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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 6 月

2 日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为确保地区

水域安全，伊朗计划与包括沙特阿拉伯、阿

联酋、卡塔尔、巴林、伊拉克在内的地区国

家联合组建海军联盟，该联盟还将包括印

度和巴基斯坦。

伊拉尼表示，阿曼此前多次与伊朗开

展联合海军演习，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

林、伊拉克等国如今也希望与伊朗开展海

上军事合作，新的地区和跨地区海军联盟

正在形成。“不久后，我们将见证这一区域

摆脱没有合法授权的（外国）军队，用自己

的部队捍卫区域安全。”

西方媒体和中东媒体等对伊朗抛出的

海军联盟议题高度关注，也产生了诸多联

想。伊朗宣称即将打造海军联盟的构想，

与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该国的基本

外交立场一脉相承，即反对外来干涉和在

该地区的存在，地区问题应由地区国家自

主解决。在当前沙特伊朗成功和解、地区

形势大转折的背景下，囊括沙伊两国在内

的海军联盟的组建动向自然备受国际社会

关注。

“和解潮”提升地区联盟可能性

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海湾地区地缘

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体上地缘政

治格局呈现复杂演进的态势。两伊战争以

及 1988 年沙伊朝觐冲突之后，以逊尼派阿

拉伯大国为首的群体与伊朗及其什叶派盟

友之间的阵营化对峙日益固化。进入 21 世

纪，这种对抗性矛盾并未有根本性缓和。

2016 年，沙特与伊朗断交。美国特朗

普政府上台之后，单方面退出伊核全面协

议并重启对伊制裁，这使得伊朗与作为美

国盟友的沙特之间的对抗更加激烈，其外

溢效应明显，也门、叙利亚等地的热点问题

有着明显的沙伊矛盾的身影。然而长期的

对抗并未使沙伊达到目标，反而导致了各

自的巨大内耗，彼此深陷安全困境。

在中国斡旋下，沙伊两国代表今年 3

月 6 日至 10 日在北京举行对话，中沙伊三

方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沙伊双方同

意恢复外交关系。4 月 6 日，沙伊双方签署

联合声明，两国宣布即日起恢复外交关系。

沙伊两国在中国斡旋下复交以来，中

东掀起“和解潮”。随之而来的是，卡塔尔

断交危机告一段落、埃及与土耳其恢复大

使级外交关系、也门问题降温、叙利亚重返

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向好消息。换言之，中东

“和解潮”不仅是对沙伊断交以来中东对抗

性矛盾的集中化解，也是有关方面对 1979

年以来该地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宗

教等方面矛盾的整体性反思。

林林总总，都为伊朗联合沙特、阿联

酋、伊拉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组建海军联

盟创造了可能。这一联盟设想也是此轮中

东“和解潮”的产物，其基本逻辑是推进海

湾地区安全架构从安全复合体向安全共同

体迈进。

旨在自主维护海上通行安全

中东国家分布于西亚与非洲的广袤地

区，其主体为阿拉伯世界。22 个阿拉伯国

家更是从西非、北非、东非延绵至西亚地

区。此外，中东国家在地理上的显著特点

是陆海兼备，其习惯性被称作“两洋三洲五

海”之地，即背靠印度洋与大西洋，连接亚

非欧三大洲，连通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

黑海与里海。

这不仅促成了历史上阿拉伯帝国发达

的海上贸易航线，而且促使中东国家在化

石能源时代极其重视海上通行安全。二战

结束后，大国在中东地区的争夺日益白热

化。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

国，其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得到巩固，对中东

的军事介入更为深入。美伊矛盾长期持续

的背景下，美国在海湾地区加大了对伊朗

的海上威慑与遏制。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伊对抗性矛盾

抬头。在此背景下，霍尔木兹海域出现了

多起油轮破坏事件，伊朗与西方国家之间

还出现了多次油轮扣押事件。美国着力打

造以防范伊朗为主要考量的“国际海上安

全架构”，即俗称的美国中东“护航联盟”，

期望联合盟友来应对伊朗“威胁”，确保霍

尔木兹海域的海上通行安全。此外，美国

还将 2001 年成立的联合海上力量的重心转

向与伊朗有关的海域。

从实际效果来看，美国的中东“护航联

盟”未能实现其初衷，甚至其存在本身就是

诱发相关海域安全问题的不稳定因素。以

法国为首的多个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中东

“护航联盟”态度消极，期望在伊朗与西方

关系中起到积极作用。

2020 年 1 月，欧洲八国正式组建“欧洲

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侦察团”，即俗称的欧洲

中东“护航联盟”。从现实效果来看，欧洲

中东“护航联盟”不仅受到美国的较大牵

制，而且也无法得到伊朗的完全信任。伊

朗此番公开其“海军联盟计划”的构想，表

明希望将与自己走向和解的诸多海湾国家

团结在自主性这面旗帜之下，超越美国与

欧洲所主导的两个中东“护航联盟”，真正

巩固中东“和解潮”的现有成果，有效确保

彼此间的海上通行安全。

谋求安全与发展并对美反制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都在经受内生结

构性矛盾与外部大国干预因素相叠加所造

成的系列冲突。该地区面临着老问题“推

陈出新”、新问题层出不穷的复杂局面。当

前海湾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产生的新变化，

充分体现了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性的增强，

也证明了西方的“民主”与“人权”话语难

以真实诠释中东热点难点问题的本质。

中东国家逐渐认识到，自身所面临的

安全赤字与发展赤字才是问题所在，以“发

展促安全”的合作理念正获得越来越广泛

的接受度。对海湾国家而言，海上通行安

全关乎其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在此

基础上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实现。组建

海军联盟，理论上有助于该海域利益攸关

国家在油气贸易、关乎国计民生的粮食和

高新科技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港口维护等

方面，合力保障区域性海上安全机制的构

建。参与“海军联盟计划”的相关国家，可

将打击目标主要锁定在来自非传统安全领

域及实施主体的挑战。组建地区海军联盟，

理论上还有助于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间

发展常态化军事交流，增进多边军事互信。

一直以来，美国以反伊朗为主要参数，

在中东地区整合盟友，力图打造反伊朗准

联盟。随着美国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常规军

力部署以及沙伊和解带动的中东“和解潮”

的持续，伊朗有可能亦有能力通过组建囊

括美国中东盟友在内的海军联盟来对美反

制，为其在美伊重启核谈中增加新筹码。组

建海军联盟也只是伊朗以斗争求妥协的系

列对美博弈“组合拳”的组成部分之一。

就在伊拉尼透露伊朗“海军联盟计划”

之后不久，伊朗总统莱希开启拉美三国之

行，其高举反制裁与反霸权大旗赢得了委

内瑞拉、尼加拉瓜和古巴等国的共鸣。即

便是作为美国长期盟友的沙特，也期望在

军事、安全与发展等问题上拥有一定的自

主性，而海军联盟是一个值得其理性估量

的选项。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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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海军联盟计划”潜台词
这一联盟设想也是此轮中东“和解潮”的产物，其基本逻辑是推进海湾地区安全架构从安全复合体向安全共同体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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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30 日，伊朗士兵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  

新
华
社
发
（
艾
哈
迈
德
·
哈
拉
比
萨
斯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