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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与美国 “大中亚计划 ”评析

李　捷　　杨　恕

　　内容提要　美国提出的 “大中亚计划” , 是要以阿富汗为中心 , 整合中亚与南亚 , 企图

通过在安全 、 民主 、经济 、交通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 形成一个以美国为主导 , 以中亚五国

和阿富汗为主要成员 , 有印度 、巴基斯坦 、 土耳其等国参与的新的地区组合 , 以此削弱中国

和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 谋求美国的霸权 。但是 , 实施这一计划将存在诸多困难 , 不

仅阿富汗难以承担重任 , 中亚国家整合度有限 , 印度 、巴基斯坦 、 土耳其等国的合作同样非

常有限 , 而且中 、 俄两国的态度也将大大削弱计划的有效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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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进式的 “颜色革命” 并没有实现美国在中亚的战略目标 , 中亚与美国关系降温 , 中亚国家与

俄罗斯 、 中国关系稳步发展 , 上海合作组织合作水平不断提高 , 都令美国感到紧张 。 2005年 , 对中

亚政策一再受挫的美国又提出 “大中亚计划 ”, 并于 2006年正式实施 。

“大 中 亚 计 划 ” 的 提 出

2005年夏 ,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亚与高加索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 ·斯塔尔在 《外交 》 杂志第

4期发表题为 《与中亚的伙伴关系 》 的文章 , 其中提出了关于 “大中亚计划 ” 的设想。文章认为 ,

美国应加大经济 、 民主和人权的影响力度 , 以阿富汗为中心 , 将中亚与南亚作为一个地缘板块来解决

问题 。斯塔尔描绘了一个以美国为主导 , 以阿富汗为中心 , 以中亚五国和阿富汗为主要成员 , 有印

度 、 巴基斯坦等国参与的 “大中亚地区合作与发展伙伴关系计划 ” (“GreaterCentralAsiaPartnership

for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Program”, 简称 “大中亚计划”)。其主要思路是以美国对阿富汗局势

的控制为契机 , 通过在安全 、民主 、经济 、 交通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 将中亚和南亚合并为新的地区

组合 , 以此谋求和实现美国在该区域的利益 。文章疾呼: “在阿富汗和中亚 , 美国处在一个要么前

进 、 要么后退的十字路口。美国如果选择漠不关心或被动接受 , 代价将是巨大的 。阿富汗的局面将倒

退 , 并重新变为地缘政治的激烈竞争地 。中亚其他国家要么被拖进毁灭的旋涡 , 要么不惜一切代价寻

求庇护 , 最有可能投入俄罗斯或中国的怀抱 。”①

美国政府很快就认同了斯塔尔的上述观点 , 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来研究与实施 。 2005年 10

月 , 美国国务院重组机构 , 将南亚司与中亚司合并 。 2006年 4月 25 ～ 26日 , 美国国会举行了以 “大

中亚计划 ” 为核心议题的听证会。美国助理国务卿包润石在听证会上说:“南亚和中亚应被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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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对待 。除了文化和历史渊源外 , 我国 21世纪的重大政策目标 ———如赢得反恐战争胜利 、 寻找能

源来源 、 通过经济合作实现繁荣 , 以及运用民主机会等──与该地区所有国家都十分重要;地处这个

地区中心的阿富汗可以成为连接南亚和中亚的桥梁 , 而不是将它们分隔开的障碍 。”① 同月 , 美国牵

头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办了 “大中亚伙伴关系 、 贸易和发展” 国际会议 , 有中亚五国和阿富汗 、

巴基斯坦等国的代表参加。 2006年 5月中旬 , 美国牵头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召开 “中亚毒品与

安全问题 ” 国际会议。同年 6月 , 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举行前夕 , 美国同阿富汗 、 阿塞拜疆 、 土耳

其等中亚和西亚国家 ,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所谓 “大中亚国家代表会议 ”, 讨论该地区的经济问

题 , 企图以能源合作为突破口 , 推动 “大中亚计划 ” 的实施。据悉 , 这些会议都由美国主导举行 ,

且拒绝邀请中 、俄派代表参加。② 这一切说明 , 美国的 “大中亚计划 ” 不仅已经出笼 , 而且已成为其

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 , 开始步入实施阶段。此计划的主要目的不仅企图以能源 、 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

