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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5日，以沙特阿

拉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

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欧佩

克+）第33次部长级会议决定，从

2022年11月起，将原油总产量日

均下调200万桶。消息公布后，美

国表示失望。在此之前，美国政

府一直在向沙特等主要产油国政

府施压，阻止其减产原油。10月11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柯比表示，白宫正在重新评估美

国与沙特的关系。“欧佩克+”产

油国联盟的大幅减产，引爆了沙

特与美国之间积累已久的矛盾，

此番互不相让的阵势在双方数十

年的盟友关系中实属罕见。然

而，沙美矛盾绝非“产量之争”

那么简单。

石油政治化的结果

追根溯源，当前沙美关系

深陷危机是世界能源市场巨变所

致。近年来，世界石油市场出现

三个新趋势。一是“页岩油革

命”后，美国实现能源独立，并

一跃成为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国之

一，对中东地区的石油依赖显著

下降。目前沙特约75%的原油销往

中国等亚洲市场。二是随着页岩

油和替代能源抢夺市场份额，以

沙特为首的欧佩克影响国际油价

的能力显著下降。欧佩克选择扩

大影响力，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

产油国合作维持国际油价。2016

年，“欧佩克+”机制建立，它

使沙特和俄罗斯的利益被深度绑

定，即便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

级也无法撼动这一共同体。三是

美国作为石油生产和消费大国，

对国际油价涨跌态度矛盾。对美

国而言，若国际油价过低会打击

其页岩油产业，但油价过高又会

推高其国内通货膨胀率。因此，

无论国际油价处于高位或低位，

美国都会根据本国即时利益要求

沙特增产或减产石油。这些混乱

的信号让沙特无所适从，双方在

油价方面形成利益冲突。同时，

美国意图左右沙特石油产量，也

有将其视为影响中期选举及制裁

俄罗斯工具的因素，实际上已将

油价政治化。这都提高了沙特利

用石油反制美国的能力。

此番沙特做出减产决定固

然是基于其对石油市场供求关系

的判断，但也难以让人相信其中

没有政治考量。历史上，沙特在

石油产量方面配合美国的例子并

不鲜见。此次宣布减产，倒像是

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对拜登所领导

的民主党政府实施的“精准打

击”。因此，与其说当前沙美关

系是忽然交恶，不如说是双方积

累已久的矛盾被激化。

令沙美关系雪上加霜的是双

方盟友关系中的安全支柱也开始

动摇。能源独立使中东地区在美

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并使

其持续在该地区实施战略收缩，

明显懈怠了对沙特等中东盟友的

安全责任。自2009年奥巴马政府

上台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持续从

中东撤军，现任拜登政府则将恢

复伊朗核协议作为其中东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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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6日，美国总统

拜登访问沙特，并出席了在

该国吉达举行的由海湾合

作委员会成员国及埃及、

约旦、伊拉克领导人参加的

“安全与发展”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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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事项，并将对沙特构成切实

安全威胁的也门胡塞武装移出恐

怖组织名单。因此，沙美“以石油

换安全”的对价关系被显著削弱。

价值观外交颠覆“潜规则”

长期以来，由于沙美两国在

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格

格不入”，双方搁置意识形态差

异，在利益交换的基础上建立

盟友关系。美国保守派学者柯克

帕特里克曾表示，中东现行制度

符合美国利益，在中东推进“民

主和人权”会使美国陷入被动。

因此，美国的中东外交主要遵循

“只谈利益”的现实主义。但

是，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

美国推出“大中东倡议”，企图

用“美式民主”改造中东国家。

然而，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深

陷战争泥潭、伊斯兰主义政党打

断“民主化进程”上台执政等现

实，迫使其再次回归“柯克帕特

里克主义”。

但是，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

后，颠覆了美国中东外交的“潜

规则”，重拾“价值观外交”。

拜登政府借2018年沙特记者卡

舒吉遇害事件向沙特施压，甚至

以干涉其王位继承等重大而敏感

的内政问题相威胁，这触及了后

者最敏感的神经。此外，沙特的

民生水平一直在中东地区名列前

茅。近年来，沙特还实施了女性

赋权与外籍劳工权益保障等多项

社会文化领域改革，美国却对其

取得的成绩视而不见，一直揪着

所谓“人权问题”不放。同时，

美国在中东“人权话事人”的身

份并不被地区国家认可，因其本

身就是伊拉克、阿富汗等国人道

主义危机的制造者。因此，拜登

虽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于2022年

7月亲赴沙特访问，却未能阻止沙

美关系的继续恶化。

美国低估沙特“时代之变”

近些年，随着沙特年轻一

代领导层陆续掌权，并在2016年

推出“2030愿景”规划，该国开

启历史性的国家全面转型。身为

“80后”的沙特王储默罕默德胸

怀“大国梦”，立下宏志要将沙

特打造成全球性大国。国族主义

已成为沙特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

叙事，这意味着沙特将不再一味

追随大国，而是要充分发挥本国

能源禀赋，成为积极参与全球事

务的大国。乌克兰危机升级后，

沙特石油资源的重要性再次凸

显，国际油价上涨使沙特摆脱了

经济困境。2022年沙特经济增长

率预计将超过8%，领跑全球。

同时，沙特经济总量也有望突破

一万亿美元，成为中东与非洲地

区首个迈进“万亿俱乐部”的经

济体，这给了沙特与美国叫板的

底气。同时，沙特的外交政策也

逐渐体现出灵活性与务实性，因

应美国的中东战略调整，与伊

朗、土耳其等“战略敌手”缓和

了关系。沙特在大国相争中采取

对冲战略拓展外交空间，并不顾

美国阻挠，积极与中国、俄罗斯

等国发展伙伴关系，表现出强烈

的战略自主意识。美国显然并未

充分理解沙特正在经历的“时代

之变”，仍对沙特采取颐指气使

的传统态度，便难免碰钉子。

“减产风波”揭开了沙美两

国矛盾的一角，暴露以沙美关系

为代表的“美国—中东国家盟友

体系”已显著走弱。然而对沙

美矛盾也不能过分夸大。“安全

靠美国、经济靠中国、能源靠俄

罗斯”是沙特与大国关系的基本

格局，也将在较长时期内被延

续。在美国调整其中东政策和沙

特国家转型的背景下，两国关系

目前虽呈现出对抗多于合作的特

征，但相互依赖性仍然存在。除

石油与安全外，沙美合作还有新

能源、科技、金融投资等多重维

度。此外，五年前沙美关系的热

络让人记忆犹新。2017年，美国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出访的第一

站选在沙特，并出席“三合一”

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美国峰

会；2018年，沙特王储默罕穆德

也曾对美国进行为期21天的超长

访问。这些均显示出沙美关系的

特殊性。沙美关系与美国国内政

治相关性较强，因此双方关系仍

存在被修复的可能，而沙特作为

全球性能源大国，也将继续在美

国的中东乃至全球战略中占有一

席之地。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

东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