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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参与解决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述评
*

钮 松

摘 要: 中国高度关注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对中东和平及中国国家

利益的影响。新时代中国参与国际热点问题解决的总体原则围绕维护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持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和新安全观等，从根

本上促进国际关系的合理化、法治化与民主化。中国参与阿拉伯国家

热点问题解决，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观察阿拉伯地区事务，强调巴

勒斯坦问题是中东的根源性问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中阿关

系，尊重伊斯兰文明在历史与现实中的正向作用。中国参与阿拉伯国

家热点问题解决的机制包括，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参与阿拉伯地区的维

和活动并在安理会投票中坚持原则; 坚持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外交来参

与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解决; 开展针对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常态化

的特使外交并积极践行“劝和促谈”; 推动阿拉伯国家的去极端化。实

践证明，中国参与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明显的积极效应，

但仍处在动态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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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和新路径，尤其是“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阿拉伯世界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地区更是受到中国

的高度重视。当前全球事务中的国际热点问题层出不穷，热点外交也成为一种

常态化的外交模式，阿拉伯地区是当前国际热点问题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所

谓“国际热点问题”，又称“热点问题”，主要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国家、地区

及全球安全( 和平) 和经济繁荣( 发展) 构成直接或潜在威胁，引起国际社会广泛

关注，诱发国际组织、大国( 大国集团) 进行协调、调节、斡旋或干预的冲突( 或潜

在冲突) 或危机性问题。”①习近平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

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进全球伙伴关系建设，主动参与国际热点

难点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②这为中国参与国际热点问题解决特别是阿拉伯国

家热点问题的解决指引了总体的原则、方式和方向。

一、新时代中国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总体原则

中国参与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解决，是中国热点外交的组成部分。中国

参与国际热点问题解决的总体原则，对中国参与包括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在内

的中东热点问题解决③也具有提纲挈领的奠基作用。具体而言，中国参与国际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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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中民、范鹏:《中国热点外交的理论与案例研究———以中东热点问题为例》，北京: 世界

知识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5 页。
习近平:《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第三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36 页。
相关前人研究主要从时间段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前人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十八

大以前，具体而言: 一是中东热点问题的背景及演化，参见蔡德贵: 《中东热点问题背后的哲学因

素》，载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 2000 年卷·现代化进程研究专辑)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周云霞:《中东热点问题与民族宗教因素》，载《当代世界》2007 年第 9 期; 杨福昌:《对中东热

点问题新变化的若干思考》，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 年第 3 期。二是中东热点问题与中国外

交，参见姚匡乙:《中东热点问题走向和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实践》，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 年第 1
期; 余泳:《试论中东问题研究的核心概念———从中东热点问题到中国中东外交》，载上海市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编:《新中国对外关系 60 年理论与实践: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年会文集( 2009
年度) 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刘中民:《中国

的中东热点外交: 历史、理念、经验与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 年第 1 期; 姚匡乙:《中国在

中东热点问题上的新外交》，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6 期; 刘中民、范鹏:《中国热点外交的理

论与案例研究———以中东热点问题为例》，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7 年版。三是大国对中东热

点问题解决的参与，参见唐继赞:《中东“热点”考验美国的中东政策———2006 年中东 (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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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问题解决的原则和立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 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树立正确的历

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和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四个方面构

成一个有机整体，反映了中国大力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的决心

和信心。中国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的总体原则和立场，对于在国际社会捍卫多边

主义、促进团结合作、推进劝和促谈具有积极意义。
( 一)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促进国际关系的合理化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

字的国家。中国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坚定

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我们的先辈建立了联合国，为世界赢得

70 余年相对和平。我们要完善机制和手段，更好化解纷争和矛盾、消弭战乱和冲

突。”②“坚持政治解决冲突的方向……联合国要高举这面旗帜”，“联合国要发挥

政治、道义优势、统筹协调工作”，“坚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引导作用”。③ 习

近平主席对于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与国际事务中核心地位的深刻认知，来源于对

现代国际体系的演进历程、联合国自身的民主化、新中国参与联合国的历史经

验、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对联合国的冲击等关键问题的思考和定位。

首先，联合国在现代国际体系中核心地位的确立，为该体系的维系、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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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 接上页注③) 局势的回顾与展望》，载《学习月刊》2007 年第 1 期; 李国富: 《从布什总统中东

之行，看 2008 年中东热点问题的走向》，载《当代世界》2008 年第 3 期; 安惠侯:《新形势下中东热

点问题与大国中东政策》，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 年第 2 期; 安惠侯: 《中东热点问题与大国关

系》，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 年第 2 期; 安惠侯:《奥巴马中东政策调整及中东热点问题走向》，

载《亚非纵横》2009 年第 3 期。四是具体人物论中东热点问题，参见成红:《邓小平、江泽民、胡锦

涛有关中东热点问题的论述》，载《西亚非洲》2010 年第 10 期; 李意:《爱德华·萨义德论中东热点

问题》，载《国际观察》2010 年第 5 期; 龚鑫: 《蒂姆·尼布洛克教授论中东热点问题》，载《西亚非

洲》2016 年第 2 期。其次，十八大以来即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参见王林聪:《中东安全问

题及其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11 期; 李伟建:《中东安全形势新变化及中国参与地

区安全治理探析》，载《西亚非洲》2019 年第 6 期; 陈晓东:《中东安全挑战与中国的解决方案》，载

《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1 期; 孙德刚、吴思科:《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 理念主张与实

践探索》，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4 期; 孙德刚:《从顺势到谋势: 论中国特色的中东安全治理

观》，载《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5 期。
①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47 页。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 541 页。
习近平:《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

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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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提供了关键性的凝结与支撑作用。联合国在战后国际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并获得席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及其政权获得国际普遍

