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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巴局势日益紧张背景下，8月5
日，印度宣布废除宪法第370条，取消印
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引发国
内和巴基斯坦方面抗议。巴基斯坦方
面表示，将降级与印度的外交关系，并
暂停与印度的双边贸易。分析称，印度
此举将加剧地区动荡，进一步恶化印巴
关系。印度《经济时报》甚至评论称，目
前局势如同“站在刀尖上”。

1947年以来，克什米尔分别由印度
和巴基斯坦控制，其中印度控制大约
52.5%的地区，并在该地成立查谟-克什
米尔邦。此前印度宪法第 370条，赋予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除国
防、外交和通信等领域外，印度宪法其
他规定在这一地区均不适用。随着该
条款被废止，宪法原本赋予印控克什米
尔地区的“特殊地位”将被取消。

有媒体指出，印度此举是想在印巴
克什米尔问题上占据主动，并试图将该
地区纳入其绝对主权范围。印度内政
部长阿米特?沙阿还宣布，印控克什米
尔“特殊地位”被取消后，该地区将会重
新组建两个联邦直辖区。分析称，此举
意在向巴基斯坦示威。

据报道，在有关废除克什米尔“特
殊地位”的法律草案提交议会后，印度
军方提高了战备级别。印度新德里电
视台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印度政
府正在向印控克什米尔派遣更多军队，
大约有 8000名军人。此前，已有大约
3.5万名军人从中部被调遣至印控克什
米尔地区，使该地笼罩在紧张气氛中。

印度采取的最新举措，引发全球舆
论强烈关注。英国路透社报道称，克什
米尔地区是过去近 70年全球军事对抗
风险最高的地区之一，取消“特殊地
位”，是印度政府对印控克什米尔采取
的最重大政治举动。印控克什米尔地
区党派誓言保护该邦的“特殊地位”，称
任何剥夺这种特殊待遇的举动等同于
对该邦人民的侵犯。

印度反对党议员 8月 5日在议会强
烈抗议政府所做决定。印控克什米尔
地区政治领导人，包括两名前首席部长
和多名议员，也在上述命令宣布前两个
小时遭到软禁。被软禁的印度前首席
穆斯林部长穆夫蒂在“推特”上发文称，
这是“印度民主最黑暗的一天。政府的
单边行动是非法和违宪的”。他还说，

“我们这些为和平抗争、由选举产生的
代表现在被软禁，真是讽刺”。

巴基斯坦政府也“强烈拒绝并谴
责”印方的做法。巴基斯坦外长称，将
召回驻印外交官，并驱逐驻本国的印
度外交官。巴方还将降级与印度的外
交关系，并暂停与印度的双边贸易。印
度媒体则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部
分航线已被关闭。

英国《独立报》称：“废除查谟-克什
米尔邦的特殊地位，印度人民党捅了马
蜂窝，此举对印度是否有利令人怀疑，
但肯定会给整个南亚带来更多麻烦。”
美国南亚问题专家、伍德罗威尔逊国际
学者中心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库格尔
曼在《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撰文称，印度
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突然举动是在玩
火自伤，新德里方面的强力打压可能让
地区陷入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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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部署计划曝光

美国正式宣布退出《中导条约》后，
美国防长埃斯珀表示，五角大楼将全面
研发陆基中程导弹，并有意在亚洲部署
该型导弹。关于导弹部署地点，埃斯珀
表示，这取决于美国和盟友的讨论等多
重因素。关于部署时间，埃斯珀表示，
将在数月内完成。8月 4日，在参加美
澳“2+2”防长和外长磋商期间，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表示，澳大利亚北领地（首
府达尔文有美军轮驻兵力）是部署中程
导弹候选地之一。但他同时指出，在任
何地方部署“防御资源”的决定，都将在
华盛顿“与合作伙伴密切协商”的基础
上做出。

