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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紧紧重重返返中中亚亚，，美美难难撼撼中中俄俄
国务卿克里做东，中亚五国外长齐访华盛顿

“C5＋1”机制最新对话

克里为到访的五国外长准
备了丰富的议题，从地区安全、
经济互联到环境问题、气候变
化以及人道主义等五大项目。
在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主持的
工作午餐中，中亚五国外长则
将与美国智库代表共同探讨21
世纪中亚的发展问题。这次会
面是“C5＋1”机制内的最新对
话。俄《独立报》认为，这次对话
就是讨论美国提出的共同实施
中亚地区战略方案。

这是在“C5+1”平台上举
行的第二次会议。2015年9月，
克里与中亚五国外长在纽约会
晤。两个月后，六方在乌兹别克
斯坦发表的撒马尔罕联合声明
中，确认了“C5+1”机制。俄罗
斯“直面俄罗斯”网站3日说，在
美俄战略对峙背景下，美国对
中亚的外交政策在短时间内发
生了巨变。“C5+1”机制的建立
正是这种变化的明证，中亚再
度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

日本《外交学者》将这称作
是一次颇具历史性的到访，因为
在美国商会举办的招待会上，美
国企业界将首次与中亚五国一
起举行内阁级会晤。招待会不但
打算推进中亚五国与美国政府、

商业、学术界和文化机构的合
作，还要庆祝中亚国家从前苏联
独立 25 周年。一些俄罗斯专家
说，美国新战略的目的是削弱俄
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而且这显然
是一项长期战略。

美难以在中亚牵制中俄

对美国来说，经济上，哈萨
克斯坦是主要伙伴；在安全领
域，乌兹别克斯坦是优先方向；
从阿富汗因素和共同边界角度
看，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是重点。帮助中亚地区通过发
展基础设施提高经济竞争力，
吸引投资以融入世界经济，这
是克里对美国中亚战略的阐
释。俄专家认为，美国试图以此
来平衡中国在中亚的积极活
动，并希望从中找到可靠和愿
意实施多元化政策的政治家。
哈萨克斯坦《欧亚日报》援引该
国风险评估小组负责人萨特帕
耶夫的话说，目前中国是中亚地
区经济领域的主要参与者，未
来也将是安全领域的参与者。
美国在中亚地区军事和政治领
域的直接存在会激怒中俄。

针对外界对美国战略意图
的解读，有美国务院官员称，

“C5+1”机制并非为了与中国
和俄罗斯竞争，而是为了研究

如何稳定阿富汗局势。防止中
亚受到来自阿富汗的恐怖威
胁，是美俄在这一地区的共同
利益。俄罗斯《生意人报》3日将
这一表态解读为“美国试图从
阿富汗方向深入中亚”。

“来自阿富汗的威胁不可能
通过单独或有限范围的国家解
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整合地区
和国际所有力量。”俄外交部亚
洲二司司长卡布洛夫 3 日回应
说。俄塔社援引他的话报道，“此
前，美国主导的解决阿富汗问题
的方法被证实是失败的。我们认
为，目前已建立了足够的国际和
地区模式，上合组织和集安组织
是最优先的模式”。

美在中亚“被边缘化”

美国为何会将目光转向中
亚？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圣彼
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副主任王宪举 3 日说，中亚是连
接欧亚大陆的战略通道，是非常
重要的地缘政治枢纽。这里还与
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多国接壤，
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可以对这
些国家形成战略压力。

由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
联盟已于 2015 年正式启动，哈
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其
成员，塔吉克斯坦也正积极考虑

加入。到 2025 年时，俄白与中亚
地区很可能将建立一个拥有
1 .7 亿人口、石油储量 900 亿桶
的统一市场，甚至是类似欧盟的
经济联盟。与此同时，中国的“丝
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在中亚受到
普遍欢迎和支持。王宪举说，这
些都让在该地区影响力不断“被
边缘化”的美国十分担忧。

美国曾对中亚有过巨大影
响。2005 年 3 月吉尔吉斯斯坦
的“郁金香革命”与乌兹别克斯
坦的安集延事件，引发中亚地区
政局和社会动荡，这被认为是美
国强推“民主”、策动“颜色革命”
的后果，引起中亚国家的恐惧和
戒备，直接导致乌兹别克斯坦对
驻乌美军下了逐客令。吉尔吉斯
斯坦也于 2014 年关闭了美国驻
吉军事基地。王宪举 3 日说，中
俄在中亚的影响力优势明显，美
国很难构成挑战。而且中亚五国
并不希望被一个大国控制，因此
在外交上实施“大国平衡”的多
元外交政策，希望在大国的互相
制衡中谋取最大利益。

中阿巴塔四国合力反恐

几乎与克里会见中亚五国
外长同时，首届“中阿巴塔”四
国军队反恐合作协调机制高级
领导人会议3日下午在乌鲁木

齐举行。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
谋部参谋长房峰辉、阿富汗国
民军总参谋长沙希姆、巴基斯
坦陆军参谋长拉希尔、塔吉克
斯坦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
力量总参谋长索卡尔佐达出席
会议。各方决定正式成立“中阿
巴塔”四国军队反恐合作协调
机制（“四国机制”）。“四国机
制”旨在就反恐形势研判、线索
核查、情报共享、反恐能力建
设、反恐联合训练、人员培训方
面开展协调并提供相互支持，
且相关协调合作仅在四国间展
开。各方强调，成立该机制不针
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3日说，
从地缘角度看，当前中亚、南亚
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依然来自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恐怖势
力，中国和塔吉克斯坦都是它
们的邻国。“四国机制”是针对
具体的恐怖威胁而采取的切实
做法，对遏制本地区的恐怖威
胁极具针对性。李伟说，合作反
恐已是一种大趋势，但受制于
各国因素，短时间内难以形成
全球联合反恐的机制。区域性、
双边的、多边的反恐机制将是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遏制恐怖
威胁的最主要合作方式。

据环球时报

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华
盛顿迎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
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五国外
长。去年，克里曾在一次行程
中遍访中亚五国，被称为“历
史性创举”。在那之后，这种大
阵仗的碰头会被确认为“C5+
1”（中亚五国+美国）机制。在
外界看来，该机制是美国中亚
战略发生巨变的明证——— 因
搞“颜色革命”遭中亚国家排
斥后，“被边缘化”的美国想要

“重返中亚”。

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左三）

在华盛顿一次性会见了中亚五国

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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