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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评环球时评

土叙博弈升级

2月3日，叙利亚政府军在伊德利卜
地区的炮击行动造成7名土耳其士兵和
1名平民死亡，引发土耳其极度不满并
采取系列举措。

开展报复行动。2月 11日，土耳其
国防部宣布，作为对叙利亚攻击的回
应，土耳其军队对叙利亚政府军的 115
个目标实施了打击，造成 101名叙政府
军官兵死亡。

加强军力部署。土耳其阿纳多卢
通讯社2月13日援引土国防部长阿卡尔
的话称，土军已将其特种部队派往土在
伊德利卜冲突降级区内设立观察点的
地区，并在叙边境地区部署了多管火箭
炮发射系统。

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2月15日表示，土耳其“无意入侵或
吞并叙利亚领土”，但要求叙政府军马
上从土在叙伊德利卜设立的观察点附
近撤退，否则不仅伊德利卜问题无法得
到解决，土耳其也将在 2月底之前发动
相应军事行动。

对于土耳其的步步紧逼，叙利亚方
面毫不示弱。一方面，叙方强烈谴责土
方做法。据俄罗斯塔斯社 2月 12日报
道，叙利亚外交部称，土耳其军队驻扎
在叙境内是非法行径，是“对国际法的
粗暴践踏”，安卡拉应为此举的后果负
全责。

另一方面，继续推进军事行动。叙
政府军近期宣布，叙军方过去数天在伊
德利卜和阿勒颇省夺回数十座村镇和
战略要地，来自伊德利卜东部的部队与
来自阿勒颇省南部的部队实现会师。
叙利亚通讯社 2月 14日报道称，叙政府
军已全面控制首都大马士革和北部重
镇阿勒颇之间的 M5高速公路，这是叙
政府军自 2012年来“首次全面控制”该
战略要道。

此外，2月11日，叙政府军1架米-8
直升机在伊德利卜被叙利亚反政府武
装击落，4名机组人员全部丧生。14日，
叙政府军的另一架直升机在叙北部阿
勒颇省西部被导弹击中坠毁，机上 2名
飞行员死亡。这两起坠机事件加剧了
土叙间的紧张关系。

俄美加紧斡旋

为缓解伊德利卜地区紧张局势，俄
罗斯和美国近期通过双边及多边场合，
加紧开展斡旋行动。

2月8日，俄罗斯军事代表团抵达土
耳其，与土方人员就伊德利卜地区局势
举行多轮会谈。12日，俄总统普京应约
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双方磋
商了叙利亚伊德利卜局势等问题。根
据俄方发布的公告，在伊德利卜冲突降
级区局势紧张加剧的背景下，俄土两国
领导人讨论了有关叙利亚危机调解的
各方面问题，商定由两国有关部门开展
更多沟通。

2月 15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
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在出席慕尼黑
安全会议期间举行会谈，着重就叙利亚
问题进行磋商。拉夫罗夫表示，俄土两
国正通过专家、军队、外交和安全部门
的沟通，寻找解决争端的方法。而在回
答有关土俄在伊德利卜问题上的分歧
是否会影响 S-400防空系统供应问题
时，恰武什奥卢表示，“我们不应让叙利
亚问题破坏（土俄）两国合作与双边关
系”。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2月
11日在社交媒体上向在此轮土叙冲突
中牺牲的土耳其军人表示哀悼，并呼吁
叙政府及俄罗斯停止进攻。同日，美国

叙利亚问题特别代表杰弗里抵达安卡
拉，表达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对土耳其
的支持。

2月 12日，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
北约部长级会议期间与土耳其国防部
长阿卡尔举行会晤。土耳其国防部在
会后发表声明称：“阿卡尔对美国政府
有关伊德利卜近期局势的表态感到满
意，但强调了美国和北约就此事提供更
具体支持的重要性。”

2月 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就尽快结束伊
德利卜危机交换了意见。双方表示，叙
政府军在伊德利卜对土士兵的袭击是
不能接受的。

冲突风险加剧

从当前的情况看，伴随着土叙两国
战略博弈的升级和俄美两国的强势介
入，伊德利卜地区安全形势更趋错综复
杂。一方面，在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支
持下，叙利亚立志拿下伊德利卜地区，
实现“恢复统一”的目标。另一方面，土
耳其出于保护叙反对派和防止大量难
民涌入土国境等目的，对叙利亚及其背
后支持的俄罗斯展现强硬姿态，美国对
土耳其的“口头支持”更是让局势朝着
不利于和平的方向发展。

未来，伊德利卜困境短期内难以得
到解决，叙利亚危机或将持续加剧。一

方面，土叙对抗存在升级可能。目前来
看，与叙政府军爆发大规模冲突并非土
耳其的“最佳选项”。土耳其未来可能
会出于“慑俄压叙”需要，与美国一道逼
迫叙利亚政府在伊德利卜问题上作出
一定让步。如果未达到心理预期，习惯

