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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库尔德自治的最新发展与影响
*

敏  敬

  [摘要 ]  伊战后,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治上高度自主,经济迅速发展,军事力量不断壮大。由于受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影响,土

耳其反分离主义的困难加大,伊朗库尔德反对派以建立联邦制作为新的政治目标和动员口号, 标志中东库尔德问题开始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库尔德自治也导致伊拉克民族矛盾从国家政治层面蔓延至民间层面,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地区影响力扩大,从而形成两伊、土

耳其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 /三国四方0的地区关系格局,进一步影响未来伊拉克和中东库尔德问题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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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库尔德问题一直是

影响中东国际关系和地区局势的重要因素。库尔德问

题的核心症结,是在现代民族主义影响之下,库尔德人

的民族地位及其与现存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库尔德

民族主义要求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民族国家, 并为之采

取包括暴力活动在内的一系列分离主义行动, 历来遭

到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土耳其、伊拉克、伊

朗和叙利亚四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和武力镇压。库尔德

问题因此成为长期困扰上述四国内政外交的一大难

题。其中, 2003年美国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使库尔

德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加剧了各国解决这一问题的难

度。具体来说, 就是伊拉克库尔德人在伊战后实现高

度自治,使库尔德民族主义与伊拉克国家的关系发生

改变, 并刺激土耳其、伊朗的库尔德反政府势力重新活

跃,客观上导致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地区影响逐步

增强, 形成了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与伊拉克库尔德自

治区这一 /三国四方0地区关系基本格局。

一、伊战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的新发展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与结束, 中东地区库尔德

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伊拉克库尔德人以联邦制

为基础, 建立高度自治的政治实体, 部分实现库尔德民

族主义的政治愿望,使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治、经济和

军事实力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 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国内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自 1958年 7月革命后伊拉克成为共和制独立国家以

来, 国内库尔德人的政治地位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变化。第一阶段, 1958年至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之

前, 伊拉克政府开始正式承认库尔德民族的存在及各

项权利, 库尔德人获准参与国家政治进程, 库尔德语作

为官方语言的地位被写入宪法。其中 1968年复兴党

上台执政使库尔德人的政治地位问题出现实质性进

展, 标志着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制度开始萌芽。根据

执政的伊拉克革命最高委员会决议, 必须有一位伊拉

克副总统成员来自库尔德人, 并在库尔德人占多数地

区委派会说库尔德语的库尔德官员。 1973年伊拉克政

府第 33号法令又明确规定, 将苏莱曼尼亚、埃尔比勒

和多胡克三省划为库尔德自治区, 以埃尔比勒市为自

治区行政中心。 1983年,自治区立法会议和行政会议

成立,负责自治区的立法和行政事务,使库尔德自治制

度更加完善。但总体来说, 这一阶段的库尔德民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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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制度缺乏实质意义, 对提高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治

