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检查，避免过程中出现运输军火的情况。

未来战事可能更激烈

“东欧粮仓”乌克兰恢复粮食出口，对国际市场

而言是久旱逢甘霖。6—7月正是乌克兰小麦的收获

季，目前在敖德萨地区的港口内，就积压了近 2000

万吨粮食。有业内人士预计，如果乌克兰的粮食持

续堆积在港口的话，到今年秋季，乌境内滞留的粮

食可能达到 7500万吨左右。

而在另一边，今年上半年，世界粮食计划署不

止一次警告称，俄乌冲突暴露了农业系统相互关联

的本质和脆弱性，人类或将面临二战后最大的粮食

危机；随着战火的绵延，全球遭遇饥饿威胁的人口

8月1日上午，载着玉米的万吨货轮“Razoni”

号从乌克兰敖德萨港口驶出。它在土耳其伊斯坦布

尔接受检查后继续航行，目的地是黎巴嫩的黎波里

港。它离开敖德萨后，还有至少16 艘货轮在排队等

候出港。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格里

菲思称，希望最终可通过乌克兰港口每月出口 500

万吨粮食，恢复到俄乌冲突爆发前的水平。

这一进展，得益于 7月23日联合国、乌克兰、

俄罗斯、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达成的粮食出口协议。

该协议旨在通过疏通乌克兰敖德萨港、黑海港和南

方港的粮食出口航线，纾解国际粮食供应和粮价问

题。协议主要规定，俄乌允许对方把粮食、化肥等

产品经黑海向国际市场出口，并在港口对船只展开

俄罗斯需要一个战争的调整期，将在乌克兰东部的兵力往南部运输。普京表示，俄方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列装“锆石”高超
音速导弹，来提升黑海舰队的实力。

乌克兰粮食出海，交战炮火却更猛

文 ∣ 本刊记者 吴阳煜

中国与世界 │ China and World74



有可能超过 3 亿。

对于同为粮食出口大国的俄罗斯而

言，黑海航运的安全问题得到解决，利

人也利己。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方

代表签署的粮食安全运输协议，是俄

罗斯、乌克兰代表，分别与联合国以及

土耳其官员签署的。实际意义上的两份

“三方协议”，凸显着俄乌两国关系依旧

剑拔弩张，双方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信

任鸿沟──就在粮食出口协议签署不到

24 小时后，敖德萨港就突然遭到了袭

击。

“俄乌达成粮食出口协议，对于缓

解军事冲突所引发的粮食危机具有重

要作用，对于缓解欧洲紧张局势也具有

一定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史

教授许海云向南风窗分析称，“这种局

部性的缓和，或者具体的协议，并不能

代表俄乌冲突中对阵双方的重大战略

意图。距离俄乌战火的结束还比较遥

远。”

“事实上，俄罗斯采取特别军事行

动的目标远未达成，而乌克兰反攻计划

也处于实施状态。俄罗斯之所以愿意接

受联合国和土耳其的协调，与乌克兰达

成协议，目的是改善自身在国际社会的

不利地位；而乌克兰之所以愿意达成协

议，则意在摆脱战争中的弱势局面，同

时尽可能争取欧洲国家的支持。因此，

对俄乌双方来说，恢复双方通过黑海的

粮食出口，具有某种策略性考虑，双方

都在争取人心、民意以及舆论。”

运粮船在敖德萨港口的出海，并没

有带来全面和平的希望。华东师范大学

中亚研究中心主任陆钢认为，俄罗斯希

望通过签署粮食出口协议，最大限度在

国际社会挽回自身声誉。“把粮食当武器，

伤害的不是发达国家，而是广大的发展

中国家，况且自己的粮食出口也会受到

损害。”

一直以来，乌克兰的粮食出口极其

依赖海运。“农作物、粮食是乌克兰的

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如果对外的粮食出

口继续中断下去，乌克兰和其他国家建

立的粮食商业联系、贸易订单，可能全

都没有了。”陆钢说。

战争将近半年，俄乌双方都非常疲

惫。“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占据了战场

优势，但在乌南部，战争天平在慢慢倾

斜。俄罗斯需要一个战争的调整期，将

在乌克兰东部的兵力往南部运输。”陆

钢表示，“对乌克兰也是如此，毕竟俄

罗斯是军事方面的损失，而乌克兰是全

方位的损失，更需要时间来调整。并且，

大量的西方武器援助到位后，乌克兰军

队需要时间训练、适应。从这个意义来

讲，未来的战事反而可能更加激烈。”

