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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巴斯基民兵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武装力量。 霍梅尼设

立该组织的初衷是为了动员民众积极捍卫政权，扩大统治基础。 此后在哈

梅内伊授意下，巴斯基民兵逐渐加入保守派阵营，并在内贾德政府时期实

现了快速发展。 鲁哈尼上台后，伊朗国内政治派系斗争加剧，该组织随之

进入了蛰伏期。 巴斯基民兵具有基层性、等级性、“革命性”和功能多元化

等组织特征，对伊朗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认同等方面均产生了不同程度

的影响。 近年来，巴斯基民兵还介入伊朗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的军事行

动和经济建设。 当前，在特朗普政府加大对伊朗制裁的背景下，巴斯基民

兵将继续发挥其作为政府“安全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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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项目（ｙｆｚｘ２０１６ｃｘ－２）和伊朗德黑兰大学访问学者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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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伊朗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对伊

朗军事领域的探讨相对薄弱。 当前伊朗国家武装部队由正规军①和伊斯兰革命卫队

两支武装力量组成。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巴列维王朝倒台，正规军被伊朗伊

斯兰政府接收，但实力相对弱化。 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伊朗政府于 １９７９ 年 ４ 月成立的

武装部队，因掌握弹道导弹技术且实力较为雄厚而被视为伊朗国防力量的中流砥

柱，并深得政府信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设五大武装力量，除陆军、海军、空军

三军编制之外，还设有“圣城旅”（Ｑｕｄｓ Ｆｏｒｃｅ）和巴斯基民兵（Ｂａｓｉｊ）②。 与其他四支

武装力量相比，巴斯基民兵的主要职能是维护伊朗国内的社会稳定，其成员数量约

为 ５００ 万。③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伊朗加大了对叙利亚政府的军事支持力度，国际社

会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关注度也显著提高。 巴斯基民兵除在伊朗国内发挥影

响外，也在叙利亚危机和伊拉克战后重建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着独特作用。 因

此，近年来学界对巴斯基民兵的关注度有所上升。 当前，国内学界对该组织的研究

相对较少，散见于有关伊朗政治的各类著述中。 有学者探讨了内贾德时期巴斯基民

兵组织的政治干预活动。④ 另有学者对巴斯基民兵组织的成立背景、主要职能和内

部制度等作了简要介绍。⑤ 相比之下，西方学界对巴斯基民兵组织的研究则丰富得

多，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围绕巴斯基民兵组织的事实性研究，如阿弗

肖恩·奥斯托瓦（Ａｆｓｈｏｎ Ｏｓｔｏｖａｒ）从巴斯基民兵的历史流变和组织结构两个角度详

细论述了该组织的发展轨迹。⑥ 这类研究总体上缺乏理论构建，集中于事实性的阐

述。 另一类是基于田野调查的方法对该组织开展研究，如美国学者萨义德·戈卡

尔（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基于翔实的一手材料，将巴斯基民兵的性质界定为伊朗政权用以镇

压不同政见者、向伊朗民众灌输官方意识形态的准军事组织，并批判了伊朗政府的

“专制”属性。⑦ 但这类研究存在“预设立场”的缺陷，缺乏客观看待巴斯基民兵的中

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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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正规军的前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建的哥萨克骑兵师。
“巴斯基”（Ｂａｓｉｊ）在波斯语中意为“动员”。
目前关于巴斯基部队的数量有两种说法，伊朗官方公布的数字是约 １，５００ 万，另有研究估计该数字在

４００ 万至 ５００ 万左右。 笔者根据实地采访调查后认为第二种说法较为可信。
蒋真：《后霍梅尼时代伊朗政治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２１０ 页。
蒋生元：《“伊朗特色”多功能组织巴斯基，神秘的伊朗民兵组织》，载《世界博览》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２８－２９ 页。
Ａｆｓｈｏｎ Ｏｓｔｏｖａｒ， “ Ｉｒａｎｓ Ｂａｓｉｊ：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ａ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６７， Ｎｏ． ３， ２０１３， ｐｐ． ３４５－３６１．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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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从巴斯基民兵的历史嬗变、组织特征和转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伊朗军队演变的轨迹，研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维护国内政治

稳定和扩大区域影响力的路径选择。

一、 伊朗巴斯基民兵的历史嬗变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 为巩固革命果实和抵御外部敌

对势力，最高领袖霍梅尼提出组建民兵的设想。 两伊战争爆发后，为及时补充兵源，
伊朗政府设立了巴斯基民兵组织。 两伊战争结束后，为适应伊朗国内外环境的变

化，该组织的功能也随之进行调整。 此后经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授意，该组织成为伊

朗政治保守派阵营的一员，并在内贾德时期实现了快速发展。 温和派代表鲁哈尼上

台执政后，巴斯基民兵的发展进入了相对平静的蛰伏期，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一） 巴斯基民兵是伊朗政府为巩固政权而建立的民兵组织

１９７９ 年 １１ 月，霍梅尼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伊朗有两千万左右的年轻人，如
果将他们全部武装起来，就有两千万持枪士兵，外敌将难以击败伊朗。① 这是伊朗国

