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撤军阿富汗 美下一步战略算盘如何打
自5月1日起，美军及北约联军将陆续撤离阿富汗

根据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宣布的阿

富汗撤军时间表，自5月1日起，美军及

北约联军将陆续撤离阿富汗， 整个过

程将在具有象征意义的“9·11”20周年

之际全部完成。

自2001年小布什政府对阿富汗发

动反恐战争以来， 美国已经付出了沉

重的代价：历时20年，耗资2万亿美元，

2400多名官兵死亡， 而且造成了当地

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和地区混乱。

事实上， 小布什以后的历届美国

总统都曾试图从阿富汗撤军， 却未成

功。拜登政府能否突破僵局？撤军后的

阿富汗可能出现哪种局面？ 随着撤军

日期的临近，这些问题也更令人关注。

推动拜登撤军的三
重动力

动力一， 拜登的撤军计划是对前

任 “政治遗产” 的改良式继承。 2020

年2月， 特朗普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

在多哈签署和平协议， 承诺美军在今

年5月前撤出阿富汗， 作为交换条件，

塔利班不再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安全。

为了校准时机， 也为了显示与前任有

别， 拜登设定了新的撤军时间表， 改

为在 “9·11” 之前完成。

动力二， 阿富汗撤军是美国对外战

略演变的产物。 如果说2001年攻打阿富

汗是小布什所谓全球反恐的需要， 那么

此后的美国政府则都是在利用阿富汗所

特有的地缘政治制高点效应： 奥巴马时

期，美军撤出伊拉克，增兵阿富汗，是在

战略东移；特朗普从“亚太”转向“印太”，

需要阿富汗从西北方向掣肘中国， 配合

其“大国竞争”战略；拜登上台后，强化了

大国竞争态势， 为了在印太地区集中火

力打压和围堵中俄， 不得不调整东西战

线，减少在西线的投入。

动力三， 撤军也是拜登谋求个人政

绩的需要。 拜登从前任手中接过的是一

个烂摊子，而历时20年的阿富汗战争，除

了喂饱了美国的权贵阶层， 只留给普通

民众不堪回首的痛。为了稳固权力根基，

拉拢选民， 拜登需要借助撤军为自己积

累政绩。

几任美国总统都没能兑现的撤军承

诺自有其错综复杂的原因， 其中核心问

题之一便是难以预测的阿富汗前景。

撤军后阿富汗可能出
现的五种局面

局面一， 成立一个阿富汗民族联合

政府， 塔利班担任政府职位并逐步接管

政权。2020年9月12日，在美国的推动下，

阿富汗加尼政府与塔利班在多哈启动了

一场史无前例的和平谈判， 以结束长达

数十年的武装冲突并确定战后政治版

图，可惜谈判最终陷入了僵局。和解是结

盟的前提， 然而在一个被美国赶下台的

反美组织和一个接受美国扶植的政府之

间，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塔利班

重新掌权也是美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局面二，塔利班以武力控制阿富汗。

美国扶植加尼政府的目的是要在阿富汗

建立一个亲美的世俗政权， 而塔利班的

主张是在伊斯兰教法框架内建立一个伊

斯兰政权， 双方对于未来阿富汗政权的

诉求存在不可调和的对抗性。因此，塔利

班不相信美国， 也不想和加尼政府达成

和平协议，只是拖延谈判进程，以便等美

军离开后以武力控制该国， 而阿政府显

然无力独自对抗塔利班武装。

局面三， 阿富汗境内将引发新一轮

混战。除了塔利班与阿政府之间的战争，

在这个以部落为基础的国家内部还积聚

了大量族群矛盾。此外，能源争夺战也是

未来阿富汗面临的一大安全风险。 阿富

汗地处远古印度次大陆同亚洲大陆板块

碰撞的交汇处，地下矿产资源相当丰富，

比如阿东部一些高质量的滑石矿区同时

为塔利班、美欧买家、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 以及当地族群社区所需要。2010年，

