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19年3月20日 星期三 国 际责任编辑 /宋 坤 Tel：010-66720063 E-mail：songkun723@163.com

地址：北京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部电话：（010）66720702 广告部电话：（010）68589818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本期售价：0.57元 月订价：12.5元 年订价：150元 本报北京印点：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环球时评

据法国媒体近日报道，法国总统马
克龙在东非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同时
公布一系列经济、文化和防务协议，并
称将在肯尼亚签署巨额合同。

近年来，法国频繁在国际重大事
务中“亮相”，想在盘根错节的国际关
系中凸显自己的地位。2017年年底，
中东地区因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辞职
引发局势紧张，法国多次呼吁尊重黎
巴嫩的主权，并邀请哈里里前往巴黎
澄清谣传。2018 年 4月，马克龙在美
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达退出伊核协
议时，飞往美国劝说特朗普。在对叙
利亚问题上，马克龙斡旋于美国与俄
罗斯之间，希望在国际事务中赢得话
语权。

法国谋求扩大国际影响力，有其
历史渊源。虽然历届领导人治国方略
不同，但法兰西情结一直存在。如今
法国今非昔比，由于经济实力衰退、国
内问题成堆和一度向美国靠拢的外交
政策，国际影响力不断缩小，在欧洲的
核心地位也逐步被德国所取代，甚至
曾被讽刺为“拿着二等车厢的车票想
挤进头等车厢”。对此，法国自然心有
不甘。

作为欧盟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国
家，法国一直想要依托自己在军事领
域的优势，充当欧盟领袖。去年年底，

法国呼吁组建欧洲联军，从而摆脱对
美国的依赖。马克龙称，欧洲不能再
依赖美国来捍卫他们的安全，尤其是
在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之
后，欧洲必须保护自己免受俄罗斯甚
至美国的威胁。然而，马克龙的想法
可能是“一厢情愿”，因为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欧洲联合武装力量的想法
一直存在，但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从
未真正实现过，而且当前没有任何迹
象表明，欧洲国家组成的集团有政治
意愿或经济实力取代美国在欧洲的军
事存在，仅军费问题就让欧洲联军的
计划“卡了脖子”。

若英国“脱欧”成功，法国成为欧
盟内唯一能够为欧盟提供核保护伞
的军事大国，也是欧盟内唯一的政治
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这让
法国又看到希望。过去欧盟事务由
英法德三国主导，英国是制衡法德的
主要力量，自英国启动退欧程序后，
法德作为欧盟最重要成员国的地位
更加凸显。受历史传统和当今国际
局势的影响，法德之间并非铁板一
块，英国退出，欧盟过去“三足鼎立”
的局势变成“一山二虎”，法德之间注
定要有一番角逐，想要充当欧盟领袖
的法国自然要抓住这个契机，以欧盟
为“壳”扩大自身影响。

据俄罗斯 RT 电视台 3 月 14 日报
道，继特朗普签署命令要求组建“太空
军”后，美国空军正在考虑采购太空平台
以完成太空战略任务。

报道称，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的火
箭和空间系统中心在一份新文件中表
示，为在技术开发方面领先对手，美国正
在考虑采购适合携带相应飞行设备执行
特定战略任务的太空平台，包括制造卫
星通信系统的联络卫星、“下一代过顶持
续红外”导弹预警卫星、全球定位系统导
航卫星和核爆炸探测卫星。

其中，“下一代过顶持续红外”导弹
预警卫星具有较强的探测预警能力，不
仅能探测跟踪大型弹道导弹的发射和尾
焰，还能探测和跟踪小型地空导弹甚至
空空导弹的发射，即使对于导弹飞行中
段的“冷”弹头，该卫星也能进行跟踪。
为保持与竞争对手在空间作战上的优
势，美国正在加快“下一代过顶持续红
外”导弹预警卫星的研制，以接替天基红
外卫星系统。核爆炸探测卫星则用于监
视和探测大气层内外核爆炸的军用卫
星，能够探测到高空（爆炸高度在 30公
里以上）、大气层（爆炸高度低于 30 公
里）和近地面的任何核爆炸。

