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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被自设!红线"套牢
拖得越久动武可能性越小

! ! ! !问#西方对叙利亚动武是否仍然势在必

行$ 军事打击的规模将控制在什么范围内$

答# 盟友的态度变化让原本就无意过

于介入叙利亚冲突的奥巴马更加纠结! 笔

者一直认为" 奥巴马当初为叙利亚设定

#红线$ 的潜台词是%#只要你不越过这条

&红线'"我就不会实质性介入!$因此"所谓

的(红线$其实是为美国不准备介入寻找的

一个合理借口) 但现在奥巴马发现自己被

这条(红线$套牢了"美国及西方的(鹰派$

人士"纷纷拿叙利亚已经越过(红线$说事"

逼着奥巴马做出强硬反应!

现在" 美国要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

的话已经说出口"那些主战派威胁说"如果

奥巴马改变主意" 美国的威慑力及奥巴马

的总统声誉将受到极大伤害! 但形势的发

展又似乎对美国动武不利!眼下"奥巴马虽

然仍然坚称将对叙采取军事行动" 但从其

反复强调行动的有限性" 并再三表示不会

卷入叙利亚内战的表态中可以看出" 他在

这个问题上确实有着太多的顾虑和无奈!

奥巴马主动寻求国会授权也是无奈之

举" 一来是为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获取国

内合法性" 二来也是为自己最终决策留下

更多时间和空间"因为即使真的决定动武"

奥巴马也需要更多时间来精确计算军事行

动的效果*结果和成本!

未来一周里" 奥巴马将在二十国集团

+!"#,峰会上直面中*俄等国"而美国国会

也将就是否授权奥巴马开战展开激烈辩

论" 上述结果将会对奥巴马的最终决策产

生重要影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社会

对于叙利亚化武事件的反应会越来越趋于

理性"反对武力干预的呼声也会越发强烈"

奥巴马也不可能充耳不闻)

笔者认为" 虽然美国对叙利亚的军事

威胁依然存在" 鼓吹动武的声音也依然不

绝于耳"但时间拖得越久"奥巴马发起军事

行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即使美国国会通过

授权的可能性很大" 也不意味着奥巴马必

须对叙开战" 奥巴马将对形势的后续发展

进行全面的评估后"再做出决策)

当然" 奥巴马最后决定对叙利亚进行

(惩罚性打击$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对于

这种有限打击的规模*范围和时间"奥巴马

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不以推翻政府为目标"

不派出地面部队*不会长时间卷入)

笔者认为" 最大的可能是摧毁一些对

反对派武装构成重大威胁的军事目标"以

帮助反对派逆转战场颓势) 而这也与美国

通过叙利亚反对派去推翻或者拖垮巴沙尔

政府" 而不是直接介入叙利亚内战的既定

立场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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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问# 叙利亚化学武器疑云是怎么

产生并逐渐发酵的$

答# 叙利亚化学武器事件疑云重

重" 焦点不在于是否有人使用了化学

武器"而是谁使用了这些武器)叙政府

和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各执一词并互

相指责)

$月 %日" 美国国务卿克里向国

际社会公布了所谓(铁证$"但俄罗斯

外长拉夫罗夫不屑一顾"认为(毫无说

服力$) 而美国一家网站还爆料称"叙

反对派已经向美国记者承认"&月 "%

日发生的(化武事件$实为一场事故)

当时反对派在处理一批由沙特提供的

化学武器时出现失误"导致伤亡)

理性的分析人士大多认为" 在战

场上已经占据主动" 且明知针对之前

化武事件的联合国调查小组已经到达

的情况下" 叙利亚政府军完全没有必

要使用化学武器来给自己增加不必要

的风险)然而"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媒

体在联合国调查小组尚未介入调查

前" 却已经一边倒地认定是叙利亚政

府军干的)

实际上" 叙利亚化学武器疑云由

来已久) 去年 '月叙利亚外交部发言

人曾对外宣称"叙利亚拥有化学武器"

但不会用来对付民众" 只会在遭遇外

部侵略时使用它们) 美国总统奥巴马

随后就警告称" 动用生化武器将触及

美国的(底线$"因为这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包括以色列

的安全"美国可能进行军事干预)

