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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经

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深化改革开放特别是向西开放的国家战略，也是亚欧

国家特别是中东国家的重大历史发展机遇。中国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而中

东国家经济却在动荡与战乱中艰难前行。从全球经济来看，中国经济和中东国家经

济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这种差异恰恰反映出经济合作中的互补性，双方应该

把握历史机遇、利用互补优势、实现双赢的合作。明确中东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

中国对中东战略应该把握好拓展国际政治空间、加强国家安全、扩大经贸合作、注

重提升软实力等四个发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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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

路”）①不仅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深化改革开放特别是向西

                                                        
① 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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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国家战略，对于亚欧相关国家特别是中东国家则是重要的历史发展机遇

期。“丝绸之路经济带”从中国经中亚至西亚并通往欧洲，“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从中国经东南亚延伸至印度洋、阿拉伯海和海湾地区。共建“一带一路”

是以“南南合作”为基础、推动“南北合作”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普惠发展

战略，是中国“构建和谐世界”外交思想的具体实施内容，具有开放性和包容

性。“一带一路”将中亚、南亚、东南亚和西亚等地区连接起来，有利于不同地

区之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有利于亚欧大陆合理配置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

力资源、调整产业链、稳定产品市场，有利于各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新的

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推动经济实现转型升级，使

泛亚和亚欧区域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覆盖中国中西部和沿海地区，

助推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包括“西部开发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对外开放战

略，有利于中国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根据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

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的“五通”战略构想①，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为中

国西部大开发提供强大的动力，根本性地改善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所面临的基础薄弱问题，形成中国向西开放的崭新趋势，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

造更多的机遇，还将进一步开辟新的广阔市场。 

丝绸之路古已有之。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遣张骞等人两次出使西域（公

元前 138～126 年，公元前 119～115 年），②开辟了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

古丝绸之路是联结亚洲、非洲和欧洲三大洲的陆路商道。今天的“丝绸之路经

济带”并不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复，“路”仅是商道，而“经济带”是沿途

各国互利互惠、经济依存度很高、彼此难以分离的经济发展走廊。“丝绸之路经

济带总人口近 30 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潜

力巨大。”③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两端连接着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地区——欧洲联盟

与环太平洋经济带，其间还包括具有十分特殊地缘政治地位的中东（西亚北非

                                                                                                                                         
时提出的倡议。参见 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40423/092115343.shtml 和 http://news.xinhuanet. 

com/world/2013-10/03/c_125482056.htm.  

① 参见 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http://www.gov. 

cn/ldhd/2013-09/08/content_2483565.htm.  

② 参见“中国历史大事纪年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历史大事纪年》，徐州师范学院历史系 1979 年版，

第 70 至 71 页；另见《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85 页。 

③ 参见 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http://www.gov. 

cn/ldhd/2013-09/08/content_24835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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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丝绸之路西端的中东地区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结合部，是东半球中心地带，

通五海（黑海、阿拉伯海、里海、红海和地中海），达两洋（大西洋和印度洋）。

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中东成为世界陆海空交通枢纽，东西方经济交往和

文化交流的桥梁。中东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包孕了世界古

代文明发源地中的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它也是世界主要宗教伊斯兰教、基

督教和犹太教的发祥地，还曾经孕育了三个盛极一时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

（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目前中东 20 多个国家人口近 4 亿①，

面积 1500 多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最主要的石油产区，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广

阔前景。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认为，“中国是重要的出口国。将小康变为现实，可能

最终会变成中国重要的出口产品，是中国献给世界的礼物。让中国成为向世界

展示发展道路的国家。”②潘基文的评价应该算是代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迅速崛

起的普遍认同与肯定。共建“一带一路”是世界赋予中国和亚欧国家的历史机

遇和挑战，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共建“一带一路”

如果获得成功，不仅将创造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典范，还将使全球近一半人

口共享经济发展福泽，无疑将改变世界的面貌。 

 

二、令人瞩目的中国经济 
 

1、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 

新中国建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尽管先是遭受帝国主义的封锁、后又遭受

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是国民经济仍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特

别是 20 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势头。目前仍处在经济稳定向好发展阶段，并将继续保

持一个较长的时期。（参见下表） 

                                                        
① 关于中东人口的统计数字因统计方法、来源不同，有多种版本。本文主要参考了“Popula- tion Trends 

and Challeng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http://www.prb.org/Publications/Reports/2001/ 

PopulationTrendsandChallengesintheMiddleEastandNorthAfrica.aspx 和“List of Middle East countries by 

population”，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Middle_East_countries _by_population.  