地位作用不大。首先, 库尔德反政府组织与伊拉克政

府就许多问题存在争议, 而且双方立场很难调和, 导致

谈判达成的库尔德自治协议被多次破坏, 有关库尔德

自治的法律和制度无法落实。其次, 复兴党的集权和

高压统治,使库尔德自治区立法机构及行政机构无法

充分行使自主权力。加之政府长期对库尔德人实行民

族同化,最终使所谓民族自治有名无实, 提高库尔德人

的政治地位变成为空头口号。

第二阶段,从海湾战争结束至 2003年复兴党政权

垮台之前,库尔德人逐步实现武装割据, 内部自主权力

有所提高。这段时期, 由于伊拉克政府军遭多国部队

沉重打击和美英军队长期制裁, 无法有效地控制北部

地区, 国内库尔德反政府组织获得了良好发展机会。

以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 (简称库民党 )和库尔德斯

坦爱国联盟 (简称库爱盟 )为主的库尔德反政府武装借

助美英禁飞区制度的保护, 陆续控制了伊拉克北部大

部分地区,并于 1992年 5月联合举行首次选举,成立议

会和政府,开始实施武装割据。不过, 库尔德人虽然获

得了北部地区的控制权力,但其整体实力还很虚弱,所

谓库尔德政权没有获得伊拉克政府正式承认, 不具有

合法性质。

从 2003年至今是伊拉克库尔德人政治地位发展

的第三阶段。期间伊拉克先后经历美军入侵和战后重

建,库尔德人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 终于实现了高度民

族自治,并使这一成果写入伊拉克宪法。 2005年 10月

通过的新宪法规定,未来伊拉克实行联邦共和政体,库

尔德自治区是伊拉克的一个联邦主体, 有独立的议会

和政府,实行内部自治。新宪法标志着库尔德人终于

有了自己的民族政治实体, 并可以在宪法保护下与国

内其他民族在各个层面展开平等竞争。实际上, 库尔

德人不仅在自治区内高度自主, 在伊拉克最高权力结

构中也占有重要比重。阿拉维政府时期, 开始有两位

库尔德政治家分别出任伊拉克副总理和外交部长之

职。 2005年大选后, 更有库爱盟领导人塔拉巴尼出任

国家总统,兹巴里继续担任外交部长, 巴尔哈姆 #萨利

赫担任计划部长, 一举垄断中央政府三个重要部门。

在议会和立法领域,库尔德人同样举足轻重,库尔德议

员有权对议会重大提案表示否决, 没有他们支持, 任何

议案要在议会通过将十分困难。对外, 库尔德自治区

的独立倾向日趋明显, 常常抛开中央政府与西方国家

和周边邻国开展独立外交。这些在复兴党统治时期无

论如何都无法想象。

2. 石油经济迅速发展,自治区的经济基础日渐稳

固。海湾战争前,伊拉克政府对库尔德反政府武装实

施经济封锁, 对库尔德人实行民族同化,导致库尔德地

区经济发展被严重忽视和边缘化。 1970至 1974年,自

治区获得的中央发展援助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7-

12% ;政府 150个发展项目,自治区只获得了 4个。自

治区虽然拥有丰富的地下矿藏, 也无益于当地经济发

展, 因为无论铁矿石还是石油总是被开采出来以后先

运往外地再进行提炼。
112
长期的经济边缘化政策造成

库尔德地区居民生活和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 与其

他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尤其使库尔德人对中央

政府普遍不满,反而有利于库尔德分离主义扩大影响。

后海湾战争时期, 库民党和库爱盟试图改变地区

经济的落后状况, 但在联合国石油禁运和复兴党政权

的双重封锁下, 所有努力都收效甚微。而两党为争夺

有限的资源和商道冲突不断, 反而使地区困难有所加

重。只有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后, 这一状况才基本改

变。首先,复兴党垮台和新宪法出台令库尔德人深受

鼓舞,人们强烈要求结束冲突、谋求发展。各库尔德派

别不得不顺应民意, 搁置争端, 加强合作。同时, 美国

为稳定伊拉克国内局势, 不断在各个库尔德派别之间

加强调解,促进了库尔德人的内部团结与合作,为恢复

和发展地区经济创造了和平条件。其次, 库尔德武装

配合美军迅速击溃伊拉克军队, 使战争对库尔德地区

造成的破坏大大减少, 有利于战后经济迅速恢复。最

后, 伊拉克开始战后重建, 吸引外国石油公司和资本大

量涌入, 使库尔德地区的石油工业和对外贸易获得强

大动力。总之,在一系列有利因素影响下, 战后库尔德

地区经济开始迅速回升,其中石油部门作为支柱产业,

更是获得蓬勃发展。从 2005年至 2009年 5年时间,自

治区政府大力吸引外资,先后与 35家外国能源公司签

订了石油协议,从中获益 50多亿美元。这些收入全部

被计划用来改善区内基础设施建设, 修建医院、供水系

统、高速公路和发电厂等。
122
经过自治区政府的努力,

基尔库克的油井从 2口增加到了 6口, 每口井日生产

能力分别达 1. 6万桶至 3. 7万桶不等。 2008年自治区

政府确定的目标是, 未来五年全区石油日生产能力达

到 100万桶, 最终实现自主出口石油, 彻底结束库尔德

地区不能炼油的历史。
132
随着石油经济迅猛发展,伊拉

克库尔德人逐步掌握了地区经济大权, 库尔德民族经

济初具规模。从而为自治区摆脱对中央财政的依赖,

大力推进区内建设和谋求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另一

方面,也为库尔德人在政治、军事方面抗衡国内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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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3. 库尔德武装力量不断发展, 建军欲望十分强烈。

