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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在中东的共同利益与分歧 *

张 家 栋

摘 要
:

美国是当代世界的霸权国家
,

中国则是世界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地区性大国
。

在中东
,

两国在

能源安全
、

反扩散
、

反恐和维护地区魂定等方面都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
。

但是
,

由于两国在国家实力
、

国际地位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
,

中美在中东地区又存在分歧与矛盾
。

随着中国国家力量的不断增强
,

中美两国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

又有相互竞争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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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恐时代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

(0 5JJDGJ姗00 1 ) 的前期成果
。

2(X) 3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
,

随着美国推行的大中东计划和伊朗核问题的激化
,

中东格

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

阿拉伯与非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失衡
,

世俗与非世俗国家之间的平衡

也被打破
。

由于沙特等美国的传统盟国对美国的信任度下降
,

它们开始实施
“
向东看

”

和
“
向西

看
”

的多元平衡战略
,

试图引进更多的外部力量
,

来减少单纯依靠美国的风险
。

出于对中东石油

的依赖
,

中国也希望能在中东发挥更大的作用
。

这样
,

中美在中东既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
,

也增

加了相互竞争的可能性
。

一
、

中东的战略意义

中东地区对不同国家的意义不同
。

对世界来说
,

中东的意义在于石油
、

交通
、

反恐和反扩散
;

对中国来说
,

能源
、

反恐和反扩散是重点
;
对美国来说

,

则几乎所有方面都是重点
。

一般来说
,

一国力量越大
、

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越高
,

中东对该国的意义也就越重大
。

1
.

中东的地缘政治意义

大国一向重视地缘政治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
,

中东连接亚
、

欧
、

非

三大洲
,

控制着苏伊士运河
、

黑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三大国际水道
。

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有人

认为
,

谁控制了中东
,

谁就控制了世界
。

历史上
,

中东长期是大国争斗的战略重点
。

从亚历 山大



的东征
,

到拿破仑的远征
,

再到二战时期德国和 日本会师中东的战略企图
,

都为中东独有的地缘

魅力所吸引
。

著名中东问题学者伯纳德
。

刘易斯认为
,

列强之所以被吸引到中东并长期呆在那里
,

其根本动机是战略性考虑
,

即该地区的军事潜力和危险性
。 仁” ‘的

而作为一个世界霸权国家
,

地理情

况也决定了美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方面
。 〔,〕’‘二战后

,

美国一直视中东为仅次于北美和西欧的
“
特

殊战略优先地区
” ,

控制中东成为美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撑点
。

也与地缘政治有关
,

中东才会

成为冷战时期美苏争夺的重要舞台
。

长期以来
,

中国对中东的关注非常有限
,

目前主要集中在能

源供给方面
。

但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逐渐增强
,

中东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也会逐渐提高
。

2
.

能源是中东最重要的力量来源

从资源察赋的角度看
,

中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供给中心
。

据统计
,

在 19 95 一200 5 年间
,

中东石油探明储量为 72 % 亿桶
,

占世界总探明储量的 57
.

1%
。 〔3 ,
弋加6 年中东石油探明储量为 108 1

亿吨
,

占世界总量 1 804 .9 亿吨的 60 %
。 〔“
中东又是世界上重要的原油生产地

。

19 73 年中东石油生

产占世界总量(28
.

67 亿吨)的 37 .0 %
,

200 5 年中东石油占世界总量(39
.

23 亿吨)的比例虽下降至

30. 8%
,

但仍排世界第一位
; 仁5] 200 6 年的中东石油产量占世界总量的 31

.

