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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复合制度主义”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

社会建构制度主义ꎬ 通过制度叠加消除合作中的制度赤字ꎬ 降低交易成本ꎬ
发挥多重制度的集成优势ꎬ 形成差序化的核心机制、 重点机制、 延伸机制与

辐射机制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从双边务实合作走向多边制

度化建设ꎬ 中阿合作论坛应运而生ꎮ 在 “复合制度主义” 理念指引下ꎬ 中阿

双方坚持平等互利、 讲求实效、 形式多样、 共同发展的原则ꎬ 合作制度不断

完善ꎬ 促进了合作关系从新型伙伴、 战略合作、 战略伙伴迈向命运共同体的

新阶段ꎮ 展望未来ꎬ 中阿合作论坛制度化建设对内需加强统筹协调ꎬ 避免因

各类机制相互稀释而造成的低效重复ꎻ 对外需应对大国制度竞争的影响ꎬ 防

止因同质化多边制度供大于求而产生制度过剩ꎮ 中阿双方应在政治、 经贸、
人文、 科技和安全五大领域多管齐下ꎬ 激发中阿合作论坛各类机制的活力ꎬ
形成 “复合制度主义” 的系统效应ꎬ 服务于新时代中阿整体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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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多边是舞台” 进行战略布局ꎬ 在实践中有序推进中国与发展中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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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合作ꎬ 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中国与 “全球南方”
国家的合作以区域为重点ꎬ 形成了中国—东盟 (１０ ＋ １)、 中阿合作论坛、 中

非合作论坛、 中拉合作论坛、 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 上海合

作组织、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 金砖国家组织等区域合作机制ꎮ① 中国

与发展中地区国家的整体性合作ꎬ 是中国特色区域组织外交的重要实践ꎬ 丰

富了南南合作与区域组织外交的内涵ꎮ 其中ꎬ 中阿合作论坛涵盖 ２２ 个阿拉伯

国家ꎬ 这些国家从西亚延伸至东非、 北非到西非ꎬ 位于亚非欧三洲结合处ꎬ
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ꎬ 面积 １ ３００ 万平方公里ꎬ 扼守全球战略航道ꎬ 拥有全球

最丰富的油气资源和磷矿资源ꎮ 阿拉伯世界既是文明板块和能源板块ꎬ 又是

政治板块和战略板块ꎬ 在大国战略竞争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中国与阿拉

伯国家成为探索现代化道路不同模式的天然伙伴ꎮ 冷战结束后ꎬ 以中国为代

表的东亚国家和以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建立日益密切的

能源、 经贸和人文交流关系ꎮ② 多边外交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整体性合作关系

不断升级的产物ꎬ 是企业先行、 政府规划、 官民配合的结果ꎮ 在中阿双方的

共同努力下ꎬ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中阿合作论坛宣告成立ꎮ 论坛成立 ２０ 年来ꎬ 有力推

动了双方政治、 经济、 能源、 安全、 科技、 人文等全方位合作关系ꎮ 中阿双

方以政治促经济ꎬ 以经济带动政治ꎬ 体现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学ꎮ
关于中阿合作论坛研究ꎬ 目前学术界的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采

用过程追踪法ꎬ 分析中阿合作论坛在促进中阿整体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ꎬ
杨福昌、 吴思科、 姚匡乙、 刘宝莱等中国前驻中东国家大使的研究成果是其

中的代表③ꎻ 第二类采用历史分析法ꎬ 李伟建、 刘中民、 法赫德马内伊等国

内外学者对中阿合作论坛机制化建设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系统分析④ꎻ 第三类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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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政治学研究方法ꎬ 对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阿在政党、 海洋、 科技、 教

育、 太空、 公共卫生等领域合作进行了专题研究ꎮ①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ꎬ

中阿合作论坛背后是非正式多边主义范式ꎮ 多边主义研究可以上溯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 国内外学者对于多边主义的内涵、 类型与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ꎮ 让博

丹 (Ｊｅａｎ Ｂｏｄｉｎ) 的主权学说明确了多边主义的行为主体ꎬ 雨果格劳秀斯

(Ｈｕｇｏ Ｇｒｏｔｉｕｓ) 的国际法思想为多边机制约束国家行为提供了思想依据ꎬ 约

翰洛克 (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 的个人主义理念则成为新多边主义的生成土壤ꎻ② 就

中阿多边合作而言ꎬ 杨子实提出了中阿经贸合作机制中的 “嵌入式互动” 模式ꎻ

约瑟夫程 (Ｊｏｓｅｐｈ Ｃｈｅｎｇ) 提出了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的 “分层外交” 模式ꎮ

多边主义分为工具性、 制度性和战略性多边主义三类ꎮ 从制度主义研究

的学术史来看ꎬ 新制度主义在传统制度主义的基础上ꎬ 形成了历史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规范主义三大流派ꎬ 但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基于非正

式机制的 “软法” 而形成的合作论坛制度ꎬ 国内外学者未能从学理上阐释其

背后的机理ꎮ③ 就区域国别学研究而言ꎬ 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从经验研究来

看ꎬ 国内外学者均需要进一步从学理层面分析中阿合作论坛如何在非正式合

作制度上完善和发展了原有的制度主义范式ꎬ 发展中国家如何合而治之、 推

进制度外交ꎬ 如何在 “１ ＋多” 的框架下稳步推进整体性合作ꎬ 以制度化建设

为抓手ꎬ 全面推进务实合作ꎬ 打造南南合作的典范ꎮ 复合制度主义的提出能

够充实与丰富制度主义理论内涵ꎬ 且可以尝试回答上述问题ꎮ

鉴此ꎬ 本文从 “制度赤字”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ｉｃｉｔ) 入手ꎬ 分析中阿双方如

何应对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深度不断增强的挑战ꎻ 中阿如何调动外交部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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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科技外交»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０８ ~ １３４ 页ꎻ 蔺陆洲: «中阿共建 “天基丝

路”: 现状、 问题与对策»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９７ ~ １２１ 页ꎻ 孙德刚、 武桐雨: «论中

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３ ~ ２４ 页ꎻ 陈杰、 王薇:
« “一带一路” 视角下的中阿海上合作探析»ꎬ 载 «国际关系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２７ ~ ４７ 页ꎻ 汤

蓓: «中国参与中东地区卫生治理研究»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２０ ~ ３１ 页ꎮ
吴志成、 刘培东: «促进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２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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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 中央与地方、 政府与民间等各种资源ꎬ 不断夯实中阿整体合作的基础ꎬ
利用 “组合拳” 形成集群效应ꎬ 发挥制度堆叠的优势ꎬ 应对大国战略竞争背

景下 “制度竞争” 带来的挑战ꎬ 增强中阿合作制度的有效性ꎬ 提升中阿合作

论坛制度化水平ꎮ 本文并将制度主义的理论研究和中阿合作论坛的实践研究

相结合ꎬ 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阿合作论坛官方数据库和其他中文、
英文及阿拉伯文文献ꎬ 综合运用过程追踪法和文献研究法ꎬ 对中阿合作论坛

制度化建设问题开展综合研究ꎮ

一　 复合制度主义: 论坛制度化建设的理论阐释

制度理论是经济学、 政治学、 社会学、 法学和区域国别学研究的重要范

畴ꎬ 是历史社会学、 制度经济学、 比较政治学等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ꎮ① 制

度的本质是为行为设置框架ꎬ 前者为后者设定目标、 方向、 路径和准则ꎮ 制

度既是有形的规章ꎬ 又是无形的规范ꎬ 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ꎮ② 制度

主义框架下ꎬ 互动的行为体之间为减少交易成本、 增加彼此行为的确定性而

做出多边安排ꎬ 形成关系治理的原则和范式ꎮ
(一) 新制度主义的三大学派

制度主义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 研究者主要关注制度本身的研究ꎬ
常常重描述轻论述ꎬ 也被称为传统制度主义ꎻ 新制度主义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ꎬ 研究者更加强调理论思辨和模型建构ꎬ 并在传统制度主义的基础上发展

出历史制度主义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和社会建构制度主义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三

大学派ꎬ 这三大学派分别从时间顺序维度、 收益成本维度和规范认同维度分

析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逻辑ꎮ
首先ꎬ 历史制度主义并非政治学发展的独特理论ꎬ 而是审视制度主义的

历史视角ꎬ 在国际关系中ꎬ 特别是在国际政治发展理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历史制度主义强调从历史的非线性发展以及从时间的维度审视制度的形成与

发展过程ꎬ 考察在制度形成后人与人之间是如何互动的ꎬ 进而对政治博弈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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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怎样的影响ꎮ 在制度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ꎬ 历史因素会产生重要影