历史上,库尔德武装遭政府军打击, 力量时断时续,时

强时弱,很不稳定。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才逐步

走向稳定发展,一是库尔德民兵数量不断增加, 二是民

兵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 除了与政府军作战,还负责维

护地方治安,参与派别冲突, 从事军火走私, 等等。尤

其是参与伊拉克战争和镇压费杰卢、摩苏尔等地反美

起义, 使库尔德民兵规模迅速扩张, 库民党和库爱盟领

导的民兵部队分别达 2万人和 4万人之多。特别需要

指出的是,这些武装目前在国内获得了合法地位和政

府财政支持 (包括士兵薪水和退休金 ), 伊拉克前政权

禁止民族和教派武装的政策就此终结。

伊拉克政府同意对库尔德武装提供有限支持, 目

的是在政治上对库尔德人进行笼络。但这并不能阻止

库尔德人的扩军步伐, 后者不久即提出了组建 9万人

正规部队的更高要求。
142

2009年 11月, 自治区领导人

巴尔扎尼会见到访的美国军事代表团, 正式向美方表

达了这一立场, 希望自治区部队不受伊拉克国防军控

制。并就自治区武装和安全机构的设置、训练和调整

等问题与美方进行洽谈。
152
毫无疑问, 库尔德人急于扩

充军队规模和武器装备, 旨在保护自身的经济和政治

利益。但它严重违反伊拉克的现行法律, 不符合削弱

教派和民族武装、实现国内和解的根本需要,相反会加

大库尔德问题的解决难度, 威胁伊拉克的政治团结和

国家统一。

伊战后库尔德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实力的

增长, 改变了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发展轨迹,突显了伊

拉克联邦制度的松散特征, 势必波及中东库尔德问题

的整体发展。

二、土耳其、伊朗库尔德人的连锁反应

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的库尔德问题

向来有密切关联,任何一国库尔德人发生问题, 必然会

引起其他三国库尔德人强烈反应。尤其各国库尔德反

政府组织相互支持,彼此交换人员和情报,已经成为一

种历史传统。
162
伊战后, 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使土耳

其、伊朗两国的库尔德问题重新激化。

1. 为土耳其库尔德分离主义死灰复燃提供契机

上世纪 80至 90年代, 库尔德分离主义曾一度活

跃,给土耳其国内造成巨大损失。仅反政府组织库尔

德工人党 (简称库工党 )武装与政府军的冲突, 就造成

3万多人死亡。 1999年 2月, 土耳其情报部门成功捕

获库工党领袖阿卜杜拉 #厄贾兰, 才使这一局面有所

控制。厄贾兰迫于土耳其政府压力, 呼吁库工党放下

武器,无条件停火。于是有部分库工党成员向政府投

诚, 残余人员则陆续退出土耳其, 藏匿于伊拉克北部山

区等待时机。 2002年, 库工党又宣称放弃武力, 鼓吹民

族自治, 使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更加趋于缓和。

但伊拉克战争爆发打破了土耳其实现国内和平的

愿望。期间土美关系紧张、伊拉克北部局势动荡、伊拉

克库尔德人与美国关系迅速升温、伊拉克宪法允许库

尔德人高度自治等一系列事件, 无不释放出积极信号,

刺激库工党分离主义欲望重新膨胀。后者很快宣布放

弃停火, 加紧实施对土耳其境内目标的袭击行动。招

兵买马, 扩充实力, 将在伊拉克北部的游击队营地增加

至 7个。

针对库工党死灰复燃, 土耳其政府和军方继续沿

用传统政策严厉打击。 2007年, 土耳其终于排除美国

阻力,开始派军队对库工党武装进行越境打击,并不断

公布胜利战果。
172
同时还敦促伊拉克政府共同签署针

对库工党的反恐怖主义协定。尽管如此, 由于伊拉克

库尔德问题的影响, 土耳其反分离主义斗争的形势依

然十分严峻。首先, 伊拉克政府缺乏合作诚意。库尔

德人和什叶派分享权力, 使得伊拉克政治领导人首先

关注的是如何维系两派共同主导的联合政府, 避免为

打击库工党向本国库尔德人施压, 更反对在北部采取

直接军事行动。
182
其次, 土伊库尔德人表面上划清界

限, 实际上藕断丝连,后者经常对前者提供 /道义 0和物

质支持。伊战后,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迫于形势需要

而表示反对分裂, 支持土耳其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统

一, 反对库工党的暴力和分离活动。但两国库尔德人

的关系仍很密切。 2008年,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访问

土耳其, 表示库工党必须在放下武器或离开伊拉克之

间做出选择。但次年 3月重访土耳其时, 他又呼吁土

政府特赦库工党,恢复库尔德人的文化自由。
192
他的这

一表态, 本质上反映出中东库尔德人之间存在着共同

利益,并且伊拉克库尔德人关心这一利益, 因此预示着

土耳其将长期面临来自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潜在政治压

力。军事方面,土伊库尔德人也动辄暗度陈仓,交换情

报与武器。据美国军方反映, 2003年以来美国援助伊

拉克库尔德人的武器, 有大批从库尔德人的军火仓库

不翼而飞,最终被证实落入库工党之手,从而加大了库

工党对土耳其的威胁。最后,美国作为导致地区动荡

的始作俑者, 主要关心如何以最低成本维护伊拉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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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稳定,而不愿增加新的政治和军事负担。因此, 它一

