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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球问题上的沟通协调 , 全面发展 !充实中阿战略合作关系 , 永远做彼此

的真诚伙伴 !可靠朋友和亲密兄弟"

其次 ,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互为彼此发展的宝贵机遇 , 双方应推进务实合

作 , 拉紧利益纽带 "我们应本着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的原则 , 加强在贸易 !

投资 !基础设施 !能源等重点领域的合作 , 对接中长期发展规划 , 交流治国

理政经验 , 通过不断拓展务实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 为双方关系发展提供永不

枯竭的动力和源泉 "未来五年 , 中国将进口ro 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 , 对外投

资规模将达到5000 亿美元 , 出境旅游有可能超过 4亿人次 "中国越发展 , 越

能给阿拉伯国家带来发展机遇"

第三 ,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互为文明借鉴的重要对象 , 双方应增加人文交

流 , 深化彼此了解"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虽然文化背景和社会形态不同, 但始

终尊重对方的文化 !历史 ! 宗教和习俗 , 始终坚持以和平 !友善的方式与对

方打交道 , 是世界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典范 "未来 , 我们要更多通过类似今

天研讨会的形式 , 加强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之间的哲学对话 ! 思想交流 ,

推动两大文明共同进步 , 携手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 "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 中国和阿拉伯世界都是可以相互信赖的好朋友 !

好伙伴 !好兄弟 "友谊与合作始终都是中阿关系发展的主旋律 "相信随着中

国梦的一步步实现 , 阿拉伯世界转型发展进程稳步推进 , 双方各领域 ! 各层

次交往会更加密切 , 中阿战略合作关系也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

中阿关系的历史和现实

口 前外交部副部长 杨福昌

中国视发展中国家为外交基石和战略依托 , 十分重视加强和发展同阿拉

伯国家的关系 "自 1956 年 5 月同埃及建交起 , 至 1990 年 7 月同沙特建交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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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22 个阿拉伯国家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50 多年来 , 中阿关系不断

巩固和发展 , 这是因为: 首先 , 中阿都是发展中国家 , 在国际事务中有共同

的利益 ,在许多问题上有相同或相近的立场 ,中阿关系的发展符合双方的利益

其次 ,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 , 双方的经济发展依存度不断提高 ,

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成为彼此的需要; 第三 , 双方都重视维护这一关系 , 不断

化解一些小矛盾 , 从而把这一关系不断提高到新水平"在 2010 年 5 月召开的

中国) 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 , 双方宣布: 在论坛框架

内建立全面合作 !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 , 这意味着双边关系将从友

好合作提升到战略合作水平 "

政治上双方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

50 多年来 , 国际形势发生了许多变化 , 甚至影响到世界格局的剧变 , 然

而不论在哪个时期 , 相互尊重和相互支持都贯彻在中阿双边关系的主要精神

中"

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是反帝反殖 !争取民族独立的年代 "1956 年 , 中国

支持埃及从英法手中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 1958 年 9 月 , 中国承认阿尔及

利亚临时政府 "阿尔及利亚联合阿尔巴尼亚牵头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 , 使中国在 1971 年重返联合国"

冷战后 , 美国一超独大 , 在国际事务中到处指手划脚 , 干涉他国内政 ,

淡化主权观念 , 推行西方价值观"中阿对此都坚决反对 "

进入新世纪 , 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变化 , 2001 年 /9 #11 0 事件后 , 美

国相继发动阿富汗 !伊拉克战争 "在反恐斗争中 , 一些国家把矛头指向伊斯

兰教 , 使阿拉伯国家遭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 "为了主持正义 , 也为体现中阿

长期的友好关系 , 中国采取了三项措施: 2001 年 12 月成立中阿友协 , 表达

了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2002 年设立中东问题特使 , 为解决困扰该地区半个

多世纪的阿以冲突再尽自己一份力; 2004 年成立中阿合作论坛 , 为双方各方

面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接触 !交流的平台"论坛成立后 , 在官方 ! 民间 !

