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拉伯世界》2005年第 1期（总第 96期） 

 23

文章编号：1004－5104（2005）01－0023－04                          中图分类号：F371          文献标识码：A 

 

美国“大中东计划”中的石油因素 
 

舒 先 林 
 

摘  要：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小布什政府提出了“大中东计划”。这份计划是冷战后美国政府特别是小布什

政府推行“民主改造中东”系列思想、战略和政策的延伸与整合。尽管在“大中东计划”纷繁复杂的内容

中没有特别提及石油问题，但是，其中却明显隐藏着美国冷战结束后一以贯之的中东石油战略意图——旨

在通过从根本上解决改变大中东产油国的政治现状，使之最终成为与美国同质的政治体制，从而构建独霸

中东石油的机制化霸权。 

关键词：美国；大中东计划；民主改造中东；大石油中东；石油霸权   

 
海湾战争后，美国一直希望通过拖垮伊拉克

的萨达姆政权以实现“中东新秩序”。美国政府历

来认为，只有实现了政治民主化的国家才能实现

经济现代化并融入国际社会，而更重要的是，“只

有在一个不断民主的世界里美国才能感到真正的

安全”
［1］
。然而，直到 2003年美国“先发制人”

的伊拉克战争时，“中东新秩序”仍未出现。为此，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小布什政府提出了“大中东

计划”。这份计划作为冷战后美国政府特别是小布

什政府推行“民主改造中东”系列思想、战略和

政策的延伸与整合，明显隐藏着美国的中东石油

战略意图，即通过从根本上改变中东产油国的政

治现状，形成与美国同质的政治体制，从而构建

独霸中东石油的机制化霸权。 

一、 基于“大石油中东”的美国“大中东计

划”  

2004年 2月《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政府即

将提出“大中东计划”的倡议。所谓“大中东”，

一般是指全球范围内的 22 个阿拉伯国家
［2］
，以

色列、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

中亚与高加索地区。这一地理界定“恰好”与世

界油气地缘政治理论中的“大石油中东”
 ［3］
范

围完全一致，它似乎预示着以海湾为圆心、以中

亚、高加索、西非和北非、南亚、东欧为半径的

更大的一个“石油心脏”大圆圈正在成为美国政

府全球战略中的一幅“蓝图”。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对“民主和平论”
 

［4］
更加青睐，它认为，在全世界促进经济繁荣和

扩展民主，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美国面临的中东等

地“恐怖主义”这个最严峻的威胁。2002 年 12

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主任哈斯讲话，第一

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通过扩展民主来重塑中东地

区秩序的思想。2003年 2月，小布什在美国企业

研究所发表讲话，明确提出“民主改造中东”的

思想，试图以建立伊拉克新政权的“民主榜样”

为其“改造”的开端。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的 2003

年 11月，布什在美国民主基金会 20周年纪念大

会上指出，美国今后几十年的政策重点是促使民

主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中东国家萌芽成长。之

后，小布什在访问英国时表示，美国将放弃几十

年失败的中东政策，奉行“中东自由前瞻战略”，

在中东完成已经拉开序幕的民主进程。2004 年 1

月，美国副总统切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再

次充分阐述“自由前瞻战略”，并 5次论及“大中

东”概念。可见，“大中东计划”乃是上述一系列

战略思想与政策的延伸和整合。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政府推出的“大中东计

划”实质上是备受质疑的“民主和平论”的产物，

它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认识：其一，大中东地

区的非民主和落后现状“客观上”需要对之进行

改造。美国认为，除了以色列这个“自由国家”

和其他少数几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外，大中东

地区特别是阿拉伯国家，是全球最缺少自由的地

带。而且，大中东地区经济发展极其落后，据统

计，22个“阿盟”国家的 GDP总和还不及西班牙

一个国家的 GDP。
［5］
美国政府据此认为，大中东

地区正处在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已经到了非改

不可的地步。其二，美国政府认为，民主化改造

大中东是保证其反恐战争胜利的有效手段。2004

年 1月，小布什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

国情咨文时正式提出，中东地区只要还存在暴政、

绝望和怨恨，就将继续产生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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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个人和活动。美国国务院负责全球事务的副