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就组建民兵组织作出指示。 不久，两伊战争爆发，伊朗方面因准

备不足损失惨重，兵源补给严重不足，战场局势危急。 在此背景下，伊朗内政部于

１９８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设立了“国家动员组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②，这
是巴斯基民兵的最初形态。 国家动员组织在组建初期就较为出色地完成了政府下

达的募兵任务。 巴斯基民兵组织的建立广泛调动了整个社会的爱国热情。 据统计，
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国内约 ２００ 万人被巴斯基民兵招募，占参战人员总数

的 ７５％。③

在支持前线作战的同时，巴斯基民兵有力地维护了伊朗国内的社会秩序。 伊斯

兰革命爆发后，前巴列维王朝的残余力量不甘失败，时常发起街头游行示威和叛乱

活动。 在外部战争压力和国内反对革命力量的影响下，当时的伊朗社会处于极不稳

定的状态。 在政府的授意下，巴斯基民兵快速行动，积极镇压各地叛乱，先后平息了

里海南部小城阿莫尔（Ａｍｏｌ）的民众骚乱，击溃了反政府武装“人民圣战士组织”

·１３·

①

②

③

“Ｎｉｒｕｙｅｈ Ｍｏｇｈａｖｅｍｅａｔ Ｂａｓｉｊ： Ｍｏｂ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ｒｇ ／ ｉｎｔｅｌｌ ／ ｗｏｒｌｄ ／ ｉｒａｎ ／ ｂａｓｉｊ．ｈｔ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国家动员组织”是巴斯基民兵成立初期采用的名称，此后该组织先后使用过“国家抵抗动员组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巴斯基抵抗力量” （Ｂａｓｉｊ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ｃｅ）、“受压迫者动员组

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ｐｒｅｓｓｅｄ）等名称。 为行文方便，本文统一使用巴斯基这一称谓。
Ｎｉｋｏｌａ Ｂ． Ｓｃｈａｈｇａｌｄｉａｎ，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ＲＡＮＤ， ｐ． ９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ａｎｄ．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ｒａｎｄ ／ ｐｕｂ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２００７ ／ Ｒ３４７３．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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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ｕｊａｈｅｄｉｎ），①并协助政府维护边境安宁。 霍梅尼曾高度评价巴斯基民

兵：“我的巴斯基孩子，你们为保卫伊斯兰革命果实做出了卓越贡献，值得大加

赞扬。”②

（二） 伊朗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是巴斯基民兵转型的现实动因

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国家重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巴斯基民兵为适应国

内新变化不得不进行调整。 战后初期，拉夫桑贾尼政府缺少重建资金，疲于应对战

争遗留问题。 本着减少财政支出的原则，伊朗政府有意解散巴斯基民兵。 当时，上

任不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力排众议，保留了该组织，并将其更名为“巴斯基抵抗力

量”。③ 哈梅内伊认为，巴斯基可以继续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 此外，出于巩固自身

地位的需要，哈梅内伊保留该组织有利于其获得更多的政治筹码。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初期，刚继任最高领袖的哈梅内伊尚无法像霍梅尼那样成为“克里斯玛式”的领袖

人物统御全国，加之他本身资历有限，在政界地位远不及拉夫桑贾尼等人。 因此，哈

梅内伊保留巴斯基民兵组织更多是出于提高自身权威的考量。 为实现巴斯基民兵

与政府关系的融洽以获取更多政治资源，哈梅内伊特意任命支持政府改革的阿里·

礼萨·阿夫沙尔（Ａｌｉ Ｒｅｚａ Ａｆｓｈａｒ）将军担任巴斯基民兵司令。 １９９２ 年伊朗议会授予

巴斯基民兵执法权，标志着其在法律上也获得了正式认可。④

两伊战争结束后，巴斯基民兵之所以得以保留，除最高领袖支持外，也同其本身

所具备的组织功能密不可分。 巴斯基民兵在维护伊朗社会治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

作用。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４ 年间，加兹温（Ｑａｚｖｉｎ）、马什哈德（Ｍａｓｈｈａｄ）、阿卡巴哈德

（Ａｋｂａｒａｂａｄ）、埃斯兰夏尔（Ｅｓｌａｍｓｈａｈｒ）等城市爆发民众示威抗议活动，巴斯基民兵

配合当地警察在上述地区维稳，取得了良好效果。⑤

在哈塔米任总统期间，巴斯基民兵成为伊朗政治保守派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６ 日，伊朗举行第五次议会选举，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赛义德·叶海

亚·萨法维（Ｓｅｙｙｅｄ Ｙａｈｙａ Ｓａｆａｖｉ）授意巴斯基成员参与投票。 最终，１５ 名伊斯兰革

命卫队军官当选为议员。⑥ 这标志着巴斯基民兵开始正式参与伊朗国内政治事务，

打破了霍梅尼生前制定的“军队不得干预政治”的准则。 其实，二者联合也不足为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ｏｆ Ｉｒ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４， ２０１２， ｐ． ４６１．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１６．
Ｉｂｉｄ．， ｐ． １７．
Ａｒｉｅｌ Ａｈｒａｍ， Ｐｒｏｘｙ Ｗａｒｒｉｏｒ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Ｍｉｌｉｔｉａ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ｐ． １２０．
Ｉｂｉｄ．， ｐｐ． ６９－７０．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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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巴斯基民兵与政治保守派阵营在政治理念上都坚持维护“独立、自由、伊斯兰共

