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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近百年的中东战争史是用石油串联起来的历史ꎬ 这是大部分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共识ꎮ 这种把中东地区所有战争的驱动都指向石油

的话语深受资源战争逻辑和能源现实主义基调的影响ꎬ 导致石油因素对中东

战争抑制作用的探究被忽视ꎮ 实际上ꎬ 石油因素既能催化战争ꎬ 亦能抑制战

争ꎮ 获取石油资源、 石油权力的诱惑以及石油收入的支撑ꎬ 增加了国家通过

武力解决利益争端的意愿ꎬ 而对占领成本、 报复风险、 外力介入的担忧和对

合作收益的期许则是冲突双方放弃对抗与停止战争的重要考量因素ꎬ 战争的

最终走向取决于国家对石油收益与战争成本的综合权衡ꎮ 石油因素在中东战

争中的两种作用ꎬ 体现在利比亚与乍得战争、 两伊战争等催化案例ꎬ 以及巴

林与卡塔尔的哈瓦群岛领土争端、 埃及与以色列的 “六日战争”、 海湾战争的

抑制案例之中ꎮ 鉴此ꎬ 在全球能源转型和军事技术变革的今天ꎬ 围绕中东石

油资源控制权爆发冲突的频率是不确定的ꎬ 但国家为获取该地石油资源而发

动大规模战争的概率不大ꎮ 未来ꎬ 发动石油战争成本的边际化、 石油产业相

互依赖的常态化和域外大国协调机制的制度化ꎬ 将有效避免利益相关方因中

东石油资源而陷入 “石油战争神话” 的话语窠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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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ꎬ 石油在人类历史进程中

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不言自明ꎮ 随着第二次能源革命的扩散ꎬ 石油成为影响国

际体系中权力和财富分配的关键变量ꎬ 进而影响全球合作和冲突的格局ꎮ 由

于石油资源具有转换为经济、 外交和军事等其他国家核心资源的累积性①ꎬ 人

们常常将围绕石油资源控制权的争夺视为国家间战争的主要动因ꎮ② 自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石油被视为关键战略资源始ꎬ 中东地区为争夺和控制石油资源的

对抗乃至战争从未停止过ꎮ 在国际层面ꎬ 石油对中东国际关系的影响很大程度

上以石油霸权的方式体现ꎮ «凡尔赛条约» 墨迹未干ꎬ 协约国就拟定了对奥斯曼

帝国在中东地区石油利益进行瓜分的细节ꎮ 之后ꎬ 为了确保在全球经济与政治

角逐中的主导地位ꎬ 大国围绕中东石油的武力干预和排挤斗争持续至今ꎮ 在地

区层面ꎬ 中东地区的冲突无论是由历史积怨、 地缘纠葛、 教派冲突、 族群纷争

还是其他原因引发ꎬ 只要有石油因素的介入ꎬ 这些冲突往往都会被催化和放大ꎮ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 十月战争、 两伊战争、 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

争等事件中ꎬ 石油因素均扮演着重要角色ꎮ 似乎过去一百年的中东历史是为攫

取和控制中东石油资源而战斗的历史ꎬ 任何其他因素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ꎮ

基于上述历史判断ꎬ 在关于石油在中东战争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的争论

中ꎬ 大多学者通过历史梳理和模型推演建构起中东战争诱因谱系中的石油催

化话语ꎬ 其基本假设是石油资源的经济利润和战略价值值得国家为之一战ꎮ

基于此ꎬ 石油催化战争话语成为分析石油与中东战争关系的动因逻辑ꎮ 事实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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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领域ꎬ 资源的累积性是一个长期存在分歧的问题ꎮ 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这个问题

的看法通常隐藏在复杂的理论假设之中ꎬ 很少对其进行量化分析ꎮ 斯蒂芬范埃弗拉提出ꎬ “资源

是否具有累积性的关键在于能否帮助拥有者保护和获得其他资源ꎬ 当资源具有更高的累积性时ꎬ 国际

政治就更具有竞争性ꎬ 因此也更具暴力性ꎮ” 参见 [美国] 斯蒂芬范埃弗拉著: «战争的原因: 权

力与冲突的根源»ꎬ 何曜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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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 战争并非获取石油资源的唯一手段ꎬ 且石油战争

所带来的资源消耗和国际干预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承受ꎮ 相反ꎬ 持石油抑制战

争话语者认为ꎬ 鉴于全球石油供需关系呈现相互依赖的态势ꎬ 经过成本—收

益理性计算的国家对通过武力获取石油资源的选项相对谨慎和克制ꎬ 主要基

于两方面原因: 一是由于石油贸易的多元和石油替代品的出现ꎬ 国家能够通

过其他途径保障能源安全ꎻ 二是国家通过武力获取石油资源的代价高昂ꎬ 且

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ꎮ 但受资源战争逻辑和能源现实主义基调的影响ꎬ 石油

抑制战争话语的研究遭到忽视ꎮ 在新旧能源交替和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变化之

时ꎬ 有必要对石油与中东战争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度剖析ꎮ
事实上ꎬ 要准确评估石油与中东战争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ꎮ 石油和

中东战争的关系是什么? 石油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国家间战争ꎬ 又在多大

程度上缓和国家间矛盾? 催化战争与抑制战争背后的话语逻辑和作用机制是

什么? 厘清上述问题ꎬ 有助于相关利益方尽早采取措施ꎬ 及时止损ꎬ 避免不

必要的流血冲突ꎮ 因此ꎬ 本文在梳理石油催化中东战争和石油抑制中东战争

两种话语生成逻辑的基础上ꎬ 以 １９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０ 年中东地区石油争端和战争

为数据样本ꎬ 捕捉相关联的催化因素和制约因素ꎬ 将中介因素的成本权衡与

战争爆发和战争终止过程联系在一起ꎬ 并加以案例分析ꎬ 系统揭示石油在中

东战争中的作用机制ꎮ 这里有三点需要说明: 其一ꎬ 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对

中东战争现象内在动力机制把握的基础上ꎬ 阐释石油因素并非诱发中东战争

的直接动因ꎬ 并强调石油因素对中东战争的抑制作用ꎮ 本文的研究并不是颠

覆和驳倒石油战争的现有理论ꎬ 而是对现有主流理论所忽视的石油抑制作用

进行补充研究ꎬ 以深化我们对石油与战争之间逻辑关系的理解ꎮ 其二ꎬ 本文

通过案例分析阐释石油因素对中东战争的动态作用ꎬ 其中案例的选择主要限定

于中东地区与控制石油资源相关的冲突与战争ꎬ 二者的区分在于双方冲突的伤

亡人数是否超过 １ ０００ 人ꎮ 其三ꎬ 本文的研究将涉及石油争端的国内冲突和国内

战争排除在外ꎬ 原因是它们在不同的环境下发生ꎬ 并且为不同的力量所驱动ꎮ

一　 催化或抑制: 石油与中东战争的话语论争

回顾中东战争诱因的研究谱系ꎬ 关于石油因素的探析是晚近之事ꎮ ２０ 世

纪初以来ꎬ 随着世界大国和全球资本聚焦中东石油资源ꎬ 石油与中东战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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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研究方才崭露头角ꎮ 学界和政界对石油因素在中东战争中的作用机制的

讨论十分活跃ꎬ 并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证话语: 一种是石油催化战争的

现实主义论证话语ꎬ 另一种是石油抑制战争的自由主义论证话语ꎮ 以下梳理

包含两种话语的既有文献ꎬ 以探寻两种话语生成的逻辑ꎮ
(一) 催化话语: 国家—供应安全观—石油战争

目前而言ꎬ 关于石油因素在中东战争中扮演何种角色的争论ꎬ 支持石油

催化战争者占据大多数ꎮ 从主体来看ꎬ 石油催化中东战争话语关注的主体为

国家行为体ꎮ 鉴于石油资源具有高度累积性ꎬ 持催化话语者从权力的视角考

察国际关系中的石油因素ꎬ 论证石油资源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共生关系ꎬ 形成

攫取和控制石油资源是中东战争主要诱因的核心主张ꎮ 在优先考虑国家在国

际体系中的权力与生存的现实主义理论者看来ꎬ 石油资源是国家权力和利益

的关键组成部分ꎬ 因为控制和获取石油直接关乎国家安全ꎮ① 汉斯摩根索

(Ｈａｎｓ Ｊ Ｍｏｒｇｅｔｌｔｈａｕ) 基于 “军事技术—自给自足—权力政治” 的增长逻辑指

出ꎬ “作为原材料的石油在军事技术的效能中发挥核心作用ꎬ 决定了其对国家

权力的绝对重要性ꎮ”②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ꎬ 控

制石油这一关系国家安全的关键战略资源是影响国家战争决策的重要因素ꎮ
正如斯蒂芬克拉斯纳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ｒａｓｎｅｒ) 所言ꎬ “动用武力控制大多数原材