国务卿葆拉·多布里扬斯基 2004年 2月在巴尔的

摩外交事务理事会发表演说时强调，反恐战争并

非仅限于战场，而应该各条战线配套并行。她说：

“扩展自由民主是这项（反恐战争的）长期战略

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赢得这场战争最后胜利

的保证，美国决心传播民主价值观始于“在阿富

汗和伊拉克的努力”
［6］
。萨达姆政权倒台后，美

国单边主义和黩武倾向遭到国内外的公开反对和

质疑，美国国内也开始对其在全球反恐战争中所

采取的手段进行反思。美国朝野两党都意识到，

以外交手段和多边合作为主导手段、全方位解决

大中东问题势在必行。可见，美国推出“大中东

计划”是对其前一阶段反恐战争反思后提出的一

种综合战略。 

关于“大中东计划”的内容目前媒体和理论

界尚未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说法。不过，归纳起来

无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以军事占领方式，向“无

赖国家”和其他一些激进国家强制输出民主；进

行经济改革，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吸引各种投资，

增加就业机会；进行政治改革，加强平民社会，

扩大政治参与，提高妇女地位，缩小自由差距；

思想上宣传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改善基础教育，

在思想上培养“西化”的年青一代；提出“路线

图”计划，力图平息以色列同巴勒斯坦的冲突，

实现巴勒斯坦建国，从而消除中东这一旷日持久

的冲突热点，把巴以地区作为推进“大中东”战

略的平台。
［7］

 “大中东计划”包含了形形色色的

具体措施，如对其意图进行高度概括的话，只需

要用一个词——“政治改造”。也就是说，美国试

图通过促进经济发展、传播西方思想和价值观、

推动民主政治改革、扩展西方民主制度、整合和

重塑“大中东”秩序，从根本上消除对西方特别

是美国的威胁，巩固美国在“大中东”乃至全球

的利益。一句话，就是美国图谋对该地区国家进

行政治民主化为核心的全方位改造的计划，使之

最终形成与美国具有同质性的政治体制，构筑美

国治下的全球“和平”。 

二、“大中东计划”中的石油因素 

尽管目前人们对“大中东”的地理范围看法

还不一致，但是从美国政府官员的讲话和相关文

献来看，美国“大中东计划”的地理范围无疑覆

盖了当今世界油气资源最为丰富的几个地区。 

以海湾地区为核心的“狭义中东”（西亚地

区），一向以其丰富和优质的石油资源蜚声世界，

这里集中了全球 2/3 的石油储量，随着其他地区

产能的萎缩，该地区在世界石油产量中所占份额

将不断上升。与世界其他产油区相比，以海湾为

中心的中东是世界上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它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世界石油供应的