响ꎬ 行为体往往会产生路径依赖ꎮ① 正如布兰戴斯大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克

洛彭伯格 (Ｊａｍｅｓ Ｔ Ｋｌｏｐｐｅｎｂｅｒｇ) 所指出的: “不理解制度就无法理解政治ꎻ
不理解制定制度的历史人物思想和主旨ꎬ 不理解制度背后隐藏的文化价值ꎬ
就无法理解制度的本身ꎮ”② 历史制度主义的一大优势是: 它能解释制度的不

规则发展和变化背后的复杂变量及其政治后果ꎮ
其次ꎬ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调主权国家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 (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ｇｏｉｓｔｓ)ꎬ 以收益最大化、 成本最小化、 风险可控化为追求目标ꎮ 除了担心竞

争对手采取欺骗手段外ꎬ 信奉该理论的学者还担心合作伙伴的收益是否超过

了本国的收益ꎮ③ 理性的国家行为体设计多边制度的战略考量ꎬ 就是拓展本国

利益ꎮ 同时ꎬ 制度一旦形成ꎬ 就会塑造规范ꎬ 影响缔约者的战略、 政策选项

和政策行为ꎮ④

再次ꎬ 社会建构制度主义强调规范、 规则和理念对制度的塑造作用ꎬ 即

制度是观念的外化ꎬ 制度建立后会形成一套有形的规则和无形的规范ꎬ 对制

度的参与者———单元的行为产生塑造作用ꎮ⑤ 在社会建构制度主义学派看来ꎬ
规范是社会建构的ꎬ 制度是文化的象征ꎬ 其条文和内容具有象征符号ꎬ 对国

家的政治行为产生重要影响ꎮ
近百年来ꎬ 尽管传统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ꎬ 但

相关学者对 ２１ 世纪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多边制度及其背后逻辑缺少深

入分析ꎮ 研究者未能从理论上阐释为什么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非洲国家和拉

美国家以非正式合作机制为载体ꎬ 以论坛为形式ꎬ 开展全方位务实合作ꎻ 虽

然论坛被西方视为 “清谈馆”ꎬ 但为什么主权让渡有限、 协议文本模糊的 “软
法” 也能够解决制度有效性问题ꎬ 且各类制度不断演化ꎬ 制度的效率不断提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Ｏｒｆｅｏ Ｆｉｏｒｅｔｏｓ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６５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３７１

Ｊａｍｅｓ Ｔ Ｋｌｏｐｐｅｎｂｅｒｇ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ꎬ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Ｐｏｌ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２８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５ꎬ ｐ １２８

Ｊｏｓｅｐｈ Ｍ Ｇｒｉｅｃｏꎬ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ａｎｄ Ｎｏｎ － ｔａｒｉｆｆ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Ｔｒａｄｅꎬ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ｐ ２８

Ａｎｄｒé Ｌｅｃｏｕｒｓꎬ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ｓ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ｓ”ꎬ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３３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５１２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Ｂｅｌｌꎬ “Ｄｏ Ｗ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Ｎｅｅｄ 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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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ꎬ 协进能力不断增强?
(二) 复合制度主义的内涵

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常把制度视为静态的事物ꎬ 且把制度视为单一、 独

立的个体ꎮ 但从中阿合作论坛制度化建设的实践来看ꎬ 制度也是一种动态的

建构过程ꎬ 且各种制度不是独立存在的ꎬ 而是相互关联、 彼此配合ꎬ 服务于

国家间系统合作的整体目标ꎮ 故本文在新制度主义三大范式的基础上ꎬ 提出

“复合制度主义” 的概念ꎬ 即国家间为降低交易成本、 减少不确定性ꎬ 以开放

式制度化建设促进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化ꎬ 增强彼此行为的可预期性ꎬ 实现多

元主体、 多种路径、 多重机制和多阶进程相互叠加ꎬ 从而促进协进式、 整体

性合作的理念和逻辑ꎮ
中阿合作论坛制度化建设是复合制度主义理念的重要实践ꎬ 其 ２０ 年的发

展历程就是合作制度不断累积和叠加的过程ꎮ 从 ２００４ 年 «开罗宣言» 到 ２０１０
年 «天津宣言»ꎬ 从 ２０１６ 年 «多哈宣言» 到 ２０１８ 年 «北京宣言»ꎬ 从 ２０２０ 年

«安曼宣言» 到 ２０２２ 年首届中阿峰会通过的 «利雅得宣言»ꎬ 中阿合作多重制

度不断演化ꎬ 合作质量不断提高ꎬ 彰显复合制度主义的生命力ꎮ
复合制度主义旨在解决合作对象之间的制度赤字问题ꎮ① 国家间多边制度

的设计旨在减少交易成本ꎬ 预防合作过程中彼此行为的不确定性ꎮ 这里的

“复合” 具有以下四层含义: 一是制度建设主体的复合性ꎮ 以往的制度主义研

究ꎬ 往往将主体视为对等的、 静态的行为体ꎮ 而复合制度主义下ꎬ 合作主体

具有全社会性ꎮ 换言之ꎬ 在复合制度主义下ꎬ 各部委、 中央与地方、 政府与

企业、 官方和民间都是统一的整体ꎬ 目标一致ꎬ 任务并行不悖ꎬ 各种次机制

相互叠加ꎬ 形成规模效应和组合优势ꎮ 二是合作路径的复合性ꎮ 合作方处于

对等位置ꎬ 重大合作议题通过平等磋商ꎬ 基于 “去中心化” 的协商原则达成

一致ꎬ 而不是强大一方单方面将弱小一方纳入到自己的发展轨道ꎮ 它强调绝

对收益而不是相对收益ꎬ 也就是说ꎬ 合作者首要关切不是双方的获利比例ꎬ
而是己方是否能够从中获益ꎮ 三是合作机制的复合性ꎮ 复合制度主义的制度

化建设永远在路上ꎮ 合作者根据科技进步、 时代发展与各方利益诉求ꎬ 探索

合作新领域ꎬ 增强合作的韧性ꎬ 扩大合作的开放度ꎬ 形成政治、 经贸、 能源、

０３

① 本文的 “制度赤字” 系指国家间合作程度不断加深ꎬ 但维系合作关系的制度供给不足ꎬ 从而

出现了赤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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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人文合作等复合议题ꎬ 故制度化发展一直处于动态过程中ꎮ 四是合作

进程的复合性ꎮ 在复合制度主义框架下ꎬ 各方合作能力与合作意愿不同ꎬ 对

制度化建设的贡献度不同ꎬ 在多边制度中所处的位置也不同ꎮ 根据复合制度

主义要义ꎬ 则可充分考虑到各方合作能力与合作意愿的差异性ꎬ 坚持一体多

元、 突出重点ꎮ

表 １　 制度主义主要学派的比较

名称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历史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社会建构
制度主义

复合制度主义

基础学科 政治学 经济学 社会学 外交学

制度形成的
关键要素

历史传统
增加收益、
减少成本

认知、 认同
整合不同制度ꎬ
形成集群效应

理念 历史主义 现实主义 建构主义 系统主义

产生非预期性
后果的概率

高 低 中 低

推动力量 传统引领 市场引领 规范引领 政府引领

制度的稳定性 静态性 静态性 静态性 动态性

解释对象 单一制度 单一制度 单一制度
相互堆叠的
复合制度

关键要素 以单元为中心 以单元为中心
以多边制度

为中心
以整体关系为中心

　 　 说明: 社会制度主义和建构制度主义在理论假设上存在很多相似之处ꎬ 更多强调观念的作用以及

多边制度对单元的塑造作用ꎬ 故本文将之归为一类ꎮ Ｓｅｅ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Ｂｅｌｌꎬ “Ｄｏ Ｗ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Ｎｅｅｄ 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ｐｐ ８８３ － ９０６

资料来源: 本表系作者自制ꎮ 关于历史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社会建构制度主义的区别ꎬ
Ｓｅｅ Ｏｒｆｅｏ Ｆｉｏｒｅｔｏｓ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６５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３６７ － ３９９ꎮ

中阿合作论坛各类机制体现 “复合制度主义” 的韧性ꎮ 约瑟夫程从阿

拉伯世界的碎片化发展入手ꎬ 提出了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的 “分层外交”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①ꎬ 体现出中国外交的复合性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ꎬ 首届中

１３

① 约瑟夫程 (Ｊｏｓｅｐｈ Ｃｈｅｎｇ) 从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发展入手ꎬ 提出了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的

