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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4年阿富汗总统选举评析
＊

李诗隽 ， 韩 隽
（新疆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 新疆 乌鲁木齐 8 3 0 0 4 9 ）

摘 要 ：
2 0 1 4年 9 月 2 1 日 ， 加尼击败热门 总 统侯选人阿 卜 杜拉成功 当选第三任阿 富汗总 统 。

＇

与 2 0 0 9年总 统大选相

比
， 此次选举虽然依旧充斥着舞弊现象 ， 但舞弊行为 多 为

“

选票填充
”

并集 中发生在选举官 员 身上； 选举参与率 尚

未恢复 2 0 0 4年 的水平但有所提高 ； 尽管 总 统竞选团 队有
一

半 的少 数民族 ， 但此次选举仍 然是普什图族之 间的较

量 ； 选举过程充满 波折但 较为稳定 、 完整 ， 塔利 班未 能破坏选举 ；
美国 暗中主导选举进程 。 总 的来说 ， 此次总统大

选进程虽几次陷入僵局但最 终成 立联合政府 ． 然而 ， 后撤军时代 ，
大选后 尚未解决 的诸多纷争 、 较低程度 的多 民

族政治参与 以及新政府
“

亲美
”

的姿态 等 问题 ， 使得阿富 汗 的局 势充满不确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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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4年 4 月 5 日 当地时间 7时 ， 塔利班倒 台后的逐 。 阿 卜杜拉 、 加尼和拉苏尔的竞选团队基本囊括

第三次阿富汗总统选举正式拉开序幕 ，
八位总统候主要部族 ， 在选举筹备阶段 ，

三者互不相让 ， 选战

选人参与了第
一轮选举的角逐。 9月 2 1 日

，
总统大激烈 ， 选情胶着 ，

呈现出
＂

三强鼎立
”

的态势 。

选结果揭晓 ， 加尼当选第三届阿富汗总统 ， 阿 卜杜在经历了近 1 0小时的选民投票过程以及 2 1天

拉任相当于总理的
“

首席行政官
＂
一

职 。 然而
， 整个的计票和审查工作之后 ， 独立选举委员会于 2 0 1 4

大选过程艰难而曲折 。 加尼与阿 卜杜拉围绕组阁和年 4月 2 6 日 宣布初选结果 ，
阿 卜杜拉与加 尼分别

修宪等问题的矛盾未得到根本解决 ， 这使得联合政以 4 5％和 3 1 ． 5 6％的支持率携手进人第二轮选举 ， 除

府前景堪忧 ，

一旦阿富汗国 内安全局势恶化 ， 极端拉苏尔的支持率为 1 1 ． 3 7％以外 ’
没有候选人支持率

势力可能会蔓延至地区内其他国家 。超过 1 0％
， 甚至有两位候选人支持率不到 1％

？
。 在

第
一

轮选举中 ，
阿富汗共正常开放 6 2 1 8个投票站

－

、 阿 ＊ 汗…无大选历釭回顾（此次选举未设置境外投票站 ）
，
有效选票 6 6 1 7  6 6 6

根据阿富汗 2 0 1 3年新 ？选举法 》规定 ， 阿富汗张 ， 无效选票 2 3 4  6 7 4张 （无效投票率 3 ． 4 2％ ）
，
注册

的总统选举每五年
一届

， 实行
“

全国普选 、 差额直选民人数超过 1  2 0 0万
，
近 7 0 0万选民参与投票 ， 其

选
”

， 在第
一

轮选举中 ， 如果有候选人获得
一

半以中女性选民人数超过 2 5 0万 。

上的选票即可获胜 ，
否则前两名候选人将进人第二 （

二
） 第二轮决选历程

轮决选 ， 获得简单多数者将最终问鼎总统 。随着新一轮竞选活动的开始 ， 两位候选人在争

（

一

） 第
一轮选举历程取能够左右选举结果的部落长老 、 宗教学者 、

少数

根据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总统竞选名单 ， 共民族领袖 、 政府官员 以及在第
一轮中被淘汰的候选

有八位候选人
？
参与 了 2 0 1 4年阿富汗总统大选的角人的支持上竞争激烈 ， 双方有针对性地发起集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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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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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撤军计划实施后 阿富 汗 民族和解进程研究
”

