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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2011年國際政治矚目的焦點幾乎集中於中東北非的局勢發展。2月以

來，北非局勢急轉直下，政治動亂綿延了數個國家，西亞的許多伊斯蘭國

家以及伊朗也被這場政治動亂颳起的旋風席捲。如從突尼西亞的「茉莉花

革命」燃起，延燒至埃及與利比亞，以及巴林、葉門等幾個中東北非重要

國家，然而，此混亂局勢雖掀開了中東北非地區人民對於長期強人政治的

不滿與民主社會的渴望，卻亦讓美國在金融危機餘波未息，阿富汗及伊拉

克撤兵未完的今天，必須謹慎思考目前與未來的中東戰略是否需調整？是

否有能力再進行第三場戰爭？等問題而陷入困境。特別是，中東北非局勢

未來的發展將影響美國的戰略佈署與該地區的權力重組。 

 

二二二二、、、、美國美國美國美國對中東對中東對中東對中東局勢的態度局勢的態度局勢的態度局勢的態度 

歐巴馬上台之初所奉行的是一種「繼承式」的中東戰略。布希第二任

後期，美國戰略界針對美國全球戰略的佈署，曾經展開討論，並一致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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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重新調整為「輕反恐而重大國，輕伊拉克戰爭而重阿富汗與巴勒斯

坦，輕中東而重亞太，輕民主改革而重地緣戰略」的結論。在這種戰略調

整思路下，美國中東戰略的核心要義在於「追求穩定」。雖然 2008 年的

大選辯論一定程度上轉移了人們對布希任內後期中東政策調整的注意

力，但實際上布希政府末期已經在朝這個方向努力。也就是說，這種「以

變求穩」的戰略思路在歐巴馬上任之前就已有所展開。 

        突尼西亞與埃及國內政局爆發改變後，追求穩定戰略受到衝擊，整個

中東北非政局紊亂的形勢要求美國必須有所轉變，一個「應變式」的中東

政策應運而生。特別是，中東北非爆發動亂之初，局勢的發展高度不確定

性，歐巴馬政府對於中東戰略的調整產生了多方面顧慮，如既想保住傳統

親美同盟，又想「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既想順勢推動變革，又擔心恐

怖極端勢力乘勢坐大等等。正是這些顧慮決定了其戰略的「應變式」特徵。

在此階段，美國應對中東變局的基本方向即是「隨機應變」及「順勢而為」，

希望在規避風險的同時亦能力爭抓住機遇。 

除此之外，從歐巴馬總統對利比亞的政策談話中亦不難看出，美國對

中東所採取的戰略，一反常態地態，變得「低調」與「節制」，頗耐人尋

味。美國防部長蓋茨一再表示要將軍事行動指揮權移交出來，強調其「將

在聯盟中發揮軍事作用，但不會扮演主導角色。」美國為什麼罕見地願意

當「配角」並退居「幕後」而把歐洲盟國推上前臺呢？從目前來看，美不

會對利比亞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主要原因有五： 

第一，當前美政府優先政策是拼經濟，外交上全球戰略仍在亞太地

區，雖然中東出現亂局，但難改美戰略態勢。在中東，美當前著力的是在

求穩基礎上的民主促進，而非發動戰爭。 

  第二，軍事上，美無暇開闢繼阿富汗、伊拉克之後的「第三戰場」。

當前美正陷於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兩地投入總兵力達 15 萬之多，戰爭

經費已超過 1萬億美元，美恐難再在利開展大規模軍事行動。況且利比亞

領土廣袤（國土面積約 176 萬平方公里），是伊拉克的四倍（約 44 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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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里），阿富汗的近三倍（約 65 萬平方公里）。領土如此之大，需大

