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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领土和边界争端探源 
王 广 大 

 
摘  要：中东国家领土和边界争端的形成错综复杂，有历史背景、地理、民族原因，也有现实利益的驱使。理清中东各国的领土和边界争端形成
的根源，对解决中东领土和边界争端，促进中东各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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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erritory and boundary symbolize state sovereignty,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tate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disputes about 
territories and boundaries in the Middle East emerge and develop in very complicated circumstances, left over by history with its geographical factors and 
national reasons, state interests as well. Therefore, it’s also of great importance to sort out basic reasons for all the disputes and conflicts arising therefrom, 
which is necessary for us to see through Middle East situation and mediate their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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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和边界争端是中东地区局势一直动荡不安的隐
患之一，它严重影响着中东各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目
前中东各国之间还存在着的这类争端，能否早日得到公
正、合理解决，已成为它们能否真正建立和发展睦邻友
好关系，确保该地区局势稳定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中东的民族、历史和地理背景 
中东领土和边界争端是历史上形成的，错综复杂，

首先应当关注的，是其中的的民族、历史和地理背景。 
从民族特性看，中东民族构成复杂多样，但却大都

为游牧民族。为适应沙漠环境，游牧部落经常迁移，到
处寻找水源和牧场。逐水草而居这一自然法则使他们不
区分地域地到处迁居。对他们来说，领土、边界概念一
向十分淡薄。在这方面，犹太人最典型，他们的祖先从
两河流域西迁迦南，再至尼罗河三角洲，又返回迦南、
巴比伦，最后流散到世界各地。而阿拉伯人属同一民族，
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宗教，当他们发现自己隶属于不
同国家时，要确定相互之间的界限，接受边界约束也不
是件易事。在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之前的中东，尽管存在
一些相互独立的国家，但他们之间的领土和边界划分并
不明确，许多已经形成的边界也极少用法律形式固定下
来。殖民主义将西方的领土和边界概念带到中东后，当
地的领土和边界划分才有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含义。 

从民族和文明的发展历史来看，中东的大部分民族
都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过去，有的早在几千年前就有
盛极一时的文明，或曾经建立过幅员辽阔的帝国。因此，
在中东的同一个地方很可能被几个民族或几个帝国先后
占领过，留有几个民族或几种文明历史遗迹的现象，有
的地方还成为几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见证或珍贵的文化认
同体。所以，中东不少民族几乎都可以从历史深处找到
充分的论据，证明自己就是某块土地的主人。最为典型
的例子是现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认为巴勒斯坦最早
的居民是阿拉伯人，他们早在犹太人到来之前就已定居

此地，这里有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登霄的历史见证，
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寺。而犹太人认为他们的祖先在这里
繁衍生息了数千年，建立了犹太人的王国和宗教。此外，
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为沙漠覆盖，气候恶劣，人烟稀少，
不少地方无人居住，导致地形测量的资料严重不足，边
界划分十分困难。 

这些地理、历史和民族等原因，导致了中东地区自
古以来的漫长时间里没有划分领土和边界的传统，是中
东地区领土和边界争端的客观原因。 

二、殖民统治埋下的祸根 
历史上，中东各国几乎都长期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

的统治。西方殖民者对当地人民实行政治上的高压与奴
役，文化上的侵略与渗透，经济上的控制与掠夺。当他
们撤离时又故意留下遗患，以便将来再插手这些殖民地
国家和地区的事务。在他们留下的许多棘手问题中，包
括边界缺乏明确划分，致使地区国家之间经常为领土爆
发武装冲突甚至战争，如两伊边界，伊、科边界，沙、
也边界，以及伊朗与阿联酋的岛屿之争等。 

从18世纪始，西方殖民国家就先后将触角伸向中东
各地。一战前夕，中东国家仍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
但实际上已被西方殖民主义所瓜分，它们的内政、外交
也都受到西方列强的干预。在帝国主义国家抢占殖民地
的狂潮中，英国是占据的殖民地最多，历史最长，获利
最大，战后给各殖民地国家制造领土、边界争端也最多。
根据一战后的一系列条约及国际联盟的托管制度，英国
不仅继续对埃及实行殖民统治，而且取得了对外约旦和
伊拉克的托管权。法国取得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托管权，
继续对除利比亚以外的马格里布地区实施殖民统治。一
战的结果之一是殖民主义国家彻底完成了对奥斯曼帝国
遗产的瓜分，形成中东的第一批领土和边界。 

二战结束后，亚非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风起云
涌，英国虽被迫放弃了一些殖民地，但为了保住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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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和影响，又采取“分而治之”、“合而治之”或拼
凑“联邦”等伎俩，又给中东国家留下无休止的矛盾、
冲突和领土、边界争端。 

