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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巴斯基民兵的结构功能及其影响探析❋

王国兵❋❋

　 　 内容提要　 作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下属武装力量， 巴斯基民兵产

生于两伊战争之际。 战争结束后由于伊朗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其职能发生

转变。 巴斯基民兵内部组织结构较为严密， 成员间存在五个等级的划分。
另外， 巴斯基民兵具有文化宣传、 道德引导、 情报收集和安全维护四种组

织功能。 历经约 ４０ 年发展， 巴斯基民兵如今的影响力已逐渐扩展至政治、
经济和社会等领域。 综合来看， 巴斯基民兵是伊朗政治系统的产物， 是社

会中心与边缘的融合，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

认同， 而对其发展和演变需保持更多关注。
关键词　 巴斯基　 伊朗　 民兵　 政治稳定

长期以来， 国内外学界的伊朗问题研究大都围绕政治和经济领域， 对

军事领域探索稍显薄弱。 众所周知， 伊朗军队由国防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

两支武装力量构成。 国防军前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建的哥萨克骑兵

师， 后来效忠巴列维王朝， 伊斯兰革命后由伊朗政府管辖。 伊斯兰革命卫

队由霍梅尼等人于 １９７９ 年 ５ 月创立， 深得政府信任， 获得大量财政拨款，
一直被国际社会视为伊朗国防力量的中流砥柱。 本文探讨的伊朗巴斯基民

兵 （Ｂａｓｉｊ）①， 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五大武装力量之一②， 是一支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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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本文系西北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 （ＹＺＺ１７０７３） 的阶段性成果； 伊朗德黑兰大学 （Ｔｈｅ Ｔｅｈｒａｎ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国际访问学者项目； 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课题组项目 （ｙｆｚｘ２０１６ｃｘ －２）。
王国兵，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汉语 “巴斯基” 是英文 “Ｂａｓｉｊ” 的音译， 波斯语写法是 “ ”， 意为 “动员”。
其他四支分别是空军、 海军、 陆军和圣城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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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特殊的力量。 巴斯基民兵是预备役性质的准军事组织， 其职责与其他四

支正规部队相比更偏向于维护国内安全。 由于巴斯基民兵成员数量较多，
有 ４００ 万 ～ ５００ 万①其影响力不仅限于军事安全领域， 还包括伊朗政治、 经

济和社会等方面。 因此， 有必要开展更深一步的探究。
在汉语语境中， “民兵” 指 “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 包括这个组

织的成员， 通常是国家或政治集团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② 另据 《苏联军

事百科全书》 的解释， “民兵是由不应被动员征集服兵役的公民 （多半是志

愿者） 所组成的军事或者是准军事组织， 是人民群众参与武装保卫国家的

形式之一”。③ 这一解释包含了两层意思： 一是作为公民所组成的军事或准

军事组织， 其有别于正规军队， 再次强调民兵的特殊性； 二是指民兵仍带

有军事性质意味， 阐明了其携带的暴力特征。 此外， 民兵在国际法中具有

其特定内涵。 根据 １８９９ 年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规定，
民兵与正规军队在法律地位上保持同等。④

民兵古已有之， 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 希腊、 罗马时代的军队很大一

部分就从民兵演化而来。 我国古代， 虽然民兵在不同历史时期定义的概念

和权责各有所异， 但总的来说， 民兵一般特指 “乡兵”， 通常要列入兵籍。
在现当代， 民兵制度逐渐规范化， 这也就成为常备军的重要补充。 它还为

现代预备役制度建立与发展提供经验， 故显得尤为重要。 广义上讲， 民兵

的组织和发展水平关乎一个国家的军事后备力量。 国外学界对于中东国家

的民兵组织研究起步时间较早， 成果也较为丰富。 但对伊朗巴斯基民兵的

研究仍然不够深入。 已有的研究大致有三种路径。 第一种是实事分析型，
如阿弗肖恩·奥斯托瓦 （Ａｆｓｈｏｎ Ｏｓｔｏｖａｒ） 博士通过搜集大量文献资料， 从

巴斯基民兵的组织结构和发展历程两个角度切入， 详细论述了该组织网络

９２１

①

②
③

④

有关巴斯基成员的数量， Ｓｅｅ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 ５２。
《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４８４０ 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译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 （２） ·军队建设篇》， 中国人民解放

军战士出版社， １９８２， 第 ５３７ 页。
根据 １８９９ 年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规定， 战争的法律、 权利和义务不仅

适用于军队， 也同样适用于具备四项条件的民兵和志愿军。 四项条件有： 有一名指挥官；
可识别的固定明显标志； 公开携带武器； 在作战时遵守战争法规和惯例。 以此来避免误伤

误杀， 一定程度起到保护平民的作用。 Ｓｅｅ Ｊａｍｅｓ Ｂｒｏｗｎ Ｓｃｏｔ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ｇｉｎａｌ Ｔｅｘｔ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０， ｐ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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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特点和发展现状， 但缺乏一定的理论视角。① 第二种是田野调查型，
如美国西北大学萨义德·戈卡尔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教授通过多年实地走访，
获得了大量与该组织有关的一手资料， 梳理出该组织具备的组织功能， 但

