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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伊拉克和伊朗两国边界和领土争端问题长期悬而未决, 而其中分歧最大

的是两国关于阿拉伯河界的争端, 并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伊拉克对河

界争端的政策又是不断调整的, 国内对于调整的原因很少涉及。笔者试图对王国时期

伊拉克司法解决河界争端的原因做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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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时期伊拉克主张

司法解决阿拉伯河争端的原因分析

□郭白晋

一、伊拉克主张司法解决

阿拉伯河界争端曾经是奥斯曼与波斯

之间冲突的一个焦点, 双方为此进行了长期

的斗争, 现代伊拉克诞生之后又成为伊拉克

与伊朗关系中流血的伤口。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奥斯曼帝国解体, 产生了一些政治实体,

伊拉克即为其中之一。新国家是否继承的问

题, “历来都认为, 除了那种不适于继承的政

治性之类的条约又当别论之外 , 应当总括

地予以继承。特别是在有关分割土地的使

用 , 河流航行, 国际地域等行政性的条约的

情况。第三国实际上现有的权利实际上大多

数是应该继承的”①。伊拉克从奥斯曼帝国

中分离出来 , 作为第三国理应继承所有的

奥斯曼和别的国家签订的条约和协议。因

而伊拉克按照国际法继承了阿拉伯河的主

权, 这就严重威胁到伊朗在阿拉伯河上的利

益。阿拉伯河是伊拉克的唯一出海口 , 是伊

拉克最重要的经济动脉 , 对它具有重要的

经济和战略意义。20世纪20年代石油变成

了一种重要的战略性的出口商品 , 几乎所

有的石油和石油产品都是从阿拉伯河出口

的。这样“它就成为伊拉克的国家生命线 ,

因此他们带着一股强烈的国家责任感来保

护它”②。伊拉克从奥斯曼帝国继承下来的

对阿拉伯河的主权 , 控制了整条阿拉伯河。

但伊拉克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是比较温和

的外交政策 , 主张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同伊

朗关于阿拉伯河界的争端。

二、伊拉克主张司法解决的原因分析

1.从 国 内 来 看 : ( 1) 政 治 上 看 , 伊 拉 克

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和代议制政府

治理的独立自由的主权国。国王具有广泛

的权力 , 形成了国王、政府、议会三者的权

力中心。而当时的国王是居于伊拉克政治

中心地位的 , 它主要依赖的是英国的扶持 ,

议会中大部分是传统贵族占了大部分的席

位 , 它们包括酋长、宗教贵族、买办和大地

主。民主主义者只在议会中占有少量的席

位, 这样就不能在所做的重大决策上发挥作

用。伊拉克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往往采取的

是保守的立场 , 总是希望求助于英国 , 通过

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 而不能独立自主地运

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精心构思和巧妙执

行的外交政策即使凭借着丰富的物质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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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 , 如果没有良好的政府 , 它也势必徒

劳无功”③而伊拉克就是在保守政府执政的

情况下, 这样它的外交政策就不能够很好地

执行。奉行现状政策的国家, 总是热衷于援

引国际法并求助于国际法院来解决。( 2) 经

济上看 , 在国际关系中 ,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

力, 无疑是其开展其外交活动的基础所在。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较为强大的时候 ,