方面表示同情土耳其面临的处境, 支持对库工党采取

行动, 并在 2006年将库工党列为恐怖组织, 另一方面

却始终拒绝从军事层面配合土耳其围剿库工党武装。

由于以上因素, 土耳其打击库工党基本上是在孤身奋

战。相反,库工党武装则凭借伊拉克山区掩护和伊拉

克库尔德自治带来的有利因素, 拥有天时、地利、人和

的优势,越来越成为难以短时根除的安全隐患。

2. 对伊朗库尔德反对派产生激励, 扩大了伊拉克

模式在库尔德人中的影响

和土耳其、伊拉克相比, 伊朗库尔德问题造成的影

响历来相对较小。 1978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 伊朗

库尔德斯坦民主党 (以下简称伊朗库民党 )派代表到德

黑兰, 试图就库尔德自治问题与新政权进行谈判, 被阿

亚图拉 #霍梅尼严词拒绝。 1979年 8月, 伊朗伊斯兰

革命卫队开始向库尔德游击队发动进攻。 1983年 10

月,库尔德地区所有高地被政府军完全占领。伊朗库

民党领导人被迫流亡伊拉克, 在萨达姆政府支持下继

续从事反政府活动。 1989年 7月, 该党领导人阿卜杜

勒 #拉赫曼 #嘎希姆劳在维也纳被人暗杀,
1102
党内从

此陷入混乱,力量一蹶不振, 对伊朗国内的威胁也大大

减轻, 直到爆发伊拉克战争。

2003年美国决定入侵伊拉克之时, 伊朗库尔德地

区就开始出现骚动迹象。 2004年伊拉克过渡管理法通

过,更加引起伊朗库尔德人激烈反应, 有多座库尔德城

市出现了大规模示威游行, 庆祝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文

化和政治胜利;游行者高呼口号,要求给予伊朗库尔德

人同样权利。
1112
伊朗的库尔德反政府组织也跃跃欲试。

不久,一个名为 /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0 (以下简称库

自党 )的新的反政府组织在两伊边境宣告成立, 拉赫

曼 #哈吉-艾赫迈迪任该组织创始人兼秘书长。哈吉-

艾赫迈迪上世纪 60年代曾与阿卜杜拉 #拉赫曼 #嘎

希姆劳一起参与改组伊朗库民党, 80年代任该党中央

委员会顾问, 1986年脱党并流亡德国。约 20年后,他

又重返库尔德地区从事反政府活动, 并发起成立了库

自党。库自党刚刚成立, 便成为伊朗最大的反对派组

织,打破了伊朗库尔德反政府活动的沉寂局面。

库自党在许多方面都受到邻国库尔德反政府组织

的影响。据西方研究, 库自党虽然表面上宣称独立自

主,不受其他库尔德派别的思想影响, 但实际上它的政

治主张和活动方式上均与库工党有一定联系, 可以说

是后者在伊朗的翻版。
1122
比如该党多次制造针对警察、

法官和政府官员的恐怖事件, 说明该党和库工党一样

信奉暴力,而非其所辩称的非暴力主义。
1132

相形之下,库自党受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影响最

大。库自党出现在伊战结束、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制度

确立之际,时间上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有因果关系, 证

明伊拉克战争和库尔德自治的确对伊朗库尔德反对派

产生了激励作用。实践上, 库自党以卡迪尔山区伊拉

克一侧为活动基地, 至少间接获得了伊拉克库尔德控

