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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危机升级 谁是幕后“操盘手”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钮松

近日，巴以冲突延宕，外溢风险不
断显现，红海水域紧张局势令人担心。

美国日前宣布组建红海护航联盟，
应对也门胡塞武装在该水域对国际商船
的袭击，并多次表示考虑对胡塞武装发
动打击。胡塞武装则连续在红海袭击

“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并称若遭攻击，必将进行报复。
红海危机的演进既关乎全球供应链安全，又关乎

国际社会管控巴以冲突外溢风险的必要性与紧迫
性。未来红海局势将如何发展？危机是否还会进一
步升级？我们请专家详细分析。 ——编者

深
海评 以色列刺杀伊朗高级顾问 背后有何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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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护航联盟 难有治本效果

1 也门问题突破海湾

避免危机升级 美态度最关键3

2

以色列战机近日空袭叙利亚首

都大马士革南郊，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下属“圣城旅”的高级顾问赛义

德 · 拉齐 · 穆萨维在袭击中死亡。伊

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以色列的袭

击是恐怖主义犯罪，以色列将为此

付出代价。

以色列想搅浑水?

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杀死伊朗

高级军事顾问，是对伊朗及其在叙

利亚影响力的一次重大打击。伊朗

与以色列互相敌视由来已久，这些

年来以色列一直在将伊朗塑造成地

区威胁，转移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

面临的压力。美国一度也以共同对

付伊朗威胁为由，拉阿拉伯国家与

以色列走近，希望实现构建中东安

全新框架的计划。伊朗则一直公开

支持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及地区其他

亲伊朗武装组织，反对以色列的占

领。伊朗与沙特和解后，美国和以

色列利用伊朗的效果明显下降。

有分析认为，此次以色列的刺

杀行动也是想将伊朗拉入冲突，搅

乱国际社会对加沙战争的视线。在

    年  月初以色列对叙利亚发

动的袭击中，已经杀害了伊斯兰革

命卫队的两名军事顾问——穆罕默

德 · 阿里 · 阿泰 · 舒尔贾和帕纳 · 塔基

扎德，这次伊朗高级将领被杀，进一

步激起了伊朗人的仇恨。在伊朗为

穆萨维举行的葬礼上，现场民众呼

吁政府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伊朗不会轻易上当
伊朗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事

