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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布什时代
”

的中东和平 ： 反恐与和平能兼容吗

刘中民

内容提要 ：
反恐优先与 和平进程被边缘化的恶性互动

，
构成 了布什政府中 东

政策的沉重遗产 。 因此 ， 建立和维持和平与反恐之间 的兼容 、 平衡关 系成 为奥 巴

马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 在宏观战略层面 ，
其关键在于美国 能否重塑 中东的地区

战略环境 。 具体说来
，
在中 东和平进程问题上 ， 美国 必须重新评估与 以 色列 的关

系
，
改变长期偏袒以 色列的战略僵化 ；

必须调整对巴勒斯坦的政策 ，
尤其要有切

实可行的措施将哈马斯融入中 东和平进程 ； 应致力 于改善与叙利亚的 关 系
， 使叙

利 亚成为 中 东和平进程和地区安全的建设性角 色 。 在反恐问题上 ，
奥 巴马政府只

有对美 国的反恐战略进行全面调整
，
确保伊拉克局势不会再度恶化 ，

加强在阿富

汗和巴基斯坦反恐 ，
同 时避免陷入新的战争泥渾 ，

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朗 问题 ，
才

能配合中 东和平进程 ， 实现反恐与和平的兼容。

关键词 ： 美国 中 东 和平进程 反恐战略

在 2 0 0 8 年底巴以重燃战火之前 ， 安纳波利斯中东和会的召开 ， 伊拉克局势

的相对缓和 ， 以色列与哈马斯为期半年的停火协议的达成、 黎巴嫩总统
“

难产
”

局面的结束 ， 都使中东局势出现了缓慢缓和的积极迹象 。 此外 ， 在伊朗问题上 ，

美国虽与伊朗继续对峙 ， 但终究没有出现失控的局面 。 值此之际 ，
人们多认为

中东可以在相对缓和与平静中告别 2 0 0 8年
，
并期待奥巴马对中东政策进行调整 ，

刘 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2 5 1



中 国 国 际战略评论 2 0 0 9 1 ？ “應＿腿 1？ ＆蘭麵麵麵慰＿＾——
｜

1

实现美国中东战略的
“

回归平衡
”

（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Ｂａｌａｎｃｅ ） 。

1

但是 ， 就在 1 2 月 2 7

曰
一

2 0 0 8年即将结束的几天前 ，
以色列发动了对加沙地区的大规模空袭 ， 并

随后展开地面进攻 ，
巴以再度陷人血腥的暴力冲突之中 ， 世人期待的中东和平变

得更加渺茫 。

同样是在 2 0 0 8年 ， 塔利班势力和
“

基地
”

组织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

区卷土重来 。 与此同时 ， 巴基斯坦 日益成为受恐怖威胁最严重的国家。 2 0 0 7年底

贝 ？ 布托遇刺成为巴近年来恐怖势力泛滥的髙潮 。
2 0 0 8年巴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 ，

以穆沙拉夫辞职和扎尔达里当选总统为标志 ，
巴政治权力进人重组和转型时期 。

但就在扎尔达里就任总统之际 ， 伊斯兰堡发生了万豪酒店特大爆炸案 。 更为严重

的是 ，
2 0 0 8年岁末的孟买恐怖袭击 ， 再度显示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巨大能量 ， 同时

