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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也门危机呈现升级之势，
这与被寄予厚望的停火协议背道而
驰——和平并未如约到来。此前，在联
合国斡旋下，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在瑞
典达成《斯德哥尔摩协议》，即“也门停
火协议”，该协议被认为是“自 2014年也
门战争爆发以来和平努力的首次重大
突破”。事与愿违，双方近日的交火或
将导致新一轮军事冲突，国际社会对此
高度关注。

模糊的协议签署易

落实难

2018年 12月，联合国主持的新一轮
也门和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
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代表在涉及停火、
战俘交换、荷台达控制权等重要议题上
达成一致。然而，与以往历次战争中临
时达成的停火协议一样，双方就条文的
具体解释龃龉不断，冲突从未停止。该
协议只是指明了大体方向，并未敲定具
体细节，为双方“变脸”埋下伏笔。

协议争议最小的部分是交换战俘。
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在数年战争中有1.5
万名官兵被俘。双方协定互换这些战俘，
并在之后向联合国协调机构提交具体名
单。随后，胡塞武装率先释放了一名患病
的沙特籍战俘，体现人道主义并表示诚
意，沙特联军也释放了7名胡塞武装战俘
投桃报李。然而，双方并未因此而产生互
信，在战俘交换的具体人数、名单等方面
都产生分歧，至今未完全达成一致，导致
换俘进程严重滞后于协议的规定。

协议最敏感的部分是荷台达港控
制权问题。荷台达港是也门的重要生
命线，70%以上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通
过该港口运到也门。它也是胡塞武装

获得武器装备和其他重要物资的主要
港口。因此，双方都不愿意放弃这一战
略要地。根据达成的协议，也门政府和
胡塞武装在荷台达地区停火并逐步撤
离，但双方对荷台达港控制权移交的问
题产生分歧——沙特联军认为，港口应
移交给 2014年胡塞武装占领前的管理
当局，胡塞武装必须完全撤出；胡塞武
装则坚称应移交给目前管理港口的安
全部队，并要求保留一定的武装人员。

协议较棘手的部分是塔伊兹冲突降
级问题。塔伊兹省为荷台达南部的沿海
省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达成协议前，
沙特联军控制了塔伊兹市中心，但该城的
东、西和北部均掌握在胡塞武装手中。协
议规定，双方停止在塔伊兹的进攻，并保
证不出现敌对行为。然而，3月4日，塔伊
兹市中心的爆炸打破了和谈的友好气氛，
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此后，也门
政府和胡塞武装不时爆发零星冲突，双方
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

可见，停火协议是签了，但双方严
重缺乏互信，即便是在利益最契合的换
俘问题上也矛盾不断，更遑论荷台达控
制权等问题。这也就难怪在协议签订
后的第二天，双方就发生冲突，并把违
反协议的责任推到对方身上。其实，关
于停火双方到底是谁先破坏协议、谁破
坏得更多等问题，一直难有公论。但可
以确定的是，协议从一开始就存在模糊
不清的“硬伤”。更大的问题是，即便没
有以上矛盾，双方都认为在战场上拿不
到的东西，也绝无可能在谈判中得到。

脆弱停火背后的各

方考量

停火协议从签订之日起就十分脆

弱。双方都意识到，同以往战争中大多
数停火协议一样，在没有一方明确战败
或双方均厌倦战争的情况下，停火往往
只是蓄力再战的“代名词”。这种脆弱
停火的背后既有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
的持续对立，也有地区内国家和域外大
国的“助推”。

也门战争自 2014 年爆发以来，也
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冲突不断，此轮和
谈能够成行，与战场局势密切相关。
2018 年 11 月，政府军大举进攻荷台
达，虽然打死打伤众多胡塞武装人
员，但仍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随后
双方进入巷战阶段。在双方僵持不
下的情况下，谈判成为彼此的“最佳
选项”。但由于双方缺乏信任，以及
在一些核心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双方
立场可能会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随
时发生改变。例如，政府军致力于维
护也门统一，并要求胡塞武装交出重
武器；胡塞武装仍控制着也门大部分
人口，并要求参与组建政府，甚至寻
求参选总统，这种对立使停火更加脆
弱。