制区的庇护与支持。这也是伊朗政府从 2006年起, 被

迫在防范美军入侵的同时, 进一步强化在两伊边境兵

力布署的主要原因。
1142
但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对库自党

的最大影响还是在政治层面, 主要表现为后者试图以

伊拉克模式为达到目的的主要手段。具体而言就是:

一, 以谋求伊朗库尔德问题国际化为突破重点。 2007

年底,哈吉-艾赫迈迪专程前往美国寻求资金和军事援

助。其动机被伊朗政府一语道破, 指出库尔德反对派

的真正意图, 是通过制造暴力把库尔德地区拖入战争,

进而拉进美国,重演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游戏。
1152
伊朗政

府因此一开始就把反对库尔德分离主义与反对美国入

侵紧紧联系在一起。 2009年 5月 19日, 伊朗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访问库尔德省并发表讲话, 他指责美国在伊

朗西部边境收集情报、筹备资金武器、策划阴谋活动、

培养恐怖分子,警告少数库尔德人不要为美国所用, 否

则将被库尔德人所唾弃。
1162
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国家与伊朗关系持续紧张, 伊朗反对派谋求实现库

尔德问题国际化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不排除在形

势高度紧张之时, 伊朗库尔德人步伊拉克库尔德人的

后尘,充当外部势力干预、甚至入侵伊朗的积极内应。

二, 将争取建立联邦制作为伊朗库尔德反政府组织新

的政治目标和动员口号。当代伊朗库尔德反对派向来

有争取独立和争取自治两种主张, 其中 /争取库尔德斯
坦自治运动0在二战后曾十分活跃。而伊战以后,这两

种主张均被在伊朗建立联邦民主国家的政治口号取而

代之。库自党号召动员一切力量, /为承认各民族权利

的、联邦制的、民主的伊朗而战, 也为世俗的、非联邦

的、男女平等、实行宗教和文化自由的库尔德斯坦而

战。01172
就连老牌的伊朗库民党也认为 /武装冲突不是

当前的出路0, 而主张应 /以民主和联邦制为前提争取

民族权利 0。
1182
伊朗库尔德反对派如此热衷联邦制, 表

明其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的发展中认识到, 在现有条

件下,联邦制比谋求独立或单一制下的民族自治更有

利于库尔德民族主义;借助联邦制度,库尔德人既可以

减缓谋求独立带来的国际压力, 也可以最大程度地保

证自身权益。从根本上看, 争取联邦制是当代中东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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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德问题曲折发展的思想产物, 是库尔德民族主义迫

于长期国际国内压力,逐步走向务实和理性,整体考量

自己长远目标和现实利益的具体体现。联邦制作为一

种政治目标和动员口号从伊拉克扩展至伊朗库尔德中

间,预示着中东库尔德问题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库尔德自治与伊拉克国内矛盾和地区关系