为诱饵 , 将中亚国家从独联体中分离出去 , 而且企图分化 、肢解上海合作组织 , 拉远中亚国家同中 、

俄两国的联系 , 更欲削弱中 、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 使中亚国家倒向美国 , 以建立一个由美国

主导的地缘政治板块。③

“大 中 亚 计 划 ” 的 主 要 内 容 及 其 意 图

(一)以阿富汗为中心

“大中亚计划” 设想以阿富汗为中心 , 首先把阿富汗建设成为一个自由 、 民主 、 繁荣的国家 , 并

使之成为连接中亚与南亚的纽带和样板 , 以推动 “大中亚” 地区的民主化 , 以及政治 、 经济和军事

等领域的合作 。斯塔尔文章 《与中亚的伙伴关系 》 认为 , 在 “大中亚计划 ” 中 , 首先应该对中心阿

富汗的安全 、 治理 、民主和权利 、 经济 、交通和贸易 、农业 、 反毒品 , 以及文教等方面进行全面的重

建与改造 。美国国务卿赖斯在 2006年 1月的一次讲话中说 , “贸易将帮助阿富汗及其邻国摆脱经济边

缘化状态 , 转而成为新经济区———大中亚区域的中心 。”

阿富汗是连接中亚和南亚的重要通道 , 但阿富汗的地缘政治地位长期为国际社会所忽视 , 为什么

现在美国要以阿富汗为中心实施 “大中亚计划 ” 呢 ?很显然 , 是因为阿富汗已经为以美国为首的北

约军队所占领和控制 , 它已经成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重要据点 。以阿富汗为中心来建立 “大中亚 ”

地区的合作和伙伴关系 , 无疑能保证美国的主导地位 。

(二)整合中亚与南亚 , 构筑统一的地缘政治区划

“大中亚计划” 设想将中亚与南亚联系起来 , 组成一个新的地区组合。中亚五国作为原苏联的后

院 , 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中国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 , 积极与中亚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 双方合作

水平日益提高 。而美国则是利用反恐为借口勉强进入了中亚地区。但是由于美国与中亚国家缺乏合作

经验与互信的传统 , 而且美国在中亚地区咄咄逼人 、 居高临下的态势引起了一些国家反感 , 因而美国

势力在中亚的扩张明显受阻 , 在与中 、 俄的竞争中更是孤立无援。在这种情况下 , 美国把中亚与南亚

整合起来 , 把印度 、巴基斯坦 、阿富汗 , 甚至把西亚的土耳其拉进来 , 既可以利用与巴基斯坦 、 印度

的关系增加自身在处理中亚事务中的筹码 , 使美国在大中亚地区的战略意图更容易得到实施;又可以

利用中亚资源南下出口的路径选择 , 进一步介入南亚事务 , 谋求美国在大中亚地区的主导权 。

(三)以经济拉拢促进对中亚国家的民主攻势 , 使中亚政治 、 经济 、 能源市场南移 , 减少对中 、

俄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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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 包润石:《南亚和中亚 》 , 美国参考网站 , http://usinfo.state.gov/journals/itps/0906/ijpc/sca.htm.

