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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评环球时评

美波各怀心思

由于与俄罗斯关系不睦，波兰近年
来一直呼吁美国在其境内永久驻军，意
图借美国力量制衡俄罗斯。波方认为，
美国驻军的存在，能够让俄罗斯投鼠忌
器。为此，波兰甚至主动提议斥资约20
亿美元修建“特朗普堡”，邀请美军永久
驻扎，认为这样将使波兰乃至整个东欧
地区更加安全。

特朗普政府选择此时与波兰签署
防务协议，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国内政治
层面的考量。目前，2020年美国总统大
选竞选活动进入白热化阶段，特朗普
政府此举意在拉拢波兰裔选民，以拉
升选情，谋求连任。据悉，此前波兰裔
选民在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曾发挥
重要作用。

根据协议，驻波美军将从4500人增
至约5500人，美陆军第五军司令部前沿
指挥所和北约东翼部队指挥中心将设
在波兰，未来波兰将有能力接纳最多约
2万名美军。美波协议签署后，布瓦什
恰克表示，该协议为美国在波兰永久驻
军铺平了道路，两国还将进行更多军事
演习。此外，该协议还将推动美波两国
在投资、贸易等方面的合作。

波兰舆论质疑

据悉，波兰将出资修建协议规定的
相关基础设施，但这些设施为美军和波
军共用。波兰需为美国驻军提供燃油、

食宿等方面的费用，每年将耗资 5亿兹
罗提（约合 9.4亿元人民币），同时还需
分担军事演习的相关开销。波兰舆论
认为，波兰在北约框架下，自有其安全
保障，增加额外驻军没有实质意义。波
兰每年耗费大量纳税人的钱，用于换取
美国驻军并不划算。有波兰媒体表示，
波兰政府此举只是执政党在谋取政治
资本。

此外，尽管布瓦什恰克否认了驻波
美军在波兰享有治外法权，并公开表示
波兰有权对美军士兵在执行公务以外
的刑事犯罪行使司法管辖权，但波兰国
内对此仍有很大疑虑。据悉，两国签署
的文件文本并未对外公布，虽然波兰国
防部在官网发布一份新闻通报向外界
公布协议的主要内容，但新闻通报含糊
其词，称波兰在一些情况下，享有对驻
波美军的司法管辖权，并未说明“一些
情况”指的是哪些情况。有波兰媒体
称，波兰为吸引美军增兵不仅要承担巨

额后勤保障费用，同时也将面临主权受
损的风险。

俄称“危险之举”

美国增兵波兰、北约战略重心东
移，引发俄罗斯高度警惕。在莫斯科看
来，美波协议规定的一揽子措施与北约
首脑会议最新指导方针完全一致，其主
旨就是遏制俄罗斯。在欧洲建立分界
线，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让俄与北
约更难对话。

俄方指出，美向波兰增派驻军的计
划违反《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基本文件》，
这一文件禁止在 1997年后加入北约的
东欧国家境内常驻现役武装力量和武
器。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美扩
大在波兰军事存在是危险之举。她指
出，美增兵波兰并不能解决安全问题，相
反，只会使俄西部边境地区本就复杂的
局势进一步恶化，增加发生意外的风险。

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伊申格尔认
为，美国增兵波兰将带来消极影响，将
向俄罗斯发出错误信号。也有波兰国
际问题专家指出，与远在地球另一端的
美国走近而得罪周边国家，对波兰来说
可能得不偿失。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
会副主席什维特金表示，虽然美军增兵
千人作用有限，但会迫使俄方加大力度
维护本国西部安全。他表示，俄罗斯有
足够资源作出对等回应，在俄周边地区
增加军力部署、炫耀武力，不会带来任
何好结果。

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之势，俄近日
在加里宁格勒开启针对性军事演习，期
间还动用“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
统。美国“防务博客”网站报道称，近
日，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导弹编队在加
里宁格勒地区举行大规模演习，演练内
容是消灭敌方的颠覆组织，并秘密部署

“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该导弹射
程几乎覆盖整个波兰。

美增兵波兰引俄罗斯警惕
■童 建

近期，美俄两国围绕战略打击力量
建设、战术核武器开发等问题博弈升
级，美不仅高调进行洲际弹道导弹拦截
测试，还宣布海基核巡航导弹研发计
划。作为回应，俄通过《红星报》等媒体
发布今年以来俄军战略核打击体系、
战略防御和反击兵器以及非对称战术
武器平台的建设情况。报道称，俄军
细数各领域“家底”，意在从战略领域
制衡美国，并为正在开展的双边军控
谈判预置筹码。

核大国地位不容撼动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上半年，俄
部分军事活动或取消或推迟，但各军兵
种担负战略核打击任务的部队始终保
持高强度战备状态。战略火箭军战略

