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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马克龙政府对萨赫勒地区反恐政策初析

李 东 阳 徐 辉

【 内容提要 】 由 于历 史的 原 因
，
非 洲 萨赫勒 地 区是法 国 的传 统势

力 范 围 。 近年来 ，
随着各种宗 教极端势 力 与 恐怖组 织 在 萨 赫 勒地 区

的不 断渗透、 蔓延 ，
法 国前总统奥 朗 德先后 发动

“

薮猫
” “

新 月 形 沙

丘
”

等 军 事打 击行动
，

积极介入该 地 区 的反恐 斗争 。 然 而
，
从 实 际

效果看 ， 萨赫勒地 区 的反 恐 形 势 并未达到 预 期 目 的 。 法 国 总统马 克

龙 自 上任 以 来 ， 不 断调整 对 萨 赫 勒地 区 的 反 恐政策 ， 推动联合 国 安

理会通过数个针对 萨 赫勒 地 区 反 恐 问 题 的 决议 ， 达成广 泛共识 ； 推

动 萨 赫 勒五 国 集 团 联合反恐框 架初 步 形成 ， 并 实 质性落地 。 尽 管在

反恐斗争过程 中 ， 萨 赫 勒 地 区 各 国仍 然 面 临 诸 多 困 难挑 战 ， 任重道

远 ，
而 马克龙采取的 各项 举措 的 效果还有待进一 步 观察和检验 ， 但

对形 势 日 益严峻 的 萨 赫 勒地 区 而 言 ，
法 国 总 统 马 克龙 大 力 倡导 的反

恐政策 ，
不 失为一种可供深入探讨的 地 区性反恐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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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总统马克龙 自 ２０ １７ 年 ５ 月 １４ 日 上任 以来 ，
５ 月 １９ 日 的首次 出

访洲际即前往地处非洲萨赫勒地区 （
Ｓａｈｅ ｌＲｅｇ

ｉｏｎ
）
的马里 ，

视察在 马里

北部城市加奧执行
“

新月 形沙丘行动
”

（
Ｏ
ｐｅ ｒａ ｔｉｏｎＢ ａｒｋｈａｎ ｅ ） 反恐任务 的

法 国驻军。 ６ 月 ６ 日
，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 马克龙呼吁敦促在司法和政治

层面推动建立 萨赫勒五 国 集团 联合反恐部 队 （ ＦｏｒｃｅＣｏｎ
ｊ
ｏ ｉｎｔｅｄｕＧ５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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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 ｌ
，
ＦＣ －

Ｇ５ Ｓ ） 。 ７ 月 ２ 日
， 在 马 里首都 巴 马科举行 的萨赫勒五 国集 团

（ Ｇｒｏｕ ｐ
ｏｆ Ｆｉｖ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ａｈｅ ｌ

，
Ｇ５ Ｓ ）

① 特别峰会上 ， 马克龙表态将为萨赫勒

五国集 团联合反恐部队提供支持 。
８ 月 ２９ 日 ， 在 巴黎举行 的法 国驻外使

节年度会议上 ，
马 克龙表示 ， 其外交政策将 围绕法 国的

“

安全 、 独立和

影响
”

展开 ， 打击包括萨赫勒地区 在内 的恐怖主义 、 保证法 国民众安全

是法国外交重中之重 的核心和首要任务 。 至此 ， 马克龙对萨赫勒地区 的

反恐政策轮廓逐渐清晰 。

一

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发展慵况

萨赫勒地区 ，

取阿拉伯语
“

撒 哈拉沙漠边缘
”

之意
，
西起大西洋之

畔的塞内加尔 、 毛里塔尼亚 ， 东 至红海之 滨的 厄立特里亚 、 苏丹 ， 范 围

包括撤哈拉沙漠南部及撤哈拉南缘 的苏丹草原地区 和半沙漠地区 ，
长超

过 ３８００ 公里 ， 宽约 ３２０￣ ４８０ 公里 ，
核心地带是被称 为

“

萨赫勒五 国集

团
”

的毛里塔尼亚 、 马里 、 布基纳法索 、 尼 日 尔和乍得 。 该地 区是 阿拉

伯人和黑人 、 游牧民和农民 、 黄沙和绿洲 的天然分界线 。

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具有危害严重 、 跨 国扩散 、 手段灵 活 、 向普通

民众生活渗透 、 与 国 际恐怖主义共生等特点？ ， 其发展和当地 的小环境与

国际的大气候等内 外部原因息息相关 、 密不可分 。

“

二战
”

后 ，
北非各 国

纷纷独立 ， 当初与世俗社 团并肩作战争取 民族独立 的各原教 旨 团 体 因不

甘退出政治舞台 ， 或开展宗教对抗 、 议会斗争 ， 或转入武装抵抗 ，
地 区

局势动荡不安 。 １９９ １ 年 ，
阿尔及利亚原教 旨组织伊斯兰救世阵线 （

Ｉ ｓｌａｍ？

ｉｃ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ｎｔ
，ＦＩＳ

）贏得大选 ， 后被军方发动军管否决 ， 由 此 ， 伊斯

兰激进分子与世俗政府开始 了长达 １〇 年的血腥冲 突 ， 阿尔及利亚一 度成

为全球恐怖活动的 焦点 。 由 于在袭击平民 问题上产生分歧 ， 萨拉菲宣教

和战斗团 （ ＳａｌａｆｉｓｔＧｒｏｕ ｐ
ｆｏｒＰｒｅａｃｈ 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ｂａ ｔ

，
ＧＳＰＣ ） 从冲突 中最强

硬 、 最残忍 、 也最具实力 的极端武装组织伊斯兰武装集团 （
Ａｒｍｅ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①２０ １４ 年 ２ 月
，
为共 同应对萨赫勒地区 日 益严 峻的安 全形势 ，

实现共 同发展 ，
毛里塔 尼

亚 、 马里 、 布基纳法索 、
尼 日尔 和乍得 ５ 国在毛里塔尼 亚首都努瓦克 肖特成立 的地 区性

组织 。

② 刘青建 、 方 锦程 ： 《非洲萨赫勒地带恐怖主义扩散问题探析 》 ，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 １４ 年

第 １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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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ｒｏｕｐ ，
Ｇ ＩＡ

） 中分裂 出来
，
得到部分阿尔及利亚 国 内 民众 的支持 ， 并 受

到基地组织和本 ？ 拉登 的认可 。 ２００５ 年 ，
阿尔及利亚 内战结 束后 ， 受 到

重创的萨拉菲宣教和战斗 团 被同病相怜的基地组织 收编 为伊斯兰马格里

布基地组织 （
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 ｔｉｏｎｏｆＡ ｌ
－

Ｑａｉｄａ ｉｎ ｔｈｅＩｓ ｌａｍｉｃＭ ａｇｈｒｅｂ ，ＡＱ ＩＭ
） ， 即

基地组织北非分支 ， 打开了 萨赫勒地 区恐怖组织活动 的潘多拉魔盒 ， 成

为
“

萨赫勒恐怖链
”

形成 的标志性事件 。
２００９ 年以后 ， 以伊斯兰马格里

布基地组织为代表 的恐怖组织在萨赫勒地 区 日 渐活跃 ， 逐渐成为萨赫勒

地区势力最强大的恐怖组织 ， 并通过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 （ ｔｈｅＭ ｏｖｅｍｅｎ ｔ

ｆｏ ｒＯｎｅｎ ｅｓｓａｎｄＪｉ
ｈａｄ ｉｎＷｅ ｓ ｔＡｆｒ ｉ ｃａ

，Ｍ０ＪＷＡ ） 向南渗透 ， 与西非腹地的

极端恐怖组织博科圣地 （
ＢｏｋｏＨａｒｅｍ

） 相联系 ，
开展各种有 组织 的犯罪

与恐怖袭击活动 ， 将影响 扩散到更广 阔 的领域 ， 成 为制 约地 区安全 的 巨

大威胁 。

２０ １ １ 年 ２ 月 １ ６ 日
， 利 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爆发反政府示威抗议活

