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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政治  

 
气候变化政治对海湾国家的影响* 

 
汪 波 

 

摘    要：海湾地区气候炎热，淡水资源缺乏。长期以来，海湾国家主要依靠能源

出口获取大量资金，借此修建海水淡化工厂等各种设施以适应和改善气候环境的影

响。近年来，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协调合作中，已形成一种处理全球气

候变化的政治。气候变化政治要求各国减少能源消耗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以缓解

全球变暖趋势，从而对海湾国家以能源出口收益来维护生存环境和社会稳定的基本

经济模式构成冲击。面对气候变化政治带来的冲击，海湾国家目前的权宜选择只能

是继续扩大能源出口，并尽量拖延实施气候变化协议来进行应对。然而，这种做法

虽可以暂时保持海湾国家改善环境的努力和维护其经济政治结构稳定，但却难以消

除全球气候变化政治今后长期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所带来的压力。 

    关 键 词：全球气候变化；海湾国家；经济模式 
    作者简介：汪波，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12）03-0108-13    中图分类号：D054   文献标码：A 

 

＊ 本文属 200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2009JJD810009）及 2008 年度

教育部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8JZDO039）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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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中东地区东部濒临波斯湾的海湾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影响，不仅常年

气候干燥炎热，而且淡水严重缺乏。近年来，得益于海湾地区丰富的石油和天

然气资源，海湾国家才得以通过大量油气出口换取的资金来建设各种现代化设

施，以适应与缓和恶劣气候的严峻压力，为民众的生存和经济发展提供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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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供应，并提供各种社会福利来维护社会稳定。然而，人类近一个多世纪来

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造成的温室效应，不仅导致全球气温

上升，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近年来，联合国主办的关于气候变

化的政府间论坛，表明整个国际社会已认识到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危害，

并已达成调整能源结构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政治性共识。气候变化政治推动

全球各国制订的节能减排政策，意味着国际社会将大幅度减少石油和天然气消

费。这对于海湾国家来说，能源出口减少将导致他们无法继续利用能源换取的

大量资金来改善自身生存的恶劣气候环境和维持成本高昂的海水淡化工程，其

结果将可能激发海湾国家政治结构中的潜在危机，甚至带来各种社会传统问题。

另外，由于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的限制，海湾国家也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以能源

出口为基础的经济结构转型。因而海湾国家在无奈之下，只能继续依靠扩大能

源出口和拖延实行气候变化协议的方式，来应对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政治的冲击。 
 

一、海湾国家改善自身气候环境的努力 
 

海湾又称波斯湾（Persian Gulf），亦称阿拉伯湾(Arabian Gulf)，位于阿拉

伯半岛到伊朗高原之间，包括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卡

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等国家。从气候条件来说，海湾地区的自然条

件极其恶劣，这里一年中有 8 个月的平均气温在 40℃以上，沙漠地带正午时分

的气温更可高达 60℃。海湾地区炎热干旱的气候主要是不寻常的地理条件和太

平洋高压的共同作用所造成。空气在赤道地区上空被烈日烤暖后温度会迅速上

升，这些热空气向北极地区移动经过海湾地区时，由于副热带高压带控制和常

年盛行的下沉气流，造成来自赤道的高温气流停留在这一地区，形成干燥炎热

的热带沙漠气候。 
 进入 20 世纪以来，气候环境已成为直接关系到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按照

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所有的发展都应该是为了扩大人类的潜在能力和增

加人类的自由。但不同地区恶劣的气候环境，却严重限制了人类生存的自由。

在海湾地区，炎热干旱的气候环境不仅影响到人类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且还

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①海湾国家在这种严酷的气候环境下，为维护社会稳定

和国家安全，近年来已经为适应和改善这种充满敌意的气候环境做出了巨大努

                                                        
① 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2008, https://unp.un.org/details.aspx?pid=1 
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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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如今，人们在迪拜、利雅得和多哈看到的那些高耸入云的钢铁和玻璃大厦，

