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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东地区蕴藏的石油资源品质好、埋藏浅、储量丰富、开采成本低，在

国际能源安全和地缘政治上具有重要地位，美国的历届政府非常重视对中东地区的

政策。本文分析了自 20 世纪初以来，伴随美国在国际体系中位置的变化而产生的对

中东地区能源战略的变迁。最后分析了美国中东能源战略的特点及其未来的走向，

认为美国中东能源战略与美国的地缘战略、谋求霸权、军事行动密切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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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美国的国际能源战略变迁与中美能源博弈研

究”（12CGJ009）阶段性成果。 

 

一、中东地区的能源地缘状况 
 

随着战后世界现代工业的发展，能源特别是石油成为各国谋求经济发展、

政治强大、发挥国际影响力最为重要的筹码。一国为保证生产稳定、持续、健

康发展而绝对控制并稳定获取的能源总量，将更为准确地反映该国实力和地位。

中东既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又

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是世界石油阀门之一。欧佩克成员除委内瑞拉和印尼外

均为中东国家。2008年，欧佩克国家平均日产量约为3670.5万桶，是世界原油

日产量的44.8%。①
仅海湾沿岸的沙特、伊拉克、阿联酋、科威特、伊朗五国，

                                                        
①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09, http://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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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集中全球约28.6%的石油产量及近71.9%的世界探明石油储量。据英国石油公

司2009年数据显示，在中东各主要产油国中，沙特石油剩余探明储量占世界剩

余探明储量的16.1%，伊朗占9.1%，伊拉克占8.7%，阿联酋占5.9%，科威特占

6.1%。①海湾石油蕴藏量比世界各地平均水平高出40年以上。②中东油层埋藏浅，

石油开采成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出产石油油质好，多为经济价值较高的中、

轻质油。虽然近年在中亚里海地区和非洲等地发现了一些较大的油气储量油田，

但在今后一个世纪中，“中东地区仍将是国际石油市场的核心，在未来甚至会变

得更加重要”
③
，“从2010年到2020年，世界所有重大的产量增长都还将来自波

斯湾。”
④
未来，海湾地区仍是全球主要的石油供应基地和大国争夺焦点。中东

的局势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国际石油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产油国武装冲

突、出口量变动、世界其他能源进口大国中东石油政策的变更等。为降低石油

市场变化可能对美国及其盟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掌

控中东石油市场定价权。中东石油由此被美国政府纳入议事日程，其战略意义

日益凸显，美国历届政府非常重视对中东地区的政策，通过实施一系列战略，

逐步影响和控制中东的石油。
⑤
 

 

二、美国对中东地区的能源战略演变 
 

20世纪初以来，美国的霸权经历了崛起到衰落，再到重新走强的过程。美

国的中东能源战略也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发展过程，具体来讲，随着美国在国际

体系中地位的变化，美国对中东地区的能源战略也呈现不同的特点。从 20世纪

初到五十年代，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由次强国上升为霸权国，其国际能源战略经

历着重大发展，美国通过“门户开放”政策支持其国际石油公司向中东扩张，

逐步确立了在中东的主导地位。 

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美国石油公司不断向中东渗透。1928年 7月 31日，

美英法荷四国政府和石油公司签署《红线协定》（The Red Line Agreement），美

国石油公司在开发奥斯曼帝国石油资源上取得与英法荷三国同等的权利。1928

年 8月，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和英国的英国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英荷合

资）签署《阿奇纳卡里“按现状”协定》（The ‘As-Is’ Agreement of Achnacarry），

                                                        
①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http://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② 朱耿华、陈丙先：《中东石油的忧与乐》，载《百科知识》，2006年第 4期。 
③ 据 BP2003年预测。  
④ Shibely Telhami, Fiona Hill, “America’s Vital Stakes in Saudi Arabia,” Foreign Affairs, No.6, 

2002, p.167. 
⑤ [美]爱·麦·伯恩斯，曾炳钧译：《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第 475-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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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宗旨是结束石油市场的无序竞争、划分各石油公司的市场范围。
①
为更好执行

