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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擁有豐富的石油儲量，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儲量即達到 485 億桶，居世界

第 9 位；同時也於 2014 年追過沙烏地阿拉伯，以平均每日 1164 萬桶的產量成為

世界上最大石油生產國。但另一方面，美國每日的石油消耗量，更大於歐洲及歐

亞大陸內 29 個國家的每日消耗量的總合，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費國。身為

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及戰後世界秩序的主導者，同時歷經一、二次世界大戰

及石油危機的重大衝擊後，深知能源的穩定供應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美國必

須盡全力透過外交甚至軍事手段以確保能源的安全，所以歷屆政府都以能源安全

作為國家安全及外交政策的重點。 

中東是目前全球己探明石油儲量最大的地區，也是全球石油產量最大的地區，

是以美國以能源戰略為導向的外交政策（簡稱能源外交）傳統上是以中東石油為

重心，美國也將中東地區的均勢與穩定、確保石油運輸通道的安全等視為其最根

本的國家利益之一。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為了擴張或鞏固其在中東地區的影

響力而投入了大量的資源進行政治、經濟及軍事的干預。而頁岩油的出現使得美

國石油自給率大幅提高，對中東地區石油的依賴也迅速下滑。 

頁岩油的出現是否會讓美國改變其向中東傾斜的外交政策，進一步將其全球

戰略部署重心進行調整至快速崛起的亞洲地區，值得我們觀察與探討。本論文以

文獻研究之方式，透過分析美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程度與其在中東發生軍事衝突

時所採用的外交政策工具之間的關聯，嘗試探討在頁岩油革命大幅提高美國能源

自給率後，是否會影響美國對中東地區事務的干預程度。 

本研究發現，石油進口比例的確影響了美國在中東地區所運用的外交政策工

具。石油進口比例高時，美國面對中東的跨國軍事衝突時傾向採取強度較高的外

交政策工具；石油進口比例低時，則採取干預強度較低的外交政策工具。是以本

研究認為，在頁岩油革命使美國進一步降低對進口石油的依賴後、將使中東這個

提供美國主要石油來源的地區的重要性降低。但另一方面，中東除了提供美國重

要的石油來源，亦是全球的石油供應中心，美國對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不僅關係到

美國的能源安全，亦關係到美國全球霸權的地位。 

       關鍵字：頁岩油、能源安全政策、外交政策工具、能源危機、軍事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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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ted States has abundant oil reserves that reserves reached 485 billion barrels, 

ranking No. 9 in the world; and also chase in 2014 over Saudi-Arabia, to 1164 million 

barrels of production per day on average to become the world largest oil produc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US daily oil consumption, the greater the total combined daily consumption 

in Europe and Eurasia in the 29 countries, the world's largest oil consumer. As the world's 

largest energy consumer and the postwar world order leader, after a whil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the oil crisis, we know that stable supply of energy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must do efforts through 

diplomatic and even military means to guarantee energy security, the successive 

governments have focused on energy security 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The Middle East is currently the world's largest oil reserves in the region have been 

proven, is the world's largest oil production area, based on the US foreign policy-oriented 

energy strategy (referred to energy diplomacy) is traditionally focus on Middle East oil, the 

United States will in the Middle East balan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oil transport corridor, etc.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ir 

country. After World War II,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expand or consolidate its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put a lot of resource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 

The emergence of shale oil self-sufficiency rate of such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US oil 

dependence on Middle East oil is also declining rapidly. 

Shale oil occurs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hange it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tilt further its global strategic center of gravity to adjust to the rapid rise of Asia, 

we should observe and discuss. In this paper, after the manner of literatu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foreign policy tools related U.S. dependence on oil imports and its military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used between attempts to discuss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US 

energy self-sufficiency rate in shale oil revolution,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ffect the 

level of interven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ffair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imported oil does affect US foreign policy tool 

in the Middle East by the use of. A high proportion of oil imports, the United States when 

faced with cross-border military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tends to take a higher intensity 

of a foreign policy tool; low proportion of imported oil, then take a low intensity 

intervention foreign policy tool. The present study is that in the US shale oil revolution to 

further reduce the importance of post-import dependence on oil, the Middle East, will 

provide the main source of US oil region is reduc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an important source of oil, is also a center of 

global oil supplies, the US forces in the Middle East not only to America's energy security,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status of US global hegemony. 

        

Keywords: Shale oil, Energy security policy,Foreign policy tool, Energy crisis, Military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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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 研究背景 

「誰佔有了石油就佔有了世界，因為他可以用柴油統治海洋，用石油統治天

空，用汽油和煤油來統治陸地。除此之外，他還能在經濟上統治他的同胞，因為

從石油中，他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財富」，《石油帝國》一書作者奧康諾（1958）

在 50 多年前即以短短一段話預見今日石油在世界權力結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石油是現今人類使用最廣泛的能源，供應了全球 40%能源及 95%的運輸能量

（Luft 2009, 1），也是工業建設、經濟活動與國家發展不可或缺的戰略資源，其

重要性不言可喻（盧永榮 2012, 5）。國際政治學者摩根索認為自然資源是國家權

力的重要要素之一，而其中學者 Gurbanov（2013）指出「石油不再是衡量一國權

力的許多原料之一，僅僅擁有石油，就可以動搖有幾個世紀歷史的國際政治的模

式」。美國身為當前世界唯一超強，不論在政治、經濟或是軍事上都在全球扮演

領導地位，能源學者耶金（1991）亦曾表示「控制資源的流動是自古以來的策略，

誰控制資源誰就能獲得權力；控制世界石油的供應，就能夠控制世界」。也因如

此，石油對美國的價值自然是意義重大，而維持其穩定供應及安全就成為美國要

維持霸權地位的基本要件。 

美國是全球石油消耗量最大的國家，雖然美國原本即擁有豐富的石油蘊藏及

產量，但因石油產量增加的幅度跟不上消費需求的成長而於 1948 年成為石油淨

進口國。1960 年，美國淨進口石油量還僅占其國內消費量的 16.5%，到了 1977

年已經上升到 46.5%（如圖 1.1）。美國極度仰賴進口石油，而中東是目前全球己

探明石油儲量最大的地區，其儲量占全球總探明儲量的 47.7%1；同時中東也是全

球石油產量最大的地區，在 2014 年間供應了包括美國在內全球高達 31.7%的石油

需求（BP, 2015）。充沛而價廉的石油使得中東地區繼美國之後成為全球產油中

心，也在美國強大的進口石油需求占有亟高的比重2，也對美國經濟繁榮及國家發

                                                      
1
依據英國石油公司所出版的《BP 世界能源統計年鑑 2015》，2014 年全球石油產量以地區區分，

前三名分別為中東地區（31.7%）、北美洲（20.5%）及歐洲與歐亞大陸（19.8%）；而全球石油

探明儲量前三名則為中東地區（47.7%）、中南美洲（19.4%）及北美洲（13.7%）。 
2
 美國從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所進口的石油中在美國進口石油中占有相當高的比例；19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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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圖 1.1  美國 1960-1977年進口石油占總消費量之比例（%） 

 

資料來源：美國能源情報局（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2015. 

“Annual Energy Review.” http://www.eia.gov/totalenergy/data/annual/ 

showtext.cfm?t=ptb0507(March 13, 2015)）。 

 

1973 年 10 月，中東發生贖罪日戰爭3（Yom Kippur War），石油輸出國組織

4（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為抵制支持以色列的

西方國家，逐宣佈實施石油減產與禁運，並對各石油進口國不等量供應為手段，

使國際油價由每桶 2.41 美元上漲四倍至每桶 10.95 美元。此舉不但瓦解了二次世

                                                                                                                                                            
時甚至高達 76.4%，雖然自 1960-1970 年期間這個比例一路下滑至 40.0%，但平均還是高達

59.8%（資料來源：EIA, http://www.eia.gov/totalenergy/data/annual/showtext.cfm?t=ptb0507）。 
3
 贖罪日戰爭（又稱第四次中東戰爭、齋月戰爭、十月戰爭）是以阿衝突的一部分，發生於 1973

年 10 月 6 日至 10 月 26 日，起源於埃及與敘利亞分別攻擊六年前被以色列佔領的西奈半島和戈

蘭高地，最後在通過聯合國安理會 338 號決議及日內瓦協議後停火。 
4
石油輸出國組織是一個國際組織，於 1960 年 9 月 10 日由伊拉克、伊朗、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

和委內瑞拉代表在巴格達開會商議成立一個協調機構，9 月 14 日「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正式宣

告成立。成員國由最初 5 個增加到現時 12 個，即卡達、利比亞、阿爾及利亞、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奈及利亞、厄瓜多和安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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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大戰後由美國強勢主導的石油秩序，更觸發了二戰之後最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

也被稱為第一次石油危機。禁運及油價大幅上漲造成以工業為主的國家的重大衝

擊，包括採購能源成本的大幅增加、工業生產滑落及經濟成長率衰退等。同時也

由於 OPEC 將禁運的對象區分為：友善國家（Friendly Countries）、敵對國家

（Hostile Countries）及中立國家（Neutral Countries）等三類。其中被列為友善國

家可以獲得禁運前的石油供應量、被列為中立國家會受到減量供應的壓力，而敵

對國家則予以禁運；各國為避免遭受到禁運的衝擊，紛紛調整其中東政策，甚至

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會員

國還進一步拒絕提供基地讓美國將物資轉送以色列（陳可乾 2002, 55）。此策略

使 OPEC 石油禁運的政策不但在經濟層面對歐美先進工業國家造成重大打擊，更

在心理層面造成美國與其盟國之間的分化甚至對立。面對阿拉伯國家的石油禁運

武器，美國政府開始發覺到石油不再只是作為燃料的用途，還是一個可以被小國

用於影響國際政治及談判的籌碼，或更進一步動搖美國霸權的戰略武器。尼克森

總 統 隨 即 於 同 年 11 月 7 日 向 國 會 發 表 「 能 源 自 主 計 畫 （ Project 

Independence）」，展開美國追求能源獨立自主的進程，防止石油輸出國對美國

的政治或是經濟的威脅，並期待在 1980 年達成不需仰賴進口能源的目標（White 

House 1973, 2）。 

儘管石油危機對西方先進國家乃至於全球經濟帶來如此大的震撼，但卻沒有

徹底改變美國民眾消費能源的習慣、尼克森總統的「能源自主計畫」顯然也沒有

達到預期的目標。即使連美國前總統布希都認為其國內消耗石油已達到「用油成

癮」的程度（陳鳳翔 2006, 1），仍無法扭轉美國對石油消費的強烈需求。2004

年，美國能源部能源情報局局長卡魯索與分析師多曼（2004）在美國國務院期刋

《經濟視角》（Economic Perspectives）中曾對美國對進口石油的依賴程度表達憂

心，認為在需要持續上升，但國內能源生產成長卻趨緩的情形下（如圖 1.2），

美國能源市場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將繼續嚴重依賴進口化石燃料，並悲觀的

估計到 2025 年，美國石油淨進口佔國生消費量預計將從 1960 年的 17%大幅增加

70%，而其中增加的進口量中絕大部份將來自 OPEC 國家。同年由美國能源情報

局出版的《2004 年年度能源展望》(Annual Energy Outlook 2004)中亦預測，到

2025 年，OPEC 生產的石油將占美國石油進口增長量的近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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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美國 1970-2008石油消費量與產量（單位：桶/日） 

 

資料來源：EIA .2015. “Annual Energy Review.” http://www.eia.gov/totalenergy/data/ 

annual/showtext.cfm?t=ptb0507(AUG 13, 2015) 

 

美國身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及戰後世界秩序的主導者，同時歷經一、

二次世界大戰及石油危機的重大衝擊後，深知能源的穩定供應是國家安全的重要

基礎，美國必須盡全力透過外交甚至軍事手段以確保能源的安全，所以歷屆政府

都以能源安全作為國家安全及外交政策的重點。前國務卿希拉蕊（2012）便指出

「能源貫穿著整個美國外交政策，事關國家安全和全球穩定，是全球經濟的命脈，

也是一個民主和人權問題」。因此，美國的外交任務的重要核心之一，就是要確

保在全球範圍內擁有持續、穩定和價格合理的資源供應；同時憑藉強大的經濟、

軍事實力，建立起全球多層次、多渠道的資源供應系統。是以美國以能源戰略為

導向的外交政策（簡稱能源外交）傳統上是以中東石油為重心（趙文衡 2012, 1），

美國也將中東地區的均勢與穩定、確保石油運輸通道的安全等視為其最根本的國

家利益之一（陳清泉 2012, 3）。如 1979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時，時任美國總統卡

特（1979）在對國會的演說中指出「…我們的立場相當明確：任何外部勢力試圖

獲得波斯灣地區的控制權，將被視為對美利堅合眾國切身利益的攻擊，而我們將

以任何必要的手段擊退這種侵略行為，包括軍事力量」。而冷戰的結束也沒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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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美國對中東地區的積極介入態度，歐巴馬總統不只一次表示以武力捍衛美國在

此地區利益的決心，並指出「…將會運用包括軍事力量所有方式，以確保美國在

這個地區的利益…我們將會確保這個地區的能源會自由的向世界供應」。美國事

實上也的確為了在中東的利益付出重大的代價；冷戰過後美國在中東的三場大型

戰爭（波斯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保守估計至少將耗費約 6 兆美

元以上的預算，幾乎是美國 2014 年政府總支（3.77 兆美元）的兩倍（Londoño 

2013, 1），可見戰爭對美國財政造成亟大的負擔。而在美國同時進行伊拉克及阿

富汗兩場戰爭期間所遭逢 2008 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又進一步的重創美國經濟。歐

巴馬總統上任後所提出從阿富汗撤軍的時間表，使美國有機會能脫離這場比越戰

打了更久的戰爭；但中東的政局似乎沒有因為美國長期強勢介入而趨緩，近期在

伊拉克與敘利亞邊境，靠著石油收益而迅速坐大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S）又再次嚴重威脅到美國在中東的利益，更成為美國未來有可能再涉入中

東另一場戰爭的未爆彈。 

頁岩油（Shale Oil）開採技術的重大突破讓原本難以開發的頁岩油及頁岩氣

開採量大增，也讓美國有機會可以減少對進口石油的依賴程度。2011 年，美國頁

岩油產量為每日 100 萬桶，到了 2014 年已達到每日 300 萬桶（如圖 1.3）。英國

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 BP）在 2015 年所發布的報告中指出，2014 年美國

以每日 1164 萬桶的產量取代沙烏地阿拉伯（1150 萬桶／日）成為全球最大的石

油生產國，更是有記錄以來第一個連續三年，每日增產達 100 萬桶的國家（BP, 

2015）。國際能源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與美國能源情報局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均作出美國能在 2035 年達成能源自給

自足目標的預測（Mackey, 2012, 3）。目前美國石油產量雖然仍不足以完全滿足

其國內消費所需，但也使得美國對石油的進口依賴度逐年下降。其淨進口的原油

占總消費量的比例自 2005 年的 60.3%大幅滑落至 2014 年的 27%（約每日 500 萬

桶），其中從 OPEC 國家進口的石油量5更從 2011 年的每日 429 萬桶大幅減少到

2014 年的每日 299 萬桶（如圖 1.4）。 

 

                                                      
5
 本論文中所列美國自 OPEC 國家進口之石油數量其相關數據係由美國能源情報局（EIA）網站

（http://www.eia.gov/）所擷取。OPEC 成員國並非均為中東地區國家，如阿爾及利亞、安哥拉、

利比亞、奈及利亞為非洲國家；厄瓜多、委內瑞拉為南美洲國家。故本論文所列出有關 OPEC 出

口美國之數據係僅包含中東地區 OPEC 會員國之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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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美國 2007-2014年原油及頁岩油產量 

 

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2015，〈面對面－油價反彈？台塑化董座陳寶郎：再等

等〉，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202000026-260202，查閱時

間：20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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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美國 2011-2015年 7月自 OPEC國家進口石油數量 

 

資料來源：EIA .2015. “Annual Energy Review.” http://www.eia.gov/totalenergy/data/ 

annual/showtext.cfm?t=ptb0507(AUG 13, 2015) 

 

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之一在維護其石油利益（Chomsky, 1999），而美國對進

口石油的高度依賴使得歷屆政府雖然面臨推動中東政策所必須付出的巨大代價，

但卻仍絲毫無法動搖中東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關鍵地位。如美國前國防部長布朗

曾指出「即使將節能、戰略石油儲備或替代能源等全部加在一起，也無法在近期

內完全消除對波斯灣及其石油威脅所引發的安全問題。在未來 10 年，甚至 20 年

內，如果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來自波斯灣的大量石油供應持續複中斷，美國或我們

的工業世界夥伴或開發中國家，將很難應對由此造成的危害」（Brown, 1980）。

但頁岩油革命所帶來石油產量的大幅增加提高了美國對石油及天然氣能源的自主

性，同時也降低了對中東地區石油進口的需求，使得「中東地區局勢的穩定與否

會嚴重影響美國石油安全」的根本假設似乎出現了動搖；美國耗費鉅大成本強勢

介入中東所帶來的利益（穩定石油供應）似乎將要被頁岩油大量開採所帶來的益

處所取代。 

中東至今仍是世界上已探明儲量最大，成本最低的產油地區，每年供應全球

三成以上石油需求。而美國身陷中東戰事多年，在面臨政府財政困難且中東政局

長期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下，本文希望能透過研究嘗試回答以下問題： 

一、美國頁岩油被認為能提供美國數百年石油消費所需，更可以一舉擺脫對

石油進口的依賴，而被稱為「頁岩油革命」（shale oil revolution）；本文探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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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展頁岩油的機會與可能帶來的挑戰。 

二、在岩頁油產量逐漸使美國降低對進口石油的依賴後，是否可能使美國政

府調整長久堅守的中東優先政策？還是美國會持續在中東扮演主導石油格局的地

位？ 

  



 

16 
 

第二節  文獻研究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探討美國頁岩油革命對其中東政策的影響；故在文獻探

討部份將以美國國內學者或政治人物對美國能源外交的論述或學術著作為主，同

時為從多元觀點探討，將輔以我國或中國大陸學者專書、學術期刊或新聞網路資

源。 

 

一、能源安全定義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在美國能源安全會議中指出「美國需要保證安全、可靠

和充足的能源供應，這將是 21 世紀美國外交政策中一項越來越重要的要務」

（DoD 2012, 1）；一語道出身為全球唯一霸權國家對能源的需求的脆弱以及確保

能源安全在其外交工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同的國家基於自然資源的數量或

地理位置等，在能源供應鍊中扮演不同角色，故對能源安全的定義就有所不同

（如表 1.2）。本論文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研究美國的中東能源外交政策，故有必要

先就能源安全的定義進行探討。 

Daniel Yergin（2013）在《Energy Security and Markets》中從不同面向為「能

源安全」一詞作出定義，他認為在傳統能源安全中強調充足的供應及合理的價格

外，還必須從包括有形的安全（Physical security）、取得能源途徑（Access to 

energy）、系統性（System）及政府及企業投資等各面向進行探討。有形的安全指

生產、運輸相關的資產、設施、供應鏈仍至於交通要道（如霍爾木茲海峽）等安

全；取得能源途徑包括發展、獲得能源的能力，也包含能源貿易的限制及障礙。

系統性指能源安係包括國家政策、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等用以因

應各種狀況來維護能源供應流動的穩定的系統；最後，能源發展需要長期且大量

的投資，政府及企業在能源發展、創新的投資確保能源得以充足供應以及基礎建

設能穩定運作的重要因素。 

我國台灣經濟研究院陳詩豪副所長認為，能源安全隨著不同階段的國際情勢

發展而有很大變化。譬如，受到能源生產國地緣政治關係格局的制約、國際恐怖

主義襲擊威脅、中國和印度等大國經濟崛起造成對能源的需求擴充、國際生態環

境保護意識高漲（特別是京都議定書的生效實施）、全球化能源產銷競爭，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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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市場投機客的炒作等等，已使得能源安全的範疇更擴大到取得安全、運輸安

全、使用安全等等（陳詩豪 2013, 10）。 

中國學者周琪在《美國能源安全政策與美國對外戰略》一書中則是認為，各

國在石油流動的過程中所扮演不同的角色對能源安全的定義也會有所不同，如能

源生產國重視保障的能源需求，也就是它們所生產的能源在長時期內能夠得到公

平的購買價格，因為這些國家的預算很大的程度依賴於能源收入；如俄羅斯的石

油出口收益佔其國家預算近一半，2014-2015 年期間國際油價大跌就造成俄國財

政的重大衝擊；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曾表示，在油價不低於每桶 60

美元時，能源收入還可以勉強支撐俄羅斯的國內經濟與社會改革。當油價下降到

40 美元時，俄羅斯的國內改革就陷入困境。進口國則期待能得到供應的安全及較

低的價格，如國際間幾次的石油危機都造成油價大幅上漲，對石油消費量大的工

業國家就會造成嚴重的影響（周琪  2012, 64）。 

 

表 1.1  國際各主要組織對能源安全定義之闡述 

組織 闡述 

歐盟 

EU 

能源供應安全措施應得以保障經濟體系的正常運作，避免突發

性的 供應中斷，並能提供社會可接受價格之能源….。 2.能源供

應安全措施不在於追求降低經濟對進口能源的依賴，而是在 管

理其衍生的風險 

國際能源總署 

IEA 

能源安全為一廣泛之概念，並非侷限在國家疆界層面上，更近

一步的對最終消費者均有全面性的影響。能源安全包含外部(地

理政治上)及內部(運作及投資)，以及時間等組成，並需要多層

面的政策措施來確保避免能源系統的中斷或崩解。 

亞太經濟 

合作會議 

APEC 

能源安全議題最早出現在 2000 年 APEC 汶萊領袖會議，主要考

量石油價格的變動對能源供應及世界經濟所產生的動盪與衝

擊，由能源工作組作出回應及通過「能源安全倡議」，涵蓋層面

包含藉由能源技術的發展、交換、應用與展開，及促進分散與

有效率的能源組合，以避免國際原油市場的變動對於經濟所造

成的風險。 

資源來源：陳詩豪，2001，〈能源安全意涵與台灣能源安全議題探討〉， http:// 

www.ntpu.edu.tw/-econ/files/News/2013051794701.pdf，查閱日期：20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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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文獻可得知，各國在能源供應鏈中扮演不同角色，對能源安全的定義也有

些許差異，但可以歸納出下列三點： 

（一）能源產出的安全：包括能源儲量是否充足、能源探勘的投資及技術的研

發等是否穩定進行等。 

（二）能源流動的安全：能源流動包括能源的供應、運輸及需求等；如產油國

或地區的政局穩定影響供應、世界經濟的發展影響需求、輸油管線或航

線的安全影響流動等。中東地區政治動盪破壞石油格局的穩定，亦是美

國多次介入中東地區政局的核心因素之一。 

（三）能源價格的合理：供需雙方均能接受且穩定的市場價格；如第一次石油

危機時，OPEC 單方面調高石油價格而重創消費國的經濟、或 2013 年烏

克蘭危機後，國際油價大幅下跌打擊俄羅斯等產油國的財政收入等。 

 

二、美國能源安全政策 

        中國學者周琪在其著作《美國能源安全政策與美國對外戰略》第三章《美國

能源安全政策的演變》中將美國能源安全政策區分為二戰後至 1973 年石油危機

期間、1973 年石油危機後以及冷戰結束以來等三個階段進行討論。周琪認為，美

國政府是自 1973 年第一次中東石油危機之後才提出能源安全的目標，而之後便

成為美國能源政策的核心。在第一階段中，美國在經歷二戰期間石油短缺的危險，

才真正瞭解到石油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而首次產生了關於如何應對石油供應的

爭論。經濟學家哈羅德於 1948 年提交一份名為《能源利用和供應，1939、1947

和 1965 年》，使美國政府開始研究從煤炭及頁岩中提取液態燃料。1959 年，美國

石油消費不斷增加，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總統發表聲明宣布實行強

制性進口石油配額，把進口石油限制在國內消費的 12%，以避免對進口石油的依

賴持續擴大。第二階段中，由於石油危機對美國仍至於世界經濟的巨大衝擊，能

源安全問題被正式提上美國政府的議事日程。考量國內石油儲量接近枯竭，尼克

森（Richard Milhous Nixon）總統於 1973 年 4 月 18 日正式取消石油進口的限制。

而石油危機爆發後，尼克森總統宣布《能源獨立計畫》（Project Independence）, 

其目標是通過節能及開發替代能源，至 1980 年實現美國能源自給。而這階段內，

美國也建立戰略石油儲備制度，以在國家遇到緊急情況時可向軍隊提供石油。在

第三階段中，美國發動了第一次伊拉克戰爭，打擊了對美國能源供應體系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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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提出能源獨立的口號，從三個部分組能美國能源安

全政策，包括：增加國內石油生產、鞏固西半球能源紐帶及增加從裏海地區的能

源進口等，使美國石油進口從中東轉移，從而使能源來源更加多樣化。1977 年

《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使氣候變遷成為全球性的問題，有別於小布希總

統拒絕簽署這個協議，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把能源改革放在其政策的優

先目標上，並提出三個目標，分別為刺激經濟、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及提高能源安

全等（周琪 2012, 73）。 

    國內學者許庭瑜在《國際能源安全之研究—以美國石油安全政策涉足中亞油源

為例》中則是以五階段來分述美國石油安全政策，分別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第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第一次能源危機期間、第一次能源危機發生到第二次能源危

機、第二次能源危機到波灣戰爭爆發期間以及 90 年代後的美國石油安全政策等

五階段。許庭瑜並指出，冷戰後，石油問題不僅於滿足供給面，在美國使用軍事

手段保護石油資源後，提升石油在國際問題的位階；另外石油安全領域進一步與

環境安全概念連結，美國石油政策的制定進一步包含了環境考量。老布希

（George H. W. Bush）總統任內除了提出《國家能源策略（National Energy 

Strategy, NES）》，強調從供應面滿足石油安全外，透過發動波灣戰爭，並提供軍事

援助協防波灣產油國家，避免其受外來威脅，維持即有的石油建制，同時進一步

維持美國石油供應的安全，也與二次世界大戰後透過外交手段取得中東石油控制

權的方式明顯不同（許庭瑜 2009, 53）。 

    由以上文獻資料可知，美國石油安全政策係從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才開始得到

重視，也因為美國對進口石油的依賴日趨加重，為避免石油的供應遭受其它國家

的控制影響外交政策的獨立性，甚至再次被作為打擊經濟的武器，石油安全成為

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務。美國歷任總統所提出的石油安全政策，從對內的建立

戰略石油儲備、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使用再生能源或替代能源等，到對外透過能

源外交甚至軍事行動拓展對產油國或地區的主導或影響力、分散石油進口來源等；

其核心目的均為減少對進口石油的依賴，進而達到「能源獨立」的目標。 

 

三、美國中東能源外交政策 

中東地區在全球能源體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其石油供應的穩定對全球能源

市場具有重要的意義。有了充足的產油量，還需暢通的海上運輸線才能將石油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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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世界各國；波斯灣海域及霍爾木茲海峽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水道之一，每年有

7.5 億噸以上的石油需由中東地區經過霍爾木茲海峽輸往世界各地，佔此地區石

油出口量的 90%、全球石油產量的五分之一。來自中東的石油為推動美國這個巨

大的經濟體乃至於世界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前提必須是他的石油供應是在充

足、穩定及價格合理，且不受阻礙的輸往美國等西方主要工業國家。中東地區同

時具有足以撼動世界經濟的石油產量及海上輸油通道，自然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美國自冷戰結束後至今短短二十餘年，光是在中東地區就發動了三場大型地面作

