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维和成绩单

派出维和军事人员

3.7万余人次

新建、修复道路

1.6万余公里

排除地雷及各类

未爆炸物9800余枚

接诊病患超过

20万人次

运送各类物资器材

135万吨

运输 总 里 程 达

1300万公里

2500余名官兵在

联合国 7个任务区及

联合国维和行动部执

行维和任务

维和行动意义重大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根据安理会或联
大通过的决议，向冲突地区派遣维持和
平部队或军事观察团，以恢复或维护和
平的一种行动。联合国维和行动不仅能
限制冲突持续时间和烈度、减低冲突再
起的几率、遏制冲突扩散，还能够扮演
“第三方”，促进冲突双方和解，为国际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

目前，世界各地有 16个维持和平行
动和 36个特别政治任务，共 127个国家
参加，统称为联合国和平行动。参与维
持和平行动的人员约 11.2万人，其中军
警 95553 人、文职人员 15153 人、联合国
志愿人员 597人等。特别政治任务包括
13 项政治特派团行动、10 名特使和顾
问、13个制裁小组和监测组，共有 8000
多人参与，其中主要是文职人员，也有一
些军警和军事观察员。

中国维和行动从无

到有，从有到多

今年是联合国开展维和行动 70 周
年，也是中国参与维和行动 28周年。联
合国新闻部与维和行动部、外勤支助部
一起，使用联合国 6种官方语言以及斯
瓦希里语、葡萄牙语制作了一系列图片、
语音和视频。这批资料记录了中国维和
官兵在利比里亚、南苏丹、黎巴嫩等地执
行任务的出色表现，各地民众还在画稿
上用 8种语言写着“谢谢中国，感谢您的
服务和牺牲”，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的国际担当。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

联合国维和行动作出突出贡献。28年来，
中国军队实现了派遣维和人员从无到有、
兵力规模从小到大、部队类型从单一到多
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已派出维和军事
人员3.7万余人次，维和官兵累计新建、修
复道路 1.6万余公里，排除地雷及各类未
爆炸物 9800余枚；接诊病患超过 20万人
次；运送各类物资器材 135万吨，运输总
里程达 1300万公里。目前，中国军队共
有 2500余名官兵在联合国 7个任务区及
联合国维和行动部执行维和任务。

在国际形势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之
时，联合国维和行动所面临的挑战也变
得更加复杂，比如资金有限、维和人员数

量不足、授权不清晰、军事装备短缺、救
灾防灾物资不足等。在这种情况下，中
国的参与显得尤为珍贵。据瑞典安全与
发展政策研究所报道，中国目前是联合
国维和预算的第二大贡献者。中国的维
和行动促进国际合作，为改善双边和多
边关系提供多重机会。

从经费支持来看，中国最初对维和
费用的摊款比例不足 1%，2009 年超过
3%，而 2016年度共缴纳联合国维和摊款
8.44亿美元（约合 58亿元人民币），占摊
款总额的10.2%，在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中
位居第二。从力量贡献来看，中国派出参
与维和行动的军人数量是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中最多的。英国《卫报》9月刊文
认为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柱。

美国和平研究所今年 10 月刊登文
章指出，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
支持者，也是维和人员的主要贡献者。
中国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和组织的改
革，并为任务提供更多的投入。

中国影响力逐渐扩大

美国《外交学人》4月 17日刊文称，
中国正在超越美国，成为联合国维和行
动的领导者，并在国际社会中树立“和
平、文明和强大”的形象。中国将维和作
为国家形象建设机制，致力于提高国际
声誉。中国的维和行动不仅能减轻西方
国家的戒备，还能增强其国际影响力。
《南华早报》报道称，中国邀请联合

国安理会进行访问，意在展示中国对维
和行动的大力支持，突出中国作为全球
参与者的作用，而美国正从联合国等多
边机构中撤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
正在成为联合国维和的领导者，由于美
国缩减对联合国的贡献，中国在维和行
动中的作用可能会持续增长。

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军队将加
大参与国际维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
行动的力度，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
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提供更多公共安全
产品，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这也是中国的大国担当与
国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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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朝启动联合考察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消
息称，由韩朝军方、海运部门人士及
水文专家等 20人组成的联合调查团
从 5日起开展汉江和临津江入海口
联合考察。

