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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一项综合策略以应对来自网络的威胁。奥
巴马已经宣布来自国外的网络威胁属“国家紧急状态”，他将采
取行动，对发动网络攻击、危及美国国家安全或经济健康的海外
行为主体实施制裁。

“攻击性”网战策略

美国政府推出的这项网战策略比以往更具“攻击性”。
以前，涉及国家安全的网络案件被视为情报人员要解决的问

题，这种策略意味着当局对这些案件往往秘而不宣，没有检察官
参与其中，因此根本不可能提起诉讼。

英国 《金融时报》 一篇文章引述一位助理总检察官的话称，
与他同一楼的联邦调查局的网络情报专家往往会待在一间上锁的
房间。两者之间隔着一堵高墙，现在这堵高墙轰然倒塌。

奥巴马的行政命令赋予其政府新的权力，打击那些影响了关
键基础设施、扰乱网站或网络的可用性、窃取商业机密或财务信
息的严重网络威胁。

自去年索尼影像娱乐公司被黑客攻击后，美国明显加大网络
威胁应对力度，白宫成立网络威胁与情报整合中心，负责协调国
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等多部门的情报力量，提高美国防范和应
对网络攻击的能力。

与此同时，美国相关部门在网络空间上的动作频频。本月 6
日，美国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宣布进行大规模重组，并将着
力加强网络情报搜集能力。12日，美参议院通过《网络空间安全
信息共享法》，旨在实现关于网络安全漏洞的信息分享。

摩根大通公司等大型企业接连遭到的破坏性网络攻击，促使
奥巴马政府机构与私营部门共享更多网络威胁信息。但美国不少
科技企业对与政府共享信息存在疑虑，认为此举侵犯消费者隐
私，过去类似法案总是不了了之。但立法者们希望近期的网络攻
击将给予相关提案新的动力。

操刀的“受害者”

美国的诸多努力似乎把自己打扮成了网络威胁的“受害者”。
但斯诺登的爆料，用实证摧毁了美国的一切“努力”。英国

《观察家报》 的评论更为犀利：互联网自由的真正敌人不是中国
和俄罗斯，而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巴西只是在对美国采取的
咄咄逼人的战术做出反应而已。美国人认为存在着一个中立的、
世界性的互联网，任何改变这种态势的努力会导致“巴尔干化”。

但是对很多国家而言，问题根本不是“巴尔干化”，而仅仅
是“去美国化”。

斯诺登披露的内容是，谍报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职能之一，
是美国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自1948年以来，英美缔结的“五只
眼”多国监听协议就是全球监听计划的核心。

互联网哲学家、作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对美国大型企业在
网络战中模糊角色的揭示更为彻底：一方面，它们建立了高效的
基础设施，困住了其他国家，让它们产生了长期依赖性。另一方
面，这些企业需要经常宣示它们的独立性，偶尔将它们自己的政
府告上法庭。尽管在现实中，它们大部分利益同华盛顿的利益完
全吻合。

无论别国的互联网发展程度如何，一个事实是，世界大多数
通信基础设施是硅谷运作的。法国 《外交世界》 月刊的评论称，
既然哪个国家的谍报网也没有美国这么大，那么“所有国家都这
样”这个理由就都站不住脚了。

发动网络战的前奏？

一个人的互联网自由就是另一个人的互联网帝国主义。
中国的网络空间战略专家认为，此次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一系

列综合措施，再加上之前的一系列动作，其“醉翁之意不在酒”。
美国的网络情报整合的举动尤其值得重视：一是聚焦于国家

网络威胁层面，目的是应对重大网络攻击。二是大规模扩军和推
出网络空间联合作战条令。三是包括技术和机构在内的深层次、
高质量变革，将继续扩大美国在网络情报乃至网络战争领域的决
策优势。这也意味着，美国的网络战准备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

其实这在很早以前就有征兆。2010年以来，美国
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罗杰斯通过兼任网络司令部
司令来负责展开进攻性数字行动。在《纽约时报》的
采访文字中，罗杰斯说：“美国可能会在普通军事行
动的框架下使用网络武器……就像使用巡航导弹和无
人机一样。”

经过斯诺登的披露，美国已经初尝恶果。德国禁
止使用 Uber 叫车软件；在国际电信联盟和全球网络
治理大会上，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美国的网络
霸权地位提出质疑……

