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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布基纳法索政府单方面要求

解除与法国于 2018 年签署的法国向布基

纳法索驻军的协议。无独有偶，去年 1 月，

马里过渡政府要求法国驻马里大使限期

离境。随后，法国宣布从马里撤出军事力

量。令人关注的是，这两个国家都曾是法

国在西非地区的反恐合作伙伴。如今，两

国却陆续对法下达“逐客令”，其背后包含

多重原因。

充当“非洲宪兵”

——加强驻非军力扩大
地缘影响

由于历史上的殖民关系，法国历来视

非洲是其“势力范围”，也是支撑其大国地

位的“战略基石”。近年来，法国经常扮演

“非洲宪兵”角色，是出兵干预非洲最频繁

的国家。

2012 年，在与北部反政府武装的角逐

中，马里政府军节节败退。为此，法国应

马里政府请求出兵实施“薮猫行动”，帮助

马里政府军夺回部分领土，将反政府武装

赶入马里北部沙漠地区。不过，极端势力

残余分子继续流窜至乍得、尼日尔等国。

2014 年 8 月，法国派遣数千名士兵进入该

地区开启“新月形沙丘”行动，与马里、尼

日尔、乍得、布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等五

国组成集团，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从“薮猫行动”到“新月形沙丘”行动，以

马里为中心的萨赫勒地区成为法国最重要

的海外军事行动区，法国进一步加强了在非

军事存在，并凭借在非的多个军事基地，扩

大了在非洲的地缘影响力。

面临内外困境

——被迫调整策略以免
深陷泥潭

然而，法国还没尝到多少反恐成果的

甜头，就又不得不咽下汹涌而来的苦水。

就行动成果而言，法国开展将近 10 年

的反恐行动成效不佳，陷入越反越恐的窘

境。特别是近年来，“伊斯兰国”残余势力

从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回流至非洲，并与当

地 分 裂 势 力 合 流 ，导 致 反 恐 形 势 不 断 恶

化。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 2021 年 9 月，非

洲大约有 25 个活跃的极端组织，而 2010 年

仅为 5个。这其中，萨赫勒地区是极端势力

活动的重灾区，无论是极端组织的数量、活

动范围，还是恐怖袭击次数、造成的死亡人

数，都呈上升趋势。仅在 2020 年，马里、尼

日尔和布基纳法索三国就有约 2400名平民

丧生。此外，法军“误炸”致无辜民众死亡

等事件的发生，使当地反法情绪不断上升，

常有民众集会游行抗议，要求法军撤离。

就地区伙伴而言，马里和布基纳法索

相继发生军事政变，昔日盟友“去法国化”

愈演愈烈。近年来，由于新冠疫情、恐怖

活动等原因，西非地区军事政变频发，马

里在 2020 年 8 月和 2021 年 5 月发生两次军

事政变，布基纳法索 2022 年发生两次军事

政变。政变后的马布两国过渡政府为收

拢人心、巩固自身政权，采取“去法国化”

政策，而法国也对政变后过渡政府的合法

性提出质疑，马法、布法双边关系不断恶

化。前有马里宣布退出联合反恐的萨赫

勒五国集团，并驱离法国驻该国大使；后

有布基纳法索宣布终止允许法国在布领

土驻军的军事协议，并要求驻扎在该国的

法国军队在一个月内撤离。

就国内形势而言，新冠疫情导致法国

经济压力增大，社会矛盾激增。面对内外

困境，法国政府寻求减少海外行动的财政

负担，不愿再对非洲反恐行动大包大揽，

决定减少直接军事介入，更多依靠西方盟

友 和 非 洲 本 土 力 量 来 应 对 当 地 恐 怖 主

义。2022 年 8 月，法国宣布该国所有军队

已全部从马里撤出，同年 11 月，法国宣布

正式结束“新月形沙丘”行动。

激起连锁反应

—— 双 方 或 都 将 面 临
“难以承受之痛”

