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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 住 新 机 遇 促 进 新 发 展

———中东转型视野下的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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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东变局正在促进地区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并将中国推到了台前。形势的变化对传统的中阿关系
形成一定挑战，倒逼中国对现行中东政策进行积极的反思和调整。中东转型将为中阿关系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
的中东外交要顺应形势的变化，抓住新机遇，促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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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变局已经持续一年半，虽然前途未卜，但很多原先不甚清晰的问题已经逐渐明朗: 首先，由部分国家

内部动荡引发的中东变局正在促进地区国家的政治变革和社会的全面转型。这也验证了笔者早先提出的

“中东动荡其实是中东国家迫切需要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的一部分”［1］的观点。其次，许多学者早先十分强调

中东动荡的内生性及其影响的溢出效应。大量的文章指出，是这些国家内部出现的种种问题导致局势动荡

并扩散到整个地区。但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外部势力的干预更是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背后推手。
第三，笔者一直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环境的迅速变化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权势的快速转移是“诱发”中东变

局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全球政治的发展也必将对未来中东各国政治及社会转型产生重要影响［2］。这一点正

在叙利亚危机背后的大国博弈中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来。第四，也是本文重点要讨论的，中东变局已将中国

推到了台前，“中国面临无法总是保持外交中立的新现实”［3］。形势的变化对传统的中阿关系提出了考验，也

倒逼中国对传统的中东政策进行反思。中国需要重新调整政策思路，抓住新的机遇，促进中阿关系的新

发展。

一

当前的中东变局正在出现以下新的发展迹象。
从整体看，本地区以推翻国家领导人和旧政权为特征的多米诺骨牌式的群体性动荡到今天叙利亚危机

全面爆发而达到高潮，也将随着叙利亚危机的解决( 不管什么结果) 而告一段落。但如果将中东变局视做本

地区国家向现代转型的一部分，那它才刚刚开始，而且将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从局部看，叙利亚和伊朗危机日益严峻，是影响未来地区形势发展的最重要变量。其发展不仅影响地区

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国家间关系，而且危机一旦失控引发全面冲突，将对整个地区安全局势构成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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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趋势看，变革之风已在地区悄然吹起，阿拉伯国家将渐次进入深化变革和转型的长期过程。当前

的转型主要反映在国内政治方面，但阿拉伯国家的转型需求是全方位的，其中社会文化的转型更具深意，很

大程度上决定转型的方向和成败。同时，地区内部各种力量的博弈、传统文化、宗教及社会思潮都试图在这

一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和影响力。需要指出的是，全球政治的变化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样将对地区转型产

生重大影响。这种外部世界发展对阿拉伯国家转型的影响未来将变得越来越深刻，越来越重要。
当前，叙利亚危机对地区局势的影响尤其突出。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近日宣布将不再续任联合国—阿

盟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一事，进一步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叙局势的担忧。叙利亚危机源于民众要求政府进行

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抗议运动，原本有极大的机会通过启动和平的政治进程加以解决。非常不幸的是，这

场危机被越来越多地添加了地缘政治利益争夺、教派对抗和大国博弈等色彩，“叙利亚国内和外部势力看到

了通过军事手段寻求达到各自私欲的机遇”［4］。各方都已将自身置于了没有退路的境地。这才是安南“撂挑

子”的真正原因。
正是这种背后的争夺，使叙利亚危机的发展越来越偏离叙利亚民众最初发起这场运动的初衷。2012 年

早些时候，阿联酋海湾新闻网的一篇文章在分析多方试图介入叙利亚危机的原因时曾明确指出: “这已经与

自由无关，而是关于伊朗的博弈。土耳其和一些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力挺叙利亚反对派，试图通过打压叙利亚

来孤立和围困德黑兰”［5］。半岛电视台网站一篇文章也表示，“围绕叙利亚的角逐，就是一场地区霸权争夺

战”［6］。
从更广阔的国际背景看，美国和西方也有人希望利用叙利亚危机来获得更多的地缘政治利益。美国中

东问题论坛主席丹尼尔·派普斯在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毫不忌讳的列出了叙利亚旷日持久的冲突会给西

