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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印 媒 报 道 ，印 度 政 府 近 日 宣

布 将 在 两 年 内 组 建 新 的 综 合 军 事 司

令 部 ，拟 设 立 综 合 海 上 战 区 司 令 部 、

综 合 防 空 司 令 部 及 两 个 综 合 陆 地 战

区 司 令 部 。 印 媒 披 露 ，另 有 一 个 负

责 查 谟 和 克 什 米 尔 的 司 令 部 也 在 考

虑 中 。

新司令部的组建工作计划于 8 月

15 日之后启动，2023 年 8 月 15 日之前

完成。各战区司令任命后，新司令部

将开始运作。各战区司令将直接向参

谋长联合委员会报告，该委员会由国

防参谋长担任主席，人员包括陆军、海

军和空军负责人。

事实上，印度并非首次设立综合

军事司令部，2001 年、2003 年，印军分

别设立安达曼-尼科巴联合司令部和

战略部队司令部（负责印度核武库）。

目前，印军拥有 17 个单一军种司令部

（陆军 7 个、空军 7 个、海军 3 个）。

一直以来，印军各军种相对独立，

跨军种的军区之间联系较弱，导致严

重的重复建设问题。在指挥作战体制

上，印军绝大多数演习与实战均依靠

单一军种。印军虽在 2001 年组建“联

合国防参谋部”，但其权力有限，受制

于文官主导下的国防部与各军种参谋

长，导致其不仅未能统筹三军建设与

发展联合作战力量，反而成为各军种

博弈之地。

2014 年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开始

推行军事改革。在编制体制上，印度

于 2018 年 4 月设立国防规划委员会，并

于 2019 年正式任命比平·拉瓦特担任

印度首位三军国防参谋长。2017 年 4

月，印军首次发布联合作战条令，此后

各军种也适时更新军种条令以适应现

代化作战。

印军一直试图打造一体化作战机

制，强化联合作战能力。然而，综合军

事司令部的组建涉及各军种司令部的

职权划分、各军种间的利益分配，实践

中面临重重阻力。

陆、海、空三军均看重未来综合军

事司令部的指挥权划分，在这一点上

引发巨大分歧。特别是印度空军对此

反应强烈，认为综合军事司令部的设

立将瓜分“有限的空中资产”，不利于

作战力量的强化。

纵观印军历次改革，错综复杂的

部门利益，各组织间相互掣肘，导致几

乎没有一项改革方案得到彻底执行。

本次改革计划于 2023 年完成，但从综

合司令部的设立到作战能力的形成，

过程将是漫长的，改革方案能否彻底

执行，有待观望。

印重组司令部阻力重重
■苟子奕

据外媒报道，埃及宣布启用一个名

为“7 月 3 日”的新海军基地。该基地位

于埃及西北海岸的加古布地区，距利比

亚边境约 150 千米，占地面积超过 1000

万平方米，是目前埃及最大的海军基

地，将担负埃及北部和西部战略方向的

安全保障。

外界认为，埃及新建大型军事基地

有两点战略考量。首先，东地中海蕴含

丰富的油气资源。为深化与地区国家

的能源合作，埃及、希腊、以色列等 6 国

成立“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与土耳其

展开激烈的领海主权及能源竞争。加

强海军建设成为埃及维护利益的现实

需求。其次，西部边境地区面临安全挑

战。当前，埃及推进西北部地区的经济

发展，试图通过吸引投资和国民迁移使

该地区转变为一个经济、旅游和能源中

心。自 2011 年卡扎菲政权倒台以来，

利比亚国内局势持续动荡，埃及与利比

亚边境线绵延 1250 千米，长期的武装

冲突给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带来挑战。

实际上，启用新海军基地是近年埃

及加快推进军队现代化进程、提升军队

战斗力的具体举措。自总统塞西执政

以来，埃及开始调整军事战略，为增强

其维护红海、地中海海域及相应航道安

全的能力，主要采取 3 项措施。

新建多个军事基地。2017 年 7 月，

埃及启用北部海岸的纳吉布军事基地，

该基地是当时非洲和中东地区最大的

军事基地。2020 年 1 月，靠近埃及与苏

丹边境的贝雷尼斯海军基地投入使用，

该基地对埃及海军扼控红海海运要道

提供便利。

采购先进军事装备。2016 年，埃

及从法国引进两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

舰，该型攻击舰可运载 20 架直升机，提

升海军投送能力。2015 年后，埃及凭

借 从 法 国 和 意 大 利 先 后 购 入 的 3 艘

FREMM 级 护 卫 舰 ，具 备 反 潜 作 战 能

力。此外，2019 年埃及斥资 23 亿美元

从德国采购 6 艘 A-200 护卫舰。

加强与盟友的军事演习。埃及与

美国、俄罗斯、法国、沙特等国建立军事

合作关系，多次进行“光明星”“友谊之

桥”“红浪”“美杜莎”等系列联合军演。

随着“7月 3日”基地启用，埃及与盟国在

地中海海域的联合军演或将更加频繁。

可以预见，未来埃及将进一步扩大

在地中海、红海的军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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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北约“坚定卫士 2021”演习落

