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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军军““返返场场””伊伊拉拉克克？？
奥巴马派数百军事人员入伊，称“必要时”可参战

日执政联盟审议

集体自卫权草案

日本外相拟访中亚

为安倍“投石问路”

据中新网6月17日电 据《日
本新华侨报》17日报道，2014年7

月，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将前
往中亚五国举行外相会谈。

据日本《每日新闻》消息，
2014年7月上旬，日本外务大臣岸
田文雄将访问吉尔吉斯、哈萨克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
坦、塔吉克斯坦这中亚五国，进
行“中亚+日本”外相会谈。

据报道，“中亚+日本”外相会
谈是日本于2004年8月提出的，到
目前为止已经进行过四次，本次
是安倍政权下的第一次外相会
谈。据多位日本政府人士透露，此
次会谈的目的是加强日本和中亚
各国的合作，“共同牵制相邻的中
国”。为了进一步深化关系，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本人也有计划于8

月历访中亚各国。岸田文雄的出
访很可能是为安倍投石问路。

如果安倍能于 8 月历访中
亚，将成为继小泉纯一郎于2006

年 8月以来的，第二位访问中亚
的日本首相。

本报讯 据日本《朝日新闻》
6月17日报道，日本政府17日正式
向自民、公明两执政党出示一份
内阁决议草案，该草案旨在通过
变更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

据悉，该草案由4部分构成，分
别为：针对未发展为战争但处于
紧张局势的“灰色地带事态”的

“对未达到武力攻击程度侵犯的
对策”；向多国军队加大后方支援
及使用武器的“增强对国际社会
和平和安定的贡献”；与集体自卫
权相关的“宪法第9条下所允许的
自卫措施(讨论中)”；“今后完善国
内法律的进展方式”。

据公明党的解释，草案有关
集体自卫权的部分因为两党正在
协商，没有具体措辞，但在附件中
表明，将根据国际法使行使成为
可能。此外，草案还以1972年的政
府见解为依据，称行使集体自卫
权的必要条件是：“国民的生命、
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有从根本
上被颠覆的可能。”但是，因为公
明党尚未对此展开党内讨论，因
此也未进行具体协商。

针对日本政府举出可行使集
体自卫权的8个事例，自民党于16

日确定了所有的应对方针。首相
安倍晋三在同日的众议院决算行
政监视委员会上表示，在霍尔木
兹海峡等海上交通线清除水雷
时，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

但是，公明党认为该事例不
应行使，而应将集体自卫权限定
在日本周边的范围内。公明党还
以海湾战争为例，认为在霍尔木
兹海峡清除水雷等事例可以使用
警察权解决。 (宗禾)

希拉里发话试民意

称美国需要女总统

新华社专电 美国政界女强
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态：美国需要女总
统。只是她仍就是否将参选下一
届美国总统含糊其辞。

德国《明星》周刊16日援引希
拉里的话报道，德国已经有女性领
导人、即总理默克尔，“在这一方
面，我们(美国)远落后于德国”。

“当然，我希望美利坚合众国
也尽快出现一名女领导人，为此，
我将尽我所能。不过我仍然不知
道那将是不是我。”

尽管在美国民众中人气高，
希拉里仍未就是否参加2016年美
国总统选举正式表态。只是，她近
来颇为高调，出版回忆录《艰难抉
择》，频频接受媒体采访。一些分
析师推测，希拉里可能正为决定
是否参选“试水”。

保使馆，护转移

奥巴马在写给国会的信中
说，从15日开始，美军向伊拉克
派驻军事人员，“目的是保护美
国公民和财产”。这一决定得到
伊拉克政府许可。

美国驻伊拉克使馆在美国
驻外外交机构中规模最庞大，
人员大约为5000。白宫16日在
一份声明中说，这支部队将协
助把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的一
些人员转移至位于埃尔比勒、
巴士拉的领事馆。

奥巴马在信中说，总共275
名美军军事人员将部署至伊拉
克，其中大约170人已经抵达伊
拉克，另外大约100人将在一个
邻国待命。美联社猜测，这个国
家可能是科威特。

奥巴马写道，“如有必要”，
部队士兵“具备作战能力”。“这
支部队将留在伊拉克，直至安
全局势(好转)不再需要他们。”

只培训，不作战

连日来，极端武装“伊拉克

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接连攻占伊
拉克北部大片地区，逼近首都巴
格达。面对反政府武装的攻势，
伊拉克军队可谓节节败退。

