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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大国外交战略
*

钮  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 200083 )

摘  要:  沙特王国自建国伊始, 为了寻求和维护自身安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对英、美、中、

俄等大国采取了一种与之交好的务实态度。沙特石油的发现和大量开采带来的财富剧增、沙特的

特殊宗教地位、哈里发制度的废除和埃及纳塞尔主义的失败,确保了沙特的伊斯兰世界大国和盟主
地位。沙特面对海湾这个中东地区的次地区安全复合体中的两伊威胁, 联合小国组成海合会,以在

海湾次地区形成力量平衡,达到某种程度的均势局面,维护自身的次地区大国地位。沙特在这三个

层次分别采用了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外交理念,这与其涵盖君主制与瓦哈比主

义的国家核心信念、优越的宗教使命感和实用的灵活性行动原则的政治文化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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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 /战略0, 是个宽泛的概念, 既包括战时、
也包括平时。 /战略是控制和使用一个国家 (或国

家联盟 )的种种资源、包括其武装力量的艺术, 以求

针对其实在、潜在或纯粹假想的敌人来有效地促进

和确保其至关紧要的利益。0 [ 1]
沙特阿拉伯王国的

大国外交战略维护了其国家的生存、发展和安全以

及宗教权威地位,经历了历史和现实的考验。

一、沙特王国对主要世界大国的外交战略

(一 )对英国的外交战略

现代沙特王国的开创者伊本 #沙特在建国过
程中, 始终看重当时影响世界、力量已延伸至中东

地区大英帝国的态度,主动向其示好。争取英国的

外交承认对沙特极为关键, 作为一个全新国家及地

缘战略的重要性, 沙特容易引起他国的关注和干

涉。英国此时在海湾有着深厚的影响力,它主要有
两点考虑: 11保障到达印度通道的畅通无阻; 21确
保海湾地区的和平,促进在海湾贸易的发展和拒绝

其他大国进入英国的势力范围。
[ 2] 1

1906年, 伊本 #
沙特通过私人使者三次向英国发出要求承认的提

议,承诺接受英国的政治代表,签署关于劫掠问题、

奴隶贸易、海上竞争、不割让领土和英国控制外交

等,但英国不予回应。一战期间, 沙特主动回应英

国的倡议, 于 1915年签署了 5英国 ) 纳季德条
约 6,沙特承认了英国的宗主国地位。沙特的巴黎
和会正式代表地位和随后土、苏、法、荷等国对沙特

的正式承认, 促使沙英两国 1927年签订 5吉达条
约 6。沙特获得了完全独立和英国的外交承认。沙
特的对英外交相当成功,它利用了英国的战略考量

及其对沙特潜力的忽视, 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大部

分,获得了难得的独立地位, 既保障了国家的生存

与安全,也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二 )对美国的外交战略

沙美 20世纪 30年代便建立了联系。 1929)
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波及到沙特, 沙特经济

因朝觐者的锐减遭致命冲击。 1932年, 沙特所欠

债务达 2119万英镑,伊本 #沙特说: /如果任何一
个人现在就给我 100万英镑,我将欢迎他在我的国

家里得到他所要的一切特权。0 [ 3]
沙美经济领域的

合作缓解了彼此的经济压力,为两国关系发展奠定

了良好基础。二战爆发后,面对美、日、德等国对沙

特石油和战略地位的关注,伊本 #沙特 /仍然表达
了他对美国的偏好0。

[ 4] 255
沙特审时度势对美交好,

沙美关系获得实质进展。 1940年沙美建立公使级
外交关系, 1943年 2月 5租借法案 6适用于沙特。
在 1945年 2月的 /昆西号 0巡洋舰谈话中,伊本 #
沙特承诺英美舰只可以自由使用波斯湾各港口以

避匿和加油,沙特承担义务不攻击盟国军队, 抵抗

轴心国等。
[ 5]
沙美形成事实上的盟友关系。二战

后,美苏逐渐在中东形成竞争局面。沙美 /特殊关
系 0以及对无神论的苏联的排斥心理, 使得石油利

益和防范苏联成为沙美关系的基石。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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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10事件以来, 沙美关系受到巨大挑战, 沙特