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来说，需要
利用支持和谈改善国际形象。战事久
拖不决确实很伤士气，沙特急需做出调
整。同时，误炸平民事件频发以及“卡
舒吉案”带来的巨大舆论压力，促使沙
特支持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停
火。但沙特有意延续战火，持续向伊朗
施压。沙特认为胡塞武装背后得到伊
朗的大力支持，视胡塞武装为伊朗在也
门的“代理人”，希望借内乱之机削弱伊
朗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对美国而言，
沙特是美国中东战略的关键，既是美国
在该地区抗击伊朗的重要盟友，也是美
国军火的“大买家”，具有重要的地缘政
治和经济价值。因此，美国持续为沙特

介入也门战事提供支持。

外部势力干预使危

机复杂化

也门和平谈判达成的共识，很大程
度上可以缓解也门人道主义危机，但受
诸多因素的掣肘，也门距离实现真正和
平仍然遥远。

也门国内各派别相互独立、联系
较少，难以形成民族认同和对国家的
归属感，使也门危机很难通过一次谈
判得到解决。一方面，也门国内部落
众多，这些部落各自拥有独立的武装
力量和法律体系，成为也门长年战乱
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也门国内什
叶派主要分布在北方，逊尼派主要占
据南方，长期以来互不统属，加剧也
门社会分裂。而且，也门是中东地区
少有的资源极度匮乏型国家，落后的
经济、高企的失业率为持续不断的战
乱埋下了种子，使战乱经常“光顾”这
片土地。

外部势力的干预使也门危机更加
复杂化，也门恢复和平的前景依旧暗
淡。自 2015 年 3月以沙特为首的多国
联军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
暴”的军事行动以来，沙特和美国等
国多次指责什叶派国家伊朗向胡塞武
装提供导弹等武器及救援物资。从中
东地区看，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战
争”也还没有打出结果，仍有持续借
用的空间；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等
国也在也门有其特殊的利益。也门已
经成为各方争夺势力范围和进行地缘
斗争的角力场，任何一方率先退出都
将损害其重大利益，停火或许只是昙
花一现。