“剑走偏锋”的埃尔多安可能会命令土
军对叙政府军发动新一轮攻势。应该
说，2月底前是俄、叙、土、美四国协商的

“黄金期”，相关协商结果将对伊德利卜
局势产生较大影响。

另一方面，叙安全局势或将持续恶
化。下一步，除土叙冲突外，叙安全形
势还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驻叙美军问题。美军2月12日
在叙利亚卡米什利镇巡逻时，打死 1名
叙利亚平民，激起叙新一轮反美浪潮，
驻叙美军的存在未来或将持续对叙安
全产生负面影响。

二是难民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发
言人迪雅里克2月14日称，自2019年12
月以来，叙西北部因暴力冲突而被迫流
离失所的人数已超过 83万人，其中约
81%为妇女和儿童，难民问题未来或将
随着叙局势的持续动荡进一步加剧。

三是反恐问题。目前，土叙博弈
持续升级，部分叙反对派力量远赴利
比亚参战，叙境内反恐力量进一步削
弱，“伊斯兰国”等恐怖势力或将因此
得到喘息，中东地区反恐形势恐将进
一步恶化。

伊德利卜危机持续发酵
■傅 波

2月 11日，菲律宾外交部宣布，菲
律宾已于当天正式决定终止与美国签
署的《访问部队协议》，并将有关文本
送达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该决定将
于送达 180天后生效。此事引发广泛
关注，有评论认为，美菲同盟关系正面
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访 问 部 队 协 议》签 署 于 1998
年，该条约规定了美军人员和装备
进入菲律宾的条件、活动范围和可
获得的便利，其中包括美军人员可
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飞往菲律宾，
使用美国驾照及拥有治外法权等。
根据该协议，菲律宾军队和美国军
队每年进行 300多次军事交流，包括
规模颇大的美菲“肩并肩”演习。若
终止《访问部队协议》的决定正式生
效，美菲间现有军事交流将画上句
号。菲律宾总统新闻发言人 2月 13
日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不仅没
有 改 变 终 止《访 问 部 队 协 议》的 想
法，而且可能终止 1951年美菲签署
的《共同防御条约》和 2014年签署的
《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近几年，美菲高层往来冷漠。上
月，美国政府以“侵犯人权”为由拒绝
了菲律宾国会参议员罗纳德?德拉?罗
萨的赴美签证。据报道，罗纳德?德
拉?罗萨曾出任菲律宾国家警察总局
局长，并参与该国“禁毒运动”。

美国此举再度激起杜特尔特对
美反对菲律宾强力肃毒的不满。终
止美菲《访问部队协议》本质上是杜
特尔特对美干涉与指责的回应，也是
长期以来美菲同盟关系不对称、不对
等的结果。菲前外长艾伯特?德尔?
罗萨里奥曾指出，《访问部队协议》的
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本身，而且在于其
作为与《共同防御条约》相关系列协
议的一部分。菲律宾此前曾数次提
出重新审查《共同防御条约》，其目的
在于改变美菲间不对称、不对等的关
系，称不能只要求菲律宾参与美国发
动的战争，在菲律宾陷入冲突时，美
国也要给予实质性帮助。可见，美菲
博弈的重点也许并不是《访问部队协
议》，而是《共同防御条约》的再审查
与谈判。

美国总统特朗普 2月 12日表示，
对于菲律宾终止《访问部队协议》一
事，他并不在乎，并认为这会给美国省
下很多钱。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和部
分专家则认为终止《访问部队协议》的
决定“令人遗憾且方向错误”，美方将
对此进行仔细研判，并在未来180天内

想办法解决该问题。
可以说，美菲两国关于《访问部

队协议》的决定和表态，更多意义上
是双方的政治博弈，菲律宾希望在
同盟中获得更平等的地位和更可靠
的安全保障，美国则需要菲律宾继
续充当其地区战略与同盟体系的重
要一环。美菲同盟的未来走向仍有
待观察。

（作者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海上安全研
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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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难成法律

这项战争权力决议由民主党参议
员蒂姆?凯恩提出，主要内容为总统不
得动用美国武装力量对伊朗采取军事
行动，除非得到国会的宣战许可，或得
到国会对伊朗使用军事力量的特别授
权。1月3日，特朗普在未提前告知国会
的情况下，下令出动无人机袭杀了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旅长苏莱
曼尼。这种绕过国会的“鲁莽举措”，导
致美国内出现诸多不满和批评。蒂姆?
凯恩表示，“如果要命令我们的军人冒
着牺牲生命和损害健康的风险参与战
争，这个决定必须经过慎重考虑”“无论
我们的总统是谁，他都不应该被允许独
自做出这样的决定”。

此次决议之所以能够在共和党占
据多数席位的参议院通过，原因在于
参议院 53名共和党参议员中有 8名

“倒戈”支持了民主党提案，但这并非

代表最终结果。依照美国政治程序，
该决议若要成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
下一步将送至众议院进行投票表决，
然后送往白宫，由总统本人决定是否
签署和颁布。众议院由民主党把控，
通过决议并不难，但倘若总统否决，参
众两院将分别需要至少 2/3的赞成票
来推翻总统的否决，才能无需总统签
署，颁布成法。

