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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重镇基尔库克归属问题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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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石油重镇基尔库克对伊拉克政府和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后复兴党时期，库

尔德武装成功控制了基尔库克，并将其作为实现库尔德人长期利益和短期收益的重要工具。基尔库克的

重要性已使该市的归属问题成为影响土耳其—伊拉克关系和伊拉克联邦制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 键 词：伊拉克；基尔库克；库尔德；土耳其；联邦制 

作者简介：敏敬，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甘肃兰州  730020）。 

文章编号：1673-5161（2010）03-0045-06           中图分类号：D815.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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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03 年复兴党政权垮台和全国开始战后重建，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去留问题及其对国内政

局的影响就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2005 年 10 月 15 日，伊拉克新宪法经全民公决正式产生。新宪

法规定未来国名为“伊拉克联邦共和国”，以“共和联邦制”为政体。2006 年 10 月 11 日，伊拉

克议会又通过法案，承认国家由北、中、南三个松散联邦组成。但由于石油城市基尔库克的归属

地位尚未明确，国内各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作为新兴的政治和军事势力，库尔德人坚

持对基尔库克拥有管辖权力，反对其他民族接管该市，其主张遭到逊尼派和什叶派强烈反对。基

尔库克问题因此成为影响伊拉克内政外交的重要因素。 

 

一、基尔库克的历史地位 
 

基尔库克为伊拉克北部塔米姆省的省会，有 3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在古代，这里的居民主要

是库尔德人。以后有土库曼人和阿拉伯人陆续迁入，遂发展为伊拉克北部最大的城市，而且商业

兴盛，农业发达。基尔库克南距首都巴格达约 240 公里，东邻苏莱曼尼亚，北接库尔德首府埃尔

比勒，向西通往摩苏尔，扼守着首都通往库尔德地区的咽喉要道。20 世纪初发现石油以后，这里

很快成为伊拉克主要石油产地，目前已探明原油储量 100 亿桶，占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近 40%。该

市有输油管道通往土耳其杰伊汗港口和叙利亚境内，因此又是伊拉克重要的石油出口基地。 

基尔库克与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 20 世纪初就已开始。1921 年，英国与土耳其

对该地区展开争夺，双方竞相拉拢和利用库尔德民族主义。1922 年，谢赫·马赫穆德领导的库尔

德武装在英国支持下夺取苏莱曼尼亚并建立政权，谢赫·马赫穆德自称“库尔德斯坦国王”。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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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反对谢赫·马赫穆德控制基尔库克，导致双方关系破裂。英军大规模出动，击败了马赫穆德，

基尔库克和库尔德地区一起并入伊拉克版图。这是现代史上基尔库克首次与库尔德民族主义和伊

拉克政治发生紧密联系。 

1958 年，伊拉克爆发“七月革命”并建立了共和国，库尔德民族主义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共和国政府不断加强对库尔德地区的政治控制，把维护国家统一、打击分离主义作为头等大事。

但每次政府与库尔德组织发生冲突或进行谈判时，基尔库克问题总是双方矛盾的焦点之一。 

1961 年，卡塞姆政府陈兵南部威胁科威特领土，引发著名的“科威特危机”。穆斯塔法·巴

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武装乘机在北方活动，从背后威胁政府。
[1]344

但即便兵力有限，伊拉克军队

依然出动空军重点保护基尔库克。随着冲突的升级，基尔库克问题对和平进程的阻碍作用日益突

出。1970 年 3 月，经过长期谈判，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斯坦民主党达成和解协议，宣布库尔德民

主党为合法政党，并实行全国大赦。协议决定解决库尔德地区的划界问题。但由于伊拉克政府在

基尔库克问题上拒绝让步，划界行动宣告失败，和解协议随之无效。1972 年，形势再次高度紧张，

基尔库克地处南北戒严的分界线，对外交通受到严格管制；1973 年，伊拉克政府发布法令，单方

面宣布在库尔德地区实行自治，自治区包括苏莱曼尼亚、埃尔比勒和多胡克三个省份，自治区首

府为埃尔比勒市。法令没有提及基尔库克的归属问题。 

除军事手段，伊拉克政府还通过经济和人口手段加强对基尔库克的控制。所谓经济手段，就

是遏制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破坏库尔德反政府武装的经济基础。因此政府有意将基尔库克生产

