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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介入: 美国中东政策调整

牛新春

摘 要 本·拉丹被击毙象征着反恐主导美国全球战略时代的终结，
新防务报告出台标志着美国全球收缩进入实施阶段，中东政治动荡一年之
后美国对形势的判断趋于乐观。这三大因素决定，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战略
性投入将逐渐减少，美国对中东盟国的政治和安全承诺可能弱化，未来美
国在中东地区可能采取选择性介入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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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初中东北非地区政治动荡方兴未艾之时，美国一方面为突如其来的中东
“民主化进程”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为动荡伴生的地区权力格局变化忧心忡忡，担心
自身安全利益受损。一年后，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动荡仍在持续，美国对形势的判
断却渐趋乐观。对“阿拉伯之春”的乐观判断、反恐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地位下降和全
球战略的整体性收缩，这些都是最近出现的新情况，将影响美国未来在中东地区的
政策调整。上述三大因素，决定奥巴马政府在中东地区将继续推行战略收缩，不会
因“阿拉伯之春”而重返中东，也不会因此而延缓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在中东地区，
美国会权衡成本和收益，有选择地介入一些对美利害攸关的事务。中东在美国全球
战略中地位下降将是长期趋势，所谓选择性介入正是战略收缩或有步骤撤退的优雅
表达方式。

一、全球战略收缩

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价值观扩张时期。美国利用短暂
的单极时刻，把西方价值和机制推向全球，建立了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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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出现了“历史终结”的论调。“9·11”事件后的十年，其全球战略进入军事扩
张时期。美国掀起全球反恐战争，军事预算翻了一番，打了两场地区战争。奥巴马
上台后，其全球战略进入收缩期。2007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一方面深刻意识到
其经济的脆弱性，一方面感受到战略上过度扩张是其财政不可承受之重，而战略收
缩则可恢复霸权国的地位。有研究表明，1870 年以来，在 GDP 相对其他大国下降的
18 个大国中，有 15 个国家采取战略收缩，近半数恢复原先的实力地位，而未采取收
缩政策的 3 个国家从未回到原先的地位。① 此轮美国的战略收缩从 2007 年金融危
机开始显露端倪，2012 年 1 月发表新防务指南则是正式标志。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普通民众、政治精英的关注点纷纷转向国内，对外承担责
任和义务的信心、热情大大下降。2009 年“皮尤中心”民调显示，70%的美国人希望
与其他国家分享全球领导责任，而非美国单干。2010 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协会”调查
显示，7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承担的世界警察角色过重。马里兰大学的一项调查显
示，64%的公众认为美国国防开支应在现有基础上削减 1090 亿美元。② 为应对日益
严峻的内部挑战，美国学界、政界人士普遍要求美将战略重心转向国内，缩减其全球
义务和责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指出，目前国际环境总体和平，美宜
尽可能减少对外干预，把对外战略定位为“国家复兴”。③ 2010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
略》强调，美国必须从国内建设开始，重新塑造实力与影响力的基础，追求民族复兴
和全球领导地位。④ 可见，将战略重心转移至经济建设，已是基本共识。奥巴马 2011
年 6 月 22 日宣布从阿富汗撤军时明确提出，“现在是把工作重点放在国家建设上的
时候了。”⑤

根据规划，未来 10 年美国国防预算将削减约 1 万亿美元，海外驻军减少 10 万
人。据此，美国防部 2012 年 1 月 3 日发表《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地位: 21 世纪的国防
重点》报告，具体规划美军事战略收缩和转移。报告指出，近期美全球战略收缩的重
点是欧洲，亚太和中东仍是军事战略重点。在亚太，要“增加”机构和军事存在;在中
东，则要“保持”军事存在和能力。⑥ 奥巴马总统 2012 年 2 月向国会提交的 2013 财
年国防预算为 5254 亿美元，比 2012 财年减少 51 亿美元，这是美国自“9·11”事件以
来首次减少国防预算。但是，该预算为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新军事战略提供了
财政保障。欧洲不存在明显的安全威胁，本地区国家又有较强军事实力，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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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成为战略收缩的首选。2012 年 2 月，美国防部决定首先减少欧洲驻军 1． 1 万人。
美国 21 世纪面临的主要机遇和挑战都在亚太，必然强化在该地区的战略存在。相较
而言，美国在中东地区背负诸多历史包袱，仍须处理众多复杂难题。过去对中东的
战略投入巨大，一时亦难抽身。因此，在新的战略收缩规划中，美宣称要维持在中东
的战略存在。

