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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远因、现实动因和石油诱因
——伊拉克战争原因的多维度深层透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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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为什么再度打击伊拉克，原因是多方面的：美伊之问矛盾的演化是历史远因，

也是美国推翻萨迭姆的历史根源；现实动因是布什“倒萨”的借口和潜在理由；石油谤因是美国攻打

伊拉克的根本动机和利益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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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英军队攻人伊拉克首府巴格达，萨达姆政

权已经被彻底推翻。这也标志着自从海湾战争以来，

美国对伊拉克一直就在断断续续进行的战争走进了

尾声。为什么美国一定要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

姆政权呢?尽管美国政府一再强调，这场战争的目的

是“反恐”、推翻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核生化武器的非法

政权，“解放”伊拉克人民。但是，美国攻打伊拉克有

其历史远因、现实动因和石油诱因。

一、历史远因

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有人认为，谁控制了中东，

谁就控制了世界。美国一直把中东看作是其仅次于

北美和西欧的“特殊战略优先地区”，但是美国同伊拉

克之间建立实质关系的时间比较晚，并且两国的关系

随着伊拉克政局的动荡而发生变化。1921年，伊拉

克民族国家获得独立，但是此时的美国尚完全被英国

和法国排除在中东事务之外。此后，美国一直试图在

中东地区树立“支持民族自决”“反对殖民主义”的形

象，以博得了阿拉伯人的好感。1954年美国同伊拉

克的费萨尔二世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伊拉克成为美

国在中东的盟友。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7月14日，

卡塞姆效仿俄国十月革命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伊拉克

哈希姆王朝，同时也使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一夜之

间化为乌有。此后的伊拉克政局一直不稳，政变不

断，直到萨达姆所在的复兴党建立政权。复兴党政权

表现出强烈的反西方立场，收回西方石油公司在伊拉

克的全部股份，其中美国石油公司受到的损失最大。

1969年，美将伊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之列。

到1973年，伊拉克完成了石油工业的国有化进程，美

伊之间只剩下数额不大的双边贸易。70年代末期，

美伊关系有所缓和。一方面，美国需要伊的石油和打

人伊武器市场，开始采取政治和经济相分离的原则调

整其中东政策。另一方面，伊拉克为加速发展民族经

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扩大武器来源和减少对苏联

的依赖，也开始改善与美关系。美国公司开始在伊拉

克承建一些基础建设项目，如铺设输油管道等等。

1983年，伊美两国贸易额达10亿美元。⋯

两伊战争为美国同伊拉克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

机。为了对付伊朗，不允许伊拉克这个直接同伊斯兰

激进势力对抗的堡垒被攻破，美国开始大力扶植伊拉

克。1982年里根政府把伊拉克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

的名单上删去，1984年1月两国恢复外交关系。随

后，里根政府同意美制武器可以直接卖给伊拉克。可

以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大力支援，两伊战争的结局很可

能是以伊拉克的失败而告终。当时的西方世界将萨

*[收稿日期]2000一04—06

¨【作者简介] 韩志斌(1975一)男．内蒙古太仆寺旗人，西北大学中东研兜所博士研竟生；雷怡(1969～)士．腱西省延安人。延安太学肿

属中学最师．

  万方数据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3年(第5卷) 第4期

Journal of UESTC(sociaI sciences edition)Dec．2003，v01．5，No．4

达姆视为中东地区的栋梁，美国和欧洲各国争相和伊

拉克建立贸易关系。两伊战争停火M后，伊拉克将数

十亿美元用于扩充军备，成为中东和海湾的军事大

国。两方称伊已经接近拥有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并拥

有“第三世界最大最先进的化学武器”制造厂。以布

什为首的美政府继续对伊采取“建设性的接触政策”

