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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随着域外力量对

中东地区的影响越发趋于多元平

衡，地区内部关系趋于缓和，地

区国家战略自主性不断上升，和

平与发展罕见地成为地区国家的

共同诉求，以海湾阿拉伯国家为

引领的中东阿拉伯国家大多开始

寻求适合自身的改革之路。阿拉

伯国家本轮“改革潮”的重要特征

之一是不再单一追随美国，反而集

体“向东看”，在发展战略层面加

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并借鉴中国

的发展经验。事实上，中国与阿

拉伯国家间的合作早已根植于中

阿友好交往的历史基础，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

上双方相互理解支持，并通过务

实合作促进彼此实现国家转型和

民族复兴的现实需求。

从“政热经冷”到“政热经热”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合作受各

自利益取向、政策偏好及国际环

境的影响，在不同阶段采取了不

同的政策基调。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

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借以打破外交

孤立、争取国际支持的关键力

量，“划阵营”“挺兄弟”构成

该时期中国对阿政策的主基调。

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举行后，中国

迎来了与阿拉伯国家的第一波建

交高潮。1956～1959年，中国先

后同埃及、叙利亚、也门、伊拉

克等七国建交。20世纪60年代中

后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

一度陷入停滞。1971年，中国在

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带动了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第二波建交

高潮，中国先后同科威特、黎巴

中阿合作：根植历史，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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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19日，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

家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在宁夏银川召

开。项目涵盖清洁能源、电子信息、文化

旅游、新型材料、现代农业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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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约旦、阿曼、利比亚五国建

交。但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对阿

合作整体呈现“重义轻利”“政

热经冷”的特点，双方贸易合作

规模十分有限，1978年中阿贸易

额仅为六亿美元。

197 8年改革开放后，争取

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外部环境使中

国外交实现整体转型，发展型外

交成为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的主要

手段。改革开放后至2012年中

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举行前，随着中国在阿拉伯地区

现实利益的逐渐递增，中国对阿

政策的主基调先后经历了邓小平

时期的“入主流”“交朋友”、

江泽民时期的“求合作”“图共

赢”以及胡锦涛时期的“谋合

作”“促和平”等三个阶段。中

国在外交上注重平衡与阿拉伯国

家和以色列的关系，一改过去

“一边倒”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

场，开始以劝和促谈的积极姿态

助力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

中阿合作从政治向经贸、能源、

军事、科教等领域拓展，“政热

经热”的合作格局更趋平衡。

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

国后，与阿拉伯产油国的能源与

经贸合作逐渐成为对阿合作的重

心，“互利”“合作”“共赢”

成为中国对阿政策的关键性表

述。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的成

立，标志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集

体对话与合作框架的正式确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建设

新型国际关系被确立为新的历史

条件下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构

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成为中国外

交的具体实践。2016年1月，中

国政府制定的首份《中国对阿拉

伯国家政策文件》对中阿集体合

作的重点领域和优先方向作出规

划，“重塑造、布大局”成为该

时期中国对阿政策的主基调。阿

拉伯地区是全球发展中国家最集

中的地区之一，也是全球发展赤

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最突出

的地区。中国在建设性参与解决

地区事务的过程中，奉行“对话

不对抗”“结伴不结盟”原则，

践行“新安全观”“全球治理

观”“正确义利观”“人类命运

共同体”等理念，努力推动实现

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和阿拉伯

国家在彼此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显

著上升，中阿关系在多边层面经

历了从新型伙伴关系（2004年）

到战略合作关系（2010年）、再

到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的提

质升级。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在

捍卫发展中国家利益、维护并践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等方面作出了

重要贡献。

第一，中阿合作为南南合

作树立典范。从合作理念来看，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秉持共同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

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总体

原则，恪守尊重主权、独立和领

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双方超越意识形态

和政治制度差异，相互尊重彼此

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价值观

念，不断加深“推动中阿两大民

族复兴形成更多交汇”方面的共

识。从合作领域来看，除传统领

域外，近年来中阿双方在核能、

航天卫星、新能源等高新领域的

合作取得突破，双方在水电、风

电、光伏发电、核电等低碳能源

领域的合作正在走向深入。从合

作成果来看，中国已成为十个阿

拉伯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同20个阿拉伯国家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阿拉伯

国家成为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以来，

中国先后同阿尔及利亚（2014年

11月）、埃及（2014年12月）、

沙特（2 0 1 6年 1月）和阿联酋

（2018年7月）四国建立了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与卡塔尔（2014年11

月）、苏丹（2015年9月）、约旦

（2015年9月）、伊拉克（2015年

12月）、摩洛哥（2016年5月）、

吉布提（2017年12月）、阿曼

（2018年5月）和科威特（2018年

7月）八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

机制平台建设日臻完善。首先，

特使机制为中国参与解决中东热

点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沟通和

立场阐释渠道。中国先后设立了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中国政

府叙利亚问题特使、中国政府非

洲事务特别代表及外交部非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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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事务特使等涉阿事务的外交机