“中心站”和国际政治斗争的“主擂台”。 

冷战后，随着中亚和高加索一批新独立国家

的出现，使环绕里海的地区成为世界新的油气供

应源。据国外专家估计，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

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石油储量大体在 250亿桶以

上，相当于科威特加上阿拉斯加北坡和北海的储

量。
［8］
这个地区不仅富有潜在的油气储量，而且

在全球地缘政治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油气连接地

位，被称为未来 20 年内世界“第三能源中心”：

它“既可以成为中东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个‘缓冲

地带’，又可以成为中东和俄罗斯之间的一座‘桥

梁’”。
［9］
冷战后，围绕里海和中亚国家进行的油

气地缘政治争夺在美国、俄罗斯、伊朗等大国之

间迅速而激烈地展开，伊朗、哈萨克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土耳其、格鲁吉亚、阿

塞拜疆，作为石油资源的主人或油气连接国家，

都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这场资源争夺战。1993年

美国的雪佛龙石油公司就与哈萨克斯坦政府建立

了一家合营公司，共同开发哈境内的田吉兹油田。

随后，世界石油巨头，如英国石油公司、阿莫科

石油公司纷纷抢滩中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中东”中还包括了西

北非的毛里塔尼亚、摩洛哥，以及南亚的巴基斯

坦。非洲的毛里塔尼亚、摩洛哥最近石油储量和

产量不断增加，仅 2003年美国等西方石油公司就

在毛里塔尼亚等非洲国家 2～2000米深的近海成

功开钻出油气井近 30 口。
［10］
可见，美国“大中

东计划”中所涉及的国家无一不属于油气资源丰

富的区域。而南亚的巴基斯坦，虽然石油资源并

不丰富，但它在从中亚到印度洋的油气生产与消

费的连接方面，与阿富汗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 

俄罗斯科学院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阿克莫

夫博士在上个世纪末指出，以“大石油中东”为

核心的资源带已出现，“环里海地区将成为下个世

纪的波斯湾。同时，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和几内亚

沿海地区的油气也将趋于活跃。这些都将意味着

中东地位的相对下降和新兴油气资源地位的上

升。但是．对于世界来说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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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油中东地区的出现，即今后环里海地区将在

油气市场开发、出口和地缘政治上与波斯湾带连

成一体”
［11］
。如果在地图上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看看美国的“大中东”地理范围与阿克莫夫所说

的“更大的石油中东”的关系，那么，不难发现，

两者有着“惊人相似”的“圆周”范围——“大

石油中东”与“大中东”几乎完全重合。可见，

“大中东”实际上包含着除俄罗斯以外的新世纪

世界“石油供应心脏地带”
 ［12］
。因此，可以肯

定，尽管美国“大中东计划”中没有明言石油和

石油的重要性，而是连篇累牍地说这些“大中东”

国家如何缺乏自由、没有民主、经济衰败、文化

落后等等，但是，这个计划中的“石油色彩”，特

别是美国独霸“大石油中东”的企图，却是掩饰

不住的：控制了世界“石油供应心脏地带”，不仅

可以确保美国这部“吃掉”世界石油总产量 2/3

的庞大机器的安全运转，从“经济命脉”上胁迫

日渐强大的欧盟和日本等盟友，防止其崛起或自

己“离心离德”，而且可以有效遏制俄罗斯通过“能

源外交”实现“东山再起”，压制对海外石油依存

度不断增高的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使其处

于“顺从的地位”
［13］
，从而把石油变成称霸世界

的战略工具。 

三、从“中东新秩序”到“大中东计划”：蕴

涵着美国机制化的石油霸权 

海湾战争爆发后，老布什政府制订了一项战

后“中东和平计划”，该计划包括四个方面：海湾

战争后的中东经济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军备控

制问题和阿以冲突问题等。在海湾战争刚刚结束

一个星期的 1991年 3月 6日，老布什就在国会两

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强调必须促进中东和波

斯湾地区“所有人民的经济自由和繁荣”
［14］
。他

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再次阐释了海湾战争

后美国中东政策的具体规划，即所谓的“中东新

秩序”，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以中东阿拉伯温和

国家为依托，调整美以战略关系，打击阿拉伯和

伊斯兰激进势力，构建美国领导下的地区安全机

制；第二，控制军备，特别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的扩散；第三，努力创造实现和平与稳定的

