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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热点

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部署的“珍珠链战略”＊

孙 德 刚

摘 要: 与美国在沙特和伊拉克这两个海湾地区大国的军事基地一波三折、最
终被迫关闭不同，冷战后美国在海合会其他五个中小国家的军事基地总体稳定。
奥巴马担任总统以来，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和阿曼五国的军事基

地由北向南，在海湾地区形成了弧形的“珍珠链”，即北线的科威特，中线的卡塔

尔和巴林，南线的阿联酋和阿曼。美国的“珍珠链”战略向北主要应对伊拉克乱

局、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向东主要应对伊朗构成的安全挑战，向南主要应对也

门出现的教派纷争，其构成了美国在海湾地区面向北、向东和向南三个方向的“安

全墙”，与北部美国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和南部美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形成了

一条更长的“珍珠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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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地区属于 1983 年成立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辖区的重点。“9·11”事件

发生时，美国中央司令部部署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共有驻军 1． 85 万 ～ 2． 1 万

人，成为美国中央司令部海外军事基地部署最集中的地区。① 2002 年美国关闭

在沙特的军事基地、2011 年美国关闭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后，美国在海湾五个

中小国家的军事基地成为美国中东军事基地部署的重中之重，科威特在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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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和巴林在中线、阿联酋和阿曼在南线分别构成了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部

署的“珍珠链”战略。

一、“珍珠链”的北线: 美国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

二战结束后，科威特长期处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当时美国曾在科威特

建立一处秘密的潜水艇基地。① 1991 年 9 月，美国与科威特签订有效期为十年

的《军事合作协定》( 2001 和 2011 年两国分别续签十年) ，规定两国将联合使用

科威特境内军事基地，包括科威特的海港，同时科威特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持和

驻军费用。
2003 年，科威特拿出国土的 1 /3 为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自由行

动”服务，包括提供阿瑞坎、多哈兵营、艾哈迈德·贾比尔( Ahmed al Jaber AB) 、
阿里·萨雷姆( Ali Al Salem AB ) 、科威特城、艾哈迈迪港( Mina al-Ahmadi) 和

科威特机场等众多军事要地。②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美国在科威特部

署了 3000 ～ 4000 人，此外，美国在波斯湾的航母上还部署有数千人官兵，其在

科威特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导弹部队执行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双重遏制战

略”。③ 2003 年 1 月，美国将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 2 个海军陆战队中队的军事

力量、军事装备和其他设施移至科威特，增加美国对海湾地区的军事投射能力，

为发动伊拉克战争作准备，科威特成为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国在海湾最重要的

军火储存基地。④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军在科威特境内共有 5 个军事基地和

兵营，其中贾比尔和萨雷姆两个空军基地主要执行在伊拉克南部地区的禁飞区

任务; 科威特多哈兵营( Camp Doha) 是美国陆军在海湾地区的核心基地。美国

在科威特部署了陆军驻海德堡的第五集团军、驻加州彭德尔顿营的海军陆战队

第一远征部队、驻佐治亚图尔特堡的第三机械化步兵师、3 个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中队、一支特种兵部队及英国第一装甲师的第三先遣部队，这些军队装备有 230
辆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120 辆布雷德利战车和 40 门帕拉丁 155 毫米自行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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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等。①

美国在科威特最重要的陆军基地曾经是多哈兵营，其成为提升两国政治合

作关系的平台。随着美国与科威特战略合作关系的提升，其每年可获得美国

300 万美元的反恐援助基金，在军事采购和反恐研发项目方面也获得美国的优

先帮助。② 2007 年夏，美国宣布向海湾国家提供总价值 200 亿美元的一揽子军

售合同，其中包括科威特。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在科威特维持了约 10 个军事基地，其中最重要的

是比林兵营 ( Camp Buehring ) 和阿瑞坎兵营 ( Camp Arifjan) 。截至 2008 年 7
月，美国在海湾地区共部署了 20 万人军队，其中 14 万人在伊拉克，其他 6 万人

部署在海合会成员国，其中大约 2 万人部署在科威特，美国在科威特的驻军人

数占其在海合会六国驻军人数的 1 /3。截至 2012 年上半年，美国在科威特的军

事基地主要集中在阿瑞坎兵营、阿里·萨雷姆空军基地和比林兵营，人数在 1． 5
万左右，未来可能会随海湾局势的缓和而下降至 1． 35 万人。③ 在海湾地区，科

威特一直是美军人数最集中的地区，美国在科威特使用大量基地设施，并在科

威特预先部署了军火和军事战斗人员，以应对三类主要威胁———伊拉克教派冲

突、伊朗拥核崛起和恐怖主义; 依靠美国的军事基地抵御内外部威胁是科威特

政府过去 20 余年来的一贯政策。
美国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除维护了王室政权安全外，也给美国军工企业带

