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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与沙特的人文交流研究 

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包括沙特阿拉伯王国在内的阿拉伯国家

的积极响应与支持。当前中沙关系已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双方的政治关系和经济

贸易关系不断升级发展，在政治、经济合作的正向激励下，中沙人文交流日益密

切，成为促进中沙双边关系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深入推进中国与沙特的人

文交流有利于掌握舆论主动权，为中沙共建“一带一路”争取舆论支持；有利于

增进双方民众的了解、减少对彼此的错误认知和消除刻板印象，从而有效促进中

沙两国民心相通，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巩固中沙既有的政治合作、经

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成果，推动双边关系全面、持续的发展。目前，相关研究大多

从中沙能源关系、经贸合作等方面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沙关系进行探讨，

在既有的中沙人文交流研究中，深入性和系统性有待加强。本文以人文交流理论

为指导，从媒体、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对“一带一路”视域下中沙人文交流

进行分析与研究，明确中沙人文交流的现状，分析中沙人文交流面临的困境与挑

战，并为中沙进一步全面推进人文交流提出针对性建议。研究表明：“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沙在媒体、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人文交流取得了突出成就，但

同时中沙人文交流也面临着外部因素干涉、交流能力有待提高以及人文交流机制

不完善等问题。本文认为，中沙应该从丰富人文交流主体及实施模式，提升人文

交流质量，完善人文交流机制三个方面入手，切实推进中沙人文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一带一路”；沙特阿拉伯王国；人文交流；民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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صل الإنساني والحضاري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سعودية في ظل ادراسة في التو 
 مبادرة"الحزام والطريق"

 الملخص

نذ م ودعماً من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بما فيها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لقيت مبادرة "الحزام والطريق" تجاوباً إيجابياً 

العلاقات السياس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بين  وخاصةإلى مستوى عالٍ،  ، حيث تطورت العلاقات الصينية السعوديةهاطرح

 بحأص السعودية،والصين  العلاقات السياسية والتجارية بين تطور تحديثها وتطويرها. بتشجيع منتحقق الجانبين 

صل التو ل التقدم المتعمقوإن للعلاقات الثنائية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سعودية.  جزءا مهما حضاري صل الإنساني والاالتو 

لدين وإرساء أساس بين الب تواصل المشاعير الشعبية بين الصين و السعودية يفضي إلى تعزيز حضاري الإنساني وال

إنجازات  دبشكل مشترك، وتوطي "الحزام والطريق" ودية لبناءلصين و السعجماهير الشعب بين امتين للرأي العام ل

 .العلاقات الثنائيةدفع تنمية بين البلدين و  ةقتصاديوالا ةالسياسي في المجالات التعاون 

، تركز معظم الأبحاث الأكاديمية حول العلاقات الصينية السعودية في إطار مبادرة رفي الوقت الحاض

مق والتحليل الاستكشاف المتعب ولم تكن هذه الأبحاث والعلاقات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التجارية. "الحزام والطريق" على الطاقة

لتواصل الإنساني اإلى نظرية  رسالةال هستند هذوت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سعودية.  والحضاري  صل الإنسانياالمنهجي فى التو 

صل اوطرق بحث أخرى لتحليل ودراسة التو  كل من القضايا وتحليل الوثايقتحليل  وسيلة باستخدامو ، والحضاري 

صل اتو لل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سعودية من منظور "الحزام والطريق" ، وتوضيح الوضع الحاليحضاري الإنساني وال

بين حضاري الصل الإنساني و االتو  هاواجهيالتحديات التي  بين الصين السعودية، وتحليل والحضاري الإنساني 

 ي.الحضار صل الإنساني و اتعزيز التو حال المشاكل من أجل ت مستهدفة لالسعودية، وطرح مقترحاو الصين 

صل التو ا في مثمرة نتائج والسعودية الصين حققت ،"والطريق الحزام" مبادرة إطار في أنه ويظهر البحث

واجه ي فسه،ن الوقت وفي ،وغيرها من المجالات والسياحة والتعليم والثقافة الإعلام مجالات في والحضاري الإنساني 

كافية الغير  قدرةالخارجي و التدخل ال بعض التحديات، مثل: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سعودية حضاري صل الإنساني والاالتو 

 إثراءة يانه يتعين على الصين والسعود الرسالة هذهوترى  وغيرها. كاملةالغير  ات التبادلعلى الاتصال وآل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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آليات  كمالإتنفيذ التبادل، وتحسين نوعية التبادل، و ل الجديدةق طر ال نماذج ، وابتكارمجموعات التبادل الرئيسي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سعوديةالحضاري صل الإنساني و اتعزيز التو لالتبادل 

حضاري؛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یة السعودية؛تواصل  صل الإنساني والاالتو مبادرة "الحزام والطريق"؛ :یةالمفتاح الكلمات

  المشاعير الشعبی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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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亚和东南亚国家访问期间，提出了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为“一带一路”）的伟大倡

议。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

的主要内容。人文交流作为实现民心相通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在中国的对外交往

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受到各方的关注和重视。从短期来看，人文交流可以减轻

“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为中国同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

争取民意支持；从长远来看，人文交流可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共通共融，对于

推动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阿拉伯世界的传统大国，同时也是 20 国集团（G20）、伊

斯兰世界联盟（Muslim World League）、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等国际组织成员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沙特拥有丰富

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而中国拥有大量的资金、高质量的设备、先进的经验和

广阔的市场，中沙在经贸和能源上的互补性极强，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

作伙伴。与沙特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人文交流可以有效促进中沙民心相通，为“一

带一路”在沙特的推进争取民意基础和舆论支持。本文以“一带一路”视域下中

国与沙特的人文交流为研究对象，结合人文交流理论，重点分析研究“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沙人文交流取得的成果以及中沙人文交流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并提出更

多促进中沙人文交流进一步发展的意见，一方面可以为促进中沙人文交流的深入

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另一方面有助于拓宽“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沙关系的研究视

角，推动中沙人文交流的系统化研究。 

（二）研究意义 

1．选题理论意义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文交流工作的高度重视，激发了学者们对人文交流理论

与实践的研究热情。目前，学界对于人文交流的研究方兴未艾，人文交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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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处于不断创新发展的进程中，本文以人文交流理论为指导，选取“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国与沙特的人文交流作为研究对象，解读“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文交流

的区域差异和特性，以期推动对人文交流理论的深入辨析和系统探讨，为构建中

国“国家软实力”、构建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提供新的

研究视角。 

2.选题实践意义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不断推进，中沙之间的政治互信与经贸合作不断

升级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双方在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中沙在文化、教育、智库

等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断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同时，仍然需要

不断克服困难与挑战，努力巩固人文交流的成果。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背景

下中沙人文交流的现状，针对当前中沙人文交流的现状特点以及中沙人文交流所

面临的困境提出了完善中沙人文交流的意见，为促进中沙两国民众间的民心相通，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巩固中沙既有的政治、经济、人文交流合作成果，

维护双方友好关系持续发展等都具有积极意义。此外，研究中沙之间的人文交流，

可为中外人文交流事业积累经验和案例素材，为中国同其它国家和地区开展人文

交流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与人文交流有关的研究 

1. 国内有关人文交流的研究现状 

人文交流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现代国际交往思想，是中国特色对外

交往理论的一大创新。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人文交流作为达成民心相

通的重要途径，受到了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的相

关研究也与日俱增。目前，国内有关人文交流的研究，按照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视

角，可大致分为三类： 

（1）人文交流理论溯源 

前外交部长杨洁篪在 2008 年提出“人文外交”这一概念后，有一部分学者

将人文交流与中国的外交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人文外交理论。其中以《人文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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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新外交形态》①一文最具代表性，作者在文中对人文外交进行了概

念界定，并分析了人文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区别。此外，在《当代中国外交的新路

径：“人文外交”初探》一文中，作者从外交主体、外交方式和外交理念三个方

面对人文外交概念进行了探讨②。 

十八大以来，官方媒体基本采用人文交流这一提法，学界也逐渐用人文交流

来代替了人文外交。人文交流理论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发展，从目前的理论研究

成果看：理清了人文交流的概念、内涵、目标等。其中，以许利平《中国与周边

国家的人文交流:路径与机制》③最具代表性，作者在文中对人文交流做出了概念

界定，并指出人文交流的路径分为传统路径和现代路径，人文交流的运行机制分

为双边机制和多边机制。 

关于人文交流的理论研究虽然各有侧重，但共同点就是都指出人文交流是以

“人”为交流主体，以“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交流，重在突出“人的价值”，

并强调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人文交流。 

（2）人文交流与国别、区域研究相结合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把人文交流同区域国别研究相结合的研究已经日趋成熟，但大

多数研究成果集中在中国与欧美、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研究。在《关

于加强中韩人文交流的思考》④一文中，作者梳理了中国和韩国人文交流的历史

渊源及现状，指出中韩人文交流面临的困境主要包括民众间缺乏信任、文化交流

失衡、民族主义和历史问题的阻碍等。在《中美人文交流：成就与展望》⑤一文

中，作者从中国与美国人文交流的历史回顾、现实成效、改进方向和未来发展趋

势四个层面对中美人文交流进行了论述。 

至于中阿人文交流领域，也出现了不少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如：马丽蓉在

其专著《“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与中国的中东人文外交》⑥中分析了中国与包括

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中东国家的人文交流历史、现状及面临的挑战，例举了孔子学

院、中东问题特使机制等人文交流运作模式。古萍在博士论文《中国与摩洛哥人

                                                        
① 赵可金：人文外交：全球化时代的新外交形态[J]，外交评论，2011 年第 6 期。 
② 金正昆，唐妮娜：当代中国外交的新路径：“人文外交”初探[J]，教学与研究，2009 年第 8 期。 
③ 许利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路径与机制[J]，新视野，2014 年第 5 期。 
④ 邢丽菊：关于加强中韩人文交流的思考[J]，东北亚论坛，2014 年第 6 期。 
⑤ 潘亚玲：中美人文交流：成就与展望[J]，教学与研究，2015 年第 12 期。 
⑥ 马丽蓉：“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与中国的中东人文外交[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4 
 

文交流合作机制建设研究》①中对中摩的历史往来进行了梳理，对孔子学院、医

疗援助及文娱和体育交流等传统领域的人文交流模式进行了分析评估，对建设中

摩人文交流合作机制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单思明在硕士论文《中国与埃及人文

外交研究》中论述了中国与埃及的人文交流历史，中埃建交后在教育、文化、旅

游和媒体领域人文交流的发展。 

（3）人文交流的困境研究 

人文交流实践至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缺点和不足，

学者们也基于人文交流的现状，对人文交流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在

《中国式人文交流能否实现民心相通》②一文中，作者指出中国式人文交流主要

聚焦于三件事：中文教学、展示中国文化、解释中国道路和中国的内外政策。因

此这种单向式的人文交流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

困难与应对》③一文中，作者认为由于文化宗教差异巨大、政治体制多元、世界

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外人文交流面临着巨大挑战。

在《中美人文交流：现状、问题与对策》④一文中，作者指出中美人文交流存在

输入与输出不对称、民间力量参与度低、人文交流模式、人文交流机制有待完善

和更新等问题。  

2. 国外有关人文交流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人文交流这个概念，但世界各国都早已认识到

人文交流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国外学者常用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

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等概念来概括国际中的人文交流现象。美国学者汉

斯·塔奇（Hans T. Tuch）在《沟通世界：美国海外公共外交》一书中结合传播学

理论，对公共外交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英国前外交官米切尔（J. M. Mitchell）在

其专著《国际文化关系》中对文化外交概念进行定义，系统地阐述了国际文化关

系理论。该书还对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的文化外交活动进行对比分析，

是研究文化外交的重要入门书籍。荷兰学者英格丽·胡戈（Ingrid d’Hooghe）在

《中国公共外交的崛起》⑤中对中国公共外交的目标、制度、实施途径等有了较

                                                        
① 古萍：中国与摩洛哥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建设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7 年。 
② 庄礼伟：中国式人文交流能否实现民心相通[J]，东南亚研究，2017 年第 6 期。 
③ 邢丽菊：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困难与应对[J]，国际问题研究，2016 年第 6 期。 
④ 杨松霖，孙凯：中美人文交流：现状、问题与对策[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6 年 6 月第 2 期。 
⑤ Ingrid Hooghe, The Rise of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The Haugue :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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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系统的探讨，她指出中国实施公共外交的主要途径有：在海外开设孔子学院、