动 ， 并迅速波及全境 ， 进而 引发 武装冲 突 ， 随着卡扎菲 及其接班人穆塔

西姆被杀身亡 ， 利 比 亚分崩离析 ， 地区权力陷人真空 ， 安全 形势处于失

控状态 ， 导致大量武器和有作战经验 的官兵 自 由 流动 。 利比 亚战争结束

后
， 曾长期与法国殖 民当局合作 、 敌视 Ｉ９６０ 年以来独立的 马里政府 、 受

雇于卡扎菲政府的 图 阿雷格武装人员携带大量军火相继返 回马里 ， 其主

要反政 府 武 装 是阿 扎 瓦 德 民族解放 运 动 （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ｕｒ ｌａ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ｄ ｅ ｌ

’

Ａｚａｗａｄ
，ＭＮＬＡ ） ， 这导致 了 萨赫 勒地区 的武装 冲 突升级 。

在 ２０ １２ 年马里危机初期 ， 上述宗教极端势力 及恐怖组织 还只是阿扎瓦德

民族解放运动的 附庸 、 帮手 和追 随者 ， 但随着战果的不断扩大 ， 它们开

始与之争夺马里北部地区 的领导权 。 在图 阿雷格人独立建 国 的企 图失败

后
，
坚持世俗主义的 阿扎瓦德 民族解放运动号召 力 大为削 弱 ， 很快被宣

扬政教合一的宗教极端组织和恐怖势力逐 出 通布 图 、 加 奥等 马里北部 中

心城市 。 ２０ １２ 年 ７ 月
， 阿扎瓦德 民族解放运动最终宣布放弃在马里北部

地 区独立建 国的 目标 ， 宗教极端势力及恐怖组织趁势控制 了 马里北方大

片领土 ，
并迅速 向周边国家传播 ， 扩散到整个萨赫勒地区 。

二 奥朗德政府时期对萨赫勒地区反恐形势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 曾说 ：

“

没有非洲 ， 就没有 ２ １ 世纪 的法 国 。

”

以



法国 马克龙政府对萨赫勒地 区反恐政策初析 ５５

“

非洲宪兵
”

著称的法国 ，
历来将非洲视为 自 己 的一亩三分地和传统势力

范围 。 法国工业所需 的 ９０％ 以上的 铀 、 钴 、 锰 以及 ７ ６％ 的铝矾土 、
５ ０％

的铬 、
３０％ 的铁矿石等 战略原 材料来 自 非洲？ ， 法 国核工业 巨 头阿海珐

（ Ａｒｅｖａ
） 集团甚至控制 了世界第 四大铀矿产国尼 日 尔 ７０％ 的铀矿出 口 。

随着非洲安全形势的变化 ， 法 国改变了前几年试 图 逐步减少在非洲

军事存在的做法 ，
在吉布提 、 塞内加尔 、 加蓬 、 科特迪 瓦 、 乍得 、 中非

以及马里等 国家驻有近万人 的军 队 ， 并在 多个地 区执行维和行动 。 为了

对众多法语非洲 国家施加影响 ， 法国与这些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军事 防卫 、

技术援助条约 ， 而法国在本土以外的军事基地 ， 也大部分位于非洲地区 。

利 比亚冲突 ， 无疑为萨赫勒地区 恐怖主义的迅猛 发展埋下 了关键伏

笔 。 由 于地缘政治的历史恩怨 ， 加上石油企业在利 比亚的 利益 ， 法 国是

第一个承认利比亚反政府武装 的国 家 ，
更是第一个宣 布在数小 时之 内对

利比亚实施军事行动的 国家 。 萨赫勒地区宗教极端势 力和恐怖组织 日 益

猖獗的恐怖活 动 ， 凸 显 了法 国在该地 区 反恐 问题上 的窘迫 地位 和尴尬

处境 。

然而 ， 与其他国家相 比
， 在历史 、 经济和 文化 等方面与非洲有着千

丝万缕联系的法国 在萨赫勒地区 开展反恐行动有着得天独厚 、 不可 比拟

的优势 。

在法理层面 ， 法 国 同该地 区 相关 国 家共签有 ８ 项 防务协议 、 １ ６ 项

合作协议 ， 为其名 正 言顺地 开展 军事行动 提供 了 法理依 据 ； 在制 度层

面 ，
法非首脑会议？为维护地 区和平与安全 ， 打击恐怖主义和其他暴力

行为凝聚 了共识 ， 排 除了 障碍 ； 在组织层面 ， 法 国可在 联合 国 、 北约 、

欧盟等框架下开展维和行动 ， 得到各成员 国 的支持
；
在情报层面 ， 法军

与驻在 国军 队保持多年合作 ， 非常熟悉 当 地气候 、 地形 、 政治 利益 格

局 、 人文风俗 ；
在保 障层面 ， 除法国本土的距离优势 ，

还可依托 当 地苦

心经营 的众多军事基地 ； 在指挥层面 ， 法国反恐军事 行动指挥部就设在

乍得首都恩贾梅纳
；
在行动层面 ，

法军特种部 队直接驻 防布基纳法索首

①黄泽全 ：
《非洲发展亮点多 ＞ ， ｛人 民 日报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６ 日 ，

第 ７ 版 。

② １９７３ 年
，
法 国傕议与非洲法语国 家的 国 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 举行定期 会晤 ，

召开法 非首

脑会议
， 以 更好地维护 、

加强其与非洲国 家之间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联 系 ，
倡 议得到部

分非洲法语国 家的支 持 。 会议 原为每两年 举行
一 次

，
后改成 每年一次 。 １９８ ８ 年 又恢复

为两年一次
，
轮流在法 国和非洲法语国家召 开 。 在不举行首脑会议 的年 份 ， 法 、 非外长

举行部长级磋商会议 。 会议对促进法国 与非洲地 区国 家关 系发挥 了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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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瓦加杜古 ，
无人机侦察行动基地部署在尼 日 尔首都尼亚美机场 。 事实

上 ， 为维护本 国利益 ， 打击地区极端宗教组织和恐怖势力威胁 ， 作为 曾

经的宗 主国 ， 法 国 通 过 发动 一 系 列军事 行 动 ， 也 确 实 取得 了 显 赫 的

战果 。

２０ １２ 年 ， 在北方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 、 西非统一圣战 运动 、 伊斯

兰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等多个恐怖组织联军 的猛烈攻势下 ， 马里政府岌岌

可危 。
２０ 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 马里过渡政府总统迪翁昆达 ？ 特拉奥雷 （

Ｄ ｉｏｎ
－

ｃ ｏｕｎｄａ Ｔｒａｏｒｅ ） 紧急致 函联合国秘书长和法国总统求援 。 时任法 国总统奥

朗德喊出 打击恐怖分子 、 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 保护马里人 民和在马里 的

６ ０００ 名 法国侨 民的 口号 ， 直接派出军队 ， 开展代号 为
“

薮猫行动
”

（ Ｏｐ
？

ｅ 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ａ ｌ
）的反恐军事干预行动 。 行动于１月１ １日 开始 ，２月８日 即

协助马里军队收复所有失地 ， 在其后近半年 的 时间里 ， 法军 留在 当地淸

缴叛军 、 维持秩序 ， 于法国 国庆 日 前一天 ， 奥朗德宣布
“

薮猫行 动
”

结

束 ： 各恐怖分子团伙在马里再也没有藏身之处 。

２０ 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
， 为把在马里建立起来的反恐机制扩大到受 国际恐

怖主义威胁的整个萨赫勒地区 ，
法军正式主导启 动

“

新月形 沙丘行动
”

，

在该地区部署兵力达 ３０００ 人
， 战斗机 ６ 架 ，

武装直升机 ２０ 架 ， 运输 机

１ ０ 架 ， 各类装甲 车 ２００ 辆 ， 力 图 通过加强与新成立 的萨赫勒地 区五国 集

团之间 的军事合作 ， 利用更加快速 、 灵活 、 有效 的反应来增强应对各 种

恐怖威胁的能力 。

然而 ，
法 国的直接军事干预行动 却激起了该地区恐怖势力的仇恨心

理和极端报复行为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月 １ ６ 日 ， 为 回应阿尔及利亚政府开放领空