24 %
,

比例有所回升
。 〔4]
同

时
,

中东石油的出口份额远大于其生产份额
,

占世界石油出口总量的 70 %
,

使得中东的地缘政治

意义大幅度加强
。

石油不仅是经济问题
,

在能否获得石油这方面
,

己成为国家安全问题
。

控制中

东石油的流向
,

就控制了当代世界事务的主要议题
,

它是构成国际政治权力的重要部分
。

因此
,

确保中东石油利益是美国历届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 目标之一
。 “

对包括能源在内的战略资源控制权

是美国霸权的基础
,

也是美国地缘战略利益的关键所在
。 ” 〔司 ’7 2

但要想控制中东石油
,

就必须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

目前
,

美国正在加强其石油来源多元

化战略
,

通过加强与非洲能源出口国的合作
、

强化与俄罗斯在能源问题上的合作以及将中亚和里

海石油引入国际市场
,

美国对中东原油的依赖度有所下降
。

200 2 年 8 月开工的巴库一第比利斯一

杰伊汉输油管道
,

既绕过了俄罗斯又独立于欧佩克
,

建成后将成为影响世界石油市场的又一强大

杠杆
。

美能源部长亚伯拉罕称
,

这条油管是美国
“
石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 〔, 〕“

目前
,

美国还在

策划一条从中亚
、

阿富汗到巴勒斯坦和印度的管线
。

但美国调整中东能源政策
、

降低对中东石油

的依赖程度
,

意味着中东石油出口国也必须更多地向其他国家出口石油
,

也为中国等国家进一步

打开中东石油市场提供了机会
。

3
.

反恐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宗教极端主义
、

民族矛盾和石油美元使得中东成为当代世界一个重要的冲突策源地
,

不仅影

响着美国和西欧的安全
,

对中国等也具有重要的安全意义
。

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
,

中东就是重要的

恐怖活动热点地区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中东是发生恐怖事件最多的地区
,

且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

也最多
;
在国内恐怖活动方面

,

中东地区发生的恐怖事件达世界总数的一半
,

而造成的人员死亡

表 1 :

中东恐怖活动状况

地地区区 国际恐怖主义 (196 8一 200 6 年))) 国内恐怖主义 (19 98 ~ 20 06 年)))

恐恐恐怖事件件 受伤人数数 死亡人数数 恐怖事件件 受伤人数数 死亡人数数

中中东东 2 82 999 140 9777 46 2555 102 5555 32驯X】】 188 9999

其其他地区区 7 22 888 30 80 222 99 3 111 115 7222 30 14 444 1306 111

世世界合计计 100 5777 44 89 999 145 5 666 2 182777 63《片444 3 1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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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则达到总数的 5 9%
。

并且
,

中东恐怖主义问题还具有向其他地区辐射的可能
。 “ 9

·

11
”

事件
、

西班牙马德里连环爆炸案和英国伦敦连环爆炸案
,

都与中东的动乱与冲突有关
。

所以
,

反恐是世

界各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共同利益
。

4
.

反扩散也是一种人类共同利益

中东地区大规模武器扩散问题与阿以冲突直接相关
。

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
,

为了获得对敌对邻

国的军事优势
,

以色列先后在法国和南非的帮助下发展核武器项目
,

成为事实上的中东惟一的核

武器国家
。 工川
但是

,

以色列在常规军事力量和核力量方面的绝对优势
,

成为一些中东国家发展核武

器项目的助推器
,

而其他中东国家的核项目又削弱了以色列己获得的军事优势和安全感
。

上世纪

8 0 年代以来
,

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以色列与伊拉克
、

伊朗等中东国家在核问题上冲突不断
。

目前中

东的反扩散问题主要 由三对矛盾组成
:

第一
,

以色列试图保持中东核武器的垄断权与伊斯兰国家

的核追求之间的矛盾
;
第二

,

伊朗等国的核项目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之间的矛盾
;
第三

,

中东国

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核电站建造计划 ) 〔幻
与恐怖分子获得核材料的可能性增加之间的矛盾

。

由于美以特殊关系和能源等因素
,

中东核扩散问题是绝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大国必须面对的问题
。

二
、

中美两国国情之比较

中东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意义
,

对中美是同时存在的
。

但中美既有相同点
,

又有不同点
,

从

而使得中东对两国的意义有所差异
,

并最终导致两国中东政策的差异
。

以下就从国家身份
、

国家

实力和国际地位三个方面对两国进行比较
。

表 2 :

