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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交往史与区域国别】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二十年
成就、经验和启示

仝　 菲

（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亚非洲研究所安全研究室，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摘　 要：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以下简称中阿合作论坛）自成立以来，已走过

了二十个春秋。 作为连接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桥梁和平台，该论坛在促进双边和

多边关系发展、深化不同领域合作、推动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本文通过回顾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在政治、经济、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等领域取

得的重要成就，总结中阿合作论坛成功的经验和启发，以期为今后中阿合作论坛跑出加速

度和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中阿合作论坛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有助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和双方实现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将不断深

化和拓展，通过携手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促进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推动中阿关系迈上

更高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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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 年迎来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二十周年，第十届部长级会议于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在北京胜利召开。
会议通过了《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和《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２０２４ 年至 ２０２６ 年行动执行计划》，还发表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声明》，就双

边和多边合作，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达成了多项重要共识。 二十年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阿合作论

坛运行机制日臻完善，合作领域不断拓宽，论坛成为中阿开展双边或集体对话与务实合作的主要平台，
为深化中阿友好合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目前，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加速演变的历史性进程之中，大国

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伴随着全球南方崛起，东升西降、南升北降成

为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当下，中国和阿拉伯

国家都面临着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回顾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总结中阿合作论坛成



功的经验，为中阿合作论坛在今后的发展中能够跑出加速度和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有益的

启发和参考。

一、中阿合作论坛二十年成就斐然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有相似的历史际遇，都肩负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的重任。 在全球政治、经济格

局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关系日益紧密。 过去的二十年里，中阿合作论坛作为

中阿双方的重要合作平台，在促进双方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双边和多边等领域的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为双方合作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
（一） 中阿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强，在重要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上密切沟通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地域相隔遥远，再加上意识形态领域的隔阂，一些以传统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为

主要意识形态的中东国家，因为无神论和意识形态差异而长期拒绝与共产党国家发展关系［１］。 直至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中国与沙特建交，中国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标志着中阿友好关系进入了全

面、快速发展阶段。 尤其是 ２００４ 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双方在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

密切互动，成为伸张国际公平和正义的重要力量。 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标志着中阿关系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
中阿合作论坛建立了高层定期交往机制，包括中阿合作论坛高官会、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等。

这些机制为中阿双方提供了直接沟通、协商解决问题的平台，有效促进了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巴林国王哈马德、突尼斯总统赛义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和埃及

总统塞西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第十届中阿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幕式。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中国和

巴林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和突尼斯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埃及和阿联酋也分别

发表了推进双边合作向更高层面发展的联合声明。 通过中阿合作论坛的平台，中阿双方在政治上的相

互支持、相互信任更加坚定。 四国首脑同期访华，是中阿之间政治高度互信的集中体现。 在涉及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中阿双方始终保持坚定立场，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在应对全球性挑战

和地区热点问题时，双方通过中阿合作论坛的平台积极加强多边协调与合作，展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和

合作精神，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主席在第十届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提出了四方面目标和构建

“五大合作格局”，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获得阿拉伯国家各界人士的热烈反响。 习近

平主席强调，中方愿同阿方守望相助，平等互利，包容互鉴，紧密协作，把中阿关系建设成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的标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样板、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典范、探索全球治理正确路径的表

率，这四方面目标展现了中阿合作新愿景。 “五大合作格局”包括更富活力的创新驱动格局；更具规模

的投资金融格局；更加立体的能源合作格局；更为平衡的经贸互惠格局；更广维度的人文交流格局。 阿

拉伯国家各界人士认为，“五大合作格局”结合并拓展了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２２ 年首届中阿峰会上宣布的

中阿务实合作“八大共同行动”。 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将取得新发展，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主席还宣布

２０２６ 年将在中国举办第二届中阿峰会。 阿拉伯各国人士对此充满期待，认为中阿峰会将进一步引领阿

中命运共同体建设阔步前行［２］。
面对未来挑战和世界形势的风云变幻，中国相继提出了很多有利于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和合理国际

秩序的理念和倡议， 其中包括“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

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这些理念和倡议在中阿合作论坛下的不同平台上都得到了很多阿拉伯国家的热

烈响应、支持和参与。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有 １７ 个阿拉伯国家积极支持全球发展倡议，其中 １２ 国已加