实际上，美国并没有维持在中东的战略存在，而是大幅缩减了战略投入，从阿富
汗、伊拉克撤军即是明证。之所以要在口头上“维持”战略存在，是担心对手乘机扩
张或盟友失去信心。2011 年初，中东局势动荡后，人们曾猜测美国可能增加在中东
的军事存在，至少会延缓从伊拉克撤军，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不测。然而，奥巴马政府
大大放低在伊战略目标，美军出人意料地全部撤出伊拉克。此前，美国曾试图将伊
打造为中东民主样板，塑造一个亲美政权。而此时，美国放弃了上述代价高昂的目
标，在伊拉克安全形势基本可控的情况下，立即撤军。根据 2008 年“美军驻扎伊拉
克地位协议”，美军定于 2010 年 6 月撤出伊拉克城镇，8 月 18 日撤出最后一批战斗
部队，仅留约 5 万兵力，负责支持伊拉克政府及其安全部队的军事行动。2011 年 12
月 14 日，美军把第 504 座军事基地移交伊方，最后一座基地于 12 月 31 日最后期限
前移交。美在伊拉克历时 9 年，死亡近 4500 名士兵，军费高达 7000 亿美元。但是，
美国终未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将伊拉克作为新战略桥头堡，而是将 10 万美军悉数撤
出，这是一种实质性的战略收缩。

战略收缩意味着减少投入，减少投入必然要付出相应代价。美军全部撤出伊拉
克，不仅扶植伊拉克亲美政权的期望落空，还给对手伊朗、叙利亚提供了良机。2011
年 11 月 27 日，阿盟就对叙利亚经济制裁进行表决，伊拉克外长明确表示不支持制
裁，投下弃权票，公开站在美国和西方的对立面。美撤军前后，伊朗紧锣密鼓地向伊
拉克渗透，填补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2011 年 7 月 6 日，伊朗第一副总统拉希米与
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签署 6 项合作协议; 11 月，伊拉克军队总参谋长兹巴里率团访伊
商议军事合作; 12 月 25 日，伊朗三军总司令菲罗扎巴迪称，美军“被迫撤出”伊拉克
后，两伊准备加强军事和安全联系。同时，叙利亚也积极拉近与伊拉克的关系。叙、
伊接壤，又都是什叶派当权。叙境内住有大量伊拉克人，两国经贸往来频繁。2011
年 7 月，叙利亚、伊朗、伊拉克三国签署共建天然气管道的协议，三方组成的反美什叶
派联盟似乎不仅仅是一种猜想，必将严重冲击美在中东维护的地区力量平衡。“基
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也威胁，要从 2011 年 8 月 15 日起在伊拉克
境内制造百起袭击，为本·拉丹报仇。该组织还呼吁逊尼派亲美武装“觉醒委员会”
尽快放弃与美合作，回归反美。12 月 22 日，该组织在巴格达制造连环爆炸，导致 63
人死亡、180 余人受伤。

