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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实：近日，第 17 届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在阿联酋举行，来

自 65 个国家的 1565 家企业参展，总面积达到 18.1 万平方米。展会上，

全球多家顶级防务企业展示了最新的防务技术和解决方案。

点 评：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是中东和北非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性

防务展会，已成为全球防务行业展示的重要平台。展会上，各国企业带来

了战斗机、无人装备、装甲车辆、导弹防御系统等领域的新型技术成果。

人工智能赋能、反无人机作战、防务装备轻量化，成为本届展会的热门话

题。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推出多个经过实战检验的无人机防御解决方

案。阿联酋和沙特等海湾国家，也带来各具特色的武器装备，展示出近年

来的军事力量发展成果。

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在阿联酋举行

观众参观本届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

新闻事实：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近日发表声明说，

尽管哈马斯已做好准备并希望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但

哈马斯目前尚未收到任何有关第二阶段的提议。

点 评：以色列和哈马斯本应于 2 月 3 日开启第二阶段停火谈判，

讨论释放以方其余被扣押人员、以军从加沙地带撤出等事宜。有分析

指出，第二阶段谈判被不断推迟，即使启动也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一

方面，在新一阶段谈判中，哈马斯将要求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无疑会

削弱以色列继续对哈马斯采取行动的能力，与以色列“解除哈马斯的武

装”的一贯主张不符；另一方面，以色列有关将加沙的控制权移交给巴

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设想，也是哈马斯坚决反对的。另外，美国有关

“清空”并接管加沙的主张，给停火协议落实前景增加了不确定性。

加沙第二阶段停火谈判推迟

搭载获释以方被扣押人员的直升机抵达以色列。

●

军眼观察

近日，加拿大驻菲律宾大使哈特曼

表示，加拿大与菲律宾即将完成《来访

部队协议》。根据该协议，未来两国将

可以在对方领土上部署军事力量。这

是继菲律宾 2023年获准使用加拿大“暗

船探测系统”，探测在南海海域活动的

舰船后，两国又继续加紧勾连的最新举

动，无疑会对地区局势的安全稳定造成

进一步冲击。但是外界也认为，考虑到

诸多因素，这份协议即便正式签署，也

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关于这份协议，菲律宾和加拿大可

谓酝酿已久。早在去年 1 月，双方就签

署了一份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时任

菲国防部长的特奥多罗曾表示，此举可

能 促 成 两 国 未 来 达 成《来 访 部 队 协

议》。现在时隔一年，加拿大驻菲律宾

大使再次释放出消息，声称希望能在

2025 年底前完成协议的签署并获批。

这些动向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菲加

双方在特朗普上台后所处战略局势的

相关变化。

特朗普上台以来，加拿大所处的地

缘政治环境不断恶化。面对美国的持

续施压，特鲁多政府深陷泥潭，被加民

众认为在美国面前“过于软弱”，支持率

降至历史最低点。此时加拿大放出这

一消息，展现所谓的外交主动性，一定

程度上暗含转移国内部分政治压力和

矛盾的意图。

然而，加拿大自身军事实力有限，

难以凭借此协议在亚太地区发挥实质

性军事作用，更多只能作出象征性介入

的姿态。实际上，特鲁多政府的这一举

动，很大程度上是要宣示对美国印太战

略的配合，试图在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