也凸显了国际反恐的任重道远 。

在此严峻形势下 ， 世界无疑对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充满了期待 。 就目前中

东乱局的严峻态势来看 ， 推进国际反恐与中东和平进程 ， 无疑将成为奥巴马政府

对外战略的主要议题 ， 建立和维持和平与反恐之间的兼容一平衡关系也将成为奥

巴马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
在布什中东政策的沉重遗产中 ，

反恐与和平两个议题一直充满了矛盾紧张关系 。

首先 ， 反恐作为布什政府中东战略的优先议题 ，
尤其是

細富汗反恐战争后额对与恐怖主义并无实质联系的伊拉

克发动战争 ， 而后又深陷泥潭 ： 无法撤足 ， 导致了中东和平

傾被严重边缘化
，
其鮮逻辑关系是麵中东祕的反恐

议题优先及其战略方向错误排斥和弱化了和平羅 。

其次 ’ 受美国国内强大的犹太院外集ｆｆｌ的影响 ， Ｗ及美

Ｓ

争

：＾
冰

＿以色列为中东战略资产的战略定位的影响 ， 偏袒以色列

构成了美国难以摆脱的战略文化 。 其重要的消极后果是不仅

导賴国的中东战略丧失了灵活性 ， 而且刺激了反美、 反以

宗教极駐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滋生蔓延 ， 其鮮的逻辑关

系亦即美国偏祖以色列的战祕化 ， 既刺激 7恐怖主义 ，
也

圈了＿色舰賊其他中东力量与麵瓶齡作 〇

醜 ，
能酿細平与反麵大祕翅鎌容 ， 构成

欄化了醉纖 。

了麵減府巾絲麵 丨＿拽腿 ， 林麵对此问题

1ＲｉｃｈａｒｄＮ ． Ｈ ａａｓｓａｎｄ
Ｍａｒ ｔｉｎ Ｓ．  Ｉｎｄｙｋ ，ｅ

ｄｓ
，
ｆ＾ｓ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 Ａ

ＭｉｄｄｔｅＥａｓ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ｆＶｅｓ／
ｃｔｅｎ ｆ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
ｎｓ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Ｐｒｅｓｓ2 0 0 8 ． 该书是由美 国布鲁金斯学会萨班研究中心 （
Ｓａｂ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ａｔ

ｔｈｅ

Ｂ 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

ｎｓ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 Ｉ 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专家共同完成的研究报告 ， 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理查德
？

哈

斯担任该项目 的负责人。 在这篇长达近 3 0 0页的研究报告中 ，
主旨思想是全面总结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教

训
， 为新任美 国总统的 中东战略出谋划策 。 报告的内容除理査德 ？ 哈斯等人从宏观方面全面论述美国中东

战略失误和未来战略调整方向外 ，
包括六个具体方面的内容 ，

即伊拉克问题 、 伊朗问題 、 核不扩散问邏、

阿以冲突 、 经济与政治发展 、 中东反恐六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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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若干分析与思考 。

一

、 能否重塑中东的地区战略环境？

美国新政府
“

在中东将面临一系列严重的 、 复杂的 、 相互联系的挑战
”

， 诸

如伊朗问题、 伊拉克局势 、 真主党和哈马斯的挑战 、 步履蹒跚的 巴以和平进程、

美国在中东的信誉危机和影响力的严重下降 。 新总统需要
“

启动多样性的政策以

应对严峻的挑战 ， 但他很快就会发现时不我待的紧迫 。

”

因此 ，

“

美国新总统的中

东政策必须重新区分优先次序并调整其方向
”

，

1

必须
“

超越伊拉克
”

。

2

以色列在美国政府轮替之前发起对加沙的大规模进攻 ，

其重要 目 的之一就是考验美国新政府的中东政策 。 这也正应＿

验了理査德 ？ 哈斯所言的類 中紐策调整的时间紧迫性。

：牟
如前所述 ， 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无疑应该成为美国 中东战麵

优先议题之一
， 但美国能否再度扮演历史上推动埃以媾和与

巴以签署奥麵协郷样的关键角色 ， 其关键在于美国能否

重塑有利于中細平 的躯战略环境 。

冷战结束后 ， 苏联影响力在中东賺出
，
美国 以

“

仁义

之师
”

发动的解放科威特的海湾战争 ， 都为美国主导中东和

平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国际环境麵区环境 。 在此背ｆ：

下 ， 克林顿确定了
“

东遏離、 西促和谈
，，

的中东政策 ， 为

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作出了一系列努力 。 但在其执政末期 ， 由

于美国对阿拉法特领导的巴民族权力机构强烈不满
，
以及追求任内实现中东和平

进程的功利化做法 ， 加之以色列政局变化后沙龙强行进人阿克萨清真寺事件的冲

击 ，
巴以关系再度陷人

“

以暴易暴
”

