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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由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也门战争外溢加剧，

海湾安全局势不断恶化，地区稳定面临多方面严重冲击。中

国在海湾地区拥有重要的经贸、能源和安全利益。海湾保持

稳定与发展符合中方利益以及“一带一路”推进。当前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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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发展有利于中方参与海湾事务，我应积极利用并发挥更

大作用。 

一、海湾安全面临多样化严峻挑战 

今夏以来，随着美国与伊朗冲突升级，域内外国家围绕

伊核博弈加剧，由此导致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一向被视为地

区稳定“绿洲”的海湾正面临严重的多元化安全威胁。 

（一）伊朗核问题取代叙利亚战争成为中东冲突的新焦

点，美伊冲突构成地区主要动荡源 

特朗普上台后颠覆奥巴马政府的伊朗政策，坚决反对伊

核协议，并在遏制伊朗地区影响力、发展弹道导弹、核发展

等三条战线上对伊采取全面遏制政策。2018 年 5月，美退出

伊核协议，之后逐步对伊实施有史以来最严厉和最全面的金

融和能源制裁，给伊造成巨大压力。2019年 5 月，特朗普政

府对伊制裁升级，彻底取消伊石油出口豁免，对伊“极限施

压”。此外，美还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特

朗普还联合以色列、沙特组建反伊的“中东战略联盟”，在

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也门和巴勒斯坦等多条战线与伊

朗较量。针对来自美国以及以色列、沙特的多重威胁，伊朗

针锋相对，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回应，实施“边缘政策”与美

周旋对抗，为此导致海湾油轮频繁遭袭、霍尔木兹海峡航行

安全受威胁，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袭击升级，地区局势持续

紧张。当下，伊核问题已经成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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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汇集点”。 

（二）也门战争及其外溢对海湾构成威胁持续增大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也门

也陷入持续动荡，并导致萨利赫总统黯然下台。软弱的哈迪

政府上台后并不能有效应对局势。2014年，一直与中央政府

对抗的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组织“安萨尔真主运动”（俗称胡

塞武装）占领首都并接管政权，哈迪被迫逃亡沙特。沙特一

直视也门为后院，坚决不允许敌对势力接管也门。上世纪六

十年代，沙特曾与埃及为争夺也门控制区爆发多年战争。如

今，沙特绝不允许亲伊朗的胡塞武装控制也门。2015 年 3 月，

沙特联合阿联酋等国对也门发动代号为“果敢风暴”的军事

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不过，时至今日，拥有绝对优势的沙

特联军不仅未能击败胡塞武装，反而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

日益被动，而胡塞武装则越战越强，实力渐增，还将战争从

也门引向沙特本土，对沙特境内重要军事、能源、基础等重

要设施持续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统计，近年来胡

塞武装已向沙特境内发动无人机袭击上百次，并直接威胁沙

特首都利雅得。尤其是 2019 年 5月以来，胡塞武装加大了

对沙特油田、炼油厂、输油管道、机场等重要目标的袭击频

度，对沙特国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6月，胡塞武装一周内

用无人机四次袭击沙特西南部的阿布哈和吉赞的两座机场。

8 月，沙特吉赞地区一个军事指挥中心遭袭。9月 14 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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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两处油田设施遭受袭击，造成油田减产 570万桶/日，天

然气出口停止，引发国际石油市场剧烈动荡，并威胁世界经

济复苏。胡塞武装声称对此事件负责。预计，这一袭击事件

将对能源市场、地区安全以及也门问题、伊朗问题产生一系

列重要影响。沙特认为这一是袭击代表着战争的“严重升

级”。目前沙特方面正紧密锣鼓开展调查，要求国际社会采

取行动。沙特国王萨勒曼明确表示，伊朗要对此事件负责，

并督促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实施军事报复。特朗普已被迫取消

与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鲁哈尼会晤计划，并对伊发出

严厉警告，声称“枪已上膛”。除了胡塞武装不断威胁对沙

特和阿联酋发动武装袭击外，也门还爆发大规模人道主义危

机，数百万难民逃难海湾。也门战争已越来越成为沙特的沉

重负担，也门正日益成为“沙特的阿富汗”。 

（三）海湾正面临多样化安全挑战，渐失地区稳定“绿

洲”的美誉 

当前海湾正面临多重威胁：一是美伊直接军事冲突的风

险。虽美伊间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并不能

排除，双方威慑和反威慑逐步升级很可能导致擦枪走火。二

是伊朗与沙特、以色列的军事冲突风险增大。沙特和以色列

均将伊朗视为地区最大敌人，均欲借特朗普之手除掉伊朗为

后快。也门战争实质上是沙特与伊朗的代理人战争。代理人

战争有演变为双方直接对抗的可能性。以色列视特朗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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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剪除伊朗的黄金机会，不断迫使特朗普对伊加压，同时自

