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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在美国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

上通过了修改版的美 国 “大 中 东 计

划”。根据这一计划，美国将与欧洲国家

一起，“帮助”北非和中东地区的 "" 个阿

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方

面进行“改革”。美国的“好心”不禁令世

人诧异：美国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美

国又要对中东耍什么花招？首当其冲的

阿拉伯国家更是被美国的这一计划所困

扰，它们都在为如何应对美国的新挑战

而绞尽脑汁。

美 国 的“大 中 东 计 划 ”，最 初 称 之 为

“大中东民主计划”，始见于今年 " 月初

布什总统的一次讲话。据美国报刊透露，

“大 中 东 计 划 ”的 要 点 是 ：美 国 和 欧 洲 将

在中东地区推动和帮助自由选举，扶持

新的独立媒体，培养“有文化的一代”，仿

照 欧 洲 二 战 后 模 式 建 立 大 中 东 发 展 银

行，把西方名著译成阿拉伯语，培养 #$
万名女教师等。其实，去年 % 月 # 日布什

宣 布 伊 拉 克 战 争 主 要 战 事 结 束 的 时 候 ，

就已明确道出了他的下一步设想：要建

设 一 个“民 主 、自 由 、繁 荣 ”的 新 伊 拉 克 ，

并将其作为样板，对整个中东地区进行

“民主”改造。美国“大中东计划”的主旨，

就是根据布什的这一指导思想孕育而成

的。所谓“大中东”，就是指从北非的摩洛

哥到南亚的巴基斯坦等地区，涵盖的国

家 除 了 "" 个 阿 拉 伯 国 家 外 ， 还 有 以 色

列、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所

谓“民主”改造，就是要按美国的标准，把

中东地区政治制度各异的政权都变成西

方“民 主 ”政 权 ，并 推 行 美 国 倡 导 的 西 方

价值观，逐渐淡化和取代在中东地区占

绝对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因为布什认

为 ，伊 斯 兰 教 是 孕 育 极 端 主 义 和“恐 怖 ”

主义的温床。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和平

演 变 的 手 段 ，把 中 东 地 区 国 家“改 造 ”成

清一色的亲美政权，以便使战略地位十

分重要的这个地区成为美国全球战略链

条中的可靠一环。出兵占领伊拉克就是

“改造”中东的突破口。

“大 中 东 计 划 ”一 经 媒 体 披 露 ，便 遭

到了阿拉伯和欧洲国家的非议。阿拉伯

国家首先对这个“大”字提出质疑。在阿

拉伯人的心目中，中东地区是阿拉伯国

家的领地。如果把那么多非阿拉伯国家

掺和进来，势必要冲淡阿拉伯国家联盟

的重要性。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更认为，阿

拉伯国家决不能同至今仍然占领巴勒斯

坦土地、对巴勒斯坦人实行残酷镇压的

以色列为伍。阿拉伯国家承认其经济发

展缓慢、政治制度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

下，的确需要通过改革，促进社会发展和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这种改革不能

由外部强加，只能根据各国的国情从内

部做起。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美国的

“大 中 东 计 划 ” 居 然 没 有 提 及 中 东 地 区

的当务之急———解决阿以冲突问题 。 从

地 缘 政 治 考 虑 ，欧 洲 国 家 历 来 把 中 东 地

区 作 为 自 己 的“领 地 ”，它 们 并 不 乐 见 美

国“热 心 ”中 东 事 务，更 不 愿 放 弃 先 前 制

订 的 “欧 洲———地 中 海 伙 伴 关 系 计 划 ”

和“ 大 欧 洲 计 划 ”而 为 美 国 改 造 中 东 出

钱 出 力 。 欧 洲 认 为 ，对 中 东 地 区 的 改 革

必 须 首 先 解 决 巴 以 问 题 和 恢 复 伊 拉 克

的稳定与重建。为应对阿拉伯和欧洲国

家 的 非 议 ，布 什 不 得 不 对 其 计 划 进 行 了

修 改 ：把“ 大 中 东 ”的 地 域 概 念 改 成 了

“泛 中 东 和 北 非 ”，剔 除 了 本 来 就 是 陪 衬

的 非 阿 拉 伯 国 家 ；强 调“改 革 ”不 能 从 外

部 强 加 ，必 须 照 顾 到 阿 拉 伯 国 家 的 具 体

国 情 ；承 诺 解 决 阿 以 纠 纷（含 巴 以 冲 突 ）

和伊拉克问题。修改后的“大中东计划”