和”的原则；在外交方针上都反对美国、以色列，主张伊朗领导伊斯兰世界；在经济领

域也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油气资源开发项目方面，二者经常互相配合，
以确保共同获利。①

（三） 内贾德时期巴斯基民兵获得了长足发展

内贾德任总统期间，巴斯基民兵获得了伊朗政府前所未有的信任与支持，这是

二者政治利益趋同的表现与结果。 早在 ２００３ 年内贾德竞选德黑兰市长期间，巴斯基

民兵就为其积极造势和投票，帮助出身保守派阵营的内贾德成功获胜。 ２００４ 年，德
黑兰和马什哈德等城市举行议会换届选举工作。 巴斯基民兵发动成员为具有保守

派背景的候选人投票，促使保守派阵营最终胜选。 同年，巴斯基民兵获得了１．７２亿美

元财政预算的回报，比 ２００３ 年７，２００万美元的预算高出一倍多。② 改革派阵营因此

质疑巴斯基民兵此举是“干预政治”的行为，违背了霍梅尼生前留下的禁令，必须予

以整顿。 迫于舆论压力，２００９ 年巴斯基民兵由“巴斯基抵抗力量”改名为“受压迫者

动员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时任巴斯基民兵司

令穆罕默德·礼萨·纳格迪（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Ｒｅｚａ Ｎａｇｈｄｉ）准将解释道：“原来名称中

的‘力量’（Ｆｏｒｃｅ）字眼的军事色彩过于浓厚。 巴斯基民兵未来将更多关注伊朗社会

文化事务，改名之举符合发展所需。”③然而，每当伊朗国内发生重大社会问题时，内
贾德政府依旧会首先使用该组织来解决问题。 ２００９ 年伊朗总统选举出现“舞弊”事
件而引发“绿色运动”，一时间造成社会秩序失控，伊朗各地游行示威抗议活动此起

彼伏。 巴斯基民兵迅速行动，平息了这场自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骚乱。
事后，内贾德政府加大了对该组织的支持力度，其在德黑兰市区内的抵抗基地④数量

从 ６ 个增加至 ２３ 个。⑤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巴斯基民兵与内贾德政府的关系相对融洽，但当总统和最

高领袖之间出现分歧时，巴斯基民兵仍会坚定地维护最高领袖的权威，这是由伊朗

政治体制所决定的必然结果。 时任巴斯基民兵司令穆罕默德·礼萨·纳格迪准将

曾公开支持内贾德政府，但当内贾德与哈梅内伊发生分歧时，纳格迪仍选择站在哈

梅内伊一方。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７ 日，内贾德将哈梅内伊的亲信———伊朗情报部官员海

·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Ｙｖｅｔｔｅ Ｈｏｖｓｅｐｉａｎ Ｂｅａｒｃ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ｙａｔｏｌｌａｈ Ｋｈａｍｅｎｅｉ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Ｌｅａｄｅｒ ｏｆ Ｉｒａ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６， ｐｐ． ３１２－３１７．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２３．
“Ｂａｓｉｊ， ＩＲＧ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 ＴＶ， Ｍａｙ ２３，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ｔｖ．ｉｒ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８１３５５．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 日。
巴斯基抵抗基地（Ｂａｓｉｊ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是巴斯基民兵分布在伊朗社会的基层组织单位。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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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穆斯勒希（Ｈｙｄａｒ Ｍｏｓｌｅｈｉ）免职，但一小时后哈梅内伊却恢复了穆斯勒希的职

务。 作为回应，内贾德无故缺席内阁会议长达两周时间。 巴斯基民兵与伊斯兰革命

卫队共同发声，指责“内贾德总统此举是在给法基赫制度制造新的威胁”①。 由此可

见，巴斯基民兵仍以最高领袖为首要效忠对象。

（四） 鲁哈尼时期巴斯基民兵的蛰伏

随着 ２０１３ 年鲁哈尼上台执政，巴斯基民兵的发展进入了蛰伏期，造成这种局面

的主要原因是两者之间政治立场的显著差异。 上任伊始，鲁哈尼总统曾公开劝诫巴

斯基“要做好本职工作，没有必要进入伊朗政坛”②。 此后，双方间的嫌隙逐渐扩大并

公开化。 ２０１５ 年，时任巴斯基民兵司令纳格迪公开讽刺鲁哈尼是“假革命分子”。 一

时间，伊朗国内舆论哗然。 尽管鲁哈尼一度试图弥合双方间的分歧，以“政府会一如

既往地全力支持巴斯基民兵的发展，通过其应对伊朗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③进行回

应。 但是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伊朗总统大选前夕，巴斯基民兵再度高调动员其成员为保守

