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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德刚

【 内容提要 】 海外军事基地是美 国 向全球关键地 区投射军事 力量 、 巩 固联盟体

系 、 干预地区 事务 、保护海外利 益的重要手段 。 不 同 于在欧洲和亚太 ，
美 国在 中 东地 区

未能形成高度机制化的安全架构
，其中 东 军事联盟体 系具有脆弱性和动态性 。 冷战后

美 国在 中 东 盟 国的 军事基地部署经历 了

“

扩张——收缩——再扩张——再收缩
”

的周

期性 变化 ， 其分别 于 １ ９９ １ 年 、
２００ １ 年和 ２００９ 年起实施 了 三次重大调整 ，依次表现为

集 中化 、机动化和小型化。 美 国 中 东 军事基地的调 整 内容 包括战略重心 的 迁移 、 责任

区 的 变更 、驻军规模的 变化和基地功能的拓展 ，其调整过程主要受地 区格局 变化 、美 国

决 策者认知 、基地政治化和第 三方的反制等 因 素的共 同影响 。 未来美 国 中 东 军事基地

的调整将从依靠 中 东 大 国转 向依靠具有战略意义的 中 东 小 国 ，
从建立威胁导向型 军事

基地转向建立任务导向型 军事基地 ，
从维持

“

传统
”

军 事基地转向建立
“

睡莲式
”

小型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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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战略
，
或曰

“

大战略
”

是 目标与手段 、主观与客观 、 内 因与外因的结合体 ， 战略取得

成功的关键是 目标与手段实现完美的协调 、彼此相称 。
？ 国家战略是

一 国利用 自身综

合资源 ，通过综合手段追求特定 目标的一种宏观性与前瞻性规划 ，而海外军事基地则

是实现 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手段 ，
成为大国海外权力投射的重要载体 。

大 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现象可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期 。 公元前 ５ 世纪斯巴达

与雅典在军事较量过程 中 ， 曾在各 自盟国 的土地上建立 了军事基地 ； 波斯人在同罗马

人的博弈过程中 ，
也曾在 ２５００ 公里长的陆上交通要道每隔 ２９ 公里修建一处军事要

塞 ，其功能类似于今天的后勤补给基地 。 这些驿站不仅为兵马征战提供了重要后勤补

给 ，
而且缩短 了信使传送情报的时间 ，海外驿站亦发挥了通信功能 。

？

二战结束后 ，美国是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 ，
其遍布全球的上千座军事基

地成为
“

帝国的基石
”

，
是美国构建全球霸权 、遏制苏联扩张的支点 。 冷战时期 ，美 国

２５０ 万人的军事力量中大约 １／３ 部署在海外 ，
并在盟国 土地上部署了６００

—

１ ０００ 处军

事基地 。 尽管冷战后美 国成为世界上唯
一

的超级大国 ，
但海外军事基地的布局总体上

延续了下来 。
１９９５ 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 ？ 沙利卡什维利 （ Ｊ

ｏｈｎＳｈａ ｌｉｋａｓｈ －

ｖ ｉｌ ｉ
）在 《 国家军事战略报告》 中不无 自豪地指 出 ：

“

美 国拥有今天世界上最好的军队 ，

我们能够应对从伊拉克到朝鲜再到海地的各类威胁 。 美国士兵受过最 良好的训练 ，拥

有最精良的装备 ，
且处于最出色的领导之下 。

” ？

截至 ２０ １４ 年 ，美国约拥有陆军 ５２ 万人 ，海军 ３２．
３６ 万人 ，海军陆战队 １９ ． ０２ 万人

，
空

军 ３２ ．３６ 万人 ，海岸警卫队 ５ ． ３ 万人 。

④ 与其他大国不同 的是 ，美 国地处西半球 ，
远离世

界三大战略要地
——东亚 、欧洲和中东地区 ，是世界上唯

一不在欧亚地区却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大国 。 美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战略要冲部署军事基地是其克服地缘劣势 、投

射军事力量 、强化世界领导权 、拓展海外利益 、巩固联盟体系 、推行西方 民主价值观的重

要手段 ， 同时又是消耗美国财力 、将美国拖入地区纷争 、损害美国 国家形象的
“

包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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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美 国 中 东 军事基地的战略调整

二 问题的提 出 与文献综述

根据美国国防部估算 ，

２ １ 世纪初美 国海外军事基地的资产价值约 １２７０ 亿美元 ，

？

海外军事基地既是美国保护海外利益的重要桥头堡 ， 又是美国海外利益的组成部分 。

类似于 １ ９ 世纪的英国 ，美国通过海外军事基地部署 ，
成为 ２ １ 世纪 的

“

日 不落帝国
”

；

美国声称可以凭借海外军事基地在两个小时内 向任何国 际危机爆发地点投射军事力

量 。 美国 国防部号称世界上最大的
“

财主
”

，拥有 ５７ ．
 １９ 万处军事设施 ， 军事基地面积

达 ３０００ 万英亩 ，基地设施价值 １５９０ 亿美元 （
２００７ 财政年 ） 。 ２０ １５ 年

，美国海外军事基

地遍布 ３９个国家和地区 ，共 ５８７ 处 ， 占美国全球军事基地总数 （
４８５５ 个 ） 的 １／８

； 中东 、

亚太和欧洲成为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三大重点地区 。
②

中东位于欧洲 、俄罗斯 、 中 国 、 印度等大国之间 的
“

缓冲地带
”

，连接欧 、亚 、非
，
沟

通西欧与亚太两大工业区 ，是伊斯兰文 明的核心地带
，
也是基督教文明 、斯拉夫文 明 、

中华文 明 、印度文明与非洲文明板块之间的交汇地 ， 占世界能源储量的
一

半以上 ，成为

大国争夺的战略重点 。 早在 １ ７９８ 年拿破仑就 曾指出 ：

“

要在 （ 印度 ）这样遥远的战场

打胜仗
，就必须有

一

个中途阵地作为进攻基地 。 埃及离 （ 法国 ） 土伦 ６ ００ 法里 ，离马拉

巴尔 （ 位于今印度果阿以南至科摩林角 的海岸 ）
１５００ 法里 ，

＇

它正是这样
一

个进攻基地 。

法国如果能够在 （埃及 ）这个国家里牢固站稳脚跟 ，那么它迟早会成为印度主人 。

”
＠美

国在地缘上远离 中东 ，但却依托海外军事基地部署 ，确立 了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 。 奥

巴马担任总统初期 ，
美国在 中东 １ ２ 国部署了 １５０ 多处军事基地 ， 占其海外基地总数的

约 １／４
，成为美国维持全球主导权的重要基础 。

④ ２０ １２ 年美国 国防部报告 《维持美 国 的

全球领导地位 ：

２ １ 世纪美国 防务的首要任务 》指 出 ： 美 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与
“

动荡

弧
”

息息相关 ，这条
“

动荡弧
”

从西亚 、印度洋 、南亚
一

直延伸到东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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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这里不包括美国国防部部署在海外 的秘密军事基地 。 如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 ，
美国在约旦军事基

地部署 了５０００ 人 ， 这些军事力量不仅配合了小 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 战争 ，
还配合 了美 国 中央情报局 的工作 。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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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外学界一般认为 ， 中东是埋葬帝国的
“

坟墓
”

， 中东军事基地既是帝国实力扩

张的产物和大国权力之锚 ，
又是帝国过度扩张并最终瓦解的罪魁祸首 ，但学界对美国

中东军事基地的研究仍显不足 。

第一 ，从研究内容来看 ，
现有成果缺乏对美国中东军事基地调整 的理论与经验研

究 。 有些成果考察大国在海外军事基地的影响 ， 如保罗 ？ 肯尼迪 （
Ｐ ａｕｌＫｅｎｎ ｅｄｙ ） 从

“

帝国的过度扩张
”

这一命题出发 ，认为海外军事基地的部署实际上使帝 国军事开支

大大增加 ，原本用于民用开支的部分用在了扩军备战领域 ，最终引起国 防和经济发展

比例失衡 ，导致帝国的衰落 还有些成果对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研究集 中在部署层

面 ，特别是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双重博弈视角探讨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战略

条件 、技术条件 、外交条件 、财政条件与法律条件等 。
② 部分研究成果虽涉及冷战后美

国和其他大国军事基地的调整 ，但主要探讨美国在 日本 、韩 国 、菲律宾 、澳大利亚 、关岛

等亚太的军事基地
＠以及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基地调整 ，

？对美国 中东军事基地调整的

研究较少 ， 系统性不强 。
？

第二
，
从研究方法来看 ，学界未能对比分析美 国在中东军事基地 内部 以及与欧洲

和亚太军事基地之间部署的差异性 。 海外军事基地伴随美国的崛起 ，在美国安全战略

和全球力量投射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为什么美国在沙特阿拉伯 、伊拉克 、阿尔及利亚 、

土耳其等中东伊斯兰大国的军事基地常常爆发危机 ，甚至有的最终被迫关闭 ，而在卡

塔尔 、 巴林 、阿联酋 、科威特 、吉布提等中东伊斯兰小 国 的军事基地能够总体上保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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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为什么美国会对中东军事基地的战略重心 、战区 司令部 、人数和功能不断做出调

整 ，而在欧洲和亚太的军事基地部署却具有相对稳定性与延续性 ？ 对于这些 问题 ，

学界并未做出详细的解答 。 美国 中东军事基地与它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

差异较为明显 ：前者以小型前沿行动基地 （ ｆｏｒｗａｒｄｂａｓｅ ｓ ） 为主 ，后者以大型主要军事

基地 （ ｍａｉｎｂａｓｅｓ ） 为主
；
前者部署在与美 国在政治意识形态 和价值观差异甚大的伙

伴国 土地上 ，
后者部署在与美 国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似 的盟国土地上 ；

前者的

军事部署经常受突发事件的影响而不断调整 ，后者的军事部署则具有长期性与可预

期性 。

第三 ，从研究材料的运用来看 ，
现有成果未能将军事基地研究与美国安全战略报

告的解读有机地结合起来 。 美国白宫公布的 《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和 《总统政策文件》

（
ＰＰＤ

） ，美国国 防部定期公布 的 《基地结构 报告》 、

？
《美军在世界各地人力 资源分

布》 、
？
《基地关闭与重组报告 》 、

？
《美国 国防战略报告 》和 《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 ，参谋

长联席会议公布的 《 国家军事战略报告 》
，

？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每年

颁布的 《国 防授权法案 》 （
ＮＤＡＡ

） 等文本均未得到深入的解读 。 此外 ，美国 国防部办

公厅定期公布 《武装力 量运 用 指南 》 （ ＧＥＦ ） ， 将 国 防部制 定 的 《应 急计 划 指南 》

（
ＣＰＧ

） 、 《安全合作指南 》 （
ＳＣＧ

） 、 《核武器运用政策指南》 （ ＮＵＷＥＰ ） 与 《全球武装力

量管理 》 （ ＧＦＭ ）和 《全球防务态势》 （ ＧＤＰ ）等文件进行
“

综合集成
”

