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事实：针对与乌克兰接壤地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俄罗斯

国防部 8 月 20 日宣布新组建“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和“布良斯克”

3 个集团军，负责保护相关地区的国土和民众。

点 评：俄军此举旨在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此前，俄库尔斯克

州、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等边境地区主要由边防部队驻守，无

法抵御大型机械化兵团的攻击。加之，乌克兰要求西方盟友取消对乌

军在俄领土使用西方远程武器的限制，俄方亟需在边境地区建立必要

的力量优势。目前 3 个集团军的具体编制尚不清楚，但据俄军事专家

分析，很可能编制配备无人作战力量的机械化部队和能够采取积极进

攻行动的装甲分队，这样既可以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也可以支援局

部行动。

俄罗斯新组建三个集团军

俄罗斯士兵在库尔斯克州向乌克兰阵地发射炮弹。

新闻事实：黎巴嫩真主党 8月 25日宣布，为报复以色列暗杀该组织

高级军事指挥官福阿德·舒库尔，当天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袭击。同日，

以色列对黎巴嫩实施了自去年底黎以冲突开始以来最猛烈的一次空袭。

点 评：近期，黎以双方交火频繁，但此次冲突的规模和强度较以

往明显增大，令黎以局势更加复杂。黎巴嫩真主党明确宣布第一阶段

袭击取得成功，不排除后续还会有第二阶段行动。当前，巴以停火谈

判正处于关键节点，有分析人士认为，黎巴嫩真主党选择在此时发起

军事报复，是为了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促使其在停火谈判中有所妥

协。不管怎样，随着哈马斯领导人遇袭身亡，伊朗、黎巴嫩誓言报复，

以及巴以停火谈判停滞不前，中东地区局势愈发岌岌可危。黎以双方

应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

黎以爆发新一轮大规模冲突

8月 25日，黎巴嫩境内一处目标遭以色列空袭后冒出浓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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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实：8 月 19 日至 29 日，美韩举行“乙支自由之盾”联合军

演。双方动员陆、海、空、网络和太空等作战力量参演，据称意在加强

戒备和提升美韩同盟的防御能力。

点 评：尽管此次演习为美韩年度例行性军演，但演习规模加大、

内容增多，恐将进一步激化半岛紧张局势。韩联社报道称，两军将重

点提高对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应对能力。朝鲜方面对此反应

强烈，谴责该演习是对侵略朝鲜的模拟和“核战争预演”。近来，美国

强化远程轰炸机、核潜艇和航母打击群的地区部署，这种频繁“秀肌

肉”的行为，很可能刺激朝鲜采取强硬政策，导致半岛局势陷入恶性循

环。此次演习的举行再次证明，不断加强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美

国，已成为居心叵测的搅局者和不折不扣的地区乱源。

美韩举行“乙支自由之盾”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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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支自由之盾”军演期间，美军 F-16 战机从韩国一机场起飞。

