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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读地带

西亚地区包括12个阿拉伯

国家，其中，海湾国家因政府雄

厚财力的支持、与中国密切合作

的现实因素、国家发展战略的未

来导向等要素叠加，其中国学研

究独占鳌头。叙利亚和黎巴嫩即

便尚处于动荡政局之中，涉华研

究仍屡有建树。埃及拥有北非地

区最为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而

摩洛哥得益于政府支持政策及优

越地理位置，搭建了成熟的亚、

非、欧学术交流平台。分析阿拉

伯各国智库研究的涉华议题，或

将有助于了解、预判阿拉伯国家

决策界的对华观点与立场。

阿拉伯智库的中国学研究概况

费萨尔国王学术与伊斯兰

研究中心于198 3年创建，是沙

特最权威的研究机构之一。近几

年，该中心发表数篇涉中国议题

文章，包括《中国—伊朗协议不

会改变游戏规则》《海湾的“中

国开发区”：以科威特北部经济

区（丝绸城）为例》《中国和也

门胡塞武装的关系是否是其阿富

汗斡旋战略的重演》《红海的人

民共和国：对中国在地区舆论和

实质影响的全面分析》等。2021

年，该中心亚洲研究部针对中国

议题新开设两个项目，分别是

“中国工业发展模式研究启示”及

“海合会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

阿联酋战略研究中心于1994

年创建，隶属于阿联酋外交部。

近年来，伴随中阿两国关系发展

迅速，阿联酋学术机构掀起中国

研究热潮。研究中心先后推出中

国研究专著若干，其中《中国的

战略规划及世界贸易战的未来走

向》（2020年出版）被认为是阿

拉伯学术界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

成果。

黎巴嫩宰图那研究与咨询中

心创立于2004年，是独立学术研

究机构。在中国研究领域，该中

心重点关注中国与以色列和巴勒

斯坦关系态势、中国对巴以问题

的政策立场等。近年来，该中心

发表中国事务研究论文《政治分

析：以色列在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项目中的现状》《中国与阿

联酋在非洲之角的竞争：背景、

预期以及不同的议程》等。

《金字塔报》下辖的金字

塔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于1968年

成立，近年来关于中国的研究成

果有《同伊朗达成协议后，中国

在中东的影响力是否会增强？》

《两个极端结合：华盛顿直面国

际对手，关注中东问题》《中国

与埃及：文明共同体》等。

摩洛哥新南方政策研究中

心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当属年度国

际会议“大西洋对话”。202 0

年“大西洋对话”议题为“欧、

非、亚三方合作与借鉴”。

涉华研究议题聚焦三大领域

第一，中国发展经验。具体

来说：一是工业现代化经验。为

提升经济现代化水平，实现多样

化发展目标，阿拉伯国家于2010

年左右纷纷出台“再工业化”发

展战略。阿联酋战略研究中心出

版的《中国的战略规划及世界贸

易战的未来走向》一书中，归纳

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几点经验，

分别是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保持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

衡关系、重视农业粮食生产助力

消除贫困、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

应对能源短缺、灵活运用财政和

货币政策为经济服务。二是“出

海”企业的本土化管理经验。埃

及智库研究报告《工作环境下的

多元文化管理：以中国国有工程

公司为例》，聚焦“一带一路”

框架内“出海”中国企业，以中

建总公司驻埃及分公司为研究对

象，研究多元文化的工作环境下，

中国企业如何实现有效管理。

第二，国际合作的中国贡

献——“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

运共同体。对于中国，阿拉伯学

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国

家形象塑造、能源和战略安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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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力提升

了中国的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

对于该倡议对地区国家的积极意

义，相关论述则更多。埃及学者

法拉哈认为，该倡议将埃及纳入

了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

内的新国际经济机构，这些机构

为构建新的国际治理体系发挥了

重要作用。摩洛哥学者瓦拉卢认

为，从前欧美主导的世界经济格

局如今发生重大改变，经济主流

发展方向已向亚洲倾斜，世界需

要新的“双轨制”来创造平衡、

均衡、合作、团结的新局面。部

分阿拉伯学者以“一带一路”框

架内具体合作项目为研究对象进

行探讨。如沙特费萨尔国王学术

与伊斯兰研究中心推出研究报告

《经济视角和构建伊斯兰堡—北

京—利雅得三角：对沙特在中巴

经济走廊中作用的评估》。202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之际，阿拉伯学者积极评价了倡议

在推动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增

进投融资方面的意义，认为未来

中阿双方的合作重点将放在“规

模更小、更智能”的科技项目。

针对中方提出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阿拉伯学者认为，这

一理念并不仅仅是口头倡议，新

冠疫情暴发后，中国的应对彰显

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

第三，中美博弈。阿拉伯智

库普遍认为，中美战略博弈的表

象是贸易战、科技战、信息战，

本质却是霸权国与崛起国的世

界主导权之争。沙特国际政治及

伊朗问题专家萨勒密的论文《中

国与美国在中东的大国博弈》指

出，中国崛起是“未来趋势不可

阻挡”，中美博弈是中国崛起大

背景下由守成国（美国）主动发

起的竞争。究其原因，是因为

“中国正在大步向国际权力体系

的顶端靠近。按照中国的发展愿

景，2050年中国或将成为与美

国同等发展水平的世界大国。这

种趋势迫使美国重新审视对华政

策，并将其从冷战后国际盛行的

战略伙伴关系转向战略竞争”。

在此基础上，阿拉伯学者

们还进一步研究中美博弈对地区

国家的影响，并探讨地区国家

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如萨勒密

将中美博弈按照“直接对抗”与

“和平推演”两种趋势预测，分

别论述了对中东地区可能产生的

影响。他认为，不论哪种趋势发

生，中东国家都不能选边站队。

从安全与发展出发，中东国家需

要在中美博弈中寻找符合本国利

益的平衡支点。

总体而言，阿拉伯学界对多

元价值观持更加开放、包容的态

度，而同为发展中国家，中阿经

历了被西方国家殖民、侵略的共

同历史，又有着现代化建设、实

现民族复兴的共同发展诉求。百

年变局下，国际体系新旧交叠的

周期已经启动，中阿作为全球南

方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遍希望维

护公道正义，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这些因素使得阿拉伯智库从客观

事实出发，表达了较为理性、积

极、开放的对华立场。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四级调研员）

2024年5月23日，中国—海合会国家产业与投资合作

论坛在厦门市举行，主题为“面向未来、携手推动

中国与海合会国家产业与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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