中美两国国情之比较

中中中国国 美国国

意意识形态态 马克思主刃儒家思枷自由市场经济济 西方 自由民主制度度

经经济水平平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家 最大的发达国家家

国国际地位位 具有世界影响的地区性大国国 霸权国家家

从表 2 可看出
,

中美还不是可相提并论的国家
。

在国家身份方面
,

中国是
“
在全球范围

,

尤

其在周边地区发挥重要影响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
” 〔‘0] 3 6- 37 ,

而美国则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发挥

重大乃至决定性影响的资本主义霸权国家
。

具体来说
,

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
,

当代世界的强势国

家群体是美国领导下的西方民主国家
,

中国则在政治上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
、

在社会生活上仍是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
、

在经济上基本遵守自由市场经济原则
,

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
;
从文化传统

来看
,

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化与美国所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处于相互矛盾
、

竞争
、

交融的状态
;

经济上
,

中国虽取得很大进步
,

但在资金
、

技术
、

管理和市场方面仍难脱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

家
;
从领土面积和人 口数量来看

,

中国分别是世界上第三和第一大国
,

美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

国家
; ¹ 在国际战略方面

,

中国正在从一个体制挑战者转变为体制接受者和维护者
,

并逐渐成为当

今国际社会的重要稳定性因素
;
而美国则不断挑战现有国际规范

,

试图重塑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

国际秩序
。

在国家实力方面
,

中美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距
。

2(泊6 年 6 月 4 日
,

世界银行公布了 200 5 年

¹ 在法律上
,

国际社会中的大国与小国一律平衡
,

事实上大国与小国遵循着非常不同的行为逻辑及模式
,

属两类

不同的国家
。



全球 G D P排名情况
,

中国以 2. 229 万亿美元的 G D P
,

超过意大利和法国
,

并以微弱优势超过英国
,

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

是美国 (12 .4 55 万亿 ) G D P 的 18 %
。

但在更能体现百姓贫富情况的人均

G D P 方面
,

中国仅为 1 740 美元
,

全球排名第 128 位
,

与 2 0 0 4 年没有较大变化
。 ¹ 所以

,

虽然许

多数据表明
,

如果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能够以现有速度持续增长
,

将在未来 20 一50 年间达到与美

国并驾齐驱的程度
,

但在经济发展成本
、

科技创新水平和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不可能在朝

夕间填平
。

与国家身份和国家实力相对应
,

中国的国际地位虽高于绝大部分国家
,

但仍无法与美

国相比
。

三
、

中美在中东的共同利益

国家利益受客观现实与主观认识差异的影响
,

具有民族性或独特性
。

阿姆斯特茨(Mark R.

A n lstu tz) 认为
,

国家利益通常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基本需求
。 〔11 ” 79

国家利益还具有阶

级性
, “

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决定的
” 〔’幻 ’13 。

但它的形成要受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制约
。

玛

莎
·

费丽莫就认为
: “
国家利益的再定义常常不是外部威胁和国内集团要求的结果

,

而是由国际共

享的规范和价值塑造的
,

规范和价值构造国际政治生活并赋予其意义
。 ” 〔’3〕3

在中东地区
,

中美享有

以下共同利益
:

1能源安全
中东地区是中国海外原油的主要来源地

。

20( 巧 年前 10 个月
,

虽然中国对中东的石油依存度(进

口 )由一年前的 49 %降至 45%
,

但来自沙特
、

伊朗和阿曼等中东国家的进 口量仍高达 544 6 万吨
。

同时
,

中东国家也在加强对我国市场的渗透
,

国内若干座千万吨级别的新炼油厂将采取油源 +炼厂

的模式
。

炼厂建成后
,

中东石油对国内的供应量将大幅增加
。

中东也是美国的石油重要来源地
,

占到美国海外石油来源的 30 %左右
。

200 3年以来
,

美国开始采取措施
,

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

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统计
,

美国对中东的石油依赖逐渐下降
,

200 6 年中东石油占美国石油进 口总量

的 22%
,

25 年来第一次低于非洲
。 〔14] 据美国国家能源政策发展小组的研究报告

,

未来 20 年
,

美

石油消费量将增加三分之一
,

本国石油产量则将下降 12 %
。 〔l5] 由于中东石油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