外媒认为，关于陆基导弹部署地
点，有美国驻军的亚洲盟国都存在可能
性，最有可能的部署区域是东北亚或西
亚地区，日本、韩国、卡塔尔、沙特、阿联
酋、伊拉克等都是潜在候选国。《日本时
报》认为，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国、美海外
属地关岛，也都在候选范围之内。

关于部署导弹类型，外媒认为有
三 种 选 项 ：一 是“ 舰 改 地 ”，将 舰 载
MK41发射系统移至陆地（类似陆基

“宙斯盾”系统），发射“战斧”中程巡航
导弹；二是“空改地”，以 AGM-158等
空射巡航导弹为基础，研发改进型陆
基巡航导弹；三是“高精尖”，以美军在
研高超音速武器系统为基础，研发中

程高超音速导弹。

盟友选择集体抵制

从目前情况看，对于美国部署陆基
中程导弹的“盛邀”，亚洲盟友反应极为
冷淡，集体选择抵制。

被美国“点名”的澳大利亚首先表
示反对。澳防长雷诺兹 8月 5日表示，
虽然部署美国中程导弹基地的位置还
不清楚，但澳大利亚不会是其中之一。
她指出，在近期与埃斯珀会晤时，对方
没有提出相关要求，预计美国未来也不
会提出要求。澳总理莫里森同日也表

示，澳大利亚不会部署美国中程导弹，
如果今后被（美国）要求部署，也会断然
拒绝。

美国在东北亚的重要盟友韩国也
明确表示，“没有在其领土内部署美国
中程导弹的计划”。韩国国防部发言人
崔贤洙8月6日宣布，“首尔没有与华盛
顿就在韩国境内部署中程导弹进行谈
判，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近年来与美国貌合神离的菲律宾
也宣称，绝不会接受中程导弹这个“烫
手山芋”。菲总统杜特尔特 8月 6日表
示，菲律宾永远不会允许美国在菲领土
部署核武器和中程导弹，“这永远都不

会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因为我不会允
许”。杜特尔特指出，在全球局势日益
不稳定情况下加入军事联盟毫无意义，

“如果核大国之间爆发战争，我们也难
逃厄运”。

外媒也普遍认为，美国亚洲盟友
未来很难接受中导部署计划。英国
《金融时报》评论称，尽管美国热衷在
亚洲部署中程导弹，但现实是：没有国
家需要这类武器，没有盟友准备好接
受。俄罗斯军事专家阿尔巴托夫表
示，亚洲大部分国家或地区都不会让
美国部署导弹，以日本为例，日本无法
相信美国“不会部署核导弹”的说法，

而且部署导弹可能导致日本民众大规
模抗议活动，日本政府不得不慎重对
待这一敏感问题。

“亚洲版北约”恐难实现

美国之所以在退出《中导条约》翌
日宣布在亚洲部署陆基中程导弹计划，
主要是以摆脱中程导弹研发部署“枷
锁”为契机，通过强化前沿军事存在，进
一步提升美国与盟友军事合作力度和
层次，加速构建以俄罗斯等国为对手、
以一体化作战能力和多样化威慑手段
为支撑的新型军事同盟。正如外界所
评论的那样，埃斯珀宣布的中导部署计
划，其实是美国着力打造“亚洲版北约”
的重要一环，不过，该计划很可能以失
败告终。

从美国的情况看，美军在短期内最
有可能向亚洲部署的中程导弹是改进
型陆基巡航导弹。至于高超音速中程
导弹，由于相关技术尚不成熟，短期内
很难形成实战能力。此外，在 2020年
总统大选日益临近背景下，为保持选情
稳定，特朗普在选前推动该计划实质性
落实的可能性不大，更有可能是先期开
展可行性研究，摸清盟友及对手的态度
和底线。