， 为战区指挥官和

参谋人员拟制作战计划确立 了
一

致性的战略框架 。

？ 这些文件都是观察美国在 中东

地区部署与调整其军事基地的重要纲领性文件 ，但现有研究成果缺乏对这些文件的深

层次解读 。

基于上述认识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运用美国各类安全战略报告 ，考察美国

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调整 ，解读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基地的调整阶段 、调整内容 、调整

动因及其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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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与中东军事基地相关的美国各类战略报告

｜

《 国家安全
｜

《 四年防务
｜

《基地结构
｜

《美国国防
｜

《国家军事
｜

《 战略管运
｜

《 国防小组



战略报告》 评估报告》 报告》 战略报告 》 战略报告 》 规划报告》
① 报告》

白宫 （ 总统 ） 国防部国防部国防部国防部国防部

１ ９９７ＶＶＶＶ

１ ９９８


Ｖ


１ ９９９ＶＶ

２０００Ｖ

２００１ＶＶ

２００２ＶＶ

２ ００３Ｖ

２００４ＶＶ

２００５ＶＶ

２００６ＶＶＶ

２００７Ｖ

２００８ＶＶＶ

２００９Ｖ

２０ １ ０ＶＶＶＶ

２０ １ １ＶＶＶ

２０ １ ２Ｖ

２０ １ ３Ｖ

２０ １４ＶＶ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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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ｉ ｏｎ
，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ｓ ｅ

．ｇ
ｏｖ／Ｎｅｗｓ／Ｐｕｂ 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ｓ

，
登录时间 ：

２０ １ ６ 年 ５月３０日 。

三 冷战后 美 国 中 东 军事基地的三次调整

海外军事基地不仅发挥在危机爆发后干预地区事务的作用 ，
而且在和平时期也起

到威慑作用 ，成为美国遏制战略的组成部分 。 正如美国 《 ２０２０ 年联合构想 》所指出 的 ，

军事部署除在海外增加军事力量的物理存在外 ，
还可以对战区敌人和其他各方产生心

① 参见Ｄｅｐａ ｒｔｍｅｎ ｔｏｆ Ｄｅ ｆｅｎ ｓｅ ， ＦＫ２ ０＂Ｓｔ ｒａｆｅｇｉｃ故ｊＰ／ａ汀 ， Ｗａｓｈ ｉｎｇｔｏｎ ，Ｄ ＿ Ｃ ．

， ２０ １ １ 。

？

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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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作用 ，美 国战区 司令部可以 在军事行动 中利用这种 心理影响力 。 因此
，
展望 ２０２０

年 ，美国国防部的战略概念是决定性力量 、权力投射 、海外军事存在与战略灵活性 。

？

冷战结束后 ，美国经历老布什 、克林顿 、小布什和奥巴马四任总统 ， 其中东军事基地部

署经历 了三次重大调整 。
？

（

＿

） 第
一

次调整 ：从分散化到集中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 随着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以及海湾危机的爆发 ，美国的 中东军

事基地部署迎来第
一

次战略调整 。 这次调整的措施包括 ： 第
一

，减少在欧洲和东亚的

大型军事基地和驻军规模 ， 同时在中东潜在冲突地 区部署快速反应部 队和远征军 ，
以

加强危机管理 。 第二 ，加强关岛 、迪戈加西亚群岛 、 冲绳 岛和格陵兰岛等
“

战略岛屿
”

的军事基地建设 ，强化对战略航线和通道的主导权 ， 因为世界上 ３／４ 的大城市 、 ７０％的

工业资本和人 口 以及世界主要首都均在距离海岸线 ２００ 公里 以 内的地区 。
？ 第三 ，在

爆发冲突且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地区 ， 特别是海湾地区部署新的军事基地 。 经过这次

调整后 ，美 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以海湾阿拉伯 国家合作委员会 （简称海合会 ） 六国 和

土耳其为重点 ，永久驻军人数从 ３０００ 人左右增加至 ５ 万至 ８ 万人。

在 １ ９９ １ 年海湾战争 中 ，美国积极说服伊拉克周边国家向多国部队提供军事基地 ，

美 国作战力量主要从欧洲司令部抽调而组建 。 在海湾战争中 ，美 国临时部署 了５０ 万

人作战部队 ， 此外英国部署 ３ ．５ 万
，法国 １ ．３５ 万

，
其他 ２０ 国共部署 了

１５ ．５ 万人军队 ，

包括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 、阿曼 、卡塔尔和埃及等 中东伊斯兰 国家 。 海湾战争期 间 ， 中

东及其周边地区 的军事基地发挥 了重要作用 。 例如 ， 美国 Ｂ—５２ 轰炸机主要使用英

国费尔福德 （
Ｆａｉｒｆｏｒｄ

） 基地 ；美国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 、土耳其的因切尔

利克 （
〖ｎｃ ｉｒｌ ｉｋ

）空军基地 、沙特苏尔坦王子空军基地 （ ＳｕｌｔａｎＰｒｉｎｃｅＡｉｒＢ ａｓｅ ） 、科威特

的多哈兵营 （
Ｃａｍｐ

Ｄｏｈａ
） 、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均发挥 了支撑作用 。

？ 因切尔

利克空军基地共驻有美军 １ ５００ 人
，
文官雇员 ５０００ 多人 （包括 当地土耳其雇员 ） ， 在北

约框架下曾部署 了６０
—

７０ 枚 Ｂ—６ １ 战术核弹 。
？

① Ｊｏｉｎ
ｔ
Ｃｈ ｉｅ ｆｓｏｆＳ ｔａｆｆ

，２０２０
，

＜４舰ｒｉｃｆｌ
’

ｓ施 ／々〇／７ ：／Ｖ尽） Ｔｂｍｏｒｒ咖
，

Ｗａｓ ｌｉ ｉｎ
ｇｔ
ｏ ｒｉ

，
Ｄ． Ｃ ．

，

２０ １０
，

ｐ ． ２１
， ｐ ． ｌ ．

② １ ９９３ 年克林顿担任总统后 ，美国在中东 的军事基地规模总体呈缩小趋势 ， 限于篇 幅 ，
本文将此部分纳人

第一次调整 中加以讨论 。

③ 韩旭东
、章欣 ： 《美 国军事基地体系 》 ，载 《世界知识》 ， 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４ 期 ，第 ２２ 页 。

④ＪｏｈｎＷｏｏｄｌｉｆｆｅ ，ＴＶ ｉｃＰｅａｃｅｔ
ｉｍｅ ｔ／ｓｅ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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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 ｓ ｔｏｎ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ｒｔ

ｉｎｕｓＮ ｉ

ｊ
ｈｏｆｆＰｕｂｌ

ｉｃ ａｔｉ ｏｎ ｓ
，１９９２

，ｐ ． ３２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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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 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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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战争结束后 ，

一方面 ，美国强调萨达姆政权对海合会成员国构成了严重威胁
，

成为美国保留并扩大在 中东军事基地部署的借 口
； 另
一方面

，美 国不再利用 中东 以外

的军事基地 ，更倾向于在海湾地区建立大型军事基地 ，
以解决后勤补给滞后 、军事调动

缓慢 、前沿军火储备不足等难题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美国与海湾国家相继签订了军事

协定 ，军事基地部署实现常态化 ，
以执行伊拉克禁飞 区 、遏制伊朗等军事任务 ，其在海

湾的大型军事基地包括沙特苏尔坦王子空军基地和科威特的多哈兵营 。

？１ ９９ １ 年 ９

月 ，美国和科威特签订军事基地协定 ，规定美军有权使用在科威特的军事设施 ，美国海

军有权驶人科威特港 口 。
②

１ ９９５ 年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 《 国家军事战略报告》 。 该报告基于美 国总统

克林顿政府提出 的
“

接触与扩展
”

战略 ，提出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后 ，美国 的安全环境

仍面临新的挑战 ，尤其是地区动荡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
巴尔干冲突 、非洲和其他

威权国家民主转型成为新的安全威胁 。
③

１ ９９５ 年 ７ 月
，美国成立第五舰队 ，

以增强美

军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 ，并为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提供前沿总部。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美国

在沙特宰赫兰 （
Ｄａｈｍｎ

）空军基地遭受恐怖袭击 ，导致 １９ 人死亡 ，美国不得不从沙特撤出

４５００ 人 ；
１ ９９８ 年 ，美国国防部宣布 ，其在中东地区的驻军总人数已下降至 １

．
５ 万人 。

？

（
二

）
第二次调整 ：从静态部署到机动化

九
一一

事件发生后 ，
美国对中东军事基地部署做出 了冷战后的第二次调整 。 美 国

这次军事基地调整打上了
“

拉姆斯菲尔德构想
”

的烙印 ， 即 ２ １ 世纪 ，美 国对海外威胁

的认知 由过去
“

基于威胁
”

转变为
“

基于能力
”

；
军事基地部署 由过去的大型 、静态基地

转变为小型 、动态基地 ；海外军事基地部署所针对的威胁由潜在主权国家转向恐怖主

义
；军事部署的重点地区 由欧洲和亚太转 向 中东伊斯兰地区 ， 以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

拉克战争为首要任务 。
？ 美国军事基地体现出

“

以本土基地为核心 、 以海外基地为前

沿 、点线结合 、 多层配置
”

的部署格局 。 为此 ，
唐纳德 ？ 拉姆斯菲尔德 （

Ｄｏｎａ ｌｄＨ ｅｎｒ
ｙ

Ｒｕｍｓｆｅｌｄ ） 提出了 

“

 １０
—

３０
— ３０

”

构想 ，即
一旦美国政府做出在全球某个地区进行干预

①Ｋｅ ｎ ｔＥ ．Ｃａ ｌ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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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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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 ８

－

２９９ ．

⑤ 刘惜戈 、孟祥青 、金灿荣 、傅梦孜 ：ｒ 拉姆斯菲尔德构想
”
——美 国全球军力重新部署 》 ， 载 《世界知识 》 ，

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４ 期 ，第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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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 美 国 中 东 军事基地的战略调整

的决定 ，美军能在 １０ 天内部署到作战地点 ， 在 ３０ 天 内击垮敌军 ，
而在接下来的 ３０ 天

内 ，
美军必须重新集结 ，做好奔赴另

一地区执行下
一

次军事任务的准备 。

① 因此 ，拉姆

斯菲尔德要求美国重新部署军事基地 ，根据面临的任务保持灵活机动性 ，且首要任务

是在
“

动荡弧
”

地区为反恐战争而加大军事基地部署 。 除在土耳其和海合会国家外 ，

美国还在吉布提雷蒙尼尔 （
Ｃ ａｍｐＬｅｍ ｏｎｎ ｉｅｒ

）部署了
４０００ 官兵和文职人员 ；

？为打击
“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

 ，
２００３ 年 ，美 国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南 １ ５００ 公里 、距塔曼

