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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美国极端保守主义势力遭到沉重打击，美国国内

要求布什政府调整中东政策的呼声日高。在中东战略和伊拉克政策严重受挫的严酷现实面前以及在国内

外多重压力之下，布什政府有可能对现有政策做出一定的调整。但这种调整将受到布什总统本人的价值

判断以及其他各种现实因素的诸多限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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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伊拉克安全局势持续不稳，政治进程前景渺茫。2006年春以来，伊拉克更是爆发了愈演
愈烈的教派冲突，恐怖暴力活动频繁，内战危险急剧上升。对此美国既无法有效控制，也难以从

中脱身。美在伊驻军至今不被阿拉伯世界包括多数伊拉克人认同，反被视为入侵者和导致局势不

稳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美国内对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的不满情绪不断上升，布什支持率渐跌。

在此背景下，伊拉克问题成为影响 2006年 11月 7日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主要议题。尽管
此前布什已做出努力，宣布将调整对伊策略，希望扭转劣势，但其领导的共和党最终还是在选举

中落败，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 
中期选举后，美国内要求布什政府调整中东政策的呼声日高。12月 6日，由前国务卿詹姆斯·贝

克牵头的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正式向布什提交了各方期待已久的报告（下文简称“贝克报告”）。

与此同时，由罗伯特·盖茨接替拉姆斯菲尔德出任国防部长的人事安排也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

得“快速通过”。表明美国内对伊政策转变抱以极高的期待。在最后两年任期里，布什对中东政策

将做出怎样调整，直接关系到中东局势的发展，值得各方关注。 
 

一、布什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政策调整压力 
 

美国国内对布什中东政策的批评从其决定发动伊拉克战争起就从未中断过，只是在当时新保

守主义理念完全主导美国政坛的情况下，这些批评并未引起布什的足够重视。近年来，随着美国

民主改造战略在中东的严重受挫，伊拉克局势日益恶化，批评、质疑和要求改变政策的呼声日渐

高涨。中期选举的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已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的不满。当前，

布什政府处于多方压力之下，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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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东地区形势严峻：美国强行实施民主化战略，既加深了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又损

害了与阿拉伯传统盟国的关系，布什政府面临着应对民选后产生尴尬结果的严峻现实。伊战后，

伊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教派冲突迭起，内战一触即发，美国陷入既无法有效控制局面又难以完全

脱身的尴尬境地。几年来，驻伊美军伤亡惨重，损失巨大，其政策不被阿拉伯世界包括多数伊拉

克民众认同，美国的军事存在一直被视为导致伊局势不稳的主要因素。伊战以来，布什政府置阿

拉伯国家多次要求美关注巴勒斯坦问题的呼吁于不顾，一意孤行地推进所谓的“反恐战争”和民

主化改造战略，致使美在中东大失民心，形象自损，影响及控制力严重下降。如今，伊拉克境内

暴力不断，黎巴嫩矛盾尖锐复杂，伊朗核问题日益激化，阿富汗塔利班死灰复燃，美国反恐和防

扩散战略面临严重挑战，所有这一切都与布什中东政策失误有关。要想摆脱困境，布什政府应从

战略上反思其中东政策。诚如美国兰德公司高级顾问罗伯特·亨特所说，“要找到一种不仅能处理

伊拉克问题，而且能处理该地区其他相互关联的问题的方式，战略上的重新评估是必要的。”
［1］
 

第二，美国内民众对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普遍不满，要求撤军声浪日高，布什总统的国内

支持率也因此持续下滑。在 2006 年 9 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进行的民意调查中，

61%的受访者把伊拉克战争描述成内战；在 CNN 和盖洛普市场及民意调查公司的民意调查中，分别

有 65%和 72%的受访者也认同这一点。稍后盖洛普和《今日美国》组织了一项民意调查，在认为伊

拉克冲突已经“失控”演变成一场“内战”的人当中，有 84%认为美国的干预是个错误，只有 25%

的不这么看。
①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委托盖洛普调查公司最近所做的一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62%