库尔德自治作为伊拉克战争主要产物, 充分体现

了战争对伊拉克国内及周边地区政治平衡所造成的破

坏,特别是它激化了伊拉克的国内矛盾, 客观上使库尔

德自治区在两伊及土耳其关系中的影响上升。

1. 库尔德自治使伊拉克中央与地方 (自治区 )、库

尔德人与非库尔德人的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之一。

随着战后库尔德人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不断上升,库

尔德自治区与伊拉克中央政府的矛盾也日趋加剧,其

中石油利益矛盾尤为严重。作为战后重建的重要内

容,伊拉克石油部一直要求库尔德自治区将所有石油

设施交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并把石油收入上缴国库,由

中央财政向全国统一分配。但这一要求遭到自治区政

府坚决反对,后者既不希望中央插手自治区石油事务,

也不愿将大部分石油收入拱手让出。
1192
为了达到目的,

自治区动员库尔德议员阻止伊拉克石油法在议会通

过,致使伊拉克石油部拟定的石油法草案虽数易其稿,

仍无法面世。库尔德自治区与中央政府的紧张关系,

使双方很难就一些重大问题达成妥协一致, 从而难以

在二者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权力和利益分配, 结果自

然导致国内政治裂痕日趋扩大。从 2005年起, 伊拉克

政府实际已基本放弃对自治区石油事务的管理和干

预,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南部地区;同时寻机对自治区石

油生产及对外合作开展打击报复,
1202
使国内出现两套

各行其是、互不相让的石油生产和管理系统。
1212

库尔德自治还导致伊拉克的民族矛盾从国家政治

层面向普通民众层面逐步转移。民族矛盾在伊拉克国

内由来已久,但主要是库尔德人与少数阿拉伯统治上

层之间的矛盾。而随着伊战后库尔德人势力不断坐

大,这种矛盾开始向下蔓延, 引发了库尔德人与普通阿

拉伯人和土库曼人的频繁冲突。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

原因, 是各个民族都对包括基尔库克在内的许多重要

区域展开争夺。其中库尔德人为达到目的强行改变争

议地区的民族结构和人口比例, 更加令非库尔德人感

到极度恐慌和愤怒。
1222
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以集体行

动的方式加以抵制, 民族冲突由此接连不断。阿拉伯

人多次示威游行,拒绝库尔德民兵维持治安。
1232
随着民

族情绪不断上升和加剧, 民族矛盾越来越成为未来伊

拉克北部主要的不稳定因素。这一趋势也引起美国方

面高度重视, 美军开始于 2010年初调整计划, 以使主

要兵力布署在北部地区, 防止发生更大规模的民族冲

突。
1242
民间层面的矛盾反过来制约着伊拉克的国家政

治, 阻碍国内的政治团结和民主进程。 2009年基尔库

克选民登记问题导致新选举法草案再三推迟通过, 即

是明证。
1252
就目前来看,伊拉克民族矛盾仍处在不断的

上升和积累当中, 它的破坏作用还继续有待释放。但

在矛盾缓解和消弭之前, 它依然是阻碍伊拉克国内和

解的重要因素,也是需要研究者密切关注的对象。

2. 随着伊拉克库尔德人对两伊和土耳其三国关系

的影响上升, /三国四方 0(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拉

克库尔德自治区 )这一新的地区关系格局基本形成。

早在伊战尚未结束之时, 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就为缓

解国际压力, 明确表示不谋求独立, 支持伊拉克的国家

统一。
1262
但土耳其和伊朗认为, 这不过是伊拉克库尔德

人蒙蔽世人的一道幌子, 联邦制则是其达到目的的一

种手段。两国因此继续密切监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一

举一动。

从 2004年起,土耳其政府和军方通过不同渠道向

伊拉克库尔德人发出警告, 提醒后者不得占领基尔库

克或损害土库曼人的民族利益, 否则土耳其将诉诸武

力。伊朗方面则再三重申, 如果伊拉克政府不对库自

党采取行动, 伊朗将向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发动军事进

攻。土伊两国还积极开辟隐蔽战线, 通过扶持代理人

来影响伊拉克国内政治。土耳其支持成立了伊拉克

/土库曼阵线 0, 通过该阵线抗衡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

治和军事力量,反对库尔德人占领基尔库克, 谴责库尔

德民兵和美军屠杀平民。
1272
伊朗则加强与伊拉克什叶

派的传统关系, 遏制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治影响。部

分因为伊朗的作用, 伊拉克什叶派领袖西斯塔尼坚决

反对给予库尔德人议会否决权。什叶派最大政党伊斯

兰最高委员会领导人哈基姆更是长期与伊朗关系密

切, 直至 2009年 8月在伊朗去世。
1282
这种关系, 无疑使

伊朗在与伊拉克政府和库尔德人的交往中处于有利位

置。而随着近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土耳其与伊朗

的关系开始升温, 两国间的政治、经贸合作不断扩大,

也对各国库尔德反对派构成了压力。
1292

但事物总有相反一面, 两伊、土耳其及库尔德人的

关系,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一定的积极因素。土耳其与

伊拉克库尔德人 2003年就展开秘密谈判。土耳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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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库民党和库爱盟急于换取外部支持的心理, 成功为

