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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篇為大家介紹了過往 100 年中東地區受到外力滲透的例子。本篇繼續探討

為何中東這一地區，會成為各大國爭相施加影響力的場所？這裡涉及了三個主要

原因。 

 首先，最主要的還是石油問題。石油是現代工業國家（不論東西方）的血液，

故此對於發達國家來說，必須要確保其經濟的「血源」。如果沒有石油，相信沒

有一個大國會有興趣及有意欲介入中東的糾紛當中。但是正因為石油，西方工業

國家把中東看成是其自然資源出產地，早在二十年代，英國人已不斷向波斯奪取

利益，1909 年成立了英波石油公司進行石油壟斷；美國在中東亦不甘後人，美

國數間大公司如埃索﹑德士古﹑加州標準等早在戰前進駐了阿拉伯半島；以七十

年代為例，1972 年中東已探明的石油蘊藏量為 3553 億桶，在當時佔全世界已探

明儲量的一半以上，所以 1973 年阿拉伯國家才能以石油武器來對付美國，從而

爆發了影響全世界的能源危機，到了 2008 年，以地區計算，中東的石油蘊藏量

佔了全世界的60%，當中產油最多的國家為沙特阿拉伯，其次則為伊拉克及伊朗。

而對石油需求最大的國家，首推是美國，其次則是中國。故此美國盡量保持與沙

特阿拉伯的盟友關係，同時想確保伊拉克及伊朗盡量是在自己的影響下，故兩伊

戰爭時，即使伊拉克是親美國，美國仍暗地裡提供援助給伊朗；而 03 年的第二

次波斯灣戰爭，喬治．布殊的出兵明顯亦是為了石油；奧巴馬上台後，對美國來

說比較麻煩的問題是伊朗，但對伊朗的政策又要顧及沙特阿拉伯，因為不能不理

會這個石油大國盟友。中國亦在各個問題上，以聯合國安理會成員的身份，對中

東施加影響力，並且透過各種經濟合作，維持其友好關係，確保其石油來源；此

外，西歐各國的石油來源，除了波斯灣國家外，歐洲石油主要依賴北非中東，如

阿爾及利亞及尼日利亞，所以歐洲人對中東的政策，只集中於地中海地區的「北

非中東」上，如 1995 年成立了「歐洲－地中海合作伙伴關係」，2008 年改為「地

中海聯盟」，這亦側面反映了，大國只看與自己切身利益有關的地域。另外還有

一個經濟大國日本，亦是對中東石油十分渴求。歐洲﹑美國﹑日本及中國，還有

前蘇聯及現在的俄羅斯，對中東石油的依賴，成為了一個吸引他們捲入中東事務

的重要誘因。 

 第二個問題是國內移民及民族問題。這一問題上又涉及兩個層面。一是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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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本身的少數民族與中東的關係，二是各大國的中東地區的移民對國內政治的影

響力。從第一個層面來看，中東地區的國家，除了以色列是猶太教，黎巴嫩是基

督教馬龍派為領導層外，其餘國家均是伊斯蘭教，各大國在制定中東政策時，仍

不能不顧慮本國伊斯蘭教徒的影響力，當中最明顯的例子便是中國，中國在新疆

地區有廣大的回族人口（維吾爾人），而當中民族分離分子的勢力是不容忽視，

他們意圖在新疆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中國為免激起國內回族人的反感，最可

能在中東政策上靠近阿拉伯人或保持中庸路線；另一個層面是移民問題，從中東

移民過來的中東民族，對本國的政策具有一定影響力。例如歐洲現時正不斷有阿

拉伯人大舉移入，正面臨伊斯蘭化的歐洲的問題，傳統基督教的勢力正不斷被削

弱，故此歐洲各國在對中東的立場上亦發生根本變化；另外美國在中東問題上以

往一面倒地支持以色列，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美國境內有為數不少的猶太人。

而猶太人一方面把持了美國的經濟，另一方面又擁有選票。故美國歷屆政府不能

忽略猶太人的影響力。 

 第三是國際政治上的問題。中東地區在戰後的國際地位比較愈來愈重要，除

了因為其石油資源豐富外，亦是因為冷戰時期，它成為了美蘇兩大陣營力爭的對

象。從地理上來說，從俄國到蘇聯時代，其西進南下的戰略均是要在南部取得不

凍港，西出地中海﹑南下波斯灣，與及確保西部邊界的安全。中東地區正好位於

蘇聯的西部邊界的南面，是蘇聯南下必須越過的戰略重點。而土耳其﹑伊朗﹑阿

富汗等因在蘇聯南部，對蘇聯的國土安全有重要意義，同時亦是蘇聯南下進入波

斯灣地區的重心，所以 1979 年蘇聯不惜工本入侵阿富汗，推翻剛成立的親美政

權便是如此。另外中東地區的民族矛盾及伊斯蘭復興運動，對境內為數眾多的穆

斯林有巨大的影響力，即使是到了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仍然面對著同一的民族問

題，還有上述的石油問題；從美國來看，中東的石油對美國至關重要，上文亦提

到其境內猶太人的影響力。此外，美國亦視中東為遏制蘇聯的一個前哨站。因為

假如蘇聯控制了中東地區，等於控制了其豐富的石油，亦控制了西方工業的大動

脈。故此，美國和蘇聯在冷戰時期各自以不同方式支持中東的國家，如美國支持

以色列，把它當作是推動美國在中東政策維護其利益的重要基地；蘇聯則援助阿

拉伯國家，來增加自己在此地區的影響力。中東在冷戰時期成為了美蘇角力的另

一戰場，而在冷戰後，這種紛爭並沒有停止。最主要原因，是冷戰時期中東政策

的後果，在冷戰後仍然持續。例如，以巴和平進程停滯不前﹑伊斯蘭激進份子如

哈馬斯﹑真主黨等針對美國及以色列的恐怖活動等。 

 中東地區的紛爭，外力滲透是重要的因素，導致此地區到今天仍然衝突不斷。

中東地區本身的矛盾，雖是紛爭的源頭。但外國勢力不時利用這些本土矛盾，來

對此地區施加影響力，或因應這些矛盾，來制定合適的中東政策。故此，如果說

外國現代中東的紛爭是由於外國勢力滲透及干涉，這是無可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