的恶性循环。 布什当政后 ， 反恐与民主改造

构成美国中东战略两大互相联系的 目标 ， 伊拉克成为这一战略的试验场 。 巴以和

平进程被置于反恐与民主改造这两个范畴之中 ， 进而被严重边缘化 。

2 0 0 3年后 ， 美国 中东政策
“
一

直被伊拉克问题所主导
”

，

3

但事实证明 ， 这

场代价沉重的战争不仅使美国的战略重心远离了反恐目标 ， 而且酿成恐怖袭击与

教派 、 族群血腥冲突相交织的乱局 ，

“

大中东民主计划
”

也不得不以止步于伊拉

克重建而收场。 与此同时 ，

“

巴勒斯坦问题被严重忽视＇
“

美国在关切和解决这

1Ｒ ｉ ｃｈａｒｄＮ． ＨａａｓｓａｎｄＭａｒｔｉ ｎＳ ． Ｉｎｄ
ｙ
ｋ ， 

＂

Ａ Ｔｉｍｅ ｆｏｒＤ ｉｐ ｌｏｍａｔ
ｉｃＲｅｎｅｗａ ｌ： ＴｏｗａｒｄａＮｅｗ Ｕ ．Ｓ．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

ｉｎ ｔｈ ｅＭｉｄｄ ｌｅ Ｅａｓｔ

＂

，ｉｎＲ ｉｃｈａ ｒｄＮ ．Ｈａａｓｓ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Ｓ． Ｉ ｎｄｙ
ｋ

，ｅｄｓ ，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Ｂａｌａｎｃｅ ：
Ａ Ｓ／ｌ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ｒａ 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 ｔ
，
ｐ ．

1 ．

2 ＲｃｈａｒｄＮ ． Ｈａａｓｓａｎｄ
Ｍａｒ ｔｉ ｎＩ ｎｄｙｋ ，

＾

Ｂｅ
ｙ
ｏｎｄ Ｉ

ｒａｑ ：
ＡＮｅｗＵ ．Ｓ． Ｓｔ 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ｔｈｅ
Ｍｉｄｄ ｌｅＥａｓｔ

＂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
ｉｒｓ ，

Ｖｂ ｌ． 8 8
，
Ｊａｎｕａｒｙ／Ｆｅｂ ｒｕａ ｒｙ，  2 0 0 9 ．

3Ｒ ｉｃｈａｒｄＮ ．Ｈａａｓｓ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
Ｓ．

Ｉ

ｎｄｙｋ， 

“

Ａ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Ｄｉ ｐｌｏｍａｔ ｉｃ
Ｒ ｅｎｅｗａｌ ：ＴｏｗａｒｄａＮｅｗＵ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Ｍ

ｉ ｄｄ ｌｅＥａｓｔ

＂

， ｐ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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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首要的地区冲突方面几乎毫无作为＇ 同时也
“

为伊朗在阿拉伯心脏地带谋求

霸权打开了方便之门 。

”
1

与 2 0 世纪 9 0年代相比 ， 当前中东地区的战略环境已经严重恶化 。

“

布什政府

八年来的战略的确改变了中东 ， 但也使其最终为中东所钳制 、 所改变 ， 陷人几

＾个方面的战略被动 。

” 2

当前
，
美国 已在道义上失去了在中东

＾的领导能力
，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陷人了对美国

了既有所期＃ ’ ｘ对其动獅能力表示臟掀顧胃 。 在具

体问题上 ， 美国能否实现从伊拉克撤军的同时避免其再度陷

人动荡 ， 避免将反恐重点转向阿富汗后再度陷人
一个新的战

争泥潭 ； 如何处理棘手的伊朗问题尤其是在和平框架内实现

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战略 目标 ；
如何誠哈马斯、 真主党

通过鋪亚与細结飯以贩辦线 ， 尤類贿改善与
矛盾困

伊朗 、 叙利亚的关系 ； 如何加强南亚和中东结合部的巴基斯

坦反恐尤其是避免发生大规模的印巴冲突 ； 如何建立关于中东事务的多边国际框

架 ，
尤其是如何看待和处理欧洲传统盟友与美国的分歧 ， 如何处理与重返中东的

俄罗斯的关系 ， 如何看待中国在中东 日益増长的作用等方面 ， 都是美国重塑中东

地区战略环境不可忽视的因素 。

二 、 中东和平进程能否取得突破？

在反恐优先战略下错误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 使得美国陷入了反恐收效甚微 ，

民主改革计划虎头蛇尾 ，
中东反美主义高涨 ， 国家

“

软实力
”

