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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恐战略与巴基斯坦

余万里

内容提要 ：

“

9 
．

1 1

”

事件后 ，
巴基斯坦特定 的地缘 、 宗教和 国情使其成为

“

文明的 断裂带
”

和 欧亚大陆
“

动荡弧
”

的枢纽
，
成为 美 国全球反恐最重要的盟

友和战场之一 。 美 巴在反恐问题上既展开 了积极的合作
，
又存在深层次的分歧、

矛盾和悖论 。 主要表现为双方在战略重点 、 反恐对象及手段上的分歧 ，
巴国 内穗

定与 民主的矛盾 以及伊斯兰世界反恐与反美的 结构性悖论。 由 于美 国的反恐战

略
，

巴基斯坦处于左右为难的遮尬境地。 解决阿富汗塔利班 问题离 不开巴基斯坦

的稳定与合作
，
随着伊拉克局势趋于平缓

，
美 国反恐战略重心 东移 ，

巴基斯坦 日

益成为奥 巴马政府反恐战略的重 中之重 。

关键词 ： 美 巴关 系 反恐战略 美 国外交

冷战结束后 ， 欧亚大陆的南部边缘 ， 从巴尔干半岛 、 小亚细亚 、 中东 、 波斯

湾到南亚这一条线成为全球地区冲突 、 热点问题 、 宗教极端主义 、 恐怖主义 、 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风险最高的区域 〇 1 9 9 3 年 ，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著名的
“

文明

冲突论
”

中把这个地带称为
“

文明的断裂带
”

，
是滋生宗教、 文明 、 民族冲突的

温床。

1

2 0 0 5 年美国国防部的 《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 把这个弧形延伸的地带称为
“

动荡弧＇是
“

极端主义政权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区 ，
也是宣扬最疯狂的

信条的好战分子活动的策源地
”

。

2

巴基斯坦位于南亚次大陆西端 ， 东邻印度 ， 北接中国 ， 西北与阿富汗接壤 ，

西部与伊朗毗邻 ，
南濒阿拉伯海。 英国学者卡罗伊爵士描述道 ：

“

从克什米尔往

余万里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1 塞缪尔
？

亨廷顿 ：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 ，
周琪等译 ，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

1 9 9 9年版。

2 高祖贵 ：

“

美国在
‘

动荡弧
’

的战略利益分析
”

， 《美国研究 》 ，
2 0 0 5 年第 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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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 穿过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 ， 阿富汗 、 波斯 （ 伊朗 ） 和肥从欧亚大陆 的

沃的新月 地带 ， 抵达埃及 ， 略呈弧形展开 。 它就像土耳其国 地缘政治结构来看 ，

旗上匀称地环抱着星星的那弯新月 ， 紧紧地环抱着波斯湾 ， 巴基斯坦恰好处在

就像一张具有威胁力的弓 。

” 1

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结构来 欧亚大陆
“

动荡弧
”

看 ， 巴基斯坦恰好处在欧亚大陆
“

动荡弧
”

的枢纽位置 ， 在 的枢纽位置 ， 在全球

陆上连通东亚 、 南亚 、 中亚和西亚
，
海上通过印度洋联系太 反恐战略中占据了十

平洋 、 波斯湾和大西洋 ， 在全球反恐战略中 占据了十分重要 分重要的位置。

的位置 。

一

、 处于全球恐怖主义网络中心的巴基腿

巴基斯坦总人口约 1 ． 6 5亿 ，
是世界第六大人口 大国 ， 其中旁遮普族 占 5 6％

，

普什图族占 1 6％
， 信德族占 1 3

°
／。

， 俾路支族占 4％。 巴基斯坦 9 7％ 以上的居民信

奉伊斯兰教 ，
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 其中 9 0％ 为逊尼派 ，

1 0％

为什叶派 。 从经济角度衡量 ， 巴基斯坦无法跟富裕的中东产油国家相比 ， 2 0 0 7年

的 ＧＤＰ仅为 1 2 8 1 亿美元 ， 人均 7％美元 ，
全国约 1 ／ 3 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 。 但

是巴基斯坦的现代化程度在穆斯林世界名列前茅 ， 现代工业体系初具规模 ， 科学

技术水平较高 ， 拥有一个比较开放和国际化的世俗精英社会 。 巴基斯坦的军事实

力在伊斯兰世界尤为强大 ，
拥有先进的常规和导弹武器及技术 ， 1 9 9 7年后成为唯

一公开拥有核武器的伊斯兰国家。

巴基斯坦的政治体制带有议会民主与伊斯兰神权国家的双重特征 。 宪法规定

该国为联邦制民主共和国 ，
以伊斯兰教为国教 ； 实行两院制 （ 参议院和国民议会 ）

议会制度 ， 议会为国家最髙权力机构 ；
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 ， 总理

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 。 建国 6 0多年来 ， 巴基斯坦的政治

体制
一直不稳定 ，

民选政府与军人政权交替统治 ，
1 9 5 8年一 1 9 7 3 年 、 1 9 7 7 年一

1 9 8 8年 、 1 9 9 9年一 2 0 0 8 年都处在通过政变上台的军人统治之下 ， 但是民主体制

的原则却始终被尊重 。

巴基斯坦宪法规定 ， 国家的法律必须与 《古兰经 》 和 《圣训 》 的精神相符 ，

所有穆斯林 ， 无论个人还是团体 ， 均需按照原教旨准则和伊斯兰基本理念规范他

们的生活 。 虽然伊斯兰教实际并未在巴基斯坦政治中扮演中心角色 ， 但伊斯兰化

在巴的社会政治发展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 巴立国之初 ， 为了建立与印度不

同的国家认同 ， 开国之父真纳提出 了
“
一

教一国
”

