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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近日报道称，陆上自卫队“着
眼于中国的海洋活动”，将在西南诸岛
要地新建驻屯地（即军事基地），目的在
于强化“快速反应态势”，提升威慑能
力。实际上，此举只是近年日本在西南
方向战略布局的一个缩影，其最终指向
是将西南诸岛军事化、要塞化，将其打
造成为固守可为屏障、进攻可充跳板的

“永不沉没的航母”。

西南已成备战重点

冷战结束不久，日本防卫研究界提
出转移战略重心，强化西南方向军事布
局的建议。2010年11月，日本《日经商
业日报》首次披露，日本自卫队正考虑
加强所谓西南诸岛防御的各项措施，包
括增设新部队等内容。

近年来，日本始终沿着这一思路，
在西南诸岛军事部署上动作不断。日
本航空自卫队将位于那霸基地的战斗
机部队由 1个团增至 2个，新编第 9航
空团，并在周边部署 C-2运输机，提升
针对离岛防卫的投送能力。日本海上
自卫队列装“加贺”号新型两栖登陆舰，
并增加P-3C巡逻机的巡逻频次，提高
应急反应和目标获取能力。陆上自卫
队于 2016年在与那国岛设立 160人规
模的沿岸监视部队，致力于提升对海空
目标的预警侦察能力。以“西普连”为
基干，今年新组建、目前尚在打磨之中
的“水陆机动团”，未来将装配 CH-47J
重型运输机、MV-22“鱼鹰”运输机、
LCAC气垫登陆艇、AAV7两栖突击车
等装备，主要瞄准快速反应和两栖登陆
作战，与陆上自卫队第1空挺团协同作
战，可实施海空封锁、抢滩登陆、纵深机

降和立体突防等两栖作战行动。
日本陆上自卫队称，将于 2019年

春在鹿儿岛县奄美大岛和冲绳县宫古
岛增设新的驻屯地，未来还计划在冲
绳县石垣岛建设驻屯地，实际上部署
的就是此前一直在筹划之中的离岛警
备部队，并企图借着驻军警备的幌子，
在这几个要地建设陆空和反舰导弹阵
地。刚结束的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
面队“镇西 30”大规模演习印证了这一
点。“镇西 30”演习主要演练使用“民间
渡轮”向离岛运送导弹、架设03式中程
地空导弹以及使用巡航导弹进行离岛
防御等。

此外，2017年底通过的防卫预算
中，日本专门列入 22亿日元（约合 1.4
亿元人民币）用于引进巡航导弹，采购
对象包括射程超过300公里的挪威“联
合攻击导弹”和射程超过900公里的美
国“贾斯姆”增程型导弹。

军事部署小步快走、
步步为营

日本围绕西南诸岛进行的军事部
署，虽幅度不大，但小步快走、步步为
营。整体上看，指向明确，力求在不刺
激各方的情况下以点带面，集中发力。
在近年各个版本的《防卫计划大纲》中，
日本都刻意强调所谓“中国海洋进出威
胁”，不少兵种或联合作战方案和演练
想定都围绕周边发生军事冲突等情况
进行设定。一些日本自卫队高层认为，
一旦爆发武装冲突，西南诸岛将首当其
冲，这里距离日本本土较远，无论是兵
力还是装备都捉襟见肘，尤其当美军置
身事外，日本可打的牌并不多。据此，

日本将强化西南方向军事部署作为重
中之重。

日本的军事部署早已偏离被动防
御范畴，挑衅和预置意味十分明显。日
本《经济学人》周刊曾刊发国际问题评
论家丸山浩行的文章《日本将西南诸岛
建成“不沉航空母舰”》称，为应对未来
中国可能出现的多个航母编队，日本应
着力将西南诸岛打造成为“不沉航母”，
对中国大洋出入通道进行严密监视，必
要时可实现封锁。

关于日本西南诸岛军事部署的目
的，美国《国家利益》曾发文称，日本有
意通过情报、监视和侦察设施以及反导
弹设施来实现包围中国的目的，这一战
略的关键是对日本最南端的西南诸岛
进行军事化。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联邦委员建
议俄联邦安全会议制定一份《俄罗斯
联邦国家核遏制基本政策》。据悉，俄
联邦委员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 11月
21日举行圆桌会议，会后通过的建议
草案中出现了上述提议。

根据提议，作为对敌对国和盟国
使用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的回应，俄罗斯联邦保留使用核武器
的权利。另外，提议称，俄受到常规武
器侵略致使本国存亡遭遇威胁时也可
使用核武器。

