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东变局加剧地区势力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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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东地区历史悠久，文明灿烂，从古至今就是一个多种族、多

民族和多宗教信仰居民的繁衍生息之地。中东地区既是一个内部各种势力角逐的地

方，也是一个外部势力、外部强权争夺的重要场所。中东秩序曾在二战之后几经变

迁，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局面。中东变局冲击着现有中东秩序，并使各种地区势力

的影响上升。今后中东地区各类纷争将会变得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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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原本就是一个鱼龙混杂、危机

四伏的地方。始于 2010 年底和 2011 年初的

中东变局，引发了这一地区新一轮骚乱、动

荡甚至局部战争，迫使突尼斯、埃及、利比

亚和也门这 4 个国家的原最高领导人下台，

他们或是出走、或是受审、或是死于非命;

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至今亦深陷重重危机之

中。时至今日，中东地区那些江山易主的国

家仍处于局势未能真正稳定下来的窘境，其

他暂未发生剧烈动荡的国家也都潜藏着这样

或那样的不稳、不安因素。除此之外，这场

变局还使中东地区各种势力面临新的地区环

境和形势。
一、中东地区势力历来繁杂

位于西亚北非的中东地区，扼两洋三

海，连亚欧非三洲，它历史悠久，文明灿

烂，属于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世界三

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摇篮。
中东自古以来就是兵来将往折冲之地，烽火

岁月群雄并起，大好河山数易其主。那里留

下了许多种族、民族和部落的足迹，他们或

是发端于斯的原住民，或是你来我往的匆匆

过客，彼此之间的纠葛争端古已有之，延续

至今。若按不同标准或从不同角度进行排列

组合，中东地区的各种势力可以说是大大小

小，繁杂多样，并有这么几个特点，即种类

繁多、差异较大、争端纷杂、背景复杂。目

前，中东地区势力主要有以下几类:

1. 主要民族及国家

按民族划分，中东地区的主要居民除了

阿拉伯民族外，还有犹太、土耳其、波斯和

库尔德等民族①，与之相对应的国家可分为

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库尔

德民族分别居住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
叙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这些不同民族和国家

也可以从不同视角被分为不同的地区势力或

力量，它们的渊源背景、利益诉求各不相

同。此外，除了以上提及的五个主要民族，

中东地区还有亚美尼亚族等其他民族。
2. 主要宗教及教派

中东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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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此外还有其他

