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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军火贸易  

 
中东剧变与中东军火贸易的发展 

 

岳  杨 

 
摘    要：本文从剖析中东地区军火贸易的产生及发展入手,重点分析了 2010 年

以来中东变局对地区军火贸易的发展格局、商品结构、供需市场等多方面产生的

影响。由此得出结论：在中东变局的影响下，该地区极有可能掀起军备升级狂潮、

再攀军火贸易高峰。从一定程度上看，军火贸易是军备竞赛的“晴雨表”，中东地

区军火贸易的不断扩大反映了地区军备竞赛的升级加剧，会导致地区安全形势恶

化、经济发展延缓、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将对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稳定和可持续

发展造成极大冲击，中东地区的军备控制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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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战略格局特殊、利益关系复杂，因其特殊的政治、军事、宗教、

民族和地缘环境，军事冲突与局部战争频发，局势长期动荡不安。2010 年以

来，该地区又经历了自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冲击最广、影响最深的大变

局，安全形势恶化、武装交火频发、军事储备锐减。各方历史矛盾与现实利

益交错萦绕，主要大国的利益角逐与国际社会的调解压力相互碰撞，使得各

国“不安全感”持续加深。 

在此背景下，部分国家将购置武器、升级军备作为安身之本，某些大国

为谋求经济利益，实现多重战略目标，又极力兜售武器装备。中东剧变后，

该地区达成了多笔大规模的军火贸易订单：沙特同美国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



 

 110 

签署了 294 亿美元的巨额军事装备销售协议①；叙利亚自局势动荡后投入数 10

亿美元购买了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系统，着力提升空中和海上作战能力
②
；伊

拉克计划今年从美国进口 110 亿美元军火。
③
在中东变局的影响下，该地区极

有可能再度掀起军备热购的狂潮、再攀军火贸易的高峰。 

 

一、中东变局前地区军火贸易发展现状 
 

军火贸易是指直接用于战争的武器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买卖，是贸易双方

或多方通过买卖方式把军品从卖方让渡给买方的行为，贸易主体是武器及武器

系统。
④
军火贸易作为国际间的一种间接军事斗争手段，在调整多边关系、改善

战略态势、平衡战略力量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具有政治、军事、外交多方

面的重要意义。
⑤
中东地区的军火贸易历经从无到有，从萌芽、发展到高涨的演

变过程。几十年的军火贸易过程，牵动着中东政局的脉搏，同时还伴随着连绵

不断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的血雨腥风，其产生及迅速发展的主要过程是： 

（一）在“地区冲突”的激化下产生。中东国家竭力扩充军备的原动力始

于 1948 年 5 月以色列国建国后阿以矛盾的激化。第一次中东战争初期，阿拉伯

国家占据战争主导权，但以色列充分利用停战良机，向西方国家购进了大批先

进的航空及装甲兵器，打造了一支机动能力强、打击威力大的正规化军队，对

后来几次战局的演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阿拉伯国家为打破和消弭以色列的军

事优势，历年来一直把振兴军备作为优先追求的目标，力图通过大规模进口先

进武器以确保自身安全、夺回军事优势，但这一举动进一步刺激了以色列争取

军事平衡的欲望。阿以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对抗成为了中东地区军火贸易产生的

最主要动因。
⑥ 

                                                        
① “US sells $30bn in F-15 jets to Saudi Arabia”, December 29,2011, 
http：//www.bbc.co.uk/news/World-us-canada-16358068. 
② “Russia boosts arms sales to Syria despite world pressure”, February 21,2012, 
http//www.msnbc.msn.com/id/46465720/ns/world_news-europe/t/russia-boosts-arms-sales-syria-d
espite-world-pressure/#.T3Up7uqeruE. 
③ “ مليار دولار 11أسلحة امريكية للعراق بقيمة  ”,December 29,2011, 
http：//www.ipairaq.com/index.php?Name=inner&t=politics&id=48364.  
④ 卓名信、厉新光、徐继昌：《军事大辞海》，北京：长城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251页。 
⑤ 刘霖、刘汉荣：《国际武器贸易》，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4年版，第 6页。 
⑥ Andrew J Pierre, Cascade of Arms: managing Conventional Weapons Proliferation, 
Cambridge: The world peace Foundation, 1997,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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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石油美元”的支撑下攀升。中东地区堪称世界“石油宝库”，

