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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确实被打痛了

近来，“伊斯兰国”的日子不好过。正如英国《卫
报》 报道的，眼下“伊斯兰国”或将面临“建国”以
来最严峻失利，失去四大据点，即位于伊拉克的费卢
杰、摩苏尔和位于叙利亚的拉卡和曼比季。

据法新社5日报道，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
观察”组织称，在俄罗斯军队的空袭掩护下，叙利亚
政府军已于4日攻入由“伊斯兰国”占主导的东部省份
拉卡，前线距离“伊斯兰国首都”拉卡市80公里。

与此同时，在美军协助下，库尔德人武装和其他
一些叙利亚武装正在向靠近土耳其边境的曼比季城发
动进攻，这里被视为叙境外极端分子加入“伊斯兰
国”的主要入口。

此外，伊拉克政府军已经控制费卢杰周边城镇，
开始“总攻”市区，库尔德武装夺取了摩苏尔周边9个
村镇。

“‘伊斯兰国’目前面临的压力陡增。”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董漫远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一
方面，美俄空袭导致‘伊斯兰国’有经验的基层战场
指挥员损失较大，战斗力明显下降；另一方面，‘伊斯
兰国’控制的石油生产和储运设施以及仓库和弹药库

损失惨重，导致其资金和武器弹药补给困难。‘伊斯兰
国’确实被打痛了。”

“形势对‘伊斯兰国’的确不利。”宁夏大学中国
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绍先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伊斯兰国’的发展可以分为 3 个阶段。2014 年到
2015年上半年，是进攻阶段，四处攻城略地。2015年
下半年进入防守阶段，据点被挤压。2016年3月以来进
入第三阶段。”

没有地面部队打不赢这仗

自宣布“建国”以来，“伊斯兰国”一路攻城掠
地，令世界震惊。但是，多国的反恐努力却一直收效
甚微。最近，局势急转，原因何在？

“我认为转折点是今年3月中旬，俄罗斯撤军。”李
绍先说，“或许美俄之间达成了秘密协定。”4月，美国
总统奥巴马在公开场合表示，西方国家如果派地面部
队进入叙利亚以推翻巴沙尔政权，那将是个“错误”。
而之前，美国一直坚持，巴沙尔必须下台。“客观的结
果是，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坐下来谈判，而矛头一
致指向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最近‘伊斯兰国’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关键原因
在于 2014 年 9 月开始的美国空袭和 2015 年 9 月开始的

俄罗斯空袭。”董漫远说，“美
俄这两个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
打击某一目标，这是冷战结束
以后从未有过的现象。”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伊
斯兰国”已经挺不住了。

“我并不认为已经到了消
灭‘伊斯兰国’的时候。最重
要的原因就是地面力量不足。
我 觉 得 最 后 的 决 战 会 在 摩 苏
尔，但是，伊拉克政府军显然
并不具备战胜的能力。”李绍
先说，“美国其实很明白，没
有足够强大的地面力量，这仗
是打不赢的。过去，美国花了
很多时间培训伊拉克军队，但
结果证明这些努力失败了。举
个 简 单 的 例 子 ，‘ 伊 斯 兰 国 ’
能一次集结上万辆悍马军车，
哪来的？都是从伊拉克军队手
里夺过去的。”

“目前的局势的确对政府军比较有利，但要拿下摩
苏尔等地也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董漫远说，“目
前，‘伊斯兰国’在战场上遭遇不利，他们开始转变战
术。比如，在伊拉克，一方面，他们把无辜百姓当作
人质盾牌，使美俄空袭和其他进攻投鼠忌器，避免人
道主义灾难。另一方面，他们在巴格达频繁制造爆炸
事件，引发巴格达民众抗议，使伊拉克政府军没办法
全身心投入战斗。伊拉克政府军的装备的确不错，但
是战斗力堪忧。”

与极端势力斗争任重道远

2014 年 6 月 29 日，在伊拉克及叙利亚境内进行
“圣战”的极端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宣布
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即伊斯兰帝国），称其最高领
袖为全球伊斯兰统治者。

董漫远把其所谓的“目标”分为三部曲：“第一
部，在伊拉克和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以色列等在
内的地区建立政教合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统治的帝
国；第二部，把整个伊斯兰世界改造；第三部，整个
世界范围内建立‘哈里发’。”

如今，面对多国力量的猛攻，“伊斯兰国”能坚持
多久？

“建国”后，“伊斯兰国”就开始疯狂的扩张。“目
前，‘伊斯兰国’已在多处落脚，包括西奈半岛、利比
亚、阿富汗等。此外，多个组织宣誓效忠‘伊斯兰
国’，包括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塔利班的几个分
支等。如今，‘伊斯兰国’面对美俄的空袭，还能继续
展开‘圣战’。这会让一些中小恐暴组织对其由心悦诚
服上升为崇拜，估计将来还会有组织对其宣誓效忠。”
董漫远说，“而且，‘伊斯兰国’调整自身战略，目前
对欧洲有比较大的恐怖威胁，迫使欧洲不断加大反恐
投入。从中长期来看，这也会对各国在叙利亚和伊拉
克主战场的反恐有所牵制。”

