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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是反恐战略。随着美国在伊拉克泥潭里

越陷越深，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受到国际和国内的广泛质疑。在2008年总统大选

临近的背景下，美国反恐战略的国内政治基础也面临着调整和变化。2007年9月20

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邀请在京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就布什政府对伊拉

克政策的调整、美国与伊朗的关系、美国反恐战略的走向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的调整及前景

9月10日至11日，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克拉克和驻伊司令官彼得雷乌斯应国会

的要求，对伊拉克政策进行了评估。9月13日晚，布什总统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宣布了对伊政策的调整。对于布什的新政策，美国国内评价不一。保守派智库认

为，伊拉克形势正在好转，美国不能重蹈越战覆辙，在曙光来临之前放弃努力。

自由派智库和媒体则普遍质疑伊拉克的安全形势。

与会学者认为，布什政府顶住共和党中期选举失败的压力，通过先增兵后撤

军的战术压制了民主党的火力，牢牢地把握了对伊政策的主导权和主动性。但

是，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困境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改善，美军既无法取得像样的

胜利，也不能体面地撤军。因此，布什在任内不会放弃在伊拉克的努力，而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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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发展核力量是伊朗“大国梦”的组成部分，但“核”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只

要美国的政策发生改变，伊朗可以用“核”来换取安全或美国的承认等更加重要

的战略利益。伊朗战略家认为：就国家利益而言，美国和伊朗的共同利益远远大

于战略分歧；伊朗有比较成熟的民主政体，不是恐怖主义的思想库；伊朗与以色

列不存在根本性矛盾，内贾德的反以论调只是打意识形态牌而不具有实质意义。

不过，历史上美伊两国之间龌龊不断，人质事件以及营救行动的失败更是在

美国人的心理上留下了巨大创伤。美国对伊朗的看法高度意识形态化，现阶段的

伊朗依然被认为是一个革命国家而非正常国家。伊朗在外部面临美国的威胁，内

部有宗教势力的影响，它如何变化要看美国的行动，而美国在对自身实力极为自

信的情况下转变政策的可能性很小。因此，短期内很难看到美伊关系的突破。

美国反恐战略的走向

当前，伊拉克问题占据了美国国内政治辩论的中心。但是，与越南战争的支

出占当时美国GDP的7-8%相比，伊拉克战争仅占不到1%。伊拉克并不代表美国

反恐战略的全部，对美国反恐战略走向的观察应该包含多个层次：一是伊拉克问

题，二是美国的整个中东战略的态势，三是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四是美国

国内政治的影响。

要判断美国反恐战略的长远走向，关键是看反恐究竟是布什政府的战略还

是美国的国家战略。如果它是美国的国家战略，那么毫无疑问要持续下去。

“9·11”事件赐予美国一个用反恐来推行其中东战略的机会，同时也开启了西

方和伊斯兰世界持续争斗的另一个长周期。上一个长周期是持续两百余年之久的

十字军东征，如今美国与伊斯兰的敌对局面也很难在短期内平息。美国在中东面

临四大问题：逊尼派极端主义问题、什叶派极端主义问题、巴以和平进程问题和

石油问题，前三个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相关。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反恐战争将

是长期的。

美国反恐战略的走向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专题讨论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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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该问题作为主要政治遗产交给继任者。

