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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评环球时评

继续维持日美同盟

维持稳固的日美军事同盟关系，一
直是日本安保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安倍
在其任期内，通过调整日美双边安全政
策、采取更为紧密的联合军事行动等措
施，不断向美国确认日美军事同盟的重
要性。8月31日，安倍宣布辞职后，主动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半个多小时的电
话会议，讨论未来日美关系问题，并表示
继任者仍将贯彻同盟政策。

9月 20日晚，菅义伟与特朗普举行
首次电话会谈。菅义伟表示：“日美同盟
是维护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础。”报
道称，这种表态给“后安倍时代”的日本
对美政策指明了方向。

虽然近年来特朗普屡有抱怨，称日
美安保条约不够“平等”，要求日本在美
国全球军事部署中承担更多义务，大幅
提高防卫费分摊额度等，使日美军事同
盟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日美
双方都明白，无论从亚太安全格局新变
化，还是从美国西太军事部署角度，美国
缺不了日本这个“桥头堡”，日本也离不

开美国这柄“保护伞”。

谋求扩大活动范围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世界安全格局
出现深刻变化，日本不再满足于亦步亦
趋地跟随美国，而是越来越习惯于从自
身利益出发，与美国在诸多问题上讨价
还价，借日美同盟关系之“船”夹带“私
货”的倾向性愈发突出。这一点已引起
美方警觉。

在法律调整方面，借美国邀请其参
与全球军事部署之机，日本不断扩大自
卫队活动范围，试图一劳永逸突破相关
法律和程序限制。

在领域拓展方面，日本进一步对接
美军战略调整，组建太空部队“宇宙作战
队”，扩充“网络防卫队”员额，参与美国
主导的太空、网络等新兴领域演训，培养
高新领域作战指挥人员。

在装备建设方面，日本试图自主研发
五代隐身战机，虽最终停留在验证机阶
段，但积累了不少尖端技术。日本还加
速推进“准天顶”卫星导航系统，试图构
建一套独立于美国GPS的卫星导航系统。

在高端武器装备引进方面，强调联
合研制或本土生产，试图深入参与美国
武器研制分工。如，日本在采购F-35战
机时就曾提出两国联合生产，但最终美
国只允许在日本组装。

寻求“先发制人”能力

菅义伟政府宣称，将继续维持防卫
经费增长态势，不断增强日本在新兴领
域的能力。未来，在编制员额难有大幅
变化情况下，日本将从防卫部署调整层
面加强布局，在“积极防御”幌子下优先
发展进攻作战能力，侧重部署西南岛屿，
并不断拓展军事影响力。

首先，日本将继续强化警戒监视、防
空反导体系建设，构建“先发制人”打击
能力。日本近年来以所谓朝鲜核与导弹
威胁为由，展开一系列军事部署。日本
政府宣布放弃部署陆基“宙斯盾”反导系
统后，随即透露将引进射程为 500千米
的防区外导弹，未来配合 F-35战机使
用，并声称可在对手防空武器射程之外
对重要目标发起攻击。这意味着，日本
将继续谋求远程攻击对手基地的能力。

其次，日本将加强西南方向军力部
署，构建出海通道战略钳制能力。近年
来，日本在西南诸岛动作频频，在几乎全
部有军事价值的岛屿上初步完成“排兵
布阵”。陆上自卫队在宫古等岛屿部署
导弹部队、雷达监视部队，试图打造一个

“导弹屏障”。此外，日本还不断扩充两
栖作战部队，采购“鱼鹰”倾转旋翼机、新
建登陆舰等平台，增加冲绳基地的战机、
预警机数量等。新财年防卫预算明确，
日本将于 2021年在陆上自卫队朝霞驻
地新设电子战部队。

最后，日本将继续拓展军事影响
力。着眼军事大国目标，日本深耕布局
东南亚地区，对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
国半卖半送武器装备进行拉拢；参与双
边或多边联合军事演习，甚至远赴印度
洋参加美日印三国海上联演；将日美

“2+2”会晤机制扩展至英、法、澳、俄、印
等国，试图提升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影
响力。

总体来看，日本未来安保战略仍将
保持对美跟随为主，并借机不断提升自
卫队作战能力，势必对亚太地区安全格
局产生重要影响，值得关注和警惕。

““后安倍时代后安倍时代””日本安保战略走向日本安保战略走向
■文威入

近期，在美国总统大选日益临近的
背景下，美俄两国通过反潜演习、列装平
台和实战训练等方式，“互秀”潜艇战力，
折射出浓厚的战略威慑意味，使两国战
略博弈日趋白热化。

美军高调演习

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美海军
近期在北大西洋水域举行代号为“黑寡
妇-2020”的演习，重点演练反潜作战。
此次演习由诺福克联合部队司令部、美
海军第二舰队和第二潜艇大队主导。据
报道，第二潜艇大队是美国近期在考量
俄罗斯水下威胁后重新启用的。

据美国媒体透露，此次参演兵力包
括1艘洛杉矶级核潜艇、1艘弗吉尼亚级
核潜艇、“麦克福尔”号导弹驱逐舰、“阿
利?伯克”号导弹驱逐舰和“黄蜂”号两栖
攻击舰等。此外，美海军第46和第72海
上打击中队以及第 11巡逻和侦察联队
派战机参演。