②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问中国时在南京大学的讲话》，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11 月 2 日，

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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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 年 2 月 24

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 

 

无论是面对 20 世纪末以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本世纪初的拉美金融危机，还

是近年由美国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中国经济都有举世公认的出色表现并已经

充分地证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力量，中国经济的发展

变化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

长的“发动机”。 

2、国民经济结构变化 

20 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还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

的一半以上，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更谈不上什么独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体

系，许多工业品甚至一般的生活用品都要进口，人们可能还记得火柴、钉子、

煤油等都曾被称为“洋火”、“洋钉”和“洋油”等，这对于一个有着世界五分

之一人口的大国来讲简直不可思议。但它恰恰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业的发展水平。

所幸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和发展，中国成功地建立起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不仅

有矿山设备、冶金设备、发电设备、炼油设备、高精机床、汽车、轮船、飞机

等各种传统工业，而且建起了石油化工、电子、原子能、航天等新兴工业。到

九十年代末，中国的钢、煤炭、服装、水泥、电视机、数字程控交换机以及谷

物、棉花、水果、肉类等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用占世界 10%的耕地，解

决了占世界 22%人口的温饱问题。国内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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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分别为 50.5%、20.9%和 28.6%，

农业占主导地位。1970 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分别为 35.2%、40.5%和

24.3%。即从七十年代起工业产值开始超过农业，并逐渐成为主导产业，近几

年工业产值始终超过 50%以上，2003 年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

52.9%，而农业和服务业分别为 14.7%和 32.3%。经过最近几年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的调整，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占 10%，工业占 43.9%，服务业占

46.1%。①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已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中期，仍处在继

续推进“第一次现代化”的发展期，同时“第二次现代化”②的许多因素也已扎

根中国，目前已形成工业化和信息化并进、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并存

的基本态势。 

3、步入世界先进行列的高新技术产业 

中国不仅建立起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为了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动高

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还采取一系列鼓励政策，推动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形成

了一批以微电子、光电子、通信、计算机及软件、生物医药、先进制造技术、

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空间技术是当代高新技术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现代化水平以及综合国

力的重要标志。自 1970 年４月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来，中国先后发

射了 100 多颗人造卫星。载人航天工程是当代世界高新科技中最具挑战性的领

域。2010 年 11 月，中国的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成功实现对接。2013 年 12 月，

中国成功将嫦娥三号探测器送入轨道，“玉兔号”月球车顺利着陆月球。目前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也开始提供服务，标志着中国在航天技术领域已步入世界先进

行列。目前，中国已经研制了返回式遥感卫星、通信广播卫星、气象卫星、科

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地球资源卫星和导航定位卫星等 6 个卫星系列，形成

了小批量生产能力，构筑了水平较高、功能配套的航天器设计、研制、生产、

试验和技术开发体系，具备了各类航天器的研制能力。 

                                                        
① 以上数据主要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

共和国 200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等文献，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2/t20140224_514970.html 和 http: 

//www.xinhuanet.com/xhzl/.  

