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 9月 11日，美国遭受
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恐袭， 随即发
动阿富汗战争打击“基地”和塔利
班，开始历时二十年的全球反恐。

二十年后，塔利班卷土重来，美国

从阿富汗仓皇撤军， 结束这场美
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战争。

反恐二十年，美国成效几何？

得失何在？ 为何越反越恐？ 本期
“论坛”特请专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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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一年里， 中日关系出现

一定程度的停滞甚至倒退。而现在，

菅义伟的首相任期将定格在一年，

自民党内各大派系暗潮涌动。 为了
迎合选民， 有意竞选自民党总裁的

候选人频频拿中国做文章。 “换相”

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如何影响中日

关系，备受关注。

派阀立场值得关注
在菅义伟没有退选之前， 舆论

普遍认为总裁选举是菅义伟和岸田

文雄的双雄会； 菅义伟表明退选之
意后，自民党内各大派系摩拳擦掌。

候选人公示日期是 9月 17日，这意

味着接下来党内还有合纵连横、利

益交换的空间。 甚至此前有意退选
的自民党政调会长下村博文也表

示：“情况有变、另作考虑。 ”

目前根据各方研判， 有意竞选

总裁职位的准候选人有前干事长岸
田文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现政

调会长下村博文、 现代理干事长野

田圣子、前干事长石破茂、现行政改
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

而派阀对候选人的支持立场是
影响总裁选举走势的风向标。 目前

自民党内最大的两大派阀———细田
派和麻生派均未表明态度。 细田派

出身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公开表示支持高市早苗，如

果接下来安倍能够说服细田派成员
统一支持高市， 那么日本宪政史上

首位女性首相诞生也绝非不可能。

但悖论在于， 如果自民党求变

求新， 那么如果同为女性的野田圣
子也获得候选人资格， 在最终的总

裁选举中女性票势必分流。 两名女
性政治家同时参选， 彰显了女性的

地位，却未必会在结果上有所体现。

在竞选总裁的路上陪跑多年的

石破茂目前倾向于放弃参选， 以支
持河野太郎。 反倒是河野太郎自身

所在的麻生派对他支持力度不高，

派阀领袖麻生太郎至今未就支持河

野与否明确表态。 河野的优势在于
个人能力和魅力， 在年轻议员中口

碑较好， 如小泉进次郎这些少壮派

议员明确支持他。 同时在连续四个
月的各类舆论调查中， 他均被视为

最适合做首相的不二人选， 增加了
他竞选总裁的筹码。

岸田文雄是最早表明要竞选总
裁的政治家。 他多次利用公开场合

对自民党的党务以及新政府的政务
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 以此迎合

年轻议员以及公共舆论的呼吁。 在
处理同派阀关系的问题上， 他作为

岸田派领袖同安倍所在的细田派有
着不错的关系。 如果细田派最终没

有支持高市早苗， 转而支持岸田文
雄，其实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听其言也要观其行
除了派阀支持的因素之外，总