戰，可見此地區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關鍵角色。 

國內學者盧永榮（2012）在其《中、美石油戰略競合之研究-兼論對我國家安

全的影響》中指出，1940 年代，伊朗、伊拉克加上阿拉伯半島皆由英國所屬的石

油公司佔有全數石油生產的權利，但產量也僅達世界石油的 5%，且全數供應英

國所使用；美國在當時石油產量佔世界總產量的 60%，因此中東石油在此時對美

國並不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盟軍所使用的石油有 90%是由美國提供，美

國也藉由此推動國內經濟發展，也提高了美國的國際地位；而此時，石油尚未成

為美國在國家安全問題上考量的因素。但是隨著戰爭所消耗的石油超過探勘數量，

美國國內輿論警覺到油源逐漸耗竭的可能，並開始要求政府控制並開發領土以外

的油源，以降低美國石油的抽取量。自此，美國的注意力轉向有龐大的石油儲量

的中東地區，並開始積極介入中東事務，為日後成功立足中東定下基礎。盧永榮

認為，在冷戰時間，美國介入中東地區的事務，最主要的因素在獲取能源安全的

保證。為了能保證石油利益不受挑戰，採取聯合盟邦，在中東圍堵蘇聯勢力擴張

的策略；故得知美國維護石油安全戰略的傳統思維，可以概略分為「透過同盟合

作互動的原則爭取認同」及「運用嚇阻、圍堵戰略維護石油利益的獨佔性作法」。

盧永榮的研究中引用中國學者王波的看法指出「美國石油政策可明顯分為兩個階

段，首先是二戰後到第一次石油危機前。此一時期美國主要目標是確保美國石油

公司在國際石油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並保證盟國的石油供應安全，為美國霸權利

益服務。其次是第一次石油危機到現在，這一個階段美國對國際石油的依賴愈來

愈深，國際石油政策不再只是為了霸權利益服務，更重要的是為美國國內石油供

應安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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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者潛旭明在其著作《美國中東能源戰略進化》中指出，縱觀一個多世

紀來美國的中東能源戰略的演變，可發現美國中東能源戰略有以下幾個鮮明特點：

（一）美國的中東能源戰略與地緣戰略密切結合： 

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費國，石油利益一直是美國地緣政治戰略的核心，

在當代世界石油資源爭奪中扮演著首要角色。美國通過在石油戰略要地和運輸線

擴張勢力，獲得對石油的控制權，就可以遏制潛在的對手，在國際事務中爭取主

動。而中東地區的地緣位置以及確保歐亞大陸的戰略橋頭堡的安全，防止有潛在

能力威脅美國安全的歐亞主導大國的出現，也一直是二戰後美國的重大關切事項。 

（二）美國的中東能源戰略與謀求霸權密切結合： 

美國中東能源戰略的另一個特點是控制石油，謀取霸權和以霸權謀取石油相

互促進。美國通過控制石油不但確保自身需求得到滿足，而且更有維護其世界霸

權地位的意圖。美國是世界頭號政治、經濟、軍事強國，具有超強實力，往往通

過強權政治和軍事手段來達到其能源戰略目標。為謀取世界霸權，美國國際能源

戰略中帶有很強的遏制對手、控制盟國的內容。 

（三）美國的中東能源戰略與軍事行動密切結合： 

冷戰時期，美國在中東及其周邊建立軍事基地以增強美國對世界咽喉石油運

輸通道的控制能力。冷戰結束後，美國在已有軍事存在的石油戰略要地擴大駐軍

規模，而且向新的石油戰略要地滲透軍事力量。尤其是 911 事件以後，美國不斷

擴大反恐戰爭的範圍，利用軍事手段推翻了伊拉克、利比亞等 OPEC 強硬派國家

的政權，扶持親美政權，以達到控制中東能源的目的。 

國外文獻部份，J.Robinson West 與 Raad Alkadrir（2013）在共同著作《Iraq, 

Iran, and the Gulf Region》中則強調中東地區對美國的重要性。作者指出，近來美

國能源及外交政策有改變的跡象，在北美地區大量非傳統能源的開發，讓政策制

定者及社會大眾對能源獨立的願景產生更大的信心。但是作者又指出，從美國居

高不下的能源需求看來，能源獨立不過是個美麗的政治名詞；縱然透過油管的基

礎建設將北美的石油輸入國內市場，的確可以減少美國的能源依賴程度，但目前

北美地區的石油品質仍不足以取代中東地區所生產的石油。此外，石油價格是隨

國際市場波動，並非一個地區可以決定；也就是說即使美國石油需求能由本土的

產量得到滿足，但任何影響中東地區石油供應以致造成國際油價大幅上揚的重大

事件還是依然會衝擊到美國的經濟。第三，美國仍是全球唯一超強，目前仍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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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對手表現出取代的意願，包括中國；即使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已不如從前，

但在可見的未來，中東地區仍會是美國扮演主導國際政治、軍事結構的重要議題。 

鍾家安（2001）認為，由不同面向觀察美國石油安全策略的演變，石油安全

的目的在軍事面與政治面有相當程度是重疊的。自二戰結束後，石油安全是美國

圍堵蘇聯擴張戰略的一個目標；能源危機後，美國嘗試藉代理人政策瓦解中東產

油國家的團結；第二次能源危機後，美國選擇直接介入中東政治紛爭，包括快速

反應部隊的進駐，與在波灣戰爭後美國增加對海灣國家組織成員的軍事援助，都

是美國在促進石油安全軍事面與政治面交互運用的手段。 

Eugene Gholz 及 Daryl G. Press（2010）兩位學者在其著作《Protecting “The 

Prize”: Oil and the U.S. National Interest》中指出，美國於波斯灣部署軍事力量是對

該區域不穩定所產生的過度擔憂；油品市場有如其它行業，在面對衝擊時，市場

機制及利益的驅動下都有辦法快速自行調整。而只有三種情形會導致美國顯著的

損失，包括中東地區某產油國家透過入侵等方式掌握了大量的油田，並且隨即獨

佔地控制石油的產量及價格；其次，是沙烏地阿拉伯國內政局不穩導致減產，而

其它產油國在短期內無法補足這個產量的落差；第三，突襲並控制霍爾木茲海峽

（Strait of Hormuz），使國際市場無法獲得中東低價量足的石油。本文作者認為，

美國在中東地區不但不需要藉由軍事部署來阻卻這些威脅，反而更可能導致上述

三種情形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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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能源是指能轉化為能量的物質，或是物質的運動，其種類多元而廣泛，並透

過不同形式存在；若按能源形成的方式區分，則可分為「一次能源」及「二次能

源」，一次性能源包括煤、石油、天然氣及太陽能等可直接作轉化為能量的物質；

二次能源則為靠一次能源製造或生產出可以更符合需求的能量，包括電能、蒸氣、

煤氣、火藥…等。能源種類如此多元，但因取得成本、規模經濟或儲存、輸送便

利性等因素，各國在運用上多集中於幾項主要燃料。依據英國石油公司出版的

「BP 世界能源統計年鑑 2015」，世界各主要國家以石油、天然氣、煤炭為主要

燃類來源，占了 2014 年總能源消耗量的 86%；而其中石油占 37.7%、天然氣占

27.4%、煤炭占 34.7%；天然氣、煤炭所占比例雖大，但由於目前石油及其衍生產

品在包括車輛、飛行器、船艦等主要動力載具中所扮演主要燃料的角色仍難以取

代，故石油較天然氣及煤炭等能源更多了軍事及戰略資源的功能。是以，石油在

可預見的未來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之一，故本論文在研究美國能源安全政策

時，係以石油為主要探討對象，而煤炭、天然氣或其它能源，則不在本論文的研

究範圍。 

本論文係探討頁岩油發展對美國中東政策之影響，但中東地區到底涵蓋哪些

國家或地區並不明確6，我國外交部網站中亦無「中東」地區之分類，而是將傳統

中東區分在「亞西」地區。為避免研究失焦，故有必要先就本研究所稱之「中東」

其涵蓋的地理範圍予以界定。中東係「歐洲中心論」7的詞彙，是以歐洲為地理中

心所劃出的相對位置，意指歐洲以東，居於遠東與近東之間的地區，其範圍並不

明確，亦有「中東」與「大中東」之分。由於本研究係以美國中東政策為研究之

對象，並以石油安全作為該政策之主要變項；故在本研究中所稱之中東，係劃分

於美國國務院（U.S. State Department）近東事務局（Bureau of Near Eastern 

                                                      
6
 如一般會將阿富汗列入美國中東政策的範圍，但依據美國國務院所轄各單位責任劃分中，中東

是屬於「近東事務局（Bureau of Near Eastern Affairs）」的業管範圍，阿富汗並不包括在內，而是

屬於「南亞和中亞事務局（Bureau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n Affairs）」之管轄。 
7
 中國經濟史論壇中指出，「歐洲中心論」有時也被稱為「歐洲中心主義」，它不僅是一個地理

意義上的用語，而且是一個文化用語，甚至還成為了一個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用語。正是由於文化

和意識形態層面上的影響，「歐洲中心論」亦被稱為「西方中心論」或「西方中心主義」。一般

而言，「歐洲中心論」涵蓋了所有認為歐洲人在過去和現在都比非歐洲人優越的觀點（中國經濟

史論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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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airs）所轄之國家（如圖 1.5）。且本論文中有關美國自中東地區所進口石油之

數據，均已排除非屬近東事務局所轄管之國家8。 

 

圖 1.5  美國國務院近東事務局所管轄之國家 

 

資料來源： Bureau of Near Eastern Affairs. 2015. “Near Eastern Affairs: Countries and 

Other Areas.” http://www.state.gov/p/nea/ci/(AUG 9, 2015) 

 

貳、研究限制 

       石油是關乎經濟發展及國家安全的重要戰略資源，是以美國不惜透過軍事力

量確保石油供應的安全與穩定。惟「確保本國的石油供應安全」尚不足以為軍事

侵略或介入它國的理由；是以大國在透過硬實力獲取、確保或擴張國家利益時，

為避免師出無名，多會以「人權」、「民主」或「反恐」等符合普世價值卻又模

糊的概念以合理化其行動，而真實企圖實現的利益卻又常常為官方所否認。所以

本論文在探討美國中東政策時，將難以避免主觀的認定某政策是否與美國在中東

的石油利益有關。再者，任何政策的推動都期望能在預期的成本下達到預期的目

標，但依據有限理性決策模式（Bounded Rationality Model），決策者沒有足夠的

時間、資訊及完全的理性能掌握政策產出的結果，意即有時政策推動的結果會有

非預意的損失或是利益。在美國中東政策的探討上，由於「石油利益」鮮少是美

                                                      
8
 本論文中有關美國自「中東地區」進口石油量，係指美國自以下國家進口石油量之總合：巴林、

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卡達、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爾及利亞、利比亞、摩洛

哥、突尼西亞、埃及、敘利亞、葉門、阿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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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公開宣布的政策目標，加上許多有關軍事或國家安全的資訊是屬於於機密

等級無法取得，故「石油利益」究竟是美國推動某項有關中東政策時就預期的目

標，亦或是意料之外的「附加價值」，也是本研究所可能遭遇到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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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壹、研究架構 

本論文研究架構安排，首先從美國石油發展歷史、供需演變與國家能源安全

政策，探討石油安全在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地位。接下來進一步討論美國在中東

發生跨國軍事衝突時所採取的干涉措施。最後嘗試從美國石油發展及進口情形、

全球石油供需結構與美國干涉中東重大跨國軍事衝突所採取的外交政策工作演變

分析之間的關連，進一步推論在頁岩油革命提高美國石油自給率，甚至有可能達

到所謂「能源獨立」後，是否也會影響美國中東政策，進而找出本研究所欲回答

的問題。本論文研究架構如下： 

 

圖 1.6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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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章節安排 

根據以上研究架構，本論文將分為四章論述，說明如下： 

第一章 緒論，就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文獻探討、研究限制及研究架構、章節

安排等進行說明。 

第二章 美國石油發展及能源安全政策，透過對美國石油工業發展、供需情形與

能源安全政策演變，以評估石油如何影響美國國家安全政策；同時也探

討頁岩油技術突破後對美國帶來的機會與挑戰。 

第三章 二戰後美國在中東軍事衝突事件中所採取的干預措施，探討美國在不同

石油產量之下，自二次世界大戰後在面對中東地區發生重大跨國軍事衝

突時所採取的外交政策工具，並與石油產量相互對照，為本章之研究重

點。 

第四章 結論，透過歸納與整理，從蒐集到的文獻與資訊分析石油供需對美國中

東政策的影響，並進一步回答本論文之研究問題，推論頁岩油革命對美

國中東政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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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美國石油發展及能源安全政策 

 

    能源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來源，與世界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密不可分。

石油已經超越煤炭成為地球上用途最廣的能源，由於全球石油資源分配極度不均，

十個國家所擁有的石油資源就占全球已探明石油儲量的 85%以上9，故絕大多數國

家需要透過進口以滿足維持經濟活動的需求；加上石油消耗不可再生的特性，使

得石油已經不再只是單純的能源問題，也不僅是一個國內確保供應的經濟問題，

而是一個涉及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和對外戰略等多層面的國家戰略問題，是一個

關乎國際能源供需和地緣政治的國際戰略問題（倪健民 2008,1）。美國是當前

世界唯一超強，同時也是石油消耗量最大的國家，石油安全因素影響美國國家政

策甚鉅，本章將透過研究全球石油發展進程、美國石油供需情形及石油安全政策，

進一步探討美國石油供需與進口情形對其石油安全政策之影響，並就頁岩油革命

對美國在世界石油格局中所帶來的機會及在其國內所引發的議題進行研究，並作

為探討美國中東政策之參考。 

  

                                                      
9
依據英國石油公司所出版的〈BP 世界能源統計 2015〉所提出的數據指出，目前世界上已探明儲

量前十名及其所占全球探明儲量比例分別為委內瑞拉（17.5%）、沙烏地阿拉伯（15.7%）、加拿

大（10.2%）、伊朗（9.3%）、伊拉克（8.8%）、俄羅斯（6.1%）、科威特（6%）、阿拉伯聯合

大公國（5.8%）、美國（2.9%）及利比亞（2.8%），前十名國家已探明的石油儲量即已達全球總

探明儲量的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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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世界石油發展 

壹、世界石油發展歷史 

人類使用石油作為生活上的用途已有 4000 年以上的歷史，古中國、古巴比

倫、古埃及、古希臘、古波斯等地都有使用石油的記錄10。當時主要使用自然露

出的石油，就已汲取從地面裂縫滲出的半固體黏軟瀝青來用於建築砌牆、用藥及

引火照明，大多開發活動是非商業性的，石油生產規模也非常小，對世界歷史的

發展幾乎毫無影響（蔣健蓉 2011, 1）。1859 年，美國人德雷克（Drake）在位於

美國東岸的賓州泰特斯維爾鎮（Titusiville）利用 1500 多年前中國人開發成功的鹽

井鑽鑿技術，建立了第一口抽汲式油井（pumping well），美國成為世界上用現

代方法開採具有商業價值石油的第一個國家（趙宗和 2013, 3），也是世界石油大

規模商業性開發的開始11（余胜海 2012, 3）。此後在世界各地也陸續發現油田。

在歐亞大陸的部份，俄國比美國晚 20 多年進入石油世紀，1870 年代初期起，俄

國的巴庫（Bakı）也開始開鑿油井。1880 年代初期產量僅有美國產量的三分之一，

其後至 1899 年，俄國石油產量大幅增長，已達到美國五分之四的產量；1975 年

石油產量正式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產量第二大的國家。1885 年亞洲蘇門答臘

（Sumatra，時為荷蘭屬地的東印度群島）也成功鑽獲第一口油井，開啟東亞地區

的石油時代（郭博堯 2001, 18）。1908 年，英國工程師威廉（William Knox D'Arcy）

在波斯（今伊朗）蘇萊曼清真寺（Masjid-i-Suleiman）發現了中東地區的第一口油

田；而 1927 年在伊拉克所發現基爾庫克（Kirkuk）油田更是展開了中東阿拉伯世

                                                      
10

 依據中國石油（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 CNPC）說法，人類何時開始使用石油，至今

還沒有確切的資料。在希臘和埃及繁榮時代以前的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文化的遺物中，可以知道

蘇美人曾經使用瀝青進行雕刻。繼蘇美人之後，巴比倫人曾用瀝青把磚粘合在一起，使建築物能

夠經得起大洪水的破壞。在埃及的古墓中，也曾發掘出一些用富含硫化物的石油保存下來的木乃

伊。另外古埃及人曾在蘇伊士灣的油苗區中，測算出從岩石中滲流出的石油量。在巴勒斯坦的古

墓牆壁上的象形文字中，曾記敘了在死海的石油開採。在西元前 5 世紀位於今伊朗西南部的古波

斯帝國首都附近，曾出現手工挖掘的石油井。波斯人最早把石油用於攻打雅典城的戰爭中。而中

國是世界最早發現和利用天然氣和石油的國家之一。關於中國石油的最早記載，首先見於東漢歷

史學家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中有“高奴有洧水可”。高奴，秦置縣名，在今陝西延長一

帶，洧水是延河的一條支流。北魏酈道元(?-西元 527 年)在其《水經注》中作了更為詳細的記述：

「 高 奴 縣 有 洧 水 ， 肥 可 燃 。 水 上 有 肥 ， 可 接 取 用 之 。 」 裡 所 說 「 肥 」 即 石 油 。

（http://www.cnpc.com.cn/syzs/sysh/201308/1e986b8f367b4e7c89d7760db77988f4.shtml，查詢日

期 2015/11/7） 
11

 對於世界第一口商業油井學者有不同看法，除本論文中所採用的 1859 年美國賓州油田外，亦有

學者認為世界第一口現代商業化的油井位於波蘭，於 1853 年鑽獲（https://grandemotte.wordp 

ress.com/peak-oil-4-exploration-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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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石油工業發展的序幕（當代世界  2014, 9）12。 

 

一、墨西哥灣時代 

在 1860 至 1950 年近一個世紀的時間中，美國石油產量居世界之首（除 1900

和 1901 年居第二位外），1860 年美國年產量為 50 萬桶，占世界總產量的 98.4％。 

1901 年美國在臨墨西哥灣的德州紡錘頂（Texas Spindletop）發現全球第一口噴油

井後，更使得石油產量大幅上升。由於世界各地油田不斷的被發現，美國石油占

全球產量比重持續下滑，但至到 1950 年，美國石油日產量為 590 萬桶，所占世

界總產量比例還是高達 57％；由於當時美國主要油田多位於墨西哥灣，故墨西哥

灣是當時世界石油發展的重鎮，其石油探明儲量不斷增加，正式開啟了全球石油

工業的序幕（The Paleont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ion, 2002）。也由於當時墨西哥

灣是世界石油供應板塊的中心，所以學者也稱這個時期為「墨西哥灣時代」（王

道和 2007, 23）。 

 

二、波斯灣時代 

除了 1927 年在伊拉克發現的基爾庫克大油田，1930 年代中東地區也相繼在

巴林、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等國發現了豐富的石油儲量。但二戰中斷了油氣勘

探開發，所以中東石油在當時的世界上並無太大影響（崔守軍 2014，1）。20 世

紀 40 年代，中東地區陸續發現超大油田，包括位於沙烏地阿拉伯，現今世界上

最大陸上油田加瓦爾油田（Ghawar Oil field）以及第二大的科威特大布爾甘油田

（Greater Burgan Oil Fields），這兩個油田已探明儲量都超過 100 億噸。另外也包

括位於沙烏地阿拉伯的東北部海域的海上油田薩法尼亞油田（Safaniya Oil Fields）。

一系列的大發現使中東的石油儲量和產量飛速上升13。1970 年中東的石油儲量已

達 466 億噸，占當年世界儲量的 63%。1948 年至 1972 年期間，世界上每發現 10

                                                      
12

 中東石油的開端亦有不同說法，除本論文所採 1908 年於波斯（今伊朗）蘇萊曼清真寺地區鑽

獲（http://www.geoexpro.com/articles/2008/05/the-centenary-of-the-first-oil-well-in-the-middle-

east）亦有學者認為 1927 年於伊拉克發現的基爾庫克（Kirkuk）油田才是中東地區第一口商業化

的田井。 
13

 目前世界十大油田中，即有 7 個是位於中東地區。十大油田及其座落地區分別為：加瓦爾油

（沙烏地阿拉伯）、大布爾甘油田（科威特）、博利瓦爾油田（委內瑞拉）、薩法尼亞油田（沙    

烏地阿拉伯）、魯邁拉油田（伊拉克）、基爾庫克油田（伊拉克）、羅馬什金油田（俄羅斯）、

薩莫洛特爾油田（俄羅斯）、紮庫姆油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哈西梅薩山烏德油田（阿爾

及 利 亞 ） （ 資 源 來 源 ： 中 國 石 油 新 聞 中 心 ， 2009 ， 〈 世 界 十 大 油 田 〉 ，

http://center.cnpc.com.cn/bk/system/2009/05/05/001236018.shtml，查閱時間：20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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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石油中，即有 7 桶是位於中東地區（Yergin 2012, 82），這展現出中東地區深厚

的能源潛力。從 1947 年中東石油僅占世界石油產量的 10%，到 1972 年中東首次

超過北美而居世界石油產量之冠，達世界石油產量的 34%；而同期美國占世界石

油總產量則從 64%掉到 22%。學者指出，從能源貿易角度看，1948 年美國變成石

油淨進口國，標誌著世界石油供給中心開始從墨西哥灣向波斯灣轉移。到 1972

年，中東石油產量超過美國，大轉移過程結束。這也宣告著「墨西哥灣時代」開

始步入「波斯灣時代」，中東開始逐步取代美洲，成為世界石油供應中心（崔守

軍 2014, 2）（如圖 2.1）。 

 

圖 2.1 2014年世界石油貿易活動流量 

 

資料來源：英國石油公司，2015，〈BP 世界能源統計 2015〉，http://www.bp. 

com/content/dam/bp-country/zh_cn/Publications/2015SR/China_2015%20V2.pdf，

查閱時間：2003/08/20。 

 

貳、世界石油資源分佈 

石油具有熱值高、灰分少、便於運輸和使用等特點，所以在內燃機的發明後

石油的消費量迅速增加，1967 年以後，石油便超越煤炭成為世界能源消費的首位

（倪健民、郭云濤 2008, 7）。依據英國石油公司 2015 所出版的《BP 世界能源統

計年鑒》，目前全世界的能源消費結構中，石油以 32.57%位居第一名，第二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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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 30%及第三名天然氣 23.71%。在石油儲量中，全球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儲量約

1 兆 7000 億桶。由於地質及構造的關係，石油資源分佈的相當不均勻，目前在全

世界國家中約有 70 個國家有生產石油14，但絕大多數產量偏低不足以滿足本國消

費所需，多數石油資源是集中在少數國家中。以儲量分佈的地區而言，目前在中

東地區所探明的儲量占世界最高，為 47.7%；其次是中南美洲的 19.4%及北美洲

的 13.7%。若將其它非位處中東地區的 OPEC 成員石油探明量列入計算，則 OPEC

國家已探明的石油量占世界總探明量高達 71.6%、儲產比15亦高達 91.1%。另就個

別國家分布情形來看，目前世界上已探明儲量前十名及其所占全球探明儲量比例

分別為委內瑞拉（17.5%）、沙烏地阿拉伯（15.7%）、加拿大（10.2%）、伊朗

（9.3%）、伊拉克（8.8%）、俄羅斯（6.1%）、科威特（6%）、阿拉伯聯合大公

國（5.8%）、美國（2.9%）及利比亞（2.8%），前十名國家已探明的石油儲量即

已達全球總探明儲量的 85.1%。以 2014 年的開採速度估算，目前全球已探明石油

儲量約可以再使用 52 年（以下簡稱儲產比）。以地區而言，中東地區儲產比為

77.8 年、非洲為 42.8 年、北美洲為 34 年、歐洲及歐亞大陸為 24.7 年（如圖

2.2），中南美洲則超過百年以上。 

                                                      
14

 世界石油生產國包括俄羅斯聯邦、哈薩克、土庫曼、亞美尼亞、烏茲別克、亞塞拜然、吉爾吉

斯坦、摩爾多瓦、白俄羅斯、喬治亞、烏克蘭、沙烏地阿拉伯、伊朗、以色列、巴林、伊拉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曼、科威特、葉門、黎巴嫩、敘利亞、約旦、卡達、美國、加拿大、墨

西哥、荷蘭、英國、挪威、土耳其、義大利、羅馬尼亞、丹麥、委內瑞拉、巴西、哥倫比亞、

厄瓜多、智利、玻利維亞、秘魯、阿根廷、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

孟加拉國、寮國、巴基斯坦、緬甸、紐西蘭、澳大利亞、印度、馬來西亞、越南、蒙古、巴布

亞紐幾內亞、汶萊、利比亞、南非、阿爾及利亞、尼日利亞、加彭、摩洛哥、蘇丹、赤道幾內

亞、莫三比克、馬利、喀麥隆、埃及、安哥拉、象牙海岸、剛果、突尼西亞、貝南、塞席爾及

奈 米 比 亞 等 國 （ 資 料來 源 ： 中 國 石 油 新 聞中 心 ， 2015 ， 〈 世 界 產油 國 概 況 〉 ，

http://161.207.1.24/gate/big5/center.cnpc.com.cn/bk/syhq/chyg/，查閱時間：2015/12/29）。 
15
依據英國石油公司所出版的〈BP 2014〉，儲產比指用任何一年年底所剩餘的儲量除以該年度的

產量，所得出的計算結果即表明如果產量繼續保持在該年度的水準，這些剩餘儲量可供開採的

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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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世界儲產比及歷史 

 

資料來源：英國石油公司，2015，〈BP 世界能源統計 2015〉，http://www.bp. 

com/content/dam/bp-country/zh_cn/Publications/2015SR/China_2015%20V2.pdf，

查閱時間：2003/08/20。 

 

        在石油產量的部份，2014 年全球平均每日生產 8867 萬桶石油，約 42 億 2 千

萬噸，較 2013 年增加了 2.3%。其中中東國家產量占全球 31.7%，達 13 億 3 千 9

百萬噸；其次為北美洲占 20.5%，達 8 億 6 千 6 百萬噸以及歐洲與歐亞大陸產量

占 19.8%，達 8 億 3 千 4 百萬噸。以個別國家區分，2014 年全球產量最高的國家

為美國，其次為沙烏地阿拉伯及俄羅斯，其日產量分別為 1164 萬桶、1150 萬桶

及 1083 萬桶；全球產量前三大的國家占全球石油產量即高達 38%。在石油消費

量的部份，2014 年全球平均每日消費量達 9208 萬桶石油（如圖 2.3），也就是平

均每分鐘有 6 萬 3 千桶石油被消耗。以個別國家區分，美國是世界上石油消費量

最大的國家，平均每日消費 1903 萬桶石油；其次為中國大陸每日消耗 1105 萬桶

及日本 429 萬桶（如表 2.1）。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是已開發國家，美國 2014 年

人口為 3.189 億，日本為 1.268 億；美國人口約為日本的 2.5 倍，但石油消耗量卻

是日本的 4.4 倍。此外，美國每日的石油消費量更高於歐洲及歐亞大陸的總和。 

  

儲
產
比 

時間 

儲
產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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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1989-2014年世界石油分區產量及消費量 

 

資源來源：英國石油公司，2015，〈BP 世界能源統計 2015〉，http://www.bp. 

com/content/dam/bp-country/zh_cn/Publications/2015SR/China_2015%20V2.pdf，

查閱時間：2003/08/20。 

 

