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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在 中 东 的 军 事 存 在
及 其 战 略 企 图

*

赵国 忠

  内容提要  九一一事件后, 美国在中东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从而取得

了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进行了全球军事战略调

整, 其中包括增加军事拨款、压缩军事基地数量、巩固重点基地、制定新的反恐军事战略等

措施。军事战略调整目的之一是企图巩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但美国在中东长期驻军必

将面临许多问题, 如巨额军费投入、惨重的人员伤亡和美国受孤立的处境等, 其中有些问题难

以解决。美军在伊拉克可能越陷越深, 短期内难以脱身, 从而影响美国的全球军事部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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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一事件后, 美国在中东地区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推翻了塔利班和萨达姆两

个政权, 取得了在伊拉克、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 增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实力地位,

凸显了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战略野心。

美 国 取 得 了 在 中 东 的 军 事 存 在

(一) 发动阿富汗战争, 取得了在阿富汗以及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

九一一事件后, 美、英军队即于 2001年 10 月 7日对 /基地0 组织所在国阿富汗发动了代号为

/持久自由0 的军事行动。12月 9日,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垮台, 以北方联盟为主的反塔利班联盟接管

了国家政权, 美国从而控制了阿富汗的巴格拉姆、坎大哈、霍斯特和普尔坎大哈 4个军事基地。与此

同时, 美国以在阿富汗进行反恐战争为借口, 在中亚地区取得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哈纳巴德 (又译 /汗

阿巴德0)、科凯德和卡甘等 3个空军基地, 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别国际机场、库利亚布和库尔干丘别等

3个机场,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马纳斯国际机场 (甘西空军基地) , 以及哈萨克斯坦的阿拉

木图国际机场、奇姆肯特军用机场等的使用权, 其中哈纳巴德和马纳斯机场系正式租用,
¹
从而确立

了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目前, 美国在阿富汗驻有军队 118万人,
º
在中亚地区约有 5 000名驻

军, 此外, 还有德、法、英等 25国的军队和人员约4 700人。虽然美国一再声称, 美军到阿富汗和中

东地区驻扎是/ 暂时的0 , 不会久留 ,但随着事态的发展, 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将趋长期化。美国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 / 伊拉克战争之后的中东0 阶段性成果之一。

¹ 参见孙壮志著: 5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6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107~ 112页。

º See The M ilit ary Balance 2004- 2005, p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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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曾表示, 美国希望在阿富汗建立永久性基地。¹ 美国的战略意图十分明

显: 这些基地不仅为美国继续清除塔利班残余势力提供后勤支援, 而且可对伊朗形成军事压力, 有利

于美国在中亚地区推行 /颜色革命0, 建立亲美政权; 还可控制里海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 对俄罗斯

的 /后院0 和中国的西北部地区及能源供应线形成威胁。

(二) 发动伊拉克战争, 取得了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

2003年 3月 20日, 美、英借口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与 /基地0 组织有联系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 分别集结了 28万部队 (其中陆军 15万人) 和约 412万部队, º 向伊拉克发动了代号为 /伊拉克
自由0 的军事行动。5月 1日, 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在伊拉克的 /主要战事已经结束0。通过这场战争,

美国推翻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全面控制了伊拉克。据悉, 至 2005年 8月, 美国在伊拉克仍驻有

1318万军队, 主要有第 3机械化步兵师、第 4机械化步兵师、第 10山地师、第 101空中突击师、第

82空降师的 2个旅、第 173空降旅、第1陆战师、第 2陆战师的 1~ 2个陆战团, 上述部队遍布伊拉

克全境106个军事基地。» 英军 8 500人, 主要驻扎在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地区。此外, 还有意大利、

波兰、乌克兰、西班牙与荷兰等约 30国派出的 115万名左右军队。

(三) 通过伊拉克战争, 调整和加强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实力地位

海湾地区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储藏和生产基地。其石油储藏量估计达 7 302亿桶, 占世界

