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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在社交媒
体上说要用“压倒性的致命武力”打
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 15 日
夜间至 16日清晨，也门首都萨那、
萨达省等多个胡塞武装控制区遭美
军空袭，造成至少 24人死亡、数十
人受伤。美国为何打击胡塞武装？
胡塞武装实力如何 ？战局如何
发展？

为何此时打击

据美国媒体15日报道，美国当
天从空中和海上对也门发动大规模
军事行动，重点打击胡塞武装的雷
达、防空、导弹和无人机系统，目的
是“打通红海航道”。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胡塞武装为“恐怖分子”，过去一年
多来经常在红海地区对美国及其盟
国船舰、飞机和无人机发动攻击。
他表示要用“压倒性的致命武力”打
击胡塞武装，同时警告伊朗必须立
即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支持。美国官
员表示，这将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
开始后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也是为

了向伊朗发出警告。
分析人士指出，胡塞武装之前

对红海地区美英和以色列等国舰
船、飞机等的袭击对这些国家经红
海的航运造成严重影响。时任美国
总统拜登执政时期美英曾对胡塞武
装发动多次空袭，但未能有效阻止
其在红海的行动。此次特朗普再次
对胡塞武装动手，意图重创胡塞武
装军事能力，使之无力再在红海发
动攻击。

胡塞武装实力如何

多渠道公布的报告显示，从
2014年9月胡塞武装攻占萨那并迫
使也门政府迁至南部亚丁至今，胡
塞武装军力迅速壮大，完成从游击
队到正规军的转型。

联合国有关报告数据显示，胡
塞武装现有作战人员超过 35 万。
但美国五角大楼评估，胡塞武装战
斗人员超过80万，其装备包括数以
千计的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及数
百架各型战机和武装直升机。

胡塞武装在其控制的媒体上声

称拥有多种类型的先进无人机和多
个系列的导弹，其中包括“雅法”远
程多用途无人机。该无人机配备高
爆弹头，能躲避雷达探测，具有较强
突防能力。此外，胡塞武装装备的

“巴勒斯坦2”型高超音速导弹射程
可达 2150 公里，具有高机动性，能
避开强大的防空系统。

目前，胡塞武装控制着也门约
三分之一领土和七八成人口，并占
据着首都萨那和红海重要港口城市
荷台达。胡塞武装控制区还涵盖也
门约三分之二的红海沿岸，其控制
力辐射至在全球航运中具有重要战
略地位的曼德海峡。

战局如何发展

也门胡塞武装说，当地时间 15
日夜至16日清晨，萨那、萨达省、扎
马尔省等地遭空袭，已造成包括妇
女儿童在内至少24人死亡，数十人
受伤。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
视台报道，对萨那空袭的目标包括
胡塞武装一处军事基地、当地一所
大学等。北部萨达省一座发电站遭

袭后断电。
胡塞武装领导层在一份声明中指

责这些空袭是“战争罪行”，并表示已
准备好“以升级回应升级”。胡塞武
装媒体办公室副主任纳斯尔丁·阿米
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胡塞武装
不会被空袭吓住，将报复美国，“萨那
将继续为加沙竖起盾牌，提供支持，
无论面临多大挑战，都不会抛弃加
沙”。

一名美国官员15日向媒体披露，
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可能持续
数周。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国对胡塞
武装在军事上有压倒性优势，但胡塞
武装在过往美英及以色列对其袭击中
展现出较强的军事韧性，不仅拥有独
立的军工体系，且善于发挥非对称作
战优势，利用低成本的无人机和导弹
袭击对手。此外，也门境内复杂的地
形以及胡塞武装在其控制区较高的民
意支持都给对方展开情报工作制造了
困难，也削弱了美国空中打击胡塞武
装的实际效果。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美国国务院14日宣布南非驻美国大使易卜拉欣·拉苏尔
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令其限期离境，理由之一是南非土地改革
政策歧视白人。南非总统府15日发表声明，称这一事件“令人
遗憾”，南非方面正在考虑回应措施。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月签署行政令，炮轰南非政府1
月底颁布《征用法案》以“允许政府强制征收南非白人少数族裔
的农业用地”。受特朗普器重、生于南非的埃隆·马斯克也多次
抨击南非土地改革政策。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否认特朗
普的说法，表示南非绝不会被美国“吓倒”。而两人的针锋相
对，再次将南非延宕一个多世纪的土地问题推向风口浪尖。

