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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近年来ꎬ 红海地区安全治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ꎮ 安全治理

问题呈现新特点且日益复杂化ꎬ 体现在红海地区 “军事化” 趋势加剧、 域内

外国家地缘竞争激烈ꎬ 以及传统安全威胁和恐怖主义、 难民、 非法移民、 海

盗和海上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等方面ꎮ 红海国家国内政治转型动

荡、 自身海洋治理能力不足、 地区国家间的重重矛盾、 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加

剧等是导致地区安全治理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ꎮ 在此背景下ꎬ 美国、 欧盟、
非盟、 伊加特和阿拉伯国家等各方力量探寻出台各自主导的红海地区安全治

理方案ꎬ 但都有其局限性ꎮ 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ꎬ 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

路径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推动地区和国家内部由乱向治ꎻ 促进地区国家发展ꎬ
以发展促安全ꎻ 建立包容性安全合作机制ꎬ 构建红海地区安全共同体ꎬ 把红

海建成和平、 合作、 和谐之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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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地区①扼守亚非欧航道的要冲ꎬ 既是世界互联互通的关键枢纽、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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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２０２１ 年度上海市高校智库内涵建设计划支持项目 “中阿改革发展论坛” (２０２１ＺＫＮＨ０３４)
的阶段性成果ꎬ 并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资助ꎮ

地理意义上的红海指位于苏伊士运河东南端至曼德海峡以及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北部之间的

水域ꎬ 沿岸共有也门、 沙特阿拉伯、 约旦、 以色列、 埃及、 苏丹、 厄立特里亚、 吉布提 ８ 个国家ꎮ
地缘政治概念上的红海地区ꎬ 还包括非洲之角 (狭义的非洲之角指索马里、 埃塞俄比亚、 吉布提和

厄立特里亚四国ꎬ 广义的非洲之角除上述四国外还包括苏丹、 南苏丹、 肯尼亚和乌干达等国) 和亚

丁湾地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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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的重要通道ꎬ 又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走廊ꎬ 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ꎬ
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ꎮ 近年来ꎬ 域内外国家都

提高了对红海安全的重视程度ꎬ 大国纷纷制定针对红海地区的战略或政策ꎮ
在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ꎬ 红海安全问题成为主要议题之一ꎮ
会议报告指出ꎬ 红海地区正处于非常不稳定时期ꎬ 地区和世界大国对该地区

的地缘政治兴趣与日俱增ꎮ① 随着域外国家不断介入红海地区ꎬ 红海地区安

全治理问题日趋复杂ꎬ 需要探索破解困境之策ꎮ
国内学者对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研究大多以热点问题切入ꎬ 包括索马里

海盗治理问题②、 非洲之角治理问题③、 红海国际航道研究④、 域内外大国在

红海地区的扩张及影响⑤ꎮ 国外学者对红海地区安全治理问题的研究ꎬ 主要突

出两方面内容: 域外行为体尤其是西方在红海地区安全治理中的利益⑥ꎻ 域内

国家在红海地区安全治理中的竞合⑦ꎮ 国内外对红海地区安全治理问题的研

究虽已较为丰富ꎬ 但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西方学者大多以西方利益为中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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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强调西方在红海地区安全治理中的贡献ꎬ 刻意突出中国对红海地区的

安全 “威胁”ꎻ 二是现有研究专注于红海地区局部安全治理问题ꎬ 仅探究红

海沿岸也门、 埃塞俄比亚或苏丹等国的动乱或 “非洲之角” 安全问题ꎬ 而

未把红海东、 西两岸联系起来ꎬ 未将红海地区安全治理作为一个整体加以

考察ꎮ 鉴此ꎬ 本文从安全治理对象日益复杂化及其困境两方面概括红海地

区安全治理面临的挑战ꎬ 对红海地区现有安全治理方案进行评估ꎬ 尝试提

出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路径ꎬ 并对新安全观视角下的红海地区安全治理前

景进行展望ꎮ

一　 红海地区安全问题的新特点

冷战时期ꎬ 作为重要国际航道的红海地区是美苏争霸的重点区域之一ꎬ

红海两岸安全形势紧张ꎮ 冷战结束后ꎬ 红海地区局势一度相对缓和ꎮ ２０１０ 年

前后ꎬ 域外国家以打击索马里海盗为名进入红海地区ꎬ 中东国家在红海西岸

的行动也日趋活跃ꎬ 红海地区地缘政治格局被根本性重塑ꎮ① 这使得红海地

区安全问题呈现出新特点ꎬ 其中最为突出的体现是红海地区 “军事化” 趋

势加剧ꎬ 域内外国家竞争烈度加大ꎮ 再者ꎬ 红海地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

全相互交织ꎬ 相互影响ꎬ 相互转化ꎬ 地区安全治理挑战日益复杂化ꎮ

(一) 红海沿岸军事设施不断增多

红海地区战略地位重要ꎬ 域外各国争相通过部署海军、 修建永久性军事

设施等方式加强军事存在ꎮ 尤其是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 红海地区的外国军事部署数

量和规模大幅增加ꎬ 红海地区 “军事化” 特征明显ꎮ

吉布提的前宗主国法国最早在该地区部署海军ꎬ 修建永久性军事基地ꎮ

１９７７ 年吉布提独立后ꎬ 法国依然保留部分军事设施ꎬ ２０１１ 年两国签订防务合

作协议ꎬ 法国保护吉布提独立和领土完整ꎬ 吉布提则授予法国在该国驻军的

权利ꎮ② “九一一” 事件后ꎬ 美国等域外大国以在红海地区打击恐怖分子、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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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为名ꎬ 向红海及亚丁湾地区部署海军ꎬ① ２００７ 年美国租用吉布提的莱蒙尼

尔基地 (Ｃａｍｐ Ｌｅｍｏｎｎｉｅｒ)ꎮ 日本、 韩国、 俄罗斯、 西班牙和土耳其等国则随

着各自在阿拉伯半岛、 非洲地区经济利益的增多ꎬ 也希望通过加强军事存在

对冲 “假想” 威胁ꎮ 红海地区 ２０１５ 年之前主要有 ７ 个军事基地ꎬ 之后军事设

施数量大幅增加ꎬ 尤其以沙特、 阿联酋、 卡塔尔为代表的海合会国家和以土

耳其为代表的中东大国因也门战争、 对抗伊朗和海合会国家内部冲突外溢而

不断加强在非洲之角的军事布局ꎮ ２０１５ 年ꎬ 阿联酋在吉布提、 阿萨布、 摩加

迪沙和柏培拉设有军事基地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土耳其在摩加迪沙以南地区建立了该

国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ꎮ 各国军事设施主要集中在吉布提ꎬ 但近年来有沿红

海两岸不断扩张的趋势ꎬ 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 索马里和苏丹等国也逐

渐成为域外国家军事基地 “落户” 的目的地ꎬ 从红海北部的埃及拉斯巴纳斯

(Ｒａｓ Ｂａｎａｓ) 到南部的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ꎬ 红海两岸新建近十个军事基地ꎬ
且仍有数个军事基地正在筹建中ꎮ 当前ꎬ 各国在红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已常态

化ꎬ 因打击海盗、 商业护航、 人道主义护航等原因常年在红海及周边地区部

署军队的国家有美国、 日本、 印度等ꎬ 另外德国、 伊朗、 意大利、 韩国、 俄

罗斯、 西班牙等国军舰有定期巡航ꎮ② 红海地区俨然已成为各方势力展示海军

力量的国际大平台ꎮ
(二) 域内国家不断加强海军实力

埃及、 沙特及以色列等红海域内国家不断加强军事能力ꎮ③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埃及持续充实海军力量ꎬ 尤其是红海舰队力量ꎬ④ 海军军费也随之不断增

加ꎮ⑤ ２０１５ 年ꎬ 埃及从意大利和法国购入 ３ 艘多任务护卫舰 ( “ ＦＲＥＭＭ”
级)ꎬ 埃及海军具备了反潜作战能力ꎮ 次年ꎬ 埃及从法国购入两艘可运载 １６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Ｎｅｉｌ Ｍｅｌｖｉｎꎬ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ＳＩＰＲＩ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ｉｐｒｉ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９ / ｓｉｐｒｉ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 ｐａｐｅｒｓ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 ｈｏｒ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ｒｅｇｉｏｎ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３

Ｉｂｉｄ
根据全球火力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ｒｅｐｏｗｅｒ) 网站评估ꎬ ２０２１ 年ꎬ 红海地区海军力量排名如下: 埃及

