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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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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24年是中阿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20年来，论坛

历经世界风云变幻和中东变局的严峻考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在论坛机制的推动下，中阿合作全面深化，中阿关系提

质升级。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国际秩序加速转型，国际关系分化重组。美西方霸权势力持续衰落，

“全球南方”团结崛起。新形势下，阿拉伯国家的内部诉求和对外关系

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相互形成新的认知，中阿合作也

具有了全新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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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王金岩，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社会问题、中阿关系；李伟建，上海国际问

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中东问题、中国中东外交、

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

2024年恰逢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以下简称“中阿合作论坛”）

成立20周年。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于5月30日在北京胜利召开，取得丰硕

成果，为未来中阿持续深化合作指明方向。当前，中阿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

时期，各领域合作取得一系列标志性、突破性成就，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合作格局不断充实深化。中阿合作已成为发展中国家集体合作的典范和

标杆。在“全球南方”崛起的背景下，中阿合作更具重要的时代意义，不仅有

利于促进中阿双方的发展和繁荣，也有助于壮大“全球南方”的集体力量，



|  80  | 《现代国际关系》2024 年第 7 期 

中
外
关
系

推动国际秩序及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完善，塑造更有利于发展合作的国

际环境。

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时代背景

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国际秩序正在从单极向多极过渡，国

际关系也开始新一轮分化重组。“全球南方”正在崛起为一支新兴的全球性

力量。为摆脱旧有国际秩序带来的发展困境，南方国家以团结求发展，积极

参与国际事务，发出自己的声音。

国际秩序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国际力量对比出现革命性变化，美

国霸权主义时代让位于多极化时代的趋势愈发明显。一方面，美西方力量

持续衰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主导力显著下降。西方国家的核心成员

七国集团（G7）的GDP总量在20世纪70年代曾占到全球经济的60%以上，

但到2023年已经下降至40%多。a在美联储执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迅

猛的一轮加息之际，并没有新兴市场国家陷入崩溃的情况发生。b另一方

面，新兴经济体国家发展势头强劲。数据显示，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金

砖国家的GDP总量自2022年起已经超过G7。c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2013

至2023年，G7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25.7%，而中国为38.6%，d是

全球经济增长名副其实的火车头。习近平主席于2023年8月22日在南非约

翰内斯堡召开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发表致辞中指出：“以金砖国

a   Einar H. Dyvik, “Combine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of	G7	Countries	 from	2000	 to	2023,” 
Statista,	October	20,	2023,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372761/g7-gdp-combined/.
b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Is	 in	Danger	of	Fragmenting,” The Economist, May 3, 2024, https://

www.economist.com/special-report/2024/05/03/the-global-financial-system-is-in-danger-of-fragmenting.
c “G7 and BRICS GDP,”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March 19, 2024, https://epthinktank.

eu/2024/03/19/expansion-of-brics-a-quest-for-greater-global-influence/g7-and-brics-gdp/.
d “China’s	Share	of	Global	GDP	Growth,”World Economics,	https://www.worldeconomics.com/Global-

Growth-Comparisons/China.aspx.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时代意义  |  81  |

中
外
关
系

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

界版图。”a

在此形势下，“全球南方”团结崛起势头明显。“全球南方”国家基于相

似的历史境遇、发展现状，以及共同的发展目标和政治诉求而形成身份认

同，致力于在国际舞台上通过联合自强来应对共同挑战。德国发展研究院

研究员豪格认为，南半球国家大多难称强国，但基于相似处境，相互之间的

认同感相当强烈，如果拧成一股绳，实力不容小觑。b近年来一些由南方国

家主持召开的国际会议大都拒绝了美国试图设置的议题，而坚持自身提出

的发展合作主题，显示它们正在掌握和规划自己的命运。“全球南方”在国

际政治层面的影响力呈上升态势。“全球南方”国家在当今国际事务中不再

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积极发声，被认为是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国际秩序