和有限的经济刺激方法软化伊，使其对外政策同美一

致，抗衡伊朗。据《中东杂志》1995年报道，海湾战争

前，美每年向伊提供约lo亿美元的商业贷款。此外，

还有相当数量的农业贷款。

但是，美的怀柔政策并未达到目的。在美国的支

持下，萨达姆企图称霸海湾，确立中东霸主地位。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萨达姆的莽

撞举动严重地损坏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使他一下子

取代伊朗成了美国的头号敌人。萨达姆的角色变了，

从美国所需要的“堡垒”成为美国所憎恨的“战车”。

1990年7月，布什总统签署了“沙漠盾牌”计划，宣布

出兵海湾。”11990年u月29日，联台国安理会通过

了678号决议。实际上是对伊拉克的最后通牒，要求

伊拉克必须在1991年1月15日以前撤出科威特，否

则安理会将授权多国部队“采取必要的手段维护和执

行安理会决议，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萨达

姆对联合国678号决议置之不理。1991年1月17

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开始对伊拉克为期38天

的猛烈轰炸，打败了伊拉克军队，解放了科威特。但

是，美并没有置萨达姆于死地。首先，美害怕萨达姆

下台导致伊国家四分五裂，影响海湾地区稳定，进而

损害美国在中东的根本利益；其次，也可以利用萨迭

姆保持地区力量平衡。此后，萨达姆也并没有对美俯

首听命，而是玩弄边缘政策，特别是在武器核查问题

上玩起了“猫抓老鼠”的游戏，多次使美陷人尴尬被动

地位。美国试图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对伊拉克进行制

裁，推翻萨达姆政权，但是始终没有动摇萨达姆在伊

拉克的统治。前任总统克林顿私下表示在海湾战争

中没有除掉萨达姆是一个大错误。”1 1998年，美英又

以伊拉克不和联合国核查小组合作为由对伊实施了

为期4天的“沙漠之狐”行动，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但

是轰炸结束以后，萨迭姆宣布美国“瓿一轮的侵略再

次以失败而告终”。

二、现实动因

中东在政治地缘史上历来就是较为开放的地区

∞

它是欧、亚、非三大洲的结合部和交通枢纽，是世界上

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之一。历史上，亚历山大帝国所

向披靡的东征，成吉思汗势如破竹的西进，拿破仑不

远万里的远征，都是被中东独有的地缘魅力所吸引的

结果。因此，从现实动困角度分析，通过伊拉克战争，

美国可以改变自己在中东地缘战略位置中的不利局

面，实现多重目的：

第一，美国意在通过对伊拉克的改造全面整合中

东，因为“如果不能够有效地控制该地区，简直难以相

信美国的领导地位还会在中东存在”。利用伊拉克来

全面整和中东的政治发展，推进中东的政治民主化、

经济自由化、社会世俗化进程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的原因之一。布什在今年2月发表演说：“在伊拉克

建立一种崭新的体制将对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起到一

种自由与民主的表率作用。”他认为在伊拉克种植的

民主的种子，将在约旦、叙利亚、伊朗甚至埃及开花结

果。美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告诉军事专家说：“伊拉

克将是第一个阿拉伯民主政权，接着是叙利亚和伊

朗，然后是整个阿拉伯世界。”

第二，美国政府认为，萨达姆的威信和声望在阿

拉伯世界民众中不断地提高，如果不及时“倒萨”，萨

达姆将有坐大中东的可能。尽管联合国对伊拉克进

行了长达12年的制裁，伊拉克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

失，人民长期饱受制裁的煎熬，但是萨达姆政权不仅

没有垮台的迹象，反而地位日益巩固。2000年9月

底，巴以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以后，萨达姆支持巴勒

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2002年初萨达姆把在反以行

动中丧生的“殉道者”家属的抚恤金从l万美元增加

到2．5万美元。萨达姆不屈服美国的压力，被视为是

中东地区反荚激进势力的领头羊，威胁着美国在海湾

地区的战略利益，成为了美国控制中东地区的绊脚

石。因此布什执政以后加大“遏伊倒萨”力度，但是苦

于找不到正当、合适的借口进攻伊拉克。“9·11”事件

以后，布什政府几次欲将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或国际

恐怖组织联系起来，但是缺乏确凿证据。然而．推翻

萨达姆政权的想法一直没有放弃。

第三，美国彻底反对恐怖主义的需要。由于近几

年一系列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事件及“9·11”事件的

策划和参与者都是来自中东地区穆斯林国家，因此，

布什政府认为，中东地区已经成为产生国际恐怖主义

的大本营。该地区自然而然成为了布什政府“反恐”

战争的重点打击对象。借反恐战争之机“遏伊倒萨”

又重新排上了布什政府的主要议事日程。为了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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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的理由将伊拉克纳入到“反恐”战争打击对象的

行列，布什总统提出了“先发制人”和“无赖国家”两大

新理论作为“倒萨”的依据。他着重指出“我们要孤

立这些企图发展(或者说已经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的‘无赖国家’，并且要消除它们可能产生的威胁。

