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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后 , 在以摩萨台 (Mohammad Musaddiq) 为首

的民族主义力量的推动下 , 伊朗兴起了波澜壮阔的石

油国有化运动 , 由于这次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英国

人 , 所以它遭到英国的强烈抵制和反对。起初美国对

伊朗摩萨台政府的行动是持同情甚至是支持态度的 ,

但是出于和苏联进行冷战的需要 , 在伊朗局势日益恶

化的情况下 , 美国迅速改变了自己的政策 , 和英国一

道把伊朗摩萨台政府推翻 , 并最终按照自己的意图解

决了伊朗的石油国有化危机。伊朗石油国有化危机过

后 , 英国失去了它对伊朗事务的长期主导 , 而美国则

一跃成为对伊朗拥有绝对影响力的外部国家。

一、伊朗石油国有化危机

伊朗是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 , 但是因为近现

代国家的贫弱和技术的落后 , 最先从伊朗石油中受益

的却是英国人。在 20世纪 20年代初期 , 英国人就涉

入了伊朗的石油业 , 建立了“英波石油公司”, 即后来

的“英伊石油公司”的前身。英伊石油公司是 40年代

以及 50年代初期英国垄断资本在海外最大的企业 ,

它犹如是在伊朗的国中之国 : 拥有的租让权土地占伊

朗领土的 16% ; 年产石油 3000万吨 , 占中东石油产量

的 36. 4% ; 在 1914 - 1950年间 , 公司从伊朗榨取的利

润高达 50亿美元 ; 有自己的机场、铁路、港口和电讯

设施 ; 还建有武装警察等。[ 1 ] (p147)
在英伊石油公司中 ,

英国政府占有很大的股份 , 通过这个机构 , 英国把伊

朗石油收益的绝大部分都据为己有。英国人通过垄断

伊朗石油 , 在 1950年 , 公司实现利润几近 2亿英镑 ,

英国政府作为税收得到 5000万英镑 , 但是伊朗政府

仅仅获得 1600万英镑的收入。在公司高层中也没有

伊朗人 , 而且如果伊朗要从公司购买石油的话 , 出价

比英国还要高 , 也比从苏联进口要贵。[ 2 ] (p19)
在 40年代

后期 , 伊朗经济陷入了困境。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

济 , 伊朗议会于 1949年通过了一个 7年发展计划 , 而

要完成该计划每年需要 5800万美元 , 当时伊朗决策

者把资金来源寄托在伊朗的石油收入以及外部援助

上。但是因为伊朗局势的动荡 , 美国仅仅向伊朗提供

了 1000万美元的援助。[ 3 ] (p174 - 175)
深受资金匮乏之苦的

伊朗就更加地依赖自己的石油收入 , 在这种情况下 ,

伊朗政府希望能与英伊石油公司签署一个新的利润分

成协议 , 大幅度增加伊朗政府的收入 , 但是遭到公司

的拒绝 , 这让伊朗人非常愤恨 , 他们认为 , 只要把已

经剥削伊朗多年的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 , 伊朗所面临

的经济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 于是从 40年代后期起 , 伊

朗的石油国有化运动便日益高涨起来 , 英伊关系也随

之迅速恶化。

为了获得伊朗亲英势力的支持 , 当时的伊朗首相

拉兹马拉在与英国人的谈判中无法采取强硬立场 , 但

是顾及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 又不能对英国人采取妥

协之势 , 这样他就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 其行动自由也

直线下降。1951年 2月 10日 , 英国人通知拉兹马拉 ,

说准备与伊朗达成一个收入均分的新石油协议 , 而且

还说为了满足伊政府的开支 , 他们还可提前支付给伊

朗一大笔钱。但是此时伊朗民众的情绪已经不可遏

制 , 拉兹马拉面对强大的石油国有化呼吁 , 他也不敢

贸然接受英国的这一建议。[ 4 ] (p92)
尽管如此 , 拉兹马拉

对英国的暧昧态度还是招致灭顶之灾 , 1951年 3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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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他被刺身亡 , 随后巴列维不顾民意的反对 , 执意