(７)、 以色列 (３７)、 沙特 (５１)、 也门 (７０)、 苏丹 (８７)、 索马里 (１０９)、 埃塞俄比亚 (１２４)ꎮ
Ｅｌｅｏｎｏｒａ Ａｒｄｅｍａｇｎｉꎬ “Ｂｅｒｅｎ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ｅａ Ｒｅｂｕｓ: Ｗｈａｔ’ ｓ Ｓｔｉｌｌ Ｖａｇ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 － Ｓａｕｄｉ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ꎬ ＳＰＩꎬ 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ｓｐｉｏｎｌｉｎｅ ｉｔ / ｉｔ / ｐｕｂｂｌｉｃａｚｉｏｎｅ / ｂｅｒｅｎｉｃｅ － ｒｅｄ － ｓｅａ － ｒｅｂｕｓ －
ｗｈａｔｓ － ｓｔｉｌｌ － ｖａｇｕｅ － ｅｇｙｐｔ － ｓａｕｄｉ －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 ２８５０７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２３

Ｗｕｉｔｅꎬ Ｃ ꎬ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ｆｏｒ Ｅｇｙｐｔ’ 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ｓｐｒｅｅ”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ꎬ 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ｏｗ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ｔｈｅ －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 /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 ｅｇｙｐｔ － 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 ｓｐｒｅｅꎬ ２０２１ －１０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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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直升机的 “西北风” 级两栖攻击舰ꎬ 大大提高了海军投送能力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 埃及南部海军舰队司令部在萨法加 (Ｓａｆａｇａ) 成立新总部ꎬ 并增添了两栖

攻击舰等新舰艇ꎮ① ２０１９ 年ꎬ 埃及斥资 ２３ 亿美元从德国采购 ６ 艘 “Ａ － ２００”

护卫舰ꎬ② 进一步提升了海军作战能力ꎮ 由此ꎬ 埃及海军力量激增ꎬ 埃及拥有

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海军之一ꎬ 包括南部舰队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ａｖａｌ ｆｌｅｅｔ) 和地中

海舰队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ｆｌｅｅｔ)ꎮ 埃及在红海地区拥有赫尔格达 (Ｈｕｒｇｈａｄａ)、 萨

法加和苏伊士等军事基地ꎬ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正式启用了靠近苏丹与埃及边境的贝

雷尼斯 (Ｂｅｒｅｎｉｃｅ) 海军基地ꎮ 埃及海军扼控红海海运要道ꎬ 保护埃及南部海

岸周围的自然资源和创造良好的投资安全环境ꎮ③

沙特海军由东部舰队和西部舰队组成ꎬ 其中西部舰队驻扎在红海东岸的

吉达费萨尔国王海军基地ꎮ 沙特在全球范围内购买海军装备ꎬ 先后于 ２０１７ 年

和 ２０１８ 年从美国、 西班牙订购了 ４ 艘多用途水面战斗护卫舰 (ＭＭＳＣ) 和 ５

艘 “前卫 ２ ２００” (Ａｖａｎｔｅ ２ ２００) 轻型护卫舰ꎬ 已有 ４ 艘建成下水ꎮ④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 沙特从法国获得两批之前已签订合同的快速拦截艇ꎮ 同年底ꎬ 沙特海军

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购置了性能先进的 “ＭＨ － ６０Ｒ” 直升机以增强空中打击

能力ꎬ 该机型同时拥有水面和水下攻击能力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ꎬ 沙特相关负责人

访问俄罗斯ꎬ 洽谈采购俄罗斯登陆舰事宜ꎮ⑤ 因也门胡塞武装多次袭击红海沿

岸的沙特重要目标ꎬ 沙特新购买的海军装备将有很大一部分用于红海地区ꎮ

红海航道畅通对以色列具有重要意义ꎬ 以色列在其南部海港埃拉特设有

海军基地ꎮ 据报道ꎬ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 名为 “拉哈维” 和 “雅法” 的两艘以色列

军舰驶入该基地ꎬ 前者是以色列海军的 “萨尔 ５ 型” 护卫舰ꎬ 后者是 “萨尔

４ ５ 型” 导弹舰ꎮ⑥ 为应对伊朗日益增长的航运威胁ꎬ 以色列海军自 ２０２１ 年 ９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ｈａｕｌ Ｓｈａｙꎬ Ｅｇｙｐ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 Ｉ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ｅａ”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Ｏｔｃ １３ꎬ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ｓｒａｅｌ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 ｉｌ / ｅｎ / ｎｏｄｅ / ２８１７７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３０

汪洋、 纪泽苑: «埃及启用地中海新基地»ꎬ 载 «中国国防报»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９ 日ꎮ
Ｅｇｙｐ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ꎬ “Ｅｇｙｐｔ’ｓ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Ｂａ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ｅａ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ｇｙｐｔ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ｍ / ｅｇｙｐｔｓ － ｂｉｇｇｅｓｔ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ｂａｓｅ － ｏｎ － ｔｈｅ － ｒｅｄ － ｓｅａ － ｉｎ － ｄｅｔａｉｌｓꎬ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０
«沙特皇家海的军实力» (阿拉伯文)ꎬ 载海湾在线网站: ｈｔｔｐ: / / ｋｈａｌｅｅｊ ｏｎｌｉｎｅ / ＰｖｍｘＺｖꎬ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０６ꎮ
同上文ꎮ
«以色列两艘军舰部署红海　 分析称或为对抗伊朗»ꎬ 载中国新闻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ｇｊ / ２０１２ / ０３ － １６ / ３７４８５４１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２ － ０３ － １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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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开始ꎬ 大大加强了在红海地区的活动ꎮ 近年来ꎬ 红海地区国家军备竞赛的

升级ꎬ 则酝酿着该地区更大规模的对抗ꎬ 加剧了地区安全形势的严峻性ꎮ 以

色列在红海的海军活动频次 “呈指数级” 增长ꎮ①

(三) 地区军演频度增加

在购买装备的同时ꎬ 埃及和沙特的海军实战能力也在不断提升ꎬ 两国举

行军演、 联合军演的频度不断增加ꎮ② 近年来ꎬ 埃及已与美国、 法国、 意大

利、 沙特、 阿联酋和科威特等国举行了联合军演ꎮ 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米尔詹”
联合军演成为埃及和沙特在红海地区进行的常规军演ꎬ③ 双方在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分别举行代号为 “米尔詹 １４” 和 “米尔詹 １５” 的军演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
两国举行代号为 “米尔詹 １６” 的联合军演ꎮ 两国举行军演的参与主体和形式

都在朝多样化发展ꎬ 频度在不断增加ꎮ 近年来ꎬ 埃及已与美国、 法国、 意大

利、 阿联酋和科威特等国举行了联合军演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ꎬ 埃及、 沙特两国联

合约旦、 吉布提、 苏丹和也门等其他红海地区国家在沙特领海举行多国联合

军演ꎮ 两国与美国、 俄罗斯、 法国、 中国等域外大国也建立军事合作关系ꎬ
多次进行 “光明星” “友谊之桥” “红浪” “美杜莎” 等系列联合军演ꎮ④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 沙特联合苏丹海军在费萨尔国王海军基地开展了代号为 “福勒

克 ４ 号” (Ａｌ － Ｆｕｌｋ ４) 的红海联合军演ꎮ 同年 １１ 月ꎬ 以色列、 阿联酋、 巴林

首次共同参与美国组织的红海军演ꎮ⑤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ꎬ 美国主导的 “２０２２
国际海上军事演习” 区域覆盖阿拉伯海、 红海、 阿曼湾等印度洋北部海域ꎬ
以色列、 沙特、 阿曼等 ６０ 多个国家参加ꎬ 持续 １８ 天之久ꎮ

红海地区军演持续增多ꎬ 既是域内外国家竞争的结果ꎬ 也是推动地区安

全局势呈螺旋式升级的原因ꎮ 参与国旨在借此展示和提高军力ꎬ 以应对潜在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ｇｅｎｃｉｔｓ ａｎｄ ＴＯＩ Ｓｔａｆｆ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Ｈａｓ Ｖａｓｔｌｙ Ｂｏｏｓｔｅｄ Ｒｅｄ Ｓｅａ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Ｉｒａｎ — ｏｕｔｇｏｉｎｇ
Ｎａｖｙ Ｈｅａｄ”ꎬ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１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ｉｍｅｓｏｆｉｓｒａｅｌ ｃｏｍ / ｉｓｒａｅｌ － ｈａｓ － ｖａｓｔｌｙ －
ｂｏｏｓｔｅｄ － ｒｅｄ － ｓｅａ －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 ｔｏ － ｃｏｕｎｔｅｒ － ｉｒａｎ － ｏｕｔｇｏｉｎｇ － ｎａｖｙ － ｈｅａｄꎬ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０

Ｔｈｅ Ｅｍｉｒａｔ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ＥＰＣ)ꎬ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 Ｒｅｄ Ｓｅ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ｉｌ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ａｔｓ”ꎬ ０６ Ｊｕｌ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ｐｃ ａｅ / ｅｎ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 / ｔｈｅ － ｅａｓｔｅｒｎ －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 ｒｅｄ － ｓｅａ －
ｒｅｇｉｏｎ －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ｐｉｌｌａｒｓ － ａｎｄ － ｔｈｒｅａｔｓ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２２

