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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伊雙方表示，讚賞並感謝中國
在推動雙方恢復外交關係中發

揮的積極作用。沙特官員稱，中國領
導人提出的倡議堅持睦鄰友好原則，
促進地區和世界安全與穩定。伊朗官
員表示，中國在支持其他國家擴大合
作和發展關係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

加強中東穩定 有利全球人民
作為此前沙特與伊朗會談的主辦

國，伊拉克和阿曼均對中沙伊聯合聲
明表示歡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表
示，此舉有助加強中東地區安全與穩
定，同時有利於全球各國人民。阿聯
酋總統的外交顧問強調，阿方重視中
國在中東事務中發揮的積極作用。卡
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則指
出，卡方希望該協議將成為建立該地
區穩定與安全的一步，為兩國關係提
供積極前景。埃及、黎巴嫩及海灣阿
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也都表示，沙特
和伊朗之間的協議將對下一階段中東
國家間關係產生積極影響。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通過發言人
發聲明，對沙特與伊朗復交表示歡
迎，並感謝中國促成對話，表示沙特
與伊朗的睦鄰友好有助促進海灣地區

的穩定。

美「和平締造者」信譽受損
多家美國媒體集中討論中國在此次
會談中的角色。《華爾街日報》認為
「中國外交模式取得了勝利」，「此
事證明中國願意在國際爭端中發揮影
響力。」報道援引外交政策分析人士
表示，這一發展令人驚訝，儘管美國
在中東地區擁有重要的歷史角色和軍
事足跡，但中國憑借經濟和外交實
力，也正在該地區崛起，此次協議就
是中國處理國際關係的新模式。美國
CNBC則稱，該協議表明中國以新的
方式加強在該地區的作用，「對中國
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勝利。」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全球中國中
心駐以色列學者陶文亞認為，過去美
國是中東地區不可或缺的力量，但現
在中國是中東地區不可或缺的大國。
大西洋理事會中東項目副主任莫斯塔
亞比稱，在中國斡旋下，沙伊兩國取
得外交突破，可能標誌着中東迎來新
時代，同時美國作為該地區「和平締
造者」的信譽受到損害。長此以往，
更多地區可能更信任中國而非美國作
為問題調解人。 ◆綜合報道

中國推動沙伊復交獲多方讚賞
美國智庫：中國外交模式巨大勝利 成中東地區不可或缺大國

中國、沙特阿拉

伯和伊朗10日在北京發表三方

聯合聲明，宣布沙特和伊朗達成協議，包括

同意恢復雙方外交關係，在至多兩個月內重開雙方

使館和代表機構，安排互派大使，並探討加強雙邊關

係。多國對沙特和伊朗復交表示歡迎，並讚賞中國作出

的努力。美國專家和媒體關注「沙伊北京對話」，指

中國外交模式取得了勝利，美國則在中東信譽受損。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11日就沙特和伊
朗北京對話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中
國在中東地區沒有任何私利，尊重中
東國家主人翁地位，反對在中東搞地
緣政治競爭，中國始終認為中東的未
來應當掌握在中東國家手中。

中國在中東地區沒任何私利
外交部發言人表示，為響應習近平

主席關於中國支持沙特同伊朗發展睦
鄰友好關係的積極倡議，3月6日至10
日，沙特國務大臣兼國家安全顧問艾
班和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沙
姆哈尼分別率兩國代表團在北京舉行
對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
辦主任王毅分別同沙伊雙方會談，並
主持對話開、閉幕式。中沙伊三方達

成協議並發表聯合聲明，沙伊同意恢
復外交關係，開展各領域合作。三方
願盡一切努力，加強國際地區和平與
安全。沙伊讚賞並感謝中方承辦和支
持此次對話並推動其取得成功。中方
期待沙伊雙方加強溝通對話，願繼續
為此發揮積極和建設性作用。
外交部發言人說，在各方共同努力

下，此次沙伊在北京的對話取得重大
成果。沙伊雙方明確了改善關係的路線
圖和時間表，為雙方後續合作打下堅實
基礎，翻開沙伊關係新的一頁。沙伊開
展對話並達成協議，為地區國家通過對
話協商化解矛盾分歧、實現睦鄰友好樹
立了典範，有利於地區國家擺脫外部干
涉，把前途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沙伊
雙方再次強調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