代表的就是海湾国家过去几十年来在这个世界居住环境最差地区为适应和改变

环境付出努力所取得的最明显成果。 
 多年来，海湾地区国家为适应和改变环境的努力，主要是解决这个地区的

淡水资源缺乏问题。从全球气候地理来看，海湾地区不仅是地球上人类生存的

最炎热地区，而且也是淡水资源最缺少的地区。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除伊

拉克和伊朗外，大多数海湾国家都处于严重缺水状态，每年的降雨量少于每平

方公里 1000 立方米。近年来随着全球气温升高和当地人口增长对淡水需求的增

加，这种局面正在变得更加严峻。预计到 2025 年，海湾国家淡水的需求将比现

在增加一倍，而工业生产需要的用水则将增加三倍。因此可以说，海湾地区当

前拥有的可循环使用的淡水资源已处于严重的环境危机状态。 
 面对全球水资源缺乏问题的日益突出，联合国已把淡水资源匮乏列为社会

稳定的重要危机因素之一，和贫困、盲目城市化、环境退化以及破碎的统治体

制结构共同构成全球性危机的系统性问题。在这些危险因素中，淡水资源匮乏

问题带来的压力又特别严峻。①在海湾地区，淡水资源如今更是社会增长、发展

和稳定的关键。② 
为了生存需要，海湾国家过去十年来主要是依靠抽取地下水来补充淡水资

源的不足。仅 2007 年，海合会国家就从地下蓄水层中抽取了 1950 万立方米淡

水。目前，这些国家全部用水量的 9.1%，依然要从地下水资源中抽取。③不过，

这种做法显然会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由于回灌不足，大量抽取地下水源的做

法已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水质破坏和盐碱含量增加。 
 为了保持有限的地下水资源，海合会国家解决淡水资源不足的主要途径已

开始转向建设海水淡化工程。现在，海湾地区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发达的淡水

生产设施。在海湾地区大约 5000 个海水淡化工厂中，每天能够生产 1800 万立

方米淡水。不过，海水淡化的成本极高，每立方米平均约为 50～60 美元。④在

海湾地区的海水淡化工程中，沙特阿拉伯的海水转化公司（SWCC）是当今世

                                                        
① Water Hazard Risks, United Nations-Water Series, Vol. I, http://www.unwater.org/downloads/ 
unwaterseries.pdf. 
② Synthesis of the 4lh World Water Forum, Mexico City, http://www.worldwatercouncil.org/file 
admin/wwc/World_Water_Forum/WWF4/synthesis_sept06.pdf. 
③ Mohamed A. Dawoud, Water Scarcity in the GCC Countries, Research Paper, Gulf Research 
Center, Dubai. 2007. 
④ Phil Dickie, Making Water, World Wildlife Fund Freshwater Programme, World Wildlife 
Fund, Jun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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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最大的海水淡化公司，每天生产大约 300 万立方米淡水和 5000 兆瓦电力，

能够提供沙特全国 50%饮水和 20%的电力。2006 年 3 月，海水转化公司总裁沙

里夫（Fehied al Shareef）表示，沙特每天还需要增加 600 万立方米淡水和 3 万

兆瓦电力，才能满足未来的需要。① 
 2006 年 12 月，沙特决定投资 53 亿美元在提哈马（Tihama）建立“淡水银

行”工程，以便大幅度提高全国的海水淡化能力。②鉴于海湾地区对淡水资源的

需求正以每年 6%的比例增长，估计未来十年中海湾国家将投资约 1000 亿美元，

来提高海水淡化能力以满足社会增长的需要。③为应对日益增长的淡水需求，海

湾国家还积极引进外资来发展海水淡化和电力生产的联合项目。2007 年 8 月，

法国 Veolia 水处理和技术公司宣布在阿联酋的富查伊拉（Fujairah）投资 8 亿美

元建设海水淡化项目。这一项目完工后，每天可生产 59 万立方米淡水。2007
年 6 月，这家法国公司又和沙特签署了 14 亿美元的合同，计划在朱拜勒（Jubail）
修建世界上最大的海水淡化工厂，每天生产 80 万立方米淡水。④ 
 尽管 2008～2009 年出现了全球经济衰退，但海湾国家对未来经济增长和发