宗教，如祆教、巴哈依教等。在中东地区生

活的犹太教信众和伊斯兰教信众不仅为数众

多，而且彼此还长期外于并立、对立甚至对

抗状态。迄今为止，除了埃及、约旦和土耳

其这三个国家外，中东地区其他阿拉伯国家

和伊斯兰国家拒不承认以色列。即便是在同

一宗教内部，也会因具体主张或手段不同而

被分为不同教派，如伊斯兰教信众又分逊尼

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 还有所谓 “温

和派”与 “激 进 派”甚 至 “极 端 分 子”
之分。

3. 国体分不同类型

根据有关理论分类，中东国家主要有三

种类型: 一是 “现代法制国家”。国家元首

和政府通过民选产生，并有相应国家制度作

为保障。西亚国家的土耳其近似于这种类

型。二是 “以魅力型领袖为最高领导人的

国家”。这类国家在该地区较为普遍，像埃

及、叙利亚和中东变局前的利比亚等国。三

是 “君主制国家”。这类国家的君主、国王

属于世袭，海湾地区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

以及约旦、摩洛哥等就是这种类型①。与所

谓 “君主制国家”相对应的则是 “共和制

国家”。
4. 各类政党及派别

在中东地区，既有世俗政党，也有宗教

政党，像穆斯林兄弟会和阿拉伯社会复兴党

等宗教政党，不但由来已久，有的还是跨国

性政治党派。即便是在同一国家之内，或是

具有相同宗教背景的社会，也会因政治主张

和观点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派别，例如，有

的人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即所谓 “亲西方

派”，当然，也 有 与 之 完 全 相 反 的 人 士 和

派别。

二、战后中东秩序几经变迁

1. 冷战时美苏相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世界级大

国、强国———美国和苏联诞生。这两个国家

不但实力超强，被称为超级大国，还分别是

西方阵营和东方阵营 ( 社会主义阵营) 的

盟主。由这两大阵营确立的雅尔塔体系，形

成了二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并拉开了以美

国和苏联为两极中心、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霸

权的冷战序幕。
中东地区曾是美苏两霸相争的重要场

所。20 世纪 50—60 年代，来自西方阵营的

美国在中东地区逐渐取代了英国、法国的影

响，成为这一地区一股最大的外来势力。几

乎与此同时，来自东方阵营的苏联也开始向

这一地区渗透和介入，也成为这一地区另一

股最大的外来势力。这两大外来势力在中东

地区的角逐，也即美苏相争的局面，构成了

大部分冷战时期的中东秩序。
在美苏相争的中东秩序之下，中东地区

势力及其诉求则显得相对次要，而且带有这

么几个特点，一是多数国家不得不在两大阵

营中 “选边站队”，或是深受两大阵营或两

个超级大国之一的影响和干预。二是中东地

区势力之间的矛盾和争端受到了一定的抑

制，即便是阿以之间数度爆发战争，也都未

超出美苏两霸可控的范围。三是其他势力难

成气候，例如，令当今世人颇感恐惧的极端

宗教势力和恐怖势力，在那时还没有形成世

界性 “非传统安全威胁”。
2. 冷战后美国主导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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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结束和雅尔塔体系的瓦解，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阵营迎来了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局面

———昔日庞大的东方阵营已经崩溃，尚存对

手的实力也大不如前，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

的超级大国，西方世界的政治疆域不断向外

扩展。
冷战时期两霸相争的中东秩序，也开始

随着新的国际形势而发生重大变化。当初作

为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已不复存在，其继承

者俄罗斯也因实力不济开始从中东地区撤

离，中东秩序遂从美苏两霸相争演变成美国

主导，这 “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

地位大体上确立”①。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后，在美国主导的

中东秩序下，中东地区亲美、亲西方的势力

有所增强，阿以力量的对比变得更加有利于

后者，阿拉伯世界的衰落、失和与分裂趋势

日渐明显，伊斯兰党派和势力特别是伊斯兰

激进组织和势力受到进一步打压。作为外部

强权势力的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和声望

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遂开始对中东地区

的重大问题做出新一轮调整和安排，如巴以

和谈、“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等。
3. 新世纪局面纷杂

进入 21 世纪后，世界继续发生着深刻

变化。美国仍然保持着唯一超级大国的地

位，俄罗斯开始复苏，欧盟作为最成功的区

域一体化组织越来越为世界所瞩目，中国、
印度和巴西等国发展势头强劲，国际格局

“一超多强”雏形逐渐显现。
同样，中东地区也在发生着类似的变

化。虽然中东秩序仍由美国主导，以色列作

为中东强国的地位依然存在，但是，伊斯兰

激进势力的抬头，穆斯林民众反以、反美、
反西方情绪的增长，以及伊朗实力的不断增

强等等，致使一些问题和矛盾的发展后果，

超出了美国和西方所能掌控的范围，如 “9
·11”事件和伊朗核问题等。为了维护美

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继续保持西方在中东

地区的利益和影响，美国和西方采取了各种

措施和行动，其中包括发动战争在内的极端

手段，如发动伊拉克战争，以及对伊朗实施

越来越严厉的制裁、孤立和打压等。
尽管中东秩序由美国主导的现实尚未发

生根本性变化，但它面临的形势却变得越发

复杂和纷乱，不仅中东地区的各种势力在消

长变化，或是重新分化组合，来自非西方阵

营的外部势力也纷纷涉足、介入中东地区和

中东事务，或是扩大和深化与中东国家和地

区组织的交往、交流与合作。如此情形既加

剧了中东局势的复杂程度，也为中东地区各

种势力的此消彼长提供了挑战和机遇，以美

国为 主 导 的 中 东 秩 序 也 开 始 面 临 着 新 的

考验。
三、变局冲击现有中东秩序

中东变局是冷战结束后又一起世界性大

事。它不仅事关今后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

的发展，或许还会对未来国际格局的变化产

生影响。尽管这一变局仍在继续之中，但其

阶段性后果及其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已经出

现，或是初见端倪，其中之一就是对以美国

为主导的现有中东秩序造成冲击和挑战。以

色列部分研究人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中 东 正 在 进 入 一 个 没 有 超 级 大 国 的

