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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合作

阿巴边界“黑洞”
与中巴经济走廊的路线困境∗

姚 远 梅

摘　 　 要： 阿巴边界“黑洞”，是指阿巴国际边界杜兰德线存在理论与现实间的严

重错位，以至于阿巴边界产生巨大安全漏洞，无法填补，且是庇护反政府势力的天

堂，犹如黑洞。 它根源于英国殖民者建立的英属印度西北“科学边界”，成形于巴

基斯坦基于杜兰德线建国，影响深远。 阿巴边界矛盾爆发，阿巴政府分别择时利

用“黑洞”对反政府势力的庇护功能，培植对方敌对势力，与此相应，它不但使得

“普什图问题”和“俾路支问题”成为巴方痼疾，而且导致苏美深陷阿富汗战争泥

潭，以及塔利班等极端势力的兴起。 当前，“黑洞”正向中巴经济走廊产生影响，

具体表现在“西线”与“东线”之争上。 鉴于 ＫＰ 省、ＦＡＴＡ 和俾路支省的坚定立

场，巴政府提出“多线”方案，将抉择困境之球踢给中国。 藉此，中巴经济走廊建

设，如何避免陷入“黑洞”，值得中国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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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与历史研

究”（１５＠ ｚｈ００９）和 ２０１５ 年教育部青年项目“阿巴边界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

当前，我国提倡发展“一带一路”，其中，中巴经济走廊是重要环节。 按照常

理，对于这个足以改变巴基斯坦国家命运的项目，巴方政府和人民应该欢天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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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积极配合投资者顺利完成才对。 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仅围绕路线问

题，各方争执不下，以至于诸多项目难以落地实施。 为何如此？ 这是因为这个

世纪工程触碰了巴基斯坦脆弱的建国根基，具体原由，须从阿巴边界“黑洞”
说起。

一

所谓阿巴边界“黑洞”，是英殖民者推推出的所谓印度西北“科学边界”遗
留下来的。

十九世纪中后期，英国人计划以印度为中心发展英帝国大业。① 与此同时，
英俄大角逐。 为防止俄国人破坏印度②，英国军方提议建立印度西北“科学边

界”，将印度传统西北边界从沿印度河山脚下一线，向山上前进至战略与军事上

“科学”保卫印度的地方，因为那里是印度陆上防御最为薄弱环节。③ 而印度河

上方的那些山区是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的家园。 普什图人是阿富汗主体民族，
崇尚自由独立，且实行部落制管理，故他们总在阿富汗国王统治之外。④ 俾路支

人偏隅阿富汗西南端，与喀布尔联系不很紧密，独立性也很强。 鉴于此，最初，
英国人试图武力推进其战略，但遭到普什图人的游击反抗。 由此，普什图人被

誉为“大马蜂”。
英国人不想就此放弃，于是更改策略，尝试大规模入侵阿富汗，迫使阿富汗

国王接受不平等条约，从而达到目的。⑤ １８７８ 年，借俄国拉拢阿富汗之机，英国

发动第二次侵阿战争。 战争初期，英国军队直入喀布尔，阿富汗国王接受《甘大

马克条约》。 依据该约，阿富汗沦为英帝国的附属国，库兰（Ｋｕｒａｍ）和开伯儿

（Ｋｈａｉｂａｒ）等战略要地被永久分割给英属印度。⑥ 英国殖民者的愿望眼看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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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然而几个月后，阿富汗爆发反英大起义，并活活烧死英国驻阿富汗全体代

表（２０ 多人）。 于是，英国陷入阿富汗战争困境。
为脱离这个困境，经过激烈讨论，伦敦决定智取“马蜂窝”，即扶植一个亲英

的阿富汗政府上台，与其结盟，而后迫使其接受英国人拟定的阿印边界线，然后

再勘界落实。① 他们选中拉赫曼王子（Ａｂｄｕｒ Ｒａｈｍａｎ）作为合作对象。 １８７９ 年，
在拉赫曼还在率军抗英侵略中，英国特使向其传达这个消息：伦敦准备扶植他

为阿富汗国王，只要他答应接受英国指导阿富汗外交，以及《甘大马克条约》对
阿印边界的规定。② 拉赫曼觊觎阿富汗王位，但他不愿割让自己国家领土。③

经过讨价还价，最终，拉赫曼答应接受第一个交换条件，英阿结盟。
英阿结盟后，英属印度供养着拉赫曼政府，包括提供粮食、金钱和武器等。 两

国貌似十分友好，但实际上彼此提防与利用。 拉赫曼深知英国殖民者对其友好的

幕后动机，是他们觊觎阿印交界处领土，因此，他迟迟不提解决阿印边界问题，反
而利用英国人的支持加强王权、完成阿富汗统一。 英国人亦知道阿富汗国王善于

在大国竞争中谋取好处，因此，利用英阿结盟之际，他们赶紧修路、勘察地形和经

济安抚当地居民等，为制定阿印地图边界线做准备。④ 一切准备就绪后，１８９３ 年

１１ 月，英国人迫使拉赫曼接受《杜兰德协议》。 由此，杜兰德线诞生，而英国人

每年付拉赫曼 １８０ 万卢比作为补偿。⑤ “马蜂窝”被悄然划在英属印度地图上，
英国人梦寐以求的印度“科学边界”战略，在地图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杜兰德协议》签订后，英国人赶紧着手勘界落实。 然而，他们再次遇到普

什图人反抗。 在瓦济里斯坦（Ｗａｚｉｒｉｓｔａｎ，即现在巴基斯坦 ＦＡＴＡ 和部分 ＫＰ 省

地区），起义接连不断，英国勘界官遭到暴打甚至丧命。⑥ 为平息这些起义，至
１８９７ 年，英属印度不得不派出约 ６ 万人部队。⑦ 起义连续不断，英国人又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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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激起阿富汗人的反英情绪，明显是给俄国人创造机会，因此他们不得不又

