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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ꎬ 科技竞争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新边疆ꎬ
中东地区成为中美科技竞争的新舞台ꎮ 中美对中东国家的科技外交是两国整

体外交的一部分ꎬ 彰显技术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差异性ꎮ 中国将科技合作视为

发展议题ꎬ 寻求与中东所有国家形成差异化的科技合作格局ꎬ 打造包容性的

科技共同体ꎬ 以 “找朋友” 的方式组建 “发展—科技” 伙伴ꎬ 探索平等协商

的南南科技合作范式ꎻ 美国将科技合作视为安全议题ꎬ 通过与中东盟伴开展

科技合作ꎬ 形成排他性的 “小院高墙”ꎬ 以 “找敌人” 的方式组建 “安全—
科技” 复合联盟ꎬ 强化 “中心—外围” 科技产业链和供应链ꎮ 中美科技博弈

主要表现在清洁能源、 人工智能、 数字网络、 芯片技术和航空航天等 ５ 个领

域ꎮ 中国依托中阿合作论坛、 中海战略对话、 金砖合作机制等平台ꎬ 通过技

术转移帮助中东国家共同跨越 “中等技术陷阱”ꎻ 美国以美阿峰会 (１ ＋ ９)、
内盖夫论坛、 西亚版四方机制、 印欧经济走廊等非正式机制推进科技合作ꎬ
体现 “科技门罗主义”ꎮ 中美都是科技大国ꎬ 唯有超越地缘政治分歧ꎬ 才能防

止科技合作政治化、 安全化与泛意识形态化ꎬ 使科技合作成果造福中东人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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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无国界ꎬ 科技进步是人类智慧的结晶ꎮ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ꎬ 中

华民族与中东各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ꎬ 推动了人类科技进步ꎮ 在 １８ 世

纪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 (机械化革命)ꎬ 欧洲在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ꎮ
在 １９ 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 (电力化革命)ꎬ 美国、 欧洲和日本成为推动

全球科技创新的 “三驾马车”ꎮ 在 ２０ 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阶段 (信息化革

命)ꎬ 美国巩固了全球科技领导权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第四次工业革命蓄势待发ꎬ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科技文明的进步既迎来战略机遇ꎬ 又面临大国战略竞争的

挑战ꎮ
美国将科技霸权视为全球领导权的关键ꎬ 将科技竞争视为大国战略竞争

的主线ꎬ 不允许任何力量挑战美国的全球科技领导权ꎮ 一方面ꎬ 美国遏制外

部战略竞争对手、 防止其挑战美国科技霸权ꎻ 另一方面ꎬ 美国防范内部盟伴

在高科技领域对其构成挑战ꎮ 冷战时期ꎬ 美国发起并促成建立了巴黎统筹委

员会ꎬ 阻止苏联的科技发展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美国又通过 “广场协议” 对

日本发动科技冷战ꎬ 迫使日本购买更多的美国高科技产品ꎮ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ꎬ 特

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后ꎬ 马斯克要求为其航天企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 (ＳｐａｃｅＸ) 提供零部件的中国台湾地区供应商搬到美国ꎬ 旨在实现科技

产业链回流ꎮ①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ꎬ 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不断加码ꎬ 已经对全球政治格

局和高科技产业链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是霸权护持的产物ꎬ
是美国实力衰落引发地位焦虑的结果ꎬ 其大致经历了中美双边竞争的第一阶

段、 美国联合印太和欧洲盟友对华科技竞争的第二阶段ꎬ 以及美国联合伙伴

在 “全球南方” 对华科技竞争的第三阶段ꎮ 在第三阶段ꎬ 美国对华科技竞争

已拓展至中东、 非洲和拉美等 “全球南方” 地区ꎬ 阻止中国与 “全球南方”
国家的科技合作、 维护美国的科技霸权成为特朗普新政府的主要目标ꎮ 正

如华盛顿中东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ꎬ 中东地区将成为中美科技竞争的

“新舞台”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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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中美双边科技竞争的战略目标、 制度设计和手段

选择①ꎬ 分析美国如何在印太地区和欧洲与盟伴合作ꎬ 通过构建芯片联盟、 人

工智能研发联盟和数字联盟等方式ꎬ 以达到全面扼杀中国的科技进步之目

的ꎮ② 在政策层面ꎬ 拜登政府曾在中东、 非洲和拉美拉拢一些安全伙伴ꎬ 以制

裁和援助的双重手段迫使其盟伴加入美国主导的高科技供应链ꎬ 从而削弱中

国与其他 “全球南方” 国家的高科技产业链合作ꎬ 但这方面的研究尚不深

入ꎮ③ 总体来看ꎬ 美国在印太和欧洲对华科技竞争ꎬ 主要依托正式的联盟体系

而展开ꎻ 在中东和其他 “全球南方” 地区ꎬ 美国对华科技竞争则主要表现为

美国安全战略与中国发展战略的博弈ꎮ 针对这种策略和模式的差异ꎬ 学者的

相关前瞻性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ꎮ 现有研究成果大多采用定性研究方法ꎬ 也

有少数学者运用定量研究与数据模型方法ꎬ 增强了中美科技竞争实证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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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ꎬ 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２２ ~ ５８ 页ꎻ 余南平、 张翌然: «国际关系演变的技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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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越南为例»ꎬ 载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２６ ~ ３９ 页ꎻ 邢瑞利: «地位寻求、 角色塑造与

印度应对中美科技竞争的逻辑»ꎬ 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５３ ~ ８９ 页ꎻ 李晨: «大国竞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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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ꎮ① 鉴此ꎬ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 运用比较研究方法ꎬ 分析中美

对中东国家科技外交的不同模式ꎬ 探讨其在理念逻辑、 制度设计和实践路径

上的差异性ꎬ 并对未来中美加强在科技领域的战略对话、 促进在中东的第三

方市场科技合作提出了对策建议ꎮ

一　 技术逻辑还是政治逻辑: 中美对中东国家

科技外交的不同模式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各国间互动日益频繁ꎬ 外交类型日益丰富ꎮ 外交部门与科

技部门相互配合ꎬ 推动了 “科技外交” 的兴起ꎮ “科技外交” 系指以领导人、
外交机构、 科技部门和科技企业为主体ꎬ 以促进科技进步、 推动经济和社会

可持续发展为宗旨ꎬ 以互惠互利、 共同发展为原则而开展的谈判、 访问、 建

立研究机构、 开展多边或双边科技合作与交流ꎮ② 中美在科技领域所处的发展

阶段不同ꎬ 科技实力不同ꎬ 科技外交的模式也不同ꎮ
(一) 中美两国科技与外交互动关系的差异性

中美科技外交的共同之处在于利用 “组合拳” 形成集成效应ꎬ 打造各具

特色的 “科技举国体制”ꎮ 就美国而言ꎬ 冷战时期ꎬ 美苏安全博弈促使美国形

成了一个以国防部为核心的安全导向性联盟ꎻ 冷战后期ꎬ 美日经济博弈形成

了一个以商务部为核心的发展导向性联盟ꎻ 新时期ꎬ 美国受到来自中国崛起

的经济与安全双重压力ꎬ 故在科技竞争过程中形成安全—发展复合联盟ꎬ 建

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ꎮ③ 就中国而言ꎬ 科技进步需要政府、 行业、 研究机构和

企业等多元主体齐心协力、 共同推进ꎬ 政府与社会、 国家与企业在推动科技

创新方面相互配合ꎬ 全社会力量参与ꎬ 使科技外交成为国家整体外交的一

部分ꎮ
从科技与外交的互动来看ꎬ 中国主张政府为国际科技合作保驾护航ꎬ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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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是手段ꎬ 科技合作是目的ꎮ 在科技创新过程中ꎬ 中国坚持 “新型举国体

制”ꎬ 利用一切资源ꎬ 调动各方积极性ꎬ 实现联合攻关ꎬ 帮助科技行业与科技

企业拓展国际合作ꎮ 中国特色的科技外交强调政府引导、 市场主导、 上下联

动、 官民并举ꎬ 做到产学研用相结合ꎬ 旨在提高国际科技合作的效率ꎬ 提升

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ꎮ 中共十八大以来ꎬ 中国把科技强国战略作为

“十三五” 和 “十四五” 规划的重点ꎬ 出台了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ꎬ 科技部以及

工业和信息化部分别制定了相关法规ꎬ 为中国科技企业 “出海” 出谋划策ꎬ
促进中国的科技强国建设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国务院出台了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ꎬ 推动产业向绿色、 智能、 高附加值的方向转型ꎮ 中国政府努力为高科技

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穿针引线”ꎮ
从科技资源多寡与国际科技合作水平来看ꎬ 美国具有存量优势ꎬ 中国具

有增量优势ꎮ 在科技与外交的互动关系中ꎬ 美国拥有丰富资源ꎬ 在科技竞争

中处于攻势ꎻ 中国受限于科技资源ꎬ 处于守势ꎬ 但是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快速