拉塞特 ３８４ 公里处的阿拉克 （ Ａｒａｋ
） 附近建立攻击直升机与监听基地 ；

③以色列 内盖夫

沙漠地区凯伦山 （
Ｋｅｒｅｎ ） 的导弹预警雷达站是美国在该国重要的军事存在 ，该雷达站

隶属美 国陆军 ，共部署有 ５００
—７００ 名美军官兵 ；

？美军还借用英国在塞浦路斯的亚克

罗提利 （
Ａｋｒｏ ｔ ｉｒｉ ）与德凯利亚 （

Ｄｈｅｋｅｌ ｉａ
）两处军事基地 。

小布什时期 ，反恐从一项策略上升为美 国 的
一

项大战略 ，从一项具体行动变成了

全球范围内的反恐战争 ， 中东地区成为美 国全球军事部署的重心 。 小布什宣布 ：恐怖

组织在 ２１ 世纪已经形成了一个邪恶世界 ，哈马斯 、真主党 、

“

伊斯兰圣战组织
”

、

“

穆罕

默德军
”

形成了恐怖主义网络 ，
伊朗 、伊拉克和朝鲜形成的

“

邪恶轴心
”

中有两个在中

东 。 小布什总统宣称 ：
不管恐怖分子藏身于何处 ，不管是在沙漠

、丛林还是在大城市 ，

不管是在阿富汗 、伊拉克还是在菲律宾 ，美 国都要部署军事力量 ，发动先发制人打击或

政权更迭 ，
必要时采取单独行动 。 为维护美国本土安全 ，

２００３ 财年美国 国防预算增加

１５％ 。
⑤

九一一事件后 ，在
“

不支持美 国的反恐战争就意味着支持恐怖主义
”

的 巨大压力

下 ，绝大部分中东国家都加入美国领导下的全球反恐统
一

战线 ， 向美国提供各种军事 、

政治和外交支持 。
２００ １ 年和 ２００３ 年

，
美国相继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

“

反恐战争
”

，

部署了数十万人军队 ， 同时在全球反恐战争的前线伊斯兰国家 ，
包括海合会六国 、吉布

提 、阿尔及利亚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 巴基斯坦等部署了 新的军事基地 ，其

中卡塔尔乌代德 （
Ａ１Ｕｄａｉｄ ）空军基地成为继沙特后 ，美国在 中东军事基地群的中枢 。

此外 ，科威特的阿里 ？ 萨雷姆 （
ＡｌｉＡ １Ｓａｌｅｍ

） 空军基地 ， 阿联酋 的宰夫拉 （
Ａ１Ｄｈａｆｒａ ） 、

① 范永强 ：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体 系再调整 》 ， 载 《解放军报》 ，
２０ １ ４ 年 ６ 月 １ ３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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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 明翰 （
Ａ １Ｍｉｎｈａｄ

） 空军基地和富查伊拉 （ Ｆｕｊａ
ｉｒａｈ ） 海军基地 ， 巴林的谢赫 ？ 伊萨

（ ＳｈｅｉｋｈＩｓａ ） 空军基地和哈里发 ？ 本＿萨勒曼 （
Ｋｈａｌｉｆａｂ ｉｎＳａｌｍａｎ

）海军基地 ，
沙特的

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 （
ＫｉｎｇＦａｈｄＡｉｒＢａｓｅ

） 和苏尔坦王子空军基地 ，阿曼的马斯喀特

（
Ｍｕｓｃａｔ ） 、塞迈里特 （

Ｔｈｕｍｒａｉｔ ） 、马西拉岛 （
Ｍａｓ ｉｒａｈＩ ｓｌａｎｄ ） 、锡 卜 （ Ｓｅｅｂ ）机场 ，伊拉克

巴格达 国际机场 、 巴拉德空军基地 （
Ｂａ ｌａｄＡ ｉｒＢａｓｅ

） 等 ，
都是美 国曾经使用 的主要空军

和海军基地 。
？ 美国在卡塔尔 、阿联酋和阿曼的空军基地在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

拉克战争中扮演了
“

铁三角
”

的角色 。
？

拉姆斯菲尔德的全球军事基地调整构想 ， 主要是从发动
“

全球反恐战争
”

的需要

出发 ，体现出机动化和分散化的特征 ，
以 中东反美势力为防范的首要对象 。 九

一一事

件后 ，尤其是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之后 ，拉姆斯菲尔德对中东军事基地调整的重要
一

步

是关闭在沙特的主要军事基地 ， 同 时大幅增加在海湾小国 的军事基地部署 ，
包括阿曼 、

阿联酋 、卡塔尔 、 巴林和科威特 。 小布什政府在阿曼锡 卜 、马西拉岛和塞迈里特的空军

基地在中东反恐和作战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阿联酋 ，美国充分利用宰夫拉空军

基地和杰贝 ？ 阿里 （ Ｊ
ｅｂ ｅｌＡｌ ｉ

） 海军基地 ； 在卡塔尔 ，位于乌代德的空军基地变成了美

国在中东地区主要的指挥和控制中心 ，尤其在 ２００３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期间成为

前沿指挥司令部 ；在 巴林 ，麦纳麦成为美 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 ；
在科威特 ， 萨雷姆和

贾巴尔 （ Ａ ｈｍｅｄＡ１Ｊａｂｂｅｒ ） 是海湾地 区重要的空军基地 。
？ 从海湾国家方面看 ，伊拉

克教派冲突公开化 、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上升 、伊朗核问题的升级等强化 了海湾国家

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基地的依赖 。

２００４ 年
，
美国国 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 国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 会就美国全

球军事基地战略调整正式提出四点计划 ，进
一

步强调海外军事基地的机动化 ：
第一 ，美

国海军和空军多余军事力量将向亚洲转移 ，
以 加强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基地 。 第二 ，缩

小美国在欧洲司令部军事基地的规模 ，
部署快速反应部队和特种兵 。 第三 ， 在 中东地

区
，
保留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部署的军事基地 ， 定期轮换 ，

以应对突发事

件 。 第四 ，在非洲和西半球建立灵活机动的合作安全基地 ，待危机爆发后再扩大基地

规模或租用新基地。
④

①
“

Ａｓ ｓｅ ｓ ｓ ｉｎｇｔ
ｈｅＧｌ ｏｂａ ｌＯ

ｐｅｒａ ｔ ｉｎｇ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 ｎ ｔ

：
２０１ ５Ｉｎｄｅ ｘｏｆ ＵＳＭ ｉｌ ｉ

ｔ
ａｒ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

”

ＴｈｅＨｅｒｉ ｔａｇｅＦ ｏｕｎ
－

ｄａ ｔ
ｉｏｎ

，
２０ １ ５

，Ｐ
．

１
２７ ． 此外 ， 自 ２０ １ ３ 年起 ， 美国斥资 ５ ． ８ 亿美元用于扩大在巴林的海军基地 。

②ＲｏｂｅｒｔＥ ．Ｈａｒｋａｖｙ ，
Ｓｔｒａｔｅ

ｇ
ｉｃＢａｓ ｉｎｇａ ／ｗｌｆ ／ｉｅ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ｓ

，
ＮｅｗＹ ｏｒｋ

：Ｒ ｏｕ ｔｌｅｄ
ｇ
ｅ ， ２００７ ，

ｐ ． １ ５ ２ ．

③ＲｏｂｅｒｔＥ ．Ｈａｒｋａｖｙ ，
Ｓｆｍｆ ｅｇ ｉｃＢ似 ＧｒｃａｉＡｗｅｒｓ

，■／２００
－

２０００ ，

ｐ
．
１ ５２ ．

④Ｚｄｚ ｉ ｓｌａｗＬａｃｈｏｗｓｋ ｉ
，

“

Ｆｏ ｒｅｉｇ ｉＭｉ ｌ ｉ ｔａｒｙＢａｓｅ ｓｉｎＥｕｒａｓ ｉａ
，

”

ＳＩＰＲＩＰｏｌ ｉｃ ｙＰ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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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 美国 中 东 军事基地 的战略调整

（
三

）
第三次调整 ：从大型军事基地到小型化

２００９ 年奥巴马总统入主白宫后 ，美国开始将战略重心从中东转 向 亚太地区的 日

本 、韩 国 、菲律宾 、澳大利亚 、新加坡和关岛等 ，在中东维持小型化的军事基地 。 奥巴马

担任总统前 ，
遏制伊朗威胁和反恐成为美国 中东战略的重点任务之一 。 美国在伊朗周

边部署了１２ ．５ 万人军队 ，包括在阿富汗 ９ 万人驻军 ，在海湾阿拉伯 国家 、吉布提 、土耳

其等中东国家部署 ２ 万人左右 ， 分别隶属欧洲司令部 （ 土耳其 、 塞浦路斯和 以 色列

等 ） 、 中央司令部 （
阿富汗 、海湾等 ）和非洲司令部 （ 吉布提等 ） ，

？还有约 １ ． ６ 万人以浮

动军事基地 （ 如航母及其他战舰 ） 的形式 ，部署在阿拉伯海与波斯湾 的航母和军舰上 ，

包括两个航母战斗群和大约 ４０ 艘其他舰艇 。
？

２０ １ ５ 年
，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公布了最新版本的 《 国家军事战略报告》 。 该报告

长达 ２０ 页 ， 提出新时期美 国 国家利益包括 ： （
１

）美国公 民 、盟友与伙伴国 的安全 ； （
２

）

确保美国经济维持活力 、创新和增长
；
（ ３ ） 在美国 国 内和全世界尊重

“

普世
”

价值观
；

（
４

）在美 国的领导下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维护和平、安全与机会 。
？ 美 国 国家安

全面临两类威胁 ：

一

是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 国家 ，

二是暴力极端组织构成的

跨地区威胁 。 前者属于传统威胁的范畴 ，
以俄罗斯 、 中国 、伊朗和朝鲜等为代表 ，后者

属于非传统威胁的范畴 ，
以

“

基地
”

组织和
“

伊斯兰国
”

组织等为代表 ， 而当两类威胁合

流时 ，就会对美国 国家安全构成巨大挑战 。
？

冷战后美国全球军事基地部署的第三次调整可 以用
“

三东移
”

来概括 ， 即在西欧 ，

驻德国和西欧其他地区的军事力量向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波兰 、捷克 、塞尔维亚 、科索

沃等东南欧国家和地区东移 ，
以俄罗斯为假想敌和防范对象 ；在海湾 ，驻沙特的军事力

量向科威特 、卡塔尔 、 巴林 、
阿联酋等 国 东移 ， 以伊朗和

“

基地
”

组织为防范对象 ；在东

亚
，驻 日 本 、韩国和冲绳的军事力量向关岛 、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地区东移 ， 以西太平