【种族隔离血泪史】

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今南非地区建立开普殖民地，揭
开南非殖民史序幕。18世纪末，开普殖民地被英国接管后，荷兰
殖民者后裔布尔人一路北上，与科萨、祖鲁等黑人族群发生激烈
冲突，通过威逼利诱获取新的殖民地，建立布尔共和国。20世纪
初，英国通过吞并布尔共和国统一南非，成立南非联邦。

对南非土地觊觎已久的白人政府1913年通过《原住民土地
法案》，将黑人限制在仅占全国土地7%的“保留地”内，禁止他们
在区域外购买或租赁土地。大量黑人被迫迁移至贫瘠的土地，而
仅占南非总人口15%的白人占据了超过87%的土地。这一法案
是日后种族隔离制度的基础，也为南非的社会矛盾埋下了祸根。

1948年，南非国民党上台后开始推行种族隔离制度，进一
步剥夺黑人土地，限制其住房、就业、教育等权利。在“班图斯
坦制度”下，黑人失去公民身份，被赶入10个专门划定的“班图
斯坦（黑人家园）”，生存空间进一步受挤压。

种族隔离制度盛行时期，南非于1975年颁布《土地征用法
案》，规定政府可遵循“自愿买卖”原则征用土地。白人的土地
所有权受到保护，并很快利用自身土地发展起大规模现代化农
业及其他产业，获取巨额经济利益。此后，南非的白人农场商
业化、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黑人聚居地则经济落后，两者形成
鲜明反差。大量黑人陷入贫困，沦为服务于白人农场、矿业和
日常生活的廉价劳动力。

【土地改革步步难】

1994年，南非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领袖纳尔逊·
曼德拉成为南非首位黑人总统。非国大政府颁布《土地归还法案》，试图通过土
地归还和重新分配纠正历史不公，并在世界银行建议和支持下提出到2000年

“将白人占有耕地的30%转移给黑人农民”。然而，这一任务至今未能完成。
《土地归还法案》遭到白人农场主强烈抵制。非国大政府只得继续遵循

1975年《土地征用法案》“自愿买卖”原则，从白人农场主手中购地，分配给需
要的黑人农民。由于政府经济实力有限以及白人农场主漫天要价，土地归还
进展缓慢、问题不断。在一些黑人家园，由于多年地少人多，许多黑人缺乏经
验和技术，重获土地后经营不善，导致大片土地荒废。有数据显示，2007年，
南非由农产品出口大国转为粮食净进口国，全国近五分之一人口面临饥饿。

到2018年，白人控制土地的局面仍无明显改观。据报道，占南非全国人
口8%的白人仍拥有全国三分之二的农田，平均收入是黑人的至少三倍。贫富
差距使得黑人与白人之间矛盾不断激化，多省出现暴力抢夺农场主土地事件。

非国大政府意识到解决土地问题的紧迫性，2018年拉马福萨上任后提出
修改宪法第25条以推动土地改革。南非宪法第25条规定，不得随意剥夺公
民私有财产，没收财产只能服务于公共目的且须予以赔偿。该法条也被视为
南非推动土地改革、打破经济困局的制度障碍。然而，相关修正案历时三年准
备也未能获得国民议会通过。

2020年，非国大政府起草新《征用法案》，寻求在现行宪法框架下以普通
立法形式推进土改。新法案一路绿灯，2024年3月走完相关程序，由拉马福萨
于今年1月签署生效。《征用法案》允许政府在特定情况下以“零补偿”征收土
地，这一规定触发利益群体强烈不满。面对争议，拉马福萨表示，《征用法案》
旨在确保南非公民以公平、公正的方式获得土地，并非没收土地的工具。

南非律师兼土地问题专家坦贝卡·恩古库亚托比认为，《征用法案》是简化
政府获取公共利益所需土地的必要立法，“零补偿”情况仅会在极特殊情况下
发生，例如征收无人使用或对公众安全构成风险的土地。

【美国介入生是非】

据白人团体统计，本世纪以来，南非每年约有数十起白人农场主遇袭丧命
事件发生。南非安全研究所犯罪与司法项目负责人加雷思·纽汉认为，白人农
场主成为暴力事件的目标，主要原因是贫富差距，而非种族仇恨。

然而，南非白人遭“种族歧视”乃至“屠杀”的叙事在西方媒体持续传播。一
段南非某农场道路两旁白色十字架林立、配文“每个十字架代表一个在2018至
2022年被杀害的南非白人农民”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至今。

长期以来，南非白人民权组织“非洲论坛”一直寻求美国右翼支持，声称
“南非政府存在对白人的种族歧视”，通过“无偿征地”强行没收白人农场主的
土地。生于南非的马斯克也多次指责南非政府不公正对待白人少数族裔。

