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西共体声称要组建多国联合
部队介入尼日尔，为何却出现“雷声大
雨点小”的情况？
答：为了应对尼日尔政变，西共体

峰会宣布，“立即部署军事力量待

命”。不过，目前虽然已经过了西共体

提出的最后期限，西共体军事力量却

依然在待命。西共体国家谴责尼日

尔政变者的声音，似乎也不再像最初

那样强硬，“最后通牒”也让位于“优

先对话”。

西共体总部在尼日利亚的首都阿

布贾，而且西共体中人口最多、经济实

力最强的成员国也是尼日利亚。作为

西共体“老大哥”，尼日利亚的态度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共体将采取何种

政策。

目前，尼日利亚国内问题不少，有

点无暇他顾。尼日利亚面临着执政党

执政基础流失、朝野撕裂、青年群体高

度不满等严峻考验，与此同时，经济、

安全危机等老问题依然严峻。

尼日利亚现总统提努布在大选

中险胜过关（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的票

数之和是提努布得票数的近一倍之

多），因此提努布总统的西共体出兵主

张并没有在尼日利亚国内得到广泛的

支持。

更关键的是，由于尼日利亚有 

个州（占全国近五分之一）与尼日尔接

壤，因此对军事干预存在顾虑。

首先，军事干预将有可能使尼日

尔成为恐怖组织成员栖身的新天堂，

从而大大威胁到尼日利亚的安全。

其次，尼日尔所处的萨赫勒地区，

位于全球最大沙漠撒哈拉沙漠的南部

边缘地带，气候属于干旱和半干旱状

态。尼日尔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

之一，一旦军事干预尼日尔导致冲突

扩大乃至长期化，由此引发大规模难

民潮的话，将造成新的人道主义灾

难。所以，尼日利亚国内对于出兵干

涉这一选择并不支持。

最后，西共体各国的意见也并不

一致，并非铁板一块。尼日尔的邻国

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甚至公开警告，对

尼日尔的任何军事干预，都等同于“向

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宣战”。这三个国

家都是政变者上台，反感西共体干预，

战事一旦爆发，很可能会失控。

尼日尔局势引发多方势力博弈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地区合作室主任 祝鸣

7月26日，尼日尔总统卫队部分军人扣押总统穆罕默德 · 巴祖
姆，宣布由军政权接管国家事务。政变发生以来，西非国家经济共
同体（西共体）等地区组织对该国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并表示不
排除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

分析人士认为，尼日尔政变有多重因素，涉及多方势力复杂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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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前几年邻国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发生政变时相比，西方国家和西共体为何
对此次尼日尔政变格外关切，反应激烈？尼日尔的局势又将如何发展？我们请
专家详细解读。 ——编者

