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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调示强

美国近期在中东的战略举动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

军事示强。美国宣称为支持从阿富

汗撤军行动，5月上旬已派出 6架 B-52H

战 略 轰 炸 机 ，并 从 科 威 特 调 派“ 海 马

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加强在中东

地区的军力部署。据美国媒体 5 月 26

日 报 道 ，五 角 大 楼 计 划 将 驻 扎 在 日 本

横须贺的“里根”号航母再次部署到中

东地区。

自 2019 年 1 月 伊 朗 伊 斯 兰 革 命 卫

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被袭

杀以来，紧张的波斯湾形势让美军始终

在该地区部署一艘航母。根据美国海

军协会航母部署数据显示，2020 年美军

在中东地区和太平洋地区部署的航母

数量基本持平，反映出美军近年的战略

重点。

外交示威。据中东媒体报道，美国

国务卿布林肯 5 月 27 日结束首访中东之

行。在为期 4 天的访问中，布林肯分别

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总

统阿巴斯、埃及总统塞西和约旦国王阿

卜杜拉二世等举行会谈。外界评论认

为，布林肯此访意在凸显美国对中东地

区的高度重视。

俄罗斯对等回应

对于美国上述示强举动，俄罗斯近

期也多措并举予以有力回击。

加强军事部署。俄罗斯国防部 5 月

25 日证实已将图-22M3 远程轰炸机部

署 至 叙 利 亚 ，未 来 将 发 挥 海 上 攻 击 作

用。同时，俄军方公布了一段图-22M3

远程轰炸机挂弹飞行的视频，其挂载的

Kh-22 远程反舰巡航导弹主要执行海上

打击任务。目前，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第

二条跑道已完成升级改造，可进行各类

飞机的起降和维护。此消息引发美欧

高度关注。

外界评论认为，凭借图-22M3 远程

轰炸机长航时、远距离防区外的射程等

优势，俄罗斯能够应对来自地中海和邻

近地区的任何挑战。值得一提的是，该

轰炸机可突破北约南翼，纵深威胁欧洲

腹地。因此，该轰炸机的部署不仅对地

中海地区的力量平衡有重大影响，而且

将发挥重要战略威慑作用。

开展外交斡旋。关于巴以问题，俄

罗斯呼吁尽快召开中东问题有关四方

部长级会晤，指出在安理会和联大决议

以及巴以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重启

巴以和平对话。俄罗斯官方还表态，有

意提供平台，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调解巴

以冲突。

关于伊核问题，俄罗斯副外长里亚

布科夫表示，莫斯科呼吁美国和伊朗同

步采取措施，重返关于伊核协议的“联

合全面行动计划”。里亚布科夫称，维

也纳会谈涵盖与伊朗重返核协议承诺

有关的所有问题，尽管我们了解伊朗对

美国立即取消所有制裁的要求，但我们

主张双方同步进行这些步骤。

对抗恐将升级

综合来看，特朗普在任的 4 年，美国

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也矛盾不断。与此

同时，俄罗斯在中东问题上持续主动作

为，中东地区“俄进美退”的态势愈发明

显。展望未来，美俄在中东地区的军事

对抗恐将进一步升级。

一方面，多边军事博弈或将持续升

温。目前，美俄在叙利亚乃至中东地区

的博弈进入新阶段。美或将不断强化

中东地区军力部署，在中东问题上加大

向俄舆论施压和军事示强力度，以反恐

战争为噱头通过拉拢中东盟友和叙利

亚反对派，遏制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

俄罗斯或将积极运用军事和非军事手

段、传统和非传统元素，不断提升在中

东地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可以预见，

随着反恐战争的深入，美国、俄罗斯、以

色列和伊朗等国在叙利亚的博弈将更

趋激烈。

另一方面，地区事务干预或将更加

深入。总的来看，拜登政府正试图让美

国的中东政策重回正轨，夺回中东地区

的主导权。巴以、伊核两大问题将成为

美俄中东外交博弈的重点议题，以色列

则 是 影 响 美 俄 博 弈 走 向 的 关 键 因 素 。

正如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近期刊文指

出的那样，拜登政府如果不采取严肃且

频繁的外交手段来遏制以色列和伊朗

的势力，美国或陷入不可避免的冲突之

中。因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影子战

争”随时可能演变成公开冲突。

未来，美俄在中东地区的相关动向

值得持续关注。

争夺主导权，美俄博弈中东棋局
■杨忠洁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

“水陆机动团”计划新设第 3 支作战部

队，或将部署长崎竹松基地。自 2013

年安倍内阁以“离岛登陆和夺岛作战”

