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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本届世界杯将会给卡塔尔
以及海湾地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答：本届世界杯将会在诸多方

面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以下几点：

一是将极大地提升卡塔尔所代

表的文化圈内国家的自信。足球世

界杯是一种兴起于西方、盛行于全

球的重大体育赛事，虽然历时将近

百年，但从未在阿拉伯国家乃至整

个伊斯兰世界举办过。通过举办本

届世界杯，拥有海湾产油国、阿拉伯

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三重身份属性的

卡塔尔向世界证明，他和兄弟国家

有能力举办全球性重大体育赛事。

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长期

面临西方各式的强大压力，甚至遭

受欺辱，特别是“9 · 11”事件以后的

二十年时间内，西方国家的言行极

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情感和尊严。本

届世界杯虽未结束，但沙特、摩洛哥

和伊朗等国参赛队均有亮眼表现，

极大地激发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

的集体荣誉感和自信心。阿拉伯国

家近期流传的网络语言“我是阿拉

伯人，我支持卡塔尔”，表达的不仅

是团结，更是作为阿拉伯人的自信。

二是增进了海湾和阿拉伯国家

的团结以及中东国家的和解。2017

年卡塔尔断交危机让阿拉伯国家的

内部矛盾公开化。2021年1月，相关

各方签署《欧拉宣言》，上述危机才

得到缓解。本届世界杯上，沙特王

储兼首相小萨勒曼特意取消访问日

本的行程，前往卡塔尔参加世界杯

开幕式，象征着海合会国家已经冰

释前嫌。此外，埃及总统塞西、约旦

国王和巴勒斯坦总统等阿拉伯世界

重要领袖均出现在开幕式上，各大

媒体还捕捉到埃及总统塞西和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握手相谈甚欢的场

景。场外，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球

迷搭乘同一架航班飞抵多哈，巴以

民众之间出现了鲜有的温暖画面。

历史将记住卡塔尔世界杯为促进海

湾地区和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以及

中东国家的和解所做的贡献。

三是提升了卡塔尔和海湾国家

的影响力。近年来，卡塔尔及其他

海湾国家在国际舆论引领、美国与

阿富汗塔利班谈判，以及俄乌冲突

中表现出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世界

杯巨大的广告效应更极大地提升了

卡塔尔在全球的知名度。其超现代

的基础设施、别出心裁的开幕式，以

及卓越的赛事组织能力随着电视直

播为全球观众所知晓，打消了国际

舆论一度存在的对其能力的疑虑，

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国际社会特

别是西方国家对海湾国家“土豪”的

刻板印象，极大地提升了卡塔尔乃

至海湾国家的形象，提升它们在国

际舞台上的政治地位。

四是有助于卡塔尔和海湾国家

推进全面现代化。卡塔尔等海湾国

家虽然富庶，经济结构却相对单一，

尚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世界杯之后，卡塔尔将在打造地区

乃至全球性旅游目的、购物中心、物

流中心、航空枢纽以及金融中心上

表现出竞争优势，并将其经济影响

辐射周边地区。海湾国家也将作出

更多积极的改变，推进全面现代化。

最“壕”世界杯背后的政治账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金良祥

金良祥

问：卡塔尔为举办世界杯不惜
投入巨资，究竟出于哪些方面的主
要考虑？
答：为举办本届世界杯，东道主

卡塔尔投资了约2200亿美元用于场

馆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总额超

过此前八届世界杯投资总额。巨额

投入既是卡塔尔等海湾产油国“土

豪”行为逻辑的体现，也是其致力于

提升国家形象和扩大国际影响意图

的反映。

在海湾地区盛传一则关于卡塔

尔前任埃米尔哈马德的故事，虽无

法证实，但并非没有事实基础。相

传哈马德在英国留学期间，常被问

到来自哪里，当提到卡塔尔时，几乎

没有人知道。当时的卡塔尔，虽然

已经因为石油收入而富甲一方，但

领土仅有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也仅

15万左右，影响力和知名度都不

高。富有但无人知晓的窘境深深地

触动了哈马德，成为其后来立志让

卡塔尔成为世界上家喻户晓的国家

的动力。1995年6月，由于不满其父

在国家发展方面踟蹰不前的状态，

哈马德趁其出访瑞士的时机发动政

变，并取而代之。

1995年掌权之后，哈马德主政

之下的卡塔尔积极主办并参与重大