承认的重要标志与国际合法性来源。此外，获得联合国的授权成为国际关系中

涉及战争与和平事务的前置条件。国际社会普遍公认联合国在现代国际体系中

的核心地位，因此尽管战后大国纷争不断，尤其是冷战期间的两大阵营博弈和 21

世纪“新冷战”愈演愈烈，但联合国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最大公约数”仍旧发挥着

独特的作用。不仅如此，针对国际体系的转型、全球治理时代的到来和宗教对国

际关系参与的不断加深，联合国也顺应时代变迁进行了相应的议程调整。

其次，联合国自身也经历了民主化的进程，并最终具有广泛的全球代表性。

随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大量前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并成为联合国会

员国。德意日等前法西斯国家也顺利转型并获得联合国的接纳。在此情形下，

独立于美苏、西欧之外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加入对于促进联合国的机构与机

制民主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推进了中国在 1971 年恢复联合国的合

法席位，这体现了联合国大会在相关决议上逐步摆脱大国操纵，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保障相关非西方国家的利益和维护和平。

再次，新中国于 1971 年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促进了中国与联合国关系

的根本改善，也为中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创造了国际条件。“1971 年联合国以压

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催生了新中国

第三次建交高潮，就第三世界国家而言: 非洲 26 国与中国建交、拉美 13 国与中国

建交、东南亚和南亚 5 国与中国建交、中东 7 国与中国建交、太平洋 5 国与中国建

交; 此外，中国与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也在大幅突破。① 中国以 1971 年恢

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为起点，从游离于联合国之外逐步走向了利用联合国为合法

武器支持第三世界的反殖反霸斗争，并在此过程中推进了联合国的转型。

最后，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使得维护联合国的权威与核心地位日益紧

迫。随着近年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的蔓延，以英国“脱欧”和美国不断“退群”为

代表的逆全球化举措对联合国构成了新一轮挑战。由于联合国本质上是以世界

主义来削减民族主义的消极因素，这与当前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民粹主义

的兴起格格不入。欧美一方面强调国内优先，减少对联合国和多边机构的支持，

另一方面又不愿轻易放弃对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决策权和控制力，这便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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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三次建交高潮》，中国外交部网站，2000 年 11 月 7 日，https: / /www．mfa．gov．cn /ziliao_
674904/wjs_674919/2159_674923/200011/ t20001107_10251006．shtm，上网时间: 2022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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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联合国的改革与发展的弱化支持与强化控制两个面向的挑战。①

( 二) 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促进国际关系的法治化

习近平主席指出: “‘法者，治之端也’。在日内瓦，各国以联合国宪章为基

础，就政治安全、贸易发展、社会人权、科技卫生、劳工产权、文化体育等领域达成

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书。法律的生命在于付诸实施，各国有责任维护国

际法治权威，依法行使权利，善意履行义务。法律的生命也在于公平正义，各国

和国际司法机构应该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合则用、

不合则弃’，真正做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②“任何国家都不能随意发动战

争，不能破坏国际法治，不能打开潘多拉的盒子。”③习近平在谈及后疫情时代联

合国的作用时指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遵循，也是

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加以维护。各国关系和利益只能以制度

和规则加以协调，不能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大国更应该带头做国际法治的倡导

者和维护者，遵信守诺，不搞例外主义，不搞双重标准，也不能歪曲国际法，以法治

之名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国际和平稳定。”“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④中国将国际法视为国际秩序的基础，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高度重视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坚持以联合

国安理会决议为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的准绳。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联合国安理会

通过一系列决议具有了某种国际立法的性质。中国秉持公道正义的原则，在安

理会相关决议草案的投票上保持高度审慎的原则。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

行为，整体上保持了“不干涉内政”的根本原则但依据时代的变化和联合国促进和

平方式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如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几次否决票便是例证。“中国在安

理会有关干涉叙利亚内政的强制决议草案上表现出来的积极反对的言论和行动，

明确展现着‘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底线: 不能允许安理会变成少数大国滥用武力干

涉他国内政的工具。同时，中国还努力尝试变成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即试图寻找正

确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满足于阻止用错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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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建英:《“逆全球化”横流的当下，如何看待中国在联合国发挥的作用?》，百万庄通讯

社，2018 年 9 月 29 日，http: / /whzg．chinareports．org．cn / jryw /2018 /0930 /4256．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8 月 9 日。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 540 页。
同上，第 541 页。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 全文) 》，载《人民日报》2020 年 9 月

22 日，第 2 版。
甄妮、陈志敏:《“不干涉内政”原则与冷战后中国在安理会的投票实践》，载《国际问题研

究》2014 年第 3 期，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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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视为动用军事手段合法参与国际

热点问题、制止战争与冲突的基本准则。海湾战争是联合国安理会在武力维和

上的一个转折点，安理会第 678 号决议开启了一种合法使用武力的“授权”模

式。① 此外，联合国安理会还在此后的热点问题决议中使用了“重申”“关切”“呼

吁”“决定”等不同表述。中国将是否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的认可或授权视

为采取武力合法干预的底线，反对大国在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同意的情况下采取

单边主义的军事行为来达成其政治目的。不仅如此，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途径也

在不断拓展，特别是海军亚丁湾护航编队的派出是在联合国框架下顺利展开的。②

最后，中国坚持多边主义精神，广泛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遵守国际协

议。1971 年以后，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国参与国际组织日益增

多，并在国际多边舞台中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变革。中国在许多国际组织的

合法席位不断得到恢复，这为中国的全球外交拓展和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提供了契机。中国在国际规则上经历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参与的过程，“随着中

国的进一步崛起，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塑造已成为对外政策的重点”，中国是国

际规则的“建设者”和“稳健的建设性参与者”，“这既是对现存规则合法性的尊

重，也是符合本国利益的理性选择。”③

( 三)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

力量。中国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益成为指导国家间关

系的基本准则。”④“恪守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

切。”⑤“要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
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