“‘伊斯兰国’是世界的公敌，迟早是要被消灭
的。但是，伊拉克战争后，该地区平衡被打破。‘伊斯
兰国’所代表的那股力量还会存在。”李绍先说。这始
终会是该地区局势的不确定因素。

正如董漫远所说：“总而言之，国际社会同以‘伊
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和极端势力的斗争道路还是漫
长的，任重道远。”

题图：美军培训伊拉克政府军
（资料图片）

最近，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场上，

捷报频传。诸多媒体欢呼，“伊斯兰国”已然

“四面楚歌”、“穷途末路”，各方势力已经开

始忙“卡位”、为将来“分蛋糕”占据有利位

置。果真如此吗？冷静思考之后，会发现一

个沉重的答案。

铲除恐怖极端势力端势力，，路还长路还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红红

★环球热点

3日，伊拉克费卢杰，伊拉克政府军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激战。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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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冲绳县近日发生美军士兵酒驾伤人事件，而上
月刚有一名冲绳美军人员因涉嫌遗弃尸体而被捕，此次
事件再次“点燃”冲绳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

分析指出，驻日美军作乱问题已成为影响日美两国关
系的敏感因素。驻日美军违法乱纪如阴云般笼罩日本，从
根源上看是由两国在同盟关系中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最
终却迫使日本民众吞下政府错误决定带来的苦果。

反美情绪再高涨

当地时间 4 日深夜，美军驻冲绳嘉手纳基地女兵艾
梅·梅希亚酒后驾车在日本国道上逆行，与两辆汽车相撞
并导致两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冲绳警方以涉嫌
酒后驾驶逮捕了梅希亚。酒精检测结果显示，梅希亚体
内酒精含量达到法定上限的约6倍。

5月19日，冲绳警方以涉嫌遗弃一具年轻女尸为由逮
捕了一名美军男性文职人员。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
生，驻冲绳美军将 5 月 27 日至 6 月 24 日定为“哀悼期”，
禁止军人在这段时间内到基地外饮酒和住宿等。

然而，在“哀悼期”开始仅一周后，美军就再惹事
端，这令当地民众震惊和愤怒。在5日举行的冲绳县议会
选举中，支持县知事翁长雄志、反对驻冲绳美军普天间
基地县内搬迁计划的政治势力赢得过半数议席。日本媒
体普遍认为，上述两起事件的接连发生推高了冲绳县民
众的反美情绪，对选举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日美政府忙“灭火”

美军士兵酒驾伤人事件发生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菅义伟、防卫大臣中谷元等政府高官纷纷发言，表示

“遗憾”。首相安倍晋三也在6日举行的政府执政党联络会
议上表示，对美军在设立“哀悼期”整肃军纪之际发生
这一事件，表示非常“遗憾”。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 5日向美国驻日大使卡罗琳·肯尼
迪提出抗议。肯尼迪表示“对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属衷心
道歉”，并称将全面协助日方调查。驻日美军司令约翰·
多兰也发表声明，对事件“深表遗憾”。

安倍政府发出抗议声音，美方则放低姿态表示道
歉，这与弃尸案案发后双方的应对如出一辙。分析人士
指出，这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姿态，其实是日美两国
政府上演的双簧，目的是尽快平息民愤，降低事件影
响，维持日美同盟关系。

在两国同盟关系中，日美各有所需：日本需要美国
提供安全保障，其谋求的国家“正常化”和武装松绑也
只有得到美国支持才能实现；而美国则需要日本成为其
控制亚太的前沿基地，还需要拉拢日本为其“亚太再平
衡”战略效劳。

作为驻日美军基地最为集中的县，冲绳频繁发生由
美军造成的事故和犯罪案件，县内民众反美情绪强烈，
日美两国政府达成的普天间基地搬迁计划因遭冲绳民众
反对迟迟无法实施。如何平息民众反美情绪，已成为日
美同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平等地位难实现

在最近这两起事件中，日方表现似乎强势而美方态
度谦卑，但这却并不能掩盖日美同盟中日弱、美强的不
平等实质。

根据1960年生效的《日美地位协定》，驻日美军在司
法方面享有一系列特权。例如，对美军基地军人和工作
人员犯罪的第一审判权“执行公务时”在美方，只有

“非执行公务时”才在日方，但嫌疑人是否在“执行公
务”却是由美方说了算。如果美方首先控制涉嫌犯罪的
驻日美军士兵，只有在日方对其进行起诉后美军才必须
交出嫌疑人，这意味着日方在侦查阶段无法逮捕嫌疑人
并对其进行调查。

《日美地位协定》 的不平等性在日本国内饱受诟病。
日本共产党曾尖锐地指出，在与美国有驻军地位协定的
国家中，美军在日本的特权大大高于在同为二战战败国
的德国的特权，也高于伊拉克战争后在伊拉克的特权。
这对日本无疑是巨大的屈辱。

