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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时代中国与中东关系再提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金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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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月 24 日至 30日，国务
委员兼外长王毅应邀对沙特、土耳其、伊
朗、阿联酋、巴林进行正式访问并工作访
问阿曼。
七天访问中东六国，创下了中国外

长一次访问最多中东国家的纪录。值此
多事之秋，中方的主要考虑是什么？取得哪些重要成果？
我们特请专家进行解读。 ———编者

金良祥

访问安排体现高超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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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倡议彰显中国智慧

    问：王毅此访的对象国涵盖当
前中东地区主要力量， 有何重要
成果？

答： 此访不仅包括阿拉伯国
家， 还包括土耳其和伊朗等非阿

拉伯国家。 所到之处，王毅不仅会
见了上述国家高级官员， 接受媒

体采访， 还与对方达成了重要协

议和共识。 重要看点三点：

一是再次突出了中国外交所

秉持的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原则。

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是世界上两大

重要文明板块， 在漫长的和平互
动中相互学习， 形成了相互尊重

的传统。 而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
突论”， 与其说是 “文明间的冲

突”，不如说是西方文明对非西方
文明的傲慢与偏见。 西方对中国

内政的粗暴干涉， 以及在中东地
区发动的多场战争， 为此提供了

强有力的注脚。

中国一直秉持文化多样性和

文明之间相互尊重的主张。 十九
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尊重世界文

明多样性，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
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

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王毅此访

提出的关于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
的五点倡议， 第一条便明确表示，

“中东有独特的文明以及由此孕育
出的社会政治制度，要尊重中东特

色、中东模式和中东道路。 ”

二是体现了中国与中东所有

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高超技巧。中

东地区由于民族宗教问题和外部
大国干涉， 国家之间关系复杂，沙

特和伊朗这两个地区大国间的矛
盾更是成为当代中东地区的主要

矛盾之一。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中
东地区影响力上升，一些域内外国

家纷纷质疑中国是否有与沙特和
伊朗同时发展关系的能力。但事实

表明，中国能够与所有中东国家保
持良好关系。 抗击疫情期间，中国

与所有中东国家守望相助，便是一
例。 王毅一次访问六个中东国家，

且均得到热烈欢迎，又是一例。 随
着时间的推移，中东国家也必然意

识到，美国“拉一派打一派”的做
法于各方利益和整体安全而言都

不可持续。 而中国“不找代理人”、

“不搞势力范围”，劝和促谈，发展

“朋友圈” 的做法将更有利于中东

国家相互关系的发展。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与伊

朗签署全面合作协议，毫无疑问是
此次访问的重头戏之一。该协议虽

在酝酿阶段一度引起外部的高度
关注，但王毅此行先到沙特，且行

程涵盖四个阿拉伯国家，突显了中
国对阿拉伯国家的重视及中阿关

系发展的水平，极大地对冲了阿拉
伯国家的疑虑，突显了中国在处理

棘手外交问题上的能力。

三是五点倡议彰显了全面综
合和务实的外交风格，体现了中国

特色的解决问题之道。倡导相互尊
重， 是尊重中东国家自主发展道

路，为域外大国发挥建设性作用提
出了中国主张； 坚持公平正义，为

事关中东持久和平的巴勒斯坦问
题指明了方向； 强调实现核不扩

散，既照顾到了阿拉伯国家对伊朗

核计划的关切，也在总体上考虑到
了持久安全的内在要求；共建集体

安全，超越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
年实践；加快发展合作，既有助于

中东国家克服因为具体问题而陷
入无休止争论的困难，也有助于解

决长期以来制约中东地区安全建

设的问题。

    问： 王毅此访是他今年以
来继走访非洲五国、东南亚四国
之后的又一次集中访问。 为什
么会选择中东作为此次出访对
象？

答：中国一直在战略上高
度重视与中东国家的关系。 发

展中国家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

要基础， 而中东则是发展中国
家比较集中的地区。此外，王毅

此次出访中东有着更深刻的国
际背景。

一是新冠疫情肆虐。 2020

年对于中国、中东国家，乃至世

界来说都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不仅使人类

面临疫情挑战， 还经历了各种
政治病毒的侵蚀。在疫情面前，

中国与中东国家守望相助，具
体表现在技术互助、物资支援，

以及疫苗研究和生产等方面，

为全球抗疫这一全球公共卫生

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毅一
次行程涵盖六个中东国家，既
相互表达了对抗击疫情过程中

