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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观察

吉国强势总统当选：改政体修复撕裂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选举 10日

举行，根据吉尔吉斯斯坦中央选举
委员会统计，扎帕罗夫赢得 74.2%

选票，顺利当选。在同一时间举行的
新宪法公投中，81.22%选民支持扎

帕罗夫提议的总统制，仅有 10.85%

选民支持议会制。

扎帕罗夫当选总统，尤其是再

次确立总统制，无疑是对吉尔吉斯
斯坦国家前途至关重要的事件。

两大政治阵营角逐
10 日举行的大选是 2020 年

“十月骚乱”的余波。根据吉尔吉斯

斯坦宪法，总统“自愿”辞职后，必须
在 3个月内进行提前选举。

扎帕罗夫是“十月骚乱”中的一
匹黑马。去年 10月 4日，反对派领

导人马杜马罗夫及其支持者因不满

议会选举结果向政府发难，在混乱
的局势下，原本身为阶下囚的扎帕

罗夫在支持者拥护下“破格”成为代
总理，逐步掌控局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因“十月骚
乱”产生的几派政治力量迅速整合

为扎帕罗夫阵营和以统一党领导人
马杜马罗夫为首的倒扎帕罗夫阵营

两方力量。两者之外虽有第三方力
量存在，但更多地只是在扮演“搅局

者”的角色。
从双方力量对比来看，扎帕罗

夫当选总统并非偶然。扎帕罗夫任
职代总理期间，他的政治盟友塔西

耶主掌实权部门国家安全委员会，
而马杜马罗夫在修宪问题上也给予

了扎帕罗夫很大支持。在选举经费
上扎帕罗夫也占据绝对优势，其选

举账户中存有 4700万索姆（已花费

4300万索姆），而占据第二的托尔
巴耶夫仅有 900万索姆。其余 15名

候选人的选举账户中，资金最多的
不过 400万索姆。

根据俄罗斯莫斯科政治社会学
科学研究院去年 11月在吉尔吉斯

斯坦 7州 2市选取 7088名公民进

行的电话调查结果，59.11％受访者
表示将投票给扎帕罗夫，马杜马罗

夫以 3.23%支持率排名第二，其余
15名候选人支持率均低于 1％。

滥用民主引发混乱
吉尔吉斯斯坦政坛元老奥通巴

耶娃和总统竞选者之一谢吉兹巴耶

夫都曾预言，扎帕罗夫上台后将会
成为一个像前总统巴基耶夫一样的

强势总统。

2010年 6月，吉尔吉斯斯坦全

民公决通过新宪法，国家政体由总
统制转变为议会共和制。但扎帕罗

夫担任代总理后，核心举措便是再
次修宪。根据这部新宪法，吉尔吉斯

斯坦将强化总统权力，缩小议会规
模。若新宪法顺利实施，吉尔吉斯斯

坦 5月还将迎来新的议会选举。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一直标
榜自己为中亚“民主岛”，然而被各

路政客滥用的民主恰恰是造成吉尔
吉斯斯坦政治周期性混乱的重要原

因。美国《外交》杂志曾指出，“吉尔
吉斯斯坦‘周期性骚乱’实际上是政

治角逐的失意者刻意所为，政党不
过是为政治利益服务的临时工具”。

扎帕罗夫希望用总统制政体修
复数十年来民主政治对国家造成的

伤害，承诺两到三年内带领人民走

出经济困境。在当前吉尔吉斯斯坦

诸多政治人物中，唯有扎帕罗夫有
力量驾驭社会撕裂的局面。如果倒

扎帕罗夫阵营赢得选举，很可能因
为“分蛋糕”导致社会进一步分裂。

面对扎帕罗夫的强势当选，马
杜马罗夫再次宣布不承认选举结

果。然而与去年 10月不同的是，反

对派的质疑并没有掀起较大风波。

对华友好并未改变
吉尔吉斯斯坦在独立之初表现

出较明显的亲西方倾向，在相当长

时间里是美国向中亚渗透的前哨基
地。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后，美

国顺利在吉尔吉斯斯坦租借玛纳斯
空军基地。前总统巴基耶夫也是得

到美国支持而上台。

然而，掌权者的更迭并未带来

西方期待的结果。巴基耶夫多次表

示要关闭玛纳斯空军基地，外交方
针表现出鲜明的“吉尔吉斯中心主

义”倾向。巴基耶夫执政时期的政治
腐败、恐怖主义、毒品猖獗和民生困

境也饱受西方诟病，美国中亚战略
的新支点因此转向乌兹别克斯坦与

哈萨克斯坦。特朗普任职美国总统
后，两国关系更是降到冰点，吉尔吉

斯斯坦俨然已是美国的一颗弃子。

但拜登当选后，建制派主导的美国
外交或许会给两国关系带来一定的

扭转空间。
吉尔吉斯斯坦同俄罗斯的关系

对该国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并影

响着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大国的关系。

两国自 2011年以来不断强化军事
合作，吉尔吉斯斯坦对俄罗斯提出

的“欧亚经济联盟”“欧亚经济共同
体”倡议也最为积极。

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吉尔吉
斯斯坦必然注重发展对华关系。

1996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

克曾提出要以邓小平的名字命名一
条大街，以激励本国人民像中国一

样走出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中吉
两国共同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取