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⑥这反映了新时代的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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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鸣:《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问题探究》，载《法学评论》2002 年第 3 期，第 73 页。
钮松:《“越境打击”索马里海盗与中国外交转型》，载《太平洋学报》2012 年第 9 期，第 70 页。
孙溯源:《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变革———兼论中国与国际贸易规则改革》，载黄河、

汪晓风主编:《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二十六辑) : 中国与世贸组织改革》，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8 页。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载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第一卷) 》，第 357 页。
同上，第 355 页。
习近平:《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

第 4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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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国际公理和促进世界和平方面具有指导思想上的相承性。

首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超越国际意识形态分歧的国家间正常交往

的精神，凸显了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平等与共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

形成是建立在中国与印度、缅甸等国的双边关系基础之上，而印度与缅甸的社会

制度与中国存在根本差异。1971 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后，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更是超越意识形态对立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对立，加大了全方位外

交的力度。

其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际关

系的民主化发展，只能在平等而非等级化的国家关系中才能实现。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直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破坏国际秩序的实质。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

在全世界大力推进“民主改造”计划。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对外战略日益

契合保守国际主义的战略思想，融合了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三种战略

思想。①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对自身的“负责任大国”定位则是与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的有机统一，即坚持大国担当而非大国霸凌，大力推广“结伴不结

盟”的中国特色伙伴外交。

最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与发展。进入新

时代，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规划并不断将其在世界范围内推

广。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时代背景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时的世界格

局存在巨大差异，但两者仍在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框架之内。人类命运共

同体从新时代的高度进一步诠释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着眼于将全人类

来作为观察国际关系的起点，以“共同体”理念来理解国际关系的基本结构，将命

运与共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目标。中国认为人类不仅是命运共同体，也是利益

共同体，这就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将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精神进行了升华。总

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间又存在复杂联系，两者相互依赖、

相互作用、相互渗透”②。
( 四) 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和新安全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

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

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所谓正确大局观，就是不

·42·

①

②

焦兵:《特朗普保守国际主义战略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8 年第 8 期，第 31 页。
魏海香:《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关系探究》，载《理论与评论》2018 年第 6

期，第 12 页。



新时代中国参与解决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述评
■■■■■■■■■■■■■■■■■■■■■■■■■■■■■■■■■■■■■■■■■■■■■■■■■■■■■■■■■■■■■■■■

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

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所谓正

确角色观，就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

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

国对外方针政策。”①习近平还指出:“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积极参与斡旋解决地缘政治热点问题。”②习近平提出的“四观”为中国正确把握

国际形势、国际现象、热点问题指引了方向，正确处理了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

实、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独享与共有等几组关系，有助于中国热点问题外交

的持续推进。

首先，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中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做到历史、现实与未来的

有机统一。中国坚持正确的历史观，第一在于关心自身的历史定位，即党和国家

的外交决策及国际关系实践是否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二在于在观察国际热

点问题时善于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对热点事件历史背景的回溯，以及热点

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之间的关系。正因如此，中国特别强调要依

据事件的是非曲直，公平公正地予以对待。

其次，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中坚持正确的大局观，透过现象把握事件的本质

及其地区和国际影响。中国的大局观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对国际热

点问题的地区及国际影响的思考。中国从大局观的高度对于当前人类社会所处

的历史时代进行了研判，认为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③第二，注重对热点问题中国内冲突

双方做工作，最大限度加强与热点问题的有关方展开劝和促谈。第三，注重在热

点问题中的立场坚定性和方式灵活性的统一。中国对于事关全局和大局的热点

问题，坚持自己的原则与底线的同时，也兼顾相关国家的利益关切。

再次，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中坚持正确的角色观，将世界中的中国与中国参

与世界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

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

外工作。”④正是因为中国有着明确的角色定位，在对外关系中才能从战略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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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载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

卷) 》，第 427－428 页。
习近平:《金砖国家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作用》，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 第三卷) 》，第 448 页。
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第 428 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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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地区政策和热点问题外交，其效果是注重政策的长期性与连贯性，即不仅着

眼于当下具体问题的解决，更着眼于其长远效应，对同类热点问题的启示作用和

对全球治理的促进作用。

最后，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中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从全

球安全治理的进路促进热点问题的解决。中国的新安全观，不是从狭义的角度

去理解安全本身，而是一种具有广泛内涵的“大安全观”，对内表现为正在随着热

点问题不断拓展的总体国家安全体系，对外则表现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安全观。中国总体国家安全体系和新安全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契合了时代的

发展，由应对热点问题、危机和冲突而来，并非是安全的泛化。

新时代中国参与国际热点问题解决的总体原则具有统揽作用，这为中国展

开针对具体地区国别的外交活动奠定了基础。中国对包括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

在内的阿拉伯地区事务的参与中所持基本观点，即是由此总体原则与该地区鲜

明特点结合而来。

二、新时代中国参与解决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基本观点

如何从人类历史与世界历史的演进与变迁规律和大势来观察阿拉伯世界，

关乎中国参与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解决的基本态度和谋篇布局的根本起点。对

于纷乱复杂、矛盾与冲突丛生的阿拉伯地区事务，如何从结构与体系上抓住问题

的主要矛盾，厘清次要矛盾，对于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寻求阿拉伯国家热点

问题的解决之道大有裨益。如何从新的视角来破解阿拉伯世界发展进程中的难

题与困局，尤其是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以命运与共、利益共赢的积

极合作来促进和平与安全，关乎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中东地区迈向持久和平的

宽广道路。中国在参与国际热点问题解决的总体原则指引下，对于参与包括阿

拉伯国家热点问题在内阿拉伯地区事务有着以下基本观点。

( 一) 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野来观察阿拉伯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①，此后进一步指出:“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首先要深刻领会

党的十九大精神，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

·62·

①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18 年第 1 期，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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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①“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②“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