去年 %"月 &日"叙利亚政府称"反对派武装已经

控制了一座生产(有毒化学品$的工厂"(可能对叙利亚

民众动用化学武器$) 此后"叙利亚果然发生了几起使

用化学武器事件"政府方面指责是反对派武装所为)美

国则表示" 未发现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使用化学武器的

证据" 同时警告叙利亚政府不要提出此类指控来为自

身使用化学武器提供(托词$或(掩护$)

这次联合国调查小组本来是去调查过去一年来叙

利亚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情况" 没想到刚到大马士革

不久就发生了新的(化武事件$) 但调查小组的工作只

是为了取得是否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 而不是判断谁

在使用) 因此"叙利亚化学武器疑云一时还难以解开)

国际社会虽然对(化武事件$有不同看法"但各国的

反应很大程度上受其对叙利亚问题既定立场的影响) 也

就是说"各国没有因为(化武事件$改变对叙利亚问题既

有看法"反而更多是利用这一事件来强化原有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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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连任德总理已无悬念？! ! ! !德国选战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联邦议院选举前唯一一场电视辩论
!日在柏林举行，总理默克尔与反
对党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施泰因布吕
克进行了面对面交锋。
单从辩论看，两人的表现平分

秋色，而事实上，默克尔凭借多年来
优异的执政成绩几乎使下任总理之
争失去悬念。

面对面交锋平淡
在电视辩论中，德国主要电视

台的 "名主持人轮流向两人提问，
主要话题包括最低工资制、税收政
策、幼儿看护政策、养老和医疗保
险、能源转型、希腊救助、“棱镜门”

事件以及叙利亚局势等。
分析人士认为，双方的表现都

谈不上精彩，#$分钟的辩论没有分
出明显胜负。《明镜》周刊网站评论
文章说，默克尔的表现比较软弱，而
施泰因布吕克也没有更好，没有激
烈的辩论和交锋，缺乏激情。
电视辩论对选民投票取向的影

响有限，只有大约 !$%的人表示会
受电视辩论影响而改变投票方向。

默克尔政绩骄人
众多德国媒体和观察家早已为

今年的大选定调：可能是 !#"#年以
来最“乏味”最“无聊”的一次。
究其原因，首先各党派鲜有吸

引选民的改革主张。默克尔执政 &

年来成绩斐然，德国社会、劳工市场
以及经济政策成熟稳定，经济发展
势头良好，失业率不到 '%。德国成
功抵御了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并
在欧元区债务危机中发挥了主导作
用。在这样的形势下，反对党提出的
具体改革措施缺乏足够冲击力，很
难令大多数人信服。
其次，超过半数德国民众对下

届总理人选看法一致。调查显示，德
国人对现政府的满意度达到史无前
例的 ()%，而民众对默克尔的满意
度更高达 (*%。在许多德国人眼
中，默克尔少言实干，可以信赖；反
观施泰因布吕克，他因为多次在公
开场合出言不慎，失误频频，成为媒
体和大众调侃的对象，支持率目前
只有默克尔的一半左右。
默克尔在选战中表现平稳。她

知道自己的支持率远高于对手，单
凭担任总理 &年来的政绩，就足以
确保赢得大选。

反对党争取空间
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基民盟+

基社盟）的支持率一直遥遥领先于
其他各党派。德国舆论普遍认为，大
选唯一变数仅在于联盟党能否如愿
与自民党继续联手，还是不得不与
对手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
分析人士指出，施泰因布吕克

在电视辩论中改变了以往咄咄逼人
的风格，从而赢得了一定分数。因为
施泰因布吕克以及他所在的社民党
很清楚，单凭一场电视辩论无法扭
转劣势，当务之急是争取尽可能多
的选票，从而在新一届政府内得到
生存空间。 新华社记者 刘向

叙利亚“化武危机”将如何收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李伟建

叙利亚化学武器危
机近日持续发酵，联合国
的调查尚无定论，美国总
统奥巴马就迫不及待地
宣称，将对叙利亚进行军
事干预。一时间，叙利亚周边战云密布。

西方对叙利亚动武是否势在必行？
未来局势会如何发展？我们请专家为您
解读。 %%%编者

西方支持反对派热情降温
叙问题最终可能政治解决

! ! ! !问#!化武事件" 会否改变叙利亚问题

的基本态势$ 未来局势可能如何发展$

答：目前"叙利亚问题的基本状况是"