展仍然充满信心。当时世界上很多地区都在经济危机中摇摆不定，而海湾国家

的经济却依然继续增长，只是速度较为缓慢。世界银行曾指出，2009 年海湾国

家经济增长率虽然只有 3%，但 2011 年将达到 4.5%.⑤而实际上，海湾国家 2011
年的经济增长率竟高达 5.2%。⑥可见，尽管世界经济当前面临各种问题，但海

湾地区依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不过，这一时期石油收入的大

量减少也对海湾国家造成了严重影响。据统计，海合会国家与能源有关的收入

从 2008 年的 6300 亿美元大幅减少到 2009 年的 2800 亿美元。为此，海湾国家

的经济增长在主要依靠能源市场的同时，也积极加强非石油因素在经济增长中

的作用。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海合会国家在过去十年中已采取重大步骤向

国外投资者开放其国内市场，且这些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目前，

                                                        
① Javid Hassan, “Kingdom Leads in Desalination. But Needs More to Meet Demand,” Arab 
News, March 22, 2006. 
②Mariani al Hakeem, “Saudis Consider S5.3 Billion Water Project,” Gulf News, December 24,2006. 
③ Meena Janardhan, “Water Day-Gulf: Forced to Look beyond Desalinization Plants, ” Inter 
Press Service News Agency, March 21, 2007. 
④ Veolia Awarded Huge Desalinization Contract in Saudi Arabia, http://www.media.deantech.co 
m /l392/veolia-awarded-huge-desalination-contr. 
⑤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al Note, World Bank, June 2009, http://siteresources.worl 
d bank.org/MENAEXT/Resources/EDP_MNA_2011.pdf Y,00.html. 
⑥ 《沙特人均收入达$1.6万海湾国家经济增长率高达 5.2%》，http://news.hexun.com/2011-04-0 
6/1285078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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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区估计总共有 20000 亿美元的发展计划，其中 13000 亿美元属于基础建

设，2660 亿美元属于能源基础设施。 
 虽然从长期来看前景乐观，但阶段性经济停滞依然无法回避。2008 年，海

湾地区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就给迪拜留下了一大批烂尾楼。现在，阿联酋大约

有一半的建设项目被延迟或是取消，其价值高达 5800 亿美元。①不过，阿联酋

政府还在继续建设一些大型工程。2008 年初，阿布扎比破土动工修建的马斯塔

尔（Masdar）城，其设计面积为 6 平方公里，将为 4 万居民提供零碳排放住宅，

耗资 220 亿美元。②与此同时，卡塔尔也通过出口北部宆隆油气田的天然气收益，

进行同样大规模的建设工程。在该地区建设的大批庞大工程中，有一项是把该

地区建成全球铝合金市场主要生产者的计划。通过这项计划，科威特、卡塔尔、

阿曼和阿联酋的铝合金加工企业 2010 年时年生产能力已达 180 万吨。③ 
 在沙特，沙特阿拉伯投资总局（Saudi Arabian General Investment Authority）
也在推行一项庞大的建设计划。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在 2020 年前建立六座新城

市，为 430 万人提供居住，解决 130 万人的就业，并为国家经济增加 1500 亿美

元的收入。这六座城市已经被命名为：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The King Abdullah 
Economic City）、麦地那知识经济城（Knowledge Economic City in Medinah）、

阿卜杜拉·本·穆赛义德王子经济城（Prince Abdulaziz bin Mousaed Economic 
City in Hail）、吉赞经济城（Jizan Economic City）和雷比格工业城（Petro Rabigh）。
这项计划也表明了沙特政府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来应对这个国家未来 30
年中将要出现的人口增长浪潮的努力。④ 
 

