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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已越来越突破当事主体的范畴，而成为超当事主体或更多非当事主体互动的千千结网，在

质性上亦由直接作用转换成了间接影响。借助第三国家或更多国家推进两国之关系，既引发了新的国际政治高潮，也增

进了国际关系元素的构成。鉴于巴基斯坦优越的区位条件，及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在瓜达尔建立炼油和石化工业，

能够从根本上提升巴基斯坦的国际影响力，能够在推动中国与非洲良性关系的互构上发挥积极作用，能够使中国在对非

战略中免受被恶名相加为新殖民主义的罪恶，最终达到“以正合”、“以奇胜”的外交收益。

【关键词】巴基斯坦；中国；非洲；炼油工业；石化工业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3724（2011）02-0114-05

To Conceive Chinese Strategy to Africa through Pakistan

MA Yan-kun
（Centre of African Studie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1, Yunnan, China）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diplomatic relation between states has transcended the involved subjects and interacted non-in-
volved ones, which transforms in its influencing nature from directly to indirectly. To promote the bilateral relation by the third
party or more other states has led to the new international climax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of new international elements. In view
of Pakistan’s superior geographical condition and friendly relation with other nations, to establish oil refining and petrochemical
industries in Gwadar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pelling the inter-construction of sound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Africa,
refrain China from the abuse as the evil of new colonialism and finally obtain the diplomatic benefit of joining battle by direct me-
thods, securing victory by indirect 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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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已越来越突破当事主体的范畴，而

成为超当事主体或更多非当事主体互动的千千结网，在

质性上亦由直接作用转换成了间接影响。借助第三国家

或更多国家推进两国之关系，既引发了新的国际政治高

潮，也增进了国际关系元素的构成成分。这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也是国家在复杂体系下的更优抉择。如何通过

另外一国影响第三方国家，势必是该国避免成为直接受

攻击对象的智识表达，更是国家作为一项政治工具，对

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综合考量的行为诉求。在

全球化脚步日益紧凑的当下，世界之国，谁能更好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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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外一国撬动与第三方国家或更多国家的关系，一定

程度上将预示着谁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世界政治的节

奏，在国际环境中占有制定或改良规则的一席之地。推

动巴基斯坦在中国对非战略中发挥作用，无疑能使中国

获得稳当的战略收成。对此作出考察，能够更好地理解

和把握世界政治的发展规律及新动向。

1、推动巴基斯坦在中国对非战略中发挥作用的条件
事物的发展，是由内外因素联袂而共同促成的。国内

外政治气候的交叉互动，为巴基斯坦在中国对非战略中

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以强劲的发展势头，营造出某种

程度的秩序。世界的基本格局于是形成了以西方理性主

导下的物质、经济和文化为主轴的发展模式。西方国家

的政治权力由之成为决定国际社会“主导—传播模式”

（pattern of dominance and diffusion）构成与分布的筹码。
然而，进入 21世纪后，这种在 19世纪以来就形成的

国家间权力格局，却转换成了一种既符合理论也饱含情

理的关系状态，相互依赖就是具体的概念浓缩。这是近

现代民族国家在交往进程中的一种共生抉择，也是国际

体系中由权力不对称性转换成边缘与中心互补的动态表

述。当下，世界各国正在通过各种途径演绎着相互依赖，

并将其转换成国际交往中可资仰仗的战略权柄，致使国

家间相互依赖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一方离开另一方已成

生存难题。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使政治问题复合性地

交织在一起。面对此景，国家间通过频仍的磋商会谈，以

期达致共同的认知和理解。由此，“只有国家才是世界政

治中最重要的行为者，它们不但直接寻求财富和权力，而

且还竭力构造使它们能够长远地达到这些目标的规则和

行动框架”[1]。

尽管相互依赖已是当今不可撼动的重大主题，由此却

能揭示出 21 世纪还是新兴国家争取主导权改良国际规则
的世纪。新兴国家的崛起，使世界上原先由西方文化促

成的正统价值体系，正在遭遇颠覆。实力、尤其是综合

国力的提高，使得新兴国家能够在与规则联系在一起的

国际社会中争取更多主动权，获得维护荣誉及收获资本

的更多便利。这显然是新兴国家对“制度战略会缩小实

力差距，缓和安全困境”[2] 认知的结果，更是新兴国家借

助国际趋势，在争取权力的同时，建立并改变秩序的必

然。很显然，“国家权力分配的变化最终会引起秩序的改

变”[3]，以至于非西方国家的崛起，致使由某一类权力决

定的趋于部落化的国际政治日渐萎缩，全球性的政体世

界权威遭遇不同程度的破解，新的政治从属关系蠢蠢欲

生。国际社会开始在输入和输出之间重新找寻结束政治

冲突的平衡点。

从另一侧面来看，这一过程也饱含着国际社会抗拒区

别对待成分的生发。进入 21 世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
家、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