Ｙａｓｍｉｎｅ Ｆａｒｏｕｋꎬ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Ｍｏｎｅｙ: Ｐｏｓｔ － Ｍｕｂａｒａｋ Ｅｇｙｐｔꎬ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ｕｌｆ”ꎬ ＧＲＣ
Ｇｕｌｆ Ｐａｐｅｒ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ｉｌｅｓ ｅｔｈｚ ｃｈ / ｉｓｎ / １７９８６０ / Ｅｇｙｐｔ ＿ Ｍｏｎｅｙ ＿ ｎｅｗ ＿ ２９ － ４ － １４ ＿
２５７６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０

汪洋、 纪泽苑: «埃及启用地中海新基地»ꎮ
«美媒: 以色列、 阿联酋、 巴林首次共同参与美国组织的红海军演»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ｍｉｌ /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５ / ｃ＿１２１１４４５９８９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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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冲突或谋求军事威慑力ꎬ 这也是军事实力的一种特殊较量ꎮ
(四) 非传统安全威胁加剧

红海地区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包括恐怖主义、 难民、 非法移民、
海盗和海上犯罪等ꎮ 地区国家局势动荡和中央政府脆弱ꎬ 使得非洲之角的索

马里青年党、 也门的 “基地” 组织半岛分支以及 “伊斯兰国” 等恐怖组织乘

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ꎮ 各国内战制造了大批难民ꎬ 也门过去 ５ 年有多达 ２３ 万

人直接或间接因战争而丧命ꎬ 目前有 ４００ 万人流离失所ꎬ 沦为难民ꎮ① ２０２２ 年

初ꎬ 非洲之角的难民与寻求庇护者、 国内流离失所者分别达到 ４５２ 万人和

１ ２５３万人ꎮ② 埃塞俄比亚内战造成数千人死亡ꎬ ３５ 万人陷入饥荒ꎬ ２００ 多万

人流离失所ꎬ 这场冲突甚至可能波及整个北非、 西亚ꎬ 影响到波斯湾③和欧

洲ꎬ④ 部分难民或经红海前往阿拉伯半岛ꎬ 要么成为当地非法劳工ꎬ 要么经土耳

其沿 “地中海东线” 伺机进入欧洲ꎬ 或穿越撒哈拉沙漠ꎬ 从海岸防务虚弱的利

比亚沿 “地中海中线” 非法移民进入欧洲ꎮ 索马里海域的海盗威胁虽已减弱ꎬ
但残存海盗为非法渔船提供保护ꎬ 另一些人则与 “伊斯兰国” 和其他恐怖组织

合作ꎮ⑤ 红海沿岸国家的动乱也为各类海上犯罪提供了温床ꎬ 包括武器、 毒品

和人口贩运等ꎮ 也门沿海的非法贩运活动最为严重ꎬ 不仅涉及枪支和爆炸材

料ꎬ 还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ꎮ 长期以来ꎬ 恐怖组织通过海上走私索马里木

炭和糖等物品作为其重要财政来源ꎮ 人口贩运一直是红海地区的一个主要问

题ꎬ 几乎所有在沙特被捕的非法移民都经过红海也门边境ꎮ 人口贩子还将儿

童和青少年从红海沿岸较贫穷的国家偷运到欧洲、 非洲军阀和恐怖分子手里ꎮ
过去从亚洲经过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许多非法毒品贸易现在经过东非ꎬ 由有组

织的犯罪团伙经营ꎬ 并由恐怖组织提供便利ꎬ 这些组织从此类行动中获得资

金ꎮ⑥ 另外ꎬ 气候变化造成的红海地区人道主义灾难也不容忽视ꎮ 联合国相关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也门境内三分之二的难民生活条件极为恶劣»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１ / １００９ / ｃ１００２ － ３２２４８３３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２９ꎮ

张梦颖: «非洲之角难民问题探源及其治理困境»ꎬ 载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ꎬ 第７５ 页ꎮ
阿拉伯人称之为阿拉伯湾ꎬ 简称 “海湾”ꎮ 除非引文原文用 “波斯湾”ꎬ 本文统一使用 “海

湾” 这一指称ꎮ
«埃塞俄比亚冲突可能上升为地区动荡»ꎬ 载英国广播公司 ( ＢＢＣ) 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ｚｈｏｎｇｗｅｎ / ｓｉｍｐ / ｗｏｒｌｄ － ５５１６３２２１ꎬ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０１ꎮ
“Ｒｅｄ Ｓｅ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ｅｌｌｅｎｉｃ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ｒｅｄ － ｓｅａ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２９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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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认为ꎬ 非洲之角正处于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之中ꎮ 土地干涸、 粮食不

安全加剧ꎬ 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流离失所ꎮ ２０２２ 年ꎬ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等国

估计有 １ ５００ 万人受到干旱的严重影响ꎮ①

由此ꎬ 红海地区多层次的地缘政治竞争正在加剧军事化趋势ꎬ 域内外国

家通过修建军事设施、 购买新的海军装备、 修建新的海军基地、 举行联合军

演等方式ꎬ 不断加强军事能力ꎬ 增加军事存在ꎮ 加之ꎬ 红海地区严峻的传统

安全威胁催生或加剧了非传统安全威胁ꎮ 上述情势使地区国家处于严峻的

“安全困境”ꎬ 盘根错节的竞争正在重塑红海地区安全格局ꎮ

二　 红海地区安全治理面临的困境

红海地区国家受制于应对国内政治震荡、 自身海洋治理能力不足、 国家

间矛盾重重、 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因素ꎬ 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问题不力ꎬ 导

致地区安全治理陷入困境ꎮ

(一) 政治震荡掣肘地区国家参与红海地区安全治理议程的意愿

阿拉伯剧变发生以来ꎬ 红海沿岸国家ꎬ 如埃及、 也门、 苏丹、 索马里和

埃塞俄比亚等国进入冷战后最为深刻的国家政治转型ꎬ 现仍处于国家政局不

稳、 社会动荡甚至战乱的境地ꎮ 也门扼守联通红海和亚丁湾的关键枢纽ꎬ 地

理位置十分重要ꎬ 但常年内战使也门成为红海地区安全局势恶化的重要因素ꎮ

２０１１ 年初ꎬ 也门进入动荡转型期ꎬ ２０１５ 年爆发持续至今的也门内战不仅撕裂

和摧毁了也门本身ꎬ 还迅速转化为以沙特、 阿联酋为一方和以伊朗为另一方

的地区代理人战争ꎬ 胡塞武装持续不断的远程袭击严重威胁沙特红海沿岸地

区安全ꎮ 也门局势是典型的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ꎬ 双方在红海地区的攻防对

当地通航安全造成严重威胁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索马里内战不断ꎬ 长

期处于军阀武装割据状态ꎬ 恐怖组织索马里青年党严重威胁国内安全局势ꎬ

索马里海盗对红海地区航线构成严重威胁ꎮ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红海西岸国家也陷

入政治社会转型期ꎬ 两个地区大国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相继发生政权更迭ꎬ 国

家陷入动荡ꎮ 巴希尔下台后的苏丹面临持续挑战ꎬ 经济衰退、 政局紧张及民

０８

① «非洲之角干旱导致 １ ５００ 万人面临人道主义危机»ꎬ 载联合国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１１０１６７２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２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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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因对过渡政府不满而进行的持续抗争是苏丹局势的主要特点ꎮ① 达尔富尔问

题、 族群冲突、 人道主义危机、 贫困和饥饿等根深蒂固的问题长期困扰苏丹ꎬ
阻碍其国家转型ꎮ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 阿比艾哈迈德就任埃塞俄比亚政府总理后

推行改变国内权力格局的政治改革ꎬ 虽然在外交方面取得重大突破ꎬ 与邻国

厄立特里亚达成和平协议ꎬ 但国内民族矛盾问题日渐严重ꎬ 中央和地方关系

紧张加剧ꎮ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 提格雷州与埃塞俄比亚中央政府的冲突一度持续ꎬ
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ꎮ

鉴此ꎬ 解决国内问题自然成为这些国家政治议程上的首选事项ꎮ 政府疲

于应付国内动荡ꎬ 则无暇顾及优先性和重要性排在国家政权稳定之后的红海

地区安全治理问题ꎮ 这些地区国家也就成为红海地区安全治理链条上的薄弱环

节ꎮ 比如ꎬ 也门各方忙于国内争权打斗ꎬ 相邻海域成为跨海犯罪、 非法移民和

恐怖分子流窜的核心地带ꎮ 漂浮在也门荷台达海域的 “萨菲尔号” 油轮是威胁

红海生态安全的一颗定时炸弹ꎬ 该问题迟迟无法解决的根源也在于也门国内陷

于分裂ꎬ 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忙于争夺船上的石油而忽视石油泄漏带来的危害ꎮ
(二) 地区国家海洋安全治理能力不足

红海地区国家海洋治理能力不足的重要表现是各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等

海上力量不足ꎮ 红海地区国家中ꎬ 埃及、 沙特和以色列拥有较强的海军力量ꎬ
对守护红海北部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埃及海军扼控红海海运要道ꎻ 也门战