彼此支持的感谢， 也表达了双方在
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方面加强合作的

强烈意愿， 特别是在阿联酋出席了
中阿两国合作灌装中国疫苗生产线

项目的“云启动”仪式。

二是中东地区秩序深陷危机。

近年来， 由于地区国家内部及地区

层面的原因， 尤其是美国等外部大
国恶意干涉地区国家内政， 肆意干

涉地区事务， 使得中东地区秩序陷
入深度危机。 巴勒斯坦民族权利被

恶意伤害， 主权原则被肆意践

踏，地区热点问题层出不穷。

如何重构中东地区秩序，

不仅是中东国家面临的当务之
急和重要使命， 也是外部负责

任大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国
与中东国家的传统友谊源远流

长， 是绝大多数中东国家的最

重要经济合作伙伴， 对中东地
区秩序面临的危机感同身受，

更有责任与其他负责任大国共
同努力， 帮助中东国家重构地

区秩序。 访问期间，王毅多次强
调，“中东不稳，天下难安”，强调

中东国家在地区安全秩序建设
方面需要发挥“主人翁”和“自

主”精神，强调域外国家既不能
“袖手旁观”， 也不能 “越俎代

庖”，突显了中国对地区安全秩
序建设的关切。

三是大变局时代重要命
题。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 中国与中东国家共
同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一直将
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

家视为其外交上的重要基础。 在美

国等西方国家秉持冷战思维， 利用
新疆、 香港以及台湾问题打压和围

堵中国的背景下， 发展中国家在中
国外交中的基础性地位进一步突

出。同样，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居
高临下， 不尊重伊斯兰世界的情况

下， 处于发展困境中的中东国家希

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 借助中国
发展的机遇实现自身的发展， 摆脱

自身的困境。

    问：王毅此访有何重要意义？在
中东诸热点问题上， 中国可以做出
什么贡献？

答：王毅此访在很大程度上意
味着中东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地

位进一步提升，中国与中东国家的
关系将进一步走深走实。

第一，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

将全面加强。 访问期间，王毅与六
国均谈到了围绕“一带一路”建设

加强合作，强调与沙特、土耳其、阿
联酋、巴林和阿曼等国发展战略对

接，与阿盟共同发布《中阿数据安
全合作倡议》， 与海合会达成加快

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的共识。 访
问伊朗期间，双方达成了涉及经济

和人文等多个领域的全面协议。 可
以预期，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合

作可望迈上新的台阶，不仅在传统

的能源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
域，而且在诸多新领域，包括可再

生能源、5G、人工智能、大数据、航
天等高新技术合作等，均可能出现

广阔的合作前景。

第二，中国将能为中东地区安

全和经济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如在

伊核问题上，美伊双方目前陷入严
重对立， 伊核问题再度陷入僵局。

美国按照其霸权逻辑， 不反思其
“想离就离、 想回就回” 的错误政

策，反而要求伊朗率先兑现协议义
务，要求伊朗就其导弹问题以及地

区政策问题进行谈判。 伊朗则恰恰

相反，要求美国首先取消制裁。 双

方如此僵持，伊核问题只能继续停
滞下去。

而按照王毅提出的中东安全
问题五点倡议，国际社会有可能实

现伊核问题与其他问题的剥离，即
把伊核问题界定为美国取消制裁，

伊朗恢复履行协议义务，美国重返

伊核协议；同时，再创设另外一个
机制，不仅讨论沙特等阿拉伯国家

关注的问题，而且讨论伊朗所关切
的问题。 尽管这样的灵活设想不一

定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有
望为伊核问题的解决找到新的突

破口，也有利于有关危机的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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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中欧关系再起波澜。欧盟

罕见地对我国个人与实体进行制
裁，遭到我国迅速反制。欧洲议会中

的部分政治势力鼓噪， 要将中国解
除制裁作为开启中欧投资协定审议

的条件， 中欧关系似乎显现出罕见
的“剑拔弩张”之态。 中欧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向何处去？ 中欧经贸合作

