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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与 中 东 关 系
的 回 顾 与 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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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即积极推动建立外交关系,

以政治领域的合作与协调为主, 辅之以经贸和社会文化交往; 改革开放以来则主要是深化政

治领域的合作, 同时扩大在经贸、社会文化领域的交往与合作。鉴于中东在世界政治、经济、

军事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在中东也有重要利益, 我们应该有系统的中东战略。从国际政治、国

家安全、经贸金融合作、提升软实力等方面提出相关思考, 以构建中国对中东战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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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与 中 东 各 国 建 交

新中国成立后, 在和平外交的总体战略框架

下, 中国政府积极发展同中东国家的友好合作关

系, 新中国与中东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过程大致

可以分为 5个阶段, 持续了 40多年。

(一 ) 相互了解、认识的观望期 ( 20世纪

40年代末 ~ 50年代中期 )

这同当时中国和中东国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

件与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当时中东许多国家尚未

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 而取得独立的国家一般都

与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使这

些国家面临 /取舍 0 的选择; 中东伊斯兰国家

对新中国尚不了解; 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更是采

取了政治上挤压、经济上封锁, 并辅以军事威慑

等政策与手段;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又将中

国拖入了一场历时数年的惨烈战争。正是在这样

复杂的社会历史和国际环境下, 形成了一个短暂

的 /观望期 0, 也是日后中国与中东国家外交关

系发展的 /准备期0。

(二 ) 中国与中东国家建交的高潮期 ( 20世

纪 50年代中期 ~ 50年代末 )

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 有力地推动了世

界范围内反帝、反殖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 也

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和平外交战略, 让亚非国家充

分了解、认识中国的良机。中国倡导的 /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 0 得到亚非国家拥护, 最终成为

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随之而来的是, 中国

与中东国家的建交进程迎来了第一个高潮期, 5

年中有 8个中东国家与中国建交, 使中国与中东

国家的关系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三 ) 中国与中东国家建交的低谷期 ( 20世

纪 60年代初 ~ 70年代初 )

这一阶段虽然长达 11年, 但由于国际环境

和中国国内的问题等因素影响了中国与中东国家

建交进程的发展, 其中中苏关系破裂和中国进行

的 /文化大革命 0 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此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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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3个中东国家与中国建交。

(四 ) 中国与中东国家建交的第二个高潮期

( 20世纪 70年代初 ~ 70年代末 )

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带来

的 /利好0, 迎来了中国同中东国家建交的第二

个高潮期, 即有 8个中东国家与中国建交, 其中

1971年就有 5个国家与中国建交。

(五 ) 中国与所有中东国家建交 ( 20世纪

70年代末 ~ 90年代初 )

改革开放后, 中国在坚持总体外交战略的原

则基础上, 在处理与中东国家的关系问题上采取

了务实、灵活的措施。这一时期有 6个中东国家

与中国建交, 至此, 中国与所有中东国家都建立

了正常的邦交关系。

此后, 在属于全球热点地区和多种矛盾交织

的中东地区, 使中国有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深 化 与 中 东 国 家

的 合 作 关 系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与中东国家交往中

采取了更加务实的政策措施, 既是为了满足我

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也使我国与中东国家的关

系更具有 /实实在在 0 的内容, 有利于推动中

东地区的经济发展, 也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

在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呈现出

一些新特点。

(一 ) 加强政治互信, 深化政治协调与合作

中国与中东国家高层领导人频繁互访, 促进

了政治互信, 加强了双方在政治、经济、科学、

文教、卫生、体育等领域的交往与合作; 建立政

治磋商制度, 中国已同 20多个中东国家建立了

外交部政治磋商制度, 有助于增加共识, 促进相

互合作, 以及推动地区重大问题的解决; 建立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先后同埃及、沙特阿拉

伯、阿尔及利亚等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不断将合作提高到新水平; 中阿合作论坛是中阿

合作的新形式, 标志着中阿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

伙伴关系, 不仅将推动中阿友好合作关系, 也必

将推动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委派外

交特使, 本世纪初中国设立了外交特使, 将更好

地发挥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作用, 推动相关问题

妥善解决。

(二 ) 扩大经贸合作, 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

中国与中东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巨大互补

性, 为双方经济合作展现了广阔前景。目前, 中

国已同大多数中东国家签订了经济贸易与技术合

作协议, 并建立了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 同许多

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协议和避免双重征税协议。

1978年,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额仅为 10184

亿美元, 20世纪 90年代初也只有 20多亿美元,

而 2001年达到了 20312445亿美元, 2007年增至

1 24912198亿美元。¹ 中国与中东国家在相互投

资与参与工程项目方面已经取得一些重要的进展

和成果, 除了金融、能源、建筑、交通、制造和

加工业等传统领域外, 还积极拓展信息技术业、

市政建设等新的领域或新的合作方式。

(三 ) 积极发展社会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政治、经济合作的发展必然会带动教、科、

