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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23日晚说，俄私

营军事实体瓦格纳组织创始人叶夫根尼 ·普

里戈任在当天发生的坠机事故中遇难，这一

消息令国际舆论震惊。

就在空难发生前两天，近来极少现身的

普里戈任21日发布视频，他身着迷彩服，手持

步枪，在沙漠中发表讲话。根据画面的背景，

以及他提到的50℃以上的环境，西方舆论普

遍认为他正身处局势紧张的萨赫勒地区。

法国频繁调动在西非的驻军，非洲大国

尼日利亚可能军事介入尼日尔局势；同时，马

里、布基纳法索两个地区大国坚定站在尼日

尔一边，阿尔及利亚总参谋长紧急访问俄罗

斯，并明确拒绝对法国开放领空……

正和西方硬杠的俄罗斯，也成了萨赫勒

地区局势的焦点。一场规模不亚于俄乌冲突

的潜在武装冲突，正迅速成为可能。

冲突箭在弦上
尼日尔局势牵动多个国家的关注。尼日

尔兵变发生后，在该国均有驻军的法美两国

态度略有差异。美国副国务卿纽兰8月7日

突访尼日尔，要求“最差也要保住美军驻尼基

地”的态度，引起了积极支持西共体动武的法

国的极大不满。美国虽相对谨慎，但西方国

家希望强势压制尼日尔军政府并维护现有利

益的立场无疑是一致的。

同时，军事实力不俗的尼日利亚对尼日

尔军政府态度强硬，拒绝任何妥协。尼日利

亚在非洲素来有参与维和或军事介入的经

验，此次已说服西共体15个成员国中的11个

国家，同意派兵参与军事干涉。尼日利亚北

部与尼日尔有漫长的边境线，有意借出兵解

决本国因南北经济与部族差异长期存在的分

离主义和恐怖主义难题。

答应与尼日尔军政府坚决站在一起的布

基纳法索与马里，也没有只把承诺放在口头

上。就在西共体国家高层紧急商讨军事方案

的同时，这两国的总参谋长也齐聚尼日尔商

讨应对预案。有媒体捕捉到，来自布基纳法

索与马里的战机已飞抵尼日尔。来自布基纳

法索的近300辆运粮车驶过两国边境，帮助尼

日尔缓解因被西共体制裁面临的经济压力。

在西共体威胁动武后，尼日尔军政府立

即联系了近年来在非洲全力对抗西方势力的

俄罗斯瓦格纳集团。尼日尔北方的最大邻

国、非常不希望尼日尔陷入战乱的阿尔及利

亚，也派出军方的总参谋长谢赫里上将紧急

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防长绍伊古举行了闭

门会谈。虽然双方在新闻稿中只字未提尼日

尔兵变，但是阿尔及利亚媒体在解读此次会

晤时却明确表示：阿方不会坐视友好国家尼

日尔被入侵。阿尔及利亚国家电台21日晚报

道称，阿尔及利亚拒绝对法国开放领空，“军

事干预迫在眉睫，军事安排已准备就绪”。

多方展开博弈
虽然非洲常游离于国际舞台的热点话题

之外，但必须意识到的一点是，一旦人口庞大

的非洲国家卷入战乱，后果将非常血腥残

酷。21世纪初爆发的第二次刚果战争，各方

势力支持的20支部队发生混战，数以十万计

的士兵和平民丧生、上百万人被迫流离失所，

至今仍未彻底结束。

尼日利亚拥有2亿多人口、20多万常备

军、潜在兵力可达400万人。而它的对手是拥

有6500万人口、总兵力有十多万人的“尼日

尔-马里-布基纳法索军事联盟”。此外，拥有

4500万人口的阿尔及利亚也明确表示，军事

干涉尼日尔是对阿尔及利亚的直接威胁，阿

方将支持尼日尔，这意味着一旦战端开启，将

是双方过亿人口之间的较量。

对于俄罗斯来说，萨赫勒地区的变局似

乎也是一次机遇。尼日尔的铀、马里的黄金

和铁、布基纳法索的黄金和锰都是大国竞争

中必需的战略性资源。如果能够拉住尼日尔

及周边国家上亿的人口，西方世界将不得不分

心于无休无止的反恐战争之中。北约对反恐

战争有着恐惧心理，美军败走阿富汗、法军撤

离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就是这种心理的根源。

一旦开战，北约也将不得不从本已捉襟

见肘的乌克兰抽调资源投到非洲，考虑到这

场潜在战事的可能规模，北约的压力可想而

知。如果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这样的世界

石油及天然气资源大国参与战事的话，该地

区的另一石油大国利比亚的战乱也势必将扩

大化，甚至相邻的土耳其及中东各国都会因

利益关系牵扯进来，这对于国际石油和天然

气市场的负面影响将是难以估量的。

因此，这场危机无疑将法美等西方国家

推向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尼日尔式

