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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东新战略及中东核问题  

 

利比亚的核政策：历史与现实＊ 
 

                岳 汉 景 

 
摘    要：出于对自身政权安全的考虑，利比亚早在 1969 年即开始秘密进行核武研发活动，直至 2003 年宣

布弃核。由于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矛盾，利比亚从 20 世纪八十年代末起遭受日益严厉的经济制裁，其

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进而诱发了人民的反政府情绪并给政治反对派以可乘

之机。在此背景下，利比亚决定采取实际步骤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这是利比亚弃核的根本原因。而伊拉

克战争强化了卡扎菲对其政权威胁严峻性的认识，则成为其弃核的直接原因。利比亚虽然宣布弃核，但随着

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将来仍有重新踏上核武研发之路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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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与中东核扩散研究”

(06JJDGJW009)的阶段性成果。 

 

长期以来，尽管有证据表明利比亚有发展核武器的愿望，但国际社会对其是否进行核武研发

活动没有定论。这既与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模糊的核政策言论有关，也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自身

的局限性有关。舆论普遍认为：由于缺乏持续的外国技术和相关帮助，该国的科技能力不足以使

其自行发展并生产出核武器。然而，2003 年 12 月 19 日，利同意销毁所有与国际禁止的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的生产有关的材料、设备并终止此类武器的研发计划，自愿接受国际社会的核查后，美

英及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调查才发现：利在核研发领域的先进程度比原先估计的要高，且自 1969
年卡扎菲上台不久就一直从事秘密的核武研发活动。

[1] 
 

一、核不扩散政策表象下的核扩散活动 
 
利比亚很早就表现出反对核扩散的立场。1968 年 7 月，尚处于亲西方的国王伊德里斯一世

（King Idris I）统治下的利比亚即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
[2]971969 年以卡扎菲为首的革命指挥

委员会发动政变，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成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虽然利于 1975 年批准了《核

不扩散条约》，并根据该条约的要求于 1980 年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安全保障协议，但实际上，

利比亚在卡扎菲掌权不久就开始寻求核能力。由于自身的核技术水平较低，利把着力点放在了国

外。20 世纪七十年代，利比亚曾向中国、法国、印度、巴基斯坦、苏联等国寻求核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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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利比亚为研发核武器双管齐下，在努力获取核材料铀及其浓缩技术与

设备的同时，也试图提取与加工另一种核材料钚。①20 世纪七十年代，利没有如《核不扩散条约》

所要求的那样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告，就从法国控制的尼日尔矿井处进口了 1200 吨铀矿石。
[4]89

利还曾试图获得铀转换设备，以使铀矿石转换成更适宜浓缩的形式。后来，利在首都的黎波里

郊外的塔朱拉（Tajura）核研究中心，未加申报即进行了实验室规模的铀转换实验。
[5]4

利起初想

从一家法国公司购买 20台分离同位素的电磁装置，但由于其敏感性较高而遭到法国政府的阻止。

从 20 世纪七十年代初起，苏埃关系、利埃关系以及利美关系均严重恶化，利比亚在苏联中东战

略中的地位有所上升，这就使苏利核合作成为可能。在获取核材料钚的制造、提取技术方面，

利主要就是通过与苏联的“和平”核合作进行的。苏联于七十年代末向塔朱拉核研究中心提供

了一座 10 兆瓦的研究型核反应堆。
[6]
 

20 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利比亚因支持西方国家所认为的恐怖主义活动而遭受严厉的武器禁运

和经济制裁，再加上苏联的战略收缩，其核计划受到较大阻遏。特别是 1988 年洛克比空难事件促

使联合国自 1992 年开始对利比亚实施经济制裁。这些制裁限制了利对外贸易，从而也限制了其可

用于实施核计划的资金。然而利却从未放弃过核诉求。冷战结束后，世界面临着核扩散加剧的现

实威胁。就地区而言，前苏联地区成为核横向扩散的最大隐患。利也想利用冷战结束后产生的某

种混乱局面来获得前苏联的核技术、核科研人员和核材料。与此同时，利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虽

