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眼聚焦

中东地区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复杂

的区域安全环境，使得中东各国十分重

视武器装备发展。无人机凭借低成本、

使用灵活、易操作等诸多优点，受到域内

国家和相关武装组织高度关注，中东地

区也成为全球使用无人机最多的区域之

一。

军事需求攀升
各方竞相发力

中东地区各国在领土、民族、宗教等

问题上存在诸多矛盾，一直战乱不断。

频繁的军事活动导致各方对无人机的需

求不断攀升。

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是中东地区

传 统 军 事 强 国 ，其 无 人 机 技 术 处 于 地

区领先地位。以色列是最早研制无人

机的国家之一，目前已研发了 170 余种

无人机，谱系齐全。如今，无人机已成

为以色列应对周边安全问题的有效工

具。伊朗虽长期处于美国封锁和制裁

之下，但仍实现了无人机从无到有、从

弱 到 强 的 飞 跃 ，相 关 型 号 涵 盖 远 、中 、

近 程 ，涉 及 侦 察 、打 击 、电 子 战 等 多 种

用 途 。 2021 年 ，伊 朗 陆 军 签 订 了 采 购

1000 架“见证者”-129 重型察打一体无

人 机 的 合 同 ，并 计 划 到 2025 年 至 少 采

购 50 架“雷电”隐身无人攻击机。土耳

其 于 2004 年 开 始 实 施“ 国 产 无 人 机 系

统研制计划”，先后研发出“旗手”TB-

2 中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安卡”-S 重型

察打一体无人机、“卡古”-2 自杀式无

人机等拳头产品。由于相关无人机在

2020 年 的 纳 卡 冲 突 中 表 现 突 出 ，仅

2021 年就有突尼斯、摩洛哥、波兰等 12

个国家加入到采购土耳其军用无人机

的 行 列 ，还 有 多 个 国 家 正 在 进 行 引 进

谈判。

鉴于无人机具有造价低、使用和维

护简单等优势，中东“不差钱”的产油国

也在大量进口无人机，使中东成为全球

无人机进口国最集中的地区。根据瑞典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阿

联酋、沙特、埃及等均为制式无人机的前

十大进口国，卡塔尔、约旦、叙利亚和伊

拉克也位列前二十。

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等武

装组织也装备了大量制式无人机。也门

胡塞武装在“阿巴比”-2 基础上改装出

“前锋”-1 和“前锋”-2K 两款自杀式无

人 机 ，可 携 带 约 30 千 克 战 斗 部 攻 击 目

标。2022 年 2 月，黎巴嫩真主党公开表

示，已经自行生产无人机和精确制导导

弹。

此外，美俄两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

存在，也使该区域的无人机力量猛增。

2021 年 9 月 9 日，美海军中央司令部宣

布，美第五舰队组建了大量装备无人机

和其他无人系统的“第 59 特遣部队”，以

加大对伊朗等对手的威慑。

战场打击利器
应用范围广泛

通过打击关键目标达成战略效果，

是无人机在作战中的重要运用方式。这

一点在中东战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实施“斩首”行动，进行定点清除。

“9·11”事件之后，美国就将无人机用于

中东地区的“反恐行动”，多次成功清除

“基地”组织头目。2019 年 1 月 10 日，胡

塞武装使用 1 架“前锋”-2K 无人机，袭

击了也门政府军在拉赫季省安德军事

基地举行的阅兵式，造成包括 3 名政府

军 少 将 以 上 军 官 在 内 的 数 十 人 死 伤 。

2020 年 1 月 3 日，美国 MQ-9“死神”无

人机发射导弹，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实施“斩首”

