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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美国大选刚刚落下帷幕，

中东加沙地带战火又起。尽管奥巴马将

东南亚国家作为其连任总统后的首次出

访地，彰显了其重返亚太的决心，但是

中东目前的局势不能不令美国有所“牵

挂”。在此前的大选中，美国的中东政

策尤其是反恐政策也曾是两党候选人唇

枪舌剑的焦点，足见美国民众对中东问

题以及反恐问题的关注。目前，叙利亚

问题、伊朗核问题、巴以问题等都摆在

奥巴马的案头，而自9.11事件以后，反

恐从某种程度上主导着美国的中东政

策，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也将影响美国

全球战略的调整。

在反恐问题上，奥巴马就任美国总

统以来一直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美

国既要继续推进全球反恐斗争，尤其是

要严惩发动9.11事件的“基地”组织；

同时又要收拾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留

下的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残局，改变美

国因反恐战争不断受损的国际形象，尤

其是改变和重塑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

系，进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反恐斗争对美

国全球战略的掣肘。这也恰如2011年6

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反恐战略》的开篇

所言，奥巴马试图“将反恐斗争置于既

不主导美国人民的生活，也不影响美国

更广泛利益的背景之下”。

因此，奥巴马在任内一直试图改变

布什执政时期全球反恐战争主导美国安

全与外交战略的不利局面，使反恐政策

成为美国安全与外交战略的一部分，进

而将更多的战略资源投入到应对经济危

机、防范新兴大国崛起等重建美国领导

地位的全球战略中，但又要收到可以彰

显的反恐效果。用奥巴马自己的话说，

美国应进行“在道德上更容易被接受，

更加集中、更加灵巧、更加有效的反恐

战役”。

重构美国的反恐战略

9.11事件后，美国分别于2003年和

2006年发布了两份《抗击恐怖主义国家

战略》，去年发布的第三份反恐文件《国

家反恐战略》，则集中体现了奥巴马政府

的反恐战略。它既是对奥巴马执政以来反

恐政策的总结，同时也是本·拉登被击

毙、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西亚

北非变局等形势变化的产物。

根据这份报告显示，美国面临的

中东，牵绊着奥巴马东移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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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段时间内，多事的中
东都会是美国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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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突出的安全威胁是“基地”组织及其

分支机构和支持者；美国反恐斗争的指

导原则是坚守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构建

安全伙伴关系、适当运用各种反恐手段

和能力、构建有效的本土防御体系和应

对机制；美国反恐斗争的总体目标则包

括保护美国人民、国土和国家利益，瓦

解、削弱和击败“基地”组织及其分支

和拥护者，阻止恐怖主义分子发展、获

取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除恐怖

主义的避风港，建立持久的反恐伙伴关

系和能力，削弱“基地”组织、分支和

拥护者之间的联系，消除“基地”组织

的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影响力，

以及切断恐怖主义的活动手段。

此外，这份报告明确了美国反恐

的重点区域和领域，以因地制宜地制定

针对“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和追随者的

反恐对策。它们分别是：美国本土、南

亚、阿拉伯半岛、东非、欧洲、伊拉

克、北非马格里布、东南亚、中亚。

此外，报告还将“基地”组织的意识形

态、理念和信息等的传播列入了重点关

注领域。

奥巴马政府中东反恐政策的总体原

则是既要通过战略收缩，尤其是通过将

反恐重点东移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以

增强反恐实效，又要有利于改善美国在

中东的国际形象，重塑美国与伊斯兰国

家的关系。出于这一原则，奥巴马改变

了布什政府反恐扩大化的做法，将打击

“基地”组织的中东分支尤其是阿拉伯

半岛分支和马格里布分支作为美国反恐

战略的重点，并致力于改善与伊斯兰国

家的关系。

首先，奥巴马特别强调美国反恐

斗争的对象为信奉“暴力极端主义”的

“基地”组织，美国的反恐斗争既不

是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也不是针对

伊斯兰世界的战争。这与小布什政府将

“恐怖分子—恐怖主义—支持恐怖主义

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邪

恶轴心—暴政前哨”确定为反恐战争

“打击链条”，进而导致美国反恐目

标泛化、反恐战争扩大化的做法形成

了鲜明的区别。

其次，力图改变美国因反恐战争不

断恶化的国际形象，淡化美国与伊斯兰

国家间关系的“文明冲突”色彩，致力

于通过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多种

手段，消除中东地区的反美主义根源，

重塑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奥巴马

特别强调美国中东战略的整体性以及

重塑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重要性。

为此，奥巴马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是结

束伊拉克战争，将反恐战争的重点从伊

拉克转移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提出通

过重启中东和平进程，关闭关塔纳摩监

狱，甚至启动与伊朗的对话等手段改善

美国在中东的国际形象，但推动和平进

程以及与伊朗对话的政策均无建树；利

用“阿拉伯之春”，通过支持阿拉伯民

众和反对派的抗议浪潮，继续改善美国

在中东的国际形象。

反恐重点区域和对象的变化

可以肯定，中东地区未来仍是美

国全球反恐的重点区域，但美国反恐的

对象将更加明确化，主要锁定在与“基

地”组织关系密切的重点区域和组织，

以及主要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

美国《国家反恐战略》报告强调的九大

重点区域中，属于中东的有三大区域，

包括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和马格里布

地区。当然，其他重点区域如南亚、东

非、中亚以及作为重要反恐领域的“基

地”组织意识形态传播，都与中东有重

要关系。

在2012年7月发布的2011年美国

《关于恐怖主义的国家报告》中，针对

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形势的宏观分析主

要集中强调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恐

怖主义利用地区形势动荡增强自身影响

力，并特别强调了利比亚武器流散特别

是便携式防空武器落入恐怖组织之手导

致的安全威胁。第二，强调了“基地”

