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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把握当前人类所处历史方位ꎬ 应对世界面临的严峻挑战ꎬ 这

关乎人类发展的前途ꎮ 在全球性问题尖锐复杂、 大国博弈日趋激烈、 地缘政

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ꎬ 世界的稳定和发展充满不确定性ꎬ 因此ꎬ 推进人类命

运共同体建设是实现中东乃至世界繁荣发展和持久和平的根本出路ꎮ 中国—
阿拉伯国家峰会的成功举办为中东地区发展和稳定开创了新的机遇和前景ꎮ
在中东地区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ꎬ 全面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

议ꎬ 不仅契合中东国家和人民自主探索其发展道路ꎬ 而且有利于推动中东地

区逐渐破解安全和发展困境ꎬ 共同塑造一个繁荣、 发展和稳定的新中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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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把握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ꎬ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当前ꎬ 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正以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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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的方式展开ꎮ” 这不仅揭示了当今人类所处的历史方位ꎬ 也是对 “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具体阐述ꎮ 与此同时ꎬ 二十大报告还指出: “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 安全赤字、 治理赤字加重ꎬ 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ꎮ 世界

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ꎬ 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ꎮ”① 因此ꎬ 如

何科学认识和把握 “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ꎬ 如何应对 “人类社会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ꎬ 这将决定着世界的前途和未来ꎮ
(一) “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的内涵和影响

“变化” 是事物运动的常态ꎮ 然而ꎬ “变化” 的程度、 范围和内涵却因时

因地而有着不同的表现ꎮ 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看ꎬ 当前处于 “世界之变、 时

代之变、 历史之变” 的全面展开阶段ꎬ 无论其空间和时间ꎬ 还是规模和内涵

等方面ꎬ 都呈现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ꎮ
１ “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的内涵

“世界之变” 指空间和地域范围内的变化ꎬ 其规模绝非局部的一洲、 一囯

或一域ꎬ 而是覆盖各洲、 各国及区域的ꎬ 具有全局性、 整体性和广泛性的变

化ꎮ “世界之变” 还揭示了地域空间上的关联性ꎬ 即人类社会从原初的分散隔

绝走向当前的紧密相连的漫长过程ꎬ 进而形成彼此高度依赖的一个整体ꎮ
“时代之变” 指内涵和特质的变化ꎬ 其标识不是具象的、 微观的ꎬ 而是宏

观的、 具有划时代特征的变化ꎮ 从社会生产力水平维度观察 “时代之变”ꎬ 人

类社会逐渐经历了游牧时代、 农业文明时代、 工业文明时代ꎬ 随着科学技术

飞跃性发展ꎬ 正迈向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ꎬ 当前仅仅属于这一新时代的初始

阶段ꎮ
“历史之变” 指时间维度上的持续性变迁ꎬ 其时序不是短暂性、 暂时性

的ꎬ 而是长期性、 逐步积累而促成的重大变迁ꎮ “历史之变” 通常以长时段视

角观察历史运动状态ꎬ 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分水岭的历史性变迁ꎮ
当前ꎬ 从人类所处的历史方位看ꎬ 一方面ꎬ “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

之变” 正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且呈加速状态的ꎬ 即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速演进”ꎻ 另一方面ꎬ “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之间相互叠加、
相互激荡ꎬ 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变化及其走向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ꎬ 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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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百年变局的主要特征ꎬ 即 “一方面ꎬ 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的历史潮流

不可阻挡ꎬ 另一方面ꎬ 恃强凌弱、 巧取豪夺、 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

危害深重ꎬ 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 安全赤字、 治理赤字加重ꎬ 人类社会面临

前所未有的挑战”ꎮ①

２ “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的影响

进入 ２１ 世纪第三个十年ꎬ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ꎬ “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ꎬ 由此对人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ꎮ 全球

性问题尖锐复杂、 大国博弈日趋激烈、 地缘政治竞争加剧ꎬ 特别是在世纪疫

情和乌克兰危机等多重因素冲击下ꎬ 世界的稳定和发展充满不确定性ꎮ
一方面ꎬ 人类在迈向一个崭新时代的同时ꎬ 全球力量的对比关系正在发

生历史性变化ꎮ 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飞跃性发展ꎬ 特别是数字技术正在改变

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 发展方式和行为方式ꎬ 人类正在迈向一个崭新的时代ꎮ
与此同时ꎬ 从推动世界变化的主要力量和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来看ꎬ 以发展

中国家为代表的 “南方世界” 持续崛起并开始改变全球力量的对比关系ꎬ 多

极化替代以西方为中心的单极世界的势头不可阻挡ꎬ 世界经济的重心加快向

东转移ꎮ 尽管从全球范围看ꎬ “东升西降” 趋势和现阶段 “西强东弱” 的现

实ꎬ 表明 “世界之变” 和 “历史之变” 尚未见分晓ꎬ 但是ꎬ “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ꎬ 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

光明ꎮ”② 因此ꎬ 我们所处的仍将是 “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ꎮ
另一方面ꎬ 全球性问题达到历史极值ꎬ “灰犀牛” 事件和 “黑天鹅” 事

件频发ꎬ 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全球合作弱化ꎬ 对抗加剧ꎬ
气候变化、 粮食安全、 恐怖主义、 难民危机等问题突出ꎬ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

情肆虐和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ꎬ “世界走向分裂” 的迹象愈加明显ꎮ 其中ꎬ 持

续升级的乌克兰危机 “既是东西方对峙冷战的延续ꎬ 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序幕ꎬ 更是引发世界格局在某历史时点由渐变转向突变的重要变量ꎮ” “亚
欧大陆或将重新成为大国政治博弈和经济竞合的中心ꎮ”③ 并在一定程度上改

变着时代发展的方向和时代主题ꎬ 世界正走向分裂和对抗的危险边缘ꎮ④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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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 月 １８ 日ꎬ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

会①上表示ꎬ 世界正处于一场 “五级飓风” 的风暴眼: 全球经济前景黯淡ꎬ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持续ꎬ 冲突、 暴力和战争 “火上浇油”ꎬ 南北分化加深ꎬ 东

西方之间存在着 “大分裂” 的风险ꎻ 世界面临着相互关联的挑战ꎬ “几代人以

来最严重的地缘政治分歧和不信任”ꎮ② 根据联合国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发布的

«２０２３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报告ꎬ 受多重危机交汇的影响ꎬ 世界经济前

景暗淡ꎬ ２０２３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 １ ９％ ꎬ 成为数十年来增速最低的年份

之一ꎮ③ 由此可见ꎬ 我们所处的又是 “一个充满严峻挑战的时代”ꎮ
(二)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实现世界繁荣发展和持久和平的根本

出路

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ꎬ “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ꎬ 究竟如

何应对和选择? 这不仅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责任和担当ꎬ 而且直接决定世界

的前途和命运ꎮ

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

长期以来ꎬ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试图把强权政治施加于世界人民ꎬ 特别

是美国从 ２１ 世纪以来发动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利比亚战争、 叙利亚战

争ꎬ 到近年来所谓 “印太战略”ꎬ 其目标就是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和垄断集团利

益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ꎬ 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 更是露骨地宣称ꎬ “后冷战时代结

