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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安全范畴

俄新版《战略》共列出 9 个国家安全

战略重点，分别是保护人民、国防、国家

和公共安全、信息安全、经济安全、科技

发展、环境安全、保护传统价值观、战略

稳定。相比 2015 年版本，新版《战略》着

重强调信息安全、公共安全和传统价值

观的保护，并进一步扩大安全范畴。

与此前不同，新版《战略》突出维护

国家安全的内生性要素，不但对国家利

益的范畴进行拓展，还将“保护俄罗斯人

民，发掘人才潜力，提高生活质量和公民

福祉”列为国家利益之首。对此，俄媒

称，近年来，西方不断加大对俄意识形态

领域渗透，并多次煽动民众针对俄最高

领导人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俄政

府认为，民众支持是抵御外敌的基础力

量。普京也表示，民众的爱国主义是抵

御西方反俄思潮最有效的武器。

近年来，俄罗斯文化和传统价值观

受到西方攻击，网络空间成为双方角力

的新战场。为此，《战略》将信息安全单

列一章，突出网络攻击、间谍活动、虚假

信息、跨国公司垄断、网络犯罪等新型威

胁，强调应在虚拟空间中提升维护俄国

家主权和安全的能力。《战略》还明确，国

家主权体现在地缘政治、经济、外交等各

个领域，俄将进一步扩大主权范畴，解决

地缘政治中的涉俄敏感问题。俄媒称，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

对俄战略围堵呈现全维全域态势。未

来，俄将继续保持强势姿态，回应西方挑

衅和威胁。

直面安全威胁

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俄所处的地

缘政治、安全和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变

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持续对俄进行战

略挤压，乌克兰东部地区险些爆发直接

冲突，美欧对俄制裁加剧……俄联邦安

全委员会副秘书长瓦赫鲁科夫表示，新

版《战略》明确了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安全

威胁，即来自北约的军事挑衅、以“颜色

革命”为代表的政治安全风险和其他非

传统安全威胁。

俄媒分析称，北约东扩已逼近俄“家

门口”，反导系统、网络信息战中心在临

俄地区部署、组建。乌克兰、格鲁吉亚、

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已成为西方围堵

俄罗斯的新据点。面对上述压力，俄方

官员强调，俄将综合运用国家资源确保

边境、主权和政治安全。其中，俄将加快

武装力量现代化进程，持续开展战备突

击检查和高水平训练。一方面，俄将继

续更新核武库，实现战略核打击武器现

代化占比超过 90%的目标，并发展高超

音速武器、新概念智能武器等非对称战

力；另一方面，通过常规兵力的大规模展

示和运用，震慑对俄怀有敌意的国家，并

在地中海、黑海、太平洋等地举行大规模

海空联合军事演习。

《战略》明确，俄罗斯需巩固意识形

态领域话语权。俄专家分析称，“去西方

化”已成为俄在内政外交等领域开展工

作的共识。俄还将防御圈拓展至白俄罗

斯等独联体国家，认为西方在俄周边的

价值观渗透和煽动的“颜色革命”极具破

坏性。对此，俄将通过立法严惩颠覆国

家政权的行为，并运用外交和军事手段

展示维护政治安全的决心。

据悉，《战略》还将公共卫生安全和

确立应急处置机制作为重点关注方向。

发出明确信号

依据俄罗斯相关法令，俄国家安全

战略每 6 年修订一次，并于第 6 年 12 月

发布。此次俄在年中出台新版《战略》，

反映出俄将对国家安全政策作出系列调

整，同时也向西方发出明确信号，即俄已

做好在外交和军事领域与西方长期“掰

