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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的郑功博士认为，美国为建立

二战后的石油霸权，在沙特和伊朗取代了英国对石油的控制权；

将石油计划运用于二战后重建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掌握了中

东石油开发的主导权，而且通过马歇尔计划逐步控制了欧洲的

经济命脉；通过 1956 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即“第二

次中东战争”，把英法两国的势力彻底赶出中东地区。

在上世纪 50 年代，美国建立起外号为“石油七姐妹”的七

家跨国石油公司（埃克森公司、美孚公司、英国石油公司、英

荷皇家壳牌公司、德士谷、海湾和雪佛龙）联合经营中东石油

和控制中东产油国的机制，这一机制直到 1974 年第一次石油危

机爆发时才有所动摇。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对中东石油经

济的研究，中东产油国与美国的关系不仅体现在“石油换安全”，

更重要的是中东石油在很大程度上稳固、支撑了美元霸权。

1944 年 7 月，西方主要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

会议上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

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但美元无法既充当国

内货币，又充当世界货币。到上世纪 70 年代初，因其他国家大

量兑换美国储备的黄金，迫使美元最终与黄金脱钩。

在这一紧要关头，中东产油国出手了。1973 年，美国与

OPEC 达成协议，美国以接受 OPEC 存在为交换条件，使石油

输出国最终答应“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从而使美元挂上了

更具战略价值的“黑金”——石油。通过将美元与石油定价挂钩，

美国将原本存在缺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转换为以石油为基础

的美元交易体系。

至此，美国与中东产油国结成了“利益共谋集团”——在“中

东石油用美元计价”的背景下，石油价格越高，非产油国支付

的美元越多，世界就越需要美国印刷更多的美元钞票。石油消

费国为购买石油，不得不加大储备美元，由此美元作为国际流

通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反而上升了。

石油经济“双刃剑”

当美国通过控制中东石油来称霸世界的时候，石油经济对

于中东本身却成了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中东产油国因为石油而一度赚得盆满钵满，并逐

步拥有话语权。

尤其在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产油国对西方进

行石油禁运，导致国际油价持续暴涨。仅 1973 年至 1981 年，

国际油价便上涨了 20 倍。1973 年之后，阿拉伯产油国仅通过

提价一项，就使石油收入从 1973 年的 300 亿美元猛增到 1974

年的 1100 亿美元。另有统计表明，1972 年至 1980 年期间，伊

朗的石油收入增长了 30 倍；伊拉克的增幅更是达到了 50 倍，

从 5.75 亿美元增加到 260 亿美元。

21 世纪以来的几轮油价大幅上涨依然如此。石油收入剧增

也使得以沙特为首的海湾产油国逐渐取代非产油国埃及，成为

中东新的财富中心并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2011 年中东剧变

　　短期来看，高油价使昔日贫困落后的中东产油国一夜暴富，由落后贫困的部

落经济社会一步跨入生活优裕的“后工业时代”。但高度依赖石油的经济，却让整个
社会发展犹如“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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