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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伊拉克面临的四大新问题

郭拥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 )

2以科年 6 月 28 日
,

美国为首的联军占领当局在

巴格达戒备深严的
“

绿区
”

秘密举行了一个小型仪

式
,

提前两天向伊拉克临时政府移交主权
。

最高文

职行政长官布雷默把相关的法律文件交给伊拉克最

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迈哈迪
·

穆罕默德
,

宣布占领当局

解散
,

权力移交给伊拉克临时政府
。

表面上看
,

这次交权秘密而低调
,

官方没有举办

庆典
,

伊拉克民众也没有欢呼雀跃
。

然而
,

这个只有

五分钟的
、

静悄悄的移交形式却有着标志性意义
。

尽管美国为首的十几万外国军队目前仍然驻在伊拉

克领土上
,

临时政府实际拥有的只是有限的主权
,

但

是因萨达姆的倒台而落入外国占领军手中的固有主

权重新回到了伊拉克人手中
,

伊拉克人至少从法律

意义上重新成为两河流域的主人
。

对美国为首的外

部势力而言
,

14 个月的占领已经结束
,

他们不再是

可以决定一切的占领者
。

白宫一位高级官员谈到布

雷默和新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内格罗蓬特的角色差

异时
,

作了这样的描述
: “

布雷默是国家元首
,

早上起

床以后他问自己的是
‘

今天我必须决定什么
、

签署什

么
’ 。

而内格罗蓬特早上起床以后 问自己的是
: ‘

我

今天要和伊拉克政府谈判什么
、

怎么谈
’ 。 ”

¹ 毋庸否

认
,

内格罗蓬特对伊拉克临时政府将有很大的影响

力
,

但是他的确不可能像
“

太上皇
”

布雷默那样拥有

绝对的权力
。

这种质的变化既是美国主导的结果
,

也必然会给美国带来新的问题
。

第一
,

如何与伊临时政府合作
、

共同筹划选举
。

布什政府的在伊 目标是彻底摧毁萨达姆政权
,

建立

一个代议制的亲美的民主国家
,

为阿拉伯世界树立

一个样板
。

布什 5 月 24 日阐述其在伊拉克的五阶

段计划时明确表示
,

美国的 目标很清楚
,

就是要
“

看

到伊拉克人民数代以来首次掌管伊拉克
。

美在伊的

任务不仅仅是打败敌人
,

更重要的是增强朋友的力

量
。

这个朋友就是自由的
、

具有代表性的政府
,

它效

力于人民
,

为人民而奋斗
’,

º
。

按照规划好的民主进

程
,

真正的民选政府在 12 月 巧 日选举产生
,

最终在

12 月 31 日上 台执政
。

未来半年多
,

布什政府将通

过 3仪旧多人的超级大使馆与伊临时政府合作
,

共同

筹划选举
。

临时政府的产生方式决定了它具有先天的软弱

性
,

其存在
、

运作都离不开美国的政治军事支持
。

因

此
,

在围绕选举而展开的互动中
,

美国将居于主导地

位
,

而伊临时政府则表现出一定的依赖性和寄生性
。

但是
,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
,

临时政府必然会表现出一

定的独立 自主性
。

首先
,

临时政府得到 了联合国的

认可
,

有一定的合法性
,

拥有一定的主权
。

从法律意

义上讲
,

它完全可以对美国说
“

不
” 。

其次
,

在决定伊

拉克未来命运的选举问题上
,

临时政府出于国家利

益
,

会有不同于美国的考虑
。

临时政府内部的逊尼

派
、

什叶派
、

库尔德人完全有可能在特定问题上摒弃

纷争
,

团结起来一致对抗美 国
。

亚瓦尔得以出任总

统就是一个例子
。

再次
,

临时政府非经选举产生
,

缺

乏民意基础
。

从 自身政治地位考量
,

它有必要尽量

向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证明自己不是美国刺刀之下

的
“

傀儡
” 。

实际上
,

阿拉维政府一接管政权就急于

发布一系列政令就是做出了这样的表白
。» 因此

,

移

交政权以后
,

随着民主进程的推进
,

内格罗蓬特领导

的美国大使馆与伊临时政府之间有可能出现新的矛

盾
,

布什政府面临如何与临时政府进行合作
、

把矛盾

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的问题
。

第二
,

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如何有效承担安全

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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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

同时处理好与伊临时政府和民众的关系
。

伊

战结束后
,

布雷默本着
“

另起炉灶
”

