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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美国五角大楼5月
21日证实，美军无人机当天在阿富
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地带对阿富汗塔
利班武装头目阿赫塔尔·穆罕默
德·曼苏尔实施定点清除行动。

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国防部官
员称，曼苏尔可能在21日的行动中
毙命。

塔利班方面一开始称曼苏尔
“还活着”，但这一组织一名高级
指挥官22日又改口称曼苏尔已在美
军无人机空袭中丧生。

定点清除和谈“阻碍”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国防
部官员说，由美军特种部队操控的
多架无人机于巴基斯坦时间21日下
午3时左右展开空袭，目标是行驶在
巴基斯坦边境小镇艾哈迈德瓦尔西
南一处偏远地区的车辆，车上据信
坐着曼苏尔和一名男性武装人员。

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贝拉
克·奥巴马批准了这次空袭行动。
空袭据信没有造成平民伤亡。空袭
过后，美方就这一行动通知了阿富
汗和巴基斯坦政府。

五角大楼发言人彼得·库克在
一份声明中说：“曼苏尔是塔利
班头目，积极参与策划针对喀布
尔和阿富汗其他地方的袭击，对
阿富汗平民和安全部队以及我们
的人员和盟友构成威胁。曼苏尔禁
止塔利班领导层参与和阿富汗政府
的和平谈判，是阿富汗政府和塔利
班组织之间实现和平与和解的阻
碍。”

后续影响有待观察

美国国会对曼苏尔可能遭击毙
的消息表示欢迎。参议院外交委员
会主席鲍勃·科克说，一旦曼苏尔
的死讯被证实，“将是打击恐怖主

义的重要胜利，也是给阿富汗政府
和我们在阿富汗军事人员的好消
息”。

不过，一名美国情报分析师认
为，曼苏尔的死会给塔利班带去危
机，但这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
塔利班的实力还有待观察，因为近
段时间，曼苏尔一直无法团结塔利
班内部分支，包括奥马尔的儿子和
兄弟在内的不少塔利班指挥官不服
曼苏尔。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成员迈
克尔·奥汉隆说，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曼苏尔的死会有利于美军在阿
富汗的行动。“这场战争打了太
久，而塔利班又有太多头目，这一
组织即便没有强大的首领，也具备
在地方作战的能力。”

按路透社的说法，曼苏尔死
后，眼下还不清楚谁会是他的继任
者。

美军多架无人机参与空袭

阿塔头目曼苏尔被定点清除 综合新华社电 阿富汗塔利
班 2 0 1 5年 7月 3 1日晚发表声明
说，阿赫塔尔·穆罕默德·曼苏尔
被推选为该组织新领导人。

声明说，经“领导委员会”
及宗教人士的会议磋商，决定推
选曼苏尔为阿富汗塔利班的新领
导人。声明并未提及此次会议的
具体时间和地点。

在声明中，曼苏尔被称作
“(阿富汗塔利班前领导人)奥马
尔的亲密和可靠同事”，是奥马
尔的前副手。据当地媒体报道，
曼苏尔曾在塔利班政权时期在政
府任职，2013年后已成为塔利班
的实际领导人。

2015年7月30日晚，阿富汗
塔利班确认该组织最高领导人毛
拉·穆罕默德·奥马尔“因病去
世”。此前一天，阿富汗国家安
全局证实奥马尔已于两年多前在
巴基斯坦一家医院死亡。

然而，曼苏尔的上位引发多
名塔利班高层不满，这会进一步

影响阿富汗和平进程。
据当时媒体报道，在推选曼

苏尔接替奥马尔为新领导人的会
议上，有超过10名与会者离席抗
议，这其中包括奥马尔的弟弟阿
卜杜勒·马南和奥马尔的儿子毛
拉·雅各布。雅各布随后发表声
明称，拒绝承认会议结果。

曼苏尔被视作塔利班内的温
和派，支持与阿富汗政府和谈。
然而有分析认为，曼苏尔当时只
掌控约40%的塔利班武装人员，
并面临其他高层的权力挑战，在
此情况下，曼苏尔的首要任务并
不是与阿富汗政府开展和谈，而
是巩固自身在塔利班中的地位。

因此，进入 2 0 1 5年 8月以
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接连发生
自杀式袭击事件，造成数十人死
亡，其中多为平民。

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发表
报告说，2015年上半年共有4921

名阿富汗平民在武装冲突中伤
亡，创2009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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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苏尔上位后恐袭活动频繁