二、气候变化对海湾国家的冲击 
 
从气象学层面来说，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源于对造成全球变暖的

温室效应现象的重视。最早开始这一研究的，是 19 世纪后期的法国科学家让-
巴普蒂斯·约瑟夫·傅立叶（Jean Baptiste Joseph Fourier）。傅立叶在研究中发

现，地球上的所有能量都是以阳光的形式从太阳来到地球的。这些能量一部分

                                                        
① Paul Lewis, “Dubai’s Six Year Building Boom Grinds to a Halt as Financial Crisis Takes 
Hold,” Guardian, February 13, 2009. 
② “Abu Dhabi Masdar Initiative Breaks Ground on Carbon-Neutral City of the Future,” PR. 
Newswire, 2008-09-02,.http://www.highbeam.com/doc/1G1-174425346.html. 
③ Ibid. 
④ Jad Mouawad, “The Construction Site Called Saudi Arabia,”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0,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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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地球吸收，另一部分作为红外线光束又反射回太空。从理论上来说，地球吸

收的能量少于作为红外线辐射流失的能量，因而地球表面的温度应该不断冷却。

但实际上，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CO2）像一床毯子，捂住了地球表面的热量，

使其温度适合人、动物和植物生存。 
近年来，随着地球表面温度不断升高，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

政治问题。这种关注的具体表现，就是 1988 年联合国成立的关于气候变化问题

的政府工作小组（UN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这主要是在

过去 150 多年里，大气中温室气体随着各国工业生产不断扩大而逐步增加，并

已开始威胁到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1901 年以来，全世界气温一直处于波动状

态之中，全球平均气温也上升了 0.74℃。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主要就是

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不断提高。相比之下，地球在过去 65 万年里二氧化碳浓

度从来没有达到过今天这样的高度，一直处于 290ppm 之下。由于工业化生产

不断扩大，2008 年初地球上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达到 387ppm，并且还在以每

年 2ppm 的速度增加。 
从生态学角度来看，气候变化本来属于环境问题。然而，在当前这个经济

全球化的时代，气候变化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国家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宏观经济问题，甚至还是一个涉及政府间合作与妥协的国

际政治问题。2009 年 12 月 7 日～18 日，192 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在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会议，会议商讨了《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

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并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了新协议。无疑，

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也是“拯

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因此，这份气候协议书从政治层面来说，不但会对

地球今后的气候变化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而且也把气候变化问题变成了一个

国际社会的政治议题。在这次会议上，限制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要求得到了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表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涉及国家主权的政治

行动。同时，协议还意味着国际社会已形成共识来共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并强调应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来加以实施。另外，联合国气候会议的运行程序

也完全符合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会议以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为目标，

体现出以政治方式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气候变化问题的趋向。 
不过，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化倾向，必然导致各国在参与维护全球气候环

境的同时，也要关注自己国家的切身利益。在联合国气候会议上，争论的中心

主要就是各国应减少多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来缓解地球的温室效应，因为这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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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关系到每个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甚至经济模式调整。通常来说，每个国家都

不愿意接受别国强加给自己的减排量，认为这是对自己主权的侵犯，也是对他

们话语权的无视。另外，气候问题的争论还牵扯到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

从而把环境问题提升到更高的政治层面。其中最为突出的矛盾就是，以美国为

首的发达国家将工业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后，不但不愿承担责任，反而用自

己造成的后果来给别国施压。因此，这一涉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富裕国

家、贫穷国家等各种利益主体的争论，其政治属性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量问题上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争论，

其矛头最终还是要转向以石油能源出口为其经济支柱的海湾地区产油国，并演

变成海湾地区产油国与石油消费国之间的一场博弈。对于海湾地区的产油国来

说，它们一方面担心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节能措施降低能源消耗，或使用乙醇

和其他生物燃料等非石油替代能源；另一方面，它们也担心新兴市场国家的原

油需求可能下降，其中包括作为世界石油消费增长最大引擎的中国。尽管中国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没有提出明确的减排指标，但也承诺将大幅度提高其工厂、