来了可观的订单，促进了美国对科威特的军火销售，成为美国海外军火利益最

集中的地区之一。2008 年，美国与科威特国防部共签订 100 多个军售合同，价

值 81 亿美元，其中包括价值 19 亿美元的 218 辆 M1A2 坦克; 价值 8 亿美元的 5
个“爱国者”反导系统( 包括 25 个发射器) ，210 枚爱国者导弹，以及 40 架 FA －
18“大黄蜂”( Hornet) 战斗机、16 架 A －64“阿帕奇”直升机等。④

2011 年以来，美国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除应对伊拉克教派冲突、伊朗崛起

和恐怖主义威胁外，还成为阻止中东剧变向海合会盟国扩散的“稳定器”，以阻

止科威特出现类似于巴林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美国国防部长对外透露，

截至 2011 年 10 月，美国在海湾地区共部署了 4 万人军队，其中在科威特部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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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万人，大部分为驻伊拉克军队承担后勤保障等任务。① 截至 2012 年上半

年，美国在海湾部署的 4 万人军队中，35% ( 1. 4 万) 位于科威特境内②，对于美

国的海湾战略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美国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巴

林在中东剧变出现骚乱后，科威特相对稳定的安全环境为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基

地提供了良好场所。2012 年，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份题为《美国与

海合会六国关系》的研究报告指出，未来美国应继续在科威特维持 1． 35 万人左

右的驻军，一是为了遏制伊朗，二是在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继续承担对伊拉克

的安全义务。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前主席、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

( John Kerry ) 指出:“对于中东来说，这( 中东剧变) 是个历史性的也是动荡的时

期。我们必须弄清楚美国在中东究竟有哪 些 利 益 以 及 我 们 如 何 去 保 护 它

们。”③2012 年 12 月 12 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访问科威特，重申了美国在科

威特部署 1． 35 万军队、美国在海湾部署的官兵总人数增至 5 万人的重要性:

“我们在科威特的军事存在，以及我们在整个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将有助于我

们增强伙伴国的防御能力、阻止侵略，使我们能够更好应对该地区出现的危机。”④

2014 年伊拉克安全局势恶化、“伊斯兰国”组织占领伊拉克中部地区摩苏尔等地

后，美军特种部队从科威特出发前往伊拉克，帮助伊政府打击“伊斯兰国”组织。

二、“珍珠链”的中线: 美国在卡塔尔和巴林的军事基地

“9·11”事件发生前，美国在卡塔尔已有 4 处独立的军事设施，同时美军租

用卡塔尔 24 处其他军事设施作为两国共享基地，多哈国际机场、埃斯萨利亚

( Al-Saliyah) 兵营、乌代德军事基地、乌姆萨义德( Umm Said) 等是美国在卡塔

尔重要军火库; 美军在卡塔尔埃斯萨利亚的军事基地成为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吉

布提、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阿曼马西拉、阿富汗坎大哈、巴基

斯坦俾路支省舍姆西( Shamsi) 等重要军事基地的中枢和前沿总部。⑤

卡塔尔处于海湾大国伊朗、伊拉克和沙特的中间位置，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是吸引美国部署军事基地的重要原因; 卡塔尔同情和支持巴勒斯坦人事业，同

时与以色列建立公开而紧密的贸易关系，还欢迎美国在卡塔尔部署军事基地，

彰显卡塔尔政府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2002 年 12 月，根据美国与卡塔尔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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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合作协定》，美军承诺将更新其在卡塔尔的军事基地设施，并于 2002 年

将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从沙特迁往卡塔尔埃斯萨利亚。2003 年，美国中东空军

行动中心从沙特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迁往卡塔尔乌代德基地，该基地成为美国

在海湾地区新的空军行动中心，即“联合空中行动中心”( CAOC ) 。① 卡塔尔一

方面希望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想激怒邻国，并希望安抚国内

民众的反美情绪，故卡塔尔政府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采取公开反对与秘密支

持的两面政策。
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在支持美国海湾军事行动方面也扮演重要角色。