韩朝商定，在联合考察过程中
双方避免刺激对方的言行，不携带
爆炸物、武器及枪支。若发生紧急
情况，则就近停靠船舶，保障对方人
员人身安全，为对方提供便利。

北约举行大规模军演

日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挪
威近海、靠近俄罗斯西部边境举行
冷战结束后的最大规模军演。俄罗
斯派出一架反潜巡逻机，表达莫斯
科对北约在其“家门”前举行演习的
不满。

报道称，北约代号“三叉戟接
点”的军演于 10月 25日至 11月 7日
在挪威举行，来自 29个国家的大约 5
万名士兵、250 架飞机、65艘船舰以
及 1万辆军车参加此次军演。俄战
机的突然闯入，令当时聚集在甲板
上忙着拍合影的美军措手不及。

11月1日，联合国大会第27次通

过决议，敦促美国解除对古巴长达55

年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189个

国家投票赞成该项决议，美国和以色

列投反对票。这已是自1992年起，

联合国大会连续26年以压倒性多数

通过“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

商业和金融封锁”的决议。据外媒11

月2日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博尔顿在迈阿密讲话时表示，美

国计划禁止与20多家同古巴军方有

联系的古巴公司进行交易。

自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

国政府便一直对古巴持敌对态度。

1960年，美国宣布对古巴实施制裁，

并不断加强制裁力度。1961年，美

国雇佣军入侵古巴失败后，两国断

绝外交关系。1962年，时任美国总

统约翰·肯尼迪签署法令，正式宣布

对古巴实施全面禁运。在奥巴马总

统任期内，美古两国于2015年恢复

外交关系，但美国并没有解除对古

巴单方面制裁和封锁。同时，美国

至今还未将面积达117.6平方公里的

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归还古巴，严重

侵犯古巴国家主权。

连续26年来，联合国大会都以

压倒性优势通过敦促美国解除对古

巴封锁的决议，解除对古巴封锁已

成为国际社会共识，越来越多的国

家认识到美国此种单方面制裁措施

所带来的危害，美国对古巴的封锁

已不合时宜。

一方面，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主

权的侵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

际法准则，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

一向以人权问题为理由干涉他国内

政的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严重损害古

巴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这

次联合国大会决议表决前称，美国对

古巴的封锁是对所有古巴民众人权的

“公然的、大规模的、系统的”侵犯，近

60年的封锁给古巴造成高达9337亿

美元（约合6.45万亿元人民币）的损

失。美国一面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

内政，另一面又以封锁侵犯古巴人民

人权，如此双重标准的做法使得美国

国际形象和国际公信力越来越弱。同

时，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严重限制和阻

碍其他国家与古巴正常的经贸往来，

这也引起很多国家的不满。

另一方面，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已

不符合国际形势。1962年，肯尼迪政

府正式开始对古巴封锁，是对当时“古

巴导弹危机”做出的反应，是冷战时期

的产物。如今，冷战已结束20多年，

美国仍未抛弃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

继续以大欺小、以强欺弱，坚持对古巴

的封锁，以单方面制裁其他国家达到

自己的目的，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

己的脚”。

在解除对古巴封锁已成国际共

识的情况下，美国逆大势而为，推出

新的对古巴封锁措施，美国在单边

主义的道路上正越走越远。分歧和

冲突是国际关系中难以避免的问

题，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解

决问题的正确方式。单方面制裁、

封锁只会加剧矛盾、扩大分歧，唯有

对话协商合作才是弥合分歧，解决

矛盾的正确做法。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此前签署备
忘录，要求美国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
队在 2019 财年将 F-35、F-22、F-16、F/
A-18 等主要战机处于战备状态、可出
动执行任务的比率提升至 80%，在与拥
有完善体系对抗能力及强大综合国力
支撑的军事大国较量中，做好充分准
备。为达成这一目标，美军各军种发起
“整机运动”，着力提升空中作战力量的
战备水平，由于存在各类机制性障碍和
技术性难题，前路并不平坦。

战机境况不容乐观

空中优势一直是美军手握的王牌和
实施军事行动的先决条件，在侦察监视、
远程打击、电磁压制等方面较其他国家
拥有代差优势。然而，多个热点地区任
务量的激增让美军空中作战力量疲于应
对，各类战机长期执行任务导致超预期
的重大损耗，美国处于战备状态的战斗
机数量持续下滑。以美国空军为例，
2017 财年空军战机的平均战备率仅为
71.3%，如果从中扣除战备率水平常年维
持在 90%左右的无人机，有人驾驶战机
的总体战备率低于 70%。具体到各机
型，2017财年，处于战备状态的 F-16C、

