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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伊拉克战争等临时性任务转向建立美国主导的海湾安全架构、反恐和遏制伊朗等长期性任务 ,部

署范围由 20世纪 90年代主要集中于沙特转向依靠海合会所有成员 ,美国 - 沙特单一安全架构逐

步被美国 -海合会多元安全架构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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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湾地区是当今世界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恐怖

活动、领土争端等问题最突出的地区 ,也是能源储量

丰富的地区 ,地缘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因而成为大国

争夺的焦点。近年来 ,大国尤其以反恐和反海盗为

由强化在海湾地区军事基地建设 ,不断调整布局 ,竞

争日趋激烈。本文旨在探讨“9·11事件 ”后美国在

海湾军事基地的调整及其影响。

一、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基地的调整

美国地处西半球 ,远离中东 ,在海湾地区部署军

事基地就成为美国控制中东的基本手段。冷战结束

20年来 ,以“9·11事件 ”为“分水岭 ”,美国在海湾

地区军事基地的部署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海湾危机爆发前数十年时间里 ,美国在海湾

地区的军事存在主要依靠游弋在海湾的航空母舰战

斗群 ,它们与地中海第六舰队遥相呼应 ,阻止苏联插

手海湾事务。这一时期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

极为有限 ,远不及英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数量

和规模。① 1968年英国宣布自 1971年起从苏伊士

运河以东地区撤出所有军事力量 ,结束了对海湾地

区长达 200年的统治。② 随后美国一直试图填补权

力真空 ,但由于 20世纪 70年代中东民族主义兴起 ,

始终未能如愿。冷战时期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

地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主要依靠航空母舰战斗群等

海上浮动基地 ,而不是海湾国家陆上永久性军事基

地 ;二是陆上军事基地规模较小 ,更具有政治象征意

义而不是军事作战意义。海湾危机爆发后 ,美国在

海湾地区军事基地数量迅速增加 ,规模逐步增大 ,布

局上形成了以沙特为主、以海合会其他成员为辅的

态势。“9·11事件 ”后 ,特别是奥巴马入主白宫以

来 ,美国对海湾地区军事基地进行战略性调整 ,重心

开始向科威特、巴林和卡塔尔转移 ,呈现出分散化、

小型化、前沿化、机动化和网络化五大特点。

第一 ,分散化。“9·11事件 ”前 ,美国在海湾地

区的军事基地主要分布在沙特。一方面 ,沙特在中

东地缘政治中举足轻重 ,可以间接控制苏伊士运河、

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 ,对国际贸易的运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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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巨大 ; ①另一方面 ,沙特政府具有天生的脆弱