的石油和铁矿石运往别处提炼，即使增加 20%的成本也在所不惜。
[2]66

经济边缘化政策虽然对反政

府武装有一定封锁作用，但阻碍当地居民改善生活和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使库尔德地区与其他地

区差距拉大，反而有利于库尔德反对派扩大影响；所谓人口手段，就是推行阿拉伯化政策，切断

库尔德人与基尔库克的历史和文化联系。阿拉伯化政策起初不包括文化同化，
①
而是以强制迁移和

驱赶方式，迫使库尔德居民离开基尔库克，用阿拉伯人取而代之。1957 年，基尔库克有 39.8%的

居民是土库曼人，35.1%是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只有 23.8 %。库尔德人在基尔库克全省的比例更

是占到 55 %。
[3]128

但从六十年代起，这些比例开始改变。1963 年，伊拉克政府以打击穆斯塔法·巴

尔扎尼武装为由，将 4 万库尔德居民逐出基尔库克。1974~1975 年，政府加快阿拉伯化步伐，大

批基尔库克库尔德人和亚述人被迁往南部沙漠地区。政府还强行拆毁基尔库克的许多库尔德村庄，

只允许给阿拉伯农民颁发房屋和土地证明。多次的人口置换使北部地区库尔德人口逐年下降。1977
年，基尔库克省的库尔德人口下降至 37.53%，阿拉伯人口则增至 44.41%。

[3]128
基尔库克市的库尔

德人口更加稀少。随之而来的是基尔库克市行政和官僚系统的阿拉伯化。2003 年，基尔库克石油

公司全体雇员仅 40 多人是库尔德人。
[4]42

人口变化也助长对库尔德人的文化同化，于是基尔库克

省被改名为泰米姆省，基尔库克各级学校从 1983 年起只使用阿拉伯语教学。文化同化政策将伊拉

克的库尔德问题推向极端，为以后库尔德人在基尔库克实行相反政策埋下了伏笔。 

 

二、库尔德自治政府与基尔库克 
 

伊拉克战争后，库尔德武装借美军余威成功控制基尔库克。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决心将该市打

造成地区政治和经济中心，以取代埃尔比勒的自治区首府地位。库尔德人采取与前政权相反的政

策控制基尔库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大力发展石油工业，促进当地经济和基础建设；并极力改变

                                                        
① 伊拉克和土耳其的库尔德政策主要不同点在于，前者从未否认库尔德民族的合法存在，至少承认库尔德人的语

言及文化权利，而后者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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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结构，提高当地库尔德人的人口比例。 

