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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以中东为背景，以国家利益为主线，研究中国中东政策的一部力作，从理论到实践，论述颇丰，
案例的引用也很恰当。
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对新中国成立后、冷战时期及冷战后的中国对中东政策作了梳理、分析，指出其得
失，很有意义。
从注释及书后所附长长的“参考文献”中可以看出，作者阅读了大量国内外文献，从理论上和事件上
都为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材料。
这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书，值得一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家利益与中国的中东政策>>

作者简介

李红杰，曾就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1990年代曾长期在中东地区工作，先后任职中国外文局驻埃及代表处、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研究室、
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研究室。
2007年底赴英国牛津、剑桥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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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冷战期间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中东政策　　第一节　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初始阶段
（1949-1959）　　一、新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从敌视到改善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与中东国家关
系并不顺利。
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多数中东国家仍处在英、法殖民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它们对共产党领导下的
新中国缺乏了解，甚至因受西方国家的影响，对红色中国持疑惧和排斥的态度。
1950年8月，阿拉伯国家联盟还专门通过一个决议，宣布只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反对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
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受美国的蒙蔽或纵容，有的中东国家公开指责中国为“侵略者”；土耳其甚至
还出兵朝鲜半岛，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那时，中国在外交上采取向苏联“一边倒”政策，对中东国家的态度也深受苏联的影响，基本上以反
帝反封建为标准来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当时中国的报刊一般把中东国家的领导层称为“反动的统治集团”、“封建统治者”、“帝国主义走
卒”等。
1952年埃及发生了推翻法鲁克国王的“7·23”革命后，中国也一度把发动革命的自由军官组织称为“
反动的军人独裁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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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像此书这样提笔大论的著作确实第一次读到。
读后感觉此书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
时间跨度长。
从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起至今，阿以冲突已延续760年，但凡每一时期的重大事件本书均有涉及。
第二，涵盖问题广。
谈政治。
丝丝入扣；谈军事，既讲战争。
又述军售，引入入胜；谈经济，既谈到中阿经贸合作，又披露中国公司如何在外自相厮杀；谈文化，
指出了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相互包容和尊重。
第三，不避大国间在中东表现的异同。
此书分析了美国在中东的政策走向，指出了中美在某些方面的趋同，也清楚地说明了双方的不同。
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挤压。
第四，浓墨重笔记下中阿深厚的友谊。
中阿友好是中阿关系的主线，也是中国制定对中东政策的主要出发点，作者不吝笔墨给予了充分叙述
。
第五。
理论、实践相结合。
本书开篇就国家利益的理论问题作了较详细论述，这一理论在本书中贯穿始终，对实际工作也有重大
意义。
　　——原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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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利益与中国的中东政策》是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家利益与中国的中东政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