的美国人说，派军队到伊拉克作战是一个错误，52%的人则认为伊局势正在恶化，85%的人将发生

在伊拉克的冲突视为一场“内战”，仅有 8%的人说其局势正在好转，75%的人不相信布什能够应对

战争，仅 15%的人说美国会在伊拉克获胜，57%的人认为布什应该完全改变战略，29%的人认为稍

微改变一下战略即可，只有 8%的人说不需要改变。连盖洛普公司都认为，即使在越南战争期间也

没有这么多人反战。测验结果表明,美国人对伊拉克战争从没有比现在更感到悲观，他们认为需要

改变对伊战略。
②
美国前驻伊拉克大使大卫·牛顿认为，“贝克报告”可能会引起民众过多的期望，

报告的有用之处在于，可在美国掀起有关布什政府现行中东政策的辩论热潮。因为，这不是目前

的方针不够好的问题，而是它根本就行不通。
③
 

第三，中期选举后，极端的保守主义遭到沉重打击。那些曾说服白宫放弃几十年来的对阿拉

伯政权的看法并促其动用军事力量、呼吁“通过美国军事入侵向中东播撒民主种子”的新保守主

义者已不再得势。一些曾不遗余力地鼓动布什政府攻打伊拉克、民主改造“大中东”的新保守主

义头面人物甚至也开始抨击布什的对阿外交政策。已有迹象表明，在中东问题上，美国前国务卿

亨利·基辛格、詹姆斯·贝克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正在取代那些“保守主义者”而成为美国政

坛的主流。从中期选举候选人的讨论中也可看出，无论是在共和党还是在民主党内，都有很多人

会“尽快抛弃与布什政府相联系的一切外交政策。”
④
就连在伊问题上一贯持强硬立场而终于被布

什忍痛弃用的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在离职前承认，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的战略已经不再奏效，

他借递交白宫的一份备忘录对布什进言道：“是进行重大调整的时候了。显然美军目前在伊拉克的

行动已经不够有效或迅速。”拉氏建议布什“重新指定美国的军事任务和美国的目标——走向最低

                                                        
①参见美国《华盛顿邮报》，2006年 11月 29日。 
②参见法新社华盛顿 2006年 12月 11日电。 
③ “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 美国跨党派伊拉克问题报告给布什出了难题 ，

http://world.people.com.cn/GB/57507/5138634.html。 
④参见美国《华盛顿邮报》，2006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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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主义。”
①
此外，据美国政府估计，伊拉克战争的开支已超过 3000 亿美元，加上在阿富汗的行

动费用，美军在全球反恐战争中的总开支约为 5000 亿美元，伊战成为美国参与过的最为昂贵的战

争之一。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追加拨款，即所谓的紧急法案。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明年民主党

控制国会后将调查美军在伊拉克的开支，并迫使白宫放弃紧急法案方法的灵活性和不透明性。
②
这

一切显然增加了迫使布什在未来两年里改变现行政策的压力。 

第四，曾经支持伊拉克战争和美国“大中东计划”的西方联盟已经支离破碎，国际社会对美

国伊拉克政策和“大中东计划”早有质疑之声。一些重要的盟国不愿与美国全面合作，驻伊盟军

在前两年已纷纷撤军，布什的意愿联盟仅剩的几个国家的驻伊士兵也同驻伊美军一样期盼回家。

事实证明，“靠自愿建立的联盟脆弱不堪。即便是英国也不太可能再卷入类似伊拉克这样的冒险行

动。”③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现在越来越感到孤单。2006年 9月出台的美国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普
林斯顿计划”关于美国 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定期地利用自己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
地位到处显耀军事威力，蔑视多边机构，尤其是试图单边改变他国内政格局，已引起不良后果，

使“极端的反美情绪加重，重要的参与国不愿与美国全面合作，并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的权威”。报

告建议，当务之急是把防止中东文明摇篮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沦为全球冲突地区。中东问题的任

