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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上午，习近平主
席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
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发表题为
“深化合作，继往开来——推
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
加速度”的主旨讲话，引发中
国和阿拉伯国家各界热烈反
响，中国外交再次进入“阿拉
伯”时刻。本期论坛特请专家
详细解读。

——编者

元首外交引领中阿关系
达到前所未有新高度

▲ 阿盟秘书长盖特（中）在上海访问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刘建超近

日率中共代表团访问日本，分别与日

本自民党总裁、首相岸田文雄，以及外

相上川阳子、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

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立宪民主党

党首泉健太等日本朝野各党主要领导

人会见交流，同日本主流媒体和福冈

县各界友好人士等座谈，出席“大变局

下的中日关系”对话会并发表演讲。

政党外交重要一环
应该说，政党外交一直是中日外

交关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部长此次访日活动是    年中日

政党外交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对李强

总理与岸田首相不久前在首尔举行的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成功实现双、

多边政治会晤的积极响应与完满延

续。此次访日活动更是全面推进中日

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政治举措之一，

这一两国关系定位也是    年  月

习近平主席与岸田首相在旧金山会见

时重新确认的主要政治内容。

总体来看，刘部长此次访日内容

充实、行程紧凑，从中央到地方，从政

治核心到普通民众，从敏感议题到民

间外交，广泛接触了日本政坛及社会

主要人士，并进行深入且真诚的会谈

与交流。活动充分展现了中国希望构

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的良好

意愿和切实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得

到了日本相关人士的积极回应。

需要共同不懈努力
作为此次政党外交活动的延续，

未来中日关系发展如何有序展开，中

日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如

何推进甚至是深化交流与合作，便成

为一个较为紧急且必须解答的重要课

题。对此，或许有以下若干重要抓手：

第一，坚定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
大方向。中日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
双方地理位置上的近邻关系决定了彼

此在地缘政治层面必然发生紧密联

系。作为同属东亚板块的两个重要国

家，中日间的战略合作不仅会影响东

亚地区的繁荣与稳定，更会对亚太及

全球的贸易振兴与经济发展等产生不

可估量的重要影响。从这一层面来

看，中日有必要相向而行、和衷共济，

共同为维持双边、地区甚至是全球范

围的繁荣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外务省公布

的    年《外交蓝皮书》中再度提及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这是一个积极

信号。但更为重要的是，除了文字上

的表述之外，日本更需要拿出实实在

在的具体行动。

第二，扩大中日两国在经济层面
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尽可能扩大在
高新技术领域的突破性合作，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战略互惠”。未来中国将
以新质生产力为重要发展基础，以进

一步提升自身科技实力为核心动能，

整体驱动产业竞争力的结构性升级和

宏微观经济质量的全面提升。与此同

时，岸田首相领导的日本政府提出了

“新资本主义构想”，其中也包含高新

技术立国、科技进步引领未来经济振

兴的重要战略理念。从这一层面来

看，中日在重视技术进步关键问题上

存在着一定共识，且两国间的技术合

作与创新合作完全可以带来“ + > ”

的经济效果，同时也可以创造惠及供

应链合作国家的辐射效应。

第三，进一步扩大中日两国在多
边场合的务实合作。就目前来看，中
日双方可以相向而行，尽快落实好中

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方达成的相关重

要共识，尤其是加速推动中日韩自由

贸易协定的构建，使其未来成为能够

引领亚太以及全球经贸治理规则的典

范，同时也为战略性构建覆盖整个亚

太地区的亚太自由贸易区     提

供一条可供选择的桥梁性路径。总

之，中日两国完全可以携手一起抵御

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单边主义在全球

范围的蔓延，为东亚、亚太乃至全球的

稳定与繁荣创造重要的正能量。

第四，中日两国应积极拓展民间
外交的渠道与路径，为中日关系的中
长期发展构筑基本盘。青年人是双边
关系的未来与希望，中日可积极加强

两国青年人的交流与交往，尤其是为

有志于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青年有

志之士提供更多交流平台与合作渠

道，为中长期中日关系的稳定与发展

提供基本盘和生力军，同时也为中日

战略性互惠关系筑牢坚实保障。

发展中日关系任重而道远，需要

双方共同且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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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恰逢中

阿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也是2022年12月首

届中阿峰会后中国举办的首次面向阿拉伯国

家的整体外交主场活动，习近平主席与阿拉

伯国家四位国家元首和阿盟秘书长盖特一起

出席会议。这是中阿双方共叙友谊、共谋发

展、共话未来的一次盛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

要历史意义。

中阿关系跨越式发展
习主席的主旨讲话充分说明，中阿关系

达到前所未有新高度。他宣布，即将在2026

年召开的第二届中阿峰会将成为中阿关系的

又一座里程碑。他将中阿关系定性为维护世

界和平稳定的标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的样板、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典范、探索全球