2002 年美国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迁至卡塔尔首都多哈附近的埃斯萨利亚军事

基地，该基地成为两国军事合作最重要的场所。埃斯萨利亚基地曾经是美军在

海湾地区的军需库，同时也是美军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前沿基地之一。“9·11”
后美军驻扎在该基地的主要是空军第 379 空中远征联队，其装备有 F － 15、F －
16 以及空中加油机等。2002 年之后，该基地占地 36 英亩，当时是美国在中东

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美国部署了 2 个旅的兵力; 多哈机场附近的史努比兵营

也是“9·11”后美国陆军在海湾的重要军事基地。②

像美国在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政治化”一样，美国在卡塔尔的军事基

地也产生了负面影响，成为海湾阿拉伯国家民众反美主义和反阿拉伯酋长制度

的重要根源之一，尽管卡塔尔政府和民众反美情绪远不及沙特。2001 年 11 月，

卡塔尔一名叫阿卜杜拉·穆巴拉克的军人向乌代德军事基地扫射，打伤基地附

近两名美国雇员; 2002 年 2 月，一位武装分子袭击乌代德空军基地的主门，最后

被击毙; 2002 年 10 月，一位沙特公民试图劫持一架飞往吉达的飞机，结果这架

飞机被拦截在苏丹喀土穆。后调查显示，该劫机者对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基地表

示愤慨，并试图驾机撞击美国在卡塔尔乌代德的空军基地。③ 2005 年 3 月，一

位埃及人在卡塔尔针对西方人较为集中的一处剧院发动袭击，其动机也是反对

美军在卡塔尔部署军事基地、借以发动伊拉克战争。④ 为应对卡塔尔和海湾反

美主义势力的上升，2011 年 10 月美国中央司令部参谋长卡尔·霍斯特 ( Karl
Ｒ． Horst) 指出，未来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基地部署将呈现新态势，中央司令部将

部署“小而精”的军事力量，即维持规模较小但军事干预能力强的特种部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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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样的军事力量更健康、更有效、也更实用”。① 即便如此，卡塔尔作为美国

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的地位短期内是不可替代的。
1991 年，巴林和美国签订新的有效期为十年的《军事合作协定》，成为两国

军事合作新的历史转折点。该协定规定，巴林将为美军提供港口设施。海湾战

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 1． 75 万人和 250 架作战飞机驻扎在巴林谢

赫·伊萨( Shaykh Isa) 空军基地; ②巴林是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及母港，成为美

国海军在海湾地区重要的军事力量。海湾战争后，美国在巴林长期维持大约

1300 人永久驻军、1． 5 万人海上军事力量、1 个配有巡航导弹的航母战斗群、20
余艘各类舰艇等武装人员和设施; 美国第一海军陆战队师派出的远征军也曾经

部署在巴林。③

截至 1998 年，美国海军在巴林部署的军事存在整整 50 年，双方领导人都

重申重视彼此间战略关系。当年，巴林作为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共部署有 103
架美军各类战机、“乔治·华盛顿”号和“独立”号 2 艘航母及 20 艘军舰，驻军人

数增加至 2 万人; 当时美国在沙特、科威特、巴林和土耳其等中东国家共部署作

战飞机 300 架，军舰 30 艘，陆、海、空和海军陆战队员 3． 5 万人，其中美国在巴林

的第五舰队成为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的重中之重。④ 1998 年巴林第五舰队司

令部新建项目竣工后，该基地扩大至 62 英亩，价值 3650 万美元。同美国在沙

特军事基地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 “沙利亚法”) 不同，美军在巴林的军事基地

享有更多治外法权，如驻守巴林军事基地的美军可以饮酒而无需遵守伊斯兰

教法。
此外，美军还扩大了在巴林麦纳麦希亚克·伊萨空军基地的面积。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海军陆战队接管该基地后，美国空军第 366 空中远征联队的 1200
名官兵以及 B －1B、F － 15 和 F － 16 战斗机、KC － 135 空中加油机等 40 余架战

机也进驻该空军基地。⑤ 2000 年，美国“科尔”号在也门附近水域遭“基地”组

织袭击后，巴林成为美国对也门极端组织采取侦查和报复性军事打击的行动前

沿阵地。⑥“9·11”后，美国空军在海湾地区部署了 170 余架战斗机、轰炸机、
情报与电子战飞机等，其中 6000 名空军战斗人员部署在巴林。当然，美国在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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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海湾其他地区的军事基地也为美国带来了重要军火利益。据五角大楼统