让忠于自己的阿拉 (A la)出任新首相。

新任首相阿拉因为不能控制局势旋即被迫辞职 ,

这时伊朗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边缘。其实这时首相最

众望所归的人选是摩萨台。在石油国有化运动风起云

涌之际 , 摩萨台于 1949年 10月组织成立了民族阵线 ,

要求政治改革和对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的资产实行国

有化。民族阵线迅速得到人民的认同 , 并在接下来的

第 16届议会选举中获得了 8个席位。此后在以摩萨台

为首的伊朗石油委员会的领导下 , 石油国有化运动更

加高涨 , 伊朗局势愈加不可收拾。1951年 3月 7日首

相拉兹马拉遇刺身亡后 , 巴列维国王违背民意 , 让侯

赛因·阿拉继任 , 这引发了德黑兰的大动荡。万般无

奈之下 , 巴列维被迫于 1951年 4月 29日任命摩萨台

为首相。在摩萨台的推动下 , 巴列维于 5月 2日签署

了石油工业国有化法案 , 这就使得对英伊石油公司实

施国有化有了法律依据。伊朗的上述举措使得英伊关

系陷入了交恶之中 , 为了抵制伊朗的石油国有化 , 英

国还关闭了阿巴丹炼油厂 , 要求任何国家或公司不要

购买伊朗石油 , 伊朗也因此被排挤出世界石油市场。

在与摩萨台等坚持石油国有化的势力商谈无效后 , 推

翻摩萨台政府、让亲英分子取而代之就成为英国的一

个目标。

二、美国对伊朗石油国有化危机的初始反应

在伊朗石油国有化进程伊始 , 杜鲁门政府对伊朗

人的行为是持赞同态度的。1947年 9月 , 美国驻伊朗

大使艾伦曾明确表示 : “伊朗的资源属于伊朗 ⋯⋯美

国人民完全支持他们 (伊朗人 ) 自己做出的选

择。”[ 3 ] (p175 - 176)
在石油国有化危机爆发后 , 美国驻伊大

使格莱迪 (Henry F. Grady)还把摩萨台看作是伊朗唯

一能抵制“共产主义威胁”的领导人而加以支持。杜鲁

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也都认为英国的现行政策已经

过时 , 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较为落后地区的社会变革

已经不可阻挡 , 他们因此认为 , 英国人应该认清大局 ,

对伊朗人做出一些让步 , 以鼓励那里的民族主义者与

西方合作 , 防止他们成为苏联的盟友。此外 , 美国人

这样做也有排挤英国在伊朗势力、企图获取那里的石

油等利益的打算。基于上述考虑 , 杜鲁门向英国人施

压 , 要求他们与伊朗谈判 , 谋求达成一个解决危机的

协议。[ 2 ] (p19 - 20)
但是当时杜鲁门政府对英伊冲突的态度

是相当复杂的 , 一方面 , 出于冷战和能源的考虑 , 美

国不愿舍弃伊朗 ; 另一方面 , 英国那时仍是美国最重

要的盟友 , 因此也不能因为伊朗而过度损害到美英关

系。

为了推动英伊冲突的早日解决 , 美国曾向英国人

建议按照当时国际石油界普遍的做法 , 在石油利润上

与伊朗五五分成 ; 1951年 7月艾奇逊还派遣特使哈里

曼到德黑兰调解英伊争端 , 但是在英国人不愿做出让

步、摩萨台不能做出妥协的情况下 , 美国人的努力没

有产生理想的结果。[ 5 ] ( ch8)
之后英国加强了对伊朗的经

济制裁。9月 27日 , 伊朗军队占领了英伊石油公司的

炼油厂 , 最后一批英国职员也随之撤离 , 英伊关系更

加恶化。

由英国发起的对伊朗的石油封锁及经济制裁把摩

萨台政府推入了困境 , 也使得伊朗陷入了危险的境

地。由于无法输出石油 , 伊朗就断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收入来源 , 伊朗石油工业到 1952年时已经瘫痪。万般

无奈之下 , 摩萨台在 1月 13日向美国发出紧急求助 ,

声言要是美国不能立即向伊朗提供援助的话 , 伊朗就

会很快崩溃 , 与苏联关系密切的人民党就很有可能要

接管伊朗政权。但是他的这一请求以及他所列举的危

言耸听的理由并没有得到杜鲁门政府的认同 , 美国方

面认为伊朗人民党当时上台的条件及时机均不具备 ,

并且还认为这时向伊朗提供援助不利于英伊冲突的早

日解决 , 伊朗经济也不大可能会很快稳定 , 而且这样

做还要得罪英国以及伊朗的王室和保守势力 , 因此杜

鲁门政府于 3月 20日宣布不能答应摩萨台的援助请

求。实际上这是美国政府向摩萨台政府施加积极解决

英伊冲突的压力。[ 6 ] (p53)

