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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是阿拉伯世界面临的两大挑战。在百

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的新时期，大国战略竞争影响中东的发展

环境，阿拉伯国家面临发展动力不足和市场需求不旺等发展难题。中

阿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势，对标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和以人民为中心，践行普惠包容、

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发展理念，促进中阿发展战略、发

展机制和发展项目三重对接。中阿经济互补性强，双方落实全球发展

倡议，实践“以发展促和平”理念，将发展红利转化为和平红利，可

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助力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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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理念与实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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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要国家和区域重大研究专项（21VGQ00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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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大国战略竞争在发展中地

区产生溢出效应，影响了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安全，发展中国

家经济振兴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1] 正如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所指出的：“没

有和平，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没有安全，繁荣就是无本之木。”[2]

中东是全球发展的短板。2016 年习近平主席在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 

of Arab States，简称“阿盟”）总部提出了“中东向何处去”的“中东之问”，

并由此引发了“中东之治”。2021 年 9 月，习主席在联大视频会上首次系

统地提出了六点全球发展倡议：一是坚持发展优先，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

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三是坚持普惠包容，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四是坚持创新驱动，抓

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五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完善

全球环境治理；六是坚持行动导向，加大发展资源投入。[3] 全球发展倡议是

中国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新时代推动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

重要构想。它以消除全球发展赤字、实现共同安全为出发点，推动治国理

政经验的双向交流，促进共同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提出了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一带一

路”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协同增效，已成为新时代驱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两

大引擎”。

一、中阿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战略意义

阿拉伯国家总面积约 1300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4 亿，青年人口比重

[1] 徐奇渊、东艳等著 ：《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22 年版，第 33-38 页。

[2] 王毅：《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守护世界和平安宁》，载《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4 日，

第 6 版。

[3]《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

2021 年 9 月 21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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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ECD, “Investment in the MENA region in the time of COVID-19,” June 4, 2020, p. 4.

[2] [ 叙利亚 ] 布赛纳·沙班 ：《致力于构建一个和平安全、公平公正的世界》，载《人

民日报》2022 年 5 月 25 日，第 3 版。

[3] 《全球发展倡议 ：平衡增长的新阶段》（阿拉伯文），载 [ 也门 ]《生活报》2022 年 2

月 23 日，https://www.alhayahpressy.com/ara/71155/。

[4] 《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支持气候变化合作》（阿拉伯文），载 [ 埃及 ]《今

日埃及人报》，2021 年 11 月 1 日，https://www.almasryalyoum.com/news/details/2452760。

[5] 周潼潼、王嘉轩 ：《中国的全面发展与复兴令世界瞩目》，载《光明日报》2022

年 6 月 17 日，第 12 版。

大。长期以来失业、贫困、债务等问题相互叠加，毒品、海盗、通胀、

饥饿、沙漠化、恐怖主义等问题突出，因此仅难民数量就超过 1000 万。

据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统计，2020 年阿拉伯国家的外商直接投

资减少了 45%。 [1]

近年来，阿拉伯各国在积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全球发展倡议为它们

提供了新思路。叙利亚总统顾问布赛纳·沙班（Buthayna Sha’ban）指出：“全

球发展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和重要理念，符合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

要求，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贡献。”[2] 也门《生活报》赞赏全球发展倡议，

认为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积极信号，旨在搭建重要合作平台，体现了可

持续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谛。[3]《今日埃及人报》文章称全球发展倡

议与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世界发展，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开展国际合作。[4]2022 年 3 月，在中联部举办的“中

阿关系与中东形势研讨会”上，埃及社会主义党、阿尔及利亚尊严党、巴

勒斯坦人民斗争阵线、摩洛哥进步与社会主义党的代表也高度评价全球发

展倡议，认为它和阿拉伯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具有兼容性和互促性。阿尔

及利亚驻华大使拉贝希 (Hassane Rabehi) 在出席 2022 年首届中非文明对话

大会时指出，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在世界人权领域为增进合作、实现共赢

所作出的努力。[5] 纵观全局，中阿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具有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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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阿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南北均衡发展