和原則及不干涉內政等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順應時代發展潮流。中方對此表示
高度讚賞和祝賀。
外交部發言人強調，中國在中東地

區沒有任何私利，尊重中東國家主人
翁地位，反對在中東搞地緣政治競
爭，無意也不會去填補所謂「真空」
或搞排他小圈子。中國始終認為中東
的未來應當掌握在中東國家手中，始
終支持中東人民獨立自主探索發展道
路，支持中東國家通過對話協商化解
分歧，共同促進地區長治久安。中國
願做中東安全穩定的促進者、發展繁
榮的合作者、團結自強的推動者。中
國將繼續為實現中東和平安寧貢獻中
國智慧，提出中國建議，發揮中國負
責任大國的作用。 ◆中新社

中方：尊重中東國家主人翁地位 反對搞地緣政治競爭

筆者兒時曾聽過一個寓言：
北風和太陽打賭誰能讓一名行
人脫下外衣。北風鼓足氣力掀
起冷風陣陣，卻凍得行人將衣
服愈裹愈緊；反而太陽的溫暖

陽光，讓行人舒適地將外衣除下。或許
中國外交模式在「沙伊北京對話」中的
勝利，正是這一寓言的真意所在：想要
拉近距離、打開心扉，威逼施壓永遠勝
不過和平友好的關懷。

沙伊兩國斷交後，美國一面拉攏盟友
沙特，一面頻繁制裁針對伊朗，禁運石
油、凍結資產、拒絕提供金融服務不一
而足，正如陣陣冷風撲面而來。自詡要
應對中東問題的美國，本質只是為維持
自身在中東的軍事力量及地緣政治影響
力而已。

但在霸權思想背後，美國似乎從未意
識到，沙伊兩國並非沒有可以合作的空
間。今次兩國同意復交，就提到重新激
活於 2001 年和 1998 年簽署的相關協
議，涉及安全、經濟、貿易、投資、技
術、科學、文化等多個領域。在全球地
緣政治局勢緊張的背景下，維護中東地
區穩定關乎兩國民眾福祉，對保障能源
穩定供應、促進兩國經濟發展都至關重
要。

不少美媒都用「事出突然」形容沙伊
復交，卻未意識到這並非一蹴而就，而
是經過長期醞釀才做到合作共贏：從
2016年、2018年再到2022年，中方與

沙特、伊朗之間多次展開高層互訪，傳遞和平合作
的信息。正是中方作為可靠的斡旋者秉承善意，才
為妥善處理當今全球熱點問題發揮了建設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多間美媒最初報道沙伊復交時，
都不見如往日般配合長篇累牘的社論和評論。待到
11日，又有美媒聲稱沙伊復交「於美國並非壞事，
於中國並非利好」，理由居然是美國可以從中東
「騰出手來」，在印太地區繼續競爭。滿口不離
「對抗」的美媒，恐怕還未理解中方今次外交成果
的真實含義。

常言「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或
許中東地區今次變化，阻止不了美國長期奉行拉攏

盟友、打壓對手的外交手
段，只是當日後身邊盟友也
接二連三將衣衫裹得愈來愈
緊時，美國又會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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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與沙特這兩個伊斯蘭國家間的競爭長年
影響中東的政治和貿易。以遜尼派穆斯林為主
的沙特與什葉派為主的伊朗，彼此間宗教矛盾
甚深。美國卻採取「拉一國打一國」的做法，
令沙特和伊朗雙方關係持續緊張，難以達至和
平。
在2005年，伊朗總統內賈德上台後，伊朗稱
出於和平目的重啟鈾濃縮活動，沙特對伊朗擔
憂加劇，地區對抗顯露。到2012年，沙特與伊
朗的衝突在敘利亞戰場上近乎白熱化，沙特支
持敘反對派武裝，伊朗支持的什葉派民兵則向
敘政府軍輸送彈藥和援助。2015年，沙特率一
眾海灣阿拉伯國家空襲也門，打擊親伊朗的也

門胡塞武裝。
到2016年1月，沙特宣布處決47名犯恐怖主
義罪行的囚犯，包括知名什葉派宗教人士奈米
爾。大批憤怒的伊朗示威者衝擊沙特駐伊使領
館，放火焚燒建築物，沙特隨即下令伊朗外交
人員48小時內離境，決定與伊朗斷交。