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１４ 个阿拉伯国家参与了《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 随着双边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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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拓宽和深化，中阿政治互信水平将不断推向新高度，中阿合作的趋势也逐渐从双边向多边合作发展。
（二）中阿双方经济互补性强，经贸合作硕果累累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经济互补性强，中阿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前，就已开展经贸往来。 随着经济全

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全方位快速拓展。 尤其是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双方致力

于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通过简化通关程序、降低关税壁垒、加强海关合作等措施，有效促进了贸易往

来。 中阿合作论坛平台促进了双边贸易额的快速增长，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３６７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４ ３１４
亿美元。 自 ２０２１ 年起， 中国已连续多年稳居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２０２１ 年中国对阿拉伯

地区的对外工程承包总额达 ６１５ 亿美元［３］。 从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２１ 年， 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投资额达到了

２ １３９ 亿美元。 这一增长不仅体现了中阿经济互补性的增强，也反映了双方在贸易便利化、投资保护等

方面所做的积极努力。
能源是中阿合作的压舱石，油气合作是双方能源合作的基本盘。 阿拉伯国家是中国最重要的能源

供应方和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 双方通过深入开展以原油、石化为主轴的务实合作，结成了稳定可靠的

战略能源伙伴关系，形成了包括油气勘探、开采、炼化和储运的全产业链合作。 此外，双方在新能源领域

的合作也不断迈上新台阶，在太阳能、风能、水电等领域实施了大批合作项目。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发布的《中
阿能源合作回顾与展望》报告显示，中阿能源贸易持续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２０２２ 年中阿贸易额为

４ ３００ 多亿美元，其中，能源贸易占双边贸易总额的 ４９. ３５％ ，阿拉伯国家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原油供应

地。 目前，为了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中阿双方致力于从传统能源为主的合作向“油气 ＋ 新能源”
并重迈进，贸易投资向“贸易投资 ＋ 市场协同”的供应链产业链升级，能源产业合作向“产业 ＋ 金融合

作”并重转型，能源经济合作为主向“能源经济 ＋智力”并重的一体化合作迈进［４］。
在能源合作带动下，双方在金融和投资领域的合作也不断深化。 中国和阿联酋已完成首单进口液

化天然气跨境本币结算交易。 目前，与中国签订本币互换协议的阿拉伯国家有阿联酋、埃及、卡塔尔、摩
洛哥等。 在投资领域，２０２２ 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新增直接投资 ２６. ２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３. ３％ ；阿拉伯

国家新增对中国投资 １０. ５ 亿美元，同比增长近 ９ 倍。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投资集中在油气、化工、物流

等领域，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投资集中在石油化工等领域。 随着“能源 ＋ 合作”模式的深入推进，双方

在基础设施、交通物流、产业园区等各领域合作提质升级，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随着阿拉伯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发展，中阿贸易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双方的合作从传统的经

贸、基建、能源等领域逐步向高科技、医疗卫生和卫星通信等高新领域拓展，合作领域从“老三样”向“新
三样”升级。 在产业投资、互联互通、工程承包等领域的合作也不断深入推进。 通过加强在产业链、供
应链等方面的合作，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也有效促进了电子商务、跨境支付等新业态的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地区的推进，赋予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新内涵，双边合作不断取得

突破。 ２０１４ 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构建“１ ＋ ２ ＋ ３”合作格局后，双方

不仅在旅游、航空运输等传统领域合作不断加深，而且在卫星通信等高新领域以及跨境电商等服务贸易

新模式方面也表现出了较大的合作潜力［５］。 阿拉伯国家普遍面临着实现经济多样化发展的需求，与
“一带一路”倡议不谋而合，中阿双方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天然的贸易伙伴。 以海湾合作委员会（海
合会）国家为例，海合会国家为了尽快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纷纷进行经济发展战

略的调整和转型。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海合会国家经济转型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得到海合会国家的

积极响应。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海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 ２０２４ 年和 ２０２５ 年将分别达到 ３. ６％ 和

３. ７％ 。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中国—沙特阿拉伯投资峰会在北京举行，双方签署 ６０ 多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
涉及能源、农业、旅游、矿业、金融、物流、医疗保健等多个领域［６］。 目前，海合会 ６ 国已经全部和中国建