攻击。

袭 击 高 价 值 经 济 目 标 ，实 施 消 耗

战。胡塞武装充分利用无人机低成本、

飞行高度低、隐蔽性突出、机动性强的特

点，多次袭击沙特、阿联酋等国的炼油

厂、航空港等重要经济目标。2021 年 12

月，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胡塞武装在

过去 7 年对沙特进行了超过 850 架次的

无人机袭击。2019 年 9 月 14 日，胡塞武

装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美公司位于

布盖格炼油厂与胡赖斯油田的重要设施

并引发火灾，致使两处石油设施瘫痪，沙

特原油日产量锐减。

体系作战，担纲主力。2020 年 2 月

27 日 至 3 月 5 日 的“ 春 天 之 盾 ”军 事 行

动 中 ，土 耳 其 军 队 在 E-737 预 警 机 和

F-16 战 斗 机 的 支 持 和 掩 护 下 ，先 后 出

动 数 百 架 次 无 人 机 ，越 境 对 叙 利 亚 政

府 军 地 面 目 标 实 施 大 规 模 、高 强 度 打

击。其中，“旗手”TB-2 无人机担任越

境攻击主力，“安卡”-S 无人机引导炮

兵 实 施 远 程 火 力 打 击 ，充 分 发 挥 了 体

系作战的优势。在袭击沙特阿美公司

的 行 动 中 ，胡 塞 武 装 利 用 长 航 时 无 人

机对沙特境内的炼油厂和油田目标进

行 了 多 次 侦 察 ，针 对 袭 击 目 标 精 心 规

划 无 人 机 和 巡 航 导 弹 航 路 ；袭 击 过 程

中 ，18 架 无 人 机 从 多 个 方 向 对 目 标 实

施协同打击；袭击完成后，具备侦察能

力 的 无 人 机 还 进 行 了 目 标 毁 伤 评 估 。

这 两 次 行 动 ，充 分 体 现 了 无 人 机 作 战

成本低、防御难的非对称效果。

博弈不断升级
恶化地区局势

随着性能向更高、更快、更隐身、更

智能等方向发展，无人机在未来战场的

运用范围和场景将更加丰富。在中东地

区持续动荡的情况下，围绕无人机的博

弈将呈现装备扩散、能力提升、运用常态

化等特点，对地区局势也将产生重要影

响。

无人机发展更受重视。美国出于对

以色列安全的考虑，一直拒绝向沙特等

国家出口高技术武装无人机。2013 年，

阿联酋从美国购买了一批 MQ-1“捕食

者”无人机和相关地面系统，但美国进行

了 专 门 的 改 装 ，使 之 无 法 携 带 武 器 系

统。随着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缓

和，美国是否会改变其军售立场有待观

察。与此同时，以无人机为主体的联合

演习也在中东地区频频登场。2021 年 1

月 5 日至 6 日，伊朗举行首次大规模无人

机军事演习，联合演练了远程奔袭、蜂群

攻击等课目，参演无人机达数百架。美

海军中央司令部今年初举行的“国际海

上演习 2022”中，来自 10 个国家的 80 多

型无人机以及水面、水下无人系统，开展

了 14 个场景的联合演练，这也是世界上

最大的海上无人系统演习。

反无人机作战地位更加突出。针对

不断增加的无人机空袭威胁，中东相关

各方将反无人机作战摆到了更加突出的

位置。俄国防部 2019 年 9 月曾表示，叙

利亚境内残余恐怖分子时常企图使用无

人机向赫迈米姆空军基地发动袭击，该

基地两年内使用防空火力和电子战手段

共击落 118 架来犯无人机，而俄军人员

和设施未遭受损失。2019 年 9 月，伊朗

方面曾集中展示了多年来击落和捕获的

美国无人机，包括“捕食者”“全球鹰”等，

彰显了自身的反无人机能力。而战略纵

深狭窄的以色列自主研发的“铁穹”系

统，则实现了对国土的全覆盖，可以有效

应对无人机和火箭弹这类非弹道武器的

袭击。

由于技术门槛较低，无人机也成为

胡塞武装等武装团体以及极端组织发

动袭击的重要选项。近年来，胡塞武装

相继研发出了“瓦伊德”“希哈布”“萨马

德”等多款无人机。此外，极端组织“伊

斯 兰 国 ”早 在 2013 年 就 拥 有 使 用 无 人

机开展侦察和袭击的能力，而“基地”组

织也一直在寻求掌握击落、干扰或远程

捕获美国无人机的方法。如果恐怖组

织在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取得较大

进 展 ，对 地 区 安 全 局 势 将 形 成 新 的 冲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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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以色列“哈比”无人机。

图②：伊朗“雷电”无人机。

图③：土耳其“安卡”-S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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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成为中东军事博弈新热点
■石汉娟