料的做法是不明智的ꎬ 但石油资源除外ꎮ”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ꎬ 控制中东

石油资源是同盟国和协约国的战争目标之一ꎮ 英国政治家作为现实政治的忠

实信奉者ꎬ 最早为控制中东石油资源开辟新战场ꎮ 随后ꎬ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

和谋求地区霸权ꎬ 一些国家纷纷加入争夺中东石油控制权的行列之中ꎮ
从观念来看ꎬ 石油催化中东战争话语的观念为供应安全观ꎮ 供应安全、

运输安全以及价格安全是石油影响国家能源安全的三大要素ꎮ④ 其中ꎬ 供应安

全当属首位ꎮ 中东是世界上石油资源分布最为丰富和集中的地区ꎮ 欧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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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ＣＥ) 数据显示ꎬ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ꎬ 中东地区石油探明储量为 ８ ６９６ 亿桶ꎬ

占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 ５６％ ꎮ① 然而ꎬ 石油消费主要集中在亚太、 北美和欧

洲地区ꎬ ２０２１ 年上述 ３ 个地区的石油消费量占世界总消费量的 ７６ ２％ ꎮ② 全

球石油资源的分布、 生产、 消费在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了石油供应与需求的

对立ꎮ 尤其在 “耗竭资源经济学” 语境下ꎬ 全球石油供需正以不可逆转之势

接近临界状态的假说逐渐成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的思维定式ꎮ③ 受此影响ꎬ

大多数国家将石油供需问题上升至国家安全高度ꎮ 无论是石油消费国还是

石油生产国ꎬ 甚至石油过境国在讨论石油供需问题时ꎬ 均将其政治化和安

全化ꎮ 与此同时ꎬ 作为全球石油消费末梢的民众对石油供应安全更为敏

感ꎮ④ 石油供需失衡所带来的原油价格震荡会转移到国内消费体系中ꎬ 民众

的恐慌与担忧给国家政治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ꎮ 面对内外压力ꎬ 依赖中东

石油供应的国家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ꎬ 将外交施压、 经济谈判等政治影

响的手段扩张至对供应来源的直接军事控制ꎬ 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缓解石

油供应困境ꎮ

从行为来看ꎬ 石油催化中东战争话语的行为表现为石油战争ꎮ 从国际层

面看ꎬ 域外大国围绕中东石油资源展开争夺的根源在于油权对霸权地位的支

撑作用ꎮ⑤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ꎬ 在欧洲各国因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而激战正

酣、 相持不下之时ꎬ 英国早已将宝贵的人力和物资投入到地中海东部地区和

海湾地区ꎮ 英国的意图是在战后控制石油运输通道和获得海湾地区的石油开

采权ꎮ «圣雷莫石油协议» 点燃了英、 美之间对中东石油控制权的逐鹿ꎮ 从美

国挤进 “红线协议” 到建立中东石油秩序ꎬ 中东地区一直回荡着英、 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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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石油垄断优势的争夺ꎮ① 其中ꎬ 英、 美两国围绕铺设阿拉伯输油管道问题

钩心斗角ꎬ 导致叙利亚于 １９４９ 年连续 ３ 次爆发政变ꎮ １９５３ 年伊朗摩萨台政权

的倒台同样是英、 美争夺中东石油秩序的延续ꎮ 在权力不对称的情况下ꎬ 面

对英国的经济制裁和美国的政治干预ꎬ 伊朗石油国有化行动最终以摩萨台政

权的倒台和伊朗石油开采权从英国向美国的转移而告终ꎮ② 进入冷战时期ꎬ 中

东地区的石油争夺滑向了苏联对美国所主导的中东石油秩序的挑战ꎮ 在亨

利马德兰 (Ｈｅｎｒｉ Ｍａｄｅｌｉｎ) 看来ꎬ 苏伊士运河危机看似是英国、 法国和以

色列因石油通道受阻而围攻埃及ꎬ 实则是美、 苏两大阵营围绕中东石油秩序

的博弈ꎮ③ 从地区层面来看ꎬ 地区国家围绕石油资源动用武力的原因在于石油

能够满足国家对战略资源和空间的追求ꎮ④ 中东国家除了通过军事手段占领石

油资源以扩张其领土和满足增加财富的欲望之外ꎬ 还将石油战争视为一种改

变地区地位现状的可行路径ꎮ 石油战争的胜利可以改变国际社会对国家传统

地位的认知ꎬ 并赋予胜利者新的政治权力ꎮ 无论是贫油国还是富油国ꎬ 心存

地区野心的国家极易受石油大国地位的诱惑而陷入战争的窠臼ꎮ 伊拉克之所

以将伊朗的胡齐斯坦省作为攻占目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ꎬ 如果成功吞并石

油资源丰富的胡齐斯坦省ꎬ 伊拉克的石油储备将大大扩充ꎬ 成为海湾地区真

正的石油霸主ꎬ 这将提升伊拉克在该地区的话语权和领导权ꎮ⑤

(二) 抑制话语: 系统—共同安全观—冲突管控

不同于催化话语逻辑演进ꎬ 赞同抑制话语者对石油市场的运行和管控机

制抱有乐观态度ꎬ 并认为全球相互依存的石油贸易关系使得石油战争既昂贵

又徒劳ꎮ 从主体来看ꎬ 石油抑制中东战争话语者关注的主体为系统ꎮ 他们跳

脱了国家是国际关系唯一行为体的研究范式ꎬ 而将研究主体指向与石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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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多种行为体ꎮ① 随着西方大国启动中东石油资源开发ꎬ 民族国家、 石油

组织、 石油公司、 金融机构等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相继成为中东石油市场的参

与主体ꎬ 且形成一套完整的石油产业链ꎮ 由于石油开发涉及各个层面的利害关

系ꎬ 这些行为体更愿秉持谋合作与负责任的立场ꎮ 随之ꎬ 各方在中东地区的石

油利益呈现出相互依赖的特征ꎮ 作为石油贸易系统中的核心行为体ꎬ 国家具有

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的理性计算能力ꎮ 因此ꎬ 国家能在各方围绕石油资源、
市场、 通道展开角逐与竞争之时ꎬ 对自己的行为做出适当调整ꎬ 形成与全球石

油市场运行机制相吻合的石油最优配置ꎮ 尤其是在将国家视为理性行为者的商

业和平论者看来ꎬ 国家之间的石油贸易可以降低战争和冲突爆发频率ꎮ②

从观念来看ꎬ 石油抑制中东战争话语的观念为共同安全观ꎮ 随着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结束ꎬ 中东石油供应问题对西方国家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军事力量ꎬ
而更多地体现在对宏观经济的作用上ꎮ③ 在此背景下ꎬ 中东石油的关键问题已

不再是 “资源枯竭” 和 “军事安全”ꎬ 而是石油价格的震荡对全球经济的波

及ꎮ 石油的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决定了中东石油出口国与全球石油进口国之

间存在紧密联系ꎬ 并形成制度共识ꎮ 一方面ꎬ 进口国的石油消费模式事关中

东石油出口国的石油价值和石油收入ꎮ 另一方面ꎬ 中东石油出口国的石油产

量和价格升降关系石油进口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ꎮ １９３９ 年以前ꎬ 国际石

油公司在开发中东石油中就 “反竞争原则” 达成共识ꎬ 这对行为者的产量预

期和贸易行为产生约束性影响ꎮ④ 之后ꎬ 石油输出国组织 (即欧佩克) 和国

际能源机构 (ＩＥＡ) 相继建立ꎬ 为国家参与国际石油合作提供了平台ꎬ 尤其二

者的对话与合作推动了全球石油安全共享格局的形成ꎮ⑤ 从制度成本和累积成

本的视角来看ꎬ 任何依赖石油的国家都应避免中东产油国陷入持续动荡ꎬ 因

为战争所带来的风险远超和平贸易所带来的红利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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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为来看ꎬ 石油抑制中东战争话语的行为表现为冲突管控ꎮ 正如理查