方带来的种种地缘政治好处:

( 1) 它会降低大马士革发动与以色列的战争或者重新占领黎巴嫩的可能性。
( 2) 它会加大伊朗人( 他们生活在作为巴沙尔主要盟友的毛拉们的控制之下) 从叙利亚的抗议中获得激

励并起来反抗本国统治者的可能性。
( 3) 它会激起逊尼派阿拉伯人对德黑兰的更大怒火，尤其是在伊朗一直提供武器、资金和技术帮助镇压

叙利亚人的时候。
( 4) 它会减轻非穆斯林身上的压力。
( 5) 它会激起中东对向巴沙尔政权提供支持的莫斯科和北京的怒火［7］。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中东整个变局过程中，美国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主导意识，但其主导能力却因为总

体实力的下降而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和西方屡次试图强行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来

主导局势的发展，但由于西方的决议案重在政权更替而非制止流血，因而，每一次都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否

决。对此，美国和西方舆论反应强烈，每次表决之后，针对中俄的指责乃至谩骂之声就会漫天而至。美国和

西方一些高官甚至不顾外交礼仪，用几近失态的言词来表达他们的“愤怒”。中国也由此被迅速地被推到了

中东舞台的中央。
需要指出的是，投票本身是一种民主决策的体现。中国作为安理会成员国完全有权按照自己对事态的

判断，从有助于解决事端的原则出发决定自己的选择。美国仅仅因为中国对决议案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就如

此恼怒，更多反映出的是其对自身主导能力下降的失落情绪。长期以来，美国习惯了主导国际事务，习惯了

投别人的反对票( 美国仅在巴以和平进程问题上就投了不下 60 次的反对票) ，如今罕见地被别国投了反对

票，而且反对的又是美国认定是其最大竞争对手的中国和俄罗斯，这是美国极不适应，并难以接受的。
近年来中国持续迅速的发展已经让处在困境中的西方感到十分焦虑，美国和西方多年来保持的经济优

势已经或者正在慢慢失去，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崛起会进一步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

故而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一举一动十分敏感。关注中东问题的人们不难看到，西方媒体包括一些学者和

官员经常借题发挥，不仅对中国的中东政策说三道四，甚至对中国整个对外战略的意图随意猜疑和凭空想

象。从这个层面看，美国对中国投反对票的反应如此强烈也就不足为怪了。
值得重视的是，这种挫败感引发的失落情绪已经对大国关系造成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令人担忧的是，

美国近期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表现越来越让人感觉到，其已将与中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上升到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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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博弈的层面，这意味着美国已将推翻叙利亚政权作为与中俄博弈的赌注，为了不输掉这一局，美国或许将

不择手段。

二

如上所说，中东变局已经将中国推到中东舞台的中心，而这也必然引发我们对新形势下中国的中东外交

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深刻思考。
事实上，2011 年以来，国内学界对中东变局对我国内政治经济、中东政策及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影响已

进行了多次的讨论，虽然至今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随着事态发展的深入，学者们在一些原先有较大争议

的问题上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例如，中东动荡初期不少学者对中东乱局将牵制美国战略东移抱有

幻想，而今，在美国采取了一连串实质性战略调整举动之后，恐怕再也不会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或者心存侥幸。
再如，动荡初期西方一些舆论试图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引向中国，国内也有人想借机煽动社会动乱。

很多学者因此忧心忡忡，有些学者则大谈阿拉伯“民主革命”对中国的意义。现在来看这种担忧与期待都不

符合问题的本质和现实的发展。担心中国会受牵连的人，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国与动荡国家国情的明显不同，