的思想 。 2 0世纪 7 0
—

8 0年代 ，

齐亚 ？ 哈克执政期间发起了政府推动的伊斯兰化运动 〇 1 9 7 9年受伊朗伊斯兰革命

以及苏联人侵阿富汗的影响 ， 伊斯兰在巴社会和政治中的影响进
一

步强化 ， 并且

1Ｓ ｉｒ
Ｏｌａｆ

Ｃａｒｏｅ ，ＷｅｌｌｓｏｆＰｏｗｅｒ
，Ｌｏｎ ｄｏｎ： Ｍａｃｍｉ ｌ ｌａｎ ＆

Ｃｏ ．

，
 1 9 5 9

，ｐ ． 1 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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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原教旨主义和激进主义 。

巴基斯坦的发展历程使这个国家形成了融合传统与现代 、 落后与先进 、 世俗

与宗教 、 民主与独裁 、 法治与神权于一身的特点 。 国家建设

－ 的缺失 、 政治的腐败与动荡 、 政府治理能力 的乏弱 ， 加上经

荡

、

政；台理能 5 的
猶落后雄会＿乩 使得这个ａ■政治雄会離ｔ

乏“ 加Ｗ济的落
二元分离的状况 。 在政治层面上 ，

巴基斯坦拥有—整套现代

尸与ｋ▲的贫困 使

个＾家的政
个相 精英阶层来推行＠主化ｗ进程 。 但是在社

么
ｉｔｉ ｓａ了＝ 5ｔ＾ｉ会层面上 ， 巴基斯坦依然处在前现代的社会组织模式中 ， 伊

的＆兄
＿

 1＾ 1 5
：
主导 7个人生 方方？？。 这就像一个人 ’＆脑是

现代的 ， 而身体依然传统 。

二元分离的政治与社会关系使得表面上相当强大的现代国家机器实际上不能

对传统的社会形成有效的控制和治理。 在反恐的背景下 ，
巴基斯坦的这一特点具

有独特的战略意义 。

首先 ， 脱离政府有效控制的巴基斯坦社会与全球伊斯兰世界紧密相连 。 有

着 1 5 0 0年历史的伊斯兰教在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紧密的思想和组织网络 ，

例如
“

口耳相传
”

的信息传递途径 ，
在信息技术的时代发展为通过电视、 广播 、

互联网发布各种
“

圣战
”

指令 ；
有着深厚传统和优良信誉的民间金融系统

“

哈瓦

拉
”

，
为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组织提供了资金支持 ； 还有遍布各地的宗教学校 ，

用

免费的经文教育吸引广大的贫苦穆斯林青年 ，
为宗教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人力资源。

其次 ， 作为反抗苏联入侵阿富汗
“

圣战
”

的基地 ， 巴基斯坦汇集了来 自世界

各地的伊斯兰
“

圣战战士
”

。 以本 ？

拉登为代表的领导人物在这场战争中积累了

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力量 、 组织和网络 。 1 9 8 8年阿富汗战争结束后 ，
由于很多母国

政府都拒绝这批
“

圣战战士
”

回 国 ， 这支数量在 2 ． 5 万至 5 万人左右的激进力量

的相当一部分都滞留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 而他们的组织网络也没有因为战争的

结束而瓦解 。 2 0 0 3 年 1 0 月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后 ， 巴基斯坦再

度成为伊斯兰激进势力藏身和集结的基地 。

第三
，
作为前英国殖民地和英联邦成员 ，

巴基斯坦拥有

独特的通往西方世界的窗口 。 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巴基斯坦留

二 下了—顏代体制 ， 培养了—个相当
“

西方化
”

的精英阶层 ，

借贿殖民地与母国的关系 ， 大量的巴基斯坦穆斯林通过留

学 、 工作或移民的方式进人英国 ， 然后转道流向麵或欧洲

其他国家 。 巴基斯坦海外移民及其后代成为伊斯兰向西方扩散的重要载体 ， 也为

恐怖组织和激进主义提供了在西方社会内部物色和培养
“

木马
”

的母体。 2 0 0 4年

伦敦公共汽车连环爆炸事件 、 2 0 0 6 年在飞往美国的航班上制造爆炸的未遂事件的

2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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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者和行动者都来 自 巴基斯坦在英国的移民群体。巴基斯坦海外

最后 ， 地处欧亚大陆
“

动荡弧
”

中心位置的巴基斯坦成 移民及其后代成为伊

为各＃伊斯兰力量汇集和中转的枢纽 。 它在陆上连通东亚 、 斯兰向西方扩散的重

南亚 、 中亚和西亚 ，
海上贯穿太平洋 、 印度洋和波斯湾 。 伊 要载体 ， 也为恐怖组

斯兰世界可以利用巴基斯坦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 ， 把全球的 织和激进主义提供了

穆斯林青年汇聚到这里的宗教学校或恐怖主义训练营 ， 然后 在西方社会内部物

再通过教派网络向各地输出 。

“

哈瓦拉
”

的金融系统也可以 色和培养
“

木马
”

的

利用这个枢纽进行中转 ， 把来 自西亚中东的石油收人 、 来 自 母体 。

中亚的毒品转送到东南亚 、 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 。

由此可见 ， 巴基斯坦在全球恐怖主义网络中具有中心地位 。 首先 ，
在阿富汗

问题上 ，
巴基斯坦的合作是美国及北约盟国清除塔利班和

“

基地
”

组织 、 稳定阿

富汗局势的前提 。 其次 ， 来 自 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网络对印度和南亚次大陆的安

