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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当地时间11日，美国总统拜登参加“9?11”

事件21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讲话。他表示，

“9?11”恐袭事件“改变了美国”，而美国将会

继续应对恐怖威胁，保护美国人民。

然而，回顾2001年“9?11”事件以来的21

年，美国却在借“反恐”之名在全球发动战争，

令世界承受高昂代价。多国人士认为，美国

的所谓“反恐战争”不但没有根除恐怖主义，

反而酿成一系列苦果——严重的无辜平民伤

亡、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无尽的社会动荡和

环境破坏，可谓贻害无穷。

世界承受高昂代价
21年来，美国以所谓“反恐”之名发动的

战争和军事行动从阿富汗蔓延至伊拉克、巴

基斯坦、叙利亚、也门等。去年8月，美军以从

阿富汗仓促撤离为其史上“最漫长战争”画上

句号。不过，美国总统拜登今年8月表示，美

国将继续在阿富汗等地展开“反恐行动”。

美国“反恐战争”让世界付出高昂代价。

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

“战争代价”项目数据显示，“9?11”之后美国

发动的战争至少直接造成近93万人丧生，更

有数倍的人死于战争造成的营养不良、基础

设施损坏、环境恶化等；在阿富汗、巴基斯坦、

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3800万人流离失所。

而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内塔 ·克劳福

德说，死亡数字可能大大被低估。

美国民众也在承受战争代价。“9?11”事件

后，美国军费进入增长轨道，联邦政府陷入财

政赤字，医疗、教育、交通等民生领域预算和经

费持续受到挤压，这加剧了美国经济不公，同

时进一步催化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

“反恐战争”导致混乱
虽然美国政府宣布一些“基地”组织头目

被抓获或击毙，但所谓“反恐战争”不仅没有

给相关国家带来安全，反而导致混乱和恐惧。

有分析说，美国为实现自身地缘政治目

标而进行选择性反恐，这导致阿富汗境内恐

怖组织数量从20多年前的个位数增加到如今

的20多个，令阿富汗民众深受其害，也危害周

边国家安全。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学者纳吉布

拉 ·贾米认为，美国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

来定义恐怖组织，对阿富汗发动的反恐战争

只是其霸权扩张的借口。

在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用

“反恐战争”作为烟幕，为其入侵辩护。美国

以武力手段颠覆了萨达姆政权，造成该国政

治、经济和社会动荡，为恐怖主义势力扩张提

供了空间和条件。“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趁

势坐大，成为危及该地区安全的巨大挑战。

伊拉克大学法学院教授纳吉布 ·朱布里

指出，美国打着“反恐”“民主”幌子，实际上却

制造了恐怖和混乱，其目的是为维护全球霸

权。

美国独立组织公谊会国家立法委员会在

日前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军事化反恐助长了

更多暴力冲突”。该组织军事和人权立法主

任希瑟 ·布兰登－史密斯说：“继续以战争为

基础、军事优先的反恐方法永远不会产生效

果。”