派代表易卜拉欣·莱希（Ｅｂａｒｈｉｍ Ｒａｉｓｉ）投票。 此举引发鲁哈尼本人的不满，他公开

警告巴斯基民兵“不要干涉总统选举事务”④，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巴斯基民兵对伊朗

政治非同一般的影响力。 自鲁哈尼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巴斯基民兵始终保持

着蛰伏状态，避免与鲁哈尼政府发生正面冲突，这是巴斯基民兵基于伊朗国内政局

变动所作出的现实选择。 在此背景下，巴斯基民兵的发展前景也面临一定的挑战。

近年来鲁哈尼政府应对社会骚乱时，一般都使用宪兵警察（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ｃｅ）
这类武装力量，相对削弱了巴斯基民兵组织的地位，导致该组织得到的财政支持随

之减少。⑤ 因此，如何处理好与鲁哈尼政府的关系，是摆在巴斯基民兵面前的现实

问题。

二、 巴斯基民兵的组织特点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自诞生以来至今已有近四十年，其在保障社会稳定运行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ｌｉ Ａｌｆｏｎｅｈ， Ｉｒａｎ Ｕｎｖｅｉｌｅｄ Ｈｏｗ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Ｇｕａｒｄｓ Ｉｓ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ｔｏ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 ３７．

Ｈｅｓａｍ Ｆｏｒｏｚ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ｓｈｉｎ Ｓｈａｈｉ， “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Ｇｕａｒｄ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７１， Ｎｏ． １， ２０１７， ｐ． ８３．

Ｂａｈｒａｍ Ｒａｆｉｅｉ， “Ｂａｓｉｊ Ｃｈｉｅｆ Ａｌｌｕｄｅｓ ｔｏ Ｒｏｕｈａｎｉ ａｓ ａ ‘ Ｆａｋ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ａｙｖａｎ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ａｙｖａｎｄ．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１５ ／ ｊａｎ ／ １０４４．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Ｂａｂａｋ Ｄｅｈｇｈａｎｐｉｓｈｅｈ，“Ｒｏｕｈａｎｉ Ｗａｒｎ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Ｇｕａｒｄｓ Ｎｏｔ ｔｏ Ｍｅｄｄｌ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Ｍａｙ １８，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ｉｒａｎ⁃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ｏｕｈａｎｉ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ａｎｓ Ｐｏｌｉｃ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Ｂｒｉｅｆ， Ｎｏ． １２０， ２０１８， 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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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控制体系，巴斯基民兵是这套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深入研究

巴斯基民兵的组织架构，有助于理解伊朗政府保持政治稳定的途径和手段。 大体

来看，巴斯基民兵的组织架构具有基层性、等级性、“革命性”和功能多元化四大

特征。

（一） 基层性

经过近 ４０ 年的发展，巴斯基民兵目前在伊朗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较为庞大的组织

网络，基本上覆盖了伊朗社会的各个角落。 伊朗各大城市社区和村镇的清真寺都设

有巴斯基的“抵抗基地”（Ｂａｓｉｊ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即使在俾路支（Ｂａｌｕｃｈ）这样的偏远

地区也不例外。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分布在伊朗全国各地的巴斯基抵抗基地数量已达 ４

万个。①

在伊朗，巴斯基民兵在工商业、教育等各个行业内部都设有分支机构。 工厂中

有工人巴斯基组织（Ｗｏｒｋｅｒｓ Ｂａｓｉｊ），巴扎（Ｂａｚｚａｒ）有行会巴斯基（Ｇｕｉｌｄ Ｂａｓｉｊ）和雇

员巴斯基组织（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Ｂａｓｉｊ）。② 为最大限度地利用教育系统的人力资源，伊朗

政府通过设立学生巴斯基组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ａｓｉｊ）和教师巴斯基组织（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Ｂａｓｉｊ）

来招募效忠政府的人员。 笔者在伊朗留学期间发现，伊朗经学院也设有乌里玛巴斯

基组织。 这些基层组织招募了一批研习宗教的教法学家，旨在防止再次出现像蒙塔

泽里（Ｈｏｓｓｅｉｎ Ａｌｉ Ｍｏｎｔａｚｅｒｉ）这类反体制的宗教学者。③

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巴斯基民兵设立了专门的分支机构进行成员招募。 １９８１

年，巴斯基民兵成立了姐妹巴斯基组织（Ｓｉｓｔｅｒ Ｂａｓｉｊ）招募女性成员。 两伊战争期间，

该组织不少成员主动赴前线救助伤员。 战争结束后，不少巴斯基女性成员享受政府

优惠政策，前往具有“革命性配额”（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Ｑｕｏｔａ）的大学接受高等教育。④ 在

