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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评环球时评

据外媒报道，自美国将土耳其踢出
F-35战斗机项目后，土耳其正积极推动
武器装备国产化，但受经济和技术因素
限制，该国仍希望在 TF-X战机等尖端
项目上寻求合作伙伴。

寻求合作伙伴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1月14日报道
称，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向马来西
亚发出TF-X战斗机研发项目邀请。该
公司首席执行官科蒂尔表示，其去年就
与马来西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约定
共同生产 TF-X战机所用的复合材料。
尽管正式协议的签署仍需等待对方答
复，但科蒂尔对该合作充满信心。

报道称，除马来西亚外，该公司还
考虑将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
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列为潜在合作伙
伴或TF-X战机的购买者。

印度“防务世界”网站认为，土耳其
为其战机项目挑选的合作伙伴尽管没有
战机研发经验，却在某些特定领域具备
专业优势。例如，马来西亚在复合材料
设计方面拥有丰富的技术储备。

报道称，土耳其这次希望找到真正
的合作伙伴，而非在某个时候卡住脖子
的潜在威胁。

不拒绝西方技术

尽管土耳其把合作目光转向亚洲，
但不代表拒绝西方先进技术。“防务新
闻”网站称，土耳其寻求亚洲合作伙伴的
同时，还希望恢复与英国公司的合作。

2015年，土耳其与英国罗-罗公司

签订一份技术与生产谅解备忘录。约
定罗-罗公司在土耳其建立一座技术
生产中心。2016年 10月，罗-罗公司
又向土耳其提出联合制造建议，准备
在土耳其制造可用于 TF-X战机、直升
机、坦克和导弹的发动机。2017年，英
国 BAE公司曾与土耳其签署价值 1.25
亿美元的协议，约定在 TF-X项目的第
一个研发阶段进行合作，但上述计划
最终因技术转让方面的不确定性被迫
搁浅。

为打破停滞局面，土耳其外长恰武什
奥卢去年12月表示，土耳其政府希望推
动与英国方面签订飞机制造计划，解决
TF-X战机的发动机设计问题。

突破技术围堵

自购买俄罗斯 S-400防空系统后，
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日益恶化。先是
美国将土耳其踢出 F-35项目，随后英
国、德国等国的防务巨头纷纷暂停对土
耳其国产装备研发的支持与合作，导致
土耳其不得不推迟 TF-X战机、“阿尔
泰”坦克、ATAK武装直升机、“希萨尔”
低空反导系统等国产防务项目的研发
时间。

“防务新闻”网站认为，土耳其计划
以 TF-X项目为突破口，打破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技术围堵，推动装备国产
化发展。隐形战机的研制需要强大的
技术和财力支撑，欧洲先进国家尚且需
要组团研发以分摊高昂的开发成本，对
航空技术基础和经济情况都不乐观的
土耳其来说，寻找合作伙伴是目前的最
佳方案。

研发国产战机，
土耳其在亚洲找“伙伴”

■王 权

传递鲜明的“逐客”信号

伊拉克国民议会 1月 5日举行特别
会议，通过有关结束外国军队驻扎的决
议，向美军传递明确的“逐客”信号。9
日，伊拉克总理迈赫迪与美国务卿蓬佩
奥通电话，要求美国按照伊拉克国民议
会的决议为撤军做准备。

除“逐客”外，伊拉克国内还要求美
国为发动战争“买单”。伊拉克一位高
级国会议员表示，美国应该为其对伊拉
克造成的损失支付 200亿美元赔偿金。
此外，伊拉克正与俄罗斯商谈采购 S-
300型防空系统事宜，并研究采购S-400
型防空反导系统的可行性。

对于伊拉克的“逐客令”，美国选择
“赖着不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
果伊拉克以“不恰当”的方式要求美军
撤离，美国将对伊拉克实施大规模制
裁。美国国务院警告称，美国可能会冻
结伊拉克在美联储的央行账户。此举
可能会对本已不稳定的伊拉克经济造

成重创。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来自美

国防部的邮件显示，美国务院近东事务
局正考虑削减对伊拉克的 2.5亿美元军
事援助。邮件显示，该机构还计划询问
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鉴于目前的
形势”是否取消 2021财年 1亿美元的拨
款申请。

“赖着不走”暗藏玄机

对于伊拉克的轮番“逐客令”，美军
强硬表态“不走”的背后隐含多重原因。

一是面子问题。美军此次袭杀苏
莱曼尼，对外“官宣”的原因是苏莱曼尼
近年来策划杀害了 600余名驻伊美军
官兵，且一直致力于将美军赶出伊拉
克。苏莱曼尼身亡后，伊朗更是强烈呼
吁伊拉克尽快将美军“赶走”。如果美
军在此时撤离伊拉克，一方面将会被外
界质疑袭杀苏莱曼尼的“合理性”，另一
方面也会被伊朗嘲讽为“懦夫”。因此，
为保全颜面，美军在短期内不会从伊拉
克撤军。