崛起ꎬ 令美国担心其正在失去全球科技主导权ꎮ 目前ꎬ 在 １５１ 个重点科技领

域中ꎬ 美国在 ８０ 个领域居首位ꎬ 在全球芯片设计市场占有率高达 ６８％ ꎮ 美国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ＣＳＩＳ) 的研究报告指出: 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能

力取决于其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主导地位ꎻ 美国只有确保科研创新能力始终

遥遥领先于任何其他国家ꎬ 才能保持全球霸权地位ꎮ① 在 ２０２４ 年全球创新指

数排名前 １５ 位的国家中ꎬ 中国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ꎬ 而其他都是美国的盟

伴ꎬ 美国不允许自己的战略竞争对手超越自己ꎮ
然而ꎬ 中美利用 “组合拳”、 推动科技外交的动机不同ꎮ 美国主张科技为

大国战略竞争服务———科技合作是手段ꎬ 国家战略是目的ꎮ 第四次工业革命

对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产生重大影响ꎬ 美国从霸权护持的角度提前进行

布局ꎬ 维护科技主导权ꎮ ２０１７ 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２０１８ 年 «美国

国防战略报告»、 ２０２２ 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以及 ２０２３ 年的 “新华盛

顿共识”ꎬ 都把大国战略竞争放在首位ꎬ 认为科技竞争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重中

之重ꎮ ２０１９ 年ꎬ 特朗普政府出台 «美国人工智能计划»ꎻ ２０２０ 年美国两党议

员提出了 «无限边疆法案» (Ｅｎｄｌｅｓ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Ａｃｔ)ꎮ 美国从权力转移的视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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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和公司实施精准打击ꎬ 阻止中国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

权ꎬ 特别是科技领导权ꎮ① ２０２１ 年ꎬ 根据 «国家人工智能计划法案»ꎬ 白宫科

学技术政策办公室 (ＯＳＴＰ) 成立国家人工智能计划办公室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ｆｆｉｃｅ)ꎻ 美国国防部也从国家安全的需要出发ꎬ 制定了

２０２３ 年版 «数据、 分析和人工智能采用战略» (Ｄａｔａꎬ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ꎬ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ꎮ

美国的科技外交也主张政府牵头、 部委统筹、 政企协调ꎬ 但更多是从大

国战略竞争的总目标出发ꎮ 一方面ꎬ 美国政府帮助其国内企业提高高端芯片

制造能力ꎬ 增强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ꎬ 助力英伟达、 谷歌、 脸书、 苹果、 甲

骨文、 因特尔和赛灵思 (Ｘｉｌｉｎｘ) 等高科技公司提高国际竞争力ꎮ 美国政府根

据 «芯片与科学法案»ꎬ 斥资 ２ ０００ 亿美元支持科学研究ꎮ 拜登担任美国总统

后ꎬ 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与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 (ＮＳＴＣ) 在不到两年时

间内就发布了 ２４ 份科技战略计划ꎮ② 另一方面ꎬ 美国全方位打压美国高科技

公司的竞争对手ꎮ 在美国看来ꎬ 其长期坚持的 “小政府、 大社会” 治国理念

不利于新形势下维护在全球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ꎬ 故以法律、 财政、 进出口

管制、 胁迫等综合手段打压中企以及与中国合作的国际企业ꎮ 美国反对不正

当国际竞争ꎬ 却违反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压制异己ꎬ 把本国高科技

企业作为美国霸权护持的工具ꎮ
(二) 中美两国技术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差异性

中美对中东的科技外交背后逻辑不同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以开放的心

态开展国际科技交流ꎬ 政府积极推动中美科技合作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两国高科

技行业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ꎬ 如美国高通、 博通、 美光、 英伟达等芯

片公司的收入约 ５５％ ~ ６５％ 来自中国ꎮ③ 中国从技术逻辑的视角看待与中东

国家开展的科技合作ꎬ 认为科技是 “低政治议题”ꎬ 是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

的关键要素ꎮ ２０２３ 年ꎬ 中国科技部发布的 «国际科技合作倡议» 从 “低政

治” 的视角看待科技进步ꎬ 倡导 “崇尚科学、 创新发展、 开放合作、 平等包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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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团结协作和普惠共赢” 等理念ꎮ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ꎬ 中国紧紧抓

住发展机遇ꎬ 促进产业升级转型ꎬ 打造高科技、 高效能、 高质量的新质生产

力ꎬ 建设科技强国ꎮ 中国的科技合作理念受到各国的普遍欢迎ꎮ 在 “５Ｇ” 标

准专利方面ꎬ 华为、 中兴等中资企业占全球 “５Ｇ” 总声明专利量超过 ３０％ ꎬ
处于全球领先地位ꎮ① 中国从技术的层面看待国际科技合作ꎬ 认为全球科技产

业分工越细ꎬ 成本越低ꎬ 越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ꎮ
与中国不同ꎬ 美国从政治逻辑的视角看待国际科技合作ꎬ 认为科技是国

家权力的核心构成要素ꎬ 是 “高政治议题”ꎬ 是国际政治斗争的关键领域ꎮ 美

国从政治逻辑看待国际科技合作ꎬ 认为国际科技合作是大国科技竞争的产物ꎮ
拜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 (Ｊａｋｅ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曾指出ꎬ 技术与政

治密不可分ꎮ 一方面ꎬ 技术进步可以促进全球民主化ꎻ 另一方面ꎬ 如果技术

为集权政治家所利用ꎬ 将会沦为窃听、 监视、 审查和压制数以亿计公民的工

具ꎮ 他认为ꎬ 站在新的十字路口ꎬ 美国必须在高科技领域继续引领世界、 强

化全球领导力ꎬ 应对中国科技崛起的挑战ꎮ② 中美原本可以在高科技领域加强

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ꎬ 但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政治逻辑代替了高科技合作

的技术逻辑ꎬ 刻意赋予技术进步以 “人权” “自由” 等意识形态色彩ꎬ 人为

制造对立ꎬ 导致中美科技合作日益困难ꎬ 科技竞争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

争的重点ꎮ
中东是大国重要的科技应用市场ꎮ 大国对中东战略重视程度提高ꎬ 加剧

对中东的争夺或合作力度ꎬ 中东作为全球战略竞争 “中间地带” 的地位更加

凸显ꎮ③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 美国对中东的科技外交ꎬ 坚持科技为大国战略竞争

服务ꎬ 科技合作是手段ꎬ 霸权护持是目的ꎻ 中国对中东的科技外交ꎬ 坚持科

技为民生服务ꎬ 科技合作是手段ꎬ 帮助中东国家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

代化是目的ꎮ ２０１０ 年底 “阿拉伯剧变” 爆发以来ꎬ 众多中东国家失业率长期

维持在 ２５％ ~２６％的高水平④ꎬ 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ꎮ 为减少失业率ꎬ 各国

政府不得不扩大公共部门编制以增加就业机会ꎮ 在沙特ꎬ ２ / ３ 的毕业生在政府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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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工作ꎻ 在约旦ꎬ 超过一半的毕业生成为政府公务员ꎮ 然而ꎬ 这种做法导

致政府官僚机构臃肿ꎬ 限制了经济活力ꎬ 加重了财政负担ꎮ 为拉动经济增长、

扩大就业ꎬ 中东各国积极依靠科技进步ꎬ 希望以产业转型带动高质量经济增

长ꎬ 为社会带来红利ꎮ 据估计ꎬ １０ 年时间里ꎬ “５Ｇ” 技术有望为海合会国家

带来 ２ ７３０ 亿美元的财政收入ꎮ① 中东各国均制定了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ꎬ 如

阿联酋成立了人工智能部ꎬ 沙特成立数据与人工智能局 (ＳＤＡＩＡ)ꎬ 约旦推出

«数字经济战略 ２０２５»ꎬ 伊朗推出 “七五规划” 等ꎬ 中资高科技企业成为中东

国家重要合作伙伴ꎬ 阿里巴巴、 华为、 华大基因、 字节跳动、 腾讯等加大了

对中东国家的科技投资ꎬ 集中体现了 “技术促经济发展” 和 “技术促社会进

步” 的技术逻辑ꎮ

然而ꎬ 美国从政治逻辑出发ꎬ 对反美国家的遏制政策和对亲美国家的胁

迫政策ꎬ 导致中国与中东国家高科技合作面临难题ꎮ 一方面ꎬ 美国滥用 “长

臂管辖”ꎬ 对伊朗、 叙利亚、 也门等所谓 “反美国家” 实施全方位制裁ꎬ 导致

中国高科技企业考虑到地缘政治风险ꎬ 几乎全部撤出这些市场ꎬ 阻断了中国

与中东国家高科技产业链ꎬ 也限制了中国高科技公司助力上述国家现代化的

能力ꎮ② 另一方面ꎬ 美国把中东盟伴视为自己的 “势力范围”ꎬ 坚持 “科技门

罗主义”ꎬ 反对中国与以色列、 土耳其、 埃及、 约旦、 摩洛哥和海湾阿拉伯国

家进行高科技合作ꎬ 造成多个民生项目搁浅ꎮ ２０２２ 年ꎬ 拜登访问沙特、 出席

美国—阿拉伯峰会时指出ꎬ 美国政府不希望看到中国填补美国抽身中东后留

下的权力真空ꎮ 美国将向沙特提供 “５Ｇ” 和 “６Ｇ” 技术ꎬ 帮助沙特和平利用

核能与太阳能ꎬ 向沙特提供先进武器ꎬ 确保沙特和美西方国家建立更具有韧

性的高科技供应链ꎮ③ 美国的 “长臂管辖” 政策阻碍了中国在中东与 “反美”

