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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论述了研究中东华侨华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回顾了

中国学术界对中东华侨华人的研究历史和现状，梳理出中东华侨华人形成

的多种因素。并根据网络和报刊资料，总结和归纳了中东主要国家华侨华

人的人数、民族构成和就业特点，提出研究中东华侨华人的方法、思路、

难点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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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东①华侨有利于探索他们在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交往中的作用

和影响; 有利于探索他们在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 有利于

探索中东华侨华人对宗教、民族、居住国和祖籍国的认同规律。

探讨中东华侨华人的形成过程和现状，可以发挥他们在中国和中东国

家交往中的积极作用，避免其消极作用，为中国制定合适的中东政策和侨

务政策提供参考; 因为中东华侨华人人口构成的绝大部分是维吾尔族、哈

萨克族和回族，他们在中国与中东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起着媒介作用，对

他们的研究有利于中国西部，特别是新疆向中亚中东的经济和贸易，有利

于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

吸引力，有利于维护中东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维护中国在中东公

民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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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东华侨华人的形成根源

中东华侨华人研究是中东研究的空白，是华侨华人研究的薄弱环节。

中东华侨华人包括汉族和中国少数民族，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

是中东华侨华人的主要构成部分。1986 年王庆丰先生在 《维吾尔族华侨移

居西亚地区史探》一文中，认为新疆维吾尔族移居西亚中亚的时间开始于

公元 8 世纪。文章认为，维吾尔族移居西亚中亚的原因是经商、文化交流、

朝觐以及政治原因。① 作者在标题中首次使用 “维吾尔族华侨”的称呼。黄

力平在《浅述中国先民经由新疆移居中亚、西亚的开始》一文中，探讨了

从早期到 13 世纪中国先民从新疆移民中亚西亚等国的历史。② 作者在结尾

指出，晚清是新疆和中亚地区风云巨变的时期，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引发

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向中亚、西亚地区迁徙和移居的历史现象，并使用了

“新疆地区各族华侨”一词。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认为，这两位作者似乎是

国内最早研究中东“少数民族华侨”的学者。王庆丰认为麦加朝觐是沙特

阿拉伯维吾尔族华侨形成的重要原因，他指出，每年均有少数民族穆斯林

从西北西南地区去麦加朝圣，大批朝圣大约始于 18 世纪。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朝圣者每年达数万人。据新疆哈密地区的一份不完全的资料，该

地区从 1900 ～ 1949 年共有 120 名维吾尔族穆斯林 ( 包括阿訇、毛拉和教民)

到麦加朝圣。云南及东南亚的穆斯林华人也有每年去麦加朝圣的。为了到

麦加朝圣，他们倾其所有，抵达麦加后所剩无几，不得不自谋生计。开始

是卖水、打馕、做小买卖，随后结婚生育，便留居沙特阿拉伯、埃及或其

他中东国家。有的则因途中旅费耗尽而留居沿途国家。③ 这种因朝圣而移民

中东的具体华人人数无法统计。

除朝圣外，留学也是中东华侨华人形成的重要原因。根据姚继德先生

的研究④，1928 年云南回教俱进会致函伊斯兰世界最高学府埃及的爱资哈尔

大学，就当时云南回教内部的派别纷争之事请求裁决。收到爱资哈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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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穆罗威的复信后，云南回教徒倍受鼓舞和启发，便促发了派人留学埃

及的想法。1930 年，云南回教俱进会暨明德中学借阿富汗穆斯林学者大

章·穆罕默德访滇之机，委托他代为致函爱资哈尔大学校长，表示希望该

校接受明德中学优秀学生前往留学。1931 年 11 月中国首届留埃学生团 ( 纳

忠、张有成、林仲明、马坚，领队沙国珍) 进入爱资哈尔大学学习。① 从

1931 年由云南明德中学开始，到 1938 年北平成达师范终止的 7 年间，中国各

回族团体和学校派送到爱资哈尔大学的回族留学生共有 6 届 33 人。1935 年中

国旅埃同乡会为中国驻埃及第一任领事邱祖铭举行的欢迎酒会上有 60 多人出

席，其中除在该校留学的回族学生外，还有旅居当地的穆斯林商人。② 1955 年

12 月，中国向埃及派遣 8 名留学生。1982 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派遣 10 名学生

到埃及留学。后来因各种原因，他们中有的在埃及定居下来。

总体来看，中东华侨华人形成的原因包括三种因素: 经济因素、文化

因素和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具体包括自然灾害造成的歉收、劳工输出和通

商贸易。文化因素包括出国留学和麦加朝觐。政治因素包括: 历代中国政

府的歧视政策; 民族起义后遭镇压而被迫逃亡; 叛乱或战争失败后被迫逃

走; 因对中国政治运动不满而移民。例如，居住在中国新疆阿勒泰、巴里

坤、木垒和玛纳斯的哈萨克人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进入甘肃和青海两地。进入

当地后因划分牧场与当地居民产生矛盾，后遭到国民党军队马家军的残酷

镇压，1941 年 3000 多哈萨克族人经西藏逃入克什米尔地区。20 世纪 50 年

代初，因参与叛乱被镇压而逃亡到克什米尔地区的哈萨克人有 450 人。

1953 ～ 1960 年约有 3000 哈萨克族人陆续迁往土耳其。这批人最初被安置在

靠近苏联边境较为寒冷的东部安纳托利亚地区。20 世纪 80 ～ 90 年代，他们

主要居住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安卡拉、萨里、布尔萨、埃

斯基谢希尔和开塞利。③ 最初，迁居土耳其的哈萨克人主要从事农业，兼做

畜牧业和手工业。80 年代中期，约有 25% 的哈萨克族人以农业为主、牧业

为辅，而 75%的人从事轻工业和商业。④ 老一辈的哈萨克人绝大多数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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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俊: 《中国阿拉伯语教育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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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而现在年轻一代的哈萨克族人绝大多数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出

现了许多专家和技术人员。①

唐宋时期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进入早期交往阶段，明清时期两者进

入深层交往，清末民初两者进入广泛交往，1949 年后进入全面交往。② 事实

上中国伊斯兰教具有文化属性、宗教属性和民族属性，它是伊斯兰文明和

中华文明历史交往的产物，它既是伊斯兰文明的子系统，也是中华文明的

子系统。中国有 10 个穆斯林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形成过程与中东的阿拉

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在文化上和体质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东与中国

的文化联系和民族联系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这恰好是中东华侨华人形

成的历史大背景，也正是研究中东华侨华人的历史和文化思路。③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 1979 年前中东华侨华人形成

的基本原因是朝觐、经商、婚姻、探亲、留学、政治巨变。1979 年后，部

分中国劳工、中国留学生加入中东的华侨华人行列。中东地区华侨与华人

的总体特征是: 留学生以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者居多，以宗教学者居多;

以穆斯林居多、以回族同胞者居多; 中国劳工以汉族居多; 中东华侨华人

中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居多。

二 学术界对中东地区华侨华人社会构成的基本判断

中国学者对中东华侨华人的人数和民族构成进行了艰难而宝贵的探讨。

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从研究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迁移特点、辨识标准及人

数统计出发，提出了识别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 5 个标准，代表该领域研究的

最新成果。④ 这是李先生对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贡献，是中国学者研究少数

民族华侨的理论前提，也是研究中东华侨华人的最重要理论框架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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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华侨华人若干问题研究

李先生还认为沙特阿拉伯有来自中国的维吾尔族 15 万人，土耳其有维吾尔

族 5 万人，土耳其有哈萨克族 2. 5 万人，沙特阿拉伯有回族 2 万人。土耳其

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共有 7. 5 万人，沙特阿拉伯有少数民族华侨华人 17

万人。①

2007 年 8 月，根据笔者在新疆侨办和喀什地区侨办的调研，新疆旅居

海外的华侨华人 100 多万，其中 90% 以上是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他们主

要分布在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现有归侨侨眷约 30 万人。喀什地区总面

积 16 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为 376 万，包括 1 市 11 县，其中维吾尔族占

90%，汉族占 8%，其他少数民族占 2%。全区现有归侨、侨眷 3 万人，在

国外的华侨华人近 3 万人，分布在 37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西亚约占 70%，

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 55 人，改革开放以后出境的华侨华人约 70 人。② 中东

华侨华人之中有 2. 1 万多人来自喀什地区。

回族华侨华人研究也涉及中东华侨华人研究。中国回族与中东具有体

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内在联系，回族移居海外由来已久。沙羚③论述了

回族华侨华人移居到中亚、泰国、缅甸等国的过程，但并未涉及中东回族

华侨华人形成的历史根源。回族华侨作家刘宝军先生祖籍甘肃省张家川回

族自治县，1987 年 7 月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1998 年获马来西亚国际伊斯

兰大学社会学第二学士学位，2002 年获国际伊斯兰大学教育行政管理学硕

士学位，他很早就开始注意和研究海外回族和华人穆斯林，他估计海外回

族有 34 万之多，华人穆斯林有 38 万之多。他指出了当代中东回族华侨华人

形成的一个成因。刘宝军认为沙特阿拉伯有回族 2 万多人，主要居住在塔伊

夫、吉达和麦地那，他们主要来自甘肃、青海和新疆，对春耕、谷雨、夏

至、冬至等与农业活动有关的节气比较熟悉，但由于宗教信仰不同，他们

不庆祝端午节、清明节和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他们和本地穆斯林一起

过“开斋节”和“宰牲节”，回族在先辈忌日请阿訇到坟地念经。中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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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前进: 《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族》，新华出版社，2003，第 408 页认为: 2002 年阿

富汗华人人口为 169 人，巴林 48 人，伊朗 200 人，伊拉克 100 人，以色列 225 人，约旦 200
人，科威特 200 人，黎巴嫩 12 人，阿曼 80 人，沙特阿拉伯 45000 人，土耳其 60000 人，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 150 人，埃及 110 人。中东地区华侨华人总人口大约为 106494 人。
喀什行政公署: 《喀什地区侨务工作汇报》，2007 年 6 月 2 日。
沙翎: 《回族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八桂侨史》199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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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般在利雅得、麦加和麦地那的大学求学，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男生，

1998 年在麦地那国际伊斯兰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有 120 多人，他们除免缴

学费外，每月有 800 里亚尔 ( 折合人民币 1600 元) 的补贴，还可得到往返

回国探亲机票。回族华人之中著名人士有马步芳、马继援、马香泉和高文

远 ( 1911 年出生于青海，20 世纪 80 年代迁居到塔伊夫，1988 年完成 《清

末西北回民反清运动》，1998 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再版) 。①

1994 年，张天、戴年华分析了华人移居中亚西亚的历史因素和历史功

绩，论证了华人由“落叶归根”到 “落地生根”的发展规律。作者认为中

东的华侨华人有 8 万人，其中汉族华人 5000 人左右，哈萨克族华人 1 万左

右，维吾尔族华人 5. 5 万左右。中东华侨华人进入第 3 代或第 4 代后就融入

当地社会，他们接受所在国的语言和文化，而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反而成为

外国的语言和文化了。② 这是中国学者对中东华侨华人数量的第一次估计。

谭天星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 1995 年第 2 期) 发表 《现代中国少数民