下令：要尽可能不扰乱当地居民生活。① 同时，拉赫曼政府不但不配合勘界，反
而幕后加强与普什图部落首领的联系。 如此这般，英国人试图去勘界，但总没

法实现。② 至二十世纪初，仅在从波斯到库兰谷地的沙漠和人烟稀少地段进行

了勘界，而在库兰谷地以北地区（普什图人居住区），根本无法勘界。 一名英国

勘界官这样汇报：“不要指望我们前进至桃支（Ｔｏｃｈｉ）、拉兹马克（Ｒａｚｍａｋ）或其

他地方建立据点。 我们可以在那里找到落脚地，但是，我们前进越远，就越需要

投入更多精力。 即使我们完全占领瓦济里斯坦，直至杜兰德线，我们也会发现：
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有效控制这个地方，我们在那里站住脚跟很难。”③

无法勘界落实，英国人陷入两难境地。 多年来建设印度西北“科学边

界”，英属印度已投入很多，加上俄国的威胁还在那里，他们不能就此放弃。
然而，这时除了经济安抚外，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那些被杜兰德线划在英

属印度版图上的土地，仿佛成了阿富汗国王寄存在英属印度的贵重物品，每
当他们（指阿富汗政府和当地老百姓）需要钱时，都会想起它来。④ 杜兰德线

成为烫手山芋。
这个烫手山芋在寇松担任印度总督时得以解决。 这位边疆问题专家赴阿印

边界实地考察后，认识到根本不可能勘界落实，但可从理论上加强杜兰德线的法

律效力。 １９０１ 年，趁拉赫曼去世阿富汗陷入内乱之际，寇松宣布成立西北边省。⑤

此外，他设法与拉赫曼继任者哈比卜拉签约，拟让后者承认杜兰德线。⑥ １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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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ｅｕ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ｎ， ｃ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ｅｓｌｉｅ Ｈａｒｒｉｓ，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１８８９－１９０１）， ｔｈｅｓｉ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６０， ｐ． １４９．
当时，麦克马洪是杜兰德线勘界官之一。 他学习到这一经验教训，因此，麦克马洪线出台后，英国人

没去勘界落实。
ＰＳＬＩ． Ｖｏｌ． ７９， Ｎｏ． ９６， １５ Ｍａｙ， １８９６， Ｅｎｃ． Ｎｏ． ２８， Ｐａｎｊａｂ ｔｏ Ｉｎｄｉａ， ２１ Ａｐｒｉｌ， １８９５， ｃ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ｅｓｌｉｅ
Ｈａｒｒｉｓ，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１８８９－１９０１）， ｔｈｅｓｉ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６０， ｐ． １７６．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ａ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ｈｉｓ ｃｏｍｐｌｉ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ｂ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ｒｄ Ｇｅｏｒｇｅ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 Ｏｆｆｉｃｅ， ５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０３， ＦＯ ６５ ／ １７２６，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ＵＫ．
Ｐｒｏ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Ｐｒｏｎｖｉｎｃｅ， ｃ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ｅｓｌｉｅ Ｈａｒｒｉｓ，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１８８９－１９０１）， ｔｈｅｓｉ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６０，
ｐｐ． ４２５－４２６．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ａ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ｈｉｓ ｃｏｍｐｌｉ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ｂ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ｒｄ Ｇｅｏｒｇｅ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 Ｏｆｆｉｃｅ， ５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０３， ＦＯ ６５ ／ １７２６， Ｔｈｅ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ＵＫ．



年，双方签署《英阿友好条约》，但是，哈比卜拉含糊其辞。① １９０７ 年，《英俄条

约》签订时，英国人不忘这样强调：１９０５ 年英阿条约宣布他们承认与拉赫曼达成

的协议与约定。 ②１９１９ 年，英国人迫使哈比卜拉的继任者签约。 遭到拒绝后，他
们不惜第三次大规模入侵阿富汗，然后迫使阿富汗政府接受《一九一九年英阿

条约》和《一九二一年英阿条约》。③ 有如此多的条约佐证，不管阿富汗政府是

否接受杜兰德线，从国际法角度，杜兰德线是阿印国际边界，故英属印度地图一

直将杜兰德线标注为阿印国际边界。
二战后，英国需要从印度及早撤退。 １９４６ 年，阿富汗政府向英国提出领土

要求。 喀布尔这样说：“为避免未来可能发生争议，原先被英国吞并的前阿富汗

领土，应该给予当地居民自由选择的机会，他们可以选择加入阿富汗或独立，如
果是后者，阿富汗政府给予承认。”④杜兰德线是殖民主义产物，趁英国撤退印

度之时，阿富汗索要这些领土，以获得阿富汗出海口⑤，符合国际惯例。 然而，阿
富汗的诉求，被英国人用来争取国大党接受自治领地位的工具。 当时，艾德礼

工党政府迫切希望国大党接受自治领地位，以实现从英帝国向英联邦转变的大

战略⑥；而国大党则强烈要求印度完全独立，以实现印度大国梦。⑦ 迫不得已，
伦敦决定拿阿富汗的领土诉求，以及印度土邦的未来地位，与国大党博弈，因为

后者最为关心领土问题。⑧ 而对于阿富汗的领土诉求，英国人这样驳回：“这个

问题不能在阿富汗与英王政府之间单独处理，需要印度政府（指国大党和穆斯

林联盟）参与才行。”⑨最终，经过激烈博弈，英国与印度两大政党达成《印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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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Ｔｒｅａｔｙ ｓｉｇｎｅｄ ａｔ Ｋａｂｕｌ ｂｙ Ａｍｉｒ Ｈａｂｉｂｕｌｌａ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 Ｗ． Ｄａｎｅ， １９０５， ＣＡＢ ３７ ／ ７７，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
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Ｕ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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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Ｌ ／ ２ ／ ３３４）， ｃ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ｙｒｉａｃ Ｍａｐｒａｙｉｌ，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ｓ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３， ｐｐ．１１８－１１９．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ｆｇｈａｎｓｉｔａｎ ｓｉｇｎｅｄ ａｔ Ｒａｗａｌｐｉｎｄｉ， 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１９ （ Ｉ． Ｏ． Ｌ ／
Ｐ＆Ｓ ／ １０ ／ １１３１）， ｃ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ｙｒｉａｃ Ｍａｐｒａｙｉｌ，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ｓ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３， ｐｐ． １２５－１２６．
Ｎｏｔ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ｆｇｈａ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ｆｇｈａ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２８ｔｈ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４６， ＦＯ
３７１ ／ ５２２７８，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Ｕ．Ｋ．
Ｔｈｅ Ａｆｇｈａｎ⁃Ｉｎｄｉａ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１５ｔｈ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４６， ＦＯ ３７１ ／ ５２２７８，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Ｕ．Ｋ．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ｉｏ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Ｈｅｌｄ ｏｎ ２３ ｒｄ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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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方案》。 借此，巴基斯坦合法继承杜兰德线。①

