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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北非政治格局变化及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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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0 年 12 月在阿拉伯世界爆发了大规模动荡，延续至今已进入第三个年

头。目前，该地区遇到许多困难：转型国家在此转型过程中步履艰难；伊斯兰势力

崛起引发新的矛盾；美国的“新干涉主义”不得人心，其主导中东事务能力下降；

恐怖暴力活动有新的发展；固有热点问题仍看不到解决的曙光；中东五大国的博弈

影响地区格局。地区动荡和局部冲突将呈常态化和长期化趋势。倘若没有西方大国

的直接军事干预，爆发地区性战乱的概率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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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北非是全球热点问题的集中地区，2010 年 12 月在阿拉伯世界爆发的

大规模动荡，延续至今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受动荡冲击 严重的有 6 个国家：

巴林什叶派民众的游行抗议被沙特和阿联酋出兵强行平息；突尼斯和埃及政权

更迭，伊斯兰势力通过选举上台执政；也门更换总统，原当权势力与部分反对

派联合执政；利比亚在西方大国的军事干预下，卡扎菲被击毙，原政权被推翻；

叙利亚反对派在外国势力支援下引爆内战，死伤惨重，难解难分，陷于僵局。

与此同时，老热点问题——巴以冲突和伊朗核问题，时紧时松，久拖不决。美

国推行“新干涉主义”既不得人心，又力不从心。地区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局势走向及影响令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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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型国家的社会动荡呈常态化和长期化趋势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等四国在经历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以及

大国干预后，或政权更迭，或执政力量重组，被称为“转型国家”。转型国家在

转型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遇到许多困难；如政局不稳、治安恶化、经济滑坡、民

生艰难、民众不满情绪再次上升等。

突尼斯是第一个因民众强烈且广泛的示威抗议而导致政权更迭的阿拉伯

国家。在临时议会选举中，伊斯兰势力取得胜利。由于伊斯兰势力与世俗派之

间的矛盾分歧，议会和总统选举一再推迟。激进的伊斯兰派别萨拉菲派不时制

造恐怖暴力事件，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主要因素。
①
经济日益困难，政府一度甚

至无力给公务员发放工资；民众不满情绪强烈，在纪念“阿拉伯之春”两周年

的集会上，临时总统遭到民众的袭击。

埃及是阿拉伯大国，举足轻重，其转型成败对其他阿拉伯国家具有方向标

的意义。埃及伊斯兰势力掌权后，面临强大的世俗自由派力量的反对，两股力

量间的权力争夺越演越烈。总统穆尔西 2012 年 11 月 22 日颁布《宪法声明》规

定，任何机构无权解散正在工作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强调穆尔西上台后发布

的所有总统令、宪法声明、法令及决定在新宪法颁布和新议会选出前都是 终

决定，任何人无权更改。这一声明立即遭到世俗势力、自由派以及信奉基督教

的科普特人的强烈反对，指责穆尔西“制造新独裁”，要当埃及“新法老”，并

在解放广场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
②
穆尔西当选总统后，通过任命总理，

撤换军方高层和发布补充宪法声明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了国家的行政权

和立法权，但在与司法部门的较量中屡屡受挫。宪法法院曾宣布由伊斯兰势力

为主体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为非法，将其解散；重组的“宪法起草委员会”

仍是伊斯兰势力为主体，宪法法院又威胁要予以解散。这促使穆尔西发布上述

《宪法声明》，并引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为缓解反对派的不满，穆尔西要求原

定于 2013 年 2 月完成宪法起草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加快制定宪法，但该委员

会的自由派和科普特人成员退出。“宪法起草委员会”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匆

忙完成宪法起草，穆尔西于 12 月 2日宣布于 12 月 15 日对新宪法举行全民公决。

这又遭到世俗派、自由派和科普特人的反对。抗议民众要求“取消宪法宣言”，

① 《“阿拉伯之春”两周年悲观情绪弥漫中东》，载《参考消息》，2012 年 12 月 16 日。

② 《埃及反对派愤怒抗议“新法老”》，载《环球时报》，2012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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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宪法公投”，有的民众还喊出“穆尔西下台”的口号。一些地方的穆斯林