早在 2010年，时任俄总统的梅德
韦杰夫批准了《俄罗斯联邦 2020年前
国家核遏制政策》。文件规定，在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俄
罗斯可以使用核武器。俄罗斯使用核
武器抗击侵略的特点和范围首先取决
于动用核武器前所采取的政治、外交和
军事等措施的效果。这一文件确定了
俄罗斯在核遏制方面的立场。

今年 3月，俄总统普京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提出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
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敌方动用核武
器打击俄罗斯及其盟友；第二，俄罗
斯遭受常规武器侵犯并威胁到俄罗
斯国家存亡。

俄罗斯此次的修改相较于早前的
核武使用条件，更具实战意义。根据
修改的提议基本可以认定，俄罗斯使
用核武器的条件已从“特殊”被动转为
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主动。英媒
称，根据俄罗斯议会批准的计划，普京
总统将有权使用核武器先发制人。

有专家指出，俄罗斯此时高调公
布核武器使用条件，颇有“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之意。近期，美国总统特朗
普宣布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据英
媒报道，普京在本月 19日会晤俄军方
官员，讨论俄罗斯如何应对美国计划
退出《中导条约》，普京表示，“俄罗斯
不会坐视”美国退出该条约，并警告美
国的决定将使世界“更加危险”。

事实上，无论是今年年初俄罗斯
高调展示第五代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系
统“萨尔马特”，还是俄国防部此前宣
布将延长 RS-20洲际弹道导弹和“白
杨-M”的服役寿命，俄罗斯一直在为
可能动用核武器做准备。据悉，重型
洲际弹道导弹系统“萨尔马特”重量超
过 200吨，可采用多种核弹头，其中包
括可高超音速飞行的弹头，其所配备
的作战系统可使该导弹突破他国现有
和研制中的任何反导系统。RS-20洲
际弹道导弹则是目前世界上威力最大
的现役导弹，可搭载超过两千万吨级
当量的核弹头。

此前，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指出，
一旦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美国本土
城市集聚区上空发生核爆后，即使远
离爆炸中心的幸存人员也会遭受高剂
量辐射的照射。如果美国在对俄政策
尺度掌控失误的话，不排除美国居民
将直面俄罗斯核反击的威胁。俄罗斯
此次修改核武使用条件，完全是为了
提升针对美国及北约的核威慑力，特
朗普政府的各种军事挑衅行动将会使
美国陷入核威慑的“泥潭”。

11月22日，美国驻欧盟大使戈登�
桑德兰表示，希望欧盟能更清晰地表述
其发展自主性防务意愿立场，在组建防
务力量时应与北约互为补充，而非取代
北约，破坏北约机制的稳固性。

一直以来，欧盟与北约关系密切，
两者拥有很多共同成员国，也面临很
多共同挑战。欧盟与北约防务沟通机
制实现从无到有，跨大西洋安全与防
务合作的领域和内涵得以拓展。目
前，双方已确立以欧盟政治与安全委
员会和北约北大西洋委员会对话为核
心的多层次安全与防务对话机制。

虽然北约与欧盟在防务合作上取
得不少成绩，但由于两者在安全与防
务领域的建设平行推进，对“共同成员
国”的财力、人力、物力、政治忠诚度等
方面的争夺持续加剧，加上沟通议题
狭窄、沟通质量和效率低下，很多问题

“议而不决”，矛盾和分歧越来越大。
一方面，北约对欧盟的防务一体

化进程保持高度警惕。随着实力的不
断增强，欧盟各国对防务一体化建设
意愿增强，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
措施。2017年底，欧盟各国签署名为

“欧盟体制内防务问题常设结构性合
作”的共同防卫协议，旨在深化欧盟国
家间的防御合作，为欧盟防卫独立和
防务一体化奠定基础。作为欧盟防务
一体化的核心国家，法德两国建议在
2020年成立一支“欧洲军”，形成独立
于北约之外的军事行动能力，打破长
期以来“欧盟主经济一体化、北约主集
体安全防务、双方各司其职划界而治”
的传统格局，引起北约的高度警觉。
美国认为，欧盟在北约框架之外推动

“建军”，必然会引起资源竞争、制造对
立，挑战北约作为欧洲主要防御机构
的领导地位，因此，美国竭力反对欧盟
通过加强防务合作来建立与北约分庭
抗礼的军事力量，防止欧盟成为北约
的“竞争者”甚至“挑战者”。