60 %左右
〔’6 〕, 因此

,

无论中国和美国如何实施石油进 口多元化战略
,

都不可能在根本上摆脱对中

东石油的依赖
。

在奥尔布赖特看来
,

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就是保证不再出现 19 73 年中东战争期间美国人排长队

抢购石油的状况
。 〔‘7] ’

作为石油进 口国
,

中美在中东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
:

保障石油的可获得性
,

涉及到两国的国家安全
;
维持合理的石油价格

,

关系到两国的现实经济利益
。

在不可能摆脱对中

东石油依赖的情况下
,

两国合作建立起石油进出口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

是解决石油安全问

题的主要手段
。

毕竟
,

石油出口国与石油进 口国之间
,

尤其是在石油价格方面
,

存在着一种
“
零

和
”

游戏
。

石油出口国总希望能够引起石油进 口国之间的竞争关系
,

这样就可以一方面抬高油价
,

另一方面还可将石油作为国际战略工具来提高自身地位
。

从历史上看
,

石油消费国与出口国之间

的双边合作
,

往往不是解决石油安全问题的有效手段
。

所以
,

同样作为中东石油的重要消费国
,

如果在中美之间能够进行有效合作
,

并将石油定价问题引入到 认叮0 等国际贸易机制中去
,

将会

增大消费国在国际石油定价权方面的权重
,

最终也有利于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
。

¹ 日本 4.5 05 万亿
、

德国 2.7 81 万亿
、

中国 2.2 29 万亿
、

英国 2
.

192 万亿
、

法国 2
.

110 万亿
、

意大利 1
.

723 万亿
、

西

班牙 1
.

123 万亿
、

加拿大 1
.

1巧万亿
、

巴西 0. 794 万亿 (单位
:
美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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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维护地区稳定

维持中东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能否保证石油供给
,

也关系到两国的其他目

标
。

中国在中东执行全方位外交政策
,

即没有敌人
,

也没有特定的盟友
。

这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
,

经常会受到来自中东国家间冲突的严重挑战
,

会增加中国在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
、

世俗国家与宗

教或王权国家之间
、

核国家与无核国家选择的难度
。

而对于美国来说
,

维持中东地区稳定也同样

是个重要目标
。

地区稳定意味着其传统盟友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可以得到有效保障
,

也意味着美国

可发挥其阿拉伯盟国的作用
,

用比较小的代价保持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
。

3
.

反扩散与反恐利益

目前
,

中东地区面临着严重的核扩散危险
,

这有可能会成为影响地区稳定和 国际石油供给的

重要因素
。

虽然伊朗是当前国际社会在核扩散问题上受到重点关注国家
,

但以色列却是中东核问

题中的主要因素
。

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 (Fe d e ra tio n of A m eri c an S d enti sts
,

FA S ) 的估计
,

以色列

拥有 2(X) 件左右核武器
,

是世界第六大核武器国家
。

且以色列拥有投送核武器的海
、

陆
、

空手段
,

其导弹射程可以达到伊朗
、

利比亚和俄罗斯等重要国家
。 〔ls] 作为合法的核武器国家

,

中美在反扩

散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
。

双方都不希望中东国家发展核项目
,

更不希望核问题影响中东地缘政治
,

乃至挑起地区军备竞赛
。

中东的核扩散问题不仅是地区安全问题
,

还可能成为一系列国际冲突的

源头
。

据报道
,

阿尔及利亚
、

埃及
、

摩洛哥
、

突尼斯
、

阿联酋和沙特等六个阿拉伯国家已表达了

掌握核技术的意愿
。 〔l9] 这种趋势使中东的核扩散问题更为复杂

,

与恐怖主义问题结合起来
,

成为

影响当代世界安全的重要因素
。

四
、

中美在中东的分歧

中美两国虽在中东有很多共同利益
,

但也存在竞争关系
。

美国是个全球性霸权国家
,

其地区

政策的制订往往更具战略性
;
而中国则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性大国

,

更注重现实利益
。

具体

来说
,

美国的中东政策主要由阿以政策和海湾政策两大部分构成
〔州 ’,

面临着普世的自由民主价值

观与独特的国家利益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

中国在放弃世界革命理念后
,

中东政策的目标则比较

单一
,

在价值观与国家利益方面实现了统一
。

从表 3 可以发现
,

中美两国在石油安全
、

反恐
、

反

扩散等方面都表现出差异性
,

并在各自的中东政策方面体现出根本的差异
。

表 3 :

