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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也门政府军与“基地”

组织武装人员在也门南部的阿比扬省发

生激烈交火，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

注。据美联社报道，从5月12日开始，

也门政府军开始对其境内的“基地”武

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取得了重大

胜利，而此次行动是在美国军人直接指

导下进行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反恐顾

问还专门前往也门了解情况，并与也门

总统哈迪进行了会谈。据报道，也门政

府官员称，“此次是美国部队第一次直

接参与的军事打击行动”，“在也门南

部拉哈吉省的伊纳德军事基地内，目前

就有60名美国军人在向也门政府军进行

指导和提供建议”。

爆发：30年隐身后一鸣惊人

在阿富汗巢穴被摧毁、本·拉登又

在十年后被击毙后，“基地”组织在也门

先后策划“圣诞节劫机”、“邮包炸弹袭

击”、“内裤炸弹袭击”等未遂恐怖袭

击，引起世人对也门恐怖主义活动的关

注。自去年１月也门局势发生动荡以来，

“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趁乱夺取了

阿比扬省和舍卜瓦省多处城镇，并与也门

政府军激烈对抗。自今年2月哈迪就任也

也门：新的恐怖主义“策源地”？
文／张金平  吴学阳

跃升到国际恐怖舞台的中心呢？

第一层，是无奈之举。在经受了丧

失阿富汗据点、在巴基斯坦的活动空间

大大受限、向伊拉克与沙特的渗透受阻

等一系列重大挫折后，“基地”组织无

奈地将也门由幕后推向台前，阿拉伯半

岛分支摇身一变成为急先锋。

第二层，是拓展策略。以也门为

据点，使用“长途奔袭”等手法，在中

东乱局中拓展地区活动空间并谋求建立

新的据点。在也门，“基地”组织不仅

乘机攻城略地，甚至宣布“建国”。在

利比亚，“基地”组织参与反对派的武

力行动，甚至公开悬挂其旗帜。在叙利

亚，“基地”组织成功实现渗透，并从

今年2月开始频频制造恐怖袭击事件。

第三层，利用“先政权、后恐袭”

的时间差。在地区大震荡中，中东国家

与国际社会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稳定政

局，其次才是应对恐怖活动。“基地”

组织充分利用这一时间差，在也门和中

东拓展活动空间，其欲望也急剧膨胀。

去年1月也门局势陷入动荡，政府军与

反对派部族武装一度陷入激战，自顾不

暇的当局无精力和人手进行反恐，“基

地”和相关组织便趁机在南部发动攻

势，夺下数座城镇。

门总统后，也门政府与“基地”组织间的

战火迅猛升级。当前，阿富汗、巴基斯

坦、伊拉克、叙利亚和索马里等地的恐

怖活动都很频繁，但也门的恐怖与反恐

怖态势更具有国际性。

也门的恐怖活动虽然“成名”较

晚，但也门成为国际恐怖分子（组织）

据点比苏丹、阿富汗还要早。一方面，

也门政治与社会矛盾复杂，南部有分离

势力，北部有叛乱势力，部族之间、

部族与中央政府之间也是矛盾重重，为

恐怖分子提供了较大活动空间。另一方

面，也门具有特殊的地缘位置，既能方

便地通向非洲之角，又与半岛其他国家

陆路相连，堪称“进可攻退可守”的理

想之地。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特别是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之后，不少

埃及等国家和地区的恐怖分子进入也门

藏匿、活动，还有更多的极端分子经由

也门转入阿富汗进行抗苏活动。因此，

当“基地”组织先后在苏丹与阿富汗扯

起恐怖大旗时，也门成为该组织的战略

通道与后方据点。不过，国际恐怖分子

一直不舍得将如此重要的“也门通道”

推向前沿，而是长期经营、不断固化、

尽量隐身。

但自2009年以来，也门为什么迅速

 在加强打击也门恐怖主义活动的同时，如何避免国际恐怖主
义寻找、建立新的据点，考验着国际社会的反恐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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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促”反恐：又一个巴基斯坦？