此次演习针对俄罗斯的意图极为突
出。美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安德鲁?刘易

斯表示：“大西洋是战斗的地方，也是开
展竞争的地方，我们必须保持相较于对
手的优势，尤其要关注俄罗斯在大西洋
的水下作战能力。”美海军潜艇部队指挥
官达里尔?科德尔指出：“面对当今威胁，
我们必须做好开展高级别战斗的准备，
就像我们现在在其他地区做的那样。”对
于在演习中美海军同时使用 MH-60R

“海鹰”直升机和P-8“海神”反潜巡逻机
的做法，美海军第二潜艇大队指挥官吉
姆?沃特海称，这是“非常致命的组合”，
两款战机均可监测水下情况。

俄强化实战能力

针对美国的挑衅行为，俄罗斯近期
毫不示弱，双线推进潜艇战力建设。

一方面，加紧建造战略核潜艇。据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联合造船集
团总裁阿列克谢?拉赫马诺夫近日表示，
北德文斯克造船厂将于今年开工建造最
后两艘 955A型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
艇。拉赫马诺夫表示：“船厂正在做开工
准备，正在切割钢板。我们计划年底前

开工，将同时建造两艘核潜艇。”目前，俄
海军装备有 4艘 955A型北风之神级战
略核潜艇，另外 4艘处于建造阶段。俄
海军高层表示，未来，俄海军舰队需要
10艘该型核潜艇。

另一方面，紧密开展实战化训练。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俄北方舰队新
闻处的消息报道称，“近期，北方舰队潜
艇部队1艘多功能巡航导弹核潜艇与另
一个兵团的多艘潜艇进行对抗，并发射
潜射导弹武器”，但潜射导弹发射时没
有装载战斗部。消息还称，俄北方舰队
潜艇部队数日前在巴伦支海演练与水
下目标进行水雷对射等课目。巴伦支
海位于挪威与俄罗斯北方，是北冰洋的
陆缘海之一。

此外，俄军 1架图-142远程反潜机
日前在距离俄罗斯领土 200千米至 250
千米处对北约舰队进行模拟攻击演习。
据外媒报道，至少有 4艘北约战舰在巴
伦支海监视俄罗斯海军演习。图-142
远程反潜机演练活动被外界视为俄海军
发出的“重要提醒”，意在“警告北约战舰
在行动之前要慎重考虑后果”。

战略博弈恐升级

潜艇战力既是未来海军作战的决定
性力量，也是“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中
隐蔽性最强、存活几率最大的战力，将在
美俄军事乃至战略博弈中发挥不可替代
的作用。未来，两国势必以动态部署军
事力量、强化演训战备活动、加大武器装
备研发力度等方式，大力发展战略核潜
艇、反潜巡逻机、无人潜航器和反潜武器
系统等，力图在“深海”实现局部作战优
势，进而对全局战略博弈和军事对抗产
生重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美俄目前在欧洲、中
东等地的军事博弈总体呈现升温态势，
潜在“风险点”与日俱增。尤其是在美国
增加中东地区军事部署、强化欧洲方向
演训活动，以及持续在俄周边威慑示强
的背景下，美俄两国未来在近距侦察或
威慑巡逻时存在“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相关动向值得持续关注。

美俄“互秀”潜艇战力
■章 池

继宣布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
伊朗国防部实施制裁后，美国近日又
盯上俄欧“北溪-2”天然气管线项目
（以下简称“北溪-2”项目）。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 9月 22日表示，“北溪-2”项
目将给欧洲带来风险，美国准备组建
联盟阻止该项目继续推进。

“北溪-2”项目自开工以来便一波
三折。此前，美国全力阻挠破坏、发动
制裁，致使项目被迫停工。而后，俄罗
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中毒”事件再
次使德俄、欧俄关系紧张，威胁到“北
溪-2”项目进展。近期，蓬佩奥公开宣
称，“北溪-2”项目将使欧洲越来越依
赖俄罗斯天然气，不仅将给欧洲带来
风险，也对乌克兰等国构成威胁。为
此，美国准备组建联盟阻挠“北溪-2”
项目完工。

虽然蓬佩奥并未明确将联合哪些
国家组建联盟，但其实并不难猜测。
此前，美国对该项目进行制裁时，欧盟
27个成员国中有 24国向美国提出“抗
议照会”。这意味着，其他 3个国家可
能成为美国要组成联盟的对象。其中
包括波兰和乌克兰，两国均与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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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则因克里米亚事
件与俄结仇。另外，从经济角度而言，

“北溪-2”项目从波罗的海直达德国，
绕过乌克兰、波兰等中东欧国家，致使
这些国家的天然气过境费收入减少，
也令乌克兰等国很不是滋味。

在美方看来，“北溪-2”项目不仅
影响了美国液化天然气在欧洲的销
路，而且俄罗斯通过该项目拉紧了欧
俄之间的能源合作纽带。美国担心，
俄方可能借此对欧盟施加政治影响，
因此，一直试图阻挠破坏该项目。2019
年 12月，美国正式对“北溪-2”项目实
施制裁。瑞士一家公司在美国施压下
被迫停止管线铺设作业，导致该项目
停工。不久前，美方继续加码制裁，部
分议员提出要对德国参与“北溪-2”项
目的相关企业和官员实施制裁，致使
德国政经界大为恼火。