就领土和边界争端看，中东现存的所有此类问题都
与殖民主义对中东的统治有直接关系。中东国家的领土
和边界划分很少根据自然地理条件或人口自然聚居地来
确定，而是按经纬线、几何线或曲尺在地图上画线来划
分的。如埃及和苏丹的边界，一部分是沿着北纬22度线
划定，叙利亚与约旦、伊拉克之间，沙特与伊拉克、约
旦、阿曼、也门、阿联酋等周边国家之间的边界都呈几
何形状。中东地区位于亚、欧、非三大洲接合部，从二
战后到90年代初，共爆发了60多次战争，平均每年约
1.4次，由领土、边界问题引起的近30起，其中以中东
核心地区（地中海东岸的亚洲部分）矛盾最为激烈。旷
日持久的阿以冲突，虽包含宗教、民族等多种矛盾，但
核心还是领土问题，尤其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
三大宗教的圣城耶路撒冷的归属难以确定。此外，以色
列侵占叙利亚戈兰高地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伊拉克和
伊朗双方的边界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纠纷不断，终于
在80年代演变成一场持续8年的战争。1990年，伊拉
克以与科威特的边界争端为借口侵略科威特，从而引发
了海湾战争。 

综上所述，中东的领土和边界争端主要是近现代西
方殖民统治留下的祸根，以及当代以色列通过战争对阿
拉伯领土的侵占。殖民主义统治外来侵略是中东领土和
边界争端的直接原因和外部原因。 

三、国家利益之争 
事实上，殖民主义国家划定的领土和边界只是当代

中东领土和边界争端的历史起因，另一个现实原因则应
从当前中东各国的国家利益中去找。 

二战后，政治上先后获得独立的中东各国都面临振
兴民族经济、摆脱贫困的共同任务。油气资源、水资源
与经济发展及人类生存有关的资源，都成为中东各国争
相拥有的目标，也构成了中东领土和边界争端的重要原
因和内容。特别是资源丰富的边界地区、重要的海上通
道、归属未定的岛屿和大陆架，都成为中东军事冲突和
局部战争的热点。 

中东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油气资源，仅海湾地区的
石油探明储量就占世界的 64.5%，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
占世界储量的 34.4%。如果细加分析，人们便会发现历
次中东战争大都与石油相关。1956 年的第二次中东战
争，表面似由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而引发，但真
正根源却是石油。当时的英国首相艾登宣称：“没有苏伊
士运河运入的石油，英国和西欧的工业便不能保持运

转。”1980 年爆发的两伊战争，除去民族、宗教矛盾与
领土争端之外，石油因素亦不容小视。与伊拉克接壤的
伊朗胡齐斯坦省拥有伊朗石油储量的 90%，成了双方争
夺与攻防的重要目标。1990年8月，伊拉克侵占科威特，
借口之一便是科威特乘伊拉克忙于应付两伊战争之机，
违反伊、科两国协议，在伊、科交界的中立区超量采油。 

水资源在中东也一直是关乎经济发展，甚至人类生
存的重要资源。古代部落之间为争夺水源常发生冲突甚
至战争，而现代中东国家、民族之间为水源而发生冲突
亦不鲜见。以色列同叙、约及巴勒斯坦人围绕对水资源
的控制展开了多次斗争。以占领叙领土戈兰高地长期不
还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出于对约旦河上游和太巴列湖水
资源安全的顾虑。为争夺雅尔穆克河水，以多次对约旦
“东戈尔水渠”进行破坏。而以的“国家输水工程”也
成了巴解开展武装斗争后的首选攻击目标。 

水资源的重要性在中东和平进程中也有体现，1991
年开始的马德里和平进程将水资源问题作为一个主要课
题研究，特成立了水资源工作小组，由美国主持，欧盟
和日本协助。在约以合约和巴以《过渡协议》中，对“公
正分享水资源”以及合作“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都有
明确的条文规定。此外，土耳其与伊拉克、叙利亚在水
资源分配上也存在纠纷。两伊之所以屡有争斗，原因之
一就是双方对阿拉伯河的主权归属一直存在分歧。北非，
因为近年在撒哈拉大沙漠下发现了丰富的水资源，沿撒
哈拉沙漠各国也有矛盾，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等
国都在努力寻找掘水之路。 

当前，中东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单边主义
的高压和以阿冲突迟迟得不到解决，地区内部有民族矛
盾、宗教纷争、经济之争以及领土和边界争端。这类领
土和边界问题与国家、民族利益息息相关，乃是影响中
东各国关系的焦点和诱发边界军事冲突或局部战争的一
个隐患，也是我们考察中东局势走向的一个重要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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