事以来ꎬ 为对付来自伊朗和也门的威胁ꎬ 沙特不断增强红海海军力量ꎻ 以色

列海军为应对伊朗日益增长的航运威胁ꎬ 自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开始ꎬ 也大大加强了

在红海地区的活动ꎮ 但另一方面ꎬ 红海南部和亚丁湾沿岸国家尚不具备应对

各类安全问题的海上力量ꎮ 也门原海岸警卫队 ２０１５ 年后基本瘫痪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开始重建海岸警卫队ꎬ 其主要任务是在美军协助下制止胡

塞武装的走私活动ꎬ 但对也门海岸的保卫仍然十分有限ꎬ 没有有效的反恐措

施ꎮ 也就是说ꎬ 沙特和美国专注于加强海岸警卫队ꎬ 将注意力从防止恐怖活

动转移到打击来自伊朗的武器走私和胡塞武装的不对称海上战争ꎮ② 各国海军

１８

①

②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Ｒｏｔｈꎬ “Ｓｕｄａｎ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ｆ ２０２０”ꎬ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ｒｗ ｏｒｇ / ｗｏｒｌｄ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２１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 ｓｕｄａｎꎬ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０２

Ｅｌｅｏｎｏｒａ Ａｒｄｅｍａｇｎｉꎬ “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Ｙｅｍｅｎ ’ 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Ｈｏｂｂｌｅｄ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ｉｖａｌｒｉｅｓ”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６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ｇｓｉｗ ｏｒｇ / 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ｙｅｍｅｎｓ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 ｆｏｒｃｅｓ － ｈｏｂｂｌｅｄ － ｂ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 ａｎｄ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ｒｉｖａｌｒｉｅｓ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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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岸警卫队力量的存在ꎬ 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恐怖主义、 海上

犯罪等安全威胁ꎬ 但另一方面与胡塞武装和伊朗的对抗也有可能给地区带来

更大的安全威胁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红海地区各国海上力量的不协调严重削弱

了地区海洋安全治理能力ꎮ 西岸厄立特里亚、 苏丹、 吉布提和索马里等国海

上军事力量普遍较弱ꎬ 无法有效执行海上巡逻并制止犯罪行为ꎮ 域内国家海

洋安全治理能力不足还会导致红海地区安全治理依赖外部力量ꎬ 无法形成以

域内国家为主体的有效安全治理模式ꎮ
(三) 地区国家间矛盾妨碍形成有效的安全治理机制

红海地区国家间矛盾重重ꎮ 东岸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矛盾由来已久ꎬ
尽管近年来以色列和数个阿拉伯国家不断走近ꎬ 关系升温ꎬ 但沙特牵头成立

的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理事会①将以色列排除在外是阿以矛盾在区域合作层

面的延伸和体现ꎮ 参与红海地区事务对于以色列来说是必争的战略选择ꎬ 因

此以色列缺席的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理事会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红海地区

安全组织ꎮ 就阿拉伯国家内部而言ꎬ 埃及和沙特在红海地区的利益诉求并非

完全一致ꎮ 在西岸ꎬ 最重要的矛盾是在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之间ꎬ 双方在红海

地区安全治理问题上相互防备ꎬ 埃及坚决不同意埃塞俄比亚成为红海和亚丁

湾沿岸国家理事会成员ꎬ 企图在制度设计上将埃塞俄比亚排除在红海地区安

全治理之外ꎬ 降低埃塞俄比亚对红海地区安全事务的影响力ꎮ 但埃塞俄比亚

无法做到 “望洋兴叹”ꎬ 红海依然是影响埃塞俄比亚国计民生的贸易通道ꎬ 尤

其在亚吉铁路正式通车后ꎬ 吉布提港成为埃塞俄比亚重要的货物中转港ꎮ 为

此ꎬ 埃塞俄比亚还尝试通过伊加特 (ＩＧＤＡ) 参与红海地区安全治理ꎮ 除此之

外ꎬ 非洲之角国家间传统的族群、 宗教和边界等方面的复杂矛盾依然构成红

海地区安全治理的潜在威胁ꎮ
这些国家间矛盾严重掣肘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形成ꎮ 首先ꎬ 地区国

家间相互防备ꎬ 在安全治理理念方面难以形成共识ꎮ 其次ꎬ 治理主体之间难

以协同ꎬ 在治理行动上就无法形成有效合力ꎮ 海洋安全治理ꎬ 尤其是非传统

安全问题治理ꎬ 往往有赖于相关国家的通力合作ꎬ 任何治理薄弱环节的存在

都有可能降低治理的整体效能ꎮ

２８

①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成立的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理事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Ａｒａｂ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ｅａ ａｎｄ Ｇｕｌｆ ｏｆ Ａｄｅｎ)ꎬ 成员包括红海和亚丁湾沿岸的沙特、 埃及、 苏丹、 也门、 约旦、 厄立特

里亚、 吉布提和索马里共 ８ 个国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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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缘政治竞争导致红海地区安全治理失灵

围绕红海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不仅不断催生地区新的安全风险和挑战ꎬ
还会对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形成和运行产生干扰ꎬ 甚至导致已有治理机制失

灵ꎮ 域内外国家在红海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海合会国家

以及土耳其、 伊朗等地区大国在非洲之角的经济活动和战略竞争活动持续增

加ꎬ① 试图在非洲之角修建军事基地ꎬ 争夺优良港口ꎬ 增加经济投资ꎬ 建立势

力范围ꎮ 同时ꎬ 土耳其、 伊朗、 以色列等地区大国深入布局非洲ꎬ 争夺当地

政府的支持、 资源和市场ꎬ 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随之不断外溢到红海地区ꎮ
土耳其和阿联酋在索马里及该国的索马里兰的竞争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例子ꎮ
土耳其与索马里关系密切ꎬ 土耳其系在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上台后开设大使

馆的第一个国家ꎬ ２０１５ 年以来双方高层互访增多ꎬ 且目前土耳其是在索马里

开展经贸合作项目最多、 影响最广的国家ꎮ② ２０１７ 年ꎬ 土耳其为索马里建设

的军事训练基地落成ꎬ 用于土耳其军队训练索马里等非洲国家的军队ꎮ 海湾

国家阿联酋对索马里在卡塔尔断交事件中保持中立态度不满ꎬ 为此加大与索

马里联邦政府对立的索马里兰和邦特兰进行商业合作的力度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ꎬ 阿联酋公司迪拜港口世界 ( ＤＰ Ｗｏｒｌｄ) 相继获得索马里兰柏培拉

(Ｂｅｒｂｅｒａ) 港口、 在邦特兰经营和开发博萨索 (Ｂｏｓａｓｏ) 港口 ３０ 年的经营权ꎮ
这一行为恶化了阿联酋与索马里联邦政府的关系ꎮ ２０１８ 年索马里国防部宣布

终止一项与阿联酋于 ２０１４ 年签订的军事合作协议ꎮ 索马里和索马里兰之间的

矛盾因外部势力的支持和干涉进一步加深ꎬ 中东国家在索马里的竞争加剧也

是给红海地区安全形势带来消极影响的因素之一ꎮ
与此同时ꎬ 作为重要航运通道、 能源通道和贸易通道的红海地区也是世

界 “大国竞争” 的重点区域ꎬ 大国战略博弈在红海地区的投射加剧了当地

“安全困境”ꎮ 俄罗斯政府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发布公告称ꎬ 俄罗斯将在苏丹红海

岸边的苏丹港附近建立一座用于补给和修理的俄罗斯海军物资保障点ꎬ 以配

合其全面扩展在非洲及印度洋沿岸地区的影响力ꎮ 美国特朗普政府在战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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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层面加强了对非关系规划ꎬ 明确了在非洲与中国展开竞争的立场ꎮ ２０１７
年ꎬ 美国出台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ꎬ 将中国列为美国在非洲的 “战略竞争

者”ꎮ① 拜登政府的对非政策有很强的延续性ꎬ 美国在非洲与中、 俄展开地缘

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ꎬ 努力 “推回” 中、 俄ꎬ 在军事、 安全和经济等各领域

遏制中、 俄在非洲的发展ꎮ② 因此ꎬ 域外国家的军事行动是红海地区长期动乱

的外源性因素之一ꎮ 域外大国不应只图在红海地区保障自己国家利益的绝对

安全而忽视甚至侵犯地区国家的利益ꎮ
无论是世界大国还是中东国家ꎬ 抑或是域内国家间的政治博弈都会深刻

影响地区国家间关系ꎬ 进而影响红海地区安全治理ꎮ 域外国家在红海地区的

竞争多为在战略上遏制对方的恶性竞争ꎬ 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相互之间及域

内国家间原有的矛盾ꎮ 各国在红海地区安全政策上应相互沟通ꎬ 建立互信ꎬ
避免因彼此战略误判引发红海地区新的军备竞赛及其他形式的恶性竞争ꎮ 土

耳其、 伊朗和沙特等中东地区大国不应将红海对岸的非洲国家视为拉帮结派

进行对抗的对象ꎬ 甚至划分势力范围ꎬ 搞对立竞争ꎬ 而应视之为共同维护红

海地区安全、 参与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合作伙伴ꎮ

三　 国际各方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方案

地区安全的本质特征是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ꎬ 地区安全合作组织及其制

度建设是推进地区安全治理的有效形式ꎮ 鉴于红海地区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化ꎬ
域内外国家都提高了对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重视程度ꎮ 国际各方陆续提出针