伊朗，甚至连企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也能加入巴斯基民兵组织。 可见，巴斯基民

兵组织的覆盖面非常之广，基层性特征显著。 这种广泛的覆盖率使其在伊朗社会与

政府之间架起了沟通桥梁，有利于政府及时发现并解决社会基层的各类问题，有效

增强了伊朗政治制度的韧性。

（二） 等级性

巴斯基组织具有显著的等级性特征，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等级差异。 一般来

说，巴斯基民兵的成员分为五个等级， 按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潜在的巴斯

·５３·

①
②
③

④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３３．
笔者曾考察过伊朗小城内沙布尔（Ｎｅｅｓｈａｐｏｏｒ）巴扎内的巴斯基民兵组织。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ｌｅｒｉｃａｌ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ｍｉｎ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Ｉｒａ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ｓｌａｍ，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３， ２０１７， ｐ． ２１５．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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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ａｓｉｊ）、常规巴斯基（Ｒｅｇｕｌａｒ Ｂａｓｉｊ）、积极巴斯基（Ａｃｔｉｖｅ Ｂａｓｉｊ）、骨干巴

斯基（Ｃａｄｒｅ Ｂａｓｉｊ）和特种巴斯基（Ｓｐｅｃｉａｌ Ｂａｓｉｊ）。 位于底层的潜在的巴斯基只参与

该组织的部分事务，其成员准入门槛很低，只需填写一张申请表格即可。 巴斯基对

潜在的巴斯基成员的管理也相对松散，导致该群体的流动性较强。 常规巴斯基成员

的准入要求一般包括年龄在 １１ 周岁以上，并需要完成相应的课程培训。 当前，伊朗

国内潜在的巴斯基和常规巴斯基的成员数量约 ３００ 万。 积极巴斯基的成员准入要求

包括年满 １５ 周岁，且必须完成 ６ 个月以上的相关培训，其成员数量约在 １００ 万左

右。① 需要指出的是，潜在的巴斯基、常规巴斯基和积极巴斯基三个等级的巴斯基民

兵均属于非正式成员，加之他们普遍缺乏战斗力和凝聚力，伊朗政府给予他们的福

利也相对较少。 骨干巴斯基和特种巴斯基是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成员。 骨干巴

斯基通常负责城镇重要街道的执勤任务。 级别最高的特种巴斯基成员必须具备较

强的军事素质并通过政治考核，一般担任巴斯基抵抗基地的长官。 当前，伊朗国内

骨干巴斯基和特种巴斯基的成员数量已达 ２０ 万，他们的福利待遇和政治地位与伊斯

兰革命卫队其他类型的部队一致。
从隶属关系来看，巴斯基民兵必须接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最高领袖驻巴斯基代

表处（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Ｌｅａｄｅｒ）的双重领导。 尽管伊斯兰革

命卫队与巴斯基民兵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但二者依旧是上下级关系。 在一般

情况下，巴斯基民兵在伊朗各地的管辖权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省级分支单位。 巴

斯基大区（Ｂａｓｉｊ Ｒｅｇｉｏｎ）则是巴斯基组织结构的次级分支，大区下设有巴斯基分

区（Ｂａｓｉｊ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分区下设巴斯基抵抗基地。 作为最基层的组织单位，抵抗基地承

担的工作具体而繁琐，主要包括防范间谍渗透、招募成员、宣传思想文化、组织军事

训练、捍卫辖区内居民安全、保卫辖区内重要政治人物的安全、收集情报等。② 此外，
最高领袖驻巴斯基代表处负责巴斯基民兵的思想教育工作，该机构经常会对成员开

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是保障巴斯基民兵对最高领袖忠诚的关键所在。
（三） “革命性”
巴斯基民兵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伊朗政府培养“忠于伊斯兰、忠于伊朗政府的

革命战士”。 这项任务决定了巴斯基民兵的组织文化必须具备“革命性”特征，捍
卫“独立、自由、伊斯兰共和”的革命原则。③ 为实现这一目标，伊朗政府注重对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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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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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ｖｅｔｔｅ Ｈｏｖｓｅｐｉａｎ Ｂｅａｒｃ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ｙａｔｏｌｌａｈ Ｋｈａｍｅｎｅｉ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Ｌｅａｄｅｒ ｏｆ Ｉｒａｎ， ｐｐ． ３１２－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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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巴斯基成员开展严格的思想教育和课程培训，课程内容包括伊斯兰文明、伊斯兰

教义、《古兰经》、伊朗政治与外交战略等。 自 １９９７ 年迄今，巴斯基已在组织内部执

行了四轮思想教育计划， 第一轮是针对大学生群体开展的 “监护人责任计

划”（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ｈｉｐ Ｐｌａｎ），目标是提高大学生对《古兰经》的认识和理解能力；第二轮

是针对军官群体旨在提高其政治觉悟的教育计划；第三轮是针对巴斯基全体成员旨

在提高其思想警惕性的教育计划；第四轮是以分组讨论为主要形式、以鼓励成员对

宗教和时事交流意见为目标的教育计划。①

根据巴斯基民兵条例规定，其成员的言行举止应符合伊斯兰教法规定，以更好

地弘扬“伊斯兰革命价值观”。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等政治精英为确保国

家“沿着伊斯兰道路前行”，组建了一系列宣扬“伊斯兰革命文化”的机构。 道德法

庭（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Ｂｕｒｅａｕ）、惩恶扬善复兴局（Ｂｕｒｅａｕ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ｂｉｄ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ｒｏｎｇ）等机构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建立的。 其中，惩恶

