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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领导的北约即将从阿富汗撤

军之际，阿富汗战争已经伴随新世纪的

演变进入了第13个年头。去年5月，北

约召开第25次峰会专门讨论阿富汗撤军

问题；同年7月，阿富汗重建问题国际

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重点讨论了2014

年美国撤军后的对阿援助计划。时任美

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布，从2012

年至2015年，国际社会将向阿富汗提供

16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资金。

事实上，目前阿富汗重建依旧困难

重重，恐怖主义、塔利班、毒品、难民

等传统问题无一得到解决。但撤军已经

成为奥巴马阿富汗政策的必然选项。在

美国同时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和阿富汗

撤军战略的背景下，回顾和总结13年来

的阿富汗问题与中国外交，或许有助于

我们重新审视阿富汗在中国外交中的战

略地位，以及美国撤军后的阿富汗对中

美关系的影响。

我们为何关注阿富汗

对于中国来说，“阿富汗问题不

仅关乎中阿关系、中美关系，更关系到

中国的地区战略、外交战略和国家安全

战略”。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阿富汗不

仅是连接欧亚大陆和中东的要冲，还是

大国势力东进西出、南下北上的必经之

地。对于美国来说，阿富汗恰好位于其

最为关心的三大战场，即伊斯兰世界、

俄罗斯和中国的结合部。布热津斯基曾

明确宣称，美国在“远西”战略利益的

焦点是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美国

在阿富汗能够对伊朗进行情报侦察和军

事牵制，直接控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

区的极端主义势力，并对周边大国俄罗

斯和中国形成战略威慑。因此，阿富

汗在中国的地缘安全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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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重建，中国扮演什么角色

更具体地说，阿富汗问题与中国西

北边疆面临的“三股势力”威胁密不可

分。早在2001年，中国就查明“至少有

数百名‘东突’恐怖分子曾在阿富汗接

受恐怖暴力训练”。据报道，曾先后有

来自十个“东突”分裂组织的1000多名

骨干分子，在“基地”组织设在阿富汗

坎大哈、马扎里沙里夫、霍斯特、呼苏

提等地的训练营中接受过诸如爆炸、暗

杀、投毒等恐怖活动训练。这些人受训

后，部分被秘密派遣回中国发展恐怖组

织，策划恐怖活动，部分在阿富汗、俄

罗斯车臣、中亚等地区从事恐怖活动。

此外，阿富汗也是中国面临的跨境毒品

走私问题的重要源头。据统计，近几年

每年通过走私进入中国的海洛因有25%

来自阿富汗。

在经济领域，阿富汗对于中国的战

略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例如，2007年

中国科工冶金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竞标，

本文责编  吴晓芳
jiaojiao_wu@126.com  010-65265932世界态势

2012年9月，清晨在喀布尔
上工的阿富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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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府成立至2010年4月，中方在公共