出版书籍、举办大型国际活动等。而这些途径正是中国对外人文交流的重要实施

路径，可见人文交流与国外学者所提的公共外交在目标、实施路径上有很大的相

似性。 

阿拉伯世界也没有提出人文交流这一概念，而是使用西方的公共外交

来解释国际社会中的人员及文化交流现象。叙利亚学者尼扎尔·麦（الدبلوماسية العامة）

乎布（نزار ميهوب）在其著作《公共外交：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①中分析了公共外

交对于一个国家塑造国家形象和提高国际地位的作用，并强调开展公共外交要重

点关注受众的需求。伊拉克学者菲勒斯·穆罕默德·艾哈迈德（فراس محمد أحمد）在

《公共外交和中国的软实力》②一文中综述了中国的公共外交史，其中提到，中

国发展公共外交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宣扬中国古老的历史和儒家传统。可见，阿拉

伯学者也将人文交流与西方所提的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等概念等同起来。 

（二）与中沙关系有关的研究 

1. 国内有关中沙关系的研究现状 

（1）聚焦于经贸和能源合作关系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中沙关系的关注点更多在经贸和能源合作上，这类研究的共同

特点是仅仅对中国与沙特的政治、外交、经贸、能源关系进行综合性论述，对中

沙之间人文交流关系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如《沙特阿拉伯的经济调整与“一带一

路”的推进》③、《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现状、风险及应对》④等

论文，都聚焦于中沙之间的经贸、能源关系，类似题材的文章还有很多，这里不

做赘述。 

（2）与中沙人文交流有关的研究 

截止目前，国内有关中沙人文交流的研究仍然为数较少。这些研究又可以分

为三类： 

1）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人文交流研究框架之下对中沙人文交流进行研究 

这类研究的特点是对中沙之间的人文交流只是概述，对中沙人文交流的特点

                                                        
 .م2012ية السورية الدولية ،نزار ميهوب، الدبلوماسية العامة :القوة الناعمة في العلاقات الدولية ،الأكادم① 
 .م2016فراس محمد أحمد، الدبلوماسية العامة والقوة الناعمة الصينية، جامعة الموصل، مجلة السياسية والدولية، ② 

③ 陈沫：沙特阿拉伯的经济调整与“一带一路”的推进[J]，西亚非洲，2016 年第 2 期。 
④ 包澄章：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现状、风险及应对[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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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存在的问题没有做深入探讨，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如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

文交流的现状、基础及挑战》①一文中，作者简述了中沙在文化交流、媒体合作、

考古合作等领域的人文交流。在《中国对阿拉伯世界人文外交的历史回顾及现实

挑战》②一文中，作者论述了中国与沙特在宗教层面的人文交流。 

2）在具体领域中对中沙人文交流进行的研究 

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学发展概述与当代沙特价值观的对应》③一文中，作者

从沙特中国学的现状和前景出发，探讨了中国学在沙特的发展对两国跨文化交流

的重要性。在《当代中国与沙特关系演进中的伊斯兰朝觐》④一文中，作者对中

沙在宗教领域的交流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以宗教朝觐为核心宗教交流在中沙关

系的不同历史阶段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沙特居民赴中国旅游市场开发研

究》⑤一文中，作者具体分析了中沙在旅游领域的交流合作及存在的问题。《中国

媒体中的沙特阿拉伯形象》⑥，《沙特阿拉伯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⑦等论文探讨了中沙在媒体领域的交流，对中沙在对方媒体中的形象塑造进行了

分析研究。 

3）有关中沙人文交流的专题研究 

目前，有关中沙人文交流的专题研究，主要关注点在宗教、文化、教育等传

统领域，对旅游、科技、智库等新兴人文交流领域的关注较少。在《“一带一路”

——沙特人文特性及中沙人文交往的可行性研究》⑧一文中，作者从宗教、阿拉

伯固有文化以及当代阿拉伯思潮等方面对沙特文化的人文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

中沙进行人文流是双方的共同诉求。田艺琼在硕士论文《新中国对沙特、以色列

人文外交比较研究》⑨中，梳理了新中国与沙特、以色列的人文交流关系，并做

了详细的对比研究，对中国与沙特、以色列人文交流的差异成因进行了分析。 

2. 国外有关中沙关系的研究现状 

                                                        
① 包澄章：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的现状、基础及挑战[J]，西亚非洲，2019 年第 1 期。 
② 闵捷，马云蔚：中国对阿拉伯世界人文外交的历史回顾及现实挑战[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 年第 6

期。 
③ Shijun Li. Scenario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tudies in Saudi Arabia in Correspondence with  
Contemporary Saudi Values[J]. 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November 2020. 
④ 钮松：当代中国与沙特关系演进中的伊斯兰朝觐[J]，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 年第 4 期。 
⑤ 曹笑笑：沙特居民赴中国旅游市场开发研究[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 年 3 月第 2 期。 
⑥ 马晓霖：中国媒体中的沙特阿拉伯形象[J]，阿拉伯世界，2005 年第 1 期。 
⑦ 孟炳君：沙特阿拉伯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J]，外语学刊，2018 年第 6 期。 
⑧ 李桂群，侯宇翔：“一带一路”——沙特人文特性及中沙人文交往的可行性研究[J]，阿拉伯研究论丛，

2017 年第 2 期。 
⑨ 田艺琼：新中国对沙特、以色列人文外交比较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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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也出现了一些涉及中沙双边关系的著述。如马丁·哈利森（Martin 

Harrison）在《沙特阿拉伯对外政策：与超级大国的关系》①一文中，概述了中沙

70 年代到 90 年代双边关系的发展，其中还介绍了中国通过组织穆斯林朝觐来推

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安德鲁· 斯库伯（Andrew Scobell）和阿利雷扎· 纳德（Alireza 

Nader）在《中国在中东：谨慎前行》②一文中提到：中国利用经济、军事及外交

手段与沙特进行合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能源，并和沙特建立地缘伙伴关系

以对抗美国。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政府对人文交流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国内学者愈发重

视人文交流研究，人文交流正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关于人文交流的基础理

论与具体实践的研究不断创新发展。其中“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同沿线国家的

人文交流研究正成为人文交流领域的热点研究方向，“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外人

文交流的个案研究不断丰富，但目前，对于人文交流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

及中国周边地区，中国与中东、西亚、北非等国家的人文交流研究还有广阔的探

索空间。而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中国在中东地区和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合作伙伴，在

既有的中沙人文交流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对中沙之间人文交流的研究重在历史

梳理和现状描述，仍需要更多深入研究；研究中涉及到中沙之间人文交流的内容，

则主要集中在宗教、文化等传统领域，对媒体、旅游、智库等其他领域的人文交

流关注不足。国外学者对于中沙之间的人文交流关注较少，相关研究大多零散出

现在对于中沙关系研究的论述中。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沙特之间的人

文交流研究具有很大的可研究空间。 

三、理论基础及相关概念辨析 

（一）论文的理论基础 

1.人文的界定 

汉语中的“人文”一词最初是指用于规范社会和教育人的社会伦理，出自《周

易·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

                                                        
① Martin Harrison . Saudi Arabia's foreign policy : relations with the superpowers. University of Durham , 1995. 
② Andrew Scobell, Alireza Nader. China in the Middle East: The Wary Dragon, Calif: RAND Corporatio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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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以化成天下①。”意即：刚柔交错，产生自然界的变化，这是天象；礼乐教化

约束、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是人类社会。观察天象，可以明晰时节的变化，观察

人类社会，可以用礼乐教化来教育人民，规范人们言行举止。《北齐书·文苑传

序》对此再次强调：“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②。”古代先贤的言行成为天

下人所遵守的准则，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这就是人文。可见“人文”最早是指

用于规范社会人伦的礼乐教化。《辞海》对“人文”一词的定义是：“人文指人类

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 

2.人文外交的界定 

在我国，最早将“人文”与“外交”这两个词相结合的是前外交部长杨洁篪。

2008 年 10 月，杨洁篪外长在“奥运后的国际形势与外交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

提出了“人文外交”的概念。他指出“要大力推进人文外交，加深人与人之间、

民众与民众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友好情谊，增进国家与国家之间

的信任与合作、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③。”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对人文外交的定义是：“一个国家在思

想、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通过政府主导、授权和委托等多种方式，鼓励和

支持持续性的人员交流、文化传播和思想沟通，以渐进实现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

明推广等目的的外交④。”他还指出主体权威性、内容人文性、方式灵活性、和目

的战略性是人文外交的本质特征。 

3.人文交流的界定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此后，学术界也逐渐采用

人文交流这一提法来代替了人文外交。 

人文交流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政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人文交流的内涵、目的以及人文交流机制的研究不断深入。

人文交流理论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在《中国

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路径与机制》一文中首次提出：“人文交流包含人员交

流、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目的是促进国家之间人民的相互了解与认识，从而塑

                                                        
① 《周易·贲卦》。 
② 《北齐书·文苑传序》。 
③ 杨洁篪: 奥运后的国际形势与外交工作[N]，学习时报，2008 年 10 月 20 日。 
④ 赵可金：人文外交：全球化时代的新外交形态[J]，外交评论，2011 年第 6 期，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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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区域文化认同、价值认同，最后达成区域合法性的支持①。”刘永涛认为：“人

文交流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民之间所进行的跨文化交往，包括直接

交流乃至分享他们之间不同的理念和体验，其目的是为了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②。” 

广义上的人文交流是指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以人为媒介的各种交

流活动。狭义上的人文交流主要指的是在文化、科技、教育、媒体等领域以人为

载体的交流和互动，本文所探讨的人文交流是指狭义上的人文交流。人文交流的

侧重点在“人”而不是“文”，强调在交流过程中突出“人”的价值，即人文交

流要以人为本、以人为主。具体来说就是在人文交流过程中，要以人为主要的交

流载体，以人为主要的交流服务对象，交流成果要惠及更多人民。人文交流对于

国家间关系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影响比政治交流更为久远，比经贸

交流更为深刻，对于增进各国共识、推动区域发展等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广泛

性和持久性的作用③。 

4.人文交流与人文外交的联系与区别 

人文外交和人文交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二者都强调三个方面的交流，即人

员交流，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都强调在中国的对外交往工作中，人文精神的重

要性。但二者也有一定的区别： 

一是人文外交参与主体的政治属性更强，人文外交强调主体权威性，即参与

人文外交的主体要是官方机构或者受政府委托的机构；而人文交流强调主体的多

元性，即交流主体既包含政府也包括非政府机构、民间团体乃至公民个体。 

二是人文外交目的战略性更强。人文外交强调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实现文明推

广，从这一点上来说，人文外交仍没有摆脱单向输出的思维，而人文交流的目的

是促进相互了解、增进人民间的友谊，从而获得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人文交流

强调交流的双向性和交流双方的平等性。 

 （二）相关概念辨析 

  1.人文交流与公共外交、文化外交      

     部分学者认为人文交流、公共外交、文化外交是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解释。

                                                        
① 许利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路径与机制[J]，新视野，2014 年第 5 期，第 119 页。 
② 刘永涛：人文交流：概念、视野和运行机制，载邢菊丽、张骥主编：中外人文交流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

[M]，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 年，第 63 页。 
③ 刘延东：深化高等教育合作，开创亚洲人文交流新局面[J]，世界教育信息，2010 年第 12 期，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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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文交流不完全等同于公共外交或文化外交，从行为主体来看公共外交是一国