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③阿拉伯地区作为全

世界热点问题最为密集和频繁且其影响外溢效用显著的地区，更是与世界的“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间形成了紧密互动。具体而言，中国深刻认识到“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下的阿拉伯世界在几个方面已经出现了体系性变局的态势。

首先，阿拉伯世界政治变迁已出现明显反复，民主化的话语已然难以包容阿

拉伯国家政治未来发展的远景。长期以来，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迁、政治现代化

的内核是民主化发展，尤其是西方民主模式成为美欧大国主导的中东民主化进

程的样板和参照标准，然而“阿拉伯之春”以来，此种情况已发生巨变。“十年来，

中东地区在国家转型方面，迄今没有成功转型的范例，更谈不上有借鉴意义的发

展模式; 在地区和平方面，原有和新生的热点问题无一得到彻底解决。”④正因如

此，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有穷变通久的哲学，阿拉伯人也说‘没有不变的常态’。

我们尊重阿拉伯国家的变革诉求，支持阿拉伯国家自主探索发展道路。”⑤

其次，大国对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介入日益多元化与常态化，中东国际关系

中的“玩家”增多。就域外大国而言，除美国外，欧洲和俄罗斯的介入态势不断增

强。就地区大国而言，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国家正加大介入阿拉伯世

界事务，如土耳其“正在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中东地缘三角战略，对中东地区热点

问题、地区格局与大国关系带来复杂影响。”⑥域外大国和地区大国在阿拉伯世界

的纵横捭阖为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斡旋和调解增添了诸多难度，这种繁杂的

大国介入格局构成了中国开展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大国协调的前提条件。

最后，阿拉伯国家的能源经济格局面临新技术、新能源和地缘政治博弈所带

来的巨大挑战。如何通过新技术增加石油产量成为国际能源市场中的新动向，

·7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习近平:《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第 421 页。
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第 428 页。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在二○一八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

主旨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 年 9 月 4 日，第 2 版。
刘中民:《阿拉伯之春十年后看中东困局》，载《环球时报》2020 年 11 月 3 日，第 15 版。
习近平:《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形成更多交汇》，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

卷) 》，第 463 页。
邹志强:《土耳其的中东地缘三角战略: 内涵、动力及影响》，载《国际论坛》2018 年第 6

期，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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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页岩油开采便对传统能源市场构成了新挑战。对于沙特这样的阿拉伯产油大

国而言，围绕石油的内外挑战正促使其深度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地缘政治演进

也对能源市场格局产生了影响，美欧、美俄围绕伊朗石油市场问题进行了诸多博

弈，欧洲设计出“贸易往来支持工具”( Instrument for Supporting Trade Exchanges，
INSTEX) 以绕开美元支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石油美元霸权，这也对沙特

为首的阿拉伯产油国造成了新的冲击。
( 二) 坚持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的基本立场

2013 年 5 月 6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谈时指出: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这个问题持续半个多世纪未能得到解决，给

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也成为中东地区长期动荡的重要根源。巴勒斯

坦人民合法民族权利得不到恢复，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就不可能实现，中东

地区和平稳定也无从谈起。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巴勒斯坦问题，必须把解决巴

勒斯坦问题放在重要而突出的位置。”①2021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主席向联合国

“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致贺电称:“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

心。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客观公正，倡导包容互谅，以马德里和会 30 周年为契机，

为推动巴以双方基于‘两国方案’重启平等对话提供更多助力。”②

总体来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延续了中国一贯坚持的巴勒斯

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是中东和平根源性问题的这一立场，这也成为中国参与

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起点。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和支持始于 20 世纪

五六十年代，“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中国非常同情阿拉伯人民的斗争，公开支

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认为巴勒斯坦人民有权诉诸武装斗争”，“中国在这一时

期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提供了一些军事援助，承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改革

开放以后，“中国人对阿拉伯各项事业的感情尤其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感情仍然

鲜活。中国官方和民间仍然认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是一种人道主义

义务。”③

( 三) 坚持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发展中阿关系

中国高度重视阿拉伯世界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将建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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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朔:《习近平晤阿巴斯: 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中新网，2013 年 5 月 6 日，

https: / /www ．chinanews．com．cn /gn /2013 /05-06 /4789870．s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12 月 3 日。
《习近平向“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致贺电》，新华网，2021 年 11 月 30 日，

http: / /www ．news．cn /2021-11 /30 /c_1128114315．htm，上网时间: 2021 年 12 月 3 日。
［叙利亚］穆罕默德·海尔·瓦迪:《中国外交与中国经验》，王有勇、李楠等译，香港: 香

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1 年版，第 133、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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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结合。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看，阿

拉伯国家是“一带一路”沿线连接东西方作为重要的纽带。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

“数字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等领域正在不断拓展合作空

间，其目标是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从中国在阿拉伯世界推进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区域划分来看，中国以非洲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为基

石，着力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对打造中阿共建

“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四点希望，即“做真诚互信的战略伙伴”“做共赢

共享的合作伙伴”“做互学互鉴的交往伙伴”“做实践先行的创新伙伴”。①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抗疫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在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上

的重要体现，是建设“健康丝绸之路”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彰显

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大现实意义。2020 年 7 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

部长王毅指出:“当前新冠病毒仍在全球肆虐，各国的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休戚与共、紧密相连。进一步深化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

正当其时。”“只要中阿同舟共济、精诚团结，中阿命运共同体将牢不可摧。”②

2021 年 8 月 5 日，中国与包括埃及、摩洛哥和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在内的 23 国

发表《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联合声明》。声明称: 各国“应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理念”，“强调疫苗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呼吁各国增强国际合作机制与协作，

摒弃‘疫苗民族主义’”。③

( 四) 尊重伊斯兰文明并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宗教或民族挂钩

新时代中国的文明交流互鉴观、对于文明多样性的欣赏，特别是对伊斯兰文

明及其与中华文明互动的正确认知，是中国参与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解决的思

想基础。习近平主席指出:“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

一种文明为前提。”“我到过代表古玛雅文明的奇琴伊察，也到过带有浓厚伊斯兰

文明色彩的中亚古城撒马尔罕。”“只有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

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2000 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