洋陆权大国为假想敌 。

？

奥巴 马政府的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后 ， 美国 中东军事基地的规模也相应有所压缩。

① 此外 ， 美 国在印度洋上 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尽管隶属 太平 洋司令 部 ，但在海湾和 东非地区 出现危机

后 ，也成为军事干预的前沿基地 。

②
“

ＵＳＢａｓｅ ｓＥｎ ｃ ｉｒｃ ｌｅＩ
ｒａｎ

， 

”

 ｈｔ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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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ｖｅ／２０ １ ２／０４／２０ １２４ １ ７ １ ３ １ ２４２７６７２９８ ．

ｈ ｔｍｌ ，登 录时 间 ： ２０ １ 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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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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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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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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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这一调整方向源于美 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战略构想 ，参见 Ｓ
ｔ
ｅｖ ｅＬｉｅｗｅ ｒ ，

“

Ｓ
ｔｕｄ ｙＷｅ ｉ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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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４ 年以来 ，美国和伊朗关系 出 现改善的势头 ， 特别是 ２０ １ ５ 年 ７ 月伊朗核协议达成

后 ，遏制伊朗不再是美国的首要安全考量 ，
打击

“

伊斯兰 国
”

、

“

基地
”

组织及其分支机

构 ，干预中东热点地区事务成为美国在该地区的新任务 。 因在 中东的军事基地部署转

向小型化 ，美国不仅关闭了伊拉克 、阿尔及利亚 、沙特和 巴基斯坦等军事基地 ，
还在公

海地区打造
“

移动基地
”

。 这种移动基地可最大程度地减小美国对盟 国基地的依赖 。

２０ １ ２ 年美军将退役的
“

庞斯
”

号运输舰改造成海上浮动军事基地 ，
部署在中东水域

，就

是其中的
一

例 。

？



表 ２ 冷战后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的三次调整


第
一次调整第二次调整第三次调整

调整时间 １９９ １ 年２００ １ 年２００９ 年

调整特点集 中化机动化小型化

应对威胁 伊拉克 、伊朗
大规模杀伤性武

反恐 、
预防地区动荡 、遏制伊朗

器矿散

具体任务发动海湾战争 发动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 结束反恐战争 、战略重心东移亚太

国防预算增加
 

驻军规模５ 万一５０ 万人 ５ 万一２０ 万人３ 万人以下


海 六困 ＋瓦 ；ａ 掛拉
关闭 在伊拉克 、沙特 、 巴 基斯坦 、 阿尔

耳其 科威 特 巴林 卡塔尔 阿联首 、

阿曼和吉賴等＿家解事基地

部署态势局部扩张型全面扩张型全面收缩型

奥巴马政府从战略的高度审视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 ， 即 网络安全 、太空安全与海洋

安全等 ，其中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是奥巴马政府实施综合安全战略的重要手段 。
？ 截

至 ２０ １ ５ 年 ，
在奥巴马

“

三东移
”

战略中 ，美国在中东 ８ 个国家部署了 军事基地 （沙特以

外的海合会五国 、 吉布提 、土耳其和阿富汗 ） ，关闭 了在沙特 、阿尔及利亚 、巴基斯坦 、

伊拉克 ４ 个伊斯兰国家的军事基地 ，在另外 ４ 国部署了柔性军事存在 （伊拉克 、塞浦路

斯 、 以色列和沙特 ）
，奧 巴马政府基于

“

实用 、小型
”

的原则 ，维持美国 在中东的
“

军事轻

① 范永强
：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体系再调整 》 ，载 《解放军报 》 ，

２０
１
４ 年 ６ 月 １ ３ 曰 。

②ＴｈｅＷｈ
ｉ ｔｅＨｏｕ ｓｅ

，ｊＹａｆｉｏｒａａＺＳｅｃ ｗｒ
ｉｆｙ ｉＳ ｆｎｚｋｇｙ ， ２０７ ５ ，

Ｗａｓｈ
ｉ
ｎ
ｇ ｔ

ｏｎ
，
Ｄ ． Ｃ ．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 ］ ５ ， ｐｐ
．

１
２
－

１
３ ．

？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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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 美 国 中 东 军事基地的 战略调整

脚印 （
ｌｉｇｈｔｍ ｉ ｌｉ ｔａｒｙｆｏｏ ｔｐ

ｒｉｎ ｔ
）

”

，

？甚至大量借用私人安保公司 ，保持在中东的军事
“

零

脚印 （
ｚｅ ｒｏｆｏｏ ｔｐ

ｒｉｎｔ
）

”

；

？进
一

步寻求在其他中东 国家的柔性军事存在 ，包括无人机基

地 ，如在沙特和吉布提 。

四 美 国 中 东 军事基地调整的 内容

美国 中东军事基地的调整包括战略重心的迁移 、责任区的变更 、规模的变化 、功能

的拓展四个方面 。

（

＿

）战略重心的迁移

从冷战时期到冷战后 ，美国全球军事基地部署的重心各不相 同 。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 ，美国 １／４
一

１／３ 的军事力量部署在海外 ，其中绝大部分部署在 日本 、 韩国 、菲

律宾 、南越 、德国 、意大利 和英 国等 ， 除 土耳其外 ，美 国未在 中东部署大规模军事基

地 。 截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大约 ４０ 万美军部署在海外 ，其 中绝大部分仍部署在西

太平洋和西欧 ， 中东仍不是美 国 全球军事部署的重点地区 。 冷战结束后 ，美国关闭

了海外 ６０％的军事基地 ，

２７ 万美军从海外撤回国 内 ，
包括从巴拿马 、菲律宾和西班牙

撤出大量驻军 。 但 １９ ９０ 年海湾危机爆发后 ，美国在海合会的驻军大幅增加 ， 同时拉

开了美 国在苏伊士运河以 东地区建立大规模军事基地的序幕 。 美国 以沙特为该地

区的
“

桥头堡
”

，
部署 了上万人军队 ，沙特和土耳其成为美国在 中东的最重要的军事

基地东道国 。

从老布什到奥 巴马 ，美国在全球军事部署的重心不同 。 老布什时期 ， 美国全球

军事基地的部署 以防范苏联为主要任务 ，尤其以欧洲 、东亚的军事部署为重中之重 。

美国欧洲 司令部和太平洋 司令部的军事基地面积都超过了２０ 万英亩 。 然而 ，

１ ９９０

年海湾危机爆发后 ， 美国在海合会国家部署 了１６ ．５ 万人 、共 ５０５ 处军事基地 ，甚至

超过了美国在欧洲及西太平洋地区 的驻军人数 。
？ 克林顿时期 ， 美国开始将全球军

事部署的重心放在欧洲 、亚太和中东地区三大要地 。 在 中东地区 ，美国军事部署所

要防范的对象是伊朗和伊拉克 ， 土耳其 、海合会成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和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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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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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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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部署国 。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进人新一轮收缩期 ，美国 在德国 、 曰

本 、韩国 、伊拉克 、阿富汗 、沙特的军事基地都开始
“

瘦身
”

。
２００４ 年 ，美国总统小布什

宣布将海外 ７ 万名美军及 １ 万名家属撤回美 国国 内 。
①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美国海外军事基

地数量占全部基地的 １６％
，海外军事基地建筑物占全部军事基地建筑物的 １９％

，海外

军事基地的道路 、桥梁和通信线路占军事基地总量的 ２ ３％ 。
？ 奥 巴马时期 ， 美国关闭

了在伊拉克的全部军事基地 ，
同时撤出在阿富汗的主要作战力量 ，仅保留 １ ＿２ 万名美

军从事军事训练和保护美国使领馆及侨民安全等任务 ，
以重返亚太 、实现亚太再平衡

为主要任务 ，试图将美国全球军事部署重新回到欧洲和亚太两大重点地区 。 奥巴马政

府希望将海军力量的 ６０％部署在亚太地区 、
４０％部署在欧洲地区 。

？ 随着美国页岩气

革命和对中东能源依存度下降 ，加上美国与伊朗关系的改善 ， 中东在美国全球军事基

地部署中 的地位明显下降 。

（

二
）
责任区的变更

二战时期 ，美国先后建立了５ 个作战司令部 ，包括太平洋 司令部 、西南太平洋司

令部 、与欧洲盟军共同组建的驻欧盟军司令部以及战争后期在太平洋和欧洲方向组

建的两个轰炸机司令部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 杜鲁 门 总统批准了首份 《联合司令部计

划 》 ，设立了６ 个地区性司令部和 １ 个职能司令部 ，力求实现对军种力量的联合指挥

和统一运用 。
④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美国共设有 ４ 个战区司令部 ，包括 ： （
１

）南方司令部 ， 总部位于迈

阿密 ，其中南美司令分部和 国土防务 司令分部是二级下属机构 ； （
２

） 太平洋司令部 ，总

部位于夏威夷 ，防务范围包括整个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区 ， 如东亚 、东南亚 、南亚 、大洋

洲 、南极洲等陆地及广阔的海洋 ，面积最大 ；

？
（ ３ ） 欧洲司令部 ，总部设在德国 的斯图加

特 ，防务范围包括欧洲 、俄罗斯 、波罗 的海三国 、 白俄罗斯 、乌克兰 、摩尔多 瓦 、格鲁吉

亚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苏丹 、埃及 、约旦 以及非洲大部分地区 ，
管辖人 口１〇 亿 ， 面积

１ ３００ 万平方英里 ，涵盖 ９ １ 个国家 ； （
４

） 中央 司令部 ，总部在佛罗里达州坦帕 （
Ｔａｍｐａ ）

，

①Ｚｄｚｉｓｌ ａｗＬａｃｈｏｗｓｋｉ ，

“

Ｆｏｒｅ ｉｇｎ
Ｍ ｉ ｌ ｉ

ｔ
ａｒｙ

Ｂａｓｅ ｓｉ ｎＥｕｒａｓ ｉａ
，

”

ｐ
．５

， ｐ
． １ ２ ．

②Ａｎ ｉｔａＤａｎｅ ｓ
，

“

ＴｈｅＣ ｏｓｔｏ ｆ
ｔ
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Ｕ ． Ｓ ．Ｍ ｉ ｌ ｉ ｔａｒｙＰｒｅｓｅｎｃ ｅ

，

”

Ｐｏｌｉｃ ｙＲ ｅｐｏｒｔ ，ＦＰ ＩＦ ， Ｉ ｎｓｔ ｉ ｔｕ ｔｅｆｏｒＰｏ ｌ
ｉｃｙ

Ｓ
ｔ
ｕｄ

ｉｅｓ ，Ｊｕ ｌ

ｙ
３

，２００９ ，ｐ ．６ ．

③ 《美国在亚太加快军事基地扩充步伐》 ，载《人民 日报 》 ，
２０ 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④ 参见顾伟 、李健 ： 《 美国战区司令部的形成 、发展及运行》 ，
载 《外国军事学术 》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１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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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务范围包括从海湾 、里海到中亚地区 ，该地区地域范围并不大 ，却拥有丰富的油气资

