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中东密集互动 俄罗斯在下什么棋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钮松

12月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对阿
联酋和沙特展开“旋风式”工作访问。
12月7日，普京会见来访的伊朗总统
莱希以及出席“俄罗斯在呼唤”投资论
坛的阿曼王储齐亚赞。12月9日，普
京又与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

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的国际影
响产生交织与联动的背景下，普京此番与诸多中东
国家领导人密集的互动，希望达到哪些目的？又如
何看待俄罗斯在中东的角色定位？我们请专家为您
详细分析。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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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团取暖”反抗制裁

1 支持石油产能自主

促进巴以局势缓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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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岁末，第  次中欧领导人

会晤在北京举行。这是    年以

来中欧领导人首次线下会晤，又正

值中欧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

  周年、中欧领导人对话机制建立

  周年，中欧双方如何在地缘政治

动荡与世界经济挑战中继续稳固去

年底以来持续回暖的状态，吸引全

世界的目光。

引发高度关注
此次峰会之所以引发外界高度

关注，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欧

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

总体而言，过去  年间，中欧

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下的经贸

合作、政治交往、治理协同，对于中

欧双方和世界而言都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中欧逐渐成长为彼此

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双向投资

增长 倍多。可以说，虽然存在竞

争和摩擦，中欧的发展和繁荣都离

不开彼此。

但自从    年欧盟委员会提

出对华“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

的三重定位以来，中欧关系呈现明

显降温的势头。加之新冠疫情阻隔

了中欧双方的线下交流，也对经贸

和人员往来造成冲击。俄乌冲突

更是导致欧盟对美国依赖加深，对

华政策出现不理性因素。中欧关

系的经贸合作压舱石作用和政治互

信有所减弱。

    年下半年以来，以双方领

导人的密集互访为标志，中欧关系

呈现出止跌回暖的趋势。与此同

时，国际形势出现一系列变化，包括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美关系展露

积极迹象、巴以冲突持续等。在这

样的背景下，欧盟内部提出以“去风

险”取代“脱钩”的对华政策调整，中

欧关系来到了稳定、调整、再出发的

关键时刻。

校准定位认知
面对中欧关系的波折，中欧双

方在此次峰会期间，均表达了求同

存异、稳定双边关系的强烈意愿，令

世界眼前一亮。

首先，峰会上双方领导人明确

表达了稳定和推动中欧关系向前的

战略信号。习近平主席强调“树立

正确认知，增进理解互信，重信守

义，一心一意发展关系”，提出愿将

欧盟作为关键的经贸合作伙伴、优

先的科技合作伙伴及可信的产业链

供应链伙伴。欧方也表达了同中国

发展长期稳定、可预测、可持续发展

的关系的期待。双边校准定位认

知，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外界对于中

欧关系趋冷的质疑。

其次，双方均表达了积极沟通

对话，妥善管控分歧的企稳态度。

习近平主席提出，不能因为制度不

同就视彼此为对手，不能因为出现

竞争就减少合作，不能因为存在分

歧就进行对抗。双方明确了坚持通

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的立场。

再次，双方务实探讨，取得了一

些具体成果。深化经贸、地理标志、

知识产权等领域合作、探讨建立中

欧关键原材料预警机制、加强在碳

排放交易方面合作、举行中欧高级

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会议等合作共

识都值得重视。

最后，双方表明了在全球治理

领域继续开展合作的立场。既包括

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

内加强沟通协调等宏观议题，也涵

盖应对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公共卫

生等具体领域，还为中欧在推动人

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指明了方向。

迈出坚实一步
展望未来，尽管仍然面临多重

挑战和不确定性，中欧关系朝着稳

定、对话、务实、合作的方向迈出了

坚实一步。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且

前景复杂、俄乌和巴以等地缘政治

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企稳回暖的中

欧关系无疑是一抹亮色。

期待着中欧双方求同存异，妥

善处理彼此关切，避免经贸问题政

治化等障碍，继续推动中欧关系稳

定、健康、机制化发展，为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注入更多稳定性。

问：普京出访阿联酋与沙特，
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答：普京在同一天内相继访

问阿联酋与沙特，出其不意的外

交举措和速战速决的果断行事，

彰显俄罗斯将中东作为“外交突

围”的关键所在。

普京与阿联酋总统及沙特王

储穆罕默德分别会面。阿联酋是

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

伴，两国元首此前在今年 月的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有过会

晤。普京与穆罕默德王储上一次

会面是在    年，近年俄沙关系

进展良好，此次穆罕默德王储还

