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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石油美元体制”对美国在中东利益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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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石油为基础、以美元为标的的“石油美元体制”是美国实现全球霸权目标中除了借助军事手段

外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手段之一，它为美国实现在中东乃至全球的利益提供了极为有效的金融支持。进入 21 世纪以

来，美元的走低伴随着欧元的趋强，导致美国对石油美元控制能力的削弱，动摇了“石油美元体制”的根基，这

必然会影响美国在中东乃至全球的根本利益。美国能否控制“石油美元体制”危机的蔓延，人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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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il-Dollar Regime on oil grounds denominated in US dollar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economic 
means in the realization of US global dominance in addition to military resorts. This regime provides most effective 
finance support for the US to safeguard its interest in Middle East and even the whole world. The advent of 21st century 
has seen the weakening of US dollar against euro, which has undermined the US control over the oil-dollar regime, and 
will surely exert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US fundamental interest in Middle East and globe. Whether the US will be able 
to contain the spread of oil-dollar regime crisis remains to be s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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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2003 年 2 月 26 日，为明确美国的中东民主化

战略，布什将改造伊拉克与二战后改造德国和日本

相提并论；2003 年 5 月 9 日，布什政府提出要用

10 年时间建立中东自由贸易区，以经济自由化来推

动政治自由化改革；2004 年 2 月初，美国正式宣布

了“大中东民主”计划，该计划除包括阿盟 22 个

成员国外，还将以色列、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富

汗也纳入了大中东地区范畴；2004 年 6 月 9 日在美

国佐治亚州召开的西方八国峰会上又发表了“大

中东民主”计划的改进版
[1]
。自从美国发动对伊拉

克战争以来，美国政府制订了一系列关于中东问题

的政策，其核心就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

美国将中东国家划分为三类：一是被美国国务院列

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如伊拉克、利比亚和

叙利亚等；第二类是盟友，如埃及、土耳其和约旦

等；第三类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对

这三类国家，美国或通过直接的军事占领，或通过

政治施压、经济制裁和经济援助，或在文化上宣传

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以及和平演变等手段
[2]
，期待在

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得到根本改善，从而实现其在

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两方面对中东影响力的提

升。  

1.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利益 

中东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结合部，扼东西

半球的交通要冲，北接中亚的里海，南邻印度洋，

再往东可与太平洋相通，西与红海、地中海相连，

而海湾经印度洋、绕好望角又与大西洋相通，可前

往欧洲、美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同时，亚欧大

陆拥有世界人口的 75％，陆地面积的 40％，国民

生产总值的 60％，已知能源的 3／4。
[3]
控制了中东

就等于控制了世界，从而为美国打通其在南亚、中

亚获得的新的军事立足点，完成北约与美日同盟的

东西对接，推进其全球战略目标的实现。为此，长

期以来，美国一直通过民主化改造，扶持或建立亲

美国家和势力，为实现它的全球战略目标奠定基

础，这也是美国遏制亚欧大陆心脏地带强国崛起的

战略需要。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从美国在中东政

治军事利益的角度看不仅为美国消除了“即时威

胁”，而且还企图在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地区为伊斯

兰国家树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榜样，威慑各国伊斯

兰反美力量，创造出有利于美国控制局面的最大机

遇。 

另一项重大政治利益是美国国内犹太集团要

确保美对以色列的政治支持。1947 年，联合国通过

的《巴勒斯坦分治方案》规定，占巴勒斯坦总人口

不足 1/3 的犹太国分得 57％的土地，而人口超过

2/3 的阿拉伯人却只占 34％的土地。宗教圣地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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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冷和伯利恒则实行国际共管。这一决议引起了阿

