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18年10月8日 星期一 国 际责任编辑 /张小丽 Tel：010-66720063 E-mail：zhangxiaoli0418@163.com

地址：北京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部电话：（010）66720702 广告部电话：（010）68589818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本期售价：0.57元 月订价：12.5元 年订价：150元 本报北京印点：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5年内裁军15万

据报道，此次“陆军骨干评估”主要
是对 120 万印度陆军人员进行整体评
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完成 3项工作：一是
未来 4~5年裁军 15万，让陆军变得更精
干、高效；二是提高全军战备水平，作好
应战准备；三是打破各军兵种司令部间
的森严壁垒，并进行优化重组。

目前，拉瓦特已授权一个 11人小组
负责此项评估工作，最终评估报告将于
11 月提交印度国防部。评估小组一名
成员透露，军队精简工作将分步推进：
第一步是在未来 2年裁减 5万人，第二步
是在 2022~2023 年前再裁减 10万人，以
达到裁军 15万的目标。他表示，被裁减
人员将主要来自总部机关、后勤单位、

通信系统、维修基地以及其他行政和支
援保障单位。

这位小组成员说：“多年来，陆军中的
行政单位和后勤机构一再扩大规模，导致
编制重复、机构臃肿。我们需要给这些单
位‘瘦身’，同时打破各单位之间的壁垒，
合并重复职能，精简冗余机构。”

或取消准将军衔

除人员裁减外，印度“陆军骨干评
估”项目还涉及陆军未来需求、军官职
业晋升、基层军官短缺、激励军官士气
以及提高指挥效率等问题。最引人注
意的，是评估小组正在研究取消陆军准
将军衔的可能性。小组成员表示，这样
不仅可以理顺军人的职业晋升道路，还
能节省大量经费（约为 700亿卢比），“我

们可以用这笔钱购买急需的武器。”
《印度防务评论》网站称，印度陆军

目前面临严重的经费短缺问题，甚至无
力购买足够的基础武器。比如，陆军今
年 6月只下达 25万支突击步枪订单，而
实际需求量为 80万支。印度前陆军副
总参谋长萨拉斯·钱德曾表示，印度陆
军68%的装备趋于老化，亟须更新换代。

取消准将军衔就能为印度陆军节
省 700亿卢比？很多印度民众对此持怀
疑态度。他们认为，无法保证取消准将
军衔就一定能节省如此巨额的经费，即
便真能省下 700 亿卢比，这笔钱最终能
否返回陆军手里，也是个未知数。

火速提拔士官凑数

“陆军骨干评估”小组还发现，印

度陆军面临军官短缺问题。数据显
示，目前，印度陆军基层军官约有 8000
人缺口，但严苛的晋升程序制约了军人
的晋升。

评估小组成员表示：“印度陆军尉
官晋升时竞争异常激烈，很多人因各种
限制不得不在低级委任军官门槛外徘
徊，无法晋升为真正的军官。”他们在调
查中发现，印度陆军某系统甚至发生
过 5000 人同时申请晋升准尉的情景，
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

评估小组称，将研究快速、大量提
拔优秀士兵和低级委任军官或士官的
可能性，以充实印度陆军基层军官队
伍。同时，为填补士官提拔后留下的空
缺，印度陆军还可以直接从地方招收士
官。新士官入伍后，可在军官训练学校
接受为期1年的训练。

俄曝光空射“航母杀手”

据俄媒报道，俄国防部近期公布
新型 X-35U 空射反舰巡航导弹发射
视频。该导弹由俄“战术导弹武器”集
团公司研发，是 X-35的改进型，但速
度是前者的 2倍，可配备在苏-35、米
格-29和图-142等俄军机上。据悉，
苏-35 携带 X-35U 反舰导弹可摧毁
从小型快艇到航母的任何水面目标。

