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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交战略进行了重要调整，中国的中东政

策及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出现了积极变化。中国对参与中东事务的态度

经历了从“韬光养晦，总体超脱”到“有所作为”，再到强调发挥大国作用的

转变。中国的中东政策从开始主要宣示原则立场向积极参与地区热点问

题解决、提出中国思路和方案，再向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推动建

设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体现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理念的深度发展，中东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与此同

时，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也实现了从最初侧重政治上互相支持，到走向

政治、经济、文化、能源和高科技等多领域的合作，再到建立全面合作、共同

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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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中东的关系源远流长，其历史可追溯至双方通过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交

往。在近代，由于受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侵略，双方几乎没有正式往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与中东的关系逐步恢复。在建国后的 30 多年里，中国与中东国

家在政治上互相支持，为双方之后的团结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期间，尽管国际形

势风云变幻，但“中国支持中东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根据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发展同中东国家友好关系的主旨始终没变”①。双方关系虽然经历过一些困

难和曲折，但总体上是在不断向前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战略出现重大转

型，外交的首要任务是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创建和平的国际环境。其中一个重要特征

是，中国开始在对外交往中淡化意识形态，积极推进以“和平与发展”时代观为指导

的全方位外交。在此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几年里与所有中东国家建立了

正式的外交关系，但这种关系基本上是建立在维持良好政治关系的基础之上。1993 年

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能源合作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外交史大致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以对国际格局和时代

主题的认识转型为依据，可分为前后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以外交战略和政策重点

的改变为依据，大致可分为五个历史阶段。② 进入 21 世纪后，无论是世界形势还是

中国外交本身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改革开放前后来划分中国外交的两个历史时

期已经不能全面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外交的迅速发展。本文根据

近年来中东形势和中国外交的发展变化，试图将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中国中东外交大

致划分为前 30 年和后 10 年两个阶段。其中 2010 年底肇始的中东变局以及中共十

八大后中国大国外交战略定位的确立，对中东和中国外交是两个标志性事件，也是

划分两个阶段的重要依据。中东变局是当代中东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意味着

中东地区各国渐次进入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变革转型时期。在经历了变局初期的

几年动荡之后，求稳定、谋发展已成为近年来中东国家的普遍诉求，中东国家“向东

看”趋势愈发明显，与中国合作的愿望空前强烈。而中国大国外交战略定位的确立，

使中东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有了显著提升。近年来，中国中东外交的战略重点

和政策目标也越来越明确。2018 年 7 月 10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

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

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称“这是中阿友好合作新的历史起点”。③ 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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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懋主编:《中国对外关系》，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6 页。
两个重要历史时期为: 改革开放以前 30 年的“革命外交”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后 30 年的“和平发展与

合作外交”时期; 五个历史阶段分别为: 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的“联苏反美”战略阶段，60 年代的“反帝反修”外
交战略阶段，70 年代“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阶段，80 年代的“改革开放与外交转型”阶段以及 90 年代以

来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阶段。参见杨公素、张植荣:《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北京: 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09 年版，第 1－3 页。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

话》，载《人民日报》2018 年 7 月 11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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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一、改革开放头 30 年的中国中东外交

1978 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历史性的决策———“彻底否定‘以

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

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这种历史性和根本性变化的最典型标志，就是中国从此开始自觉自愿地、大胆勇敢

地、义无反顾地融入不断深入发展的全球化。”①在外交上，中国开始淡化意识形态因

素，凡事均根据其本身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是否有利

于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作出判断，决定自

己的态度和政策。②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确立了“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外交战

略，更加强调独立自主、与所有国家发展正常关系的原则。冷战结束后，中国又根据

形势发展，逐步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

台”的外交战略布局。③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中东外交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后，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任

务是打造国家发展需要的和平国际环境，加强同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

团结合作构成了当时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据此，中国的中东外交更强调促进该

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主张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在与地区国家关系

上，中国强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得益于这一原则，中国与

中东国家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至 1990 年中国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

交关系，1992 年中国与以色列建交后，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唯一同中东所有国家及