总储量的 5717% , 日产石油 1 982万桶, 占世界日总产量的 29%。¼伊拉克战争前, 美国在海湾合作

委员会六国都驻有军队, 其中在沙特阿拉伯 4 408人 (主要为空军 4 050人)、科威特 4 690人、巴林

4 200人、卡塔尔3 300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90人、阿曼260人。½伊拉克战争后, 美国对其驻海湾

的部队进行了重大调整: ( 1) 大大加强在科威特的驻军, 使科威特成为支援美军在伊拉克作战的重要

后援基地。目前美国在科威特驻有军队 21525万人。科威特已成为美国在海湾地区除伊拉克外驻军最

多的国家, 超出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前在海湾地区的驻军总数 ( 17 248人)。 ( 2) 将驻沙特的空军全部

调往卡塔尔, 使其成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空军指挥中心。伊拉克战争前, 美国在伊拉克南部和北部设

立两个禁飞区, 驻沙特的美国空军部队负责监视南部禁飞区。伊拉克战争后, 设立禁飞区已无必要,

美国考虑到沙特接连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美军安全得不到保证, 故决定将空军指挥中心移至卡塔尔,

只在沙特留有 300名训练人员, 沙特在美国对中东军事战略中的地位大大下降。目前美国在卡塔尔驻

有军队 6 540人, 其中空军约 5 350人。 ( 3) 美国在海湾其他三国的驻军变化不大。驻阿联酋的军队

增至 1 300人, 驻巴林的军队减至约 3 000人, 驻阿曼的军队人数不变。

此外, 美国在地中海驻有第六舰队, 司令部设在意大利的加埃塔, 约有 114 万人 (包括陆战队

2 100人) , 统辖 1个舰母编队、攻击型核潜艇 3艘、两栖攻击舰 2艘、其他各类舰只 5艘、海上预置

中队 1个。在海湾、阿拉伯海和红海驻有第 5舰队 (司令部设在巴林的麦纳麦) , 下辖 1个航母编队

(包括航母 1艘、水面作战舰只 6艘)、攻击型核潜艇 1艘、两栖舰只 3艘、反水雷舰艇 4艘。这两支

舰队的兵力与伊拉克战争前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和中亚地区取得军事存在后, 使它的欧洲战区与亚太地区连成一线, 对俄

罗斯和中国形成包围之势, 增强了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军事实力地位。尤应指出, 美国所控制的地区

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产地, 除伊朗 (石油储藏量约为 1 258亿桶, 日产 370万桶) 外, 整个海湾

石油产区都在美国控制之下。美国正在谋求攫取里海的石油产区。美国还控制了重要石油通道海湾、

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 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 现正谋求控制马六甲海峡。美国以其军事实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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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 See The M ilit ary Balance 2002- 2003, pp125- 261

See Oil & Gas Journal , Dec122, 20031

参见 5环球时报6 , 2005年 6月 1日。

参见艾敏: 5美英参战兵力和伊拉克军队简况6 , 载 5西亚非洲6, 2003年第 2期, 第 71页。

参见 5世界新闻报6 , 2005年 3月 22日。



位, 以反恐、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由, 以推行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为手段, 通过政治颠

覆、经济制裁、甚至军事打击, 企图推翻所谓 /无赖国家0 (如伊朗)、/支持恐怖主义0 国家 (如叙

利亚) 和 /暴政0 国家¹ 的政权, 建立 /美式民主0 国家, 并要改造 /缺少民主的大中东地区0。

美 国 采 取 的 措 施

冷战结束后, 美国先是提出 /地区防务0 战略。1993年又提出以一切非西方国家为对象的 /参

与和扩展战略0, 企图把美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推广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把世界彻底地变成 /美国

统治下的世界0。º 鉴于此, 美军要应付重大的地区冲突, 有能力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地

区战争; 要在海外驻有足够的、有战斗力的军队, 支持反对恐怖主义的活动, 制止对手使用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九一一事件后, 美国认识到核武器并不是能够确保美国国家安全的万全之策, 国家导弹防

御系统无论在理论上, 还是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于是, 美国提出将反恐作为优先考虑的、高于一