表 2.1  2014年美國與各國石油消耗量（單位：萬桶/日） 

美國 1,903  

中國大陸 1,105 

日本 429 

印度 384 

巴西 322 

歐洲及歐亞大陸總計 1,825 

中南美洲國家總計 712 

中東國家總計 870 

非洲國家總計 380 

亞太地區總計 3,085 

北美洲（含美國）總計 2,334 

合計 9,208 

資源來源：英國石油公司，2015，〈BP 世界能源統計 2015〉，http://www.bp. 

com/content/dam/bp-country/zh_cn/Publications/2015SR/China_2015%20V2.pdf，

查閱時間：2003/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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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石油發展 

美國擁有豐富的石油儲量，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儲量16即達到 485 億桶，占目

前世界總探明量的 2.9%，居世界第 9 位17；同時也於 2014 年追過沙烏地阿

拉伯，以平均每日 1164 萬桶的產量成為世界上最大石油生產國。但另一方

面，美國每日要消耗 1903 萬桶、高達全球 20%的石油消耗量，更大於歐洲

及歐亞大陸內 29 個國家的每日消耗量的總合，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費

國18。如此巨大的能源消耗量，加上在長期戰略規劃及環境保護考量下限制

部分地區油田的開採（周琪 2012, 61），使美國即使擁有目前全球最大的石

油產量，亦無法滿足其國內旺盛的石油需求，必需透過大量進口國外生產的

石油以維持其國家及霸權體系的運轉19。身為第一個鑽獲石油的國家，在二

次世界大戰前，美國擁有平均高達全球 60%的傲人產量；但隨著其國內產量

減少及需求增加等因素，美國於 1948 年轉變為石油淨進口國。此後進口量

便一路攀升，在 2005 年其石油淨進口量更一度高達總消費量的 60%而造成

國內對高度依賴進口石油的擔憂；近年由於頁岩油開採技術的突破使得美國

石油量產大幅提升，而再度燃起「能源獨立」的理想。對美國而言，石油是

那麼的充裕而又稀有；從最大石油生產國到最大石油進口國後，再隨著頁岩

油開採技術的突破重回最大石油生產國的寶座。石油的供需在美國有著戲劇

化的發展。作者將美國自 1859 年鑽獲全球第一口油井起迄今依石油產量區

分為 1859-1970 年的穩定成長期、1970-2008 年衰退期及 2008 年迄今的快速

擴張期等三個階段（如圖 2.4），藉以分析各階段中美國能源安全政策與中

                                                      
16

 依英國石油公司的定義，探明儲量指「通過地質與工程資訊以合理的確定性表明，在現有的經

濟與作業條件下，將來可從已知儲藏開採出的石油儲量」。 
17

 依據英國石油公司所出版的《BP 世界能源統計 2015》，目前全球石油探明儲量前九名及其占全

球己探明儲量比例分別為委內瑞拉（17.5%）、沙烏地阿拉伯（15.7%）、加拿大（10.2%）、伊

朗（9.3%）、伊拉克（8.8%）、俄羅斯（6.1%）、科威特（6%）、阿聯酋（5.8%）及美國

（2.9%）。 
18

 同樣依《BP 2015》統計結果，2014 年世界石油消費量前三名及其占全球總消費量分別為美國

（20.6%）、中國大陸（12.4%）及日本（4.7%）。而歐洲及歐亞大陸在 2014 年平均每日消耗全

球 20.4%的石油產量。特別說明的是，本論文作者在檢視文件中的數據時，發現其中美國在 2014

年 每 日 石 油 消 費 量 為 19035 千 桶 ， 而 全 球 消 費 量 為 92086 千 桶 ， 其 比 例 應 為

(19035/92086)X100%=20.6%，而該表內卻將美國消費量列為 19.9%，應為誤植，故本論文將美國

每日石油消費量占世界總消費量比例以 20.6%表示。 
19

 美國在 2013 年 9 月以前，一直是全世界石油進口量最大的國家，隨著頁岩油技術突破，美國國

內石油產量大增，目前石油進口量最大的國家為中國大陸（資源來源：中國能源網，2015，

〈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原油淨進口國〉，http://www.china5e.com/subject/show_719. 

html，查閱日期：2015/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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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政策之變遷。從下表中可以得知，各階段中石油的日均產量雖有起伏，但

大方向仍不脫該階段的趨勢。為利後續資料之分析與運用，以下分別探討美

國於各階段之石油生產、消費及進口概況： 

 

圖 2.4   美國 1859-2014年每日石油產量（單位：千桶） 

 

資料來源：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 “U.S. Field Production of 

Crude Oil.” http://www.eia.gov/dnav/pet/hist/LeafHandler.ashx?n=PET&s=MCRFPUS2 

&f=A(December 29, 2015). 

 

壹、生產穩定成長期（1859-1970） 

         一、石油生產與消費情形 

1860 年，美國石油產量約每日 1 千桶；到了 1970 年，這個數字已經擴張到

每日 9637 千桶的高峰。雖然稱之為「穩定成長期」，但這個階段內的石油平均

日產量年增率並非呈現平均分配的情形，而是有二階段的發展：第一段階為

1859-1901 年，在 40 年間其石油平均日產量從 1 千桶成長到 1 百萬桶；而 1901

年後石油平均日產量的年成長速率有顯著提升，平均日產量增加 1 百萬桶所需時

間從前一個階段的 60 年大幅縮短至約 7 年，而這個成長的速率至 1970 年為止呈

現大致平穩的現象（如表 2.2）。 

        此一階段中，美國石油產量占全球總產量的比重也有明顯的變化；在二次世

界大戰以前，美國石油產量平均達全球 65%以上，一直到 1950 年還保持在 50%

以上的比例。美國石油產量雖然還是逐年提升，且產量仍居全球之冠；但美國產

量占全球比重逐卻年降低，至 1970 年，這個數字僅達 23.5%。針對這樣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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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歷史學家丹尼爾．耶金（Yergin 1997, 237）認為：「從 1948 年到 1972 年，

美國的日產量從 550 萬桶增加到 950 萬桶，而美國在世界總產量中的份額卻從 

64%下降到 22%。美國份額下降的原因是，世界石油生產已經向中東轉移。中東

的產量從每日 110 萬桶上升到每日 1820 萬桶」，在探明儲量的部分「美國的儲

量從 210 億桶增加到 380 億桶。但是，美國在世界總儲量中的比重卻從 43%下降

到 7%…，而中東的石油儲量從 280 億桶上升到 3670 億桶。1948－1972 年期間，

世界的每 10 桶新增石油儲量中，就有 7 桶以上是在中東發現的。」（Yergin 1992, 

37）面對美國國內石油產量無法滿足其不斷成長的消費需求而無力出口，再加上

同期間中東地區石油探明儲量與產量的大幅增加，使得世界石油生產重心的地位

開始往中東地區移動20（如圖 2.5）。 

 

表 2.2  美國石油日均產量於「穩定成長期」每增加 1 百萬桶所需時間 

1859-1901 1901-1926 1926-1937 1937-1944 1944-1950 1950-1953 1953-1963 1963-1967 1967-1970

0-1 42

1-2 25

2-3 11

3-4 7

4-5 6

5-6 3

6-7 10

7-8 4

8-9 3

平均每日產量增加1百萬桶所需時間(年)

產量成長

(百萬桶/

日)

資源來源：EIA. 2015. http://www.eia.gov/dnav/pet/hist/LeafHandler.ashx?n=PET&s= 

MCRFPUS2&f=A(December 29, 2015). 

  

                                                      
20

 依據英國石油公司（BP）統計，1970 年世界石油生產比重依序為北美洲 27.5%（包括美國及加

拿大及墨西哥）、中東 28.9%及歐洲（含歐亞大陸）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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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美國 1859-1970年間石油產量占全球比例 

 

資料來源：Places & Spaces Mapping Science. 2013.” The Oil Age: World Oil 

Production 1859 to 2050.” http://scimaps.org/mapdetail/the_oil_age_world_oi_73 

(December 29, 2015) 

         

美國在 1910 年時石油產量是足以自給自足的，但是基於石油資源保育

（conservation of petroleum resources）21的考量，從 1919 年起自墨西哥進口石油。

在這個階段的石油消費、生產及淨進口量中可以發現，雖然石油產量持續增加，

但還是無法滿足國內對石油消費的需求而自 1948 年起成為淨進口國家。其後由

於需求與產量的落差日益擴大，也使得進口石油占美國國內石油消費量的比例愈

來愈高，對進口石油的依賴程度也逐漸加重（如圖 2.6）。 

  

                                                      
21

 石油資源保育指在控制下利用、保護和發展已開發及潛在可開發的原油資源，以滿足目前需要    

及確保未來的需求（資料來源：TGSC. 2014. “conservation of petroleum resources.” http://www 

.tgsc.com.tw/english/conservation%20of%20petroleum%20resources.html(December 2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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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美國國內石油生產、消費與進口情形 1949-1970(單位：千桶/日) 

 

資料來源：EIA. 2015. http://www.eia.gov/dnav/pet/hist/LeafHandler.ashx?n=PET&s= 

MCRFPUS2&f=A(December 29, 2015). 

 

二、石油進口情形 

在 OPEC 成立前，世界石油秩序包括產量及價格等，均是由國際大型石油公

司（平思寧 2015, 481）22所主導。許庭瑜（2005）認為，當時的美國石油政策係

反映國際石油公司的利益，直到 OPEC 成立，才逐漸改變由國際石油公司主導的

世界石油秩序。另一方面，美國的中東政策引發阿拉伯國家的反擊，並進一步釀

成石油危機，才使全球國家開始重視能源安全的議題。故本研究在探討美國自中

東地區進口石油數量時所採用的數據，將以 1960 年 OPEC 成立為分析之基準點。 

        1960-1970 年期間，美國自中東地區國家進口石油的數量佔總進口量比重相當

低。1960 年時，美國自中東地區國家進口石油占總進口量佔 16.2%、至 1970 年

更僅達 4.1%。但期間美國石油進口總量仍然持續增加（如表 2.3）；前五大進口

石油國家分別為委內瑞拉23、加拿大、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及利比亞（EIA 

2015）。 

  

                                                      
22

 當時主導世界石油秩序的大型國際石油公司包括美藉的雪佛龍（Chevron）、艾克森（Exxon）、 

海灣（Gulf）、標準石油公司（  Mobil ）及  德士古（Texaco）；英藉的英國石油（British 

Petroleum）、荷蘭藉殼牌石油（Shell）及法藉法國石油公司（Compagnie Francaise des Petroles, 

CFP）（Wright, 2012）。 
23

 委內瑞拉為 OPEC 國家，且佔美國石油進口比例極高；但因位於中南美洲而非中東地區，故本

論文並未將委國數據納入中東國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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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美國 1960-1970 年自中東地區石油淨進口量與總淨進口量（單位：千桶/日） 

年度 總淨進口量 
自中東地區 

進口量比例 

自非中東地區 

進口量比例 

1960 1781  16.2% 83.8% 

1961 1820  13.6% 86.4% 

1962 1936  11.1% 88.9% 

1963 1980  12.1% 87.9% 

1964 2105  12.5% 87.5% 

1965 2313  12.5% 87.5% 

1966 2430  11.6% 88.4% 

1967 2394  7.0% 93.0% 

1968 2690  9.3% 90.7% 

1969 3017  8.7% 91.3% 

1970 3247 4.1% 95.9%  

資料來源：EIA. 2015. “Table 3.3d Petroleum Trade: Imports From Non-OPEC 

Countries.” http://www.eia.gov/beta/MER/index.cfm?tbl=T03.03D#/?f=A&start=1949 
&end=2014&charted=10 (December 29, 2015). 
 

         在這段期間內，隨著美國石油消費需求的成長與國內石油產量落差的持續擴

大，美國必須更仰賴由國外進口石油以滿足國內消費所需。而從表 2.3 中可以進

一步發現在這段期間中美國石油進口量有高達近兩倍的成長，而自中東地區國家

進口的石油量則維持穩定；對比之下這段期間內自中東地區國家進口石油的比例

有明顯下滑。 

 

貳、衰退期（1970-2008） 

在這個階段中發生了多次造成世界能源市場的大變動的事件，包括 1973 年

由 OPEC 所發起用以抗議美國中東政策的石油禁運、1978 年伊朗的巴列維政權跨

台所造成伊朗石油出口的中斷、1979 年美國駐伊朗大使館人質危機、1980 年兩

伊戰爭、1990 年伊拉克攻擊科威特、1991 年波斯灣戰爭、2001 年伊拉克戰爭及

2003 年阿富汗戰爭等，這些事件都使世界石油供應短缺及並造成國際石油價格大

漲。以下將探討美國在這段期間中石油生產、需求與進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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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油生產與消費情形 

美國石油產量在 1970 年創下每日 963 萬桶的記錄以後便開始逐年下降，至

2008 年的低點為每日 500 萬桶，幾乎僅剩 1970 年產量的一半。而同期全球石油

產量則自 4805 萬桶上升至 8293 萬桶，成長幅度高達七成以上。相較於全球石油

產量在這段期間的快速增加，美國產量減少使得美國石油占全球的比重更進一步

降低至 6%。 

在國內石油消費的部份，在這個階段中，國內消費雖然也有所成長，但成長

的幅度並沒有前一個階段那麼明顯，期間甚至有三度消費量下滑的情形24。但同

樣的，由於這段期間美國國內石油生產量的下滑，所以使得需求與生產間的落差

進一步加大，並在 1993 年開始石油進口量大於生產量。到 2005 年更有高達 62%

的國內石油消費是依靠進口（如圖 2.7）。從美國前總統布希於 2006 年的國情諮

文中可以看出當時美國社會對大量仰賴進口石油，尤其是來自中東地區的石油表

示擔憂： 

「美國沉迷於石油，而石油往往進口自世界不穩定的區域。斷絕油癮的

絕佳方法便是透過科技…憑藉美國的才能與科技的應用，這個國家將能戲劇

性地提升我們的環境、超越以石油為基礎的經濟結構，並能使我們對中東石

油的依賴成為往事。」（White House, 2006） 

  

                                                      
24

 本論文中所謂需求下滑係指連續 2 年國內石油消費量減少的情形，1970-2008 年期間共發生三

次，分別在 1973-1975 年、1978-1983 年及 2006-2012 年。而導致這段期間內美國石油消費量下

滑的國際因素包括 1973 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1978 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機及 2008 年的金融風暴

等；當然除了這些國際因素外，石油價格高漲、政府能源政策的推動及能源使用效能等原因也

會減少石油的消費量（資源來源：Caruso and Doman. 2004. “全球能源供應與美國市場”, 

https://www.americancorner.org.tw/zh/challenges-to-energy-security/caruso.htm ， 查 閱 日 期 ：

2015/1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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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美國國內石油生產、消費與進口情形 1970-2008(單位：千桶/日) 

 

資料來源：EIA. 2015. http://www.eia.gov/dnav/pet/hist/LeafHandler.ashx?n=PET&s= 

MCRFPUS2&f=A(December 29, 2015). 

 

         二、石油進口情形： 

1970 年代初期，美國前五大石油進口來源國中，加拿大居首位、其次為委內

瑞拉、荷蘭、沙烏地阿拉伯及奈及利亞（Koch, 2013）。其中就有三個是 OPEC 國

家，但位於中東地區的僅有沙烏地阿拉伯（如圖 2.8）。1970 年至 1977 年期間，

美國自中東國家所進口的石油量大幅增加，其占總進口比例在 7 年內從 4.1%上升

至 38.2%，但 1978 年低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及 1980 年伊拉克突襲伊朗發生

兩伊戰爭，兩個國家石油出口量幾乎告停，造成美國自中東地區進口石油量一路

滑落至 1985 年的 9%低點之後才又回升。1990 年伊拉克攻佔科威特，以及隨後由

美國率領的聯軍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再度造成石油供應中斷，又再次使得美國自

中東地區進口石油比例從 1990 年的 28.4%下降至 1996 年的 19.7%，1996 年後小

幅反彈至 25.4%。而後雖然發生美國於 2003 年入侵伊拉克推翻海珊政權的伊拉克

戰爭，但美國自中東地區進口石油的比例僅從 23.4%小幅減少至 20.8%隨即反彈，

可見從幾次中東政局變動中對美國自中東進口石油變動的比例逐次減少（如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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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1973年美國前五大石油進口國 

 

資料來源：USATODAY. 2013. ” U.S. oil supply looks vulnerable 40 years after 

embargo.”   http://www.usatoday.com/story/news/nation/2013/10/19/us-oil-

imports-opec-embargo/2997499/(2015/11/8）. 

 

圖 2.9 美國自中東地區進口石油情形 1973-2008 

 

資源來源：EIA. 2015. “ U.S. Imports by Country of Origin  .”http://www.eia.gov/ 

dnav/pet/pet_move_impcus_a2_nus_ep00_im0_mbblpd_a.htm(201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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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高速擴張期（2008迄今） 

一、石油生產與消費情形 

        之所以稱這個階段為「高速擴張期」，是因為美國國內的石油產量在這個階

段中有著驚人幅度的成長。由於頁岩油技術的突破，2008 年美國國內石油產量為

每日 500 萬桶，至 2015 年 6 月的 7 年間即已達到每日 929 萬桶的產量。在穩定

成長期階段，石油日產量每增加 100 萬桶需要少則 3 年、多則甚至 10 年的時間；

從 1949 年日均產量 504 萬桶到 1969 年的 923 萬桶即花了 20 年的時間才有此一

增幅，可見在這個階段美國石油產量的擴張速度。這個階段中的美國國內消費保

持穩定的微幅成長，但仍未超過 2006 年所創下的石油消費量新高紀錄；加上產

量的高速擴張，這個階段美國國內石油消費與產量的落差有明顯的減少，使得美

國石油產量在 22 年後，也就是於 2014 年再度超越石油淨進口量；而美國全球石

油進口量最高國家頭銜也於 2013 年 6 月正式易位給中國大陸（如表 2.4、圖

2.10）。 

 

表 2.4 美國國內石油生產與消費情形 2008-2015(單位：千桶/日) 

年 度 生 產 量 消 費 量 消 費 量 - 生 產 量 

2008 5001 18740 13739 

2009 5354 18091 12737 

2010 5476 18521 13045 

2011 5637 18264 12627 

2012 6476 17972 11496 

2013 7454 18388 10934 

2014 8719 18525 9806 

2015 年(6 月以前) 9296 19271 9975 

資料來源：EIA. 2015. “ U.S. Imports by Country of Origin  .”http://www.eia.gov/dnav/ 

pet/pet_move_impcus_a2_nus_ep00_im0_mbblpd_a.htm(201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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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美國國內石油生產、消費與進口情形 2008-2014(單位：千桶/日) 

 

資料來源：EIA. 2015. “ U.S. Imports by Country of Origin  .”http://www.eia.gov/dnav/ 

pet/pet_move_impcus_a2_nus_ep00_im0_mbblpd_a.htm(2015/11/9). 

  

二、進口情形 

         在這個階段中，由於頁岩油技術的突破促使美國石油產量大幅增加，甚至於

2014 年超越沙烏地阿拉伯成為全球產量最大的國家；加上美國國內石油消費穩定，

美國進口石油出現自 1985 年以來最低的數量。而其中來自中東地區的石油比例

雖然有小幅減少，但基本上並未有明顯的變化（如表 2.5）。 

 

表 2.5  美國 2008-2014年自 OPEC石油淨進口量與總淨進口量 

年度 
總淨進口量 

（單位：千桶/日） 

自中東進口量 

（單位：千桶/日） 

自中東進口石油占總

淨進口量百分比 

2008 12889  2209  23.4% 

2009 11641  2288  19.0% 

2010 11790  2219  19.4% 

2011 11420  2448  19.4% 

2012 10589  2171  23.1% 

2013 9849  1963  22.0% 

2014 9218  2209  21.3% 

資料來源：EIA. 2015. “ U.S. Imports by Country of Origin  .”http://www.eia.gov/dnav/ 

pet/pet_move_impcus_a2_nus_ep00_im0_mbblpd_a.htm(201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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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能源安全政策與岩頁油之發展 

         基於對石油的強烈需求及經歷過國內石油產量的衰退，能源安全在美國國家

安全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但是嚴格來說，美國真正開始重視「能源安全」的議

題，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周琪 2012，76）。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美國政府即已發覺石油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但由於當時國外進口石油低廉的價格

及國內石油產量仍不斷上升，使得「能源安全」的理念仍是口號大於實質的義意。

而在石油危機衝擊了全球經濟及政治穩定後，美國政府真正體會到充足及價廉的

石油的供應不再是那麼理所當然；在高度依賴進口石油的情況下，若無法有效管

理能源安全，則如同將國家的經濟命脈交由石油供應國所掌握，故自從第一次石

油危機後，美國歷屆政府都將「能源安全」列入其能源政策的核心目標。本節將

討探美國在不同時期中能源安全政策的變遷，並探討其影響之因素。此外，頁岩

油技術的突破使美國擺脫仰賴石油進口並實現能源獨立的目標成為可能，然而在

美國國內對頁岩油所帶來龐大的戰略與經濟利益表達熱切期待時，美國社會輿論

也同時對頁岩油造成油價及環境上的衝擊產生擔憂，本節也將一併探討頁岩油所

帶來的機會及挑戰。 

 

壹、美國能源安全政策 

本研究為結合研究目的，以下將美國能源安全政策依據其石油產量三階段分

別探討。其目的在檢視歷任美國總統在面對國內外能源安全環境變動之下，所推

動能源安全政策之政策目標與手段，並結合第三章美國中東政策的討探，進而分

析美國石油產量的變化對美國中東政策之影響。 

至於能源安全政策的目標，各國學者多提出不同的意見，本研究則依據美國

「21 世紀能源機構（The Goals of ENERGY POLICY）」所提出的「供應安全」、

「經濟」與「環境」25三個面向進行探討。 

 

 

                                                      
25

 如我國行政院於 2008 年 6 月 5 日所通過之「永續能源政策綱領」即將能源安全政策目標區分為

供應安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美國 21 世紀能源機構（Institute for 21th century Energy）所出

版的「能源安全目標（The Goals of ENERGY POLICY）」中，亦將供應安全、經濟與環境作為評估

能源政策的指標；Bremer 能源機構（Bremer Energy Institute）則將能源安全政策區分為「可負擔

性（affordable）」、「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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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穩定成長期（1859-1970）： 

         身為第一個鑽獲石油的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擁有平均高達全球

60%的傲人產量。儘管美國石油產量是可以自給自足的，但基於石油保育考量，

美國自 1910 年起開始自國外進口石油。學者許庭瑜（2005）認為，在二次世界

大戰前，美國聯邦政府一直避免在石油領域裡進行干預。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

了這種狀況，因為在戰爭中，石油成為一種重要的戰略物資，而且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期間，美國又面臨著石油供應短缺的危險。而二戰後各國基於重建及石油用

途的多元化，使得石油需求大幅增加；再者學者周琪（2012）指出，在 1935 年

以前，美國並沒有一個聯邦的能源政策。故本研究在討論美國能源安全政策將從

二戰開始進行探討。 

 

（一）小羅斯福總統時期 

1941 年，小羅斯福總統政府成立國家防禦石油協調辦公司（Office of 

Petroleum Coordinator for National Defense Office），由內政務卿 Harold L. Ickes 擔

任與石油業者協調增加石油使用效能的工作；這時關注的重點在於美國國內石油

儲量減少的情形，對中東石油開採的議題並非有太大的聚焦（許庭瑜 2005, 7）。

1943 年，美國政府建立了一個聯邦石油儲備公司（The Federal Petroleum Reserve 

Corporation）來從境外購買石油以供美國盟國使用，並進一步授權內政部國內石

油產品的價格、供應配額及以分配國防和民用油的生產。從此，美國政府管理能

源成為一個不受挑戰的信條及慣例（周琪 2012, 77）。在小羅斯福總統的任內所

建立了由聯邦政府管理能源的基礎，其目的是在確保戰時美國及盟國的石油供應，

也確立了石油與國家安全的關係，故其政策目標係以「供應安全」為主。 

 

（二）艾森豪總統時期 

由於擔心不斷增加的廉價進口石油將對國內石油生產的衝擊，艾森豪政府於

1959 年宣布依據國會通過的「1955 年貿易協定補充法（The Agreement of 

Extension Act of 1955）26」實施強制性的「進口配額制度」，將進口石油限制在

國內消費量的 12%。由於艾森豪總統所採取的進口配額制度主要著眼點在於透過

                                                      
26

 1955 年貿易協定補充法授權美國總統當進口對國家安全造成負面的影響時，美國總統可宣布執

行進口配額制度（周琪 20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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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進口石油的數量以避衝擊國內的石油工業，並藉以刺激國內石油生產業者增

加產量，故其政策目標係以「經濟」為主。 

 

（三）詹森總統時期 

詹森總統政府所提出的「美國石油至 1980（United States Petroleum Through 

1980）」文件中指出，美國政府所實施的進口配額制度目標已達成；石油及天然

氣產量持續增加，而進口量僅小幅成長，成長的幅度小於 1950 年代的水準。而

此時美國石油進口的國家中 90%是來自於西方國家，來自於政局不穩定的中東地

區比例相對不高，減少了美國對中東地區的依賴程度。檢視詹森總統任期並未對

能源安全提出具體的政策，能源政策也非位居其政府施政的優先名單，整體能源

安全政策原則上是依循艾森豪總統任內的措施，故本研究將其政策目標歸類於

「經濟」面向。 

 

二、衰退期（1970-2008） 

（一）尼克森總統時期 

1970 年，尼克森總統根據美國國內石油需求及生產差距決定進口配額，使得

1971-1972 年美國石油進口量成長了 40%；同時也執行對油價的控制，以至於油

商轉而向中東地區進口低成本的石油以保持獲利空間，也是美國日趨依賴中東地

區石油的開始。隨後，尼克森總統在 1973 年又進一步取消了從艾森豪時期開始

實施的石油進口配額管制，其理由是基於 1972 年由國務院制度分析辦公室（The 

Office of System Analysis）發表的研究，其中表示美國石油儲量正接近枯竭，需要

透過進口來滿足國內消費的需求。 

基於不滿美國偏袒以色列的中東政策，1973 年 OPEC 國家所發起包含石油禁

運等一系列反制措施對仰賴石油進口的國家造成重大的衝擊。同年 11 月 7 日，

美國尼克森總統向國會發表演說提出「能源自主計畫」，除了強調能源獨立自主

的重要性，其重點在成立能源研發機構，投入資金推展能源的研發替代性能源，

並且預計在 1980 年達到能源自主，也採取一系列包括以煤炭取代石油的節約能

源的措施（Anders 1980, 2）。 

在尼克森總統任內其能源安全政策可以 1973 年石油危機區分為兩個階段，

在石油危機以前，尼克森總統的能源安全政策主要考量在其國內的石油儲量日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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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竭，故藉由放寬石油進口政策以滿足國內消費及刺激經濟成長所需；故其政策

目的實屬於「經濟」面向。而石油危機之後，在面臨石油輸出國組織禁運且國內

石油產量下滑的困境，尼克森無法增加石油的供應面，轉而開始尋求降低國內石

油需求以維持經濟發展所需之最低需求。故尼克森總統任內之能源安全政策目標

為偏重於「經濟-安全」面向。 

 

（二）福特總統時期 

1975 年 10 月，美國國會通過了福特總統所提出的「能源政策和節約法案」，

授權能源部建設和管理戰略石油儲備系統（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SPR），

並明確了戰略石油儲備的目標、管理和運作機制。美國石油儲備體系分為政府戰

略儲備和企業商業儲備。政府戰略石油儲備的目標是防止石油禁運和石油供應中

斷，平時不輕易動用，商業石油供應一旦發生中斷，在美國總統下令的 15 天之

內，應急儲備油就能被迅速運至石油提煉廠（廖英敏 2004, 2）。檢視福特總統之

能源安全政策重點在確保緊急時期的石油供應能維持國家經濟發展之基本需求，

故其政策目標偏重於「安全」面向。 

 

