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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结束对沙特阿拉伯、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阿曼等3个中东国家的访问。在美国与伊朗
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安倍此次为期5天的中东之行备受关注。

安倍将中东作为今年第一个出访地，似乎意在做好
美伊双方的“调停人”。然而，分析认为，既是美国亲
密盟友又是伊朗传统友邦的日本，如今陷入两难境地。

如期出访

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安倍在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
费萨尔会谈时表示：“我对中东紧张局势的升级深感忧虑。
日本政府希望与相关国家密切配合，缓和地区紧张，稳定
局势。”

沙特对日本在外交上付出的努力表示赞赏。据日本
共同社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表示，赞同日
本在伊朗局势中呼吁各国克制应对、避免事态升级的做
法。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会给全世界带来不良影响，当事
国之间的对话必不可少。

安倍此次中东之行并非一帆风顺。据日本时事通信
社报道，安倍原本于 1 月 7 日宣布访问中东的计划，但
得知伊朗导弹袭击伊拉克美军基地后，取消了中东之
行。1月8日晚，伊朗政府表示，“报复行动已结束，不
打算将事态升级”。安倍再度改变主意，如期出访中东。

此外，日本还向中东海域派遣自卫队。据《读卖新
闻》报道，作为日本向中东地区派遣的第一批自卫队部
队，海上自卫队巡逻机部队已经出发，将自 1 月 20 日
起，以非洲东部的吉布提为据点，在索马里附近的亚丁
湾、阿拉伯海北部和阿曼湾等地上空展开情报收集，信
息将与美国共享。

“平衡外交”

“日本想通过访问中东三国，了解他们对美伊争端的
态度，为制定新中东政策奠定基础，同时发挥自己在美
伊间的协调作用，彰显外交影响力。”外交学院国际关系
研究所教授、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永生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指出。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

“如伊朗再次做出‘错误抉择’，美国势必‘果断认真’
应对”后，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与美国国防部长埃斯
珀举行了电话会谈，传达日方希望通过外交努力缓和紧
张局势的立场。

周永生认为，日本和美国对能源的不同需求是他们
在中东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关键原因。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称，美国是世界上领先的
石油生产国，每日石油产量近 1300 万桶，出口 300 万
桶。石油业的繁荣减少了美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这也
是近期伊朗石油供应中断没有对美国油价造成更大、更
持久影响的主要原因。

对比之下，日本对中东石油依赖度更高。据日本经济
新闻报道，日本《能源白皮书2019》显示，日本在原油方面
对中东的依存度达到87.3%，沙特阿拉伯占其中近一半。

“波斯湾地区的石油是日本能源的主要来源。20 世
纪70年代，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的石油危机给日本经济
和工业带来严重打击，让日本意识到平衡外交、稳定供
给的重要性。”周永生说。

斡旋持续

目前，美伊关系依旧紧张。据路透社 1 月 12 日报
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表示，美国“极限施压
策略”正在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引述了这段
内容，表示美国不在乎伊朗是否同意谈判。伊朗也不示
弱。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 1 月 13 日，伊
朗总统哈桑·鲁哈尼要求相关组织执行“严厉复仇”议案。
该议案将美军和五角大楼的成员指定为恐怖分子。

周永生指出，美伊局势充满变数，日本的中东政策
势必会受美国影响。不过，日本将继续在表面上保持中
立。“毕竟，与美国保持紧密的同盟关系是日本的国家
战略，但日本也要考虑本国能源利益，与伊朗保持良好
关系，做出权衡。”周永生说。

这也是日本国内民众的呼声。据 《朝日新闻》 报
道，因担心美国和伊朗两国发生军事冲突，日本民众近
日在位于东京都的美国大使馆前及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
诉求示威，高举“给伊朗和平”标语牌。

周永生分析，日本会继续展开外交斡旋，通过访问
与劝和促谈发挥其在美伊之间的调解作用。

6个月

1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将联合国支
助荷台达协议特派团（荷台达协议支助团）的任期延长6个
月，至2020年7月15日。

安理会当天通过第2505号决议，继续授权荷台达协议
支助团领导和支持重新部署协调委员会的运作；监督各方
执行也门荷台达省停火以及从荷台达市和荷台达等港口撤
军的情况；与各方合作，确保荷台达市和荷台达等港口的
安全由地方安全部队接管；促成和协调联合国有关荷台达
协议的支助工作。

荷台达协议是2018年12月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就停火
和撤军事宜达成的协议。联合国安理会2019年1月决定成
立联合国支助荷台达协议特派团，以帮助落实该协议。