英国人不顾阿富汗政府不接受杜兰德线的事实，依然让巴基斯坦基于这一

地图边界线建国，无疑，这使得阿巴国际边界理论与现实的错位达到顶峰。 这

一错位产生的巨大间隙，不可避免地导致阿巴边界地带产生巨大安全漏洞。 具

体来说是：理论上，杜兰德线已被固定为阿巴国际边界，任何国际主权主体都应

该遵守，而现实生活中，它没有勘界落实，尤其是普什图部落区，这理论与现实

的错位，形同阿巴国际边界在普什图部落区烂了个大窟窿，国际主权主体被挡

在洞外，而杜兰德线两侧的普什图部落甚或他们的“朋友”则可以洞内洞外自由

穿越，致使这里成为庇护“反政府”势力的天堂。 再加上巴基斯坦基于杜兰德线

建国，巴政府必须关闭再讨论杜兰德线问题的大门，因此，这个巨大安全漏洞没

法填补，犹如黑洞。 至此，阿巴边界“黑洞”初步形成。②

二

阿巴边界产生“黑洞”，势必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阿巴边界矛盾爆发，“黑
洞”成为庇护普什图和俾路支反巴势力的天堂，其次，普什图问题和俾路支问题

成为巴基斯坦的痼疾，制约这个国家的发展。
巴基斯坦基于杜兰德线建国，但《印巴分治方案》只明确规定英属印度各省

的归属，而对英属印度帝国的广大土邦和部落区的归属问题③，仅附带说明：英
王政府希望土邦基于地理联系加入印度自治领或巴基斯坦自治领。④ 事实上，
那些因杜兰德线而产生阿巴边界领土争议区存在诸多土邦和部落区。⑤ 英国人

统治印度时，部落区虽然主权上归英属印度所有，但事实上独立于阿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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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边界“黑洞”与中巴经济走廊的路线困境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４６⁃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４７（Ｆｏｌｄｅｒ １０），
ＦＯ ３７１ ／ ６３５２８， Ａｄａｍ Ｍａｔｈｅｗ Ｄｉｇｉｔａｌ．
关于这个黑洞形成的详尽过程，参见姚远梅：《论阿巴边界黑洞的形成》，载《南亚研究季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英属印度帝国分为英属印度和印度土邦及其他领土。 印巴分治时，印度土邦有 ５６０ 多个，部落区有普什图

部落区，俾路支部落区和东北边境部落区（藏南地区），它们占英属印度帝国总面积二分之一左右。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Ｈｏｎ． Ｃ．Ｒ．Ａｔｔｌｅ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 １０ Ｊｕｌｙ １９４７，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Ｂｉｌｌ， 载于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Ｍａｎｓｅｒｇ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ｏ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１９３１－１９５２， Ｖｏｌ．Ⅱ，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３， ｐｐ．６８９－６９４．
当时，这一地区由属于英属印度管辖的西北边省（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Ｗｅｓ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特派专员的俾路

支省（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Ｂａｌｕｃｈｉｓｔａｎ），以及众多只接受英王权威的印度土

邦和部落区组成。 土邦有卡拉特邦 （Ｋａｌａｔ）、吉特拉尔邦 （ Ｃｈｉｔｒａｌ）、卡兰邦 （Ｋｈａｒａｎ）、查伽邦

（Ｃｈａｇａｉ）等。 部落区，主要分布在现巴基斯坦的 ＦＡＴＡ 和 ＰＡＴＡ 地区。



英国人主要靠经济安抚来维持边疆安宁。 再者，国大党早已在那里培植自己势

力，如俾路支的卡拉特邦（Ｋａｌａｔ）和普什图地区的红杉党。 基于这些事实，虽然

法律层面巴基斯坦合法继承杜兰德线，获得这些地区的主权，但是，这些地区的

实际归属还是未知数。 当地居民有权基于自己意愿决定其归属：加入印度、巴
基斯坦或独立。① 故此，对巴政府而言，他们不得不扛起如何兼并这些领土的重

担，否则，巴基斯坦建国难以成功。
为吸引这些土邦和部落加入巴基斯坦，真纳出台签署《友好协议》政策

（Ｓｔａｎｄｓｔｉｌ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即与土邦和部落纷纷签署友好协议，将英国人对他们的

权力移植至巴政府。 一些地区愿意接受这一政策，如俾路支的马卡兰邦（ Ｍａｋ⁃
ｒａｎ）、拉斯贝拉邦（Ｌａｓ Ｂｅｌａ）和卡兰邦（Ｋｈａｒａｎ）等，但是，也有一些土邦和部落

拒绝这样做。 俾路支卡拉特邦（Ｋａｒａｔ）与国大党关系密切，它希望加入印度或

选择独立。 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爆发后，卡拉特邦王公要求加入印度，巴政府坚

决反对。 １９４８ 年，真纳下令武力兼并该地区。 于是，第一次巴政府与俾路支人

的冲突爆发。 最终，虽然巴政府完成对这个土邦的兼并，但一股反巴势力由此

诞生。 这股势力受到阿政府和国大党的支持，三者甚至密谋联合西北边省和普

什图部落区的反巴势力，包抄巴政府。② 与此同时，俾路支部落区乐意接受巴政

府的补贴和签订《友好协议》，但拒绝签署《加入协定》，以维护其自由传统。 如

此这般，巴政府合并俾路支地区进展缓慢。
较之俾路支地区，普什图地区情况更为糟糕。 自阿富汗领土诉求被英国人

拒绝后，西北边省和普什图部落区就爆发起义，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归属。
正因为此，《印巴分治方案》明确规定：巴基斯坦领土将涵盖“如果指定日前投票