（三）卡特總統時期 

1977 年，卡特總統宣佈「國家能源計畫（National Energy Plan）」，其內容

提到美國必須減少對潛在的破壞性禁運的脆弱性、包括減少石油消費，擴大煤炭

的運用、發展戰略石油儲備及再生能源等方案。國家能源計畫中所提出的短期目

標在減少對國外進口石油的依賴，並限制供應中斷的狀況、中期目標在提前為可

預知的世界石油產量減預作準備、長期目標是發展能支持經濟發展且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1999）。該計畫提出 7

個量化的目標，包括：降低能源總需求的成長率至 2%以下、降低能源消費量、

降低石油進口量至消費量的 1/8、建立 10 億桶的戰略石油儲備、提高煤炭產量、

強化建築物的能效標準及廣泛推動家庭使用太陽能等。隨後於 1978 年簽署「國

家能源法（National Energy Act）」，國家能源法包括七項重要的法律，分別為

「美國合成燃油公司法」、「生物能源和乙醇燃料法」、「可再生能源法」、

「太陽能與節能法」、「太陽能和節能銀行法」、「地熱能源法」及「海洋地熱

能轉換法」。該法案的目的，在於增加美國國內能源供應，解決能源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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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功應對石油危機。隨後於 1980 由美國國會通過向石油公司徵收 50%的暴利

稅及新發現油井徵收 30%稅（周琪 2012，93-94），其目的在壓低石油公司獲利，

進而鼓勵研發新能源。 

檢視卡特總統任內之能源安全政策，可發現其與前幾任總統不同處在於強調

開發新能源以取代石油燃料的使用。新能源的提出就能源安全政策的目標而言，

似乎可以將其歸類為「環境」的面向；但實際檢視卡特總統對其政策所提出的聲

明，主要著眼點在是在減少石油需求量進而降低對國外進口石油的依賴，而環境

的議題並非其所關心的重點所在；且在 1979 年 5 月其向國會提交的第二份國家

能源計畫中亦包括對頁岩油開發的資助及新油井與提高採油率的油井給予租稅優

惠。可以得知卡特總統之能源安全政策目標仍屬於「安全」層面。 

 

（四）雷根總統時期 

雷根總統主要的能源政策在限制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取消對替代能源的租稅

優惠。1981 年 1 月簽署了 12287 號行政命令，宣升解除對原油及提煉石油產品的

控制，並提早開放卡特政府「能源政策與節能法」原本規定到 9 月底才解除的限

制。另外，雷根總統也取消了對節能及替代性能源研發與轉換的資源投入，並對

石油公司實施減稅政策。雷根政府對能源安全所堅持的原則包括：由市場的力量

決定能源價格及供應、增加戰略石油儲備並建立緊急使用的標準和機制、鼓勵生

產設備建立使用兩種燃料的能力，以便緊急時可以轉向使用容易取得的燃料、允

許國內能源生產者能在能源短缺時提高產量及運輸量及在緊急的情況下加強國際

協調等。（周琪 2012，97-98）。 

雷根總統任期內強調市場的機制、放鬆政府對石油價格及進口數量的管制及

課徵的暴利稅、甚至取消對替代性能源開放的資助與優惠；另方面，雷根擴大戰

備石油儲備量，與加拿大簽定「1988 年美加自由貿易協定」，使美國在能源供給

緊張時能增加從加拿大進口的天然氣作為燃料。可見雷根總統的能源安全政策目

標兼顧「經濟」與「安全」等兩個面向。 

 

（五）老布希總統時期 

老布希（George H.W Bush）總統在時任能源部長華金斯（Watkins）的推動

下，1989 年以「建設一個更美好的美國（Building A Better America）」為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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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其中強調美國將加速利用甲醇和乙醇等替代能源，並「透過節能和新技術

減少石油進口」。老布希總統指出強大的石油工業對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並

於 1993 年前將戰略石油儲備量增加到 7.5 億桶。於 1991 年提出「國家能源戰

略」。同年 9 月經參、眾兩院審議通過「1992 年能源政策法（Energy Policy Act 

1992）」。該法旨在增加國內石油的生產、潔淨能源的使用及提高總體能源的利

用效率、可替代燃料等能源政策，以節省能源消費，進而減少國家對進口能源的

依賴（Kenney, 2008）。 

在老布希總統任內發生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由美國組成的聯合國部隊擊

退伊拉克的波斯灣戰爭。戰爭一度引發了國際對石油供應的恐慌及石油油價上漲，

但隨著 OPEC 增產及美國釋出戰備儲油，石油價格很快回歸平穩。從「1992 年能

源政策法」中可以發現，美國政府開始將「創造就業機會」，特別是「因應氣候

變遷」等經濟及環境要素列入其能源安全政策。 

 

（六）柯林頓總統時期： 

柯林頓（BillCliton）總統於 1993 年就職，由於 1992 年能源政策法剛通過，

尚無法見到具體成效，且柯林頓政府大致認同該法之基本理念，所以在能源政策

上並未提出新的方案。學者蔡岳勳（2011，25-26）指出，柯林頓政府對能源政策

的重點主要為：降低石油進口、注重能源使用效率、擴大利用天然氣及促進再生

能源開發等。1998 年，柯林頓總統提出「氣侯變遷技術行動方案」，其目的在藉

投入 63 億美元的預算，針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提高能源效率、開發再生能源

等進行稅賦減免及研發的工作。2000 年美國政府提出一份名為「21 世紀柯林頓

總統對美國能源需求途逕（President Clinton’s 21st Century）」的報告中指出「柯

林頓政府在能源政策上的宗旨是確保可以承受和對環境負責的能源供應，並追求

具有遠見及平衡的方式來滿足 21 世紀的美國能源需求」（White House, 2000）。 

從柯林頓政府所提出的能源政策中，可以發現「環境」的要素在美國能源安

全議題中所扮演的角色日趨重要。1993 年，柯林頓政府提出了「氣候變遷行動計

畫」、1997 年簽署了「京都議定」表示美國願意承擔全球暖化的責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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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布希總統時期 

2004 年，布希總統發達聲明強調美國需要新的戰略運用技術和創新使能源的

供應多元化，以減少依賴外國能源和改善環境；並表示生物能、乙醇、核能、煤

炭及碳氫燃料電池是美國經濟的新供應來源，也指出「除非美國不再依賴國外石

油，否則美國將無法成為世界領導者」（周琪 2012，120）。2005 年 8 月所發布

的「2005 年能源政策法（Energy Policy Act 2005）」是美國自 1992 年能源政策法

後範圍最廣泛、內容最豐富的能源政策（蔡岳勳 2011，27）。在本法案中，除了

繼續採取措施確保石油供應安全外，也明確提出了以「開發多種能源」、「促進

節約能源」的政策目標。包括開發風能及太陽能等多種能源；通過稅收政策、各

種標準以鼓勵新興科技之研究並促進節約能源；最後是訂定詳細的法律以保障法

律的執行等。2007 年，小布希總統發表的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中進一步指出，美國在未來 10 年內將通過開發替代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壓縮汽油消耗量達 20%；同時也要減少對進口石油的依賴及大幅提高戰略石油儲

備（倪健民、郭云濤 2009, 95：96）。 

2001 年 5 月，小布希總統發佈了「國家能源政策（The National Energy 

Policy）」，其標題為「為美國的未來發展可靠的、可承受的及環保的能源」，雖

然其中有提到環保，但小布希總統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同時其任內對能源

研發的投資較 30 年前減少了一半（周琪 2012, 120）、並在 2025 年前允許二氧化

碳的排放量繼續提高。可以看出小布希總統在能源安全政策的目標設定偏向「經

濟」面向。 

 

三、高速擴張期（2008迄今） 

         美國國會於 2009 年 6 月通過「美國潔淨能源與安全法案（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 ACES）」，除設定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外，也將促使美國

政府推動潔淨能源以降低對進口能源的依賴。2014 年，歐巴馬總統於眾議院發表

國情咨文，演說中以「能源政策是美國就業市場復甦的關鍵因子之一」為開頭，

並論述其對於能源政策的規劃，包括永續頁岩氣成長專區、區域性太陽能市場發

展路徑圖、再生能源與能源效率計畫貸款擔保等措施，以促進境內天然氣及再生

能源的發展（趙家緯 2014，1）。 

         歐巴馬總統於 2008 年上任兩周內就透過聯合國在洛杉機所召開的氣候會議



 

53 
 

指出「…氣候變化將繼續削弱我們的經濟，威脅我們的國家安全…現在是我們一

勞永逸對抗這個挑戰的時候了…」以及「我的總統任期內將標誌著美國將領導氣

候變遷的新篇章」（周琪 2012, 121）。2009 年 2 月，歐巴馬簽署了「2009 年經

濟復甦與再投資法（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of 2009）」，其中

提供了大筆預算作為以提高能源效能、替代性能源、減少能源消耗等方式創造就

業機會。從歐巴馬總統任內的能源安全政策可以發現其係以「經濟」及「環境」

作為政策目標的重心。 

 

貳、頁岩油發展現況及機會挑戰 

一、頁岩油的發展與現況 

「頁岩油（Shale Oil）」開採技術的突破，是 2008 年以後美國石油產能大幅

增加的主要原因。學者指出，頁岩因其滲透率很低的特性，使得油頁岩油的開採

非常困難，其開採技術與一般石油不同，必須先把油頁岩採集至地表，再經乾餾

後才可分離出油頁岩油（黃富文、吳素慧 2013, 2）。然而頁岩油並非新的發現，

19 世紀初，人類就已經開始將不需另外加工的油頁岩作為照明燃料如煤油及石蠟

等產品。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由於傳統石油產量的不足，所以歐洲地區開始進

行頁岩油的開發；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為了確保石油供應的安全，也成立

專責單位進行頁岩油的開發研究27。1944 年美國國會通過「合成液體燃料法

（Synthetic Liquid Fuels Act）」，核定預算投入頁岩油的開發與生產（Andrews 

2006, 8）。而業界對頁岩油產生興趣則是在 19 世紀的 60 年代；1961 年，幾家有

興趣的石油包括埃克森美孚（Exxon）、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和

聯合石油公司（Union Oil）開始進行開發計畫，但由於當時技術並非成熟，頁岩

油的生產成本相較於廉價傳統石油的競爭而顯得並不具開發價值使得石油公司紛

紛中止其開發計畫。 

美國國防部則是於 1951 年開始大規模評估頁岩油是否可以成為石油的替代

品，以解決美國日益嚴重對進口石油的依賴，並持續投入相關資源進行研發，但

相關計畫的執行結果表明，從油頁岩中提取出燃油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但是成本

                                                      
27

 美國國防部於 1951 年成立海軍石油及頁岩油儲量辦公室（Naval Petroleum and Oil Shale 

Reserves Office , NPSRO），開始展開大規模的頁岩油研究（資源來源：U.S. Department of 

Energy. 2004.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America’s Oil Shale Resource.” http://www.evworld.com/ 
Library/Oil_Shale_Stategic_Significant.pdf(December 3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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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高。而隨著 1970 年後美國石油產量逐年下降，對進口石油的依賴再度促使美

國重新思考開發頁岩油的可行性。尤其 1973 年的石油危機，更使得世界各國再

度開始重視頁岩油的開發，也讓頁岩油的產量於 80 年代大幅增加至 4600 萬公噸

的高峰。然而頁岩油的開採成本始終讓其價格卻乏競爭力，隨著國際局勢走穩，

中東地區大量廉價傳統石油重新充斥市場，高成本的頁岩油又因為無法與傳統石

油競爭而使得產量開始逐年下降，1982 年埃克森公司因為油價低和油頁岩油處理

費太高，進而大模規辭退了 2,000 位負責頁岩油的員工，造成巨大的社會衝擊

（黃富文、吳素慧 2013, 3）。全球石油產量的上升及油價的下跌對頁岩油開發的

衝擊可以從 1984 國會議員 1986 年美國雷根總統簽署法案，宣布放棄 1944 年開

始的合成液態燃料的計畫，油頁岩的計畫便告中止。2000 年時，頁岩油的產量下

跌到 1600 萬公噸，僅有高峰時的約 1/3（如圖 2.12）。同樣的，在美國依賴進口

石油的情形日益嚴重，並在 2005 年達到 62%的高峰時，頁岩油的價值就再度被

提出討論。2005 年美國能源政策法案（The Energy Policy Act of 2005 , EPACT）中

就指出，頁岩油具有戰略價值的重要資源，應該投入開發（Anthony 2006, 2）。     

近年來，頁岩油開採技術28的突破使產量快速增加（如圖 2.11），頁岩油開

始成為美國石油產能中重要的來源組成。目前美國已探明技術上可開採的頁岩油

儲量約 580 億桶，甚至超過美國傳統石油的產量 265 億桶，占目前全球排行僅次

於俄羅斯（如圖 2.12）。也因為頁岩油產量的大幅增加，美國於 2008 至 2014 年

石油產量增加了 80%，突破每天 800 萬桶，成為全球最大產油國；並預測在接下

來三年內將重回 1970 年石油產量的高峰。  

                                                      
28

 開採技術指的是「水平鑽掘」，與「高水壓裂岩」兩種技術，所謂水平鑽掘，就是向下鑽掘至

一定深度後，「鑽頭會轉彎」轉向水平方向鑽掘，這樣的好處是地面上只要打一個洞，地底下卻

可向四面八方延伸。高水壓裂岩則是先利用水平鑽掘，平行著頁岩層的紋理挖掘，之後往垂直方

向打入炸藥，炸裂頁岩層的片狀紋理，再灌入混有砂粒的高壓水，把炸出來的裂縫撐開，之後把

水抽走，但砂粒會卡在裂縫中，使裂縫不會因為地底的高壓又壓合回去，如此一來，原本一片一

片隔開的頁岩層，就有了四通八達的孔隙，其中的原油更容易自由流動（藍 弋丰，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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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美國頁岩油產量及預估29 

 

資料來源：Warren. 2014. “Oil Markets and the Shale Boom 2014” http://www 

.financialsense.com/contributors/jennifer-warren/oil-markets-shale-boom-2014 
(December 30, 2015). 
 

圖 2.12  世界十大已探明頁岩油儲量國 

 

資料來源：EIA. 2013. “Shale oil and shale gas resources are globally abundant.” 

http://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cfm?id=11611(November 10, 2015） 

 
         

  

                                                      
29

 圖中” Tight oil”指「緻密油」，之所以不稱「頁岩油（Shale Oil）」是因為頁岩油的來源包括頁

岩地層及砂岩等，若只稱單稱 Shale Oil，將可以少算來來自砂岩的產量

（http://www.investopedia.com/terms/s/shaleoil.asp，查詢日期：2015/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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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頁岩油的機會對挑戰 

         頁岩油讓美國石油產量重回全球首位，也讓美國可望逐年減少對進口石油、

特別是中東地區石油的依賴，甚至有國際能源機構樂觀的預測能在 2035 年達成

從 1973 年由尼克森總統許下的「能源獨立」理想。除此之外，頁岩油也對美國

帶來龐大的經濟利益，包括減少支出每年花在購買進口石油的龐大費用、透過出

口賺取外匯及降低美國製造業的成本等。但同樣的頁岩油也產生了不小的爭議，

包括對環境及國際油價的衝擊等。以下將就美國國內針對頁岩油所帶來的機會與

挑戰的討論進行說明。 

在頁岩油為美國所帶來的機會部份，高油價及對進口石油的依賴使美國積極

進行頁岩油的研發與開發，2008 年後快速增加的石油產量讓許多人將頁岩油視作

美國經濟的救星，稱之為「頁岩油榮景（Shale Oil Boom）」。頁岩油的開發與量

產增加了就業人數，也使美國的貿易逆差來到了 2010 年以來的新低（James 2014, 

1）。石油產量的大幅增加使美國有能力出口石油產品，對改善美國長久以來嚴

重的貿易赤字有相當的幫助（如圖 2.13）；根據 IHS 研究機構的統計，光是 2012

年頁岩油的開採就減少了美國 700 億的赤字（IHS, 2013）。IHS 全球透視（IHS 

Global Insight）經濟學家紐波特（Newport 2015, 1）指出「如果不是現在的石油榮

景，我們的貿易赤字將遠大於今天的數字」。同時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於 2014 年所提出的報告中「頁岩油與頁岩油

氣對經濟與預算的影響（The Economic and Budgetary Effects of Producing Oil and 

Natural Gas From Shale）」指出，頁岩油與頁岩油氣將有助於在 2020 年提升國內

生產毛額 0.75 個百分點，並於 2040 年增加 GDP 達 1 個百分點。另外在增加就業

市場方面，波士頓諮詢集團（Boston Consulting Group, BCG）預估到 2020 年，頁

岩油氣產業將為美國帶來 250 萬至 300 萬個就業機會。而花旗集團（CityCroup）

的研究團隊在一份名為「能源 2020：北美，下一個中東？（Energy 2020: North 

America, the New Middle East?）」的研究報告中則更樂觀的預測頁岩油及頁岩油

氣的開發將於 2020 年前為美國增加高達 360 萬個就業機會，並指出「在高能源

價格的世界裡，這股新增的化石燃料生產的浪潮，將帶來的潛在經濟活動相當驚

人，應該可以有力地推動國民生產毛額增長、增加收入、創造財富、刺激消費和

增加就業。」（Edward 2012, 18）（如圖 2.14）。頁岩油的量產使得能源成本的

下降，加上中國大陸人力成本的增加，讓部份原本在中國大陸設廠的製造業者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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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回流美國本土。埃克森美孚化工公司（ExxonMobil Chemical Company）資深副

總裁 Bruce Macklin（2013）表示，開發頁岩油氣不只使相關的石化工業願意回到

美國本土發展，化學品製造商也會跟著回到美國，因為在美國設廠所生產的化學

品將在全球市場上更具競爭力（Kim, 2013）。  

 

圖 2.13  美國石油進出口對商品貿易逆差的影響 1989-2013 

 

資料來源： ENERGY IN DEPTH. 2014. “Year in Review: The 9 Biggest Fracking Stories  

of 2014.” http://energyindepth.org/national/biggest-frackIng-stories-2014/(Novem 
ber 12, 2015). 
 

 
圖 2.14  頁岩油及頁岩油氣對增加就業機會的影響 2011-2020 

 
資料來源：CSIS. 2012. “ Energy 2020: North America, the New Middle East?.”http:// 

csis.org/files/attachments/120411_ gsf_MORSE_ENERGY_2020_North_America_the_ 
New_Middle_East.pdf(November 1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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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頁岩油榮景為美國低迷已久的經濟帶來了翻轉機會的同時，頁岩油及頁岩

油氣也無法避免的帶來對環境及經濟可能造成的衝擊。學者 Mouawad（2012）即

指出「新增的供給（頁岩油）保證美國未來石油充足，但是對化石燃料的繼續依

賴也帶來環境方面的擔憂，如離岸鑽探的風險，以及水力壓裂的種種危害，其中

許多至今不為人知。它同時意味着，至少是在設定碳排放上限或者將二氧化碳封

存到地下的新技術問世之前，溫室氣體的排放很有可能增加」。另外，雖然提出

頁岩油與頁岩油氣對美國的經濟將有明顯助益，但 CBO 還是在其研究報告中提出

目前許多對頁岩油開發在經濟上所造成的正面影響是基於無法確定的預測；CBO

認為，目前預測頁岩油對經濟的影響有包括「頁岩油資源儲量的不確定性」、

「頁岩油探勘技術的不確定性」及「業者對發展探勘技術投資的不確定性」等因

素造成可能過於樂觀的情形（CBO 2014, 13）。 

另外，頁岩油在開採過程中所採用的水力壓裂技術需要耗費大量的水資源；

根據統計，一口頁岩油或頁岩氣井所需的總水量通常是 1000-9000 萬公升，相當

於台灣 100-1000 人每年的用水量，這在水資源日益短缺的地球來說是嚴重的耗費

（黃武良、劉淑蓉 2015，510：64）。所以有學者認為，在目前全球人口數量的

增加的情形下，對水資源的需求也勢必會跟著提高。但水資源的短缺及分佈的不

均，使得一般預估到 2030 年，全球將有 2/3 的人口將生活在高度缺水的地區

（HSBC 2013, 10）。除了耗費大量的水資源，在使用水力壓裂技術開採的同時，

也會產生具有毒素的廢水，因此一旦在開採過程中沒有控制好，將可能對地下水

造成汙染，而且除了廢水之外，油也可能隨著水滲透到地下水當中，汙染地下水

源（Mittal 2011，6）。再者，HSBC 的研究報告（2013）也指出，從地質的角度

來看，頁岩本來的結構就較一般地質為脆弱，因此如果再對頁岩進行壓裂並注入

液體，也可能會引發地層錯動或地震等影響。美國地震學會通報（Bulletin of the 

Seis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2015 年 5 月提出一份報告指出，頁岩油的開採

與地震有關；2011 年美國俄亥俄州規模 4 的地震，以及奧克拉荷馬州規模 5.7 的

地震（Ferris 2015, 1），經哥倫比亞大學等地震學家研究，確定地震與開發頁岩

氣的廢水注入深部地層儲存有關。可能原因是該地附近斷層的孔隙水壓增加後，

降低了原來施於斷層面的應力，因此改變斷層面的摩擦力而造成錯動（黃武良、

劉淑蓉 2015，64；Brennan, 2015）。 

最後，雖然相較傳統石油每桶開採成本 9 美元來說，每桶頁岩油開發成本要



 

59 
 

高達 26 美元30（HSBC 2013, 10），一旦當油價過低，導致開發商利潤遭到壓縮時，

也都可能影響到未來在頁岩油上開發的意願。而美國從最大石油進口國轉變為石

油出國口，大量的石油供給進入國際能源市場，若 OPEC 不配合減產將無可避免

的造成油價下跌。2015 年 1 月 4 日，美國德克薩斯州從事頁岩開發的 WBH 能源

公司向德克薩斯州聯邦破產法院提交了破產申請，油價下跌使其未能取得預期收

益，導致資金鏈斷裂。這是自 2014 年國際原油價格開始大幅下跌以來（如圖

2.15），首家美國頁岩油業者宣告破產。學者袁元（2015）認為，如果全球原油

價格不能迅速反彈至每桶 80 美元以上，還會有更多的中小頁岩油業者出現類似

的破產案例。 

 

圖 2.15  2014年石油價格走勢圖 

 

資源來源：VOX（http://www.voxeu.org/article/2014-oil-price-slump-seven-key- 

questions，查閱日期：2015/11/13） 

  

                                                      
30

 有關傳統石油與頁岩油開採成本的說法不一，本論文中所指傳統石油開採成本每桶 9 美元、頁

岩油開採成本 26 美元係依據 HSBC 所提出的數據。另依天下雜誌 2014 年「頁岩油革命 沒你想

得那麼美好」則提出傳統石油開採成本每桶 5-27 美元（各國成本不同），而美國開採成本為

65 美元。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KHchIusjMkCFYs4Pgod2qAJWg&url=http://www.voxeu.org/article/2014-oil-price-slump-seven-key-questions&psig=AFQjCNHmjmgLFyWVCZvatOG4aBseBthnDg&ust=1447467654258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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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章透過全球石油格局及從自美國在 1859 年成功開採第一口商業油井迄今

石油產量、消費量及進口量的變化，結合美國自二戰後的能源安全政策與頁岩油

議題進行探討及說明。在石油產量的部份，美國石油產量自 1859 年迄今共經歷

三個階段的轉折，分別是 1859-1970 年的穩定成長、1970-2008 年產量衰退及

2008 年迄今的產量快速擴張。但石油的消費量卻是僅有在能源危機期間才有明顯

的減少，其餘大部份的時間美國的石油消費量都是呈現上升的趨勢。在石油進口

量的部份，美國自 1948 年起成為石油淨進口國，此後進口量一路上升。在能源

安全政策方面，美國自二戰後開始認知到石油與國家安全的關係，並建立由聯邦

進行石油管理政策的原則，但要在 1973 年石油危機後才正式提出國家的能源安

全政策，本論文將能源安全政策目標區分為「安全」、「經濟」及「環保」等三

個面向，並依據這三個面向探討各階段中美國政府的政策取向是否因石油產量而

有所變化。據此，本章研究發現如下： 

一、美國對中東石油的依賴是從 1970 年，尼克森總統所實施一系列取消以

消費量作為依據的進口額度及油價管制開始，也造成自中東進口石油數量在短期

內大幅上升。 

二、美國不斷試圖減少中東政局對其進口石油的比例的影響，從第二次石油

危機降幅達 76%、第三次石油危機降幅 31%，至伊拉克戰爭僅有 12%的影響。中

東政局不穩定的因素對美 國石油進口影響逐漸減少。 

三、將美國歷屆總統能源安全政策之政策目標依「供應安全」、「經濟」及

「環境」三個面向區分，結合美國自中東地區進口石油占總進口比例圖可以發現，

當該比例位於相對低檔或由高向低時，美國總統較會提出偏向「經濟」方面的能

源安全政策；而比例位於相對高檔或向上走揚時，則其政策目標會偏向「安全」

面向。而 1993 年由於氣候變遷議題成為顯學，而該比例平均穩定在 20-25%區間，

則能源安全政策目標除「經濟」外，另加入「環境」的面向（如圖 2.17）。 

四、雖然歷屆美國總統均表示要減少對中東地區石油的依賴，但觀察 2008

年以後美國石油產量因頁岩油技術突破而大幅提升，使得整體石油進口比例下降，

但其中自中東地區進口石油比例卻無明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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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美國自中東地區進口石油比例與美國總統能源安全政策目標面向對照圖 

 
資料來源：1.EIA. 2015. “Table 3.3c Petroleum Trade:  Imports From OPEC  

Countries.” http://www.eia.gov/beta/MER/index.cfm?tbl=T03.03C#/?f=A 
(November 11, 2015）. 

                                2.作者自行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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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二戰後美國在中東軍事衝突事件中所採取的干預措施 

 

石油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扮演的關鍵角色，讓掌握石油資源成為戰後世界各

國維護國家安全或擴張國家權力的重要課題，中東地區也自此受到國際強權的高

度重視。不僅如此，除了得天獨厚的豐富石油資源，位居歐亞非陸橋並扼制蘇伊

士運河、曼達布海峽及荷姆茲海峽等交通要衝的關鍵戰略地理位置，在冷戰期間

美蘇對峙爭取霸權地位的國際局勢中，更是具有絕對戰略價值的兵家必爭之地。

即使當前冷戰早已隨著蘇聯的解體而結束、美國成為當前全球唯一超強的國際結

構下，在 2014 年美國全年對外軍事援助預算的 590 億美元之中，依接受軍事援

助的金額排序，近東國家（美國國務院近東事務局所管轄區域）就包辦了前六名，

分別以色列、埃及、伊拉克、約旦、巴基斯坦及黎巴嫰等；其中，僅以色列

（310 億美金）及埃及（130 億美金）二個國家所獲得軍事援助金額，更占美國

當年對外軍事援助預算的 75%（Thompson, 2015），可見中東地區對美國的戰略

價值及重要性並未隨著冷戰的結束而降低。 

    從二戰結束後，歷屆美國政府都不斷強調中東地區在美國能源安全上所扮演

的重要性。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 JCS）於 1978 年 9 月提交給

美國國防部長「與中東及波斯灣有關的美國戰略評論（Review of US Strategy 

Related to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Persian Gulf）」中，就明確的將「確保持續不斷

地獲得石油資源」列為美國在波斯灣地區的首要目標31（Palmer 1999, 102）。而

美國能持續不斷的從中東地區獲得石油資源，必須基於幾個關鍵要素的成立，包

括「石油產量充足」、「價格合理」、「海上石油運輸線安全可靠」及「產油國

願意向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提供充足和低價的石油產品」（周琪 2012, 172）；而

1956 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及 1973 年石油危機，讓美國瞭解這些關鍵要素不能僅

期待這些產油國的善意，美國必需在中東地區扮演主導的角色，因此美國歷屆政

府均透過不同的外交政策工具（Foreign Policy Tools）以期建構美國在中東的領導

地位。 

外交政策工具意指達成外交政策目的的手段，但學者對決策者所能採用的外

                                                      
31

 該文件中列出冷戰期間三件美國在波斯灣的主要利益，分別為 1、確保持續從該地區取得能源；

2、避免有敵意的一個或組合成的力量在該地區建立霸權；3、確保以色列能獨立存在，且與鄰近

阿拉伯國家建立良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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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政策工具有不同的見解。國際關係學者 Holsti（1967: 196, 198）認為決策者有 

五項工具達到政策的目標，包括外交談判、宣傳、經濟工具、密秘活動或軍事干

涉及武器；而學者 Kerstein（2015）認為外交政策工具應包括外交、援助、制裁、

軍事及嚇阻（Deterrence）等。這些政策工具在運用上的意義也有所不同，一般

而言，經濟援助或貿易合作等屬於透過正面的誘因達成目的；而密秘活動或軍事

行動等就偏向懲罰性或強勢的要求。美國的中東政策就常被學者以「胡蘿蔔」及

「棒子」的比喻來其中東政策（樊為之 2009, 8）；美國國務院諮詢委員會（U.S. 