却有西方中心论的缺憾。② 第三种是历史宏论型， 如阿里尔·阿拉姆 （Ａｒｉｅｌ
Ａｈｒａｍ） 博士重点分析了该组织在伊朗政治发展历程中的作用， 但对其最新

变化尚没有足够的重视。③ 与西方学界相比， 国内对该组织的研究大都还只

是从伊斯兰革命卫队等宏观角度来展开， 缺乏系统且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成果也主要散见于诸位学者的著作当中。

本文拟借鉴国外丰富的文献资料与网站数据， 从巴斯基民兵的历史嬗

变、 结构功能与多维影响三个角度， 考察其在伊朗政治、 社会乃至国家中

的地位和作用， 以期为学界提供更多观察伊朗军事力量与政治稳定的新维

度， 并试图进一步透视伊朗实现政治动员和政治稳定的路径选择。④

一　 巴斯基民兵的历史嬗变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后， 伊朗政府为更好地组织民众巩固新政权， 效仿

其他国家先例设置民兵。 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在 １９７９ 年 １１ 月的一次公开演

讲中指出， “我们国家目前有两千万年轻人， 如果将他们全部武装起来， 我

们国家就会有两千万持枪的士兵， 伊朗将永远不可能被外敌侵犯”。⑤ 两伊

战争爆发后， 战场前线出现了兵员供应不足的问题。 为更好地满足战争需

０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ｆｓｈｏｎ Ｏｓｔｏｖａｒ， “ Ｉｒａｎｓ Ｂａｓｉｊ：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Ａ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６７， Ｎｏ ３， ２０１３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Ａｒｉｅｌ Ａｈｒａｍ， Ｐｒｏｘｙ Ｗａｒｒｉｏｒ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Ｍｉｌｉｔｉａ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关于 “政治稳定” 的概念， 目前， 国内外学术界对它的看法各有不同。 本文拟借鉴哈佛大

学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对 “政治稳定” 要素的阐述， 即秩序性和继承性。 秩序性即没有政

治暴力、 压抑和政治体系的解体。 继承性则是指未发生政治体系关键要素的改变、 政治演

进的中断、 主要社会力量的消失， 以及企图导致政治体系根本改变的政治运动。 根据亨氏

的观点， 伊朗自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政治上保持了自身的秩序性和继承性， 因而属于政

治稳定。 详见 〔美〕 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中的社会秩序》， 王冠华、 刘为译， 上海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２８ 页。
“ Ｎｉｒｕｙｅｈ Ｍｏｇｈａｖｅｍｅａｔ Ｂａｓｉｊ： Ｍｏｂ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ｃｅ， ”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ｇ ／ ｉｎｔｅｌｌ ／ ｗｏｒｌｄ ／ ｉｒａｎ ／ ｂａｓｉｊ ｈｔｍ ，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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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建立行之有效的募兵机构势在必行。 １９８０ 年， 伊朗伊斯兰革命委员会

要求内政部成立专门的募兵结构， “国家动员组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就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① 这就是巴斯基民兵组织的前身。 起

初， 巴斯基民兵各项组织机能虽不完善， 但却能较为出色地完成伊朗政府

赋予的各项任务。 据统计， 在长达 ８ 年的两伊战争中， 巴斯基招募了大约

２００ 万人奔赴战场， 占伊朗参战总人数的 ７５％ 。②

不仅如此， 巴斯基民兵还在这一时期有力地维护了伊朗的社会秩序。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伊斯兰政权建立后， 社会秩序并不稳定， 各地民众的骚乱

事件接连不断发生。 巴列维王朝的一些支持者在伊朗许多城市里发动游行示

威， 甚至还出现了对国家机构的袭击。 巴斯基民兵在伊朗政府授意下承担起

维护社会安定的任务。 该组织镇压了里海南岸的北部小城阿莫尔 （Ａｍｏｌ） 的

民众骚乱， 还在 １９８１ 年击溃了反政府武装人民圣战者组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ｕｊａｈｅ⁃
ｄｉｎ）。③ 两伊战争结束后， 霍梅尼发表演讲称赞道， “我的巴斯基孩子们，
你们为保卫伊斯兰革命果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④

伴随两伊战争的结束和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动， 伊朗国家和社会渐趋安

定， 经济建设任务十分艰巨， 客观上也就要求巴斯基民兵的角色和定位必

须随之改变。 为顺应时代潮流， 它由战时募兵机构转型为维护政权和社会

稳定的安全力量。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拉夫桑贾尼总统因战后资金短缺， 一

度考虑将巴斯基民兵彻底解散， 以减少开支。 但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坚持

下， 巴基斯民兵不仅未被解散， 还被更名为 “巴斯基抵抗力量” （Ｂａｓｉｊ 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ｃｅ）， 希望借此体现其强大形象。⑤ １９９２ 年， 巴斯基民兵组织获

得了伊朗议会授予的执法权力， 在法律层面上获得政府的认可， 职能进一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国家动员组织” 是巴斯基民兵最早的名称， 后来， 还使用过 “动员被压迫者部队” （Ｍｏ⁃
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Ｕｎｉｔｓ） “国家抵抗动员组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和 “巴斯基抵抗力量” （Ｂａｓｉｊ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ｃｅ） 等诸多名称。 为行文方便， 统