二是选举考量。美国媒体评论认
为，伊拉克问题是影响最近 4届美国总

统大选的重要议题之一。2004年，伊
拉克战争毁掉了克里取代小布什的努
力，当时共和党人无情地抨击克里在
国家安全问题上的软弱。2008年和
2016年，奥巴马和特朗普均将矛头指
向希拉里“自相矛盾的伊拉克政策”。
在 2020年总统大选选战中，拜登等民
主党人也将特朗普政府“失败的伊拉
克政策”作为攻击的重点。特朗普之
所以在驻伊美军去留问题上作出强硬
表态，部分原因是为自己的连任之路

“加分”。
三是战略利益。在美国的中东利

益版图中，伊拉克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
的地位。伊拉克既是美国遏制伊朗、叙
利亚的重要战场，也是国际反恐的前沿
阵地，被美国视作不能丧失的地盘。

美国“压力山大”

综合各方面情况看，美国与伊拉克
围绕驻伊美军撤留问题的博弈在短期
内仍将持续发酵，美国若想在伊拉克保
留驻军，将面临来自两方面的压力。

一方面，伊拉克将继续推动美军撤
离。外界评论认为，对于近年来已渐行
渐远的美国与伊拉克来说，苏莱曼尼之
死成为压垮两国关系的“最后一根稻
草”。下一步，伊拉克将采取更多举措

“驱赶”驻伊美军。
与此同时，伊朗、俄罗斯等国也会

为伊拉克送上“助攻”。伊拉克驻伊朗
大使甘迪勒透露，伊拉克和伊朗政府正
在商讨如何以不使用美元的方式继续
双边贸易，伊拉克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
施加的制裁不符合国际法。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质疑声不断。
目前，美国政府和伊拉克议会均评估认
为，如果美国因驻伊美军撤离问题对伊
拉克实施制裁的话，伊拉克经济势必遭
受重大负面影响。此举虽可能逼迫伊
拉克政府屈服，但会让驻伊美军面临更
加严峻的生存环境。

更重要的是，自美军2003年入侵伊
拉克以来，围绕这场战争和美军驻守必
要性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歇。美国国
内一直有声音认为，驻伊美军已经逐步
从中东安全“捍卫者”沦为“鸡肋”，对美
国国家安全的贡献率微乎其微，趁早撤
离方为上策。

不理“逐客令”，驻伊美军“赖着不走”
■胡小刀

1月 14日，英、法、德三国外长在
巴黎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伊朗遵守在
伊核协议中所作的承诺。声明表示，
如果伊朗一意孤行，三国不得不在伊
核协议框架内采取措施，特别是诉诸
争端解决机制。此举被外界认为是
欧洲对伊朗中止履行伊核协议发出
的严厉警告。

欧洲方面的施压引发伊朗强烈
不满。15日，伊外交部声明，伊朗欢
迎任何“善意且具有建设性”的举措
以挽救伊核协议，但协议缔约方英
法德三国若有任何违约、动机不纯
或采取非建设性举措，伊朗将严肃
应对。

美国 2018年 5月退出伊核协议，
恢复并追加对伊制裁。作为回应，伊
朗分阶段中止履行协议部分条款，伊
朗本月 5日宣布伊核计划将不再受
到任何实际限制。在严峻的国内政
治经济形势面前，伊朗呼吁欧洲国家
和其他缔约方“建设性介入”，把美国
拉回谈判桌，或提供更实质性的补偿
方案。伊朗政府表示，如果各方能够
帮助其规避美国制裁，伊朗愿意返回
协议。

欧洲三国的示强施压之举，显然
与伊朗的期待相反。在伊朗看来，欧
洲三国动机不纯。英国首相鲍里斯?
约翰逊14日提议，以“特朗普协议”代
替伊核协议，因为美国认为2015年的
伊核协议存在“缺陷”，必须阻止伊朗
获得核武器。伊朗在 15日拒绝了此
提议并表示不满。

伊朗方面认定欧洲此次施压是
“战略错误”。伊朗总统鲁哈尼则抨
击欧洲三国不守信用，没能让伊朗经
济免受美国制裁影响。有声音认为，
自特朗普单方面撕毁伊核协议以来，
欧盟丝毫没有表现“规制”美国的能
力。英法德在苏莱曼尼事件中倾向
美国的表态，也让伊朗怀疑欧洲在

“拉偏架”。约翰逊的“特朗普协议”
言论，实际上是自我否定欧洲“多边
主义”价值，以讨好美国为目的，共同
压制伊朗。

欧洲三国启动争端解决机制，
最终可能触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恢
复对伊制裁。如果伊朗内部形成