它在外交通常就会表现为得心应手 , 灵活

主动, 能够比较圆满地实现本国的主要目

标。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伊拉克的农业情况 ,

1921年至1926年期间 , 由于国家贫困 , 无法

着手大规模的灌溉工程 , 没有好的基础 , 农

业研究所里所做的新作物蚕丝业和培育新

种等实验对惯于采用原始耕作方法的耕种

的农民来说还起不了作用 , 造成了粮食的

匮乏④。这样它就需要从基本目标上分散精

力和在外交政策上分心 , 不能够在外交上

全力对付波斯 , 给它可能希望实行的任何

积极的外交政策带来无法克服的困难 , 迫

使它从软弱的地位而不是本来应有的立场

出发去实行它的外交政策。工业上 , 没有工

厂就不能建造和保持一个与其外交政策相

适应的军事力量。现代战争的交通和通讯

技术已使得重工业的全面发展成为国家权

力的不可或缺的因素。由于现代战争的胜利

依赖于公路、铁路、车辆、轮船、飞机、坦克

和从蚊帐、自动步枪到氧气面罩、制造导弹

的种种武器和装备的数量和质量。所以, 国

家间权力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制造更

大、更好和更多的战争用品的竞争。工厂的

质量和生产能力 , 工人的技术知识 , 工程师

的技巧 , 科学的发明天才 , 组织的管理。所

有这些都是一国工业能力所依赖的因素 ,

这些因素对会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

重大的影响。而这些种种因素正是伊拉克

所缺乏的 , 这样必然导致它在外交上采取

的软弱态度和行为。( 3) 军事上看 , 各国的

外交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深受来自军事方面

的影响 , 军事实力奠定外交后盾。每个主权

国家都对本国的军事实力的强弱问题给予

了高度的重视。就一国的外交活动而论 , 其

目标的大小、范围的宽窄、能量的高低、影

响的强弱等等, 都必须依靠本国的实力 , 尤

其是军事实力。忘记了这一点 , 尤其在外交

活动上不自量力 , 难免会吃苦头 , “一国为

了保持强大 , 必须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 , 或

者至少在和平时期拥有一支小型的由受过

严格训练的和拥有大量装备的专业化单位

组成的陆军力量。它的权力就不至于受到削

弱”⑤。当时的伊拉克征兵制还没有实施。军

队的数量极低, 1925年伊拉克军队的人数只

有7500人, 以后的8年内兵力大致固定在这

个数字上, 它共有6个步兵营 , 3个骑兵团 , 2

个山地作战炮兵连, 1个野战炮兵连⑥。这样

它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构成一种威慑力量。

军事实力的软弱必然制约了它的外交政策

的实现和完成, 表现为在对待伊朗咄咄逼人

的攻势上 , 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 只有采取和

平的手段, 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这一争端。

2.国际上来看 : ( 1)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以英国和法国

主导的盟国 , 建立了国际联盟形成了凡尔

赛华盛顿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暂时平衡了

当时的各种力量 , 奠定了当时和平的世界

格局 , 制约了当时各种不稳定的力量。这些

大国紧紧地控制着小国和弱国的政治和经

济命脉 , 使得他们在外交上没有太大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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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在战后的伊拉克社会中 , 英国对伊拉

克实行了委任统治 , 依靠传统的贵族、宗教

贵族和大地主对伊拉克进行统治, 并牵制了

费萨尔国王和民主主义者。从而使英国主宰

了伊拉克的一切事务。此时的英国刚从战争

中恢复过来, 需要大力发展本国的经济, 保持

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对它来说显得格外重

要。更重要的是英国在中东地区有着巨大

的石油利益 , 英国拥有了石油这一利器就

可以削弱其他的国家的力量。所以在伊朗

对伊拉克做出强烈的反应后 , 英国向伊拉

克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 因为“英国对阿

拉伯河问题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 特别是在

阿巴丹炼油厂通道的畅通无阻问题上”⑦。

英国向伊拉克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 要

求伊拉克在阿拉伯河争端上做些松动 , 通

过协议来调整两国的紧张关系和悬而未决

的通商航海方面的问题。这样伊拉克在国内

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不够强大, 国际上又受到

英国的制约的情况下, 不得不同意伊朗的要

求进行谈判来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 2) 伊

朗方面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与

它相对的国家的实力一致的 , 也就是说它

所做的对外政策总是受它相对国家的影响

和制约。因此 , 在考虑伊拉克的外交政策时

不得不与提到伊朗的情况。伊朗的政治、经

济、军事等等都会对伊拉克的外交政策产

生重大的影响。1921年伊朗的礼萨汗发动

政变上台执政 , 开始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 ,

不情愿接受以前和伊拉克签订的有关阿拉

伯河的协定 , 这一情况变得十分突出。所有

的这些都对伊拉克来说是其推行和平解决

争端的外部因素。从政治上来看 , 礼萨汗建

立和强化了国家行政机构 , 完善了官僚体

制。礼萨汗对伊朗实行了“有史以来的最有

效的最全面的和最彻底的控制”⑧。因此在

对付阿拉伯河的争端时 , 持非常强硬的立

场 , 这就促使伊拉克的让步。从经济上来

看 , 一个国家要想在外交上保持自己独立

的姿态和强硬的立场 , 必须拥有强大的经

济实力。礼萨汗在位时 , 颁布了一系列的法

律, 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 伊朗开始有了

现代工业 , 而此时的伊拉克只有少量的工

业 , 根本无法同此时的伊朗相比。伊朗经济

上的强大就会为它的外交提供了强大的后

盾。从军事上看 , 礼萨汗进一步扩大了它的

军事实力。1925年 , 他督促国会通过了义务

兵役法。规定凡年满21岁的伊朗人都有义务

服现行服现役两年和服预备役法23年, 这样

就使伊朗的兵力大增, 军队的来源和数量都

有了保障。而这样的伊拉克军队在数量上就

少的多了, 1922年, 仅有3500人。伊朗还创建

了空军、海军和坦克部队。这样伊朗军事实

力的强大 , 作为一种对伊拉克的威慑力量 ,

迫使伊拉克在阿拉伯河上做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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