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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力增强，自主性提升

近日，提及落幕不久的第 32届阿盟峰
会，埃及 《金字塔报》 指出，在中东出现

“和解潮”的背景下，叙利亚重返阿盟标志
着阿拉伯大家庭的团圆。

在本届阿盟峰会上，叙利亚总统巴沙
尔时隔 12年重返阿盟峰会并发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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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国际观
察人士将此视为阿拉伯世界重回大团结的
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

沙特阿拉比亚新闻网刊文指出，和解
和团结成为本届阿盟峰会的主题。作为本
届峰会轮值主席国，沙特已经与伊朗恢复
外交关系，并与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旨在实
现长久停火的谈判。“暴力和冲突没有未
来，团结合作才能实现安全和发展。”

专家指出，自美国策划的所谓“阿拉伯
之春”发生以来，冲突对抗、零和博弈构成了
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特别是地区大国关系的
核心特征。这种状况既表现在一些阿拉伯
地区大国与非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对抗，
也表现为阿拉伯世界的内部矛盾，如叙利亚
被阿盟中止成员国资格、沙特等阿拉伯国家
与卡塔尔断交等。值得关注的是，近两年，
中东地区大国关系出现积极的缓和态势，沙
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关系，沙特、
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与土耳其的关系，海湾合
作委员会内部关系、其他阿拉伯国家与叙利
亚的关系都出现了对话、缓和的积极互动。

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凝聚力增强的同时，
这些国家内政外交自主性也明显提升。

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联盟“欧佩
克+”联合减产就是一个例子。自俄乌冲突
发生以来，面对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格局变
化，沙特、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不仅自身顶
住了美国要求其增产并配合制裁俄罗斯的
压力，而且在“欧佩克+”机制内坚持不增产
的政策。此外，在开展对外合作方面，阿拉

伯国家的自主性、平衡性也更加突出，呈现
出追求自主发展的战略取向。

2022年10月召开的第31届阿盟峰会确
定了阿盟独立自主、多元平衡的外交政
策。叙利亚 《祖国报》 网站刊文称，当下
国际和地区环境有利于阿拉伯国家实现自
主发展目标，并且有助于结束因外部势力
干涉和挑拨而持续 10多年的阿拉伯世界内
部分裂局面。

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自 2011年底从伊拉克撤军后，美国在
中东地区开始进行‘战略收缩’。目前，美国
独霸中东的时代已经结束，阿拉伯国家纷纷
发展多元外交关系，在各个大国之间寻求新
平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所
长牛新春分析称，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依靠
美国的倾向明显减弱，转而寻求团结自强，
因为阿拉伯国家意识到，自美国在中东“战
略收缩”后，其对中东地区的投入减少，对阿
拉伯国家的承诺和保护力度明显削弱，依靠
美国已经无法保障自身安全。“近两年，沙特
等阿拉伯国家开始同伊朗改善关系，就是希
望从根源上削弱地区安全威胁，这实际也是
阿拉伯国家在外交上更加独立自主的表
现。”牛新春说。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
员、牛津大学访问学者潜旭明指出，俄乌
冲突爆发以后，能源价格不断上升，高油
价进一步增强了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
油气大国的战略自主能力和信心。

“此外，中国积极推动中东地区和平与
安全，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
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实现中东地区安全
的‘四大安全理念’，为阿拉伯国家的和解
和团结做出重要贡献。”潜旭明说。

“中国成功斡旋沙特、伊朗复交开启了
中东和解新时代，其他海湾国家与伊朗实
现关系正常化，卡塔尔和巴林也实现了关
系正常化，阿盟重新接纳叙利亚为其成员

国，这都是中东‘和解潮’的体现。”卡塔
尔哈马德·本·哈利法大学副教授史蒂文·赖
特表示，中国在促进阿拉伯国家团结自强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专家认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开始将经
济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这是阿拉
伯国家走向团结自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自所谓“阿拉伯之春”发生以来，阿
拉伯国家在过去 10余年间始终处于分崩离
析的状态，许多国家错失发展机遇。叙利
亚、利比亚等遭受内战的国家更是常年战
火肆虐，经济民生凋敝，人道主义危机频
出。在此背景下，阿拉伯国家谋和平、求
发展的意愿日益迫切而强烈。

“近 10 年来，阿拉伯国家都将经济发
展视作首要目标，提出了沙特‘2030 愿
景’、埃及‘振兴计划’、卡塔尔‘2030 国
家愿景’、阿联酋‘面向未来 50 年国家发
展战略’、科威特‘2035国家愿景’等一系
列长期发展战略。阿拉伯国家越来越认识
到，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而要真正搞好
经济建设，必须要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与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牛新春说。

巴勒斯坦政治分析人士易卜拉欣·鲁拜
亚近日表示，阿拉伯国家探索现代化的道
路曲折漫长，受域外国家干涉影响，阿拉
伯国家在外部力量主导的所谓“改革”中
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造成了一系列延宕至
今的危机与悲剧，这也促使阿拉伯国家开
始重新审视发展方向，将目光投向团结与
合作，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和平发展才是金钥匙