中美两国在中东利益比较

中中中国国 美国国

石石油安全全 维护自身从中东获得石油的权利利 扩大自己对中东石油的控制权权

反反恐恐 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义 打击反美
、

反西方
、

反犹太的恐怖主义义

反反扩散散 反对无核国家核武器化
,

但保护其和平使用用 反对中东国家特别是伊斯兰国家拥有核核

核核核能的权利利 能力
,

无论出于和平还是其他目的的

地地缘政治治 中国是个地区性大国
,

中东国家不在它影响响 美国是个全球性强国
,

中东是全球战略布布

范范范围之内
,

但却是潜在的战略合作伙伴伴 局的重要部分
,

不仅可以约束俄罗斯的影影

响响响响
,

也可以控制世界的中枢枢

地地区稳定定 出于主权平等原则维护以色列的生存权和和 因为以色列是美国的盟友和在中东的桥桥

巴巴巴勒斯坦人的建国权权 头堡
,

美国无条件地维护它追求绝对安全



1
‘

中美两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不同

由表 4 可看出
,

中美两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排序有很大差异
。

简单地说
,

中国以经济发展为重

要目标
,

而美国则以维护霸权地位为主要 目标
,

安全是美国的核心关注点
。

所以
,

从上世纪 9 0

年代成为石油净进口以来
,

中国的中东经济政策基本上是以石油为核心展开的
。

但美国作为霸权

国家
,

更关注中东在石油地缘政治中的意义
。

华
·

惠
·

罗斯托曾说过
: “
自 18 世纪末以来

,

美国

利益长期处于危险之中
,

那便是欧亚的人力
、

物力
,

包括军事潜力在内
,

合在一起在过去和现在

都比美国占优势
” ,

这
“

可能构成击败美国的严重威胁
。 ” 〔2 , ’680 这意味着

,

美国将自身利益建立在对

亚欧大陆的控制之上
。

中国¹ 】国家主权

表 4 :
中美两国核心国家利益排序

}国家安全 }经济发展

美国º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向敌对国家扩散

遏制潜在的战略竞

争对手

保护
、

建立对美国有

利的国际机制

提高国际地位

保护盟国的安全

总体上看
,

美国在中东寻求的是一种主导权和控制权
,

执行的是主导战略或霸权战略
,

即以

自身的超级军事力量为后盾
,

以军事行动和同盟关系为双重支柱
,

以反恐和反扩散为主要合法化

依据
,

以民主化改革为重要手段
,

以控制石油
、

增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为主要 目标
;
中国在中

东执行的则是一种多元平衡战略
。

中国要努力维护的是多种力量共同参与下的一种平衡
,

并保证

自己在其中的合法利益
、

参与权以及与中国国家实力相称的影响力
。

目前
,

美国的中东战略面临严峻挑战
。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评论说
:

伊拉克战争
“
招致了全世界的批评

。

而在中东
,

它表明美国是英帝国主义的继任者
,

是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

进行军事压制的同伙
。

不管这种评论是否公平
,

此概念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广为流传
” » 。

现在人们

提出的疑问不仅是战争的
“

代价一收益比
” ,

还有美国
“

角色
”

一一美国在干什么的问题
。 ¼在此

种情况下
,

中国在中东积极参与并保持某种平衡
,

能够得到很多中东国家的支持
。

阿拉伯国家试

图引入其他国家的力量
,

作为新的战略力量去平衡美国的影响
。

欧盟
、

日本
、

中国
、

俄罗斯和印

度都成为中东国家可以选择的战略合作伙伴
。

2
.