政府对外国民众的外交行动，而人文交流既包含一国政府对外国民众的行为，也

包含一国政府对外国政府、一国政府对外国民众、民间对民间的行为。从目的来

看，公共外交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获取外国政府对

本国的政策的支持，而人文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增进国家之间人民的相互认知与了

解，从而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以及共同价值观的构建。 

文化外交是一个国家针对特定对象的国际公关行为，与人文交流相比，更注

重实际而短期的目标。此外，人文交流除了包含一般的艺术、文化交流外，还包

含了人员互访、体育、旅游、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人文交流与文化外交相比，重

点在“人”不在“文”。 

2.人文交流与人民外交、民间外交 

中国的外交工作具有鲜明的人民属性。上个世纪 50-70 年代，中国提出了特

色的外交方式——人民外交，即“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人民外交产生于新中

国政权应对国际政治斗争的外交过程，它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政治属性和浓厚

的意识形态色彩。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的外交由人民外交向民间

外交转变，即“以官带民、官民并举”。一是体现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再是外

交工作的主要指导思想，二是外交的对象转向“民间”，相比于政治色彩浓厚的

“人民”，“民间”更容易被外国政府和民众所接受，三是外交的主要目标不再是

革命斗争，而是转变为追求较为现实的政治、经济等利益。 

人文交流也有着鲜明的人民属性，是对人民外交、民间外交的继承和发展。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促进人民间的友好往来一直是中国外交工作中一个重要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民外交，到后来的民间外交，再

到人文交流，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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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一）研究思路 

本论文以许利平提出的人文交流理论为指导，以“‘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

与沙特的人文交流研究”为题，主要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沙特之

间的人文交流进行研究，第一章梳理了中沙人文交流的历史，加强对双方人文交

流历史基础的了解；第二章梳理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沙人文交流的发

展状况，明确当前中沙人文交流的特点；进而在第三章分析当前中沙进行人文交

流所面临的障碍；第四章剖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沙人文交流的阻力因素并

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为完善我国与沙特之间的人文交流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研究方法： 

1. 文献分析法：通过图书馆、电子书库、互联网等途径，广泛搜集国内外有

关中沙关系的专著、期刊、学术报告、政策文件和新闻等，整理出有关中沙人文

交流的内容，并加以分析，了解中沙人文交流的历史发展及现状。 

2. 个案分析法：以中沙人文交流中的主要领域为重点研究对象，研究中沙人

文交流运作的基本规律，并查找其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的原因，从而找出进一

步推动两国人文交流的可行途径。 

3. 历史分析法：研究中沙人文交流需要中阿关系史、沙特外交史、中国外交

史、中国与沙特外交关系发展等方面的著作以及中沙签订的备忘录、合作协定等

大量的历史文献作为支撑，以了解中沙人文交流的渊源，分析中沙人文交流的发

展趋势。 

（三）创新之处 

1. 选题创新。本文以人文交流理论为指导，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沙人

文交流关系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在选题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一带

一路”本就承载了上千年的历史人文积淀，因此突出“一带一路”研究的人文性

是十分必要的，但目前，学者们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沙关系的关注更多是体

现在经贸和能源合作方面，关于人文交流方面的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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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内容创新。本文搜集大量关于中沙人文交流的最新资料，对资料进行

分析、总结，着重探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中沙人文交流，分析研究中

沙人文交流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新的发展态势，以确保研究的前沿性与时

效性。 

3. 研究思路创新。本文对中沙人文交流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历史回顾和现

状描述，在系统探讨中沙人文交流的过程中，对中沙人文交流面临的挑战、问题

与困境进行分析，提出克服这些挑战的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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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与沙特人文交流的历史概述 

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都曾长期位于世界文明的前列，千百年来，中国人民

和包括沙特人民在内的阿拉伯人民就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往来不绝，中沙之间互学

互鉴，丰富了各自对对方的认识，促进了文明的交流与交融，直接或间接地推动

了双方社会发展、文明进步。  

 

第一节 中国与沙特的人文交流古已有之 

一、汉代中沙人文交流萌芽初现 

公元前 138 年和 119 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拉开了中国与阿拉伯地区人文

交流的序幕。据中国史料《汉书》的记载，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汉朝与西域的互

动日益增多，朝廷频繁派遣张骞、班超、甘英等人出使西域。在这种频繁的交流

活动中，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国家也有了初步的交流。据史料记载，汉朝使节曾

抵达阿拉伯地区：“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

安息、奄蔡、犛軒、条支、身毒国①。”条支（也称作条枝）是古代中国引用波斯

人对阿拉伯人的称谓。《汉书》当中记载的汉朝使节到达条支国，是有关中国与

阿拉伯地区往来的最早记载。 

公元 94 年，班超击破焉耆，“于是五十国悉纳质內属，其条支、安息诸国，

至于海滨，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②。”班超平定西域后，包括阿拉伯在内的五十

多个国家都前来汉朝都城进贡物品。 

二、唐宋时期人文交流继续发展 

唐朝是古代中国最兴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阿拉伯帝国也达到了历史发展

的黄金时期，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阿巴斯王朝国力雄厚。唐王朝的兴盛和阿

巴斯王朝的扩张助长了双方进行交流与沟通的意愿，而统治阶层的开阔视野和政

府开放的对外政策成为中阿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据《旧唐书》记载：“永

                                                        
① [汉]班固著：汉书[M]，团结出版社，1996 年，第 600 页。 
② [宋]范晔撰：后汉书[M]，团结出版社，1996 年，第 8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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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二年，大食国始遣使朝献①。”这是中国史料上关于中阿官方交往的最早记载。

在阿拉伯文献中同样对这一时期中沙之间的交往有所记载，巴克利在《疑难国名

地名辞典》中记载：“加尔是位于麦地那附近海岸的一个村落，来自埃及、哈白

什、巴林和中国的船只在这里停靠②。”唐朝时期，中阿官方的互动十分频繁，有

学者统计，从 651 年至 798 年，阿拉伯遣唐使达 40 次③。中阿官方的密切往

来推动了民间的人文交流。唐代时，大量阿拉伯人沿着丝绸之路到达中国，国都

长安以及沿海城市居住着大量的阿拉伯人。伊斯兰教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

并随着官方和民间交往的不断深入在中国各地传播开来。唐朝末期的安史之乱是

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中阿文明交往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安史之乱

标着着唐王朝由盛转衰，西域陷入动乱，陆上丝绸之路受阻，而后陷入没落。 

宋朝时期，由于陆上丝绸之路受阻，而中阿造船术以及航海技术有了较大的

发展，海上丝绸之路逐渐代替陆路，成为中阿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这一时期来

华的阿拉伯人主要通过海上航行抵达中国，来自阿拉伯等地的商人大多聚居在沿

海港口城市，如广州、泉州和杭州等。宋代的史料对阿拉伯地区以及沙特重要城

市麦加有了较为准确的记载，如《岭外代答》记：“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

白达国（巴格达），系大食诸国之京师也。其国王则佛麻霞勿（穆罕默德）之子

孙也。有麻嘉国（麦加），此是佛麻霞勿出世之处，有佛所居方丈，每年诸国前

来就方丈礼拜④。” 

三、元明两代人文交流频繁 

中阿之间的人文交流在元代达到了顶峰。来华经商、传教的阿拉伯人的数量

迅速增加，出现了“元时回回遍天下”的盛况。中国著名航海家汪大渊、郑和以

及阿拉伯世界知名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是中阿人文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元朝年间阿拉伯颇负盛名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ابن بطوطة）于公元 1346 年到访

中国，游历了中国的杭州、泉州、广州等东部沿海城市。其口述见闻被他人收录

成《伊本·白图泰游记》一书，其中包含对中国繁荣的港口城市及海上贸易、丰

富的物产、技艺精湛的手工产品的记载，书中还介绍了泉州、杭州等地穆斯林的

                                                        
①《旧唐书》本纪·卷四。 
② 巴克利著：疑难国名地名辞典[M]，贝鲁特学术书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 卷，第 5 页。转引自葛

铁鹰：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研究——以史学著作为例[D]，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08 年，

第 84 页。 
③ 王铁铮：历史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往及其影响[J]，智慧中国，2018 年第 7 期，第 80 页。 
④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外国门下·大食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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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动和文化生活。《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关于中国的记录，是中国与阿拉

伯世界友好交往的重要见证。与他同一时期的中国著名航海家汪大渊曾访问过沙

特麦加，他所撰写的《岛夷志略》记载了麦加的地理状况、民俗风情等，丰富了

中国人民对沙特的认识，对研究中沙文明对话，以及中沙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具

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明朝年间，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期间曾到访天方（麦加），还曾派人到天

方与当地人民进行贸易。郑和船队还绘制了克尔白天房图像回京，上报朝廷①。

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外人文交流史上的一个重大举措，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文

明对话。而郑和船队在七次航行中到访沙特麦加等地，加深了中国人民和沙特人

民的相互了解，为中国与沙特留下了共同的人文交流记忆。 

四、清代人文交流陷入衰败 

自明末开始，中国实施了更为严格的海禁政策，中沙官方层面的往来基本停

止。中沙之间的人文交流主要是穆斯林宗教人士和学者到沙特访问、游学。1843

年，清代著名的穆斯林学者马复初（马德新）曾到达麦加朝觐，回国后，他用阿

拉伯语著述了《朝觐途记》一书，记载了赴沙特朝觐途中的所见所闻和沿途各地

的风土人情，书中还对克尔白天房进行了详细的描述②。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

期虽然中沙之间的人员流动数量大幅减少，但中沙之间的文明对话并没有因此停

止。一批“学通四教”（指佛、儒、道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学者，如王

岱舆、刘智、马复初等学者致力于伊斯兰教经籍的研究，并用以儒释经的方式，

开启了回儒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对话之门③。 

古代“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东西商品贸易的重要通

道，为中沙文明交往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撑，同时也是播种友谊、沟通东西文明

的桥梁，通过两条丝路，中沙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交流史，为近现代两国人文交流

奠定了历史基础，近现代以及当代中沙人民间有着友好深厚的情谊，与历史上中

沙之间的友好交往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 

古代中沙之间的人文交流虽然主要是以使节访问、个人旅行家游历、商人贸

易、穆斯林朝觐等活动带来的无意识人员交流、文化交流和思想交流，但在客观

                                                        
① 郭应德：中国阿拉伯关系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61 页。 
② 王铁峥，林松业：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王国卷[M]，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318 页。 
③ 孙振玉：明清之际回儒对话的特点及启示[J]，回族研究，2002 年第 4 期，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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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为中沙近现代的人文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第二节 中国与沙特建交以前的人文交流艰难发展 

在近代，中国遭受了列强的侵略，而沙特则长期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致使

中沙之间官方层面的往来严重受阻。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沙在意识形态方面的

隔阂，沙特一度将中国视为“伊斯兰的敌人”。人文交流对于中沙两国关系的“破

冰”，以及推动中沙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沙建立外交关

系以前的人文交流经历重重难关，其发展进程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人文交流的冰冻时期：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在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围剿

中寻找突破口，获取国际社会的帮助和支持，中国政府在外交中采取了“一边倒”

的政策。这一时期，意识形态是中国外交最主要的依据。而沙特因为阿拉伯世界

蓬勃发展的民族革命，担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会冲击到其政权而十分忌惮中国，

甚至将中国视为“伊斯兰的敌人”。 

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采取“另起灶炉”的政策方针。即不

承认国民党代表中国建立的任何外交关系。而沙特方面还与台湾保持着 1939 年

国民党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且双方关系日趋密切，高层来往频繁。

1957 年 7 月，台湾当局任命马步芳为首任“驻沙特阿拉伯大使”①，由此双方关

系升级为“大使级”关系。 

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再加上沙特与台湾日渐亲密的关系，中沙双

方在官方层面基本没有接触，因此严重阻碍了民间的人文交流。1952 年 8 月，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了由 16 名中国穆斯林组成的朝觐团前往麦加朝觐。而沙

特认为中国是利用朝觐来传播共产主义，其政治目的超出了宗教意义，因此拒绝

向中国穆斯林签发朝觐签证②。  

二、人文交流的探索时期 

万隆会议为中国与沙特的初步接触搭建了平台，为中沙人文交流的开篇提供

                                                        
① 陈沫：列国志—沙特阿拉伯[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400 页。 
② 钮松：当代中国与沙特关系演进中的伊斯兰朝觐[J]，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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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契机，成为中沙人文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于近代中沙人文交流的开

启具有重要意义。1955 年，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举行，在会议上，中国提出

“求同存异”的外交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了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与会

代表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中国代表团中周恩来总理的宗教顾问达浦生阿訇是精通

阿拉伯语的穆斯林，会议期间，他向沙特代表说明了中国穆斯林赴沙特朝觐的签

证问题，表达了中国广大穆斯林渴望完成朝觐功修的强烈愿望。周总理也亲自与

费萨尔亲王讨论了中国穆斯林朝觐签证的问题①。 

在国家领导人的深切关怀和中国宗教界的多方努力下，沙特终于同意向中国

穆斯林发放签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于 1955 年 7 月组织由 19 人组成的中国穆

