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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史地志

军眼观察

军眼聚焦

据“欧洲新闻电视台”网站报道，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麦肯齐

8月12日警告说，“伊斯兰国”的残余

分子正试图在叙利亚西部恢复实

力。他同时表示，希望在多年后，伊

拉克、叙利亚和世界各地的安全部队

能依靠自身力量打击“伊斯兰国”的

任何活动。

今年初，伊拉克议会投票通过了

外国部队从伊拉克撤离的决议。麦

肯齐的话，固然有为驻伊美军赖着不

走寻找理由的意图，但“伊斯兰国”利

用地区动乱和疫情冲击之机不断复

苏，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此前，“伊

斯兰国”武装分子于8月6日晚袭击

了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首府巴古拜

市东北方向的一处军事基地，导致2

人死亡、4人受伤。有统计数据显示，

2020年上半年，“伊斯兰国”已制造超

过430起袭击行动，其中4月份的袭

击数量是1月份的两倍。

早在 2017年底，伊拉克就宣布

取得了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决

定性胜利”，“伊斯兰国”最高头目巴

格达迪也于 2019年 10月 26日在美

军的一次斩首行动中死亡。然而，正

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伊斯兰

国”残余势力并未被斩草除根。据联

合国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目前在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残余

势力多达1.8万人。其一方面利用叙

利亚、伊拉克战乱和中东受新冠疫情

冲击之机，频繁在伊拉克西部和北

部、叙利亚东部以及叙伊边界沿线活

动，伺机发动夜间袭击、绑架、自杀式

炸弹袭击等行动；另一方面，其也在

利用当地失业、贫困、饥饿、疾病、压

迫等状况发展力量。报告显示，“伊

斯兰国”依然保留着筹融资渠道，具

有支持恐怖袭击的财力。

与此同时，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

也给了“伊斯兰国”死灰复燃的机

会。库尔德武装一直是叙利亚境内

打击“伊斯兰国”的主要力量之一，但

美国听任土耳其军队在叙东北部边

境对其发起军事打击，导致两者针对

“伊斯兰国”组织的同盟关系解体。

土耳其的军事压力，还大大削弱了库

尔德武装对“伊斯兰国”在押人员监

管能力。已经有部分“伊斯兰国”恐

怖分子借机越狱，这不啻于放虎归

山，遗患无穷。

此外，“伊斯兰国”还在阿富汗、

利比亚、菲律宾、埃及、尼日利亚等

地不断渗透，建立新的分支。种种

迹象表明，“伊斯兰国”恐怖活动并

未销声匿迹，还企图借全球受到新

冠疫情冲击之机积蓄力量、卷土重

来。有媒体报道称，“伊斯兰国”结

构依旧完整，仍然能够协调发动攻

势或分散作乱。

更为重要的是，“伊斯兰国”总结

其与美伊作战的经验教训，试图调整

策略，把有生力量分散部署到山区、

洞穴、隧道等空间，打起了游击战。

在伊拉克迪亚拉省、基尔库克省

和萨拉丁省交界处的哈姆林山区，部

分“伊斯兰国”残余力量凭借易守难

攻的复杂地形，玩起了“老鼠躲猫”的

游戏，企图以此保存其有生力量，伺

机卷土重来。这里的洞穴群，是之前

的石油公司使用的，其混凝土结构的

坚固程度，足以承受联军车辆在上方

驶过的重量，可以用来储存武器、藏

兵屯粮、隐蔽机动、躲避侦察。有时，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还会在反恐部

队过去后，爬出来跟在其后，伺机攻

其不备。在战事不利时，其还会在败

退中预先埋设大量的路边炸弹，迟滞

对方的行动。

在伊拉克方面下达“逐客令”之

后，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美国

盟友纷纷以疫情为由宣布从伊拉克

撤军，这也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越发名不

副实。虽然美国不久前把针对巴格

达迪的继任者毛利的悬赏金额从

500万美元涨至1000万美元，但正如

巴格达迪之死并不意味着“伊斯兰

国”的彻底消灭一样，即使毛利被击

毙也并不意味着打击“伊斯兰国”的

行动取得最终的胜利。未来，不论

是驻伊美军全部撤离，还是对“伊斯

兰国”剿而不灭以实现长期在伊驻

军，都会给“伊斯兰国”留下卷土重

来的空间。

利用战乱和疫情展开报复性袭击，借助地形玩“老鼠躲猫”游戏—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死而不僵
■魏岳江

