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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科技革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ꎬ 与生产力的提高、 国家身

份的变化和国际格局的演变息息相关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制定了中长期科

技振兴战略ꎬ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ꎬ 从学习规则、 对标规范到引领规制ꎻ ２１ 世

纪以来ꎬ 以人工智能、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和物联网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

革命的爆发ꎬ 使中国在国际科技体系中实现了从旁观者、 追随者到参与者和

引领者的身份转变ꎮ 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以 “新基建”
为任务开展科技合作的重点对象ꎮ 双方巩固合作存量ꎬ 拓展合作增量ꎬ 从能

源伙伴、 贸易与投资伙伴向高科技伙伴迈进ꎬ 带动中阿在高科技领域的深度

合作ꎮ 中阿科技合作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ꎬ 通过科技创新带动内涵式发

展ꎬ 应对西方的 “科技门罗主义”ꎮ 中阿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提前布局、 加强

顶层设计ꎬ 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过程中促进科技发展战略对接ꎬ 实现

国家治理现代化从西方模式到多元模式的演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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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ꎬ 亦能够产生国际吸引力ꎬ 影响一国的国际传播形象ꎬ 成为软实力

的构成要素ꎮ 回顾世界发展的历史ꎬ 几乎每次具有颠覆性的科技进步都改变

了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ꎬ 加速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守成大国的衰落ꎬ 推动国际

体系的转型ꎬ 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ꎮ
中国改革开放的 ４０ 年ꎬ 是中国不断自主科技创新并学习国外先进科技的

重要阶段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ꎬ 中国提前布局ꎬ 坚持 “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 的新理念ꎬ 在经济领域努力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①ꎬ 在

安全领域努力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ꎬ 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和产业升

级换代的机会窗口ꎬ 发挥高科技领域的后发优势ꎬ 努力实现追赶ꎬ 缩小与发

达国家的技术鸿沟ꎮ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高科技合作属于全新领域ꎬ 合作模式尚未定型ꎮ 海

湾阿拉伯国家拥有发展高科技的资金优势ꎬ 埃及、 苏丹、 伊拉克和阿尔及

利亚等国拥有人口资源和市场优势ꎮ 中国日益走近世界高科技舞台的中央ꎬ
愿意同广大阿拉伯国家分享高科技发展经验ꎻ 阿拉伯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寻

求 “多元化” 发展道路ꎬ 尤其在航空航天、 核能、 新能源、 无人机、 第五

代移动通讯技术 (５Ｇ) 网络等领域奉行 “向东看”ꎬ 努力打破西方的技术

垄断ꎮ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科技外交是实现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 跨越技术鸿

沟、 推动世界科技多极化和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重要举措ꎮ 本文拟从第四次

工业革命入手ꎬ 探讨高科技发展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影响和对中阿合作的意义ꎬ
分析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的概念特征、 现实影响、 顶层设计、 战略规

划与重点领域ꎬ 并展望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的前景ꎮ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的角色

科技革命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ꎮ 过去 ３００ 年来ꎬ 人类社会经历了 ４ 次

工业革命ꎬ 形成了西方海洋强国主导的国际体系 (见表 １)ꎮ 第一次是 １８ 世纪

中叶到 １９ 世纪初的蒸汽机革命ꎬ 英国崛起为世界大国ꎬ 竞争者是法国等其他

９０１

① Ｓｅｅ Ｋｅｕｎ Ｌｅｅ ＆ Ｃｈａｎ － Ｙｕａｎ Ｗｏｎｇꎬ Ｐａｔａｒａｐｏｎｇ Ｉｎｔａｒａｋｕｍｎｅｒｄ ＆ Ｃｈａｉｙａｔｏｒｎ Ｌｉｍａｐｏｒｎｖａｎｉｃｈꎬ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 Ｗｉｎｄｏｗ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ｒ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ｆｏｒｍ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１ꎬ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０ / １７４８７８７０ ２０１９ １５６５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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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列强ꎬ 中华民族、 阿拉伯民族等传统的东方世界错失良机ꎮ 第二次工业

革命是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的电气革命ꎬ 石油代替煤炭成为重要能源ꎬ 美国

和德国成为技术引领者ꎬ 北美和西欧成为世界两大科技高地ꎬ 中国和阿拉伯

世界再次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ꎮ 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
被称为 “电子革命”ꎬ 美国是此次工业革命的 “领头羊”ꎬ 日本、 苏联和欧洲

大国成为重要竞争者ꎬ 形成了 “四分天下” 的格局ꎬ 中阿仅抓住了 ２０ 世纪后

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 “尾巴”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以物理技术、 虚拟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产

业不断涌现ꎬ 催生了第四次工业革命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

界经济论坛 (ＷＥＦ) 将 “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 作为年度论坛主题ꎻ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ꎬ 达沃斯论坛再次以 “全球化 ４ ０: 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

构” 为主题ꎬ 推测新一轮技术革命将不仅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ꎬ 而且

将改变人与人之间、 人与物之间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ꎻ 国际分工体系将重

新洗牌ꎬ 不能及时适应此轮工业革命的国家将会被淘汰ꎮ 第四次工业革命又

称为 “工业 ４ ０ 革命” “智能革命” “未来革命” 等ꎬ 涉及大数据、 自动驾

驶、 模拟、 纵横系统融合、 物联网、 网络安全、 云计算、 先进制造、 增强现

实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ꎬ ＡＲ) 技术等九大支柱产业ꎬ 又可分为物理、 虚拟和

生物三大类ꎮ① 其中物理世界的技术革新包括智能制造、 新能源、 人工智能、
“３Ｄ” 打印、 无人驾驶、 极地、 深海和太空勘探等领域ꎻ 虚拟世界的技术革

新包括大数据、 云计算、 “５Ｇ” 通信、 移动支付、 物联网、 量子计算、 虚拟

现实、 区块链等ꎻ 生物世界的技术革新包括生命科学、 生物医药、 基因工程、
神经技术、 纳米生物技术、 微生物采油技术等ꎮ 第四次工业革命体现出高科

技领域质的飞跃ꎬ 打破了上述物理世界、 虚拟世界和生物世界之间的藩篱ꎬ
促进跨学科领域的融合ꎬ 如软件、 传感器与电子设备相结合②ꎬ 物理与虚拟世

界相结合ꎬ 生物与非生物领域相结合ꎬ 极大地改变了国家间安全与经济竞争

的范式ꎮ

０１１

①

②

Ｖａｎｄｅｒ Ｌｕｉｚ ｄａ Ｓｉｌｖａꎬ Ｊｏãｏ Ｌｕｉｚ Ｋｏｖａｌｅｓｋｉ ＆ Ｒｅｇｉｎａ Ｎｅｇｒｉ Ｐａｇａｎｉꎬ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４ ０: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 ３１ꎬ Ｎｏ ５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５４８ － ５４９

Ｇａｎｇ Ｌｉꎬ Ｊｉａｎｌｏｎｇ Ｔａｎ ＆ Ｓｏｈａｉｌ Ｓ Ｃｈａｕｄｈｒｙꎬ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４ ０ ａｎｄ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ꎬ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１４５ꎻ Ｐａｕｌ Ｖａｎｄｅｎｂｅｒｇꎬ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Ｖｏｌ ２５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１９４ － 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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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国在四次工业革命中的角色变化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开始时间 １７６０ 年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

２１ 世纪初①

核心特征 机械化 电气化 信息化 智能化

关键领域 蒸汽机运用
电力、

内燃机运用
电子计算机

运用

物理世界、 虚拟世界
和生物世界的互联

互通

能源 煤炭
煤炭和
石油

以传统能源为主、
新能源为辅

新能源的比例
不断上升

引领国家 英国 美国、 德国 美国 美国

技术竞争者
法国等

欧洲列强
英国、 日本、

法国等
苏联、 日本、

德国等

中国、 日本、 欧洲
大国、 韩国、 俄罗斯、

印度等

变革速度
线性匀速

发展
线性匀速

发展
线性匀速发展 指数级加速发展

基础设施
铁路、

公路、 桥梁
铁路、 港口、

电网

网络基础设施、
公共生活服务

设施等

“５Ｇ” 基站建设、
特高压、 城际高铁和
城市轨道交通、 新
能源汽车充电桩、
大数据中心、 人工
智能、 工业互联网

中国角色 旁观者 旁观者
追随者和
参与者

参与者和引领者

　 　 资料来源: 蔡昉: «全球化、 趋同与中国经济发展»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５

页ꎻ 高奇琦: «全球善智与全球合智: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未来»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９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２６ ~ ２７ 页ꎻ 胡冰洋: «推动我国第四次工业革命及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分析和建议»ꎬ 载 «中国

经贸导刊» ２０１９ 第 ２２ 期ꎬ 第 ３０ ~ ３３ 页ꎮ

第四次工业革命具有鲜明的特点: 其一是系统整体性ꎮ 尽管学界认为ꎬ
“科学技术决定论” 存在逻辑上的缺陷ꎬ 但是当今世界全球产业链正受到第四

次工业革命的系统性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ꎮ② 它与第三次工业革命既有延续

性ꎬ 又有跨越性ꎬ 尤其是改变了大国竞争的方式和目标ꎮ 从影响的空间范围

１１１

①
②

目前学界对 “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起始时间、 代际特征、 涉及领域等存在争议ꎮ ———笔者