参见王正泉:《美国提出 “大中亚计划” 旨在与上海合作组织抗衡 》, http://www.qianlong.com/, 2006年 10月 30日。

参见孟祥青 、 潘晓颖:《 2006年国际安全与中国外交 》, 载 《教学与研究 》 , 2006年第 12期, 第 40页。



美国在中亚积极推进的颜色革命并未达到使中亚国家政府亲美的目的 , 政治颠覆方式的失败 , 使

美国政府开始寻求渐进式民主渗透的方法。美国利用中亚国家急于发展经济的状况 , 打出了贸易牌 ,

以推动对中亚地区的民主攻势。美国助理国务卿包润石表示 , “促进南亚和中亚地区内部以及彼此间

在诸领域更加密切的合作是一项重要议程。我们正在促进中亚与阿富汗的天然伙伴关系 , 并且挖掘跨

境贸易及商务的巨大潜力”①。美国更深层次的目的是 , 促使中亚国家实行 “南向选择”, 使中亚国家

的对外战略重心从与中 、俄的合作转向与美国和南亚国家的合作 , 把中亚从独联体和上海合作组织中

割离 , 减少中亚对中 、 俄的依赖。正如斯塔尔所言 , “对中亚国家来说 , `大中亚计划 ' 将扩大同南

面国家的联系 , 摆脱俄罗斯对中亚出口商品 , 如油气 , 电力 , 棉花的垄断”②。

(四)吸引周边国家加入 “大中亚计划 ”, 以抗衡 、肢解上海合作组织 , 削弱中 、俄的影响

中亚五国与中 、俄两国在发展经济 、维护地区稳定等方面有共同需求 , 在以中 、 俄为主导的上海

合作组织框架下 , 各国相互间的合作日益加强。与之相应的是 , 中 、 俄在中亚地区影响力不断提升 。

现在 , 蒙古 、 印度 、巴基斯坦和伊朗都被吸收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 , 而美国要求成为观察员国的

申请则受到拒绝。美国为避免在中亚地区受到孤立和边缘化 , 于是提出 “大中亚计划 ”, 试图肢解上

海合作组织 , 拉远中亚国家同中 、 俄的联系 。如前所述 , 美国在中亚地区提出 “南向选择” 的目的 ,

就是要以能源 、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为诱饵 , 将中亚从后苏联空间中分离出来 , 使中亚国家的对外战

略重心由与俄 、中的伙伴关系转向与南亚国家的合作 , 改变中亚地区长期作为俄罗斯势力范围的状

态 , 逐步确立美国在中亚 、 南亚这一新板块上的主导权。同时 , 美国大力拉近与印度 、巴基斯坦 、土

耳其等上海合作组织非正式成员国的关系 , 无疑是为了削弱上海合作组织的吸引力。

“大 中 亚 计 划 ” 的 困 境

(一)主要成员国的困难

1.阿富汗难当重任。　阿富汗是典型的 “虚弱国家”, 虽然靠外力勉强结束了 20多年的战乱 ,

但是北约联军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残余分子在阿富汗的战斗仍未停息 , 而阿富汗新政府尚未完全建立

自己的军队;多年战乱 , 使原本就落后的阿富汗经济彻底崩溃 , 恢复和重建仍严重靠外部救助;历史

上几乎没有建立过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阿富汗 , 其新政府依旧难以解决固有的中央与地方 、 民族 、宗

教等矛盾 。加上外部势力的介入与干涉 , 即使有美国撑腰 , 阿富汗仍难以成为大中亚的枢纽和中心。

在安全方面 , 塔利班虽然失去了政权 , 基地组织也受到了重创 , 但其组织并未彻底瓦解 , 随着美

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的美军作战中心的转移 ,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重新集结 , 卷土重来 , 展开新的攻

势。截止到 2006年 9月底 , 2006年阿富汗各类冲突和袭击已造成 2 300多人死亡 , 这个数字大大超

过前几年的总死亡人数 。驻阿富汗北约盟军指挥官坦陈 , 北约部队正在经历 “困难时期 ”, 他预计打

击塔利班的行动将会再持续 3 ～ 5年 。③ 而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势力不被彻底肃清 , 阿富汗就很难实现

持久的和平与稳定 。同时 , 虽然面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强大的军事压力 , 阿富汗目前还没有一支强有

力的国家军队 , 截至 2005年 9月 , 重建的阿富汗政府军只有 2.6万人 , 警力为 5万人。④ 而且目前所

谓的政府军不过是各派军阀领导的民兵武装 , 它们并不效忠中央政府 , 不同民族的民兵武装派别为了

各自的利益更常常是兵戎相见。因此 , 如何及时建立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军队 , 解除并妥善安置各地现

有的民兵武装 , 是卡尔扎伊政府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⑤ 否则 , 一旦北约联军不愿再为阿富汗政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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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金英:《当前阿富汗安全形势及其前景 》, 载 《现代国际关系 》 , 2006年第 6期 , 第 49页。

