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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 日
,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卡罗来纳州的

军事营地宣布
,

美国已经着手进行结束伊拉克战争

的工作
,

截至 20 ro 年 8 月 31 日以前美军将撤出大

部分作战部队
,

只留下大约 5 万军人在伊遂行有限

非战斗任务
。

根据前总统布什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

安全协议
,

剩余部队将在 20 11 年底前全部撤离伊拉

克
。

同时
,

美军将战略重点转向阿富汗
,

计划 20 10

年前向阿富汗增兵 1
.

7 万人
,

据估计美军驻阿部队

将从 目前的3
.

4 万人增加到 6
.

6 万人
。

此次战略调

整既是奥巴马兑现总统竞选时的诺言
,

更是美国出

于重新调整和规划其在全球范围内反恐的战略考

虑
。

争的拖延
、

美军人员伤亡和数额巨大的战争费用的

不断增加
,

美国国内反战呼声高涨
,

国际环境也日趋

孤立
。

在此背景下
,

美国新总统奥巴马终于下定从

伊拉克撤军的决心
。

奥巴马强调
: “

每一个国家
、

每

一个社会团体一定要清楚—
无论你希望美国变得

更好还是更糟—结束伊拉克战争将能够迎来一个

美国领导的新纪元
,

扩大中东的权益
。

这个新纪元

已经开始了
。 ”
º由此可以看出

,

在四面出击而四面

碰壁的背景下
,

美国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
。

至此
,

美

国的反恐战争又重新回到 200 1年阿富汗战争的原

点上
,

而这一个轮回美国用了 8 年的时间
,

付出了几

千人的生命和数以万亿计美元的代价
。

战略重心转回阿富汗 撤军伊拉克是形势使然

20 01 年的
“ 9

·

11 ”

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

件
。

一向以两大洋为安全屏障的美国本土遭到了恐

怖主义袭击
,

相对于惨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质财产损

失
,

更受打击的是美国人的信心
。

对于美国人来说
,

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
,

以推销自身的民主

价值观
、 “

营造
”

世界和平与安全新秩序为己任的美

国遭受如此的攻击
,

既是不可想象的
,

更是不可接受

的
。

¹ 随即
,

美国总统布什宣布此次袭击是战争行

为
,

美国将发起全球范围的反恐战争
。

美军进人阿

富汗
,

联合北方联盟力量迅速推翻了支持
“

基地
”

组

织的塔利班政权
。

在美军和阿富汗政府武装的追剿

下
,

塔利班和
“

基地
”

组织在阿富汗山区隐藏起来
,

采用游击战术与美军周旋
,

双方处于僵持状态
。

之

后
,

布什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恐怖主义敌人
,

以所

谓的
“

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

和
“

支持本
·

拉登及
‘

基地
’

组织
”

为由人侵伊拉克
,

使反恐战争扩大化
。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
,

伊拉克陷人混乱局面
,

美军也

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两线战场而不得抽身
。

随着战

20

20 03 年
,

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

绕开

联合国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
,

既可以看作是 200 1年

阿富汗反恐战争的扩大化
,

更应看成是 19 91 年海湾

战争的继续
。

美军将伊拉克战场作为检验高技术武

器装备性能和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效用的演兵场
,

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迅速推翻了如芒刺在背的萨达

姆政权
,

却在随后的6 年中背上了沉重的政治
、

军事

和经济负担
,

备受压力和指责
。

也正是由于伊拉克

和阿富汗的困境拖累了布什政府
,

才使得以
“

美国

需要改变
”

为竞选口号的奥巴马高票当选美国新任

总统
。

奥巴马刚刚人主白宫后不久
,

就急迫地做出

了从伊拉克撤军的决定
,

是顺应形势的主动之举
,

也

,

作者单位
: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

¹ 在美国历史上
,

本土另外遭受的袭击是 19 41 年 12 月 7 日

的
“

珍珠港事件
” ,

日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偷袭美国夏威夷海军基
珍珠港

,

从而将美国拖人第二次世界大战
。

但由于此次遭受袭击
目标是海外岛屿

,

因此
“ 9

·

11”事件是更严格意义上的对美国本
土的袭击

,

对处于强势的美国震撼也更为强烈
。

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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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实需要的无奈抉择
。

