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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美国的中东外交

“奥巴马主义”与叙利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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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叙利亚危机是“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一场极其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是集内

战和反恐于一体、大国干涉和地区力量介入相交织的冲突，也是在美国中东战略收缩背

景下发生的重大事件，因而成为观察美国中东战略和外交调整的重要视角。 在“奥巴马

主义”的指导下，美国坚持采用“以压促谈”的方式参与叙利亚危机进程，避免因军事卷

入而重蹈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覆辙，并注重发挥多边作用，试图通过力量制衡和

利益置换来实现稳定叙利亚局势的目的，进而服务于美国的中东核心利益及中东政策。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新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可能使“奥巴马主义”未来在美国

的叙利亚政策乃至整个中东政策中得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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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始于 ２０１１ 年的叙利亚危机是“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地缘冲突和危机的集中体

现，与其他发生政权变更的国家不同，叙利亚危机是过去五年间美国在中东介入最

深、耗费精力最多的一场政治和安全危机。 美国应对叙利亚危机的策略变化，是美

国中东政策实现从“布什主义”向“奥巴马主义”调整与转型的集中体现。
在小布什政府执政的八年间，美国的外交政策奉行单边主义，试图通过战争颠

覆政权和输出西方式民主的方式，改造不符合美国价值观标准的国家，维护美国的

全球领导地位及其主导下的国际政治与安全秩序。 在“布什主义”的驱动下，美国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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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邪恶轴心论”，并在中东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战争泥潭，给美国造成巨大的

外交被动以及人员、财力的损失，加剧了美国的阶段性衰落。
奥巴马执政后，美国在外交上改弦更张，采取战略收缩，提倡多边合作，强调发

挥“巧实力”作用，支持多元文明对话与共存，重返传统的“离岸平衡”政策，不再承担

超越美国核心利益和实际能力的国际责任，量入为出、趋利避害地发挥领导作用，继
续维持超级大国地位。 奥巴马在外交上的主张和实践被美国学界概括为“奥巴马主

义（Ｏｂａｍａ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奥巴马主义”一词最早由美国记者兼政治评论家詹姆斯·
柯齐克（Ｊａｍｅｓ Ｋｉｒｃｈｉｃｋ）提出，柯齐克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在《普罗维登斯杂志》（Ｔｈｅ Ｐｒｏ⁃
ｖｉｄ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一篇关于奥巴马竞选主张的文章中指出，奥巴马主张从伊拉克撤军

意味着“奥巴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减少人道主义干涉的规模。① 随着奥巴马当选后

一系列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出台，政界和学界对“奥巴马主义”内涵与外延的评论不断

增多且褒贬不一，但大都认为，同以攻势战略为特征的“布什主义”相比，“奥巴马主

义”呈现出鲜明的守势战略特征，具有强烈的反战、非战、避战和慎战等特征，并尤以

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最具典型性。
小布什时代后期，美国开始调整中东战略与政策。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不仅加

速了中东政策的调整，而且这一调整过程始终贯穿于奥巴马的八年任期，保持了总

体上的一致性、连贯性和稳定性，突出表现在“阿拉伯之春”后美国针对地区格局变

化作出的应对。 其中，美国对局势最复杂、冲突最激烈的叙利亚危机的完整参与、务
实表现和明显妥协，充分体现出“奥巴马主义”的行为范式和策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９ 日，美国与俄罗斯就叙利亚停火达成新一轮协议，帮助巴沙尔政

权和各“温和反对派”武装就停火达成信任，试图通过恢复人道主义援助，为实现长

期停火并转入政治解决奠定基础。 这是美国介入叙利亚危机五年多来的又一次重

要努力，几乎成为奥巴马执政期间在叙利亚问题上所作的最后一次促和尝试，美国

国务卿克里甚至警告叙利亚政府这是签署和平协议的“最后机会”。 尽管叙利亚停

火协议很快被美俄双方相继打破，且彼此公开指责，但美国依然努力寻求与俄罗斯

就停火达成新的妥协和建立保障机制。 然而，俄罗斯显然没有理会美国的要求，并
且于 １０ 月 ９ 日再次在安理会否决不利于叙利亚政府的决议草案，继续对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阵营保持强硬态度，直到派遣航母前往叙利亚参战。 相比之下，美国试图采

取息事宁人的守势立场，表明奥巴马政府宁愿让俄罗斯占据上风，也不愿意再次陷

入中东泥潭的政策取向。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在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大力支持下，叙利亚政府军彻底收复

叙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阿勒颇，取得五年多来军事博弈的压倒性胜利，标志着反

对派力量的失败，西方阵营干涉叙利亚危机遭遇严重挫折。 此外，俄罗斯与伊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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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在莫斯科达成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八点共识，象征着西方干涉阵营的一次

分裂，以及莫斯科主导叙利亚危机“后半场”的态势变化。 处于任期倒计时的奥巴马

政府，对于上述军事和政治重大变化既无能为力，也顺势而为，可以说为“奥巴马主

义”应对叙利亚危机划上了句号。

一、 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及其对叙利亚危机的立场

在不同时代，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以及由此衍生的政策存在差异。 小布什政

府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目标突出体现在颠覆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等“邪恶政权”，
输出美式民主价值观，保护战略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安全，维护石油生产与

输出稳定和遏制恐怖主义等方面。 奥巴马时代，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利益未发生

本质变化，但出现了促使美国调整中东政策的变量。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打破 １５ 分钟的发言限制，发表了长达