治理正确路径的表率。这彰显了中国元首外

交强大的引领功能，也充分说明对阿拉伯国

家的认识出现了新跃升。

习主席清晰阐述了中阿双方下一阶段工

作的重点，特别是上述四大目标，指出构建中

阿命运共同体彰显双方开辟中阿关系新纪

元、开创美好世界新未来的共同愿望。这在

习主席多次有关中阿关系的重要讲话和论述

中是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是中国国家元首外

交引领新时代中阿关系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新

理念、新表述。

中阿合作最重要平台
中国外交整体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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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既是

大周边外交，又是发展中国家外交，还是在多

边外交中穿插双边外交。这是习主席第三次

出席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

主旨讲话，也是第五次面向阿拉伯世界进行

重要政策宣示，引领中阿关系实现了由“伙伴

关系”到“战略合作关系”再到“战略伙伴关

系”的“三级跳”。

一、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多极格局
日益明显的同时，阿拉伯国家已成为多极世
界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中阿关系的战略重要
性进一步凸显。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

会议的召开，再次彰显对阿拉伯国家外交是

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实施路径和方向。中国

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

济全球化，将与阿拉伯国家一道深化双边和

多边合作，通过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等国际平台，

共同提升全球南方声音，为世界注入更多稳

定性和正能量。

二、持续推动中阿关系跨越式发展对构
建国际新秩序和全球治理具有显著引领性。
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横行，大国之间

博弈加剧，全球治理共识减少、赤字凸显，以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力量，

有着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共同

诉求。面对世界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

字、发展赤字不断加重，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要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断优化全球治理，

共同打造全球治理的南南合作样板。

三、中阿合作论坛是中阿合作的最重要

平台，已成为“金字品牌”。中阿合作论坛是

推动中阿关系发展最重要的平台，也是南南

合作领域跨区域合作的成功典范。论坛成立

二十年来，特别是新时代这十年多来，中阿关

系长足发展，合作领域全面展开，论坛框架下

合作机制已达19项。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成

果斐然，中阿命运共同体通过双方战略愿景

的有效对接转化为一系列丰硕的实践。

中阿经济资源和经济结构互补性强，为

中阿经贸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连续

多年稳居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

位。论坛成立二十年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贸易额从2004年的367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

3980亿美元，增长近10倍。阿拉伯国家积极

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沙特的椰枣、埃及

的鲜橙、叙利亚的玫瑰花制品、突尼斯和摩洛

哥的橄榄油等产品日益受到中国消费者欢

迎。同时，中国品牌如新能源汽车、家电、智

能手机等也走进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迄今

中国已同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和阿盟签署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共建“一带一路”

框架内累计实施200多个大型项目，合作成果

惠及双方近20亿人民。

中阿中心将扩大影响
习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

议主旨讲话的主题就是“推动中阿命运共同

体建设跑出加速度”。在这个总要求下，中阿

双方要在这次会议上新提出来的“五大合作

格局”上加快行动。习主席表示，中国对首届

中阿峰会期间提出的推进中阿务实合作“八

大共同行动”取得重要早期收获感到满意，愿

在此基础上构建“五大合作格局”，即更富活

力的创新驱动格局、更具规模的投资金融格

局、更加立体的能源合作格局、更为平衡的经

贸互惠格局、更广维度的人文交流格局。

这“五大合作格局”用了五个“更”，说明

了下一步中阿合作的优先级事项，也显示中

阿合作提质升级，为中阿关系发展注入新的

澎湃动力。其中，第五个格局“更广维度的人

文交流格局”提到，设立全球文明倡议中国-

阿拉伯中心，扩大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规

模影响，加快智库联盟、青年发展论坛、大学

联盟、文化和旅游合作研究中心等平台建设，

为未来中阿人文交流工作指明了方向、擘画

了蓝图。

5月29日，中央外事委员会主任、外交部

长王毅在《人民日报》发文提到，中阿不断增

进治国理政经验交流。通过中阿改革发展研

究中心，中国成功举办4届中阿改革发展论

坛，面向阿拉伯国家举办20期研修班，为近

500名阿拉伯国家政府官员、智库学者、媒体

人士提供培训。

5月31日，阿盟秘书长盖特访问上海并

出席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大楼封顶倒计时

100天仪式，充分肯定中心各项工作，认为中

心将成为促进中阿互相理解的重要支柱、中

阿文化交流的桥梁。他表示，上海在中阿改

革发展研究中心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也

必将从中受益。

蓝图已绘就，扬帆正其时。中阿关系必

将在元首外交引领下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