这一时期 , 民族解放运动席卷中东地区 , 伊朗石

油国有化运动迅速发展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浪潮。

同时 , 伊朗石油国有化还引发了巴林、沙特、伊拉克

等产油国的支持与响应 , 西方在中东的利益受到普遍

的威胁 , 美国也不能幸免。在这种情况下 , 美国的一

些石油公司纷纷要求政府采取措施 , 压制中东日趋高

涨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总体而言 , 在杜鲁门政府时

期 , 美国对摩萨台政府的态度还是比较缓和的。虽然

英国政府一再呼吁要把摩萨台赶下台 , 但是美国并没

有为此而与英国人进行富有实质性的合作 , 相反 , 当

1951年 9月英国打算用武力占领伊朗产油区以迫使伊

朗政府让步时 , 杜鲁门还给予了明确的反对 , 迫使艾

德礼首相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但是随着艾森豪威尔

总台的上台 , 美国对伊朗摩萨台政府的态度发生了重

大变化。

三、美国对伊朗石油国有化危机的立场改变

1953年 1月 , 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新一届总统 ,

这届政府的上台给美国的伊朗政策带来重大变化。事

实上 , 艾森豪威尔在 1952年当选为美国下任总统曾

给摩萨台带来一些希望 , 他认为美国新总统有可能会

做出一些对伊朗比较有利的举措 , 所以甚至在艾森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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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还没有上台之时 , 摩萨台就给美国的下任总统写

信寻求支持。但是艾森豪威尔比杜鲁门还要让摩萨台

失望。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比较注意与英国协调对伊政

策。为了打破英伊冲突的僵局 , 美英在 1953年 2月 20

日向伊朗提出一个通过国际法庭解决英伊争端的新建

议 , 该法庭将裁决伊朗对英伊石油公司诉求的合法性

以及该公司获得伊朗方面的补偿事宜。该建议还包括

建立一个购买和销售伊朗石油的国际财团 , 为此 , 美

国承诺将在协议达成后购买 1. 33亿美元的伊朗石油 ,

而英国则保证最高要求得到 20年的伊朗石油税收的

补偿。英国方面把这个建议看作是最后的妥协 , 声称

宁愿达不成协议也不愿再“不要原则”地做出让步。美

国政府认为上述建议是合情合理的 , 不能再要求英国

做什么了 , 因此对英国人的观点表示赞同。但是摩萨

台在 3月 20日拒绝了这个建议。[ 7 ] (p51 - 65)

3月初 ,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对美国进行了为期 9

天的访问 , 伊朗问题是双方谈论的一个重点。美英虽

然重申了对 2月 20日建议的支持 , 但是对伊朗看法的

侧重点却不同 , 艾登关心的是英伊石油公司重返伊朗

问题 , 美国则担心伊朗落入苏联阵营 , 因此准备继续

支持摩萨台 , 向伊朗提供更多的援助 , 以帮助伊朗渡

过难关。虽然艾登不反对美国援助伊朗 , 但是反对美

国派技术人员到阿巴丹炼油厂 , 他警告说美国若果真

如此 , 势必会对英美关系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在这一

问题上 , 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福斯特 ·杜勒斯做出了

让步。但是双方对摩萨台的看法仍然不一 , 艾登已经

明确表示 , 英国政府的计划是推翻而不是收买摩萨

台。最后艾登只好带着一些失望回国 , 在向丘吉尔汇

报时他说 : “形势的困难所在是美国人一直希望 (我

们 )采取一些措施 , 总统一再申明这一点。我提醒他

注意 , 为了回应美国的压力 , 我们已经数次为解决伊

朗问题更改我们的条款了。对我来说 , 在过去的两年

中 , 我一再感受到 , 如果我们再稍作坚持的话 , 解决

(伊朗问题 )的机会就会增大。”[ 2 ] (p20 - 21)

