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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3年多的海湾断交危
机最近频传“破冰”信号：科威
特透露各方有望签署最终协
议，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方面
公开对化解危机表示乐观。

有分析人士认为，海湾断
交危机出现转机的重要原因是
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助
推。不过鉴于相关各方的矛盾
并未消除，再加上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埃及等当事方尚未表
态，化解危机的前景仍不明朗。

积极信号

海湾断交危机始于2017
年。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
当年6月以卡塔尔“支持恐怖主
义”和“破坏地区安全”为由，宣
布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其实施
制裁和封锁，随后又有一些国
家宣布与卡塔尔断交。

这场危机持续了3年多，如
今各方接连释放积极信号。本
月4日，断交危机斡旋方科威特
外交大臣艾哈迈德发表声明说，
相关各方最近展开的谈判“富有
成果”，各方都希望维持海湾和
阿拉伯国家的团结稳定，有望于
近期签署最终协议。

随后，卡塔尔和沙特也发出
积极表态。卡塔尔副首相兼外
交大臣穆罕默德4日在一场视频
会议上表示，卡塔尔对化解海湾
危机非常乐观，对任何在本地区
实现和平的倡议持积极态度。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同一会
议上表示，沙特赞赏科威特为化
解危机所做的努力，过去几天相
关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已取得重
大进展，希望这一进展有助于达

成最终协议。

内外动因

分析人士认为，断交危机
出现转机有多方面原因。

从外部看，美国是此轮斡
旋的重要推手。在相关方释放
积极信号前，美国总统高级顾
问库什纳刚刚访问了沙特和卡
塔尔。科威特方面和沙特方面
在上述声明和讲话中也分别对
美方表示了感谢。科威特大学
政治和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马纳
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总统特
朗普希望在卸任前通过解决海
湾危机为自己获得政治利益，
同时达到遏制伊朗、帮助以色
列的目的。

海湾阿拉伯国家是美国的
坚定盟友，一个团结的海湾更符
合美国利益。此外，断交危机使
得卡塔尔与伊朗关系加深。有
报道指出，断交风波发生一年
后，伊朗对卡塔尔的出口增加了
5倍，预计到2022年将增加15
倍。卡塔尔领导人也多次发声
支持伊朗。海湾阿拉伯国家合
作委员会（海合会）助理秘书长
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卢韦谢杰
说，伊朗在海湾地区的角色是美
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共同关注
的主要议题，双方都有意遏制伊
朗并试图改变其行为。

从内部看，新冠疫情造成
海湾国家经济困难，外部环境
稳定和地区合作的重要性凸
显。矛盾双方之间原本贸易往
来密切，但断交对双方贸易产
生了巨大冲击，其负面影响在
疫情之下显得更为严重，这促

使双方缓和关系。

矛盾难解

尽管卡塔尔方面对前景表
示乐观，但同时指出，不能指望
危机很快就能化解，而且即使
危机解决了，“我们仍需要时间
从争端期间发生的一切中恢复
过来”。

分析人士认为，危机可能
缓和并朝着最终化解的方向发
展，但目前除了相关积极表态
外并没有更多细节披露，对峙
各方也在暗中较劲，诸多因素
可能阻碍危机解决。

沙特等4国曾向卡塔尔提
出13点要求作为结束断交的条
件，包括卡塔尔撤回驻伊朗外
交人员、终止所有与伊朗的军
事合作等。卡塔尔此前并未同
意，此次会否让步还不好说。

伊朗《德黑兰时报》7日援
引政治分析人士胡桑·谢希的
观点说，如果实现海湾和解的
条件是迫使卡塔尔远离伊朗，
卡塔尔的国家利益将难以得到
保障。

此外，埃及、巴林可能因卡
塔尔支持穆斯林兄弟会而反对
和解；阿联酋因地缘经济竞争
的考量以及在利比亚等问题上
与卡塔尔的分歧，或对和解持
消极态度。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
所教授范鸿达认为，卡塔尔国
家虽小，但格局很大，在国家发
展和外交事务上不愿听命于海
合会“老大哥”沙特，这对双方
而言将是一个长期矛盾。

