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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集体安全能力

《国家报》认为，当前欧洲防务合作
已扫除政治层面的障碍。欧盟主要成
员国均认为，“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蔑
视欧盟乃至北约，从叙利亚战争、利比亚
战争到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和移民浪潮
兴起……这些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令
欧洲国家只得选择推动并实现‘泛欧洲
防务合作’，以保证欧洲集体安全”。

西方媒体注意到，欧洲正加速将此
共识落实于行动。在欧洲防务署近日举
办的布鲁塞尔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欧
盟成员国高级防务官员一致同意，各国
应遵循此前出台的《能力发展计划》《欧
洲国防基金》《永久结构化合作》等倡议，
进一步推进欧洲防务合作与自主发展。
欧盟轮值国代表、克罗地亚国防部防务
政策主管布热娅提出，为应对未来的潜
在威胁，必须以倡议为基础搭建起合作
框架。

有学者认为，欧洲防务合作与集体
安全应建立在三大军事能力基础上，即
军事力量在欧洲境内的跨国机动能力、
统一的指挥能力和共同实施军事行动的
能力。一名欧洲外交官在接受法新社采
访时称：“消除国界限制，在欧洲境内更
快速地调动、转移和集结武装力量以应
对潜在敌人，是实现欧洲集体安全的基

础。我们应建立专门的机构，以便在必
要时对欧盟各国军事力量实施统一指
挥，协调彼此的人员、装备和资源共同开
展军事行动。”

合研武器成“突破口”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欧洲防务合
作是一项长期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目
前该项工作正处于尝试与摸索阶段，主
要目标是“实现装备的自主统一”，以最
大限度减少对美国的技术依赖，提升欧
洲本土的武器研发能力，并增强各国在
共同军事行动中的协作能力。

日本《产经新闻》称，欧盟各成员国
目前装备 29种作战舰艇、20种战斗机、
17种主力战车，繁杂的武器型号无法在
联合军事行动中相互匹配，进而限制了
各成员国的集体安全行动能力，“假如多
国共同生产并使用同款战机，不仅可以

节省大笔费用，还能在后勤保障、任务分
配、作战沟通等方面顺畅合作，形成更整
体化的军事行动能力。”欧盟也注意到这
一点，为此已建立欧洲防务基金，以促进
成员国的防务研发和共同采购。

《金融时报》称，德国、法国、西班牙、
意大利等欧盟主要成员国是联合研发武
器装备的“引领者”，他们在重大项目研
发领域的合作将成为实现欧洲防务一体
化的突破口。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等多家媒体的
报道显示，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将投入约
80亿欧元，在未来20年内推出包括战斗
机、无人机和发射系统在内的“未来空中
作战系统”。

与此同时，德国与法国计划联合研
发主战坦克。据“防务世界”网站披露，
两国将于3月或4月启动“未来地面主战
系统”的结构开发。该项目将综合德国

“豹2A7”主战坦克和法国“勒克莱尔”主

战坦克的优势，制造出一款替代产品。
此外，法国已与意大利签署协议，准

备打造一个“军事造船联盟”，在未来10
年建造10至15艘军舰。

分析认为，欧盟主要成员国在上述
武器研发项目中的合作，将发挥以点带
面的作用，推动欧洲防务与安全合作的
整体发展。法国海军集团首席执行官吉
鲁表示：“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有足够的资
金和研发能力单独进行研发，我们应该
联合起来。”

仍需跨越不少障碍

报道称，尽管欧盟主要成员国大力
推进武器研发项目合作，但欧洲防务与
安全合作仍需跨越不少障碍，“对外，是
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对内，是如何
协调与统一各成员国的想法”。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一直习惯对欧
洲“小弟”指手画脚，如果欧盟实现防务
一体化，北约的实际作用将受到影响，美
国对欧洲的主宰能力也将削弱，这可能
是美国不愿看到的。短期看来，欧盟主
要成员国的联合武器研发项目也可能激
怒美国——北约大部分成员也是欧盟成
员，是美国的重要武器交易对象，联合武
器研发项目成功后，势必影响欧洲从美
国进口武器，进而对欧盟与美国的关系
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欧盟成员国内部对防务合作
与一体化存在不同看法。在政治层面，
一些成员国希望“联合军事力量”能够成
为向其他地区施加影响力的“政治手
臂”，实现本国或本地区的政治利益；另
一些成员国认为，推动欧洲防务与安全
合作应单纯着眼于提高地区防务水平。
在经济方面，有成员国担心，武器通用化
会给本国军事技术和供应链带来冲击，
进而影响本国经济的发展。

欧洲防务一体化又有新动作
■李 赐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将于 5月
举行“太空防御会议”并发布太空战
略。届时，英国在太空的军事活动将
得到进一步规范。

当前严重依赖美国

报道称，过去几年，英国国防部已
意识到太空领域的重要性，并于 2018
年发布太空手册，阐述其从事太空活
动的 3个目标：强化可靠性和提升活
动效率、优化对前线部队的太空支援、
向政府活动提供更广泛的支持。为落
实该目标，英国国防部 2018年 5月正
式宣布由皇家空军负责指挥英国太空
军事行动，承担太空态势感知、太空控
制等任务，随后又组建战略司令部，赋
予其太空支援与作战职责。