3月 31日，也门政府军在与胡塞武装的交火中打死数十名武装人员——

也门实现和平仍然遥远
■李瑞景 王海兰

3月1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4

票赞成、46票反对，通过一项阻止美

军卷入也门军事冲突的决议。此前，

美国国会众议院也通过一项决议，决

定美国将不再为沙特联军介入也门战

争提供支持。对此，美国总统特朗

普发出否决威胁。围绕是否继续支持

沙特介入也门战争，美国陷入“府院之

争”。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此次均表示反

对美对也门战事的介入，与也门当前愈

演愈烈的人道主义危机不无关系。持

续4年的也门战争，已经导致大量平民

的死亡，约1000万人面临严重食品短

缺，处于饥荒边缘。而这一切都离不开

美国的“助推”——自2015年以来，美国

一直支持沙特介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

武装的战争，为其提供情报共享和武器

等。正如美国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

称：“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所使用的炸弹是

我们提供的。他们投掷炸弹前，是我们

为他们的飞机空中加油。我们还一直

提供情报协助。我们的武器有太多次

被用来杀害平民了。”与特朗普同属共和

党的保守派议员迈克·李也认为，也门战

争“违背宪法，违背正义，最终违背了道

德”。

其实，自从去年沙特异见记者卡舒

吉被杀一案爆发以来，特朗普政府对沙

特的支持就一直饱受各方质疑。尤其

是，特朗普政府对“卡舒吉案”的“高举

轻放”引发美国国会普遍不满。此次国

会投票的结果，可以说是对美纵容沙特

反对声浪的一次集中大爆发。

然而，美国人宣称的“道义”恐怕

难以战胜现实的“利益”。奉行“美国

优先”、利益至上的特朗普政府上台

后，一直对老盟友沙特青眼有加，并为

其提供各种帮助。如利用美国在中东

地区强大的军事信息网络为其提供情

报支援，以及源源不断的武器供应

等。美国支持沙特介入也门战事，除

了在道义上显得不那么光鲜以外，在

利益上却赚得盆满钵溢。

一方面，沙特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

盟友，是其遏制伊朗的战略支点。在美

国看来，美国为沙特介入也门战争提供

支持，可打击胡塞武装背后的伊朗势

力。近年来，美伊关系因美国退出伊核

协议不断恶化，美伊对抗日渐加剧。但

在战略收缩的大背景下，美国大规模出

兵也门并非可选项。如此，面对沙特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美国”兴兵10余

万在也门冲锋陷阵，美国不可能不给予

支持。反观之，如果沙特大败而归，伊

朗控制也门，美国的中东政策也就失败

了一半。正如分管海湾事务的美国助

理国务卿蒂莫西·伦德金所说，“尽管承

受国会巨大压力，我们相信有必要支持

联军。如果我们中断支持，将传递错误

信号”“今后在也门，受伊朗支持，对沙

特、阿联酋等构成威胁的势力将没有容

身之所”。

另一方面，沙特作为美国重要的

军火市场，是美国在中东的“金主”。

特朗普上任后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沙

特，并签下了高达1100亿美元的军售

大单。军售是特殊的政治，既彰显了

美沙特殊关系，也促进了美国经济增

长。为此，特朗普在面对媒体时毫不

讳言沙特是美国的“好朋友”，也是美

国产品的“大买家”，总能为美国带来

巨额订单并创造大量工作岗位。为

此，特朗普政府在“卡舒吉案”爆发后，

迟迟不对沙特施加实质制裁。如今，

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大战已经拉开

帷幕，特朗普更是会努力获取美国军

工复合体这一票仓的支持。

因此，无论是也门战争中被无辜

炸死的平民，还是骇人听闻的“卡舒吉

案”，都无法从根本上撼动美沙的特殊

关系。对美国来说，利益终究优先于

道义——美军对沙特联军的空中加油

可以停，但武器输送不会停；1100亿

美元的军售可以暂时冻结，但不会取

消；参众两院通过反对美国支持沙特

的决议案是可能的，但要推翻特朗普

的否决却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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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眼观察

3月 25日，据日本媒体报道，冲绳
驻日美军一处基地 24日晚发生爆炸，
部分基地设施损坏，这使围绕冲绳美
军基地的争议进一步尖锐化。此前，
冲绳就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县
内边野古地区一事举行全民公投，逾
七成参与投票民众反对县内搬迁，希
望将该基地彻底迁出冲绳。

冲绳民众对美军基地的强烈反对，
源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
1879年，日本强行吞并琉球王国并改
名为冲绳。二战末期，美军在冲绳实施
登陆战役。在日本军国主义驱使下，四
分之一的冲绳人（约12万人）参战并丧
命战火，其中很多人被迫以集体自杀方
式“殉国”。战后，美军将冲绳置于托管
之下，在岛上广设军事基地，形成了延
续至今的“基地群岛”格局。

目前，不到国土面积 1%的冲绳集
中了全日本 70%以上美军基地设施。
同时，驻冲绳美军有 2.5万人，占驻日
美军总数的七成。由于驻军众多、管
理不严、军纪欠佳等，美军侵犯冲绳居
民权益的事件频频发生。加之多年来
美军占用土地、基地噪音扰民和军机

时有坠毁等，冲绳民众对美军怀有强
烈的不信任感，多次要求将普天间等
基地搬出冲绳县。

然而，日本政府为维护日美同盟
军事体系，不断强力推进冲绳美军基
地的县内搬迁。去年 12月起，日本中
央政府不顾冲绳民众反对，启动基地
搬迁所需的填海造陆工程，向边野古
海域投入沙土。冲绳人认为此举背离
了他们一直以来的诉求，不断举行抗
议活动。

冲绳民众与日本中央政府、美国，
在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陷入严重对
立。对此，美日两国将从国家战略和
安全利益出发，张弛有度地推动冲绳
美军基地的调整。

美国将采取“抓大放小”之策，牢
牢掌控基地搬迁主导权。普天间基地
是美在冲绳主要基地之一，美将该基
地搬迁问题视为考验日本对其忠诚度
的“试金石”。一方面，美将坚持既有
主张，按自身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推进
基地搬迁，并在边野古打造一个一体
多能的新基地，大幅强化美军空战、海
战和跨域作战能力。另一方面，美为

缓解与驻地居民矛盾，将会陆续返还
部分小型基地。这不仅为美国减轻了
负担，也有利于其进行重点投入。

日本中央政府将实施“政经军并
用”方针，对冲绳施压、拉拢和利用。
日本多次强调基地搬迁问题是外交和
防务事务，不属冲绳县职权范围，并以
最高法院判决和国家地方纷争处理委
员会裁定的名义，对此予以反复确
认。鉴于冲绳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日
本还将通过转移支付和发展观光业等
手段振兴冲绳经济，减轻冲绳财政负
担，并在冲绳各界扶持亲中央政府的
势力。同时，为使美国放心，日本将积
极配合美军推进基地搬迁进程。