及即将来临的“新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联合国关于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

的几次投票结果都显示，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不再屈从美国的压

力，坚持提出自主性主张，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

南方”还展现出强劲的经济活力，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近20年

间，“全球南方”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过去40年它们GDP的

全球占比从24%增至40%以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正在深刻改

写世界经济的版图。c

阿拉伯板块是“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数阿拉伯国家也是美西

方的传统盟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一直密切关注中东地区的政治、

安全形势并高度重视阿拉伯国家的立场。近年来，面对“全球南方”快速崛

起尤其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全面合作的现实，美西方加大了争取阿拉伯板

a 《习近平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新华网，2023年8月23日，http://www.news.
cn/2023-08/23/c_1129817742.htm.
b			Sebastian	Haug,	“Africa Beyond‘South-South Cooperation’: A Frame with Limited Resonan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pecial Issue: China and India in Africa, pp.549-565.
c   刘建超：《顺应历史大势携手推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求是》，2024年第6期，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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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外交努力，试图通过提供援助、支持政府建设、参与地区安全合作等方

式，增强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美西方提升对阿拉伯板块的重视度，以服

务其全球战略。2021年6月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拜登提出一项名为“重

建更好世界”（B3W）的计划，由西方国家在5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资助发

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阿拉伯国家是该计划的重点资助对象。美

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马修·古德曼和乔纳森·希尔曼曾专

门发文讨论如何运用B3W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a

美国还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关系。一方面，通过推动以色列与阿

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助力于构建一个新的地区秩序架构，既拉近美国与

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又能强化美国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主导力和影响

力。特朗普执政时期主导阿以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布林肯在2022年3月前

往以色列参加美国推动召开的“阿拉伯—以色列峰会”；拜登上台后首访中

东，期间出席在沙特举行的海湾合作委员会与埃及、伊拉克和约旦共同举

办的峰会（GCC+3）及美国、以色列、印度和阿联酋四国领导人峰会（I2U2）

等等。另一方面，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务实合作，以迎合后者的发展需求。

此前，美国主要是通过介入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安全防务来主导中东事务。

近年来，阿拉伯国家急需突破发展困境，将发展合作作为对外交往的重中

之重。美国开始注重加强与阿拉伯国家在发展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其擅长

的高科技领域，并对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发展合作施压或设障。2024年初，

阿联酋人工智能公司G42从中国撤资，并表示未来将专注于投资美国、以色

列、德国、英国等西方市场，此举背后不乏美国施压因素。

a   Matthew P. Goodman and Jonathan E. Hillman,“The G7’s	New	Global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Trade	Association,	June	15,	2021,	https://www.wita.org/blogs/g7s-global-infrastructure-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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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相互认知

在世界多极化、“全球南方”崛起、美国拉拢阿拉伯国家的背景下，中国

和阿拉伯国家在对外关系的战略政策和实践上都作出了调整。双方不约而

同地选择相向而行，将对方置于本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一）中国将阿拉伯国家视为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国一贯重视

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中共十八大以来进一步提升了重视度。习近平主席

2013年创造性地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思

路、新理念，将阿拉伯国家作为优先合作的对象和先行先试的样板。他亲自

为中阿合作擘画蓝图，规划方向和设定目标，多次关心和指导中阿合作论坛

机制的相关事务性工作，彰显出阿拉伯国家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

主旨演讲，其中向阿拉伯国家发出共建“一带一路”的邀约，并首次提出打

造中阿命运共同体。他表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因为丝绸之路相知相交，

我们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共享，就是让建设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中阿人民，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a2016年，习

近平主席对中东三国进行历史性访问，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重要演

讲，宣示中国的中东政策并就中东现实问题提出中国方案。2022年，他亲

赴沙特出席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中国与沙特的

“三环峰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

高的一次外交行动，体现了中阿双方面对全球挑战加强团结协作的战略抉

择，谱写了中阿关系崭新的历史篇章。b2024年5月30日，中阿合作论坛第十

a 《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话》，中国政府网，2014年6月5日，https://www.
gov.cn/xinwen/2014-06/05/content_2694830.htm。
b 《王毅谈习近平主席出席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