德罗斯克兰斯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ｓｅｃｒａｎｃｅ) 所言ꎬ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ꎬ 各国

必须在 “贸易国家” 和 “领土国家” 之间做出选择ꎬ 前者关心如何通过贸易

实现资本积累ꎬ 后者则痴迷于通过军事扩张获取财富ꎮ① 在商业和平论者看

来ꎬ 将交织复杂的石油产业网络和石油贸易联系简化为单一的强权政治和军

事竞争是不可想象的ꎮ 他们认为ꎬ 制度成本迫使大多数国家放弃对中东石油

的渴求ꎬ 而累积成本激励国家寻求石油合作ꎮ 其一ꎬ 制度成本约束国家动用

武力控制中东石油ꎮ 国际石油机制对国家利己行为具有禁制作用ꎬ 它限定了

国家特定的行动并禁止其他行动ꎮ 如果国家考虑国际石油机制中的原则、 规

范、 规则和决策程序的影响ꎬ 那么在国家基于自己短视的石油利益而发动战

争时ꎬ 就会考虑战争决策是否与国际规范存在直接冲突ꎬ 以避免因违反相关

规定而招致军事报复和国际制裁ꎮ 事实上ꎬ 萨达姆在发动两伊战争之前就已

经意识到ꎬ 如果两国爆发战争ꎬ 伊拉克的石油设施极有可能遭到伊朗的袭

击ꎮ② 其二ꎬ 累积成本激励国家探寻中东石油合作ꎮ 石油作为全球范围内大规

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国际贸易商品ꎬ 它在国际市场上的贸易合作是非零和

博弈的ꎬ 各国都可以在合作中获益ꎮ 卡塔尔与巴林之间争夺石油争端之所以

能够和平解决ꎬ 就在于两国未聚焦于短期相对利益ꎬ 而是将眼光放至争端解

决之后两国能够获得的长远绝对利益之上ꎮ
以上对石油与中东战争关系的两种话语体系进行梳理ꎬ 将分散的观点进

行整合ꎬ 从 “主体—观念—行为” 维度对两种话语的形成逻辑进行归纳、 整

理及分析不难发现ꎬ 支持石油因素催化中东战争的话语占绝大多数ꎬ 而石油

因素对中东战争的抑制作用往往被忽视ꎮ 形成这种失衡关系的原因如下: 一

方面ꎬ 受资源战争思维定式的影响ꎬ 现有研究缺乏对石油抑制战争案例的充

分探讨ꎮ 石油战争既具有资源战争的一般规律ꎬ 又具有特殊规律ꎮ 与其他资

源战争相比ꎬ 石油资源的高累积性会刺激国家冒险行动ꎬ 同时也会让利益相

关方阻止国家的控制行为ꎮ 如果按照资源战争中 “零和博弈” 的逻辑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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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战争ꎬ 而忽视石油战争可能变成征服者的累赘和全球对稳定高效的石油

合作的追求ꎬ 将无法客观评判石油的真正价值ꎮ 中东地区作为石油资源最为

富裕的地区ꎬ 域内的石油合作成功案例本就少之又少ꎬ 外加贪婪假说、 怨恨

假说和弱国假说的影响ꎬ 对石油抑制战争话语的系统梳理更加贫乏ꎮ① 另一方

面ꎬ 现有研究过度关注世界大国围绕中东石油秩序的斗争ꎬ 致使出现动机逻

辑与结果逻辑对等的结果ꎮ 无论是对冷战前美、 英围绕中东石油控制权角逐

的研究ꎬ 还是冷战期间美、 苏围绕中东石油秩序主导权博弈的思考ꎬ 甚至冷

战后新兴大国与西方国家围绕中东石油供应问题斗争的探讨ꎬ 学界均充斥着

“能源现实主义” 的基调ꎮ 大国博弈思维框架和话语体系犹如一把 “修辞剃

刀”ꎬ 无形中强化了石油催化中东战争的话语ꎬ “世界石油秩序必然是一场零

和游戏” 的偏颇论断掩盖了石油因素在抑制中东战争方面的作用ꎮ

二　 演进逻辑: 石油在中东战争中的作用机制

任何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对相关现象内在动力机制把握的

基础上ꎬ 分析石油因素在中东战争中的作用机制也是如此ꎮ 欲了解石油因素

在中东战争中的作用机制ꎬ 需进行实证分析ꎮ 从 １９１２ 年到 ２０１０ 年ꎬ 世界各

地共爆发 １８０ 次围绕石油资源的争端ꎬ 其中 ５２ 次与中东有关ꎮ② 在 ５２ 次中东

地区的石油争端中ꎬ 有些冲突确实是国家为石油而战ꎬ 但伤亡人数没有超过

１ ０００人ꎬ 有些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ꎬ 但石油野心并非是国家决策者发动战

争的唯一动机ꎮ 战争是一个利益主体 (国家) 做出的理性选择ꎬ 必然涉及成

本与收益问题ꎮ 通过对 ５２ 次中东地区石油争端的分析ꎬ 可以发现: 在石油因

素的介入下ꎬ 两个存在激烈利益争夺的国家会通过成本权衡来选择处理危机

的立场和方式ꎻ 与此同时ꎬ 在涉及石油控制权的地区冲突中ꎬ 国家利益是自

变量ꎬ 发动石油战争的成本权衡是中间变量ꎬ 而战争和缓和行为是因变量ꎮ
(一) 石油在中东战争中的催化作用机制

从中东战争的石油催化因素来看ꎬ 石油领土、 石油权力和石油收入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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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极易导致两个存在激烈利益争夺的国家走向战争ꎮ
第一ꎬ 石油资源与领土收益的挂钩激发国家发动战争的欲望ꎮ 石油是一

种具有累积性的战略资源ꎬ 它能帮助国家保护和获取其他核心资源ꎮ 由于石

油资源具有赋予国家维护政权稳定的权力、 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追求地区

地位的能力ꎬ 国家会非常坚定地保卫它们所拥有的石油资源ꎬ 并努力为自己

更多占有且阻止他国获取更多石油资源ꎮ① 石油争端极易成为全面冲突的潜在

导火索ꎬ 尤其在攫取石油资源与征服领土机会共汇时ꎬ 国家当政者因石油储

量 (或感知到的石油储量) 提高其征服领土收益的考虑ꎬ 这无疑会增大国家

发动战争的可能性ꎮ 存在争议且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领土纷争情势ꎬ 既会刺

激国家冒险主义思潮涌动ꎬ 也会促使利益相关方对冒险主义行为进行抵抗ꎬ
从而引起国家间战争ꎮ② 在战争参与者看来ꎬ 它们的入侵行为并非窃取他国

石油ꎬ 而只是在捍卫国家对潜在石油资源的所有权ꎮ 也就是说ꎬ 每个争议

地区的主权都是不确定的ꎬ 所有战争的参与者都可以合法地声称拥有该地

石油资源的开采权ꎮ 在美国学者斯蒂芬范埃弗拉 (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Ｖａｎ Ｅｖｅｒａ)
看来ꎬ 如果资源是高度累积性的ꎬ 并且暴露在国家边境附近ꎬ 那么和平是

最脆弱的ꎮ③

第二ꎬ 石油资源与国家权力的锚定使其成为国家军事博弈的重点ꎮ 石油

作为一种重要的能源ꎬ 已经超越资源、 燃料和商品本身ꎬ 成为一种国际政治

权力ꎮ 正如美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主席丹尼尔耶金 (Ｄａｎｉｅｌ Ｙｅｒｇｉｎ) 所言ꎬ
“石油ꎬ １０％是经济ꎬ ９０％ 是政治ꎮ”④ 对于全球霸权的谋求者而言ꎬ 中东丰

富的石油资源是其确立和护持霸权地位的关键ꎮ 霸权国家不仅需要在军事、
经济和技术领域占主导地位ꎬ 还必须控制原料与资本的来源、 市场以及在高

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ꎮ⑤ 对于地区大国的追求者而言ꎬ 石油资源

的获取有助于其突破等级制度的原有定位ꎬ 获得新的集体承认ꎮ 在众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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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看来ꎬ 在石油争端中展示军事实力和赢得战争是获得地位承认的重要途