性 ,它是受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影响深重的国家 ,面

临诸多安全隐患 ,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基地成为沙特

维护国家安全的“稳定器 ”。“9·11事件 ”后 ,美国

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呈现出分散化趋势 ,除了在

沙特和科威特外 ,还在其他四个海合会成员国卡塔

尔、巴林、阿曼、阿联酋设了军事基地。2002年美国

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从沙特迁往卡塔尔 ,其乌代德

基地是美国在海外的最大军事基地之一。巴林朱费

尔海军和空军基地是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及母港 ,

美国在巴林首都麦纳麦拥有占地 60英亩的军事基

地。② 到 2006年 ,美国驻海湾地区的第 5舰队下辖

1个航母编队 (包括 1艘航母、6艘水面作战舰只 )、

1艘攻击型核潜艇、3艘两栖舰只和 4艘反水雷舰

艇。③ 此外 ,美国在阿曼、阿联酋也拥有军事基地。

美国驻海湾地区军事人员的分布也呈分散化趋势。

“9·11事件 ”前 ,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人员主要

集中在沙特 , 其驻沙特官兵一度高达 33. 4万 ; ④

“9·11事件 ”后 ,美国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撤

出约 200架军用飞机以及其他支援部队 ,将一些驻

沙特军事人员调往海湾地区其他国家 ,特别是卡塔

尔、科威特和巴林 ,只剩下 500美军协助训练沙特武

装部队。2008年以来 ,美国在海合会成员国驻军为

1. 1万人 ,其中卡塔尔 3432人 ,巴林 1496人 ,沙特 500

人 ,科威特 5000人 ,阿联酋 546人 ,阿曼 26人。⑤

第二 ,小型化。与其他地区相比 ,美国在海湾地

区军事基地的数量和面积较小。根据美国国防部

《基地结构报告 ( 2009财政年度 ) 》披露 ,伊拉克战

争结束以来 ,美国的军事基地分为陆军基地、海军基

地、空军基地、海军陆战队基地和华盛顿指挥总部等

五大分支 ,分布在包括美国的 50个州、7个海外领

地和其他 38个国家的领土上。美国海外较大规模

军事基地共有 716处 ,其中陆军基地 293处 ,海军基

地 136处 ,空军基地 261处 ,海军陆战队基地 26处 ,

而驻扎在德国、日本和韩国的美军事基地占海外军

事基地的大部分 (德国 235处 ,日本 123处 ,韩国 87

处 ) ,而美国在海湾地区只有驻科威特的萨勒姆空

军基地、乌代利兵营、多哈兵营、贾巴尔空军基地 ,驻

巴林的朱费尔海空军基地 ,驻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

基地等十余处规模相对较大的军事基地。

表 1　2008年美国全球军事基地分布 (单位 :处 ) ⑥

所 在
地 区

陆 军 海 军 空 军
海 军
陆战队

华盛顿
指挥总部

总 计

美国本土 2004 1011 1590 123 14 4742

海外领地 29 72 19 1 0 121

国外领土 293 136 261 26 0 716

总 计 2326 1219 1870 150 14 5579

　　与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和欧洲司令部相比 ,美

国负责中东安全的中央司令部规模较小 ,且总部设

在佛罗里达州而不是在中东地区。2008年美国成

立非洲司令部后 ,东北非地区如埃及、索马里、吉布

提和埃塞俄比亚等划为非洲的责任区 ,中央司令部

仅负责西亚 (土耳其除外 )、中亚和巴基斯坦地区 ,

中央司令部管辖的海湾地区军事基地也日趋小型

化。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 ,美国在海合会成员国的

陆军在 12万以上 ; 2008年以来 ,美国在海合会成员

国驻军仅为 1. 1万人 ,最多只有 5000人 ,最少的只

有几十人。⑦

第三 ,前沿化。海湾的美军人数相对较少 ,但其

军事基地设备不断更新 ,且新的军事基地处于遏制

伊朗的最前沿 ———卡塔尔、巴林、阿联酋和科威特。

美国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 ———卡塔尔首都多哈附近

的埃斯萨利亚营地 ( Camp as - Sayliyah) ,是美军在

海湾地区的军需库 ;卡塔尔的乌代德 ( al - Udeid)空

02

《现代国际关系 》　2010年第 5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Anthony H. Cordesman and Khalid R. A l - Rodhan, Gulf M ili2
tary Forces in an Era of Asymm etric W ars, W ashington, D. C. :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7, p. 163.

Anthony H. Cordesman and Khalid R. A l - Rodhan, Gulf M ili2
tary Forces in an Era of Asymm etric W ars, pp. 65 - 67.

赵国忠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及其战略企图”,《西亚非
洲》, 2006年第 1期 ,第 33页。

Anthony H. Cordesman and Abraham R. W agner, The Lessons

of M odern W ar: The Gulf W ar, Boulder: W estview Press, 1996, p. 84.
Jules Dufour, “The Worldwide Network of US M ilitary Bases:

the Global Dep loyment of US M ilitary Personnel”, Global Research, July
2007; R ichard F. Grimmett, “ Instances of U se of United States A rmed
Forces Abroad, 1798 - 2009”,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anuary
27, 2010.

Office of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B ase S tructure

Report, Fiscal Year 2009 Baseline, W ashington D. C.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8, pp. 2 - 3.

Jules Dufour, “The Worldwide Network of US M ilitary Bases:
the Global Dep loyment of US M ilitary Personnel”, Global Research , July
2007; R ichard F. Grimmett, “ Instances of U se of United States A rmed
Forces Abroad, 1798 - 2009”,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anuary
27, 2010.