② 第一次现代化系指以发展工业经济为特征，即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社会向工业

社会转变的过程；第二次现代化系指以发展知识经济为特征，即从工业时代向知识信息时代、

工业社会向知识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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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经济存在的一些缺失和急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人口基数大，目前年人均 GDP 只有 6000 多美元（2012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6091 美元①）；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比较严重，即东南沿海地

区与西北地区、中心城市与边远地区在经济发展中的严重不平衡现象，已经影

响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速度；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占较大

比例，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和边远地区，急待进一步开发调整；高新技术产业中

属于自主知识产权的部分还比较少，需要进一步投入研究与开发的力量和资金
②，争取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有相对优势；能源问题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进一步发

展的瓶颈等。 

 

三、动荡中发展的中东经济 
 

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东国家仍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

变过程中。其基本特征是：许多国家虽然摆脱了殖民主义的统治，建立了民族

主义政权，但传统政治现象仍然存在；在经济领域，虽然一些中东国家某些经

济指标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社会经济结构并未实现现代化。与世界其他

国家和地区相比，中东国家的经济建设又是在一个长期动荡不安、战乱不止的

地区环境下进行的，尤显艰难。 

1、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资源、经济基础等有所不同，中东各国在走向现代化

进程中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进口替代型或称内向型发展模式 

主要有土耳其、埃及、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国。这些国家有一

定的工业基础，人口较多，消费市场较大，比较适合发展进口替代经济，其中

起步较早的土耳其和埃及取得了较好成就。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东实行进口

替代战略国家，通常都利用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优先发展了民族工业。尽管

有些国家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中有过挫折和失误，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

种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战略的选择，是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实施社会经

济发展目标的重要探索。 

（2）依靠石油经济实施现代化的模式 

                                                        
① 引自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  

② 目前每年投入研发的经费占 GDP 总量的 2%，约 10000 亿元， 2013 年达到 1190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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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海湾地区产油国，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曼、

阿联酋等。北非的利比亚也可归为此类国家。这些国家除石油外，其他资源很

少，传统的产业主要是农牧业，人口较少，劳动力短缺。海湾产油国和利比亚

这 7 个国家石油储量、产量和出口量在世界总量中占很大的比重。1972 年，这 

7 个国家的原油总产量约为 59.4 亿桶，约占当年世界原油产量的 31%。同年上

述国家的原油出口约为 53.6 亿桶，约占世界原油出口的 53%。①巨额石油美元

收入使产油国纷纷加大投资幅度，制定规模庞大的经济发展计划，加速现代化

进程。石油对这类产油国来说，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制约发展的因素。

如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的波动，不仅影响到产油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甚至会影

响到经济发展速度和产业结构。  

（3）依赖初级产品出口或称出口替代发展模式 

主要包括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国家，如约旦、突尼斯、摩洛哥、苏丹、

也门等。这些国家经济基础较落后，人口也不多，但自然条件不好，历史上主

要依赖出口少数几种初级矿产品和农产品来维持国家经济。如突尼斯出口磷酸

盐矿，苏丹、阿富汗、也门出口棉花。独立以后，这些国家虽然也实施了国有

化政策，但由于资源有限，国内工业生产基础薄弱，无法向第一类国家那样实

施进口替代战略，也没有海湾国家那样的石油资源优势。因此，这些国家的经

济具有外向型特性，必然要依赖出口原料和初级农产品，并不断开拓出口范围，

换取必要的工业品。 

借助以上三种模式，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独立以后至七十

年代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就。尽管发展道路有所差别，但基本目标都是发展

民族经济，增强国家实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由于一些国家急于求成和

政策失误，致使一些国家发展出现比例失调、投资规模过大、债务增加等现象。

进入八十年代后，中东国家普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进行调整。 

2、目前中东国家经济处在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 

在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特别是长期的动荡与战乱使中东各国的经

济发展处在较低的发展水平，大概可以分为几类：（1）个别国家处于工业化程

度比较高的水平，科学技术相对比较发达；（2）少数国家工业化已经有了比较

好的基础，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本国的需要，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

非常大的距离，科学技术有一定的基础，但仍缺乏创新能力；（3）工业化刚刚

起步，整体仍十分落后；（4）买来的“现代化”，仍然是依赖出口原料（石油或

                                                        
① 石油输出国组织《1982 年统计年鉴》，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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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换取巨额石油美元。第一类主要是非阿拉伯国家，如以色列、土耳其、

伊朗等；阿拉伯国家主要分属后三类。总体来看，阿拉伯国家经济与其他国家

地区相比尚处在比较落后的发展阶段，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处在“边缘地带”。在

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作用下，可能还将进一步被边缘化，不仅与发达国家之间

的差距会扩大，就是中东各国之间的差距也会加大，有些国家可能会更贫穷。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阿拉伯国家人均 GDP 约 6000 多美元（与中国

