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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安全政策雏形

该文件是拜登政府就国家安全问
题发布的首份涵盖范围广泛的正式指
导方针。

关于形势判断，方针阐述了拜登政
府对全球安全格局的判断，称美国正面
临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经济衰退、气候
变化、民族主义高涨、与俄罗斯等国角
力不断加剧等多重威胁。此外，美国还
面临边界管控危机，美国的民主制度也
逐渐被世界质疑。

关于具体举措，方针主要阐述了 4
个方面。

优化兵力布势。方针指出，美国不
会在无休止的战争上花费数万亿美元，
美国的军事力量将集中在印度洋、太平
洋和欧洲，威慑敌人并捍卫利益。在中
东，美国将为消除恐怖主义组织网络、
防范伊朗和保护美国关键利益留出必
要力量。

重视与盟友合作。方针指出，美国
将重视国际合作、联盟和伙伴关系，希
望重新确立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领导
地位。

细化防务投入。方针要求美国政
府在防务预算范畴内明确重点，称将评
估军队的架构、能力和规模，并将与国
会合作，把工作重点从不必要的传统武
器平台转向尖端技术领域。方针强调
美国将把网络安全作为重中之重，加强
在网络空间的战备能力和自我修复能
力，使网络安全成为所有政府部门的重
要工作内容。

加强人才建设。方针特别指出，要
为各类人才参军创造条件，为各行业专
家服务于美国政府创造机遇，“我们将
针对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新兴技
术等各种问题从各行各业吸引专业人

才，激励他们为联邦政府工作”。

引发外界广泛热议

该方针一经公布，便引发美国国内
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议论。

战略重心有调整。美国“政客”网
站评论认为，方针凸显出华盛顿有关国
家安全的讨论焦点已在较大程度上从
恐怖主义等威胁转移至大国竞争。曾
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外交官和白宫官员
的布雷特?布鲁恩表示：“我们无法轻易
对抗相关大国，美国需要付出昂贵的外
交代价。”美国国内还有观点认为，拜登
政府的战略并不明确。美国《纽约时
报》评论称，拜登政府的战略方针没有
新政策，提供的细节也很少。

实现路径更多。美国《新闻周刊》
评论认为，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对
主要战略对手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现
在这种强硬仍在延续。方针宣称要团
结伙伴国家，击退“对美国领导秩序的
威胁”。《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称，拜登
政府的战略方针很具攻击性。

外媒指出，“联合盟友”是拜登政府
政策与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主要区别。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拜登政府的战

略可概括为“联合联盟，保持强硬”。外
界质疑称，美国政府目前面临的最大问
题，是其合作伙伴尤其是欧洲伙伴愿意
多大程度参与上述计划。有欧洲媒体
指出，尽管有的国家对地区强国的态度
变得强硬，但欧洲多数国家并不愿卷入
对抗之中。

对抗程度更激烈。俄罗斯在美国
公布上述方针后反应激烈。俄罗斯外
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批评美国不能在
公认的平等基础上进行竞争。扎哈罗
娃表示，方针表明美国会把在任何地区
与其竞争的每个国家视为敌人。扎哈
罗娃还建议美国国务院重新阅读《联合
国宪章》，并以此为指导。

此外，俄议员普什科夫也对美喊话
称，美国政府应停止对叙利亚恐怖分子
的支持，关闭在叙基地，撤出所有美
军。如果美国不这样做，就意味着他们
在方针中声称“放弃用武力更迭他国政
权”的承诺是假的。

战略博弈或更激烈

在白宫发布方针的同时，美国务卿
布林肯也发表了任内首个外交政策演
讲，提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更新民主

制度、加强盟友关系、保持高科技领导
地位等八大优先事项。外界评论认为，
方针和演讲共同勾勒出拜登政府的全
球战略和外交蓝图，既向主要战略对手
发出咄咄逼人的信号，也向盟友伙伴营
造出“四面楚歌”战略环境，还向美国国
内展示“美国归来”的强硬姿态。未来，
在该方针的指引下，美国外交政策或将
迎来新格局。

一方面，地区热点问题或迎来转
机。分析人士认为，与特朗普政府时期

“一边倒”“一刀切”的外交政策不同，拜
登治下的美国外交政策灵活性更强。以
核不扩散问题为例，方针指出，“美国重
新确立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领导地位对
缓解核武器危机十分重要”，这意味着美
国在处理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时或将优
先开展外交工作。

另一方面，大国战略博弈将更加
激烈。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经常与
全球其他大国“硬碰硬”。从近期相关
表态看，拜登治下的大国博弈是“绵里
藏针”，政策迷惑性更强，但总体而言，
战略目标与特朗普政府时期差异不
大。下一步，美国或将依托多边机制
和盟友体系，加速对主要对手的战略
围堵，相关动向值得持续关注。