美国对伊政策的实质性调整始于2006年6月，基本思路是从民主理想主义向

政治现实主义回归，在承认伊拉克三派的实质性分裂的基础上以政治手段加以协

调和平衡。主要表现有：

首先，联合逊尼派制衡什叶派。美国对伊政策的起点是是扶植什叶派颠覆逊

尼派的萨达姆政权，但在选举中获得多数的什叶派不仅无法实现内部团结，而且

大肆压迫逊尼派，再加上其背后伊朗势力的扩张，造成了伊拉克局面的持续动

乱。马利基政府处死萨达姆使布什进一步认识到，该政府无法主导伊拉克全局，

只是什叶派的利益代言人。因此，美国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是扶持逊尼派和遏制

什叶派。

其次，怀柔、拉拢和收买地方部族首领，打击境外恐怖势力的渗透。在打击

外来恐怖活动和维护本地治安方面，伊拉克地方部族与美国有共同利益。美国利

用地方部族力量维护本地安全，得以腾出手来把军队部署在教派冲突的断裂带和

重点、热点区域。这手策略在基地组织十分活跃的安巴尔省取得了成效。布什在

今年的APEC峰会之前专程访问了该地。

最后，通过外交努力寻求伊拉克周边邻国的配合。布什接受了贝克－汉密尔

顿报告提出的通过对周边邻国进行外交协调来稳定伊拉克局势的建议。赖斯的国

务院正着手筹备11月的“中东和会”，但遇到的阻力很大。沙特和埃及主张把巴

以和平作为开会的先决条件尤令其颇费周折。

学者们普遍认为，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核心问题是伊

拉克政治重建严重滞后。伊拉克的民主实际上造成了一个教派分裂和部族分裂的

局面：北部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矛盾、中部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矛盾和南部什叶

派内部的矛盾都在激化。历史上，英国殖民当局的策略就是扶持处于少数的逊尼

派统治占据多数的什叶派，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萨达姆时期。当前美国政策的调

整就是向这一历史传统的回归，美国和马利基政府之间的矛盾其实就是逊尼派与

什叶派的矛盾。美国要求政治和解，实质是主张现政权接纳前政府官员；美国要

求合理分配石油利益，实质是要给处于贫油区的逊尼派争取资源。

美国在伊拉克的前景在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改变，伊拉克问题仍将占据美国外

交政策辩论的中心，并在相当长时间内是美国对外战略的关注所在。伊拉克问题

上的其他相关各方都不希望美国从伊拉克脱身。《环球时报》记者在伊拉克的实

地采访得出的印象是：“没有人喜欢美国，但谁也不愿意美国离开。”

美国与伊朗的战略关系

伊拉克战争后，中东战略格局的突出特点是伊朗的坐大。当前美国在中东遭

遇的所有障碍几乎都与伊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伊拉克的什叶派、巴勒斯坦的

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叙利亚的背后都有伊朗的影子。伊朗也在奉行一种

激进政策，有意识地把自己树为美国的对手。在美伊日益激化的战略对峙中，美

国有三种可能的政策选择：一是妥协，二是遏制，三是动武。

有的学者认为，美国和伊朗短期内妥协的可能性不大，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不

信任内贾德政府。遏制是美国比较现实的选择，但这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操作

难度大而且见效慢。关于动武问题，有学者认为，由于内贾德政府持续挑衅，布

什政府在任期内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主要手段是大规模空袭。考虑

到美国决策机制的特点和两次伊拉克战争的历史经验，美国的战争机器一旦开动

起来，突然叫停是不可能的，即便在最后时刻做出妥协也无法避免战争的爆发。

但是，多数学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存在很多限制因素。首先，美国对伊

朗动武会令自己再次陷入孤立的境地。战争可能造成中东局面的失控，使国际油

价飞涨到150美元的天价，而且德国等多数欧洲国家坚决反对动武。其次，不能

仅从内贾德政府的表现来看美伊关系的走向。内贾德在伊朗国内的权力排位中只

列第三位，真正掌握伊朗政权的人是哈梅内伊。历史上，伊朗人向来善于妥协。

当初霍梅尼之所以选择务实的哈梅内伊作为继承人，就是因为他会根据政治需要

改变宗教原则，让宗教适应政治。第三，美国国内存在着鼓励和解与关系正常化

的力量。伊朗普通民众对美国并无敌意，美国国内也有着很有影响力的伊朗移民

团体。伊朗和美国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距离和解其实仅差一步。伊朗人希望民主党

能在2008年大选中获胜，并重启和解进程。

学者们认为，对美国和伊朗的战略关系需要深入分析。伊朗对外战略的目标

是谋求海湾地区的大国地位，但并不否认美国的全球大国地位，美伊的战略目标

并不必然冲突。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中，伊朗给美国提供了情报支持，并为美

军开辟了空中通道。然而，布什政府不仅不领情，反而把伊朗列入“邪恶轴心”