参见曹卫国:《阿富汗艰难复兴路 》 , 载 《瞭望 》 , 2003年 , 第 33期 , 第 55页。



供安全保障 , 阿富汗局势的发展将更难控制 。

经济方面 , 经历 20多年战乱的阿富汗经济已完全崩溃。据世界银行统计 , 在阿富汗有 800万人

依赖食品救济 , 500万人背井离乡。阿富汗无正规的中央银行 、 财政 、 预算 、 税收 、 海关和司法 , 更

无完整的教育 、医疗卫生 、 交通 、 电力 、邮电等系统 。可以说 , 阿富汗问题堆积如山 , 工厂倒闭 , 农

业每况愈下 , 已成为 “世界上最穷苦的国家 ”①。面对严峻的形势 , 阿富汗新政府的财政却严重匮乏 。

天灾人祸使阿富汗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 , 很难有足够资金用于恢复国内经济建设 。而地方并不完全听

命于新政府 , 特别是在利益问题上寸步不让 , 各省的税收大都被军阀们截留 , 纳为己有。在这种情况

下 , 阿富汗的经济发展几乎完全依赖于外部资金支持 , 但国际社会 , 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口惠而实不

至 , 它们在几次援助阿富汗国际会议上承诺的许多资金根本没有到位。政府财政拮据 , 不仅使重建工

作无法有效开展 , 还造成了经济畸形发展。全国许多人口只得靠种植罂粟等毒品维持生计。据阿富汗

重建与评估机构 (AREU)研究 , 2006年约 40万农户从事罂粟种植 , 1/10的人口参与其中 。② 战争

破坏了阿富汗的农业基础设施 , 罂粟成了短期内获利最丰的作物。毒品生产给阿富汗造成了巨大危

害。毒品经济不仅是塔利班主要的经济来源 , 还导致了公务员系统严重的腐败。但是根除毒品经济绝

非易事 , 专家建议阿富汗合法经济在今后许多年里必须保持 9%的年增长率 , 必须使农民种上合法作

物 , 这需要修复灌溉渠 , 引进新作物品种 , 建设道路网 , 向农民提供短期信贷。但就阿富汗目前的条

件和境遇来说 ,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③ 即使阿富汗得以重建 , 毒品经济被清除 , 阿富汗的地理状况和