布局中刷“存在感”、纳“投名状”。毕

竟，其本身在国防安全上就严重依赖于

美国。不久前，加拿大国防部长比尔·

布莱尔表示，希望美国在打造“铁穹”防

空反导计划时，将加拿大也包括进去。

菲 律 宾 的 意 图 同 样 明 显 。 一 方

面，菲律宾希望引入加拿大等外部军

事力量，为其在地区争端中增加对抗

底气；另一方面，则是妄图通过与“五

眼联盟”“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开展军

事合作，绑定美国盟友体系获取安全

保障，进而增加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

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曾表示，菲律

宾 需 要“ 租 借 ”外 部 军 事 力 量 来 打 造

“ 世 界 级 军 队 ”。 同 时 ，马 科

斯政府也存有借此满足国内部

分政治势力需求的意图，以便提升

自身政治地位和支持率。

菲律宾妄图通过引入外部军事力

量来换取“护身符”，可谓引狼入室。近

年来，菲律宾先后与美国、澳大利亚签

署《来访部队协议》，去年 7 月与日本达

成便于双方军队互访和联合军演的《互

惠准入协定》，现在又要和加拿大签署

《来访部队协议》。这些驻军协议表面

看来是双向的，其实只有外部军事力量

单方面在菲律宾驻军，菲律宾不仅难以

获取实质上的“军事保护”，还会给地区

安全稳定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

该协议若最终获得签署，将会对

地区安全稳定、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以

及 大 国 关 系 产 生 多 方 面 的 负 面 影

响 。 菲 律 宾 近 年 来 频 繁 引 入 外 部 势

力，举办和参与各种军事演习。作为

东 盟 成 员 国 ，菲 律 宾 违 背 了《东 盟 宪

章》中 以 和 平 手 段 解 决 纷 争 的 规 定 ，

易 引 发 大 国 之 间 的 战 略 博 弈 和 对 抗

持 续 升 级 ，进 一 步 使 南 海 问 题 复 杂

化。菲律宾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径，

应该立即中止，否则最终只会搬起石

头砸了自己的脚。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菲律宾希望与加拿大签署《来访部队协议》——

引入外部势力难换“护身符”
■王立蒙 李 喆

近年来，凭借成本低廉、操作简单、

突防力强等特点，无人机在地区冲突中

频繁亮相。尤其在地缘博弈加剧、局部

冲突频发的中东地区，各方对无人机的

需求不断攀升，无人机应用方式和场景

更加多元。然而，无人机被广泛应用于

中东地区，也拉低了冲突爆发门槛，模

糊了战争对抗层级，给地区局势带来诸

多挑战。

加快研发 竞相发展

随着无人机的战场杀伤力被不断

证明，中东国家一直在通过不同途径发

展无人作战力量。

以色列作为传统无人机制造强国，

自主研发和作战应用能力位居中东地

区 前 列 。 在 以 色 列 国 防 部《2025 年 前

无人系统规划》等政策牵引下，其国内

50 余家无人机公司陆续研发了 170 余

种无人机。目前，以色列无人机外销数

量可观，“赫尔墨斯”“苍鹭”“哈洛普”等

多型无人机，被出口至美国、俄罗斯、法

国等国。

作为无人机出口大国，土耳其自主

研发的 TB-2 无人机在纳卡战争、俄乌

冲突中表现抢眼。近年来，土耳其持续

加紧研发各类新型号无人机，“红苹果”

“安卡-3”等先后面世。同时，土耳其在

扩大无人机作战半径、提高纵深作战能

力等方面，也持续加大投入，积极研发

海上无人机母舰。去年 11 月，TB-3 无

人机首次在土海军“阿纳多卢”号两栖

攻击舰上完成起降测试，这是全球“无

人机航母”作战概念的一次重要尝试。

伊朗的无人机产业也呈快速发展

态势。有分析人士指出，伊朗军事工业

综合体生产的数量庞大的无人机，成为

伊朗军事力量的重要资产。尤其是以

“ 见 证 者 -136”及 其 改 进 款“ 见 证 者 -

238”为代表的自杀式无人机，已经用于

对以色列空袭中。2 月 6 日，伊朗自主

研发的首艘无人机航母“沙希德·巴盖

里”号，正式入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海军舰队，以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式提