国际会议、活动和事件，包括创办在

阿拉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半岛电视

台，主持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

判，举办2006年亚运会，以及为美国

和阿富汗塔利班谈判提供场所等，

使得卡塔尔的国际知名度和政治地

位逐步得到提升。

2013年以后，顺利继位的现任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延续了其父致

力于提升国家影响力的战略思路。

由于足球世界杯是一项极具人气的

全球性体育盛事，申办和举办世界

杯合乎逻辑地成为1995年以后卡塔

尔提升知名度的战略举措之一。如

其所望，在父子两任埃米尔的精心

推动下，方圆有限的卡塔尔成功吸

引了世界的眼光，成为全球当下的

焦点。

上述故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它反映了卡塔尔以及周围的海湾产

油国一度在国际上共同面临的类似

境况，即凭借油气资源一夜暴富之

后，它们都希望获得与其自身经济

地位相对称的知名度、政治地位和

国际影响力。为此，阿联酋建设了

世界上最为豪华的所谓“七星级”酒

店，建设了世界上第一高楼迪拜哈

利法塔。阿联酋也将积极举办重大

国际活动视为提升影响力的重要手

段，2021年阿联酋举办了迪拜世界

博览会，2023年还要举办《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峰会。

沙特作为海湾国家的“盟主”自

然不甘落后，王储小萨勒曼2017年

掌权之后在外交上也更为积极，提

出了“2030年愿景规划”，致力于将

沙特打造为最先进的国家。目前，

沙特正在投资5000亿美元巨资在沙

漠打造一座170公里长、200米宽、

500米高的超现代城市，并正在申办

2030年世界博览会。王储的改革还

显著改善了妇女地位，沙特女性可

以自由上街，考取驾照，参加工作。

问：如何看待西方舆论对卡塔
尔世界杯的攻讦？
答：自2010年国际足联宣布卡

塔尔赢得2022年世界杯举办权开

始，西方对卡塔尔的批评便不绝于

耳，而世界杯的哨声响起之时，正是

西方批评之声达到高潮之时。英国

BBC甚至切换开幕式直播，改为直

接批评卡塔尔的人权问题。总体而

言，近期西方主流媒体的批评主要

集中于世界杯场馆在建设过程中外

籍劳工的权益被忽视的问题。这些

问题虽然存在，但西方的批评更多

地反映了西方自身的狭隘和偏见。

所谓的外籍劳工问题在卡塔尔

及其他海湾产油国的存在由来已

久，是一种特殊复杂现象。卡塔尔

全国人口约为265.8万，其中土生土

长的卡塔尔公民约为39万，约占人

口总数的15%，其他绝大部分为外

籍劳工，约占人口总数的85%。上

述独特、畸形的人口结构，不仅卡塔

尔是这样，其他海湾产油国也是如

此，且已经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未

来可能仍将维持。造成这种状况的

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经济的迅猛

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劳动力需求，进

而导致大量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外

籍劳工涌入。

随着劳工的涌入，自然而然便

产生了外籍劳工的管理和权利保障

问题，而海湾产油国管理外籍劳工

的卡法拉制度则成为了卡塔尔饱受

西方媒体诟病的主要问题。诚然，

这种制度在一些舆论看来包含一些

粗暴做法及不合理的规定，但卡塔

尔方面也有自己的顾虑，如果没有

严格的劳工管理制度，一旦外籍劳

工发生了违法行为，然后一走了之，

他们将面临困难的追责局面。

当然，卡法拉制度注定无法持

续。2020年，卡塔尔开始允许所有

外籍劳工可不经雇主同意在合同结

束前更换工作。卡塔尔还开始引入

最低工资标准，并承诺对不遵守新

法规的公司进行严厉惩罚。卡塔尔

毕竟只是一个建国仅仅50余年、新

近脱胎于部落社会的国家，管理和

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时间。国际社会

有理由期待，卡塔尔在举办世界杯

后将能更好地调整心态，进一步改

善外籍劳工的生活条件。从这个意

义上说，国际社会应该对卡塔尔面

临的情况持历史性的、包容性的和

发展性的视角。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的批

评更多地反映了西方自身的狭隘和

偏见。任何一届重大体育赛事都不

可能做到十全十美，卡塔尔的不足

不应成为西方过度批评的理由。纵

观近二十年来非西方国家举办的各

种体育赛事和重大活动，几乎没有

哪一场活动没有被西方猛烈批评。

对己方举行的各种体育赛事，西方

媒体却鲜有批评之声。西方俯视非

西方国家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世界杯正在卡塔尔火热进行中。
而从卡塔尔赢得2022年世界杯主办
权的那一刻起，就不断有西方媒体批
评卡塔尔举办世界杯的“能力和资
格”。相关争议，到底是西方根深蒂固
的偏见，还是西方不能接受由一个阿
拉伯国家主办如此重大的赛事？本版
特请专家解读。 ——编者

