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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奥巴马总统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第一要务是处理自身当前面临的严重金融危机

问题，中东问题处于美国对外战略中相对次要的位置。根据奥巴马的外交理念，新政府将更加强调使

用外交手段解决中东问题，并吸引地区和世界各国与美国开展安全合作，建立稳定的中东安全新架构。

奥巴马中东政策所要应对的主要任务是：尽早解决伊拉克问题，分阶段从伊拉克撤军，卸下包袱；继

续视伊朗为潜在战略威胁，但将奉行具有弹性的接触政策；启动多边外交机制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安全

战略目标；积极推动巴以和谈，消除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探索与哈马斯等伊斯兰组织的对话

与交流渠道；积极争取中俄在中东对美国的支持，鼓励两国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帮助美国减轻中

东外交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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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在一片欢呼声中入主白宫了。毫无疑问，奥巴马的第一要务是处理美国当前面临的金

融危机和可以预见到的更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在外交上，奥巴马要应付的最紧迫的是中东问题。

岁末年初的以巴冲突已经警示了美国的新总统。 
对于奥巴马政府，中东问题之所以紧迫是因为这个问题的现状可能随时触发影响全球的战乱，

牵动着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经济的每一根神经。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所有负面效应，如

恐怖主义的泛滥、高油价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都源于中东问题。应对目前的经济危机也

要求奥巴马政府迅速找到一条走出中东问题困境的切实可行的路线图。 
奥巴马 2009 年 1 月 20 日的就职演说宣示了他有别于布什的外交理念，他说，“单凭实力是无

法保护我们自己的，我们也无权任意使用实力。我们的力量只有审慎运用，才能壮大起来；我们

的安全源自我们目标之正义、我们所作榜样的力量，以及高度的谦卑与克制。”“我们要开始负责

任地将伊拉克交还给该国人民，并在阿富汗打造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将与老朋友和前敌人一道，

不懈地减低核威胁，驱除正在变暖的星球的幽灵。我们不会为我们的生活方式道歉，也不会放弃

防卫，对于那些企图借恐怖手段和滥杀无辜实现自己目的的人，我们现在对你们说，我们的意志

比你们更坚强，我们不会被击败。”“我们深信宿怨有一天会过去；种族部落间的裂缝很快会消弭；

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时，我们的共同人性会彰显；美国必须扮演引领世界走向和平新纪元的角色。” 
“对于穆斯林世界，我们要在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谋求一种新的相处方式。”

[1] 
奥巴马总统就职后一周就接受阿拉伯电视台的访谈，并告诉阿拉伯公众，“美国人不是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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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我们有时会犯错误，我们不是完人。但是，美国并不是天生的殖民大国，二三十年前美国

曾受到穆斯林世界的尊重，我们曾是伙伴，我们没有理由不恢复这一切。”奥巴马还说，他不会同

意穆斯林领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是，他会倾听他们的诉求，尊重他们和他们的利益。他强调

美国将区别对待少数屠杀无辜的恐怖主义组织和广大穆斯林民众，美国反对前者，同时将向后者

伸出友谊之手。
[2] 

按照奥巴马的外交理念，国务卿希拉里和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团队已经为未来的民主党政府的

中东战略勾勒出一个大体的轮廓。 
 

一、总体战略 
 
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团队对后冷战时期的美国中东战略失误进行了认真的评估。他们认为，冷

战结束后美国虽然主导了中东，但是，从克林顿调解巴以冲突失败到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将民

主强加于阿拉伯国家以及两届政府无视巴勒斯坦问题的严重后果，无一不削弱了美在中东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长达十几年的时间，美不着力解决这一地区人们最关切的冲突，却“为伊朗在阿拉

伯心脏地带谋求霸权开辟了路径。”美国自己反而得了个“傲慢”和“双重标准”的丑名。
[3]
美元

贬值、财富滚滚流入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产油国、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导致美国地位下降，

进一步削弱了美在中东的影响。布什政府在中东的所作所为使人们更加怀疑美国的能力和意图。 
根据奥巴马的外交理念，美新政府将更加强调使用外交手段解决中东问题，从而吸引地区和

世界各国与美合作。奥巴马政府将采取一系列措施重新规划美国的中东战略，以影响与中东问题

有关各方重新评估自己的利害得失。 
民主党智库建议奥巴马将反恐纳入美中东的整体战略，而不应再成为美外交政策的驱动器，

集中力量加强当地政府的反恐力量，防止基地组织在伊拉克卷土重来。新总统应亲自向穆斯林世

界传递一个明确而又坚定的信息，美国不反对伊斯兰，反对的只是小股的暴力的极端主义集团。

他们认为，奥巴马不要因为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失败而完全放弃在中东推广民主党努力。新总