恶劣的道路交通也无法胜任作为 “大中亚计划” 的枢纽和中心 、 通过发展交通和贸易整合中亚与南

亚的重任 。阿富汗的地形甚为恶劣 , 全国被兴都库什山脉自瓦罕走廊和帕米尔高原蜿蜒而下一分为

二。这些山脉在喀布尔周边地区的平均高度达 4 500 ～ 6 000米 , 东北部的一些山峰甚至高达 7 500

米。在阿富汗中部地区 , 兴都库什山脉绵延至哈扎拉贾特高原 , 而该高原向西延伸至与伊朗相邻的西

部沙漠地区。尽管在兴都库什山脉和哈扎拉贾特高原均有多处山口 , 然而严冬与过高的海拔又加大了

通行的困难。阿富汗基本没有铁路 , 境内只有一条主要公路 ——— “环形公路 ”, 它从西北的图尔贡向

南经坎大哈 , 东北至喀布尔 , 然后到达马扎里沙里夫 。由于连年战乱和重建资金的严重匮乏 , 这条公

路早已破损不堪。④ 20多年的战争彻底摧毁了阿富汗的基础设施 , 数十年游离于国际和地区经济之外

使阿富汗失去了与外部经济的交流机会 , 恶劣的地理和交通状况进一步限制了阿富汗与外部的交流 ,

阿富汗是本地区最不发达的国家 , 因此 , 它根本不具备短期内从兴旺的地区贸易中获益的条件。当前

阿富汗安全形势的恶化 , 不仅缘于塔利班死灰复燃 , 更是因为过去四年阿富汗绝大多数民众由于生活

没有得到改善 , 战争刚刚结束时人们对未来的乐观憧憬正渐渐被失望所代替 , 他们转而支持塔利班。

政治社会方面 , 阿富汗民族众多 , 且矛盾错综复杂。其国民首先以民族和语言为界线划分 , 同时

宗派 、部落与种族分歧广泛存在 , 而所有这些又都因人口在国内不同地区的空间分布而加剧 。民族问

题不仅贯穿于阿富汗历史的始终 , 随着阿富汗冲突久拖不决 , 它已经变得越来越极端化 , 因为各个群

体之间的结盟关系越来越以种族 、 民族和语言或宗派上的差异为基础。⑤ 而且由于阿富汗主要族群的

跨国性 , 阿富汗民族冲突又深深地打上了邻国的烙印 。在阿富汗割据的诸侯中 , 杜斯塔姆的派别与乌

兹别克斯坦有合作的传统 , 与土耳其关系也较密切;而国防部长法希姆在地方的塔吉克 “兄弟 ” 则

与塔吉克斯坦 , 甚至与俄罗斯早就建立了关系;西部的什叶派武装和伊朗的关系也是牢不可破的;南

方的普什图族仍要以巴基斯坦 、 美国为靠山。外部力量的介入使军阀们有恃无恐 , 动辄以武力相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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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① 只要阿富汗的民族矛盾不能化解 , 它的邻国继续追求纯粹从民族主义出发进行解释的地区利

益 , 阿富汗内战和国家的继续破碎还会拖下去。而这些争斗不仅延误了阿富汗重建基础设施和重振经

济的工作 , 还进一步削弱了中央的权威 。

阿富汗长期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 , 这也是民族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 。

对族的效忠是阿富汗社会体系建立的基础 , 如果政府试图强制执行的法律有悖于族的社会准则 , 尤其

宗教统治集团也反对时 , 就很有可能会遭到暴力反抗 。由此产生的并因存在深刻的民族语言与部落分

歧而恶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将国家和社会明显地分离开来。部族政治的结果是 , 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 ,

并不把进入中央政府分享权力视为地位合法化的必然手段 。对阿富汗而言 , 塔利班垮台后的权力真空

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是 , 各族诸侯武装割据 , 卡尔扎伊政府的实际控制能力仍 “难以走出喀布尔 ”②。

阿富汗不是一个强国 , 长期战争除了已造成遍及全国的人口毁灭和物质破坏之外 , 对阿富汗脆弱

的种族—语言 —宗教平衡及根本的社会文化框架造成的蚀变也许最为严重。如今 , 国家和社会之间的

斗争仍在继续 , 结果是社会势力抬头 , 国家势力则衰弱到崩溃的边缘。然而 , 阿富汗社会并不是传统

意义上的社会 , 而是在严峻的高强度战争和国家毁灭中被转变 、改造过的 , 甚至是步入邪途的社会。

2.中亚五国的问题。　首先 , 中亚国家与美国的目标差异。出于平衡外交 、资源出口多元化和

吸引更多外资的需要 , 中亚国家希望和美国成为平等的 “战略伙伴 ”, 得到全面 、 互利的支持;但是

在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战略中 , 中亚仅是美国用以谋取地区乃至全球博弈主导权的棋子。美国

在中亚行动的目的更多地是针对丰富的能源和潜在的对手 , 里海 、 俄罗斯 、 中国等才是美国的最终目

标。③ 应当说 , 中亚国家对美国主导地区事务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对此 , 目前的中亚各国当局对美

国政治 、 经济影响的进入也有顾虑 。他们在权衡政治与经济利益得失时 , 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完全押在

美国身上 , 也希望欧盟 、俄罗斯及伊斯兰国家等其他势力加大对中亚的投入力度 , 以期在大国力量的

平衡中谋取最大利益。

其次 , 中亚国家难以与阿富汗和南亚国家整合。毫无疑问 , 对中亚国家的主要外部威胁是源自阿

富汗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 。阿富汗与其相邻的 3个中亚国家的民族构成为阿富汗战乱向北蔓延提

供了社会条件 , 而且阿富汗的毒品生产和走私 、 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 , 战乱造成的难民对相邻的中亚

地区都有冲击 。虽然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恐行动清除了一些极端组织的据点 , 削弱了中

亚宗教极端势力 , 但没有也不可能根除该地区的各种矛盾 , 中亚地区的极端势力有可能因阿富汗反叛

势力 、国际恐怖主义的蔓延而再次爆发 。现在中亚国家堵截 、 防范来自阿富汗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