国家和 “亲美” 国家的科技合作ꎬ 也削弱了中东国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抓

住发展机遇、 实现科技创新的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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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ｎ Ｌ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ꎬ
Ｉｓｔｉｔｕｔｏ Ａｆｆａｒ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ｉ (ＩＡＩ)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１０

孙德刚、 杨影淇: «论当前美国中东政策中的折衷主义»ꎬ 载 «国际观察»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７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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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美对中东国家的科技外交比较分析

特点 中国对中东国家的科技外交 美国对中东国家的科技外交

合作动力 科技为民生服务 科技为大国战略竞争服务

隐性逻辑 技术逻辑 政治逻辑

总体定位 低政治议题 高政治议题

合作路径 自下而上的地缘经济合作 自上而下的地缘政治合作

合作导向 互利共赢的发展导向 霸权护持的安全导向

合作模式
去中心化的 “网络型” 科技合作

模式

美国主导的 “中心—边缘” 科技合

作模式

合作目的
与中东所有伙伴建立 “科技共同

体”
与盟伴建立 “小院高墙” 式 “科技

—民主” 联盟

合作机制

中阿合作论坛、 中非合作论坛、 上

海合作组织、 金砖合作机制、 中国

与海合会战略对话等包容性合作

机制

技术民主国家集团 (Ｔ１２)①、 美阿

峰会 ( １ ＋ ９ )、 印 欧 经 济 走 廊

(ＩＭＥＣ)、 西亚版四方机制 ( Ｉ２Ｕ２)
等排他性非正式机制

合作领域 物理世界、 数字世界和生物世界 物理世界、 数字世界和生物世界

重点议题

“５Ｇ” 网络、 海底光缆、 电动汽车、
人工智能、 航空航天、 生物制药、
清洁能源、 大数据等

“５Ｇ” 网络、 人工智能、 芯片技术、
航空航天、 生物制药、 清洁能源、
大数据、 量子计算等

重点国家
以色 列、 阿 拉 伯 国 家、 土 耳 其、
伊朗

以色列、 海合会国家、 土耳其

　 　 资料来源: 笔者归纳与总结ꎮ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 当中国的技术逻辑遭遇美国的政治逻辑ꎬ 中美的科技

摩擦与竞争就难以避免ꎮ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ꎬ 政府不断帮助企业提高

科技能力ꎬ 通过国际科技合作倒逼企业在国内的创新发展ꎬ 推动了中国高科

技公司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不断实现 “从 ０ 到 １” 的技术突破ꎬ 如华为、
联想、 百度、 腾讯、 字节跳动、 阿里巴巴、 中芯国际、 中核、 比亚迪、 大疆、
道通智能、 中车、 宇树、 深度探索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等一大批中资企业脱颖而出ꎮ
在美国步步紧逼、 对华科技打压不断加码的情况下ꎬ 中国政府被迫做出相应

反制措施ꎬ 包括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宣布加强对镓 (中国占全球 ９８％ 的份额) 和锗

(中国占全球 ６８％ 的份额) 的出口管制ꎮ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 (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４９

① 技术民主国家集团主要成员包括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荷兰、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加

拿大、 澳大利亚、 以色列、 印度等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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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ｒｖｅｙ) 估算ꎬ 如果美国上述两种关键矿产供应减少 ３０％ ꎬ 将造成 ６ ０２０ 亿美

元的损失ꎬ 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 １％ ꎮ① 这进一步加剧了 “中国科技威胁

论” 在美国的传播与误导ꎮ 实际上ꎬ 中国无意与美国开展科技竞争ꎬ 也反对

以 “竞争” 来定义中美科技关系ꎻ 中国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坚持 “有理、 有利、
有节” 的原则ꎬ 仅停留在技术层面ꎬ 旨在敦促美国放弃国际科技合作政治化、
安全化和泛意识形态化的做法ꎮ

二　 发展议题还是安全议题: 中美对中东国家

科技外交的理念差异

　 　 中美均高度重视科技的重要作用ꎬ 但是理念不同ꎮ 美国对中东国家开展

科技外交ꎬ 着眼于安全ꎬ 把中东视为 “战场”ꎬ 认为占领科技制高点是国际权

力斗争和大国战略竞争的需要ꎻ 中国对中东国家开展科技外交ꎬ 着眼于发展ꎬ
把中东视为 “市场”ꎬ 认为这是国际经济发展和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的需要ꎮ
(一) 中美对中东国家科技外交中的发展议题与安全议题

坚持以发展为导向ꎬ 是中国对中东国家科技外交的出发点ꎮ 中国和中东

国家强调 “全球南方” 国家拥有技术主权ꎬ 应建立自己的自主科技体系ꎬ 反

对美国技术垄断和技术霸权ꎮ 中国和中东国家同属 “全球南方”ꎬ 认可 “科学

无国界、 科技无边界” 理念ꎬ 认为科技成果应造福全人类而不应该被安全化

和政治化ꎬ 不应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ꎮ 中国对中东国家的科技外交ꎬ 旨在通

过智能发展和绿色发展实现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产业转型ꎬ 以科技进步带

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ꎮ ２０２３ 年中国发布的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 提出

的主要理念就是 “以人为本、 智能向善”②ꎮ 中国站在全人类共同福祉的高

度ꎬ 增强人类权益ꎬ 促进人类文明进步ꎬ 助力绿色发展、 高质量发展和可持

续发展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以中国为代表的 “全球南方” 国家实现群体性崛起ꎬ 并不

５９

①

②

Ｇｒａｃｅｌｉｎ Ｂａｓｋａｒａｎ ａｎｄ Ｍｅｒｅｄｉｔｈ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ꎬ “Ｆｒｏｍ Ｍｉｎｅ ｔｏ Ｍｉｃｒｏｃｈｉｐ: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Ｒｉｓｋｓ ｉｎ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ＣＳＩＳ Ｂｒｉｅｆｓ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４ꎬ ｐ １

武芳: «科技向善: 中国全球人工治理倡议的核心要义与理论价值»ꎬ 载 «和平与发展»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３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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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强化共同体意识ꎬ 突出表现在中国积极参与共建金砖合作机制中ꎮ 扩容后

的 “大金砖国家” 人口约占世界的 ４６％ ꎬ 领土约占世界的 ３５％ ꎬ 经济总量约

占全球的 ３８％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ꎬ 三项指标均超过了西方七国集团和欧

盟①ꎬ 这一趋势引起了美国的不安ꎮ 从美国的视角来看ꎬ 科技实力、 军事实力

和经济实力三位一体ꎬ 成为国家硬实力的重要指标ꎬ 是大国构建国际安全架

构的关键要素ꎮ② 美国战略学界普遍认为ꎬ 中国有个 “百年马拉松” 战略ꎬ
其目标是代替美国ꎬ 成为国际秩序的领导者ꎻ 今日中美战略竞争ꎬ 与二战时

期的美德和美日竞争、 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一样ꎬ 是全方位、 系统性、 长期

性竞争ꎮ③ 中国的科技进步自然被美国部分反华政客所利用ꎮ
由上文可见ꎬ 美国从安全的角度看待国际科技合作ꎮ 在中东ꎬ 美国将全

球科技联盟建设视为一项安全议题ꎬ 主要是担心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ꎬ 不

断推进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科技交流ꎬ 瓦解美国与中东国家形成的不对称性

“中心—边缘” 科技供应链关系ꎮ 为了保持技术垄断地位ꎬ 美国在中东国家推

行 “科技门罗主义”ꎬ 确保中东盟伴特别是海合会国家、 土耳其和以色列成为

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应用市场ꎬ 确保美国占据高科技的最顶端ꎮ
半导体是电子设备中至关重要的矿物密集型组件ꎬ 对现代经济发展至关

重要ꎬ 也是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核心领域ꎮ 美国及其盟伴日本、 韩国和中国

台湾地区的半导体公司销售额约占全球的 ８４％ ꎮ 美国借助这一显著优势构建

半导体联盟ꎬ 试图把中国排除在半导体研发、 设计、 生产和销售的价值链之

外ꎮ 实际上ꎬ 美国对华科技竞争并不指望改变中国的政策ꎬ 而是希望通过盟

伴形成的科技联盟阻止中国的快速科技进步ꎬ 继续维持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

领导权ꎮ④ 然而ꎬ 美国认为ꎬ 其半导体生产的关键矿产 (镓、 锗、 钯和硅)
供应链依赖中国和俄罗斯ꎬ 从而带来风险ꎬ 维护这些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安全ꎬ
对美国芯片制造引领全球至关重要ꎮ 因此ꎬ 美国必须在包括中东在内的全球