专家指出，这种不平等导致的驻日美军横行无忌，
其实是日本自身战略选择带来的后果。同为二战战败
国，德国通过反省侵略历史实现了与欧洲国家的和解，
通过融入欧洲扩大了其世界影响力，不仅实现了国家的

“正常化”，也在盟国美国面前赢得了尊重。
日本却不愿承认历史错误，反而希望淡忘甚至美化

侵略历史，无法得到当年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邻国的
谅解，其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努力也遭到亚洲邻国反
对。而美国视日本为一个可利用的“工具”，因此一方面
对其错误的历史观采取纵容态度，另一方面也不在意对
日本造成的“伤害”。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始终处于美国附属品的地位，
丧失了与美国成为平等伙伴的资格。 （据新华社电）

近日，委内瑞拉各地爆发
游行示威活动，抗议国外势力
干涉其内政。早前，总部位于
美国华盛顿的美洲国家组织秘
书长阿尔马格罗援引 《美洲民
主宪章》 第 20 条，要求美洲国
家组织常务委员会讨论委内瑞
拉是否存在宪法和民主秩序遭
破坏现象并考虑采取相关行动。

此事缘起美洲国家组织收
到委反对党联盟提交的一份长
达132页的报告。美洲国家组织
是美洲地区的政治组织。1890
年美国与拉美 17 个国家在华盛
顿举行第一次美洲会议，决定
建立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及其
常设机构，1948 年举行的第九
次美洲会议后联盟改称为美洲
国家组织。

近年来，拉美左翼遭遇执
政困境，尤其是巴西和委内瑞
拉危机日趋加重。中国社会科
学院拉美所副研究员郭存海认
为，当前巴西和委内瑞拉出现
动荡，本质上是由其内部因素
造成的，但美国的影子无处不
在。

在委内瑞拉，自前总统查
韦斯扛起反美旗帜，便一直被
美国视为眼中钉，马杜罗接任
总统后，美国更是采取或明或
暗的方式支持委反对派。

在巴西，美国那只手依然
若隐若现，毕竟于美国而言，
左翼当政时期的巴西是温和的
抵制派，其政坛改旗易帜更符
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俄罗斯系
统分析和预测中心主任罗斯季
斯拉夫·伊先科发表文章认为，
美国是巴西冲突的主要幕后推
手之一，华盛顿一开始就对卢
拉和罗塞夫奉行的政策没有好
感。

早在 1823 年，美国时任总
统门罗发表门罗宣言，开启了
美国干涉拉美事务的序幕。从
1961 年派遣包括古巴流亡分子
在内的雇佣军企图推翻古巴革
命政权，到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从1989年将巴拿马
领导人抓到美国受审，到长期以未达到民主标准为由
拒绝古巴参加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美国对“后院”
拉美事务的干涉直接而粗暴。

然而，随着拉美国家的整体性崛起和美国自身实
力的削弱，美国被迫改变以往的干预方式。2013 年，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宣布“门罗主
义已经终结”，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为缓和美国与
古巴关系提出“我们都是美洲人”……美国对拉美的
态度似乎开始软化。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郭存海看来，门罗主义并非像克里所说的那样
“已死”，而是变身为新门罗主义。美国干涉拉美国家
发展进程的努力并未停止，只是改了形式，变得更具
隐蔽性。今年初在是否给予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再
度连选连任资格的全民公投中，这位人气颇高的左翼
总统未能顺利过关，不能再寻求连任。他事后指责美
国驻玻利维亚使馆和反对派联手制造了抹黑他本人的
负面传闻。

而对于委内瑞拉这样的“反美先锋”，美国更是大
力支持反对派，资助其发起抗议活动，鼓励当地媒体
放大执政党的各种负面传闻。据委内瑞拉政府公布的
资料，在 2013年委大选中，美国曾试图策划对反对派
领导人的暗杀行动，以图嫁祸委政府。

分析人士认为，未来美国将继续打着社会进步、
民主治理、摆脱贫困等旗号干涉拉美事务，但是手段
也许会更加隐蔽，杀伤力却不可小觑，效果恐怕会更
加持久。

然而，事实证明，拉美已远非美国从前的“后
院”，虽然近年来政治经济面临种种困难，但该地区一
体化进程加快、整体崛起的趋势不容忽视，其自主选
择发展道路、建立多边合作的意愿在不断加强。本月
在4日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的加勒比国家联盟峰会上，
与会 25国代表表达了对委内瑞拉政府的支持。这意味
着，美国在拉美为所欲为的时代早已过去，其隐性干
涉的空间也将不断缩小。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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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在立陶宛帕布拉
德，立陶宛军人参加演习开幕
式。

“铁狼2016”多国军演6日
在立陶宛位于帕布拉德的军事
基地开始举行。该军演将持续
至 6 月 21 日 ， 是 “ 马 刀 打 击
2016”多国军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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