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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影响遍及

全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阿拉伯世

界横跨亚、非两大洲， 占据着欧亚板块中的战略

要冲，又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中阿合作对全球有

重要影响，美国必然关注，并试图对之施加影响。

美国因素是中阿发展战略合作关系时必须面对的

客观事实。 

（一） 

美国因素在中阿关系中发挥作用始于上个世

纪 50年代。 

二战结束后，一大批亚非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获

得独立，与此同时，世界进入了两大阵营对峙的冷

战时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与苏联

结盟，并在朝鲜战争中直接与美国交手。部分阿拉

伯国家，如埃及、叙利亚和也门在 1955 年万隆会

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感召下与中

国建交，而多数阿拉伯国家则在美国的压力下与新

中国保持了距离，美国还利用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国

家中制造“恐共”和反华心理，伊拉克代表曾在万

隆会议上带头发难，攻击新中国。1958年伊拉克爆

发革命，推翻亲美的费萨尔王朝后，立即退出以美

国为首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并与中国建交，带

动了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等一批阿拉伯国家

与中国建交。1958年，当美国军舰兵临黎巴嫩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向金门炮击，牵制了美军在中

东的行动。 

由于相似的历史遭遇，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相互

同情，彼此支持。在战略上，阿拉伯国家曾是中国

反美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当中东成为

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场所之后，中国成为巴勒

斯坦解放运动和阿拉伯国家坚定的支持者，也因此

在阿拉伯国家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尽管如此，直至上个世纪 60 年代末，仍有半

数以上的阿拉伯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未能与中国

建交。1971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后，约旦、

黎巴嫩和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先后与中国建交。

1978年，阿曼与中国建交。 

冷战后，特别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爆发，巴以

达成《奥斯陆协议》，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发

生了微妙变化，包括沙特在内的最后一批与美国关

系最密切的海湾产油国与中国建交。 

事实证明，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有着很深的

历史文化渊源和共同政治基础，中阿合作关系不断

发展是必然的大趋势。但中阿关系受制于美国因

素，甚至在某些方面，美国已成为中阿关系发展中

不可逾越的障碍。 

（二） 

进入 21 世纪，世界形势的变化对中、阿、美

三方关系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 

第一，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中东不再

是两个超级大国角逐的舞台，美国完全掌握了中东

地区的主导权。经过第一次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

争，美阿关系变为主从关系，阿拉伯国家被彻底剥

夺了对美国说“不”的权利。 

第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阿拉伯国家大行其

道，并逐步发展成为无国界的、无定形的、破坏力

极大的恐怖主义组织，导致“9·11”事件的发生。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又进一步刺激了阿拉伯民众

厌美、仇美、反美的情绪。 

第三，布什政府强行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

引起阿拉伯国家反美情绪的强烈反弹。 

第四，中国的迅速发展使中美关系发生了质的

变化，美中之间不再是五十年代的“包围反包围、

封锁反封锁”的关系，也非七八十年代“利用被利

用”的关系，而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和霸权大国之

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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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中国对中东地区能源的依赖日趋增强，

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稳定的能源供应对中

国极为重要。中阿关系已远远超越政治上相互支持

的范畴。 

在新形势下，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既面临

空前的机遇，又遭遇严峻的挑战，这赋予美国因素

以全新的内涵。 

首先，实现和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确

保中东能源的稳定供应是中、美、阿三方的共同利

益所在。因此，在恢复伊拉克的稳定、实现巴以和

平、反恐等领域，三方可以进行合作。 

其次，美国已控制了中东地区的大部分油源，

对中国在这一地区谋求能源供应十分敏感，从上世

纪 90 年代起就密切监视中国的活动，中美之间在

中东能源领域已有摩擦和争斗。 

第三，处在绝对弱势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

迫切希望中国参与中东问题的解决，中国也希望为

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作出应有的贡献，而美国则竭

力将中国排除在中东和平进程之外。 

第四，中国支持美国“反恐”，但绝不支持美

国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政策。美国为从伊拉克

脱身，将不得不寻求联合国，包括中国的支持。但

是，美国对联合国索求的是帮助解套和埋单，绝不

愿意放弃伊拉克问题的主导权和独占战后重建大

蛋糕的机会。美与欧、俄、中必将发生矛盾。美国

企图借助达尔富尔问题重新夺回苏丹的石油资源，

中美在此问题上已展开几个回合的较量。 

总之，21世纪是中国和平发展和富国强民的关

键时期，也将是美国调动各种手段牵制中国发展活

动最频繁的时期。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与中东阿拉伯

国家的合作，而阿拉伯国家要实现和平、政治改革

和发展经济也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帮助。同时，美国

因素也将空前活跃。因此，中阿双方都要有清醒的

认识且制定出相宜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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