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西亚北非变局与中国外交

随干思考
＊

刘 中 民

【 内容提要 】 中 国 对西 亚北 非 变 局 冲 击 的 应 对经 历 了 一个从 紧 急

应 对到 全面统 筹 的过程 , 并取得 了 巨 大 的 成功 。 当 前 , 中 国 要从统筹

国 际 国 内 两个大局 的 高度认 识 西 亚北 非 变 局 的 影 响 , 要 从
“

外部 环

境考验
”

的 高度认识 西 亚北 非 变 局 的 冲 击 , 要 客观 认识 西 亚北 非变

局 对 中 国 国 际 环境 变 化 的 影 响 ； 中 国 应进 一 步 总 结应 对西 亚北 非 变 局

的 宝责 经验 , 并对存 在 的 不足 与 偏 差加 以 改进
；
中 国 应科 学谋 划 中 长

期 的 中 国 中 东 外交 战 略及实现 手段 , 尤其 要进一 步增 强对 中 东 战 略地

位 的认识 , 并 在 坚 持传 统 外 交 原 则 的 同 时 适度 扩 大 对 中 东 事 务 的

参 与 。

【 关键词 】 西亚北 非 变 局 ；
影 响 ；

经验 总 结
；
中 国 中 东 外 交战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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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多来 , 中 国对西亚北非变局冲击 的应对经历了一个从紧急应对到

全面统筹的过程 。 在此过程中 , 中国既成功消解了西亚北非形势动荡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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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稳定的冲击 , 圆满完成利比亚撤侨的历史使命 ；
也平稳完成了应对

利比亚危机 、 协调大 国关系 、 巩 固和调整与阿拉伯 国家关系 等外交任务 。

在此过程中 , 尽管国 内舆论围绕中国应对西亚北非变局 的战略 、 策略 、 手

段 、 方式等问题有部分批评意见 , 但必须肯定 的是 , 对西亚北非变局的成

功应对是进人新世纪 以来 中国外交在危机管理方面取得的最大胜利 , 同时

也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 。

当前 , 西亚北非变局仍处在进一步发展之 中 , 并存在诸多 的不确定因

素 , 同时需要中 国予 以积极 的外交应对 。 但是 , 当前中国对西亚北非变局

的认识 以及战略调整显然应超越局部应对 的具体范畴 , 而应该从未来 中长

期国际战略环境变化 、 中东地区环境变化 、 中 国中东战略调整等视角 , 认

识西亚北非变局对中 国的影 响以及中 国应做出 的 战略安排 , 在更宏大的战

略视野下考量中 国中东外交 的 目标和手段 。

－

从统筹国际国 内两个大局的高度

认识西亚北非变局的影响

正确认识西亚北非变局对中 国的影响 , 是制定新时期 中国 中东外交战

略与政策的基础所在 。 在此过程 中 ,

一定要超越只关注局部利益和眼前利

益的狭隘思维 , 同时也要克服盲 目悲观或乐观的僵化简单化思维 ,
要立足

中长期 国际 、 国 内环境变化 ,
从统筹 国际国 内两个大局的高度认识西亚北

非变局对中 国的复杂影 响 。

(

一

) 从
“

外部环境考验
”

的髙度认识西亚北非变局的冲击

胡锦涛在
“

七 ？ 一
”

讲话 中指出 , 中国 共产党必须清醒认识
“

执政

考验 、 改革开放考验 、 市场经济考验 、 外部环境考验
”

的长期性 、 复杂

性和严峻性 。 而西亚北 非变局 正是近期 中 国 面 临 的 重要
“

外部环境 考

验
”

, 其发生的突然性 、 性质 的复杂性 、 波及范围 的广泛性 、 影响 的深远

性 , 均在理论与 实践层 面提 出 了 一 系列 迫切需 要 回答 的重大 问 题 。 从
“

外部环境考验
”

的角度来看 ,
它对中 国 国 内最重要 的影响在于它不仅

一

度对社会稳定产生了
一

定的冲击 , 同时也引发了对中国模式的新
一

轮认识

与争论 , 而西方舆论更是推波助澜 , 期待
“

阿拉伯之春
”

能莬延到 中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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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冲击中 国社会的稳定并减缓中 国崛起的步伐 。

当前 ,
在国 内存在着

一

种典型的消极思想 , 其特点是简单地将引发 中

东变局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与中 国转型时期面临 的社会矛盾相类 比 , 进而上