中美能源政策存在很大差异

¹ 邓小平曾提出
,

党和国家在 21 世纪要完成的三大任务是
: “

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
,

完成祖国统一
,

维护世界和

平与促进共同发展
”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M〕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3 : 372
.

) ; 洪兵认为
,

中国国家利益主要

有经济发展
、

政治稳定
、

国防安全
、

祖国统一和国际地位提高 (洪兵
.

国家利益论 【M〕
.

北京
:
军事科学出版社

,

19 99 : 28 5一41 6
.

)
;
楚树龙提出

,

中国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两大范畴 (楚树龙
.

中国的国家利益
、

国

家力量和国家战略 〔J〕
.

战略与管理
, 19 99 (4) ) ; 王逸舟则提出

,

发展利益
、

主权利益和责任利益是中国国家利

益核心内容
。

(王逸舟
.

中国国家利益再思考 【J〕
.

中国社会科学
,

20 02 (2) )
。

º 19 96 年
,

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指出
,

冷战后美国的五项最重要利益包括
: (l)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的

袭击 ; (2) 阻止欧亚大陆上敌对霸权的出现 ; (3) 防止美国边境上和世界公海上敌对势力的出现 ; (4) 防止贸易
、

金

融市场
、

能源供给和生态环境的全球体系的崩溃
:
(5) 确保美国盟友的生存安全

。

(A m e ri c a、 N ati on al In te re sts
,

A

R e po rt 加m th e C o

mnu
ssi o n o n A m e ri e a

’5 N a ti o n al In tere
s ts [M〕

.

c aJ 旧bri dg e .

MA : J七e c o

~
s si on

,

1996)
。

2000

年
,

两党团体
“

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
”

完成了 《美国国家利益》的研究报告
,

将美国生死彼关的利益确定为以下

五项
: (1) 预防

、

阻遏和减少核武器
、

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对美国本土及其海外驻军的攻击
:
(2) 确保盟国的生存

,

以及在建立一个有利美国及其盟国兴旺发达的国际体系时
,

它们能够积极地与美国合作
; (3) 防止敌对大国的兴起

,

防止美国周边国家的崩溃 ; (4) 确保重要国际体系的有效 (贸易
、

金融市场
、

能源供应和环境) ; ( 5) 在不违背美国
国家利益的前提下

,

与可能成为美国战略对手的国家如中国
、

俄罗斯建立建设性的关系
。

参见 httP :ll w w w
.

ni x on c e n te r. o rglPu blie ati o n s lm o n 0 g rap h咖ati
o n al in tere

s ts
.

叫f
o

» 参见 《国际先驱论坛报》
,

200 5 年 10 月 13 日
。

¼参见 《华盛顿邮报》
,

200 5 年 6 月 12 日
。



中国对中东石油的最大期待是保障自己的原油安全
,

而美国除了要保障自己的石油安全外
,

还希望将原油变成影响国际政治的工具
。

自罗斯福总统在 194 5 年与沙特国王达成了
“
石油换安全

”