事业领域共向阿方提供了10.3亿元人民

币无偿经济援助，还免除了阿方1950万

美元的到期债务。2012年，中国再度向

阿富汗提供1.5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

内容涵盖资源和能源开发、基础设施

建设、工程和

农业等领域。

2008年1月，第

一座孔子学院

在阿富汗喀布

尔大学成立，

标志着中阿文

化交流翻开了

新的一页。

第三，中

国通过投资支持阿富汗重建。中国企业

在电力、通讯、交通、纺织工业、医

疗卫生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投资。近

年来，中国在阿富汗的投资规模越来

越大。去年2月，一名阿富汗高级外交

官指出，中国目前是阿富汗最大的投资

者，在采矿和油气领域与阿方签订了一

系列合作协议，为阿富汗带来了可观收

入和大量就业机会。但是，中国在阿富

汗的投资面临巨大的安全风险。比如，

艾纳克铜矿位于喀布尔东南约30公里

处，属于塔利班的活动范围，就连保护

筑路工人的阿富汗警察也经常遭到路边

炸弹袭击。为消除这一威胁，美军一度

抽调2000多名士兵部署在铜矿所在的卢

格尔省。 

毒品问题

阿富汗毒品泛滥由来已久。在阿

富汗抗苏战争期间，鸦片生产与贸易是

阿富汗抵抗组织筹集战争经费的重要手

段，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默许了

“毒品与军火交易”的畸形贸易模式。

至1994年，阿富汗鸦片生产量达全球的

63%。在塔利班统治期间，鸦片生产和

贸易更是成为塔利班政权的重要经济

来源。在1995～2000年间，塔利班在

供运输和营地。

阿富汗战争爆发后，中国积极强化

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职能，其重要标

志是2004年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中心

的成立。截至去年6月的“和平使命—

2012”上合组织联合反恐军演，上合组

织框架内已经举行了九

次联合反恐军演。中国

在阿富汗国际反恐斗争

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

作用。

在 国 内 反 恐 问

题上，中国加大了对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

动”、“东突厥斯坦解

放组织”、“世界维吾

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厥新闻信息

中心”等恐怖组织的打击力度，同样也

对阿富汗反恐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战后重建问题

作为阿富汗的邻国，中国一直重视

阿富汗的战后重建工作，并做出了积极

的贡献。

首先，中国积极在上海合作组织

框架内支持并参与阿富汗重建。在安全

领域，上合组织多次与阿富汗合作，对

阿安全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在2001～2008年，上合组织发表的各类

宣言和声明都包含涉及阿富汗重建的内

容。2009年上合组织阿富汗问题特别会

议的召开，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正式参

与阿富汗重建活动。2010年和2011年上

合组织发表的新闻公报，针对阿富汗重

建的具体问题及操作进行了详细说明。

2012年6月，上合组织接收阿富汗为观

察员国，进而使上合组织对阿重建的参

与上升到制度化层面。

其次，中国通过援助支持阿富汗

重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就帮

助阿方兴修水利设施，建设医院、纺织

厂和农场等一批成套项目，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自2002年阿富汗临

获得了阿富汗艾纳克铜矿的开采权。该

铜矿是世界上已探明的最大铜矿之一，

总投资将超过100亿美元，这也是阿境

内外国企业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此

外，中亚地区和里海盆地被认为蕴藏着

大大超过科威特、墨西哥湾或北海的天

然气和石油。因此，阿富汗也直接关系

到中国与中亚、里海地区的经贸和能源

合作。

因此，自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瓦解和

卡尔扎伊政权建立以来，中国十分重视

参与阿富汗战后重建和发展双边关系。

2002年1月卡尔扎伊首次访华，中国明

确承诺支持阿富汗的和平和重建；2002

年以来，中阿之间就经济技术合作（援

助）、睦邻友好、经贸合作、禁毒等

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宣言；2006年6

月，中阿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阿睦

邻友好合作条约》，建立了全面合作伙

伴关系。

中国的角色和面临的挑战

反恐问题

长期以来，反恐、战后重建、毒

品、难民等问题是阿富汗面临的主要挑

战，同时也是中国对阿富汗外交必须应

对的重点问题。

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中

国多次重申谴责和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

主义，积极参与国际反恐斗争。但中国

主张，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共

同打击恐怖主义，反恐应标本兼治，努

力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具体到阿

富汗战争，中国在不反对美国在阿富汗

反恐行动的同时，在某些原则问题上持

保留态度。例如，中国反对在反恐问题

上采用双重标准，反对绕开联合国采取

单边主义行动，反对将反恐扩大化，反

对将恐怖主义与主权国家任意挂钩等；

中美在金融、集装箱安全检查、限制导

弹技术出口等方面进行了重要的合作，

但中国又没有像中亚国家那样为美军提

 中国从未谋求主导阿富
汗，也从无霸权野心，固然
不会走英国、苏联和美国在
阿富汗的老路，但参与阿富
汗事务的方式选择、程度拿
捏以及如何平衡各方关系，
对中国来说绝不是一件轻松
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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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贸易中获得的税收多达7500万至1