从美空军火箭和空间系统中心这份
文件可以看出，美国拟购买的太空平
台，显示出美军对军事卫星和太空作战
的重视。作为太空战的重要武器，军事
卫星将在未来太空作战中大显身手，可
以说，未来太空战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卫
星和反卫星为主体手段展开的竞争。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斥巨资购买太
空平台，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潜在对
手日益提升的太空作战能力和日益激烈
的太空军事竞争，企图在未来的太空博
弈中抢占先机。美国的一份评估报告指
出，如果未来发生冲突，对手会对美国及
其盟友的卫星发动攻击，以抵消美国的
科技优势，这会让美国“太空资产”受到
严重威胁。

今年 2月，特朗普正式签署成立美
国第六个军种——太空军的备忘录。备
忘录称，尽管美国太空系统历史上保持
了对潜在对手系统的技术优势，但对手
正在提升自身的太空潜力，发展出阻止
美国在危机和冲突时期利用太空的方

法。美国建立“太空军”的目的就是想维
护美国在太空的利益，维护美国在太空
的军事优势，保持美军军事地位遥遥领
先。

实际上，由于太空部队和太空武器
系统是太空军事能力的典型物化实体，
这两项内容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持续投入
的重点领域。除拟购买太空平台外，近
年来美国空军大肆研发、购买太空武器
装备，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化进程。据媒
体报道，2018年五角大楼已将两份价值
数百万美元的高超音速武器研发合同授
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还将 17亿美元
（约合 114亿元人民币）资金用于购买 4
枚火箭，以在未来执行国家安全领域的

太空发射任务。同年 8月 14日，美国空
军正式公开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下一代
过顶持续红外”系统导弹预警卫星的合
同，3颗预警卫星总价值 29亿美元（约合
195亿元人民币），美空军还要求 2021年
4月前完成制造。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 2019年 3月
10日披露，美国政府日前提交了 2020财
政年度总金额高达 7500 亿美元（约合 5
万亿元人民币）的军费预算请求，包括
5450 亿美元（约合 3.65 万亿元人民币）
基础国防经费。在这 5450亿美元中，用
于新技术研发的预算将占到 1040 亿美
元（约合 6980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度
增加 90亿美元（约合 604亿元人民币）。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军为应对所谓的
“军事威胁”，加速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推
进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和太空技术研
发，其中仅高超音速武器一项就独占 26
亿美元（约合 175亿元人民币）预算。

建立“太空军”、购买太空武器需要
耗费大量的经费，在当前美国经济形势
大不如前的情况下，美国加速向太空领
域进军将会面临不少挑战。美众议院军
事委员会主席亚当·史密斯等官员表示，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太空军”方案太昂
贵，并会制造更多官僚。

此外，美国不断购买太空战装备，提
升太空战能力，推进太空军事化，这不仅
违背人类和平利用太空的初衷，还会刺
激更多的国家向太空领域进军，加剧太
空领域的军事化程度，给国际社会安全
稳定带来新的风险。

年内测试两种导弹

美国以俄罗斯一直在违反《中导条
约》规定为由，于 2月 1日宣布退出《中导
条约》。之后，美国重启中程导弹计划、
试射中程导弹等，都在预料当中，只是没
想到来得这么快。3月 11日，美国防部
宣布将为研发陆基巡航导弹启动零部件
的制造。两天后又传出消息，美国计划
在年内测试两种导弹系统，都是此前《中
导条约》所禁止的。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等媒体援引
五角大楼官员的话报道说，一旦《中导条
约》正式终结，美国就将开始测试“违禁”
导弹。美国军方计划 8月测试一枚射程
为 10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11月测试
射程为 3000 至 4000 公里的中程弹道导
弹。其中，8月的测试主要目的是“证明
可以把‘战斧’导弹安装在卡车上这一概
念”。当然，测试导弹距离实际部署还有
很长的路，比如部署机动式巡航导弹需
要采购武器，并训练能熟练操作它的人
员，这个时限大约是18个月。

与之相比，11月份试射的中程弹道
导弹则是“一项长期努力”，言下之意是
一种全新导弹。美国媒体披露，这种导
弹不同于现有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更接
近于在冷战结束时美国签署《中导条约》
前部署的“潘兴Ⅱ”弹道导弹。如果 11
月的测试证明概念设计可行，美国陆军