2021 年 8 月 30 日，随着美军最后一

架 C-17 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

飞，长达 20 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的仓

皇撤离告终。据统计，美军入侵阿富汗

20 年间，夺去了包括 3 万多平民在内的

17.4 万阿富汗人的生命，近三分之一阿

富汗人沦为难民。

3 年过去了，虽然阿富汗安全形势

有所好转，但长期战乱给这个国家带来

的伤痛仍在持续。时至今日，阿富汗问

题依然严峻，和平重建面临重重挑战，

而美国作为始作俑者，却仍在动辄使用

制裁等手段，继续在阿富汗扮演着破坏

者和搅局者的不光彩角色。

遗 忘

为了掩盖在阿富汗的失败，美国有

意识地引导国际社会选择性地遗忘阿

富汗问题，甚至不断在其他地区拱火以

转移视线。随着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

不断演进，国际社会也确实把注意力更

多地投入到这些地区热点上，阿富汗问

题 则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被 边 缘 化 了 ，国 际

社会在阿富汗问题上投入的资源急剧

下滑。

再次掌权的塔利班，也希望国际社

会 有 选 择 地 遗 忘 一 部 分 阿 富 汗 问 题 。

塔利班在意识形态上相对保守，尤其是

保守派认为过多地与国际社会接触会

对 其 传 统 价 值 观 和 社 会 秩 序 造 成 冲

击。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国家和组织自

身保持一定的封闭性，以减少外部因素

的影响。同时，为了保持政权独立，减

少外部势力对阿富汗内部事务的干涉

和指责，以便更自主地制定和执行国内

政策，塔利班也希望通过降低国际关注

度，为自己在国内的治理和改革争取更

多的时间和空间。所以，除了呼吁外界

继续提供援助和投资外，塔利班并没有

选择成为国际社会活跃的一员。

从曾经的“帝国坟场”沦为如今“被

遗忘的角落”，阿富汗未来的发展之路

还很漫长。如果说阿富汗是遭到了国

际社会无意识的冷落，那么美国则是在

有意识地绑架并惩罚全体阿富汗人，部

分西方国家也在通过脱离接触、停止贸

易等方式惩罚阿富汗人。可以说，在美

国的主导和影响下，阿富汗民众正面临

着被遗忘和孤立的多重困境。

制 裁

3 年来，阿富汗经济持续萧条，失业

率居高不下。联合国数据显示，过去两

年阿富汗 GDP 收缩了 26%。许多阿富

汗人因外资撤离和国际制裁等原因失

去收入来源，生活窘迫。阿国内不少幸

存下来的企业，也因为缺少电力等原因

而无法正常开工。

撤 军 后 ，美 国 不 仅 冻 结 了 阿 富 汗

中 央 银 行 数 十 亿 美 元 海 外 资 产 ，还 通

过经济、政治等手段，对阿富汗实施全

面 的 制 裁 和 威 胁 ，直 接 导 致 阿 富 汗 外

汇紧缺、物价上涨，不仅加剧了阿富汗

的 经 济 困 境 ，也 严 重 阻 碍 了 其 重 建 和

发展进程。

一 方 面 ，美 国 对 计 划 投 资 阿 富 汗

的 国 家 施 压 ，警 告 其 投 资 可 能 带 来 的

政治风险。美国通过在国际舞台上孤

立 阿 富 汗 临 时 政 府 ，限 制 阿 参 与 国 际

经济合作的机会。美国还阻碍国际社

会 直 接 援 助 阿 富 汗 ，限 制 国 际 金 融 机

构向阿富汗提供贷款。这种持续的政

治 压 力 ，让 一 些 国 家 不 得 不 重 新 评 估

其 在 阿 富 汗 的 投 资 计 划 ，甚 至 被 迫 放

弃投资。

另一方面，美国还无视阿富汗民众

发展经济、改善生计的呼声，威胁要对

在阿富汗进行投资的外国公司和个人

实施制裁，包括限制其在美国的金融交

易、禁止其使用美国金融系统等。美国

政府内部不时传出讯息，要以支持恐怖

主义和限制人权为由，加大对塔利班的

制裁，甚至威胁要调查汇往阿富汗的资

金。这种步步紧逼的威胁和风险，使得

外国投资者对阿富汗的投资环境产生

严重担忧，因此行动更加谨慎。

伤 痛

一位美国退伍军人曾公开撰文发

出质问：美军作为外来者可以选择一走

了之，而守着破碎家园的阿富汗人又能

有什么选择呢？3 年过去了，美国给阿

富汗人带来的伤痛远未抚平。

当前，阿富汗仍面临严重的人道主

义危机，包括粮食短缺、医疗资源匮乏

等问题。联合国多次发出警告，呼吁国

际社会加大对阿富汗的援助力度。美

国一直企图将自己塑造为阿富汗的建

设性力量，甚至认为其为阿富汗作出了

重大牺牲。但事实上，美国在援阿问题

上从来都是言行不一。美国国会设立

的阿富汗特别检查组近日发布报告宣

称，美国在过去 3 年中，为阿富汗和阿

富汗难民拨款约 210 亿美元。但阿临

时政府经济部对此予以否认，称美国以

阿富汗的名义，推出的只是“与阿富汗

民众无关、没有向阿富汗民众提供的援

助”。

美 军 虽 然 已 经 撤 离 ，但 其 负 面 遗

产 仍 在 危 害 阿 富 汗 及 周 边 地 区 的 安

全 。 美 军 撤 离 时 留 下 大 量 武 器 ，这 些

武 器 已 经 频 繁 出 现 在 巴 基 斯 坦 、伊 朗

等 国 的 恐 怖 袭 击 和 叛 乱 活 动 中 ，加 速

了 地 区 安 全 局 势 的 恶 化 。 此 外 ，美 国

遗 留 的 大 量 未 爆 弹 药 和 地 雷 ，也 对 阿

富汗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乃至经济

发 展 构 成 长 期 威 胁 。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

仅 2024 年 上 半 年 ，阿 富 汗 就 有 300 多

人因此死亡或受伤，其中 82.5％的受害

者是儿童。

美国的无人机在阿富汗领空的活

动也从未停止。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