冲突各方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自那时起，中国与中东国家领导人开始了常态化

的高层互访。迄今，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访问了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中东各国元

首、政府首脑和部长也纷纷到访中国，这一现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国

家领导人的互访已成为增进双方关系的重要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冷战后的前 15 年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发展的步伐并不快。从中

国方面来说，当时的外交重点主要是调整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与其他地区国

家的关系服从于这一对外战略全局。从中东方面来说，地区许多国家在政治和经济

上仍主要依赖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外关系的重点同样不是中国。因此，20 世纪 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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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初中国虽然已同所有的中东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这种关系基本上还是建立在

良好的政治基础之上，双方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关系并无很大发展。该时期中国

与中东国家关系总体发展不快的主要原因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和军事对抗是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因素。

对于中东国家而言，安全问题是其最大的关切，得到安全保障是中东各国最主要的

利益诉求，而美国自二战以后一直是国际安全的主导者。因此，尽管与美国等西方

国家在价值观上有明显差异，对美国明显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也有诸多不满，但

大部分中东国家出于现实的安全利益需要，依然在军事和安全上依赖美国，其对外

政策也因此受到牵制。

其次，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重视发展与中

东国家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但受当时综合国力的制约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

同中东国家经贸合作的规模仍很有限。如 1989 年中国对中东地区的总出口额只有

16 亿美元，进口额仅为 7．2 亿美元。① 中国与中东的贸易额自 1993 年中国成为石油

净进口国之后才开始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能源合作逐渐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

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此外，当时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文化影响力相对有限，许多

中东国家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很长时期以来，它们的眼光一直是朝向西方的。

最后，在中东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上，中国虽然提出了自己的原则立场，但在具

体事务中总体上采取超脱的态度。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一政策是恰当和务实的，但

不可否认，这种政策取向使得中国对中东问题的影响十分有限。

综上，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多年里，中国在中东事务上强调总体超脱、韬光养

晦，在中东政策上强调对中东问题的原则立场，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上强调尊重自主

选择、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这一时期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基本上建立在维持

良好政治关系的基础之上。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体系加速转型，中国

越来越与世界休戚与共，政治和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保持国际环境的持续和平与稳

定成为中国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点。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以积极的姿态融入

国际体系，努力推动国际合作，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一变化也体

现在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中。

一方面，鉴于中东在世界事务尤其是大国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中国开始

将该地区视作运筹大国关系的重要舞台。为此，中国逐步转变了过去不愿过多介入

中东事务的做法，在一些地区问题上采取了更积极主动的外交姿态和行动，其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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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实现维护地区稳定、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大局的战略目标。中国在处

理中东热点问题上采取“劝和促谈”的政策立场，其主要思路是: 坚持通过对话与谈

判和平解决争端; 尊重历史，兼顾现实，彼此应照顾对方的关切，通过耐心谈判，缩小

分歧，求得争端的公平合理解决。2002 年 9 月中国设立中东问题特使后，为推进地

区和平进行了一系列双边及多边外交活动，在巴以问题、伊朗核问题和苏丹达尔富

尔问题上，都可以看到中国外交官推动和参与和平解决地区争端的身影。另一方

面，鉴于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利益不断交叉延伸，尤其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后，对中东

能源的依存度日增，中国更积极地致力于发展同中东各国的全面友好合作关系。

2004 年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便是中国加强与阿拉伯国家集体合作的一个标志性

事件。

在 21 世纪的前十年，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越来越认识

到，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和地区环境塑造，既是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是促进中国与地区国家双边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

发展与地区国家的双边关系、鼓励建立并积极参与多边机制来推动地区热点问题的

解决，成为中国中东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有关中国中东外交

的话语也出现了从坚持“韬光养晦”向更加要“有所作为”的转变。但与此同时，中国

始终认为自身实力和手段有限，应尽量避免直接介入地区矛盾和争端。中国学界和

舆论界也普遍认为，中东局势太过复杂和混乱，中国不应去蹚中东这趟浑水。有学

者表示，中国的中东政策最好止步于政治表态，中国不要轻易陷入“中东政治的沼

泽地”①。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中东问题提出的政策思路依然是原则居多，中国强调要“有