(一 )伊拉克战争劳民伤财
,

美国面临巨大压

力
。

在伊战后美军占领和重建的 6 年时间里
,

伊拉

克安全形势持续紧张
,

反美武装的不断袭击给美军

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心理创伤
,

每年数千亿美

元的战争费用也让美国疲惫不堪
。

首先是伤亡人数

的不断攀升
,

据美国媒体统计
,

截至 20 08 年 8 月 17

日
,

至少有包括 8 名文职人员在内的4 14 3 人死亡
。

其中至少有 3368 名驻伊美军士兵在与反美武装的

对抗行动中死亡
。

而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死亡人数较

美联社统计数据更多
。

¹ 更为严重的是
,

驻扎在伊

拉克和阿富汗众多的美国大兵遭受着伤残和精神方

面的折磨
。

3月 4 日
,

美国国防部保健官员在国防

部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
,

因参加伊拉克和阿富汗

军事行动而遭受脑损伤的美国军人最多可达 36 万

人
,

约占曾在这两个国家驻扎过的美国军人总数的

20 %
,

其中大多数患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患有脑损伤
,

因此未能及时接受治疗
。

国防部的这一预测数字
,

比美国智库兰德公司 20 08 年公布的一项有关数字

多了 4 万人
。

据称
,

患有脑损伤的美军士兵轻则反

应迟钝
,

重则失忆和神志不清
,

丧失社交能力
,

如不

及时治疗
,

其影响将是终身的
。

由于这种现象在驻

伊
、

驻阿美军当中十分普遍
,

因而被称为伊拉克和阿

富汗战争的
“

标志性伤病
” 。
º 而这一附带伤亡现象

直到最近两年才引起美军官方的重视
,

并投人了巨

额经费以从事相关的治疗和研究工作
,

200 8 年仅美

陆军就投人了2
.

42 亿美元的经费
。

与严重人员伤亡相对应的是美军为维持伊拉克

政局和进行战后重建工作支付的巨额预算
,

尤其是

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
、

美国面临高赤字和经济负增

长压力的情况下
,

对伊无休止的巨资投人更为国内

所垢病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

前世界银

行首席经济顾问
、

200 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

蒂格利茨对伊拉克战争开支进行了多年研究分析
,

并在 200 8 年年初得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
截至

20 0 7 年
,

为时四年的战争让美国支出的军费已经高

达 3 万亿美元
,

差不多等于美国全年 G D P 的1巧
。

这位教授表示
,

3 万亿美元的军费开支还不包括将

来照顾伤兵的长远医疗支出
。

光是美国在伊拉克战

争行动中所花的军费
,

就相当于 199 1年第一次海湾

战争费用的 ro 倍
、

12 年越南战争的 3 倍
、

3 年朝鲜

半岛战争的 2倍
、

甚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部战费

的 2倍
。

斯蒂格利茨断言
,

到现在为止
,

世界各种战

争中能够超过美国打伊拉克战争花费的
,

只有第二

次世界大战
。

奥巴马政府估算
,

此次从伊拉克撤军

之举
,

可使美国政府每年减少 900 亿美元的巨额开

销
。

(二 )伊拉克安全环境有趋于稳定的迹象
,

美国

更注重幕后扶持伊政府致力于稳定秩序和重建工

作
。

令美国人欣慰的是
,

从 20 08 年开始伊拉克局势

有趋于稳定的迹象
。

在 200 7 年布什政府向伊拉克

增兵 3 万人之后
,

伊拉克安全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

新增兵力被部署在巴格达
、

迪亚拉和萨拉丁等伊教

派混居区
,

对缓解教派冲突
、

减少恐怖袭击等方面作

用明显
。

以 200 8 年 5 月为例
,

伊国内共有 7 52 名平

民和警察遇袭身亡
,

比 2007 年夏天下降了 60 %
。

与此同时
,

美军的伤亡人数也明显减少
,

伊拉克民众

对国内安全局势的前景也开始变得乐观起来
。

据

20 08 年英国广播公司和 日本放送协会等著名媒体

在伊拉克联合展开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 55 % 被访

者认为他们的生活正在变好
,

而在一年前
,

这个数字

仅为 39 %
。

»

近几年
,

持续走高的国际油价为伊拉克这个产

油大国带来了丰厚的收人
,

使得伊政府的经济状况

得到很大改善
,

为国家重建积累了一定的资金
。

在

美军的支持和帮助下
,

伊拉克政府军的战斗能力得

到相应提高
,

已具备独立执行任务的能力
,

并逐步扩

大了控制范围
。

与此相对应的是
,

策动恐怖袭击和

宗教矛盾的
“

基地
”