计，1990 ～ 1995 年，海湾阿拉伯国家共购买了 725 亿美元的美式军火。①

20 世纪 90 年代末，巴林境内共有 5 处美军基地，其中贾法勒基地是美国

海军在中东地区的大本营，萨勒西亚兵营是美军中央司令部陆军司令部的驻扎

地。“9·11”发生前后，美国在巴林增加至 7 处独立军事设施，同时美军还可使

用巴林军队在全国的 110 处军事设施; ②美国在巴林的驻军达 4000 人，其中美

国海军第五舰队在巴林港一度部署了 185 艘军舰，成为美国发动阿富汗及伊拉

克战争的重要支持力量。美军还使用穆哈拉格( Muharraq) 机场，用于 EP － 3 侦

察机执行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侦查任务。伊拉克战争期间，巴林政府允许美

军部署驱逐舰，有力地保障了美国海上力量在波斯湾的安全。美国第五舰队还

以巴林基地为依托，于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在海湾地区举行军事巡逻，预防海湾

地区的走私与恐怖袭击活动。
美国还以巴林的军事基地为平台，积极促进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安全合作。

例如，作为巴林提供军事基地的回报，冷战结束后美国向巴林提供了抵御任何

内外部威胁( 包括伊朗、恐怖主义、教派纷争、政变等) 的安全保证。1993 ～ 2004
约 12 年时间里，美国共向巴林提供了 11 亿美元的军火，而沙特也在美国的鼓

励下为巴林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援助并帮助其加强内部安全部队。2004 年美国

与巴林宣布建立自由贸易区，预示着两国关系朝着更加密切的方向发展，同时

大约 3000 名美军( 主要是美国海军官兵) 部署在巴林，美国海军的 1 ～ 2 艘航

母、各类舰艇、扫雷艇也长期停靠在巴林海军基地，使美国在巴林建立了强大军

事存在。巴林在阻止恐怖组织融资等方面也积极配合美国，并于“9·11”后应

美国要求冻结了恐怖组织和成员 1800 万美元的资金。③ 2003 年，巴林打击“基

地”组织在其境内的分支机构，宣布逮捕 5 名“基地”组织成员，其中 2 人为巴林

公民。④ 两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是双边军事合作的延伸。
尽管如此，美国与巴林两国的关系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2010 年中东剧

变发生后，巴林出现什叶派反对逊尼派统治的街头政治，示威者曾经要求美国

关闭在巴林的第五舰队总部并结束在海湾其他地区的军事部署; 美国默许海合

会出兵镇压巴林的街头抗议活动，恐将在未来对美国在巴林的军事部署产生负

面影响。此外，美国部分民主党参议员如俄勒冈的魏登( Ｒon Wyden) 和马萨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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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州参议员吉姆·麦考文( Jim McGovern) 反对美国向巴林出售武器零件或设

备，原因是所谓巴林王室政权残酷镇压游行示威者，美国这一抛弃巴林王室政

权的主张也引起巴林政府的不满。① 未来，如果巴林街头政治进一步发展和国

内局势陷入动荡，美国在巴林的军事基地将具有不确定性。

三、“珍珠链”的南线: 美国在阿联酋和阿曼的军事基地

阿联酋武装部队总司令部下辖三个军区: 西部军区( 总部设在阿布扎比) 、
中部军区( 总部设在迪拜) 、北部军区( 总部设在哈伊马角) 。② 在安全上阿联酋

不得不依靠“三环”: 美国、欧洲大国和海合会，这“三环”成为阿联酋外交与国

防政策的基轴。阿联酋政府强调，其首要安全威胁来自于伊朗。一方面，伊朗

是海湾地区军事强国，拥有至少 36 万陆军、1800 辆坦克和 300 余架战机，实力

远远超过阿联酋; ③另一方面，阿联酋与伊朗在海湾三岛( 阿布穆萨岛、大通布

岛和小通布岛) 长期存在领土争议。
海湾战争爆发后，阿联酋积极支持美国，向美军开放领空，允许美国陆军驻

扎在该国，并向多国部队提供了 100 亿美元的援助，包括 65． 72 亿美元的直接

援助、2． 18 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 此外，迪拜的杰布阿里港( Jabel Ali) 成为美国

海军在海湾战争行动的重要军港，该深水港口可以停泊美国的航母; 富查伊拉

( Fujayrah) 成为美国应对大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港口; 海湾战争结束后，