的兵变不可放任不管，否则西方对非洲的控

制力将受到巨大质疑和挑战，绝对不符合西

方列强在非洲掠夺战略性资源的需要；另一

方面，鉴于俄乌冲突长期化难以避免，西方资

源捉襟见肘，西方国家对尼日尔局势的介入

还得把握好火候，否则很可能引火烧身。

能否重塑秩序
俄罗斯与乌克兰激战正酣，影响力是否

能远及非洲呢？法宝是三大“撒手锏”——武

器、粮食和瓦格纳部队。

首先，武器在任何地区冲突中都是最直

接的影响因素。冷战期间，凭借苏式装备的

耐用与廉价，苏联曾和大部分非洲国家保持

了良好的军事技术合作关系。进入新世纪之

后，俄罗斯仍和南非、埃及、阿尔及利亚等40

多个非洲国家在军火贸易方面有着密切的合

作，这种合作在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的大背

景下得到了俄方的特别关注。

尼日尔兵变发生后，俄罗斯联邦军事技

术合作局高调宣布：俄方与南非将在南非境

内联合建造一个飞机服务中心，用于维修非

洲各国所配备的俄式飞机；8月16日，俄罗斯

国防出口公司总裁米赫耶夫再次强调，俄方

将在非洲建一个装甲车服务中心，用于维护

和修理非洲各国装备的俄式装甲车及车辆。

显然，这是俄罗斯在提前为其装备大规模应

用后的保养和维修做准备。可以说，深耕多

年的军售网络是俄罗斯敢于在非洲与西方国

家“掰手腕”的基础。

其次，粮食是俄罗斯挺进非洲的第二张

王牌。战乱年代，除了武器之外，粮食就是最

为宝贵的战略性资源。俄罗斯敢于顶住北约

的压力，开展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发达的农业是其底气的重要来源之一。冲突

爆发一年半以来，俄罗斯不仅能基本确保国

内农产品供应的稳定，甚至还要为粮食和化

肥这种战略性物资无法出口而和美欧展开激

烈博弈。

尼日尔兵变发生之后，俄罗斯已高调宣

布将向非洲六国免费供应数万吨粮食，其中

就包括坚决支持尼日尔的马里和布基纳法

索。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数据显示，现在尼

日尔2200万人口中，有近千万人存在“粮食不

够”的问题。在现代战争打的就是后勤战的

大背景下，俄罗斯的粮食很可能会成为萨赫

勒地区未来冲突中的一大变量。

最后是瓦格纳。由于尼日尔所在的萨赫

勒地区恐怖活动频发，在叙利亚战争中打出

经验和名气的瓦格纳集团，通过积极介入利

比亚战事，逐渐渗透到利比亚之南的萨赫勒

地区五国，尤其是在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取得

了显著成果。不仅帮助这两个国家在对抗恐

怖组织的行动中占据了优势，还迫使以西非

前宗主国自居的法国撤出了在两国的驻军。

据《金融时报》消息，瓦格纳集团目前在

中非共和国大约有1500人的部队，据此可以

估算，瓦格纳在萨赫勒各国的兵员数量应当

也在千人左右。进入非洲的瓦格纳部队，通

常征召的都是退役的俄罗斯特种兵，并配备

现代化的重型装备。从非洲各国的现实情况

来看，想要与这样一支部队为敌，必须要动用

上万人的正规军及大批重型装备。

西方国家控制非洲各国的重要手段，就

是制造非洲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因贫富差距

而产生的矛盾，激化因地区差别、信仰差别而

造成的区域性矛盾，并借这些矛盾制造分裂、

叛乱和大规模武装冲突。因此一支独立的瓦

格纳部队，对于驻在国而言具有特殊意义。

如今，虽然普里戈任在坠机事故中遇难，

但分析人士认为，俄方不会轻易放弃瓦格纳

在非洲拥有的资源。

尽管俄罗斯拥有在非洲重塑秩序的三大

“撒手锏”，力主动武的尼日利亚及其军队本身

也是问题重重，但是，法美等西方国家不愿放

弃在非洲的利益，甚至为了控制非洲石油“大

动脉”已经在利比亚挑起了战争，因此，国际社

会协力和平解决尼日尔危机，摆脱非洲上亿

人之间战争的努力依然任重而道远。

萨赫勒地区局势紧张 俄方手握三大“撒手锏”

尼日尔危机：俄与西方的“第二战场”？
文 /郭宣

尼日尔发生军
事政变后，萨赫勒地
区持续动荡，多方复
杂博弈，外部势力是
否进行军事干预将
对未来局势走向起
到关键作用。
乌克兰的战火

还未消弭，俄罗斯与
西方似乎已有在西
非开辟“第二战场”
的态势。

▲普里戈任  日出镜发表讲话

 尼日尔发生政变后，民众高呼反对法国的口号，并在集

会中展示俄罗斯国旗

▼尼日尔近半人口缺粮，需要国际援助 本版图片 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