６９

①

②

③

④

徐飞彪: « “大金砖合作” 前景评估及可能的出路»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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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域ꎬ 重构高科技供应链和生产链ꎬ 占有关键矿产资源ꎬ 打造美国领导下

的全球科技联盟ꎮ
(二) 美国渲染中国在中东的 “科技威胁论”
中美在中东科技竞争ꎬ 是发展议题还是安全议题的理念之争ꎬ 表现为包容

性科技共同体还是排他性科技联盟的话语权之争ꎮ 美国大肆渲染 “中国科技威

胁论”ꎬ 强调中国的科技公司进入中东将对中东地区的公民隐私、 国家数据安全

以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成威胁ꎬ 企图以此阻碍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科技合作ꎮ
第一ꎬ 美国渲染中国高科技企业所谓 “不正当竞争行为”ꎮ 在亚太和欧洲

地区ꎬ 美国通过强势话语ꎬ 渲染所谓中国 “以市场换技术” 为诱饵ꎬ 强迫外

国企业技术转移①、 强化科技主权ꎮ 中国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种编造的谎言和

政治抹黑ꎮ 在中东地区ꎬ 美国高官敦促中东盟伴提高警惕ꎬ 谎称中国高科技

公司以贿赂的方式竞标中东高科技项目、 非法窃取商业机密等行为ꎮ 实际上ꎬ
中资公司一直遵守中东国家法律法规ꎻ 相反ꎬ 中东国家对美国推行科技霸权

主义和技术殖民主义保持警惕ꎬ 认为美国企业通过高科技垄断赚取高额利润ꎬ
把中东中小国家作为美国倾销科技产品的市场ꎬ 甚至认为美国的技术垄断阻

碍了中东国家技术进步ꎮ
第二ꎬ 美国通过 “民主” 与 “集权” 二分法ꎬ 将全球所谓志同道合的盟

伴打造成高科技产业链联盟ꎬ 对抗所谓 “技术集权主义” 阵营ꎮ② 然而ꎬ 在

中东地区唯一符合美国民主标准的就是以色列ꎻ 伊朗、 埃及、 土耳其、 海湾阿

拉伯国家等往往都被贴上了 “集权主义” 或 “贵族政治” 的标签ꎬ 美国的价值

观外交在中东形成了一种反噬ꎮ 美国将中国与中东国家这种 “强政府、 弱社会”
的科技治理模式视为一种 “集权主义” 科技发展模式ꎬ 认为其在价值观上挑战

了西方 “弱政府、 强社会” 的科技发展模式ꎬ 甚至认为中国和中东国家形成了

一种 “集权主义” 叙事ꎬ 颠覆了西方普世价值观和国家治理模式ꎮ③ 中国反对

７９

①

②

③

Ｌ Ｂｒａｎｓｔｅｔｔｅｒ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 － －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ｔｏ Ｄｏ Ａｂｏｕｔ Ｉｔ ”ꎬ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１８ － ２３

欧盟一项智库研究报告显示ꎬ 实际上美国、 以色列、 意大利、 德国、 法国和英国等都向中东

国家出售了各种监听技术和设备ꎮ Ｓｅｅ Ｍａｎｕｅｌ Ｌａｎｇｅｎｄｏｒｆ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ｏ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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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１６

Ｊｕｌｉａ Ｇｕｒｏｌꎬ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Ｎａｒｒａｔ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２０２３ꎬ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９３ / ｉａ / ｉｉａｃ２６６ꎬ ２０２４ － １１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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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西方民主标准引入国际科技合作领域ꎬ 认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性不

应成为阻碍各国科技交流与合作的障碍ꎮ 中方强调ꎬ 中国和中东国家同属

“全球南方”ꎬ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 “全球南方” 国家推动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

的重要途径ꎮ 事实上ꎬ 美国政府拉拢盟伴、 全方位打压战略竞争对手ꎬ 强迫

国内高科技企业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与特定国家或特定公司 “脱钩断链”ꎬ
证明美国才是 “技术集权主义” 的实践者ꎮ

第三ꎬ 美国指责中国利用美国的高科技推动 “信息战”ꎬ 实现指挥、 控

制、 通讯和算力现代化ꎬ 形成一流的军事情报和侦察能力ꎮ 美国提出 “清洁

网络计划”ꎬ 指责中国利用网络间谍窃取美国的军事和民用技术ꎬ 甚至危言耸

听地指出ꎬ 美国每年因其他国家的针对性情报窃取行动损失 ３ ０００ 亿美元ꎬ 而

其中 ８０％的窃取行动是由中国发起的ꎮ① 然而ꎬ 美国截至目前未能拿出有效

的证据ꎬ 相反中国则向国际社会展示了美国网络攻击中国高校的铁证ꎮ ２０２２
年ꎬ 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 «西北工业大学遭美国 ＮＳＡ 网络

攻击事件调查报告»ꎬ 溯源至美国国家安全局ꎮ② 中国政府反对美国采用虚假

宣传、 迫使中东国家疏远中国高科技公司的策略ꎮ
第四ꎬ 美国提出 “市场经济” 与 “非市场经济” 二分法ꎬ 渲染 “非市场

经济威胁论”ꎮ 美国无端指责中国是 “非市场经济国家”ꎬ 推动军民融合ꎬ 侵

犯用户隐私和国际知识产权ꎬ 威胁数据安全ꎬ 以 “数字丝绸之路” 为由打造

科技强国ꎬ 并以此为借口对大疆、 商汤、 华为等高科技公司进行打压ꎬ 甚至

和欧洲盟国建立 “贸易和技术委员会”ꎬ 即类似于冷战时期针对社会主义阵营

的 “巴黎统筹委员会”ꎮ③ 中国强调任何国家不得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定ꎬ 不得

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ꎻ 美国的做法与自己所宣扬的 “自由主义国际秩

序” 和 “市场经济” 伦理背道而驰ꎮ

８９

①

②

③

Ａｌｆｒｅｄｏ Ｔｏｒｏ Ｈａｒｄｙꎬ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ꎬ ＧＬ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 ５２１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５

«西北工业大学遭美国 ＮＳＡ 网络攻击: 美方逐步渗透、 长期泄密»ꎬ 载央视网: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２７ / ＡＲＴＩ１ＹｊＵＣＡｚｃｉＫＡｓＮＱｓｙ１Ｒｘｄ２２０９２７ ｓｈｔｍｌ? ｓｐｍ ＝ Ｃ９６３７０ ＰＰＤＢ２ｖｈｖＳｉｖＤ ＥＪ
Ｈｗｇ９ｔ６ＦｒＭ７ １％ ＥＦ％ ＢＣ％ ９Ｂ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０５ / ＡＲＴＩＲｐｖ９ｆＡｓＩｙｆＭ６ＷｒＷｕｋｄｚＵ２２０９０５
ｓｈｔｍｌ％ＥＦ％ＢＣ％９Ｂ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ｎ / ｔｅｃｈ /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２７ / ｄｅｔａｉｌ － ｉｍｑｑｓｍｒｐ０６４０８４１ ｄ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４ －
１１ －２２ꎮ

黄日涵、 高恩泽: « “小院高墙”: 拜登政府的科技竞争战略»ꎬ 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４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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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制度包容还是制度竞争: 中美对中东国家

科技外交的制度差异

　 　 在对中东国家科技外交过程中ꎬ 中美均主张建立多边机制ꎬ 但是双方建

章立制的方式不同ꎮ 中国主张形成包容性的 “大家庭”ꎬ 美国主张建立排他性

的 “小集团”ꎻ 中国主张制度包容ꎬ 美国主张制度竞争ꎮ 中国在多边科技合作

机制中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ꎻ 美国建立科技多边合作机制主要表现在 ３
个领域———供应链领域、 基础设施领域和科技领域ꎮ 一是在供应链领域ꎬ 举

办全球供应链弹性峰会ꎬ 成立美欧高级别贸易和技术委员会ꎬ 打造印太经济

框架ꎻ 二是在基础设施领域ꎬ 重启 “蓝点网络计划” “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
“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 等诸多项目ꎻ 三是成立 “技术民主 １２
国集团”ꎬ 形成美日印澳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等小团体ꎮ① 美国对华制度竞

争主要包括准备阶段和实施阶段ꎮ
(一) 美国对华制度竞争的准备阶段

在准备阶段ꎬ 美国以 “防守” 与 “进攻” 双重手段从制度上遏制中国的

高科技公司ꎮ 从 “防守” 策略来看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美国发起制定了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 (ＯＥＣＤ) 人工智能规则ꎬ 超过 ４０ 个国家宣布接受这一规则ꎻ 同年ꎬ
美国与 ３２ 个国家一道制定 «布拉格提案»ꎬ 在全球范围内排挤中国的 “５Ｇ”ꎻ
美国随后在美英澳奥库斯集团 (ＡＵＫＵＳ)、 西方七国集团 (Ｇ７)、 美日印澳四