为由组建以来，“水陆机动团”已初步

成型。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防卫省决定组

建“水陆机动团”下辖的第 3 个主力作

战 单 位 ，暂 命 名 为“ 第 3 水 陆 机 动 联

队”，规模与长崎相浦基地的第 1、第 2

联队相当，编制员额 600 人，预计将于

2024 年完成部署。

据日媒披露，防卫省初期选定多处

部署地点，包括训练设施完备的北海道

地区，最终以强化西南方向离岛防御为

由，计划部署于长崎县境内。未来，该

部队将提升与现有两支部队的协同作

战能力，并加强与冲绳驻日美军之间的

合作。

在 2013 年公布的《防卫计划大纲》

和《中 期 防 卫 力 量 整 备 计 划（2014-

2018）》中，日本首次提出“联合机动防

卫”战略，明确将由若干个团级规模的

水陆两栖部队组成两栖机动旅。2017

年 3 月，“水陆机动教育部队”和“水陆

机动准备部队”在长崎相浦基地成立，

前者主要培养两栖部队的教导力量，后

者为筹建“水陆机动团”的筹备部队。

2018 年 3 月“水陆机动团”宣布成立，下

辖 2 个联队。

随 着 第 3 联 队 的 着 手 组 建 ，日 本

首支水陆两栖作战部队的全貌初现。

作为陆上总队的旅级直属部队，包括

通 信 、工 程 、后 勤 等 支 援 保 障 力 量 在

内 ，该 部 队 规 模 预 计 约 3000 人 ，将 分

别担负水陆机动作战、两栖突击作战、

空中突击作战任务。其核心装备为 52

辆 美 式 AAV7 两 栖 突 击 车 、一 定 数 量

的 MV-22“鱼鹰”运输机和若干 LCAC

气垫登陆艇，后续或将配备大隅级登

陆舰。

由于“水陆机动团”教导力量和训

练主要依托美海军陆战队教官实施，因

此力量编设、主战装备和战术训练等具

有明显的美式风格。然而，近来美国媒

体披露美海军陆战队已无法胜任两栖

作战任务，战力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在

此背景下，日本推进两栖部队的军力建

设，恐难一帆风顺。实际上，在新型战

争中两栖作战力量对潜在对手的威慑

十分有限。复杂作战环境下，两栖作战

的优势正不断衰退。

近年来，日本为实现所谓“积极和

平主义”，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

巧立名目大搞“扩军备战”，试图将自卫

队打造成真实的陆、海、空部队。“水陆

机动团”，名义上用于“离岛防御”，实质

上是具备攻击能力的“海军陆战队”。

日本组建这支部队，充分暴露其打造军

事大国的野心。

日“水陆机动团”初步成型引关注
■文威入

近日，俄罗斯外交部发布俄罗斯和

美国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框架内

拥有进攻性战略武器总量的数据。俄

罗斯外交部表示，根据条约标准，美国

多出 101 件进攻性战略武器。

悄然增加核军备

数据显示，在“洲际弹道导弹和潜

射弹道导弹的已部署和未部署发射器，

以及已部署和未部署的重型轰炸机”这

一 类 别 中 ，俄 罗 斯 拥 有 767 件 ，美 国 拥

有 800 件。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在美国

800 件之外，美国单方面撤下“三叉戟”