石油与中东地区的军火贸易能力紧密相连，许多国家的军火贸易都是以“石

油美元换武器”的形式进行的。而且，不仅中东产油国惊人的军费消耗依赖

石油美元，就连部分阿拉伯非产油国，其采购武器的费用，有相当一部分也

是用产油国的军援资金支付的，如沙特国民卫队曾出借过 F-15S 战斗机、M1A2

坦克和“狂风”战斗机，供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军队使用。
①
2010 年，欧佩克中

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出口达到了创纪录的 4510 亿美元。
②
巨额的石油收入为中

东地区的军费提供了充足雄厚的资金保障。目前，中东已成为世界上军费增

长最为迅猛的地区之一。中东各国军费在保障自身军事力量的正常运转之外，

最主要的用途之一就是进口武器装备。据 2001 年至 2010 年的十年间中东地

区军费数据显示，2010 年军费开支较十年前增长了 35%以上。 

 

2001-2010 年中东地区军费增长趋势图（单位：10 亿美元）
③ 
 

（三）在“大国之争”的刺激下升级。大国的利益争夺对中东的军火进

口起到了极大的刺激作用。对美国等军火出口大国而言，军火贸易意义重大。

不仅可以获取超级丰厚利润，还可以支撑和促进本国强大的军火工业可持续

                                                        
① “Saudi Arabia-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13 ,1992,  
http://www.mongabay.com/history/saudi_arabia/saudi_arabia-cooperation_with_the_united_states.
html. 
②《2010年欧佩克中阿拉伯国家石油出口达到 4510亿美元》，2011年 6月 8日，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k/201106/20110607589669.html. 
③ 数据来源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http://www.sipri.org/databases，数据按照
2001—2010年汇率，并换算为 2009年美元固定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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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有利于本国经济。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军火贸易，大国可对国际和地

区局势施加影响，使之服务于本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美国资深国际问题专家

安德鲁·内森和罗伯特·罗斯指出，对于军事大国来说，“军火贸易是和平时

期维持军工生产的重要收入来源和对武器进口国施加影响的工具”
①
。中东地

区一直是众多军售大户不断进行“肉搏”的军火大市场。2006 至 2010 年 5 年

间，美国约有 28%的武器出口去向是中东地区，主要对象是阿联酋、以色列和

埃及；俄罗斯约有 8%的武器销往中东，主要对象是叙利亚及北非国家
②
，2005

至 2009 年 5 年间，俄罗斯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武器出口分别占两者进口

量的 92%及 78%；
③
欧盟成员国作为一个国家集团，约有 9%武器出口去向是中

东国家。
④
未来，这些国家仍将是中东武器进口的主要源头。 

（四）在“安全困境”
⑤
的桎梏下加剧。世界大国对中东军火贸易的发展

影响巨大，但是真正决定当地军火贸易发展趋势的是处于“安全困境”下地

区各国做出的外交和战略选择。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每个国家为了

自身安全，都会从最坏的情况出发，想尽办法扩充军备，企图以此方式提高

自身安全，最终却陷入螺旋上升的军备竞赛中，成为无法摆脱的“安全困境”。

中东地区的几个大国——以色列、伊朗、埃及、沙特等国都曾经或正试图成

为地区主导，由此而导致了多次战争发生以及各方敌对程度加深。目前，阿

以冲突根深蒂固、经久难解；伊以之间针锋相对，相互难容；伊阿之间缺乏

信任，互相提防；阿拉伯国家内部存在领土、资源争端，矛盾重重。中东国

家之间这种“互为威胁”的恐惧感及历史积留的多方矛盾，驱使相关国家通

过军火贸易的方式进口先进军备，意图牢牢占据优势地位，其结果却更加深

了他国的不安全感，导致地区军火贸易的不断升级。在此影响下，中东地区

                                                        
① Andrew Nathan ,Robert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W.W. Norton, 1997.p.267. 
②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年鉴 2011》，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北京：时事
出版社 2012年版，第 349、352、364页。 
③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年鉴 2010》，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北京：时事
出版社 2011年版，第 392—393页。 
④ 同②，第 381—392页。 
⑤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来源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博弈论，该术语于 1951年被
约翰·赫茨最早提出，他在 1959年出版的著作《原子时代的国际政治》中将其阐述为：“‘安
全困境’是一种社会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当权力单元（比如在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或民族