据悉，特朗普已明确表态将否决决
议。在参议院投票当晚，特朗普在“推
特”上发文抨击了民主党带有“政治动
机”的行为，并为其伊朗政策辩护。他

称，“这（决议）发出了非常糟糕的信号”
“我们在伊朗的事上做得很棒，现在不
是表现出软弱的时候”。由于民主党在
参议院争取到8名共和党人的支持不足
以达到 2/3赞成票（67票）的门槛，加之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等重量级
政治人物强烈反对这一决议，因此外界
普遍认为决议不能顺利成法。

美伊博弈仍将持续

这是特朗普任内美国会参众两院
第二次联合试图限制总统的战争权

力。上一次是去年美国会试图阻止特
朗普支持沙特领导的国际联盟在也门
发动军事行动。虽然难以对特朗普产
生实质性约束，但此次决议的通过表现
出美国政治精英层对伊朗政策乃至整
个中东战略的反思，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美伊博弈的烈度，因此外界普遍认
为，未来总趋势是美伊将继续在相互试
探底线的过程中保持“斗而不破”的博
弈状态。

美国对苏莱曼尼的袭杀打开了美
伊对抗升级的“潘多拉魔盒”，加剧了
地区局势的动荡。1月 8日，伊朗向美
军驻伊拉克埃尔比勒和阿萨德空军基
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美国国防部
最初表示，美国和盟国军队没有在空
袭中受伤，但后来一再修改受伤人员
数字。2月 10日，美国防部声称，至少
有 109名美国士兵被诊断出患有轻度
创伤性脑损伤，相比上一次报告增加
了 45人。

同时，美伊博弈仍在继续。近日，
美国在也门问题上对伊朗大做文章。
美国中央司令部 2月 14日发布消息称，
美国海军“诺曼底”号导弹巡洋舰在阿
拉伯海截获一艘独桅帆船，发现大量武
器，包括150枚“德拉维耶”反坦克导弹、
3枚伊朗地空导弹、358个地空导弹部件
和其他弹药与武器部件。美军称，这些
武器来自伊朗，被运往也门胡塞武装，
并指责这种行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禁
止直接或间接向胡塞武装提供、出售或
转让武器的决议。

美参议院欲限制特朗普对伊动武
■李 聪

当地时间 2月 11日，《华盛顿邮
报》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德国联邦
情报局一直通过一家瑞士加密设备制
造商CryptoAG的加密技术对全世界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监视，持续时
间长达半个世纪。

这家公司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在20世纪50年代与美国中央情
报局达成秘密监视协议。1970年，美
国中央情报局和德国联邦情报局共同
收购了该公司。1993年，美国中央情
报局购买了德国所持有的该公司股
份，德国正式退出。

据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德国
联邦情报局通过加密系统中专门设
置的漏洞来窃取其他国家的机密信
息，伊朗、巴基斯坦、印度、拉丁美洲
的各个国家，甚至连梵蒂冈都被密切
监视，大量北约成员国也沦为美国的
监视对象。

在英国对阿根廷马岛战争期间，
美国就向英国提供了大量阿根廷军队
的情报。1978年，以色列和埃及在戴
维营进行和平协议谈判时，美国通过
这家公司得以监控埃及总统萨达特与
国内的通信。在1979年德黑兰美国大
使馆人质事件中，美国也通过该系统
对伊朗进行全盘监视。

2018年 ，美 国 国 土 安 全 部 和 白
宫相继发布《网络安全战略》和《美
国国家网络战略》，声称竞争对手通
过从事恶意网络活动，对美国商业
和非商业利益以及政府造成重大经
济破坏。基于此逻辑，特朗普政府
采取了更具进攻性和威慑性的网络
安全战略。美国网络司令部甚至表
示，必要时将施行略低于武装冲突
水平的举措。

然而，此次事件充分体现了美国
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两面三刀。

2013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探员
斯诺登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
调查局的秘密监控项目“棱镜计划”。
此次事件的曝光更是表明，美国同时
针对对手和盟友进行监视的做法正在
威胁国际社会网络和信息安全。

此前，美国还指责俄罗斯窃取政
府机密，将自身塑造为网络安全“受害
者”，但中情局的做法无疑给美国扇了
一记响亮的耳光。美国窃听机密行动
时间跨度长、影响范围广，甚至将情报
私下交易，可谓贼喊捉贼。

此种考量下，美国盟友或将重新
审视与特朗普政府的战略合作和介入
深度。事实上，英、德等部分盟国已经
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与美国保持距离。

中情局专注窃听达半世纪
■郑海琦

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未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未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近期，土耳其和
叙利亚围绕伊德利
卜地区的博弈不断
升级，双方在军事上
动作频频，俄罗斯和
美国也持续加大斡
旋和干预力度，叙利
亚安全形势呈现恶
化态势。

土耳其军队向伊德利卜进发土耳其军队向伊德利卜进发

当地时间 2月 13日，美
国参议院以 55票对 45票的
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战争权力
决议，以限制美国总统特朗
普未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而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发生
微妙变化的同时，美伊仍在
各项议题上频繁“过招”。

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对全世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对全世界120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长期监视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长期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