束ꎬ 大国竞争时代开始”ꎬ 并多处提及 “决定性的 １０ 年”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ｄｅｃａｄｅ)ꎬ 公

开宣布把中国视为 “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ꎬ 又有日益强大的经

济、 外交、 军事和技术实力的竞争对手”④ꎮ 显然ꎬ 美国提出的 “决定性十

年”ꎬ 以决胜大国战略竞争作为其手段ꎬ 正在把世界拖回强权政治时代ꎬ 这将

把人类引向更加危险的灾难深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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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当前能源和粮食危机ꎬ 如何应对高通胀、 高负债ꎬ 如何应对工业不景气ꎬ 如何解决当前社会脆弱

性问题ꎬ 如何应对当前地缘政治风险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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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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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ꎬ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ꎬ 从历史发展进程和人类整体利

益和长远利益出发ꎬ 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和方案ꎬ 并付诸实践ꎬ 同坚守公平、

正义、 和平、 发展的各国人民一道ꎬ 共同维护世界发展的正确方向ꎮ 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对世界前途和命运的回答ꎮ 习近平主席

指出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顾名思义ꎬ 就是每个民族、 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

紧紧联系在一起ꎬ 应该风雨同舟ꎬ 荣辱与共ꎬ 努力把我们生于斯、 长于斯的

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ꎬ 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

实ꎮ”① 因此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ꎮ”②

２ 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途径和实践

面对日趋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以及美国逆历史潮流推动大国战略竞争ꎬ 究

竟如何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首先ꎬ 在理念上ꎬ 凝聚共识ꎬ 增强互信ꎬ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提

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指出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ꎬ 面对的是

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ꎮ” “这个世界ꎬ 各国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

深ꎬ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ꎬ 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ꎬ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ꎮ”③ 同年 ３ 月 ２５ 日ꎬ 习近平主

席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ꎬ 指出 “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

体ꎬ 共同的历史遭遇、 共同的发展任务、 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

一起ꎮ 我们都把对方的发展视为自己的机遇ꎬ 都在积极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共

同发展繁荣ꎮ”④ 十年来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ꎬ 受到越来越广泛的

欢迎和响应ꎬ 被多次写入联合国以及许多国际组织决议或宣言ꎮ 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既彰显了和合共生的传统理念ꎬ 又弘扬了以 “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 为内涵的全人类共同价值ꎬ 体现了不同制度、 不同文明、

７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二○一七年十二月一日)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外交

演讲集» 第二卷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８７ 页ꎮ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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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文ꎬ 第 １２ ~ １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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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间的最大公约数ꎬ 为实现最广泛的国际团结合作提供价值纽带ꎬ 为

破解人类面临的挑战提供价值共识和行动指引ꎮ
其次ꎬ 在实践上ꎬ 汇聚合力ꎬ 多层面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ꎮ 一是在

国家 (双边) 层面ꎬ 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友好伙伴深化合作ꎬ 构建双边命运共

同体不断取得新进展ꎮ 例如ꎬ 中国先后同埃及、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南非、
巴基斯坦、 老挝、 柬埔寨、 泰国、 印度尼西亚、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等国共同构建不同形式的发展共同体、 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ꎬ 推动命运

共同体建设在双边层面深入发展ꎮ
二是在地区层面ꎬ 中国—东盟、 中国—中亚、 中国—非洲、 中国—阿拉

伯、 中国—拉丁美洲、 中国—太平洋岛国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命运共同体建

设不断取得新进展ꎮ “命运共同体” 已成为近年来中国与不同地区深化合作的

重要标志ꎮ 其中ꎬ 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引领新时代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全面

发展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ꎬ 在利雅得举行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 (以下简称

“中阿峰会”) 上ꎬ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指出: “让我们弘扬中阿友好精

神ꎬ 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ꎬ 一起开创中阿关系更加辉煌灿

烂的明天!”① 接着ꎬ 在中阿共同发表的宣言中ꎬ 双方 “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

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ꎬ 旨在加强中阿团结协作ꎬ 助力各自民族复兴ꎬ
促进地区和平发展ꎬ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ꎬ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ꎮ”②

三是在全球层面ꎬ 中方倡议构建网络空间、 海洋、 生态、 卫生健康、 核

安全等领域命运共同体ꎮ 特别是中国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ꎬ
倡导共同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地球生命共同体”ꎬ 共同维护地球家

园ꎬ 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ꎬ 得到各方积极回应ꎬ 形成了全球范围不同领域推

进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ꎮ
再次ꎬ 在目标上ꎬ 坚定信念ꎬ 携手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ꎮ 在变乱交织的时期ꎬ 各国需要坚决反对霸权主

义、 强权政治、 单边主义ꎬ 坚决反对集团政治、 排他性安全同盟ꎬ 抵制地缘

政治竞争和大国战略竞争ꎬ 以人类同舟共济、 命运与共为出发点ꎬ 开展全球

８

①

②

习近平: «弘扬中阿友好精神　 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在首届中国—阿拉

伯国家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二○二二年十二月九日ꎬ 利雅得)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ꎮ
«首届中阿峰会利雅得宣言»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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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全球应对、 全球合作ꎬ 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ꎮ

总之ꎬ 世界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ꎬ 世界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ꎬ 如何在不

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ꎬ 如何在不稳定性中增强稳定性ꎬ 其核心在于把握 “世
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ꎬ 凝聚共识ꎬ 重建信任ꎬ 提振信心ꎬ 行天下之

大道ꎬ 和睦相处、 合作共赢ꎬ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ꎬ 实现人类持久和平、
稳定、 繁荣和发展ꎮ

二　 大国博弈与当前中东的国际地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ꎬ 当前ꎬ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ꎬ 世界进

入新的动荡变革期ꎬ “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①ꎮ 就中东而言ꎬ 该

地区在大国博弈加剧ꎬ 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升级背景下ꎬ 中东地缘政治环境发

生重要变化ꎬ 大国在中东的角力趋于激烈ꎬ 中东在大国竞争中的地位抬升ꎬ
中东地区国家回旋余地加大ꎬ 地区大国自主意识增强ꎮ

(一) 美欧国家对中东的战略需求增大

美国、 俄罗斯、 欧洲对中东的关注度都在提升ꎮ 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提

出 “亚太再平衡” 战略以来ꎬ 美国在中东进行的所谓 “战略收缩” 已逾十

年ꎬ 期间包括了奥巴马从伊拉克撤军、 特朗普从叙利亚撤军和拜登从阿富汗

撤军等重大举措ꎮ 当然ꎬ 美国在中东 “战略收缩” 并不意味着美国不承认中

东的重要性ꎬ 更不意味着美国要放弃中东ꎬ “战略收缩” 的前提是美国并不担

心有其他力量来填补 “真空”ꎮ 在奥巴马政府看来ꎬ 俄罗斯对中东 “有心无

力”ꎬ 欧洲国家 “心不足力也不足”ꎬ 而中国更不在美国的战略考量之内ꎮ 这

一点也可以从拜登就任总统一年半也没有踏足过中东得到印证ꎮ 然而ꎬ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ꎮ ７ 月 １３ ~ １６ 日ꎬ 美国总统拜