下帷幕。北约强调，该演习旨在进一步

增强北约集体防御能力。然而，外界认

为，该演习看起来声势浩大，实际效果

有限。

年度“旗舰”演习

“坚定卫士 2021”演习由北约盟军

作战司令部主导，呈现 3 个特点。

规模大。演习由 20 个北约盟国和

芬兰、瑞典共 22 个国家参加。诺福克联

合部队司令部、那不勒斯联合部队司令

部以及乌姆尔联合支援和赋能司令部 3

个战役级司令部参与指挥。参演兵力

包括美海军第 2 舰队、英国“伊丽莎白女

王”号航母战斗群、由土耳其第 66 步兵

旅主导的北约战备联合特遣队在内的

9000 余名官兵、20 艘舰艇、40 架战机和

600 余辆各类车辆。

一体设计、连环演练。该演习分为

海上实弹演习、指挥所演习、陆上联演

联训 3 个部分。其中海上实弹演习在西

班牙西海岸进行，演练跨大西洋增援、

海上联合打击等内容；指挥所演习在德

国乌尔姆进行，就盟军在欧洲大陆跨区

机动进行桌面推演；陆上联演联训在罗

马尼亚进行，包括部队整合训练、实弹

射击演练等。

目的明确。该演习以某一盟国受

到武装攻击为背景，检验战备和军事机

动能力。从演习地域看，主要在罗马尼

亚展开，北约强化其兵力“前沿存在”的

意图明显。从演习课目看，无论是海上

远程支援，还是陆上机动部署，均侧重

检验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从演习规

模 看 ，不 仅 涉 及 22 个 国 家 间 的 多 国 联

合，还涉及陆、海、空、网等多域联合，核

心指向均为增强集体防御能力。

实质效果有限

作为北约本年度重要的军事演习，

北约声称该演习达到了 4 个方面效果。

检验新指挥机构。新成立的诺福

克盟军联合部队司令部、乌姆尔联合支

援和赋能司令部分别担负西班牙西海

岸的海上实弹演习和盟军欧洲大规模

陆上机动桌面推演，两者均是首次实际

指挥演训活动，标志着北约 2018 年新指

挥结构调整改革落地生根。

提升快速反应能力。演习重点演

练北约由土耳其领导的快反部队通过

公路、铁路和空运等多种方式，向罗马

尼亚快速机动部署、北美增援部队跨大

西洋支援，并就盟军在欧洲大陆的大规

模快速机动进行桌面推演，提升盟军远

程跨国机动能力。

增强互操作性。演习中，北约就盟

国 装 备 系 统 间 的 互 通 互 联 进 行 探 索 。

比如，美海军第 2 舰队技术人员首次使

用虚拟桌面基础架构（VDI）技术打破北

约盟友与美海军之间的通信障碍。

弥补集体防御短板。北约认为大

西 洋 是 北 约 防 御 弱 项 ，尤 其 是 连 接 北

美和欧洲的大西洋海底电缆有被切断

的 危 险 。 演 习 中 ，诺 福 克 盟 军 联 合 司

令 部 组 织 海 上 实 弹 演 习 ，检 验 该 区 域

防 务 力 量 的 联 合 指 挥 能 力 、远 程 支 援

能 力 和 协 同 作 战 能 力 ，试 图 强 化 对 此

区域的控制。

演习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北约部队

的机动能力，但实战效果有待商榷。一

方面，相对于北约防御需求来说，9000

余人的参演兵力有限；另一方面，演习

就盟军在欧洲的大规模机动仅仅进行

桌面模拟推演，并不能完全验证其实际

指挥控制能力和战备状态水平。

今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北约增大

演训频率，慑俄挺乌意图明显，本次演

习同样抱有此目的，但实际效果适得其

反。俄罗斯宣布将调整和升级其在欧

洲 边 境 的 军 事 存 在 以 应 对 北 约 威 胁 。

总的来看，演习并不能掩盖北约当前面

临的矛盾和困境，实质效果有限。

北约军演效果引质疑北约军演效果引质疑
■■高升翼高升翼

埃及启用埃及启用““77月月 33日日””海军基地海军基地

印度海军演习印度海军演习

俄罗斯海军舰艇俄罗斯海军舰艇

演习中土耳其士兵实弹射击演习中土耳其士兵实弹射击

近年，在俄军“新面
貌”改革和对抗西方军
事打压等内外部因素驱
动下，俄海军重振势头
强劲。有评论称，特别
是近几个月，俄军的积
极动向向外界释放强烈
信号：俄罗斯海军将强
势回归。