全构成了直接威胁。 2 0 0 8年末 ， 发生在印度孟买的恐怖袭击事件与巴基斯坦有

着密切的关联。 第三 ，
巴基斯坦的恐怖网络与中亚的恐怖主义势力正在加紧

“

搭

线
”

，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 乌伊运 ） 就诞生在巴境内 ， 目前大约有 6 0 0多

名
“

乌伊运
”

分子依然藏身在巴境内 。 最后 ，
巴基斯坦恐怖网络也是我国新疆境

内
“

东突
”

势力最大的境外靠山 ， 在思想上通过众多的宗教组织和宗教学校向我

境内传播极端主义 ， 在组织上为
“

东突
”

提供培训基地、 资金和联络装置 ， 在行

动上相互配合 、 协调行动 。

二、

“

9
？
 1 1

”

事件以来的美巴反恐合作

2 0 0 1 年 9 月 1 1 日 上午 ， 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美国对外

战略的走向 ， 同时也改变了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

在第
一时间会见了恰好在华盛顿访问的巴情报局长穆罕默德 ？ 艾哈迈德将军和巴

基斯坦驻美大使 。 阿米蒂奇的谈话只有一个重点 ：

“

你们站在我们这边 ， 还是反

对我们 ？

”

艾哈迈德试图解释与塔利班的关系 ， 阿米蒂奇很不礼貌地打断他说 ：

“

历史从今天开始 。

”
1

巴基斯坦别无选择 ，
答应美国提出的所有要求 〇 2 0 0 1 年 1 0

月美国在阿富汗
“

持久 自 由
”

军事行动展开 ，
巴基斯坦成为美国战略棋局上的一

颗过河卒 。

作为与阿富汗有着密切联系的邻国 ， 巴基斯坦的配合在美国的阿富汗战争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巴 出动陆海空三军兵力 4 ． 4 5万及大量的准军事部队 ，

＇ ＇

封
＇

锁通往阿富汗的主要道路 ， 为美军作战部队提供安全保障 ； 向美军开放领空 ， 提

供 3 个空军基地和 2个海军基地供美军使用 ， 作为唯一盟军参与海上封锁作战 。

1 詹姆斯 ？ 曼 ： 《 布什战争内阁史 》
，
韩红等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 0 0 7 年版 ，
第 3 0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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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还颁布了一系列反恐法律 ， 在国内展开清剿外国恐怖分子的行动 ， 逮捕

了
4 2 0名塔利班和

“

基地
”

嫌疑分子 ， 取缔了大量极端主义组织 ， 冻结了 
3 2个涉

嫌资助恐怖主义的银行账户 。

1

ＥＳ ？ｒ ｉ
ｓ ＊ ｌｌ巴基斯坦为美军在阿富汗战场的行动提供了帮助 。 除了

大量提供有关塔利班的政治和军事情报之外 ，

“

9 ＿ ｕ
”

之前 ，

塔利班政权和军队当中有超过 6 0 0 0名来 自 巴基斯坦的志愿
°

者 ， 其中包括数十名现役的巴基斯坦军事顾问 、 指挥官和

情报官员 。 巴基斯坦撤出这批军事骨干之后 ，
塔利班的军事战斗力受到严重削

弱 。 这些因素都促成了美军在阿富汗战场的顺利取胜 。

2

阿富汗战争后 ， 塔利班和
“

基地
”

残余势力退到了巴阿边境地区 ，
利用这个

地区复杂的地理 、 宗教 、 部族和政治环境得以藏身 。 对此 ， 穆沙拉夫政府多次采

取了打击行动。 尤其在 2 0 0 3 年发生了两次刺杀穆沙拉夫未遂事件之后 ，
巴政府

军历史性地进驻这个地区。 大规模的围剿行动重创了恐怖主义势力 ， 擒获
“

基

地
”

组织第三号人物法拉杰
？

利比 。 与此同时 ， 穆沙拉夫对国内的宗教极端组织

也采取了高压打击的姿态 ， 尤其针对名列美国 国务院
“

外国恐怖组织
”

清单的
“

圣战者运动
”

、

“

穆罕默德军
”

和
“

拉什卡民兵组织
”

。

2 0 0 4 年初 ， 美国情报部门经过长时期调査 ，
指认巴基斯坦核弹之父——卡

迪尔
？ 汗及其助手在中东 、 东南亚等地区组织

一个地下跨国核走私网络 ， 向伊

朗 、 朝鲜 、 利比亚等国 出售浓缩铀和核武器设计图 。 在美国的压力下 ， 穆沙拉夫

政府同意向美国移交相关调查材料 ， 承认卡迪尔 ？ 汗曾 向伊朗提供离心机 ， 同意

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协查相关事宜 ， 并保证采取严格措施组织核扩散 ，
并软禁卡

迪尔 ？ 汗 。

3

此外 ， 在 2 0 0 3 年伊拉克战争问题上 ， 巴基斯坦作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

事国 ， 虽然不赞成美国用武力手段推翻萨达姆政权 ， 但采取了中立的姿态 。 巴基

斯坦对有关反恐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都投了赞成票 ， 在外交上给美国的反恐提供

了配合。

由于美国的反恐战略 ，
巴基斯坦在政治 、 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得到了丰厚的回

报。

“

9  4 1

”

事件后 ， 美国首先在政治上取消了因核问题对巴实施的制裁 ， 接着

通过国会投票取消了对巴的
“

民主制裁
”

。 2 0 0 1年 1 0 月 1 5 日
， 美国国务卿鲍威

尔访问巴基斯坦 ， 宣布两国
“

在反恐战争中的合作标志着双边关系进人一个新的

1Ｃ ．Ｃｈ ｒｉｓｔ ｉ ｎｅ Ｆａｉ 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Ｐａｋｉｓ ｔ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ｄ
ｉ
ａ