作为伊拉克最早的石油产地，基尔库克拥有国内第一口油井，其战略地位因此突显。这使得

库尔德武装决心夺取该市，而不管当地库尔德人是多是少。穆斯塔法·巴尔扎尼甚至许诺，如果

能获得美国帮助，将允许美国人在基尔库克开采石油。从 2005 年开始，库尔德自治区积极吸引外

国公司和石油资本。土耳其石油公司最先进入基尔库克。该公司由于缺乏开采经验，又和瑞士—

加拿大石油公司联合组成塔科塔科自营公司 (TTOPCO)，共同参与基尔库克的油田开发。不久，

挪威石油公司也获得自治区开发石油的合同。2008 年 6 月，自治区与韩国政府达成协议：韩国石

油公社（KNOC）决定出资 21 亿美元帮助改善自治区的基础设施。截至 2009 年中期，自治区政

府已经与 35 家外国能源公司签订石油协议，从中获益 50 多亿美元，计划全部用来修建医院、供

水系统、高速公路和发电厂等。
[5]
经自治区政府大力推动，自治区石油工业发展迅速，基尔库克

油井数量从两口增加到六口，每口井日产油能力从 16,000 至 37,000 桶不等。目前，自治区政府还

在不断进口新的设备，开采更多的油井，力争使自治区石油日生产能力达到 100,000 桶，实现自

主出口石油，结束当地不能炼油的历史。
[4]44

若能在近年内达到目标，基尔库克的能源和战略地位

将更加显著。 

在发展石油经济的同时，自治区政府积极鼓励库尔德移民返回基尔库克，并许诺发还土地、

房屋等全部财产。同时也欢迎其他地区的库尔德人移居该市。几年时间，基尔库克市的库尔德人

口迅速增加了 20 多万。为了纠正复兴党的错误政策，实现库尔德地区的正常化，伊拉克政府也于

2007 年 4 月发布文告，允许阿拉伯移民离开基尔库克返回原地，并给予每户 1.5 万美元的财政补

贴。政策出台后，遭到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强烈反对，但受到库尔德人的热烈欢迎。显然，

伊拉克政府的政策有助于增加基尔库克的库尔德人口，便于库尔德人通过全民公决改变基尔库克

的地区归属。
[6]
为了加快人口置换，库尔德人甚至动用绑架和恐吓等非法手段，在当地非库尔德

居民中造成恐慌。基尔库克人口问题甚至阻碍伊拉克新选举法草案在议会通过。为了在 2010 年大

选中控制基尔库克，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提出，基尔库克选民登记应以 2004 年的人口统计为准，

库尔德人则坚持以 2009 年实际人口数字为准。库尔德人动用议会否决权阻止草案通过。该问题一

直拖到 2009 年 12 月才最终解决。修改后的新选举法规定：“基尔库克选民以 2009 年的登记数为

准，但参选政党和个人必须提前公示相关信息，接受全体选民监督。”
 [7]

新选举法兼顾了各方意愿，

但更有利于库尔德人，充分反映了基尔库克人口变化的政治意义。 
迄今为止，基尔库克最终地位问题仍处于激烈争论之中。但库尔德民族主义控制基尔库克的

决心不会因此改变。原因有两点：从长远看，这是库尔德民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或者自治的必然

要求。控制了基尔库克，就等于控制了宝贵的土地、人口和自然资源；从近期来看，它是库尔德

人解决许多现实问题的有效捷径。 
当前，库尔德自治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境内移民的安置问题和贫困问题。随着大批库尔

德移民涌入基尔库克，自治区政府面临住房紧缺，退还移民财产的承诺无法兑现，民众不满情绪

日益蔓延的强大压力。
[8]
自治区贫困问题十分严峻。在伊拉克全国贫困人口达到 23%，穷人家庭

每天的收入还不到 5 美元的情况下
[9]
，发展长期落后的库尔德地区的贫困问题更加严重。能否完

成扶贫任务，既是自治区政府和库尔德政党面临的巨大挑战，也关系到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社会基

础和合法性问题。自治区政府的另一重要任务是改善区内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经济创造条件。

在伊拉克前政府的经济边缘化政策下，库尔德地区的工业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薄弱。因为有

前车之鉴，自治区政府决心在不依赖阿拉伯人和中央财政的情况下，独自改善这一状况，推动区

内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但是要完成如此庞大的任务，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将无从谈起。而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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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除了现有的 50 多亿美元收入，仍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因此，要在短期内迅速筹集所需资

金，解决问题，唯一便捷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牢牢控制基尔库克，扩大当地石油产量。
[10]13 

此外，库尔德人亟需军费扩充军备。长期以来，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从未放弃武装斗争。

建设和拥有一支强大、独立的军事武装，既是库尔德民族主义得出的历史教训，也是其今后努力

追求的战略目标。伊战后，库尔德人迫使伊拉克政府同意其保留不超过 3 万人的民兵部队，并获

得中央财政的经费支持。但库尔德人的扩军步伐并未就此停止，他们提出了建设 9 万规模正规部

队的更高要求。
[4]442009 年 11 月，库尔德自治区领导人巴尔扎尼会见到访的美国军事代表团，明

确向美方表示了这一意愿，希望能建立一支统一的、不受伊拉克国防军约束的自治区军队。并就

自治区武装和安全机构的设置、训练和调整等相关问题与美方会谈。
[11]