所作为”，但很多是事后的应对型作为，而不是主动谋划的进取性作为; 中国强调要

从战略高度看待中国与中东的关系，但却一直没有出台一项长期性战略规划; 中国

强调在中东地区有重要战略利益，但实际上更追求能源和商品市场等相对狭隘的物

质利益，反映出中国在总体上依然没有足够的实质性参与中东事务的政治意愿。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缺乏对中东事务的实质性参与同当时国内各界对中国在中

东利益的认知和界定密切相关。有学者参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做法，将中国

的国家利益分为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和一般利益，并据此认为，中东能源实质性地影

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东能源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东对中国的战略利

益、安全利益和和海外利益虽有间接性重要影响，但不构成直接的严重威胁，因此可

界定为中国在中东的重要利益，而中国在中东的政治利益主要是意识形态利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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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一般利益。①

但是，除利益考量之外，仍有其他一些要素影响着中国更积极介入中东事务的

意愿。例如，中国与中东国家对一些地区安全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对解决问题的

思路和理念不一致; 中东国家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矛盾和分歧; 部分地区国家希望

中国作为一支抵抗美国的力量发挥作用，令其时将“大国是关键”看作外交战略布局

首要的中国难以有所作为; 中国不实质性介入和参与中东事务，常导致中国的相关

政策主张尽管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未能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产生实质性影响，等等。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中国的中东外交依然取得了积极成果，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

也实现了较快发展，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被寄予了更高的期望。而中国未能更实质

性地参与中东事务，更多还是因为中国未找到既符合中国利益和外交理念、又契合

中东国家需求的真正可以发挥中国作用的着力点。

二、中东变局以来的中国中东外交

中东变局是当代中东史上最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事件之一。中东变局本质上

是地区国家经历的政治和社会转型，本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是美国和西方及部

分阿拉伯国家的误导和介入很大程度上使这场变局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确方向。②

中东变局从本地区以推翻国家领导人和旧政府为特征的多米诺骨牌式的群体性动

荡肇始，至叙利亚危机演变成全面内战而达到高潮，迄今已持续了近八年。从现象

上来看，中东变局初期呈现的疾风暴雨式民众运动势头早已回落，但若将这场变局

视作本地区国家向现代转型的一部分，它才刚刚开始。这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

程，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中东地区转型最初主要反映在国内政治层面，一度引发

地区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甚至激活了地区宗教与世俗以及不同教派力量之间

的争夺和冲突，并成为影响地区形势发展的主要因素。中东政治转型的驱动力是当

地民众试图建立现代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由多元政治取代专制体制。但在中东变

局最初的几年里，地区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伊斯兰势力及社会思潮都在争夺政治转

型的主导权，并为此展开了激烈博弈乃至爆发冲突。那些率先进入政治转型的国家

普遍缺乏强有力的政党和政治家来领导国家稳步发展，转型充满不稳定性和反复

性。从发展趋势看，阿拉伯国家的转型将是全方位的，政治和经济转型必定会带来

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转型的方向和成败，也将对中东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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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牛新春:《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与影响力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 年第 10 期，第 47 页。
参见李伟建:《对当前中东局势演变的若干思考》，载《西亚非洲》2011 年第 6 期，第 3 页; 李伟建:《中

东政治转型及中国中东外交》，载《西亚非洲》2012 年第 4 期，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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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文化带来巨大的影响。

中东变局对原本脆弱的地区安全局势造成严重的破坏作用，它直接导致了外部

势力的干预，进而引发了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和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主

义势力的兴起，造成了堪称中东当代史上最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成千上万无辜

百姓死于非命，几百万民众沦为难民，国内基础设施遭破坏殆尽，无数家庭的家园财

产毁于一旦。这一过程也给中国的中东政策形成了严峻挑战: 一方面，中东变局初

期，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舆论和行动上试图把中东动荡的火种引入中国。另一方

面，中国一贯秉持的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别国内政的政策遭到多方责难。西方国家质