“分层外交”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ꎮ Ｓｅｅ Ｊｏｓｅｐｈ Ｙ Ｓ Ｃｈｅ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ａ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ꎬ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１６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３５ －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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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峰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ꎬ 会议通过的 «利雅得宣言» 强调: “下阶段

(中阿) 应在政治、 经济、 社会、 发展、 经贸、 投资、 金融、 工业、 交通运

输、 能源、 环保、 农业、 粮食安全、 旅游、 人力资源开发、 知识产权、 文化、
文明对话、 教育、 科研、 科技、 新闻、 卫生、 可持续发展、 体育等方面继续

开展合作”①ꎬ 彰显复合制度主义主体、 路径、 机制和进程的复合性ꎬ 与其他

三类制度主义存在类别上的差异 (参见表 １)ꎮ

二　 差序格局: 论坛复合制度主义的横向层面

冷战结束以来ꎬ 政府间组织签订了越来越多的协议ꎬ 国际制度取得了长

足发展ꎬ 主权国家将权力移交给超国家的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ꎮ② 阿拉伯世界

作为战略性力量ꎬ 是中国捍卫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可靠支持力量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中阿合作论坛宣布成立ꎬ 其核心要义是合作ꎬ 四大支柱分别是在相互尊

重基础上建立政治关系ꎬ 在共同发展基础上建立商务联系ꎬ 在互利共赢基础

上建立文化联系ꎬ 在参与全球事务基础上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ꎮ③ 但是中阿合

作论坛建立的论坛机制弹性更大ꎬ 主权让渡少ꎬ 风险成本低ꎬ 各类机制对缔

约方约束力弱ꎬ 增强了中阿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的意愿ꎮ 中国外交部、 中宣部、
教育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 文旅部、 卫健委、
广电总局、 国合署、 林草局、 国家航天局、 国家原子能机构、 北斗办、 全国

对外友协、 贸促会等十几个部门形成合力ꎬ 参与中阿合作论坛ꎬ 推动机制化

建设ꎮ 当前ꎬ 中阿合作从数量增加到质量提升ꎬ 从存量盘活到增量改革ꎬ 合

作内容日益丰富ꎬ 合作机制不断完善ꎬ 通过顶层设计形成了十几个合作机制ꎬ
在横向层面大致可分为以下四大类型ꎮ

(一) 核心机制

核心机制以中阿峰会、 部长级会议、 中阿合作论坛高官会、 高官级战略

政治对话为中心ꎮ 这类合作机制的特点是中阿双方几乎主要职能部门都会参

２３

①
②

③

«首届中阿峰会利雅得宣言»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ꎮ
Ｏｒｆｅｏ Ｆｉｏｒｅｔｏｓ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６５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３８９
Ｈａｎａｎ Ｋａｍａｌ Ａｂｕ Ｓｅｋｉｎꎬ “Ａｒａｂ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ｒｅｓ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９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１２５ －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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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机制化建设当中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ꎬ 中阿双方领导人齐聚沙特首都利雅

得ꎬ 举办了首届中阿峰会ꎬ 这也是中阿合作论坛成立 ２０ 年来中阿双方级别最

高的会议ꎮ 此外ꎬ 自 ２００４ 年召开首届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以来ꎬ 中阿双

方每隔一年在中阿双方轮流举办部长级会议ꎬ 迄今已经举办 ９ 届ꎮ 中阿合作

论坛高官会 (２００４ 年举办第一次会议) 与高官级战略政治对话 (２０１５ 年举办

第一次) 则是部长级会议的预备会ꎬ 起到落实部长级会议达成的各项协议的

作用ꎬ 十几个政府职能部门参加ꎬ 为下届论坛的召开做准备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ꎬ 中阿合作论坛已召开 １８ 次高官会和 ７ 次战略政治对话会ꎮ

(二) 重点机制

重点机制是指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ꎬ 以外交部和其他部委合作推进的

中阿合作机制ꎮ “九一一” 事件后ꎬ 西方世界充满了对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

诋毁和攻击ꎬ “文明冲突论” 和 “伊斯兰恐怖论” 甚嚣尘上ꎬ 中阿共同倡导文

明对话ꎬ 主张文明共存与互鉴ꎬ 反对将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和宗教相挂钩ꎮ①

中阿合作论坛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应运而生ꎬ 它由中国外交部、
文化部、 旅游部、 国家广电总局、 全国对外友协等部门联合举办ꎬ 首届研讨

会于 ２００５ 年举办ꎬ 之后每两年举办一届ꎬ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已成功举办 １０ 届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ꎬ 第十届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

行ꎮ ２０１６ 年习近平主席访问阿盟总部时ꎬ 宣布成立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ꎬ
为中阿治国理政经验学术交流提供平台ꎮ② 外交部委托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

每年举办一届中阿改革发展论坛ꎬ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已成功举办 ４ 届ꎮ
中阿合作论坛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 (原中阿合作论坛企业家大会)

是中阿双方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ꎬ 中国外交部、 全国政协、 商务部和贸促会

等积极参与该平台建设ꎮ 自 ２００５ 年召开中阿合作论坛首届企业家大会以来ꎬ
双方每隔一年举办一次大会ꎬ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已成功举办 ９ 届企业家大会和 ７ 届

投资研讨会ꎮ
自从 １９９３ 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后ꎬ 能源合作是中阿合作的 “压舱

３３

①

②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Ｈａｍｃｈｉ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ａｂ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５９１

Ｌｉｎａ Ｂｅｎａｂｄａｌｌａｈꎬ “Ｃｈｉｎａ’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Ｓｈａｒｅｄ Ｔｒｅｎｄｓꎬ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ꎬ Ｎｏ ６７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ｓａｉｉａ ｏｒｇ ｚａ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Ｐｏｌｉｃｙ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６７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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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第一届中阿能源合作大会在海南三亚举行ꎬ 外交部、 国家发展

改革委、 能源部等参与其中ꎬ 阿盟秘书处、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 阿拉伯

原子能机构等也参与该平台建设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

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了中阿合作 “１ ＋ ２ ＋ ３” 机制ꎬ 其中 “１” 就是以能源合

作为主轴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ꎬ 中阿双方分别在中国三亚、 苏丹喀土穆、 中国

宁夏、 沙特利雅得、 中国北京、 埃及开罗、 中国三亚召开了 ７ 届中阿能源合

作大会ꎮ
与能源、 经贸、 政治交往相比ꎬ 人文交流长期在中阿合作中相对不足①ꎬ

中阿艺术节成为中阿人文交流的旗舰机制ꎮ 自 ２００８ 年中国在叙利亚举办首届

中国艺术节、 ２００９ 年在中国举办阿拉伯艺术节后ꎬ 中阿文化交流不断发展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ꎬ 中国外交部、 文化和旅游部 (由之前的文化部和旅游部

改组而成) 与阿盟秘书处联合举办了 ３ 届中国艺术节和 ５ 届阿拉伯艺术节ꎮ
(三) 延伸机制

延伸机制是指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ꎬ 其他部委与阿盟秘书处开展的务

实合作ꎮ 一是中阿新闻合作论坛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阿盟秘书

处联合举办首届中阿新闻合作论坛ꎬ 签署了 «中国与阿盟成员国新闻友好合作

交流谅解备忘录»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ꎬ 中阿新闻合作论坛已成功举办了 ４ 届ꎮ
二是中阿友好大会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主

办的首届中阿友好大会在苏丹喀土穆举办ꎬ ２０１７ 年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友好大

会在北京开幕ꎬ 成为中阿友协同阿盟合作的重要平台ꎮ 但由于阿拉伯世界内

部的分裂ꎬ 如叙利亚巴沙尔政府被终止在阿盟的席位ꎬ 卡塔尔与沙特、 阿联

酋、 埃及和巴林交恶ꎬ 影响了中阿友好大会的推进ꎮ 中阿友好大会在近年基

本处于停滞状态ꎮ ２０２３ 年以来ꎬ 叙利亚重返阿盟ꎬ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结束

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ꎬ 中阿友好大会有望重新启动ꎮ
三是中阿城市论坛ꎮ 城市交往是中阿地方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中阿合

作论坛成立以来ꎬ 中国省 (或自治区)、 市和阿拉伯国家省市建立了几十对友

好合作关系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中国友协、 中阿友协、 中国泉州市、 阿盟秘书处和阿

拉伯城市组织等举办了首届中阿城市论坛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ꎬ 中阿城市论

４３

① [巴勒斯坦] 萨里哈纳菲、 [黎巴嫩] 里加斯阿瓦尼蒂斯: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科学研究

