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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6日，国务委员兼

外长秦刚在北京集体会见来华举

行外长会晤的沙特阿拉伯外交大

臣费萨尔与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

扬。会晤后，两国宣布即日起恢

复在2016年断绝的外交关系。此

前的3月10日，在中方积极斡旋

下，中国、沙特、伊朗在北京发

表三方联合声明，宣布沙特和伊

朗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将在至

多两个月内重开双方使馆和代表机

构、安排互派大使等。此消息公布

后，在全球激起广泛积极反响。沙

伊这一对“中东夙敌”宣布复交，

不仅意味着中东地区以沙特与伊朗

为轴心的两大对抗阵营走向和解，

也反映出“后美国时代”中东地

区秩序正加速深入演进，新的中

东地区格局正在酝酿。

中沙伊北京对话助推“缓和潮”

长期以来，国家间关系错综

复杂、地缘政治矛盾丛生是中东

政治的显著特征。从总体上看，

该地区国家间的关系以民族、宗

教划线，以色列—犹太教与阿拉

伯—伊斯兰教、逊尼派—阿拉伯

与什叶派—波斯是中东传统的两

大对立阵营。不过，自进入本世

纪以来，中东地区内部的地缘政

治关系日趋复杂。尤其是在本世

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美西方与

中东国家间的矛盾有所降温，地

区国家间的矛盾骤然上升、冲突

加剧。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轴心

与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阿拉伯

国家之间的矛盾、以色列与阿拉

伯-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矛盾、土耳

其与地区国家之间的矛盾构成中

东地区的三组主要矛盾。伊朗、

沙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

其分别成为地区三大对立阵营的

领袖。这三大矛盾持续发酵，不

仅导致地区国家间关系恶化，还

严重危及地区稳定、加剧地区冲

突，“代理人战争”频繁发生。

在北京对话举行之前，缓和

已成为地区国家间关系阶段性调

整的重要标志。其中的关键性标

志是近年来土耳其与阿联酋、沙

特、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关系

的改善；与此同时，借助2020年

9月以色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在美

国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以

色列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

洛哥四国相继建交，与沙特、阿

曼的关系亦有所改善。此外，叙

利亚与阿联酋、科威特和阿曼也恢

复了外交关系。

此番沙伊宣布复交则开启了

中东又一对立阵营的和解进程，

其外溢效应极大加速了中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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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美国时代”中东地区秩序加速演进

2023年4月6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集体会见来华举行外长会晤的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与伊朗

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会晤后，沙伊两国宣布即日起恢复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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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缓和潮”进程，和平悄然成