西巴尔干国家“入欧”迟缓

欧盟安全研究院近日发布报告

称，自 2013 年克罗地亚加入欧盟后，
“西巴尔干国家”（克罗地亚、塞尔维
亚、波黑、阿尔巴尼亚、黑山和马其顿
等）就开启了“入欧”进程，但迟迟未能
加入。这主要受 5大因素影响：一是
各国人口下降、人才流失；二是失业率
居高不下；三是民族矛盾突出；四是教
育水平达不到欧盟平均水平；五是基
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水平有待提高。

（安筱彤）

近期,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发布

一份题为《德国与欧洲防务合作——

后大西洋时代的转折点》的研究报告，

对德国当前面临的战略安全环境进行

分析，并对德国在欧洲防务一体化进

程中的作用和安全政策进行阐述。在

当前美欧关系持续紧张背景下，欧洲

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加强自身防务建设

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其中，具有欧洲

盟主之称的德国将发挥何种作用，成

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

德国认为，随着安全威胁来源越

来越多样化，其外部战略环境发生了

重大变化，已超出德国自身的应对能

力。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

多次威胁欧洲盟国提高军费，使包括

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感到美国的安全

承诺不再可靠，必须加强自身防务体

系建设，以共同应对突发危机，减少对

美国的依赖。

实际上，德国关于推动欧洲防务

一体化合作的想法由来已久。2016

年6月英国决定脱欧后，德国将此视

为推进欧盟防务一体化的重大机

遇。同年7月13日，德国国防白皮书

明确提出适时重启“欧洲防务共同

体”的构想，并发出“创建指挥欧盟军

事行动的联合司令部”“深化欧盟成

员之间永久性防务合作”等倡议，致

力于建立一支统一的“欧洲军队”。

2017年 12月，德国又积极推动欧盟

25个成员国签署联合协议，确定构建

“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框架，并在此

框架下推动法英等欧洲9国签订“欧

洲干预倡议”意向书，通过组建一支

联合军事干预部队，迈出欧洲共同防

务合作的实质性一步。

在德国等国的推动下，欧洲防务

一体化已取得明显进展，但由于仍存

在各种阻力，其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

首先，德国政府和民众对加强欧

洲防务合作态度不一致。目前，德国

政府已采取多种举措加强欧洲防务合

作，但国内民众支持率并不高。研究

报告称，很多德国民众认为，该国面临

的安全威胁并不大，叙利亚和伊拉克

战火距离太远，不会对德国甚至欧洲

构成太大危险，因此没必要承担过多

国际义务。

其次，法德之间的矛盾分歧，也

是制约欧洲防务合作进程的重要因

素。法德被称为欧洲防务合作的“发

动机”，因此，在欧洲防务一体化上，

法国的立场和态度至关重要。目前，

尽管法德都积极倡导和推动欧洲防

务一体化，但两国都有自己的“小算

盘”。如果最终建成的欧洲防务体系

被德国主导和操控，法国肯定不愿接

受，两国围绕防务一体化主导权的争

夺还将持续。

最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也是欧

洲防务一体化绕不开的一道坎。欧洲

在北约框架之外“建军”，必然会引起

资源竞争，并挑战北约作为欧洲主要

防御机构的领导地位。美国一直将北

约视为其实现全球战略的工具，不会

允许欧洲另起炉灶，建立与北约分庭

抗礼的军事力量。因此，如何消除美

国对欧洲防务一体化建设的顾虑，是

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面临的棘手

难题。

可以预见，如果这些难题得不到

解决，未来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将难

以深化，各种势力围绕欧洲安全事务

主导权的战略博弈也将长期存在。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外军研究中心副主任）

日本自卫队出现首位女战斗机飞
行员后，防卫省又趁热打铁，解除海上
自卫队潜艇部队只招男性艇员的禁
令，开始招募女性自卫官上艇服役。
此举标志着日本将全面废除对女性自
卫官的兵种限制。这项计划在 2023
年前落实的新规定，将使日本成为亚
洲第一个允许女性进入潜艇长期服役
的国家。

日本自卫队近年一直在阶段性解
除对女性的兵种和岗位限制。航空自
卫队 2015 年宣布废除女性担任战斗
机飞行员的限制，今年 8月 24日，自卫
队第一位 F-15 战斗机女飞行员开始
执行空中巡逻任务。海上自卫队 2008
年取消女性登舰服役限制，并于 2016
年废除导弹快艇方面的限制。2016年

