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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13日凌晨大规模空
袭伊朗后，以伊开展多轮互相攻

击，国际社会纷纷呼吁两国保持

克制、避免地区局势升级。

以伊冲突为何骤然升级？冲

突前景又将如何发展？我们请专

家详细分析。 ——编者

以色列军事冒险不断加码
与伊朗“斗法”进入新阶段

�伊朗发射导弹回击以色列 新华社发
▲以军袭击过后，德黑兰街头一名女性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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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大楼近日开始审查美国在

拜登执政时期与澳大利亚、英国签

署的所谓“奥库斯”核动力潜艇协

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将集体防务的

负担转移给盟友，并确保美国拥有

足够的军舰。审查将研究2021年

签署的这项协议是否“符合总统的

美国优先议程”。五角大楼为何要

重新评估这份协议？

要动真格？
所谓“奥库斯”，即“美英澳安全

伙伴关系”，它也是美国政府打造的

“遏华联盟”之一。

2021年9月15日，时任美国总

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澳大利亚

总理莫里森发表联合声明，称希望

在国家国防安全方面达成更加紧密

的合作关系，“奥库斯”由此诞生。

“奥库斯”分为两根支柱，其中

第一支柱的主要内容就是美国和英

国协助澳大利亚获得8艘核攻击潜

艇。而此次五角大楼的审查就是针

对转让潜艇的协议。

特朗普是想动真格吗？恐怕不

是，理由有二。

第一，此举与特朗普的海洋政

策相悖。特朗普上任后，在海洋领

域开展了一系列大动作：加强对巴

拿马运河的控制，甚至放话要拿下

格陵兰岛；签署《释放美国离岸关键

矿产与资源潜力》行政令，加强对海

底资源的争夺；签署《海事行动计

划》行政令，旨在通过多项措施重振

美国造船业及海运竞争力。特朗普

的海洋政策就是要实施单边主义，

并在各个领域保持领先优势。在这

个时候对以“遏华”为目标的“奥库

斯”第一支柱进行审查，明显不符合

逻辑。

第二，此举与特朗普的地缘政

治目标相悖。在今年的香格里拉会

议上，美国防长海格赛斯公开宣称：

“美国自豪地重返印太地区，并且将

长期留驻。”美国重返印太必须依赖

盟国，而二战期间就与美国并肩作

战的澳大利亚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此时对澳大利亚获得核攻击潜艇的

项目进行审查，显得不合情理。

制造筹码
那么特朗普这么做，目的是什

么？其实就是凭空制造筹码——这

也就是特朗普所谓的“交易艺术”。

这个筹码有两大用途。第一，

敲打澳大利亚。特朗普重返白宫

后，其单边主义政策令一些盟友开

始对美国产生疑虑和担忧，澳大利

亚就是其中之一。

3年前，时任澳国防部长的彼

得·达顿在涉华问题上还火药味十

足，但在不久前举行的澳大利亚大

选中，作为反对党领袖的彼得·达顿

的态度已经发生明显转变，强调中

澳关系的互利共赢本质，并承认澳

大利亚从中国获益良多。澳大利亚

总理阿尔巴尼斯计划第二次以澳总

理身份访华，参加中澳年度领导人

会议。

对美国来说，如果坐视澳大利

亚发展对华关系，将影响美方从地

缘政治领域遏制中国的企图。因

此，特朗普拿“奥库斯”中的8艘核

潜艇做文章，或有借此敲打澳大利

亚，阻止中澳关系改善的企图。

第二，从澳大利亚身上榨取更

多利益。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制造

商是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它位于美

国弗吉尼亚州，是美国海军最重要

的造船厂之一，主要生产核潜艇和

核动力航空母舰，也是军工复合体

所剩不多的重要造船厂之一。

在香格里拉会议上，美国防长

海格赛斯提到美国2026财年国防

预算将达到1万亿美元，“金穹”防

御系统、美国第六代战斗机F-47、

新型隐形轰炸机B-21，以及新潜艇

和驱逐舰都包含其中。

史无前例的国防预算正是重返

白宫的特朗普企图与军工复合体改

善关系的最佳证明。此时在澳大利

亚寄予厚望的核潜艇项目上做文

章，有着“敲诈”澳大利亚，并借此讨

好军工复合体之意，这也非常符合

特朗普一贯的风格。

作为美国长期的忠实盟友，澳

大利亚着实有点“扎心”。但美国的

这番作为也足以让人们看清“美国

优先”的本质。“奥库斯”成员，甚至

更多的美国盟友或许应该重新思

考，是否还要继续绑在美国的战车

上，被美国利用来制造阵营对抗。

近来以色列不断升级对伊朗重要目标
的军事打击，频次和力度相较于此前双方的
冲突而言前所未有。
以色列对伊朗的本轮袭击造成了伊方

重大伤亡，丧生的高官及将领包括伊朗最高
领袖高级顾问兼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
阿里·沙姆哈尼、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
赛因·萨拉米、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
默德·侯赛因·巴盖里、伊朗武装部队副司令
吴拉姆—阿里·拉希德、伊斯兰革命卫队航
空航天部队司令阿米尔·阿里·哈吉—扎德
等人；9名伊朗高级别科学家被暗杀；纳坦兹
和伊斯法罕的核设施遭到以色列连环猛烈
打击；伊朗外交部大楼及国家电视台大楼等
遭袭受损。
作为回应，伊朗对以色列多地展开导弹