时代。”②

1. 亲美政权垮台或是面临危机

中东变局发生后，突尼斯本·阿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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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先后垮台，也门总统

萨利赫也被迫下台，这些政权和人物都是亲

美、亲西方的; 就连死于非命的卡扎菲也曾

向美国和西方做出过大幅度妥协和让步。巴

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海湾

君主制国家也因中东变局而受到冲击或波

及，这些国家也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国

和盟友，有的甚至长期允许美国军事基地在

那里驻扎。
2. 美对中东某些安排受到干扰

美国的 “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难以

为继。虽然奥巴马上台后，不再提此计划，

然而，美国按自己的模式改造中东伊斯兰国

家的企图并未改变①。以美国模式改造中东

的企图必将再度受挫，具体表现在三个层

面: 一是随着美国和西方对中东事务影响力

的下降，美国和西方对中东 “民主进程”
的安排和干预必将受到新的冲击或抵制。二

是中东地区的亲美、亲西方思潮大不如前，

美国和西方在中东的 “民主基础”也将有

所削弱。三是今后中东地区绝大多数国家通

过 “民选”方式产生的新政府或新政权，

即便是 “温和的伊斯兰”政府或政权，都

难以像穆巴拉克政权那样与美国、西方和以

色列进行合作，更不用说那些通过民选方式

执政的哈马斯政权，以及在民选中得势的黎

巴嫩真主党等所谓的 “伊斯兰极端势力”，

它们一直被美国、西方和以色列视为大逆不

道的异端。
巴以和谈难有大的起色。一直以来，美

国在巴以和谈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 “调停

者”角色，尽管其作为调停者的表现常常

有失公正、公平和公允。虽然美国不是当事

双方之一，但它在巴以和谈中的重要性却是

众所周知的。在中东变局中，“作为中东和

平进程的重要调停者，美国的信誉和影响力

无疑将面临新的考验”。再如，在未来选举

中，巴勒斯坦谁将接替阿巴斯仍是个未知

数。若哈马斯占据上风，巴以和平进程会走

向何处，无疑是个更大的未知数②。
3. 未来中东安全形势存有变数

作为中东重要国家之一的以色列，以及

与之对立、对抗的国家和势力，它们之间的

博弈互动和力量消长，对于中东安全形势的

变化，都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经历过中

东变局的阿拉伯国家，日后都不可能或是难

以像以往那样配合美国的中东政策。埃及过

渡政府的外交政策调整就是一例③。
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埃及方面对加沙

的封锁出现了松动迹象。此举意味着被以色

列视为直接敌人的哈马斯的生存环境有了改

善，活动空间明显增大。还有，一向与以色

列保持较好关系的土耳其，近年来双方龃龉

不断，双方因以色列空袭、封锁加沙以及以

军袭击土耳其赴加沙救援船而争执不休⑤。
所以，未来以色列的安全环境或许会因此发

生某种不利变化。
四、地区主要势力影响上升

中东变局发生之前，一些中东地区势力

就已呈抬头、增长之势。有学者认为，“21
世纪初，对海湾地区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影响

最深远的事件就是伊朗的崛起”⑥。不但伊

朗核问题日益凸显，由伊朗起主导作用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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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 “什叶派新月地带”也得以形成，并与