何长期解决办法都必须包括巴以之间的全面解决方案。除非美国带头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目标的

实现，否则就会陷入困境。  
民主党掌握了参众两院主导权后，必然对布什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加强监督，布什政府的外交、

军事政策运作将比过去 6 年受到更大制约。因此，布什在其最后两年任期内将不得不与国会进行
折衷和妥协。预言两种政治力量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会对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起牵制作用以促其

趋于适度和讲究实效为时尚早，但改变中东政策尤其是早日摆脱伊拉克困境已成为美国两党和绝

大多数民众的共同心愿，布什将不得不面临艰难的调整。 
 

二、布什执政后期中东政策可能做出的调整 
 
在中东战略和伊拉克政策严重受挫并遭国外质疑的严酷现实下，布什政府有可能对现有伊拉

克政策做出一定的调整。事实上，在中期选举前，布什已邀请了一些中东问题专家、官员对伊拉

克政策进行评估，由前国务卿贝克和前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汉密尔顿牵头的伊拉克问题研

究小组就是在布什的认可和国会的授权下于 2006 年 3 月组成并开展工作的。成立这个研究小组的

目的很明确，就是不在“谁对谁错”上纠缠，而是以新的视角审视和分析伊拉克的政治、经济及

安全现状，并就美国下一步行动提出政策建议。
④
现在，这个研究小组已递交了整整 142 页的报告，

要求布什对整个中东战略和伊拉克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与此同时，布什面临的要求改变伊政策的

压力也因民主党力量的上升而急剧增加。 

分析家认为，布什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摆脱伊拉克困境。因此，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可能从伊

拉克问题开始。中期选举后，许多人十分关注美军何时及在何种状况下撤出伊拉克，并向布什提

出了一些截然不同的建议：“贝克报告”建议布什政府改变驻伊美军的主要任务，从进行战斗改为

向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支持，即通过训练伊拉克军警来使自己退出战斗。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共

                                                        
①参见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 12月 3日。 
②参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6年 11月 21日。 
③参见英国《金融时报》，2006年 11月 29日。 
④这是 2006年 4月美国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学者在与前往该所进行学术访问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学者代表团交
流时谈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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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席汉密尔顿说，这样做将使美国马上开始从伊撤出战斗部队，并在 2008 年初从伊拉克撤出大

部分美军作战部队。但布什身边的军事专家和一些重要的政坛人物不赞同上述撤军计划，他们则

要求近期内向伊增兵，且不设撤军时间表。 

从伊拉克目前的现实和布什在伊撤军问题上的一贯立场看，布什可能不会接受“贝克报告”

的撤军建议和时间表。布什曾反复强调，在他确信伊拉克使命已经完成前，美军是不会撤离的。

即使在中期选举共和党失利后，布什仍表示，共和党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美军会尽快从伊撤离。布

什还强调，要继续确保美军在伊拉克的最后胜利。但也有分析家认为，布什所谓胜利的定义已经

随着时间而改变。即从帮助建立一个民主的伊拉克转化为防止更多的流血，“在教派争斗形成一种

低水平内战并可能使伊拉克分裂的时候，防止内战和保全一个国家”
［1］
。基辛格最近表示，美国当

前在伊拉克的任务是促进稳定而非创建民主体制，“美国应当集中在更加有限的目标上：避免在巴

格达出现一个‘原教旨主义圣战政权’，而不是举行大选和试图从头创建民主体制。”①因此，布什

可能为了达到这一短期目标而考虑对驻伊美军进行某种形式的重新部署。如视伊安全局势的发展

而分期把美军撤到伊境外的美军基地，然后根据打击恐怖组织的需要重新部署等，这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被视为美国对伊拉克目标的一种调整。 

目前，美国国内关于撤军方法和时间的讨论，涉及策略改变而非政策改变。根据罗伯特·亨

特的观点，此前美国大部分有关伊战的争论实际上也只是有关战术角度的争论。这种“仅仅停留

在狭隘的战术问题上的讨论是不会给美国找到出路的”
［1］
。以中东问题专家和外交官员为主组成的

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的报告也指出，为了改善伊拉克局势，美国需要在中东外交方面做出重大改