统应在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之间寻求一个可持续的平衡点，在中东支持一个长期的、渐进的民主

化进程，美国在中东仍需强调建立公民社会、民主团体、法治、司法独立、新闻和结社自由、妇

女权利、政府透明和市场经济。美国应重新占领在中东的道德高地，如果下一届总统想要说服阿

拉伯和穆斯林世界支持他们的领导人与美国合作，重新获得他们的尊重是十分重要的。 
奥巴马本人则十分强调，解决中东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必须有综合的、全局的战略。他认为，

只顾巴以冲突而不考虑叙利亚、黎巴嫩、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不可能解决中东问题的，因

为这些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他说，“如果我们将这一地区视为一个整体，并向阿拉伯和穆斯林世

界发出一个信息：我们将在互相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伙伴关系，我们就将获得重大

进展。”
 [4]  

 
二、了断伊拉克战争 

 
奥巴马对伊拉克问题的核心思想是，尽早了断伊拉克问题，卸掉包袱，美国在中东有更紧迫

的问题需要处理，伊拉克不应再是美国外交的首要。 
早在竞选期间，奥巴马就提出了解决这伊拉克问题的、被称之为《奥巴马—拜登计划》的蓝

图：目标是“结束战争”，方针是美军“谨慎地、负责任地分阶段退出”，撤退方案需与伊拉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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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协商。计划是每月从伊拉克撤出 1 至 2 个旅，16 个月内，即至 2010 年夏战争开始后的第七个

年头完成撤退。美军将在伊拉克境内保留少量部队，打击残存在伊拉克境内的基地组织，保护驻

伊美外交人员和其他美国公民的安全。美不在伊拉克境内设军事基地。美军将继续训练和支持伊

拉克的安全部队“直至伊拉克领导人走向政治和解和结束派别冲突”。该计划特别强调，美军分阶

段撤离的目的是要给伊拉克人以充分的时间实现自主安全和政治妥协，“把自己的家整理好”。在

撤军的同时，美将促使伊拉克社会各方代表就石油收入的分配、每个族群平等机会、实行联邦制、

区域的划分、难民安置、重新选举和安全部队的改造等问题达成妥协。 
计划要求美加大对包括叙利亚和伊朗在内的伊拉克所有邻国的外交的力度，取得它们的保证，

以确保伊拉克边界的安全，邻国不干涉伊拉克内政，孤立基地组织，为伊拉克的重建提供财政支

持。奥—拜计划反对美在伊拉克建立永久性的军事基地，称布什政府当时同伊拉克政府谈判的驻

军协议必须经美国会批准，若得不到国会批准，与伊拉克政府的谈判应由下一届政府来完成。 
奥巴马的撤军计划将向伊拉克及其邻国表明，美国将治理伊拉克的责任转交给伊拉克领导人，

同时向美国人民表明，美国卷入伊拉克战争的时代已告结束。对伊拉克内部，美国的首要任务是

确保伊拉克逊尼派、各部落首领和什叶派政府之间的和解。在外交上，美将说服伊拉克的逊尼派

邻国与由什叶派领导的伊拉克政府合作，以减少伊拉克对伊朗的依赖。
[5] 

 
三、聚焦伊朗 

 
民主党的外交政策团队特别重视伊朗问题。他们认为，布什政府处理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失

误，帮助伊朗除掉了死敌，伊朗得以将其影响扩展至伊拉克，并通过叙利亚扩展至黎巴嫩和巴勒

斯坦。伊朗对美国在这一地区建立的秩序的挑战是多方位的。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国，沙特、

埃及、约旦、土耳其面临一个重新崛起的伊拉克和黎巴嫩什叶派群体，他们都得到伊朗的支持。

黎巴嫩和约旦河西岸的软弱的温和派政府都受到了由伊朗训练和武装的极端主义派别的攻击，他

们的武装比政府的安全部队还强大。 
他们认为，伊朗的核计划咄咄逼人，“当下届总统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时，伊朗的核时针已指向

午夜。”
 [3]

一旦伊朗拥有生产大量武器级核燃料的能力，伊朗所有的邻国以及美国将不得不重新评

估自己的安全。以色列将会强烈地要求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一旦战争爆发，伊朗必然会

将战火燃烧到黎巴嫩，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引起油价暴涨，还会攻击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