2022 年以来，中东地区各种高层互

访和首脑峰会十分频繁，不仅土耳其、以

色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之间双边互动活

跃，不同国家之间的多边外交也屡见不

鲜。如埃及、以色列、阿联酋领导人在埃

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三方会议，约旦、埃

及、阿联酋、伊拉克四方参加的亚喀巴峰

会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是以色列

与阿联酋、巴林、苏丹及摩洛哥等阿拉伯

国家建交“小高潮”之后，中东地区局势

进一步缓和的重要表现。

然而，这种缓和其实只是表象。由

于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存在根深蒂固的

矛盾，伊核谈判迟迟未能取得实质性进

展。以色列与一些阿拉伯国家不断走

近，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抗衡伊朗的共

同需求。这种情况下，阿以关系的缓和

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稳定，反而可能使中

东局势愈加极化和脆弱。

面对以色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加速

抱团，伊朗不可能视而不见，必然运用手

中掌握的各种“资源”展开多手反击，从

而加剧中东地区的对抗。

伊朗近年来打通了“什叶派之弧”，

在巴勒斯坦、伊拉克及叙利亚等地具有

较强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俄罗斯大幅从

叙利亚抽兵投入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

情况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亲访德黑兰

寻求安全援助，足以证明伊朗在该地区

的实力。国际油价的飙升，使伊朗的能

源收入大为改观。新一代弹道导弹“海

巴尔·舍坎”等装备也使伊朗军事实力大

为增强。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朗参与地

区博弈的筹码将越来越多。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缓和，

是以巴勒斯坦问题严重边缘化为前提和

代价的，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将逐渐显现

出来。

一方面，巴勒斯坦问题仍具有强大

的惯性，处于弱势且感到被背叛和抛弃

的巴勒斯坦，对阿以关系的改善将更为

敏感，更倾向于通过升级矛盾来吸引外

界的关注。这也是巴以局势今年持续紧

张、且呈爆发大规模冲突之势的重要原

因。新一轮巴以紧张局势已造成数十名

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半岛电视台

美籍巴勒斯坦裔女记者阿克利赫。以方

的强硬手段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与以

色列关系缓和的巴林、摩洛哥等阿拉伯

国家也被迫卷入其中。

另 一 方 面 ，巴 以 问 题 造 成 的 阿 拉

伯 国 家“ 道 义 困 局 ”，也 成 为 伊 朗 对 其

进 行 反 制 的 抓 手 。 传 统 上 ，巴 以 问 题

是 中 东 地 区 的 核 心 问 题 ，支 持 巴 勒 斯

坦 是 阿 拉 伯 国 家 不 可 动 摇 的 根 本 立

场 ，甚 至 是 其 政 权 合 法 性 的 基 石 。 如

今 ，部 分 阿 拉 伯 国 家 在 这 一 立 场 上 的

倒退，使原本团结的阿拉伯世界被“逐

个击破”，但这种政治妥协与原有的宗

教情感的错位将会给地区形势带来更

多的不确定性。并非阿拉伯国家的伊

朗 坚 定 支 持 巴 勒 斯 坦 ，借 由 全 球 穆 斯

林 在 巴 以 问 题 上 的 民 意 支 持 ，不 断 冲

击阿联酋等与以色列缓和关系的阿拉

伯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根基。

与此同时，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

以及伊核协议恢复履约谈判，加剧了以

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忧虑。欧盟外

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 5 月 13 日

表示，欧盟协调员莫拉日前对伊朗的访

问成果好于预期，伊核谈判已经重新启

动。伊朗副外长兼伊朗核问题首席谈判

代表巴盖里 5 月 15 日表示，伊朗将全力

以赴通过外交努力“最大限度”取消美国

的制裁。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看来，

一旦西方国家取消针对伊朗的所有制

裁，并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恐怖组

织名单”中除名，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将

更加强大。因此，以色列极有可能对伊

朗的军事目标甚至相关核设施进行打

击。这也将使中东局势的走向充满更多

不确定性。

总之，中东地区局势表面的缓和，

更多只是利益驱使下的抱团行为。只

有博弈各方彻底放弃意识形态斗争和

地缘政治对抗，才能为中东地区构筑长

久和平的根基，但这一过程注定艰难且

漫长。

中东局势：脆弱缓和 暗藏隐忧
■王 毅 李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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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叙利亚国内局势总

体走向缓和，多个阿拉伯国家也恢复

了同叙利亚的对话、接触与合作。然

而，种种事实表明，叙利亚要恢复全

面安全稳定仍任重道远。

据媒体报道，5 月 11 日凌晨，叙

利亚南部库奈特拉省遭到数枚以色

列导弹袭击。这是自 4 月 27 日以军

袭击大马士革郊区以来，其在半个月

内对叙境内目标实施的第二次精确

打击。与此同时，在叙北部地区，土

耳其军队在 4 月下旬的军事行动中

打死数十名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

队”成员。这一系列流血事件不断提

醒世人，饱经战乱的叙利亚仍面临着

内外交织的多重安全困境。

北部地区混战不休

自 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以来，

美国等国对叙反对派武装的支持使战

火连绵不断。当前，叙政府军控制着

叙利亚中部及南部大约三分之二的国

土，而北部的约三分之一则被派系林

立的反对派武装所占领。其中，美国

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控制着叙北部

和东北部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土耳其

及其扶植的“叙利亚国民军”则占据叙

西北部。此外，以“沙姆解放组织”为

代表的众多极端组织在伊德利卜省西

北部割据。整体上，在域外国家的强

力干预下，叙政府军与各反对派之间

虽然时有小范围冲突发生，但基本控

制在接触线附近，而各反对派之间则

经常大打出手，充斥着吞并与被吞并、

占领与被占领的乱象。

土耳其通过其扶植的武装组织

影响叙局势。土耳其在叙利亚内战期

间不仅直接出兵占领叙西北部阿夫林

地区，而且控制着以“叙利亚国民军”