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原本根基

就不是很牢固
,

在美军的严厉打击下又受到了根本

性的削弱
,

组织行动能力与几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

而什叶派民兵组织的
“

迈赫迪军
”

和
“

巴德尔旅
”

等

组织也已纷纷放下武器寻求和解
,

这也是美军决定

¹
“

驻伊拉克美军士兵死亡人数攀升至 41 43 人
” ,

中国新闻
网

, 200 8 年 8 月 18 日
, http : / / w w w

. e h in an e w s
.

e o m e
可自/

z
出

n e w盯
200 8 /0 8 一 18 / l35 l26()

.

shtlnl
º

“ 36 万名参加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美军人遭脑损伤
” ,

中国
经 济 网

, 20 09 年 3 月 5 日
, http : / /。w

.

e e . e
耐

x w
解百

ss/ gd x w /

200 9 0 3/0 5 / 已(X) 9 030 5 _ 18399 27 6
.

s htllil
» 丁隆

: “

伊拉克
:
战后 5 年艰难前进

” ,

《当代世界》
, 200 8 年

10 月
,

第 28 页
。



美军从伊拉克到阿富汗的战略转向

逐步撤出驻扎部队
,

帮助和支持伊政府担当稳定国

内局势和恢复重建任务的原因所在
。

(三 )伊战同盟分崩离析
,

美国由领舞者变成了

独舞人
。

由于伊拉克战后局势的动荡旷 日持久
,

且

驻军安全得不到基本保障
,

因此美国领导下的驻伊

盟军绝非铁板一块
。

不断的人员伤亡¹和伊拉克形

势不见好转让外界对驻军的必要性和能力提出质

疑
,

盟国逐步丧失了当初维和重建的热情和持久军

事存在的耐心
。

早在 20 05 年媒体就惊呼撤军高峰

宣告了伊战联盟的支离破碎
,

º拼凑起来的所谓盟

军在国内舆论和国际反战呼声的压力下开始考虑撤

军计划
,

13 个国家的军队完全撤出了伊拉克
,

荷兰
、

波兰
、

意大利
、

乌克兰
、

保加利亚等国也宣布并开始

撤军
。

对此
,

美白宫发言人只能表示
:
尊重盟友的决

定
。

随着盟军的逐步撤离
,

美军在伊拉克扮演的角

色由昔 日的领舞者变成如今的独舞人
,

日益感到疲

惫和力不从心
。

(四 )美军开始战略转向
,

伊拉克前景不容乐

观
。

美国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初就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和挑战
。

当前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 自

19 33 年以来全球最严重的一次
,

从 2008 年的金融

风暴开始
,

美国就首当其冲
。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即

着手大规模的刺激经济计划
,

使得本打算削减的财

政赤字反而大幅度提升
。

在这一背景下
,

伊拉克和

阿富汗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财政预算显然是一笔不小

的负担
。

同时
,

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

伊朗核问题
、

以色列与哈马斯武装冲突造成的中东动荡
,

以及近

几年来俄罗斯的大国强硬战略
,

都让美国感到有必

要进行战略收缩和转移
,

以保持自身的灵活性
。

但对于伊政府而言
,

美军的逐步撤离是一个不

小的考验
。

首先
,

伊政府军尚处在建设过程中
,

执行

任务能力有限
。

美军一旦撤离
,

无疑将会给尚未被

完全清除的
“

基地
”

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力量以恢

复元气的机会
,

目前在美军的持续打击下它们依然

有能力在巴格达
、

摩苏尔
、

巴古拜等地制造恐怖事

件
。

其次
,

美军在清剿反美组织过程中
,

扶植和借助

地方势力和宗派力量
,

这无疑为后者 日后做大做强

埋下了祸根
。

有评论指出
,

美国采取的扶植
“

觉醒

运动
”

是饮鸿止渴的做法
,

可能养虎为患
,

使其最终

22

演变为地方割据武装
。

» 20 08 年曾为共和党总统候

选人的麦凯恩指出
,

美军的迅速撤离可能导致伊拉

克种族主义仇杀
。

前驻伊美军最高指挥官彼得
·

雷

乌斯也警告说
: “
伊拉克安全形势非常脆弱

,

并随时

可能恶化
。 ”

阿富汗是否又是一场
“

越南战争
”