， ｔｈｅ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2 0 0 4

， ｐｐ ． 2 7
－ 3 2

．

2Ｂ ｒｕｃ ｅＲ ｉｅｄｅｌ ：

ｕ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Ｓｔｒ ｉｋｅＢａｃ ｋ
＂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Ｍａｙ／Ｊ ｕｎｅ  2 0 0 7 ．

3 张利军 ：

“

布什政府对巴基斯坦政策及美巴关系前景
”

，
《 国际问题研究 》

，

2 0 0 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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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

。

1

2 0 0 4 年 3 月 1 8 日 ， 鲍威尔宣布巴基斯坦是美国的
“

非北约主要盟国
”

，

可以从美国获得更多的武器装备及防务 、 军事培训等项 目 。 巴基斯坦因此成为继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日本 、 韩国 、 菲律宾 、 泰国 、 约旦、 巴林、 埃及和阿根廷之

后第 1 2 个获得这个待遇的国家 。

2

2 0 0 6 年 3 月 ， 布什访问 巴基斯坦 ， 称赞穆沙拉

夫是
“
一个富有勇气的人

”

以及他们 良好的个人关系 。

3

通过这次访问 ， 美巴宣

布建立
“

战略对话
”

机制 ， 形成了
“

战略盟友
”

关系 。

在经济上 ， 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前后迅速向巴提供了 1亿美元的紧急援助 ，
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 延长 3 ． 6 2 亿美元的债务偿还期 ，
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向 巴提供 4 ． 3 5 亿美元的贷款 〇 2 0 0 3年 3 月
，
美巴签署协议 ， 免除巴基斯坦

1 0亿美元的债务 。 6 月 ， 穆沙拉夫访问美国 ， 得到了 5 年内总额 3 0亿美元的援助 ，

其中 1 5亿美元用于加强 巴国防力量 ， 1 5亿美元用于促进 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 。

4

截至 2 0 0 8 年 ， 美国向巴提供的各类援助总额达 1 0 0亿美元之巨 。 对于 3 4％

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国家 ，
以及内外偾务高达 6 0 0 多亿美元的穆沙拉夫政权

来说 ， 这些援助无疑是雪中送炭 。

5

在军事和安全领域 ， 美巴恢复了中断的双边军事对话机制 。 布什政府解除了

Ｆ 1 6 战斗机的禁运令 ， 在
“

非北约主要盟国
”

的待遇下向巴提供了
“

阿帕奇
”

武

装直升机、 Ｐ 3Ｃ
“

猎户
”

反潜巡逻机、

“

鱼叉
”

反舰导弹 、

“

陶
”

式反坦克导弹等

先进武器。 为了确保巴基斯坦核武库的安全 ， 防范极端势力获得核武器 ， 美国提

供了能够防止核武器失窃被滥用的密码装置技术 ， 协助巴清査所有的核设施 ， 制

定相关规定 、 统一核武器的指挥权限 、 加强海关和边境对核材料的监控 。

三 、 美巴反恐合作中的矛盾

2 0 0 3 年 6 月 2 4 日
，
在与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会谈时 ，

布什盛情赞

扬了巴基斯坦在反恐中起到的作用 ，

“

感谢 （ 巴基斯坦 ） 有效的边境保卫措施和

执法合作 ，

……以及穆沙拉夫总统的领导＇并乐观地认为
“

基地
”

组织已经不

再对美国构成威胁 。

6

然而四年后 ，
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对巴基斯坦在反恐问题

1Ｎａ
ｊ
ａｍＲａｆｉｑｕ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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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布衣 ：

“

巴基斯坦成为美国非北约主要盟国
”

， 《 爸代亚太 ＞ ，
2 0 0 4年第 4期 ， 第 2 4 页。

3
“

布什访问巴基斯坦 ：
从行前谈话 ， 看出访的思路

”

， 《人民曰报 ＞ ， 2 0 0 6 年 3 月 2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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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合作提出质疑、 抱怨甚至不满。 2 0 0 7年 7 月 ， 美国 《 国家情报评估 》 指出 ：

“

基地
”

组织
“

保护或重塑了本土攻击能力的关键要素 ，
包括在…… （ 巴部族地

区的 ） 安全的避难所、 行动骨干及高级领导层
”

。

1

很多美国髙级官员开始怀疑每

年向 巴基斯坦提供 1 0亿美元的援助是否值得 ， 巴基斯坦在
“

反恐战争
”

中究竟

扮演什么角色？

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抱怨和不满实际上是两国在反恐问题上深层次分歧 、 矛盾

和悼论的反映 。

（

一

） 战略关注重点的不对称

自 1 9 4 7年巴基斯坦独立以来 ， 美巴就形成了相当密切的安全合作关系 。 6 0

多年来 ， 这对双边关系二起二落 ， 有过
“

蜜月期
”

的结盟合作 ，
也有过疏远 、 紧

张甚至对立 ， 但在根本上取决于美国的战略需要 。

2

美巴关系的第一个
“

蜜月期
”

发生在冷战初期 。 巴基斯坦签订了 《美巴共同防御援助协定 》 和 《美巴双边防御

协定 》 ， 加入了美国在亚洲的两大反共同盟体系
——

“

东南亚条约组织
”

和
“

中

央条约组织
”

， 换取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抗衡印度的威胁。 美国致力于在亚

洲构建同盟体系以遏制苏联的扩张 ，
把巴视为在南亚

“

最可靠的盟友
”

。 1 9 6 5 、

＇

1 9 7 1 年两次印巴战争撕裂了美巴同盟脆弱的基础。 美国采取了
“

袖手旁观
”

