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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问题与中国的关联

朱永彪＊　曹　伟＊＊

［内容提要］阿富汗问题不仅指阿富汗自身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还包括这一系列问题的地区性、世界

性影响。阿富汗问题不仅仅关乎中阿关系、中美关系，更关系到中国的地区战略、外交战略、安全战略等。

因此，对阿政策的调整必须慎之又慎。中国应该坚持已有的做法，即在参与面上有所 保 留，有 所 为，有 所

不为。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应继续 坚 持 在 阿 安 全 重 建 问 题 上 有 限 参 与，但 应 扩 大 在 阿 政 治、经 济、文 化、

教育重建等方面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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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关于中国是否应出兵阿富汗或者是

否向美国开放瓦罕走廊的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
归根结底，它们可归结为一个重要问题，即阿富

汗问题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进

行深入思考具有重要意义。

一、阿富汗问题及其前景

当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在关注阿富汗问题

并对其研究时，由于研究偏好及对阿富汗历史与

现实的忽视等，时常将阿富汗问题简单化，其直

接表现是过多的关注阿富汗安全问题，而对难民

问题、认同问题、经济发展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忽

视，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笔者认为，所谓阿富

汗问题，首先是指阿富汗重建过程中及目前所面

临的一系列问题，如国家重建、塔利班、“基地”
组织等 恐 怖 势 力、军 阀、毒 品、难 民、发 展 经

济、国家认同、提升中央政府的能力与 权 威 等；
其次，阿富汗问题还包括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地区

性、世界性影响，如阿富汗毒品的最大消费者不

在阿富汗，阿富汗恐怖主义及极端主义势力也不

仅仅把阿富汗作为唯一的目标，等等。这是笔者

在此对阿富汗问题进行界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因

此，阿富 汗 问 题 不 仅 仅 事 关 阿 富 汗，大 中 亚 地

区，也不仅仅事关美国等西方国家，而是事关全

世界。应当承认，经过数年的努力，阿富汗在重

建方面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成 绩，和 阿 富 汗 的 历 史 相

比，如今阿富汗取得的成绩是明显的。我们不能

以过高的标准要求阿富汗，不能奢望阿富汗这个

有着特殊历史和现实的国家一夜之间就能按国际

社会的意志完成改造，况且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在

塑造阿富 汗 未 来 这 个 问 题 上 虽 然 大 方 向 基 本 一

致，但分歧也不少。笔者曾多次呼吁，在观察与

理解当 前 的 阿 富 汗 时，以 及 在 研 究 阿 富 汗 问 题

时，一定要考虑阿富汗的历史、现实因素，不能

带着空想，“理想化”地去看待它，更不能完全

带着西方式的有色眼镜去解读它，因为现在的阿

富汗是带着自己的历史烙印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忽视阿富汗的历史和社会现实，一方面必定会对

其期望过高，从而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另一方

面则容易对阿富汗的现实和现状过于悲观。这种

忽视阿富汗历史和现实的态度与做法在 “９·１１”

之后已经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如在推翻塔利

班政权之初，国际社会曾对阿富汗的重建抱有极

高的期望，奢望着阿富汗能一夜之间从一个游击

队林立、部落文化氛围浓厚的国家一下子成长为

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甚至是一个完全西

方式的现代民主国家。上述期望落空之后，国际

社会，尤其是西方主要国家，又陷入极度的悲观

之中，几乎是全面否定卡尔扎伊政府和阿富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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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及国 际 社 会 在 阿 富 汗 的 努 力 与 取 得 的 成

