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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是欧亚大陆的接合部
,

战略地位盆要
,

并落藏有丰宫的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

奖国进入中

亚
.

是其打压俄罗斯
、

遏制中国
、

称斌全球的总体战略的一个 ,

要组成部分

美国进靡麟
. 高秋福

随
着 阿 富汗 反恐战争的进

行
,

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

在已成为现实
。

但是
,

美 国

决不会满足于这个现实
。

种种迹象

表明
,

美国还在使其军事存在扩大

化
、

长期化
,

还在 以军事存在来带动

政治
、

经济的全面存在
,

从而牢牢控

制中亚
,

实现其称霸全球的战略图

谋
。

当然
,

这一图谋究竟能否顺利实

现
,

连美国 自己好像也没有足够的

信心和把握
。

变租用军事基地

为长期军事存在

美国眼下在中亚的三个自家已

租用军事基地
,

并派有驻军
。

去年 10

月
,

美国首先租用乌兹别克斯坦的

汉纳巴德机场
,

现已在那里部署第

10 山地师官兵巧oo 人
,

直升机飞机
30余架

。

随后
,

美国又租用吉尔吉斯

斯坦的马纳斯机场
,

在那里现已部

署军队2侧刃多人
,

并将部署2 0架战

斗机
。

今年
,

塔吉克斯坦 同意向美国

及其盟国提供库利亚布机场
,

美国
、

法国
、

意大利的军用运输机 已开始

通过这个机场向阿富汗运送军人
、

弹药及其他各种物资
。

这样
,

在中亚

五国中
,

除永久 中立国土库曼斯坦

和离阿富汗较远的哈 萨克斯坦外
,

都有了美国的军事存在
。

现在的问题是
,

奖国在中亚驻

军到底是反恐战争的权宜之计还是

出于长期的战略考虑
。

美国当初的

说法是
,

驻军中亚是为支撑在阿富

汗的反恐战争
。

战争结束
,

美国驻军

就会撤离
。

但是
,

美国现在说
,

阿富

汗的战争将是长期的
,

因而从中亚

撤军问题就变得遥遥无期了
。

实际

情况是
,

美国在中亚的驻军不但没

有收场的迹象
,

相反
,

却在紧锣密鼓

地加强
。

据报道
,

美国计划出资5亿

美元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汉纳巴德机

场 的跑道
、

照明
、

通讯
、

仓储等设施

进行现代化改造
,

计划在那里部署

战斗机5 0至60 架 ;美 国已投人以X)万

美元
,

正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

机场周围修建营房
、

医院等设施
,

驻

军将很快增加到3仪K) 人
。

有报道说
,

美国还准备在这个机场附近的山中

建立一个无线电中心
,

以便搜集阿

富汗
、

巴基斯坦和整个中亚地区的

情报 ; 美国正在同哈萨克斯坦商谈

租用其机场和相关设备问题
。

此外
,

美 国同乌
、

塔
、

吉等国签订的租用或

使用机场及有关设施的协议
,

都是

为期一年
,

但有报道说
,

到期之后肯

定将会延期或续签
,

同乌
、

吉两国签

订的军事合作协定可能为期要长达

2 5年至 30年
。

所有这一切说明
,

美国

军队既然 已进人中亚
,

是决不会轻

易撤离的
。

反恐战争以来
,

沙特不时

放风要美国撤除其领土上的军事基

地
,

这就更加坚定了美 国在中亚长

期立足的决心
。

美国典论认为
,

典国

在中亚的军事存在
.

是美国全球军

事战略的
“

历史性突破
” .

已构成 共

国实现
“

全球无处不在的宏大计划
”

的一个, 要组成部分
。

有计划地实现

在中亚的全面存在

进入中亚本来早就是美国梦寐

以求的图谋
。

冷战之前
,

中亚地区是

苏联的一部分
,

美国根本无法打进

去
。

苏联解体之后
,

俄罗斯承继了在

这一地 区的传统影响
,

美国曾在经

济
、

军事等方面做了打进去的尝试
,

但并未能完全得手
。

就在中亚国家

独立 10 周年之际
,

阿富汗反恐战争

爆发
,

美国意外地得到进人 中亚的

天赐 良机
。

美国在俄罗斯的默许之

下
,

以租借军事基地开路
,

正在中亚

推行军事
、

政治
、

经济全面存在的计

划
。

首先
,

美国通过租用军 , 甚地

进而加强同中亚国家的双边军事合

作
。

美国已 向乌兹别克斯坦提供了

25 00 万美元的赠款
,

用 以购买武器

和其他军事装备 ; 同吉尔吉斯斯坦

签署合作协定
,

帮助收集军事情报

和培训军事人员 ; 分别同吉尔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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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色型鱼

美国在难中东手一遮天

塔吉克斯 坦 总统拉赫莫诺夫

(左)会见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能源供应基地
。

美国一直垂涎中亚

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

并已经

投资开采
。

但是
,

如何将开采出来的

石油和天然气输送 出去
,

一直是令

美国感到头痛的问题
。

目前
,

中亚的

石油和天然气运输权基本上操在俄
罗斯手中

。

为打破俄罗斯的运输垄

断
,

美国已计划修建从中亚经外高

加索到土耳其的输送管道
,

但耗资

巨大
。

而中亚到印度洋一线打通
,

美

国就 可以把中亚的石油和天然气通

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输往 印度洋上

的出海口
。

这是一条更为便捷而经

济的能源运输通道
,

可以确保美国

源源不断地得到价格低廉的能源供

应
。

第四
,

东边建立一个桥头里
.