行列，这极大地刺激了伊朗人的自尊和民族主义情绪，使伊朗从哈塔米的温和路

线转向了内贾德的极端路线。

伊朗对外战略的出发点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宗教意识形态。伊拉克战争后，美

国替伊朗除掉了死敌萨达姆，给伊朗带来了千载难逢的追求地区大国地位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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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是反恐战略。随着美国在伊拉克泥潭里

越陷越深，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受到国际和国内的广泛质疑。在2008年总统大选

临近的背景下，美国反恐战略的国内政治基础也面临着调整和变化。2007年9月20

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邀请在京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就布什政府对伊拉

克政策的调整、美国与伊朗的关系、美国反恐战略的走向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的调整及前景

9月10日至11日，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克拉克和驻伊司令官彼得雷乌斯应国会

的要求，对伊拉克政策进行了评估。9月13日晚，布什总统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宣布了对伊政策的调整。对于布什的新政策，美国国内评价不一。保守派智库认

为，伊拉克形势正在好转，美国不能重蹈越战覆辙，在曙光来临之前放弃努力。

自由派智库和媒体则普遍质疑伊拉克的安全形势。

与会学者认为，布什政府顶住共和党中期选举失败的压力，通过先增兵后撤

军的战术压制了民主党的火力，牢牢地把握了对伊政策的主导权和主动性。但

是，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困境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改善，美军既无法取得像样的

胜利，也不能体面地撤军。因此，布什在任内不会放弃在伊拉克的努力，而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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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发展核力量是伊朗“大国梦”的组成部分，但“核”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只

要美国的政策发生改变，伊朗可以用“核”来换取安全或美国的承认等更加重要

的战略利益。伊朗战略家认为：就国家利益而言，美国和伊朗的共同利益远远大

于战略分歧；伊朗有比较成熟的民主政体，不是恐怖主义的思想库；伊朗与以色

列不存在根本性矛盾，内贾德的反以论调只是打意识形态牌而不具有实质意义。

不过，历史上美伊两国之间龌龊不断，人质事件以及营救行动的失败更是在

美国人的心理上留下了巨大创伤。美国对伊朗的看法高度意识形态化，现阶段的

伊朗依然被认为是一个革命国家而非正常国家。伊朗在外部面临美国的威胁，内

部有宗教势力的影响，它如何变化要看美国的行动，而美国在对自身实力极为自

信的情况下转变政策的可能性很小。因此，短期内很难看到美伊关系的突破。

美国反恐战略的走向

当前，伊拉克问题占据了美国国内政治辩论的中心。但是，与越南战争的支

出占当时美国GDP的7-8%相比，伊拉克战争仅占不到1%。伊拉克并不代表美国

反恐战略的全部，对美国反恐战略走向的观察应该包含多个层次：一是伊拉克问

题，二是美国的整个中东战略的态势，三是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四是美国

国内政治的影响。

要判断美国反恐战略的长远走向，关键是看反恐究竟是布什政府的战略还

是美国的国家战略。如果它是美国的国家战略，那么毫无疑问要持续下去。

“9·11”事件赐予美国一个用反恐来推行其中东战略的机会，同时也开启了西

方和伊斯兰世界持续争斗的另一个长周期。上一个长周期是持续两百余年之久的

十字军东征，如今美国与伊斯兰的敌对局面也很难在短期内平息。美国在中东面

临四大问题：逊尼派极端主义问题、什叶派极端主义问题、巴以和平进程问题和

石油问题，前三个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相关。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反恐战争将

是长期的。

美国反恐战略的走向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专题讨论会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