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推动中东地区和解的历史基础与力量源泉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建设性作用日

益增强。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都与长期饱受战乱对抗、民族冲突、宗

教争端、文明隔阂困扰的中东人民的需求高度契合。①近

年来，中国积极顺应中东地区国家寻求缓和与发展的内

生需求，进而在推动和深化中东地区和解、政治解决中

东热点问题、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建

设性作用。

从 2023 年 3 月中国、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北京发

表三方联合声明，沙特与伊朗实现和解，到 2024 年 7

月巴勒斯坦 14 个派别共同签署《北京宣言》，实现历史

性和解，中国在中东事务中发挥的重要建设性作用引起

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赢得了地区国家特别是热点问

题当事方的高度认可和肯定。中国能够促成沙特与伊朗

复交、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在中东地区的建设性作用日

益增强，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既是中国坚持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长期与中东国家保持传统友好关系的结果，

也是新时代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东

地区实践的成果。

厚植传统友好：中国推动中东地区和解的深厚历史

根基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从 1956 年 中 国 与 埃 及 建 交 到

1992 年中国与以色列建交，中国与所有中东国家建立了

外交关系。长期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与

包括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在内的所有中

东国家均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并与包括沙特、伊朗在

内的多个中东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而与中

东各方力量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合作，建立了较通畅的沟

通协调通道。

中国与中东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始于中国对中东民

族解放运动的坚定支持，“20 世纪 50—60 年代的中国

中东外交主要是对该地区反对殖民主义运动的支持”②。

1955 年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民族独

立运动，进而迎来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建交的第一次高潮。

1971 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既得益于阿拉伯国家

的支持，同时也推动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中东国家迎来了一波建交高潮，到

刘中民

【摘要】近年来，中国在推动和深化中东地区和解、政治解决中东热点问题、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中国能够促成沙特与伊朗复交、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在中东地区的建设性作

用日益增强，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既是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长期与中东国家保持传统友好关

系的结果，也是新时代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东地区实践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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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中国同沙特建交，中国实现与所有阿拉伯国家建

交。冷战结束后，中国逐渐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并于

1992 年正式建交，标志着中国实现了与中东国家的全面

建交。21 世纪初，中国与中东国家政治互信与合作全面

加强，中阿合作论坛（2004 年成立）等地区合作机制相

继建立并日趋成熟，经贸合作关系发展迅速，能源合作

领域相互依存加深，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深入发展。

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为新时代中国中

东外交的深化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从 1955

年前中东地区没有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到 1992 年

全面实现与中东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从改革开放前以“政

治外交”为主转向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领域的全

方位外交，从改革开放前中国与中东零星松散的经贸关

系到当前中国与中东日趋紧密的高度相互依存，从在中

东热点问题上中国保持相对超然到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发

挥劝和、促谈、维和的重要作用，无不展示了中国中东

外交的深刻变化与巨大转型。③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建设性作用不

断增强。在政治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

等国家保持友好合作，与多个中东国家建立不同形式的

战略伙伴关系。在经济上，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中东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

