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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军后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地位与影响＊

朱永彪＊＊

［内容提要］美国自阿富汗的撤军不大可能实行 “零驻军”，而是在塑造 “负责任的撤军”形象的同时，

尽量实现阿富汗问题的 “阿富汗化”。撤军后，在 “美阿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美国将实行 “有限的长期

驻军”，对阿进行有限度的经济援助，并力图主导阿富汗的和解进程。同时，美国将会鼓动阿富汗邻国等更

积极的参与到阿富汗事务中来。再考虑到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对外干涉的历史，撤军后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

的影响虽将会有一定的减弱，但仍将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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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计 划，２０１４年 底 前 美 国 将 完 成 从 阿 富

汗的撤军，撤军后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地位与

影响引人关注。笔者认为，撤军后美国在阿富汗

问题上的地位与影响取决于美国如何撤军，撤军

后在阿富汗投入资源的多少及使用效率，未来阿

富汗对美国的依存度，以及是否有国家有意愿、
有能力取代美国。

一、美国撤军的背景

（一）美国国内对阿富汗战争的支持率持续
下降

按照美国官方的说法，美军之所以撤离是因

为已经完成了任务，即 “基地”组织已被摧毁。
但客观来看，美国自阿富汗撤军主要是因为阿富

汗战争在美国国内的支持率越来越低，美国广播

公司与 《华盛顿邮报》自２００７年起所做的多次

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阿富汗战争的支持率基本

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自２００５年以来，美国 民 众 对 阿 富 汗 的 好 感

也在持续降 低。２０１２年２月 盖 洛 普 的 一 项 调 查

显示，只有１４％的 美 国 人 对 阿 富 汗 有 好 感，这

和２０１１年的调查基本一致。阿富汗排在 这 项 调

查的倒数第三名，位列倒数第一、第二名的分别

是伊 朗 （１０％）和 朝 鲜 （１３％）。伊 拉 克 则 有

２４％。如下图所 示，美 国 人 对 阿 富 汗 的 好 感 在

２００５年达到顶点的４０％之后便一直在下降。①

此外，由于阿富汗战争耗资巨大，并且 “投

入大但产出低”，再加上驻阿美军焚烧古兰经事

件和骇人听闻的屠杀平民惨案屡有发生，使得美

国的阿富汗战略在国内饱受批评和质疑。

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希望从阿

富汗撤军，而奥巴马上台伊始也许诺美国将从阿

富汗撤军，此后奥巴马也一直将撤军作为他的一

个主要政治口号，这也加强了美国人对撤军的心

理认同与期待。值得关注的是，虽然美国两党在

撤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一致，但在受调查者中，

只有１３％的民 主 党 人 支 持 在 阿 富 汗 驻 军 直 到 任

务彻底完成，而 有３８％的 共 和 党 人 支 持 在 阿 富

汗驻军直到任务彻底完成。②

（二）美国长期驻军的动力

从表面来看，从阿富汗撤军的主张在美国占

据上风，但美国长期有限驻军阿富汗也存在较大

可能，主要有以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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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美国国内 在 撤 军 问 题 上 并 没 有 完 全 形 成