国事访问》，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guowuyuan/2022-12/11/content_57313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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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主旨演讲中表示：“中方愿

同阿方守望相助，把中阿关系建设成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标杆。中方愿同阿

方平等互利，把中阿关系建设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样板。中方愿同

阿方包容互鉴，把中阿关系建设成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典范。中方愿同阿方

紧密协作，把中阿关系建设成探索全球治理正确路径的表率。我们愿同阿

方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打造全球治

理南南合作样板。”当前，中阿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a

（二）阿拉伯国家从“向东看”到向“中”行，对中国的信任度、认同度、

重视度不断提升。阿盟秘书长盖特在来华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

会议之际撰文指出：“本世纪以来，双方合作充满活力，发展对华关系已成

为阿拉伯各国的外交重点。”他认为，2004年阿中合作论坛成立之时，随着

国际社会对亚洲的重视与日俱增，阿拉伯国家也开始“向东看”。20年来双

方的集体合作取得巨大飞跃，主要归功于双方相向而行的政治意愿。b阿

盟秘书长发言人贾迈勒在评价习近平主席向第33届阿盟峰会致贺信时表

示：“中国的发展为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了重要机遇。中国

的发展是和平、进步力量的增长，中国是阿拉伯国家值得信任的朋友和伙

伴。”c阿盟驻华代表处主任法赫米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专访时

表示，阿盟高度认可中国的发展主张，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协调所有成员国

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从而使阿中关系实现全面发展。d

阿拉伯国家的政要、专家学者也都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对当前中阿关系

的认知。埃及新闻总署政治院研究员侯赛因·伊斯梅尔表示，习近平主席提

a 《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外交部网站，2024年5月30日，https://www.fmprc.
gov.cn/web/wjbz_673089/xghd_673097/202405/t20240530_11349869.shtml。
b   盖特：《阿中关系与阿中合作论坛》，《人民日报》，2024年5月29日。
c 《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携手合作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向第33届阿盟峰会致贺信引发阿拉伯国家人士热

烈反响》，新华网，2024年5月18日，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4-05/18/c_1310775236.htm。
d  《专访阿盟驻华代表处主任法赫米》，央视网，2024年5月30日，ht t p s: // t v.cc t v.c n /2024/05/30 /

VIDEOhk1DEdwsNUH0SmywHcb2405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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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阿中双方的一致高度重视，双方将努

力实现这一理念，造福阿中人民。a巴勒斯坦外交事务国务部长法尔辛在

2024年6月4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专访时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在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巴方高度

重视中方立场，期待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中东和平稳定，为实现中

东地区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b

（三）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对彼此关系的认知稳步提升。在中国与阿拉伯

国家双向奔赴之下，双方关系稳步提升：从2010年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

级会议提出的“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到2018年

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将中阿关系提至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22年首届

中阿峰会上双方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至今，中

阿命运共同体建设已成为凝聚中阿政治共识、发展共识、安全共识、文明共

识的光辉旗帜，引领中阿关系开拓进取、阔步前行。在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

议上，习近平主席再次提出新形势下中阿关系发展方向和构建“五大合作

格局”的设想，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与会阿拉伯国家的政

要及代表一致表示：习近平主席上述设想令人鼓舞，将为阿中打造新型伙伴

关系、加快构建阿中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阿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

战略协调，加紧落实首届中阿峰会及本届论坛部长会成果，扎实做好第二届

中阿峰会筹备工作，实现更深层次的战略互信、更高质量的互利共赢、更高

水平的包容互鉴。c

a 《阿拉伯国家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央广
网，2024年6月2日，http://china.cnr.cn/news/20240602/t20240602_526727102.shtml?appinstall=0。
b 《巴勒斯坦官员：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共促中东和平稳定》，中华网，2024年6月3日，https://news.china.