升为对中 国模式与发展道路的无端批评与指责 , 甚至丧失对中国发展道路

的信心 。 因此 , 中 国 自 身尤其是思想界和知识界 目前亟须深人研究西亚北

非变局的复杂性 , 同 时对 中 国发展道路进行系 统的 总结 , 以 消 除思想 混

乱 。 在加强理论研究和舆论宣传的过程 中 , 中 国应更加坚信 自身发展道路

的正确性及其成功经验 , 同时也要从西亚北非变局 中更加清醒地认识 自 身

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

事实上 , 西亚北非变局从反面印证了 中 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正确性与

先进性 , 它也应使 中国更加 自信地坚持 自 身的发展道路 。 第一 , 中国始终

将发展作为执政兴 国的第
一要务 。 经过 3 0 年的改革开放 , 中 国 已经成功

地探索出一个政府主导型 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 找到了一条适合 自 身国情

的 自主性发展道路 , 并取得 了举世瞩 目 的成就 。 而西亚北非动荡的本质根

源在于发展的危机
,
尤其是发展模式的危机 。 第二

, 中 国不断与时俱进地

加强 自 身的执政党合法性建设 ,
巩固和扩大了 自 身的执政基础 , 而西亚北

非国家的僵化政治体制和 因循守旧 , 则使其逐步丧失 了政治合 法性 。 第

三
, 中 国妥善地处理了开放与稳定的关系 , 较好地保持了开放与秩序之 间

的平衡 。 中 国在坚持改革开放基本 国策 的同时 , 不断通过柔性政策调整维

护社会稳定 。 因此 ,

“

中 国面临 的 内部政治压力要 比 中东 的政权小得多
”

,

因为中 国比较好地处理了
“

开放与秩序之 间潜在 的 紧张关 系
”

。
？ 第 四 ,

中国妥善地处理了独立 自 主外交与参与国际体系 的关系 , 实现了 中 国与国

际体系 的 良性互动 , 同时贏得了发展的 国际战略机遇期 。 而西亚北非国家

或者长期充当美国盟友 , 丧失外交 自 主性 ； 或者长期与西方对抗并挑战现

行国际体系
；
或者在二者之间进行激进 的摇摆 , 其结果是长期追随西方 的

国家在国 内丧失了 民意 , 而对抗国际体系 的 国家丧失了利用全球化的发展

机遇 。
②

当然 , 深入认识西亚北非国家陷人动荡的历史教训 ,
对中 国也有十分

① 伊恩 ？ 布 雷 默 ： 《 用 Ｊ 曲 线分 析 中 东 局势 》 。ｈｔｔ
ｐ ：
／ ／ｗｗｗ．ｃｈ ｉｎａｅｌｅ ｃｔ

ｉｏ ｎ ｓ ．ｏｒｇ／Ｎｅｗｓ Ｉｎ
－

ｆｏ． ａｓｐ？ＮｅｗｓＩＤ
＝ 2 0 0 1 9 8

② 刘 中 民 ： 《 中共 执政不会重蹈 中东变局 》 , 载 《环球时报》 2 0 1 1 年 6 月 2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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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意义 。 第
一

, 中国在探索 自 主性 、 创新性的发展道路上仍然任重而

道远 。 中 国 目 前仍处在全球经济链条低端 、 产品技术含量和 附加值较低 、

企业创新和科技创新能力总体较差 、 国 内生产总值 ( ＧＤＰ ) 产 出 的 能源

与资源髙消耗 、 区域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 社会保障水平总体落后 、 经济

贫富分化加剧等一系列问题 , 都是需要执政党通过发展创新加 以解决的难

题 。 第二 , 社会管理 的科学化成为执政党面临 的重要课题 。 在西亚北非变

局发生后 , 胡锦涛主席明确提出 了加强社会管理科学化这
一重要命题 。 在

处于矛盾凸显期 的中 国 , 实现和加强社会管理 的科学化仍将是
一

个长期性

的历史课题 。 第三 ,

“

互联网政治
”

和
“

互联 网外交
”

成为 中 国面临的严

峻挑战 。 当前 ,
互联 网已成为美国对外输出 民 主和进行政治渗透的主要方

式 , 应对
“

互 联 网 外 交
”