变。其中包括建立一个包括伊朗和叙利亚在内的伊拉克国际支持小组，全面解决稳定伊拉克局势

所必须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问题，并重新发动持续的外交努力，寻找解决阿以冲突的方

案等。亨特也在他的题为《大中东战略》的文章里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包括与伊朗直接对话、支

持土地换和平原则，促进巴以达成和平协议、培植一个以地区国家为主的新的地区安全体系等。

这些建议实际上都要求布什政府对整个中东战略进行修正。 

从目前情况看，虽然美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其中东战略，但其实施程度会有所收缩，可能放

慢推进步伐，降低短期目标，美国在伊战后全力推出的“大中东计划”由于遭中东国家的普遍反

对和抵制，并在伊拉克的民主试验严重受挫，故有可能重新审视并低调处理该计划。虽然在公开

场合，布什和他的助手从未表示要放弃建立民主的努力。但政府的中层官员在私下里都承认，在

派系冲突持续不断的情况下，布什想在任期内建立一个能赢得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支持的

伊拉克民主政府的目标已愈加遥远。
②
考虑到在中东热点问题上尚需周边阿拉伯国家发挥更积极的

作用，在民主改造问题上，美国对这些国家可能不再如前一般咄咄逼人，而会采取渐进和相对温

和的方法施加影响。在民主党完全控制参众两院后，美国的中东战略目标有可能从“9·11”后的

民主改造“大中东”回归到力求维持美国治下的稳定老路。 

此外，目前在伊拉克进退两难的处境，已使美国意识到，单凭一己之力难以改变中东地区现

状。近年来欧洲、俄罗斯在中东地区作用明显上升。在伊拉克、黎巴嫩政局动荡、阿富汗形势日

趋尖锐、伊朗和朝鲜核问题双重挑战的背景下，今后在应对地区性问题上，美国可能被迫收敛单

边主义和穷兵黩武政策，转而更多寻求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的合作和支持。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

席弗雷德·肯佩撰文指出：“美国领导人此前已经开始加强国际合作，从伊朗到朝鲜，虽然现在他

                                                        
①参见美国《洛杉矶时报》，2006年 11月 19日。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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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受挫，但为在处理世界上最棘手的难题时开展更多的合作提供了机会。”
①
 

    在伊拉克问题上，布什可能会接受“贝克报告”关于寻求同周边阿拉伯国家合作来帮助稳定

伊局势的建议。但在选择与哪些国家合作上，布什将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决定。从目前情况看，

尤其是伊朗坚持在核问题上挑战美国意志的情况下，布什难以同伊朗展开直接对话，但也不完全

排除可能。“9·11”后，美国与中东国家间长期的“战略默契”被打破，地区内“群雄并列”的

地缘政治格局受到强烈冲击，一些传统盟友的中东国家在美国新中东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今

后，布什政府有可能重新改善与埃及等旧盟友之间的关系，联合立场接近的中东国家，以遏制极

端势力在该地区不断膨胀的势头。此外，美国与叙利亚的关系也有望实现突破。“贝克报告”建议

美国与伊朗、叙利亚展开直接对话后，白宫虽还未做出明确反应，但国会响应者众。年终岁末，

包括曾经和布什角逐总统宝座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克里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阿伦·斯佩克

特在内的多名重量级人物纷纷出访叙利亚，化解伊拉克危机。  

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可能维持一种与伊朗强硬对峙的立场，但主张军事解决的呼声不大可

能成为主流。伊拉克战争已使美国饱尝了轻率动武的苦果，令许多美国人认识到军事实力远没有

想象的那么有效，武力威胁改变不了其他国家的政策。虽然美国不会因此完全回归孤立主义，但

民众对使用武力将更加谨慎。 

 

三、布什政府政策调整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中期选举后，布什政府迫于伊拉克濒临内战的现实和国内外多重压力，将不得不