得一定成果，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相
互支持，政权更迭并未动摇两国友

好关系。俄罗斯媒体也认为，上海合

作组织将是扎帕罗夫可以倚重的最
可靠合作伙伴。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研究生 李书齐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

储殷

印度战区体制改革：野心膨胀要警惕
    战区是国家在战略方向最高的

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也是符合未来
战争基本作战形态的重要机制。目

前，中美俄等大国都已组建了相应
的战区模式，针对各自战略方向的

安全威胁，不断发展联合作战能力。
近期，不甘居于人后的印度突

然宣布将组建海上战区司令部，使

之成为该国首个地缘战区司令部，
也标志着印度在战区体制改革方面

迈出重要一步。
印度的军事机构弊端一直被人

诟病，提出战区改革也早有时日，但
一直停滞不前。印度突然高调宣布

加快战区改革进程，并采取一系列
实际举措，究竟意欲如何？

改变多军种混乱局面
提起印度军队，很多人第一时

间想到的词就是“混乱”“勾心斗角”

“效率低下”等。

实际情况也差不多。印度拥有
数量庞大的现役部队和预备部队，

兼备海陆空三军，多达几十个兵种。
这些兵种归若干个部门统辖，战时

缺乏统一指挥，不能令行禁止，严重
影响总体作战规划和效率。

印度各军种之间配备的武器也
五花八门，作战系统互不兼容。如空

军、海军和陆军都拥有自己的飞机、
雷达和导弹，使用单独的通信频率，

无法共享数据，更谈不上协同作战。
印度也认识到，如此臃肿的部

队必然会面临调令、配合等多方面
问题，根本不可能打赢现代战争。

为此，印度莫迪政府一直积极
推动军改，要求军方借鉴中美俄等

大国经验，对现有司令部重组，重新

划分范围，整合内部资源，创建类似
中美的战区机构，让海陆空三军能

在共同领导下统一进退、协同作战，
最后达到协调无缝指挥的效果。

2019年 12月 30日，莫迪任命
拉瓦特上将出任新设立的统领三军

的国防参谋长一职。拉瓦特上任后

雄心勃勃地表示，将建立一套具有
印度特色的战区司令部体制。

军事力量深入印度洋
在上述举措推动下，印度军改

进程明显加快，目的就是改变传统

的各军种独立作战的局面，发挥战
区司令部在军种协调方面的重要作

用。此次印度计划成立的海上战区
司令部，是战区体制改革的重要一

步，也是印度自 1947年独立以来最
为深刻的军改内容之一。

据报道，海上战区司令部将驻

扎在印度西海岸的格尔瓦尔，管辖
现有西部和东部海军舰队、空军和

海军航空兵的所有海上攻击机和运
输机，在战时还可以指挥安达曼-

?科巴联合司令部麾下两个两栖步

兵旅，基本上囊括了印度西海岸全

部海空军力量。
特别是，印度最近在南部空军

司令部辖区内坦贾武尔部署了一支
苏-30MKI战斗机中队，也将接受

海上战区司令部指挥和调动，为印
度海军唯一可以用于作战的“超日

王”号航母护航。这种高度集中印度

各军种顶尖力量联合作战的模式前
所未有，使印度军事力量在扩大管

辖范围的同时，也带来效率的提升
和力量的倍增。

可以预计，海上战区司令部成

立后，将会大幅提升印度在海上方

向的综合军事实力，使得印度可以
在保护岛屿领土的前提下，将军事

力量更进一步深入印度洋，成为印

度洋海上军事大国。

北方司令部尤需警惕
从公开报道的信息看，除了海

上战区司令部外，印度还计划设立

另外四个战区司令部，分别为北方
司令部、西方司令部、半岛司令部和

防空司令部。这些司令部有各自确
定的作战区域，并将建立无缝衔接

的指挥架构，以便调动军队。

这四个司令部中有一个需要特
别警惕，即北方司令部。根据印度军

事和国家安全规划人员的说法，北
方战区司令部的设立主要是为了监

控印度声称的与中国长达约 3500

公里的边境线，职权范围从喀喇昆

仑山口开始，一直延伸到印控哨所
基比图，几乎囊括印度与中国所有

接壤地区，指向不言而喻。
实际上，印度自上世纪独立以

来，便不断在周边挑起争端，谋求在
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的霸权。因此，

印度在战略上一直把中国视作潜在
安全威胁，屡屡侵犯包括中国在内

的周边国家领土主权。
印度加快军改步伐，推动构建

战区体制，也是迫切希望改革积弊
重重的指挥体制，让军队具有更敏

捷的反应速度，特别是在战时可以
高效调动和指挥。面对印度咄咄逼

人的攻势，中国需要高度警惕。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

界军事研究中心副主任 方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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