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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俄罗罗斯斯““得得瑟瑟””，，伊伊朗朗不不干干了了
国内压力大，伊不再让俄使用空军基地

忽然喊停
态度180度大转弯

本月１６日，俄国防部首先
爆出，俄军轰炸机当天从哈马
丹空军基地起飞，对叙境内的

“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目标
实施了空中打击并顺利返航。

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全球
关注，因为这是俄罗斯首次利
用第三国军事基地打击叙利
亚境内的空袭目标，也是伊朗
近代历史上首次允许外国武
装力量使用本国境内军事设
施。即便是在伊美关系紧密的
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也从来
没有同意美国使用其境内的
军事基地。

伊朗方面随后对此作出回
应。达赫甘２０日表示，只要有需
要，俄罗斯战机可以无限期使
用哈马丹空军基地。

然而两天后，伊朗方面却
突然爆出俄罗斯停用哈马丹
基地，事先未得到任何风声的
俄媒在报道时只能纷纷引用
伊媒消息。随后，俄官方才证
实了这一说法。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赫
拉姆·卡齐米22日告诉媒体，
俄罗斯已经停止使用哈马丹
空军基地。就伊朗今后是否
会继续让俄罗斯使用军事基
地，卡齐米说，这将根据“地
区形势”，“也需要得到我方
许可”。

达赫甘２２日接受伊朗电视
台采访时批评说，俄方将其使

用伊朗空军基地一事公之于
众，这种举动有“炫耀”意味，

“欠考虑”。这一表态与他两天
前的立场大相径庭。背后原因
是什么？

大选当前
伊国内矛盾加深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伊朗
政府之所以不再向俄方出借空

军基地，是因为有伊朗议员认
为此举违背了伊朗宪法。根据
宪法，伊朗禁止“建立任何形式
的外国军事基地，即便是出于
和平目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
所中东研究室主任唐志超表
示，租借基地又“叫停”背后的
深层次原因是伊朗国内矛盾。
伊反对派反对外国使用伊朗军
事基地，并利用此事向政府施

压。“同时，这件事还反映出伊
俄双方协调问题以及伊朗内部
协调问题。”他说。

此外，有美国官员指出，
２０１７年大选前，伊朗不希望将
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动作”
过多公之于众。“伊朗人并不
介意悄悄提供帮助。”一名要
求匿名的官员２２日对路透社
说，“但这是他们的选举，所有
人在选举时间前后都变得有

点神经质。”

关系升温
“插曲”不影响双方合作

去年初西方解除对伊朗制
裁后，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逐
步升温。特别是在协助叙利亚
政府反恐方面，伊朗提供了地
面部队援助，而俄罗斯负责空
中打击力量，形成互补合作，打
击效果良好。

虽然伊朗和俄罗斯这次出
现了“步调不一”的情况，但双
方都为将来围绕哈马丹基地的
合作留下了一定可能性。伊朗
国防部２０日证实，伊俄已签署
关于就叙利亚问题与第三方谈
判必须相互通告的协议，显示
出两国围绕叙利亚问题的合作
进一步加深。

即使是在达赫甘批评俄罗
斯“炫耀”后，俄罗斯驻伊朗大
使列万·贾加良仍表示，俄罗斯
今后再使用这一基地也不会遭
遇阻力。“没有理由担心。如果
我们两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达
成相关协议，这能有什么问
题？”

这样的情况下，唐志超认
为，哈马丹基地的“插曲”不会
对伊俄双方合作造成太大影
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
储殷也强调，伊朗与俄罗斯相
互需要，“虽然由于历史等原因
不太可能达成紧密结盟，但双
方维持良好合作关系并没有问
题。”

综合新华社消息

据新华社8月23日电 美国
副总统拜登将于２４日访问土耳
其，旨在修复两国在土耳其上月
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迅速恶化
的关系。然而，美国要与土耳其
重修旧好殊非易事，远道而来的
拜登至少面临三道“坎”，涉及引
渡居伦问题、消除政变猜忌、照
顾土方利益等。目前来看，这三
道“坎”似乎都很难迈过。

上月１５日土耳其发生未遂
军事政变后，土政府迅即认定
１９９９年移居美国的土知名宗教
人士居伦为政变主谋，向美方提

出引渡申请。但美国方面对于土
方引渡要求反应迟缓，美国司法
部还在审阅土方提交的材料，且
土方目前对居伦提起的刑事指
控罪名与未遂政变无关。

分析人士认为，美土双方
在引渡居伦问题上的分歧一时
很难弥合。土耳其把此事视为
政治问题，并与土美两国关系
挂钩。但是美国不愿把此事当
做政治问题处理，否则就等于
承认美国收留和庇护居伦是出
于政治目的。事实上，美国希望
把此事限定在司法范畴内。然

而，美国的司法程序素以繁琐
拖沓著称，所以此事短期内难
有结果。

其次，土耳其舆论普遍猜
测，美国与土耳其未遂军事政
变有关联，即使没有直接指使，
至少也卷入其中。美方在土方
挫败政变之后没有及时向土耳
其政府表达支持，也加重了土
舆论的疑心。虽然这种观点缺
乏明确证据，而且遭到美国官
员坚决否认，但是无疑已给美
土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然而，美国要想彻底打消

土耳其方面的猜忌并不容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直不受
西方舆论待见，西方媒体经常
发表关于他的负面报道和评
论，宣称他“外表是世俗派，骨
子里是伊斯兰保守派”，并给他
贴上“新时代的苏丹”标签，认
为他希望加强个人权威和建立

“独裁”统治。
此外，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近来在土耳其发动多起恐
怖袭击，土国内分裂势力也加
紧活动，土耳其面临恐怖主义
和分裂主义双重威胁。美国能

否满足土耳其对于反恐和反分
裂的双重关切，将直接影响到
美土关系今后走向。

西方媒体猜测，土耳其与俄
罗斯、伊朗可能结成某种形式的
军事同盟。三国至少在反恐、维
护叙利亚领土完整和实现叙利
亚和平稳定方面存在共同利益。
反观美国，其中东政策已经失去
了土耳其等中东国家的信任。在
这种情况下，摆脱对美国的过度
依赖，转而与其他国家展开合
作，对土耳其而言，不失为维护
自身利益的更好选择。

拜拜登登访访土土，，重重修修旧旧好好不不容容易易

伊朗外交部２２日宣布，俄罗斯借用其哈马丹省空军基地打击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的行动已经结束。随后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俄战机完成任务后已离开伊朗回国。而就在两天前，伊
朗防长达赫甘还表示俄罗斯战机想用哈马丹基地多久都可以。

观察人士指出，伊俄合作目前并未出现实质性变化，达赫甘态度转变背后更多凸显的是伊朗
国内矛盾。伊反对派正利用这起事件向政府施压，目标直指２０１７年的伊朗大选。

2015年1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左）与伊朗总统鲁哈尼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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