未来，美军为配合其全球战略和
西太平洋地区作战体系调整，将把驻
冲绳的部分海军陆战队员转移到关
岛、夏威夷、澳大利亚等地。日本则会
在美海军陆战队外迁的过程中，接收
美军撤出后留下的部分基地和设施，
并趁机发展“多域联合防卫力量”，适
时增强西南地区驻军，追随美军参与
地区及全球军事行动，从而加速成为
军事大国。

冲绳美军基地何去何从
■肖铁峰2015年3月26日凌晨，沙特阿拉

伯、科威特、卡塔尔等国对也门胡塞武

装控制的地区发动数轮代号为“果断

风暴”的空袭行动。

此次行动中，参与轰炸的战斗机达

100架，参与士兵达15万人。该行动还

得到了埃及、摩洛哥、约旦、苏丹、巴基斯

坦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的支持。

空袭开始前，沙特等国发表联合

声明称，该行动目的是从胡塞武装手

里解救也门，胡塞武装已成为外国势

力的工具。沙特及中东其他逊尼派国

家不能接受胡塞武装控制也门，因为

它们担心胡塞武装可能成为伊朗在也

门的“代理掌权者”。

该空袭行动在短期内起到打击胡

塞武装的作用，多国联军从南向北把

战线一度推进至萨那—荷台达一线。

但这一军事干预行动，刺激了更多也

门民众选择支持胡塞武装并导致也门

其他势力也抵抗阿拉伯国家，使也门

局势愈加复杂，也门危机难以彻底解

决。

（张驰、史云皓辑）

“果断风暴”

霍尔木兹海峡位于阿拉伯半岛和伊
朗南部之间，呈人字形，是波斯湾通往印
度洋的唯一要道，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
价值，素有“海湾咽喉”之称。
“霍尔木兹”在波斯语中意为“光明之

神”，然而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却一直笼
罩在战争的黑暗之中。作为交通要道，海
峡成为各国先后争夺的重要目标。1509
年，葡萄牙占领了霍尔木兹港，控制了海
峡地区。1622年，英国夺得海峡北岸的
格什姆岛并控制了海峡。1640年，荷兰
与英国在此展开争夺，1891年，英国逐步
控制了海峡南岸，并对波斯湾地区进行了
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

霍尔木兹海峡自古就是东西方国家
间进行文化、经济、贸易往来的枢纽。20
世纪 30年代，海湾地区的石油陆续被发
现，各大国加紧抢夺海湾的石油开采权，
并竞相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冷战期
间，海湾地区成为美苏争夺的战略要
地。为遏制苏联的发展，美国竭力把中

东国家拼凑成一个区域性军事集团，利
用这些军事伙伴，美国获得对海峡的实
际控制权。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海湾地区石
油储藏量的进一步探明，海湾地区一度
被誉为世界的“石油宝库”，霍尔木兹海
峡成为国际石油运输通道。沙特阿拉
伯、伊拉克、卡塔尔等中东产油国的原
油出口，都要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往西
欧、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全球大
约三分之一的海运石油贸易依赖这一
海峡，它也因此被称为“石油宝库的阀
门”。鉴于海峡是各国油船来往的重要
通道，一旦被切断，西方经济将会遭受
严重威胁。因此，它被视为西方国家的
“生命线”。海湾战争期间，美国为维护
石油供应安全，强化了其在该地区的军
事存在。

如今，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全球最繁
忙的石油运输航道之一，平均每 5分钟
就有一艘油轮驶过，但战争的阴云仍笼
罩其上。从 2017 年美国海军“马汉”号
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向 4艘伊朗军方
舰船开火示警，到 2018年伊朗在美国宣
布对其石油禁令后称要封锁霍尔木兹海
峡，再到今年伊朗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
附近进行代号为“守卫-97”的大规模演
习，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伊博弈的“见证
者”。现阶段，一旦伊朗对海峡进行封
锁，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以及西方国家
的石油进口都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狭窄水道牵动着
世界经济的“神经”，美伊紧张关系的加
剧或将使这一运输“咽喉”再次陷入风暴
的漩涡。

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的“咽喉”
■孙新苑

战史钩沉

左图：2月1日，在也门首都萨

那，人们在查看遭空袭的房屋。

下图：3月17日，在也门首都萨

那，男孩推车运送装水的塑料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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