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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策略谋求战略制衡

复杂的周边安全态势，武装力量现
代化目标的政策延续，及捍卫国家利益
的基石地位，都将促使普京在新任期内
继续把防务力量建设摆在优先位置。

不久前普京批准的《2018~2027年国
家武器装备发展纲要》（下称《纲要》）和
发表的年度国情咨文，向外界披露了未
来6~10年内俄强军路线图，即打造一支
装备现代化程度高、具备多重战略遏制
和实战优势的武装力量。《纲要》明确，
2020年前俄各军兵种武器装备现代化比
例要达 70%以上，可以预期，未来 3年普
京将加快推动俄现役兵器的更新步伐。

其中，陆军和空降兵武器更新方面
的投入将占武器装备资金的近 1/4，包
括 T-14坦克、“库尔干人-25”步战车、
“飞旋镖”轮式装甲运输车和在“阿玛
塔”平台基础上制造的装甲车将在 2~3

年内列装陆军部队；空降兵将完成 10
项未来兵器和技术装备的设计与列装
工作，优先提升火力、防护性和自动化
水平；海军 2020年前列装 3款 8艘新型
护卫舰和 5艘北风之神-A级战略导弹
核潜艇，2026 年前列装北风之神-B级
战略核潜艇和亚森级多功能潜艇，完成
1艘核动力巡洋舰的现代化升级改造；
空天军在 2020年前完成 60架米格-35
战机和 S-500远程防空导弹的列装；战
略火箭兵将逐步完成“亚尔斯”“萨尔马
特”等洲际弹道导弹团的换装工作。

普京在胜选后表示，尽管俄国防预
算连续 3年削减，但武器装备现代化进
程“绝对不会受到影响”。未来有序推
进武器装备力量发展建设，将对俄军实
战化能力大幅跃升产生积极作用。

军兵种建设投向方面，在强化战略
威慑力量和常规军力的同时，新疆域部
队、快反和特种作战领域，将成为俄防

务领域关注的重点。俄国防部已着手
建设现代化军事卫星集群，除“宇宙”
“眼睛”等空间系统外，“芍药”和“雪豹”
等新一代军用航天系统将成为“普京
4.0”时代重要的太空战略资源；针对安
全威胁的日益多元，俄将对空降兵进行
编制体制调整，组建坦克连、无人机连
和电子对抗连，陆军特种部队将能独立
遂行覆盖俄全境甚至海外的作战任
务。俄防长绍伊古表示，通过提升兵种
能力和职能“来抢占未来军事制高点”。

此外，高超声速武器等“撒手锏”、
拟于 2025年前落实完成的俄空天防御
和预警监视系统，以及依托中东战场不
断实践提升现代战争理念和经验，均反
映出俄谋求依托军事制衡优势实现国
家战略和核心权益的目标意图。

“竞合”外交寻求整体突破
与近期频繁展示的军事“硬”实力

相呼应，普京的外交谋略和战术策略也
是该国应对复杂国际形势的重要“软”
资产。普京也在获选后表示，将继续发
展与世界各国外交联系，并致力于在外
交领域寻求与西方关系的缓和。

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加紧的
封锁孤立，普京政权将在延续以往强势
外交姿态的同时，在反恐、无核化、地区
间非传统安全威胁乃至核裁军等领域
以“共赢”式战术合作来实现外交突
围。比如：面对英国方面所谓“双面间
谍中毒”事件的指责和单方面调查，予
以坚决回应，强制遣返 23 名英方外交
人员；面对美国民主党不断鼓噪的“通
俄门”和“干预美国会中期选举”，明确
给予否定；在朝核问题上，积极寻求介
入渠道，增加与美斡旋空间；与美、法等
国安全部门开展反恐合作，扩大利益
“交集”圈。

在新任期内，普京可运用的外交筹

码依然很多。首先，在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美推动“印太”战略，及西方因美
国贸易保护主义出现争议的国际环境
下，俄可借助自身在独联体影响力和欧
亚经济联盟等组织的实力，在大国间竞
争与合作中灵活施用外交筹码，摆脱外
部封控，处理美欧关系。其次，俄此前
在地区热点的军事与外交存在，为“普
京 4.0”时代的外交铺垫了基础，在叙利
亚局势、亚太海洋权益争端及伊核、朝
核问题上，俄均积聚了一定外交话语
权，为美俄对话与合作提供契机，为在
地缘格局重塑中扮演关键角色增加了
筹码，为展现大国外交提供了平台。再
次，作为长期执政的领导人，普京个人
魅力和影响力本身就是俄外交一笔宝
贵的财富，其与特朗普等西方领导人的
私人关系，及所擅长的“首脑”外交都将
成为俄在处理西方关系中的重要内容。