2月，海上自卫队作战舰艇诞生首位女
舰长——“山雾”号护卫舰舰长大谷三
穗（二等海佐，相当于海军中校）。陆
上自卫队则在 2016 年废除女性担任
战斗直升机飞行员的限制，2017年取
消女性担任坦克兵、侦察兵和步兵等
一线战斗岗位的限制。

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近年来，日
本女性自卫官人数不断增加。截至
2018年 3月，日本自卫队约有 1.5万名
女 性 自 卫 官 ，占 自 卫 队 总 人 数 的
6.5％。防卫省计划在 2030 年前将这
一比例提高至 9%，而后将这一比例维
持在12%左右。

实际上，一些作战岗位并不适合对
女性开放。例如，陆上自卫队一些可能
面临辐射危险的特种岗位、海上自卫队
的潜艇岗位等。尤其是潜艇空间狭小
而密闭，任务时间长，淡水资源有限，绝
大部分潜艇内并无女性专用的房间、卫
生间、洗澡间，无法提供男女有别的隐
私环境，因而，此前防卫省一直对女性
自卫官进入潜艇服役持谨慎态度。但
随着日本老龄化趋势严重，适龄服役
人口不断减少，自卫队普遍面临缺员
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潜艇部队。据
悉，自卫队潜艇现役乘员满编率低位
徘徊已成常态，而安倍政府又打算大
幅增加潜艇数量，目前，海上自卫队仅
靠男性艇员恐怕难以正常完成任务，
只好尝试通过此举缓解人力短缺。

对于防卫省允许女性自卫官进入
潜艇服役的做法，日本国内存在不少
质疑，认为目前的潜艇在设计之初并
没有考虑女性上艇，也没有进行专门
设计，即便政策允许女性上艇，距离真
正落实还有一段距离。不过，可以预
见，为方便女性进入潜艇服役，日本下
一代潜艇或将进行相应的设计调整。

“多域战”：

值得关注的美军作战新理念
■高 凯 单春锦

在联合作战领域，美军一直走在世界前

列。“多域战”作为联合作战最新理论成果之

一，成为美军近期研究和探讨的一个热点。

美国陆军已将“多域战”写入新版作战条令，

旨在打破军种、领域之间的界限，拓展陆、

海、空、天、电、网等领域联合作战能力，以实

现同步跨域火力控制和全域机动，夺取物理

域、认知域和时间方面的优势。有媒体称，

“多域战”是继“空海一体战”之后，美军在联

合作战概念上的又一次创新突破，也是美军

立足未来战争设计联合作战的最新观点。

推动欧洲防务合作，
德国有心无力

■方晓志

印度陆军启动
大规模评估项目

■郝福军 谢培颖

据《印度防务评论》网站报道，印度陆军参谋长拉瓦特近日下令
启动史上最大规模“陆军骨干评估”项目。报道称，印度陆军各兵种
司令部负责人对此表示支持，他们一致认为，印度陆军过于臃肿，需
要进行精减以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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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领域向多维空间拓展

美军认为，跨域作战是陆军作战的
基本方式，在联合作战中，陆军要有能
力集成同盟的战力实施跨域作战。因
此，在“多域战”中，过去那种以军种为
界限划分作战域的模式已不可取，必须
打破陆军和其他军种、地面和其他作战
域之间的隔阂，使陆军能够依靠前沿战
场态势感知能力、目标识别能力和精确
打击能力，主动从地面向海、空、电、网
等多个作战域投射力量，保持对敌优
势。陆军在全域作战、跨域打击能力跃
升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与其他军种高度
融合，各个军种的作战职责和生存空间
得以丰富和拓展，实现全空间域内火力
和机动能力的同步协调与联动。