径ꎮ① 因此ꎬ 国家发动石油战争的目的除了增加石油储量外ꎬ 还力图通过展现

军事实力来影响整个地区体系对其地位的重新认知ꎬ 因为拥有石油大国地位

就相当于在无形中具备了影响他国行为的权力ꎮ
第三ꎬ 石油收入为国家的冒险军事行为提供经济基础ꎮ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

代ꎬ 中东产油国对石油工业实现国有化后ꎬ 石油收入呈现爆炸式增长ꎬ 进而

影响国家对外政策ꎮ 一方面ꎬ 石油收入降低国家发动战争的决策成本ꎮ 国家

作为石油收入控制和使用的主体ꎬ 通过发挥石油财富对统治地位合法化的支

撑功能ꎬ 来证明自己政权存在的合理性ꎮ② 具体来说ꎬ 石油财富极大地削弱政

府对社会的依赖ꎬ 并为统治者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和维护国家稳定提供捷径ꎮ
正如罗伯特达尔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ｈｌ) 所言ꎬ “资源占有量与政治影响力存在潜在

的正相关性ꎮ”③ 统治者能够利用石油财富向民众提供福利ꎬ 以获得民众对政

治系统及其运行的支持和认可ꎮ 这种关系使得富油国领导人比贫油国领导人

拥有更大的决策自主权ꎬ 同时降低领导人因冒险主义而受民众质疑的风险ꎮ
另一方面ꎬ 石油收入为国家谋求地区主导权提供支撑ꎮ 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

上有所成就ꎬ 比其他国家富有ꎬ 它在经济上的优势可能使它产生成为政治大

国的念头ꎮ④ 任何地区大国对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不仅需要强烈的意愿ꎬ 而且

需要国家实力作为其争夺地区领导权的物质性要素ꎮ 石油收入的剧增在激

发革命型领导人追求地区领导权野心的同时ꎬ 也为国家安全保障能力建设

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来源ꎮ 杰夫科尔根 ( Ｊｅｆｆ Ｄ Ｃｏｌｇａｎ) 的研究表明ꎬ 石油

出口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１０％ 以上的石油国家ꎬ 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更易

卷入军事冲突ꎮ⑤

当其他因素与石油催化因素共同作用的成本大于石油抑制因素的成本时ꎬ
石油催化作用主要表现为诱发效应和强化效应ꎮ 就诱发效应而言ꎬ 国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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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可以概括为对物质性利益的竞争和对象征性利益的竞争ꎮ① 其中ꎬ 国家对

物质利益的竞争体现为对领土的竞争ꎬ 对象征性利益的竞争表现为对地位的

追逐ꎮ 石油资源的地缘属性和政治属性不仅能够助力于国家实现对领土的追

求ꎬ 还能够提升国家影响力ꎮ 特别是石油资源分布在争议地带时ꎬ 侵略者进

行尝试的代价更小ꎬ 通过武力手段占领石油领土显得更具吸引力ꎮ 因此ꎬ 控

制石油资源背后的领土争夺和权力竞争等负面机制一旦发挥作用ꎬ 两国之间

激烈的冲突和对抗在所难免ꎮ 就强化效应而言ꎬ 尽管双方在冲突初期都对自

己占领石油资源的能力和战争前景持乐观判断ꎬ 但围绕石油资源的军事行动

会使双方陷入 “消耗战”ꎮ 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ꎬ 拥有石油收入作为支撑

的国家更愿意为了石油资源背后的权力竞争加大投入ꎬ 进而导致战争规模扩

大化和时间持久化ꎮ
(二) 石油在中东石油战争中的抑制机制

从中东战争的石油抑制因素来看ꎬ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占领成本因素ꎮ 国家发动石油战争的目的在于占领油田ꎬ 并将其

转换为其他核心资源ꎮ 武力打击和军事占领曾是国家攫取石油资源最直接、
也是最有效的手段ꎮ② 随着民族主义力量的壮大ꎬ 他国占领本国领土的行为对

当地民众来说是不可接受的ꎮ③ 正如克劳斯诺尔 (Ｋｌａｕｓ Ｋｎｏｒｒ) 所言ꎬ “在
民族主义时代ꎬ 军事占领行为已不再被容忍ꎬ 且被视为非法ꎮ”④ 与民族主义

兴起相伴而生的是对争议石油资源军事占领成本提高现象的出现ꎮ 在民族情

绪的煽动下ꎬ 当地的反对团体会以多种形式袭击石油工业设施和干扰石油生

产ꎮ 对于复杂的石油生产系统而言ꎬ 细微的事故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瘫

痪ꎮ 面对民众强烈的反抗情绪和持续骚扰ꎬ 占领者需要为有限石油利润而投

入巨额的管理和运输成本ꎬ 以维持其对占领石油资源的控制和开发ꎮ⑤ 此外ꎬ
与其他资源战争相比ꎬ 对石油资源的攫取行为不存在 “一次性掠夺”ꎮ 换言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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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ꎬ 即便成功占领争议领土上的石油资源ꎬ 占领者也无法立刻将其变现ꎮ① 对

于大多数中东国家而言ꎬ 它们或许有占领争议石油地区的军事实力ꎬ 但未必

有重建石油系统的能力ꎮ 为了收回占领成本并且实现盈利ꎬ 占领国必须在石

油生产项目中维持多年前期投资ꎮ 石油系统的重建代价使得占领争议石油资

源的收益边际化ꎮ 因此ꎬ 有限的收益和额外的转换折扣降低了国家动用武力

占领争议石油资源区域的野心ꎮ
第二是报复风险ꎮ 报复是愤怒的一种表示ꎬ 通常是国家在地位受到侮辱

时的一种应激反应ꎮ 大多数复仇战争都是上一场战争中的失败者对丧失领土

的反应ꎮ② 处于失望和愤怒状态下的失败者会做出诉诸武力的报复决策ꎮ 受历

史恩怨和殖民遗产的影响ꎬ 中东国家之间存在诸多民族瓜葛和边界纠纷ꎮ 尤

其涉及石油争端时ꎬ 深藏在个人和集体记忆之中的愤怒情绪会重构和强化国

家维护石油资源的决心ꎬ 并为国家领导人使用武力重新夺回在上一场战争中

被占领的资源提供口实ꎮ③ 国家的报复方式众多ꎬ 包括军事封锁、 经济制裁和

外交施压等ꎬ 其中最为极端的方式便是 “一报还一报” 的军事报复ꎬ 即通过

军事力量摧毁对方的重要设施ꎬ 使对方的作战能力成为无源之水ꎬ 迫使对方

因各种压力而放弃对争议油田的占领ꎮ④ 军事报复的风险不仅增加了国家占领

争议石油资源的代价ꎬ 而且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 “反向积累”ꎮ⑤ 多数情况

下ꎬ 战争的发动者在面对军事报复时ꎬ 不仅被迫放弃占领的资源ꎬ 而且丢失

更多资源和领土ꎮ⑥ 基于这一历史经验ꎬ 国家领导人极力避免在不可能获胜的

战争中浪费过多 “鲜血” 和 “财富”ꎮ
第三是国际干预ꎮ 国际干预使得军事占领争议石油资源的成本变得昂贵ꎮ

一方面ꎬ 攫取他国石油资源违反国际规范ꎮ 现行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对国家发

动石油战争的行为作出严格限制ꎮ 根据现代国际法确立的有关原则ꎬ 凡进行

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取得或占领的领土ꎬ 均为非法取得或占领ꎮ 同时ꎬ «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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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明确规定ꎬ 每个国家对其所有自然资源拥有自