新能源、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多领域进行务实合作。

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国尊重中东国家的道路和制度选

择，尊重中东的文明多样性，促进民心相通。在安全领域，

中国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以

发展促安全，积极在维和、反恐、反海盗等领域维护中

东安全。在热点问题上，中国坚持公平正义，积极探索

全球热点问题解决之道，推动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④

总之，中国与中东国家长期友好的历史为中国在

中东地区进行外交斡旋奠定了基础，也是中国在促进中

东地区和解过程中赢得相关国家和当事方信任的基础所

在。这也恰如国外一学者的分析评价所言，与西方大国

不同，中国在中东并没有宗教、政治、历史或殖民的包

袱，它是打破地区冲突僵局、扮演“公正调解者（honest 

broker）”角色的理想选择。⑤

无论是中国斡旋沙特与伊朗复交，还是中国协调巴

勒斯坦各派实现和解，都和中国与沙特、伊朗以及巴勒

斯坦长期保持的友好关系密不可分。在沙特与伊朗关系

问题上，尽管它们长期对抗，但中国始终与双方都保持

着长期友好和不偏不倚的关系，在 2016 年双方断交后

也没有“选边站队”，而是不断推动双方缓解矛盾。在巴

勒斯坦问题上，中国一直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的坚

定支持者、中东和平进程的积极推动者。这无疑是中国

能够赢得巴勒斯坦各派高度信任的根基所在。

斡旋沙伊复交：以全球安全倡议破解中东安全困境

的成功案例

由于深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

治和内部矛盾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地区的政治体系具有

典型的依附性、冲突性特征。依附性主要是指中东地区

事务长期受到外部强权尤其是西方大国的控制 ；冲突性

突出表现为域外大国争霸中东和地区大国矛盾对抗引发

地区冲突连绵不断。总之，中东地区的安全威胁复杂多样、

盘根错节，具有历史根源与现实矛盾相互交织、内生矛

盾与外部干预交互作用的特点，进而使中东地区传统安

全治理异常困难。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陷入安全困境的重要根源在于

西方主导的治理方式，尤其是个别西方国家把军事干预、

政权更迭、“民主改造”、盟友体系、经济制裁作为中东

安全治理的主要方式，不仅不能解决中东问题，反而进

一步加剧了中东的安全困境。而中国提出并积极在中东

加以倡导和实践的新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对于破解

中东地区安全困境，重塑中东地区安全环境发挥了建设

性作用。

进 入 新 时 代 以 来， 习 近 平 主 席 先 后 于 2014 年 和

2022 年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赢得国

际社会普遍响应和广泛认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安全观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内容，并在中国中东

外交中得到了具体体现。2016 年 1 月，中国政府发布《中

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倡导在中东实践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支持阿拉伯和地区国家建设包容、

共享的地区集体合作安全机制，实现中东长治久安与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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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发展”。⑥ 2018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

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 ：“中东的多样

性应该成为地区活力之源。要尊重每个国家的国情差异

和自主选择，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域外力量应该

多做劝和促谈的事，为中东和平发展提供正能量。要摒

弃独享安全、绝对安全的想法，不搞你输我赢、唯我独尊，

打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架构。”⑦ 2023 年，

中国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把“落实实现中东

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作为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

方向”之一，倡导相互尊重，坚持公平正义，实现核不

扩散，共建集体安全，加快发展合作，共同推动构建中

东安全新架构。⑧

长期断交的两个中东大国——沙特和伊朗在中国斡

旋下握手言和，成为中国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生动

案例。沙特与伊朗的长期矛盾对抗是中东地区安全困境

的集中体现之一，而中国通过倡导新安全观，在中东落

实全球安全倡议，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推动沙特和伊

朗成功实现和解。自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以

沙特和伊朗两大地区强国为核心形成的阵营化对抗构成

了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格局的重要特点。⑨ 2011 年中

东剧变以来，冲突对抗、零和博弈构成了中东地区国际

关系特别是地区大国关系的核心特征，其内容包括民族

矛盾、宗教矛盾和地缘政治矛盾等。2021 年以来，中东

地区大国关系在经历长期对抗后，沙特、伊朗、土耳其、

埃及等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出现积极缓和的迹象。中国

正是在深入认识中东地区安全困境，深入了解地区国家

缓和关系诉求的基础上，抓住沙特与伊朗关系这一影响

中东地区安全的主要矛盾，通过高层互访、首届中国—

阿拉伯国家峰会等契机，积极做沙特、伊朗方面的工作，

进而赢得了沙特和伊朗的信任。2022 年 12 月，习近平

主席在利雅得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

2023 年 2 月，时任伊朗总统莱希访问中国。在中国与沙

特、伊朗的互动中，沙特、伊朗都表示赞赏中方为实现

中东安全与稳定所作的努力及有关倡议。实践表明，正

是 2022 年底到 2023 年初中国与沙特、伊朗的频繁互动，

最终促使双方于 2023 年 3 月在北京实现了和解。

坚持公平正义：中国促成巴勒斯坦内部和解的道义

基石

应 中 方 邀 请， 巴 勒 斯 坦 14 个 派 别 高 级 别 代 表 于

2024 年 7 月 21 日至 23 日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23 日，

巴勒斯坦各派签署了《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

团结的北京宣言》（简称《北京宣言》）。联合国秘书长发

言人迪雅里克说，秘书长古特雷斯“非常欢迎”巴勒斯

坦各派签署《北京宣言》，认为这是“促进巴勒斯坦民族

团结的重要一步”。⑩

从更广泛的角度和更深层次意义上说，中国能够促

成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实现和解，其关键在于中国在国际

热点问题和中东热点问题上坚持公正立场。《全球安全倡

议概念文件》提出了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的基本主张，具体内容包括 ：鼓励当事国坚持通过坦诚