就会开发、采购和推出该系统，这需要 5
年时间。从目前看，上述两种导弹都是
常规型号。五角大楼的一份声明称，美
国研发的导弹只是“常规的，不是核导
弹”。不过，对于美国来说，核与常规在
技术上没有区别。为推进这两项导弹计
划，美国已列入相关预算。五角大楼 3
月 12日公布 2020财年预算案时，回避了
为不符合《中导条约》规定的武器系统提
供资金的有关问题，但在美国媒体看来，
这无疑是欲盖弥彰。

谎言的背后是预谋

美国每一项重大军事措施出台都要
从对手那里找一个借口，而这个借口往
往是一个谎言。美国和苏联领导人
1987年签署《中导条约》，规定两国不再
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 500至 5500公
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其发射
装置。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给出
的理由是俄罗斯研制 9M729 型等巡航
导弹违反条约规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表示，“如果俄罗斯在 6个月期限内不能
充分、可核查地重新遵守条约规定”，那
么这项条约将被废除。从美国即将进行
的导弹试射看，俄罗斯成了“背锅侠”。

以俄罗斯违约在先为借口宣布退出
《中导条约》，美国的目的是要摘掉头上
的“紧箍咒”，给自己开发新型导弹松
绑。美国早就对《中导条约》心怀不满，

欲废之而后快，谎言的背后是美国有预
谋和有计划地发展中程导弹。俄罗斯国
防部在美国宣布退约时就指出，美国
2017 年就在雷声公司建立相关的生产
设施，以便制造被条约所禁止的武器，自
那以后美国一直在寻找借口脱离该条
约。特朗普最终下定决心在今年 2月退
出，并在短短几个月后就开始测试陆基
巡航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表明美国早
有预谋地在研制“违禁”导弹。

美国要测试的两种导弹，一种是条
约禁止的“战斧”陆基巡航导弹，另一种
则是新型的中程弹道导弹。分析人士指
出，“战斧”陆基巡航导弹在美苏签署《中
导条约》之前曾被大量部署在美国位于
欧洲和亚太的军事基地中，美国现在毁
约，陆基“战斧”“复出”，说明要么美国当
初根本就没有按条约予以安全销毁，要
么研究没有停止，并能在较短时间内生
产出来。将在 11月测试的中程弹道导
弹被称为“一项长期努力”，尽管美国技
术先进，但从规划、设计到试生产，要在
几个月内拿出实弹来测试，几乎没有可
能。这只能证明一点，美国早在撕毁条
约之前就已经在开发这种导弹。

危害国际和平稳定

《中导条约》对维护冷战及冷战后世
界的和平稳定，特别是欧洲地区的和平
稳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特朗普政府不

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悍然宣布启动退约
并开发中程导弹，严重损害国际和平与
安全。俄罗斯对美国的指控予以坚决驳
斥，并指出美国部署在欧洲的导弹防御
系统可被重新用于进攻，本身就违反条
约。对此，俄总统普京 3月 4日签署命
令，命令从签署之日起暂停履行《中导条
约》。虽然美国五角大楼在公布新导弹
测试的同时表示，只要俄罗斯在 8月之
前充分、可核查地重新遵守这一条约，这
些研发项目是可以逆转的，但国际社会
更多地认为，美国是在有步骤地终结该
条约。

欧洲曾是美俄中程导弹的“竞技
场”，因此，欧洲在美国宣布退约后极为
担心再度沦为美俄导弹部署或瞄准的对
象。为缓解欧洲盟友的担心，美国官员
表示尚没有在欧洲部署核导弹的计划。
《华盛顿邮报》等美国媒体表示，美国暂
时没有让任何盟友参与部署……但它总
是会被部署的。《中导条约》的破裂有可
能重新回到“欧洲担心核导弹在发射后
几分钟内攻击其城市的时代”。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日、韩、澳、新
西兰和菲律宾等美国盟友担心，华盛顿
可能在他们的领土上部署其研发的受
《中导条约》限制的导弹系统，这将给亚
太业已紧张的安全关系带来重压。欧盟
敦促美国和俄罗斯进行谈判以维护《中
导条约》的延续，中国亦呼吁华盛顿“三
思而后行”。