将 成 为 中 国 面 临 的
一

个常 态 化政 治 和 社会

议题 。
？

( 二 ) 客观认识西亚北非变局对中国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

要客观地认识西亚北非变局对 中 国 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 , 有 以下几个

问题需要引起髙度重视 。

第
一

, 西亚北非变局并未改变美 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决心 。 当前 , 国

内舆论 中存在
一种盲 目 乐观的思想 , 它突 出表现为盲 目 夸大西亚北非变

局对美国战略东移 的 牵制作用 , 并认为 中 国 迎来 了 继
“

9
．

1 1

”

事件之

后又一个战略机遇期 。 但半年多 的事态表 明 , 美国 战略重心东移步伐并

未因 中东乱局 而减缓 ,
相反 , 美 国对 中 国周边南海问题的介人 和干预呈

现出进一步加强 的态势 。 美国对西亚北非变局的 干预凸显 了
“

新介入方

式
”

和
“

巧实力
”

的运用 , 奥巴马政府并 未改变在 中 东采 取战略收缩 ,

改善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 为美 国战略重心 向亚太地区转 移创造条件 的

基本策略 。 对此 , 中 国没有任何理 由 盲 目 乐观 , 单方面期 待美 国深 陷 中

东乱局的看法无疑是缺乏大战略眼光的一厢情愿 , 无助于认识 中 国所处

的复杂 国际环境 。

第二 , 美国并未丧失对 中东事务 的主导权 。 美 国 国 内经济 困难和 阿

富汗 、 伊拉克 问题的牵制 ,
阿拉伯 国家群体性动荡导致盟 国政权或垮 台

崩塌或对美 国产生信任危机 , 伊朗等地 区敌手坐大等 , 都使美 国掌控 中

① 刘 中 民 ： 《 中 共执政不会重蹈 中东变局 》 ,
载 《环球时报 》 2 0 1 1 年 6 月 2 2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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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的能力有所下降 。 因此 , 舆论界有观点认为中东已 出 现美国权势消退

的
“

权力真空
”

,
并主张 中 国应趁机填补 。 事实上 , 不仅美 国在一定时

期 内
“

唯一超级大国
”

的地位不会改变 ,

？ 美 国对 中东事务 的主导权也

不会在短期 内丧失 。 事实上 , 美 国 已经对 中国谋求中 东事务主导权提髙

瞀惕
,
如 中 国思想界简单从 中美博弈的角 度看待 中东变局 , 更会加深美

国对中 国 的战略猜疑 , 既无助于中美关系 的发展 ,
也无助于中 国 的 中东

外交 。

第三 ,
西亚北非变局并未导致西方与新兴大国 的阵营分化与对抗 。 安

理会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 飞区的 1 9 7 3 号决议中 ,

“

金砖 国家
”

投弃权票

一度被 国 内外舆论解读为新兴大 国集体决策 的结果 , 并与在 中 国举办的
“

金砖国家
”

峰会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 总裁变更等问题结合在一

起 , 断定西方与新兴大 国的 阵营分化和对抗博弈构成 了 2 0 1 1 年上半年 国

际战略态势变化的重要 内容 , 并以此判断国际权势转移 。 但事实上这是
一

种主观臆测 。

“

金砖国家
”

对 1 9 7 3 号决议投弃权票 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

只是一种巧合 , 其共同之处最多只是
“

金砖 国家
”

共同价值与外交取向

的偶合 , 而远非集体决策的
“

共谋
”

。 俄罗 斯在利 比亚问题上的 反复变脸

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 在 ＩＭＦ 总裁变更问题上
“

金砖 国家
”

也并未
“

集体

发力
”

； 印度等新兴 国家与美 国 战略合作 的加强 以及 中 印关 系 的 复杂矛

盾 , 都表明无论是新兴 国家与西方的关系 , 还是新兴国家的 内部关系 , 都

是既斗争又合作 的复杂关系 。

二 全面总结应对西亚北非变局的经验与不足

应对西亚北非变局是进入 2 1 世纪以来中 国 内政与外交面临 的
一

次严

峻考验 。 尽管它对中 国 的政治压力远小于苏东剧变 , 但 由 于中国在西亚北

非地区有巨大的现实利益 , 加之全球化时代信息传递的便捷和公众舆论的

复杂多元 , 使得中 国 内政外交均受到较大的冲击 。 总体来说 , 中 国成功地

应对了西亚北非变局的冲击 ,
积累了危机管理的宝贵经验 , 但也存在着需

要加以改进的不足 。

① 王辑思
： 《 2 0 年内 美国仍是唯一超级大国 》 ,

载 《环球时报》 2 0 1 丨 年 8 月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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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中国应对西亚北非变局的主要经验

