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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东局势再次引发国
际社会担忧。7月31日，巴勒斯
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
局领导人伊斯梅尔 ·哈尼亚在伊
朗被暗杀身亡。

哈尼亚遇袭后，伊朗和哈马
斯将矛头指向以色列，中东局势
急速升温。伊朗随时可能发动报
复性袭击，多国呼吁有关各方保
持克制，以外交手段缓和局势。
中东局势未来走向如何？我们请
专家详细解读。 ——编者

战云密布酝酿更大范围冲突
中东成为全球局势“风暴眼”

 伊朗民众举行集会，抗议哈马斯领导人遭暗杀 图 IC

北约国家援助的首批    战

机已交付乌克兰。据俄罗斯媒体报

道，乌克兰接收的这批 架    战

机来自荷兰，将很快从丹麦再接收

一批    战机。

目前，北约成员国丹麦与荷兰

共同主导一个  国参与的联盟，为

乌克兰提供    战机相关培训，其

中包括对飞行员的培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西

方援助    战机从数量上说“还不

具备战略意义”，希望西方压缩乌空

军飞行员海外受训时间、扩大训练

基地并在未来增加援助战机数量。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先前警

告，乌克兰境内出现可挂载核武器

的    战机将被俄方视为来自西

方的核威胁。

援乌突破限制
    战机攻击能力强，它的交

付意味着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援突破

原先的限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首先是为美军各种机载精确制

导弹药提供了武器平台。作为四代

机，    的对地攻击能力还是相当

不错的。该机型设计之初，就要求

成为多用途战斗机。拿载弹量来

说，    与同代战斗机相比算是翘

楚。起飞重量更大的双发苏制米

格   载弹量    公斤，法制“幻

影”     载弹量    公斤，都不如

    的    公斤。由于载弹量大，

    能挂载自由落体炸弹、子母

弹、传感器引信炸弹、激光制导炸

弹、航空火箭、空对地导弹和反辐射

导弹等实施对地攻击。

其次是乌军可能借此实施中小

规模的反攻。面对俄军的攻势，乌

军肯定是平推推不动的，只能利用

    对俄罗斯境内的基础设施，比

如铁路、桥梁、补给站以及电厂等等

实施偷袭。在这种情况下，乌军可

能利用    突袭克里米亚大桥和

黑海石油钻井平台等战略目标。然

而，这种小规模的突袭肯定会遭到

俄军更加猛烈的报复。

难挽战场颓势
就设计来说，    不失为一款

优秀战斗机。然而，要想靠它挽救

乌军的颓势，恐怕有些想多了。

首先是俄罗斯的防空力量将采

取反制措施。俄罗斯空天军不仅拥

有性能丝毫不逊于    的苏   

系列歼击机，更有性能更胜一筹的

苏   歼击机，而苏   歼击机则

对    具有代际优势。在地面，俄

军装备了大量的     /   和“山

毛榉”防空导弹，哪一个上场都堪称

劲敌。面对乌克兰新手飞行员驾驶

的    ，估计会上演“猎隼游戏”。

其次是乌克兰飞行员的素质是

个大问题。众所周知，战斗机飞行

员的体能、心理素质以及技能要求

极高。特别是技能的保持，需要用

大量飞行小时“喂”出来。然而，俄

乌冲突打了两年多，乌克兰飞行员

有多少时间可以用于飞行训练？战

斗机飞行员三个月不上天，就得从

头练起。而且乌克兰飞行员以往飞

的都是米格   之类的苏式歼击

机，突然改飞设计理念大为不同的

美式战斗机，能否适应也是未知数。

美国媒体曾经披露，眼下乌克

兰最缺少的并不是战机，而是能够

驾驶西方战机的飞行员以及相关的

后勤队伍。现役乌克兰飞行员需要

学习英语以及北约模式的作战体

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目前只

有 名飞行员完整通过北约训练。

一年之内仅仅培训出 名合格

的乌克兰飞行员，可见培训过程有

多复杂。现在乌克兰最多只能出动

 架“战隼”战机升空作战，如果由

北约飞行员驾驶飞机上天，恐怕其

中风险未必是北约能够承受的。

保障也是难题
最后，围绕    的保障体系恐

怕是现如今的乌克兰无法承担的。

一架现代化战斗机想在战场上发挥

威力，离不开一系列保障，包括飞机

的维护、保养以及战场情报支援。

固然北约可以提供相关的战场情报

支援，甚至让这些战斗机与北约的

预警机分享战场态势信息，但如果

俄军轰炸乌军的机场呢？恐怕这些

没法上天的    将沦为造价千万

美元的废铁。

总之，乌克兰寄希望靠    下

场扭转战场局势，实在有些勉为其

难——“星链”做不到，“海马斯”做

不到，    也做不到。随着    

距离战场越来越近，乌克兰离胜利

恐怕越来越远。

中东地区能源储量丰富，理应成为全球

和平与发展的“绿洲”，但却成为全球冲突的

“风暴眼”。二战结束后，以色列与阿拉伯国

家爆发了五次中东战争，20世纪八十年代伊

朗和伊拉克打了八年战争。冷战结束后，美

国相继发动海湾战争、索马里战争、伊拉克

战争和利比亚战争，还对叙利亚、也门、黎巴

嫩等国多次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大国军事介

入使中东冲突火上浇油。

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加沙危机出现了外溢、升级和扩散，以色列多

次暗杀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并对

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和伊

朗发动多轮空袭；伊朗、胡塞武装和黎巴嫩

真主党则以牙还牙，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

当前，中东战云密布，对抗代替对话，“冲突

潮”代替“和解潮”，正酝酿更大范围的冲突。

巴勒斯坦问题是冲突根源
21世纪前二十年，中东经历了长期战

