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中国同事们相处，总会
有不断进取的冲动”

走在中东各国的商店里，来自中国
的数据线、充电宝、手机支架等日常消
费品琳琅满目。去年卡塔尔世界杯期
间，《环球时报》记者前往首都多哈采访
时，翻开一个个世界杯特许商品的背

面，很多都是熟悉的“中国制造”。多哈
一家世界杯特许商品专卖店的店员艾哈
迈德说，他们店里很多商品都是从中国
进口的，“中国产品种类多、质量好，消
费者很喜欢”。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刘
中民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阿拉伯青
年对中国正面认知的形成很大程度上缘
于双方的经贸往来，尤其广东广州、宁
夏银川、浙江义乌等城市已成为连接中
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窗口。据新华社报
道，中国是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
国，2022 年中阿贸易额超过 4300 亿美
元，再创历史新高。

在社会文化领域，刘中民表示中国
电视剧、电影等对阿拉伯的影响力也在
逐渐上升。《山海情》《欢乐颂》《父母爱
情》等电视剧的阿语版均在多个阿拉伯
国家陆续播出。

当谈及对中国人的印象时，来自阿
尔及利亚的 21岁姑娘努拉·奥姆里说她
之前对中国人有着较为刻板的印象，认
为中国人沉迷于艰苦劳动、不爱与外界
交往。然而，自从努拉学习中文，在当
地结识的中国朋友越来越多，她对中国
人的印象有了明显改变。努拉是阿尔及
利亚第三国立大学媒体与地缘政治专业
的硕士研究生，经过一年多的中文学
习，她在今年阿尔及利亚汉语桥比赛中
获得第二名。她对 《环球时报》 记者
说，在比赛前，多位中国朋友给予了她
大量帮助，她的朋友、中国援阿医疗队
队员杨翊更是不顾医务工作繁重，每天
抽出时间辅导其演唱中文歌曲。努拉说
道：“中华民族是一个睿智的民族，中国
人跟我们一样热情好客、助人为乐。”

来自卡塔尔大学的阿卜杜勒-拉赫
曼今年23岁，在毕业之前，他特地选择
到多哈一处中企承建的项目实习。他告
诉《环球时报》记者，以前他经常在网

络短视频里看到中国基建的速度，这次
终于有机会来“一探究竟”。给他留下最
深刻印象的是中国企业高效的项目组织
管理以及中国同事出色的工作能力。他
说：“我感觉每个中国同事都是‘全能
’，在因休假等问题出现人手短缺时，能
随时顶到其他岗位。”

同样在求职过程中青睐中企的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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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记者说，当地人常戏称中国
人是“机器人”，但她愿意接受这种文
化。她认为，中国人正是凭借这种拼搏
精神才创造出世界奇迹，与中国同事们
相处，总会有不断进取的冲动。

网络技术发展和交流渠道
畅通让阿青年对华看法更多元

阿拉伯人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始于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坚定、无私、
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
并不惜为此慷慨解囊，赢得了阿拉伯国
家的好感和赞赏。

《环球时报》记者曾赴一些上了年纪
的阿拉伯学者和政要家中作客或采访，
发现这些人家中都珍藏着可看出岁月痕
迹的 《毛泽东选集》，他们会主动拿出
来，分享他们对中国开国领袖的敬仰之
情，并表示要让他们的后代继承其精神
财富，对中国世代友好。事实上，其中
不少人的后代的确“子承父业”，继续从
事对中国的研究，对中国充满深情厚谊。

现年18岁的罗达是埃及苏伊士大学
一年级的学生，他对《环球时报》记者
说：“我打小就听长辈给我讲中国在各个
领域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的历史和文
化。正是因为我对中国的这些了解，我
选择了学习中文。”

一方面，阿拉伯年轻人继承了父辈
的友华基因，对中国充满朴素而友好的
情感；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
和民间交流渠道的畅通，比起老一辈阿
拉伯人从“共同命运”视角看待中国，
阿拉伯年轻人对中国的印象更加丰富多
元且与时代发展同步。阿拉伯国家的网
络渗透率在 21世纪以来得到快速提升，
很多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及游
戏等丰富的媒介认识中国和世界。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邹志
强告诉 《环球时报》 记者，尽管老一辈
阿拉伯人对华态度友好，但对中国的认
知并不充分，他们印象里的中国人口众
多、发展水平不高、产品质量一般。年
轻一代受传统思维和刻板印象的影响较
小，没有太多思想和意识形态包袱。他
们对中国的看法更为多元和积极，对中

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和
国家发达程度印象深
刻 ， 认 为 中 国 在 科
技、经济领域领先世
界，是阿拉伯国家值

得学习的对象。
努拉告诉 《环球时报》 记者，她很

小就从父辈那里知道中国为阿尔及利亚
的独立提供了支持和帮助，但最触及到
她内心的是中国为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作
出的巨大贡献，“我必须更多地了解这个
伟大的国家，也确信阿中牢固的友好关
系会为我自己的未来提供很多机遇。”

美国霸权行径引阿拉伯民
众反感

在中沙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背景下，《环球时报》旗下舆情调查中
心近期开展了“沙特阿拉伯年轻人眼中
的中阿关系”民意调查。本次调查面向
沙特阿拉伯18至35岁年轻人，采用在线
问卷调查的方法，使用阿拉伯语开展。
本次调查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4 日至 11
日，共回收有效问卷300份。