斯林朝觐团前往沙特麦加朝觐②。自 1955 年中国首个穆斯林朝觐团成功赴沙特完

成朝觐至“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每年都会组织中国穆斯林

赴沙特朝觐。虽然能够参加朝觐的人数十分有限，但在中沙关系还未走上正轨时

期，以朝觐为代表的宗教交流几乎成为了中沙人文交流的唯一途径。  

三、人文交流的停滞时期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与苏联的同盟关系逐渐走向破裂，中美关系依然

没有缓和，中国的外交政策由“一边倒”转向“两个拳头打敌人”。即依靠广大

的亚非拉国家，反对美帝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③。在外交工作中，中国把输出革

命、争取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作为首要任务。而这一时期，阿拉伯世界

保守君主制国家与激进共和制国家矛盾不断，沙特方面由于担心共产主义会对王

权统治造成冲击，因此对共产主义十分抵触。费萨尔国王认为共产主义是与伊斯

兰教义相抵触，煽动革命运动并破坏伊斯兰教团结的异端④。 

与此同时，沙特同台湾的来往更加密切，沙特高层频繁到访台湾，费萨尔国

王曾于 1971 年 5 月访问台湾⑤。在国际层面上，沙特和美国的关系十分亲密。在

1971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表决时，沙特追随

美国，投了反对票。 

在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之后，由于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恐惧，以及对中国

                                                        
① 丁俊：中国穆斯林国际交往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意义[J]，西北民族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55 页。 
② 马贤：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之路[J]，中州统战，1999 年第 3 期，第 40 页。 
③ 黄庆，王巧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2）[M]，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 年，第 109 页。 
④ [阿联酋]穆哈迈德·本·胡崴丁著：中国与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国家关系（1949－1999）[M]，姚继德，冀

开运译，北京：线装书局 2008 年版，第 211 页。 
⑤ 陈沫：列国志——沙特阿拉伯[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4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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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穆斯林工作退步的不满，沙特停止向中国穆斯林发放签证，中国穆斯林的

朝觐之路中断，中沙人文交流也进入停滞时期。 

四、人文交流的恢复时期 

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政府在对国内、国际形式做出预判

的基础上，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确立了不结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

针。中国与沙特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方面相互抵触，又缺乏实际往来，双方的不

了解、不信任严重阻碍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立即开展官方外

交困难重重，还可能适得其反，因此适时地让人文先行，以两国间宗教领域的人

文交流作为突破口，为促成两国建交打下基础。1979 年，由 16 名中国穆斯林组

成的朝觐团赴麦加朝觐①，因“文革”而中断的中沙人文交流逐渐恢复并得到了

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限，所以中沙之间的人文交流

发展比较缓慢。 

近代以来，沙特与中国迟迟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沙人文交流的发展也

几经波折，究其原因是由于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西方话语干扰以及在台

湾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在这一时期，双方在官方层面几乎没有互动，民间层面

的人文交流对于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且以宗教领域的人文

交流最为突出，宗教领域的人文交流起了先导性的作用，并为中沙双边关系的发

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文基础。 

 

第三节 中国与沙特建交以后的人文交流步入正轨 

自 1990 年中沙建立外交关系 30 多年来，中沙两国政治上的友好互动以及

贸易往来的持续发展，为双方进行人文交流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坚实的政策

保障，人文交流领域的持续互动，也为中沙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沙特虽然是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但两国建交以后，在人文交流领

域上的合作有了跳跃式的发展，两国的人文交流不再局限于宗教，而是向文化、

教育、媒体等领域扩散。 

                                                        
①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1979 年大事记， http://www.chinaislam.net.cn/cms/news/60years/dashiji/201308/29

-5579.html，访问时间：2020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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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文交流领域扩展 

文化交流方面。2010 年，中国举办上海世界博览会期间，沙特国家馆吸引了

大批参观者前来参观和体验，成为了世博园区内最具人气的场馆，充分体现了沙

特风土人情和文化艺术对中国人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值得关注的是沙特国家馆

的总设计师是一名中国人，他将沙特国家馆设计为独特的“月亮船”造型，一方

面是由于“月亮船”在阿拉伯文化中象征着美好与吉祥，另一方面是考虑到沙特

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而“船”是连接中沙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2013 年，第 28 届“杰纳第利亚民族遗产文化节”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

中国应沙特邀请作为主宾国参展，约有 200 名中国艺术家、15 家中国机构、30

多种中国传统技能和 600 多件中国艺术品在文化节上参与展出。中国精美的展品

广受沙特民众的好评，太极拳和武术等表演受到观众的喜爱。北京大学仲跻昆教

授等 4 名中国学者参加了文化节研讨活动①。这是中沙建交以来，中国首次以主

宾国身份参与沙特重要文化活动，在沙特引起巨大反响，为深化中沙文化交流和

增进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沙之间在教育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2007 年之前，在中国留学的沙

特学生人数不到百人②。沙特在 2006 年确立阿卜杜拉国王奖学计划，在该奖学金

计划的激励下，从 2007 年—2016 年间，超过 1500 名沙特学生在中国学习各种

科目③。与此同时，赴沙特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数量也在逐渐增多。据统计，1995 

年，有 125 名中国留学生学生在沙特学习，2003 人数翻了一倍，达到 254 人，

到 2016 年，共有 875 名中国留学生学生在沙特学习，是 1995 年的 7 倍④。 

在民间交流方面，1997 年，中国——沙特友好协会成立，中沙友协成立以来

始终致力于同沙特各组织机构、社会团体和知华友华人士建立联系，在促进中沙

民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沙两国建交后，人文交流领域逐渐扩展，覆盖范围包括了文化、教育、民

间交流等领域。这一时期人文交流的主要形式是举办文化展览、组织艺术团体访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馆：杰纳第利亚文化节中国主宾国展馆受到沙特民众青睐，http:

//www.chinaembassy.org.sa/chn/，访问时间：2020 年 7 月 5 日。 
② 王婷钰：“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沙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进展、问题及建议[J]，《世界教育信息》，

2019 年第 20 期，第 28 页。 
③ Shijun Li. "Scenario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tudies in Saudi Arabia in Correspondence With 
Contemporary Saudi Values"[J], 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14.4(2020),p.5. 
④ 王婷钰：“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沙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进展、问题及建议[J]，世界教育信息，2019 

年第 20 期，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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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和互换留学生等，中沙双方有意识地将人文交流作为传递政治、经济合作意愿

的方式，人文交流整体上在为政治、经济交往服务。 

二、人文交流向机制化发展 

1997 年，“中国——沙特友好协会”成立，中沙促进民间交往的人文交流机

制初步形成。2004 年，“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成立，在论坛框架下逐

步形成了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互办文化节、中阿友好大会、中

阿新闻合作论坛、中阿妇女论坛等人文交流合作机制。此外，中阿合作论坛每两

年发布一次行动计划，对中阿在旅游、人力资源培训、文化合作和文明对话、新

闻合作、教育和科研合作、青年体育合作、民间合作等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做出

整体规划。 

2011 年，“中国阿拉伯国家大学校长论坛”成立，该论坛每两年举办一次，

至今已成功举办四届。论坛主要围绕留学生互换、联合培养、合作办学、基础研

究等内容进行合作。为巩固和深化中阿友好合作关系，促进中阿教育、文化交流

合作提供了机制保障。 

中沙双方借助中阿合作论坛、中阿大学校长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加强沟通

与合作，积极推动双方在文化、教育、民间交流等领域的人文交流。 

 

本章小结 

汉代，中国史籍上已经有了对中国和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交往的记载，

唐宋时期，中沙之间官方和民间的人文交流不断深入发展，至元明两代达到了顶

峰，明代末年至清代，由于中国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在全

球范围内的殖民活动，中沙之间的人文交流逐渐走向衰落，甚至陷入停滞。古代

中沙之间的人文交流主要是由使节访问、旅行家游访、商人贸易、穆斯林朝觐和

游学等活动带来的无意识人文交流，其影响深度和广度相对有限，但早期的人文

交流活动为近现代中沙人文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沙之间的

人文交流历经冰冻时期、探索时期、停滞时期、和恢复时期四个阶段，这一时期，

由于中沙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两国政治关系紧张，中沙在官方层面的互动较少，

以朝觐为核心的宗教交流几乎成为中沙人文交流的唯一路径。中国与沙特建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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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关系后，中沙人文交流迎来了新纪元，中沙之间的人文交流从最初的宗教领域

拓展到文化、教育等领域，这一阶段的人文交流整体上服务于中沙之间的政治交

往和经济合作。“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给中沙人文交流带来了重要发展机遇。

在论框架下，中沙人文交流的渠道日益拓宽，人文交流的互动日益频繁，人文交

流机制逐渐形成。 

从中沙的人文交流历史来看，尽管中沙人文交流会受到国家间政治、经济关

系的影响，但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在两国关系紧张时，人文交流是缓和双方关

系的润滑剂，而在两国关系友好发展时期，人文交流便是推动双方进一步合作的

推动器。 

 

 

 

 

 

 

 

 

 

 

 

 

 

 

 

 

 

 

 

 

 



 

22 
 

第二章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与沙特人文交流的发

展状况 

人文交流的路径既包括传统的路径，如教育交流，文化交流，青年交流， 

也包括现代的路径，如科技交流、媒体交流、体育交流和旅游交流等①。 

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沙人文交流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发展动力，在中沙双边关系中，人文交流也被提升至新的战略高度。尤其在 2016

年沙特政府发布《沙特 2030 愿景》后，两国政府的合作意愿更加强烈，双方积

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 2030 愿景”的对接，中沙各个路径的人文交

流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文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人文交

流的范围扩大、水平提高，人文交流的层次也更加深入。 

第一节 媒体交流持续加强 

 媒体是塑造、传播信息的重要平台，也是各国民众了解信息的重要来源。

加强双方媒体的直接交流与沟通，对于塑造和维护国家形象、增进双方民众的认

知与了解有着重要意义。  

一、主流媒体发挥引领作用 

主流媒体是中沙之间媒体交流与合作的主力军。中国以新华社、《人民日报》

等权威媒体为代表，与沙特《利雅得报》、《中东报》等具有一定地区影响力的媒

体进行合作。 

2016 年初，在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之际，新华社与沙特《利雅得报》开展

合作，推出专版，邀请学者专家撰写系列文章，对中国的政策以及中国提出的“一

带一路”倡议进行解读。该报还刊登了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做共同发展的

好伙伴》（شريكان عزيزان نحو التنمية المشتركة）②，习近平主席在文章中回顾了中沙绵延千

年的文明交往史，强调双方要加强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的人文交流。《利雅得报》

还邀请本土媒体人士进行评论，如艾曼· 哈德的《沙特与中国：全新的精神》，

                                                        
① 许利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路径与机制[J]，新视野，2014 年第 5 期，第 120 页 
https://www.alriyadh.com/1120207，访问时间：2020，شريكان عزيزان نحو التنمية المشتركة：شي جينبينغ ②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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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指出沙特与中国的合作不该局限于经

济、石油等方面的合作，双方应该在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和平等方面更

有作为①。本土媒体和专家学者的解读进一步提升了“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效

果与公信力。 

2017 年 5 月，中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馆同《利雅得报》合作推出“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专版。介绍论坛相关情况以及中沙在“一带一路”背

景下的优秀合作项目。 

2020 年初开始，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西方的一些政客借机对中国进行刻

意抹黑，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并且扭曲中国的防疫措施和

防疫政策，称其“极大的损害人权”。西方政客这些言论借助其强大的媒体宣传

优势，扩散至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中东报》是阿

拉伯世界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由沙特资助，总部设在伦敦，2020 年 6 月 3 日，

