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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制裁促使俄伊合作迈向“第二春”军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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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环 球 军 情

约旦出动数十架战斗机
报复性轰炸叙极端组织

1月18日，以色列国防
军突袭戈兰高地的叙利亚控
制区，造成6名黎巴嫩真主党
成员和1名伊朗革命卫队将
军死亡。作为报复，1月 28
日，真主党在黎以边境袭击以
军巡逻车，造成9名以军士兵
死伤。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则指
责伊朗是袭击主谋。有分析
称，伊朗已深度介入叙利亚内
战和叙以、黎以争端，向叙利
亚阿萨德政府和黎巴嫩提供
军援的工作由国防部长侯赛
因·达赫甘准将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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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将在伊北部部署部队
提高救援飞行员的能力

北约将在东欧建指挥网
部署更大规模快反部队

军事人物

多次经历实战洗礼
!"#$年，达赫甘出生在伊斯法

罕省德哈坎县普德赫村。%"$"年，
达赫甘从德黑兰大学毕业，随后加
入新成立的革命卫队。由于在部队
表现突出，!"&'年，达赫甘被破格
提拔为革命卫队驻德黑兰部队司
令，与穆赫辛·雷扎伊（现任“系统确
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拉希姆·
萨法维（现任哈梅内伊的军事顾
问）、阿里·沙姆哈尼（现任国家安全
委员会秘书）等重要人物共同确定
了伊朗在两伊战争中的总战略。

!"&(年至 %"&)年，达赫甘先
后担任伊朗革命卫队所属伊斯法罕
部队、驻叙利亚和黎巴嫩部队司令。
在此期间，他还亲率一批精干军官
远赴黎巴嫩，配合驻黎巴嫩贝卡谷
地的叙利亚军队抗击以色列大军。
%"&)年，达赫甘又协助黎巴嫩真主
党，先后实施针对贝鲁特美国兵营
和法国兵营的袭击行动，最终导致
西方国家纷纷从黎巴嫩撤军。%"&*

年黎巴嫩南部战端突起，达赫甘再
次亲临前线，指挥真主党武装击败
了以色列军队和“南黎巴嫩军”的联
合围剿。这些辉煌战绩使达赫甘成
为伊朗军界的耀眼新星。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伊朗革命

卫队总兵力超过 +'万人，但该部队
的最高军衔仅为少将，达赫甘虽然
在两伊战争和援外军事行动中表现
出色，但直到 %""'年 ,月出任革命
卫队空军司令时才被晋升为准将。
%""+年，达赫甘担任革命卫队联合
参谋部副参谋长，%""-年担任革命
卫队合作基金总经理，%""$年出任
国防部副部长，+'')年代理国防部
长，+'',年离任。

积极贯彻强军战略
+''*年，前革命卫队军官内贾

德当选伊朗总统，他的老战友们纷
纷走到前台，成为国家的“掌舵人”，
其中达赫甘就被安排担任革命烈士
基金会主席兼总统最高安全顾问。
+''"年 $月至 +'%'年 )月，达赫
甘担任武装部队战略研究中心沙姆
哈尼的助手。+'%'年 )月至 +'%)

年 &月，达赫甘转任“系统确定国家
利益委员会”（该机构是最高领袖的
顾问，实际权力非常大）秘书，兼任

议会发言人拉里贾尼和德黑兰市长卡
利巴夫的顾问。不论作为内贾德的防
务顾问，还是军方思想库成员，达赫甘
一直都在为内贾德分忧，为内贾德的
防务政策争取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达赫甘与内

贾德关系不错，但这不影响达赫甘与
伊朗其他政治人物保持合作关系。
+'%)年，代表温和派的鲁哈尼当选伊
朗总统，他出人意料地选择属于强硬
派阵营的达赫甘出任国防部长。同年
&月 %*日，伊朗议会以 +-"票对 %'

票的结果，批准了这项任命。上任后，
达赫甘安排前革命卫队副司令罗斯
坦·卡西米担任自己的顾问。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达赫

甘担任国防部长后积极贯彻总统鲁哈
尼提出的“军事自足”战略，号召年轻
军官投身军事科学研究，提升国产武
器质量并改善部队结构。另外，达赫甘
还经常出席国产新武器的发布会，代
表伊朗政府展现强硬立场。例如，+'%)

年 "月，达赫甘高调宣布国产“目击
者.%+"”和“亚西尔”无人侦察机投
产。+'%)年 %%月 "日，达赫甘透露
国产“赛义德.+”地空导弹能有效
打击直升机、无人机等空中目标。仅
仅 "天后，达赫甘再次露面，高度评
价国产“弗特罗斯”无人机，称其可
携带导弹执行对地攻击任务，作战
范围可覆盖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
大部分地区，进一步提升伊朗的对
外威慑能力。