com/socialgd/10000169/20240603/46633770.html。
c 《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外交部网站，2024年5月30日，https://www.fmprc.

gov.cn/web/wjbz_673089/xghd_673097/202405/t20240530_113498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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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全面提质升级

近10年来，随着世界局势和中东地区形势发生深刻变化，阿拉伯国家的

关注焦点和利益诉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多国发生变局伊始的民主政治

转型、地缘政治博弈等逐渐转变为国内经济改革、社会转型、改善地区国家

间关系、强化彼此的经济联系等。各国将资源和精力集中投入到经济和社

会发展领域，多数国家都制定和实施了中长期发展规划，以推动经济和社

会转型发展。

阿拉伯世界的这些新变化与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一系列发展理念高度契

合。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提出的多项

全球倡议也给中阿合作带来了新机遇。依托中阿合作论坛机制，通过中阿发

展战略对接，中阿合作已取得丰硕成果，中阿友好关系实现全面提升。

首先，中阿战略互信不断深化。在2022年举行的首届中阿峰会上，双方

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阿关系迈进了全面深

化发展的新时代。从多边层面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共走集体合作之路。阿

盟是首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联合声

明，以及关于建设智库联盟合作文件的地区组织，也是首个同中国共同发

表团结抗疫文件和数据安全合作倡议的地区组织。阿盟将恪守一个中国原

则写入其首脑理事会决议，阿盟外长理事会连续44次专门通过涉华友好决

议。中国坚定支持阿拉伯国家加强战略自主和团结自强，支持阿拉伯国家走

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促成沙特和伊朗复交，带动中东地区掀起和解

潮，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一直捍卫公平正义等做法都进一步赢得阿拉

伯国家的信任。从双边层面看，中国已与超2/3的阿拉伯国家及阿盟建立起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中阿紧密协作，共同探索全球治理正

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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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阿务实合作生机勃发。在贸易领域，中阿合作规模不断扩大。

中国已连续多年稳居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阿贸易额从2004

年的367亿美元升至2023年的398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额由2004年的

3038.1亿元人民币增至2023年的2.8万亿元人民币。2024年前4个月，这一

数值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8%，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6.9%。a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阿合作成果亮点纷呈。中国与22个阿拉伯国家在

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实施了200多个大型项目，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

商务区、阿尔及利亚超1200公里的东西高速公路、卡塔尔足球世界杯主会

场卢赛尔体育场、非洲最大跨径斜拉桥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大桥等中国

建造成果成为当地的新名片。在能源领域，中阿合作格局更为立体。中国从

阿拉伯国家进口能源数量长期占据中国海外进口能源的半壁江山。中阿在

光伏、风能、民用核能、氢能等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也在扎实

推进。在高科技领域，中阿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中阿科研机构和创新企业

已在技术转移、北斗卫星、荒漠化等越来越多议题上建立起协作网络。多

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成功举办，合作机制不断夯实，合作成果不断丰富。

2015年9月，中阿技术转移中心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至今8年多来，又在

阿盟及7个阿拉伯国家建立8个双边中心，帮助阿拉伯国家培训大量技术人

才，并推动中阿相关科研机构开展联合研究，以及技术转移成果的产业化。

此外，人民币正在加速走进阿拉伯国家，中阿投资平衡性不断增强，绿色低

碳、数字经济等合作不断深化等。中阿互利合作，共同成为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的样板。

再次，中阿人文交流丰富多彩。近年，中阿以会展为径、以书影为媒、以

语言为纽，不断拓展人文交流合作方式与规模，不断谱写文明互鉴的华彩

a  《中阿货物贸易20年增长超8倍》，中国政府网，2024年5月30日，ht t p s: //w w w.gov.c n /ya owe n /
liebiao/202405/content_69546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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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章。仅2024年以来，阿拉伯半岛的奇迹绿洲展、叙利亚国宝级文物展、古