严重受损的困境 。

因此 ， 通过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 切实推动巴勒斯坦及相关问题得到公正解决 ， 不

仅直接关系到为其反恐战略创造地区环境 ， 更直接关系到美国能否恢复在中东的

领导地位。

（

一

） 美国必须摆脱偏袒以色列的战略僵化

美国学者约翰 ？ 米尔斯海默等人在其著作中罗列了 以下诸多事实 ， 说明美以

关系 的特殊性 ： 1 9 7 6 年之后以色列是美国年度直接经济与军事援助的最大接受

国 ， 是美国战后援助的最大接受国和唯一不用报告援助用途的接受国 ；
1 9 8 2 年以

来 ， 美国否决了 
3 2项批评以色列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 超过了安理会其他 4 个常

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的总和 ；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史上绝无仅有的 。 因此 ， 与

1Ｒｉｃｈａ ｒｄ 
Ｎ ．Ｈａａｓｓａｎｄ

Ｍａｒｔ ｉｎ
Ｓ ． Ｉｎｄｙｋ

，


Ｕ

Ａ Ｔ ｉｍｅ
 ｆｏｒ Ｄｉｐｂｍａｔｉｃ

Ｒｅｎｅｗａｌ ：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ＮｅｗＵ ．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ｔｈｅＭｉｄｄ ｌｅ
Ｅａｓｔ

＂

， ｐ． 4 ．

2 杨鸿玺 ：

“‘

9 
■

 1 1

’

亊件七周年之际看布什的中东战略＇ ｈｔｔｐ ：／／ｇ
ｕａｎｃｈａｇｍｗ．ｃｎ／ｃｏｎ ｔｅｎｔ／ 2 0 0 8 － 0 8 ／ 2 9／

ｃｏｎｔｅｎ ｔ
＿

8 2 9 4 6 9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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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关系 占据了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位置。 他们认为 ，与以色列的关系

在冷战后时期 ， 美以特殊关系的消极影响严重破坏了美国的占据了美国中东政策

国家利益 ：

“

美国对以色列始终不渝的支持 、 以及与此相关的 的核心位置。

在整个地区扩展民主的努力 ， 激怒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

民众 ， 威胁到美国 自身的安全
”

；

“

美国的恐怖主义问题很大自 海湾战 争 以

程度上是它和以色列的密切关系带来的 ， 而不是相反
”

；

“

所 后 ，
以色列已经从美

谓
‘

流氓国家
’

并不对美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 ， 只是威胁到 国的战略资产变成了

美国给以色列的承诺
” “

美以关系使美国在处理与地区国家 战略包袱。

的关系时遇到困难
”

；

“

在中东以外 ， 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

也影响到美国的声誉
”

。 因此 ， 自海湾战争以后 ， 以色列已美 国 要想在 巴

经从美国的战略资产变成了战略包楸。 在他们看来 ， 美国偏 以和平进程上有所作

袓和支持以色列的国内政治逻辑 ， 即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的 为 ， 必须摆脱长期以

巨大影响 ， 其最严重的消极后果是 ：

“

游说集团已经影响到美 来对以色列政策形成

国中东政策的核心 ， 成功说服美国领导人支持以色列对巴勒 的 战略僵化 ， 摒 弃

斯坦人的持续压迫 ， 并把以色列的地区对手伊朗 、 伊拉克和
一

味偏袒以色列的做

叙利亚当作敌人。

”1

法
， 转而在巴以问题

以上观点确实有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的强烈色 上采取相对平衡的立

彩 ，
同时也有义愤填膺的批判情绪溢于其中 。 对于美国而 场

，
通过劝说与施压

言 ， 抛弃以色列和从中东全面抽身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其国家 的双重手段对以色列