与此同时，美国在中东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并未出现实质性变化，因此美必
须采取一些替代性措施，将战略收缩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目前，美在卡塔尔、科威
特、巴林等海湾盟国驻军约 4 万，可随时出动应对重大安全事件。但是，战略收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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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思想是减少美直接军事干预，让美国的盟友逐渐承担地区安全责任。因此，2011
年下半年，美再次大幅增加对盟友的军售和军援，由美国出钱出枪，盟国出人出地，
维持一种便宜实惠的安全合作。2011 年 9 月，美向伊拉克出售 45 亿美元军备，包括
18 架 F-16 战机及各类先进武器，奥巴马还承诺未来将继续向伊提供军援，协助其重
建空军，军售总额将达 118 亿美元。2011 年底，美国与沙特签署军售大单，总额近
300 亿美元，包括 84 架 F-15SA战机、70 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72 架“黑鹰”通用直升
机、36 架“小鸟”攻击直升机并升级 70 架 F-15S战机，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的最大军售
合同。美国顾问也正在帮助沙特建立一支 3． 5 万人的特种安全部队，以保护石油设
施。① 同时，美国还向阿联酋出售 96 枚拦截导弹，提供两套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这是
美国首次向外国提供如此高端的防空系统。

面对美国战略收缩、可靠性下降，沙特等美国的海湾盟友也抱团取暖，探索积极
自主的安全策略，减少对美依赖。2011 年 1 月，当时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处于最危急
关头，美国没有对数十年的老朋友施以援手，让沙特等国有了唇亡齿寒的切身感受。
3 月，当巴林王室陷入抗议浪潮之际，沙特等决定不等不靠、自力更生，果断派出部队
入巴维稳。针对自身抵抗力稍差的约旦和摩洛哥，沙特等国不仅许诺巨额援助，还
于 5 月邀请两国加入“海湾合作委员会”，以示支持。也门危机中，沙特发挥领导作
用，以海合会名义提出萨利赫和平交权的方案，号称“也门模式”。2011 年 8 月沙特
率先撤回驻叙大使，而美国直到半年后才最终撤回大使。阿盟还出面向联合国安理
会、联合国大会提出针对叙利亚的决议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沙特等海湾国家资助
了利比亚、叙利亚的反对派和埃及的某些派别。② 可以说，阿盟、海合会等中东地区
组织自成立以来，从未发挥过如此重要的政治作用。沙特与美国之间有共同的安全
利益，两国都反对伊朗，都想遏制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沙特的地区战略目标
是遏制以伊朗为代表的所有什叶派势力，美国则只想遏制伊朗本身，并非要挑起逊
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派冲突。因此，沙特四处干预“革命”、打击什叶派的做法，并不与
美国的利益完全相符。

二、反恐重要性下降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制定了以反恐为核心的全球战略，美中东战略更是围
绕反恐而展开。美国武力推翻伊拉克政权，强化对伊制裁和孤立，制定“大中东民主
计划”，推动阿拉伯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是为了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全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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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rytimes． com /news /2011 /05 /ap-us-quietly-expanding-defense-ties-with-saudis-051911 / ．

F． Gregory Gaus Ⅲ，“Saudi Arabia in the New Middle East”，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 63，Dec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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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反恐战略。除了军事打恐外，布什政府特别强调铲除恐怖主义的根基。政治专
制、经济落后被认为是滋生恐怖主义的重要根源，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中东战略重
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布什政府后期，反恐在美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已开始下
降。2011 年 5 月 1 日本·拉丹被击毙，象征着全球反恐战争的终结，由反恐战争催
生的中东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战略也随之终结。

本·拉丹虽死，恐怖主义仍是美面临的重要威胁之一，反恐也仍是美全球战略
的核心内容之一，但反恐不再是压倒一切的主导目标。本·拉丹之死是对“基地”组
织的沉重打击，美国政府认为“基地”组织的战斗力大为削弱。① 曾任布什政府国务
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的哈斯说，恐怖主义只是众多挑战之一，反恐是美国外交政策的
必要组成部分，但非全部，也不构成美对外政策的主要框架。② 美国家情报总监克拉
帕 2012 年 1 月 31 日在参议院就“美面临的全球威胁”作证时也认为: 反恐、防扩散、
网络安全、反情报是美最关注的安全问题，但其中没有哪个最重大，美国不再面临一
个主导性的威胁，而是面临多样化、互相关联的安全威胁，这构成了最大挑战。③ 反
恐的主导地位不存，反恐指导下的中东战略也要相应调整。