巴國外長：中國展國際領導形象
對於中國成功推動沙特和伊朗這兩個宿敵復
交，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中東計劃非常駐高
級研究員傅爾頓表示，北京採取聰明做法，利
用戰略夥伴關係在伊朗與沙特厚植外交，不像
美國只會拉一邊打一邊。他認為，有別於美國

始終視伊朗為敵人，北京分別與伊朗、沙特深
耕關係，且有別於美國官員，中國官員從不拿
人權說事。
巴基斯坦外長比拉瓦爾表示，沙特和伊朗復

交展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領導形象，是一個
專注團結而非分化的領導形象，是一個努力促
成雙贏合作的領導形象，是鼓勵解決分歧而非
增加嫌隙的領導形象。 ◆綜合報道

沙特阿拉伯與伊朗在中國
斡旋下談判並恢復外交關
係，標誌着中東整個局勢發
生巨變，表明中國與美國在
該地區的影響力一升一降，
將讓美國官員深感不安。
《華爾街日報》指出，外
界普遍認為中國在兩國談判
中扮演重要角色，是中美在
中東地區影響力的分水嶺時
刻，也是對美國的又一次重
大打擊。
美國資深中東談判代表、

現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高級研究員米勒表示，復交
協議反映中東國家正調整政

策，考量是否繼續將美國作
為優先考慮；而沙特已認為
中、俄是重要合作夥伴。
他還說，在中美關係愈趨

緊張之際，沙特與中國關係
卻愈來愈融洽，無疑打了美
國總統拜登一記耳光。
曾於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

負責近東事務的帕尼科夫則
表示，正因看到中國在中東
政治角色上的崛起，這更應
給美國政策制定者敲響警
鐘，說明「若離開中東甚至
放棄與長期盟友的緊密關
係，你只會留下一個真
空」。 ◆綜合報道

長久以來，沙特與伊朗在一些問
題上對立，包括但不限於敘利亞危
機、黎巴嫩局勢、也門內戰和伊拉
克問題等。在許多專家和學者看
來，這些問題的根源不在沙特與伊
朗兩國自身，而是域外勢力長期在
這地區製造的衝突和分歧，沙伊兩
國關係改善可能從很大程度上為解
決上述問題提供「一把鑰匙」。
伊朗分析人士穆加達姆表示，該
份聲明彰顯出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
國際影響力以及中國領導人的政治
智慧。他指該聲明對伊朗、沙特乃
至整個中東地區都意義非凡，接下
來各方應本着務實合作的原則，繼
續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作出貢獻。
沙特著名政治學者、戴穆瑪智庫
主席古卜蘭強調，美國等西方國家
採取的「硬」手段加劇中東國家之

間的矛盾和衝突，
給中東帶來的是國
家衰敗和經濟困
難，此次中國斡旋
沙伊關係成功，證

明其秉持的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
外交政策理念獲中東國家認同。美
國海灣地區事務資深專家雅各布評
論稱，沙特和伊朗復交對緩和中東
局勢大有幫助，也門持續的戰亂也
可能因兩國關係改善而迎來停火。
復旦大學中東研究中心研究員鄒
志強認為，沙伊復交大大降低海灣
地區出現新一輪緊張局勢的可能
性。作為兩個因歷史問題、地緣政
治等一系列複雜因素而對立的中東
大國，沙特和伊朗關係改善為中東
國家樹立一個對話解決衝突的典
範，這一思路對緩和巴以衝突，緩
解也門、敘利亞和利比亞局勢也提

供正向的參照。
◆綜合報道

中東獲「鑰匙」解危機 遏域外勢力煽亂

如掌摑拜登 給美政策制定者響警鐘
沙伊斷交7年 美「拉一國打一國」難達和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中）與沙特代表艾班（左）及伊朗代表沙姆哈
尼簽署三方聯合聲明。 中通社

◆中東或迎來新時
代，美國作為該地
區「和平締造者」的

信譽受損。
資料圖片

◆伊朗示威者2016年衝擊沙特駐伊使領館，放
火焚燒建築物。 資料圖片

◆伊朗民眾關
注沙伊復交的
報道。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