方机制、 美英澳新加五眼联盟等多边机制中ꎬ 以安全为由ꎬ 加强美国盟伴在

高科技领域的研发合作ꎬ 将中国高科技产品排除在采购清单之外ꎮ② 从 “进
攻” 策略来看ꎬ ２０２１ 年ꎬ 美国拜登政府酝酿成立技术民主 １２ 国集团ꎬ 与所谓

“志同道合” 的 “高科技民主国家” 形成技术集团ꎬ 对抗所谓的 “科技集权

国家”ꎮ 这 １２ 国都是全球的科技大国和关键领域的科技强国ꎬ 分别是北美的

美国和加拿大ꎬ 欧洲的英国、 法国、 德国、 芬兰和瑞典ꎻ 亚太地区的澳大利

亚、 日本和韩国ꎬ 南亚地区的印度以及西亚的以色列ꎬ 它们具有较强的地区

９９

①

②

杨慧: «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的逻辑路径与结构效应»ꎬ 载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５３ 页ꎮ

黄钊龙、 韩召颖: «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解析»ꎬ 载 «求是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７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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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ꎮ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ꎬ 美国拜登政府发布行政命令ꎬ 对在敏感领域内的美国

对华投资进行审查ꎬ 涉及半导体、 微电子、 大数据、 人工智能、 量子计算等

领域ꎮ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ꎬ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宣布将 ６ 家中国公司、 １ 家埃

及公司和 ３ 家阿联酋公司新增至被制裁的 “实体清单”ꎬ 理由是这些中国与中

东国家的公司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律ꎬ 威胁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利益ꎮ① 中东

是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薄弱地区ꎬ 因为绝大部分美国的中东盟伴不愿意加入

遏华联盟、 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ꎬ 认为这既不符合道义ꎬ 也违反国际法ꎮ
美国商务部通过 “实体清单”ꎬ 实施许可证制度ꎬ 公布制裁的中国公司名单

(如华为、 大疆、 曙光、 海光、 旷世、 中核等)ꎬ 特朗普时期还援引美国贸易

法 “３０１ 条款”ꎬ 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ꎬ 打压中国和中东多个国家的高科技企

业ꎮ 通过 “长臂管辖”ꎬ 美国试图将海湾阿拉伯国家、 以色列、 土耳其、 约

旦、 埃及、 摩洛哥等所谓的 “温和国家” 纳入到中美科技竞争的轨道中ꎬ 以

援助和制裁双重手段ꎬ 迫使中东国家选边站ꎮ 但是ꎬ 美国对中东盟伴科技企

业同样采取打压措施ꎬ 甚至将埃及、 阿联酋、 沙特等国的企业也列入 “实体

清单”ꎬ 导致在中东地区构建反华科技联盟应者寥寥ꎮ
在 “民主—科技” 联盟构建过程中ꎬ 美国与印太和欧洲 “志同道合国

家” 形成了所谓自由地区主义 (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对抗集权地区主义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的话语叙事ꎬ 强调美印日澳四方机制、 美欧、 美

英高科技合作都是 “民主—科技” 联盟ꎬ 而阿盟、 海合会、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合作机制则被视作集权地区主义ꎮ② 实际上ꎬ 美国中央情报局滥用酷刑ꎬ
联邦调查局建立广泛的监控系统ꎬ 在海外滥用武力并导致人道主义危机ꎬ 充

分体现了美国民主的虚伪性ꎮ③ 特别是在中东地区ꎬ 由于美国高科技合作的盟

伴往往也是所谓的 “集权国家”ꎬ 常常因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 (如向俄罗

斯或伊朗出口敏感设备) 而受到制裁ꎬ 自然对美国不满ꎮ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

００１

①

②

③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ꎬ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ｄｄｓ ２６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ｔｙ
Ｌｉｓｔ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ｏ Ｕ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１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ｉｓ ｇｏｖ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 ａｄｄｓ － ２６ －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 ｅｎｔｉｔｙ － ｌｉｓｔ － ａｃｔｉｏｎｓ －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 ｕ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ꎬ ２０２４ － １１ － ２２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Ｌｉｂｍａ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ｓｔａｓｓｉａ Ｖ Ｏｂｙｄｅｎｋｏｖａꎬ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Ｖｏｌ ２９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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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以来ꎬ 美国纵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 也门和黎巴嫩制造人道主义危机ꎬ 不

断向以色列输送提供武器ꎬ 在联合国安理会 ６ 次投票阻止加沙停火ꎬ 中东反

美主义情绪上升ꎮ 即便如此ꎬ 美国并没有放弃在中东与中国在科技领域开展

制度竞争ꎮ
(二) 美国对华制度竞争的实施阶段

美国在中东建立的制度大多属于非正式机制和 “软法”ꎮ 美国对华制度竞

争以以色列为切入点ꎬ 以海合会为重点区域ꎬ 以 “温和中东国家” 作为围堵

中国 “一大片” 力量ꎮ
第一ꎬ 美国和以色列建立科技战略对话机制ꎬ 排挤中国ꎮ 中国和以色列

是创新全面伙伴ꎬ 两国高科技合作不断走深走实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

指出ꎬ 以色列能够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ꎬ 既帮助以色列企业打开中国大市场、
吸引中国企业投资以色列ꎬ 同时又满足美国的安全关切ꎬ 阻止中国获取高科

技或投资以色列敏感行业ꎮ① ２０１９ 年以前ꎬ 中国是以色列最大的投资者ꎮ 在

参与以色列各类投标的外国公司当中ꎬ 中资企业竞标或者参与竞标的项目占

６１％ ꎬ 在 １７ 个外国公司中遥遥领先ꎮ 以色列在常州和上海等城市也建立了多

个创新园区ꎮ 然而ꎬ 随着美国不断施压ꎬ 以色列不得不迁就美国ꎬ 阻止中资

企业对以色列敏感部门和重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ꎮ②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ꎬ 时任美

国总统拜登访问以色列ꎬ 与以色列领导人就大数据、 人工智能、 “５Ｇ” 网络

合作等方面达成共识ꎬ 美以新兴技术伙伴战略与美国同英国、 澳大利亚和日

本的科技合作处于同一水平ꎮ 美国要求以色列对中国高科技公司在该国投资

情况进行安全审查ꎬ 导致中国高科技公司逐步失去以色列市场ꎮ 尽管以色列

不愿意在中美科技竞争中选边站ꎬ 但是迫于美国压力ꎬ 以色列不得不终止与

中国的多项高科技合作ꎮ③ 第二ꎬ 美国利用西亚版四方机制稀释中国与海合会

战略对话机制ꎮ 海合会是中国在西亚北非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ꎬ 占中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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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贸易额的 ２ / ３ꎮ ２０２２ 年ꎬ 在首届中国与海合会峰会上ꎬ 习近平主

席提出未来中海合作的五大领域ꎬ 包括能源立体合作、 金融投资合作、 创新

科技合作、 航天太空合作和语言文化合作ꎬ 科技合作是重要一环ꎮ 针对中国

与海合会战略对话机制ꎬ 拜登政府在美国与海合会峰会的基础上ꎬ 创立了西

亚版小多边机制———美国、 印度、 以色列和阿联酋 ( Ｉ２Ｕ２)ꎮ ２０２２ 年ꎬ 四国

领导人举行了首次线上会晤ꎮ 高科技合作是西亚版四方机制的重点ꎬ 因为美

国拥有全球科技制度优势ꎬ 以色列拥有技术优势ꎬ 阿联酋拥有资本优势ꎬ 而

印度拥有市场优势ꎬ 四国试图打造 “大西洋—地中海—海湾—印度洋” 高科

技价值链ꎬ 发挥各自的区位优势ꎬ 排挤中国ꎮ① 第三ꎬ 美国利用印欧经济走廊

对冲 “一带一路” 倡议ꎮ 印欧经济走廊是美国发起的又一多边倡议ꎬ 与中国

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以及俄罗斯提出的 “南北走廊” (ＩＮＳＴＣ) 形成天然

竞争关系ꎮ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ꎬ 在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 年会上ꎬ 印欧经济走廊计划

公布于众ꎬ 印度、 沙特、 阿联酋、 欧盟、 意大利、 德国和美国宣布参加ꎮ② 印

欧经济走廊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翻版ꎬ 旨在将印度洋和大西洋连接起来ꎬ
以沙特、 阿联酋、 约旦和以色列为桥梁ꎬ 形成南亚、 中东和欧洲三大次区域

互联互通ꎬ 实现美国主导的欧亚铁路网、 公路网和信息网互联互通ꎮ③ “一带

一路” 具有包容性ꎬ 而印欧经济走廊却将埃及、 土耳其、 伊拉克等一大批中

东国家排除在外ꎬ 具有排他性ꎮ
此外ꎬ 美国发起组建的美阿峰会 (美国、 海合会六国、 伊拉克、 约旦和

埃及)、 内盖夫论坛等也是开展对中东国家科技外交、 削弱中国高科技影响力

的重要多边机制ꎬ 这与中国站在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打造开放包容、 互利共赢

的科技共同体形成鲜明对比ꎬ 进一步彰显中国的制度包容理念ꎮ 正如习近平

主席所指出的: “ (中国) 坚持科技开放合作造福人类ꎬ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

战略ꎬ 为应对全球性挑战、 促进人类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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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刚、 杨影淇: «论当前美国中东政策中的折衷主义»ꎬ 载 «国际观察»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７８ 页ꎮ
习近平: «在全国科技大会、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ꎬ 载 «人民日