该报刊登中国学者薛庆国教授撰写的题为《疫情之下中国在阿拉伯的形象》（صورة 

ن الصي  ن  
  。一文，向沙特各界说明真实的情况②（عربيا ...الجائحة ظل ف 

中沙媒体合作推出专版，一方面为中国政府领导人、中国学者表明中国立场、

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了重要平台，对于让沙特各阶层民众更加直观、直接地了解中

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借助当地媒体的品牌影响力及地区影响力，可以

有效扩大受众群体的范围，增强传播内容的影响力。  

二、新媒体拓宽人文交流渠道 

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兴起，拓展了人文交流的方式。在数字技术、互联

网技术和智能终端飞速发展的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传递超越了时空限制。在新媒

体时代，信息传播具有及时性、开放性、海量性、全球传播性等特点，受众不再

仅仅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同时也积极参与到信息的重塑、信息再传播过程当中。

此外，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传播成本更低、受众更广，媒体交流的受众不再

局限于政府高层，同时还包括了舆论领袖、社会精英、文化权威，甚至是普通民

众，利用新媒体可以有效塑造国家形象，促进沙特各阶层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与了

解。中国 12 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中，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国际在线、中

                                                        
https://www.alriyadh.com/1120775，访问时间：2020，روح الجديد: المملكة والصين： أيمن الحاد ① 年 11 月 19 日。 
：https://aawsat.com/home/article/2314571，访问时间，عربيا ...الجائحة ظل في الصين صورة：قوه تشينغ شوي ②

2020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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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络电视台等都开设了阿拉伯文网站①，为沙特民众了解中国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沙特通讯社（وكالة الأنباء السعودية）开设了中文网站，为中国民众了解沙特提供了

有效途径，对于增进中国民众对沙特的了解、促进中沙人民的相互认知与了解有

着积极意义。 

中沙双方媒体交流的主体以传统的主流媒体为主，如中国的《人民日报》、

中央广播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新华社等，沙特主要是《利雅得报》、沙特通讯

社等。在新媒体方面，以代表国家形象的外交机构为例，目前，沙特驻华使馆还

没有在新浪微博、微信上开通账号，只有隶属于沙特驻华大使馆的商务处开通了

官方微博，关注人数仅 8000 多人，而且账号处在极少更新的状态。与此同时，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在 Twitter 上的账号关注人数不到万人，至今还没有在沙特使

用范围十分广泛的社交媒体 Facebook 上开通账号。  

 

第二节 文化交流成果丰富 

在文化交流领域，中沙双方鼓励中阿典籍的互译与图书出版。此外，通过举

办一系列精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巩固中沙统友谊，加强中沙人文交流。  

一、图书翻译与出版 

图书翻译与出版是中沙人文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图书翻译与出版可以

促进对彼此社会生活、意识形态、民族精神等方面的了解，在加强中沙关系、促

进文化和学术交流、增进人民的相互了解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中沙经典和

现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丝路书香”等图书翻译与出版的项目的推动下，中

沙图书翻译与出版的数量不断增多、内容不断丰富。 

沙特智库科研与知识交流中心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展开合作，翻译出版了沙特优秀文学作品《夜行衣上的破洞》 ）ثقب في رداء الليل（ 、

《牺牲的价值》（ثمن التضحية）、《汗水与泥土》（عرق وطين）等作品②。通过文学作

品的译介，中国读者可以了解沙特文化和沙特人民的社会生活。  

2014 年，中宣部批准 “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的立项，此后每年都有大量的

                                                        
① 包澄章：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的现状、基础及挑战[J]，西亚非洲，2019 年第 1 期，第 147 页。 
② 科研与知识交流中心中文网：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发表有关中心将三本沙特小说进行中译的视频报

道，https://crik.sa/chinese/category/books/，访问时间：2020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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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品图书、汉语教材等译介到阿拉伯国家。以 2020 年为例，“丝路书香”工

程公示的年度资助项目中，确定《一带一路引领包容性全球化》、《关于新疆的谣

言与真相》、《中小学应对疫情心理防护手册》、《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文

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美食家》等中文作品将翻译成阿拉伯语，题材范围广

阔，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儿童读物等多个领域。 

2014 年，中国学者朱威烈教授荣获第七届阿卜杜拉国王世界翻译奖个人贡

献奖。沙特为中国优秀的翻译家颁发奖项，鼓励更多的学者、翻译家从事中阿翻

译工作，为中国与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交往搭建桥梁。 

二、海外展览 

中沙双方多次在对方境内举办或参与展览，向对方民众展示书法、绘画，文

物等。 

2014 年 2 月，中国驻沙特使馆先后参加了沙特利雅得国际学校男校举办的

“国际和平日”活动和苏尔坦亲王大学女子学院举办的“世界之眼”活动，和当

地师生一起设计、布置中国展区，向参观者介绍、展示中国节日文化和春节习俗。

参观者可以在中国展区品尝中国传统美食、欣赏传统书画，观赏中国手工艺品，

展区还播放中国宣传片、武侠片，吸引了大批师生到中国展区询问中国文化与旅

游的相关信息①。 

2017 年 4 月，中国应邀作为主宾国参加在沙特举行的“神奇广场”文化活

动。此次展览向参观者展示了苏州缂丝、中国书法和苏绣技艺等。此外，沙特观

众还可以在中国展区全方位体验中国的传统美食、传统服饰等②。不少参观者都

表示这种立体的文化体验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民俗风情的了解。  

2016 年 12 月，“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文物”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

行③。此次展览由中沙联合主办，展览中部分有关中国的文物是在沙特境内出土

的，是中沙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沙特通过在中国境内举办展览，让中国民众零

距离接触沙特的历史文化，加深中国民众对沙特的了解。 

三、其他文化交流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馆：欢乐春节进入沙特校园，http://www.chinaembassy.org.sa/ch

n/zsgx/whjl/t1130907.htm，访问时间：2020 年 7 月 6 日。 
②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沙特——“丝绸之路文化之旅”苏州非遗行活

动在沙举行，http://www.chinaembassy.org.sa/chn/zsgx/whjl/t1130907.htm，访问时间：2020 年 7 月 6 日。 
③ 中国国家博物馆：“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文物”展览在我馆开幕，http://www.chnmuseum.cn/zx/gbx

w/201612/t20161221_1861.shtml，访问时间：2020 年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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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保护。2018 年 ，“沙特塞林港考古项目”正式启动，此次考古项目

由中沙两国考古队员合作开展，开创了中沙联合考古的先河。在双方考古队员的

通力合作下，考古工作顺利开展，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包含了中国宋元两代和

明清时期的瓷器，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中沙文明交往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历

史资料。中沙联合考古促进了双方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交流，开辟了人文交

流的新渠道，成为推动了中沙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举措。 

影视文化合作。2017 年，中沙两国联合制作动画片《孔小西与哈基姆》（ حكيم

这是中沙在影视交流方面的初步探索，体现了沙中两国文化的交融。（وكونغ شياو شي

互通，为中沙人文交流开拓了新渠道。 

文化艺术表演。2020 年 11 月，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与沙特文化部联合主办

的“庆祝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建交 30 周年音乐会”在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中央

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腾讯视频艺术频道等平台进行播出①。此次音乐会上演奏

的曲目包括中国民乐经典《瑶族舞曲》、富有沙特风情的《最美的国家》、西方世

界名曲《第五交响曲》等，兼有两国民族音乐与西方古典乐经典作品，用音乐的

形式展示了中沙文化的魅力。 

中沙文化交流主要以图书翻译与出版以及海外展览为重点，此外中沙在影视

文化合作、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中沙在文化领域的交流项

目大多由两国政府发起，有计划、有主导地推进，人文交流活动的投入较大、级

别较高，所取得的人文交流成果十分丰富。 

第三节 教育交流表现活跃 

教育是人文交流的重要实现途径，中沙两国的教育交流不断深入发展，主要

包括语言教学、高校合作与青年交流等。 

一、语言教学 

语言是人文交流的先决条件。2010 年，沙特国王大学语言和翻译学院开设

汉语专业，经学校培训的中文专业毕业生主要在沙特外交部，媒体机构和军事部

门等工作。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馆：当中国交响顶流遇见琵琶女神：“庆祝中沙建交 30 周年音乐

会”即将播出，http://www.chinaembassy.org.sa/chn/zsgx/whjl/t1834415.htm，2020 年 12 月 17 日，访问时

间：2020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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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 2030 愿景”对接的推进，沙特对中文教学

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2019 年 2 月 23 日，沙特正式宣布将中文教学纳入到国

民教育系统之中。2019 年 2 月 27 日，沙特知名智库科研与知识交流中心召开 

“沙特的中文教学与‘2030 愿景’”专题研讨会，就沙特推进中文教学的相关议

题进行研讨。2020 年 1 月，据沙特教育部发言人介绍，沙特的中文教学具体措

施已经逐步实施，8 所学校将从第二学期开始教授汉语，其中 4 所在首都利雅得，

2 所在西部城市吉达，2 所在东部地区①。2019 年 12 月，中国山东师范大学与沙

特吉达大学共同建立了沙特境内的第一所孔子学院②。孔子学院将致力于当地的

汉语教学，并组织中沙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和人员互访活动，为中沙人文交流搭建

平台。 

汉语教学在沙特有序推进，为沙特民众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提供了机会。此外，

汉语教学有力推动了两国的教育合作，人文交流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自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中国就把阿拉伯语教学纳入到高等院校的教育之

中，至今中国高校阿拉伯语教学已经有了 80 多年的历史，有 60 多所高校开设了

阿拉伯语专业。中国高校阿拉伯语毕业生从事翻译、教学、研究、管理、外贸等

工作。 

二、高校合作与青年交流 

高校在人文交流领域除发挥其学术价值、为中沙人文交流建言献策外，还可

以参与人文交流事务、搭建人文交流平台，并在人文交流的过程中提供思想产品、

传播价值观念等。 

2016 年，中国石油大学和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研究中心（KAUST Research 

Centers）进行合作，开展联合培养人才项目，共同为中沙合作培养创新型、紧缺

型、复合型人才③。2020 年 11 月，中央民族大学与沙特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

学（King Abdulaziz University）签署合作协议④，双方在文化交流、中文教学、青

年交流等方面达成合作共识。  

                                                        
① Gulfnews: Saudi schools start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https://gulfnews.com/world/gulf/saudi/saudi-sc
hools-start-teaching-chinese-language-1.69103247，访问时间：2020 年 11 月 19 日。 
② 孔子学院官网：吉达大学孔子学院，http://zhuanti.hanban.org/videolist/?cat=790&tag=cn，访问时间：

2020 年 12 月 23 日。 
③ 中国石油大学新闻网：国家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石大获批两项，http://news.upc.edu.cn/info/14

32/71661.htm?tdsourcetag=s_pcqq_aiomsg，访问时间：2020 年 7 月 23 日。 
④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网：我校国际教育学院与沙特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中国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视频

签署合作协议，https://news.muc.edu.cn/info/1014/18557.htm，访问时间；2020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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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2 月，由齐明敏、张宏等 6 名中国学者组成的访问团赴沙特参加第

29 届杰纳第利亚文化节。在沙特访问期间，中国学者与政府官员、学者及普通民

众充分交流，介绍中国国情、中华文化。学者们还接受了《麦加报》、《阿拉伯新

闻报》等沙特主流媒体的采访，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以及中沙友好合作关

系。2019 年 4 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学生代表团赴沙特参加第三

届中沙青年学术对话项目。2020 年 5 月，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的师生为支持沙

特人民抗击新冠疫情录制了一段加油视频，表达了北大师生对沙特人民的真挚感

情。沙特驻中国大使馆、沙特国王图书馆总馆对北京大学师生表示真挚的感谢。  

2017 年 9 月，由 7 名来自沙特国王大学语言与翻译学院中文专业师生组成

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与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专业师生就汉

语和阿拉伯语语言学习、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等话题展开交流①。 

中沙教育交流不断深入，为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促进“一

带一路”倡议下中沙人文交流事业的发展。目前，中沙教育交流与合作主要包括

联合培养、学者互访、青年交流、学术会议等。高校学生、专家学者的交流，不

仅促进了中沙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思想沟通，也增进了中沙两国人民间的友谊。 

 

第四节 旅游交流成为亮点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拉近民众距离的重要方式。中国和沙特都拥有

丰富的旅游资源，加强双方的旅游产业合作有利于促进双方民间层次的人文交流。 

一、多边旅游合作机制促进中沙的旅游交流与合作 

现有的各类多边旅游合作机制是中沙旅游交流的重要平台。在“一带一路”

框架下，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已建立起多个旅游合作机制，如“中阿旅游合作论坛”、