埃及文明展等阿拉伯国家文化展相继在华举办，中阿古老文明瑰宝相映生

辉。大量中国典籍、中国电视剧、纪录片被译为阿拉伯语，在阿拉伯国家面

世。阿尔及利亚、沙特等多个阿拉伯国家受邀担任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

主宾国，将阿拉伯国家的经典带给中国民众。中国的阿拉伯语热和阿拉伯国

家的中文热都折射出“中阿合作热”。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50多所大学开

设阿拉伯语专业。已有6个阿拉伯国家宣布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5个

阿拉伯国家开设中文院系。中国同13个阿拉伯国家合作建成21所孔子学院

和2所孔子课堂。此外，在中阿合作论坛机制下，中阿高校和科研机构间实

现联合办学和科研，青年、妇女等特定团体间形成固定交流机制，在医疗卫

生、考古等传统和新兴领域继续深化合作。中阿包容互鉴，共同书写不同文

明互学互鉴的新时代典范。

最后，中阿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近年来，

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出于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政治目的，伙同境外

反华分裂势力，在涉疆、涉港、涉藏问题上编造谎言，散布虚假信息，对中

国的人权状况进行诬蔑和攻击，并且借机滥施非法单边强制措施，干涉中国

内政，破坏中国的稳定，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西方一些政客将谣言散布到

中东地区国家，企图以编造民族宗教问题谎言挑唆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关

系。这些企图均遭到阿拉伯国家的抵制和反对。阿拉伯国家一直旗帜鲜明

地支持中方立场，成为支持中国合法权益的重要板块。中国也一直支持阿拉

伯国家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努力，反对美西方打着反恐名义挑起

宗教歧视和仇恨，干预阿拉伯国家内政。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阿峰会上明确

提出：“（中阿）要共同反对‘伊斯兰恐惧症’，开展去极端化合作，反对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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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特定宗教挂钩。”a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中国也始终

站在广大阿拉伯国家一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合法权利。2023年6月14

日，习近平主席在同来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时指出，中国始终

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推动巴勒斯坦问题

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的解决。中方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

国，将继续在多边场合为巴方仗义执言、主持公道，愿继续向巴方提供力所

能及的援助，帮助巴方缓解人道主义困难、开展重建。b本轮巴以冲突爆发

后不久，中国就公布了《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提出推动全

面停火止战、切实保护平民、确保人道主义救援、加大外交斡旋、通过落实

“两国方案”寻求政治解决等五方面建议。c2024年5月，中国邀请了巴勒

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和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代表来京磋商，

就推进巴内部和解进行深入坦诚的对话。这也是中国继促成沙伊和解后再

次为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做出的重大努力。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

上，双方再次就巴勒斯坦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共同发表《中国和阿拉伯

国家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声明》。中阿守望相助，共同成为维护世界和

平稳定的标杆。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论坛机制推动下，已经建立起了稳固的战略合作

关系，推动合作全面提质升级。中阿战略合作不仅惠及双方人民，推动中东

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为“全球南方”的团结合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

示，成为构建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推力。

a 《弘扬中阿友好精神 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国政府网，2022年12月9日，https://
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3/content_5736701.htm。
b 《习近平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中国政府网，2023年6月14日，https://www.gov.cn/yaowen/

liebiao/202306/content_6886283.htm。
c 《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中国外交部网站，2023年11月30日，http://russiaembassy.fmprc.

gov.cn/wjbxw_new/202311/t20231129_1118939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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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时代意义

当前国际秩序进入艰难重塑期，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深刻调整。地缘政

治层面，大国博弈日趋白热化，发达国家整体实力衰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

的崛起形成鲜明对比。全球经济层面，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依赖程度加

深。美国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普遍

高于发达经济体，且增速差仍在扩大。在此背景下，世界权力和经济重心正

加快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全球南方”在国际政治和全球经济中扮演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中阿同属“全球南方”国家，且正在成为其中流砥柱。当前