合作: 文献计量研究» (阿拉伯文)ꎬ 载 «阿拉伯未来» ２０１９ 年第 ４８３ 期ꎬ 第 ６５ ~ ６６ 页ꎮ



复合制度主义: 基于中阿合作论坛的实证研究　

坛已成功举办了 ３ 届ꎮ
四是中阿北斗合作论坛ꎮ 中阿合作着眼于时代发展与科技进步ꎮ ２０１７ 年ꎬ

由中阿合作论坛中方秘书处、 阿盟秘书处、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联合主办的首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在上海成功举办ꎮ
２０２１ 年底ꎬ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和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签署

«中国—阿拉伯国家卫星导航领域合作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年)»ꎬ 此举把

双方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合作不断推向新的高度ꎮ
五是中阿妇女论坛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全国妇联与阿盟秘书处在阿联酋联合举办

第一届中阿妇女论坛ꎬ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已成功举办了 ４ 届ꎮ①

六是中阿卫生合作论坛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

在北京召开ꎬ 中阿双方签署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卫生合作行动计划»ꎮ 在这一

背景下ꎬ 中国在两年一届的中阿博览会平台框架内ꎬ 提出举办中阿卫生合作

论坛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阿盟联合举办的中阿博览会卫生

合作论坛在宁夏银川举行ꎮ②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ꎬ 第二届中阿卫生合作论坛在京召

开ꎬ 会议通过了 «中国—阿拉伯国家卫生合作 ２０１９ 北京倡议»ꎮ
七是中阿广播电视合作论坛ꎮ ２０１１ 年ꎬ 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阿

盟秘书处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联合举办的中阿广播电视合作论坛在宁夏召开ꎬ
会后发表了 «中阿广播电视合作论坛银川宣言»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 由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 浙江省人民政府、 阿盟秘书处、 阿拉伯国家广播联盟等共同主办

的第五届中阿广播电视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ꎬ 论坛通过了 «第五届中阿广播

电视合作论坛共同宣言»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ꎬ 第六届中阿广播电视台合作论坛在

浙江省杭州市举行ꎮ 在已举办的 ６ 届中阿广播电视合作论坛中ꎬ 宁夏回族自

治区联合主办了第一、 二、 三届ꎬ 浙江省联合主办了第四、 五、 六届ꎮ
八是中阿图书馆与信息领域专家会议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国家图书馆与阿盟

秘书处联合举办的首届中阿图书馆与信息领域专家会议在开罗阿盟总部召开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 第四届中阿图书馆及信息领域专家会议在浙江杭州以视频会议形

式举行ꎬ 本届论坛由中国文旅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提供

支持ꎬ 中国国家图书馆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共同主办ꎬ 浙江图书馆承办ꎮ

５３

①
②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首届 “中阿博览会———妇女论坛” 在宁夏召开ꎮ
«中阿卫生合作论坛 ９ 月宁夏举行»ꎬ 载中阿合作论坛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ｌｔｊｚ /

ｚａｗｓｈｚｌｔ / ｄｙｊ / ２０２００８ / ｔ２０２００８０３＿６９１４６６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３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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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是中阿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ꎮ ２０１５ 年ꎬ 由中国科技部、 阿盟秘书

处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阿技术转移暨创新合作大会在银

川召开ꎮ ２０２３ 年ꎬ 第五届中阿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在银川举办ꎮ
(四) 辐射机制

辐射机制是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影响下ꎬ 中央部委同地方政府合作ꎬ 与

阿方开展的务实合作ꎮ 这类机制不属于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次级机制ꎬ 但

与中阿合作论坛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相一致ꎬ 是中阿合作机制的有益补充ꎮ
一是中阿政党对话会ꎮ 政党交流是中阿整体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２０１６

年ꎬ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首届中阿政党对话会在宁夏银川举行ꎬ 第

二届于 ２０１８ 年在杭州举行ꎬ 第三届于 ２０２２ 年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ꎬ
第四届于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

院) 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联合主办ꎮ 二是中阿环保合作论坛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中阿环保合作论坛在宁夏银川举办ꎬ 主题为 “绿色丝路与中阿环境合作伙伴

关系”ꎬ 该论坛由中国环境保护部 (现改为生态环境部) 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ꎮ 三是中阿博览会下的各种分论坛ꎮ ２０１３ 年ꎬ 由联合国粮农

组织、 中国农业部 (现改为农业农村部)、 伊斯兰贸易发展中心、 毛里塔尼亚

农村发展部共同主办的中阿农业合作论坛在银川召开ꎮ 此外ꎬ 在中阿博览会

框架下ꎬ 中阿双方还建立了水资源论坛、 大健康产业论坛、 气象高质量发展

合作论坛等合作机制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ꎬ 作为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的重

要活动ꎬ 中阿旅行商大会暨中阿休闲旅游论坛已成功举办 ６ 届ꎮ
机制化不是一种静态的结果而是一种动态的进程ꎬ 从一种不稳定、 关系

松散和事务性活动变成有序、 稳定和相互依存的关系ꎮ 制度是一种合作框架ꎬ
也是一种价值体系ꎬ 体现出机制化建设过程中合作者通过互动形成一种身份

的社会化ꎮ 在问题导向型的合作机制的背后ꎬ 是一种无形的合作规范ꎮ① 在国

际无政府状态下ꎬ 主权国家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建章立制、 推动多边合作ꎬ
建立合作规范ꎬ 目的是做大合作的蛋糕ꎬ 提高合作效率ꎬ 充分利用市场要素ꎬ
减少合作中的不确定性ꎮ 中阿合作论坛体现出 “发展本位” 而不是 “民主本

位”ꎮ 中阿双方紧紧抓住发展这个 “牛鼻子”ꎬ 纲举目张ꎬ 带动中阿战略伙伴

６３

① Ｐｈｉｌｉｐ Ｓｅｌｚｎｉｃｋꎬ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Ｏｌｄ’ ａｎｄ ‘Ｎｅｗ’ ”ꎬ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６ꎬ ｐ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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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改善和发展ꎮ 中国企业参与建设了阿联酋哈里发港、 阿曼杜库姆产业

园、 沙特吉赞产业园、 吉布提港、 埃及塞得港和泰达产业园等建设ꎬ 是中国

“以发展促和平” 理念的集中体现ꎮ①

表 ２　 “复合制度主义” 下中阿合作论坛的四类机制

机制类别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核心机制 重点机制 延伸机制 辐射机制

主要论坛
或大会

中阿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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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家
大会暨投资研
讨会、 中阿能
源 合 作 大 会、
中 阿 艺 术 节、
中阿改革发展
论坛

中 阿 卫 生 合 作 论
坛、 中 阿 友 好 大
会、 中 阿 城 市 论
坛、 中阿北斗合作
论坛、 中阿妇女论
坛、 中阿广播电视
合作论坛、 中阿图
书馆与信息领域专
家会议、 中阿技术
转 移 与 创 新 合 作
大会

中阿政党对话会、 中阿
大学校长论坛、 中阿非
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合
作、 中阿青年友好大使
项目、 中阿环保合作论
坛、 中阿农业合作论坛、
水资源论坛、 大健康产
业论坛、 气象高质量发
展合作论坛、 中阿旅行
商大会暨中阿休闲旅游
论坛等

主办单位

中国外交部和
阿盟秘书处发
起ꎬ 所有部委
参与

中国外交部和
阿盟秘书处发
起ꎬ 若干部委
参与

外交部以外的部委
与阿盟秘书处共同
主办

在中阿合作论坛的推动
下ꎬ 其他部委、 地方政
府与阿方建立合作机制

承办单位 外交部

外交部、 商务
部、 能 源 部、
文旅部、 全国
对外友协、 贸
促会、 中阿改
革发展研究中
心等

中宣部、 卫生部、
科技部、 全国对外
友协、 中国卫星导
航 系 统 管 理 办 公
室、 全国妇联、 国
家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 国家图书馆

中联部、 教育部、 民政
部、 生态环境部、 科技
部、 农业农村部、 文旅
部、 地方政府等

论坛性质 综合性 专题性 专题性 专题性

是否纳入
中阿合作
论坛机制

是 是 是 否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中阿合作论坛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ꎬ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３１) 等公
开来源数据自制ꎮ

三　 制度堆叠: 论坛复合制度主义的纵向层面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ꎬ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围绕本体论、 认识论

７３

①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Ｆｕｌｔ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ｓｔｏｒ ｃｏｍ / ｓｔａｂｌｅ / ｒｅｓｒｅｐ２０９３８ ４ꎬ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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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论进行了长期辩论ꎮ①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逆全球化、 民粹主义浪潮抬头ꎬ
使新自由制度主义遭受挫折ꎬ 但是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的制度融合则不断加