５０ 分钟的演讲，其中大篇幅地阐述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利益：第一，保护美国的

盟友和伙伴不受外来侵犯；第二，确保能源从中东地区向全世界自由流动，防止破坏

全球经济稳定；第三，捣毁恐怖主义网络，努力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第四，绝不容忍

发展或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行径；第五，继续提倡民主、人权和开放市场，实现

和平与繁荣。① 奥巴马称，美国将动用一切力量来捍卫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尤其

是前四条），为此甚至不惜使用武力。
当时，叙利亚危机已持续两年，局势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奥巴马在演讲伊始就大

谈叙利亚危机，公开宣示了美国的原则和策略，从中可清晰洞察奥巴马政府对叙利

亚危机性质、特点和解决路径的立场。 第一，美国认定叙利亚危机是叙当局与反对

派之间关于专制与民主、镇压与反抗的博弈，并已演变为带有教派色彩的内战。 第

二，美国承认叙利亚派系斗争异常复杂，“温和反对派”与极端组织并存；美国的介入

与其他大国影响力的渗透产生共振，形成多元博弈的格局。 第三，叙利亚危机居于

影响和挑战中东地区稳定的核心地位，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相互交织，武力解决、联
合国和国际法能够发挥何种作用成为难题。 第四，美国认为依靠内部或外部军事力

量并不能实现叙利亚的和平，强调叙利亚的前途应由叙利亚人民自己决定，但不承

认叙领导人仍拥有政治合法性。 第五，叙利亚承受不起国家机器的崩溃，危机的解

决既要改变巴沙尔政权所代表的阿拉维派等少数族裔掌控政权的现实，也要顾及少

数族裔的合理关切，否则政治解决无望。 第六，美国致力于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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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零和博弈思维和冷战思维，美国无意在此争夺大国利益，只希望实现该国及其邻

国的稳定，消除化学武器的威胁，并确保叙利亚不再成为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 第

七，美国欢迎所有国家通过施加影响，使叙利亚内战实现和平解决。①

奥巴马在阐述美国的叙利亚政策后明确承认，美国出兵与否都会受到舆论的指

责。 但从美国处理叙利亚危机的既往过程看，奥巴马非常坚定地依据自己的思路推

行外交政策，避免背离其战略收缩和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大方向。 这种基于

“奥巴马主义”的中东政策和利益定位，成为美国应对叙利亚危机的政策依据。 过去

五年间，虽然美国的中东政策在个别问题上出现反复、偏差乃至间或前后矛盾，但整

体上并未偏离既定政策目标和政策实施的预定力度、节奏和方式，基本实现了政策

与实践的高度统一。

二、 “奥巴马主义”与美国介入叙利亚危机的策略与方式

执政后的奥巴马致力于改善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对叙利亚奉行“再接

触”政策。 然而，随着叙利亚危机的升级和内战的爆发，一度回暖的美叙关系迅速降

温，包括奥巴马本人在内的美国多名高官屡次要求巴沙尔下台。 叙利亚内战的加剧

导致地区恐怖主义强势反弹，呈现出地缘博弈和教派冲突复杂交织的态势，这令美

国对叙利亚政府的态度产生摇摆，采取既打又拉的政策，具体表现在美国一方面倾

向于巴沙尔本人下台，另一方面又接受叙利亚政府的存续以避免该国陷入分裂，进
而确保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利益不受损害。 从整体上看，过去五年间美国介入叙

利亚危机的策略与方式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持续不断的促和努力，二是谨慎克制

的军事行动，三是灵活多变的多边合作。 这三大特征较为清晰地反映出“奥巴马主

义”的指导原则。
（一） 持续不断的促和努力

美国借助外交、媒体和经济等手段，力图推动叙利亚权力移交实现和平稳定过

渡，避免陷入全面内战和战乱的持续外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叙利亚南部边境城市德拉

爆发反政府示威游行，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并造成人员伤亡，在叙境内其他地区

引发连锁反应。 巴沙尔因消极回应反对派改革呼声而错失对话良机，导致朝野对立

情绪被充分激化，叙利亚危机由此爆发。
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主导的阿盟介入叙利亚危机后，叙形势迅速恶化。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阿盟秘书长阿拉比访问叙利亚，并向巴沙尔转达了旨在解决叙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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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倡议”。① １１ 月 １６ 日，阿盟中止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 ２７ 日，阿盟对叙利亚

实施经济制裁。 １２ 月 １９ 日，叙利亚政府签署阿盟观察团协议。 阿盟赴叙利亚观察

团考察该国执行和平协议的情况，后因叙暴力事件频发而中止。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

的前半年间，阿盟成为干预叙利亚危机的主要外部力量。
美国原本对叙利亚危机并不“上心”，但在阿盟和英国、法国等欧洲伙伴的舆论

鼓噪和道德绑架的影响下，美国的态度逐步趋于强硬。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奥巴马首

次公开要求巴沙尔下台。 美国的公开施压导致其和巴沙尔政权的对立加剧。 １０ 月，
美国驻叙利亚大使罗伯特·福特因上街支持叙反对派的政治活动，至少两次遭到巴

沙尔支持者的围攻。 随后，美国以福特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为由将其召回，美国在叙

利亚利益委托捷克大使馆照管，导致美叙外交直接联系中断。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叙利亚