表决决定愿意加入巴基斯坦的西北边省”。③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英国人在西北边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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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二战后，英国基于英联邦战略从印度撤退，而国大党强烈要求印度完全独立。 为迫使国大党接受自

治领地位，英国决定拿土邦的未来地位与国大党博弈。 因此，１９４６ 年《内阁使团方案》改变以往对土

邦政策，规定：英国人撤离后，土邦主权得到恢复，有自由选择其未来的权力。 为避免印度次大陆巴

尔干化，尼赫鲁等人不得不自治领地位，由此形成《印巴分治方案》。 因为《内阁使团方案》已对土邦

归属问题有上述明确规定，英国人没法推翻前面的做法，在《印巴分治方案》中重新规定土邦归属问

题，故仅附带说明：英王政府希望土邦基于地理联系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 相应，法律上来说，西北

边境广大土邦和部落区，包括普什图部落区、俾路支部落区，以及俾路支众多土邦等，它们的归属由

它们自己决定，加入巴基斯坦、印度、选择独立。
“Ａｎｇｌｏ⁃Ａｆｇｈ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 ０ ／ ２５ ／ ５１， ＰＲＥＭ ８ ／ １４５８，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Ｕ．Ｋ．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４６⁃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４７ （ Ｆｏｌｄｅｒ
１０）， ＦＯ ３７１ ／ ６３５２８， Ａｄａｍ Ｍａｔｈｅｗ Ｄｉｇｉｔａｌ．



组织全民公决，但前提条件是：他们只能选择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① 这遭到阿

政府及西北边省普什图民族主义者的坚决反对。 虽然投票结果显示愿意加入

巴基斯坦占多数票，但不被阿政府和普什图民族主义者接受。 普什图部落区爆

发起义，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普什图人的国家———“普什图尼斯坦”。 １９４８
年，趁克什米尔局势紧急时，他们连同俾路支反巴势力，向尼赫鲁求助，以包抄

巴政府。② 面对如此局面，巴政府尝试空袭镇压，然而，反巴分子立即越过杜兰

德线躲入阿境内，而巴空军必须遵守杜兰德线为阿巴国际边界。 几颗炸弹落入

阿境内，阿政府立即指责巴军侵犯阿富汗主权，双方剑拔弩张，战争阴云密布。
随之，巴政府指责阿政府干涉其内政③，而阿政府反驳曰：那是为了普什图问题

得到公正、正确的解决。④ 同时，阿政府重申：阿富汗必须干涉巴政府对西北边

省和普什图部落区的兼并，因为杜兰德线事实不存在。⑤ 如此这般，巴政府不但

没能合并西北边省和普什图部落区，反而引发阿巴边界冲突。 这种局势下，英
国人决定推迟至 １９５５ 年再移交西北边省给巴政府。 普什图问题和俾路支问题

如此棘手，致使巴基斯坦基于杜兰德线建国岌岌可危。
建国基础如此脆弱，巴政府不得不积极向外界大国求助。 英国是其首选求

助对象。 基于巴基斯坦的英联邦席位，伦敦给巴政府提供全方位支持，不但公

开宣布杜兰德线是阿巴国际边界，而且借美苏冷战主动邀请美国参与阿巴边界

事务。⑥ 阿巴边界矛盾因此成为美苏向阿巴地区渗透势力的主要缺口。 反过

来，阿巴政府倾向哪方阵营，取决于美苏对杜兰德线的立场。⑦ １９５４ 年，美国及

其《巴格达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盟友公开宣布：杜兰德线为阿巴国际边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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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结盟形成。① 阿富汗达乌德政权积极靠近苏联，后者亦公开表示：支持阿富汗

在杜兰德线问题上的立场。② 阿巴边界争端卷入美苏冷战中，问题变得更加复

杂难解。

１９５５ 年，英国把军权和西北边省移交给巴政府。 同时，巴政府出台一体化

政策，准备将西部领土整合成一个单元———西巴，直属巴政府管辖。 显然，西北

边省和俾路支省的高度自治权将被削弱，故遭到当地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

阿政府坚持以往立场：反对巴政府兼并这些领土。 这种情况下，利用美国及其

盟友提供的坚强后盾，巴政府准备推翻亲苏的达乌德政权。③ 有苏联幕后支持，

达乌德亦不甘示弱。 为制衡巴政府，除支持普什图部落区反对巴政府外，他借

用俾路支人的反巴情绪又培植一股反巴势力。 这股势力在阿境内部落区接受

培训和支援，然后越过杜兰德线入巴境内打游击反抗巴政府，待巴军反击时，再

折回阿境内躲避，而巴军必须遵守杜兰德线为阿巴国际边界。 故此，这股势力

很快在阿巴边界“黑洞”中发展壮大，即俾路支解放组织，包括俾路支解放军和

解放阵线等。 在这些组织带领下，１９５８ ～ １９５８ 年和 １９６３ ～ １９６９ 年间，俾路支分

离主义活动频繁，令巴政府头疼不已。 与此同时，在阿政府的支持下，西北边省

和普什图部落区亦经常爆发反巴起义。 迫不得已，１９７０ 年，巴政府决定恢复西

北边省和俾路支省的省级地位。 不过，巴政府将这两个省份的一些地区分离出

来，组建省属部落区。 如将靠近巴控克什米尔的斯瓦特（Ｓｗａｔ）、吉特拉尔（Ｃｈｉ⁃

ｔｒａｌ）和迪尔（Ｄｉｒ）等，组建西北边省省属部落区；将俾路支省靠近普什图部落区

的一些部落，如德拉布格蒂（Ｄｅｒａ Ｂｕｇｔｉ）， 兹霍布（Ｚｈｏｂ）等，组建俾路支省属部

落区。 省属部落区高度自治，省级议会没权管理，省督享有与巴总统对省属部

落区一样的委任权。 由此，这两个省份的实际管辖权得到削弱，但赋予省属部

落区更多自由空间。 不久，省属部落区成为普什图和俾路支分离主义者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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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地。