源
，北到哈萨克斯坦 ，南到肯尼亚 ，管辖人 口４

．
２８ 亿 。

①

中东地区是美军中 央司令部主要任务区 ，该地区是全球热点问题最为集中 的

地区 ，如 １９９ １ 年的海湾战争 、 ２００ １ 年的 阿富汗战争 、 ２００３ 年的伊拉克战争 、 ２ ００６

年的黎巴 嫩战争 、２００８ 年的加沙战争 、 ２０ １ ４ 年 以色列 与 哈马斯的 冲突及
“

伊斯兰

国
”

组织的发展等 。 美国 中 央海军司令部总部设在 巴林 （位于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

令部 ） ； 中 央空军司令部和 中 央陆军司令部总部设在美 国南卡罗来纳州 ， 同时 中央

空军司令部在卡塔尔设立前沿总部 ，
中央陆军司令部在科威特设立前沿总部 ； 中央

特种作战 司令部总部设在佛 罗 里达坦 帕麦克迪尔空军基地 （ ＭａｃＤｉｌｌＡｉｒＦｏｒｃ ｅ

Ｂａｓｅ
） ，并在卡塔尔设立前沿总部 。

？ 这些司令部和前沿总部设在 中东不 同 国家 ， 主

要是预防军事基地东道国 出现反美主义浪潮 ，从而殃及整个中央司令部军事部署的

安全 。

２００７ 年小布什政府宣布正式组建非洲司令部 ， 总部位于德国的斯图加特
，

？对美

国战区 司令部的布局产生 了重要影响 。 ２００８年美国 中央司令部将位于吉布提的雷蒙

尼尔军事基地移交给非洲司令部管理。 非洲 司令部的协防任务涵盖整个非洲大陆

（埃及仍属于 中央司令部管辖范围 ） ，实际上缩小 了欧洲司令部 、太平洋司令部和中央

司令部的防务范围 。 受此影响 ， 印度洋西部 、马达加斯加岛等从太平洋司令部管辖范

围划归非洲司令部 ，肯尼亚 、索马里 、苏丹等东非地区从中央司令部划 归非洲司令部

管辖 ， 中亚 、 阿富汗 、 巴基斯坦 、西亚地区 、埃及 、红海 、亚丁湾 、阿拉伯海 、波斯湾继续

归 中央司令部管辖 ，土耳其 、 以色列 、塞浦路斯等仍属 于欧洲 司令部的管辖范围 。 经

过这次调整 ， 中东地区被美国三大战区司令部 即非洲司令部 、 中央司令部和欧洲司令

部所分割 。

（
三

）
规模的变化

在冷战结束后 ２０ 多年时间里 ，美国在 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规模和驻军人数也随

地区形势变化和美国战略 目标的改变而做出调整 ，包括基地的新建 、维持 、缩小及关

闭 。 １ ９９７ 年美国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指出 ，美国政府将确保在海外维持恰当水平和

类型 的军事存在 ，
以满足美国的战略 目标

，
包括根据具体任务灵活部署永久性军事力

量 、定期轮岗部队 、前置军事设备与设施等 。 因军事基地的规模缩小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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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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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目前 ，美国仅在非 洲大陆的吉布提部署了大型军事基地 ， 驻军人数在 ３０００ 人左右 。 今后不排除美 国将

非洲司令部的总部从德国斯图加特移 至吉布提或在 吉布提设立前沿司令部 。

？

３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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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每年可节省 ３０ 亿美元的军费开支 。
①

２００ １ 年美国 《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指 出 ，未来美 国将在和平时期与盟国
一道维持

和建立小规模的军事力量 。 这些基于任务的军事部署 ，根据具体情况不同而决定部署

的时间长短 、强度 、规模和频率 。 美国还将建立定期轮岗的军事基地 ，
以在关键地区部

署军事力量 ，
支持美国长期的安全承诺 。 这些长期化的军事部署与安全承诺将形成战

略威慑 。 为此 ，
除在西欧和东北亚外 ，

美 国还将在其他地区建立形式灵活的军事基地

体系 ，临时使用国外的军事设施以参与军事训练任务 ，提高美军的机动能力 ，加强空

投 、海运 、前沿部署与后勤保障等 。
？ 正如 ２００５ 年 国 防部提交总统和国会的报告所

述 ： 与传统海外军事基地拥有大规模基础设施不同 ，美国将使用小型化前沿行动基地 、

前沿设施和定期派 出轮 岗的军事人员 。 在欧洲 ，美国拟将两个师的兵力撤回 国内 ， 取

而代之的是部署在意大利的空降旅 、在德国 的陆军训练中心 ，并在东欧建立定期轮岗

的军事存在 。 在中东 ，美国将用定期轮岗 的军事存在代替永久性军事基地 ； 在亚太地

区 ，美国将维持小型前沿军事存在 ， 同时部署反应迅速的远征力量 ，
使美军能够从权力

投射的军事基地对热点地区做出快速反应 。

？２ １ 世纪安全威胁的多元化使美国政府

对中东军事基地
“

分散化
”

，在依靠主要军事基地的 同时 ，开始在全球安全威胁的新地

区部署合作安全基地和前沿行动基地 ，这些分散化和机动化的军事基地被称为
“

电灯

开关 （
ｌｉｇｈｔｓｗｉ ｔｃｈ

 ）

”

或
“

睡莲 （
ｌｉ ｌｙｐａｄｓ ）

”

。
④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小型化既有助于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部署的隐蔽化 ，避免

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
“

政治化
”

和引 起当地 民众反感 ，也有助于美国减少军事基地的

运营成本 ，更有利于增强军事行动 的机动性 ，针对特殊任务采取灵活策略 。 美 国 与

阿曼 、沙特等 国的合作安全基地在和平时期为两 国共享 ，执行军事训练和联合军演

等任务 ，在危机爆发后可 以为美军所征用 ，美国可迅速扩大前沿军事部署 ，执行战争

与威慑等任务 。
２００６ 年美国 《 四年 防务评估报告》指 出 ：

“

如今 ，美国 在全球五大洲

的大小军事行动都表明与伙伴国合作的重要性 ， 都表 明采取秘密行动 、维持持续且

隐蔽军事存在的重要性 。 新形势下 ，
美 国需要在传统作战地区 以外维持长期和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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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度的军事存在 ， 减少美国对海外传统大型军事基地设施的依赖 ，
以积极应对非对

称性威胁 。

”①

奥巴马担任总统以来 ，美国 中东军事基地的小型化趋势进一步明显 。 美国在阿曼

的军事基地有力支撑了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但美军从伊拉克撤军后 ，

其在阿曼的驻军减少至 ２００ 人 ，马斯喀特 、塞迈里特和马西拉岛成为美军在阿曼重要

的空军基地 。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 ，美国关闭 了在沙特的主要军事基地 ，但美军第 ３７９

空中远征联队 （ ３７９Ａ ｉｒＥｘｐｅｄ
ｉｔｉｏｎａｒｙＷｉｎ

ｇ ） 负责沙特国 民卫队的训练和装备升级任

务 ，部署于首都利雅得以南 １ ３ 英里 的法赫德 国王空军基地 。 美国 在约旦虽未部署

永久性军事基地 ，但
“

伊斯兰 国
”

的威胁上升后 ，
美 国临时部署 了１ ５００ 人 ，包括

一

个

Ｆ
—

１ ６ 战斗机中 队和
一个爱国者导弹营 。 美 国还向伊拉克临时部署 １６００ 人 ，主要训

练伊拉克军队和保护美 国在伊拉克的使领馆 。 此外 ，外界还认为美国在沙特 、吉布

提 、也门索科拉岛等秘密部署了
“

无人机
”

基地
，用于空袭也门 、索马里等地区的恐怖

分子 。
？

（
四

）
功能的拓展

海外军事基地主要承担多重军事功能 ，如新式武器的试验场 、情报搜集站 、军事演

习地 、各种武器的储藏库 、运输物资的 中转站和执行特殊任务的指挥部等 。 海外军事

基地还为美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军事训练场所 ，使之能够适应不同气候 、环境和战略

背景下的作战任务 ，如美国在哥伦 比亚和菲律宾获得了 现代丛林作战训练基地 ，在阿

富汗的军事基地丰富了美军山地作战经验 ，在伊拉克 、沙特和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丰富

了美军在干燥 、炎热的沙漠环境下 的作战经验 。

２ １ 世纪初 以来 ，美 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除承担传统的作战 、威慑 、侦察 、训 练

等使命外 ，还承担了 民事 、救灾和公共外交等新功能 。 ２００６ 年美国 《 四年防务评估报

告 》指出 ，
除应对传统威胁外 ，美 国全球军事力量还承担其他非传统安全使命 ，如 ２００３

年 ，利 比里亚爆发内战 ，美 国欧洲司令部联合工作组与西非国家经济委员会 （
ＥＣＯＷ？

ＡＳ
）成功实现对接 ，最终稳定了该国 的局势 。２００５年 ， 在巴基斯坦北部发生严重地震

灾害后 ，美军 ８ 小时后就实施了救援行动 ，并成立巴基斯坦
一

美国军民灾难救助 中心 ，

向地震灾区提供援助 。
③ 截至 ２００６ 年 ，美国在吉布提部署的非洲之角联合任务部队

援建的公共项 目多达 ３８ 项
，包括校舍维修 、凿井 、当地医疗设施改善等 ；美国还在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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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建立饥荒预警系统网络办公室 （
ＦＥＷＳＮＥＴ

） ， 帮助吉布提改善牲畜 的饲养和增加畜

牧产品 的 出 口 。
？

２００９ 年 ，美国国 防部进
一

步提出 了
“

联合行动
”

的战略构想 ， 即在 ２ １ 世纪 ，美国 国

防部承担平衡和多样化任务 ，从发动战争的传统军事功能转向融作战 、安全 、接触 、人

道主义救援和战后重建于一体的多元功能 ，
特别是人道主义救援与重建的 民事功能 曰

益凸显 。 在美 国军事行动后 ，对象国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 ，需要重建 ；美国海外军事基

地东道国发生人道主义灾难后 ，也需要美军提供援助 。
？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 ，美军在

军事 占领和镇压反叛行动过程中 ，试图恢复遭战争破坏的通信设施 、公路 、铁路 、港 口

和机场 ，加强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认为此举不仅可 以帮助美国树立积极友好的 国家