State Department Advisory Committee）於 1999 年提出的一份文件中，除指出美國

政府可運用的外交政策工具，包括外交、政治、文化、經濟及軍事等選項外，亦

將這些選項區分為「友善」及「敵對」兩個面向的性質（SOD, 1999）。 

基於學者對政策工具的界定與分類看法不同，且不同工具間難以明確劃分。

為利探討在不同石油產量下是否影響美國在中東發生重大軍事衝突事件中所採取

的外交工具選擇，本論文將以「政治」、「援助」、「准軍事行動」及「軍事行

動」等四個面向對美國的干預措施進行檢視與分類（如表 3.1），並進一步分析

各面向外交政策工具的運用是否與美國石油產量的高低有關。 

  



 

64 
 

表 3.1 美國對中東跨國軍事衝突干涉的外交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 具體措施 

戰爭性軍事行動 大規模戰鬥：攻擊/防禦/封鎖 

准軍事行動 

和平強制、對抗恐怖主義、武力展示、襲擊、打擊、和平維

持、非戰鬥撤離行動、國家協助支援反叛亂、航行自由、反

毒、人道援助、保護航運、美國公民協助、秘密行動、緊急

性與針對性的提供武器。 

援助工具 

提供貸款或金錢援助、規律性的提供武器或軍事指導32；或

負面的取消經濟合作或軍事援助、經濟制裁及武器禁運措施

等。 

政治工具 
外交承認、在國際場合公開表達支持、政治斡旋；負面的包

括公開反對、抵制、孤立等。 

資源來源：謝奕旭（2014, 4-5）；華志豪（2013, 21） 

  

                                                      
32

 准軍事行動中的「緊急性與針對性的提供武器」與援助工具中的「規律性的提供武器或軍事指

導」係以武器的供應是否針對特定戰役來區分，如兩國依軍事協防條約每年實施軍援或軍售屬

「援助工具」的範疇；而以強化某國在特定戰役中的軍事力量為目的的武器供應，在本研究中則

屬於「准軍事行動」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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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穩定成長期（1943-1970）美國在中東的軍事衝突中所採取的干預政策 

二次世界大戰後，英法大國雖為戰勝國，但整體國力已受到戰爭的摧殘而嚴

重削弱。美國則躍居為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唯一超級大國，率領自由世界國家與蘇

聯領導的共產主義集團形成二極對峙爭奪世界霸權的局面。另一方面，美國石油

產量持續穩定成長，但仍因趕不上消費需求成長的速度而在 1948 年成為石油淨

進口國，對進口石油依賴的議題也開始令美國感到憂心。世界石油供應中心的地

位在二戰後轉移至中東地區，而在戰後初期，英國仍在此掌握霸權的角色，但國

力的衰退及執政者對帝國主義不再迷戀而開始從全球包括中東地區撤退33；二戰

的爆發使美國採取具體的行體介入該地區，也促使美國中東政策的形成。本節將

探討美國在這段期間對中東地區發生的重大軍事衝突事件，包括 1948 年以色列

獨立後的第一次中東戰爭、1956 年埃及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導致的第二次中東

戰爭、1958 年黎巴嫩危機與伊拉克革命、1962 年北葉門革命、1967 年由以色列

主動發動的第三次中東戰爭及 1970 年的約旦危機時，美國所採取的外交政策工

具。 

 

壹、以色列建國與第一次中東戰爭 

以色列與阿拉伯人間的衝突一直是中東地區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西元前

63 年羅馬帝國驅逐了定居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自此展開了猶太人數個世紀的流

亡歲月。18 世紀末開始，有少數猶太人回流至巴勒斯坦，而 1896 年的錫安運動

（Zionism Movement，或稱猶太人復國運動）34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納粹黨執

行的德國對猶太人的慘忍迫害，使得大批的猶太人回歸這片他們所謂的「應允之

地」35。1917 年，英國為了確保在蘇伊士運河的利益，發表「巴爾福宣言

                                                      
33

 學者指出，戰後英國由邱吉爾領導的工黨政府瞭解英國在戰後已沒有能力獨立抵禦俄國，必需

與美國結盟並影響其決策，來填補歐洲在戰後的權力真空狀態（倪學德，2007）。在中東的部

份，英國也於 1947 年放棄巴勒斯坦的托管責任並交由聯合國接手（林載爵  2000, 6）。 
34

 「錫安」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曾爲古猶太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因聖經舊約中稱錫安爲猶太

國被「外國侵吞」之後僅存的一個地方，先知以賽亞預言「錫安必因公平蒙救贖」。所以猶太

復國主義者自稱錫安主義者。而錫安運動是由猶太裔的奧地利新聞記者 Theodore Herzel 所發起，

他在 1896 年寫了「猶太國」一書，提出猶太人應建立一個屬猶太人的國家。他堅持以色列人

再一次 出埃及 。錫 安 山是他 們歸回 的目 標 , 所以稱 「錫安 主義 」 （資料 來源：

http://m.zwbk.org/lemma/160484，查詢日期：2015/11/28）。 
35

 依猶太教聖經「創世紀」記載，猶太人定居於巴勒斯坦（古稱迦南地）已有三千年以上的歷史，

神在西元前兩千年，就將這塊土地賜給猶太人的祖先亞伯拉罕「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

又對亞伯拉罕的兒子以撒說，「我要將這些地都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接著又對以撒的兒子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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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four Declaration）」，允諾猶太民族（JewishPeople）在巴勒斯坦建立「民族家園

（National Home）」（施政峰 2012, 18）。1920 年，當時的國際聯盟將巴勒斯坦委

託英國管轄36，但猶太人與阿拉伯人間持續的暴力衝突與對英國猶太人政策的批

評，使得英國選擇於 1947 年放棄了對巴勒斯坦的託管而交由戰後成立的聯合國

處理猶太人建國的問題。1947 年 11 月 29 日，聯合國表決了 1947 年聯合國分治

計畫（181 號決議）案，通過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和阿拉伯國兩個國家（如圖

3.1）。猶太人表示同意，而阿拉伯國家聯盟（League of Arab States）37則基於宗

教、種族及土地分配不均問題予以拒絕，並隨即於以色列建國（1948 年 5 月 14

日）的隔天由埃及、伊拉克、約旦、敘利亞以及黎巴嫩等國共派遣 2 萬 8 千餘軍

隊由東、南、北三面向巴勒斯坦的以色列發動攻擊，是為第一次中東戰爭。這場

戰爭的初期由阿拉伯占盡武器及兵力的優勢開端，但於 1949 年 3 月在以色列佔

領了巴勒斯坦近 80%的土地（如圖 3.2）後，由埃及要求停戰，並簽定兩國停戰

協定而結束。第一次中東戰爭造成了約 75 萬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成為難民，

也使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展開了民族解放運動。 

  

                                                                                                                                                            
各說，「我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王台生，2014），這些在經典上的

記載成了猶太人選擇在巴勒斯坦建國的原因。 
36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鄂圖曼帝國戰敗，國際聯盟將今天土耳其以南的土地指派由英、法兩國「託

管」，這些地方也被稱為「託管地（mandates）」。其中敘利亞南部即為「巴勒斯坦託管地

（Mandatory Palestine）」，英國政府以約旦河為界將其劃分為兩個行政區，約旦河以東為外約

旦，也是今日的約旦王國；約旦河以西則為巴勒斯坦（資料來源：American-Israeli Cooperative 

Enterprise. 2015. “British Palestine Mandate: History & Overview.”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 
.org/jsource/History/mandate3.html(November 28, 2015)。 

37
 阿拉伯國家聯盟成立於 1945 年，是由阿拉伯國家組成的地區性國際政治組織，其宗旨為「服

務於所有阿拉伯國家大眾的利益，確保為阿拉伯各國創造更好的條件，保證所有阿拉伯國家有一

個充滿期望與憧憬 的未來」。現有成員國 22 個，其成員國的身份係依據文化背景而非一般地區

性國際組織所依據的地理位置（資料來源：阿拉伯工商協會，2008，「阿拉伯聯盟」，

http://www.arabcci.org/home_arableague_c.htm，查詢日期：2015/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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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1947年聯合國分治計畫 

 

資料來源：聯合國，1983，「1947 年聯合國分治計畫」，http://www.un.org 

/chinese/peace/palestine/maps/12.htm，查閱日期：2015/11/28。 

  



 

68 
 

圖 3.2  第一次中東戰爭後以色列所占領區域 

 

資源來源：News And Views Form Jews Down Under,2015,” Palestine – Mapping The  

Truth Erases A Long-running Fiction.” http://jewsdownunder.com/2015/01/13/ 

palestine-mapping-truth-erases-long-running-fiction/ /(November 3, 2015）. 

 

美國對猶太人的支持有並非短期內形成的政策，第二屆總統亞當斯（John 

Adams）就曾經寫信給當時猶太人領袖 Mordecai Noah 表示期待猶太人能再度在

Judea 有自己的國家（施政鋒 2012, 19）；1922 年也由國會參眾兩院無異議通過

聯合決議（Lodge-Fish Resolution），表示傾向在巴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民族

家園38（Hertz 2012）。但學者認為，由於當時美國與中東並無淵源，所以歷屆總

                                                      
38

 這裡的「民族家園」在該決議的原文中是「National Home」，與英國 1917 年的「巴爾福宣言」

用詞相同；有些學者會直接譯為「國家」（施政鋒 2012, 19），而有些學者則認為該決議是刻意

含糊，避開用 State，而採用 Nation；所以可以解釋為同意猶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家園，但不一

定是建立國家（蔡源林 201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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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多半不願捲入盟邦（指英國）的家務事，只有到杜魯門總統才真正開始付諸行

動（蔡源林 2011, 19）39。杜魯門總統於 1946 年發表著名的「贖罪日聲明（Yom 

Kippur Message）」，明確表示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可行的國家

（Viable State）」。雖然當時美國國務院及軍方基於國家利益的長遠立場傾向維

持與阿拉伯的關係40，但杜魯門總統更重視國內民眾對猶太人的同情41及猶太人對

總統選舉的影響力42（袁征，2009；郝齋田，2007）。在美國及蘇聯的支持下，

聯合國通過第 181 號決議案讓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國。猶太人宣佈建立以色列國

後，美國也迅速的在 11 分鐘後（1948 年 5 月 14 日美東時間下午 6:11 PM）予以

承認，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給予以色列國承認的國家。 

無法接受決議的阿拉伯國家組成聯軍在以色列宣佈建國的隔天發動攻擊，引

發了第一次中東戰爭。戰爭初期，以色列與英國支持下的阿拉伯聯軍軍力上有顯

著的落差（如表 3.1），許多觀點都認為以色列將面臨戰敗的命運，如二戰名將

蒙哥馬利（Montgomery）就曾指出「以色列將撐不到兩周（Israel won't last two 

weeks）」。在對以色列的經濟援助部份，以色列建國之初在阿拉伯國家的圍攻

下，國家財政產生了嚴重的危機，而美國在 1949 年 1 月所提供 1 億美金的貸款

                                                      
39

 亦有學者認為，羅斯福總統並非對中東問題僅是口頭上雙邊不得罪的支持而毫無作為。羅斯福

在中東問題上的貢獻在確立了之後歷屆總統對以色列建國問題的基本立場，主張中東問題不應由

美、英兩國解決，應由一個由普遍性的國際組織共同合作，新的國家的生存也應由這個組織來保

障（李衛華、焦玉奎 2004, 7-8）。 
40

 學者指出，當時美國國務院及軍方是傾向不支持以色列建國，主張符合英國及阿拉伯國家的立

場將巴勒斯坦地區由聯合國託管，其理由是：一、 基於國家利益，特別是阿拉伯的石油。 二、 

從現實面看，阿拉伯人在中東所占的面積遠大於猶太人所想建立的國家；而就人口比例而言，猶

太人只有三十萬，阿拉伯人則有三千萬人。三、 蘇聯知道猶太人急於建國，故鼓勵或派遣蘇聯

及東歐國家的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地區，這些都可能變成美國的敵人。 四、猶太人與阿拉伯人

在該地區沒有停戰協定，若戰爭發生對大家都不好。但猶太人卻在暗地裡與阿拉伯人通款曲，以

為如此，雖沒有停戰協定，猶太人建國也不致於引起大規模的戰爭（資源來源：台灣獨立建國聯

盟，2015，「”以色列的獨立建國漫談”」，http://www.wufi.org.tw/%E2%80%9C%E4%BB%A5%E8 

%89%B2%E5%88%97%E7%9A%84%E7%8D%A8%E7%AB%8B%E5%BB%BA%E5%9C%8B%E2%80%9D%
E6%BC%AB%E8%AB%87/，查閱日期：2015/12/3）。 

41
 依據 1948 年 5 月 11 日的一份關於承認以色列的民意測驗表明，當時大約 80％的媒體支持在以

色列國建立以後予以承認，兩黨國會議員和各州州長的大多數也都支援立即給予承認。（郝齋

田，2007） 
42

 學者殷亞傑（2011, 25）指出，在美國的選舉制度中，只要獲得一個州的多數選票，即使是些

微的差距，就可以贏得該州的全部的選舉人選票。因此,大州在選舉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美國

猶太人主要居住在紐約、加利福尼亞、伊利諾斯等幾個大州裡，特別是紐約州集中了約 200 萬

猶太人，占美國猶太人總數的三分之一。這些州是參加兩黨代表大會代表最多，產生總統選舉

人最多的州，選舉結果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全國選舉的大局。美國猶太人在大州的相對聚集，慷

慨的政治捐款和較高的投票率，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使他們能夠對美國選舉產生非常重要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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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這個情形有了好轉；而在武器援助的部份，美國雖然遵守聯合國對巴勒斯坦武

器禁運的規定，但在美國的猶太人卻利用美國拍賣二戰期間武器的機會獲得大量

廉價的二手武器以私運的方式運送至以色列，成為以色列能快速提升戰爭擊敗阿

拉伯聯軍的重要因素（殷亞傑 2011, 39-44）。由於美國在以色列建國一事上在聯

合國安理會上予以支持，又在第一次中東戰爭中予以經費上的援助，故本研究將

美國在此事件中的干涉行為歸類為「經濟援助」。 

 

貳、1956年第二次中東戰爭（蘇伊士運河危機） 

雖然埃及與以色列在第一次中東危機後簽署停戰協議，但兩國始終處於警張

的關係。埃及於 1955 年購買蘇聯武器後，對以色列造成相當程度的壓力，並認

為應在埃及尚未熟練這批武器前予以先發制人的打擊，以解除埃及的武裝及其總

理納塞爾（Gamal Abdel Nasser）的權力基礎。英、法兩國則分別對納塞爾發起將

英國趕出埃及乃至於整個中東地區的運動及支持阿爾及利亞反叛分子脫離法國爭

取獨立的活動甚為不滿，便計畫以經濟及政治手段孤立與制約納塞爾政府。1956

年 7 月，納塞爾為報復英、法拒絕取消經濟援助及表明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立場，

納塞爾將英法兩國所控制的蘇伊士運河公司收歸國有，英法則集結兵力警告納塞

爾的舉動將導致英法以武力奪回對該公司的控制。10 月 29 日，以色列在與英法

密謀且美國事先不知情的情況下對西奈半島的埃及軍隊發起攻擊，而英法則依事

先與以色列的計畫要求兩軍立即停火，並由英法兩國軍隊進駐蘇伊士運河以隔離

以埃兩國軍隊。埃及拒絕後，英法兩國以空軍對埃及展開了轟炸的行動，並進一

步在 11 月 5 日以傘兵在蘇伊士運河沿岸登陸（Hahn 2006）。 

英、法兩國的軍事行動使蘇聯揚言干預，甚至以核武攻擊巴黎與倫敦，並同

時在敘利亞展開部隊的集結行動。為避免戰爭導致阿拉伯國家倒向蘇聯的懷抱，

美國時任總統爾森豪先是於聯合國安理會提案要求英法撤軍，但遭到同為安理會

常任理事國的英法兩國否決；隨後又敦促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停火決議和建立聯合

國緊急部隊 (United Nations Emergency Force)，以使交戰各方的軍隊脫離接觸。在

經濟方面，美國對英國實施經濟制裁，包括停止向英國的經濟援助、拋售英鎊及

否絕英國向國際貨幣基金的貸款申請等。美蘇及國際輿論的壓力，使英法於 11

月 7 日宣佈停火，22 日撤出軍隊；以色列則在埃及同意以色列在朗蒂海峽水面航

行及空中的飛行權後，於 1957 年 3 月從西奈半島撤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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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認為，蘇伊士運河危機不但沒有讓埃及總理納塞爾下台，反而使其在阿

拉伯世界中建立了崇高的聲望；除此之外，蘇伊士運河危機更重挫英法等歐洲國

家在中東的威望，導致美國官員擔心中東國家有可能會因此向蘇聯傾斜。為了因

應此一情勢，美國艾森豪總統於 1957 年宣布實施一項重大的地區安全政策，包

括提供經濟及軍事的援助，並必要時使用武力以遏止共產主義在中東地區的擴張。

這個政策被稱為「艾森豪主義（Eisenhower Doctrine）」，也為日後美國在中東

的行動提供了政策的指南（Hahn 2006）。美國在此一事件中，除了在外交上要求

聯合國派遣安全部隊介入，並對英國予以經濟上的制裁，干涉的方式包括了政治

及濟經層面，故本研究將美國在此一事件上的干涉行為歸類為「經濟」干預。 

 

參、1958年伊拉克政變及黎巴嫩危機 

1958 年 4 月，黎巴嫩親西方的基督教徒總統夏蒙（Chamoun）企圖修改憲法

使自己連任，此舉破壞黎巴嫩基督教與伊斯蘭教輪流擔任總統的傳統43，引發伊

斯蘭教徒民眾與基督教徒的衝突事件。黎巴嫩駐聯合國代表於 1958 年 5 月 22 日

向聯合國大會提出報告，控訴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干涉黎巴嫩內政，學者認為此舉

之目的在將美國勢力引入國內，以利穩定國內局勢及達成其連任的目的（黃忠東 

2000, 49）。1958 年 7 月 14 日，伊拉克親西方的哈希姆（Hashim）王朝被由卡塞

姆（Qasim）所領導的「自由軍官組織」推翻並宣布成立「伊拉克共和國」。卡

塞姆於隔日宣布退出「巴格達條約組織」44，並與埃及、敘利亞及國內的共產黨

合作，也取得蘇聯的支持（馮志偉 2006, 75）。黎巴嫩政府要求美國援引「艾森

豪主義」出兵干涉黎巴嫩國內動亂，確保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並避免發生如同

伊拉克的政變或革命。 

                                                      
43
學者黃忠東（2000）的研究中指出，黎巴嫩於 1943 年獨立，其國內各教派達成協議， 按當時

兩大教基督教及伊斯蘭教徒人口的比例分配政治權力。 當時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人口比例為 6: 5，

故黎巴嫩於 1943 年所訂的憲法中明確規定總統和軍隊總司令由基督教馬龍派人員擔任，總理由

總統在伊斯蘭遜尼派中選定，議長由伊斯蘭教什葉派人員擔任，總統任期 6 年且不得連任。 
44

 「巴格達條約組織」又稱中央條約組織(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 CENTO )，於 1955 年由伊拉

克與土耳其所簽訂，在擴張後其成員國包括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等國。該組織有

兩大宗旨，一是阻止阿拉伯及其它中東和南亞地區解放運動的興起；二是作為另一種軍事同盟，

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及美澳紐安全條約（ANZUS）

（Becker, 2002）。1959 年 3 月，伊拉克退出該組織、1979 年伊朗亦發生政變，該組織宣告瓦

解（資源來源：U.S. Department of States. 2009. “The Baghdad Pact (1955) and the 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 (CENTO).” http://2001-2009.state.gov/r/pa/ho/time/lw/98683.htm(November 3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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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的革命使美國大為震驚，艾森豪總統甚至稱其為「韓戰過後最嚴重的

危機」。學者 Becker（2002）指出，美國在伊拉克革命後原有意出動軍隊推翻革

命政府，但考量到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蘇聯宣誓將「打擊入侵的帝國主義」等因

素而放棄，轉而為了避免伊拉克革命成功的氣勢擴張到黎巴嫩而導致下一場革命

的發生。在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反對下，艾森豪仍於 7 月 14 下

令出兵黎巴嫩，並派遣第六艦隊與 1 萬 4000 名美軍部隊在黎巴嫩海岸登陸；隨

後美軍兵力不斷增加，至 8 月上旬，美軍在黎巴嫩的人數已達到 4 萬 8000 餘人。

美國出兵的原因據艾森豪總統在回憶錄中指出，一方面是應黎巴嫩的請求並保護

美國僑民、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阻止蘇聯在中東影響力的擴大、再者就是必須要支

持中東的親西方政權；在當時的中東，除了埃及與敘利亞在外交上向蘇聯傾斜外，

埃及也支持伊拉克、約旦、沙烏地阿拉伯及黎巴嫩等國家的反對黨推翻親西方的

政府（馮志偉 2006, 76）。學者認為，黎巴嫩不論是在土地面積或軍隊數量上面，

美國都不致於需要出兵干涉就能達到穩定政局的目的，但如同杜勒斯在 6 月 15

日的白宮會議中指出「如果夏蒙請求我們干涉，我們不作反應，這將意味著整個

中東地區的每一個親西方政權的結束，這使我們無法選擇，即使這種選擇是錯誤

的。」（黃忠東 2000, 51）。學者詹世亮（2004）指出，艾森豪總統曾表示美軍

在黎巴嫩登陸人數之多，其目的也是向伊拉克新政府和納賽爾發出警告，宣誓西

方國家無法容忍任何對這一地區石油資源的威脅。在美國出兵黎巴嫩後，黎巴嫩

選出一個穆斯林領袖可以選受的總統而消弱了因為夏蒙企圖連任所產生的警張情

勢、且伊拉克新的政府願意遵守聯合國憲章並得到美國與英國的認可，美國於 10

月底前將美軍撤出黎巴嫩。 

伊拉克在 1958 年爆發的革命推翻了親西方的政權，學者認為美國原本有意

出兵干預，但考量諸多因素後決定對派兵進入鄰國黎巴嫩協助政府對反政府團體

進行壓制，藉此行動向伊拉克新政府發出警告。從以上觀點可以得知，美國在伊

拉克革命中係採取「准軍事行動」方案中的「武力展示」；而對黎巴嫩內戰亦是

採取「准軍事行動」方案中的「國家協助/支持反叛亂」。故本研究將美國在伊拉

克革命與黎巴嫩內戰的干涉措施列為「准軍事行動」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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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962年北葉門革命 

僅管葉門是一個資源貧乏的國家，但其位居緊臨世界上最重要產油國之一的

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每日通過 3.5-4%全球石油供應量的曼德海峽（Bab al Mandab 

strait）的重要戰略位置（Sharp 2015, 1），葉門仍然是區域間大國競爭的角力場。

1962 年 9 月 27 日（如圖 3.3），在埃及總理納塞爾「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號召下，

北葉門發生反君主政權的革命，新加冕的國王巴德爾（Mohammed Al-Badr）被革

命的軍隊推翻。革命軍建立了葉門阿拉伯共和國（Yemen Arab Republic），但隨

即與支持巴德爾的保皇軍隊發生長達 8 年的內戰衝突。在這場革命中，蘇聯於葉

門阿拉伯共和國成立後隔日立即予以承認，並與埃及共同成為在內戰中支持的力

量。而英國、美國、約旦及沙烏地阿拉伯則支持葉門皇室。1967 年，以色列發動

對埃及與敘利亞的「六日戰爭」重創埃及，使得埃及不得不從北葉門撤兵；沙烏

地阿拉伯也隨即開始撤兵。1968 年保皇黨與共和黨和解，沙烏地阿拉伯於 1970

年承認葉門阿拉伯共和國，也結束了長達 8 年的內戰（Christensen 20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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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葉門地理位置圖 

 

資源來源：Sharp. 2015. “Yemen: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7-5700. 