兄弟会（下文简称“穆兄会”）的办事处被砸抢。穆兄会支持者也组织大规模群

众集会支持穆尔西。两派之间以及示威群众与警察间发生冲突，造成数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12 月 7 日，一直没表态的军方，出动坦克和装甲车以维持总统府

安全。公民投票分两阶段进行，投票率为 32.9%，63. 8 %的选票赞成新宪法，

即全国仅有 20%的选民投了赞成票。反对派强调穆斯林兄弟会在投票中作弊，

拒绝接受公投结果，指责这是一部“分裂的宪法”。按照埃及的政治程序，宪法

草案获得通过后两个月内举行人民议会选举。对宪法通过无可奈何的反对派将

围绕议会选举，与穆兄会再决高低。
①

在 2013 年 1 月 25 日，埃及“革命”两周年之际，开罗及多个城市民众举

行游行示威，打出“人民要求推翻现政府”的巨幅标语，高喊“人民要求自由、

面包和社会公正”，“抗议国家正在穆斯林兄弟会化”等口号。抗议民众与支持

穆兄会的民众以及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导致 7 人死亡，456 人受伤。
②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1 月 26 日，开罗法院对 2012 年 2 月 1 日在塞得港足球赛引发球迷

斗殴，造成 74 人死亡，千人受伤的惨剧嫌犯中的 21 人判以极刑，引发塞得港、

苏伊士、伊斯梅尼亚等地民众的游行抗议，并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造成重大

伤亡。27 日，穆尔西总统宣布自 28 日起上述三地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宵禁 30
天。埃及《金字塔报》指出，埃及经历的局面或许比两年前推翻穆巴拉克时更

危险。两年来，埃及似乎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埃及人的食品、社会正义和

人格尊严都在消失。如果这样的局面僵持不下，埃及将走向一条持续动荡甚至

分裂的不归路。
③
据媒体报道，此轮动荡造成 70 人死亡，近两千人受伤。埃及

骚乱不断，除政治因素外，经济全面崩溃、物价不断上涨、老百姓的生活比“革

命”前更加困难，也是重要原因。支柱产业旅游业遭受重创，2010 年旅游收入

为 125 亿美元，2011 年降至 88 亿美元，2012 年仅有 90 亿美元；埃镑贬值，外

汇储备从穆巴拉克下台时的 360 亿美元锐减至 150 亿美元。
④

利比亚原本是部落社会，战乱中出现多支民兵，不受中央政府的管控。旧

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未建立，到处都是武器，安全成为政府面临的 大挑

战。也门也有类似问题。南部分裂势力以及“基地”组织十分活跃，是政府无

法破解的难题。

① 黄培昭：《埃及争议声中迎来新宪法》，载《环球时报》，2012 年 12 月 27 日。

② 刘睿、张梦旭：《埃及人用示威纪念革命两周年》，载《环球时报》，2013 年 1 月 26 日。

③ 《埃及深陷血腥暴力怪圈》，载《环球时报》，2013 年 1 月 13 日。

④ 刘睿：《埃及物价革命后大涨》，载《环球时报》，2013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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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国家转型艰难，政局不稳、社会不安定影响经济复苏，经济不景气，