近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叙利亚民族和解放组织主席亚娜·哈

德杜尔发表公告称，叙政府将对近4

万名涉嫌对叙利亚政府使用武力的人

员进行大赦。大赦作为一种政治手

段，反映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执政者

的政治目的。叙利亚危机爆发至今8

年多时间，叙政府曾数次颁布赦免法

令。与以往相比，此次大规模赦免反

映叙政府在新国内外环境下的政治考

量。

首先，通过大规模赦免,瓦解反对

派武装斗志，加速内战结束。随着叙

内战的演化，其境内的形势也愈发明

朗。受俄罗斯、伊朗支持的叙政府军

已完全控制叙利亚南部的大部分地

区，反对派武装主要收缩在西北部的

伊德利卜省。虽然国际和地区层面

反对叙政府的力量仍然存在，但随着

美国在2018年底宣布从叙撤军，联盟

已基本瓦解。在此局势下，叙政府通

过大规模赦免反政府武装释放明确

善意信号，从而诱导反政府力量放弃

抵抗。此外，叙反政府武装主要由变

节的政府军和逃兵组成。叙政府通

过大赦行为，向他们展示宽容的姿态

和谅解的诚意，使其丧失斗志，加速

其瓦解。

其次，通过大规模赦免，释放人口

红利，聚力进行经济民生建设。从当

前局势看，叙政府已控制叙利亚大部

分国土和人口。战后重建是迫在眉睫

的问题。在此当口，叙政府通过赦免

近4万名反政府武装人员，可以有效

弥补劳动力严重短缺。同时，在某种

程度上，被赦人员会产生自新迁善、感

恩回报心理，调动他们参与经济建设

的积极性。此外，叙政府通过大赦行

为，释放积极的安抚信号，利于吸引流

亡海外的几百万难民返回故乡，为经

济民生建设注入活力。

最后，通过大规模赦免，向国际社

会传递践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形象。

叙利亚危机爆发伊始，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以侵犯人权之名，对叙实施

严厉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并公然

否定叙政府的合法性。叙政府通过大

赦近4万名反政府武装，使其获得安

全的、有尊严的生活权利，既利于缓解

西方国家以侵犯人权为名而施加的经

济制裁，又可提高叙政府在国际社会

的合法性。

从当前的情势看，虽然叙政府逐

渐掌握叙形势的主导权，但叙利亚、俄

罗斯、伊朗、美国、土耳其围绕各自利

益诉求的政治博弈远未结束。美国声

称从叙撤军，但仍想保持在此军事存

在，撤军时间一拖再拖。叙、俄、土、伊

四方就叙利亚北部的伊德利卜问题分

歧严重。叙利亚要求坚决收回该地区

领土。土耳其想把伊德利卜作为自己

势力范围，极力维持当前现状。俄罗

斯和伊朗则想从叙利亚脱身。面对复

杂的博弈，叙政府大规模赦免反政府

武装能否达到预期效果，需要接受时

间考验。

（作者单位为武汉大学中国边界

与海洋研究院）

美拟试射“违禁”导弹，
《中导条约》走向终结？

■杜朝平

美拟购买太空平台加速太空军事化
■陈冠宇

马克龙与吉布提总统出席发布会

■赵艳斌 梁优子

马克龙访东非三国刷存在感

■
刘
华
清

叙
政
府
大
赦
反
政
府
武
装
有
多
重
考
量

美国中程陆基巡航导弹

自 2 月 1 日宣布退出《中
导条约》并启动为期 6个月的
“等待期”后，美国一再实质性
地破坏条约，先是启动陆基巡
航导弹部件的制造计划，接着
公布拟于 8 月和 11 月分别试
射条约所禁止的陆基巡航导
弹和类似“潘兴Ⅱ”的中程弹
道导弹。美国当初以俄罗斯
违约在先为由退出《中导条
约》，显然只是一个谎言，其有
预谋地发展中程导弹，已使这
一冷战时期重要的军备控制
条约行将终结。

近年来美国空军大肆研发、购买太空武器装备，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