一使用巴斯基民兵这个称呼。
Ｎｉｋｏｌａ Ｂ Ｓｃｈａｈｇａｌｄｉａｎ，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Ｍｉｌｉｔｉａｒ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 Ｒ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ｐ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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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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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扩大。① 巴斯基民兵逐渐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彰显其优势。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４
年， 伊朗加兹温 （ Ｑａｚｖｉｎ ）、 马什哈德 （ Ｍａｓｈｈａｄ）、 阿卡巴哈德 （ Ａｋ⁃
ｂａｒａｂａｄ）、 埃斯兰夏尔 （Ｅｓｌａｍｓｈａｈｒ） 等多个城市相继爆发民众示威游行活

动。 巴斯基民兵积极配合当地警察维持上述地区的稳定。② １９９５ 年， 哈梅内

伊在公开场合称颂道： “巴斯基民兵是我们伊朗伊斯兰政权的产物， 你们越

强大， 我们的国家就越安全。”③

哈塔米担任伊朗总统后， 巴斯基民兵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支持下逐渐

倒向保守派阵营， 成为该阵营的竞选利器。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巴斯基民兵在

政府默许下关闭了改革派人士经营的报纸——— 《萨拉姆报》 （ Ｓａｌａａｍ），
一时间舆论哗然。 ２０００ 年， 最高精神哈梅内伊要求伊斯兰革命卫队增大

对巴斯基民兵的支持力度， 将至少 ５０％ 以上的工作都交予巴斯基民兵承

担， 体现了哈梅内伊本人对该组织的信任。④ 此外， 巴斯基民兵还积极为

保守派服务。 ２００４ 年， 德黑兰和马什哈德等城市举行议会选举， 巴斯基

民兵要求其成员积极投票， 支持保守派。 保守派赢得选举后投桃报李， 将

巴斯基民兵在 ２００４ 年的预算增加至 １ ７２ 亿美金， 比上一年增长了一倍

以上。
巴斯基民兵作为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民兵组织， 本应遵守霍梅尼确

立的 “军队不干预政治” 原则。 哈梅内伊就任最高精神领袖后， 巴斯基民

兵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究其原因就是梅内伊无法像霍梅尼那样， 以个人

的政治和宗教魅力获取政治合法性。 巴斯基民兵一定程度上成为伊朗不同

派系斗争中各派争夺的筹码。 ２００３ 年， 艾哈迈迪·内贾德竞选德黑兰市长

之际， 巴斯基民兵积极要求其成员投票， 以便帮助内贾德赢得选举。 在内

贾德竞选总统时， 巴斯基民兵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 不少伊朗改革

派人士纷纷质疑巴斯基民兵有 “干预政治” 之嫌， 违背了霍梅尼的禁令。
为此， 巴斯基民兵于是由 “巴斯基抵抗力量” （Ｂａｓｉｊ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ｃｅ） 更名

２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Ａｒｉｅｌ Ａｈｒａｍ， Ｐｒｏｘｙ Ｗａｒｒｉｏｒ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Ｍｉｌｉｔｉａｓ， ＣＡ： Ｓ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ｐ １２０
Ａｓｅｆ Ｂａｙａｔ， Ｌｉｆｅ 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Ｈｏｗ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ｐ ６９ － ７０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２０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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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被压迫者动员组织”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
ｐｒｅｓｓｅｄ）。 时任巴斯基民兵司令的穆罕默德·礼萨·纳奇迪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Ｒｅ⁃
ｚａ Ｎａｑｄｉ） 准将解释道： “原来的名称带有力量 （Ｆｏｒｃｅ） 字眼， 具有浓厚的

军事意味。 巴斯基民兵未来将会更多关注伊朗的社会与文化事务， 改名符

合其发展需要。”① 显然， 这只是掩盖巴斯基民兵参与政治事务的借口而已。
２０１３ 年哈桑·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后， 巴斯基民兵陷入了低谷。 这在

一定程度上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２０１３ 年伊朗总统大选时， 大部分巴斯基民

兵支持保守派的马哈茂德·恰里巴夫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Ｑａｌｉｂａｆ）， 但温和派领袖

鲁哈尼获得了 ５０ ７％的支持率， 赢得了大选。 故此， 鲁哈尼上任后就警告，
“巴斯基民兵没必要进入政治领域， 应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② ２０１５ 年，
巴斯基民兵与鲁哈尼政府之间的嫌隙愈加严重。 时任巴斯基民兵司令的纳

