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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后重返中亚的困境与突破办法

李家晶　李　苗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471000

摘　要：美国自 5 月 1 日起从阿富汗撤军，此举将诱发阿富汗局势动荡、阿内战爆发，地区恐怖主

义伺机反扑。美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谋求重返中亚，以期由明转暗维持在阿军事行动能力，由内转外

维持军事威慑能力，重塑中亚地缘政治格局。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利益交织，美军重返中亚面临诸多困难。

为实现中亚驻军目的，美可加大诱压力度，明暗配合，多手并用，徐图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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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14 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宣布美将于

5 月 1 日起开始撤回驻阿富汗美军，于 2021 年 9 月

11 日全部撤离。拜登同时强调，美国政府将继续支

持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的和平谈判，并协助国际

社会训练阿富汗军队。《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

的话说，美国相关机构正在研究将从阿富汗撤离的武

装力量转至中亚和中东国家驻扎的可能性。当前，

美国全球领导力下降，国内新冠疫情失控，国内矛

盾激化，中俄等新兴国家崛起，此时宣布撤军是美

被迫采取的战略收缩之举，旨在调整部署着力应对

亚太地区重要挑战，竭力维护自身国际霸权地位。

一、美国曾部署于中亚的军事基地

9·11 事件以后，美国的中亚五国军事政策服

务于其在阿富汗的战争需要，阿富汗的军事存在与

其在中亚五国的军事存在息息相关，美国假借反恐

名义，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持续加强在中亚的军事部

署，随着阿富汗战争的旷日持久化逐渐扩大在中亚

的军事基地和驻军规模，高峰时期美国及其盟友在

中亚维持了六千余人的驻军规模，主要包括以下基

地及运输线：

汉纳巴德空军基地：位于乌兹别克斯坦，2002

年建立，为美向阿北部地区的作战行动提供支援。

2005 年美乌关系因安集延事件恶化，加上美国在中

亚大力推行“民主价值观”引起中亚各国政府的不

安，当年 11 月该基地关闭。

玛纳斯空军基地：位于吉尔吉斯斯坦，2001 年

建立，2014 年 6 月关闭，为美军在中亚最大的空军

基地，被美国五角大楼视为驻阿美军和多国部队的

“战略生命线”。 

库利亚布机场：位于塔吉克斯坦，2001 年开放，

距阿富汗仅 100 公里，用于支援阿富汗境内的美军

和法军作战。

阿拉木图机场：位于哈萨克斯坦，2002 年开放，

哈同意在“特殊情况下”向在阿富汗执行反恐任务

的外国战机提供军用机场。

北方运输线：2012 年，俄罗斯决定允许驻阿国

际安全援助部队过境俄罗斯，在欧洲和阿富汗之间

运送武器装备及军事物资，这条转运通道被称为“北

方运输线”，梅德韦杰夫于 2015 年签署命令对北

约彻底关闭该运输线。

二、美国重返中亚的战略意图

（一）撤而不离，随时介入阿富汗局势。随着

美国在中亚军事立足点消失，军事力量撤出中亚地

区，这必然使其对中亚地区的安全保障作用下降。

阿富汗国民议会下院议长拉赫马尼 4 月 14 日对美

国撤军表达担忧：国际部队目前从阿撤军的条件还

不成熟，阿富汗局势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甚至陷入内

战。美国谋求在阿富汗邻国部署军事力量，实时监

视阿富汗国内局势变化，以便随时介入，维护美在

阿和中亚地区的安全利益。

（二）伺机而动，继续影响中亚地缘政治。美

北约为阿政府军打击阿塔提供关键支持。阿安全部

队空中力量和特战力量对美依赖程度较高，美撤军

后势必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阿政府军对阿塔的优势。

美此时撤军将导致踞阿恐怖势力相互勾结，趁机发

动攻势，内部乱局和恐怖主义外溢将加剧中亚国家

面临威胁。此时美可以反恐为名顺理成章加强中亚

军事部署，提升美在中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三）长远布局，谋划中亚地区的大国博弈。

