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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评环球时评

一旦爆发冲突，盟友靠不住

德莱南认为，尽管目前美国是北约
的“带头大哥”，一呼百应的架势十足，但
实际上，北约徒有其表，空有一副“上阵
亲兄弟”的外壳，真到上战场的时候，大
部分欧洲成员国会退缩不前。德国社会
民主党主席舒尔兹在接受采访时也表
示，在与俄罗斯的争端中，北约的欧洲成
员国最看重的，是本国经济和社会会不
会受到与俄紧张关系的影响。“至于军事
问题，那是美国应考虑的事情。”

德莱南在文中称，这意味着未来一
旦美国卷入大规模冲突或战争，不能指
望盟友帮助。“届时，美国的军事行动将
是单边的。考虑到本国利益，美国盟友
不太可能真心插手。即使他们真想提供
帮助，也有心无力——大规模武装冲突
或战争波及范围广，而且通常会在多个
热点地区同时爆发，美国盟友至多只能
出现在一个或两个冲突区域，不可能也
没有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巨人之间
的争斗’。”

在大规模武装冲突或战争中，美军
将实施的是多军兵种联合军事行动。德
莱南认为，充当联合军事行动“马前卒”

的非海军莫属。“原因很简单——军事行
动必将以兵力与装备的大规模调动、投
送和部署为开端，海军是对此作出最快
反应的军种。”在缺少盟友支援的独立军
事行动中，美海军要想成为合格的“马前
卒”，必须遵循两大用兵原则，即“动态兵
力运用”和“分布式海上作战”，不断提高
美海军的全球反应能力。

收回拳头，随时准备出拳

“动态兵力运用”概念首次出现在美
国新版《国防战略》中。该战略认为，未
来美军面对的是一种“战略上可预测，但
行动上不可预测”的局势。也就是说，五
角大楼或白宫可以对全球局势作出大体
判断，但具体冲突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
爆发难以预估。德莱南指出，基于这种

判断，未来美海军应放弃当前“前沿部
署”式用兵方法，将所有部署在海外的兵
力收缩回本土基地，判明敌方行动意图
后再实施有针对性的应急派遣或部署，
此即“动态兵力运用”。“这相当于在格斗
中收回拳头，但同时做好了随时出拳的
准备，以便集中力量打击对手。”

以海军航母的部署为例。目前，美
海军航母多以编队形式部署在热点地
区，但过去 20年的经验表明，前沿部署
虽然能够彰显军事存在，但一举一动都
在计划之中的部署模式，不仅会消磨舰
队的战备敏锐度，而且刻板、有迹可循，
只能用于在伊拉克或阿富汗等地的反恐
作战。“如果对手拥有类似俄罗斯那样毁
灭性杀伤能力，美军前沿部署的航母编
队无异于砧板上的鱼肉。所以，最好的
方式，是将它们收回到安全范围内，需要

时再释放出去。”
另外，美海军舰队前沿部署的地点

并不一定保证处于冲突或战争区。因
此，对某些地区来说，前沿部署在战术行
动上没有太大意义。比如，部署在日本
的航母编队和部署在本土的航母编队赶
往波斯湾，用时大体相当。

德莱南研究认为，“动态兵力运用”
模式虽然是以牺牲大规模前沿部署为代
价，但可以靠提高海军反应速度和灵敏
度来补偿，即最大限度提高海军战备水
平和全球快速部署能力，以更好应对包
括大规模战争或热点地区冲突在内的突
发事件。这也对海军训练提出了新的要
求——舰艇和海上打击群不应再把训练
假想敌想象为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可预
见威胁。他们准备应对的敌人，应该更
随机、更琢磨不定；他们准备的应对方

案，应该更具主动性、选择性更多。

无处不在而又无处可寻

自海战出现以来，兵力集中是海上作
战一直奉行的原则，航母打击群是该原则
最典型的体现和运用。这种作战方式通常
称之为“集中式杀伤”。随着军事技术的发
展，“集中式杀伤”在给敌人造成巨大威胁
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生存威胁——敌
人只需集中、大量地发射反舰导弹，就可
对战斗群构成毁灭性打击。

为避免上述可能性的发生，美海军
提出了“分布式海上作战”概念，即将昂
贵的大型装备的功能（比如海上反舰、防
空、反潜等）分解到大量小型平台身上，
再通过战场网络将它们联结成具有与大
型装备相同或更高作战能力的整体。这
个整体极具灵活性，且分散部署的形式
既增加了敌方的应对难度，又提高了己
方的战场生存概率。

德莱南指出，“分布式海上作战”首
先需要“定制”一支能有效执行任务并应
对潜在威胁的海上编队。这支编队将遵
循“漂浮者，皆战斗”原则，把更多火力平
台、侦察传感器、作战网络、无人机等整
合成一个多维度杀伤体系，让它们无处
不在而又无处可寻。“这样，海军就可以
有针对性地选择分布式部署的多样化作
战平台组成作战编队，在不同地区应对
多种类型的冲突和战斗，以使水面舰艇
编队打击能力达到最大化。”