由行使的永久主权ꎬ 包括拥有、 使用和处置ꎮ① 这就直接否认了武力征服占领

争议油田的合法性ꎮ 国际社会不会承认占领国武力攫取争议石油资源的合法

性ꎬ 而且还会联合起来对其进行制裁ꎮ 为了迫使占领者撤出被占石油领土ꎬ
国际社会会通过断绝外交关系、 贸易制裁以及中止国际组织成员国资格等手

段向其施压ꎮ 另一方面ꎬ 石油市场参与者无法容忍扰乱市场的战争行为ꎮ 与

所有国际资源市场一样ꎬ 石油市场对战争和动荡非常敏感ꎬ 尤其是产油区的

冲突与暴力活动ꎬ 直接威胁各国的能源安全和消费模式ꎮ 正是对石油战争所

带来的市场震荡的担忧ꎬ 石油进口国和出口国在防止石油战争爆发方面存在

共同利益ꎮ 国际石油市场一直依赖于一种逻辑ꎬ 即主要市场参与者被要求使

用武力来捍卫和维持其运转ꎬ 具体表现为对石油垄断行为实施军事制裁ꎮ 如

果一个国家控制大量全球石油储备ꎬ 就可以操纵石油生产和定价ꎬ 并利用其

日益增长的力量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ꎮ② 因此ꎬ 无论石油进口国还是

石油出口国ꎬ 在面对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的任何企图时ꎬ 均倾向于通过军

事干预来阻止垄断石油资源的军事冒险行为ꎮ
第四是合作收益ꎮ 由于油气资源独特的战略价值和对国民经济的不可或

缺性ꎬ 各国都试图在保证本国石油供给安全与全球石油高效利用之间找到一

条路径ꎮ 在世界石油资源丰富地区十分有限的背景下ꎬ 国家间不可避免地会

争夺石油资源ꎮ 但随着全球化潮流进入世界石油市场ꎬ 国家能够通过石油合

作行为获取比对抗更大的收益ꎮ 一方面ꎬ 石油合作存在累积性ꎮ 国际合作在

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多回合博弈ꎬ 而不是一次性博弈ꎮ③ 存在石油争端的国家的

共同目标都是将争议石油资源转化为国家财富ꎬ 但这个目标难以通过恶性竞

争甚至战争来实现ꎬ 解决争端或共同开发才能实现共赢ꎬ 与之相伴的将是显

而易见的长期绝对收益ꎮ 在长期多回合博弈以及累积效应的作用下ꎬ 谋求长

远利益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理念激励国家突破围绕石油控制权的 “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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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ꎮ 另一方面ꎬ 石油合作存在互补性ꎮ 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ꎬ 石油进口国

与出口国作为相关联的对象ꎬ 谁也离不开谁ꎮ 在此背景下ꎬ 任何一方选择通

过对抗或战争的方式获取石油资源ꎬ 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石油安全问题ꎬ
应对石油危机的真正全球化解决办法是加强合作ꎮ 双边互补的石油合作模

式能够保障双方长期的供需合作ꎬ 缓解石油短缺或油价暴涨对国内经济的

冲击ꎮ
当其他因素与石油催化因素共同作用的成本小于石油抑制因素的成本时ꎬ

石油抑制作用主要体现为自我克制和外力约束ꎬ 并展现在战前和战中两个阶

段ꎮ 在战前阶段ꎬ 如果国家认为无论投入多少成本ꎬ 国家利益因战争而受损

程度是固定的ꎬ 那么国家倾向于选择搁置石油争议ꎮ 尤其是冲突双方认为和

平解决石油争端的收益明显时ꎬ 停止军事行动符合各方共同利益ꎮ 与此同时ꎬ
任何关于石油资源的信息或行为都会吸引国际社会的目光ꎬ 它们会部分地、
间接地对国家发动石油战争的决策施加政治压力ꎬ 进而促使双方采取温和的

方式解决利益争端ꎮ 在战中阶段ꎬ 围绕石油控制权的军事行动伴随着物质资

源的消耗ꎬ 而双方物质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这种 “消耗战” 不可能永远持续

下去ꎮ① 如果控制石油资源的成本使双方陷入相互损伤和报复的僵局ꎬ 持续消

耗的代价超出双方所能承受的极限ꎬ 那么停止战争将成为双方共识ꎮ 与此同

时ꎬ 如果国家间围绕石油控制权的争夺波及地区石油秩序和触犯大国石油利

益ꎬ 或将争夺双方拖入到与另外一个大国的冲突或战争之中ꎬ 那么双方则倾

向于中止战争ꎬ 以避免外力反制所带来的高昂成本ꎮ 换言之ꎬ 当其他因素与

石油催化因素共同作用的成本小于自我克制的收益和外力介入成本时ꎬ 存在

利益争夺的两个国家会选择规避战争或中止战争ꎮ

三　 实证案例: 石油在中东战争中的作用

石油在中东战争中的催化或抑制作用ꎬ 具体体现在诸多中东战争案例之

中ꎮ 现选取利比亚与乍得战争、 两伊战争的催化案例和巴林与卡塔尔哈瓦群

岛领土争端、 埃及与以色列 “六日战争”、 海湾战争的抑制案例ꎬ 以展现相关

因果机制在具体战争中是如何运作的ꎮ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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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石油催化作用为主导的案例

第一是利比亚与乍得战争ꎮ １９６９ 年至 １９９１ 年正值利比亚政治革命高峰时

期ꎬ 为寻求泛阿拉伯的统一与团结ꎬ 利比亚卷入了多场地区冲突和暴力斗争ꎬ

包括与埃及、 坦桑尼亚和美国的国家间军事化争端ꎮ① 其中ꎬ 利比亚与乍得之

间的 ４ 次边境战争持续时间最长、 地区影响最大ꎮ 此次边界战争并非因石油

而起ꎬ 但石油因素在其中发挥着催化作用ꎮ 一方面ꎬ 利比亚对奥祖地带石油

资源存在占领野心ꎮ 奥祖地带是一块狭长的沙漠地带ꎬ 沿利比亚和乍得边界

横亘东西ꎮ 自西方殖民者入侵以来ꎬ 该地的归属问题一直存在争议ꎮ 乍得独

立后继承了 １９５７ 年法国与利比亚达成的边界协定ꎬ 对奥祖地带进行管控ꎮ②

但随着奥祖地带发现大量石油资源ꎬ 利比亚开始觊觎此地ꎮ １９７３ 年ꎬ 卡扎菲

以 １９３５ 年签订却从未生效的 «罗马条约» (亦即 «赖伐尔—墨索里尼条约»)

为由ꎬ 出兵占领奥祖地带ꎮ③ 此举公开挑战非洲统一组织关于后殖民地边界不

可侵犯的基本共识ꎮ １９７５ 年乍得向利比亚提出归还奥祖地带的要求ꎬ 但遭到

卡扎菲的拒绝ꎬ 后者声称奥祖地带是利比亚领土的 “自然延伸”ꎮ④ 另一方

面ꎬ 石油收入推升了利比亚的侵占野心ꎮ 卡扎菲执政初期ꎬ 通过与西方石油

公司的对抗与谈判ꎬ 将利比亚石油产业调整至有利于政权稳定的方向ꎮ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ꎬ 卡扎菲警告在利比亚运营的 ２１ 家石油公司负责人ꎬ 除非满足利比亚

政府公布的石油价格和税收标准ꎬ 否则将终止它们在利比亚的石油生产ꎮ⑤ 西

方石油公司只能同意提高 ２０％ 的特许权使用费ꎮ 从 １９７１ 年末到 １９７４ 年ꎬ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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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７ 日ꎬ 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拉瓦尔和墨索里尼在罗马会面ꎮ 根据 «伦敦条约»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ꎬ 拉瓦尔和墨索里尼签署了 «罗马条约»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Ｒｏｍｅ)ꎬ 修订了 １９１９ 年的 «协
定» (Ａｃｃｏｒｄ)ꎬ 明确将现在称为的奥祖地带 (Ａｏｕｚｏｕ Ｓｔｒｉｐ) 割让给意大利ꎮ 然而ꎬ 意大利和法国从未

交换过批准书ꎮ 参见 [英国] 马丁梅雷迪斯著: «非洲国五十年独立史»ꎬ 亚明译ꎬ 世界知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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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打破政府与石油公司利润平分的原则ꎬ 并掀起一波将美国和英国石油公

司进行国有化的浪潮ꎮ 至此ꎬ 利比亚步入石油繁荣发展期ꎮ 卡扎菲将大量石

油收入用于购买军事装备ꎬ 并将发展核武器提上议程ꎮ 在 １９７３ 年至 １９８３ 年

的十年间ꎬ 利比亚的武器购买金额达到 ２８０ 亿美元ꎬ 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４％ ꎮ① 由此可见ꎬ 在利比亚与乍得的边界战争中ꎬ 石油因素起到了强化冲突

的作用ꎮ
事实上ꎬ 石油抑制因素在利比亚的入侵行为中同样发挥着作用ꎬ 但在力

图成为纳赛尔遗产守护者和泛阿拉伯运动领袖的卡扎菲看来微不足道ꎮ １９８０
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关闭和 １９８１ 年埃克森等美国石油公司相继撤离利比