民生得不到改善，又会引发社会不满和不安。动荡和动乱呈常态化和长期化趋

势，执政者如处置不当，政局还可能出现逆转。转型国家如何转型，能否恢复

稳定，均存在变数。

二、伊斯兰势力的崛起面临考验

伊斯兰势力已在突尼斯、埃及掌权，并在摩洛哥、约旦、科威特等国有明

显发展。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具有两种政权模式：君主制国家和军人控制的共

和制国家。现在又出现伊斯兰势力掌权的共和制国家新模式，这一模式对其他

阿拉伯国家势必产生示范效应。

在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的影响根深蒂固，伊斯兰政治势力虽然长期以来

经常处于被压制的地位，但它们与基层民众保持着密切联系，维护他们的根本

利益。民众因不满世俗领导人专制腐败，将其推翻后转而支持伊斯兰势力，这

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完全顺理成章。

伊斯兰势力得势后当下均以温和面目出现，不挑战世俗政体并吸收世俗人

士参政，但这丝毫没有减缓他们与世俗势力、自由派势力的矛盾分歧。两股势

力激烈地进行着权力之争、发展模式之争和民心之争。在这场争斗中，已经执

政掌权的伊斯兰势力占据优势地位，如在突尼斯和埃及。但如果执政势力不能

稳定局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可能出现曲折和反复。世俗势力和自由派

势力的能量不容低估。

阿拉伯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发展相对滞后。这也是爆发大规模民众

游行抗议的根源。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伊斯兰教对民众影响力巨大，

但伊斯兰教未能与时俱进实行改革，是重要原因。伊斯兰世界期盼一场深刻的

宗教革命。

伊斯兰势力在极短的时间里，由被压制、不合法的地位，突然掌权执政，

当然缺乏执政经验。掌权执政后不可能不犯错误，但不能犯大错误，否则还会

失去到手的权力，关键在于是坚持保守路线，还是选择革新求变路线。这是关

乎其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验。如果走原教旨主义的保守路线，那是一条绝路。既

不符合民众的利益和愿望，也是在逆世界潮流而动。十几年前，阿富汗塔利班

掌权后奉行这一路线，结果以失败告终。伊斯兰势力只有以国家利益和人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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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为执政的基点，调整和革新不合时宜的主张和理念，寻求一条适合国情、符

合民心、顺应时代主潮流的治国之道，才是正道。

然而，“正道”决不是一条宽阔平坦、风和日丽之道，须要长时期的努力

求索。选择革新之路，必将遇到诸多障碍和阻力：首先，执政的伊斯兰主流势

力是否已下定决心推行改革，当下尚无明确的迹象证明，还有待观察；其次，

如何应对伊斯兰保守激进势力的拼死反对。埃及的激进伊斯兰势力已公开主张

在埃及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用传统的伊斯兰法治理国家，并扬言要像塔利班

在阿富汗炸毁巴米扬大佛那样，炸毁异教徒修建的金字塔； 后，世俗反对派

为了夺回失去的政权，不会善罢甘休，势必千方百计给伊斯兰势力制造麻烦和

动荡，乱中夺权，不会让伊斯兰势力专心于探索改革的途径。 重要的是，伊

斯兰势力能否保持住民众的支持。为此，必须改善民生，给民众以实惠。这就

要求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的前提是要恢复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并推行必要

的改革。这种改革、稳定与发展三者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如何把握，对决心进

行改革的伊斯兰势力而言，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课题，需要长期摸索，不断积累

经验，方有可能逐步破解。然而，地区和国际局势、反对派以及广大民众是否

有足够的耐心，给予伊斯兰势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探索和积累，存在着很

多的变数。这使得伊斯兰势力掌权的转型国家的转型将是一个十分复杂和艰难

的过程。发生新的群众示威，导致政权再次更迭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伊斯兰势力在阿拉伯世界崛起到底是带来阿拉伯世界复兴的希望，还是引

发更深刻的动荡和战乱，这可能是一个需要长期考察和研究的重大课题。伊斯

兰势力的崛起已经并将进一步改变地区的政治格局。新的格局不会是美国等西

方大国所鼓吹的“阿拉伯之春”，更不是西方“民主”、“自由”体制的复制。

三、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不断削弱

美国已经将其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意欲在亚太推行“再平衡战略”。

有鉴于西亚北非地区是世界上石油 富足地区，地区一些国家拥有巨额的石油

美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美国又不可能放弃这个地区。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

主导地位，仍是美国坚定不移的政策。

面对阿拉伯世界的大动荡，从维护美国主导地位出发，美国极力推行“新

干涉主义”，并有所得手。对穆巴拉克先“力保”，后改为“压他下台”，迫使他

将权力交给与美关系密切的军方；默许沙特和阿联酋联手出兵平息巴林什叶派

民众的游行抗议，以确保海湾君主国的稳定和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存在；联手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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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逼也门总统萨利赫向其副总统让权，并吸收反对派参政，以防止国家分裂及