在美国主办的“环太平洋”军演
中，美珍珠港海军基地往往是一个重
要的参与者。

珍珠港海军基地，位于夏威夷群岛
瓦胡岛最南端海岸地区，距夏威夷州首
府火奴鲁鲁 13千米。经过长期建设，业
已成为美军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前沿海
军基地。该基地地理位置独特，配套设
施完善，是美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大本营。

1908 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指定
珍珠港为美国海军基地。1933年，日本
退出国际联盟后，为应对迅速崛起的日
本海军力量，遏制其在太平洋上的扩张，
美海军积极着手扩充军备。1941年，罗
斯福下令将太平洋舰队调往夏威夷，进
驻珍珠港。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海军突袭
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分两
个波次用 350 余架舰载机对珍珠港猛
烈打击，使美海军太平洋舰队遭受严
重损失，包括全部 8艘战列舰在内的 18
艘各型舰船被击沉或不同程度损伤，
战机损毁 180多架，伤亡 3500余人。但
珍珠港是浅水港，加之美军强大的维
修、支援和保障能力，8 艘主力战列舰
除“亚利桑那”号外全部被打捞出水。
不到 4 个月,其中的 3 艘就已经恢复了
战斗力。

1942 年 8月，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
大楼竣工，珍珠港海军基地成为太平洋
战场的指挥中心。同时，这里的综合保

障能力有了飞跃性提升。美军“约克城”
号航母在珊瑚海海战后受损较重，本来
预期须修理 3个月。依靠珍珠港基地修
理舰船的能力，紧急修理仅用时 3天，工
期大大提前，顺利赶上中途岛海战。

如今，珍珠港经过长期修建、扩建
和改建，已成为一个设施完善、装备先
进的现代化海军基地。美太平洋舰队
司令部，以及太平洋舰队的潜艇、航空
兵、后勤、海洋研究系统的司令部，均设
在这里。基地不仅有可供停靠各型舰
艇的码头、补给中心、弹药库、燃料库、
大型干船坞，还有能修理各类舰体及其
武器、装备的修理厂，及为舰员服务的
8500多套住房和各种设施。目前，该港
有 40 多艘舰船以其为母港，还驻有大
量的海军航空兵部队、海军陆战队和后
勤保障部队，另设有两所高级海校、两
所初级海校和一所潜艇训练中心，总数

近 45000人。
据外媒报道，美军在珍珠港内已建

成珍珠港-希凯姆海空军联合基地。
驻扎在此的太平洋舰队作为美在印太
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活动范围包括太
平洋、印度洋大部分海域，下辖有美国
海军第三、第七舰队，拥有 6 个航母编
队打击群。该基地还部署了“阿利·伯
克”级驱逐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以及海基 X 波段雷达。自 2010 年后，
F-22“猛禽”战斗机也部署在了希凯姆
空军基地内。

作为美军西太平洋军事基地和美本
土西海岸军事基地的连接纽带，珍珠港
海军基地既是支援亚太美军的战略后
方，又是美国本土的防御前哨。

上图：珍珠港内的亚利桑那战舰纪

念馆。 新华社发

珍珠港海军基地—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大本营
■郭 舜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军主办