件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伊朗下一步将采取怎样的

行动。伊朗总统莱希、伊朗武装部

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 · 巴盖里等人

都在第一时间表示，以色列“肯定会

为其罪行付出代价”。伊朗外交部

发言人纳赛尔 · 卡纳尼则表示，“伊

朗保留采取必要战略并在适当的时

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虽然

伊朗高层并未透露将对以色列采取

怎样的报复行动，但纳赛尔 · 卡纳尼

的话传递出的信号是，伊朗并不想

把事情搞大。

在伊朗看来，以色列杀害伊朗

高级将领的目的是试图“从自己在

加沙地带制造的泥潭中脱身”，转移

国际社会对其犯下罪行的关注。伊

朗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对以色列进行

报复，但肯定不会上以色列的当，让

以色列轻易从加沙困境中脱身。

此轮巴以冲突以来，虽然以色

列竭力想将矛头转移到伊朗，反复

宣称伊朗是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

伊拉克民兵武装及也门胡塞武装等

反以组织背后的推手，但此举未能

转移国际社会紧盯以色列在加沙行

动的视线。彻底清剿哈马斯的计划

尚未实现，后续行动越来越难以为

继，又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甚至是美

国的巨大压力，目前以色列在加沙

处于进退两难境地。伊朗对此乐见

其成，自然不愿卷入冲突。

后续影响有待观察
此外，伊朗也非常珍惜来之不

易的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和

解。莱希在执政伊始就表示要将外

交重点放在与其他国家进一步发展

或缓和关系上。包括缓和与沙特等

地区国家的关系，减缓扩展在伊拉

克、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的影响

力。执政两年多来，莱希政府在这

一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最近，伊朗与埃及的关系也有

望迅速突破，中东的这种和解潮对

伊朗恢复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的作

用极其有利。伊朗显然不愿因卷入

与以色列的冲突而破坏正在地区出

现的地缘政治缓和的环境。

最后，伊朗也不愿因此而进一

步恶化与美国的关系。莱希政府开

始执政时，就将恢复经济发展和改

善民生作为施政重点，而美国解除

制裁是莱希政府开展经济自救的重

要条件。因此，解除美国对伊朗制

裁是莱希政府的优先外交事项。虽

然拜登政府迄今未能兑现重返伊核

协议的承诺，但较之特朗普时期，美

伊关系还算相对稳定。这也有利于

伊朗与其他地区国家关系的缓和，

为伊朗的发展赢得一个相对宽松的

国际环境。

以色列对叙利亚的袭击以及抵

抗组织对以色列的报复都与巴以局

势密切相关。伊朗高级顾问遇袭身

亡事件的后续影响尚有待观察。多

数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最有可能的

选项是通过支持亲伊朗的地区武装

组织，报复性袭击以色列的目标。

问：红海局势为何引发国际社
会广泛关注？
答：红海是从地中海经由苏伊

士运河进入亚丁湾、印度洋和远东

的交通枢纽。虽然人类社会早已

进入航空时代，海上货运仍然在全

球物流版图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

位，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供应

极度倚重海上运输。

因此，红海海域任何“风吹草

动”，都会在地缘上产生明显的连

锁反应。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海

域的袭击行动，导致多家国际航运

企业在无奈中只能舍近求远，重走

好望角。

在    年至    年间，索马

里海盗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

为国际公害，严重威胁国际海上货

运的安全。索马里海盗一度在连

接红海与印度洋的亚丁湾海域兴

风作浪，随着索马里政府加大对海

盗问题的治理力度和多国护航活动

的常态化，该问题得到较大缓解。

相较于索马里海盗，胡塞武装

有着巨大的不同。首先，也门毗邻

红海、亚丁湾和阿拉伯海，且扼守

曼德海峡，红海国家身份使其成为

红海安全直接的利益攸关方。其

次，胡塞武装控制了包括首都萨那

在内约三分之一的也门国土，本身

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权和军队的

形态。

因此，胡塞武装对红海海域与

“以色列关联”民船具有更强的袭

击能力，主要动机不在于经济上的

劫掠，但从地缘经济的角度对全球

供应链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胡塞武装的地区影响长期以

来主要集中在海湾，沙特与伊朗之

间此前的对抗也不可避免令胡塞

武装卷入其中。也门内战逐渐演

变为代理人战争，得到伊朗支持的

胡塞武装成为与沙特支持的也门

政府对抗的重要武装派别。

此次胡塞武装在红海海域的

袭击活动，使原本与沙伊冲突紧密

相关的也门问题进一步突破了海

湾地区，与巴以冲突产生了直接互

动。胡塞武装将停止行动的前置

条件设定为以色列停火并允许人

道主义物资畅通无阻进入加沙地

带。不仅如此，胡塞武装在红海的

袭击行动还“激活”了一度进入平

静期的索马里海盗问题，美国认为

亚丁湾出现的“中央公园”号货轮

劫持未遂事件与海盗有关。

可见，胡塞武装的红海行动从

