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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乱象丛生的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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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2 年，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局势并不稳定，社会经济状况堪忧，安全局势依然脆弱。在此背景下，扎尔达里政府

虽在外交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巴基斯坦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印度的关系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作为南亚的重

要国家，巴基斯坦国内社会政治稳定及安全局势的变化都对我国在南亚利益的实现以及新疆的安全稳定有着重要、直接的影

响。为此，中国应加大对南亚地区的战略投入，继续保持中巴友好关系，积极促进南亚的稳定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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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局势并不稳定，社会经济
状况堪忧，安全局势依然脆弱。在此背景下，扎尔达里政
府虽在外交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巴基斯坦与周边国家的
关系，尤其是与印度的关系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这
意味着 2012 年巴基斯坦外部安全环境也没有根本性改善。

一、国内政治斗争激烈，

扎尔达里政府政局掌控能力遭遇严峻挑战

2012 年初，巴最高法院再度就总统腐败一事向总理发
难。( 扎尔达里涉腐案件可追溯至上世纪 90 年代。他与巴
前总理贝·布托涉嫌利用瑞士银行账户洗钱 1200 万美元贿
赂款。扎尔达里 2008 年出任总统后，瑞士搁置这桩案件。)
司法部门为提高其在巴国内的地位与政府展开了长期博弈。
1 月，巴最高法院曾两次以重启对“扎尔达里腐败案”的
调查为由，要求吉拉尼致信瑞士当局，寻求瑞士当局的合
作，但遭到政府方面的拒绝。6 月 19 日，巴最高法院宣布
取消吉拉尼担任总理的资格。尽管人民党有决心，甚至不
惜更换总理保住扎尔达里，但换将之举伤害了人民党的执
政根基。且继续与法院缠斗不休只会令人民党声望继续受
损，不利于人民党争取竞选连任。因此，人民党政府希望
避免与司法部门对抗。10 月 10 日，巴最高法院批准了致瑞
士当局的信件。政府与最高法院之间的博弈暂告一段落。
但此事使人民党及扎尔达里本人的政治声望遭到重大打击。

除了司法机构与政府缠斗不休外，国内各政治反对派
也异常活跃，不断批评政府的内政外交，甚至设置重重阻
碍，阻挠政府的各项政策实施。国内各反对党在国内经济
决策问题上频频向人民党政府发难。6 月 1 日巴基斯坦议
会最终通过了 2012 － 2013 年度财政预算提案。在预算案出
台后，巴国内各党派就该预算案进行了激烈争论。反对派
的意见推迟了执政党经济政策的实施，导致本年度经济状
况持续恶化，对人民党极为不利。迫于美方压力，巴执政
党多次举行会议讨论重开北约补给线的相关事宜。巴国内

各政治派别围绕这一问题争论不休，委决不下，在一定程
度上加剧了美国对巴的猜忌和不信任。反对派为了 “反
对”而反对，扎尔达里政府疲于应付，严重影响了政府的
行政效率并进一步损害巴政府的公信力和对国内局势的掌
控能力，恶性循环周而复始。

政府对经济危机的应对措施不能够令民众满意，能源
短缺和自然灾害又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不满和焦虑情绪。同
时，美国对巴的强势及对巴民族宗教情感的漠视也激起了
民众对巴政府的强烈不满。3 月，拉合尔和旁遮普的一些
城市持续多日的长时间停电引发部分地区发生暴乱。9 月
21 日，伊斯兰堡、卡拉奇、白沙瓦及拉合尔，均爆发了本
年最大规模的反美游行示威。巴国内社会安全局势持续恶
化，政府应对乏力。

巴国内主要反对党及其他政治派别重新分化组合，以
期在选举中能够推翻人民党执政联盟，实现各自利益。穆
盟谢里夫派领袖纳瓦兹·谢里夫同与穆斯林联盟具有共同
利益的党派，签署协议并组建政治联盟，希望借此壮大自
己的政治实力。与穆盟谢里夫派相比，正义运动党领袖伊
姆兰·罕公开表示，无意愿与任何党派结盟，希望独立参
加选举。各党派在造势过程中为抬高自己贬低对手，或将
加剧党派之间的矛盾，导致巴国内政治权力斗争趋于白热
化。在反对党争论不休时，执政联盟中也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分歧和矛盾。统一民族运动党为实现自己党派的利益，

趁人民党遭受攻击之时，向其讨价还价。而另一个盟党伊
斯兰贤哲会法兹尔派斥责人民党腐败无能，无法调控物价，

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欲退出执政联盟。穆盟领袖派也
在执政联盟中摇摆不定。人民党执政联盟内部各党派与人
民党之间存在矛盾和分歧为人民党谋求连任增加了难度。

目前人民党的执政能力持续下降，反对派的利益联盟
也并不牢固，因此，2013 年大选后产生的新一届政府很有
可能是一个不太稳定的执政联盟。这意味着未来巴国内政
治局势不稳有可能会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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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2 年巴国内安全局势持续恶化

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的反恐前线国家，同时也是暴力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较为活跃的国家。2012 年巴基斯
坦国内安全局势和反恐局势，没有如人们期望的那样出现
明显的好转，正相反，部分地区的安全局势存在失控的
可能。

2012 年以来，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和主要港口卡拉奇
接连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其中夹杂着党派斗争、教派冲突、
恐怖主义、民族矛盾、地区分离主义等各种元素，成为动
荡不安的巴基斯坦的一个缩影。这给卡拉奇人民造成了极
大的困扰，也使巴基斯坦全国为之震动。