阿政府在杜兰德线靠近阿富汗一侧培植反巴势力，对此，巴政府也可以

这样做。 １９７９ 年，苏联—阿富汗战争爆发，这给予巴政府机会。 趁阿富汗反

苏势力（包括反卡尔迈勒政权势力）鱼涌巴境内普什图部落区避难之际，巴政

府联合美国培植一股反苏和阿政府的势力。 这股势力在巴境内普什图部落

区和西北边省接受培训和支援，然后，他们越过杜兰德线入阿境内，与苏军和

阿富汗政府军展开游击战。 待后者反击时，他们又越过杜兰德线入巴境内躲

避，而苏军及阿富汗政府军则必须遵守杜兰德线为阿巴国际边界。 这样，无

论如何，苏联都打不赢这场战争，而这股势力则在阿巴边界的“黑洞”中迅速

发展壮大，即阿富汗塔利班。 １９８２ 年春，莫斯科已经认识到这场战争是无底

洞，需要及早撤退。① 然而，待苏联专家讨论撤退方案时，他们再次发现：阿巴

边界矛盾是钳制苏联顺利撤退的主要障碍，因为阿富汗政府优先要求维持其主

权与领土完整，这牵涉杜兰德线问题，必须让巴基斯坦参与进来。② 而巴基斯坦

已基于杜兰德线建国，必须关闭再讨论该问题的大门。 同时，美国出于全球战

略考虑，继续为塔利班提供援助以便拖住苏联。 苏联因此深陷阿富汗战争泥

潭。 １９８６ 年，苏联已被拖得筋疲力尽，苏共中央开会时，戈尔巴乔夫不禁嚷道：

“我们在阿富汗已经打了 ６ 年。 如不改变，我们还得打 ２０ 至 ３０ 年……我们为

什么一方面承认我们部队没能力控制形势，而另一方面又要无休止地打下去

呢……”③最终，莫斯科决定于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前完成全面撤退。 最后一刻，

为体面撤退，不让阿富汗立即陷入内乱，苏联不得不动用国家储备金支付阿富

汗安全部队的增长工资 １５００ 万卢布。④ 苏军撤退后，１９９４ 年，塔利班上台执

政。 阿巴关系进入蜜月期。

阿巴蜜月非常短暂。 ２００１ 年，美国发动阿富汗反恐战争，塔利班政权被推

翻，卡尔扎伊政府成立。 鉴于阿巴边界“黑洞”是反政府势力天然庇护所，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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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塔别耶夫关于苏美商谈撤军问题与卡尔迈勒的谈话记录，１９８２ 年 ７ 月 ３ 日，引自沈志华主编：《苏联

历史档案选编》（第 ３２ 卷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７２７ 页。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要，绝密，仅此一份），１９８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引自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

档案选编》（第 ３２ 卷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７６４～７６６ 页。
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阿富汗局势的会议记录，１９８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引自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

选编》（第 ３２ 卷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８１２～８１３ 页。
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向阿提供军事援助补充措施的会议记录，１９８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引自沈志华主编的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３２ 卷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８４１～８４２ 页。



班等反美势力迅速越过杜兰德线入巴境内寻求庇护。 他们在巴境内受训和接

受外援，然后，用极端主义方式与美军展开游击战。 他们可以自由翻越杜兰德

线，而北约联军则必须遵守杜兰德线为阿巴国际边界。 因此，如当年苏联一样，

无论美国及其盟友的武器多么先进，他们都无法打赢这场战争。 美国认识到问

题症结后，奥巴马政府拟定了阿巴战略，欲进行跨境打击。 然而，这触碰到了杜

兰德线问题。 巴政府根本不可能就此问题与阿政府和谈，除非后者接受杜兰德

线。 而事实上，卡尔扎伊早就声明：阿富汗政府从未接受杜兰德线。 这样，阿巴

关系恢复过去的状态：阿巴政府均需要利用杜兰德线两侧的部落区扶植对方的

敌对势力，以制衡对方。 在这场战争中，巴基斯坦塔利班（简称巴塔）在普什图

部落区不断兴起壮大。 由于打不赢这场战争，美国需要撤退。 商讨撤退方案

时，美国遇到了与苏联同样的困境。 阿巴和谈不成功，美国撤退方案就受影响。

随之，美国阿富汗撤退方案不停变换，直到最后决定“结盟阿富汗”。 ２０１４ 年年

底，美军大规模撤离，留下少数部队继续使用阿富汗军事基地，以助反恐。 由

此，美国实现体面撤退。

美国体面撤离阿富汗，但是这场战争给巴政府留下一个烂摊子。 因为这场

反恐战争使得“俾路支问题”和“普什图问题”发生嬗变。 之所以如此，根源还

是杜兰德线问题。 由于边界矛盾存在，阿巴政府均需要利用杜兰德线两侧的部

落区扶植对方的敌对势力，以制衡对方。 而当阿塔和基地组织等以极端主义方

式反对阿政府时，巴塔和俾解组织等也以极端主义方式反抗巴政府。 故此，美

国阿富汗反恐战争，越反越恐，使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和西北边省安全局势急剧

恶化。 巴塔和俾解组织等反巴势力，以杜兰德线两侧的部落区为基地，时常制

造恐怖袭击，令巴政府防不胜防。 为改善这种局面，巴政府将俾解组织列为恐

怖组织，同时更名西北边省为 ＫＰ 省，将历来麻烦不断的普什图部落区组建联邦

管辖部落区，但无济于事。 由此可见，“俾路支问题”和“普什图问题”，已走出

其原本关于归属问题的范畴，上升为更大范围的宗教极端和“圣战”运动，严重

危及巴基斯坦主权和领土完整。 并且，对于这些穿上恐怖主义盔甲的分离主义

势力，巴政府无法消灭他们，除非阿巴就边界问题达成一致。 但是，巴基斯坦已

基于杜兰德线建国，它无法重启杜兰德线问题谈判大门，否则，无异于自掘建国

根基。 这是恶性循环，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如 ２００７ 年伊斯坦布尔杜兰德线会