俄引进伊朗无人机？

最近，在乌克兰东部、东北部和南

部，俄罗斯正加强着攻势：在乌克兰东

北部城市哈尔科夫，俄军的坦克火力覆

盖了十几座城镇，并发动了空袭；就在

美国财政部批准与俄罗斯进行农产品、

化肥等相关交易后，7月31日凌晨，乌

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遭到猛

烈空袭，袭击还导致了当地一位知名粮

食出口商的丧生。

在顿巴斯阵地战中，双方的战损尤

为可观。俄方寻求外部援助的消息，流

传越来越广。7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顾

问杰克·沙利文称，伊朗准备向俄罗斯

提供数百架无人机，并计划训练俄军使

用这些无人机，这其中就包括了打击型

无人机。

公开资料显示，上世纪 80 年代两

伊战争期间，伊朗就将无人机侦察作

为控制大规模人员伤亡的有效途径。

2019 年 6月，伊朗军方宣布在其领空

击落了一架美军 RQ-4 全球鹰侦察机。

近年来，包括也门胡塞武装所使用的“阿

巴比尔”无人机在内，伊朗产无人机在

实战中有着不俗表现。今年 5月，伊朗

还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了“阿巴比尔”无

人机的完整生产线。

“从 2020 年的纳卡战争可以看出，

无人机已成为一支足以改变战场态势

的力量。这种武器随着战场态势感知能

力的提高、智能化水平的提升、发动机

技术的进步、精确制导技术的扩散、隐

身技术的普及，将会继续在战争舞台上

大放异彩。”在肯定无人机对于未来战

场重要作用的同时，上海政法学院东北

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军事专家杨震认为，

俄罗斯在上述技术领域存在不足，“加

上对无人机的研发不是特别重视，以及

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导致其无人机队

不能满足战场需要”。

他预计，今后随着俄乌战事的发展，

俄罗斯与伊朗等国加强在无人机领域

的合作，是大概率事件。“毕竟离开这

种力量的倍增器，占有优势的俄军将会

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会导致其对西方

的威慑效能下降。”

而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文少彪看来，美国主动“泄

露”俄伊进行无人机军事合作的传闻，

是出于威慑和干扰的战略意图。“这既

是警告伊朗或其他亚洲国家，不允许它

们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预阻这种趋

势的发展，也是故意将伊朗捆绑在俄罗

斯的战争局势上，以促使西方延长、升

实际意义上的两份“三方协
议”，凸显着俄乌两国关系依旧
剑拔弩张，双方之间仍存在着
巨大的信任鸿沟—就在粮食
出口协议签署不到24小时后，
敖德萨港就突然遭到了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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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所以要亮出这般大杀器。”另外，

“锆石”导弹具有很强的反航母作战能

力，“俄罗斯考虑使用‘锆石’导弹，也

有（与美国在）地缘政治领域博弈的意

图”。

根据俄媒此前的相关介绍，“锆石”

主要通过舰艇发射，射程在 1000 公里

以外──对于作为打击目标的邻国乌克

兰，这似乎显得有些不相匹配。对此陆

钢表示，俄罗斯的战场装备存在着某种

“错位”：“在世界范围内，俄罗斯的少量

战略性武器比较先进，其作为一个大国，

考虑的战略对手、假想敌都是大国，它

的战略武器都是用在大国对垒上，没有

想过会用在乌克兰身上。”