但库尔德人的扩军计划不

会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所需巨额军费只能依靠自治区自行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基尔库克油田

所具有的军事意义就显得十分明显。 

除上述因素外，基尔库克问题还关乎库尔德人的“民族尊严”。由于基尔库克在库尔德人与政

府的长期对峙中处于核心位置，再加上民族主义的大肆渲染，基逐渐演变为“库尔德人心目中的

耶路撒冷”，是库尔德人“民族情结”的象征。如果库尔德政党和政治家同意放弃基尔库克，势必

遭到库尔德人的强烈反对，危及他们的政治权威，甚而可能导致库尔德内乱。
[12]128 这决定了库尔

德各党派不会在基尔库克归属问题上轻易让步。因此，未来库尔德人会继续通过对基尔库克的事

实占领，来应对可能发生的问题，并以此来影响相关重大事务。 
 

三、基尔库克问题与土伊关系及伊拉克联邦的未来发展 
 

由于和库尔德问题关系密切，基尔库克问题在伊拉克外交、内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外交方面，它刺激土耳其主动介入伊拉克内部事务，使两国关系日趋复杂；在内政方面，它制

约伊拉克联邦制稳定发展，影响伊拉克的国内团结和国家统一。 

伊战刚结束，土耳其就密切关注库尔德人在基尔库克的一切动向。土政府和军方多次声明，

警告库尔德人不得改变基尔库克人口结构，或因此损害土库曼人的利益。
[13]11

土耳其希望通过干

预基尔库克问题牵制伊拉克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维护本国安全和经济利益。在安全上，土耳其一

直希望消灭盘踞在本国东南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但伊战破坏了地区安全形势，

导致库尔德工人党死灰复燃，重新对土耳其境内目标发动袭击。当然，土耳其更担心伊拉克库尔

德自治会引发连锁反应，加剧国内的库尔德问题和安全形势。基尔库克问题为土耳其解决上述问

题带来机遇。通过干预基尔库克问题，一方面可迫使土伊两国库尔德人保持距离，压迫库尔德工

人党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可对伊拉克库尔德人构成威慑，促使其放弃独立企图，避免与土耳其

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经济上，基尔库克向来对土耳其有重要利益。多年来，基尔库克通往地中海

的输油管道不断为土耳其带来充足能源和丰厚的石油过境收入。进入重建以后，库尔德地区更是

商机无限，充满诱惑，土耳其企业迫切希望能够跻身其中。所以，无论是维护传统利益还是寻求

新生利益，土耳其都会主动介入基尔库克问题，以保证其经济收益。 
对于土耳其的意图，伊拉克库尔德人从两方面予以积极回应：首先，根据对地区形势的判断

和对自身利益的权衡，库尔德领导人明确表示不谋求独立，支持伊拉克实现统一
[14]9-23

，从而间接

对维护土耳其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做出承诺；其次，欢迎土耳其参与基尔库克石油开发，满足土

耳其的投资欲望。早在进军基尔库克之前，库尔德人就和土耳其政府达成秘密协议，允许土耳其

石油公司将来在基尔库克开采石油。可见，土耳其对基尔库克问题的干预始终是和一定的经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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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相联系的。
[4]42

通过上述措施，库尔德人有效化解了来自土耳其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促进了土伊

边境的稳定，有利于伊拉克政府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总之，基尔库克问题涉

及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拉克库尔德人两国三方的利益。各方之间的利益要求能否获得妥善解决，

是基尔库克问题影响土伊关系的实质所在。 

此外，基尔库克问题还是审视伊拉克联邦制发展的重要参照。通常，联邦制国家立足于明确

的权力划分和契约基础：联邦国家的联邦和各成员单位既有一部分“共有权力”，也有一部分“专

有权力”；联邦作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有统一的经济关系，各成员单位则在贸易、财政、