议所言：“杜兰德线已导致阿巴社会、经济和政治诸多问题诞生……它们彼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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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与制衡，这些衍生问题不解决，杜兰德线问题无法解决，反之亦然。”①鉴于

此，如果说巴基斯坦基于杜兰德线建国导致阿巴边界产生“黑洞”还是初步的，
那么，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尤其是苏美阿富汗战争的洗礼，这个“黑洞”已完全

形成。

三

恰值美国阿富汗撤退、阿巴边界“黑洞”完全形成之际，中国提倡发展中巴

经济走廊，以促进“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发展。 那么，当年英国殖民者留下的

这个 “黑洞”区，将对中巴经济走廊发生什么作用？
中巴经济走廊，顾名思义，是贸易通道（ ｔｒａｄｅ ｒｏｕｔｅ），将融合铁路、公路、油

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 对巴政府而言，这是历史难逢的机遇，故被誉为“足以

改变国家命运和世界格局的工程”。② 这一贸易通道经过哪里，哪里就能直接

受惠，故巴方各地区均想抓住这个机会。 但是，就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剪彩之

后，路线之争爆发了。
ＫＰ 省、省属部落区和俾路支省提倡“西线”方案。 他们认为：这些地区资源

丰富，但经济落后，基础设施简陋，因此，中巴经济走廊路线应该通过该地，以保

证他们在国家发展中获益，且这是连接喀什至瓜达尔港的最短线路。 这一方案从

何而来？ 谁提出的？ 目前尚无定论，但他们坚持这是最初方案。 这一方案的大致

节点是：北起喀什（Ｋａｓｈｇａｒ），过红旗拉普山口（Ｋｈｕｎｊｅｒａｂ）入巴境内，沿喀喇昆仑

公路（Ｋａｒａｋｏｒａｍ Ｈｉｇｈｗａｙ） 入巴控克什米吉尔吉特———伯尔蒂斯坦 （Ｇｉｌｇｉｔ⁃
Ｂａｌｔｉｓｔａｎ）境内，过阿伯塔巴德（Ａｂｂｏｔａｂａｄ）入 ＫＰ 省（Ｋｈｙｂｅｒ Ｐａｋｈｔｕｎｋｈｗａ），经
米扬瓦利 （Ｍｉａｎｗａｌｉ）、巴奴 （Ｂａｎｎｕ） 等地到达德拉伊斯梅尔汗 （Ｄｅｒａ Ｉｓｍａｉｌ
Ｋｈａｎ）、出德拉伊斯梅尔汗入俾路支省境内，经佐布（Ｚｈｏｂ）、奎塔（Ｑｕｅｔｔａ）、胡
兹达尔（Ｋｈｕｚｄａｒ）和本杰古尔（Ｐａｎｊｇｕｒ）等，最后到达瓜达尔港（Ｇｗａｄａｒ）。③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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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Ｄｕｒａｎｄ Ｌｉｎ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ｉｎ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７
ｂ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ｌｌｉｎｇ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Ｔｕｒｋｅ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７．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Ｒｏｕｔｅ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Ｓｉｇ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Ｄｅａｌｓ”， ｈｔｔｐ： ／ ／ ｔｒｉｂｕｎｅ．ｃｏｍ．
ｐｋ ／ ｓｔｏｒｙ ／ ８７０５２４ ／ 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ｒｏｕｔｅ⁃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ｃｈｉｎａ⁃ｔｏ⁃ｓｉｇｎ⁃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ｄｅａｌｓ ／ ， Ａｐｒｉｌ １６，
２０１５．（上网日期：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ｉｓ Ｅａｓｉｅｒ Ｓａｉｄ Ｔｈａｎ Ｄｏｎｅ”，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ｉｓ⁃ｅａｓｉｅｒ⁃ｓａｉｄ⁃ｔｈａｎ⁃ｄｏｎｅ ／ ， Ａｐｒｉｌ ２４， ２０１５．（上网日期：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前面解析中不难看到，这些节点均是当年英国人建立印度西北“科学边界”的战