第一 , 坚持不干涉内政等外交原则不动摇是中 国外交保持主动性 的根

本所在 。 始终恪守不干涉 内政原则是中国与阿拉伯 国家长期友好合作关系

的基石 。 在西亚北非变局 中尤其是在利 比亚问题上 , 中 国之所以没有陷入

美欧的 困境 , 其成功 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 国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干涉 内政等

外交原则 。 其基本内容也正如杨洁篪外长在访问西亚北非国家后所做的系

统总结 ： 首先 , 中 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 即尊重和支持地区国家 自 主处

理内部事务 , 相信地区 国家和人民有能力 、 有办法找到适合本国 国情 的发

展道路和治 国理政方式 。 其次 , 中国反对使用武力 , 呼吁各方通过政治手

段、 以和平方式解决矛盾 。 最后 , 中 国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地区国家为恢复

政局稳定 、 发展经济 、 解决热点问题所做的努力 , 特别是积极推进中东和

平进程 , 为地区恢复和平稳定 、 寻求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 的外部条件 。
？

第二 , 保持具体外交政策的灵活性 , 力争
“

有所作为
”

。 坚持不干涉

内政 、 反对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 。 相反 , 中 国通过联合国 、 相关

大国 、 地区组织 、 地区主要 国家保持了密切的沟通与协调 , 并在不超越中

国外交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具体的政策上保持了适度的灵活 , 避免了僵化

和被动 。 例如 , 中 国在制裁利比亚的联合国决议 中投赞成票 , 而在建立禁

飞区的 1 9 7 3 号决议中投弃权票 ,
既坚持了尊重 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

则 , 同时也照顾到保护 平民 的宗 旨和 阿拉伯 国家联盟 ( 简称
“

阿盟
”

) 、

非洲联盟 ( 简称
“

非盟
”

) 等方方面面的立场 ,

？
同时也避免了 出现与西

方的对抗和利比亚政权不满的局面 。 又如 , 在西亚北非形势动荡的关 口
,

中国外长 、 中东问题特使等官员 先后访问西亚北非国家 , 相继接待沙特阿

拉伯特使 、 苏丹总统 、 利比亚反对派特使等访华 , 于 2 0 1 1 年 5 月 与海湾

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 简称
“

海合会
”

) 在阿布扎比举行战略对话 , 都

体现了 中 国力 图
“

有所作为
”

的外交勇 气 。 再如 , 中 国在并未承认利 比

亚反对派
“

全 国过渡委员会
”

的情况下 , 派外交官员访 问班加西与之进

行接触 ,
也体现了 中 国外交的灵活性 。 上述事例都表明 , 作为联合国安理 ．

① 《中 国 高调 重 申
：
在 中 东北非 坚 持不 干涉 原则 》 。 Ｈ ｔｔ

ｐ ：
／／ｍｉｌ ｉｔａｒｙ

, ｃｈ ｉｎａ, ｃｏｍ／ｉｍｐｏｒｔａ ｎｔ／

6 4／ 2 0
1 1

0 5 0 4／ 1 6 5
1
9 1 3 6 ． ｈ

ｔ
ｍ ｌ

② 吴思科 ： 《不干涉 内政不等于无所作为》 , 载 《人民 日 报 》 2 0 1 1 年 5 月 3 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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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常任理事国和 负责任的大国 , 中国愿为促进该地区的和平 、 稳定与发展

发挥建设性作用 。
？

第三 , 内外联动 , 多方协作 , 顺利完成利 比亚撤侨任务 。 在利比亚危

机发生后 , 中 国迅 即启 动应急机制 , 积极动员 国 内外各种资源 ,
海陆空三

路并进 , 圆满完成 了撤离 3 5 8 6 0 名 中 国公民的壮举 。 在完成这次空前大撤

离过程中 , 该地区许多 国家提供了积极合作 , 这是顺利完成任务不可或缺

的 因素 , 也从
一

个侧面反映了 中 国外交的 积极成果 。
② 在此次空前规模的

撤侨行动 中 , 海空军力量首次参与撤侨 , 尤其是海军
“

徐州
”

号导弹护卫

舰穿越苏伊士运河进入了地 中海 , 为撤侨进行护航 ,
充分展示 了 中 国作为

崛起大国 的国际地位 。 对此 , 有评价指出 , 在利 比亚撤侨前 ,

“

中 国海空军

事力量还从来不曾在海外大规模联合执行过非战斗 军事任务
”