叙利亚政府军在战场上逐渐取得优势"越

来越占据主动" 除了沙特等小部分阿拉伯

国家外" 西方主要国家对叙利亚反对派的

实质性支持的政治意愿和实际力度都在下

降"尤其在埃及发生(二次革命$后"西方社

会对中东变局表现出的(政治热情$迅速降

温"对介入叙利亚问题的热情也明显下降)

笔者认为"虽然事态还在发展之中"但

即使美国最终决定采取如奥巴马所说的有

限军事打击" 也难以根本改变上述基本态

势和叙利亚目前的力量格局)

第一"从这次(化武事件$的发展过程

看"美国虽然竭力表现出强硬"并且试图主

导整个进程"但从盟友纷纷退却"包括阿拉

伯联盟和叙境内主要反对派都拒绝支持对

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等一系列现象可以看

出"美国不仅在全球事务中"而且在西方和

阿拉伯盟友中的影响力也已经明显下降)

第二" 虽然美国依然可能对叙利亚动

武" 但奥巴马反复强调军事打击的有限性"

反映出美国不愿在叙利亚问题上加大投入)

第三" 无论从全球事务还是美国国内

事务看" 奥巴马当前都有许多更重要的事

要做)美国不会改变从中东总体收缩"将重

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全球战略" 更不会因

为叙利亚化武危机而重走单边主义老路)

美国未来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政策"总

体上还是希望通过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来达

到政权更替的目的) 但如果叙利亚冲突久

拖不决"且局面对反对派愈发不利"西方社

会又无心或者无力加大投入" 那么叙利亚

危机最终通过政治解决也是很可能的)

事实上" 政治解决已经越来越成为一

种国际共识" 只不过西方和叙利亚反对派

一直以来对政治解决提出的前提是将巴沙

尔排除在外" 如果未来局势继续朝有利于

政府的方向改变" 西方最终同意让巴沙尔

政权参与政治对话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政要放狠话转移舆论焦点
民众反开战促使多国缩手

! ! !问#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在对叙利亚

动武问题上'立场一开始十分强硬'为何这

几天又开始出现变化$

答#一开始"西方要对叙动武的呼声确

实很高"连续几天美*英*法等国政府要员

纷纷发表强硬讲话"传出一片喊打之声)现

在来看" 他们这么做至少达到了两方面的

目的)

第一"转移了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把

人们的视线从(究竟是谁使用了化学武器$

转移到西方(何时及如何对叙动武$之上)

短短几天里"各种猜想*预测美国及西方军

事打击叙利亚方案的版本不断浮出水面"

而对于联合国调查小组工作的关注度急剧

下降了)

二是向奥巴马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

其下决心动武)奥巴马上台之后"吸取了前

任小布什由于贸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美

国陷入中东泥潭的惨痛教训" 决定从伊拉

克撤军"同时收缩中东战线"把战略重心转

移到亚太地区) 但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也招

来许多质疑之声"尤其是中东变局之后"美

国国内有许多人批评奥巴马的中东政策缺

乏战略性"在处理中东问题上优柔寡断)奥

巴马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谨慎态度也被美国

的(鹰派$人士认为过于软弱)

因此"一些人借着叙利亚(化武事件$

不断放出狠话"矛头看似指向叙利亚政府"

其实也是在向奥巴马施压)

但是几天之后形势出现微妙变化%随

着可能发动军事打击的时间节点一天天临

近" 从西方国家传来的却是一个个不参战

的消息)

曾经在利比亚战争中打头阵的北约"

这次早早表明了不参与军事打击的立场)

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也明确表示不会

参与对叙动武"连美国的(铁杆盟友$英国

也以议会反对为借口" 决定不再追随美国

的军事打击计划)法国虽然态度强硬"高调

宣称已做好一切军事准备" 随时响应美国

动武号令"但奥巴马(需要等候国会授权$

的表态"忽然令奥朗德有(上当了$的感觉)

奥朗德已经表示" 如果美国最终放弃对叙

动武"法国将不会单独采取军事行动)

西方国家的态度发生转变" 一是政府

内部对军事干预叙利亚冲突的合理性仍存

在很大分歧"质疑和反对动武的大有人在)

二是这些国家的民众普遍不赞同对叙利亚

进行军事打击" 多次民意调查结果都明显

地反映出民众高昂的反战情绪)

李伟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