人均 GDP 相比相差不多）。当然少数石油出口国早已步入世界富国俱乐部，人

均 GDP 约 3~4 万美元，卡塔尔人均 GDP 更是高达 89,736 美元（2011 年）。①但

此类石油出口国仍没有摆脱依靠出口资源的宿命。 

 

四、把握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获得民族独立解放的国家在寻求经济振

兴、民族自强的发展道路过程中苦苦求索、进行了诸多尝试，但成功的不多，

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 60 多年时间内，不仅解决了 13 亿

人口的吃饭问题，迅速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还使经济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迅

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2010 年中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今

世界，美国有实力，中国有魅力。苏联模式已经成为翻过去的一页，中国风景

独好。尤其是在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不仅保持了自身的高速

增长，还为拉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的发展新阶段。这是就总体而言。另一方面，中国也存在着区域发

展不平衡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目前中国正在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以及丝

绸之路区域经济带、欧亚大陆桥规划、振兴海上丝绸之路计划等。西部开发成

功等于再造一个中国，使国力再翻一番，从而真正实现中国梦。 

尽管中东国家政治危机尚未结束，有一些仍处于长期动乱之中（阿富汗、

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埃及等国目前仍处在比较大的动荡之中，甚至有些

国家尚处于战乱之中），从中东国家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视角来看，目前中东

国家正处在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社会转型期，但仍属于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发展

进程中，中东国家无疑将先后走出政治危机造成动荡或战乱的阴影并摆脱其负

                                                        
① Refer to ‘Data Bank’,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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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响，逐步走向民主与法制的有序社会。当然，这一进程也是一个相对漫长

的发展期。然而必须看到，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中东国家来说，正在迎来一个充

满挑战、风险和机遇的历史发展时期。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地得益于

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东国家、阿拉伯国家如何把握、借助中国发展的机遇、特

别是近年来经济转型带来的发展机遇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呢？中国更希望，当

中国实现“中国梦”之日，友好的阿拉伯国家不仅仅是为中国高兴，同时也能

够实现“阿拉伯梦”，携手为世界和平做出更多贡献。 

毫无疑问，在世界经济产业链上中国比中东国家要领先许多。经济发展水

平和产业结构方面以及资源方面的差异，构成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在经济合作中

的互补性，属于互有需求型。这种客观存在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进一步开展互

利互惠双赢经济合作的重要条件。当前，中国正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更加

环保、节能、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取代过去非环保、高能耗、科技含量低的产业。

这是能够产生双赢效果的又一次历史机遇。所以，中国企业应加快走出去，同

时中东国家应该在创造更好的安全环境基础上，抓住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

历史机遇，加强与中国的经济、科学技术合作，循序渐进地提升本国的工业发

展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准；加强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

增长方式转变对中东资金是机遇、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同时，中国资本也可

以适时进入、扩大力度进入中东，加强双方的金融合作；深化能源领域的合作，

包括石油开采和提炼等上、下游领域，其重要意义在于不仅能提高双方能源合

作的安全性，还可为中东国家带来巨额的资金，使中东国家有能力并以较高的

性价比改善产业结构，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升自身整体经济实力并进一步

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是个大国，但还不是一个强国。中国许多边远地区的经济发展尚不尽

人意，有些地区还没有完全摆脱贫困。无论在工业现代化程度还是科学技术发

展水平上，中国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以往中国在与中东、阿拉伯

国家的交往与合作中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无须赘言。

而西方国家在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交往史上，无论是历史上殖民主义时期对

该地区人民的奴役和压迫，还是现当代对中东、阿拉伯各国颠覆与干涉（从阿

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到利比亚战争和对叙利亚的干涉等），就是所谓经济援助

也往往带有各种各样的政治条件限制，并没有给当地人民带来任何福祉，更多

的是给中东、阿拉伯人民留下痛苦的历史记忆。所以，中东阿拉伯国家与中国

没有理由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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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东在中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 