接受了普京的访俄邀请。除了各

自关心的地区热点问题外，普京

与阿联酋、沙特领导人重点交流

了“欧佩克+”框架下协同开展石

油减产问题。

长期以来，美国在油气产能

问题上不断加大对其中东盟友的

施压力度。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

以后，美国为了在国际能源市场

上更为精准对俄实施打击，威逼

沙特等石油大国增产抑价。

    年  月，拜登开启就任

总统后的首次中东之行。拜登抵

达沙特后，便呼吁沙特石油增产，

但并未得到沙方的积极回应。这

反映了沙特等石油大国对于美国

将石油政治化作为霸权操弄手段

的公开拒绝。

俄罗斯作为国际能源大国，

在    年成为“欧佩克+”成员，

全力支持该框架下沙特、阿联酋

等石油大国自主发展石油产业，

即按照市场需求而非美国意志来

对石油产能进行决策。

    年 月，“欧佩克+”九个

成员国宣布“自愿”减产计划。  

月  日，“欧佩克+”举行视频会

议，建议成员国维持当前减产政

策不变。

普京此次访问阿联酋和沙

特，显然是在减产政策并未能在

提振油价上达到预期效果的背景

下，试图打破僵局的最新努力。

针对此前加码减产后油价不涨反

跌的尴尬局面，“欧佩克+”  月

  日宣布多个成员国同意额外

自愿减产。

普京与穆罕默德王储表示，

期望发挥俄沙作为最大的两个产

油国的天然优势，号召更多国家

加入减产，作为“集体减产”未能

实现的补救之策。

在推高油价问题上，相较于

美国而言，沙特等国显然与俄罗

斯有着更多共同语言。

问：伊朗总统访俄，双边关系出
现哪些进展？
答：普京结束对阿联酋和沙特

的访问回国后，旋即在莫斯科与来

访的伊朗总统莱希见面。普京与莱

希的交谈内容自然也包括俄乌冲突

和巴以冲突等问题，但更为聚焦俄

伊之间的经贸合作，希望在反对西

方制裁方面“抱团取暖”。

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

核协议并重启对伊朗的制裁，对伊

朗经济发展造成极大影响。特别是

美国将制裁范围扩展至油气领域

后，引发伊朗方面的强烈抵触。美

国的超强遏制与极限施压，一时间

触发了伊朗与西方之间扑朔迷离的

油轮扣押和油轮破坏事件，对于红

海与霍尔木兹海域的航行安全造成

了严重威胁。俄乌冲突爆发后，美

国不仅加大了对俄制裁与遏制，而

且威逼欧洲盟友在能源贸易上与俄

脱钩。美伊、美俄之间的对抗态势

显然推动了俄伊之间寻求全方位的

合作，希望能最大限度消解西方制

裁给自身带来的不利影响。

就在此次莱希访俄前，伊朗外

长阿卜杜拉希扬前往俄罗斯“打前

站”，在参加里海沿岸国家外长会期

间，与俄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并

签署《关于打击、减轻和补偿单方面

强制性措施负面影响途径及方法的

宣言》。这份名称冗长的宣言矛头

直指美国及其盟友的单方面制裁，

这标志着俄伊打造受西方制裁国家

联盟的设想有了实质推进。俄国家

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

称，该宣言“在对抗西方国家独断专

行和美元霸权的团结之路上迈出了

重要一步”。在俄伊的设想中，包括

其他中东国家在内的受西方制裁国

家均是可团结的对象。

如果说俄伊外长的宣言重在对

西方喊话和呈现不屈斗志，那么俄

伊两国总统的会谈除了讨论双边合

作，特别是交通和能源等领域的合

作前景以外，再次确认了计划于今

年年底签署的伊朗和欧亚经济联盟

自贸区协定。普京称，该自贸区协

定将为双方合作创造更多的机遇。

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    年，

目前有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等 个

成员国。    年 月和    年 月，

欧亚经济联盟分别召开第一届和第

二届欧亚经济论坛，这显然反映了

俄罗斯在受到西方制裁背景下，加

快推进融入欧亚地区经济的发展，

而伊朗作为中东大国和同属受西方

制裁的国家，显然是俄罗斯在中东

经贸合作上倚重的对象。

问：对于巴以冲突，俄罗斯将扮
演什么样的角色？
答：俄罗斯着眼于在中东扮演

与美国截然不同的角色，以切实行

动推进停火和缓解加沙人道主义危

机问题。

 日，普京与埃及总统塞西通

话，内容主要涉及埃及新一轮总统

大选和巴以冲突议题。普京期望进

一步巩固俄罗斯与埃及的关系，更

好地为促进巴以局势缓和而努力。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保持与

中东国家传统友谊的基础上，不得

不进行广泛的战略收缩。即便如

此，俄罗斯仍旧重视维护、发展与中

东国家的关系。特别是新世纪以

来，美国在中东推进反恐战争和政

权更迭导致乱象频生之际，俄罗斯

更加注重将维护中东局势的稳定作

为外交努力的重要方向。

叙利亚作为俄罗斯在冷战后中

东的坚定盟友和军事基地所在地，

局势走向受到俄罗斯的高度重视。

在俄罗斯政治和军事双重力挺下，

巴沙尔政权近年逐步与有关国家关

系“破冰”并最终在“中东和解潮”中

重返阿盟。

    年年底以色列“史上最右”

政府上台，不断在巴以问题上越过

“红线”，小规模摩擦与冲突层出不

穷，最终酿成已持续 个多月的新一

轮巴以冲突。

埃及作为地缘上直接的利益攸

关方，在巴以冲突中起着特殊作

用。俄罗斯高度关注此轮巴以冲突

的走势，尤其高度关注埃及在地缘

政治上的影响力。

普京在通话中感谢塞西帮助从

加沙撤离俄罗斯公民。在加沙的俄

罗斯公民的获释来自俄罗斯与哈马

斯直接达成的协议。正因如此，获

释者不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人质交

换名单之内，而连接加沙的埃及则

为俄罗斯公民的撤离保驾护航。

普京在通话中还感谢了塞西帮

助将俄罗斯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运入

加沙。自巴以冲突爆发之初，俄罗

斯便通过埃及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

救援物资。截至  月  日，俄罗斯

已向加沙运送  批累计超过   吨

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不难看出，俄罗斯正通过俄埃

友好关系来积极介入此轮巴以冲突

的解决，为进一步促进中东热点问

题的降温而努力。普京在与塞西通

话中，将本轮巴以冲突归咎于美国

中东外交的失败。俄方呼吁建立一

个以    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

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

的巴勒斯坦国，其清晰的立场和输

送的“实打实”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都将有助于俄罗斯打造稳定中东局

势促进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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