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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困局的沙特王室命运

李志星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

沙特阿拉伯是中东的产油大国
,

伊斯兰教两大

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所在国
,

其地位 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
,

其局势的走向更引人关注
。

但
“
9

·

H
”

以来的

种种 迹象显示
, “

沙特王 室正 处于 危机和麻烦之

中
” 。

¹

首先
, “

基地
”

组织与政府反 目
,

频繁发动恐怖袭

击
,

使沙特
“

笼罩在恐怖阴影之下
”º

。

历史 上
,

沙特

王室与本
·

拉登家族关系密切
,

后者曾在兴建沙特皇

宫中发迹
。

上世纪 80 年代阿富汗战争中
,

为防范苏

联势力渗人中东和对外宣教
,

沙特王室默许境内伊

斯兰激进势力赴阿富汗宣教和参战
,

并向拉登在阿

富汗领导 的
“

圣战者
”

提供约 十亿美元援助
。

但从
1990 年海湾危机开始

,

拉登对沙特王室邀请美军协

防
、

接受美驻军的不满愈来愈强烈
,

并公开鼓动推翻

亲美的沙世俗政权
。

19 94 年拉登被沙当局取消国

籍并驱逐出境
,

流亡 阿富汗等地
。

但因沙特支持阿

富汗塔利班政权并与之建交
,

在阿富汗受塔利班庇

护的
“

基地
”

组织与王室依然藕断丝连
。 “ 9

·

n ”

后
,

沙王室在反恐问题上公开挺美
,

与塔利班断交
,

并拘

捕境内
“

基地
”

组织成员
,

冻结该组织在沙资产
。

作

为
“

报复
” , “

基地
”

遂将袭击矛头转向王室
,

以
“

推翻

背离伊斯兰的王室
”

为己任
,

» 他们频繁袭击沙外籍

劳工和石油设施 (沙外籍劳工占其劳动力的 70 % )
,

制造了去年 5 月和 11 月针对外国人的利雅得特大

连环恐怖爆炸
、

2(X 只 年 5 月 的劫持外国人质事件
,

并声称要继续在沙境内发动袭击
,

驱逐异教徒
,

打击

亲美沙特人
。

连续不断的恐怖事件
,

使沙特陷入了

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安全危机
。

其次
,

支撑王室统治的
“

精神支柱
”

瓦哈比派内

部激进势力泛滥
,

出现离心倾向
, “

王权与教权
”

关系

紧张威胁王室统治根基
。

沙特家族是与瓦哈比派联

手打天下的
,

双方形成了长期默契
: 瓦哈比派支持王

室
,

并为其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
,

帮助前者树立

社会行为准则
,

维护国家的稳定与统一 ;王室则确保

瓦哈比派的国教地位
,

并保障乌里玛在国家政治生

活中的特殊作用
。

双方的紧密联盟关系使沙特得以

维持稳定
。

但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

瓦哈比派反对美

驻军沙特
,

并将矛头指向王室腐败等
,

与政府产生了

矛盾
。 “9

·

n ”

后
,

瓦哈比派不断向王室递交请愿书
,

要求授予除司法
、

伊斯兰法令
、

法庭等其传统控制领

域之外的更大权限
,

以扩大宗教在国家政治中的作

用与影响
。

瓦哈比教士内部激进分子更强烈反对政

府搞世俗化及亲美政策
。

2(Xj 2 年
,

瓦哈比教长和六

名宗教长老联合发布宗教令
,

强烈抨击沙特家族和

王室在海湾战后所执行的政策
,

警告沙政府在阿富

汗和伊拉克勿与异教徒为伍反对另一个伊斯兰国

家
。

宗教激进势力还借近年来沙特高人 口增长率

(3
.

