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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史地志

3 月 6 日，胡塞武装人员在也门
南部达利阿省袭击政府军后，双方在
胡沙地区爆发激烈冲突。2月 20 日，
也门政府军在荷台达市上空击落一架
胡塞武装无人机。进入 2020年以来，
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的冲突持续不
断。作为一个饱受大国博弈之苦的国
家，也门局势发展深受美国和伊朗关
系的影响。

此前，美国击毙伊朗圣城旅指挥
官苏莱曼尼的当晚，也对在也门首都
萨那的圣城旅副指挥官阿卜杜勒·礼
萨·沙赫莱发动了袭击，但未能将其
击毙。美媒称，沙赫莱曾长期在伊拉
克领导什叶派民兵打击美军，并负责
协调这些民兵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的训
练。2017年，美媒称沙赫莱组织从加
沙地带向也门运送武器，负责伊朗对
胡塞武装的全部支援，也是圣城旅
“400部队”的高级指挥官，主要负责
打击西方目标。

美国袭击沙赫莱后，胡塞武装政
治局发出号召，要“把美国占领军从
地区内赶走”，随之加大攻势，与政
府军及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在萨那、
马里卜省、焦夫省、塔伊兹省等地激
战。1月 5日，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
发射 3枚导弹，这是其 4个月前提出

停火以来首次攻击沙特境内目标。随
后，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加大了对胡塞
武装的空袭。美国认为胡塞武装是伊
朗的代理人，因此大力支持联军。

其实，此前也门局势曾两度缓
和，但都因受美伊关系影响而冲突再
起。2018年 11月，胡塞武装与沙特达
成非正式停战协议，2018年 12月，胡
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就在荷台达等三个
红海城市建立非军事区签署《斯德哥
尔摩协议》，但随着美国宣布退出伊
核协议后，特朗普政府先后对伊朗采
取多轮经济制裁，美伊关系日趋恶
化，双方的代理人战争不断加剧，协
议未能落实。

2019年，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及多
国联军交火不断。随着战事的推进，
也门政府军内部矛盾激化，南方过渡
委员会要求也门南部独立，并把哈迪
政府赶出了亚丁。在联军中，阿联酋
支持南方过渡委员会，沙特则支持哈
迪政府，由此引发联军内部的分裂。
2019年 6月，阿联酋从也门西海岸及
南部撤出大部分军队，引发联军中苏
丹军队的撤离。苏丹军队半数由阿联
酋军队指挥，主要负责支援和保卫阿
联酋部队。这使联军失去一大主力，
难以有效抵抗胡塞武装的攻击。2019
年 7月，胡塞武装用巡航导弹和无人
机多次袭击沙特多个机场。

但胡塞武装难以取得对联军的决
定性胜利，遂向对方释放和谈善意。
2019年 9月，胡塞武装向沙特提出停

火，并单方面释放了 290 名战俘。
2019年 11月，双方在阿曼斡旋下展开
谈判，至今未有结果。2019年 12月，
沙特袭击也门一个市场，造成数十名
平民的伤亡。对于沙特的袭击行动，
胡塞武装表示了谴责，并屡次击落其
无人机。今年 1月 1日，胡塞武装释
放了 6名沙特战俘以示缓和，并要求
联军采取对等行动。

然而，美国随后的“斩首”行动
使也门战事参与方的“谈”重新变成
“打”。据报道，1月 18日，胡塞武装
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政府军在中部马
里卜省的一处基地，打死至少 80名士
兵，重伤百余人。胡塞武装称，1月
25 日至 30 日向沙特南部发射了 26枚
火箭弹。近来的无人机被击落事件，
更是双方较量的延续。

也门内部分裂由来已久，恢复统
一之路面临重重挑战和阻碍。也门各
教派和部落之间的混战频繁发生，各
方诉求难以调和；胡塞武装并不团
结，其部分人员更亲近美国及沙特而
非伊朗，担心伊朗对本组织影响过大
而导致其丧失独立性；政府军也需与
南方分裂运动抗衡；美国、沙特等外
部力量均无法使也门各派实现政治和
解。尤其是在美伊关系交恶之际，双
方的代理人之战难以停止。今年是美
国大选年，美总统特朗普可能继续打
“伊朗牌”以博取政治加分，也门战
争的前景不容乐观。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也门局势发展深受美国和伊朗关系的影响—