特朗普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威胁要对南非政
府强征白人农场主土地以及“大规模杀害”白人农场主一事展开调查。这引起
南非政府愤怒，拉马福萨说特朗普被“严重误导”，并指责他煽动种族分裂。

南非政治分析人士翁加玛·姆廷卡认为，特朗普的言论是其“胁迫外交”的
一部分，是在借机操纵公众情绪，向南非政府施压，迫使其向美方“靠拢”。

分析人士指出，南非的土地改革不仅交织着殖民遗产清算、经济社会转
型、国内政治斗争、化解种族仇恨等国内议题，也折射出全球秩序中的深层矛
盾和权力博弈。 （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洛杉矶 3月 16日电（记
者谭晶晶）搭载 4名宇航员的美国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于美国
东部时间 16 日凌晨飞抵国际空间
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14日
搭乘“猎鹰9”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
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在飞行约
29小时后，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16
日0时04分（北京时间16日12时04
分）左右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这是载人“龙”飞船第10次为国
际空间站运送轮换宇航员。搭乘“龙”
飞船前往空间站的4名宇航员分别是
美国宇航员安妮·麦克莱恩、尼科尔·
艾尔斯、日本宇航员大西卓哉和俄罗
斯宇航员基里尔·佩斯科夫。这4名
宇航员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大约6个月。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待宇航员
完成交接工作后，“龙”飞船将接回
包括因“星际客机”故障滞留空间站
的美国宇航员威尔莫尔和威廉姆斯

在内的4名宇航员。这4名宇航员
最早将于3月19日返回地球。

威尔莫尔和威廉姆斯于 2024
年6月5日搭乘美国波音公司“星际
客机”飞赴空间站，执行“星际客机”
首次载人试飞任务。因“星际客机”
出现推进器故障和氦气泄漏等问
题，只能不载人返回地球，这两名宇
航员返航时间一再被推迟。另外两
名返回地球的宇航员为美国宇航员
尼克·黑格和俄罗斯宇航员亚历山

大·戈尔布诺夫，他们于 2024年 9月
28日飞赴空间站。

自2011年美国航天飞机退役后，
美国大力发展商业载人航天。波音
公司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于2014年
从美国航天局获得载人飞船项目合
同，分别建造“星际客机”载人飞船和
载人版“龙”飞船，向国际空间站运送
美国宇航员。“龙”飞船已多次执行常
规商业载人航天任务，而“星际客机”
项目则多次因技术问题推迟进度。

3月初，布鲁塞尔欧盟特别峰会
现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

“分水岭时刻”定义欧洲的当下，宣
布金额总计约8000亿欧元的“重新
武装欧洲”计划。此举被视为欧盟
试图摆脱“安全附庸”地位、重塑战
略自主的关键一步，也是被迫之
举。然而，这一计划能否让欧洲真
正构建起共同防御能力，既受制于
历史惯性的路径依赖，也面临着现
实约束的重重困境。

峰会后不久，在法国斯特拉斯
堡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上，冯德莱
恩踌躇满志地向欧洲议员通报欧盟
特别峰会成果，“我们需要非常迅速
地提升欧洲防御能力”，“我们现在
就需要”，“现在是建立共同防御的
时候了”。慷慨陈词之下，欧洲防务
板块股票一度飙升。德国军工企业
莱茵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阿明·帕
佩格表示，欧洲已经开启军备扩张
时代，对于公司而言，这意味着“前
所未有的增长前景”。

事实上，欧洲防务自主的想法
早已提出，但在落实和行动层面却
鲜有进展，一个重要因素来自历史

上形成的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二战
使欧洲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大为削
弱，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
经济复苏，并于1949年主导成立了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一由美国操控
的军事组织。北约成为此后几十年
间欧洲安全战略的基础。“安全靠美
国”成了战后欧洲防务的最大软肋。

如今，欧洲要修正防务依赖路径
谈何容易，不仅缺乏防务自主的决策
思维，各国防务能力的物质基础也明
显不足，特别是在军事装备生产层
面，欧洲军工产业链深度嵌入美国体
系，未来要建立起独立和完善的军工
体系面临不少困难。数据显示，欧盟
国家严重依赖外国国防装备，近三分
之二的军事采购来自美国。

比利时媒体近期对欧洲军事强
国当前实力进行的盘点道出了欧洲
的窘境：法国是核武器强国和军工全
能选手，但弹药库存匮乏；核大国英
国，在援助乌克兰的过程中已明显暴
露出弹药供应能力不足的短板；德国
装备库里满是陈旧武器……有人称，
在美国的保护伞下，欧洲人早已把军
工产能打包塞进了博物馆。