电厂和汽车的能源效率，以降低其“碳强度”，也就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同时，中国和印度还宣布了未来十年削减碳强度的计划。中国

明确表示，将通过提高车辆燃油效率标准，在 2020 年以前将碳强度从 2005 年

的水平最高削减 45%。印度的目标则是在未来十年中，在 2005 年基础上最高

削减 25%。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和印度占据了世界石油需求增量的大部分，如

果它们采取认真的节能措施，全球未来的石油消费量可能遭到重挫。美国莱斯

大学(Rice University)贝克研究所(Baker Institute)高级能源研究员贾菲(Amy 
Myers Jaffe)估计，如果中国大力提高能源效率，并使用更多替代性能源，那么

在未来 20 年它自己的石油需求可能将达不到日平均 450 万桶。① 
对于气候变化政治带来的这一系列后果，海湾国家都明确表示担心其能源

收入可能受到严重影响，因而难以对哥本哈根达成的协议给予支持。沙特阿拉

伯气候变化问题首席谈判专家穆罕默德·奥萨班（Mohammad Al Sabban）说，

对于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国的沙特阿拉伯来说，这样一种变化可能会使这个王国

未来的石油收入减少数万亿美元。作为欧佩克最大成员国的沙特阿拉伯还估计，

如果哥本哈根协议生效，未来 20 年欧佩克的石油收入将承受至少 6 万亿美元的

                                                        
① Is China’s Oil and Coal Binge Coming to An End, December 8, 2009, http://www.cuyoo.com/h 
tml/zhongguo/2009/1208/126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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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萨班表示，这一数字可能还会更大，具体要看这些削减石油需求的政策

是不是仍然是“选择性的且不利于石油产品”。① 
因此，海湾国家提出，除非发达国家能为它们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财务补偿，

否则它们就不可能支持哥本哈根会议达成的协议。沙特阿拉伯在一系列气候谈

判期间也明确要求，鉴于新的气候协议下矿物燃料的需求将大幅度减少，因而

石油生产国需获得特别资金援助。不过，国际能源机构（IEA）发表的报告却

显示，即便各国同意大幅度削减碳排放和减少石油消费，欧佩克在 2008～2030
年仍将增收 23 万亿美元，比 1985～2007 年增长 4 倍。不过，沙特首席气候谈

判专家奥萨班则认为，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失之偏颇。他还表示，按照欧佩克

的计算，从 2012 年起，在新的气候协议下沙特每年将损失 190 亿美元，而整个

地区的损失还要大得多。为此，奥萨马明确强调：“我们是经济上很脆弱的国家。

我们正在推进经济多样化，但是这个过程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并没有太多

的资源可利用，这对我们来说非常严重。”同时，奥萨马还指责西方国家以保护

地球为幌子制裁石油生产国。“西方世界的许多政治家认为，气候变化谈判和新

的协议将为他们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提供一个大好机会。这意味着将负担转

移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高度依赖于石油开采的国家”。② 
对于沙特和其他海湾产油国的这种态度，阿拉伯环保组织“独立联盟”

（IndyACT）和德国环保组织“德国观察”（German Watch）都发布报告，指责

沙特是阻碍此次谈判进程的关键因素。报告认为，沙特的战术是借纠缠于石油

生产国的经济困境，来延缓气候谈判进程。“独立联盟”执行董事长沃尔·哈麦

丹（Wael Hmaidan）还明确表示：“目前阿拉伯的立场集中于石油贸易保护，

而不是拯救地球于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之中。”③与此同时，海湾国家应对气候

变化政治的这种方式也引起了环境保护团体的强烈不满。2006 年，这些团体把

沙特列为世界上处理气候变化最糟糕的国家。④2007 年 12 月，在巴厘岛举行的

联合国会议上，环境保护团体把沙特称为“当代化石”，因为它不愿意建设性

地支持全球气候变化谈判。 
 实际上，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海湾地区国家担心的并不是气候变化对