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持续至今的军事对峙。
[4]
半个多

世纪来，美国不惜与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为

敌，全力扶持以色列，主要原因是美国犹太人集团

劫持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美国是世界上犹太人人口

最多的国家，2002 年美国犹太人人口约 647 万，虽

不到美国总人口的 3%，但却占世界犹太人人口总数

的 48.7%；美国约一半的亿万富翁都是犹太人。以

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的犹太人国家。与世界其他各地

的犹太人一样，美国犹太人一直把以色列看作自己

的家园，支持以色列建国，全力维护以色列的利益。

当然，更重要的是，以色列的存在一方面为美国在

中东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基地，使美国空军可以在半

小时之内到达出事地；另一方面，它有力地打击了

阿拉伯民族主义，使更多的阿拉伯国家感受到美国

的威慑力，不得不让美国充当中东问题的调解人。 

2.美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政治则受经济利益的制

约。本质上，一切的政治军事手段都是为经济利益

服务的，美国在中东的重大利益是经济利益，而中

东的经济利益又集中在石油上。石油利益是美国全

球战略的重要内容，控制了中东，就控制了石油；

控制了石油，也就控制了世界的命脉。
[5] 
中东作为

世界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其石油储量占全世界

的三分之二，根据英国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统计评

估》报告，中东的石油储藏量（占世界 60％以上）、

石油产量及石油出口量均居世界首位。
[6]
中东石油

的可采储量年限要比世界各地平均水平多 44 年。

因此，谁拥有对中东这一世界最大石油储存地的控

制权和主导权，谁就会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也是世界上最

大的能源消费国，能源安全一直是美国国家安全战

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石油需求的增加和国内产

量的减少导致美国对国外石油的依赖程度越来越

高。据美国能源部估计，到 2010 年，美国进口石

油占石油总消费量的比重可能升至 70％，其中 1/3

以上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
[7]
目前，欧盟

和日本对海外石油的依赖度分别为 60％和 99％，

其中欧洲的 60％，日本 80％以上的石油进口都来

自中东。中国从 1993 年起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2

年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随着经济的发

展，中国对海外石油的依赖程度也逐年加深。根据

国际能源机构 2002 年的报告，中国对进口石油的

依赖度已由 1995 年的 6.6%上升为 2000 年的 25%，

到 2030 年，中国进口石油的比例将从现在的 34%

增加到 82%。中国经济发展将愈来愈受制于全球原

油市场的变动，由石油冲击引发的“滞胀”现象随

时可能产生。正如美国军事问题专家科拉雷说：

“中国现在越来越依靠来自波斯湾的石油。但是由

于我们控制进入波斯湾的大门，中国又没有力量打

破我们的钳制，我们就可以使中国无限处于不堪一

击，顺从的地位。” 

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以及对中东地区的民主化改造，实际上都有石油的

背景。美国进行“倒萨”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抢夺

石油，进行中东民主化改造就是为了在中东地区扶

持建立亲美政权的国家和组织，削弱、操纵甚至瓦

解在当今国际石油供应格局当中占主导地位的

OPEC 组织。其最终目的均是为了控制石油资源，对

盟友它可以石油为战略“纽带”，对潜在对手则可

以石油为战略“杠杆”；进而遏制其他大国（集团）

的崛起，从经济上独霸世界。 

二、石油美元和石油美元体制 

1.石油美元简介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被称为“黑金子”的石

油取代了煤炭，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原料，成

为全球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能源，各国不可或缺的

战略资源，即所谓的国家安全的神经。在现代金融

界，石油又有“金融边缘产品”和“准金融产品”

