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大步向前推进，从东亚到西亚非洲的诸多沿线

国家表现出了浓烈的合作兴趣，但也因诸多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的牵制而面临

严峻的现实考验。 事实上，土耳其伊斯兰政党问题、伊斯兰教的全球影响问题、

阿巴边界问题以及席卷埃及等中东冲突国家的难民问题等与中国“一带一路”

的安全环境息息相关，关乎中巴经济合作、中埃战略合作，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大

国关系的稳固发展等等。 基于此，本期重点打造“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主题，以

求对以上诸多现实问题作出积极回应。

该组《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与伊斯兰政党的发展》以“民族观念运动”这

一核心概念为基础，深刻阐释了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上台与壮大是该社会思

潮历经 ４０ 年发展的必然结果，反映了保守的伊斯兰边缘力量逐步在土耳其获

得合法性并进一步主导其内政外交的历史进程。 正因为其暗含的宗教与民族

的博弈，使得土耳其外交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之间徘徊，这实际上已

经对中国、泰国、越南等“一带一路”国家造成切实的安全威胁。 《“伊斯兰全球

化”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以“伊斯兰全球化”这一概念统合朝觐与宗教旅行、资

本主义与伊斯兰金融、民主与伊斯兰现代主义等炙手可热的命题，认为中国可

加大文明交往的力度，发挥“中国伊斯兰”在促进文明对话和全球治理中的独特

作用。 《阿巴边界“黑洞”与中巴经济走廊的路线困境》通过历史的线索，以阿

巴边界争端及其安全“黑洞”的独特视角为中国与“巴铁”之间打通“一带一路”

经济走廊提供了历史的警醒。 《难民问题对“一带一路”安全保障的影响》在当

前叙利亚三岁难民伏尸土耳其海滩所引发国际社会对中东战乱国家难民问题

广泛关注的时刻具有特殊意义，难民问题不仅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而

且对于欧洲国家都有着巨大的冲击。

本期还对埃及的“科普特问题”和当前的“地区热点”进行了追踪，主要涉

及阿拉伯大国埃及在中东剧变后的科普特问题演进及对其牵涉“政府—教会—

社群”三者关系的庇护主义解读，以及“小国大外交”的卡塔尔在中东剧变后如

何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完美运用，对于“妙实力”等也作了独到分析，值得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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