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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胡锦涛在访问沙特时再次强调 " /中东是

具有世界影响的重要地区 "没有中东的稳定

和发展, 就没有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一个和

谐的中东符合本地区各国和各国人民的长远

利益 , 也是世界的共同期盼" 0

亿美元, 实际上2008年底双方的贸易额已经

达到1328亿美元"2008 年, 中国同以色列的

双边贸易额为60 .22亿美元, 同伊朗和土耳其

的双边贸易更是高达276 .43 亿美元和125 .68

亿美元"此外, 中国在这一地区还有着大量

个方面

首先是如何平衡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存

在和美国等其他大国对这一地区的利益关

中国发展同中东国家的关系已经引起了

美国的关注和忧虑"美国政府的关注之一就

转型的动力何在?

中国中东外交的转型是在整个中国外交

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200 3年 , 美国

著名的 5外交6 杂志曾刊文指出: /最近几

年 , 中国对于地区性和全球性事务开始采取

了一种更少对抗性, 但更为老练 ! 自信且更 .

具建设性的方式 " 0 在中东地区 , 西方在伊 .

拉克 ! 达尔富尔及伊朗核问题等领域对中国 #

的指责 , 虽然不乏传统的偏见和别有用心的

政客们的鼓噪等因素 , 但却从另一个层面揭

示出中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的事

实"某种程度上说 , 这种批评和鼓噪本身就

是对中国在中东地区存在的一种承认和担

忧 , 并含有希望中国在中东地区承担更多责

任的期待"

就内部而言 , 中国中东政策转型的根本

动力来自近年来国家希lJ益的扩展"由于中国{
在这一地区开始拥有越来越广泛的利益 , 这

种利益促使中国政府开始采取更为积极的外

交姿态 "具体而言 , 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核心

利益关注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 : 1 ! 能源安 一

全 " 中国在1993 年成为能源纯进口国 , 2008 }

年中国石油进口达20067 万吨, 进口依存度接 l

近52 % "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 2030年中国 l

石油日需求量将达到1000 万桶, 其中80 % 来 l

自进口" 而中东地区的伊朗 ! 阿曼 ! 苏丹 ! 一

也门和沙特一道 , 大约提供了中国所需石油 }

进口的60 % "在中国能源安全的 /多元化 0 一

和 /走出去0 战略中, 中东将是一个极为重 一

要的能源安全战略伙伴"2 !经贸合作"20 06 1

年5月召开的中阿合作 /论坛0部长级会议曾}
决定 , 到2010 年要把双边贸易额提升到1000 一

的工程承包项 目和

劳务输出项目 , 双

方在金融领域的合

作也已起步 "3 ! 国

际政治 " 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 , 中国一贯重视

发展同第三世界国

家的关系 "中东既

是中国在联合国发

挥大国作用的重要

舞台, 也是中国实践

是中国和中

东国家的军

事合作 , 担

心中国对中

东地区的军

售将会影响

该地区的军

事平衡 , 进

而削弱美国

在中东地区

防扩散的努

美国政府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则是中国和

的重要区域 "中国同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

国家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 推动文明

对话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立场 , 长期以来一直

中东国家的能源安全合作 , 认为这将会减少

这些产油国在安全与政治方面对美国的依

/弱化 0 其与美国的战略合作

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着富有成果的合作

缘政治 "中东地处五海三洲之地 , 战略地位

重要 , 宗教文化背景复杂 , 自古就是世界大

国的逐鹿之地 " 中东地区与毗邻中国的南亚

和中亚紧密相连 , 对这两个地区的战略态势

有着直接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 , 中东地

区也是事关中国西部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个

面对美国反恐战争和推行民主化的压

一些美国盟友如沙特等强化了同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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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战略屏障"

转型面临障碍

中国政府目前并没有专门出台关于中东

战略 /转型 0 的政策文献或战略计划 , 似乎

也没有刻意推动这一进程 " 从这个意义上

讲 , 中国中东外交的转型是一个 自发的渐进

过程 , 它体现在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连串外

交举措而非政策声明当中 , 并且在很大程度

上带有务实渐进的色彩"

就目前来看 , 转型的障碍可能会来自两

一合作, 从而进一步0口剧了华盛顿的忧虑"一
,些美国人担-", 这不仅会影响其在中东地区
一的民主化战略, 也将会对美国的中东霸权构
一成致命挑战"