让法国战机借道空袭伊斯兰恐怖分子在马里 的叛乱行为 ， 阿尔及利亚发

生 因阿迈纳斯人质绑架危机 ，

“

武装人员 要求阿尔及利亚释放关押的 １００

名 宗教极端人员 ， 允许他们 回到 马里北部 ， 以换取西方国家人质获释
”

，

事件最终造成法 国 、 美 国 、 英 国 、 罗 马尼亚 、 日 本等 国 的多名 人员 遇难 。

５ 月 ２ ３ 日
， 尼 日 尔阿加德兹军营遭 自 杀式 汽车炸弹袭击 ， 多名 学生军官

被劫持为人质 ， 袭击造成至少 ２０ 名尼 日 尔军人 、 ３ 名袭击者死亡 ， 另 有

１ ６ 名军人受伤 。 约半小时后 ， 在北部阿尔利特地区 ， 阿海珐集 团旗下一

个铀矿遭同样袭击 ， 造成 ２ 名 自 杀式爆 炸袭击 者死亡 、 １４ 名 平 民受伤 。

２０ １ ６ 年 ５ 月 ３ １ 日
， 联合 国排雷行动处设在马 里加奥市的一个工作点遭到

袭击 ， 两名 马里安保人员 和
一

名 国 际专家在袭 击中 丧生 。 当 晚 ， 联合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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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里 多 层面 综 合稳定 特派 团 ① （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ｎｅ ｌｌｅＩ ｎｔ Ｓｇｒｆ ｅ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ｅ ｓ
ｐｏｕｒ ｌａＳｔａｂｉ ｌｉ ｓａｔｉｏｎａｕＭａ ｌｉ

，
Ｍ ＩＮＵＳＭＡ

， 以下简称
“

联马 团
”

） 加奥

营 区的 维和部队遭遇袭击 ， 造成重大伤亡 。 其 中 ， 仅中 国维和人员就有 １

人牺牲 ，

４ 人受伤 。 接连不断的报复行为引发国 际社会 的普遍关注和极大

恐慌 。

萨赫勒地区反恐问题长期得不 到有效解决 ，

一方面与 当地 民族纠 纷 、

宗教矛盾交织不断 、 冲突频 发脱不开关系 ； 另 一方面 ， 也与萨赫勒地区

国家之间缺乏协同 ， 反恐理念 、 步调 、 能力参差不齐有关 。 整个 萨赫勒

地区跨度数千公里 ， 多 国边境接壤 ， 越境作案 、 案后流窜式恐怖活动非

常频繁 ，
而各 国间又缺少有效的跨境执法 协调机 制 ， 情报滞后 、 行动迟

缓 、 沟通不畅 ， 使得地 区反恐难见成效 。 另 外 ，
尽 管联合 国维 和部队和

法国在萨赫勒地区都有驻军 ， 但该地 区特殊的 地理特征 、 经济条件和政

治环境放大了维和 的难度 ， 使得驻点式的外部安全力 量对萨赫勒地 区 的

安全无法做到有效的全覆盖 。
？

三 马克龙政府对萨赫勒地区反恐政策的落实进展情况

（

―

） 萨赫勒五 国集 团联合反恐战略框架初步形成

此前 ， 在最危险 的萨赫勒地区开展维和工作 的联合 国组织只 有
“

联

马团
”

， 而该特派团工作进展异常不顺 ， 极度缺乏在包括不对称威胁在 内

的复杂情况下履行安全任务的 能力 ，
导致任期一再延长 。 更加雪上加霜

的是
， 该特派 团在执 行任务 的 四 年时 间里 ， 至少 已 有 １ １５ 人遇 难 ， 仅

２０ １７ 年至少就有 １７ 名工作人员 遇袭身亡 ，
这也是 目 前正在执行全球维和

任务的 １６ 支特派团 中遇难人数最多 的 。 而马克龙上台后 ， 萨赫勒五 国集

团联合反恐战略框架相继得到 萨赫勒五国 集团 国 防委员会 、 非盟和平与

①２０ １ 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联合 国安理会通过第 ２０８５ 号 决议
，
决 定在 马里部署一支 由 非洲主

导的 国际支助团 （非洲 支助团 ） 。 ２０ １ 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联合 国 安理会 通过 ２ １ ００ 号决议 ，

决定设立 马里稳定团 ，
将非洲 支助 团 移交给 由 联合 国主导 的马里多层 面综 合稳定 特派

团 。 同年 ７ 月 １ 日
，
联合 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 团正式接管非洲支助 团的工作

，
其

主要任 务是支持马里 的政 治进程 ， 并执行一系列 与安全租定相关的任务 。

② 张远 ：＜马里恐袭凸显 萨赫勒地带反恐难题 新华社 ２０ １６ 年 ６ 月 １ 日 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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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认可同意 ，
最终通过联合 国安理会的授权批准 。

根据联 合 国 负 责 维 和 事务 的 助 理秘 书 长 卡 西姆 ？ 韦 恩 （
Ｋａｓｓ ｉｍ

Ｗａｙｎｅ ） 的通报 ， 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反恐部队将实行两阶段战略 。 先在

马里一毛里塔尼亚边境 、 尼 日 尔一乍得边境及 布基 纳法索 、 马里 、 尼 日

尔交界处的利普塔科
一

古尔马 （
Ｌｉｐｔａｋｏ Ｇｏｕｎｎａ ） 地 区等三个战略 区域执

行跨境反恐任务 ，
再加 强五国集 团相互之 间的 双边 、 多边合作 。 不仅如

此
，
在 ２０ １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通过 的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３６４ 号决议

＜１＞

中 ， 还就萨

赫勒和撤哈拉 国家建立一个总部设在埃及开罗 的行动统一 、 情报共享 的

新反恐中心表示了欢迎 。

（ 二 ） 推动 萨赫勒五 国集团联合反恐部队实质性落地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２ 月 １９ 日
， 布基纳法索 、 乍得 、 马里 、 毛里塔尼亚和尼 日

尔在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 肖特宣布成立萨赫勒五国 集 团联合反恐部队 ，

以应对恐怖主义和跨国 有组织犯罪的影 响 ，
开展跨边界联合军事反恐行

动 ， 但直到 ２０ １ ７ 年 ２ 月 ， 萨赫勒五国集 团才就组建 ５０００ 人的联合反恐部

队达成共识 ， 且收效甚微 ，
进展异 常缓慢 。 而 马克龙上任仅 ４ 个月 后 ，

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反恐部队指挥部就在马里 中部城市莫普提以东 １０ 公

里处 的塞瓦雷镇成立 ， 负 责人 由 马里将军迪迪 尔 ？ 达科 （
Ｄ ｉｄ ｉｅ ｒ Ｄａｃｋ ｏ

）

担任 ， 这也标志着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反恐部队正式成立 。

此外 ， 为方便统筹指挥各 国 的反恐力量 ， 积极 开展反恐行动 ， 萨赫

勒五国集团联合反恐部 队指挥部分别在 毛里塔尼亚 、 尼 日 尔和乍得下设

了三个指挥分部 。 根据计划安排 ， 原定 １ ０ 月 份沿马里 、 尼 日 尔和布基纳

法索边界 中 部利 普塔科一古 尔马 地 区采 取的
“

霍 比行 动
”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 ａｗｂｉ
） 于 １ １ 月 １ 日正式展开 ， 而东部和西部地区 的部队于 ２０ １ ８ 年春天

具备初步行动能力 。

通过大力支持巴马科维和学校和库利科罗军事院校 的建设 ，
法 国 为

萨赫勒五国集 团联合反恐部队的人员培训做了大量工作 。

（
三

） 萨赫勒五国集 团联合反恐部 队运转经费压力得以缓解

据测算 ， 萨赫勒五 国集 团联合反恐部队筹建及第一年行动预算所需

①Ｕｎ ｉｔｅｄＮ ａｔｉｏｎｓＳｅ ｃｕｒｉ ｔｙＣ ｏｕｎｃ ｉ ｌ
，

“

ＴｈｅＳ ｉ
ｔ
ｕ ａ

ｔ ｉ
ｏｎｉ

ｎＭａｌｉ

”