中国。”④“中阿双方坚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对方，用对话交流代替冲突对

抗”，“中国将继续毫不动摇支持阿拉伯国家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反对一切针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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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钟声:《打造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8 年 7 月 22 日，第 2 版。
王毅:《加强抗疫合作，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20 年 7 月 3 日，第 6 版。
《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21 年 8 月 6 日，第 3 版。
习近平:《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

卷) 》，第 258－2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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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民族和宗教的歧视和偏见。”①“中东是人类古老文明的交汇之地，有着色彩斑

斓的文明和文化多样性。中国将继续毫不动摇支持中东、阿拉伯国家维护民族

文化传统，反对一切针对特定民族宗教的歧视和偏见。”②习近平主席还在中阿合

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上讲话指出:“文明的活力在于交往交流交融。历

史上，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交相辉映。”“我们要传播重和平、尚和谐、求真知的

理念，办好中阿文明对话暨去极端化圆桌会议。”“我们要深入挖掘不同宗教中增

进和谐、健康向上的内容，结合时代进步要求做好教义阐释。”③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明间的冲突标签被固化，“这种文明间的差距客观上

反映了伊斯兰文明体系与以美欧国家主导的现当代国际体系不相适应，表现出

与当代国际体系渐行渐远的趋势。伊斯兰国家在长期遭遇中形成的‘受害者’角

色定位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向‘参与者’角色的转变。其中固然有它们自身改革

滞后的原因，但西方国家对待它们的态度———是出于利益驱动视它们为打击、改

造对象，还是积极帮助它们融入现存国际体系———则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④

中国的文明观为中阿之间的和谐交往，为中国较为准确把握阿拉伯国家热点问

题的实质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反对将伊斯兰教污名化和妖魔化，也反对将阿

拉伯世界信仰伊斯兰教的特定族群污名化，特别是反对将暴力恐怖主义与特定

民族和宗教挂钩。

三、新时代中国参与解决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机制

新时代的中国，既面临诸多阿拉伯世界老问题的复杂演进和热点化，又面临

“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体系性变迁进程中层出不穷的热点问题。中国对于阿拉

伯国家热点问题的复杂性有着清晰的认知。中国认识到当地复杂问题背后关涉

政治、军事、安全、宗教、教派、民族、族群、部族、能源、经济等各类因素，特别是大

国介入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在阿拉伯世界大

搞阵营对立，动则辄滥用武力的做法，同时也期望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促进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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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载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 》，第

315 页。
习近平:《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形成更多交汇》，第 464 页。
习近平:《加强战略和行动对接，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载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 第三卷) 》，第 484 页。
朱威烈:《伊斯兰文明与世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7 期，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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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国家热点问题的解决，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秉持与其他大国相向而行的态度。

具体而言，中国通过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与安理会投票、多边主义外交、特使外

交和去极端化机制合作等协调方式和路径，来参与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解决。

( 一) 捍卫联合国维和机制和安理会协商机制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中国参与阿

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根本立场和原则，这在具体的协调方式和路径上则分别表现

为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中坚持原则，极力避免武

力干涉手段成为安理会决议。这反映了中国对于联合国的崇高地位、联合国维和

行动的权威性、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对国际法治的影响力等方面有着清晰的认知。

首先，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阿拉伯国家维和行动。具体来看，新时

代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维和行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领域。第一，中国参与黎巴嫩

维和任务。2006 年 4 月，中国向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派出一支由 182 人组

成的工兵分队，这是中国在中东维和任务中派出的第一支成建制部队。2015 年 5

月，中国向联合国驻黎临时部队增派 200 人的建筑工兵分队。2018 年 4 月 13

日，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任命王正江中校接替瑞士军官阿莱克斯·纽克孟中校

担任驻贝鲁特联络处处长，这是中国军官首次担任该职位。① 2020 年 8 月贝鲁特

港大爆炸事件发生后，联合国驻黎临时部队的中国官兵于 9 月展开灾后援助重

建工作，并与法国维和部队加强合作。② 第二，中国参与苏丹维和任务。2007 年

11 月，中国向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派出 315 人的多功能工兵分队，这

也是第一支进驻该地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2017 年 8 月，中国向非盟—联合国

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派出 140 人的直升机分队。中国在包括参与中东维和在内的

国际维和行动中积极推进维和国际合作，先后与 90 多个国家、10 多个国际和地

区组织展开维和交流与合作，其主要经验包括: 加强战略沟通，凝聚维和共识; 分

享经验做法，贡献中国智慧; 深化联演联训，共同提升能力。中国维和行动与西

方大国在中东的维和行动之间也保持着良性互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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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首次! 中国军官出任 UNTSO 驻贝鲁特联络处处长》，中国军视网，2018 年 4 月 21 日，

http: / /www ．js7tv．cn /news /201804_141800．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12 月 3 日。
赵文环、丁文栋:《见证贝鲁特从废墟走向复苏———中国赴黎维和官兵援助贝鲁特港灾后

重建行动纪实》，人民网，2020 年 10 月 19 日，http: / /world． people． com． cn /n1 /2020 /1019 /c1002-
31896910．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12 月 1 日。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30 年〉白皮书( 全文) 》，国务

院新闻 办 公 室 网 站，2020 年 9 月 18 日，http: / /www ． scio． gov． cn /zfbps /ndhf /42312 /Document /
1687803 /1687803．htm，上网时间: 2021 年 12 月 3 日。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2 年第 2 期
■■■■■■■■■■■■■■■■■■■■■■■■■■■■■■■■■■■■■■■■■■■■■■■■■■■■■■■■■■■■■■■■

其次，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涉及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决议草案投票上坚