形象 ，而且可避免美 国驻海外军事基地遭受当地政府 、民众和反对派的抵制 ，
抑制反美

主义 ，增强美国在该地区军事部署的合法性 。

新时期美国在 中东军事基地的军民两用特征 日益明显 。 如 ２０ １ １ 年美国 国防部公

布《 国 防部移动装置战略》 ，
将军民两用移动装置的运用上升为

一

项战略 ，使美 国军队

能够利用无线 网络及计算机终端 ，在任何地点获取实时信息 、地图和数据 ，识别联盟军

队 ，在偏远地区获得及时救治 ，提高 国防部军事行动的效率 美国
“

传统
”

军事基地

大多部署在隐蔽性较强的地区 ，军事基地区事实上成为
“

国 中之国
”

、独立的社会和

“

美国城
”

。

④ 冷战结束后 ，美国在 中东 的
“

新型
”

军事基地往往与民用设施和建筑连为

一体 ， 民用服务设施能够为现役军人提供各种后勤服务 ，包括为 ２／３ 以上的军人家属

提供住房和生活服务 。 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与当地社会的融合 ，
不仅有助于促进美国

军人及家属与基地东道国民众的互动与交流 ，也有助于带动 当地就业 ，消 除当地民众

的反基地情绪 。

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还发挥维和功能 ，如美 国 、加拿大 、法国等在埃及西奈半岛的

多国部队驻军达 １６００ 人 ，尽管埃及军方发言人阿哈马德
？ 阿里 （

ＡｈｍｅｄＡｌｙ ） 强调不

允许外国军事力量部署永久性军事基地 ，
但强调这些军事存在承担的是维和任务 ，不

属于传统军事基地的范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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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美 国 中 东 军事基地调整的动 因

美国在 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部署属于第
一

阶段 ，调整属于第二阶段 。 影响美国在

该地区军事基地调整的 因素主要是地区格局 的变化 、美国决策者的认知 、
基地政治化

和第三方的反制 。

（

―

） 地区格局的变化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隐性逻辑是全球利益——全球威胁——全球部署 ， 即美国作

为霸权国 ，坚信 自 己有责任 向全球提供公共产 品 ，维持
“

自 由 主义国 际秩序
”

。 中东格

局的变化必然导致美 国中东利益与威胁的变化
，进而影响其在 中东的军事基地部署 。

具体来说 ，美 国在 中东军事基地部署的重要任务是确保能源的正常供应 、信守对盟友

的条约义务 、保持对中东热点地 区 的权力投射与干预能力以 及控制 中东海上枢纽和

要道 。

如果将美 国全球军事基地的部署态势放在地区格局演变的长时段中加 以考察 ，大

体上可以看出三点 ：第
一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数量和驻军人数的绝对值呈下降趋势 ，

无论是在亚太 、 中东还是在欧洲地区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数量和官兵人数都逐步减

少 ，但权力投射的能力却不断提升 。 第二 ，美 国全球军事基地 的扩张与收缩呈周期性

变化 ， 即每经 ８
—

１０ 年美国全球军事基地 的扩张期之后 ，
经常会进人收缩期 ， 接着又是

新
一

轮扩张期 ，如此反复 。 第三 ，尽管美国在前沿军事基地部署的人员减少 ，但部署的

军事装备越来越先进 。

地区格局变化是美 国采取扩张性或收缩性政策的主要原因 ，美 国 中东军事基地

部署的规模和态势 与 中东战 略态势的变化存在重要关联 ，尤其与地 区格局 的变化

（ 单极
——两极——多极 ）存在重要联系 。 奥 巴马担任总统以来 ， 中 东地区 出 现了群

雄并立的多极格局 。 美 、欧 、俄 、 中等域外大 国形成了第
一

组权力平衡 ， 沙特 、伊朗 、

以色列 、土耳其和埃及等 中东地区大国形成 了第二组权力平衡 ，
逊尼派与什叶派 、

巴

勒斯坦与以色列 、温和力量与激进力量 、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 、
阿拉伯力量与非阿拉

伯力量在中东主权国家内部形成了第三组权力平衡 。
？ 受 中东多极化格局的影响 ， 美

国从伊拉克撤军 ，并撤出驻阿富汗大部分作战力量 ，关闭在沙特和阿曼等 国的大型军

事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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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美国决策者的认知

除外部因素
——

地区形势的变化影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外 ，美国决策者

的认知
——立法机构的意志 （ 国会 ） 、政治领导人理念 、安全政策制定者的偏好也是影

响海外军事基地调整的 内部因素 。 它既受领导层战略理念的影响 ，又受国 内安全和国

防体制的制约 。

首先 ，美 国领导人战略理念的变化会影 响其对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调整 ， 如老

布什政府的超越遏制 战略 、克林顿政府的参与和拓展战略 、小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

战略及奥 巴马政府的巧实力 战略等 。 小布什指 出
，

恐怖主义无法通过常规威慑与

核威慑加以 遏制 ，
因为恐怖组织可以选择在任何时间和地点 发动袭击 ；

现代科技的

突飞猛进为恐怖组织发动大规模袭击提供了技术条件 。 美国维护本土安全面临六

大战略任务 ， 即加强情报与预警 、增强边界与运输安全 、加强 国 内反恐 、保护关键基

础设施和重要资产 、预防灾难性恐怖主义的发生 、危机预防与应对等 。
？ 为维护本

土安全
，
美国相继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 ， 在 中东地区军事基地长期部署 了５

万人兵力 。
２ ００２ 年 《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认为 ， 新时期美 国 面临 的重大威胁是全

球范围 内 的恐怖主义 。 美 国 的首要 目标是瓦解其领导层 ，摧毁其指挥 、控制 和情

报系统 ，切断物资与融资渠道 ，进而真正削 弱恐怖组织策划 和实施恐怖袭击的能

力 。 具体而言 ， 美 国将采取 以下措施 ： 其
一

， 依靠军事力 量 ，积极预防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扩散 。 其二 ，阻止
“

无赖 国家
”

和恐怖组织获得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原

材料 、技术和能力 。 其三 ，加强军事部署和危机管理 ，积极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使用 的后果 。
？ 受小布什政府先发制人战略 的影响 ，美国在中东 １ ０ 多个国 家部署

了军事基地 。

其次 ，美国国防会议机制也会影响 中东军事基地的调整 。 国防会议机制包括每年

两次的 国防高层领导会议 （ 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ｅｎｉｏ ｒＬｅａｄｅ ｒｓｈ ｉｐＣ
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不定期的高层领导

评估小组会议 （
Ｓｅｎ ｉｏｒＬｅａｄ ｅｒＲｅｖ ｉｅｗＧｒｏｕｐ ） 、每周一次的 国防部副部长顾问工作会议

（
Ｄｅｐｕｔｙ

’

ｓＡｄｖ ｉｓｏｒ
ｙＷ 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 、每 月

一次的 国 防商业系统管理委员会 （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Ｓｙｓ ｔｅｍ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ｍ ｉｔｔｅｅ
） 等 （见表

３
）０

①Ｏｆｆｉ ｃｅ ｏｆＨｏｍｅｌ 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 ｙ ，／
Ｖａｆ

ｉｏｎａ ＺＳ
ｆｒａ ｆｅｇｙ ／ｏ ｒＳｅｃｕｒｉｔ

ｙ
， Ｊｕｌ ｙ

２００２
， ｐ

．４
， ｐ

．１ ０ ．

②ＴｈｅＷ ｈ ｉ
ｔｅＨｏｕｓｅ ， Ｔｈｅ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
ｉ
ｔｙＳｔ

ｒａｔｅｇｙｏｆ
ｔｈｅＵｎｉ 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 ｒｉｃａ ｔ２００２

＾Ｗａ ｓｈ ｉｎｇ ｔｏｎ
，

Ｄ ． Ｃ ．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 ｒ２００２ ， ｐ

． ５ ， ｐ
．
１ ４．

？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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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美国国防
ｙ
内部会议机制


｜

国防高层
｜

高层领导评估 副部长顾问国防商业系统

领导会议小组会议工作会议管理委员会

每年两次不定期每周
一

次每月 一次

国防部部长


国防部副部长


Ｖ


Ｖ
 

主席

三军部部长


Ｖ


Ｖ


Ｖ


Ｖ

负 责采购 、技术与后勤事务的助Ｈ ｌ ｌ ± ＃

麵防部长
ＶＶＶ麵

负 责政策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Ｖ


Ｖ


Ｖ


Ｖ

负 责财政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Ｖ


Ｖ


Ｖ


Ｖ

负责人事与战备事务的助理部长Ｖ


Ｖ


Ｖ


Ｖ

负 责情报事务的副部长


Ｖ


Ｖ


Ｖ


Ｖ

参谋 长联席会议主席


副主席副主席


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


Ｖ


Ｖ


副 主席


陆军总参谋


Ｖ


Ｖ


Ｖ


空军总参谋


Ｖ


Ｖ


Ｖ


海军总参谋


Ｖ


Ｖ


Ｖ


海军陆战队总司令


Ｖ


Ｖ


Ｖ


海岸警卫队总司令


Ｖ


非洲司令部司令


Ｖ


中央司令部司令Ｖ

欧洲 司令部司令


Ｖ


联合军种司令部司令


Ｖ


Ｖ

北方司令部司令


Ｖ


太平洋 司令部司令


Ｖ


特种军司令部司令


Ｖ


Ｖ


南方司令部司令


Ｖ


战略司令部司令


Ｖ


交通运输司令部司令


Ｖ


Ｖ

驻韩美军司令部司令


Ｖ


资料来源 ：
Ｄｅ

ｐ
ａｒｔｍｅｎ ｔｏｆＤｅｆｅｎ ｓｅ

，

２００５Ｓｔ ｒａｔ ｅｇｉｃＡｆｃｍａ尽ｅｍｅｒａｆＷａｎ
，

Ｗａ ｓｈ ｉｎ
ｇ
ｔｏｎ

，

Ｄ ． Ｃ．

，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８
，ｐ

． １ ４ ．

注 ：

“

Ｖ
”

表示出席 ，

“

主席
” “

副主席
”

表示在会议机制 中担任的角色 。

？

４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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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军方领导人中 ， 国防部部长 以及非洲司令部 、中央司令部 、欧洲司令部司令

的战略理念变化会直接影响国防会议机制出 台的军事战略报告内容 ，从而影响美国在

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部署态势 。

（
三

） 基地政治化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部署的合法性主要依据签订的正式与非正式协定 ，如

双边军事条约 、备忘录 、行政部 门签订的合作协议 、军事合作协定以及外交照会等 。 与

海外军事基地相关的军事协定包括 《军事访问协定 》 （
Ｖｉ ｓ ｉｔｉｎｇＦｏｒｃ ｅ

Ａ
ｇｒｅｅｍ ｅｎｔ

） 和《军

事地位协定》 （
Ｓｔａ ｔｕｓｏｆＦｏｒｃｅＡｇｒｅｅｍ ｅｎｔ

） ，前者一般规定外 国军队的临时部署和执行

临时性任务 ，
后者则规定外国军队的永久性部署和执行永久性任务 。 截至 ２０００ 年 ，美

国与世界上 １０ １ 个国家签订了１０５ 份 《军事地位协定 》 。

① 基地协定的具体条款不 同 ，

美国在海外军事基地的合法性也不
一

样 ， 如美 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为美军单独使

用 ，美军事实上享有同外交官豁免权相似的治外法权 ；有些为基地东道国和美国共有 ，

如美英在迪戈加西亚群岛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 ；
还有些为多边军事联盟共享的军事基