共识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４日ＣＮＮ与ＯＲＣ所做的民调

显示，５５％的 美 国 民 众 希 望 在２０１４年 前 撤 军，

２２％的美国 民 众 希 望 按 期 在２０１４年 全 部 撤 离，
但也有２２％的受访者希望在２０１４年之后仍在阿

富汗保留部分驻军。美国广播公司与 《华盛顿邮

报》在２０１３年３月７日 至１０日 做 的 调 查 也 显

示，在有５６％的 美 国 人 认 为 阿 富 汗 战 争 不 值 得

再继续下去 的 同 时，也 有 高 达３９％的 美 国 人 认

为值得继续下去。
虽然美国国内希望从阿富汗撤军的声音日益

高涨，但和伊拉克战争不同的是，美国对两场战

争的认识是有着很大差别的，美国国内对伊拉克

战争的 反 对 声 音 始 终 是 强 过 阿 富 汗 战 争 的。在

２００３年，大 部 分 美 国 人 是 支 持 伊 拉 克 战 争 的，
但到了２００４年，过半数的美国人就开始 认 为 发

动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错误，这和直到今天还有过

半数美国人对当年发动阿富汗战争持认同态度是

不同的。①

正是在以 上 民 意 背 景 下，奥 巴 马 上 任 伊 始，
甚至在上台前就表示要尽早结束伊拉克战争而增

兵阿富汗。２００７年 小 布 什 增 兵 伊 拉 克 的 方 案 遭

到了大部分美国人的反对，但２００９年奥 巴 马 增

兵阿富汗的方案则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

２．历史记忆的影响

在美国 的 精 英 层 和 决 策 层，尤 其 在 保 守 派

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即不能轻易放弃

阿富 汗，因 为 “９·１１”事 件 使 美 国 人 认 识 到，
正是之前对阿富汗的放任自流，才导致了这一悲

剧，直到今天为止，许多美国人仍对这一点深信

不疑。如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在

谈及 “新丝绸之路”时还曾表示：“我们不能忘

记，历史表明，简单的放弃阿富汗可能会带来对

美国、地区及全球安全来说可怕的后果。”②

所以，美国高层提出自阿富汗撤军计划的时

间要相对晚的多，而早在１９８０年，也 即 苏 军 入

侵阿富汗的第二年，就有苏联高级将领提出苏联

撤军的 建 议。如 果 不 是 出 于 国 内 政 治 斗 争 的 需

要，美国关于撤军的计划也许会来的更晚。

３．美国经济复苏对撤军的影响

美国国 内 对 于 从 伊 拉 克、阿 富 汗 撤 军 的 支

持，一个很大的因素在于美国经济在２００８年 金

融危机后出现了困难，许多人因此把矛头对准了

过多的军费开支。如今随着美国经济的回暖，国

内对阿富汗战争的批评指责可能会被冲淡，这也

将减轻美国撤军的压力。

除以上三点外，美国的大中亚战略以及 “丝

绸之路”的提出，都意味着美国试图长期经营中

南亚地区，而在美国看来，阿富汗是整合这一地

区的基础与核心。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从阿富汗

撤军，放弃阿富汗，不符合美国的长期战略。

二、美国撤军的前景展望

在探讨了美军撤军的背景之后，美国自阿富

汗撤军的前景就比较清晰了，美国有可能借鉴伊

拉克模式，在撤离了主要作战部队后，将保留一

部分驻军，并且驻留部队的职责范围与时间都将

远超驻伊拉克美军。

（一）撤军的方式与进度

毫无疑问，如果阿富汗在美国的帮助下能够

在安全上逐渐过渡，实现 “自主”，实现阿富汗

问题的 “阿富汗化”，这 将 是 美 国 非 常 乐 意 看 到

的，这样美国既可以体面的撤军，又可以在阿富

汗保留最大的影响。为此，美国必须在 “从过渡

到转型”的１０年内提升阿富汗政府的相关能力，

这就需要美国继续保留部分部队在阿富汗，这正

是美国早已明确释放出来的信号，也是美阿签署

《美阿战略伙伴关系协定》的背景之一。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日，奥 巴 马 在 阿 富 汗 与 卡 尔

扎伊签署了 《美阿战 略 伙 伴 关 系 协 定》，通 过 该

协定，美国规划了２０１５－２０２４年 间 美 阿 关 系 的

框架。从该 协 定 来 看，２０１４年 后 美 国 将 继 续 在

阿富汗驻留部分军队，阿富汗也被定义为 “重要

的非 北 约 盟 国”。虽 然 该 协 定 并 没 有 具 体 规 定

２０１４年以后美 国 将 在 阿 富 汗 保 留 多 少 军 队 和 向

阿富汗提供多少援助，但它不是一个象征性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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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而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政协定，并已