报»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ꎮ



发展本位还是安全本位: 中美对中东国家科技外交比较研究　

四　 科技合作还是科技竞争: 中美对中东国家

科技外交的路径差异

　 　 中美在中东的科技博弈ꎬ 表现为技术标准的竞争和市场竞争ꎮ ２０２３ 年ꎬ
拜登政府出台 «美国政府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国家标准战略»ꎬ 目的是阻止非西

方国家获得规则制定权ꎮ 美国认为ꎬ 随着中国高科技企业申请专利的数量不

断增加ꎬ 其掌握的核心技术不断提高ꎬ 中国有可能改变高科技竞争的规则ꎬ
特别是在 “５Ｇ”、 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ꎬ 将产生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双

重影响ꎮ① «中国标准 ２０３５» 战略旨在参与全球 “５Ｇ”、 数字流通和电信网络

等标准设定ꎬ 打破西方在国际标准领域的垄断ꎬ 促进中国高科技产业升级换

代ꎮ 高科技产业包括无人驾驶汽车、 新材料、 生物技术、 量子计算与通信、
高铁、 “５Ｇ”、 物联网、 新能源汽车、 海洋工程、 大数据、 人工智能、 大飞

机、 航空航天等ꎮ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 “５Ｇ” 技术、 电子商务、 移动支付等

领域占据优势ꎻ 美国在人工智能、 量子计算、 半导体等领域处于世界前列ꎮ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ꎬ 美国拜登总统签署法令——— «Ｔｉｋｔｏｋ 法案»ꎬ 要求字节跳动剥离

抖音海外版 (Ｔｉｋｔｏｋ)ꎬ 否则将在美国被禁止ꎮ 不仅如此ꎬ 美国对中国电商巨

头拼多多海外版 (Ｔｅｍｕ) 也展开调查ꎬ 甚至无端指责中国的数字公司侵犯公

民隐私、 窃取用户机密、 将数据传输给中国政府ꎮ② 美国的国内立法直接影响

中国高科技公司在中东拓展业务ꎬ 中美在中东应用技术的市场竞争也日趋激

烈ꎬ 主要表现在以下 ５ 个领域的博弈ꎮ
(一) 清洁能源博弈

近年来ꎬ 中东地区中等强国的民用核能竞争日趋激烈ꎮ 伊朗布什尔核电

站投入运营ꎬ 阿联酋在韩国的帮助下建立巴拉卡核电站并网发电ꎬ 土耳其和

埃及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大力推动民用核能项目ꎬ 沙特也希望跻身民用核能大

国俱乐部ꎮ 沙特铀矿储量丰富ꎬ 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提出ꎬ 到 ２０３０ 年将投

资 １ ０００ 亿美元ꎬ 建设 １６ 个核反应堆ꎮ 尽管中沙签订了民用核电项目ꎬ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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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提出将向沙特提供民用核能技术ꎬ 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外ꎮ① 中核、 中

广核等民用核能公司掌握最新的技术ꎬ 且与土耳其、 沙特、 埃及、 约旦等也

签订了核电项目ꎬ 但是受美国的干扰ꎬ 中国核电项目尚未落地中东ꎮ
此外ꎬ 中国与摩洛哥、 阿联酋、 埃及、 土耳其等国的太阳能合作方兴未

艾ꎬ 土耳其安卡拉光伏产业园、 摩洛哥丹吉尔电动汽车电池正极工厂、 中阿

清洁能源培训中心、 中埃 (及) 可再生能源联合实验室、 卡塔尔哈尔萨光伏

项目等ꎬ 现成为中国在中东地区清洁能源合作的重要名片ꎮ 美国也积极向中

东盟伴推销太阳能技术与项目ꎬ 以 “打破中国的垄断” 为由ꎬ 促进中东清洁

能源市场的多元化ꎮ
(二) 人工智能博弈

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关键科技ꎮ 据估计ꎬ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中东国

家非石油产业中ꎬ 人工智能将带来高达 ３ ２００ 亿美元的回报ꎮ② 美国通过安全

伙伴关系ꎬ 紧紧抓住沙特、 阿联酋、 以色列和埃及等盟国市场ꎬ 防止中国填

补美国从中东抽身后留下的权力真空ꎮ 近年来ꎬ 中国政府宣布将投资 ３００ 亿

美元发展人工智能ꎬ 试图在人工智能领域打破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垄断ꎮ③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ꎬ 在美国的胁迫和利诱下ꎬ 阿联酋人工智能公司 (Ｇ４２) 抛售中

国公司字节跳动的股权ꎬ 减少在华投资规模ꎬ 甚至终止与华为公司的合作ꎮ
作为交换ꎬ 美国因特尔公司宣布向该公司投资 １５ 亿美元ꎮ④ 由此可见ꎬ 美国

政府为了阻止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拓展中东业务、 在 “数字丝绸之路” 的框架

下加强与中东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ꎬ 开始对中东国家高科技公司采取精准打

压ꎬ 将美国高科技公司作为科技博弈的工具ꎬ 迫使中东国家在中美科技博弈

中放弃 “骑墙政策”ꎬ 坚持对美国科技 “一边倒”ꎮ 美国在全球高科技标准、
技术和研发领域占据主导优势ꎬ 又是西方高科技市场的领头羊ꎮ 阿联酋人工

智能公司在美国的精准打压面前被迫屈服ꎬ 开了美国利用不对称性权力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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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企业、 孤立中资企业的先河ꎮ 今后不排除美国以相似的手段ꎬ 迫使中东

国家更多的人工智能企业同中国的高科技公司 “脱钩断供”ꎮ
(三) 数字网络博弈

中美在生产领域的数字竞争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市场竞争ꎮ 美

国扶持亚马逊、 微软网络服务 (ＭＳＮ) 和苹果等公司ꎬ 打压阿里巴巴、 腾讯

和华为等公司ꎻ 第二阶段为技术竞争ꎬ 包括网络安全、 平台经济、 数字加密

货币以及社交媒体等安全、 生产、 金融和知识 ４ 个领域ꎬ 重点是数据、 硬件

和智能应用软件ꎮ① 特朗普政府时期ꎬ 美国在 “５Ｇ”、 供应链安全和数据安全

等问题上联合盟国发布了 “布拉格倡议” 和 “２７ 国网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

声明”②ꎬ 试图在数字网络领域构建排华性统一战线ꎮ 从产业链和产业体系看ꎬ
大国之间的算力竞争主要包括上游相关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 中游算力设备

制造和设施建设、 下游的算力应用开发ꎮ 美国算力设施基础好、 全球市场开

拓早、 国际市场占有率高ꎬ 对华打压产生的破坏性强ꎮ③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提出

了 “数字丝绸之路” 倡议ꎬ 帮助中东国家实现 “经济多元化 ２ ０ 版”ꎬ 加强人

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 机器学习、 海底光缆等ꎮ ２０１９ 年ꎬ 华为与沙特通

信公司 (Ｚａｉｎ) 签订合作备忘录ꎬ 建设 “５Ｇ” 网络ꎻ 沙特电信公司 ( ＳＴＣ)
和中国全球电信公司 (ＣＴＧ) 合作开发物联网应用与服务ꎬ 特别是在汽车零

部件领域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中国投资海底光缆业务占全球总投资额约 ６０％ ꎬ 占全

球数据传输总量的 ９５％ ꎬ 每天 １０ 万亿美元的金融交易依靠海底光缆ꎮ 苏伊士

运河、 红海、 曼德海峡等海底光缆关键节点ꎬ 是中国投资的重点地区ꎮ④ 在特

朗普第一任期内ꎬ 美国以终止技术分享相威胁ꎬ 迫使全球盟友停止与华为在

“５Ｇ” 技术和设备上的合作ꎻ 美国警告以色列、 海合会六国及约旦政府等ꎬ
称华为 “５Ｇ” 基础设施存在所谓 “安全后门”ꎮ 尽管沙特、 科威特、 阿联酋、
埃及和巴林等认定华为提供的设备没有安全问题、 符合这些国家的安全标准ꎬ
但是有些中东国家不得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ꎬ 在与华为公司合作时态度非常

５０１

①

②
③

④

叶成城: «数字时代的大国竞争: 国家与市场的逻辑———以中美数字竞争为例»ꎬ 载 «外交评

论»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２１ ~ １２５ 页ꎮ
郎平: «数字时代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特点»ꎬ 载 «战略决策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９９ 页ꎮ
李平、 邓洲、 张艳芳: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全球算力竞争格局及中国对策»ꎬ 载 «经济

纵横»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３８ ~ ３９ 页ꎮ
Ｎａｓｅｒ Ａｌ － Ｔａｍｉｍｉꎬ “Ｃｈｉｎａ －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ａｍｉｄｓｔ Ｔｕｒｍｏｉｌ”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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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ꎮ① 针对中国与以色列高科技合作ꎬ 时任特朗普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博尔顿 ( Ｊｏｈｎ Ｂｏｌｔｏｎ)、 国务卿彭佩奥 (Ｍｉｋｅ Ｐｏｍｐｅｏ) 等多次警告以色列ꎬ
不得与中国开展 “５Ｇ” 网络合作ꎮ 迫于美国压力ꎬ 以色列通信部阻止中国企