登不情愿地进行了他就任总统后的首次中东之行ꎬ 先后访问了以色列、 巴勒

斯坦和沙特阿拉伯ꎮ 拜登总统首次中东之行的目的ꎬ 与其说是为了与他不待

见的沙特王储会面、 与海合会首脑举行峰会以期敦促产油国增产石油ꎬ 还不

９

①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 第 ６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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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说是他在行前和访问过程中一再公开强调的 “不允许中国、 俄罗斯甚至伊

朗填补真空”①ꎮ 也就是说ꎬ 此行虽不能简单解读为美国将重新明显加大对中

东的投入ꎬ 但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升级背景下提升对中东重视度是明显的ꎻ
而在如何实现 “不允许中、 俄填补真空” 上ꎬ 美国期望更多让其中东盟友出

钱、 出力ꎬ 但比较无奈的是美国的中东盟友在地区事务上越来越具有自主性ꎮ
对俄罗斯来说ꎬ 随着乌克兰危机升级的持续ꎬ 美欧与俄罗斯敌对的长期

化态势已然形成ꎮ 这导致俄罗斯整体国家外交方向不得不向东、 向南展开ꎮ
这是一个方向性、 战略性的变化ꎮ “向东” 的外交施力方向是东亚ꎬ 尤其是中

国ꎬ 而 “向南” 除印度以外则主要指向中东海湾地区ꎮ 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

中东后ꎬ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 ７ 月 １９ 日旋即到访伊朗ꎬ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随

后访问了埃及ꎬ 甚至还去了埃塞俄比亚和刚果 (布)ꎮ 与此同时ꎬ 俄罗斯总统

与沙特王储通过热线电话协调能源事项ꎬ 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索契再次

会晤等等ꎮ 这一系列动作都是在极短时间内密集发生的ꎮ 显而易见ꎬ 中东特

别是海湾在俄罗斯未来国家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明显提高ꎮ
欧盟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素有依赖ꎮ ２０２１ 年ꎬ 欧盟 ４１％ 的天然气进口、

２９ ６６％的石油进口、 ４８ ２％ 的煤炭进口来自俄罗斯ꎮ②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ꎬ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已先后对俄罗斯实施了六轮制裁ꎬ 其中第六轮制裁

已经涉及原油ꎬ 即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前停止进口所有通过管道输入的俄罗斯

原油 (约占欧盟进口俄罗斯原油总额的 ９０％ )ꎮ 目前ꎬ 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

仍在继续深入推进之中ꎬ 拟议 ２０２３ 年最迟 ２０２４ 年完全停止俄罗斯天然气进

口ꎮ 而事实上ꎬ 随着 “北溪 １ 号” 天然气管线被炸ꎬ 俄罗斯通过该管道对欧

洲的输气已经中止ꎬ 输往欧洲的俄罗斯天然气已大大缩减ꎮ 为此ꎬ 欧盟深受

能源供应的困扰ꎬ 天然气价格和电价翻番上涨ꎬ 民生和经济增长均受严重影

响ꎮ 在限制并最终禁止俄罗斯能源进口的同时ꎬ 欧洲国家开始积极从全球范

围寻找新的能源来源ꎬ 其中中东的海湾地区和东地中海地区将是绕不开的主

要油气替代地区ꎮ 实际上ꎬ 欧洲对俄罗斯能源形成如此程度的依赖还要追溯

０１

①

②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ꎬ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ｉｄｅｎ ｏｎ Ｈｉ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Ｊｕｌｙ １５ꎬ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ｒｏｏｍ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１５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ｂｙ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ｂｉｄｅｎ － ｏｎ － ｈｉｓ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 ｉｎ － ｓａｕｄｉ － ａｒａｂｉａꎬ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７

ＢＰꎬ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ｂｐ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ｓｉｔｅｓ / ｅ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ｐｄｆ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 ｒｅｖｉｅｗ / ｂｐ － ｓｔａｔｓ － ｒｅｖｉｅｗ － ２０２２ － ｆｕｌｌ －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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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石油危机ꎮ 在中东产油国石油禁运而引发的世界石油危

机之前ꎬ 本来欧洲能源的主要来源也是中东的海湾地区ꎮ 当时ꎬ 在石油危机

的背景下ꎬ 出于能源安全的考虑和布局ꎬ 俄罗斯才逐步发展成为欧洲能源的

主要来源地ꎮ 如今ꎬ 在 ２０２２ 年底几乎要全部停止俄罗斯石油进口、 ２０２３ 年将

大幅减少俄罗斯天然气进口的情况下ꎬ 欧洲各国近半年多来可谓蜂拥而至中

东ꎬ 人们揶揄 “卡塔尔的国门都快要被欧洲人踏破了”ꎮ
(二) 中东国家谋求战略自主趋势明显

伴随着世界主要大国加大对中东的关注ꎬ 中东地区主要国家的战略回旋

余地明显扩大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初ꎬ “欧佩克 ＋ ” 会议宣布从 １１ 月 １ 日起大幅度

减产 (每天 ２００ 万桶) 的决定大大激怒了美国ꎮ 因为先有 ３ 个月前的拜登中

东 “催油之旅”ꎬ 后有 “欧佩克 ＋ ” 会议之前美国对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等

重点国家的专项工作ꎬ 在此情势下ꎬ 美国国内普遍将 “欧佩克 ＋ ” 的减产决

定视为 “沙特等国给拜登政府的 ‘一记耳光’”①ꎮ 更让拜登政府难堪的是ꎬ
当美国政府有关高官与沙特方面交涉要求将减产日期推迟一段时间实施时ꎬ
仍然遭到了沙特方面的婉拒ꎮ 而当美国国会推动 “惩罚沙特” 和拜登公开表

示要 “重新评估美沙关系” 的情况下ꎬ 阿联酋总统还访问了俄罗斯ꎬ 与普京

总统在圣彼得堡会晤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长期以来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产油国

与美国保持着被称为 “石油换安全” 的稳定关系ꎬ 沙特更被视为美国在中东

极为重要的盟友ꎬ 但实际上在这种 “石油换安全” 关系架构中美国处于绝对

主导地位ꎬ 沙特等国则处于被动接受方位势ꎬ 这也是当 “欧佩克 ＋ ” 作出减

产决定时美国国内出现愤怒情绪的原因所在ꎮ 那么ꎬ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此

次 “违逆” 行为是否意味着它们真要与美国分道扬镳而转投俄罗斯呢? 答案

是否定的ꎮ 从沙特政府包括能源大臣在内的高官们的言行来看ꎬ 沙特等国实

际上要求的是得到尊重和理解ꎬ 即尊重它们在 “石油换安全” 关系中的平等

伙伴地位ꎬ 以及维护其自身国家利益ꎮ 当然ꎬ 沙特等国能够有勇气违逆美国

的意愿ꎬ 与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和自身战略回旋空间加大是密切相关的ꎮ
(三) 中东国家力量消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除沙特阿拉伯外ꎬ 中东地区的土耳其、 伊朗、 埃及和以色列等国也是比