速ꎮ 复合制度主义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互动不断增加、 全方位合作关系不断

密切的产物ꎮ 从 １９５６ 年中国与埃及建立外交关系到 １９９０ 年中国与沙特建立

外交关系ꎬ 中阿双边合作从无到有ꎬ 从弱到强ꎬ 从单维到多维ꎮ １９９２ 年邓小

平同志南方讲话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ꎮ １９９３ 年中国成为石油净

进口国后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逐步建立了能源伙伴关系ꎮ ２００４ 年中阿合作论

坛的成立ꎬ 意味着中阿双方从能源伙伴到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升级ꎮ 中阿

合作拥有了一个多边平台ꎬ 以期实现多边谈合作、 双边谈落实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ꎬ 中国是阿拉伯国家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最大的贸易伙伴国ꎬ 阿盟也是中

国第七大贸易伙伴ꎬ 是中国共建 “一带一路” 的天然合作伙伴ꎮ②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ꎬ 中国与阿盟及所有阿拉伯国家签订了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ꎮ 基于

开放的多边主义理念ꎬ 中阿双方在复合制度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制度堆叠ꎬ 在

互动过程中形成关系嵌入、 结构嵌入和价值嵌入ꎮ
(一) 时间维度

从时间维度来看ꎬ 中阿合作论坛的制度堆叠表现为合作的制度化水平不

断提高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中阿双方在开罗阿盟总部召开了首届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

会议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ꎬ 中阿领导人首次举行峰会ꎬ 从部长级到元首级的跃进ꎬ
体现出中阿双方的机制化不断推进③ꎬ 且助力中阿战略合作提速升级④ꎮ 从

２００４ 年中阿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到 ２０１４ 年战略合作关系ꎬ 再到 ２０１８ 年建立战

略伙伴关系ꎬ 乃至 ２０２２ 年建立中阿命运共同体ꎬ 中阿双方在对象国全球外交

中的定位不断提高ꎮ ２００４ 年中阿双方贸易额仅为 ３６７ 亿美元ꎬ ２０２２ 年双方贸

易额增加至 ４ ３００ 亿美元ꎬ ２０ 年增加了 １０ 倍以上ꎬ 体现出中阿合作机制的升

级换代给双方务实合作带来的红利ꎮ

８３

①

②

③

④

Ｒａｆａｅｌ Ｇｒａｓａ ａｎｄ Ｏｒｉｏｌ Ｃｏｓｔａꎬ “Ｗ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ｔｈｅ Ｏｌｄ Ｄｅｂａｔｅ Ｇｏｎｅ? Ｒｅａｌｉｓｍ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Ｒ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ｄ’ Ｅｓｔｕｄ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ｓ ( ＩＢＥＩ)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６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ｓｔｏｒ ｃｏｍ / ｓｔａｂｌｅ /
ｒｅｓｒｅｐ１４１８９ꎬ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３０

Ｙｏｕｎｇ － Ｃｈａｎ Ｋｉｍ ｅｄꎬ Ｃｈｉｎａ’ 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Ｃｌａｓｈ ｏｒ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２３ꎬ ｐ ２３３

[卡塔尔] 阿卜杜拉巴布德: «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沙特表明了阿拉伯国家推动对外关系多元

化的愿望» (阿拉伯文)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 ｍｅｃ ｏｒｇ / ｄｉｗａｎ / ８８７０２ꎬ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４ꎮ
李伟建、 唐志超、 丁俊、 王广大: «中阿峰会成果丰硕　 中阿关系谱写新篇»ꎬ 载 «阿拉伯世

界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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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中阿合作论坛历届部长级会议或中阿峰会成果汇总

论坛届次 合作文件 重要成果

第一届
(２００４ 年ꎬ
开罗)

«中国外交部与阿盟秘
书处新闻公报»

中阿建立平等、 全面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ꎻ 支
持建立中东无核区ꎻ 中国支持中东和平进程、
土地换和平原则和阿拉伯和平倡议ꎬ 阿方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

第二届
(２００６ 年ꎬ
北京)

«关于举办 “中阿合作
论坛企业家大会” 谅
解备忘录»

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ꎬ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ꎻ 谴
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ꎬ 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
定民族宗教挂钩

第三届
(２００８ 年ꎬ
麦纳麦)

«中阿环境保护合作联
合公报»、 «阿盟秘书
处与中国贸促会关于投
资研讨会机制的谅解备
忘录»

加强平等互信、 全面合作、 面向和平和可持续
发展的新型伙伴关系ꎻ 阿方支持北京奥运会ꎬ
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ꎬ 反对
“台湾当局” 以任何名义和形式加入联合国等仅
限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和会议ꎻ 中方支持
根据阿拉伯和平倡议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第四届
(２０１０ 年ꎬ
天津)

«天津宣言»

建立全面合作、 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ꎻ
尊重和支持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
路ꎻ 反对任何形式的 “台湾独立”ꎬ 不同中国台
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ꎬ 支持台海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和平统一大业ꎬ 支持上
海世博会

第五届
(２０１２ 年ꎬ
突尼斯)

/

提升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水平ꎻ 阿方支持台海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和平统一大业ꎻ 认为
涉藏问题属于中国内政ꎻ 反对宗教极端势力、
民族分裂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从事反华分裂活
动ꎻ 双方支持在 “两国方案” 框架下ꎬ 建立独
立的巴勒斯坦国ꎻ 打击索马里海域、 亚丁湾海
盗ꎻ 支持中国与海合会开展战略对话

第六届
(２０１４ 年ꎬ
北京)

«北京宣言»、 «中阿合
作论坛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２４
年发展规划»

进一步深化 “全面合作、 共同发展” 的战略合
作关系ꎬ 建立 “１ ＋ ２ ＋ ３” 合作框架ꎻ 中方支持
建立以 １９６７ 年边界为基础、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
都的、 独立的、 拥有完全主权的巴勒斯坦国ꎻ
阿方赞赏 “一带一路” 建设

第七届
(２０１６ 年ꎬ
多哈)

/

阿方支持中国同相关国家根据双边协议和地区
有关共识ꎬ 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ꎬ 和平解决领
土和海洋争议问题ꎻ 强调应尊重主权国家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缔约国享有的自主选择争
端解决方式的权利ꎻ 强调阿拉伯国家与伊朗间
的合作关系应遵循睦邻友好、 不干涉内政ꎬ 尊
重国家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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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论坛届次 合作文件 重要成果

第八届
(２０１８ 年ꎬ
北京)

«中 阿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行动宣言»、 «北
京宣言»

建立全面合作、 共同发展、 面向未来的中阿战
略伙伴关系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ꎻ 共建 “一
带一路” 倡议ꎻ 寻求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的中
东问题 “一揽子” 解决方案ꎻ 反对美国承认耶
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ꎬ 反对改变东耶路撒冷法
律和历史地位ꎻ 赞赏中方推动巴勒斯坦问题解
决的 “四点主张”ꎻ 支持中阿北斗论坛和迪拜世
博会

第九届
(２０２０ 年ꎬ

安曼 ＋ 线上)

«安曼宣言»、 «中阿团
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联
合声明»

加强 “全面合作、 共同发展、 面向未来的中阿
战略伙伴关系”ꎻ 阿方支持中方在香港问题上的
立场ꎬ 支持中方在 “一国两制” 框架下维护国
家安全的努力ꎻ 支持巴勒斯坦国获得联合国完
全会员国地位ꎬ 谴责并反对以色列在 １９６７ 年巴
被占领土上非法兴建定居点

首届
中阿峰会
(２０２２ 年ꎬ
利雅得)

«首届中阿峰会利雅得
宣言»

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ꎬ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ꎻ 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
是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ꎻ 赞赏中方提出的全球
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ꎻ 构建面向新时代的
中阿命运共同体ꎻ 阿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ꎬ 反
对一切形式的 “台独”ꎬ 支持中方在香港问题上
的立场ꎻ 支持沙特 “绿色中东” 倡议和 «中阿
数据安全合作倡议»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中阿合作论坛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ꎬ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３１) 及中
国外交部公开来源数据自制ꎮ

(二) 空间维度

从空间维度来看ꎬ 中阿合作论坛的制度堆叠表现为从点到面ꎬ 以及从西

亚辐射到北非和东非ꎮ 阿拉伯国家包括西亚 １２ 国和非洲 １０ 国ꎬ 在地理分布

上较为分散ꎬ 各国的政治制度、 资源禀赋、 发展阶段差异甚大ꎮ 改革开放以

来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商贸活动以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为主ꎬ 中国与海合