数据显示，超七成 （73%） 受访者
对中国印象好，而对美国印象好的受访
者不超过半数 （47%）。七成以上受访者
表示了解中国和沙特在基建、经贸、能
源等方面开展的合作，且有超2/3的人表
示能亲身感受到这些合作切实改善了人
民生活。

据 《环球时报》 记者观察，在相当
长的时间里，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势力
很大，一些国家的政府希望美国能为他
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帮助，还有一
些国家的民众受美式文化、教育的影响
较大。但美国动辄干涉他国内政、对阿
拉伯事务指手画脚的霸权行径，令阿拉
伯民众十分反感。“9·11”事件后，美国
指责沙特阿拉伯为恐怖分子提供支持，
目前美国还在拿所谓的人权报告、宗教
自由等打压阿拉伯国家，这些使很多阿
拉伯人对美国的印象越来越差。

该趋势在迪拜开展的民调中也有所
体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今
年 6月迪拜的一项针对 18至 24岁阿拉伯
青年的民调显示，80%的受访者认为中
国是他们国家的“盟友”，该数值达 4年
内最高；而在阿拉伯青年心目中的友好
国家中，中国排第二，美国排第七。

刘中民对 《环球时报》 记者表示，
从严格的政治法律意义上来理解，阿拉
伯国家在军事安全上对美国依赖更深。

从更宽泛的伙伴关系上来说，如今阿拉
伯青年看到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抛弃盟友
利益，而中国与阿拉伯的各领域合作基
于互相尊重、互利共赢，所以他们把中
国看作是伙伴般的“盟友”。

埃及青年拉比布告诉 《环球时报》
记者，当今世界最值得信任的就是中
国，中国守承诺、够朋友，为阿拉伯国

家和非洲国家做了
许多好事。不像美
国，口惠而实不
至，同时对阿拉伯
国家的援助附带诸
多苛刻的政治条
件。

不过，邹志强
也强调，阿拉伯国
家的精英仍深受西
方教育、意识形态
和思维模式影响，
他们对西方的认可
短期内很难改变。
当今阿拉伯青年其
实是以一种开放的
心态来看待世界各
国的发展，“谁在
哪方面强，我就学
习谁”，并不是说
中国的形象上升
了，就一定各方面
都比美国做得好。

面对面交流起到“润物细无
声”的效果

中国与阿拉伯有着友好交往的历史
基础，更有着强劲的现实支撑。法国

“中东之钥”网站报道称，近年来中国
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呈指数级增长并呈
现多种形态，中国与中东国家领导人在
过去 10年签署多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协定，为中国的大规模投资打开大门，
其中包括“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的大
型港口和铁路等基础设施。此外，中非
合作论坛与中阿合作论坛也使中国在中
东地区影响力增强。

此外，中国强调不同文明间交流互
鉴，促进民心相通，近几年中阿在青年
交流方面有诸多成果。在去年年底的首
届中阿峰会上，中阿务实合作“八大共
同行动”中就包括青年成才共同行动。
今年“中阿青年友好大使项目”于 7月
开始实施，近百名阿拉伯国家青年代表
来华交流；8月 1日，中阿文化和旅游
合作研究中心揭牌成立；中国教育部推
行的“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项目也吸
引了很多阿拉伯学生的参与。这一系列
项目都有助于中阿双方增进了解，巩固
对彼此的好感。

与政府层面的合作相比，邹志强认
为年轻人面对面的交流更直观、感性，
也更自由。中阿年轻人到对方国家旅
游、留学，能够交到当地朋友，进行深
入交心的对话，对增进两国民众了解和
加深情谊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不过，他也表示，目前中阿青年交
流规模有限，覆盖面不够广。22个阿拉
伯国家有 4亿多人口，但真正能参与这
种交流的仍是少数。环球时报舆情调查
中心通过在线问卷调查发现，在沙特阿
拉伯，超八成受访者未来过中国（大陆
地区），若条件允许，九成的人愿意到
访中国 （大陆地区）。超七成的人认为
通过旅游、语言学习、文艺演出等方式
加强两国青年交流是有必要的。刘中民
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过去中阿青
年交流活动“官方色彩”较浓，存在官
方与民间交流不平衡的问题，且语言、
宗教差异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交往。

邹志强认为，未来应加大中阿青年
在科技、教育和文化等领域交流的广度
及深度。阿拉伯青年对中国新兴科技兴
趣浓厚，中国科技、游戏企业可借助青
年群体拓展市场，这样也能助力阿拉伯
国家培养青年科学家和创新人才。▲

深度报道

今年5月，阿尔及利亚的努拉
在得知获得汉语桥比赛第二名后，
对教自己唱中文歌的中国援阿医疗
队队员杨翊表达感谢。杨翊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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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民间交流中外民间交流
系列观察系列观察

近日，迪拜一项针对阿拉伯国家青年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八成受访者
视中国为盟友，该数值为4年内最高值。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数据显示，阿
拉伯地区有着庞大的青年群体，其30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六成左右，因
此外媒对此调查结果及其展现出的阿拉伯青年对华好感不断增强的趋势格
外关注。《环球时报》“中外民间交流系列观察”栏目组的调查显示，随
着网络技术发展和民间交流渠道拓宽，比起老一辈阿拉伯人，阿拉伯
青年了解中国的媒介更丰富，有更多与中国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他
们对中国有着更加多元且与时代同步的认知。此外，当今阿拉伯青
年能够以更开放的态度看待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发展，愿意从各国
学习成功经验。有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进一步拓展
中阿年轻人在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面对面交流的广度和深
度是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