为地区主旋律。

一是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

家与叙利亚关系出现改善，叙重

返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指日

可待。例如，3月13日，沙特与叙

利亚已开始推进重开使领馆和恢

复航班往来等事宜；3月18日，叙

总统巴沙尔访问阿联酋，这是其

12年来首次出访阿拉伯国家；4月

1日，叙外长梅克达德访问埃及，

这也是其自2011年叙内战爆发以

来首次访埃；4月3日，突尼斯总

统凯斯·赛义德要求启动驻叙大

使的任命程序，加快与叙复交进

程；同时，沙特也拟邀请叙出席

将于5月在其首都利雅得举行的阿

盟峰会。

二是也门冲突出现进一步

降温熄火的积极迹象。4月9日，

沙特驻也门大使贾比尔率领代表

团与阿曼官员一同抵达也门首都

萨那，与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

员会”主席迈赫迪·马沙特举行

会议，讨论续签2022年10月到期

的停火协议等内容。这是自2015

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该国首次

公开接待沙特官员。此外，4月

14日，也门冲突双方还在瑞士日

内瓦达成交换战俘协议。根据协

议，胡塞武装将释放包括沙特籍

人员在内的约180人，也门政府和

多国联军方面释放700余人。双方

还将于5月就交换更多在押人员举

行谈判。

三是土耳其与埃及、叙利

亚、以色列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改

善，这将有助于叙利亚冲突降

级。4月13日，埃及外长舒凯里

抵达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而一

月前的3月18日，土外长十年来

首次访埃，访问期间，土埃一致

同意尽快恢复两国大使级外交关

系，并将推动两国元首在2023年

下半年举行会谈。此前的2022年

11月，土总统埃尔多安与埃及总

统塞西在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实现

会面，外界普遍认为两国有望结

束十年紧张对峙。同月，埃尔多

安表示，土叙关系也可像土埃关

系一样，逐步恢复。而在更早的

2022年8月，土耳其与以色列也宣

布恢复外交关系。

地区秩序重建的十年

早在19世纪，美国就开始

介入中东事务，但直到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才开始大规模介入。冷

战结束后，美国借助1991年爆

发的海湾战争一举确立了在中东

的“霸主地位”。2001年发生的

9.11事件则揭开了美国与中东

关系的新一页。2001年与2003

年，美国分别发动阿富汗战争与

伊拉克战争，这使美国对中东的

大规模直接军事介入达到“史上

巅峰”，却也成为其在中东影响

力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2008

年，奥巴马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此时的美国已开始对中东萌生退

意。2009年，奥巴马在埃及最高

学府开罗大学发表以“新开端”

为主题的演讲，正式宣告美国有

意掀开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新篇

章。结束在中东发动的战争成为

此后美国历届政府的主要任务。

2013年，随着奥巴马在其第二个

总统任期推出“亚太再平衡”政

策，美国正式开始实施中东战略

收缩，这也预示着中东开始步入

“后美国时代”。

此后至今，是“后美国时

代”中东地区秩序重建的十年。

在这一时期，虽然美国在中东地

区的军事部署未见明显减少，但

美国在该地区进行外交投入、冲

突干预、秩序重塑的意愿显著下

降，其地区影响力也同步下降。

以“世俗民主”为旗帜的西方自

由主义模式不再被地区国家膜

拜，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性日益增

强，外部大国在中东的“一超多

强”格局逐渐被多极化新格局取

代。虽然自2017年起，美国两任

总统特朗普和拜登皆希望扭转这

一历史进程，但最终都无可避免

地走向了失败。

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

以来，“后美国时代”中东秩序

加速演进，并发生了一系列具有

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事件。例如，

中东国家在乌克兰危机中普遍持

中立态度，不愿追随美西方对俄

罗斯实施制裁；中东国家普遍不

愿在美对华战略竞争中“选边站

队”，还决意与中国全面加强战

略合作；以沙特、阿联酋为首的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

在新一轮“全球能源大博弈”中

拒绝以美国利益为先，一再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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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阻止其减产石油从而压低国