捆绑在大国战车上的也门战事
■李小鹿

3 月 5 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赶
赴莫斯科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长
达 6小时的“马拉松”会谈，双方就叙利
亚伊德利卜省停火问题达成协议。

俄土协议有助于缓解伊德利卜紧张
局势，但一纸协议又能够确保多久的和
平？在土叙矛盾尚未最终化解之前，该
协议恐怕只是为战争画上了“逗号”，而
不是“句号”，伊德利卜战火可能重燃。

“春天之盾”点燃伊德利卜

3 月 1 日，土耳其宣布对叙利亚政
府军发起“春天之盾”军事行动，以此回
击叙政府军于 2月 27日对土军造成“重
大伤亡”的袭击。同时，叙反对派武装
力量在土军的支援下，从东、南两线全
力反攻。双方争夺焦点为M5和M4公
路的交汇点萨拉基卜镇。驻守的叙政
府军在土军的猛烈打击下损失惨重，很
快就丢掉了该镇。经过数天激战，土军
宣称，打死千余名叙政府军士兵，摧毁
百余辆坦克，并击落 2 架叙政府军的
苏-24战斗轰炸机和 8架以上直升机。

面对土军的强势打击，叙政府军开
始调整作战计划。一方面，叙军将在南
线作战的“老虎部队”调往东线，力图重
夺战略重镇萨拉基卜。另一方面，叙政
府军宣布，自 3月 1日起关闭包括伊德
利卜省在内的叙西北部领空，并警告称
任何侵犯叙利亚领空的飞机都会被视
为敌机。当天，叙政府军击落了 6架土
军无人机，迫使土军放缓了空袭。3月 2
日，叙“老虎部队”在俄军战机的支援下
重夺萨拉基卜镇，俄宪兵随后进驻萨拉
基卜镇进行“巡逻”。至此，战场态势基
本回到“春天之盾”行动前的模样。

土俄谈判“斗而不破”

就在土叙为占领关键村落而进行
鏖战的同时，土俄之间的外交谈判也紧
锣密鼓地展开。埃尔多安于 3月 5日赴
莫斯科同普京进行谈判，最终签署了一
份停战协议：从 3月 6日零时起，各方在
伊德利卜地区的冲突接触线上结束敌
对行动，实施全面停火；将横贯伊德利

卜的战略要道M4公路的南北两侧各 6
公里范围内设为“安全走廊”；3月 15日
起，俄土启动在M4公路的联合巡逻。

该声明重新划定了土叙双方在伊
德利卜的势力范围。从地图上看，此番
冲突中大动干戈的土方略微吃亏：在东
线，该协议将此前各方反复争夺的萨拉
基卜镇及M5公路划入叙政府军势力范
围；在南线，则以叙政府军尚未推进到
的 M4公路为界，相当于将 M4公路以
南、本由土支持的叙反对派占领的地区
划让给叙政府军。也难怪埃尔多安在
会谈中表示，土方保留自己回应叙政府
军行动的权利。

其实，谈判开始前，土方就面临比
较尴尬的境地。从国内环境看，由于
30 余名士兵被炸死，国内支持开战的
声音高涨，短期之内有利于拉升自己
的支持率。然而，若战事久拖不决，不
仅伤亡人数会持续攀升，更将严重拖
累国内经济，届时则必然会被反对派
利用，再发生类似 2016 年的政变也未
可知。从国际环境看，尽管土耳其身
为北约成员国，有“共同防御”条约护
身，但土方十分明白，此次是踏出国门
“越境攻击”。如果遭到“强敌”攻击，
美英法德这些北约国家很有可能只会

作壁上观。
因此，埃尔多安没有太多的谈判

筹码，但结果并非一边倒。毕竟对俄
来说，在叙土冲突中当个“拉偏架”的
调停者可以，但要全面介入，同土迎头
相撞也是极为不明智的。而且，此次
协议的达成可将伊德利卜的叙反对派
压缩在叙土边境地区，使叙政府军获
得宝贵的休整期。对埃尔多安来说，
虽然军事行动未能达到扭转战局的目
标，但通过谈判还是阻止了叙俄联军
在短期内全面收复伊德利卜的计划。
协议的签署表明，“斗而不破”是普京
和埃尔多安在叙利亚共同的底线。正
如普京在会谈后所总结：“虽然俄土在
叙利亚局势上面临很多分歧，但总会
在关键时刻找到共识。”