距确实在延续并加剧着。尽管存有此番差距，但发展中

国家、非西方国家并未能回避在共同规则内与发达国家、

西方国家担负共同历史责任的现实。情况虽如此，但发

展中国家、非西方国家仍然对西方国家提供的公共规则

暗含着的区别成分发出反叛的声音，他们仍然在抗拒着

规则内区别对待的罪恶。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呼吁

（在更大意义上说来，这种呼吁即是对美国世界霸权主义

的抵制），无疑就是典型的回击。现实已反复印证，西方

国家意识下的所谓进步，随着时代的革新，正在遭遇前

所未有的挑战，由非西方抒写的发展逻辑正在当仁不让

地转换成新的历史趋势。

总之，国际社会的再次组构，以及国家间关系的变

动，说明 21 世纪是一个实质内容与精神意念交叉最为微
妙的世纪。21 世纪的国际社会很少是一种物质机体的形
态表征，而更多是一种体现群体共有观念的生存集结。国

家间间接性关系的塑造，正在成为国际社会亲缘关系建

构的时新机制。

1.2.1巴基斯坦概况
巴基斯坦虽为 20 世纪独立的晚近国家，却在政治、

经济、文化建设上演绎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独立主

权与发展事实的交相辉映，使巴基斯坦在国际舞台上的

角色得到体现。

地理环境决定不了国际政治走向，但地理环境有利于

塑造国际政治格局。地理位置不是国家战略的决定力量，

但地理位置在国家战略的施展上具有一定的补充效应。上

世纪巴基斯坦的建国，给亚洲地区通向世界缔造了一个

新的门户。巴基斯坦比邻中东石油大国，形成串联亚洲

和世界的重要枢纽。良好的港口基地如瓜达尔、卡拉奇

等为巴基斯坦的后续发展埋下了伏笔。

现实缘生于历史，并在历史中汲取养料而更新。殖民

统治不仅使巴基斯坦的社会生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

且使巴基斯坦独特的地域文化获得政治上的生存意义。殖

民统治者凭借宗教和种族多样性的条件，将原先与印度

一体的巴基斯坦释放出来，实行“分而治之”，在便于英

国殖民统治的同时，却变相地制造出一个以伊斯兰文化

为行为符号的国家模式。在与曾为一体的印度在价值体

系上造成相异性的同时，却同构出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尤

其是伊斯兰国家一致的文明认同及亲缘纽带。现实表明，

巴基斯坦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历史与现实格局，使国家的

各项政策和发展战略整合在了一起，并最终决定了巴基

斯坦国家作为国际体系行为体的特征与能量。

1.2.2巴基斯坦与世界的良好关系
殖民统治虽然在新兴国家的抗拒声中走向了尽头，但

崛起后的新兴国家却在很大程度上仍与殖民统治国保持

着继往开来的关系。历史连带与现实反恐使巴基斯坦与

欧美国家的关系得以深入推进。

巴基斯坦建国后，就与英国殖民统治者摆脱了直接

奴役关系。但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在后续建设中却始终与

英国维持着密切关系。进入新的时空中，由于国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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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需要，这种状况得到了新的拓展。2010年 6月 23
日至 25日，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在巴基斯坦访问期
间的言说,无疑就是继承并发扬历史上传统关系的体现。
访问期间，“黑格表示，英国愿意深化与巴基斯坦的战

略对话，与巴基斯坦发展长期的、建设性的友好关系，

英国支持巴基斯坦实现稳定发展，希望推动双方在贸易、

投资和经济领域的合作”[4]。与此，扎尔达里也表示，“巴

基斯坦和英国双方合作领域十分广泛，尤其是在社会经

济领域。巴基斯坦政府面临很多挑战，希望英国和国际

社会给予支持和援助”[5] 。同样，2010年 7月英国首相
大卫·卡梅伦也重申和强调了巴基斯坦在联合反恐中的

必要性。“他说‘巴基斯坦和英国为了保障他们公民的

安全必须相互之间进行更多的合作。然而随着阿富汗局

势日益恶化，每天都有外国军队士兵在该国死亡’”，鉴

于此，伦敦和华盛顿很明显都“对巴基斯坦抱有大量期

望”[6]。

与美国，巴基斯坦同样在继续推进着双边关系。历史

上，巴基斯坦与美国就有着协作关系。“1979年苏联入侵
阿富汗，推翻阿富汗国王查希尔领导的政府，强行扶植

了一个亲苏政权……。在当时美苏二超争霸的形势下 , 巴
基斯坦站在美国一边 ,支持阿富汗国内的抗苏游击队 , 成
了抗苏‘前线国家’”[7]。进入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下，至少