际油价、并限制其与俄进行能源

合作的无理要求；伊朗、沙特、

埃及、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

土耳其等十多个中东国家相继提

出申请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上合

组织）；阿联酋、沙特等国不顾

美国的反对，执意与叙利亚复交

或准备复交等。美国在伊朗核问

题、巴以问题、叙利亚问题、也

门问题、利比亚问题等地区热点

问题上的影响力明显下降。

沙伊在北京宣布复交则是

“后美国时代”加速演进的最新标

志性事件。沙伊和解不仅意味着美

国长期致力于在中东地区推行“分

而治之”的政策走向了死胡同，

也标志着一段时期以来美国组建

的“反伊朗地区联盟”与打造地

区秩序新架构的努力遭到严重挫

败。这表明，美国在中东已很难

再像过去那样发号施令，美国在

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越来越多地

开始选择依据本国利

益自行其是，日益偏

离美国的战略轨道。

未来五大发展趋向

进入本世纪的第

三个十年，中东地区

格局持续演变，地区

内外国家间关系进行

深刻调整。未来一段

时期，中东战略格局

发展演变将主要有如

下特征：

第一，中东地区在全球层

面的战略重要性将持续并有所提

升。长期以来，中东便在国际

政治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近年

来，由于美国在该地区实施战略

收缩并将战略重心东移至“印太

地区”，中东的战略地位似乎有

所下降。但从现实来看，近两

年，由于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与全

球能源格局调整，中东的战略地

位不降反升。2022年美国、俄罗

斯、中国等世界大国领导人纷纷

到访中东，越发凸显出中东的战

略重要性。本世纪截至目前美国

中东政策的摇摆也充分显现，纵

然美国一再希望撇下中东，但却

一直难以如愿。这也是乌克兰危

机升级后，拜登在2022年7月被迫

出访中东的主要动因。

第二，地区“缓和潮”将

加速进行、“诸侯争霸”现象将

有所缓解。沙伊和解具有强大

示范作用，不仅会带来也门、叙

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局势的缓

和，也可能助推土耳其与其周边

国家关系缓和，并对阿尔及利亚

与摩洛哥的紧张关系产生积极影

响。从短期看，叙利亚能否顺利

重返阿拉伯大家庭最令外界期

待；从中期看，也门冲突各方能

否实现全面长期停火或达成政治

解决协议最受国际社会关注。过

去十年，土耳其、阿联酋、沙

特、伊朗的“四强争霸”导致地

区和平稳定遭遇重要挑战。在未

来一年，这一不利状况将得到很

大改善。

第三，地区国家在政治和

安全事务上的战略自主性不断增

强，对美路径依赖和安全依赖

减少，对外关系政策也正酝酿重

大改变。传统上，美国与其地区

盟友和伙伴在地区重大事务上能

开展战略协调，保持一致性。但

在最近一个时期里，中东各主要

国家在发展与中国、俄罗斯、伊

2023年4月9日，沙特驻也门大使贾比尔率领

代表团与阿曼官员一同抵达也门首都萨那，

与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迈赫

迪·马沙特举行会议。图为与会众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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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伊朗矛盾根深蒂固的历史经纬

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的矛盾根

深蒂固，它不仅是中东政治的结

构性矛盾，更承载着阿拉伯民族

与波斯民族、伊斯兰教逊尼派与

什叶派之间千余年的历史恩怨。

了解沙伊矛盾的历史经纬，将有

助于我们理解沙伊和解的历史与

现实意义。

千年恩怨之始

尽管伊朗和沙特作为现代国

家的历史都不足百年，但双方的民

族和宗教矛盾却已有近1400年之

久。作为伊朗前身的波斯帝国最

早可追溯至由居鲁士大帝建立的阿

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330

年），该王朝后为马其顿帝国所

灭，随后伊朗进入希腊化时期。公

元3世纪，波斯人又建立了强大的

萨珊王朝，而灭亡萨珊王朝的正是

在公元7世纪崛起的阿拉伯帝国。

波斯人在皈依伊斯兰教后，

选择了该教两大派别中的什叶

派。在伊斯兰教中，占据主流的

逊尼派与处于边缘地位的什叶派

最初的核心分歧在于伊斯兰教先

知穆罕默德哈里发（即继任者）

的产生方式：逊尼派主张通过推

选的方式选择贤能担任，什叶派

则主张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

里为首位合法的哈里发。

在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王朝

（公元661～750年）时期，波斯

地区在帝国内处于边缘化地位。

在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

年）时期，伴随着帝国中心从大

马士革东移至巴格达，当时在文

明程度上更加先进的波斯人在阿

拉伯帝国的官僚体系中占据了重

要地位。但在后世的逊尼派保守

派和激进派看来，正是波斯人深

入阿拉伯帝国内部并对其进行

“腐蚀”，才使帝国偏离了伊斯

兰教的“正道”，并最终导致自

朗、叙利亚、上合组织等各方

的关系时与在处理国际能源事务

上，不顾美国的反对，越发坚定

维护自身利益和安全，坚持推行

独立自主的多元平衡外交，持续

推行“向东看”政策。

第四，地区国家将加速本

国发展转型，重新寻找适合自身

政治身份定位的新战略。在本世

纪经历过痛苦的20年战争与冲突

后，中东国家开始痛定思痛，探

索新的发展道路。埃尔多安执政

下的土耳其是较早开始这一探索

的先行者。如今，沙特、阿联酋

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与埃及等国也

紧随其后，开始探索更符合本国

国情且兼容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现

代化发展之路。

第五，大国在中东地区的

战略博弈进入新阶段，“一超多

强”加速向多极化方向演变。拜

登政府曾明确宣布将阻止中俄在

中东“填补权力真空”，并采取

各种措施阻挠地区国家与中俄合

作，但拜登政府的这一目标连连

受挫。目前，虽然美国仍在该地

区维持着霸权地位，但其中东秩

序新架构、地区盟友体系和红

海—海湾地区安全政策均面临重

大挑战，地区国家离美、远美倾

向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在过去

十年里，俄罗斯通过介入叙内战

全面重返中东。虽然目前俄面临

美西方制裁等不利因素影响，与

地区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合作障碍

增多，但其中东政策基础仍较为

坚实。同时，中国虽然面临美国

的打压围堵，但在地区的影响力

不断扩大。2022年12月，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沙特出席

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首

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

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

问，外界普遍将之称为“三环峰

会”。这些峰会的成功举行，与

中方成功调解沙伊矛盾，不仅是

中国中东外交的重大突破，也是

中方在中东对美斗争取得的两个

回合的重大胜利。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

研究所中东发展与治理中心主任）

文／刘中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