所谓 “什叶派环海湾地带”连在一起。同

为中东地区大国的土耳其，“伴随着综合国

力上升，其大国雄心一步步显现”， “将对

外政策的重点放在中东地区，高调介入中东

事务，积极扮演调停者的角色”①。
中东变局既对以美国为主导的中东秩序

造成了冲击和挑战，也对中东地区势力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一些中东地区势力的

发展和壮大，又很可能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在

中东的主导地位，因为那些中东地区势力的

存在和发展，是美国和西方所不愿看到的。
但不管怎样，这次变局确实给中东地区的各

种势力带来了新的机遇，令它们从中获益

良多。
1. 伊斯兰势力活跃

在以美国为主导的中东秩序之下，在对

待宗教势力方面，尤其是对待伊斯兰势力方

面，中东国家的政府和政权，特别是那些与

美国和西方关系较为亲近的政府和政权，在

总体上大都与美国和西方一样，不惜施以重

拳进行打压和封杀，尽管它们有时也会与伊

斯兰势力进行合作。例如，作为伊斯兰势力

之一的穆斯林兄弟会，不是被当局取缔，就

是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 以伊斯兰复兴社会

党为基础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甚至直接被美

国和西方武力推翻。
一俟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遭遇挑战和冲

击，长期以来处于被打受压的宗教势力，特

别是伊斯兰势力、伊斯兰党派等终于迎来了

一个新的发展良机。而今，在中东地区原本

就拥有相当厚实群众基础的穆斯林兄弟会，

又重新活跃于一些国家的政坛，并在大选中

屡有斩获。2012 年 6 月 24 日，埃及选举委

员会宣布，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候选人穆尔

西以 51%的得票率当选为埃及总统②。

伊斯兰政治力量的崛起在阿拉伯世界有

一定的必然性。这是由这些国家市民社会结

构所决定的。在阿拉伯世界里，除了执政

党，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就是伊斯兰宗教组

织，所以宗教势力上台并不奇怪③。因此，

有一种观点认为，伊斯兰势力虽然不是中东

变局的发起者，只是一个后来者，但却是这

次变局的受益者之一。
2. 伊朗影响在增加

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发展壮大，

伊朗对于中东事务的影响和作用也在不断提

升。中东变局爆发之后，一方面冲击着以美

国为主导的中东秩序和西方在中东地区的利

益，另一方面也为伊朗巩固和加强自己在中

东地区的地位，持续增加自己对中东事务的

话语权，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
多年以来，美国和西方借口伊朗支持恐

怖主义和伊朗核问题等，对伊实施制裁，进

行多重打压，虽然伊朗并未因此屈服和退

缩，但它也确实因此而处境艰难，孤立被

动。中东变局既打乱了美国在中东的部署，

也分散了美国的控制力，从而减轻了伊朗的

外部压力。显然，在中东乱局纷呈之际，伊

朗抗衡美国的筹码增多，其地区影响力正在

扩大④。
3. 土耳其回归中东

作为中东地区曾经的霸主并对这一地区

统治长达 400 年之久的土耳其，本身就是中

东地区的重要成员之一，近年来对于中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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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兴趣日渐浓厚，为此开启了 “回归中

东”的进程。在不少阿拉伯民众中甚至还

掀起了一股 “土耳其热”。无论是向处于以

色列围困中的加沙派出救援船队，还是介入

伊朗核问题，直至当前的叙利亚危机，世人

都能看到土耳其活跃的身影，这与它过去对

于地区问题总是采取避而远之的做法大相

径庭。
中东变局发生后，“土耳其模式”在中

东地区受到广泛关注。演进至今的 “土耳

其模式”，在严格实行政教分离政策的基础

上，开始强调维护传统伊斯兰价值观，提倡

在尊重宗教自由前提下推进世俗主义和民主

化，把宗教自由作为民主化的重要内容。这

种模式不但对变局后的埃及产生了吸引力，

就连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以及

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等都对正在执政的土耳

其正义与发展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的甚

至在取名上也仿效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如

摩洛哥的公正与发展党①。
土耳其日益关注中东，向东寻求发展空

间，更加凸显其中东和伊斯兰属性②。 “土

耳其模式”在中东地区颇受青睐，有助于

提升土耳其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和声望。如果

说土耳其原本就是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国

家，那么，挟独特模式回归中东的土耳其，

今后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和存在必将更加明

显，并在地区事务和相关问题上扮演着更为

活跃和重要的角色。
五、今后各类纷争更趋复杂

不但中东地区的主要势力已经崭露头

角、一显身手，不少非西方阵营的外部势力

也纷纷侧身其间，登台亮相。从今往后，在

涉及中东事务以及与此相关的国际问题上，

美国和西方虽说仍保有不容低估的作用和影

响，但是，中东地区那些正在崛起的主要势

力，以及已经涉足中东地区的其他外部势

力，特别是俄罗斯、印度等重要外部势力，

其作用和影响却在日益显现。由此不难推

断，今后 中 东 地 区 的 各 类 纷 争 将 呈 加 剧

之势。
1. 宗教矛盾更为凸显

一直就是中东地区主要宗教势力的伊斯

兰势力，在迎来更为宽松的发展良机之后，

所要面对的不只是犹太势力、基督势力，其

内部各种派别之争也有可能变得更为频繁和

激烈，其中包括传统派别与现代派别之间、
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等。这不仅是因为什叶