扬善复兴局成立的宗旨是为了纠正民众日常行为中偏离伊斯兰文化的言行举止。
为最大程度地抵御西方文化对伊朗社会的影响，伊朗政府禁止西方流行音乐的传

播，民众私自安装卫星电视等行为一旦被发现，会立刻受到执法人员制止。 作为捍

卫社会风气的践行者，巴斯基民兵通常会在周五聚礼日、穆哈兰姆月②、斋月等宗教

节假日期间于人口密集流动地区开展巡逻。 他们会对过往行人携带的物品进行抽

查，一旦发现违禁物品③立刻予以没收。 ２００９ 年，伊朗政府推出“希贾布和贞洁计

划”（Ｈｉｊａｂ ａｎｄ Ｃｈａｓｔｉｔｙ Ｐｌａｎ）④，该计划要求伊朗妇女的衣着须符合伊斯兰教法规

定。 尽管在 ２０１０ 年伊朗全国仅有 ５．５ 万名女性响应计划，但其中大部分为巴斯基民

兵的女性成员。
（四） 功能多元化

１． 维护社会安全

维护国家主权完整与保持社会秩序平稳运行，是巴斯基民兵的两项基本功能。
两伊战争期间，巴斯基民兵曾组织德黑兰市民保卫供电所与自来水厂等重要市政设

施的安全。 １９９８ 年，巴斯基民兵协助伊朗政府镇压了霍拉桑地区（Ｋｈｏｒａｓａｎ）的民众

骚乱，维护了伊朗与阿富汗边境的稳定。⑤ 巴斯基民兵针对伊朗可能出现的各种安

全危机都制定了相关预案。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相继爆发，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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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６３．
即伊斯兰教历的一月，又称“圣月”，因该月禁止打斗，也称“禁月”。
违禁物品包括电视卫星接收器、酒、欧美流行音乐光盘和毒品等。
“希贾布”是指穆斯林妇女穿戴的面纱或头巾，泛指穆斯林妇女的服饰风格。 “希贾布”在阿拉伯语中

还有“谦逊”、“美德”等含义。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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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外部安全形势不容乐观，面临周边美国军事力量的潜在威胁。 最高领袖哈梅

内针对可能爆发的“非对称性战争”作出明确指示，要求巴斯基民兵提高警惕，制定

多套战争预案。 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穆罕默德·阿里·贾法里（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ｉ
Ｊａｆａｒｉ）曾指出，“巴斯基民兵未来要面对各种威胁，它必须做好一切战斗准备”①。

２． 情报搜集

巴斯基民兵是伊朗国家情报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９８３ 年伊朗成立情报

安全部之时，将巴斯基民兵视为该部门的主要行动力量。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巴斯基

民兵筹建了穆塔哈里烈士大学（Ｓｈａｈｉｄ Ｍｏｔａｈｈａｒ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该校的主要任务就是

培养学员搜集情报的能力。 为响应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要求，巴斯基民兵组建

了“眼睛”（Ａｙｏｎ）和“监控”（Ａｓｈｒａｆ）两大情报网络。 “眼睛”情报网络下设“移动眼

睛”（Ｖｅｈｉｃｌｅ Ｅｙｅｓ）和“固定眼睛”（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Ｅｙｅｓ）两大分支。 其中，“移动眼睛”主

要以司机群体为主，随时向上级汇报威胁公共安全的各种情况；“固定眼睛”主要是

指驻扎在伊朗社区内的人员，专业化程度相对较高。 “监控”情报网络由特殊巴斯基

与骨干巴斯基组成，一旦发现辖区内的可疑目标，他们有权直接予以逮捕并对其进

行审问。② 巴斯基民兵的作用在伊朗国家爆发重大危机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 ２００９
年“绿色运动”中，巴斯基民兵曾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获取抗议示威游行组织者的

名单，并将其递交给伊朗政府。 此后，政府很快平息了“绿色运动”。
３． 文化宣传

作为政府的宣传工具，巴斯基民兵以弘扬“伊斯兰革命”价值观为主要任务。 互

联网的高速发展改变了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方式，这也使得许多伊朗青年人不同程

度地认同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 伊朗政府将这种现象视为西方世界对伊发动的“文

化战争”。 因此，为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伊朗政府于 ２０１１ 年组建了媒体巴斯基

组织（Ｍｅｄｉａ Ｂａｓｉｊ）。 时任巴斯基民兵副司令阿里·法兹利（Ａｌｉ Ｆａｚｌｉ）声称，媒体巴

斯基组织是“为应对敌人对伊朗网络攻击而组建的反击部队”③。 ２０１１ 年“占领华尔

街运动”发生后，不少巴斯基成员通过互联网声讨美国政府的恶劣行径。 他们在批

评美国政府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伊朗政府的支持。④ 此外，巴斯基民兵还于 ２０００ 年