的“环太平洋-2020”军事演习规模大

幅缩水，不仅时间由一个月缩减为两

周，参加的国家和舰艇数量也锐减。

今年3月6日，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阿

基里诺曾宣布本届环太平洋军演将有

至少 26国参加，但最后只有 10国参

加。尽管如此，澳大利亚仍不出意料

地出现在了参演国的名单中。

澳大利亚与美国是盟友关系，长

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由于自身实力有

限，其国家安全、军队建设、国防研究

和技术开发等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

美国的帮助。对美国而言，澳大利亚

特殊的地缘位置和地区影响力，有助

于美推行自己的地区乃至全球战略。

特别是近年来，澳大利亚的战略价值

不断上升，已经成为美国实施“印太战

略”的关键支点国家。

近年来，澳大利亚紧密配合美国，

不断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范

围，在外交磋商、战略规划、防务合作、

联合军演、情报共享和技术转让等方

面，与美国建立起了密切的合作机制。

根据两国签署的驻军协定，美国

可以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基地驻军达

2500人，这将极大加强其对马六甲海

峡、望加锡海峡、巽他海峡和龙目海峡

等关键通道的控制。澳大利亚在不久

前发布的《2020年国防战略更新》中，

也特别强调将印太地区作为未来国防

规划的重点方向，主张发挥印太地区

支点国家的作用。

此外，美澳还高度重视两国之间

的联合演习、联合训练和联合行动。

两国每两年举行一次“护身军刀”联合

演习，以战略预警、导弹防御和“反介

入/区域拒止”作战等为演练内容，不

断增强两军的协同行动和作战能力。

7月21日，澳大利亚包括“堪培拉”号两

栖攻击舰在内的5艘舰艇，与美国海军

在菲律宾海举行了大规模海上演习。

不久前，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外

长和防长“2+2”会谈在华盛顿结束，

双方讨论了如何在印太地区和全球范

围深化所谓的“牢不可破盟友关系”，

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要加强在南海

联合军事演习以及在导弹和高超音速

武器防御技术上的合作。

此次会谈是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后

澳大利亚的首次部长级出访，而且是前

往全球疫情“震中”美国，显示了澳大利

亚对此次会谈的重视程度。美国驻澳

大使卡尔瓦豪斯表示，这是几十年来

“最具影响力”的美澳部长级会谈，是对

美澳同盟进行的一次加强之举。此次

会谈中，两国还计划成立一个新的双

边小组，以协调“印太军事联合行动”

中有关硬件和人员部署等问题。

然而，看似同步的合作中，澳大利

亚方面仍传递出一些不同的信号。虽

然美国意图拉拢澳大利亚紧跟自己的

脚步，但澳方却在记者会上强调两国

的平等关系，称澳方的所有举动都是

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澳大利亚的立

场是我们自己的立场”。虽然两国承

诺在南海及印度洋“加强和规范海上

合作”，但澳大利亚拒绝和美国共同实

施“航行自由”行动，强调将依据国际

法“过境航行”。

从未来发展来看，美澳两国之间的

军事合作将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然而，

只要美澳军事合作中“美主澳从”的框

架得不到实质性的改变，这种合作就摆

脱不了美式霸权烙印和霸凌的特点。

这将持续为地区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

也必然会损害澳的立场和利益。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武警特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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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土耳其对外政策“军事化”
色彩越来越浓厚。本届政府治下的土
耳其，无论在周边地区政策还是国际战
略上，都倾向于直接“用拳头说话”，运
用军事手段越发主动、果断和高效。土
军这类色彩鲜明的举动，背后有着怎样
的考量，未来走向又将如何？

北约“问题成员国”：

立场强硬，四处投棋布子

土耳其在北约内部的地位本就比
较边缘，近年来与北约各国的关系越发
磕磕绊绊。美欧等国对土耳其不满，土
耳其自身也有一定“责任”：明知库尔德
武装是美欧在反恐战争中的伙伴，仍一
再越境对其进行打击；趁叙利亚战乱之
机，大打“难民牌”要挟欧洲给其更多援
助；不顾北约团结，与希腊因为海洋划
界争端龃龉不断，双方军队屡屡出现对
峙。更有甚者，土还“私通”北约主要对
手俄罗斯，无视北约“武器系统不兼容”
“情报技术信息恐泄露”等风险警告，购
入俄制S-400防空导弹系统。

于是，土耳其“荣膺”北约历史上首
个遭盟友制裁的成员国。北约撤出了
驻土“爱国者”反导系统，美国禁止对土
出售 F-35战机、护卫舰、无人机等装备
及技术，欧盟以多次拒绝土方军购来对
土施压，希腊近日更拉响了对土战争警
报。美国不仅在军事上对土施以惩戒，
更在经济上施加制裁。可是，土政府仍
保持强硬姿态，甚至计划追加采购俄制
S-400系统。

土耳其在地区事务中，立场也日趋
强硬，频频动武展示“肌肉”。2016年起，
土通过“幼发拉底河之盾”“橄榄枝”“和平
之泉”3次越境出兵行动，在土叙边境划出
大片“安全区”，严防库尔德武装坐大。如
今，叙利亚旷日持久的内战步入尾声，其
西北边境省份伊德利卜局势却急速升
温。作为盘踞该地的叙反对派主要支持
者，土耳其干脆启动“春天之盾”行动，与
叙政府军短兵相接。此外，2019年底以
来，土加大对利比亚的军事投入，并驱使
叙反对派武装人员赴利比亚作战，为利比
亚民族团结政府续上了关键一口气。

在同盟关系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强硬
之余，土耳其还致力于维持和拓展海外
驻军，对外辐射影响力。近年来，土军大
张旗鼓“进军”非洲，借共同反恐之名将
军力触角伸入东非——租借苏丹在红海