“基地”组织在南部地区扩大势力；让法国、英国等北约国家打头阵，自己幕

后主导，对利比亚的乱局实行军事干预，击毙卡扎菲，实现政权更迭，除掉一

位“不听话”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联合欧洲盟国和沙特、卡塔尔、土耳其等

地区国家扶植叙利亚反对派，发动内战，逼压总统巴沙尔下台。

“新干涉主义”不得人心，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美国极力推动政权更迭的

国家采纳西方的“民主”体制，成为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国，而结果是：伊斯兰

势力在突尼斯和埃及掌权执政，埃及对以色列态度转向强硬，并与美国拉开距

离；也门与利比亚局势迄今未稳。利比亚国内到处都是武器，极端组织不断制

造暴力事件。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于 2012 年 9 月 15 日遭到袭击，美国驻利比

亚大使克里斯·史蒂文斯和其他三名美国人被击毙。这种结果当然不是美国所

期待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此事件非常震惊：“在一个我们帮助实现解放的国

家，在一个我们帮助避免被摧毁的城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①
其实，答

案很明确：美国的“新干涉主义”不符合阿拉伯民众的利益，不得人心。

“班加西事件”是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爆发广泛而激烈的反美声浪中发

生的。美国人拍摄的一部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的电影引发的反美浪潮从中东蔓延

到整个伊斯兰世界。埃及民众围攻美国驻埃及使馆，向使馆投掷燃烧瓶和石块。

总统穆尔西一方面敦促民众不要从事非法行为，另一方面强烈谴责挑起仇恨的

美国影片及其策划者，要求奥巴马杜绝这种行为。在多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

均爆发反美示威，游行示威群众焚烧美国国旗，呼喊“奥巴马是恐怖分子”，“打

倒美国”
②
等口号，表明美国在该地区是何等不得人心。

叙利亚危机考验美国的“新干涉主义”。美国企图在叙利亚复制“利比亚

模式”。早在 2011 年 8 月，奥巴马就宣称：巴沙尔已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必须

下台。我国内舆论也纷纷断言，巴沙尔下台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美国实际上

已完成军事干预叙利亚的军力部署：北面，依托土耳其境内众多军事设施，构

成威逼之势；东面，美国一支 3000 人的作战部队已进驻伊拉克；南面，美法等

国的特种作战部队进入约旦；西面海上，美国集中了包括航母在内的十余艘军

舰、近百架战机，加上部署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美随时可对叙利亚发动攻击。

美国等西方国家迄今未敢对叙利亚进行直接军事干预，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

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在安理会的否决票，使得西方得不到联合国授权；二是因为

① 《反美潮突起令美国错愕》，载《环球时报》，2012 年 9 月 14 日。

② 《反美潮在伊斯兰世界蔓延》，载《环球时报》，2012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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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等国经济不景气，人民反战；三是叙利亚与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关系密

切，直接军事干预后果严重；四是埃及、阿尔及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阿拉

伯国家及国际社会明确主张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反对外国军事干预，对美等

西方大国形成牵制；五是叙反对派成分复杂又群龙无首，“基地组织”等恐怖极

端势力渗透其中，西方国家不得不考虑推翻巴沙尔政权后，叙利亚会落到哪股

势力之手。

于是，退而求其次。美国等少数西方大国及部分地区国家企图通过武装叙

利亚反对派，发动内战，进而推翻巴沙尔政权。内战延续近两年，造成 7 万人

死亡，巨大财产损失，百万难民逃往周边国家。反对派武装虽不断壮大，但如

无外国的直接军事干预，无力推翻巴沙尔政权；巴沙尔政权虽然困难重重，仍

掌控政局，政府军仍占一定优势，但也无力歼灭反对派武装。叙利亚战乱还将

继续下去。危机造成的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引起国际社会的不安和高度关注。

2013 年 1 月 24 日，法国外长法比尤斯承认，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倒台“仍