Ｊａｍｉｅ Ｍｏｒｇａｎꎬ “Ｗｉｌｌ Ｗｅ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ｗｅｎｔｙ －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４８ꎬ Ｉｓｓｕｅ ３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３７１ － 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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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ꎬ 如果说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大国旨在争夺人口、 资源、 领土和战略盟友ꎬ
属于单一领域的技术革命ꎬ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大国争夺的却是全产业链的高

科技领地、 国际分工、 生产关系和技术标准ꎬ 是一项整体性、 革命性和系统

性工程ꎬ 渗透到几乎所有产业ꎮ 从变革的速度来看ꎬ 前三次工业革命近乎是

线性匀速发展ꎬ 代际交替的周期可能要几十年ꎬ 第四次工业革命则表现为指

数级加速发展ꎬ 代际交替的周期可能只有几年ꎮ
其二是主体多元性ꎮ 当前ꎬ 高科技领域多极化正在形成ꎬ 如美国、 中国、

欧洲大国、 日本、 韩国、 俄罗斯和印度等传统和新兴大国均加入到科技竞争

中来ꎬ 打破了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的藩篱ꎮ 以往所谓技术先进的 “北方

国家” 和技术落后的 “南方国家” 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ꎬ 前者提供技术、 后

者提供劳动力的合作模式正在改变ꎮ① 美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总体上处于领

先地位ꎬ 西方国家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ꎬ 同时ꎬ 中国、
日本、 韩国、 以色列、 俄罗斯、 印度等非西方国家异军突起ꎬ 在人工智能、
“５Ｇ” 通信技术、 生物工程等领域竞争下一代高科技的主导权ꎬ 高科技领域

成为大国地缘政治争夺的延伸ꎮ②

其三是国家动员性ꎮ 如果说前三次工业革命具有自下而上的自发性ꎬ 这

次新工业革命则具有自上而下的规划性———国家动员、 部门配合、 企业跟进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德国政府提出了 «２０２０ 高科技战略»ꎬ 列出未来十大高科技研发领

域ꎬ 推出德国版的 “工业 ４ ０ 计划”ꎬ 希望通过技术革新继续走在世界高科技

的前列ꎻ ２０１６ 年美国将 “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 更名为 “美国制造计

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ＵＳＡ)ꎬ 也试图通过战略规划实现高科技产业升级换代ꎬ
统筹国防部、 能源部、 商务部、 卫生部、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 劳工部、 农业部、 教育部等部门ꎬ 以维持高科技的代际优势ꎮ 特

朗普政府于 ２０１９ 年推出的 «美国主导未来产业» 进一步明确了在高科技领域

２１１

①

②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康奈尔大学、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共同创立的年度排名——— “２０１９ 年全球

创新指数” 排名前 １５ 位国家和地区分别是: 瑞士、 瑞典、 美国、 荷兰、 英国、 芬兰、 丹麦、 新加坡、
德国、 以色列、 韩国、 爱尔兰、 中国香港特区、 中国内地、 日本ꎬ 其中欧洲 ８ 个ꎬ 东亚和东南亚 ５ 个ꎬ
中东 １ 个ꎬ 北美 １ 个ꎬ 呈多极化ꎬ Ｓｅｅ Ｓｏｕｍｉｔｒａ Ｄｕｔｔａꎬ Ｂｒｕｎｏ Ｌａｎｖｉｎꎬ ａｎｄ Ｓａｃｈａ Ｗｕｎｓｃｈ －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ｅｄｓ 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９ꎬ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ＩＮＳＥＡＤꎬ ａｎｄ ＷＩＰＯ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ｉｐｏ ｉｎｔ / ｅｄｏｃｓ / ｐｕｂｄｏｃｓ / ｅｎ / ｗｉｐｏ＿ ｐｕｂ＿ ｇｉｉ＿２０１９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３ꎮ

Ｓａｔｏｒｕ Ｍｏｒｉꎬ “Ｕ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ꎬ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ꎬ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２６ꎬ Ｉｓｓｕｅ １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７７ －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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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方向——— “５Ｇ”、 人工智能、 量子科学等ꎻ 近年来ꎬ 日本政府通过

«互联产业计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和 «社会 ５ ０ 计划»①ꎬ 提出将必要

的商品和服务提供给需要的人ꎬ 形成超智能的社会服务ꎻ 法国也积极跟进ꎬ
提出了 «未来工业计划» (Ａ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ｄｕ Ｆｕｔｕｒ)ꎻ 意大利则提出了雄心

勃勃的 «工业 ４ ０ 计划» (Ｐｉａｎ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 ４ ０)ꎻ② 俄罗斯和印度也推出了各自

的高科技发展战略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中国提出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ꎬ 旨在将 “世界工

厂” 变成 “制造业强国”ꎬ 将 “中国制造” 升级为 “中国智造”ꎬ 打破西方的

高科技垄断ꎮ
尽管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都进行国家动员ꎬ 但寻求

国际科技合作的路径有所不同ꎮ 守成大国通常选择规则外溢型参与ꎬ 而崛起

国则多选择规则内化型参与ꎮ③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享受了国际分工与合作的

红利ꎬ 在某些高科技领域脱颖而出ꎬ 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高科技发展最快

的国家之一ꎬ 尤其是 ２０１５ 年到 ２０１９ 年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不断上升ꎬ ２０１９
年跃至第 １４ 位ꎬ 也是前 ２０ 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国家ꎮ④ 与美国限制盟友同战

略竞争对手进行正常的科技合作ꎬ 甚至以行政手段干预国际科技交流不同ꎬ
中国实施 “科教兴国” 战略ꎬ 在高科技领域遵守国际多边贸易规则ꎬ 奉行

“开放的多边主义”ꎮ
第四次工业革命重塑了中国经济ꎬ 使数字经济、 移动支付引领世界潮流ꎬ

国有和私营高科技公司不断做强、 做大ꎬ 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的重要案

例ꎮ⑤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 “新基建” 概念ꎬ “５Ｇ”、 人

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成为 “新基建” 的核心内容ꎻ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ꎬ 国

家发改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指出ꎬ “新基建” 是中国建立科技创新型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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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Ｙｏｎｇ Ｙｉｎꎬ Ｋａｔｈｒｙｎ Ｅ Ｓｔｅｃｋｅ ＆ Ｄｏｎｇｎｉ Ｌｉꎬ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 ０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４ ０”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５６ꎬ Ｉｓｓｕｅ １ － ２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８５３

Ｌｉ Ｄａ Ｘｕꎬ Ｅｒｉｃ Ｌ Ｘｕ ＆ Ｌｉｎｇ Ｌｉꎬ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４ ０: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５６ꎬ Ｎｏ ８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２９４１

李向阳: « “一带一路”: 区域主义还是多边主义?»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３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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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任务ꎬ 包括信息基础设施、 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ꎮ 在个别领域ꎬ
中国已经追平甚至超越西方发达国家ꎬ 成为宝贵的国际合作资源———中国在

高科技领域取得的飞速进步使中国的国家身份日益具有复杂性和多样化ꎬ 在

制度、 经济、 文化、 政治和战略 ５ 个维度兼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属性ꎬ
中国的国家身份、 地区身份和全球身份认同日益具有复合性ꎮ① 中国从以往的

“旁观者” “追随者” 变成了 “参与者”ꎬ 甚至在卫星导航、 “５Ｇ”、 核能、 无

人驾驶等领域成为 “引领者” 和科技标准的共同制定者ꎮ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科技合作并非单向输出ꎬ 而是双向互动———中国发挥

在高科技领域的技术优势ꎬ 阿拉伯国家发挥资本、 市场和人口等优势ꎬ 形成

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战略对接ꎬ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共同超越人口红利的发展

阶段ꎬ 共享数字红利ꎬ 利用 “新基建” 的机会窗口ꎬ 实现在高科技领域的

“弯道追赶”ꎬ 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重新洗牌过程中努力抓住产业发展机

遇ꎮ②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科技外交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机组成部

分ꎬ 是中阿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点内容之一ꎮ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的内涵与意义

本文探讨的 “科技外交”ꎬ 系指以领导人、 外交机构、 科技部门和企业为

主体ꎬ 以促进科技进步、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ꎬ 以互惠互利、 共

同发展为原则ꎬ 以 “新基建” 为主要任务而开展的谈判、 访问、 建立研究机

构、 开展多边或双边的科技合作与交流ꎮ③ 科技外交与科技合作既有联系ꎬ 又

有不同ꎮ 前者是外交类型ꎬ 体现主体对客体的规划与设计ꎬ 具有单向性ꎻ 后

者体现双边和多边的互动与交流ꎬ 具有双向性ꎮ 中国的科技外交兼顾整体和

个体ꎬ 做到外交部、 科技部、 商务部、 教育部、 国防科工委、 科学院、 工程

院、 科协、 国家自然基金委、 国家外专局等统筹协调ꎬ 实现 “以外交促科技

合作” 和 “以科技合作促外交” 的双向互动ꎬ 既维护国家的整体战略利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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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ｅｎ Ｈｏｎｇｈｕａ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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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析论»ꎬ 载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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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维护高科技企业的商业利益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在驻 ４７ 个国家、 地区、
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 ７０ 多个使领馆 (使团) 设置科技处 (组)ꎬ 派驻了

１４６ 名科技外交官ꎻ 近年来ꎬ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地区和国家建立了六大 “科
技伙伴计划” (非洲、 东盟、 南亚、 上合组织国家、 拉美国家、 阿拉伯国家)ꎬ
基本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全覆盖ꎮ① 作为发展中大国ꎬ 中国在 “自力更生、 开