“可以说，过去 10 年是冷战结束之后
中东地区最动荡的一段时期。如今，随着
该地区掀起‘和解潮’，无论是阿拉伯国家
内部在外交和解上不断取得进展，更加强
调团结合作，还是阿拉伯国家同伊朗、以
色列、土耳其等国关系出现缓和，这对维
护中东地区稳定以及全球和平与安全都具

有积极意义。”牛新春说。
分析人士认为，在经历长期的动荡和

冲突之后，阿拉伯国家内部凝聚力和内政
外交自主性不断增强，为这些国家重新实
现安全、稳定和发展提供重大机遇。

潜旭明指出，在中国等国际积极力量
的推动下，中东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
停火、和解、复交、团结已在该地区成为
主旋律。目前，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得到
缓解，由此带动中东热点问题降温，地区
国家关系改善。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回
升，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将进一步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不仅是阿
拉伯国家，拉美、东盟、非洲等地区也纷
纷释放出对内加强地区团结、对外寻求战
略自主的强烈意愿。在今年初举行的拉美
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七届峰会上，巴
西、智利等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表示，拉
共体成员国应加强协调合作，推进区域一
体化，团结起来应对全球挑战。

《外交政策》杂志报道称，尽管西方对
发展中国家极尽拉拢，但泰国、肯尼亚等
多国外交官都对西方表达了不满，指出西
方很少关注其他国家面临的问题，却希望
这些国家跟着西方的指挥棒走。该杂志指
出，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自信，正在发出自
己的声音，他们希望维护本国的而不是西
方的战略利益。

“随着大国关系趋于紧张，美欧希望发
展中国家‘选边站’，跟着他们制裁俄罗斯、
与中国‘脱钩’。但事实表明，包括阿拉伯国
家在内的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仅不愿‘选
边站’，而且希望进一步增强自主能动性，因
为这些国家很清楚，‘选边站’不利于自身发
展。”牛新春说。

中山大学中东研究中心教授陈杰指
出，俄乌冲突像一针清醒剂，让各国意识
到动荡和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和
平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金钥匙。

“未来，阿拉伯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战
略自主性将进一步提升，更多国家将走上内
求发展、外求自主的道路。”潜旭明说。

阿拉伯国家迈出团结自强新步伐
本报记者 严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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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重返阿拉伯国家联盟、巴林与黎
巴嫩恢复外交关系、卡塔尔与巴林恢复直航
民航航班……近日，“和解风”在阿拉伯国家
持续吹拂。不久前结束的阿盟峰会发表《吉
达宣言》，强调加强阿拉伯国家团结合作。

分析人士指出，本届阿盟峰会上，与会
各成员国领导人在多个议题上达成共识，团
结、机遇、联合行动成为关键词。当下，面
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阿拉伯国家的选择
代表一种潮流，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选择团
结自强，以应对共同面临的地区和全球挑
战，而不是被西方国家裹挟着选边站队。

图为5月7日在埃及开罗拍摄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外长级特别会议现场。阿盟在当天的外长级特别会
议上决定，同意恢复叙利亚的阿盟成员国资格。 阿迪勒·艾哈迈德摄 （新华社发）

近日，慈善机构乐施会发布
报告称，组成七国集团（G7）的 7
个富裕国家曾承诺向贫穷国家提
供约 13 万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和
应对气候变化支持，至今仍未兑
现。G7 国家及其银行反而要求
全球南方国家偿还2.32亿美元债
务。乐施会执行董事阿米塔布·
贝哈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富裕世
界亏欠全球南方国家。是时候揭
穿G7的虚伪了。”

长久以来，G7 国家给南方
国家开的“支票”不少，却鲜有真
正兑现。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
G7 国家就承诺每年将国民总收
入的 0.7%用于官方对外发展援
助。时至今日，这笔援助中仍有
4.49 万亿美元没有兑现，超过承
诺金额的一半。以美国为例，
2021年，美国海外援助仅占自己国
民总收入的0.18%。2009年的哥本
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达国家承
诺每年向南方国家提供 1000 亿
美元的气候融资，这一承诺在巴
黎协定中再次得到确认，然而至
今没有兑现。2021年，美国在G7
峰会上高调提出“重建更美好世
界”计划，声称要推进耗资巨大
的全球基建计划，却迟迟没有具
体行动。2022 年，美国在 G7 峰
会上提出“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
伙伴关系（PGII）”后，一直没有
实质进展。今年，G7 广岛峰会
重提 PGII，将新老基建、能源改
造、气候变化、卫生保健等各类
项目统计在内，G7 国家给南方
国家开出了总价 6000 亿美元的
支援“详单”。对全球南方国家
的发展需求来说，6000亿美元只
能算“杯水车薪”，而鉴于此前
G7 国家的“画饼”习惯，这笔钱
能不能真正兑付，还要打个巨大
问号。