终 于 在 八 国 峰 会 上 得 以 通 过 ，并 正 式 定

名 为 “泛 中 东 和 北 非 计 划 ”。 其 实 ，“计

划 ”的 核 心 内 容 还 是 原 来 的“ 大 中 东 计

划”。

其实，“大中东计划”的真正用心可

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要全盘西化 "" 个

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一开始就看穿

了美国的险恶用心。但是，出于各自的难

言 之 隐 ———惟 恐 同 美 国 把 关 系 搞 僵 ，除

了 以“改 革 ”不 能 从 外 部 强 加 、中 东 的 当

务之急是解决巴以冲突等说辞进行搪塞

外，都在认真考虑如何应对美国“大中东

计划”的挑战。

埃及面临的压力最大，表达立场也

最为谨慎。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在

中东和非洲地区最具影响力；同时又是

美国的盟友。明摆着，布什希望埃及成为

他推行“大中东计划”的“领头羊”。对此，

穆巴拉克总统心知肚明。可是，当了 "&
年 总 统 的 这 位 阿 拉 伯 领 导 人 非 常 清 楚 ，

“大中东计划”几乎触及到所有阿拉伯国

家 的 利 益 ，美 国 提 倡 的“民 主 和 自 由 ”与

阿拉伯国家现有的“君主制”、“君主立宪

制”和“阿拉伯共和制”都格格不入，世俗

的“民主”又同伊斯兰教义水火不容。强

制 推 行“西 方 民 主 ”，就 意 味 着 改 朝 换 代

和放弃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政体。这不仅

影 响 自 己 的 执 政 地 位 ，老 百 姓（!$’以 上

为穆斯林）也不会答应。然而，如果违抗

了布什的意旨，惹怒了美国国会，其后果

不堪设想，起码每年 "# 亿美元的财政援

助可能会泡汤。无奈之下，穆巴拉克只能

借 助 阿 拉 伯 群 体 的 力 量 。 在 同 沙 特 、约

旦、叙利亚等国协调立场后，埃及明确表

示 拒 绝“大 中 东 计 划 ”，并 同 沙 特 和 摩 洛

哥一起婉拒了布什关于参加八国峰会讨

论“大中东计划”的邀请。但是，在八国峰

会 通 过“泛 中 东 和 北 非 计 划 ”之 后 ，埃 及

立即表示欢迎，并称对该计划接受埃及

建议进行的修改表示满意。此举显然有

向美国致歉和示好之意。

面 对 美 国 的“大 中 东 计 划 ”，其 他 阿

!唐继赞

美国的 困扰阿拉伯国家“ 大中东计划”

“ 大中东计划”的主旨及其演变

阿拉伯国家谨慎应对“ 大中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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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伯 国 家 领 导 人 也 承 受 着 不 小 的 压 力 。

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沙特领导人十分

清楚，“大中东计划”的矛头所指，首当其

冲 的 显 然 是 落 后 的 阿 拉 伯 封 建 王 室 政

权。“计划”中提到的民主选举、培育新闻

自由、给妇女以应有的权力和地位等，在

沙特简直不能想象，自然不能接受。但

是，“!·""”事件的阴影一直在影响沙美

关系，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立场也

曾在沙美之间引起不快，美国人接连在

沙特遭“基地”组织袭击已使美沙关系渐

行渐远。如果这一次再同美国背道而驰，

无疑会使沙美关系雪上加霜。约旦虽然

在年轻、开明的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上台

后实行仁政，但毕竟是世袭的王室政权，

自然也是美国“大中东计划”的“革命”对

象。从自身的利益考虑，约旦也只能反对

这一计划。然而，每年 #$% 亿美元的美国

援助，也决定约旦不能同美国硬顶。叙利

亚 等 昔 日 持 强 硬 路 线 的 共 和 制 国 家 ，虽

然 “大中东计划”与其国情并非相差甚

远，但它们一向对美国抱有戒心，深知美

国的计划没安好心。然而，这些本来与美

国龃龉不断的国家，在萨达姆政权垮台、

伊朗接受核查、利比亚明显“服软”之后，

也不敢再做“出头鸟”。

可 以 说 ，美 国 的“大 中 东 计 划 ”给 阿

拉伯国家领导人出了一个大难题。为了

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不仅不能公

开同美国作对，还必须谨慎应对老百姓

的思变情绪。有阿拉伯媒体撰文说，“改

革”乃大势所趋，阿拉伯人只能勇敢面对

美国提出的“大中东计划”。阿拉伯国家

大都是二战以后宣告独立的。半个多世

纪 以 来 ，由 于 社 会 制 度 落 后 、战 乱 频 仍 、

政治腐败等原因，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

活困苦。改革已经成为民众向往的目标。

看看邻居以色列，阿拉伯人更加渴望改

变现状。以色列是人口只有 %&& 万（上个

世纪 ’& 年代末还不到 (&& 万）的小国，

它不仅打赢了对 ( 亿人口的阿拉伯人的

% 次战争，还实现了经济和科技水平的突

飞猛进。同在一块土地上，同处一片蓝天

下，“小”以色列能办到的，“大”阿拉伯却

做不到。诚然，布什的“改革”倡议，也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迎 合 了 阿 拉 伯 人 的 思 变 心