最终表示支持，但其支持较为勉强，甚至不时公开表现出某种抵制倾向。在 1995 年的《核不扩散

条约》审议和延长大会上，利最初反对其无限期延长，理由是以色列从未加入过该条约。不过，

利比亚后来还是支持了该条约的延长。1996 年，利比亚签署了《非洲无核区条约》。
[7]
同年 9 月

10 日，利联合印度、不丹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反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认为它没能为核裁

军提供一个最终期限。
[8]
利直到 2001 年 11 月才签署了该条约，并于 2004 年 1 月批准。

[9]4 
1997 年是利比亚核活动较为活跃的一年。这一年，利开始同俄罗斯重新展开了核合作。1998

年 3 月，利同俄一家公司签署了对塔朱拉核研究中心进行局部检查的协议。
[10]307

也是在 1997 年，

利开始接受来自巴基斯坦“核弹之父”卡迪尔·汗的帮助，且利比亚与卡迪尔·汗及其核黑市网

络的合作一直持续到 2003 年秋季利比亚宣布弃核时为止。在此期间，利购买了包括离心分离机在

内的大批与核武器制造有关的设备和部件。
[11] 

 
二、核武诉求的基本动力 

 
30 多年来利比亚之所以不断地进行核武研发活动，其主要原因是出于安全考虑。首先是利比

亚的政权安全。在利比亚的政治体制中，几乎所有的政策决策权都掌握在卡扎菲及其身边一批助

手、顾问手中。他们处于利比亚政治权力的核心，是该国最大的利益代表。因此，政权的安全就

是他们自身的安全，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自己政权的安全。要保证政权安全，

不仅必须争取其国内民众的支持与拥护，而且必须反对外来的干涉、破坏与颠覆。在争取本国民

众的支持方面，卡扎菲不但注意利用本国的石油收入着力改变民生，而且还注重提高利比亚的国

际地位和他个人的国际威望。为此，卡扎菲对外大力宣传本国的意识形态；支持阿拉伯世界的联

合与统一；反对分裂并剥削阿拉伯世界的帝国主义；坚决反对被称为帝国主义的傀儡的以色列、

                                                        
①钚在自然界中几乎不存在，只能人工制造。铀-238 在高能中子照射下，可裂变成铀-239，由后者生产出钚-239。
胡学兵、郑科伦、曹健峰：《武器霸王：核武器 100 问》，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8～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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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反对同以色列媾和的阿拉伯国家，努力把自己塑造成阿拉伯利益保护者

的形象。同时，卡扎菲非常注重军事力量建设，推动核研发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对于卡扎菲而

言，拥有核技术是阿拉伯成就的明证，是促进阿拉伯民族伟大事业的手段；核武器被认为是强化

利比亚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增强其反对帝国主义、实现其泛阿拉伯主义目标的重要工具。阿拉

伯民族主义是卡扎菲意识形态中的核心要素，被他冠之以“原始价值观”
[12]473

。如果利比亚成为

阿拉伯世界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卡扎菲缓解其内部持续存在的军事

政变压力，从而达到延续政权的目的。
[13]91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卡扎菲激进的意识形态、对亲美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对恐怖主义者的财

政帮助使他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不受欢迎，利比亚与几乎所有邻国以及周边的国家的关系都变得疏

远了。而且，利比亚的对外关系具有变化不定的特点，这更使其缺少稳定而可靠的盟友。因此，

利在没有最可靠的安全伙伴的情形下，只能依靠自己。这种情况的最终结果是：利比亚必须在安

全和军事方面做到自给自足。
[14]

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拥有核武器无疑是比较可靠而有效的手段。 
此外，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不断强化着卡扎菲对拥有核武器的必要性的认识。以色列

于1981年对伊拉克奥西拉克（Osirak）核反应堆实施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进一步增强了利比亚