军工利益集团“丰收”
“美式反恐”频酿苦果，然而，一小部分利

益集团却成为“反恐战争”的所谓赢家。

美国智库国际政策研究中心军火和安全

项目主任威廉 ·哈通去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

告显示，2001年“反恐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军

费累计超过14万亿美元，三分之一至半数进

了国防承包商的口袋。

近年来，美国军费去向更趋集中——防

务合同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被洛克希德－马

丁、波音、通用动力、雷神和诺思罗普－格鲁

曼五大军工企业瓜分。

不过，在巨大军工利益驱使下，美国军费

或将继续膨胀。美国政治学者查默斯 ·约翰

逊说，当战争变得有利可图时，战争只会越来

越多。

丁孙（新华社供本报稿）

借“反恐”之名发动战争 军费进入增长轨道

“9·11”事件以来美国“改变”了？

俄乌在哈尔科夫等地区的争夺还在持

续，而扎波罗热核电站的状况也着实令人担

忧。当地时间11日，扎波罗热核电站再度

与电网断开连接，最后一个动力装置一度停

止运行。

乌承认虚假宣传
为分散俄注意力

当地时间10日，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

道称，乌武装部队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巴

拉克列亚和库皮扬斯克。乌克兰武装部队

总司令扎卢日内次日也在其官方社交账户

发布消息称，自9月初以来，已有3000多平

方公里的土地回归乌克兰控制。在哈尔科

夫方向，乌克兰武装部队不仅在向南和向东

推进，而且也在向北推进。

与此同时，乌克兰特种部队表示，早前

乌克兰方面大肆宣传的“南部攻势”其实是

虚假宣传。其目的是分散俄罗斯对乌军在

哈尔科夫地区发起的真正攻势的注意力。

俄方也通报了俄军近来的军事部署情

况。俄国防部10日发表声明称，俄军已用3

天时间，将驻扎在哈尔科夫地区巴拉克列亚

和伊久姆的部队重新集结并部署到顿涅茨

克方向，以“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

标”。

俄方称，在哈尔科夫地区的战略调整已

经完成，并且在此过程中俄军打死超过2000

名乌克兰士兵和外国雇佣兵，摧毁100多辆

装甲车和火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当地时

间11日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报道称，俄南

部军区坦克兵和摩托化步兵分队在击退乌

军反攻期间，击毁3辆重型装甲车，包括两

辆坦克和一辆美国制造的装甲运兵车。

核电站暂停运行
法俄领导人通话

尽管此前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到访扎

波罗热核电站，并呼吁在核电站区域设立

“核安全保护区”，但炮火之下的核电站处境

依旧令人担忧。

波罗热当地行政机构代表罗戈夫表示，

由于炮击导致核电站涡轮机和反应堆运行

不稳定，有发生事故的可能，因此当地行政

机构决定暂停机组运行。

11日3时45分许，扎波罗热核电站正在

运行的最后一台动力机组中断与乌国家电

网连接。该机组随后以可控方式暂停运行，

并切换至“冷停堆”状态。

直至当天晚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在

官方社交媒体上宣布，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

站的备用电力线已恢复，这条线路为该核电

站提供反应堆冷却和其他安全功能所需的

外部电力。

而11日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应约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双方就乌克兰局

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其中便谈及扎波罗热

核电站的安全保障问题。

据俄总统网站消息，普京在通话中表

示，乌方频繁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包括核

废料储存库，这将导致灾难性后果。俄罗斯

专家为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当前需要向乌克兰政府施加

压力，以使其立即停止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

炮击。马克龙则呼吁俄军从核电站撤出其

重型和轻型武器。

据俄罗斯卫星社12日报道，国际原子

能机构发布消息称，已针对扎波罗热核电站

周围设立安全防护区的问题开始磋商。

德外长突访基辅
继续支持乌克兰

而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 ·贝尔伯克则

在10日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德方将

继续支持乌克兰。

这是乌克兰危机2月升级以来，贝尔伯

克第二次访问基辅。由于访问行程事先没

有公开，多家媒体以“意外到访”描述贝尔伯

克此行。

当天晚些时候，乌外交部长德米特里 ·

库列巴与贝尔伯克还一同会见记者。

库列巴说：“今天对我而言极其重要，德

国同事告诉我，德方支持乌克兰在加入欧洲

联盟的道路上迅速取得进展。”他表示自己

已接受贝尔伯克的提议，双方同意两国外交

部启动一个项目，“德方将提供一定资源和

机会，以加强乌克兰外交部在（推动）欧洲一

体化方面的能力”。

乌克兰通讯社解读，这意味着乌克兰将

更快加入欧盟。

玖田

乌：已控制哈尔科夫多个重镇
俄：战略调整重创乌武装组织
炮击致核电站运行不稳定 扎波罗热核电站再度停运

新华社今晨电 希腊海岸

警卫队11日证实，前一天在爱

琴海向一艘“可疑”货船鸣枪示

警。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指责希

腊方面“骚扰性开火”，要求后

者做出解释。

土耳其海岸警卫队发表声

明说，两艘希腊海岸警卫队船

只10日对一艘货船开火，事发

地点位于土耳其博兹贾阿达岛

西南11海里的国际水域。两

艘土耳其海岸警卫队船只抵达

现场后，希腊船只驶离。鸣枪

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土方

发布一段手机拍摄的视频，显

示货船旁有一艘希腊海岸警卫

队船只，传出大约12声枪响。

一名货船船员用土耳其语说他

们受到希腊海岸警卫队袭击。

画面中，货船玻璃、驾驶台天花

板留下疑似弹孔的痕迹。

这艘货船悬挂科摩罗旗

帜，18名船员中有6名埃及人、

4名索马里人、5名阿塞拜疆人

和3名土耳其人。

希腊海岸警卫队官员11

日确认，海岸警卫队10日鸣枪警告一艘“行

动可疑”的货船，该货船船长拒绝接受检查。

希腊方面说，他们通知了土耳其海岸警卫队。

据德新社报道，事发海域常有船只从土

耳其向希腊、意大利等欧盟国家非法运送移

民。希腊海岸警卫队说，他们时常在爱琴海

检查可疑船只。

希腊和土耳其同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

员国，但两国在领土、移民等一系列问题上长

期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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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今晨电 印度媒体11日报道，印

度国产的新版“半高铁”列车已完成试运行并

获得铁路部门安全认证，有望本月底正式投

入运营。

与现行运营版本相比，新版“半高铁”列

车速度更快，最高时速可达180公里。

印度铁路部门官员说，新版“半高铁”列

车名为“致敬印度2号”，预计往返于西部城

市孟买和古吉拉特邦的艾哈迈达巴德之间，

有望本月30日首次投入运营，总理莫迪将出

席开通仪式。

印度铁路线长度居世界前列，搭乘火车

出行是当地民众长途旅行的主要方式之一。

印度新版“半高铁”
计划月底投入运营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中）在基辅 图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