地缘政治上持续搅动巴以问题和

索马里问题，也必将对也门问题产

生新的影响。

问：美国组建红海护航联盟，此
举将对地区局势产生什么影响？
答：就在红海海域的安全局势

日益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奥斯

汀    年  月  日在巴林宣布组

建联盟、执行代号为“繁荣卫士”的

护航行动，应对商船在红海水域频

繁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这支设想

中的多国部队被称为美国红海护航

联盟。

巴林是美国在中东重要的海军

基地所在地，巴林也在护航编队名

单之中。但从后续来看，没有任何

中东大国参与其中。

阿拉伯世界对在红海-苏伊士

运河海域出现的海上通行安全威

胁事件心态复杂。分析人士认为，

由于胡塞武装以“支持巴勒斯坦人

民”为口号，阿拉伯国家普遍担心

打击胡塞武装或导致本国民众不

满。沙特和阿联酋不希望与伊朗

的紧张关系升级，也不希望因为加

入海上护航行动而危及也门和平

进程。阿拉伯国家普遍的心态还

是期望巴以尽快停火，避免战火外

溢至红海海域。

红海护航联盟并非美国在中东

地区打造的首个护航联盟，实际上

    年7月美国便推出过“国际海

上安全架构”（    ），即美国中东

护航联盟。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

协议并重启对伊制裁以后，霍尔木

兹海峡等海域出现了诸多油轮破坏

和油轮扣押事件，对海上航行安全

造成了严重威胁。

但美伊博弈背景下的美国中东

护航联盟遭到欧洲盟友的冷遇，以

法国为首的部分欧洲国家在    

年 月建立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欧

洲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侦察团”，即欧

洲中东护航联盟，总部设在法国驻

阿布扎比海军基地。这两个护航联

盟处在一种又竞争、又合作的状态

之中。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与伊

朗关系有所缓和，海湾地区的航行

安全局势也得到缓解。

此次美国宣布组建红海护航联

盟，很大程度上仍是“头疼医头，脚

疼医脚”，将主要护航“赛道”从海湾

和霍尔木兹海峡转向红海和曼德海

峡，但这难以从根本上有效缓解红

海安全局势。美国组建的这些护航

联盟实际上仍是以防御为主，重在

护航而非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总之，中东地区相关海域的中

东护航联盟、红海护航联盟以及针

对索马里海盗的多国护航活动之间

缺乏有效协同，难以对缓和红海危

机产生实质性的推进作用。事实

上，只有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实

现和谈与和解，特别是以色列和哈

马斯之间实现持久停火，才能极大

助力保障红海航行安全。

问：红海局势未来走向如何？
答：胡塞武装以“挺巴反以”为

理由，通过在红海“家门口”袭击它

认定与“以色列关联”的船只为手

段，高调介入巴以冲突的做法并非

随意为之，而是有着清晰的逻辑。

美国和伊朗的阵营化博弈使得

美伊双方的地区盟友之间的矛盾也

难以得到调和，具体表现在伊朗及

其盟友与以色列之间持久的相互抗

衡局面。

因此红海危机的走向，关键并

不在于胡塞武装具体的行动部署，

也不在于以色列是否能够接受或有

意愿回应胡塞武装对巴以冲突的基

本要求，而是在于美国在美伊关系

和巴以问题上的具体态度。

美国只有在持续改善与伊朗关

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促使伊朗对

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进行“降

温”。美国只有对以色列当前在加

沙的军事行动采取切实有效的强力

约束，促成巴以早日停火，才能从源

头上令胡塞武装在红海展开行动的

理由失去意义。

客观而言，胡塞武装的红海行

动难以对巴以冲突造成全局性的影

响，也很难从根本上动摇以色列对

加沙的军事行动部署，只能进一步

唤起国际舆论对以色列的谴责，并

使得红海-苏伊士运河海上通行的

主要利益攸关方增加对以色列施压

力度。

巴以冲突的缓和，离不开国际

社会的持续努力，特别是美国继续

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施加压力。

美国不论是在巴以冲突还是红

海危机上，都无意与相关方主动发

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此轮巴以冲突

爆发后，美军将“杰拉尔德 · 福特”号

航母派遣到东地中海海域，试图对

哈马斯形成威慑之势。但就在巴以

冲突和红海危机持续之际，美国宣

布该航母将返回美国。美国亦不愿

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大规模打击

行动，美国早在    年 月便撤销

了对胡塞武装的恐怖组织认定。但

当前美军在红海海域与胡塞武装产

生直接冲突的概率大幅上升。

    年  月  日，在红海巡逻的美

驱逐舰为响应一艘商船的求救，在

“自卫还击”中摧毁三艘胡塞武装的

小型船只并造成对方人员死亡。该

事件很大程度上只是美国在红海护

航行动中的“插曲”。

在避免红海危机继续升级上，

美国与伊朗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

默契，伊朗“厄尔布尔士”号驱逐舰

 月 日经由曼德海峡进入红海便

是例证。伊朗方面强调，伊朗海军

舰队自    年以来一直在这一地

区开展行动，以保障航道安全、打击

海盗以及执行其他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