合纵连横避免孤立
在中东政治格局中，由于与美

国、以色列、逊尼派阿拉伯君主国存
在着结构性矛盾，伊朗几乎处于“被
包围”状态。虽然实力相差悬殊，但
伊朗却并不服软，一再表示有能力
应对任何“危险局面”。+'%,年 %+

月，达赫甘在接受伊朗法尔斯通讯
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准备反
击任何军事威胁，有能力保卫国家
安全，给任何侵略者以致命性打击。
有分析称，伊朗要想保证国家

安全，仅仅严守本国边境是不行的，
还要尽力团结地区盟友，避免被彻
底孤立，因此支援同属什叶派阵营
的“兄弟”势在必行。尽管 +''$年 )

月联合国通过了第 %$,$号决议，禁
止伊朗出口武器，但伊朗仍然通过
军援等方式向叙利亚阿萨德政府、
伊拉克什叶派政府、黎巴嫩等友好
国家输出军事装备。特别是 +'%%年
叙利亚爆发内战后，伊朗公开表示
支持阿萨德政府打击叛乱势力。而
为了稳定阿萨德政府的后方，伊朗
还积极向黎巴嫩政府施加影响，防
止该国成为美国和逊尼派阿拉伯国
家颠覆阿萨德政府的“大本营”。

+'%,年 %'月 +'日，达赫甘接
待来访的黎巴嫩国防部长莫科贝
尔，表示将派员赴黎巴嫩训练黎巴
嫩陆军，并提供部分防御性武器，提
升黎军打击国内宗教极端分子的能
力。对此，以色列、美国和逊尼派阿
拉伯国家颇为担忧。以色列《国土
报》称，黎巴嫩政府军深受真主党的
影响，军队中的大多数官兵属于什
叶派，伊朗援助黎政府军的武器很
可能落入真主党之手。 东方胜

! ! ! ! +月 *日，约旦出动数十架战机，
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0）的训练
营、弹药库等目标展开“报复式空袭”，
据称所有目标均被成功摧毁。此前，/0
宣称已将被俘的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
杀害。在此次行动中，美军不仅出动了
1.%-和 1.++战机编队为约旦战机“保
驾护航”，而且为约旦战机提供空中补
给和侦察方面的支持。另据“中东在线”
新闻网站报道，美国还承诺给约旦 )'

亿美元作为打击 /0的经费，并宣布在
更靠近战场的伊拉克北部建救援基地。

! ! ! !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 +月 *日开
会商定在东欧建立一个指挥中心网，以
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此外，北约还
要建立一个新的地区司令部和一支更
大规模的迅速反应部队，其中一支
*'''人规模的“先锋”部队可在数天内
迅速作出反应。美国驻北约大使鲁特此
前表示，北约的旗帜将在波兰司令部和
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三个波罗
的海国家的六个指挥中心上空飘扬。北
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指出，这些措施
是该组织对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作出
的部分回应，都是防御性的。

! ! ! !在参与打击“伊斯兰国”（/0）的约
旦飞行员被俘并遭杀害后，美国防部官
员表示，将在更加靠近战场的伊拉克北
部地区部署直升机和救援人员，以便及
时对降落在 /0控制区域的飞行员展开
救援。此前，美国部署的搜救团队位于
科威特境内，距离战场过于遥远，难以
做出及时响应。去年 -月以来，/0占领
了伊拉克西部和北部以及叙利亚东部
大片土地。同年 "月，美国宣布对 /0实
施系统性空袭，同时组建打击 /0国际
联盟。约旦、沙特和阿联酋等阿拉伯国
家参加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

! ! ! !曾因 0.)'' 导弹贸易风波闹
得不愉快的俄罗斯和伊朗最近重新
走向热络。%月 +'日，俄国防部长
绍伊古访问伊朗，这也是俄防长时
隔 %*年后再次访伊。据俄《独立报》
报道，两国在访问期间签署多项军
事技术合作协议，并同意尽快解决
0.)''导弹贸易的“遗留问题”。

抱团回应“围攻”
俄红星电视台报道，根据两国

签署的协议，俄伊决定联手对抗外
部势力对中近东地区事务的干预，
将在联合军事演习、军事训练，以及
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打击分裂主
义和极端主义方面开展合作。阿联
酋《海湾时报》指出，美国置极端组
织肆虐叙利亚的危机于不顾，仍坚
持武装和训练叙利亚反对派，力图
推翻该国亲俄亲伊的巴沙尔·阿萨
德政权，这是俄伊都不能容忍的。
俄罗斯伊朗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萨法罗夫认为，俄方在乌克兰问题
上遭遇西方“集体围攻”，为了打破