政治上，布什政府曾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展现了对中东进行政治改造的雄
心壮志。2002 年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要利用反恐之机，把自由市场和自
由贸易推广至全世界，并积极致力于穆斯林世界的民主发展。④ 2004 年 2 月，美国正
式出台“大中东民主计划”，除阿盟 22 国外，甚至囊括以色列、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
富汗，故称为“大中东”。“9·11”事件前，美顾及盟友政权稳定，不追求剧烈的政治
变革。但“9·11”后，美国为推进民主化，已不惧引发埃及、沙特等国内的政治风波。
2002 年 8 月，美为迫使埃及加快民主进程，取消 1． 2 亿美元援助; 后因埃及拒绝民主
选举，美中断同埃及的自贸协定谈判。同样在美压力下，沙特于 2004 年初宣布实行
市政选举，涉及全国一半的市政委员会。2003 年美推翻萨达姆政权在伊拉克搞民主
试验，2005 年支持黎巴嫩“雪松革命”，2006 年同意巴勒斯坦的民主选举，但均未达
到预期效果，甚至适得其反。2006 年，美认定的恐怖组织“哈马斯”在巴勒斯坦议会
选举中获胜后，布什政府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正式寿终正寝，对埃及、沙特的民主改
革压力也随之消散。美国重回其传统中东政策，支持盟国政权稳定，换取其对美战
略利益的支持。2006 年，美国甚至与多年的宿敌利比亚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将利
作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反恐伙伴。此后，奥巴马政府虽然也鼓吹支持中东民主进
程，并在网络自由、公民社会等议题上向中东国家施压，但政治民主化作为美中东政
策核心的时代似已一去不返。2010 年美国务卿克林顿发表第一次“网络自由”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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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美国会曾拨款 3000 万美元用于支持互联网自由，但此后 16 个月内国务院没花掉
一分钱。在国会撤回拨款威胁下，国务院才匆忙制定了新的落实计划。反恐重要性
下滑后，中东国家的战略重要性也有所降低，奥巴马政府对它们的政权稳定性、政治
自由化都不怎么关心了。新一轮中东“民主波”实在是奥巴马的无心之作。

经济上，为配合政治民主化，布什政府积极推动中东地区经济自由化。2003 年 5
月，布什政府提出“中东自贸区”( MEETA) 构想，推动区内及中东与美国之间的贸
易、投资一体化，预计 2013 年前完成。经过数年实践，虽未建成中东自贸区，仍取得
不少成就。此前，美国仅与以色列签有自贸协定( FTA) 。目前，美已与巴林、约旦、摩
洛哥和阿曼签署了自贸协定，正同埃及、阿联酋展开磋商。美国还提供技术支持，助
伊拉克、黎巴嫩、也门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

美国在中东的直接经济利益微不足道，关注中东经济自由化重在其政治效应，
重在配合反恐战略。2010 年美与中东的贸易额为 1550 亿美元，仅占美国外贸总额
的不到 5%，同年美对中东直接投资存量达 540 亿美元，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 1%。①

反恐的地位下降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战略的重点转向刺激出口、创造就
业，对中东的经济改造和援助热情明显下降。2010 年奥巴马政府推出国家出口战
略，力争到 2015 年出口增加一倍，达到 3． 14 万亿美元。② 为实现该目标，美国加大
了对出口的支持力度。2011 财年，美国进出口银行动用 327 亿美元支持出口，但用
于中东的仅 4432 万美元，约占总量的 1%。然而，此前进出口银行投资在中东的资
金达 92 亿美元，占其全球份额的 10%。③ 由此可见，中东地区在美新经济战略中的
地位明显下降。现在，美国考虑对中东地区的经济政策时，更多关注的是经济利益
本身，而不是把经济手段作为一个政治工具。美国国会在规划增加对中东的出口
时，重点关注伊拉克、利比亚，因为这两个国家战后重建需大量基础设施，能创造
就业。

