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特希望經濟多元化

拒美「選邊站」要求

英國《衛報》報道稱，中東國家近年與美國關係一
波三折。異見記者卡舒吉遇害案導致美國與沙特

關係緊張，包括沙特在內的石油輸出國組織及其盟友
（OPEC+）決定減產石油，讓美國促成石油增產、紓
緩通脹壓力的期望落空。美國近年對中東地區軍售逐
步施加限制，更讓中東國家質疑美國作為「安全需求
保障者」的角色。如此一來，尋求經濟轉型的沙特轉
向與他國加強經貿往來，也是合乎預期。

「中國人尊重他人、不會說教」
報道指出，儘管美國一再強調「不會離開中東地

區，讓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等國家填補空缺」。但無
可否認，中國和沙特的貿易往來會更加密切，雙方在
科技、工業和化石能源領域的合作規模還將擴大。一
名沙特高級官員就表示，沙特早已強調會與更多國家
深入交流，「中國人尊重他人、不會說教，知道如何
做生意。美國人則希望我們『選邊站』，但我們不會
這麼做。」

「新未來城」計劃成中企機遇
路透社分析指沙特高調迎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相信是表明沙特希望調整外交政策，在日漸多極化的

全球秩序中前行。相較美國與沙特的盟友關係專注於
政治及國家安全事務，中沙合作關係則深深根植於貿
易領域。沙特希望發展的汽車製造和物流運輸等新領
域，中方都可以參與合作。沙特計劃在當地西北部地
區斥資5,000億美元構建的「新未來城」（NEOM）
計劃，也會為中國基建企業帶來巨大機遇。

美只顧「大國競爭」反恐需求
彭博通訊社引述資料顯示，中國現時是沙特最大貿
易夥伴，而美國自沙特進口石油不斷減少，與沙特近
年的貿易額也隨之下滑，現已落後於日本和印度。如
今中國與沙特不但加強能源領域合作，還在人工智能
等新興科技領域攜手發展。
沙特「新未來城」計劃顧問委員會成員希哈比就形
容，「美國當然會感到擔憂，但已無法延緩中沙逐步
牢固的合作關係。」
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研究中國與中東地區關係的高

級研究員富爾頓認為，美國始終在圍繞「大國競爭」和
反恐需求發展與沙特的關係，中國卻與之相反，致力協
助沙特推動內部建設、滿足經濟需求，「與其說是『中
國試圖取代美國』，不如說兩國的中東策略各有側重，
玩的是完全不同的遊戲。」 ◆綜合報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6日起出訪沙特阿拉伯，展開為期4天行程。多間外媒報道都不約而同提到，

沙特會以盛大規模迎接中方代表團到訪，雙方有望達成涵蓋多領域的合作協議，與美國總統拜登

今年7月低調出訪、最終空手而歸形成鮮明對比。分析指出，美國及沙特的盟友關係正處於

低谷，中沙兩國期待繼續推進貿易合作，沙特也希望加強經濟

多元化，在全球新秩序中發揮更大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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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 登
（左）7月低

調出訪沙特要
求增產石油，最終

空手而回。 資料圖片

◆卡舒吉事件影響美
沙關係。 資料圖片

◆美國與中東漸行漸遠，影
響整個海灣局勢。 資料圖片

沙特推動石油輸出國組織及其盟友（OPEC+）減產
後，美國一方視為出賣行為，總統拜登更揚言制裁報
復。但不少評論家指出，制裁沙特對整個海灣局勢，
以及中美俄競爭產生深遠影響，過程中若採取短視做
法勢必適得其反。事件同時也反映白宮受國內壓力影
響，愈來愈難管控與沙特的外交關係。
中東的國際關係研究員阿魯什指出，在過去廿年，
歷屆美國總統都沉迷於與沙特建立不平等的夥伴關
係，並且不習慣為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付出應有的代
價。在全球動盪的局勢下，人們對美國未來可在中東
地區發揮什麼作用充滿了懷疑。與俄羅斯、中國和伊
朗一樣，美國現在最不需要的就是無意識地減少朋友
或者增加敵人。

沙特認為美無意履行安全承諾
然而，拜登在拉近與沙特之間的夥伴關係時，仍然
是建基於舊時代「安全換石油」的角度，卻未能跟上
這項原則發生的根本改變。第一，美國已不再是海灣
石油的主要消費國，沙特有充足的客觀理由，採取措
施保護石油工業免於崩潰。其次，當美方削弱中東地
區「安全換石油」的等式、減少對海灣地區的安全承
諾時，卻未有為沙特提供足夠誘因去滿足美方要求。
在沙特一方來看，拜登在較早前訪問中東，雖然表

明美國仍致力發展與區內國家之間的安全夥
伴關係，卻沒有提出相應行動。美方停
止支持阿拉伯盟軍在也門的行動，
加上拖慢對沙特的軍售審批，以
及在石油問題上的施壓，都使
沙特趨向認為，這些就是美
國無意繼續履行對海灣地
區安全承諾的表現。
阿魯什認為，對於美
國而言，明智的做法是
重新評估美沙關係，而
不是相信制裁沙特就能
解決問題。根本上的問
題在於沙特和美國都對
彼此失去了信心，而且
都無法理解對方。毫無
疑問，恢復信任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雙方
能以務實的態度相處，並且
使兩國利益高於先前的敵對前
景，那麼，雙方便可以建立共同
行動的基礎，以糾正前進的方向。