3条

据叙利亚通讯社13日报道，叙政府在西北部伊德利卜
省、阿勒颇省开启3条人道走廊，接待愿意从反对派武装控
制区撤至政府军控制区的平民。

叙通社报道说，3条人道走廊分别设于伊德利卜省东南
部的阿布杜胡尔地区、该省南部的哈比特镇和阿勒颇省西
南部的哈迪尔地区。

报道说，相关组织机构和叙政府军合作，在人道走廊备置
了食品等必需品，同时安排了转运车辆和救护车。当天，数十
名平民通过哈迪尔地区的人道走廊离开反对派武装控制区。

近期，叙利亚政府军和伊德利卜省南部、东南部地区
的武装组织频繁交火，当地大批居民向叙土边境逃亡。

21人

1月13日，美国司法部长巴尔说，去年底发生在佛罗
里达州彭萨科拉海军航空站的枪击事件是“恐怖主义行
为”，证据显示沙特阿拉伯籍枪手受极端主义思想驱使。

巴尔当天在美国司法部召开的记者会上做出上述表态。
去年12月6日，在彭萨科拉海军航空站接受飞行训练的沙特
皇家空军少尉穆罕默德·阿尔沙姆拉尼开枪打死3名美国海军
士兵，另造成8名美国人受伤。阿尔沙姆拉尼被当场击毙。

巴尔还说，沙特完全支持美方的反恐调查，还命令所
有在彭萨科拉海军航空站受训的沙特飞行学员全力配合。
尽管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当中有人协助或事先知悉上述袭
击，但调查发现21人有不当行为，沙特方面已要求这些人
退出培训项目并返回沙特。

200名

1月13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国西南城市波城举行
的萨赫勒五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宣布，将向非洲萨赫勒地区
增派200名法国士兵，加强“新月形沙丘”反恐行动。

针对部分非洲国家质疑法国在非洲军事存在的合法
性，马克龙在会上表示，在萨赫勒地区的恐怖袭击不断增
多，需要加强法国和萨赫勒五国的反恐合作，增派的法国
士兵将加入“新月形沙丘”行动。

萨赫勒地区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一个宽320公里至
480公里的区域，横跨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
纳法索、尼日尔等国。近年来该地区饱受贫困、武装冲突
和自然灾害的困扰。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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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美伊间玩起“平衡外交”
张晓洁 尹 琛

乐高玩具展上的“中国风”乐高玩具展上的“中国风”

1月12日，美国洛
杉矶举行乐高玩具展。

上图：一名小观众
在观看用乐高积木搭建
的“中式园林”。

左图：人们在乐高
玩具展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 颖摄

一个要赶 一个要留

最近，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成为焦
点。

据美联社报道，伊拉克政府10日发
布声明表示，总理阿迪勒·阿卜杜勒-迈
赫迪已要求美国国务卿派代表团前往伊
拉克，商讨制定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的机
制。伊拉克国民议会 5 日举行特别会
议，通过了有关结束外国军队驻扎的决
议。决议称，伊拉克政府取消先前向国
际联盟发出的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作战的援助请求。伊拉克政府应致力于
结束任何外国军队在其领土上驻扎，并
禁止外国军队出于任何原因使用伊拉克
领陆、领水和领空。

但是，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
克·米利和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在内的
多名美国军方高官表示，美国没有从伊
拉克撤军的计划。美国国务院10日也发
表声明称，任何访问伊拉克的美国代表
团都不会讨论撤军问题，美军在伊拉克
的存在是“长期性的”。

美国方面甚至发出了威胁。总统特
朗普称，如果美军被驱逐出伊拉克，对
伊拉克的制裁将“前所未有”。特朗普
称：“我们在那里有一个非常昂贵的空
军基地。它的建造成本达数十亿美元，
除非伊方偿还相关费用，否则我们不会
离开。”

《华尔街日报》 11 日报道，伊拉克
官员披露，美方还向伊拉克总理办公室
传递消息，称如果伊拉克坚持推动美军
撤离，其央行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账

号可能被切断。根据伊拉克官方数据，
截至2018年，伊拉克央行在纽约联储的
账户资金近30亿美元，对财政吃紧的伊
拉克政府来说并不是小数目。

不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3日的表
态有了微妙变化。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
讯社报道，蓬佩奥表示，美国有意与伊
拉克政府就撤军问题进行合作。他说：

“我认为我们可以实现两个目标——一
方面，减少我们的存在和风险，另一方
面 （也要） 继续在伊拉克等地区完成我
们的任务。”