获得核武器的决心。
[15]152

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越发让卡扎菲感到是自身政权安全的巨大威胁，要

对付这种威胁，利就得拥有自己的核武器。1986年4月15日，为了报复利比亚在西柏林的一家夜总

会制造的恐怖袭击，美国驻扎在英国基地的飞机对利比亚的数个兵营和港口进行了轰炸。根据利

比亚方面的消息，有70人被炸死，其中包括卡扎菲的养女。
[16]10

卡扎菲政权担心未来再遭类似的轰

炸。在他们看来，拥有核武器，或者至少给外界制造一种利比亚正在研发核武器的印象是加强利

威慑外部侵略能力的一种方法。 
 

三、弃核及其主要原因 
 
2003年12月19日，在英美领导人宣布利比亚停止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决定后，卡扎菲郑

重宣布，利将停止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完全销毁化学武器，导弹射程将限制在300公里以内，

载重量不超过500公斤；向国际原子机构公布一切发展核原料的行动，无条件同意国际核查人员立

即进入利比亚进行核查。此外，利还承诺签署《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加入《化学武器公

约》。12月22日，利比亚政府表示同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开放其核设施细节。2004年1月，利将其

发展核武器用的重25吨的文件、导弹部件和设备交给美国。截至2004年3月，利将其所有核武器研

制设备交给了国际核查人员，包括浓缩铀用的离心分离机、飞毛腿导弹以及铀转化厂等所有设备。

2004年3月10日，利比亚正式在《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上签字①，并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对

其核设施进行全面的突击式检查。2004年9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利比亚已“相当确切地”放弃了其

核武器计划。
[17]

利比亚这种郑重、公开的弃核行为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利比亚弃核原因何在呢？政权安全是以卡扎菲为首的既得利益者的核心利益，是卡扎菲政府

实施核武研发活动的最重要的动力。同样，政权安全也是卡扎菲政府选择弃核的主要原因。这表

面上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实际却是合情合理的。卡扎菲政权安全威胁的第一个来源是美国单边的

乃至国际多边的经济制裁。自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利比亚因被视为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而被贴

上“无赖国家”的标签。1986年1月，美国里根政府断绝了与利比亚的经济联系，并冻结了利在美

                                                        
①2006 年 8 月 11 日，《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在利比亚正式批准生效。参见“Strengthened Safeguards System: 
States with Additional Protocols,” http://www.iaea.org/OurWork/SV/Safeguards/sg_protoco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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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资产，开始对利实施全方位经济制裁。①1988年洛克比空难事件使利陷入更为严峻的制裁困境。

为了迫使利对空难事件负责，1992年和1993年安理会通过了多个对利实施经济制裁的决议，制裁

内容包括：禁止所有航班出入利比亚；禁止把石油设备卖给利比亚；冻结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海

外资产；
[18]163

禁止向利比亚出售用于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特殊物项
 [19]554-555

；某些决议还禁止向利

比亚出口能够用于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促进常规军事能力发展的物项。美国于1996年通过

《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禁止美国公司甚至他国公司与利发生商业往来。制裁不但使利石油收

入锐减，还使利因缺乏石油生产设备而无法拓展石油生产规模，从而阻碍了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深度依赖石油的政府税收减少，政府开支缩减，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其结

果是，人民对利比亚政府不满，但却对利比亚的反政府势力，比如乐善好施的穆斯林兄弟会、民

族拯救阵线等充满好感。九十年代前、中期，伊斯兰势力和军队势力制造内乱，政权安全问题日

益恶化。为了解决此问题，卡扎菲必须尽力促进利比亚经济和政治发展。这就要求卡扎菲优先进

行石油部门的现代化、扩大石油部门的规模，通过增加外国投资刺激停滞的经济。要实现这些目

标就必须采取实际步骤，努力摆脱制裁之苦。事实上，早在1992年联合国通过制裁决议后不久，

利比亚就建立了一个高级委员会负责与华盛顿重新进行沟通。
[20]390

而美国坚持在解决洛克比空难

问题之前，不与利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在恐怖活动方面，“从1994年以来就没有听到过利比亚参