己不断采取军事行动，直接打击伊朗在叙利亚、黎巴嫩和伊

拉克的目标，不排除未来以色列直接对伊朗本土动武的可能

性。三是海合会危机不断，沙特与卡塔尔的矛盾持续难决，

海合会面临严重分裂。2011 年巴林发生严重骚乱，沙特联合

阿联酋应邀出兵协助镇压。2017年，沙特与卡塔尔爆发严重

外交危机，沙特、阿联酋和巴林三国与卡断交，并对卡实施

封锁。沙特指责卡塔尔支持伊朗以及穆斯林兄弟会。在沙卡

危机中，阿曼和科威特保持中立，并选边站，导致海合会一

分为三。此外，近年来，沙特与科威特、阿曼与阿联酋、沙

特与阿联酋之间也频频传出不和之音。科威特指责沙特企图

侵占科石油，而阿曼谴责阿联酋企图颠覆苏丹卡布斯政权并

图谋阿曼领土。围绕也门战争，今年 8月以来沙特与阿联酋

各自支持的也门武装之间也爆发军事冲突。四是地区军备竞

赛不断加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无人机扩散威胁显著增

大。近年来，沙特与阿联酋大肆采购军火，发展本土军事工

业，尤其是积极发展弹道导弹，投资建设核电站，引起外界

疑虑日益增大。无人机的管控也日益成为地区的安全焦点问

题。五是海湾君主国王位继承问题面临潜在危机，构成地区

安全隐患。未来五年，沙特、阿联酋、科威特、阿曼都将面

临继承问题，不排除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其中沙特和阿曼的

风险最大，值得关注。六是也门战争及其严重外溢对地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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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严峻挑战。 

（四）美国主导的海湾安全格局濒临瓦解，地区安全秩

序面临重构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逐步在海湾确立了由美主导

的地区安全秩序。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由于美决心战

略东伊，从中东战略收缩，加之美对海湾石油以来显著下降，

导致奥巴马和特朗普两届政府对海湾兴趣下降，不愿承担过

多责任，减少对地区盟友安全承诺，美对海湾安全的主动性

和领导力严重下降。美战略收缩导致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和安

全真空，内外各种势力纷纷填补真空。土耳其军队进入海湾，

并在卡塔尔设立军事基地。英国重返海湾在卡塔尔、阿曼和

阿联酋设立军事基地。俄罗斯、印度和日本积极向海湾拓展。

冷战时期，海湾国家竭力排斥苏联对海湾的渗透与影响，如

今海湾国家积极加强与俄罗斯在政治、安全和能源事务上的

合作。普京计划将于今年 10 月初访问沙特等海湾国家，这

将是普京对沙特的首次访问。印度与阿联酋建立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并派 2艘军舰赴波斯湾开展独自护航。日本首相安

倍破天荒地赴伊朗调解伊核问题。今日，日本也派军舰赴海

湾护航。由此同时，地区国家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减少对

美安全依赖，加强自身安全防御能力，开展自主外交，内外

政策日益自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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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湾安全局势变化对我影响 

从积极方面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美国主导的

海湾安全格局出现坍塌迹象，美主导意愿和能力均呈下降趋

势，地区安全出现权力真空。美不愿独家维持，希望外部来

分担负担。美主动要求英国军队重返海湾，并在阿曼、卡塔

尔建立军事基地。面对伊朗威胁航道安全，美呼吁组建国际

护航联盟，破天荒要求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发挥作

用。不过，美筹建的国际护航联盟最终只有英国、澳大利亚

和巴林三国参加，显示美领导力明显下降。2017年以来美力

推的“中东战略联盟”（又称“阿拉伯北约”）也迟迟不见音

讯。随着美战略收缩，英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和土耳其

等国纷纷加大介入，填补真空；第二，海湾地区国家虽仍依

赖美安全保护，但对美不信任和防范意识普遍增强，纷纷另

寻出路。沙特和阿联酋在加强自身国防工业发展同时，加强

与其他大国的合作。卡塔尔则寻求与土耳其合作，土在卡建

立军事基地；第三，海湾安全对中国的需求增大，国际社会

希望中国在海湾安全事务上扮演更大作用，增强与中国的军

事与安全合作。海湾地区国家希望中国发挥更大、更积极作

用，个别国家甚至希望中方在其设立军事基地。特朗普甚至

也提出希望中国不再搭便车，要求中国参加护航。 

从消极方面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在海

湾地区拥有重要经贸和能源利益，海湾是我国最主要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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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天然气供应来源地，最主要的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地，