队。即使以色列不攻击伊朗，以—伊之间的战争也将一触即发。同时，伊朗拥有核武器将催生埃

及、沙特、土耳其的核计划，从而引发一场地区性的核竞赛。伊朗也将挥舞手中的核武器颠覆本

地区各国的政权。 
奥巴马的中东问题谋士们尤其重视伊朗模式的榜样力量。他们认为，“在意识形态的战争中，

伊朗及其代理人真主党和哈马斯能够有效地宣传，‘我们的办法行’”。对许多失落的巴勒斯坦人和

其他阿拉伯人来说，暴力、恐怖主义和反美是他们获得尊严、正义和解放自己领土的好办法，而

不是追随被伊朗人称之为“在美国庇护下与犹太复国主义敌人沆瀣一气”的他们的政府。他们认

为，如果奥巴马能够向阿拉伯人表明，温和、调解、谈判、政治和经济改革、和平解决冲突、遵

守国际惯例更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证明“我们的办法行”，美国就能恢复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奥巴

马的团队强调，伊朗问题已迫在眉睫，若不及时解决将影响美国处理全球事务的能力。
[3] 

奥巴马本人曾于今年 1 月 10 日表示，“伊朗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真正的威胁。但是，我们愿

开启一个外交机制来达到我们国家安全的目标。”
 [4]

希拉里在就任国务卿前的国会听证会上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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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朗“我们将尽一切可能通过外交、制裁，通过与我们相信在阻止伊朗成为一个核武器国家方

面与我们利益相关的国家的联合来实现我们的目标。”她说，美将采取新的、不同的方式来解决伊

朗问题，因为已经使用过的方式都无果，但她坚称，“不排除任何选择。”
[5]
奥巴马总统在接受阿

拉伯电视台访谈时表示，对伊朗,美国必须使用其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外交手段。他说，伊朗的

所作所为对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不具建设性，威胁以色列，谋求可能引发本地区一场军备竞赛的

核武器，支持恐怖主义组织。但是，重要的是要与伊朗对话，明确告诉对方美伊的分歧所在，出

路何在。他说，美国将在未来数月内制订对伊朗政策的框架。“如果伊朗放开拳头，我们也将向他

们伸出手。”
[2] 

奥巴马的中东战略智库承认，由于伊朗对美利益构成的众多挑战，筹划对伊朗的行动难度极

大。事实证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制裁、策动伊朗国内反对派推翻现政权都不现实，剩下的

唯一选择就是与伊朗直接接触。直接接触也未必有结果，但是，只要奥巴马政府在这方面做到仁

至义尽，再做其他选择时就能为美国内外接受。他们认为，伊朗现政权既要确保国家利益，又要

坚持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当形势迫使它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时，往往选择前者。所以，奥巴

马政府的最佳方案是，满足伊朗合法的国家利益，同时坚决反对伊朗扩展其革命。美国应该与伊

朗直接谈判，谈判的焦点是，将伊朗纳入地区秩序，条件是伊朗必须遵守现有的国际惯例。美在

谈判中必须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胡萝卜”是美国及国际社会与伊朗关系正常化，取消

对伊朗的制裁，“大棒”是制裁升级，特别是对伊朗实施成品油的禁运。叙利亚是伊朗对阿拉伯心

脏地带施加影响的唯一盟友。美应加紧推动以—叙和解，可对伊朗起到釜底抽薪的效应，迫使伊

朗就范。 
奥巴马政府最担心的是以色列对美国与伊朗的直接接触失去耐心而冒然对伊朗实施军事打

击。因此，奥巴马的中东战略团队建议，美、以在伊朗问题上要经常“对表”。也就是说，美国应

要求以色列给美充分时间与伊朗谈判。为说服以色列，美应向以提供核保护伞、导弹防御和预警

系统。美伊外交一旦完全失败，美、以应共同商讨对策。国务卿希拉里所说的对伊朗采取的“新

的、不同的方式”可能包括如下几个步骤： 
1.建立类似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多边伊朗核问题谈判机制，美伊在这个多边会谈的框架下直

接接触； 
2.不再将暂停浓缩铀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而是作为谈判中取消联合国对伊朗制裁的条件； 
3.美国承认伊朗有“铀浓缩”的权利，但其能力必须限制在极小的、无法制造武器级的浓缩

铀的范围内，并接受严格的监督； 
4.美伊间通过其他轨道的、更广泛的谈判:（包括双边关系正常化、伊拉克、真主党及哈马斯

等问题）与核谈判同时进行。美不会将所有问题都联系在一起，对伊朗的部分激励措施可视其在

核问题上的表现，其他的激励措施视伊朗的总体表现而定； 
5.不排除动武。若最终证明，伊朗确实不愿与美直接谈判，不愿中止铀浓缩，总统不得不做

出困难的决定。但在采取行动前美方需通过私下的渠道直接告知伊朗领袖哈梅内伊，若伊朗顽抗

到底，他的国家和政权将遭灭顶之灾。 
 

四、争取俄中支持 
 
奥巴马政府在解决中东问题时将会加强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外交，争取俄中的支持。奥巴马的