美发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
■杨忠洁

填补空白

“北极-M”卫星由俄国家航天集团
公司旗下的拉沃奇金科研生产联合体
制造，重 2.2吨，设计使用寿命 7年。据
了解，为全天候监控北极地区的气象状
况，俄罗斯至少需要 2颗“北极-M”卫
星。俄罗斯气象专家瓦西里?阿斯姆斯
表示，俄方应进一步增加在轨气象卫星
数量。

根据计划，俄罗斯共计划发射 5颗
“北极-M”卫星，第二颗将于 2023年发
射，另外3颗卫星计划于2024年至2025
年发射，以组建一个有效监控北极地区
的卫星群。预计 2025年之后，俄罗斯
新一代“北极-MP”卫星将逐步替换“北
极-M”卫星。

据俄罗斯《观点报》报道，俄罗斯在
地球静止轨道上有数颗“电子-L”系列
卫星，主要为俄罗斯相关部门提供地区
和全球气象信息、分析航空飞行条件、
监视气候变化等，但无法全面监测北极

地区的气象状况。为解决这一问题，俄
罗斯决定发射“北极-M”卫星。“北极-
M”卫星类似“电子-L”卫星，每15分钟
至 30分钟对地球观测一次，可及时监
测北极地区巨大气旋。由于北极地区
冬季有极夜现象，“北极-M”卫星可使
用红外线进行监控，测量精度较高。

意义重大

分析人士认为，“北极-M”卫星可
帮助俄罗斯绘制更准确的气象图，并让
科学家进一步了解北极冰层。据报道，
在冬季，北极气旋对俄罗斯境内天气影
响极大，“北极-M”卫星的监测数据可
以帮助预测北极气旋，对俄罗斯意义重
大。同时，“北极-M”卫星还可保障俄
北海航线的运营。随着全球变暖，越来
越多运输天然气和其他货物的船只选
择北海航线，掌握该地区的气象情况可
以确定船队航行的最佳时间。此外，俄
罗斯还计划发射数颗军用卫星以覆盖
北极地区，为俄军提供安全的数据传

输、电话和互联网等服务，加强对北极
地区的有效控制。

引起西方不安

俄罗斯发射“北极-M”卫星的举动
引起西方国家的担忧。英国《每日电
讯》发表文章称，在北极地区日益激烈
的战略竞争中，美国和俄罗斯开始对北
极上空的太空监视系统进行现代化升
级改造，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激烈的
竞争。

此前，美国总统拜登和加拿大总
理特鲁多曾商定升级北美防空司令部
分布在北极地区的卫星和地面雷达站
等。北美防空司令部加拿大指挥部前
政治顾问道森表示，目前，这一司令部
的监测系统已经老化，俄罗斯装备的
先进导弹能以 5倍音速进行打击，且射
程远超之前型号，北极地区部署的反
导系统难以应对。此次，俄罗斯成功
发射“北极-M”卫星让西方国家更加
不安。

俄发射“北极-M”卫星监测北极
■柳玉鹏

美“防务新闻”网站报道称，美海军
水面舰艇完好率正逐年下降。近年来，
美海军水面舰艇事故频发、故障不断，
舰艇完好率常年不达标，且维护保养漏
洞百出，严重影响其水面舰艇的作战能
力，凸显美海军在舰艇质量问题上面临
的困境。

评级下降

美海军舰艇检查委员会向国会提交
的年度报告显示，检查人员对每艘抽查
舰艇的21个指定系统进行了检查评估，
结果显示，共计11个系统存在问题。这
些系统包括主要推进系统、电力系统、损
害控制系统、反潜战系统和“宙斯盾”武
器系统等，超过一半的水面舰艇由于系
统问题在评级中被降级。

据悉，此次检查的舰艇包括16艘驱
逐舰、3艘巡洋舰、1艘自由级濒海战斗

舰、1艘黄蜂级两栖攻击舰、1艘惠德贝
岛级船坞登陆舰、1艘哈珀斯级船坞登
陆舰和1艘复仇者级扫雷舰。

报告称，在21个指定系统中有14个
系统的评级低于过去 6年的平均成绩。
美海军官员表示，这意味着舰艇将面临
严峻的维修任务。此外，过去5年中，水
面舰艇所有系统在评级中未曾被降级，
而在2020年，辅助工程系统和作战系统
等9个系统在评级中被降级。

调查结果充分暴露美海军难以继
续维持其水面舰艇完好率的尴尬境
地，也体现出美海军水面舰艇质量难
以达标的困境。不仅是海军，预备役
的运输船也存在质量问题。2020年 12
月，美海军运输司令部对预备役运输
船进行突击检查，结果让美海军大跌
眼镜，被突击检查的 61艘运输船中，只
有 33艘运输船能正常开动，其中超过
20艘运输船无法使用，占整个预备役