据新华社电

频传“破冰”信号 各方表示乐观

海湾断交危机迎来化解曙光？

白宫为何频下“撤军令”
美国国防部日前表示，

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在2021
年年初撤出驻索马里的大
部分美军人员和设施。这
是继五角大楼11月宣布缩
减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军
人数后，特朗普政府发布的
又一海外“撤军令”。

从叙利亚、德国，到伊
拉克、阿富汗，再到索马里，
特朗普政府屡下“撤军令”，
最近更趋频繁。分析人士
指出，从海外撤军是特朗普
的执政承诺，也是其“美国
优先”政策的重要部分，如
今加速推进，意在摆脱战乱

“泥沼”并留下更多“政治遗
产”。但仓促撤军不仅面临
风险和阻力，也将给下任总
统留下难题。

兑承诺

分析人士认为，白宫频
下“撤军令”主要有三方面
原因。

首先，“结束美国长期
且代价高昂的海外军事干
预，让美军士兵重返家园”
是特朗普的重要承诺。自
他上台以来，白宫不断发布

“撤军令”：2018年12月宣布
撤回驻叙利亚美军，今年6
月宣布大幅裁减驻德国美
军，9月至11月间几次设定
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时
间表。《纽约时报》网站刊文
说，退出海外冲突一直是特
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
的核心内容之一，因为支持
特朗普的选民中有不少是
对长期战争感到厌倦的退
伍军人。

其次，大部分撤军行动
也是为了摆脱战乱“泥沼”，
减少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开
支和美军的伤亡风险。就
索马里而言，近期该国安全
形势恶化，美军面临的风险
额增加，这可能也是撤军的
原因之一。

再者，随着美国政府更
替日期的临近，特朗普近来
一系列重大军事决策都凸

显出他想抓紧时间留下更
多“政治遗产”。美国《一
周》周刊网站援引批评人士
的话说，“撤军令”很大程度
上是基于政治考虑。

有阻力

一直以来，特朗普政府
的撤军计划都面临国内和
国外双重阻力，尤其对于从
中东、非洲、阿富汗等地撤
军，政府内部、共和党、军方
高层等都有颇多反对声音。

在叙利亚问题上，特朗
普在2018年12月突然宣布
撤军决定，但在2019年又宣
称并未对从叙利亚撤军设
定时间表。如今，仍有数百
名美军士兵驻扎在叙利亚。
从德国撤出的美军也只有
约半数返回美国，其余则被
部署至比利时、意大利和英
国等国。

在从阿富汗和伊拉克
撤军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未
得到北约盟友的支持，还遭
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
席米利等军方高层的质疑，
甚至在共和党内也面临不
少反对意见。上月被解职
的前国防部长埃斯珀就在
阿富汗等撤军问题上一直
与特朗普唱反调，多次警告
不要仓促撤军。最终公布
的 撤 军 计 划 都 成 了 缩 水
版本。

对于从索马里撤军，美
国退役陆军上将巴里·麦卡
弗里说，这是冲动和草率的
举动，会使美国国家安全吞
下苦果。彭博社网站文章
说，仓促撤军可能会使极端
势力获益，给美国下任总统
制造外交政策难题。

美国中东研究所研究
员查尔斯·邓恩指出，特朗
普政府的撤军决定旨在限
制当选总统拜登上台后的
政策选择范围。五角大楼
希望放缓实施特朗普的“撤
军 令 ”，直 到 他 任 期 结
束。

据新华社电

■ 国际观察

2017年6月5日，巴林、沙特、阿联酋、埃及分别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图为当天在埃及首都
开罗拍摄的卡塔尔驻埃及使馆。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