精心布局 两海联动 全

面遏制中国

在东海方向，日本摆出强军备
战的姿态，强化西南诸岛防卫力
量，其战略部署趋于“要塞化”。
根据2014年至2018年《中期防卫力整
备计划》，日本自卫队不断扩大西南
诸岛的驻军规模，增加航空兵、防空
及反舰和侦察监视等专业兵力，以
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力量。

在空中，2015年那霸基地的日
本航空自卫队升级了更为先进的F-
15J战斗机，配备了P-3C反潜巡逻
机和E-2C预警机。今年1月31日，
日本航空自卫队又将福冈的一个飞
行队增调那霸基地，与那霸基地的
战斗机部队合并升格为第 9航空
团，这是日本50年来首次组建新的
航空团。

在海上，2月24日，海上保安厅
负责钓鱼岛及周边海域执行警戒任
务的第11管区增设了两艘大型巡逻
船，组建完成了“钓鱼岛专门巡逻
部队”。至此，该专队拥有约600名
人员和包括10艘1500吨级最新型巡
逻船在内的12艘巡逻船。

在陆上，陆上自卫队已将新列
装的88式岸舰导弹部署到了宫古岛
和冲绳岛，并计划在日本和中国台
湾地区之间长达1400公里区域内的
200多个岛屿上部署先进的雷达和反
舰、防空导弹，并计划在未来5年
内将岛上驻军增加到近万人。3月28

日，陆上自卫队在冲绳县与那国岛
部署了150人的沿岸监视部队。陆上
自卫队还计划将西部方面队的一个
步兵团改建为两栖部队部署于西南
岛屿，用于实施反登陆作战。此
外，自卫队还频频在西南诸岛举行
演习以检验和提升作战能力。

在南海方向，日本则采取了合
纵连横、间接遏制的策略，以联合
军演、海上巡航、空中巡逻、战略
性靠港、强化与南海主权声索国军
事合作等手段，凸显其南海地区的

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力。今年1月
至4月上旬，日本自卫队的常规水
面舰艇、准航母、潜艇、P-3C巡逻
机等均已亮相南海，活动频率和强
度前所未有。

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武居智久
称，“在南海航行时，我们将开展
在周边国家港口的停靠和友好训
练 ， 努 力 加 强 与 有 关 国 家 的 关
系。”今年1月至3月，日本与越
南、菲律宾举行联合演习。4月，
海上自卫队“伊势”号直升机驱逐
舰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联合
军演，之后又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美
菲2016“肩并肩”联合军演。美国
国防部负责南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副
助理部长希尔莱特表示，日本自卫
队今后可能将正式参加美菲军队在
南海的联合军演。

日本自卫队已与越菲两国建立
了定期或不定期联合军演机制，并
可能在南海海域与美军进行联合演
习。4月3日，海上自卫队“亲潮”
号潜艇和“有明”号、“濑户雾”
号驱逐舰停靠菲律宾苏比克湾，这
是海上自卫队潜艇15年来首次停靠
菲律宾港口。4月6日“有明”号和
“濑户雾”号驱逐舰穿过南海停靠
越南金兰湾港，这也是二战后日本
军舰首次停靠金兰湾。

此外，日本不断强化与南海主
权声索国的军事合作。去年6月，
日本与菲律宾达成军事技术和装备
交换协议。近日，双方正式签署向
菲律宾提供5架TC-90教练机的租赁

协议，用于菲军在南海的警戒监视
活动。目前，日本正在与菲律宾就
自卫队舰船和飞机使用菲律宾军事
基地一事展开谈判。如果双方达成
协议，不排除海上自卫队的舰艇和
巡逻机以菲律宾为基地，定期在南
海执行巡航和巡逻任务的可能。

去年 9月越南领导人访问日
本，日本高调炒作南海问题，并表
示将向越南无偿提供二手巡逻船和
帮助越方培训海上巡逻力量。由于
日本与越南已经签署金兰湾港使用
协议，未来日越间的军事合作将进
一步深化。

如果日方舰机在南海巡逻，则
必然涉及与美国的反潜协作。美日
两国很可能会在南海建立类似于东
海的联合反潜体系。日本的巡逻情
报，也很可能与菲律宾深度共享。

日本海上军事活动活跃背

后的战略意图

日本海上动作频频的背后，有
着多重战略考量。

一是主动纳献，配合美国布局
亚太。随着美国持续推进“亚太再
平衡”战略，美军谋求在更加广阔
的空间内部署兵力，进一步强化亚
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日本西南诸岛
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美军
整体的战略布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和作用。

