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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与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土耳
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双
方有意加强合作，缓和当前局势。然
而，此次会晤中曝出土方没有为冯德
莱恩准备座位的尴尬事件，使土欧政
客再度陷入唇枪舌战。

相互示好关系回暖

2016年，土欧之间因中东热点问
题相互抨击，关系急转直下。2020年，
因东地中海海洋划界争端、利比亚冲
突等问题，双方摩擦不断。同年底双
方开始相互释放缓和关系信号。

埃尔多安宣称“土耳其的未来在
欧洲，希望携手共建未来”，土方通过
减缓东地中海天然气勘探活动、恢复
与希腊对话等方式展现诚意。欧盟
表示，“愿在东地中海局势降温前提
下与土方深化合作”。欧盟对外行动
署和欧盟委员会共同发布对土欧关
系的评估报告称，2020年年底以来，
土欧关系“展现出建设性趋势”，鼓励
双方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在共同利益
领域建立合作。

相互依靠利益牵绊

土欧之间嫌隙不断，难以成为伙
伴，但又是不得不相互依靠的邻居。

从难民问题看，土耳其是欧盟在
叙利亚、伊拉克等方向难民的第一道

“防波堤”，土耳其安置 400余万难民，
为欧盟缓解了巨大经济与社会压力。
从经贸问题看，土欧互为贸易伙伴，根
据“关税同盟框架”相互提供便利。在
美国不断威胁制裁的情况下，土耳其
保持对欧出口极为重要。

此次会晤，欧盟根据土欧关系评
估报告提出 4项重点合作议程。一
是深化经贸合作，推动多领域合作。
二是就共同关心的议程推进高层对
话，其中包括气候变化、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等。三是探讨恢复和促进人
员交流，推动土耳其继续参与欧盟教
育和科研合作。四是增强难民移民
问题上的合作，欧盟承诺继续提供援
助资金，同时要求土耳其履行承诺，
加强在人口非法流动、遣返等方面的
管理。

若即若离积怨难消

欧盟强调双方合作前景与土耳其
在人权、东地中海等问题上的行动挂

钩，土欧关系评估报告提出，欧盟应将
特定人物、金融、技术装备等方面纳入
制裁选择范围，通过“恩威并施”将土
欧关系引向正轨。

鉴于欧盟与土耳其在文化传统、
地缘战略等方面的结构性分歧难以消
弭，双方关系回暖不容乐观。无论是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法国总统马克
龙在去年就多个地缘政治问题的激烈
争执，还是因此次会晤发生尴尬事件
引起的口诛笔伐，均反映双方分歧巨
大。土耳其与希腊、塞浦路斯等欧盟
成员国的历史恩怨及主权领土纠葛深
不见底，土欧间若即若离的关系难以
出现根本改变，未来或将不断上演既
有矛盾引发关系紧张的老戏码。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欧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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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日美无法
就F-15J战机升级费用达成一致，日本
决定重新审查F-15J战机升级计划，在
此期间暂停向美方支付升级费用。

改造计划一波三折

据《朝 日 新 闻》报 道 ，日 防 卫 省
2017年 12月决定为 F-15J战机装备射
程约为 900千米的美制 JASSM-ER隐
身巡航导弹。

2020年 8月，日美签署改造协议，
对F-15J战机进行改造，将老旧战机重
新打造为“日本超级拦截机”。防卫省
在 2019财年至 2020财年预算中编入
802亿日元（1日元约合0.06元人民币）
作为 F-15J战机的初期改造经费。美
方要求日方 2021财年预算增加 213亿
日元，之后又以“零配件逐渐减少”等
理由，将要价提高至 2400亿日元。日
前，日本防卫相岸信夫明确表示，日本
将放弃同美国政府签订的 390亿日元
改造协议。

日对美态度悄然转变

F-15J战机升级改造计划搁浅，引
发日本国内舆论广泛关注。不少评论

认为，美国一再追加费用，触及日本政
府底线，是放弃改造的最大动因。日
本紧急叫停，反映其欲打破“任美宰
割”的被动局面。

一直以来，扩大对美武器装备采
购，是日本迎合美国换取军事庇护、维
系两国同盟关系的重要途径。然而，
美对日“压榨”日益加深，武器装备采
购、人员培训、保养维护等费用逐年升
高。不仅如此，美国还变本加厉以更
多名目向日本讨要经费。2020年，驻
日美军军费分担谈判中，美方要求日
方未来5年每年承担80亿美元军费，达
到往年日本负担额的4倍，引发日本政
府及舆论的极大抗议，相关谈判不欢
而散。日本舆论认为，日对美的贡献
值已接近承受极限。