裁选举的另一半选票集中在地方和

基层党员手中， 这也为选举增加了
不确定性。 总之，在接下来一周内，

自民党肯定会明确多强并立的格
局，以获得舆论和民众的充分关注。

而日本进入 “政治的季节”，各
候选人为博得关注， 恐怕会继续以

中国话题做文章。 这种对中国的攻

击，未来或可持续一段时间。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日关系上向

来立场较为极端的高市早苗。 早年
无论是否担任政治职务， 高市早苗

都会参拜靖国神社， 最近在接受采
访时也表示 “今后仍将继续参拜”。

倘若她成为自民党新总裁， 动向尤
其值得警惕。

此外， 自民党内部近年来的右
倾化倾向越来越强。 相对稳重的自

由派岸田文雄， 为了造势也喊出了
“对付中国”的口号。 而其家族向来

以和平主义政治家面孔出现的河野
太郎， 时常使用社交媒体与选民互

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受制于日本
选情和舆情。

但需要看到， 他们在担任自民

党高级职务、 处理中日关系的敏感

问题时相对务实，没有极端的主张。

尽管中日之间存在结构性的矛盾，

但还没有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观察日本政治家的中国观， 不仅要

看嘴上说什么， 还要看具体有怎样
的实际行动。

在思考日本对华政策走向时，

需要持续关注自民党总裁选举过程
中各候选人的动向， 以及接下来众

议院大选对日本政党政治格局的影
响。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中美日三边

关系的大背景， 毕竟大国关系的结
构也会对领导人的政策制定产生影

响。 近一年多来，受中美关系影响，

日本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加速了

追随美国的步伐。 如果未来一段时
期中美关系基本盘保持不变， 那么

日本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国， 改善中
日关系的意愿不会太大。

不管怎样， 我们期待日本能够
选出客观认知中国的领导人， 制定

稳定可预期的对华政策。 中日作为
彼此搬不走的邻居， 相对稳定的关

系无论对哪方而言都是利大于弊。

“9 ·11”20周年，美国反恐得失何在？
复旦大学教授 沈丁立

问：反恐战争二十年，美国是
赢了还是输了？

答：2001年 9月 11日， 美国

本土遭受空前的大规模恐袭。 同
年，美国特种部队秘密进入阿富汗

发动攻击。 次年，在得到联合国安
理会授权的情况下，美国及其联军

正式对基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

总部以及当时庇护“基地”组织的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动战争。2003

年，美军又对伊拉克发动“先发制
人”军事行动，迅速推翻当时在伊

拉克执政的萨达姆政府。自“9·11”

恐袭以来，二十年已经过去。 回顾

美国过去二十年的反恐，应该说有
得有失，酸甜苦辣，一言难尽。

美国在 1947年先后建立国防
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奠定了冷战

期间的国家安全机制，不仅有效地
管理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国家安

全，而且见证了主要竞争者苏联从
地球表面消失。 可以说，美国这一

套机制取得了成功，也为世界多国
所仿效。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家安全新
目标相应转变为应对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扩散、良治建设、气候变化、