放合作” 的基础上推动科技创新ꎬ 打破了发展中国家难以突破高科技发展瓶

颈的所谓 “科技宿命论”ꎬ 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感到振奋ꎮ
中国的高科技进步丰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工具箱ꎬ 使中国得以发挥

自身高科技优势ꎬ 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全方位合作中建立 “议题联系”、 丰富

合作内涵ꎮ 中东地区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之一ꎬ 高科技合作成为中国

与中东各国合作的 “新边疆”ꎮ 中国在中东的科技外交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

果ꎬ 以挖掘双方在技术、 资本、 市场等领域的潜力ꎬ 有助于打破西方的技术

垄断和第三方的技术封锁ꎮ 其中ꎬ 中国与以色列的合作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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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与 ２２ 个阿拉伯国家的科技合作更加复杂ꎬ 形成了复合多元模式ꎮ 原

因在于阿拉伯国家国情差异甚大ꎬ 科技创新基础总体薄弱ꎬ 在世界创新指数

中排名靠后ꎮ 表现最佳的阿联酋位列世界第 ３６ 位ꎬ 而其他阿拉伯国家排名均

在中位数以下 (见表 ２)ꎮ

表 ２　 ２０１９ 年中东部分国家的创新指数

区域 全球排名

东地中海地区 以色列 (１０)ꎻ 土耳其 (４９)ꎻ 黎巴嫩 (８８)

海湾地区
阿联酋 (３６)ꎻ 科威特 (６０)ꎻ 伊朗 (６１)ꎻ 卡塔尔
(６５)ꎻ 沙特 (６８)ꎻ 巴林 (７８)ꎻ 阿曼 (８０)

红海地区 约旦 (８６)ꎻ 埃及 (９２)ꎻ 也门 (１２９)

马格里布地区 突尼斯 (７０)ꎻ 阿尔及利亚 (１１３)

　 　 资料来源: Ｓｏｕｍｉｔｒａ Ｄｕｔｔａꎬ Ｂｒｕｎｏ Ｌａｎｖｉｎꎬ ａｎｄ Ｓａｃｈａ Ｗｕｎｓｃｈ －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ｅｄｓ 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９ꎬ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ＩＮＳＥＡＤꎬ ａｎｄ ＷＩＰＯ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ｉｐｏ ｉｎｔ / ｅｄｏｃｓ /

ｐｕｂｄｏｃｓ / ｅｎ / ｗｉｐｏ＿ ｐｕｂ＿ ｇｉｉ＿２０１９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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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努力营造学习型社会ꎬ 尤其是 ２１ 世纪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始以

来ꎬ 中国提出了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的理念ꎬ 主张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文

化ꎬ 促进了科技创新ꎬ 使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凸显 “巩固存量、 扩大

增量” 的特点ꎮ 前者指巩固双方在能源、 贸易、 投资和产能等传统领域的合

作ꎻ 后者旨在拓展双方在核能、 新能源、 卫星导航、 探月、 “５Ｇ” 技术、 无

人机、 技术转移、 联合实验室等领域的新合作ꎮ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

本着 “互惠互利、 共同发展” 的原则ꎬ 受到阿拉伯国家的普遍欢迎ꎮ 双方坚

持 “科技” 与 “政治” 相分离的原则ꎬ 避免科技合作的政治化趋向ꎬ 主张以

互利共赢促进共同科技进步ꎬ 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宏伟目标而共同努力ꎬ
意义重大ꎮ

第一ꎬ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有助于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ꎬ 促进人

类科技的共同繁荣ꎮ 在高科技领域ꎬ 中国从国际规范的接受者到国际规范的

改造者和引领者ꎬ 主张发展模式的多样性ꎬ 反对部分西方大国垄断高科技、
甚至通过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来维持现有的技术鸿沟、 奉行技术霸权

主义等行为ꎮ 从 “５Ｇ” 技术到高速铁路ꎬ 从半导体到人工智能ꎬ 从无人驾驶

技术到移动支付ꎬ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呼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ꎬ
呼吁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ꎬ 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推动科技创新ꎬ 共同面对人类

面临的共同挑战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

时指出: “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ꎬ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经成为

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ꎮ 经济全球化、 社会信息化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

力ꎬ 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ꎬ 也带来了需要认真对待的新威胁新挑

战ꎮ”① 从习主席的讲话可以看出ꎬ 中国希望打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的藩篱ꎬ 通过技术转移和技术培训缩小各国之间的高科技差距ꎬ 促进优势互

补和共同进步ꎬ 帮助广大阿拉伯国家跟上高科技与时代发展的步伐ꎬ 从而建

立共同繁荣的命运共同体ꎮ 中阿技术转移中心促进了中阿在高科技领域的全

方位合作ꎬ 有利于双方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ꎬ 也有利于技术相对落后的发

展中国家跟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步伐ꎮ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 新型冠状病毒性肺

炎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肆虐全球ꎬ 实际上敲响了警钟———人类急需携手加强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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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

般性辩论时的讲话»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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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研究ꎬ 共克时艰ꎮ 西方大国垄断核心技术ꎬ 无异于故步自封ꎬ 从长远来

看也不利于西方国家自身的科技进步ꎮ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ꎬ 有利于后者搭乘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快车ꎬ

形成 “多元合作模式”ꎮ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深度合作ꎬ 并不意味着后者必须

“选边站” 或者放弃与其他大国的高科技合作ꎻ 相反ꎬ 中国乐见阿拉伯国家同

所有国家开展科技合作ꎮ 如在核能领域ꎬ 阿联酋与韩国、 埃及与俄罗斯合作

密切ꎻ 在太阳能领域ꎬ 沙特与日本合作成果丰富ꎻ 在卫星导航领域ꎬ 美国的

全球定位系统 (ＧＰＳ)、 欧盟 “伽利略” 和俄罗斯 “格洛纳斯” 均是阿拉伯国

家的合作对象ꎮ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ꎬ 有助于后者在高科技领域摆脱

对某一大国的路径依赖ꎬ 帮助阿拉伯国家跟上科技创新的步伐ꎬ 避免与发达

国家的科技差距被进一步拉大ꎬ 为产业升级、 扩大就业、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

工奠定基础ꎮ
第二ꎬ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有助于探索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

新模式ꎮ 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上ꎬ 科技正打破以往单一中心主义的

思维方式ꎬ 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西方世界 (强势) 向非西方世

界 (弱势) 的单向输入ꎬ 而是一个受特定的社会、 文化、 价值观念以及历史

传统等多种因素影响下的自我再建构过程ꎮ① 在高科技快速发展、 代际周期越

来越短的新时代ꎬ 大国崛起表现为治理理念的创新与治理能力的增强ꎬ 中国

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促进了中阿双方治理能力现代化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习近平在

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说指出: 我们不能要求有

着不同文化传统、 历史遭遇、 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ꎮ 阿拉

伯国家正在自主探索发展道路ꎬ 我们愿意同阿拉伯朋友分享治国理政经验ꎮ②

以中国、 海合会国家、 埃及、 约旦、 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等国为代表的发展

中国家着眼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机遇ꎬ 以国家治理为导向推动政治现代

化ꎬ 超越了西方 “民主” 与 “威权”、 “北方” 与 “南方”、 “发达国家” 与

“发展中国家” 等机械二分法的政治话语ꎬ 打破 “西方民主优越论” “民主例

外论” 和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的神话ꎬ 超越 “华盛顿共识”ꎬ 在第四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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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米加宁、 章昌平、 李大宇、 徐磊: « “数字空间” 政府及其研究纲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引致

的政府形态变革»ꎬ 载 «公共管理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２ 页ꎮ
习近平: «弘扬丝路精神　 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

话»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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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革命的浪潮中把治理能力作为衡量一国政治制度优劣的标准ꎮ 阿拉伯国家

普遍将中国视为值得信赖、 可相互借鉴发展经验的伙伴ꎻ 而且ꎬ 中国被视为

一个通过内涵式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发展中国家ꎬ 而不是依靠扩张或者殖民

掠夺积累社会财富的霸权国ꎮ①

高科技发展为中阿各自经济、 社会和环境治理提供了新手段ꎮ 中国和绝大

多数阿拉伯国家主张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ꎬ 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ꎬ 主张在上

层建筑层面进行渐进式改革而不是颠覆性革命ꎬ 反对西方强制输出所谓 “自由、
民主、 人权” 价值观和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嫁接到阿拉伯国家、 导致水土不服ꎮ
中阿运用高科技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和管理现代化ꎬ 推动了政治现代化的多元模

式ꎮ 中国认为ꎬ 阿拉伯国家面临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安全威胁ꎬ 其中政府治

理能力不足是根源之一ꎮ 在与阿拉伯国家进行高科技合作时ꎬ 中国尊重对象国ꎬ
和阿拉伯国家平等相待ꎬ 不会提出人权、 民主或者政治改革等附加条件ꎬ 避免技

术合作 “政治化”ꎬ 这使中国提出的技术转移中心和 “科技兴国” 理念更受欢迎ꎮ
第三ꎬ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有助于阿拉伯国家应对新技术带来的

安全挑战ꎮ 以网络安全为例ꎬ 阿拉伯国家互联网应用起步晚ꎬ 但发展迅速ꎬ
互联网用户人数不断增加ꎬ 来自西方国家的 “推特” “脸书” 等日益普及ꎬ
既给阿拉伯国家信息化与全球化发展带来了契机ꎬ 也提出了挑战ꎬ 如在发生