形势下，中阿持续深化合作，对于引领“全球南方”团结自强、加强多边合作

机制化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等方面都具有

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中阿合作成果有助于“全球南方”整体力量的提升。当前，“全球

南方”的发展仍面临多方面困难挑战。首先，旧有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

秩序依然是制约全球南方国家崛起的主要因素，限制了“全球南方”国家

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使之难以充分参与国际体系。其次，乌克

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冲突主要发生在南方国家及其周边地区，其

溢出效应更是给“全球南方”国家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再次，大国竞争加

剧也让全球南方国家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西方国家采取单边主

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南方国家面临更加严峻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最后，

“全球南方”虽然整体经济增速较快，但各国间发展严重不平衡，成为其走

联合自强道路的阻滞因素。此外，从南北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和在全

球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看，北方发达国家仍然是世界产品，尤其是高科技

产品的主要供应者，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主要获益者，而多数南方国

家仍处于“依附”或“半依附性”地位。面对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标志的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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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科技革命的冲击，南方国家恐将陷入更加不利的局面。

中阿全面合作为“全球南方”应对当前挑战、提升整体力量注入动力。

双方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尤其是深化在能源转型、制造业、

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为“全球南方”整体经济力量的提升提供现实支持

和经验借鉴。当前，中阿正在共同努力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促

进经济融合发展。同时，双方也在积极寻求与其他南方国家的经济合作机

会，这将为其他南方国家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也有助于推动全球

南方国家通过更积极有效的贸易往来、投资合作和技术交流实现优势互补

和资源共享，从而提高全球南方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未来，中阿将携手更多

南方国家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积极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共同抵制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对全球合作进程的阻挠，共同应对全球发展面临

的挑战，共同携手打造更加开放、包容、普惠的世界经济体系。

（二）中阿合作机制为其他多边合作提供经验。随着中阿合作不断深

化，在双方的共同推动下，中阿合作论坛于2004年正式成立，自此，中阿合作

上升到多边战略层面，双多边合作并驾齐驱。20年来，论坛机制对于巩固和

拓展中阿全面合作，推动中阿关系提质升级，见证中阿友谊历久弥新都发挥

了重要作用。中阿合作论坛机制是中国大国外交和制度创新的重大实践，开

辟了多边合作机制化建设的新途径，也是践行多边主义的光辉典范。

中阿合作论坛成立20年来，在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合作方面发挥

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作用，已成为中阿集体合作的“金字招牌”。a在论坛

机制推动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从以双边合作为主，逐渐发展到在地区和平

与发展问题上的共商共议，近年来更是在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

义和强权政治、推进完善国际秩序等方面凝聚高度共识，并开始了具有战

a  《做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行动派实干家—王毅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外交部网站，2024年5月30日，ht tps://www.mfa.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xws_674681/
xgxw_674683/202405/t20240530_113663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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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意义的合作。论坛机制不仅助力提升中阿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也为中非、中拉等中国同其他地区国家的多边合作提供了有益借鉴，进而服

务于增强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协作，携手打破西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垄断地

位，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此外，“金砖+”机制继续扩容壮

大是必然趋势，全球南方国家间也需要建立更多层面的合作机制和平台来

推动共同发展。中阿合作论坛机制对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的多边合作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三）中阿合作实践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探索。世界正处于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不断加重，同

时，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持续演进，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

可阻挡。习近平主席立足中国，胸怀世界，在2013年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应对共同挑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完善提

供中国方案。在2014年举行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

中方首次提出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至今，中阿命运共同体建

设已取得预期的早期成果，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成功探索。

安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也是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提出全

球安全倡议，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通过推动中东

地区国家间的和解，斡旋巴勒斯坦内部派别间的分歧，以及推动巴以和谈

等实际行动，帮助中东地区实现安全稳定。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也

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在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中取得互利共赢的发展成果，进一步凝聚高质量发展共

