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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的中东形势延续了中东变
局以来转型与动荡相互交织的基

本特征。一方面，中东地区动荡在继
续加深、扩散和外溢，并突出表现为
沙特与伊朗断交危机、美俄大国博弈
加深、土耳其政变未遂、“伊斯兰国”

在欧洲和中东发动多起大规模恐怖袭
击、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斗争艰难、

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陷入僵持、库尔
德问题升温、油价持续低迷、中东国
家转型艰难等危机事态。另一方面，

经历长期动荡的中东也出现了乱中求
治的一线生机，从地区层面看，尽管
域内外大国的博弈不断加深，但政治
解决叙利亚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共
同应对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加强打
击“伊斯兰国”国际合作的共识有所
增强；从国家层面看，中东国家的转
型进程仍然十分艰难，但人心思定、

避乱求治、寻求发展正在成为地区国
家和人民的共同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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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战略层面，2016 年中东

2016 年的中东：危中有机又一年
冲突和动荡仍旧是2016年中东的关键词，民族宗教矛盾和域内外大国博弈不断交织。在经历中
东变局以来的长期动荡后，发展和稳定成为中东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诉求，尤其是阿拉伯国
家避乱求治的愿望更加强烈。民心思定、避乱求治、寻求发展，或许是动荡中东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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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持续加深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和
俄罗斯中东战略的调整以及二者之间
的复杂博弈，但二者的关系处于有限
对抗、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状态，并没
有走向大规模的全面对抗。

总体收缩和可控型领导构成了美
国中东战略的基本特征，这是美国放
松叙利亚政策、缓和与伊朗关系、对
打击“伊斯兰国”投入有限的根本原

因；而俄罗斯则在美相对退缩的同时，

以军事打击“伊斯兰国”助力叙利亚
巴沙尔政权，加大对伊朗、埃及等地
区大国战略投入等方式加大对中东事
务的介入，同时以中东作为突破乌克
兰危机后战略困境的主攻方向。美退
俄进的战略态势以及双方围绕叙利亚
危机、打击“伊斯兰国”、争夺地区
力量的矛盾都使地区热点问题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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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分化组合更趋复杂化，使中东
问题成为梅德韦杰夫所谓“新冷战”

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同时也要看到，俄罗斯对中东
战略投入的增加仍是一种基于局部利
益的有限性投入，俄罗斯尚不具备与
美国和西方全面争夺中东的实力与意
愿。因此，美俄中东博弈具有有限性
和可控性的特点，双方在叙利亚问题、

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仍存在合作
和利益交换空间，双方的关系并未走
向全面的大规模对抗。2016 年美俄关
系的态势表明，双方曾围绕叙利亚问
题和打击“伊斯兰国”进行频繁互动，

双方甚至曾经于 2016 年 9 月就叙利
亚危机达成停火协议，这表明双方有
合作的意愿，但由于分歧严重，停火
协议很快化为泡影。随后，双方又在
10 月份的联合国安理会上相互否决，

使法国和西班牙、俄罗斯各自提出的

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均未获得通过，

足见双方的分歧之深。从未来的发展
趋势看，美俄将围绕叙问题政治解决、

打击“伊斯兰国”、积极争取地区大
国问题上展开争夺，但双方也会围绕
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有限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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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东地区格局层面看，当前中
东乱局的根源在于中东剧变、美国中
东战略调整、“伊斯兰国”异军突起
等因素导致地区格局重建困难重重，

始终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力量平衡结
构。在 2016 年，中东地区格局的失
衡进一步加剧，突出表现为土耳其、

沙特两强的战略环境持续恶化，其大
国雄心勃勃更因内外交困而连续受
挫。

首先，以沙特与伊朗为核心的两

大阵营的地缘政治和民族、教派对抗
日趋固化，但双方的对抗更多为代理
人竞争，并未走向全面的直接对抗。

过去几年来，沙特与伊朗围绕巴林、

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展开了持续的
代理人竞争。2016 年伊始，沙特与伊
朗断交危机导致双方的对抗公开化、

阵营化，双方的矛盾并非简单的教派
矛盾，而是争夺地区主导权的地缘政
治矛盾、阿拉伯民族与波斯民族矛
盾、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三大矛盾的
叠加。双方对抗的态势呈现龃龉不断
但又不会走向战争的“新常态”，中
东国家日渐分化成沙特阵营、伊朗阵
营和中间阵营。制裁被解除后，伊朗
的崛起势头日趋明显，但仍难在短期
内走出长期遭受制裁的困境；对沙特
来说，虽然其大国地位仍在，但因伊
朗崛起、低油价冲击、外交困境、沙
美盟友关系倒退而陷入了严重战略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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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