从防御角度看，冲绳附近水道
特别是位于宫古岛和冲绳岛之间的
宫古水道，宽约260公里，是第一岛

链最宽的水道，是海空力量进入西
北太平洋的重要通道，如果控制了
这一区域，就能有效封锁进入太平
洋的通道。从进攻角度看，这一区
域距离东亚大陆很近，适合作为海
空进攻的前沿阵地。日本强化西南
诸岛防御部署，一方面在于迎合美
国的战略需求，强化日美军事同盟
关系，为美军开设前进基地寻找借
口和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日本的
主要军事力量部署于本岛，强化西
南诸岛的防御部署，能够及时有效
应对“紧急事态”。在中日东海对
峙趋于平稳，美国军事介入南海程
度日趋加深的背景下，日本军事力
量以打“擦边球”的方式介入南
海，为美国的南海“航行自由”政
策站台背书，一方面体现日美同盟
坚如磐石，另一方面彰显日本在南
海问题上的影响力。

二是两海联动，缓解东海战略
压力。近年来，中国捍卫钓鱼岛主
权和突破第一岛链北段的“常态
化”行动，使得日本在军事力量、
外交行动等方面已越来越不具优
势。当前，中国的海警船早已在钓
鱼岛12海里的海域内实现了“常态
化”定期巡航。日本并不是南海问
题的当事国，但在南海问题上却不
断地刷“存在感”。近日，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访欧期间，多次谈及南
海问题。外相岸田文雄也在访问泰
国、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时反
复提及南海问题是“紧要课题”，
并不断渲染“中国威胁”。日本以

南海作为发力点，意在拉拢和怂恿
部分国家，依靠军事合作和舆论抹
黑中国的手段搅乱南海局势，缓解
自身在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促成
东海、南海联动态势，从而形成针
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为今后日本在
南海的进一步行动做准备。

三是奋力出击，掌控南海“海
上生命线”。日本是世界贸易大
国，资源极度依赖进口，所需石油
的99 . 7%、煤炭的97 . 7%、天然气的
96 . 6%都需进口。此外，在粮食、矿
产品等资源方面，日本也很大程度
上依赖进口。近年来，日本当局认
为传统的1000海里海上运输线，已
不适应日本今天的安全战略“生存
环境”，有必要进一步延长。因
此，南海至马六甲海峡都是日本
“严重关切”的地区。日本更希望
通过不断努力，使这条海上交通运
输线能够一直延长至印度洋的日本
吉布提军事基地。今年以来，日本
军事力量在南海的密集行动显示，
日本虽然是域外国家，但已经打算
深度介入南海事务，并可能进一步
加强在南海的军事活动。

中日之间需建立有效的军

事危机管控机制

新安保法的实施加剧了军事对
抗带来的地区紧张，与主张通过对
话解决问题的意愿背道而驰。目前
中日在东海方向的海上维权斗争已
是常态化。据日本媒体称，为监视
和拦截中国军机，2015年日本自卫
队在东海方向紧急出动战机的次数
比2014年增加了23%，达到571次。
鉴于日本不断深度介入南海事务并
与南海主权声索国强化军事合作，
中日在南海发生军事摩擦甚至冲突
的可能性同样存在。在当前中日在
东海和南海战略角力日益常态化的
背景下，建立有效的军事危机管控
机制，对于我们“统筹维权和维稳
两个大局”意义重大。

（《中国青年报》）

新安保法生效后，
日本海上战略呈现咄咄逼人之势

3月29日，日本正式实施新安保法。新安

保法包括《国际和平支援法案》和《和平安全法

制整备法案》两大部分共11部法律修正案。《国

际和平支援法案》允许日本随时为处理国际纷

争的他国军队提供后方支援，政府只要获得国

会批准，就可以随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和平

安全法制整备法案》是《武力攻击事态法修正

案》《重要影响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

《PKO协力法修正案》等10部法案的通称，规定

了自卫队可以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在任

何时候、任何地域，对任何对象发起攻击。

新安保法通过以来，日本的海上战略精心

系统布局，东海和南海整体联动，旨在全面遏

制中国，呈现出咄咄逼人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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