大战略 。 但是 ， 美国要想在巴以和平进程上有所作为 ， 必须 施加影响
，
推动巴以

摆脱长期以来对以色列政策形成的战略僵化 ， 摒弃一味偏袒 领土划分、 耶路撒冷

以色列的做法 ， 转而在巴以问题上采取相对平衡的立场 ， 通 地位、 难民回归 、 叙

过劝说与施压的双重手段对以色列施加影响 ， 推动巴以领土以戈兰高地等核心问

划分 、 耶路撤冷地位、 难民回归 、 叙以戈兰高地等核心问题 题的解决。

的解决。

（ 二 ） 美 国必须将哈马斯融入中东和平进程

巴内部的分裂即巴民族权力机构与哈马斯分别控制西岸和加沙的局面 ， 尤其

是遭到以色列以及美国排斥和封锁的哈马斯组织 ， 继续坚持暴力反以的强硬立

场
，
并不时发动对以色列的 自杀性爆炸以及火箭弹袭击 ， 构成了巴 以双方实现和

解的严重障碍 。 这固然有哈马斯自身的原因 ， 它此次遭受以色列重创的教训也对

其能否进行政策调整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

抛开哈马斯 自身的因素不谈 ， 哈马斯之所以酿成今天的悲剧 ， 其外部原因

主要在于 ： 首先 ，
2 0世纪 9 0 年代中期后以色列方面在巴 以 问题上重归强硬 ， 是

￣

1［
美

］
约翰 ？ 米尔斯海默 、 斯蒂芬 ■ 瓦尔特 ： 《 以色列院外游说集 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

节译 ）
＞

， 刘波译 ，

ｈｔｔｐ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ｇｍｗ．ｃｎ／ｓｈｏｗ． ａｓ
ｐ
ｘ？ ｉ ｄ

＝ 2 4 7 3 〇

： 2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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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哈马斯走向极端化的重要原因 。 1 9 9 6年 3 月
， 哈马斯宣布将放弃暴力活动 ，

在 自治区内进行政治斗争 。 但在 内塔尼亚胡出任以总理后 ，
在巴以和谈问题上

采取强硬政策 ， 致使巴以最后阶段谈判停滞 ，
哈马斯宣布恢复武装斗争 。 其次 ，

“

9
．

 1 1

”

事件后 ， 美国 、 欧盟等宣布哈马斯为
“

恐怖组织
”

并冻结其财产 ，
以色

． ＿列对哈马斯实施了
“

定点清除
”