,

“

仅就
‘

徐

州
’

号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对在枪炮声中饱受煎熬的 同胞所能产生的镇

静作用而言 , 这次行动就足以在中 国军事史上 占据重要的一页
”

ｏ
？

( 二 ) 中国应对西亚北非变局的不足

第一 , 对西亚北非变局的外交应对仍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 间 。 中国在

应对西亚北非变局过程中所表现出 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总体上仍存在一定

的被动性 。 首先 , 中 国对外交应对时机的把握上仍显滞后 。 例如 , 与西方

外交官在西亚北非变局发生不久就频繁出访相关国家相 比
, 中 国相关外交

出访活动主要是在 2 0 1 1 年 3 月 以后才相继展开 , 存在
一

定的滞后性 。 其

次 , 中 国与西亚北非国家反对派的接触和沟通不够主动 。 由于中 国长期 以

来更习惯于官方交往 , 在与反政府力量交往方面受到渠道不够畅通 、 人才

相对缺乏 、 非政府 力量作用有限等因 素的制约 , 中 国与埃及穆斯林兄弟

会 、 利 比亚
“

全 国过渡委员会
”

的接触显然滞后于其他大 国 。 再次 , 中

国 的斡旋外交和调停外交的主动性不够 , 国际影响相对较小 。 导致以上问

题 的根源主要在于思想解放不够 , 对
“

不干涉 内 政原则
”

、

“

韬光养晦
”

和
“

有所作为
”

等外交方针的理解不够辩证 。

① 《 中 国 高调 重 申 ： 在 中 东 北非 竖持不 干 涉原则 》 。
ｈｔ

ｔ
ｐ ： ／／ｍｉｌ

ｉ
ｔａｒｙ, ｃｈ ｉｎａ ,

ｃｏｍ／ ｉｍ ｐｏ ｒｔ ａｎ ｔ／

6 4 ／ 2 0 1 1 0 5 0 4 ／ 1 6 5 1 9 1 3 6 ． ｈ ｔｍ ｌ

② 吴思科 ： 《不干涉 内政不等于无所作为 》 , 载 《人 民 日 报 》
2 0 1 1 年 5 月 3 0 日 。

③ 叶 海林 ： 《 中 东北非变 局及对 中 国 战略机遇 的影 响 》 。ｈｔ
ｔｐ ；／／ｗｓｄｘ．ｈｅｈｕａ． ｎｅ ｔ／

ｊ
ｉａｎｇｇａ ｏ／

ｑ ｉｔａ／ 2 0 1 1
／4 0 2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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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对西亚北非变局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存在着
一

定的偏差 。 在

西亚北非变局初期 , 中国新闻管理部门
一

度要求媒体淡化报道 。 在网络媒

体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 ,
这种策略不仅无助于客观认识西亚北非变局 ,

而且一度造成认识上的思想混乱 。 最初 , 新闻报道主要以报纸媒体尤其是

地方报纸为主 。 直到利 比亚危机出现后 ,
主流电视媒体才介入全面报道 ,

这种处理方式也存在不妥之处 。 官方主流媒体的失语和缺位 , 导致 民众对

政府立场的猜疑心理严重 。 在放开报道后 , 许多媒体盲 目 效仿西方媒体 ,

使用
“

茉莉花革命
”

、

“

阿拉伯之春
”

、

“

民主革命
”

等术语予 以定性 , 暴

露中国媒体缺乏 自身话语体系的 弊端 。 因此 , 反思 中国新闻媒体的报道和

评论 , 从最初的政府控制到后来 的混乱无序 , 既反映了 中国新 闻管理政策

水平和新闻媒体专业素养水平不高的现实 , 同时也折射 出 中 国西亚北非研

究尤其是国别研究落后的现实 。

三 科学谋划中长期的中国中东外交战略及实现手段

当前 , 中东 国家内部的深刻政治变革 、 地区格局 的重组 、 美欧等世界

大国中东战略的调整 , 都使 中 国 的 中东外交面临着诸多的新 问题 、 新挑

战 , 中东在中 国国际战略和对外关系 全局 中的 地位呈进
一

步上升的态势 ,

中 国迫切需要制定中长期的 中东外交战略 , 并对其实现机制和手段做出全

面 的安排 。

(

一

) 进一步增强对中东战略地位的认识

近年来 , 中国政府先后发布了 《 中 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 (

2 0 0 6 年 1

月 ) 和 《中 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 ( 2 0 0 8 年 1 1 月 ) , 标志着