１１

① Ｄａｎ Ｅｂｅｒｈａｒｔꎬ “Ｎｏ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ｔｈａｔ ＯＰＥＣ － Ｐｌｕｓ Ｓｉｄ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ｕｓｓｉａ Ｏｖｅｒ Ｂｉｄｅｎ ｉｎ Ｏｉｌ Ｍａｒｋｅｔ”ꎬ Ｆｏｒｂｅ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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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活跃的地区事务参与者ꎮ 近年来ꎬ 土耳其在新形势下可谓 “长袖善舞”ꎬ 不

仅在俄罗斯和乌克兰、 北约之间广为周旋ꎬ 还提升了土耳其与希腊关于爱琴

海岛屿争端的热度ꎬ 力图某种程度 “修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 “对土

耳其不公” 的政治地图ꎮ 伊朗应是乌克兰危机事件的重要获益国之一ꎮ 拜登

上台后ꎬ 在延续特朗普总体收缩中东战略的同时ꎬ 对中东政策进行了较大幅

度的调整ꎬ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要重返伊核协议ꎮ 为此ꎬ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有

关旨在恢复伊核协议的维也纳谈判得以进行ꎬ 伊朗的处境与特朗普时期所谓

“极限施压、 全面封堵” 相比已经大为宽松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ꎬ 伴随着美

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多轮制裁ꎬ 伊朗不仅把受美西方国家制裁最多的

“帽子” 让给了俄罗斯ꎬ 而且 “迎来” 俄罗斯巨额投资协议和更为积极的军

事合作的热情ꎬ 伊朗的军用无人机出现在乌克兰战场 (俄罗斯军方的攻击行

为中)ꎮ 作为中东大国的埃及ꎬ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剧变以来美国总统再未踏足该

国ꎬ 而且美国政府还对埃及实施了包括禁止武器出口在内的制裁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ꎬ 埃及总统塞西在沙姆沙伊赫同到访的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会谈ꎬ 表

明埃及的地区影响力有所上升ꎮ 中东地区大国以色列与阿拉伯大国、 土耳其

和伊朗的处境不同ꎮ 虽然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初期ꎬ 以色列也保持中立ꎬ 时任

总理贝内特还曾访问莫斯科与普京会谈ꎬ 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ꎬ
承担调解方的角色ꎮ 但随着冲突持续和美欧制裁的深入ꎬ 以色列面临越来越

大的压力ꎬ 不得不开始公开谴责俄罗斯ꎬ 并声称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ꎬ
但愿意在预警能力方面帮助乌克兰ꎮ 以色列态度的变化立即招致俄罗斯的强

烈反应ꎬ 俄罗斯不仅警告以色列把正其态度与立场ꎬ 而且还关闭了位于莫斯

科的犹太协会ꎮ 目前ꎬ 以色列在特朗普时期 “享受” 的宽松的中东活动空间

已经不复存在ꎬ 在不得不面对地区影响力上升的伊朗的同时ꎬ 其在叙利亚的

“行动自由” 也越来越受制于与其双边关系下行的俄罗斯ꎮ
(四) 深化中国与中东伙伴关系迎来新机遇

对于中国来讲ꎬ 中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ꎮ 中国和中东国家保持着传统友

好关系ꎬ 是当今世界大国中唯一与所有中东国家没有历史包袱的国家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访问了沙特阿拉伯、 埃及和伊朗三国ꎬ 很多国

外的学者专家都感叹在世界大国中也只有中国能做到这样的安排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ꎬ 习近平主席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ꎬ 这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习主

席首次访问中东地区国家ꎮ 中东是中国能源 (７０％ 以上的石油和 ４０％ 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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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需要进口) 的主要来源地之一ꎬ 也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关键地区ꎮ
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源远流长ꎬ 特别是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近 １０ 年间ꎬ 双

方的关系又迈上了新台阶ꎮ ２０１９ 年ꎬ 中国是沙特、 伊朗、 阿曼的第一大商品

出口对象国ꎬ 是土耳其、 以色列、 阿联酋的第三大商品出口对象国ꎻ 中国是

伊朗的第一大商品进口来源国ꎬ 是以色列、 阿联酋、 沙特、 阿曼的第二大商

品进口来源国ꎮ 按中国海关统计数据ꎬ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对西亚 １６ 国的商品出口

总额、 进口总额分别为 １３ ０７１ 亿美元、 １２ ７４０ 亿美元ꎬ 分别占当年中国出口

和进口总额的 ５％和 ６ ２％ ꎮ① 需要指出的是ꎬ 在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美

国将中国定位为 “主要挑战” 并开展阵营外交、 遏制中国的当下ꎬ 高质量

“一带一路” 越来越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路径ꎬ 而中东在高质量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地位日趋凸显ꎮ
长期以来ꎬ 中国秉持互不干涉内政、 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的

基本原则ꎬ 同中东国家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ꎮ 正如习近平主席 ２０１６ 年访问中

东时所说ꎬ 中国在中东 “不找代理人” “不搞势力范围” “不谋求填补 ‘真
空’”②ꎮ 但一直维持冷战思维的美国则处处在中东掣肘中国ꎬ 将中国推进的

“一带一路” 建设视为战略对手ꎬ 美国政要包括总统、 高官在中东访问时总要

渲染所谓的 “中国威胁”ꎬ 干预中东国家使用中国的 “５Ｇ” 技术ꎬ 阻挠中国

参与地区国家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ꎮ 美国的霸道做法给中国与中东国家间正

常的经贸合作制造了相当大的障碍ꎮ 应该说ꎬ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东地缘政

治发生的变化ꎬ 无论是俄罗斯国家战略方向向东、 向南发展趋势ꎬ 还是中东

地区主要国家自主意识的增强ꎬ 都为深化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带来新的机遇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７ ~ １０ 日ꎬ 习近平主席应邀出席首届中阿峰

会、 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 (以下简称 “中海峰会”)ꎬ 并对

沙特进行国事访问ꎮ 此次出访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历史上尚属首次ꎬ 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面向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ꎬ 成为中

阿关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ꎬ 彰显出双方将战略伙伴关系提升

到一个新高度的强烈信号ꎮ 首届中阿峰会和中海峰会的举办ꎬ 可以说是中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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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化且水到渠成的事件ꎬ 将使中阿合作 “换挡提速”ꎮ 从

政治战略关系看ꎬ 中阿战略互信进一步深化ꎬ 中阿峰会发表的 «首届中阿峰

会利雅得宣言» 宣布ꎬ 中阿双方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ꎻ 中

海峰会决定ꎬ 建立并加强中海战略伙伴关系ꎮ 从经贸层面看ꎬ 峰会推动中阿

经贸合作步入新台阶ꎬ 双方在能源、 粮食安全、 “５Ｇ” 技术、 人工智能、 航

空航天等合作将得到全面提升ꎮ 从文明交流互鉴看ꎬ 中阿双方将进一步扩大

人员往来ꎬ 深化人文合作ꎬ 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ꎬ 打造语言文化合作新亮

点ꎮ 习近平主席的此次中东之行ꎬ 进一步凝聚了中阿双方在全球治理、 发展

与安全、 文明对话等重大问题上的共识ꎬ 为推动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提质升

级注入了新动力ꎮ

三　 全球发展倡议助推中东发展和稳定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ꎬ 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ꎬ 也是各国