然遥远”。
①
与此同时，叙利亚危机已不单纯是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间的内战，

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恐怖势力纷纷潜入叙利亚，趁乱发展力量，制造了多

起针对无辜平民的大型血腥恐怖事件。另一方面，危机的外溢效应日益突出：

黎巴嫩教派冲突加剧；土耳其库尔德反政府武装的袭击更加频繁；土叙边境发

生炮战；戈兰高地也不再平静，令以色列不安；约旦发生万人游行示威，喊出

要求国王下台的口号。叙利亚危机拖延下去，既有可能 终拖垮巴沙尔政权，

也可能因外溢效应继续扩大，出现对美等西方大国不利的局面。形势促使西方

大国转而选择政治解决。在奥巴马连任后，美国驻叙利亚大使明确表示，叙利

亚危机不能军事解决，只能政治解决。这一表态耐人寻味。然而，美国不愿承

认其对叙政策失败，坚持要求巴沙尔下台为政治解决的前提条件，使得政治解

决难以取得进展。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进退两难。

此外，俄罗斯积极重返中东，反对美国的“新干涉主义”，不仅在安理会

多次否决了西方支持的有关叙利亚的提案，而且继续向叙利亚政府等提供武器，

并在地中海举行大规模的海上军事演习，显示力量。俄美在该地区的博弈加剧。

以上诸多事实表明，美国的“新干涉主义”既不得人心，又力不从心，美

国在西亚北非的主导地位正在不断被削弱，但也应看到美国对地区事务的主导

能力尚未根本动摇。

① 《法国外长称巴沙尔倒台“仍遥远”》，载《参考消息》，2013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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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非及撒哈拉以南地区成为恐怖暴力事件的高发区

除叙利亚危机的外溢效应还在继续发酵，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宗教极

端势力在叙利亚日益活跃外，下列事件触目惊心：

2012 年 9 月，在利比亚发生导致美国大使及其他三名美国人被击毙的“班

加西事件”并非孤立偶发事件，激进的武装分子继续寻求机会攻击西方目标；

2013 年 1 月 14 日和 15 日，英国、德国、荷兰、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等国，因为

“西方人受到利比亚武装分子明确而紧迫的威胁”，相继敦促本国公民立即撤离

班加西。
①

卡扎菲被击毙后，邻国马里的局势开始动荡，主要是因为卡扎菲招募的图

阿雷格雇佣军返回马里。这批人经过严格训练并拥有精良武器。他们的重返，

加上原已盘踞在马里北部的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恐怖势力，严重威胁了马

里的稳定和统一。反政府武装向首都巴马科推进。应马里政府的要求，法国于

2013 年 1 月 11 日出兵打击反政府武装，先是空袭，后又派出地面部队。对法

国的出兵，恐怖势力扬言要予以报复，要将恐怖暴力之火烧到法国，烧到欧洲

去。法国军队虽不断取得进展，收复了反政府武装占据的一些城镇，但恐怕难

以彻底消灭熟悉沙漠地形、转向游击战的反政府武装。法国有可能陷进马里北

部战乱的泥潭。
②

恐怖势力“血色营”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晚袭击了阿尔及尔东南方 1500
公里处的艾因阿迈纳斯的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并绑架了多名西方人质，其中

有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公民。“血色营”自称隶属于“基地”组织，其

头目贝勒穆赫塔尔是“基地”北非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头目之一。

“血色营”宣称，此举是对“法国出兵马里，阿尔及利亚开放领空”的报复。

阿尔及利亚军方从 17 日起连续 3 天武力营救人质。阿总理塞拉勒 21 日宣布，

“气田人质事件”一共造成 37 名人质死亡，其中包括一名阿尔及利亚人，另有

5 名外国人质下落不明。阿方抓获 3 名，击毙 29 名绑匪，共解救 685 名阿尔及

利亚人质和 107 名外国人质。
③

上述事件引起西方大国的惊愕，媒体纷纷予以评论。《纽约时报》2012 年

1 月 20 日指出，武装组织在北非蔓延与“阿拉伯之春”不无关系。卡扎菲曾警

① 侯涛：《西方多国促民众离开班加西》，载《环球时报.》，2013 年 1 月 26 日。

② 张春：《阿人质事件：法出兵马里的“外溢效应”》，载《新民晚报》，2013 年 1 月 25 日。

③ 《阿尔及利亚抱怨被法国连累》，载《环球时报》，2013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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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说，如果他被推翻，北非将出现混乱和“圣战”，现在他“精神错乱的预言”