协议后
,

美国将石油安全与军事保障相结合的政策虽受到 70 年代的两次冲击
,

但基本持续至今
。

而中国则因自身力量有限
,

进入中东石油市场的时间比较短
。

除了通过国际石油市场外
,

中国只

能与伊朗等西方体制外的国家达成双边石油协议
。

200 3 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虽有多重动因
,

但控制能源仍然是首要动机
。

美国学者克雷尔

指出
: “

在控制伊拉克的过程中
,

石油作为力量之源的份量超过了它作为燃料的份量⋯⋯控制了海

湾
,

就等于控制了欧洲
、

日本和中国
,

等于让我们的手握住了水龙头
。

川
2 21 ’6

一
3 ,

由于军事和政治手段

曾经为
“

美国以相对较小的代价为美国公司获得了伊朗 (上世纪 5 0 年代 )石油产量的 4 0 %
” 〔川 ’0J ,

事实上美国早就开始准备发动伊战
。

美国军方在 《1999 年战略评估报告》中特别提到
,

一场新的

战争将一劳永逸地抹去萨达姆的所有影响
,

获得其石油资源的控制权
,

并将美国的影响延伸到苏

联崩溃后在欧亚大陆南部富油地区形成的真空
。 〔叫 洲杨

美国国内很多人担心
,

中国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
,

将可能引起中美之间对全球石油和天然气

的争夺
。 〔z51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曾说过

,

能源竞争是在未来最有可能引起国际冲突的因素
。 〔241 8

这种担忧不仅影响了中美两国的中东政策
,

也使两国的能源战略产生了碰撞
。

中海油 (中国远洋

石油公司
,

CN 0 0 C ) 试图收购美国石油公司尤尼科 (Un oc al ) 的举动
,

不仅遭到美国会的强烈反

对
,

也引起了美对中国石油政策的辩论
。

但在可预见的将来
,

受国家实力和外交传统的制约
,

中

国在中东仍然只能执行现行能源政策
。

3. 对待中东恐怖主义问题的政策不同

在广义上
,

中美在反恐方面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
。

但由于利益差异和认识角度不同
,

在具体

问题上双方又存在很多差异
。

中国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

不管它是国家行为还是非国家

行为
、

是反西方的还是反对非西方国家的
;
而美国则受制于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以及在中东的领

导地位
,

具有明显的偏见
。

具体地说
,

中美在中东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分歧
,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 (l) 中东恐怖主义问题对两国的威胁程度不同

。

虽然中东宗教极端主义潮流对威胁中国的

又
一

/ 恐怖活动有很大影响
,

但这种影响往往是间接的
、

非决定性的
;
而美国则不同

,

中东恐怖主义不

仅影响其盟国的安全
,

还直接关系到美国的本土安全
。

(2) 两国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认识不同
。

中

国认为恐怖主义主要源于权力失衡
、

贫困等因素
,

反恐首先应着眼于如何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源
;

美国则认为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不可能解决的
、

或者是不可能很快解决的
,

应破坏恐怖分子和恐怖

组织从事恐怖活动的能力
。

(3) 两国实施的反恐措施也不同
。

中国主张社会经济手段与警察措施

的结合
,

基本上是将恐怖活动视为一种犯罪
;
而美国则是以警察行动和军事活动为主

,

将反恐上

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
。

(4) 两国评价反恐活动的方式不同
。

中国评价反恐活动的成败
,

不仅

注重数量性因素
,

如被破获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的数量
,

还注重在社会改造和经济发展方面的

投入
;
相比之下

,

美国则更注重可以量化的反恐成果
。

当然
,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对中东事务涉入程度的加深
,

中美在中东恐怖主义问题上的

看法似乎有相互接近的可能
。

2(X) 6 年 11 月
,

中国批准了为调查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被暗杀一案

而设立国际法庭的决议
,

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

4. 两国的反扩散政策不同

在反扩散问题上
,

中美之间的分歧更大
。

对中国来说
,

伊朗是中国在中东最重要的能源伙伴
,

而能源利益是中国难以作出让步的利益
;
对美国来说

,

在伊战后
,

如果不能有效阻止伊朗核计划
,

伊朗将在中东坐大
,

从而彻底破坏中东原有的战略平衡
,

也就不能有效地保障其能源利益
。

但中

美两国在伊核问题上并不会只有冲突
,

也存在共同利益和政策平衡点
:
中美都不希望看到伊朗拥



有核武器
;
中美都不希望任何一个地区性国家主导中东事务

。

两国的区别在于
,

美国希望在新的

地区平衡形成后
,

成为关键的平衡手和主导者
;
中国希望建立更为广泛的多元平衡体系

,

在其中

发挥重要影响和作用
。

所以
,

中国既认同美国领导的国际不扩散机制
,

又不希望其完全由美国来

主导
、

并按美制定的模式来进行
。

5
.