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令卡拉奇民众生活在恐惧和混乱之
中，每一次暴力事件都会引发群体性的报复和更大规模的
骚乱。3 月初刚爆发骚乱时，政府并没有太过关注，这一
方面是因为巴基斯坦洪水泛滥，政府部门和军方都忙于救
灾; 另一方面，卡拉奇并不是巴基斯坦执政党人民民族党
或者最大的反对派 ( 穆盟谢里夫派) 的“传统势力范围”，

对其选举利益影响不大。随着事态的恶化，卡拉奇逐渐成
为巴国内最为动荡的城市，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始关
注并致力于调节各派冲突，但总体看政府应对乏力，收效
甚微。

2012 年巴基斯坦国内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相比 2011 年有
所增加，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据南亚恐怖袭击统计网统
计，在 2012 年共发生袭击事件 1327 起，造成 2804 人死亡。
平均每天就有 4 起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每起平均致死 8 人，

每月约有 240 人死于恐怖袭击。频繁发生的暴力恐怖袭击
事件使巴国内安全局势不断恶化，境内恐怖分子日趋活跃，

经济社会发展被迫陷于停滞。
迫于美国压力，巴政府表示愿与美国谈判重启补给线。

巴塔对此表示极度不满，扬言将报复美国和巴政府。随后，

美巴关系进一步缓和，巴塔的反应更加激烈。在美巴达成
和解、北约陆上补给线重开之后，巴塔多次对巴军营发动
袭击。7 月 26 日巴政府出于安全考虑决定暂时关闭部分北
约陆上补给线。面对巴塔的攻势，巴政府除了加大清剿力
度外，也在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政治接触，但由于双方立场
存在严重分歧，2012 年巴塔与巴政府的和谈几乎没有取得
进展。目前巴塔活动日趋频繁，活动的范围也不仅只局限
在西北部落地区，信德省卡拉奇及俾路支省两地也有塔利
班化的趋势。

司法部门及各反对党针对人民党所采取的措施使扎尔
达里政府难以集中精力应对国内糟糕的安全局势，且国内
暴力极端事件的不断增多又加剧了这一乱局。

三、外交关系: 喜忧参半

巴基斯坦因十年反恐战争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

巴当局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改善战略困境。
2011 年 11 月 26 日，北约空袭巴基斯坦边防检查站。

巴内阁国防委员会封锁从巴境内通往阿富汗的北约补给线。
巴美关系随之降至“冰点”。经数月谈判，美国政府正式、
公开地向巴道歉。之后，巴基斯坦承诺重开其境内的北约
陆上补给线，且不向北约收取相关过境费用。随后，美巴
关系慢慢缓和。但几番起伏之后，美巴之间的战略互信已

经降至最低点。
近年来印巴双方都意识到长期的敌对状态，不利于自

身的发展，印巴关系出现了一些缓和的迹象。2012 年 4 月
8 日，扎尔达里以私人名义抵达新德里对印度进行为期一

天的访问。这虽然不是一次正式的国事访问，但对印巴双
方具有里程碑意义。尽管印巴间领土争端仍未解决，为了

缓和印巴关系，巴基斯坦制定了开放的促进贸易的经济政

策，保证两国贸易不受两国间矛盾的影响，正常发展。随
着印巴双边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加速，巴方已承诺将在 2012
年底给予印度“贸易最惠国待遇”，双方努力放宽进出口
商品限制和签证限制，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取得积

极成果。
2011 年 9 月，阿富汗政府首席和谈代表拉巴尼遇刺后，

阿巴关系陷入低谷。阿富汗为了推动由阿富汗主导的重建

进程，需借助巴基斯坦的帮助。而巴基斯坦为扩大其在阿
富汗的影响力，也积极推进阿政府与塔利班的和谈。但诸

如普什图问题， “杜兰线”问题等固有矛盾依然存在，阿
巴关系阴晴不定，时好时坏。除了努力改善与周边国家的

关系外，巴政府还积极与伊朗开展能源合作、与俄罗斯发
展关系。

巴基斯坦与中国是山水相邻的友好邻邦和全天候战略

合作伙伴。建交 61 年来，两国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李

长春出访巴基斯坦时表示，巩固和发展中巴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本地区的

和平、稳定和发展。巴中友谊不仅体现在政府层面，而且

深深扎根于民间。截至目前，中巴双方累计开展了 12 批百

人青年代表团的访问，累计有 1. 2 万名中巴青年实现了互

相交流。中方在巴各项投资和建设事业有序推进。中国企

业在巴基斯坦水电工程项目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巴基斯坦有效缓解其国内严重的电力短缺问题做出了一

定的贡献。中巴之间的全方位合作使得中巴关系不断赋予

全新的内容。中巴两国的友好关系对促进本地区和平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对中国安全稳定的影响

作为南亚的重要国家，巴基斯坦国内社会政治稳定及

安全局势的变化都会对我国安全稳定产生重要、直接的影

响，对我国南亚地区利益的实现有重要的支持作用。
面对频繁的暴力恐怖活动，巴政府曾采取一定的措施

预防恐怖袭击的发生，但均未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造成当

地市民生活不便，引起民众强烈不满。目前南亚战略格局

或面临深刻调整，美国加紧在南亚的布局以遏制中国，巴

基斯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最可靠的盟友，对我维护在南亚

地区的安全、能源和经济利益，打破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

围堵，保持南亚地区力量平衡都有一定的价值。虽然巴国

内各政治派别都与中国保持了非常好的传统友谊，但是一

个政权掌控能力日趋下降的中央政府是难有较大作为的。
此外，我国在巴基斯坦存在多家常驻机构以及大量的

经商、留学、务工人员，巴基斯坦安全环境恶化威胁在巴

中国公民的安全。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应加大对南亚地区

的战略投入，继续保持中巴友好关系，积极促进南亚的稳

定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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