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 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与阿曼四个国家积极加入了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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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ＡＩＩＢ），并成为首批创始成员国。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中国已同全

部 ２２ 个阿拉伯国家和阿盟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７］。
（三）拓展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双边和多边交流机制，成为提升中阿关系的重要平台

随着中阿合作的不断深化和加强，中阿合作机制化的需求应运而生。 根据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发布的《中
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文件相关规定：双方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和加强密切的磋商与协调，对加

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加强中国与

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会议

所讨论的热点问题交换意见；继续利用并完善现有的磋商机制，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就双边或多边关

系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事务保持磋商［８］。
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阿关系在各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突破性成就。 中国已经同阿拉伯

国家集体建立起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同 １４ 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 中阿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阿峰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阿合作机

制日趋完善。 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下，中阿合作论坛的建立为提升双边和多边关系提供了重要平

台。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首届“中国 －海湾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在巴林举行。 同年，中国同海合会建立了战略对

话机制。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强调阿拉伯国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

伙伴，进一步充实和提升了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内容。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沙特阿

拉伯、阿联酋、埃及被正式接纳为金砖国家组织新成员国。 阿联酋、埃及、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

等国在等待加入上合组织。 中阿合作论坛成为阿拉伯国家成果最丰硕、最有效、最务实的对外合作论坛

机制。
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在涉我问题上，个别阿拉伯国家在相关场合表态时面临着美西方国家施压的

困境。 有了阿盟和中阿合作论坛相关机制成员国的身份，以遵守合作机制的规定为理由，这些阿拉伯国

家可以抵制住来自美西方国家的压力，在国际上对涉我问题进行支持。 中阿合作论坛与 ２２ 个阿拉伯国

家和阿盟达成的各种合作框架和机制，对稳定和统一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促进了阿

拉伯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成为涉我问题上支持中国的一大片。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阿

双方始终保持着高度一致的立场，为地区和平与发展稳定了局势，也从国际层面上促进了我大国外交的

理念与原则、形成国际共识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双方在国际事务中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

了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①。 进一步完善中阿合作论坛机制符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要求，是我国外

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的体现，有助于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的新格局，把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

二、中阿合作论坛机制成功的经验

（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相似的理念是论坛合作成功的重要法宝

古老的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都是底蕴深厚的文明，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互鉴，反对文明冲

突。 中阿传统友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是双方合作弥足珍贵的财富和坚实基础。 在近现代，新中国和

阿拉伯国家在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民族尊严、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中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所有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阿

合作的发展和提升给双方带来互利共赢，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冷战结束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积极推

动世界力量多极化，共同致力于推动建立更加公正、民主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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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阿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议”得到阿拉伯国家的认可和积

极响应，双方在许多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理念和观点相似。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主张尊重主权独

立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都反对外部干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

义和强权政治，都主张尊重和支持各国根据其国情和国力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目前全球大国战略竞争

日益激烈，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挑战异常严峻。 中国始终坚持以平等和相互尊重为基础，尊重阿拉伯国

家的发展道路和国家主权，不干涉其内政。 深厚的传统友谊和相似的理念是中阿论坛成功的重要法宝。
发挥和提升中阿合作论坛等多边机制的作用是顺应历史之变、时代之变。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同为全球

南方的重要成员，成为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的重要力量。
（二）在元首外交引领下，政治互信不断增强是论坛合作成功的坚实基础

成立中阿合作论坛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着眼双方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抉择。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时
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为了加强对话与合作、促进和平与发展，中阿双方宣

布成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并发表了《关于成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的公报》。
胡锦涛主席提出中阿在增进政治关系、密切经贸往来、扩大文化交流和加强在国际事务中合作的四项原

则得到阿拉伯国家的认可。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中阿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阿盟总部埃及首都开罗召

开，标志着中阿合作论坛正式启动。 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分别会见在北京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和第四届

部长级会议的阿拉伯国家代表。 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为中阿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对话与合作提

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同阿拉伯国家合作及阿盟关系。 ２０１３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进一步丰富

了中阿合作论坛的内涵、拓展并提高了双边的合作领域和合作水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阿

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指出，当前，中阿都面临实现民族振兴的共同使命和挑战。 希望双