对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方案或倡议ꎬ 希望在变动的红海局势中保持或获得足

够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优势ꎮ 无论西方还是阿拉伯国家ꎬ 都将构建区域安

全合作组织看作域内外国家应对红海安全问题的重要治理路径之一ꎮ③ 红海沿

岸各国及利益相关国家都有建立集体安全合作机制的共识ꎬ④ 以期在共同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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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内明晰共同利益ꎬ 识别潜在威胁ꎬ 对相关问题提出能够达成共识的治理方

案ꎮ 近年来ꎬ 国际上和域内国家对构建新的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呼声不断ꎮ
地区安全治理机制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ꎬ 实现红海地区长治久安ꎬ 但可为各

类行为体提供沟通平台ꎬ 塑造跨区域安全秩序ꎬ 最大程度地加强安全合作ꎬ
降低安全风险ꎮ 为此ꎬ 美国、 欧盟、 非盟、 伊加特和阿拉伯国家分别根据各

自利益诉求提出了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构想或机制ꎮ
(一) 美国的战略利益诉求及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手段

美国把控制全球海上战略通道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旨在

保持红海地区通道安全ꎮ 为此ꎬ 美国智库呼吁美国政府更加重视连接海湾地区

的红海国家ꎬ 将红海两岸提升为首要的国家安全优先事项ꎬ① 以维护美国利益ꎮ
目前ꎬ 美国维护红海地区安全的主要手段首先是组织不同层次、 不同规

模的联合军演ꎬ 既有常规军演ꎬ 也有临时组织的军演ꎻ 既有同地区盟友的双

边军演ꎬ 也有同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联合举行的多边军演ꎮ 其次是任命美国

驻非洲之角特使ꎮ 再次是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在第五舰队基础上组建红海特遣队ꎬ
负责红海地区的海上安全ꎮ② 吉布提的莱蒙尼尔基地作为美国在 “非洲之角”
和阿拉伯半岛执行反恐任务的重要枢纽ꎬ 以及控制中东和东非地区的重要战略

据点ꎬ 是美国参与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重要战略依托ꎮ 美国鼓励建立红海地区

多边安全合作组织ꎬ 支持红海沿岸国家建立具有包容性、 公平性的地区安全治

理机制ꎬ 但尚未提出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具体构想ꎮ 由此可见ꎬ 美国维护红海

地区安全采用的是以暴制暴手段ꎬ 治标不治本ꎬ 也许在短期内可以起到一定

效果ꎬ 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红海地区安全治理面临的各种挑战ꎮ
(二) 欧盟的战略利益诉求及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构想

欧盟对红海地区安全具有重要的利益关切ꎮ 在地缘政治方面ꎬ 红海地区

多年来一直被视为欧盟行动的重要关注目标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欧洲理事会将该地

区事务确定为 “地缘战略优先事项”ꎮ③ 一方面ꎬ 红海通道是欧洲与东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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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通道ꎬ 欧洲所需能源的 ６０％都通过红海运输ꎬ 维护红海地区安全就是

维护欧洲的贸易生命线ꎻ 另一方面ꎬ 由红海地区国家动乱而产生的非法移民

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也是欧洲的重要关切ꎮ 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ꎬ 从非洲之

角到也门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移民路线ꎮ ２０１９ 年ꎬ 超过 １３ ８ 万人从非洲之

角出发越过亚丁湾抵达也门ꎬ① 同非洲其他地区的难民一起经过地中海抵达欧

洲ꎮ 恐怖分子也会混杂在非法移民中进入欧洲ꎬ 威胁欧洲各国安全ꎮ 因此ꎬ
欧盟对红海地区有三大利益诉求: 保障贸易通航安全ꎻ 阻截非法移民向欧洲

流动ꎻ 遏制恐怖主义ꎮ
随着红海地区安全问题日益突出ꎬ 欧盟试图在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方面提

出欧洲方案ꎮ 为此ꎬ 欧盟一方面通过非洲之角特别代表 (ＥＵＳＲ) 影响红海地

区安全事务ꎬ 另一方面倡导形成以规则为基础的 “有效多边主义” 理念ꎬ 以

“创建一个有组织、 包容性的红海地区对话与合作论坛”ꎮ② 但截至目前ꎬ 欧

盟尚未提出一个完整的红海安全治理方案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在联合国大会的会议间

隙ꎬ 欧盟邀请红海沿岸及其他相关国家召开会议ꎬ 但埃及、 厄立特里亚、 苏

丹、 吉布提等红海沿岸国家缺席会议ꎮ 欧盟虽然对红海地区事务有影响力ꎬ
但多个红海沿岸国家的缺席限制了外来影响力所能发挥的作用ꎬ 表明红海地

区安全治理机制的构建必须要以红海沿岸国家为主导ꎮ 欧盟期望利用自身与

该地区长期以来的经贸联系和政治信誉加强其在红海地区安全治理上的知名

度、 存在度和参与度ꎮ③

(三) 非盟的战略利益诉求及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构想

非盟认为ꎬ 红海地区无论从地理的角度还是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都是非

洲的一部分ꎬ 红海地区局势直接影响着非洲大陆的安全与稳定、 发展与繁荣ꎬ
出台相应的红海地区政策是非盟保障自身安全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２０１７ 年ꎬ
非洲国家及地区组织ꎬ 尤其是非盟开始介入红海地区事务ꎮ 非盟认为红海地

区安全关系到诸多非洲国家的利益ꎬ 故红海地区安全合作组织 (如果成立此

类组织) 成员国不应局限于红海沿岸国家ꎮ ２０１９ 年 ７ ~ ８ 月ꎬ 非盟调解人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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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Ｇｅｏ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１０ Ｍａｙ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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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Ｍｂｅｋｉ) 与索马里、 乌干达、 吉布提、 埃及等国领导人会面ꎬ 商讨组建红

海地区安全合作组织ꎮ
非盟参与红海地区安全事务的局限性在于非洲只代表了红海一侧ꎬ 而且

作为非洲大国的埃及明确表示要将红海地区安全合作组织的范围限制在红海

沿岸国家ꎮ ２０１９ 年ꎬ 埃及总统塞西与姆贝基会面时明确表示ꎬ 无论是非盟还

是欧盟的过多介入ꎬ 都会导致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政治化ꎬ 不利于地区稳定ꎮ
此外ꎬ 厄立特里亚向来奉行独立于非盟的外交政策ꎮ 可见ꎬ 非盟内部成员埃

及和厄立特里亚等国也对以非盟为主体的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方案持有异议ꎮ
到目前为止ꎬ 非洲国家构想建立以非盟牵头的红海地区安全合作组织的想法

尚未有实质性进展ꎮ
(四) 伊加特的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方案、 行动及其局限性

伊加特是东非最具影响力的区域合作组织之一ꎬ ７ 个成员国中有 ３ 个是红

海沿岸国家ꎮ 伊加特成立以来在调解地区国家冲突、 保障地区安全和促进地

区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ꎬ 扮演着地区 “稳定器” 的角色ꎮ 鉴于成员国所处

的特殊地理位置ꎬ 伊加特向来重视海洋安全ꎬ 并于 ２０１５ 年制定 «海上安全与

安保战略»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ａｆｅｔｙ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以保障伊加特成员国可持续

的 “蓝色经济” 发展ꎮ 该战略中的 “海上安全”ꎬ 指应对诸如海上国家间争

端、 海上恐怖主义、 海盗、 海上犯罪 (如贩毒、 非法捕鱼、 利用海域贩运武

器等) 等威胁ꎬ① 涵盖内容丰富ꎮ
随着红海地区安全局势的发展ꎬ 伊加特越来越重视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

红海地区安全政策ꎬ 遂于 ２０１７ 年任命穆罕默德阿里乔耶为红海、 亚丁湾

和索马里问题特使ꎬ 以深度参与红海地区事务ꎮ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ꎬ 伊加特部

长理事会第 ４６ 次会议决定成立伊加特红海和亚丁湾特别工作组 ( ＩＧＡ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ｏｆ Ａｄｅｎ)ꎬ 持续关注红海地区安

全局势发展ꎮ ４ 月 ４ 日ꎬ 伊加特表示红海地区正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威胁ꎬ 红