正在被证实，北非正变成一个危险的不稳定地区。推翻利比亚、突尼斯、埃及

独裁者的欢乐是有代价的。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发表题为《阿尔及利亚恐怖

主义成为西方石油公司难题》的报道指出，法军干预马里冲突，导致动荡局面

进一步恶化。《福布斯》19 日发表题为《阿拉伯之春蜕变为反恐战》的评论预

言，北非将成为 2013 年的地缘政治热点。英国《每日邮报》则认为，从阿富汗

经伊拉克到利比亚，西方展示了其有能力推翻独裁统治，但却没能让社会重回

正轨。可见，光用枪口输出民主是不够的，北非乃至欧洲未来和平的希望不过

是幻影。
①

的确，在本·拉登被击毙后，“基地”组织并未土崩瓦解，阿拉伯世界的

动荡，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的“新干涉主义”，为“基地”组织及其他伊

斯兰激进势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它们在阿拉伯半岛的也门十分活

跃，在西亚积极渗透叙利亚，并向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突尼斯，

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马里、尼日利亚、索马里等国扩张。目光再扩大一些，就会

发现，在伊拉克和黎巴嫩，教派间的冲突越演越烈；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

度，隔三岔五就有暴力事件发生。以伊斯兰极端势力为主体，以美国等西方大

国利益为主要打击目标的恐怖势力，已经将北非和临近的撒哈拉以南地区作为

其活动的主舞台，而新一轮世界范围的恐怖浪潮正在酝酿之中。这当引起世界

各国的高度重视。

五、伊朗核问题和巴以冲突仍看不到解决的曙光

伊朗核问题的实质是美国与伊朗的关系问题。美国不能容忍一个反美国家

在中东地区壮大并发展核技术。美国对伊朗威胁、颠覆、制裁，各种打压手段

无所不用其极，给伊朗制造了极大的困难，但始终未能促使伊朗政权更迭或根

本改变政策走向。美国和以色列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发出军事打击伊朗的威胁，

但始终没有付诸行动。美以不是没有愿望，而是担心后果严重难以承担。美国

打压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主要目的是削弱伊朗。正是看到美国的用意，伊朗一

直大力支持巴沙尔政权。2013 年 1 月 27 日，伊朗 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顾问韦

①《西方忧北非局势走向失控》，载《环球时报》，2013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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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亚提明确表示：攻击叙利亚就是攻击伊朗和伊朗的盟友。
①
美国不断加大对伊