与恐怖活动的确切报道”
[21]8-9

。同时，利比亚也在九十年代实现了从其一贯倡导的“泛阿拉伯主

义”向“泛非主义的转变”，以取得非洲国家在解除国际制裁等方面的帮助。九十年代，卡扎菲尽

管仍然发表反以言论，但也开始表达了对中东和平进程的支持。
[22]

在空难问题上，利比亚也逐渐

表现出合作态度。1999年，联合国暂停对利制裁。但美英还要求利解决它们所关切的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问题。
[23]

显然，要想最终摆脱制裁之苦、广泛融入国际社会，利有必要放弃包括核武器在

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如果说经济制裁是间接推动卡扎菲弃核原因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则使卡扎菲政权感受到强

大外部威胁，从而直接加速了利比亚的弃核。由于美国发动对伊拉克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主要

借口是萨达姆政权秘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利担心美国会因同样的借口对自己开刀。据报道，

卡扎菲在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一次电话交谈中说，萨达姆被推翻以后，“美国想要我做什

么我就做什么，因为我看到了伊拉克所发生的一切，我有些担心”
[24]

。2003 年 10 月初，美英舰

船截获了一艘挂着德国国旗从迪拜驶往利比亚的货船，船上装有由巴基斯坦设计、在马来西亚制

造的离心分离机部件。
[25]

这是利试图进行铀浓缩活动的有力证据，这更增加了卡扎菲的担心。加

之利的核武研发活动耗资不菲、进展缓慢，尚处于“小规模、低水平”的阶段，对外部威胁难以

构成有效威慑。这些情况美英情报部门均有所掌握。卡扎菲政府由此认识到，寻求并拥有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与其政权的安全利益不一致；它们会给利比亚带来不安全；这与其说是一种战略资本，

倒不如说是一种沉重负担。 

 

四、履行弃核承诺，和平利用核能 
 

利比亚正式宣布弃核后，认真履行弃核承诺，签署或批准了与核不扩散有关的各项国际条约，

准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彻底核查，积极主动地与美英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妥善处理核设

施、核材料、核设备及相关文件等的拆卸、转移和销毁问题。依据与美英达成的谅解，利同意把

                                                        
①关于美国与利比亚关系较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 Yahia H. Zoubir, “Libya in US Foreign Policy: from Rogue State to 
Good Fellow?”, Third World Quaterly,Vol.23, No.1, 2002, pp. 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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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设计资料、与核武器有关的资料以及大多数事先未申报但却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保障范

围内的铀浓缩设备转运到美国。
[5]3

在利比亚的有效配合下，至2004年底，美英及国际原子能机构

基本完成了拆运与查证工作。 
在查证问题上，美英曾想把国际原子能机构排除在外，理由是它没有参与到推动利比亚弃核

的秘密谈判中去。但利坚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查中发挥主导作用，因为在利看来，只有国际原

子能机构的参与，查证结果才具备有效性和信任度。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参与也是利比亚融

入国际社会的一个标志。2004年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始正式对利比亚核设施进行核查，美英两

国为核查工作提供后勤支援。此外，利比亚还与美英政府一起成立了“三边指导与合作委员会”，

一方面负责弃核后安置核科学家和核技术人员，防止他们受到诱惑而到其他秘密从事核武研发的

国家工作；另一方面负责深入了解利比亚获取核物项的网络，以便在未来能够更有效地反扩散。

当然，“三边指导与合作委员会”也有推动利比亚继续履行承诺的功能。2004年5月，在委员会的

督促下利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政策，包括停止与相关国家进行军事方面的交易。
[26] 

但是，弃核并不意味着利比亚完全放弃了核研发及其和平利用核能。2005年，利比亚继续

加强对外关系，致力于签署推动和平核能利用的合作协议。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利比亚试图与