亚ꎬ 使得利比亚石油产业蒙受巨大损失ꎮ 利比亚的石油产量从每日 １ ８００ 桶骤

降至 １ ２００ 桶ꎮ 当时的利比亚官员显然意识到用武力解决石油争端的代价ꎬ 但

无法动摇卡扎菲成为地区大国的野心ꎮ 当时任利比亚外交部部长阿里奥加

利 (Ａｌｉ Ａｕｊａｌｉ) 被问及利比亚在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外交决策中是否考虑到

石油产业的影响时ꎬ 他回忆道: “官员们当然知道会有代价ꎬ 但那个时代属于

阿拉伯民族主义ꎮ”② 利比亚确实因石油抑制因素的影响而考虑过避免战争ꎬ
但为了追求地区大国的地位而选择承担入侵成本ꎮ

第二是两伊战争ꎮ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激起了伊斯兰世界的想

象力ꎬ 即将伊斯兰教中长期致力于反世俗国家的理念变成了现实ꎬ 这直接动

摇了阿拉伯世界中世俗政权的统治权威ꎮ③ 在萨达姆看来ꎬ 伊朗伊斯兰革命是

恐惧与机会的结合ꎮ 一方面ꎬ 萨达姆担心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会追随霍梅

尼革命的脚步ꎬ 危及其政权合法性ꎮ 另一方面ꎬ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正好

为萨达姆践行地区大国野心提供了 “机会窗口”ꎮ 如果伊拉克能够在对伊朗的

战争中取得胜利ꎬ 该国就有可能成为继埃及之后又一个新的 “阿拉伯世界领

袖”ꎮ④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ꎬ 伊拉克全面入侵伊朗ꎮ 其中ꎬ 石油因素发挥着火

上浇油的作用ꎮ 其一ꎬ 石油霸权成为伊拉克发动战争的诱惑ꎮ 胡泽斯坦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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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阿拉伯河下游地区ꎬ 其石油储量占伊朗全国储量的 ９０％ ꎬ 是伊朗重要的石

油产地ꎬ 地理位置与战略价值十分重要ꎮ 伊拉克之所以选择将胡齐斯坦省作

为进攻目标ꎬ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 如果成功吞并石油资源丰富的胡齐斯坦

省ꎬ 伊拉克的石油储备将大大扩充ꎬ 成为海湾地区真正的石油霸主ꎬ 进而提

升伊拉克在该地区的话语权和领导权ꎮ① 其二ꎬ 石油收入为伊拉克的冒险行动

提供支撑ꎮ 萨达姆执掌政权后ꎬ 立即将伊拉克石油公司国有化ꎬ 伊拉克的石

油产量迅速提升ꎮ 此时恰逢 １９７３ 年石油危机ꎬ 全球油价的飙升使得伊拉克的

石油收入增长了 ８ 倍ꎮ 其中ꎬ 近 ４０％的石油收入被萨达姆政府用于军事装备

采购ꎮ② 在 １９７３ 年至 １９８０ 年期间ꎬ 伊拉克的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８％ ꎬ 是世界上军费支出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ꎮ③ 除了购买武器外ꎬ 萨达姆政

权还利用石油收入巩固军事力量ꎮ 从复兴党上台执政至两伊战争爆发前夕ꎬ
伊拉克军队人数由 ８ ２ 万人增长至 ２４ ２ 万人ꎮ 受此鼓舞ꎬ 萨达姆对武力占领

胡泽斯坦省充满信心ꎮ
毫无疑问ꎬ 石油抑制因素力图缓和两国之间持续恶化的冲突ꎬ 但这些抑

制因素被其他因素所掩盖ꎮ 其一ꎬ 战争减少伊拉克的石油产量ꎮ 入侵伊朗后ꎬ
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从 １９７９ 年的 ３５０ 万桶 /日下降到 １９８１ 年的 ９０ 万桶 /日ꎮ 其

二ꎬ 伊拉克的石油设施遭到伊朗的报复袭击ꎮ 为了报复伊拉克多次发动对伊

朗游轮、 货轮的袭船战ꎬ 伊朗对伊拉克的石油基础设施和油轮运输生命线进

行轰炸ꎮ 如此高昂的石油战争成本并未降低双方的战争欲望ꎬ 最终导致双方

陷入长达 ８ 年之久的消耗战ꎮ 根据美国军方获取的档案资料显示ꎬ 萨达姆和

他的高级顾问在战前就已经意识到双方冲突的升级可能导致伊拉克石油出口

中断ꎬ 但他们仍然认为发动战争的利大于弊ꎮ④

(二) 石油抑制作用为主导的案例

第一是巴林与卡塔尔的哈瓦群岛领土争端ꎮ １９３６ 年ꎬ 美国旗下的巴林石

油公司和英国名下的英 (国) 伊 (朗) 石油公司就巴林和卡塔尔之间的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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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ｆｆ Ｄ Ｃｏｌｇａｎꎬ Ｐｅｔｒｏ －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Ｏｉ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Ｗａｒ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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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勘探权进行谈判ꎬ 就此拉开两国围绕石油资源长达 ６５ 年争夺的序幕ꎮ①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之前ꎬ 在没有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储备的情况下ꎬ 双

方希冀通过大国协调的方式解决争端ꎮ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ꎬ 巴林确认在哈瓦群岛和

其他有争议的领土周围有数万亿桶的潜在石油资源ꎬ 并同意美国石油公司勘

探开发该岛石油ꎮ 随之ꎬ 卡塔尔政府对此极为不满ꎬ 声称该岛是卡塔尔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ꎮ 虽然在沙特阿拉伯的调解下ꎬ 两国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ꎬ
但 １９８６ 年巴林在迪巴尔岛建立海岸警卫队站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卡塔尔ꎮ 卡塔

尔向哈瓦群岛派遣武装力量ꎬ 并扣押巴林 ２９ 名相关工作人员ꎮ 巴林以严重警

告作为回应ꎬ 并向哈瓦群岛部署军队ꎬ 大战似乎一触即发ꎮ
但是ꎬ 巴林和卡塔尔最终选择将哈瓦群岛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进行仲裁ꎮ

避免双方冲突走向战争的原因在于海湾合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 “海合会”)
的施压和石油经济利益的激励ꎮ 一方面ꎬ 海合会采取紧急措施避免冲突扩大

化ꎮ 面对突如其来的紧张局势ꎬ 阿曼外交大臣苏尔坦卡布斯以海合会主席

的身份分别向两国埃米尔进行口头劝说ꎮ 在沙特阿拉伯的调解下ꎬ 双方相继

把各自军队撤出争议区ꎮ② 随后ꎬ 在海合会的推动下ꎬ 双方将哈瓦群岛领土争

端提交国际仲裁ꎮ 另一方面ꎬ 解决哈瓦群岛领土争端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为双

方和解提供激励ꎮ 巴林曾两次试图在这些岛屿附近海域开采石油ꎬ 但均以失

败告终ꎮ 在此过程中ꎬ 两国意识到只有领土争端得以妥当处理ꎬ 争议地区的

石油资源才能转化为国家财富ꎮ③ 两国在 １９９７ 年建立外交关系后认识到石油

合作比石油战争更有利于两国发展和地区稳定ꎬ 进而同意接受国际法院的仲

裁ꎮ 事实证明ꎬ 巴林与卡塔尔确实从冲突缓和中获得了各自需要的经济利益ꎮ
２００１ 年两国领土边界争议得到解决ꎬ 哈瓦群岛被划归巴林之后ꎬ 巴林在获得

石油收入的同时ꎬ 收获了价值数百万美元旅游经济收入ꎮ 作为对卡塔尔的补

偿ꎬ 巴林放弃对卡塔尔半岛北部祖巴尔地区的主张ꎮ 正因为此ꎬ 卡塔尔才得

以顺利开发北方气田 (Ｎｏｒｔｈ Ｆｉｅｌｄ)ꎬ 巩固了该国作为全球天然气出口量第三

的位置ꎮ④ 因此ꎬ 巴林与卡塔尔并未因石油资源的控制权而走向战争ꎬ 符合石

７６

①

②
③
④

Ｐｅｔｅｒ Ｐｏｌａｋ －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Ｂ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Ｚｕｂａｒａ: Ｏｉ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ｔｈｅ １９３７ Ｑａｔａｒｉ － Ｂａｈｒａｉｎｉ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２