地
，如北约在土耳其伊兹密尔 （

Ｉｚｍｉ ｒ
） 的军事基地 。 大 国在小国部署军事基地也受基

地政治化的影响 。

首先 ，美国推行价值观外交常引起中东东道 国 的不满 ， 造成基地政治化 。 推动基

地东道国的民主化改革实际上与美国承担在 中东国家的安全任务存在矛盾 。
２００６ 年

美国 《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 ，长期以来 ， 中东国家
一直存在 自 由赤字 、社会失衡 、经

济停滞 、政治仇恨、地区冲突和宗教极端化 。 然而
，
中东人民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拥

有共同的愿望 ： 自 由 、机会 、公正 、秩序与和平 。 美国支持中东国家的改革 ，支持埃及和

沙特等美 国盟友推行改革和追求 自 由 。
？ 但正如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

谁相信美国
”

的

节 目所言 ，美国在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总体印象是虚伪的 。 美国通过政权更迭的方式推

翻阿富汗 、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政府 ，
不仅未能树立中东民主的样板 ，反而打破了原有

的权力结构 ，导致混乱和无序 ，这是中东伊斯兰世界反对美国部署军事基地的重要原

因之一 。
２０ １ ５ 年美国 《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也指出 ，保卫民主和人权与美国国家利益

息息相关
，
美国政府支持世界上其他国家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民主变革 。 中东剧变发生

在民主传统薄弱 、威权统治历史久远 、教派关系紧张和暴力恐怖主义形势严峻的阿拉

①Ａｌｅ ｘａｎｄ ｅｒＣｏｏｌ ｅｙａｎｄＤａｎｉｅｌＨ ．Ｎｅ ｘｏｎ
，

ｕ

Ｇｌｏｂａ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ｏ ｌ ｉｔｉｃ ｓｏ ｆＵ ．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Ｂａｓｉｎｇ ，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ａ ｔｅ
，
２００７ ，ｐ ．９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 ｒｅ ｓｅａｒｃ ｈｇａｔｅ ． ｎｅｔ／ｐｕｂ ｌ ｉｃ ａｔｉｏ ｎ／２３７７８００９ １

＿

ＧＩｏｂａ ｌｉｚａｔ ｉｏｎ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ＰｏＵｔｉｃ ｓ
＿

ｏｆ
＿

ＵＳ
＿

Ｏｖｅ ｒ
－

ｓｅａｓ＿Ｂａｓ ｉｎｇ ，登录时间 ：
２０ １６ 年 ３ 月 ２ 日 Ｄ

②ＴｈｅＷｈ ｉ ｔｅＨｏｕｓｅ
，
 ｙＶａｔｉｏｒａ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汾ｒａｆ ｅ

ｇｙＳｔｏｒｅｓｑ／

＊

／Ｉｍｃｒ ｉｃａ
，

２００６
，
Ｗａｓｈ ｉｎｇ ｔｏｎ

，

Ｄ ， Ｃ ．

， 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６
， ｐ

． ３８ ．

？

４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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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世界 ，西亚和北非地区 的变革不可避免 。
？ 美国关闭在沙特 、 巴基斯坦 、伊拉克 、 乌

兹别克斯坦等伊斯兰国家的军事基地与美国对东道国的民主化改造而引起的反感不

无关系 Ｄ

其次 ，美军与当地民众的冲突会引发和加剧中 东基地政治化 。 冷战时期 ， 美国将

核武器部署在土耳其军事基地 ， 引起当地 民众的恐慌与不满 ，担心美军在土耳其及其

周边地区造成核灾难 。 海湾战争后 ，美军为减少沙特 民众的不满 ，规定在沙特苏尔坦

王子空军基地的飞机不悬挂美国 国旗 。

② 根据沙特宗教习俗 ，美国军事基地区严禁携

带含酒精饮料 ，美军女性家属禁止开车 ，军事基地中美军发送的个人邮件将受到监控 ，

以阻止美军士兵利用网络下载不健康图片和视频 ，但是美军在沙特军事基地的活动仍

引 发了当地 民众的不满 。

③
２００３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 ，伊反美武装往往利用居民住宅

甚至清真寺作为庇护所向美军发动攻击 ，导致美军在空袭时造成大量无辜平 民伤亡 ，

在半岛 电视台和大众媒体的影响下 ，伊拉克和伊斯兰世界的民众普遍要求美军关闭在

中东的军事基地 。
④

再次 ，美国偏袒以色列 、亵渎伊斯兰教的做法也会引发和加剧 中东基地政治化 。

美国纵容以色列空袭加 沙 、美 国总统候选人的反穆斯林言论等往往在
“

脸书
”

和
“

推

特
”

上广泛传播 ，激起穆斯林声势浩大的反美国基地运动 。 美军士兵虐待阿富汗俘

虏 、焚烧《古兰经》 、枪杀当地民众等事件不断发生 ，也成为穆斯林反对美国在 中东军

事基地 的导火索 。 中东伊斯兰激进组织对美国军事基地的反感主要 出于宗教 、政治和

文化原因 。 在伊斯兰激进组织看来 ，美国 的军事基地玷污 了伊斯兰教的纯洁性 ； 美国

偏袒以色列 ，却在伊斯兰土地上部署军事基地 ，
更是无法容忍的

“

邪恶行为
”

。 因此 ，

美 国在中东地区部署军事基地成为
“

基地
”

组织和
“

伊斯兰国
”

煽动全球穆斯林反对美

国霸权的重要理由 。

“

基地
”

组织和
“

伊斯兰国
”

还直接对美国军事基地进行袭击 。 例

如
，海湾战争后美 国在沙特和也门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都 曾遭到

“

基地
”

组织的袭

击 。 又如
，

２０ １ ５ 年 ２ 月 １ ３ 日
，

“

伊斯兰国
”

袭击了伊拉克一个驻有美军顾问的军事基

地——阿萨德空军基地 ，
几名 自 杀式袭击者试图炸毁美军基地 。 该基地驻扎有大约

①ＴｈｅＷｈ ｉ
ｔ ｅＨｏｕｓｅ ， ／Ｖａ￡ｉｏ ｒｔａ ＺＳｅｃｕｒ办Ｓｆｍｆｅ

ｇｙ ， ２０７ ５
， ｐｐ

．

１９
－

２０ ．

② 査尔斯 ？ 约翰逊著 ，任晓 、张耀 、薛晨译 ： 《帝国的悲哀 ：
黩武主义 、保密 与共和 国的终结》 ，上海 ：上海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第 ２７７ 页 。

③Ｒ ｉｃｈａｒｄＪ
．Ｎｅｗｍａｎ

，
“

Ａｍｅｒｉｃ ａ
’

ｓＴｏｕｃｈｙＡｒａｂＡｌ ｌ ｉｅｓ
，

”

ｆ ／Ｓ ／Ｖｅｗ ｓ＆ＩＴｏｒＷ／ｆｅ
ｐ
ｏｒｔ

，
Ｖｏｌ ． １ ２４

，

Ｎｏ ．９
，

１ ９９８
，

ｐ
． ３０ ．

④ 参见ＲｏｂｅｒｔＤ ．Ｋａ
ｐ

ｌａｎ
，／ｍｐｅｒ ｉａＺＯｕｒｅｔｓ

：／ｔｍｅｒｉｃａ／ｉＡｆｉ份ａ ／ｙｏｒａｉ
／ｉｅＧ ｒｏｕｍｆ

，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Ｈ ｏｕｓｅ ， ２００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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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 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 。

？

最后 ， 国际反基地运动也会导致美军在 中东基地的政治化。 近年来 ，在反对美 国

全球军事基地的运动中 ，全球左翼非政府组织成为重要力量 。 例如 ，
２００ １ 年成立于 巴

西的
“

世界社会论坛
”

将反对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与反对全球化和美国全球霸权主

义相结合 ，斗争的矛头直指美国 的全球军事基地 。 ２００４ 年 ，来 自 日 本 、韩国 、 比利时等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东道 国 的 ３４ 个国家共 １ ２５ 名代表出席世界社会论坛 。
？ 该论坛发

布的报告指 出 ，美国以反恐为名加强在全球的军事部署 ，
其真实 目的在于控制整个世

界 ，尤其是美 国以威逼利诱的方式在南方国家强行部署军事基地 ，成为美国建立全球

霸权 、主宰南方国家命运 的基础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十三届世界社会论坛在突尼斯首都举

行 ，成为反对美国全球军事基地的又
一重要大会 。

由此可见 ，美 国在 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战略调整受中东反美主义力量兴起的影

响 。

一

方面 ，中东伊斯兰国家国内政局往往不稳 ， 民族 、教派和宗教极端势力常常对国

家安全尤其是政权安全构成重要挑战 ，这些国家往往在战略上寻求与美国 结盟 ，
默许

美 国部署军事基地 。 然而 ，伴随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激化 ，美国政府在阿 以冲突

中长期偏袓以色列 的做法以及美军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关塔那摩等监狱虐待

囚犯等突发性事件 ，都会激起伊斯兰世界反美情绪的上升 ，并直接挑战美 国军事基地

部署的合法性 。
③

（
四

）
第三方的反制

美 国在中 东地区部署军事基地的结果是将战区分为
“

和平区
”

和
“

威胁区
”

，亦

即美国在盟 国土地上部署军事基地 、在 中东地缘政治博弈中
“

选边站
”

， 利用美国 的

盟友打压威胁源 国等做法 ，
必然导致被遏制者的反制 。 如果将美 国视为

“

第
一

方
”

，

部署有美 国军事基地 的东道 国视为
“

第二方
”

，
美 国所要遏制 的对象则 是

“

第 三

方
”

，第三方采取反制措施的能力与决心成为美国在 中东调整军事基地部署的重要

原因 。

在中东前沿地区部署军事基地 ，
对于美国 在该地区增强威慑能力至关重要。 然

而
，潜在敌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和军事技术的革新 以及采取的反介人战略均成

① 《伊拉克 ：

“

伊斯 兰 国
”

袭 击驻有 美军 的 军事 基地 》 ，
Ｊ？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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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 美 国 中 东 军事基地的战略调整