派色彩鲜明的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在持续

增长，还在于某些内外势力，如以色列、美

国和西方等，也想利用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

矛盾，以达到弱化、分化甚至分裂伊斯兰世

界之目的。
2. 阿以和谈难有转机

在现有中东秩序遭受冲击的情形下，美

国和西方对于中东事务的影响能力也必然有

所下降，包括对巴以争端、阿以争端的调

停、斡旋等，更何况当事双方本来就积怨甚

深，极度缺乏互信。同为变局后果的伊斯兰

势力上升与以色列安全环境的不利变化，又

会反过来加剧了巴以之间、阿以之间的猜忌

和敌意。所以，巴以和谈和阿以和谈将难有

转机，巴以争端和阿以争端的解决也会变得

更加遥遥无期。
3. 君主国家联手自保

中东地区那些带有鲜明 “封建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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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君主制国家，对于极端宗教势力、世俗政

治势力以及西方的 “民主思潮”等，历来

就怀有极大的戒心甚至敌意。中东变局爆发

之后，这些国家及其执政当局都受到了不同

程度的冲击或波及，大都陷于不安或惊慌之

中。为了延续统治、保住既得利益，这些代

表王公贵族的君主势力将不得不面对来自国

内、本地 区 乃 至 国 际 社 会 的 各 种 挑 战 和

考验。
2011 年 5 月 10 日，海湾阿拉伯国家合

作委员会宣布，该委员会成员国外交大臣将

就约旦、摩洛哥入会与这两个国家进行对

话。此举表明，海湾君主们意识到联手组建

一个超越海湾区域 “阿拉伯君主制政治联

盟”的重要性，旨在提高应对政治危机的

能力，降 低 政 治 风 险，维 护 君 主 政 体 的

稳定①。
4. 伊核问题僵局难破

伊朗核问题之所以错综复杂，久拖不

决，是因为它并非仅仅与 “核”有关，更

牵扯到中东地区内外多方势力和利益的角逐

与博弈。除了事关伊朗这个在中东舞台越来

越活跃的角色外，这一问题还涉及以色列、
阿拉伯国家和什叶派、逊尼派等地区国家和

势力，以及美国和西方等外部势力。
中东变局发生之后，伊朗核问题势必僵

局难破。不仅美国和西方不愿在这一问题上

减缓对伊朗的压力，也看不出伊朗会在这一

问题上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的迹象，甚至有

人担心伊朗会利用中东变局之机加快其核计

划进程。
虽然目前尚不知晓伊朗核问题最终将会

以何种方解决，但在它得到妥善解决之前，

世人始终会心存忧虑和害怕，因为伊朗核问

题确有酿发极其可怕或是灾难性后果的可

能，如导致中东地区核竞赛，引发冲突甚至

战争。
5. 其他纷争充满变数

严酷的现实一再证明，在中东这个冲突

不休、烽烟难绝之地，各种势力派别和纷争

纠葛真可谓林林总总，数不胜数，其中不少

还牵扯到地区内外的方方面面。除了以上提

及的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如巴勒斯坦内部

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的分歧与争斗、地区恐

怖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等，在受到变局冲击

的中东秩序之下，它们存在和互动的方式，

以及最后的结局都将充满变数。
六、结语

中东变局将使各种地区势力和涉足中东

的外部势力，以及所有与其相关的问题处于

新的环境之中，同时也面临新的整合机遇和

发展变化。即便是一些地区势力或地区性争

端，它们所折射或反映出的却是某些外部势

力的代理和诉求，或是地区内外兼而有之。
由于中东变局才刚刚拉开大幕，仍在继

续发展之中，要揭晓有关各方角逐的最终结

果，目前还为时尚早。但是，这场变局日后

值得备加关注的方面，或许有这么几点: 其

一，未来的中东秩序将谁执牛耳? 是仍由美

国这个开始从霸权巅峰下坠、但实力尚存的

国家主导，还是由另外某个强权更替? 其

二，目前的中东安全体系还能维持多久? 未

来是否会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是否有利

于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其三，这场变局

最终将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它是否

真正有利于阿拉伯民族的复兴? 其四，中东

变局对于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最终将意味着

什么? 究竟是值得肯定，还是必须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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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Policy of George W． Bush's Administration in Somalia
CuiGe