法国合作，并要求法国进行技术转让。2004年11月，法国总统希拉克访问利比亚时表示，法国

愿与利“建立新的伙伴关系”。2005年5月31日，法国外交部发言人马太宣布，法国与利比亚为

和平利用核能展开合作的原则已经确定，合作项目的具体内容仍在探索阶段，合作协议很快就

会出台。
[7]2006年3月和6月，利比亚分别和法国、英国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协议。同年12月，利比

亚与一家阿根廷公司签订合同，对利比亚现有的一座小型研究性反应堆进行修复。利还有意与

该公司合作兴建一个新反应堆。
[28]45-462006年3月15日，法利两国签署了民用核合作协议。

[29]2007
年7月，法国总统萨科齐访问利比亚，与利领导人卡扎菲签署了核能合作谅解备忘录。

[30] 
尽管法利核能合作连美国都表示了谨慎的支持，但也遭到一些有影响的个人和组织的非议。

[31]

毕竟，核能的和平利用与军用并无绝对界限。这些个人和组织认为利油气资源丰富，能源自给有余，

即便想促进能源多样化，也该根据该国地理状况，优先考虑太阳能。 
值得注意的是，利比亚在加强与西方国家合作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2008

年4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利进行了访问，同卡扎菲讨论了双边经济、能源和军事合作等议题。10
月31日，卡扎菲对俄罗斯进行了回访，这是自1985年以来卡扎菲首次访俄。据利比亚外长沙勒加

姆透露，双方除了讨论能源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军售等问题外，还在和平利用核能、设计和建

造核反应堆以及提供核燃料等方面签署了协议。
[32]  

 
五、结语 

 
利比亚放弃支持恐怖主义、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改善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

解除了压在自己头上的经济制裁，缓解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并最终实现了政权的巩固。诚然，利

比亚弃核后，国际制裁解除，美国的单边制裁也大为缓解，利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

政治与经济交往得到加强。但是，美国依然极为关注利比亚的人权、民主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

政治改革。因为如果美国放弃这些关切，与其所倡导的大中东民主改革立场相悖，与其国民所信

奉的价值观相悖。美国的压力可能使利比亚被迫进行国内利益的再分配，这将从根本上威胁卡扎

菲政权，卡扎菲是不会接受的。总之，美国与利比亚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矛盾一时难以消弭，

且这一矛盾的存在制约着利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多极化速度的加快，美

俄矛盾的增大，以及中东国家核竞赛的加剧，利比亚有可能重新踏上核武研发之路。2009年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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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名利比亚反对派领导人甚至声称卡扎菲政权秘密保存着一座核武器研发工厂。
[33]

当然，人

们宁愿相信利比亚的弃核是真心实意的，而不仅仅是为了表面上安抚国际社会，暗地里却以更为

隐秘的方式按照自己既定的议事日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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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Libya’s Nuclear Policy：History and Reality  

 

YUE  Hanjing 
                                         
Abstract   Seemingly supporting the international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Libya, as early as 
1969, shortly after Qadhafi got on power, began to carry out its clandestine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which was intended to strengthen the regime’s security and went through for more than 30 years until 
2003 when Libya declared its renunciation of it. As there existed deep contradiction between Libya and 
Western countries like America, increasingly severe economic sanctions had been inflicted on Libya 
since the late 1980s. As the sanctions greatly restricted Liby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obviously lowered the people’s life standard, they placed a premium on people’s anti-government 
emotion and provided a favorable opportunity for political opposition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Libya 
decided to take practical steps to improve relations with Western countries and develop its economy.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Libya’s renunci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The Iraqi War strengthened 
Qadhafi’s cognition of the menace to his regime and became the direct reason for his renunciation. 
Though having renounced nuclear weapons, Libya is possibly to set its foot on the road of nuclear 
weapons activities again in the future, with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ituation.  
Key Words   Libya; Nuclear Policy; Middle East Security; Renunci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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