为重要制衡因素 。 反介人战略包括多种形式 ，如从本国基地投射军事力量 、 向美国军

事基地发动袭击 。 海外军事基地既是美国前沿军事行动的桥头堡 ， 又是需要保护的海

外利益 ，甚至成为第三国加强舆论宣传 、指责＿国谋求地区霸权和帝国 主义行径的重

要理 由 。 第三方的反介人和区域拒阻包括以下手段 ： （
１

） 从陆地 、空 中 、水下等发射弹

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破坏美 国的军事设施和军事力量 ； （
２

） 利用远距离侦察和预警系统

打击卫星 、飞机和陆基与海基雷达 ； （
３

） 研发打击美国卫星与航空航天系统的武器来

削弱美国的权力投射能力 ； （
４

）利用潜艇阻断美 国及其盟友海上通信线路 ，切断美国

海外军事基地与战区之间的联系
；
（ ５ ）发动 网络战 ，破坏美 国军用与 民用指挥与控制

系统以及关键基础设施 ； （
６

）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设施和人员发动突袭 。
？２ １ 世纪

以来 ，新兴大国如伊朗 、俄罗斯等以经济和军事援助为筹码 ，说服中小国家拒绝美国租

用军事基地的要求 。
２００５ 年乌兹别克斯坦爆发安集延骚乱事件后 ，乌兹别克斯坦政

府随即宣布 ，
美军必须在 １８０ 天内关闭在汗阿 巴德 （

Ｋａｒｓｈｉ
－Ｋｈａｎａｂａｄ ） 的军事基地 。

②

卡里莫夫 （ Ｉｓ ｌｏｍＡｂｄｕ ｇ

’

ａｎｉ

ｙｅｖ
ｉｃｈＫａｒｉｍｏｖ

） 的这
一

决定受到了俄罗斯和上海合作组织

的欢迎 。

美国在海合会国家的军事基地主要针对伊朗 ， 自然会遭受伊朗 的反制 。 在外交

上
，
伊朗提出 了建立

“

波斯湾集体安全机制
”

倡议 ，呼吁海湾阿拉伯国家不要将军事基

地租让给美 国 ，波斯湾沿岸国家的 内部事务无须西方大国插手 ，伊朗愿意同海合会国

家直接对话 。 在军事上 ，伊朗多次威胁称 ，

一旦美 国进攻伊朗 ，伊朗将攻击美国在海合

会国家的军事基地 。 因此 ，伊朗是反制美国军事基地部署的重要力量 。
？２０ １ ６ 年 ５ 月

１ 日 ，伊朗最髙精神领袖哈梅内伊 （
Ａ
ｙ
ａｔｏ ｌｌａｈＳａｙｙｅｄＡｌ ｉＫｈａｍｅｎｅｉ

）对美国在海湾部署

军事基地的做法进行了言辞激烈的谴责 ，他指出 ：

“

美 国在地球的另
一

边 ，为什么要跑

到波斯湾来玩弄战争游戏 ？ 它们应该退回到猪湾 。

”？

同时 ，美国在土耳其部署军事基地遏制俄罗斯和叙利亚 、在吉布提部署军事基地

防范
“

基地
”

组织和
“

伊斯兰国
”

以及美国 曾经在阿尔及利亚部署军事基地打击
“

马格

里布基地组织
”

等 ，都受到被遏制方的强硬反制 。
２０ １ ５ 年美国 《 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指

①Ｄｅｐａ ｒｔｍｅｎ ｔｏｆＤｅ ｆｅｎｓｅ ，Ｊ
ｏ

ｉｎｔ
Ｏ

ｐ
ｅｒａ

ｔ ｉ
ｏｎｓＡｃｃｅｓｓＣｏｎｃｅ

ｐ
ｔ ，Ｖｅ ｒｓ ｉｏ ｎ２ ． ０ ，Ｗａｓ ｈ ｉｎｇｔｏｎ ，Ｄ ． Ｃ ．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７ ，

２０１２
，ｐｐ

． ７
－

９ ．

②Ａ ｌｅ ｘａｎｄｅｒＣ ｏｏ ｌｅ
ｙ

ａｎｄＤａｎ
ｉ
ｅ ｌＨ ．Ｎｅｘｏｎ

，


“

Ｇｌｏｂａｌ
ｉ ｚａ ｔｉ

ｏｎ ａｎｄ
ｔ
ｈｅＰ ｏｌ

ｉ
ｔ
ｉ
ｃｓｏｆＵ ．Ｓ ．Ｏｖ ｅｒｓｅａｓＢａｓ ｉｎｇ ，

’’

Ｒｅ
？

ｓｅａｒｃｈＧａｔｅ
ｙ
２００７

，
ｐｐ ．４３

－

４４
，ｈ ｔ ｔｐｓ

：
／／ｗｗｗ ．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ｇ

ａｔｅ ． ｎｅｔ／ ｐ
ｕｂ ｌ

ｉ
ｃ ａｔ

ｉ
ｏｎ／２３７７ ８００９ １

＿

Ｇｌｏｂａ ｌ
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ｔ

ｈｅ
＿Ｐｏ ｌ

ｉｔ ｉ
ｃｓ
＿

ｏｆ
＿

ＵＳ
＿

Ｏｖｅ ｒｓｅ ａｓ
＿

Ｂａｓｉｎ
ｇ ，登录时间 ：

２０ １６
年

５ 月３ １日
。

③Ｒａｖ ｉＶｏｈ ｒａａｎｄＤ ｅｖｂｒａｔ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
ｔ ｙ ，

ｅｄｓ ．
，
Ａｆａｒ ｉ

ｔ
ｉｍｃＤｉｍｅｎｓ ｉｏｎｓｑ／

＊

ａ／Ｖｃｍ ｊ
＂

ＰＴｏ ｒＷＯｒ ｃｉｃｒ
，Ｎ ｅｗＤｅｌｈ

ｉ ：Ｎａ
－

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Ｆｏｕｎｄａｔ ｉｏｎ

ｔ２００ ７ ，ｐｐ ．

１ ３ ８
－

１ ４３ ．

④
“

Ｉ ｒａｎＣｒｉｔｉｃ ｉｚｅ ｓＵＳＰｒｅｓｅ ｎｃ ｅｉ ｎｔｈｅＰ ｅｒ ｓｉ ａｎＧｕ ｌｆ， 

”

ｆｉｃｗｆｏｎ／／ｅｍＷ ，Ｍａｙ２ ，２０ １ ６ ．

？

４６ ＊



合 ２０ １６ 年 第 ６ 期

出 ，新时期美国在中东的重要任务是维护盟友 的安全 ，包括致力于维护以色列 的安全 ，

保卫约旦 、沙特 、科威特 、卡塔尔 、 巴林 、阿联酋 、埃及等重要伙伴 。

？ 俄罗斯 、伊朗 、 叙

利亚等国家以及
“

基地
”

组织及其分支机构 、

“

伊斯兰国
”

等非国家行为体 ，则成为美国

在中东地区军事部署所要防范的重要力量 。 俄罗斯和伊朗在外交上离间美国与海外

军事基地东道国的关系 ，在军事上增强反介人能力 ，都迫使美国不得不调整海外军事

基地的规模和位置 ，
以防在危机爆发后海外军事基地成为上述大国攻击的首要对象 。

“

基地
”

组织及其分支机构 、

“

伊斯兰国
”

等极端组织在政治上渲染美国对伊斯兰圣地

的
“

玷污
”

，增加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人员及其设施的攻击频率 ，
也是促使美国调整

中东军事基地部署的重要因 素 。

六 结论

美国 的军事战略观属于外张型 ，
倾向于

“

秀肌肉
”

， 旨在通过战略透明威慑敌人 。

鉴于此 ，
美国更倾向 于在作战 区 、 战略区 、 利益区和敌国周边地区部署军事基地 ， 在

敌人的国界线上构筑
“

防火墙
”

，将潜在敌人束缚于相对狭小的范围 内 ， 阻止其对美

国地区领导权可能构成的挑战 。 美 国是世界上海外军事基地数量和驻军人数最多

的 国家 ，也是唯一将全球划分为六大战区的超级大 国 。 军事基地结构体现 出美国的

军事力量结构 ，
而美国军事基地在地域上的分布差异也体现 出该国 的军事干预能力

强弱 。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部署不是静态的 ，
而是动态的 。 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后 ，接

下来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根据地区格局的演变 、决策者认知 的变化 、基地东道 国反基

地运动的发展和被遏制方采取的反制措施做出相应的调整 。 从调整趋势来看 ，其主要

包括基地的拓展 （如美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 ） 、基地的维持 （如美国在土耳其 、科威

特 、卡塔尔 、 巴林和阿联酋的基地 ） 、基地的收缩 （ 如美 国在阿富汗 、阿曼的基地 ） 、基地

的关闭 （ 如美国在伊拉克 、沙特 、阿尔及利亚和巴基斯坦的基地 ）
４ 种趋势 ，

并受 内部与

外部 、整体与局部 、主观与客观等诸多因素 的共同影响 。 未来 ，军事部署重心的迁移 、

责任区的变更 、规模与驻军人数的变化 、传统与非传统功能的拓展仍将是美国在 中东

军事基地调整的重要内容 。

冷战结束 ２５ 年来 ，
老布什 、克林顿 、小布什和奥 巴马 ４ 任总统的中东军事基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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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 美 国 中 东 军事基地的战略调整

署服从和服务于在该地区的军事战略 目标 ，分别是发动海湾战争 、阿富汗战争与伊拉

克战争 、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等 。 受此战略 目标变化的影响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

署经历了扩张
——

收缩——再扩张
——

再收缩 ４ 个阶段 ，呈现 出周期性 。 老布什时

期 ，美国为发动海湾战争加大了对中东的军事部署 ，集 中于地中海的土耳其和西印度

洋的海合会
；
克林顿时期 ，美国将欧洲和亚太作为两大首要战略地区 ，其在中东的军事

部署以
“

东遏两伊 ，西促和谈
”

为主要任务 ，总体上呈收缩态势 ；小布什上台后 ， 美国进

行了长达 １０ 年的反恐战争 ， 中东地区上升为美国的首要威胁 ，美国不仅发动 了阿富汗

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而且围绕 中亚和 中东所谓
“

动荡弧
”

地区部署了数十万人 ， 军事基

地部署更趋机动化 ； 奥 巴马执政后 ，美 国相继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主要作战力量 ，根

据亚太再平衡的战略任务
，
实现了战略重心东移 ，美国在 中东 的军事部署 日 趋小型化 。

页岩气革命和美国对中东能源依存度下降 ，加上近年来中东伊斯兰大 国反基地情绪的

上升 ，未来科威特 、 巴林 、卡塔尔 、阿联酋和吉布提等处于战略地位的 中东 国家将代替

中东大 国 ，成为美国军事基地部署新的战略支点 。 美国将在中东建立更多的任务导 向

型军事基地 ，并将根据安全任务多元化的需要在中东部署更多的
“

睡莲式
”

小型基地 ，

包括
“

无人机
”

基地 。

（截稿 ：
２０ １ ６ 年 ５ 月 责任编辑 ： 主父笑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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