导弹班组和海军核潜艇频繁组织战备
演练，空天军图-95MC、图-160战略轰
炸机巡航空域不断拓展。近期，两架
图-160战略轰炸机远程飞行8000千米，
穿越东西伯利亚海等区域，进行巡航演
练。如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所言，俄

“核大国地位不容撼动”。
今年以来，俄战略火箭军部队加快

新型导弹列装速度，西部军区两个机动
导弹团正展开公路型“亚尔斯”导弹换
装工作，第28导弹师也基本完成该型导
弹换装工作。目前，俄军已有 5个导弹
师整建制列装“亚尔斯”导弹，总数量达
150枚。俄方还发布“萨尔马特”洲际弹
道导弹研制部署情况，该导弹射程达1.8
万千米，具备多弹头搭载能力，预计
2021年量产列装。

俄于今年5月开始建造新一代隐形

战略轰炸机样机，预计2021年完成机身
组装，2025年实现首飞。首批深度改进
型图-160M2、图-95MSM战略轰炸机
即将服役，“图”氏家族新成员在航电系
统、武器载荷、动力装置方面将更具战
斗力。北风之神-A级战略核潜艇首艇

“弗拉基米尔大公”号 5月 28日正式交
付海军，将进一步增强该国海基战略打
击效能。

战略防御体系现雏形

在反导反卫星和战略预警领域，俄
已基本建成“未来15年至25年战略防御
体系雏形”。其中，“努多利”反导反卫
星系统于4月15日在普列谢茨克进行成
功试射，“佩列斯韦特”机动式激光武器
曾多次在叙利亚接受实战检验。这两

款武器成本低、杀伤精度高且易部署，
未来将部署至飞机或舰船上，成为俄军
夺取空天领域优势的新砝码。

战略防御方面，俄已在塞瓦斯托波
尔等地部署“沃罗涅日”战略预警雷达，
未来陆基侦察预警网络将覆盖俄罗斯
全境。此外，5月22日，俄成功发射一枚

“冻土带”导弹预警卫星，使空天军打造
的“统一航天系统”实现 4星组网，可对
从美国境内发射的任何弹道导弹和运
载火箭进行监视。

战略反导拦截方面，S-500反导系
统年内将完成初步测试。俄唯一一部
战略级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A135即将融
入梯次防御体系，重点负责拦截毁伤突
破大气层的来袭弹道导弹。

非对称战力日趋定型

俄媒称，俄罗斯拥有的几款非对称
武器，将成为改变战场局势的核心手
段。今年以来，俄中部军区第14空防集
团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已陆续接装“匕
首”高超音速导弹。1月，在黑海海域举
行的大规模演习中，米格-31歼击机使
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对海上移动目
标进行射击。“先锋”高超音速导弹已按
计划装备第31导弹集团军，即将进入试
验性战斗值班。

俄军另一款高超音速导弹“锆石”
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1月，俄罗斯从

“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成功
试射该型导弹。近日，俄军再次对该导
弹射程、打击精度和时速进行综合评
估。资料显示，该导弹射程超过1000千
米，今年年底前，将在白蜡树级核潜艇
上进行首次水下发射试验。

此外，俄研发多年的“别尔哥罗德”
号特种任务核潜艇已具备实战能力。
该型艇是“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
的首个搭载平台，二者结合将使俄在深
水领域保持核心竞争力。

俄军“亮家底”用意何在
■石 文

在联合国安理会最近一次会议
上，美国提交的延长对伊朗武器禁运
决议草案未获通过，15个安理会成员
国中，2票赞成，2票反对，11票弃权。
这一结果表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越
来越不得人心，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
和霸权主义必将自绝于世界。

美国提出这一草案的理由十分荒
唐，认为伊朗没有遵守伊核协议，已停
止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并在中东
进行武器转移。殊不知，伊核协议之
所以陷入当前困境，主要是由特朗普
政府率先退出协议导致。

由于美国不再是伊核协议缔约
方，因此无权要求联合国启动对伊朗
武器禁运和其他制裁措施，美国在联
合国的一系列举动无疑是罔顾事实的
霸权主义行为。正如伊朗外长扎里夫
所言，美国已“退群”，无权要求联合国
恢复对伊制裁。

从投票结果不难看出，在退出伊
核协议后，特朗普政府威胁加强对伊
朗的制裁已完全处于唱独角戏的状
态，即便英、法、德等传统盟友也不支
持美国的霸权行径。尽管欧洲各国认
为不应废除对伊武器禁运条例，但也
反对美国使用伊核协议进行制裁。

面对在联合国的惨败，特朗普放
下狠话，表示将于近期重新恢复对伊
制裁，而这一制裁的依据，却来自特朗
普政府退出的伊核协议。可想而知，
如果特朗普政府不顾安理会投票结果
强行对伊朗施加制裁，只会削弱这一
多边机制的权威和信誉，将是特朗普