军基地在美国海湾军事基地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

成为遏制伊朗的桥头堡。乌代德空军基地修建了中

东地区最长的飞机跑道 (14760英尺 ) ,耗资 14亿美

元 ,还拥有能够停放 120架战斗机的坚实混凝土掩

体 ,配有先进的电子设备。① 2010年 ,美国在乌代德

空军基地共有 34个重点建设项目 ,所有工程大约在

2011年 12月 21日完成。届时 ,乌代德空军基地在

遏制伊朗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② 卡塔尔还在扩建

多哈港口 ,以期今后容纳美国的航空母舰。美国在

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的军事基地也不断更新 ,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

第四 ,机动化。美国国防部出版的《加强美国

全球防务态势 》将其在海外的军事设施分为三类 :

主要行动基地 (Main Operating Base)、前沿行动基地

( Forward Operating Site)和合作安全基地 ( Coopera2
tive Security Location)。③ 第一类是由永久驻扎的战

斗部队和健全的基础设施、指挥和控制体系组成的

基地 ;第二类是由美国有限的军事存在和预先部署

的设施组成的基地 ;第三类是指美临时租用的基地 ,

其拥有很少的美军 ,东道国为美提供后勤和承包服

务 ,为美未来的军事进入提供安全保障。“9·11事

件 ”后 ,特别是奥巴马执政以来 ,美国在海湾军事基

地的部署更加注重灵活机动。在第一和第二类军事

基地的基础上 ,奥巴马政府更看重第三类基地 ,希望

在危机爆发后扩大或征用东道国的军事基地。例

如 , 2008年以来 ,美国在阿曼一度仅剩下 26人 ,在

沙特和阿联酋留下的美军也只有数百人 ,但一旦爆

发危机 ,美国可根据合作安全协定使用其军事基地 ,

迅速扩大军事存在 ,以便既节约经济成本 ,又使美国

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部署更加灵活机动。

第五 ,网络化。美国军事基地并非相互孤立 ,而

是彼此联系的。“9·11事件 ”以来 ,美国加强了海

湾军事基地之间的内在联系 ,实现了这些基地在功

能上的整合 ,呈网络化趋势。从地区安全看 ,目前美

国的军事基地以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为主 ,以沙

特、阿联酋和阿曼为辅 ,且上述 6国的军事基地形成

网状结构 ,既分工明确 ,又相互联动 ,对伊朗形成了

弧形包围圈。④ 从大中东地区来看 ,美国在海湾地

区的军事基地与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吉尔吉斯、

塔吉克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基地遥相呼应 ,使美国中

央司令部责任区 ———西亚、中亚和巴基斯坦的军事

力量进一步整合 ,以支持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的反恐行动 ,遏制大中东反美势力 , ⑤同时呼应 2008

年 10月 1日成立的美国非洲司令部的责任区 ———

埃及、苏丹和东非地区 ,特别是美国在吉布提的军事

基地。

二、美国调整海湾地区军事基地的动因

“9·11事件 ”后 ,美国对海湾地区军事基地部

署进行战略性调整 ,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地区战略

调整以及美国与海湾地区国家的关系变化密切相

关。首先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发生了转变。“9·11

事件 ”后 ,美国将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

散视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认为其威胁源主要来

自高加索、中亚、中东、南亚的“动荡弧地区 ”。⑥ 美

国通过政治、经济、贸易和结盟等手段 ,将欧洲、亚太

和拉美等主要地区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 ,唯

独中东 -伊斯兰地区长期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 ,成

为反美、反西方势力最强大的地区。因此 ,“9·11

事件 ”后 ,美国国防部围绕“动荡弧地区 ”大幅调整

海外驻军 ,以应对未来新的冲突。从全球视角看 ,美

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部署与其在土耳其和吉布

提的军事基地 ,构成了中东军事基地的“铁三角 ”,

彰显美国全球军事基地部署的“五指战略 ”,即亚

太、欧洲、北美、加勒比和中东五大海外军事基地群

在战略上遥相呼应 ,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奥

巴马政府反恐战略重心东移进一步促进了美国对海

湾军事基地的调整。2009年底 ,美国芝加哥研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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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国家安全论坛发表的《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预测 》报告指出 ,未来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挑