重大群体性事件后ꎬ 阿拉伯国家政府常常采取断网措施ꎮ② 在高科技加速发展

的新时代ꎬ 如何在保证民众享有互联网自由的前提下加强网络安全ꎬ 打击网

络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ꎬ 维护网络主权ꎬ 是摆在阿拉伯各国政府

面前的重要任务ꎮ 始于 ２０１０ 年底的所谓 “阿拉伯之春” 被称为 “推特革命”ꎬ
在境外势力的推波助澜下ꎬ 抗议示威人士通过大众媒体和新媒体煽动公共舆

论ꎬ 对阿拉伯国家社会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ꎻ③ 如何防止境外力量将新媒体作

为政治动员的工具ꎬ 考验着阿拉伯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ꎮ 近年来ꎬ 中国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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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Ｃｈｒｉｓ Ｚａｍｂｅｌｉｓ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Ｇｅｎｔｒｙꎬ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ｒａｂ Ｅｙ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６３

Ｔａｇｈｒｅｅｄ Ｍ Ａｌｑｕｄｓｉ － ｇｈａｂｒａꎬ Ｔａｌａｌ Ａｌ － Ｂａｎｎａｉꎬ ａｎｄ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 － Ｂａｈｒａｎｉ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Ｇｕｌ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ＧＣＣ):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６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６１ꎻ Ｍｕｚａｍｍｉｌ Ｍ Ｈｕｓｓａｉｎ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 Ｎ Ｈｏｗａｒｄ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ｓ Ｆｏｕｒｔｈ Ｗａｖ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３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 Ｃｏｍｕｎｅｌｌｏ ＆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Ａｎｚｅｒａꎬ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ｅ Ｔｗｅｅｔｅｄ?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ꎬ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 Ｍｕｓｌｉｍ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 ２３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４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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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为每年数百万麦加朝觐者提供通信安全服务ꎬ 增强了沙特网络安全ꎻ①

中国 “无人机” 增强了沙特、 埃及、 阿联酋、 伊拉克的防务和反恐能力ꎬ 为

上述国家利用高科技手段增强政府能力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第四ꎬ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有助于形成开放的多边主义科技规范ꎮ

美国等西方大国奉行 “国内规则国际化”ꎬ 在国际合作中将国内的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推广至盟国和伙伴ꎻ 中国和广大阿拉伯国家主张从国内和

国际两个维度审视国际合作ꎬ 积极履约、 遵守国际游戏规则ꎬ 做到 “国际规

则国内化”ꎮ 西方发达国家在新兴大国的高科技追赶面前日益感到不适应ꎬ 甚

至通过 “毁约” “退群” 等逆全球化的方式维持既得利益和现存优势ꎮ 美国

甚至酝酿 “科技冷战”ꎬ 采用行政手段对新兴大国甚至是盟国的高科技产业和

公司采取不正当的打压措施ꎬ 导致科技合作工具化ꎬ 违反了多边贸易体制ꎬ
也不利于人类社会在高边疆、 新边疆领域开拓进取、 创造共同的价值ꎮ 高科

技为人类之公器ꎬ 理应成为推动人类进步和共同价值的 “公共产品”ꎮ 中阿在

科技合作领域一致认为应坚持 “去政治化” 方向ꎬ 把政治分歧与科技合作议

题分开来ꎬ 形成开放的多边主义科技规范ꎮ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的鲜明特征ꎮ 这是因为ꎬ 与第一

次、 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只涉及单一产业不同ꎬ 第四次工业革命涉及多

元复合产业和前文提出的 “三元空间”ꎬ 渗透到几乎所有的行业和领域ꎮ 此

外ꎬ 前三次工业革命研发成本低ꎬ 甚至通过个人的发明创造即可完成、 形成

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ꎻ 第四次工业革命使中阿双方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

产业受到冲击ꎬ 必须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ꎬ 利用产业的集群优势推动整

个产业的更新换代ꎮ 这就需要政府建立国家动员机制ꎬ 加强战略规划和引导ꎬ
发挥政府的强大动员能力和协调能力ꎬ 提供资金、 产业与政策支持ꎮ② 中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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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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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ｉｎ Ａｓｉａ)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６１

胡冰洋: «推动我国第四次工业革命及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分析和建议»ꎬ 载 «中国经贸导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２２ 期ꎬ 第 ３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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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坚持 “顶层设计、 自上而下” 的路径ꎬ 主要具有以下

优势ꎮ
第一ꎬ 中国政府的强大动员能力和规划能力ꎬ 奠定了中国对阿拉伯国家

科技外交顶层设计的决策基础ꎮ 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ꎬ 顶层设计并不意味着

“计划经济” 或 “政府越俎代庖”ꎬ 而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

策来支持技术的研发与应用ꎬ 由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技术追赶的成本和跨越

技术断层的风险ꎮ① 以德国为例ꎬ 在政府的战略规划下ꎬ 德国三大工业协

会———资讯技术和通讯新媒体协会、 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和电气和电子工

业联合会实现协作ꎬ 共同建立了 “第四次工业革命平台”ꎮ② 中国和阿拉伯国

家也一致认为ꎬ 应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ꎬ 形成 “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
的政府—企业互动模式ꎮ 顶层设计实际上避免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高科技

领域的市场投资盲目性和发展滞后性ꎬ 使 “政府引导” 和 “市场主导” 有机

结合起来ꎮ 在国家治理层面ꎬ 中国和主要阿拉伯国家共同引导市场经济的健

康发展ꎬ 避免财富的两极分化ꎬ 预防国际跨国公司、 金融大鳄冲击本国高科

技行业ꎬ 扶持本国高科技企业 (包括国有和私营企业) 的发展ꎬ 营造公平

竞争的环境ꎻ 在国际舞台上ꎬ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政府着眼于未来ꎬ 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ꎬ 优先发展高科技行业ꎬ 在百年变局面前未雨绸缪ꎬ 加强顶层

设计ꎮ
在 ２０１４ 年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ꎬ 习近平主席根据双方达成

的共识ꎬ 提出了中阿 “１ ＋ ２ ＋ ３” 合作架构ꎬ 就是双方顶层设计的体现ꎮ 其中

“１” 为能源ꎬ 旨在建立能源合作伙伴ꎻ “２” 为贸易与投资ꎬ 旨在建立贸易与

产能合作伙伴ꎻ “３” 涉及核能、 新能源、 航空航天等高科技ꎬ 旨在建立高科

技合作伙伴ꎮ “１ ＋ ２ ＋ ３” 不仅体现了中阿合作的横向维度ꎬ 而且体现出 “基
于历史、 继往开来” 的纵向维度ꎬ 彰显中阿合作的三个历史阶段———１９９３ 年

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ꎬ 中阿以能源合作为主ꎬ 为第一阶段ꎻ ２００４ 年 “中
阿合作论坛成立” 后ꎬ 双方合作范围从能源合作拓展至贸易、 投资和产能合

作ꎬ 进入第二阶段ꎻ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中阿合作在原有 “存量” ———能源、 投资

０２１

①

②

雷少华: «超越地缘政治———产业政策与大国竞争»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４０ 页ꎮ

郑憩、 孙峰: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政府应对策略»ꎬ 载 «中国发展观察»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６ 期ꎬ
第 ４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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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能的基础上ꎬ 拓展至高科技领域ꎬ 涉及物理世界、 虚拟世界和生物世界

三大领域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的讲话ꎬ 再

次体现出中国对阿科技外交的顶层设计ꎮ 他指出ꎬ “要加强中阿在核能、 太阳

能、 风能、 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 新材料、 生物制药、 智慧城市等领域合作ꎬ
落实好中阿科技伙伴计划ꎬ 共建联合实验室ꎬ 加快网上丝绸之路建设ꎬ 争取

在网络基础设施、 大数据、 云计算、 电子商务等领域达成更多合作共识和

成果ꎮ”①

第二ꎬ “一带一路” 与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ꎬ 奠定了中国对阿拉伯

国家科技外交顶层设计的制度基础ꎮ 发展战略对接包括 “软对接” 和 “硬对

接” 两个层面ꎬ 前者主要是指思想和理念层面的对接ꎬ 后者是行动层面的领

域对接和机制对接ꎮ② 经过 ４０ 多年的改革开放ꎬ 中国的年专利申请数量超过

美国和日本ꎬ 成为崛起的科技大国ꎬ 受到阿拉伯国家的广泛关注ꎮ ２０１６ 年中

国发布的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专门列出了科技合作在中阿全方位

战略合作中的地位ꎬ 它是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顶层设计、 科技发展战

略对接的集中体现ꎮ 该文件规划了中国科技外交的三方面: 其一ꎬ 以机制建

设带动全方位科技合作ꎬ 如建立中阿技术转移中心、 和平利用核能培训中心、
中阿北斗合作中心、 联合研发中心、 联合实验室与研究中心ꎻ 其二ꎬ 以科技

部为主体ꎬ 开展对阿拉伯国家技术援助ꎬ 举办对阿拉伯国家科技人员的培训

班ꎬ 利用 “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华计划” 帮助阿拉伯国家促进高科技人才的培

养ꎻ 其三ꎬ 建立产学研一体化合作平台ꎬ 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ꎬ 建立高科技

园区ꎬ 使高新技术转化为企业生产力ꎮ③ 此外ꎬ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

件» 还规划了双方在空间技术、 卫星导航、 卫星地面站、 通信等高科技领域

的合作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 习近平主席提出启动 “ ‘一带一路’ 科技创新行动计划”ꎬ