国家）比肩共存时会发现不存在凌驾于它们之上、能规范其行为和保护其免受攻击的权威。

在这样的条件下，从相互怀疑和相互恐惧而来的不安全感迫使这些单元为寻找更多的安全而

进行权力竞争，由于完全的安全始终无法最终求得，这样的竞争只能导致自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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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世界军火贸易中最为重要的买方市场，军火进口密集而频繁，进口比例

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中东地区武器库几乎囊括了所有门类的

顶尖常规武器，装备总量几乎处于饱和状态。2005至 2009年五年间，北非国

家主要常规武器的交易量环比增加了 273%。①2006年至 2010年五年间，在世

界主要常规武器进口国排名前五十位中，中东国家就占据了五分之一，包括

阿联酋（第 6位）、阿尔及利亚（第 8位）、以色列（第 12位）、埃及（第 16

位）、沙特阿拉伯（第 22位）、伊拉克（第 24位）、伊朗（第 30位）、约旦（第

38 位）、叙利亚（第 39 位）、阿曼（第 45 位）等 10 个中东国家均跻身于其

中。② 

2006-2010 年中东地区主要常规武器供应方情况
③
 

 

二、中东变局对地区军火贸易的影响 
 

纵观中东地区军火贸易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在相关国家内在“不安全

感”的刺激和外界大国的利益追逐的影响下，当地军火贸易保持着几十年“长

盛不衰”的历史。从新世纪以来的发展形势来看，该地区各种矛盾丝毫没有缓

解，仍然纷繁复杂，尖锐激烈，很多国家仍在竭力扩充军备，不断寻求有效威

                                                        
①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年鉴 2010》，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北京：时事
出版社 2011年版，第 379页。 
② 数据来源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http://www.sipri.org/databases。 
③ 数据来源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http://www.sipri.org/databases，表中数字
表示 2006-2010五年之间，各个供应方销往中东地区的武器总量占各国的军火出口总量的百
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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慑手段获取相对战略优势，由此造成了地区军火贸易“愈演愈烈”的局面。而

2010 年底开始的中东大变局，不仅改变了当地原有政治进程，更使国际力量对

比日趋失衡，国际体系转换进一步加快。在权力与资本扩张日趋借助暴力手段

的大背景下，中东地区变得更不太平。不管叙利亚和伊朗未来是否会遭受西方

军事打击，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亚战争绝不是中东地区的最后一场战争。
①
 

在战争阴霾的笼罩下，中东国家普遍认为，在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依然

存在的国际政局中，“达摩克利斯剑”仍然高悬，军事力量始终是争取强国地

位的基础和条件，是实现国家意志、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手段，武器装备的

数量和质量仍然是决定军事力量强弱的重要因素。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

平研究所 2012 年 3 月发布的全球军火交易最新数据显示，中东变局开始后，

2011 年的中东地区军火贸易额有所上升，占全球军火进口总量的 17%，
②
远远

高于其人口比重、领土比重以及经济比重。中东变局使各国更加重视军事力

量在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会对地区军火贸易的发展格局、

商品结构、供需市场等方面产生深层次的影响。 

第一， 中东变局将会影响地区军火贸易的发展格局 

此次中东变局是阿拉伯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各种矛盾日积月累到一定

程度的总爆发，对地区安全局势、科技发展等方面造成巨大冲击，可能会对

未来地区军火贸易发展格局产生如下影响：首先，安全局势的恶化将造成持

续的贸易需求。目前，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阿拉伯国家分化严重，沙特与

伊朗矛盾加深，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地区影响力增强。中东和平进程、叙利亚

问题和伊朗核危机等热点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地区局势的恶化加之美国政府

“伊朗威胁论”的不断炒作，致使陷入“安全困境”的中东国家纷纷开始重

调军品编制、武器购买清单。包括以色列、沙特、伊拉克、卡塔尔、科威特

在内的几个中东国家，近期同美、英等国已经达成了相当规模的军事订单，

如阿联酋在 2011 年接连抛出大笔军事订单升级军备，其中已签约的合同金额

高达 11 亿美元。
③
可以预见，未来几年中东地区的军费开支仍将保持强劲增

                                                        
① 田文林：《对利比亚战争的战略解读》，《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 12期。 
②  “Rise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is driven by Asian demand”, March 19,2012, 
http//www.sipri.org/media/pressreleases/rise-in-international-arms-transfers-is-driven-by-asian-de
mand-says-sipri. 
③ “U.S. may sell precision-guided bombs to UAE”, November 11,2011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1/11/11/us-usa-uae-bombs-idUSTRE7AA0VT20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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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势头，军火贸易额将迅速增加，极有可能出现一轮新的地区武器装备竞赛；