法国撤离马布两国，对地区安全形势

和法国国家利益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必将

激起连锁反应。

首先，法国撤军直接动摇萨赫勒地区

联合反恐行动的根基，短期内形成的“安全

真空”，将导致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

随着法军撤离马布两国，尼日尔主动承接

了相关兵力部署，逐渐成为新的地区反恐

支柱力量。但尼日尔与马里、布基纳法索

三国的交界地带，是恐怖活动最猖獗的地

区，如果仅靠尼日尔，反恐力量还显薄弱。

有观点认为，法国早于预期的撤军，可能导

致萨赫勒地区的恐怖组织发展壮大。

其次，驻军减少将削弱法国在非洲特

别是西非地区的地缘影响力。非洲是法

国海外利益最集中、经营时间最长、传统

影响最深的区域。历届法国政府都把非

洲视为“法国的未来”。当前，马布两国作

为法国地区战略支点的作用遭到削弱，若

地区紧急态势再起，法国恐怕难以像以往

那样迅速应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法

国与非洲尤其是法语国家的特殊关系不

会轻易彻底逆转。即便没有驻军，法国仍

能通过外交、援助、人文等多项措施，维持

具有相对优势的地区影响力。

再次，非洲地区大国角力将进入更加

复杂微妙的新阶段。近年来，俄罗斯不断

加大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和军事关系。就

在法军陆续撤出西非地区的同时，俄罗斯

的军事力量正在逐步进入。2021 年，俄私

营军事公司瓦格纳集团受邀为马里过渡

政府提供军事培训，布基纳法索过渡政府

也 提 出 要 与 俄 罗 斯 发 展 更 为 密 切 的 关

系。俄乌冲突爆发后，为打破西方经济制

裁和外交围堵，俄罗斯更是加紧发展与非

洲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法退俄进”的局

面，目前或许还仅仅只是“序幕”。

无 论 是 法 军 在 非 洲 接 连 收 到“ 逐 客

令”，还是此前美国从阿富汗狼狈撤军，历

史一再证明，西方国家动辄以反恐名义出

兵他国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结果往往是付

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也未能给当地

带来真正的和平稳定。非洲不是某一国或

国家集团的“自留地”，个别西方国家如果

仍然固守“殖民意识”，充当“世界警察”，动

辄以军事手段干预非洲，妄图维护所谓“势

力范围”，必然是逆潮流而动，终将遭到非

洲国家和人民的坚决反对与抵制。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在非洲反恐数年却陷入越反越恐窘境，数国陆续拒绝与法国的军事合作——

法军缘何在非洲频频遭遇“逐客令”
■谢思强 祁 琪

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在比

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并发表讲话，

以寻求更多武器援助，并争取尽快启动入盟

谈判。此前，在基辅举行的第 24届乌克兰-

欧盟峰会上，乌克兰更是要求“今年开启、两

年内完成入盟谈判”。尽管乌克兰官方再三

呼吁欧盟为其开启尽快入盟的“特殊程序”，

但在俄乌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乌克兰实

现“火线”入盟愿望可以说是障碍多多。

乌克兰与欧盟彼此接近已久。双方

不仅在 2005 年签署了《乌欧行动计划》，

还在 2014 年签署了更具操作性的联系国

协定。俄乌冲突爆发后，乌政府急于争取

外援，进一步加速向欧盟靠拢。2022 年 2

月 28 日，乌克兰正式提交入盟申请，并于

同年 6 月成为欧盟候选国。

然而，欧盟对乌总体立场微妙。乌克

兰-欧盟峰会后，欧盟官方仍表示，乌克兰

加入欧盟的具体时间未定，且无捷径可

走。此前，虽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曾表示，“乌克兰总有一天会成为欧盟一

员”，但多数欧盟政要及成员国对乌入盟

态度谨慎、顾虑不少。

众所周知，欧盟历次扩员过程中，都存

在一个“潜规则”，即接纳的国家与邻国不

存在严重领土争端。欧盟虽是非军事同

盟，但《里斯本条约》明确规定：“对遭遇武

装侵略的成员国，其他成员国有义务尽力

援助。”乌克兰若在俄乌冲突尘埃未定之时

入盟，或将欧盟拖入与俄罗斯的直接对抗，

增大欧盟的安全与防务风险。俄罗斯此前

敢于对乌加入欧盟“松口”，就是相信作为

政治军事集团的北约，尚且不敢轻易接纳

乌克兰，共同防务建设仍未成气候的欧盟，

更不会为乌“撑场子”。俄联邦安全会议副

主席梅德韦杰夫曾指出：“历史经验表明，

加入北约是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

不 仅 如 此 ，乌 克 兰 入 盟 还 将 冲 击 欧

盟 内 部 权 力 分 配 ，增 加 欧 盟 的 财 政 压

力。根据相关规定，欧盟各国在立法和

政治决策领域的投票权重，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各国的人口占比。拥有约 4000 万

人口的乌克兰，入盟后将成为仅次于德、

法、意、西的第五人口大国和东欧第一人

口大国，势必会稀释法国和德国的领导

权，进而强化东欧国家影响力。同时，欧

盟财政收入除关税外，绝大部分由各成

员 国 按 照 人 口 和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进 行 分

摊；超过 80%的财政支出，则集中在农业

补 贴 和 促 进 区 域 均 衡 发 展 的 再 分 配 领

域。而乌克兰人均 GDP 较低，且是农业

大国，入盟后不仅会极大提高欧盟内“富

国”的财政分摊比例，还将挤占东欧成员

国从欧盟财政支出中获得的净收益。其

战后重建所需的巨额资金，也将是欧盟

的沉重负担。

此外，目前阿尔巴尼亚、土耳其、塞尔

维亚、北马其顿和黑山 5 个欧盟候选国，

都在按照“欧盟条约”第 49 条规定的复杂

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入盟谈判。若欧盟

仅对乌克兰开启“特殊程序”，将会对其余

候选国构成不平等对待，进而动摇、透支

其政治信用。

归根结底，面对乌克兰人口体量大、发

展水平低、安全困境严峻的现状，欧盟过快

地对其加以接纳，不符合欧盟的现实与长远

利益。因此，欧盟政要和法律人士纷纷拿起

市场经济、投资环境、民主法制等“入盟标

准”做“挡箭牌”，对乌克兰入盟申请虚与委

蛇。冷酷的利益权衡和庞杂的法律程序，也

将持续制约和考验欧乌双方的未来互动。

下图：乌克兰士兵朝俄方阵地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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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火线”入盟障碍多
■海 宁