“被孤立”的处境，自然要寻找别的
伙伴，而近邻伊朗幅员辽阔，资源丰
富，且同样遭到美欧打压，两国相互
支持是明智的选择。他还强调，由于
此前在对伊出售 0.)'' 地空导弹
上“出尔反尔”，俄罗斯对伊朗有所
“亏欠”，这也是造成俄伊关系不畅
的重要原因，现在有必要摆脱过去
的状态，同伊朗发展更密切的关系。
俄战略和技术分析中心专家普

霍夫认为，俄罗斯过去在美国和部
分欧洲国家的压力下选择疏远伊
朗，是希望这些国家在某些领域做
出让步，特别是希望美国在反导系
统建设以及批准削减战略进攻性武
器条约问题上做出让步，结果都落
空了，“俄罗斯要用更现实的态度，
重新处理自己与伊朗的关系”。

漫长的“军售悲喜剧”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与伊朗长

期在发展军事合作方面均抱有积极
态度。早在 %"&"年，刚刚结束两伊
战争的伊朗就同当时的苏联签署了

一揽子政府间协议，购买了 +个营
的 0.+'' 防空系统、+' 架米格.+"

歼击机、%+ 架苏.+,23 歼击轰炸
机、4艘 &$$532型柴电潜艇和 %+

架米.%$直升机等军事装备。这些
武器构成了伊朗现代化国防力量的
物质基础。此后，美国和以色列屡次
通过外交手段阻挠俄伊军贸，其间
俄罗斯在对伊军售方面显得态度摇
摆，多次“自食其言”，推迟甚至取消
向伊朗交付武器和零部件。

+''$年底，俄罗斯同意向伊朗
出售 0.4''防空系统，合同价值达
&亿美元，这被外界看作伊朗为防
范美国和以色列空袭本国核反应堆
所买的“保险”。然而，俄方先以“技
术原因”为由推迟供货，在联合国通
过限制伊朗军购的第 %"+"号决议
后，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于 +'%'年签
署命令，禁止向伊朗出售 0.4''系
统，并退还 %6-$亿美元预付款。

尽管俄罗斯官员解释称叫停
07)''项目并不意味着完全禁止俄
伊军事技术合作，在不受禁止的范

围内，俄方将与伊方继续开展合作。
但愤怒的伊朗政府依然向日内瓦国
际仲裁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俄罗斯
赔偿因拒售 0.)'' 防空系统所造
成的损失，索赔金额高达 )"8&*亿
美元，比合同金额翻了两番还多。

合作渠道依然畅通
以研究伊朗问题著称的俄罗斯

学者萨法罗夫分析称，伊朗向国际
仲裁法院提出的索赔要求不仅涉及
0.4''防空系统的销售合同，还涉
及 %""-年以来两国签署但未执行
的其他军售协议，“由于缺乏零配件
和维修，伊朗军方现役的大批俄制
武器系统都已无法正常使用。因此，
伊朗认为这些武器的生产者有义务
为先前出售的装备提供零配件”。
萨法罗夫认为，俄伊关系趋暖

将为两国解开“0.4''死结”提供契
机。随着乌克兰内战和中东反恐战
争分别使俄罗斯西南部和南部边界
的局势渐趋恶劣，趋紧的地缘政治
环境使得里海对岸的伊朗在俄罗斯

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对俄罗斯友好而不愿向美国低头
的伊朗，显然有助于扼制华盛顿从
中东方向发起的紧逼”。更重要的
是，伊朗在国际法院起诉俄罗斯，本
质不是想“讹诈”俄罗斯的赔偿，主
要目的是希望俄罗斯恢复出售急需
的零配件和 0.4''防空系统。

另据以色列《国土报》披露，尽
管俄罗斯扣留了 0.4''系统的导弹
发射车和雷达火控系统，但还是向
伊朗交付了一些技术配件。+'%%年
上半年，伊朗相关人员仍在俄罗斯
基地里接受 0.4''的操作培训。俄
罗斯曾向伊朗保证，只要伊朗有耐
心，一旦西方压力减轻，这批防空系
统就可以交付。与此同时，伊朗国防
工业组织吸收了本国军事人员在俄
培训期间掌握的 0.4''系统技术知
识，根据 0.4''防空系统的设计图
组织工程人员进行“逆向测绘”，试
图研制出 0.4''的“波斯版”。由此
可见，俄罗斯与伊朗的军事合作渠
道仍然是畅通的。 萧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