修正和调整中东政策。但这种调整受到布什总统本人的价值判断以及其他各种客观因素的诸多限

制，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第一，中期选举虽对美国社会思潮产生一定影响，极端保守主义遭到遏制，但保守主义并没

有销声匿迹，温和的保守主义势力仍在增长。美国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从来都是超国界的，今后还

会继续影响美国人对外部事务的判断，美国至今仍有不少人从道义上支持布什的中东政策。西方

一些媒体也认为，“虽然情况一直很糟糕，但其他解决方案也可能同样糟糕。完全置西方价值观不

顾的‘现实主义’可能会铸成大错。而从伊拉克战争退回到孤立主义、从对外开放退回到保守主

义则更糟。”
②
 

第二，美国国会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并不是很大：1.国会可以尝试阻止白宫的外交政策，

但它不能实施自己的政策；2.中期选举后，美国两党对峙局面加剧，将制约民主党发挥作用；3.

在涉及国家利益时，美国两党的理念其实是一致的，对外推进民主的价值观和政治主张也是相近

的，区别只在于行事方式。民主党控制国会后可能调整其实施方式。中期选举前民主党在伊拉克

问题上曾向布什发难，但做过了头可能会起反作用。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查尔斯·库

普钱断言，“没有理由说明，美国的外交政策在民主党在国会获得多数后会发生变化。”
［2］
 

第三，美国总统在外交政策上有决定权，今后两年里布什总统仍将是中东政策的重要决定者。

从布什执政 6年多来所奉行的“命里注定是要重新塑造整个世界的”
［3］20
使命感和政治理念及其对

外政策制定上的强烈意识形态化特点看，布什本人对中东问题的态度和立场究竟会有多大程度的

改变也是不确定的。美国评论家戴维·布鲁克斯评价布什是“世界上最按内心指示采取行动的人

                                                        
①参见德国《商报》，2006年 11月 12日。 
②参见英国《金融时报》，2006年 1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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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布什的这种使命感“与根植于自身宗教观的内在信念深刻相关，在此方面没有妥协的余

地”
［4］
，“虽然其他美国总统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黑暗中的希望。但没有人像布什总统这样热

心向国外传播其价值观。需要的时候，还会用武力去这样做。
①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

德利 12 月 3 日在美国多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表示，布什正在对美国政策进行全面审视以使

之适应伊拉克的新情况，但“美国不会改变其根本目标，即帮助建立一个由抵御恐怖主义和教

派暴力能力的民主的伊拉克。”
②
 

第四，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目前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弗雷德·肯

佩称：“这场选举是一场反对布什伊拉克政策的全民公决，但并非支持另一种方案的全民公决。”
③
 

这次中期选举结果反映出美国民众是为了反对什么、不是为了拥护什么而投票的。民主党在中期

选举中获胜，只是因为民众对伊拉克的状况不满意，而不是民主党人有令人信服的替代性解决办

法。正如“贝克报告”一开始就承认的那样，“没有一条保证成功的路”，充其量只能希望“前景

有所改善”。“民主党人促使改变方针的能力也因他们没有提出应该如何解决当前最紧迫问题的相

关设想而受到影响。”
［2］
 

第五，就“贝克报告”内容而言，虽然包含了一些在外界看来非常合理的建议，但就时机而

言，似乎晚了一些。报告建议要修改宪法，强化中央集权，让那些显得越来越独立的地区臣服于

巴格达的统治，但这一点难以被一些既得利益者所接受。毕竟现行的允许库尔德人、什叶派和逊

尼派拥有自己的民兵和自然资源的宪法，也是经过选举和全民公投通过的，那些已从中获利的地

方势力是不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的。此外，报告还建议美国借助伊朗和叙利亚来帮助实现伊拉克

稳定，这就意味着要布什政府对整个中东外交政策进行修正。伊朗虽然也担心伊拉克局势失控，

但不会在没有回报的情况下与美国主动合作，伊朗所要的回报，一要承认其地区大国地位，二要

承认其有掌握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技术权利。但伊朗乘势做大是阿拉伯国家不愿看到的；阿拉伯国

