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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

中东事务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文／刘中民

长期以来，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主

要地缘区域在亚太地区，台湾问题、朝

鲜半岛问题以及近年来日趋紧张的南海

问题等是双方博弈的主要领域。至于中

国缺乏足够战略影响力的中东地区，中

美并不存在十分棘手的问题，即使是叙

利亚问题也并未伤及中美关系的大局。

当前，围绕中东事务，中美在维护能源

安全、实现地区稳定、国际反恐、核

不扩散等问题上都有利益交叉点，双方

也在这些领域进行了一定的合作，这些

合作无疑有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

设。但是，伴随中国与中东国家能源合

作与经济合作的日趋加深，中国对中东

热点问题的影响相对增强，中美在中东

事务上的合作空间在扩大，战略竞争也

在加深。进入2011年以来，面对中东政

治变革导致的地区动荡，尤其是叙利亚

危机，中美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显现。因

此，对中美关系中的中东因素进行战略

管理，应成为中美双方高度重视的战略

议题。

中国有没有“搭便车”

当前，转型阿拉伯国家的发展进

入深水区，宗教与世俗、民主与民生、

改革与稳定的矛盾不断加剧，政治与社

会转型困难重重。因此，维护中东地区

尤其是转型阿拉伯国家的稳定符合中美

双方的共同需要，两国在中东国家转型

与重建尤其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领域有

较大的合作空间。在美国中东战略相对

收缩、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美国和

部分阿拉伯国家希望中国发挥更大的作

用，这是中国面临的机遇，但机遇本身

也是挑战。中美围绕阿拉伯国家转型面

临的问题是，美国期待中国加大对转型

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援助，同时也希望

中国能够参与西方和国际组织的重建项

目。但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既无力提

供西方和地区国家期待的大规模援助，

也没有参与西方关于阿拉伯国家重建项

目的意愿。从深层次角度说，在阿拉伯

国家转型问题上，中美仍存在潜在的价

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分歧，中国倡导阿拉

伯国家自主探索和选择发展道路，而美

国的目标是推动转型阿拉伯国家走西式

民主道路。

在能源方面，美国本身对中东的

能源需求在下降，美国国内页岩气开发

前景看好，甚至有可能实现能源独立。

相反，中国对中东的能源需求在不断上

升，中东能源供应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巨

大能源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在世界经济

前景难测的背景下，维护能源安全尤其

是维护海湾产油国的政治稳定符合中美

双方的共同利益，中美在能源领域存在

巨大的合作空间。但是，中美之间在能

源领域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认知分歧也不

容忽视，当前突出表现为双方围绕“搭

便车论”的争论。美国强调中国从中

东获取的能源供应主要得益于美国提

供的地区安全和海上通道安全，要求

中国承担更多的地区责任，其实质是要

求中国在阿拉伯国家转型、叙利亚问

题、伊朗核问题等地区问题上对美国予

以配合。而中国学界和舆论界则认为并

不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并强调美国

和西方多次发动地区战争是推高能源

价格的重要因素，并使中国付出了沉

重代价。

今年发生的美国波士顿爆炸案和

中国新疆暴力恐怖事件表明，恐怖主义

仍然是中美共同面临的安全威胁。防范

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借

中东动荡强劲反弹，加强在反恐领域的

国际合作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但

是，目前反恐在中美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呈现出相反的走势。反恐在美国全球战

略中的地位呈明显下降的态势，奥巴马

本文责编  吴晓芳
jiaojiao_wu@126.com  010-65265932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sjzs201318023&LinkType=TC&Index=1&LKText=%E4%B8%AD%E4%B8%9C%E4%BA%8B%E5%8A%A1%E4%B8%8E%E4%B8%AD%E7%BE%8E%E6%96%B0%E5%9E%8B%E5%A4%A7%E5%9B%BD%E5%85%B3%E7%B3%BB%E5%BB%BA%E8%AE%BE
http://link.cnki.net/cnkidoi/Index.aspx?FileName=sjzs201318023&LinkType=AC&Index=1&LKText=%E5%88%98%E4%B8%AD%E6%B0%91