奇迪暗讽鲁哈尼是个 “假革命”。③ 鲁哈尼随后也有所回应， 他公开表示

“政府会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巴斯基民兵发展， 以此来应对伊朗外部的安全威

胁”。④ 但很明显， 相较内贾德政府， 无论是鲁哈尼本人还是其行政团队并

不信任巴斯基民兵。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正值伊朗总统大选前夕， 鲁哈尼罕见地

发声警告巴斯基民兵： “不要干涉伊朗总统的选举事务， 应做好自己的本职

工作。”⑤ 最终， 鲁哈尼获得连任。
支持两伊战争和维护国内稳定是伊朗政府成立巴斯基民兵的初衷。 战

争结束后， 伴随伊朗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变迁， 巴斯基民兵的角色只能也逐

渐发生变化， 由较为纯粹的民兵组织演变为保守派的重要阵地， 并且对伊

朗政治与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３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ａｓｉｊ， ＩＲＧ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 ＴＶ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Ｍａｙ ２３，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ｔｖ ｉｒ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８１３５５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 日。
Ｈｅｓａｍ Ｆｏｒｏｚａｎ， Ａｆｓｈｉｎ Ｓｈａｈｉ， “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
ｔａｒｙ Ｇｕａｒｄ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７１， Ｎｏ １， ２０１７， ｐ ８３
Ｂａｈｒａｍ Ｒａｆｉｅｉ， Ｂａｓｉｊ Ｃｈｉｅｆ Ａｌｌｕｄｅｓ ｔｏ Ｒｏｕｈａｎｉ ａｓ Ａ Ｆａｋ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ａｙｖａｎｄ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１５ ／ ｊａｎ ／ １０４４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Ｐｒｅｓ Ｖｏｉｃｅｓ Ｆｕｌ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Ｂａｓｉｊ⁃Ｍｅｈｒ Ｎｅｗ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Ｎｏｖ ２３，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ｍｅｈｒ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１２１５５２ ／ Ｐｒｅｓ⁃ｖｏｉｃｅｓ⁃ｆｕｌ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ａｒｍｅｄ⁃ｆｏｒｃｅｓ⁃Ｂａｓｉｊ，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Ｂａｂａｋ Ｄｅｈｇｈａｎｐｉｓｈｅｈ， Ｒｏｕｈａｎｉ Ｗａｒｎ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Ｇｕａｒｄｓ ｎｏｔ ｔｏ ｍｅｄｄｌ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ｙ １８，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ｉｒａｎ⁃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ｏｕｈａｎｉ ／ ，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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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巴斯基民兵的组织结构和功能

从巴斯基民兵嬗变的历史中可以看出其在伊朗国家和社会中扮演的角

色， 而这一角色的实现却需要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明确的组织功能分工。 整

体来看， 巴斯基民兵的组织结构呈现出等级化、 封闭化特征， 具体要点

如下。

（一） 巴斯基民兵的组织结构

从纵向来看， 巴斯基民兵属伊斯兰革命卫队管辖， 并且建立了壁垒森

严的层级结构。 ２１ 世纪初， 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展规模渐趋扩大， 在伊朗全

国建立了 ３２ 个省级分支单位。① 一般来说，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省级分支军

事首脑领导所辖地区的巴斯基民兵。 省级分支之下设立巴斯基民兵大区

（Ｂａｓｉｊ Ｒｅｇｉｏｎ）， 巴斯基民兵大区之下又设置 １０ ～ １５ 个巴斯基分区 （Ｂａｓｉｊ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每个分区之下有 １０ ～ １５ 个巴斯基抵抗基地 （ Ｂａｓｉｊ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 这就是巴斯基民兵组织的垂直管理体系。②

目前， 伊朗全国范围内有 ３ ５ 万 ～ ４ 万个巴斯基抵抗基地， 这些基地一

般都会设立在清真寺， 方便成员间沟通联络。 作为最基层的分支， 巴斯基

抵抗基地承担的工作十分具体和烦琐。 主要包括： 识别威胁伊朗国家安全

的间谍； 招募组织成员； 进行思想宣传工作与军事训练； 捍卫辖区内的居

民安全； 保卫辖区内重要政治人物安全； 收集辖区内的情报。 巴斯基抵抗

基地内部通常有明确分工， 由一名指挥官统筹负责， 下设七个抵抗小组执

行。 每个小组又会划分为两个小队， 每个小队通常由 ４ ～ ５ 名组员来构成③

（详见图 １）。
巴斯基民兵具有等级化的组织结构， 其成员共有五个等级。 从低到高

依次是： “潜力巴斯基”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ａｓｉｊ）、 “常规巴斯基”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Ｂａｓｉｊ）、

４３１

①

②
③

伊朗有 ３１ 个省， 但德黑兰地区有两个省级单位， 分别管理首都德黑兰和除德黑兰以外的地

区， 因此是 ３２ 个省级分支。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３３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ｏｆ Ｉｒ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Ｎｏ ４， ２０１２， ｐｐ ４５５ － 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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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巴斯基抵抗基地内部结构

　 　 资料来源：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 ３５。

“积极巴斯基” （Ａｃｔｉｖｅ Ｂａｓｉｊ）、 “骨干巴斯基” （Ｃａｄｒｅ Ｂａｓｉｊ） 和 “特殊巴斯

基”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Ｂａｓｉｊ） （见图 ２）。 “潜力巴斯基” 通常只参与组织内的少许事

务。 如参加每周五的聚礼和宗教仪式， 门槛较低， 有时只需填一张表格即

可。 “常规巴斯基” 年龄要年满 １１ 周岁， 且必须接受一定培训。 这两个等

级的人数目前大约有 ３００ 万， 占巴斯基民兵总人数的大部分。 “积极巴斯

基” 必须年满 １５ 周岁， 参加 ６ 个月以上的培训课程， 每周考勤时间必须达

到 ６ 个小时。 目前这个级别的成员人数在 １００ 万左右。① 此三者是非正式的

巴斯基民兵， 大都缺乏战斗力和凝聚力， 伊朗政府对他们的重视程度相对

较低， 给予的福利待遇也相对较少。 “骨干巴斯基” 和 “特殊巴斯基” 是巴

斯基民兵的中坚和正式成员， 要求相对较高。 “骨干巴斯基” 要年满 １６ 周

岁且必须通过政治考核， 伊朗政府通常安排他们负责城镇哨卡的执勤工作，
有时还需要负责辖区内的文化宣传事务。 “特殊巴斯基” 级别最高， 他们须

经过专业的军事训练且通过政治考核方能履职。② “特殊巴斯基” 一般担任

巴斯基抵抗基地的指挥官， 负责管理工作。 目前， 伊朗全国的 “特殊巴斯

５３１

①

②

Ａｆｓｈｏｎ Ｏｓｔｏｖａｒ， “ Ｉｒａｎｓ Ｂａｓｉｊ：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Ａ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６７， Ｎｏ ３， ２０１３， ｐｐ ３５３ － ３５６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ｐｐ ５０ －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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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和 “骨干巴斯基” 人数约有 ２０ 万， 只占其成员总量的 ５％ ， 可谓是巴