5% )和高失业率 ( 13 % )¼ 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

抛

出
“

均贫富
、

反特权
、

反腐败
、

人人平等
”

和
“

扶
‘

基地
’

灭洋
”

等口号
,

煽动中下层穆斯林反对王室
。

瓦哈比

派宗教势力与王室关系出现裂痕使沙政府在处理王

室与瓦哈比派这一关乎政教合一政体命运的问题上

陷人两难境地
。

一方面
,

鉴于瓦哈比派是国教 以及

与沙王室的共生关系
,

沙政府必须捍卫作为其意识

形态的瓦哈比派
,

维护其政权的合法性与社会凝聚

力
。

另一方面
,

又要防止王室与瓦哈比派裂痕加深
,

甚至决裂
,

特别要防止瓦哈 比派中的激进势力坐大
,

威胁统治根基
。

能否保持二者 的平衡
,

无论对沙特

政府还是王室都是重大考验
。

第三
,

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断增高
。

在全球

化进程中
,

沙特卫星电视
、

移动电话以及因特网等现

代通讯发展迅速
,

媒体有所开放
,

民众要求参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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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声高涨
,

对王室统治 日益不满
。

近年来
,

以知识

分子
、

技术官僚
、

商人及少数年轻亲王等为代表的改

革派先后提出反对宗教干政
,

呼吁搞君主立宪
,

要求

由选举产生
“

协商会议
” ,

建立法制国家
,

实行经济开

放
,

并屡屡发起请愿活动
。

2(X) 3 年 10 月
,

利雅得首

次出现 500 余人示威游行
,

要求民主改革和释放政

治犯
。

此后数周内其他城市也相继爆发类似抗议活

动
。

这种思潮与王位继承问题相结合
,

更增加了沙

特政府的危机感
。

199 5 年法赫德国王中风后
,

逐步

将大部分权力移交给王储
、

副首相兼国民卫队司令

阿 卜杜拉
,

目前王室呈国王临朝
、

王储秉政
、

第二副

首相兼国防大臣苏尔坦亲王参政的权力格局
。

但这

已是老人班 子
: 国王 83 岁

,

王储 81 岁
,

苏尔坦 80

岁
。

他们均为第二代亲王
,

法赫德之后王储即使顺

利继位
,

也将马上 面临再继承问题
。

沙政府对王位

能否平稳过渡的担忧 日益增大
。

第四
, “

9
·

n
”

后美沙长期战略盟友关系发生裂

变
。

美沙既没有相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

更缺乏共

同的文化与价值观
。

美沙盟友关系是典型的国家间

利益的结合
。

二战后
,

沙作为全球最大的产油国
,

美

作为新崛起的大国
,

两国以
“

石油换安全
”

为基础结

为战略盟友
,

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

但
“
9

·

n 事件
”

撕裂了沙美传统盟友关系
,

此前利益互动掩盖下的

文化
、

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分歧开始显露
,

并出现关系

危机
。

19 名劫机犯中 巧人来 自沙特
、

本
·

拉登原籍

沙特以及沙特与塔利班政权的亲密关系等等
,

这些

因素直接促使美重新评估美沙关系及对沙政策
。

一

时间
,

美国内反沙舆论甚嚣尘上
,

舆论普遍认为沙特

与
“ 9

·

11 事件
”

难脱干系
,

其政体及宗教意识形态是

豢养和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和土壤
。

新保守派甚至

欲将沙纳人反恐范畴
。

近 日
,

12 名国会众议员和 5

名参议员分别致信美贸易代表
,

反对支持沙特加入

世贸组织
,

要求沙特首先在反以色列
、

反恐和人权问

题上作出承诺
。

在政府层面
,

布什严厉批评过去的
“

以稳定牺牲自由
”