的姿

态 ， 不仅没有给巴提供军事援助和支持 ， 而且反对巴用美制装备对付印度 ， 甚至

中断对巴的武器供应 。 巴基斯坦被迫走向独立 自主的
“

不结盟
”

道路 ， 退出两个

军事条约组织 ， 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计划 ， 发展与中国的
“

全天候
”

友谊。

1 9 7 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带来了美巴关系的第二个
“

蜜月期
”

。 在美国方面 ，

苏联人侵阿富汗标志着 2 0世纪 7 0 年代
“

缓和
”

政策的彻底失败 ， 美国必须全力

遏制苏联的扩张 。 在巴基斯坦方面 ， 苏联控制下的阿富汗直接构成了对其西北边

防的威胁 ， 使其陷入东西两线腹背受敌的战略困境。 苏联的威胁成为美巴再次走

向同盟的现实动力 。 1 9 8 9年阿富汗战争结束 ， 随着苏联撤出阿富汗 ， 美国对这个

地区的关注消退 ，
巴基斯坦就像美国地区战略中的一颗无用的棋子一样被迅速抛

弃。 1 9 9 3 年 1 0 月 ， 民选的巴基斯坦总理贝 ？

布托执政 ， 美巴关系一度有所改善 。

但是这段短暂的 回温被 1 9 9 8年的印巴核试验打断 ，
巴基斯坦继印度之后公开跨

越核门檻迫使美国对其实施严厉的制裁。

1 9 9 9年 5 月 ， 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爆发卡吉尔冲突 ， 美国一改往常的中立态

度 ， 公开指责巴基斯坦 。 1 0 月 ， 巴陆军参谋长穆沙拉夫发动军事政变 ， 美国国会

宣布对巴实施
“

民主制裁
”

。 在美国的南亚战略中 ，

“

厚印薄巴
”

的倾向越来越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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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 美国对印巴核试验的制裁明显对印度网开一面 。 2 0 0 1 年 ，

小布什政府上台后

继续推行向印度倾斜的南亚政策 ， 把印度看成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伙伴之一 ， 而

对巴继续奉行压制政策 。 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甚至直言不讳地说 ：

“

在如何对待

印巴两国问题上 ， 我们已经禁止使用
‘

不偏不倚
’

这个字眼了 ， 我们打算根据不

同的原则来分别看待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 。

” 1

“

9 
■

 1 1

”

之后的美国把恐怖主义当作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 ， 反恐作为对外战

略的核心 ， 而巴基斯坦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依然来 自 印度 ，
两者之间存在不对称

性。 美巴 由于反恐第三次结为
“

同盟
”

， 但是这个同盟并不是全方位的 ，
它主要

关照美国的战略利益 ， 无法满足巴基斯坦的战略需求 。 在反

恐的同时 ， 美国继续奉行在南亚印巴之间的平衡战略 。 2 0 0 1

年至 2 0 0 2 年 ， 以印度议会大麵袭击为导火线 ， 印巴关系再

度紧张 ， 双方领导人和将领甚至暗示在冲突中不惜动用核武

器。 在这个事件上 ， 作为
“

战略同盟
”

的美国并没有给巴基

斯坦所期望的照顾 ， 而是采取了
“
一碗水端平

， ，

的姿态 ， 在

印巴之间斡旋以息事宁人。 巴基斯坦支持美国的反恐战略本 Ｉｆｒａ
来就有几分被强迫的味道 ， 这个事件使得巴基斯坦再度认识 2

到美国是个
“

不可靠的盟友
”

， 因此在反恐问题上更加有所

保留 。

（ 二 ） 在反恐对象上的分歧

美国卡内基基金会资深研究员阿什利 ？ 泰利斯指出 ， 巴基斯坦实际上有四类

不同的恐怖主义组织 ： 国 内宗教部族集团 、 反印度恐怖组织、 塔利班和
“

基地
”

组织 。

2

从各自 的战略需要出发 ， 美巴对这些恐怖主义集团的打击各有侧重 ， 但

这种有选择性的反恐给美巴合作造成了很多混乱。

美巴在打击
“

基地
”

组织和外国渗透恐怖分子方面不存在分歧 ， 但这些恐怖

势力越来越深地同塔利班、 巴国内的宗教部族势力相结合 ，
这让情况变得十分

复杂。 在国 内宗教部族势力问题上 ，
巴基斯坦有其特殊的国情 。 位于巴基斯坦

西北接近阿富汗的联邦直辖部落地区 （ Ｆｅｄｅｒａ ｌｌ
ｙ
Ａｄｍ 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Ｔｒｉｂａｌ Ａｒｅａｓ

， 简称

ＦＡＴＡ ） 名为直辖 ，
实际处于普什图人 自治状态

，
政府的控制十分薄弱 ， 军队在

2 0 0 4 年前从未进驻该区， 历史上 ， 巴政府 、 军队和情报部门通过支持地方部族

长老来维持地方的稳定 ， 并利用这些力量实现反苏 、 反印 、 干涉阿富汗等战略 目

1

1 伍福佐 ：

“

在僵局中出现转机的美 巴关系
”

，
＜南亚研究季刊 ＞ ，

2 0 0 3 年第 1 期 ， 第 4 1 页 。

2 Ａｓｈ ｌｅ
ｙ
Ｊ ．

Ｔｅ ｌｌ
ｉｓ

，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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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 ｒｏｒｉｓｍ ：Ｃｏｎｆｌ ｉｃｔｅｄ Ｇｏａ ｌｓ