从其亚洲盟友角度看，由于亚太地
区安全形势动荡复杂、潜在风险点较
多，相关国家如果同意在本国部署美国
陆基中程导弹，无异于“引狼入室”“引
火烧身”。冷战时期，美在欧洲部署“潘
兴-2”中程导弹，非但没有给盟友带来
安全和稳定，反而导致欧洲地区安全环
境进一步恶化，险些酿成核战争悲剧。
从美国主要亚洲盟友的表态不难看出，
任何一个理性的盟友都不会允许美国
在其境内部署陆基中程导弹。值得警
惕的是，日本政府当前对美国的中导部
署计划表态较为模糊，未来不排除为求
一己私利、铤而走险接受美国计划的
可能，相关动向值得关注。

美在亚洲部署中导计划四处碰壁
■胡文翰

近日，以色列国防军对“卡梅尔”
战车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首次公开
验证，并向外界发布以军新型地面部
队相关消息，引发广泛关注。

两大基础支撑

以色列国防部官员雅尼夫?罗塔
姆表示：“未来以色列地面部队，将具
备快速机动能力，并装备多种传感器
和各式先进武器系统，有能力以迅雷
之势赢得胜利。”美国“最新防务”网
站称，这支部队建立在两个基础之
上：一个是科技感十足的“卡梅尔”战
车，另一个是微型战术无人机。

报道称，以色列“卡梅尔”战车计
划，目的是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将现役
装甲车升级为“卡梅尔”战车，使之在
致命火力之外兼具灵活、高效、紧凑、
操作方便等特点。罗塔姆表示：“重
点不在于研发新型装甲车，而是利用
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机器人等技术
让现有车辆变得更具打击力。”

以色列陆军司令伊夫塔?塔尔表
示，为让士兵在战场上获得更多与作
战环境相关的情报和信息，以军地面
部队将在旅、营级行动中大量装备微
型战术无人机。“力争让每个士兵都
拥有这种‘墙头上的苍蝇’，以获得作
战所需的战术情报。”

加大无人化比重

罗塔姆称，“卡梅尔”计划旨在让
更少的士兵控制更多的装甲车。所
以，以色列国防部向参研公司下达的
硬性指标之一，就是每部战车最多只
能由两名士兵操作。为弥补乘员减
少可能带来的缺陷，参研公司将用人
工智能技术取代以前由士兵完成的
功能。“比如，在探测到反坦克武器来
袭时，人工智能可自行启动主动防御
系统予以拦截。”罗塔姆说，“该技术
还能视情况与两名乘员协同配合，比
如接管车辆驾驶，让乘员腾出手向不
同方向的目标射击。以上操作可同
时完成，这是现役坦克或装甲车无法
做到的”。

为减轻乘员操作负担，以色列国
防部还要求参研公司将多种传感器
技术和武器控制技术整合进装甲车
驾驶舱。罗塔姆说：“未来装甲车驾
驶舱，不仅科技感十足，而且综合了
目标探测、主动防御、高速驾驶等功
能。在车外的光电或红外传感器帮
助下，车内乘员具备空前的战场态势
感知能力，可实时观看战车外部情
况，视野范围可达360?。”

半岛电视台网站评论称，以色列
未来地面部队概念，实际上是希望加

大无人化比重。长期以来，以色列一
直期望部署机器人，以减少奔赴前线
的士兵数量。随着“卡梅尔”计划逐
渐成形，以军士兵只需躲在防护良好
的封闭驾驶舱里判断战场形势和目
标特点，然后向机器下达命令。

面临诸多掣肘因素

“最新防务”网站认为，尽管以军
新型地面部队发展设想十分美好，但
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首先，以色列在人工智能领域自
主研发能力不足。以色列创新局最
近发布报告称，以色列在人工智能技
术发展方面已相对落后，参与“卡梅
尔”计划的 3家公司在某些关键技术
上仍需从美国同行手里购买版权。
罗塔姆说：“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令人
遗憾的现实，短期内无法改变，因为
我们缺乏足够的人手和资源去攻克
这些技术难关。”