理。基于强烈的反美情绪和对布什的绝

对不信任，阿拉伯人不会欢迎美国强加

的“改革”，但渴望自己的改革。为此，本

来 安 于 统 治 地 位 的 阿 拉 伯 国 家 领 导 人 ，

不得不提出自己进行改革的想法。埃及、

沙特、约旦、科威特相继提出了自己的改

革计划。

在各自采取谨慎立场的同时，迫于

内外压力，阿拉伯国家决定发挥集体的作

用，应对美国的“大中东计划”。今年 ) 月

* 日在开罗举行的阿盟外长会议和 ) 月 (
日在大马士革举行的阿拉伯各国议会联

盟大会，明确表示拒绝外国强加的“改革”

计划。但原定统一表态口径的 ) 月底阿拉

伯峰会，却因意见不能达成一致而宣告流

产。挽回面子的阿盟首脑会议虽然于 % 月

(( 日在突尼斯举行，不过，这次仅有 *(
个阿拉伯国家元首出席（利比亚领导人卡

扎菲会议刚开始就宣布退席）的会议，仍

然未能就“大中东计划”达成一致。从阿拉

伯国家求助于群体力量，到最终的峰会不

能达成一致，可以看出阿拉伯各国应对美

国“大中东计划”的谨小慎微。“大中东计

划”困扰着阿拉伯世界。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 “大中东计

划”所以未能得到阿拉伯世界和欧洲国

家的喝彩，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该计划将

损害阿拉伯和欧洲国家的根本利益。这

一“计 划 ”的 推 行 ，将 威 胁 阿 拉 伯 国 家 现

有政权的存在，至少中东地区会更加不

稳定。中东是欧洲的重要一翼，欧洲的利

益在于发展同中东国家建立环地中海伙

伴关系。美国的插手，无疑将影响欧洲和

中东国家的合作。但是，基于同美国的关

系，阿拉伯世界和欧洲国家都把公开反

对“大 中 东 计 划 ”的 理 由 ，定 位 在“计 划 ”

忽 略 了 中 东 地 区的当务之急——解决 巴

以冲突和恢复伊拉克的稳定两个问题上。

虽然八国峰会通过的“计划”承诺，要根据

联合国决议“公正、全面、持久”地解决巴

以冲突和伊拉克问题，但是，做到这两点

谈何容易。首先，美国不能改变一味偏袒

以色列的一贯立场，巴以问题无法解决。

其次，要恢复伊拉克的稳定、消除伊拉克

人的反美情绪，关键的还是美国尽快撤

军。但是，美国绝不能放弃在伊拉克的既

得利益。因此，不难预见，面对阿拉伯国家

发自内心的强烈反对和欧洲国家的“心怀

异志”，美国的“大中东计划”的推行将是

十分艰难的，虽然美国会一意孤行，但其

难度也决定它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成败

与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

埃及的阿拉伯权威政治家、前联合国

秘书长布特鲁斯·加利最近在北京的一次

演讲会上指出，美国的“大中东计划”至少

有三害：一是削弱阿盟影响，涣散阿拉伯

团结；二是使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解决

无期；三是损害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利

益，破坏环地中海伙伴关系。因此，他预言

美国的“大中东计划”不会成功。

（作者系新华社国际部世界形势研究室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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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添加一个“有”，反而使概

念 不 清 ，表 述 不 准 ，语 义 不 明 ，失 去 了 定

性分析功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则不

然，它具有内在的排他性，不仅表明了中

国特色之“有”，而且，概念本身便直接否

定了当今中国社会主义 “还有”其他特

色，也就是说，“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

的 惟 一 特 色 ，不 可 能“还 有 ”其 他 什 么 特

色。当然，中国社会主义向世界一切社会

主义乃至非社会主义学习，不断充实、发

展自己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一概念，表达了当今中国社会主义

的 惟 一 特 色 ，不 仅 更 准 确 、更 简 洁 、更 科

学，而且，进一步向世人宣示了我们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商 品 市 场 有“品 牌 ”一 说 ，品 牌 除 了

其自身具备应有的品质之外，前提是此

种商品特质的惟一性。借用此说，“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不仅表明了中

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而且表明当今中国

社会主义的惟一特色，只有这样，才能形

成“品 牌 ”，在 国 际 共 产 主 义 运 动 中 独 树

一帜，傲立于世。

（作者系湖北省宜昌市社科联主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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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中东计划”前景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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