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 西方

排
＃哈马斯的排斥域制 ，

巴 以欢方不断升级的以暴易暴行为

恰恰贼了哈骑麟民意 、 取贼棚删之― 。 对此 ，

巴 民族权力机构的一官员指出 ：

“

在和平环境中 ， 支持哈马

＝ 斯的人不到 5％ 。 雛 以色列的镇压下 ， 支持哈马斯的巴勒
賴
議人額 9 5％。

，’
1

歡 ，
在哈肖鮮麗年 1瓶得大选

成功的原因之一。

后
，
美国提出了承认哈马斯政府的三个条件 ： 拒绝恐怖主义 ，

承认以色列生存的权利 ，
接受巴 以 间达成的国际协定 。

2

此后 ， 由于哈马斯拒不

接受美国的条件 ， 美国拒不承认哈马斯并与以色列联手 ， 企图孤立并推翻民选的

哈马斯政府 ， 激化了巴勒斯坦内部两派的争斗 ，
巴以和平进程再次遭遇挫折 。 与

此同时 ， 美国在对巴政策上依然采取片面支持阿巴斯领导的民族权力机构 ， 加剧

了 巴 内部分裂 。 在安纳波利斯会议上 ， 哈马斯依然被排除在会议之外 ， 会议达成

的文件与决定建立的美巴以三方机制 ， 均没有对哈马斯组织的考虑与安排 。

事实表明 ， 不管哈马斯的主张与行为如何激进 ，
美国都必须正视哈马斯的存

在 ，
如何将哈马斯纳人和平进程已成为中东和平能否实现的主要瓶颈之

一

。 首

先
，
包括美国在内 的国际社会 ， 必须承认哈马斯的合法地位及其在巴以和平进程

中的应有位置 。 事实表明 ， 孤立、 遏制 、 封锁 、 打击哈马斯不仅不能迫使其改变

立场 ， 而且只能加剧冲突 ， 恶化巴以会谈的环境 。 其次 ， 美国应和国际社会一道

努力实现哈马斯和以色列的相互承认 ， 为巴以谈判创造条件 。 最后
，
最为关键的

问题是美国应与国际社会
一道 ， 结束巴民族权力机构与哈马斯的分裂状态 。

（ 三 ） 美国应致力于改善与叙利亚的关系 、 推动叙以谈判

“

叙利亚是伊朗影响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主要管道
”

，
实践证明 ， 布什政府

以叙利亚干涉黎巴嫩政治为由孤立和惩罚叙利亚的政策是失败的 ，

3

同时也是导

致 2 0 0 6年黎以冲突的重要外部因素 。

4

因此 ， 改善与叙利亚关系 ，
全面启动叙以

谈判 ， 同时通过与伊朗开启谈判 ， 消解伊朗 、 叙利亚 、 伊拉克 、 黎巴嫩在中东地

￣＂

1 陈克勤 、 黄培昭 、 伊文 7保木 ：

“

哈马斯走过 2 0年争议路＇ 《环球时报 ＞ ，

2 0 0 9年 1 月 8 日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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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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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孙德刚 ：

“

叙利亚与伊朗准联盟关系浅析
”

， 《阿拉伯世界研究 ＞ ，

2 0 0 6 年第 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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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形成所谓的
“

什叶派新月 地带
”

的现实基础 ， 无疑是美国改善 与 叙利 亚

新政府中东战略必须正视的问题。关系 ，
全面启动叙以

首先 ， 美国应放弃敌视叙利亚的政策 ， 全面改善双方关 谈判 ？ 同时通过与伊

系 。 但双方关系改善的重要前提在于美 国放弃敌视和压制 朗开启谈判
，
消解伊

＇

叙利亚的政策 ，

“

因为只有叙利亚与美国的关系实现了正常 朗 、 叙利亚 、 伊 拉

化 ， 它才会放弃与伊朗的结盟 。

”
1

其次 ， 发挥美国盟友土耳 克、 黎巴嫩在中东地

其在改善美叙 、 叙以关釋中的作用 ， 同时通过美国与伊朗关 区形成所谓的
“

什叶

系的改善消除叙利亚的顾虑 。

2

最后 ， 也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派新月地带
”

的现实

是 ， 消除叙以双方的不信任 ， 解决戈兰高地问题 。 其最终 目 基础 ，
无疑是美国新

标是以色列归还戈兰髙地 ， 而叙利亚承诺保障以色列的边界 政府中东战略必须正

安全 。视的问题。

三、 美国反恐战略与反恐态势如何发展 ？

“

9 
？

 1 1

”

以来 ， 反恐优先的美国安全与外交战略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了严重

的消极影响 。 第一 ， 伊拉克战争导致中东和平进程被长期
“

休眠
”

，
布什任内一

首
一尾的

“

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
”

和安纳波利斯会议均无建树 ； 第二 ， 在 2 0 0 3

年战事结束后
，
伊拉克演变成反美武装恐怖袭击与国 内族裔 奥巴马政府只有

与教派冲突相交织的战争泥沼 ； 第三 ， 布什政府以
“

支持恐 对反恐战略进行全
怖主义

”

为名 ， 将伊朗列为三大
“

邪恶轴心
”

之一 ，
并多次 面调整 ，

防范伊拉克

扬言军事打击伊朗 ， 使世界一直充满伊朗会不会成为下一场 局势Ｗ度 恶化 ，
避

反恐战争对象的忧虑 ； 第 四 ， 仓促从阿富汗移师伊拉克的 免在阿 富汗陷＼新
严重

“

战略失误
”

