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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特色的

大国外交构成了习近平主席讲话的核心，他从制

度属性、外交传统、外交理念、外交政策等方面

强调对外工作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六个坚

持”，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国际关

系民主化，坚持合作共赢，坚持正确义利观，坚

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

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是一个全方位、

多领域的系统工程，只有把“六个坚持”贯彻到

周边外交、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

交等具体领域，才能实现打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的目标。中东地区是当今世界最复杂、最动荡的

地区，也是近年来中国外交面临机遇和挑战最多

的地区之一。因此，在中东外交中推进中国特色

的大国外交，必须紧密结合中东地区的实际，落

实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关于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的讲话精神，形成既具有鲜明中国特

色，又符合中东实际情况的外交理念、外交政策

和外交机制。

如何落实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在笔者看来，以下几个方面应成为在中东地

区推进大国外交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特色。

第一，坚决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进国际

关系民主化、法制化。中东地区是殖民主义历史

遗产最为深重的地区，是美国等西方大国频繁推

行新干涉主义和民主输出的重点区域，是领土边

界、民族、宗教矛盾异常复杂的地区，是探索发

展道路的转型进程异常艰难的地区，而当前又是

中东地区国家内部矛盾、国家间矛盾、大国博弈

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因此，中国必须高举维护

国际公平正义的旗帜，把中东地区作为推进国际

关系民主化、法制化的重要舞台，占领国际道义

制高点；要敢于表达在中东问题上的道义立场，

在做地区国家工作时要强调殖民主义、帝国主义

和霸权主义是中东问题形成的根源，有关国家应

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参与中东事务的过程中，

要倡导“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

价值理念，进而赢得中东地区的民意基础。因

此，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大业和巴以和平进程应成

为中国中东政策的道义制高点，这是中国赢得阿

拉伯世界信任的战略基础所在。

第二，创造性运用不干涉内政原则，积极

劝谈促和，推动中东问题的政治解决，敢于提出

“中国方案”，提供“中国平台”。不干涉内政

原则依然是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基石，是中国赢

得中东国家信任，保持中国外交主动性的根本保

障。但中国要加大对政治解决中东热点问题的参

与力度，发挥劝谈、促和的建设性作用，维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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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在中东地区推进大国外交？

中国缺乏从全球战略格局、国际体系转型、全球治理以及中国国际责任的高度对中东进
行认知，也就是说很少从大国外交的高度来认识中东，因此，如何对中东进行准确的战
略定位已成为对中东外交进行顶层设计必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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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中

国既要敢于向当事方提出符合国际道义的更为可

行的具体解决方案；又要继续遵循决不强加于人

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处理好不干涉内政与建设性

介入的关系。当前，政治解决中东问题日益成为

包括地区国家和多数西方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

共识，中国应以此为契机加大政策宣示力度，同

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敢于就某些热点问题的解

决提出“中国方案”，提供“中国平台”。从这

种意义上说，中东地区构成了中国创造性运用不

干涉内政原则的重要实验田。

第三，积极倡导综合治理，为解决中东新老

热点问题、推动阿拉伯国家解决发展转型问题提

供标本兼治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在中东热点

问题上，既要重视新生的热点问题，又不能忽视

巴以争端等原有的地区热点问题，尤其要关注新

老热点问题的联动效应，倡导综合治理的理念；

在坚持通过对话和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过程中，

既要尊重历史，又要兼顾现实，力求使争端得到

公平合理解决；在倡导多边主义方面，既要重视

联合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又要重视阿

盟和非盟等地区性组织的意见；在处理与西方的

关系中，既要坚决反对新干涉主义，又要与它们

保持沟通和协调，以凝聚共识，为和平解决争端

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推动经济援助方面，既

要着眼当前的人道主义援助，又要立足长远，开

展经济合作，同时更要支持地区国家探索符合自

身特点的发展道路，为实现长治久安创造条件。

第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弘扬“和平

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

之路精神。在政治领域，中国应以建设性姿态参

与地区事务，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推动通过对

话找到各方关切的最大公约数，为妥善解决地区

热点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经济领域，要以

能源合作为主轴，构建中阿能源战略合作关系；

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加

强双方在重大发展项目、标志性民生项目等领域

的合作，为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建立相关制度性

安排；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

为突破口，努力提升中阿务实合作层次。在人文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宫小生（前排右二）参观中国援建的巴勒斯坦外交部新大楼。  图/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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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倡导文明宽容，推进文明对话和人文交