加速发展的动因

俄罗斯濒临三大洋 12 个外海和 1 个

内海，海岸线长达 3.8 万千米，广阔的海

洋地缘环境关联了复杂的国际政治、军

事环境和历史脉络，俄试图加速发展其

海上力量的动因也源于此。

乌 克 兰 危 机 后 ，俄 美 关 系 迅 速 恶

化，俄与北约军事对峙加剧，北约凭借

在大西洋地区占据的主导地位，常态化

依托海空力量在地中海和黑海组织巡

航和侦察，并时常以俄海军为假想敌组

织海上联合演习，逼近俄领海区域进行

极限施压，使俄在大西洋方向的海上威

胁 显 著 增 加 。 对 此 ，俄 分 别 于 2015 年

和 2020 年 出 台《俄 联 邦 海 洋 学 说》，针

对性指出俄为抗衡北约军事压力，必须

在大西洋和波罗的海、黑海、亚速海以

及地中海保持长期军事存在，并重点强

调 5 支舰队的使命任务，宣示俄维护海

上利益和夺取海洋事务话语权的决心

意志。

苏 联 解 体 后 ，俄 罗 斯 海 军 在 规 模

和作战能力上都难以支撑其远洋军事

战略。普京在 2012 年参与竞选时提出

的 纲 领 中 ，彰 显 了 恢 复 俄 罗 斯 大 国 地

位 的 意 志 。 可 以 说 ，支 撑 俄 罗 斯 大 国

地 位 的 重 要 手 段 ，正 是 发 展 海 军 。 当

前 ，俄 正 着 力 打 造 一 支 能 够 在 世 界 重

要地区维护和拓展其海洋利益的全球

性海上力量。

军工产业是俄罗斯的支柱产业之

一。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

告显示，2015 年至 2019 年，俄武器出口

额占全球武器出口额的 21%，仅次于美

国（36% ），远 高 于 第 三 位 的 法 国

（7.9%）。2021 年，俄罗斯武器装备出口

额预计超 150 亿美元，占军费开支数额

的 1/4。值得注意的是，俄海军装备出

口 一 直 占 比 较 低（6%左 右），为 改 变 现

状，俄必须加速发展常规海军装备。

此外，俄还致力于维护太平洋、地

中海、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航线，并开辟

北极航道，以保持和巩固其经济命脉。

重振驶入快车道

近几个月来，俄海军在内外因素推

动下，可谓大动作频频。俄在新冠肺炎

疫情持续肆虐和经济下行的困局中，仍

马不停蹄建设发展海上力量，力图将重

振海军引入快车道。

新舰艇接连亮相。可搭载 6 艘“波

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别尔哥德

罗”号战略核潜艇于 6 月 25 日试航；可搭

载“ 锆 石 ”高 超 音 速 导 弹 的 885M 型 亚

森-M 级多用途核潜艇“喀山”号于 5 月

7 日 正 式 服 役 ，同 级 核 潜 艇“ 新 西 伯 利

亚”号也于 7 月 1 日试航；可在水下发射

“布拉瓦”洲际弹道导弹的 955A 型北风

之神-A 级战略核潜艇“奥列格大公”号

于 5 月 31 日试航；搭载“口径”-PL 潜射

巡航导弹的华沙女人级柴电潜艇“马加

丹”号于 6 月底试航。

海上演训针锋相对。6 月 4 日，有美

海军太平洋舰队 1/3潜艇参与的“敏捷匕

首-2021”演习在太平洋海域举行，为反