战既包括主权国家又包括非主权国家构成的威胁 ,

前者包括伊朗及实力较弱的朝鲜和委内瑞拉 ,后者

包括宗教、种族、民族冲突和恐怖主义。上述各种反

美势力形成联合阵线后 ,对美国海外设施发动非对

称性打击的可能性会更大。① 从反恐角度看 ,阿富

汗和巴基斯坦无疑是美国今后的战略重点。美国在

海湾地区军事基地的分散化、小型化和网络化有助

于应对该地区各种不确定性威胁 ,从侧翼支持美国

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2010年 4月 9

日吉尔吉斯发生政变 ,显示出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军

事基地仍存在不确定因素。一旦该地区美国军事基

地受到影响或关闭 ,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必将发

挥重要的替代作用 ,支持美军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

的军事行动。

其次 ,美国海湾地区战略重点发生了转移。伊

拉克战争前 ,美军在海湾地区的主要战略任务是推

翻萨达姆政府 , 因此美国加强了在伊拉克最前

沿 ———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部署 ;伊拉克战争

后 ,伊朗成为美国海湾霸权的最大的挑战者 ,美国在

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和阿联酋的军事基地成为美国

遏制伊朗的前沿阵地。2004年 4月 1日 ,美国将科

威特、巴林、埃及、约旦和以色列一并视为“主要非

北约盟国 ”,反对伊朗主导海湾局势。② 2008年 ,美

国与科威特达成一项 3. 28亿美元的军售协定 ,宣布

向后者出售激光制导导弹。③ 美国目前在科威特维

持了约 10个军事基地 ,其中最重要的是比林军营

(Camp Buehring)和阿瑞坎军营 (Camp A rifjan)。④

第三 ,美国与沙特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而与海合

会其他成员的战略合作关系则不断提升。“9·11

事件 ”对美沙关系影响深远 ,两国关系出现了不和

谐音。民意调查显示 ,“9·11事件 ”前 ,美国民众对

沙特持积极态度的占 56% , 2001年 12月 ,这一数字

下降至 24% ; 2002年 1 - 2月民意调查显示 ,沙特

64%的民众对美国没有好感 , 57%的民众反对美国

采取的反恐行动 ,只有 30%的民众支持美国的反恐

行动。⑤ 因此 ,“9·11事件 ”后沙特的大国意识、外

交主体意识增强 ,改变了以往在安全上一味迁就美

国的“一边倒 ”政策 ,转而寻求更加均衡的“大国平

衡战略 ”,同时对美国在其本土的军事行动采取了

限制措施 ,如禁止美国使用部分军事设施 ,禁止“战

斧式 ”巡航导弹飞越沙特领空。美国空军在利雅得

附近的控制和通讯中心不得不迁往卡塔尔 ;驻在利

雅得附近的美国空军部队和爱国者导弹部队也从沙

特撤走 ,美军仅在沙特执行一定的安全协防任务。⑥

美国军事基地的重心也从沙特转移至卡塔尔、巴林

和科威特 ,后者成为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基地的新

大本营。⑦

相比之下 ,“9·11事件 ”后 ,海合会其他成员的

反美情绪并没有沙特那样强烈 ,它们无意在美、俄、

欧、中之间开展“等距离外交 ”,而是将发展对美关

系作为安全政策的重中之重 ,因而对美国在海湾地

区的军事基地持欢迎态度。2002年 3月 25日 ,布

什总统称巴林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 ”⑧。美国向巴

林提供了抵御外部威胁的安全保证 ,从而在海湾中

部形成了美国 - 卡塔尔 - 巴林战略“铁三角 ”。巴

林于 2003年 2月决定允许美军继续使用朱费尔海

军和空军基地 ,两国关系日益密切。⑨ 伊拉克战争

爆发前 ,卡塔尔国王曾私下对美国中央司令部前司

令说 :“弗兰克斯将军 ,现在你们有机会拯救伊拉克

人民了。”�λυ卡塔尔一方面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

另一方面又不愿惹怒邻国 ,这种“地区平衡战略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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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其开展“均衡外交 ”,但美卡关系无疑是重要一