其次，“卡梅尔”计划将消耗大量
资金，以色列的经济水平可能无法承
担。半岛电视台认为，尽管以色列号
称“中东超级大国”，但国家经济总量
绝对值无法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在
这样的背景下，“卡梅尔”计划就有了

“供血不足”的危险。如果强行推进，
最终可能影响该国国防整体建设。

速度更快，乘员更少，科技感更强

以军欲打造新型地面部队
■王 权

近来，韩日紧张关系持续升温，两国
不仅在经贸领域“断供”和互删“好友”、
在政治领域相互指责和公开论战，同时
也在安保领域彼此示强并中止情报合
作。在此敏感时刻，韩军拟于 8月中旬
举行独岛（日本称“竹岛”）防御演习，由
于演习时间与韩国光复节叠加，外界认
为，韩国此举意在向日本发出强硬信息。

演习有望升级

据韩媒报道，韩国拟于 8月 13日举
行独岛防御演习，该演习一般为期两
天，或持续至 14日，即光复节前一天。
光 复 节 对 韩 国 而 言 有 着 重 要 意 义 。
1945年 8月 15日，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
统治下获得解放，这一天被定为“光复
节”，维护独岛主权是韩国一年一度“光
复节”的主题之一。

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的日本海，
为韩日争议领土，由韩国实际控制。韩
军自1986年开始举行独岛防御演习，每
年上下半年各一次。今年上半年的独岛
演习原定于 6月举行，此前韩国因担心
韩日关系恶化而将演习推迟。鉴于日本
8月2日将韩国移出贸易“白名单”，韩方
也迅速将演习重新提上日程。

据消息人士透露，虽然此次演习规
模与往年相似，但演习方案更具进攻
性。此次演习将重点演练如何应对日本
战斗机在独岛上空侵犯领空的情况，此
外，还包括若日本极右势力侵入独岛如
何将其逮捕，海军和海警乘直升机登陆，
海军陆战队乘船登陆后夺回独岛等。此

前，为避免刺激日本，韩国尽量不对外公
开演习场面，但今年正积极研究对外宣
传方案。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
义溶表示，今年的独岛演习有望升级，除
海警外，陆海空三军都将参加。

日韩关系面临拐点

受领土、历史等诸多因素影响，韩日
关系时常亮起红灯，不过双方都能迅速
冷静下来。这次却大不相同，韩国不依
不饶，日本则痛下杀手。近期日本用“断
供”方式打击韩国半导体产业，甚至把韩
国从贸易“白名单”中剔除，使双边关系
更趋恶化。

分析称，面对日本的经贸绞杀，韩国
能打的牌并不多，举行独岛防御演习，既
是在向日本展示强硬姿态，也是在无牌
可打的情况下，重新将演习提上日程。
韩国还有意不再与日本续签《军事情报
保护协定》，根据协定，韩日两国可绕过
美国，直接共享包括朝鲜核和导弹项目
等在内的军事情报。8月24日该协定即
将到期，韩国防部长官郑景斗表示，正在
慎重考虑是否顺延。

可以说，独岛是韩日之间的死结，尽
管两国关系不会因此彻底“翻船”，但不
排除海上对峙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
韩日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国，
对于韩日之间愈加激烈的争端，美国迄
今并未提议充当调停人。不仅如此，美
还借机向两国索要高额驻军分摊费，并
试图让两国参与其在亚洲部署陆基中程
导弹计划。

韩军敏感时刻举行独岛演习
■杜朝平

以色列拉斐尔公司成员操作以色列拉斐尔公司成员操作““卡梅尔卡梅尔””战车战车

美军发射美军发射““战斧战斧””巡航导弹巡航导弹

在美国正式宣布退出
《中导条约》后，美军高层
近期又推出在亚洲部署陆
基中程导弹计划。但该计
划遭到地区盟友集体抵
制，最后只好尴尬自嘲：不
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
这个地步。

韩军士兵参加独岛防御演习韩军士兵参加独岛防御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