成为中阿科技发展战略对接的抓手ꎮ 中国的科技优势与阿拉伯国家的劳动力、
市场和资金优势可以充分结合起来ꎬ 形成科技创新产业链和科技发展战略对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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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ꎮ
关于 “硬对接” 与 “软对接” 的概念ꎬ 参见朱磊、 陈迎: « “一带一路” 倡议对接 ２０３０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内涵、 目标与路径»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９１ 页ꎮ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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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ꎮ 双方共同参与全球科技竞争ꎬ 促进在高科技领域的良性竞争ꎬ 可打破近

代以来西方国家对高科技的垄断ꎬ 使全球高科技形成多极化格局ꎮ
阿拉伯国家高度重视高科技发展战略规划ꎬ 使中阿战略对接成为可能ꎮ

阿曼明确将信息技术产业列为新五年计划的重点发展产业ꎮ 巴林计划斥资 ３５
亿美元建立高科技城ꎮ 沙特的 “２０３０ 愿景” 也作出了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等

承诺ꎬ 设立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城 (成立 １５ 个研究中心)、 核能与可再生能源

城等ꎬ 并于 ２０１８ 年宣布投资 ５ ０００ 亿美元ꎬ 在红海沿岸建设一座占地 ２ ６５ 万

平方公里的后工业化未来之城 (ＮＥＯＭ)ꎮ 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成为国际可再生

能源署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 的永久总部ꎬ 并将在中阿科

技伙伴计划框架下加强科技创新合作ꎬ 深化中国—阿联酋技术转移中心合作ꎻ
中国与埃及共建可再生能源联合实验室ꎬ 也是双方发展战略对接的结晶ꎮ①

第三ꎬ 阿拉伯国家在高科技应用领域的发展潜力ꎬ 奠定了中国对阿拉伯

国家科技外交顶层设计的利益基础ꎮ 尽管在阿拉伯世界ꎬ 多国至今仍处于战

乱状态ꎬ 但是绝大多数国家人心思稳、 认同 “以发展促和平”ꎬ “５Ｇ” 基站建

设、 特高压、 城际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大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等 “新基建” 市场方兴未艾ꎮ 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合

会国家十分重视发展以高科技为龙头的 “知识经济”ꎮ②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 日ꎬ 由

中国科技部、 发改委、 外交部、 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印发的 «推进 “一
带一路” 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ꎬ 明确提出了中阿技术转移中心要承担

的重要使命ꎻ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阿拉伯国家国际科技产业合作联盟” 由中国

与阿拉伯国家共同发起ꎬ 作为 “一带一路” 倡议和国际创新发展的合作体ꎬ
直接对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主体ꎮ

一份研究报告预测ꎬ 十年内全球仅 “５Ｇ” 技术就能产生 ２ ７３０ 亿美元的

收入ꎮ③ 中东地区是高科技产业重要的应用市场ꎮ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５ 年ꎬ 中东地区

将是世界上移动通信用户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ꎬ 仅次于撒哈拉以南非洲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卡塔尔电信公司 (Ｏｏｒｅｄｏｏ) 开始 “５Ｇ” 服务的试点ꎻ 数月后沙特

２２１

①
②

③

杨子实: «中阿科技合作方兴未艾»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７ 期ꎬ 第 ２３ 页ꎮ
参见 [埃及] 阿卜杜拉穆萨、 艾哈麦德哈比比比莱尔: «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革命»

第一章 (阿拉伯文)ꎬ 开罗: 阿拉伯培训与出版集团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ꎮ
Ｊｏｈｎ 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ｅꎬ “Ｔｈｅ Ｈｕａｗｅｉ Ｗ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５Ｇ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Ｊｕｌｙ ３０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ｉ ｅｄ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ｈｕａｗｅｉ － ｗａｒｓ － ａｎｄ － ５ｇ －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ｇｕｌｆꎬ ２０２０ －０４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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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５Ｇ” 工程工作组ꎬ ２０１８ 年沙特通信与信息技术委员会 (ＣＩＴＣ) 批准

“５Ｇ” 试运行ꎬ 胡拜尔市 (Ａｌ － Ｋｈｏｂａｒ) 成为沙特第一座试点 “５Ｇ” 网络的

城市ꎮ ２０１８ 年阿联酋通讯公司 (Ｅｔｉｓａｌａｔ)、 卡塔尔电信公司、 沙特电信公司

(Ｓａｕｄｉ Ｔｅｌｅｃｏｍ Ｃｏｍｐａｎｙ) 和科威特电信公司 (Ｚａｉｎ) 均进行了 “５Ｇ” 试点ꎮ①

阿拉伯国家高科技应用市场虚位以待ꎬ 成为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的顶

层设计的动力ꎮ
第四ꎬ 中阿科技管理部门的密切合作ꎬ 奠定了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

交顶层设计的实践基础ꎮ 在科技合作中ꎬ 科技部积极配合国家整体外交ꎬ 与

外交部、 商务部、 教育部等形成合力ꎮ ２０１３ 年中国科技部启动杰出青年科学

家来华工作计划以来ꎬ 已有 １２３ 名阿拉伯国家科研人员在中国进行了短期科

研工作ꎻ ２０１５ 年中阿举办了两届中阿技术转移暨创新合作大会ꎻ ２０１６ 年ꎬ 习

近平主席访问阿盟总部时宣布启动 “中国—阿拉伯国家科技伙伴计划”ꎬ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 中国和埃及共建的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在埃及揭牌ꎻ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 埃

及、 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 沙特、 约旦、 突尼斯、 利比亚七 国与中国签订了

科技合作协定ꎬ 埃及、 摩洛哥、 沙特三国还与中国科技部建立了科技合作

机制ꎮ②

在上述合作机制中ꎬ 成立于 ２０１５ 年的 “中阿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合作成

果最有代表性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心供需对接 ８５ 次ꎬ 达成意向 ５７ 次ꎬ 签约协

议 ４７ 次ꎬ 协议金额 １２ １ 亿元ꎮ③ 中心下设 “中国—阿拉伯国家科技合作与技

术转移促进会”ꎬ 旨在贯彻落实国家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的战略构想ꎬ 为中

阿技术转移中心建立持续务实的互动机制ꎬ 促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科技创

新、 技术转移等领域的可持续合作ꎬ 实现区域内各国共同繁荣与发展ꎮ 目前ꎬ
科促会成员 ５２２ 个ꎬ 其中国内 ２３３ 个ꎬ 占 ４４ ６４％ ꎻ 国外 ２８８ 个ꎬ 占 ５５ １７％ ꎮ
中阿技术转移过程中ꎬ 科技企业 ３０５ 个ꎬ 服务机构 ７３ 个ꎬ 参与高等院校 ３４
个ꎬ 社会社团组织 ２３ 个ꎬ 会展机构 １２ 个ꎬ 技术转移机构 ３９ 个ꎬ 产业园区 １０

３２１

①

②

③

Ｊｏｈｎ 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ｅꎬ “Ｔｈｅ Ｈｕａｗｅｉ Ｗ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５Ｇ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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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ｌｆꎬ ２０２０ －０４ －１４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中阿合作论坛研究中心: «共建 “一带一路”ꎬ 推动中阿集体合

作站上新起点———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成就与展望»ꎬ ２０１８ 年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ｚａｇｘ / ｌｔｄｔ / Ｐ０２０１８０６１４５８０３０１５００６３４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２５ꎮ

参见 “中国—阿拉伯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ｓｔｔｃ ｏｒｇꎬ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２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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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ꎮ① 中国科技部门对内协调各部委、 对外对接阿拉伯国家科技管理部门ꎬ 使

科技外交的顶层设计得以落地ꎮ
因此ꎬ 作为发展中国家ꎬ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科技产业起步晚、 发展不平

衡、 市场不健全ꎬ 必须发挥双方政府 “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优势ꎮ 中国对阿

拉伯国家科技外交通过顶层设计建立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ꎬ 对内统筹

科技部、 外交部等部委ꎬ 对外实现中长期高科技发展战略对接和科技合作项

目对接ꎬ 引导双方高科技企业在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取得突破ꎬ 以点带面ꎬ
以双边带动多边ꎬ 形成辐射效应ꎮ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的重点领域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在实践中不断探索ꎬ 涵盖物理、 虚拟和生物

三个世界ꎬ 从区域和产业分布来看具有不平衡性ꎮ 从物理世界来看ꎬ 无人机、
新能源、 航空航天等是重点ꎬ 其中新能源包括页岩气技术、 核能、 太阳能与

风能等ꎬ 推进较快ꎻ 从虚拟世界来看ꎬ “５Ｇ” 网络是合作重点ꎻ 从生物世界

来看ꎬ 生物医药是重点ꎬ 但推进较缓慢ꎮ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基于

“多边谈合作、 双边谈落实” 的实践路径ꎬ 根据各国优势和合作意愿ꎬ 选择灵

活务实的合作模式ꎮ ２０１６ 年习近平主席在开罗阿盟总部演讲时ꎬ 从共建 “一
带一路” 的目标出发ꎬ 提出了 “和平、 创新、 引领、 治理、 交融” 的行动理