的原则
,

完全解散

了萨达姆时期伊拉克的国家机器
,

特别是维持社会

基本秩序的军队和警察
。

一年多来不绝于耳的袭

击
、

斩首证明
,

布雷默的这一决定是错误的
。

¹ 移交

政权之前
,

美军为首的 16 万大军高度警惕
,

可是非

但未能保证伊拉克民众的安全
,

甚至联军士兵也遭

斩首厄运
。

移交政权后
,

多国部队将继续承担安全

方面的主要责任
。

布什总统公开宣称
: “
我们将保护

基础设施
,

使之免遭袭击
。

我们将为即将到来的选

举提供安全保障
。

⋯ ⋯只要伊拉克的稳定需要
,

只

要伊拉克政府需要并且提出要求
,

我们的军队就会

在那里驻扎下去
。 ”º 但是

,

多国部队能否明显改善

安全局势仍然不容乐观
。

同时
,

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还面临如何与临时

政府相处的问题
。

根据联合国 1546 号决议
,

多国部

队在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之前要与临时政府协商
,

而

临时政府又没有否决权
。

按照这种弹性规定
,

未来

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

多国部队要针对 自己判定的

恐怖目标例如扎卡维的住所采取军事行动
,

临时政

府可能会认为目标属民用场所而坚决反对
。

在这种

情况下
,

如何解决分歧就是摆在新任多国部队最高

指挥官凯西将军面前的难题
。

如果坚持己见
、

造成

大量平民伤亡
,

势必会在伊国内和国际社会面前削

弱美国一手扶植的临时政府的政治影响和信誉
。

同

样地
,

凯西将军还必须设法缓解伊拉克民众的敌对

情绪
。

5 月份对伊拉克六个城市所做的民调显示
,

92 %的伊拉克人认为联军是占领军
,

41 % 的人认为

联军应该马上离开
,

55 % 的人认为联军马上离开以

后伊拉克会更加安全
,

62 % 的人认为没有联军的存

在
,

伊拉克军队和警察很可能有能力维持秩序
。

»可

实际上
,

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在伊拉克驻扎这一事

实本身就是导致安全局势恶化的原因之一
,

很多伊

拉克人发动袭击与恐怖主义无关
,

而完全是反对外

国军队的存在
。

如何走出这个两难困境是美国为首

的多国部队无法回避却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

第三
,

如何有效地提供经济援助
、

推动经济重建

工作
。

2(X] 3年 n 月
,

美国国会拨出了 186 亿美元
,

用于伊拉克的经济重建
。

但根据白宫预算办公室 7

40

月 2 日公布的资料
,

在过去的半年多中
,

这笔资金仅

花掉了 2% (3
.

66 亿美元 )
,

且多数用于行政管理
,

而

不是基础建设
、

医疗卫生
、

排水系统等关乎伊拉克国

计民生的项 目
。

¼ 实际上
,

联军 当局 只是做了一些
“

头疼医头
、

脚疼治脚
”

的修修补补工作
,

并没有对伊

拉克的指令性经济和国有经济部门进行结构性的改

革
,

在能源
、

公用设施
、

农业等部门也没有提出有价

值的中长期规划
。

移交政权后的伊拉克仍然是满目疮痰
、

百废待

兴
。

内格罗蓬特在履任前表示要把经济建设作为任

内的三大任务之一
,

但移交政权前就存在的两个严

重障碍并未消除
。

一是安全问题
。

接连不断的爆炸

袭击严重破坏着石油管道等基础设施
,

而这些设施

恰恰是伊拉克的经济命脉
。

针对外国公司员工的绑

架和血腥的斩首
,

使很多外国公司对伊拉克恢复重

建中蕴含的商机望而却步
。

二是美国援助人员素质

低下
。

目前在伊拉克工作的援助人员中
,

国务院系

统的发展问题专家很少
,

而 主要是白宫和国防部选

择和雇佣的人
,

选择的主要标准是对白宫
、

国防部的

忠诚
,

援助经验则是其次
。

例如去年 9 月
,

占领当局

把重组巴格达股票市场的工作交给了一个来白宫求

职的 24 岁年轻人
,

结果到现在还未见巴格达股市开

盘
。

这两个问题在短期内难以解决
,

将严重制约着

美国的经济援助和伊拉克经济的恢复重建
。

第四
,

如何进一步争取国际社会的配合
。

在伊

拉克问题上
,

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风格表现得

淋漓尽致
。

但美国在交权前夕作了一定调整
,

试图

争取国际社会的配合
。

在联合国
,

布什政府提出了

新的决议案并根据安理会其他成员的意见
,

不厌其

烦地做了四次修改
。

在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 (6 月 6

日
,

法国阿罗芒什 )
、

八国峰会 (6 月 8 日
,

美国佐治

亚 )
、

北约首脑峰会 (6 月 28 日
,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

(转第 4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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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分解
”