《红线协定》，美国石油公司与国际石油公司签署三个执行附属协定：1930年 1

月 20日的《欧洲市场备忘录》（Memorandum for European Markets）、1932年

12月 15日的《协定总部机构地设置》（The Heads of Agreement of Distribution）

和 1934年 1月 1日的《原则备忘录草案》（The Draft Memorandum of Principle）。

《欧洲市场备忘录》划定各石油公司在欧洲市场的份额。
②
《协定总部机构地设

置》规定了执行《按现状协定》的两个机构：负责市场供应的总部设在纽约，

负责市场销售的总部设在伦敦。
③
《原则备忘录草案》确定了市场额度的分配规

则。
④
上述一系列协定规定了国际石油公司的开采领地、市场份额、石油价格以

及对进入中东未开发油田准入等。美国石油公司通过《红线协定》和《阿奇纳

卡里“按现状”协定》进入英国石油公司的势力范围，分享中东的石油资源，

通过三个执行的附属协定将触角进一步向海湾地区扩展。 

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主导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秩序，通

过建立一系列国际机制形成了美国治下的世界。随着美国实力的增强，美国政

府开始支持石油公司突破原有市场份额、进入中东未开发油田，并于 1948年废

除英国所主导的《红线协定》。1953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参与推翻伊朗摩萨台

政权，成立了以美国石油公司为主体的伊朗国际石油财团；1954年，伊朗国际

石油财团重新划分伊朗石油开采市场份额，美国石油公司从此确立了在中东的

主导地位。
⑤
  

20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国际体系处于两极格局，在这一时期，苏联

发出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使其世界霸权有所削弱，石油输出

国组织通过提价、禁运、参股、国有化等措施一步步夺回石油市场主导权，运

用石油武器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美国石油公司对石油体系的控制逐渐减弱，

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石油体系出现危机。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石油输出国组织运用石油武器，成功夺取世界石油

市场的主导权，并引发 1973～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从 1973年

4月的 3美元/桶升至 1974年 12美元/桶，飚升了 3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

造成严重冲击。几年后，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和两伊战争的影响，又发

                                                        
① 王波：《美国石油政策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 30页。  
② Edward W. Chester, United States Oil Policy and Diplomacy: A Twentieth Century Overview,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3, p.15.  
③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1, p.256. 
④  Svante Karlsson, Oil and World Order: American Foreign Oil Policy, Warwick: Berg 

Publishers, 1986, p.35.  
⑤ 王波：《美国石油政策研究》，第 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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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979～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1979年 4月，石油价格达 14.5美元/桶，

随后两伊战争爆发，油价高达 32美元/桶，甚至一度突破 40美元/桶①
，对美国

等西方国家经济再次造成巨大冲击，西方国家经济出现“滞胀”的局面。 

美国开始高度重视石油安全问题，着手重构比较系统的国际能源战略。这

一时期，美国对中东的能源战略主要有： 

第一，“双柱”政策。尼克松在 1973年针对海湾地区指出：“波斯湾最大国

家中的两个，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已经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以协助加强这一地