其自身气候环境的影响。因为即使世界继续变热，对它们已极度炎热的天气的

                                                        
①《海湾产油国：减排将削减其石油收入》，《中国能源报》，2009 年 12 月 14 日。 
②《沙特提出经济援助需求以应对气候变化》，http://news.sohu.com/20091012/n267300308.shtml. 
③ 同上。 
④ U.S., Saudi, China Rank among Worst on Climate Change: Group, Agence France Presse, 
November 1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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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也微不足道。它们所担心的是，当国际社会把气候变化上升为一种政治和

政策变化问题的时候，将会对它们造成的危害。对于海湾国家来说，它们最害

怕的就是气候变化政治促使国际社会达成的全球协议将会改变能源市场结构，

并因而产生两种结果：一方面是能源消费国将会减少能源需求，另一方面则是

国际社会将要求能源生产国为那些缺少能源的国家承担更多与气候变化有关的

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面对这些日益迫近的压力，海湾国家目前只能采取一种

拖延战略，就是要尽量推迟实行全球性的碳排放税，以及提供为适应气候变化

而进行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不过，海湾国家也清楚意识到这种结果难以避

免。只是拖延的时间越长，它们就可以用更多的资金和时间来建设自己国家的

环境适应工程。 
 

三、海湾国家在气候变化压力下的应对选择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逐步演变成一个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政治议题，海湾国

家面临的压力也日益明显。除能源市场变化可能带来的经济问题外，还涉及更

加深层的经济转型、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问题。从表面来看，海湾国家面临的

压力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海湾地区长期以来环境影响最严重的淡水资源匮

乏问题，将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而变得更加严重。据世界银行的研究项目估计，

到 2050 年整个中东和北非的每平方公里年平均降水量，将从现在的 1000 立方

米减少到 500 立方米①；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政治影响的不断加强，最终必

然导致化石燃料消耗量大幅度减少。其结果将使得海湾地区以石油出口为经济

支柱国家应对自身面临恶劣气候环境的能力大幅下降，从而影响到这些国家为

适应和改善生存环境所做的努力。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气候变化政治对海湾国家造成的长远影响可能更为严

重。首先，海湾国家通过不断扩大能源市场来维持经济增长的目的，不仅为了

改善恶劣的气候环境，同时也为了利用能源市场获取的资金来应对国内政治改

革压力，以继续维持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政府形式。长期以来，海湾国家政府每

年都要花费大量能源出口赚取的资金，来保障价格昂贵的社会补助津贴和福利

                                                        
① Making the Most of Scarcity: Accountability for Better Hater Management Resul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The World Bank, 2007(5), http://www.web.worldbank.orgAVBSI 
TE/EXTERNAL/COUNTRIES/MENAEXT/0.,contentMDK:2l244687~pagePK:146736-piPK:146
830-theSitePK:256299.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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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以“收买”国内民众。因此，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增长已不可避免地和海

湾国家内部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次，能源出口对于海湾国家的重要性还表现为，可以运用能源换取的资