果，片面夸大塔利班的威胁。如今，这种对阿富

汗历史与现实的忽视，虽已被部分西方学者所认

识到，但远未形成共识，也未引起以美国为首的

试图主导阿富汗进程的西方国家决策层的重视。
笔者认为，在今后观察阿富汗局势时需要坚决避

免这一点。
当然，尽管 阿 富 汗 在 重 建 道 路 上 取 得 成 绩，

但现今的阿富汗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也是事实，其

中最重要的是重建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而且在

今后的道路上还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对于奥巴马

的阿富汗新战略，虽效果还不明显，但如果按照

其设想走下去，阿富汗局势获得根本性的好转也

不是不可能，然而由于该战略执行时间还不长，
具体效果还有待于观察，但较为明显的一点是，
该战略 将 会 成 为 阿 富 汗 局 势 走 向 的 分 水 岭。在

２０１０年３月４日 于 喀 布 尔 举 行 的 最 后 一 次 记 者

会上，艾德曾这样描述阿富汗当前的局势：“今

年当然将是塔利班倒台以来，阿富汗面临的最具

挑战性的一年。我要说，就是在今年，消极的趋

势必须得到扭转，否则它们将变得不可逆转。”①

尽管艾 德 的 评 价 稍 显 夸 张，但 是 充 分 说 明 了

２０１０年对阿 富 汗 的 局 势 走 向 的 影 响。单 从 发 生

恐 怖 袭 击 的 次 数 及 造 成 的 人 员 伤 亡 情 况 来 看，

２０１０年的 阿 富 汗 局 势 无 疑 是 不 能 令 人 乐 观 的，
一些观察者认为２０１０年是阿富汗自２００１年来安

全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也

应承认，阿富汗安全形势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

是塔利班等组织在美军及联军加大打击力度之后

的一种反扑，而且从统计数据来看，由美军等造

成的阿富汗平民伤亡数量在２０１０年有了较大幅

度的下降，而塔利班等反叛组织造成的平民伤亡

则大大增加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塔利班等组

织对美军、阿富汗政府等的军事、安全目标发起

袭击的能力被大大削弱了。此外，美国的一些措

施在一些地区也开始奏效，如美军已经吸引了一

些地区的部落长老参与到了地区安全重建中来，
且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所以，尽管阿富汗局势仍

不容乐观，但远未达到失控的地步，如果美国等

少走几步臭棋，阿富汗局势获得较大的改观，是

完全有可能的。

二、阿富汗问题与中国

自２００９年以来，西方 一 直 有 声 音 希 望 中 国

能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甚至希望中国

派兵、开放瓦罕走廊等。笔者认为，虽然阿富汗

形势非常严峻，甚至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但当

前讨论中国向阿富汗派兵或派驻警察，以及向美

国开放瓦罕走廊等问题，都为时过早。西方之所

以抛出这一议题，只不过是一种战略性的试探，

也可以说它只是一个伪命题。但这个伪命题在中

国舆论界甚至是学界引起的热议，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中国对阿富汗问题缺乏足够的了解，以及

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战略上的贫困。当然，这一话

题的出现及其在中国造成的影响，也恰恰折射出

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中

国需要在阿富汗问题上扮演什么角色，或者如何

转换角色，这是需要关注的。简单说来，对于中

国，尤其是对阿富汗战略的调整来说，阿富汗问

题不仅仅关乎中阿关系、中美关系，更关系到中

国的地区 战 略、外 交 战 略、国 家 安 全 战 略。因

此，对阿富汗政策的调整，哪怕是细小 的 调 整，

都必须是慎之又慎。首先，中国关注阿富汗难题

并参与其解决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阿富汗

是中国的邻国，中国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

边外交 政 策，所 以 帮 助 阿 富 汗 就 不 难 理 解。第

二，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对

国际事务应承担自身的责任，同时在国际上展示

自己良好的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对于阿富汗问

题而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为中国参与国际

事务提供了一个机遇。积极参与阿富汗的重建与

和平进程，不仅使阿富汗人民受益，也是与美国

等国家拓展合作领域和深度，加深理解的大好机

会。“９·１１”事件之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发生了

根本性的转折，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基调，中国

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今后积

极参与阿富汗事务，不仅有利于展示中国负责任

大国的形象，对于创造有利的外交环境而言，也

具有重 要 的 意 义。第 三，阿 富 汗 局 势 的 发 展 变

·２·
① “特别代表艾德离职前最后一次公开谈论阿富汗局势”，联合国电台，２０１０年３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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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中国的辐射作用不容忽视。还有，中国已