区的稳定，并确保波斯湾的命运将由波斯湾国家自己决定，不受外来的干预。”②

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从 1974～1975年详细阐

述美国推行“双柱”政策想要达到的目标：1）支持本地区区域性集体安全努力，

为不受外来干涉提供稳定条件和促进按部就班的发展；2）和平解决本地区国家

间领土和其他争端；3）继续以合理价格和足够的供应量，满足美国在欧洲和亚

洲的朋友和盟国对海湾石油日益增长的需要；4）促进美国商业和金融利益。实

际上，美国的主要目标包括：一方面，扶植伊朗和沙特充当保护美国及其西方

盟友在海湾利益的代理人，特别是保证石油源源不断地供应；另一方面，使美

国不直接卷入就能将苏联干涉的危险降至最小程度。③  

美国向伊朗和沙特提供大量的武器，并希望它们提供地区安全保障。伊朗

将成为军事支柱，起到“地区警察”的作用；沙特主要成为经济支柱，通过运

用其庞大的经济诱导力量，起到稳定器作用。④1972～1976 年，美国对伊朗的

武器销售总额达 104 亿美元。⑤1973～1980 年，美国向沙特出售武器的金额共

计 340亿美元（包括一部分预付款）。美国政府通过扶植伊朗和沙特，维护了海

湾现存政治格局；保证了美国对海湾的间接控制权和源源不断的石油供应；遏

制了苏联的南下战略。“双柱”政策与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策结合在一起，遏

制了伊拉克和利比亚等亲苏势力策划在海湾产油国推翻君主政体的政治行动，

从而保证了美国在海湾的主要石油来源的稳定。⑥ 

                                                        
① 朱小莉：《国际战略视野中的中东》，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 72页。  

② [美]尼克松，上海人民出版社译：《尼克松 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73年版，第 244-245页。  
③ Hossein Amirsadeghi, ed, The Security of the Persian Gulf,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p74. 
④ Robert G. Darius, John W. Amos, Ralph H. Magnus, Gulf Security into the 1980s: Perceptual 

and Strategic Dimensions,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4, p.99. 
⑤ [美]拉马扎尼，赵祥龄、段稚荃译：《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战略通道》，北京：世
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 30页。 
⑥ 张新利、翟晓敏：《20世纪 70年代美国对波斯湾的“双柱”政策》，载《世界历史》，2001
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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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石油－美元机制。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时

任美国财长和尼克松总统特使威廉·西蒙（William E. Simon）数次飞往阿拉伯

地区，于 1974年与沙特货币当局达成一项秘密协议。该协议规定沙特中央银行

可再购买在竞拍机制之外的美国政府债券（美国保证这些资金的安全），但沙特

必须确保以美元作为石油的计价货币。
①
沙特同意将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唯一计

价货币。在西蒙的继任者迈克尔·布鲁门撒尔（W. Michael Blumenthal）任职

其间，又把该协议扩展到欧佩克其他成员国，任何想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就得

拥有一定量的美元储备。
②
这些协议使美元在国际石油交易计价货币中处于垄断

地位，沙特等国的石油收入又以资本方式重新回流美国，为美国巨额的贸易逆

差融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正是通过美元垄断石油等大宗商品的

交易媒介地位来维系和巩固美元的霸权地位。
③
 

石油美元的环流在美国通过大量经常项目逆差的方式维持美元输出的同

时，保证了美国的资本项目顺差，从而也就弥补了贸易和财政赤字，这对支撑

美国经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④
因此，石油美元使美国在依赖中东石油的

同时，中东产油国也在不断加深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依赖。美国通过石油美元机

制，加深相互依赖，中东国家对石油武器的动用必须慎之又慎。 

第三，打击欧佩克。欧佩克成立后逐步夺取国际石油市场主导权，对美国

的国际石油体系发出挑战。从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始，欧佩克国家通过不断提高

石油的价格、运用石油武器来实现其政治目标，对美国的国际石油体系造成严

重冲击。美国一直以来对欧佩克执行对抗政策：1）分化欧佩克。美国对欧佩克

成员国采用“萝卜和大棒”政策，对于沙特等友好国家采取软的一手，对伊拉

克等强硬的国家采取硬的一手来分化瓦解欧佩克，使欧佩克政策有利于美国的

石油安全利益；2）通过组建国际能源机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形式，利用集

体力量来削弱欧佩克国家对国际石油市场的控制力。
⑤
此外，美国实行石油供应

多元化政策，加大对非欧佩克国家的投资。北美和拉美是美国传统势力范围。

美国积极发展与加拿大、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等产油国的石油关系，以巩固其石

油供应安全的基础。随着西非、中亚、俄罗斯等地区石油的进一步开发，美国

也促使美国国际石油公司对这些地区加大投资力度，来确保美国石油供应安全。

                                                        
① David E. Spiro, The Hidden Hand of American Hegemony: Petrodollar Recycling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Ⅹ. 
② Krassimir Petrov, The Proposal Iranian Oil Bourse, http://www.energybulletin.net/12125.html.  
③ 管清友、张明：《国际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为什么是美元》，载《国际经济评论》，2006
年 7-8月刊。  
④ 张宇燕、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 360-361
页。  
⑤ 王波：《美国石油政策研究》，第 13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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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石油公司的投资增加，非欧佩克国家的石油生产(如墨西哥和北海)的