是否能够继续健康发展？ 一时间众
说纷纭，担忧甚嚣尘上。

制裁并非仓促之举
详究欧盟对华制裁的动因，不

难看出此次制裁并非仓促之举，而

是“如约而至”。

其一， 作为典型的民主党建制

派，拜登政府试图联合盟友制华、再
打人权牌，欧盟适时递上“投名状”。

其二，欧盟内部敌华、疑华势力屡屡
作祟， 在成员国和欧盟层面推波助

澜， 质疑新疆人权问题的声音在欧
盟再次泛起。 其三，欧盟 2020年通

过欧版马格尼茨基法案———“全球

人权制裁机制”，祭出了和美国近似
的人权工具，如期于 2021年第一季

度发布针对中、 俄等多国的制裁名
单，还与英、美协调了制裁步调。

由此看来， 此次制裁并不是中
欧关系大潮中一个突兀的激浪。

中欧关系新态势?

从欧盟 2006年对华蜜月期结
束，到 2019年将中国定义为“体制

性对手”， 再到 30年来首次对华制
裁， 背后是欧方日益显现的对中国

迅速崛起事实和模式、 中欧实力对
比快速变化的心理不适应与心态不

平衡。

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单

一经济体、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又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取得优异
成绩，与欧盟的欧债、民粹、“脱欧”

危机此起彼伏, 内部异质性日益凸
显， 抗疫表现不尽人意形成鲜明对

比。在中欧实力对比明显变化、竞争
日益激烈的情形下， 欧盟自知演变

中国制度近无可能、 强力对抗中国

力有不逮，聚焦意识形态、占据道德
制高点、 配合美国人权外交几成最

大的公约数。

同时， 欧盟并未放弃维持和发

展中欧双边经贸关系、 寻求全球治
理合作。 中欧关系正显现出一种经

济上竞合兼备、 国际治理上谋求合
作、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针锋斗争，趋

于中欧版“政冷经热”的新常态。

即使在堪称中欧关系“压舱石”

的经贸领域， 双方也将迎来更加激
烈的竞争。与从前相比，当今的欧盟

面临着内外变局———跨大西洋伙伴
关系不再坚如磐石、 来自新兴市场

国家的竞争与日俱增、 全球经济治
理有待改善、 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

业转型浪潮扑面而来， 又兼英国离

去、疫情冲击，欧盟正竭力进行内部
调整与统合，强化竞争力。

欧盟坚持“战略自主”，完善单
一市场， 发展绿色和数字经济的步

伐并未因疫情出现反复， 随着复苏
基金的落实，甚至可能有加快之势。

须注意，欧盟还实施投资审核框架、

补贴白皮书、推出数字法案，完善产
业政策，还出现了强化供应链、强化

企业环境和人权义务的声音。

有关《供应链法》建议，正在德

国和欧盟层面赢得回应， 释放出价
值观将更加融入经济活动的信号。

或许以后欧盟对华经贸关系
中， 经济利益与政治价值之间的界

限将不会像过往那么清晰可辨。

未来继续求同存异
然而， 中欧关系的基础并没有

根本性的改变： 中欧没有地缘政治

的根本冲突， 经贸关系仍还发挥着
压舱石的作用， 只是欧盟日益成为

我国“吵闹的伙伴”。

应当看到， 欧盟在对华关系中

没有维系霸权的执念和单边主义的
负担， 也难以割舍中国发展带来的

机会和全球治理的助力， 即便在对
华制裁中欧盟也有所忌惮和权衡。

客观地说， 欧盟早在特朗普之前美
重返亚太时就意识到美欧利益的分

野与关系的结构性疏离， 正如德国

总理默克尔在日前美国总统拜登也

参与的欧盟峰会所指出的， 欧盟对
华政策与美国并不一致。

总体上说，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欧盟并非中国的战略对手，而

是应当继续求同存异的战略伙伴。

中国应坚持互利共赢的主基调，同

时“不接受人权‘教师爷’”，对欧方

罔顾事实的无理制裁坚决反制。

我们期待欧盟处理好疫情防

控、经济复苏的挑战和德、法大选等
变数，继续坚持“战略自主”，不屈服

美国的胁迫，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推
动经贸合作尤其是中欧全面投资协

定的落地， 共同推动中欧关系继续
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