斯基民兵当中的精英。

图 ２　 巴斯基成员等级结构

　 　 资料来源：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 ４１。

巴斯基民兵也通过各种举措强化自身的凝聚力和组织化。 最高领袖代

表办公室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Ｌｅａｄｅｒ） 负责巴斯基民

兵组织的教育。 该办公室通常负责制定训练计划、 培训专业教师、 编写教

程， 以保证思想教育工作有序地开展。 巴斯基政治意识教育培训代表 （Ｔｈｅ
Ｄｅｐｕｔｙ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负责具体的教学工作。
巴斯基民兵拥有自己的研究机构， 即 “巴斯基分析研究学院” （Ｂａｓｉｊ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ｌｌｅｇｅ）， 提供专业教学场所。 这里的学员必须通过四个学期的

课程考核才能毕业。 一般来说， 意识形态培训的内容涵盖范围较广， 主要

包括： 伊斯兰教史、 伊斯兰教义、 《古兰经》、 伊朗政治与外交战略以及殉

难精神 （Ｍａｒｔｙｒｄｏｍ） 等。① 一般来说， 不同等级的巴斯基民兵接受的教育

也有所不同。 等级较低的巴斯基侧重伊斯兰教义， 等级较高的成员多关注

政治忠诚度。

（二） 巴斯基民兵的主要职能

巴斯基民兵承担的组织功能与伊朗其他机构有一定重叠， 但其功能也

具有独特性。

６３１

①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ｐｐ ５３ －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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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情报收集

巴斯基作为民兵组织， 负责向政府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１９８３ 年， 伊朗

情报和安全部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成立， 巴斯基民兵组织

就是该部门的主要行动力量。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巴斯基民兵还专门筹建了

沙赫迪·穆塔哈里大学 （Ｓｈａｈｉｄ Ｍｏｔａｈｈａｒ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负责培训情报收集人

员。 １９９９ 年， 哈梅内伊要求巴斯基民兵必须在城市情报工作中承担更多责

任。 为进一步地提高效率， 巴斯基民兵随后组建 “眼睛” （Ａｙｏｎ） 和 “监
控” （Ａｓｈｒａｆ） 两大情报网络。 “眼睛” 情报网分为 “移动眼睛”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ｅｙｅｓ） 和 “固定眼睛” （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ｅｙｅｓ） 两大系统。 “移动眼睛” 是指在街

道上驾车的巴斯基民兵成员， 一般等级相对较低， 遇到紧急情况后必须及

时向上级汇报。 “固定眼睛” 指在普通社区的情报人员， 专业化程度相对较

高。 “监控” 情报网由 “特殊巴斯基” 与 “骨干巴斯基” 组成， 主要负责

评估辖区的潜在威胁， 做出相应的决策。① 例如， 在 ２００９ 年伊朗 “绿色运

动” 爆发后， 巴斯基民兵就积极与警察和宪兵等安全力量配合， 协助内贾

德政府度过了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骚乱。 之后， 内贾德呼吁，
应将巴斯基民兵的人员数量增加至 ７２００ 万。② 这几乎与伊朗人口的总量相

当。 这显然不够现实， 但足以体现政府对巴斯基民兵的信任。 此外， 学生

巴斯基与妇女巴斯基往往利用自身优势提供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报。
２ 文化宣传功能

巴斯基民兵响应伊朗政府的号召， 定期在伊朗的电影院、 大学、 公园、
广场等公共场所宣传伊斯兰文化， 抵消西方文化对伊朗民众产生的影响。
当今世界是一个互联网盛行的时代。 很多伊朗年轻人也会通过网络了解当

今世界的流行文化。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会或多或少受西方文化浸染而对伊

朗政府心生反感。 伊朗政府对此形势十分担忧， 认为这是西方世界对伊朗

的 “文化侵略”③， 认为照此情况下去， 会导致伊朗年轻人的价值观发生改

变， 进而降低对伊朗政府的信任， 走向政权对立面。 ２０００ 年， 巴斯基民兵

筹建了政治指导员网络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ｌｄｅｓ）。 该部门通常只招收具

有 “奉献精神” 的青年人， 负责在伊朗各大社区宣传伊朗政治制度， 达到

７３１

①
②
③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８９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９０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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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群众基础的目的。 另外， 在互联网大潮下， 虚拟空间的重要性不言自

明。 巴斯基民兵也紧随时代潮流， 在该领域发挥作用。 ２０１１ 年， 伊朗政府

建立了媒体巴斯基 （Ｍｅｄｉａ Ｂａｓｉ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根据当时巴斯基民兵代理司