乱，局势持续动荡。从2020年开始，中东地

区出现了一波“和解潮”，以色列与阿联酋、

巴林、摩洛哥和苏丹宣布相互承认；卡塔尔

与沙特、阿联酋等国复交；土耳其与沙特、阿

联酋、埃及和以色列关系回暖。2022年，中

国促成伊朗和沙特和解，伊朗也加入到“和

解潮”之中。

但这波“和解潮”未能促进巴以和解。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急于推动阿拉伯国家和

以色列建交，不是真正要促进中东和平，而

是希望通过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联合，建

立“反伊朗统一战线”。巴勒斯坦反对阿以和

解，担心所谓“先阿以、后巴以”的“亚伯拉罕

协议”将导致巴勒斯坦独立建国遥遥无期。

加沙危机爆发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

分化成三大阵营：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也门

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和叙利亚

巴沙尔政府等“抵抗阵线”，在军事上策应哈

马斯对以色列的斗争；土耳其、阿尔及利亚、

卡塔尔等国，在政治上支持巴勒斯坦、反对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埃及、阿联酋、沙特等阿

拉伯国家，则在外交上支持巴勒斯坦、反对

以色列制造人道主义危机。

由于美国在安理会的阻挠，加沙至今未

能实现停火，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民众反以

反美情绪高涨，伊朗领导下的“抵抗阵线”从

幕后走到前台，成为对抗以色列的主力。以

色列政府笃信进攻性现实主义，对“抵抗阵

线”频频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美国策应以

色列对“抵抗阵线”的军事攻击，对伊拉克和

也门等伊朗的“代理人”发动了数百次空袭。

由此可见，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的根源

性问题，加沙危机的久拖不决，导致多方纷

纷介入，中东危机多点爆发，逐渐扩散。

大国竞争正加剧安全困境
域外大国在中东的战略竞争，加剧了中

东的安全困境。“9·11”事件后，在大国的政

策协调下，中东安全治理曾取得实效，恐怖

活动受到压制。然而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视非西方大国的崛起为一种系统

性挑战。尤其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升级

以来，北约与俄罗斯的战略博弈不断升级，

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打压不断加码，欧洲和印

太地区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两大重点地区。

受大国竞争理念的影响，美国将俄罗斯

在中东的存在视为一种军事挑战；美国将中

国推动沙伊和解、促成巴勒斯坦政治派别达

成“北京宣言”视为一种外交挑战，认为中国

填补了美国在中东留下的权力真空。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虽然在国

际社会受到孤立，依然坚持以一己之力，破

坏安理会团结。美欧也出现严重分裂，西班

牙、挪威、爱尔兰等北约盟友不满美国对以

色列无条件偏袒，相继宣布承认巴勒斯坦

国。大国战略竞争导致加沙危机持续升温，

美国在安理会及联大多次否决加沙冲突解

决方案，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危机。

由此可见，美西方执念大国战略竞争，

把新兴大国视为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

挑战者，加剧了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

“修昔底德陷阱”。联合国安理会议而不决、

决而不行，陷入停摆状态。

美国千方百计阻挠非西方大国参与中

东事务，导致中东危机雪上加霜。“伊斯兰

国”等恐怖组织死灰复燃，在伊朗、阿曼、伊

拉克、索马里等地实施了多起暴恐行动。恐

怖组织和分裂势力从以往人人喊打的“过街

老鼠”，变成了某些势力借力打力的工具。

全球安全倡议提供新思路
中东问题积重难返，和平进程自然是艰

难且漫长的。当中东和平出现阻力后，在局

部地区，血债血还、以牙还牙的斗争逻辑就

会代替互利共赢、和睦共处的对话逻辑。

当前，中东地区处于战争与和平的十字

路口。一方面，求和平、谋发展成为各国的

共同愿望；另一方面，求生存、谋安全成为各

方的优先选项。在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

环中，各国陷入人人自危的焦虑之中。

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

理的重要理念，强调只有同舟共济、团结协

作，才能跳出零和博弈、集团政治、军备竞赛

和代理人战争的怪圈。从去年中国促成沙

特和伊朗和解，到今年促进巴勒斯坦各政治

派别和解，全球安全倡议显示出强大的生命

力，为和平共处提供了新思路。

当前伊朗与以色列剑拔弩张，美以同盟

与伊朗领导下的“抵抗阵线”的矛盾成为中

东主要矛盾。中东危机愈演愈烈，恰恰证明

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迫在眉睫。

总之，只有妥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只

有大国放弃冷战思维，只有中东国家放下历

史与仇恨的包袱，中东各国才有望在联合国

的框架下重启对话，管控分歧，铸剑为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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