切的军事战略。2002年 9月, 美国政府发布的 5美国国家安全战略6 正式提出向恐怖分子和 /敌对

国家0 发起主动进攻的 /先发制人0 战略。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正是这一战略的具体实施。但事实证

明, 萨达姆政权既与 /基地0 组织没有任何联系, 也的确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使美国政府十分被

动, 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美国军事占领伊拉克已有两年了, 但是伊拉克局势一直未能

稳定下来, 大批美军深陷伊拉克不能自拔, 严重地影响了美国在全球的兵力机动。

根据反恐新形势和伊拉克战争的经验教训, 美国国防部正酝酿对美国现行的全球军事战略作重大

调整。据悉, 主要是准备将 /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战争0 改为 /在打赢一场常规战争的同时, 将更多

的人力、物力用于保卫美国领土和打击恐怖主义上0¼。有分析认为, 这次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核心

在于, 在继续进行全球反恐战争的同时, 通过更加完善的基地配置和军事部署, 确保它在世界任何一

个区域取得一场干预战争的胜利。½ 美国 2005年发表的四年一度的 5防务审议报告6 指出, 美国必须

拥有主动的、多层次的和纵深的防御, 这种防御必须在敌人的所在地展开。综合各方材料, 为适应全

球军事战略调整的需要, 美国在中东地区正在采取以下措施:

1. 在巨额军事预算的基础上再增加军事拨款。  2005年 5月 10日,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增加

820亿美元的紧急拨款法案, 主要用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5月 25日, 美国众议院通

过了 52006年国防授权法案6, 批准了 4 91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 比上年度的国防预算增加了 415%。

据悉, 美国 2004年的军费开支达 4 550亿美元, 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 47%, 比 2003年增加了 12%。

自九一一事件发生至 2005年2月, 美国政府为 /反恐战事0 额外拨款累计已达 3 460亿美元。¾

2. 压缩美国国内外军事基地的数量, 保证重点, 减少军费支出。  根据美国国防部提交国会的

军事基地调整方案, 美国国内外 318个大型军事基地将减少 10%, 美军方在 20年内可净节省经费 642

亿美元。¿ 美国在伊拉克的 106个小基地将合并为 4个大型军事基地À, 旨在集中优势兵力打击伊拉

克的反美武装, 有利于保证美军的安全, 为长期在伊拉克驻军做准备。

31建立一支 / 21世纪的美国军队0, 加强军事演习, 以适应反恐战争的需要。  美军将从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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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参见 5环球时报6 , 2005年 6月 1日。

参见 5人民日报6 , 2005年 5月 17日。

参见 5环球时报6 , 2005年 6月 24日。

参见 5环球时报6 , 2005年 7月 8日。

[美国] 5纽约时报6 , 2005年 7月 5日。

参见 [俄罗斯] 弗#伊#斯里普琴科著: 5第六代战争6 , 新华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29页。

参见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5美国军事基本情况6 (1997年版) ,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43~ 45页。

2005年 1月赖斯就任美国国务卿后提出所谓 / 暴政0 国家, 实指伊朗、朝鲜、古巴、缅甸、白俄罗斯和津巴布韦六国。



军事对抗转向针对恐怖分子或所谓 /无赖国家0 的高度机动性战争。2005年 3月, 美国与以色列举

行代号为 /杜松眼镜蛇0 的联合防空军事演习。5月, 美军又举行代号为 /统一寻求 20050 的军事演

习, 其假想敌实际上都是针对伊朗。2005年, 美国还拟恢复参加与埃及联合举行的 /明星0 军事演习。

41制订新的反恐战略, 将目标从 /基地0 组织向全球 /暴力极端主义分子0 扩展。  美国政府

认为, 经过近四年的穷追猛打, /基地0 组织的核心力量已被彻底摧毁, 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恐怖袭

击。目前对美国威胁最大的是 /伊斯兰极端主义0。为此, 美国国防部于 2005年 3月制订了 5国家反

恐战争军事战略计划6, 将针对美国把恐怖威胁定义为 /伊斯兰极端主义0, 美国的 /主要敌人0 是
/利用伊斯兰教达到其政治目的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极端分子0。因而美国今后的目标不仅是 /基地0 组