令阿里·法兹里的话说， “这是为了应对敌人对伊朗网络攻击而组建的反击

部队”。① 另有报道称， ２０１１ 年美国 “占领华尔街运动” 中， 部分巴斯基民

兵成员主动在互联网上发声， 讨伐美国政府的可恶行径， 以此表达对伊朗

政府的支持。② 显然， 作为政府的宣传工具， 巴斯基民兵的宣传工作具有传

播途径多样、 覆盖面广、 及时性强等特点。 这对于维护伊朗政府的良好形

象， 宣传国家大政方针都具有积极作用。
３ 道德引导功能

伊朗政府要求巴斯基民兵自身以及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贯彻 《古兰经》
倡导的生活方式， 进而起到道德示范作用。 道德引导一般指国家倡导公德

对个人行为举止进行规范的一种手段。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 伊朗政府通过

多种途径来保证社会风气的 “伊斯兰化”。 ２００９ 年， 伊朗政府颁布 “希贾布

纯洁计划” （Ｈｉｊａｂ ａｎｄ Ｃｈａｓｔｉｔｙ Ｐｌａｎ）， 目标就是规范伊朗女性的衣着， 要求

她们的衣着必须符合伊斯兰的规定。③ 据统计， 仅 ２０１０ 年， 伊朗全国有 ５ ５
万名女性响应该项计划。 此外， 霍梅尼曾在建国之初组建道德法庭 （Ｍｏｒａｌｉ⁃
ｔｙ Ｂｕｒｅａｕ） 等机构， 以确保伊朗遵循 “伊斯兰的方向” 发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初， 伊朗政府还建立革命委员会， 进一步保证社会文化的 “纯洁性”。 伊

朗政府还禁止传播西方流行音乐、 赌博、 酒精等， 以此保证社会风气 “纯
正”。 伊朗政府在保证社会风气 “伊斯兰化” 的举措是全方位、 综合性的。

２１ 世纪初， 巴斯基建立了惩戒扬善复兴局 （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ｂｉｄ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ｒｏｎｇ）， 倡导伊朗民众行为规范

符合伊斯兰教法， 以防过分 “西化”。 另外， 巴斯基民兵还会时常在每周四

夜晚 （伊朗周四、 周五为假期）、 拉马丹月 （Ｒａｍａｄａｎ）、 慕哈兰月 （Ｍｕ⁃

８３１

①

②

③

牟宗琮： 《伊朗承认民兵组织承认建有网络部队》， 《人民日报海外版》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第 ２１ 版， 第 １ 页。
Ｇｏｌｎａｚ Ｅｓｆａｎｄｉａｒｉ， Ｉｒａｎｓ Ｂａｓｉｊ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ｔｏ Ｃｏｖｅｒ Ｏｃｃｕｐｙ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Ｒａｄｉｏ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Ｏｃｔ ３１，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ｆｅｒｌ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ｉｒａｎ⁃ｂａｓｉｊ⁃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ｗｅｂ⁃
ｓｉｔｅ⁃ｃｏｖｅｒ⁃ｏｃｃｕｐｙ⁃ｗａｌｌ⁃ｓｔｒｅｅ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２４３７７３７８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１ 日。
所谓 “希贾布服饰风格” 是指穆斯林妇女穿着的面纱或头巾， 更多泛指穆斯林风格的服

饰， 与西方文化服饰文化风格有明显区别， “希贾布” 还具有谦逊和美德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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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ｒｒａｍ） 等特殊时期活跃在城镇街头进行巡逻， 偶尔会对过往行人携带的物

品抽查， 以防违禁物品在市面流通。
巴斯基作为民兵的部队具有军事属性， 有义务保护辖区内重要政治人

物、 重要建筑乃至普通民众的安全。 两伊战争期间， 巴斯基民兵主动承担

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 还曾组织群众保卫德黑兰市区的供电所和自来水厂

的安全， 以防伊拉克导弹袭击。 １９９８ 年， 巴斯基镇压了科桑 （Ｋｈｏｒｓａｎ） 小

城发生的民众骚乱， 维护伊朗与阿富汗边境的安定。① ２００５ 年， 伊朗政府拨

款 ３ ５ 亿美金给巴斯基民兵下属的阿舒拉 （Ａｓｈｕｒａ） 和扎赫拉 （Ｚａｈｒａ） 两

大机动部队更新装备。 其中， ７０％的资金用于购买轻型武器。② ２１ 世纪的前

十年， 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伊朗邻国先后爆发战争， 一时间伊朗国家外

部安全面临巨大威胁。 哈梅内伊与伊斯兰革命卫队积极着手应对可能爆发

的 “非对称性战争”， 并且制定了进一步发挥巴斯基民兵作用的方案。 时任

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官的阿里·贾发里强调， “巴斯基民兵未来可能需要面

对各种威胁， 必须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届时需要体现出应有的忠诚和坚韧

品质”。③ 另外， 在伊朗大部分城乡地区皆有巴斯基抵抗基地的存在， 为维

护伊朗基层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巴斯基民兵的多维影响

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认为， “人类社会权力的来源包括意识形态、
经济、 军事和政治四方面的权力， 它们都是相互交叠的社会互动网络， 这

