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大步前进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当前所推进的

“一带一路”战略，虽面临着传统守成大国的排斥与质疑，但也收获了诸多东亚

邻国和伊斯兰—阿拉伯国家的回响与热议，这为同属非西方世界的东亚地区和

西亚非洲地区间的全方位自主合作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即“一带一路”东西

两端执手相望，拉开了亚非国家点面交融合作之“命运共同体”的大幕。不可回

避的是，中东地区内部的政治变迁、安全局势、经济状况等因素始终是影响“一

带一路”向西推进的“双刃剑”。总体来看，“一带一路”途中的“拦路虎”，既有

“阿拉伯之春”以来涌现的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挑战，也有伊核、哈马斯等老

问题。新问题层出不穷，老问题推陈出新，这便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中东

地区正在且将长期经历的生态环境。
基于试图对近期“一带一路”软硬环境的准确评估，本期以“一总三分”的

结构来对其进行全局总括和多层分述。专稿《观察中东局势应避免严重误判》，

以中国资深外交官的宏大视野，提纲挈领地指明观察中东局势所应持基本立场

的首要性，即在埃及政治转型、叙伊局势和“伊斯兰国”急速扩张等标志性事件

的认知上保持是非分明，其核心要义便是坚守中国立场、警惕西方话语，这样才

能最大限度厘清本源以利国利民。
第一组稿件关注“地区热点”。《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部署的“珍珠链战

略”》和《伊朗核问题与奥巴马政府的接触政策》两文，囊括了当前美国海湾地

区战略的军事与民事的两个层面，即以军事立足海湾小国以图稳固西亚，以军

事威慑和外交接触的“两手抓”以图软化伊朗。客观而言，这对中国可谓利弊

兼具。
第二组稿件聚焦“‘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一带一路”框架下阿拉伯国

家的粮食危机》、《“一带一路”与中国对海合会的农产品与食品出口》、《“一带

一路”背景下沙特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研究》三文，全面阐释了当前中阿经济合作

的动力及互补领域，尤其是粮油战略产品互易互惠关乎双方的政治稳定，以及

以此为基础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前景。
第三组稿件剖析“巴勒斯坦问题”。《〈哈马斯宪章〉理论渊源探析》和《高

等教育与巴勒斯坦民族国家之构建》两文，将视线移回中东问题的核心———巴

勒斯坦问题。以哈马斯激进宗教思想和世俗高等教育为分野的两种思潮的激

烈碰撞，是当前阿拉伯共和制国家普遍面临之问题在巴勒斯坦的投影，关乎巴

勒斯坦的统一与独立。巴勒斯坦问题对中东诸问题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

效应，对“一带一路”亦如此。因此，如何以新的方式正视诸如哈马斯、塔利班之

类转型中激进组织的存在，正呼唤着更加高度的外交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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