手腕”的准备。

俄政治信息中心主任穆欣称，《战

略》充分反映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向

西方发出了明确信号，即俄将继续捍卫

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在各个领域

保护国家利益。俄新社援引俄政治学

家别兹帕利科的话称，《战略》表明，俄

已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好准备。这也

是对外发出警告，“我们不允许敌对势

力在俄周边地区集结，这对俄国家安全

至关重要”。

《战略》删除了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

和与欧盟互利合作等内容，强调核武器、

高精尖武器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中的地

位作用。报道称，在俄美首脑会晤后不

久，俄即公开《战略》内容，并进一步明确

安全底线，显示其对改善俄美关系不抱

期待。

有分析称，当下俄与西方在全球各

大海域展开的“猫鼠游戏”，是目前乃至

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关系发展的缩影。随

着《战略》不断落实，二者之间的角力将

更为激烈。

俄新版国安战略直面西方威胁
■石 文

美国防务专家戴维·阿克斯近日在

《福布斯》杂志网站刊文，设想美海军陆

战队未来在西太平洋地区执行作战任务

的模式，并宣称美军应建造更多类似民

用船只的轻型两栖战舰，以保证海军陆

战队顺利完成作战任务。

瞄准未来战争

根据阿克斯的说法，未来西太平洋地

区一旦爆发战争，美海军陆战队将成为最

先与敌交手的力量之一。“他们不再采取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兵团夺岛作战模

式，而是分散成若干排级作战分队，搭乘

小型两栖战舰在西太平洋岛屿之间秘密

机动。这些岛屿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

它们位于对手火力打击圈最外围。即使

对手战机飞到这里，滞空作战时间也不

会太长。海军陆战队在‘前哨岛屿’登陆

后，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导弹阵地和军

用机场，为接下来的攻击和防御行动建立

‘稳固立足点’。”

阿克斯指出，这项跨岛机动任务十

分危险，因为战争时期对手“将更加严密

监视海上动静，尤其将下大力气搜寻敌

两栖作战舰艇”。届时，对手的军舰和巡

逻机将使用主动雷达对目标区域进行扫

描和跟踪，同时监听各种雷达信号。“如

果雷达扫描发现可疑目标，或监听拦截

到对方雷达的开机信号，他们会立即派

出舰艇和飞机，用红外或光电传感器进

行确认。”事情发展到上述地步，搭载美

海军陆战队跨岛机动的两栖战舰将陷入

危险境地。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美

军应设计建造一种新式轻型两栖战舰。

“假扮”民用船只

阿克斯认为，未来轻型两栖战舰在

外形设计、武器配备等方面应尽可能简

化，使其更像民用船只而非军舰。这样

做有两点好处。

首先，可大幅降低建造成本。阿克

斯的想法是，美军可在不挤占驱逐舰、护

卫舰、潜艇和其他主要舰艇建造资源的

情况下，从每年 200 亿美元的造舰预算

中划拨一部分，用于采购轻型两栖战舰，

于 2023 年采购第一艘，2026 年前采购 9

艘，最终采购 36 艘组成舰队部署至太平

洋地区。

其次，最大限度提高隐身能力。阿

克斯认为，按照商业标准建造的轻型两

栖战舰，船体更薄、吨位更小，火力对抗

措 施 也 相 应 减 少 ，除 一 门 30 毫 米 舰 炮

外，几乎不装备任何其他武器。这样一

来，无限接近民用船只的轻型两栖战舰

可混入民用船队。“对这款军舰来说，外

形是提高其生存概率的关键。”