出于自身安全利益考虑,断绝了与塔利班政权的联

系。面对美国官方和民间的指责,沙特不惜斥巨资

进行公关以重塑国家形象, 双方 60余年来的 /石油
换安全 0需求使得两国关系免于濒临破碎边缘。

(三 )对中、俄的外交战略

冷战末期,沙特面对两伊战争的安全威胁和对

美国独霸中东的担忧,利用两大阵营瓦解的局面放

手开展多元大国外交。沙特 1939年与中国国民政

府建交。在 /中华民国政府 0迁台后, 沙特仍同台
湾当局保持 /外交关系 0, 并于 1957年将这一关系

升格为 /大使级外交关系 0。中国与苏联的决裂,

中国长期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和中国国际地

位的提升为沙中关系的改善奠定了基础。沙中 20

世纪 80年代开始接触, 两国的军事合作为沙特的
国家安全提供了新的保障。沙中于 1990年建交,

沙台 /断交0。面对冷战后,尤其是美国 / 9# 110事
件以来国内的责备, 沙特在加强对美外交的同时,

开始注重对华外交, 改变过分亲美的形象。 2006

年 1月,沙特新国王阿卜杜拉即位后的首次出访选

择了中国而非美国,显示了其对中国的重视。
沙苏 1927年建交直至 1938年断交。长期的

意识形态对立、尤其是冷战时期沙美联合防御苏

联,使得沙苏关系难以得到实质改善。戈尔巴乔夫

开始 /新思维 0并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后, 沙苏开始

新的接触,并于 1990年复交。苏联解体后, 俄国际
地位一落千丈,在中东显得无足轻重。历史的积怨

和车臣问题使得俄沙关系没有随着苏联解体而解

冻。美国 / 9# 110事件后的国际形势变化和普京
独立自主的强硬外交倾向, 促使俄沙开始高层互

访。2003年 9月沙特王储阿卜杜拉访俄, 这是沙
特 70多年来对俄最高级别的访问。 2007年 2月,

普京访沙,这是俄国家元首 80年来首次访沙。

沙特对中、俄的外交战略调整的动因在于冷战

结束后尤其是美国 / 9# 110事件以后,中东地区和沙

特战略地位的变化。在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今天,

沙特在重点对美外交之时也与对该地区有着一定影
响力的中、俄等世界大国发展实质关系,既可增加对

美外交的灵活性,又可更切实地维护自身的安全。

二、沙特王国争做大国的外交战略

(一 )沙特王国争做伊斯兰世界大国的外交战略

20世纪 30年代初, 伊本 #沙特统一了阿拉伯
半岛大部分。当时沙特仅有朝觐业作为收入来源,

国力微弱。在世人眼里, 沙特不过是个 /荒凉的和
不重要的0地区, /不可能看出伊本 #沙特作为领
袖的潜力或者他创建的这个国家的重要性。0 [ 4 ] 90

随着石油财富的增加和坐拥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

的独特宗教地位以及纳赛尔激进民族主义的失败,

沙特开始实施争做伊斯兰世界大国的外交战略。

首先, 利用石油财富对伊斯兰教国家进行援

助,换取支持。沙特 1950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石

油富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石油产品生

产国, 2003年其石油产量占全球石油产量的

1218%。[ 6]
巨额的石油财富使得沙特具有了开展对

伊斯兰国家援助外交的资本。在从马格里布到西

亚,从中亚到亚太地区的印尼、马来西亚的广大国

家与地区, 沙特斥资援建了大量的清真寺、伊斯兰

经学院和阿拉伯语学校,并支持这些伊斯兰教国家

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其次, 利用拥有两大圣地的宗教地位塑造国家

形象。阿拉伯半岛是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教的发
源地, 而麦加和麦地那是各教派穆斯林心中共尊的