三、“阿拉伯之春”的影响

“阿拉伯之春”初期，突尼斯、埃及等美国的长期盟国政权更迭，穆巴拉克等一批
美国的老朋友下台，沙特、约旦、巴林、也门等美国的重要战略盟友出现程度不等的
政局不稳，一时间不少人预测美国将面临一场灾难。然而，一年过去，形势对美国远

①

②

③

Rebecca M． Nelson，Mary Jane Bolle and Shayerah Illias，“US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Overview and Issues for Congress”，Congress Research Service，January 20，2012，pp． 9-14．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n the National Export Initiative: The Export Promotion Cabinet's Plan for Doubling U．
S． Exports in Five Years，Washington，D． C．，September 2010; Trade Promotion Coordinating Committee，2011 Na-
tional Export Strategy: Powering the National Export Initiative，Washington，D． C．，June 2011．

Rebecca M． Nelson，et al．，“US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Overview and Is-
sues for Congress”，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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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当初想象的坏，美国甚至看到了于己有利的迹象。传统战略思想认为，在中东
地区，稳定符合美利益，混乱有利于宗教极端分子和美国的敌对势力，并危及全球石
油市场稳定。现在，经过中东北非政治动荡的洗礼，美国的观念变了。

首先，“基地”组织、伊斯兰极端势力并未在乱局中壮大，相反其活动空间似乎缩
小了。历史上，恐怖主义历来产生在政局动荡的地区。因此，中东地区政局动荡伊
始，人们普遍认为“基地”组织将有机可乘，极端伊斯兰势力恐兴风作浪。埃及、利比
亚、也门、叙利亚皆发现“基地”组织的影子，他们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反政府运动。美
“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斯蒂温·西蒙说，“在任何地方，只要法律和秩序受到削
弱，对好战分子都是机会。”①但一年后，“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并未在任何一国显著
做大。由此，美国相信，即使放弃独裁政权，极端宗教势力也未必得逞，美国的安全
利益仍可保障。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判断，也是一个重要转折。② 伊斯兰势力的确
借助政治动荡进入了多国政治舞台中心，但受益的不是极端伊斯兰力量。代表温和
伊斯兰的“穆斯林兄弟会”( 穆兄会) 、代表保守伊斯兰的“萨拉菲派”，均在选举中表
现不俗，唯独极端伊斯兰势力难分一杯羹。可见，立场较温和的伊斯兰政党主导了
此轮伊斯兰势力的崛起，极端伊斯兰的活动空间和影响力受限。美情报部门研判，
短期看，“基地”组织利用政治动荡寻求更大活动空间的可能性存在; 长期看，“基地”
组织正遭受一次战略性挫折。“穆兄会”参与政治进程，提供社会保障，传播宗教价
值观，“基地”组织没有能力与其竞争。非暴力、民主参政比暴力活动更得人心，温和
伊斯兰势力将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当然，若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一旦温和伊斯兰
政党不能解决民众关心的问题，人民的不满情绪会再度膨胀，“基地”组织亦可能卷
土重来。③