弹道导弹的 56 件发射器和 41 架 B-52N

重型轰炸机，同时将 4 个陆基发射井更

名为不受条约限制的“训练发射井”，并

拒 绝 将 这 101 件 进 攻 性 战 略 武 器 统 计

在内。

分析认为，这是美国惯用的投机取

巧套路。一方面，4 个陆基发射井更名

为“训练发射井”明显是偷换概念。另

一方面，美国单方面撤下“三叉戟”弹道

导弹的 56 件发射器和 41 架 B-52N 重型

轰炸机，外界无法进行验证，对俄罗斯

来说属于不平等行为。

此外，面对俄罗斯的指责，美国回

应数据合理合法，在表现出对该条约傲

慢态度的同时，也显示出在战略上的心

虚。美国一直以来试图维持第一核大

国的地位，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消

极对待武器削减，试图通过核武器小型

化 、低 当 量 化 的 改 造 方 式 绕 开 条 约 限

制，变相增加核军备数量。然而，近年

来俄罗斯武器装备迅猛发展的态势让

美国对能否制衡俄罗斯少了底气，导致

具体策略上的小动作。

军控体系受冲击

目前，《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美

俄之间履行的唯一一份军控条约。美

国投机取巧悄然增加核军备的行为，极

大地破坏了当前的军控体系。

俄罗斯近几年在新型战略武器领

域发展迅速，先后研发出“萨尔马特”洲

际弹道导弹、“先锋”高超音速导弹等高

性能武器。虽然俄方已表态愿将上述

两型导弹纳入新条约的谈判内容，但拜

登政府已不会重返《反导条约》和《中导

条约》，美国的小动作无疑让本就脆弱

的军控体系再添风险。

美国虽然口头上宣称将与俄罗斯

共同限制发展武器，实际不断加紧发展

反导系统、中短程导弹、战术核武器、高

超音速导弹、激光武器、太空武器、网络

武 器 等 ，一 再 动 摇 美 俄 战 略 稳 定 的 基

础。美国对战略武器削减的消极态度，

更加大了美俄军备竞赛的可能性。

总的来看，美国漠视军控条约的行

为不仅无益于世界和平，更增加军事对

抗的风险，其本质就是想继续维持军事

霸权，相关动向值得关注。

漠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美投机取巧规避限制
■陈冠宇

5 月 26 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就瑞安航空公司客机迫降明斯克一事

表态，强调迫降原因是存在炸弹威胁，

并指控被当场羁押的普罗塔谢维奇正

在策划“血腥叛乱”。卢卡申科指责称，

炒作该事件是西方“混合战争”的一部

分，目的是削弱其政权。

分析世界近年多次发生的国家动

乱，“颜色革命”是一些西方国家的惯用

伎俩，与“混合战争”在目的和手段上具

有高度一致性。两者的区别在于：“颜

色革命”偏重于信息和思想操控，使用

暴力程度相对有限；“混合战争”更强调

暴力与非暴力手段的混合，其暴力上限

与战争并无二致。

综合来看，迫降事件其实是近年白

俄罗斯政治动荡的现实回波。尤其是

2020 年总统大选后，白俄罗斯曾爆发

大规模抗议，指责卢卡申科在选举中严

重舞弊。此次被捕的普罗塔谢维奇，正

是白俄罗斯最大反对派媒体 Nexta 的

创建者，当时常态发布了抗议游行的时

间、地点、方式和组织安排，吸引 273 万

人订阅。此外，美欧不但力挺普罗塔谢

维奇等反对派，还屡屡向卢卡申科政府

强烈施压，导致双方矛盾尖锐。

实际上，白俄罗斯一直高度防范

“颜色革命”，近年来先后挫败“雪花革

命”“矢车菊革命”，其 2016 版军事学说

更是将“颜色革命”列为国家安全的主

要威胁之一。然而白俄罗斯近年经济

下行，俄白矛盾有所扩大，加之新冠肺

炎疫情冲击，为美欧推动“颜色革命”

提供了可能。2020 年白俄罗斯大选期

间，美欧明确宣布不承认其选举结果，

西方社交媒体更是充斥丑化白俄罗斯

政府、煽动白俄罗斯民众的信息。据媒

体报道，今年 4 月，白俄罗斯宣布挫败

一起政变图谋，嫌疑人供述计划刺杀卢

卡申科，并承认“为美国工作”。如果说

前一事件尚属“颜色革命”范畴，后一事

件已具有“混合战争”的味道。

回顾两起事件，3个特点十分鲜明。

一是参与主体更加多元。据媒体

报道，2020 年白俄罗斯大选前，美乌情

报机关为离间俄白关系，策划了所谓的

俄私人武装入侵事件。迫降事件中，除

美欧各国外，国际民航、欧洲航空安全

局等组织也均有发声。

二是单向信息操纵痕迹明显。西

方指责迫降事件是史无前例的国家恐

怖主义行为，但是对 2013 年西、葡、法

迫使莫拉莱斯专机降落维也纳，美、以

等国跨界抓人的行径只字不提。

三是手段具有一定暴力性质。据

媒体报道，近年来，北约在白俄罗斯周

边 轮 换 部 署 部 队 数 量 已 增 加 16 倍 。

2020 年白俄罗斯大选期间，北约在白

俄罗斯西部和北部边境多次举行军演，

高频施压卢卡申科不得对反对派采取

镇压行动，其“混合战争”意味明显。

近年来，美欧已在白俄罗斯、委内

瑞拉等国试水“混合战争”形式下的“颜

色革命”。值得注意的是，“混合战争”

中很难期待某一方轻易屈服。最终结

局有两种：一是合法政府坚持到底并使

用武力结束纷乱；二是战争幕后操纵者

不断使用“颜色革命”“围困战略”等手

段发起攻击，最终其所扶持的势力头目

在已不存在的国家废墟上商讨停战条

件。作为国家间冲突的新形式，“混合

战争”值得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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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美俄近期
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博弈持续
升级，双方围绕军事、外交等
议题展开激烈缠斗。伴随着
美俄两国对中东地区的关注
度持续升温，双方未来在该
地区的全方位对抗或将进一
步升级。

日本陆上自卫队日本陆上自卫队““水陆机动团水陆机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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