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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富

美国“改造”中东的双重标准

阿拉伯世界这场“土生土长”的“民主化”浪潮正好为美国向阿拉

伯盟国施压进行“认真”政治改革提供了良机，美国要设法将这股

反政府的浪潮引向地区反美国家如伊朗、利比亚和叙利亚，反抗的

目标不是进行改革而是锁定政府更迭

中东反政府浪潮成美国改造阿拉

伯世界的战略契机

奥巴马政府对中东地区的政策是逐

步形成的，从初之旁观，到直接干预，

直到后来试图利用这场动荡来实施美国

对中东地区战略的大调整。在去年底，

突尼斯民众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浪潮

时，美国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国务

卿希拉里只是泛泛地呼吁地区国家顺应

民众呼声，加快“民主化”改革步伐。

但在突尼斯总统本·阿里被赶走，这股

浪潮又以更猛烈的势头冲击到埃及时，

美国再也坐不住了。这不仅表明埃及在

美国中东战略中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

这反映出奥巴马意识到，美国可利用来

这股浪潮来实现对阿拉伯世界进行改造

的战略目的。

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在埃及曾陷入

了是支持穆巴拉克总统继续执政（挺

穆），还是放弃对穆巴拉克支持（弃

穆）的两难抉择。由于穆巴拉克长期

以来坚定的亲美政策使埃及已成为美国

中东政策的战略支柱，对美国维护地区

主导地位和战略利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

用。因此，“挺穆”的人担心，如穆巴

拉克下台，无论是埃及的“民主化”浪

潮进展顺利，在埃及建立“中东水准”

的民主制度，还是埃及政局自此陷入长

期动荡，都存在着伊斯兰势力上台掌

权，甚至在埃及重演伊朗伊斯兰革命的

危险。

但奥巴马显然有自己更长远、更深

层次的想法。奥巴马执政后在中东地区

推动“民主化”，将“民主化”描绘成

是伊斯兰文明的一个部分，是与美国等

西方国家共同享有的价值观。这场“土

生土长”的“民主化”浪潮正好为美国

向阿拉伯盟国施压进行“认真”政治改

革提供了良机。

因此，如美国继续“挺穆”，不仅

有违其长期标榜的“价值观”，会丧失

埃及民心，还将面临有可能长期失去埃

及的风险。对美国来说，埃及可以没有

穆巴拉克，但美国在埃及不能失去一个

亲美的政权。在经过权衡利弊得失后，

奥巴马顶住了内外“挺穆”派的压力，

最终决定在埃及与穆巴拉克之间，选择

前者。为确保埃及在后穆巴拉克时期仍

继续执行亲美政策，美国与埃及军方协

商“安排”了穆巴拉克将权力移交给埃

及军方。就这样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步了

当年伊朗国王巴列维后尘，成为了中东地

区第二个被美国抛弃的长期亲美的强人。

美国与埃及军队关系密切。在过去

30多年里，美国不仅向埃及军队提供

了几百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还培训了几

乎所有的埃及高、中级军官，使军队成

为了埃及政治中一支强大的亲美力量。

由埃及军方出面来主导埃及“民主”改

革的过渡进程，即可顺应埃及民众“求

变”的愿望，最主要的是能保证埃及将

继续执行过去的亲美外交政策。在某种

意义上说，埃及军队现已成为了奥巴马

在埃及变革中“豪赌”中最重要的“赌

注”了。

美国要对各国反政府浪潮采取

“双重标准”

由于美国的重要作用，使得中东强

人穆巴拉克在短短的18天内就被赶下

台，穆巴拉克的遭遇使美国在中东的一

些长期盟友心寒透了，纷纷担心自己是

否会成为美国的下一个“牺牲品”，他

们私下表示，在中东“成为美国的敌人

是危险的，但做美国的朋友更危险”。

为安抚中东盟国对奥巴马政府政策的忧

虑，国务卿希拉里不得不出面公开表示

美国今后对各国反政府浪潮是要采取双

重标准的：由于中东地区各国的情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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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和美国在地区的利益，因此，美国将