阿联酋的军事基地还有力地支持了美军在伊拉克南部的禁飞区行动。④

阿联酋迪拜杰布阿里港是海合会国家中能够停泊美国航母的不多的几处

港口之一。1994 年 7 月 25 日，阿美签署《军事合作协定》，允许美军在阿联酋建

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并允许美军军舰访问阿联酋港口，包括人造港口———迪拜

杰布阿里港，同时阿联酋为美军飞机提供加油等后勤服务。阿联酋杰布阿里港

一度停泊有数百艘美国舰只，其数量超过了任何一个美国在海外的港口。⑤ 阿

联酋为停泊在杰布阿里的美国军舰提供了后勤补给和充分的安全保障。
虽然阿联酋在军事现代化上所花费的资金远超过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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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像其他海合会成员国一样，阿联酋有限的人口和国土面积、特殊的政治制

度和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使得它即便增加军费开支、增强军事实力也难以有效

维护国家安全。因此，冷战结束 20 余年来，阿联酋需要美国的支持来保障它的

安全，而阿联酋强大的军购需求、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独特的地缘位置也为

美国主导海湾提供了独特的条件。“9·11”后阿联酋允许美国中央司令部独立

使用其 8 处军事设施，同时美军还获得与阿联酋联合使用其他 38 处军事设施

的权利。美国海军继续使用杰贝阿里深水港，其海军潜艇则使用阿联酋阿布扎

比和富查伊拉军事设施; 宰夫拉成为美军重要的加油、情报、侦查和军火基地。①

随着两国军事合作的全面拓展和军事交流的深化，美国在阿联酋也形成了

重要的经济存在。2007 年，美国与阿联酋双边贸易额突破 130 亿美元。2008
年 1 月，布什成为访问阿联酋的首位美国总统。阿联酋总统哈里发·本·扎耶

德( Khalifa Bin Zayed) 说:“阿联酋是美国反恐战争的伙伴，将努力维护地区和

世界稳定。”②2009 年 5 月，奥巴马批准布什政府时期同阿联酋签署的《美国—
阿联酋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并表示该协定的执行将有助于推动双方的共

同防务关系。自 2009 年起，美国与阿曼自贸区协定正式生效，今后两国的经济

整合将提升双方政治和军事合作关系。
伊拉克战争结束十多年来，阿联酋成为美国在海湾最重要的基地东道国之

一。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美军在阿联酋境内的大型基地虽然只留下宰夫拉 1 处

空军基地，却至关重要，因为其负责为整个西亚地区的美军战机加油。③ 阿联

酋迪拜杰布阿里成为美国重要的海军补给基地，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海湾

地区反恐和遏制伊朗等军事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06 年，美国白宫一份研

究报告指出:“阿联酋为我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支持，切

断了恐怖分子的资金渠道，维护了美国的国土安全，增强了美国对海湾地区油

轮和商船的保护能力。”④2009 年法国在阿联酋阿布扎比部署军事基地后，美法

两国同时在该国部署了军事力量，阿联酋的军事基地成为北约遏制伊朗的前沿

阵地。
2010 年底中东剧变以来，美国在阿联酋的军事基地发挥了其他重要干预作

用，一是继续支持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二是支持海合会在巴林的军事行

动，三是支持美国在也门的反恐行动，四是参与干预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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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汗，阿联酋和巴林同美国一道参与维和行动; 阿联酋和卡塔尔还在 2011 年利

比亚战争爆发后，派出战斗机前往地中海，参与美国领导的干预利比亚的军事

行动。① 美国与阿联酋的军事合作从中亚和海湾地区已拓展至地中海地区，美

国在阿联酋的军事基地成为新时期两国军事合作的平台。
美国在阿曼的军事存在可上溯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爆发后。面

对海湾地区爆发的军事冲突，1980 年 6 月，美国与阿曼签订《军事合作协定》，

规定美军可使用阿曼的马西拉军事基地临时停放 P － 3C“猎户座”( Orion) 战斗

机，但不得永久部署美军，且美军需支付 2． 55 亿美元的军事设施使用费。1981
～ 1983 年，美国为更新阿曼的军事设施，向阿曼的援助额增加至 3 亿美元。
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阿曼同其他海湾国家一样，允许美军和多国部队全面使

用其领空与领海，大约 4300 名美军部署在阿曼，阿曼军队也积极参与美军发起

的“沙漠风暴”行动，并派出 1000 多部队驻守沙特。② 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陆

军、海军和空军曾长期利用阿曼境内四个主要机场，并获得加油、后勤与情报服

务。值得一提的是，阿曼在马斯喀特( Muscat) 以西 80 英里的阿尔迈斯奈阿沙

漠中曾耗资 1． 2 亿美元修建一个高度机密的空军基地，该基地对美国加强在海

湾的影响力十分重要。美方支付该基地的修建费，基地跑道能够起降最先进的

美军轰炸机、战斗机和运输机; 阿尔迈斯奈阿还为美军提供空中指挥与控制设

施，以应对伊朗可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构成的威胁。③

“9·11”事件发生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在阿曼部署了 5 处军事设施，阿曼承