几种权力间可相互转化”。④ 巴斯基民兵作为准军事组织， 其影响力远不仅

限于军事和政治领域内， 同时还能够在伊朗国家发展改革进程中获得经济

赋能， 并能够展现出伊朗社会发展的问题所在。

９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９５
Ｂａｓｉｊ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Ｂａｔｔａｌｉｏｎｓ， 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ｓ ｉｎ Ｔｅｈｒａｎ， Ｒａｄｉｏ Ｆａｒｄａ， Ｎｏｖ ２５，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ａｄｉｏｆａｒｄａ ｃｏｍ ／ ，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１０３
〔英〕 迈克尔·曼：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一卷）， 刘北成、 李少军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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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治影响

首先， 从政治合法性角度看， 巴斯基民兵的广泛存在， 以及与伊朗官

方的密切联系， 客观上增强了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 伊朗政权的合法

性伴随伊斯兰革命而确立。 １９７９ 年至今， 伊朗政权之所以保持稳固， 很大

程度上与广大民众的支持密切相关。 巴斯基民兵作为吸纳大量民众加入的

组织，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认同。 广大民众

在加入巴斯基民兵后， 伊斯兰革命的价值观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和渗

透， 国家的凝聚力也得以提高。
其次， 巴斯基民兵是民众实现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之一。 正如美国学

者西德尼·维巴所说， “政治参与是平民或多或少地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举

及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① 塞缪尔·亨廷顿也认

为 “政治参与的扩大是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化国家的标志， 是衡量一个

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② 因此， 从某种程度而言， 伊朗政治发展

不能离开巴斯基民兵这样的组织。 尽管其本身具有一定缺陷， 但它从客观

上也为民众表达自身政治立场提供了途径。 另外， 广义而言， 这也是广大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扩大政治参与的普遍做法， 是社会中心与边缘

的一种融合。
最后， 巴斯基民兵参与政治选举事务的做法，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本

该具有的职业性。 巴斯基民兵是预备役性质的武装力量， 不能局限于政治

派别的利益， 而应以国家安全为己任。 但 “即使在现代西方社会中， 高水

平的客观文官控制军队仍然是罕见的现象”。③ 因此， 如何处理巴斯基民兵

“干政” 的问题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巴斯基民

兵只是募兵机构， 对政治的干预也极少。 但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 在最

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默许和支持下， 巴斯基民兵不得不做出选择， 逐渐参与

政治事务。 军政之间互不干扰的模式就此被打破， 巴斯基民兵沦为政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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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 西德尼·维巴： 《政治参与》， 格林斯坦、 波尔斯比编 《政治学手册精选 （下卷）》，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６， 第 ２９０ 页。
〔美〕 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王冠华、 刘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２８ 页。
〔美〕 塞缪尔·亨廷顿： 《军人与国家》， 李晟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第 ８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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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派手中的工具， 成为竞选工具。 对保守派来说， 得到巴斯基民兵的支持

当然会有助于其增加更多政治筹码， 获得更多的利益。 同时， 巴斯基民兵

与保守派之间也会形成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的利益共同体， 一旦固化，
将会很难改变， 也势必会影响伊朗民主政治的发展现状与未来， 不利于伊

朗政治改革步伐的迈进。

（二） 经济影响

从经济层面看， 巴斯基民兵还存在经商行为， 对伊朗经济也产生了双

重影响。 两伊战争结束后， 伊朗国家百废待兴， 经济增长疲软， 资金非常

短缺。 时任总统拉夫桑贾尼允许巴斯基民兵经商来获取更多的经费。 １９９１
年， 巴斯基成立下属基金会——— “巴斯基合作基金会” （Ｂａｓｉｊ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下文简称 “巴合会”）。 之后， “建设巴斯基”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和 “行会巴斯基” （Ｇｕｉｌｄｓ Ｂａｓｉ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相继组建，
这三大组织就是巴斯基民兵日后涉足伊朗经济领域的主力军。

一方面， 巴斯基民兵的经济行为的确会对伊朗经济产生一定积极作用。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巴斯基下属的 “巴合会” 建立六大下属机构， 分别

是： 巴斯基住宅基金会、 巴斯基传媒基金会、 免息基金会、 消费品基金会、
伊斯兰勇士文化艺术基金会、 科研教育奋战者基金会。 巴斯基民兵通过这

六大组织， 涉足伊朗金融、 零售、 科技以及教育等多个领域， 谋求了更多

利润。 显然， “巴合会” 凭借政府的政策支持， 经商行为一般都能够实现一

定程度的盈利， 也会有助于为其成员提供更多福利。 同时， 这也在客观上

能够对伊朗高企的失业状况起到一定缓和作用。①

但另一方面， 这对伊朗经济也存在严重的负面影响。 巴斯基民兵组织

在经商过程中， 因享受政府政策支持， 经营时会时常出现贿赂、 腐败、 低

效率粗放式生产、 管理混乱等问题。 ２００９ 年， 巴斯基民兵下属的摩赫西斯

德经纪公司 （Ｍｅｈｒ⁃ｅ Ｅｇｈｔｅｓａｄ⁃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Ｂｒｏｋｅｒａ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以不足市场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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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Ｐａｒ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ｒａｎｓ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４， ２０１２， ｐｐ ６３０ － ６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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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３ 的价格购买了大不里士拖拉机厂近一半的股份。① 显然， 这其中会存在

经济腐败和暗箱操作等问题。 另外， 据伊朗议会战略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９ 年， 国有企业的并购中， 只有 １９％ 由社会资本完成， 其余大部