随着形势的发展，也门正逐渐成为

美国反恐的主要战场之一，今年已出动

近十次无人机实施打击。不过，由于也

门的态势严峻，更由于美国需要腾出手

来解决中东地区性重大战略问题，因此

其反恐行动可以说是“急促”的，主要

通过援助、推动也门政府强化反恐怖行

动，利用无人机实施定点袭击等方式加

强在也门的反恐行动。不难看出，这与

美国在巴基斯坦的反恐十分相似。而美

巴关系由于反恐等问题早已陷入僵局。

在此策略的指导下，美国可能会

认为也门政府的行动不够“急促”、有

效，而越来越多地直接干预也门政府的

反恐行动。目前，美国在也门出动无人

机的次数与频度已有明显增加，将来还

会继续增加，平民伤亡也会不可避免地

增多，也门民众对美国和现政府的不满

情绪也可能水涨船高。此外，也门不同

政治势力在美国反恐战略中的地位、收

益不尽相同，对美国反恐的认知和反应

都不一样，有可能打破也门国内脆弱的

政治平衡。进一步讲，在中东动荡的大

背景下，美国在也门不仅要反恐，还要

强化对也门的影响与控制。这不仅会引

发也门政治力量的重组，更会给地区局

势带来重大结构性变化。若如此发展下

去，也门政府将可能面临与巴基斯坦政

府同样的境遇。

“快刀”策略：能够摆脱困局吗？

在当前形势下，从某种程度看，也

门新总统哈迪的首要问题不是经济等民

生问题，而是反恐问题。其实前任总统

萨利赫一直坚持反恐，但为反恐的长期

化所拖累，最终失去民众信任和部族的

普遍支持，并为美国所弃。如今也门新

政府也面临三大平衡困局：

哈迪会失去民众的信任吗？这是反

恐资源投入与社会发展资源投入的平衡

问题。如果也门新政府陷入反恐僵局，

本就紧缺的国家资源大量被反恐行动耗

用，贻误社会经济发展，那么民众对新

政府的不满自然也会增加。

部族与不同政治势力间的矛盾会激

化吗？这是反恐收益的平衡问题。假如

某些政治力量在反恐中受益较大或利益

受损，本就复杂的国内政治矛盾都有可

能激化。

美国与也门新政府的关系会恶化

吗？这是美国反恐投入（特别是援助）

与也门反恐成效的平衡问题，也是美国

与也门关系和美国在中东霸权地位的平

衡问题。如果也门反恐在较短时期内收

效不明显，或美国认为也门新政府不配

合其中东战略，或者也门新政府无法协

调、控制国内矛盾，美国与也门新政府

的关系都有可能渐行渐远。

笔者认为，“快刀斩乱麻”策略是

哈迪摆脱这三个困局的最好办法，即尽快

遏制“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嚣张气焰。否

则，一旦陷入反恐泥潭，也门的政局、总

统的命运都难有定数。问题是，也门脆弱

的国家认同和有限的国家资源，能够保障

“快刀”策略顺利实现吗？

孰缓孰急：
“基地”的也门空间还是中东空间？

当前也门政府与美国的高调反恐，

的确令“基地”组织感到压力。但同

时，国际社会为何依旧对也门“恐怖

之地”感到不安呢？原因很简单，

“基地”组织的根基在也门，更在广

阔的中东，依然有巨大能量威胁国际

社会的安全。

拖延与拓展，被公认为“基地”

组织惯用的策略。拖延就是拖住与消

耗，将恐怖与反恐活动长期化；拓展

就是寻机扩大活动空间、建立新的据

点。目前，为应对美国和也门的联合强

力反恐，“基地”组织最直接的策略可

能是“拖”，向政府势力难以达到的边

缘地区特别是部落保守势力较强的山

区收缩、蛰伏，在保存实力的同时不

时发动袭扰，拖住也门政府和美国。

也门反恐一旦陷入长期化，各种矛盾

激化，“基地”组织的战略空间就大

大增加并有机可乘。总而言之，恐怖

分子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也门的。若

有一天真的无法保住也门据点，其恐

怖主义分子可能会“星散”到中东各

地，就像2001年后从阿富汗散播一

样。中东地区动荡一年多来，通过向利

比亚、叙利亚等地渗透，“基地”组织

的活动空间已经有所拓展。

在强力打击也门的恐怖主义活动

的同时，如何避免“基地”组织建立

新的恐怖据点，考验着国际社会的反

恐智慧。

曹德谦《美国演义》出到第六版 

5月10日，曹德谦先生90华诞及其代表作《美国演义》（插图本，北京

大学出版社）研讨会在北大政府管理学院举行。《美国演义》写作和增订

历时40余年，1977年在香港出版第一版，到现在已是第六版，从最初的100

万字，扩展到现在的近200万字，以中国传统的演义体，通俗再现了美国从

开拓殖民地和建国直至奥巴马时期的全部历史过程，“雅俗共赏、博约兼

顾、文史兼备、夹叙夹议，发人深省”。

来自人民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艺

术研究院的学者以及《世界知识》杂志等期刊和媒体出席会议。曹德谦先生

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密苏里大学，曾在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工

作，1983年后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著译甚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