美国政府和硅谷的大公司依然一心保住全球霸
权。但享利·基辛格的思考应该给美国人以启发：我
们即使不计代价、即使只能靠自己也要试图阻止的是
什么？我们即使在一切多边框架之外也必须试图完成
的是什么？

美国网战策略
埋下新的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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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的“光环”即将逝去？
张冀北

音乐一直是我们身边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你是否
已经见惯玩腻了传统的乐器，
想要点新花样和新刺激，以下
几款新潮乐器统统满足你。

近日，来自美国加州的一
个团队设计出一款音乐键盘。
不同于普通的音乐键盘，此款
键盘每个琴键都内置了一个
LED 灯，当你进行演奏时可以
出现上百种灯光的变化。不要
以为仅此而已，它还有更酷炫
的玩法——手势控制。只需要
在键盘上方挥一挥手，你就可
以调整音调，是不是很神奇？
如果你没有音乐基础，没关
系！先在手机上安装配套应
用，然后根据提示按下琴键，
就可以弹奏出一首美妙的乐曲
啦！觉得一个键盘不够刺激？
它还支持多个键盘通过磁性吸
引自动连接。真是没有做不
到，只有想不到。

同样是将乐器和 LED 灯相
结合，日前，由几位英国乐器
发明家主导的团队在形态上做
了更大胆的尝试，推出了一款
球形乐器。

这款音乐控制触摸球由 32
个触摸垫围绕在一个球体周围
组成。用户首先需要将其连接
互联网和音响系统，然后用手
指按压触垫即可发出声响。根
据按压力度的大小，音量和音调也会随之改变，演
奏者可以在球面编辑不同的音程，做出完全属于自
己的个性化表演。而且，触摸垫极佳的手感可以给
演奏者带来非常棒的操作体验。同时，内置的 LED
灯使其在演奏时呈现出绚丽的视觉效果，灯光的颜
色和风格都可以随着音乐的变化而变化。这样一款
神形兼备的乐器立刻让你成为聚会的焦点。当然，
能够让你成为焦点的乐器可不是只有一款。近日，
美国的音乐之城纳什维尔一家初创公司就推出了一
款超级乐器。

之所以被称为超级乐器，是因为它整合了吉
他、钢琴等多种乐器；支持弹奏、敲击等多种演奏
方式。用户只需要将乐器与支持的手机或电脑应用
相连接，就可以选择自己想要演奏的乐器和声音

啦！而且，这款超级乐器采用了人体工程学设
计，使演奏者无论采用何种姿势演奏何种乐
器，都非常舒适。可谓是随心所欲，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让你一次饱尝演奏各种乐器的奇妙。

无论你是新手还是专业的音乐家和制作
人，各种乐器的出现都可以丰富你的音乐历
程，可谓是音乐尽在你掌握。怎么样？想试试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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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决定缩编利比里亚特派团

新华社联合国4月2日电（记者倪红梅 裴蕾） 联合
国安理会 2 日通过决议，决定将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

（联利特派团） 军警最高核定人数缩减1501人。
决议说，安理会对利比里亚政府有效应对埃博拉疫

情表示赞赏，授权联合国秘书长按此前计划对联利特派
团执行分阶段缩编，将其军事人员和警察的最高核定人
数在今年9月分别降至3590人和1515人。根据去年12月
安理会相关决议，军事人员和警察的最高核定人数分别
为4811人和1795人。

截至今年2月底，联利特派团的实际兵力为军事人员
4317人、警察1426人。

2003年，安理会决定设立联利特派团，以帮助执行
停火协议、促进和平进程、帮助战后重建等。2012 年，
安理会决定分三个阶段缩减联利特派团的兵力。

肯尼亚大学遇袭事件致147人丧生

新华社内罗毕4月2日电（记者丁小溪） 肯尼亚内政
部长约瑟夫·尼凯瑟利 2 日晚说，索马里宗教极端组织

“青年党”当天在肯东北部加里萨市莫伊大学制造的袭击
事件已造成 147 人死亡。截至目前，4 名歹徒均被击毙，
营救行动已经结束。

尼凯瑟利说，当天持续16个小时的营救行动已经结
束，袭击事件共造成147人死亡，179人受伤，部分伤者
已被送往首都内罗毕的医院接受治疗。

国际简讯

近日，伊拉克总理阿巴迪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
宣布，伊拉克军队成功收复萨拉赫丁省首府提克里特。
伊拉克军事专家阿卜杜拉·朱布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提克里特大捷是对“伊斯兰国”的“沉重打击”。此
前，德国 《明镜》 周刊刊文分析认为，目前“伊斯兰
国”组织似乎正陷入危机，其不可战胜的光环到此为止
了。被称为西方大敌的“伊斯兰国”真的遭遇“穷途末
路”？圣战分子的“光环”又真的到此为止？