升了其海上防御体系水平。

在无人机的获取上，阿联酋和沙特

等海湾国家呈现出外贸采购与自主研

发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在多个国际防务

展会上表现出对无人机采购的浓厚兴

趣和可观需求，已采购了多种型号的无

人机。

广泛应用 降低成本

在新一轮巴以冲突、黎以冲突和红

海地区冲突中，各方力量将无人机投入

战场，执行侦察监视、弹药投掷、目标探

测等任务。值得注意的是，无人机应用

场景的不断增多，使中东地区局势更趋

复杂。

小微型无人机带来的非对称作战

优势，日益受到各方重视。在加沙地带

的巷战中，以色列军队使用“长钉萤火

虫”无人机取得显著作战效果。这款无

人机体积小、运行安静，可以进入建筑

物追击敌方目标，在抵近侦察、对敌袭

扰 和 斩 首 行 动 中 有 以 小 博 大 的 效 果 。

而小微型无人机的集群使用，则可以凭

借数量和规模上的优势，在对敌防空力

量饱和攻击、数量消耗、心理威慑等方

面，实现作战效能倍增。去年 6 月，黎巴

嫩真主党发布一段无人机拍摄的视频，

图像清晰显示了以色列重要港口城市

海法的居民区和周边军事设施的分布

情 况 ，让 以 色 列 社 会 一 度 陷 入 恐 慌 。

2023 年 10 月，哈马斯首次采用自杀式

无人机与火箭弹大规模协同打击，短时

间内有效突破了以色列的防空系统。

无人机呈现出的低成本作战优势，

让中东地区的一些非国家行为体，逐渐

成 为 无 人 机 的 重 要 使 用 者 甚 至 生 产

者。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也门胡塞

武装频繁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红海

和阿拉伯海水域目标。而黎巴嫩真主

党武装使用的“进步 107”“燕子-T”等

型号自杀式无人机，在对以色列的打击

中有着突出表现。这些无人机易于上

手，不需要太长时间专业培训即可实现

有效操作，并且成本低、易于制造，甚至

采用 3D 打印方式就能进行组装改装，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些非国家行为体

军事力量的不足，也加大了发生冲突的

频率，给相关方带来许多困扰。

攻防结合 彼此反制

有矛就有盾。针对不断增加的无

人机威胁，中东相关各方都将反无人机

作战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虽然起步

较晚，但冲突频发带来了实战经验，在

对各类无人机的防御和截获上，中东相

关方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以色列一直声称拥有“无缝衔接”

的防空能力。然而新一轮巴以冲突爆

发 以 后 ，以 色 列 在 遭 遇 无 人 机 大 规

模 、持 续 性 的 饱 和 攻 击 时 ，很 难 实 现

完全有效拦截。特别是在应对多路威

胁 同 时 来 袭 时 ，防 空 拦 截 导 弹 存 在 耗

尽 风 险 。 为 此 ，以 色 列 积 极 提 升 防 空

系 统 能 力 ，发 展 电 子 战 软 杀 伤 手 段 来

防御无人机。2024 年 10 月，以色列开

始 研 制“ 光 盾 ”综 合 光 电 防 御 系 统 。

同 时 ，以 色 列 还 在 不 断 强 化 自 身 无 人

机 抗 干 扰 能 力 ，一 方 面 加 快 光 纤 有 线

通 信 无 人 机 的 部 署 ，另 一 方 面 不 断 提

高 机 上 自 主 导 航 、自 主 决 策 等 智 能 化

水 平 ，减 少 关 键 任 务 决 策 传 输 时 对 数

据链的依赖。

针对地区无人机运用趋势，伊朗综

合采用软硬杀伤相结合的反无人机手

段。在防空力量发展上，伊朗近年来主

要围绕来袭目标变化进行了针对性升

级，利用电子探测、电子压制、导航诱骗

等 手 段 ，取 得 较 好 作 战 效 果 。 例 如 对

RQ-170“哨兵”无人机实施电子侦察和

导 航 诱 骗 ，并 多 次 截 获 RQ-11“ 大 乌

鸦”等无人机。去年 10 月，伊朗升级了

Zoubin 防空导弹系统，并同期部署激光

反无人机系统，旨在加强防范无人机和

巡飞弹的威胁，未来还拟在提升反无人

机效率、降低防御成本上持续发力。

沙特、阿联酋等国的炼油厂、航空

港等重要经济目标，经常遭遇无人机袭

击。对此，海湾国家除了积极采购反无

人机系统之外，还在“海湾盾牌”等军演

中重点演练应对无人机，增强自身反无

人机作战能力。

综合来看，无人机在中东战场的广

泛应用，其背后既呈现出国家之间的技

术 竞 争 ，也 凸 显 了 地 缘 政 治 的 复 杂 对

抗，使得地区局势更加变幻莫测。

（作者单位：海军航空大学）

无人机广泛应用搅动中东局势
■苏艳琴

土耳其“阿纳多卢”号

无人机航母展示包括 TB-3
无人机、“红苹果”隐身无人

机等多款飞机。

伊朗“见证者 - 136”
无人机。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法国援助乌克兰的“斯卡尔普”EG巡航导弹。

新闻事实：据英国媒体报道，欧洲多国军方领导正在考虑为乌克兰

组建近 3万人的“保障”部队，部署在乌东战场前线以外地带，重点依靠空

中力量对俄罗斯形成震慑。

点 评：根据相关设想，欧洲援乌“保障”部队将由英、法两国牵头，

派军驻扎在乌关键城市、港口等地，并且使用卫星、无人机等监控俄乌

边境。但在规模方面，远低于乌方提议的至少 11 万人。欧洲此番组建

援乌“保障”部队的设想，发生在特朗普政府与俄罗斯频繁互动、对乌总

统频频释放不满的背景下，体现了欧洲当前对美俄停火方案的担忧。

而从俄罗斯方面的近期表态来看，俄方对欧洲向乌克兰派遣部队的有

关设想并不认可。

欧洲考虑组建乌克兰“保障”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