“美国优先”对全球主义和多边主义的
又一次重大冲击。

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如此心
急火燎无非出于两点考虑。

国内层面，特朗普正面临前所未
有的选举压力，在民调全面落后于拜
登的背景下，特朗普希望能够在外交
上强硬出招，转移国内视线并赢得国
内保守派选民支持。近期，美国高调
宣布促成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
化，也意在为连任谋求外交加分。

国际层面，打压伊朗、强化与以色
列的盟友关系，是特朗普一以贯之的
中东战略主线。特朗普执政后不断对

伊朗施压，不仅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
还屡屡挑衅伊朗，甚至袭杀伊朗高级
军官苏莱曼尼。近期美国威胁加强对
伊制裁、企图以反伊朗为抓手团结中
东各派盟友，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
地区紧张局势。

无论特朗普出于何种目的，其在
中东兴风作浪的做法均不符合地区国
家与国际社会的期待。特朗普政府通
过牺牲他国利益满足“美国优先”的狭
隘用心早已被世人识破，而这种试图
为所欲为的霸权主义只会落得失道寡
助、孤立无援的下场，最终透支的还是
美国自身的国际信誉。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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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印度提出重新考虑购买“全球
鹰”无人机提议后，8月14日，日本政府
表示可能取消 3架拟于 2021年部署的

“全球鹰”无人机采购计划。日本政府
经过多番讨价还价才与美国达成这一
军购协议，此时为何要突然取消，引发
外界猜测。有外媒指出，日本和印度
接连弃购“全球鹰”无人机，主要原因
在于该型机不仅造价昂贵，而且还存
在生存力弱、实用性不强等问题。

生存力弱

“全球鹰”无人机是一款高空长航
时无人机，该机配备合成孔径雷达，续
航时间超过 40小时，主要执行情报监
视和侦察任务。

起初，日本政府计划用“全球鹰”
无人机监视朝鲜和日本周边岛屿，强
化防卫警戒。然而，在2019年6月一架
美军“全球鹰”无人机被伊朗击落后，
日方开始意识到，“全球鹰”无人机存
在致命弱点。由于该机并不具备隐身
功能，不携带弹药，很容易受到现代先
进防空导弹系统攻击。日方随后认
为，此型号无人机不适合用于海洋监
视。日本专家表示：“我们不能让这么
贵的飞机面临被击落的危险。这些无
人机不适合执行海上监视侦察任务，
未来不会有太大用处。”

成本攀升

日本政府于 2014年就采购“全球

鹰”无人机编列510亿日元（约合33.5亿
元人民币）预算，计划购买3架该型无人
机。然而，2017年，美方突然通知日本
该机价格上涨约 23%。这种坐地起价
的行为不免让日本打起退堂鼓。

另外，日本提出重新考虑采购计
划正值美空军提出退役两款“全球鹰”
无人机（Block20和 Block30）之际。日
本方面很清楚，如果这两款无人机退
役，意味着美将不再生产这类装备。
届时，全球范围内只剩日本和韩国拥
有这两款无人机，后期维护成本必将
高涨，日本将沦为“冤大头”。

美国不快

若日本政府取消采购“全球鹰”无
人机，将是继取消部署陆基“宙斯盾”
系统后，第二次调整基于“对外有偿军
事援助”的武器采购计划。日媒称，

“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存在定价不
透明等问题，导致日方不满情绪日益
高涨。

尽管日媒称日本此举旨在削减支
出、减少浪费，但日本政府唐突取消采
购计划也可能与美国产生嫌隙。特朗
普一直将大量出口武器作为第一任期
的成果大加宣扬，日本政府接连取消
高额装备采购计划，无疑是对特朗普
政府的当头一棒。此前，美军有关人
士就曾对日本政府未经充分解释便突
然宣布取消部署陆基“宙斯盾”反导系
统表示不快。他说：“同盟之间做出让
对方意想不到的事并不好。”

日本缘何对“全球鹰”说不
■张 宁

8月中旬，美国务卿蓬
佩奥访问波兰期间与波兰国
防部长布瓦什恰克签署《加
强防务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美 国 将 向 波 兰 增 派 约
1000名驻军，北约东翼部队
指挥中心也将设在波兰。有
分析认为，美驻波军事力量
进一步增长虽受到波兰政府
欢迎，但由于美驻军东移愈
加接近俄罗斯前沿，将对俄
形成更直接的威胁，必然引
起俄方不满和反弹。

““亚尔斯亚尔斯””导弹系统导弹系统

““全球鹰全球鹰””无人机无人机

美波两国官兵进行联合军事演练美波两国官兵进行联合军事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