中东战略顾问们尤其重视俄罗斯的作用。他们认为，自从 2008 年格、俄战争之后，争取俄在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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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的支持变得十分困难。俄可以通过向伊朗、叙利亚和真主党提供进攻性武器和在联合国安

理会向这些国家提供外交保护恢复其在冷战期间在中东的战略。阻止俄在中东起破坏作用也许很

难，但是，如果能以中东来抵消格鲁吉亚问题引起的负面影响，也许不妨一试。俄是解决中东问

题四方之一。问题是俄是否愿意与西方国家一道加紧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俄当然不愿意看到美

国撇开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既然如此，美就应让俄明白，如果俄不合作，美将与欧洲对伊朗

采取行动，俄和联合国将被抛在一边。中东问题事关美的切身利益，美若希望在此问题上得到俄

的支持必须在俄认为最关切的问题上与对方做交易。因此，奥巴马将不得不全面权衡美俄关系的

轻重缓急。美不可能以自己对东欧国家的承诺和格鲁吉亚的独立与俄做交易。但是，美对俄仍拥

有筹码：俄加入世贸组织问题，美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问题以及俄参与国际铀浓缩财团建立国际

核燃料库问题等。奥巴马总统还可以调节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速度做筹码。 
奥巴马的中东战略策划者们认为，“如果下届总统能够争取俄罗斯在伊朗问题上与美国采取共

同的立场，争取中国就会变得容易得多。北京不愿自外于国际的共同立场。中国由于对能源需求

的增长，在维护波斯湾运油通道方面的利益也越来越大。目前，北京更看重其在伊朗的商业利益，

而不情愿支持对伊朗加大经济压力。美国面临的挑战是说服中国领导人，一旦伊朗发生危机，对

中国经济产生的后果将是相反的，甚至影响中国的政治稳定。”
 [3] 

 
五、巴以谈判 

 
奥巴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巴以冲突长期悬而不决助长了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为恐怖主义

提供了温床，侵蚀着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地位。 
奥巴马总统在与阿拉伯电视台的访谈中阐明了他对巴以冲突的看法，他认为，现在是巴以双

方回到谈判桌上来的时候了。这将是困难的，耗时的。这不是数月内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只要

美国以稳健是步伐开始，在欧洲、俄罗斯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合作下，定能取得重大进展。奥巴

马强调，美国不会停止与以色列的结盟关系，以色列的安全对美国至关重要。但是他相信，只要

时机恰当，对方认真地合作，以色列是愿意作出牺牲的。
[2] 

因此，奥巴马的智库建议，新总统就任后就应立即向阿拉伯国家宣布解决巴以问题为美外交

首要。他们指出，巴勒斯坦仍是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一触即发的热点，如今已被伊朗利用来争夺

大中东地区的领导权。布什政府轻视巴勒斯坦问题已使美国在中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奥

巴马宣誓就职的次日就与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和约旦的领导人通电话，并立即任命参议员米

切尔为中东问题特使。 
布什政府在末期启动了“安纳波里斯进程”，奥巴马应重拾并推动这个进程。民主党的中东问

题专家们为奥巴马政府设计的巴以谈判方案大体框架是： 
1.最终地位的谈判。巴以双方在若干关键问题上（如边界、难民、耶路撒冷）的分歧已经缩

小，但已耗时许久，需要由美国尽快提出折衷方案。为了推动谈判，应由美国总统提出若干解决

问题的原则，坚持前总统布什与奥尔默特总理就最终地位谈判所达成的谅解，尽快签署协议，执

行可延后。 
2.执行路线图关于反恐和冻结定居点的承诺。巴以双方已经采取措施落实它们对路线图建立

两个国家的承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在西岸各地部署了警察，但是反恐尚不力；以色列也减少

了在隔离墙外建定居点的活动，但是在耶路撒冷郊区建了数千栋犹太人居所，引起巴勒斯坦和阿

拉伯领导人的强烈不满。新总统应敦促国会批准更多拨款，加速训练巴勒斯坦武装部队镇压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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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美应与以色列新总理达成谅解在一段时间内，在巴勒斯坦国的边界划定的同时冻结定居点。 
3.改善西岸情况。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加快西岸地区的经济建设，拆除以色列检查站。奥巴