从现在起到 2020 年，随着对付恐怖主义袭击的“次国家
战争”（substate warfare）日益成为美国最紧迫的任务 [8]，

“为了国家利益，巴政府决定抛弃塔利班 , 支持美国在阿
的反恐战争”[9]。同时，美国也将巴基斯坦列作亲密伙伴。

“美开展反恐行动以来，巴被视为其在反恐前线的关键盟

友, 布什政府对双方的反恐合作多次表示满意，美巴关
系因此不断升温。2004 年，鲍威尔给予巴基斯坦一个新
头衔：美国的主要‘非北约盟国’”[10]。可见，在现实发

展进程中，巴基斯坦虽为伊斯兰国家，但特殊的宗教文

化并未引起欧美国家的怀恨或攻击。相反，巴基斯坦却

成为国际上少有的能与西方国家融洽相处的伊斯兰国家，

创造出了一个受西方欢迎的伊斯兰角色。这显然有利于

巴基斯坦在国际上开展活动提供了一种环境支持。即欧

美国家的不反对。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尽管西方国家，尤

其是美国在当今世界上强大的军事、经济、技术、文化

及政治实力上依旧占有绝对优势，但美国在当今世界上

的角色扮演仍离不开其他国家的辅佐。这既彰显了当今

国际政治支点的主体化，也展示了新一轮国际政治起点

萌生的潜在性。美国没法回避与其他国家建构关系以达

致共同完成世界性任务的现实，协作其他国家彰显其有

形与无形权力，始终是美国对外战略的价值所在。从大

国关系方面来看，“美国已经不能像在冷战时期那样简单

地区分敌我关系了”[11]。

巴基斯坦与非洲的相怜关系。在历史上，巴基斯坦

与非洲都曾被沦为殖民地。共同的历史遭遇使得双方自

殖民统治发生始，就产生了很多共识。之后，巴基斯坦

在非洲的独立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非洲也对巴基斯坦

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独立自主权获得后，双方又在国

家发展上给予了相互支援。同时，巴基斯坦与非洲拥有

的共同伊斯兰文化，这为双方在新的交往空间中注入了

先在的优势条件。但由于双方都同为穷国，经济落后，

社会动荡，以至于在国际社会中所能发挥的影响力极其

有限。

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全方位战略合作关系。共同的历史

遭遇，使得巴基斯坦与中国很早就结下了深情厚谊。在

国家建设历程上，双方都给予对方各种可能的支持和帮

助。进入新的时空，中巴两国关系已不再是普通的关系，

“而是‘全天候’伙伴、全方位合作的密切关系，是相互

依赖的‘铁杆朋友’关系”[12]。中巴的友好关系的积极推

进，越来越成为世界进程中的亮点，这显然为中巴在现

实与未来之中更多可持续性合作的生发做了深厚铺垫。

总之，巴基斯坦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与世界各国积

极推进的良好关系，决定了中国与巴基斯坦在合作环境

上已具有支持性及通泰性，也由此决定了从另一个侧面

推动中国与非洲战略关系新建日趋具有可塑性。

2、推动巴基斯坦在中国对非战略中发挥作用的过程
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与其综合国力的提升密切

关联。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力，会

直接决定着国家在国际上影响力的大小。为保障国家权

力免遭侵犯，国家在内生力量加强的同时，还需来自其

他国家的外力嵌入。只有这样，方能在发展进程中获得

全方位的支持元素。因而，激活巴基斯坦国家发展进程

中的内外促动，势必是该国在发展道路上走向突破的关

键变量，更是通过巴基斯坦由此实现中非关系在激流勇

进的国际环境中避免污名的一个可取途径之一。

建国以来，通过国家政府的不断努力，巴基斯坦已在

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上取得一定成效。国内政治环境

得以改善，经济发展登上新高峰，人民经济生活有了提

高，社会发展取得一定成效，经济形势和产业发展势头

极为良好，生产力进一步提高，财政收支情况继续好转。

“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过去三年来巴人均收入年均增长

率为 13.5%，2002/03 年度人均收入为 579 美元，2003/04
年度为 657美元，2004/05年度进一步上升到 736美元”[13]。

尽管这样，巴基斯坦在发展速度上仍然低于世界其他

国家，发展基础仍旧薄弱。除历史遗留原因外 [14]，还在

于巴基斯坦不稳定的政权更替，从 1947年～ 1958年的议
会制政府到穆沙拉夫执政时期（1999年～至今），军政合
一的困境，使国家发展受到钳制 [15]。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继续在地区外交和大国外交上取