建立了“政治向导网络”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ｓ），招募大批年轻人深入伊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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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琮：《伊朗民兵组织承认建有网络部队》，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第 ２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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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和乡镇社区内宣传本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① 凭借覆盖整个伊朗社会的基层

网络，巴斯基民兵组织能够广泛地传播伊斯兰革命文化，帮助政府巩固民众基础。

三、 巴斯基民兵的转型及其影响

近年来，巴斯基民兵不断根据伊朗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和组

织建设等方面进行调整。 巴斯基民兵已从最初的募兵机构转型为集平息骚乱、参与

选举、经营企业、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宗教仪式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武装力量，
影响力甚至扩散至周边地区的热点问题当中。 从发展前景看，如若伊朗下届总统大

选后是保守派阵营代表上台，那么巴斯基民兵有可能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一） 国内影响

首先，自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至今，伊朗政权历经多次考验，之所以能够保持较长

时段的稳定，除却政府本身所具备的社会控制能力外，政权所具有的合法性也是重

要原因之一。 “合法性意味着政体具备提出并维持一种信念———现有政治制度是最

适合所在社会制度的能力。”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对普通民众所传递的价值理念

引发了大量民众的共鸣和认可，促使民众通过积极参与巴斯基民兵组织的实际行动

来捍卫政权，间接证明了该政权所具有的合法性。③ 另外，从军政关系演变的角度来

看，巴斯基民兵参与选举等政治事务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伊朗政治民主化的

发展进程。 从国家发展长远角度看，巴斯基民兵作为预备役性质的民兵组织，本应

以捍卫国家和社会安全为最高目标，不应涉足选举政治事务。 但在哈梅内伊授意

下，它还是加入到保守派阵营之中。 这一情况也反映出伊朗政治依旧是以“人治”为
主、缺乏“法治”精神的发展现状。

其次，巴斯基民兵深度介入伊朗经济领域的行为造成了负面影响。 伊朗的“地
租经济”特征十分明显，其经济发展难以摆脱对油气资源的依赖。 因此，伊朗经济要

实现健康发展，必然要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方可清除积弊。 但巴斯基民兵在经商

过程中，因享受政策性支持，时常会出现贿赂、腐败、低效率和粗放式生产、管理混乱

等问题，这为伊朗的经济改革进程蒙上了阴影。 在金融领域，梅赫尔金融与信贷机

构（Ｍｅｈｒ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在 ２００８ 年曾为巴斯基民兵提供了超过 ３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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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低息贷款，①使巴斯基民兵能够获得充足的资金投身经济生产活动。 据伊朗议

会战略研究中心（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的研究报告，在 ２００５ 年

至 ２００９ 年伊朗的经济私有化改革中，仅有 １９％的国有公司被私人所购买，其余大部

分国有资产均被巴斯基民兵等具有半官方背景的机构所收购。② 显然，这一情况如

若持续下去，伊朗经济改革的诸多努力有可能会付之东流。
最后，巴斯基民兵组织凸显了伊朗社会发展的困境。 近年来，伊朗年轻一代对

伊斯兰价值观的接受程度不一。 在互联网大潮的影响下，青年群体对西方流行文化

表现出更多的认同。 有统计显示，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伊朗 ８，２０２ 万人口中超

过半数是在 １９７９ 年后出生的，③伊朗的人口结构正呈现年轻化趋势。 伊朗年轻一代

对伊斯兰革命价值观的认同与否直接影响伊朗政权的稳定性，哈梅内伊已对此有所

察觉。 他认为，“文化才是国家认同的本质，文化先进才能让国家先进。 所以，（伊
朗）必须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保持伊斯兰文化的纯正性”④。 伊朗政府近年来在国

内教育机构内设置巴斯基民兵，目的就是为了吸纳更多的年轻人，向他们灌输“革命

价值观”。 巴斯基民兵的成员大多数来自伊朗社会的中低收入家庭。 富裕阶层对巴

斯基民兵的态度十分抵触，认为巴斯基民兵的诸多行为侵犯了个人隐私。 ２０１７ 年岁

末，伊朗国内爆发大规模社会骚乱，抗议群众中有人打出“巴斯基去死”、“反对巴斯

基”等口号，这从侧面印证了伊朗社会内部不同阶层对该组织的态度不一。
（二） 国际影响

巴斯基民兵近年来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境内所开展的军事行动彰显了伊朗在

处理海外事务时的灵活性。 自“阿拉伯之春”以来，伴随埃及、突尼斯等国政权相继

更迭，伊朗在中东地区实现了“被动”的崛起，逐渐构筑起“什叶派新月地带”，覆盖从

黎巴嫩南部经叙利亚到科威特、沙特东部、巴林这一连续弧形地带信奉什叶派教义

的居民。⑤

叙利亚处于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具有突出的战略价值，对伊朗在地区

的战略利益至关重要。 叙利亚内战伊始，伊朗政府并没有急于派遣地面部队介入战

事。 此后伴随叙利亚内战的持续升级，叙利亚政府军节节失利的消息让伊朗方面担

忧不已。 因此，加大对巴沙尔政权的扶持力度就成为伊朗维护地区利益的重要举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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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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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天：《克制的伊朗：“巩固什叶派新月区”》，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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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 作为近年来参与伊朗海外事务的关键行动力量，巴斯基民兵即使存在训练水平