识，走出一条高科技赋能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同时，中国积极回应阿拉伯

国家的现实需求，与之进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之培训多方面人才，助其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为当地民众带去切实福祉。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

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再次强调，“中方愿同阿方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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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把中阿关系建设成探索全球治理正确路径的表率”，“我们愿同阿方

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打造全球治理

南南合作样板”。a

（四）中阿合作模式树立国际关系民主化样板。世界发展道路的多元

化、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蕴含各国多重的价值和利益诉

求，各国之间的价值和利益冲突因此难以避免。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曾在很

长时期试图通过强权政治和霸权战争来解决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国际事

务成为列强争权夺利的零和游戏，中小国家受尽压迫，国家之间的关系极不

平等，国际关系民主化无从谈起。b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发展

中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诉求显著增强，他们积极寻求获得平等的国际地位和权

利。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方面，中阿合作以尊重民主多样性为基础，突破西方的“文明优越

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一致认为，民主是多样的，没有统一的模式，只有特

色之别，没有优劣之分。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是中阿合

作长期秉持的基础和原则。另一方面，中阿合作以文明互鉴为重要内容，超

越西方的“文明冲突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文化、教育、艺术等领域的交

流合作不断深入和拓展，通过加强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加深不同文明

间的相互理解和彼此尊重，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此外，中阿合作强调开放包

容、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成果惠及双方国家和人民，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

主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树立起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样板。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交往已绵延千年，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

a   《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全文）》，中国政府网，2024年5月30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_6954511.htm。
b   戴长征、曾思捷：《中国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学报》，2022年第3期，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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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中阿关系既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也具有坚实的

民意基础，在实践中还成功创设出中阿合作论坛这个行之有效的合作机

制。中阿合作顺应时代潮流，不仅惠及双方近20亿人民，也为“全球南方”

的团结自强注入强大动力，还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以及构

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当前，大国博弈持续加剧，

“全球南方”团结崛起，中东新旧秩序交替，为中阿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与挑

战，也赋予其时代意义与新的内涵。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应以中阿合作论坛第

十届部长级会议成果为指引，合力构建“五大合作格局”，推动中阿命运共

同体建设加速发展。

（责任编辑：王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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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among great powers, the Kishida administration has proposed 
“New Age Realism” diplomacy, accelerated the restructuring of it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Japan’s	Middle	East	diplomacy.	The	Kishida	government’s	Middle	East	diplomacy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energy transition and high-tech cooperation, the pursuit of high returns in the 
Middle	East	market	and	emphasizes	 the	maintenance	of	 the	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of	
the three main features. This is mainly due to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landscape, the 
broad	market	prospec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desire	 to	seize	a	favorable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highlighting	Japan’s	characteristic	of	“putting	national	 interests	first.”The	
logic of the Kishida government’s Middle East diplomacy is power politics, zero-sum game and 
great power confrontation, which serves Japan’s geostrategic goals of containing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China	and	Russia,	assist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maintaining	its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order, and pursuing the status of a political power.However, the Kishida 
government’s Middle East diplomacy has had limited success, focusing mainly on progress 
in cooperation in the energy sector, and will continue to face challenges at the domestic and 
regional	levels,	injecting	more	uncertainty	into	Japan’s	Middle	East	diplomacy.
Keywords:
Japan, energy security, international order, middle East diplomacy

India’s Multidimensional Endeavors for Building an Exclusive Maritime Defense System
Liu Peng and Wang Jing