于２０１２年７月生效，这意味着该协定已 为 未 来

的美阿关系设计了基本的法律框架，也决定了美

军将长期有限驻留阿富汗。截止目前，阿富汗已

经同美国、印 度、中 国、德 国、法 国、意 大 利、

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协定。

其中，同美国的协定是最关键、最具体，也是最

具约束力的。

美国一再强调，“２０１４年后美国在阿富汗任

何形式的 存 在 只 会 是 在 受 到 阿 富 汗 邀 请 的 情 况

下”，美国也多次强调，不会谋求在阿富汗拥有

永久性的军事基地。但在美国看来，经过这么多

年的苦心经营，阿富汗自会主动的 “邀请”美国

继续留在阿富汗。所以当６月２５日卡尔扎伊与

奥巴马的视频谈话不欢而散之后，美国就有点恼

羞成怒加恐吓式的再次放出风声来要实现真正的

零驻军。

由于以上背景，外界猜测美军有可能加速撤

离阿富汗，并有可能放弃在２０１４年后将 部 分 部

队留驻 阿 富 汗 的 打 算，但 目 前 这 种 可 能 性 比 较

小，更多可以看做是美国在向阿富汗施压，以迫

使阿富汗在司法豁免权等问题上做出让步。在保

留美国驻军问题上，尽管阿富汗也非常担心其主

权问题，但阿富汗政府比伊拉克政府态度更 “积

极”，在现实面前他们从未考虑过像伊拉克那样

拒绝签署有关美军豁免权的新美军地位协议，从

而阻止美军驻军。

此外，由于２０１４年４月 阿 富 汗 将 举 行 第 三

次总统大选，届时塔利班等势力极有可能参与到

这次大选中，如果大选结果使得极端宗教势力坐

大 （虽然这种可能较小）并进一步影响阿富汗的

过渡进程，美军在阿富汗撤离的进程也会大受影

响，甚至有可能中断撤军。

综上所述，美国不大可能从阿富汗撤离所有

部队，而很可能在塑造 “负责任的撤军”形象的

同时，尽量实现阿富汗问题的 “阿富汗化”，以便

体面的撤军。而在撤军后至２０２４年，如阿富汗局

势不发生巨大变化，在 《美阿战略伙伴关系协定》

框架下，美国将实行 “有限的长期驻军”，以便最

大化的保留在阿富汗的影响及周边的威慑力。

（二）撤军后美军的规模与角色

如前文所述，在撤离作战部队之后，美国将

实行 “有限的长期驻军”，但保留驻军的数量至今

还在商谈过程中，而且一时还不会有结果，因为

其受制约的因素太多。但我们可以综合有关信息，

简单的推导下２０１４年后驻阿美军的大致规模。

有消息称美国希望将美军保留在１万人以下，

甚至是３千人左右。如果只是保留一支３千人左

右的部队，那只是象征性的驻军，对美国来说没

有任何的意义和必要。如果驻军规模仅在１万人

至１．５万 人 之 间，美 军 将 只 能 专 注 于 反 恐 任 务，

而无力培训阿安全部队，这与阿富汗政府的期待

不符，也不能完成 《美阿战略伙伴关系协定》规

定的任务。综合各方面消息，如不出意外，美国

不可能实现零驻军，也不可能只是象征性的驻军，

而是有可能维持一支６０００－２００００人的部队，同

时北约也有可能保留１万人左右的驻军。

根据 《美阿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撤 军 后 在

阿富汗的驻军将主要用来培训阿富汗国家安全部

队，加强阿富汗仍缺乏的重要作战能力，并在必

要时对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提供支援，其中包括

航空物流运输，医疗后送，监控与侦查，以及近

距离空中支援。此外，美国将继续保留特种部队

以及武装无人机以 清 剿 “基 地”组 织 及 其 同 盟，

阻止 “基地”组织的核心在巴基斯坦边境部落区

重组或重返他们在阿富汗的恐怖组织训练营。

尽管奥巴马在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１日与卡尔扎伊

会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了美军的主要任务将

变成 培 训 阿 富 汗 军 队 等，但 他 也 曾 两 次 表 示：

“即便美国在阿富汗退居支持角色，但并不意味

着不再参加战斗。美军将继续与阿富汗士兵并肩

作战。”① 这意味 着 驻 留 美 军 在 必 要 时 刻 也 会 亲

自投入到战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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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军后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地位与影响