的余韵
。

很显然
,

美联储提高利率的真正 目的在于诱导

民间资金回流
。

一方面
,

要与日欧竞争资金
。

如上

所述
,

伊战后
,

世界民间资金呈疏美亲 日欧及新兴市

场国的倾向
,

在国际政治较量的底层
,

正演绎着全球

资金争夺战
。

日
、

欧乘美内外交困之危
,

先夺优势
,

如去年外资对 日证券投资净流人逾 14 万亿日元
,

推

动日本股价上涨 40 % 强
。

另一方面
,

大选在即
,

需

规避美元风险
。

美国债余额的 7 一 8 % (约 1
.

6 万亿

美元 )集中于 日本等少数外国政府
,

一旦脱手
,

必引

起美元暴跌
。

因此
,

函需调整利率
,

增大民间资金回

流比例
,

冲淡外国政府风险
,

捍卫美元
。

事实上
,

海

湾战争后
,

日本在 199 1 年 5 月到 19 92 年 8 月之间
,

就曾一反常态
,

连续 26 次抛售美元
,

总计金额达 60

亿美元
,

加速了美元的贬值
,

并引发当时世界性的所

谓
“

美元崩溃论
” 。

¹ 国际金融市场认为这是导致老

布什大选失利的重要背景之一
。

如今
,

美国新一轮

大选迫近
,

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将目光转 向金融市场
。

美国的政治学者甚至预测克里有可能启用著名的
“

强势美元
”

论者
、

前财长鲁宾出任副总统
。

º而布什

早早内定 了格林斯潘继续掌管美联储
,

亦带有振兴

美国股市
、

捍卫美元地位的用意
。

从政策变更效果上看
,

市场对美加息预期已使

美国内不动产投资趋冷
, “

住宅信贷指数
”

降至四个

月来最低 ;国际市场上
, 5 月份开始出现外资

“

超卖
”

日本股
,

回流纽约市场动向
。

同时
,

游资开始环流美

国
,

亚洲股票遭到抛售
。

» 如果美国经济能维持当前

好景
,

美联储的政策转变将为布什集中力量解决政

治难题消除后顾之忧
。

O

(责任编辑 :
郭志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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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第 40 页 )

等外交场合
,

布什总统努力与法德等欧洲 国家进行

沟通
,

试图弥合大西洋两岸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
。

如果说占领时期美国可以 自行其是的话
,

那么

移交政权以后
,

美国更多地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与

支持
。

只有国际社会接纳美国组织起来的伊临时政

府
,

美国才能从伊全身而退
。

目前
,

英国
、

科威特
、

法

国
、

中国等国家已经与伊临时政府恢复或准备恢复

外交关系
。

北约也承诺培训伊拉克军警力量
。

但

是
,

布什政府以往的单边主义做法造成的影响难以

在短期内消除
,

国际社会目前只是做了有限度的回

应
。

正如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南希
·

索德伯格所言
,

从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开始
,

布什政府一会说联合国

无足轻重
,

一会又几乎恳求联合国出手相救
。

这种

摇摆不定的行事风格使联合国现在不愿意走到前

台
,

在伊拉克事务上不会承担多少使命
。

¹ 在未来的

伊拉克选举中
,

联合国不会像在柬埔寨和东帝汉一

样主持投票
,

而仅限于训练伊的选举委员会
。

北约

峰会对如何训练伊拉克军警也没有做出具体安排
,

相反
,

法
、

德明确表示培训只能在伊拉克境外进行
,

北约军队不会踏上伊领土
。

可见
,

在任重道远的伊

拉克全面重建中
,

如何争取国际社会更有力的配合
,

仍然是移交政权后摆在布什政府面前的一个问题
。

无数历史经验证明
,

霸权国家可以以较小的代

价
、

在较短的时间内推翻弱小国家的政权
,

但是想要

轻松地完全结束军事占领则要困难得多
,

付出的代

价更大
,

耗费的时间更长
。

美国尽管在伊拉克组织

起了临时政府
,

初步移交了主权
,

但在接下来的阶段

仍将面临棘手的问题
。

0

(责任编辑 :
郭志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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