产量及输出量急剧上升，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几乎与欧佩克平分秋色。 

第四，推行“卡特主义”。1980 年 1 月，卡特表示“外国力量想控制波斯

湾地区的任何企图，将被视为对美国重大利益的攻击，对于这种攻击，(美国)

将采取任何必要手段予以击退，其中包括使用军事力量。”
①
此后，“卡特主义”

成为美国谋求中东石油利益的重要外交政策工具。1977 年 8 月，卡特“第 18

号指示”中提出美国的战略框架，其核心是成立“快速反应部队”（Rapid 

Deployment Force），即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在中东和朝鲜半岛进行军事打击。②卡

特提出了“卡特主义”后，开始采取行动扩充军队。1980年 3月正式成立 “快

速部署联合任务部队”（Rapid Deployment Joint Task Force），到 1983年 1月 1

日，美国设立中央司令部来专门负责海湾地区的安全事务。该部队扩充到 29

万人，并不断地扩大队伍，到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该部队已成为仅次于美国

部署在欧洲的军队。 

第五，“卡特主义推论”。里根上台 9个月后，就对“卡特主义”进行扩展，

不仅包括外在力量对美国获得石油的威胁，还包括区域内力量的威胁，被称为

“卡特主义推论”。他明确了威胁的性质和美国的承诺：“如果（沙特）被任何

人控制，美国不能得到石油，我们决不会袖手旁观。”
③
里根政府面对苏联咄咄

逼人的扩张，实行“推回去”政策，在对于石油地缘政治极为重要的地区实行

“苏联在哪里干涉，就在哪里同他对抗”的政策。
④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中

东石油在美国的国际能源战略中的重要性并没有减弱。1989 年 10 月 2 日，布

什总统发布《国家安全指示 NSD－26》（National Security Directive NSD-26）指

出：“获得海湾的石油和中东主要友好产油国的安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攸

关。美国保证捍卫在这一区域的重大利益，如果有必要美国将使用武力来反对

苏联和区域内其他不友好国家。”
⑤  

1990年 8月 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威胁到沙特时，布什命令五角大楼

制订计划来保护沙特的油田，3天后授权副总统开始派遣部队到海湾地区。1990

年 8月 8日，布什在演讲中说：“美国所消费石油的几乎一半是依靠进口的，如

果沙特阿拉伯在敌对国的控制之下，那么对美国经济的独立性来说是一种威

                                                        
① Edward W. Chester, United States Oil Policy and Diplomacy: A Twentieth-Century Overview,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83, p.29.  
② Hans Jacob Bull-Berg, American International Oil Policy: Causal Factors and Effect, London: 

France Pinter, 1987, p.112.  
③ Keith Crane, Andreas Goldthau, Imported Oil and U.S. National Security, Rand, 2009, p.61.  
④ 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 853页。  
⑤ Keith Crane, Andreas Goldthau, Imported Oil and U.S. National Security,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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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
①1991年 1月 17 日，美国在集体安全的口号下，发动了“沙漠风暴”行

动。通过海湾战争，美国把军事力量推进海湾，获得该地区的主导权。出于当

时地缘政治格局考虑，布什政府不愿看到伊朗在海湾地区坐大而过分削弱伊拉

克；留下好斗的萨达姆，这样阿拉伯产油国才会在安全问题上有求于美国，使

美国的军事力量合理地驻扎在海湾地区，从而控制石油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

萨达姆实际上是美国打入中东的楔子。
②
 

克林顿上台后的能源战略更具进攻性，控制石油成为其全球战略的主要目

标之一。当时美国 40%以上的基本能源要求依靠石油，美国石油需求大约 45%

需要进口，其中大部分来自海湾地区。克林顿认为，获得石油是美国的关键性

利益，尤其是来自中东的石油，他说：“我们在中东最重要的利益，就是维持中

东的石油以稳定的价格流向国际石油市场”。
③1994年 7月，美国政府发表国家

安全报告《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中指出：“美国仍然对无限制地获得这种

重要资源有较大的兴趣。”
④
美国在中东有持久利益，确保以色列和阿拉伯友好

国家的安全，特别是保持那里的石油以合理的价格输出。1995年《美国中东安

全战略》（United State Security for the Middle East）中写道：“美国尤其关注霍

尔木兹海峡的畅通与否，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能否从国际石油市场获得石油”。
⑤
美