，Ｃｏｍｐ ｒｏｍｉ ｓｅｄ
Ｐｅ ｒｆｏ ｒｍａｎｃｅ

，

＂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Ｓｐｒｉｎ ｇ
2 0 0 8

，ｐ ．

9 ．

3 该地区面积 2 7 2 2 0 平方公里 ，
人口 3 1 3 8 0 0 0

■
下分七区 ， 首府白沙瓦。 当地人 口以普什图人为主 ，

经

济以畜牧业和鸦片种植为主。

2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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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 但在 2 0 世纪 9 0 年代后 ， 某些国内宗教部落势力失去了政府的控制 。 巴加人

反恐阵营后 ， 这股力量造成了 国 内的不稳定 ， 甚至发动对军队和穆沙拉夫本人的

袭击。 在这种情况下 ，
巴不得不对这些 自己养大的孩子实施打击 ， 但也是有选择

性的 ， 主要针对那些破坏国内稳定的宗教极端势力 ， 对地方部族势力以及克什米

尔恐怖组织则继续网开一面。

ｉ

－

ｈｊ在塔利班问题上 ，
巴基斯坦也有特殊的战略考虑 。 塔利

曰 班实际上也是巴基斯坦养大的孩子之一 ，
是巴介人阿富汗事

务并确保西线安全的战略工具 。 当前的巴瞧界是英醜民

雜？
“

《：级
”

， 麟贿翻隨謂承认 ’＊織
卿

时麵Ｗ舰雌慨ＩＴ ，Ｅ擁謙翻隨汗以避免
胃°

两线受敌 。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 ， 巴基斯坦不得不在表面

上放弃对塔利班的支持 ， 但是出于对战后卡尔扎伊一北方联盟政府的不信任 ，
巴

在内心里并不愿拋弃塔利班。 客观上 ，
塔利班的主要组成力量来 自普什图族 ，

巴

阿边界复杂的地理 、 政治 、 宗教 、 种族和社会环境也让巴政府很难有效地控制塔

利班。

美国在阿富汗战争顺利取得进展 ，
塔利班政权倒台之后 ， 美国把反恐的重心

转向了伊拉克 ， 在阿富汗反恐的注意力也主要集中在
“

基地
”

组织而相应忽略了

塔利班 ， 这在一段时间内掩盖了美巴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 。 但是随着塔利班元气

恢复 ， 对阿富汗的国内稳定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
美巴的分歧和矛盾也相应突出

起来 。 美国和驻阿富汗的北约盟军要求巴基斯坦加大对边境地区支持塔利班的部

族势力的军事打击 ， 而巴基斯坦则倾向于采取传统的谈判 、

主』＝ 5；
怀柔手段来恢复与部族势力的关系 。

打击手段 ， 在敦促巴 （ 三 ） 在反恐手段上的分歧

麵郎陳恐拽郷鮮解節龄段 ， 在雜

巴政府采取强硬行动的同时 ， 也经常在巴阿边境雜越界的

军事行动 。 这种
“

以暴易暴
”

的反恐在巴国 内制造了越来越

多的恐怖主义袭击 ， 也引起了 巴民細强烈不满 。 麗年 1

月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 只有 2 7％ 的巴基斯坦人认为美巴关于

安全鮮轉細合制
■

巴？臟有利
；
贿 2 3％ 的民众支

＾ 撤府解事力量翻部麵区
，

4 6％舰众希望谈判。

1

引 巴民众的强烈
以吉拉尼为总理的新政府上台后 ， 展开了与巴境内塔利班运

动的谈判
，
双方在 2 0 0 8 年 5 月 1 4 日 达成和平协议 ：

“

停止互

1Ｃ ．
Ｃｈ ｒ

ｉ
ｓｔｉｎｅ

Ｆａｉ
ｒ

， Ｃｌａｙ

Ｒ ａｍｓａｙ， 

＆
ＳｔｅｖｅｎＫｕｌ

ｌ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ｉ 
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Ｍｉ

ｌｉｔａｎｃｙ，

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Ｓ ，ＡＪｏ ｉｎ ｔＳｔｕｄｙｏｆ

ＷｏｒｉｄＰｕｂ ｌ 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ｏ ｒｇ

ａｎｄｔｈｅＵｎ 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 ｉ ｔｕ ｔｅｏｆ

Ｐｅａｃｅ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ｗｏｒｉｄｐｕｂ ｌ ｉｃｏｐ ｉｎ ｉｏｎ ． ｏ ｒｇ／ｐ ｉｐａ／ｐｄ ｆ／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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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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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武装攻击 ， 部队撤离某些地区 ， 反政府组织停止攻击国家安全部队 。

”

巴政府

减少驻边界的军队
，
释放 3 0 名塔利班囚犯 。 巴基斯坦塔利班领导人马哈苏德则

表示停止在巴境内的活动 ， 但继续在阿富汗的圣战 。

巴基斯坦与塔利班的谈判引起了美国军方、 阿富汗和驻阿联军的极度不满 。

6 月 1 5 日
， 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

“

阿富汗有权摧毁在巴基斯

坦境内的恐怖分子的窝点 ， 这是阿富汗要行使 自 己 的合法 自卫权 。

”

