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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3 月 20 日，法英美

等国家对利比亚政府军目标发动

大规模空袭，使利比亚局势进入

一个新的转折性阶段。但多国部

队对利比亚发动地面攻击的可能

性很小，法国主导这次军事行动

颇多用意，利比亚前途让西方世

界难做决断。

这次多国部队之所以可以对

利比亚发动有授权的攻击，是因

为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的出

台。这个决议通过本身就很艰

难，说明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存

在着巨大争议，而且此届安理会

15个成员国中五个主要国家都投

了弃权票。决议明确规定，这个

行动只限空中打击，确保停火，进

行人道主义保护，而且特别指出

不能进行地面攻击。所以从法理

和动武授权依据来讲，发动袭击

的国家是不可以发动地面战争

的，除非他们争取安理会另一次

授权，或者索性绕开安理会自己

发动地面攻击。从现实来讲，利

比亚的情况非常复杂。170 多万

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如果发动地

面攻击，需要很多兵力，而且利比

亚是一个以部落为社会主体的国

家，部落武装、民兵武装等门派非

常多，一旦陷入地面乱战，对任何

参战国家军人来讲都可能构成灭

顶之灾。 作者系央视评论员

外军干预地面战
可能性较小

■马晓霖

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可避免地产生各

种后果，西方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也不

例外，无论是对利比亚，还是对参加军事

打击的西方国家来说。

利比亚总人民大会秘书长（议长）穆

罕默德·兹韦19日晚些时候证实，首都的

黎波里和东部城市米苏拉塔遭到了来自

某些西方国家的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

亡，建筑设施遭到严重毁坏。据利比亚

电视台20日报道，截至目前已有48人在

空袭中死亡，另有150人受伤。

此外，国际分析人士认为，西方开始

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打击，有可能改变利

比亚的战场形势。在军事打击开始前，

卡扎菲的军队兵临反政府武装控制的班

加西城下，对反政府武装形成强大压

力。现在，由于军事打击，反政府武装面

临的压力减小，使得这个国家的交战双

方更难决出胜负。利比亚动荡可能会持

续下去，此外，军事打击使卡扎菲政权维

护本国领土完整和保卫自身安全的难度

骤然加大。

对于参战的西方国家来说，也面临

很多不确定因素。

英国有分析人士认为，卡梅伦参与

军事干预是有风险的，且不说参与战争

将给英国带来的财政压力和人员损失，

一旦行动失败，卡梅伦将重蹈因参加伊

拉克战争而遭民众诟病的布莱尔的覆

辙。

美国的福克斯新闻电视台的评论员

担心，美国会陷入又一个战争泥潭。《纽

约时报》19日刊文说，军事行动可能使利

比亚陷入无政府状态，这将为伊斯兰极

端势力提供滋长的空间。

法国的米哈伊尔认为，军事打击不

一定会导致卡扎菲下台，利比亚的形势

十分复杂，局势可能会变得很糟糕。

国际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卡扎菲政

权在西方军事打击中得以生存下来，利

比亚战局久拖不决，人员伤亡越来越大，

那么西方国家内部对军事打击的不同声

音也会越来越多，进而影响到参战国家

自己的政局。 据新华社

法国这次挑头，让很多人感到意

外，但却很符合萨科齐的行事风格。

其实，法国在利比亚问题上是很尴尬

的：先是贸然与利比亚断交，然后是

承认反政府力量，结果形势判断失

误，反政府一方“意外”落在了下风，

迫使其不得不亲自出马。

当然了，此举也有利于缓解法

国国内矛盾，至少萨科齐是这样认

为的。

相比之下，加拿大等国要“单纯”

许多，更多是从所谓人道主义和国家

形象的立场出发，尽管这样做最终受

损的还是利比亚平民。

美国私心就更重一些。一方

面，美国不想在这种事关“人道主

义”的事情上落后他国，但也不想

冲得太猛，法国牵头可谓正中下

怀。另一方面，奥巴马坚称美国不

会出动地面部队，是担心伊战再

现。而美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也不

支持其深度卷入。这也意味着，利

比亚很可能重温当年南联盟的噩

梦，而人道主义干预也很可能带来

人道主义灾难！

作者系环球网特约评论员、中国

社科院美国所、美国问题研究者

打击利比亚各怀心事 南联盟噩梦重现 ■张国庆

西方开始军事干预利比亚了，而

且明显超出了安理会决议设立“禁飞

区”的范围，因为它打击的不仅包括

卡扎菲的防空设施，还包括其地面力

量。虽然卡扎菲在安理会决议通过

之后就无比灵活地表示愿意遵守安

理会决议，不想给西方留下进行实质

军事打击的借口。但西方显然不想

善罢甘休，其干预意图已由公开宣称

的建立“禁飞区”变为支持反对派摧

毁卡扎菲政权。

笔者虽然反对卡扎菲政权，但不

乐见到这种局面。我一直认为，由联

合国出面向利比亚施加压力，建立起

民主的联合政府，应该是对利比亚人

民及未来民主进程的最佳选择。西

方的军事打击不但不可避免地会导

致重大的伤亡，而且很可能加剧利内

部的分裂。卡扎菲虽然独裁，但并不

是没有一点支持基础。他所在的部

落、他克里斯玛式的魅力以及他统治

下石油收入的获益者都是支持他的

力量。前段时间利反对派之所以未

能摧枯拉朽地打垮卡扎菲，反而被卡

扎菲频频反攻，部分原因即在于此。

因此，即使反对派夺取政权，只会加

剧而不是缓减利比亚内部社会的分

裂，从而很难避免像当前伊拉克那样

的局面。

从一个国家社会变革的角度

看，真正的民主进程只能通过和平

的进程去寻求。暴力可以推翻独

裁，却很难建立民主。许多第三世

界国家的独裁政权频频被推翻，却

总是很难建立起理想的民主制度，

暴力革命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

原因。因为民主的真谛在于将统

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同意而不是恐

惧的基础之上（奥巴马自己也提到

过这一点），而暴力革命只能导致

恐惧而不是出自内心的同意。

更让人诟病的是，西方这次军事

干预是明显的双重标准。在另一个

国家，发生了沙特派兵帮助镇压反对

派示威的事件，但西方予以默许。巴

林的反对派与利比亚的反对派一样

的是要求民主，西方何以厚此而薄

彼？说到底，还是利益因素在作祟。

巴林国王政府是美国的盟友，国土上

驻扎着美国的第五舰队。而卡扎菲

是西方的敌人，特别是一直与美国作

对，所以刀兵相向就毫不奇怪了。西

方考虑自己的利益当然很正常，但如

果非要打民主、人权的旗号，则不能

不是对这一原本神圣旗帜的玷污。

作者系高校教师，法学博士（国际

关系专业）

西方干预利比亚背后的隐忧 ■李开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