政治 !经济 !文化等多层次 !多方面踏踏实实地做了大量工作 , 涵盖面广泛 "

双方都支持对方所关切的核心利益问题 "对阿方来说 , 阿以冲突是其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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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关切 , 中方一直支持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 , 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其合法

民族权利 "201 3 年 5 月阿巴斯总统访华期间 , 中方提出了呼吁以色列停建定

居点和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四点主张 , 再次表达了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

的支持 "对中方而言 , 统一大业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阿拉伯国家一直坚持一

个中国政策 , 表明了对中方的坚定支持 "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局变化的立场

201 0 年 12 月 17 日, 突尼斯的群众游行示威掀起了中东地区动荡大幕 ,

并迅即蔓延到整个中东地区 , 鲜有国家未被波及 "至今 , 动荡已进入第三个

年头 , 突尼斯 !埃及 !利比亚 !也门已通过暴力和非暴力手段有了一个结果 ,

开始重建并进入转型期"唯独叙利亚问题尚未解决 , 政府军和反对派的自由

军鹰战犹酣 ,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中国应对这一变化遵循了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尊重人民的愿望和选择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 有权决定国家的命运 "
在游行示威阶段 , 中国表示尊重人民的改革愿望; 一旦选出新领导人 , 中国

表示尊重其选择 , 决不说三道四"

二是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这是 5联合国宪章 6 规定的原则 , 中国坚持

这一原则有其法理性 "中国自 1955 年提出包括上述原则在内的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后 , 一直坚持至今 "对一国内部发生的事 , 中国主张劝和促谈 , 不会支

持一派打一派 "中国的革命就是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取得了胜利 "

三是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 "政治解决问题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 ,

但会避免流血和破坏 , 后遗症也会少一些 "基于这一主张 , 中国进行劝和促

谈的努力始终未断 "

中国依据上述原则处理阿拉伯国家发生的变化 , 获得越来越多的理解 ,

谈论政治解决的呼声也 日渐高涨 "与此同时 ,外界对中国的政策也有一些误解 ,

认为中国采取上述立场是怕 /阿拉伯之春 0 蔓延到中国, 还有人质疑中国为

什么支持那些人民要打倒的领导人 , 认为中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投否决票 !

中国投否决票是跟着俄国跑 , 中国在阿拉伯国家政局变化中处于旁观者的立

场 , 等等"事实上 , 这些看法都是对中国政策的误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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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关系发展前景光明

尽管有人对中国立场存在某些不理解 , 但在双方不断交流 ! 沟通的情况

下 , 中阿关系的大局未被破坏 , 保持正常发展"埃及 ! 卡塔尔 ! 阿联酋 !沙

特等国领导人和外交大臣也相继访华 , 同中国保持高层往来 "

在此期间 , 中阿经济上的往来非但没有停滞 , 反而迅速发展 "以贸易为例 ,

20 10 年 , 中阿贸易额为 1454 亿美元 , 20n 年阿拉伯国家处于动荡时期 , 这

一数字不降反升 , 达到 1959 亿美元 , 增长了34 % , 2012 年更是增长到2224

亿美元 , 增幅达 13.5% "在 2012 年 6 月举行的中阿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

议上 , 双方同意 , 通过共同努力, 到加14 年将中阿双边贸易额提升至3000

亿美元 "在双边贸易中, 能源占了较大比重 , 如在 201 2 年双边贸易中 , 中国

从阿拉伯国家进口原油达 1.26 亿吨 , 占中国同期进口原油总量的46 .4% , 金

额达 1033 亿美元 "

58 年的中阿友谊如参天大树 , 根基深厚 , 经得起风吹雨打"在政局大变

动中出现的某些意见不一致 , 实属正常 , 俗话说 , 亲兄弟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 ,

但他们还是兄弟"随着时间的推移 , 阿拉伯国家会越来越体会到中国是可以

信赖 !可以交往的好朋友 ! 好伙伴 !好兄弟 , 中阿友谊也会不断向前发展"

阿拉伯世界巨变与中阿合作

口 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代表 萨凯勒

拿破仑曾说 , 一旦中国觉醒 , 世界将为之震动"20 世纪 80 年代 , 一位

法国作家也曾出版过以此为题的著作 "然而 , 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实并未如拿

破仑或那位法国作家所言 , 也并未出现亨廷顿所说的文明之间的冲突 "相反 ,

中国的崛起使当今世界发展更加均衡 !更加完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