51

WORLD AFFAIRS
2013.18

政府的反恐政策较之布什政府已发生重

大变化，放弃了反恐战争和政权更迭等

手段，转而选择更加灵活、机动的反恐

手段，尤其是把无人机打击和特种部队

定点清除作为主要手段。相对而言，从

近期新疆安全形势有所恶化的情况看，

中国面临的反恐压力呈上升的态势。因

此，反恐在中美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中美反恐合作，相

反，美国甚至有可能加大利用新疆暴力

恐怖事件向中国施压的力度。

当前，由于美国的战略重点是重振

国内经济，并力图通过与亚太和欧洲分

别建立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

系协定）来重建国际秩序。在此背景

下，美国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

巴以问题等中东热点问题上的战略投入

相对下降，力求减少军事、经济成本与

道义风险，要求欧洲盟国和中东盟友

承担更多的责任，并在叙利亚问题上采

取“借力打力”的灵活手段。同时，美

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上对中国的需求相对

加大，进而为中美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的

对话与磋商提供了空间。但基于中美双

方外交传统和外交政策理念的不同，中

美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的政策取向仍存在

鲜明的差异。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美国

和西方的政策取向凸显了一贯的干涉主

义外交传统，强调通过经济制裁和军事

打击等手段施加影响，但在实践中又奉

行双重标准；而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

则，主张通过和平对话方式解决热点问

题。中美在许多热点问题上的分歧都与

此密切相关。

提升中国中东外交的道义高度

综上所述，中美双方在中东事务上

既存在一定的合作空间，同时也存在一

定矛盾分歧。但就总体态势来说，中美

在中东的竞争远小于亚太地区。在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中，双方应增进共

识和相互理解，妥善处理双方在中东事

务上的分歧，使其不至影响到中美关系

的大局。

首先，对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能

力进行准确定位，并争取美国的理解。

中国尚缺乏能够对中东事务施加足够影

响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对中东事务从过

去总体超脱到目前的建设性介入，再到

未来相对成熟的中国中东外交，将是一

个十分艰难、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应

该对中美双方对中

东事务的影响力的

巨大落差有清醒的

认识，并通过多做

解释工作降低美国

和地区国家对中国

的期待，使美国认

识到中国在中东事

务上尚不能发挥西

方和地区国家所期

待的重大作用。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加

强参与中东事务的能力建设是一项长期

任务，诸如强化公共外交能力、增强对

中东社会的塑造能力、加强外交斡旋能

力、提升智库能力和二轨道外交努力，

都是中国面临的长期课题。在很长的历

史时期内，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能力定

位仍将是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谋求

控制和主导作用，更不是挑战美国的中

东霸权。但同时又要明确中国参与中东

事务的理念和政策独立性，彰显中国中

东外交的特色。

其次，加强中国-美国-中东三边

对话机制与合作平台建设，增强中国、

美国、中东国家及地区组织的互动。中

东地区主要包括阿拉伯国家、土耳其、

伊朗和以色列四类国家，由于中东国家

之间矛盾复杂，除阿拉伯国家建立了阿

拉伯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地区性组

织外，尚没有整体性的地区合作组织，

因此也不存在建立中国-美国-中东国

家整体性对话机制的可能性，但选择重

点地区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三边对话机

制无疑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阿盟虽为

中东最大的地区组织，但受阿盟内部分

裂和效率低下等因素制约，围绕阿盟建

立三边机制的条件尚不具备。由于海

合会国家相对较为团结，地区合作机制

相对成熟，目前最具可行性的是中国-

美国-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对话机制和平

台建设，三方可围绕能源、气候变化等

全球性问题进行对话。另外中美与土耳

其、以色列建立三边对话机制也具有一

定的可行性。在三

边对话机制和平台

建设中，应遵循循

序渐进原则，首先

从经贸、能源、气

候等全球性问题入

手，待条件成熟后

方可讨论地区安全

等棘手问题。

最后，围绕中

东问题，塑造有利于中美关系的舆论环

境。在中东与中美关系的问题上，无论

是外交界、学界和舆论界，多存在零和

博弈的功利化思维，其突出表现是多从

中东动荡和恐怖主义对美国的战略牵制

作用，看待中东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

舆论界也多把中国中东外交决策与中美

博弈相联系，乃至片面地从对抗美国的

角度理解和诠释中国对联合国叙利亚决

议的否决票。在中国外交不断强调人类

共同利益和全球治理的背景下，简单从

零和博弈角度看待中东问题在中美关系

中的作用，无疑是一种简单、狭隘和片

面的功利化思维，既无助于中国负责任

大国国际形象的塑造，也无助于中美围

绕中东事务建立互信。因此，无论是在

理论研究、外交实践和舆论宣传方面，

作为一个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履行国际

责任的大国，中国的确需要在中东事务

上有更加高远的战略立意和更加开放的

战略胸怀，不断提升中国中东外交的

道义高度，进而使中国外交更具普世

价值。

 中国尚缺乏能够对中
东事务施加足够影响的
实力，对中东事务从过去
总体超脱到目前的建设性
介入，再到未来相对成熟
的中东外交，将是一个艰
难、漫长的历史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