，
ｔ／ｎ ｔ

？

如ｉ ／Ｖａｔ
ｉ
ｏｉｕ５從ｕ ｒ％Ｃｏｕｎｃ

ｉ／
，

Ｊｕｎｅ２９
，
２０１ ７

，
ｈ

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 ｏ ／^ｅｎ／

ｇ
ａ／ ｓｅａｒｃｈ／ ｖｉ

ｅｗ

＿
ｄｏｃ．

ａｓ
ｐ
？ｓｙｍｂｏｌ＝Ｓ／ＲＥＳ／２３ ６４

（２０ １ ７ ）
，Ａｃ ｃｅｓ ｓｅｄ ２０ １７

－

１２
－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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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经费高达近 ５ 亿欧元 ， 这笔资金的 募集来 源一直 困 扰着 萨赫勒五 国

集团各成员 国 。 在马克龙 内阁 的积极斡旋和 四处奔走 下 ，
２０ １７ 年 ６ 月 ５

日 ， 欧盟承诺将提供 ５０００ 万欧元活动经费 。
７ 月 ２ 日

， 在萨赫勒五国集

团特别峰会上 ， 马克龙表示 ， 将提供约 ８００ 万欧元的军事物资援助 ， 其 中

包括 ７０ 辆作战车辆及通信和单兵装备 。 另外 ， 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反恐

部队还得到萨赫勒五国各出资 １０００ 万欧元的保障性经费 。 此外 ，

一

向对萨

赫勒五国集团联合反恐部队持保守甚至反对意见的美国在经历 了
“

１ ０＊ ４
”

尼 日 尔遇袭事件０后做 出 巨 大让步 ， 国务卿雷克斯 ？

蒂勒 森 （
ＲｅｘＴｉ ｌ ｌｅ ｒ

－

ｓｏｎ
）宣布将 出资

６０００万美元 ，用 以支持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反恐部队开

展反恐任务 ， 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经费预算压力 的燃眉之急 。

１ １ 月 ９ 日 ， 马克龙在结束对阿联酋的访 问后 ， 意外抵达沙特阿拉伯 ，

在利雅得与王储穆罕默德 ？ 本 ？ 萨勒曼 （
Ｍ ｏｈａｍｍ ｅｄＢ ｉｎＳａｌｍａｎ

）
会面 ，

为沙特和伊朗紧张局势 降温 ， 并敦促沙特阿拉伯采取具体行动打击伊斯

兰武装分子 ， 为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反恐部 队做出贡献 。 １ ２ 月 １３ 日
，
为

确保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反恐部队于翌年 ３ 月 前组建完成 ， 马克龙召 集

萨赫勒五国集团领导人及德 国总理安格拉 ？ 默克尔 （ Ａｎｇｅ ｌａＤｏｒｏｔｈｅａＭｅ ｒ
？

ｋｅ ｌ
） 、比利时首相夏尔

？

米歇尔（ Ｃｈａｒ ｌｅ ｓＭ ｉｃｈｅ ｌ
）等欧洲 国家领导人和非

盟 、 欧盟 、 联合国及其他国 际组织 的官员 ， 在 巴黎拉塞尔圣克卢宫召 开

支持萨赫勒五国集 团 的 出 资与筹建会议 ， 呼吁加大对萨赫勒五国 集团 联

合反恐部队的支持力度 。 在会后的新 闻发布会上 ， 马克龙 表示 ，
法 国和

相关各方将简化为萨赫勒五国集 团联合反恐部 队提供资金援助的 行政手

续 ， 使联合反恐部队的 启 动资金尽快到位 。 在马克龙 的 呼吁下 ， 沙特阿

拉伯 和阿联酋表示将分别提供 １ 亿和 ３０００ 万欧元 的资金援助 。 鉴于萨赫

勒地区及萨赫勒五国集 团在打击包括人 口贩卖在 内 的 恐怖主义和跨国犯

罪方面的战略重要性 ， 荷兰外交大 臣 哈利 贝
？ 兹杰斯特拉 （

Ｈａ ｌｂｅ Ｚ ｉ
ｊ
ｌ
－

ｓ ｔｒａ
） 在会上承诺 ，

荷兰将提供 ５００ 万欧元 的一揽子援助计划 ，
这笔款项

① ２０ １ ７ 年 １ ０ 月 ４ 日
，

１
２ 名美 国

“

绿色贝雷 帽
”

特 战队员与 ３０ 名 尼 日 尔政 府军士兵 在与

马里交界的东戈东戈村 附近执行情报侦察任务 ，
返 回途 中遭到 ５０ 名 据称与

“

伊斯 兰 国

（
ＩＳＩＳ

）

”

有关的武装分子伏 击 。 在发 出求授倍号 ，
美军无人机无 功而返后 ， 法 国部署在

尼 日 尔首都尼亚美机场 的 ２ 架
“

幻影 －

２０００
”

战斗机抵达亊发地上空
，
飞行员 ＊ 险实施

低空通场
，
利用巨 大的嗓音 威慑袭击 者

，
并 最终掩护 法军

“

超级 美洲豹
”

直升机 救走

伤员 。 亊件造成美军 ４ 人死亡
，

２ 人受伤 ，
在美 国 国 内

一度引 发轩 然大波 ，
被称 为尼 曰

尔版的
“

班加西事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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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用于确保萨赫勒五 国 集团联合反恐部 队在反恐行 动过程 中遵循法 治 ，

并采取措施保障人权 ， 确保违法者被依法逮捕和起诉外 ， 还将用于加强

对萨赫勒五国集 团秘 书处的 支持和各 国相互之 间 的情 报信息交流 。

？ 此

外 ，
另一轮资金谈判计划于 ２０ １８ 年 ２ 月 ２３ 日 在布鲁塞尔举行 。

除 了在资金方 面提供帮 助 ， 沙特阿拉 伯外 交大 臣 阿德 尔 ？ 朱拜尔

（
Ａｄｅ ｌａ ｌ

－

Ｊｕｂ ｅｉｒ
） 表示 ，

沙特支持总部设于首都 利雅 得 的伊斯兰反恐军

事联盟 （
Ｉ ｓｌａｍ ｉｃＭ ｉ ｌｉｔａｒ

ｙ
Ａ ｌｌｉａｎｃ ｅｔｏＦ ｉｇｈ ｔＴｅ ｒｒｏｒｉａｍ

）

② 为萨赫勒五 国集团

联合反恐部 队提供后勤保障 、 情报 、 培训及空 中 支持 。 第二届 萨赫勒五

国组织峰会宣布决议 ， 在毛里塔尼亚建设的一所军事院校最终 由 阿联酋

出资 、 计划于 ２０ １ ８ 年投 入使 用 。
１ ２ 月 ２ ５ 日 ， 意大利 总理保罗

？ 真 蒂

洛尼 （
Ｐａｏ ｌｏＧｅｎ ｔ ｉｌｏｎ ｉ

） 宣布 ， 驻扎在伊拉 克 的 １ ４００ 多 名 意大利 军 人

中 的
一部 分将被 派往尼 日 尔 ， 以 协助法 国 在 当地开 展 的反恐 及打击人

口 走私犯罪的军事行动 。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 ， 该提议 已经 得到意大 利

议会批准 ，
届 时将有约 ４７０ 名 意大 利军人被派 驻到尼 日 尔 。 法 国还 将

在科特迪瓦建成一所 地 区 反恐学 校 ， 在 塞 内 加 尔 建立 一 所 网 络 安 全

学校 。

四 马克龙政府对萨赫勒地区反恐政策的特点

在短短半年多的时 间 内 ， 年轻的 马 克龙就打 出
一套章法颇为老练 的

组合拳 ， 悄然之间完成布局 ， 打开了 萨赫勒地 区 的反恐新局面 。 总结 以

上举措 ， 不难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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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２０ 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 ５ 日 ， 由 沙特 阿拉伯发起的一支 ３４ 国伊斯兰 国家反恐军 亊联盟
，
也称为