胁唯恐不及 , 想让它们把重心南移 , 特别是把资源出口路线转移到经过动乱不堪的阿富汗的南亚地

区 , 这一想法是非常不现实的。

不仅中亚国家南下的策略不可行 , 而且把中亚与南亚整合起来也缺乏现实性:中亚五国过去属于

苏联版图 , 加上阿富汗连年战乱 , 使中亚与南亚长期处于隔绝状态 。中亚在历史 、宗教和文化上有独

特性 , 与南亚有较大差异 , 彼此缺乏基本的认同感和密切合作的经验。哈萨克斯坦外长托卡耶夫就说

过 , 他不赞成所谓 “大中亚计划”。他认为 , 同美国制定的许多其他计划一样 , 该计划在诸多方面不

切实际 , 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 , 阿富汗从来就不是中亚地区的一部分。

最后 , “大中亚计划 ” 并不完全符合中亚国家的利益。作为原苏联的一部分 , 中亚国家与俄罗斯

在民族 、 文化 、经济等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经贸关系为例 , 中亚国家在资源进出口方面仰赖于

俄罗斯。而且中亚国家普遍希望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 , 中国广阔的市场和投资能力是南亚国家无

法比拟的 , 在地缘方面更是优于美国。上海合作组织已建立起来的政治 、军事 、 安全合作机制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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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提供了政治安全保障 , 而独特的地缘经济优势 、 较强的经济互补性 , 以及丰富的能源储量构

成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 各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又为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① 例如哈萨克斯

坦 , 该国 2005年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额达 95.18亿美元;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为 36.7亿美元;而与

美国的双边贸易额只有 18.7亿美元 。要让中亚国家撇开上海合作组织 , 疏远乃至舍弃中 、俄两国 ,

投向美国 , 或者另起炉灶 , 去同南亚国家进行密切合作 , 那是很难的。②

(二)中国与俄罗斯的反对 , 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无法替代

1.俄 、 中两国的反对。 　由于俄罗斯在中亚政治 、经济 、文化 、安全等利益的广泛存在 , 它不

会甘心任由美国以 “构建大中亚 ” 为名把俄罗斯完全挤出中亚的作法 。而普京宣布包括中亚在内的

独联体国家是俄罗斯外交的 “绝对优先方向 ”, 更是成为美国战略实施中的最大障碍 。另外 , 对俄罗

斯来说 , 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平衡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 , 维持中亚稳定的周边环境 ,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发展 。用普京的话来说 , “上海合作组织在 2001年建立后迅速赢得了声望 , 并成为一个有影响的

地区性组织。目前 , 上海合作组织因素是欧亚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 。这是当前地区政治和全球政治的

现实 ”③。

中国与中亚地区相邻 ,边界漫长 、民族跨境同源 ,这先天地决定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

为了维持西部的安全与稳定 , 中国在中亚地区也有巨大的安全利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

的能源和市场需求 , 则决定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利益 。所以 , 中国必将以与中亚国家的友好合作

关系为依托 , 跨境同源民族作纽带 , 利用地缘相近的优势 , 争取实现在中亚地区的最大利益诉求 。由

于各种因素的限制 , 在中国的中亚地缘战略中 , 上海合作组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客观而论 , 上海

合作组织对俄罗斯来说 , 只是其发展俄 、 中战略伙伴关系 、 加强对中亚的影响和控制的一种补充手

段 , 对中亚国家来说 , 也只是其借以维护地区稳定的国际机制中的一种可用选项 , 却是中国参与主导

的在中亚唯一可以依靠的多边安全机制 , 是中国推进与中亚国家双边与多边合作的主要战略支柱 。④

如上所述 , 中 、俄两国在中亚地区都有巨大而难以割舍的利益 , 上海合作组织对中 、俄两国 , 特

别是对中国而言 , 是实现在中亚利益的重要平台。在这种情况下 , 如果美国企图以 “大中亚计划 ”

为手段 , 排挤中 、 俄 , 分化上海合作组织 , 必将受到中 、 俄的强烈反对 。而缺乏中 、 俄的有效参与和

合作 , 想要实现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是不可能的。

2.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无法替代 。　自 “上海合作组织” 建立至今 , 它逐渐演变成为推动地区