其次，自主军工科技发展的滞迟仍将强化其依附地位。中东变局之前，许多

当地国家尚未形成独立的军事技术体系。就研发基础而言，基本上没有自行

研制、开发武器装备的能力。很多国家的国防工业发展基础十分薄弱，对自

行生产缺少一个完整、清晰的长远发展战略规划，缺少发展军事工业所急需

的高素质科技人员，依赖自身无法完成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必须引进国外

先进的武器装备。除以色列、埃及等少数国家具备一定出口能力外，其他大

部分国家均属纯粹的武器进口国。目前，中东变局造成的动荡已对当地国家

造成了深远并具有持续性的内在影响。利比亚前“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贾

利勒就曾表示，利比亚战争使该国的经济、文化、科技状况比战前落后 50

年。
①
可见，目前中东相关国家的军事体系在短期内很难通过自身能力“造

血”而充分发展。因此，中东地区在未来的军火市场中仍将处于依靠大量“输

血”提升军事能力的买方地位；最后，更新换代周期缩短促使二手市场升温。

从历史发展看，中东地区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结束后都曾进入一个军火

贸易的高涨阶段，两次战争相隔时间较短，引进的新式武器功能还未等完全

发掘利用就已成为更新换代的对象。目前，中东各国的武器均处于比较饱和

的状态，共包括装甲战车约 7 万辆，各种火炮超过 6 万门，各式飞机 5200 余

架，直升机 2000 余架。
②
庞大的数量、无休止的进口使得原有武器的解决就

成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退役的装备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可为一些第

三世界国家利用。这些被称为“二手”武器的军火，价格相对便宜，使用价

值并不低，很有吸引力。因此，若中东地区依然以这种势头大量进口武器的

话，该地区在未来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手武器交易市场。 

第二， 中东变局将会影响地区军火贸易的产品结构 

中东变局引发的利比亚战争呈现出不对称战争样式，呈现出以空袭作战

为军事干预主要打击手段、以精确制导为空袭毁伤手段的显著特征。
③
高技术

武器装备在战场上显出的威力将会进一步促进军火贸易结构的调整，在此影

                                                        
 .,October 12, 2011”ما هو تأثير الاضطرابات المدنية في ليبيا على الأمن في بلدان منطقة الساحل“ ①

http：//zawaya.magharebia.com/ar/zawaya/topic/109. 

② 张志鹏：《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军火贸易研究》，西北大学国际政治专业 2011年度硕士学位
论文，第 20页。 
③ 黄莉茹、胡燕、王庆国：《利比亚战争对近东地区军贸及世界导弹贸易的影响》，载《飞
航导弹》，2011年第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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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下，中东军贸市场的产品结构将随之发生一定改变：首先，空中力量的发

展将成为重中之重。空中打击是利比亚战争的主要作战手段，由于作战半径

的局限，传统上由地面炮兵完成的任务在这次战争中几乎全部成为空军的专

利。很多中东国家都更为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战争的重点在于现代化的空军，

这无疑为全球战斗机市场注入了强心剂，2011 年沙特就与美国签订了 154 架

F-15SA 作战飞机的巨额订单。因此，在未来一个时期，军用战机的市场份额

将位居中东地区军贸市场的主导地位；其次，精确打击能力将不断予以强化。

从国际武器装备技术发展看，无人控制技术、精确打击技术和隐身技术迅速

发展，已经成为军事装备的关键评价要素。利比亚战争中联军第一周使用的

武器全部是精确制导武器，包括巡航导弹、空地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在解

除被攻击方的防空能力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不少中东国家已

经将精确打击武器(如近中距空空、空地导弹、智能炸弹)、导弹防御系统列

入优先采购项目。美国政府在 2011 年 11 月公布的军事援助计划中表示，将

出售给阿拉伯国家 4900 枚精确制导炸弹
①
；最后，防空体系建设将提上议事

日程：从以前的中东武器市场格局来看，防空系统的进口只是整个武器进口

的“零头”。目前，中东各国的军事攻击能力不断增强，但防御能力偏弱。特

别是近些年，伊朗在导弹技术上突飞猛进也给其他中东国家造成巨大压力，

迫使其加快防空体系的建设。阿联酋 2011 年已经计划引进俄制“铠甲 S-1”