霍姆斯省胡拉镇发生了严重的平民伤亡事件，在缺乏中立调查结果的背景下，西方

和阿拉伯国家舆论将矛头直指叙巴沙尔政权，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采取集体外交抵

制行动。 叙利亚驻美国代办遭到驱逐，被责令 ７２ 小时内离境。②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起，除在双边关系上对叙利亚当局施压外，美国及其西方和阿拉

伯伙伴先后五次试图在安理会通过不利于巴沙尔政府的决议草案，但均遭俄罗斯否

决。 但是，美国一直不主张武力推翻巴沙尔政权，而是主张政治解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美国及其西方伙伴和阿盟在突尼斯举行首届“叙利亚人民之友”大会，美国呼

吁俄罗斯与中国参加会议，但俄中以叙利亚政府未受到邀请而拒绝出席会议。 ４ 月 １
日，“叙利亚人民之友”大会第二次工作会议结束并发表主席声明，对叙利亚反对派

表示支持，承认“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是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表，并承诺对反对派提

供切实援助，但也强调叙利亚的未来由叙利亚人民决定。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美国、英国等 １１ 个国家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再次召开“叙利

亚之友”大会，美国承诺向叙利亚反对派增加价值约 １．２３ 亿美元的物资援助，主要包

括食品、医疗用品、防弹衣、夜视镜以及非杀伤性武器装备，使美国对叙反对派的援

助总额达 ２．５ 亿美元。 大会同意在叙利亚采取和平过渡方式，并要求叙政府与反对

派谈判，立即采取行动结束武装冲突。 但大会同时拒绝反对派提出的提供重武器、
高科技武器，以及在南北边境地区建立安全区和安全走廊等要求。④

尽管美国总体上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但叙反对派内部鱼龙混杂，且背后受到各

种外部力量的支持。 因此，美国对叙反对派的支持较为模糊，并在后续援助中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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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来房、田栋栋：《阿盟将举行特别外长会讨论叙利亚局势》，新华网，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１－１０ ／ １５ ／ ｃ＿１２２１６００９９．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

王恬：《西方多国同时驱逐叙利亚大使》，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第 ２１ 版。
陈铭、周潼潼： 《第二届 “叙利亚之友” 国际会议闭幕》，新华网，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２－０４ ／ ０２ ／ ｃ＿１２２９２０８９５．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 日。
《美国对叙利亚反对派追加 １．２３ 亿美元援助》，新华社，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１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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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内部各派别进行甄别，在提供军事援助方面尤为慎重。 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强势

支持叙巴沙尔政权后，美国进一步认识到和谈是解决叙危机的唯一出路，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在日内瓦联合俄罗斯、联合国和阿盟启动了有关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进程，
但叙利亚政府军因在战场上处于不利态势而被排斥在首次会谈之外。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在伊朗志愿军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鼎力支持下，叙利亚政府扭

转战场颓势，其代表获准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谈。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底第三次日内瓦会

谈举行时，正值俄罗斯高调介入叙利亚战事，军事打击取得明显效果，且由伊朗主导

的地区什叶派阵营业已形成，伊朗首次获准参会，标志着美国公开承认伊朗在解决

叙利亚危机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同时，美国对巴沙尔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允许

他作为过渡角色参与政治重建。 这次会谈取得了三点重要共识，即政治解决而非军

事解决叙利亚危机，叙利亚人民自决前途并开启包容性政治过渡进程，继续发挥联

合国的主导作用。
日内瓦会谈开启了叙利亚对立双方妥协的良好开端，美国对反对派及其背后的

沙特等支持力量施加了重要影响。 以日内瓦会谈共识为基础，２０１５ 年底联合国安理

会通过了 ２２５４ 号决议，就叙利亚政治过渡提出 ６ 个月内停火并组建联合政府、１８ 个

月内起草新宪法并进行自由选举的“和平路线图”。 叙利亚政府和全国委员会双双

表示接受，叙利亚危机首次出现了和平曙光。
尽管叙利亚和平进程名义上由联合国主导，但美俄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特别是

美国吸取了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的教训，认识到保留叙利亚政府和军队完整的

重要性，避免局势全面失控而失去关键对话伙伴。 五年多来，叙利亚危机已超越国

内冲突的范畴，逐步演变为域内外大国博弈的竞技场，这使美国意识到，沦为大国代

理人战争的叙利亚危机，已不可能形成一边倒态势并迅速实现权力更替，必须通过

各方妥协才能找到快速实现和平的出路。 此外，随着“基地”组织渗透至叙利亚境

内，以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迅速崛起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实现跨境控制和宣布建

立“哈里发国家”，美国对叙利亚危机的判断出现了显著变化，其应对叙利亚危机的

策略和方式也在总体目标不变的前提下逐步进行调整。 以压促和，以压促变，推进

叙利亚各方政治和解，并合力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武装，成为美国处理叙利亚危机

日益明确的着力点。
（二） 谨慎克制的军事行动

美国尽量避免直接武力卷入叙利亚内战，尤其拒绝派遣成建制地面部队赴叙作

战，以免重蹈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覆辙。 美国在应对叙利亚危机方面先后采

取的军事部署和军事调动，均表现出奥巴马政府慎用武力的主观意愿。
第一，“化武危机”几乎导致美国对叙利亚直接军事摊牌，但美国最终借助政治

交易放弃了对叙利亚开战，以军事高压取得重大斩获。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叙利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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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造成包括 ４２６ 名儿童在内的 １，４２９ 名平民死亡。① 尽管