方弘扬丝路精神，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新机遇新起点，不断深化全面合作、
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９］。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

上宣布中阿致同意建立“全面合作、 共同发展、 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 ［１０］。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习近平

主席访问沙特， 并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 会议全面规划了中阿关系发展蓝图， 一致同意全

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中阿峰会”的召开进一步加强了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推进和提

升新时代中阿全面合作进入更好的发展阶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 ２０２６ 年在中国举办第二届中

阿峰会。
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过去的 ２０ 年里，通过多次高层互访、战略对话和合作磋商，中阿合作论坛的

成立为中阿增进政治互信提供了机遇，为双方合作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 中阿合作

论坛为双边合作不断提质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中阿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三）经济上互利共赢是论坛合作成功的主要驱动力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济互补性强。 近年来， 阿拉伯国家“向东看”倾向日益明显， 积极将本国发展

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 双边贸易额也随着双边关系的发展快速增长。 ２０２３ 年， 中国与阿拉

伯国家贸易额为 ３ ９８１ 亿美元； ２０２３ 年， 我企业在阿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 ４７２． ２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２８． ８％ ，完成营业额 ２７６． ９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９． ５％ ①。 阿拉伯国家能源丰富，２０００ 年中国从阿拉伯国家

进口的原油量已占中国当年原油进口的 ５０％以上，是中国最大的油气进口来源地。 中国需要阿拉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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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这样的能源进口市场，而阿拉伯产油国也需要中国这样稳定、需求量大的能源进口市场。
阿拉伯国家是中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天然伙伴。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阿拉伯

国家的经贸关系不断取得突破。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双方实施了 ２００ 多个大型项

目，合作成果惠及双方近 ２０ 亿民众。 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秘书长、第六届中阿博览会

阿盟代表团团长阿里·马利基说，“一带一路”合作建立在互利共赢和相互尊重基础上，“令众多阿拉伯

国家获益匪浅”，倡议积极推动全球经贸、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期许，在世界

范围内广泛受到欢迎”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在不同领域的合作全方位快速拓展。 双方以原油、

石化为主轴的务实合作深入开展，结成了稳定可靠的战略能源伙伴关系，中阿贸易结构也得到了优化。
过去，中阿贸易主要以资源和能源为主，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中阿贸易逐渐向高附

加值的产品和服务领域拓展。 如今，中阿贸易已经涵盖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为双方经济

发展提供了更多动力。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方面具有传统优势，随着阿拉伯国家工业化进程

的加快发展，中阿在产业投资、互联互通、工程承包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推进。 在核能、航天卫星、通
讯和新能源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也取得很大进展并且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中阿双方在经济上互利共

赢的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成为论坛合作成功的主要驱动力。 阿联酋外贸国务部长宰尤迪称：阿拉伯

国家的产品对华出口以及在中国的投资不断增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在各个领域的全球地位，为阿拉伯

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合作机遇与伙伴关系机会②。
（四）完善的机制是中阿合作论坛成功的重要保障

中阿合作论坛成立 ２０ 年来，在中阿论坛框架下已建立起部长级会议、高官会、高官级战略政治对

话、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改革发展论坛、中阿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中阿能源合作

大会、中阿新闻合作论坛等 １９ 项合作机制。 部长级会议每两年在中国或阿盟总部或任何一个阿拉伯国

家轮流举办。 每届部长级会议都发表宣言和行动计划，作为后续中阿合作的行动指南。 高官委员会每

年召开例会，由中阿双方轮流承办，负责筹备部长级会议并落实部长级会议的决议和决定。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被正式接纳为金砖国家组织新成员国。 阿联酋、埃及、卡塔尔、沙特

阿拉伯和叙利亚等国在等待加入上合组织，为中阿在更多层面开展多边合作提供了平台。
中阿合作论坛不仅开拓了双边机制合作渠道，还推动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不同的多边机制加强

合作，这是中阿合作论坛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成为论坛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截

至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已举办了 １０ 届部长级会议、１９ 次高官会，召开了 ８ 次中阿

高官级战略政治对话。 论坛下的其他合作机制也在有序运行中。
促进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是中阿合作论坛机制的目标之一。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中国在北京促成沙特与

伊朗和解，符合当事国需求，为地区和平和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彰显了中国作为中东安全稳定的促