美国军方和地质学家曾对阿富汗矿藏进

行联合勘探， 估计阿富汗的矿产资源总

价值约1万亿美元。

局面四， 恐怖主义风险上升并向周

边外溢。 阿富汗已成为训练恐怖分子在

欧洲发动袭击的新温床， 北约秘书长斯

托尔滕贝格曾表示，“伊斯兰国” 很可能

在阿富汗重建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失

去的基地。同时，塔利班也担心在和美

国履行和平协议的过程中， 如果美国

食言而自己因为放下武器导致实力大

减，那么其成员很可能会转而加入“伊

斯兰国”。

局面五，美国通过培植代理人，继

续把控阿富汗局势。应该说，撤军只是

美国在调整其全球战略的资源配置，

绝非战略转移，放弃这块“风水宝地”。

为了保持对阿事务的话语权， 美国做

了几件事：一是扶持印度进入。作为美

国印太战略中的重要角色， 印度已在

阿富汗经营多年， 从一般的经贸项目

渗透到了安全领域， 有望成为美国在

印太西部的代理人； 二是培植反华工

具。美国在2020年11月宣布撤销将“东

伊运”定性为恐怖组织，就是在为培植

对付中国的恐怖组织代理人做准备；

三是掌控情报网络。 美国在阿20年间

早已布设了全面的情报网络， 阿富汗

各界精英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美

国，很难自行其是。

总体来看， 无论是一个战乱的还

是团结的阿富汗，都不符合美国利益。

一个既不统一又不大乱的阿富汗才是

美国所希望看到的。 事实可能也正如

法国前海军陆战队队长、 历史学家米

歇尔·戈雅所说，“在战略和军事上，事

情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合作
组织研究院研究员）

■周秋君

专家视点

■本报记者 吴 姝

美称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不正当指控
美英学者：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28 日电 美国和
英国学者日前联名撰文说， 美国称新疆
存在 “种族灭绝” 是不正当指控， 除非
美国国务院能予以证实， 否则应撤回该
指控。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
主任杰弗里·萨克斯与英国米德尔塞克
斯大学法学教授威廉·沙巴斯日前在世
界报业辛迪加网站上发表题为 《新疆
“种族灭绝 ” 是不正当指控 》 的文章 。

文章说， 美国政府声称在新疆存在 “种

族灭绝”， 毫无必要地升级了反华言论，

而同时美方没有提供证据。

文章表示 ， “种族灭绝 ” 的指控
决不应被轻率提出 ， 这一术语的不当
使用可能会加剧地缘政治和军事上的
紧张局势。

两位学者还指出 ， 在 2010 年至

2018 年间 ， 生活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
口增长要快于同地区的其他民族。 他们
表示， 除非美国国务院能证实存在 “种
族灭绝”， 否则应撤回该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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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外交这顶帽子，
没有国家比美国更适合戴

就美官员指责中国搞“胁迫外交”一事,我外交部：

新华社北京 4 月 29 日电 （记者潘
洁 马卓言） 就有美国官员指责中国搞
“胁迫外交” 一事，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
斌 29 日表示， 胁迫外交这顶帽子， 没
有国家比美国更适合戴， 也没有国家能
够从美国手中夺走这个专利。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 美
国官员在多个场合指责中国搞 “胁迫外
交” 和 “经济、 军事胁迫”， 发言人对
此有何回应？

汪文斌表示， 胁迫外交这顶帽子，

没有国家比美国更适合戴， 也没有国家
能从美国手中夺走这个专利。

汪文斌说 ， 1971 年 ， 美国斯坦福
大学教授亚历山大·乔治最早提出 “胁
迫外交 ” 概念 ， 用来概括当时美对老
挝、 古巴、 越南的政策。 “美国用实际
行动向世界诠释了什么是胁迫外交， 那
就是通过武力威胁 、 政治孤立 、 经济
制裁 、 技术封锁等方式实现自身战略
目标。”

他表示 ， 从武力威胁看 ， 美 “胁
迫行动 ” 的经典案例都造成了战乱动
荡和人间悲剧 。 美国政府也不避讳使
用 “胁迫外交” 一词， 比如将 1994 年
迫使海地军政府下台誉为 “美国胁迫
外交的范例 ”， 在 2003 年将追加军费
中的约 303 ?美元明确列支为开展
“胁迫外交”。