杨建荣: «巴林与卡塔尔的领土之争»ꎬ 载 «阿拉伯世界» １９９３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２５ 页ꎮ
Ｊｏｈｎ Ｂ Ａｌｌｃｏｃｋꎬ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Ｂｏｓｔｏｎ: Ｃｅｎｇ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ｐ ８５
Ｋｒｉｓｔａ Ｅ Ｗｉｅｇａｎｄꎬ “Ｂａｈｒａｉｎꎬ Ｑａｔａｒ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ｗａｒ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Ｇｕｌ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６６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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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抑制机制中关于战前自我克制和外力约束的假设ꎮ
第二是埃及与以色列的 “六日战争”ꎮ 早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ꎬ 以色列就

企图控制意大利公司在西奈半岛的石油生产ꎬ 以缓解以色列的能源缺口压力ꎬ
但在大国的干预下只能作罢ꎮ①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 ５ 日ꎬ 以色列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

(又称 “六日战争”)ꎬ 将西奈半岛伯拉伊姆 (Ｂｅｌａｙｉｍ)、 阿布鲁代斯 (Ａｂｕ －
Ｒｕｄｅｉｓ) 和摩根 (Ａｌ － Ｍｏｒｇａｎ) 附近的油田占为己有ꎬ 其中后者原油产量占

埃及总产量的 ７６％ ꎮ 在意大利石油公司的帮助下ꎬ 以色列每年从这些油田大

约获取 ６００ 万吨石油ꎬ 几乎可以满足整个以色列的石油需求ꎬ 甚至有余量可

供出口ꎮ② 自此ꎬ 埃及与以色列围绕西奈半岛石油资源展开激烈斗争ꎮ 两国不

断恶化的关系看似不可转圜ꎬ 但最终却在石油因素的作用下走向和解ꎮ
从占领成本来看ꎬ 以色列面临埃及猛烈的报复行动ꎮ 纳赛尔在要求以色

列无条件归还西奈半岛无果的情况下ꎬ 于 １９６７ 年至 １９７０ 年间对其发动 “消
耗战”ꎬ 旨在迫使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ꎮ “消耗战” 不仅导致以色列士兵伤亡

人数节节攀升ꎬ 而且加剧了联合政府内部矛盾ꎬ 最为重要的是由于以色列军

队被长期牵制在苏伊士运河附近ꎬ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其他阿拉伯武装组织

趁势发展壮大ꎬ 对以色列国家安全形成战略钳制ꎮ １９７３ 年埃及与叙利亚合谋

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ꎬ 以夺回西奈半岛和石油控制权ꎮ 埃及和叙利亚两个前

线国家获得了利比亚、 沙特、 伊拉克、 科威特、 阿联酋等阿拉伯产油国的支

持ꎬ 并将石油作为军事武器ꎬ 阻滞西方大国对以色列的支持ꎬ 结束了以色列

不可战胜的神话ꎮ③ 从国际干预来看ꎬ 美国通过石油贸易的第三方担保力促两

国走向和谈ꎮ 在美国的斡旋下ꎬ 埃及和以色列分别于 １９７４ 年和 １９７５ 年举行

两轮会谈ꎬ 其中石油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以色列同意放弃西奈半岛及其油

田所有权ꎬ 以换取和平ꎮ 作为交换ꎬ 以色列要求埃及做出具有约束性的军事

承诺ꎬ 并长期向以色列出售固定数量的石油ꎮ④ 由于双方缺乏战略互信ꎬ 谈判

很快陷入停滞ꎮ 为了打破僵局ꎬ 美国同意向以色列提供前所未有的石油保证ꎬ

８６

①

②

③
④

Ｕｒｉ Ｂｉａｌｅｒꎬ 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ａｂ －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１９４８ － ６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ｃ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１９９９ꎬ
ｐ ２２

Ｚｉｖ Ｒｕｂｉｎｏｖｉｔｚ ａｎｄ Ｅｌａｉ Ｒｅｔｔｉｇꎬ “Ｃｒｕｄｅ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Ｏｉ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６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３７５

孙德刚: «１９７３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研究述评»ꎬ 载 «社会科学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６０ 页ꎮ
Ｌｏｕｉｓｅ Ｆｉｓｃｈｅｒꎬ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Ｙｉｔｚｈａｋ Ｒａｂ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Ｅｇｙｐｔ (Ｓｉｎａｉ ＩＩ)”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９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５５ －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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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换取双方的和解ꎮ① 石油贸易的达成加速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ꎮ 以色列

与埃及围绕石油资源从对抗走向合作的过程符合石油抑制机制中关于战中自

我克制和外力约束的假设ꎮ
第三是海湾战争ꎮ １９９０ 年的海湾危机常常被视为 “典型的石油战争”ꎬ 但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ꎮ 其一ꎬ 科威特的石油倾销行为加

剧伊拉克经济危机ꎮ 科威特与其他阿拉伯债权国不同ꎬ 不仅要求伊拉克偿还战

争债务ꎬ 还向国际市场倾销过剩石油ꎮ 对于伊拉克而言ꎬ 每桶石油价格若下降 １
美元ꎬ 其每年就要损失 １０ 亿美元ꎮ② 其二ꎬ 征服科威特有助于缓解伊拉克的地

缘压力ꎮ 在萨达姆看来ꎬ 吞并科威特既能提升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储备ꎬ 又能

获得现代化的出海良港ꎬ 这将改善伊拉克在海湾地区的战略位置ꎮ③ 其三ꎬ 战

争胜利有助于重塑伊拉克的大国地位ꎮ 如果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接受伊拉克兼

并科威特这一事实ꎬ 那么萨达姆将在阿拉伯世界拥有更大的话语权ꎮ 显然ꎬ 以

上种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促使萨达姆选择通过战争来缓解国内外压力和改变地缘

环境ꎮ 虽然科威特武装部队很快被击溃ꎬ 但伊拉克也在多国联军的迫使下接受

停火ꎮ 其中ꎬ 外力约束在防止海湾危机走向失控上起到了关键作用ꎮ
起初ꎬ 联合国对伊拉克实施石油禁运ꎬ 但收效甚微ꎮ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后不到一周ꎬ 联合国安理会为敦促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ꎬ 先后通过多项决议ꎬ
对伊拉克实施包括石油禁运在内的强制性经济制裁、 武器禁运及空中封锁ꎮ
这些决议为国际社会解决此次危机奠定了政治基础ꎮ 在此背景下ꎬ 伊拉克石

油的日出口量从 １９８９ 年的 ２４７ 万桶下降到 １９９１ 年的 ４ ２ 万桶ꎮ④ 随后ꎬ 石油

消费国和输出国协同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报复ꎮ 对于石油进口国而言ꎬ 除了保

障自身的石油安全以外ꎬ 干涉海湾危机的目的在于稳定国际石油市场ꎬ 防止

出现灾难性的油价暴涨ꎮ 正如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Ｇｅｏｒｇｅ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Ｗａｌｋｅｒ Ｂｕｓｈ) 所言ꎬ “如果世界上最大石油储备的控制权落入

９６

①

②

③
④

如果以色列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购买足够 (或任何) 的石油ꎬ 美国将提供它所需要的石油ꎬ 如

果以色列可以购买石油ꎬ 但没有运输手段ꎬ 美国将提供运输支持ꎮ Ｓｅｅ Ａｄａｍ Ｍ Ｈｏｗａｒｄꎬ “Ａｒａｂ －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Ｄｉｓｐｕｔｅꎬ １９７４ － １９７６”ꎬ ｉｎ Ｅｄｗａｒｄ Ｃ Ｋｅｅｆｅｒ ｅｄｓ 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１９６９ － １９７６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８２８ － ８２９

[美国] 小约瑟夫奈、 [加拿大] 戴维韦尔奇著: «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 理论与历史»ꎬ
张小明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２６７ 页ꎮ

陈建明编著: «当代中东»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１４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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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之手ꎬ 那么我们的就业机会、 生活方式都将蒙受灾难ꎮ” 对于石油

输出国而言ꎬ 伊拉克的侵略行为对沙特、 阿联酋、 卡塔尔等周边国家的石油

安全产生了直接威胁ꎮ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ꎬ 以美国为首的 ３４ 个国家组成联军对伊拉