“美欧联手对伊制裁和遏制”的判
断，伊朗势必将进一步推进铀浓缩
和导弹研发项目予以回应，甚至不
排除确立最终拥核的目标。因此，
欧洲的施压之举不但难破伊核问题
僵局，更可能适得其反，为伊核问题
前景增添变数。

如今的局面可以说是美国一手
造成，美国政府长期敌视伊朗，对其
采取的一切行动以“美国利益第一”
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为
准则。想要伊核问题得到解决，各
方须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履约分歧，
切实采取举措，恢复协议权利和义
务的平衡，全力维护和执行好全面
协议，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地
区和平稳定。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
亚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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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20192019年的巴黎航展上年的巴黎航展上，，土耳其首次展示土耳其首次展示TF-XTF-X的全尺寸模型的全尺寸模型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网站报道
称，在 1月 8日于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
的仪式上，欧洲军团接管了 2020年北
约快速反应部队地面部队的指挥权。
与此同时，作为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
重要组成部分，“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部
队”的指挥权也完成了交接，波兰从德
国手中接下这支部队的指挥权。

波兰提供半数官兵

“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部队”于 2014
年成立，俗称“矛锋”部队。该部队旨在
应对来自俄罗斯、北非、中东等地的安
全威胁，可于 48小时内向冲突地区投
放部队，1周内完成整体部署。北约秘
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指出，“高度戒备联
合特遣部队”是北约的先锋部队，可随
时调动应对外部威胁。

报道援引北约官方网站的消息称，
波兰将为“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部队”提
供约 3000名官兵，该国第 21波兰高地
步枪旅将提供核心兵力，第 12机械化
师和第 3运输航空联队官兵，以及化
学、生物和核防御专家也会为这支部队
提供支持。另外 3000人来自保加利
亚、捷克、匈牙利、意大利、拉脱维亚、立
陶宛、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西

班牙、土耳其和英国，此外，美军负责为
该部队提供空中战斗支援。

释放信号耐寻味

外界认为，波兰此次接管“高度戒备
联合特遣部队”指挥权释放了多重信号。

一是向美国示好。美国“商业内
幕”网站评论称，近年来，美国和波兰
两国军事合作不断升温，波兰不仅仅
满足于做北约的“优等生”，更希望成
为美国的“头号伙伴”。

接管“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部队”
指挥权前，波兰正积极筹备和参与由
美国主导、在波兰等地举行的“捍卫
者-2020”联合演习。在接管指挥权
后，美波两国的军事合作有望得到进
一步加强。

二是向俄罗斯示强。波兰多次宣
称俄罗斯构成安全威胁，并在“高度戒
备联合特遣部队”建设发展上投入巨
大精力，将其视为威慑俄罗斯的重要
机动力量。斯托尔滕贝格也指出，“在
安全挑战前所未有的今天，‘高度戒备
联合特遣部队’的重要性超过以往”。
北约及波兰此次高调宣布快反部队指
挥权交接的消息，主要意图是向俄罗
斯释放强烈威慑信号。

对抗升级需警惕

未来，在波兰接管“高度戒备联合
特遣部队”指挥权、美波关系不断升温
和北约加大对俄遏制力度的背景下，欧
洲地区的安全形势恐将进一步恶化。

一方面，波兰与俄罗斯的对抗恐
将加剧。在波兰对美“一边倒”和不断
提升北约内部“存在感”的情况下，波
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恐将进一步恶化。
如果波兰在采购美先进武器装备和寻
求美常态驻军等方面突破俄“底线”，
俄或将通过在加里宁格勒和白俄罗斯
驻军或部署前沿作战装备进行回击，
同时不断加大演习和战略侦察力度，
双方因此发生摩擦甚至冲突的可能性
不容低估。

另一方面，北约与俄罗斯的博弈
恐将升级。2020年，北约将在波兰等
地举行25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捍卫者-
2020”军演，“4个30”战备计划（在30天
之内将 30个机械化营、30支空军中队
和30艘海军舰艇部署到位并做好战斗
准备）也将全面落实，俄罗斯在欧洲一
线面临的战略压力将进一步加大。未
来，双方的施压与反制、挑衅与回击行
动或将激增。

欧洲军团接管北约快反部队

波兰接下“矛锋”部队“指挥棒”
■霍 君

美军在伊拉克首都巴格
达袭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
尼后，伊朗与美国之间针锋相
对的军事行动一度把伊拉克
推向代理人战争的边缘。尽
管伊拉克催促驻伊美军尽快
撤离，但美方态度强硬拒绝撤
军。未来，围绕驻伊美军撤留
问题，美伊两国可能展开更激
烈的博弈。

驻伊美军在伊拉克执行军事任务驻伊美军在伊拉克执行军事任务

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北约快速反应部队““高高度度戒备联合特遣部队戒备联合特遣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