“

伊斯兰版北约
”

， 主要 由逊尼派国 家组 成 。 该军亊联盟于 ２０ １ ７ 年 １ １ 月 ２６ 日 正式 启动 ，

联合行动 中心设在利雅 得 ，
指挥官 由 巴 基斯 坦前陆 军参谋长拉 希勒 ？ 谢 里夫 （ Ｒａｈ ｅｅｌ

Ｓｈａ ｒｉｆ） 担任 ，
任务是

“

动员和协调各类资 源 、 促进信息交 换 、 帮助成 员 国在反恐 方面

打造 自 身实力
”

。 目 前 ， 已有 ４０ 多个 国 家参 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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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注重在 国际性 、 地 区性组织框架范 围 内发挥作用

马克龙非常重视法国在欧盟 的领导力 ， 并且善于充分利用欧盟 的影

响力 。 就任总统次 日 ，
马克龙 即到访德 国 ，

与德 国总理默克尔就相关 问

题进行会晤 ， 交换意见 ，
为其 出访马里做铺垫 ， 体现 出清晰 的外交思路

和灵活的外交手腕 。 在访问 马里时 ，
马 克龙一再呼吁德 国和其他欧洲 国

家加强对非洲 的支持 ， 包括部署最新式 的武装直升机和装 甲 车辆 ，
强化

在非洲地区的军事合作 ，
以打击恐怖组织 。

“

萨赫勒地区安全与否事关法

国安全和利益
”

（法 国前总统奥朗 德语 ） ， 而在马克龙的游说下 ， 欧盟外

交与安全政策髙级代表 （ 欧盟外长 ） 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费代丽卡 ？ 莫

盖里尼 （
Ｆｅｄｅｒｉｃ ａ Ｍ ｏｇｈｅｒｉｎｉ

） 则表示 ，

“

萨赫勒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不仅对

非洲至关重要 ，
对欧洲也至关重要

”

。 这些举措为马克龙政府反恐政策贏

得欧盟 内部的支持提供 了有力保障 。

马克龙政府抓住联合 国安理会持续关注和重视解决非洲和平 与安全

问题的 良好势头 ， 在乌拉圭 、 玻利维亚 、 中 国 、 埃及 、 埃塞俄 比 亚等 国

先后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 国期 间 ， 将 萨赫勒地 区反恐行动 视为关

键议题 ， 谋求得到联合 国安理会授权。 对 比马克龙上 台前后联合 国安理

会通过的主 旨均为
“

非洲 的 和平与安全
”

（
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

ｙ
ｉｎＡｆｒｉ ｃａ

）

的决议 ，
不难注意到 ， 在 ２０１ ７ 年 ３ 月 ３ １ 日 通过的第 ２３４９ 号决议

＜？中 ，

Ｓａｈｅ ｌ（ 萨赫勒 ）

一词仅出现了４ 次 ， 且缺乏可操作的实质性 内容 ， 而在

马克龙 上 台后 通过 的第 ２ ３５９ 号 决议？
中 ，

Ｓａｈｅ ｌ 出 现频 率 髙达 ３２ 次 ，

ＦＣ － Ｇ５ Ｓ（ 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反恐部 队 ） 则 出 现了１７ 次 。 在法国 的外

交努力 和斡旋下 ， 萨赫勒五 国集 团联合反恐部队最终得到联合 国 安理会

层面的授权
，
这为其开展具体行动扫清了 法理障碍 ， 赢得 了 国 际社会 的

普遍认 同和广泛支持 。

７ 月 １９ 日 ，
法国借助 中国担任联合 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 ， 倡 议召开

“

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
”

公开辩论会 ， 为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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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建设提供支持 的时机 ， 在建立联合国 与非盟之间 的定期协调 机制 、 加

强非洲地区的 冲突预防与调解等举措方面积极 对接 ， 并深入参与探讨了

非洲 国家高度关切的非盟 自 主维和行动的供资 、 后勤保障等问题 。

１２ 月 ８ 日 ， 联合 国安 理会一致 通过 了法 国 起草 的 一项 提议 ， 同 意
“

联马 团
”

维和人员 向萨赫勒五 国集团联合反恐部队提供包括 医疗后送 、

燃料补给 、 粮株用水供应 以及利用联合 国工程机械装备建设在马 里 的营

区营房的行动和后勤保障支援 。
？

２０ １ ８ 年 １ 月 ８ 日 至 １０ 日 ， 马克龙应遨对 中 国进行 国事访问 ， 法 中两

国发表联合声明 ，
承诺在联合 国 内共 同 推动解决包括 中东 、 非洲 、 朝鲜

半岛及防扩散问 题在 内 的地 区和 国际热点 问 题 。 强调恐怖主义威胁没有

边界 ， 支持包括萨赫勒五 国在 内 的非洲 国家和 区域 、 次 区域组织解决非

洲和平安全问题 的努力 ， 包括打击恐怖 主义 ， 继续为非洲大陆实现持久

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做 出贡献 。 两 国重 申 坚持联合 国在 国 际合作 中的 中心

协调作用 ，
继续支持在联合国领导下动员各方力量打击各种形式恐怖主

义的各项国际倡议 。 两 国重 申 打击恐 怖主义融 资的重要性 。 此外 ， 为研

究如何切断恐怖主义者的 资金来 源 ， 把为恐怖

■

主义者提供资金定为
“

完

全刑事犯罪
”

。 马克龙邀请 中 国参加将在巴黎举行的反恐会议 。

４ 月 ２６ 日
， 在马克龙的积极协调下 ， 包括 中国在 内的 ７０ 多个国 家如

约参加了在巴黎 召开的反恐金融 大会 （ Ｃｏｕｎ ｔｅ 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 ｓｔＦｉｎａｎｃ ｉｎ ｇＣｏｎ

ｆｅｒ？

ｅｎ ｃｅ
） ，意图通过磋商 ，建立有效机制 ， 督促各方通力合作斩断恐怖组织

活动的资金链 。 与会者承诺将加强打击为
“

伊斯兰国
”

、 基地组织等有关

的恐怖主义融资活动 ，

一

致同 意对为恐怖主义者融资行为进行有效和适

度 的制裁 ， 将这种融资定为
“

完全刑事犯罪
”

， 哪怕融资与特定的恐怖主

义行为没有关联也要为其定罪 ， 并呼吁情报部 门 、 执法部门 、 金融企业

和技术行业之间能够更好地分享信息 ， 完善对非政府组织和慈善协会资

金流 向的可追溯性 。 会议期 间 ，
法国方面敦促 国 际协调工作及金融交易

的透明度 ， 认为此次会议是金融领域协调行动 的开始 。 马克龙在结束对

美国 的国事访 问后 ，
主持 了大会 的闭 幕式 ，

呼吁采取必要 的多边合作行

动 。 根据此次大会达成 的共识 ，

２０ １ ９ 年 的反恐 金融大会将移 至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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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 。