此外，同盟关系不平等、美军基地
扰民事件迭出、日本谋求自主被压制
等一系列问题，引发日本舆论强烈反
美诉求。拜登政府执政后，不但未能
解决美对日“伸手要钱”的老问题，还
提出新要求，希望日本在联合应对潜
在对手、重振美国全球霸权等方面作
出更大贡献。未来如何应对美国无止
境的索取，是日本方面需考虑的重要
问题。无论如何，日本对美态度已经
悄然转变。

日F-15J战机升级陷僵局
■文威入

近日，俄防长绍伊古宣布，俄年度冬
训期考核演习在全军范围内展开，持续
两周的大规模演习在战备突击检查框架
下进行。俄媒分析称，虽为例行考核，但
各军区、北方舰队和空降兵、战略火箭兵
部队集中展开演习，在俄军历史上较为
少见。俄方意在通过“秀肌肉”彰显战备
实力。

集中展开

考核在100余个靶场、520个训练基
地举行，总数超过4000场演习，包括810
余场对抗演练。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任
总指挥，各军区和北方舰队司令出任各

战略方向指挥官，防长绍伊古在国家防
御指挥中心调度部分演习。总参谋部成
立专门委员会赴东部军区楚戈尔和谢尔
盖耶夫斯基靶场观摩对抗演习。

报道称，每年3月至4月俄军按地域
和兵种陆续展开冬训期考核，今年集中
展开演练，向外界“呈现一场多方向联动
应对大规模战争的场景”。

随着考核大幕拉开，各部队进入“战
斗状态”。东部军区驻萨哈林S-400防空
导弹战勤班组完成防空演练，太平洋舰队
1艘无畏级导弹驱逐舰使用“口径-NK”
巡航导弹对1000千米外岸基目标实施精
确打击；西部军区“铠甲-S”防空系统战勤
班组完成反无人机作战演习，“伊斯坎德

尔”导弹班进行摧毁敌战略目标专项演
习；里海区舰队出动多艘小型舰艇，首次
遂行“海上机动战术编组对抗无人机群”
专项演习；三防兵分队以“消除人为生化
事故后果”为内容组织演习。

多方联动

俄媒分析称，此次考核最大特点是
各战略方向依据主要威胁同步展开对抗
演习。

北方舰队首次在北极地区组织拦截
超音速武器演练。东部军区组织大规模
首长司令部演习，共投入1.2万名官兵和
3000余套武器装备，军区司令日德科亲

自指挥，重点演练战备等级转换、军兵种
协同和战场综合保障等课目。

西部军区举行大规模防空和陆战场
作战演习，第 1坦克集团军及部分炮兵
部队进行昼夜实弹射击训练，防空部队
利用S-400防空导弹系统对战斗机和直
升机进行拦截摧毁训练。中部军区将派
出7万名官兵参加考核检查，出动侦察、
医疗工程和物资技术保障分队，开展战
场策应支援等演习。南部军区通过克里
米亚大桥向克里米亚投送大量火炮和装
甲车，重点对部队快速部署和应急处置
能力进行检查。

俄军以境外基地安全防护为背景组
织考核演练。驻塔吉克斯坦第201基地
S-300防空导弹系统班组举行击退假想
敌空袭课目训练。此外，战略火箭兵 80
余支部队参加冬训考核，考核内容包括
机动部署、阵地伪装和反恐处置等。空
降兵部队在乌克扬诺夫斯克举行“小混
合编组低空突防”等课目战术演练。

外媒评论，整场考核紧贴各部队战
斗任务，实战性强，充分检验俄军战备状
态和冬训成果。

高调示强

近期，俄美在外交战场频频“过招”，
乌克兰东部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俄
此时在各战略方向组织大规模军演，针
对性释放“警告”信号。

在南部方向，俄完成邻近乌克兰地
区的兵力部署，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表示，俄将根据局势变化决定军队部
署时长。东部方向，在美日、美韩高层就
加强同盟关系密切互动之际，俄在远东
地区举行大规模演习，意在向日韩等国
示强。在西部和北极战略方向的演习活
动针对性更强，凸显出俄对战略利益的
高度关注。

俄军大规模演习拉开大幕
■石 文

国防预算再创新高

根据草案，美国2022财年国防预算
为 7530亿美元，较 2021财年增长 1.7%，
其中国防部预算为7150亿美元，较上一
年度略有增加。根据美国防部发布的
声明，2022财年国防预算案“将继续助
力美军提高战备水平，为建设更具杀伤
力的军队提供资金”。综合分析草案内
容，美国2022财年国防预算主要有以下
特点。