内外交困 问题频出

有分析认为，“伊斯兰国”此次在提克里特之战中
失利，与其自身近期内外问题频出不无关系。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随着组织扩大和资金
实力的增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正面临着日益严重
的腐败、意识形态差异和叛逃问题。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近日发布消息称，仅去年 10
至12月，就有120名成员因企图逃跑被处死。为应对逃
兵问题，“伊斯兰国”还设立了“军事警察”。今年 1
月，为了更好地控制居民和组织成员，避免叛变势头加
剧，该组织在拉卡引入法规，50岁以下男性禁止出城，
并在巴卜实行宵禁。

对于“伊斯兰国”组织来说，其意识形态可能是最
大的问题。

一方面，领导人巴格达迪用“哈里发国家计划”和
依此做出的乌托邦式承诺，吸引了几千名外国支持者；
另一方面，现实状况却漏洞百出，与计划相差甚远，引

发组织内部出现众多叛逃者。同时，随着其内部阴暗面
被叛逃者逐渐披露，组织号召力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不仅如此，据英国 《每日邮报》 报道，“伊斯兰
国”正经历一场严重的“人才危机”。大批预备人弹临
阵脱逃或转投竞争对手；美国主导的空袭行动力度加
大，令“伊斯兰国”军事领导层遭到重创。

面对紧张战事这个“外忧”和叛逃不断这个“内
患”，巴格达迪陷入了“将才衰微”的窘境。

中东乱局提供“土壤”

地区冲突难解，经济利益复杂，外部势力不断插
手，教派矛盾升级……中东乱局的持续，为“伊斯兰
国”的产生和坐大提供了“土壤”。

德国媒体报道分析说，“伊斯兰国”首先控制了逊
尼派聚居的伊拉克西部，在权力真空之地发展，又在叙
利亚因内战而没有国家机关维护秩序的地区实施扩张。
此后，“伊斯兰国”又在逊尼派阵营反抗什叶派的背景
下迅速崛起。正如法国 《费加罗报》 报道所说：“逊尼
派国家似乎已经意识到，因为它们曾用“伊斯兰国”对
付什叶派阵营，所以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个战争
怪物的出现。”

有分析称，“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固然是中东国
家治理失败的产物，但更是大国博弈尤其是美国“翻云
覆雨”的中东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

伊朗总统鲁哈尼在联大发言时也曾直言不讳地指
出，“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兴起，是西方在中东地

区的错误战略所导致的。
长期以来，美国深谙“敌人的敌人

是朋友”，惯行扶植对手的对立方，靠纵
容伊斯兰极端势力来打击自身对手，实
现自身在中东战略“野心”。不断插手中
东事务，挑动局势，时不时地给“伊斯

兰国”发展的这块“土壤”松松土，这也为其坐大提供
了更大空间。

“恐怖力量”仍不可小觑

法国 《费加罗报》 分析认为，“伊斯兰国”的组织
架构，所掌握的军事和财政资源、其征服广袤土地以及
吸引成千上万外国志愿者的能力都是史无前例的，其所
蕴含的危险当然不容小觑。

自2006年以来，“伊斯兰国”实力壮大迅猛，影响
力迅速蔓延。虽有反恐联盟，但执行乏力，虽有多国参
与，但各怀心思，打击具有一定力度，但反恐合力难
凝。不久前，“博科圣地”宣布向“伊斯兰国”效忠。
伊斯兰问题专家马蒂厄·吉代尔在接受法国 《费加罗
报》 专访时表示，“伊斯兰国”事实上正在替代“基
地”组织。

但与“基地”组织不同的是，“伊斯兰国”组织结
构更为分散化。所以，有分析认为，若“伊斯兰国”控
制的大城市失守，游击战就很有可能打响，这对于国际
反恐联盟来讲更加困难，也对反恐作战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法国《回声报》分析指出，我们既不能高估“伊斯
兰国”所代表的威胁，也不能低估需要攻克的困难。

也有学者认为，虽然该组织面临着内外问题，但不
可否认，“伊斯兰国”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恐怖力量之
一。如果认为“伊斯兰国”已是“穷途末路”之势，那
就过于乐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