疑中国“袒护中东地区的专制力量”，尤其是中国在安理会投票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

提出威胁对叙利亚动武的提案后，西方舆论对中国发出一片指责之声，美国的一些

高级官员也在各种场合质疑中国的中东政策。令人不解的是，一些阿拉伯国家也对

中国的涉叙利亚问题否决票表示不满。此外，中东变局导致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

裂，阿盟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羸弱，这不但给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开展集体对话增加了

难度，而且给中阿合作论坛机制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而中东变局导致的地区形势恶

化、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泛滥则给中国的海外利益及国家安全造成了直接和间接的

威胁。

但不能否认的是，中东变局触发的地区国家持续转型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它

不仅有利于中东国家社会的健康发展，也给中国中东外交及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发展

带来了巨大机遇。

首先，长期以来中东国家奉行的某种单一发展模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中东国家

向现代制度转型的需求，更跟不上全球发展的步伐，中东未来政治转型的趋势必将

遵循多元多样、体现各国自身特色的原则。从这个层面看，中东国家未来对外关系

的重点也将会从过去的主要面向欧美向追求更加多元的国际合作调整。从更广阔

的时代背景看，中东地区转型既难完全难摆脱本地区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现实的

制约，也不会游离于世界发展进程之外。① 中东转型发展与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和全

球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化密切关联，而中国正是当今国际体系转型和全球政治经济形

势变化最重要的变量之一，特别是中国已经成为中东各国关注的重点。

其次，随着中东地区转型的持续深入发展，中东变局之初波及整个地区的激进

政治运动近年来已开始走向各国内部以社会治理及经济、民生发展为核心诉求的逐

步变革阶段。② 与此同时，这股变革之风正由政治领域逐渐转向经济和社会治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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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伟建:《从中东变局透视国际秩序的演变》，载《西亚非洲》2011 年第 9 期，第 3 页。
李伟建:《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基础、现状与趋势》，载《西亚非洲》2018 年第 4 期，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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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并且呈现出由部分国家向更多国家扩散的趋势。2018 年以来，伊朗、埃及、突尼

斯、摩洛哥等多个地区国家出现大规模民众示威均与这些国家的民众希望政府加强

内部治理、关注民生发展密切相关。当前，治理和发展引起中东国家的高度重视，许

多国家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这些发展趋势十分贴近中国提出的发展

和治理理念，也为中国推进以“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为重点的中东外交提供了极为

有利的时机。

再次，越来越多中东国家精英真正地认识到了中国对中东的重要性，许多国家

前所未有地表露出与中国合作的强烈愿望。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在出席 2018 年 4 月

23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阿拉伯国家改革发展论坛研讨会”时表示，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成就应当被世界认可，“我们渴望从中国的经验

中获得启发”①。巴林驻华大使安瓦尔·艾勒阿卜杜拉也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高瞻远瞩、前所未有，“同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从中国身上学习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

只要有意志和决心，通过实干，就一定可以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②。

最后，双方在改革发展领域的利益前所未有地贴近，让中国终于找到了在中东

问题上的外交着力点。作为多年研究中国与中东关系的学者，笔者从来没有如此真

切地感受到中东国家与中国如此走近。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大

部分时候一直是中国学者在研究中东，但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学者渴望

了解中国，开始研究中国。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与中东的关系开始进入一个真

正的发展期。

三、大国外交视域下的中国中东外交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一系列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核心的外交新思想、新理念和新倡

议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内涵和特色，中国制定的与之相对应的外

交政策，对于全球治理尤其是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开始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中

共十九大之后，中国进一步站在全人类进步的高度，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

出顶层设计，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中国大国外交战略定位及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目标的确立，使中东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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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周輖、宦翔:《从中国经验中获得启发———记中国—阿拉伯国家改革发展论坛研讨会》，载《人民日报》
2018 年 4 月 24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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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

第一，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的治理和发展是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能否成功参与中东的治理也是对中