美国选择撤离伊拉克
,

从而将兵力增援阿富汗
,

以继续其反恐战争
,

这一方面是根除恐怖主义的需

要
,

另一方面也有加强中亚控制的明显地缘政治企

图
。

奥巴马宣布增兵阿富汗后
,

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

《时代》周刊更以
“

奥巴马的越南战争
”

为题进行分

析报道
。

美国的战略调整是否有效备受外界争议
,

阿富汗是否会成为美国的又一场越南战争使得美国

上下忧心忡忡
。

(一 )美国扩大阿富汗战争的原因
。

美国之所

以增兵阿富汗
,

矢志打赢这场反恐战争
,

主要有三方

面的原由
。

( l) 阿富汗战争事关打击恐怖主义
,

美

国难以放手
。

美国以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为借口
,

绕过联合国堂而皇之地摧毁了萨达姆政权
。

然而战后掌握到的证据既显示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
,

也无法说明前伊政权与本
·

拉登 的
“

基地
”

组织有什么联系
。

与伊拉克战争的
“

名不正

则言不顺
”

不同
,

阿富汗战争凝聚着美国与恐怖主

义势不两立的决心
,

在国内更容易说服民众
,

提升民

心士气
,

国际上也能够做到师出有名
,

获得较为广泛

的同情和支持
。

(2) 打赢阿富汗战争既事关反恐全

局
,

也带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利益
。

阿富汗地处中亚

中心地带
,

地理位置重要
,

又 由于国小民弱
,

历史上

一直是外部大国势力凯靓和侵略的主要对象
。

尤其

是冷战期间
,

该地区长期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

导致美

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十分薄弱
。 “ 9

·

n ”

恐怖袭

击后美国迅速发动对塔利班政权和
“

基地
”

组织的

¹ 据统计
,

截至 20 08 年 8 月 17 日
,

各盟国公布的驻伊部队死
亡人数如下

:
英国 17 6 人

,

意大利33 人
,

乌克兰 18 人
,

波兰 21 人
,

保
加利亚 13 人

,

西班牙 11 人
,

丹麦 7 人
,

萨尔瓦多 5 人
,

斯洛伐克 4

人
,

拉脱维亚和格鲁吉亚各 3人
,

爱沙尼亚
、

荷兰和罗马尼亚各 2 人
.

澳大利亚
、

匈牙利和哈萨克斯坦各 1 人
。

º 有关内容参见
: “

驻伊拉克外国军队掀起撤军热潮
,

盟军支
离破碎?

” ,

中国新闻网
, 200 5 年 3 月 16 日

, http :
刀

n e w s
.

。h in 、 c o
而

z h e
可in t e m a tio n al/ l(X) 0 / 2(X) 50 316 / 1217 39 4 1

.

htrnl
»

10 月
,

第
丁隆

: “

伊拉克
:
战后 5 年艰难前进

” ,

《当代世界》
, 200 8 年

2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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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
,