渴望摆脱“土豪”人设1

西方攻讦暴露偏见

盛会产生四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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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英国政府以“安全风险”

为由，要求政府部门停止在敏感建

筑上安装中国企业制造的监控设

备。11月26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

会又发布文件，以所谓“保护美国通

信网络”为名，禁止华为、中兴等中

国企业在美销售。对此，我们应该

怎么办？

恶性循环 损人不利己
简单来说，这一现象背后凸显

出的，是美西方国家在病态的安全

焦虑刺激、极端不自信和自我恐吓

之下，陷入了滥用国家安全理由、构

建具有显著歧视性的保护体系，试

图迟滞中国崛起、宣泄内生负面情

绪的恶性循环。

此类做法明显是损人不利己：

一方面，损害了包括英美国家企业

在内从事正常贸易活动的企业的客

观利益，并不能够起到“损中国，补

西方”的效果；另一方面，对全球正

常的商业活动也会产生长期的不良

影响，严重违反市场原则和国际贸

易规则。

滥用“安全”三方面因素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经过熟

练的利益精算之后，为什么美西方

国家的政客还会持续不断地采取这

种损人不利己的政策呢？至少有三

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成本与收益的非同步

性。对不少西方政客来说，做出上

述决定能够在短期甚至瞬时在国内

收获所谓政治上的收益。由于当前

西方国家普遍深陷“恶斗性国内政

治”的泥淖，所以许多微小的短期政

治收益都是其不惜一切代价所要争

取的。然而，由此带来的成本并不

是同步发生的，通常具有滞后性和

分散性。正所谓“我死之后哪怕洪

水滔天”，对这些西方政客来说，只

要相应成本不立刻爆发，那么这种

成本，哪怕是国家利益的实质性损

失，也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

其二，是深刻根植于政治基因

之中“祸水外引”的本能。英国著名

电视连续剧《是，首相》中，有一集名

为“驱逐76名苏联外交官”。在这

一集中英国首相由于国内问题被媒

体穷追猛打，内阁秘书建议其通过

驱逐76名苏联外交官来转移媒体

的注意力。可以说，上述中国企业

在美西方国家的遭遇，凸显了这种

由西方日趋恶化的政治生态所催生

的”祸水外引“本能。

其三，是对中国企业和政府善意

的肆意利用。无论是中国的政府还

是企业，更多地愿意从长远利益的角

度出发，以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去处理

相关事务。但令人感到遗憾和无奈

的是，中方的善意总是遭到美西方国

家，尤其是英美两国政府没有底线和

节制的滥用。美国政府的部分成员

甚至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认知，认为

“美国负责捣乱，中国负责负责任“，

将维持两国关系的正常运行当成了

中方单方面的义务，继而以此谋求无

限制扩展已方的利益。

精准反制 整体性实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中

国企业还是中国政府，都需要认清

这样一个现实：当英美政府陷入这

种近似癫狂的焦虑心态之后，讲道

理是需要一定的前提和条件的，即

用对方能够理解的方式，明确地让

对方为错误行为付出必要的代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美两国

都具有符合美国外交家乔治 ·凯南

叙述的行为逻辑，即对理智的逻辑

不敏感，但对于实力的逻辑非常敏

感，它们乐意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

到权力盆地的每一个角落，直到遇

到无法逾越的边界为止。用更通俗

易懂的话来说，就是“蹬鼻子上脸”

“给三分颜色就开染坊”。

这种对中国企业不利的局面，

不是企业可以单独解决的问题。这

需要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性地

实现精准反制，用对方能够理解的

语言和方式让对方清醒过来，进而

才有可能实现中方善良的意愿，也

就是让包括经贸往来等双边关系回

到健康和良性的轨道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