 
雖然美國於 1962 年 12 月 19 日即正式承認新成立的阿拉伯葉門共和國，但

為維持與葉門王室及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1963 年 6 月 12 日至 1964 年 2 月期間，

美國甘乃迪總統批准了一項名為「Operation of Hard Surface」的行動，提供 F-100

軍刀戰機及軍艦支援沙烏地阿拉伯及葉門皇室（Tucker 2010, 523）；故本研究將

美國介入北葉門革命的干涉措施歸納為「准軍事行動」。 

 

伍、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六日戰爭45） 

1967 年 5 月，埃及46以蘇聯所提供的情報判定以色列將於 5 月 17 日發起攻

擊後，便立即展開作戰整備，並要求聯合國維和部隊退出以、埃邊境；隨後埃及

總理納塞爾又於 5 月 23 日下令封鎖了以色列的重要出海口蒂朗海峽。6 月 5 日，

以色列突然對埃及、約旦及敘利亞發起攻擊，展開了第三次中東戰爭的序幕。戰

爭於 6 月 10 日結束，以色列以近千人死亡及 26 架戰機損失的代價造成埃及、約

旦及敘利亞等三個阿拉伯國家近 2 萬人死亡及 400 多架戰機的重大損失。在領土

                                                      
45

 「六日戰爭（Six-Day War）」一詞是由以色列名將及國防部長戴陽（Moshe Dayan）所創，除

了指這場戰爭僅僅耗時六日就在以色列取得絕對勝利下結束，也有媲美聖經〈創世紀〉中六日

創造天地的意味（林博文，2007）。 
46

 埃及與敘利亞於 1958 年 2 月合併，國名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簡稱阿聯。1961 年 9 月敘

利亞脫離阿聯，但埃及仍未更改國名；故六日戰爭爆發時，埃及的國名為「阿拉伯聯合共和

國」。本論文為利於辨別，故仍以埃及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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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以色列占領了西奈半島47、加薩走廊、戈蘭高地48、東耶路撒冷與整個西岸

地區（如圖 3.4），土地面積達 6.57 萬平方公里，隨後以色列將東、西耶路撒冷

合併，並宣佈為首都49，可謂大獲全勝（吳東林 2012, 155）。 

 

圖 3.4 以色列在 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後所占領的領土 

 

資源來源：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網站，1997，「1967 年 6 月被以色列占领的

巴勒斯坦领土」，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alestine/maps/01.htm 

，查閱日期：2015/12/4。 

 
                                                      
47

 以色列於 1982 年將西奈半島大部份歸還埃及，最後一部份塔巴於 1989 年歸還後，目前西奈半

島由埃及管理。 
48

 戈蘭高地是位於敘利亞西南方與以色列接壤的一處重要的戰略要點，在六日戰爭前由敘利亞所

控制，並佈署砲兵陣地，對以色列來說一直是嚴重的威脅。故以色列雖然在 6 月 7 日接受了聯

合國停火的決議，但還是於 6 月 9 日對敘利亞發動了攻擊，並迅速的取得了戈蘭高地。 
49

 1980 年，以色列立法通過耶路撒冷為其「永遠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但國際間多數國家並不

承認，並將大使館或代表處設於特拉維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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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對美國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的角色有不同的看法；以色列認為美國當時

身陷在越南戰場，根本無暇介入此次戰爭，除了拒絕以色列軍事援助的請求，也

並未對以色列提供任何協助（林博文 2007；CAMERA 2007）。此外，在六日戰爭

前，美國為避免其中立的立場遭到阿拉伯國家的質疑，故在武器的援助上亦考量

平衡的原則；如 1962 年美國政府同意出售先進的 MIM-23 鷹式防空飛彈（MIM-

23 Hawk anti-aircraft missiles），但強調該武器是純防禦性質，且「絕不構成美國

在此地區政策的變化」（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2-1963）。也隨

後在約旦提出購買武器的需求後答應提供「與提供以色列同質量」的武器設備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65）。而但亦有學者指出，美國雖然在「戰爭期間」

沒有對以色列有直接的政治、軍事或經濟上的援助，但戰爭前美國所提供的 36

億美元的援助及 1967 年 3-5 月間提供以色列 400 輛先進戰車及 250 架新式戰機等

軍事援助，對以色列有能力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有間接的幫助（嚴潤成 2009, 

92）。 

以色列在六日戰爭的大獲全勝也使得美國開始思考調整其中東戰略；美國

「中東研究與資訊計畫（Middle Eas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Project）」的資料

顯示，美國在 1968 年對以色列的援助大幅增加了 450 個百分點，在軍事援助上，

金額也從 1967 年的 700 萬增加到 1968 年的 2500 萬美金。另外學者 Bowles

（2002）亦指出，美國對以色列援助的金額中，99%是 1967 年以後所撥付的（如

圖 3.5）。詹森總統於 1967 年 6 月 19 日發表談話表示阿拉伯必須承認以色列、

而以色列也必須撤出六日戰爭中所占領的土地。詹森總統並提出 5 點建議：（一）

中東地區的每一個國家都有生存權，這個權力必須得到鄰國及其它所有國家的尊

重；（二）必須公正的對待難民；（三）必須尊重航行的權利；（四）中東地區

及國際上的大國有責任採取行動，以避免新的一輪的武器競賽發生，以及（五）

中東國家應相互承認領土，保證該地區國家安全，並尊重各國政治獨立及主權完

整（于廣 2007, 66）。雖然學者認為美國在戰爭前所提供的武器使以色列有能力

發動戰爭，但美國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其目的在協助其抗衡蘇聯提供武器給埃及，

並無直接證明美國意圖促使以色列發動此次戰爭；另方面，詹森總統在戰前曾對

以色列提出警告「以色列不會孤獨，除非她是自找的（Israel will not be alone 

unless it decides to go alone）」。甚至在戰爭期間，美國拒絕以色列所要求的援

助。故本研究將美國對此一事件的干涉措施歸類為「政治」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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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美國援助以色列金額（1950-2010） 

 

資源來源： REUTERS. 2015. “A relationship beyond Obama and Netanyahu.” 

http://blogs.reuters.com/data-dive/2015/03/02/a-relationsHip-beyond-obama-and-

netanyahu/(December 5, 2015). 

 

陸、1970年約旦危機 

    以阿戰爭期間，許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逃難至鄰近的國家約旦，使約旦成為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50（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 簡稱巴解）游擊部隊

的基地；六日戰爭後，巴解與約旦王室的關係惡化，甚至號召推翻約旦國王胡笙

（Hussein）政權；約旦王室亦對巴解日趨龐大的勢力51開始感到擔憂，兩者之間

的衝突也時有所聞。1970 年 9 月 6 日及 9 日，為反抗美國所提出和平解決中東問

題的「羅杰斯計畫（Rogers Plan）52」（陳天社 2008, 155），解放巴勒斯坦人民

陣線（Popular Front for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PFLP，簡稱人陣）分別劫持美國、

                                                      
50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係 1964 年由阿拉伯國家聯盟領導人會議中宣佈成立，作為代表巴勒斯坦人

民的政治及軍事組織；其成員包括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解放巴勒

斯坦民主陣線、巴勒斯坦人民黨、巴勒斯坦解放陣線、風暴、巴勒斯坦民主聯盟、巴勒斯坦人

民鬥爭陣線、巴勒斯坦阿拉伯陣線等（徐正祥  2012, 52-65）。 
51

 學者對當時巴解武裝人員在約旦境內的人數有不同的看法。學者趙文亮（2012）指出，當時巴

解在約旦武裝人員的人數約為 5 萬，另外也有 7 萬甚至更多的說法。 
52

 羅杰斯計畫係由美國所提出的中東和平計畫之一，由前國務卿羅杰斯於 1969 年所提出，其主

要內容包括以色列退出埃及邊界及加薩走廊、確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及以色列通行蘇伊士運河

的權力（資源來源：The State of Israel, https://www.knesset.gov.il/lexicon/eng/rogers_eng.htm，

查詢日期 201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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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及英國的民航機至約旦的道森機場並於 9 月 12 日炸毀了三架劫持來的客機。

約旦國王胡笙於 15 日下令對巴勒斯坦游擊隊展開攻擊；在約旦以 6 萬正規部隊

加上戰機及坦克的攻勢下，人數及武器裝備都處於劣勢的巴勒斯坦游擊隊死傷慘

重，並造成數萬巴勒斯坦民眾死亡、數十萬人無家可歸，史稱「黑九月」事件。

（趙文亮 2012, 145）。 

事件之初，尼克森總統雖然有意由美國直接採取軍事行動解救人質，但礙於

美國正身陷越南戰爭而限制了軍事介入的能力；再者考量美國軍隊若投入約旦，

將嚴重打擊已經四面楚歌的胡笙國王的威望，所以美國初步排除了動用軍事力量

的選項，而改以資金援助及「精神鼓舞」的方式要求胡笙國王強勢的處理國內的

政局（Pierson 2013, 36）。在美國的鼓勵下，約旦國王胡笙於 16 日下令動用正規

部隊對巴勒斯坦游擊隊予以打擊，也造成巴勒斯坦的重大死傷。對於約旦的行動，

敘利亞及伊拉克隨即發表暗示軍事介入的強烈抗議聲明。為避免外力介入約旦，

美國派遣第六艦隊至東地中海實施演習展現軍事威懾（deterrent）的力量；尼克

森總統於 9 月 17 日發表措辭嚴厲的聲明「如果敘利亞或伊拉克干預約旦，將由

以色列或美國予以制止…如果情形需要我們，我們將會介入」。但敘利亞軍隊於

9 月 19 日入侵約旦的領土並協助巴勒斯坦游擊隊與約旦軍隊作戰。面對敘軍的入

侵所造成戰局的逆轉，約旦要求美國立即給予軍事援助。面對約旦的求援，美國

所採取的措施包括對蘇聯及敘利亞發出嚴重警告、與以色列協調空襲53以及加強

由美國發動軍事行動的整備（劉合波 2011, 65）。而隨著約旦重新取得戰場的優

勢，敘利亞於 9 月 24 日宣佈停火並開始撤出約旦，以色列的任務也因此中止。

雖然美國透過以色列採取軍事行動打擊巴勒斯坦游擊隊的計畫最後並未遂行，但

美國確實已完成這種支持以色列介入的準備，故本研究仍將美國干涉此一事件的

措施歸納在「准軍事行動」中。 

    從前一章研究可以得知，在這個階段中美國石油產量呈現穩定成長，但依賴

進口石油的問題逐漸得到美國的重視；而此時美國政府嚴格說起來還沒有完整的

國家能源戰略。同樣是在這個階段，美國開始接替英國在中東的霸權地位，尤其

是英法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中聯合以色列對埃及所採取的軍事行動，更使得英國在

阿拉伯世界的形象大受打擊而加速了英、美在中東霸權的輪替。而對以色列建國

                                                      
53

 美國亦向以色列表示，若以色列認為有需要，美國並不反對以色列出動地面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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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及為了阻止蘇聯在中東地區的擴張，也讓美國開始涉入的中東衝突與糾紛

中。為了進一步瞭解美國的石油產量與其中東政策的關係，作者探討了在 1947

至 1970 年間美國在中東地區跨國軍事衝突件中所運用的外交政策工具，包括 3

次援助工具（第一、二、三次中東戰爭，包括對以色列的援助及對英法的經濟制

裁等）及 3 次准軍事行動（策劃以色列軍事介入約旦危機、協助黎巴嫩反叛亂並

向伊拉克展示武力）（如表 3.2）。 

 

表 3.2 「穩定成長」階段（1947-1970）美國對中東跨國軍事衝突事件之干預 

事件 美國態度 干預方式 政策工具 

1 
1948 年第一次中東

戰爭 

中立但傾向

支持以色列 
經濟援助以色列 援助 

2 
1956 年第二次中東

戰爭 

英法撤軍、

以埃停火 
對英國經濟制裁 援助 

3 
1958 年黎巴嫩危機

與伊拉克革命 

支持黎巴嫩

政府並阻止

伊拉克革命

擴散 

出兵黎巴嫩協助反叛

亂，並向伊拉克展現武

力施壓 

准軍事行動 

4 1962北葉門革命 
支持沙烏地

阿拉伯 
針對性提供武器 准軍事干預 

5 
1967 年第三次中東

戰爭 
中立 經常性對雙方提供軍售 援助 

6 1970年約旦危機 支持約旦 計畫藉由以色列出兵 准軍事干預 

資源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上表整理出美國在本階段中對中東 6 次重大跨國軍事衝突事件所採取的外

交政策工具或干涉措施可以發現，以比例而言，援助工具的使用與採取准軍事行

動比例相同，均為 50%。然考量本階段內石油產量與消費量的變化，可以發現美

國石油生產與消費量的落差在 1957 年開始明顯增加的前後，美國對中東衝突事

件所採用的政策工具比例也似乎也有所不同（如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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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1947-1970 年美國石油產量與干涉中東重大衝突事件之對照圖 

 

資源來源：1. EIA. 2015. http://www.eia.gov/dnav/pet/hist/LeafHandler.ashx? 

n=PET&s=MCRFPUS2&f=A(December 29, 2015) 

2.作者自行整理繪製 

 

由上圖可以發現，在 1957 年前石油消費與生產量落差較小的區間，美國對

重大軍事衝突事件均採用援助工具（100%）；而其後石油消費與產量差距明顯增

加，美國所採用的干涉措施為援助工具 1 次（25%）及准軍事行動 3 次（75%）。

石油產量與消費量落差加大擴張了美國對進口石油的依賴，在數據上美國也增加

了選擇工具的強度。接下來再進入第二階段探討美國在石油產量衰退時，是否也

會影響其對採用外交政策工具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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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衰退期（1970-2008）美國在中東的外交政策 

1970 年美國石油產量達到高峰後便開始下滑，占全球石油生產的比例也不斷

降低；石油消費量雖然趨緩，但隨著人口的增加及石油用途的日益多元，1993 年

石油進口量正式超越產量，在 2005 年時石油進口量更達到 62%的高峰；其中自

中東地區所進口的石油從 1970 年的 4.1%在 7 年內增加至 38.2%，其後雖然這個

比率因為兩伊戰爭及波斯灣戰爭造成出口中斷而下降，但平均還是維持在 22%左

右的比例，較 1970 年有 5 倍以上的增幅。這個階段中發生了多起影響中東地區

穩定乃至於美國在中東利益的事件，分別為 1972 年伊拉克將石油公司國有化、

1973 年第四次中東戰爭及隨後由 OPEC 所發起用以抗議美國中東政策的石油禁運、

1978 年伊朗的巴列維政權跨台所造成伊朗石油出口的中斷、1979 年美國駐伊朗

大使館人質危機、1980 年兩伊戰爭、1990 年伊拉克攻擊科威特、1991 年波斯灣

戰爭、2001 年伊拉克戰爭及 2003 年阿富汗戰爭等，本節將依序說明美國在這些

事件中所採取的因應行動。 

 

壹、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贖罪日戰爭） 

1967 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六日戰爭）使以色列占領了埃及的西奈半島及敘

利亞的戈蘭高地。埃及與敘利亞為奪回失地，於 1973 年 10 月 6 日，也是猶太人

的假日「贖罪日」，同時對西奈半島及戈蘭高地展開攻擊，初期在埃、敘兩國的

突襲下取得優勢，而隨著以色列後備動員及美國的軍事援助陸續到位使得戰況逆

轉。10 月 22 日，聯合國通過以色列與埃及的停火決議，但此決議並不含以色列

與敘利亞間在戈蘭高地的衝突。在加入蘇聯的軍事援助與部隊的整備後，敘利亞

原已準備於 10 月 23 日發起一波大型的反擊；但學者 Rabinovich（2012）指出，

以埃的停火協議讓敘利亞進退兩難，主戰派認為敘利亞繼續作戰，將激勵埃及加

入共同作戰的行列；停戰派則認為繼續作戰將使以色列殲滅被包圍的埃及第三軍

團後，全力進攻敘利亞。最後總統阿塞德（Assad）決定取消反擊並接受停火協議。 

基於對美國於 1973 年 10 月 13 日起公開以空運方式提供以色列各式武器裝

備及以 10 月 19 日對以色列所提供 22 億美元的援助。以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

及伊拉克為首等 6 個海灣產油國於 10 月 16 日決定將石油價格一舉提高 17%；17

日，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AOPEC）決定各成員國每月減產 5%。18 日，沙烏

地阿拉伯決定再減產 10%，也同時得到阿聯酋、利比亞、卡達等國的跟進；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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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仍於隔（19）日決定提供以色列高達 22 億美元的援助。AOPEC 決定實施選擇

性禁運，並將禁運對象區分為三類：支持以色列的美國與荷蘭為完全禁運、先前

已表明不支持的英、法等國不予禁運；而歐洲共同體及日本等國家則削減出口

5%。至 26 日戰爭結束，美國均未改變其對以色列的政策，故 AOPEC 續持使用石

油武器。11 月 4 日，AOPEC 再次宣佈以 9 月份為基礎削減 25%的產量、至 12 月

份再減少 5%；另外 OPEC 也於 12 月 23 日決定將石油價格由每桶 5.12 美元調升

至 11.65 美元，造成世界各石油輸入國的重大衝擊（劉合波、王黎 2012）。 

    埃及及敘利亞的突襲造成以色列在戰爭初期節節失利，10 月 13 日，尼克森

總統下令執行「五分錢救援行動（Operation Nickel Grass）」，以大量運輸機滿載

各式武器及彈藥等軍事物資送往以色列，其中更包括小牛飛彈（AGM-65 

Maverick）、百舌鳥飛彈（AGM-45）與拖式飛彈（BGM-71 TOW）等先進武器；

另外，以色列在戰爭初期損失大量的戰機，也讓美國同意出售 36 架 F-4 幽靈戰鬥

機（F-4 Phantom II）。美國在以色列戰況吃緊的同時大量提供武器裝備，是使得

以色列不利的局勢得以扭轉的重要因素（Air Mobility Command Museum, 2015），

且這些援助主要是針對以色列在特定戰役中的軍事力量所進行，與平時例行性的

軍事或經濟援助性質上有所不同，故本研究將美國在此次以色列-阿拉伯間的戰爭

中所採用的外交政策工具或干涉方式歸納為「准軍事干預」。 

          

         參、1975年黎巴嫩內戰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簡稱巴解）於約旦黑色九月事件後被驅逐至黎巴嫩後再

度軍事化，且與黎巴嫩境內的各黨派武裝份子發生衝突。其中與長槍黨體所發生

的武裝衝突進一步擴大，同時涉入其國內各政治派系及包括敘利亞、以色列的國

際勢力，使衝突轉變為長達 15 年的內戰。學者將黎巴嫩內戰區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自 1975-1977 年，戰爭主要發生在基督教政黨和政府聯盟，以及巴解組

織和黎巴嫩聯盟間；第二時期自 1978-1982 年，其中以色列於 1978 年及 1982 年

6 月以打擊巴解之名入侵黎巴嫩、且敘利亞也加入戰局，此時內戰升級為國際戰

爭；第三時期自 1982-1990 年，為大規模外力介入時期；以色列進入貝魯特，戰

爭在以色列、巴解及黎巴嫩組織間展開（陳迪華 2015, 77-101）。 

        學者甘黎（2008, 24-25）指出，美國初期希望藉由以色列的軍事勝利促使巴

解與敘利亞離開黎巴嫩，使黎巴嫩問題在對美國及以色列有利的情況下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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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 6 月 8 日，美國否決了聯合國安理會要求以色列撤回以黎邊界的要求、6

月 27 日再次否決要求以色列撤至距貝魯特 10 公里的討論案。但以色列的兩次入

侵使美國擔心戰爭的進一步擴大有可能導致與蘇聯間的衝突，復於 8 月 12 日起

展開與以、黎間的斡旋與談判；1982 年 8 月 21 日，包括美國等多國聯軍入進黎

巴嫩監督巴解組織撤離黎巴嫩。但 1984 年 2 月美軍撤離黎巴嫩，但政府軍與敘

利亞支持的敵對派別發生的衝突中，美國批准使用海軍對該陣地發動砲擊。在以

色列撤至南黎巴嫩後，黎巴嫩仍持續內戰至 1990 年。雖然本衝突事件以內戰形

勢發生，但隨著以色列與敘利亞的介入而成為國際性的軍事衝突。在以色列入侵

黎巴嫩的衝突中，美國最初採取外交方式支持以色列，並以斡旋的方式嘗試解決

以、黎之間的衝突，但仍派出海軍陸戰隊監督巴解撤離黎巴嫩，故此部份作者歸

納為「准軍事行動」。而黎巴嫩隨後與敘利亞及其所支持的派系戰爭中，美國則

以採取軍事行動的方式干預，故此部份作者歸納為「軍事行動」。 

 

肆、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 

阿富汗於 1973 年由國王的堂兄達烏德（Daoud）發動政變推翻國王，並成立

阿富汗共和國，並積極推動親蘇聯的政策；蘇聯也大力扶持 1965 年成立的阿富

汗人民民主黨，以作為蘇聯在阿富汗的分支54。但達烏德逐漸對蘇聯過度干預與

控制阿富汗感到不滿，自 1975 年起開始與蘇聯漸行漸遠，也拒絕蘇聯倡導的

「亞洲集體安全體系55」。同樣的，達烏德的這些舉動讓蘇聯對其欲脫離掌握的

言行無法接受。1978 年 4 月 26 日，達烏德逮捕了 7 名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領導

人、27 日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另一位領導人阿明（Hafizullah Amin）隨即發動政

變，在 10 個小時內以武裝力量推翻了達烏德政權，並將國名改為「阿富汗民主

共和國」，由人民民主黨總書記塔拉基任阿富汗革命委員會主席兼新政府的總理，

阿明則任新政府的副總理兼外交部長。9 月 14 日，塔拉基企圖射殺阿明的行動失

敗後，阿明隨即逮捕了塔拉基，並成為人民民主黨總書計及阿富汗人民共和國的

總統。阿明上任後，更加強烈的表達對蘇聯的不滿56，也同樣的使得蘇聯更欲除

                                                      
54

 該黨綱領規定：黨的任務是“為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和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為奪取政權， 
建立一個勞動人民的國家而奮鬥。黨的最終任務是在阿富汗社會的多民族條件下，創造性地運

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的普遍規律建立社會主義國家（葉書宗 2002, 72）。 
55

 「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是由布里茲涅夫於莫斯科舉行第三世界共黨會議中所提出。 
56

 在塔拉基企圖槍殺阿明的行動中，塔拉基係以要商談工作的理由邀請阿明至總統府辦公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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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阿明。 

此外，學者也認為塔拉基政權執政後所採取高壓政策使得國內反政府行動持

續不斷，讓蘇聯期待在第三次中東戰爭後跌落谷底的威望能透過阿富汗人民民主

黨成立的社會主義國家，能成為蘇聯進出波斯灣的基地的願望破滅；甚至反政府

軍在 1979 年 10 月已控制阿富汗全國達 80%的領土，也使得阿富汗的局勢已經危

及到蘇聯的戰略安全（葉書宗 2002, 74）。學者 Savranskaya（2001）依據相關文

件所整理出的結果指出，阿明傾向美國的態度與美國對其所提供的秘密援助也促

使蘇聯決定採取行動。1979 年 12 月 27 日，蘇聯的特種部隊刺殺了阿明及其家人。

人民民主黨隨即在蘇聯的示意下任命前部長會議副主席卡爾邁勒出任中央委員會

總書記、國家革命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兼部長會議主席。在卡爾邁勒的要求下，蘇

聯於 12 月 28 日進入阿富汗打擊反政府團體，展開了蘇聯入侵阿富汗長達 10 年

的軍事行動。蘇聯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初期在強大的軍力下進展順利，甚至認為

僅一個月就可以完成任務，但反政府軍的游擊戰術使蘇軍陷入如同美國在越南的

情況，甚至有人稱阿富汗為「蘇聯的越南（Afghanistan: The Soviet Union's 

Vietnam）」（Hamdan 2003）。1985 年，新上任的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戈巴契

夫（Gorbachov）開始對阿富汗的軍事行動表達不耐煩，要求限期解決在阿富汗

的問題，也因此增加了部署的軍力；但隨後也開始陸續將主戰任務交給阿富汗政

府軍。直至 1988 年 5 月至 1989 年 2 月 15 日，最後一批蘇聯軍隊撤出阿富汗，

結束了這個冷戰期間美國與蘇聯對抗的最後一個戰場（Hamdan 2003）。 

蘇聯入侵阿富汗後，美國總統卡特隨即於 1980 年 1 月 23 日作出用詞強硬的

宣誓「讓我們明確的表達立場：任何外部勢力試圖獲得波斯灣地區的控制權，將

被視為對美利堅合眾國的切身利益的攻擊，而我們將以任何必要的手段予以擊退，

包括軍事力量。」這宣誓被認為是美國試圖修正在伊朗伊斯蘭革命及劫持人質事

件中被認為軟弱的印象。但有學者認為，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決定是受到美國刻意

的誘導，如美國國家安全局顧問布熱津斯基（Brzezinski）就曾指出，美國情報機

構於蘇聯入侵前六個月便有計畫的支援阿富汗反政府游擊隊，是為了作為吸引蘇

聯軍事介入的誘因（Hamdan 2003）。1979 年，卡特政府開始執行「旋風行動

（Operation Cyclone）」，透過對蘇聯實施經濟制裁以及提供阿富汗武裝份子金

                                                                                                                                                            
蘇聯代表的安全保證下，阿明才願意帶著保鏢赴約；故阿明認定蘇聯協助了這場刺殺行動（葉

書宗 2002,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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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外，還透過中情局直接對聖戰士（Mujahedeen）進行經濟及軍事上的支持；而

雷根政府更大幅增加了援助聖戰士各項預算，並提供包括 FIM-92 刺針飛彈等先進

的武器，對蘇聯的入侵行動造成嚴重打擊（Billard 2010, 25-41 ）。由於美國對阿

富汗的反抗武裝團隊進行直接的軍事支持，包括提供軍事訓練、武器裝備及經濟

援助等以對抗蘇聯及其所支持的政府軍，雖然未由美國以軍事力量直接投入，但

以達到非直接軍事介入的程度；故本研究認為美國在蘇聯入侵阿富汗的事件中所

採取的干預措施以「准軍事行動」為主。 

 

伍、1980年兩伊戰爭 

1980 年 9 月 22 日伊拉克對伊朗發動攻擊，展開了為期 8 年、死亡人數高達

百萬人，被認為是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人類最慘酷且最具破壞力的的戰爭

（冀開運、李麗娟 2013, 3-4）。針對伊拉克發動這場戰爭的動機，學者認為有宗

教、領土及民族仇恨等三個主要原因（Iran Chamber Society, 2001）。在宗教方面，

伊拉克與伊朗均為伊斯蘭國家，兩個國家的伊斯蘭教徒都以什葉派為多數，伊朗

於 1979 年伊斯蘭革命後成為政教合一的國家，並由什葉派主政；而伊拉克則由

遜尼派掌握政權。伊朗革命成功後，霍梅尼試圖在中東推動其「伊斯蘭原教旨主

義（Islamic Fundamentalists）57」，並以「革命輸出」的方式號召伊拉克什葉派民

眾推翻海珊政權（陳文生 2009, 52），也因此引發了數起伊拉克的反政府衝突事

件。在領土部份，伊拉克與伊朗邊界長達 1200 餘公里，其中雙方在阿拉伯河的

所有權部份一直無法達成協議58；以及伊朗在英國於 1971 年撤離中東後，出兵占

領了波斯灣上的阿布穆薩島、大通布島和小通布島，擴大了伊朗的勢力範圍，也

引發了伊拉克的擔憂59。在民族仇恨方面，伊朗主要人口組成為波斯人、而伊拉

                                                      
57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係認為世界應以古蘭經作為治理世界的指南，包括伊斯蘭政治制度、法律度、

經濟系統及社會價值系統等。 
58

 有關阿拉伯河的歸屬問題，兩國曾於 1975 年 3 月 15 日在阿爾及利亞總統的斡旋下簽屬了「阿

爾及爾協議」，雙方同意將國界劃分於阿拉伯河中東；但伊拉克認為這是不平等條件，並於

1980 年 9 月 17 日撕毀協議（資源來源：Iranian. 2009. “Diplomatic History: Shah and Saddam sign 

1975 Algiers Agreement.” http://iranian.com/main/blog/darius-kadivar/diplomatic-history-shah-and-
saddam-sign-1975-algiers-agreement.html(December 31, 2015). ）。 

59
 阿布穆薩島、大通布島和小通布島原由英國所控制，而英國於 1960 年代將島嶼的控制權交由

沙迦（今夏爾迦酋長國《Sharjah》首都）。但當時沙迦尚未獨立，無法實際控制該島嶼，故

1971 年 11 月英軍撤離後，伊朗即出兵占領（資料來源：Salem.  2013. “Iran condemned for plan 

to tour three occupied UAE islands.” http://www.thenational.ae/news/uae-news/iran-condemned-
for-plan-to-tour-three-occupied-uae-islands(December 3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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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則為阿拉伯人；而這兩大民族在對方的國家卻屬少數而得不到平等的照顧，也