阿拉伯世界处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文明、基督教文明和非

洲文明之间的“战略长廊”之中，沟通欧亚非，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是

缩小南北发展鸿沟的关键地区。《2021 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显示，阿拉

伯世界的贫困问题尤为突出，苏丹、毛里塔尼亚和也门是全球贫困人口比

例最高的国家群体；与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亚太、拉美、欧洲以及中

亚地区相比，阿拉伯国家受教育程度最低。[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受当

前乌克兰危机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放缓、通货膨胀和不确定性将

成为新常态，2023 年通货膨胀率将达到 6.5%。[2] 而这些外部客观因素的扰

动更是将给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发展前景蒙上一层阴霾。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中东不谋求填补权力真空，不

抢占势力范围，不寻找代理人，而是发挥自身经济总量与发展增量的优势，

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为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复苏做贡献。2014 年阿盟成为

首个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备忘录的地区组织。截至 2019 年，

18 个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3]，“一带一

路”倡议成功推动中阿从战略合作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在此基础上，

全球发展倡议以中阿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发展为抓手，将助推南方国

家共同进步。

（二）中阿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以发展促和平”

经过 10 年“阿拉伯剧变”的动荡，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恢复了政局稳

[1] Oxford Poverty &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 a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2021 ：Unmasking Disparities by Ethnicity, 

Caste and Gender, 2021,  UNDP, p. 17.

[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Report for Selected Countries 

and Subjects,” October 2022,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2/10/11/

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2.

[3] 《商务部透露 18 个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载《人民

日报海外版》2019 年 7 月 13 日。



-94-

 2022年第5期

定，中东国家间关系也出现了改善的势头。2020 年以来，以色列先后与阿

联酋、巴林、摩洛哥和苏丹 4 个阿拉伯国家建交；沙特、阿联酋、埃及和

巴林与卡塔尔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伊朗与沙特举行多轮直接会谈；土耳其

与以色列、埃及和阿联酋等分别举行首脑会议。阿盟内部的凝聚力也进一

步增强，阿联酋重开在大马士革的使馆，叙利亚有望重返阿盟。在中东新

一轮局势缓和的背景下，各国意识到发展才是解决中东问题的“总钥匙”—— 

中东动荡、地区纷争、恐怖主义等问题往往是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导致的。

抓住发展这个关键任务不放松，才有助于推动中东“先经后政、从易到难”

的安全治理。中国提前 10 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

目标，因此受到阿拉伯世界的广泛关注。

（三）中阿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探索现代化新道路

阿拉伯国家在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都曾学习和借鉴过西方的

全球化理论、进口替代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但总体效果不佳。新

形势下阿拉伯国家根据各自国情，努力探索现代化新道路。习近平主席指

出，现代化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中国根据 40 余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发展理念的国际价值。

而全球发展倡议为中阿合作提质升级、改革创新提供了契机。中国认为阿

拉伯国家政治制度、资源禀赋差异甚大，但走现代化道路是各方的共识——

积极探索从化石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型之路，试图摆脱石油“资源诅咒”，

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因此，全球发展倡议是中阿探索现代化道路

的应有之义。

（四）中阿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形成

习近平主席指出：“破解难题，关键要加快发展。中东动荡，根源出

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1] 中方从解决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出发，

[1]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载《人民日报》2016 年 1 月 22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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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阿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贡献“中国之治”，产生示范效应，

构建全球发展伙伴网络。

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推动下，中国可发挥技术优势；君主制的阿拉伯国

家可发挥资金优势；共和制的阿拉伯国家可发挥市场优势，形成相互依存

的伙伴关系。中国是阿拉伯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阿拉伯国家是中国最

大的石油进口来源地，约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 40%。2020 年中国原油进

口来源国前 8 位依次是沙特、俄罗斯、伊拉克、巴西、安哥拉、阿曼、阿联酋、

科威特，其中阿拉伯国家占 5 个。[1]2021 年中阿贸易额达 3300 亿美元，逆

势增长 37%。[2]

中阿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也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的天然伙伴。2022 年 1 月，沙特、巴林、科威特、阿曼外交大臣及海合会

秘书长密集访华，期间阿联酋外长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通电话，此

行标志着阿拉伯国家从集体“向东看”发展到“向东进”。2022 年 2 月，

习近平主席与埃及、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3 月 9 日，

第 157 届阿盟外长理事会会议通过决议，赞赏中方支持阿拉伯事业、和平

解决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外交努力，欢迎沙特于 2022 年主办首届阿中峰会，

加强同中国在各领域的合作。[3]