念ꎬ 提出中方将做中东发展的推动者和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ꎬ 体现出中国以

创新和治理为切入点ꎬ 围绕高端制造业、 核能、 航天、 新能源、 基因工程、
信息通信、 联合实验室、 召开中阿北斗论坛等具体领域的合作②ꎬ 为中阿在重

点领域项目落地指明了方向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科技板块活

动筹备工作取得重要进展ꎮ 围绕遥感测绘、 智能制造、 环保科技、 农业物联

网及国际技术转移等领域进行对接并达成合作意向ꎮ 归纳起来ꎬ 中国对阿科

技外交主要在以下重点领域:
(一) 核能

中国是民用核能大国ꎬ 中核集团研发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三

４２１

①
②

参见 “中国—阿拉伯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ｓｔｔｃ ｏｒｇꎬ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２４ꎮ
习近平: «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ꎬ 载 «人民日

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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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核电技术——— “华龙一号” (与中广核集团联合研发) 和 “国和一号”
(ＣＡＰ１４００)ꎬ 成为国家重要的高科技 “名片”ꎮ 中阿双方利用并发挥阿拉伯和

平利用核能培训中心、 中国核安保示范中心及其他设施和平台的作用ꎬ 阿尔

及利亚、 约旦、 沙特、 阿联酋、 埃及、 苏丹等成为中国首批合作重点对象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ꎬ 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签订和平开发核能协议ꎬ 中国国家原子能机

构与阿尔及利亚能源与矿产部还签订了核能培训协定ꎮ① ２００８ 年中核集团公

司和约旦原子能委员会在约旦首相府签署了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约旦原

子能委员会关于核能合作项目的执行协议»ꎻ 中国原子能科学院与约旦科技大

学签署了合作建造次临界装置的商务合同ꎮ②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中核集团代表团

访问埃及ꎬ 与埃及核电管理委员会 (ＮＰＰＡ) 主席正式签署了 «中核集团与埃

及核电管理委员会核能合作谅解备忘录»ꎬ 双方就 “华龙一号” 走进埃及的相

关事宜进行了沟通和交流ꎮ③ ２０１６ 年中核集团与苏丹签订协议ꎬ 拟帮助苏丹

建造核电站ꎮ
近年来ꎬ 沙特和阿联酋成为中国核能合作的重点国家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ꎬ 中

核集团与沙特地调局签署了 «中沙铀钍资源合作谅解备忘录»ꎮ 根据协议约

定ꎬ 中核集团在未来两年内对沙特 ９ 片潜力地区开展放射性资源勘查工作ꎮ④

２０１７ 年ꎬ 中核集团董事长余剑锋与阿联酋核能公司总裁哈马迪在北京签署谅

解备忘录ꎬ 与阿联酋国务部长、 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主席艾赫迈德阿

里阿尔沙耶赫签署建设财资及投融资中心合作协议ꎬ 筹备成立中核集团

设立在海外、 辐射全球的全产业链运营和投融资平台ꎬ 共同探索建立 “一带

一路” 倡议下中国核工业 “产业 ＋ 金融 ＋ 海外市场” 的发展模式ꎮ⑤ 中国与

沙特和阿联酋的核能合作产生示范效应ꎬ 有助于中国同其他阿拉伯国家加强

核能合作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北京

宣言» 第 ２９ 条指出: “在互利基础上加强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合作ꎬ 交流在核

５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常冰: «中东国家纷纷签署核能合作协议»ꎬ 载 «国外核新闻» 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６ 页ꎮ
«贾庆林出席集团与约旦核能合作执行协议签字仪式»ꎬ 载 «中国军转民»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７１ 页ꎮ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核集团与埃及核电管委会签署核能合作谅解备忘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ｓａ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２５８８０２５ / ｎ２５８８１２４ / ｃ３７９７５９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６ꎮ
«中沙核能合作又迈出一步　 中企极力向沙特推销四代核电»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ｃａｉ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５３１７９１１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１１ꎮ
«中阿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ꎬ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６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ａ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１９ － ０７ / ２６ / ｃ＿１３８２６０４２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１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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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核技术方面的经验ꎬ 推动核能发电、 海水淡化、 资源勘探、 科学研究、
人员培训以及其他核技术应用领域的合作ꎮ”①

(二) 新能源

这里的新能源专指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ꎬ 是中阿 “１ ＋ ２ ＋ ３” 中规划

的重点领域之一ꎮ 根据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０ 年行动

执行计划»ꎬ 双方将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ꎬ 加强在各类可再生能源利用

方面的合作与协调ꎬ 如在阿拉伯国家的光伏电池、 光热能、 风能和地热能应

用方面加强合作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在埃及开罗召开的第六届中阿能源合作大会期

间ꎬ 中国国家能源局与阿盟秘书处一致同意成立中阿清洁能源培训中心ꎬ 并

签署合作协议ꎮ② 在太阳能方面ꎬ ２０１４ 年以来中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量已连

续五年位居世界第一ꎬ 而阿拉伯国家具有开发太阳能的独特优势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中国和埃及签署 «关于共建中埃可再生能源联合实验室的谅解备忘录»ꎮ 根据

合作备忘录ꎬ 中国将帮助埃及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光伏产业园———本班光伏产

业园区ꎬ 项目占地 ３７ 平方公里ꎻ 在摩洛哥ꎬ 中国援建的努奥二期和三期光热

电站项目金额达 ２０ 亿美元ꎻ 在阿联酋ꎬ 全球最大的迪拜太阳能光热 (ＣＳＰ)
也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新能源合作重点项目ꎮ③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哈尔滨电气国

际工程公司和沙特电力组成的联合体ꎬ 中标迪拜清洁煤电站一期项目ꎬ 项目

金额 １８ 亿美元ꎬ 是中阿三边能源合作的典范ꎮ
(三) 航空航天

航空航天领域是 “１ ＋ ２ ＋ ３” 中的合作重点ꎬ 是中阿构建 “空中丝绸之

路” 的关键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中阿签订卫星导航合作谅解备忘录ꎬ 举办北斗技术与

应用国际培训班以及风云四号 Ａ 星产品应用培训班ꎻ ２０１８ 年中阿合作论坛第

八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指出ꎬ 中阿双方欢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与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根据签署的 «关于北斗卫星导航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ꎬ 依托中阿北斗 /全球卫星导航会议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中

心ꎬ 在北斗增强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 教育培训、 联合研发及应用产业化领

６２１

①

②

③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ꎬ 载中阿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ｔｈｙｊｗｘ / ｂｚｊｈｙ / ｄｂｊｂｚｊｈｙ / ｔ１５７７００２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８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０ 年行动执行计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ｔｈｙｊｗｘ / ｂｚｊｈｙ / ｄｂｊｂｚｊｈｙ / ｔ１５７７００９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３ꎮ

许勤华、 袁淼: « “一带一路” 建设与中国能源国际合作»ꎬ 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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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加强合作ꎬ 加强在气象卫星领域的合作ꎮ①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ꎬ 首届和第二

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分别在上海和突尼斯举行ꎬ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

室与沙特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科技城、 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签署谅解备

忘录ꎬ 在突尼斯启动中阿北斗 /全球卫星导航会议卓越中心ꎬ 建设中沙北斗 /
全球卫星导航会议中心ꎬ 在海运、 内河运输等领域开展北斗教育培训、 应用

推广等合作ꎻ 中阿还发起阿拉伯地区北斗用户体验评价计划ꎮ②

阿尔及利亚、 埃及、 苏丹、 沙特和突尼斯是与中国开展航空航天合作的

主要阿拉伯国家ꎮ 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１３ 年ꎬ 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在对地观测、 通信、 卫

星导航、 空间科学等领域签订合作备忘录ꎬ 成立两国航天合作联合委员会ꎬ
并于 ２０１７ 年成功发射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ꎻ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与苏丹签订航

天科技合作协定ꎻ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埃签订 «中国援埃及卫星总装集成及测试中心

项目实施协议» 和 «关于埃及二号遥感卫星及后续卫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ꎻ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与沙特签署卫星导航合作谅解备忘录ꎬ 并在联合探月、 召开北

斗研讨会等问题上达成共识ꎬ 并于 ２０１８ 年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沙特

卫星 “沙特 － ５Ａ / ５Ｂ”ꎻ 突尼斯成为中阿航空航天合作的新伙伴ꎬ ２０１８ 年中阿

北斗中心在位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总部举行揭牌仪式ꎮ 突尼

斯还承办了第二届北斗论坛ꎮ③

(四) “５Ｇ” 技术

“５Ｇ” 网络涉及终端用户、 通信基础设施和技术三个层面ꎬ 是中国与阿

拉伯国家高科技合作的重点内容之一ꎮ 在全球掌握 “５Ｇ” 核心技术的主要企

业 (中国华为、 芬兰诺基亚、 韩国三星、 韩国 ＬＧ、 中国中兴、 美国高通、 瑞

典爱立信、 美国英特尔) 中ꎬ 有两家属于中国公司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国务院印

发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ꎬ 成为指导性纲领ꎻ 近年来ꎬ 华为、 中兴与近

２０ 个阿拉伯国家的电信企业开展固网、 无线网、 智能终端等领域合作ꎮ 在科

技通信方面ꎬ 资料显示: 到 ２０２４ 年ꎬ 中东和非洲地区的 “５Ｇ” 初始用户将达

到 ６ ０００ 万人ꎬ 潜力巨大ꎮ 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个建立华为 “５Ｇ” 基站

７２１

①

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ｔｈｙｊｗｘ / ｂｚｊｈｙ / ｄｂｊｂｚｊｈｙ / ｔ１５７７００２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３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０ 年行动执行计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ｔｈｙｊｗｘ / ｂｚｊｈｙ / ｄｂｊｂｚｊｈｙ / ｔ１５７７００９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３ꎮ