族人口境外迁移初探———以新疆、云南为例》，本文对研究新疆籍的华侨华

人移居到中东地区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朱慧玲在 《八桂侨史》

( 1999 年第 4 期) 发表《新疆籍华侨华人在西亚》，首次论述了在沙特阿拉

伯和土耳其的新疆籍的华侨华人，他们主要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

族。该文的作者认为沙特的华侨华人近 20 万，维吾尔族最多，回族次之，

还有汉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土耳其的华侨华人 8 万

人，其中维吾尔族有 5 万人，哈萨克族 2. 5 万人，其余为乌孜别克族、柯尔

克孜族、塔塔尔族和汉族。③ 这是中国学者第二次推算出中东华侨华人的数

量。赵和曼在《南洋问题研究》 ( 2004 年第 1 期) 发表 《试论海外少数民

族华人的若干特点》，他又在《东南亚研究》 ( 2004 年第 5 期) 发表 《我国

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研究》，回顾了中国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

历程。

学术界认为在土耳其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华侨华人 7. 5 万 ～ 8

万，在沙特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华侨华人有 17 万 ～ 20 万人。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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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宝军: 《回族留学生在海外的发展变迁史》，《宁夏社会科学》2005 年第 2 期。
张天、戴华年: 《中亚西亚华人的历史与现状》，《宁夏大学学报》1994 年第 3 期。
朱慧玲: 《新疆籍华侨华人在西亚》，《八桂侨史》1999 年第 4 期。朱慧玲: 《西亚和中亚

地区侨情及其特点》，《华侨与华人》200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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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华侨华人有 20 万，哈萨克族华侨华人有 2. 5 万人，回族华侨华人有

2 万人。① 目前学术界缺乏对中东国家华侨华人的整体研究，特别缺乏对伊朗

华侨华人的研究，无法区分中东华侨华人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因此也无法深

入系统评估中东国家华侨华人在文明交往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

三 中东主要国家华侨华人社会构成探析

目前，中国政府没有对中东华侨华人人数的权威数据，学术界对此研

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本人根据报刊和网络资料整理如下。

( 一) 伊朗华侨华人概况

按照华侨和华人的严格区分，伊朗华侨人数相对较多，华人不超过 10

人，长期在伊朗居住和生活的华侨后代，基本上选择了中国国籍。据中国

驻伊朗大使馆统计，2008 年大概有 3000 ～ 4000 名中国人生活在伊朗，他们

的生活状况可以用几句话形容: “相处容易融入难、安逸平静小波澜、一日

三餐老三样、急功上火事事难。”② 其中留学生 150 人左右，他们学习宗教、

波斯语言文学和经济管理，民族有回族、维吾尔族、撒拉族和汉族。其中，

回族同胞占绝大多数，他们往往兄弟姐妹一起留学，或者同村同乡一起留

学。我认识的一家来自青海化隆县的回族人，姐妹两个、弟兄三个都居住

在德黑兰。姐姐毕业于马什哈德女子学院，精通波斯语，自 1995 年起在电

台做播音员; 妹妹在德黑兰大学攻读波斯文学博士学位; 两个弟弟大学毕

业，并同回族姑娘结婚，生下儿女，在贸易公司当翻译，一个弟弟正在塔

巴塔巴伊大学攻读波斯语言文学，他想在老家青海找对象，有时去当波斯

语翻译赚钱补贴学费。他们每逢节日团聚，遇到重大困难时互相帮助。在

伊朗的宗教首都库姆，居住着好几家回族同胞，其中一对夫妇来自甘肃省，

有一儿一女，妻子在经学院学习伊斯兰教，免费住两室一厅，并有 800 元左

右的奖学金。另外一对年轻的夫妇来自山东省，刚刚结婚，没有孩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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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赵和曼: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第 123 页。西亚地区的少数民

族华侨华人约有 28 万，其中沙特有 20 万，包括 16 万维吾尔族，2 万回族; 土耳其 8 万，包

括维吾尔族 5 万，哈萨克族 2. 5 万。
刘守望: 《伊朗华人过得挺安逸》，《环球时报》2006 年 8 月 4 日。



中东问题研究 2015 年第 1 期 ( 总第 1 期)

们热情款待国内来的客人，为中国的发展欢欣鼓舞。中国留学伊朗的学生

大部分来自国内一些边疆地区，包括青海、新疆、云南、甘肃，共涉及 15

个省市，其中有 9 人获得波斯语言文学博士学位。3 位博士已经回国效力，

分别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洛阳外国语学院从事

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

中国留学生一般在伊朗中资企业和中伊国际贸易中当翻译。回族留学

生一般同伊朗留学的回族或国内的回族结婚，他们一般生育 2 ～ 3 个孩子。

听说有一名回族留学生同伊朗姑娘结婚，在生下一个女儿后，因为性格不

合，现在离婚。在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时，发现一名回族留学生带着他的

伊朗女朋友同时出席。据说，他们同居很长时间，但未结婚。当我离开伊

朗时，一名回族留学生正在同一名伊朗波斯族的大学生谈恋爱，这个伊朗

姑娘是学习波斯文学的，才华横溢，心地善良，心理细腻，经常用波斯诗

歌写情书。当她家人反对她与中国青年交往时，这位伊朗姑娘态度极为坚

决。伊朗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就由 7 个回族留学生创办，他们精通波斯语和

伊斯兰文化，是传播中国文化和伊朗文化的新生力量，是沟通中伊文化的

媒介和民间大使，是维护中伊友谊的先锋。①

中国画家傅书中先在德黑兰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后在德黑兰市举

办中国绘画培训班，举办中国画展，传播了中国国画画法和中国书法。傅

书中先生的夫人余莉早年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后在伊朗留学，先后读完

波斯语言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8 年在一家中资企业做翻译。他们住在

德黑兰大学为他们免费提供的一室一厨一卫的学生夫妻间。他们的女儿现

年 7 岁，出门讲一口流利的波斯语，在家与父母交谈时汉语与波斯语混杂。

他们为了培养孩子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在家里挂了很多中国地

图、中国书法和少儿识字图画，经常教孩子唱中国歌曲。余女士长期在伊

朗生活，经常接触伊朗伊斯兰教，信仰慢慢发生变化，皈依伊斯兰教。但

她始终保持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秀品德，在工作之余，相夫教子，操持家

务。我还拜访了居住在德黑兰近 30 年的中国台湾同胞杨先生，他在台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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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回国以后笔者从赵杰的专著《回族解读》 (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第 22 页) 中了解到回

汉民族关系亲密的四个原因为: 回汉血缘关系的共同性，回汉同仇敌忾，反侵略，反压迫

的共同性，回汉价值取向和性格的共同性，回汉两族语言使用的共同性，我由此明白海外

回族对中国的向心力是如何形成的，我明白他们为何对伊朗的中国人慷慨帮助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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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和儿女，但他与妻子早已离婚。他在德黑兰同时代理好几家公司的业

务，独立租住一套公寓，家里挂着中国绘画和对联，雇佣 1 名伊朗妇女做厨

师，还雇用 5 名伊朗人帮助做业务。根据伊朗什叶派法律，缔结临时婚姻是

合法的行为，他先后有过两次临时婚姻。① 他当着我的面拿出他前妻的照

片，对方是一家医院的护士。根据伊朗的法律和文化习俗，要娶穆斯林女

子为妻，必须皈依伊斯兰教，所以他就成为温和的虔诚的穆斯林，并按照

穆斯林的生活习惯严格要求自己。他对我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

国际地位的提高，伊朗人民尊重和羡慕中国人，他深为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感到骄傲和自豪。他坚决维护海峡两岸和平，热衷与大陆人交朋友，经常

挖苦和讽刺陈水扁和吕秀莲。每年春节和国庆节期间，中国驻伊朗大使馆

举行招待会，他都是特邀代表。因为他长期生活在伊朗，已经适应了伊朗

的环境，完全用波斯语交流。

伊朗华人、华侨的个体经商者数十人，一般都经营服装、鞋帽等生意。

笔者本人在伊朗德黑兰大学访学期间，曾去位于波斯湾的格什姆岛上考察，

拜访了一位来自浙江省温州市的商人，他在那里开办服装商店。他基本能

用波斯语进行讨价还价，晚上一个人在家通过卫星电视看中国节目，平时

与伊朗人交往很少。伊朗中资公司有 70 家左右，业务范围涵盖通信、电信、

公路、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汽车、石油开采等重要领域，雇用中

国员工在 2000 人以上。中国姑娘因为嫁伊朗人而移居伊朗不超过 10 人，根

据伊朗国籍法，这些中国姑娘很快加入伊朗国籍，她们成为伊朗最早的华

人。笔者在德黑兰大学国际波斯语研究中心遇到了远嫁伊朗的两位中国女

子，有位中国女子随丈夫返回伊朗后在德黑兰开办中医诊所，她们说伊朗

丈夫非常尊重她们的风俗习惯，对她们很宽容。伊朗姑娘嫁给中国人可能

有 3 人以上。

( 二) 以色列华侨华人概况

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商务处登记在案的华人数字是 7000 ～ 8000 人;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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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临时婚姻是穆斯林什叶派的传统，可以为离异女子和军人遗孀带来收入。婚姻的形式很简

单，仅需男女在两位证人面前签下契约，男方支付一笔结婚费用给女方就大功告成。根据

契约，两人之间的“婚姻”没有时间上限，一般都为短期，有的甚至只保持几个小时。参

见《伊朗高官支持临时婚姻》，《环球时报》2007 年 6 月 4 日，第 4 版。



中东问题研究 2015 年第 1 期 ( 总第 1 期)