挑起阿富汗战争
,

并得到了该地区利益大国俄

罗斯和中国的谅解与支持
。

对于美国人来说
,

如果

能够最终赢得阿富汗战争
,

既可以从源头上消灭恐

怖主义的威胁
,

又可以从根本上加强其在该地区薄

弱的战略存在
,

将阿富汗改造成监控伊斯兰世界和

中
、

俄势力的桥头堡
。

(3) 阿富汗战场还有继续打

下去的希望
,

可以一战
。

从整个战场态势来看
,

美军

在伊拉克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 500 0 人
,

但在阿富

汗目前仅有 60 0 多人死亡
,

仅仅是伊拉克战场美军

死亡人数的 ro % 略多一点
。

过去几年中
,

卡尔扎伊

政府的重建进程也有了明显的绩效
:
阿富汗经济每

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

建立起了超过 巧 万人的国

防军和警察部队
。

更重要的是
,

阿富汗的教育体制

得到了重建
,

现在有 600 多万名学生在校学习
。

塔

利班政府垮台后
,

阿乡村基本没有卫生设施
,

许多阿

富汗人跑到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看病治疗
。

目前
,

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
,

阿富汗已初步建立起基层卫

生体制
,

母婴死亡率等指标有了大幅下降
。

因此
,

美

军认为阿富汗战场局势还没有达到不可收拾的程

度
,

增加美军实力
,

并辅之以阿富汗政府军的积极配

合
,

战争还可以继续打下去
。

(二 )美国面临诸多方面的考验
。

历史和现实

都预示着未来美军的阿富汗战场充满着很大的不确

定性
,

困难和挑战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
(l) 阿富

汗安全形势不断恶化
,

社会基础薄弱
。

2008 年
,

阿

富汗的安全形势加剧恶化
,

塔利班等反政府武装不

但频繁袭击阿政府军和外国驻军
,

还在实际控制地

区推行自己的
“

新政
” 。

相对而言
,

政府军只能控制

首都喀布尔及以北的部分领土
,

以至于阿富汗总统

卡尔扎伊被称为
“

喀布尔市长
” 。

而最近一段时期
,

塔利班多次扬言要武力攻占喀布尔更是令阿政府风

声鹤峡
,

阿富汗安全局势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

长

期的战争也使得阿平民伤亡不断
,

本已极为脆弱的

阿富汗社会 日趋走向崩溃的边缘
。

联合国于今年 2

月 18 日公布报告称
,

2 008 年有 2 10 0 多名阿富汗平

民死于武装冲突
,

其中55 % 死于塔利班袭击
,

1/4 死

于多国部队的空袭
。

这一伤亡数字比 2 007 年增长

了 4 0 %
。

¹

( 2 )阿富汗地形复杂
,

美军后勤供给面临诸多

困难
。

与伊拉克的戈壁地形不同
,

阿富汗主要是山

地
。

对于美军的先进装备和战术特点来说
,

在平坦

的戈壁作战是有利的
,

而在阿富汗这种复杂的山区

作战存在诸多困难
。

目前
,

美军在阿富汗的运输补

给通道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临时提供的

一些军事基地和空中通道
,

且这些补给通道受美国

与相关国家关系的影响
,

例如前不久吉尔吉斯斯坦

对美国在其境内的美军基地提出质疑
,

并要求关闭

该基地
。

而塔利班不断破坏桥梁和道路
,

袭击运输

保障车队
,

给美军的补给线带来了更多难题
。

有趣

的是
,

一些美军的补给车队在通过塔利班控制区时

要交纳数目不菲的
“

过境费
” ,

且让美军难堪的是塔

利班要价越来越高
。

这些都显示出这种后勤保障和

支援通道的脆弱性
。

鉴于物资补给和保障方面的巨

额费用
,

专家估计美军在阿最多能保持 6
.

6 万人的

兵力
,

加之联合国军的兵力总数在 ro 万人左右
,

这

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美军采取大规模搜剿和军事行

动的能力
。

( 3) 阿富汗政府腐败
,

鸦片种植和毒品走私问

题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

腐败问题一直是卡尔扎伊政

府未能解决的一大顽症
,

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阿

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

目前许多阿富汗人认为阿腐败

无能的政府是非法政府
。

一方面如卡尔扎伊曾形容

的那样
:
世界各主要银行都存有我们政治家的钱 ;另

一方面资金不足却在严重影响着政府的工作能力
。

阿政府军人每月大概只有 200 美元左右的收人
,

连

家庭的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
,

这也是导致士气低落
、

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

同时
,

毒品走私问题越来越

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

联合国毒品控制与犯罪

预防办公室 ( U NOD C )发布的《2008 年世界毒品报

告》指出
,

200 7 年阿富汗鸦片生产较一年前增加了

近 50 %
,

占市场的份额从 200 0 年的 70 % 增加到

92 %
。

º 而据有关部门估计
,

塔利班在 2007 年从毒

品贸易中获利 1亿美元左右
,

而 20 08 年可能高达 5

亿美元
。

毒品贸易占阿国民经济 (下转第 33 页 )

¹
“

阿富汗与伊拉克期盼安宁
” ,

新华网
, 200 9 年 2 月 25 日

,

htt p : / / n e w s. x in hu an e t
. e oln/ w o rl d / 20 0 9 一 02/ 25 / e o n te n t _

10 89 0 26 1
.

hllll

º 邵育群
: “
阿富汗毒品问题及相关国际合作

” ,

《现代国际关
系》

, 200 9 年第 l 期
,

第3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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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研究工程活动
,