在北约框架下，欧洲国家为了
规避同质竞争，纷纷重点发展特色
装备，形成了 178 种武器系统的冗
杂格局。武器标准化程度低，影响
了联合作战的协同性。有军事专家
分析说，这种“军备拼图”现象推高
了维护成本，同时削弱了快速反应
能力。欧盟已经开始意识到，欧洲
防务的最大敌人，并非地缘政治的
狂风暴雨，而是各国军需清单上永
不重合的采购偏好。

永不重合的还有欧洲各国的安
全认知和利益诉求，这使得防务自
主面临结构性矛盾。英国坚持北约
优先原则，波兰对联合指挥权的警
惕暴露了新老欧洲之间的信任赤
字，南欧与北欧在资金投向上的分
歧折射出战略认知的差异。尽管特
别峰会通过了“重新武装欧洲”计
划，但仍有部分成员国领导人表达
不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她对
增加军费开支给意大利公共债务带
来的压力表示担忧，匈牙利总理欧
尔班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同意加强
欧洲国家防务能力的提议，但这应
赋予成员国权力，而不是增加欧盟

官员的权力。
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下宏观经济政

策问题。8000亿欧元不是个小数目，
防务开支的巨额扩张还可能重塑欧洲
货币政策逻辑，传统通胀管控框架面
临结构性挑战。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
12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发出警示：随着
欧盟对美钢铝关税启动反制措施，贸
易战升级叠加成员国军费激增，可能
引发欧元区通胀持续失控。

欧洲将防务自主视为战略自主的
重要内容，可即便8000亿欧元的防务
计划突破重重困难、得以落地，欧洲
战略自主就真的更进一步了吗？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近
期在欧洲议会的发言提供了另一种视
角。在他看来，当世界谈到大国时并
没有欧洲，原因在于欧洲没有外交政
策，“只有对美国的忠诚”。

这意味着，如果欧洲想要实现战
略自主，成为世界舞台上不可忽视的
一“极”，更需要拥有不甘附庸的政治
心态和真正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仅
靠8000亿欧元“重新武装欧洲”计划，
这一目标恐怕难以实现。

（新华社布鲁塞尔3月16日电）

特朗普为何重击也门胡塞武装
新华社记者 胡 冠

美 载 人“ 龙 ”飞 船 与 国 际 空 间 站 对 接

近日，法国圣艾蒂安迎来降雪。
图为 3 月 15 日，在法国圣艾蒂

安，一辆列车驶过雪后的轨道。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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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亿欧元能否换来“欧洲战略自主”？
新华社记者 潘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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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剑 桥 能 源 周 ”聚 焦
天 然 气 和 人 工 智 能

14日在休斯敦闭幕的国际能源
行业高端会议“剑桥能源周”上，天
然气和人工智能（AI）成为两大焦点
议题。与会人士认为，人工智能兴
起带动数据中心建设等因素将推动
全球天然气需求持续增长；与此同
时，人工智能在能源领域的应用与
扩展也对该行业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在
“剑桥能源周”上发表讲话称，天然
气是过去15年来增长最快的能源，
如今供应着全球 25%的一次能源，
是快速发展的石化行业的重点。

与会专家认为，除能源安全问
题外，导致当前天然气需求增长的
最大驱动因素是人工智能的兴起带
动数据中心建设。存储计算机系统
和服务器的数据中心需要消耗大量
电力，而且这些电力需要全天候供
应。发电厂使用太阳能和风能等可
再生能源时，也需要不间断地备用
燃料，以确保阴天或风停时正常
运营。

标普全球公司说，人工智能改
变了天然气行业在发电领域的叙
事。此前，业界曾寄望风能和太阳

能的快速发展会逐渐降低天然气在发
电结构中的占比，但如今，“情况显然
不同了”，电网可靠性变得非常重
要。该公司预计，未来五年全球对液
化天然气的需求将增长40%。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能源领域
正在得到快速应用与扩展。阿联酋工
业和先进技术部长苏丹·贾比尔说，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实施超过
200个AI应用，涵盖勘探、炼油、物流
和战略决策等环节，大大提高生产预
测准确率。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
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
纳赛尔说，该公司正在开发逾420个
AI相关应用，在优化流程、降本增效
和减少碳排放等方面取得可观成效。
该公司借助AI处理油气产业腐蚀问
题，不仅大幅减少腐蚀，也节约了
成本。

据与会专家介绍，人工智能的应
用，不仅能提高油田采收率，优化现
有油田开采方式，识别新的潜在资
源，还能把太阳能和风能场管理和建
筑能效提升10%至20%。

（据新华社休斯敦3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