他特别指出 ：

“
一些恐怖分子从巴基斯坦越过边界在阿富汗境内进行暴力活动 ， 袭击阿富汗安

全部队和驻阿富汗国际部队 ， 我们同样就可以采取类似行动 ， 马哈苏德宣布说要

进入阿富汗发动圣战 ，
这就意味着已经不存在界限了 ， 塔利班武装分子跨过巴阿

边界在阿富汗境内进行袭击暴力活动 ， 阿富汗将派军队进入巴基斯坦围剿武装分

子 。 马哈苏德应该明 白 ， 我们将直接追击到他家里 ， 巴基斯坦政府也要明白这一

点 。

”
1

阿富汗的这个表态十分罕见 ， 引起了 巴阿外交关系的紧张 。

6 月 1 0 日美国思想库兰德公司发表的
一

份研究报告引起媒体的注意
，
报告指

出 巴基斯坦情报机构和部落民兵一直在为塔利班提供训练 、 情报和财务援助 ， 也

协助他们越过边界 ； 如果不摧毁塔利班在巴基斯坦的避风港 ， 美国将在阿富汗面

对瘫痪性的长期后果 。

2

与此同时 ， 美国及北约驻阿部队加大了对巴阿边界的军

事打击力度 ， 其中包括造成 1 3 名巴边防官兵死亡的越界空袭行动 。 美国防部长

盖茨等高级官员还不断放出 口风说 ，
美国正在加紧准备向 巴部落地区派遣地面部

队 的计划 。 美巴在反恐策略方面的分歧有可能促使美国越来越多地采取单边行

动 ， 甚至不惜侵犯巴主权 ， 这将会美巴反恐合作造成严重的影响 。

｛ 四 ） 民主与稳定的矛盾

民主
一直是美国对巴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 ，

1 9 9 9 年穆沙拉夫政变上台后 ， 美

国一度对巴实施
“

民主制裁
”

， 反恐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国在民主问题上对巴

基斯坦的压力 ， 但促使穆沙拉夫政权
“

还政与民
”

始终是美国对巴政策的重要

内容 。 2 0 0 7年 1 0 月 ， 穆沙拉夫在总统选举中 以多数票当选 ， 但巴最高法院首席

大法官乔杜里以他身兼军职为理由迟迟不宣布其当选总统合法〇 1 1 月 3 日
， 穆沙

拉夫以陆军参谋长身份宣布全国实行紧急状态 ， 解除乔杜里等 6 0 多名法官的职

务 。 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 ，
穆沙拉夫向继任陆军参谋长基亚尼移交军队指挥权 ，

以平民身份就任新一届总统。

与此同时 ， 面对即将来临的巴议会选举 ， 美国向穆沙拉夫施加压力允许流亡

在外的巴两大反对党领导人贝 ？ 布托和谢里夫回国 。 这
一

系列
“

恢复民主
”

的动

作打破了 巴国内政局的平衡 ，
埋下了政局动荡的祸根 。 2 0 0 7年 1 2 月 2 7 日 ， 贝

？ 布

1
“

国际观察 ：
巴阿之间为何发生外交危机

”

，
ｈｔｔｐ ： ／／ｎｅｗｓ ． ｓｏｈ ｉｔ ．ｃｏｍ／ 2 0 0 8 0 6 1 7 ／ｎ 2 5 7 5 6 0 0 4 6

． ｓｈｔｍ ｌ 。

2 Ｓｅｔｈ
Ｇ

Ｊｏｎｅｓ
：Ｃｏｕｎ ｔｅｎｎｓｕ 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Ａｆｊ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ｒ
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Ｏｆｆ ｉｃｅｏｆ 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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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8 ．

一

——— 2 3 7



中 国 国 际战略评论 2 0 0 9

托在
一次竞选集会上遭遇恐怖袭击 ， 不治身亡 。 2 0 0 8年 2 月 1 8 日被推迟的议会

选举进行投票 ， 人民党获 8 7席 ， 穆盟 （ 谢里夫派 ） 获 6 8席 ， 穆盟 （ 领袖派 ） 4 1

席 。

1

人民党和穆斯林联盟 （谢里夫派 ） 获胜组织联合政府 。 美国把这次选举称

为
“

民主的一次胜利
”

， 认为人民党的胜利代表了 巴基斯坦向世俗温和的民主政

治回归 。

2

2 0 0 8年 8 月
，
执政联盟宣布启动对穆沙拉夫的弹劾程序 。 美国宣布 ：

“

我们

一直认为巴 内部政治应当由 巴人民决定 。 我们希望任何行动都符合巴宪法和法

治， 实际上彻底抛弃了穆沙拉夫 。 由于军队宣布
“

去政治化＇ 穆盟 （ 领袖派 ）

不支持穆沙拉夫动用总统的权力解散议会 ，
四面楚歌的他不得不在 8 月 1 8 日宣布

辞去总统职务 ， 从巴政坛上隐退。 9 月 6 日
， 贝

？ 布托的丈夫扎尔达里当选 巴总

统 ， 但是这并没有解决人民党与穆盟 （谢里夫派 ） 之间的权力斗争 ， 政局持续动

荡使巴政府的运作陷人混乱和停滞。

（
五 ｝ 反恐与反美的结构性惊论

“

9
－

1 1

”

以来美国反恐的主要敌人是伊斯兰极端主义 ， 虽然美国极力避免
“

文明冲突
”

的现象 ， 但这种斗争在客观上还是造成了美国所代表的西方自 由 民

主价值观与伊斯兰宗教价值体系对立的局面。 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单边主义、 推

广民主 ， 尤其人侵伊拉克等行为更加剧了矛盾的对立性 。 本 ？ 拉登和
“

基地
”

组

织紧紧抓住了美国反恐战争这
一

结构性矛盾 ， 在伊斯兰世界塑造出强大的仇美和

反美情绪 ， 并利用这种情绪壮大自 己的势力和影响力 。 美国在世界上面临着十分

尴尬的局面 ： 反恐越激烈 ， 反美的情绪越高涨 ，
反美的情绪越高涨 ， 恐怖主义越

猖獗 ， 反恐越反越恐。

巴基斯坦国 内的反美主义还有其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 。 历史上 ， 美国在关键

时刻屡屡抛弃巴基斯坦 ， 在巴社会各界埋下了
“

靠不住的盟友
”