而另一边，得益于北约国家提供

的军援，乌克兰的武器先进程度明显提

升。陆钢称，在部分武器装备上，俄乌

两军甚至已形成代差。其中最引人瞩目

的，应为美国援助的“海马斯”多管火

箭炮系统。截至7月 20日，美国已向

乌克兰提供了16 套该款远程打击武器。

随着这种机动能力较强的轮式自行火

箭炮陆续运抵前线，其战场表现也备受

外界关注。

乌克兰军方称，自今年 6月以来，

已使用“海马斯”对俄军进行了数十次

打击，其中包括防空系统和弹药库等

高附加值目标。公开资料显示，“海马

斯”火箭炮的发射器可以安装 6 枚中程

制导的火箭弹，或一枚远程制导的陆军

“在世界范围内，俄罗斯的少
量战略性武器比较先进，其
作为一个大国，考虑的战略
对手、假想敌都是大国，它的
战略武器都是用在大国对垒
上，没有想过会用在乌克兰身
上。”

责任编辑谢奕秋 xyq@nfcmag.com

级对伊朗的制裁，干扰伊核谈判进程，

迫使伊朗做出关键性的妥协，并使其与

俄罗斯保持距离。”

今年 6月，美国与伊朗在多哈核谈

判中，未能就解除制裁范围问题取得进

展。到了8月4日，各方代表齐聚奥利

地维也纳，就重启 2015 年达成的核协

议继续谈判。“当前，西方国家和伊朗、

俄罗斯围绕伊核谈判的多方博弈进入

关键期，伊核协议正处在‘十字路口’。

在这样重大而敏感的时期，伊朗必然要

平衡好它与俄罗斯、美国以及其他西方

国家的关系，如果与俄罗斯进行敏感的

军事合作，必然会引起西方国家更严厉

的制裁，那将严重阻滞伊朗实现其优先

目标。”文少彪向南风窗预测，未来，伊

朗会划定与俄罗斯合作的范围，并权衡

其中的代价。

高科技战争特征凸显

7月 31日海军节阅兵式上，普京

表示，俄方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列装“锆

石”高超音速导弹，来提升位于黑海与

亚速海的海军实力。

在过去，“锆石”被称作航母杀手；

而今，随着战场局势的演进，特别是黑

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沉没，

以及数名少将级别的将领的牺牲，俄方

计划动用这般大杀器投入乌克兰战局。

可以预计，更具杀伤力的武器装备，正

被投入战场。

在杨震看来，俄罗斯考虑使用“锆

石”高超音速导弹，主要原因既是为了

挽回武装力量的颜面，也是为了俄系军

火日后的市场份额。“西方国家援助乌

克兰的武器在战场上斩获甚多，加上西

方媒体的刻意宣传，使其声誉日隆。俄

罗斯是经济结构较单一的国家，军火是

其创汇的重要产品。经此一战，俄担心

俄系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会大幅

战术导弹（射程可达 300 公里）。尽管

出于担心乌克兰使用该装备攻击俄本土

的考虑，美国援助的“海马斯”仅配备

了中程火箭弹，但其对于弥补乌军在与

俄军交战时常规火力不足的短板，起到

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以至于俄国防部长

绍伊古 7月25日下令，“优先使用高精

度武器打击敌军的远程导弹和火炮系

统”。

杨震指出：“‘海马斯’火箭炮是拥

有战役级进攻能力的高机动火炮系统，

自动化和信息化程度高，加上整个北约

体系的战场情报支援能力的加持，它在

战场上发挥了较为显著的作用，给俄军

造成了较为惨重的损失。对于已经进入

持久化阶段的俄乌军事冲突来说，它尽

管未能让乌军扭转颓势，却提升了后者

的士气，使其支撑的时间更长。”

许海云向南风窗表示，俄乌战争的

形态会发生进一步变化。“由于乌克兰

得到西方国家的大量援助，而俄罗斯是

传统的地缘政治大国，这种高科技战

争的力量对比，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这

将成为战争持续的诱因，也会对俄乌双

方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冲突未来的

发展，更多取决于双方对高科技战争所

引发的战争损失的承受程度，以及各方

对高科技战争的承受能力。”

杨震亦认为，俄乌双方更高程度的

无人机较量，可能将成为现实，电子对

抗系统的较量也将可能展开。“随着西

方高技术武器援助不断到位，乌军的强

烈抵抗以及俄军推进不如预期，令夺取

战争胜利成为俄军的主要目标。换言之，

军事目标将不再由开战初期的政治考虑

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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