制，特使通过穿梭外交在阿拉伯

国家及其周边国家和不同政治派

别之间劝和促谈、协调立场并阐

释中国政府立场。其次，中阿开

展多边合作的平台较以往更加多

元。除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内开

展集体合作外，中国与阿拉伯国

家寻求在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国

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开

展特定领域的合作与国际协调，

还寻求在各自主导的区域组织框

架内开展合作与协调。例如，近

年来，中国加强了同沙特主导的

伊斯兰合作组织在涉伊斯兰事务

方面的沟通与立场协调，沙特、

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埃及、

叙利亚等国则积极申请加入上海

合作组织。

第三，人文交流为中阿双方

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奠定坚实基

础。中阿人文交流涵盖文化、教

育、卫生、科研、旅游、新闻、体

育等多个领域，呈现出“多点开

花”的局面。以教育合作为例，

近年来“汉语热”在阿拉伯国家

持续升温。截至2020年底，阿拉

伯国家的孔子学院已增至17所，

孔子课堂增至四所，各国开设中

文系或中文专业的高校数量也在

逐年增加。2018年和2019年，阿

联酋和沙特先后宣布将中文纳入

本国国民教育体系，这折射出两

国推行语言多元化教育的政策转

变，更反映出在国际格局深刻变

动的背景下，两国为未来拓展与中

国合作储备中文人才的战略考量。

美国“替代战略”难以奏效

中阿合作具有坚实的政治基

础，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

的背景下，未来双方合作机遇与

挑战并存。

首先，中国与阿拉伯地区

中等强国的合作空间广阔。美国

长期主导中东事务，但并未从根

本上解决地区国家的发展问题，

反而带来了更多动荡和不确定因

素，阿拉伯国家官方和民间对此

均有清醒认识。提升发展中国家

对全球治理的参与是完善全球治

理体系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战

略自主性明显增强的阿拉伯地区

供
图/IC photo

2022年6月24日，游客正

在参观由中国文物交流

中心和国家图书馆联合

主办的“邂逅·美索不

达米亚——叙利亚古代

文物精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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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强国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独特

作用。中等强国是综合实力和国

际影响力居于上游的国家，其受

制于自身实力，在外交上通常实

施对冲战略，平衡与大国关系。

埃及、阿尔及利亚、沙特三国均

属于中等强国行列，而阿联酋属

于准中等强国。当前，中国同四

国均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合作基础牢固。

其次，数字化转型为中阿

拓宽交流领域、创新交流模式

提供了机遇。中阿合作从现实

中走向“云端”的转变在新冠

疫情前已初露端倪，疫情暴发

后，双方数字经济转型合作加

速。数字化转型为未来中国与

沙特、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实

现投资、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

创新合作以及拓展合作领域提

供了新机遇。

然而，阿拉伯国家在对华

合作问题上也受到来自美方的施

压。近年来，美国在全球层面

动用外交工具和盟友体系遏制中

国，施压干扰阿拉伯国家对华合

作，并实施“替代战略”。

一 是 “ 战 略 和 技 术 替

代”，即阻挠阿拉伯国家尤其是

美国的盟友国家与中国开展基建

和科技合作，干扰“一带一路”

重大项目在阿拉伯地区的落地实

施，施压其盟友国家与中国进行

“科技脱钩”。例如，美国多次

施压海湾阿拉伯国家将华为、中

兴等中国企业从其5G网络和供

应链建设中剔除，以此作为美国

向这些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前提

条件。

二是“投资替代”，即持

续破坏中国参与地区动荡国家重

建的努力，为后者提供替代性

投资选择。例如，美国通过炒作

“债务陷阱论”，抹黑中国向

伊拉克提供“掠夺性贷款”，

破坏伊拉克的国内稳定，煽动

伊拉克国内反对与中国合作。

同时，美国借助国际开发金融

公司（IDFC）为伊拉克提供替

代性投资选择，向其能源、金

融、卫生、住房和农业部门投

资十亿美元，破坏中方与伊拉

克的既有合作。

三是“地区角色替代”，

即利用印度制衡中国在中东地区

尤其是海湾地区的利益，联手日

本、澳大利亚在技术、资金、原

材料等不同领域扶植印度在关键

领域扮演“替代中国”的角色，

试图冲击并解构中国与地区国家

的合作网络。

不过，阿拉伯国家坚持避

免加入美国主导的反华阵营，以

最大限度消除中美战略竞争对其

与中国合作的消极影响，其“向

东看”战略也更加明确，不断加

强与中国的全面务实合作。近年

来，中阿关系不断蓬勃发展，在

核心利益上坚定相互支持，在团

结抗疫中树立合作典范，从政府

到民间、从中央到地方，中阿友

好已深入人心。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7月26日，克罗地亚佩列沙

茨大桥通车。该大桥是中克共建

“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标志性项目。近日，本刊

记者对中国驻克罗地亚大使齐前

进进行了专访，齐大使介绍了佩

列沙茨大桥对于深化中克、中欧

关系的重要意义，进而展望了两

国和中欧合作的前景。

中国助克圆梦

世界知识：如何评价由中国企

业承建的佩列沙茨大桥建成通车？

齐前进：佩列沙茨大桥位

于克罗地亚南部，连接该国领土

的大陆部分和佩列沙茨半岛，全

从佩列沙茨大桥通 车看中国与克罗地亚和欧洲合作机遇
——专访中国驻克罗地亚大使齐前进

2022年7月27日，克罗

地亚佩列沙茨大桥正

式通车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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