以及麦康奈尔任期内设立的国

家反情报总监办公室
、

分析任务管理办公室
、

国家情

报协调中心等
。

布莱尔上任伊始
,

与情报界整合有

关的具体措施也已经陆续执行
。

情报部门是实施情

报改革的主体
,

国家情报主任成立这些部门的宗旨

是共同的
,

即改革与整合情报界
,

尤其是增进情报界

的信息共享
、

协调合作
,

提高情报工作效率
,

并加强情

报界在反恐
、

反扩散
、

科技发展等重要任务上的能力
。

第三
,

首次制定
、

开发众多情报计划及项 目
,

如

恐怖主义监视计划
、

联合情报界科技与战略计划
、

科

技迅速转型计划
、

联合职责计划
、

安全清理转型
、

国

家情报奖励计划
、

情报企业训练计划
、

国家情报成员

薪金计划等
。

情报计划是情报改革的战略指导
,

也

是直接反映情报界改革具体措施的载体
,

体现了美

国情报界改革的重点
。

无论是在美国情报史上还是

情报改革史上
,

集中制定如此多的情报计划还属首

次
。

这表明国家情报主任在实现情报界整合与协作

上已经深刻思考了改革的切人点
,

正在使用
“

各个

击破
”

的方针
,

从具体领域开始着手情报界改革
。

如今
,

美国情报界对国家情报主任及其政策大

多持肯定态度
,

但也有人对美国情报界的改革提出

了质疑
。

在美国
,

有人称国家情报主任为
“

情报沙

皇
” ,

担心其因权力过大而引发一系列问题
, “

最坏

的一种可能
,

就是将制造另外一批官僚主义者
,

将改

革越搞越糟
” 。¹另外

,

还有观点认为
,

国家情报主任

设定的情报界协作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
,

即
“

协作

之谜
”

—
“

怎么可能协调好十几个情报机构的庞

大队伍几乎遍布全球的情报工作? ”º由此可见
,

美

国情报界的改革仍然需要不断进行修正
,

国家情报

主任的工作也将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
。

0

\

¹ R o be rt L H u te hin g s , “ T he M二in g Aft e r : H o w to R e fo rm the

I n te正罗n e e R e fo rm
” , D e e e mb e r 6 , 2(X) 7 , htt p : / /www

.

fas
.

o

喇
s e ar e h/

in d既 htm 】
.

º 同上
。

(上接第 23 页 )的父一75%
,

这一现状严重影响了阿

富汗国民经济的重建
,

也为恐怖组织活动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资金
。

美国在消除鸦片种植过程中采取的喷农

药
、

扔炸弹等极端手段为阿国民所反感
,

加之阿富汗政

府在同美军合作过程中经常得不到尊重
,

不愿全力配

合
,

这些都使阿鸦片种植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
。

(4) 阿富汗局势受南亚形势影响较大
,

难以在

短期得到解决
。

由于塔利班及
“

基地
”

组织在阿富

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活动猖撅
,

美军多次进行

越境打击
,

给巴方带来了一定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
。

由于保密需要
,

打击通常是在不向巴方通报的

情况下进行的
,

这就使 巴政府很被动
。

200 8 年 9

月
,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卡亚尼声称
,

巴不会容忍外

国军队在其境 内开展军事行动
,

并称巴基斯坦
“

为

了保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将会不惜一切代价
” 。

¹ 对

于被美国寄予厚望的军方领导人异常强硬的表态
,

美国担心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反恐合作会受到影响
。

目前
,

驻阿联军 70 % 以上的补给物资都是通过巴基

斯坦运输
,

一旦后勤补给线遭到破坏
,

对部署在阿富

汗的联军将造成不小困扰
。

此外
,

阿富汗的武装分

子还利用巴阿边界特别的地理
、

人文条件
,

在边界两

侧往来穿梭
,

躲避追剿
。

显然
,

没有巴基斯坦的配

合
,

美国的反恐战争无法取得成功
。

越境追捕也可

能激化与巴基斯坦的矛盾
,

美国必须首先做好稳定

南亚
,

特别是巴基斯坦及印巴局势的功课
。

显然
,

拥

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政局出现动荡对于南亚安全形

势是一个极大的危险
,

而该地区伊朗和伊斯兰极端

势力的影响也是美军不得不考虑的现实因素
。

显然
,

鉴于切身利益考虑
,

美军不可能将军事存

在和影响力全部撤离伊拉克
,

而在形势刚刚得到好

转后就匆忙撤军对伊拉克局势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和隐患
。

美增兵阿富汗的效果如何
,

人们将拭 目以

待
。

但可以肯定的是
,

阿富汗问题的真正解决不在

表面的反恐
,

而在深层的重建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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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刃气」2000
.

3:¹
“

布什政府阿富汗反恐政策开始重大转型
” ,

中华网
,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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