会贸易额约占中国与阿盟贸易额的 ２ / ３ꎻ 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的投资约占中国对

西亚北非地区投资的 ２ / ３ꎮ 中阿能源依存度上升ꎬ 加上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大国

“民主化改造” 的疑虑ꎬ 迫使海合会国家以及整个阿拉伯国家 “向东看”ꎬ 与

中国等新兴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ꎮ① ２００４ 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ꎬ 中阿

合作开始向其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北非和东非国家拓展ꎬ 中国成为埃及、 阿

０４

① Ｃａｍｉｌｌｅ Ｌｏｎｓꎬ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Ｆｕｌｔｏｎꎬ Ｄｅｇａｎｇ Ｓｕｎ ａｎｄ Ｎａｓｅｒ Ａｌ － Ｔａｍｉｍｉ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Ｇａ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２５ － ２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ｓｔｏｒ ｃｏｍ / ｓｔａｂｌｅ /
ｒｅｓｒｅｐ２１５２５ꎬ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３１



复合制度主义: 基于中阿合作论坛的实证研究　

尔及利亚、 摩洛哥、 突尼斯和吉布提等国主要投资者和贸易伙伴ꎮ 在中阿多

边合作机制的推动下ꎬ 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多重双边合作机制ꎬ 如

中国和埃及、 中国与沙特分别建立了高级别联合委员会ꎮ 中阿伙伴关系的发

展更加具有均衡性ꎮ
(三) 议题维度

从议题维度来看ꎬ 中阿合作论坛的制度堆叠表现为从经贸合作机制向安

全、 科技、 人文和全球治理等合作机制延伸ꎬ 做到政治议题、 发展议题与安

全议题相互借力、 相互配合ꎮ① 中阿合作以任务为导向ꎬ 根据新形势与新任务

不断建立新机制ꎮ 经贸合作是中阿务实合作的根基ꎮ 随着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和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推进ꎬ 中阿合作领域不断拓展ꎮ 早在 ２００８ 年ꎬ 中

阿双方在论坛框架下召开了能源合作大会ꎬ ２０１４ 年召开中阿城市论坛ꎬ ２０１５
年中阿召开卫生合作论坛ꎬ ２０１７ 年召开中阿北斗合作论坛ꎬ ２０１８ 年召开中阿

改革发展论坛ꎮ 这些新论坛的设立ꎬ 体现出中阿双方在全方位合作关系和战

略伙伴关系的推动下ꎬ 不断开拓合作新边疆ꎬ 自下而上、 再自上而下的互动

过程ꎬ 促进了中阿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ꎬ 体现出中阿合作论坛的功能不断完

备ꎮ ２０２１ 年ꎬ 中国同阿盟发表 «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ꎬ 数据安全成为新

形势下中阿务实合作新的增长点ꎮ ２０２２ 年中阿峰会召开后ꎬ 中阿双方在民用

核能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ꎬ 今后如果双方在该领域不断夯实合作基础ꎬ 不排

除建立中阿核能合作论坛的可能性ꎮ
(四) 功能维度

从功能维度来看ꎬ 中阿合作论坛的制度堆叠表现为各机构形成 “组合

拳”ꎮ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ꎬ 中央与地方、 政府与社会、 官方与民间在外交事

务中任务不同ꎬ 分工不同ꎬ 但目标一致ꎬ 都是中国特色整体外交的有机组成

部分ꎮ 各机制在外交外事活动中相互配合ꎬ 形成合力ꎮ 以中阿合作论坛框架

下的人文交流为例ꎬ 十几个部门齐心协力ꎬ 建立了以下人文交流机制ꎬ 目标

都指向人文交流: 一是中宣部支持、 国家广电总局牵头的中阿广播电视合作

论坛ꎻ 二是文旅部牵头的中阿艺术节、 中阿旅游合作论坛ꎻ 三是外交部主办

的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ꎻ 四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牵头的中阿新闻合作论坛ꎻ
五是教育部牵头的中阿教育与智库合作ꎻ 六是中阿友协牵头的中阿友好大会ꎻ

１４

①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Ｈａｍｃｈｉ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ｐｐ ５７７ － 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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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全国妇联牵头的中阿妇女论坛ꎻ 八是民政部牵头的中阿非政府组织和社

会团体合作ꎻ 九是全国对外友协、 中阿友协牵头的中阿青年友好大使项目ꎻ
十是地方政府参与的中阿博览会 (宁夏)、 中阿城市论坛等ꎮ 同样ꎬ 阿拉伯国

家行政权相对集中ꎬ 避免了西方社会议而不决、 决而不行的合作低效问题ꎬ
有助于中阿双方加强顶层设计ꎬ 以政治引领推动全面关系发展ꎮ

表 ４　 中阿人文交流的主要机制及负责部门一览表

序号 人文交流机制 负责 (牵头) 部门

１ 中阿广播电视合作论坛 中宣部、 国家广电总局

２ 中阿艺术节、 文化旅游合作论坛 文化和旅游部

３ 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 外交部

４ 中阿新闻合作论坛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５ 中阿大学校长论坛、 中阿智库合作 教育部

６ 中阿友好大会 中阿友协

７ 中阿妇女论坛 全国妇联

８ 中阿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合作 民政部

９ 中阿青年友好大使项目 全国对外友协、 中阿友协

１０ 中阿博览会下中阿城市论坛 宁夏等地方省市自治区政府

　 　 资料来源: 中阿合作论坛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ꎬ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３０ꎻ 孙德刚、 马雨
欣: «中东百年变局与中阿人文交流»ꎬ 载张骥、 邢丽菊主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外人文交流»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２８８ 页ꎮ

四　 推动制度优化: 论坛复合制度主义的前景展望

国际社会的本质特征是无政府状态ꎬ 主权国家是对外统一的主要行为体ꎬ
国家也是理性行为体ꎬ 在本质上追求收益最大化、 成本最小化ꎬ 其结果就是

各国纷纷建立各种合作机制ꎬ 一方面增强本国的议题塑造能力ꎬ 另一方面提

供替代方案ꎬ 防止竞争对手形成垄断性权力、 主导地区合作ꎮ① 多边制度是利

益攸关方通过建立规则、 对标规制、 引领规范而形成的一套行为准则ꎬ 增加

中阿合作的可预期性ꎮ 中阿合作论坛是建立在平等协商、 任务导向、 互利共

２４

① Ｊｏｓｅｐｈ Ｍ Ｇｒｉｅｃｏꎬ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ａｎｄ Ｎｏｎ － ｔａｒｉｆｆ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Ｔｒａｄｅꎬ
ｐ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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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原则基础上的复合多边合作机制ꎮ 它解决了中阿合作关系不断升级的背景

下所出现的制度赤字问题ꎮ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ꎬ 中阿合作论坛制度化建

设具有时代性、 整体性和务实性ꎬ 需要预防中阿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制
度过剩” 问题ꎮ① 制度过剩包括 “相对过剩” 与 “绝对过剩” 两种类型ꎬ 前

者指各种制度功能同质化而导致恶性竞争、 相互削弱制度的有效性、 降低效

率ꎻ 后者指制度数量充足、 质量优良ꎮ 中阿合作论坛制度化建设面临的制度

过剩主要是一种 “相对过剩”ꎮ
(一) 中阿合作的国内 “制度过剩” 问题

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主机制与次机制在功能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与重

叠ꎬ 由此应预防国内存在的中阿合作 “制度过剩” 的问题ꎮ 随着中阿关系不

断升级ꎬ 合作内涵不断丰富ꎬ 中阿双方建立的四重合作机制内涵不断丰富ꎬ
机制化程度不断提高ꎬ 要预防各种机制的交叉、 重合ꎬ 从而降低合作效果ꎮ
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存在 １７ 个次级合作机制ꎬ 中阿合作论坛之外还存在各种

中阿合作机制ꎬ 内部机制统筹与内外机制统筹既是机遇ꎬ 又是挑战ꎮ 国内制

度过剩与同质化发展是无意识的ꎬ 可以通过部门统筹与协调加以解决ꎮ
制度赤字会增加交易成本ꎬ 制度过剩同样会增加交易成本ꎮ 中国特色中

东外交的最大优势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制度优势ꎬ 在整体外交中统筹推进中阿全方位务实合作ꎮ 与此同时ꎬ 责任

不清与分工不明也导致各机制与功能边界的模糊性ꎬ 在与阿拉伯国家进行合

作时往往存在难以问责、 任务不明的问题ꎮ 例如ꎬ 中阿新能源合作涉及国家

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 能源部、 商务部、 科技部、 贸促会、 大型国有企业等