 

中国与中东国家有着渊源久远的交往史，当代又保持着相互支持、互利互

惠的友好合作关系。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东国家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

中东地区是展示力量的重要舞台，也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与大国博弈、调整与

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的方式已经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游

戏规则”，构建和谐世界将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中国模式”。 

1、 中东是大国关系博弈的重要地区 

冷战结束后，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但美国等西方

国家对中国的戒心与遏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难以消除。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

不仅不容乐观，事实上还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这是不争的事实。中东是中

国的“周边延伸地区”，近期这一概念又发展为“大周边地区”。中国在中东地

区有着重要的政治利益、经贸能源利益、安全利益（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宗教

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势力）。中国与中东国家长期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包括

与中东各国保持着频繁的高层互访，建立了部长级磋商机制，与中东国家建立

由点到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还在中东地区保持着良好的“人脉关系”

——包括在经济、贸易、能源等诸多领域的合作，在中东地区的援助、深入人

心的医疗队、以及在文化领域的交往与合作等；这是中国在中东地区重要的政

治外交资源。当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压、进行遏制的时候，中国在中东地

区的政治外交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一定程

度上消弭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施加的压力。发展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既是中国现实

利益的需要，也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关系博弈过程中

的重要手段，既可以利用中东问题牵制美国，也可以在利益契合点上与美国等

世界大国合作（如反恐、打击海盗等）。 

2、 中东是中国展示力量扩大影响的舞台 

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中国是一个大国、弱国，主要是被外部世界影响

着，20 世纪中期以来（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状况在缓慢地发生变化。20 世纪末

期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这种被动地位在加快、甚

至彻底改变，中国将愈来愈多地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影响着周边地区、影响着世

界。中东地区是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展示大国风范的重要舞台。世界需要中国，

中国也应该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正当第三世界发展中

国家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苦苦求索的时候，中国的发展为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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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乃至政治发展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模式（尽管由于社会历史、以及政

治等原因，学习这种模式还不是太容易，但提供这种模式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

发展的一种贡献）。 

3、中国应在中东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与中东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中东拥有比较丰富的政治

外交资源。中国应该在诸如解决叙利亚战乱、阿以冲突问题、伊拉克问题、伊

朗核问题、阿富汗问题等重大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上述问题旷日持久、错

综复杂，需要中国发挥作用。既要韬光养晦，也要有所作为。如果不能有效地

利用政治外交资源，就会造成资源不断流失，距离有所作为就会愈来愈远。协

调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就能够进一步拓展外交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国内经济

建设。中国与中东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中，从来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

的作法早已“深入人心”，赢得了中东和非洲国家的尊重和信赖，进一步发展了

关系。实际上，中国的合作方式已经动摇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东和非洲国家

合作的“游戏规则”，是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做出的努力。 

 

六、拓展中国对中东战略的主要发力点 
 

鉴于中东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在中东也有重要利

益，中国应该有系统的中东战略。有系统的中东战略，并非是要建立一种僵化

的“模式”，而是建立起“相对开放的战略体系”，所谓相对“开放”意为在基

本战略目标确定之后，可以根据世界格局和世界形势变化进行有序调整、修订

的战略体系，使中国的中东政策不仅能适应、满足中国内外发展的现实需要，

同时服务于长远战略规划。以下几个方面即国际政治、国家安全、经贸金融合

作、提升软实力等方面应成为中国对中东战略的主要内容。 

1、拓展国际政治空间 

（1）发展与中东国家关系有利于中国发展所需的和平国际环境 

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美国等西方国家仍对中国进行遏制和抵制，

几乎什么问题都要扯上“中国威胁论”。中东是中国的周边延伸地区，发展同中

东国家的友好关系，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弭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负面影响。二战

后中国与中东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中相互支

持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是可资利用的重要政治资源。 

（2）充分利用中东舞台展示力量扩大影响 

中国将愈来愈多地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影响周边地区、影响世界，而中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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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是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展示大国风范的重要舞台。中国的发展为不发达国家