的怨恨 ， 使得

巴对美国的反恐合作始终存在抵触情绪 。 例如巴大法官乔杜里在与穆沙拉夫冲突

的过程中就曾多次动用法律干扰对恐怖分子的审讯 ， 令美国甚为不快。 在现实当

中 ， 除了价值观层面的
“

文明冲突
”

之外 ， 美国飞机经常在巴阿边境制造人侵、

误炸平民事件 ， 不断刺激巴民众的愤怒情绪 。 2 0 0 8年 6 月 1 0 日
，
美军战斗机空袭

巴基斯坦境内的一个边境检査站致 1 1 名 巴安全人员死亡 ， 美国务院发言人对此

仅表示
“

遗憾＇ 而驻阿富汗联军发言人辩称
“

这是一次合法的空袭
”

。

3

在国 内 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中 ，
巴基斯坦政府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

一方

1新华网伊斯兰堡 3 月 
1曰 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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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伊斯兰始终是巴政权的重要合法性基础和主要支持的力在国 内曰益高涨

量 ；
另一方面 ， 参与美国的反恐行动又不断地得罪国内的穆 的反美情绪中 ，

巴基

斯林群众 ， 甚至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
“

眼中钉＇巴基斯 斯坦政府陷入左右为

坦加人美国的反恐战争后 ， 国内的反美和宗教极端势力也在 难的困境。

高涨 〇 2 0 0 7年夏的红色清真寺事件迫使穆沙拉夫不得不与伊

斯兰公开对抗 ， 很多巴基斯坦人认为穆沙拉夫在玩弄
“

两手游戏
”

：

“

容忍恐怖主

义溃烂以便把西方拉在他身边 ，
在恐怖主义失去控制的时候再采取行动 。

”
1

这最

终造成了穆沙拉夫个人政治威望损耗殆尽 。 如今执掌政权的人民党依然受制于类

似的困境和压力 。

（四 〉 美巴反恐合作的前景

“

9
．

1 1

”

事件七周年之后 ， 美国与
“

基地
”

组织的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

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
“

基地
”

组织 ， 多次挫败了
“

基地
”

组

织在美国本土以及在欧洲制造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图谋。 通过阿富汗战争 ， 推翻了
“

基地
”

组织的庇护所塔利班摩：权 。 通过国际合作 ， 缉拿了恐怖分子 、 切断了恐

怖组织的资金链条。 但是 ， 美国七年的反恐斗争并没有实质性削弱
“

基地
”

组织

的网络和活动能力 ， 恐怖主义的幽灵依然在世界各地游荡 。

2 0 0 1 年 1 0 月 的阿富汗战争并没有消灭塔利班和
“

基地
”

组织 ， 只是把他们

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赶到了东部山区 ， 从台上赶到了地下 。 美国决策者在轻而易

举地取得军事胜利之后 ， 很快把注意力转移到中东和伊拉克 ， 对阿富汗的忽视让
“

基地
”

组织和塔利班得以迅速恢复元气 。 2 0 0 5年塔利班对阿富汗政权以及北约

联军的袭击事件高达 1 6 3 2起 ，
2 0 0 6 年达到 5 3 8 8起 ， 甚至还有能力发动试图夺取

东部城市坎大哈的大规模进攻。

2

很多专家认为 ， 只要北约联军离开 ， 塔利班可

以轻而易举地赶走卡尔扎伊政府 ， 夺回阿富汗政权 。 解决阿富汗和塔利班问题离

不开巴基斯坦 ，
巴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再次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 。

美国反恐专家指出 ：

“

与布什政府声称的完全相反 ， 他们的注意力在
‘

9 1 1

’

恐怖袭击之后很快转到了伊拉克以及改造中东的大事业 ，
恐怖主义

‘

全球网络
，

的主要中心在巴基斯坦。

” 3

巴基斯坦不仅为塔利班和
“

基地
”

组织提供了藏身避

难空间 ， 而且通过国 内 的伊斯兰极端思想和组织为恐怖主义提供 了培养和训练
“

圣战战士
”

的场所 ， 巴在海外的移民群体还为这些极端思想和
“

圣战战士
”

提

供了 向全球扩散的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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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巴马 把从伊 2 0 0 8年美国总统大选 ， 民主党新总统奥巴马把从伊拉克

拉克彻底撤军作为重 彻底撤军作为重建美国对外战略的前提 ， 明确主张把反恐的

建美国对外战略的前 重点转向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搜捕本 ？ 拉登和
“

基地
”

组织

提， 明 确主张把反 成员 。

1

2 0 0 7年 8 月
，
奥巴马在伍德罗 ？ 威尔逊中心的一次演

恐的重点转向在阿富 讲中说 ： 美国应该在巴基斯坦搜捕
“

基地
”

武装 ，

“

如果我

汗和巴基斯坦搜捕 们掌握有关重要恐怖分子目标的行动情报
，
而穆沙拉夫总统

本 ？ 拉登和
＂

基地
”

不采取行动的话 ， 我们将采取行动 。

” 2

在入主 白宫后不久 ，

组织成员 。奥巴马就批准了进一步在巴基斯坦对恐怖分子展开空中搜捕

和打击的行动 ， 在宣布从伊拉克撤军计划的同时向阿富汗大

举增兵 1 ． 7万人 。

奥巴马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强硬表态和举措 ， 将对美巴关系以及该地区的

局势产生
一系列深远的影响 。 美国虽然在战略和外交上会继续奉行与巴基斯坦合

作的反恐行动 ， 但制约双方合作的结构性分歧、 矛盾乃至悖论依然存在。 美巴反

舱作的前景值得进一步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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