产油国家一般处于逆差，对非产

油国则处于顺差，因为阿拉伯国家经济结构单一，出口产品种类有限。在会议上，中方表示愿意

同阿拉伯国家有关经贸组织合作，为它们提升产品档次，扩大出口品种种类。一两次会议或一两

项措施可能不会减少双方在危机中的损失，但这足以说明双方共度难关的情谊。随着双方经济的

发展，中国所需阿方提供的石油会不断上升，阿方需要中国的产品不只限于机械、钢铁等产品，

对生活用品的需求也会上升。渡过金融危机难关后，中阿关系又会迎来蓬勃发展的春天。 
（四）中阿关系将持续稳定发展，续写友谊篇章。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虽然改革开放 31 年来

经济发展很快，GDP 增长 18 倍
[9]
，听到不少赞扬声，但有自知之明，中国经济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人均国民收入世界排名 130 位，只有美国的 1/17。[9]
中国把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作为外交工作

的基石，加强并发展同阿拉伯世界这一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关系更是既定的政策。在 2004 年“中阿

合作论坛”成立时，双方决定建立平等与全面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
[5]
这“新”在什么地方？同

国际上一些伙伴关系相比较，有以下几点值得一提：1. 双方是平等的，不是谁在谁之上，也没有

                                                        
① 该表述出自奥巴马在开罗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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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主导的问题；2. 双方将“致力于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希望把双方的平等关系带到国际社

会；3. 双方将 “致力于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不是触犯，更不是侵犯他人；4. 双方将“加强

经济、贸易、金融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实现富强；5. 重视人文交流，增进中阿人民之间的了

解和友谊，“论坛”成立后，已举行了三次文明对话会、两次友好大会。在双方努力下，新型伙伴

关系取得很大成绩，前文已略有记述。 
 
                        四、结语 

 
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学者提出 G2 的概念，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 2009 年 5 月 20 日的

中欧峰会上对此作了否定并指出：“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

误的。”中国向来反对国际事务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所以不会同意这一概念，因为它不符合中国

外交政策。中美关系是中国重要对外关系之一，但不会为维护这一关系而牺牲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包括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相似的经历和追求发展的共同目标使中国和阿拉伯各国结下深厚友谊，

双方无利害冲突，有的是友好合作。中国人民视阿拉伯人民为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阿友

好关系定将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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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o-Arabian relationship is one of China’s important foreign relations and also a priority 
of China’s diplomatic affairs. China began its communication with Arab region as early as before the 
creation of Islam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rab Empire. Since 1950s, China and the Arab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developed bilateral relations both in breadth and depth greatly. 
The keywords run through Sino-Arabian relationship are: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the spirits run 
through Sino-Arabian relationship are: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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