中国对非洲和拉美外交战略的 日 渐成型 , 但迄今 尚未发布对中东 ( 西亚

北非 ) 政策的政府性文件 。 尽管这并不意味着 中 国 没有对 中东 的外交战

略
, 同 时也反映了 中东地区形势复杂 , 制定统一外交战略和政策存在相当

多的困难这
一现实 。 但是 , 中东地区形势发生剧变的现实 ,

改革开放以来

中 国与 中东关系 日益密切 , 国际社会了解 中 国 中东外交的外部需求 , 都迫

切需要 中国将制定中长期 的中东外交战略提上议事 日程 。

中 国的 中东外交战略在内容上应包括 中东在 中国外交 中 的 战略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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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与 中东 国家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 中 国在中东的 国家利益 、 中 国中东外

交的原则和机制 、 中国在中东热点 问题上 的立场和政策等 。 受篇幅所限 ,

这里重点讨论中东的战略地位问题 。 近年来 , 逐步将中东地区从中国周边

战略延伸地区调整为中 国大周边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反映了 中东在中 国外交

全局中战略重要性的提高 。
① 但落实到具体的认识上 , 中 国仍习惯于从政

治上的战略依托 、 安全上 防范
“

三股势力
”

的屏障 、 经济上 的能源保障

和经贸利益来认识中 国在中东的利益 。 尽管这种认识并无不当 , 但却表现

出狭隘性与功利性的缺陷 。 在充分认识上述重要战略利益的基础上 , 中 国

的 中东战略应增强 以下两点认识 ：

首先 , 应从全球治理的高度看待 中东的战略重要性 。 中东 的安全与发

展问题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 , 已成为中 国履行国际责任无法规避 的

问题 , 尤其是 中国在能源 、 贸 易 、 金融 、 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外交政策都

需要中东国家的支持 。 在此背景下 ,

“

将 中 国与 中东伊斯兰 国家关系仅仅

定为中国
‘

周边战略 的延伸和大周边 战略的组成部分
’

, 显然 已不足 以反

映中国与 中东伊斯兰 国家关系的实质性内涵
”

。
？

其次 , 应从
“

大中东
”

的地缘战 略高度认识 中东 的重要性 。 在陆缘

安全层面 , 中东与中亚 、 南亚共同构成地缘政治的
“

心 脏地带
”

, 直接影

响 中 国西北的安全环境 ； 在海洋安全层面 , 中东直接关系 到 中国能源通道

的安全 以及中 国在 印度洋的 战 略利益 。 当前 , 包括 中东 、 中亚 、 南亚 的

“

大中东
”

地 区在地缘政治上的一体化趋势 日益突 出 , 美 国从 中东战略收

缩和重返东亚的战略东移 , 使 中国西北陆疆与东南海疆安全压力呈现出 同

时吃紧的态势 。
③ 因此 , 中东对于中 国安全 的重要性已 远远超过防范

“

三

股势力
”

的简单范畴 。

( 二 ) 在坚持原则的同时适度扩大对中东事务的参与

在西亚北非变局发生后 , 国际和 国 内社会都存在要求 中国加大对中东

① 方晓 ： 《
“

中 国对中 东反对派持开放态度
”
——对 中国 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的采访 》 , 载

《东方早报 》 2 0 1 1 年 5 月 2 1 日 。

② 朱威烈 ： 《试论中国 与中东伊斯兰 国 家的 战略性关系 》 , 载 《世界 经济与政治 》
2 0 1 0 年

第 9 期 , 第 7 页
。

③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 民 ： 《美 国介 人南海争端意在牵制 中 国 》
,

载 《法制 日 报 》 2 0 1 0 年 8

月 2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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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参与力度的舆论呼声 。 在国际社会突 出表现为西方乃至阿拉伯世界 的
“

中国责任论
”

, 要求国力不断增强 的 中 国为 中东 国家的 转型承担更多 的

国际责任 。 美国政要基辛格明确表示 , 作为世界最大的债权 国 , 中 国能够

发挥作用的
一

个领域是通过协助经济发展 , 实现西亚北非 的稳定发展 。
？

阿拉伯 国家的官方和 民间也有类似的诉求 ,
不仅期待中 国能提供更多的援

助 , 同时也希望 中 国能够主持正义 , 平衡乃至对抗西方对阿拉伯 国家的压

力 。 在 中国的舆论界 ,
也有

“

中国要敢于接触中东内政
”