略要地，即现在阿巴边界“黑洞”的前沿，安全状况很差。 离该路线不远处是普

什图和俾路支部落区，那里是巴塔（利班）和俾解组织等分离主义势力的基地。
极端分子经常在这一地带活动，而巴政府对他们束手无策，因为“黑洞”是他们

的天然庇护所。 从安全角度来说，如果中巴经济走廊路线经过该地，无异于火

中取栗。 再者，如果境外势力利用他们的反巴情绪来反对中国，在阿富汗一侧

提供支援，那么，中巴经济走廊无安全可言。
基于安全因素考虑，“西线”方案不足以取。 于是产生了“东线”方案，即

让中巴经济走廊路线绕开上述两省不安全地区，主要经过旁遮普省和信地省

的方案。 从喀什至喀喇昆仑公路地段，两种方案一致，不同处在于出喀喇昆

仑公路至瓜达尔港的线路。 “东线”方案拟定：出喀喇昆仑公路的曼瑟拉

（Ｍａｎｓｅｈｒａ）， 经 伊 斯 兰 堡 （ Ｉｓｌａｍａｂａｄ） 进 旁 遮 普 省 （ Ｐｕｎｊａｂ ）， 过 拉 合 尔

（Ｌａｈｏｒｅ）直至木尔坦（Ｍｕｌｔａｎ），然后，沿木尔坦———海德拉巴（Ｈｙｄｅｒａｂａｄ）和

海德拉巴———卡拉奇（Ｋａｒａｃｈｉ）Ｍ－９ 高速公路前进，最后沿卡拉奇至瓜达尔

的沿海高速 Ｎ－１０ 到达瓜达尔港。① 这一路线地势平坦、人口稠密，沿途经过

的旁遮普省和信地省是巴方相对富裕地区。 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省份在巴政

府的直接管控之下。 不像“西线”，沿途一些地方巴政府根本无力控制。 因此，
从投资者角度来说，“东线”颇具吸引力。 当然，旁遮普省和信地省民众均希望

中方采纳这一方案。
ＫＰ 省、省属部落区和俾路支省希望“西线”，而旁遮普省、信地省和投资

者倾向“东线”。 无疑，这是一对矛盾，给巴政府出了难题。 如果巴政府选择

“东线”，必遭。 相应“西线”支持者反对，当地民族主义者或分离主义势力也

会借势发起反巴行动，增加他们的离心态势。 建国以来，巴政府一直与普什

图和俾路支的分离主义势力作斗争，深知“普什图问题”和“俾路支问题”对

巴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带来的危害。 再者，现在这些分离主义势力都已穿上恐

怖主义盔甲，神出鬼没于阿巴交界地带，令巴政府束手无策。 基于这些历史

经验与事实，谢里夫政府深知选择“东线”的严重后果。 而如果选择“西线”，
又必遭“东线”支持者的反对，因为中巴经济走廊是贸易通道，投资者优先考

虑安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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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个选择困境，中巴经济走廊剪彩后，路线之争愈演愈烈。 “西线”支
持者坚决认为“西线”是最初方案，并向巴政府施压。 ＫＰ 省督卡塔克放言：如果

放弃“西线”，中巴经济走廊难见光明。① 普什图最大政党———人民民族党（Ｔｈｅ
Ａｗａ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ｙ）领导人伊菲提克哈尔（ Ｍｉａｎ Ｉｆｔｉｋｈａｒ） 也公开声明：如果

中央政府放弃“西线”，那是政府忽略小省份利益，是故意制造争议，“我们将反

对任何对路线的更改”。② 俾路支人亦认为：如果巴政府故意绕过俾路支主要

城市，将路线改为“东线”，明显是偏向富裕的旁遮普省和信地省，并掠夺俾路支

的资源。 俾路支省督巴洛克博士明确表示：“俾路支人民必须从中巴经济走廊

项目中获益”。③ 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领导人巴格提（Ｂｒａｈａｍｄａｇｈ Ｂｕｇｔｉ）④也坦

言：“旁遮普的统治者可以自由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决不允许中国和

旁遮普利用俾路支来谋取好处……我们决不允许我们的土地和资源被用来为

它国谋取好处。”⑤

“西线”支持者的坚定立场，无疑给谢里夫政府决策制造了困难。 巴基斯坦

是联邦议会共和制，其国家治理范式是：政府、议会和法庭。 政府决策需要议会

讨论通过，而议会席位由四大省份和四个联邦领土区（省属部落区、伊斯兰堡、
自由克什米尔和吉尔吉特—伯尔蒂斯坦）组成。 鉴于 ＫＰ 省、省属部落区和俾路

支省坚决坚持“西线”方案的立场，谢里夫政府清楚议会讨论的结果，深知其中

利弊，故既不提交议会讨论，也不擅自宣布路线方案，只安慰曰：他们从未更改

路线，路线方案还在计划中。⑥ 巴国家计划与发展部部长伊克巴则时而威吓曰：

９４

阿巴边界“黑洞”与中巴经济走廊的路线困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ｅｒｖｅｚ Ｋｈａｔｔａｋ Ｕｎ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ｈｔｔｐ： ／ ／ 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ｋ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２２ － Ａｐｒ － ２０１５ ／ ｐｅｒｖｅｚ⁃ｋｈａｔｔａｋ⁃ｕｎ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Ａｐｒｉｌ ２２， ２０１５．（上网日期：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 ＣＭ ｓａｙｓ ｎｏｔ Ｔａｋｅｎ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ａｋ⁃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ａｗｎ．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１１７９７８４ ／ 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ｃｍ⁃ｓａｙｓ⁃ｎｏｔ⁃ｔａｋｅｎ⁃ｉｎｔｏ⁃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ｏｎ⁃ｐａｋ⁃ｃｈｉｎａ⁃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Ｍａｙ ４， ２０１５． （上

网日期：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Ｂｒａｈａｍｄａｇｈ Ｂｕｇｔｉ ‘Ｃｈｉｎ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Ｄｅａｌ Ｕｓｕｒｐｓ 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ｗ． ｄｅ ／
ｂｒａｈａｍｄａｇｈ⁃ｂｕｇｔｉ⁃ｃｈｉｎ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ｄｅａｌ⁃ｕｓｕｒｐｓ⁃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ａ⁃１８４０５８４６， Ａｐｒｉｌ ２４， ２０１５．（上网

日期：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
俾路支共和党（Ｂａｌｏｃｈ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Ｐａｒｔｙ，分离主义势力）的领导人，俾路支民族主义者阿克巴·巴格

提（Ａｋｅｂａｒ Ｂｕｇｔｉ）的孙子。
“Ｂｒａｈａｍｄａｇｈ Ｂｕｇｔｉ ‘Ｃｈｉｎ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Ｄｅａｌ Ｕｓｕｒｐｓ 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ｗ． ｄｅ ／
ｂｒａｈａｍｄａｇｈ⁃ｂｕｇｔｉ⁃ｃｈｉｎ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ｄｅａｌ⁃ｕｓｕｒｐｓ⁃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ａ⁃１８４０５８４６， Ａｐｒｉｌ ２４， ２０１５．（上网

日期：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Ｓｏｕｎｄ Ｂｙｔｅ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ｏｕｔｅ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ａｗｎ．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１１６８０８１ ／ ｓｏｕｎｄ⁃ｂｙｔ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ｏｕｔｅｓ，Ｍａｒｃｈ ８， ２０１５．（上网日期：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 日）



“任何试图反对这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项目，都将是巴基斯坦的敌人”。① 如此

这般，中巴经济走廊的路线方案迟迟没能出台。
最终，在中方催促下，巴政府抛出“多线”方案。②该方案不但将“西线”和

“东线”包括进去，而且还增加白沙瓦（Ｐｅｓｈａｗａｒ）至拉合尔（Ｌａｈｏｒｅ）和瓜达尔港

至苏库尔（Ｓｕｋｋｕｒ）线路。③ 这一方案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大会（Ｔｈｅ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上通过。④ 显然，这是折中方案。 巴政府宣称：“多条线路形