可进可退 美国不惧

面对伊拉克的公开喊话，美国为何
不愿走？分析普遍认为，伊朗的影响是
美国的首要考虑。《洛杉矶时报》 在题
为 《伊拉克投票驱逐美军是伊朗真正的
胜利》 的文章中写道，伊拉克利用民主
程序，投票决定将美军驱逐出伊拉克。
这样，伊朗可能已经有效地赢得了在伊
拉克的影响力之战。

“美国不愿意从伊拉克撤军，主要
想继续影响伊拉克及周边局势走向，预
防伊拉克脱离美国给它设置的战略发展
轨道，沦为伊朗的代理人。”复旦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孙德刚接受本报
采访时说。

还有面子问题。“作为霸权国家，
美国喊是喊不走的。请神容易送神难。
更何况，特朗普一直认为美国打伊拉克
战争是吃亏的，所以才有他的‘还钱’
表态。”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袁征对本报记者说，“当然，更重要的

是，伊拉克地处中东核心居中的位置，
对美国而言，要遏制伊朗为首的什叶派
势力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在伊拉克保留
军事基地是非常必要的。”

不过，针锋相对一番之后，美国的
态度还是有了一丝缓和。

“从国际反响来看，美国之前的强
硬表态效果不好。毕竟，作为主权国
家，伊拉克的态度合情合理。从伊拉克
国内民意来看，反美情绪上升，民意汹
涌，正是风头上，美国需要表态安抚这
些激烈的情绪。”袁征说，“而且，北约
盟国已经开始撤离伊拉克基地。从安全
角度考虑，美国也需要缓和表态。迫于
伊拉克的激烈反应，美国或许会策略性
减少在伊拉克驻军，把军队转移到科威
特、沙特等地。但是，基地不会撤。”

而且，美国也有底气。“美国不会
受制于伊拉克，因为美国在伊拉克军事
部署有替代基地——科威特，美国在伊
拉克可进可退。如果伊拉克反美主义抬
头、美军在伊面临安全威胁增加，美国
会部署柔性军事存在，如军事训练官、
在使领馆安插安全人员，同时将军事力
量向科威特转移。”孙德刚说。

总体收缩 重点推进

据 《纽约时报》 报道，近来面临伊
朗武装力量及其代理人的袭击威胁，驻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已在准备应对，
美国国防部已指派4500名美军增援至科
威特及伊拉克，并重新部署在前哨基
地、军事基地和飞机场，主要作为防卫
力量保护美国据点 （如军事基地、使领

馆等），以回应可能的袭击。
在中东，美国保持着强大的存在

感。孙德刚说：“美国目前在中东部署
有 5 万多人，承担军事干涉、威慑等功
能，包括在土耳其、卡塔尔、阿联酋、
巴林、伊拉克、叙利亚和以色列等。未
来美国将以伊朗为中心，增强在海湾地
区的军事部署。美国还将依靠高科技技
术，利用无人机执行侦查和定点打击。”

“虽然对美国而言，中东地区的战
略重要性已经下降。但是，作为霸权国
家，无论是维护地区安全秩序的需要还
是盟友的期待，都决定了美国不会退出
中东。”袁征也指出，“不过，战略收缩
是显然的。一方面，美国还会保持军事
力量在中东的存在，同时更加依靠政治
影响力进行外交斡旋以及经济援助；另
一方面，美国会借助以色列、沙特等盟
国施加影响。此外，特朗普还提出要成
立NATO-ME，把北约东扩到中东，让
北约在中东发挥更大作用。”

孙德刚也指出：“美国将在中东奉
行‘总体收缩、重点推进’政策，以海
湾地区为关键点，依靠经济手段达到政
治目的，避免卷入大规模地面战争，以
空中军事干预、无人机侦查与打击、经
济制裁为主要干预手段，继续影响中东
局势走向。”

上图：伊拉克萨拉赫丁省驻有美军
的拜莱德空军基地 1月 12日晚遭到火箭
弹袭击，造成 4 名伊拉克空军人员受
伤。图为拍摄于2018年2月13日的资料
照片，在拜莱德空军基地，一名伊拉克
军队士兵在F-16战斗机旁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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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为何坚拒伊拉克“逐客令”？
本报记者 张 红

伊朗与美国间针锋相对的袭
击行动一度把伊拉克推向代理人
战争的边缘。伊拉克迅速亮明态
度，希望美军“走人”。但是，
美国却态度强硬，甚至进行威
胁，坚决不走。面对如此不客气
的“逐客令”，美国为何坚持要
留？美国手中还有哪些“弹药”
可以应对伊拉克的局势？将来，
美国将如何在中东显示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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