担美国驻军 79%的费用，美国政府仅承担 21%的费用。④ 其中马西拉空军基地

成为美国存放战争装备的地点，配备有海军 P － 3“猎户座”侦察机和 EP3 － E
“白羊座 II”间谍飞机的美军巡逻中队将该基地作为母港，成为美军空运中心和

轰炸机前沿基地。阿曼是世界上四个永久驻扎美国海军 P － 3 间谍飞行中队的

国家之一，其他三处分别是位于巴林的麦纳麦军事基地、冲绳的嘉手纳空军基

地和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⑤ 2006 年 1 月 19 日，美国总统批准了

与阿曼的自贸区协定，阿曼也成为中东继以色列、约旦、摩洛哥和巴林之后第五

个与美国签订自贸区协定的中东国家。⑥

在发动伊拉克战争过程中，美国在阿曼的军事基地与海合会其他国家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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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基地一道，发挥重要支援作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国在阿曼的军事基地

主要集中在首都马斯喀特附近的军事基地。①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在海湾

的驻军主要集中在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三国，其在阿联酋、沙特和阿曼的驻军

人数下降。2009 年，美国在阿曼的军事基地驻军人数仅为 35 ～ 50 人，在海湾地

区的作用进一步下降。② 奥巴马担任总统以来，美国在阿曼的军事基地以合作

安全基地为主，即和平时期美国仅部署少量人员以减少军费开支，主要担任侦

查、情报搜集、反恐和军事训练等任务; 在危机爆发后，美国可以迅速扩大在该

国军事基地的规模，美国在阿曼的合作安全基地升级为主要行动基地。2015 年

也门爆发内战后，美国政府公开支持沙特等国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反

对所谓胡塞武装的非法夺权。美国在阿曼和阿联酋的军事基地发挥了重要威

慑作用。

四、美国在海湾地区“珍珠链”战略的动因

海外军事基地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桥头堡”。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基地部

署的“珍珠链战略”，主要出于以下原因:

1． 维护在海湾地区领导地位

美国在海湾地区部署军事基地首先受冷战后美国战略原则的影响，即海湾

地区对于美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海湾地区成为美国主导国际

能源格局和中东事务的重点地区。2001 年 9 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

评估报告》指出:“从中东到东北亚绵延着一条广阔的动荡弧( Arc of Instabili-
ty ) ，这些地区既有崛起的、也有衰弱的地区性大国，二者复杂多变地交织在一

起。这些国家的政府有些比较脆弱，容易被内部激进主义或极端主义的政治势

力或社会运动所推翻; 许多国家拥有大规模军队，拥有开发与获取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的潜力。”美国国防部强调，这条弧形地带除东亚地区外，均为伊斯兰世

界的重要成员国。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全球反恐主要是在中东—伊斯兰“动荡

弧”地区针对伊斯兰极端势力所实施的反恐战略，这条中东—伊斯兰“动荡弧”
从北非、索马里、也门、海湾、叙利亚、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直延伸到东南亚

地区，彰显出美国改造中东—伊斯兰地区的进攻性战略原则。③

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基地部署中谋求领导地位，还可以从美国智库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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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中看出。“9·11”事件后，美国军事战略家、国防部顾问巴尼特 ( Thomas
Barnett) 主张在欧洲和东亚之间的“间隙地区”( Gap) ，建立新的军事存在，因为

该地区政府治理能力虚弱，全球化进程缓慢，美国通过向该地区“出口安全”，将

该地区与北美、欧洲和东亚的核心地区连接起来。① 巴尼特提出的“间隙地区”
主要是在中东—伊斯兰地区。2009 年底，美国芝加哥研究机构———国家安全论

坛发表的 2010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预测报告指出，未来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

主要挑战既包括主权国家又包括非主权国家构成的威胁，前者包括伊朗及实力

较弱的朝鲜和委内瑞拉，后者包括宗教、种族、民族冲突及恐怖主义，而当上述

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反美势力形成联合阵线后，对美国海外设施发动非对称性打

击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② 无论从传统威胁还是从非传统威胁的角度看，海湾

地区都是美国今后安全防务的战略重点。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美国在海合会

成员国军事基地部署可以应对该地区各种不确定性，包括应对伊朗核问题的升

级、伊拉克教派冲突、“基地”组织在海湾地区分支机构的威胁等，并从侧翼支持

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
2． 保护美国在海外利益

2010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21 世纪初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