多个主体ꎬ “谁来统筹、 如何统筹、 统筹什么” 成为实际操作层面的现实挑

战ꎮ 在涉及能源、 经贸、 人文交流等议题上ꎬ 亦存在多个中阿合作机制ꎮ 构

建中阿 “多轨并进” 合作机制需要坚持 “中阿共办、 央地联办、 民间协办”
机制ꎬ 各类机制统筹协调、 不断升级方可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ꎮ② 在制度化

建设过程中ꎬ 我们需避免以会议和论坛代替机制化建设ꎬ 而要形成中阿合作

３４

①

②

较早研究 “制度过剩” 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李巍教授ꎮ 他的研究发现ꎬ 东亚地区存在多重制度

竞争ꎮ 由于与该区域相关的主要行为体对塑造东亚经济秩序有着不同的利益偏好和战略诉求ꎬ 他们各

自极力推动对自身有利的区域机制ꎬ 从而形成 “制度过剩”ꎮ 参见李巍: «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

结? ———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ꎬ 载 «当代亚太»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６ 页ꎮ
杨子实: «中阿博览会的起源、 贡献与展望»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９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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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指标体系ꎬ 对中阿合作论坛各机制的效果进行评估ꎮ
(二) 大国间 “制度过剩” 问题

大国在中东的制度竞争是有意识的ꎬ 服从和服务于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ꎬ
由此要预防大国在阿拉伯世界制度竞争而产生的 “制度过剩” 问题ꎮ 拜登政

府已采取以下制度化措施: 一是强化 “中东战略联盟”ꎬ 与海合会六国、 埃

及、 约旦和伊拉克共 ９ 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举行 “美阿峰会”ꎻ 二是以 “内盖

夫论坛” 为平台ꎬ 构建 “中东防空联盟”ꎬ 形成美国、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

“战略三角”ꎻ 三是完善美国、 印度、 以色列、 阿联酋 “四国机制”ꎬ 将中东和

印太的联盟伙伴连为一体ꎻ 四是建立美国、 印度、 沙特和阿联酋四国基建联

盟ꎮ 俄罗斯也围绕叙利亚危机的管控ꎬ 形成了俄罗斯、 土耳其、 伊朗和叙利

亚 “四国协调机制”ꎬ 推动 “国际南北货运走廊” 计划ꎮ ２０２０ 年ꎬ 欧盟与阿

盟在埃及举办首届峰会ꎬ 试图将阿盟纳入到欧盟的战略轨道ꎮ① ２０２３ 年ꎬ 印

度宣布设立 “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 ( ＩＭＥＣ) 项目ꎬ 进一步增加了

“制度竞争” 的风险ꎮ
随着中东国家多极化进一步发展ꎬ 中东地区大国也积极组建不同性质和

议题的多边机制ꎮ 沙特和伊朗和解后ꎬ 伊朗提议建立海湾海上军事联盟ꎻ 沙

特积极完善 “欧佩克 ＋ ” 机制ꎬ 在石油定价问题上试图打破西方的垄断ꎮ
２０２２ 年中亚国家与海合会举办首届外长论坛ꎬ ２０２３ 年在沙特的推动下ꎬ 海合

会与中亚五国举办首届峰会ꎬ 提升了西亚与中亚国家政治、 能源与经贸合作

水平ꎮ② 此外ꎬ 埃及积极推动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建设ꎻ 约旦主办首届 “中东

北非—欧洲未来能源对话”ꎬ 都试图增强在多边制度中的作用ꎬ “制度竞争”
的风险进一步增加ꎮ

表 ５　 域内外大国在阿拉伯世界建立的不同合作机制或项目

合作机制
或项目名称

发起方
阿拉伯国家等

参与方
合作议题

与中阿合作
论坛的制度
竞争程度

中阿合作论坛 中阿 阿盟成员国
政治、 经贸、

人文
/

４４

①

②

«阿盟—欧盟峰会» (阿拉伯文)ꎬ 参见埃及总统府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ｅｇ / ａｒ /
ꎬ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２４ꎮ

[埃及] 穆巴拉克艾哈迈德: «举办海合会—中亚峰会的意义» (阿拉伯文)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ｌｑａｈｅｒａｎｅｗｓ ｎｅｔ / ｎｅｗｓ / / ３５５６６ / ꎬ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２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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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合作机制
或项目名称

发起方
阿拉伯国家等

参与方
合作议题

与中阿合作
论坛的制度
竞争程度

欧盟—阿盟峰会 欧盟 阿盟成员国
政治、 经贸、

人文
中

美阿峰会 美国
海合会、 埃及、
约旦和伊拉克

政治、 经贸 高

内盖夫论坛 美国
以色列、

美国的阿拉伯盟国
安全 低

中东版四国机制 美国 印度、 以色列、 阿联酋 政治、 经贸 高

西亚基建联盟 美国 印度、 沙特、 阿联酋 经贸 高

叙利亚问题
四国协调机制

俄罗斯 土耳其、 伊朗、 叙利亚 政治、 安全 低

亚非增长走廊
(ＡＡＧＣ) 日本 所有阿拉伯国家 经贸、 基建 高

全球门户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ａｔｅｗａｙ) 欧盟 所有阿拉伯国家 经贸、 基建 高

蓝点网络
(Ｂｌｕｅ Ｄｏ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美、 日本、
澳大利亚

所有阿拉伯国家 网络、 科技 高

重建更美好世界
(Ｂ３Ｗ) 及全球基
础设施与投资伙伴

(ＰＧＩＩ)

西方
七国集团

全体阿拉伯国家
经贸、

基建、 科技
高

印度—中东—
欧洲经济走廊

美国、
沙特、

阿联酋、
印度

印度、 沙特、 阿联酋、
约旦、 以色列、 意大利、

法国、 德国和欧盟

基建、
运输、 经贸等

高

欧佩克 ＋ 沙特
俄罗斯、 阿联酋、

科威特等
能源 低

伊斯兰合作组织 沙特
全体阿拉伯国家、
伊朗、 土耳其等

政治、 宗教 低

东地中海
天然气论坛

埃及
以色列、 黎巴嫩、
希腊、 塞浦路斯等

能源 低

海湾海军联盟 伊朗 沙特、 阿联酋等 军事、 政治 低

　 　 说明: “制度竞争程度” 的衡量指标是上述制度与中阿合作论坛在功能上是否存在零和博弈关
系ꎬ 零和博弈越明显ꎬ 竞争程度就越高ꎻ 反之ꎬ 亦然ꎮ

资料来源: 笔者综合国内外网站相关资料制作ꎮ

域内外大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不同形式的多边机制以及各类制度同质化ꎬ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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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东地区制度供给出现了 “供大于求” 的局面ꎮ 各种制度相互稀释、 彼此

竞争ꎬ 增加了阿拉伯国家与大国合作的不同选项ꎬ 多边制度过剩影响了中阿

合作论坛的效果ꎮ 正如欧盟安全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ꎬ 中国在中

东避免像美国那样拓展军事硬实力ꎬ 而是依靠经济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维护

海外利益ꎮ 在多极化不断发展的中东ꎬ 中国作为 “新来者” 为中东国家提供

新的选项ꎬ 同时努力避免同美欧开展对抗ꎬ 避免在中东冲突中选边站ꎬ 也避

免同中东地区大国形成战略竞争关系ꎮ① 要解决大国之间制度竞争和制度过剩

的问题ꎬ 我们需要跳出 “修昔底德陷阱” 及其话语ꎬ 以互利共赢代替零和博

弈ꎬ 以更高的站位超越 “大国政治的悲剧” 这类叙事ꎮ
(三) 实现制度优化的路径

展望未来ꎬ 中阿合作论坛制度化建设需要将三重合作机制有效结合起来ꎮ
具体而言ꎬ 一是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 １７ 个机制ꎬ 二是中国与海合会战略合作

机制ꎬ 三是中国与沙特、 阿联酋、 埃及、 阿尔及利亚等双边合作机制ꎮ 非洲

１０ 个阿拉伯国家具有阿盟和非盟双重身份ꎬ 在中阿合作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

框架下同时与中国建立全方位合作关系ꎮ② 为此ꎬ 我们需要加强中阿合作论坛

与中非合作论坛的统筹与协调ꎬ 形成中国—阿拉伯—非洲三边合作机制ꎮ
首先ꎬ 中阿合作论坛应成为中阿加强地区治理的重要平台ꎮ 中国参与中

东地区治理强调循序渐进、 民生优先、 协商一致、 综合施策ꎬ 中国的地区治

理观受到阿拉伯国家的普遍认可ꎮ③ ２０２１ 年以来ꎬ 中国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