， 不仅导致
“

基地
”

组织和塔利班卷土重 的战争泥潭 ， 同时妥

来 ， 而且使巴基斯坦已经成为
“

恐怖主义全球网络的主要中 善解决伊朗 题 ， 避
心

”

，

3

孟买恐怖袭击的发生导致印 巴关系紧张和对峙 ， 使 免 成新的反＾战
“

动荡弧
”

地带局势更加紧张 。 奥巴马政府只有对反恐战略 争或地区战争 ， 才能
进行全面调整 ， 防范伊拉克局势再度恶化 ， 避免在阿富汗陷 配合中东和＾进程 ，

入新的战争泥潭 ，
同时妥善解决伊朗问题 ，

避免酿成新的反 实现反恐与和 平 ^
恐战争或地区战争 ， 才能配合中东和平进程 ， 实现反恐与和

平的兼容 。
°

1Ｒ ｉ

ｃｈａ ｒｄＮ ． Ｈａａｓｓａｎｄ Ｍａｒ ｔｉ ｎＳ．  Ｉｎｄｙ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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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ｉｉ ｔＨ丽ａ—■

｛

一

） 在整体上调整美国的反恐战略

首先 ， 放弃
“

先发制人
”

与
“

政权改造
”

的强力反恐政策 ， 代之以加强中东

国家的反恐能力与制度建设 。 美国反恐问题专家丹尼尔 ？ 拜曼 、 史蒂文
■ 西蒙建

议 ，

“

应将反恐纳人整体中东战略的一部分 ， 反恐不应再度充当美国 中东政策的

主驱动轮
”

； 新政府反恐的重点应是加强地区反恐能力建设 ，
强化

“

失败国家
”

的制度建设。

1

其次 ， 对中东民主化采取更加务实的政策
，

“

重新掌握道德制高点
”

。 理査

德 ？ 哈斯等人认为布什
“

民主改造
”

中东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 ， 他们发

出 了在中东
“

校正政治改革议程
”

的呼吁 ，

“

在民主问题上 ， 新总统需要在美国

利益与价值观方面寻求可持续的平衡 ， 考虑到该地区的不稳定性 ，
美国应该采取

支持长期的 、 渐进性的民主化进程的政策 。

”

以上主张的核心是要缓解布什
“

民

主改造
”

中东导致的美国与 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紧张的压力 。 他们认为新总统面

临的两项紧迫事宜是 ： 关闭关塔纳摩监狱 ； 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为美国中东政

策的优先议题。 更为长期的任务是建立
“
一个全新的 、 更为包容的 、 和平的中东

新秩序
， ’

。

2

最后 ， 美国应重建反恐合作的多边国际框架。 约瑟夫 ？ 奈就认为 ，
美国奉行

的单边主义政策已经将其软权力浪费殆尽 ， 并提出三点建议以恢复美国的软实

力 ： 作出政策调整 ， 在伊拉克寻找一个政治解决的方案 ； 作出更大的努力 ， 促进

中东和平进程 ； 与盟友和国际组织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

3

（ 二 ｝ 避免伊拉克与阿富汗、 巴基斯坦反恐形势恶性互动

国际社会以及美国的主流舆论均认为 ， 2 0 0 7年以来伊拉克的总体安全形势趋

于好转 ， 但存在的问题仍不容忽视。 美学者史蒂芬 ？ 彼得尔等人认为 ，

“

在安全

方面 ， 严峻的挑战依然存在＇尤其是
“

基地
”

组织和萨德尔的迈赫迪军仍然有

卷土重来的能力 ； 现有的政治进程依然是
“

十分有限和极其脆弱的
”

，

“

分裂的 、

制度化程度较低的不成熟的政治体制
”

使政治和解进程异常艰难 ； 美国军事力量

增加是伊拉克安全形势好转的原因所在 ，

“

新总统最为重要的决策是在何时撤军

以及如何撤军
”

；
难民问题 、 库尔德人问题 、 伊拉克周边的地区性因素 （尤其是

1Ｄａｎ ｉ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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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 ） 等问题的处置 ，