叙利亚政府否认与此有关，但美国认定叙利亚当局必须为此承担责任，且以越过美

国设定的“红线”为由，宣布将对叙利亚政府军事目标发动有限度的惩戒性攻击。 ９
月 ５ 日，美国国会酝酿授权奥巴马政府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 １０ 日，俄罗斯出面

斡旋，以叙利亚放弃化学武器为条件换取美国搁置打击计划。 １２ 日，叙利亚政府表

态接受这一条件，一场被认为难以避免的美国军事行动被束之高阁。 这次行动是典

型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通过“引而不发”的战争威慑，迫使叙利亚政府放弃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也给美国避免直接与叙利亚政府军刀兵相见铺垫了台阶。 即便如

此，奥巴马也事先强调，发动军事行动并非打算改变叙利亚危机走向，叙利亚问题应

由叙利亚人自己解决。
第二，奥巴马宣布对盘踞叙利亚和伊拉克局部地区的“伊斯兰国”组织发起持续

至少三年的反恐战争，但始终不发动地面战争。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以来，叙利亚反对派极

端组织“支持阵线”发动多起恐怖袭击，并与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基地”组织武装分子

联手，逐步扩大在叙利亚的势力范围。 ２０１２ 年底，美国宣布将“支持阵线”列为恐怖

组织，并开始有区别地对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提供军事援助。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以来，“支持

阵线”与“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合流，迅速攻占伊拉克境内的六个城镇和叙利亚北

部省会城市拉卡，中东反恐形势开始发生逆转。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宣布“建国”并定都拉卡，其头目巴格达迪自称为“哈里发”。 伊拉克和叙利亚

两个主权国家的版图首次被非国家行为体切割重组，使中东地缘版图在二战后再次

被改写，地区局势几近失控。
在 ２０１４ 年“９·１１”事件 １３ 周年前夕，奥巴马宣布对“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及其

同盟者实施系统性空袭；加强对地面作战部队的支持，包括向伊拉克增派 ４７５ 名官兵

帮助训练伊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同时要求国会为叙利亚反恐提供更多资金和军事

援助。 此外，奥巴马还表示将联合其他盟友和伙伴加强反恐合作和打击力度，陆续

组建起由 ４０ 多个国家构成的反恐联盟，最终吸纳了 ６０ 多个国家。 但是，因缺乏叙利

亚政府的地面情报支持和引导，美国对叙利亚的军事介入基本倚重空袭，效果不彰，
与一年后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相形见绌，受到国际和国内舆论的持续诟病。

在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后，美国仅派出少量特种作战部队，象征性进入

叙利亚作战。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底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叙反对

派武装和极端恐怖势力遭到重创，叙政府军乘势反攻并夺回大片控制区。 为保护分

散且实力弱小的叙利亚“温和反对派”武装，奥巴马政府被迫打破承诺，宣布向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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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Ｕｓｅ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ｏ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１，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Ａｕｇｕｓｔ ３０，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
ｆｉｃｅ ／ ２０１３ ／ ０８ ／ ３０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ｙｒｉ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ｕｓ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ｗｅａｐｏｎｓ⁃ａｕｇｕｓｔ⁃２１，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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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派出不足 ５０ 人的特种部队官兵，其主要任务是培训、提供意见和援助。 由于作用

有限，美军联络员只能象征性地作为“人盾”分散至受美国认可的反对派武装营地，
以牵制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的攻势，同时对美国空袭行动提供情报协助。 白宫和

国务院都强调，派兵并不代表美国的叙利亚政策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策略发生

调整。 事实证明，美国确无在叙利亚谋求更多军事存在的打算。
叙利亚战事迁延已久，平民伤亡惨重，导致恐怖主义和难民潮外溢并冲击欧洲，

美国鹰派阵营尤其对俄罗斯利用叙利亚危机扩大自身在中东的影响力颇为不满。
在共和党及民主党内部强硬派的鼓动下，美国民意也表现出对奥巴马中东反恐政策

的失望。 据 ＣＮＮ 民调显示，５３％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派地面部队对抗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６０％的人认为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事效果“非常糟糕”；６８％的人

批评美国政府对恐怖组织的军事反应不够积极。① 尽管如此，奥巴马为避免美国深

度卷入叙利亚战事，仍力排众议，顶住了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６ 日，奥巴马罕见地发表讲话，就恐怖主义泛滥态势进行政策阐

释。 针对上述压力，奥巴马在演讲中针锋相对地表达了自己的判断与看法：首先，美
国本土的恐怖主义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即恐怖组织从发动大型攻击转变为蛊惑受激

进思想影响的个体发动简单袭击；其次，美国不能如恐怖组织所愿重新占领他国领

土，继而为其生存壮大提供土壤和动力，令自身再次陷入旷日持久且代价高昂的地

面战而耗尽资源；最后，美国将坚持空袭为主、辅之以少量特种兵参战和中东盟友武

装协同的既定战略。②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赫芬顿邮报》称，５１ 名美国资深外交官集体上

书奥巴马，对其容忍巴沙尔政权表示不满，敦促政府出兵叙利亚颠覆巴沙尔政权，结
束该国五年多的流血冲突。 但该报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奥巴马会改变其策略。③