家也担心叙利亚向美国提供合作后，会要求美国对叙利亚在黎巴嫩恢复势力给予“暗中谅解”。现

在“周边阿拉伯国家和伊朗正在各怀心思的情况下，关注布什政府的动向。”
④
但布什政府至今仍

对这两个国家持敌对立场。据美联社透露，布什可能会认同扩展美国和伊拉克的多个权力中心的

交往，并让伊拉克的邻国在伊正式发挥更活跃的协助作用，但不会和伊朗、叙利亚签订和平协议。

为了更好地组织阿拉伯国家发挥各自的作用来平息伊拉克的暴乱，布什正在权衡各种合作政策，

这种合作可能包括伊朗和叙利亚，但短期内不会赞成和这两国直接谈判。
⑤
布什在 2006 年 9 月签

署了参众两院通过的《支持伊朗自由法案》，参众两院的成员几乎都投了赞成票。该法案批准对任

何援助伊朗核计划（即使是依《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有权从事的核计划）的国家实施制裁。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法案是在绝大多数美国人已转而反对伊拉克战争、民主党人欲夺过众议院乃

至参议院控制权之际通过的。与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的环境有惊人相似之处的是，如此多的民主党

人在伊朗问题上投了赞同政府的票，“这就相当于又一次全权赞同美国单边主义——即使是在外交

官们在纽约艰难构思应对伊朗的多边方案之际”
⑥
。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布什在伊朗问题上的回

旋余地。此外，许多专家对伊朗是否会协助华盛顿恢复伊拉克稳定持怀疑态度，即便那些赞成与

伊朗、叙利亚对话的国家也认为现在可能为时已晚。而伊朗近来在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也限制了

                                                        
①参见英国《金融时报》，2006年 11月 22日。 
②参见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美国参考》，2006年 12月 3日。 
③参见德国《商报》，2006年 11月 12日。 
④参见日本《每日新闻》，2006年 12月 8日。 
⑤参见美联社华盛顿 2006年 12月 16日电。 
⑥参见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络版），2006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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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短期内与之直接对话的可能性。曾经协助贝克在马德里组织召开 1991 年中东和会的美国前国

务院资深官员阿伦·米勒说，美国和伊朗的核心需求“现阶段无法弥合”，至于叙利亚“若想取得

任何进展，就真的必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①
。正因为如此，美国驻克罗地亚第一任大使彼得·加

尔布雷斯甚至认为被许多人期待已久的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报告是无法实现的空头支票，“刚出台

就作废”
②
。 

当然，美国政策的调整也会受到整个国际形势，尤其是中东地区局势变化的制约和影响。汉

密尔顿在“贝克报告”出台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伊拉克问题不能在真空中解决，“必须采取

全面的态度，中东的每一件事都与其他每一件事联系着”
③
。这就意味着美国的中东政策必须作出

全面的调整，争取在巴以、叙以和黎以等“各条战线取得全面的阿以和平”。问题在于美国是否已

做好了应对准备。目前中东地区形势依然复杂多变，有许多问题不是短时间内可以通过政策调整

就能解决的，而布什剩余任期内在中东所能利用和投入的资源较为有限，难以完成对整个中东战

略的修正。与此同时，一个解决中东问题的多极化格局已初露端倪。布什也意识到美国的主宰力

量不像自己在第一任期预料的那么强大。因此，他不得不顺应这种变化的现实。
④
这就意味着，美

国在处理中东危机时将会更多地寻求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合作，而国际社会的不同声音也会更多

地对美国的政策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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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d-term election ended up with the Republicans losing control of the congress and 
Neo-conservativism meeting with serious setback, and the domestic call for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o 
adjust its Middle East polic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high. Facing various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essure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ill possibly make some changes regarding its Middle East strategy 
and Iraq policy especially.  However, this kind of adjustments will be limited due to both Bush’s 
personal value judgment and some tough re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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