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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门奥运项目
选手景况悲惨

热点锁定：
希腊总统府 !" 日宣布，由

于各政党无法就组阁达成一致，
将重新举行议会选举。图为希腊
最高行政法院主席皮克拉梅诺

斯!右"!"日就任看守政府总理

记者亲身体验
“灵媒如何炼成”

不为大众熟知
“脸谱”三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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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商风险赌局
库区地势险要，油气资源十分

丰富。但这些资源一度被萨达姆政
权牢牢掌控，自治区政府无法涉足
石油工业，当地数百万库尔德人生
活基本依赖农牧业和外国援助。

!""! 年，美国筹备进军伊拉
克，战争一触即发。时任库区领导
人、后来当选伊拉克总统的塔拉巴
尼打算抓住这个时机，从中央政府
手中夺回对脚下石油的控制权。对
伊拉克库尔德人而言，这是一个触
及历史创伤的风险赌局。

#$$#年海湾战争后，在外国势
力怂恿下，库尔德人开展大规模反
政府武装活动，一度夺取重要石油
产地基尔库克等城镇，但随后遭政
府军血腥镇压，大批库尔德人被杀
死，一些人被迫逃往伊朗和土耳其。

为保护库尔德人安全，#$$#年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
伊拉克当局对库尔德人的镇压。此
后，美英法三国军队在伊拉克北纬
&'度线以北设立“安全区”，由三国
联军负责执行空中巡逻任务。
鉴于这段历史，塔拉巴尼等库

区领导人担心，对石油资源的争夺
可能导致悲剧重演，招来中央政府
甚至美国的打压。另外，库区也没有
财力发展石油工业，塔拉巴尼为此
向土耳其富商赛皮尔发出邀约。

() 岁的赛皮尔自称生意场上
的赌徒，在苏联解体之际在东欧各
国修建使馆，掘到人生“第一桶金”。
对他来说，签不签这份充满“黑金”
诱惑的合同，也是一场赌局。
赌徒没有急于出手，而是等到

!""&年。萨达姆政府倒台后，根据
新宪法，库区进入半自治状态，有自
己的总统、总理、外交部、内政部和

军队。库区政府认为，自己已经有权
开发当地石油资源。
局势似乎明朗。赛皮尔绕开伊

拉克中央政府，于 !""%年 *月与库
区签下第一份合同，拿到几块油田
的开采权。结果令人兴奋：首批勘探
的 *+个油井储量惊人。

库区进退两难
消息传开，各国石油企业纷至

沓来，先后有四十多家油企与库区
政府签订开采协议。
然而，现实很快令它们进退维

谷：伊拉克政府不认可油企与库区
私自签署的合同，并对相关企业采
取惩罚性措施，禁止它们参加伊拉
克能源开发招标活动。
伊拉克政府认为，石油是国家

财产，如果每个省份各自为政，将损
害国家利益，导致国家分裂。
为了参与伊拉克其他地区更多

油气田开发，一些油企尤其是大型
跨国企业只好放弃库区。但对于那
些没有后顾之忧的小企业，比如赛
皮尔名下新成立的盖内尔能源公
司，中央政府的禁令毫无威慑力，库
区反而成了淘金天堂。
如今，赛皮尔当年签下的油田

日均产油量超过 *"万桶，盖内尔能
源公司已成库区最大的外国油企，
去年在伦敦上市。《福布斯》杂志估
算，赛皮尔身家高达 *"亿美元。

赛皮尔算是当年赌局的赢家，
但对库区政府来说，赌局胜负尚难
断言。一方面，引入外资开采并出口
石油的确极大推动了库区经济发
展。另一方面，库区政府和中央政府
争夺石油资源控制权的角力从未停
止：相关石油法案在议会搁置多年，
中央政府坚持境内所有石油开采协
议均须石油部批准，而库区依然我

行我素。
!""$年 '月，库区开始以每天

*"万桶的数量出口当地原油。然
而，由于与中央政府纷争不休，原油
出口在几个月后暂停。
今年 (月，由于对有关费用争

执不下，库区停止向南部输送石油。
同时，盖内尔能源公司投资 %亿美
元的输油管却已破土动工。按计划，
这条长 !("公里的管道有望在 #年
后成为库区出口石油的“高速路”，
把山区里开采出的原油送往距离土
耳其和伊拉克边界最近的菲什卡布
尔泵站，进而出口国外。
库区领导人承认，随着石油经

济发展增速，当地政府与中央政府
的关系正逐步恶化。在库区与中央
政府管辖交界处的石油重镇基尔库
克，库区部队和中央军曾多次爆发
流血冲突，最后由美军调停收场。

国家前景难料
库区前政府总理萨利赫认为，

以库区和中央政府对石油的争夺为
镜，可窥见整个伊拉克战后重建的
大趋势，前景难言乐观。
八年战争颠覆了伊拉克原有权

力架构，激化了久已有之的民族和
教派矛盾，埋下国家分裂的危险。对
于石油天然气收益这一战后重建资
金的重要来源，什叶派、逊尼派、库
尔德人等多方势力均希望争取更多
话语权，国家经济发展难获合力。
库区的石油资源没有改善百姓