量軍事部署，即使是設立禁航區，也非常困難。美國防部長蓋茨也指出像

利比亞如此規模的國家，設禁航區將需大量戰機。 

  第三，利比亞的阿拉伯伊斯蘭國家身份使美忌憚。長期以來，美在阿

拉伯國家駐軍或對阿拉伯國家動武一向敏感，也往往被「基地」組織利用

來反美。當年美駐軍沙烏地阿拉伯以及兩次對伊拉克動武不僅使阿拉伯國

家政府承受來自民眾的巨大壓力，也使美與阿拉伯世界關係惡化，成為「基

地」組織製造「911 事件」和在全球對美發動「聖戰」的主要藉口。因此

歐巴馬在上任後不久即赴開羅發表演說，發誓要改善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

關係，儘快結束伊拉克戰爭，公開承諾在其任內不會再對伊斯蘭國家宣

戰。如今軍事干預利比亞，實際上公開違背諾言，不僅有損其信譽，也將

衝擊美與伊斯蘭國家關係。 

  第四，軍事干預可能帶來諸多後果：可能促使利比亞國內民心轉向，

「反對外部侵略」成為格達費重新爭取民心的一個有力武器，格達費已發

誓如美軍事干預將使利成為美國「第二個越南」。反政府派別內部也有反

對外國武裝干涉聲音，前司法部長賈利勒反對美軍事介入，美執意干涉可

能促使反政府勢力發生分裂；美軍事介入可能影響正席捲整個中東地區的

反政府抗議風潮，促其由反政府轉向反美及西方。 

  第五，國際社會未就軍事干預達成共識。安理會尚未就此問題舉行討

論，目前主要是落實剛剛通過的制裁決議。即使在北約盟友內部，除英國

態度最為積極外，法國、義大利等國都保持謹慎。此外，俄羅斯反對設立

禁航區和軍事干預。中國政府強調通過對話等和平手段解決危機，必須尊

重利主權和領土完整，應充分聽取和尊重阿拉伯、非洲國家的意見。 

整體觀之，雖然美國大規模向利比亞出兵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不排

除軍事上一定程度介入，如由歐盟主導，美國協助；或大力支持反政府軍

推翻格達費政府等；然而，中東北非局勢目前仍未明確且穩定，相信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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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將隨局勢的改變而有所調整，值得我們持續觀察。 

 

三三三三、、、、中東局勢的前景中東局勢的前景中東局勢的前景中東局勢的前景與與與與美國的困境美國的困境美國的困境美國的困境 

（一）中東今後不會再是意義上的中東 

 總體觀之，過去所追求的阿拉伯式或伊斯蘭式的改革形式，將趨向於

多元化、多樣性，以及多方向性發展。尤其是北約成員國中的土耳其反對

美英法對利比亞進行軍事制裁的行動，受到了部分國家的支持，使得「土

耳其模式」可能比「美國模式」更具吸引力，而此次利比亞的戰爭亦讓土

耳其在中東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張。此外，部分國家認為，美國在伊拉克戰

爭的教訓與困境，意外地讓邪惡軸心之一的伊朗成了「贏家」。甚至在中

東北非政局餘波不斷的情況下，中東部分國家的危機難解，且新政權的前

途仍是未知數，讓美國以不自覺地陷入了中東北非局勢的困境中，同時衝

擊美國的全球戰略佈局。英國媒體評論認為，美國顯然擔心，利比亞戰爭

可能會影響和破壞它在其他地區謀求更加重要的戰略利益。如美國不久前

才大規模轉移全球軍事佈局，主要將中東與北歐的部分軍力轉移到亞洲地

帶，以對付中國的崛起，遏阻中國的成長。阿拉伯世界動盪，有可能打亂

美國這個戰略轉移，其後果值得注意。 

 

（二）美國的「大中東戰略」與「全球戰略」面臨考驗 

 此次中東北非動亂，將直接衝擊美國的「大中東戰略」。如埃及出現

「新局勢」乃至「激進化」、「伊朗化」，美國將喪失一個在中東的重要

盟友，屆時「聽美國話的」國家將越來越少，「不聽美國話的」國家越來

越多，美國在中東的「主導權」將被侵蝕。美國唯恐「穆斯林兄弟會」在

埃及掌權，歐巴馬總統稱「穆斯林兄弟會」具有反美意識形態，並指其「雖

很有組織，卻缺乏群眾基礎。」此外，美國在中東的反恐「大業」面臨挑

戰，埃及亂局及其蔓延使得宗教極端勢力趁機滋長，「基地」組織及其阿

拉伯半島分支在葉門等地蠢蠢欲動、企圖渾水摸魚。然而，「大中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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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仍為美國的地緣戰略之重要核心，美國在「大中東」利益依次包括：反