环。与巴林和卡塔尔一样 ,近年来阿联酋与美国关

系也不断发展。阿联酋扩建阿布扎比附近的阿哈弗

拉 ( al - Dhafra)空军基地为美军提供了重要立足

点 ,大约 1500名美国军事人员曾在此执行任务 ,该

军事基地有力地支持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行

动 ,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很大价值。① 此外 ,阿哈弗拉

空军基地还设有“海湾空战中心 ”,承担为盟国提供

飞行员培训任务。② 阿联酋迪拜的最大港口阿里山

(Jebel A li)曾停泊数百艘美国海军舰只 ,其数目堪

称美国海湾军事基地之冠。阿联酋为停泊在阿里山

港口的美国军舰提供了各种后勤服务和安全保障 ,

而且阿里山港口目前是海湾国家中能够停泊美国航

母的少数港口之一。谢赫 ·哈里发 ( Sheikh Khalifa)

总统说 :“阿联酋是美国反恐战争的伙伴 ,将努力维

护地区和世界稳定。”③2009年 5月 ,奥巴马批准布

什政府同阿联酋签署的《美国 - 阿联酋和平利用核

能合作协定 》,并表示该协定的执行将有助于推动

双方的共同防务关系。此外 ,自 2009年 1月 1日

起 ,美国与阿曼自贸区协定正式生效 ,今后两国的经

济整合必将提升双方政治和军事合作关系。

三、美国调整海湾地区军事基地的影响

冷战后 ,海湾地区是伊斯兰世界的心脏地带 ,海

湾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大国在海湾地区设立军事基地

一直采取审慎态度 ,更倾向于通过联合自强实现共

同安全。如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地区形势 ,海湾六国

曾于 1981年 5月成立海合会 ,旨在消除伊朗伊斯兰

革命和两伊战争的影响 ,协调成员国外交、国防和安

全政策。但是 ,该组织未能阻止伊拉克对科威特的

野蛮入侵。海湾战争爆发后 ,沙特遣散了本部设在

艾尔贝厅 (Hafr al Batin)附近的海合会军队 ,表明占

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 60%的海合会成员只能依靠

美国的保护。④ 但是 ,海外军事基地是美国意志的

外化 ,美国对海湾军事基地调整是为了规避军事基

地的政治风险 ,却引发了诸多新问题 ,对海湾安全局

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 ,强化了美国主导的海湾地区安全架构。

近年来 ,海湾地区主要有三种安全秩序构想 ,第一种

是美国主导的西方权力架构 ,第二种是伊朗主导的

权力架构 ,第三种是沙特领导下的海合会权力架构。

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调整 ,实际上阻止了伊

朗在海湾地区的权力扩张。2005年 ,海合会快速反

应部队正式解散 ,除了在利雅得的一个司令部和一

个空军指挥系统外 ,其军事体系基本宣告瓦解。所

以海合会的内部安全机制实际上是一副“空壳 ”,难

以发挥实质性作用。⑤ 海合会与周边大国的竞争关

系、海合会内部的竞争关系使海湾地区实际处于分

裂状态 ,这为美国在冷战后进入海湾地区、建立星罗

棋布的军事基地奠定了基础。当前 ,海湾地区的安

全架构主要由美国主导 ,呈“金字塔式 ”结构。2010

年 1月 27日 ,奥巴马总统发表了国情咨文报告 ,强

调要对伊朗采取军事遏制与外交谈判双重手段 ;

2010年 2月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声

称 ,美国将正式在卡塔尔、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 4

国部署 8个爱国者 PAC - 3导弹连 ,每个受保护的

海湾国家将部署 2个连。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在海

合会上述 4国领土上的导弹防御系统将于 2010年

7月基本完成 ,届时将对伊朗产生巨大威慑作用 ,也

将巩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领导权。⑥ 奥巴马总统还

积极推动海湾地区的经济整合 ,将海湾经济纳入到

美国经济体系中 ,并计划于 2013年建成美国与大中

东自由贸易区。⑦

其次 ,使海湾地区局势更趋复杂。2005年内贾

德担任伊朗总统后 ,伊朗核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

的焦点。伊朗核问题本质上是伊朗同美国和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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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问题 ,但是随着美国在海合会所有成员国建