面临的共同任务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ꎬ “发展” 出现了 ２３９ 次ꎬ 体现出党中央

高度重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发展议题ꎮ
(一) 中东国家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天然伙伴

新时代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已成为联动的整体ꎮ 中国从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高度审视全球发展问题ꎬ 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诉求ꎬ 和平赤

字与发展赤字是世界动荡的主要根源ꎮ «２０２１ 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 显示ꎬ
全球 “多维贫困人口” 已增至 １３ 亿ꎬ 其中一半为未成年人ꎮ① 发展不充分、
发展空间不平衡、 发展动能不充足、 发展援助不完善和发展环境不理想已经

成为全球性问题ꎮ②

中国积极探索全球发展赤字的根源并研究解决方案ꎬ 认为低政治领域的

发展问题解决不好ꎬ 将上升为高政治领域的安全问题ꎬ 甚至产生溢出效应ꎻ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解决不好ꎬ 发达国家也难以独善其身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

４１

①

②

Ｏｘｆｏｒ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２１: Ｕｎｍａｓｋｉｎｇ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ｂｙ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ꎬ Ｃａｓｔ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ꎬ ２０２１ꎬ ＵＮＤＰꎬ
ｐｐ ４ － ５

吴志成、 刘培东: «全球发展赤字与中国的治理实践»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２０ 页ꎮ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促进中东繁荣发展与持久和平　

习近平主席在联大发表线上主旨演说ꎬ 系统阐释全球发展倡议ꎬ 提出发展优

先、 以人民为中心、 普惠包容、 创新驱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行动导向六

大主题ꎮ① 从 “一带一路” 倡议到 “全球发展倡议”ꎬ 中国不断探索突破全球

发展瓶颈的新途径与新方案ꎬ 两大倡议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复苏的 “双轮”ꎮ 全

球发展倡议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目标ꎬ 站位高ꎬ
立意远ꎮ 它以发展为 “牛鼻子”ꎬ 通过经济相互依赖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

地区安全ꎮ 在百年变局和大国竞争的新时期ꎬ 全球发展倡议对标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ꎬ 是消减全球发展赤字、 助力全球安全的重要举措ꎮ 党的

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ꎬ 受到联合国和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普遍关注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积极评价全球发展倡议ꎬ 表示愿意与中国开展务

实合作ꎬ 在全球创建更多的发展合作 “最佳实践”ꎬ 为人类发展事业作出努

力ꎮ② ２０２２ 年ꎬ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在联合国总部正式成立ꎬ 包括中东

国家在内的 １００ 多个国家和 ２０ 多个国际组织积极响应ꎮ
中东是全球发展的短板ꎬ 是解决全球发展赤字的重点地区ꎮ 发展不充分

和不平衡使中东国家举步维艰ꎮ 阿拉伯剧变以来ꎬ 外部大国的军事干涉、 代理

人战争、 领土争端、 教派矛盾、 恐怖主义和内战导致中东持续动荡ꎬ 恶化了中

东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ꎬ 使之陷入教派冲突和地缘政治争夺的漩涡ꎬ 欧

美大国为 “棋手”ꎬ 中东代理人被视为 “棋子”ꎬ 中东动荡国家为 “棋盘”ꎬ 中

东错失了十年的发展黄金时间ꎬ 发展问题是中东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ꎮ③ 习近平

主席指出: “破解难题ꎬ 关键要加快发展ꎮ 中东动荡ꎬ 根源出在发展ꎬ 出路最终

也要靠发展ꎮ”④ 解决中东发展赤字问题应以新发展理念为基础ꎬ 落实全球发展

倡议ꎬ 这既是中国方案ꎬ 又是中国在发展领域提供的智力公共产品ꎮ
中东国家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ꎬ 是中国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天然伙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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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国家国情、 政治制度、 资源禀赋不同ꎬ 发展阶段和发展道路各异ꎮ 全球

发展倡议吹响了聚焦发展的 “集结号”ꎬ 推动发展问题回归国际核心议程ꎬ 铺

设了促进发展的 “快车道”ꎬ 为各方对接发展政策和深化务实合作搭建有效平

台ꎬ 为汇聚各方资源、 破解发展难题、 促进协同增效注入强劲动力ꎮ① 乌克兰

危机爆发以来ꎬ 欧美大国在中东奉行收缩政策ꎬ 中东国家战略自主性增强ꎬ
纷纷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ꎮ 除以色列和伊朗关系依旧紧张外ꎬ 中东地区国家

间关系总体朝着对话与缓和的方向发展ꎬ 为中国与中东国家落实全球发展倡

议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ꎮ
(二) 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路径

全球发展倡议对接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ꎬ 与伊朗第七个 “五年

计划”、 沙特和阿联酋 “２０３０ 愿景”、 阿曼 “２０４０ 愿景”、 科威特 “２０３５ 愿

景”、 土耳其 “中间走廊” 计划等高度契合ꎮ 中国与中东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宜

从以下五方面展开ꎮ
第一ꎬ 坚持以民生为基础ꎮ 民生工程就是民心工程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ꎬ 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ꎬ 以高质量发展、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

标ꎮ 减贫是中国与中东国家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首要民生任务ꎮ 要把促进发

展、 保障民生置于突出位置ꎬ 围绕减贫、 粮食安全、 发展筹资、 工业化等重

点领域推进务实合作ꎬ 稳步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ꎮ② ２０２２ 年王毅外长

在纽约主持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部长级会议ꎬ 发布全球发展倡议项目

库首批项目清单ꎬ 其中包括 ５０ 个减贫、 粮食安全等民生项目和 １ ０００ 期能力

建设项目ꎬ 体现以民生为中心的理念ꎬ 受到中东国家的普遍赞赏ꎮ 中阿 (联
酋) 产能合作示范园、 中国—阿曼 (杜库姆) 产业园、 中国沙特 (吉赞) 产

业园、 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中国埃及 (曼凯) 纺织工业园等带动了

中东国家就业ꎬ 成为重要民生项目ꎮ③ 中石油的投资为伊拉克创造了超过 ３ 万

个就业岗位ꎬ 员工本土化率达 ８５％ ꎬ 当地雇员接受培训超过 １０ 万人次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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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２２ 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ꎮ
刘冬: «阿拉伯因家工业发展战略转型与中阿产能合作»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４ 页ꎮ
李小松: «中国石油中东合作区优质高效发展纪实»ꎬ 载 «中国石油报»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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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坚持创新驱动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ꎬ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人才

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ꎬ 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ꎬ 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ꎬ 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ꎮ①

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全球发展倡议部长级会议上ꎬ 中国发起成立世界数字教育联

盟ꎬ 宣布中国发射的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 １ 号” 数据面向全球开放共享ꎬ
助力各国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决策ꎮ②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科技合作以行动为导

向ꎬ 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 “数字鸿沟” 为目标ꎮ 中国与中东国家在 “５Ｇ” 基

站建设、 特高压、 城际高铁、 轨道交通、 大数据、 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等