的社会经济发展、乃至政治发展提供了一种模式。尽管由于社会历史、以及政

治等原因，学习这种模式还不是太容易，但提供这种模式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

发展的一种贡献。 

（3）与中东国家关系也是调节中国与大国关系的重要手段 

冷战结束后，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有了极大的改善，但美国等西

方国家对中国的戒心与遏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难以消除。美国对华政策在今

后很长时期内仍会坚持 “4 C”政策，即合作、竞争、遏制、控制（Cooperation, 

Competition，Containment，Control）。那么，在中东地区重大问题上以及有影

响的热点问题上，应是中国协调与大国关系重要场所，大国也需要中国发挥作

用。 

（4）在中东重大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政治外交资源不同与其他资源，利用得当不仅不会减少，反而还会增加、

增值，但利用不当或没有适时利用就会流失、贬值。中国应该在诸如解决叙利

亚战乱问题、阿以冲突问题、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问题等重大问

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既要韬光养晦，也要有所作为。如果不能有效地利用政

治外交资源，就会造成资源不断流失，距离有所作为就会愈来愈远。 

2、加强国家安全 

（1）反对“三股势力”保障中国安全利益 

在较长时期内，中东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还会有很大影响，

甚至直接成为中国国内三股势力的“精神动力”，恐怖主义也像蔓延的毒瘤对中

国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特别是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威胁，

并不是说它能成多大的气候，造成多严重的“事实”，但是作为安全隐患和不稳

定因素，特别是恐怖主义造成的直接和间接负面影响，确是不可掉以轻心的问

题。 

（2）在台湾问题上需要中东国家的支持 

近年台独势力使出浑身解数，从“法理台独”、“银弹外交”到“去中国化”

等采取了多种手段，台独问题构成了中国最大的安全隐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

家都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包括西方大国也是如此（但同时也搞一些小动

作，对中国进行牵制）。从整体上看，在台湾问题上，中东国家是支持“一个中

国”立场的比较稳定的力量。 

（3）明确国家安全利益、有必要设立“安全红线” 

在安全问题上，应该让中东友好国家、让世界清晰地了解什么是中国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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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利益与核心利益，甚至有必要设立清晰、明确的“红线”，强调中国的安全利

益、核心利益是不容侵犯的。不仅要让各国政府知道，也要通过多种方式让各

国的智库清楚——通过外交政策的宣示、通过外交渠道的沟通、通过中国学者

的宣讲等多种途径。改变出问题后的补救为主动积极的防范。在了解、明确中

国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可以要求中东友好国家配合，至少是不能支持中国国内

的“三股势力”。 

（4）适度开展军贸是深化与中东国家关系的重要步骤 

开拓军贸领域的合作应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在安全领域合作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拓展军贸领域的合作还将促进其他安全方面的合作。客观地讲，中东局势

长期动荡，加强安全防范、提高安全系数是中东各国的实际需要。军贸领域以

往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统天下”，这种局面应该可以改变，这既可以作为

中国经贸合作的延伸和补充，也是让中东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展

示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有利于减少中东国家对西方国家的

依赖，削弱西方国家的影响。 

    3、扩大经贸金融合作 

（1）发展双赢的经济合作模式 

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提

升工业科技层次，奠定基础，同时也使合作对象受益，获得经济发展带来了实

惠，巩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方面的差异，

构成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在经贸合作中的互补性，属于互有需求型。这一客观存

在是中国与中东国家进一步开展互利互惠的双赢经济合作重要条件。从而使双

方在经贸合作领域有着极为广阔的前景。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壁垒很严的情况

下，中东市场甚至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 

（2）吸引中东国家的投资 

阿拉伯海外资产约为 13000 亿美元，其中 80%属于海湾国家的投资者。①

“9·11”事件后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微妙变化，已经使部分阿拉伯海外资

产离开了美国市场（估计近 2000 亿美元），海外资产拥有者在寻找更好、更安

全的投资场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中东国家是机遇、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中国西北部地区与中东国家的地理环境相似，也是中国穆斯林比较集中的地区，

历史上就曾与中东国家建立了渊源颇深的交往和联系，这为中东国家参与西部

开发和建设、争取双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①  The Middle East, April 2004, 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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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化能源领域的合作 