媒体近来最常报道的数字是 1 万人; 以色列官方公布的数字是 2. 3 万 ～ 2. 5

万人。以色列中国工人情况非常复杂，其中非法滞留工人的生活状态最差，

跟着劳务公司打工的工人食宿情况也不一样，有公司统一包吃包住的，也

有自己想办法解决吃饭问题的; 有的住在集装箱里，有的住在废旧车厢里，

有的住在当地人提供的简陋民宅里。据中国工人介绍，他们的住处没有任

何娱乐设施，也看不到任何中文报纸，平时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他们基本

上处于十分封闭的状态。①

以色列中国工人平均每个月收入可以达到 800 ～ 1000 美元，有些经常加

班的还要稍高一些。如果用“越多越好”来形容在以色列的中国工人对钱

的态度，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他们出来就是为了多挣点钱，他们的钱是

用汗水、泪水和血水换来的。如此恶劣的生活和安全环境，在以色列的中

国工人何以能够支撑下来? 挣大钱，过好日子，这就是他们的理想。因此，

钱满足了他们的成就感，而成就感解释了他们不顾战乱，冒着生命危险留

在以色列的原因。

大陆留学生在生活花销方面都很节省。部分留学生租住了当地人的住

房，但大多数都住在学校的宿舍里 ( 其中许多是地下室) ，还有的就住在实

验室里。对他们来说，如果能有单独的房间，无论多小，都算是相当好的

住宿条件。以色列房价之贵，令大陆留学生望而生畏。大陆留学生中，以

学习医学、化学等学科者居多。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有

人说，中国学生是他们的指导教授 ( 被他们称为老板) 最勤奋的打工者。

他们一般每个月可以拿到 1000 美元左右的生活费，导师科研经费充足的话，

博士生还可以再得到数百美元甚至更多的补贴。尽管生活比较清苦，但大

陆留学生的表现都很优秀，导师一般都很满意，以色列同学的评价也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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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明欢: 《谋生于合法与非法之间: 在以色列的福建人》， 《世界民族》2008 年第 4 期。
1999 年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务人员为 7795 人，2001 年为 16400 人，2002 年为 20000 人，

2003 年为 5768 人，2004 年为 10000 人。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工中 90% 以上为福建人，大多

来自福建省的福清、平潭、莆田、泉州、厦门等地。他们没有在以色列定居的想法，其目

标就是在以色列工作 5 年以上，除还债以外能带回 50 万人民币，他们在去以色列打工之前

办手续需要缴纳 5 万，或者 9 万，甚至 12 万的中介费，这些钱往往是从亲朋好友那里借来

的。他们在以色列怕抓不怕炸，因为一旦被警察抓到遣送回国，就没钱赚了; 但是只要守

规矩，尤其在周五下午、周六晚上、周日早上不去热闹的地方，不搭公车，不去酒吧、餐

馆，基本上是安全的。



中东华侨华人若干问题研究

( 三) 埃及华侨华人概况

根据旅游天下网 ( www. Travel － World. co. Uk) 介绍，埃及有华侨华人、

新移民、留学生等约 4000 人左右，其中大陆新移民 2000 多人，维吾尔族华

人 200 人左右，汉族华侨华人 800 人左右，留学生 1000 余人。也有资料说

明在埃华侨华人总人数约 5000 人。① 华人移民埃及最早可追溯到 1949 年前。

西北军阀马步芳部属及后代中的一部分移至阿拉伯国家谋求发展，至今埃

及还有马家后裔。②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从

国内或国外移民埃及做生意的华人越来越多，还有一些华人因参与中国援

助埃及工程项目建设而留居埃及。2000 年以后，来自浙江、福建、东北一

批新移民通过投资或者旅游渠道进入埃及，从事商贸活动。2004 年在爱资

哈尔大学有 200 多位中国留学生。近年来，中国与埃及的经贸关系不断发

展，合作领域也进一步拓宽。华侨华人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 四) 阿联酋华侨华人概况

根据笔者在新疆侨务办公室多次实地调研，居住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的华侨华人约有 10 万，其中在阿注册的中资机构人员、华人民营企业家、

中阿之间做贸易的商人占 60%，主要从事纺织品、生活用品、建材、汽配、

餐饮业和旅游业等。他们大都来自浙江、福建、江苏、广东和新疆等地区。

到阿联酋务工人员占 40%，大都来自江苏、安徽和四川等地，在阿的华人

绝大部分都能够拿到居留签证，但受阿政策限制没有人加入阿国籍。③ 重庆

姑娘沈某毕业于重庆大学英语专业本科，原是重庆市外经贸委的工作人员。

2005 年 7 月 29 日，沈某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首都阿布扎比，在一家旅游

公司当翻译和导游，她的工作是专门接待来阿的华裔，公司的副总经理是

浙江人，公司还有一个印度女孩和约旦女孩。沈某的月工资是 800 美元，但

那里的住宿、医疗、食品价格是国内的 3 倍。沈某因为工资太低，就跳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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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欧亚非: 《埃及华侨华人概况》，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网，2006 年 6 月 13 日。
杨效平: 《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 253 ～ 254 页。
《中东三国侨情调研情况》 ［2006 年 4 月，新疆外 ( 侨) 办与广东省侨办组成调研团对中

东三国进行了侨情调研，新疆天山网，http: //www. ts. cn /GB /chonnel59 /1311 /1318 /200607 /
19 /295436. html，2006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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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建材公司当业务员，该公司的老板是福建人。沈某成功地向一家印尼

人开办的建筑公司推销了建筑模板，由于她执着和诚恳，她的阿拉伯语有

了明显进步，业务蒸蒸日上，老板给她 30 万元的年薪，另外奖励一辆丰田

轿车。2006 年底沈某与朋友合伙开办了一家外贸公司，她的公司设在重庆

市江北区，主要从事建材进出口业务。2007 年第一季度的贸易额已经超过

1000 万元。沈某的生活多少带有阿拉伯人的痕迹，因为她的办公室里摆着

从阿拉 伯 联 合 酋 长 国 带 回 的 椰 枣 茶 和 薄 荷 茶，她 已 经 习 惯 喝 这 种 阿 拉

伯茶。①

阿联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和

睦相处。阿本地人只占总人口的 1 /3，其余近 70%都是外籍人员。阿联酋社

会稳定、基础设施过硬，有利于中国企业进入阿市场。凡是外国人来阿创

业，阿政府都给予优惠政策，尽可能提供便利条件，因此，中国人越来越

看好阿市场。现中建、中铁、中土、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国有企业已在

迪拜开展业务，另外还有近 200 家有一定规模的中国民营企业在迪拜注册。

迪拜的中国商品批发中心 ( 龙城) 是中阿两国政府经贸合作的象征。此外，

温州商会还在迪拜组建了几个专业市场，如中国服装城、轻工城、建材城、

鞋城、汽配五金城等。中国企业已在阿联酋市场占有一定份额，并开始以

阿联酋为跳板将产品批发到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据了解，2005 年中阿进

出口贸易总额达 107 亿美元，其中主要为中国出口。阿联酋已成为中国在中

东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沙特。

根据迪拜华人网报道，迪拜的华侨拥有的中东地区第一家私营商务电

视台———亚洲商务卫星电视台，于 2008 年 8 月 1 日成功开播。该台信号将

覆盖中东及北非地区 21 个阿拉伯国家，预计约有 4 亿观众可通过卫星收看。

亚洲商务卫星电视台 ( 原定名阿里巴巴商务卫视) 是 2005 年底由迪拜中资

公司华星集团斥巨资购买的一家当地电视台。它以阿拉伯语及英语播出，

通过阿拉伯地区最主要的广播卫星 NILESET 传送。

亚洲商务卫视向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观众播放中国电视节目。在为

期 1 个月的自我推广后，该台正式播出各类节目，包括 《中国商旅直通车》

《中国百业之窗》《商务资讯每日播报》《中国商贸快报》《中国文化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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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钟斌: 《独闯阿联酋的重庆姑娘》，《重庆晚报》2007 年 6 月 20 日，第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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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栏目，每天 4 小时的节目分 6 个时间段滚动播出。电视台董事长王伟胜表

示，希望这些节目成为帮助中国知名品牌产品进入中东市场的桥梁。与此

同时，该台还将向阿拉伯观众介绍中国的名胜古迹、壮美河山以及传统文

化，帮助他们了解中国。迪拜有 5 份华文报纸，它们分别是 《新民商报》

《东方商报》《华人时报》《华人之窗》《绿洲》。另外，2004 年，“华人社

区中心”在阿联酋成立。该组织旨在维护在阿华侨华人的合法利益，为落

难华侨华人提供必要的资助，帮助个人和公司清欠，通过当地行政部门调

解雇佣之间的纠纷，为初来阿联酋的华人提供经商的可行性建议等。他们

不分民族、地域，凡是中国人有困难，都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①

( 五) 沙特阿拉伯华侨华人概况

据不完全统计，在沙特居住的华侨华人约有 15 万 ～ 18 万人，其中 90%

以上是维吾尔族，回族居次。② 他们主要分布在港口城市吉达、麦加、麦地

那，其次在塔伊夫、达曼和首都利雅得。回族华侨华人主要居住在塔伊夫。

据中国驻吉达总领馆介绍，新疆华侨华人在沙特有 70 ～ 80 年的历史，现已

发展到第四代。早期新疆人给沙特带来了耕地、建筑、炊事、铁工、木工、

制鞋等技术，颇受沙特人欢迎，对沙特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还有一

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因经商或朝觐来到沙特逐渐定居下来。改革开放以

后，又有不少人走出新疆，到沙特探亲或做生意之后，留在沙特成为新移

民。③ 第一代人大部分已入沙籍，少数人持中国台湾的 “护照”，他们的生

活水平没有特别富裕的。第二、三、四代移民则大都在沙特或外国接受高

等教育，文化层次比较高，其中部分人继承父业做国际贸易，以及从事房

地产、餐饮业和旅游业。移民中年轻一代的绝大多数已进入沙特政府、教

育、卫生、建筑、通信、航空等部门供职，已融入沙特主流社会。

沙特老一辈的华侨具有强烈的故乡情和爱国情。例如，2001 年 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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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 2008 年 8 月 25 日《世界新闻报》记者实地调查后估计阿联酋的中国人可能达 15 万。
根据《中东三国侨情调研情况》［2006 年 4 月，新疆外 ( 侨) 办与广东省侨办组成调研团

对中东三国进行了侨情调研，新疆天山网，2006 年 7 月 19 日］。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前任大使孙必干认为，旅居沙特的华侨华人达 4 万多人，绝大部分

是穆斯林，来自新疆、青海、宁夏和甘肃。参见安惠侯等主编《丝路新韵: 新中国和阿拉

伯国家 50 年外交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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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国甘肃朝觐团见到沙特的老华侨马致忠。他年过古稀，家住塔伊夫，

