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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8 日至 9 日，由中国中东学会、中以学术交流促进会 ( SIG-

NAL)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 “当前中东局

势及‘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大学召开，来自以色列、英国、

美国、土耳其、伊朗、希腊等国及国内共计 80 余名专家、学者共襄盛举。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王新刚教授主持开幕式，西北大学副校长贾明德，

中国中东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杨光，以色列特

拉维夫大学副校长艾亚尔·齐瑟教授 ( Eyal Zisser) ，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先

后致辞。艾亚尔·齐瑟教授发表了题为 “新冷战阴影下的叙利亚内战”的

主题发言。他认为，美国战略重心转移造成中东权力相对真空，是叙利亚

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俄罗斯力量卷土重来以及美俄两国在叙利亚

的激烈权力对峙则是该国内战僵持不下的外部根源。随后，会议学者围绕

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 叙利亚问题的国际背景

土耳其中国商务配给中心 ( TUCEM) 主任麦合麦提·阿德南·阿克菲

拉特 ( Mhemet Adnan Akirat) 认为，虽然奥巴马政府外表温和，但继承了布

什政府激进的中东政策。美国的 “大中东计划”仍在延续，叙利亚危机便

是其后果。该计划的重要目标就是打破中东地区的秩序，扶持库尔德人建

国，以便在中东地区塑造一个类似于以色列的美国代言人。该计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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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直接威胁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等相关国家，导致这些国家纷纷走向

分裂和肢解状态。同时，独立、亲美的库尔德斯坦的建立，也会阻断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通途。麦合麦提建议，中东地区应当建立一个东到伊

朗，中经土耳其、伊拉克，西至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的西亚联盟，与中

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用来对抗和阻止美国 “大中东计划”的继续

推进。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伊朗中心主任迈尔·利特瓦克博士 ( Meri Livak)

指出，伊朗和叙利亚的紧密合作关系，已在中东形成了一个 “什叶新月”，

这将对中东安全局势和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产生不应被忽视的

影响。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何志龙教授则从成因、表现、性质、

双向影响、具体走向、未来展望等多个角度入手，系统分析了伊朗与叙利

亚紧密合作关系的内涵与外延。叙伊合作对叙利亚而言是一把双刃剑: 一

方面是叙利亚政府得以维系至今的重要外部因素; 另一方面也使叙利亚政

府在阿拉伯世界陷入空前的政治孤立，进而缩小了叙利亚危机的回旋余地。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教授认为，中东安全问题主要分为

四种类型: 由国家治理危机引发的国内动荡; 由民族、教派冲突引起的国

家对抗; 由域外大国干涉引起的地区秩序失衡; 以恐怖主义、难民潮为代

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对此，中国的中东政策可以以 “谈判促和”代替

“武力干涉”; 以 “民生优先”代替 “民主优先”; 以 “渐进方案”代替

“激进方案”等方式发挥足够建设性作用，以推动中东构建良性的集体安

全，形成共赢的互惠互利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唐

志超指出，由“阿拉伯之春”造成的中东国家权力破碎，实际上为库尔德

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良机，库尔德人迎来了自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倒台后的

第二个黄金发展期。库尔德民族独立运动日渐趋向高潮，但前景仍然不够

明朗，最有可能独立建国的伊拉克库尔德人所具备的必要条件依然不足。

二 当下叙利亚问题与伊斯兰国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黄民兴教授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解读了

叙利亚危机持续升级的内部因素。多元的社会、外来干涉、政治结构长期

失衡以及威权政治体制僵化四大因素是叙利亚陷入现行政治困境的根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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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中东论坛研究员乔纳森·斯拜耶博士 ( Jonathan Spyer) 详尽分

析了叙利亚国内局势的现状和最新进展。他指出，叙利亚国内已形成多个

权力中心，政府军控制东南沿海，反对派盘踞于北部带状区域，库尔德人

活跃于东北地区，以及伊斯兰国控制东南沙漠区域。各派分据而立，长期

僵持不下。而且每种势力背后都有外部干涉力量存在。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王新刚教授对叙利亚阿萨德时期政治体制的

结构、分工、职能运作及其性质做了系统分析，全面呈现了叙利亚危机爆

发前阿萨德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

当前叙利亚危机与阿萨德体制的内在关联。英国亚伯大学前校长助理、公

共外交学教授加里·罗恩斯利教授 ( Gary Rawnsley) 则从互联网和信息技

术的应用出发，系统解读了新兴传媒和社交网络对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宣

传策略的具体塑造和深刻影响。罗恩斯利教授指出，对现代数字通讯技术

的利用，是极端组织扩大影响力、进行政治煽动和超阶层舆论扩散的重要

手段。西北政法大学张金平教授以伊斯兰国兴起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阿

拉伯国家内部秩序持续动荡对地区反恐形势造成的消极影响。他认为中东

地区恐怖主义常态已经从 “基本可控”滑向“有限可控”。

三 叙利亚局势与地区形势

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政治与历史学系主任柯葛瑞教授 ( William

Gary Kline) 重点探讨了人道主义和全球难民问题。他认为，人类正面临二

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难民危机。从 2010 到 2015 年国际难民人口的统计来

看，世界难民数量大规模攀升。其中，由叙利亚内战引起的难民潮已经远

超过阿富汗，成为全球瞩目的重大人道主义灾难。而超级大国对于叙利亚

等中东国家的粗暴干涉，日益扩大的国际政治经济不平等，资源短缺和气

候变化都是这一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对此，柯葛瑞教授呼吁，大国应该

放弃自己的政治野心，履行重建世界和平与安宁秩序的政治意愿，以挽救

数以万计需要帮助的人们。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外籍专家斯蒂法诺斯 ( Stefanos Kordosis) 博士从

