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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日 本 媒 体 报 道 ，日 本 政 府 对

2021 年度补充预算案的防卫相关费用

进行调整，将编设 7700 亿日元（1 日元

约合 0.057 元人民币）追加费用。预计

2021 年度防卫费用总额将超过 6 万亿

日元，达到历史最高数值。

防卫预算“第二钱包”

补充预算原本是用于应对灾害或

经济不景气时增减预算编制的一种修

正性预算，一般不涉及防卫领域。自

前首相安倍第 2 次内阁起，补充预算开

始扩展至防卫领域，将未纳入年度经

常性预算或不太方便，甚至等不及纳

入次年经常性预算的部分，以年中补

充预算的方式得以实现。这种操作让

补充预算渐渐成为防卫预算的“第二

钱包”。近年来，日本每年进行防卫领

域的补充预算。往年最高为 2019 年度

的 4287 亿日元，今年编设 7700 亿日元

的补充预算，可谓巨幅增长。

据共同社报道，此次补充预算额

度中，将提前列入 2022 年度预算要求

中的导弹、水雷、鱼雷、反潜巡逻机、运

输机等武器装备的采购费，以及驻日

美军相关经费。其中，包含 2022 年度

经常性预算案中的导弹等弹药的采购

预算 2500 亿日元。

日本此番增加防卫补充预算的说

辞是：在周边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背

景下，加紧增强西南诸岛的防御和导

弹应对能力。此外，回应对美强化防

卫相关承诺也是原因之一。近年来，

美国迫切要求日本承担更多军事同盟

责任，而日本也将该要求视为推动解

禁军力发展束缚的契机。今年 4 月，时

任首相菅义伟曾向美国总统拜登表态

称“决心要加强自身防卫力量”。受此

影响，自民党内要求增加防卫费用的

呼声日益高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

任后，计划近期启动访美行程，届时势

必围绕如何承担更多同盟责任、加强

防卫力量的具体举措等向美方进行所

谓“诚意展示”。因此，出现了 2022 年

度预算项目提前至此次补充预算中的

情况。据悉，日本防卫省计划将 2021

年度补充预算和 2022 年度预算作为一

个整体，定位为所谓的“加快强化防卫

力量一揽子计划”。日本政府计划在

12 月 6 日召开的临时国会上推动该补

充预算获得审议通过。

强化西南“岛链门卫”

从披露的采购内容看，此次补充

预算主要聚焦两点。一方面，以采购

中程导弹为抓手，强化所谓先发制人

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长期以来，

日本以朝鲜核与导弹威胁为借口不断

渲染周边安全危机，逐步突破发展进

攻作战能力的限制。此前，岸田首相

表态称计划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写

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作为日本今

后防卫能力建设的战略导向。此次，

补充预算将采购射程超过 1000 公里的

导弹，试图尽快对所谓“敌基地”目标

形成先发制人打击能力。

另一方面，日本以离岛夺还、通道

扼 控 军 事 部 署 为 抓 手 ，强 化 所 谓“ 岛

链”防守能力。近年来，美国不断要求

日本发挥更多作用，其中之一便是强

化出海通道扼守部署。此前，日本已

在西南方向增设监视部队、岸舰导弹

部队和快速响应部队。此次补充预算

加大采购水雷、鱼雷、反潜巡逻机、运

输机等，其目的就是提升自卫队在该

地区的侦察与慑控能力。美国战略界

近年屡屡建议和鼓励日本强化西南方

向海上“积极拒止”能力，当好所谓第

一 岛 链 的“ 门 卫 ”。 日 本 对 此 积 极 回

应，不断堆积力量和武器。

此次补充预算，表面看是日本既

想实现战略目的，又想“低调”操作的

一贯手法。实际上，日本正回应甚至

利用美国的期待，试图从以往支援保

障角色转变为作战协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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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击毁卫星