总体而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短期内对俄“挤压”政策路线难有根本
改变，普京虽拥有一定的外交筹码和
“腾挪”空间，但强势反制仍是主要基
调，适时把握时机实现外交领域战术突
破，恐将是普京政权处理与西方关系的
主要策略。

多“管”施策确保政权稳定
与“秀”防务和外交领域等“窗口”

力量不同，普京自 2012 年以来不断加
强对国内信息安全、非政府组织和反对
派的管控，并通过机构改革、官僚整顿
和强势反腐来争取民意，近 77%的高票
当选，也反映出其在国内施政方面的成
效和支持度。

新任期内，普京在国内政策方面势
必以“稳”字为要。一是严格执行相关
法律，抵制西方渗透策反，杜绝“颜色革
命”的发生，确保政权稳定；二是稳步推
动机构改革，针对政府部门效率低、官
僚作风重等现象，采取同类机构合并、
压缩臃余人员、强势反腐的手段策略；
三是逐渐推动梯队建设，外媒普遍预
测，未来 6年中，“后普京时代”接班人
将浮出水面，如何选择、怎样培养将考
验普京本人的智慧。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久前又放出了

“卫星”。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米拉马航

空基地的演讲中，特朗普宣称将在美

军序列中增加一支“天军”，作为一个

独立军种执行任务。毫无疑问，特朗

普此番言论势必引发太空军事化，改

写美国的太空政策。难不成，特朗普

也想来个“大闹天宫”？

说美国没有太空实力，恐怕谁也

不信。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就提出

了“星球大战”计划。尽管美军五大军

种中一直没有独立的太空部队，但成

立于上世纪50年代的北美防空防天司

令部事实上就承担着“天军”的部分职

能。1982年，美国空军还专门成立了

太空司令部，主要执行导弹预警、航天

器监控等任务。此外，美军还多次开

展“施里弗”系列太空军事演习，并在

近几场局部战争中将太空系统用于实

战，检验其太空作战实力。

特朗普和五角大楼并未详细阐述

太空部队的具体构想。事实上，美军现

有的太空部队不仅在地位上“依附”空

军，指挥权也是“三分天下”，空军太空

司令部、国防太空委员会和主管太空作

战的空军副参谋长，均可对太空部队建

设管理发号施令。因此，特朗普版的太

空部队首先要打破现有的指挥体制。

当然，要想“大闹天宫”，也绝不只

是说说那么简单。此前，美国军方和

国会就是否组建独立的太空部队吵得

不可开交。此番特朗普提议组建独立

的“天军”后，更引发了美军内部激烈

的“口水战”。美空军的态度是极力确

保太空部队依旧在其麾下，对太空部

队剥离后的空军地位和预算额度一直

顾虑重重。一旦太空部队成为与自己

“平起平坐”的独立军种，就意味着美

空军之前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自然

不会轻易交出太空部队的控制权。

对此，五角大楼也有自己的考量，

在没有明确战略规划和追加投资的情

况下，太空部队的独立成军不但没有实

现太空作战力量的整合，甚至还可能加

重国防负担。更何况美军现有的太空

武器依旧面临着诸多问题，个个都是

“吸金大户”，现在重点投资太空部队挑

起太空军备竞赛，可能将更多的钱“打

水漂”，确实有些不划算。美国国会议

员也纷纷为自己的利益集团代言，如何

切分“天军”这个“大蛋糕”难以达成共

识，势必在内讧中迟滞成军计划。

更何况，特朗普开个玩笑随便说

说也不是不可能。此前特朗普就表

示，他最初提出这个主意只是当作玩

笑，但随后认为这还真是个好主意。

特朗普是否会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还

不好说，毕竟在此前美国建立太空部

队的数次尝试中，特朗普都毫不犹豫

地投了“反对票”。特朗普在此时放出

“太空部队”的言论，也与其所处的国

内政局不无关联。特朗普此次演讲旨

在强调他支持增长军费和扩充军备的

决心，放出“太空部队”这个话题更能

引起关注。更何况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即将到来，拼凑政绩为选举注入“强心

剂”也不无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曾几何时的“星球大

战”计划，就忽悠着苏联将大量资金投入

军备竞赛，从一定程度上拖垮了苏联。

如今特朗普再出组建“天军”论调，是否

想挑起新时期太空军备竞赛，值得深思。

在经过长期的政治审查和讨论后，
白宫推翻之前不向乌克兰出售致命性武
器的态度。3月 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
将向乌克兰出售 210 枚 FGM-148“标
枪”反坦克导弹和 37具导弹发射器，总
价值约 4700万美元。3月 22日，美国国
会散发的 2018财政年度预算草案显示，
国会将为军事援助乌克兰拨款 2 亿美
元，包括提供致命武器。然而，美国《防
务新闻》网近期刊文回应称，美国武装乌
克兰的做法是个错误。

