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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东卫生外交的研究现状与进展 
查龚斐 1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8） 

摘要：中国中东外交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软实力，促使中国在该地区和全球卫生治理领域发
挥更大的作用。因此，详细梳理目前中国中东卫生外交的研究现状与进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国际与国内
两个研究视角，对现阶段卫生外交的研究重点进行了概括，以及对中国中东卫生外交研究的主要观点和不足之处进行了分析归纳，
以期为将来的中国中东卫生外交研究产生应有的参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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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历史上，卫生活动与外交的联系由来已久，只是一直以来

二者的关系并不突出或未得到足够重视，使得卫生在外交政策

中处于边缘地带。而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全球不断涌现

的公共卫生问题使得政府所承担的责任也日益增加，而目前的

全球大流行新冠肺炎病毒，更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医疗卫生体

系的艰难考验，使得卫生议题在全球政治议程中愈发重要，卫

生问题在外交政策中关注度的提升也意味着国家治理和全球治

理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中东地区连接亚欧非三大陆，聚集了为

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公共卫生系统总体上仍较为薄

弱，而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健康丝绸之路”的打

造以及中阿合作论坛等机制的发展，则对中国中东卫生外交研

究提出了新的需求。中国中东地区卫生外交从属于中国卫生外

交，受全球卫生治理危机加剧的影响，同时又与中国和中东地

区国家的国情以及外交传统相联系，不同时期都具有不同的理

念、原则与特色。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从内容变化、特点及

卫生外交平台机制建设等方面分析中国中东卫生外交的研究现

状与进展，有利于对中国中东卫生外交作用的理解以及前景的

展望。 

一、中国中东卫生外交的意义 
首先，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行稳致远的意

义。中东地区是“一带一路”规划中的重要区域板块，该地区

严峻的卫生治理问题对“互联互通”实施构成潜在的挑战，增

大了公共卫生危机外溢性的可能性。因此中国必然推进对中东

国家卫生外交进程，以期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卫生安

全环境，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其他领域的治理与合作。其

次，对中国务实和发展中东地区总体外交的意义。中国通过调

整与完善中东卫生外交政策，有利于树立积极负责的大国形象，

从而配合中国对中东的总体外交，提升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软实

力。同时，对中国参与地区和全球卫生治理的意义。中国在中

东地区的卫生外交，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卫生治理框

架下提出的“中国方案”，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议题之一。因

此，对中国中东卫生外交的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卫生外

交，扩大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国际话语权，促使其在地区

和全球卫生治理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关于卫生外交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进展 
（一）国外研究现状与进展 

首先，国外学者对于卫生外交作出了一个大致的界定。美

国学者大卫·费德勒通过创建“微生物政治”新概念，用国际

政治视角分析了病毒造成的全球卫生安全问题[1]；苏珊·布卢门

撒尔指出卫生外交也起到扩大政治参与的作用，认为“卫生外

交给了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建立起联系并协调非政府组织共同

参与改善公共卫生”。2009 年，世卫组织认为卫生外交是指政府

之间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磋商解决卫生治理困境、或者在政策

制定和谈判策略中利用卫生的概念或机制达到其他的政治、经

济或者社会目标的决策过程。 

其次，国外学者还探讨了卫生外交与全球化之间的影响关

系。理查德·道格森认为全球化导致或加大了各种各样的疾病

和环境恶化等问题[2]。1997 年，芬兰的玛丽·科夫萨劳和其他

学者分析和讨论了权力机构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

影响世界卫生的话语权[3]。21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对于卫生外

交的关注不断升温。2003 年，Rand 公司发表的报告中认为，受

全球化影响的国际公共卫问题和传染病危机以及环境恶化等因

素，已构成国际安全问题的巨大威胁。艾伦·罗斯坎在其著作

中描述了全球卫生谈判和外交中的经典案例，描述了如何在全

球卫生领域进行谈判，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全球卫生目标的途径，

以及如何让全球卫生外交成为提高国家间关系的工具等，呈现

出 21 世纪卫生外交的典型特征，填补了相关知识与实践的空白。 

最后，国外学者从全球卫生治理角度，探讨了全球卫生治

理的困境及挑战，试图找出优化全球卫生治理的路径，并呼吁

发展中国家以及国家行为体来共同承担全球卫生治理责任。

2004 年，美国学者卡罗兰·托马斯等人认为，全球性卫生治理

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南北差距因素，同时也探讨了全球公共

卫生治理中联合国机制的不足之处。2006 年，梅里·安东尼通

过安全化和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视角分析了东亚地区公共卫

生危机的应对路径。2008 年,马克·扎克梳理了 20 世纪中全球

卫生治理各阶段的发展情况。 

（二）国内研究现状与进展 

国内学者在公共卫生领域研究开始较晚，2003 年，“非典”