国大国外交理念能否走向世界、能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考验。习近平

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明确表示: “中方愿同阿

方加强战略和行动对接，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做中东和平稳定的维护者、

公平正义的捍卫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互学互鉴的好朋友，努力打造中阿命运共同

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①未来中国要在中东发挥更大作用，必然

要在促进地区治理和发展上着力，若无法构建起与中东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就难言

构建整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第二，中国确立大国外交定位后，中国中东外交的战略重点和政策目标越来越

明确。2016 年 1 月 22 日，习近平主席在开罗阿盟总部发表的演讲中明确指出，“中

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②，并据此进一步提出了“和平、创新、

引领、治理、交融”五大理念，以及“促进稳定、创新合作、产能对接、增进友好”四大行

动。这是继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中阿合作共建“一

带一路”、构建“1+2+3”合作格局的新构想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进一步在中东地区

发展及治理问题上提出中国的思路和方案，也为中国中东外交指明了方向。在 2018

年 7 月 10 日于北京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的开幕式上，习近平再次

明确指出，中国的中东政策“顺应中东人民追求和平、期盼发展的强烈愿望，在国际

上为阿拉伯国家合理诉求代言，愿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大作用”③。这是中国

最高领导人关于中国中东外交的最新、最清晰的表述。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外交将更加积极地为世界贡献中

国智慧，更加彰显大国责任意识。中东尚处于持续深入的转型之中，国家治理不善

和发展滞后是当前大多数中东国家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中东国家对

此已有清醒的认识和迫切改善的期待，“改革发展”成为各国社会的主流呼声。长期

以来，许多中东国家都在寻找有效的治理和发展模式，中国这些年的成功经验，已越

来越多地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关注和重视，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发展更密切关系和更积

极合作的愿望愈发强烈。中国也积极支持中东国家的转型、稳定和发展，愿意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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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

讲话》。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载《人民日报》

2016 年 1 月 22 日，第 3 版。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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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并提供更多实质性帮助。在中东发展和治理问题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发

展是解决中东许多治理问题的钥匙。发展的潜力要通过改革来释放，进步的动力要

通过开放来提升。各方要始终心系合作，多做共赢的加法和乘法，把一股股发展努

力汇聚起来，优势互补，共享繁荣。”①可以说，双方找到了合作共赢的聚焦点。

第四，中国的中东政策更加务实。以 2018 年 7 月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

长级会议为例，与以往几届论坛相比，本届论坛推出的多项重大举措针对性强，十分

契合双方尤其是阿拉伯方面的需求，并将共建“一带一路”进一步落到了实处。习近

平主席在论坛开幕式演讲中提出，中方设立“以产业振兴带动经济重建专项计划”，

提供 200 亿美元贷款额度，同有重建需求的国家加强合作，按照商业化原则推进就业

面广、促稳效益好的项目，以及邀请阿拉伯国家 100 名青年创新领袖、200 名青年科

学家、300 名科技人员来华研讨，再邀请 100 名宗教人士、600 名政党领导人访华，再

为阿拉伯国家提供 1 万个各类培训名额，再向阿拉伯国家派遣 500 名医疗队员，这些

举措可以视作中国为推动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

系而率先迈出的坚实步伐，让阿拉伯国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的诚意。

最后，中国对当前中东国家最为关注的安全问题提供了破解思路，对安全与发

展的关系提出了鲜明观点。2018 年 7 月 10 日，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

的演讲中，习近平针对中东当前形势明确指出，中东面临消除和平之殇、破解发展之

困的紧迫任务，和平、改革、发展是中东各国的普遍需要，稳定、安宁、幸福是中东人

民的共同追求。他强调各方要准确把握历史大势，真诚回应人民呼声，一起推动中

东地区走出一条全面振兴的新路。把这些表述与中国在本届论坛上推出的一系列

重大举措结合起来，不难发现中国未来几年在中东问题上的外交重点和着力点。此

外，针对当前中东存在的外部势力干预及域内一些国家间互相博弈和冲突的问题，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尊重每个国家的国情差异和自主选择，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