（ ＸＪＥＤＵ 0 1 0 3 1 2Ｂ0 4 、 2 0 1 4年新疆大学世川 良
一

优 秀研究

生科研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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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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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李诗隽 （ 1 9 8 9
—

）
， 女 ， 湖北武 汉人 ， 新疆大学 中亚地缘政治研究 中心助理研究 员 ， 新 疆大学政治 与 公共管 理学

院政治学硕 士研 究 生 ， 从事 国际政治研究 。

① 八位候选人 ： 阿 卜杜拉 ．阿 卜杜拉 （Ａｂｄｕｌ ｌａｈＡｂｄｕｌ ｌａｈ
）

、 阿 卜杜勒 ．拉苏尔 ．沙耶夫 （
Ａｂｄｕｌ Ｒａｂ Ｒａｓｓｏｕｌ ） 、 阿什拉夫 ．加

尼．阿玛德宰 （
ＡｓｈｒａｆＧｈａｎ

ｉ
Ａｈｍａｄｚａ

ｉ ） 、 古尔 ． 阿遂
．谢尔扎伊 （ Ｇｕ ｌＡ

ｇ
ｈａＳｈｅｒｚａ

ｉ ） 、 扎尔迈 ．拉苏尔 （
Ｚａｌｍａ

ｉ
Ｒａｓ ｓｏｕ ｌ

） 、 库特

卜 丁 ．希拉勒 （ Ｑｕｔｂｕｄｄ ｉｎ Ｈｅｌａｌ ） 、 希达亚特 ．阿明 ．阿尔萨拉 （Ｈｅｄａｙａ ｔＡｍｉ
ｎＡｒ ｓａｌａ ） 、达乌德 ．沙坦柔伊 （Ｄａｏｕｄ Ｓｕ ｌ

ｔａｎｚｏｙ ） 。

② 第
一轮总统候选人支持率详情 ： 阿 卜杜拉支持率 4 5％

； 加尼 3 1 ． 5 6％
； 拉苏尔 1 1 ． 3 7％

；
沙耶夫 7 ． 0 4％

； 希拉勒 2 ． 7 5 ％
； 谢尔

扎伊 1 ． 5 7 ％ ；
沙坦柔伊 0 ． 4 6％ ； 阿尔萨拉 0 ．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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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或派发宣传册以争取选民 。 拉苏尔阵营和伊斯其掌握了加尼的大规模舞弊记录 ’ 他甚至暗示 ’ 卡

兰党内部关于支持哪位候选人的分歧 日益激烈 ， 甚尔扎伊贿赂独立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 。 2 2 日 中午 ，

至出现临阵倒戈的现象 。阿 卜杜拉团 队成员纳斯鲁拉 ？ 巴尔亚莱公开发布有

6月 1 4 日早晨 7时 1 0分
，
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关选举委员会秘书长亚哈克 阿马克哈尔涉及选举

会主席艾哈迈德 ？优素福 ？努里斯坦在喀布尔宣布 ，
舞弊 （在选举结束

一天内往投票箱中投放支持加尼

阿富汗第二轮总统选举正式开始 。 7月 7 日 晚 ， 努的选票 ） 的五次通话记录 ， 这些通话涉及阿马克哈

里斯坦宣布第二轮决选投票的初步结果 ， 加 尼尔 、 他的助手 、 加尼团队成员和地方独立选举委员

以 5 6 ． 4 4％ （ 4  4 8 5 8 8 8票 ） 的支持率暂时领先阿 卜杜会官员 。 此外 ， 阿富汗透明选举基金会表示 ，
1 6个

拉 ， 选票共计 8 1 0 9 4 0 3张 ， 其中 3 7 ． 6 3％为女性选民 。 省 中有 2 1 8个投票站的票箱在选举开始前就装满了

随着初步结果的公布 ， 阿 卜杜拉团队对初步结果表假票 。 更有甚者 ， 在独立选举委员会 1 6 日宣布了

示强烈地不满 ， 该团队成员陆续指控卡尔扎伊 、 加第一轮投票结果 ， 并声称根据宪法规定选举结果不

尼 、 独立选举委员会员工和政府官员参与选举舞会因任何投诉案而发生改变后 ， 独立选举委员会官

弊 ’ 随即阿 卜杜拉宣布退出选举进程 。网公布的投票结果出现微幅变化 ’
虽然总统候选人

（三 ） 联合政府的成立的得票顺序未发生改变 ， 但这仍然暴露出选举管理

自 7月 中下旬起 ， 美国总统奥 巴马 、 美国参部门 “知法犯法
”