一是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根据草
案，随着高超音速导弹、人工智能、微电
子技术和无人自主平台的发展，美国在
2022财年将投入近 1070亿美元用于防
务和武器装备研发，这一数额创历史新
高。据悉，美军的研发重点是“能够驱动
创新的突破性技术和下一代防务能
力”。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军
在 2022财年预算中强调增加生物安全
研发投入。

二是加大重点平台投入。军种方
面，重点增加美海军舰队建设投入，推进
海基无人自主平台和下一代攻击核潜艇
建设等。武器装备方面，投入重点为“三
位一体”战略核力量、远程打击作战力
量、高超音速武器、网络攻防武器和下一
代战略防御平台等，并将继续推动“陆基
战略威慑系统”建设。

三是加大优先区域投入。根据草
案，美军将以亚太地区和欧洲地区为重
点，优先部署先进战力和武器平台。草
案称，美军将借助“太平洋威慑倡议”加
强亚太及欧洲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合作，
确保具有应对各类挑战的能力。

各类争议不断

草案一经公布，引发美国国内两大
政党和舆论界强烈不满，以及相关国家
的抗议。

民主党批评军费太高。民主党称，
美国在军费方面投入过多，民生、教
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支出明
显不足，美国应将更多资金用于解决
经济困境、社会不公和新冠肺炎疫情
等难题。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表示，
拜登申请增加军费开支是“令人失望
的浪费性支出”。

共和党认为预算太少。多位共和
党人士近期表示，军费太少“不足以与
战略对手抗衡”，此举将削弱美国军队，
美国应进一步增加国防预算。包括参
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内的
5名共和党资深议员发表联合声明称，
美国防预算草案向盟友和对手发出“可
怕的（错误）信息”，其他国家会认为美
国“软弱无能”。

舆论界担忧滋生腐败。美国资深军
事记者格伦?格林瓦尔德表示，增加军费
在意料之中，美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是军火商雷神公司董事会成员，此举有

助于雷神公司军火出售。美国国内有评
论认为，美国扩大军费支出，“一定有浪
费、欺诈乃至贪污的行为”。

俄罗斯回应所谓威胁。俄罗斯外交
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拜登政府的预
算草案过于针对俄罗斯。她在社交媒体
上表示：“美国患有‘俄罗斯恐惧症’，为
破坏与俄罗斯的关系，让美国纳税人为
7150亿美元买单。”俄议会上院国际事
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贾巴罗夫表示，美
国这笔开销毫无用处，无法达到对俄施
压的目的。俄议会下院国际事务委员会
成员热列兹尼亚克认为，美国耗巨资遏
制俄罗斯，不如有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美国大肆渲染俄罗斯威胁，只是为这笔

“疯狂的支出”找借口。

面临诸多考验

综合各方面情况看，美国 2022财
年国防预算将面临诸多考验，前景不容
乐观。

其一，顺利过关难。从历史经验看，
美国防预算草案的通过历程十分艰难，
民主、共和两党出于党派利益，为提案通
过“设卡”；美军各军兵种也将介入预算
博弈，上演“资金争夺战”，影响最终结

果。从此次情况看，民主、共和两党十分
罕见地一致提出反对意见，美国内媒体
铺天盖地进行负面评论，可见，如不作一
定幅度调整，2022财年国防预算草案顺
利通过的概率极低。

其二，自圆其说难。作为惯用伎
俩，美国通常以“战略威胁”为借口增加
国防预算。此次，美国以俄罗斯等国战
略威胁为由，申请巨额预算。美国福布
斯网站评论称，美国军事开支超过世界
军费支出第 2名至第 11名国家的总和，
是俄罗斯军费开支的 10倍。在上述数
据面前，美国任何增加国防预算的理由
都显得十分苍白。如美国媒体所言，美
国国防预算增加，更多是为军工企业带
来福利。

其三，提高军力难。一直以来，美
军在军事建设上重视技术优势，确保
技术优势的关键是大量资金支持。美
军由此认为，“预算优势”才是提高军力
的“制胜法宝”。然而，受腐败问题多
发、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战备负荷
过重等因素影响，美军近年来作战能力
和战备水平饱受质疑，不断追加预算仍
未达到预期效果。可见，即便投入巨
额预算也无法解决美军面临的深层次
问题。

美国防预算草案广受质疑
■杨 淳

广角镜头下的美国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广角镜头下的美国尼米兹级航空母舰

综 合多家 美国媒体
报道，美国总统拜登4月9
日公布 2022财年国防预
算草案，明确预算总额和
投入重点，引发国内外强
烈质疑和广泛批评。未
来 ，伴 随 预 算 细 节 的 披
露，相关争论势必进一步
发酵，拜登政府或将面临
巨大考验。

俄军举行大规模战术对抗演习俄军举行大规模战术对抗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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