安全与经济合作 、 增强不同文明对话的多边合作机制 , 并取得了长足进展。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形成一

套行之有效的解决和处理相互关系问题的行为准则 。上海合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 “互

信 、 互利 、平等 、 协作 、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 为基本内容的 “上海精神 ”。积极倡导并实

践以相互信任 、裁军与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 , 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 , 以大

小国家共同倡导 、 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 并以开放的态度开展与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

合作 。⑤ 同时 , 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建立起较为成熟和健全的组织机构与合作机制 , 而且建立了以元

首 、 总理 、外长会议为核心的决策机制和秘书处 、地区反恐机构两个常设执行机构 , 使组织具备了较

为完善的运行体系;出台了多个重要合作文件 , 举行了 3次联合反恐演习 , 有效地维护和促进了本地

区的安全稳定;签署了由 127个项目组成的多边经贸合作纲要措施计划 , 启动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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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和多边合作项目 , 有力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合作进程 。①

因此 , 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符合各成员国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 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 , 有利

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 顺应当今世界人类要求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 , 具有巨大

的发展潜力。在这种情况下 , 美国企图分化上海合作组织 , 拉中亚国家另起炉灶是不现实的 。缺乏上

海合作组织的协调与合作 , 美国的 “大中亚计划 ” 将难以实施 。

(三)其他成员国和周边国家难以协调与合作

1.印度与巴基斯坦难以协调 。 　印 、巴两国在阿富汗及中亚地区的争夺针锋相对。在阿富汗问

题上 , 印度寻求根除巴基斯坦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在阿富汗的特殊影响 , 突出自身在将来阿富汗政

局中的地位;巴基斯坦则要借美国主要反恐盟友的身份保持在阿富汗的特殊关系 , 避免丧失这一防范

印度威胁的战略之地。两个南亚盟友对峙只能是让美国处于两难境地:既要保证印 、 巴配合美国的

“大中亚计划” , 又要避免印 、 巴冲突。而且印 、 巴两国都希望美国站在它们各自一边 , 反对另一方 。

美国想通过 “大中亚计划” 整合南亚和中亚 , 但是在无法协调南亚的两大主角印 、 巴关系的前提下 ,

试图超然于成员国间的矛盾而谋取地区主导权 , 是非常困难的 。

2.土耳其能力有限。　政治上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土耳其和大部分中亚国家同宗同源 , 美国因

此希望土耳其起到 “橱窗作用 ”, 利用既是穆斯林国家又是北约成员的 “双重身份 ”, 在中亚国家与

西方世界之间充当 “中间人 ”, 协助美国在中亚推行自由民主及市场经济 , 充当美国在中亚的新政策

执行者。但应该看到土耳其沟通中亚国家能力的有限性:首先 , 土耳其对中亚国家所能打的民族和语

言牌的功效非常弱小 , 土耳其在中亚推行的以突厥语为基础的泛突厥主义的失败就是明证。其次 , 土

耳其自身能力的限制:土耳其远离大中亚地区 , 地理距离削弱了它的亲和力;在政治军事上 , 它实际

上没有全面参与大中亚地区事务的能力 , 更付不起冒犯俄罗斯的代价 。再次 , 土耳其的经济实力有

限:它缺乏作为一个成功的经济模式对大中亚地区的吸引力 , 也不可能为大中亚地区提供足够的资金

和技术。美国还应看到 , 土耳其参与 “大中亚计划 ” 并不是它的对外政策重心之所在 , 它只是希望

提高自身在西方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 , 实现加入欧盟的理想。

3.伊朗心有不甘。 　在中东地区 , 伊朗的扩展受到几乎所有阿拉伯成员国和美国的挑战 。所以 ,

伊朗将大中亚视为关涉伊朗周边安全稳定 、 经济和能源发展的重点地区 , 列为对外政策重点 。由于与

中亚的自然联系 , 伊朗可以通过执行某种政策对中亚和阿富汗事件的进程产生影响。如果大中亚国家

采取敌视伊朗的政策 , 那么 , 伊朗对中亚国家的反对派给予慷慨支持显然是一种很可行的方法 。② 如

此看来 , 美国通过 “大中亚计划” 间接孤立 、包围 、 遏制伊朗的战略必然受到伊朗的强烈反对。

结　　语

虽然美国野心勃勃地推行 “大中亚计划 ”,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 不仅阿富汗难以成为大中亚的中