另一方面，欧盟与以美国为首的
北约在很多国际问题上观点不一致，
对能否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信心
急剧下降。近年来，美国在处理国际
问题时，忽视欧洲的政治主张，我行我

素，双方在制裁俄罗斯、伊朗核协议等
战略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特朗普
政府上台后，强调“美国利益至上”，要
求欧洲国家承担更多军费，并暗示如
果不照办，可能减少对盟国的保护力
度，这使得欧洲各国越发意识到美国
的安全承诺不再可靠，必须要拥有自
己的防务体系。

上述种种矛盾分歧，将会对欧盟
与北约的防务合作构成较大掣肘，双
方关系充满变化和不确定性。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外军研究中心副主任）

形成规模战斗力

“大象漫步”是美国空军特定术语，
指数架战机起飞前，在跑道整体集结，
形成互相靠近的密集队形，如同大象成
群结队向水源地进发的场景。根据此
次预演方案安排，两个中队的 F-35A战
机在跑道上列队整装就绪，启动发动机
首尾相连“行走”。之后按照演习任务
具体要求，分批次以最小间隔起飞执行
作战任务。据美空军发布的消息，在这
次任务中，两个中队的 F-35A以双机编
组起飞，起飞间隔 20秒，35架战机在 11
分钟内起飞。希尔空军基地还称，目前
该基地每天的训练水平是 30~60架次，
截至上月，F-35A飞行已突破1万架次，
保持了良好的战备率，可随时部署到世
界上任何地方，并有能力击败任何地方
的潜在对手。

早在 2014年，美空军就宣布 F-35
达到初始作战能力，但尚未投入实战。
今年5月，以色列宣布使用F-35执行该
机型史上首次作战任务，但没有公布任
何细节。9月 27日，美海军陆战队的一
架 F-35B战机从“埃塞克斯”号两栖攻
击舰上起飞，使用激光制导炸弹和机炮
吊舱，对阿富汗坎大哈省的目标进行攻
击，标志着F-35战机首次完成公开的单
机实战任务。此次 F-35战机集结，以

“大象漫步”的形式，传递出F-35战机已
形成规模战斗力的信号，具备以混合编
队投入到联合作战的能力。

作为美国和其盟国在21世纪的空战
主力，F-35将在未来全面替代 F-16、F/
A-18C/D、AV-8等各类机种及作战平
台，成为美军进行地面和海上联合攻击的
通用机型。根据美国空军的扩军计划，现
有的55个战斗机联队到2030年将再增加

7个，新增战机主要以F-35为主。另外，
美国国防部提出在一年内将包括F-35在
内的四款主力战机的战备率提升至80%，
这也成为美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着力
提升F-35作战能力的主要动力。

降低成本改进技术

按照美军的设想，F-35是同 F-22
进行“高低搭配”的低端战机，起初的定
位是突出其通用性与持久性，因此F-35
设计为单座单发动机、多军种通用、多
用途战机，并采取各军种联合研制、美
国主要盟友广泛参与的形式。F-35主
要的研制工作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承
担，最终生产基地分别位于得克萨斯州
沃思堡、意大利卡梅里和日本名古屋。

F-22因成本的飙升和天价的生命
维护周期榨干了五角大楼的钱袋，其生
产线在生产了不到200架战机后被迫提
前关闭。F-35起初主打“廉价牌”，但后
来同F-22一样掉入“价格陷阱”，成为五
角大楼迄今最“烧钱”的武器系统项
目。据悉，F-35的单机采购价格一度在
1亿美元（约合7亿元人民币），如果算上
研发、维护和升级等后续费用，那么每
架 F-35的生命周期成本约为 3.73亿美
元（约合26亿元人民币）。为此，特朗普
从竞选期间就屡次喊话，指责F-35项目
造价太高，要求降价。随着大块研发费
用已由早期的“小批量试生产”批次分
担，目前 F-35的价格状况有明显改观，

在进入“批量生产”阶段后，价格有望进
一步降低。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已作出降价承
诺，通过提升技术来降低F-35的制造成
本，其中包括采用新的喷涂设备，新型低
温机加工工艺等。美国军方为此专门拨
款，帮助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对生产、零
件供应等过程进行成本优化。F-35联
合项目办公室还对采购合同进行必要调
整，将国内订单同国际订单合并，保证投
资和生产的稳定性。在多重措施推动
下，第11批“小批量试生产”F-35A的采
购价已降至约 9000万美元（约合 6.2亿
元人民币），较上一批降低 6%。在 2020
年定案的第 14批合同预计将把 F-35A
的采购价进一步降到8000万美元（约合
5.5亿元人民币）左右。