文章作者丹尼尔·佩特里斯称，美国
和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有着各自的
利益。乌克兰既是俄罗斯战略上的一个
脆弱环节，也是其抵御西方国家渗透影
响的缓冲地带，所以乌克兰局势如何走
向，对于俄罗斯来说十分重要。

丹尼尔在文章中写道，国际政治的
核心其实就是国家间的战略竞争。这一
残酷的游戏驱使着所有国家做出明智的
决策，以决定哪些战争和冲突要根据国
家利益而介入，哪些战争和冲突要留给
该地区自行解决。将乌克兰置于一个核
大国的对立面，算不上是明智的决策，但
也要记住，乌克兰并不是美国的盟友。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冲突中有着比美国
更多的利害关系，所以俄罗斯也愿意为
此付出更多。

文章称，虽然一些白宫高层认为，这
批反坦克导弹可以击毁乌克兰东部民间
武装人员手中的俄制坦克，但在这一胶
着数年的冲突中，这批导弹所能发挥的
作用也仅限于冲突前线地区。出售武器
的行为只会使本就不好的美俄关系雪上
加霜，这对美国是不利的。

丹尼尔指出，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
者在反对俄罗斯介入乌克兰战事的同
时，还应该理解为什么俄罗斯会这样做，
以决定在何处及用何种方式来回击俄罗
斯，问题的答案就是西方国家不必随时
随地回击俄罗斯的所作所为。向乌克兰
出售武器，在克里姆林宫看来，是威胁俄
罗斯国家安全并向俄罗斯施压的敌对行
为，克里姆林宫将采取有力的报复行动，
这是华盛顿在进行决策时必须考虑的一
个重要因素。

丹尼尔称，从很多方面来看，特朗普
政府向乌克兰出售武器，是华盛顿保守
主义者的典型做法，而不是出于战略和
外交政策考虑而做出的。当俄罗斯的做
法明显损害美国的核心利益时，美国坚
决回击俄罗斯是合适的。然而，在一些
非核心问题上，美国更应当与俄罗斯合
作，尝试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分歧。在
其他一些领域，如战略武器控制等方面，
美国同俄罗斯有责任开展合作以促进两
国间的互信。

丹尼尔还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制
定者们也必须明白，介入那些与美国核
心安全利益无关的外部事务，不仅会耗
尽美国有限的资源，还会导致不必要的
对抗发生。向那些在国家安全领域持强
硬态度的人士寻求决策建议的做法，已
经是过去时了。

据俄罗斯《消息报》报道，最近几
年，俄国防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
解决军人子女入托难、配偶就业难等问
题。防长绍伊古为此多次召集电视电
话会议，要求那些对此类问题解决不力
的联邦主体领导人现场说明情况、挖掘
根源、领受任务、列制时间表、制定路线
图，力图为军人们解决后顾之忧，创造
拴心留人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与此同时，俄国防部也非常注重建
章立制工作，希望从体制机制上彻底解
决这些难题。最近，俄国防部制定了一
份法案，取名《关于为无法安排工作的合
同制军人随军配偶发放月补贴数额和程
序的决定》。法案规定，俄军军官和合同
制士兵在军营和驻地无法就业的配偶，
可领取相应补贴。上述人员中如果有人
需要照顾 18岁以下的生病子女，他们也
可享受相应补贴，补贴数额相当于俄罗
斯最低月工资，这个标准 2018年为 9489
卢布（1元人民币约合9卢布）。

法案规定，此类补贴直接由部队发
放。发放对象为无法在部队驻地安排
工作的军人配偶。目前，俄武装力量中
拥有 4万余名女合同制军人，这部分人
员会予以充分考虑。不过，补贴对象首
选在西伯利亚、远东和北极圈内等地处
偏远军营服役的军人家属，在山区和通
行困难地区服役人员的配偶也在此

列。在这些地区驻扎的主要是战略导
弹部队军营、海军岸防部队和联邦安全
局边防部队哨所。此外，优待对象还包
括照顾 18 岁以下生病孩子的军人配
偶。不过，那些到驻外使领馆长期出差
的军人配偶不能享受这一待遇。