拒绝对地区民众反政府示威活动采取

“统一的标准”。

不难看出奥巴马政府在一段时间内

的主要目标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突尼斯尤其是埃及在“民

主化”浪潮取得的成果兑现为具体的政

治“红利”应该是奥巴马近期对中东战

略的重中之重。一个“民主、开放和

发展”的埃及将会对阿拉伯世界发挥巨

大的示范作用。奥巴马承认埃及“民主

化”过渡的关键是经济因素。为此，美

国取消了埃及10亿美元债务，并计划

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来帮助埃及尽快

发展经济，争取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就

业机会。

第二，根据美国的“双重标准”，

奥巴马政府今后对中东地区各国民众反

政府浪潮的态度要视该国与美国的关系

如何以及美国利益所在而定。美国要设

法将这股反政府的浪潮引向地区反美国

家如伊朗、利比亚和叙利亚，同时还要

煽动这些国家的民众起来采取各种手段

进行抗争活动，反抗的目标不是进行改

革而是锁定政府更迭。这些国家如利比

亚政府采取武力镇压，美国便可站在道

义的制高点，以保

护平民，防止“人

道主义灾难”为由

要求安理会采取行

动，利比亚的卡扎

非便是首位实施这

一标准的对象。

第三，对于美

国的地区盟国以及

和美国有重大战略

利 益 的 国 家 如 巴

林，奥巴马政府政

策的重点是保持稳

定，反对暴力，鼓

励政府与民众进行政治对话，主张这些

国家进行和平、有序的政治改革，而不

是更迭政府。此外，美国还设法并利用

该地区长期的民族和宗教的矛盾，将海

湾地区国家关注的焦点再次聚焦到伊朗

势力的扩张和伊朗核问题对地区的威胁

上，通过共同遏制伊朗势力在地区进一步

扩张来修复、加强与海湾国家的关系。

第四，巴以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美

国中东政策无法摆脱的“软肋”，也是

地区民众滋生反美情绪的一个重要因

素。为争取阿拉伯民众的好感和表明他

在巴以问题上是保持公正性的，奥巴马

不顾以色列的强烈反对还是提出了一些

解决巴以问题的建议。

“阿拉伯的春天”早已演变成了

“酷暑难熬的夏天”

在美国的公开煽动和直接干预下，

持续了8个多月的中东乱局正朝着越来

越动荡和暴力的方向发展，期待中的

“阿拉伯的春天”早已演变成了“酷暑

难熬的夏天”。对于奥巴马总统应对中

东乱局的政策，美国智库的精英们是有

相当大争议的，在盘点该政策为美国所

产生的实际“效益”时，虽说是“智者

见智，仁者见仁”，但总体上还是批评

者多于支持者，甚至有个别极端的还指

责“美国（对中东乱局）的外交政策是

由白痴指挥”的。

执政二年多来政绩平平的奥巴马想

利用中东地区民众反政府浪潮良机，以

美国的愿望塑造地区政治新格局，试图

扭转美国在地区声望和影响力不断下降

的被动局面，同时也是为其2012年竞

选连任增加政治资本。但目前中东局势

的发展已呈现出了种种失控的迹象，奥

巴马的政策更像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埃

及的政局仍持续动荡，经济发展仍未恢

复，伊斯兰主义势力有所抬头，“民

主”过渡的前景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因

素；美欧对利比亚卡扎菲的军事打击已

持续了半年多，虽然卡扎菲政府大势

已去了，但利比亚今后的局势仍不被看

好；巴以近期恢复和谈的可能性几乎为

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白宫当面

拒绝了美国关于解决巴以问题的提议，

使奥巴马脸面全无，威信扫地。如认真

盘点美国在中东乱局得失，恐怕是失多

得少。

美国已把目标转向了叙利亚，目前

正利用各种手段以推翻叙利亚政府为要

挟，威逼阿萨德总统放弃与伊朗的结盟

关系。由于叙利亚被视为是影响中东

亲美国家与反美国家力量平衡的重要砝

码，也是伊朗势力向阿拉伯世界扩张的

重要枢纽，只要美国在叙利亚得手，就

会改变整个中东亲美国家与反美国家的

力量对比，使伊朗在中东的势力遭受严

重的挫折，如这样算来，美国在中东乱

局中就有可能会是得大于失，否则，美

国将会是全盘皆输。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研究中心

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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