法新社就此评论说，奥巴马一直坚持协助叙利亚温和派武装打击恐怖主义势力，任
期仅剩几个月的奥巴马显然不会卷入中东冲突的泥潭，对此类提议缺乏兴趣。④

（三） 灵活多变的多边合作

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美国调动多方力量，平衡各派利益，避免深度卷入叙利亚危机。
在处理叙利亚危机方面，美国秉持新现实主义理念，注重发挥国际和地区组织、盟国

乃至战略对手的作用，避免单边行动，倡导多边合作，推动叙利亚问题早日解决。 例

如，美国努力推动由联合国和阿盟主导叙利亚和谈进程，吸纳各方参加，形成广泛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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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晓霖：《奥巴马反恐：避免重蹈布什覆辙》，载《北京青年报》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第 Ａ０２ 版。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６，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６ ／ ａｄｄｒｅ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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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 ／ ｅｎｔｒｙ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ｓ⁃ｏｂａｍａ⁃ｓｙｒｉａ⁃ａｓｓａｄ＿ｕｓ＿５７６３６６８ｃｅ４ｂ０ｆｂｂｃ８ｂｅ９ｅ７ｅｄ，登录时

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韩晓明：《美 ５１ 名外交官促军事打击巴沙尔》，载《环球时报》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８ 日，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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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机制，而美国则满足于充当背后推手的角色，并在关键时刻进行引导。
在军事行动方面，除领导 ６０ 余国反恐联盟，以及通过空袭打击恐怖组织和遏制

叙利亚政府军外，美国已接受俄罗斯深度卷入叙利亚战事这一现实，甚至谋求与俄

军建立协调机制，避免战场摩擦，听任俄罗斯扩大在叙利亚乃至中东的影响力，包括

帮助叙利亚政府收复失地，提升与伊朗的军事合作水平。 叙利亚危机折射的美俄关

系，本质上是竞争关系，但两国也寻求阶段性的务实合作，美国不惜为此一再让步，
其目的是尽快结束叙利亚乱局，遏制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持续外溢，确保美国战略

目标和利益的实现。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为配合俄军行动，美国向俄罗斯提交了其支持的

叙“温和反对派”武装的地理信息，以避免遭俄军误伤，表达出美方寻求合作的诚意。
国际舆论甚至将俄美再次达成的日内瓦停火协议形容为俄罗斯的胜利，但奥巴马政

府对此并不在意，公开敦促反对派遵守停火协议。
将叙利亚危机当作置换利益的机遇加以利用，也是奥巴马利用多边机制的体

现。 随着叙利亚危机的深化，伊朗的战略角色日益凸显。 起初，伊朗作为叙利亚的

政治盟友向叙提供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其扶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公开进入叙利

亚，帮助叙政府军抗击反对派武装和“支持阵线”等极端组织。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美国福

克斯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援引权威人士的消息称，数百名伊朗军人和相当数量的什叶

派民兵进入叙利亚协助政府军反攻。① 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多次公开谴责伊朗干涉阿

拉伯国家内政，伊朗深度介入叙利亚危机已不是秘密，从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是美国

放纵的结果。 奥巴马执意在伊朗核问题上寻求突破以积攒外交遗产，不仅公开承诺

不再谋求颠覆伊朗的政治制度，并承认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而且接受伊朗在解

决叙利亚危机中的角色，默认叙利亚、伊拉克为其势力范围。 美国说服沙特和叙利

亚反对派邀请伊朗参加日内瓦谈判便是明证。 为使伊朗发挥功能性作用，奥巴马不

惜公开呼吁沙特与伊朗分享中东和平，甚至抨击沙特在激化教派冲突方面采取了挑

衅行动。②

同时，美国也注意照顾其他盟国的利益，甚至为此牺牲了其支持的叙反对派的

战场成果。 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一直受到美国的资金和武装援助，成为美国倚重

的重要反政府力量。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土耳其对叙利亚北部发动“幼发拉底盾牌”军事行

动，支持其代理人土库曼武装和“叙利亚自由军”收复被“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的边境

城市杰拉卜卢斯，顺势将扩大地盘的库尔德武装驱逐到幼发拉底河东岸，以免其与

土耳其南部库尔德分离势力合流。 美国在对土耳其打击友军不满的同时，也逼迫叙

利亚库尔德武装接受土方条件，否则将停止对其援助。 ９ 月 １６ 日，美国向叙利亚北

部增派 ４０ 名特种部队官兵，协助土耳其在当地的反恐军事活动。 上述行动表明，美

·９６·

①

②

“ Ｉｒａｎ Ｐｕｌｌ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Ｓｙｒｉａ，” Ｆｏｘ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１，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ｖｉｄｅｏ． ｆｏｘ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ｍ ／ ｖ ／
４６５７２３３０１１００１ ／ ｉｒａｎ⁃ｐｕｌｌ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ｓｙｒｉａ⁃ ／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Ｔｈｅ Ｏｂａｍａ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Ｖｏｌ． ３１７， Ｎｏ． ３， ２０１６， ｐｐ． ７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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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既不支持库尔德谋求独立的奢望，也切实关照土耳其维护主权和领土统一的核心

利益，避免已和美欧离心离德的土耳其完全倒向俄罗斯。
在对巴沙尔本人的立场上，美国也本着务实灵活的态度，为叙利亚实现政治和

解创造条件。 最初，美国敦促巴沙尔下台，认为其政府已经不具备合法性。 但随着

叙利亚局势的深度调整，尤其是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力挺巴沙尔政权，美国逐渐认识