叙北前景不容乐观

停战协议是签了，但硝烟并未因此
而消散，相反，各方的博弈更激烈了，叙
政府军、土耳其支持的叙反对派武装力
量等仍在跃跃欲试。分析人士指出，所
谓停战，就是停一停有利再战。未来，

围绕伊德利卜的斗争仍将继续，已经打
了近10年的叙利亚战争恐难画上句号。

双方停战之后会否再战主要取决
于两方面。其一是土耳其的忍耐“底
线”。由于叙政府军此前高歌猛进，已
经收复了大半个伊德利卜，土耳其支持
的叙反对派武装被压缩在了叙土边境
地区。对于土耳其方面而言，以M4公
路为界划分势力范围，虽不完美，仍可
接受。但如果叙政府军持续向前推进，
土方势必全力反击。其二是叙政府军
的攻击力“上限”。2月 27 日的萨拉基
卜一战显示，如果没有俄军的空中支
援，叙政府军与土军之间仍差距明显。
然而，叙政府军以收复失地为己任，一
旦得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等势力支
援，势必会向前推进。

此外，俄军也是影响该地区战事发
展的一个大“变量”。俄外长拉夫罗夫
此前曾表示，不应停止与叙利亚恐怖分
子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此话表明，俄
军对该地区恐怖组织的打击不会停止，
这也为俄军日后支援叙政府军北上“反
恐”留下伏笔。

上图：在伊德利卜省，叙政府军在

行进中。

新华社发

俄罗斯与土耳其日前就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停火问题达成协议，但该协议只是为战争
画上了“逗号”，而不是“句号”—

