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所周知，中东是全球地
缘政治最复杂的区域之一。
本轮中东“和解潮”，反映出中
东地区的两组矛盾在不断得
到缓解。

一组是沙特和伊朗之
争。沙特是逊尼派大国，伊朗
是什叶派大国。由于宗教派
系斗争和地区事务上的分歧，
以及对地区领导权的竞争等
多种因素，两国积怨日深，终
至 2016 年断交。 2021 年以
来，两国在伊拉克、阿曼等国
的推动下进行了多轮接触，并
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走完了
复交的最后一公里。

沙伊两国的和解，对其自
身乃至整个地区都产生了积
极影响。据媒体报道，沙特目
前已停止资助批评伊朗政府

的波斯语媒体。在也门，沙特
与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展开
和谈，交战各方大规模换俘，
为实现长期停火和政治和解
开了好头。叙利亚问题也迎
来积极变化，叙政府与中东地
区多个主要国家外交互动增
多。5月 7日，阿拉伯国家联
盟在开罗举行的外长级特别
会议上决定，同意恢复叙利亚
的阿盟成员国资格。

另一组得到缓和的矛盾，
是逊尼派国家内部的激进派
和保守派之争。双方矛盾最
激烈时，卡塔尔曾于 2017 年
突遭沙特、阿联酋、埃及和巴
林等多国同时断交。今年以
来，土耳其和埃及关系明显回
温，卡塔尔也与巴林宣布将正
式复交，基本走出断交风波。

5 月 19 日，第 32 届阿拉伯国家联
盟首脑理事会会议（阿盟峰会）在沙特
阿拉伯西部海滨城市吉达举行。叙利
亚总统巴沙尔时隔12年重返阿盟峰会
成为各方关注焦点。多个阿盟成员国
领导人表示欢迎叙恢复阿盟成员国资
格。本届峰会上，与会各成员国领导
人在多个议题上形成共识，团结、机
遇、联合行动成为峰会关键词。

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副教授王
光远指出，阿拉伯国家亟需团结一致，
以应对共同面临的地区和国际性挑
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
究员包澄章说，阿拉伯国家转变思维，
加快和解进程，这对推动团结和发展
重新成为阿拉伯地区中心议程具有积
极意义。

王光远说，本届阿盟峰会的成功
举行为解决地区众多热点问题提供良
好机遇，将加速叙回归阿拉伯大家庭
进程，尽快结束叙人民的长期苦难，还
能促进也门问题、利比亚问题、复兴大
坝问题等热点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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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阿盟峰会
见证地区团结自强

主办本届阿盟峰会前，沙特已经
展开一系列积极主动的重大外交行
动。在分析看来，起点是今年3月沙特
同伊朗达成和解。

沙特正加快推动结束持续多年的
也门冲突，沙特主导的军事联盟寻求与
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实现和平。

按照媒体的说法，阿盟本月7日恢
复叙利亚成员国资格，沙特也起了主
导作用。沙特9日与叙利亚恢复外交
关系。沙特曾经是叙利亚反对派的主
要金主之一，寻求推翻巴沙尔政府，后
来撤回对叙反对派的支持。

4月中旬苏丹武装冲突爆发后，沙
特助力多国公民撤离到吉达。苏丹冲
突双方也在吉达签署停火协议。

科威特作家贾瓦德·艾哈迈德·布
克哈姆希恩近日在沙特日报《乌卡兹
报》撰文写道：“在观察家眼中，沙特已
经成为和平的调解者、和谐的标志。”

（新华社）

□点击

沙特外交转型

在中东出现的本轮“和解潮”，其范围和
幅度都相当之大，必将成为该地区迈向和平
与发展新的开始。

一方面，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中东国
家高度重视的目标。自美国策划的所谓“阿
拉伯之春”发生以来，中东地区国家已历经
10余年动乱，拼经济和思稳定的意愿，正变
得越来越强烈。此外，现有战局的僵持固
化，也会抑制地区国家的军事对抗冲动。叙
利亚、也门和利比亚战场，经过长期和多轮
拉锯战，各方势力的地盘都比较稳固。在最
新的几轮冲突中，发动攻势的一方都没有达
到预期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国家止损
的考虑将在一定程度上压倒求胜的逻辑，这
使得外交对话的吸引力超过军事对抗。