的弊病。

议员约翰 ？麦凯恩 、 林塞 ．格雷厄姆和美国国务卿约总统大选虽暂时告
一

段落 ， 但有关大规模选举

翰？克里先后访问阿富汗 ， 在美国和联合国的斡旋舞弊的审查工作仍在继续 。 加尼与阿 卜杜拉的手中

之下 ， 两位候选人开始正面接触 ， 讨论成立联合政仍握有大量揭露对方或选举委员会官员乃至前总
＿

府 。 但直至 9月 2 1 日
，
两人才在联合国秘书长特别统卡尔扎伊参与舞弊案件的视频 、 音频等证据 。

一

代表扬 ．库比什和美国驻阿大使坎宁安的见证下达旦加尼与阿 卜杜拉在组阁问题上矛盾激化 ， 这些舞

成权力分享协议 ， 结束了持续数月 的政治僵局 ｏ弊证据必定成为打击对方的有力武器 ， 从而降低对

协议内容主要包括四点 ： （ 1 ） 总统致力于两年方的政治合法性 。

内召开支尔格大会 ， 讨论修改宪法和设立
“

行政总（
二

） 选举参与度略有提高

理
＂
－

职 。 ⑵ 細宪法得到修改和设立了 “行政总在
“

波恩协议
’ ’

，
神的指导下 ， 阿富汗设立总

理
“

的职位 ，

＂

首席行政官
＂－职才予以设立 。 ⑶ 联

统 、 国 民议会 ，
实行具有美国色彩的总统制 。讓

， ＆
年 ， 在国际社会的鼎力支持下 ，

阿富汗开始了第
－

度改革特别委始 ， 在 2 0 1 5顿＾鮮 ；ｔｆｌ实纖
細主的纖鮮 ，酬接受纏物剛富汗民众

举改革 。 特驗始贼碰自纖和 “

前行政
Ｍ ’

官
”

决定
； ⑷ 总统和

“首席行政官
”在关键安全 、 经 ！

机制不完善 、 政治文化相对落后 、 政治参与成本

济和独立部门职位上拥有平等的任命权 。 两个竞选
高昂 以及选举舞弊严重等因素的影响 ’

■年 ， 阿

团队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层翻有同等的
Ｓ ， 2 0 1 4＾

，

代表并械员顾保持公平⑴
。在卡尔扎伊政細宣传和阿安全部队的努力下 ’

民

当 日 晚些时候 ，
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正式宣

众对选举的信任有所 回升 ’ 虽注册选民数变少 ’ 但

布 ， 加尼击败劲敌阿 卜杜拉赢得总统大选的胜利 。 ＾
率明显上升 。 2 0 0 4年至 2 0 1 4年三次总统选举的

同时 ， 阿富汗财政部部长扎希尔瓦尔表示 ， 因为选实际参与率如表 1所系 ：

举进程迟滞不前 ， 巳经造成了五十亿美元的财政损＊ 1 讓至 2 0 1 4年总统大选实际参与率表 （万人 ）

失 ’ 同时导致资本外流达六十亿美元 ， 这一财政损年份 人 口数Ａ 注册选民数Ｂ 投票率Ｃ 实际参与率Ｄ

失将在很长
一

段时期 内对阿富汗的经济造成不 良
2Ｍ 4 2 4 0 0 1 0 5 0 7 0％ 5 5 ＿ 6 8 ％

影响？ 大选虽然最终实现了和平的权力交接 ， 但＝ ＝ ＝ ＝ ＝
权力共享协议之下的联合政府仍面临重重挑战 。


一＾
Ｄ＝

［

Ｂ
／ （
Ａ ｘ 5 5％ ）

］

ｘＣ 数据来源 ： 世界银行 、 阿富汗独立选
二 、 此次思统大选的特 ， ． 、、

举委员会和黎明电视台网站资料整理所得 。

（

一

） 选举舞弊现象严重（ 三 ） 选举的 争夺仍旧是普什 图族ＶＳ普什 图族

早在 6月 1 8 日
，
阿 卜杜拉就召开新闻发布会称 ，虽然八名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团队包含了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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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成员 ， 甚至还有两名女性候选人
3 5

