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油的依赖,让美国从中东的政治纷争中解脱出来。

在历次关于清洁能源的讲话中,美国领导人都指出,

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才能让美国远离中东事务,

增加其战略活动空间。另一方面, 美国又要担当全

球领导者, 不希望在全球重要地区、重大事件中缺

席。特别是, 中东、北非地区在地理上接近欧洲,这

一地区动荡直接影响到欧洲的稳定和繁荣。出于对

欧洲盟国的责任, 美国也不能撒手不管。在是否要

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问题上,美国的态度就是这种

悖论的反映。从本国利益角度讲, 美国非常不愿意

对利比亚动武,不想再次卷入中东地区的战争,不想

使美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但是, 作为全球唯一超

级大国,作为欧洲的盟国, 美国又不能无所作为。正

是在这种两难选择背景下, 英法等欧洲国家积极鼓

动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而美国则态度模糊,一再强

调设立禁飞区的前提条件和困难。

在中东、北非反恐问题上, 美国面临越反越恐的

矛盾和困境。中东、北非地区的恐怖组织因为痛恨

美国干涉中东事务, 所以才将美国作为首要攻击目

标。但是, 美国为了打击恐怖主义, 必须加强同埃

及、沙特、也门等政府的合作, 深度介入中东事务。

这样,美国在中东反恐问题上似乎陷入一个逻辑困

境。因为美国对中东事务的长期干预,中东的伊斯

兰极端势力才攻击美国。因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攻击

美, 所以美国 才不得不深度介入中东 事务。

/ 9# 110后,美国为了打击恐怖主义, 再度深度介入

中东事务,结果引发更大的反美浪潮。

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全球性大国, 既要维护其全

球领导地位,又要推行美国价值观,这让美国的对外

政策充满矛盾、悖论。而中东又是一个独特的地区,

经济上掌握全球石油供应命脉, 地理上处于欧亚非

三大洲枢纽,政治上激进的宗教力量和温和的世俗

势力并存,社会上现代和传统互相竞争。于是,就产

生了现在扑朔迷离的美国中东政策。目前, 美国应

对中东、北非变局的政策是矛盾的。未来,中东的政

治变革还将进一步向前发展, 美国的政策仍然是矛

盾的、冲突的、多重标准的。 o

中东变局、美国应对、中国启示

袁  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研究员 )

  埃及缘何变天? 美国起何作用? 中国有何启

示? 由于事态仍在演进中,因此难免见仁见智,无法

给出令人完全信服的结论。

但就埃及变天的教训而言, 至少有三点值得总

结:其一,经济上疏离全球化、政治上背离民主化、外

交上走向边缘化、社会上拥抱网络化是此次革命最

深层原因。百万人突上街头,与其说是对穆氏不满,

不如说是对国家发展方向的绝望。在全球化、民主

化浪潮中,曾处同一起跑线上的亚非拉大国,均应对

变局、实现崛起, 唯埃及反应迟钝,经济上不思变革,

政治上落后腐败,外交上无所作为,与世界大潮格格

不入。作为曾经的阿拉伯世界领袖, 埃在阿以冲突、

伊拉克战争、伊核危机等重大问题上 /政治失声0,

影响力甚至不如半岛电视台, 成为可离可弃的 /鸡

肋0。相反, 在网络化方面则 /大门常打开 0, /脸

谱0、/推特 0畅行无阻, 各种西方思潮肆意渗透弥

漫。这种拒斥全球化、拥抱网络化的错位政策催生

经济 /僵化 0与社会 /异化 0,令表面平静的埃及终于

在沉默中爆发。

其二,政府对 /公民社会 +微博时代 0催生的社

会剧变敏锐度不高、重视度不够、应对无方, 终致未

能挺过最后一关。 /公民社会 0现象是当今世界大

潮。体现在埃及,则是 /后伊斯兰主义一代 0的崛起

与军队的异化。此次埃及革命被一些西方媒体称为

/青年人革命 0或 /军队起义 0, 引人深思。长期以

来, 无论西方世界还是阿拉伯世界,在看待中东青年

一代时,更多关注其反美、反西方的宗教极端化一

面, 却忽视其反独裁、要民主的一面。事实上, 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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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 在头巾、清真寺、宗教电视频道背后,已然涌动