持推进政治解决。新时代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针对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投票

主要体现在中国就叙利亚问题的投票行为上。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坚持原则和

立场，反对武力干涉与制裁。中国在 2011 年 10 月 4 日、2012 年 2 月 4 日、2012

年 7 月 29 日和 2014 年 5 月 22 日的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的表决中均投反

对票，在 2016 年 10 月 8 日的第 5 次表决中投弃权票。中国在 2016 年 12 月 5 日

的联合国安理会叙利亚阿勒颇人道主义局势的表决中投了否决票，该决议草案

由美英法提交，中国认为以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发动战争给中东人民

带来巨大灾难。2021 年 7 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访问叙利亚期间阐述了中国

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四点主张，其中第四点为坚持包容和解的政治解决方向，尤为强

调了“推动叙人民主导的政治解决”和“支持联合国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①

( 二) 坚持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外交机制来参与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解决

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国

际秩序。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全球事务由各国一起商量着办，治理体

系由大家携手建设，发展成果由各国人民共同分享。”②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解

决仅依靠少数国家依照自身意愿和偏好难以实现，只能在多边主义的框架下，通

过协商、合作的形式来予以有效应对。

首先，中国积极谋划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多边会谈主场外交，促进地区和

平发展，这在巴以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巴勒斯坦问题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的特点，其本身的不断热点化及其外溢效应对于阿拉伯世界乃至伊斯兰世界都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中国不是中东“四方机制”的成员，但中国仍通过自己

的方式在巴以问题上发挥自己的作用。2013 年 6 月，时任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

指出，中国对“四方机制”保持现实态度，即希望该机制在中东问题上发挥作用，

中国亦愿同该机制协调合作，但也强调该机制并未考虑扩大且中国没有考虑加

入。③ 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与巴以双方进行了

大量的沟通。尤其是在巴勒斯坦问题高度边缘化、《亚伯拉罕协议》达成后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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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毅阐述中方关于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四点主张》，中国外交部网站，2021 年 7 月 18 日，

https: / /www ．mfa．gov．cn /web /wjbzhd /202107 / t20210718_9137646．s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12 月 3
日。

《习近平: 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国际秩序》，新华网，2020 年 11
月 10 日，http: / /www ．xinhuanet．com /2020-11 /10 /c_1126722580．htm，上网时间: 2021 年 9 月 26 日。

曾书柔:《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 中国不考虑加入中东“四方机制”》，人民网，2013 年

6 月 21 日，http: / /world．people．com．cn /n /2013 /0621 /c1002-21925083．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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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发生新变化的背景下，积极维护基本国际道义，尝试通过主场外交来促进中

东和平。2021 年 5 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视频方式主持联合国安理会

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时指出，中国“重申对巴以双方和平人士来华展开对话

的邀请，也欢迎巴以双方谈判代表在华举行直接谈判”。①

其次，中国更加积极践行以发展促和平、以发展促安全的合作路径，在多边

主义原则的指引下，注重在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的框架下发展对阿关系，这总体

上提升了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中话语权和行为能力。在全球性合作论坛

方面，中国利用二十国集团( G20) 平台，在多边框架下发展中沙双边合作。在地

区性合作论坛方面，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搭建的主要平台。2020
年 7 月 6 日，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兼

外长王毅提出五点建议: 一是加强团结协作，携手战胜疫情。二是坚定相互支

持，捍卫公平正义。三是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四是共建“一带一路”，

携手实现复兴。五是推动政治对话，促进中东安全。② 2020 年 6 月 17 日，中非团

结抗疫特别峰会以视频方式举行，埃及总统塞西、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等非洲阿

拉伯国家领导人与会，此次会议强调和平、安全与发展密切相关，敦促尽快解除

对苏丹的经济制裁，重申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③

( 三) 深化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解决的特使外交机制且积极践行“劝和促谈”
正因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庞杂性与长期性，如何做好相关方面的劝和促

谈和大国斡旋直接考验中国的热点外交方式和切实效果，常设化的针对热点问

题的特使外交便成为中国外交创新的重要突破口，而阿拉伯世界则成为中国特

使外交诞生和不断完善的主要外交舞台。新时代中国特使外交对阿拉伯国家热

点问题的参与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的设立及围绕巴勒斯坦等问题的劝和促谈。

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东和平进程遭遇巨大挫折，在此情形下，中国于 2002 年 9 月

正式设立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职位，这也是中国针对国际热点问题设立的第

一个常设特使职位。第二任中东问题特使( 2006 年 4 月至 2009 年 3 月) 孙必干

认为特使的主要工作包括几点: 一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中东问题上有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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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李晓宏:《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人民网，2021 年 5 月 17
日，http: / /world．people．com．cn /n1 /2021 /0517 /c1002-32105100．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11 月 2 日。

伍岳:《中阿合作论坛举行第九届部长级会议》，新华网，2020 年 7 月 6 日，http: / /www ．
xinhuanet．com /world /2020-07 /06 /c_1126203634．htm，上网时间: 2021 年 12 月 3 日。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联合声明( 全文) 》，新华网，2020 年 6 月 18 日，http: / /www ．
xinhuanet．com /2020-06 /18 /c_1126127581．htm，上网时间: 2022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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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很多不同点，特使就是要宣传中国的政策”; 二是“劝和促谈”是中心工作，

既包括巴以之间，也包括巴各派系之间; 三是中国“与地区外的有关国家沟通，比

如说去法国、俄罗斯等国交流看法和意见。”①2019 年 11 月 12 日至 13 日，现任中

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隽访问美国，就中东局势和热点问题与美方进行了交

流。② 总体来看，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仅积极做好巴以

双方的劝和促谈工作，对于巴勒斯坦问题攸关的中东主要国家也加强联系与沟

通，此外与美欧俄等重要域外大国也保持经常性互动。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

还参与叙利亚问题和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问题的大国斡旋。

第二，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的设立及围绕叙利亚相关问题的劝和促谈。
2016 年 3 月，中国正式设立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任命具有丰富中东外交经验