来自甘肃临夏市八坊华寺街。他大半生侨居沙特，精通阿拉伯语。但是，

在同家乡人交谈时，仍用老式八坊腔讲话。一年一度的朝觐期间，他总是

第一个到甘肃团驻地看望乡亲，并带来蔬菜、瓜果、面粉、鸡蛋送给乡亲，

甘肃老乡也给他带去茶叶、中药、布底鞋和衬衣。他还帮助中国人去医院

看病，代购货真价实的纪念品。1994 年 5 月 7 日，拜一民 ( 时任甘肃朝觐

团副团长) 和马德祥 ( 时任甘肃朝觐团团长) 拜见了老华侨丁世明。他是

甘肃省临潭县人。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子女较多，家境贫寒，他常去西藏

拉萨做生意，1958 年底到国外，辗转到沙特，无法回到国内。当时他还年

轻，为了生计，在当地结婚，生儿育女，定居塔伊夫。按照沙特王国法律，

他不能加入沙特国籍，只能持临时护照，定期更换。而他在沙特出生的子

女按规定加入沙特国籍。改革开放以后，他与家乡亲人取得联系。前妻所

生的几个儿子先后去麦加朝觐，并与长期分离的生父和异母弟妹相认。后

来前妻的小儿子丁目迪依托父亲的关系，在国内开办了穆斯林华侨有限公

司，在吉达设立分公司。丁目迪现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甘肃省青年联

合会副主席。1997 年丁世明回到阔别 40 年的故乡临潭县，回国 5 个月后他

因病去世，一位老华侨终于叶落归根。①

沙特华侨马蓉瑛女士，祖籍甘肃临夏，是马步芳的侄孙女。1992 年帮

助临夏籍的哈只顺利回国。1997 年朝觐期间，她组织在沙特的甘肃同乡会

筹集救灾款 2 万多美元，救济在火灾中的中国遇难人员，到医院为伤者送

饭，并送去拐杖和轮椅。1995 ～ 2000 年她共捐款 52 万元，帮助家乡修建清

真寺和学校，修建人畜饮水工程。2001 年 3 月 8 日，甘肃朝觐团长拜一民

见到马蓉瑛女士和她的儿子。母子都是阿拉伯式打扮，母亲一口浓重的乡

音，而儿子说中国话已有点吃力。儿子阿卜杜·巴斯现在是老国王大学的

生物教师，曾在英国读硕士研究生，又在加拿大取得博士学位。马蓉瑛女

士呼吁提高中国穆斯林的文化教育素质，她愿意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以

实现一个爱国华侨的报国心愿。沙特维吾尔族华人亿万富翁艾明·阿不都

乌莆尔是沙特出生的第二代华人，曾先后两次应邀到新疆参观访问，为新

疆重点文物保护项目捐资 600 万元。“东突”头目艾山·买克苏木在阿富汗

251

① 拜一民: 《麦加之旅》，甘肃民族出版社，2005，第 99 ～ 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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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炸死后，其 30 名余党跑到沙特，以 “解放新疆” “帮助家乡发展教育”

为名，威逼、恐吓侨居沙特的新疆籍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募捐。艾明·阿不

都乌莆尔得知消息后，先后多次召集当地华侨华人，揭露 “东突”分子的

阴谋。他说: “你们别相信这些人的话，我先后两次回过家乡，新疆目前社

会非常稳定、民族团结，我们都应该为祖籍国的今天感到自豪和骄傲。千

万不能做糊涂事。”经过他的宣传教育，没有一个人给“东突”分子捐钱。①

这些案例说明，老一辈华侨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对故乡有强

烈的向心力，他们的后代慢慢融入沙特的主流社会，但只要有机会和条件，

他们会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②

据《民族报》 ( 2004 年 6 月 25 日) 报道，近年来，经临夏州政协副主

席、州侨联副主席马文丕牵线搭桥、积极联系，由沙特华侨马仁援先生慷

慨解囊，先后捐资 85. 4 万元，帮助解决临夏县漠泥沟等 4 乡人畜饮水工程

资金困难，充分表达了这位爱国侨胞的拳拳赤子之心。漠泥沟等 4 乡人畜饮

水工程主要解决漠泥沟、马集、麻尼寺沟、韩集 4 个乡 ( 镇) 、19 个行政

村、3. 12 万人、2. 35 万头大小牲畜的饮水困难。该工程总投资 249 万元，

于 2000 年动工建设时，沙特华侨马仁援先生捐资 40 万元，在 2001 年底完

成了取水枢纽、南干管道的工程建设任务。2002 年 5 月，马仁援先生第二

次捐资 7. 4 万元，解决了前川村 184 户和 5 个机关单位引水入户的资金问

题。2004 年 4 月，马仁援先生再次捐资 34 万多元，解决了多木寺、何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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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新疆侨办: 《加强新疆籍华侨华人工作为新疆的社会发展和稳定服务》，2007 年 7 月，第

28 页。
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侨联: 《临夏华侨在阿拉伯世界》，《侨史资料》，1988 年第 5 期。该文

认为临夏籍华侨华人形成原因有三: 朝觐留学未归; 经商侨居阿拉伯世界; 西北原国民党

军政人员，出逃到埃及和沙特阿拉伯。2002 年 8 月 21 日新华网据甘肃省侨联主席方展盛介

绍，甘肃省目前有归侨侨眷 3 万多人，海外华侨华人亲属 10 万人，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

下，通过亲属或直接为甘肃捐资的海外华侨越来越多，侨联将协调各部门做好侨务工作，

回报海外华侨对甘肃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支持。2008 年 8 月 25 日新华网甘肃频道报道，临

夏州现有归侨 8 人，其中沙特 2 人、朝鲜 3 人、印尼 2 人、乌拉圭 1 人，侨眷 2600 人，海

外华侨、华人 1500 多人。由于临夏州是一个以回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因而临夏州的

侨情具有浓厚的区域特色，一是侨务工作对象绝大多数为少数民族，且绝大多数是穆斯林，

因而侨情具有显著的民族和宗教特点。二是临夏州许多侨眷同时又是台属，具有双重身份，

这使侨联工作和对台工作关系更加密切。三是临夏州众多穆斯林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华侨

相互交流，进行商贸往来，侨联工作具有向西部中东国家开拓、为临夏州发展内陆外向型

经济搞好服务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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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群众的引水入户的资金问题。2005 年 6 月上旬，马仁援先生到临夏县察

看漠泥沟 4 乡自来水入户工作期间，又先后两次捐款 7. 9 万元，帮助部分贫

困群众解决了生产生活困难。

受益区群众为了充分表达对马仁援先生的深情厚谊，临夏县漠泥沟乡

何家村、马集乡多木寺村全体村民向马仁援先生敬赠了 “引来甘泉润千家”

锦旗。据《华声报》临夏州消息，2006 年，甘肃省临夏州侨务办公室通过

各种渠道积极争取侨务扶贫资金，加快了该州整体脱贫的步伐。过去的一

年中，华侨马蓉瑛女士、马仁援先生为当地的贫困学生、困难群众和贫困

侨眷分别捐资 3. 59 万元和 7. 8 万元，解决了穆斯林群众的冬季取暖、孩子

上学等困难，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好评。据 《每日甘肃报》2005 年 11 月 17

日报道，经甘肃省侨联常委、临夏州政协副主席、州侨副主席马文丕牵线

搭桥，由沙特华侨马蓉瑛女士、马经武、马仁援先生在当地穆斯林群众开

斋节来临之际，从海外寄来 5660 美元，其中马蓉瑛 3600 美元，马经武 1040

美元，马仁援 1020 美元，折合人民币 4. 57 万元，给节日期间的家乡部分贫

困群众帮扶送温暖。临夏州侨联将马蓉瑛女士、马经武、马仁援先生从海

外寄来的人民币 4. 57 万元用于购买面粉 142 袋、牛 1 头、纯毛毛毯 70 条，

分别送到了临夏县马集、漠尼沟、刁祁和积石山县臫藏、中咀岭及东乡县

风山、达板等乡 ( 镇) 的 86 户贫困群众和侨眷家中，使他们深切地感受到

海外侨胞的关爱之情。近年来，临夏州侨办在认真配合做好侨眷工作的同

时，通过邀请侨胞回国探亲，给他们寄送家乡面貌变化的图片、文字资料

等方式，激发他们爱国之情、思乡之情。华侨马仁援先生回乡探亲期间，

除了为漠尼沟等 4 乡人畜饮水工程捐款 40 万元，并给漠泥沟两座清真寺修

建捐款 7. 5 万元。

( 六) 土耳其华侨华人概况

居住在土耳其的华侨华人约有 6 万 ～ 8 万人，其中维吾尔族约 4 万 ～ 5

万人，哈萨克族约 2 万 ～ 3 万人，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开赛利和伊斯坦布

尔，哈族则聚居在伊斯坦布尔。尚有少量的乌孜别克族人、柯尔克孜族人、

塔塔尔族人和汉族人。不同民族的华侨华人之间基本没有来往。① 土耳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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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编著《华侨华人概述》，九州出版社，2005，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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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亚的突厥语系民族和新疆的维、哈族与土耳其同族、同语、同文、同

教，因而在其入籍方面给予优待政策，在土耳其的新疆籍华人绝大多数已

加入土籍。也有资料表明土耳其约有华侨华人 9 万人。

早期的维吾尔族华侨华人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去土定居。新中国成立

前夕和新中国成立后因经商、探亲、朝觐等在土定居，1962 年“伊塔事件”

走出新疆经中亚在土谋生。改革开放以后，因出国留学、探亲、经商和朝

觐等原因到土定居。目前，维吾尔族华侨华人大多数从事中土之间的贸易，

主要做服装、丝绸、中药材、家具、办公设备、家电、电子产品的批发和

零售业务，还有的经营房地产、中医诊所、旅行社、餐饮业等，也有不少

人在跨国公司供职，收入可观。他们逐步开始融入土主流社会，生活水平

处于中偏下。

哈族华侨华人主要是于 1949 年走出新疆，经西藏到印度，后于 50 年代

初到土定居者及他们的后代。其次为 1962 年 “伊塔事件”时到土定居者。

哈族华侨华人原先大多从事制革、皮衣加工和销售，收入非常可观，生活

比较富有。但近年来，受市场的冲击，皮革、皮衣销量下滑，经济实力不

如以前，生活水平开始下降。①

土耳其汉族华侨华人约 400 人左右，多以开设餐厅及帮厨为主，两者的

活动中心也都集中在土耳其工商业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来自温州的明某成

为汉族华侨创业发展的典型代表。明某家在温州做眼镜生意，他家企业在

温州眼镜界排名第三，年产值上亿元。20 世纪 90 年代，20 岁刚出头的明某

来到土耳其开拓市场。他克服重重困难，学会土耳其语，琢磨土耳其的眼

镜行情。最好的年份，明某家的眼镜出口到土耳其的货值超过 400 万美元，

在土耳其中低档眼镜中占据重要地位。2001 年土耳其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

土政府限制从中国进口眼镜。其间明某与土耳其姑娘埃夫伦相爱结婚，并

生下了爱子。同时，明某在伊斯坦布尔开办眼镜厂，决心在当地生产，这

样明某的眼镜就可以土耳其产品的名义出口欧洲，并享受零关税的优惠待

遇。明某的事业又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②

中国新疆与土耳其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亲缘，土对新疆有亲近感，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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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华: 《土耳其哈萨克族华人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9 年第 2 － 3 期。
梁文洮: 《揭开土耳其的面纱》，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第 168 ～ 171 页。



中东问题研究 2015 年第 1 期 ( 总第 1 期)