危机爆发后，由于中国政府在危机爆发伊始的不恰当做法招致

国际社会的批评，且随着全球化时代各国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

相互依赖性日益加深，大规模新复发传染性疾病考验着整个国

际社会的医疗卫生体系，卫生外交日益成为我国对外工作中越

来越重要的内容，国内专家学者也开始涉足卫生外交领域的研

究，但目前专著较少，论文较多。 

首先，国内学者对卫生外交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国内学者

晋继勇从公共产品的属性视角出发，认为卫生外交是一种公共

卫生外交，是为应对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所选择的一种全球治理

举措[4]。王红漫等分别从广义和狭义对卫生外交的概念进行了界

定[5]。卫生部国际合作司司长任明辉[6]指出受政治、经济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卫生外交领域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苏静静，

张大庆分析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卫生外交[7]。这些研究对于卫

生外交的概念都有较为清晰的界定，有利于深刻理解卫生外交

的具体内涵。 

其次，国内学者明确指出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卫生外交的

形成与发展。张清敏指出现代通信及交通方式的发展等因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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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了卫生问题的全球化；而后再次指出卫生议题与外交的融合

以及全球卫生外交的兴起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8]。卫生外交的发

展主要源于全球化的发展、非传统安全观的提出，全球治理观

的兴起。指出了国际社会上卫生外交最早的兴起时间，再现了

卫生外交的兴起过程，还分析了全球化与卫生外交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中国卫生外交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与进展 

近年来，由于中国的崛起以及在卫生外交方面的作用和影

响不断扩大，国外学者也开始研究中印对卫生外交以及中国在

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 

一方面，部分国外学者把中国放在新兴国家如金砖五国体

系或者放在亚洲框架内从宏观的历史、规模、动机以及发展趋

势上去研究分析。如凯瑟琳·布利斯主编的研究报告中指出金

砖国家作为新兴国家，在解决自身国内卫生问题的同时，应当

积极加强在全球卫生方面的工作。大卫·费德勒在文中表示中

国作为新兴发展大国，将在亚洲地区卫生治理乃至全球卫生治

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费洛里尼·安等学者指出中国作为主要

受援国但正在开始增加其对外卫生援助资金角色，并有可能影

响全球卫生治理的发展，表达了对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期

望。维多利亚·范等学者指出中国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正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9]。 

另一方面，国外学者对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研究，更

多是梳理中国卫生外交发展历程或聚焦于中国在非洲的卫生外

交，认为中国在非的卫生外交其实质是中国在非洲追求利润和

石油的“新殖民”。黄延中分析了自毛泽东时期以来、冷战期间

及现今中国卫生外交的发展史，对中国的卫生外交的发展历程

及每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梳理及分析。杰里米·尤德谈到了卫

生外交作为中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

用。这些研究指出了中国在全球卫生中的关键作用。哈利·费

尔德鲍姆认为中国将对非卫生外交视作将来国与国之间开展国

际竞争的重要内容。德鲁·汤普森认为“北京共识”和以不干

涉内政为前提的卫生外交仅仅是为了掩盖中国在非洲追逐利润

和石油的真实目的。 

（二）国内研究现状与进展 

国内有关中国卫生外交研究相当丰富，首先，大多是从中

国视角考察了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进程的历史以及角色定位

并展望发展前景。罗艳华梳理了中国参与卫生外交的历史进程，

并着重阐述了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开展卫生外交所面临的问

题与挑战。张清敏则从外交转型角度分析了卫生外交在新时期

的特点，并且为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提供了重要观念和实践

启示。还有一些国内学者从其他角度回顾了中国与部分发展中

国家卫生合作的历史，探讨了中国南南卫生合作的潜在领域和

路径。 

其次，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以及在大型流行性传染病方面

取得的初步成就，越来越多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

里作出更大贡献，体现大国责任与担当。敖双红、孙婵认为中

国具备国内卫生治理和参与国际卫生援助的实践的成功经验。

因此，在当前“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方面

也应有更大的作为和担当。汤蓓表示在现行全球机制，中国积

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充分发挥了

自身影响力。 

最后，随着中国与中东国家经济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加深、

中国对于地区安全问题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介入以及全球卫生问

题重要性的日益突出，如何应对全球重大流行性传染病成为各

国亟需解决的一项重大现实课题，也逐渐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

重点。但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在中东地区卫生外交的研究相对较

少。吴富贵用讲故事形式回顾了中国援助阿拉伯国家医疗队的

个别历史片段。吴中朝主要介绍了中医针灸在埃及的引入与发

展情况。刘欣路介绍了中国也门医疗队的历史概况，分析中也

合作的挑战并提出政策建议。汤蓓以安全因素为出发点，从三

个维度探讨了中国参与中东地区卫生治理，最后得出安全因素

是决定中国开展对外卫生合作模式、影响卫生合作成效的重要

变量。 

综上所述，中国虽然已经有了相关中东卫生外交的实践经

历，但是相关理论研究略显不足，目前国内学者和专家多从中

国对中东地区卫生援助史、参与中东地区卫生治理、中东卫生

治理安全性因素和国际机制角度来谈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卫生外

交活动，对中国中东卫生外交的分析欠缺。在中国和中东地区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健康丝绸之路的加速推进以及携手构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新浪潮中，因此在新时代继续深入开

展对中国中东地区的卫生外交研究，具有多重价值和意义，也

有利于完善中国总体卫生外交，打破不实传言，实现中国卫生

外交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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