（五）中阿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增强双方政治互信

中国把阿拉伯世界视为战略性力量。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西方推行

集团政治、阵营对抗、平行体系、核军备竞赛和代理人战争，对俄罗斯实

[1] 刘叶琳 ：《2020 年中国原油进口 54238.6 万吨 价格震荡修复》，载《国际商报》

2021 年 1 月 27 日。

[2] 《外交部 ：中方高度赞赏阿盟外长理事会连续多年通过加强对华关系的决议》，人

民资讯网，2022 年 3 月 10 日，http://www.loveagle.cn/news/?ctl=article&act=show&id=104f

9d2d9a2b1f1ef8c7ea6123296325。

[3] 《阿盟外长理事会连续多年通过加强对华关系决议，外交部回应》，环球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690298547197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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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硬制衡，对中国实施软制衡。[1] 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阿拉伯世界成

为新的“中间地带”，是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和能源利益的维护者。在

涉疆、涉台等问题上阿拉伯国家坚定支持中国。2022 年 8 月，美国国会众

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窜访中国台湾后，阿盟、埃及、阿联酋、巴林、

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区组织和国家发表声明，重申支持一个中国原则。[2]

全球发展倡议以经济促政治，夯实了中阿政治互信的基础。

二、中阿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实践路径

与日本提出的“亚非增长走廊”（AAGC）、欧盟制定的“全球门户”

（Global Gateway）、美日澳出台的“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西

方七国集团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及“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

伙伴”（PGII）等计划相比，全球发展倡议的包容性更强，为中阿构建开

放性和包容性发展伙伴关系提供了契机。中国与阿尔及利亚、沙特、埃及、

阿联酋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伊拉克、卡塔尔、阿曼、科威特、约旦、

苏丹、摩洛哥、吉布提、阿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与海合会保持战略对

话关系。因此，中阿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可遵循以下路径。

首先是加强顶层设计。全球发展倡议是发展议题，涉及多个部门，须

加强中央对外交、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外交部、商务部、发改

委等部门，做到“全国一盘棋”。在全球发展倡议落实的过程中，应坚持“政

府搭台、企业唱戏”，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推动阿拉伯国家基础设施升

级换代。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实需要政治引领，做到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

结合。2022 年 6 月，埃及总统塞西、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等出席全球发展

[1] 张文宗、王靖元：《美国对中俄实施“双遏制”战略的变化及启示》，载《和平与发展》

2022 年第 4 期，第 16 页。

[2]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 交 部 ：《 中 阿 合 作 论 坛 》，2022 年 8 月 8 日，http://www.

chinaarabcf.org/chn/zagx/za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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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对话会并发表讲话，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倡导构建

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高质量全球发展伙伴关系。[1]

其次是实现理念、战略、领域和功能对接。全球发展倡议是继“一带

一路”倡议之后中国提出的又一重大倡议，为缩小南北鸿沟、破解发展不

平衡问题推出了“路线图”。[2] 中阿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一是要促进发展

理念交流，推动中国化工、玻璃纤维、光伏、电子、汽车、机械等优势产

能走出去，参与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二是在中长期发展规

划层面促进双方的战略对接。三是促进阿拉伯国家的国内与国际、沿海与

陆地、实体与虚拟、城市与乡村、经济与环境等协调发展，转变增长方式，

推动质量变革。四是以区域经济发展带动中东国家的“硬联通”与“软联通”，

以双边经贸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利益共同体助推安全共同体和命

运共同体建设。

再次是在多边组织中加强协作。中阿均是发展中国家，均强调增强发展

中国家在全球多边组织中的话语权，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

行、二十国集团、亚投行、金砖国家组织等多边机制中加强协作，应对西方

金融资本无序扩张的挑战，增强大宗商品定价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

2021 年以来，埃及和阿联酋先后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2022 年，埃及、

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巴林等阿拉伯国家申请成为上合组织对话

伙伴国，增强了中阿在多边舞台的协作。3 月 23 日，王毅外长在伊斯兰合作

组织外长会上指出：“加强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以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和携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为‘双引擎’，巩固传统合作，培

育新兴亮点。”[3] 伊斯兰合作组织也已成为中阿互动的平台。

[1] 《习近平主持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22 年 6 月
25 日，第 1 版。

[2] 任海平 ：《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融合发展》，中宏网，http://nmg.
zhonghongwang.com/show-167-13590-1.html。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王毅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会开幕式并发表致
辞 》， 2022 年 3 月 22 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z_673089/tpsp/202203/
t20220322_106542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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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推动中东区域一体化。长期以来，中东国家民族和教派矛盾突出，