“新基建” 领域的合作方兴未艾ꎮ 以色列在苏、 沪、 粤等地多个高科技产业园

运行良好ꎮ 中以科技合作属于 “技术 ＋ 技术” 模式 (如高科技产业园、 机器

人产业园、 生物岛、 创业园等)ꎻ 中国与土耳其的合作属于 “技术 ＋资本” 模

式ꎻ 中国与伊朗的合作属于 “技术 ＋ 市场” 模式ꎻ 中阿科技合作形成了 “技
术 ＋资本 ＋市场” 的复合模式ꎮ

第三ꎬ 坚持绿色发展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ꎬ 要发展绿色低碳产业ꎬ 倡

导绿色消费ꎬ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ꎮ③ 中东国家纷纷提出 “双碳” 目标ꎬ
实现从化石能源到清洁能源的转型④ꎻ 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ꎬ 中国积极倡导

构建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ꎬ 提出 “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ꎬ 治理塑料

污染ꎬ 受到中东国家广泛好评ꎮ 中东已形成海湾六国电网、 西亚八国电网

(土耳其、 伊拉克、 叙利亚、 黎巴嫩、 约旦、 巴勒斯坦、 埃及、 利比亚)、 北

非马格里布电网 (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 ３ 个次区域电力市场ꎬ 中

企积极投资中东能源行业ꎮ⑤ 展望未来ꎬ 中国与沙特、 阿联酋、 以色列、 埃

及、 阿尔及利亚等在太阳能、 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ꎮ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ꎬ
习近平主席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时指出: “中方支持沙方 ‘绿色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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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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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东海湾国家绿色发展战略ꎬ 参见刘畅: «海湾阿拉伯国家绿色发展战略述评»ꎬ 载 «阿
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３６ ~ １４２ 页ꎮ

俞凯峰: «中东北非电网互联与可持续发展研究»ꎬ 载 «全球能源互联网»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７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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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ꎬ 欢迎沙方加入 ‘全球发展倡议’ꎮ”①

第四ꎬ 坚持开放发展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ꎬ 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

方向ꎬ 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ꎬ 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ꎬ 坚持高水平

对外开放ꎬ 深化拓展平等、 开放、 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ꎬ 致力于扩大同各国

利益的汇合点ꎮ② 以全球发展倡议引领可持续发展ꎬ 就是要通过自身发展为世

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ꎬ 与各国一道走开放发展、 合作发展、 共同发展的道

路ꎮ③ 美西方对中东国家分而治之ꎬ 加剧了中东市场的碎片化ꎻ 中国主张开放

包容ꎬ 建立中东统一大市场ꎬ 有助于中东国家相互依存ꎮ
第五ꎬ 统筹安全和发展ꎮ 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相互影响、 互为因果ꎬ 处

于同等重要位置ꎮ 发展问题不解决ꎬ 安全就不可能有保障ꎮ 习主席指出ꎬ 积

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ꎬ 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突出位置ꎬ 深化发展战略对

接ꎬ 加快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ꎬ 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

全ꎮ④ 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ꎬ 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ꎮ 国际形

势的动荡ꎬ 地区热点问题久拖不决ꎬ 新冠肺炎疫情长期复杂ꎬ 阻碍了中东国

家经济振兴ꎮ 如何在大国战略竞争和世纪疫情下跨过 “修昔底德陷阱” 和

“中等收入陷阱”ꎬ 将决定中东国家能否实现发展转型ꎮ 近年来ꎬ 中东国家次

区域一体化蓄势待发ꎬ 有助于落实全球发展倡议ꎬ 也有助于各国以发展为抓

手ꎬ 增进互信ꎬ 以区域发展促集体安全ꎬ 以利益共同体带动安全共同体建设ꎮ
(三) 中国与中东国家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面临的挑战

中东国家发展基础薄弱ꎬ 长期积累的问题积重难返ꎬ 全球发展倡议难以

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ꎮ 大多数国家体量小、 通胀高ꎬ 尚未建立优势产业ꎬ 存

在发展战略同质化、 产业空心化、 国家组织能力虚弱化等难题ꎮ 中东地区大

部分是沙漠ꎬ 农业不发达ꎬ 粮食未实现自给自足ꎻ 中东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

高ꎬ 青年人口占比大ꎬ 就业形势不容乐观ꎻ 中东国家城市化超过了世界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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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ꎬ 但铁路网、 公路网、 信息网建设滞后ꎬ 普遍存在 “城中村” “城市病” 等

问题ꎻ 除以色列、 约旦和土耳其外ꎬ 中东国家教育普遍落后ꎬ 科技创新能力弱ꎮ
不仅如此ꎬ 中东国家对域外大国存在依附性ꎬ 域内贸易依存度低ꎬ 区域

经济一体化裹足不前ꎬ 难以实现 “内循环”ꎮ 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新自由主

义改革、 “进口替代型” 发展战略导致中东国家产业畸形ꎬ 经济体制改革乏善

可陈ꎮ 中东国家产业发展失衡ꎬ 海湾国家、 阿尔及利亚、 苏丹等国依赖地租

经济ꎬ 油气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ꎬ “荷兰病” 问题突出ꎮ 绝大部分中

东国家工业化刚刚起步ꎬ 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成规模的实体经济ꎮ
近年来ꎬ 美国从霸权护持出发ꎬ 将发展议题政治化、 经贸合作武器化ꎬ 对反

美国家滥用经济制裁和长臂管辖ꎬ 对中东的发展援助附加政治条件ꎬ 加剧了

失业、 贫困和难民危机ꎮ 美西方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ꎬ 垄断高科技ꎬ 使中

东国家在全球高精尖产业分工中处于边缘位置ꎬ 优秀人才流失到西方国家ꎬ
导致中东国家在高科技领域被边缘化ꎮ

总之ꎬ 全球发展倡议围绕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ꎬ 以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为方向ꎮ 新时代中国积极保障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ꎬ 维护供应链、
价值链和产业链安全ꎬ 完善中国与中东国家整体合作ꎬ 建立中东发展伙伴关

系ꎬ 助力中东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ꎮ 中国与中东国家落实全球发

展倡议ꎬ 落实中阿峰会提出的 “八大共同行动” (涵盖支持发展、 粮食安全、
卫生健康、 绿色创新、 能源安全、 文明对话、 青年成才、 安全稳定等 ８ 个领

域)ꎬ 将促进理念、 产业和项目三重对接ꎬ 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ꎬ
更好地惠及中东各国人民ꎮ

四　 全球安全倡议助力破解中东安全困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ꎬ 面对全球大变局ꎬ 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

定ꎬ 加强国际安全合作ꎬ 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ꎮ 全球安全

倡议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发展ꎬ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安全领域的

重大理论创造和实践ꎮ 它植根于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实践ꎬ 来源

于独具中国特色的外交传统与智慧ꎬ 是对西方地缘政治安全理论的扬弃超越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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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倡议将助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ꎮ① 中东安全问题尖锐复杂ꎬ 地区安全治理长期难以破局ꎮ 全

球安全倡议为破解中东安全困境提供了全新的思想理论ꎬ 具有很强的政策性、
针对性、 实践性ꎮ 它不仅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思想指引ꎬ 还将

成为国际社会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主要公共平台ꎮ
(一) 中东失序与动荡加剧地区安全危机