此外 ， 除了在欧盟 、 联合 国 等地 区性 、 国 际性组织框架范围 内 的 积

极行动 ，
马克龙政府多次牵头筹划组织召开各种形式 的 出访及部长级会

议和双边 、 多边会议 ， 以期就联合反恐部队的 资金 、 时间表等重要议题

展开磋商 ， 打开反恐新局面 。

（ 二 ） 通过人亊安排推动反恐

马克龙本人对非洲事务并不陌生 。
２００２ 年 ， 马 克龙在法 国 国家行政

学院攻读公共事务硕士学位期 间 ， 就曾在法 国驻尼 日 利亚大使馆谋得一

份实 习生的工作 。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 响了其内 阁人事布局 。

在内阁成员人事安排上 ， 马克龙任命 曾担任萨赫勒地区 军事行动总

指挥 、 深谙萨赫勒反 恐形势 的前 国 防部长让伊夫 ？ 勒 ？ 德里安 （ Ｊｅａｎ
－

Ｙｖｅ ｓ Ｌｅ Ｄｒｉａｎ
）
出任外交部长 。 新外长于 ２０ １７ 年 ６ 月 上中旬 马不停蹄地

访问地中海南岸诸国 ．

？ 突尼斯、 埃及 、 阿尔及利亚 ，
赶在联合 国 安理会

决议 出 台 前 ，
取得 了 这几个 阿拉伯 国 家在 反恐 问 题上 的理解 、 支持 与

合作 。

顶着前经济部长头衔的新总统还任命 曾服务于在尼 日 尔有着核心业

务的法国核能巨头阿海珐集 团的 爱德华
？

菲利普 （ ｅｄｏｕａｒｄＰｈｉ
ｌ ｉｐｐｅ ） 出

任总理一职 ， 在异常棘手 的反恐经费 问题上 ， 打了 漂亮 的一仗 。 新 内 阁

班子的合理布局 、 默契配 合 ， 为马克龙 的 萨赫勒反 恐大计 增加 了 不少

亮色 。

作为地区 性大国 ， 阿尔及利 亚与萨赫勒 五国拥 有长约 ２５００ 公里 的

边境线 ， 且其发达的情报 网络对 区域武装派别有着深人的 了解 。 马里前

情报总监苏梅卢
？

布 贝 伊
？ 马伊加 （

Ｓｏｕｍ ｅｙ
ｌｏｕＢ ｏｕｂｅｙｅ

Ｍａｉ
ｇａ ） 表示 ：

“

寻找与阿尔及利亚合作 的 途径至关重要 。

”

出 于历史 的 原 因和 现实 的

考量 ，
阿尔及利亚在多种场合质疑甚至拒绝法 国反恐军事行 动提议 的 问

题。 １ ２ 月 ６ 日 ， 马克龙 亲赴阿尔及利亚 ， 同 阿总理艾哈迈德
？

乌亚希

亚 （
Ａｈｍｅｄ Ｏｕｙａｈｉａ ） 和 总统 阿 卜 杜 拉 齐兹 ？ 布特 弗 利 卡 （ Ａｂｄｅ ｌａｚｉｚ

Ｂｏｕｔｅｆｌｉｋａ
） 会面 ， 试图 敦促其在打击萨赫勒地 区极端主义的 军事行动 中

发挥更多作用 。

此外 ， 为 帮助萨赫勒地 区 国家解决稳定 问题 ， 马克龙表 示 ， 他还将

派 出一名 萨赫勒问题特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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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注重借助本土化力 量反恐

奧朗德执政期间 ， 法 国借反恐名 义在萨勒赫地 区髙调实施
“

薮猶行

动
” “

新月 形沙丘行动
”

等反恐专项行动 ， 力 图在 ２０ １ １ 年利 比亚卡扎菲

政权倒台后 ，
通过军事力量的渗透增强在该地区 的影 响力 。 而与奥朗德

单边发动直接的军事打击行动不 同 ，
有意削减 自 身在萨赫勒地 区军事存

在的马克龙政府试图通过扶持当地军 队的方式达到反恐 的 目 的
，
对依靠

该地区相关 国家 自 身的军 队开展反恐行动持开放和欢迎 的态 度 。 而法 国

外交官员也认为 ， 在联合国安理会批准数亿美元资助索马里非洲反恐部

队 的前提下 ， 那么 ，
也理应一视同仁 地授权 资助萨勒赫地区成立非洲反

恐部队 。 在面对萨赫勒地区 国家是否有能力 、 组建萨赫勒五国 集团联合

反恐部队是否有必要 等各种争议和非难时 ， 即使是受到华盛顿方面不惜

动用否决权的威胁 ， 马克龙政府仍然不遗余力 予以 力挺 ， 将这一原本地

区性的反恐合作组织写入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

借助联合国安理会积极推动萨赫 勒五国集 团联合反恐部 队落地 的举

动 ，
既可缩减法 国在萨赫勒地 区庞大 的 反恐开支 ， 合理规划 军事基地 ，

重新布局非洲防务 ，
又可通过培训当地 武装力 量 、 派遣军事顾问 、 出售

武器装备等手段继续维持法 国在非洲强大 的军事存在 ， 掌握充分 的话语

权
，
还可通过干预 、 左右甚至主导萨赫勒 五国集团 联合反恐部 队乃 至联

马 团的活动来彰显和扩大其在该地 区乃至整个非洲 的影响 力 ， 可谓一举

多得 。
？

（ 四 ） 务实而高效的行亊风格

２０ １７ 年 ２ 月 ， 尚在参加总统竞选 的马克龙不走寻常路 ， 前往阿尔及

尔 ， 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长达百余年的 殖 民统治公开认错道歉 ， 希望两

国能达成和解 ， 并不执拗纠结于历史问 题 ， 赢得非洲主流媒体 的普遍好

感 ， 也为法阿两国在安全方面 的合作打下基础 。 当选 总统后 ， 马克龙又

踏上摩洛哥的土地 ， 向 国 内 的摩洛哥裔移民传递 、 表达善意 ，
在反恐及

地区性安全稳定 问题上争取摩洛哥政府 的支持 ， 同 时借助摩 洛哥与 西非

诸国 的关系有效减少法国在萨赫勒地区开展反恐军事行动的阻力 。

① 慕小明 ： 《恐袭不 断 ： 萨赫勒五 国联合 反恐任重 道远 《中 国 青年 报 ＞ ２０ １ ７ 年 ９ 月 ７

曰 ，
第 １ ２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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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 ４

”

尼 日 尔遇袭事件发生后 ， 马克龙政府充分抓住这一有利时

机 ， 甚至在美军无人机无所作 为 ， 却抱怨法军空 中 支援不力 的情况下 ，

仅仅过 了
２０ 多天 ， 就让一度在资金援助 问题上态度强硬的特朗普政府出

资 ６０００ 万美元 ， 用 以支持萨赫勒五 国集 团联合反恐部队 的反恐行动 。 尽

管这是一项绕开联合国 的双边协助 ， 但在一定程度 上 ， 仍然 推动了 萨赫

勒地区 的反恐合作进程 ， 并 被法 国方面认为是美 国立场 出现 明 显拐点的

标志 。

善于抓住转 瞬即 逝的 谈判时机 ， 揸长把握 四两拨 千斤 的 谈判技巧 ，

马克龙在处理类似问题时的务实作风 ，
为其髙效推动萨赫勒 地区 反恐新

局面的打开 ，
无疑大大节约了外交成本 。

（ 五 ） 商度关注法 国利益 的保障

法 国国防部长弗洛 朗丝 ？ 帕 利 （
Ｆ ｌｏｒｅｎ ｃｅＰａｒｌ ｅｙ ）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

萨赫勒五国集 团联合反恐部队计划的
一个关键 目标是减轻该地区对法军

的依赖 ， 减少法军在该地 区 的存在 。 然而 ， 不容忽视的 是 ，
马克龙政府

在欧盟 、 联合国框架 内借助本土化力量的反恐举措 ， 支持非盟等非洲 区

域 、 次 区域性组织发挥主导作用 的反恐思路 ， 并不是 以放弃 、 牺牲甚至

损害法 国在非洲特别是萨赫勒地区的传统利益为代价的 。

马克龙特别强调法 国与非洲 合作 的重 要性 。 作 为前宗主 国和萨赫勒

五国集 团的重要反恐伙伴 ，
法 国在萨赫勒五 国集 团 联合反恐部 队组建 、

运转 、 情报共享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 为加强法非交流 ， 他宣

布成立直接隶厲于总统 的非洲事务委员会 ， 拓 展法非在安全和难 民领域

之外的合作 。 根据联合 国安理会的相 关决议 ， 即使是在组建萨赫勒五 国

集 团联合反恐部队之后 ，
法 国驻非部 队仍可应马里 当局 的请求并在其支

持下继续采取行动 ， 以遏制马里北部 的人道 主义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 ，

甚至连
“

联马团
”