其次，土耳其基于谋求大国地位、

争夺地区主导权、解决国内库尔德问
题等多重目标四面出击，但其大国雄
心在 2016 年严重受挫。近年来，土
耳其在巴以问题上与以色列交恶，在
叙利亚问题上与伊朗角力，在穆斯林
兄弟会问题上与埃及塞西政权斗法，

在库尔德问题上与伊拉克、叙利亚发
生冲突，在叙利亚问题和打击“伊斯
兰国”问题上与俄罗斯博弈，甚至在
争夺逊尼派主导权和伊斯兰世界主导
权问题上与沙特存在竞争，并多发挥
负面作用。在 2016 年，土耳其深受
未遂政变、库尔德问题、恐怖袭击频
发等问题的冲击，伴随“阿拉伯之春”

初期的风光不再，土耳其外交已经趋
向谨慎和内敛。

最后，传统地区大国权势异位，

其力量重组远未到位，埃及和以色列
的地位虽不容小觑，但均难有大的作
为。从埃及、沙特、伊朗、土耳其、

以色列五大地区支点国家的力量对比
态势看，除上述伊朗、沙特、土耳其
三强外，埃及因国内动荡和经济不振
地位大降，但塞西政权正在谋求重振
埃及地区大国地位，成为地区大国的
基础依在。以色列安全环境大幅改善，

经济和科技实力雄厚，使其成为中东
地区大国中的另类稳定国家，但除在
巴以问题采取更加顽固保守的政策
外，以色列根本不具备主导地区事务
的条件和能力。

总之，在当前的地区格局中，各
主要大国的不利地位进一步凸显，各
方均难以主导地区事务，其积极影响
是各大国的对外战略将趋于谨慎理
性，为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创造了
条件；其消极影响是地区格局继续失
衡将导致地区失序加剧，并严重影响

地区安全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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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体上，中东国家主要包括三
种类型：一是以埃及和突尼斯为代表
由乱而治的国家，其总体情况是其形
势虽有所好转，但前景仍难言乐观，

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初步完成了维
持国家稳定的任务，但远未找到适合
自身发展道路；二是以叙利亚、也门、

利比亚和伊拉克为代表的持续动荡国
家，目前尚处于严重动荡之中，国家
重建严重受阻；三是面临转型压力的
大部分其他中东国家，这些国家均在
通过政治经济改革解决长期存在的各
种问题，增强国家治理能力。

上述三种类型的国家均面临沉重
的转型压力，由乱而治的国家的重任
在于探索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严重
动荡国家的关键任务在于早日实现稳
定，而面临转型压力国家的重任在于
通过改革缓解和释放矛盾，通过发展
转型避免重蹈“阿拉伯之春”的覆辙。

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国家，2016 年仍处
于转型与动荡相互交织的胶着状态，

并无新的突破；面临转型压力的国家
则有两点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海湾阿
拉伯国家正在积极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的转型，而土耳其未遂政变的发生则
暴露了其面临的深刻压力。但从整个
地区层面来看，人心思定、避乱求治、

寻求发展正在成为地区国家和人民的
共同诉求。

首先，沙特代表的海湾合作委员
会国家即传统的能源大国，在积极探
索国家转型，力图通过实施中长期经
济计划摆脱单一的经济结构。在 2016

年，沙特提出了“2030 愿景”规划，

阿联酋制定了“2021 战略规划”，卡

塔尔也制定了“2030 国家发展规划”，

试图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实现经济的
多元发展，但其前景仍有待观察。

其次，未遂政变的发生反映了
土耳其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危机。在
2016 年，经济增长放缓、恐怖袭击频
发、埃尔多安强推总统制、外交困境
加深以及未遂政变的发生，都表明土
耳其自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十余
年繁荣稳定正在发生改变。当前，世
俗与宗教、国家与社会、威权与民主、

军队与政府、民族与宗教、国族与族
裔的矛盾，构成了当前土耳其转型过
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土耳其的政治、

经济与社会发展均进入了深刻调整与
转型的时期，并有可能陷入经济衰退
和政治动荡的双重困境。

最后，在经历中东变局以来的长
期动荡后，发展和稳定成为中东地区
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诉求，尤其是阿拉
伯国家避乱求治的愿望更加强烈。有
民意调查显示，由于政局长期动荡、

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泛滥、经济持续
低迷，无论是阿拉伯民众还是知识精
英，对所谓“阿拉伯之春”都已经丧
失信心，并强烈渴望国家实现政治稳
定和经济发展。例如，一项名为《阿
拉伯舆情指数》的调查显示，对“阿
拉伯之春”持积极态度的阿拉伯民众
的比例已经从 2013 年的 61% 下降至
2015 年的 34%。2016 年的《阿拉伯
青年调查》数据显示，53% 的阿拉伯
青年认为稳定比民主更重要，持相反
态度的比例仅为 28%。因此，民心思
定、避乱求治、寻求发展，正在日益
成为中东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诉求，

这或许是动荡中东的希望所在。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苏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