两大圣地。完成朝觐是穆斯林神圣的功课, 沙特斥

巨资扩建麦加禁寺和麦地那先知寺,使之均可容纳

70) 100万人做礼拜。沙特历任国王均认为: /能
为朝觐者顺利、平安地完成朝觐功课提供方便, 是

安拉赐给国王和王国政府最大的荣誉 0。[ 7 ]
1986

年,法赫德国王正式以 /两圣地仆人 0取代 /陛下0
称号的举动更加强化了国家的宗教领导地位。

第三, 牵头成立国际组织,争夺和巩固在伊斯

兰世界的大国地位。土耳其 1924年正式废除哈里

发制度,伊斯兰世界处于群龙无首局面。二战后,

埃及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一时在阿拉伯世界处于一种

主导地位。面对埃及咄咄逼人的态势和对君主制的
抨击,沙特积极回应。1962年,在沙特的倡议下在麦

加成立了非政府组织 /伊斯兰世界联盟 0,现有约 60

个成员。1971年, 在沙特的吉达成立了伊斯兰国家

间的政府级政治组织 /伊斯兰会议组织0, 现已发展
为 57个成员国。在这些国际组织中, 沙特发挥了

领头作用。阿拉伯民族主义衰微后,沙特愈发巩固
了自身的伊斯兰世界 /盟主 0地位。

第四, 积极介入巴勒斯坦问题和阿以冲突。

/六五 0战争前, 沙特避免直接介入巴勒斯坦问题

和阿以冲突。 /六五 0战争后,埃及严重削弱,沙特

积极以穆斯林团结的旗帜号召 /必须从犹太复国主
义手中拯救阿拉伯、夺回穆斯林的圣地耶路撒

冷 0。
[ 8 ] 216
沙特主要是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介入阿

以冲突,而非埃及所高举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

沙特向与以色列对抗的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提

供巨额资助,巴解组织每年得到的援助达 4000万

美元。
[ 8] 183
不仅如此,沙特还逐渐介入巴勒斯坦内部

事务,沙特的斡旋促成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马斯两

大派别在 2007年 2月签署5麦加协议6。沙特将会
谈地点设在麦加是为了强调法塔赫和哈马斯的伊斯

兰和阿拉伯的共同属性,旨在弱化伊朗的影响力。

(二 )沙特王国争做海湾次地区大国的外交战略

海湾八国既有逊尼派国家又有什叶派国家;既

有阿拉伯国家又有波斯国家;既有君主国也有共和

国;既有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又有阿拉伯国家与

)54)



波斯国家之间的矛盾,各种类型矛盾交织、碰撞在

一起。在八国中,实力较强的是伊拉克、伊朗和沙

特。随着埃及的衰落, 无论是中东还是阿拉伯部

分,都难以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大国, 因而一些

有实力的国家退而求其次, 争做地区大国。由于中
东有实力的国家很难实现中东地区或者阿拉伯的

大国梦想,因而它们主要把精力放在次地区层面。

所谓次地区, /即它是这样一个地区的一部分: 无论

它是包括超过一个以上国家 (但是比地区内国家更

少 ) ,还是一些跨国性合成物 (一些国家的混合, 国
家的一部分,或者两者兼具 )。0 [ 9 ]

自 1971年英国从海湾撤军之后, 海湾次地区

逐渐形成了沙特、伊拉克、伊朗三强鼎立的局面。

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并开始激进的伊斯

兰革命输出,海湾次地区相对平稳被打破。伊拉克
萨达姆正式出任总统。沙特在两伊之间进行一种

平衡外交,避免卷入冲突。与此同时, 沙特与其它

海湾君主国于 1981年 5月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以

联合自强,沙特以海合会作为自己实现海湾次地区

大国目标的工具。沙特不希望伊拉克或伊朗任何
一方过于强大。两伊战争期间, 沙特全力支持伊拉

克与伊朗作战,抵御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输出。1990

年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的行动使得沙特等国惊恐不

安,纷纷支持多国部队对伊动武,沙特甚至允许美军

驻扎,但沙特不支持过度削弱伊拉克。美国 / 9# 110
事件以后,沙特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以免海
湾力量失衡。面对战后伊拉克的持续混乱局面和

伊朗综合实力的增强以及伊朗核问题的凸显,沙特

为首的海合会国家加强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海

合会抑制伊朗的想法与美国不谋而合,美国不能容

忍挑战美国霸权的地区霸权国家。海湾次地区目
前已是沙特为首的海合会、美国和伊朗三者之间的

互动。虽然海合会存在弊端和内部的不同声音,但

沙特的次地区大国外交战略维护了国家的和平和

长期以来稳健的发展,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三、沙特王国大国外交战略分析

沙特王国的大国外交战略层次分明:在全球层

次,注重与重要世界大国交好和改善关系, 以自由

主义的态度承认现实的世界秩序,寻求自愿基础上

的合作,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和利益; 在伊斯兰世界
这个层次, 用伊斯兰教的旗帜抗衡阿拉伯民族主