马政府应促使以色列保证合作，阿拉伯国家提供资金保障。 
4.与哈马斯的关系。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也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与以色列达成的任何协议。

但是，哈马斯又控制着加沙，并得到 1/3 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任何和平进程若排除哈马斯注定要

失败。出路是美国将对加沙地带责任推给哈马斯，让哈马斯领导人自己做出抉择：要么继续动员

150 万巴勒斯坦人用火箭弹、迫击炮和恐怖活动反以色列，要么恢复加沙的秩序，归还被扣留做

人质的以色列士兵，使通往加沙的通道向商品和人员重新开放。奥巴马总统应该鼓励哈马斯与以

色列维持停火（岁末年初已被破坏），让埃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三方去处理与哈马斯的

关系。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在 2009 年宣布在巴勒斯坦举行大选，哈马斯可在接受自由

公平选举、停火和国际监督下参加大选。选举前，美国和以色列应明确表示支持巴勒斯坦的温和

派。选举后，只要哈马斯继续维持停火，美以均愿与其接触。 
 

六、结论 
 
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宣告了布什新保守主义的终结，伊拉克和伊朗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出现重

大转机，新一届美国政府也必然会投入大量的外交资源解决巴以冲突。美国会尽早从伊拉克脱身，

将主战场移至阿富汗；奥巴马可能放弃推翻伊朗现政权的目标，而与伊朗坐下来直接谈判。中东

和波斯湾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将大幅度降低。 
奥巴马代表的民主党与布什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执政理念固然不同，但是，美国作为唯一超级

大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并无变化 。美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即使奥巴马领导的美

国政府也不会甘心一无所得地离开伊拉克，而且，奥巴马还不得不面对布什执政八年后遗留的伊

拉克和伊朗的现实。巴以矛盾更是一个旷世难题，即使奥巴马四年后能继续连任，也恐难彻底解

决。因此，中东诸多问题都存在许多变数。但可以预判的是： 
第一，根据以往的经验，美国历届总统竞选时所说和就职以后做的往往并不一致，奥巴马的

主要助手艾曼努尔是个十分亲以色列的犹太人，国务卿希拉里的中东政策在竞选中就与奥巴马相

左，留任的国防部长盖茨是共和党人，奥巴马中东问题的四大顾问英迪克（Martin S. Indyk）、库

泽 （Daniel C. Kurtzer）、米勒（ Aaron David Miller）、罗斯（ Dennis B. Ross）在许多问题上分

歧重重。因此，这个执政团队能否完全贯彻奥巴马的外交理念还有待观察。 
第二，伊拉克国内的种族宗教矛盾错综复杂，目前，实际上已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而且其

四大邻国伊朗、沙特、叙利亚和土耳其都将施展自己的影响力，美军一旦撤离，伊拉克的前途令

人堪忧。 
第三，美国和伊朗即使坐下来谈判，双方在核、伊拉克、真主党和哈马斯等问题上的立场相

距甚远，伊朗向美国索取的不仅是正式的承认而且要在本地区与美平分秋色，伊朗核问题可能会

类似朝核问题那样跌宕延滞，加上以色列对美的压力，美伊关系再度陷入僵局和冷战的可能性不

能排除。 
第四，奥巴马关于解决以巴冲突的和平路线图只是一厢情愿的纸上谈兵，离现实还十分遥远。

以色列在最近发生的加沙战争中已经给奥巴马上了生动的一课。因此，在中东和平问题上，美以

之间恐难马上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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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merging American Middle East Policy in Obama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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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Obama took his position, the U.S. government gives top priority to addressing the 
current pressing financial crisis in it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iddle East issue takes a less important 
position in its overall strategy. Judging by its diplomacy philosophy, the new administration will place 
emphasis on diplomatic means in handling the Middle Ease problems, encouraging regional powers and 
the rest of the countries to cooperate ful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o that a new and stable Middle East 
security framework could be established. Specifically, Obama administration is confronted with the 
following major tasks, i.e. solving the Iraq issu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withdrawing troops from Iraq in 
a step by step manner, so that the strategic burden could be shaken off; continuing to regard Iran as the 
potential strategic threat, but engaging Iran with a flexible policy; starting a multi-lateral security 
mechanism which serve U.S. national interest; promoting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so that the 
anti-American sentiment could be alleviated in the region; pursuing the channels for dialogue and 
exchanges with the Middle East Islamic groups, such as Hamas; and actively encouraging China and 
Russia to support U.S. Middle East policy and take a responsible position for the purpose of lessening 
U.S. pressure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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