维护地区稳定的政策和目标不同

虽然中美两国都试图稳定中东地区的形势
,

在反对任何中东国家破坏中东和平方面是一致的
,

但美国所追求的稳定是美国及其盟国主导下的中东和平
,

而中国所追求的是中东地区内的自我平

衡
。

素有美国
“

第五十一州
”

之称的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前哨阵地与堡垒
。

对美国来说
,

维护

中东地区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以色列的绝对安全
。

如表 5 所示
,

美对以色列提供了大量

的援助
,

并体现出经济援助减少
、

军事援助维持甚至是增加的势头
。

目前
,

以色列每年将其国民

收入的 10 %用于军事
,

若无美国的援助
,

其税收将大约提高 10 %
。 〔川这对于以色列将是难以承受

的打击
。

表 5 :

美国对以色列的直接援助 (百万美元 )

年年份份 合计计 军事事 经济济 移民民 美国海外学校和医院院 其他他

11194 9一 19 96 年年 68
,

0 30
.

999 29
,

0 14
.

999 2 3
,

122
.

444 8 68
.

999 12 1
.

444 14
,

90 3
.

333

1119 9 7 年年 3
,

132
.

111 l
,

8 0 0
.

000 l
,

20 0
.

000 80
.

000 2
.

111 5 0
.

000

11199 8 年年 3
,

080
.

000 1
,

80 0
.

000 1
,

2 0 0
.

000 80
.

000 ??? ???

11199 9 年年 3
,

010
.

000 1
,

86 0
.

000 1
,

0 8 0
.

000 70
.

000 ??? ???

222 00 0 年年 4
,

13 1
.

888 3
,

120
.

000 9 4 9
.

111 60
.

000 2
.

7 555 ???

22200 1 年年 2
,

87 6
.

111 1
,

9 75
.

666 8 3 8
.

222 60
.

000 2
.

2 555 ???

22200 2 年年 2
,

85 0
.

666 2
,

0 40
.

000 72 0
.

000 60
.

000 2
.

6 555 28
.

000

2220 03 年年 3
,

74 5
.

111 3
,

0 86
.

444 59 6
.

111 5 9
.

666 3
.

0 555 ???

2220 04 年年 2
,

68 7
.

333 2
,

147
.

333 47 7
.

222 4 9
.

777 3
.

1555 9
.

999

222 0 05 年 e s t
...

2
,

6 12
.

222 2
,

2 02
.

222 35 7
.

000 5 0
.

000 2
.

9 555 ???

2220 06 年 e s t
...

2
,

56 3
.

555 2
,

2 80
.

000 24 0
.

000 4 0
.

000 3
.

0 000
.

555

合合计计 98
,

7 19
.

666 5 1
,

326
.

444 30
,

7 80
.

000 l
,

4 78
.

222 143
.

333 14
,

9 9 1
.

777

注
:

另外还有本表不包括的 92
.

4 17 亿美元
,

合计为 10 79
.

61 3 亿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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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维护中东稳定的方式是在经济或军事上支持几个重要的盟国或准盟国
,

打击或遏制与美

国或其盟国敌对的国家
。

结果
,

美国自身已不再是操纵中东事务的离岸战略平衡手
。

相比之下
,

中国维护中东地区稳定的方法
,

是 以联合国为舞台
,

保护每个国家平等
、

合法的权利
;
中国虽也

维护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
,

但却不支持其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
。

五
、

结语

美国的经济和生活方式都因其霸权地位而具独特性
,

如果失去了霸权地位
,

美也就不能维持

目前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
。

所以
,

美须维持它在世界上的霸权
,

遏制潜在



的挑战者
,

打击不顺从的国家
,

控制核心区域大国的力量来源
。

在中东
,

无论美国是执行均衡外

交还是单边主义
,

无论美国是否犯过错误
,

都是与其控制中东的国家大战略相因果的
。

在这个意

义上
,

虽然中国在石油进口
、

反扩散
、

反恐和维持地区稳定方面与美国有共同利益
,

而不同的国

际地位
、

生活方式和政治文化则决定了两国在中东存在着结构性分歧与矛盾
。

但是
,

决定一国行

为模式的主要因素是其国家实力
、

国际地位和国家身份
,

其中国家实力起决定性作用
。

随着中国

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与美国国际地位之间距离的不断接近
,

中美两国在中东既有更多的合作

机会
,

又有相互竞争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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