遇

制中国的崛起
。

中亚各国是中国的

友好邻邦
。

目前
,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

吉斯斯坦同我国的边界问题 已经解

决
,

塔吉克斯坦同我国的边界问题

也接近解决
。

中国同这些邻 国签署

了边境地区友好互信条约
。

中国同

中亚 国家的政治
、

安全
、

经贸
、

文化

关系不断加强
。

对此
,

有舆论说
,

美

国官方是
“

嘴上不评说
,

心中满有

数
” 。

美国心中的
“

数
”

又是什么呢 ?

美国报刊这样说
:

中国是美国的
“

潜

在对手
” ,

中亚地区是中国
“

利益枚

关的大后方
” 。

美国打人 中亚
,

既可

防止 中国扩大在中亚地 区 的影 响
,

也可形成对中国
“

由东到西的包抄

之势
” ,

便于
“

有效地遏 制中国的崛

起
” 。

口

美国进入 中亚
,

现在是踌璐满志
,

甚为得意
。

但是
,

它是否 能

够保持住在中亚地 区的长期存在
,

它在中亚的 图谋能 否如愿 以

偿
,

这还是一个有待观察的 问题
。

首先
,

俄罗斯决 不会轻 易将 中亚地区拱手让人
。

中亚地 区被

称为俄 罗斯的
“

后 院
”

或
“

势力范围
” 。

俄 罗斯在中亚承继 了 苏联
70 多年存在所积 累的 巨 大影响 力

。

俄 罗斯在中亚的综合影响力

迄今仍 占主导地位
。

俄 罗斯仍 主导寿有中亚 国家参加的独联体
,

在这些 国家的政治
、

社会
、

人文等各方面仍具有难以取代 的影响

力
。

俄罗斯仍 然是哈
、

吉
、

塔等中亚三 国参加的独联体集体安全

条约的核心
,

在塔吉克斯坦有大约 2 万驻 军
。

其他中亚 国 家的 军

事装备
,

一时也 离不 开俄罗斯
。

这些 国 家在打击 恐怖主义和分 离

主义势力
、

维护社会安定方 面
,

都离不 开俄 罗斯的支持
。

在经济

方 面
,

中亚各 国同俄 罗斯仍有
“

骨断筋连
”
的割舍不断的关系

。

俄

罗斯是这些国 家的最主要贫易伙伴
,

最大 出 口 商品中转站
,

最大

或唯一能源输 出通道
。

目前
,

美国进入中亚
,

俄罗斯虽然是无意
、

也无力 阻档
,

但是
,

这决不 意味着俄 罗斯甘愿将 自己的 巨大利益

拱手让人
,

使美国在中亚
“

反客为主
” 。

俄 罗斯一直致力于振兴 大

国地位
,

决 不会容忍
“

自己 的睡榻之侧有豺狼安卧
” 。

从长远看
,

俄罗斯必定要在 中亚进行杭争
,

美国想要在这一地区一手遮天

是决难 实现的
。

其次
,

中亚各国决不 会任凭 美国在 自己的领土上为所欲为
。

中亚国家

独立 以来
,

一直面临 恐怖势 力骚扰和经济严重 困难的双 重威胁
。

这些恐怖

势力得到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 支持
。

因此
,

阿富汗反恐战争的开展
,

塔利

班政权的垮台
,

使这些 国家的安全形 势相应得到改善
。

这也是为什 么这些

国 家允许 美国在反恐战争中使 用其基地的 原因
。

但是
,

从长远来说
, “

大 国

平衡外交
”

恐怕是 中亚 国家的 必然选择
。

从地缘政治考虑
,

这些 国家终究

还是离不开俄 罗斯
。

美国 同这些 国家的关系
,

美国报刊认为
,

说到底是 出

于
“

安全与 经济上的权宜之计
” 。

因此
,

美国同这些国家
“

迟早是要发生政

治冲突的
” 。

前不久
,

美国就曾对吉尔吉斯斯坦审判一个议员问题说三遗

四
,

施加政治压 力
。

乌兹别 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通过会决延长任期
,

美国

公开表露不满
,

认为会决是
“

瑕站昭 然
” ,

拒不 派遗观察 员前往
。

美国报刊

报道
,

美 国正在或 明或暗地同包括乌兹 别 克斯坦在内的 中亚 国 家的某些

政治反对派加强联系
。

美国希望把这些 国 家的
“

独裁统治者
”
在任期或延

长任期到 2 01 0年前后
“

全部更换
” 。

关国千预 中亚国 家内政的霸道行径
,

必

将引起 中亚 国家的政府和人 民的不 满
,

进一步看清其谋求在 中亚地 区存

在的 真正意图
。

再次
,

临近中亚的穆斯林 国家
,

特别是伊朗
,

对美国心存戒备
。

中亚 西

南方是大 片穆斯林国家
。

阿富汗反恐战争以来
,

美 国某些做法 严重伤 害 了

广大穆斯林的感情
。

美国在中亚 的长期军事存在
,

已 经 引起临近一 些 国家

的警惕和反感
。

如果 灸国借机插手 中亚 国 家的 内部事务
,

进而 以 中亚为基

地军事威通伊 朗
,

对伊拉克发动 战争
,

必将进一步激起 南亚和 西 亚广 大穆

斯林 国 家的反美情绪
。

最后
,

美国在中亚的存在有其难以克服的 地缘劣势
。

中亚远离美国
,

又是深嵌在欧亚 大陆 中心的 一 片内陆
,

交通不便
。

美国要在这里 保持长期

存在
,

有许 多困难和不 利条件
,

是要付出较高成本的
。

中亚 国家之间 的矛

质错综 复杂
,

美国要长期存在就不可能不介入
。

而 一旦介入
,

恐怕 就会麻

烦缠身
,

难得解脱
。

因此
,

美 国《外交季刊》上 的一篇文章说
,

美国在 中亚地

区是
“

交 了新朋友
,

产 生祈烦恼
” 。

口 (高秋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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