因此發生了追求民族獨立的事件。而在這些事件中，兩國均對在對方國家中追求

民族獨立的運動給予支持，企圖造成對方政局的混亂。這些因素成為兩國戰爭爆

發的原因，而伊朗因 1979 年的革命期間對國內政治、經濟及軍事力量所造成的

破壞，更成為伊拉克趁虛而入的動機（冀開運、李麗娟 2013, 4）。最後，在美、

英及蘇聯相繼進入波斯灣，兩伊戰爭恐進一步升級與國際化的危險時，伊拉克與

伊朗分別接受了聯合國停火的決議，這場為時 8 年的戰爭終於在 1988 年 8 月 20

日告終。 

伊拉克於 1958 年發生政變並推翻親美的費薩爾國王，也造成美國與伊拉克

之間的關係降到谷底。1972 年，伊拉克將石油產業國有化，並且與蘇聯簽訂「伊

拉克-蘇聯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Iraq and 

Soviet Union）」，美國隨即將伊拉克列入「支持恐怖主義國家（State Sponsors of 

Terrorism）」名單60。而伊朗於 1979 年亦以革命推翻親美的巴列維政權，且劫持

了美國大使館人員。故美國在兩伊戰爭初期即宣布「保持中立」的立場，同時也

警告蘇聯不得捲入任何一方。但實際上，美國希望雙方都在這次戰爭中彼此削弱

對方的實力（Becker, 2003；陳文生 2009, 52）；學者指出，自 1981 年起美國就

開始試探著與伊拉克改善關係，甚至於 1982 年將伊拉克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

名單移除，除此就可以提供伊拉克各項軍事及經濟上的支持；但另一方面，由於

擔心伊拉克過度強大，並同時以換取伊朗在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人質事件

中的協助為由，於 1985-1986 年間提供伊朗各項武器零組件、飛彈與伊拉克防禦

的情報61，但此一消息經曝光後，嚴重打擊美國政府「不與恐怖分子交易」的原

則與信譽，使得美國停止了在兩伊戰爭中「雙邊押寶」的政策（冀開運、李麗娟 

2013, 4）。1984 年 3 月 27 日起，雙方開始針對從對方港口進出的油輪，其中科

                                                      
60

 該名單是美國國務院於 1979 年 12 月 29 日提出，美國認為名單上的國家透過直接或間接方式

給予恐佈主義活動支持。而列入名單的國家，美國依法將對其展開一連串包括貿易金軍事上的

限制與制裁（資料來源：AboutNews. 2015. “U.S. State Department's State Sponsors of Terrorism 

List.” http://terrorism.about.com/od/statesponsors/a/StateSponsors.htm(December 31, 2015).）。 
61

 此即為雷根總統時期的「伊朗門（Irangate scandal）」事件，由於美國於 1984 年將伊朗列入其

「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故依法不得提供任何武器，但雷根政府為利用伊朗與真主黨的關

係促其釋放美國人質，故以提供武器及伊拉克防務情報的方式作為交換條件，後經一家黎巴嫩

的雜誌揭露而曝光。（資料來源：White. 2014. “From the archive, 27 February 1987: President 

Reagan exonerated in Irangate scandal.” http://www.theguardian.com/theguardian/2014/feb/27/ 
irangate-ronald-reagan-us-politics(December 3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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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特因損失慘重而向聯合國申請護航保護；而美國於 1987 年 6 月起便以護航為

理由派遣海軍進入波斯灣，並動過多次軍事行動攻擊伊朗布雷艇和具有軍事價值

的海上鑽油平台。 

美國在兩伊戰爭中對雙方提供了武器的援助係屬「准軍事行動」的範疇；另

「伊朗門」事件曝光後美國即停止對伊朗的援助，並於 1987 年派兵前往波斯灣

實施護航並與伊朗海軍發生海上軍事衝突，本軍事衝突亦屬於「非戰爭軍事行動」

即本研究中的「准軍事行動」；故本研究將美國介入兩伊戰爭的外交政策工具歸

納為「准軍事行動」。 

 

陸、1991年波斯灣戰爭（第一次波斯灣戰爭） 

長達 8 年的兩伊戰爭使得伊拉克背負了高達 800 億美元的債務，而伊拉克一

年一收入僅約 150 億美元，光是支付利息就占了全年收入的 30%。而這些債務中

有高達 700 億的債權是來自於阿拉伯國家，而沙烏地阿拉伯與科威特就占了 450

億美元，加上國際油價的下跌，使得以石油出口作為重要國家收入來源的伊拉克

面臨嚴重的經濟威脅。1990 年 7 月起，伊拉克總統海珊開始攻擊部份阿拉伯國家

超量生產導致油價下跌，同時也開始在伊、科邊界集結大量兵力。在埃及的調停

下，伊拉克提出包括科威特放棄 100 億美元對伊拉克的債權及割讓巴比揚島

（Bubyian）的條件，而科威特也立即予以拒絕（黃浩 2005, 39）。1991 年 8 月 2

日，伊拉克對科威特展開軍事侵略，並在兩天內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並建立了

「自由科威特臨時政府」。8 月 8 日，伊拉克正式併吞科威特，並將其列為伊拉

克的一省，由海珊（Hussein）總統的表弟馬吉德（Majid）擔任省長一職。聯合

國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的數小時即在科威特的要求下召開安理會，由作出要求

伊拉克撤兵的 660 號決議；隨即又在 8 月 6 日通過對伊拉克實施經濟制裁、武器

禁運的 661 號決議以及 11 月 29 日 678 號決議要求伊拉克限期撤兵，其中還包括

「以一切必要手段執行第 660 號決議」的動武授權。 

1991 年 1 月 17 日，在要求伊拉克撤兵無效後，以美國為首的聯軍62開始對

                                                      
62

 美國組織了由 34 個國家組成的聯軍，包括阿富汗、阿根廷、澳大利亞、巴林、孟加拉、加拿

大、捷克斯洛伐克、丹麥、埃及、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宏都拉斯、義大利、科威特、

摩洛哥、荷蘭、尼日、挪威、阿曼、巴基斯坦、波蘭、葡萄牙、卡達、沙烏地阿拉伯、塞內加

爾、南韓、西班牙、敘利亞、土耳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英國和美國等（資料來源：CNN 

Library. 2015. “Gulf War Fast Facts.” http://edition.cnn.com/2013/09/15/world/meast/gulf-war-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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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境內實施代號為「沙漠風暴行動」的空襲。2 月 24 日，聯軍開始展開地面

作戰；在聯軍的打擊下，伊拉克於 26 日開始撤退，並且在地面作戰 100 小時後

由美國總統布希宣佈結束了這場解放科威特的戰役。 

在波斯灣地區劍拔弩張的時候，美國初期對伊拉克企圖破壞中東穩定的行為

並沒有提出警告；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Tutwiler 於 1990 年 7 月 24 日表示，美國

與科威特之間並沒有防衛條約，也沒有特別的安全承諾；25 日，美國駐伊拉克大

使 Gilaspie 也對海珊表示，美國對兩國間的領土爭議並沒有立場，更進一步指出

期待美、伊之間可以發展更好的關係（Thomas , Berry and Norman 1991, 62），學

者認為，美國這樣的態度使海珊認為美國不會干涉伊拉克的軍事行動，也間接鼓

勵了伊拉克對科威特的侵略（黃浩 2005, 39）。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美國警覺

到，兩伊戰爭後波斯灣區域的權力態勢向伊拉克傾斜，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使

得這個不平衡的情形更加嚴重（陳文生 2009, 53）；而從石油供應的角度觀察，

伊拉克一旦成功取得科威特，將立即掌握全球 19%的儲油量；再者，伊拉克南方

擁有世界石油儲量達 25%的沙烏地阿拉伯也將面臨危脅，一旦伊拉克取得全球近

40%的儲油量，將有能力控制世界石油市場甚至影響全球經濟。因此，美國在 8

月 2 日隨即宣佈凍結兩國在美國的資產，布希總統並於 8 月 12 日下令海軍封鎖

伊拉克對外交通、1991 年 2 月 24 日發動聯合地面作戰。在地面作戰開始後僅三

天伊拉克就要求停火，並表示願意接受美國所提出的停火條件及履行聯合國安理

會歷次通過的有關各項決議；而聯合國也於 4 月 3 日通過了停火的決議，戰爭正

式束結。學者認為美國出兵波斯灣的主要目的，在保伊拉克不再具有威脅能力，

而非要以武力推翻海珊政權。所以，美國以高度優勢的戰力卻未乘勝追擊至巴格

達（周煦 1990, 219-224），是美國試圖讓戰後的波斯灣，維持伊拉克與伊朗兩強

互相牽制的格局（陳文生 2009, 54）。 

 

柒、1993-2003 年南方守望行動（Operation Southern Watch） 

1991 年 4 月 5 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 688 號決議，要求伊拉克政府對包括

庫德人在內的伊拉克公民進行保護。1992 年 8 月 26 日，美國宣佈在北緯 32 度線

以南執行禁飛任務，禁止伊拉克任何固定翼和旋轉翼飛機飛過禁飛區。1992 年

                                                                                                                                                            
facts/ (December 31, 2015 ).）。 



 

89 
 

12 月 27 日，美軍戰機在執行任務時遭伊拉克的米格-25 闖入禁航區並鎖定後予以

擊毀，伊拉克隨即在北緯 32 度線以南架設地對空飛彈。聯軍及聯合國要求海珊

政府撤除這些飛彈但並未得到回應，故於 1993 年 1 月 6 時由英、美、俄、法等

四國共同採取軍事行動，並於一週後以戰機摧毀這些飛彈基地。此後至 2003 年

美國與聯軍持續間斷地採取對伊拉克不同規模的空襲行動。美國所採取的措施依

美軍軍事準則係屬於「打擊」型的軍事行動，亦屬非戰爭性的軍事行動；故本研

究將其在本事件中的干涉行為歸納為「准軍事行動」的範疇。 

 

捌、1998年沙漠之狐行動 

基於制裁伊拉克對科威特的侵略，聯合國於 1991 年 4 月 3 日通過 687 號決

議要求伊拉克無條件摧毀境內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相關的開發與研究，並由國

際原子能機構對其進行檢查。1998 年 12 月 17 日，由於美、英兩國認為伊拉克並

未遵守聯合國的決議，遂於當日凌晨至 12 月 20 日展開空襲行動，對伊拉克的相

關軍事設施進行轟炸；由於本次軍事行動並未經過聯合國的同意，故也使得美國

遭受國際間的批評。也由於本行動僅限於空襲措施，尚不及「戰爭」之定義，故

本研究將美國在此次事件中的措施列為「准軍事行動」。 

 

玖、2001年阿富汗戰爭 

19 名隸屬於基地組織63（Al-Qaeda，又名蓋達組織）的恐怖分子於 2001 年 9

月 11 日劫持了四架民航客機，其中兩架撞擊了美國著名的世界貿易中心大樓

（World Trade Center）後，造成兩座大樓倒塌與數千位民眾死亡，成為美國自二

次世界大戰以來首次由外國勢力對美國本土所造成的重大傷亡的襲擊64。美國政

府於事件發生後隨即宣布將要對發動攻擊的恐怖份子及疪護他們的阿富汗塔利班

政權65採取報復行動。在阿富汗政府拒絕美國的要求後，美國於 2001 年 10 月 7

                                                      
63

 該組織係於 1979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成立，也參與了反抗蘇聯的行動。其宗旨為消滅全世界

入侵伊斯蘭世界的西方國家，以建立一個純正的統一的伊斯蘭國家。2010 年，聯合國將該組織

列為「恐佈組織」名單之中（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2004. “LIST OF SUSPECTED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NATIONAL REPORTS CONTINUE TO PLAY CRUCIAL ROLE IN FIGHT 
AGAINST TERROR, SECURITY COUNCIL TOLD.” http://www.un.org/press/en/2004/sc8102.doc.htm 
(December 31, 2015). ）。 

64
 恐佈份子所劫持的四架民航機中，兩架撞擊了世界貿易大樓造成倒塌；一架撞向美國國防部所

在的五角大廈、一架在賓州墜毀。四架客機上均無人生還（黃長泰 2007, 83-85）。 
65

 塔利班又稱「神學士」，意即「伊斯蘭教的學生」，於 1994 年崛起後迅速擴大，並在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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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對阿富汗展開空襲，展開這場長達 13 年的戰爭。阿富汗戰爭不論在兵力規模、

及時間等，都符合戰爭之條件；故本研究將其列入「軍事行動」的範疇。 

 

拾、2003年伊拉克戰爭（第二次波斯灣戰爭） 

2002 年 11 月 8 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 1441 號決議案，要求伊拉克在決議

通過的 30 日內提交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報告，並讓聯合國武器核查小組人員

進行檢查。但在武器核查小組尚未查獲大規模殺傷性前，美國總統小布希於 3 月

18 日發表電視講話，要求武器核查小組離開伊拉克境內；2003 年 3 月 20 日，以

美國為首的聯軍向伊拉克發動攻擊，展開為期 8 年的大型戰爭。在伊拉克戰爭中，

美國為首的聯軍出動了近 30 萬人的部隊，伊拉克的軍力也達 37 萬人以上，戰爭

規模龐大，故本研究將其列入「軍事行動」的範疇。 

 

拾壹、2006年黎巴嫩以色列戰爭 

黎巴嫩真主黨自成立以來其宗旨就是「摧毀以色列」，在伊朗與敘利亞的支

持下實力逐漸擴張，並不斷與以色列發生零星衝突；由於真主黨控制著黎巴嫩南

部地區，對以色列造成嚴重的安全威脅。2006 年 7 月，黎巴嫩真主黨所屬游擊隊

展開一場名為「誠實的許諾行動」（Operation Truthful Promise）的軍事行動，越

過以色列邊境擊斃了 8 名並俘擄了 2 名以色列士兵；以色列隨即發動反擊，對各

黎巴嫩各重要基本建設（包括機場、橋樑、道路、油庫及電廠等）進行空擊，並

派遣武裝部隊進入黎巴嫩南部。8 月 11 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 1701 號決議，

要求雙方停火，黎巴嫩與以色列在 12、13 日同意停火，14 日停火協議正式生效。 

戰爭初期，國際輿論普遍同情以色列，認為以色列具有自衛的權利；但當以

色列為黎巴嫩的民生基礎設施實施轟炸，並造成大量平民甚至兒童死亡後，除了

美、英兩國以外的國際輿論開始倒向譴責以色列，並強烈要求雙方停火。美國則

堅定支持以色列，並不同意國際要求雙方停火的聲浪，僅促停以色列停止空中攻

擊 48 小時。學者認為，由於美國將真主黨列為恐怖組織，故有意藉由以色列摧

毀真主黨的力量、同時削弱敘利亞及伊朗的實力；同時也讓黎巴嫩免受激進什葉

派的控制，以利美國維護其在中東的利益（李登科 2006）。基於美國在國際間給

                                                                                                                                                            
取得阿富汗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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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色列於此次行動中的支持，故本研究將美國干涉此一事件的外交政策工具歸

納為「政治」。 

本節列舉了美國在 1970-2008 年石油產量衰退期間對中東地區事務所進行的

干預及干預程度（如表 3.3）。從本表中可以發現，在 1991 年波斯灣戰爭爆發之

前，美國因應包括 1973 年第四次中東戰爭、1979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1980 年兩

伊戰爭、1983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及 1985 年敘利亞介入黎巴嫩內戰等軍事衝突，

均採取「准軍事行動」措施；而 1991 年的波斯灣戰爭，則展開了美國在中東地

區發動大規模戰爭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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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衰退期」（1970-2008）美國對中東跨國軍事衝突事件之干預 

事件 美國立場 干預方式 政策工具 

1973 年第四次中東戰爭 支持以色列 提供以色列武器 准軍事行動 

1979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 協助反抗軍 提供反抗軍武器 准軍事行動 

1980-1988 年兩伊戰爭 雙軌政策 武器援助 准軍事行動 

1982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 支持以色列 
出兵監督巴解撤離

黎巴嫩 
准軍事行動 

1983 年南黎巴嫩衝突 支持政府軍 對敘利亞陣地砲擊 准軍事行動 

1991 年波斯灣戰爭 支持科威特 出兵攻打伊拉克 軍事行動 

1993 年南方守望行動 
強制伊拉克接受

聯合國禁航命令 
空襲伊拉克陣地 准軍事行動 

1998 年沙漠之狐行動 
強制伊拉克接受

聯合國武檢 
空襲伊拉克 准軍事行動 

2001-2014 年阿富汗戰爭 推翻塔利班政權 出兵攻打阿富汗 軍事行動 

2003-2010 年伊拉克戰爭 推翻海珊政權 出兵攻打伊拉克 軍事行動 

2006 年黎以戰爭 支持以色列 國際場合宣布支持 政治工具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前一章的研究中可以瞭解，本階段美國石油產量在 1970 年的高峰開始轉

折向下。而進一步觀察石油產量的改變，可以發現 1976 年至 1985 年間石油產量

有小幅的反彈，自 1985 年起才正式進入衰退的趨勢（如圖 3.2）。結合本節中所

檢視美國干涉中東跨國軍事衝突方式的結果，可以發現在 1985 年石油產量反彈

結束正式進入下降趨勢前，美國所採取的干涉措施均為「准軍事行動」；而 1985

年後，隨著石油產量大幅下滑，美國開始採取大規模的戰爭性軍事行動來維護其

在中東地區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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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衰退期（1970-2008）美國石油產量與干涉中東重大衝突事件對照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繪製 

 

進一步以機率的觀點分析，本階段中美國所進行的 11 次干涉行動中，7 次屬

於准軍事行動（64%）、3 次屬於軍事行動（27%）、1 次屬於政治工具（9%）；

而介入程度較低的政治、援助工具則並未成為最終解決衝突的方案。這並不表示

美國未使用政治工具等低強度的外交政策工具，如美國在 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

巴嫩事件中，就曾採取否決安理會要求以色列撤出的議案並出動負責東亞與太平

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前往斡旋兩國停火；但隨後派出軍隊監督巴解撤出黎巴嫩，

而符合「准軍事行動」中的「和平行動」項目。較前一階段相較（如表 3.4），

美國在本階段中首次採用戰爭性的「軍事行動」解決區域衝突，且採取「准軍事

行動」的機率也由 50%提高至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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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穩定成長期」與「衰退期」美國在中東跨國軍事衝突中所採取外交工

具對照表 

 政治 援助 准軍事行動 軍事行動 

穩定成長期 0% 50% 50% 0 

衰退期 9% 0 64% 27% 

增減幅度 增加 9% 減少 50% 增加 14% 增加 2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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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高速擴張期（2008-2014）美國在中東的外交政策 

這個階段中，由於美國在頁岩油開採技術上的突破，使得其國內石油產量從

2008 年的每日 500 萬桶快速上升至 2015 年 6 月的每日 929 萬桶，石油消費量則

概略持平。在石油產量大幅上升而需求量卻持平的情形下，立即影響到的就是美

國對進口石油的依賴下降，甚至出現 20 年以來的新低記錄。本節將探討美國自

2008 年至 2015 年在中東地區的跨國軍事衝突，包括 2011 年迄今在敘利亞、伊拉

克的內戰、2013 年迄今伊斯蘭國的崛起及 2014 迄今葉門的內戰等；另外，美國

在石油產量衰退時期於中東地區所發動的三場大型戰爭，其中兩場在分別歷經了

長達 8 年及 13 年的作戰任務後，在這個時期宣布結束，亦為本節所討論的重點。 

 

壹、結束伊拉克戰爭 

2010 年 8 月 31 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在白宮宣佈美國在伊拉克的作戰任務結

束；2011 年 12 月 13 日在接見來訪的伊拉克總理馬利基（Maliki）表示，這場為

時近 9 年的戰爭正式劃下句點。雖然美軍在伊拉克的作戰任務結束，但歐巴馬也

同時指出「毫無疑問，伊拉克人民將有美國作為強大的合作夥伴。我們的作戰使

命已經結束，但我們對伊拉克未來的承諾並未結束」。學者對美國對伊拉克的戰

爭褒貶不一；馬曉霖（2012, 5-6）指出，美國伊拉克戰爭失敗的地方包括一、慘

痛的生命損失：至 2010 年 8 月 31 日時，美國死於伊拉克戰爭的士兵高達 4400

多人、傷殘 3.2 萬人，是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近 30 倍；第二、嚴重的經濟損失：

美國在 2010 年 8 月 31 日前用於伊拉克的軍費開支即達 7000 億美元，超過韓戰、

波斯灣戰爭甚至越戰；而馬曉霖也轉述美國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斯蒂格利茨

（Joseph Eugene Stiglitz）的看法，認為美國在伊拉克戰爭的開支高達三兆美元甚

至以上66（Stiglitz and Bilmes 2010）。第三、造成美國軟實力67前所未有的損失，

                                                      
66

 三兆美元這個數字是斯蒂格利茨在 2008 年的估算，但他在 2010 年撰文指出，從現在

（2010/9/5）看來，這個數字仍遠低於實際將會花費在伊拉克戰爭，包括照顧戰後退伍軍人的

費用將比預期的更高。（資料來源：WashingtonPost. 2010. “The true cost of the Iraq war: $3 

trillion and beyond.”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9/03/AR201 
0090302200.html(December 12, 2015）。 

67
 軟實力（Soft Power）由學者奈伊（Joseph S. Nye Jr.）所提出。相對於硬實力是指一國利用其軍

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強迫或收買其他國家的能力，軟實力是指一國以其制度上的、文化上的、政

策上的優越性或道德性以展現其吸引力（資源來源：Foreign Relations. 2004.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eviews/capsule-review/2004-
05-01/soft-power-means-success-world-politics(December 3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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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國未經安理會的同意逕行對伊拉克展開攻擊，致使其在 911 事件中所得到

國際間的同情與支持一落千丈。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中，共有 38 個國家響應美

國的號召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在阿富汗戰爭中亦有 42 個國家參與；而伊拉克戰

爭僅有英國、澳大利亞與波蘭等參與，且受到俄羅斯、法國、中國與德國的強烈

反對。第四、伊拉克安全情勢仍然險峻：美軍佔領伊拉克後解除了其武裝，打破

原有的權力結構，使伊拉克國內反美或反政府的團體紛紛崛起，造成伊拉克政局

長期動盪及內戰頻傳。 

在歷經近 9 年的作戰任務後，歐巴馬總統選擇結束了這場戰爭將美軍撤出伊

拉克，伊拉克也拒絕美國在其境內維持軍事基地的要求（Guardian News and 

Media 2015）。但美國仍在伊拉克配置了龐大的包括軍事及安全承包商（military 

and security contractors）的人力並協助伊拉克軍隊進行軍事訓練，同時循 2003 年

戰爭爆發後以對伊拉克展開的經濟及軍事援助（如圖 3.8）；故本研究將美國在

戰爭對伊拉克後所採取的干涉措施列為「援助」工具。 

 

圖 3.8 美國自 1965年後對伊拉克經濟及軍事援助金額

 

資源來源：US Foreign Aid. 2015. “U.S. Overseas Loans and Grants to Iraq.” http:/ 

/us-foreign-aid.insidegov.com/l/82/Iraq(December 31, 2015). 

 

貳、2011 年敘利亞內戰 

2011 年 11 月 26 日，敘利亞國內暴發了反政府示威活動，反政府組織要求敘

利亞總統阿賽德（Bashar Al-Assad）下台。2012 年 4 月 25 日，敘利亞軍隊對抗議

民眾發動攻擊，並進一步引發並擴大了反政府組織68與政府軍及親政府民兵至今

                                                      
68

 在敘利亞境內有多組反對派團體，包括自由敘利亞軍、敘利亞全國委員會、敘利亞全國聯盟、



 

97 
 

多次的重大軍事衝突。敘利亞政府軍得到來自黎巴嫩真主黨及伊朗的支持，另外

中國及俄羅斯也發表聲明反對外國勢力干預敘利亞內戰，並於聯合國安理會中多

次動用否決權否決了對敘利亞施壓的草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則多支持反對

陣營，並進一步於 2012 年 11 月 11 日承認由「敘利亞反對派和革命力量全國聯

盟」組成的臨時政府代表敘利亞人民（CNN 2012）。 

2012 年 8 月 21 日，美國總統歐巴馬表示若敘利亞內戰任何一方在衝突中使

用化學武器，那就是跨越了「紅線」，意即將導致美國採取軍事手段介入（CNN 

2012）。2013 年 8 月 21 日，敘利亞被美國等國家指稱以神經性毒劑沙林所製的

化學武器攻擊大馬士革，並造成包括 426 位兒童在內的 1429 名平民死亡

（Christian Post 2013）。敘利亞政府軍使用化學武器觸及了歐巴馬總統所劃下的

「紅線」，但在民意的反對69及俄羅斯的斡旋下，美國同意敘利亞以銷毀化學武

器及加入禁止化學武器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tockpiling and Use of Chemical Weapons and on Their Destruction, CWC）

等外交方式以保留美國對敘利亞採取軍事的干涉行動（Reuters 2015）。美國在敘

利亞內戰的干涉程度上有相當大的保守成份在內，如 2012 年 3 月 7 日，歐巴馬

總統表示美國將不會單方面軍事介入敘利亞，將會與其它盟邦對敘利亞實施政治

與經濟制裁（BBC 中文網 2012）、2013 年 9 月 10 日，美國總統在演說中再度強

調「美國將不會派遣部隊到敘利亞」（Mediaite 2013）。雖然美國於 2014 年 9

月起對伊斯蘭國進行空襲，但作者認為該空襲行動之目的並非為了以干涉敘利亞

內戰為目的，而是伊斯蘭國本身已成為美國乃至於全球的直接威脅（華夏經緯網 

2015）。故針對美國干涉敘利亞內戰的部份，作者將其歸納為「援助」工具中的

經濟制裁項目。 

 

                                                                                                                                                            
全國民主變革協調委員會、革命委員會、地方協調委員會、伊斯蘭陣線、薩拉菲派、努斯拉陣

線、外籍聖戰者、敘利亞庫德人及目前透過慘忍的處決方式並發動包括 2015 年 11 月 14 日巴

黎恐怖襲擊事件等多起造成全球恐慌的伊斯蘭國等（資源來源：中華民國外交部，2014，「敘

利亞阿拉伯共和國」，http://www.mofa.gov.tw/Mobile/Country_DetailData.aspx?s=53182B822F41 

930C，查閱日期：2015 年 12 月 31 日）。 
69

 美國民調機構 Gallup 在一份調查民眾對是否同意美國軍事介入敘利亞政府使用化學武器問題，

結果相較於 36%的民眾贊成，有高達 51%的民眾表示反對，這也創下該機構 20 年以來針對類及

議題所作的調查中民眾反對美國軍事干預的最高比例（資料來源：Gallup. 2015. “U.S. Support for 

Action in Syria Is Low vs. Past Conflicts.” http://www.gallup.com/poll/164282/support-syria-action-
lower-past-conflicts.aspx(December 3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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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伊拉克內戰與伊斯蘭國 

2013 年，由敘利亞反政府組織「大敘利亞人民保護陣線（al-Nusra Front）」

及伊拉克境內的「蓋達組織（Al-Qaeda）」分支「伊拉克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n Iraq）」結合成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 ISIL）」（張至涵 2014 1）。2014 年 6 月，ISIL 成立以建立一個根據伊斯

蘭教法、由單一政治與宗教領袖所統治的「哈里發國」為目標的「伊斯蘭國

（Islamic State, IS）」（BBC 2014）。隨著伊斯蘭國攻下伊拉克北部大城蘇摩爾

（Mosul）近逼巴格達，且發生亞茲迪（Yazidi）人為逃離戰火被伊斯蘭國圍困在

辛賈爾山的屠殺事件後，英美聯軍開始對伊拉克北部的伊斯蘭國展開空襲。9 月

10 日，歐巴馬總統發表全國演說中表示，美國將「削弱 IS 作戰能力，最終殲滅

這個極端主義組織」；但也同時強調對伊斯蘭國的作戰係「以我們的空中打擊力

量配合對友軍地面部隊的支援」、「不會再讓美國陷入另一場地面戰爭」

（White House 2014）。9 月 22 日迄今，以美國為首的聯軍70開始對伊斯蘭國所

在地持續實施空襲行動，但伊斯蘭國仍憑藉包括石油出口在內等方式獲得充沛資

金71而繼續擴張在伊拉克及敘利亞境內的占領區、以慘忍的手段透過網路將處決

包括美國人質在內的影像傳送至世界各地並展開恐怖攻擊行動，歐巴馬總統仍多

次強調不會派出地面部隊對伊拉克進行作戰（Reuters 2015）。雖然歐巴馬總統不

斷強調與伊斯蘭國係處於「戰爭狀況」，但仍將軍事介入的規模限制在「空襲」

及「軍事支援」等範圍，並不符合「戰爭型軍事行動」中「大規模戰鬥：攻擊/防

禦/封鎖」等要件；故本研究將美國介入伊拉克、敘利亞的內戰以及伊斯蘭國的崛

起的干涉措施列為「准軍事行動」。 

 