虽然美英在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 , 但是伊朗日趋

混乱的局势又使得美国忧心忡忡 , 美国决策者非常担

心的是 , 如果伊朗局势继续恶化 , 伊朗的共产党人会

取得政权 , 从而使得伊朗滑向苏联一边。另外美国在

伊朗还有自己的商业利益 , 也想染指伊朗的石油 , 所

以 , 艾森豪威尔政府继续寻求解决英伊冲突的途径。

美国官方曾建议自己的大石油公司购买英伊石油公司

的股份 , 但是这一设想遭到英国人的反对 , 他们不想

放弃对中东最大石油租让权的垄断地位 , 况且现在的

美国已经成为英国利益最主要的竞争者。英国一位议

员在下院就伊朗石油国有化问题辩论时就说 : “毫无

疑问 , 没有美国石油巨头们在伊朗的相当影响 , 就不

可能形成目前伊朗混乱的形势。”[ 8 ] (p75)
另外英国拒绝

美国的上述建议也有政治上的考虑 , 英国人认为“这

一计划将被视为是美国试图削弱我们在中东影响的标

志 , 因此会对英美关系起到破坏性的作用。”面对此

景 , 艾森豪威尔在 5月 8日写给丘吉尔的信中不满尽

显 : “⋯⋯你的政府正认为 (伊朗的 )形势已经完全没

有希望了 , 并且认为整个 (中东 )地区将置于苏联控制

之下的前景比寻求一个新的解决方案更容易接受。当

然 , 我们理解你对世界协议的尊重 ⋯⋯但是 , 我仍然

认为 , 那 个 地 区 是 对 西 方 世 界 的 一 个 潜 在 威

胁。”[ 2 ] (p22)

在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 , 虽然美国官方对摩萨

台还抱有一些希望 , 但是它也必须注意和英国政策的

协调 , 毕竟 , 对美国来讲 , 英国比伊朗更重要 , 即使是

美英两国在中东展开利益竞争时也是如此。正如当时

任美国驻伊朗大使的亨德森所指出的那样 , 虽然只有

美国具备在中东起领导作用的实力 , 但是“到目前为

止 , 联合王国和法国都不会心甘情愿的允许美国扮演

这样的角色 , 在目前的形势下 , 如果业已存在的美国

和联合王国的政策冲突再加剧的话 , 我们难以承受”。

基于这样的考虑 , 美国在制定自己的中东和伊朗政策

时不得不考虑到盟国的反应。再者 , 摩萨台在英伊冲

突中的毫不妥协也让美国人感到棘手和愤懑 , 而且伊

朗的局势也越来越动荡 , 美国官方认为伊朗共产主义

者很有可能要发动政变 , 谋取政权。另一方面 , 英国

政府一直没有停止过推翻摩萨台的努力 , 而且还一再

要求美国给予配合。在多方因素的推动下 , 1953年 8

月 , 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伊朗的亲英势力、不满现状

的伊朗人和国王共同策划发动了一次政变 , 把摩萨台

赶下台。这次政变也使得巴列维国王对美国推崇备

至 , 此后美伊关系获得迅速发展。

四、美国成为伊朗石油国有化危机的最大赢家

摩萨台政府被推翻后 , 英国不想再对伊朗做出任

何让步。但美国政府却有另外的打算 , 因为伊朗面临

的共产主义掌权的威胁已经基本消除 , 亲美的政府也

已经建立 , 所以这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伊朗关注就较

多地体现在与英国竞争那里的石油。为了解决伊朗石

油国有化问题 , 美国石油商赫尔伯特 ·胡佛被任命为

美方代表。在胡佛的计划中 , 要组建一个新的国际石

油集团来取代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的地位 , 其中美国

公司要占到 40%的股份 , 而英伊石油公司所占的份额

不能超过 50%。但是英国人仍然认为 1953年 2月 20

日列出的条款是解决冲突的最低限度 , 英方不能再做

出其它妥协。9月 , 胡佛会见了英国代表 , 向其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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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0日建议不再可行的原因 , 他说若执行那些条