出现在此次同 日
，
阿塔预言称

，
加尼将会赢得此次阿富汗总统

选举之中 ， 但总统候选人均为普什图族 。 二十四名选举 ，
因为美国对加尼进ｆ？了大量的投资 ， 并为其

主要竞选者之中 ，
有十二名为普什图族 ， 其他如哈做宣传以获得人们的支持 ， 美国未来将通过加尼贯

扎拉族 （ 5人） 、塔吉克族 （ 3人 ） 和乌兹别克族 （ 4人 ） 彻美在阿富汗的战略 。 随着加尼与阿 卜 杜拉陷人僵

均在列 。 少数民族中 ，
哈扎拉族候选人最多 ， 而综持

，
美国不失时机予以干预并促使双方签署 《技术

合实力最强的是塔吉克族 。 普什图族的优势
一

方面和政治框架协议 》和 《联合声 明 》 。 更有甚者 ， 选

是因为人 口 占优 ，
另一方面则是归因于部族文化的举投诉委员会内有部分员工受美国的暗中支持 ’ 以

传承 。 出于共同的选举获胜 目的而形成的多民族竞美国的意愿为准则 ， 使得美国可以肆意干涉选举工

选团队本身具有
一

定的脆弱性 ’ 倘若加尼违背多民作 。 新政府关键部门要员要么拥有在美国受教育的

族共享权力的承诺 ， 新政府将继续 由普什图族占主背景 、 要么在言行中表达出对美国的善意 ， 显然 ，

导地位 ， 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必然会对联合政府心即使后撤军时代近在眼前 ， 美国这只无形的手仍然

生不满 ，
民族矛盾面临扩大的危险 。在操纵着阿富汗的局势 。

（四 ） 选举过程较为稳定 、 完整
一ｉ－

ｂ＾Ｅ．ｉａ－Ｚ
，

首先
，
阿富汗国家安輔ｐ队尽力维护全国的安

二、 对阿 ？ 汗未来政局严生的 矽响

全形势 。 为了确保此次选举的顺利进行 ， 阿富汗安 （

一

） 尚未解决的 大选纷争对未来政局起 负 面

全部门部署了包括阿富汗国家警察 、 国家安全局人影响

员和阿富汗国民军在内的 1 9 5 0 0 0名士兵至全国各地在 2 0 1 4年 7月 1 2 日
‘

《 技术和政治框架协议 》

的投票中心 ， 重点在塔利班活跃的东南部设置重重和 2 0 1 4年 8月 8 日 《联＆声明 》的指导下 ， 两位候选人

关卡 ， 开展清扫活动 ， 同时 ， 卡尔扎伊政府每天都重申其尊重选举结果 ， 共同签署权力共享协议 ， 承

会派阿安全部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扫行动 ，
每周诺建立联合政府 。 但在协议谈判之初双方就已存在

死于阿士兵枪下的塔利班分子不下百名 。分歧 。 阿 卜 杜拉倾向于
一

个接近平分权力 的方案 。

其次 ， 塔利班针对大选的袭击频度和程度低然而加尼不愿在分权中做出让步 ，
可以设立总理职

于以往 。 据阿内政部长欧麦尔 ？达德扎称 ， 塔利班位 ，

“

但我们不会改成议会制
”

， 这表示留给执行委

于 4月 5 日策划的袭击为 1 4 0起 ，
8名 阿富汗士兵死员会的权力将会极少 。 此外 ， 在

“

首席行政官
”

的地

亡
，

4 4名受伤 ，
同时

，
1 6 4名叛乱分子被击毙 ，

8 2名被位的问题上 ， 政治协议规定 ， 该职位需在修宪之后

击伤 ，
远远低于塔利班声称的

“

制造
一

千多起袭击 ， 再予以法律承认 ，
而宪法的修改很可能会在 2 0 1 5年

造成数十人死亡
＂

的言论Ｗ
。阿富汗 国防部发言人查的议会选举之后才由宪法委员会着手实施 ，

“首席

希尔 ．阿兹米称 ，
6月 1 4 日

， 塔利班发动了约 1 5 0起袭行政官
”近一年的不合法地位可能会埋下隐患 。 同

击
，
造成 1 1名警察 、 1 8名 国民军士兵以及约 3 9名平时 ，协议文件中的描述与加尼团队成员法伊祖拉 ？扎

民被杀 ， 其中包括妇女与儿童 ［

5
】

。 塔利班发生袭击基 “ ‘

首席行政官
’

