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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丽群

随着利比亚安全局势持续恶化，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抉择，

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在短短九天八夜的时间里迅速撤走在利

比亚的 35680 位中国公民。利比亚撤侨既彰显了中国“以人为本”的

外交政策，也凸显了我国随综合国力增强而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

自豪与震撼

一名从利比亚回国的中年男子下机亲吻祖国土地的照片在网上广

为流传，令人动容。“感谢党，感谢祖国！”“作为中国人很自豪！”感

谢的言语从 2月 22日起被广大撤离人员不断地重复着。利比亚撤侨，

不仅是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而且撤离人员总数也超过以

往历次之和，真正让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华侨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正如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主任郭少春发言所称，这次行动实现

了“四个第一”：第一次采用了海陆空联动的撤离方式；第一次大规

模动用民航飞机，租用外国邮轮和飞机；第一次采用将人员摆渡至

第三国再撤回国的方式；第一次使用只有一张纸的中国公民应急旅行

证件。而在更早时候，在外交部相关负责人口中，这些“第一”原本

有七个，除了上述这些，还有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地撤离海外人员，

第一次派出军舰与军机参与撤离，以及第一次在撤离中动员众多友好

国家进行协助。

捍卫生命之旅

撤侨航班上飘扬的五
星红旗和幸福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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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应急指挥部的组织协调下，外交部、商务部、交通运输

部、中国民航局、国家气象局、各驻外使领馆以及相关央企联手行动，

在不断陷入动荡和混乱的利比亚——凡道路必有关卡，凡机场或被炸

毁或被管制，凡港口均被关闭——硬是打通了班加西港口、米苏拉塔

港口、的黎波里机场、东西两路陆路等多条“逃生通道”。所有在利比

亚的待撤离人员按照分布情况被划分为东南西北 4 个“大区”，西线从

突尼斯、利比亚交界的口岸，东线从埃及和约旦，南线从苏丹，北线

从希腊、马耳他、土耳其等地中海诸国分头脱险。

中国军队的加入和动用友邦资源，无疑是这次撤侨最大的亮点。

其大规模、高效率使国人自豪，世界瞩目。以北线这一撤离“主战场”

为例，中国从希腊租借多艘邮轮往返利比亚。因为希腊在应对欧债

危机中，得到过中国大力援助，希腊政府投桃报李，提供 7 艘可载

2000人的船只，协助中国人员撤离，大大加快了撤离速度。

军队方面，中央军委批准正在亚丁湾护航的中国海军第七批护

航编队“徐州”号导弹护卫舰迅速赶赴地中海，为撤离中国被困人员

的船舶提供支持和保护，而空军更是在 2月 28日派出 4 架伊尔-76

飞机，飞赴利比亚执行接运人员的任务。

央企党组织也在这次撤离行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此次从利比

亚撤离的 3 万余人中，13 家央企下属的中方人员就有近 2.6 万人，这

些企业和他们的党组织在撤离工作中发挥出中坚作用。中国建筑、中

交集团、中国水电和葛洲坝集团等承担了4 个撤离“大区”的前线

指挥协调工作，它们充分利用当地的社会关系，积极疏通外出通道。

在我方租用的邮轮一度无法在班加西港靠岸时，是中国建筑和中交

集团积极联系港口以及当地的实力派别，终于打通了这条“海上生命

线”。先人后己的精神在行动中得到充分发扬。中交集团在党委领导

下，主动把优先撤离的机会让给小公司和民营公司，1777名员工关闭

营地坚守待援，成为所在地区最后一家撤离的单位。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人不多饶舌，而是使

用实力，明确表示不会容忍任何中国工人遇到危险”，这比美国的“含

蓄及谨慎”更像一个“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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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撤离并非偶然

利比亚撤侨像汶川、玉树、舟曲的灾难救援一样震撼了世界，

正如中国在灾难救援方面表现得越来越成熟，利比亚撤侨也是在历

次撤侨中不断积累经验教训的结果。

1990 年至今，中国成功地从事发国撤离超过 5 万名中国公民和

同胞。在 1990 年的海湾战争大撤离中，外交部指令撤离滞留科威特

的近 5000 名中国务工人员，最终共派出专机 36 架次，花费时间长

达两个多月。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当局驻科威特商务代表处返台之

后，我国大使馆还为滞留的 120 多名台胞进行了担保。事实上，在中

国政府的历次海外撤离人员行动中， 港澳台同胞一直被囊括在内。

2006 年因撤离海外人员事件非常密集，以及外交部领事保护处

的正式成立，而被称为中国“领事保护元年”。在那个多事之秋，中

国一共实施了4 次比较大的海外人员撤离。除所罗门外，还从出现武

装冲突的黎巴嫩、发生骚乱的东帝汶和汤加分别撤出170、243、193

名华人。东帝汶撤离行动是中国第一次派包机直飞事发国，而此前，

海外华人一般都要从陆路离开事发国家，从第三国中转乘机。

去年 6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骚乱，引发了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撤侨。

从 6月15日凌晨首架撤侨包机抵达乌鲁木齐开始，到 17日凌晨 1 时

30 分，中国政府派往吉尔吉斯斯坦的 9 架包机就将所有 1299人全部

撤返，可谓一场现实版的“生死时速”。

也是在 2006 年之后，一套成熟的海外撤离人员应急体系建立起

来。前方的情况会随时通报给 2004 年成立的部际联席会议成员的专

门办事人员，相关部委再组成专门小组，其他多个部委都会参与相关

辅助工作。比如国家气象局特别为包机提供气象服务，交通运输部与

事发地交通部门、大型国际运输企业进行沟通，卫生部则预防返回人

员可能携带的传染病。

此外，中央领导人在相关报道中出现频率越来越高，相关指示也

越来越明确。2006 年 4月所罗门骚乱时，当时正在沙特阿拉伯进行



时

事

报

告

��

当你开车进入一个同方向双车道的

隧道时，不巧遇上严重的交通堵塞，你的

车只能停在其中一条车道上（假设是左车
隧道效应

道），动弹不得。起初你感到不好受，但是由于大家都堵着，所以也

还有耐心等下去。等了一会儿，右车道的车开始移动，这时你的心情

起了什么变化呢？似乎要取决于右边的车移动多久。右边的车一开始

向前移动时，你预想到前方的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你所处的左车

道马上也会恢复通车，这时你的心情会很舒畅。但如果右边车道的车

持续移动，而你这边的车纹丝不动时，你的耐心会迅速消失，心情比

堵车时更糟糕，下一步你可能强行开入右车道，于是导致了更严重的

交通堵塞。

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指示采取措施“切实保护我在所罗门群

岛侨民的安全”，努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随后，温家宝总理也指示

外交部和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局势发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我

在所罗门群岛侨民的安全。这也是有关撤离海外人员的官方报道中，

第一次高频率、明确出现中央领导的指示。

到 2010 年吉尔吉斯斯坦撤侨时，胡锦涛主席作出重要指示，要

求“精心组织，周到安排，确保安全、顺利完成撤侨任务”。对于此

次从利比亚撤离人员，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重要批示都明确

指出，要求全力保障中方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

显然，中央领导人对于撤离海外人员批示的增多和升级，不仅体

现了中国人海外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也反映了整个国家对于保

障海外中国人安全的决心。

在这次利比亚撤侨行动中，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果断决策，

前后方、各部门行动迅速、齐心协力，军民团结一致、爱心接力，取

得了最终胜利，进一步彰显出我国制度的优越，国力的增强，也进一

步彰显出我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

（作者为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