然而，与美、俄等国的太空政策、
战略指导和实际行动相比，英国国防
部的上述措施略显单薄且未起到推动
作用。目前，英国在太空领域大幅落
后于先进国家，比如，英国专司太空事
务的只有不到 600人，美国仅空军就
有 3万余人从事相关工作，“这也导致
我们在太空领域严重依赖美国”。

明确未来发展重点

报道称，英国的太空战略将明确
至少3个方面内容。

首先，加大对太空活动的软硬件
投入——培养大批太空人才、为皇家
空军的太空硬件装备（太空传感器、指
挥与控制系统等）研发工作注入大量
资金。与此同时，皇家空军还应组建
新的太空部门，为太空事务人员提供
更好的平台，并实现与民间太空研究
机构的良好沟通与交流。

其次，明确针对太空资产的攻击
将触发北约宪章第 5款规定的集体防
卫原则，英国应“尽全力对北约施加
影响”，促使后者将他国针对英国太
空资产的攻击行为等同于针对主权
国家的武装攻击，并触发北约的集体
防卫机制。

第三，英国皇家空军和战略司令
部应明确分工，皇家空军负责保卫本
国太空活动的安全，战略司令部负责
对太空的开发与利用。上述分工需建
立在完全自主的太空情报、侦察与监
视能力上，否则将成为无本之木。因
此，英国国防部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
是发展基于轨道卫星及其他太空侦察
平台的情报、侦察与监视能力，摆脱严

重依赖美国的现状。

加强与民间机构合作

由于英国短期内无法摆脱在太
空领域对美国的依赖，因此即将发布
的太空战略在主要原则上与美国太
空战略保持一致，“下一步是提升自
主能力，除推动太空军事应用外，还
将确保与民生相关的重要国家设施
的安全”。

文章强调，对太空的开发及利用
不能由英国国防部独挑大梁，而应
调动各方面力量，“军队研发机构应
与民间太空研究组织或机构展开良
好合作，共同推动英国对太空的有
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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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消息报》等媒体报道，海军航
空兵是俄军中遂行任务最复杂、武器装
备种类最繁杂的兵种之一，近年来一直
在推进装备改革，今年底将完成第一阶
段任务。最近，俄军事历史学家德米特
里?博尔坚科夫详细介绍了俄海军航空
兵近年来的装备改革成果。

无人机推广应用排前列。在无人
机推广应用领域，海军航空兵在俄军
各军兵种中名列前茅。北方舰队第45
集团军已拥有 1个完整的无人机团，
堪察加半岛地区很快也将组建 1个无
人机团，相比之下，俄陆军和空天军尚
未组建团级规模的无人机部队。

此外，俄海军早就在演习中使用
无人机，目前正积极演练无人机从战
舰甲板上起飞等课目。未来几年内，
俄军还计划列装“猎人”或“阿尔季乌
斯”无人机，它们可执行远程隐身对地
攻击、侦察监视等任务，为海军航空兵
重组远程侦察航空兵创造条件。

米格-31担重任。俄海军航空兵
目前拥有两个米格-31战斗机飞行大
队，分别部署在科拉半岛和堪察加半
岛。其中，堪察加半岛的米格-31可
在北极地区巡航，为战略轰炸机提供

掩护和护航。俄还在研制空基反卫星
导弹，列装部队后，海军的米格-31将
肩负太空作战重任。此外，米格-31
飞行大队计划扩建成团级建制，装备
先进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成军后
其战斗力将远超苏联时期著名的战略
航空兵。

舰载直升机显神威。目前，俄海
军航空兵装备有各式各样的舰载直升
机，如部署在加里宁格勒州的卡-27
系列舰载直升机、正在升级改造的卡-
52K舰载武装直升机、已重回海军航
空兵序列的卡-29舰载战斗-运输直
升机等，今年还将启动“八目鳗”新一
代舰载直升机的设计试验工作。考虑
到海军航空兵没有专属的飞行员培养
机构，只能招收空天军学校毕业生并
重新培训，徒增训练时间，不排除今后
在叶伊斯克组建一所舰载机飞行员学
校的可能。

水陆两栖飞机有发展。尽管俄海
军运用水陆两栖飞机的历史已超百年，
但目前仅装备数架别-12水陆两栖飞
机 ，机 龄 近 50年 。 今 年 2月 ，别 -
200CHS水陆两栖飞机进行首飞试验，
首批别-200计划在里海区舰队服役。

俄海军航空兵
新增“看家”装备

■李木子

行程非常紧凑

据印度媒体报道，为迎接特朗普，印
度方面做了大量准备，不仅安排大规模
欢迎活动，还在其必经之路“建墙”以遮
挡路旁的贫民窟。该国媒体批评称，“如
此取悦特朗普简直太过分了”，印度民众
也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抗议。