亿美元。

阿富汗战争结束以后，尤其是在

美国转向伊拉克战争后，阿富汗的鸦片

生产量再度飞速增加。据联合国毒品与

犯罪办公室统计，2002、2004、2006、

2007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分别为3400

吨、4200吨、6100吨和8200吨，占全球

产量的比例均在90%以上。有评论说：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已变成一条海洛因

之路，这条通往当今世界最具战略意

义和不稳定地区的道路充满了暴力和

死亡”。

作为阿富汗的邻国，毒品泛滥对中

国西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据统计，近

些年每年有15～17吨产自阿富汗的海洛

因通过走私进入中国。“东突”分子从

阿富汗毒品贸易中获取了大量资金，对

我国边疆稳定造成了严重威胁，同时也

带来了社会治安、艾滋病防治等问题。

中国一直积极支持阿富汗政府开展

禁毒工作，并通过双边渠道向阿富汗提

供各种帮助。根据2006年中阿签署的禁

毒合作协议，双方开展了情报交流、案

件协查等务实合作，并破获多起贩毒案

件。至2012年，中方警官高等院校为阿

富汗禁毒官员举办了七期培训班，为阿

富汗培训了120多名禁毒执法人员。

中国参与解决阿富汗毒品问题的

国际合作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参与

“巴黎进程”框架下的国际合作。“巴

黎进程”是联合国主导的关于阿富汗禁

毒问题的专门国际会议，截至去年，中

国共参加了“巴黎进程”下的三次国际

会议。二是参与并推动上合组织与阿富

汗的地区合作。2005年11月，上合组织

与阿富汗联络组成立，帮助阿富汗建立

“反毒区”；2009年，上合组织和集体

安全条约组织就加强在阿富汗的禁毒、

反恐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

难民问题

阿富汗难民问题也由来已久，并

且在贫穷、战乱和恐怖主义的多重折磨

下，形成了“贫困→战乱→更加贫困

→大批难民→恐怖主义”的连锁反应

链条。早在9.11之前，流亡国外的阿富

汗难民就多达370万，占全球难民总数

的30%左右，主要集中在伊朗和巴基斯

坦。在塔利班政权垮台后，又有数以

百万计的难民涌向周边地区。截至去

年，分别有170万和80万难民滞留巴基

斯坦和伊朗。

对此，中国除了向阿富汗提供无

偿经济援助、免除债务、扩大投资等支

持外，还专门就难民问题采取了具体的

措施。一是，中国曾直接接收阿富汗难

民。在苏联侵略阿富汗期间，大批阿难

民南逃至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受阻后

滞留中阿边境。在美国和联合国难民事

务署协调下，中国开放边境暂时接收了

6万多名阿富汗难民，后安排护送至巴

基斯坦、阿富汗难民营，但仍有一些阿

富汗吉尔吉斯族和塔吉克族难民留在新

疆。二是，阿富汗战争爆发后，中国政

府启动了临时救援机制，及时向阿富汗

难民提供了物资援助。中国还通过联合

国以及伊朗、巴基斯坦政府向滞留在两

国的阿富汗难民提供了大量援助物资。

三是，中国多次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国

际团结和责任分担”的精神，向阿富汗

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通过中国红

十字会，经伊斯兰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向阿富汗难民提供捐助。

新形势、新挑战、新变数

在美国即将从阿富汗撤军的背景

下，中国将在中阿双边关系、上合组织

以及中美关系等领域面临诸多新挑战、

新变数，并需要中国妥善加以应对。

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美国撤军后

的阿富汗很可能再度陷入严重动荡，而

“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势力的反弹更会

直接影响中国的周边安全，并有可能导

致“三股势力”的猖獗活动。在战略层

面，如何选择介入阿富汗事务的合适方

式、手段和程度，将是中国阿富汗外交

的核心问题，而中美围绕阿富汗合作与

竞争的复杂关系也是中国必须面对的课

题。在经济领域，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安

全环境复杂化，必将对我国在阿富汗的

投资、工程项目和人员安全构成威胁。

从历史角度看，英国、苏联、美国

等世界大国都曾因深陷阿富汗而遭到致

命打击，乃至直接影响国运由盛转衰。

中国从未谋求主导阿富汗，也从无霸权

野心，未来的中国固然不会走它们的老

路，但参与阿富汗事务的方式选择、程

度拿捏以及妥善平衡各方关系，对中国

来说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2007年4月，中国冶金集团的代
表参观艾纳克的一个铜矿基地。

图片来源/Imagine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