◆作战要素向高度融合转变

“多域战”区别于现有联合作战模
式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各军兵种可以在
不同作战域共享信息和资源，甚至同步
行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缝”链接。
随着未来作战空间渐趋一体化，维度单
一、军种独占的作战域将不复存在。为
整合作战能力、创建并利用优势窗口，
以构建弹性作战编队，美军将更加注重
军种联合向作战要素融合、能力融合、
体系融合的转变，通过作战要素的“多

位一体”融合，使各军种能够遂行多元
化作战任务，确保联合部队在各个作战
域拥有充分的机动自由并保持作战优
势。这种全方位的融合是美军为掌握
战局在军种之间构建的良性互馈，能够
为指挥官提供“菜单式选择”，使其作战
决策更加多元、灵活、高效，体现了与
“多域战”相契合的全域融合、全局统
筹、全面决策的联合作战思维。

◆指挥体制向高效扁平延伸

美军认为，在未来的多域作战中，
各作战域界限模糊并处于高度竞争状
态，只有建立起更加科学高效、机动灵
活的作战指挥体制才能占据主动。一
是强调任务式指挥理念，即以作战任务
为牵引，采取集中计划、分散执行的指
挥模式。从指挥官到每位作战人员都
要树立任务导向思维，根据自身角色和
职能争取主动权。这种更加扁平化的
任务式指挥体制，赋予基层作战指挥官
更大的战场指挥权。二是创新智能指
挥体制。依托云计算、无人自主系统、
大数据智能化分析等网络技术和信息
平台，指挥官可以实时搜集和高效精准
分析战场数据，在此基础上作出全局
性、预见性、合理性的作战决策，并通过
相关网络向各个指挥节点共享信息和
传递决策，直至单兵系统。

◆军队编制向精简多能改变

2017年 2月 24日，美国陆军和海军
陆战队联合发布的《多域战：21世纪的
合成兵种》白皮书，详细阐述了“多域战”
概念的具体落实方案，明确提出要在联
合部队内建立灵活、更具适应性的编队，
通过改变部队部署态势加强对敌威慑。
“多域战”要求美军的编制在小型化、更
加灵活和具有弹性的同时，还要具备覆
盖多域的“T”型作战能力，即横向要和
其他军种进行融合，纵向要将其他军种
优势力量融入自身。依靠这种多能高效
的作战编制，美军将实现快速、多线部署
和独立、多域作战，这与之前美军提出的
分散部署、避敌火力、隐蔽渗透、全域参
战的“分布式作战”概念有相似之处。可
以预见，在未来的“多域战”中，美军的联
合作战实现层面将会显著下移，由战役
层面逐渐延伸至战术层面，甚至体现在
排级作战中，这既是美军打造“小编制、
大能力”部队的新举措，也是联合作战发
展演变的必然趋势。

◆技术装备向整合创新发展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抵消战略”中，
美军分别凭借核技术和信息技术优势，
在与苏联的军事竞争中占据主动。作为
美军第三次“抵消战略”的重要一环，先

进技术同样是推动“多域战”概念最终落
地的关键突破口。2017年 3月，时任美陆
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司令帕金斯在“多域
战——全球军力研讨年会”上提出，美国
陆军未来作战应重点发展8项关键能力，
包括跨域火力控制、作战车辆、远征任务
指挥、网络和电磁频谱、机器人/自主化系
统、单兵/编队作战能力等。美国前太平
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还曾呼吁把陆军和
海军的导弹防御网相互连接，从而建立
更加严密的防御网络，以应对来自对手
的导弹集火攻击。这都体现出在未来联
合作战环境中，美军各军种平台一体化、
技术通用化、打击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点 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

与曲折性的统一，美军的“多域战”

亦是如此，挑战与机遇并存。现阶

段，“多域战”仍处于理论研究期，

要使其付诸实践，美军仍须克服根

深蒂固的军种利益之争、技术装备

的研发经费压力和指挥官的能力

不足等重重障碍。不过，无论是美

军的“空海一体战”，还是“多域战”

理论，其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

的目标指向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

值得重视和关注。

印度陆军试图成为一支可快速部署、操作灵活的军事力量

美陆军第160特种航空团成员与特种作战艇员进行联合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