( 1) 美国、公民、盟友和伙伴的安全; ( 2) 不断增长的强劲和创新性美国经济及

开放性国际经济体系; ( 3) 尊重普世价值; ( 4) 美国领导下能够促进世界和平、
安全与机会的国际秩序( 即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价值观利益和国际秩序利益) 。
美国在中东地区存在重要利益，包括与亲密盟友以色列在广泛领域的合作，对

以色列的安全负责，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建国，促进伊拉克的民主化进程，阻止伊

朗发展核武器和支持恐怖主义，反恐，防扩散，促进中东融入国际市场等。③ 海

外利益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是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在

海湾地区的多层面利益决定了其必须依靠海外军事基地维护国家利益。美国

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金斯基曾经将“欧亚大棋局”南部的“弧形地带”称之

为“欧亚大陆的巴尔干”( 即前文所指出的中东—伊斯兰“动荡弧”) ，认为每年

世界 1 /4 的贸易从黑海———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印度洋———马六

甲这条海上黄金水道经过，控制该地区对于获得全球主导权至关重要。④ 特别

是海湾地区石油储量约为 7550 亿桶原油，占世界探明储量的 61% ; 其天然气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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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约 73． 21 兆立方米，占世界探明储量的 41% ; 该地区的石油与天然气产量则

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 31% 和 12%。① 海湾地区能源对于世界能源政治至关重

要，美国在该地区拥有重要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近年来随着美国大幅度

从墨西哥、加拿大、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等中东以外地区进口石油，美国对海湾

地区能源的依赖度不及中、日、印、韩等亚洲大国对海湾地区的能源依赖度。但

海湾地区事关美国生死攸关的地缘政治利益，是因为控制海湾地区，足以影响

世界其他大国的战略发展。确保海湾地区能源正常供应、阻止伊朗、中国、俄罗

斯、印度或其他新兴大国垄断海湾能源资源，是美国在海湾地区重要的地缘政

治利益。
3． 海湾地区五国的欢迎立场

东道国对于美国军事基地的接受程度，成为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基地部署

的重要外部因素。正如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就安全而言，中东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但在该地区部署海外军事基地可能会产生最多的

问题。② 美国在海湾军事基地的部署使伊斯兰地区反美、仇美情绪反弹。2003
年美国关闭在沙特主要军事基地、以及 2011 年年底美国关闭在伊拉克军事基

地都与东道国政府和民众反对美国部署军事力量有关。数十年来，伊斯兰世界

对大国在军事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扩张和渗透极为敏感，认为大国在伊斯兰

土地上修建众多军事基地破坏了伊斯兰世界的纯洁性和统一。③ 例如，1979 年

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来自多国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以发动“圣战”为由，向苏联在

阿富汗的军队发动打击，最终迫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2001 年“基地”组织在美

国本土发动袭击、造成了“9·11”事件，部分是因为美国在沙特设立的军事基

地，最终也迫使美国大幅度从沙特撤出军事力量。
海湾国家政府担心美国部署军事基地的“政治化”，受其国内伊斯兰激进势

力的影响。例如，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基地部署引发“基地”组织号召全世界穆斯

林发动对美国的“圣战”，并直接导演了“9·11”事件。1998 年 2 月，本·拉登

的新圣战思想转化为行动，发起组建了“反犹太和十字军世界阵线”。该“阵

线”的成立，是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发展史上的转折点，本·拉登、埃及

圣战组织头目扎瓦赫里、埃及伊斯兰组织协商委员会成员里法伊·塔哈、巴基

斯坦贤哲会书记莫尼尔·哈姆扎和孟加拉国圣战组织埃米尔法德勒·拉赫曼 5
人在“反犹太和十字军世界阵线”成立声明上签了字。美国在伊斯兰世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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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基地，被认为是破坏了伊斯兰社会，协助以色列掠夺伊斯兰世界领土。①