金来加强对国家内部政治势力的控制，也就是对国内各种利益攸关者的笼络。

在沙特，这些利益攸关者主要包括广大王室成员、宗教机构神职人员、汉志省

（Hijaz）的商人、内志省（Nejd）那些能够对广大民众发挥影响的持不同观点

的宗教教士、东部省份的什叶派、还有那些通过婚姻关系和王室结合为一体的

部落领袖。为保障这些群体的利益，海湾国家政府都建立了一套精心设计的制

度，包括政治赞助、政府职务工作安排和财富二次分配。这样才能让所有利益

攸关者对现存政治体制满意，同时也使得国内潜在的反对派无机可乘。而这种

体制的维持，同样也离不开能源出口换取的大量资金。 
 再次，海湾国家的能源经济收入，对于消除国内社会那些“传统的”不稳

定因素也必不可少。这些因素包括人口增长、城市化、失业、分裂性的社会运

动等。通常来说，这些不稳定因素长期以来就广泛存在于社会之中，随时可能

从城市中心爆发出来。因此，沙特及其海湾地区的伙伴国都非常担心，气候变

化政治带来的影响不但会改变世界石油市场的扩展前景，而且还会推动国际能

源市场结构发生变化。而这两种结果都会使得海湾国家的经济收入大量减少，

从而降低政府应对传统风险的能力。 
 最后要强调的是，海湾国家人口增长所造成的淡水资源短缺，将成为这些

国家生存环境方面的严峻压力。据估计，海湾地区 2050 年的人口将从 2000 年

的 1.17 亿增加到 2.19 亿，其增长幅度超过 85%。①为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海

湾国家必须更大程度地依靠世界石油市场的支撑，才有可能解决淡水缺乏问题。

面对这一系列情况，海湾国家目前只能不顾全球气候变暖的现实，继续努力扩

大世界石油市场。与此同时，海湾国家也希望打破经济单一的传统模式，重新

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然而，由于海湾地区气候环境和资源的限制，海湾国家

调整经济结构的前景目前看来并不乐观。 
实际上，海湾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曾做出过调整经济模式的努力，其主

要方式就是发展农业。为此，海合会国家不得不用自己 85%的水源来生产所需

的粮食。不过，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一种不成比例的投资，因为把有限水源运用

于农业所获得的经济效益极其低微，只占该地区国家 GDP 的不到 1%。② 而这

                                                        
①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6 Revision Population Database,  
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wpp2006/English.pdf. 
② Mohamed Bazza. “Policies for Water Management and Food Security under Water Scarcity 
Conditions: The Case of the GCC Countries, ” paper presented at the 7th Gulf Water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Kuwait, November 19-23,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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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粮食其实可用低廉得多的价格从国际市场进口。20 世纪八十年代，沙特曾是

世界第六大小麦出口国，其产量在九十年代初期达到近 500 万吨，而其代价则

是使用大量无法再生的地下水资源来维持效率低下的灌溉系统。在发现这些现

实问题后，沙特 2008 年初宣布每年减少 12.5%的谷物生产，到 2016 年时将全

部停止。① 
 除农业外，海湾国家的畜牧业发展也存在同样问题。在畜牧业方面，沙特

的沙菲乳牛场（Al Safi Dairy Farm）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该乳牛场位于利雅得

以外 60 英里，占地 14 平方英里，提供全国大约 1/3 的乳制品，曾被《吉尼斯

世界纪录大全》列为世界最大的综合性乳牛场。然而，乳牛场的 29000 头乳牛

每天虽可以生产约 12.2 万加仑牛奶，但却需要消耗大量淡水来饲养这些乳牛。

面对这里通常华氏 80～115 度的气温，每头乳牛每天需要 30 加仑的水来饮用和

降温。除了为乳牛降温外，还需要大量淡水来为它们生产饲料，而这些用水都

要从 6000 英尺深的地下抽取，这对地下水源的消耗和破坏自然是不言而喻。 
 鉴于经济转型近期难以实现，海湾国家目前只能不顾气候变化政治冲击的

不断加强，依然把目光集中于世界石油市场的发展前景。据美国能源信息部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的预测，2030 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比现

在增加 40%，从 2008 年的每天 8500 万桶增加到 12000 万桶。②仅就美国而言，

2030 年美国的石油需求每天将增加 1000 万桶，日消费量将达到 3000 万桶。与

此同时，亚洲将成为海湾国家最重要的能源市场，其经济扩展将主要依靠海湾

国家出口的天然气和石油。中国和印度的原油进口将从2006年的日均540万桶，

提高到 2030 年的 1910 万桶。面对能源市场的如此巨大需求，再加上 2020 年后

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石油产量将会大量减少的趋势，海湾国家的石油产量可

能要增加一倍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美国能源信息部预计，2025 年时海湾地区

出口的石油将占全球出口总量的 66%。③ 
在期待国际能源市场进一步扩展的同时，海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治冲击