“中阿城市文化和旅游论坛”等。丰富多样的多边旅游合作机制为中沙旅游合作

搭建了平台，推动中沙旅游交流的深度合作。在多边旅游合作机制的引领下，中

沙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围绕促进各自旅游业的发展及促进旅游的国际交流等目标，

积极展开合作，借鉴对方在促进旅游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共享旅游资源，共同

                                                        
① 中华人民共合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馆：沙特国王大学师生代表团访问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

http://www.chinaembassy.org.sa/chn/zsgx/jyjl/t1494801.htm，访问时间：2020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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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中沙旅游合作的发展方向。 

二、旅游会议、论坛等为中沙旅游交流与合作搭建平台 

此外，各种旅游峰会、展览、主题论坛和研讨会都是中沙旅游合作的重要平

台。近年来，沙特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业，积极寻求旅游业的国际化合作。2016 年

5 月，沙特旅游和民族遗产总机构主席苏尔坦·本·萨勒曼赴北京参加首届世界

旅游发展大会和第七届 G20 旅游部长会议①。借助国际旅游论坛和旅游会议，中

沙在旅游促进世界和平、旅游业的可持续增长、绿色旅游的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充

分的交流。同年 12 月，苏坦尔会见了中国旅游局局长，双方在促进中沙客源互

送、实现互为旅游目的地、不断扩大双向旅游人员的往来规模等方面达成共识。

2020 年 9 月，“2020 中华文化旅游项目专家研讨会”在成都举行，会议就打造中

沙旅游交流项目——“沙漠明珠”展开研讨②。项目包含打造实景演艺区、中沙

风情街等内容，项目实施后将成为沙特民众了解中国、体验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

平台。 

三、相关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激发民众的旅游欲望 

相关政策的实施与配套设施的完善促进了中沙之间的人员交流。2019 年 9

月，沙特向中国公民开放旅游签证，刺激了中国公民赴沙特旅游的欲望。据沙特

媒体报道，截至 2019 年 10 月 7 日，在获得沙特旅游签证的外国游客中，中国游

客数量居于首位。据英国《电讯报》报道，在沙特开放签证申请后的两个月内，

就有 5 万多名游客赴沙特旅游。其中，来自英国的游客最多，中国排在第二③。 

旅游交流是扩大两国人员交流规模、促进民间交流的有效途径，中沙双方在

加强旅游合作与交流方面有着很强的共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沙在旅游领域

的交流表现为“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交流模式。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

种旅游交流机制、交流项目的促进下，旅游交流快速发展，成为“一带一路”倡

议下促进中沙人文交流的新亮点。 

 

                                                        
① 中国政府网：旅游局局长会见沙特亲王，http://www.gov.cn/xinwen/2016-12/20/content_5150617.htm，

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23 日。 
② 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中沙”文化旅游项目引众专家学者成都论剑，http://www.cec-tv.com.cn/news/xi

nwenzixun/18676.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8 日。 
③ Britons and Chinese lead the pack as the first tourists discover Saudi Arabia，https://www.telegraph.c

o.uk/all-sections/，访问时间 2020 年 5 月 26 日。 



 

30 
 

第五节 其他领域的交流不断增多 

一、智库交流 

智库是中沙人文交流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智库交流具有专业性、灵活性

和深度性，智库交流所产生的思想产品对公众舆论有着引导作用。 

沙特科研与知识交流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ntercommunication 

Knowledge）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发展和中沙合作，是中沙友好关系的见证者和中

沙人文交流的积极推动者。该中心的专家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智库、高校研讨

交流，中心还出版了多部研究中国的专著，翻译了大量中国书籍和沙特典籍。2018

年 11 月，“一带一路”与“沙特 2030 愿景”对接研讨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

行①。沙特科研与知识交流中心代表团与中国学者就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

多方面的合作展开讨论，代表团成员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

意义，沙特高度重视同中国的关系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相信中沙有着广阔的

合作前景。2020 年 7 月，科研与知识交流中心开通中文网站（crik.sa/chinese），

为中国读者和学者了解该中心的学术成果和文化活动提供了关注渠道，强化了中

沙之间的知识交流与思想交流。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沙特外交学院（Institute of Diplomatic 

Studies of Saudi Arabia），以及沙特费萨尔国王学术与伊斯兰研究中心（King Faisal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slamic Studies）等智库，都是中沙人文交流的重要推动力

量。2017 年 6 月，费萨尔国王学术与伊斯兰研究中心代表团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亚非洲研究所访问②，双方围绕着“沙特 2030 愿景”、中东地缘格局变化、沙

特和卡塔尔断交后两国的关系、沙特部落传统的影响等主题进行研讨。两家智库

还就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等事宜进行了讨论。2019 年 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

亚非洲所代表团赴沙特、阿联酋进行学术调研。在沙特访问期间，代表团与费萨

尔国王学术与伊斯兰研究中心、沙特科研与知识交流中心、沙特外交学院等智库

就中沙关系、地区局势等话题进行了学术交流。此外，代表团还与新华社驻利雅

得分社、中国铁路工程集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就沙特改革，中沙合

                                                        
①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网：“一带一路”与“沙特阿拉伯 2030 愿景”对接研讨会在我校举行，https://zs

b.gdufs.edu.cn/info/1013/3684.htm，访问时间 2020 年 6 月 7 日。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沙特阿拉伯学者访问西亚非洲研究所，http://iwaas.cass.cn/xshd/xsjl/2

01707/t20170706_3571428.shtml，访问时间 2020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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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及“一带一路”等进行了座谈。 

二、卫生合作 

2020 年 4 月，由 8 名中国医护人员组成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专家组赴

沙特配合有关方面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中国专家组与沙特医护人员和疫情防控专

家进行深入的交流，介绍中国的防疫政策，分享中国的抗疫经验，为沙特更有效

地应对疫情提供相关建议。专家组与沙特人民同舟共济、共同克服艰难时刻，传

递了中国人民对沙特人民的深厚友情。 

2020 年 9 月，“中阿卫生专家视频会议”举行，包括沙特在内的 9 个阿盟成

员国和阿盟秘书处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①。会议上，来自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宁夏健康委员会等机构的疾控专家和医学专家与参会人员展开交流，

向阿拉伯卫生专家介绍了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案以及疫情风险评估、分级防

控等内容，分享了宁夏抗击新冠疫情的成功经验。 

三、人力资源培训 

中国与沙特在人力资源培训方面的合作富有成效。中国举办的研修班为“一

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沙人文交流搭建平台。通过举办研修班的形式，进一步加强

了中沙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此外，研修班促进了两国间的人员流动特别是

精英人群的流动，对于增进相互了解，加深两国间的传统友谊有着积极意义。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每年举办主题丰富的研修班、技术培训班，邀

请沙特各个领域的精英到中国进行交流。沙特政府官员、专家在中国研修期间，

中国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研讨交流和参观访问活动，促进了两国精英人群的互动，

对于增进双方的了解和沟通有着重要意义。此外，他们还可以参观中国名胜，体

验中国文化和中国民俗风情，了解中国人民的民族个性，在短时间内了解真实的

中国，建立起对中国的客观认知。 

 

表格 1： 部分“一带一路”沙特来华研修班列表（按时间顺序排序） 

                                                        
① 中国新闻网：中阿卫生专家视频会议 29 日举行，宁夏向多国分享抗疫经验，https://www.chinanews.co

m/gn/2020/09-29/9303567.shtml，访问时间：2020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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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机构的新闻网站整理得出 

根据表格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下研修班的主题涉及经贸、能源、教育、

媒体、博物馆、安全治理等多个领域，实施主体包括政府机构、高校等。借助“一

带一路”框架下的各种研修班，中国向沙特分享了相关领域的先进经验和理念，

进一步加强了中沙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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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沙人文交流的实施路径不断拓展，人文交流主体日

渐丰富。首先，媒体交流不断加强，中沙在进一步加强主流媒体合作的基础上，

开发利用新媒体，创新人文交流方式。其次，文化交流成果丰富，在双方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图书翻译与出版以及海外展览成为文化交流的重点合作内容，在此

基础上，中沙也不断在影视文化交流、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探索新的人文交流渠

道。再次，教育交流最为活跃，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沙教育交流与合作水平

日益提高，在促进语言教学、联合培养人才、青年交流等方面深入发展。最后，

旅游交流成为中沙人文交流的新亮点，中沙双方借助多边旅游合作机制开展旅游

交流，在官方的积极推动下，两国民间层面的人员交流规模扩大，形成了“官民

并举”的旅游交流格局。 

“一带一路”背景下，媒体交流、文化交流、教育交流、旅游交流成为中沙

人文交流的重要实施路径。此外，智库交流、医疗卫生合作、人力资源培训领等

域成为中沙人文交流新的增长点。 

“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文交流的实施路径不断拓宽，人文交流的参与主体范

围也在不断扩大，除了国家领导人、政府高官、专家学者外，越来越多的官方与

半官方方机构、媒体、民间团体、普通大众也参与到中沙人文交流当中。 

 

 

 

 

 

 

 

 

 

 



 

34 
 

第三章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与沙特开展人文交流

的困难和障碍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沙特之间的人文交流带来了重要的历史发展机遇

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由于难以避免的外部因素的干扰，再加上中沙两

国在人文交流中的局限性凸显，人文交流机制建设不完善等问题，“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中沙人文交流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第一节 难以避免的外部干涉 

一、国际社会的话语干扰 

中国的迅速崛起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质疑与不安。国际社会中的传

统大国担心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会削弱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基于传统的

“强国必霸权”的思维模式，国际社会中的部分国家认为中国实施“一带一路”

倡议的真正目的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以谋求地区霸权。由于种

种因素，西方国家从未停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贬低和抹黑。  

当今世界的媒体发展处于一种极度不平衡的状态，西方媒体的力量在国际舞

台上处于绝对优势状态，西方的主流观念也借助其媒体宣传力渗透到世界各个国

家之间。世界上 90%以上的信息的来源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体，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的媒体只是信息中转站。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体系下，中国和沙特都处于

话语劣势地位。经过西方传媒的有意扭曲与夸大渲染，中国的形象被刻意抹黑，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被歪曲解读。沙特同样也面临着巨大的国际舆论压

力，一些西方媒体将伊斯兰教、阿拉伯国家与恐怖主义相关联，不少中国民众在

西方媒体的误导下产生了对伊斯兰宗教和文化的恐惧和偏见。 

虽然沙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是较为积极正面的，但在“西强东弱”

的国际舆论格局下，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曲解和刻意抹黑，可能会引

导沙特各个阶层的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错误的认知，进而对中沙开展正

常的人文交流产生消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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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影响 

沙特的传统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2014 年 9 月，胡塞武装攻占也门首都

萨那，随后大举进攻亚丁，迫使哈迪总统逃往沙特避难。为阻止胡塞武装接替哈

迪政府，2015 年 3 月，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采取“果断风暴”军

事打击。2015 年 6 月，哈迪总统从沙特返回临时首都亚丁，此后沙特成为了亚

丁政府的最大“靠山”。目前，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拉锯战仍在持续，自沙特

武力介入也门内战以来，沙特多次遭到来自也门境内的武器袭击，对沙特国家安

全造成巨大威胁的同时，也给中沙人文交流造成了障碍。 

在宗教极端主义全球泛起的现实背景下，因宗教极端主义这一风险因素所生

发的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风险已向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外溢”①。沙特境

内频遭恐怖袭击，对中沙人文交流构成严重威胁。此外，中国与包括沙特在内的

中东国家关系日益紧密，使得宗教极端分子趁机而入，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

等非传统安全因素成为中沙人文交流的一大障碍。ISIS 甚至发布了中文和维吾尔

语的宣传，这不仅对中国造成了安全隐患，也阻碍中沙双方进行正常的人文交流

活动。 

近几年来全球性大规模传染病频发。2012 年 7 月，在沙特发现了首例中东

呼吸综合症，随后扩散至全球，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确诊病例达 2482 例，

死亡 852 例，其中 83%发生在沙特②。2020 年 1 月开始，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

沙特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2020 年 6 月，沙特宣布朝觐不再向境外穆斯林开