异。域外力量应该多做劝和促谈的事，为中东和平发展提供正能量。要摒弃独享安

全、绝对安全的想法，不搞你输我赢、唯我独尊，打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架构。这些表述言简意赅，针对性很强，对中国未来进一步参与中东事务及发展与

中东国家的关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结 语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中国对国际格局和时代主题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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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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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外交战略开始转型，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

坚持“全方位”外交战略，外交政策从主要为国家安全服务转向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

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中东外交也出现了积极的调整变

化，总体上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但从实际发展变化看，改革开放 40 年来

的中国中东外交可大致划分为前 30 年和后 10 年两个阶段。其中 2010 年底肇始的

中东变局以及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大国外交战略定位的确立，对中东局势和中国外交

是两个标志性事件，也是划分两个阶段的重要依据。冷战后前 10 年中国与中东关系

的发展步伐并不快。从中国方面来说，当时的外交上侧重点主要放在调整大国关系

和周边国家关系，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关系不得不服从于这一对外战略全局。从中

东方面来说，许多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仍主要依赖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同中国的关

系未予真正的重视。

改革开放后，中国真正加快同中东国家关系主要开始于两个标志性的时间段:

一是 2004 年 9 月成立的中阿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确立了中阿建立“平等、全面

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此后十多年里，中阿关系快速发展，多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了

丰硕成果。在 2018 年 7 月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中阿双方一致

同意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当前复杂的国

际背景下，以阿拉伯国家为主的中东国家前所未有地表现出期待和中国合作的强烈

愿望，双方发展更紧密务实关系意义十分重大。二是十八大后中国确立大国外交的

战略定位以后，中国的中东外交出现了全新的发展和变化，主要表现为中国更强调

发挥大国作用，更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并提出了中国的思路和方案，中东外交的战略

重点和目标更明晰，即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促进稳定和发展。改革开放 40 年

来，中国与中东关系从最初侧重政治上互相支持，到中期重视发展以能源为核心的

经济关系，扩展到如今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经贸合作也

不仅限于传统能源，已经扩展到基础设施建设和核能、航天和新能源等高技术领域。

未来中国无疑将在参与中东治理和发展，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发挥更为积极、更

具实质性的作用。

( 责任编辑: 章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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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keeping a low profile”to“being more proactive in tactics”，then to emphasizing its role as a
great power in the region． With regard to its policy toward the Middle East，China has shifted to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settlement of regional hot issues by putting forward its ideas and schemes，
then to raising a series of major power diplomacy concep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eaceful development'，‘win-win cooperation’and‘building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position of the Middle East in the Chinese
diplomatic strategy ranking is constantly advancing，while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gional
countries have also witnessed rapid development from the initial emphasis on mutual political support to
mutual cooperation in political，economic，cultural，energy and high-tech and other fields，as well a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common development and future-oriented China-Arab
strategic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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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Peacekeeping Mis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since the Ｒeform
and Opening-up: Ideations and Practice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China's perception of the UN peacekeeping missions
has evolved from an emotional to a rational response，from a single-faceted to a comprehensive
recognition，from a negative attitude to a positive one．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security
governance has been exemplified by its evolving role in the UN peacekeeping missions in the region，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of cautious engagement ( 1979－1987) ，preliminary participation
( 1988－2001) ，regime innovation ( 2002－ 2011) ，and proactive and strategic design ( from 2012 to
present) ． The ideations，policy and trajectory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peacekeeping mis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collectively driven by four dynamics: its gradually deepened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enhance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the expansion of its overseas interests，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its role as a responsible powe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peacekeeping has
fostered the collective capability of the rising powers in the Middle East security governance，and
meanwhile it has been an essential arena for Beijing to explore its“peace-keeping diplomacy”and
consolidates its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the US，Ｒussia，the European Union，the African Union and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respectively．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keeping missions，China should
contribute not only to finance and personnel，but also its wisdom for agenda-setting ability，so that
China will transcend from a big country to a great power in its UN peacekeeping missions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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