系统，并升级已部署的美制“爱国者”系统，还计划引进美国“末段高空区

域防御”先进反导系统，仅这一项就可能耗资约 70 余亿美元。
②
 

第三， 中东变局将会影响地区军火贸易的供需市场 

从买卖双方来看，中东变局前的地区军火贸易市场分布不均衡，买卖双

方都很集中。买方市场中，进口最少的国家与进口最多的国家相差甚远，且

买方地位变化较快，以 2009 年为例，沙特从昔日中东最大的武器进口国降至

第四位；而阿联酋则突飞猛进，占据榜首。就卖方来看，主要集中在世界大

国，尤其是美、俄、欧洲部分国家，其他国家少有参与。结合各国国家安全

战略选择及最近的局势变化，中东变局后，未来五年地区军火市场中的买方

                                                        
① “ الصفحة–قنبلة مضادة للتحصينات  4900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تريد بيع الإمارات  ”. November 12,2011,http：
//www.traidnt.net/vb/traidnt1983392-2/. 
②  “Israel's INSS Report Follows Trends in Middle-East Military Powers”, October 
27,2011,http://defense-update.com/20111027_israels-inss-report-follows-trends-in-middle-east-mil
itary-pow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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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卖方将会出现一定变化：就买方市场而言，可谓有升有降。也门等国由于

国内局势不稳及自身经济实力的抑制，在军火市场上的份额可能会下降；伊

朗由于联合国对其实施武器禁运等干涉因素的影响，也很有可能减缓前几年

军火贸易的高额势头。以色列作为美国打入中东的一支“楔子”和战略“棋

子”，仍将会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保持军事优势；伊拉克已重新进入世界军火

市场，军火购买能力逐步恢复，利比亚的未来也可能类似伊拉克，二者未来

的贸易份额将逐步攀升。埃及目前每年从美国获得约 13亿美元军事援助,相关

援助将持续到 2018年，重新整合过的政权预计会继续寻求获得美援。对于目

前正处在动荡之中的叙利亚而言，阿萨德政权自从反政府抗议爆发后，就花

费巨资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近期叙利亚的军火贸易份额仍将保持高涨。此

外，在周边局势动荡的刺激下，“财大气粗”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所占市场比重

也将会越来越大；就卖方市场而言，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优越性、国际能源

市场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巨大的市场利润的吸引，注定了现有的中东武器供应

国都会紧紧抓住这个市场，并试图扩大市场份额。未来几年各国的竞争很有

可能不会打破这一格局，即美国扮演重要角色、欧盟不断谋求扩大影响，俄

罗斯等其他国家积极介入。可以预料，在中东变局的影响下，随着各军火供

应国争夺力度的不断加大和买方市场的活跃，争夺中东军火市场的战斗必将

趋于“白热化”。 

综上可见，在中东变局的影响下，当地不少国家对军火的需求更加旺盛，

军火出口大国也将继续死死咬住中东市场这块“肥肉”，地区军火进口产品类

型将继续以高、精、尖武器为主，武器杀伤力将不断增强。日益兴旺的军火

贸易将会加剧武器扩散和军备竞赛，对本身矛盾重重的中东地区而言，更无

异于“火上浇油”，会对各国发展、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和平与发展产生深远

影响。 

 

三、中东变局后地区军火贸易的负面效应 
 

军火贸易所带来的影响效应十分复杂，就积极方面来而言，中东国家的

军事力量增长的确从一定程度上有效巩固了国家独立、维护了社会稳定，为

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但相对积极影响，中东变局后，地区军火贸易的

升级加剧带给当地国家更多的则是消极作用，各种高、精、尖武器的扩散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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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东地区的稳定、全世界的安全等方面造成重大

冲击。 

从国家经济层面看，中东国家大力扩充军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及先

进的技术支持，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延缓甚至阻碍一些中东国家综合国力的

发展进步。目前，许多中东国家依然背负着相当沉重的军事负担，以 2007 年

为例，包括沙特、以色列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军事开支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8%甚至更多，阿曼甚至达到了 10.6%。
①
而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军费开支水平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为 4.7%。
②
超出正常防务需要的军事开支会对国家经