以往中国与中东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主要集中在原油进出口贸易方面，

较少涉及石油开采和提炼等上、下游领域。中国与中东国家深化能源领域的合

作时应加强在这方面的合作，其重要意义在于提高双方能源合作的安全性：当

中国大量进口石油时，中东产油国也需要保持与中国稳定的供应关系，确保石

油安全售出并得到丰厚的石油收入；中东产油国如果扩大在上、下游领域同中

国企业合作，就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垄断、减少了对其依赖程度，当然就提升了

安全性；而石油提炼等深加工行业不仅可以获取更多的高附加值，还可改善产

业结构，扩大就业，缓解当地失业人口压力。 

（4）中国企业应加快走出去 

鉴于中国与中东国家长期保持的良好合作关系和一贯秉承的双赢合作模

式，中东国家应该在创造更好的安全环境基础上，抓住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的历史机遇，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工业制造业领域的合作，循序

渐进地提升本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准。中国企业也应该迈开更大的

步伐走出去，既是帮助中东国家，也是锻炼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经风雨。 

4、注重提升软实力 

（1）采用多种形式宣传中国、扩大影响 

许多国家对“中国模式”从认可、接受到学习效仿，是中国可以利用的机

遇，应当进一步适时、准确、有效地宣传“中国模式”。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

的兴起，中国餐饮文化、中医、武术在中东和非洲的感召力等都是可以利用的

资源，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在对外政策上进一步坚持“独立自主”，注意

与美国和西方国家“霸权主义”行径拉开距离。在中东重大问题上，例如叙利

亚战乱问题、巴以冲突问题、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等问题上，更应该坚持

独立自主，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最近中国开通了阿拉伯语电视频道，为扩

大中东国家交往、传播中国的文化和外交、政治理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与此同时，也应注意提升“操作技巧”，把它办成中东人民喜欢看、愿意看的节

目，避免给受众留下一种“僵硬的宣传模式”。如何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

共产品”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2）构建和谐世界与中国模式 

中东国家注重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充分说明中国影响力在迅速提升。那么，

中国应该、也可以在中东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理应为

世界贡献更多的公益产品，而不仅仅是在工业生产领域成为“中国制造”。近年

来中国对国际社会提供的公益产品正在逐渐增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构建“和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4 年第 3 期 

 30 

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构建和谐世界这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应该说，实现

和平还只是基本目标，即消灭了战争、化解了冲突与纠纷，而构建和谐社会则

是更高层次的追求，是更加美好的社会。在提出了“中国理念”之后，如何使

之真正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现实行动是中国与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的。如

前所述，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却依然“陷入中东困境”。相比之下，

“和平外交”的力量更持久、更绵长、更具有生命力。有鉴于此，当国际社会

把中国的迅速发展称之为“中国模式”时，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应该继续坚持构

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进而使之成为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的“中国模式”。 

（3）加强自律、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和信誉 

中国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应该加强管理和自律，在对外经贸活动中不仅要关

注眼前的现实利益，更应有长远战略目标和计划，不应采取“竭泽而渔”、“杀

鸡取卵”做法。例如，在中俄（以前为中苏）边贸上的经验教训（不法商人在

倒卖羽绒服过程中贩卖廉价的“鸡毛服”以次充好，败坏了中国商贸的声誉，

中国商品一度成为伪劣商品的代名词）。不仅在经济上失去了重要的市场，失去

了长远利益，还破坏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有鉴于此，中国应该制定规则甚

至立法，以建立一种有效的监管制度和机制。保护守法企业的正当、长远利益，

同时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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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for the Asia-Europe countries particularly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While Chinese economy achieved remarkable development, the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ploughed through the turmoil and fighting.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economies of China and of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ar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is kind of 

difference just reflected the complementarity in their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two 

sides ought to grasp historical chance, us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achieve 

win-win cooperation. With the status of the Middle East in China’s diplomacy being 

definitely, China’s Middle East strategy should grasp four points of emphasis such as 

expan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pace, strengthening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motion of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enhancing sof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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