放。全球性传染病频发，不仅中断了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之路，成为中沙在宗教领

域人文交流的一大障碍，也给中沙在旅游、教育等各个领域人文交流带来了巨大

冲击。 

三、中沙双方的认知偏差 

中国与中沙特在地理上相距甚远，在文化传统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再加

上近代以来双方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地缘政治背景，加大了双方实现民心相通的

难度。此外，双方媒体缺乏有关对方全面的报道，在报道中也容易受西方立场的

影响。而普通民众间的接触渠道有限、相互间的互动不多，双方都缺乏对彼此深

层次的认识，因而极易受到媒体舆论的引导而产生对彼此的错误认知和刻板印象。

                                                        
① 马丽蓉：“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与中国中东人文外交[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36 页。 
② 龚震宇：2019 年全球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概况[J]，疾病监测，2020 年 1 月第 1 期，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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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沙特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大多是正面、积极的①。但

也存在质疑的声音，如《中东报》在“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报道中所引用的消息

来源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信息源占据强势主导地位②。沙特对部分引自西方

媒体的报道缺乏公正客观的分析，“中国债务陷进”、“中国崩溃论”、“中国争夺

经济霸权”等西方媒体的观点不时出现在沙特主流媒体的报道中，这表明沙特在

积极响应“一带一路”的倡议的同时，也保持着较为谨慎的态度。与此同时，中

国媒体对沙特的关注很少，沙特在中国媒体中的形象是模糊的、可有可无的③。

近年来，沙特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再加上沙特与中国的关系持续发展，中

国媒体对沙特的有关报道也逐渐增多。但总体来说，中国民众对沙特以及沙特国

民的形象认知还是很模糊的，甚至有一些错误、或者刻板印象。2017 年，沙特萨

勒曼国王访问中国，中国各主流媒体、网络新闻媒体、以及社交媒体平台对萨拉

曼国王的访华之旅进行了大量的追踪报道，但报道的重点却是国王豪华的飞机、

车队以及庞大的随行团。2018 年，沙特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使馆遇害事

件在中国主流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引发了广泛争议，很多中国网民在评论中将沙

特皇室称为“专制的独裁者”。2016 年，参考消息网站引用一则台湾东森 ETtoday

新闻云引援《每日邮报》的消息：沙特男分享“驯妻”心得：用牙签打老婆④。

此后，该消息被中国各大新闻网站转载，成为中国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的热议话题，

部分网友的评论言辞激烈，认为沙特女性地位低下，沙特人民的思想是“落后”

的，社会是“封建”的。 

 

第二节 有待提升的交流能力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沙特通过论坛会议、高校合作、青年互

访、艺术节和海外展览等形式，开展了多领域、多层次的人文交流，为促进中沙

两国民心相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 

                                                        
① 孟炳君：沙特阿拉伯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J]，外语学刊，2018 年第 6 期，第 3 页。 
② 张羽：沙特《中东报》涉华报道呈现的中国形象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大连外国语大学，2020 年，

第 42 页。 
③ 马晓霖：中国媒体中的沙特阿拉伯形象[J]，阿拉伯世界，2005 年第 1 期，第 30 页。 
④ 参考消息网：沙特男分享“驯妻”心得：用牙签打老婆，网友骂翻，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

/20160425/1139738.shtml，访问时间：2020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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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向式的人文交流特征明显 

在中沙之间的人文交流中，中国更为积极主动，单向式的人文交流特征明显，

沙特与中国存在着较大的人文交流 “逆差”。从官方层面看，中沙之间人文交流

项目的发出者和设计者大多是中国，因此项目更多地是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考虑

中国的需求。在中沙人文交流过程中，这种以我为主、自说自话的表达方式，忽

视了沙特民众的需要，所传递的信息难以引起受众的关注与共鸣，甚至可能引起

反感。 

从民间层面看，由于两国在地理上相距甚远，对双方间的人文交流造成了极

大的不便。此外，西方国家长期占据世界教育、学术的中心场域，因此沙特民众

出国旅游、留学的首选之地是邻近的其它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相对而言，中

国的旅游资源、教育资源等对沙特民众的吸引力还不够。虽然相较而言，中国赴

沙特旅游、留学、工作等各类人员远远超过沙特来华人数，但基于中国庞大的人

口基数，中国能够亲历沙特的人数比例很小，再加上沙特在中国缺乏有效的宣传

渠道，绝大多数中国民众是通过国内、国际媒体的报道以及网络信息来认知沙特

的，因此产生了一些刻板、错误的认知，把沙特与“保守”、“封建”等消极形象

联系在一起。 

中沙之间人文交流的不对等现象凸显，难以找到中沙人文交流的最佳契合点，

无法实现人文交流的最佳效果。人文交流应该是双向的、平等的，只有通过双方

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最佳效果，最终才能促进中沙民众对彼此的好感、夯实两国

合作的民意基础。 

二、民间参与力度低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沙在各个领域的人文交流从政策制定、机构设置、

项目设计到人文交流活动的具体实施，大部分都是由政府或官方机构完成的。在

中沙人文交流过程中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其它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等社会

力量的作用被长期忽视。虽然政府直接实施人文交流项目的资金优势和资源优势

突出，可以组织大规模、高级别的人文交流活动，但同时也存在政治色彩过于浓

厚、过于强调精英的作用以及人文交流缺乏市场竞争力等问题。 

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以及公民个人发挥的作用有

限。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各种质疑声音，以政府为主导的人文交流可能会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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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民众的错误解读，会被误认为是中国追求文化霸权主义、输出意识形态的方

式，进而会导致正常的人文交流活动受到抵制。 

二是过于强调精英的作用，普通民众参与人文交流的渠道有限。中沙两国人

文交流的主力军是政界、商界和学界精英，对草根群体的关注不够，导致人文交

流与普通民众的距离相对较远，普通民众缺乏有效参与人文交流的平台，也难以

切实享受到人文交流带来的实惠。中沙双方缺乏直接的、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流，

不利于中沙人文交流的持续发展。 

三是人文交流缺乏市场竞争力，没有激活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沙之间的人文

交流项目，如演艺、展览和各种文化产品的交流大多由政府补贴，人文交流项目

和产品的市场竞争低，对沙特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吸引力不足。 

总体来说，由于中沙在地理位置上相距甚远、两国文化差异巨大以及媒体带

来的负面影响等客观因素，再加上中沙在人文交流过程中单向式的人文交流特征

明显、民间参与度低等主观因素，“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沙人文交流没有深入

到民间，大众之间缺乏相互理解，也缺乏实现相互理解的途径。 

 

第三节 尚不完善的人文交流机制 

首先，中沙人文交流缺乏长效保障机制和顶层规划机制。就目前来看，“一

带一路”倡议下的中沙人文交流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人文交流互动频繁，但

人文交流项目一般都是在对方境内举办文化节、展览、学者和青年访问等这类短

期项目，中沙人文交流缺乏长期发展规划，也缺乏相应的长效性机制确保各项人

文交流活动的持续实施。促进中沙两国的民心相通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对中

沙两国的人文交流项目和活动进行长期规划。此外，中沙各个人文交流领域缺乏

顶层设计，人文交流项目的目标、宗旨等定位不够清晰，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缺乏

规划和协调，导致人文交流项目内容和活动形式的重叠，从而导致有限的资源得

不到有效利用和整合。 

其次，中沙人文交流缺乏协调机制。人文交流涉及的领域广泛，参与的部门

和机构众多，需要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加强合作，才能实现人文交流效益的最大

化。中沙之间的人文交流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不同领域的人文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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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部门各不相同，缺乏统一的政策指导，各个部门基本上各主其政，推进程度

也各不一样，各机构之间缺乏合作与协调，难以协同全面推进中沙之间的人文交

流。同时，中沙之间的双边与多边人文交流机制，新旧人文交流机制之间的人文

交流也存在领域、项目重合的现象，导致人文交流效率低下。如何有效整合这些

新旧人文交流机制，如何实现双边与多边人文交流机制的相互促进，也是中沙人

文交流面临的另一个难题。 

最后，人文交流缺乏相应的效果评估机制。为保障中沙人文交流的质量，确

保人文交流活动和项目真正发挥其正向功能，中沙亟需建立人文交流的效果评估

机制。此外，对人文交流效果的评估与反思，有助于指导人文交流活动有针对性

的开展，更科学地分配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资源的浪费。目前，国内学界对

于如何评估人文交流的效果尚未达成共识，人文交流的评估框架、指标等也都处

于探索之中，中国尚未建立起科学的人文交流效果评估机制。人文交流活动具有

时间跨度长、效果出现慢等特点，从哪些角度对中沙之间的人文交流进行评估、

如何让评估结果更具有科学性等问题仍然需要进行深入研讨。 

 

本章小结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沙人文交流发展态势良好，对于促进中沙民心相通、

加强双方政治互信、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与此同时，在

中沙人文交流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首先，西方舆论对中国形象以及“一

带一路”倡议的刻意抹黑，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以及双方民众对彼此的认

知相对有限等因素给中沙人文交流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次，中沙人文交流

交活动大多是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力量的参与度低，此外，在中沙人文交流过程

中，单向式的人文交流特征突出，即中国对沙特输出多、输入少。再次，“一带

一路”倡议下的人文交流机制建设尚不完善，缺乏相应的机制来对中沙之间的人

文交流进行顶层规划、协调各行为主体以及各交流机制间的工作，导致中沙人文

交流的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也缺乏对中沙人文交流的效果进行评估的机制，无

法及时发现中沙人文交流中的薄弱环节和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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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改善中国与沙特人文交流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与沙特一方面要丰富人文交流主体及实施模式，从而为中沙人文交流提

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文交流的质量和水平，以确保人文交流真

正发挥其正向功能，此外，还应该尽快建立健全中沙人文交流机制，以保障中沙

之间人文交流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节 丰富人文交流的主体及实施模式 

一、丰富人文交流主体 

在人文交流初期，需要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但在人文交流有了一定的基础

之后，政府应该转为幕后，降低政府在人文交流中，特别是在具体项目实施中的

参与度，同时鼓励多元的主体参与到人文交流中。 

政府要加强对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等人文交流资源的培植与引

导，并提供有效平台和宽广渠道。与官方机构相比，非政府行为体的政治敏感度

较低、人文交流实施形式更加灵活。对那些在相关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具备对

外交流能力且运作成熟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等，可以承担一些人文交流项目，

采取政府出资，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 

进一步提升高校、智库在人文交流中的作用。一是加强人才培养，人才是“一

带一路”背景下中沙人文交流的重要支撑，随着中沙人文交流及其他领域的合作

持续发展和不断深入，对参与“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人才数量和质量要求也不

断提高，高校要着力培养既了解中国政策、中国国情，又精通阿拉伯语、熟悉沙

特社会和文化的高端型人才。二是中沙可以探索合作办学模式，为“一带一路”

政治合作、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培养对口人才，尽快弥补中沙合作的人才缺口。

三是要加强沙特的国别研究。虽然中国的阿拉伯语教学已经有 80 多年的历史，

但缺乏对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国情、社会研究。以南京理工大学沙特研

究中心为沙特的国别研究基地，与中国及沙特的高校、智库和学者开展合作研究，

为中沙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 

此外，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交通技术的迅速发展，公民参

与对外交往的热情不断高涨。中国穆斯林每年赴沙特朝觐人数从最初的几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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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人增长到上万人，是中沙之间不可忽视的重要人文交流资源。中国穆斯林在

赴沙特完成朝觐功修的同时，应该具备较高的人文交流意识，充分利用朝觐这一

平台，与沙特民众深入交流，增进对彼此的了解，深化中沙民众间的友谊。此外，

中国赴沙特的游客、留学生，在沙特的华侨群体等都是开展人文交流的重要主体

资源。中国在与沙特开展人文交流的过程中，要鼓励和扩大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往

来，要充分赋予公民个人在对外交往中的人文交流意义，同时要提高公民的素质

和修养，提高他们自觉维护国家形象的意识。 

二、创新人文交流实施模式 

在媒体交流领域，借助现代化的新媒体传播技术，利用多种传播媒体来不断

提升中沙人文交流的效果。新媒体的兴起与快速发展，极大地扩展了人文交流的

可能性。沙特缺乏自己本土的社交媒体，沙特民众大多使用西方 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等主流社交软件。根据 talkwalker2019 年的数据报告，沙特总