的对沙政策
,

开始公开督促沙特

进行反恐和民主改革
,

美沙矛盾逐步升级
。

¹

最后
,

反恐战争以来的中东地缘政治及国际能

源格局变化
,

也对沙特产生严重冲击
。

( l) 美推出的

大中东民主改造战略虽遭质疑
,

但客观上确实使中

东国家产生危机感
,

改革在中东已成为一种共识
,

伊

战后中东各种改革计划相继出台
。

今年 5 月
,

阿盟

4 0

第 16 次首脑会议通过了一份包括 13 项内容的全面

改革计划
。

而沙特在中东的民主化程度最低
,

并长

期受到西方指责
,

因此面临的改革压力最大
。

( 2) 伊

战后海湾地缘格局发生剧变
,

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

克有望重新崛起为海湾大国
,

成为沙特的主要竞争

者
,

沙特的传统对手伊朗在海湾地区的影响正呈
_ _

仁

升趋势
,

卡塔尔和约旦这些小国正在取代沙特在美

国中东战略中的位置
,

这些都对沙特的海湾大国地

位构成威胁
。

(3) 由于沙特与
“

基地
”

组织剪不断理

还乱的联系
,

伊斯兰教以及伊斯兰世界所遭受的西

方攻击
,

加上西方对沙特的
“

妖魔化
”

宣传和攻击
,

沙

特在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受到损害
。

(4) 近年来
,

俄罗斯作为能源大国的崛起
,

中亚和非洲 日益受到

重视
,

伊拉克 (已探明石油储量排名世界第二
,

仅次

于沙特 )成为投资热地并可能成为美国用 以取代沙

特的主要对象
,

美日益减少对沙特的能源依赖
,

这使

沙特作为全球最大产油国的优势地位受到威胁
。

面对危机
,

沙特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
,

以

纤缓压力
,

解决危机
。

对外关系上
:
一方面

,

除在反

恐问题上与美站在一起
,

最近还提出派伊斯兰军队

帮助维护伊拉克稳定
,

以巩固美沙盟友关系
。

另一

方面
,

迅速调整外交思维
,

推行多元化外交
,

减轻对

美依赖
。

在进一步加强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传统

联系的同时
,

积极推动与欧盟
、

俄罗斯和中国的关

系
。

在内部
,

沙特重点应对恐怖袭击和 民主改革两

大挑战
,

维持政局稳定
。

安全上
,

采取各种措施严打

恐怖活动
,

清洗教士队伍中的极端分子
,

修改教科

书
,

严格管制慈善机构活动
,

反洗钱
,

实行大赦
,

都已

取得初步成效
。

政治上
,

适当扩大言论自由和民众

参与
。

一年多来
,

沙特先后成立 了
“

改革咨询会议
”

和第一个全国性人权委员会
,

政府连续三次举行由

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全国对话会议
,

并计划今年 11 月

举行历史上首次市政选举
。

º经济上
,

扩大招商引

资
,

致力于加人世贸组织
,

着力推行用工
“

沙特化
”

等
。

但在可预见的将来
,

沙特动荡局面恐将持续
。

尽管如此
,

王室统治尚不致根本动摇
。

从内部

看
,

首先是沙特家族统治已延续了 70 多年
,

现
“

亲王

大军
”

近 2万人
,

仅开国老国王阿 卜杜
·

阿齐兹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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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政府均采取明显的亲美政策
。

查 上台后
,

一改传

统亲美作风
,

奉行独立 自主外交政策
:
在缉毒

、

反恐
、

美在委建立军事基地等上公开反对美的霸权
,

坚决

维护民族尊严与国家主权 ; 在国际事务上与美保持

一定距离
,

反对单极化
,

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格局形

成 ;查不仅对卡斯特罗领导的社会主义古巴倍加赞

赏
,

还主动访问萨达姆
一
、

卡扎菲等美国
“

不感冒
”

的

人
。

美右派担忧查韦斯会在委搞社会主义
,

对查十

分不满
,

称其为
“

麻烦制造者
” ,

并一直想法
“

修理
”

查

韦斯
。

美国政府通过全国民主基金会大量资助委 国

内
“

反查派
” ,

参与策动 2叨2 年
“

四月政变
”

和同年 12

月全国总罢工
,

2 00 3 年又怂恿委搜集罢免总统公投

签名活动
,

不断掀起
“

倒查
”