织, 而且增加到 20多个 /恐怖主义组织0, ¹ 重点打击恐怖组织中下层中的 /新一代恐怖分子0。美

国认为, 目前伊拉克已成为中东地区训练和培养新一代恐怖分子的 /大本营0, 成千上万名伊斯兰极

端分子在伊拉克结束训练后, 返回他们位于中东和欧洲的祖国, 并企图在那里制造恐怖袭击。º 所

以, 美国要集中一切可动用的兵力打击伊拉克的反美武装力量。为了加强统一集中领导, 美国确定特

种作战司令部作为反恐战争中的全球 /协调者0, 负责 /协调0 5个地区军事总部» 的反恐计划。

5. 组建 /民主别动队0, 为打败敌国后重建新政权服务。  美国认为, 伊拉克战争的一个重要教

训是, 美国虽然很快击垮了伊拉克军队, 并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但未能及时派出足够的文职人员进行

政治和经济的重建, 使伊拉克局势长期动荡。2005年 5月 18日, 布什政府决定建立一支文职 /快速

反应工作组0, 直接介入世界各地的 /民主革命0。该工作组由文职官员和外交人员组成, 属国务院新设

的 /重建和稳定办公室0 指挥。该办公室2006年度预算为 2 400万美元, 外加 /冲突回应基金0 约 1亿

美元。其任务是在发生 /颜色革命0 的国家迅速建立强有力的 /民主0 制度, 如新闻自由、宗教自

由、独立司法、和平的反对党和自由经济等。这个工作组可在发生危机后几天、最多几个星期派出。

美 国 军 事 存 在 暴 露 的 一 些 重 要 问 题

美国是通过两场战争确立了它在伊拉克、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的。如果说, 美国发动阿

富汗战争是为了反恐, 它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有一定的正义性质; 那么, 美国发动

伊拉克战争则是师出无名, 既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 也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其性质是不合

法和非正义的。萨达姆政权与 /基地0 组织毫无联系, 谈不上对美国构成任何威胁。相反, 战后的伊

拉克已成为 /基地0 组织的一个重要活动中心, 可直接袭击美国驻军, 使美国感到更加不安全。美军

长期驻扎是引发伊拉克反美武装活动此起彼伏、局势动荡的根本原因。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是通过

政治压力、经济利诱或直接出兵占领取得的, 严重损害了有关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必然遭到当地人民

的反抗。就中东地区而言, 美军要想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国家长驻将面临许多问题:

(一) 大批美军深陷伊拉克, 打乱了美国调整全球军事部署计划

布什政府原来设想在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后将大量部队撤走, 只留少量部队来控制伊拉克。但由

于反美武装异常活跃, 伊拉克局势一直无法稳定。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承认, 美军解散了萨

达姆政权的军队, 造成严重的安全真空, 犯了极大的错误。美军至 2005年 8月虽已训练 17万伊拉克

军警, 共有107个营, 但只有 3个营能够作战。美国认为伊拉克军警政治上不可靠、士气低落、领导

不力、组织涣散, 训练和装备都很差, 战斗力不强, 不能承担美军撤走后的治安任务。2004年, 有

1 600多名伊拉克军警遭袭身亡。一支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部队, 如何能够保护别人。目前美国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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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中央总部、欧洲总部、太平洋总部、大西洋总部和南方总部。

[美国] 5华盛顿邮报6 , 2005年 5月 29日。

参见 5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6 , 2005年 8月 1日。



总部所辖的主力部队几乎都驻在伊拉克和阿富汗, 且要定期进行轮换, 美国所能机动的部队已经不

多, 如何应对 /不可预测的危机0 和对伊朗、朝鲜等国家形成军事压力? 据英国国防部 2005年 7月

10日表示, 美、英正考虑 2006年将驻伊拉克联军人数从目前的 1716万人削减至 616万人, 其中英军

将由 8 500人减至 3 000人。这样的设想看来很难实现。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2005年8月 23日