诸多弊病显露无遗

虽然F-35有了一定的价格优势，但
在稳定性和可靠性方面存在不小隐忧。
由于承载过多新技术且服役匆忙，美军采
取边投产、边装备、边改进的办法，使得
F-35埋下诸多技术隐患，自服役至今“命
运多舛”。

首先是软件系统问题。F-35的软
件源代码达到惊人的1900万行，几乎是
F-22的四倍。软件越复杂，出问题的概
率越大。传感器、电子战和武器系统的
软件问题导致威胁感知模糊不清，精确
打击能力受到影响。自主后勤信息系

统屡屡出现超控问题，无法有效跟踪并
诊断战机上各部件的状态。维修管理
系统不能准确确认部件的替换，维修行
动紧迫性代码不能判别破损部件的损
坏程度等。这些问题都严重影响 F-35
的实战性能。

硬件故障对 F-35更致命。弹射器
系统的设计缺陷使飞行员面临颈部严重
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因发动机、起落
架、电池故障，F-35遭到过不同程度的
损坏。2017年，由于连续发生 5起机载
供氧系统故障，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
地的F-35全体“趴窝”。今年9月28日，
一架F-35B型战斗机在南卡罗来纳州博
福特陆战队航空站附近进行飞行训练时
坠毁，这是F-35首次发生坠机事故。后
经调查，问题出在发动机的油路系统上，
致使美军所有F-35B停飞检测。

此外，F-35还处于“泄密风波”中。
目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正极力叫停向
土耳其出售F-35战机，原因是土耳其已
敲定引进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如果
土耳其同时拥有F-35和S-400，就有能
力发现 S-400在探测 F-35时的效力如
何，其所获取的重要数据有可能被分享
给俄罗斯，俄方将据此对其防空体系进
行调整和升级。由于土耳其自 1999年
就参与到 F-35的研发之中，F-35机身
中段的 30%由土耳其制造商参与生产，
如果将土耳其踢出 F-35项目将推高成
本，并延误生产进程，酿成更大损失，这
使美国及其盟友陷入两难境地。

“脱欧”协议过欧盟首关

11月25日，欧盟各成员国首脑在布
鲁塞尔的特别峰会上通过了英国“脱
欧”协议的相关条约，并就未来双边关
系发表一项政治声明。欧盟理事会主
席图斯克通过社交网站最先发布这一
消息。之后，参加峰会的各国领导人与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举行会晤。

俄乌舰机在黑海剑
拔弩张

俄罗斯与乌克兰 11月 25日发生新
的海上纠纷。俄新社援引俄克里米亚
地区边防局的消息称，莫斯科时间25日
7时，3艘乌克兰海军军舰违反《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有关沿海国保障海洋安全
权利的规定，越过俄罗斯边界，非法进
入临时关闭的俄罗斯海域，从黑海驶往
刻赤海峡。俄联邦安全局表示，俄边防
部队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乌克
兰方面发起的这次挑衅行为，保证过往
船只安全。

俄联邦安全局称，乌克兰海军 3艘
军舰在黑海海域的挑衅行为持续 4个
多小时，他们明显是为了在该地区挑
起冲突。11时 30分，乌克兰还从别尔
季扬斯克港口派出两艘装甲炮艇，以
最快速度驶往刻赤海峡，增援在黑海
的 3艘军舰。据悉，为防止意外，俄罗
斯已从克里米亚半岛调遣 2架苏-25
攻击机在克里米亚大桥上空巡逻。俄
罗斯安全局公共关系中心发布消息
称，在刻赤海峡海域采取危险以及不
负责任决定的基辅当局，应当考虑可
能带来的后果。

F-F-3535首次首次““大象漫步大象漫步””

日本海上自卫队列装日本海上自卫队列装““加贺加贺””号两栖登陆舰号两栖登陆舰

美F-35“大象漫步”的背后
■王 宇

11月 19日，美国空军现役

第 388战斗机联队与第 419预

备役联队出动 36架 F-35A“闪

电 II”第五代隐形战机，在美国

犹他州希尔空军基地开展该机

型的首次“大象漫步”演习。在

跑道上集体摆拍后，其中 35架

战机在极短时间间隔内依次起

飞升空，然后以编队方式进行

飞行展示，另 1架 F-35A战斗

机疑似出现某种问题，未参与

后续的起飞作业。

日本自卫队加紧布局西南诸岛
■文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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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修改核武使用条件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赵艳斌 黄海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