的资深外交官解晓岩担任此职。在此之前，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在叙利亚问题

的斡旋与劝和促谈上已有一定程度的参与，该职位的设立使得中国在对叙利亚问

题的大国协调与斡旋上力量更为集中。2016 年 8 月，解晓岩特使前往约旦访问并

阐述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此后数年不断就叙利亚问题加强与国际社会的

广泛沟通。2018 年 12 月 3 日至 4 日，解晓岩特使访问美国，会见美国国务卿叙利

亚问题特别代表杰弗里和助卿帮办雷伯恩，就叙利亚问题进行交流。③ 2019 年 3

月 16 日至 17 日，解晓岩特使访问约旦并就叙利亚问题等与约旦外交大臣萨法迪

进行磋商，访问期间还介绍了中方为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所做的工作。④

2021 年 3 月，解晓岩特使接受采访时指出:“叙利亚危机 10 年演变的事实充分证

明，军事途径解决不了问题，强加解决方案，搞政权更迭更行不通，叙问题只能通

过政治手段加以解决。”⑤总体来看，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与美欧俄和中东有

关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进行多渠道的交流与沟通，清晰传递了中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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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吴晓芳:《穿梭在中东的中国特使: 特使并不是特立独行的》，载《世界知识》2012 年第 7
期，第 17－18 页。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隽访问美国》，中国外交部网站，2019 年 11 月 14 日，https: / /
www ．fmprc．gov．cn /wjbxw_673019 /201911 / t20191114_389504．s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12 月 3 日。

《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解晓岩访问美国》，中国外交部网站，2018 年 12 月 7 日，

https: / /www ．fmprc．gov．cn /wjbxw _673019 /201812 / t20181207_387537． s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12
月 3 日。

《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解晓岩访问约旦》，中国外交部网站，2019 年 3 月 18 日，

https: / /www ．fmprc．gov．cn /wjbxw _673019 /201903 / t20190318_388026． s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12
月 3 日。

《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解晓岩就叙利亚问题接受媒体采访》，中国外交部网站，2021
年 3 月 29 日，https: / /www ．mfa．gov．cn /web /ziliao_674904 /zt_674979 /dnzt_674981 /qtzt /kjgzbdfyyq
_699171 /202103 / t20210329_9184145．s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12 月 3 日。



新时代中国参与解决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述评
■■■■■■■■■■■■■■■■■■■■■■■■■■■■■■■■■■■■■■■■■■■■■■■■■■■■■■■■■■■■■■■■

第三，中国设立“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务特使”并提出“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

想”。2022 年 1 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访问科摩罗等亚非五国时宣布了

中国即将设立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务特使。非洲之角一般包括厄立特里亚、埃塞

俄比亚、吉布提和索马里等国家，其中吉布提和索马里是非洲阿拉伯国家。中国

即将设立的非洲之角事务特使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参与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特

使外交的有机组成，将会与中东问题特使和叙利亚问题特使协同发挥作用。非

洲之角事务特使与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是一个有机整体，王毅指出此构想提

出的背景是“非洲之角战略位置独特，发展潜力巨大。但近年来，地区热点问题

激化升温，时而爆发冲突对抗，给非洲之角的和平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其“核心

是支持地区国家摆脱大国地缘争夺的干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提出了

三点建议: 加强域内对话，克服安全挑战; 加快区域振兴，克服发展挑战; 探索有

效路径，克服治理挑战。①

( 四) 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去极端化合作并促进阿拉伯世界安全处境的改善

当前阿拉伯世界极端主义的泛滥与全球扩散趋势日益显著，尤其是暴力极

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合流更是对国际安全造成了巨大影响，诸多阿拉伯国家热

点问题背后都有着极端主义的影响。因此，中国积极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反恐

和去极端化合作。2016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阿盟总部时指出:“恐怖主义

和极端思潮泛滥，是对和平与发展的严峻考验”，“恐怖主义不分国界，也没有好

坏之分，反恐不能搞双重标准”，“同样，也不能把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宗教挂

钩”;“中方将建立中阿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 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内召开文明对

话与去极端化圆桌会议，组织 100 名宗教知名人士互访; 加强中阿网络安全合作，

切断暴力恐怖音视频网络传播渠道，共同参与制定网络空间国际反恐公约; 提供

3 亿美元援助用于执法合作、警察培训等项目，帮助地区国家加强维护稳定能力

建设。”②

中国的去极端化经验与合作方式根植于中国特色的文明观、宗教观以及中

阿友好交往的历史。中国积极开展去极端化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这引发了许

多阿拉伯国家的重视与肯定，展开中阿去极端化合作，有助于改善阿拉伯国家的

内外处境，特别是抵御伊斯兰极端主义对政治、经济、社会的侵蚀。具体而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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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畅叙友谊 促进和平 开启互利合作新篇章———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就访问非洲三国和

亚洲两国接受中央媒体采访》，中国外交部网站，2022 年 1 月 11 日，https: / /www ． fmprc． gov． cn /
wjbzhd /202201 / t20220111_10480856．s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12 月 3 日。

习近平:《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形成更多交汇》，第 4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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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去极端化经验饱含发展与合作的基本理念。第二，加强与阿拉伯国家间

的文明对话和去极端化交流，尤其是将中阿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作为促进中阿

文明对话与交流的重要平台。第三，中国邀请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和阿盟驻华

代表实地考察中国的去极端化实践。第四，中国积极评价和支持阿拉伯国家自

主探索的去极端化和反恐道路。2019 年 2 月，针对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

勒曼访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接受《中东报》采访时指出:“安全上，沙特主

张开展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去极端化’教

化中心。人文上，沙特作为伊斯兰教发源地，倡导开展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提

出回归‘温和伊斯兰’，积极举办宗教与文明对话论坛等活动，增进了不同文明之

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①2021 年 3 月，王毅访问中东多国，其间介绍了中国实现

