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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演变愈

发割裂。一面是自新一轮巴以冲

突爆发至今愈演愈烈的地缘战略

竞争；另一面则是各方为大兴发

展而频频提出的互联互通愿景。

今年4月22日，土耳其与伊拉克联

手推出“发展之路”计划，意图

打造一条经伊拉克连接波斯湾与

土耳其、联通欧亚大陆的中东经

济走廊，卡塔尔和阿联酋也积极

响应。9月18日，土交通和基础设

施部长表示，“发展之路”的准

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中东地

区从不乏雄心勃勃的愿景，此番

“发展之路”又能走多远？

众多互联互通愿景中的一个

近十余年来，以海湾阿拉

伯国家为主的中东国家，竞相提

出发展转型愿景，其中沙特的

“2030愿景”和阿联酋的“我们阿

联酋2031愿景”更是势头强劲。近

几年，这些愿景进一步呈现扩容

态势，即以建设大型互联互通国

际经济走廊为思路，将区域内相关

国家发展愿景串联，把中东地区打

造为联通欧亚非三洲的枢纽。特别

是在地缘政治加剧回归的时代背

景下，中东各战略阵营及其联动

的大国政治，同样谋求将作为公

共产品的国际经济走廊项目，打

造为制度化的确定利益与权力格

局的战略工具。在这个意义上，

中东地区的冲突加剧与“愿景”

扩容，本质上是安全与发展逻辑

互动下的矛盾统一体，“发展之

路”的问世并非一个新鲜事。

据规划，“发展之路”将

用170亿美元的投资建造一条始

于伊拉克最南端港口法奥的陆上

走廊，其包括一条长1200公里的

铁路和一条与之平行的公路，连

接波斯湾与土耳其，进而通往欧

洲。该计划将以2028年、2033年

和2050年为节点分三期完成。据

估计，至2028年第一期完工时，

沿线铁路年货运量可达350万个

集装箱和2200万吨散货，每年将

为伊拉克创造40亿美元收入，同

时带动中东地区国际贸易量年均

增长10%～15%。伊拉克政府将

“发展之路”描述为一条“干运

河”，称法奥港将会变成中东最

大港口，上海港和荷兰鹿特丹港

之间的货运时间，也会从33天缩

短至15天。

事实上，中东地区已存在

多版互联互通方案。201 7年，

土耳其启动跨里海国际运输走

廊，通过打造跨里海大桥、东

西衔接中亚与南高加索间的铁路

网，最终对接土耳其，联通欧

洲。俄罗斯也于202 2年重启历

史沿革20余年之久的国际南北运

输走廊（INSTC)，将俄经南高

加索和伊朗与中亚及南亚相联。

2023年9月，美国在G20峰会上

提出“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

廊”(IMEC)，计划以海路、陆路

和管道网，全面联动印度与阿联

酋、沙特、约旦及以色列，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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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经济走廊“上新”：
土伊“发展之路”有何特殊

2024年4月22日，伊拉克、土耳

其、卡塔尔和阿联酋合作开发“发

展之路”四方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

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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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港进入地中海对接欧洲。很明

显，相较跨里海走廊、南北走廊的

北线思路，和IMEC的南线思路，

“发展之路”采取了居中路线。

地缘冲突激化下的最优替代？

若从产业基础、资金储备与

时间积累等综合因素出发，“发

展之路”在与中东其他走廊的竞

争中并不占优。然而，在中东域

内外地缘政治冲突激化的新背景

下，“发展之路”的后发优势似

乎正在浮现。

一方面，2022年乌克兰危机

的爆发，进一步冲击发展本就不

稳定的中东北线走廊计划。早在

危机爆发前，南北走廊就因美国

对伊朗的长期严厉制裁践行效果

不佳。危机后，随着美西方对俄

制裁常态化，该走廊面临更大发

展阻力。由此来看，2022年该走

廊的“复苏”，实际是对走廊沿

线国家国际环境持续恶化的残酷

反映，走廊向西最终对接欧洲的

设计初衷已无法落地，俄则希望

借此通道南向突破西方的封锁与

制裁。此外，纳卡冲突等南高加

索地区地缘政局的不确定性，也

同时构成了建设南北走廊和跨里

海走廊的消极因素。

另一方面，本轮巴以冲突的

长期化极大扰乱美国对IMEC的布

局。在美国的设计中，IMEC得以

落实的政治前提是其推促阿以和

解的《亚伯拉罕协议》，而沙特

是沿线国家中唯一未和以色列建

交的国家，两国能否和解构成影

响走廊成败的关键因素。但本轮

巴以冲突的爆发让沙特承受巨大

民意压力，沙以和解谈判因此搁

置，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对同以色

列合作敬而远之，更遑论实现国

家间的互联互通。此外，也门胡

塞武装对加沙战事的策应引发红

海国际航运危机，导致苏伊士运

河过境货船运输量下降30％，仅

今年前八个月，埃及收入损失便

超60亿美元。换言之，在中东的

南线，无论是在筹走廊或是传统

海上通道，无不受到本轮巴以冲

突的严重冲击。

在上述危机的合力下，采道

地区中线的“发展之路”开始获

得重视。一方面，其海路段并未

偏离地区发展重心所在的波斯湾

南翼；另一方面，在陆路段，伊

拉克与土耳其所处国际环境总体

好于另外两线走廊计划。这在很

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土耳其和

卡塔尔在伊拉克于2023年5月提出

该计划后近一年才参与其中，以

及为何本在主推IMEC的阿联酋也

转而加入。

能否走下去

不过，“发展之路”的优势

是在地区冲突持续状态下的“比

较优势”，它能否走下去依旧存

有两方面的不确定性。

其一，地缘政治的不确定

性。与南北走廊对接伊朗领导的

反美阵营，及IMEC对接以色列、

阿联酋和沙特为主的亲美阵营一

致，“发展之路”未能摆脱中东

阵营化与排他性的安全逻辑，基

本对接了以土耳其、卡塔尔为核

心，以穆斯林兄弟会模式促变革

的阵营。“发展之路”若成功，

将意味着另外两个阵营的战略损

失。沙特将无法如愿把地区发展

重心南移至其大力布局的阿拉伯

半岛腹地和红海一侧，同时伊朗

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会遭到土耳

其的极大分化。即使在伊拉克内

部，“发展之路”也有意绕行了北

部库尔德自治区，土伊关系的走近

也引发库尔德人整体的战略焦虑。

其二，资金落地的不确定

性。大型基建项目高投入、慢回

报的特点，本就不易受资本青

睐，参与方对地缘政治压力居

高、腐败问题严重的伊拉克更是

持谨慎观望姿态。事实上，扼守

东西方要道的伊拉克，从来不缺打

造欧亚走廊的政策冲动，但多因

资金问题不了了之。2021年，伊

拉克曾提出走西线南下的“新黎

凡特计划”，陆路连接伊拉克、

约旦和埃及，随之对接欧洲与非

洲，但终因无人买单而作罢。

中东走廊愿景的频现，表明

以互联互通促发展的新理念已成

地区共识，但在中东地缘政治冲

突激化的当下，能否妥善处理发

展与安全间的辩证关系，将决定

相关走廊愿景的远度、广度与深

度，“发展之路”不外乎于此。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

院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