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实，此前拉丹已经“死去”了数次，只不过事后被
证明是“乌龙球”而已，但其背后满载着的，却是美国人
对拉丹的刻骨仇恨。因为他，美国人不仅失去了数千
同胞，不仅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不仅改变了外交航
道，而且还失落了曾经引以为荣的安全感。

更为严峻的是，拉丹还渐渐地成为一种象征，成了一
个“符号”，而从战略上看，与一个“符号”作战，也着实不
如与一个有“实际行动”的人交锋来得痛快，也更有效率。

在不满情绪之外，美国国内也依然担心“基地”组
织可能会再次发动袭击，这也使得人们对拉丹一直逍
遥法外的现实感到分外失望。

如今，拉丹死了，但反恐斗争却没有终结。
对巴基斯坦来说，由于此番被美方宣扬为“巴基斯

坦方面提供了情报并一同参与了行动”，这就意味着，
拉丹的助手和信徒们，将会把复仇之火引向巴基斯坦，
毕竟，袭击美国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美国本土也不
敢大意，因为有比拉丹更具威胁的“接班人”早已对美
国虎视眈眈，并很可能会在9·11十周年之际采取行动。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国际问题专家张国庆

到目前为止，击毙本·拉丹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和
奥巴马政治前途的影响。

对于民众，本·拉丹被击毙显示美国人对恐怖主义“报复到底”的决
心，抚慰9·11受害者家属的心灵，对美国民众心理有非常大的抚慰作用。

对于奥巴马，之前的民意测验结果不乐观，这次击毙本·拉丹完成小
布什没完成的任务，得到民众的欢迎，短期内支持率会上升，加分效果十
分明显，很可能会持续到总统大选。

更加客观地来讲，本·拉丹作为恐怖势力的头号人物，9·11后达到顶
点，之后能发挥的直接作用日渐减小，只是通过视频录音的精神指导作
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死了比活着更有意义”。

10年来恐怖与反恐过程中，“基地”的分散化网络化、分支机构独立
自主进行恐怖活动的趋势明显，本·拉丹个人能力下降，“基地”的力量在
增加，对美国本土发动袭击策划的新地点也更多了。

美国的头号敌人在转变，击毙本·拉丹确实值得庆幸和抚慰，对于实
际上反恐的难度其实没有本质的不同。

有评论说，追捕本·拉丹 10年，今天突然击毙，是不是有一些“巧
合”。这样的猜想有一定的根据在于，9·11十周年、面临大选。

但是对于击毙的地点，并不是原来认为的恐怖分子的落脚点，旁边
就有一个军事院校，这说明美国及其盟国对于本·拉丹的行踪已经非常
熟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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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北非中东动荡，“基地”组织有可
能渗入，孽生恐怖主义，“故必灭之而后安”。

以美国CIA加以色列摩萨德的神通，要
抓一个本·拉丹，并非难事。

一直让他活着，因为他活着的价值在于
——美国为这样一个敌人的存在而找到扩
军备战的理由，以弥合国内和西方阵营。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击毙本·拉丹？
据我的推测，现在北非、利比亚、叙利亚

发生民主运动的国家，大量的“基地”组织成
员在组织当地反政府的力量，“基地”组织把

民主运动变成孽生恐怖主义和反美反犹势
力的温床。

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官方对该地区发
生内战没有什么态度，或者说态度很谨慎。
中东国家的独裁者，如卡扎菲等，其政权的
建立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美国和以色列的
认可，但在国内遭受了各种民主
运动的反对。

所以说，已经或多或少渗入
中东民主运动的“基地”组织，对
独裁者而言是威胁。

这是一个很尴尬、很纠结的局面——一
方面独裁政府对待民主运动者是很不好的，
但对付恐怖主义却是很有效的——因为“暴
政是对待黑社会的最有力手段”。

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要为自己的几个利
益取向做出选择，故将本·拉丹灭而后安。

——著名学者
吴稼祥

解读 美国为何这个时候击毙本·拉丹

分析 奥巴马支持率短期内会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