不高等问题，但在叙利亚战场上却彰显出独特的作用。 据统计，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巴斯基民兵在叙利亚战场已死亡 ８７ 人，仅少于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

队（ ＩＲＧＣ Ｇｒｏｕｎｄ Ｆｏｒｃｅｓ）在叙死亡人数。① ２０１４ 年，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圣城

旅”司令卡西姆·苏莱曼尼（Ｑａｓｓｅｍ Ｓｕｌｅｉｍａｎｉ） 表示，“巴斯基部队在输出革命价值

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连真主党和哈马斯等都得到了巴斯基民兵的灵感与援

助”②。 由此可见，巴斯基民兵近年来在伊朗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当然，
这本身也是鲁哈尼政府对该组织打压迫使其在外部寻求生存空间的表现。 目前，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叙利亚战场主要执行两种类型的任务：第一种由圣城旅主导并

同真主党等武装力量共同开展的军事行动；第二种是由巴斯基民兵下设的“征服

者”（Ｆａｔｅｈｉｎ）等新型战斗小分队开展的军事任务。③ 在 ２０１６ 年底叙利亚政府军收

复阿勒颇（Ａｌｅｐｐｏ）的战役中，巴斯基民兵曾为叙政府军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帮助政府军最终夺得战役的胜利。

近年来，巴斯基民兵对伊拉克战后重建等事务的参与程度持续加深，突出表现

为巴斯基民兵与伊拉克民兵组织“人民动员组织”（Ｐｏｐｕｌａｒ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的合

作关系日益加强。 巴斯基民兵多次派遣军官训练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的成员，深
度介入该组织发展的具体事宜。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巴斯基民兵司令古拉姆·侯赛因·切

波帕瓦尔（Ｇｈｏｌａｍ Ｈｏｓｅｙｎ Ｇｈｅｙｂｐａｒｖａｒ）曾出席在巴格达举行的高级别政治会议。
针对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领导人人选和发展方向等问题，巴斯基民兵司令在会议

上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主张。④ 同样，巴斯基民兵组织在伊朗政府介入伊拉克经济

事务方面的作用正日益凸显。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伊朗—伊拉克联合商会主席哈米德·侯

赛尼（Ｈａｍｉｄ Ｈｏｓｓｅｉｎｉ）表示，“伊朗希望在未来两年内继续扩大与伊拉克的贸易往

来，对伊拉克的非石油出口额有望增加到 １５０ 亿美元”⑤。 显然，这将为巴斯基下属

的各类基金会和公司提供发展机遇，进而增强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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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　 语

综上所述，巴斯基民兵在维护伊朗政治稳定和加强社会控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 自 １９７９ 年以来，伊朗政权历经多次考验，从两伊战争到美国经济制裁和战争威

胁，再到沙特和以色列等国的遏制政策，伊朗长期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 ２０１１ 年“阿
拉伯之春”后，伊朗在中东地区实现“强势崛起”，并不断巩固“什叶派新月地带”。 同

时，伊朗政权的韧性也体现在其能够平稳应对该国时有爆发的各类抗议活动，从
２００９ 年的“绿色运动”到 ２０１７ 年的“十月风波”，无一例外。 从安全角度来看，“如果

一个国家在不想打仗的时候不必牺牲核心价值观，在受到挑战时可以打胜仗并维护

其价值观，这个国家就是安全的”①。
此外，美国针对伊朗金融、能源等部门的制裁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全面启动，

这是特朗普政府继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退出伊核协议后打压伊朗政府的又一举措。 值得注

意的是，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名单上首次出现了巴斯基民兵以及与其有关的 ２２ 家公司

和金融机构。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宣布将冻结与巴斯基民兵有关的各类资产。 这一

制裁措施势必会影响伊朗吸引外国投资和商业贸易等经济活动的开展。② 截至目

前，美国的制裁虽未引发伊朗国内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

能够像过去那样轻易渡过难关。 自 ２０１７ 年以来，伊朗货币里亚尔贬值近三分之二，
在物价快速上涨的同时，居民收入却难以实现同步增长，百姓对此抱怨不断。 因此，
民生问题已成为伊朗政府当下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２０１７ 年末发生的政治骚乱已经

表明，伊朗民众对政府不作为的态度十分不满。 尽管伊朗最高领袖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以高姿态对外宣称：“美伊对峙 ４０ 年来，美国政府一直都是输家。”③但现实生活

中的危机并非喊几句政治口号就能化解。 当然，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面对外部威

胁挑战，还是应对伊朗国内政治反对派势力的蠢蠢欲动，巴斯基民兵都将会作为政

府的“安全阀”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捍卫该国的政治秩序与社会稳定。

（责任编辑： 包澄章　 　 责任校对： 邹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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