得新的进展。印巴关系继续沿着和平进程稳步推进。然

而，为了抗衡印度，巴基斯坦在军事上做了预备性建设。

核武器建造就是体现。此举在给自己增大安全系数的同

时，也使外界尤其是邻近的印度产生疑惧。由此，国家

在将所追求的安全行为视作是防御性的同时，也陷入了

被其他国家视为潜在威胁的二难推理困境之中。尽管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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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坦在世界上与其他大国有伙伴关系，但巴基斯坦还

是以建造核武器的方式加强着自我保护。由此可认为，

“安全（实际上是指生存）”始终“是国家的根本目标，而

且由于国家最终不可能依靠其他国家的承诺或保证确保

自己的安全”[16]，所以国家会以建造某种有形武器的方式

来实现自我保护的最大化。从印巴分治到印巴敌对，说

明了“自从国家出现后，其他国家的存在往往就是一国

不安全的根源” [17] 的逻辑。然而，这种状况最终却造
成了巴基斯坦在经济、社会建设上产生力量不集中的散

漫状。因而，加强巴基斯坦综合国力建设势必将是今后

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主题。

由此，提升巴基斯坦综合国力是今后巴基斯坦国家建

设的重点。客观上看来，巴基斯坦综合国力的提升有利

于改善国内状况，形成稳定、和平、繁荣的发展局面，同

时还有利于巴基斯坦提升国际地位，避免潜在的政治社

会经济分化的悲局。与此，巴基斯坦综合实力的提升还

有利于在伊斯兰界形成良好的影响。对于集聚着大量穆

斯林的非洲来说，繁荣富裕的巴基斯坦无疑能发挥凝聚

效应。

鉴于此，中国作为巴基斯坦的友好伙伴，需要在巴基

斯坦综合国力提升上继续给予积极的支持。中国除了在

化解印巴矛盾、缓解巴基斯坦国内各帮各派斗争上继续

发挥作用外，同时还需要在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社会结

构变迁上继续加大作用，做到立足长远，有所拓展，实

现可持续性的战略攻关。

尽管巴基斯坦在核武器发展上处于世界前列，但这并

未由此决定巴基斯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贫穷而动荡的

国内处境，是巴基斯坦发展受限的重大因素。同时，尽

管巴基斯坦与世界各国具有良好的历史与现实关系，但

由于贫穷而动荡的国内处境，其优势并不能得到真正体

现。由此，推动中国与巴基斯坦在瓜达尔建立炼油和石

化工业无疑具有极强的现实价值。

就目前的情势来看，中国与巴基斯坦在航天、交通运

输、经贸商务、卫生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上，已取得了历

史性的突破。但中国与巴基斯坦在经贸合作方面，尤其

是石油产业上的合作仍然还具有能够开辟的广阔空间。在

瓜达尔开辟炼油工业和石化工业，这在使中巴从中受益

的同时，还能形成良好的国际影响，并最终能够拓展发

展中国家在当代世界石油业上的一席之地。这主要得益

于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巴基斯坦的瓜达尔具有良好的天然地势。瓜达

尔与作为波斯湾石油通往西欧、美国、日本和世界各地

的唯一海上通道的霍尔木兹海峡具有良好的区位对接优

势，在此能够便捷地获得中东或非洲的石油资源，降低

生产成本，避免不必要的环境破坏和损失。于此就近生

产提炼加工成品，又能借助地缘优势将石化成品销往世

界各地，包括原油输出国，尤其像非洲大陆这样的具有

原油而不能生产石油的广大穷国。理论上看，由于巴基

斯坦与这些国家具有良好的关系，即便有政治纠纷也会

比较小。将生产和销售同时结合起来，还能够提高瓜达

尔在炼油和石化工业上的现代化水平。当利润和影响力

都加大的同时，客观上能使产油国或富油国中的经济穷

国与巴基斯坦在炼油和石化工业上继续开展合作。同时，

还能使巴基斯坦最终与欧美国家建立起世界石油联合体

的构想朝着建设性的实践方向推进。

其次，巴基斯坦人具有喜做生意的天性。巴基斯坦人

具有典型的伊斯兰文化传统，经商是他们显著的生存特

长。通过在瓜达尔建立炼油和石化工业能够让更多的巴

基斯坦人参与到国家经济建设进程中来，这在促使更多

的巴基斯坦人走向富裕、走向世界的同时，在根本上能

够促使巴基斯坦的工业化水平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这

对增强其世界经济影响力诚然大有裨益。