之称。因此，石油对于一国经济的增长或发展而言，

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鲜明的金融特质。 

长期以来，石油贸易大多以美元计价和结算，

20 世纪 70 年代美元的两次贬值曾导致产油国蒙受

巨大的经济损失。OPEC 成员国在加快石油生产国产

化的同时曾大幅度提高油价。从 1973 年底到 1974

年初短短的二个月内，石油价格上涨到近4倍，OPEC

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随之出现巨额盈余。在

石油盈余资金中，美元所占比重最大，故称为石油

美元。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产油国出口

石油和相关技术所得的全部外汇收入；狭义则是指

OPEC 等产油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的盈余资金，

即 OPEC 成员国石油出口的美元收入加上其它商品

和劳务出口的全部外汇收入，扣除进口必要的商品

和劳务开支以及私人单方面转移净额后，所余下的



试论“石油美元体制”对美国在中东利益中的作用 

 20

外汇。 

2.石油美元体制 

为实现中东石油安全战略，美国与中东产油国

构建一系列相互依赖的机制化经济制度
[8]
，特别是

“石油美元体制”来实现其绝对控制中东石油的企

图。由于国际石油贸易是世界上最大宗的商品交

易，美国构建的石油美元体制至少包括二个关键问

题：一是如何确保美元作为交易媒介的垄断地位。

美元与世界其他主要货币如日元和欧元相比，除经

济因素外，它还拥有庞大的石油储备和深具战略意

义的国家石油储备战略为基础。美国只有确保石油

交易绝大部分以美元计价和结算，才能继续稳定美

国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和形象，维持美国在全球的

货币霸权。中东作为世界上石油蕴藏量和产量最大

的地区，其石油交易必须以美元为流通货币，才能

确保石油美元体制带来的巨大利益，这是美国实现

中东石油霸权的重要目标，也是维护其全球领导地

位的基础。  

二是如何实现石油美元的回流。必须强调的

是，此处分析的美国石油美元体制中的资金回流问

题与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学术界讨论的石油

美元回流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当时，由于

OPEC 成员国积累了巨额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盈余，

一方面它们迫切需要将难以完全吸收的石油美元

投放到国外市场，另一方面非产油发展中国家需要

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以弥补其国际收支逆差，这就

形成了石油美元回流。其中包括二个问题：一个是

资金回流(recycling)，即石油盈余资金通过投资

或贷款从石油生产国回到石油消费国；另一个是资

金转移(switching)，即石油盈余通过金融市场（如

欧洲货币市场）或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在各个逆差国家之间进行适当的再分配，使

逆差国所获得的贷款与它们的国际收支赤字大体

相等，也就是要按各国的需要回流。
[9]
由此可见，

当时石油美元回流主要是流向国际收支赤字的国

家；在美国建立起的石油美元体制中，大部分石油

美元最终仍是会回流至美国的，途径有二：开放金

融市场和扩大对中东的技术、军事贸易。 

美国通过向中东产油国开放金融市场，吸纳它

们的巨额石油美元资本。70 年代的石油美元极大地

推动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美国为加强石油美元

的回流，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70

年代相继建立起各种商品和金融期货市场，80 年代

逐步放松金融管制，让尽可能多的石油美元大量进

入美国各类金融市场，美在获取投资收益的同时，

也繁荣了本国的金融市场。这种由美元金融垄断地

位形成的机制化体系，构建起了美国与中东产油国

的石油需求与石油供给、石油支出与石油收入、石

油美元与石油物资、美元回流与美元流出等复合式

的“相互依赖”，将美国经济的石油能源和石油资

本需求与 OPEC 国家石油资源供给和石油盈余资本

在美国的投资回报率捆绑在一起，最终加大中东产

油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
[10]
  

一国产业结构的单一性使其经济极易受到外

部冲击的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市场石油价

格的回落促使许多中东产油国在发展石油经济的

同时，开始寻求经济多元化的发展之路，在此过程

中，必然产生对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需求。作为

发达国家的美国在满足它们这些需求的同时，便顺

利地回收了美元。此外，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军火

生产国和出口国，往往过分渲染这个地区局势的动

荡性，甚至有意无意制造不稳定局势，并抓住某些

产油国“安全受到威胁”的心理，趁机兜售其各式

武器装备，加大军火贸易额实现美元的回流。
[11]
 