为代表的众多反对派武装。在叙利亚

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冲突降级区内，

土耳其通过其支持的武装组织对其他

武装进行整合。此外，一直将库尔德

工人党武装视为心腹大患的土耳其多

次跨境动武。今年 2月 2日，土耳其对

与“叙利亚民主军”有联系的库尔德工

人党武装发起代号为“冬鹰行动”的空

袭打击，摧毁叙北部多处洞穴和弹药

库，而后者的反击则造成多名无辜平

民和一名土耳其士兵死亡。

美国以“反恐”为名搅乱叙局势。

一直谋求建立独立国家的库尔德工人

党武装虽在叙内战期间曾与政府军联

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其他反

对派武装，但是在美国的影响下，其更

想谋求长期割据。今年 1 月下旬，美

军和“叙利亚民主军”以追击“伊斯兰

国”恐怖分子为由，对叙东北部哈塞克

省进行了大规模轰炸，造成大量平民

死亡和基础设施瘫痪，成千上万民众

被迫逃进叙政府军控制区。叙政府公

开痛批这一行径，称其所作所为已构

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伊斯兰国”阴魂不散

叙利亚内战期间，“基地”组织伊

拉克分支与一些叙反对派武装联手，

组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随后不断

在叙伊两国攻城略地。2019 年 3 月，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丢失了在叙利

亚的最后一个据点巴古兹镇，但其大

量富有作战经验的残余分子转入“地

下”，继续从事恐怖活动。

恐怖主义被称为国际社会的“毒

瘤”，其像癌细胞一样具有顽强的生

命力，只要存在合适的土壤就能滋生

蔓延。饱经战乱的叙中北部地区，经

济落后民生凋敝，失业率长期居高不

下，部分逊尼派阿拉伯人对现状十分

不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则借机

煽风点火、招兵买马，并伺机发动恐

袭。据联合国有关数据，叙利亚与伊

拉 克 仍 活 跃 着 超 过 1 万 名“ 伊 斯 兰

国”恐怖分子。

“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利用有利

地形和天气，不断袭击叙政府军和当

地民众。今年 3 月 6 日，其以沙漠地

带的沙尘天气为掩护，对叙政府军一

辆军用巴士发动袭击，造成 13 名叙

利亚军人死亡、18 人受伤。据统计，

2019 年以来，“伊斯兰国”残余分子

针对叙政府军的袭击，已造成超过

1600 名军人死亡。据美国国防情报

局评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

亚的“内部凝聚力”没有明显变化。

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恐怖主

义阴云仍将笼罩叙利亚。

全面和平遥遥无期

随着叙国内形势的明朗，以及叙

政府与沙特等国关系的缓和，叙利亚

或将重新被阿拉伯世界接受。2021

年 5 月，叙利亚顺利举行内战爆发以

来的第二次总统大选，巴沙尔·阿萨德

毫无悬念地再次以高票赢得选举。更

重要的是，叙政府面临的外部环境正

在发生有利的变化。沙特代表团已经

与阿萨德政府就恢复两国中断多年的

外交关系进行协商。今年 3 月 18 日，

阿萨德还对阿联酋进行了国事访问，

这是其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时隔

11年首次访问阿拉伯国家。

然而，叙境内分离势力、极端势

力及域外势力仍将长期存在。叙政

府 想 要“ 打 扫 干 净 屋 子 ”仍 任 重 道

远。叙利亚目前表面的平静难掩暗

流的涌动，特别是在国际局势面临重

大变化的当下，阿萨德政府想实现全

面和平绝非易事。一方面，全面政治

和解方案尚不存在。“叙利亚国民军”

和“叙利亚民主军”两大势力分别被

其他国家控制，短期内几乎不可能与

叙政府实现政治和解，而对于沾满叙

利亚军民鲜血的极端组织，叙政府也

不愿与之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

武力统一的能力和条件均不具备。

战乱之后的叙利亚国力虚弱，尤其是

军事力量损失巨大，面对割据多方的

众多反对派势力，阿萨德政府明显是

有心无力。

下图：4 月 18 日，人们在叙利亚

大 马 士 革 的 二 手 服 装 市 场 选 购 服

装。近年来，在战乱和经济封锁的双

重压力下，叙利亚经济形势日益恶

化。由于民众购买力有限，二手服装

受到消费者青睐。 新华社发

叙
利
亚
局
势
表
面
平
静
难
掩
暗
流
涌
动
，其
境
内
分
离
势
力
、极
端
势
力
及
域
外
势
力
仍

将
长
期
存
在—

叙
利
亚
局
势
﹃
定
﹄
而
不
﹃
安
﹄

■
李
瑞
景

王

毅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