称, 为了保证 10月 15日伊拉克宪法公投前的安全, 美国还将向伊拉克增派 2个营, 约 2 000人的兵

力。¹ 目前布什政府还面临从伊拉克撤军的巨大压力。据民意调查, 要求立即从伊拉克撤军的人数比

率已从2004年10月的36%上升到2005年 6月的46%。º 同时, 有53%的美国人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一

个错误, 有过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 美国对伊拉克战争并没有让美国变得更加安全。

(二) 巨额的军费投入, 惨重的人员伤亡, 使美国不堪重负

据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称, 自 2001年 9月以来所有军事行动的拨款总额为 2 700亿美元。如果加

上参议院给2006年国防预算追回的 500亿美元的战争开支, 总数将超过3 200亿美元。这笔开支已远

远超过1991年的海湾战争, 接近朝鲜战争付出的 3 500亿美元的代价。» 据估计, 美军在伊拉克一个

月的开支为 56亿美元 (一说约 50亿) , 已超出越南战争中月均 51亿美元的开支。¼ 而美军在伊拉克

的伤亡数字直线上升, 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亡约 130 人, 自 2003 年 5 月~ 11月底死亡约 200 人; 至

2004年 12月, 死亡达 1 300余人; 至 2005年 8月, 死亡人数已超过 1 800人, 伤约113万余人。据民

意调查, 近3P4的美国人说, 美军在伊拉克的伤亡人数是不可接受的。

(三) 虐待战俘、亵渎经书、滥杀无辜, 使美国 /民主国家0 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2004年伊拉克阿布格里卜监狱的虐囚事件, 不仅使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焦头烂额, 也使

美国在世界面前丢尽了面子。2005年 5月 9日 5新闻周刊6 刊登的美军亵渎 5古兰经6 的报道, 引发

了伊斯兰国家大规模的反美浪潮, 使美国的民主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加之, 美军在伊拉克强闯民宅和

清真寺, 乱捕、滥杀无辜, 引起伊拉克人民的强烈不满, 不少人由此参加反美武装斗争行列。据统

计, 两年来伊拉克平民因战乱死亡达 215万余人, 其中 9 270 人系美军和联军所为, 占 3713%。据美

国国防部材料, 美军关押的囚犯已从 2004年 9月的 5 400人增至2005年 8月的 1万余人。½ 联合国秘

书长安南在报告中称, 这些囚犯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被美军关押, 显然违反了国际法。

(四) 参加伊拉克国际联军的国家纷纷要求撤军, 使美国处境更加孤立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 2003年 10月 16 日通过的 /建立一支统一指挥的多国部队0 的决议, 除美、

英外, 还有35国先后派出约 2万名军队或工程人员。但由于伊拉克反美武装活跃, 社会治安状况恶

化, 参加联军的一些国家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纷纷撤军。2004年 4月~ 2005年 3月, 已有 11个国家

先后从伊拉克撤出 3 760名军人。¾此后, 荷兰 ( 1 200人) 和乌克兰 ( 1 600人) 决定在 2005年底前

撤走, 意大利也有从2005年 9月起逐步撤军的准备。韩国也在考虑从伊拉克撤出其 1P3的驻军。上述
军队撤出的防区只有靠英美增派部队予以填补, 这不仅在军事上增加了美国的负担, 更重要的是在政

治上对美国造成打击, 使美国在伊拉克的处境更加孤立。

综上所述, 美国虽已取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但这种军事存在是不巩固的。所面临的许多问

题, 有些是难以解决的。美军可能在伊拉克越陷越深, 在两三年内难以脱身。

(责任编辑: 吴传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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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华盛顿 2005年 8月 3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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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华盛顿 2005年 6月 16日讯。

美联社华盛顿 2005年 8月 23日讯。



Summary of African Situations in 2005

ZongHe pp. 10- 14

  Into 2005, new progresses have been made in

peace and stability,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united

self- improvement in African Countries. Breakthroughs

have been made in Sudan and Somalia issues, and

multi- party democracy with African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gradually established. Elections were held in 13

countries without instability similar to that in the early

1990s, or the / Color Revolution0. The African Union

continuously promotes African integration and domi2
nates in resolution of African internal issues. Sub- re2

gional organizations improve themselves through deep2

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depending on regional

anchor states. Some African leaders even held discus2

sions on the issue of establishing United States of Afri2
ca. In UN Security reforms, African countries once

again lay out their importance. Africa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promising. African

economy keeps increase for 11 years in succession.