金融、货币等方面服从联邦统一管理。
[15]137

联邦制以成文宪法的形式，明确联邦和各成员单位的

具体权限，并提供联邦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解决相互分歧的具体方法。基于这一原

则，建立伊拉克联邦必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明确联邦成员单位的划分依据（民族还是地区）；二

是明确联邦与成员单位的权力界限。为此，有人曾提出了两种建立联邦的方案：一种方案主张以

现有 18 个省为单位建立联邦，其好处在于可以淡化种族差异，增进国内团结；另一种方案则主张

兼顾民族和地区要素，把全国分为五个大区，每个地区拥有独立的议会和政府，实行内部自治；

联邦政府只管理地区间事务和外交、防务、货币和银行等公共事务。
[16]219

但两种方案提出以后，

均遭到库尔德人的坚决反对。库尔德人认为，第一种方案会导致单一联邦制度，从而为阿拉伯人

压制国内少数民族尤其是库尔德人创造条件；第二种方案虽然赋予联邦成员以较大权力，但是库

尔德自治区的面积严重缩水，同样无法接受。于是，库尔德人提出第三种方案：主张按民族划分

联邦成员单位，保持库尔德人的实际控制面积，弱化中央权力，最终建立保证库尔德人高度自治

的多民族联邦制度。 
2005 年宪法基本采纳了库尔德人的意见，承认库尔德自治区为伊拉克的联邦单位。但宪法未

对自治区与联邦政府的关系做出详细规定。因此，未来的伊拉克联邦仍然存在松散型和紧凑型两

种可能。从基尔库克问题可知，库尔德人显然倾向于松散型联邦，以便最大限度地保证其在政治、

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各项权益。基尔库克问题还反映出库尔德自治区试图摆脱联邦约束的极端倾向。

比如，库尔德自治区反对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插手基尔库克石油事务，拒绝将全部石油收入上缴

国库，为此而导致伊拉克新石油法草案无法在议会通过。
[4]44

迄今为止，自治区与外国公司签署的

石油协议大部分没有经过中央正式批准。由于库尔德人拒绝合作，目前伊拉克政府已开始限制与

库尔德地区的石油和经济合作。伊拉克国内因此出现了联邦和库尔德自治区两套石油生产及管理

系统。两大系统相互独立、彼此竞争，严重威胁着国内石油经济协调发展。如果任由这种现象发

展，则不仅联邦制原则难以贯彻，联邦与成员单位、成员单位之间关系不断恶化，即使联邦制度

本身也不牢固，从而面临解体的危险。 

因此，伊拉克各方要避免未来矛盾升级，实现利益共赢，保证联邦制顺利实施，只有通过务

实、理性的谈判，努力推动权力让渡和政治互信，奠定联邦制的民主基础，保证其健康发展。而

妥善解决基尔库克问题，无疑是达到这一目标的良好开端。值得庆幸的是，这一迹象已经出现。

2009 年 8 月，伊拉克总理马利基首访库尔德自治区并与两位库尔德领导人进行会谈。会后，马利

基三人共同出席记者发布会，宣布中央政府和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将建立联合委员会，着手研究和

解决双方的分歧。并强调此次会谈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中央政府和库尔德自治区将继续保持各个

层面的接触，通过在联合委员会进行协商来弥合分歧和解决争端。
[17]

三方的会谈为妥善解决基尔

库克问题和促进伊拉克联邦制发展带来了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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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putation over Iraqi Oil City Kirkuk and Its Im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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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ity of Kirkuk has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Iraqi politics for its oil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and since 2003,it has been controlled by Iraqi Kurdish nationalist movement.In the 
long run the Kurdish would not quit hold of this city for the sake of their political,economic and military 
interests. By all means, Kirkuk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factors which would influence Turkey-Iraq 
relationship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raqi Federa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Iraq; Kirkuk; Kurds; Turkey; Federation 

 

        （责任编辑：杨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