During George W． Bush's eight years in office， the U． S． got more involved in Somalia．
Nevertheless， its policy failed to bring peace to this war-ridden country， nor did it prevent Islamic
extremists from spreading． We thus can say， the U． S． policy in Somalia is a failure and also a
failure of Bush's Doctrine， as he advocates military power and suspects the principle of
reconciliation．

The Situation in theMiddle East Aggravating the Competition
of the Regional Forces

Wang Nan

As a region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splendid civilization， theMiddle East since ancient time has
been inhabited by peoples of different races， ethnicities and religious beliefs． It is also a region with
fierce internal competitions and external contentions by big powers． The current changes there are
affecting the order of the region， thus giving ris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regional powers． In future，
the competition of various kinds in the region tends to be more complicated．

Turkey: the Strategic Pivot for the American Middle East Policy
Feng Jihua

Turkey is a big country in the Middle East．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U． S． － Turkey
relation has developed very fast and Turkey has become a pivot， on which many important measures
of the American Middle East strategy have been implemented． Since the start of the new century，
though Turkey has adjusted its diplomatic strategy， adopting the policy of Looking to the East， it has
remained one of the strategic pivots for American Middle East policy． With this two － front strategy，
Turkey is to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The Intern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Transition in theMiddle East
ZhouYimin

To make a transi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quench the current turmoil in theMiddle East． But
transition is a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task for 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which democratization
alone can not accomplish． Ever if democracy that meets the Western standards is established， 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can not make a true transition and new turmoil may occur unless a number of
issues are properly re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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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 recherche sur la politique de l'administration George W． Bush en Somalie
CuiGe

Pendant les huit années de l'administration George W． Bush， les Etats － Unis a renforcé
l'intervention en Somalie． Cependant la politique américaine n'a pas apporté la paix à la Somalie，
n'a pas empêché l'expansion des extrémistes islamiste． Donc on peux dire la politique américaine en
Somalie est un échec et un échec de la Doctrine de Bush ， comme il prne la suprématie militaire et
ne croit pas le principe de réconciliation．

L'évolution de la situation au Moyen －Orient aggrave les
compétitions des forces régionales

Wang Nan

Etant une région avec une longue histoire et brillante civilisation， le Moyen － Orient depuis les
temps anciens est habité par les gens de différentes ethnies， nationalités ， religions et croyances ． Il
est aussi une région avec les compétitions internes et contentions externes des grandes puissances．
L'évolution de la situation au Moyen － Orient a un impact sur l'ordre actuel du Moyen － Orient et
accroit l'influence des forces régionales． Dans le futur， les compétitions de différentes sortes au
Moyen － Orient seront plus compliquées．

LaTurquie， pivot stratégique de la politique américaine au Moyen －Orient
Feng Jihua

La Turquie est une grande puissance du Moyen － Orient． Aprè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les
relations entre les Etats － Unis et la Turquie se sont développées très vite et la Turquie est devenue
un  pivot'par lequel les Etats － Unis ont mise en uvre des importantes mesures de sa stratégie au
Moyen － Orient． Depuis le début du nouveau siècle， la Turquie a ajusté sa politique diplomatique et
adopte une politique  voir à l'est'， pourtant elle reste un des pivots stratégiques de la politique
américaine au Moyen － Orient． Grce aux  relations amicales avec l'Est et l'Ouest'， la Turquie
jouera un rle plus important dans la région du Moyen － Orient．

Lesfacteurs internes qui influence sur la transition des pays du Moyen －Orient
ZhouYimin

La transition est une importante manière pour finir l'actuel chaos des pays du Moyen － Orient．
Cependant la transition est une tche complexe et difficile， elle ne sera accomplie que par la
démocratisation． Même si la démocratie occidentale est établie， les pays dans la région ne pourront
pas réaliser la réelle transition et de nouveaux troubles éclateront à moins que les problèmes
sont réso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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