其次，亲美政权的垮台没有损害美国的安全利益。新近崛起的政治伊斯兰并不
可怕，他们大体上将选择以民主、市场为核心的现代国家道路。政治伊斯兰也称温
和伊斯兰，他们接受世俗政治框架，谋求合法参政，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在中东地
区，伊斯兰势力长期遭强人政权打压，多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现借助“阿拉伯之春”异
军突起，成为多国政局的执牛耳者。突尼斯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已赢得制宪会议
选举，埃及“穆兄会”也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伊斯兰势力是利比亚“倒卡”的中坚力
量，对政局影响甚大。叙利亚、也门和约旦的伊斯兰势力也趁乱壮大: 叙利亚“穆兄
会”构成叙最大海外反政府联盟“全国委员会”的骨干，约旦“伊斯兰行动阵线”、也门
“伊斯兰改革集团”均成为两国重要反对党。长期以来，这些伊斯兰势力反对各国政
府，反对美国扶持独裁政权，并因此成为美国的打击对象。“阿拉伯之春”初期，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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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兴起的政治伊斯兰非常警惕，后迫于形势才不情愿地与他们接触。但经过一年
的观察，美国发现，除了带有一些反美色彩的民族主义情绪外，政治伊斯兰崛起大体
符合美利益。以埃及为例，“穆兄会”和最高军事当局为争取民意，都不同程度地疏
远美国，甚至制造些许反美事端。长远看，即将执政的政治伊斯兰势力能否塑造民
意，建成新型的、互利的埃美关系仍然难说。① 但到目前为止，美对政治伊斯兰政党
的上台持谨慎乐观态度。美评估，“能否切实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将决定伊斯兰政
党的长期政治命运，但目前的言论和政策表明，他们将采取一种支持市场经济和社
会福利的混合政策。”②政治伊斯兰主导的几个国家，也都大体上选择维持与美国的
合作关系。

第三，地区权力格局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变化。美国情报机构评估认为，阿
拉伯动荡“使美影响中东事务的能力受到挑战”。③ “阿拉伯之春”也是阿拉伯民族
寻求民族复兴的一次尝试，相关国家积极凝聚民族共识，阿盟、海合会等地区组织积
极行动，吸收摩洛哥、约旦“入( 海合) 会”，组建对抗伊朗的联盟，支持巴勒斯坦入联，
调解也门、叙利亚危机。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可能使阿拉伯国家外交多元化，改变长
期亲美的对外关系。一方面，亲美强人垮台，新政权顾及民意，不会再对美国言听计
从。强人政权可以不顾国内强大的反美、反以情绪，追随美国。新的民选体制将迫
使当权者关注民意走向，对美政策亦受此牵制。另一方面，亲美的君主制国家也面
临民主诉求和民族情绪，为缓解内部压力，也会适当与美拉开距离。可见，短期内美
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盟友都会因国内政治考虑适度疏远美国，美对地区事务的影响
力必然要打折扣。然而，在地区影响力下降的同时，地区安全形势却朝着有利于美
国的方向发展。美国判断，阿拉伯领导人将继续与美开展安全合作，遏制伊朗的地
区野心，寻求美经济援助。伊朗本想利用“阿拉伯之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目前
为止没有捞到什么好处。相反，叙利亚危局对伊朗构成了严峻挑战。④ 尤其是对海
湾国家而言，借助美国削弱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联盟仍然符合其利益，与美结盟
仍是其理性选择。伊朗的处境日益孤立，美国在中东的整体安全环境实际上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改善。

四、选择性介入

全球战略收缩迫使美国不得不减少对中东的战略投入，反恐地位下降让美国可
以削减对中东的政治经济投入，“阿拉伯之春”对美有利的方面使美乐意减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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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战略收缩、减少投入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美国中东政策的基调。但是，伊朗威
胁、以色列安全、反恐、石油供应等问题依然涉及其重大利益，美国不可能在中东简
单地实施战略撤退。在事关美国利益、又无需消耗太多资源的情况下，美将会选择
性介入中东事务。