有时候，我们必须采取一种胡萝h加大棒的方式来对

付它们。”2002年1月，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将伊

拉克、伊朗和北朝鲜列为“邪恶轴心”，伊拉克被点名

为“邪恶轴心”之首。6月，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提出

了“先发制人”战略，要对那些可能对美国产生威胁的

“无赖”国家进行打击。2002年10月7日，布什总统

在辛辛那提发表演讲，把伊拉克描述为潜在的威胁，

并声称伊拉克试图在恐怖主义组织的帮助下袭击美

国领土。

第四，布什政府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经济不景气

的注意力。在布什打击伊拉克前夕，他面临的国内局

势是十分不妙的。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美国的经

济一路低滑，国民的经济信心直线下降。在这种情况

下，大作伊拉克的文章，不仅能够有效转移人们的视

线，而且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也颇有益处。正如美国

政治分析学家斯图尔特·罗登伯格指出：“自从9·11

事件以来，每当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国内问题上时就会

有问题发生，结果是又把注意力重新转到反恐战争上

去。””1布什政府通过制造恐怖分子发动新的袭击以

及对伊拉克进行打击的紧张气氛，使美国民众脑袋里

装满了反恐与战争，而国内的经济问题被巧妙的忽视

了。

第五，在其他手段都不能够起作用的情况下，布

什政府只好借助武力。据《华盛顿邮报》透露，布什总

统曾经让美国中央情报局不惜一切代价推翻萨达姆

政府。中央情报局采取的措施包括：增加对伊拉克国

内反萨达姆组织和军队的支持和援助(如提供金钱、

武器和装备，训练情报人员)；通过中央情报局和美国

特种部队来推翻萨达姆政权等等。然而，中央情报局

局长乔·J·特尼特认为，没有军事行动和经济、外交压

力配台，其成功的可能性只有10％一20％，秘密行动

往往是期望高而实际效果不佳。从1992年起，美国

中央情报局在伊拉克北部开始扶植“伊拉克国民大

会”，这是由100多个反萨达姆团体组成的组织。但

是，这些活动都以失败而告终。

三、石油诱因

有的学者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最优先考虑

的战略课题，不是歼灭萨达姆，也不是“反恐”，主要是

为控制石油供给源的考虑，有其合理之处。”1

第一，可以确保美国国内的能源安全。如今的美

国政府是一个信奉“能源至上”理论的政府，自从乔治

-布什入主白宫以来，美国政府便不断宣布，美国面临

能源供应危机。尽管很少有证据支持这个观点，但布

什政府却以此作为他的政策基础，因此从石油角度更

容易理解美国政府的思维。美国是世界上占第一位

的石油消费大国，2000年其日均石油消费量达1950

万桶，占世界石油总消费量的25．6％。据英国石油

公司网站的数字，美国年消费石油8．956亿吨，大约

占世界石油总消费量25．5％；而它2001年自产石油

3．517亿吨，按照这种速度开采，美国只能够再开采

十年。”1目前，美国的石油需求量是八亿多吨，而产量

不到四亿吨，为了保障自己的能源安全，美国必须大

量地进口石油。

第二，如果在伊拉克建立亲美政府，美国可以摆

脱对沙特石油的依赖。自从9·n事件以后美国与沙

特的关系急速降温．由亲密的伙伴转为冷淡的潜在对

手。拉登本人以及多数成员为沙特籍，沙特是与阿富

汗“塔利班”政权有正式外交关系的三个国家之一。

美国的兰德公司指责沙特是“邪恶的中心”。同时美

国担心沙特政权的稳定性，“一个伊斯兰掌权的沙特

会把油价提高到每桶1“美元的风险是存在的””3在

沙特国内要求与美国断交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沙特政

府开始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关系，决定禁止由美国主导

的西方各石油公司参与本国的油田开发事业。同时

沙特的投资者因为担心资产会被冻结，已经把数千亿

美元的投资从美国撤回。英国《观察家报》2002年10

月6日发表评论说，如果美国能够控制伊拉克的石

油，就会打破沙特对确定油价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控

制，沙特的头号石油生产国地位可能被未来的亲美的

伊拉克所替代。

第三，消除宿敌萨达姆政权对美国的石油威胁。

伊拉克的石油潜力巨大，产量也相当可观，据世界能

源机构公布的材料，伊拉克的石油探明储量为1125

亿桶，仅仅次于沙特的2618亿桶，日产量居世界第

二。2002年后半年，伊拉克改变了原来的间接对美

出口策略，转而直接出口欧洲。这些都对美国主导的

“石油供给链”构成了威胁和挑战。正如老布什在海

湾战争期间所说：“如果世界上最大石油储备的控制

权落在萨迭姆的手里，那么我们的就业机会、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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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我们的自由和世界各友好国家的自由都将蒙受灾我们将保证它们国家的公司参与伊拉克的油气开发。

难。”“1目前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为5．6亿桶，只能够如果它们把赌注放在萨达姆的身上，那么未来的新政

替代53天的石油进口。经济学家预测，如果在萨达府与它们合作是不可能的。“。

姆的鼓动下，阿拉伯国家一致实施禁运，油价将很快 综上所述，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原因是十分复杂

升到40—50美元一桶，那将对正在面临困境的美国 的，既有历史远因也有现实动因和石油诱因。其中美

经济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伊之间矛盾的演化是历史远因，也是美国要推翻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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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世界石油储量的12％，每年出口石油近2亿吨。潜在理由；而石油诱因才是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根本动

2002年10月底以前，俄罗斯原油产量达到每天797机所在。正是由于以上的诸因素，才导致美国在国内

万桶，超过了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第一产油大国。外的一片反对和谩骂声中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特别是在布什下决心打击伊拉克，沙特反美情绪日趋

高涨之际，这将冒着石油短缺的危险。因此，美国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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