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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行动？
梅姨想绕过议会，直接对叙“开打”

英首相打算绕过议会，
直接发起对叙军事行动

在英国， 首相特雷莎·梅临时召
集正在休假的内阁官员4月12日下午
开会， 讨论应对疑似化武袭击措施。
她11日在伯明翰说， 所有迹象显示，
叙政府须对此次“野蛮”袭击负责。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特雷莎·梅准
备不经议会批准， 直接发起对叙军事
行动。在内阁会议上，她将出示指认叙
政府的证据， 以及正与美法磋商的军
事选项。然而，出动何种英军部队、打
击哪些目标、 如何避免冲突升级以及
行动的整体战略目标尚不确定。

英国《泰晤士报》12日报道，载有
巡航导弹的英国海军潜艇正进入能
够打击叙利亚的水域，12日傍晚可集
结完毕。一艘英军驱逐舰也在地中海
水域执行例行任务。部署在塞浦路斯
阿克罗蒂里的英空军战机已待命。

按路透社的说法，英国政府发起
军事行动无需议会批准，但此前针对
利比亚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都经过
议会表决程序。

■综合新华社、新浪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1日再次威胁对叙动武， 并警告俄罗
斯“准备好迎接发向叙利亚的导弹”，叙利亚上空战争疑云陡增。

与一年前美国单独对叙突袭不同，此次美国谋划与英国、法
国统一行动，并得到积极响应。分析人士认为，三国此番联手谋
划袭击，各有对现实和战略利益的盘算。

一些要求匿名的官员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军事打击
不太可能早于本周末开始。两名美国政府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对叙疑似化武袭击所用毒气及其来源，美方未掌握切实证据。只
有证据显示，毒气系由直升机投放。

美国：现实主义驱动

特朗普政府奉行“有原则
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此次
考虑对叙军事打击，正是其基
于国际和国内的双重现实主
义考量。

首先，从叙利亚局势发展
上考量。近段时间巴沙尔政府
在国内打击反对派的势头向
好， 逐渐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而美国不愿看到巴沙尔政府
扩大战果并巩固自己的地位。

但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等
可能采取的打击行动规模将
很有限，很难以推翻巴沙尔政
府为根本目的。卡内基中东中
心主任玛哈·叶海亚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等
西方国家通过军事手段推翻
巴沙尔政府的时机早已过去，
美国去年的导弹袭击也毫无
效果。她说，相关各方广泛参
与的外交谈判才是唯一出路。

其次，从美国在中东新战
略上考量。根据新版《美国国
家安全战略》报告，特朗普政
府在中东地区有三大战略诉
求：强化与盟友关系、优先遏
制伊朗、借机打压俄罗斯在中
东影响力。此次疑似化武事件
一经曝光后，美国立即同时将
矛头指向俄罗斯和伊朗，指责
它们是叙利亚的背后靠山。

叶海亚分析，美国威胁要
打击叙利亚，这实际上也是联
合盟友打压伊朗的一个抓手，
但美国并不会直接对俄罗斯
在叙军事存在动手。

法国总统马克龙11日对媒体暗
示， 华盛顿及盟友已经决定对叙利
亚采取军事行动， 只是在商讨更多
行动细节。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分
析说，“无论有没有美国， 一场对叙
军事打击都是法国所需的”。

自马克龙去年5月上台后，法国
外交重回传统目标， 即谋求独立自
主和确保自身的世界大国地位。在
叙利亚问题上， 马克龙一改前任做
法，展示积极务实色彩。去年6月，当
选总统不久的马克龙对欧洲媒体
说， 法国将大幅调整在叙利亚问题
上的立场，放弃推翻叙现政权。但这

并不意味着马克龙在叙利亚问题上
失去了“战略想法”。

即将于本月下旬访美的马克龙，
正面临国内工会罢工的压力。 对于他
来说， 此时以叙利亚疑似化武事件为
由， 与美英联手发动一场速战速决的
有限军事打击， 直接收益是巩固盟友
关系、 缓解国内政治压力； 而从长期
看， 也能彰显法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
力， 并能为推行地中海战略探路和布
局。

叶海亚说， 马克龙正试图让法
国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强有力的作
用，从而能留下更多外交遗产。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0日先后
与马克龙、特朗普通电话，协调如何
集体应对叙利亚疑似化武袭击事
件。首相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国际
社会必须对叙利亚化武事件作出反
应，禁止化武使用，英国将和美、法
密切协调。

英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一直主张
推翻巴沙尔政权， 并且参与了对叙
利亚境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
的轰炸。

英国不愿在叙利亚问题上置身
事外，除了出于打击恐怖分子的考量

外，也是为了维持其在中东地区的影
响力，保持昔日大国余威。2016年11
月，英国还启动其在巴林的一座耗资
数千万美元的军事基地，这也是英国
从中东撤军45年后， 在中东地区建
立的第一座永久军事基地。

在英国“脱欧”背景下，叙利亚
问题也成为英国同美国、 法国等增
进盟友关系的契机。 对英国来说，
美、法两国的重要性难以替代：英国
希望与美国维持和发展“特殊关
系”， 并谋求同法国在欧洲事务、军
事等方面的深度合作。

法国：推行地区战略

英国：追随盟友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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