此外，“分布式海上作战”需要得到
流畅安全的战场网络支撑。美海军作战
部长约翰?理查德森认为，要想实现“兵
力分散、火力集中”，就必须让整个舰队
有效共享数据并提升态势感知能力，即
实现“舰队网络化”。

德莱南强调，参与“分布式海上作
战”的各平台虽然在军事行动中拥有相
对独立性，但也并非各自为战，同样需要
纪律性、协同性和互相补位。否则，拳头
再大也无法捏合成一个整体，最终导致
丧失主动权或作战失利。

近期，美国再次向土耳其提出要
求，想买“爱国者”导弹，必须取消购买
俄制 S-400防空系统。对此，土耳其
外交部长重申，不会取消与俄罗斯的
S-400协议。俄罗斯卫星新闻网称，土
耳其此举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目前已
有多个国家不顾美国威逼利诱，表达
了购买俄制S-400防空系统的兴趣。

S-400受到多国青睐

2017年以来，美国以《以制裁反击
美国敌人法案》为依据，对从俄罗斯采
购大宗军品的国家实施限制性制裁。
但让白宫颜面扫地的是，俄制S-400防
空系统的客户或潜在客户并没有拿该
法案当回事。美国的北约盟友土耳其
表现得最为“倔强”。自安卡拉表达购
买 S-400的意愿以来，来自华盛顿的
反对、警告和诱惑一直不绝于耳，但土
耳其一直坚持自己的选择。印度也没
有在美国反对声中动摇，紧随土耳其
之后与俄罗斯敲定了S-400采购合同，

成为第三个使用 S-400的海外用户。
目前，全球至少有 13个国家有意购买
S-400，包括美国在中东的盟友沙特阿
拉伯、卡塔尔、埃及和伊拉克等。

报道称，S-400受到多国青睐，因
为在性能相当情况下，购买俄制武器
省心、省钱、省时间。知情人士透露，
白宫对购买本国武器的客户设置了诸
多限制和附加条件，审批程序繁琐，漫
长的等待让很多国家失去了耐心。购
买 S-400则完全不同。克里姆林宫对
S-400的出口限制很少，而且会根据客
户需求主动取消某些限制。

价廉物美也是众多客户更倾向
S-400的原因。美国情报界对 S-400
给出的评估是，“任何一件美制武器都
无法在保护大面积空域方面超越其性
能”。然而，如此优秀的武器价格仅为

“爱国者”的1/2、“萨德”的1/6。而且俄
制武器不需要昂贵的后期维护或技术
支持，“即买即用”的特点远非“爱国
者”或“萨德”可比。另外，购买 S-400
还能缩短客户的等待时间。知情人士

透露，一旦签订购买合同，莫斯科方面
通常会在两年内向客户交付第一批武
器，这个速度是美国不可能达到的。

制裁法案成“纸老虎”

如此多的国家有意购买俄制S-400
防空系统，美国是不是真的启动了《以
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呢？答案是
否定的。俄罗斯卫星新闻网评论称，
印度等国与俄罗斯敲定采购合同之
前，美国官方就一再威胁将对不听招
呼的购买国实施制裁。美国国防部曾
向印度放话，称“如果新德里一意孤
行，白宫则不能保证将印度排除在制
裁法案之外”。

在看到自己放出的“狠话”没奏效
后，华盛顿退缩了。美国国会在“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决定暂不对购
买俄制武器系统或零件的国家实施制
裁，官方给出的说法是“华盛顿视上述
国家为本国扩张的潜在市场，制裁或
将损害美国的商业利益”。

新年伊始，青瓦台幕僚团迎来大变
动。1月8日，总统文在寅的幕僚团更换
3名成员。其中，驻华大使卢英敏为新
任青瓦台秘书室室长，前国会议员姜琪
正为新任政务首席秘书，韩国文化广播
电台前评论员尹道汉为新任民政首席秘
书。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文在寅此
举意在为幕僚团引入新鲜血液，消除旧
团队的不良影响，挽回正在下降的民众
支持率。

此前，青瓦台一个下属机构因涉嫌
非法监视民众遭检察机关搜查。在野党
自由韩国党指认青瓦台秘书室室长任钟
皙、民政首席秘书曹国等高级政府官员
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有分析称，这引
发文在寅对幕僚团成员不满，是青瓦台
调整幕僚团的诱因之一。尽管青瓦台方
面对此予以否认，但这无疑会使文在寅
政府因经济问题而呈低迷趋势的支持率
雪上加霜。

在一项“谁会成为下一届韩国总统”
的民意调查中，朴槿惠时期的国务总理
黄教安支持率为 13.5%，距文在寅属意
的接班人李洛渊只差 0.4个百分点。“这
表明文在寅政府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金融时报》评论称，“如果不采取补救措
施，保守派政党很可能在下一届总统大
选中卷土重来。届时，文在寅可能面临
严重后果。”