着深刻的社会变化:年轻一代由于受到更好的教育、

掌握更多的资讯、拥有现代通信手段,对宗教与政治

的认识已远不同于父辈。面对政治腐败、高失业、社

会地位下降,他们缺乏民族尊严,对国家前途一派迷

惘,不再把伊斯兰视为一种能够建立更好秩序的政

治意识形态。他们虽为伊斯兰主义者, 却在政治上

热衷 /民主游戏 0。正因此, 他们虽无共同政治目

标,却在对国家、政府、人生的认识上同气相求,往往

一呼百应, 形成集体效应。与此同时, 长期受美军

援、培训的埃及军队, 也异化为一支 /和平队 0, 在政

府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选择与街头民众站在一起。

事已至此,穆巴拉克退场也就理所当然了。

其三, 过分相信同美国政府结成的特殊盟友关

系,将自己的命运系于外来势力。诚然,埃及作为美

国中东战略支柱, 长期受美国扶植和支持。但此一

时彼一时。穆巴拉克未能敏锐把握美国对埃政策的

微妙变化: 一方面, 长期执政的穆巴拉克 /廉颇老

矣 0,对中东政治影响式微,对美战略意义下降。相

反,埃及社会爆发出的民主力量无意中调动了美国

战略的民主化神经, 美弃 /废子 0、布 /新局 0可谓顺

理成章。另一方面,美对埃特殊关系又有两面性,既

有笼络扶持穆巴拉克政府为美所用的一面, 也有暗

中扶植军队亲美力量、支持社会变革力量、推动青年

革命力量的一面。当穆巴拉克对美 /有剩余价值 0

时,美会强扶不使其倒;而一旦 /剩余价值 0用完,美

则听任已然壮大的民间力量发挥作用。奥巴马政府

在埃及变局中经过冷静观察和审慎评估, 最后决定

/弃穆0,充分显示了美国外交政策中冷酷的现实主

义色彩。

一般认为,美国并非此轮中东变局的始作俑者。

从其最初始料未及的反应看, 美倒更像是个 /受害

者 0。但从接下来的种种言行看, 美国的战略应对

却有条不紊,有的放矢,这又多少让人觉得美国的战

略意图 /并不简单 0,至少显示出特有的危机反应和

战略调整能力。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节奏是否打乱, 步伐是否

放缓? 抑或是否会出现根本性的战略回调? 这是目

前人们最关注的问题。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原因有

二: 其一, 战略重心东移是奥巴马政府对当前及未来

国际局势、亚太局势、国家利益综合评估后做出的战

略判断,是基于世界权势东移、美国经济复苏、应对

大国崛起、重塑盟国体系等综合因素做出的战略抉

择, 事关美国全局和霸权未来,在美朝野有共识, 不

会轻易因中东变局而改弦更张; 其二, 从实际情况

看, 美国在亚太的种种布局并未因中东变局而有丝

毫改变,克林顿国务卿仍不遗余力地推动亚太经贸

自由化,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0 ( TPP)也正加速推进

或落实,美与日、韩、菲等盟国的系列军演按部就班

地接连展开,如何在东亚峰会扮演新的政治角色和

进行政策选择也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因此, 很难说

中东变局将逆转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大势。

既如此,难道美国甘心看到中东格局之变冲击

美国战略利益? 也不是。如果说在埃及变天的最初

几天美国确实有些无所适从, 在要 /民主 0还是要

/稳定0之间犹疑不定, 那么随着事态发展明朗化,

美国的战略应对也逐渐明晰。概而言之,一是坚守

战略底线不动摇,千方百计确保以色列安全、确保石

油自由流动、确保继续主导中东格局;二是灵活运用

各种资源,利用外交舞台笼络大国合作,调动民间力

量 (及反对派 )进行内部制衡, 慎用军事力量防止易

进难出; 三是区分轻重缓急、分层管理, 拟定弃穆

(巴拉克 )、护巴 (林 )、攻卡 (扎菲 )、压伊 (朗 )、稳沙

(特 )政策方针, 环环相扣。其中最为根本的一点,

是美国战略界在经过全面评估后, 认定了中东政治

的一个新现实:与其继续维持与一个在国际政治舞

台上无所作为、被全球化抛弃的专制政权的关系,不

如选择与公民社会催生出的新的民主力量加大接

触, 寻求新的战略稳定。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主意已定,但中东变局确实

也令其分心,如何既抓重点, 又兼顾两头? 国务卿克

林顿亮出了一招 /新牌0,那就是大做 /网络自由0文

章、重炒 /自由民主 0话题。从精心准备的乔治 #华

盛顿大学演讲,到认真谋划的与埃及青年网络对话,

克林顿放大中东变局的民主化效应, 渲染 /推特 0、

/脸谱0等新网络的特殊能量, 将地缘战略变局引向

政治社会变革,矛头直指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民主

化战略力图改造的对象。于是乎, 中国在东亚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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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安全压力虽有所减缓, 但国内维稳和政治挑战却