新机会，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领土换和平的原

则为基础，推动美国主导下的阿以和平进程；第

四，重建海湾经济，促进中东经济发展，缩小地

区国家之间贫富差距，加强美国与中东的经济联

系。其实质就是要在中东国家兜售“民主、人权、

市场经济”的标准，进行政治体制改造。 

海湾战争后，美国军事力量趁机大批进驻海

湾地区，基本上主宰了海湾地区的局势，但是，

由于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并没有减少，对能否

稳定获得其石油供应仍无把握。1994年 7月，克

林顿政府在其发表的《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

报告中，特别强调了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性，

报告说：“美国 40%以上的基本能源需求依靠石

油。我们的石油需求大约 45%需要进口，其中大

部分来自波斯湾地区。两次石油危机冲击和海湾

战争的经验证明，中断石油供应会对美国经济产

生重大影响。……对诸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这类

事件在外交政策上作出适当反应可以限制危机的

影响。”
［15］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对未

能把中东产油国纳入美国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

政治体系之中极表不安，他说：“波斯湾、中东虽

已成为美国独一无二占有优势的地区，但这可能

仍是很表面的，甚至是脆弱的，主要是因为美国

与它的阿拉伯附庸国之间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或

政治文化与宗教的基本联系。此外，伊朗准备挫

败美国，它可以依靠邻国的宗教同情心来这样干。

由于宗教和民族主义合在一起反对任何异族的地

区霸权，目前美国在中东的优势是不折不扣地建

立在沙滩之上的。”
［16］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对

中东石油稳定供应的后顾之忧和把石油作为控制

其他大国的工具，海湾战争后，美国试图通过建

立“中东新秩序”，在中东地区兜售其“民主、人

权、市场经济”标准，对中东产油国进行政治体

制改造，从而把中东纳入美国主导的政治体系之

中加入控制。 

从老布什政府提出的“中东新秩序”，到克林

顿政府以“民主、经济、安全”为支柱的国家“参

与和扩展战略”，再到小布什政府的“大中东计

划”，冷战后的美国三届政府虽然对中东政策问题

的表述和做法不尽相同，但是它们的政策基点和

实质却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在布什父子执政期

间所推出的“中东新秩序”与“大中东计划”之

间，对“大石油中东”地区有着一条前呼后应和

一以贯之的政策——极力推销西方思想政治观

念，试图让伊拉克成为中东地区的“民主灯塔”，

并在其周边触发“多米诺骨牌”式的一系列连锁

反应，以期在中东建立美国式民主制度，彻底将

“大石油中东”国家改造成与美国同质的政治体

制，从而构建美国独霸中东石油的“民主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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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制度化霸权。 

如果将美国实现其中东石油霸权目标的经济

手段喻为“胡萝卜”，即“金元”的利益诱惑和商

业上的“相互依赖”的话，而把军事手段比作“大

棒”，即在炮舰的武力威慑下明火执仗般地“为石

油而战”的话，那么其构筑中东石油霸权的政治

手段，则是在“自由、民主与人权”外衣下的偷

梁换柱与和平演变。而政治手段中的政治改造—

—比如“中东新秩序”和“大中东计划”——则

是为了让西方自由的思想力量去吸引中东国家， 

让它们“自觉追随”美国“和平而伟大”的自由

社会，实现民主政治的制度变迁，从根本上说，

就是依靠以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价值观念的渗

透为核心的全方位制度“置换”，来改造中东国家

的政治制度。做到了这一点，就达到了“不战而

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

恐怖主义等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实现“民主和平”

和美国独霸全球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当然，这

只是美国构建“大中东”地区石油霸权的一厢情

愿的自我推理而已，并非意味着其中东石油政治

机制化霸权就一定能够实现。但是，不管结果如

何，有一点却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冷战后特别

是新世纪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在美国所提出的 

“中东新秩序”构想特别是“大中东计划”改造

战略中，充满着浓烈的“石油味”，隐藏着美国一

直不愿公开承认的中东石油机制化霸权的战略；

而且可以预见的是，美国还会继续不择手段，不

顾一切代价地推进这一战略。如果经济、政治手

段不能奏效的话，那么，为了确保其石油霸权，

美国将再一次绕开联合国、无视全球反战浪潮而

军事介入或占领“大中东”产油区的某国家或地

区，也并非不可能。事实上，冷战后美国发动的

四次大规模局部战争
［17］
，背后都隐藏独霸“大中

东”石油和乃至世界石油的战略企图。 

（作者是长江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注：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社科研究十五规划项目”

《大国能源博弈对中国石油安全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2004d16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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