Abstract: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dominance	 in	 the	 Indian	Ocean	 is	 the	 long-term	policy	pursuit	
of	 India.In	order	 to	better	achieve	 its	goals,	 India	has	 taken	 the	 lead	 in	building	6	maritime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Indian	Ocean	as	 the	basis	of	 its	 system.	 It	 strives	 to	create	a	closed	
defense	system	led	by	 it	 in	 the	 Indian	Ocean,	become	 the	 rule	maker	and	enforcer,	and	use	
the	current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Red	Sea	crisis	after	 the	Palestinian–
Israeli	conflict	to	enhance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s	the	“policeman”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its	ability	to	deny	access	of	other	countries	by	using	rules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	The	closed	
Indian Ocean defense regimes are the results of the escalation of India’s regional hegemonyand 
the	comprom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s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y	both	serve	 the	
global	hegemony	of	the	US	regional	hegemony	of	India.	The	regimes	do	not	lead	to	the	increase	
of	public	goods	in	terms	of	security,	but	lea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	countries	
in this region and intensifying arms race. The closed defense regime does not generate shared 
security and will fail eventually.
Keywords:
Indian,	Indian	subcontinent,	regional	hegemony,	international	regimes,	maritime	security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rab States
Wang Jinyan and Li Weijian

Abstract:
This	year	marks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a–Arab	States	Cooperation	
Forum. Over the past 20 years, the forum has withstood the severe test of the ever-changing 
world situation and the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and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Built	a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to	enhanc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rabic	states,the	forum	has	strengthened	the	long-standing	cooperation	and	upgraded	
the	ties	between	China	and	Arab	states.Changes	of	the	world,	of	our	times,	and	of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are	 taking	place	 in	unprecedented	ways.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s	
accelerating,whi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experiencing divisions and reorganizations. As the 
Western	hegemony	declines	and	the	Global	South	countries	rise	in	unity,	profoun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internal	demands	and	external	relations	of	Arab	states.	China	and	Arab	states	
have	formed	new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m	is	endowed	
with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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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onstruction of European Landscape and Its Impact After 2024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

Jin Ling
Abstract:
The 2024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 is another political choice for the peop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context	of	multiple	crises.	Th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of	member	states,	
the	 rise	of	 extreme	 right-wing	 forces,	 and	 the	backlash	of	green	politics	presented	 in	 the	
elections	reflect	the	disappointment	and	fear	of	the	people,	and	are	symptomatic	features	of	the	
EU’s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and security crisis. After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with the rightward shift of the EU political ecosystem, the“mainstreaming” of extreme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weakening of French and German leadership, the “cordon sanitaire” effect 
against	extreme	right-wing	forces	that	has	been	built	 in	European	politics	for	a	long	time	will	
gradually	weake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within	 the	EU	will	 also	change.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is facing reconstruction, which also profoundly affects the direction of i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cies. In the future, in response to internal conservatism and protectionism, 
the	ge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European	Union	 is	bound	 to	accelerat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model	will	 further	decline,	 thereby	exacerbating	 its	
identity paradox as a normative power.
Keywords:
 European Parliament, far right parties, political landscape, integration, normative power

The Rise and Influence of Religious Parties in Israel
Huang Jie and Zhang Jing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new	 round	of	ongoing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the	 role	of	
religious	parties	 in	 Israel’s	public	 life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Since	at	 least	 the	1970s,	
religious	parties	 in	 Israel	have	been	 rising	 rapidly,	 increasingly	exerting	an	 influence	 that	
is	 asymmetric	 to	 their	 size.Since	Netanyahu	came	 to	power	 again	 in	February	2009,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us	part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eligious	parties	emerged	as	
Netanyahu’s semi-institutionalized allies for many reasons, including the dilemma of forming 
a	cabinet,	 the	orientation	of	both	sides	of	 the	coalition,	 the	strategy,	strength	and	potential	of	
religious parties, and Israel’s securityenvironment. However, the sudden emergence of religious 
parties accelerated the polarization of Israeli right-wing politics, which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Israel’s democratic system, social harmon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eanwhile, it has 
prompted the coalitiongovernment to pursue a more radical foreign policy, which aggravated 
Israel’s	national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in	the	Gaza	Strip.	The	difficulties,	
challenges and uncertainties constrain and impact the role of religious parties in Israeli politics.
Keywords:
Israel,	Benjamin	Netanyahu,	religious	party,	right-wing	politics,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