族、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这些都为新疆籍维吾尔

族华侨和哈萨克族华侨融入本地主流社会奠定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土耳其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是中国反对和孤立 “东突”恐怖分子必须团结和依靠的

力量。

四 中东华侨华人的安全问题

中东地区因为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和国家矛盾特别尖锐、复杂。因此，

华侨华人在中东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绑架、恐怖袭击、抢劫、政变、动

乱、灾害，甚至劳务纠纷、非法移民、非法留学都对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带来极大的威胁。中东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那里华侨华人遇到的危险

引起新闻界和外交部的高度关注。中国人在中东的安全问题分为以下类型。

( 1) 遭受恐怖分子袭击。2005 年的 11 月 10 日，在约旦王国访问的中

国军人姚立强在安曼 Days Inn 酒店遭到袭击，遭受重伤，与他同行的 3 位国

防大学学员不幸遇难。2003 年，多名中国工人在耶路撒冷两度遭遇炸弹袭

击。2004 年 6 月，在阿富汗的 11 名中国劳务人员被恐怖分子杀害。2001

年，塔利班政权倒台，阿富汗安全形势严重恶化，平民伤亡激增。从总的

情况来说，中国公民现在并未成为恐怖分子的明确目标，一般只是受到连

带影响。所以中国人应特别注意一些恐怖活动的高发区。中国公民在前往

中东地区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些宗教极端势力较为活跃的地方，

言行方面都要照顾到当地的宗教情绪，不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 2) 战争导致的安全问题。中东是发生战争及内战冲突最多的地区，

因为战争造成非常混乱的局面，个人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例如，海湾战

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以色列黎巴嫩战争严重影响当地华侨华人

的人身安全。值得欣慰的是，外交部在华侨华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动

用所有资源，迅速从黎巴嫩和伊拉克撤走华侨华人。此举展示了外交方针

以人为本的理念，使广大华侨华人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和关心。

( 3) 抢劫、绑架、偷渡、贩毒、非法移民等问题，可归为来自跨国犯

罪活动的威胁。偷渡是跨国犯罪最常见的一种形式。一些中国公民一心做

着发财梦，经不住 “蛇头”的欺骗蛊惑，冒险偷渡以色列和伊拉克。许多

人在偷渡途中，就已经梦断他乡。中国前任驻伊朗大使华黎明在 《世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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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上撰文说，1994 年 6 月 4 日，在伊朗霍尔木兹甘省法里亚布铁合金厂负

责设备调试的中国工程师被绑架事件，绑匪要价太高。他们的条件是: 赎金

14 亿里亚尔 ( 当时折合六十万美元) ; 释放三名在押的毒贩; 释放死囚大毒枭

沙赫巴赫什。那起绑架案经历时间之长，营救工作之复杂与艰难，十分罕

见。在漫长的营救期间，中国大使馆与伊朗政府反复交涉，而受害人同时

遭到了巨大的折磨，在给当时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的信中，他表示不愿死

在异国他乡，相信政府会解救他。

他在近 10 个月的被绑架期间，每日风餐露宿，没有一天在屋内睡过觉，

白天还要频频转移，躲避政府军的追剿。他和七八名伊朗人质还得为绑匪

提水、扛行李。他不懂波斯语，听不懂命令，绑匪就对他拳脚相加。为此，

他竟在这近 10 个月里学会了说波斯语。据他观察，这些贩毒集团与警方和

政府官员都有勾结，所以政府军的清剿难以奏效。他说，1995 年 3 月 15 日

左右，他被绑匪交给了政府方面的人。伊政府安排他在扎黑丹旅馆住了 3

天，由伊政府派士兵看守，其间伊方安排一名会说中文的伊朗人做翻译，

要他写出被绑架和被释放的全过程，拍摄录像，并为他做了健康检查。1995

年 3 月 21 日，中国工程师获救。他建议在中东的华侨华人和中国公民提高

自我安全保护意识，提高防范能力。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贵宾待遇

的贴身保护，而任何借助外力的保护都需要时间来反应。自我防范除了在

出行后的警惕外，出行前的准备也同样重要。这些准备包括了留学或劳工

相关信息的收集。

所有中东华侨华人应当排除各种偏见，打破地域和民族局限，友爱互

助，平时加强联络，加强团结、共同防范，减少恶性案件发生。同时，要

遵守当地法律，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共同维护社会治安，树立华人的良

好形象。中国驻中东各国使馆也应该认真评估不同地区、国家的风险指数，

了解其风险状态，并及时告知当地华侨华人。中国公司在参与中东经济活

动的竞标时，应该考虑提高安全成本，以便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

中东地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安全因素，一些国家法制不健全、局势

动荡、恐怖主义、社会治安环境恶劣，黑社会和犯罪组织活动猖獗，中国

公民极易成为犯罪分子谋财害命的对象。在中东的华侨华人人身权利、物

质利益、安全利益常常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特别是汉族华侨华人还有

语言、宗教、文化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孤独和无助。这时候，寻求祖国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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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就成了他们唯一的指望。中国外交界更加强化为中国公民利益服务的

意识，真正落实 “外交为民”的新理念。外交部和驻外使馆要建立健全应

对紧急突发事件的机制，强化培训，并在外交经费方面予以保障，依法保

护中国公民和华侨的权利。

五 中东华侨华人与中资企业

中东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产地。近年来，国际油价一路攀升，中东

一些产油大国获益匪浅，但是中东各国总体工业基础仍然相对薄弱，产业结

构比较单一。因此，中东地区有着非常广阔的投资前景。随着中国“走出去”

战略的展开，中国企业在中东的投资逐渐增多，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石油

化工、电子通信到民用生活物品，各个领域都有了中国企业的身影。

根据新华网 2006 年 11 月 23 日报道，从北非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利

比亚到西亚的伊朗、土耳其，中国企业活跃在中东地区的各个国家。截至

2008 年 6 月，中国在埃及的合资和独资企业有 230 余家，投资总额达 2. 3 亿

美元，投资和合作的公司包括中国石化集团、华为电讯、中兴通讯等。中

国的主要汽车厂商如奇瑞、华晨、吉利、江南汽车公司等，已经或正在通

过与埃及厂家合作，进军埃及市场。中国公司在埃及开展工程项目承包成

果显著。伊朗是中资公司打入海外市场最早、承揽工程项目最多、取得经

济效益最好的国家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中资公司开始陆续进入伊朗市

场，目前已有近百家中资公司在伊朗设立了代表机构，承揽的项目涉及石

油天然气、化工、机电、通信、地铁、高速公路、车辆、电站、水坝、炼

油厂改造、电解铝厂等各个领域。在伊朗的多数中资公司都能认真执行合

同，守信用、讲时效、精心施工、注重质量，各项工程都得到业主的普遍

好评，既为国家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也带动了国内机电产品及配套设备的

出口。

中国企业在土耳其也有许多口碑不错的项目。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建

设的土耳其安伊高速铁路项目是中国在土耳其投资最大的一个项目，总金

额为 12. 69 亿美元。这一项目是中土两国合作的重要项目，也是两国实现合

作双赢的一个结果。中东的中资企业在为自身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的同

时，也为中东各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改善了中东的基础设施，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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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地劳动力就业，培训了一大批当地的技术工人，产生了较大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另外，中资公司还以优质的服务和优良的产品，逐渐改变了一

些国家对中国产品的偏见，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赢得了声誉。例如，中

国寰球工程公司承包埃及一个化肥公司年产 40 万吨硫酸的项目，当时参与

该项目竞标的有法国、德国、意大利、印度等国的好几家世界知名公司，

但埃方业主在充分调查和衡量后，最终选择了中方技术和设备，这在埃企

业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在中国与中东经济合作不断强化的过程中，中东的华侨与华人也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中东华侨华人是中资企业联系当地社会的桥梁和纽带。他们在

中东生活了很长时间，基本上都是虔诚的穆斯林，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

或土耳其语，了解伊斯兰教义，熟悉当地风俗人情，知道伊斯兰文化中的

禁忌，在当地有广泛的人际交往。他们为中国企业在当地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修桥补路，牵线搭桥。当中资企业与当地土生土长的商人或企业家

发生矛盾时，华侨华人利用跨文化的优势居中沟通，进行调解。

其次，中东华侨华人是中资企业忠诚可靠的员工，他们一般充当公司

的翻译和联络工作，引导公司实现 “本地化”的战略。中东一些国家的行

政机构官僚习气严重，工作效率低下，投资审批手续繁杂，法制不健全，

腐败严重，各种人为干扰因素仍大量存在，外国投资商利益难以得到有效

的保护，办事拖沓还直接导致各种项目很少能够按期完成。中东地区政局

相对动荡，一些国家社会治安环境恶化。中资公司比较多的伊朗由于近年

来的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物价上涨过快，民众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在逐渐下

降，针对外国人的偷盗抢劫案件逐渐增多，尤其是中国公司和人员成为作

案对象。据初步统计，2004 ～ 2006 年的短短 3 年中，以中国公司和人员为

对象的偷盗抢劫案件约有 50 多起，有些公司甚至不止一次被偷被抢。有的

抢劫者身穿警服，佩带枪支，强行进入中国公司和人员的住地行抢。因此，

中东华侨华人是中国企业解决问题时必须团结和依靠的核心力量。

最后，中东的华侨华人帮助推广中国文化。中国已经在埃及、伊朗和

黎巴嫩设立孔子学院，推广汉语教学。华侨华人是在伊斯兰文化中传播中

华文化的一支天然的战略力量，是实行文化外交和民间外交的主力军。通

过他们的言谈举止和真诚努力，让当地百姓更好地了解中国悠久灿烂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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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加强对中国的认知度，减少对中资企业的抵制和误

解，为中资企业服务当地社会，促进当地现代化发挥应有的作用。

六 中东华侨华人与中国国家安全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是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两股势力。在实际

操作中，两股势力往往合二为一。从历史资料来看，“突厥”只是古代中世

纪的一个部落或者说部族，过去突厥人统治过的许多部落，今天形成许多

不同的民族，分属不同的国家，突厥本身并没有发展成为近代民族。学术

界只把使用阿尔泰语系或突厥语族的各民族，概括为地称为 “突厥斯坦诸

民族”。这些民族在我国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

等民族，国外有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土耳其人等民族。与突厥相关的

“突厥斯坦”是一个地名，在锡尔河边，原来是泛指中亚古突厥人的发祥

地。19 世纪，欧洲地理学家为了叙述方便开始使用这个名词，并把所属的

范围扩大，中亚的俄国部分成了“西突厥斯坦”，而中国新疆主要是南疆被

称为“东突厥斯坦”。这是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地理名词。事实上，有关突

厥斯坦的地名来源和演变，与维吾尔族并没有直接的关联，“突厥斯坦”无

非是突厥人曾经住过的地方，但并不能证明它与维吾尔族人有多少联系。

从族源上看，维吾尔族是个多源的民族，最主要的来源有两支: 一支是来自

蒙古草原的回鹘人，另一支是南疆绿洲上的原有居民，但其主体显然与突

厥人无关。“突厥斯坦”作为术语充其量是一个地理名称而已，作为名称的

确定也是 19 世纪的事。中国从来不曾用 “东突厥斯坦”来称呼新疆。新疆

自汉代起，称西域，清朝乾隆皇帝更名为 “新疆”，取 “故土新归”之意，

在历史上除了汉语的 “西域”和 “新疆”以外，就没有一个能概括天山南

北大地的地名。
“东突厥斯坦”一词传入新疆并被一些知识分子所熟悉，与土耳其难脱

干系。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维吾尔知识分子麦

斯武德，疯狂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① 大致是在上世纪初，“东

突厥斯坦”这个概念一开始就是同 “泛突厥主义”一起渗入新疆。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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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成为一些人作为分裂国家的论据。① 可见，极少数新疆分裂分子和宗教