1

都是美国新政府在伊拉克面临的挑战 。

奥 巴马在选举中承诺将在 1 6个月 内完成从伊拉克撤军 ， 并加强在阿富汗、

巴基斯坦的反恐。 但美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包括 ： 在总体上必须确保伊拉克局势的

相对稳定 ， 避免在反恐战略重点转向阿富汗和阿巴边境地区后 ， 伊拉克再度陷入

内战的恶性互动 ； 美在中亚和南亚则面临既增强反恐效果 ， 同时又要避免陷人又

一反恐战争泥潭的考验 。

（ 三 ） 寻求在和平框架下解决伊朗问题

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另一重要遗产是美国与伊朗关系 的紧张和对峙 ， 除去

1 9 7 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双方的长期对立因素的影响 ， 反恐问题与核问题成

为双方对峙的主要因素 。 伊朗在
“

9
？

 1 1

”

事件后采取了支持国际反恐的立场和

实际举措 ， 但美国却
一

直认为伊朗是
“

全世界对国家恐怖主义最积极的支持者
”

，

把它列为
“

十大恐怖主义国家
”

之首 ，

2

并将伊朗列人
“

邪恶轴心
”

。 2 0 0 6年美

《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 认为 ：

“

美国所面临的伊朗的威胁比任何别的国家的威胁都

大
”

。

3

近几年美 ， 美国一方面通过制裁向伊朗施压 ， 另一方面多次扬言通过
“

先

发制人
”

的打击消除伊朗的核能力并促成其国内的政权更

迭 。

4

但是 ， 充麵刺的是 ，
正是美国发动的两场反恐战争

ｆ除了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 ， 为伊朗的崛起搬掉了东西

两线的地缘政治敌手 。 受各种内細素的制约 ， 布什前根

本无法将对伊朗动武付诸实施 ， 相反却在伊朗内贾德总统刚

柔相济的賊贿陷人被动舰 。 针雜瞧刚 ， 奥Ｅ马

认为通过外交手段与侧领导人直接接触 ， 比单纯加麵裁

更有利于解决伊麵问题。 因此 ， 可以肯定的是 ， 美国新总

统基本不会追随武力解離朗核问麵廳 。

事实上 ， 類与伊朗双方都存在改善关系的需求 ，
新总

决伊朗核

统上台将是双方面临的最佳机会。 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与

对外关系委员会共同完成的研究报告的内容 ， 通过与伊朗政府的直接接触 ， 改变

伊朗的行为方式 ， 即所谓
“

通往共存之路
＂

（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ｔｏＣｏｅｘ ｉｓｔｅｎｃｅ ） 将是美国的

必然选择。 其原因在于军事打击和支持内部变革的方式都无法颠覆伊朗政权 ， 相

1ＳｔｅｐｈｅｎＢ ｉ ｄｄ ｌｅ ， Ｍ ｉ

ｃｈａｅｌＥ ．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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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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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ｐｐ ． 2 7

－

5 8 ．

2 高祖贵 ：

“

布什政府对伊朗政策的分析
”

， 《西亚非洲 ＞ ， 2 0 0 4年第 3 期 ， 第 4ｄ
－ 4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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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会刺激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力量的报复 ，
继续通过叙

利亚影响哈马斯和真主党破坏阿以和平进程 。 报告提出美国新总统
“

应对伊朗政

府寻求合法的国家利益予以尊重
”

。 在伊朗核问题上 ， 报告建议应建立类似朝核

六方会谈 、 美国与伊朗直接参与的多边机制 。

1

可以肯定 ， 奥巴马上台后 ， 在经

历伊朗伊斯兰革命 3 0年来的长期对立后 ， 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有取得重大突破的

可能性 ， 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 但关键因素取决于伊朗核

问题能否得到根本解决 ， 尤其是美国能否满足伊朗所需要的安全保证 ， 伊朗能否

弃核 ， 如何缓和以色列与伊朗的关系 ，
阿以和平进程能否取得进展 ， 都是美国面

临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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