西方经典地缘政治学角度出发，分析了东地中海危机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

的影响。他认为乌克兰至叙利亚的一系列危机，强化了美欧西方力量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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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的存在，同时也使爱琴海的实际地缘战略地位凸显。陕西师范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副院长李秉忠教授指出，库尔德集团作为超国家行为体，以中东

乱局为契机的日益活跃，实际上极大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割据，使

中东地区产生了一条自北向南横跨中东北层、新月两大地带的库尔德区域。

西安外国语大学埃纳姆·赛义德·贾拉尔博士 ( Enam Seyed Jalal) 分析了

伊朗媒体在叙利亚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影响。他认为在西方舆论普遍负

面、选择性和消极宣传的包围中，伊朗媒体对叙利亚国内局势客观、中立、

全面性报道，对叙利亚政府和国际社会都至关重要。这既是叙利亚政府与

外部沟通的有效途径，也是国际社会客观了解叙利亚实情的重要渠道。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丁隆教授从萨拉菲组织的历史流变、

发展现状、极端圣战主义者活动目标和行为分化等角度入手，系统梳理了

现代极端恐怖主义组织与传统圣战主义宗教派别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四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西亚非洲》杂志常务副主编

安春英研究员对国内学界有关 “一带一路”的研究现状进行深入梳理，并

提出建议，即对“一带一路”与中东有关国家关系的研究不能一概而论、

混而论之，应该细分不同国家的具体特点，进行差异性、专门性和个案研

究。同时，相关研究成果应尽力突出特色化、前沿性、跨学科和综合性三

个方向。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李伟建研究员认为，当前中东的混乱局面是由中

东国家转型阵痛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内外两个因素共同引起的。乱局之下，

中东传统价值的快速回归加剧了地区的动荡。而叙利亚危机是中东乱局演

绎的最新状态。其演进方向既不会像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完全颠覆式的结

果，也不会像埃及那样回归威权传统，而是会走一种中间道路。总的来说，

中东局势整体发展趋向已日渐明显，就是由乱而治。“求治”已成为地区共

识，问题的关节点集中于地区各国能否实现 “善治”。同时，当前 “一带一

路”倡议的话语表述，应当摆脱西方国家那种将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对立

起来的做法，推动话语重心由 “乱”向 “秩”转移的同时，强调战略建设

性以及公共产品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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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院长薛庆国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

整个中东具有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上的双重意义。在精神层面上，“一带一

路”有利于推动中东地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进而终结传统丛林法则在

中东地区的消极存在，最终为解决地区冲突探寻一条绿色的可行之路; 在

物质层面上，“一带一路”将会大幅度推进中东地区现代化发展进程，改善

其民生，完善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质量，进而构建 “合作共赢”的丝路

新环境。

西安交通大学欧亚经济研究院院长冯宗宪教授利用 SWOT 分析法、风

险评估矩阵等经济学模型，系统剖析了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东区域经

济合作的基本状态、演进方向、优劣势以及具体风险。冯教授将中东地区

国家划分为能源供应者、工业和人口大国、服务业小国三种类型，指出中

国对中东区域经济合作参与应根据不同类别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专门性策

略，进而推动地区经济合作从优惠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等中低

水平一体化状态向共同市场、经济同盟等高水平一体化状态发展。在此过

程中，合作双方应努力扬长避短，不断发挥传统友谊、基础设施、市场规

模等方面的合作优势，规避政治、安全和法律等方面的潜在风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指出，当前中东存在政治制

度、地区秩序、地区体系、国际治理四大危机。其中，政治制度危机是表

层危机，主要表现为威权制度危机。由于威权政治只有 “法统”没有 “道

统”，其合法性取决于治理水平。治理水平的下降势必会引起社会动荡。而

西方介入弱化了中东国家中央权力，也加剧了教俗势力的摩擦，进而造成

社会关系恶化。地区秩序危机是中层危机，是由 “三角秩序”，即埃及纳赛

尔主义、叙利亚复兴党、沙特开明宗教专政的崩溃引起的。其中，埃及和

叙利亚两翼陷入动荡不复存在，沙特模式独木难支且局限性较大。地区原

有的平衡被打破。地区体系危机是深层危机，即由于中东地区民族国家秩

序源于人为移植，长期水土不服，最终濒于崩溃。国际治理危机则是一切

危机之根源，即中东乱局的源头在于西方干涉主义对地区历史进程的扰动。

尊重政治道路的多样性，建立 “和而不同”的新地区治理模式才是中东危

机的解决之道。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马莉莉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中

以两国提供了广阔的合作空间，能够将中国的广阔市场与以色列的技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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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进行有效对接，形成优势互补，以助力于中国西部大开发和东西部地区

经济社会平衡的实现，同时推动以色列对外投资结构的优化。

除此之外，宁夏社会科学院马平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王宇洁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崔守军副教授、西北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蒲瑶教授以及《人民日报》社主任编辑王南，还分别就伊朗制裁逐步解除

后的中伊关系愿景; “一带一路”战略条件下中国穆斯林的责任与担当; 中

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在低油价背景下的能源合作; 以也门为代表的地区国

家内部冲突中的部落因素以及中巴经济走廊向伊朗方向延展的意义和效益

等其他地区热点问题展开了系统论述，引起了与会者的普遍反响。

最后，西北大学中东所所长黄民兴教授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副校长

艾亚尔·齐瑟教授分别做了总结性发言。黄民兴教授认为此次会议名家云

集、精彩纷呈，学术观点多样且启发性十足，是一次颇为成功的学术盛宴。

齐瑟教授表示愿意通过更多类似渠道，加强东西方学者的相互沟通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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