济建设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影响政府提供完善的社会福利，致使科研技术

的发展滞后，还会造成失业率升高和通货膨胀，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的长远发

展。 

从地区稳定层面看，军火贸易使中东军备竞赛得以长期持续进行。由于

缺乏强大的现代工业基础，大部分中东国家的武器供应严重依赖进口，而随

着武器技术含量的不断提高和生产难度加大，这一趋势还将继续。在某种意

义上看，军火贸易是中东军备竞赛的“生命之源”，离开了外部供应，中东军

备竞赛就难以长时间进行。军备竞赛的长期存在会使固有争执更加复杂、危

险，致使该地区的国家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大大削弱安全系数。本已十

分脆弱的中东军备控制机制会面临新挑战，地区安全环境将愈加恶化。 

从全球安全层面看，中东地区军火贸易的不断加剧，为恐怖活动在某种

程度上提供了方便。长期的军火贸易使中东地区积累了大量武器，由于管理

不严格及其他因素影响，致使大批武器流落民间，为恐怖主义活动的产生提

供了条件。特别是中东变局中，卡扎菲政权的垮台导致大量武器在混乱中流

失，它不仅加剧了阿拉伯社会的动荡，更成为恐怖主义滋生蔓延的物质基础。

一旦恐怖分子掌握先进军备或相应制造技术，将可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这不仅威胁着特定地区安全，而且还使国际社会处于不断加剧的恐怖主义威

胁之下，对国际安全造成重大隐患。 

从国际军控层面看，国际军备控制的形势将更为严峻。如前所述，中东

变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刺激了军贸需求，对新一轮的国际军备竞赛

                                                        
①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年鉴 2009，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北京：时事出
版社 2010年版，第 255—256页。 
② 同上，第 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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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持续进行的军备竞赛将日益成为国际和平、安全甚至

人类生存的威胁，将是人类为追求发展目标而付诸的努力的威胁，也是建立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障碍，并妨碍了人类面临的其他关键问题的解决。 

 

四、结语 
 

从 14 世纪以来，军火贸易一直是破坏性力量的主要根源①，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中东地区频繁爆发的冲突、战争及恐怖主义事件，无不与逐渐上升

的军火贸易有着密切的关联。长时期军火贸易引发的军备竞赛使中东地区囤

积了大量武器，整个地区成为一个“火药库”，随时都可能爆炸。这不仅阻碍

了中东地区和平与进步，还累及了整个世界的发展与稳定。 

自 2010 年开始的中东变局引发了阿拉伯世界的大动荡，西方大国不断插

手干涉地区事务，致使各方的历史矛盾与现实利益不断碰撞，不仅打破了地

缘力量的平衡、推动了地区格局的“大洗牌”，还严重冲击了当地政治、经济

秩序。不断恶化的地区安全环境促使各国大量进口先进武器装备，对本就十

分旺盛的军火贸易起到了“火上浇油”的刺激效应。军火贸易的不断攀升带

给中东地区更多的是消极作用，它恶化了国家间关系，致使地区局势长期紧

张，还给西方大国插手中东事务提供了机会；大量宝贵的资金、人力投入军

火贸易，挤占了有限的经济资源，阻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武器的泛滥又导

致恐怖主义活动猖獗；还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对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可

估量的损失。 

在此背景下，推动军备控制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就显得尤其重

要，通过削减军费开支和武器进口，建立相互信任措施等手段，可以有效缓

和紧张局势，增进国家间理解，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地区矛盾的解决和实现

共同繁荣。但就目前局势而言，中东地区的军火贸易依然兴旺，军备竞赛的

势头依然强劲，军备控制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因此，中东地区要想全面、

彻底地实现军备控制，就必须首先改善地区政治、安全环境，减少、消弭中

东各国之间的猜疑与敌视，增进各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各方只有在坚持相

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保持耐心、克制的态度，寻找并扩大利益遇合

                                                        
① Mehrdad Vahab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structive Power,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4.p.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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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加强相互信任与理解，才能真正实现军备扩散的有效遏止与军备控制的

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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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e of the arms trade 

in the Middle East, discusses the profound impact of the Middle East upheaval to 

the arms trade in the area since 2010, including trade pattern, trade structure, trade 

markets etc.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Middle East upheaval will bring some 

negative influences on the arms trade, and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are very 

likely to carry out the huge arms purchase program. The sustained growth of the 

arms trade will lead to serious consequences such as the keenly contested arms 

race, which is likely to impact the security and econom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lead to rampancy of the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cause immeasurable damage to 

the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avy responsibilities are left for the 

arms control in the Midd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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