的职位将在总统就职典礼和省级

的次数 明显少于 2 0 0 9年 ， 而且杀伤力大幅度下降 ， 地方选举完成之后设立＂ 的言论出现矛盾 。

袭击方式仅限于手榴弹 、 简易爆炸装置及 自杀式袭值得注意的是 ’

“

首席行政官
”

与总统有同等的

击等低强度手段 ， 往往还没有开始攻击就被阿安全高级官员任命权 。 据知情人士表示 ， 现有的 2 5个部

部队擒获 。门中 1 2个部长由阿 卜杜拉任命 ，
1 3个部长由加尼任

（五 ） 美 国是本次大珠的暗中 主导者命 ， 由于少了
一

个部长任命名额 ， 阿 卜杜拉取得

虽然美国并没有 明 目张胆对总统大选指手画了
一些关键委员 的任命权 ， 即加尼有权任命内政

脚 ， 但整个选举过程都有美国的影子 。 2 0 1 4年初 ， 部长 、 边境及部落事务部长 、 国家安全委员会负

有媒体报道 ， 美国官员向阿富汗官员 “塞钱
”

， 收买责人和国家安全顾问 ； 阿 卜 杜拉有权任命国防部

地方部族和军政首领 。 7月 1 9 日
， 欧盟选举评估小长 、 外交部长 、 禁毒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 团成员 。

组发表声明称 ， 欧盟将派出 2必名观察员监督阿富此外 ， 可能会创建一些新的部 门 虽然权力共

汗总统选举的选票审计过程 ， 这些观察员大部分是享协议没能满足阿 卜杜拉完全
“

平等
”

权力的要求 ，

在喀布尔 的欧盟各成员 国外交官和美国外交官Ｍ
。但使得阿 卜杜拉与加尼拥有 同等的高级官员任命

① 两位女性候选人 ： 拉苏尔竞选团队第二副总统候选人哈比芭 ．萨拉比 （Ｈａｂ ｉｂａＳｕｒ ａｂｉ
，
哈扎拉族 ）

；
阿尔萨拉竞选团队

第二副总统候选人萨菲亚 ．塞蒂奇 （ Ｓａｆｉａ Ｓ ｅｄｄ ｉｑ ｉ
， 普什图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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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 ， 这显然为联合政府的组阁及后续工作埋下了隐约 、联合国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国家和地区组织

患 ，
阿 卜杜拉与加尼必定会为了争夺内阁席位

＂不的 “援阿计划
”

打了一剂强心针 ［

1 °
1

。英国首相卡梅伦

死不休
”

， 同时
＂

双头领导
”

会降低政府行政效率 ，增作为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后首位到访的西方主要领

加 内耗 。 此外
， 根据权力共享协议 、 《联合声 明 》导人 ，

他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对阿富汗

第 2条及其附件的要求 ， 政府将在两年内召开支尔新政府的态度 。 1 0月 3 日
， 卡梅伦在喀布尔会见加

格大会
，
讨论修改宪法和设立行政总理的事宜 ，

阿尼总统及联合政府成员 ，
他称 ，

“

我们不仅仅是帮

卜杜拉与加尼关于实行
“

议会内阁制
”还是

“

半总统助阿富汗政府建立
一

个更安全的国家 。 我们还想建

制”之间的摩擦势必会导致新一轮的权力争夺战 。设一个更加繁荣的阿富汗 。 我们将每年提供 1 ． 7 8亿

（
二

） 较低的 多民族政治参与对民族和解的推英镑的援助 ，
直到 2 0 1 7年 ，

以维持在过去十年中阿

进产 生阻碍富汗在诸如教育和医疗服务等领域中取得的重大

现代阿富汗起源于 1 8世纪中叶建立起的杜兰进展 。 因此 ， 新政府的低姿态为其争取国际援

尼王朝
，
从那时起 ， 中央政权大部分时间掌握在普助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 为政府改革创造了较为稳定

什图人手中？ 。 2 0 0 1年波恩会议以后 ， 在国际社会的外部环境 。

的干涉下 ， 北方联盟在竞争总统
一

职上失利 ， 但其然而 ，

“亲美
”