F- 16D、F- 22A、F- 35A 的比率分别为
70.22%、65.96%、49.01%、54.67%。美国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装备的 F/A-18和 F-
35系列战机战备率更为糟糕，有报道指
出，这两个军种有超过 60%的战机无法
执行任务。

全面服役的F-16、F/A-18等型号战
机普遍面临机体老化、故障频出、零备件
停产和库存减少等问题。特别是作为舰
载机的 F/A-18，长期部署在高盐高湿环
境，频繁赴海外执行作战任务，老化情况
比其他陆基战机更为严重。海军部长理
查德·斯宾塞曾向媒体透露，美国海军现
役546架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机，
只有 270架可以执行任务。而老型号的
F/A-18C/D“大黄蜂”战机的战备率或
不及3成。

地勤人员数量和经验的缺口是另外
一个影响因素。2014 年美国空军大量
裁减地勤人员后，人员缺口最高曾达
4000人，致使战机从起飞到降落的各项
准备工作都比以往更加费时。空军后来
虽把这一缺口缩小至 200 人，但人员的
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中高技术级别地
勤人员比例过低，新补入的人员需要
5～7年的经验积累和进阶培养才能胜
任高技术含量的飞机维修和保养工作。

若要后勤队伍达到理想状态，还需要较
长的时间弥合新手与老兵之间的差距。

“整机运动”挑战重重

正如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查尔
顿·艾佛哈特所言，“赢得战斗靠空气动
力学，赢得战争则要靠后勤”。针对马蒂
斯提出的 80%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美
军各军种都表示认可，但难度和挑战都
十分巨大，按期实现这个目标并非易事。

美空军首先推出达成 80%目标的具
体计划。美空军部长希瑟·威尔逊 10月
25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空军将调整预
算结构，加大供应方面的投入，通过提升
奖金和服役年限扩大地勤人员数量，增
加战机维护的班次和频率，加大飞行员
培养力度并保证其飞行训练时间，塑造
士气、岗位认同和自豪感。

针对以 F/A-18为代表的老旧战机
的维护工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帕特里
克·沙纳罕和海军陆战队参谋长罗伯特·
尼勒在 10月 10日向记者表示，可加速老
旧战机退役，将它们作为“器官捐献者”
保证较新战机零部件供应，缓解零部件
减产或停产造成的紧缺问题，与此同时，
合理配置人力和资源，使其投入到对新

锐战机维护当中。
此外，军工企业的支持也至关重

要。据报道，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同美国
空军合作，运用先进的数据分析和智能
算法监控战机的状况，比如监控F-22和
F-35 的隐身涂层性能、F-16 机身老化
程度等，估算出可能的故障隐患，并事先
完成零部件的采购和准备工作。波音公
司通过向美国海军派驻场站服务代表和
工程师加强合作，综合评估供应链的需
求。

提升战机战备水平意味着在提高
分子的同时减少分母，即对机队规模进
行缩减，但这与特朗普政府、国会鹰派
及保守学界大幅扩军的思路背道而
驰。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19年美
国军事实力指数》提到，美国空军需拥
有 1200 架战机、海军需拥有 624 架战
机、海军陆战队需拥有 36 个远征营级
单位的空中作战力量才能满足作战需
求。美国空军部长威尔逊正规划到
2030 年将空军规模扩大 1/4，增加 14个
加油机中队、7个战斗机中队、5个轰炸
机中队、9个战斗搜救中队、1个空运中
队和 2个无人机中队。不过，单纯的数
字并不能如实反映作战效能，有限的维
护保养能力或将遭到进一步切割。

“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贡献者”
■马 尧

图①①为中国维和官兵为孟加拉国工兵施工提供护卫。图②②为中国第17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多功能工兵分队在“中国医
师节”开展义诊活动。

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在军事外交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在海外维

和方面的贡献越来越大”。1990年 4月，中国首次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出

5名军事观察员，时至今日，中国军队实现了派遣维和人员从无到有、兵力规

模从小到大、部队类型从单一到多样的历史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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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欲借“整机运动”提高空中作战力量战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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