极端分子，受国际上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将 “东突厥斯

坦”政治化，编造了一套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的 “思想理论体系”。

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后，一个以分裂国家为核心内容的 “东突厥斯坦独立”

的思想体系的关键是要把新疆分裂出去。所谓的 “新疆独立”论极力扭曲

新疆的历史，杜撰 “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根本

上否认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事实上，新疆在公

元前三世纪已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曾两次出现，一次是在 1933 年 11 月 12 日，政府

设在喀什，一次是三区革命初期，成立于 1944 年 11 月 12 日，政府设在伊

宁。新疆分裂运动利用的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在奥斯曼帝国泛滥。泛伊斯兰主义主张全世界穆斯

林建立一个在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兼哈里发统治下的大伊斯兰教国家，泛突

厥主义主张在欧亚大陆建立一个以奥斯曼帝国为中心的大突厥人国家，将

所有操突厥语族诸语言的民族统统囊括在里面。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

义从 20 世纪初传入新疆，到民国初年略具规模。1933 年，新疆时局混乱，

东突厥运动趁机在喀什建立了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国旗定为 “新月，星

星，蓝色”，国徽定为“两颗麦穗为中心的新月和星星”，国家法律以 “可

兰经为根据”。这个政权建立后，首先设立宗教法庭，把小偷的手砍下来示

众，把上街不带面纱的妇女当场鞭笞。“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出现得到英

国的支持。但该政权仍在 3 个月后破产。②

从此以后，“东突厥斯坦”已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分裂主义的旗

号。以此为开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深度结合，总是危害新疆的

社会发展和稳定。第二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则是建立于三区革命时期。

三区指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尔泰地区。引发革命的导火线是盛世才的暴

虐统治。1944 年 8 月，巩哈县牧民首先发动起义，11 月 12 日，成立“东突

厥斯坦共和国”，推举艾列汉·吐烈为政府主席。定国旗为绿底中镶黄色星

月旗。1945 年 1 月 5 日，这个政府还宣布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脱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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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琪: 《中亚维吾尔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第 181 页。
马大正、许建英: 《“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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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独立，宣扬反汉排汉。艾列汉·吐烈是一个狂热的泛伊斯兰主义者，因

为三区革命初期，当时临时政府领导权控制在宗教上层封建势力手中，直

到阿合买提江掌握政权后才被扭转。1945 年 10 月，三区政府与国民党政府

谈判，改组新疆省政府，成立联合政府。在成立联合政府的前夜，才取消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改称新疆伊犁专区政府，并纠正三区革命初期的错

误，抛弃“东突厥斯坦”的称号而恢复使用 “新疆”这一名称。苏联在三

区革命初期也利用过分裂势力。

新疆的伊斯兰教是从中亚传入的，多为逊尼派。在 13 个世居民族中，

信仰伊斯兰教的有维吾尔族、回族，还有哈萨克、乌兹别克等 7 个民族。新

疆的伊斯兰教具有宗教性与民族性的同一，他们的信仰历史上就是全民性

的。① 新疆当地 7 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而新疆接壤的 8 个国家有 5 个是伊

斯兰国家。这些国家又通往中亚、西亚和阿拉伯等伊斯兰国家，当地 5 个民

族属于突厥语民族，毗邻的伊斯兰国家也多属于突厥民族，背后还有土耳

其这样野心勃勃的 “世界突厥人祖国”。新疆还有 6 个当地民族是跨界民

族，且毗邻国家就是他们的民族国家。中亚主要突厥民族的独立和伊斯兰

教的复兴对维吾尔分裂势力起了刺激作用，他们利用跨界民族来往频繁，

从事分裂新疆的活动。中亚 5 国独立之后，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在那

里死灰复燃，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沆瀣一气，已

经成为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的主要障碍。

冷战结束后，引发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真空，民族主义乘机抬头，许

多国家的少数民族分离意识增强。泛突厥主义者认为苏联解体是 “突厥民

族复兴”的大好时期，土政府在事实上也不自觉并不同程度地实施着大突

厥民族主义思想。土右派民族主义行动党和繁荣党都具有浓厚的泛突厥色

彩，在事实上影响着土政府的决策，认为土有责任帮助中亚突厥语民族在

政治模式、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良好的发展成就。② 土政府以历史上同源或

同一个民族为依托，利用语言、宗教和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同一性，宣扬

历史上曾有过的帝国辉煌，图谋建立大民族国家或建立大民族共同体。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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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续西发: 《新疆世居民族》，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第 241 页。
土耳其民族行动党成立于 1969 年，2000 年在大选中成为土耳其的第二大党，在政治上、经

济上长期积极支持新疆分裂主义势力，是该国反华势力的代表。参见李琪《中亚维吾尔

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第 1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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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公然提出“21 世纪是突厥人的世纪”的口号，竭力拉拢中亚诸国，旨

在营造一个以土耳其为首的包括各突厥语国家及民族在内的地跨欧亚的

“突厥国家联合体”，其范围包括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六个独立国家以及俄罗斯的车臣、鞑

靼斯坦和中国的新疆地区。20 世纪 90 年代初土耳其扬言要重建一个 “由中

国长城延伸到巴尔干半岛的突厥世界”。泛突厥主义实际上是大民族主义，

它强调主体民族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往往

忽视其他民族的应有权利，从而导致民族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

1985 年 12 月，土耳其《喉舌报》连续刊载 “东突”分裂分子伊萨阴

谋在新疆制造挑拨和分裂活动的反华言论。伊萨还计划在 1986 年 1 月底组

织反华游行，并要到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门前示威。1987 年 4 月， 《喉舌

报》又发表署名文章，介绍伊萨·阿尔普太金的反共、反华历史，宣扬所

谓“东突厥斯坦”的事业，污蔑和攻击中国政府。同年 4 月底，安卡拉大

学举办“世界上的土耳其人”讨论会。在该会举办的展览中挂有所谓 “东

突”国旗。① 目前，海外的“东突”组织现在主要活跃于三个地区: 中亚各

国、欧美和西亚国家，以及南亚国家。1992 年 12 月 12 日，境外 “东突”

分子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第一届 “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加强了各组织

之间的联合。会上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并确定了国

名、国旗、国歌和国徽。1993 年 4 月，在土耳其举行并成立了 “东突筹备

委员会”会议，1996 年 11 月再次召开东突厥斯坦代表大会预备会。1998 年

12 月，来自 11 个国家的“东突”分子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第三届 “东

突民族大会”，宣布成立 “全世界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联盟”，自命为境外

的“唯一合法代表”，“统一领导世界各地的东突 ‘革命’组织”，“全力配

合东突境内的‘民族解放运动’”。1999 年，在国庆 50 周年之后的两个月，

渐成气候的“东突”分裂组织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确立了暴

力夺权的方针，并计划实施恐怖战。

2000 年 11 月，境外一些“东突”组织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召开 “第三

届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鼓吹该组织是 “全世界维吾尔青年的最高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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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詹世亮: 《出使土耳其埃及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第 44 页。作者在 1984 年 9 月至

1987 年 7 月任中国驻土耳其大使，1987 年 8 月至 1991 年 11 月任中国驻埃及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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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机构”。在境内，“东突”分子在 1996 年 10 月成立了“伊斯兰真主党”，标

志着其开始建立统一的组织。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 ( 以下简称“东伊

运”) ，是“东突”恐怖势力中最具危害性的恐怖组织之一。其宗旨是通过恐

怖手段分裂中国，在新疆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该组

织已于 2002 年 9 月 11 日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① 他们在境外建立基地、

培训暴力恐怖分子，不断派人潜入中国境内，策划、指挥恐怖破坏活动。

境内的分裂势力和境外联系更为紧密，并且直接得到国际恐怖主义组

织的支持，其在新疆境内的破坏活动也更为剧烈隐蔽。民族分裂的骨干分

子、暴力恐怖犯罪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加紧勾结，并与土耳其华侨华人中

的少数败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东突”恐怖分子的主要人物基本是旅居

在土耳其和阿富汗的维吾尔族华侨华人，他们是一批分裂祖国，危害维吾

尔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恐怖犯罪分子。

艾山·买合苏木 ( 在境外称哈桑·宗杜罗赫) 属维吾尔族，1964 年出

生于中国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1993 年 10 月，艾山·买合苏木因从事暴力

恐怖活动被中国警方抓获，被决定劳动教养 3 年，1997 年逃往境外。1997

年 4 月，他在巴基斯坦成立了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任该组织主席。
“9·11”之后，“基地组织”与塔利班开始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大规模

建立训练营地，大量“东突”人员在其中接受了培训。在塔利班的阵营内，

甚至有一个由“东伊运”组成的“中国营”，全部由来自新疆的约 320 名恐

怖分子组成。2001 年 2 月，本·拉登恐怖势力与塔利班高层人物在坎大哈

又商谈训练“东突”恐怖分子的事宜，决定拨巨款帮助训练 “东突”恐怖

分子。2003 年 10 月 2 日，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区，艾山·买合苏木被美国和

巴方军队击毙。

买买提明·艾孜来提，男，维吾尔族，1950 年出生，大学文化，原籍

中国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原在新疆电影制片厂工作，1989 年逃往土耳其。
1996 年，买买提明·艾孜来提建立 “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后，纠集大批

暴力恐怖分子在车臣等地区进行暴力恐怖训练，并在中国和中亚地区策划

和实施了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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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公安部 2003 年 12 月 15 日第一批认定的四个“东突”恐怖组织之一。这四个组织分别是“东

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突厥斯坦新

闻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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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里坤·艾沙，男，维吾尔族，1967 年 9 月 2 日出生，中国新疆阿克苏

市人，高中文化程度。后潜逃土耳其，任 “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副主席。

1996 年 11 月，任“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后连续担任

该组织三届主席职务。2002 年 11 月，担任“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代表大会”筹