3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
政府官员16日向美联社记者透
露，白宫还打算向伊拉克派驻
一支特种部队，专门训练伊拉
克部队并为后者提供咨询。

这几名官员说，相关方案
仍在考虑中，未获得正式批准。
其中一人说，即便最终做出派
兵决定，小分队的人数也不会
超过100人，且只获准执行咨询
和训练任务。换句话说，这批美
军士兵只能与伊拉克政府军紧
密合作，而不算作战部队。另一
名官员说，这支部队一旦派出，
将受美驻伊大使管理。虽然不
能参与作战，特种部队士兵在
受到攻击时“有权自卫”。

美国2011年曾提出一项帮
助训练伊拉克安全部队方案，
试图留驻伊拉克，但遭伊拉克
政府回绝。

掂选项，难抽身

奥巴马16日召集国家安全

顾问，讨论美方帮助伊拉克政府
打击反政府武装的“可行方案”。

路透社报道，与会者包括
国务卿约翰·克里、国防部长查
克·哈格尔、司法部长埃里克·
霍尔德、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苏珊·赖斯、中情局局长约
翰·布伦南等。

法新社评价，如今伊拉克
局势令美政府如此揪心，就好
比奥巴马再次卷入一场本已逃
离的噩梦。

奥巴马2008年上台时便对
2003年打响的伊拉克战争持批
评态度，在他的推动下，美军
2011年年底从伊拉克战场撤离。

面对伊拉克近期乱局，奥
巴马已经表态不打算派遣地面
部队支援伊拉克政府，但可能
考虑其他选项。

法新社分析，在这一前提
下，美军最有可能采用的方案
或许是实施空中打击。但无论
空袭由无人机还是轰炸机执
行，抑或采取发射巡航导弹的
形式，都将与奥巴马所追求的
避免更多军事介入中东局势的
本意相违背。

据新华社

新闻链接

英英法法百百年年前前密密约约留留中中东东边边界界隐隐患患
从基地组织分离出来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在伊拉克迅速攻城略池，

他们壮大于叙利亚并仍在叙利亚战斗，而在他们看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边界也许不
再有意义——— 这条边界由英国和法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分。

美国总统奥巴
马16日在写给国会
的一封信中说，275
名军事人员将部署
至伊拉克，帮助保
护在伊美方人员和
美 国 大 使 馆 的 安
全。信中还写到，这
股军事力量的目的
是保护美国公民和
财产，如果有必要，
可以参与战斗。不
过，对于上任以来
致力于推动从伊拉
克 撤 军 的 美 国 总
统，这一决定显然
有着无奈的意味。

中东国家的轮廓和政权
根植于1916年的《赛克斯-皮
科协议》，由英国外交家马克·
赛克斯和法国外交家弗朗索
瓦·乔治-皮科命名。两人曾在
完全秘密的状态下划分了中
东版图。

在这个协议下，英国和法

国在奥斯曼帝国下的中东土
地上建立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
系列条约设定了最终的国界，
创造了黎巴嫩、叙利亚、伊拉
克、约旦和英国托管的巴勒斯
坦，为以色列建国铺平了道
路。英国人和法国人按各自的

利益划分了国界，却完全没有
考虑该地区的现实情况。

如，以逊尼派为主的摩苏
尔及北部地区，与以什叶派为
主的巴格达及南部地区，共同
组成了伊拉克。奥斯曼帝国的
阿勒颇省和大马士革省凑到
一起组成了叙利亚。

中东版图，英法出品

尽管被外国势力划分国
界，但中东国家在接下来一个
世纪维持了相对稳定，部分缘
于所建立的专制政权，以及人
们多年来形成的国家认同感。

目前，各世界大国并不愿
意重新划分中东国界。美国和
土耳其均坚决反对库尔德人在

伊拉克宣布独立。但非正式和
事实上的国家完全有可能建
立，ISIS划分的边界“不被承认
但真实存在”。

在现有国家中建立联邦体
制被吹捧为一剂解药。这是一种
受控制的分权化：给予种族或宗
教不同的地区以足够自治权，满

足其对自我身份的渴求，同时使
其成为统一国家的一部分。

美国曾在萨达姆倒台后
的伊拉克灌输过这种想法，还
有人呼吁利比亚这么做。但一
些政府也在抵制，有民众担心

“联邦化”会导致国家解体。
据东方早报

国界已定，隐患长存

数千伊拉克民众应征入伍，
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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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巴士拉，民众举起武器，齐喊口号，抵挡极端组织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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