◆綜合報道

石油輸出國組織及其盟友（OPEC+）兩個月前
宣布減產石油，美國總統拜登一度宣稱，OPEC+
成員國沙特會為此「付出代價」。不過美國全國廣
播公司（NBC）日前披露，美國政府根本沒有後續
計劃。由於美國汽油價格下滑，白宮對減產的不滿
已逐漸消退，美國以破壞安全合作的方式「懲罰」
沙特反而得不償失。
白宮在兩個月前宣稱會重新審查與沙特的關係，

更有國會議員揚言要從沙特撤走美國駐軍。不過報
道披露，拜登其實並未就此事與國會議員磋商，多
數美國官員認為，美國需要維持與沙特的安全夥伴
關係，便利美國在海外的軍事部署。至於石油減產
問題，官員們多表示只要美國能源價格沒有大幅上
漲，「懲罰」沙特就不會成行，「美國和沙特的盟
友關係已維持 80 年，我們會維持戰略性的評
估。」

美國華盛頓聯邦法院5日也宣布，駁回已故異見
記者卡舒吉的未婚妻對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提出的訴
訟。拜登政府上月確認，穆罕默德作為外國領導
人，在美享有法律豁免權。
分析指拜登上台初期曾向穆罕默德擺出強硬姿

態，但隨時間過去，相信拜登認為他仍需與未來
的沙特國王修補關係。

◆綜合報道

全
因
只
顧
一
己
私
利

沙特是能源大國，原油和天然氣探明儲量分居世界
第二位和第八位。近年來，為擺脫對石油經濟的依
賴，沙特正通過一系列有條不紊的「沙特式改革開
放」，推進國家的長遠發展。變革中的沙特，也在國
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未來投資」和
「看向東方」，在沙特成為大勢所趨。
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王霆懿指
出，建立在「石油換安全」基礎之上的美沙同盟已經
近80年之久，美國在安全、金融等諸多領域仍對沙
特有較大影響。沙特在美國持有大量資產，一些美國
精英還在沙特多個重要機構擔任顧問，雙方人員往來
密切。相比之下，中國在與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貿
易增長迅速、政治互信逐步加深的同時，人文社會交
流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西方肆意凍結資產惹沙特憂慮
不過，俄羅斯政治分析家哈薩諾夫表示，看到西方
國家集體凍結一些國家的資產時，沙特意識到「將所
有雞蛋放在美國的籃子裏是危險的」，因此不再信任
美國。在地緣政治方面，沙特一直聲稱自己是地區的
領導者之一，並依靠美國作為安全保證，但美國在
「阿拉伯之春」中的所作所為，已讓其失信於沙方。
因此，沙特從2011年後開始尋找其他合作夥伴。沙
特領導人也知道，他們只有擺脫美國的許多束縛，才
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談到即將在沙特召開的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王
霆懿稱，這是中阿關係提質增速的大事件，在中阿關
係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同時，作為不同文明體系的
代表國家，中沙關係走近對於國際社會多極化和海灣
局勢穩定具有積極意義。

中國提供多元化和對沖機會
「德國經濟新聞」網刊文稱，當前沙特與美國之間

的緊張關係正推動沙特加強與中國的合作。中國長期
以來一直是沙特最大的貿易夥伴，並不斷增加對沙特

的投資。沙特「2030年願景」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契合，
中國已參與了沙特的一些重大項目，如從麥加至麥地那的高鐵
以及拉斯海爾工業城的薩勒曼國王國際綜合港務設施項目。
柏林經濟研究所中國研究安全專家萊加達說：「部分中東國

家認為自己過於依賴西方，而中國正在為它們提供多元化和對
沖的機會。」俄羅斯東方學家蘇波尼娜也強調說，中沙兩國的
貿易額在過去30年增長了近200倍，雙方合作不僅涉及石油和
天然氣行業，還涉及軍事技術。
俄羅斯《獨立報》報道稱，沙特邀請中國領導人訪問以及舉
辦中阿峰會將會對地區局勢產生影響。這些重大事件的背景是
美國正對其長期的安全夥伴沙特堅持石油減產感到不滿。文章
還說，中國支持沙特加入金磚國家，沙特也考慮在與中國進行
石油貿易時用人民幣結算。有美國前駐沙特外交官稱，美國在
某種程度上已從中東的關鍵角色變成局外人。 ◆綜合報道

拜登威脅沙特付減產代價 美媒揭「得把口」

「安全換石油」概念過時
白宮難管控美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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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任內
到訪沙特，展
現美沙關係友
好。 資料圖片

◆美方停止支持阿拉伯盟軍
在也門的行動，令沙特

不滿。 資料圖片

美沙關係持續惡化
2016年

◆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否決取消沙特的「主權豁免
權」，但美國國會推翻其決定，讓「911事件」的受
害者親屬有權向沙特提出起訴。

2018年
◆美國11月就記者卡舒吉在沙特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
被殺一事譴責沙特。

◆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產國。

2019年
◆美國議員指控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有份參與卡舒吉案。
◆美國譴責沙特空襲也門，並加大力度阻止沙特的武器
進口。

◆沙特石油設施遇襲導致油產減半，時任美國總統特朗
普暗指是伊朗所為，但強調美國不想開戰。

2021年
◆拜登對沙特的人權紀錄採取強硬態度。當時作為總統
候選人的拜登，發誓就卡舒吉案要讓沙特成為「被放
逐的國家」。

◆拜登宣布停止支援美國在也門的軍事行動，包括相關
軍售。

2022年
◆拜登7月訪問沙特試圖修補關係，但在沙特沒有承諾
更多石油供應下無功而還。

◆在美國中期選舉前，由沙特及俄羅斯領導的石油輸出
國組織及盟友（OPEC+）宣布減產，拜登警告沙特
將承擔「後果」。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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