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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开年不顺，非洲两国对法军下“逐客令”葛
国
际
观
察

主笔 赵恩霆

不约而同的“逐客令”

2024年12月31日，科特迪瓦总统瓦
塔拉在发表新年致辞时表示，科特迪瓦
人民应该为本国军队的现代化感到骄
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协调且有
组织地让法国军队撤出科特迪瓦”。瓦
塔拉说，“从2025年1月起，布埃港（位于
科特迪瓦最大城市阿比让附近——— 编
者注）的法国海军陆战队第43营的营地
将交还给科特迪瓦武装部队。”他表示，
这处军事基地将以科特迪瓦军队首任
参谋长瓦塔拉·托马·达坎将军的名字
重新命名。

科特迪瓦历史上曾是法国的自治殖
民地，而法国现阶段在科特迪瓦的驻军
要追溯到2002年。那一年，科特迪瓦部分
军人发动兵变，引发内战，政府军与叛军
形成南北对峙局面。随后，法国派兵在科
特迪瓦进行维和，行动代号“独角兽”。后
来，法国在科特迪瓦的维和驻军获称“独
角兽部队”，其主要兵力之一就是法国海
军陆战队第43营，法国驻军也成为日后
影响科特迪瓦政局的重要力量。

2010年10月和11月，科特迪瓦先后
举行两轮总统选举，时任总统巴博与反
对党候选人瓦塔拉分别宣布胜选并宣
誓就职，双方的对立最终升级为全国范
围的武装冲突，并以巴博被捕宣告危机
结束。其间，瓦塔拉与当时的法国萨科
齐政府关系密切，后者决定派兵干预，
加速了瓦塔拉掌控政局的进程。瓦塔拉
在2011年5月正式就任总统，并在2015
年、2020年两次连任。

科特迪瓦是法国在西非地区的重
要盟友，现阶段法国的驻军规模约600
人，主要任务是打击经常袭击萨赫勒地
区和几内亚湾国家北部的极端分子。萨
赫勒地区是撒哈拉沙漠南侧边缘、西起
大西洋沿岸、东至红海海滨的一条长约
3800公里的狭长地带，自西向东横跨塞
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
索、尼日尔、尼日利亚、喀麦隆、乍得、苏
丹，南苏丹和厄立特里亚等国。

科特迪瓦对法军下“逐客令”的同
一天，塞内加尔总统法耶也在新年致辞
中表示，已下令军方制订防务和安全合
作新方案，包括“自2025年起终结在塞
内加尔的所有外国军事存在”。此前，塞

内加尔总理松科也在12月27日宣布将
关闭“所有外国军事基地”。虽然松科当
时没有明确给出时间表，也没有点名法
国，但目前除了法军，没有其他外国军
队在塞内加尔设有军事基地。目前，法
国在当地驻军规模约350人。

去年11月28日，法耶在接受法新社
专访时就曾提及关闭法军基地一事。他
当时表示，塞内加尔是独立的主权国
家，不接受外国军事基地存在，法国军
事基地的存在与塞内加尔的主权相抵
触。法国应考虑脱离这种军事存在的合
作关系，建立一个富有成效、特殊且全
面的伙伴关系。不过，法耶同时强调，让
法军撤离不意味着与法国决裂，法国依

然是塞内加尔的“重要伙伴”。

陆续从非洲多国撤军

同样是在去年11月28日，法国在非
洲的重要伙伴乍得宣布，终止与法国之
间的安全和防务合作协议。彼时，法国
外长巴罗正在访问乍得与苏丹接壤的
边境地区。目前，法国在乍得的驻军规
模约1000人，并配备多架战机。去年12月
10日，法国开始从乍得首都恩贾梅纳撤
军，多架法军战机飞离，并决定关闭在
恩贾梅纳附近的一处空军基地。12月26
日，法国向乍得移交首个军事基地，该
基地位于乍得北部的法亚。

乍得外长库拉马拉表示，乍得政府
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这一“具有历史转
折意义”的决定，仍把法国视为“必不可
少的合作伙伴”，但法国“必须认识到乍
得已经发展壮大并成熟，是一个非常珍
视主权的国家”。库拉马拉说，乍得不希
望“像尼日尔那样与法国关系破裂”。

乍得是法国在非洲保持军事存在
的关键所在，也是法国在萨赫勒地区最
后的立足点。多年来，萨赫勒地区饱受
贫困、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之苦，近年
来成为极端组织、恐怖组织猖獗之地。
2013年初，法国应马里政府请求派兵反
恐，在马里及其所在的萨赫勒地区开展

“薮猫行动”。2014年8月，法国扩大在萨
赫勒地区的反恐行动，派遣数千名士兵
进入该地区，开展代号“新月形沙丘”的
反恐军事行动。

然而，近些年来萨赫勒地区的恐怖
主义威胁却愈演愈烈，很多国家政局也
陷入动荡。2020年初，马里首都巴马科
爆发大规模反法游行，要求法军走人。
2020年8月和2021年5月，马里发生两次
军事政变，军方掌控的马里过渡政府与
法国关系急转直下。2022年1月，马里要
求法国大使限期离境，宣告两国关系破
裂。随后，法国开始着手从马里撤军。同
年8月15日，最后一支法军部队撤离马
里，标志着法国在马里历时9年的反恐
行动落幕。