本国资本战后进入伊拉克换取优惠, 土耳其石油公司

因此成为最早获得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石油开采合同的

外国企业。
1302
目前, 双方的经贸合作还在进一步深入发

展。同样,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伊朗。库尔德地区是伊

朗向西对地中海和欧洲国家输出石油与商品的重要捷

径。如果二者能建立并保持一种建设性关系, 则对双

方都有大有裨益。因此, 无论消极还是积极,伊拉克库

尔德自治区都堪称两伊及土耳其三国关系必须涉及的

重要方面, 从而形成三国四方的基本格局。未来伊拉

克和中东库尔德问题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

格局不同主体间既防范对抗,又相互利用的关系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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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uch as the outbreak ofw ar, cooperation facilitation, identity form ation and norm sm ain te-

nance.

W orld E conomy

52 In terna t iona lM acro econom ic P o licy C oo rd inat ion and the In stitut iona lisa tion o f G 20

by HuangM eibo &Hu Jianm ei

Theoretical and emp irical study of internationalm acroeconom ic policy coord ination have becom em atured, w ith in-

ternational econom ic in terdependence and profitability analy sis as the base content and Gam e Theory as the analy sis

fram ework. In practice, them echanism of policy coordination evolves from G7 to G20. 2010 seesG20ps process of

in stitu tionalisation, wh ich is one of the hottest issues nowadays. The paper review s coordination theory and the

process of the em ergence and developm ent of G7 and G20. On th is basis, the paper provides f ive aspects of the con-

tent of the in stitutionalisation program of G20 and what China shou ld do in th is process.

C ountries andR egions

57 Lobby ing P rac t ices o f C uban Am erican s by PanYaling

Cuba-Am erican lobbying is no ted for its an t-i hom e coun try nature ever since they began to practice in lobbying in

the 1980 s. Th is is pre-de term ined by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ba-Am erican, they are its polarization of

its popu lation, differen tiation of po litical status of two types of population, and its geographical centralization. Thes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m ake the political mi m igrants have m uch b igger influence in the lobbying practice that is

characterized as ant-i hom e country lobbying. W ith the changes of thes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the Cuban-Am er-i

can lobbying has beenm oving tow ard a norm al state since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bu t th is process still encoun ters

big obstacles.

65 A n A na ly sis o f Ind iaps En erg y P o licy by ShiH ongyuan

As a resu lt of the severe shortage of petrol and natural gas resources, Indiaps energy security is confron ted w ith a big

challenge. In order to so lve the problem and guaran tee its energy safety, the Ind ian governm en t has taken a series of

m easures, m ainly including the increase of petrol and natural gas production, the establishm ent of strateg ic petrol re-

serve, the developm ent of other energies, the mi provem ent of the energy u sing efficiency, bettering in petrol prod-

ucts and active energy diplom acy. However, due to the shortage of petrol and natural gas reserve, they cou ld on ly

solve the energy problem s to som e exten ,t although their reform has got som e effects. That is to say, they could no t

solve the prob lem com pletely. For a long tmi e, they have to re ly on the petrol and natural gas as theirm ain energy.

W hether its energy safety cou ld be guaranteed or not depends on its energy diplom acy and the certain ty of steady

supply of oversed petrol and natural gas.

73 T he Latest D evelopm en t and Im p acts o f Iraq iK urd ish A u tonom y by M in Jing

The end of the Iraqiw ar hasw itnessed the h igh political autonomy, rapid econom ic developm en t and developm en t

ofm ilitary strength in the Kurdish au tonom y region. Th is m arks a new stage of the developm ent of the K urd ish

prob lem in theM idd le Eas.t A s a resu lt of th is, theTurkish ant-i separatism strugg le has becom em ore difficu lt and the

building of a federation has been taken as am ain po litical ami and slogan by the Kurd ish seperatists in Iran. The eth-

n ic conf licts in Iraq have also extended from the state level to the popu lar leve.l Thus, a new pattern of reg ional re-

lationsh ip betw een / three countries and four sides0, that is betw een Iraq, Iran, Tu rkey and the Kurdish Autono-

m ous R egion of Iraq has com e in to shape which m ay have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deve lopm ent of the K urd ish

prob lem in th is reg ion in the fu ture.

#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