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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中的盟友与对手》

内容概要

《动荡中的盟友与对手:美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建立与演进》以美国全球和地区的利益、目标和策略为
观察点，探讨美国与海湾地区各国关系的演进以及维系其地区安全体系的行为特点。笔者从美国20世
纪70年代初安全上全面进入海湾地区为起点，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并在冷战后调整的国际关系与
地区力量格局为背景，浏览美国继英国的海湾保护体系崩溃之后，作为新的外部支配力量，如何逐步
建立并保持美为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
多年来美国的海湾战略在目标上基本稳定，策略上以军事实力为支撑，对盟友和伙伴发展政治、经济
、能源等合作，加强社会参与，对所认定的威胁保持军事、外交、经济与舆论等多重压力，甚至不惜
武力，形成与地区各方多层次关系互动的特有掌控方式。
海湾地区，又称波斯湾或阿拉伯湾地区，是世界最重要的油气资源地，生活着勤劳朴实、顽强智慧的
人民。它地处欧亚东西地缘和空中联接要冲，北邻中亚腹地，南入红海和印度洋而与全球相通；是古
代重要商道，进入近、现代以来，更为周边和国际各种势力所关注和浸染，这里总是生机勃勃又暗流
涌动，财富横溢又风云迷幻，牵动世界稳定和发展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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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中的盟友与对手》

作者简介

岳晓勇，山东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硕士。先后任中国驻卡塔尔国大使和驻约旦哈希
姆王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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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第八章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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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中的盟友与对手》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哈利法家族的统治在很长时期并不稳定。家族内部没有形成有序的王位继承制度。
这一状况直到19世纪中叶一位叫伊萨·本·阿里上台后才有好转。伊萨建立了严格的长子继承制，这
一制度后来写入宪法并保持至今。他从1869年在位一直到1923年被英国驻地长官（Political Resident）联
合其部族成员所废黜，其子哈马德继承埃米尔。但巴林民众仍不接受其子的统治，直到其被废黜的父
亲到1932年去世，民众才从心理和观念上认哈马德为埃米尔。现在在巴林一般提及伊萨的统治时，仍
然习惯认为是到1932年而不是他下台的l923年。从此巴林的统洽者继承方式较快稳固下来。到20世纪60
年代，老伊萨的孙子伊萨·本·萨勒曼执政，推行诸多自由开放的政策，其子哈马德（Hamad bin Ia
Al Khalifa.1990年3YJ继位至今）当政后继续推进改革，创建国防军，并于2002年2月14日颁布新宪法，
将巴林改为王国制，自己也由埃米尔改称国王，实际权力性质没有变化。当年10月，根据新宪法成立
两院制“国民议会”，其中协商会议由国王任命的40G议员组成，众议院由40名直选议员组成，议长
由议员选举产生。但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律草案都得由国王批准。总的看，巴林对内适当放松政治专权
，推行一些民主改革，使巴林在海合会国家中，社会开放和自由度都是比较高的。政治体制的安排上
，在科威特往往由王储担任首相，但在巴林则是由国王的兄弟来担任，权力基础更宽。 随着巴林石油
资源告罄，哈利法家族不如海湾其他酋长邻国统治家族那样富有，其国家治理中的困难也日益增多。
对此周边邻国特别是沙特的统治家族给予其更多的援助，沙特每年对巴林都有相当的石油援助，卡塔
尔和科威特也对其发展给予不同程度的帮助，对哈利法家族给以支撑，共同兴建大型项目，以防止其
他部落或外部势力渗透造成不稳定，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伊朗的什叶派族群的干预有所担忧。 美国对哈
利法统治家族关系的历史渊源较长。美国石油公司在中东找到资源的第一口油井在巴林打成，此后建
立合作。多年来，美国十分重视通过发展与巴林哈利法家族的关系来加强国家关系，两国建立较深安
全与防务合作，是比较稳定的盟友。巴林是美国第五舰对及其司令部驻地，在美国的海湾安全体系中
地位十分重要。美国还犬力支持其市场开放和推行自由经济政策。巴林经济的开放度在海湾各国中是
走在前列的，也是世界上最先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地区国家之一。美国与巴林统治家族的合作
对美国与科威特和卡塔尔的关系都有影响，着眼巩固在整个海合会国家的影响力，也是美国进人海合
会市场的重要跳板。在2011年中东地区的民粹风潮冲击下，巴林陷入严重动荡，政府与民众矛盾公开
化并时有激化。美国处理比较谨慎，虽然也表示要支持和平民主变革，但并没有施加明显压力。海合
会国家以及正在谈判加入的约旦王国等也密切关注并给予很大的帮助，支撑其统治家族应对动荡。 —
—卡塔尔的阿勒萨尼家族（The Al Thani）。在海湾地区诸部落中，阿勒萨尼家族成为统治者相对较晚
。19世纪阿勒萨尼家族的崛起标志着卡塔尔国家的形成，国家的缔造者是穆罕默德·本·萨尼
（Mohammed Bin Thani，1868—1876年在位，在其父亲Thani Bin Mohammed去世后就任酋长）。 穆罕
默德酋长自1850年起一直居住在多哈，是当地的贵族和本家族首领。巴林统治家族哈利法在18世纪定
居朱巴拉时，阿勒萨尼家族曾是当时哈利法家族的依附势力，相当于同一个大部落联盟的部族成员。
之后哈利法家族主要成员定居巴林，仍然将卡塔尔的朱巴拉视为自己的领地，并在19世纪委派总督驻
守管理。在以后的时期，巴林人在远离朱巴拉的东部村庄多沃克拉遇到卡塔尔地方部族不断的骚扰和
打击。这时，阿勒萨尼对外部力量关系进行了整理，与第二沙特王朝的埃米尔费萨尔（Faisal Bin Turki
）在1851年结成联盟，加强了自身在卡塔尔的地位。同时又利用英国的影响，削弱巴林势力。1867年
，巴林海军袭击现在首都多哈以北的重镇沃克拉，虽然取得成功，但这一行动违反了他们同英国达成
的保护协议，该协议规定巴林统治者不能向统治区外派遣军队。英国看到机会并进行干预，提出会见
卡塔尔方面的部族代表。这形成英国政府官员首次与卡塔尔当地势力直接打交道。穆罕默德·本·萨
尼在此时挺身而出。这一会见对于卡塔尔政治和阿勒萨尼家族的地位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双方签订书
面协议，穆罕默德保证停止海上战争，在未来与巴林发生任何争端时将寻求英国协调。这样一来，该
条约实际上承认了阿勒萨尼部落在卡塔尔独立于巴林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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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动荡中的盟友与对手:美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建立与演进》以美国全球和地区的利益、目标和策略为
观察点，探讨美国与海湾地区各国关系的演进以及维系其地区安全体系的行为特点。笔者从美国20世
纪70年代初安全上全面进入海湾地区为起点，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并在冷战后调整的国际关系与
地区力量格局为背景，浏览美国继英国的海湾保护体系崩溃之后，作为新的外部支配力量，如何逐步
建立并保持美为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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