肆、2014 年葉門內戰 

2011 年，葉門總統薩利赫為了平息國際與國內反彈的聲浪，將政權交給副總

統哈迪（Hadi）。然而學者趙文濤（2015）認為，新組建的政府缺乏政治上的自

                                                      
70

 除了西方國家外，阿拉伯國家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巴林、埃及、伊拉克、約旦、科威特、黎巴

嫩、阿曼、卡塔爾和阿聯酋等十個國家同意協助美國對伊斯蘭國的軍事行動（資料來源：BBC

中 文 網 ， 2014 ， 「 阿 拉 伯 十 國 願 助 美 國 打 擊 伊 斯 蘭 國 」 ，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4/09/140912_is-crisis_arabs_join_us_fight，查閱日

期：2015/12/21）。 
71

 依經濟學人（Economist Newspaper）報導，伊斯蘭國主要收入來源包括出售石油、勒索、徵稅、

出售古文物及綁架等（資源來源：天下雜誌，2015，「全球最會賺錢的恐怖組織 伊斯蘭國的資

金從哪來」，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3584，查詢日期：2015/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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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被認為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利益代言人，無法得到葉門境內的反政府武裝

和廣大民眾的信任。因此，葉門國內的叛亂團體胡塞什葉派武裝組織（Houthi 

Shi’ite rebels）於 2014 年攻佔了葉門首都並占領總統府；總統哈迪逃至原南葉門

首都亞丁，並展開了胡塞武裝組織與葉門政府間的內戰。在這場內戰中，以沙烏

地阿拉伯為首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等十

國的聯軍支持葉門政府，並對胡塞武裝組織發起名為「果斷風暴行動（Operation 

Decisive Storm）」的軍事行動；同時，伊朗也對胡塞武裝組織提出了聲援，並派

遣了兩艘軍艦至旦丁灣72。 

美國在葉門 2014 年爆發內戰期間聲明表示希望雙方停火，並透過外交談判

方式取得協議（Klapper and Al-Haj 2015）。另外至目前（2015 年 12 月）為止並

無資料顯示有直接介入該衝突，但對沙烏地阿拉伯所領導的聯軍提供軍事情報及

後勤的支援（Stewart  2015）。在美國並未直接參與對葉門內戰干預的軍事行動

情況下，美國對對沙烏地阿拉伯的情報支援到底屬於干涉的何種型式相當難以界

定；但美國透過情報的提供或武器的輸送強化沙烏地阿拉伯干預葉門內戰的軍事

力量，顯然影響了該國內戰的情勢。故本研究仍將美國干涉該軍事衝突的外交政

策工具歸納為「准軍事行動」的範疇。 

 

伍、結束阿富汗戰爭 

2014 年 12 月 28 日，美軍與北約盟軍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Kabul）舉行降

旗儀式，結束了自 2001 年 10 月 7 日展開，為期 13 年美國最長的戰爭。歐巴馬

總統於 2014 日 5 月 27 日曾表示戰爭結束後，將會持續駐守 9800 人的美軍協助

訓練阿富汗軍隊並支持反恐作戰，並於 2016 年前全部撤出，只留下數百人的安

全部門（CNN 2014）。但隨著美軍撤軍後內部動盪持續擴大，歐巴馬總統於及

2015 年 3 月 24 日及 10 月 15 日兩度宣佈延後美軍撤出阿富汗的期程 。阿富汗戰

爭結束後，美國仍持續駐軍協助阿富汗執行反恐任務，故本研究將美國對阿富汗

干涉的外交政策歸納為「准軍事干預」。 

美國自 2008 年起由於頁岩油開採技術的突破而使得石油產量進入「高速擴

                                                      
72

 依據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13 年對國會的報告中指出，在配合葉門海岸警衛隊的檢查工作中發現

顯然是由伊朗提供的武器（資料來源：White House. 2013. “Letter from the President -- Regarding 

the War Powers Resolution.”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6/14/letter-
president-regarding-war-powers-resolution(December 3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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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期」，並可望於 2035 年前達到石油自主的目標；另一方面，歐巴馬總統也於

2015 年簽署一份法案，解除了美國持續了 40 年的石油出口禁令（世界新聞網，

2015）；在此同時，美國在中東的干涉措施較前一時期也有所調整。從本節的探

討中發現（如表 3.5），美國從 2008 年起陸續結束了自 2001 年及 2003 年展開的

兩場大型戰爭，也降低了對阿富汗及伊拉克的干涉程度。在其它的干涉行動中，

雖然是以准軍事行動為主（80%），但除了對引發全球恐慌的「伊斯蘭國」採取

直接空襲行動外，其它的准軍事行動與前一時期相較多是屬於低程度的准軍事干

預，如在葉門內戰中僅提供阿拉伯聯軍情報及勤務的支援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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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高速擴張期」（2008年迄今）美國對中東重大軍事衝突所採取的干涉

措施 

事件 美國立場 干預方式 政策工具 

2001 年阿富汗戰爭 於 2014 年結束

作戰任務 

協助阿富汗軍隊訓練

及反恐作戰支援 

准軍事行動 

2003 年伊拉克戰爭 於 2011 年結束

作戰任務 

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 援助工具 

2011 年敍利亞內戰 要求阿塞得下台 配合盟友實施政治及

經濟制裁 

援助工具 

伊拉克內戰 協助伊拉克平亂 提供伊拉克武器 准軍事行動 

伊斯蘭國崛起 削弱並最終摧毀

伊斯蘭國 

對伊斯蘭國進行空襲

行動 

准軍事行動 

2014 年葉門內戰 雙方停火 提供阿拉伯聯軍情報

支援及武器 

准軍事行動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將美國於本時期在中東所採取的干涉措施與美國石油產量趨勢比較後（如圖

3.9），可以發現在 2008 年起美國石油產量出現顯著上升，而美國對中東干涉程

度則較前一時期有下降的情形。在衰退期間美國的干涉措施以准軍事行動為主

（72%），其次為軍事行動（28%）；而在本節所探討 2008 年以後中東地區所發

生 6 次跨國軍事衝突中，美國採取准軍事行動進行干涉的機率下降至 67%、在石

油穩定成長期間主要採用的「援助」工具，則再次於本階段中成為重要的外交政

策工具選項（33%）。在戰爭型「軍事行動」的外交政策工具方面，由於歐巴馬

總統上任後曾多次強調不會再派遣地面部隊進入中東以致再度陷入戰爭泥淖，故

本時期尚無戰爭型軍事行動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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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高速擴張期（2008迄今）石油產量變化與美國干涉中東事務程度 

 

資源來源：作者自行整理繪製 

 

小結 

石油安全一直是美國在中東的重要利益，也影響了美國的政策方向。透過本

章的研究可以發現（如表 3.6），美國在因應中東地區的跨國重大軍事衝突事件

時，最常採取的外交政策工具是「准軍事行動」（61%），主要的干涉方式則為

非例行性的與針對性的提供軍事與經濟援助，包括在衝突期間提供衝突的一方

（或雙方）足以影響戰局的武器或情報支援等；如美國在第四次中東戰爭初期以

色列遭受突襲而居於劣勢時，美國執行「五分錢行動」以大量運輸機載運武器使

以色列得以能扭轉局勢即為一例；或是以非戰爭形式採取有限的如空襲、反叛亂

的小型軍事行動，如在 1958 年伊拉克政變後派兵進入黎巴嫩打擊反政府組織或

1990 年波斯灣戰爭後多次以伊拉克違反聯合國規定為由進行空襲行動等均屬「准

軍事行動」。其次為「援助工具」（22%），美國透過經濟、政治制裁等方式進

行施壓，如在蘇伊士運河危機及敘利亞內戰期間對英國及敘利亞採取經濟制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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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即是；或是透過平時軍事與經濟的援助強化某國的軍事力量或衝突後以援助

的方式協助訓練軍隊，如美國平時對以色列所提供的經濟與軍事援助造成以色列

有能力採取先發制人的攻擊與伊拉克戰爭以後美國協助武裝及訓練伊拉克軍隊即

為援助的例子。再次則是採取戰爭型的軍事行動（13%），以大規模包括地面部

隊的正規軍事力量對某國進行攻擊、防禦及封鎖等軍事行動，如 1990 年的波斯

灣戰爭、2001 年的阿富汗戰爭及 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等。而「政治工具」並未

成為在跨國軍事衝突事件中的最終解決手段；這並非指美國不使用政治工具作為

干涉的措施，而是政治工具往往難以停止已擴大成為跨國軍事衝突的爭議，或政

治工具有時甚至成為軍事衝突的原因，如美國在聯合國大力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

坦建國的 181 號決議案，並在以色列建國後隨即給予外交承認，導致了阿拉伯國

家於 1948 年組成聯軍對以色列發動攻擊即為明顯的例子。 

 

表 3.6  1947年以後美國對中東地區發生跨國重大軍事衝突時所採取的干涉措施 

事件 美國態度 干預方式 政策工具 

穩
定
成
長
期 

1948 年第一次

中東戰爭 

中立但傾向支持

以色列 
經濟援助以色列 援助 

1956 年第二次

中東戰爭 

英法撤軍、以埃

停火 
對英國經濟制裁 援助 

1958 年黎巴嫩

危機與伊拉克

革命 

支持黎巴嫩政府

並阻止伊拉克革

命擴散 

出兵黎巴嫩協助反叛

亂，並向伊拉克展現武

力施壓 

准軍事行動 

1962 北葉門革

命 

支持沙烏地阿拉

伯 
針對性提供武器 准軍事干預 

1967 年第三次

中東戰爭 
中立 經常性對雙方提供軍售 援助 

1970 年約旦危

機 
支持約旦 計畫藉由以色列出兵 准軍事干預 

衰
退

期 

1973 年第四次

中東戰爭 
支持以色列 提供以色列武器 准軍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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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蘇聯入

侵阿富汗 
協助反抗軍 提供反抗軍武器 准軍事行動 

1980-1988 年兩

伊戰爭 
雙軌政策 武器援助 准軍事行動 

1982 以色列入

侵黎巴嫩 
支持以色列 

出兵監督巴解撤離黎巴

嫩 
准軍事行動 

1983 年南黎巴

嫩衝突 
支持政府軍 對敘利亞陣地砲擊 准軍事行動 

1991 年波斯灣

戰爭 
支持科威特 出兵攻打伊拉克 軍事行動 

1993 年南方守

望行動 

強制伊拉克接受

聯合國禁航命令 
空襲伊拉克陣地 准軍事行動 

1998 年沙漠之

狐行動 

強制伊拉克接受

聯合國武檢 
空襲伊拉克 准軍事行動 

2001-2014 年阿

富汗戰爭 
推翻塔利班政權 出兵攻打阿富汗 軍事行動 

2003-2010 年伊

拉克戰爭 
推翻海珊政權 出兵攻打伊拉克 軍事行動 

2006 年黎以戰

爭 
支持以色列 國際場合宣布支持 政治工具 

高
速
擴
張
期 

2001 年阿富汗

戰爭 

於 2014 年結束作

戰任務 

協助阿富汗軍隊訓練及

反恐作戰支援 
准軍事行動 

2003 年伊拉克

戰爭 

於 2011 年結束作

戰任務 
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 援助工具 

2011 年敍利亞

內戰 
要求阿塞得下台 

配合盟友實施政治及經

濟制裁 
援助工具 

2011 年伊拉克

內戰 
協助伊拉克平亂 提供伊拉克武器 准軍事行動 

2013 年伊斯蘭 削弱並最終摧毀 對伊斯蘭國進行空襲行 准軍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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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崛起 伊斯蘭國 動 

2014 年葉門內

戰 
雙方停火 

提供阿拉伯聯軍情報支

援及武器 
准軍事行動 

資源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若以石油產量期間區分（如表 3.7），穩定成長期間（1949-1970 年）最主要

的干涉手段是援助工具與准軍事行動（各 50%）。衰退期（1970 年-2008 年）期

間最主要的干涉手段為准軍事行動（64%）及戰爭型軍事行動（27%）。在快速

擴張期（2008 迄今）中，准軍事行動為主要干涉手段（67%）、其次為援助工具

（33%），並且在這個階段中結束了兩場在上個時期所發動的戰爭。以干涉的程

度區分，涉入程度最高的戰爭型軍事行動計有三次，均出現於石油產量衰退期、

而採取涉入程度僅次於軍事行動的「准軍事行動」，其機率最高（73%）也是出

現在衰退期中。而涉入程度較低的「援助工具」則出現於石油產量增加的「穩定

成長期」與「高速擴張期」，在衰退期中則並未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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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美國於 1949-2015年期間在中東地區所干涉的重大衝突事件統計表 

石油產量階段 外交 援助 
准軍事 

行動 
軍事行動 總次數 

穩定成長期 0 3 3 0 
6 

比例 0% 50% 50% 0% 

衰退期 1 0 7 3 
11 

比例 9% 0% 64% 27% 

快速擴張期 0 2 4 0 
6 

比例 0% 33% 67% 0% 

合計 
1 5 14 3 

23 
4% 22% 61% 1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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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將外交政策工具依干涉強度依政治工具 10 分、援助工具 20 分、准

軍事行動 30 分及軍事行動 40 分之比例予以量化，再乘上該政策工具於當時期中

所出現的機率（如表 3.8）可以發現，美國在其國內石油產量上升時對中東發生

重大跨國衝突事件的干涉強度較低；反之，美國石油產量下滑時，美國則傾向採

取較強烈的干涉措施以因應中東的重大軍事衝突。 

 
表 3.8  不同石油產量階段與美國介入中東跨國軍事衝突的干涉強度 

石油產量變化 工具 比例 小計 干涉強度 

穩定成長期 

政治 10 0 0 

25 
援助 20 0.5 10 

准軍事 30 0.5 15 

軍事 40 0 0 

衰退期 

政治 10 0.09 0.9 

30.9 
援助 20 0 0 

准軍事 30 0.64 19.2 

軍事 40 0.27 10.8 

高速成長期 

政治 10 0 0 

26.7 
援助 20 0.33 6.6 

准軍事 30 0.67 20.1 

軍事 40 0 0 

資源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本章的研究可以發現美國石油產量下滑期間，其在中東地區發生重大跨國

軍事衝突事件時採用軍事或准軍事行動的機率較高；而隨而美國國內石油產量上

升，採取軍事或准軍事行動的機率則較低。而彈性較大的准軍事行動則是美國最

普遍使用的干涉方式，不論在石油產量高低時期，都是美國優先選擇的干涉工具，

但仍以石油產量下滑期間所採行的機率較高。但考量到這類型的干涉通常是屬於

高度機密的行動，不能排除有未公開的行動未被列入本研究，如 1953 年美國與

英國密謀在伊朗發動政變推翻民選政府的行動，直到幾近年才由美國政府公開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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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73。 

雖然美國一再強調中東地區石油對美國石油安全的重要性，但考量中東地區

政局的高度不穩定性，美國自 1977 年後就持續降低並控制其自中東地區進口石

油在其進口石油結構中的比重（如圖 3. 10）。故在石油產量衰退期間美國對進口

石油需求增加情況下，美國選擇透過自非中東地區進口石油來滿足國內增加的石

油消費需求；甚至在 2008 年以後美國石油產量大增使得無需再進口那麼多石油

時，美國優先調節的進口來源也是非中東地區的石油，而非先降低來自不穩定的

中東地區。再進一步探討美國自 2008 年以後進口石油數量大幅減少，至 2014 年

平均每日降低了 3671 桶/日（如表 3.9），而美國 2014 年自中東地區所進口的石

油量不過 3018 桶/日。由此可見若美國單純以石油安全的議題來考量，那麼自

2008 年起美國石油產量的增加數量就足以 100%取代對中東地區的石油消費，而

實際上美國卻僅調節了中東地區 2.3%進口量；由此可見美國藉由進口來源多元化

的能源安全政策及頁岩油開發技術的突破所增加的石油產量，將使中東地區在未

來若再次發生影響石油輸出的事件時應不致於對美國的能源安全產生如同 1974

年石油危機般重大的衝擊。 

  

                                                      
73

 如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直到 2011 年的解密文件中才正式公開介入

伊朗政變的行動。（資源來源：CNN, http://edition.cnn.com/2013/08/19/politics/cia-iran-1953-

coup/index.html，查詢日期：201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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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美國自中東地區國家進口石油占總進口比例 

 

資料來源：EIA. 2015. http://www.eia.gov/dnav/pet/hist/LeafHandler.ashx?n=PET&s= 

MCRFPUS2&f=A(December 2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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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美國 2008年以後石油每日平均進口量 

年 度 

自中東地

區進口量 

占總進口

百 分 比 

自非中東地區

進 口 量 

占總進口

百 分 比 總進口量 

2008 3018  23.4% 9871  76.6% 12889  

2009 2209  19.0% 9431  81.0% 11641  

2010 2288  19.4% 9502  80.6% 11790  

2011 2219  19.4% 9201  80.6% 11420  

2012 2448  23.1% 8141  76.9% 10589  

2013 2171  22.0% 7678  78.0% 9849  

2014 1963  21.3% 7255  78.7% 9218  

總減少量 1055  2616  3671 

資料來源：EIA. 2015. http://www.eia.gov/dnav/pet/hist/LeafHandler.ashx?n=PET&s= 

MCRFPUS2&f=A(December 29, 2015). 

 

因此，在本章的研究中發現美國石油產量對其干涉中東跨國軍事衝突所運用

的外交政策工具是有所影響的。在石油產量減少的情況下，美國會傾向使用介入

程度較高的外交政策工具；石油產量增加時，將傾向使用介入程度較低的外交政

策工具。再者觀察美國自中東地區進口石油數量的變化（如圖 3.11），可以發現

美國對中東地區跨國軍事衝突所採取的干涉措施與美國自該地區進口石油的比例

的變化並無明顯的關係；如經過 1990 年的波斯灣戰爭、2001 年的阿富汗戰爭及

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等高度干涉的戰爭型軍事行動後，美國自中東地區進口石油

比例並沒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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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美國自中東地區進口石油比例與干涉跨國軍事衝突程度對照 

 

資源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從本章的研究中發現，石油產量的增加使美國降低對中東地區發生跨國重大

軍事衝突的干涉程度，但美國介入中東事務的原因卻非為了維持中東石油的進口，

而美國在中東所採取的干涉措施也並非為了增加自中東進口石油的數量。因此，

在頁岩油增加美國石油產量的趨勢下，美國將降低對中東事務的干涉程度。但美

國對中東的介入並不是為了確保石油的來源，因為開採頁岩油所增加的產量已可 

取代美國自中東進口的石油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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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美國擁有豐富的石油儲量及產量，也是世界上用現代方法開採具有商業價值

石油的第一個國家。在 1860 至 1950 年近一個世紀的時間中，其石油產量居世界

之首，1860 年美國年產量為 50 萬桶，占世界總產量的 98.4％。隨著世界各地油

田不斷的被發現，美國石油占全球產量比重持續下滑，但至到 1950 年，美國石

油日產量為 590 萬桶，所占世界總產量比例還是高達 57％。20 世紀 40 年代，中

東地區陸續發現超大油田，至 1970 年中東的石油儲量已達 466 億噸，占當年世

界儲量的 63%。1948 年至 1972 年期間，世界上每發現十桶石油中，即有 7 桶是

位於中東地區；到 1972 年中東首次超過北美而居世界石油產量之冠，達世界石

油產量的 34%；而同期美國占世界石油總產量則從 64%掉到 22%；中東石油產量

此時超過美國，開始逐步取代美洲成為世界石油供應中心。 

美國擁有豐富的石油儲量，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儲量 即達到 485 億桶，占目前

世界總探明量的 2.9%，居世界第 9 位；但同時也是世界上石油消費量最大的國家，

平均每日消費 1903 萬桶石油。同樣是已開發國家，美國 2014 年人口為 3.189 億，

日本為 1.268 億；美國人口約為日本的 2.5 倍，但石油消耗量卻是日本的 4.4 倍。

如此高的石油消費需求使得美國即使擁有目前全球最大的石油產量，但仍必需透

過大量進口國外生產的石油以維持其國家及霸權體系的運轉。 

美國的石油產量歷經「穩定成長（1859-1970 年）」、「衰退（1970-2008 年）」

及「快速擴張（2008 年迄今）」等三個階段。在穩定成長期中，美國石油產量占

全球總產量的比重出現明顯的變化：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石油產量平均達

全球 65%以上，一直到 1950 年還保持在 50%以上的比例。此時美國石油產量雖

然還是逐年提升，且產量仍居全球之冠；但美國產量占全球比重逐卻年降低，至

1970 年時，在中東石油產量大幅增加的情況下，美國石油產量占全球的比重僅達

23.5%；不僅如此，在強大石油消費的需求帶動下，美國自 1948 年起進口石油的

數量已超越其國內石油產量，使美國成為淨進口國家。由於擔心不斷增加的廉價

進口石油將對國內石油生產的衝擊，艾森豪政府於 1959 年實施強制性的「進口

配額制度」，將進口石油限制在國內消費量的 12%。此時中東地區的石油占總進

口的比重並不高，1960 年時占總進口量佔 16.2%、至 1970 年更僅達 4.1%。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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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政府即已發覺石油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但由於當時

國外進口石油低廉的價格及國內石油產量仍不斷上升，使得「能源安全」的理念

仍是口號大於實質的義意。 

在衰退期中，美國石油產量在 1970 年創下每日 963 萬桶的記錄以後便開始

逐年下降，至 2008 年的低點為每日 500 萬桶，幾乎僅剩 1970 年產量的一半；也

使得美國石油占全球的比重更進一步降低至 6%。雖然此階段中石油消費量並沒

有太大的增加，但由於產量減少，所以使得需求與生產間的落差進一步加大，到

2005 年更有高達 62%的國內石油消費是依靠進口。1970 年，尼克森總統根據美

國國內石油需求及生產差距決定進口配額，使得 1971-1972 年間美國石油進口量

成長了 40%；同時也基於美國政府對油價的控制，以至於油商轉而向中東地區進

口低成本的石油以保持獲利空間。再者，尼克森總統在 1973 年又進一步取消了

從艾森豪時期開始實施的石油進口配額管制，這些因素使得 1970 年至 1977 年期

間，美國自中東國家所進口的石油量大幅增加，其占總進口比例在 7 年內從 4.1%

上升至 38.2%。 

在高速擴張期中，由於頁岩油技術的突破，美國石油產量由 2008 年的每日

500 萬桶至 2015 年 6 月已達到每日 929 萬桶的產量，甚至於 2014 年超越沙烏地

阿拉伯成為全球產量最大的國家。這個階段中的美國石油消費保持穩定的微幅成

長，加上快速增加的石油產量，使得美國對進口石油的依賴程度大幅降低，並出

現自 1985 年以來最低的進口數量。而其中來自中東地區的石油比例雖然有小幅

減少，但基本上並未有明顯的變化。 

頁岩油是美國石油產量快速成長的關鍵因素，甚至有國際能源機構樂觀的預

測能在 2035 年達成從 1973 年由尼克森總統許下的「能源獨立」理想。頁岩油的

開發與量產增加了就業人數，也使美國的貿易逆差來到了 2010 年以來的新低。

石油產量的大幅增加使美國有能力出口石油產品，對改善美國長久以來嚴重的貿

易赤字有相當的幫助。但頁岩油及頁岩油氣也帶來了對環境及經濟可能造成的衝

擊，包括需要耗費大量的水資源、產生具有毒素的廢水及可能會引發地層錯動或

地震等影響。再者，由於頁岩油開發的成本較傳統石油高，一旦當油價過低，導

致開發商利潤遭到壓縮時，也都可能影響到未來在頁岩油上開發的意願。 

中東地區除了得天獨厚的豐富石油資源，位居歐亞非陸橋並扼制蘇伊士運河、

曼達布海峽及荷姆茲海峽等交通要衝的關鍵戰略地理位置，在冷戰期間美蘇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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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霸權地位的國際局勢中，更是具有絕對戰略價值的兵家必爭之地。在 2014

年美國全年對外軍事援助預算的 590 億美元之中，近東國家就包辦了前六名，可

見中東地區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及重要性並未隨著冷戰的結束而降低。「確保持續

不斷地獲得石油資源」是美國在波斯灣地區的首要目標，而「石油產量充足」、

「價格合理」、「海上石油運輸線安全可靠」及「產油國願意向美國和其它西方國

家提供充足和低價的石油產品」等因素是要達成這個目標的關鍵要素，而美國政

府即透過「政治」、「援助」、「准軍事行動」及「軍事行動」等外交政策工具來確

保這些關鍵要素的成立。 

經本研究針對美國在不同石油產量階段中對中東發生重大的跨國軍事衝突所

採取的干涉措施討探中發現以下幾點結果： 

一、美國石油產量會影響美國對中東地區發生重大跨國軍事衝突時所採取的

外交政策工具傾向。石油產量呈現上升趨勢時，美國傾向使用干涉程度較低的外

交政策工具；反之，在石油產量下滑時，美國會傾向使用干涉程度較高的外交政

策工具作為因應。是以目前美國石油產量在頁岩油開採技術破突下出現快速的成

長，在成長的趨勢不變的前提下，美國會降低在中東地區發生軍事衝突時的干涉

程度，強化外交斡旋、經濟援助或制裁，並透過對地區代理人進行軍事援助、武

器轉移等方式進行干涉；或以小規模、有限度的非戰爭型准軍事行動，如空襲、

突擊、反恐作戰方式進行對中東事務的干涉，避免擴大為戰爭型的軍事行動。 

二、雖然美國不斷強調中東地區石油對美國石油安全的重要性，美國必要時

會運用軍事力量確保美國在此一地區的利益；但本研究發現中東地區的石油占美

國進口石油的比例並未隨著美國干預中東事務而受到影響。且中東地區出口至美

國的石油量不及 2008 年後美國因頁岩油開採技術突破所增加的石油產量；意即

中東地區的石油對美國而言並非無法取代的。美國之所以持續介入中東事務的運

作，其目的並非在維護本身對石油安全的考量，其真正的目的有待後續研究進行

探討。 

頁岩油的開採目前仍有許多問題待克服，如對環境的破壞、開採成本較傳統

石油高等，都會影響頁岩油的發展；加以美國石油出口的禁令解除，勢必對國際

石油市場的石油價格造成衝擊。若石油價格持續低迷，將使得頁岩油業者無法與

傳統石油業者競爭而離開市場，屆時將影響美國頁岩油產業的發展與石油產量。

故現階段中東地區的石油戰略價值在頁岩油榮景下有降低的趨勢，但在頁岩油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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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成本尚無法與傳統石油業者競爭，及對環境衝擊的疑慮無法解除時，美國仍不

能輕易放棄對中東地區的主導地位；但中東地區政治局勢的高度不穩定性讓美國

為維持在中東地區的利益必須付出昂貴的政治及經濟的成本。是故本研究認為美

國在石油產量的支撐下，將限縮其干涉中東事務的範圍及深度；但頁岩油發展的

不確定性以及中東地區在全球石油供應格局中無可取代的位置，仍然會讓美國有

可承擔的成本下以強化對代理人援助的模式持續維持在中東地區的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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