国中央司令部使命中的第一条就是“确保不受干扰地获取该区域的资源（石

油）”。 

海湾战争以后，美国一方面在海湾地区继续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对伊朗

和伊拉克实行遏制，减少出现另一个地区性政权威胁现有体系的机会；另一方

面，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从政治上消除石油危机的根源。为解决阿以争端，

美国参与了新一轮中东和谈，克林顿促成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协议的签

署。进入 21世纪，世界格局形成一超多强的态势，这一时期的国际能源体系在

供给板块方面，美国通过“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来分化瓦解 OPEC阵营，极力

拉拢沙特，打压伊拉克、伊朗。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驻军

海湾，扶植亲美政府，并通过阿富汗战争，逐鹿中亚。“9·11”事件以后，小

布什政府在此背景下对原有的中东政策进行大幅调整，试图重新构筑美国主导

下的中东新秩序。2004 年 2 月，小布什政府正式公布“大中东民主计划”，其

核心是以武力在中东推行美式民主，强迫中东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按照

美国价值观来重塑其政治体制，借此根除恐怖主义，确保美国的安全。通过“大

                                                        
① Keith Crane, Andreas Goldthau, Imported Oil and U.S. National Security, p.61. 
②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213页。  
③ Keith Crane, Andreas Goldthau, Imported Oil and U.S. National Security, p.61.  
④ 梅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 274页。  
⑤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 Security for the Middle East, 1995,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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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计划”，小布什政府试图在中东营造出对美友好氛围。他认为，只有改造中

东，把中东变为民主的地区，“才能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使美国变得更安全”。
①
 

实际上，给中东送去民主、根除恐怖主义只是美国政策的表层目标。从更

深层面上看，是为削弱甚至控制中东产油国。自从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美

国一直想削弱欧佩克，认为其“定期将石油价格⋯⋯变化无常，增加消费者的

负担，违背更加稳定的市场价格中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应带来的利益”
②
威胁到了

本国和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通过实施“大中东计划”，美国试图在中东扶植亲

美国家，以控制中东石油流向。 

 

三、 美国的中东能源战略评析 
 

20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美国对其石油政策进行了调整，总体而言

是相当成功的，美国对中东的石油政策以相互依赖理论为指导，使中东产油国

对石油武器的运用变得更为谨慎美国实施对中东的石油战略，意在完全控制中

东石油，除满足本国石油需求外，更多是作为美国谋取世界霸权的工具，为美

国整体外交服务。
③
纵观一个多世纪来美国的中东能源战略的演变，可发现美国

中东能源战略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美国的中东能源战略与地缘战略密切结合。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石油

消费国，石油利益一直是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的核心，在当代世界石油资源争夺

中扮演着首要角色。美国通过在石油战略要地和运输线扩张势力，获得对石油

的控制权，就可以遏制潜在的对手，在国际事务中争取主动。 

中东地区的地缘位置和保证欧亚大陆的战略桥头堡的安全，防止有潜在能

力威胁美国安全的欧亚主导大国的出现，一直是二战后美国的重大关切。布热

津斯基指出，“对美国来说，最高的地缘政治大奖是欧亚大陆⋯⋯美国的全球首

要位置直接取决于美国在欧亚大陆占据优势地位的时间和有效性。”④中东地区

是美国石油战略的核心地区，是美国石油利益和地缘利益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地

区。冷战时期，中东是美苏争夺的战略要地。为控制中东石油，美国先是实行

同盟战略，在五十年代成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打造由土耳其、伊朗、伊拉克

                                                        
①《布什大中东计划意在通过推行美价值观操纵中东》，http://www.sxere.eom/sxere/infopub/eo 
ntent/942.htm。 
② 闫文虎：《美国中东“民主化”改造战略初探”》，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
第 3期。 
③ 董延陵：《美国在中东的石油战略评析》，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 26页。  
④ Zbigniew Brzezinsky,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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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巴基斯坦组成的遏制苏联的屏障。然后在海湾推行“双柱政策”，扶植伊朗和