组织在中东三个主要分支，即阿拉伯半

岛分支、伊拉克分支和马格里布分支以

及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第三，强调了

地区国家如伊拉克、阿尔及利亚、沙特

阿拉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反恐能

力的增强。

古巴、伊朗、苏丹、叙利亚被

报告指定为全球四大“支持恐怖主义

尽管奥巴马政府试
图改善与伊斯兰国
家之间的关系，但
是中东的反美情绪
依然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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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其中三个国家为中东国家。

该报告对伊朗关注的程度明显高于以

往，报告称伊朗为头号“支持恐怖主

义国家”，并特别强调伊朗对伊拉克

什叶派武装、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以

及巴基斯坦恐怖组织的支持；强调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对叙利

亚的渗透；强调支持恐怖主义已成为

伊朗外交政策的工具，其影响范围甚

至波及美国本土，策划刺杀美国驻沙

特大使即是一例；谴责伊朗将恐怖联

盟的触角延伸至加勒比和拉美地区。

这些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伊朗核问

题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加大对伊朗制

裁力度等地缘政治现实的反映。报告

也对叙利亚支持境外恐怖组织的行径

进行了分析。不难看出，以上内容在

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美国对伊朗和叙利

亚施压，为可能采取的军事干预抢占

道义制高点的考虑。

在反恐手段上，奥巴马政府从布

什政府的大规模反恐战争转向低烈度的

所谓“秘密战争”，以应对“基地”组

织的非对称性消耗战。如今美国已经

在70多个国家部署了特种作战部队，其

人数超过13000人，总预算已接近90亿

略取得了相对成功。结束伊拉克战争符

合美国的全球战略，使美国基本上摆脱

了伊拉克的反恐战争泥潭，美军撤出后

的伊拉克并未陷入严重失控的局面；将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作为反恐重点，增兵

阿富汗、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反恐合作，

在本质上是对奥巴马政府将“基地”组

织作为反恐重点这一战略的具体落实，

虽然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但

本·拉登被击毙正是这一战略的结果。

当然，奥巴马的中东反恐战略并未

能改变美国反恐战略“治标不治本”的

本质，美国在中东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

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美国与伊斯兰世

界的对立也未能得到缓解，甚至在近来

有持续加深的趋势。

首先，奥巴马政府在推动中东和

平进程方面有始无终，未能有效解决巴

以关系尤其是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在伊

朗问题上在不能打开僵局后又转向布什

政府制裁和高压的老路。这两方面的

毫无建树，使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困境未

能得到改变。其次，美国对中东变局后

恐怖主义将日趋衰落的

过度乐观，使美国的中

东政策存在着较大的误

判，尤其是忽视了“基

地”组织的反弹能力和

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能

力，而美国在“阿拉伯

之春”过程中的双重标

准，又进一步加深了中

东地区反美主义浪潮的反弹。

此外，在反恐实践中，美国违反国

际法，频频发动越境打击、无人机轰炸

等行为，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

遭致了中东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民众的

强烈反对。同时，美国驻阿富汗士兵虐

杀平民、焚烧《古兰经》和亵渎伊斯兰

先知的电影等事件的相继发生，进一步

加剧了穆斯林民众的反美、仇美情绪。

这些都将使奥巴马第二任期的中东政策

备受考验。

 自入主白宫以
来，奥巴马一直试
图“将反恐斗争置
于既不主导美国人
民的生活，也不影
响美国更广泛利益
的背景之下”。 

美元，随时准备对恐怖分子发动攻击。

利用无人机进行定点清除也已成为奥巴

马政府的主要反恐手段。美国目前在非

洲、阿拉伯半岛和也门秘密修建了无人

机基地，重点打击索马里和也门的“基

地”组织。

喜忧参半的反恐效果

奥巴马的中东反恐政策的效果可谓

喜忧参半，具体表现在美国在具体的反

恐收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美国

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依然严峻，更为

重要的是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并未

得到改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

绪仍然根深蒂固。

奥巴马中东反恐相对成功之处主

要体现在：一是，美国本土安全相对

得到了较好的保障。当前美国本土面

临的威胁主要是与“基地”组织有密

切关系的“独狼”，他们或接受境外

“基地”分支组织的培训，或通过网

络等接受 “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

但他们试图发起的恐怖

袭击都未成功。二是，

美国在境外击毙了一批

恐怖主义领导人物。继

2011年5月本·拉登被击

毙后，2011年6月，1998

年美国驻肯尼亚、坦桑

尼亚大使馆爆炸案的策

划者、东非“基地”组

织的重要成员哈兰·法祖尔在索马里被

击毙；8月，本·拉登被击毙后上升为

“基地”组织二号人物的阿提亚·阿布

杜·拉赫曼在巴基斯坦被击毙；9月，

“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的重要人

物安瓦尔·奥拉基在也门被击毙。这些

都是布什政府大规模反恐战争未能取得

的实质效果，有助于美国走出9.11事件

和十年反恐战争的阴影。

此外，奥巴马结束伊拉克战争、将

反恐中心东移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