袭击。伊朗局势的持续恶化引发了国际社
会的高度关注。

以方袭击为何升级
长期以来，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被

视为“代理人战争”的典型，即伊朗主要通过
在中东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盟友——黎
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
马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
等，从不同地缘方向对以色列展开直接或间
接的袭击活动。此外，伊朗还借助共同的什
叶派背景，与叙利亚“抱团取暖”，将叙利亚
作为对以军事对抗的前沿阵地。

2024年4月，针对以色列导弹袭击伊朗
驻叙利亚大使馆事件，伊朗首次从本土对以
色列展开了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导弹袭
击作为报复。以伊冲突仍然在本土互袭上
表现出相对的克制。
但是，本月13日以来，以色列对伊朗诸

多军政人物、高级科学家的密集暗杀，以及
对伊朗外交部大楼和多地核设施的袭击，显
然已经完全打破以伊长期以来在“代理人战

争”模式下形成的某种默契，以伊冲突已经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色列对伊朗本土的
袭击更为肆无忌惮。
以色列敢于升级对伊朗本土的袭击规

模和频次，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以色列在
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大幅削弱了伊朗的“左膀
右臂”——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伊朗主
导的反以阵营综合军事实力受到重挫。其
次，叙利亚政权更迭后，伊朗逐步失去对以
斗争的战略纵深。最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
朗问题上“唱双簧”，美国虽表面上声称不介
入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但其过分偏袒以色
列的真实“底色”只会演变为对以方军事行
动的默许。
反观伊朗方面，本国军政要员、科学家

及核设施的同时遭袭，不可避免地对民众造
成巨大的心理冲击，同时也明显暴露出伊朗
在维护国土安全方面存在诸多短板。从伊
朗的回击来看，对以色列本土造成的影响和
损失相对有限。
即便如此，不论是伊朗还是以色列，想

要消灭对方政权依然只能停留在口号上，同
为地区大国的以色列和伊朗，互相“斗法”仍
将持续下去。

美伊谈判“藕断丝连”
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升级后，国际社会

密切关注原定于6月15日在阿曼马斯喀特
举行的美伊第六轮“核谈”的后续进展。6月
14日，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证实，第六轮伊
核谈判不再举行。而伊朗方面的表态一度
存在矛盾之处。6月13日，伊朗国家电视台

发布消息称，伊朗已决定退出第六轮伊核谈
判，而伊朗外交部在6月14日上午的声明中
称，并未就新一轮与美国的谈判问题作出
“最终决定”。虽然谈判最终未能如期举行，
但伊朗的复杂态度值得玩味。

2015年，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最终达
成，本身离不开伊朗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强烈
意愿。然而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美国对伊
朗尤其是伊核协议的态度出现了巨大转
变。特朗普政府2018年5月单方面退出伊
核协议，并重启和加大对伊制裁，这使得刚
有缓和迹象的美伊关系再度急剧恶化。
特朗普今年重返白宫之后，又在伊核问

题上大做文章。考虑到2018年迄今的伊核
问题本就是因特朗普而起，伊朗方面还是审
慎地与“特朗普2.0政府”进行了互动。

2025年4月12日，美伊在阿曼开启自
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以来的首次正式
间接谈判。此后美伊间的核谈不断提速，分
别于4月19日、4月26日、5月11日和5月23
日举行了第二至第五轮谈判。
以色列本次发动大规模袭击，在一定程

度上也是为了“搅局”美伊即将开启的第六
轮谈判，期望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综合实力的
基础上，迫使伊朗在核问题和弹道导弹问题
上作出更大让步。而伊朗的报复反击仅将
目标锁定以色列，并未驳斥美国“未参与”
“不知情”的说辞，显然是将美以区别对待，
为改善对美关系留下余地。
目前，伊朗方面放出的信号是将以伊停

火作为恢复“核谈”的前置条件，而特朗普则
依旧“老调重弹”：一方面声称与伊朗相处得

非常好，一方面又声称有可能介入以伊冲
突。总体来看，美伊“核谈”大概率只是暂停
而非终止，彼此之间依然存在着战略幻想。

伊朗恐将收缩战线
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不断迈向遥遥无

期的“加时赛”，以色列政府的军事冒险也在
不断加码。
以色列对于直接“下场”策应哈马斯的

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加大打击力
度，尤其是对于哈马斯和真主党的领导层进
行连环暗杀，两者的军事能力遭受重创。去
年底叙利亚政权更迭后，以方更是抓紧对胡
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试图对伊朗的地区盟
友各个击破，令伊朗主导的“抵抗之弧”分崩
离析，从而成为“孤家寡人”。
以色列期望在重挫伊朗并对其形成安

全威慑的前提下，实现所谓“消除核威胁”和
“消除导弹威胁”这两大目标。相较于阿拉
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逐步迈向新的突破，
伊朗一直高举反以大旗，强势介入巴以问
题。然而巴以问题本就错综复杂，巴勒斯坦
内部也分裂为法塔赫及其治下的西岸地区
与哈马斯及其控制的加沙地带。伊朗介入
巴以问题的背后有着教派分野的逻辑，因此
阿拉伯国家总体上对伊朗长期力挺哈马斯
以及当前以伊冲突保持观望态度。
从当前以伊冲突的前景来看，伊朗方面

恐怕不得不作出必要妥协，将主要精力投入
到维护自身的国土安全上，可能把目光从巴
以问题上回撤，毕竟解决当务之急才是关键
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