伊德利卜战局迎来脆弱和平
■李瑞景 王 毅

近日，阿富汗局势跌宕起伏。2月

29日，经过十余轮谈判，美国与塔利班

终于签署和平协议。但是仅仅一天后，

因在释放囚犯问题上存在分歧，塔利班

恢复对阿富汗政府军的袭击。3月 3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称，与塔利

班领导人进行了良好沟通。但仅数小

时后，塔利班以一连串袭击表明了立

场。随即，美军对塔利班发动空袭。虽

然很少有人对美塔和平协议表示乐观，

但没有人想到它会如此脆弱。

尽管如此，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似

乎不打算停止撤军计划，特朗普也一再

强调美国不能永远当阿富汗的“警察”，

不能“在阿富汗再待20年”。根据协议

规定，如果一切顺利，美军将在未来14

个月内全部撤离阿富汗。

向来“请神容易，送神难”的美军真

的会完全撤出阿富汗吗？答案恐怕是

否定的。

保持在阿军事存在，是美军反恐

战争的需要。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

目标之一是消灭“基地”组织，防止阿

富汗再次沦为恐怖组织策划袭击美国

的大本营。过去近20年，“基地”组织

虽然遭到重创，但无论作为一种意识

形态还是一个恐怖组织实体，都没有

被消灭。

除“基地”组织外，美国还面临“伊

斯兰国”组织阿富汗分支这一新生势

力的威胁。2015年初向阿富汗派遣首

批骨干分子以来，“伊斯兰国”组织已

经在阿富汗扎根。过去几年，面对美

军、阿富汗政府军和塔利班的三方打

压，“伊斯兰国”组织表现出了很强的

韧性。2017年底，时任驻阿美军司令

约翰·尼科尔森曾乐观估计，“伊斯兰

国”组织阿富汗分支仅剩600至800名

成员。两年后，美军估计仍有2000至

5000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活跃在阿

富汗境内。而在同一时期，美国空军

在阿富汗的投弹量从 2017年的 4361

枚增至 2019年的 7362枚。3月 6日，

“伊斯兰国”组织袭击了阿富汗首都喀

布尔的一场政治集会，造成至少32人

死亡、数十人受伤。

据美国国家反恐中心数据显示，美

国在世界范围内认定的恐怖组织约

100个，其中近20个恐怖组织活跃在阿

富汗。这意味着除了铲除“基地”组织

和“伊斯兰国”组织外，美军还需要打击

其他10多个恐怖组织。可以想见，美

国在阿富汗的反恐作战将是一场持久

战，而只要阿富汗境内的反美势力没有

被消灭，美军就不会撤走。对此，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教授

斯蒂芬·比德尔也认为，美国很难完全

从阿富汗抽身。

国家战略不允许，是美军“赖在”阿

富汗不走的深层次原因。2017年出台

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列出了三大挑

战：被美国称为修正主义国家的俄罗斯

等国，被视为“流氓国家”的伊朗和朝

鲜，以及国际恐怖主义。在这些挑战

中，俄罗斯、伊朗都位于阿富汗周边地

区。美国在阿富汗保留驻军，向北可深

入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中亚，向西可直

接威胁美国的宿敌伊朗，战略位置十分

有利。布什政府当年发动阿富汗战争，

除向“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复仇外，

也是一步重要的地缘战略棋，目的是塑

造对美有利的战略态势，维护美国全球

霸权。

一旦美军撤出阿富汗，对俄罗斯等

国的战略围堵将失去重要一环，对伊朗

的军事威慑也将打折扣。更重要的是，

美军将很难有机会再次光明正大地侵

入阿富汗。很难想象美国军方和战略

界会放弃这样一个有利位置。

参加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当天，美国

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

美国对和平协议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

想。对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国际社会

也应该是这个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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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美国“斩首”行动的报复性打
击，伊朗日前向多处驻有美军的伊拉克
军事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其中
多枚导弹击中阿萨德空军基地。

阿萨德基地是伊拉克第二大空军基
地，位于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东距伊首
都巴格达 100多公里。阿萨德基地是目
前美国在伊拉克驻军人数最多的基地，
同时驻扎着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
际联盟的多国部队。

阿萨德基地建设于上世纪 80年代，
曾部署有伊拉克空军 3个中队的米格-
21、米格-25战斗机。在 1990年海湾战
争期间，该基地的战机曾升空拦截联军
战机对巴格达的空袭。2003 年美国发
动伊拉克战争后接管该基地，并对其进
行整修改造，以起降大型运输机和加油
机。在伊拉克自由行动期间，该基地是
驻伊美军主要的燃料供应枢纽。2011
年 12月，美军将阿萨德基地移交伊拉克
政府。但 3年之后，美军再次加强对该
基地的控制，并增派兵力部署。

2014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占领
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为打击
“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美国组建了一个
由 54个国家和欧盟、北约等地区组织在
内的国际联盟。作为打击“伊斯兰国”的
前线阵地，位于摩苏尔以南 300 多公里
的阿萨德基地成为国际联盟多国部队的
作战保障基地。

美军在阿萨德基地部署了大量的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 MQ-9“收割
者”无人机，在驻地开展精确打击、空中
搜索、空中救援、侦察监视等行动。2015
年 2 月 13 日，阿萨德基地遭到“伊斯兰
国”极端组织的攻击，随后被伊拉克政府
军击退，其间美军出动战机和“阿帕奇”
武装直升机掠阵，向伊拉克地面部队提
供信息情报。特别是部署在基地的
MQ-9“收割者”无人机，曾多次参与美
军在中东地区的联合“斩首”行动，这也
为日后该基地遭导弹袭击埋下伏笔。
2018年 12月，特朗普访问阿萨德空军基
地，并发表演讲，强调该基地对美国的战
略作用。

在美伊关系交恶之际，美国于 2019
年向阿萨德基地增兵。今年 1月 3日，一

架由阿萨德基地起飞的美军MQ-9“收
割者”无人机向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发
射了 3枚导弹，造成包括伊朗高级将领
苏莱曼尼在内的多名人员死亡。随后伊
朗展开了报复性打击，阿萨德基地便成
为这场袭击的首要目标。

对于美国的“斩首”行动，伊拉克方
面认为美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随即作
出一切外国军队撤出伊境内的决定。对
此，美方表示，从阿萨德基地撤离是不可
能的，并多次威胁在经济领域对伊拉克
实施制裁。

未来，随着美国和伊朗的对抗不断升
级，美国可能会向阿萨德基地再度增派兵
力，该基地或将见证更多的“隔空袭击”。

下图：阿萨德空军基地地理方位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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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德空军基地—

“隔空袭击”在这里上演
■陆张良 肖曲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