也是我在中东地区的最大贸易和投资伙伴，海外华人在中东

地区的最大集聚地。该地区陷入动荡，将严重冲击我在与该

地区的利益。比如，航道安全面临威胁上升可能危及中国过

往商船的安全。地区国家能源设施受损，也势必将对我国的

能源市场造成巨大冲击。第二，海合会日益分裂以及地区国

家间冲突加剧，致使中国与该地区关系日益复杂化。如在也

门战争、伊朗核问题、沙特与伊朗的矛盾、沙特与卡塔尔的

危机等四大问题上，中方若处理不当就很可能面临“选边站”

的批评和指责；第三，海湾战略位置突出，是“一带一路”

路线的重要节点，地区国家亦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

伴。海湾发生分裂或陷入动荡将影响“一带一路”在该区域

的推进。比如，中国与海合会的自贸谈判已因海合会的分裂

严重受阻。中方对伊朗、沙特和也门的投资也面临不同程度

的安全困境。 

三、政策建议 

针对海湾地区安全风险与挑战，一方面中方需未雨绸

缪，积极因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安全风险，另一方面也要抓住

机遇，积极参与，在海湾安全事务上发出中国声音，发挥中

国的独特作用。 

（一）妥善应对能源安全风险以及我在该地区利益受损

风险。1.考虑以适当方式维护我商船、油轮的安全航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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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双边海上安全合作，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或

救援演习。必要时考虑中方单独护航的可能性。2.加强我在

敏感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与目标的安全防护。尤其在波斯湾、

沙特境内的目标要制定安全预案。3.应对可能的能源安全供

应中断风险。除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受威胁外，沙特等

国重要能源设施遭袭并导致原油对外供应中断的风险也在

增大。中方应择机适度加大石油战略储备和石油商业储备，

以应对不时之需。 

（二）坚持以中国的安全观和中国的独特方式，积极参

与海湾地区安全事务，推动塑造一个新的海湾地区集体安全

架构。一个安全、有序、包容、发展的海湾符合中国利益，

也是中国的政策目标。 

（三）继续加大对海湾地区的投入，巩固政治关系，加

强与地区国家的军事与安全合作。积极有力回应地区国家

“东向”政策，加强高层往来，坚定推进“一带一路”。未

来，应积极回应地区国家希望中国在地区安全中发挥更大作

用的期盼，以“一带一路”、军事安全合作为双轮驱动，全

面加强与地区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鉴于沙特在油田设施遭

袭问题上急需外部支持，我可明确表态谴责这一袭击行为，

并向沙特提出愿意帮助其尽快恢复油田设施运转。在应对无

人机袭击方面，沙特方面应对无力，我也可提供相应支持。 

（四）积极发挥调解、协调作用，在地区重大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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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及时提出中国方案或中国倡议。当前应围绕伊朗问题、也

门问题、海湾集体安全秩序、沙特与伊朗矛盾四大热点问题，

加强研究，尽快提出中方的倡议，阐述中国的主张以及解决

之道。 

    （五）在海湾地区既要表明中国无意取代美国，希望开

展国际合作与大国协调，但也要坚持斗争，坚决回击美对我

防堵，推动非美国独家主导的地区集体安全秩序。要加强与

俄罗斯、印度、欧盟的合作。 

（六）推动逐步建立新的海湾地区集体安全构架。就海

湾安全格局以及海湾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需要清晰表

明自己的立场、原则和看法，并阐述政策。针对当前海湾安

全局势，俄罗斯政府于 2019 年 7 月发布了“波斯湾集体安

全构想”文件。此举值得借鉴，中方可考虑适时发布类似文

件。 

（七）继续高举建设“中东及海湾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区”的和平倡议。应关注该地区的核、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扩

散问题以及加强该问题对我影响利弊的研究。 

 

 

（责编：张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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