三、撤军后美国仍将在阿富汗

保持巨大影响的原因

　　除了驻军外，美国在阿富汗的地位与影响主

要取决于阿富汗对美国的依存度，而不论目前还

是将来，阿富汗对美国的依存度都会非常大。自

２００１年底阿 富 汗 战 争 打 响 后，美 国 就 全 方 位 的

介入并 主 导 了 阿 富 汗 事 务，阿 富 汗 的 经 济、政

治、安全重建等，都已打下了美国烙印并已离不

开美国的支持，这将是２０１４年后美国保 持 在 阿

富汗的地位与影响的基础。今后的阿富汗仍将长

期需要的许多战略资源，如资金、安全 保 障 等，
即使是撤军之后，除了美国外，也没有另外一个

国家能取代美国继续向阿富汗提供各种资源。印

度、日本、俄罗斯、中国都不能代替美国，这也

是美国将在阿富汗保持持续影响的原因。
（一）阿富汗离不开美国的经济援助
阿富汗目前的经济状况仍然非常糟糕，离开

美国的援助，阿富汗的各项事业都将遭遇重大挫

折。如 阿 富 汗 ２０１２ 年 的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仅 为

１９９．１亿美元，财政收入只有２２．４９亿美元，而

财政支出却达３９．７４亿美元，自身的年度安全经

费开支更是超过４０亿美元，阿政府根本无法独

自承担这笔费用。
据统计，美国 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２财 年 对 阿 富 汗

的援助总额达８３０亿美元 （其中包括培训、装备

阿富 汗 国 民 军 与 国 家 警 察 部 队 的５１０亿 美 元），
如果算上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费用支出，美国的

花费 则 约 为５５７０亿 美 元。① 这 也 是 美 国 民 众 批

评美国的阿富汗战略的原因，他们认为，美国花

的代价都可以买下整个阿富汗了，但美国现在连

重建阿富汗都没有成功。而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

和组织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对阿富汗的援助合计约

为２９０亿美元。
撤军后美国对阿富汗的投入，尤其是经济援

助将大 幅 度 减 少，据 美 联 社 消 息，美 国 在２０１４
年后对 阿 援 助 额 度 预 期 在１０－２３亿 美 元／年 之

间。这个援助额较之以前是下降了，是 有 限 的，
但相对其他国家来说仍将是巨大的，而且这些资

源将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况且，如果能够修改战

略，如提高援助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正确的把

握阿富汗局势，真正的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
美国投入资金的减少对阿富汗局势的影响将会非