“9·11”事件后，美沙两国关系出现了不和谐音符，此后沙特禁止美国使用

利雅得等地区的军事设施，禁止“战斧式”巡航导弹飞越沙特领空，最终迫使美

国不得不将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迁往卡塔尔。伊拉克战争结束后，驻在利雅得

附近的美国空军和“爱国者”导弹部队正式从沙特撤走，美军仅留下数十人执行

安全协防任务。美沙关系的疏远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9·11”后沙特国内反

美主义势力上升，影响了沙特政府的政策; 二是“9·11”后沙特的大国意识、外
交主体意识增强，改变了以往在安全上一味迁就美国的“一边倒”政策，转而寻

求更加均衡的“大国平衡战略”。美国将军事基地部署的重心从沙特移至卡塔

尔、巴林和科威特，表明东道国的接受程度是影响美国在海湾军事基地部署的

重要因素。②

与美国在沙特和伊拉克军事基地部署遭受当地政府与民众强烈不满、并最

终迫使美国关闭主要军事基地不同，海合会其他成员国反美主义相对较弱，它

们无意在美、俄、欧、中之间开展“等距离外交”，而是将发展对美关系作为安全

政策的重中之重，因而对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基地持欢迎态度。例如，巴林于

2003 年 2 月决定允许美军继续使用朱费尔海军和空军基地，两国关系日益密

切。③ 卡塔尔一方面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愿惹怒邻国，这种

“地区平衡战略”有利于其开展“均衡外交”，但与美国关系无疑是最重要一环。
与巴林和卡塔尔一样，近年来阿联酋与美国关系也不断发展。阿联酋扩建阿布

扎比附近的宰夫拉空军基地为美军提供了重要立足点。

五、结 语

二战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部署经历了从“防苏”到“防扩散”、再
到“巩固海湾领导权”的两次战略转型。“9·11”以来，美国在海湾军事基地的

调整突出表现为两大特征，一是战略任务从发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临时

性任务转向建立美国主导的海湾安全架构、反恐和遏制伊朗等长期性任务; 二

是军事基地的部署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主要集中于沙特转向依靠海合会所有

成员，美国—沙特单一安全架构逐步被美国—海合会多元安全架构所代替; 美

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和阿曼的军事基地形成了一条“珍珠链”，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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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往东应对伊朗的威胁，往南应对也门胡塞武装

构成的威胁。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珍珠链”与美国在西北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

( 美国欧洲司令部辖区) ，以及与美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 美国非洲司令部辖

区) 遥相呼应，构成了“品”字形结构，形成了一条更长的“珍珠链”，成为新时期

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部署的新态势。
在伊朗、伊拉克乱局和恐怖主义构成的多重威胁下，美国在科威特、巴林、

卡塔尔、阿联酋和阿曼的军事基地形成了一道“防火墙”，成为遏制伊朗、稳定伊

拉克局势和执行反恐任务的中坚力量。第一，这些军事基地促进了美国与海合

会国家的军事交流，帮助海合会提升了反恐能力，促进海合会成员国更好地使

用美制武器。1991 年以来，尽管美国国会认为海合会成员国人权纪录差，但美

国国会很少阻止向这些国家提供军火。2010 年初，海合会国家建立“合作带”，

增强了上述国家之间空军力量的升级。美国还与海合会举行联合演练项目，以

预防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对海合会成员国的攻击。① 第二，美国在海湾的军事

基地部署促进了海合会国家军事力量的整合，使“半岛盾牌”( Peninsula Shield)

成为应对伊朗威胁和中东剧变的重要力量。美国在海湾五国的军事基地，使海

湾阿拉伯中小国家在安全上与美国形成非对称性依赖关系，对伊朗、伊拉克和

沙特三个地区大国形成一种牵制，美国借机将海湾阿拉伯国家纳入其战略轨

道，削弱中、俄、伊朗等其他大国对海湾事务的介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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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Military Bases in the Gulf:
A“String of Pearls”Strategy

SUN Degang

( Sun Degang，Ph． D，Professor at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its military base deployment in Saudi Arabia and Iraq
which encountered consistent ups and downs，the US military bases in Kuwait，
Qatar，Bahrain，UAE and Oman remain relatively stable． The US military bases in
the aforementioned five countries constitute a“string of pearls”stretching from
north to south in the Gulf，i． e． the north bases in Kuwait，the central bases in
Bahrain and Qatar，and the south bases in UAE and Oman． The functions of the
US“string of pearls”are three-folds: handling Iraqi chaos and countering“Islamic
State”radicals in the North，deterring Iranian threat in the East and curbing Yem-
eni sectarian conflict in the South． The US military bases have formed a security
wall against the multi-dimensional threats against the US predominance and the US
allies' sovereignty in the region． It connects us military bases in Turkey in the
North with the bases in Djibouti in the South，forming a larger“String of Pearls”
in the Middle East．
Key Words US and the Gulf ; Overseas Military Bases; “String of Pearls”;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the Middle East Terro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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