都要通过与在当地盘根错节、 深耕多年的法 国驻非部

队开展信息交流和情报互通 ， 以确保通过相关机制在各 自 任务规定范 围

内充分协调行动 。 此外 ，
法 国还通 过联合 国授权 ，

可在其 能力范 围 内 ，

在部署 区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
在

“

联 马 团
”

人员受到严重威胁时应联合

国秘书长的请求进行干预 ， 为其提供支持 。 这 些举措实际上巩 固和确保

了法国在非洲 的传统地位 。

２０ １ ７ 年 １２ 月 ３ １ 日
， 弗洛 朗丝 ？ 帕利来到 马里东北部城镇泰萨利特 ，

与驻扎在该地的 ２００ 名法国官兵一同参加跨年活动 ， 并前往萨赫勒五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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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联合反恐部队指挥部参观 ， 筹划来年 在巴 黎 召 开的 国 防部 长级会议。

２０ １ ８ 年 １ 月 １ ５ 日 ，
法国一萨赫勒五国 国防部长会议如期召开 ， 通过制定

具体的 反恐时间 表 ， 进一步提升 、 扩大 了法 国在萨赫勒五 国集 团联合反

恐部队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

五 马克龙政府对萨赫勒地区反恐政策面临的挑战

随着国际反恐局势 的逐渐发展 、 恐怖极端势力 的不断蔓延 ，
不得不

承认 ， 在 日 渐复杂的地 区环境 、 日 益严峻的地 区反恐形势面前 ，
马克龙

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

（

―

） 地 区宗教极端势力及恐怖组织的ｆｔ杂性

马克龙在访问马里时宣布 ，
法国 开发署将在未来几年 内为 马里提供

约 ４
．
７ 亿欧元的援助 ， 加大对马里基建 、 教育及医疗的投资 ，

以刺激经济

发展 ， 减少年轻人加人
“

圣战
”

组织 的诱因 ， 但他显然低估 了 萨赫勒地

区宗教极端势力 和恐怖组织的复杂性 。

在萨赫勒地 区 ， 国际恐怖主义 、 民族种族矛盾 、 宗教矛盾相互交织 ，

活跃着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 、 伊斯兰 马格里 布基地组织 、 博科圣地 、 血

盟旅 （
ａｌ －ＭｕｌａｔｈａｍｕｎＢａｔｔａｌ ｉｏｎ

） 、 穆拉 比通组织 （
Ａｌ Ｍ ｏｕｒａｂ ｉ ｔｏｕｎ ） 、 索马

里伊斯兰青年党 （
Ａ ｌ Ｓｈａｂ ａｂ

）
、 伊斯兰后卫组织 （

Ａｎｓａｒ Ｄ ｉｎｅ ） 以及从属

它们的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 （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ｔｈ 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ｏ
ｆＩｓ ｌａｍａｎｄＭｕｓ

？

ｌ ｉｍ ｓ ）等各种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 。随着打击的不断深入

， 萨赫勒地

区宗教极端人员 和恐怖分子 的暴恐活动也在不断进化 。 在传播扩散的 范

围 、 手段、 方式上 ， 这些宗教极端势力 和恐怖组织通过贩运武 器 、 毒品

和文化财产 、 偷运移 民 、 贩运人 口等跨 国有组织犯罪 ，
积极拓展生存和

活动空 间 ；
通过采取独狼式报复性恐怖袭击 、 化整为零和地下游击战术 ，

恐怖活动更加隐秘 ，
这无疑增加了反恐斗争的难度 。

２０ １７ 年 ６ 月 １ ８ 日
， 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袭击了 马里首都巴马科

附近的康加巴旅游胜地 ，
造成包括 ４ 名恐怖分子在内 的 ９ 人死亡 。

８ 月 １ ３

日
，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宣布对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市 中心一

间咖啡餐厅遭袭负责 ， 这次袭击至少造成 １ ８ 人死亡 ， 数十人受伤 。 ９ 月 ５

日和 ９ 月 ２４ 日 ， 驻马里联合国维和部队两次遭袭 ， 共造成 ５ 名维和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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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 ４ 名 维和士兵受伤 。 １ １ 月 ２４ 日早 ， 在靠近尼 日 尔边界的梅纳卡地

区
， 来 自布基纳法索 、 马里和尼 日 尔的 ３ 名 联合 国维和士兵与 １ 名 马里士

兵在一场协同执行保护平 民 的联合行动 中遭不 明武装人员袭击身亡 ， 另

有 １７ 名 维和士兵与 １ 名平民受伤 。 当天中午 ， 在萨赫勒五 国集团联合反

恐部队指挥部所在地的莫普提地区 ，

“

联马团
”

车队遭遇武装分子
“

爆炸

装置加火箭筒
”

的
“

复合袭击
”

，
导致 １ 名 维和士兵死亡 、

３ 名维和士兵

受重伤 。 ２０ １ ８ 年 １ 月
， 制造

“

１０ ＊ ４
”

尼 日 尔袭击事件并宣称对近期发生

的一系列恐怖袭击负责的大撒哈拉伊斯兰 国 （
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 ｔｅｉｎ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 ）

表示 ，

“

将尽一切努力让萨赫勒五 国集 团联合反恐部队无法在此立足
”

，

公开 向联合反恐部队叫板 。 有迹象显示 ， 萨赫勒地 区各种圣战组织之间

正在加强合作 ， 脆弱 的联合反恐框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

（ 二 ） 萨赫勒五 国集 团联合反恐部队 内 部的脆弱性

从 目前的进展情况看 ， 萨赫勒五国集 团联合反恐部队部分启动资金

已经到位 ， 指挥部正式成立 ， 且 已 在马里 、 尼 日 尔 、 布基纳法索边界中

部展开反恐行动 ， 但联合反恐部 队在组织 、 资金 、 运行机制 、 空中 支援 、

通信装备 、 情报搜集等方面 ， 仍面临 着重重困 难 ，
法 国 寄希望于成立地

区性反恐军事组织以缓解反恐压力 的效果有待观察 。

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反恐部 队并非一支全新组 建的部 队 ， 而是在联

合国安理会
“

没有制定恰当的监督和问责机制的情况下
”

， 为提高萨赫勒

五国集 团成员 国部队在反恐问题上行动的
一致性 ， 在法 国 和其他国 家的

直接帮助下 ， 增设了一级联合指挥机构和 内部协调 机制 的产物 。 萨赫勒

地区相关国家 固有的脆弱社会管理体系和有 限执法资源等方面的 痼疾 ，

以及各邻国之 间相互 的不信任 ， 给联合反恐部队 的前景蒙上
一层 阴影 。

弗洛朗丝 ？ 帕利在接受法 国 国际广播 电台 采访时一 度表示 ， 组建联合反

恐部队是一项重要的倡议 ， 但推进速度让人忧虑 ，

“

我们必须加快速度 ，

目标是在筹集资金及军队架构方面取得更快进展
”

。

除了在资金方面 的 巨 大缺 口
，
通信方式 的缺乏 、 协调手段 的 不力 、

军事行动的泄密 ， 萨赫勒五 国集团联合反恐部队在 自 身 的反恐 能力 和担

负 的反恐任务之间 的现实矛盾 ，
也是法国必须 面对 的现实问题 。 国 际危

机组织纽约中心主任理査德 ？ 阿特伍德 （
Ｒｉｃｈａ ｒｄＡ ｔｗｏｏｄ ） 警告说 ， 法国

制定的反恐任务 内容过 于宽泛 ， 将给反恐行动 带来 巨大难度 。 而来 自 尼

日尔的联合反恐部队参谋长塞尼 ？ 加尔 巴
（
Ｓｅｎ ｉ Ｇａ ｌｂａ ） 则表示 ：

“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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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经常是有 计划性 的 ，
这也导 致在实施 打击前恐怖分 子就 已 经知

道 了 。

”