和平赤字和信任赤字阻碍了正常经贸往来，军备竞赛、绝对安全、零和博

弈使中东国家陷入“以暴制暴”“越反越恐”的恶圈。中国倡导自下而上

的“以经济促安全”的理念受到阿方青睐。中国以国际发展为平台，做阿

拉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发展的推动者、工业化的引领者和稳定的维护者 [1]，

有助于推动中东安全架构的形成。全球发展倡议将带动阿拉伯国家从“输血”

走向“造血”，从依附发展到自主发展，最终实现中东区域一体化。

三、中阿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重点领域

当前中阿均面临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全球发展倡议与沙特、阿

联酋、埃及等国家的“2030 愿景”，以及科威特的“2035 愿景”、摩洛哥

的工业加速计划、阿曼的“2040 愿景”等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相吻合。在

落实该倡议过程中，中阿合作论坛、中国 - 海合会战略对话是主导性机制，

中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合作等是辅助性机制。在发展战略和合作机制对

接基础上，还需要在产业和企业层面推动具体项目对接。全球发展倡议聚

焦八大领域，内涵丰富。结合中阿合作优势和阿拉伯国家的国情，中阿可

重点选择以下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一是以民生项目为基础。粮食问题既是阿拉伯国家的民生问题，也是安

全问题。中东粮食进口量的 60% 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其中乌克兰小麦的半

数销往中东。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全球小麦价格上涨了 30%，阿拉伯国家的

粮食安全因此面临严峻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国际社会须关注

俄乌冲突对也门、叙利亚、索马里、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的冲击。[2]2022 年

6 月，埃及总统塞西在出席第三届阿斯旺可持续和平与发展论坛时也指出，

[1] 习近平 ：《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载《人民日报》2014 年 6 月 6 日。

[2] United Nations News, “Ukraine War: Middle East Food Prices Soaring, as Donor Fatigue 

Kicks in, Security Council Hears,”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2/03/111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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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成为新时期非洲国家面临的头等大事。[1]

中国在脱贫攻坚的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为人类解决

贫困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 中国的贫困治理不是一个单维度

的减贫政策，而是一个以消除贫困为目标的国家主导的系统治理工程，通

过联动、协同和演进三重机制的共同影响，推动中国经济从不平衡增长过

渡到平衡发展。[3] 全球发展倡议为阿拉伯国家以发展促人权、以发展促民

生带来了机遇。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需要建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和联合国

如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三方伙伴关系，分享中阿减贫脱贫、维护

粮食安全等治国理政经验。

二是以产能合作为关键。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化

进程起步晚，至今尚未摆脱对化石燃料出口、旅游经济和侨汇的依赖。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19 — 2021 年，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分

别为 2.1%、-5.3% 和 3.5%，落后于其他地区。[4] 按照产业领域，阿拉伯国

家可分为三类。一是以海合会六国、伊拉克、苏丹、阿尔及利亚等为代表

的产油国，这些国家的石油化工为支柱产业，油气出口是财政的主要来源；

二是以摩洛哥、约旦、毛里塔尼亚、吉布提等为代表的贫油国，这些国家

处于转型时期，基础设施不完善，制造业规模有限；第三类是以也门、叙

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索马里、利比亚等为代表的国家，其国内政治

[1] State Information Service, Egypt, “President El-Sisi’s Speech at the 3rd Edition of 

Aswan Forum for Sustainable Peace and Development,” June 21, 2022.https://www.sis.gov.

eg/Story/169572/President-El-Sisi’s-Speech-at-the-3rd-Edition-of-Aswan-Forum-for-

Sustainable-Peace-and-Development?lang=en-us.