由阿富汗毒品过境受害国变为毒品过境与消费并

存的受害国，建立中阿、中国和中亚５国禁毒合

作机制，具有 “全球治理”性的意义，此项工作

的意义，怎样评价都不为过。第四，阿富汗的邻

国也几乎全部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或观察员

国，其在地区层次上的影响不容忽视。第五，阿

富汗作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地之一，又位于当今世

界地缘政治地图上的 “破碎地带”之一，其局势

的发展变 化 及 影 响 不 仅 对 世 界 安 全 有 着 重 要 影

响，甚至对整个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都具

有重要影响，如各种力量在大中亚地区的博弈，
极有可能会最终改变现有的世界格局。

综上所述，中国对阿富汗难题保持关注与参

与，是理所应当的，保持和发展中阿关系的健康

发展，对 中 国 有 着 重 要 的 意 义，这 是 不 容 置 疑

的。但长期以来，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面临着两

个 “两难”的难题。客观地说，“９·１１”事件及

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反恐战争给中国提供了一定的

战略机遇期，因为这两个紧密相连的事件对改善

２００１年之际处 于 僵 硬 状 态 的 中 美 关 系 提 供 了 机

会，美国在一定意义上找到了它自冷战后一直寻

找的对 手，不 再 把 社 会 主 义 中 国 视 为 紧 迫 的 威

胁，而反 恐 成 为 中 美 合 作 的 一 个 重 要 支 点。此

外，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对于中国维护边疆安

全，应对 “三股势力”的威胁也提供了客观的便

利。然而，与此同时，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

导着阿富汗事务的进程，而且在美国发动阿富汗

战争的目的问题上外界一直存在分歧，美国也未

能消除 “阴谋论”的影响，所以中国有理由怀疑

美国阿富汗战略及大中亚战略别有用心，并对美

国在阿 富 汗 及 大 中 亚 地 区 的 活 动 保 持 警 惕。所

以，中国的两难就是如何在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

的同时，最大化地减弱美国及北约、欧盟等在大

中亚地区对中国造成的军事、政治压力，并避免

全面卷入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成为美国反恐战

争旗号下的帮凶。此外，由于阿富汗国内的分化

及复杂的形势，中国还面临另一个 “两难”，即

如何在尽到国际责任的同时避免引火烧身，最为

典型的就是在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向阿富汗人

民提供帮助的同时如何避免极端势力的报复。这

实际涉及到一个策略问题，即中国应参与阿富汗

问题哪些方面，又在多大程度上参与。阿富汗的

重建是全方面的，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全方位

参与，而应 有 选 择 地 参 与。事 实 上，在 这 一 方

面，中国处理得一直比较好，中阿关系在近年获

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地区战

略也得到了较好的实施。因此，中国应该坚持已

有的做法，即在参与面上有所保留，有所为，有

所不为。
具体而言，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应继续坚持

在阿富汗的安全问题上有限参与，但在阿富汗的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重建等 方 面 积 极 参 与，
加大在某些问题上的投入。在阿富汗的安全问题

上要有限参与，主要是指绝不能派驻武装力量，
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阿富汗这个国家的历史

表明，阿富汗人不会认同任何在他们的国家作战

的外国军队，当然，抗苏战争期间的外籍圣战者

除外 （即使是这些外籍圣战者，也并非都得到了

所有阿富汗人的拥护和支持）。历史也表明，武

装介入这样一个国家的内部冲突中，最终的下场

是冲突者双方包括老百姓，没有一方会真正感激

介入者。其次，出兵阿富汗等问题，不仅涉及到

中国的对阿政策，更涉及到中国的地区战略、外

交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也即如果中国出兵阿富

汗，就意味着中国的地区战略、外交战略、国家

安全战略要做出较大的变革，但现在很清楚的一

点是，我们不具备变革这些战略的基础，而且也

没有理由去变革它们。第三，阿富汗政府之所以

在一些问题上对中国信赖有加，除了因为中国的

大国地位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没有

武力介入阿富汗事务。
当然，在阿富汗的安全问题上有限参与，不

意味着中国在阿富汗问题无所作为，相反，中国

大有可 为。如 中 国 可 以 加 大 对 阿 富 汗 的 发 展 援

助，持续性的提供替代性作物种子及示范工程，
向阿富汗各类学校及教育机构提供教材和设施，
加大救助阿富汗难民的力度等。上述领域，都是

阿富汗人民迫切需要援助的，如阿富汗现在许多

学校不仅基础设施很差，而且急缺基本的教学设

施，甚至是教材；阿富汗现在有数百万难民流落

在巴基斯坦和伊朗，这些难民的生活条件非常艰

苦，急缺御寒物资甚至是帐篷；如能在这些问题

上向阿富汗提供一定的援助，将是一笔战略性的

投资。笔者认为，这类举措不仅比简单的派兵或

派驻警察等更为符合阿富汗人民的愿望，也具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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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深远的积极影响，更重要的一点是，也更加

