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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因应美国的战略收缩

东亚、西欧、北美三个地区中，

中亚经济对北美地区依附水平最

低，但随着美国对中亚投资合作

伙伴计划的推进，中亚经济对北

美地区依附将有所提高。中亚地

区经济增长对东亚地区的依附主

要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其中

对中国的经济依附较高。但是，

若算上西欧地区的资金和技术要

素，那么中亚经济对西欧地区的

依附水平将与东亚地区持平，甚

至可能高于东亚。

丁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

研究所教授）：

中东局势长期动荡，热点

事件频发，2021年以来却一反

常态，除5月巴以爆发冲突外，

中东局势总体平稳，地区大国间

的关系明显缓和。卡塔尔断交危

机宣告结束，沙特等阿拉伯国家

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恢复。在伊

拉克的斡旋下，沙特与伊朗已在

巴格达举行三轮谈判，有望恢复

外交关系。阿联酋、埃及和约旦

参加了与伊朗的谈判。土耳其与

沙特、伊朗的关系也明显改善。

沙特与叙利亚外交关系有望于近

期恢复。值得注意的是，导致中

东各国间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仍

在，矛盾并未得到解决，那为什

么有关国家间的关系迎来大幅改

善呢？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外部看，沙特、

埃及、伊朗、土耳其等中东大国

疫情均非常严重，目前日新增病

例仍有数千。防控疫情、应对危

机，是中东各国当务之急，各国

已无力升级对外矛盾和冲突，

这为有关国家间关系缓和创造了

条件。

第二，从内部看，经过多

年对抗和冲突，中东各国均消耗

大。也门战争参与方已耗费大量

财力，承受国际社会压力，叠加

疫情和油价下跌影响，迫切需要

缓和冲突，体面地止战求和。

第三，拜登上台后，美国调

整中东政策，给沙特、阿联酋等

国施加巨大压力。美国与伊朗举

行旨在恢复伊朗核协议的谈判，

促使阿拉伯国家跟随美国软化对

伊态度，并已事实上接受伊朗核

协议，认为它是约束伊朗核行为

的现实途径。

美国从中东收缩，从阿富

汗撤军，战略重心向“印太”地

区转移，对地区盟友伙伴的安

全保护能力弱化，这也迫使他们

自主承担安全责任。拜登政府将

恢复伊朗核协议作为中东外交优

先事项，中东各国纷纷开始“自

救”。由于未来中东地区安全主

要靠各国自主负担，在新的地区

安全态势下，以沙特为首的阿

拉伯国家认识到自身能力的局限

性，继续与伊朗、土耳其对抗不符

合其利益。特朗普执政时期，沙特

供
图/

澎
湃
影
像
平
台

2021年6月23日，伊朗总统鲁哈尼在德黑兰会见新当选总统莱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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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与伊朗对抗，付出了惨痛代价，

甚至影响到国内改革议程。

新总统莱希就职后，伊朗将

继续与沙特谈判，双方关系正常

化不会遥远。恢复伊朗核协议的

谈判也有望取得突破，莱希仍将

与美国周旋，但并不反对伊朗以

有尊严的方式恢复核协议。由于

拜登与莱希任期基本重合，未来

四年随着美国对中东投入的持续

减少，中东地缘政治环境或将进

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

在“后疫情”时期加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伙伴合作

江时学（上海大学特聘教

授）：

“后疫情”时期中国与发展

中国家的关系既有有利因素，

也有不利因素。有利因素主要

包括：

第一，中国为其他国家的抗

疫提供援助，使它们进一步认识

到中国的友善。一些发展中国家

领导人和外长等能亲自去机场迎

接中国提供的抗疫物资和疫苗，

充分说明对中国的重视。赤道几

内亚总统奥比昂说，中国疫苗挽

救了非洲人民的生命，中国不仅

是赤几最好的朋友，也是非洲最

好的朋友。

第二，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

需要引进大量外资和扩大出口市

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受

到重创。如果说当前发展中国家

的重任是遏制疫情、挽救生命，

疫后当务之急则是刺激经济，最

大限度压低疫情造成的社会和经

济成本。中国可以通过加快落实

“一带一路”倡议等方式，继续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投资和市场，

从而使双方经贸关系更快发展。

当然，在“后疫情”时期，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面临

一些不利因素：一是不少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债

权面临违约风险；二是在新冠病

毒溯源等问题上，一些发展中国

家的官员、媒体和民众轻信甚至

附和西方的胡言乱语，使中国国

际形象受损。

中国的外交布局是以周边

和大国为重点，发展中国家为基

础，多边为重要舞台。在“后

疫情”时期，这一布局不会发生

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中的地位依然不容低

估。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与发展

中国家的关系，有必要关注以下

问题：

第一，如何继续坚持正确的

义利观。重义轻利、先义后利、

取利有道，既是中华民族笃信的

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也是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重要的组成部分。

面对遭受疫情和经济衰退双重打

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义务帮

助他们战胜疫情和实现复苏。除

了在发展中国家扩大投资、向发

展中国家开放市场以外，中国还

应提供多种形式的发展援助。但

中国自身毕竟仍是发展中国家，

巩固扶贫的成果任务依然艰巨，

因此要量力而行。

第二，如何扩大“一带一

路”在发展中国家的“早期收

获”。截至2021年6月，中国已

同14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

署20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有着浓厚兴

趣，但也有一些国家抱怨“早期

收获”不多。中国应认真总结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年来的

经验，针对“后疫情”时期不同

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一

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其获得更

多利好。

第三，如何利用好多种形式

的伙伴关系。迄今为止，中国已

在世界各地建立了110多对伙伴关

系，其中绝大多数是与发展中国

家的。这些伙伴关系的前缀不尽

相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档

次最高），但宗旨都是为了更好

地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但也有少

数发展中国家似乎并不珍惜这种伙

伴关系定位，在疫情期间紧跟美国

批评、诋毁中国。“后疫情”时

期，有必要使多种形式的“伙伴

关系”名副其实地为中国与发展

中国家关系发展注入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