自近代以来ꎬ 中东地区就一直深陷动荡不宁之中ꎬ 战争与武装冲突不断ꎬ 热

点问题层出不穷ꎬ 域外大国频频干涉ꎬ 地区矛盾纷繁复杂ꎬ 和平赤字构成中东政

治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ꎮ 美国竭力打造的 “泛美之下的中东和平” 已走向失败ꎮ
在百年大变局背景下ꎬ 中东之乱更是当今全球失序、 混乱、 动荡的一个突出缩影ꎮ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叠加ꎬ ２１ 世纪以来中东地区面临尖锐复杂的

多样化安全挑战ꎮ 自二战结束以来ꎬ 中东地区就一直动荡不安ꎬ 地区和平难

以实现ꎮ 域外大国军事干涉和域内各种矛盾引发的战争与大规模武装冲突高

达数十起ꎬ 小规模冲突更是不胜枚举ꎮ 巴以问题、 伊拉克战争、 伊朗核问题

等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ꎬ 持续冲击地区安全稳定ꎮ 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长

期泛滥成灾ꎬ 以 “基地” 组织、 “伊斯兰国” 为代表的各种极端势力频繁制造

暴力恐怖活动ꎬ 构成中东安全的重大威胁ꎮ 地区国家面临外部侵略干涉的安全

威胁突出ꎬ 政治安全风险显著ꎬ 经济和社会危机频发ꎬ 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十

分脆弱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东安全挑战更具复杂性、 多样化ꎬ 传统安全有增

无减ꎬ 非传统安全威胁急剧上升ꎮ 美国在中东以 “民主改造” 为主要目标发动

“反恐” 战争ꎬ 伊拉克战争不仅使伊拉克陷入动荡旋涡ꎬ 也深刻改变了中东地区

安全格局ꎮ 中东和平进程陷入瘫痪ꎬ 巴以流血冲突持续爆发ꎮ 伊朗核问题持续

升温ꎬ 伊朗与美国以及地区国家矛盾不断升级ꎮ 地区国家普遍面临 “颜色革命”
威胁ꎬ 阿拉伯剧变引发地区性大动荡ꎬ 叙利亚、 也门和利比亚三场战争急剧扩

大了地区乱局ꎮ 域内外国家在中东围绕地缘政治、 经济、 能源、 民族、 教派等

议题争夺日趋激烈ꎬ 中东初步呈现 “新冷战” 格局ꎬ 代理人战争和教派冲突频

发ꎮ “伊斯兰国” 肆虐扩张严重破坏地区安全秩序ꎬ 传统政治地理版图面临被修

改的威胁ꎮ 经济安全、 信息安全、 文化安全、 粮食安全、 海上通道安全、 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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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军用无人机扩散、 卫生安全、 气候安全、 难民危机等非传统

安全风险日趋增多ꎬ 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ꎬ 进一步加深地区安全危机ꎮ
外部主导性、 暴力冲突性、 威胁多元性、 复合交叉性构成当代中东安全

的主要特征ꎬ 地区深陷安全困境难以自拔ꎮ 中东地区安全挑战如此之巨大、
深重ꎬ 系长期累积而成ꎬ 由内外多方面因素造就ꎮ 从外部看ꎬ 域外大国在地

区长期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ꎬ 大搞强权政治ꎬ 以零和思维建立排他性地

区联盟ꎬ 推崇军事解决方案ꎬ 不仅直接破坏地区稳定ꎬ 还严重扭曲地区经济

和社会发展进程ꎮ 从内部看ꎬ 地区国家总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ꎬ 区域内

部矛盾众多且长期难以化解ꎬ 自主建设安全能力不强ꎬ 探索符合本国国情道

路面临艰难险阻ꎬ 上述情况易招致外部干涉ꎬ 使中东国家对外安全依赖严重ꎮ
在百年变局下ꎬ 国际格局加剧演化ꎬ 全球动荡性增大ꎬ 尤其是美国推行大国

战略竞争和乌克兰危机爆发使中东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ꎮ
(二) 全球安全倡议为破解中东困境提供 “中国方案”
中东安全治理一直是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首要关注ꎮ “由于缺乏有效的

安全治理和保障机制ꎬ 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积累时间长、 叠加效应突出ꎬ 形

成了错综复杂的安全困境和治理困境ꎮ”① 长期以来ꎬ 为帮助中东地区早日摆

脱安全困境ꎬ 联合国、 美国、 欧盟、 俄罗斯以及地区主要国家等行为体开展

了各种尝试ꎬ 推出了多种方案ꎮ 不过ꎬ 截至目前这些努力大多归于失败ꎮ 由

于美西方的阻挠ꎬ 联合国以及地区国家在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中的主导性地

位被严重弱化ꎮ 西方狭隘追求自身利益和霸权主义ꎬ 不仅未解决现有问题ꎬ
还催生新的地区安全问题ꎬ 导致中东安全治理严重偏离正确轨道ꎮ 冷战结束

后ꎬ 为建立西方主导的新中东秩序ꎬ 美西方在大中东地区强行推行 “民主改

造”ꎬ 唆使 “新自由主义” 改革ꎬ 策动 “颜色革命”ꎬ 发动反恐战争ꎮ 事实证

明ꎬ 西方为中东和平开出这一 “灵丹妙方” 变成了加深中东安全困境的一剂

“毒药”ꎬ 反恐战争越反越恐ꎬ 中东和平进程濒临崩溃ꎬ 伊朗核问题深陷僵局ꎬ
中东日益走向 “混乱、 动荡、 无序和不确定性”②ꎮ

中东国家和人民长期饱受动荡之苦ꎬ 是当代世界之痛ꎬ 拷问着人类社会

的道德良心ꎮ 作为全球性大国和中东国家的友好合作伙伴ꎬ 中国一直高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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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聪: «中东安全问题及其治理»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５ 页ꎮ
唐志超: «秩序、 意识形态和模式之转换————中东剧变以来的地区政治发展»ꎬ 载 «西亚非

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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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并积极做出努力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在习近平外交思

想指引下ꎬ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中东取得全方位、 开创性历史成就ꎬ 为促进

中东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十年来ꎬ 中国政府以更积极的姿态参

与中东地区安全事务ꎬ 针对地区主要热点问题、 中东和平与稳定、 中东地区

安全治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倡议和方案ꎬ 为地区安全问题解决和地区

安全治理提供了多样化公共安全产品ꎬ 以中国智慧为中东安全治理提供了全

新理念和思路ꎬ 为破解中东安全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ꎮ 习近平主席多次就中

东安全治理提出重要倡议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

级会议开幕式上明确宣布中国将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地区事务ꎬ 主持公道、 伸

张正义ꎬ 同阿拉伯国家一道ꎬ 推动通过对话找到各方关切的最大公约数ꎬ 为

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ꎮ① ２０１６ 年ꎬ 习近平主席对长期困

扰地区的 “中东之问” 给出了 “中国答案”: “化解分歧ꎬ 关键在于对话ꎻ 破

解难题ꎬ 关键要加快发展ꎻ 道路选择ꎬ 关键要符合国情ꎮ”② ２０１８ 年ꎬ 习近平

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致辞中指出ꎬ 中方愿做 “中东和平稳

定的维护者、 公平正义的捍卫者”ꎬ 并首次明确提出要 “打造共同、 综合、 合

作、 可持续的安全架构”ꎮ③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ꎬ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以 “六个坚持”
为核心内容的全球安全倡议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阿峰会