进者、发展繁荣的合作者、团结自强的推动者的角色，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也是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

倡议的一次成功实践。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国与多方紧急沟通，积极劝和促谈，２０２４ 年 ４ 月，巴
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和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受邀来北京磋商，就推进巴内部和解深入坦

诚对话。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应中方邀请，巴勒斯坦 １４ 个派别高级别代表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使巴勒斯坦

·９７１·仝菲：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二十年成就、经验和启示

①

②

新华社记者． 十年来，这一盛会见证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网，［２０２３⁃０９⁃２３］，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ｌｉｅｂｉａｏ ／ ２０２３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０５９８６． ｈｔｍ。
刘珊编辑． ２０ 年来 中阿双边关系走深走实 经贸合作硕果累累，央视网，［２０２４⁃０５⁃３０］，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２４ ／
０５ ／ ３０ ／ ＡＲＴＩｄＭｕＳｓ８ｚＲ３ｆ１ｏｘＷｂＧＵｋＡＢ２４０５３０． ｓｈｔｍｌ。



各派在化解分歧、实现民族团结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秉持公平公正的立场，展现

大国的责任与担当，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更受到阿拉伯国家的信任和赞赏。

三、中阿合作论坛的启示

中阿合作论坛成立 ２０ 年来，以其独特的模式助推中阿合作关系不断提质升级，并取得了丰富的成

果，中阿关系也不断得到升华。 ２００４ 年首届部长级会议确立了中阿“平等、全面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
２０１０ 年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宣布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２０１４ 年第六届部长级

会议将“一带一路”倡议纳入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进一步充实了中阿合作论坛的内容；２０１６ 年第八届

部长级会议将中阿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２０２４ 年第十届部长

级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把中阿关系建设成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标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样

板、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典范、探索全球治理正确路径的表率。 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和发展，为中阿双

方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对话与合作提供了合作平台，通过不断丰富中阿合

作的内涵和途径，双边的合作领域和合作水平进一步得到拓展和提升。 中阿合作不仅成为南南合作的

典范，也为南北合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新形势下，中东日益成为中国开展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合作伙伴，中东地区

在策应中美博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阿合作论坛的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 首先，面
对“全球南方”的快速崛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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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破坏中阿合作，美国开始注重加强与阿拉伯国家在发展领域的合作，尤其是高科技领域，频繁

对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发展合作施压或设障［１１］。 其次，中阿合作论坛自身机制也需要适应时代变化提

质升级，以便更好地发挥务实合作，将中阿合作论坛达成的各项共识和协议落到实处。 第三，双方在合

作领域还存在合作国家不均衡、合作领域需向深度和广度继续拓展的需求。 为顺应时代发展变化，应对

挑战，未来中阿合作论坛还应在如下几个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
（一）战略层面

加强元首外交和高层引领的顶层设计。 阿拉伯国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能源供应

安全、多边舞台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该地区有中国众多的海外利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阿合作

论坛第 １０ 届部长级会议的致辞中提出提高双边“创新驱动”格局活力、扩大“投资金融”格局规模、“能
源合作”格局立体化和“经贸互惠”格局更平衡的五大格局要求。 现有的中阿合作论坛规格尚不足以承

载如此强大的功能。 因此，应尽快建立中阿元首外交和高层定期互动机制，元首外交和高层引领对于双

边合作具有不可比拟的促进作用。 提高中阿合作论坛的规格，通过高层互动，不仅能加快推进中阿命运

共同体建设，还可以在中阿合作论坛的平台基础上，增进与阿拉伯国家在“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国

际组织的配合。
（二）机制层面

中阿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各种

合作机制为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通过到阿拉伯国家调研，发现一些重要的合作项目经常出现，
高层非常重视，但具体负责执行的中层人员对项目的理解不到位，不负责，导致协议落实不到位，合作效

果不佳的现象。 因此未来应注重中阿合作论坛合作机制中间环节的对接实效，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督机

制，使论坛相关成果得以落实。 我方也应联合外交部、商务部、科研机构、智库和相关企、事业单位对中

阿合作论坛现有机制的运行和成果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和升级。 中阿合作论坛制度化建

设对内需加强统筹协调，避免因各类机制相互稀释而造成的低效重复；对外需应对大国制度竞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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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因同质化多边制度供大于求而产生制度过剩［１２］。 在中东安全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发展仍是中