,其次是女口何在积极参/中东事0的同日寸
{维持同该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的友好关系, 进
一而促进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发展"随着中国越
一来越多地参与中东事务, 就会不可避免地要
一参与该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半个多世纪以
一来, 阿以之争一直是中东冲突的焦点所在#
,冷战结束以后, 虽然中_东和平进程开始启
一动, 但是由于美国长期推行偏袒以色列的政
,策, 阿以冲突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美国在伊
一拉克.可题伊朗核.司题以及2009年初的0口沙
一冲突中所奉行的 /双重标准0政策, 更是引
一起了包括阿拉伯世界和伊朗 !土耳其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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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土耳其驻黎巴嫩维和部队进行足球比赛

中东穆斯林的极大不满, 这也是中东反美主

义情绪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所在"而且 , 随

着冷战的结束, 中东地区原来被隐藏的矛盾

持续发酵, 历史积怨和现实利益冲突纠葛在

一起 , 政治对抗和宗教 ! 文化矛盾互相交

织, 这种复杂性既是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机

遇, 同时也是对中国中东外交的极大挑战"

对中国来说, 如何在参与中东事务的过程中

充分考虑到有关各方的利益 , 巧妙地平衡各

方之间的关系, 不仅是对外交转型的考验 ,

也是对构建 /和谐世界 0 的一大挑战"

国来说 , 任何阻止

中国进人这一地区

的政策 , 或是无视

中国利益存在的做

法也是不明智的:

一方面美国不可能阻止所有中东国家和中国

的合作; 另一方面美国单靠自身力量已无法

解决在中东面临的全部难题"换言之, 美国

在中东地区也需要中国的参与和合作, 唯有

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 , 我们需要认识到这

一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因为它背后代表

了阿拉伯) 穆斯林世界和美国支持下的犹

太复国主义之间的深刻矛盾"阿拉伯世界和

伊朗等中东穆斯林国家是中国的传统盟友,

而且中国在能源安全领域对中东产油国的依

赖在可见的未来仍将呈现刚性上升势头"因

此, 中国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既涉及国家

能源安全 , 也关系到国内民族团结"而冲突

的另一方以色列和中国有着长期交往的历

史, 双方在1992年也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而且, 由于美国犹太人在国内政治中的强大

影响力 , 中以关系的发展也有望对中美关系

产生积极影响, 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因此,

一个相对平衡的立场或许对我们更有利 , 更

符合中国国情和国家利益"

在中东热点问题上 , 中国既不能完全追

随西方 , 更不能长期置身事外 "我们应当积

极地参与进来, 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时

候参与进来未必就能一下子解决这些冲突与

矛盾 , 但参与本身就足以显示中国的立场与

存在 , 也足以表明我们参与维护地区稳定与

世界和平的诚意 "另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

各种多边和双边合作框架, 以一种相对独立

的姿态推动有关热点问题的解决 " 中国在联

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 , 以及中国同中东穆

斯林世界的长期友好关系 , 都是中国参与中

东事务的宝贵财富"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中国

人特有的智慧和优势, 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国

际行为模式来"这一模式不同于美国 /双重

标准0 下的霸权模式, 而是更能为中东各国

所接受的 /和谐世界0 等具有中国传统智慧

的国际行为方式"中国中东外交的转型意味

着在经历了长期 /超脱 0 之后, 中国开始进

人了在中东这个国际舞台上积极参与的阶

段"然而 , 作为一个自发性的外交转型 , 这

一过程也许会是长期的 ! 缓慢的, 并伴有许

多不确定的因素, 但却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

和国际地位不断攀升而发生的一个必然进

程"我们当前需要做的, 并不是延缓或加快

这一进程, 而是要客观地分析我们目前所面

临的国际环境, 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出更具前

瞻性和战略性的对外政策, 以更好地维护中

国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利益" 恤

中国中东政策转型的成功与否 , 关键在

于能否成功地克服上述两方面障碍"

就中美利益关注的协调而言, 中国在和

美国的立场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 也应当争

取同美国在此地区的合作"我们必须看到,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是当前任何其他

力量都无法比拟的"即使当前美国的中东战

略在攻打伊拉克后暂时陷人困境 , 但美国仍

然在这一地区保持着无与伦比的军事存在和

影响力"当然,合作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追

随美国, 放弃自身利益或政治立场, 但是排

斥或无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并不明智"

就目前而言 , 中美双方在中东地区依然

有着较多的战略利益契合点, 比如双方都致

力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致力于防

止中东地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 致力

于中东油气资源的稳定输出 , 致力于消除中

东地区恐怖主义以及极端主义思潮等 "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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