美海军代理采购主管弗雷德里克·

斯特凡尼与阿克斯持相同看法。他在美

国众议院听证会上表示，这些轻型两栖

战舰要在战时提高生存能力，就“必须看

上去与其他船只没有区别”。换句话说，

轻型两栖战舰应凭借外形“假扮”民用船

只，混入其队伍，令对手无法将其与成千

上万艘航行在西太平洋的渔船、拖船和

油轮区分开来。

声称具有可行性

阿克斯声称，建造无限接近民用船

只的轻型两栖战舰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被

证明具有可行性。

《建立并维持一支海军》一书的作者

杰瑞·亨德里克斯认为，轻型两栖战舰避

免被对手探测到的主要方法，是降低可

探测信号特征。比如，在准备发动突袭

前不使用舰载雷达或其他主动传感器，

可将舰艇的电子信号特征降至最低。在

此基础上，它们可借机靠近民用船只并

以相同速度行驶。

《世界作战舰队》一书的作者埃里

克·韦特海姆认为，越来越繁忙的海上贸

易，使美军建造无限接近民用船只的轻

型两栖战舰成为可能。“随着海上贸易规

模不断扩大，此类舰艇更容易混入货船、

渔船、油轮等民用船只，在繁忙的西太平

洋海域更是如此。”

美拟建类民船轻型两栖战舰
■于晓晶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计

划 2023 年前将该国网络作战力量扩充

至千人以上规模，建立统一指挥机构，

并从日本电信电话公司等企业引进专

门人才。有分析人士指出，统一指挥

下 的 千 人 规 模 网 络 作 战 力 量 不 容 小

觑，基本可被视为日本版“网军”。

推出多项措施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防

卫省计划通过增加人员编制、建立人

才机制等措施扩充网络作战力量。

首先，扩充专业人员队伍。日本

“网络防卫队”成立于 2014 年 3 月 ，由

防卫相直辖、统合幕僚长（相当于总参

谋长）指挥监督。该部队成立后，长期

保持 110 人左右规模，加上陆、海、空自

卫队所属网络作战力量，共计 430 人。

经过多年连续扩编，2021 年年底，总人

数将增至 800 人，2023 年可达到千人以

上规模。

其次，整合重组实现统一指挥。日

本防卫省计划于 2022 年建成全新的自

卫队“网络防卫队”，将原本分散在陆海

空各自卫队的相关人员进行整合，形成

统一指挥下的网络作战力量。日方声

称，此举意在避免各自为战。

再次，借助民间力量快速形成能

力。日本防卫省计划从大型网络安全

公司直接引进人才。据悉，日本防卫

省已与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和另外一家

网络安全公司建立合作关系。自今年

7 月起，两家公司将各指派一名网络专

家作为网络安全顾问进入防卫省开展

相关工作。

最后，建立人才培养机制。日本

防卫省已在陆上自卫队通信学校设立

负责网络培训的网络教官室，并在高

等工科学校新设系统和网络专修课程

等。同时，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专业

网 络 安 全 企 业 学 习 网 络 安 全 防 护 技

术，并派遣自卫队员赴北约网络防御

卓越中心等地进行研修。

试图突破限制

在 2018 年《防卫计划大纲》中，日

本防卫省明确将网络空间视为继陆海

空天之后的第五战场，称美国等国已

建立网络司令部，日本也应尽快组建

相应部队。由于受“和平宪法”制约，

日本版“网军”不能开展名义上的“网

络攻击”行动。实际上，日本早已组建

网络攻击研究部门。

目前来看，日本“网军”无法在短

期内解决宪法限制问题，或将采取其

他方式扩充力量，加快作战能力生成。

一 方 面 ，大 量 雇 佣“ 灰 色 人 员 ”。

近年来，日本防卫省通过夺旗赛等形

式从全国范围内招募网络人才，并聘

请他们担任网络安全顾问。防卫省还

将网络人才发展为“预备自卫官”，这

些人平时在地方企业供职，有任务时

可迅速投入战斗。

另 一 方 面 ，任 务 外 包 规 避 风 险 。

据悉，日本防卫省已委托民间研究机

构对大数据应用、网络攻击人工智能

分 析 、网 络 病 毒 研 发 、网 络 反 击 能 力

建 设 等 展 开 研 发 。 其 主 要 流 程 为 防

卫 省 设 定 研 究 主 题 ，公 开 招 标 ，选 择

最佳机构，最后签订正式合同。日本

防 卫 省 试 图 通 过 这 种 方 式 规 避 法 律

和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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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全面解除对韩国导弹最大