到，将巴沙尔排除在政治过渡之外并不现实，这导致美国对待巴沙尔的立场出现转

变并变得弹性。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国将不得不与叙利亚总

统巴沙尔谈判，以寻求“重启”新的和谈。①

三、 “奥巴马主义”应对叙利亚危机的效果评估

在处理叙利亚危机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基于“奥巴马主义”的原则和策略不断对

其中东政策进行着调整。 总体而言，美国应对叙利亚危机的政策是有效的，符合奥

巴马团队的政策预期。
第一，美国切实推动叙利亚问题由战争向和平谈判的轨道演进，奥巴马政府为

此表现出巨大的耐心和包容。 从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美国对叙利亚危机由观望和低调介

入，到后续推动政治解决，从“叙利亚之友”大会到日内瓦和平谈判，再到联合国安理

会出台 ２２５４ 号决议，五年间奥巴马政府投入罕见的外交努力，对叙利亚问题的重视

程度超过除伊朗核危机之外的中东地区其他热点问题。
随着叙利亚内战进入胶着状态和美俄加大对中东地区极端组织的打击，“伊斯

兰国”组织在战术上逐渐从“建国”初期的主动扩张转入被动防守，而大国在叙利亚

博弈的重心也逐步向战后权力与利益分配方向倾斜，美俄数次达成停火，但又数次

被打破，和平努力屡屡受挫。 尽管如此，奥巴马政府仍通过与俄罗斯反复交涉和磋

商，在推动各方遵守停火协议方面表现出高度的耐心，并多次强调政治解决是叙利

亚危机唯一的现实选择。
第二，美国注重通过多边合作和发挥盟国乃至战略对手的作用，形成较为统一

的反恐战线，并已重创“伊斯兰国”组织的实力并压缩其控制范围，迫使该组织转入

防守并动员其成员发动“独狼”式袭击。 据 ＢＢＣ 网站援引国际冲突监控机构 ＩＨＳ 统

计报道，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伊斯兰国”组织占领地盘明显缩水，面积较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缩减了 ２８％。② 在打击极端组织方面，美国给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提供了行动便

·０７·

①

②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Ｋｅｒｒｙ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Ｓｐｅａｋ ｔｏ Ｓｙｒｉａ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ｓｓａｄ，”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Ｍａｒｃｈ １５，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ｍａｒ ／ １５ ／ ｋｅｒｒｙ⁃ｕｓ⁃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ｂａｓｈａｒ⁃ａｓｓａｄ⁃ｓｙｒｉａ，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 ＩＳ ‘Ｌｏｓｅ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Ｉｔ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ａｎｄ Ｉｒａｑ，” ＢＢＣ，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９， ２０１６，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３７５８８８８２，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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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接受叙利亚政府军收复帕尔米拉等城市和解放阿勒颇等重大军事行动。 此外，
美军协助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北部发动攻势，切断“伊斯兰国”组织与土耳其的陆地

联系，对取得反恐战争的阶段性胜利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目前的总体形势表明，“伊
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已丢失了除拉卡之外所有的人口密集区，其控制区域仅剩下

叙利亚东北部大片人口较少的农村。 此外，在美国及其盟国长期持续的轰炸下，“伊
斯兰国”组织丧失了一批重要头目和大批有生力量，明显陷入军心涣散、人员不整的

颓势，困守于拉卡和代尔祖尔两座孤城。
第三，美国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战略资源的过多投入，尤其避免了类似伊拉克和

阿富汗战争所造成的严重人员伤亡和高额军费开支。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令

美国付出了惨重代价。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中的直接开

支总计在 ４，０００ 亿至 ６，０００ 亿美元之间；①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

争导致的美军阵亡人数分别达 ２，３９２ 人②和 ４，５１２ 人③。 相比之下，美国在叙利亚和

伊拉克反恐行动中的投入微不足道，除消耗大量库存武器弹药外，给予叙反对派的

援助仍相当有限，美军人员伤亡仅为个位数，而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前线的军事

顾问和训练人员总数却高达 ４，０００ 余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五角大楼公布的在伊拉克美

军人员数量为 ３，８７０ 人，但驻伊美军发言人沃伦表示实际人数可能还要多好几百

人。④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上旬，美国将向叙利亚增派包括特种部队、排雷专家和军事

顾问在内的 ２００ 名士兵，同已在叙利亚的 ３００ 名美军士兵共同协助当地的库尔德武

装发动针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⑤

据五角大楼公布的数据显示，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美国发动反恐行动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美国共耗费资金 ２７．４ 亿美元，日均 ３４７ 万美元。 其中，美空军开支占三分之二，
约 １８ 亿美元。 此外，一年多来用于秘密作战的费用总共 ２，０００ 万美元。⑥ 按此开支