运输船队的三分之一。

多重因素导致

分析人士认为，美海军水面舰艇完
好率下降有多重原因。

一方面，舰员人数不足且缺乏训练，
综合素质下降。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
美海军出海舰艇的执勤岗位缺少 11495
人。到2017年，人手短缺现象有所缓解，
但仍缺少4583人。此外，美海军舰艇内
部管理混乱、训练不足，舰员整体素质下
降，导致舰艇合格率降低、事故频发。

另一方面，监管力度不够。美军前
海上系统司令部执行理事布莱恩表示，
美国政府派往造船厂的检查员太少，导
致所建舰艇屡次出现质量问题，尤其在
当前美国船厂普遍缺乏竞争力，对质量
控制不够重视的情况下，政府监管的缺
失更易导致舰艇故障频发。

美海军舰艇完好率逐年下降
■王思涵 金 强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3月3日，日本
海上自卫队新一代 30FFM护卫舰 1号
舰命名及下水仪式在三菱重工长崎造
船厂举行，该舰被正式命名为“最上”
号，预计将于 2022年服役。日本政府
和防务高层对该舰给予厚望，按照日
本防卫省防卫装备厅的计划，到 2023
年 ，日 本 海 上 自 卫 队 将 配 备 10艘
30FFM护卫舰，并在未来提升至22艘。

日 本 防 卫 大 臣 岸 信 夫 曾 表 示 ，
30FFM护卫舰将取代老旧的阿武隈级
护卫舰和超期服役的朝雾级驱逐舰，
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巡逻任务。

日本官方资料显示，30FFM护卫
舰长 132.5米、舷宽 16米，标准排水量
3900吨，满载排水量 5500吨。该舰采
用柴燃联合动力，配备 1台英国罗尔
斯?罗伊斯公司 MT-30燃气轮机和 2
台德国曼恩公司 12V2833D中速柴油
机，最高航速达 30节。该舰机库上方
配备11个发射单元的“海拉姆”短程舰
空导弹和1座MK15“密集阵”近程防御
系统，可搭载SH-60K“海鹰”反潜直升
机。为满足多样化作战任务需求，该
舰在舰艏甲板预留有垂直发射装置安
装位置。

相较此前入役的护卫舰，30FFM
护卫舰更注重隐身性能，大幅采用平
面和直线结构，减少舰体表面凹凸，使
外观更加平滑，降低被敌方雷达捕捉
的概率。

由于日本国内老龄化现象突出、自
卫队征兵难等因素，日本海上自卫队部
分岗位出现缺编情况，日本不得不大力
发展舰艇自动化。30FFM护卫舰在舰
艉处设有大型作业坞舱，可容纳执行扫
雷和反潜任务的无人水面艇和水下机
器人。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打破现行
舰员和舰船一体化运转模式，实行舰员
轮换制，意图在减轻舰员战备执勤负担
的同时，提高舰船使用效率。

根据前期规划，日本海上自卫队
拟以每年 2艘的速度建造 30FFM护卫

舰，但由于多重因素干扰，上述计划恐
难如期完成。据日媒披露，此次下水
的30FFM护卫舰“最上”号动力系统曾
一度出现调试安装问题，致使 30FFM
护卫舰 2号舰“熊野”号先于“最上”号
下水，外界一度对下阶段建造工作能
否顺利开展持怀疑态度。另外，鉴于
日政府正考虑新建“宙斯盾”驱逐舰以
替代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日方原
本用于建造 30FFM护卫舰的财力、物
力和人力均将不同程度压缩，这也将
影响其建造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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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演训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演训

美军惠德贝岛级船坞登陆舰美军惠德贝岛级船坞登陆舰

近日，俄罗斯成功发射首
颗专门用于监测北极地区气象
状况的“北极-M”卫星。该卫
星的成功发射将帮助俄罗斯进
一步加强对北极地区的监控。
西方媒体评论称，俄罗斯发射
这一卫星的目的是与美国争夺
对北极地区的控制权。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
总经理德米特里?罗戈津表示，

“北极-M”卫星于 2月 28日从
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并被
成功送入轨道，目前卫星运行
良好。

据 美 媒 报 道 ，3月 3
日，美国白宫发布《临时国
家安全战略方针》，对拜登
政府的外交和防务政策进
行基本阐述。方针的发布
引发国际和美国国内强烈
反应，未来或将对全球战
略态势产生重大影响。

““北极北极-M-M””卫星卫星

3030FFMFFM护卫舰护卫舰““最上最上””号举行下水仪式号举行下水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