符合中 国 的 国 情 与 国 力。另 外，和 西 方 不 同 的

是，中国在援助等方面坚持不干涉、不附加条件

的原则，今后中国应继续在这一方面做好表率，
这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阿关系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阿富汗主要英文报纸 《阿富汗每日瞭望》在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０日曾发表评论，称在投资领域，
中冶－江铜联合体投资约４０亿美元租赁开发艾

纳克铜矿，使中国一举成为在阿最大投资国。项

目投产后将为阿民众提供数万就业岗位，阿政府

每年除获得数百万美元税收外，还有望得到数亿

美元矿山租赁费。为项目配套的电厂、铁路建设

也令人鼓舞。在展望未来时，该文章指出，为提

升双边贸易，阿政府应尽快与中方商谈、修建经

瓦罕走廊连接中国的陆路交通干道；阿油气、铁

矿、煤炭已探明储量十分丰富，两国可深化在开

发能矿资源领域中的合作。① 无论是阿政界还是

民间，都可以看出阿方对中阿合作充满了期待，
但两国在合作方面存一些问题，中国如何处理这

些问题也将会考验未来的中阿关系。

１．安全等问题困扰中阿经 济 合 作。中 国 尽

力发展与阿富汗的经济合作，但阿富汗的安全问

题一直困扰着中国。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０日，中铁１４
局承包的阿 富 汗 公 路 工 地 遭 到 恐 怖 袭 击，１１名

中国工人不幸遇害，５人受伤。２０１０年年初，又

发生有２名中国工程师在阿富汗被绑架事件。前

文所述的由 中 国 企 业 组 成 的 铜 业 联 合 体 于２００８
年５月与阿政府签署租赁开发艾纳克铜矿项目合

同，由于阿富汗的相关准备工作未到位或落实，
已耽误了项目的进展，其中主要问题也是受安全

问题的影响。此外，尽管在阿富汗的各个市场上

都能 看 到 标 有 “中 国 制 造”的 纺 织 品、电 子 设

备、鞋等各类产品，但大量的中国商品在给阿富

汗解决了一定困难的同时，也对阿富汗造成了一

定的冲击。据 《阿富汗时报》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５日

报道，阿富汗工商界正在产生一种忧虑，过量进

口商品，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大量廉价产品将影响

阿富汗 当 地 产 品，导 致 一 些 小 型 工 商 企 业 的 经

营，甚至是生存都遇到困难。来自中国 的 服 装、

鞋类等商品冲击了阿富汗传统的手工作坊，当地

一些小企业没有条件与之竞争，经营发生困难。

与塔利班时期相比，很多小企业减少了雇工，压

缩了规模，有的改行，甚至还有的被迫选择离开

阿富汗。② 尽管中国为阿富汗的经济发展做出过

特殊贡献，如免除其近３００余种农产品 的 关 税，

但是从 贸 易 结 果 来 看，中 阿 贸 易 仍 然 严 重 不 对

等，阿富汗对中国出口非常有限。尽管上述问题

主要是由双方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结构决定的，但

这样的结果客观上对中阿关系是不利的。因此，

尽管阿富汗目前具有巨大的商机和潜力，但在考

虑进行投资时，必须考虑安全因素，在阿富汗投

资首先要注意规避安全风险。此外，在对阿富汗

进行投资时，也应考虑当地企业和生产者的实际

情况，尽量走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这样不仅可

以减少安全隐患，也可减少双方的误解和磨擦，

为中阿关系的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２．中国 对 阿 富 汗 的 投 资 与 捐 款 不 成 比 例。

自２００２年起，中国共向阿富汗提供了９亿 多 元

人民币 的 重 建 援 助。２００９年 中 国 政 府 又 宣 布，

今后５年将再向阿富汗提供７，５００万美元援助。

这样的援助比例对于中国来说是巨大的，但相对

于国际社会来说是很小的，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以

及中国在阿富汗的经济利益不成比例。２００２年１
月２１日，第 一 届 援 助 阿 富 汗 重 建 国 际 会 议 上，

６６个国家和２２个 国 际 组 织 的 代 表 参 加 了 会 议，

此次会议 上 捐 助 国 承 诺 提 供 的 援 助 款 总 计 超 过

４５亿美元，其中当年的专款约２０亿美元。中国

在这次会 议 上 表 示 向 阿 富 汗 提 供 了 两 笔 援 助 承

诺：一笔是３，０００万人民币的物资援助，一笔是

１００万美元现金援助。１００万美元的现金 援 助 很

快就转到了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帐户上，３，０００万

元人民币援助物资于２００２年３月底全部运交阿

富汗。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４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与