另外，炼油和石化工业能发挥对世界石油机构——欧

佩克的补充效用。欧佩克是当今主宰世界石油业的上游

机构。将瓜达尔建立为世界级炼油和石油化工基地，能

够达到对世界石油业中下游（控制成品油, 控制原油的加
工, 石化工业原料）的控制，在石油能源产业链上与控制
世界石油业上游的欧佩克形成补充，这不仅体现在规模

上，而且还体现在影响力上。

最后，中国在利用外国石油资源上能够简化程序。推

动在瓜达尔建立炼油工业和石化工业，对中国来说，今

后无须从中东、非洲等地进口石油，而是在瓜达尔生产

（包括石油和乙烯生产）后，中国直接进口成品油和塑料

制品等石化产品（这在价格上会比从其他国家，如日本

进口更占优势）。这对于当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进程中石

油紧张的状况而言，诚然既能破解马六甲困局，又可绕

过喜马拉雅山的阻碍。同时，还能避免中石油和中石化

在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些困境（比如，中石油和中石化上

游投入巨资而话语权仍操控在欧佩克手里），从石油业中

下游上寻找突破，无疑能使中国在石油界获得一定的话

语权，在世界石油业上拥有一席主导地位 [18]。

总之，通过在瓜达尔建立炼油和石化工业，能够使巴

基斯坦变得更加和平富有，更加具有国际影响力。中国

作为巴基斯坦的友好邻邦，需要一如既往地推进巴基斯

坦走向和平发展。一个文明富裕的巴基斯坦对加大中国

与非洲，尤其是东非、中非国家 [19] 的战略关系具有极强

的现实意义。

客观上，推动中国在协助巴基斯坦建立世界级炼油基

地和石化产业的实践构想，并不违反任何国际规则和制

度。此举无论是从价值工具还是理性工具上来看都能够

起到驾驭各种可能利益群体的功效，并能够在当代民族

国家交往进程中模塑出具有建设性的时代价值观。从而

昭示着在复杂的国际权力政治博弈的背后必然蕴藏着新

的国际社会生成的可能。

推动巴基斯坦在中国对非战略中发挥作用的实践构想马燕坤：社科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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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巴基斯坦建立炼油和石化工业而提高巴基斯坦

的综合国力，能够使中国、巴基斯坦和非洲外交战略关

系的拓展更具弹性。一个富裕繁荣、团结安定的巴基斯

坦能够达到够吸引非洲的效果。二者在此基础上所甫出

的良好关系，能够使中国从中获得一种“热传递”似的

战略收益，从而降低与非洲交往互动的时间成本、风险

成本，并增大机会成本，最终获取意想不到的外交果实，

在国际政治中达致收成最大化。

进入新的时空，随着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加强，中国并

没法回避被某些国际势力冠名为新殖民主义的罪恶。这

显然有悖于历史初衷和现实状况。藉此，通过巴基斯坦

影响非洲而推进中非关系的深层建构，这一方面在使时

间和风险成本降低，及机会成本增大的同时，还有利于

改善中国在对非战略上的被动遭遇。对于正处于蒸蒸日

上的中国来说，虽然实力政治对于国际地位的塑造固然

相当重要，但是价值政治能从不同侧面影响着中国的国

内外战略机遇，甚至影响到实力政治的前途和命运。由

此，通过巴基斯坦影响非洲而推动中非关系的建构，能

够避免中国对非战略关系的被动性，这显然是当下中国

价值政治塑造的重大着力点之一。

总之，在巴基斯坦建立炼油和石化工业，明证了当今

国家间除了直接行为作用外，还饱含着间接或潜在影响

在国际关系上的重大价值。利用另一国影响第三国家，已

是当下国际社会权力政治抒写范式的趋势。这在避免由

权力结构在国际合作中造成的不对称性及减少国家间，尤

其是穷国或弱小国压抑心境（这种压抑是大国施加的）的

同时，能够从根本上改良时下运行的国际机制。借助巴

基斯坦优越的区位条件，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在

境内瓜达尔建立炼油和石化工业，能够从根本上提升巴

基斯坦的国际影响力，能够在推动中国与非洲良性关系

的互构上发挥积极作用，能够使中国在对非战略中免受

被恶名相加为新殖民主义的罪恶，最终达到“以正合”、

“以奇胜”的外交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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