问：尼日尔是非洲小国，本次
政变为何不仅引发了西非邻国的
干预，还吸引了法国和美国等西
方国家的高度关注？
答：首先，尼日尔虽是非洲小

国，但却是核原料铀的储藏和出

口大国。

尼日尔的前宗主国法国  %

的电力生产来自核电，是世界上

依赖核电最多的国家。尼日尔一

直是法国核武器原材料和核燃料

的主要来源国。

虽然法国奉行核原料进口多

元化政策，但    年至    年，

尼日尔对法国铀出口占法国总消

费 量 的   % ，    年 猛 增 至

  %。除法国外，欧盟  个成员

国的   座核反应堆依靠尼日尔

的铀燃料供应。所以，尼日尔是

决定法国和欧洲多国能源安全的

重要国家。

其次，尼日尔是美国、法国等

西方国家在西非地区的重要军事

盟友。

尼日尔位于萨赫勒地区、北

非和西非的十字路口，对美国和

法国来说，尼日尔是打击极端组

织和争夺在非洲影响力这两场斗

争的关键地区。

法国和美国在尼分别驻有

    和     名士兵。尼日尔是

美国在非洲驻军最多，也是在西

非唯一驻军的国家。德国与意大

利也有军事力量部署在尼日尔，

规模无法和法国、美国相比。在

此次政变发生前的 月份，美国

国务卿布林肯还访问了埃塞俄比

亚和尼日尔。这被外界普遍解读

为拜登政府正在加速推进与非洲

的接触，以对抗中国在非洲大陆

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最后，尼日尔此次政变使得

近年来的西非军事政变呈现出一

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短短近三年时间，尼日尔成

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个成

员国中，第四个发生军事政变的

国家。因此有媒体惊呼“军事政

变正在非洲卷土重来”，这无疑引

发了尼日尔邻国和国际社会的普

遍担忧。

对于此次尼日尔政变，部分

西方媒体担忧俄罗斯会借此扩大

在西非地区的地缘存在。

被推翻的尼日尔总统巴祖姆

在执政期间采取的是较为亲西方

的外交政策，所以俄罗斯在尼日

尔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但尼日尔

政变发生后，很多民众一边公开

表示反对法国，一边呼喊支持俄

罗斯的口号并高举俄罗斯国旗。

这意味着俄罗斯近年来与西方对

抗的事实，契合了尼日尔百姓的

心理需求。

但是，尼日尔政变后爆发出

的这种强烈的反法亲俄情绪，更

多与法国长期失败的非洲政策有

关。英国《金融时报》最近甚至撰

文形容，法国在非洲前殖民地国

家的军事、经济等各领域的影响

力是“令人窒息的存在”。

因此，在非洲  个前法国殖

民地的大部分地区，知识分子和

街头抗议者都对法国怀有仇恨，

法国很容易成为所有问题的矛

头。去年在马里，新成立的军政

权赶走法国军队时，人们也进行

了类似的庆祝。

当然，尼日尔政变后表现出

的亲俄情绪，可能只是在“狐假虎

威”。实际上，尼日尔政变当局也

很清楚：一旦真的倒向俄罗斯，不

仅不会扩大自己的国际生存空

间，反而会把目前有限的回旋余

地给堵死。

因为彻底倒向俄罗斯，无疑

会大大刺激西方目前高涨的反俄

情绪，把自己置于俄罗斯与西方

对抗的风口浪尖上，使尼日尔遭

受更多来自西方的制裁和打压。

问：尼日尔局势前景如何？
答：目前，除了西共体派出多批身

份不同的谈判代表团前往尼日尔斡旋

外，美国副国务卿纽兰也访问了尼日

尔，并以断绝美国数亿美元援助的“大

棒”相威胁，但都遭到尼日尔政变当局

的拒绝。

但是尼日尔毕竟国小民贫，最大

的软肋在于经济命脉操纵在他国之

手。政变当局完全自立自强、抵御外

部全面性施压乃至制裁的能力和回旋

空间都非常有限。除了主要来自西方

国家的大量经济援助面临被切断的威

胁外，尼日尔的电力供应至今无法自

给，  %多的电力需要尼日利亚提

供。政变后，尼日利亚通过断电这种

“敲山震虎”的方式，已经让尼日尔当

局体会到了手中的底牌有限。

战争手段对尼日尔及其西非邻国

而言，大概率将是两败俱伤。所以，目

前双方的和谈大门没有关死，和平解

决此次政变危机的希望依然较大。正

如尼日利亚一篇报纸评论所指出的：

“历史已经证明，武力并非解决危机的

长久之道，外交手段才是。尽管外交

手段会耗费很多时间且较为痛苦，但

它依旧是解决当前尼日尔危机的最好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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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共同社 日报道，日本

防卫省拟申请    财年防卫预算

的额度再创历史新高，预计将超过

 万亿日元，防卫预算增加背后的

原因以及对周边安全局势的影响值

得关注。

配合美国围堵中国
日本防卫省此举旨在落实

    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

所明确规定的防卫费要求，即在

    年起五年内的防卫费总额不

少于  万亿日元，并在    年实现

占国内生产总值（   ）比例 %的

目标。然而，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

日本“军事大国化”的诉求以及配合

美国的战略需要。

“正常国家”是日本长期坚持的

战略目标，而成为“军事大国”是“正

常国家”的题中要义。这一进程在

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大大加速，

岸田内阁的防卫政策调整可以视为

对这一战略野心的继承。岸田内阁

以俄乌冲突为契机，大肆渲染所谓

“中国威胁论”，诱导日本民众对周

边安全局势做出错误判断，借机推

动防卫政策的调整和防卫预算的大

幅增加。

由于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美

国试图通过加强自身在西太平洋的

军事存在来构建对中国的拒止性威

慑。拒止性威慑需要大量常规军事

力量，这是目前美国所难以承担的。

因此，美国迫切需要日本这个盟友

来分担成本。“安保三文件”的出台

固然是日本战略诉求的体现，同时

也是配合美国来围堵中国的重要一

环。日本未来一段时期的重点在于

强化打击能力、购买美国武器以及日

美协同一体战等领域，这也是防卫费

用增额部分所侧重的领域。

党内两派针锋相对
日本政府虽然出台了雄心勃勃

的防卫预算计划，但是防卫预算的

财源却尚未有明确的保障。

以首相岸田文雄和财务省官僚

为代表的稳健财政派主张通过增税

来确保财源，而以自民党安倍派为

代表的积极财政派则反对增税，主

张通过发行国债来代替。稳健财政

派担忧，持续滥发国债会让已经负

债累累的日本经济背上更沉重的压

力，而积极财政派则认为增税会给

经济带来沉重打击，也会动摇政权

的支持率，必须慎重讨论再做打算。

日本政府内部围绕财源的争论

也是岸田文雄及其支持者在和以安

倍派为代表的党内势力争夺决策权

的体现。安倍被刺后，派内群龙无

首，萩生田光一、世耕弘成等要员试

图在预算财源等事项上发挥影响

力。去年  月，积极财政派成功抵

制了岸田文雄的增税论，将增税时

间延后至    年。政府决定进行

支出改革、灵活运用每年剩余的税

金、并设置以税外收入为主要来源

的“防卫力量强化资金”，用以填补

防卫费的差额。随后，为了从支持

首相的自民党税制调查会手中夺走

主导权，萩生田光一以安倍派议员

为主组建商讨防卫费财源的特命委

员会，并在今年6月递交提案，再次

迫使岸田将增税期限推迟到    

年。至于    年防卫预算增额的

部分，则暂时通过外汇资金特别会

计的盈余、出售国有股票等方式筹

集，但上述手段终究只是权宜之计。

激化地区安全局势
日本的防卫费能否在    年

实现   占比 %的目标，目前来

看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但以下三点

是确定的：第一，日本谋求增强防卫

力量的意愿是确定的；第二，日本近

十几年来防卫费用逐年增加的事实

是确定的；第三，日本偏离战后所确

立的和平主义路线是确定的。

日本的防卫预算对标北约成员

国   占比 %的标准，不仅彰显

了重新成为军事大国的野心，更成

为了日本向北约靠拢的“敲门砖”。

考虑到庞大的经济体量，如果将防

卫预算提升至   的 %，日本的

军事实力也会膨胀到战后前所未有

的程度，这势必会打破亚太地区的

平衡，激化安全局势，也让曾经被日

本侵略过的亚洲国家感到担忧。日

本增加防卫预算的举动非但不能提

升本国的安全程度，引起的军备竞

赛和对邻国的敌意反而会进一步恶

化自身的安全环境。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博士研究生陈登平对本文亦

有贡献）

西共体“雷声大雨点小”

西方国家争夺非洲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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