常少，甚至还有可能起到更加积极的效果。
此外，美国还将继续积极鼓动阿富汗邻国尤

其是印度参与阿富汗事务，而印度也表现出了浓

厚的兴趣，这也会间接的分担美国的成本。
（二）阿富汗仍需要美国安全方面的帮助
如今，阿 富 汗 的 安 全 局 势 仍 然 令 人 非 常 担

忧，在 “经 济 与 和 平 研 究 所”最 新 发 布 的 《

２０１３年全球和平 指 数》报 告 中，阿 富 汗 再 次 名

列倒数 第 一。② 自２００７年 和 平 指 数 发 布 以 来，
阿富汗总是处于倒数十名之内。

虽然阿富汗的国家安全能力已大大提升，但

仍面临着许多问题。“尽管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

的作战能力提高了，但要独自应对其安全局势却

非常让人担心。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的招募与训

练都比较匆忙，仍然处在完善之中。基于美国在

未来数年内仍会提供关键 ‘能力’的假定，（美

国）有意识地没有向阿军提供重型武器，也没有

帮助阿军建立一支像样的空军。阿富汗国家安全

部队现在 保 证８５％的 阿 富 汗 （以 人 口 计）的 安

全方面起着主角作用，总体来看，过去数年内暴

力事件的数量也略微减少了。但根据五角大楼关

于阿富汗军队建设进展的最新一期报告，在阿军

２３个旅中，只 有１个 具 备 无 需 外 部 帮 助 而 遂 行

作战任务的能力。现在似乎是阿富汗国家安全部

队将依靠自身的能力到塔利班势力强大的阿富汗

南部作 战，而 且 还 要 部 署 到 该 国 偏 僻 的 东 部 地

区。这个地区与哈卡尼网络的老巢所在的巴基斯

坦北瓦齐里斯坦地区比邻。”③

目前只有美国有能力、有资源把塔利班和阿

富汗政府同时推到谈判桌上。自从推翻塔利班政

权之后，与塔利班的和谈进程始终是由美国掌控

着的。如 美 国 在 推 翻 塔 利 班，阿 富 汗 开 始 重 建

时，果断的拒绝了巴基斯坦和卡尔扎伊将塔利班

融入阿富汗政治重建进程的建议，后来又一再拒

绝卡尔扎伊的和谈建议，但却在美国准备抽身时

选择了主动和塔利班进行和谈。
塔利班方面说卡尔卡伊政府是傀儡政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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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只想和美国直接谈判。塔利班发言人穆贾赫德

曾表示：“我们的问题是和美国的问题，我们不

希望看到任何其他国家卷入其中。”①

而从历史来看，“只有在没有一个强国伙伴

干预的情况下，阿富汗才会沦为无政府状态，例

如１９９０年 代 使 塔 利 班 掌 权 的 长 达 十 年 的 内

战。”② 所以，离 开 美 国 的 帮 助，阿 富 汗 的 安 全

局势有可能发生重大逆转。
（三）美国撤军的背景与环境不同于苏联
从目前来看，美国自阿富汗撤军不同于苏联

当时的撤军。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苏联面临着

的一些难题尽管和美国类似，但却要比美国要严

重的 多。尽 管 苏 联 在 阿 富 汗 并 未 “战 败”，且

“在军事方面实现了所有的既定目标”，但却 “犯
了许多不可原谅的政治错误”。在撤军时，苏军

共阵亡约１３４００名士兵，伤残约３万人。
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遭到了几乎是全世

界的抵制，阿富汗则获得了来自美国、伊斯兰世

界等的广泛援助，从源源不断的资金到新式武器

都被不断地供给阿富汗。侵略阿富汗期间，苏联

共花费２００亿美元左右，但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在

抗苏战争期间共向阿富汗的抵抗运动组织提供了

约４０亿美 元 的 援 助，③ 其 中 美 国 援 助 了 阿 富 汗

抵抗运动组织３０亿美元。此 外，巴 基 斯 坦、埃

及、利比亚等许多国家都提供了援助。
在苏联撤军后，纳吉布拉政府得到的来自苏

联的援助非常有限，而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

更是拒绝援助阿富汗政府，纳吉布拉政府所能获

得的援助也就戛然而止了，从而最终导致纳吉布

拉政府快速的垮台。
在塔利班崛起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来自巴基

斯坦的强力援助。除了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全

力支持外，大量的志愿者在巴基斯坦经过培训后

被派往阿富汗，直接支援了塔利班的战斗。
在道义上，美国的反恐战争毕竟得到了联合

国的授权，而且直到今天为止，大部分阿富汗人

对美军 都 是 爱 恨 交 加，不 像 对 苏 军 那 样 同 仇 敌

忾。在阿富汗的多次民调显示，阿富汗人对美国

的喜欢程度大大高于俄罗斯。现在的塔利班，以

及美国和阿富汗政府所面临的内外环境，也显然

不同于上述历史时期，这决定了美国的撤军不会

像苏联那样是全面溃败式的，也决定了撤军后美

国在阿富汗的影响不会像撤军后的苏联那样快速

的消失。
除了以上因素外，美国在阿富汗的政治重建

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亲美势力在阿政坛

被广泛的扶植，为今后及未来美国在阿的影响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除非美阿关系急剧恶化到不可修

复的地步，否则美国不大可能在２０１４年 底 前 全

部撤离阿富汗。从美国对外干涉的历史看，美国

也不会在这一时期从阿富汗撤离，因为从战略上

来看，阿富汗战争的结果不足以使美国放弃中南

亚地区。即使是体面的撤军，也会给人留下美国

失败了的印象，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国内反

对阿战的声音也不足以使决策者匆忙结束驻军。
此外，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阿富汗都无法离

开美国提供的各种资源，其他国家也没有能力或

意愿在这方面取代美国。再考虑到美国的国际地

位，撤军后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影响虽将会有

一定的减弱，但仍将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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