三、石油美元体制危机及对策 

在石油美元回流中，得益最多的是美国。美国

开动印刷机生产出千万亿美钞，世界大多数国家则

用实实在在的商品和劳务从美国那里获得这些“绿

背”，其中大部分石油美元又以回流方式变成美国

的股票、国债等有价证券，繁荣了美国的证券市场，

填补了美国的贸易与财政的双赤字，从而支撑着美

国的经济。 

2000 年 4 月美国的高科技泡沫开始破裂，股市

大幅下跌，2001 年又相继发生了大公司造假和

“9.11”事件，美国经济由此开始步入衰退。进入

21 世纪后的石油价格上涨形成的石油美元并没有

大量涌入美国，相反从 2001 年开始，国际资本出

现了流出美国的趋势，2002 年下半年更呈现出加速

趋势，欧元随之对美元变得坚挺起来。2002 年 7 月，

欧元对美元的汇率超出平价，之后虽有回落，但在

11 月后就稳定在平价以上，到 2003 年 1 月又出现

加快上升趋势。
[12]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资料，

2003 年以来，OPEC 国家就一直在抛售美国国债，

持有数额已经从 2002 年高峰时期的 530 多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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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到 2004 年 9 月的 430 亿美元。
[13]
OPEC 国家因

油价上涨获得的收入，除用来增加进口外，更多是

投向了以欧元计值的资产和日元债券，以及中东地

区的离岸金融中心。  

1999 年欧元开始进入使用，2002 年欧元现钞

顺利进入流通，这标志着欧元成功地迈出了第一

步。欧洲整合的成功不限于经济层面，还扩展到政

治层面。 欧元问世以来的 5 年间，相对美元升值

了 40%，仅 2003 年一年就升值了 20%。欧元的坚挺

和美元的疲软使以欧元计值的资产对石油美元更

具吸引力。如果用欧元来代替美元充当石油贸易的

交换媒介，出现所谓的“石油欧元体制”，或让它

与石油美元体制并存，那无疑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巨

大的震荡。如以 2002 年为例，外国人持有的美国

企业债券的 46%、股票的 11%、总资产的 23%都会迅

速被抽走，美元将贬值 30%以上，美国将会有高达

4400 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无法用资本项目下的资金

弥补，美元的购买力大大缩水，财政支出陷入困境。
[14]
2000 年 11 月，萨达姆宣布伊拉克决定将石油交

易从美元改为用欧元，并把 100 亿美元外汇换成欧

元。由于当时欧元相对于美元升了值，此举曾使伊

拉克获益不少。伊拉克的做法当时便引起伊朗、俄

罗斯、委内瑞拉等石油出口大国的关注。一旦 OPEC

的石油交易转为使用欧元计价和结算，那对美元将

是个沉重打击。 

金融学原理告诉我们，一国中央银行之所以要

垄断货币发行权，关键在于它可向货币持有人征收

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美国利用霸权，可在全球范

围内征收美元的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以平衡自身

财政和贸易的双赤字；此外，近年来美国还通过贬

值美元来达到既促进出口又减少债务的目的。因

此，美国绝不会允许美元作为全球交易媒介的垄断

地位发生动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欧盟各国除英国北海地区有一些石油，连煤炭

都不多，它们 60％以上的能源都得靠进口，如果不

算英国，各国石油进口依赖率更高达 80～90％，其

中德国第一，达到 98％。
[15]
对高度依赖进口石油的

欧盟国家来说，一旦出现石油冲击必然会沉重打击

欧盟各国的经济，导致物价上涨、失业增加、产出

下降，以及财政赤字恶化，“稳定与增长公约”就

会成为一纸空文，长此以往的最终结果是欧元区经

济基础被破坏，欧元也将被拖垮。可见，对于高度

依赖进口石油的欧盟国家，能源供应短缺就是打击

它们经济增长及其整个欧盟稳定的软肋。美国为维

护其货币霸权，重整美元地位，打击欧元，首先选

择伊拉克，选择了石油。美国政府借出兵伊拉克，

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萨达姆政权冲击石油美元体

制的报复，目的是通过控制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石油

的出海口，钳制欧洲的石油来源，削弱欧洲经济，

打击欧元，稳固“石油美元体制”作为全球交易媒

介的垄断地位和美元的国际货币基础地位，确保美

国在中东乃至全球的利益。欧元虽然已经并将进一

步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但是要超越美元的地位却

非一日之功。
[16]
如今，美国从政治、军事、外交上

作出的一系列努力，能在多大程度上挽救石油美元

体制，要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美国决不会轻易拱

手让出美元支撑起的金融霸权却是不争的事实，最

终结果如何，人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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