2022年初和9月，布基纳法索发生
两次军事政变。2023年1月，布基纳法索
过渡政府先是驱逐法国大使，进而决定
终止与法国的军事协议，并向法军下达

“逐客令”。同年2月18日，法军完全撤离
布基纳法索。2023年7月，尼日尔也发生
军事政变；次月，尼日尔宣布废除与法
国的所有军事合作协议，并驱逐法国大
使、要求法国撤军。同年9月，法国宣布
结束与尼日尔的军事合作。法国当时在
尼日尔的驻军规模约1500人，于当年年
底全部撤出。

西非和中部非洲多国历史上曾是
法国殖民地。分析人士指出，更多非洲
国家要求法国撤军是该地区与法国关
系发生更广泛结构性转变的一部分。非
洲多国的“去法国化”行动令法国在非
洲大陆的影响力遭到削弱，为此法国不
得不调整对非战略，包括大幅削减驻
军。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法
国有意把在西非和中部非洲国家的驻
军从约2200人减至6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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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石破茂新年伊始发表新年
感言，称“将在新的一年里集思广益、给
大家带来富裕和欢笑”。作为少数派政府
领导人，石破茂坦承面临着诸多困难，感
叹“（当首相）比普通阁僚要辛苦好几
倍”。

石破茂在感言中说，为了实现所有
日本人的幸福，将着力解决三项重要课
题：第一是在俄乌冲突、朝鲜半岛局势等
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应对外交和安
全保障问题；第二是在人口减少、地方经
济活力下降的情况下，启动“地方再生
2 . 0”计划，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由薪
资增长和投资引领的增长型经济，构建
一个能够实现多样化国民幸福的日本；
第三是作为世界上自然灾害频发的国
家，将进一步加强治安与防灾应对。

此前，石破茂曾在多个场合谈到自

己执政的感受和新年将面对的困难。
2024年12月31日，石破茂做客富士电

视台，谈及国际局势，他认为2025年将是
历史性的转折之年。而在日本国内问题
上，他强调振兴地方经济，让所有人都感
受到快乐，并将以“快乐的日本”作为努
力目标。12月27日，石破茂在东京发表演
讲，谈到自己担任首相以来的境遇时连
发“牢骚”。他说：“（当首相）比普通阁僚
要辛苦好几倍……睡眠时间也几乎没
有。”

不过，由于自民党和执政伙伴公明
党在众议院并未占据多数席位，石破茂
领导的少数派政府在与国会打交道时如
履薄冰。今年上半年，石破茂政府至少会
面临三道“坎”：一是3月新一年度预算案
将在国会闯关，预计在这之前朝野政党
将会展开一场激烈的攻防战；二是6月底
国会闭幕之前，在野党可能会提出内阁
不信任案，或将导致石破茂内阁垮台；三

是7月下旬的参议院选举，如果自民党失
利，将是石破茂首相生涯的终点。

从目前的民调来看，石破茂政府的
情况并不乐观。日本经济新闻社和东京
电视台去年12月中旬进行的舆论调查显
示，石破茂内阁的支持率为41%，较前一
个月下降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51%，较
前一个月上升5个百分点。物价对策、整
体经济、育儿和少子化对策等是民众最
关心的问题。

自民党派系“黑金”丑闻的余波也没
有消失。虽然自民党大幅让步，众议院去
年底通过了包括全面废除政策活动费、
设置监查政治资金的第三方机构“政治
资金监视委员会”等与政治改革相关的
三项法案，但在如何对待企业和团体政
治捐款这一焦点问题上，朝野政党尚未
谈妥。共同社去年12月中旬进行的民调
显示，自民党支持率仅为29 . 1%，较上次
调查下降1 . 4个百分点；多达66%的受访

者认为政党政治资金应全面公开。石破
茂去年底参加日本TBS电视台一档节目
时表示，不会考虑与在野党联合执政，但

“将真诚谦虚地努力，细致地听取其他政
党的意见，力争形成广泛共识”。

此外，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石破
茂计划推迟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会面
的日程。去年12月15日，特朗普在佛罗里
达州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
昭惠会面，特朗普后来表示有意与石破
茂举行会谈，并通过相关人士告知今年1
月中旬可以安排。据称，石破茂打算在2
月以后访美。日媒报道称，石破茂认为在
特朗普正式就职后平心静气地举行正式
首脑会谈对双方都更好。

不过，一个现实问题是，日本众议院
2月将展开有关2025年度预算案审议，许
多时候都要求首相出席，要在这期间访
美就需要从国会日程中挤出时间并得到
在野党理解，协调工作或遭遇困难。

“当首相太辛苦”，石破茂新年面临三课题葛
透
视
东
瀛

这个新年对法国来说过得并不轻松：去年法国经历了4位总理，新总理贝鲁
能否在今年1月顺利推动新财年预算仍是未知数；跨年夜法国全国共有984辆汽
车被纵火，用法国内政部长勒塔约的话说，猖獗程度令人发指；但这些内政问题
并非全部，新年前夕法国还在外交上遇挫，收到来自西非的两道“逐客令”——— 科
特迪瓦和塞内加尔两国总统在发表新年致辞时都提出，要让法国从本国撤军，时
间表从2025年开始。

法国总统马克龙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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