立军事基地 ,海湾阿拉伯国家无疑被绑在美国的战

车上 ,只要美国、以色列或海合会与伊朗三组关系中

任何一组矛盾激化 ,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引起地区

矛盾升级 ,甚至不排除爆发冲突的可能。而且 ,伊朗

反击外部挑衅最可能的方式就是袭击美国在海湾的

军事基地。为此 ,内贾德总统曾多次呼吁海湾国家

关闭美国军事基地 ,不要为美国在海湾发动的侵略

战争服务。2010年 4月 25日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

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起草人贾拉里 ( Kazem Jalali)认

为 :“西方大国在海湾地区加强军事存在已经成为

该地区不稳定因素。中东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应签

订一份集体安全条约 ,以确保地区安全。”①这一倡

议目前并未获得海湾其他国家的积极响应。

再次 ,使伊斯兰地区反美、仇美情绪加重。伊斯

兰世界对大国在军事、政治和文化上的扩张和渗透

极为敏感 ,认为大国在伊斯兰土地上修建众多军事

基地破坏了伊斯兰世界的纯洁性。② 例如 , 1979年

苏联入侵阿富汗后 ,许多伊斯兰极端势力以发动

“圣战”为由 ,向苏联在阿富汗的军队发动了打击 ,

最终迫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 2001年“基地 ”组织在

美国本土发动袭击、造成了令世人震惊的“9·11事

件 ”,部分是因为美国在沙特设立的军事基地 ,最终

也迫使美国大幅度从沙特撤出军事力量 ; 2010年 4

月 9日 ,吉尔吉斯反对派发动军事政变 ,也与前政府

允许美国建立军事基地有关。近年来 ,海湾激进势

力曾多次发动恐怖袭击 ,如 2009年 8月 28日 ,沙特

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次大臣纳伊夫亲王 (Moham2
med bin Nayef)在西部城市吉达遭自杀式炸弹袭

击 ; ③2010年 4月 28日 ,阿联酋最高法院宣布逮捕 5

名阿联酋人和 1名阿富汗人 ,认定他们试图为塔利

班提供资金、建立海湾恐怖组织。④ 为此 ,沙特、阿

曼和阿联酋等国政府不得不与美国签订协议 ,减少

美国永久性军事基地的数量和规模 ,选择更加灵活

机动的“合作安全基地 ”,即美国只在危机爆发后才

使用当地国的军事基地 ,以减少海湾激进势力对美

国军事基地的不满。今后 ,不排除美国在海湾的军

事基地问题政治化 ,伊斯兰激进势力以美国偏袒以

色列为由 ,发动恐怖袭击。⑤ 可见 ,美国在海湾地区

的军事基地已成为影响海湾现政府、美国和伊斯兰

激进势力三角关系的关键因素。

最后 ,使大国在海湾地区乃至中东地区的竞争

更加激烈。中东地区集中了世界上主要热点问题 ,

海湾地区则集中了中东主要热点问题。20世纪 80

年代以来 ,海湾地区相继爆发了两伊战争、海湾战争

和伊拉克战争 , 2006年以来又爆发了伊朗核危机。

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战略位置、丰富的油气储量和纷

繁复杂的利益纠葛 ,海湾地区一直牵动着国际政治

的神经 ,成为大国争夺的博弈场 ,建立海外军事基地

无疑是大国拓展战略利益、增加政治影响力的重要

手段。奥巴马执政以来 ,世界各大国均以打击索马

里海盗、维护能源供应安全和护航为由 ,纷纷谋求在

海湾地区乃至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有媒体称 ,

2010年下半年 ,美国有可能重新组建第 10舰队 ,届

时美国海军将有 5艘航母长期驻扎在海湾地区 ,或

是在危机爆发后集结到该地区。⑥ 除美国外 ,法国

总统萨科奇于 2009年 5月 26日正式宣布在海湾地

区建立首个永久性军事基地———阿联酋阿布扎比军

事基地 ,该基地可容纳 500名陆、海、空战斗人员 ; ⑦

2010年 ,英国也在阿曼积极筹划建立军事基地。此

外 ,法国、美国、日本和印度在吉布提 ,俄罗斯在也

门 ,伊朗在阿曼湾贾斯克也均筹划建立或加强军事

基地。⑧ 因此 ,未来大国围绕在海湾和中东地区设

立军事基地、扩大军事存在、拓展军事影响力、维护

能源安全的竞争必将更加激烈。○

(责任编辑 :何桂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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