无形增大。这恐怕正是美国所期望看到的局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 美国不会轻易在利比亚重启

战端。不仅因为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条件不具备,利

比亚还找不出像样的代理人,而且因为利比亚无论

在石油还是在安全上均不对美国构成实质性挑战,

并非美国 /生死攸关的利益 0。所谓 /人道主义 0灾

难,既然容忍其在苏丹达尔富尔大规模上演,对利比

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何妨? 何况美国已成功将大

国拉进制裁卡扎菲的行列, 将美国的敌人变成全球

公敌, 政治收益可谓不薄。草率动武,岂不白白断送

/不战而屈人之兵 0的上策?

如何评估中东变局的利弊? 从中东视角看,此

轮变局攸关全球油价,影响地区稳定,各国莫不深受

其害。但对中东石油依赖度更高、对该地区投资更

大的中国而言,短期内挑战似乎大于机遇;从阿拉伯

视角看,此轮变局可视为阿拉伯世界又一轮政治觉

醒, 反独裁反专制的民主化诉求与反西方反美国的

伊斯兰化色彩相互交融, 无疑给国际政治多极化注

入活力,这一点对中国倒不失为机遇; 从非洲视角

看, 苏丹、突尼斯、埃及松动整个北非地缘板块,并对

黑非洲造成冲击效应,其对中国在非洲长期形成的

政治资源和近年急剧扩大的海外利益不啻构成新挑

战。由是观之, 中东变局对中国既有机遇, 更有挑

战。

更重要的是, 能够实实在在抓住并转化为战略

利益的机遇才是真机遇, 否则就是假机遇。中国是

否具备能力和战略准备去抓机遇? 这是问题的关

键。美国的战略应对给人的启示在于,或许中东变

局对其全球战略布局和中东主导地位构成重大冲

击, 但如果善加利用,巧妙应对,化危为机,则未必不

会重塑中东格局。而这似乎正是奥巴马、克林顿、盖

茨们所思、所想、所为的。o

中东动荡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朱  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从 2011年 1月 14日突尼斯总统本 #阿里下

台到 2月 11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放弃权力,政局动

荡正在冲击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利比亚的卡扎菲

恐怕难以逃脱本 #阿里和穆巴拉克的命运。目前

看,中东动荡的冲击波进入尾声,但中东政治已出现

颠覆性变化。可以肯定的是, 未来 10 - 15年, 中东

将会一直挣扎于如何重建被打碎的政治权威、经济

秩序和社会结构。中东动荡究竟将对世界局势造成

什么样的冲击,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话题,以下几

方面影响已初见端倪。

首先, 不管中东动荡在阿拉伯国家中有如何不

同的表现和进展,但其本质是中东草根阶层为主导

的革命性群众运动, 其根源是中东地区普遍的公民

意识与人民主人意识的觉醒,其政治诉求是对现政

权的不妥协对抗,其目的是通过世俗的、而不是宗教

的意识形态和法律体制来实现政权与秩序重构。从

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是

阿拉伯世界开始融入世界民主的重要开端。

从 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 中东地区爆发了三场

历史性革命。第一场是 1952年埃及前领导人纳赛

尔所领导的 /纳赛尔革命 0, 其目的是实现中东地区

从前西方殖民者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结束联合国的

托管制度,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 1979年伊朗

爆发了 /霍梅尼革命 0,其目的是通过恢复伊斯兰宗

教的政治影响力, 反抗当时西方势力对中东的大规

模渗透和对石油等伊朗国家资源的控制。 2011年

的中东动荡是一场中东民众自发的 /民主革命 0, 其

目的是推翻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长达数十年的

/强人政治 0,反抗家族统治和少数统治精英对国家

财富的垄断。在二战后世界所出现的 /三波 0民主

化浪潮中,阿拉伯国家始终置身事外。阿拉伯国家

与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进程绝缘似乎是铁律,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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