就在德国政经界反对并批判美国
域外管辖的关键时刻，俄反对派人士
纳瓦利内因疑似被投毒送往柏林治
疗，使“北溪-2”项目又一次成为欧俄
争端的焦点。德国政府近日表示，纳
瓦利内是“诺维乔克”神经毒剂中毒，

欧盟认定俄罗斯应当为该事件负责。
俄方则认为，这是西方国家构陷

俄罗斯的又一次阴谋。俄联邦对外情
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表示，美国等西方
国家操控纳瓦利内“中毒”事件的主要
目的，就是阻挠“北溪-2”项目建设。
借指责俄罗斯是纳瓦利内“中毒”事件
的罪魁祸首来阻挠“北溪-2”项目建
设，是美国在欧洲天然气市场开展不
正当竞争的典型表现。9月23日，俄外
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
会上谴责美国建立反对“北溪-2”项目
联盟，并称美国针对该项目及其他领
域的行动可能破坏世界经济稳定。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
州长施维斯格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目前“北溪-2”项目已完成 90%以
上 ，美 国 对 该 项 目 的 制 裁“ 令 人 发
指”。此次，美欲组建联盟再次阻挠，
本就一波三折的“北溪-2”项目能否顺
利完工，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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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斯克位于波罗的海南部，隶
属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是俄在波罗的
海沿岸重要的海军基地，也是波罗的海
舰队的主要基地。据俄《消息报》网站
近期报道，俄海军正在对波罗的斯克基
地进行现代化升级改造，全部工程竣工
后，波罗的海舰队可在此部署护卫舰、
驱逐舰等各类舰艇。这样一来，俄军随
时可在重要战略区域组建火力强大的
舰艇编队。

据介绍，俄军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完
成波罗的斯克基地第一阶段的改造工
作。明年将增建全新通信系统、贮存仓
库、维修和技术维护站等相应基础设
施。此前，俄国防部透露，新增基础设
施包括净化处理设施，以避免舰艇对生
态环境造成破坏。工程竣工后，基地对
水文气象条件的依赖程度将大幅降低，

舰艇锚地和驻泊地的安全系数将大大
提升。

目前，俄军已全部更换基地工程
管线，并对码头进行大修，将其长度扩
展到 3000米。另外，相应防腐蚀工程
已完工，基地专用道路正在维修。维
修工程完毕后，波罗的斯克基地可驻
扎包括 20385型轻型护卫舰（可搭载

“口径”巡航导弹）和 22350型护卫舰
（可搭载“锆石”反舰导弹）在内的各类
舰艇。20385型轻型护卫舰采用隐身
技术制造，用于近海水域活动，主要打
击敌水面和水下目标，为海军陆战队
提供火力支援。据悉，该型护卫舰首
舰“轰鸣”号正在进行验收试验。22350
型护卫舰是俄海军吨位最大的主战舰
艇，整体性能十分出色。未来，俄海军
将拥有10艘该型护卫舰。

波罗的斯克所处的波罗的海，不论
对于俄罗斯还是美国等北约国家，都是
十分重要的“黄金水道”。相关国家在
这片海域的明争暗斗已成为家常便
饭。乌克兰危机后，北约与俄逐步加强
在波罗的海的军事存在，并频繁举行针
锋相对的军事演习。

俄地缘政治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弗
拉基米尔?阿诺欣指出，近年来，以美
国为首的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动
作不断，作为应对，俄国防部不断加强
波罗的海地区军力建设。“现在，我们
非常重视海军物资技术保障，我们很
快将拥有一个现代化海军基地。这意
味着，我们将有能力把攻击力推向北
约边界。另外，我们将创造条件为海
军提供更多便利，以有效打击敌海上
和地面目标。”

更环保 更牢固 更便捷

俄在波罗的海打造现代化基地
■李子实

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日
前声称，将继承安倍内阁执
政时期的安全政策，并将重
点放在持续保持国防经费增
长方面。对此，有分析认为，
日本政坛虽然进入“后安倍
时代”，但日本经济、外交和
军事战略走向不会作出大幅
调整。未来，日本安保战略
仍将以日美军事同盟为基
轴，在不断拓展同盟关系和
确保自身安全中寻求军事自
主和局部优势，试图摆脱战
后秩序束缚，成为有影响力
的军事大国。

““黑寡妇黑寡妇--20202020””演习期间演习期间，，一名美海军人员正在观察从一名美海军人员正在观察从““黄蜂黄蜂””号两栖攻击舰上号两栖攻击舰上
起飞的起飞的MH-MH-6060RR““海鹰海鹰””直升机直升机

日本自卫队举行军事演练日本自卫队举行军事演练

驻泊波罗的斯克基地的俄军舰艇驻泊波罗的斯克基地的俄军舰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