人口 3385 万，其中，68%是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最常用的社交媒体软件前三

名分别是：Google，YouTube，Facebook。中沙在人文交流中应当进一步的提升主

流社交媒体的运营能力，提高信息发布频率，增强与沙特民众的互动，积极利用

社交媒体来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自媒体的兴起也为中沙人文交流提供了新的思路，可以鼓励更多优秀的、具

备对外交流能力的自媒体参与到中沙人文交流当中。截至 2020 年 12 月 22 日，

中国自媒体博主李子柒在 YouTube 上的粉丝数量超过了 1300 多万。这是一个典

型的传播案例，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目标均与官方无关，但她却在海外收

获大批粉丝，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展示了中国文化、中国艺术和中国人民的

智慧。 

在教育交流领域，在继续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的基础上，开拓学习交流的新

平台。如，可以通过举办“一带一路”夏令营、青年论坛等活动，提升中沙青少

年之间的学习和交流深度。此外，还可以利用 Zoom 视频通讯平台、钉钉移动办

公平台、腾讯线上会议平台等远程通讯工具，组织中沙青年就“一带一路”相关

议题进行讨论，深化双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和对对方国情的了解。 

在文化交流领域。除了图书互译与出版、海外展览、文化节之外，还应加强

在影视文化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影视是大众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之一，也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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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各国大众化程度非常高的文化形态之一。中沙可以合拍“一带一路”相关纪录

片，让双方民众深入了解“一带一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第二节 提升人文交流的质量和水平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沙人文交流的规模和层次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中沙

在继续拓展人文交流的领域和渠道的同时，要注重提升人文交流的质量。  

一、注重人文交流的传播内容 

第一，深挖古丝绸之路的人文内涵。“一带一路”是对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

海上丝绸之路的继承和发扬，两条丝绸之路承载了中沙之间延续千年的友好情谊，

对古代两条丝路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的深度挖掘，可以为中沙人文交流提供不

竭的动力源泉。 

第二，寻求中沙人文交流的契合点。中沙应当加强沟通与交流，选择符合共

同价值取向和共同需求的内容作为中沙人文交流的重点。比如 9.11 事件后，恐

怖主义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是中沙共同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可以进

一步提升宗教在中沙人文交流中的作用，1955 年万隆会议上宗教交流为中沙之

间的人文交流打开了大门，成为中沙建交以前最重要的人文交流途径，随着中沙

之间各个领域人文交流的全面发展，宗教交流的比重有所下降。当前，“一带一

路”建设面临着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宗教交流可以在

中沙人文交流中有更加积极的作为，加强宗教交流可以有效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

蔓延之势，同时也可以帮助中国民众树立对伊斯兰教的正确观念，消除将伊斯兰

教与恐怖主义相关联的错误观念。在具体项目的策划上，中沙双方也要加强沟通

与协调，项目的设立要尊重双方的共同意愿，符合双方的共同需求，避免人文交

流的单向传播。 

二、提升 “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品牌影响力 

2017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指

出：要丰富和拓展人文交流的内涵和领域，打造人文交流国际知名品牌。人文交

流的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人文交流产品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中国在与沙特进行人

文交流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沙特的社会情况和民众的风俗习惯，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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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展人文交流，而不能简单复制某一成功模式，忽视沙特社会文化的多元性以

及沙特各阶层民众对人文交流的不同需求。 

第一，要以受众需求为导向。深入了解沙特民众的需求，打造人文交流品牌，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支持文化企业到沙特开拓市场，鼓励外向型文化

企业参与到中沙人文交流当中。企业往往有较高的市场洞察力，可以深入发掘沙

特民众的需求。例如沙特是阿拉伯国家中手机游戏规模最大的国家，全球排名第

19 位①。近年来中国游戏产业涌现出大量优质企业和优秀的产品，不少企业还实

现了对外出口，游戏企业的出口贸易为中沙人文交流带来了新机遇，可以支持中

国手机游戏企业深入挖掘沙特市场，在充分尊重沙特宗教信仰和文化风俗的基础

上，设计开发承载中国文化和包含中国元素的手机游戏。 

第二，要加强代表性项目的品牌包装和推广。目前中国已形成以“丝绸之路

国际艺术节”、“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

为代表的一批具有丝路特色的品牌，应当学习借鉴美国“富布莱特”、英国的“创

意英国”、法国的“法语同盟”等国际知名项目的经验，加强对重点人文交流项

目的包装和宣传，提升“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项目在沙特的知名度、美誉度，吸

引更多群体参与到中沙人文交流当中。 

 

 

第三节 完善人文交流的相关机制 

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是政府间“顶层设计”的产物，成为政府间沟通的重要

渠道，而人文交流机制的运行和实践则需要民间的支持②。 

一、建立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可以对人文交流起到引领作用，对人文交流项目、人文

交流活动进行顶层设计，整合人文交流资源，避免人文交流过程中的资源浪费。

还可以协调各人文交流主体及各交流机制间的工作，提高人文交流的效率。 

 

                                                        
① 搜狐网：2017 年中东手游总规模将达 12.8 亿美元，访问时间：https://www.sohu.com/a/166668402_826

925，访问时间：2020 年 12 月 27 日。 
② 许利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路径与机制[J]，新视野，2014 年第 5 期，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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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中外人文交流机制一览表（按成立时间顺序排序）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相关资料整理得出 

目前，中国与 9 个国家及 1 个区域性国际组织建立起了高级别人文交流机

制，在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引领下，中外人文交流平稳推进。目前，中国还没

有和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建立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与沙特建立高级别人文交流

机制可以产生示范效应。中沙应该尽快建立健全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在高级别

人文交流机制的框架下，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沙现有的媒体、教育、旅游

等人文交流领域和人文交流活动的顶层设计，此外，还应参照现有的十大人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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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机制，为中沙人文交流涉及较少的妇女、体育、地方合作等人文交流领域的合

作搭建平台，促进各人文交流领域的全面发展；制定中沙人文交流合作规划，有

计划有目标地开展人文交流工作；实现人文交流活动的统筹规划，确保人文交流

活动的落地实施；推动各人文交流行为机构明晰对自身职能的定位，在各司其职、

分工明确的同时也要推动各机构间的互动与联系，通力合作，共同推进中沙人文

交流；协调“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机制下的人文交流，中沙建立高级别人文交

流机制后，要协调多边与双边、政府与民间的人文交流机制，避免人文交流项目

的重复和人文交流资源的浪费，提高人文交流的效率。 

二、完善人文交流长效机制 

中国与沙特在利用好现有的多边人文交流机制的同时，要积极同沙特建立双

边人文交流机制。建立完善文化、旅游、高校、智库等具体领域的人文交流机制，

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沙人文交流的常态化发展。 

一是在沙特开设中国文化中心。中国文化中心面向沙特各个阶层的民众开放，

可以为中沙文明对话、思想交流搭建桥梁。中国文化中心还可以提供信息服务的

职能，为沙特民众提供一个学习中国文化和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窗口和平台。

此外，近年来中国与沙特在“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人力资源培训方面有了较为

良好的合作基础，沙特多次派遣各个领域的专家来华参加“一带一路”研修班，

但是培训成本较高、接受培训的人员的数量十分有限，如果中国文化中心在沙特

成立，可以直接派专家在中国文化中心授课，传授中国的先进经验，扩大沙特的

受益人群。 

二是建立中沙友好城市。建立友好城市是地方合作和民间交往的重要渠道，

是促进基层人文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友好城市能够有效增进两国城市之间基层

民众的沟通与了解，让双方基层民众有更多机会来感受和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

社会发展、价值观念等。可以在中沙友好城市的框架下设立“一带一路”城市人

文交流模块，通过签订“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相关协议，为双方人员互访、旅游

合作开发、文化交流等提供政策支撑，加强基层民众间的直接接触与交流，增进

彼此间的友谊。2019 年，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 6 座友好城市共同建立了文

化和旅游联合推广网络①。中国目前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多个阿拉伯国家建

                                                        
① 新华网：“一带一路”友好城市文旅联合推广网络在沪成立，http://m.xinhuanet.com/sh/2019-09/14/c_13

8389595.htm，访问时间：2020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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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友好城市，如北京市与卡塔尔多哈市（Doha）、广州市与阿联酋迪拜市（Dubai）、

等，中沙在建立友好城市后，可以加强与中阿友好城市的联系与合作，构建“一

带一路”国际友好城市联合网络，共享文化、旅游等资源。 

三、完善人文交流评估机制 

建立人文交流评估机制、完善人文交流的评估方法。一方面可在中沙高级别

人文交流机制下设立“一带一路”中沙人文交流绩效评估小组，对“一带一路”

背景下的中沙人文交流进行监测、评估。定期对人文交流机制进行考核评价，及

时发现中沙人文交流过程中的问题和薄弱环节。 

另一方面可以委托专业机构来进行“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效果评估。人文交

流效果评估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对于专业性的要求极高，可以委托国内外专业的

调查公司、研究中心进行评估，以提升人文交流评估的科学性。国内智库可以为

“一带一路”中沙人文交流的效果评估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持。可以给予在相

关领域有突出成就的智库政策及资金支持，鼓励智库参与人文交流的效果评估。

另外，也可以委托国际知名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盖洛普公司

（Gallup）等专业评估机构，委托无直接利害关系的调查评估机构对中沙人文交

流进行评估，并作出书面调查报告，评估结果更具有客观性和权威性。 

 

本章小结 

不论是推进 “一带一路”的建设，还是深化中沙友好关系，均需要通过人

文交流为之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打好社会民意根基。针对中沙人文交流所面临

的问题，本文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推进中沙人文交流的不断发展：一是要

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人文交流，推动人文交流主体向多元化发展，同时，要创

新人文交流实施模式，充分利用新媒体、自媒体等方式开展人文交流。二是要以

受众需求为基准，提升人文交流的质量和水平，发挥人文交流的最大效益。三是

要建立完善中沙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具体领域的长效合作机制、人文交流的评

估机制，避免人文交流资源的浪费，提高人文交流的效率，保障中沙人文交流持

续、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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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国与沙特之间的友好往来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前。虽然古代中沙之间的

人文交流活动属于政治、贸易往来等带来的无意识人文交流，但这些人文交流活

动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沙人文交流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示范。新中国成立后，

中沙人文交流历经冰冻期、探索期、停滞期、和恢复期四个阶段，由于意识形态

的矛盾和两国政治上的分歧给中沙人文交流带来了巨大的障碍，中沙在官方层面

的人文交流几乎没有互动，以朝觐为核心的宗教交流在这一时期发挥了先导性的

作用。中沙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的人文交流有了跳跃式的发展，中沙人文交流

从最初的宗教领域拓展到文化、教育、民间交流等领域，这一阶段的人文交流主

要是为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合作服务。中沙友协和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标志着中

沙人文交流机制初步形成。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中沙人文交流范围扩大、层次提高。其中，

媒体交流日益加深、文化交流成果丰富、教育交流最为活跃，而旅游交流成为新

亮点。在此基础上，中沙人文交流还拓展至智库交流、医疗卫生以及人力资源培

训等领域。人文交流主体也日渐多元化，“政府引领、民间参与”的人文交流格

局基本形成。“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文交流不再附属于两国的政治交往和经济

合作，而是与二者共同组成了中沙关系的三大支柱。 

但与此同时，中沙人文交流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首先是西方话语干扰、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中沙民众对彼此的认知偏差等外部因素给中沙之间的人

文交流带来了负面影响。其次，中沙人文交流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要作用，两

国人文交流的单向性明显，不利于中沙人文交流的持续发展。再次，中沙人文交

流的机制建设尚不完善，缺乏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人文

交流进行规划、协调各人文交流参与部门和机构的工作，也缺乏评估机制对中沙

人文交流的效果进行评估。 

针对中沙两国人文交流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几点入手，促进中

沙人文交流的不断深化：首先，降低政府在具体人文交流活动中的“存在感”，

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到中沙人文交流中。其次，提升中沙人文交流的质量和水平，

要选择符合中沙共同利益诉求的人文交流领域作为重点合作方向，要深入了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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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民众的需求，有针对性的设计人文交流项目。再次，要尽快建立健全中沙人文

交流机制，对中沙人文交流项目进行顶层规划，避免资源的浪费，确保中沙人文

交流平稳、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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