沙特。八十年代又推出“卡特主义”，准备采用武力手段保卫中东。冷战结束后，

美国在海湾奉行高压政策，通过伊拉克战争，改变伊拉克政权，扶植亲美政府，

对伊朗实施制裁和遏制。 

第二，美国的中东能源战略与谋求霸权密切结合。美国中东能源战略的另

一个特点是控制石油，谋取霸权和以霸权谋取石油相互促进。美国通过控制石

油不但确保自身需求得到满足，而且更有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的意图。美国是

世界头号政治、经济、军事强国，具有超强实力，往往通过强权政治和军事手

段来达到其能源战略目标。为谋取世界霸权，美国国际能源战略中带有很强的

遏制对手、控制盟国的内容。
①
 

美国控制中东石油谋取霸权主要表现在：1）遏制对手。控制中东是美国霸

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控制世界主要石油的产地，就掌握了潜在竞争对手的

经济“命脉”，可以阻止其向美国发起挑战。冷战时期，里根政府利用美国对中

东产油国的影响力，操纵沙特增加石油产量，使国际石油价格不断走低，苏联

出口石油的收入萎缩，经济实力被严重削弱，加速了解体；2）约束和控制盟国。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传统盟友不再需要其军事保护伞，离心倾向增加。

美国认识到西方盟国对海外石油的依赖是其经济安全的一个薄弱环节。美国建

立由其主导的石油秩序，控制中东石油，可以迫使盟国跟着自己走。美国以霸

权谋取石油表现在：1）以实力为后盾和西方国家争夺势力范围。20世纪初期，

美国凭借自身实力，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向英国等国势力范围渗透。五十

年代初，美国策划推翻摩萨台政权，从英国手中夺取对伊朗石油的部分控制权；

2）通过发动战争、干涉内政、实施经济制裁等方式控制产油国和战略通道。美

国发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石油利益。 

第三，美国的中东能源战略与军事行动密切结合。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

及其周边建立军事基地以增强美国对世界咽喉石油运输通道的控制能力。冷战

结束后，美国在已有军事存在的石油战略要地扩大驻军规模，而且向新的石油

战略要地渗透军事力量。尤其是“9·11”以后，美国不断扩大反恐战争的范围，

利用军事手段推翻了伊拉克、利比亚等 OPEC强硬派国家的政权，扶持亲美政

权，以达到控制中东能源的目的。美国在土耳其、沙特、巴林、阿曼、埃及、

肯尼亚等国建立军事基地，控制着黑海、东地中海、红海和海湾的通道，既可

支援东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海上作战，又可支援中东和非洲的陆上作战，战略地

位十分重要，是欧洲的重要翼侧。 

美国在中东的石油战略是其全球石油战略的一部分，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

                                                        
① 王春生：《美国石油安全战略研究》，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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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东石油的完全控制，从而为谋求世界石油霸权服务。在当今一超多强

的多极化世界格局下，“世界石油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趋势日益明显，世界

石油市场已连为一体，市场机制和各种政治、外交力量交互作用，石油安全的

概念不再是某个(些)大国或强国狭隘国家利益的绝对安全，而是包括主要产油

国和消费国在内的集体安全。因此，即使某国控制了一个地区的石油资源，也

无法将其与整个世界石油生产和贸易渠道纳入自己的操纵之下。即使通过战争

达到暂时的控制，也无法实现根本和长期的控制。”
①
针对在实施中东能源政策

过程中遇到的各种不利因素，美国政府会继续调整其石油安全战略，以适应局

势的发展，如考虑到现实的威胁和力量的限度，近年来美国通过能源独立计划，

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为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

美国加强了与拉美、北非和中亚产油国的联系，通过展开政治经济攻势和军事

渗透，抢夺石油开采和运输的制高点，为美国开辟了新的石油进口来源，在一

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石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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