伊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对手，短期内美无法从该问题上脱身，还得在地
区和全球范围内遏制伊朗。长远看，美伊敌对不符合美利益，反而消耗了美大量战
略资源。同伊朗和解，让波斯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逐渐恢复自身的权力
制衡体系，美国作为一个离岸平衡手发挥相对超然的作用，最符合美利益。近期看，
由于历史恩怨、国内政治、地区格局等因素，美伊政治和解的可能性很小。伊朗的战
略目标是阻止美主导中东，尽一切可能限制美国的权力和影响;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
阻止伊朗成为地区强权，尽一切可能限制伊朗的权力和影响。过去 30 多年来，美倚
重自身超强实力，迫使国际社会对伊实施武器和高科技禁运，限制了伊朗常规军力
发展。因此，伊朗将军力建设的重点转向非对称力量，核开发成为美伊对抗焦点。
美国虽拥有常规军力优势，但伊朗的非对称性战略尤其是核计划对美国构成独特挑
战。① 美国拥有埃及、沙特、土耳其、以色列的支持，伊朗则对叙利亚、伊拉克、黎巴
嫩、巴勒斯坦“哈马斯”等拥有重要影响。尽管双方实力差距悬殊，但都有继续对抗
的资本，核问题正是美伊战略对抗的体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伊朗拥有生产核武
器的技术和能力，但尚不确定伊朗是否已决定生产核武器。伊朗是否决定生产核
武，取决于其成本收益的衡量，因而国际社会仍有机会促使伊朗核问题达成政治解
决。② 进一步说，美伊对抗政治解决的可能性也还存在。

美国同埃及、沙特等国的全天候盟友关系将发生变化。美国不再会无条件地支
持这些政权，这些国家也将选择性地与美合作。穆巴拉克、卡扎菲等人本以为在安
全问题上支持美国，可换取美对其政权稳定的保障。但是，“阿拉伯之春”打碎了其
幻想，政权能否维系只能靠自己。中东反恐形势好转、后强人时代的乐观前景，使美
国对强人政权的依赖度下降，未来美国可不再与某个政府绑定。根据战略需要，美
国可有选择地支持中东某些国家的某些政策。例如，美国同沙特在遏制伊朗上有共
同利益，就全力支持沙特颠覆巴沙尔政权，以削弱伊朗。但是，沙特为了维护自身稳
定，在中东多个热点地区反对什叶派政权，这不完全符合美利益。当沙特派军队进
入巴林时，美国就曾给予严厉谴责，美沙关系也受到影响。中东变局中，数位政治强
人或流亡、或毙命、或受审，只有也门总统萨利赫有幸赴美治疗。这是因为，也门直
接关系到美国的反恐战争，也门的稳定对美异常重要。美情报部门认为，未来阿拉
伯半岛、伊拉克、马格里布等地“基地”组织对美威胁将超过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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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又以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战斗力最强，而清剿该组织的战场就在也门。也门
政局动荡将给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提供更大活动空间，后者可能采取更具挑衅性
的行动，危及美国利益。① 选择性介入战略表明，未来美对中东盟国承担的义务将相
应减少，中东盟国的独立自主性相应增加，双边关系将转变为一事一议的利益交换
关系。例如，沙特曾于 2011 年 9 月警告美国，因美反对巴勒斯坦入联，沙特将在美国
关心的其他议题上采取不利于美的政策。②

整体上，由于国家利益和政策的重新定位，美国对中东政治民主化的关心程度
将下降。但鉴于中东新一轮“民主化浪潮”方兴未艾，美国内民众对民主价值观的热
情不减，美将选择执行成本低或无成本的人道主义干预。在全球战略收缩的同时，
“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却逐渐成为美国的主流意识。战略收缩要求美国只
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新干涉主义却要求美干预不一定涉及核心利益的“人道主义
灾难”。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人道主义干预需求，2011 年 8 月奥巴马签署《总统研究
10 号令》，宣称阻止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是美国的一项核心国家安全利益，也是美国
的一项核心道义责任。③ 有意思的是，国家情报总监在评估美面临的全球威胁时，只
是点到了人道主义灾难，但未进一步细化，反而说，“不幸的是，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
时时刻刻都存在。”④人道主义灾难几乎天天有，问题是美国的能力和实力也有限。
2011 年 3 月 18 日，奥巴马在电视讲话中指出，全世界发生人道主义灾难的地方很
多，美国为什么单单干预利比亚? 因为美国不需要动用很多资源，也没有国际阻
力。⑤ 美国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是未来美国军事干预的样板，即在不付出过多代价
的前提下维护美国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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