军眼观察

（点评专家：刘 强，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本版制图：张济洋、王 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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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实：据报道，日本政府已决定在东京市谷设

立一个常设统合司令部，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今年

1 月，美日举行防长外长“2+2”会议，会后发表的共同文

件也提到日本决定新设“统合司令部”，美方表示欢迎，并

认为“将研究更有效的指挥和控制关系，以提高相互操作

性和快速反应能力”。

点 评：日本此举可视为日本自卫队在指挥控制体制

上的一次改革，是在新形势下进一步配合美国战略，加强

日美关系的战略举动。其目的是为加强日本自卫队与驻

日美军的进一步协同，从而实现更加高效的联合行动。日

本首相岸田文雄 2023年初出访美国时称，要“使日美关系

在 21 世纪现代化”。设立“统合司令部”也是日本为达此

目标的具体举措。但可预判的是，鉴于美日关系“美主日

从”的不平衡关系结构，未来“统合司令部”的指挥控制权

必定会更多地掌握在美国手中。同时，日美或将进行更多

联合军事演习，以磨合彼此间的全新指挥控制体系。

日本决定设立“统合司令部”

配合美国战略加强日美关系

荷兰一旅级部队并入德国军队

欧洲自主防务或迈出新的一步

新闻事实：据西班牙《阿贝赛报》网站报道，荷兰旅级

部队并入德国军队，即 4 月 1 日起，荷兰陆军第 13 轻型旅

将并入德国第 10装甲师。荷兰《新鹿特丹商业报》对此评

论称，“不久之后，所有的荷兰旅级部队都将隶属于一个德

国师级部队”，这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点 评：不同国家的两个建制军事作战单位合并，在

当今世界并不多见，此举或可视为欧洲建立“欧洲军”的

一种尝试。建立“欧洲军”以实现自主防务，一直是欧洲

国家讨论的重要话题，主要考量在于关键时刻美国主导

的北约不一定靠得住。实际上，德荷两国早在 1995 年起

就组成联合军团并共同部署。此次荷兰与德国的军队整

合也并非单向，德国的一支防空部队也被整合到荷兰的

军队编制中。此举措可谓是欧洲国家军事整合的一种大

胆尝试，对未来的欧洲自主防务和“欧洲军”建立将带来

深刻影响。

美德军机曾频现“北溪”管道海域

诸多矛头表明美国疑似爆炸制造者

新闻事实：据俄新社援引 Flightradar24 网信息报道，

在“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发生前，美国和德国两国海军

陆战队飞机于去年 6 月 8 日至 16 日，在“Baltops-22”军演

期间频繁地在事发海域飞行。据介绍，这些飞机曾以超

低空姿态在爆炸发生海域上空飞行，飞行过程中还关闭

了应答机。

点 评：自“北溪”管道发生爆炸泄漏以来，瑞典、丹麦、

德国分别展开调查，认为管道可能遭人为破坏，虽未公布肇

事者，也一直无人“认领”，但诸多矛头都指向美国。近日，美

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发文称，是美国政府策划炸毁了

“北溪”管道。随后美德两国反潜机事前频繁飞临被炸水域

的记录被爆出，尤其存在关闭应答机的诡异情况，也似乎给

谁是肇事者增添了佐证。有专家学者认为，若西摩·赫什文

章属实，意味着美国对“北溪”管道实施了恐怖袭击，并呼吁

要对事实真相进行公开调查，美国必须予以回应。

伊总统指责美西方干涉伊朗内政

推进伊核谈判困难重重引发担心

新闻事实：当地时间 2 月 10 日，伊朗总统莱希在社交

媒体发文称，数月前，伊朗已表示其愿意完成履约谈判，

达成一份公平协议，并对此展现出足够的善意。但美国

和英、法、德却存在“幻想和误判”，他们没有利用这个机

会，反而寻求干涉伊朗内政。

点 评：2018 年 5 月，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

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2021 年 4 月起，伊

核 协 议 相 关 方 举 行 多 轮 会 谈 ，讨 论 美 伊 恢 复 履 约 问

题。但截至目前，谈判谈谈停停，未取得明显进展。伊

朗 多 次 表 示 ，将 继 续 寻 求 外 交 途 径 解 决 伊 核 问 题 ，但

“谈判的窗口不会永远敞开”。当下，中东地区安全形

势深刻变化，伊朗与美国及各相关方彼此不满导致矛

盾进一步加深，推进伊核谈判困难重重。若谈判久拖

而难以重启，是否会引发冲突，已成为国际社会颇为担

心的一个问题。

在马里加奥巡逻的法国士兵。

布基纳法索的反法示威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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