沿岸的萨瓦金岛，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
沙建起土军最大的海外基地、培训索马
里军人打击极端组织“青年党”。土还计
划与阿塞拜疆、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等国磋商，以开辟新军事基地，
将军力投射到中亚、南亚和东南亚。

土军四面出击背后：

主动塑造与被动应对并存

近年来土耳其四面出击的军事政
策，由内外多重因素促成：既是主动选
择，也有被动因应；既解决当前难题，也
为未来发展铺路。

第一，因应国内民意，确保执政地
位。正发党上台近20年来，秉持“新奥斯
曼主义”和“战略纵深”等理念，主张土突
破“东西方桥梁”的角色定位，重拾奥斯
曼帝国政治和宗教文化遗产，进而谋求
伊斯兰世界和突厥语国家的“领导者”地
位，因而深得民心，得以长期执政。近几
年来，土经济发展受阻，政府急需转移国
内矛盾，重聚和再振民心。叙利亚和利
比亚都是奥斯曼帝国“丢失的领地”和土
“国父”凯末尔战斗过的地方，对它们进
行军事干预，有利于调动民族情绪。

第二，北约自身凝聚力下降，土耳其
政策自主性则相应增强。在全球化和多
极化时代，自诩“史上最成功联盟”的北
约，成员国军事优先关注点日趋多样化，
分歧和矛盾在所难免。美欧之间乃至欧

洲各国间近年来尚且摩擦纷争连连，更
何况文化传统、社会发展阶段、地缘环境
与西方迥异的土耳其？由于美欧与土耳
其在中东利益产生分化甚至冲突，土在
客观可能性和主观意愿上，都难以兼顾
自身雄心和北约共同战略目标。

第三，周边安全环境复杂严峻，土
耳其不得不努力作为。土耳其地处欧
亚结合部，东南紧靠战乱不止的中东
“新月地带”，东北与危机四伏的高加索
地区相邻，北隔黑海与强大的俄罗斯相
望，西抵著名“火药桶”巴尔干半岛，西
南隔爱琴海即是“老冤家”希腊，南方地
中海上坐落着分裂的塞浦路斯岛，隔海
可远眺动荡不断的北非。众多周边热
点都关乎土重大利益的维护和扩展，土
既不能也不会置身事外。为积累与本
地区内外各强国博弈的筹码，土耳其动
起干戈来可谓煞费苦心、不遗余力。

“谋局”亦是“入局”：

土军事行动成败变数多

土耳其拥有当前中东第一大经济体
量和除以色列外最强的军力，因而颇具
频频用兵的底气。但土在主动“谋局”的
同时，亦需直面诸多风险挑战。

首先，与北约关系的阴晴起伏，决
定土军事政策的基本盘。土耳其在北
约和俄罗斯之间游走乃至不时独自“暴
走”，意在抬高身价、打破与北约关系的

僵局。然而，土军事技术研发和武器自
产能力有限，新锐装备仍高度依靠从北
约国家特别是美、德进口，大规模作战
行动更是离不开北约集体防务体系，特
别是其卫星侦察和通信系统保障。如
何在与北约的龃龉中做到“有利有节”，
土仍须谨慎思量。

其次，在热点事务中的进退取舍，
会是常态化的考验。土军所及之地多
为利益交织、矛盾丛生的角力场，例如，
在利比亚，土军的干涉已然激怒利东部
政权的一众靠山——沙特、埃及甚至俄
罗斯、法国；在叙利亚，土公然支持反对
派，俄罗斯、伊朗则力挺阿萨德政权，双
方斡旋余地日渐逼仄、冲突概率陡升。
土军“入局”之成败得失，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土决策者的一念之差。

此外，国内各界的承受度，是最关
键的因素。土政局目前虽较平稳，却暗
流涌动，对当政者世界强国梦的实现构
成直接制约。战局的波诡云谲，军事与
民生开支的此增彼降，都时时成为正发
党选情的晴雨表。如此一来，土军在国
外输不起也拖不得，只有持续不断的扩
张和胜利，才能维持国内政局和民心的
稳定。即便如此，此前正发党在土最大
城市伊斯坦布尔的选举失利，还是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内民意的不满，值得
土政府深思。

上图：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

武装成员，从土耳其边境城镇杰伊兰珀

纳尔前往叙利亚边境城镇拉斯艾因。

新华社发

近年来，土耳其军队四面出击，其背后有塑造态势、因应形势等多重考量—

土耳其缘何劲打“军事牌”
■海 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