文、卫等诸多领域的双边合作。许多中东国家纷

纷开设孔子学院和中文教学, 中国也增加了中东

国家来华留学生比例。中国与多数中东国家都签

订了文化合作协定, 还同埃及、伊朗、土耳其、

以色列等一些中东国家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 推

动双方在上述领域的合作。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的今天, 加强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对发展中国家

显得尤为重要。

思 考 与 建 议

鉴于中东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中的重要

地位, 中国在中东也有重要利益, 我们应该有系

统的中东战略。我们认为, 这并非是要建立一种

僵化的 /模式0, 而是建立起 /相对开放的战略

体系0, 所谓相对 /开放 0, 意为在基本战略目

标确定后, 可以根据世界格局和世界形势变化进

行有序调整、修订的战略体系, 使我们的中东政

策不仅能适应、满足中国内外发展的现实需要,

同时服务于长远战略规划。以下是从相关视角提

出几点思考。

#10#

¹ 参见中国商务部网站: h ttp: / / zhs1m ofcom1 gov1 cn /

tong ji1 sh tm ;l ht tp: / / xyf1m ofcom1 gov1 cn / aarticle / date / 200903 /

200903061066771h tm l1



                                           中国与中东关系的回顾与思考  

(一 ) 国际政治视角

11发展与中东国家关系, 有利于中国发展

所需的和平国际环境。  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
环境不容乐观。美国等西方国家仍对中国进行

遏制和抵制, 几乎什么问题都要扯上 /中国威

胁论 0。中东是中国的周边延伸地区, 发展同

中东国家的友好关系, 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弭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负面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 中国与中东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

的斗争中, 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中相互支持与合

作, 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这是可资利用的

重要政治资源。

21中东地区是中国展示力量和扩大影响的
舞台。  中国将愈来愈多地以积极主动的姿态
影响周边地区、并影响世界, 而中东地区是中

国扩大国际影响、展示大国风范的重要舞台。

中国的发展为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乃

至政治发展提供了一种模式。尽管由于社会,

历史, 以及政治等原因, 借鉴这种模式还不是

太容易, 但提供这种模式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

发展的一种贡献。

31与中东国家关系也是调节我国与其他大
国关系的重要手段。  冷战结束后, 中国同美国

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 但它们对中国

的戒心与遏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难以消除。美

国对华政策在今后很长时期内仍会坚持 / 4C0 政

策, 即合作、竞争、遏制、控制 ( Cooperat ion,

Competit ion, Containm en,t Contro l)。那么, 在中

东地区重大问题上, 以及有影响的热点问题上,

应是我国协调其他与大国关系的重要场所, 其他

大国也需要中国发挥作用。

41在中东重大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政治外交资源不同于其他资源, 利用得当不仅不

会减少反而还会增加和增值, 但利用不当或没有

适时利用就会流失、贬值。中国应该在诸如解决

阿以冲突问题、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阿富

汗问题等重大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既要韬光

养晦, 也要有所作为。如果不能有效地利用政治

外交资源, 就会造成资源不断流失, 离有所作为

会愈来愈远。

(二 ) 国家安全视角

11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需要中东国家的支持。

 近年 /台独0 势力使出浑身解数, 从 /法理台

独 0、 /银弹外交0 到 /去中国化0 等采取了多种

手段, /台独 0 问题构成了中国最大的安全隐
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支持我国政府关于