心 , 中亚国家对该计划热心不足 , 排挤俄罗斯 、 中国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做法必定受到反对 , 而且南

亚 、 西亚的成员也难以协调 。不过 , 我们也不可断言它必定会失败 , “大中亚计划 ” 在全局性 、 开放

性 , 对经贸问题的重视 , 整合地缘板块的广阔视野等方面 , 值得我们进行充分的研究 。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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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FunctionofIslamicPoliticalCulture(1 of2)

LiuYueqin pp.5-11

　　Thereligionhasothersocialfunctionsbesides
itsoriginalmeaning.Islamicculturehasclose
relationwithIslamicpolitics, whichhasdifferent
containsandbelongtodifferentconceptions.The
containofIslamiccultureiswiderthanthecontainof
Islamicpolitics, andIslamicpoliticsisonlyonepart
ofIslamicculture.Thepresentedpapertriestoex-
plaintheculturalfunction(includingthepolitical
function), basedonthecloserelationbetween

Islamicpoliticalculture and religion, political
democracyandconsultation, therelationswithin
religionlawculture, politicalcultureandpolitical
development.ThefunctionofIslamoriginatedinits
identity, andemergedfromthewombofthehistory
ofIslam, withthreestagesofdevelopment:thestage
ofunityofpoliticsandreligion, thestageofthe
unityofKhalifahpowerandmonarchicalpowerand
thestageofdivisionofpoliticsandreligion.

ATheoreticalProbeintotheU.S.' sStrategytowardstheMiddleEast

aftertheColdWar

MaLirong pp.17-23

　　 Somepopulartheorieslike“TheClashof
Civilization” (HuntingtonSamnel), “TheEndof
History”(FrancisFukuyama)and“AComparisonof
thePower”(JosephS.Nye), haveallimposedon
U.Spolicydecision, implementandadjustmentin
theMiddleEast, and BushAdministrationhas
adoptedsomeoftheirtheoriesastheimportant
theoreticalbasistomakeU.S' sMiddleEastStrategy.
Especially, theacademictheoriesofHuntington
SamnelandFrancisFukuyamahaveexertedgreat
influenceontheformationof“BushDoctrine”, and
JosephS.NyeoncesuggestedBushAdministration
torestore“AmericanImage” andnationalpowerin

theworld.Now, U.Sisfallingintodifficultposition
intheMiddleEast, andsometheorieslikethose
advocatedbyHuntingtonSamnelarefacinggreat
challenges, andvoicesfrom bothgovernmentand
academywereheardtoreadjustthepolicyinthe
MiddleEast.Itisnecessarytostudythesetheories
inordertounderstandorjudgebetterthetrends
ofU.S' sMiddleEastpolicy.Itisalsouseful
torethinkthecorrosiveinfluenceofAmerican' s
internationaltheorieson thestudy ofChinese
academicfieldson“TheSubjectofthinking”, so
thattosupportthescientificstudyforbuilding
“Harmoniousworld”.

AssessmentonAfghanistanandU.S.' s“PanCentralAsiaPlanning”

LiJie＆YangShu pp.24-30

　　 ThegoalofU.S.' s“PanCentralAsia
Planning” istoform anewregionalcombination
rankingfrom centralAsiatosouthAsiawhichis
dominatedbyU.S, includingAfghanistan, India,
PakistanandTurkey, throughcooperationinsuch
areasassecurity, democracy, economy, transposi-
tionandenergy, inordertoweakeninfluences

comingfromChinaandRussiaandgaintheregional
superpower.Itwillfacewithgreatdifficultyin
carryingoutsuchastrategy, owingtothelimited
capabilityofAfghanistan, andthelimitationin
cooperationwithinIndia, PakistanandTurkey.The
implementofthecombinationmayalsobeweakened
bytheattitudesfromChinaand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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