义,利用建构主义的身份和认同打造伊斯兰世界这

个整体,以寻求伊斯兰世界大国和 /盟主0地位; 在

海湾次地区这个层次,注重权力和利益, 以现实主

义的态度采取成立海合会联合自强与引入次地区
外大国力量的途径,在海湾力保均势局面。

自由主义 /强调行为体之间自愿协议 0 [ 10] 5
,

/强调相互协商和达成契约0, /强调不同集团的利
益 0 [ 10] 17

,即注重秩序与合作。在其从征战到建国

以及壮大的历程中,虽然国际形势和沙特国家实力

等因素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沙特不挑战当时的世界

秩序和大国利益。沙特在即将扫平阿拉伯半岛大

部分部族和酋长国时,它清楚意识到英国此时在海

湾的绝对地位和利益。 1915年的 5英国 ) 纳季德
条约 6中, 沙特承认 /不攻击和干涉科威特、巴林、
卡塔尔和阿曼海岸,这些地方处于大英帝国政府的

保护之下, 并与大英帝国政府有着条约关系0。[ 2] 254

沙特与美国早期的交好使两国的合作从经济领域

向政治、军事领域扩展。冷战时代,沙特坚定支持

美国且不反对美国霸权,沙美之间合作愉快。冷战

行将结束时,沙特利用国际形势的缓和与中国的变
化,在新旧世界秩序交替之际发展对华实质关系。

美国 / 9# 110事件后, 沙特的处境略显艰难, 而俄

罗斯也在调整中东政策,沙俄之间也开始了进一步

的接触。尽管如此,在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时代,

沙特倚重的仍是美国,无力也不愿挑战它的权威和

利益。正是与大国的交好,沙特较好地适应了不同

世界秩序, 换来了稳定和平的发展环境。
建构主义主张用社会学视角来观察世界,其主

要概念是 /规范 0、/身份 0、/认同 0、/文化 0等。
/自我在确定自己特定身份的同时, 也确定了他者

相应的反角色,这种反角色使得自我的身份具有了

意义0。[ 11] 415
不仅如此, /人类群体的成员在与他群

体成员打交道的时候, 总是偏向自群体成员
的 0。[ 11] 407

全世界穆斯林分属于不同国家、民族、教

派,但 5古兰经 6、5圣训 6、三大圣地等共同遵循的
规范超越了一切。沙特在与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

抗衡中举起了伊斯兰大旗。沙特以石油财富为后

盾,以伊斯兰教基本经典、教义和圣地为武器,在实

际中构建出伊斯兰世界这个群体。沙特主要通过
伊斯兰会议组织来进行运作,伊斯兰会议组织现有

57个成员国,外加波斯尼亚、中非、泰国、俄罗斯等

4个观察员国。这些成员国具有广泛性, 既有穆斯

林占主体的国家, 也包括穆斯林相对较少的国家;

既有中东国家,也有其他国家; 既有逊尼派国家,也

有什叶派国家,伊斯兰是它们的最大身份认同。在

伊斯兰层面上沙特充当 /盟主 0无可非议, 虽然伊
斯兰世界这个群体相对较弱,沙特也主要是一种道

义、宗教、伊斯兰文化上的领导地位,但这种领导地

位是别国难以企及的。

现实主义 /强调权力与强制 0 [ 10] 5
, 注重 /权力

分配0以及维持均势。在无政府状态的海湾次地
区,沙特着眼于国家安全、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
沙特的国家安全和利益上最容易受到现实的威胁

和挑战,它直接面对着伊拉克和伊朗两个强国。而

伊朗什叶派伊斯兰神权政体的革命输出、核问题,

伊拉克的复兴党世俗主义共和制政体、萨达姆的对

外扩张行径、后萨达姆时代的混乱局面都使得沙特

深感安全和利益的缺乏保障性,次地区的均势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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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失衡的危险。沙特成立海合会就是为了增强自

