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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

东研究所教授）：2024年，中

东局势跌宕起伏，热点频出，沿

着“变”和“乱”两条主线演

绎。延宕整年的新一轮巴以冲突

不断外溢升级，多条战线战事轮

番激化。但与此同时，在中国斡

旋下，沙特与伊朗在2023年4月

实现的历史性和解及其带来的地

区“和解潮”并未被阻断，以沙

特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稳步

推进“2030愿景”等长期发展规

划，成为中东变革先锋和稳定之

锚。在变乱交织的地区环境中，

中东已来到战争与和平、动荡与

发展的十字路口。

地区地缘政治格局酝酿深刻变化

本轮巴以冲突具有四大特

征。第一，这是巴以之间持续时

间最长、伤亡最重、波及最广、

人道危机最严峻的一次冲突。截

至2024年11月，本轮冲突已致加

沙超4.4万巴勒斯坦人死亡，10

余万人受伤，200多万人流离失

所，约80%的人口依赖人道援助

生存。以色列虽在战场上占据优

势，但遭到国际社会空前孤立，

国际形象严重受损，战事亦使其

经济遭重创。本轮冲突在一定程

度上唤醒国际社会良知，包括西

方国家在内，越来越多的国家宣

布承认巴勒斯坦国，支持“两国

方案”，这将有利于巴以问题的

最终解决。

第二，以色列与被认为由伊

朗主导的“抵抗轴心”之间的冲

突成为地区主要矛盾。本轮冲突

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

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

等“抵抗轴心”成员为策应哈马

斯，分别对以色列及其相关目标

发动袭击。西方国家普遍认为，

“抵抗轴心”是伊朗在中东拓展

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工具，伊朗通

过该工具可实施“前沿防御”战

略，将本国反美、反以防线推至

国境之外，以确保自身安全。然

而，随着本轮冲突的不断外溢，

伊朗境内外目标屡遭袭击。2024

年7月，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甚至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被袭身亡；4

月起，伊朗与以色列还发生多轮

直接军事互攻。伊朗以其“代理

人”构筑的“防火墙”被越顶，

“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底线

也被突破。“抵抗轴心”成员损

失惨重，但作为一种基于伊斯兰

主义意识形态的抵抗运动，它们

将长期存在。本轮冲突也表明，

伊朗及“抵抗轴心”已取代阿拉

伯国家成为巴勒斯坦事业的主要

支持者。阿以冲突在演变为巴以

冲突后，又进一步演变为以色列

与伊朗及“抵抗轴心”之间的冲

突，这反映出中东地缘政治格局

正发生深刻变化。

第三，超限战形式多样化。

例如，2024年9月以色列针对真

主党成员制造“寻呼机爆炸事

件”，通讯工具武器化给国际安

全带来新威胁；也门胡塞武装自

本轮冲突伊始便频繁袭击红海水

域“与以色列相关”过往商船，

导致国际运输、供应链安全面临

严峻挑战。

第四，国际斡旋作用锐减。

以往巴以冲突均能在较短时间内

经地区国家斡旋平息，尽管埃

及、卡塔尔和美国等各方已在本

轮冲突中主持多轮停火谈判，但

成果寥寥。美国一面斡旋停火，

一面向以方提供政治支持和军事

援助，是导致停火谈判难以成功

的重要原因。

2024年11月27日，就在以

色列与真主党历经激烈战斗终于

实现停火之际，叙利亚反政府武

装和极端组织再掀战火，此后叙

局势激烈动荡，叙反政府武装仅

用12天时间便攻占了首都大马

士革，推翻了阿萨德政权。黎以

停火与叙变局的先后发生并非巧

合，它是乌克兰危机与本轮巴以

冲突延宕经年、以色列与伊朗及

“抵抗轴心”矛盾激化的投射，

也是地区内外势力此消彼长的后

果之一。叙利亚恐再次沦为“代

理人战争”角力场，这也再次表

明中东安全局势极具脆弱性、复

杂性和联动性。

中东：安全局势激荡，和平发展诉求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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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与发展势头未失

2 0 2 4年，中东“和解潮”

不断向纵深发展。沙伊和解势头

不断巩固，双方互动频繁，已开

启包括军事在内的多领域交流。

埃及与土耳其、伊朗的关系也显

著改善。“和解潮”的驱动力是

中东国家革新求变的战略决心，

以沙特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历史

上第一次将发展而非安全置于优

先地位，主动寻求外交休兵，聚

焦经济多元化发展，以期实现国

家全面转型。海湾阿拉伯国家主

权财富基金大举投资基建、新能

源、旅游业、先进制造业和高科

技等非石油领域，积极“向东

看”，加强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

经贸投资合作。本轮冲突的战火

无法遮蔽中东燃起的希望之光，

对发展的渴望正对地区安全产生

重要促进作用。

中国正是这股发展势头的

有力推动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

国与阿拉伯国家的集体合作机制

迈向更高水平。2024年，中阿合

作论坛迎来成立20周年。5月，

在北京举行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十

届部长级会议上，中方提出未来

中阿“五大合作格局”，推动中

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

引发阿拉伯国家热烈反响。二是

中国与中东国家在共建“一带一

路”、促进双向贸易投资等方面

的务实合作发展势头强劲。2023

年，中国与中东国家贸易额达

4774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稳居

中东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除

传统能源合作外，中国与中东国

家在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农业等领域的合作方兴未艾。

2022年12月首届中阿峰会举行

后，中阿双向投资呈井喷式增

长，迄今海湾阿拉伯国家主权财

富基金已投资中企逾百亿美元。

同时，出海中东也成为越来越多

中企的战略选择。三是中国中东

斡旋外交持续推进，取得新突

破。本轮冲突爆发后，中方为停

火止战奔走呼号，在联合国、金

砖国家等国际场合团结以全球南

方为中坚的正义力量，推动巴勒

斯坦问题回到“两国方案”的正

确轨道。2024年7月，中国还促成

巴勒斯坦14个派别签署结束分裂

加强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

为落实“两国方案”奠定基础。

未来一年，中东局势恐仍将

继续激荡，曾力挺以色列、对伊

朗“极限施压”的特朗普再次入

主白宫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的最大

外部变量。长期以来，美国在中

东挑动阵营对抗，使中东乱局难

以平息，中国则为中东发展与转

型创造了和平稳定的环境。中美

两国中东政策的强烈反差，再次

说明美国是中东冲突的肇事方，

中国是中东和平的推动者。

2024年10月15日，以色列军车行驶

在已沦为废墟的加沙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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