、
？“

中方应参与

斡旋利 比亚
”

、
？
中 国应在中东

“

培育和扶持亲华 的政治势力
”④ 等要求

中 国扩大对中东事务参与力度 的思想主张 , 以更好地维护中 国在中东地 区

的海外利益 , 增强对中东事务的影响力 , 树立负责任大国的 国际形象 。

中国 中东外交 固然不会受制于国 内 外的舆论呼声 , 但在坚持中 国外交

原则的基础上 , 适度扩大对中东事务的参与力度 巳经成为 中 国必须面对 的

问题 。 中 国扩大对 中东事务的参与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第一 ,

“

不干涉内政原则
”

依然是 中 国参与 中东事务的基石 , 是 中 国

贏得中东国家信任 、 保持中国外交主动性的根本保障 。 因此 , 做公正的协

调者而不是领导者 , 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控制和主导作用 ,
是中国参与

中东事务的身份定位 。 中 国既不能充当西方的
“

外交掮客
”

,
也不要刻意

“

培育和扶持亲华的政治势力
”

,
避免 中 国 中东外交丧失 主动性和独立 自

主外交的特色 。

第二 , 创造性地理解和运用不干涉内政原则 ,
不断充实其 内涵 。 在全

球治理兴起 的背景下 , 中 国所倡导的 不干涉原则 的新 内涵应包括以下 内

容 ：

一是强调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全球化时代必然出现的多样性与 民主协商

原则 , 强调要尊重各国 自 主选择 自身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 , 反对大 国强

国把 自 己的意志和办法强加于人 。 二是提出 国际社会在情势不得巳时的有

① 《美媒称中 国 应向 中东北非 国家推 出
“

中 国版马歇尔计划
”

》 。
ｈ

ｔｔｐ ：／／ｗｏ ｒｌｄ , ｈｕａｎｑｉ
ｕ ． ｃｏｍ／

ｒｏｌｌ／ 2 0 1 1 
－

0 6 ／ 1 7 8 8 8 7 6 ．ｈｔｍｌ

② 赵 可金 ： 《 中 国 要 敢 于接 触 中 东 内 政 》 。 ｈｔ
ｔ

ｐ ：／／ｏｐｉｎ ｉｏｎ , ｈｕａｎ
ｑ

ｉｕ ．
 ｃｏｍ／ｒｏｌｌ

／ 2 0 1 1－0 2 ／

1 5 1 9 4 1 3 ． ｈ ｔｍ ｌ

③ 谷棟 ： 《 中 方 应 参 与 幹 旋 利 比 亚 》 。
ｈ ｔｔｐ ：

／／ ｏｐｉｎ ｉｏｎ , ｈｕａｎｑ ｉｕ ．ｃｏｍ／ｒｏｌｌ／ 2 0 1 1－

 0 4 ／

1 6 5 5 7 8 1
． ｈ ｔｍ ｌ

④ 吕冠军 、 甄志平 ： 《 中东北非政治乱局 中 国应有所作 为 》 。
ｈ

ｔｔｐ ：／／ｗｗｗ． ｃ ｈ ｉｎａｔｈ ｉｎｋｔａｎ ｋ．

ｃｎ／ＳｈｏｗＡｒｔｉ ｃｌｅ． ａｓｐ？Ａｒｔ ｉｃｌｅｌＤ
＝

 2 0 9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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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干预 , 须以联合国多数成员 的赞同和安理会的决议为合法性的基石 , 还