己维持均势的实力,确保自己的次地区大国地位稳

固。两伊战争时,支持伊拉克遏制伊朗; 海湾战争

时,支持多国部队遏制伊拉克;伊拉克战争时,反对

对伊拉克动武以遏制伊朗; 伊朗核问题上, 反对对

伊朗动武。不难看出,沙特为维护自身海湾次地区

大国地位和利益, 采取了维持均势的方法, 不断与
伊朗、伊拉克在敌友之间变换角色。伊战以后, 沙

特力图在与美国、伊朗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中维持某

种新的均势,对伊朗有妥协有斗争, 对美国有合作

有回避。两伊之间有过两败俱伤,也都曾挑战世界

秩序与美对抗, 受到了许多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

制约和打击,而沙特则一直保持着稳健的步伐, 权

衡利弊,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确保了

自身的海湾次地区大国地位。
沙特很好地处理了这三种理念为基础运作的

大国外交战略间的关系,使得沙特的大国外交战略

在三个层次上看似矛盾却并行不悖, 而这归根结底

与其独特的政治文化有关。政治文化是 /从文化角
度来认识政治现象的全新概念, 它具体表现为建立

在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并融会在政治体制运行

过程之中的道德原则、价值观念、利益标准和期待目

标。0 [ 12]
政治文化作为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对于一国

的外交战略有着巨大影响力,沙特的三次建国都是

沙特王族与瓦哈比主义的谢赫家族之间互动完成

的,两者之间是一种武力与宗教的结合, 这段历史经

验造就了沙特将维护君主制和瓦哈比教义作为国家

的核心信念。伊斯兰教从麦加到麦地那走向壮大的

显赫历史,使得保护这两大圣地的沙特拥有优越的

宗教使命感。沙特的传统民主协商制度、渐进式的
政治和法治改革, 以及新情况下对教义的再解读等

塑造了其实用的灵活行动原则。君主制与瓦哈比主

义国家核心信念、优越的宗教使命感和实用的灵活

行动原则构成了沙特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沙特为

维护君主制不惜与共和政体的伊拉克和神权政体的

伊朗对抗;为维护瓦哈比教义不惜与埃及阿拉伯社

会主义、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和伊朗霍梅尼主义对

抗;正因优越的宗教使命感而有足够勇气和实力争
当伊斯兰世界大国和 /盟主 0, 为全世界伊斯兰事业
慷慨解囊,并一如既往地支持巴勒斯坦对以斗争;正

是运用实用的灵活行动原则而在全球层次、伊斯兰

世界层次和海湾次地区层次采用不同的大国外交战

略,与英、美、中、俄等国交好的同时, 在两伊之间游

刃有余,不断转化敌友关系。数十年的实践证明,沙

特的大国外交战略维护了其军事安全、政治稳定、经

济发展和宗教利益,是行之有效的成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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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ngdom of Saudi Arabia 's Diplom acy Strategy towards B ig P owers
NIU Song

( Research Inst itute ofM iddle E as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 iesUn iversity, Shangha i200083, C 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 inn ing o f its estab lishm en,t K ingdom of Saud iA rab ia, in o rder to seek andma intain the ir

own safety, has adopted a pragmatic approach tow ards the U nited K ingdom, the Un ited States, Ch ina, Russia

and o therma jo r pow ers in d ifferen t historica l periods. The discovery o f o il in Saud iA rab ia and a large amount o f

w ealth brough t about by increased explo itation, Saudi A rabia 's special re lig ious status, the abo lit ion o f the

Ca liphate system and the fa ilure of Egypts' Nasser have estab lished Saud iA rab ia the Islam ic world g reat pow er

and the supreme position. In view of the Iran- Iraq threat in the sub- reg ional security comp lex in theM idd le

East Gulf reg ion, Saud iArabia has un ited small countries to form GCC in order to keep ba lance of pow er, reach

some ba lance of situation to a certain degree, and ma intain its own sub - reg ional great pow er status. Saudi

A rab ia has respectively taken liberalism, constructiv ism and rea lism as its basic concept of diplomacy, w h ich has

something to do w ith its po lit ical cu lture.

K ey w ords: K ingdom o f Saud iA rabia; G reat- pow erD iplomacy; N ational Security; N ational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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