朗的制裁，美军舰、航母不停地进出海湾，军事演习接二连三；伊朗强硬回应，

举行军演，发射新型导弹。紧张气氛愈演愈烈，但双方都未关闭谈判的大门。

奥巴马连任后表示仍要致力于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的关键在于，美

国等西方大国要求伊朗停止开发核技术，强调伊朗核技术的开发终极目标是发

展核武器。伊朗则强调有权和平利用核技术，并通过 高领袖哈梅内伊发表声

明，保证伊朗绝不制造核武器。但这些仍然不能减缓美国对伊朗的仇视和高压，

谈判仍无进展。

巴以冲突历时几十年，一直是影响地区稳定的重要热点问题。阿拉伯世界

爆发动荡后，该问题被边缘化。不久前发生两件事：其一，哈马斯向以色列发

射千枚火箭，以色列强烈报复，双方发生激烈炮战。针对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

化；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且胜利在望，这促使法塔赫的影响

上升，而哈马斯此时挑起冲突旨在重新引起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视，

显示哈马斯的实力、地位和作用，并争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更多的

援助。此前，哈马斯与叙利亚关系恶化，转向海湾国家。内塔尼亚胡属强硬派，

又面临 2013 年初的大选，借机大打出手以削弱哈马斯的军事力量，显示捍卫犹

太人安全的决心。穆尔西领导的埃及对以态度明显比穆巴拉克时强硬，但目前

无意也无力扩大事态。美国一贯偏袒以色列，但当下无意加剧冲突。在美国和

埃及的调停下，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各方都自认是“赢家”，但加沙和以

色列的民众则遭受了多人死伤、财产损失的灾难；其二，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

观察员国。在巴以和谈陷入僵局后，巴勒斯坦方面提出申请加入联合国。美国

极力反对，并威胁使用否决权。巴方退而求其次，要求将其联合国观察员实体

地位提升为观察员国地位。对此，美国仍然反对，但美国无权对此行使否决权。

2012 年 11 月 29 日，联合国大会以 138 票赞成、9 票反对、41 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通过决议，授予巴勒斯坦联合国观察员国的地位。
②
以色列立即宣布扩建犹太

人定居点和暂停向巴方移交 1.2 亿美元代征税款作为报复。两大事件虽都具有

一定的意义和影响，但巴以争端并未因此而重现解决的曙光，目前仍看不到重

启巴以和谈的迹象。

两大热点问题时紧时松，久拖不决，将继续影响地区稳定。

①《伊朗：攻击叙利亚就是攻击伊朗》，载《参考消息》，2013 年 1 月 13 日。

② 《巴勒斯坦成功“入联”》，载《北京日报》，2012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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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区五大国博弈将影响地区格局

中东地区五大国，即埃及、沙特、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的博弈将成为影

响地区格局的主要因素。

埃及一直是地区大国，阿拉伯世界的领袖，2011 年发生动荡后，其影响力

虽有所下降，但仍是地区重要国家。穆兄会势力执政后，面临许多困难，它想

极力站稳脚跟。虽然内政外交调整尚未全面展开，但要恢复地区大国地位的意

图已显现出来。埃及与美国调解巴以军事冲突，促使双方停火，显示了埃及在

中东地区不可替代的作用。

沙特凭借其雄厚财力，以海合会为依托，一度把持阿盟。沙特等海湾国家

对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体的伊朗影响扩大并发展核技术深感不安，对美国打压

伊朗持支持态度，从自身利益出发，全面配合美国等西方大国“新干涉主义”

的实施，参与西方军事干预利比亚和推翻巴沙尔政权行动。沙特的作为引起一

些民族主义强烈的阿拉伯国家的不满。

土耳其借阿拉伯世界大动荡之机，积极介入西亚北非事务。对西方大国直

接军事干预利比亚，土耳其起初反对，后转而配合。在叙利亚危机上，土成为

推翻巴沙尔的急先锋。土耳其还极力向中东国家推介“土耳其模式”。由于奥斯

曼帝国曾长期统治阿拉伯地区，土耳其又是北约成员国，阿拉伯国家对其存有

戒心。土耳其在西亚北非的过分行为，在国内也遭到批评。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推翻了伊朗的两大敌人——塔利班和

萨达姆政权，使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坐大。伊朗发展核技术并组建伊朗—叙利亚

—伊拉克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的什叶派“新月轴心”，引发美国等西方大国及

一些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合会国家的疑虑。

以色列是美国维持其在中东主导地位的重要支柱。保持以色列的强大，确

保以色列的安全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内容。以色列虽对阿拉伯世界大动荡致

使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而欣慰，却对伊斯兰势力崛起而深感不安。对阿拉伯

世界大动荡局势，以色列总体上谨言慎行，密切关注埃及、叙利亚国内局势的

演变。

总之，五大国均在该地区拥有较大影响力，它们之间既有配合和合作，也

有矛盾和对抗，它们自身力量的消长和博弈将继续影响该地区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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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