要尊重当事国政府和 民众 的意愿及 国情 。 三是 国际介 入应 当 主要是和平

的 、 合作的方式 ( 个别情况下借助经济贸易制裁的手段 ) , 最大限度地减

少武力威胁和强制实行的做法 。 四是把对此类措施的考量 , 与全球和平与

发展的大背景 、 国际变革与人类进步的趋势 、 中国与世界关系 良性互动的

总体战略等因素联系起来 。
？

第三 , 适度扩大中 国对 中东 国家的援助和投资 , 推动中东国家的经济

与社会发展 , 增强中 国对中东的影响塑造能力 。 中 国应进一步深刻认识外

援的政治功能与战略作用 ,
适 当增加对转型时期阿拉伯国家 的援助与投

资 , 同时要建立对外援助 的政治 、 经济 、 效益和环境等方面的评估机制 ,

大型援建项 目 要通过国际机构进行环境等方面 的评估 ； 在发展投资方面 ,

应力争避免粗放式经营的投资项 目 。

第 四 , 进一步增强外交斡旋 的能力 , 保持与 国际组织 、 西方大国 、 地

区组织与国家的沟通和协调 , 会 同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框架内采取

积极的预防性外交 , 加大对解决 中东热点问题的参与力度 , 发挥劝谈 、 促

和的建设性作用 , 维护 中东地区 的安全与稳定 。 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 , 中

国既
“

要敢于向 当事国提出符合 国际道义的更 为可行 的具体解决方案
”

；

又要
“

继续遵循决不强加 于人的 主权原则 , 处理好不干涉 内政与建设性

介人的关系
”

。
？

第五 ,
坚持多边与双边并重 ,

继续稳妥推进中 国 与中东国家关系 的发

展 。 此次中东剧变将进一步凸显阿拉伯 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 , 利

用中阿合作论坛统筹中阿关系 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强 ,
因此在进一步加强中

阿合作论坛机制建设的基础上 , 应加强对阿拉伯 国家差异性的认识 , 并开

展有针对性的双边合作 。 在阿拉伯世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 , 中 国应在加强

与阿盟 、 非盟等地区组织协调的基础上 ,
要重点加强与海合会战略对话机

制的建设 ,
要根据中东 国家形势变化有针对性地调整与相关国家的关系 ,

要重点加强与埃及 、 沙特阿拉伯 、 土耳其 、 伊朗 、 以色列等地区大国的 沟

① 王逸舟 ： 《 中 国外交十特 色
——兼论对外交研 究的启示 》 ,

载 《世界经 济与政 治 》 2 0 0 8

年第 5 期 , 第 1 5 页 。

② 刘中 民 ： 《关于加强 中 国热点外交的若干对策思考 》 ,
载 《东北 亚论坛 》 2 0 1 0 年 第 1 期 ,

第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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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 协调与合作 , 确保 中国与 中东国家关系 的平稳过渡 。

第六 , 要加强中国 中东外交主体的多元化 、 外交渠道的多样化和多层

次化 , 尤其是要加强与中东国家政治反对派的接触 。 在过去的中 国中东外

交中 , 外交主体单
一和外交渠道相对匮乏的缺陷 , 制约了 中 国与 中东国家

关系 的立体化发展 , 导致中 国与 中东国家的政治反对派 、 伊斯兰组织等力

量的接触相对不足 ,
不利于中国对中东国家形势变化的及时应对 。 在中东

发生政治变革 的背景下 , 与政治反对派打交道将成为中 国外交无法 回避 的

问题 ,
而加强与 民众交往 , 致力于引导公民社会建设影响 中东 国家的政治

转型 , 已经成为美欧大 国 中东外交的重点 。 因此 , 中 国应通过加强政党 、

非政府组织 、 民间团体 、 企业 、 研究机构 、 个人等多元外交主体建设 , 通

过民间交往 、 宗教交往 、 人文交流等渠道 , 加强与 中东国家政治反对派及

其他主要社会组织的接触 , 夯实中 国中东外交的社会基础 , 应成为 中 国 中

东外交的长期任务 。

第七 , 加强中东非洲研究机构的队伍和能力建设 。 相对于西方大国的

中东非洲研究和国 内 的其他区域问题研究 ,
中 国 的中东和非洲研究存在着

研究机构数量少 、 队伍小 、 能力严重不足等缺陷 , 尤其是关于中小国家的

国别研究处于长期落后状态 。
？ 西亚北非变局发生后 , 中 国思想界和舆论

界产生的诸多对形势判断的简单 、 片面的认识 , 与中 国中东非洲研究的落

后和人才匮乏的状况有密切关系 。 因此 , 中 国应从战略高度认识中东非洲

研究的重要性 ,
国家 和社会都要加大投人力度 ,

建立和培养
一批高水平的

中东非洲研究机构和专家队伍 , 不断加强其 国际化和政策咨询能力建设 ,

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 的 中东外交 。

( 责任编辑 ： 赵俊 )

① 刘 中 民 ：
《小 国研究应提到战略髙度 》 , 载 《环球时报 》 2 0 1 1 年 4 月 1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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