中亚地处要冲，地缘政治意义重大。美通过撤军进

行战略收缩，意图集中力量应对中俄对其全球霸权

地位挑战。美从阿富汗撤军，区域大国将承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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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责任，分散消耗地区国家的精力。美趁机重返

中亚，布局中亚战略，向北围堵俄罗斯，对俄罗斯

形成全面封锁，向东遏制中国，掣肘“一带一路”

在中亚的推进，向西震慑伊朗，向南控制印巴。

三、美国重返中亚的面临的困境

（一）集安组织和国家政策的限制难以突破。

一方面，根据集安组织规定，不经成员国允许禁止

在成员国领土内驻扎成员国以外的军队，美军驻扎

中亚难以突破集安组织内部规定。另一方面，乌外

交政策和国防政策表明不会接纳外国的军事基地。

五月初，乌国防部表示，该国军事学说不考虑在境

内部署外国军队。因此美国遂将谈判设立军事基地

的主要精力转向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

（二）俄罗斯在中亚的底线难以逾越。一是此

前美国在阿富汗军事行动框架下在中亚维持驻军

的规模远超反恐战争需要，若重返中亚将在波罗

的海、外高加索和中亚形成对俄封锁线。二是中

亚国家对俄罗斯在经济、军事领域依赖程度较高，

不会贸然挑战逾越俄罗斯底线。三是俄强化与中

亚的经济利益捆绑，巩固军事防线，加强外交斡

旋拉拢，试图修复同中亚各国的关系，以减少美国

在该地的影响力。

（三）美在中亚劣迹斑斑，中亚国家心存戒心。

美此前意图在中亚扶植亲美政权，推行颜色革命，

强行进行民主改造。此举导致中亚国家内部动乱，

人民反美情绪高涨。特别是颜色革命和安集延事件

后，中亚国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驱逐驻扎

在本国的美军。当前，美试图多线布局、混合介入，

由明转暗，民主改造转变为民主输出。但中亚国家

防范意识已然增强，若美提出驻军建议，定会从底

线思维出发，严密防范。

四、美国突破困境的办法

（一）加大地区斡旋，凝聚地区安全共识。4 月

23 日，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新闻司发布消息称，中

亚五国与美国间的“C5+1”模式高级别会晤以视频会

议的方式举行，乌、哈、吉、塔、土五国外长及美国

国务卿出席活动，就中亚国家与美国间的地区安全、

应对气候变化及阿富汗和平进程等话题交流了意见。

美大打外交牌，利用现有“C5+1”模式维护中亚地

区安全稳定为由，加大对地区国家的诱拉力度。

（二）加紧研拟方案，聚焦重点突破。4 月 15

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官员就在中亚

地区部署军事基地的可能性与哈、乌、塔方接触。

4 月 22 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分别与乌、哈外长通

话，重申美国支持各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

独立”。5 月初，美国阿富汗和解问题特使扎尔梅

·哈利勒扎德访问塔吉克斯坦。鉴于所受限制，美

拟转换思路，选择重点方向，充分挖掘中亚国家的

利益诉求，研究制定专属方案，逐个击破。

（三）巧妙包装，分步推移。如美难以直接在

中亚地区实现驻军，可通过谈判建立某种临时后勤

中心，以民用借口派驻专家和工作人员。随后推行

“军事渗透”，由民转军，由租转驻，多管齐下，

明暗配合，方便在必要时支援阿富汗武装部队。

（四）加大利诱力度，徐图突破。以经济援助、

赠送装备和高额租金为诱饵，迫使中亚国家就范。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亚国家经济雪上加霜，国内

局势动荡加剧，此时美方抛出巨额经济援助，可解

中亚国家燃眉之急。2002 年，乌兹别克斯坦因提供

土地获得 3 亿美元的资金以及军队武器和技术装备；

吉尔吉斯斯坦 2014 年前每年可从美军事基地获得

6400 万美元的租金。美从阿富汗撤军，可将驻阿美

军装备以赠送为名，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合作，

为租借军事基地、实现驻军目的提供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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