韩国媒体援引总统府消息人士的
话报道称，文在寅调整幕僚团队的做
法，正是为整顿纪律作风，集中精力落

实政府各项决策，提升持续走低的支持
率。消息认为，总统形象下滑、支持率
下降的原因之一，是身边工作人员“职
业行为不端”，以及个别工作人员对总
统府政令阳奉阴违，比如，前青瓦台检
察官金泰宇，尽管他指控总统府下属机
构从事非法间谍活动，但向媒体泄露他
在青瓦台工作期间收集的机密信息违
反了职业操守。

青瓦台幕僚团大换血后，成员基本
属于“亲文”阵营核心人物，“亲文”派主
导地位加强，有利于政府加快各项改革
进程。比如，总统府秘书室长（幕僚长）
卢英敏是文在寅团队的“两朝元老”——
2012年文在寅首次竞选时，卢英敏就是
文在寅团队的秘书室室长；2017年文在
寅第二次参选时，卢英敏再次贴身辅佐，
为文在寅登上总统宝座立下汗马功劳。
而任命尹道汉为民政首席秘书，应该是
看中了他在媒体领域的经验——尹道汉
曾在韩国文化广播电台当过评论员，堪
称广播电视领域的专家。

青瓦台高级官员说，文在寅改组幕
僚团后，将在春节前后改组内阁。内阁
改组对象可能包括准备参加 2020年国
会选举的长官和就任一年多有必要更换
的长官，涉及部门可能多达 10个，包括
行政安全部长官金富谦、文化体育观光
部长官都钟焕、统一部长官赵明均和外
交部长官康京和等人。有分析称，考虑
朝鲜半岛局势等因素，外交和安全部门
官员有留任可能。

1月 6日，伊朗海军司令侯赛
因?汉扎迪表示，俄伊两国将在里海
举行联合战术演习，主要演练联合
救援以及反海盗等课目，进一步加
强两国海军在高层战略和战术层面
的合作。此前，伊朗海军副司令图
拉伊?莫卡达姆表示，伊朗将于今年
3月向大西洋派遣海军舰队，其中包
括伊朗最新打造的“萨汉德”号驱逐
舰，将海军活动范围扩大到头号劲
敌美国的“后院”。分析认为，面临
来自美方的压力，俄伊两国有抱团
取暖和互相借重的意味。

分析称，伊朗与俄罗斯在里海
举行联合军演，意在展示其不惜作
战的能力和意愿，对美国进行威
慑。联合军演也可使伊朗熟悉、学
习俄罗斯尖端军事设备和作战经
验，并加强双方的协同能力。当然，
伊朗也有借俄罗斯之手“间接”反击
美国之意，从而避免美伊关系紧张
态势下的正面对抗。

俄罗斯之所以表现出与伊朗合
作的意愿与行为，也是出于其自身
国家利益。首先，美国对伊制裁，影
响了俄伊交易。伊朗原定于2022年
前接收40架俄罗斯SSJ100飞机的计
划，因美国拒绝提供出口证书而变
得遥遥无期（该机超过 10%的零件
由美国生产，而美国禁止对伊朗出
口航空零部件）。其次，叙利亚问题
前景仍不明朗，即使美国撤军，俄罗
斯仍需投入大量资源确保巴沙尔政
权稳定，需要伊朗共同分担这一重
任。再次，俄乌关系剑拔弩张，美国
向黑海派遣军舰及探险队，向乌克
兰提供整套的特种兵训练，公然支
持乌克兰挑衅俄罗斯，致使黑海动
荡螺旋升级。此时俄罗斯也希望借

“德黑兰之手”削弱美咄咄逼人的进
攻态势。

伊朗派遣海军远赴大西洋直击
美国“后院”，实则是对美国步步紧
逼的威慑行为表达不满。经济上，
2018年 5月，特朗普政府撕毁伊核
协议，同年8月和11月，分两批全面
恢复对伊单方面核制裁及最高级别
的经济制裁，重点针对能源与金融
领域，意图掐住伊朗经济命脉。军
事上，美国“斯滕尼斯”号航母战斗
群重新部署波斯湾，全面封杀伊朗
石油出口，并要求欧洲盟友共同对
伊实行制裁。此前，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称伊朗火箭发射计划是“破坏
性、挑衅行为”，美国不会对此袖手
旁观，使原本紧张的美伊关系雪上
加霜。

未来，叙利亚、乌克兰、伊朗核
问题仍然是美、俄、伊三边博弈的主
战场，俄罗斯与伊朗的艰难处境和
共同利益，也会促使双方加强安全
合作。美国在其中任何一个问题上
的强硬，势必会加深三方的安全困
境，也会激发处于守势的伊朗与俄
罗斯采取更协同的行动。而伊朗被
迫的冒险行动和大胆博弈，则可能
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作者单位：香港大学政治与公
共行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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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国防战略由反恐
重回“大国竞争”，美国全球军
事部署也进行相应调整。有分
析认为，美国打算从叙利亚撤
军是其准备战争转型的开始。
美国智库“国际海事安全中心”
研究员吉米?德莱南近期发文
称，为配合国防战略转型，美国
海军需研究并实践两大用兵
原则，随时准备在大规模冲突
或战争爆发时，充当美军联合
部队的“马前卒”。

■贾春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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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欲买S-400，美制裁成“纸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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