海地区安全对于伊加特成员国———无论是否濒临红海ꎬ 有着重大关切ꎬ 因此正

式宣布成立这一专门组织ꎮ 特别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识别伊加特成员国在与红

海地区国家和海合会国家关系中的优先事项和重要利益ꎬ 协调并促进伊加特成

７８

① Ａｈｍｅｄ Ｙｕｓｕｆ Ｈｅｒｓｉꎬ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ｏ Ｂｌｕ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ＩＧＤＡ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ꎬ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ｉｇａｄ
ｉｎｔ /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 ｐｅａｃｅ － ａｎｄ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２８０３ － ｆｒｏｍ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ｔｏ － ｂｌｕ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 ｆｏｒ －
ｆｕｔｕｒｅ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ａｎｄ －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 ｔｏ － ｔｈｅ － ｉｇａｄ － ｒｅｇｉｏｎꎬ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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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的共同立场ꎬ 制定共同的红海地区战略和行动计划ꎬ 以应对红海地区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ꎬ 保护红海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利益ꎮ① １２ 月ꎬ 伊加特第十三届国

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 «红海和亚丁湾合作原则宣言»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ｏｆ Ａｄｅｎ)ꎬ 希望促进伊加特参

与红海和亚丁湾事务的合作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伊加特还组织系列国家间磋商会议ꎬ 就

红海与亚丁湾问题倾听各国主要关切ꎬ 协调各国立场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ꎬ 伊加特红

海和亚丁湾特别工作组第四次会议在埃塞俄比亚比绍夫图举行ꎬ 会议建议在各

成员国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制定伊加特共同立场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ＧＡ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地区

行动计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ꎬ 拟定 «红海和亚丁湾公约» 草案ꎮ
作为一个能够影响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政府间合作组织ꎬ 伊加特在维护地

区安全方面发挥着具有影响力的作用ꎮ 伊加特尝试搭建地区合作与对话平台ꎬ
争取在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方面取得先发优势ꎬ 防止被边缘化ꎮ 但伊加特参与

红海地区事务也存在先天不足ꎮ 伊加特的主导国家是埃塞俄比亚ꎬ 因此伊加

特通常会被视为是由埃塞俄比亚主导实现地区政策的工具ꎬ 厄立特里亚因此

于 ２００７ 年退出该组织ꎮ 鉴于埃及、 苏丹与埃塞俄比亚之间围绕尼罗河水资源

问题存在争端ꎬ 埃及不愿埃塞俄比亚介入红海地区事务ꎮ 伊加特成员国中虽

有 ３ 个是红海沿岸国家ꎬ 但缺乏与埃及这样的地区大国的协调会导致该组织

在红海地区的影响力和作用受限ꎮ
(五) 阿拉伯国家倡导的功能性地区安全组织及其困境

红海地区居于阿拉伯世界的地理中心位置ꎬ 是沿岸阿拉伯国家的主要贸

易通道ꎬ 还是阿拉伯产油国石油出口的主要路线ꎬ 对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

及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ꎮ 对于东岸阿拉伯国家而言ꎬ 红海是半岛的西部屏

障ꎬ 红海地区安全直接关乎他们的安全稳定ꎮ 因此ꎬ 阿拉伯国家有足够的动

力牵头设立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机制ꎬ 以阿拉伯国家之整体应对可能出现的安

全挑战ꎮ 红海地区除厄立特里亚和以色列之外都是阿拉伯国家ꎬ 漫长的海岸

线为沿岸国家提供了控制红海地区及船舶航行的绝对优势ꎬ 所以沿岸国家对

８８

① “ＩＧＡ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ｏｆ Ａｄｅ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ｉｇａｄ ｉｎｔ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
６６ － Ｓｏｍａｌｉａ / ２０９６ － Ｉｇａｄ －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 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 － Ｏｎ － Ｔｈｅ － Ｒｅｄ － Ｓｅａ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Ｇｕｌｆ － Ｏｆ － Ａｄｅｎꎬ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１０ꎻ Ｎｅａｍｉｎ Ａｓｈｅｎａｆｉꎬ “Ｔｈｅ Ｄａｖｉｄ － Ｇｏｌｉａｔｈ Ｍａｔｃｈ ｕｐ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ｅａ Ｃｏａｓｔ”ꎬ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ꎬ ３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ａｖｉｄ － ｇｏｌｉａｔｈ － ｍａｔｃｈ － ｒｅｄ － ｓｅａ － ｃｏａｓｔ? ＿ ＿ ｃｆ＿
ｃｈｌ＿ ｊｓｃｈｌ ＿ ｔｋ ＿ ＿ ＝ ｐｍｄ ＿ ＭｔｈＮＰＧＢ７Ｙ０ｙＴｘＣＺＵ９ＯｑＹｚＦｌｆｍＨ３４ｑｒｄｃｂｕ ＿ ｗ９Ｌ３ｕＪ３ｏ － １６３３９２４０９５ － ０ － ｇｑ
ＮｔＺＧｚＮＡｉＷｊｃｎＢｓｚＱｉ９ꎬ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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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安全治理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ꎮ
阿拉伯国家谋求成立红海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构想和实践由来已久ꎮ 沙

特在 １９５６ 年提出成立相关合作机制的倡议ꎬ 埃及和也门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提

出过类似倡议ꎬ 但由于冷战时期红海地区沿岸各国的分歧和以色列是否加入

的问题而一直被搁置ꎮ①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埃及于 ２０１７ 年发起成立 “红海安

全合作组织” 的倡议ꎮ 埃及拥有 １ ０００ 余公里的红海海岸线ꎬ 还有控制红海北

部入口的苏伊士运河ꎮ 历史上ꎬ 埃及一直扮演连接亚非两洲的角色ꎮ 自倡议

提出开始ꎬ 埃及的态度非常明确ꎬ 只有拥有红海海岸线的国家才能成为红海

地区安全合作组织的成员国ꎬ 绝不接受非沿岸国家染指红海地区安全事务ꎮ
一位埃及外交人员曾作出以下评论: “当我们谈论红海的时候ꎬ 我们指的就是

红海ꎬ 而不是肯尼亚、 乌干达、 阿联酋或科威特”ꎮ② 但埃及塞西政府时期的

对外政策ꎬ 尤其在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方面ꎬ 必须考虑沙特和阿联酋的立场ꎬ
因为后者提供的经济援助对于埃及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ꎮ

作为红海地区大国的沙特试图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与埃及争夺红海地区

安全治理主导权ꎮ 无论是从安全维度还是经济维度来看ꎬ 沙特在红海地区都

有重大战略利益关切ꎮ 在经济维度上ꎬ 红海地区尤其是红海北部ꎬ 是沙特

“２０３０ 愿景” 所规划的发展和投资重地ꎬ 红海地区安全稳定关乎其国家转型

和经济发展ꎮ 在安全维度上ꎬ 防止伊朗在红海地区尤其是非洲之角渗透从而

对沙特西侧造成安全威胁是其主要关切ꎮ 近年来ꎬ 沙特不断加强与非洲之角

国家的政治、 经济和外交联系ꎮ ２０１８ 年ꎬ 沙特专门设立了 “非洲事务国务部

长” 这样的职位ꎬ 显示出对非洲事务的高度重视ꎮ ２０１８ 年底ꎬ 沙特主持召开

的首届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外长会议决定建立共同合作机制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
在利雅得召开的八国外长会议决定成立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理事会ꎬ 与会

外长们签署了理事会成立宪章ꎬ 宣告一个新的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形成ꎬ
显示出阿拉伯国家在红海地区的 “主人翁” 姿态ꎮ

虽然在埃及和沙特的牵头下ꎬ 阿拉伯国家成立了相对较为封闭的红海地区

９８

①

②

Ａｌｅｘ ｄｅ Ｗａａｌ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ｅａ: Ａ Ｎｅｗ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ｒｎ”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ꎬ Ｊｕｌｙ １１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ｏｒｇ /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１１ / ｂｅｙｏｎｄ － ｒｅｄ － ｓｅａ － ｎｅｗ －
ｄｒｉｖｉｎｇ － ｆｏｒｃ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ｈｏｒｎ －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２

Ｚａｃｈ Ｖｅｒｔｉｎꎬ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Ｒｅｄ Ｓｅａ ｆｏｒｕｍ: Ｔｈｅ Ｇｕｌｆꎬ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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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治理机制ꎬ 但以阿拉伯国家为主要成员国组成的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也

面临困境ꎮ 首先ꎬ 成员国身份界定存在争议ꎮ 埃及的态度非常明确ꎬ 坚持 “红
海沿岸” 标准ꎬ 即只有拥有红海海岸线的国家方可成为成员国ꎮ① 此举是为了

将埃塞俄比亚排除在外ꎬ 但却区别对待厄立特里亚和以色列这两个非阿拉伯国

家ꎮ 以色列也是红海沿岸国家ꎬ 虽然在亚喀巴湾只有 １０ 公里海岸线ꎬ 但埃拉特

港是以色列唯一直通印度洋的港口ꎬ 对以色列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ꎮ 以色列

曾为获得蒂朗海峡航行权而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和 “六五” 战争ꎬ 其维护红海

通航安全的决心不言而喻ꎬ 在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中不可或缺ꎮ 埃塞俄比亚

是否应纳入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也存在分歧ꎮ 埃塞俄比亚在地理上毗邻红海ꎬ
虽然没有红海海岸线ꎬ 但它距离红海最近的地方仅有 ３０ 英里之遥ꎬ 是红海西侧