从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看， 美国长
年对古巴、 朝鲜、 伊朗、 委内瑞拉挥舞
“制裁大棒”。 美上届政府对多国随意挑
起 “贸易战”。 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沙利文曾撰文称美上届政府对伊朗政
策只有 “胁迫” 没有 “外交”。

从技术封锁看， 美国为维护自身科
技垄断地位， 无视市场竞争原则和国际
经贸规则， 滥用国家安全借口肆意打压
别国高科技企业， 还胁迫其他国家共同
行动， 无论是法国的阿尔斯通， 日本的
东芝 、 丰田 ， 苏联的航空航天业 ， 还
是如今中国的华为 ， 无一不是鲜活的
例证。

汪文斌表示， 就中国而言， 美国处
心积虑对华施压， 非法抓捕中国公民，

无端打压中国企业， 肆意干涉香港、 新
疆等中国内部事务， 威逼利诱其他国家
组建反华 “小圈子”。 中国是 “胁迫外
交 ” 受害者 ， 而非加害者 。 不管谁搞
“胁迫外交”， 我们都坚决反对。

汪文斌说 ， 同美国胁迫外交相
反 ， 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 。 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
他人 、 称霸世界的基因 。 中国坚持走
和平发展道路 ， 不接受 “国强必霸 ”

的逻辑 。

“我们从未像美国那样以武力威胁
他国， 从不搞军事同盟， 从不输出意识
形态， 从不跑到别人门口挑事， 从未将
手伸进别人家里， 也不主动打贸易战，

不无端打压他国企业。 在中国的国家主
权和民族尊严遭到胁迫和侵害时， 我们
当然要作出合理合法的反制， 维护国际
公平正义。 我们将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
家一道， 共同反对世界上的各种胁迫行
为。” 汪文斌说。

欧洲议会批准欧英贸易协定
4月27日晚间，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票

数批准了《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

（TCA），这是确保英国 “脱欧 ”后继续与
欧盟实行无关税、 无配额商品贸易的关
键法律举措。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7日晚，欧洲
议会议员以660票赞成、5票反对、32票弃
权通过了与英国的 《贸易与合作协定》，

该协定从今年1月起临时执行。

英国于去年1月31日正式“脱欧”，进
入为期11个月的过渡期。 依据英国和欧
盟去年12月24日达成的 《贸易与合作协
定》，从今年1月1日起，英国商品可以零
关税、零配额进入拥有4.5?消费者的欧
洲单一市场， 但该协定还需得到欧洲议
会的批准。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 欧洲议会批
准协定是“长途跋涉的最后一步”，他认
为这项协定对英国与欧盟新关系提供了
“稳定性”。

欧洲议会的投票于27日晚间举行，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28日上午发布推特
表示，“《贸易与合作协定》奠定了欧盟与
英国建立牢固密切关系的基础。 但严格
遵循协定是至关重要的。”

《贸易与合作协定》主要涉及欧盟和
英国的商品贸易， 但未涵盖的领域包括
金融服务、 外交政策和学生交流等。其
中，金融服务业是英国经济的主要命脉。

负责英国“脱欧”事务的欧盟首席谈
判代表巴尼耶则不乐观，他对欧洲议会议

员说：“这是一场离婚，是一个警示。这是
欧盟的失败，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

据报道，英国“脱欧”后，英国和欧盟
的紧张局势依然存在。 如北爱尔兰贸易
问题依然棘手， 法国因渔业捕捞限制对
英国发起“报复性的威胁”。

根据协议， 北爱尔兰实际上仍是欧
盟单一市场的一部分， 因此从英国其他
地区运往北爱尔兰的商品必须接受欧盟
的检查。但自英国“脱欧”以来，这项规定
受到了干预和搁置。

此外， 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博纳在欧
洲议会召开前指责英国， 妨碍法国渔民
的捕鱼权，他在法国新闻频道BFMTV上
发出警告， 如果法国渔民捕鱼权得不到
保障， 欧盟可以对英国金融服务的授权
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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