卡尔扎伊的会见中表示，中国将再向阿提供１．５
亿美元的援助。据悉，中国之所以在援助额度上

做出巨大变更，是因为 “卡尔扎伊主席在会见时

详细介绍了阿重建所需的资金，而且这笔资金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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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所以他提出希望中国政府积极考虑给予阿富

汗更多的 援 助。”① 这 一 方 面 说 明 中 国 之 前 对 阿

富汗面临的困难估计不足，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

的援助规模是相对较小的。阿富汗问题是发生在

家门口 的，是 邻 居 的 事，也 是 事 关 中 国 自 身 的

事，所以中国有必要在经济援助方面优先考虑阿

富汗问题。但这样也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中国作

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正由受援国逐渐转

变为援助国的国家，如何应对捐助疲 劳？同 时，
又如何保证对阿富汗的援助能最终使阿富汗人民

受益？但是，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国际社会提高

对阿富汗的援助对阿富汗问题的解决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与重视。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其讲话中所

提到的那样：“正是国际社会在１９９０年代可耻地

忽视阿富汗，让该国陷入一团混乱，给 ‘基地’
组织提供了孳生的肥沃土壤。今天，阿富汗在两

方面亟需帮助。必须帮助政府把权力扩张到全国

各地。无此一切都可能会失败。捐助者必须落实

承诺，帮助恢复、重建和发展。否则阿富汗人民

将 丧 失 希 望———我 们 都 知 道，绝 望 会 孳 生 暴

力。”② 曾任联合 国 秘 书 长 阿 富 汗 事 务 特 别 代 表

兼联合国阿 富 汗 援 助 团 团 长 凯·艾 德 也 曾 经 说

到：“恕我直言，安理会在投票赞成慷慨的授权

上动作相当快，但是安理会也同样迅速地投票赞

成给予 慷 慨 的 资 源 吗？”③ 现 实 的 情 况 是，一 方

面阿富汗急需国际援助，而另一方面则是长期以

来对阿富汗的援助承诺和实际兑现之间一直存在

巨大差距，而且一些国家的援助常常绕过阿富汗

政府，这直接影响到了阿富汗政府的威信与控制

能力。卡尔扎伊曾说过：“尽管在国际援助的机

制问题上有 许 多 讨 论，但 超 过８０％的 援 助 仍 然

绕过了阿富汗政府。发展项目巨大的安全成本和

微薄的利润困扰着重建。我们不应当依靠低效的

官僚援助体系，而需要通过直接的预算支持，以

新的、更加 有 效 的 方 法 来 支 持 阿 富 汗 的 首 要 关

切，解决 阿 富 汗 的 需 求。”④ 现 在 看 来，随 着 阿

富汗问题 “阿富汗化”的推进，未来一段时期内

的对阿援助及援助的落实问题将会对这一过程产

生重要影响，这不仅在塑造阿富汗中央政府的能

力与权威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并进一步影响阿富

汗问题的全局，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国在阿

富汗各方面的影响，如日本通过向阿富汗提供巨

额的援助，已经使日本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影响阿

富汗问题解决的一个关键性大国，尽管其与阿富

汗在地缘上有万里之隔。因此，对于中 国 来 说，
有必要适度扩大对阿富汗的援助规模，当然，这

样做的目的并非是开展捐助竞赛。

结　语

对于中国，应该认识到无论是从阿富汗的历

史还是现实来看，阿富汗目前取得的成绩都是难

能可贵的；阿富汗的稳定对于整个大中亚地区、
国际社会、中国来说，都是有利的；美国在阿富

汗的反恐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是利大于弊，如果美

国反恐战争失败，丢下一个混乱的阿富汗，中国

面临的威胁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美国的阿富

汗战略如措施得当，将会取得一定的成功。在这

个过程中，中国应支持阿富汗问题的阿富汗化，
但前提是对阿富汗化的进程要有所把握，不能操

之过急，因为操之过急将会为未来阿富汗的安全

埋下隐患，而且阿富汗化的进程放缓一点的话，
对中国是最为有利的；阿富汗的局势整体上会逐

渐好转，但其过程将会是漫长的；中国在今后应

更加积极的、有选择的、更加灵活的参与解决阿

富汗问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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