However, Africa only takes a small step toward renais2
sance.

Sino- Africa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Develops Steadily

Zhou Jianqing pp. 15- 18

  Sino - Africa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steadily develops in 2005, with rapid increase in bilat2
eral trade, successive optimization of trade pattern, fast

developments in investments, contract and labor servic2

es toward Africa, continuous enlargement in assistance

volumes toward Africa, and further step toward multi-

and bilateral cooperative mechanism. Despite many fa2
vorable factors, many problems demanding both

China. s and Africa. s full considerations still exist,

such as increased external competition and internal

trade friction. Important measures put forth by Presi2
dent Hu Jintao in Sept. 2005 to consolidate and

strengthen China. s cooperation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forthcoming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China - Africa Forum will further promot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 ion. Based on current good coopera2
tion, Sino- Africa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n

2006 will develop toward higher level.

U. 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ts Strategic Aim

Zhao Guozhong pp. 32- 36

  After the Sept. 11, through successively launch2
ing the Afghan War and the Iraq War in the Middle

East, the U. S. has established its military presence in

Afghanistan, Iraq and Central Asia. With the intention

of confirming it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Middle East,

when the Iraq War ended, the United States adjusted

its global military strategy, including increasing milit2

ary appropriations, cutting down the number of military

bases, strengthening major bases, and formulating new

military anti- terror strategies. However, long garrison

of U. S. military troops in the Middle East inevitably

face many problems, including huge military expendi2
ture, heavy death toll, and isolated ground; some of

which are hard to deal with. That U. S. military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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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likely to plunge into Iraq deeper and deeper and

unlikely to pull away in a short time will consequently

affect U. S. plans for global military deployment .

Syria- U. S. Relations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He Zhilong pp. 47- 52

  The long cold Syria - U. S.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ameliorated a lot after the Gulf War. After

the Sept. 11 incident, strong disputes over the defini2

tion of terrorism and leadership in the anti- terror war

emerged in the U. S. - waged global wars against ter2

rorism. Syria was opposed to U. S. . military attacks on

Iraq, however offered certain cooperation under the

U. S. pressure. When Iraq War ended, U. S. forced

Syria withdrawal from Lebanon, thus ending the / spe2
cial Syria- Lebanon relations0, and putting Syria into

isol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uture Syria - U. S.

relations will experience fundamental disputes, as well

as cont inued cooperation.

On the Plantation of French Laws into Black Africa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Hong yonghong & Qu Dong pp. 59- 63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French laws were

planted into Black Africa in two ways. On the one

hand, some French laws were directly applied in

French African colonies; on the other hand, France

created special laws for colonies. The latter can be di2

vided into tow kinds: those made by Central French

and those made by French local colonial governments.

The plantat ion of French laws into Africa did not elimi2
nate African customary laws. Therefore, there were

three kinds of laws in French African colonies: the law

of metropolitan origin, local enactments, and custom2
ary law. After independence, the French African states

inherited French law, with African customary laws be2
ing applied at the same time.

Reflections on Modernization of African Legal Culture

Xia Xinhua pp. 64- 68

  The modernization of legal culture is the main

content of cultural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the com2

ponent of social modernizat ion. Africa. s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depend on and contain each other.

Modernization is the course of social changes. Com2
pared with other area, the modernization of legal cul2
ture, which includes the cultural modernizat ion of cus2

tomary law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legal system, is

an urgent issue facing all African countries. In this

process, how to reveal the modern value of the tradi2
tional law, how to reasoningly understand the Sharia is2

sue in Africa, and how to accomplish the legal unifica2
tion in African countries are real problems demanding

prompt solut 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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