而那些简单地将中东变局视做是一场“民主革命”的学者，要么是不熟悉中东的情况而更多地受西方舆论的

影响，要么本身对中东乃至中国的民主化报有很大的期待，更多体现的是其个人的价值取向。
同样，学界对于中东变局对中国的中东外交及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究竟是挑战多于机遇，还是机遇多

于挑战也有诸多讨论。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学者们的思考对我国未来中东政策的制定及与阿拉伯

国家的发展仍有积极的参考意义。不过，笔者在参与多次讨论中也观察到一个现象: 即学者们更多是从微观

的视角关注事态的发展，分析其影响并提出应对之策，而从战略层面，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及中国

外交的转型趋势来前瞻性地探讨中国中东外交的应变之道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讨论相对较少。这不

能不说是中国中东研究领域的一种缺憾。
众所周知，当前中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这种变化放到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看，会发现它与当前

国际体系转型和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化是有密切的关联的，而中国正是当今国际体系转型和全球政治经

济形势变化的最重要的变量之一。因此，中国完全有理由也应该在中东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积

极作用。
未来十年是国际新秩序逐渐成型的重要时期，中国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从地区性大国变为全球性大

国的角色转换。这意味着: 第一，中国将更多地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体系变革，并且要在一些领域发挥引

领作用，同时也更积极主动地在国际舞台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国作为一个综合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国家，对

世界上许多重要问题的责任和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去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充当更积

极、更主动的角色。”［8］第二，中国越来越拥有全球范围的地缘政治和经贸利益，也因此具有了全球范围的安

全需求。第三，中国要借建设文化强国之势发展出与我国硬实力相匹配的软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和话语

权。第四，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大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竞争将更激烈，经济利益摩擦会增多，中国外交将面

临更大的国际压力和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
基于时代变化及国际政经形势发展的大趋势，我国外交从前些年开始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转型

期———由应对性的大国小外交逐渐向塑造性的大国强外交转型，以适应未来形势的发展及我国国家利益的

拓展。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对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中美、中国与周边国家及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等关系等

都已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政策的调整。
中国的中东外交是中国整体外交的一部分，当然要与中国总体外交的转型相协调，进行必要的调整。笔

者认为，即使中东没有发生巨变，基于全球政治的发展趋势及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我们也应该从

战略的高度重新评估中国的中东政策及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并对相关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从这个意义

上可以说，中东变局在某种程度是促进了我们对现有的政策的反思。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国自身和阿拉伯国

家多重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可以在未来中东的发展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阿拉伯国家的转型可以为中国提供

怎样的机遇? 新形势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模式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些问题不仅非常值得

我们探讨，而且有了一定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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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毋庸讳言，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与中东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美关系。这主要是因为，

冷战结束后，中国调整了对外战略，中国的外交重点放在了大国关系和周边国家关系的调整，尤其注重中美

关系的改善，强调合作，避免对抗。为寻求在更高利益层面上与美国的合作，中国实际上一直承认美国在中

东问题上的主导地位，中国采取的则是“总体超脱”的中东政策。虽然就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及自身

的国力及国际影响力而言，这一政策是务实的，总体上也是符合我国利益的，但客观结果却导致了中国参与

中东事务的主观意愿的缺失，中国在中东的政治影响力下降。而中国早年的中东政策也往往是原则性多于

建设性。
很长时间以来，“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一直是讨论中国如何参与中东事务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

语，但更多时候“韬光养晦”代表的是主流声音。过去我们也说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中国与中东的关系，但实际

上至今我们都没有针对中东的长期战略规划。我们也一直强调中东对中国有重要战略利益，但实际上更多

追求的还是相对狭隘的物质利益。
当然，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中东外交总体上非常成功的，中国的中东政策也得到绝大部分中东国家的认

可，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也得到积极的发展。但不可否认是，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和全球形势变化，传

统的政策思路及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现行的中东政策进

行全面、客观的评估，并重新审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首先，我们需要站在世界和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牢牢把握住中国中东外交及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大