东国家共同的诉求，在新形势下，中阿论坛合作建设应聚焦于高质量发展、把合作宣言中的行动规划和

文件进一步落到实处，造福中阿双方。
（三）领域层面

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存在差异大、不平衡的情况，中阿能源、投资和经贸合作存在集

中在部分主要国家的现象。 未来应在多边合作的过程中注重寻找阿拉伯国家的共性和最大公约数，让
中阿合作的互惠范围更加均衡。 目前中阿关系定位较高，但双方合作水平与该定位之间还存在一定差

距。 双边贸易额、金融投资规模、人文交流范围、能源合作的产业链完整度、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和安全治

理层面的互动都需要通过中阿合作论坛的平台开展进一步的务实合作。 尤其是应增加地区和国际热点

问题和民间交往领域的合作，注重增进人文、智库和媒体宣传领域的交流等促进民心相通。 中阿友谊不

应仅停留在官方层面，更应在民间层面深入开展，因为这是真正保证中阿团结与合作持久的基础。 面对

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中阿双方均表现出了高度的协同与共同担当。 在气候变化领域，
双方共同倡导绿色发展理念，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在反恐领域，双方加强情报信息交流与

联合行动，有效打击了恐怖主义势力，促成沙伊和解对于中国在中东地区乃至国际政治舞台的作用意义

重大。 笔者在阿联酋和科威特等国的调研过程中，民间和学术届对此高度赞扬，并称之为中国从经济大

国向政治大国转化的标志。 加强中阿合作论坛在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方面的合作力度，比如巴以冲突

的解决、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构建。 既符合地区国家的需要，也有利于巩固中国在中东和平缔造中的地

位，助力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

结　 语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多边协调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国际秩序应抵制那些披着友善的

“普世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外衣的文明优越论。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试图将世界划分为民主与专制的

做法可被视为霸权和主权不平等的手段，而非和谐共处与人类的共同进步［１３］。 中阿合作论坛积极参与

国际和地区事务，推动多边协调与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中阿合作论坛各

项机制，中方积极推动与阿拉伯国家的全面合作，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正义主

张，阐述支持阿拉伯国家团结协作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支持阿拉伯国家人民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

展道路的原则和立场。 当前，阿拉伯国家已经认清美西方国家所谓的人权、自由和民主只不过是掩盖其

霸权主义行径的表象和虚假主张。 阿拉伯国家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

全球文明倡议，双方愿意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
中国作为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能够在阿拉伯国家应对地缘政治和安全、经济多元化转型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和阿拉伯

国家拥有相同或相似的发展理念，可以携手通过中阿合作论坛的平台塑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

济新秩序。 中阿合作论坛经过二十年的风雨历程，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阿合作关系从构建“１ ＋ ２ ＋ ３”
合作格局、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到首届中阿峰会提出“八大共同行动”以及习近平主席在中阿论

坛第十届部长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构建“五大合作格局”，可以看出中阿关系呈现出稳步发

展、阶梯上升的态势。 在“八大共同行动”取得重要早期收获的基础上，中阿双方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

下持续对接发展战略，不断筑牢油气、贸易、基础设施等合作压舱石，加快培育人工智能、投融资、新能源

等新增长点，共走创新、绿色、繁荣之路。 把中阿关系建设成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标杆、不同文明和谐共

生的典范［１４］。
中阿合作论坛二十年来，双边合作在不同领域中都取得了显著成就，经受了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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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成就不仅为中阿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合作共赢的典范。 展望未来，中阿

关系的发展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中阿双方既要克服地缘政治风险、外部干涉等因素的影响，
保持定力，又要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共同应对挑战，推动双边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 中阿合作论坛作

为中阿关系发展最重要的平台和载体，在新的历史时期必将发挥更大、更强的作用，助力中阿合作生机

勃发，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的互利共赢不断迈进，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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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ｓ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ａｉｄ ｔｏ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ｒａｂ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ｕｎｄｏｕｂｔｅｄｌｙ ｐｌａｙ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ｒ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ｔｅａｄ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ｒ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ｕｓ ｐｒｏｐ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ｔ ａ ｆａｓｔｅｒ ｐａ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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