人口地理变迁、 重大传染病传播、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沉渣泛起。

从冷战结束的 1991年到 “9·

11”事件发生的 2001年，美国花了
整整十年才发现，后冷战时代它所

面临的首要威胁，其实并非新兴经

济体的复兴，也非朝鲜、印度、巴基
斯坦与伊朗等国的核扩散， 而是

“基地” 这类跨国恐怖组织等非国
家行为体。美国为此又花费整整二

十年来对付反恐时代的核心威胁，

直至最近全面从阿富汗撤军。

在过去二十年，美国反恐有得
有失。 美国所得有两条：

其一，美国汲取了“9·11”恐袭
的重大教训，对新世纪的国家安全

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国防安全
上升为国土安全，把安全威胁来源

从只来自国外扩大到同时来自国

内外。美国重组和扩大了国家安全
机构，增设了国家情报总监，扩大

了情报投资，改善了情报整合。 结
果是在国内避免了“9·11”级别的

严重恐袭再度发生，尤其是挫败了
2007年针对纽约肯尼迪机场的重

大袭击阴谋。

其二， 美国实现了重挫 “基
地”、击毙“基地”首领拉登及其高

级助手、推翻当时的塔利班政权等
一系列目标。

美国之所失，也有两条：

其一， 从 2001年到 2011年，

花十年时间实现了击毙拉登、重挫
“基地”、 推翻塔利班政权的目标

后，没有见好就收，及时退离，而是
从 2011年到 2021年再花十年时

间，力图“标本兼治”，重造阿富汗。

美国不仅试图建设阿富汗，而且期

望将西方的“普世”体系输入阿富
汗。 很显然，美国失败了。

其二， 美国 2003年对伊拉克
发动的“先发制人”行动，极具争

议。 事实证明，伊拉克与“9·11”恐

袭并无关联，而且美国在推翻萨达
姆政权后，迄今没有发现任何伊拉

克在战争爆发时研发核生化武器
的证据。 所以，美国以上述理由武

力推翻主权国家伊拉克政府并没
有依据。

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前，联合国
安理会曾通过决议，要求伊拉克必

须“立即、全面、无条件”交出涉核
生化武器与一定射程短程导弹的

清单，不然须面对一切后果。 而伊
拉克交出的清单并不全面符合安

理会决议，这就使美国对伊拉克动
武产生争议，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

南批评美国“不合法”。我国当时指
出，即使伊拉克没有完全遵守安理

会决议，但并不对美国构成即时威
胁，美国发动军事行动仍需得到安

理会专门授权。 显然，美国避开了
应有程序。

    问：美国反恐付出多少代价？为
何越反越恐？

答： 在过去二十年的美国两场

反恐战争中， 据统计美国军人在战
场上死亡达 7000多人，受伤约 7万

人；除常规军费外，反恐费用高达 8

万亿美元。而这些数字的背后，还有

更为严重的后果。

据研究，美军发动的反恐战争，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分别造成当地数

十万人和十多万人死亡， 并造成不
计其数人员流离失所， 这一切都严

重超出关于战争的对称性法则。 美
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不仅程序失当，

而且后果恶劣， 重损当地经济与社

会发展，还越反越恐。由于战后当地
政权严重失能，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

之间形成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

新崛起， 其在阿富汗的分支上月在

喀布尔国际机场地区发动自杀式爆
炸袭击，造成美军 13人死亡。 在阿

富汗，美军曾强奸当地妇女，射杀盟
国记者， 联军中的澳大利亚国防军

故意射杀包括孩子在内的阿富汗无
辜民众， 这些都构成了严重侵犯人

权的战争罪。

美国对外连年发动战争， 自然
国库空虚，债台高筑。美国国债已从

“9·11”时的 5万亿到 6万亿美元的
水平，急速上涨到目前的 28万亿美

元， 这与美国过去二十年先后发动
或介入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

利亚这四场战争有着重要关系。 政
府财政赤字严重， 自然影响了国家

的正常发展，包括对公共教育、基础

设施和国际开发等的投入。

由于美国反恐未能切中要害，

未能正确反思一些国家以及极端人
士仇视美国的本质原因， 因此非但

未能成功实现标本兼治， 反而同时
在伊拉克、 叙利亚和阿富汗等地区

出现越反越恐的现象。 2011年美国
从伊拉克撤军后留下反恐烂摊子，

2021 年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同样不
负责任地留下乱局。

究其原因， 美国似乎不懂恐怖

主义的成因， 以及在恐怖主义形成
的过程中自己起了什么作用， 美国

开出的治理恐怖主义之药方也难以
击中恐怖主义病灶。譬如，美国长期

偏袒以色列并反对联合国曾经批准
的巴勒斯坦建国， 后果是一部分巴

勒斯坦力量因建国不成铤而走险。

又如，阿富汗有自己的历史文化，虽

然应该与时俱进走向现代化， 但这
需要阿富汗人民的自我意识并取得

共识，而非外部移植或者强制。

    问：美国应该作何反思？汲取什
么教训？

答：构成恐怖主义有三要件：伤

害无辜、针对政府、思潮驱动。 反对
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不仅要反对

伤害无辜， 尤其是反对具有思想鼓
动力的伤害无辜， 还要研究那些具

有一定鼓动力的思潮是什么， 这样

才有可能彻底消除恐怖主义根源。

美国在推翻塔利班政权二十年
后， 还得通过与塔利班的谈判来实

现全面撤军， 并在塔利班基本重新
占领阿富汗后很可能采取现实主

义，就像它 1975年从越南撤军后还

得与打败美国的越南重修关系。 但
是今后如何正确处理与塔利班的关

系，美国不能再浪费机会。

只要目前的塔利班渐进性地采

取社会进步政策， 譬如允许女性参
政以及接受哪怕是男女分校的学校

教育，美国就应鼓励这种进步，而非
采取制裁。 美国不仅应该反对过去

的塔利班庇护“基地”组织，而且还
要支持与鼓励目前的塔利班远离恐

怖主义， 不让阿富汗再次成为恐怖

分子藏污纳垢之所， 在美国撤军后

真正实现美军二十年前进入阿富汗

时的终极目标。

如果美国想通了这些， 通过接

触政策助力阿富汗未来的经济与社
会发展， 同时通过多边机制限制当

地政府涉恐， 那恐怕比美国在击毙
拉登之后仍然滞留阿富汗十年的效

果好得多。

阿富汗未来走什么道路， 得由

阿富汗民众自己来决定， 外界只能
建议与协助，而不能包办或强迫。如

果美国能够走出小格局， 采取更大

视野的地区与全球合作， 就有希望
与任何在未来执掌阿富汗权力的当

地政府形成良性互动， 真正营造反
恐治标治本的有效治理。

有得有失未见好就收

越反越恐未切中要害

治标治本应汲取教训

沈丁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