款 , 有可能会引发世界范围的石油国有化浪潮 ; 其次

美国也不希望执行那些惩罚性质的条款 , 认为伊朗没

有必要为石油国有化向英国政府赔偿 , 而且那样做也

容易使伊朗偏离西方。胡佛还认为 , 伊朗石油重新流

入世界市场需要整个全球石油界的合作 , 为此他建

议 , 由美国一些公司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购买伊朗石

油公司 75%的股份 , 为此美国主动提出会给予英伊石

油公司 10亿美元的补偿。对于这一建议 , 英方并没有

给予积极的反应 , 这引起胡佛的不满。为了向英方施

压 , 胡佛计划前去伊朗 , 以考察那里的形势 , 并暗示

如果英方坚持己见的话 , 美国有可能要抛开英国单独

与伊朗达成协议。再次担任外交大臣的艾登对胡佛的

建议非常不满 , 他认为胡佛的作用应该仅仅限于调查

伊朗形势、教化伊朗人认清局势等事项上 , 他不应该

提出上述建议。另外 , 艾登也希望胡佛能先到伦敦 ,

然后再去德黑兰 , 以此来显示英美两国的联合立

场。[ 2 ] (p25)

1953年 10月中旬 , 胡佛不顾英方的不满 , 径直

去了伊朗 , 并向伊朗人阐述了当前的世界石油形势。

之后胡佛又去了伦敦 , 与英政府和英伊石油公司高层

进行了接触。他坚持认为 , 因为伊朗人对英伊石油公

司痛恨有加 , 在未来签署的伊朗石油协议中 , 它不能

占有太大的份额。虽然英方先前接受了组建国际石油

集团接管伊朗石油的建议 , 但是坚持英国要占有 51%

份额 , 而且还要让英伊石油公司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美国驻伊朗大使亨德森坦言 , 任何一个同意英国上述

计划的伊朗政府都不可能存在下去 , 即使是国王也不

敢接受这一点。为了说服英国改变立场 , 胡佛在伦敦

积极活动 , 积极帮助英伊恢复外交关系 , 他认为只有

两国进行直接谈判才能解决如此复杂的纠纷 , 而且通

过这一途径也能让英国人直接感受到伊朗人的仇英情

绪 , 从而有助于英国认清现实。胡佛还暗示他有可能

再去伊朗 , 看伊朗人是否能比英国人多一些通融性 ,

对此艾登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 他担心胡佛这样做会延

缓英伊复交的步伐。[ 2 ] (p25 - 26)

在美国和伊朗形势的共同压力下 , 英方的立场逐

渐弱化 , 它不仅接受了组建国际集团的建议 , 而且还

被迫接受了英伊石油公司不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设

想。接下来就是各参与公司间的谈判了 , 主要议题当

然是份额分配问题。出于对自己先前地位的难以放

弃 , 英伊石油公司在谈判中或者是表现消极 , 或者是

要求增加份额 , 使得谈判难以为继。面对此等情况 ,

胡佛和美国政府都表示了自己的愤怒 , 向英方发出警

告 , 说目前的形势十分严峻 , 如果英伊石油公司的不

合作再得到英国政府纵容从而危及到谈判的话 , 美国

将会另辟新径解决此问题 , 意即要抛开英国另作考

虑。在此等压力下 , 英伊石油公司和英国政府最终在

1954年做出让步 , 有关各方也因此达成协议。协议规

定 , 英伊石油公司和美国的石油公司各占 40%的份

额 , 壳牌得到 14% , 法国石油公司则得到 6%。另外 ,

美国政府也反对英国政府向伊朗的索赔要求 , 认为伊

朗的形势已经非常的糟糕 , 再向它索赔无疑于往伤口

上撒盐。国务卿艾伦 ·杜勒斯指示胡佛说 , 美国只支

持对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受到损失的资产进行赔偿。

对此英国人只好再次低头 , 接受伊朗仅仅赔偿 2500

万美元的建议。[ 9 ] (p105 - 113)

英伊冲突的解决是美国外交的胜利 , 之后英国在

伊朗的地位一落千丈 , 和苏联一样 , 它也失去了干涉

伊朗的直接工具。至此 , 美国在大国对伊朗的角逐中

最终取得了胜利。此后 , 美国向伊朗提供了包括经济、

军事、教育等全方位的大规模的援助 , 使得巴列维国

王的独裁统治地位日益加强 , 伊朗也成为美国一个非

常倚重的冷战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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