«中阿签署空间科学、 技术及应用领域合作协定»ꎬ 载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ｚｄｔ /
２０１３ － １２ / １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５４６７１２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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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ꎬ 在 ２０１９ 年开罗举办的非洲国家杯比赛期间ꎬ 华为还试验了 “５Ｇ” 网

络ꎮ① 除埃及外ꎬ “５Ｇ” 初始用户主要集中在海湾国家ꎬ 尤其是沙特和阿联

酋ꎬ 而沙特是较早在中东地区部署 “５Ｇ” 基础设施的国家ꎬ 还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举办了全球人工智能峰会ꎮ② 这充分展现了阿拉伯国家 “从骆驼走向 ５Ｇ”
的发展趋势ꎮ③ 信息通信技术高速发展带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ꎬ 对当前全球所

有国家网络空间治理能力提出了某种无差别的挑战ꎻ④ 如何应对相关冲击ꎬ 是

“５Ｇ” 技术在阿拉伯世界应用的重要任务ꎮ
华为、 中兴等掌握 “５Ｇ” 通信核心技术ꎬ 在阿拉伯世界业务广泛ꎬ 有助

于阿拉伯国家增强治理能力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 华为在第三届 “中东创新日”
举办了主题为 “５Ｇ 已来ꎬ 迈向新增强移动宽带 (ｅＭＢＢ) 世界” 的 “５Ｇ” 生

态大会ꎮ 华为宣布已在中东地区获得多个 “５Ｇ” 商用合同ꎬ 包括与沙特电信

公司 (ＳＴＣ) 签订 “抱负项目”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参与沙特无线网现代化

和 “５Ｇ” 网络建设ꎻ 华为与巴林通信公司 (ＶＩＶＡ) 签订合作协议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ꎬ 已有来自阿联酋、 沙特、 科威特、 阿曼和巴林等中东国家的 １１ 家

电信公司与华为签署了 “５Ｇ” 技术协议ꎮ 目前ꎬ 华为公司在沙特国王科技城

共建联合创新移动物联网实验室 (４Ｇ － ＬＴＥ)ꎬ 参与科威特五岛规划设计工

作ꎮ ２０１８ 年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访华时ꎬ 华为与科威特公司 (ＣＩＴＲＡ) 签署

了北方五岛智慧城市合作协议ꎬ 目前华为也是顾问企业之一ꎻ 华为为科威特

电信运营商提供 “５Ｇ” 解决方案ꎬ 也在与科威特电信管理局合作 “５Ｇ” 的用

户案例开发ꎮ⑤ 在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 新材料、 生物制药、 智慧城市等领域

的合作表明ꎬ 中阿经贸关系在新时代正在拓展新边疆ꎬ 呈现新的发展态势ꎮ
２０１９ 年ꎬ 美国国防部负责中东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迈克尔马尔罗伊

８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ｕａｗｅｉ ｔｏ Ｔｈｅｅｓｔ ５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Ｃａｉｒｏ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ＦＣＯＮ ２０１９”ꎬ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 Ｅｇｙｐｔ)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１ꎬ
２０１９

«沙特明年 ３ 月将举办全球人工智能峰会»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９１０ / ２０１９１００２９０８８１８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０１ꎮ
«任正非接受中东非洲阿拉伯语媒体采访纪要»ꎬ 载凤凰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ｃ /

７ｒＫ５ＳＶＮｘＮｍＢꎬ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０５ꎮ
沈逸、 孙逸芸: «威胁认知重构与战略互信重建———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国家网络空间治理

能力建设»ꎬ 载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０１ 页ꎮ
Ｊｏｈｎ 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ｅꎬ “Ｔｈｅ Ｈｕａｗｅｉ Ｗ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５Ｇ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Ｊｕｌｙ ３０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ｉ ｅｄ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ｈｕａｗｅｉ － ｗａｒｓ － ａｎｄ －５ｇ －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ｇｕｌｆꎬ ２０２０ －０４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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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ｕｌｒｏｙ) 曾警告海湾阿拉伯国家: 中国与海湾国家的高科技合作ꎬ
包括在 “５Ｇ” 网络合作ꎬ 会破坏美国与海湾盟友的合作ꎮ① 阿拉伯国家ꎬ 特

别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在高科技应用技术方面持务实态度ꎬ 主张全方位合作ꎬ
反对西方的高科技垄断ꎬ 如沙特通讯和信息技术大臣阿卜杜拉施瓦哈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ｂｉｎ Ａｍｅｒ ａｌ － Ｓｗａｈａ) 指出ꎬ 只要华为遵守沙特技术规则与网络安全

规定ꎬ 沙特政府不认为使用华为公司的产品有任何问题ꎮ② 阿联酋也不顾美国

的反对和阻挠ꎬ 坚持与华为公司合作ꎬ 推广 “５Ｇ” 网络ꎮ③

(五) 无人机

近年来ꎬ 中国无人驾驶技术异军突起ꎬ “翼龙” “彩虹 － ４” 等成为重要

品牌ꎬ 丰富了中国对阿科技外交的内涵ꎮ 从西亚到北非再到东非ꎬ 多数阿拉

伯国家面临恐怖主义威胁ꎬ 暴恐组织严重威胁国家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ꎮ “无
人机” 是阿拉伯国家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侦查海盗和极端分子活动的高科技

武器ꎬ 有力地维护了阿拉伯国家的稳定ꎮ 与其他国家相比ꎬ 中国的 “无人机”
性能优越、 飞行路程长、 价格优惠ꎬ 受到沙特、 阿联酋、 埃及和伊拉克等国

的青睐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目前已有伊拉克、 沙特、 卡塔尔、 阿联酋、 埃及、
苏丹等至少 ６ 个阿拉伯国家使用 “翼龙” 和 “彩虹” 无人机ꎮ 中国不仅向沙

特提供了多用途的 “翼龙” 无人机ꎬ 而且两国还签订合作协议ꎬ 决定建立

“无人机” 工厂ꎬ 在沙特联合生产 “翼龙” 无人机并出口至中东ꎮ④ 中国与埃

及、 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的 “无人机” 合作ꎬ 不仅提高了这些国家的防务和

反恐水平ꎬ 而且通过技术转让促进了对象国军用和民用无人驾驶技术的更新

换代ꎬ 带动了民用 “无人机” 产业的发展ꎮ
此外ꎬ 近年来中阿开始探索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合作ꎬ 如华大基因公司在

９２１

①

②

③

④

Ｎａｓｅｒ Ａｌ － Ｔａｍｉｍｉꎬ “Ｔｈｅ ＧＣＣ’ｓ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ꎬ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Ｇｒｅａｔ
Ｇａ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 ｐ ３１

Ｊｏｈｎ 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ｅꎬ “Ｔｈｅ Ｈｕａｗｅｉ Ｗ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５Ｇ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Ｊｕｌｙ ３０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ｉ ｅｄ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ｈｕａｗｅｉ － ｗａｒｓ － ａｎｄ －５ｇ －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ｇｕｌｆꎬ ２０２０ －０４ －１４

Ａ Ｓａｔａｒｉａｎｏꎬ “Ｕ Ａ Ｅ ｔｏ Ｕｓ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Ｈｕａｗｅｉ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６ꎬ ２０１９

Ｉａｉｎ ＭａｃＧｉｌｌｉｖｒａｙꎬ “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Ｓｉｎｏ － Ｓａｕｄｉ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Ｐｅａｃｅ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３１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７４ꎻ Ｍｉｎｎｉｅ Ｃｈａｎ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ｏｎｅ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Ｆｉｒｓｔ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６ꎬ ２０１７ꎻ Ｚａｃｈａｒｙ Ｋｅｃｋꎬ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Ｓｅｌｌ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Ｄｒｏｎｅｓ”ꎬ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ꎬ Ｍａｙ ８ꎬ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ｃｈｉｎａ － ｔｏｓｅｌｌ －
ｓａｕｄｉ － ａｒａｂｉａ － ｄｒｏｎｅｓꎬ ２０２０ －０３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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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 沙特建立了新型冠状病毒测试中心ꎮ 该公司向沙特提供 ９００ 万套检

测试剂盒以及每天可处理 ５ 万个样本的 ６ 个实验室ꎻ 华大基因还与阿联酋人

工智能和云计算公司合作ꎬ 共建中国以外最大的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ꎮ①

表 ３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或地区组织科技合作的重点领域

地区组织
或国家

核能 太阳能
卫星
发射

北斗
导航

探月
技术
转移

无人机
“５Ｇ”
通信

生物
医药

阿盟 √ √ √ √ √ √ √

沙特 √ √ √ √ √ √ √ √

阿联酋 √ √ √ √ √ √ √

阿尔及利亚 √ √ √

埃及 √ √ √ √ √ √ √

突尼斯 √

约旦 √

伊拉克 √

苏丹 √ √ √ √

科威特 √

阿曼 √ √

巴林 √

摩洛哥 √ √

黎巴嫩 √

卡塔尔 √

　 　 资料来源: 笔者综合科技部和商务部等网站资料制作ꎮ

结　 语

中阿两大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ꎬ 推动了人类科技进步ꎮ 中世纪ꎬ

阿拉伯民族继承了古希腊科学技术ꎬ 在天文学、 炼金术与化学、 数学、 物理

学、 医学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ꎻ 中华民族在农学、 医学、 数学、 天文学等