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ꎬ 是非洲之角政治、 经济、 安全和基础设施发展的核心

国家ꎬ 将埃塞俄比亚排除在外可能会影响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完整性ꎮ
其次ꎬ 该组织在功能及成员国平等团结方面存在争议ꎮ 该倡议由埃及和

沙特发起ꎬ 沙特是主要出资者ꎬ 是 “领头羊”ꎬ 主导着组织的发展ꎮ 尽管该组

织公开宣称的 ２０ 个目标中包括旨在加强成员国之间在政治、 经济、 文化、 环

境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ꎬ 打击恐怖主义、 海盗、 走私、 跨境犯罪和非

法移民等方面的威胁ꎬ 以保障国际航行安全ꎬ 促进贸易和投资ꎬ 改善海上贸

易、 货物、 服务和资金流动以及加强港口和过境贸易之间的合作ꎬ 但在外界

看来ꎬ 沙特很可能将该组织作为对抗伊朗和土耳其ꎬ 甚至谋求地区霸权的工

具ꎮ② 在该组织的战略目标和功能上ꎬ 埃及和沙特就存在分歧: 埃及以及非洲

成员国希望该组织能够成为一个经济、 政治、 军事及安全等多层次、 多方面

的沟通协调平台ꎬ 能够逐步解决各成员国关心的问题ꎬ 在成员国之间逐步建

立信任ꎬ 从而将功能性合作扩展到全面合作ꎬ 但沙特希望该组织成为一种正

式的等级组织ꎬ 且只想专注于安全相关的事务ꎮ③

０９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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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国际各方提出的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方案

治理机制
发起者

战略利益诉求 治理方案 / 机制 缺陷

伊加特

治理海上国家间争端、 海上
恐怖主义、 海上犯罪ꎬ 即贩
毒、 非法捕鱼、 利用海域贩
运武器等海上安全问题

成立组织: 伊加特红海和
亚丁湾特别工作组

仅代表红海西岸国家ꎬ
影响力片面ꎻ 伊加特主
导和埃及、 厄立特里亚
等国存在矛盾

阿拉伯
国家

确保阿拉伯国家安全ꎻ 增强
阿拉伯国家地区影响力ꎻ 确
保石油出口安全

成立组织: 红海和亚丁湾
沿岸国家理事会

阿拉伯民族主义特征明
显ꎬ 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和排他性ꎻ 各方对组织
目标的设想不一致

非盟
保障非洲东北部国家的海上安
全和海上经济开发的权力

构想: 非盟调解人牵头商
讨组建红海安全合作组织

仅代表红海西岸国家

美国 控制红海地区通道
联合军演ꎻ 支持成立多边
安全合作组织

以暴制暴ꎬ 治标不治本

欧盟
保障通航安全ꎻ 阻拦难民赴
欧ꎻ 遏制恐怖主义威胁

构想: 成立以欧盟为主导ꎬ
地区国家参与的 “有效多
边主义” 安全治理机制

红海地区核心国家不
支持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ꎮ

综上所述ꎬ 目前有 ５ 个国家或国际组织以自身战略利益诉求为出发点ꎬ
提出了较为明确的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构想或机制 (参见表 １)ꎮ 伊加特和阿拉

伯国家虽然都已成立了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机制ꎬ 但都存在明显缺陷ꎮ 由非红

海地区国家或国际组织牵头成立的安全治理组织往往在利益考量和影响力方

面存在片面性ꎬ 以至于影响其存在的合法性ꎮ 以红海沿岸国家为核心成立的

安全治理组织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排他性和封闭性ꎬ 过于强调地区国家的利

益而忽视了红海的 “公共属性”ꎬ 如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理事会给出了两条

明确的标准: 一是成员国必须是阿拉伯国家或与阿拉伯国家友好的国家ꎻ 二

是成员国必须是红海沿岸国家ꎮ 为此ꎬ 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理事会被认为

并非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红海地区安全组织ꎬ 而是一个带有阿拉伯民族主义色

彩的 “阿拉伯组织”ꎬ 具有明显的排他性ꎬ① 这导致该组织在红海地区的主要

利益仅限于维护阿拉伯国家的利益而非考虑红海地区的整体安全ꎮ 因此ꎬ 红

海地区尚未找到各方公认且能够兼顾各方利益的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机制ꎮ 无

论是伊加特的红海和亚丁湾特别工作组ꎬ 还是阿拉伯国家组建的红海和亚丁

１９

① Ｚａｃｈ Ｖｅｒｔｉｎꎬ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Ｒｅｄ Ｓｅａ ｆｏｒｕｍ: Ｔｈｅ Ｇｕｌｆꎬ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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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沿岸国家理事会ꎬ 都是新成立的组织ꎬ 其地区安全治理的理念、 措施和效

果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观察ꎮ

四　 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路径

面对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各种挑战ꎬ 涉及的主体和客体日益复杂化ꎬ 域

内外国家应当从理念上抛弃冷战思维和零和游戏ꎬ 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ꎬ
相互协调ꎬ 共同探索实现红海地区持久和平的安全治理新路径ꎮ

(一) 推动地区和国家内部由乱向治是提升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效能最紧迫

的路径

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主体应该是主权国家ꎬ 而不是各种非国家行为体ꎮ
鉴于红海地区安全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在于沿岸国家的国内政治动荡ꎬ 故红

海地区安全治理的首要任务是域内外国家合作推动也门、 苏丹、 索马里和埃

塞俄比亚等动乱国家国内冲突降温ꎬ 各方达成停火协议ꎬ 形成初步的国内和

地区和平环境ꎮ 在推动动乱国家由乱向治的基础上ꎬ 支持地区国家培育和提

高安全治理能力ꎬ 否则动乱国家不仅不会成为地区安全治理的动力ꎬ 反而是

地区安全问题产生的 “病灶”ꎮ 各国动乱中尤其以已 “地区化” 和 “国家化”
的也门冲突为甚ꎬ 对红海地区安全影响最大ꎮ 也门局势不仅深度牵涉伊朗、
沙特、 阿联酋和以色列等地区国家ꎬ 催生了海上武器贩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ꎬ
也使美国、 俄罗斯等世界大国可以在该地区以保护盟友之名借题发挥ꎬ 以红

海地区安全治理之名在地区内拉帮结派ꎬ 实际上破坏整体地区安全ꎮ
因此ꎬ 一方面ꎬ 域外大国应当以联合国为平台ꎬ 秉持联合国保障各国和

平发展的原则ꎬ 推动地区国家解决国内矛盾ꎬ 将地区动乱国家从被动的安全

治理对象转变为具有能动性的安全治理主体ꎬ 支持地区国家承担起安全治理

的角色ꎮ 另一方面ꎬ 有关各方也要积极劝和促谈ꎬ 推动地区冲突降温ꎬ 为地

区国家合作开展安全治理创造条件ꎬ 特别是有效应对气候、 干旱、 难民、 跨

境犯罪等需要地区合作的非传统安全问题ꎮ
(二) 促进地区国家发展是实现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根本路径

红海地区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ꎬ 发展赤字问题突出ꎬ 应积极落实 “全球

发展倡议”ꎬ 共建更加美好的红海地区ꎮ 红海地区拥有大量石油储备和贵金属

资源ꎬ 在红海深处发现了大量锌、 铜、 银、 金、 镉、 钴和碳氢化合物等矿产

２９



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资源ꎬ 红海的经济重要性日益增加ꎮ① 对于红海资源的共同开发利用也可以成

为两岸国家合作的契机ꎬ 至少两岸国家应该避免因争夺红海资源而恶意相向ꎮ
此外ꎬ 红海东、 西两岸国家发展极不均衡ꎬ 在经济发展、 人口规模等方面表

现出差异性和多样性ꎬ 但两岸国家也拥有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ꎮ 西岸非洲国

家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 耕地资源和人力资源丰富ꎬ 但缺乏开发利用各种资

源的基础设施和基本能力ꎬ 而东岸阿拉伯半岛上的沙特、 阿联酋和卡塔尔等

国则富有能源和资金ꎮ 鉴此ꎬ 两岸国家在经济上的互补性是双方增强合作的必

要前提和良好基础ꎮ 过去两岸国家合作交往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红海东岸

国家对西岸国家拥有较大的比较优势ꎬ 沙特和阿联酋倾向于将非洲人视为恳求

者ꎬ 而不是政治伙伴ꎮ② 东岸国家歧视性姿态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ꎬ 要防止

红海地区 “海湾化”ꎮ
域外国家应当少一些在地区内 “攻城掠地” 的恶性竞争ꎬ 多一些促进当

地发展的合作ꎮ 红海作为非洲之角和阿拉伯半岛两大地区分界线的作用正在

消失ꎮ③ 红海东西两岸相互融合的速度正在加快ꎬ 东岸与西岸非洲之角的联系

不断增强ꎮ 过去十年ꎬ 非洲之角与东岸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大大扩展ꎮ
沙特和阿联酋、 卡塔尔增加了对该地区以及萨赫勒地区的投资ꎮ④ 虽然沙特、
埃及等国家倡导成立的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理事会以政治军事安全为主ꎬ
但两岸国家需要在夯实安全合作的基础上ꎬ 逐步加强经贸等其他各领域合作ꎬ
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增量ꎮ 大国在当地的贸易投资应当秉持合作共赢理念ꎬ 在