的方式主要是尽量拖延。在过去十多年里，沙特和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曾联合一

致来抵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工作小组的决定。④对于这种做法，沙特石油部

长纳伊米（AIi bin Ibrahim al-Naimi）曾代表沙特政府对这一政策做过解释。在

                                                        
① Andrew England, “Water Fears Lead Saudis to End Grain Output, ”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7, 2008. 
②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08,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Energy, 
Washington DC, http://www.eia.doe.gov/oiaf/ieo/highlights.html. 
③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08. 
④ “Billions Face Climate Change Risk,” BBC News, April 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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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9 月的联合国大会上，纳伊米在陈述沙特政府立场时，明确提出反对工

业化国家试图通过提高税收来减少石油需求的做法，并指出这种做法将对沙特

以及其他海湾产油国的国家利益造成的威胁：“这些工业化国家正在征收更高

的税收，并用这些资金来直接或间接资助煤炭和原子能工业，而这些都是全球

气候和环境最严重的污染源。在未来的年代中，这必然会影响世界石油的需求

量，并进而对我们国家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实际上，这种减少化石燃料消耗

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做法并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通过技术

改造，世界依然可以继续依赖石油。”① 
 除了尽量拖延外，海湾国家政府还会希望阻止那种势在改变国际能源市场

功能的全球气候变化政治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海湾国家特别是海合会

国家政府计划采取共同一致行动，来阻止国际能源市场的结构调整。同时，它

们也希望尽量推迟向那些因气候变化受到影响的国家支付维护环境的费用。另

外，他们还重视加强和西方国家的联系，特别是和那些在海湾地区拥有军事力

量的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如沙特就一直极力避免得罪其传统保护国美国，同时

也和欧洲国家建立密切的政治关系。这一方面可平衡美国的霸权，另一方面也

可增加对抗外来威胁的保护力量。 
 总之，气候环境和自然资源的限制始终是制约海湾国家发展的结构性因素。

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以及人口从乡村流入城市的过程中，该地区国家一

直在通过那些昂贵的高科技方式来改善和适应这种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经过

多年努力，海合会国家当前适应炎热环境的能力已达世界先进水平，只有伊朗

和伊拉克相对来说还比较落后。为了生存，海湾国家政府未来必须继续资助这

些改善环境的项目。然而，如果海湾国家不能继续获得大量的石油财富，它们

就无法继续投资那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其中包括海水淡化、电力生产、住房建

设和经济发展等。不仅如此，这些国家如果无法为其迅速增长的人口不断建立

生存需要的这些价格昂贵的项目，它们还会面临大量潜在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甚至出现区域内部不稳定的状况。目前全球气候变化政治的发展，已经直接影

响到海湾国家推行那些适应和改善环境计划的前景。在这种情况下，海湾国家

继续推动国际能源市场扩展和拖延实行气候变化协议的做法，只能暂时应对这

种压力，但却无法避免国际能源市场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 
 

                                                        
① Andrew Leonard, “Don’t Cry for Saudi Arabia,” 2007-09-27, http://www.salon.com/tech/htw 
w/2007/09/27/saudi arabia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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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ulf region is an area suffers hot temperature and fresh water 
shortage. For many years, the governments of the Gulf states have relied on the large 
amount of money obtained through energy export to establish desalinator factories 
and the other facilities to promote the climate environment. However, the 
associ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to solve the global warming 
up problem has formed a tendency of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Since the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requires each nation to cut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amount to slow down the tendency of the global warming up, it will cause 
a strike on the efforts of the Gulf states in solv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which is based on the incoming of the energy export to maintain the survival 
circumstance and the social stability. Facing the impact of the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the Gulf states can only continue to expand the energy export and delay to 
implement the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s. Though this kind of choice can 
temporarily maintain the efforts of the Gulf states to promote the environment and to 
keep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rame stability, it will be hard for the Gulf states to 
remove the long term stress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adjustment as well as the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ushed by the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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