议、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ꎬ 倡导行为主体的平等性和非歧视性原则ꎬ
从主权平等、 相互尊重到新多边主义的去中心化ꎬ 有效提升了全球治理的包

容性系统ꎮ④ 中国在中东践行新时代中国中东治理理念ꎬ 促成沙特与伊朗和

解ꎬ 为巴以冲突和苏丹危机的解决提供新思路ꎬ 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就叙利亚、
也门、 利比亚、 索马里、 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解决内部纷争献计献策ꎬ 就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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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巴勒斯坦问题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对话ꎬ 地区治理成为中阿合作的新议题ꎮ
其次ꎬ 中阿合作论坛机制应加强人文交流ꎮ 政治、 经贸、 安全、 科技和

人文已成为中阿合作的五大重点领域ꎬ 其中中阿人文交流长期处于 “短板”
位置ꎮ 自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ꎬ 中国招收的国际留学生数量仅次于美国和

英国ꎬ 居全球第三位ꎮ 从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２ 年ꎬ 阿拉伯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增

加了 ７０％ ꎮ① 据中国教育部统计ꎬ 来华学习的阿拉伯国家学生总数从 ２０１３ 年

的 １２ ８１０ 人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１ ９００ 人ꎬ 其中攻读学位的学生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７ ８４０
人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４ ０１０ 人ꎮ② 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文化软实

力ꎮ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ꎬ 沙特国王萨勒曼是第一位专门就疫情事宜给习近

平主席打电话的外国元首ꎻ 埃及总统塞西派遣卫生部长作为特使专程来华ꎬ
在埃及三大世界文化遗产地以灯光秀的形式同时投映五星红旗ꎻ 卡塔尔航空

公司为中方运输 “抗疫” 物资提供帮助ꎻ 阿联酋迪拜的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

塔身披 “中国红”ꎻ 阿盟卫生部长理事会第 ５３ 次会议发表共同声明支持中国

“抗疫” 努力ꎮ③ 同时ꎬ 阿拉伯国家青年学生和学者出国留学首选地主要在欧

美地区ꎬ 中阿青年交流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ꎬ 青年外交官、 青年领袖双向交

流制度化建设仍有待提高ꎬ 中阿 “Ｚ 世代” 的交流渠道仍十分有限ꎮ 以沙特

为例ꎬ ２０１６ 年共有 １７ ４ 万名沙特学生在海外求学ꎬ 分布在全球 ３４ 个国家ꎮ
其中ꎬ 在美国的沙特留学生最多ꎬ 占比 ６０ ８％ ꎬ 其次是英国、 加拿大、 澳大

利亚ꎮ 在中国的沙特留学生仅占比 ０ ５％ ꎮ④ 截至 ２０２２ 年ꎬ 中方在 １３ 个阿拉

伯国家开设了 ２０ 所孔子学院和 ２ 个孔子课堂ꎮ 在人文交流层面ꎬ 中阿需进一

步深化 “中阿文化部长论坛” “阿拉伯艺术节 /中国艺术节” 等机制建设ꎮ⑤

再次ꎬ 中阿合作论坛制度化建设需要共同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ꎮ
大数据、 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 新能源、 新材料等飞速发展ꎬ 要求中阿合作

论坛着眼于未来ꎬ 提前布局ꎮ ２０１４ 年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ꎬ 习

近平主席提出 “１ ＋ ２ ＋ ３” 合作机制ꎬ 其中 “３” 主要是高新技术领域ꎮ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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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ꎬ 习近平主席提出向阿拉伯国家提

供 ３０ 亿美元的信贷ꎬ 支持双方企业在数字技术、 云计算、 电子商务和航空航

天等高新领域的发展ꎻ 华为和中兴公司也不断加大对阿拉伯国家的投资业

务ꎮ① “太空” “网络” “绿色” “数字” 丝绸之路建设ꎬ 促进网络基础设施、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 电子商务等新基建领域合作ꎬ 是中阿合作论坛

在高科技领域的重要议题ꎮ

五　 结语

总体来说ꎬ 现实主义属于悲观主义学派ꎬ 制度主义属于乐观主义学派ꎮ
与现实主义学派强调相对收益不同ꎬ 制度主义学派强调绝对收益ꎮ 国际制度

主义的发展经历了 ２０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功能主义整合理论、 五六十年代的新

功能主义地区一体化理论ꎬ 以及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相互依赖理论ꎮ② 这些理论

对解释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与发展中地区区域一体化发展既有借鉴意义ꎬ 也存在

不足ꎮ
中国特色区域组织外交有两大路径: 一类是外延式发展ꎬ 另一类是内涵

式发展ꎮ 外延式发展指地区组织在横向维度的扩容与地理版图的不断扩大ꎬ
主要表现为中国参与的地区组织成员国数量不断增加ꎬ 如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ꎬ 随着

伊朗正式成为上合组织的成员国ꎬ 该组织从起初的五国变成了八国ꎮ 同样ꎬ
２０１０ 年金砖国家组织也由原初的四国变成了五国ꎬ ２０２３ 年宣布再次扩容ꎬ 埃

塞俄比亚、 埃及、 阿根廷、 伊朗、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六国成为新成员ꎮ 内

涵式发展是指多边组织成员国数量并未增加ꎬ 但是合作的深度不断拓展ꎬ 合

作领域不断扩大ꎬ 合作层级不断提高ꎮ 中阿合作论坛、 中非合作论坛、 中国—
东盟 (１０ ＋ １) 合作模式等是内涵式发展的代表ꎬ 其本质是中国地区组织外交

在纵向层面的提质升级ꎮ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是古丝绸之路的共同缔造者ꎮ 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ꎬ

中阿两大民族处于丝绸之路的两端ꎬ 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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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合作论坛从创立到发展ꎬ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ꎬ 建立了核心机制、 重点机制、
延伸机制与辐射机制ꎬ 促进了中阿关系从友好合作关系到战略合作关系ꎬ 从

战略合作关系到战略伙伴关系ꎬ 朝着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方向迈进ꎬ 体现出内

涵式发展的特点ꎮ 从 ２００４ 年中阿合作论坛宣告成立到 ２０１６ 年的 «中国对阿

拉伯国家政策文件»ꎬ 从 ２０１８ 年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建 “一带一路”
行动宣言» 到 ２０２２ 年的 «新时代的中阿合作报告»ꎬ 中阿关系从新型伙伴关

系到中阿战略合作关系ꎬ 从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到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ꎬ 双

方共同打造政治伙伴、 发展伙伴、 安全伙伴与文明伙伴ꎮ① 中阿合作论坛是复

合制度主义理念的集中体现ꎬ 其制度化建设从无到有、 由弱到强ꎬ 体现出开

放地区主义理念ꎬ 是一种社会化建构过程ꎮ 它消除了双方制度赤字ꎬ 为双方

政治、 经贸、 人文与安全合作带来了制度红利ꎬ 增强了利益依存、 安全共生

和文明互鉴ꎮ 中国在中东利益的拓展ꎬ 阿拉伯国家在亚洲利益的延伸ꎬ 增强

了中阿合作机制的韧性ꎮ ２０１１ 年中国从利比亚撤侨 ３ ５ 万人ꎬ ２０１１ 年中国从

叙利亚撤侨数千人ꎬ ２０１５ 年中国从也门撤侨 ９００ 人ꎬ ２０１７ 年中国在吉布提建

立首个海外保障基地②ꎬ ２０２３ 年中国从苏丹撤侨数千人ꎬ 这些都显示出中阿已

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ꎬ 共同维护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ꎮ 新时代下ꎬ 中阿合作

论坛制度化建设向安全、 科技、 人文等领域拓展ꎬ 丰富了中阿整体合作的水平ꎮ
复合制度主义把制度化视为一种进程ꎬ 中阿合作论坛作为复合制度主义

理念的实践ꎬ 彰显出非正式机制的张力和活力ꎮ 展望未来ꎬ 中阿合作论坛制

度化建设对内需要加强统筹协调ꎬ 避免各种制度相互稀释ꎬ 以防降低制度的

效率ꎻ 对外需要应对域外大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制度竞争ꎬ 坚持错位发展ꎬ 避

免制度供给过剩ꎮ 中东足够大ꎬ 机遇足够多ꎬ 只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ꎬ
中阿合作论坛各种合作机制与其他域内外国家倡导的各种多边组织和多边倡

议就能美美与共、 相互补充ꎮ 阿拉伯国家应避免陷入大国制度竞争的漩涡ꎬ
大国也应超越大国制度竞争的焦虑ꎬ 使各种制度并行不悖ꎬ 共同造福中东的

和平与发展事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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