/一个中国 0 的立场, 包括西方大国也是如此

(但同时也搞一些小动作, 对我国进行牵制 )。

从整体来看, 在台湾问题上, 中东国家是支持

/一个中国0 立场的比较稳定的力量。

21反对 /三股势力 0, 保证我国安全利益。

 在较长时期内, 中东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民

族分裂主义还会有很大影响, 甚至直接成为国内

三股势力的 /精神动力 0, 恐怖主义也像扩散的

毒瘤对我国的安全利益构成 /威胁 0。这里所说

的威胁, 并不是说它能成多大的气候, 造成多严

重的 /事实 0, 但是作为安全隐患和不稳定因

素, 特别是恐怖主义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负面影

响, 却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

31明确国家安全利益、有必要设立 /安全

红线0。  在安全问题上, 应该让中东友好国家

和世界清晰地了解什么是中国的安全利益与核心

利益, 甚至有必要设立清晰、明确的 /红线 0,
强调我国的安全利益、核心利益是不容侵犯的。

不仅要让各国政府知道, 也要通过多种方式诸

如通过外交政策的宣示、外交渠道的沟通、中

国学者的宣讲等多种途径让各国的智库明悉。

改变出问题后的补救为主动积极的防范。在了

解、明确我国安全利益的前提下, 可以要求中

东友好国家配合、至少是不能支持国内的 /三
股势力 0。

41调整能源结构、实现能源安全。  目前

我国的能源结构不尽合理, 石油对外依存度过

大, 但是核能 (清洁能源 ) 所占比例太小 (不

到 1% , 发达国家核能开发利用通常占 30% 左

右, 东欧一些小国甚至高达 80% 以上 )。我国

应逐步调整能源结构, 减轻石油消费的对外依

存度。同时, 在能源问题上应多宣传 /相互需

求、相互依存 0 的理念, 不仅是中国需要石

油, 也要让中东国家清楚地知道, /只有将石油

以适当的价格出售出去、维系长期稳定的客

户, 才能使其获得长期、稳定、且可观的收

入, 为本国带来实惠, 0 为我国争取稳定的能

源来源作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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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经贸金融合作

11发展双赢的经济合作模式。  在拓展海

外市场的同时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 为我国

经济发展转型、提升工业科技层次奠定基础, 同

时也使合作对象受益, 为获得经济发展带来了实

惠, 巩固我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经济发展

水平和产业结构方面的差异, 构成了中国与中东

国家在经贸合作中的互补性, 属于互有需求型。

这种客观存在成为我国与中东国家进一步开展互

利互惠、双赢经济合作的重要条件, 同时使双方

在经贸合作领域有极为广阔的前景。在西方发达

国家市场壁垒很严的情况下, 中东市场甚至可以

说是 /不可多得的0。

21吸引中东国家的投资。  阿拉伯海外资
产估计约 113万亿美元, 其中约 80%属于海湾

国家的投资者。¹ 九一一事件后, 美国与阿拉伯

国家关系的微妙变化已使部分阿拉伯海外资产离

开了美国市场 (估计近 2 000亿美元 ), 海外资

产拥有者在寻找更好、更安全的投资场所。我国

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中东国家是机遇、也是一个巨

大的市场。中国西北部地区与中东国家的地理环

境十分相似, 也是中国穆斯林比较集中的地区,

历史上就曾与中东国家有渊源颇深的交往和联

系, 为中东国家参与中国西部开发和建设、争取

双赢提供了良好条件。

(四 ) 提升软实力

11采用多种形式宣传中国、扩大影响。  

许多国家对 /中国模式 0的认可、接受到学习效
仿, 是我国可以利用的机遇, 应当进一步适时、

准确、有效地宣传 /中国模式 0。孔子学院在世

界范围内的兴起, 中国餐饮文化、中医、武术在

中东和非洲的影响力等都是可以利用的资源, 以

提升中国的 /软实力 0。在对外政策上进一步坚

持独立自主, 注意与美国等西方国家 /霸权主

义 0 行径保持距离。在中东重大问题上, 例如

巴以冲突问题、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等重大

问题上, 更应该坚持独立自主、彰显负责任大国

的形象。最近我国开通了阿拉伯语电视频道, 为

扩大与中东国家交往、传播中国的文化和外交、

政治理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与此同时, 我

们也应该注意提升 /操作技巧 0, 使这一频道成

为中东人民喜闻乐见的一套节目, 避免给受众留

下一种 /僵硬的宣传模式 0。
21加强自律、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和信誉。

 中国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应加强自我管理, 在对

外经贸活动中不仅要关注现实利益, 更应有长远

的战略目标和计划, 不应采取 /竭泽而渔 0、

/杀鸡取卵0 的做法。例如, 在中俄 (以前为中

苏 ) 边贸上的教训。不仅在经济上失去了重要

市场, 失去了长远利益, 还破坏了我国在国际上

的形象。鉴于此, 我国应制定规则, 甚至立法,

以建立一种有效的监管制度和机制。保护守法企

业的正当、长远利益, 同时维护我国在国际上的

正面形象。

(责任编辑: 徐  拓  责任校对: 安春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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