水平推算，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美国在整个叙利亚和伊拉克反恐战场的总投入约 ５０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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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ｅｏｆｆ Ｄｙ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ｌｏｅ Ｓｏｒｖｉｎｏ， “ ＄ １ｔｎ Ｃｏｓｔ ｏｆ Ｌｏｎｇｅｓｔ ＵＳ Ｗａｒ Ｈａｓｔｅｎｓ Ｒｅｔｒｅａｔ ｆｒｏｍ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４，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ｔ．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１４ｂｅ０ｅ０ｃ⁃８２５５ － １１ｅ４ － ａｃｅ７ －
００１４４ｆｅａｂｄｃ０，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ｉ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ｏｒｇ ／ ｏｅｆ ／ ，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ｒａｑｉ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 ｈｔｔｐ： ／ ／ ｉ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 ｏｒｇ ／ Ｉｒａｑ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美国正向伊拉克偷偷增加兵力》，载《新华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５ 日，第 １０ 版。
王波：《美国宣布向叙利亚增派 ２００ 名士兵对抗“伊斯兰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６－１２ ／ １０ ／ ｃ＿１１２００９３５５１．ｈｔ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Ｓｈａｂａｄ， “ＵＳ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 ９Ｍ ａ Ｄａｙ ｉｎ ＩＳＩＳ Ｆ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Ｈｉｌｌ， Ｊｕｎｅ １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ｈｉｌｌ．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ｃｙ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２４４７２５－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ｆｉｒｓｔ⁃ｃｏｓｔ⁃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ｆｏｒ⁃ｉｓｉｓ⁃ｆｉｇｈｔ；Ｋｕｋｉｌ Ｂｏｒａ，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ＳＩＳ
Ｃｏｓｔ ＵＳ ＄ ２．７Ｂ， Ｏｒ Ｏｖｅｒ ＄ ９Ｍ Ａ Ｄａｙ， Ｓｉｎｃｅ Ｌａｓｔ Ａｕｇｕｓｔ：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ｎｅ １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ｂ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ｗａｒ⁃ａｇａｉｎｓｔ⁃ｉｓｉｓ⁃ｃｏｓｔ⁃ｕｓ⁃２７ｂ⁃ｏｒ⁃ｏｖｅｒ⁃９ｍ⁃ｄａｙ⁃ｌａｓｔ⁃ａｕｇｕｓｔ⁃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１９６３９４７，登录时

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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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左右，同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巨大消耗相比仍微不足道。 奥巴马执政期

间，由于美国地面部队避免直接卷入中东地区反恐战争，仅有两名美国士兵分别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身亡。 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反恐行动可谓美国在中东地区代价

最小的军事行动。
第四，美国暂时成功地回避了恐怖主义袭击的另一波高峰，使盛行中东伊斯兰

世界的“反美主义”呈现出被“反欧主义”替代的阶段性特征。 自叙利亚危机爆发

以来，美国本土不再是恐怖主义袭击的主战场，取而代之的是欧洲成为西方世界

遭受恐怖袭击的头号重灾区。 “阿拉伯之春”以来，美国采取“跟跑”和“退后”等

策略，放手让英国和法国“打头阵”，延续多年的中东恐怖主义的“反美主义”动员

基础已让位于“反欧主义”，令美国暂时得以从恐怖主义首要袭击目标的位置

脱身。
据欧洲刑警组织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的报告统计，２０１５ 年丹麦、法国、希腊、意大利、西

班牙和英国六个欧洲国共发生 ２１１ 起已遂和未遂恐袭事件，造成 １５１ 人死亡和 ３６０
多人受伤，成为欧洲近 １０ 年来最严重的一年。① ２０１５ 年整个欧洲地区的恐袭事件造

成 １７５ 人死亡，几近 ２００４ 年马德里袭击后九年的总和，尤其是 ２０１６ 年以来因恐袭死

亡的人数明显攀升，截至 ７ 月 ２４ 日已接近 １５０ 人。 相比之下，“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境

内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仅有十余起。
第五，美国极力避免直接卷入中东地区复杂的宗派斗争，并利用伊朗的崛起来

制衡沙特等阿拉伯国家逊尼派宗教保守势力的扩张，以实现伊斯兰世界的派系平

衡。 伊朗核问题谈判的历史性突破，使美国成功冻结或推迟了伊朗核军事化的进

程。 与伊朗实现初步和解，成为奥巴马政府推动美国与整个伊斯兰世界和解、避免

“反美主义”和仇美情绪继续蔓延所采取的重要策略之一，也是其解除伊朗核武装的

关键前提和政治保障，叙利亚危机则成为检阅美国对伊朗战略态度变化的重要试金

石和利益置换窗口。
在这盘大棋局上，伊朗主导的“什叶派轴心”②的作用得到充分释放，这无异于美

国变相承认了伊朗的地区主导权，成为推动伊核问题“６＋１”谈判最终实现突破的前

提。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令奥巴马获得了一份重要的外交遗产，缓解了中东

地区的核危机，解除了伊朗对以色列等地区盟国的紧迫威胁。 此外，中东难民问题

和极端主义外溢造成欧洲地区“伊斯兰恐惧症”日益严重，宗教极端势力已经引起西

方对逊尼派穆斯林阵营的高度警惕和排斥，试图借助什叶派力量阻击、遏制和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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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Ｅｕｒｏｐｏｌ， ＥＵ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ｅ⁃Ｓａｔ）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ｏ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ｅｕｒｏｐｏｌ＿ｔｅｓａｔ＿２０１６．ｐｄｆ， ｐ． １０，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０ 日。

“什叶派轴心”是由伊朗、伊拉克政权、叙利亚阿拉维派、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成的什

叶派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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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思潮，从而形成伊斯兰势力在中东的内部循环和自我消耗，这既符合美国一贯

奉行的“离岸平衡”政策，也能减缓西方世界的压力，而叙利亚战场无疑成为实现这

一目的的最佳对冲平台。
第六，美国利用军事威慑解除了叙利亚大规模化学武器，并提出以此为起点全

面禁止化学武器。 这既从战略上消除了以色列等美国的地区盟国遭到化学武器攻

击的潜在威胁，也对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扩散做出了实际贡献。 叙利亚并

非《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①，长期研制和拥有化学武器，且被视为遏制以色列

核打击力量和构建地区均势的杀手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叙利亚化武危机爆发后，美国开