同伞状向阿伯塔巴德（Ａｂｂｏｔａｂａｄ）汇合，经喀喇昆仑公路，过红旗拉普山口

（Ｋｈｕｎｊｅｒａｂ）入新疆，最后到达喀什。” ⑤而实际上，这如同借中巴经济走廊之

名，将巴国内主要公路翻新一遍。 此外，会上还达成以下几点：（１）“西线”优先

投入建设；（２）议会成立专门机构，监督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实施；（３）修建一条

连接省属部落区的巴焦尔特区（Ｂａｊａｕｒ ａｇｅｎｃｙ） 至德拉伊斯梅尔汗（Ｄ．Ｉ． Ｋｈａｎ）
的公路。 然而，就瓜达尔港的控制权归俾路支省还是巴中央政府，中巴经济走

廊税收如何分享等问题，一致表示：暂时搁置，以后再议。⑥

巴国内达成“多线”方案，中巴经济走廊诸多基建项目有望落地实施。 但

是，对投资者而言，投资风险提高了。 等同于投资者最为关心的安全因素被搁

置一边，反而先要帮助巴方修路。 显然，这是巴政府将抉择困境之球踢给了

中方。
鉴于此，中国该怎么处理？ 坚持“东线”，势必遭到“西线”支持者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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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Ｒｏｕｔｅ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Ｓｉｇ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Ｄｅａｌｓ”， ｈｔｔｐ： ／ ／ ｔｒｉｂｕｎｅ．ｃｏｍ．
ｐｋ ／ ｓｔｏｒｙ ／ ８７０５２４ ／ 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ｒｏｕｔｅ⁃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ｃｈｉｎａ⁃ｔｏ⁃ｓｉｇｎ⁃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ｄｅａｌｓ ／ ， Ａｐｒｉｌ １６，
２０１５．（上网日期：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ＣＰＥＣ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ｈｔｔｐ： ／ ／ 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ｋ ／ ｂｌｏｇｓ ／ ０５⁃Ｊｕｎ⁃２０１５ ／ ｃｐｅｃ⁃ｔｈｅ⁃ｗａｙ⁃ｆｏｒｗａｒｄ，Ｊｕｎｅ ５，
２０１５．（上网日期：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
“Ｓｏｕｎｄ Ｂｙｔｅ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ｏｕｔｅ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ａｗｎ．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１１６８０８１ ／ ｓｏｕｎｄ⁃ｂｙｔ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ｏｕｔｅｓ， Ｍａｒｃｈ ０８， ２０１５．（上网日期：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 日）； “ＣＰＥＣ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ｈｔｔｐ： ／ ／ 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ｋ ／ ｂｌｏｇｓ ／ ０５⁃Ｊｕｎ⁃２０１５ ／ ｃｐｅｃ⁃ｔｈｅ⁃ｗａｙ⁃ｆｏｒ⁃
ｗａｒｄ， Ｊｕｎｅ ５， ２０１５．（上网日期：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
巴主要政党，如俾路支人民民族党（Ａｗａ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Ｐ）、普什图人民党（Ｐａｓｈｔｏｏｎｋｈｗａ Ｍｉｌｌｉ
Ａｗａｍｉ Ｐａｒｔｙ， ＰＫＭＡＰ）、巴国家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ｙ，ＮＰ）等，均参加了大会。
“Ｓｏｕｎｄ Ｂｙｔｅ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ｏｕｔｅ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ａｗｎ．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１１６８０８１ ／ ｓｏｕｎｄ⁃ｂｙｔ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ｏｕｔｅｓ，Ｍａｒｃｈ ８， ２０１５，上网日期：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 日；“ＣＰＥＣ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ｈｔｔｐ： ／ ／ 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ｋ ／ ｂｌｏｇｓ ／ ０５⁃Ｊｕｎ⁃２０１５ ／ ｃｐｅｃ⁃ｔｈｅ⁃ｗａｙ⁃ｆｏｒｗａｒｄ，
Ｊｕｎｅ ５， ２０１５．（上网日期：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
“ＣＰＥＣ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ｈｔｔｐ： ／ ／ 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ｋ ／ ｂｌｏｇｓ ／ ０５⁃Ｊｕｎ⁃２０１５ ／ ｃｐｅｃ⁃ｔｈｅ⁃ｗａｙ⁃ｆｏｒｗａｒｄ， Ｊｕｎｅ ５，
２０１５．（上网日期：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



那里一直是“暴力冲突和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重灾区①，届时，境外势力会利

用他们反巴和反华的情绪，在阿巴边界“黑洞”中培植一股反华势力。 如果这股

势力也穿上恐怖主义盔甲，那么，中巴经济走廊将真的如 ＫＰ 省督所言“难见光

明”。 如果上述情况发生，我国的战略选择不外乎这些：（１）中断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２）联合巴政府军事打击这股势力；（３）经济安抚。 第一种选择，意味着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失败，进而导致中国“一带一路”大战略受影响。 这不是中国

政府和人民愿意看到的。 第二种选择是无底洞。 历史事实一再证明阿巴边界

“黑洞”是庇护反政府势力的天堂。 如果中国联合巴政府对这股势力予以军事

打击，那么，中国将被迫拉入这个陷阱，重复苏美在阿富汗的覆辙，只是阿巴角

色对换而已。 第三种选择也是无底洞。 因为中方需要同时经济安抚阿巴两国

政府和杜兰德线两侧的普什图和俾路支部落人，并且出价要超过竞争对手。 否

则，他们任何一方均可利用阿巴边界“黑洞”对反政府势力的庇护功能，来阻碍

中巴经济走廊商贸路线的顺利进行。
当然，中国也可以选择“西线”，直接向其支持者伸出橄榄枝。 但中方依然

无法排除这种可能：境外势力利用“黑洞”对反政府势力的庇护功能，培植反华

势力，并戴上恐怖主义头盔。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除面临上述三种战略选择外，
中国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即与巴政府和人民一起展开长期的反恐战。

鉴于此，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如何避免陷入那个“黑洞”，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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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京烈：《中东地区安全与大国干涉的影响》，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第 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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