G7 国家不仅大开“空头支
票”，还把南方国家拖入了“债务
陷阱”。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西
方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向拉美
等南方国家大肆放贷，造成拉美
陷入滞胀，迄今仍未彻底恢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为谋取高回报，为
南方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主权债券创造条件，降
低门槛，引诱南方国家大肆举债，导致南方国家债务
总量激增。据世界银行估算，拉美在2020年仍是全球
负债率最高的地区，其外债主要来自国际金融市场，
华尔街金融巨头和美欧商业银行是主要债主。英国
研究机构数据显示，在非洲国家所欠外债中，来自西
方贷款方的高达30%以上。发达国家一手炮制的“债
务陷阱”正让南方国家饱受发展“锁喉”之痛。

更让南方国家“窒息”的是，发达国家还利用全球
金融体系，通过金融政策调整，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
家“吸血”。新冠疫情发生后，美国持续激进加息，全
球资本回流美国，南方国家货币相对美元纷纷贬值，
许多南方国家陷入货币贬值、偿债成本激增的双重困
境，部分国家甚至爆发债务危机。而一批以美国投机
者为主体的西方投资机构像秃鹫一样盯上这些国家
的优质资产，伺机收割南方国家来之不易的社会财
富。以美国为首的富裕国家，依仗美元霸权和西方金
融市场的资本实力，通过金融市场翻云覆雨的娴熟操
作，攫取南方国家的资源和利益，成为扼住南方国家
经济发展“命运咽喉”的巨大黑手。

近年来，随着南方国家实力日益增强，G7热衷炒
作“全球南方国家”概念，表现出对南方国家的“重
视”。不过，G7 国家，是不是应该先把欠南方国家的

“债”还上？

G
7

，欠
南
方
国
家
的
﹃
债
﹄
何
时
还
？

□

高

乔

环 球 热 点

观 象 台

从巴哈马首都拿骚的国际机场出发前往市区，出租
车行驶在有着巴哈马“国门第一路”美誉的机场高速路
上。司机颇为健谈，得知记者来自中国后，热情地介绍
这条高速路由中国企业修建。司机说：“自从有了这条
路，游客从机场前往度假村变得十分便捷。”

中国与巴哈马建交26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这条机场
高速修建方——巴哈马最大中资企业中建美国国际公司。

中建美国国际公司是中建美国公司旗下子公司，后
者是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在美洲地区的全资分支机构。

中建美国国际公司副总裁居艮国介绍，中建美国国际
通过旗下公司在巴哈马市场开展基础设施、房屋建造和房地

产投资开发等业务，作为设计建造商实施巴哈马机场高速项
目。该项目2010年9月底签约，2013年10月竣工。中方仅
派遣少数骨干管理人员，主要雇用当地工人。

蒂龙·贝内比是拿骚机场高速路边加油站的员工。他
介绍：“我在这里已工作近10年，见证了高速公路和加油
站的建设。这么多年，机场高速一直保持非常好的状
态，工程质量很棒，我们十分感谢中国朋友！”

除机场高速外，中建美国国际旗下子公司还在拿骚
市中心独立开发建造了“新地标”城市综合体。这是该
公司在拿骚投资开发的首个大型综合体项目，2021年7月
正式投入运营。

巴哈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西半球仅次于美国和加
拿大，旅游业是第一大支柱产业。业内人士认为，“新地
标”城市综合体正有力带动巴哈马旅游业发展，成为振
兴首都经济的重要引擎和促进巴哈马经济复苏的催化剂。

“我2020年2月刚来工作时，这里还是工地，如今已
是一个深受客户喜爱的港湾。”“新地标”综合体游艇码
头负责人霍华德·平德说。

居艮国说，中建美国公司是最早开拓美洲市场的中
资企业之一，迄今在美洲实施了上千个项目，并成功进
入美国主流工程承包和投资开发市场，在国际高端建筑
市场获得高度认可。

巴哈马巴中友协主席莫克西表示，中国企业的投资
为巴哈马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巴哈马总理戴维斯此前致信中建集团，肯定中国企
业在推动巴哈马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他
说：“自2009年以来，从机场高速路项目到大型度假村项
目，再到‘新地标’开发，中国企业展示了丰富的投资
建设经验和专业知识，为巴哈马人民创造了数以千计就
业机会。我们期待未来更多的合作。”

（据新华社电 记者林朝晖）

中企巴哈马出海记

图为中建美国国际旗下子公司在巴哈马拿骚市中心
开发建造的“新地标”城市综合体的资料照片。

中建美国国际公司供图 （新华社发）

近日，2023 气候产业国际博览会
在韩国釜山会展中心举行，主题为“跨
越气候危机，走向可持续繁荣”。博览
会设立清洁能源、能效、碳中和、未来
移动出行、气候环境等 5 个展区，展出

太阳能、风能、氢能、电动汽车、无人驾
驶、废弃物处理和环保技术等。

图为参观者在气候产业国际博览
会参观轨道电车模型。

新华社记者 王益亮摄

气候产业国际博览会在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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