分国有资产都被巴斯基民兵或其他具有官方背景的企业收购。② 这使伊朗国

有资产进一步流失， 其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势必举步维艰， 难以实现预期

成效。

（三） 社会影响

从社会影响看， 巴斯基民兵对伊朗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多重的， 当然也

折射出了很多社会问题。 首先， 从文化构建的角度看， 巴斯基民兵对弘扬

伊朗伊斯兰革命文化具有促进作用。 近年来， 西方享乐主义思想正潜移默

化地影响伊朗年轻人。 据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伊朗全国人口为 ８０８４ 万人，
其中， 超过 ５０％的人口是在 １９７９ 年之后出生的。③ 这也就意味着， 从国家

发展长远角度看， 这一代青年人毫无疑问决定了伊朗的未来。 他们对伊斯

兰革命价值观的认同与否和程度高低将直接影响现有政权的稳固程度。 最

高领袖哈梅内伊十分重视伊朗青年人成长的环境， 认为 “文化是国家认同

的本质。 文化先进才会让国家更加先进， 必须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 保持

伊朗伊斯兰文化的纯正性”。④ 因此， 在伊朗大学和中学中设立巴斯基民兵

组织， 吸纳年轻人加入， 自然会有助于青年人价值观的塑造， 从而防止西

方文化的过度渗透。
其次， 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看， 该组织对伊朗妇女地位的提升也发挥了

作用。 一直以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常常以伊朗女性地位较低等理由

指责伊朗人权情况， 批评伊朗政府严重限制公民的权利。 事实上， 自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以来， 伴随着伊朗城市化运动的开展， 妇女受教育水平和就业水

２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Ｍｏｒｔｅｚｉ Ｎｉｋｐｅｎｄａｒ，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ｎｔ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ｒ
Ｚｉｎ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ｈｅｓａｂｚ，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９，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ａｈｅｓａｂｚ Ｎｅｔ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９２，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 日。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１７０
“ Ｉｒａｎ ”， ＣＩＡ Ｗｏｒｌｄ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Ｊｕｎｅ ７，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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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 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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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都在不断提高， 伊朗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也随之高涨。 巴斯基民兵

下设有巴斯基妇女社会组织 （Ｗｏｍｅｎ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ａｓｉ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工人巴斯

基组织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Ｂａｓｉ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和雇员巴斯基组织 （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Ｂａｓｉ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等 ２０ 余个分支①， 积极吸纳女性参与。 其中， 巴斯基妇女社

会组织专门为女性设立， 两伊战争期间还向前线输送了大批护士。 战后，
该组织积极为其女性成员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 帮助她们掌握独立生活的

能力。 巴斯基民兵在客观上为促进伊朗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最后， 从社会多元化构成的角度看， 伊朗不同阶层人群对待巴斯基民

兵的态度并不一致。 巴斯基民兵成员来自中高等收入的家庭并不多。 一些

伊朗民众对巴斯基民兵不满， 有时会嗤之以鼻。 他们认为巴斯基民兵的行

为严重侵犯了个人隐私。 ２０１７ 年岁末， 伊朗发生的 “十月风波” 中 （伊朗

历是十月）， 不少抗议群众高呼 “反对巴斯基， 巴斯基去死” 的口号。 以此

来看， 巴斯基民兵组织只是获得了部分民众的支持， 从侧面折射了伊朗社

会的多元性特征。 进一步而言， 对于伊朗社会发展来说， 巴斯基民兵不可

或缺， 通过观察巴斯基民兵的发展折射出伊朗社会的诸多问题。

结　 语

历经约 ４０ 年的发展之后， 巴斯基民兵已经成为伊朗规模庞大的准军事

组织。 但与此同时， 平静之下也会潜伏着危机。 伊朗民众加入该组织的时

候， 动机已从两伊战争初期的 “价值理性” 转变为如今的 “工具理性”。 在

创立伊始， 众多年轻人怀揣着保家卫国的热情而参加巴斯基民兵， 走向了

战场。 巴斯基民兵是伊朗民众表达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认同的途径之

一。 “价值理性” 在当时是主流。 战争结束后， 国家经济建设逐步推进， 民

众在参加该组织时， 更多时刻会以个人利益得失作为考量的标准。 据调查

显示， 目前约有 ７９％的巴斯基成员认为获得经济福利是加入该组织的重要

考量。② 巴斯基民兵照此趋势发展下去， 其成员的忠诚性和可靠性将面临严

重的挑战。 因此， 如何实现其成员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方面的相对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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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ａｎａｍ Ｖａｋｉｌ，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２０１１， ｐ ８０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１９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中东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总第 ８ 期）

就成为伊朗政府亟待要解决的问题。
巴斯基民兵肩负的政治派系特征也将影响其未来走向。 短期来说， 在

鲁哈尼的第二任期内， 巴斯基民兵的境遇基本上难言良好。 但是， 从国际

局势演变的外部环境分析， 现任总统鲁哈尼很难消除来自外部环境的威胁，
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敌视及其连带效应。① 再加上美国退出伊朗核协

议的负面效应持续扩大， 伊朗国内保守派势力或可迎来反弹发展之良机。
届时， 巴斯基民兵将会大幅改善其处境。 因此， 有必要继续对该组织的发

展动态保持密切关注和研究。

［责任编辑： 闫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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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陆瑾、 刘岚雨： 《伊朗政治温和派的崛起及其影响》，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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