射程和弹头重量的限制后，韩国导弹

技术取得新进展。据韩国媒体透露，

继 2020 年年底完成潜射弹道导弹地面

发射试验后，韩国军方最近完成该型

导弹水下试射。这意味着，韩国将成

为世界上第 8 个拥有潜射弹道导弹技

术的国家。

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月 5 日报道

称，韩国海军于当地时间 7 月 4 日成功

试射一枚潜射弹道导弹。不过，这一

消息没有得到韩国军方确认。韩国防

卫事业厅和国防部称，“因为涉及军事

机密，无法证实韩军是否已掌握潜射

弹道导弹相关技术”。

韩军潜射弹道导弹开发工作一直

处于高度保密状态，直到 2020 年年底

完 成 地 面 发 射 试 验 ，才 为 外 界 所 知 。

据悉，此次试射的导弹是在“玄武-2B”

弹道导弹基础上改进而来。“玄武-2B”

弹道导弹射程超过 500 千米，具备一定

的精准打击能力。

有媒体称，韩国潜射弹道导弹从

水下驳船发射，这是此类武器进行初

始测试的标准程序。韩国国防安保论

坛事务局局长辛钟宇表示，水下驳船

试射环境与潜艇类似，这意味着韩国

已掌握弹道导弹潜射技术。未来，该

型导弹将从韩国海军张保皋Ⅲ级常规

潜艇发射。据悉，韩国海军将于本月

晚些时候接收张保皋Ⅲ级常规潜艇首

艇“岛山安昌浩”号，这是韩军为发射

潜射弹道导弹专门建造的新型潜艇。

韩国前潜艇艇长文根植称，该潜艇交

付后，可能进行实弹演练。

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岛山

安昌浩”号潜艇已完成主要装备性能

测试，正在接受武器系统评估。该艇

长 83.3 米，宽 9.6 米，可搭载 50 名海军

官兵，配备 6 管 533 毫米口径垂直发射

系统，能够发射韩国自主研制的潜射

弹道导弹和“玄武-3”巡航导弹。韩国

计划分 3 批建造 9 艘该型潜艇，第 1 批 3

艘潜艇将于 2022 年前具备作战能力，

第 2 批将于 2024 年前服役，第 3 批将于

2029 年前服役。

韩国《东亚日报》报道称，完全掌

握潜射弹道导弹技术通常需经历 3 个

阶 段 ：一 是 地 面 发 射 试 验 ，韩 军 已 在

2020 年年底完成；二是水下驳船试验，

韩军也于近期完成；三是水下实际试

射，韩军尚未完成。不过，截至目前，

韩国方面并未正式承认将在“岛山安

昌浩”号潜艇上部署潜射弹道导弹。

有分析人士指出，韩国潜射弹道

导弹完成水下试射，离不开美国的推

波助澜。此前，美国决定终止延续了

40 余年的“韩美导弹指南”，意味着全

面“松绑”韩国导弹发展。当时有舆论

认为，此举不仅使朝鲜半岛进一步陷

入不信任气氛，还将对半岛军事态势

和地区安全局势产生负面影响。

韩国试射潜射弹道导弹引关注
■姚 冰

俄罗斯总统普京 7月 3日
签署总统令，批准新版《俄罗
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以下
简称《战略》）。《战略》详细评
估了俄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规划了
新的安全战略和优先任务。
这是 2015 年以来俄首次更新
国家安全战略。有分析指出，
在俄与西方关系持续紧张、俄
美难以打破“常态性对抗”的
情况下，新版《战略》反映出俄
应对威胁挑战的新思路。

““岛山安昌浩岛山安昌浩””号潜艇进行海试号潜艇进行海试

俄军举行军事演习俄军举行军事演习

轻型两栖战舰概念图轻型两栖战舰概念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