[2] 谢伏瞻 ：《推动智库合作互鉴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载《中国经济时报》2021 年 10

月 27 日。

[3] 郑宇 ：《贫困治理的渐进平衡模式 ：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建构与检验》，载《中国

社会科学》2022 年第 2 期，第 141 页。

[4]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21, https://www.imf.org/en/

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April?msclkid=7ea3c94ab57811ec84bf371addd2f3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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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无优势产业。此外，阿拉伯国家长期对地租经济形成依赖，加上

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产业“空心化”问题突出。因此，产能合作

成为中阿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领域，工业化是其重点方向，解决阿拉

伯国家青年的就业问题是两国产能合作的直接动力。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

显示，2021 年亚太地区青年失业率为 10.6%，撒哈拉以南非洲为 11.6%，

拉美地区为 17.7%，欧洲与中亚为 17.8%，南亚为 20.1%，中东地区则高达

27.7%。[1] 阿拉伯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高，青年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

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进而会影响到政权安全，甚至产生外溢效应，因

此决不能小觑。此外，中阿产能合作正日益从传统工业、基础设施建设领

域向商业零售、金融、通信和旅游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拓展。[2]

三是以高科技为前沿。《中国制造 2025》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

一个十年行动纲领，是新时期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的集中体现，

确定了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 5 个方针。[3]

高科技产业是中阿全方位合作中的新领域。《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指出了中阿科技合作的总思路：一是以机制建设带动全方位科技合作，如

建立中阿技术转移中心、中阿北斗合作中心、联合实验室等；二是中国开

展对阿技术援助、举办阿拉伯科技人员培训班；三是建立产学研一体化合

作平台，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建立高科技园区。[4]

中阿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机遇，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量子

信息、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火星探月、

北斗卫星导航、5G、智慧港口、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构建科技创新伙伴。

2021 年 3 月，中阿签订《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阿盟成为第一个加入《全

[1] Johannes G. Hoogeveen and Gladys Lopez-Acevedo, Distributional Impacts of 

COVID-19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2021, p. 34.

[2] 魏敏 ：《中国与中东国际产能合作的理论与政策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6 年第 6 期，第 3 期。

[3] 《中国制造 2025，我国制造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载《工业炉》2022 年第 1 期，第 6 页。

[4]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载《人民日报》2016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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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数据安全倡议》的国际组织。[1]2022 年 2 月，习近平主席与时任阿联酋

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就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保持密切

沟通，进一步拓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合作。人工智能、

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新兴产业方兴未艾。

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指引下，绿色经济、数字经济和蓝色经济将成为“新

边疆”。中阿发展绿色经济，就是共同开发太阳能、核能和其他清洁能源；

发展数字经济，就是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开发移动支付和发展互联网经济，

建立智慧城市，推动高科技与“新基建”的融合 [2]；发展蓝色经济，就是

开发海洋，促进阿拉伯陆海联动。阿拉伯国家均拥有海岸线和港口，连接

大西洋和印度洋，沟通阿拉伯海、红海和地中海，临近海湾、亚丁湾和直

布罗陀海峡，并控制苏伊士运河，具有开发海洋资源的得天独厚条件。

结 语

“阿拉伯剧变”爆发以来，阿拉伯国家陷入教派冲突、军备竞赛和代

理人战争的漩涡，错失了 10 年的发展机遇。这表明外部世界强加的所谓“安

全治理”模式难以解决阿拉伯内部的发展问题。随着中东国家关系总体趋

于缓和，发展问题被重新提上议程。同时，全球热点问题升温、全球发展

动力不足将长期困扰各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 2023 年中东和中亚经济增

长率预期下调至 3.6％。全球发展倡议直面全球发展赤字这一关键问题。它

为各方对接发展政策和深化务实合作搭建了有效平台，为汇聚各方资源、

破解发展难题、促进协同增效注入了动力。[3]

[1]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 交 部 ：《 中 阿 数 据 安 全 合 作 倡 议 》，2021 年 3 月 29 日，

http://bbs.fmprc.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jks_674633/fywj_674643/202103/
t20210329_9176279.shtml。

[2] 2020 年，阿拉伯国家城乡地区移动互联网使用率分别为 76% 和 42%，达到世界平

均水平，具有发展数字经济的潜力。参见《全球发展报告》，北京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

心 2022 年版，第 25 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王毅出席 < 全球发展报告 > 发布会》，2022 年 6 月 20 日，

https://www.mfa.gov.cn/web/wjbz_673089/xghd_673097/202206/t20220620_107061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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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倡导各国相互借鉴治理经验，具有短期目标与中长

期目标的渐进性、发展与和平的联动性等特征。2022 年以来，中国加大对

中国 - 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的投入，把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全

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并在 30 亿美元的基础上增资 10 亿美元；国家

国际发展合作署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以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落实全球