业参与以色列 “５Ｇ” 网络建设ꎬ 但以色列官方从未发表正式声明ꎮ② 美国利

用自己在全球多边制度中的影响力ꎬ 利用制裁与援助的双重手段迫使中东国

家与中国企业断绝业务往来ꎬ 显然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ꎮ
(四) 芯片技术博弈

迄今为止ꎬ 美国颁布的立法主要集中在下游制造业供应链上ꎬ 而美国的

科技进步极易受到矿产供应链中断的影响ꎮ 因此ꎬ 美国制定了新的半导体矿

物政策ꎬ 激励私营部门加强投资ꎬ 促进与盟伴合作ꎬ 增强高科技供应链的韧

性ꎮ③ 就半导体和芯片技术全球供应链而言ꎬ 以色列是节点国家ꎮ 美国认为ꎬ
由于中国的反对ꎬ ２０２３ 年英特尔未能收购以色列代工芯片制造商———高塔半

导体 (Ｔｏｗｅｒ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ꎬ 因为这两家公司在华都有重要业务ꎬ 中国可能

会对这两家公司发起反垄断调查ꎮ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ꎬ 中国宣布投入 ４７５ 亿美元研

发半导体ꎬ 这也是中国在过去十年里第三次投入巨资加强半导体研发ꎮ④ 美国

政府打造技术民主 １２ 国集团ꎬ 把以色列纳入全球芯片技术联盟的合作框架

内ꎬ 使美国、 日本、 韩国、 荷兰、 中国台湾地区和以色列的芯片生产、 销售

与供应全部垄断在美国一家手上ꎬ 服务于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ꎮ
(五) 航空航天博弈

中东国家都有航天梦ꎬ 都希望跻身世界航天大国的队伍ꎮ «中国—阿拉伯

国家合作论坛 ２０２４ 年至 ２０２６ 年行动执行计划» 专门列出了中阿航空航天合

作的重点领域ꎬ 包括举办中阿北斗合作论坛ꎬ 设立中阿北斗应用促进中心、
加强双方在卫星发射、 气象观测、 卫星遥感等领域的合作ꎮ 中国欢迎阿拉伯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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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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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加入国际月球科研站ꎬ 深化在月球与深空探测、 卫星研制、 发射服务、
卫星数据应用及共享、 专业人才交流与培训等领域合作ꎬ 加快推进中阿空间

碎片联合观测中心建设ꎬ 促进太空的可持续发展及和平利用ꎮ① 在中阿合作论

坛框架下ꎬ 中国成功发射了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 “沙特—５Ａ / ５Ｂ” 卫

星、 苏丹科学实验卫星一号、 埃及二号卫星等ꎬ 助力阿拉伯国家和平开发太

空ꎮ 以色列、 阿联酋和沙特是美国航空航天合作的重点ꎬ 美国承诺帮助这些

盟伴制定航空航天发展战略ꎮ 早在 ２０１０ 年ꎬ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就和以色列

航天局签订合作协议ꎬ 在空间科学、 生命科学等领域加强合作ꎮ 美国与阿联

酋合作研制的 “希望号” 火星探测器是阿联酋首枚火星探测器ꎬ 于 ２０２１ 年进

入绕火星运行轨道ꎮ ２０２３ 年ꎬ 沙特两名宇航员乘坐美国宇宙飞船进入美国国

际空间站ꎬ 同年美沙签署联合太空探索和研究协议ꎮ② 沙特、 阿联酋和以色列

成为美国与中东国家加强航空航天合作、 排挤中国的主要伙伴ꎮ

五　 脱钩断供还是相互依存: 中美与中东

三边科技合作的前景

　 　 冷战结束后ꎬ 中国政府坚持 “相互依存” 理念ꎬ 与中东国家相继建立能

源合作伙伴、 战略伙伴、 创新全面伙伴、 全面战略伙伴等不同类型的发展型

伙伴关系ꎻ 美国执念于维护中东地区主导权ꎬ 坚持 “安全本位”ꎬ 笃信 “民主

和平论”ꎬ 以反恐、 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由ꎬ 发动海湾战争、 阿富汗

战争、 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ꎬ 卷入叙利亚冲突和也门冲突ꎮ 连年战争和

滥用武力导致美国实力透支ꎬ 难以将充足的国家资源投入到高科技研发当中ꎮ
美国将自身实力的衰弱责任推给中国ꎬ 认为中国在科技强国建设中采取 “不
正当竞争手段” 才导致美国的相对衰落ꎬ 故以各种借口对华 “脱钩断供”ꎬ 阻

止中国挑战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主导权ꎮ

７０１

①

②

中国外交部: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２０２４ 年至 ２０２６ 年行动执行计划»ꎬ 载中阿合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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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 ２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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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美在中东科技竞争的影响

第一ꎬ 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打压ꎬ 损害了中国的发展利益ꎬ 也会让美国高

科技企业蒙受损失ꎮ 美国以自由贸易立国ꎬ 强调所谓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

秩序”ꎮ 然而ꎬ 美国通过行政手段打压中国和中东国家高科技企业ꎬ 无疑违反

了世贸规则ꎬ 也使美国丧失了国际道义制高点ꎬ 激起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坚持

科技独立自主的决心ꎮ 近年来ꎬ 中国政府与研究机构、 企业和行业协会等联

合攻关ꎬ 解决高科技领域的 “卡脖子” 问题ꎬ 打破了美国高科技垄断ꎬ 取得

了不少技术进步ꎮ 华为和中芯国际等联合开发 ７ 纳米芯片ꎬ 就是一例ꎮ 实际

上ꎬ 打压中国科技企业ꎬ 并不会让美国企业更有科技竞争力ꎮ 华为公司长期

从美国高通公司进口芯片ꎬ 但由于美国的出口管制ꎬ 导致 ２０２４ 年美国高通公

司损失达 １００ 亿美元ꎮ① 尽管日本和荷兰一起联合对华科技 “脱钩断供”ꎬ 但

是德国、 韩国、 以色列、 沙特、 阿联酋、 土耳其等国拒绝与美国采取联合行

动ꎬ 导致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形成高科技遏华联盟的计划破灭ꎮ 美国 “杀
敌一千、 自损八百” 的对华高科技竞争政策ꎬ 最终将难以为继ꎮ

第二ꎬ 美国的中东盟伴也会在中美科技竞争中蒙受巨大经济损失ꎮ 全球

化时代ꎬ 国际社会已经变成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的相互依赖关系ꎬ 供应

链和产业链高度融合ꎬ 各国、 各地区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ꎮ 美国坚持 “新
华盛顿共识”ꎬ 打造 “小多边”、 排他性 “科技—安全” 联盟ꎬ 增加了全球供

应链成本ꎬ 不利于全球化发展ꎮ 美国利用国内法和行政手段打压中国高科技

企业ꎬ 联合北美、 印太和中东三大战略要地的盟伴ꎬ 胁迫盟伴与美国一道同

中国 “脱钩断供”ꎬ 无疑破坏了全球高科技供应链ꎮ 以荷兰和欧盟其他成员国

为代表的欧洲科技企业ꎬ 十分担心中美科技竞争加剧后ꎬ 欧洲企业获得关键

技术以及生产高新产品的关键稀有矿物的供应链受到阻断ꎬ 风险增加ꎬ 故不

情愿选边站队ꎮ②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ꎬ “去中国化” 导致的贸易中

断、 技术脱钩及经济冲突ꎬ 可能导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５％ ꎮ③ 中东国家

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处于中低水平ꎮ 美西方国家的科技垄断进一步拉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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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与西方国家的 “数字鸿沟”ꎮ 当前ꎬ 沙特、 阿联酋、 埃及、 卡塔尔、 科威

特和摩洛哥等都在推进中长期发展战略ꎬ 中国高科技企业投资中东ꎬ 有助于

中东国家的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ꎮ 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ꎬ 甚至对类

似于阿联酋人工智能公司这样的中东高科技公司精准打压ꎬ 将导致中东国家

建设数智经济、 发展新兴产业的能力下降ꎮ 发展问题不解决ꎬ 中东地区和平

与安全的根基就很难牢固ꎮ
(二) 中美在中东科技合作的领域

也有美国学者承认ꎬ 与冷战时期美苏竞争不同ꎬ 中美在中东的科技竞争ꎬ
并不是两个市场、 两种意识形态的竞争ꎬ 而是在一个统一的国际大市场、 同

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下的竞争ꎬ 是位置之争而非结构性领导权竞争ꎮ① 事实上ꎬ
与其说是中美科技竞争ꎬ 不如说是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无理打压ꎬ 破坏