旋风
。

此次公投从某种

程度上是一场决战境 内
、

运筹境外的美委新较量
。

正如查韦斯直言
:
它

“

是选择布什还是查韦斯
” 、 “

是

保卫还是丧失主权
”

的战斗
。

美国前总统卡特也说
“

我认为至少 白宫 (不知是否包括国务院 )真的希望

看到查韦斯失败
” 。

查的获胜挫败了美国暗中操纵

的
“

倒查
”

图谋
, “

是对布什政府的一个打击
” 。

¹ 从查

这几年曲折的执政经历来看
,

美国无疑是影响委政

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

委美之间存

在着深刻且难以克服的矛盾
。

不过
,

从经济层面看
,

双方互有所需
、

互有所求
:

美国非常需要委内瑞拉石油 (委是其第三大能源伙

伴
,

运输线路较中东短四周且安全 ) ; º委内瑞拉十分

需要美国这个最大的海外石油市场 (占委出口石油的

70 % )
、

最大资本与技术来源
。

因此
,

委美关系又有改

善的必要和合作的空间
。

查获胜后对美国的批评态

度已有所缓和
,

美国也已不得不承认查赢得公投
,

但

要双方完全消除隔阂
、

放弃敌视和戒备
,

可能性不大
。

查政府怎样有理有节地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

如何在与

美国冲突和合作中营造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
,

是其未

来面临的重大考验
。

O (责任编辑 :
郭志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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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¹ 他们分别把持

着国家最重要的权力机构和绝大部分财富
,

并通过

联姻
、

许官封侯等建立了盘根错节的统治根基
,

拥有
“

较成熟的运作机制
”

和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
。

其次

是作为立国支柱之一的瓦哈比教派与王室依存度极

高
,

一损俱损
,

其主流派并不希望与王室对立
。

第

三
,

沙特社会落后保守
,

国内民主意识较弱
,

改革力

量非常弱小
。

第四
,

目前
“

基地
”

等恐怖分子虽是政

府的最大威胁
,

但其国内支持率并不高
。

最近沙特

举行的民调显示
,

只有不到 5% 的沙特人认为由本
·

拉登统治沙特是个好主意
。

º此外
,

长期以来数万亿

的
“

石油美元
”

一直是沙特王室维护统治
、 “

购买
”

国

内外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工具
。

据统计
,

2朋2 年沙特

石油收人 55 4亿美元
,

2朋3年增至 753 亿美元
,

连续

两年创历史最高
。

» 预计今年接近 l以洲〕亿美元
。

不断攀升的油价和高石油收入对沙特政府化解经

济
、

社会危机大有裨益
。

从外部看
,

美沙战略关系虽已生变
,

但不致完全

破裂
。

对美而言
,

除石油外
,

在反恐
、

伊拉克重建
、

巴

以谈判
、

中东民主改造等事务中离不开沙特的支持
。

鲍威尔称赞美沙关系是
“

强有力的
” ,

对沙特努力与

美进行反恐合作大加赞扬
。

在改革问题上
,

鲍威尔

强调
, “

改革的步伐必须符合沙特领导人和沙特人民

的愿望
”
¼

。

国会
“ 9

·

H ”

调查委员会最终报告也为

沙特洗刷了罪名
,

指出没有证据表明沙特支持恐怖

主义
。

未来美对沙政策将继续强调民主改革和降低

对其能源依赖
,

但仍会维持目前盟友关系
。

事实上
,

尽管美对沙特王室并不十分满意
,

但 目前美在沙特

国内也找不出比王室更理想 的合作伙伴
。

½ 而沙特

面对伊战后中东格局剧变及国内局势恶化的压力
,

在政治
、

军事
、

安全等方面仍离不开美支持
,

维持沙

美关系仍是其外交的重中之重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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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合会国家去年石油收人大幅增加
” ,

新华社阿布扎比
月 7 日电

。

“

国务卿鲍威尔祝贺沙特阿拉伯反恐怖主义行动取得胜
利

” ,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美国参考》
, 2仪吟年 7 月 30 日

。

暮)翼然默戴磐默翼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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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