军人领取补贴前，须向所在部队递
交申请报告以及与配偶有关的一系列
文件，包括劳动手册、结婚证和护照复
印件，并注明服役地点登记情况，此外，
还需提交当地就业部门提供的证明材
料，证明军人配偶属于失业人员，也不
享受其它补贴待遇。如果属于照顾病
孩的情况，则需提供当地医疗部门出具
的有关材料，证明病孩必须有人照顾才
行，不用提交未就业证明。

俄罗斯强力部门律师协会“近卫军”
会员奥列格·热尔杰夫认为，领取补贴的
手续不是很复杂，所有必需的文件都可
以轻松办完，不会受到官僚主义作风的
拖累。“不过，到原来就业部门办理无业
证明时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一般来
说，这些部门位于行政区中心，不排除有
这样的可能性，比如在西伯利亚某地，为
了拿到这份证明，可能需要从军营坐车
40~50公里才能到办事区。”此前，俄联邦
法律没有此类人员享受补贴的规定，但
允许将军人配偶在偏远地区所待时间计
入其总工龄之内。

曾长期占据世界坦克排行榜前
列，让很多国家陆军趋之若鹜的“豹”2
系列主战坦克，如今神话破灭。在过
去两年，有十几辆“豹”2坦克在中东地
区被击毁。而最近，也是“豹”2坦克用
户的新加坡，其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不
会购买“豹”2系列的最新型号。

不买就不买，本不是什么大新闻，
为何还要国防部发言人出面澄清呢？
这还要怪与新加坡相隔遥远的瑞典斯
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该研究所
的一份军售研究报告称，2016~2017
年，新加坡从德国购买了12辆“豹”2A7
主战坦克。在澄清不会购买新坦克的
同时，新加坡国防部发言人还对该研
究所出现这样的错误表示了质疑，同
时还有两个互不关联的消息来源佐证
了新加坡不会购买“豹”2A7的情况。

2004年，新加坡从德国购买了 96
辆“豹”2A4主战坦克，其中 30辆据称
被用来提供零部件。2007~2012年，新
加坡又增购了 156 辆“豹”2A4 坦克。
此外，新加坡陆军也购买了以“豹”2坦
克底盘为基础研制的配套装甲架桥
车、坦克抢救车、工程车等辅助车型。
新加坡购买的“豹”2A4坦克是德国陆
军的二手货，新加坡对其进行了相关
改进，增加了新的装甲组件、火控系统
和辅助动力系统，战场管理系统以及
指挥官全景观瞄系统，这些改型坦克
被称为“豹”2SG主战坦克。

据称，新加坡不会购买“豹”2A7
的一大原因，就是“豹”2A7坦克的子
系统与新加坡陆军手中的“豹”2SG的
子系统不兼容，毕竟这两型坦克虽然
都挂着“豹”2的名号，但改进思路则

完全不同。如果再采购“豹”2A7，会
增大新加坡陆军的后勤和维护压力。

报道还称，新加坡的主要假想敌马
来西亚陆军，装备的是波兰在T-72MI
基础上研制的 PT- 91M 主战坦克，
“豹”2SG在性能上完全可与之对抗，所
以新加坡陆军没有必要耗费巨资购买
价格更贵的“豹”2A7。

虽然新加坡方面并未公开表示，其
不购买“豹”2A7是受到了“豹”2之前在
中东战场上的糟糕表现的影响，但不能
排除这些被击毁的战例，多多少少损害
了“豹”2在新加坡陆军中的形象和地
位。在新加坡采购“豹”2的时候，这种
坦克是近乎神一般的存在，如今却在土
耳其军队手中被击毁了十几辆之多，恐
怕新加坡坦克兵坐在里面，信心也不像
以往那么足了。

俄罗斯如何开启“普京4.0”时代？
■刘柯贝

普京连任后人气高涨。

神话破灭，“豹”坦克遭拒
■易明疆

■张瑷敏

特朗普要“大闹天宫”？多方掣肘难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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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敏

无业配偶领补贴，
俄为军人排忧解难

随着普京以创纪录的得票率再次问鼎俄总统

宝座，俄罗斯未来防务、外交和内政领域的发展方

向和重点，特别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迫近“低谷”的

关系走势，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有外媒称，无论

是持续推进武装力量现代化进程，还是继续软硬兼

具、综合施策的外交策略，以及以维护内部秩序稳

定为内核的机构改革、人事布局等，进入4.0时代

的普京政权势必会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来维护本

国权益，在与西方博弈中抢夺战略制衡权，并不断

谋求战术层面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