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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日前宣布在罗马尼亚组建一支新的多国
部队。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北约在东线针对俄罗斯
的最新举措，有助于北约更为密切地监视俄罗斯在
黑海地区的活动。俄方将对此做出反应，双方长期
以来在黑海地区的军事对峙恐将进一步升级。

部署多国部队

有北约官员透露，这支多国部队的地面力量由
3000至4000名士兵组成，罗马尼亚将提供大部分
兵源，其余人员来自意大利、加拿大等9个国家。此
前，约900名美军士兵已分散部署在罗马尼亚各地。

北约在黑海地区的成员国有罗马尼亚、保加
利亚和土耳其。近年来土耳其与西方关系不睦，
同时逐渐向俄罗斯靠近。北约为扩大在黑海地
区的军事部署，只能依靠实力相对较强且态度积
极的罗马尼亚。

去年 6月，北约决定通过向罗马尼亚增派军
队，来遏制俄罗斯在黑海地区不断加强的军力。根
据这一决定，美军今年初已派出首批士兵携装备驻
扎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军事基地，加强北
约东部防线的安全。而此次北约向罗马尼亚派出
多国部队，也是这一决定的具体实施举措。

与此同时，俄方也在持续加强在黑海地区的军
力部署。根据俄罗斯军方公布的消息，在包括克里
米亚半岛、毗邻乌克兰的俄罗斯南部军区，俄方已
经部署了包括 S-400“凯旋”防空导弹系统、苏-
27SM3战机、苏-30M2战机、“铠甲”-S弹炮结合防
空系统等一系列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北约优势明显

与俄罗斯相比，北约在武器装备的体系建设和
整体性能上拥有很大优势，特别是海空军力量领先
很多。此外，北约在黑海地区拥有空中预警机、地
面雷达网和太空卫星等组成的完备监视体系，特别
是去年美国在罗马尼亚部署陆基“宙斯盾”反导系
统，这一系统与北约在欧洲的反导系统接轨后可拦
截射程在2500公里以下的中短程弹道导弹，基本
覆盖整个黑海地区，对俄罗斯包括伊斯坎德尔导弹
在内的各种战略武器构成极大压力。

北约在黑海还占据良好的地缘优势。土耳其
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而该海峡是俄罗斯黑海舰队
的重要出海口，一旦土耳其卡死这个隘口，俄罗斯
的黑海舰队就只能在黑海内活动，受到很大制约。

俄罗斯目前在黑海地区的军事力量主要是曾
为苏联四大舰队之一的黑海舰队，这一舰队自冷战
结束后战斗力一度急剧下降。目前黑海舰队总兵
力约为2.3万人，拥有各种舰艇66艘，分为两个舰
艇总队，分别驻扎在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
波尔海军基地和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下辖若干舰
艇大队和支队，其中最强大的军舰是旗舰“光荣”级
导弹巡洋舰“莫斯科”号。

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军研究中
心副主任方晓志说，总体上看，黑海舰队是一支近
海防御舰队，没有大吨位军舰。目前黑海舰队大多
数舰艇的服役期已超过30年，已经或即将到达最
高服役年限，急需更新换代。但由于财力不足，俄
罗斯每年新建造的舰艇并不多，而且还要供北方舰
队和太平洋舰队所用，因此黑海舰队的更新速度相
当缓慢，这直接导致黑海舰队战力今非昔比，活动
范围基本上局限在黑海之内，很难和北约目前在黑
海地区的强大力量相抗衡。

方晓志说，随着北约在黑海军事力量部署的进
一步加强，将会在陆地、海上和空中构成对俄罗斯
的较大立体优势。

对抗或将加剧

根据俄国防部今年 9月公布的《俄罗斯联邦
2016年海洋活动领域国家安全状况综合评估》中，
将黑海地区的复杂形势列为俄面临的主要威胁之
一。为应对这一局面，报告建议维持海军现有军舰
的技术战备实力，同时大举兴建新舰。2016年，俄
海军新增了5艘军舰，其中两艘“基洛”级潜艇改进
型“科尔皮诺”号和“大诺夫哥罗德”号，以及两艘护
卫舰“格里戈罗维奇海军上将”号和“埃森海军上
将”号均用于装备黑海舰队。

可以看出，俄对加强部署在黑海地区的军事力
量也十分重视。俄总统普京和国防部长绍伊古相
继表示，要将黑海舰队装备新型舰艇的计划置于俄
海军舰艇建造计划的优先地位，以应对黑海地区越
来越严峻的安全形势。

方晓志说，俄罗斯将会进一步完善黑海舰队基
地体系，加快克里米亚半岛军事基础设施建设进
程，继续增加黑海舰队新型战斗舰艇的数量，用以
对抗咄咄逼人的北约。从未来发展来看，北约还将
不断向东欧特别是黑海地区进行军事渗透，压缩俄
罗斯的战略空间。随着北约军事力量部署规模扩
大，俄罗斯相关反制措施也将继续展开，双方在黑
海地区的战略博弈将日趋白热化。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北约与俄黑海军事对峙再度升级

距离土美相互“拒签”才过了两天，双
方的对抗就再度升级。参考消息10月 12
日援引法新社的报道称，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10月 10日誓言，土耳其官员将抵制
美国驻安卡拉大使。此举加深了这两个
北约盟国之间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裂痕。