０３１

① «华大基因中东建立多个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ꎬ 美国急了»ꎬ 载观察者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２０＿０５＿２１＿５５１２９８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２５ꎮ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科技外交　

方面也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ꎬ 造纸、 印刷、 纺织、 陶瓷、 冶铸等技

术闻名于世ꎮ 只是到了近代工业革命之后ꎬ 世界高科技的主导权才转移向西

方国家ꎬ 中阿两大文明才走向衰落ꎮ １８ 世纪中期以来ꎬ 西方蒸汽革命、 电气

革命和信息革命ꎬ 使欧美等西方世界崛起为世界权力中心ꎬ 中国和阿拉伯世

界沦为国际产业分工的边缘地带ꎮ ２１ 世纪第四次工业革命———智能革命的开

启ꎬ 促进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ꎬ 有望使中阿双方抓住机遇ꎬ 使

世界高科技领域的主导权由西方一家独大重新回归多强并立ꎮ 展望未来ꎬ 中

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科技外交应更富有想象力ꎬ 总结经验ꎬ 补足短板ꎬ 加强合

作机制建设ꎮ
第一ꎬ 中国应客观地看待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的机遇和挑战ꎮ 中国奉

行 “科技兴国” 的基本国策ꎬ 提升了科技创新能力ꎬ 科技外交成为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然而ꎬ 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巨大优势相比ꎬ 中

国、 德国、 日本、 英国、 加拿大、 以色列等都显得较为逊色ꎮ① 中国人口多、
底子薄、 总体科技水平不及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ꎬ 只是 “单项冠军” 而非

“全能冠军” ———中国还不是一个综合性、 全产业的高科技大国ꎮ 阿拉伯世界

科技水平则更加薄弱、 人才匮乏ꎬ 且拥有相近的生产要素禀赋ꎬ 这就决定了

新时代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只能以点带面、 稳步推进ꎬ 以重点国家、
重点领域为突破口ꎬ 遵循 “先试点再推广” 的原则ꎬ 循序渐进ꎬ 切勿步伐过

大甚至盲目投资ꎮ
第二ꎬ 中国应在海洋研究领域弥补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的短板ꎮ ２１ 世

纪是海洋的世纪ꎬ ２２ 个阿拉伯国家均拥有海岸线和港口ꎬ 具有研究和开发海

洋资源的独特优势ꎮ 中国深海探测技术先进ꎬ “蛟龙号” 创造多项奇迹ꎬ 中阿

海洋领域的共同研发潜力巨大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

八届部长级会议上ꎬ 就中阿在海洋领域的合作提出: 中方支持阿方构建连接

中亚和东非、 沟通印度洋和地中海的黄金枢纽物流网ꎮ 我们要携手打造蓝色

经济通道ꎬ 共建海洋合作中心ꎬ 促进海洋产业发展ꎬ 提升海洋公共服务能

力ꎮ② 目前ꎬ 中国已与东盟建立海洋合作中心ꎬ 中阿海洋合作中心建设也具有

巨大潜力ꎬ 但此领域的合作有待进一步提高速度ꎮ

１３１

①
②

高奇琦: «智能革命背景下的全球大变局»ꎬ 载 «探索与争鸣»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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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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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中国需要在生物医药领域拓展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ꎮ «中国对阿

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将 “医疗卫生” 与 “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 “科技合作”
等一同定位为 “社会发展领域” 中的合作与交往ꎮ① ２０１５ 年ꎬ 首届中国—阿

拉伯国家卫生合作论坛在银川召开ꎻ ２０１９ 年ꎬ 第二届中阿卫生合作论坛在京

召开ꎮ 迄今ꎬ 中阿在医药领域的合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ꎬ 中国与 １３ 个阿拉伯

国家签订卫生合作协议ꎬ 双方在传统医学、 生物医药等研发领域加强合作ꎮ
“健康丝路” 是中阿高科技合作在医学领域的重要体现ꎬ 青蒿素、 针灸等日益

受到阿拉伯国家的青睐ꎬ 中国已在摩洛哥建立中医药海外中心ꎮ 然而ꎬ 与核

能、 新能源、 航空航天、 无人机、 “５Ｇ” 网络等相比ꎬ 中阿在生物医药领域

的合作刚刚开始ꎬ 尤其在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肆虐全球以来ꎬ 这一领域的合

作意义重大ꎬ 也应该是中阿高科技合作新的增长点ꎮ
第四ꎬ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须应对西方 “科技门罗主义” 的干扰ꎮ

科技本身是中性的ꎬ 遵循 “价值中立” 的原则ꎬ 但是科技在研究、 开发和运

用过程中往往掺杂了大国地缘政治争夺的因素ꎬ 使之成为国家争夺权力、 利

益和拓展影响力的工具ꎮ② “科技门罗主义” 是指西方国家垄断与盟国的技术

合作ꎬ 通过高科技合作将盟国纳入自己的地缘战略轨道ꎬ 维持西方大国和盟

友之间在高科技领域的 “中心—边缘” 依附关系ꎬ 通过政治施压、 行政干预、
经济制裁、 出台法规等形式ꎬ 阻止竞争对手与自己的盟国开展正常的科技合

作ꎬ 使盟友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ꎮ 正如王毅外长所指出的ꎬ 美国动

用国家资源打压中国的民营企业华为ꎬ 拉拢盟友围堵华为ꎬ 阻止其在国际上

开展正常的业务合作ꎬ 甚至造谣诋毁ꎬ 破坏了国际多边自由竞争体系ꎮ③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异军突起ꎬ 打破了数百年来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

间天然分工ꎬ 引起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焦虑ꎮ 一段时间以来ꎬ 美国 “戴着有色

眼镜” 看待中国的科技进步ꎬ 以 “中国企业违反制裁令与朝鲜和伊朗有商务

往来” “侵犯美国知识产权” “对美国构成潜在安全威胁” 等为借口ꎬ 破坏国

际市场规则ꎬ 相继对中国的中兴和华为公司采取打压措施ꎬ 以此延缓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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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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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蓓: «中国参与中东地区卫生治理研究»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２７ 页ꎮ
Ｃｈａｎｇｒｏｋ Ｓｏｈ ＆ Ｄａｎｉｅｌ Ｃｏｎｎｏｌｌｙꎬ “Ｎｅ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２０１９ꎬ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０ / １３５６３４
６７ ２０２０ １７２３５１４ꎬ ｐｐ １ － ２

«王毅: 打压华为是出于一种阴暗心理»ꎬ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ｄｔ＿６７４８７９ / ｇｊｌｄｒｈｄ＿６７４８８１ / ｔ１７４５２２９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４ꎮ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科技外交　

高科技领域的进步ꎬ 以图维持美国在高科技领域供应链的顶端ꎮ① 美国副总统

彭斯将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视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形式ꎬ 提出要对华采取

新的遏制政策ꎮ 尽管美国及其盟友控制着机器人、 生物技术、 人工智能等

９０％的高科技产业ꎬ 但是其对于中国的高科技追赶仍保持高度警惕ꎮ② 未来ꎬ
不排除美国对中阿高科技合作采取进一步干扰措施ꎬ 迫使阿拉伯国家在中美

之间 “选边站”ꎮ
总之ꎬ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是中国高科技进步的产物ꎮ 第四次工

业革命ꎬ 使传统地缘政治竞争的重点转向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及其引发的全球

生产关系的竞争ꎬ 给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和价值链带来了难

得的机遇ꎮ 中国积极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力争取得

重大技术突破ꎮ 中国身份从以往的 “旁观者” 变成了 “参与者” 和 “引领

者”ꎬ 丰富了中国对阿外交的内涵ꎬ 使中阿合作超越传统领域ꎬ 向高科技领域

迈进ꎮ 中阿科技合作提升了双方国家治理水平ꎬ 有助于两大民族的复兴与人

类科技的共同进步ꎮ
在今天多极化的国际体系中ꎬ 国际关系必须走出单边型国际领导的格局ꎬ

走向多元协作型领导格局ꎮ 拥有关键影响力的少数国际行为体ꎬ 将不得不寻

求合作领导的路径ꎬ 以解决共同面对的挑战ꎮ③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科技合作

将不断拓展新边疆ꎬ 包括探索 “三方合作” 模式ꎬ 如 “中国 ＋ 欧洲 ＋ 阿拉

伯” “中国 ＋美国 ＋ 阿拉伯” “中国 ＋ 日韩 ＋ 阿拉伯” 等ꎬ 实现合作主体的多

元化ꎬ 超越大国高科技竞争的 “零和游戏” 范式ꎮ 只要中阿坚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 倡导开放的多边主义ꎬ 就一定能够超越各国在政治制度、 意识形

态、 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ꎬ 让科技回归本源ꎬ 以合作共赢促进 “科技共同体”
建设ꎬ 造福全人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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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在美国的压力下禁止华为参与这些国家的 “５Ｇ” 网络建设ꎬ 体现

出美国动用国家意志打压他国高科技民营企业的不正当做法ꎬ 体现出美国的 “科技门罗主义”ꎮ Ｎｉｇ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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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２１ꎻ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ꎬ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Ｎａｎｃｙ Ｐｅｌｏｓｉ)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称ꎬ 各国在建设

“５Ｇ” 网络时应远离中国科技公司华为ꎬ 甚至无端指责中国为 “数字专制”ꎮ
陈志敏、 周国荣: «国际领导与中国协进型领导角色的构建»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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