（一）西亚北非地区矛盾错综复杂：有民众对现状不满，要求变革，与当

权派的矛盾；有以色列强占阿拉伯国家领土，阿拉伯国家和人民要求收复失地

的斗争；有伊斯兰势力崛起与世俗派、自由派间的博弈；有伊斯兰教内部逊尼

派与什叶派间的矛盾；有美国推行“新干涉主义”与中东国家和人民要独立自

主，反对外来干涉的斗争。此外，恐怖组织和极端宗教势力的暴力活动日益猖

獗。这些矛盾决定了该地区动荡不安以及不时爆发的局部暴力冲突，已成常态，

并将长期化。除上述受冲击严重，导致其中一些国家政权更迭的六个国家外，

其他中东国家，包括君主制国家，也有可能爆发大的动荡，甚至出现政权更迭。

但只要美国等西方大国不对叙利亚发动直接军事干预，美国和以色列不对伊朗

实施军事打击，爆发大规模地区性战乱的可能性虽不能完全排除，但概率不大。

（二）该地区处于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交汇处，是全球交通枢纽，又

有着丰富的油气资源，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该地区长期紧张动荡，影响石油生

产和供应，造成石油价格波动，对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也为大国

干预地区事务提供了机会。而大国的介入又会增加地区局势的复杂性，加剧紧

张和动荡。但同时也应看到，乱局有可能引发变革，变革又有可能促进有关国

家的民族复兴。当然，这将经历一个长期艰难曲折的过程。历史悠久、资源丰

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中东地区，如果真能走上民族复兴之路，将会对世界

和平、发展与合作作出重大的贡献。

（三）美国已实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东移，当然会影响美国对西亚北非

地区的投入。美国又不会放弃该地区，地区热点，特别是叙利亚危机、伊朗核

问题、巴以矛盾，关乎地区政治生态走向且都难以解决，美国必将继续发挥主

导作用，从而对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不可避免地形成牵制。美国面临经济困

难，国力日渐衰减，但其全球称霸的战略不变，因此，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

尴尬在所难免。

（四）中东地区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伊斯兰势力的崛起、美国推行的“新

干涉主义”不得人心，大国在中东地区的争夺，冲击了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

位。尽管美国的主导的地位还没有根本动摇，但已明显削弱。美国推行“新干

涉主义”力不从心的一面日益突出。

（五）中国理解中东地区民众要求变革，渴望发展，改善民生的强烈诉求，

尊重地区各国人民的选择，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主张政治解决分歧，反对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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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武力。中国的立场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并日益赢得中东地区国家和民众的赞

扬。即便那些有所不满的国家，与我国的双边关系也未受大的影响。

（六）中东地区政治格局剧变使得中国既面临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但也

拥有了许多新机遇。总的来说，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的空间在拓

宽。中国的快速发展对它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中东地区国家“向东看”的倾

向继续加强。在中东地区动荡已呈常态化的情况下，推进我与该地区国家的双

边关系，仍应是我在该地区工作的主线。因此应加大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

投入，夯实我在该地区工作的基础。加强与伊斯兰势力的交往，增进了解和互

信，弥补过去工作的不足。妥善应对热点问题，服务于外交全局。准确把握地

区发展趋势，确保我国能源供应的安全。加强舆论宣传，扩展公共外交，增强

软实力。我们要努力促使中东地区国家成为我国政治上可信赖的朋友、经济上

互利共赢的伙伴、文化上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的典范。

Political Landscape Changes and Trend of West Asian

and North African Countries

AN Huihou

Abstract From December 2010, the outbreak of large-scale unrest in the Arab
world continues till now has entered in its third year. Currently, the region has
encountered many difficulties: the countries i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walk with
difficulty; the rise of Islamic forces led to new conflicts; American’s
“neo-interventionism” was unpopular and its ability to lead is declining; the terrorist
violence had new development; the inherent hot issues still cannot see the solution
dawn; the five big regional powers affect the regional pattern. In all, the unrest and
local conflicts will show the normalization and long-term trends. If there is no direct
military intervention of the Western powers, a regional war could not break out.
Key Words Political Landscape in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Islamic Rise;
“Neo-intervent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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