另一方面，中国坚持以劝和促谈斡旋地
区冲突、以和平发展促进地区稳定，为中东国
家维护地区和平、消弭冲突根源、实现长治久
安提供了中国方案，得到中东国家广泛赞
赏。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
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与中东国家的需求不谋
而合，得到中东国家积极认同和热烈响应。
在成功推动沙特和伊朗复交后，中国将持续
真诚地为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发展作贡献。

但是也要看到，继续推进中东和解也面
临不少障碍。尤其是美国不甘心在中东地
区影响力的下降，对伊朗、叙利亚等国家仍
旧坚持强硬政策和制裁措施，严重影响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尽管如此，正如
伊朗迈赫尔通讯社的文章所说，种种迹象表
明，“单边主义时代正在结束，新的世界和世
界秩序正在形成”。

这一波“和解潮”陆续涌
现的背后，是中东地区国家谋
求发展与合作、加强战略自主
意识的提升。在这一背景下，
中东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

从内因看，历经多年战乱
的中东国家，已意识到难以从
武装冲突和外交斗法中获得
收益，因而纷纷将政策重心转
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
合作。以也门为例，经过数年
战事，冲突各方目前都无力再
发动大规模攻势。去年 10
月，也门临时停火协议失效，
但各方心照不宣继续停火。

而沙特 7年前提出“2030
愿景”以实现经济多元化，如
今时间过半，为尽快创造相对
稳定的外部环境，沙特寻求与
伊朗实现和解的紧迫性明显
上升。反观伊朗，已基本不再
指望能与美国达成新的伊核
协议来换取减轻制裁，因此正
转向与相关国家改善关系来
为发展经济创造空间。

从外因看，美国从中东战
略收缩，极大地刺激了地区国
家的战略自主和外交缓和。

多年来，美国一再插手中东事
务，鲜少劝和促谈，只会为了
一己地缘政治或经济私利，不
断地“拉一派、打一派”。近年
来，美国霸权之手四面出击、
企图掌控整个世界的局面日
益难以为继，近几任总统都延
续了在中东地区战略收缩的
政策。这使得一些中东地区
国家逐渐看清，美国一直以来
的中东政策，并不会给中东地
区带来真正的利益。

这在沙特身上体现得尤
为明显。沙特和美国的合作，
长期建立在“石油换安全”的
基石之上。然而近年来，美国
多次在安全事务上令沙特失
望。2019 年，沙特关键石油
设施遇袭，石油产量大幅减
少，沙特舆论呼吁美国提供相
关安全保障，但美国却无动于
衷。2022 年，沙特频遭跨境
袭击，美国反而减少了在沙特
的防卫力量部署。对美失望
之余，沙特一面屡次拒绝美国
增产石油的要求，一面开始在
外交上展开独立探索，设法改
善与伊朗和叙利亚的关系。

5月20日，巴林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巴林决定恢复与黎巴嫩
大使级外交关系。同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代表在沙特
阿拉伯红海港口城市吉达签署协议，同意实行短期停火并就人道主
义行动作出安排。对于素有世界“火药桶”之称的中东地区来说，这
个春天格外和煦。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消息，不断涌现。

目前，随着中国成功促成沙特、伊朗在北京举行对话并恢复外
交关系，中东地区正出现一轮令全球瞩目的“和解潮”：埃及和土耳
其将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也门和平进程出现积极进展，卡塔尔与
巴林、阿联酋的复交取得实际进展，叙利亚恢复阿盟成员国资格
……一向战云密布的中东，在2023年不断迎来和平发展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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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矛盾有所缓解

战略自主意愿上升

发展前景审慎乐观

5月7日，阿盟外长级特别会议决定恢复叙利亚的阿盟成员国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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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在第32届阿盟峰会召开前的
欢迎仪式上，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左）
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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