在阿富汗人的字典里显然不是一

主要领导人却得到 了外交部 、 内政部和国防部等重个褒义词 。 撇开塔利班针对外国部队矿 日 持久

要部门的任命权。 经过数年的经营 ，
2 0 1 0年 ， 阿富的 ＂圣战

＂

，
阿富汗民间一直存在反美情绪 。 1 0月 1 2

汗国 民军中有 4 1％的士兵为塔吉克人 ， 普什图人仅日
， 超过 5 0 0 名抗议者在阿富汗团结党

？
的组织下高

占 3 0％
，而塔吉克人占营级及以上指挥官的 7 0％ 。近呼反对 口号 ， 举着写有美国 、 北约部队罪行的标语

年来 ， 非普什图族在军队中占 比更多 ，
阿正式在编在喀布尔市街头游行示威 。 因此 ，

美国 的支持对于

部队已基本被以塔吉克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掌控Ｍ
。新政府来说是

一

把双刃剑 ， 现阶段 ， 这种支持或许

然而 ， 即便北方联盟在军队 、 政府部分占据较多的能够帮助新政府维持
一

定的稳定 ，
但若要完成民族

职位 ， 阿富汗依旧 习惯拥有一个普什图族领袖 ｏ 就和解的历史重任 ， 加尼总统显然需要在此问题上斟

职典礼之后 ， 加尼总统任命了数名代遂部长 ， 除已酌再三 ， 突出阿富汗人主导的重建进程更符合阿富

经许诺给其竞选团队的职位外 ’ 加尼显然更倾向于汗人对主权独立的要求 ｏ

普什图人 ，
而独立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亦基本为ｉ

普什图族 。 值得注意的是 ，
1 0月 2 日 ， 加尼任命马苏

、 … ^

德为联合政府总统办公室下属改革和治理事务特总的来说 ， 此次总统大选虽遭遇了诸如官员舞

别代表 。这位为加尼的竞选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的塔弊 、 塔利班袭击和进程受阻的困难 ， 但最终顺利组

吉克族领袖并未就职副总统 ，
而是统领

一

个新设立建联合政府 ，
数百万阿富汗公民不畏威胁和困难参

的部门 ， 这十分耐人寻味 。与了这场选举 ， 为推进阿富汗未来的重建任务开启

（
三

） 新政府
＂

亲 美
＂

的姿 态对国 内局势的影响了新的篇章 。 然而 ， 后撤军时代 ，
阿富汗的 国内局

喜忧参半势并不会一帆风顺。 国家重建 、毒品泛滥 、难民谆乡

无论是加尼团队还是阿 卜杜拉团队 ， 对美国都和塔利班等问题依然是联合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 。

颇有些
“

言听计从
”

之意 ，
因此

， 即使新政府存在 内同时 ， 新政府在成立之初即面临
“组阁纷争

”

， 未来

斗 ， 但其在对待美国的态度上高度
一

致 ， 故不可避两年还面临
“

改宪
”

的挑战 。 在塔利班依然活跃 、 政

免地被贴上了 “亲美 ”的标签 。 9月 3 0 日 ， 即总统就职治和解前途未 卜 的情况下 ， 加尼和阿 卜 杜拉
“

双头

典礼的第二天 ， 加尼总统履行了他的承诺 ， 同美国领导
”

的新政府将可能难以掌控全国局势 ， 尤其是

签署了《双边安全协定 》 ，这将使美国军队在 2 0 1 4年昔 日 的竞选对手强捏在
一

起联合执政 ， 其效果可

后能继续驻留阿富汗 。想而知 。 此外 ， 不同于卡尔扎伊将塔利班看做
“

兄

联合政府的配合不仅为美国在继续保留
一

部弟
”

的态度 ， 加尼与阿 卜杜拉对待塔利班的态度较

分驻军的情况下顺利撤出 阿富汗提供了 台阶 ， 更在为强硬 。 1 0月 1 日
，
阿富汗驻联合国大使查希尔 ？坦

国际社会上树立了
一个

“

合作
”

的姿态 ， 为美国 、 北尼告诉 《纽约邮报 》称 ，

“

加尼总统邀请了塔利班的

① 阿富汗 团结党 （ Ｓｏ ｌｉｄａｒｉ ｔ
ｙｐａｒｔｙ 

ｏｆＡｆ
ｇ
ｈａｎｉ ｓｔ ａｎ ） ： 成立于 2 0 0 3年 ， 是小型左翼政党 ， 专注于世俗主义 、 妇女权利和 民

主
，
反对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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