恐；維護以色列安全；遏制伊朗；收拾伊拉克與阿富汗「殘局」；推進「民

主價值觀」。而從美國對埃及事變前後態度的微妙變化也可看出，事實上

現實的利害關係要遠比「民主」高調更為重要。 

其次，美國將其全球戰略重心東移亞太地區的戰略佈署將面臨新變

數。歐巴馬政府上臺後力爭早日擺脫伊拉克與阿富汗兩場戰爭的夢魘，將

主要精力由反恐轉向應對崛起大國，並為此極力推動美國戰略重心東移亞

太地區。2010年美國抓住機遇如火如荼地將美國的戰略重心東移至亞太地

區，以應變大國的崛起；進入 2011 年美國希望能強化亞太地區的戰略佈

署，但因中東北非政局生變，且「大中東計畫」又無法順利推展，美國唯

恐埃及親美政權垮臺與反美、反以政權上臺，阿拉伯國家溫和派失勢與激

進派、強硬派得勢，將不得不花更大精力應對中東北非亂局，勢必造成美

國戰略重心東移亞太地區的節奏，甚至難以順利推進。 

 

（三）利比亞將成為強權國家較勁的競技場？ 

聯合國安理會於 3月 17日通過第 1973號決議，決定在利比亞設立「禁

航區」，並要求有關國家採取除派遣地面部隊佔領之外的「一切必要措

施」，保護利比亞平民和平民居住區免受武裝襲擊的威脅。3月 19日，就

在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八周年前夕，法、英、美等國以「保護利比亞人民」

為名，對利比亞展開空襲，而招致國際社會的一片質疑，部分國家認為此

舉又一場西方強權國家較勁的戲碼。阿拉伯國家聯盟秘書長就指出，法英

美等國的空襲行動已超出了阿盟的初衷，且有動用武力過度之疑。俄羅斯

總理普丁亦譴責多國部隊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指安理會決議「存在缺陷

和不足」，任何國家都無權干涉利國內政治衝突。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3

月 22 日鄭重指出，安理會決議的初衷是保護利比亞平民的安全，中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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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濫用武力造成更多平民傷亡和更大的人道主義災難，呼籲有關各方立即

停火，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利問題。 

是否如同部分國家所言，強權國家再次打著冠冕堂皇的捍衛人權的旗

幟，行侵犯利主權、踐踏利比亞人權之實，或將利比亞當成較勁的競技場？

目前仍無法定論。 

 

（四）影響地區經濟發展與全球經濟穩定 

蘇伊士運河連接全球兩大經濟區域—歐洲與亞太地區，也是波斯灣石

油通向歐美的捷徑，埃及政局動盪令人憂慮蘇伊士運河能否繼續暢通，不

僅引發國際能源、金融與大宗商品市場的異常波動，而且也為後金融危機

時期世界經濟穩定復甦增添新的不確定性。 

 

四四四四、、、、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由於國際格局的轉型和美國地位的變化，也許歐巴馬政府不會再像前

任布希政府那樣提出意氣風發、雄心勃勃並明示於人的大中東戰略。但這

並不必然意味著歐巴馬政府沒有一個針對中東地區固有特點和最新局勢

發展的相對完備的大中東戰略。也許，戰略目標的模糊性、戰略手段的細

緻化和戰略運籌的隱蔽性，正是歐巴馬政府一直奉行的「巧實力」戰略在

中東的具體體現。當然，中東局勢複雜多變，國際國內制約重重，歐巴馬

政府正在謀劃中的這種帶有進取色彩的中東戰略有沒有推展的可能，以及

有多大推展空間，並不完全取決於美國決策者的單方面意志，亦是值得我

們持續觀察的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