克发动密集的空中轰炸ꎮ 在此过程中ꎬ 伊拉克 ９０％的石油工业基础设施遭受

重创ꎮ① 国际干预和军事报复使得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石油的成本高于其获得石

油所带来的收益ꎮ 最终ꎬ 伊拉克被迫撤出科威特ꎮ 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海湾

危机的化解行动就是体现石油制约机制中外力反制作用的典型ꎮ

四　 余论: 走出 “石油战争神话” 的话语窠臼

百年来ꎬ 人类对石油的依赖被证明是福也是祸ꎮ 自 ２０ 世纪初始ꎬ 全球大

国和全球资本开始聚焦中东石油ꎬ 石油因素逐渐与中东战争挂钩ꎮ 无论冲突

双方因历史积怨、 地缘纠葛、 教派冲突、 族群纷争还是外部干涉而走向对立ꎬ
只要有石油因素的介入ꎬ 冲突即随之扩大化、 激烈化ꎬ 甚至走向战争ꎮ 在此

背景下ꎬ 中东战争中的 “石油战争神话” 逐步构建ꎬ 并将战争归因于国家的

石油野心ꎮ “石油战争神话” 的拥趸以国家利益、 地缘政治和霸权护持等理论

为支撑ꎬ 运用 “石油供需失衡论” “运输通道受阻论” 和 “石油金融操控论”
等话语ꎬ 影响国家政策且广而传播ꎮ 在这套话语体系中ꎬ 由于石油在世界地

缘政治斗争、 国家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构建过程中占据特殊地位ꎬ 中东国家

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追寻大国地位ꎬ 域外大国为了保障石油供应和谋求全球

霸权ꎬ 不惜动用大规模军事力量夺取和控制石油资源ꎮ 基于此ꎬ 石油因素成

为分析中东战争诱因最具影响力的解释逻辑ꎮ 但事实上ꎬ 石油因素除了在中

东战争爆发中起到冲突强化的效果ꎬ 同时也对战争具有抑制作用ꎮ 话语与现

实之间的差异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石油与中东战争之间的因果关系ꎮ 通过

上文分析不难发现ꎬ 几乎没有哪一场战争单纯因为石油资源争夺而爆发ꎮ 在

各种因素非线性交汇作用下ꎬ 石油因素对国家冒险行为起到了催化作用ꎮ 在

“石油战争神话” 语境下ꎬ 动机逻辑则等同于结果逻辑ꎬ 实际上掩盖了其他

“有效因” 的作用ꎬ 这种错误引起了相当多本可避免的中东冲突和战争ꎮ 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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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能源转型和军事技术变革的今天ꎬ 如何避免陷入 “石油战争神话” 的话语

窠臼对于中东石油利益相关各国而言是十分重要的ꎮ
第一ꎬ 增加石油战争的边际成本ꎮ 列奥纳多莫盖里 (Ｌｅｏｎａｒｄｏ Ｍａｕｇｅｒｉ)

在其资源传记 «石油时代»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Ｏｉｌ) 的序言中指出ꎬ “在整个历史中ꎬ
石油引发人们对神话的痴迷和对现实的恐惧ꎬ 由此形成的国家政策极易给世

人带来负担ꎮ” 换言之ꎬ 沉湎于 “石油战争神话” 的国家往往低估石油战争在

招致别国敌意时所起的作用ꎬ 进而激发国际冲突呈螺旋式上升ꎮ 尽管石油资

源的累积性极具诱惑ꎬ 但各国对以武力获取石油资源的态度基本上是相对克

制的ꎮ 一方面ꎬ 在地缘政治新格局下ꎬ 由于武力解决石油争端缺乏道义支持

且风险较大ꎬ 国家通过军事侵占争议地区的石油资源不再有利可图ꎮ 另一方

面ꎬ 随着国家间石油运输手段的多样、 供应主体的多维和贸易形式的多元ꎬ
无论石油供应国还是石油消费国在面对石油安全问题时选择退出的机会成本

更富弹性ꎮ 因此ꎬ 在面对因石油资源问题引发的边界争端时ꎬ 国家决策者不

应受到 “石油战争神话” 的干扰ꎬ 仅在有限评估的情况下决定通过大规模军

事冲突解决石油争端ꎬ 而应该重视发动石油战争的成本和代价ꎮ 未来ꎬ 围绕

石油争端的解决手段将从军事干预为主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ꎬ 并体现在

政治博弈、 经济对抗和科技较量等领域ꎮ 哪个国家能够更有效地融合各个领

域的优势并将其投射在石油资源争夺中ꎬ 哪个国家就能在避免外部干预的背

景下掌握话语权ꎮ “竞争下的合作” 将是未来世界石油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ꎮ
第二ꎬ 深化石油产业的国家间合作ꎮ 当下ꎬ 全球石油格局处于一种理性

主义主导的相互依存关系ꎬ 但合作的绝对收益带来的共赢并不能掩盖相对收

益分配不平衡造成的冲突ꎮ 石油出口国和石油进口国对石油安全的理解不同ꎬ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石油利益的定义不一ꎬ 因此就会产生矛盾和摩擦ꎮ
解决矛盾的途径就是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平衡点ꎬ 加强动态合作博弈ꎮ 其

中ꎬ 石油产业的对称互惠共享合作可以提高石油资源在市场上的配置效率ꎬ
使国家石油合作关系更为稳定和高效ꎬ 降低石油催化战争因素的不利影响ꎮ
一方面ꎬ 延伸石油产业链ꎬ 增加国际石油合作的绝对收益ꎮ 国际石油产业合

作的前提是合作国产业链上的互补和耦合ꎮ 就全球石油产业链而言ꎬ 发达国

家拥有高端装备技术ꎬ 广大发展中国家石油资源丰富ꎬ 二者在石油产业链上

中下游可进行有效对接ꎬ 深化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ꎬ 促进包容发展ꎮ 另一方

面ꎬ 营造石油产业合作环境ꎬ 实现优势互补ꎮ 面对国际能源复杂多变的形势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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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能源自给和能源独立ꎬ 国际合作已经成为

各国的必然选择ꎮ 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 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确的背

景下ꎬ 各方应朝着互惠共生的石油合作方向发展ꎬ 推动合作国互利共赢ꎮ
第三ꎬ 丰富石油治理的参与机制ꎮ 全球能源转型和军事技术革命正在弱

化石油资源的累积性ꎬ 与之相伴的是各方获取石油资源手段的改变和石油战

争引发的国际制衡反应ꎬ 但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ꎬ 石油仍将是全球经贸格局

和国际地缘政治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ꎮ 为了规避石油战争所带来的危机与风

险ꎬ 国际社会需重新思考如何发挥能源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ꎬ 通过争议的解

决维护地区安全稳定ꎮ 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体系和安全保障一直依赖于西方

大国的军事霸权和联盟体系ꎬ 这种不对称的合作模式虽然使得各方石油贸易

合作得以维系ꎬ 但这种非国际协商的产物不仅面临不菲的军费开支ꎬ 而且石

油问题的军事化只会加剧地区动荡ꎬ 无益于地区安全ꎬ 更不利于世界和平ꎮ
油权大国主导的石油安全保障机制和实践正变得日益勉强ꎬ 但为中国参与国

际石油合作和处理石油争端提供了经验ꎮ 作为严重依赖中东石油进口的中国

而言ꎬ 应从时代背景以及自身情况出发ꎬ 在增进与中东国家石油合作的同时ꎬ
利用好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ꎬ 积极融入中东石油治理机制ꎬ 在现有国际合作

机制的基础上构建新型全球能源共享体系ꎬ 推动能源争端解决机制向高效的

方向发展ꎮ 总而言之ꎬ 建立良好的国际能源合作机制ꎬ 走出 “石油战争神话”
的话语窠臼ꎬ 石油利益相关方更能在全球能源结构震动时期达到某种相对稳

定的均衡态势ꎬ 使各方利益得以兼顾且风险最小ꎮ
对战争的执迷以及对合作的坚信ꎬ 是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

种思潮对石油战略价值和市场价值的思考ꎮ 无论是石油催化战争话语还是石油

抑制战争话语ꎬ 其产生均有其历史背景ꎬ 并折射出中东石油与国际政治经济格

局关系的变化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ꎬ 中东石油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

地位一再被神化ꎬ 石油催化中东战争的话语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公认的解释逻

辑ꎮ 随着全球能源相互依存的加深和国际能源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ꎬ 人们对中

东石油的看法回归商品属性ꎬ 石油安全共享格局逐步酝酿ꎬ 石油抑制中东战争

的话语也随之被重视ꎮ 作为不可忽视的补充性行为逻辑ꎬ 石油抑制战争的作用

对于理解当代国际关系背景下相关利益方围绕中东石油的行为逻辑则至关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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