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 倡导相互尊重; 坚持公平正义; 实现核不扩散; 共建集

体安全; 加快发展合作。②

四、结语

自 1971 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尤其是恢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合法席

位以来，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外交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色彩，万隆会议后超越意识

形态差异的外交方向进一步得到巩固，中国随即迎来了一轮建交高潮。改革开

放以后，中国的战略重心发生了根本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对外开

放，走上了全方位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新路。这种重大变化

使得中国参与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视角、意愿、能力和方式等均发生了重大变

化。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频发且越来越具有国际影响力，

联合国加大了对阿拉伯地区局势的介入力度，阿拉伯地区日益成为联合国维和

行动的目标地区。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便是从中东开始。1990 年 4 月，中

国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 5 名军事观察员，正式开启中国的维和行动。随

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与阿拉伯大国沙特在外交关

系上的突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参与不仅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需

求，而且也是国际社会的总体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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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毅接受〈中东报〉采访》，中国外交部网站，2019 年 2 月 22 日，https: / /www．mfa．gov．cn /
web /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1902/ t20190222_7946064．s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12 月 3 日。

《王毅提出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人民网，2021 年 3 月 26 日，http: / /world．
people．com．cn /n1 /2021 /0326 /c1002-32061745．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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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参与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是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以及世界处于“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在坚持总体原则不动摇的基础上，依据热点问题的

具体演变轨迹与规律，对老问题做出切合新时代的更加精准的判断，对新问题给

予果断且适当的认知。在对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具体观点上，中国既做到了

以中国立场和中国观点为主，又照顾到了阿拉伯世界对自身的普遍认知。中国

参与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具体机制，如参与联合国维和和安理会投票、坚持多

边主义、特使外交，以及推进去极端化等，并非是中国的原创，但目前中国更多赋

予其中国经验，在真正的多边主义框架下捍卫联合国与国际法应有的重要地位。

当前中国高度重视阿拉伯国家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方面的关键作用，通过积极且适度的方式参与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在保持理性

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利益并促进中阿关系的发展。中国参与阿拉伯国家

热点问题并非具有排他性，而是尊重其他大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正当利益。中国

反对域外大国在阿拉伯世界制造热点问题，认为这无益于该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总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参与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积累了一

定的经验，为当代国际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新时代中国参与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解决，其原则与观念正日益获得阿

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但在具体的机制上仍处在建章立制的动态发

展历程之中。当前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往往又以战争和冲突为显著

特征，这对中国维护在阿拉伯世界的海外利益上构成了硬件保障方面的挑战。

与中国不同，美国与欧洲长期深耕阿拉伯世界，美欧大国与阿拉伯国家有着千丝

万缕的历史联系和现实利益交织，与阿拉伯世界不同区域之间建立了各有侧重

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等领域的多元合作机制和框架，形成了多维联盟或准联盟关

系。美欧在面对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手段运用上存在军事方式的偏好，如采

用层出不穷的代理人战争手段。俄罗斯则利用在叙利亚的直接军事投入稳住其

在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盘。中国参与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解决上与美欧俄有着根

本不同，中国不谋求地区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这就对中国在联合国维和机

制、安理会协商机制、多边主义外交机制的推进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参

与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是将大国视为合作的伙伴而非对手，这

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参与的阻力并在诸多地区事务上扮演着更加积极的建设性

作用。

( 责任编辑: 包澄章 责任校对: 章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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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Main Achievements of Health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udan

Abstract The success of health cooperatio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life safety
and health of people in all countries，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Health cooper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udan and it also sets
an example for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Based on archival material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history，scale and content of China-Sudan
health cooperation． From the early 1970s to the present for more than 50 years，
China has continuously dispatched medical teams，medicines，medical equipment
and other materials to Sud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protocol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ighly appreciated by the people， it has also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udan’s health services． In the past 50 years，
despite the drastic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China and Sudan have
respected each other 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riendly cooperation in the health
fiel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rough sincere exchanges and practical cooperation．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China and Sudan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health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deepen the exchange of experience，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health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o a new level
by the outcomes of the relevant meetings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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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Solution of Hot Issues in Arab Countries in the
New Era

Abstract 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mpact of hot issues in Arab
countries on Middle East peace and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hot issues in the new era
focuses on maint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s its cor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underpinned by international law， adhering to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and adhering to the correct perspectives on
history，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China’s role as well as the new vision of security，
to fundamentally promote the rationalization，rule of law and democratiz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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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solution of hot issues in Arab
countries，observing Arab regional affairs with the perspective of“great changes that
have not been seen in a century”，stressing that the Palestinian issue is the root
problem in the Middle East，guiding China-Arab relations with the concept of“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and respecting the positive role of
Islamic civilization in history and reality． The mechanisms fo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solution of hot issues in Arab countries include participating in peacekeeping
activities in the Arab region under the UN framework and adhering to principles in
the voting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dhering to real multilateralism diplomacy to
participate in the solution of hot issues in Arab countries; implementing normalized
special envoy diplomacy aimed at hot issues in Arab countries and actively
encouraging dialogue and talks for peace; promoting the de-radicalization in Arab
countries．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solution of hot issues in Arab countries has
played an obvious positive effect，but it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dynamic develop-
ment and per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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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guage is a window of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a symbol of
the affili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and maintaining cultural identity． During the Arab Empire，the awakening of Iran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promoted the revival of the Per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strengthened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Iran． Taking the Shu’ubiyah，the rebirth of
the new Persian language，the Book of Kings and its oral literature as the starting
point，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haping Iranian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Per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der the Arab rule during
the 7th－13th centuries and the constructive role played by Iranian nobility and elites
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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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srael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Ｒussian Jews in the country wit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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