实现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以实现地区国家发展为要务ꎬ 更要防范会阻碍地区国

家发展的行径ꎮ 此外ꎬ 大国应当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上通力合作ꎬ 加大力度

推动红海地区国家发展ꎬ 切实提升地区国家安全治理效能ꎮ 因此ꎬ 红海地区

安全治理所需要的不仅是地区国家的和平稳定ꎬ 还有可持续发展ꎬ 唯有发展

才能保障地区国家的长久稳定和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长期有效性ꎮ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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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包容性安全治理机制ꎬ 构建红海地区安全共同体

地区国家间矛盾重重ꎬ 大国竞争加剧ꎬ 是阻碍红海地区形成有效治理的

重要障碍ꎮ 缓解地区国家间的矛盾ꎬ 降低大国在地区内的竞争烈度是推动红

海地区安全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ꎮ 建立各方都能参与的包容性地区安全治理

合作平台ꎬ 以保障红海地区通航安全、 反恐等各国在红海地区的共同利益为

基本的合作出发点ꎬ 推动各方安全行为透明化ꎬ 并逐渐扩大合作范围ꎮ 建立

包容性安全治理机制是凝聚域内外力量ꎬ 防止竞争零和化ꎬ 实现地区安全治

理的重要途径ꎬ 也是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实现红海地区安全治理努力的方向ꎮ
包容性安全治理机制的形成、 集体安全架构的搭建会增加单个国家破坏地区

稳定的成本ꎬ 并为红海东西两岸国家提供平等对话平台和组织保障ꎮ
首先ꎬ 保障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机制拥有足够合法性ꎮ 地区治理能够达到

预期效果的一个关键基础在于厘清机制成员所涵盖的范围以及各成员的身份

和角色ꎮ 那么ꎬ 究竟哪些国家可以算作红海地区国家? 阿拉伯国家的定义是

必须拥有红海海岸线ꎮ 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指出ꎬ 红海地区所应包含的范

围是非洲的吉布提、 埃塞俄比亚、 厄立特里亚、 肯尼亚、 索马里、 南苏丹、
苏丹、 埃及和乌干达ꎬ 亚洲的以色列、 海湾国家和土耳其ꎮ① 这一定义范围显

然突破了 “拥有红海海岸线” 的纯粹地理限制ꎬ 更倾向于将红海地区作为一

个地缘政治概念ꎮ 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可以在红海沿岸国家的基础上ꎬ 邀

请其他利益相关方参加ꎬ 把 “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机制” 建构成一个包含国际

层面、 红海地区层面、 红海沿岸国家层面多层次、 立体式、 各司其职的安全

合作平台ꎬ 而不是彼此割裂、 相互猜忌的封闭小圈子ꎮ
其次ꎬ 明确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主体是红海沿岸国家ꎮ 这些国家应是地

区安全治理议程的设置者、 具体政策的执行者和治理责任的承担者ꎬ 也是安

全治理结果的直接受益者ꎮ 任何域外国家都不得以保障自身绝对安全为由扭

曲红海地区安全的概念ꎬ 忽视他国安全而只聚焦保障本国在该地区的绝对安

全ꎮ 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只能由地区国家自己成立ꎬ 域外国家不能越俎代

庖ꎮ 总之ꎬ 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机制要以红海沿岸国家这一主体为核心ꎬ 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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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相关国家的协同合作ꎮ
再次ꎬ 包容性安全治理机制需要做好与阿盟、 非盟、 伊加特和海合会等

已有地区机制的沟通和对接ꎮ 无论从纯粹地理角度ꎬ 还是地缘政治角度ꎬ 红

海地区都是上述组织的一部分ꎬ 红海地区国家也都部分地包含于上述组织之

内ꎮ 红海地区安全问题和安全治理也是这些组织的重要关切ꎮ 在红海地区安

全治理机制建议方面ꎬ 一是应在目标、 功能和成员国合作范围等方面与已有

机制有所区分ꎬ 以免造成机构的臃肿重叠ꎻ 二是应做好与这些已有机制的沟

通和对接ꎬ 避免各组织之间因利益目标不同带来摩擦甚至竞争ꎮ
红海地区国家在同一机制内进行安全治理合作ꎬ 共同维护地区安全虽然

困难但并非不可能ꎮ 在观念上ꎬ 地区国家应平等相待ꎬ 尤其是东岸国家应平

等对待西岸非洲国家ꎬ 不应将后者视为获取利益、 围堵敌人的狩猎场ꎮ 在实

施路径上ꎬ 地区国家可以在安全、 农业等特定领域内实现初步的功能性合作ꎬ
之后再逐步扩大合作范围ꎬ 提质升级ꎬ 最终实现全面合作ꎮ

五　 结语

长久以来ꎬ 红海被视为亚非大陆之间的分割线ꎬ 两岸的社会经济发展不

平衡ꎬ 地区安全治理赤字严重ꎮ 面对各类安全问题和安全挑战ꎬ 域内外国家

应共同努力ꎬ 促进红海地区社会经济融合发展ꎬ 将红海这条分割线变成两个

大陆间的连接线ꎬ 建立能够容纳各方的地区安全治理新机制ꎮ
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新安全观并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①ꎬ 是中国为世界提供

的国际公共安全产品ꎬ 也为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治理思路ꎮ 具体而

言ꎬ 要用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指导红海地区安全治理ꎮ 共同

安全意味着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所有治理主体和利益攸关方

的普遍安全ꎬ 尤其是域内外大国不应寻求本国及其盟友的绝对安全ꎬ 而是要

考虑所有治理主体的安全诉求ꎬ 构建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红海地区安全共

同体ꎮ 综合安全要求实现域内政治、 军事、 经济、 文化和生态等各领域在安

全上的相互协调ꎬ 不能只重视某个领域而忽视其他领域ꎬ 要用综合和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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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 «携手迎接挑战ꎬ 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２２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

讲»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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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治理相互交织的各类安全威胁ꎮ 合作安全要求域内外国家通力合作ꎮ 域

内各国应加强沟通联系ꎬ 在贸易投资、 粮食安全等领域构建红海地区经济发

展共同体ꎬ 外部力量要成为促进红海地区和平、 合作、 繁荣的积极力量ꎬ 而

不应成为域内拉帮结派、 分而治之的消极因素ꎮ 可持续安全要求从根本上治

理红海地区安全ꎮ 红海地区安全威胁的根源在发展ꎬ 不少地区国家发展赤字

严重ꎬ 部分国家仍处于政治转型期ꎬ 社会动荡ꎬ 政局不稳ꎮ 国家经济得不到

发展ꎬ 就业岗位无法保障ꎬ 社会财富无法增加ꎬ 安全威胁就会层出不穷ꎮ 同

时ꎬ 外部大国不应将域内国家当作博弈工具ꎬ 而是要尊重每个国家的发展权

益ꎬ 真正帮助红海地区国家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ꎮ 只有发展才能带来安

全ꎮ 发展与安全是互为因果的ꎬ 良好的安全环境是发展的保障ꎬ 而发展可以

进一步推进安全建设ꎮ①

红海对于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ꎮ 一方面ꎬ 保障中国海外公民的人

身安全、 经济利益、 提供领事保护ꎬ 特别是必要时的撤侨等ꎬ 保障中国与西

亚国家、 非洲国家、 欧洲国家的贸易通航ꎬ 改进和完善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

和价值分配体系等都是中国参与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重要推动力ꎮ 另一方面ꎬ
参与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是保障中国合法利益和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必

然要求ꎬ 也是在西亚和非洲地区进一步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 实现 “互联

互通” 的重要抓手ꎮ 中国与红海地区国家的良好双边关系和密切贸易往来是

中国参与红海地区事务的基础和保障ꎮ 中国于 ２０１７ 年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吉布提保障基地并正式投入使用ꎮ ２０２２ 年年初ꎬ 王毅外长访问非洲三国期间

提出 “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ꎬ 随后任命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务特使ꎬ 支持非

洲之角实现长远和平繁荣ꎮ 在百年变局的大背景和红海地区安全局势迅速发

展变化的形势下ꎬ 中国可以通过继续深化与红海地区国家的经济往来ꎬ 参与

地区国家的转型进程ꎬ 与地区组织保持沟通协调等方式提高对红海地区的关

注度ꎬ 深化对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参与度ꎬ 与地区国家一起倡导多边主义和

国际合作ꎬ 凝聚共识ꎬ 加强互信ꎬ 以建设性的姿态支持红海地区安全治理ꎬ
支持地区国家建设普遍安全的红海ꎬ 把红海建成和平、 合作、 和谐之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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