委会副主席。曾在新疆与多名犯罪分子组成团伙，从事盗窃、抢劫等犯罪活

动和爆炸等恐怖活动。此外，还大力宣传、支持、从事各种暴力恐怖活动。①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报道，中国境内外的 “东突”分裂组织有 50 多

个，40 多个主要在境外活动。② 中亚的 “东突”组织大约有 11 个，其中有

4 个直接从事暴力恐怖活动。土耳其事实上成为东突分子的活动中心之一。有

约 20 个“东突”组织在土耳其活动，其中 3 个训练恐怖分子，组织武装，向中

国境内偷运武器; 还有3 个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处的山区活动，分别从事策

反和接应外逃人员，偷运武器，进行政治、宗教渗透。而“东突”的政治组织

主要集中在德国。

大多数“东突”组织还选择了其他方式，例如派遣骨干分子入境，加强

对境内“东突”势力的扶持和领导。他们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对新疆进

行思想渗透; 设立专门出版机构，编辑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通

过各种渠道不断输入新疆; 设立专门电台，使用民族语言对新疆广播，大肆

进行欺骗宣传; 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叫嚷

“新疆独立”，寻求国际敌对势力支持; 拉拢、收买、策反大陆驻外人员和出

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进行情报搜集和颠覆活动; 等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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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另外一个恐怖分子为阿不都吉力力·卡拉卡西，男，维吾尔族，1960 年出生，中国新疆和田

地区墨玉县人，现任“东突民族代表大会”副主席、“东突信息中心”主席。1997 年新疆伊

宁“2. 5”事件后，阿不都吉力力·卡拉卡西鼓动境内“东突”分子“今后搞活动越大越

好”。1999 年 4 月，他曾与买买提明·艾孜来提等人就开展暴力恐怖活动问题制订了计划，

商定“东突”组织在没有“东突”组织和维吾尔人族的非洲地区进行恐怖活动，重点对中国

大使馆实施爆炸行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人民日报》2002 年 1 月 22 日。
2004 年 4 月中旬，以“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为首，纠

合了一小撮“东突”分子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2004 年 9 月，在美

国，“东突流亡政府”宣告成立。澳大利亚的“东突协会”主席艾哈迈德·埃根贝尔迪自封

为总统，任命“东突民族自由中心”艾尼瓦尔·玉素甫为总理。“‘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
的主席名叫热比娅·卡德尔。她曾是新疆女首富，前全国政协委员，因贩毒被判刑后保外就

医，现在被“东突”的大部分分支组织供奉为“维吾尔之母”，2006 年 9 月，她被瑞典议会

议员埃诺克松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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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侨华人角度来看，土耳其自认为是中国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祖

国，利用历史、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同源性，出台了针对他们的优惠政策，

获得了他们的好感和认同。一方面，土耳其把这些维吾尔族人和哈萨克族

人看成游子回家，赤子归国，看成是自己的归侨。另一方面，土耳其的官

方、民间和学术文化界，鼓吹泛突厥主义，或明或暗支持这些华侨华人中

的“东突”分子。可以说，土耳其在与中国竞争对他们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在争取这些人的对土耳其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制度认同。

换言之，相当多的土耳其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对中国政

府有很深的误解和偏见，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冷淡、疏远，甚至敌视。

七 对中东华侨华人的政策思考与建议

1. 加强调查统计工作

建议中国驻中东各国的使领馆，提前制好华侨华人个人情况调查表，

包括姓名、年龄、民族、性别、宗教信仰、职业、父母情况、对中国的国

家认同、未来希望。在遵守国法和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利用国庆招待

会和春节招待会，请与会者填表，或者委托与会者为统计员，请他们统计

周围的亲朋好友，并付给他们一定的劳动报酬; 或者利用当地的中资企业

和华人社团以及老乡会，代为统计; 也要利用各国的政府机构和人口统计

资料，及时汇总华侨华人的情况。没有科学细致的统计调查，一切研究无

从谈起。

2. 加强感情联络工作

牢固树立“大侨务”观念，继续执行和完善 “走出去、请进来”的战

略方针。强化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指导下各省区侨办与中国驻外使 ( 领)

馆的大联合、大合作的机制。侨办要同中东国家有影响的重点华侨华人及

其社团建立联系。与此同时，邀请中东国家的华侨华人及其主要社团代表

回国访问参观，在交往中逐步消除隔阂，增进了解，融洽感情，建立友谊，

扩大对中国友好力量，以促进民族大团结，维护社会稳定。

西北 5 省区侨办应该加强对中东华侨华人调研联络工作。据悉，1998

年以来，新疆侨办与国侨办一起先后派出 18 个工作组 178 人次赴中亚、西

亚和南亚及澳大利亚等新疆籍华侨华人相对集中的国家和地区外调。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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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2000 年，以国侨办刘泽彭副主任为团长的侨情调研团赴沙特、巴基斯坦、

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五国深入华侨社团慰问考察，掌握了中

西亚、南亚国家的第一手侨情资料，为更好地开展侨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2005 年 5 月，新疆侨办主任尼相·依不拉音带队，率自治区公安、安全、

民宗委等部门人员组团赴土耳其、沙特、埃及。同年 10 月，以自治区副主

席贾帕尔·阿比不拉为团长的自治区政府代表团一行 8 人对哈萨克斯坦进行

了为期 7 天的友好访问及侨情调研。通过上述走出去与中国驻外使 ( 领)

馆座谈了解，走访华侨华人社团及多方考察印证等艰苦细致的工作，基本

摸清了新疆籍华侨华人的总体数量、历史背景、区域分布、生活质量、才

智底数、政治倾向、认同态度及境外敌对势力对这一群体的争夺方法、手

段和消极后果等。特别是对重点人，即在华侨华人圈子里有影响、对中华

民族有认同感的侨领; 对出生在当地，文化程度高，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对中国感情淡漠、民族认同感不强的第二、三代华侨华人; 对华侨华人中

的右派分子及极端宗教分子等情况，都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在国内也开展

了大规模的归侨侨眷身份的普查、认定工作，摸清了其在海外眷属情况，

以归侨侨眷工作推动海外华侨华人工作。

2004 年 6 月 11 日晚，应邀来新疆考察的中西亚 7 国 18 名新疆籍华侨华

人代表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艾斯海提·克力木拜的接见，双

方表示将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这 18 名华侨华人分别来自吉尔吉斯斯

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沙特

阿拉伯。他们受新疆政府的邀请前来新疆进行为期八天的考察访问。艾斯

海提·克力木拜会见时简要地介绍了新疆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旅

游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同时希望能够与中西亚国家增进友谊，加强交流合

作，进一步加快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中西亚 7 国的新疆籍华侨华人代表则

表示，将把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介绍给国际友

人，鼓励他们来新疆投资，为新疆同中西亚国家架起友谊的桥梁，为家乡

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新疆是中国西部主要侨乡，有 30

万归侨侨眷和 100 万海外侨胞，海外侨胞主要分布在中西亚国家。近年来，

随着中国“东联西出”战略的深入开展，新疆正发挥华侨桥梁的作用，加

强同中西亚各国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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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宣传舆论工作

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与中东各国电视台合作，以文化为纽带，以

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或波斯语为媒介，宣传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报道中

国西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好形势，增加对中东华侨华人的吸引力和感召

力。新疆卫星广播和卫星电视在中东开播，以扩大宣传效果。邀请和接待

各国记者、外交官以及学者教授，通过安排西北省区领导接受采访，深入

各族穆斯林群众生活，实地参观考察，让国外或在某一地区影响较大的媒

体及记者，对中国穆斯林有一个全新的认识。通过他们报道中国的伊斯兰

文化和穆斯林风土人情，达到在世界上正面推介中国的目的。有针对性地

主动向有关人士散发维吾尔语和阿拉伯语画册、报刊、宣传册、CD、VCD

光盘等宣传品。定期购买外宣品寄往中国驻沙特、伊朗和土耳其等国使

( 领) 馆及当地 30 个侨社。同时，着手扩大与周边国家的文艺交流与合作。

通过形式多样的外宣，促使中东各国媒体日益趋向客观公正，减少在涉及

人权、宗教、民族等方面的负面报道。

4. 孤立“分裂分子”，团结华侨华人

中东华侨华人及其社团是我们必须要团结的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如

果我们苦口婆心，精诚所至，中东华侨华人将成为促进新中国政治稳定、

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反之，将可能成为 “东突”

分裂中国、妨碍中国稳定的工具，对中国产生破坏力。建议侨办要加强合

作交流，及时、全面掌握 “东突”等分裂分子在华人社会活动以及华侨华

人的反应情况; 做有心之人，掌握其最新动态，尤其是对我华侨华人及其

社团的新动向，在获取信息的时效性、全面性上，还需要进一步同驻外使

( 领) 馆，国家安全、公安、统战部门，对我友好的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加强

合作，这种合作主要是要建立起多层次的信息源和信息快速交流的有效渠

道和机制，确保有关信息获取及时、全面，而且能够相互印证。

此外，应当多形式、多渠道地让中东华侨华人社团和其驻在国及时了

解中国，在了解中增进互信、互谅，力争让分裂分子的反动宣传和策反不

攻自破。中东华侨华人对中国、对新疆了解极为有限。他们日常能听到的

几乎均是经过西方记者或 “东突”分裂分子根据各自需要 “加工”后的消

息。这些消息造成华人对中国产生误解，损害了中国的形象，扰乱了中东

华侨华人的人心。因此，应当增加资金投入，整合对外宣传力量，邀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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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国家有影响的新闻机构来中国访问，利用他们的渠道，传播我们的声音。

有计划地组织中国特色的武术、杂技和音乐演出团组赴中东国家进行巡回

演出，大力宣扬中国伊斯兰教特色文化艺术，开展柔性宣传。继续通过国

侨办的侨务网络和宣传渠道对外宣传。侨办继续办好 “中国寻根之旅”夏

令营和冬令营活动。使华裔青少年亲身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潜

移默化中帮助他们增加对祖 ( 籍) 国的认同感。尽快创建西北五省区侨办

自己的网页，利用国际互联网广泛宣传西北五省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的成就，介绍西北投资环境和招商项目等，促进中国全方位地向