对话沟通，化解分歧，寻求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支持

国际社会在不干涉内政前提下，以劝和促谈为主要方式，

以公平务实为主要态度，以标本兼治为主要思路，建设

性参与热点问题政治解决。⑪具体来说，中国之所以能够

在巴以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推动长期存在严重分歧

和矛盾冲突的巴勒斯坦内部实现和解，其根本原因在于

中国长期坚持公平正义，坚持不懈地支持巴勒斯坦的正

义事业，始终坚持以“两国方案”为基础政治解决巴勒

斯坦问题。对此，哈马斯政治局成员胡萨姆·巴德兰在

《北京宣言》签署后的声明中强调，中国“享有崇高的国

际声望，并且坚定支持巴勒斯坦的事业”⑫。

中国是最早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国的

国家之一。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就从反帝反殖和

加强亚非团结出发，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维

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恢复民族权利的斗争。自 1964

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后，中国在大力支持中东地区

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时，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予以大力支

持。多年以后，巴勒斯坦驻中国大使迪亚布·鲁赫评价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第一个全面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

非阿拉伯国家，承认它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给予它在北京的办事处相当于外国使馆的外交礼遇。”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奉行独立自主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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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外交政策，但仍把巴勒斯坦问题视为中东的核心问题，

并根据形势变化转向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巴勒斯坦

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更趋

公正、务实，强调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应当恢

复，阿拉伯失地应予以归还，但以色列的安全与主权也

应得到尊重和保护 ；对于马德里和会、《奥斯陆协议》以

及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中国都予以积极支持。21 世纪

初，中国更加积极地推动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国

的立场和原则主要包括 ：坚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巴以

和平共处；坚持谈判为唯一解决道路；坚持“土地换和平”

原则 ；国际社会要为推进和平进程提供重要保障。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始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

东和平的根源性问题，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

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支持建立以 1967 年边界为基础、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

国 ；中国主张在“两国方案”基础上推动巴以和谈，推

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公正持久解决，并通过双边、

多边机制积极倡导和推动，同时还多次为巴勒斯坦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提供经济援助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此

外，中国还利用各种方式声援巴勒斯坦的正义事业。例如，

中国长期支持联合国“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

大会，习近平主席连续十余年向“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

际日”纪念大会致贺电。

自 2023 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国一直在为

缓解和结束加沙冲突，避免加沙出现严重人道主义灾难

而不懈努力，并通过双边和多边方式为缓解冲突、停止

暴力进行积极的外交斡旋。在联合国框架内，中国不断

为实现加沙停火、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作不懈努力。2023

年 11 月，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11 月 15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巴以问题的第 2712 号决议，

这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安理会首次通过有关决议，

也是 2016 年底以来安理会就巴以问题通过的第一项决

议。决议聚焦加沙最为迫切的人道救援问题，彰显了中

国在联合国框架内为缓解巴以冲突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对于巴勒斯坦的内部矛盾，中国也一直积极劝说各

派别从民族利益出发实现团结，并在进入新时代以来加

大了协调和斡旋力度。2023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同巴勒

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时强调 ：“中方愿为巴方实现内

部和解、推动和谈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

上长期秉持公平正义，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坚

持巴勒斯坦问题不能边缘化，长期坚持以“两国方案”

为基础实现巴勒斯坦建国，进而赢得了巴勒斯坦各派别

的信任。此次《北京宣言》在结束分裂、加强团结以及

未来巴勒斯坦政治进程等问题上达成的共识，无疑对于

加沙战事后的巴勒斯坦重建和重启巴以和谈具有奠基性

作用。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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