了中国与中东企业开展正常业务关系ꎮ ２１ 世纪以来中美在全球产业链、 供应

链和价值链领域相互嵌入ꎬ “脱钩” “断供” 和 “去风险” 只会造成全球经济

的动荡与高科技合作的停滞ꎬ 只会带来更多的风险ꎻ “相互依赖的武器化” 最

终会导致多方均输的局面ꎮ 中美在高科技领域存在不对称关系ꎮ 中国对美国

全球科技的领导权并不构成威胁ꎮ 美国是高科技引领者ꎬ 中国总体上是高科

技的追赶者ꎮ 除个别领域外ꎬ 中国综合科技能力与美国以及其他经合组织国

家还存在不小差距ꎮ 中国作为连接 “全球北方” 与 “全球南方” 的桥梁和纽

带ꎬ 可以在全球科技供应链、 产业链中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ꎮ 中东或许可以

成为中美探索科技合作方式的试验田ꎮ
一方面ꎬ 探索在中东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ꎮ 美国在中东的首要关切是

地区主导权ꎻ 中国在中东的首要任务是务实推动 “一带一路” 项目落地ꎬ 中

美在中东存在重要互补利益ꎮ 中国华为公司帮助沙特建设平安城市ꎬ 美国谷

歌公司为其建设云服务器ꎬ 英国宇航系统公司向沙特出售大规模监控系统ꎬ
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ＮＥＣ) 为其提供面部识别摄像头ꎬ 亚马逊和阿里巴

巴在沙特都有云计算中心ꎬ 都在为沙特的智慧城市项目提供数字技术支持ꎮ②

这是中美在中东开展多边技术合作的成功案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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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ꎬ 中东转型国家正由乱到治ꎬ 绝大多数国家把发展作为国家首要任务ꎬ
科技成为改善民生、 带动就业、 拉动出口、 推动产业升级的原动力ꎬ 各国纷纷

出台各种科技发展新政策ꎬ 包括建立智慧城市、 智慧港口、 发展低碳经济和人

工智能等内容ꎮ ２０２４ 年ꎬ 在全球科技创新指数中ꎬ 以色列居第 １５ 位ꎬ 阿联酋居

第 ３２ 位ꎬ 土耳其居第 ３７ 位ꎬ 沙特居第 ４７ 位ꎬ 卡塔尔居第 ４９ 位ꎮ 这些国家既是

美国的安全伙伴ꎬ 又是中国的发展伙伴ꎮ① 中美和中东在高科技领域加强第三

方市场合作ꎬ 有利于中美双方的利益ꎬ 也符合中东国家和人民的福祉ꎮ
中美与中东国家可形成差异化合作格局ꎮ 其中ꎬ 中美与以色列和土耳其

可探索 “技术 ＋ 技术” 模式ꎬ 加强高科技联合研发ꎻ 中美与沙特、 阿联酋、
卡塔尔、 科威特、 阿曼和巴林等海合会国家可探索 “技术 ＋ 资本” 模式ꎬ 即

中美发挥高科技优势ꎬ 海合会国家发挥资本优势ꎻ 中美与埃及、 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等可探索 “技术 ＋ 市场” 模式ꎬ 中美可以在这些新兴市场推动传统产

业智能化ꎻ 中美与伊拉克、 约旦、 毛里塔尼亚、 苏丹等可探索 “技术 ＋ 扶贫”
模式ꎬ 加大对这些国家的技术转移力度ꎮ 在上述 ４ 种模式的支撑下ꎬ 中美在

中东可形成差异化的科技合作生态ꎮ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ꎬ 第五届中阿技术转移与创

新合作大会在银川举办ꎬ 大会发布中国对阿拉伯国家 ３００ 项先进适用技术ꎬ
这是中国帮助阿拉伯国家实现技术扶贫的重要案例ꎮ② 中美可加大对中东技术

转移和技术帮扶力度ꎮ
另一方面ꎬ 加强在中东的高科技对话ꎮ 美国智库研究报告认为ꎬ 在推动

科技创新方面ꎬ 美国以私营企业为主ꎬ 中国以国有企业为主ꎬ 中美围绕高科

技领导权之争是零和博弈ꎬ 未来双方争夺的焦点是量子计算ꎬ 因为该领域将

影响中美在经济和安全两大领域的领导权ꎮ③ 因战略文化不同ꎬ 美国更加强调

高科技的安全属性ꎬ 中国则更加强调科技的发展属性ꎻ 美国倡导 “数字自

由”ꎬ 中国和中东国家则倡导 “数字主权”ꎮ
特朗普重新当选总统后ꎬ 中美之间宜重构战略互信ꎬ 增强在大数据、 人

工智能、 物联网、 半导体等方面的战略对话ꎬ 如预防人脸识别技术侵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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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 网络黑客攻击、 恐怖组织网络融资等ꎮ 应增强中美科技发展战略的透

明度ꎬ 维护双方高科技基础设施的安全性ꎮ① 中美分别是东半球和西半球最大

的经济体ꎬ 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ꎬ 也是国际科学领域多边国际组织如国际

热核聚变实验堆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ｒｍｏ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ａｃｔｏｒ) 的重要成

员ꎮ 虽然中美两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同ꎬ 但都肩负着维护人类和平与发

展、 推动人类科技进步的重任ꎮ 科技是一把 “双刃剑”ꎬ 各国均面临科技变革

带来的冲击和挑战ꎮ 如何确保科技为人类的正义事业服务、 为各国发展服务ꎬ
应是双方的共同诉求ꎮ 近年来ꎬ 预防破坏性技术危害整个人类ꎬ 防止网络攻

击升级为核战争ꎬ 防止人工智能武器化ꎬ 防止太空、 海洋、 极地、 深海军事

化ꎬ 是中美双方加强全球科技治理、 人工智能治理、 制定科技伦理标准的共

同使命ꎮ②

六　 结语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ꎬ 在 ２０２４ 全球创新指数中位居第三位ꎻ 中国

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在 ２０２４ 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第 １１ 位ꎬ 成为 “全
球南方” 国家追求科技进步、 打造现代产业、 提高新质生产力的代表ꎮ 中美

两国都是中东国家科技创新的合作者ꎮ 然而ꎬ 两国对中东国家的科技外交的

模式不同ꎬ 理念不同ꎬ 机制不同ꎬ 路径也不一样ꎮ
拜登政府时期ꎬ 美国多个部门齐头并进ꎬ 对华实施全面科技打压ꎬ 如美

国司法部主导的 “中国专项”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商务部主导的 “实体清单”
机制、 财政部牵头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和 “国家安全审查小组” 以及国务院牵

头的 “清洁网络” ( Ｃｌｅ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和 “敏感技术多边行动”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等ꎮ③ 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ꎬ 继续在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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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打压中国企业ꎬ 推动对华高科技 “脱钩、 断供、 去风险”ꎬ 以在战略与稀

有材料、 关键矿产等方面减少对华依赖ꎮ 近年来美国加州帕斯山材料公司年

均稀土产量已经超过全球总量的 １５％ ꎬ 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稀土 (矿) 生产

国ꎬ 同时加大从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进口稀土产品ꎬ 就是美国重构稀土产业

链的一例ꎮ① 中美科技竞争对双方以及对全球来说都会增加风险和成本ꎮ
美国是中东最大的军火供应商ꎬ 把科技合作纳入到国家安全和争夺中东

领导权的范畴ꎮ 中国是中东最大的石油购买者和最大的贸易伙伴ꎬ 把科技合

作视为能源、 经贸、 投资之外新的务实合作增长点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美国在中

东实力和影响力下降ꎬ 本质上是其穷兵黩武、 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发动多场战

争的结果ꎬ 并不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升级造成的ꎮ 在对中东国家的科技外

交过程中ꎬ 美国追求地缘政治利益ꎬ 中国追求地缘经济利益ꎬ 故美国的安全

伙伴同时也是中国的经贸伙伴ꎬ 双方存在并行不悖的互补关系ꎮ 美国不仅将

中国科技企业作为制裁的对象ꎬ 而且以违反对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制裁为由ꎬ
将沙特、 阿联酋、 埃及等中东盟伴也作为制裁和胁迫的对象ꎬ 损害了盟伴利

益ꎮ “小院高墙” 只会导致故步自封ꎬ 中美科技博弈的最终赢家将是更加开放

的一方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ꎬ 中美应站位更高ꎬ 超越 “修昔底德陷阱”ꎬ 共同帮助

中东国家超越 “中等技术陷阱” 与 “中等收入陷阱”ꎮ② 美国应用 “责任论”
代替 “权力论”ꎬ 用 “中国科技机遇论” 代替 “中国科技威胁论”ꎬ 为中东地

区提供公共产品而非防范他者填补美国留下的所谓 “权力真空”ꎮ 中美和中东

国家在科技合作领域具有一定互补性ꎬ 在高科技价值链领域形成 “长链条”ꎬ
在科技伦理方面也可积极探索制定新标准ꎬ 从而推动中东回归发展这一中心

任务ꎬ 使科技创新成果惠及中东地区全体人民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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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刘建伟: «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稀土产业链的重建及其影响»ꎬ 载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２２ 年

第 １２ 期ꎬ 第 ５４ ~ ５９ 页ꎮ
关于这两大 “陷阱” 的论述ꎬ 可参见郑永年: «中国跨越 “中等技术陷阱” 的策略研究»ꎬ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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