此外 ， 由 于担心遭 到报复 ， 当地村民 和游牧民族也并不总是愿意与

当局合作 ， 为确保反恐效果 ，
联合反恐部 队在展开打击行动之后 ，

往往

不得不驻留更长时间 ， 进而分散了本已捉襟见肘 、 并不富裕的有 限兵力 。

目前 ， 驻扎在马里的法军 的 主要 目 标 ， 就是压制 、 打击 隐匿在 阿德拉尔

高原 （ ＡｄｒａｒＰｌａｔｅａｕ ） 的恐怖武装团伙 。

（三 ） 美国 的掣肘

横亘在马克龙面前 的另 一个问题是 ， 美国 虽然原则上支持法 国在非

洲 的反恐立场 ， 但对成立萨赫勒五国集团 联合反恐部队的必要性和合法

性一度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
在各种场合质疑法国 的反恐计划是否真正

能给当地带来改变 。 在安理会明 确 由 联合 国 负 责萨赫勒五 国集 团联合反

恐部队的行动及后勤开销的情况下 ， 美 国公开表示反对将联合 国 的资源

花费在这支年花销近 ５ 亿美元的部队身上 。

在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反恐部队 最关键 的指挥权问 题上 ， 美 国既不

希望联合国安理会支持这一合作范 围广泛 、 但并不在 自 己 主导下 的联合

部队 ， 拒绝批准由 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 、 萨赫勒 五国 、 法 国及大部分

安理会成员 提出 以联合 国 名 义支援 的要求 ； 更不希望
“
一意孤行 ， 无视

反对意见
”

的法 国主导这一地 区性反恐组织 。 而斯德哥尔摩国 际和平研

究所的专家则务实地指 出 ， 法 国想要争取美国 的首肯 ， 除了 要为
“

已经

得到广泛同意
”

的萨赫勒五 国集团联合反恐部 队提供更多资金外 ， 还要

为在该地区部署 的 ４０００ 人的法国军队提 出切实可行的
“

退出战略
”

。

事实上 ，
法国除了需要其他盟友和联合 国方面 的资金援助 和跨境协

作外 ， 还必须赢得美国在这场反恐斗争 中 的支持 。 与马克龙对 于美国 出

资援助感到欣慰 、 勒 ？ 德里昂对于美国达成妥协
“

仍留 有一扇 敞开之 门
”

的乐观相 比 ， 美 国 似乎并 不甘心 只 为他 国在 非洲 的行 动捧场 站台 。 自

２００２ 年 以来 ， 先后 在泛 萨赫勒倡议 （
ＰａｎＳａｈ ｅｌＩｎｉ ｔｉａｔｉｖｅ

，ＰＳＩ
） 、 跨撒哈

拉反恐怖主义倡议 （
Ｔｒａｎｓ

－

ＳａｈａｒａｎＣ ｏｕｎｔｅ 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Ｉｎｉ ｔｉａｔ ｉｖｅ
，ＴＳＣＴＩ

） 的

影响下 ， 数以千计的美军事人员 被部署 到萨赫勒地区 ， 以使该 地区 的政

府和安全部队接受美国的训练 、 装备 、 资金和建议 ， 特别是 自 ２００ ８ 年 １ ０

月 １ 日 在德国斯图加特设立美军非洲 司令部 （
Ｕ ＳＡｆｒｉｃ ａＣｏｍｍ ａｎｄ

，ＡＦＲＩ －

Ｃ０Ｍ
） 以来 ， 美国越来越期望深入这片大陆 ， 发挥更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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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形势的发展 ，
美 国转而认可萨赫勒五 国集 团联合反恐部队 ，

认

为其成立是对
“

活跃在该地区 内外袭击平 民及 联合 国维和人员 的跨 国有

组织犯罪网络团伙的暴力极端分子
”

的
“

真正 回应
”

， 但根据美 国驻联合

国大使妮基
？ 海莉 （

Ｎ ｉｋ ｋｉＨａｌｅ
ｙ ） 的说法 ， 在未来 的 ３

—

６ 年 ， 无论 萨赫

勒五 国集团 是否有 能力 ， 联合反恐部 队都
“

首先也是 最重要 的 ，
由 萨

赫勒地 区 国家主导
”

， 而且这种 主导
“

必须要在美 国 的参与下
”

才能完

成 ，
因为 只 有这样 ， 才是将 萨赫勒 地 区从恐 怖组织 下解放 出 来 的

“

最

有效方法
”

。

除此之外 ，
地 区 冲 突未平 ， 国 家政局动 荡 ， 经 济增长缓 慢 ， 失业 、

贫困和难 民问题凸显 ， 萨赫勒地区 和平 与安全面临 的诸多挑战 ， 严重制

约了该地 区的发展 。 面对上述 问题 ， 萨赫勒地 区军事力量建设受 阻 ， 各

国 自 身预防 和解决 冲突 、 维护和平 与安全能力建设严重不足 ，
国家间 军

事反恐合作协调困难 ， 萨赫勒五国集 团联合反恐部队 的 自 主 和平行动受

到财政资源 、 装备技术 、 管理体系等多方面 的制约 。

第一 ， 要继续完善 同联合国及非 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 萨赫勒五 国

集团 国防委员会等 区域性 、 次区域性组织的合作关系 。 ２０ １７ 年 ４ 月 ， 联

合国 同非盟签署 《联合国
一

非盟关于深化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

文件》 ，
进一步加强了同非盟的伙伴关系 。 马克龙政府应当支持联合 国在

充分尊重非洲 自 主解决安全问题主导权基础上 ， 深化 同非盟 和平与安全

理事会 、 萨赫勒 五国集 团 国 防委员会等 区域性 、 次区 域性组织 的协调 ，

在冲突预防 、 危机管理和 冲突 后重建等领域加强合作 ， 建立共 同计划 、

决策 、 评估和通报机制 ， 与萨赫勒五 国集团联合反恐部 队联合开展危机

预警 、 战略评估 、 任务授权和部署等工作 ，
全方位提髙合作水平 。

第二 ， 要切实支持 萨赫勒五国集 团联合反恐部队行动 。 萨赫勒五 国

集团联合反恐部队是应对萨赫勒地区 危机 的重要手段 ， 是联合 国维和行

动的重要补充 。 面对人员 、 资金和资源不足等 困难 ， 马克龙政府应 当考

虑丰富联合反恐部队 的供资模式 ， 提 出 切实可行的供资方案 ， 以提供充

足 、 稳定和可持续 的反恐资金 ， 帮助 建立持续 、 稳定 和可预测的供资机

制 ， 提高联合反恐部队在行动规划 、 资金筹措 、 任务维持和管理等方面

的能力
，
并协助加快联合反恐部队常备军 、 快速反应部 队和早期预瞀机

制建设 ，
深化军事技术领域合作 ， 扩大军事培训规模 。

第三 ，
要大力帮助 萨赫勒地 区 国 家解决冲 突根源问 题 。 萨赫勒地 区

反恐问题牵涉到 复杂的 国家 、 民族 、 宗教和 社会 矛盾 ， 应该标本兼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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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注重解决当前面临 的和平与安全问题 ， 更应努力解决产生 问题的根

源 ， 特别是要支持该地 区加快发展 ， 减少贫 困 ， 遏制并打击极端宗教思

想进家庭和学校 ， 切 断恐怖组织 的资金来源 ， 消 除滋生 冲突和极端主义

的温床 ， 从医疗 、 教育 、 经贸和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人手 ， 关

注青年 、 妇女和儿童 、 难 民和就业等 问题 ， 提髙 萨赫勒地 区经 济社会发

展水平 。

总之 ， 在尊重当事 国主权 ， 综合考虑 当事 国 实际需求 、 安全环塊 和

任务 目标等各方面因 素 ， 加强萨赫勒地 区 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 ，
强化集

体安全机制 ， 完善和平 与安全框架 ， 解决导致冲突 的根源性 问题 ， 实现

２０２０ 年萨赫勒地 区乃至非洲平息枪声路线图 的 目 标 ， 对马克龙 的考验或

许才刚刚开始 。

（ 责任编辑 ： 宁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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