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进一步指出ꎬ “构建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中东安

全架构”ꎮ④ 全球安全倡议明确回答了 “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 各国怎

样实现共同安全” 的时代课题ꎬ 为弥补人类和平赤字贡献了中国智慧ꎬ 为应

对国际安全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ꎮ⑤ 同样ꎬ 它对维护中东安全、 促进中东和平

也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ꎬ 为破解中东安全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ꎮ
(三) 中国与中东开展安全合作大有可为

当前ꎬ 全球进入新一轮动荡变革期ꎬ 中东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ꎬ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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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弘扬丝路精神ꎬ 深化中阿合作» (二○一四年六月五日)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外

交演讲集» 第一卷ꎬ 第 １４３ 页ꎮ
习近平: «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ꎬ 第 ３７２ 页ꎮ
习近平: «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二○一八年七月十日)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

平外交演讲集» 第二卷ꎬ 第 １１４ 页和第 １１８ 页ꎮ
习近平: «弘扬中阿友好精神　 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在首届中国—阿拉

伯国家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二○二二年十二月九日ꎬ 利雅得)ꎮ
王毅: «落实全球安全倡议ꎬ 守护世界和平安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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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国际社会加快应对中东地区安全挑战ꎬ 助力该地区尽快摆脱安全困境ꎮ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ꎬ 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尖ꎬ 积极推动中东早日实

现和平ꎬ 不仅符合国际道义和时代需要ꎬ 彰显全球性大国的历史性责任担当ꎬ
也契合中国国家利益在中东面临日益严峻挑战之战略需求ꎮ 与此同时ꎬ 中东

地区国家对中国也寄予厚望ꎬ 希望中国能以全新安全理念在中东安全事务发

挥更重要作用ꎮ 全球安全倡议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重大契机ꎮ
中东安全问题林林总总ꎬ 既复杂又尖锐ꎮ 在中东全面落实全球安全倡议ꎬ

不仅需要准确把握该倡议的深刻内涵ꎬ 也需要清醒认识中东安全问题的现象

与本质ꎮ 唯有如此方能把准脉搏ꎬ 开出正确药方ꎬ 确定政策路径ꎮ “六个坚

持” 和 “构建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架构” 内涵丰富ꎬ 不仅

有助于我们认清中东安全问题之实质ꎬ 也为我们提供了解决实际问题之工作

思路和方法路径ꎮ 中东安全问题纷繁复杂ꎬ 但究其本质ꎬ 主要是由于地区不

发达引发内部矛盾和外部干预ꎮ 而解决问题则需要从内外两个方面同时入手ꎬ
核心是解决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和外部势力干预问题ꎮ 鉴此ꎬ 中国与中东国家

在安全领域的合作ꎬ 强调匡正扶弱、 标本兼治、 经济与安全并重ꎬ 既要解决

现实安全问题和核心安全关切ꎬ 也要立足长远ꎬ 着力从深层次解决区域安全

治理难题ꎮ 具体而言ꎬ 主要集中在以下五方面:
一是反对崇尚武力ꎬ 倡导对话协商ꎮ 有关各方应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

弈ꎬ 坚持平等互利、 相互尊重、 照顾彼此核心安全关切等ꎬ 坚持通过对话和

外交手段来解决地区矛盾与冲突ꎬ 积极推动地区安全对话ꎮ 中国政府倡导地

区安全对话ꎬ 积极开展斡旋外交ꎬ 支持并切实推动巴以和平对话ꎬ 积极参与

伊朗核问题谈判ꎬ 提出愿意搭建 “海湾安全对话平台”ꎮ ２０１９ 年中方举办首

届中东安全论坛ꎬ 迄今已举办两届ꎬ 汇聚了来自中东各方的官员和学者ꎬ 为

促进中东安全凝聚共识作出了贡献ꎮ
二是支持由本地区国家主导地区安全事务ꎬ 反对外部势力侵略干涉ꎮ 长

期以来ꎬ 西方国家在中东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ꎬ 频频干涉中东事务ꎬ 是

中东祸乱之根源ꎮ 欲保障地区国家主导本地区安全事务ꎬ 外部力量应放弃冷

战思维ꎬ 扮演建设性辅助角色ꎬ 发挥公正调解人作用ꎮ 中国支持中东国家独

立自主、 联合自强ꎬ 支持地区国家不断增强自主国防和安全治理能力ꎬ 自主

搭建符合地区实际的地区安全架构ꎮ
三是加快解决威胁中东稳定的根源性问题和地区国家的重大安全关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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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ꎬ 中东主要安全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伊朗核问题、 也门问题、 叙利

亚问题、 利比亚问题、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 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问

题、 外部军事干预和经济胁迫问题等ꎬ 它们对中东和平与稳定构成了重大威

胁ꎮ 近年来ꎬ 中国政府就中东热点问题解决提出了关于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

五点倡议、 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四点主张、 落实巴勒斯坦问题两国方案的

三点思路ꎬ 为促进中东安全提供了中国方案ꎮ①

四是秉持新安全观ꎬ 积极打造中东地区安全新架构ꎮ 当前ꎬ 由美西方主

导的中东安全架构渗透着冷战思维ꎬ 以服务、 服从于美国全球霸权和西方利

益ꎬ 这不仅不利于中东和平ꎬ 还构成中东动荡之重要根源ꎮ 这一架构已千疮

百孔ꎬ 难以维系ꎬ 亟需打破重建ꎮ 习近平主席提出打造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架构ꎬ 为破解中东安全困境提出重要思路ꎮ 全球安全倡议

为建立中东新安全架构提供了新契机ꎬ 王毅外长就此提出中方的 “四点建

议”②ꎬ 可作为各方开展合作的重要基础ꎮ
五是标本兼治ꎬ 大力推动地区发展ꎬ 以发展促和平ꎬ 确保可持续安全ꎮ

“中东动荡ꎬ 根源出在发展ꎬ 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ꎮ”③ 发展是解决中东安全

问题ꎬ 深入推进中东安全治理的金钥匙ꎮ 中方一贯提倡标本兼治ꎮ 在倡导开

展对话、 反对外部干涉的同时ꎬ 强调地区国家要把发展与探索符合本国国情

的发展道路作为治乱之本ꎮ 中国积极支持地区国家加快发展ꎬ 欢迎地区国家

达成中国发展快车ꎬ 以 “全球发展倡议” 为重要合作平台ꎬ 携手地区国家共

建高质量 “一带一路”ꎮ
总之ꎬ 全球安全倡议为世界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全新安全理念和政策框架ꎬ

将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和中东国家开展中东安全合作、 推动中东安全治理的

主要公共平台ꎬ 助力中东早日走出安全困境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史晓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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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建议” 包括: 秉持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新安全观ꎻ 明确中东国家主导地位ꎻ
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ꎻ 加强区域安全对话等ꎮ 参见 «王毅出席第二届中东安全论坛»ꎮ

习近平: «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ꎬ 第 ３７２ 页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