生活，却填饱了外国石油公司的荷
包。外来淘金者成了亿万富豪，绝大
多数库尔德人仍是穷人。
“对穷人而言，一切都没有变

化。”库尔德人阿瓦拉说。他 !(年前
出生在一个名叫谢拉的小村庄，那
时正是萨达姆镇压库尔德人之时，

整个村落的居民几乎被赶尽杀绝。
阿瓦拉的父母给他起了这个名字，
在库尔德语中意为无家可归。
阿瓦拉如今在一家外国地质勘

探公司当司机，每天报酬 !%美元。
“在城里，他们全天都能用上电，但
在我们这儿，每天只有六七个小时
有电。水质很差，但我们别无选择只
能喝，我得了肾病。”

%! 岁的村民阿齐兹也在一家
外国公司当水泥工，每周工作 $天。
他说，自己能找到这份工作很幸运，
因为报酬比大多数村民的收入略
高。“这里的生活很艰苦，我们看着
这些公司涌入，希望能带来改善。”

(& 岁的阿勒瓦什则把希望寄
托在下一代身上。他曾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生活 &"年，有自己的工程
公司。伊战开始后，他离开妻女重返
故里，打算为故乡做点贡献。
起初他创立了一家环境保护机

构，但公司一年内就有 (个工人遭
绑架，充满暴力和腐败的巴格达让
他濒临绝望，几欲打包走人。后来，
时任伊拉克副总理萨利赫告诉他，
希望在他援助下创建一所大学。
“我做了大量调查研究，越来越

确信国家的出路在下一代而不是这
一代，我开始对建大学这个项目充
满信心。”于是，阿扎姆努力向外国
石油公司募集资金，亲自监督工程，
'年前在库区第二大城市苏莱曼尼
亚创办了“伊拉克美国大学”。
阿扎姆解释说，校名中的“美

国”与捐助者国籍没有任何关系，而
是指学校课程设置与美国大学接
轨，以方便优秀学生毕业后有机会
顺利进入美国学府继续深造。他希
望这些优秀聪明的伊拉克学生能在
深造后回到故乡，打造这个苦难国
家的未来。

中央政府与自治区龃龉 外国油企借机夹缝淘金

伊拉克：各方角力“黑色黄金”
文 % 张代蕾

! !伊拉克目前已探明的原油

储量约占全球总储量 !"#%仅

次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 居全

球第三位&

伊拉克石油出口收入占国

家财政总收入 $%#% 石油天然

气收益是国家经济发展和战后

重建所需资金重要来源& 近年

来% 伊拉克政府一直努力提高

石油出口量以增加石油收益&

&""$年至 &"!" 年% 伊拉

克先后举行三轮能源开发招标

活动% 与多家国外能源公司签

署油气田开发服务合同& 伊拉

克日产油能力目前已突破 '""

万桶% 今年 ' 月共出口原油

(!)&*(万桶%创 !$)"年以来最

高单月纪录&

'美国地质勘探(预测%整

个库尔德自治区原油储量高达

+%"亿桶% 几乎是英国所有石

油公司自 &"世纪 ,"年代以来

在北海开采原油的总和&

库尔德自治区
伊拉克北部地区居住着大

约 %""万库尔德人% 他们有着

强烈的民族独立愿望& 自 !$%)

年伊拉克共和国成立后% 库尔

德人同伊拉克中央政府多次谈

判%要求给予自治&

!$(%年%库尔德人和伊拉

克中央政府达成协议% 建立包

括埃尔比勒) 苏莱曼尼亚等 #

个自治省在内的自治区&

&""' 年伊拉克战争开始

后%库区一直处于半自治状态%

有自己的总统)总理)外交部)

内政部和军队% 但不能独立行

使外交和国防权&

相对于战火纷飞) 爆炸袭

击不断的首都巴格达% 库区堪

称没有硝烟的世外桃源& 这里

既能看到崇山峻岭% 也能看到

繁荣的城市景象&

近年来% 库区发出的独立

呼声日益高涨% 但遭到中央政

府强烈抵制& 在库区首府埃尔

比勒%到处悬挂着库区区旗%很

少能看到伊拉克国旗&

长期以来% 库区与伊拉克

中央政府存在两大分歧% 一个

是库区能源开发收益分配%另

一个则是石油重镇基尔库克的

归属权&

基尔库克位于巴格达以北

约 &%"公里%是阿拉伯人)土库

曼人以及库尔德人存有争议的

地区之一&

伊拉克定于月底
举行第四轮能源开发
招标，批准47家石油
企业竞逐12个油气田
开采权。然而，这些企
业中不包括美国石油
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
因为埃克森美孚与伊
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
区（库区）私自签订油
气开采合同，触怒巴格
达中央政府。

伊拉克中央政府
与库尔德自治区政府
多年来就油气开采和
利益分配争执不下,一
些外国油企借机在夹
缝中冒险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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