埃尔多安不再承认美大使

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约翰·巴斯即将被
派遣至阿富汗，他希望在离开土耳其之前
向埃尔多安辞行，但埃尔多安拒绝了其辞
行请求。埃尔多安表示，在美国驻土耳其
使领馆停发签证后，土耳其已经不再把约
翰·巴斯视为美国驻土耳其的代表。

“我们还没有达成协议，也不同意这位
大使前来与我国部长、议长和我本人告
别。”10月10日，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于
贝尔格莱德举行的记者会上，埃尔多安说。

尽管巴斯只会在土耳其待几天，但在
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史上，土方不再承认
美国大使是前所未有的。

土耳其舆论此前认为，本次外交风波
的源头在于美使领馆雇员被逮捕事件。
本月4日，美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一名
当地雇员被逮捕，此人被控从事“政治和
军事间谍活动”以及“图谋推翻宪法秩
序”，并曾与据信为“居伦运动”成员的多
名警察局官员和现已潜逃的一名检察官
有联系。美驻土大使馆10月5日发表声
明说，土方对这名雇员的指控“缺乏依
据”，美国政府对此事件“深感不安”。

10月8日，美国驻土耳其使馆发表声
明称，近期的事件迫使美国重新评估土耳
其政府保障美国外交人员和使领馆的安
全承诺，因此美国将暂停非移民签证服
务，以减少进入美国使领馆的访客人数。
几小时后，土耳其驻美国使馆随即“还以
颜色”，发表了内容几乎一致的声明，停止

“全部”签证发放业务，包括电子签证和落
地签证。

美国媒体分析称，土耳其方面逮捕美
国使领馆的工作人员，是为了给引渡居伦
增加更多的筹码。被逮捕的工作人员据
称与涉嫌策划去年土耳其未遂政变的宗
教人士居伦有牵连。土耳其一直敦促美
方引渡居伦，至今未果。

美土战略伙伴关系或将终结

鉴于近期美土矛盾不断升级，德国
《世界报》发表文章称，双方的战略伙伴关
系可能会就此终结。

文章认为，主观上，埃尔多安对美国存
在很深的敌意，他认定美国使用的因吉尔
利克空军基地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此前的未
遂军事政变，而在这背后有美国的授意。

另一方面，埃尔多安还不厌其烦地将
美国描绘成对土耳其居心不良的“黑暗势
力”，在他的词典里，西方的一切与“伤风
败俗”是同义词。

从客观角度看，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
耳其也越来越不符合美国利益。土耳其的

“新奥斯曼主义”与美国的战略存在冲突，

这点在叙利亚体现得最为明显：美国在那
里和库尔德人并肩抗击逊尼派极端分子，
埃尔多安则和俄罗斯跟伊朗结盟。在这种
战略分歧下，双方的对抗不可避免。

然而，分歧未必会导致最终的“分
手”。10月11日，《人民日报》援引沙特《生
活报》的分析称，美国不希望土俄走近，以
免打破美俄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微妙平
衡。然而，美国国内对土耳其当前政治走
向和未来前景依然抱有强烈的担忧，这使
得美国政府必须适时展现出强硬的一面，
以将土耳其拉回“正确轨道”。

舆论普遍认为，土耳其之所以敢同美
国“硬碰硬”，核心目的是使美国在库尔德
问题等方面满足土方关切。美土双方似
乎也都在采取措施缓解紧张的局势，不希
望目前的外交争端导致全面的外交对抗。

“一旦失去土耳其，美国和北约在中
东地区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沙特《生活
报》称，如果此次美国施压力度过大，可能
会把土耳其推向俄罗斯一边。因此，尽管
短期内美土矛盾可能还会继续在可控范
围内升级，但美国等北约国家不会停止

“拉拢”土耳其。 （观察者）

土总统拒见美大使，美土裂痕加深

近日美国一家著名智库发布2018年
度美国军事力量指数报告，评价美国军力
为“勉强合格”，其中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
战斗能力甚至处于“弱”级别。

从2015年至今，传统基金会先后发
布4份《美国军事实力指数》报告，其中今
年 2 月发布的《2017 年美国军事实力指
数》报告下载量超过48万人次，足见其影
响力之大。

那么，传统基金会为何如此“妄自菲

薄”？分析人士认为，相比其他国家，美军
的作战能力和威慑力优势明显，这是不争
的事实。传统基金会是著名的保守派智
库，和呼吁增加军费的共和党以及各大军
火商关系密切，该智库发布的报告显然夸
大了美军的不足。而这种“唱衰”做法的
目的，很可能是为特朗普政府增加军费预
算提供“理论支持”，并帮助美国各兵种争
取更多利益。

资深军事评论员胡文翰认为，当前特

朗普大力推进“强军计划”，要求将美国陆
军兵力从目前的不足 50万人增加到 54
万人，海军水面舰船数量从 276 艘增至
355艘，空军战斗机数量增至1200架，海
军陆战队兵力增至36个营。美国2018财
年国防预算达到创纪录的近 7000 亿美
元。作为特朗普的重要智囊，传统基金会
的这份报告可谓在为特朗普的“强军计
划”背书，为巨额国防预算提供“依据”。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美智库“唱衰”美军力：“勉强合格”
分析人士认为这不过是“无中生有，瞒天过海，暗度陈仓”的把戏

10月10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到访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右）于贝尔格莱德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土耳其已不再承认美国驻
土耳其大使约翰·巴斯“美国代表”的身份。 （视觉中国）

埃尔多安一
直敦促美方引渡
居住在美国、被认
为是未遂政变幕
后主谋的土耳其
宗教人士居伦，但
美方一直拒绝埃
尔多安的请求。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