呼吁，美国应尊重阿富汗的主权和领土

完整，停止无人机巡逻和威慑行为，并

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与阿富汗之间的分

歧。但美方一概置若罔闻，还极其傲慢

地表示，塔利班无法控制阿富汗领空是

他们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美国

的责任。活脱脱一副狂妄自大的霸权

嘴脸！

阿富汗战争 20 年，美国非但没有实

现其描绘的“自由社会”，反而给阿富汗

人民带来了无尽伤痛。仓皇撤军后，美

国仍设置多重障碍，严重制约了阿富汗

的重建与发展进程。与此同时，心有不

甘的美国并没有停止与塔利班的接触

和谈判，并宣称塔利班正在“配合”美国

反恐。不少美国政客认为，曾经与塔利

班的接触、和谈，乃至放弃阿富汗前政

府，是一笔好生意，而目前只是在等待

又一个交易的契机而已。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试图以制裁等

手段继续控制和影响阿富汗，受害的只

能是广大阿富汗民众，其衍生的负面影

响将持续发酵。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

美国打着“反恐”旗号发动阿富汗战争，打烂了这个国家，毁掉了几代人的生活，最后
一走了之，只留下满目疮痍——

美军撤离三年 搅局制裁未止
■朱永彪 胡 宁

日本防卫省日前发布消息称，日本

已与美国签署价值30亿日元的导弹出售

协议，向美方出售日本航空自卫队所持有

的“爱国者”地对空导弹。日本此举引发

国际社会关注。有分析人士指出，对外售

武再次暴露日本不断架空和平宪法、突

破战后军事禁区的图谋。这种极其危险

的行径，也将对国际安全格局和地区军事

力量平衡造成冲击。

作为二战战败国，上世纪 60 年代

日本确立“武器出口三原则”，1981 年

日本国会通过《关于武器出口问题的决

议》，日本实际上成为完全禁止武器出

口的国家。然而，随着国际局势变化和

国内政治右倾化加剧，日本以各种借口

“暗度陈仓”，一再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自 2014 年安倍政府出台“防卫装

备转移三原则”后，日本在武器出口领

域加速寻求突破，持续推动解禁武器出

口。2022 年，日本修改关于转移防卫

装备的原则，允许向乌克兰出口防弹背

心等物资；2023 年 1 月，日美签署《供应

安排安全谅解备忘录》，建立了两国间

相互优先保障装备稳定供应的合作框

架；2023 年 12 月，日本修改“防卫装备

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允许出口

导 弹 等 具 有 杀 伤 能 力 的 武 器 ；今 年 3

月，日本再次修改这一实施方针，允许

向第三国出口战斗机等。

在此背景下，从向美国出口地对空

导弹零部件，到与英国联合研发战斗机

用空对空导弹，再到向菲律宾等国提供

军事装备，日本在武器出口领域的步子

越迈越大。此次向美国出口导弹，是其

首次出口具有杀伤能力的成品武器，为

其扩大武器对外出口又撕开了一个口

子。日本如此不遗余力解禁武器出口

政策，并且不断进行危险尝试，背后有

着多重考量。

首先，意在“以武促经”，缓解经济压

力。日本 2024 财年防卫预算约为 7.95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16.9%，实现连续 12

年增长，这无疑对其长期低迷的经济造

成巨大负担。目前，日本有包括三菱重

工、川崎重工等在内的 1000多家涉及防

卫领域的企业，为自卫队提供 90%以上

的武器装备，但这些企业的防卫产品占

总产品的比重却不足 10%。此次向美国

出口导弹的口子一开，日本便可向更多

国家销售其生产的导弹、战斗机及弹药

等武器装备，获取出口利润，从而激

活国内防卫产业，提振其经济发展。

其次，提高研发能力，释放生产潜

力。当前，武器装备的研发难度系数

大，生产成本高昂。日本加大武器装备

出口，有助于回笼资金，摊薄研发和生

产成本，释放防卫企业的生产潜力。同

时，日本有意借此提升防卫企业的研发

能力，解决长期以来防卫生产规模小、

造价高等弊端，并可在与美国等国的合

作中，获得部分高技术武器装备的生产

和研发能力，为日本自卫队配置更先进

的武器装备。

此外，推进深度合作，加强军事捆

绑。近年来，美国肆意推行所谓“大国竞

争”，不断加快对日军事松绑。随着美国

武器库存和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不断凸

显，日本开始充当“国防外包商”，进一步

强化日美双方的军事捆绑，提升联合干

预地区事务的能力。

武器出口问题事关国家发展方向。

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对外出口

武器，甚至是杀伤性武器，严重背离和平

主义道路，持续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国际

社会对此必须高度警惕。日本政府应深

刻反省历史罪责，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停止为自身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以实际

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警惕日本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危险图谋
■孙绍红 田 瑀

上图：2021 年 8 月 30
日，美国士兵在阿富汗喀

布尔国际机场登上一架

军机准备撤离。

左图：2022 年 8 月 23
日，在阿富汗南部赫尔曼

德省桑金地区，一个小孩

站在废墟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