发展倡议。[1] 在多边层面，中国倡导建立地区发展伙伴、尊重发展中国家

的发展权和话语权；在双边层面，中国主张以减贫和就业为切入点，启动

阿拉伯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项目，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发展援助增强

阿拉伯国家能力建设。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阿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发

展的不平衡、财富的两极分化会导致新的社会动荡。10 年来，随着国际发

展援助项目的实施，不少受援国不仅未能实现相当水平的发展，甚至出现“越

援越贫”现象，显示全球发展援助的有效性不足。[2] 阿拉伯国家政府治理

能力不足、融资渠道有限和人才流失等问题不容小觑，其发展面临的内外部、

体系与单元、政治与经济等多重挑战不容忽视。

总之，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新时期，中阿落实全球发展

倡议有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探索现代化新道路。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

倡议坚持创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实现普惠包容的区域

共同发展，形成了基于中国案例的发展经验，有助于中阿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促进中东和平与发展事业。

【收稿日期 ：2022-09-07】

【修回日期 ：2022-10-12】

（责任编辑 ：邢嫣）

[1] 金鑫林、永亮 ：《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载《红旗文稿》

2022 年第 17 期，第 48 页。

[2] 吴志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引领全球发展治理》，载《当代世界》2022 年第 4 期，

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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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uring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polity, promotes the unity of member 
countries, resists external interference, and helps ASEAN maintain its autonomy and 
centrality in regional affairs. Aft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ok office, the United 
States used ideological tools such as democracy and freedom to intensify competition 
with China, while reorganizing its geopolitical power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do-
Pacific Strategy”, thus putting “normative pressure” on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ference 
pursued by ASEAN, and bringing its objective root, decades-long value and utility, 
as well as the most fundamental aspiration of ASEAN to face new challenges.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process of ASEAN’s response to the change of Myanmar’s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that although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ference is still the core norm 
that ASEAN collectively emphasizes, its diplomatic discourse has obviously changed 
to the interventional narrative; specific actions tend to be more intrusive than in the 
past; and the decision criteria highlight the influence of ide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future, the change of this important norm will affect not only the policy effect of 
ASEAN to deal with the Myanmar issue,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ASEAN 
amid major-country competition.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Implemented by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Concept and Practice, by Sun Degang,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CMES) and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and Zhang Jieying, Doctoral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Peace and development deficits are 
two major challenges facing the Arab world. In the new era of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intertwined with a pandemic unseen for a hundred years, strategic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rab countries are faced with development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driving force for development and weak market demand. Keeping 
up with the trend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are 
actively adapting to the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of the UN, implementing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giving 
priority to development and putting people first, pursuing a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featuring universal inclusive,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and promoting the synergy of development strategies, mechanisms 
and projects between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The economies of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are highly complementary. By implementing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and pursuing the concept of “promoting peace through developmen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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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rab countries can turn development dividends into peace dividends and promote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which is conducive to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The Motivation and Prospect of Japan’s Strengthen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Europe, by Dr. Sun Wenzhu,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t Department for Asia-Pacific 
Studies, CIIS. Since 2017, affected by “Trump shock”, “Brexit” and the intensified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has strengthened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he EU and NATO in an all-round way, and made multi-level and multi-field progress 
in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security exchanges and institutional building, joint military 
operation as well as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which is starting to expand 
into the field of economic security. By strengthen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Europe, 
Japan aim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to realize it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expand its sphere of influence and security space in the new world 
landscape, and ensure that it shares the development dividends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However, Japan and Europe disagree on threat cognition and security objectives, 
their respective inter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essure is huge, and both of them face 
strategic constrai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ll of which restrict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Europe to be further upgraded to a military alliance in the real sense. 

India’s Push for Militarization of 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 and Its Prospects, 
by Li Yibo,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Since India proposed the “Act East” policy and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strategic status of the 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Modi government, in a shift from its previous policy of “doing nothing 
and remaining indifferent”, has poured resources into making the archipelago a regional 
economic hub and a new stronghold of India’s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archipelago’s blue economic potential, 
strengthen its ability to monitor and control maritime traffic choke points, consolidate 
its strategic dominance in the Bay of Bengal, further enhance its position in Indo-Pacific 
security affairs, and use this as a lever to seek strategic balance in the gam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mplex and ever-changing Indo-Pacific 
security order, the rapid “militarization” of the 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 will be a 
“game changer” affecting regional security, and should be closely watched by relevant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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