伊斯兰世界开放和合作。加强海外华文教育工作，在中东更多的国家设立

孔子学院。

有针对性地强化民间联谊工作，全方位、面对面地同中东各国华侨华

人进行交流，真诚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力争最大限度地孤立、分化、

瓦解分裂分子，关注华侨华人的需求，切实让他们感受到祖 ( 籍) 国的关

爱。同时，有的放矢地开展华侨华人的工作，达到既有利于中国，又有利

于华侨华人生存和其驻在国利益。此外，借助国家整体外交的优势，以国

家关系的友好发展，最大限度地争取中东华侨华人支持中国的立场，并对

中国打击 “东突”，维护国家主权和祖国统一予以理解和合作。伊朗、沙

特、埃及、土耳其等国政府均十分重视同中国的关系，都反对宗教极端主

义，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反对和禁

止“东突”在其境内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

中东华侨华人具有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优势。他们所具有的多种文化

背景、跨越国界的人际关系、多种语言能力和擅长经贸活动的特点，为中

国以经济活动为纽带开展中东华侨华人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沙特、土耳

其华人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对来中国特别是新疆家乡投资或进行贸易活动

感兴趣的人很多，他们看好并希望投资中国。通过经贸活动，加强华人与

祖 ( 籍) 国的实质性往来，以侨引资、引智，带动沙特、土耳其人与中国

的经贸往来，从而有利于提高华人在当地的社会、经济地位，增进华人对

中国的感情。这也有利于扩大新疆的对外开放。在互利互惠中强化华侨华

人对祖 ( 籍) 国的认同和归属感，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促进他们自发地反

对分裂、维护祖国的稳定统一。

中东华侨华人可以在中国向西开放中发挥桥梁作用。从海外华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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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看，中东华侨华人对中国向心力日渐增强。双边关系的发展和中国的

日益强盛，促使中东华人社会与祖 ( 籍) 国日益亲近，愿了解祖 ( 籍) 国

并与之发展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例如，土耳其籍华人加利力称，在土

耳其的一些华侨华人由于受反动宣传和歪曲事实报道的影响，曾经对祖

( 籍) 国有过一些片面的认识，但随着回国探亲和经商的华侨华人越来越

多，在亲眼目睹了祖 ( 籍) 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后，都感到无比自豪，大部

分华侨华人改变了以前的错误认识，对祖 ( 籍) 国的了解和认识趋于客观、

理性。在 2004 年新疆组织的两次国外侨情调研中，当有人对我国的民族、

宗教及计划生育政策提出质疑甚至歪曲时，很多华侨华人当场站出来给予

批驳。①

5. 以中东华侨华人促进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良性发展

中国与中东国家友好交往，再加上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中东各

国的理解和赞赏。② 中东各国的华侨华人在所在国人数较少，绝大部分信仰

伊斯兰教，他们与当地社会和政府和谐相处，未对所在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造成伤害，甚至很快融入当地社会。因此，他

们一般处境良好。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东华侨华人在人际关系、宗教、

语言和民族关系上的特色和优势，细化民间外交的途径和内容，扩大和深

化中国与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③

6. 充分利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纽带作用

中东华侨华人的绝大部分是穆斯林，他们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体现者

和执行者，中国伊斯兰文化是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交往融合的产物，也

是中国文化联系中东伊斯兰文化的纽带和桥梁，因此中东华侨华人跨越两

个文化，同时也沟通两个文化。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对内联系和团结 2000 万

中国穆斯林，对外代表中国伊斯兰教同伊斯兰世界交往。中国伊斯兰教协

会利用自己的网络和影响力，利用与中东各国政府、宗教机构和民间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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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新疆侨办: 《加强新疆籍华侨华人工作，为新疆的社会发展和稳定服务》，2007 年 7 月，第

25 页。
伊朗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阿高杰里先生多次称赞中国对穆斯林的关心，称赞中国的宗教

政策。
海外 3000 万华侨华人华族是中国发展的独特机遇和巨大优势，团结所有海内外华侨华人华

族共同争取整个中华民族大团结局面的形成。参见吴前进《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

族》，新华出版社，2003，第 2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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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关系，利用伊斯兰教的学习和研究的机遇，了解中东的侨情，关心中东

的侨胞，团结中东侨胞，孤立 “东突”分子，与相关机构精诚合作协助引

智和引资，开拓侨务工作新局面。

7. 充分发挥中东华侨华人中的知名人士和学者的团结联络作用

政府各级侨办和中国驻中东使 ( 领) 馆应当紧密合作，对在政治上有

影响、社会上有地位、经济上有实力、专业上有造诣的中东侨胞，利用出

访、朝觐时机，邀请他们回中国参观考察、参加节庆活动，加强与他们的

联络和感情交流，充分发挥他们在海外华人社会和主流社会中的影响力，

为中国的发展稳定做贡献。对那些对中国持有偏见的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

代，有计划、有目的地邀请他们来中国参观访问，给予他们高规格的礼遇，

接受领导人的会见，参加大型活动，让他们在切身感受祖 ( 籍) 国日新月

异的变化中转变对中国的敌视态度，达到争取一个，影响一片的效果。中

国驻中东使 ( 领) 馆和各级政府外办侨办要强化宗教学和民族学修养，通

力合作、主动出击、热情洋溢，通过深入细致艰苦的联络工作，广交朋友，

力争最大限度地孤立、分化、瓦解分裂分子，让中东华侨华人在发展中国

与中东经贸关系方面大有作为; 在反对和遏制 “东突”分裂势力，维护国

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方面大有作为; 在开展民间外交，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扩大中国人民与中东各国人民友好交往方面大有作为。

八 困境与思路

中东华侨华人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受各种因素的制约。第一，

宗教因素。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对中东居住国更亲近一些，对中国文化疏远

一些。第二，民族因素。突厥语族的各民族对中东居住国更认同一些，对

中国疏远一些，回族对中国的心理亲近一些，处于伊斯兰文化汪洋大海中

的汉族对中国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非常强烈。第三，迁移时间。迁移的时

间越久远，对中国的主观认同的欲望和可能性相对较小。第四，教育因素。

在中国接受了正规完整教育的人对中国的认同更坚定一些，没有接受中国

教育的人很容易融入当地社会。第五，居住国的优待政策和吸引力。土耳

其和沙特对来自中国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在入籍、上学和就业方面给予

优待，所以，这些华侨华人更认同现在的居住国。第六，经济因素。与中

171



中东问题研究 2015 年第 1 期 ( 总第 1 期)

国有经济关系，且从中受益的人对中国更亲近更友好一些。第七，对中国

的了解程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越了解，就对中国越友好，就

越能理解中国的文化心理和立场。①

目前，除了对阿联酋的华侨报道较为细致具体以外，仅有一些记者对

中东华侨华人和中东中资企业做了一些简单报道，特别是以色列、约旦、

伊拉克、土耳其、阿富汗和伊朗华侨华人的安全问题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

但中国学术界没有人研究当代伊朗、沙特、土耳其华侨华人现状与发展趋

势，也没有涉及中东中国公民的安全问题。② 中国驻中东各国大使馆仅在国

庆节和春节招待本地的华侨华人代表，缺乏对中东华侨华人的权威统计，

因为中东各国的华侨华人较多地融入当地社会，中东的华人社团、学校和

报纸杂志微乎其微，中东各国也没有对中东华侨华人的人口进行权威统计

和研究。根据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中东华侨华人总数超过 40

万。③ 可以说，对中东华侨华人的研究刚刚起步。国家相关部门必须从战略

的高度继续支持对他们的跟踪研究。

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综合观、联系观和发展观为指导，把握建立

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利用中国与中东各国友好交往的历史机遇，利用现

代社会发达的传媒和通信手段，整合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所有相关力量，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学术态度，以历史学、民族学、国际关系学、宗

教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来分析中东华侨华人的历史

渊源和现实状况，具体应用历史文献、田野调查、问卷调查、类型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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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认为: 纪录、祖籍地、客观认同、迁移时间和主观认同是辨识少数民

族华侨华人的标准。
邱永峥: 近来，一些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因不了解伊朗国情，误对当地政治、经济及军事敏

感地区拍照，被伊朗警方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扣留，并被送交法庭审讯。外交部提醒赴伊

朗中国公民，要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宗教风俗，以免造成麻烦。2007 年 8 月 17 日，伊

朗司法机构首次公布了两名中国游客因为对伊朗中部阿腊克的重水反应堆和军事设施拍照

被捕的详细情况。《伊朗为何把中国游客当“间谍”》，《青年参考》2007 年 8 月 21 日，第

24 版。伊拉克有数百名中国人，坚守换来不错业绩，时刻面临安全考验，在巴格达中国商

城有 3 名中国雇员留守，吃住全在商城里面，中国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有人留守在巴格达，

在苏莱曼尼亚华侨梁老板开设唯一一家中国餐馆“神龙阁”，雇用了来自四川的夫妇俩为

厨师和服务员，华侨陈宪忠在伊拉克北部代胡克市开办“库尔德斯坦中国贸易中心”。参

见程刚、谷棣《探访在伊拉克的中国人》，《环球时报》2007 年 6 月 4 日，第 8 版。
根据 1997 年暨南大学华侨华人文献研信息中心公布的世界华侨华人人口分布数据，推算出

中东主要国家华侨华人总数为 107814 人。这个数字完全落后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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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尽可能利用中东当地历史文献、统计数据、华侨华人学者和中国在

中东的外交官调查中东华侨华人的实际情况，综合利用古今中外资料详细

考证。① 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就一定会将中东华侨华人的研究推向前进。

对中东华侨华人的研究从世界地理角度看填补了华侨华人分布区域研

究的空白; 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来看，对中东华侨华人的研究是对华

侨华人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的深入研究，加强了华侨华人研究中

的薄弱环节; 从文明关系角度看，对中东华侨华人的研究有助于探讨中华

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友好的历史规律，为中国外交工作和侨务工作尽点滴之

力; 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对中东华侨华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泛伊斯

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对中国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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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编著《华侨华人概述》，九州出版社，2005，第 229 页，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沙特阿拉伯有华侨华人 17 万 ～ 20 万，土耳其有 8 万人，阿富汗有 100 人，

约旦有 700 人，阿曼有 100 人，科威特有 604 人，黎巴嫩有 100 人，伊朗有 200 人，以色列

有 150 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有 7000 人，巴林有 18 人，伊拉克有 1000 人，叙利亚有 200
人，也门有 500 人。本人认为这些数据完全落后了，各国的华侨华人人数一直处于剧烈的

变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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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tudies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Middle East

Ji Kaiyu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s of

the studi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Middle East. It looks back the academic his-

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es in China on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Middle East，and summarizes various reasons why Chinese people emigrated to the

Middle East. According to internet and document sources，this paper indicates the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Middle East，sums up their ethnic compositions

and employment traits，and puts forward the measures，trains of thought，difficult

points and focal points in studying it.

Keywords: Middle East;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citizens

8. Noticeable Turkey-China Ｒelations

Xie Liche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urkey have ex-

perienced rapid development，and the two sides have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cooperation on all fields. The main factors are as follows: successful docking be-

tween Turkish“Look East”strategy and China's“Go West”strategy; the“hard”

and“soft”foundations in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sys-

tem itself. Anyway，the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urkey is still fa-

cing many political or economic challenges，and so Turkey-China relationship is

still floated. So China and Turkey need to achieve five“ones”in order to deepen

this strategic partnership.

Keywords: China; Turkey; Ｒ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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