始威胁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９ 月 ９ 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访问伦敦期间提出“化
武换和平”方案，体现了“奥巴马主义”避战和慎战的思想。 伊朗和俄罗斯及时抓住

时机动员叙利亚政府接受，以此作为美国放弃军事打击巴沙尔政权的筹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联合国安理会首次一致通过涉叙决议，规定分阶段销毁叙

利亚化学武器：当年 １１ 月 １ 日前销毁制造化学武器的设备；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销毁

全部化学武器。 在安理会决议规定的最后期限前，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禁止化学武

器组织宣布，叙利亚已提前三天向该组织提交了销毁化学武器的首份正式清单和相

关报告，称这些文件是系统、完全、可核实地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以及相关设施的基

础。② 此后，在俄罗斯与中国海军的协助下，叙利亚境内的所有化学武器被运至地中

海，由美国相关舰船完成销毁工作。
第七，美国借助多边力量，防止叙利亚危机外溢加剧，并支持伊拉克政府军不断

收复失地，避免中东地区局势失控，同时维护石油供应的稳定。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

跨境活动的“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着两国面积近 ４０％的地区和城市，增加了国际社会

在中东反恐的难度。 自奥巴马宣布发动至少三年的反恐行动以来，美国相继向伊拉

克境内派出 ４，０００ 多名军事顾问和特种部队官兵，协防首都巴格达及库尔德自治

区。③ 过去两年间，美国空军和地面人员协助伊拉克政府及其他反恐力量，成功收回

了提克里特、安巴尔等中心城市。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在美国支持下，以伊拉克政府

军为核心的地区反恐力量对“伊斯兰国”组织在该国最后一个重要据点摩苏尔发起

总攻，以期尽快收复该城。
一如在叙利亚所奉行的策略，美国对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土耳其军队以及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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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ｏｃｋｐｉ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简称《禁止化学

武器公约》或《化武公约》，是首个关于全面禁止、彻底销毁一整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规定了严格核查制度和

无限期有效的国际条约。 该公约的核心内容是在全球范围内尽早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及其相关设施。 至 ２０１５ 年

底，该公约在全球范围内吸纳了 １９２ 个缔约国和 １ 个签署国。
金立：《叙利亚向国际禁化武组织提交化武清单》，国际在线，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ｈｔｔｐ： ／ ／ ｇｂ． ｃｒｉ． ｃｎ ／

４２０７１ ／ ２０１３ ／ １０ ／ ２８ ／ ６０７１ｓ４２９９３５０．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美国正向伊拉克偷偷增加兵力》，载《新华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５ 日，第 １０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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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空军和特种部队在伊拉克的反恐行动也持默认甚至配合的开放态度。 在此背景

下，俄罗斯空军甚至借用伊朗空军基地中转完成军事行动，开启了半个多世纪以来

外国空军首次使用伊朗军事基地的先河，美国对此反应并不激烈。 这些现实都体现

出美国试图“借力打力”、防止恐怖主义势力进一步扩大地盘和影响的考量，以及尽

快达成反恐战术目标的阶段性政策调整。 客观上，美国也免去了投入过多人员和资

金的负担，这与奥巴马压缩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策略与方向保持着一致性和连

贯性。

四、 余论： “奥巴马主义”的未来走向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第一个任期内改变了前任总统布什的中东外交政策和战

略定位，部分兑现了竞选前的诺言，尤其是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以及结束大规模

地面作战，并且在遏制伊朗发展核武器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在第二任期内，北
非和西亚地区大部分国家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动荡，奥巴马政府慎重权衡，
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策，极力避免美国再陷中东泥潭。 在应对叙利亚危机方

面，奥巴马在域内外大国深度博弈的混乱局面中顶住国内和国际压力，仍坚持恪守

“奥巴马主义”的基本构想，因势利导地推动局势向可控方向发展，避免中东局势发

生整体性崩溃，同时服务于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现实需求。 奥巴马政府

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政策实践，体现了美国“均势主义”和“离岸平衡”的外交传统和理

念，延缓美国继续透支呈现阶段性下降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当前，叙利亚局势依然

在曲折和反复中变化与演进，奥巴马任期内叙利亚危机难以得到最终解决，因此，维
持现状和避免局势恶化或倒退符合其现实的预期。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举行的美国第 ５８ 届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

朗普战胜民主党对手克林顿·希拉里，当选为美国新一任总统。 特朗普抨击既往政

府过度扩张，严重透支美国国力，声称将进一步进行外交收缩，让盟友承担更多安全

责任，重拾“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其政策主张体现出明显的“国内优先”原则。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非常欣赏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行事风格，肯定俄罗斯的中

东政策，并表示愿意加强美俄之间的和解与合作，甚至对叙利亚政府显现更为宽厚

的态度。 凡此种种表明，“奥巴马主义”的基本框架有望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得到继

承，未来美国可能继续保持总体超脱和选择性干预的中东政策，包括对叙利亚危机

的后续应对。 当然，这种延续不是照搬“奥巴马主义”，而是更加具有功利主义和美

国至上的色彩，以及特朗普的个人行事风格特征。

（责任编辑：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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