制接近俄领海的美海军潜艇，俄国防部

于 6 月 10 日宣布派出 20 余艘水面舰艇、

潜艇、支援保障舰以及 20 架军机赴太平

洋夏威夷海域展开反航母编队演习；6月

28 日至 7 月 10 日北约“海上微风-2021”

军演在黑海举行，来自 32 个国家约 5000

名军人、32 艘舰艇、40 架军机和 18 个特

种作战与潜水小组参演，为该系列演习

史上最大规模。对此，俄罗斯以海军为

主体在黑海和地中海海域同步展开实弹

演习，出动“奥尔斯克”号和“萨拉托夫”

号大型登陆舰，搭载巡航导弹的“科尔皮

诺 ”号 潜 艇 ，以 及 苏 - 30SM、苏 - 24M、

苏-27、苏-34等战斗机予以反制。

未来规划宏伟具体。根据俄罗斯

《2018～2027 年国家武器纲要》（简称《纲

要》）和俄军方近期披露，俄海军潜艇部

队在《纲要》框架下将补充 5 艘“北风之

神”-A 改进型战略核潜艇；在已启动调

研和筹备工作的《2024～2033 年国家武

器纲要》框架内新建 3 艘航母，并推进

“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列装；排

水量达 2.5 万吨的两栖攻击舰 23900 型

通用登陆舰将于 2023 年前下水；20386

型 隐 身 轻 型 护 卫 舰 将 于 2022 年 交 付 。

此外，俄现役舰艇将进行现代化改造。

未来发展趋势

俄海军发展蓝图雄心勃勃且具体

明确，只有不断提升其应对外部挑战的

能力，才能实现海洋强国的梦想。从其

发展趋势看，具体有 3 个方面。

远洋战力不断提高。俄 2020 年版

《俄联邦海洋学说》明确六大地区发展

方向，包括大西洋、北极、太平洋、印度

洋、里海和南极，几乎覆盖全球海域，战

略视野延伸至南北极。为支撑和巩固

其海洋强国的目标，俄势必不断提升其

远洋兵力投送和作战能力。从其最新

规划和纲要中提出发展航母、新型两栖

攻 击 舰 和 核 动 力 潜 艇 等 便 可 见 一 斑 。

这也是俄与西方进行地缘政治对抗的

重要手段。

持续研制高新武器装备。当前，俄

罗斯军工综合体正致力于发展以无人

潜航器为代表，包括舰载电子战装备、

舰载导弹、舰载无人机和新型海上隐身

技术等一系列融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

化为一体的高新装备与技术。这预示

着俄海军武器装备技术发展的方向，即

依托“撒手锏”式武器装备强化海上非

对称作战力量。

远洋演训活动常态化。不论是基

于近期俄海空联合演习，还是基于俄海

洋战略均可看出，俄海军力量辐射范围

已延伸至本国领海之外。在此基础上，

俄海军在其年度演训计划中或持续增

加远洋军事行动的比重，重点突出以多

方向危机联动、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背

景的课目，包括反航母编队、水下侦察、

威慑巡航、登陆作战等。

综上所述，今年以来俄海军持续发

力，不仅没让西方占到便宜，更彰显其

重振的强烈意愿和强劲实力。在重振

之路上，虽有需克服的问题，但俄罗斯

重返海洋强国的前景值得关注。

俄罗斯海军欲“强势回归”
■徐 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