流，加强中国与中东国家在文化、艺术、旅游、

青年、教育、新闻、智库等多领域的民间交往，

夯实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民意基础。

加强中东外交顶层设计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 应从周边外交的范畴认识中东的区

域重要性。如何通过解放思想，增强对中东地区

战略重要性的认识，是关系中国中东外交顶层设

计的重大问题。近年来，中东地区已从我国周边

战略延伸地区调整为大周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反映了中国对中东地区战略定位的不断提升。但

是，落实到具体认识上，中国仍习惯于从政治上

的战略依托、安全上防范“三股势力”的屏障、

经济上的能源保障和经贸利益来认识中东的战略

地位，或者从中东对美国的战略牵制作用来认识

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缺乏从全球战略格局、国际

体系转型、全球治理以及中国国际责任的高度对

中东进行认知，也就是说很少从大国外交的高度

来认识中东，因此，如何对中东进行准确的战略

定位已成为对中东外交进行顶层设计必须解决的

问题。在笔者看来，从中东地区与中国周边中

亚、南亚和东南亚伊斯兰国家地区密切相连的安

全态势，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一体化的现实

需要来看，中东地区事实上已成为我国的周边地

区，或者可以称“间接的周边地区”。我国境内

极端分子从西南地区出境转到东南亚，再赴中东

参加极端组织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东成

为中国周边地区的具体体现。

其次，摆脱“总体超脱”的思维惯性，加

大对中东的战略投入，履行中国在中东的大国

责任。中国的中东外交在总体上经历了20世纪

50~70年代支持中东国家反帝反殖斗争、80~90

年代的总体超脱。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中东

的经贸尤其是能源合作不断加强，中国在中东的

海外利益不断拓展，对中东事务的建设性介入有

所增强，如2002年以来中东特使的设立，但在政

治和安全问题上，中国始终与中东地区的各种争

端和冲突保持着适度的距离，中国中东外交在很

大程度上服从对美外交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

都是“总体超脱”的习惯思维的具体体现。而更

为流行的看法是，中东是危险和麻烦丛生之地，

是埋葬帝国霸权的坟墓，中国应谨慎介入。但

是，“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形势的剧变，尤其是

利比亚撤侨、叙利亚危机否决权的行使、处理与

转型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对伊核谈判的参与、防

范伊斯兰极端势力内外勾连的迫切性增强，都使

中国已经很难在中东置身事外。中国国力上升、

外交战略主动性增强等自身变化，以及国际社会

对中国国际责任的期待不断上升等因素，都要求

中国成为对中东安全与发展负责任的大国，同时

更好地确保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等重大国家

利益。从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看，中国在中东的

经济、政治、安全、军事影响力呈依次递减的态

势。因此，中国应加大资源投入，探索适当的合

作形式，开拓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安全和军事交

流与合作，增强中国对中东事务的影响力和话

语权。

最后，中国应加强中东外交的体制和机制创

新，敢于就政治解决中东问题提出“中国方

案”，提供“中国机制”和“中国平台”。例

如，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的工作已不再局限于巴以

争端，已扩大到叙利亚、伊拉克、伊朗核问题

等，虽已初步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特使工作机

制，但仍存在人力和资源有限等问题，有待进一

步完善工作机制，提高特使层级，并增加相应的

资源配置。又如，在巴以问题上，中国长期处于

联合国、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的四方机制之外，

加之目前四方机制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国

可考虑建立某种形式的新机制，增强中国在中

东和平进程上的发言权。比如，在当前俄罗斯

与西方矛盾激化、阿拉伯大国埃及外交独立性增

强、以色列与美国关系出现裂痕的情况下，中国

在联合国框架内联合俄罗斯、埃及等国家，建立

某种形式的巴以和平对话机制，就具有一定的现

实可行性。 S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