根据印度外交部公布的日程，特朗
普此行安排得非常紧凑，在不到 36小
时内，除首都新德里外，特朗普还访问
了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
并前往泰姬陵参观。访问期间，特朗
普除与莫迪举行正式会谈外，还参加
了印度商业领袖圆桌会议，并在一座
能容纳 11万人的体育馆出席大型集会
并发表讲话。

作为特朗普访印的“礼物”，美印此
次在防务领域达成协议：印度确定向美
国采购价值 30多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包括 24架 MH-60R“海鹰”直升机和 6
架 AH-64E“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此
外，印度官员透露，美印《基本交流与合
作协议》最后阶段谈判定于 3月启动，
该协议将促成两国交换地理空间情报，
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等武器系统提供
准确信息。

在美印之间最大的争议问题贸易协
议方面，双方没有达成共识的迹象。据
称，印度政府本想借此次访问说服特朗
普恢复印度价值 60亿美元出口商品的
免税待遇，为此才抛出“军火大单”，然
而，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取消印度的发展
中国家地位，这意味着印度不但无法重
新享受免税待遇，连此前被取消的普惠
制贸易地位也没法恢复。

缺乏实质意义

对于特朗普此次访印，外界普遍认
为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一是各取所需意味浓。《今日印度》
等媒体指出，特朗普是第一个专程访问
印度（不顺路访问其他国家）的美国总
统，凸显了他对美印关系的重视。《纽约
时报》和英国广播公司认为，特朗普此次
访印并受到高规格接待是双方各取所需
的表现。报道称，在弹劾审判之后，特朗
普急于转移国内视线，莫迪也希望能暂
时缓解当前国内面临的压力。美国伍德
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南亚问题专
家库格尔曼表示，特朗普此访主要成果
是与莫迪进行一系列对话，两国达成的
实质性成果不多。

二是固有分歧难消除。在经贸领
域，美印两国近年来摩擦不断。“美国之
音”指出，特朗普在访印伊始就强调，他
可能不会带着人们预期的重大贸易协议
回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此前也取
消了对印度的访问，原因是双方在谈判
中存在尚未解决的分歧。法新社引述专
家的评论称，美印贸易纠纷本质是“印度
制造”与“美国优先”的政策冲突。

三是选举考量多。外媒认为，今年
是美国大选年，特朗普高调访印背后有
着选举考量。英国广播公司评论称，美
国国内印度裔居民人数接近 450万，他
们大多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上届选举中
只有16%的印度裔选民投票给特朗普），
正着眼于选举连任的特朗普此时访印，
可以向印度裔美国人展示他对美印关系
的重视。

裂痕仍将持续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印度方面寄予
厚望，但特朗普此访并未斩获太多成果，
双方在贸易领域的矛盾进一步凸显。特
朗普抵达之际，印度网民还在社交媒体
上发起一场“回去吧特朗普”运动，表示
如果特朗普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印
度”，那他此行就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
早点回去。

展望未来，虽然莫迪宣称“特朗普
此访将进一步巩固美印友谊”，但受结
构性矛盾影响，两国间的分歧难以消
除。一方面，贸易争端是美印两国当前
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自特朗普上台以
来，美印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升级，
2018年，美国对包括印度在内的多国出

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令印度
钢铝行业遭遇沉重打击；作为回应，印
度提高了农产品关税，并对美国医疗设
备设限。2019年 5月 31日，美国又以

“印度未能确保向美国提供公平、合理
的市场准入条件”为由，宣布取消给予
印度的普惠制待遇，引发印方不满。特
朗普政府还多次公开指责印度是世界
上关税最高的国家之一，并一直要求减
少与印度的贸易逆差。尽管美印双方
已进行数月的贸易谈判，但要达成协议
还将面临诸多挑战。

另一方面，伙伴关系貌合神离。虽
然近年来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印度
有向美国靠近的趋势，但两国之间的关
系显然没有两国领导人的“友谊”来得
更深。美国一直向印度兜售其“印太战
略”，但对印度而言，彻底倒向美国并不
符合印度自身的国家利益，反而可能使
其在地缘问题上承受更大压力。同时，
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印度与委内瑞拉、
伊朗等美国的“敌对国”保持着较好关
系，并在军事领域加强与俄罗斯的传统
合作。特朗普此次访印期间竟向巴基
斯坦“表白”称，“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
系非常好”，这番话让印度人明显感到
不安。

特朗普首访难掩美印分歧
■安 琪 杨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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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将向美国采购印度将向美国采购MH-MH-6060RR““海鹰海鹰””直升机直升机

德法联合研发的德法联合研发的““未来地面主战系统未来地面主战系统””概念图概念图

西班牙《国家报》最近
盘点了欧盟一年来的各项
成就，提出“欧洲国家在防
务领域的合作取得较大进
步”，尤其是主要成员国加
速推进武器研发合作，已
成为一个重要“突破口”。

2月 24日至 25日，美
国总统特朗普对印度进行
国事访问，这是特朗普任
内首次访问印度。分析人
士指出，虽然美印战略防
务伙伴关系愈发紧密，但
在经贸等领域的分歧短期
内难以消除，此访的象征
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