方向，要从对外战略的高度、外交全局的广度、长远关系的深度来看待中东的变化，制定中东战略和具体政

策。冷静分析全球政治及中东变局发展趋势，不受西方挑唆干扰，不必在意一时一事得失，坚持独立自主的

外交思想和维护地区稳定和国家利益的根本原则。
其次，我们需要调整政策思路，确立积极主动、以我为主的指导思想。所谓“积极主动”更多是要体现出

政策的主动性，包括主动设置相关议题，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不是被动地陷入西方设置的议题陷阱，在西

方的霸权语境和话语系统里忙于应对。所谓“以我为主”也不是简单地“以我利益为主”，而是要体现政策的

塑造性，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包括用于在第一时间对中东的突发事件主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而

不是被认为是躲在某些国家的后面，也不必太过顾忌一些国家的想法。
第三，要树立与大国形象相匹配的国家利益观。很长时间来，即使在中国国内，一谈到中国的中东利益，

许多人首先就会想到的是能源安全、商品市场、工程承包和劳务市场等等这些相对狭隘的物质利益。这当然

没错，但笔者以为，中国发展到今天，国家利益的内涵应该更为丰富。国家的舆论安全、形象塑造，议题设置

与国际话语权的确立、软硬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等都是国家利益的重要部分，未来都应该在中东外交和政策

中得到体现。
第四，应该根据变化了的中东发展趋势，细化政策，促进建立在互信、互利及互信尊重基础上的新型中阿

关系。显然，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但必须考虑中东目前出现的许多变化来制定

不同的政策。以阿拉伯世界为例，中东变局不仅导致各国利益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对中国需求———无论是

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有了很多差异。因此，我们既要预见到新形势对中阿关系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更要

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探索双方在新形势下实现互利合作的新途径。未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将建立怎样的新型

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塑造。如何去塑造又取决于我们有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相应的政策手段，

对此，我们必须有长期的战略考虑，并根据各国不同情况细化相关政策。
第五，要抓住中东转型机遇，确立新的外交重点和不同的政策目标。中东变局后，地区政治格局出现了

向更多元平衡架构发展的趋势，中东的政治转型也将是遵循多元多样、体现各国自我认同需求的原则，而不

会简单套用某一种模式。从这个层面看，阿拉伯国家未来的对外关系重点也将会从过去的主要集中在欧美

向追求更多元的国际合作调整，而新兴大国无疑将成为地区各国关注的重点。其中，中国对中东国家的重要

性越来越突出。那些进入“后革命时期”的转型国家已对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巨大的经济实力表现出极大的兴

趣，纷纷表达了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强烈愿望。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经济，稳定社会。这与中国的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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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目标是一致的，双方会有许多新的合作机遇。笔者近期访问阿拉伯国家时，听到许多阿拉伯学者甚至包

括一些西方学者建议中国将阿拉伯转型国家作为中东外交重点，在帮助这些转型国家渡过转型初期的困难

方面发挥作用。认为中国有丰富的转型经验可以与这些国家加强交流合作，也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帮助

这些国家重建，这是中国在中东重建政治影响力的大好机遇。
因此，中国应把握时机，加大对这些国家的关注和投入，在帮助中东恢复经济和稳定地区局势方面发挥

更积极作用。以经济援助带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合作，尤其要密切社会交流，加强双边关系中思想文化

内涵的构建。同时要着力展示中国发展成果，并就国家发展道路，转型模式等开展交流，与之分享转型经验。
从而加深阿拉伯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解和认同，让阿拉伯人真正感受到中国帮助的价值，以此提升中国

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和文化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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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promoting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coun-
tries; accordingly，traditional China-Arab states friendship faces challenges as situations change． China is under
pressure to reflect on its current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will bring opportu-
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lations with Middle East countries． China should go with the tide，grasp the
new opportunities，and make reasonable foreign policy to promote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friendship．

Key Words: Middle East Transformation; China-Arab Relations; New Opportunities; Foreign Policy Adjust-
ment

责任编辑: 王伏平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