据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介绍，参与此

次试验的是俄最新反卫星导弹系统“珠

宝”，它准确击中了在轨近 40 年、已无法

工作的电子侦察卫星“宇宙”-1408。该

卫星作为俄罗斯此次反卫星武器试验

的靶标，完成了历史使命。

绍伊古强调，此次试验并未对国际

空间站等太空物体造成威胁，产生的太

空碎片均在俄罗斯外层空间监控系统

监测中。

然而，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比尔·

纳 尔 逊 称 ，该 反 卫 星 导 弹 在 击 中 目 标

后，产生了 1500 余块可监测的碎片和数

以万计不可监测的小碎片，使得美、俄、

德 3 国 7 名国际空间站航天员被迫在空

间站的飞船内躲避 2 小时。

俄反卫星活动背后

此次试验使用的直接上升式反卫

星技术，是通俗意义上的远程导弹，比

起最先进的运用定向能远程攻击卫星

的技术，性价比更高。俄罗斯此次进行

反 卫 星 武 器 试 验 ，除 测 试 新 武 器 性 能

外，也有其战略考虑。

一是提升夺取制天权的能力。制

天权是各大国打赢未来战争的重要前

提。在未来战争中，包括态势感知、机

动导航、远程侦察等依托军事卫星展开

的行动能否顺利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能否夺取制天权。反卫星武器的研

制和试验成为俄军提升制天能力的重

要方面之一。

二 是 对 美 等 西 方 国 家 进 行“ 非 对

称”威慑反制。近期，美等西方国家加

紧对俄罗斯的围堵施压。其中，美海军

发 布《海 军 航 空 兵 愿 景 2030- 2035》文

件，刻意夸大俄罗斯等国先进武器的威

胁，强调要在亚太、欧洲和中东等重点

地区强化军力部署。欧洲北约国家试

图成立一支 5000 人的快速反应部队，以

对抗俄罗斯。北约试图在罗马尼亚和

保加利亚建立海军基地，以强化战略前

沿部署，缩小俄在黑海的战略空间。在

此背景下，俄试图以发射反卫星导弹作

为“非对称”威慑措施之一，配合集安组

织大规模演习和公开新型核潜艇列装

计划等，对美等西方国家形成有效战略

反制。

三 是 增 加 与 美 国 军 控 谈 判 的 筹

码 。 俄 美 作 为 拥 核 大 国 ，长 期 以 包 括

《中导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等

军 控 条 约 为 框 架 ，限 制 战 略 武 器 的 发

展 和 部 署 。 2019 年 ，美 俄《中 导 条 约》

失 效 后 ，《新 削 减 战 略 武 器 条 约》成 为

双 方 仅 存 的 军 控 条 约 。 虽 然《新 削 减

战略武器条约》得以延长 5 年，有效期

至 2026 年 2 月 5 日 ，但 从 长 远 看 ，该 条

约 的 续 约 只 是 双 方 进 行 的 战 略 妥 协 ，

未来双方仍将以扩充削减战略武器等

为 焦 点 ，在 下 一 轮 条 约 谈 判 中 继 续 展

开 博 弈 。 因 此 ，俄 罗 斯 试 图 加 速 加 强

各 种 反 卫 星 武 器 的 研 制 和 试 验 ，以 增

加谈判筹码。

俄美太空非武器化博弈

俄反卫星试验后，美国立即监测到

太空碎片，并对俄此举展开抨击。这是

俄美太空非武器化博弈的一个缩影。

太 空 非 武 器 化 ，又 称 外 空 非 武 器

化 ，是 基 于 太 空 军 事 化 的 一 个 延 伸 概

念。根据中俄联合向日内瓦裁军谈判

会议（简称“裁谈会”）提交的《防止在外

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

用武力条约（草案）》，太空非武器化是

指禁止在太空设置武器，同时也禁止对

太空物体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

从冷战时期开始，世界大国各类服

务于军事目的的卫星越来越多地驻于

太 空 轨 道 ，不 过 主 要 用 于 军 事 支 援 用

途，还谈不上太空武器化。

然而，从 21 世纪美国开始研制 X-

37B 空天飞机、反卫星武器和天基反导

系统，并建立太空军之后，其试图将太

空武器化的趋势愈加凸显。因此，俄政

府高层从俄美战略博弈和太空和平开

发考虑，认为推动太空非武器化已迫在

眉睫。

可以说，在太空非武器化方面，俄

罗 斯 一 直 是 坚 定 的 推 动 者 。 2002 年 6

月，俄罗斯联合 7 国向裁谈会提交《防止

在外空部署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

胁使用武力国际条约（草案）》的工作文

件 。 2008 年 ，俄 中 联 合 向 裁 谈 会 提 出

《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

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并于

2014 年 6 月再次联合向裁谈会提交该条

约更新版本。

然而，以上文件遭到美国的反对，

未能形成国际共识和准则。美国企图

依托太空军事技术优势与其他国家形

成技术代差，以支撑其全球利益。作为

实践太空军事化、武器化最积极和制造

太空碎片最多的国家，美国多次阻挠太

空非武器化条约的签署。

总的来看，俄罗斯此次反卫星武器

试验或有可能将美国重新拉回谈判桌，

以推进俄美太空战略平衡。

俄反卫星试验，与美博弈升级
■许 斌

演习“史无前例”

“北极星21”演习共有23艘水面舰艇、

1艘潜艇、65架飞机和 6000余人参演。该

演习以高强度演练为重点，以蓝红对抗形

式展开。蓝军为由“戴高乐”号航母为核心

组建的海空部队，代号“473 特遣队”。红

军为以“雷电”号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为核

心的假想敌部队，代号“472特遣队”。

演习分两个阶段进行。11月 18日至

25日进行高技术课目的准备工作，11月25

日至12月3日进行实兵实弹对抗演练。

着眼未来战争

“北极星 21”演习着眼未来高强度

战争，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意图。

检验海空综合作战能力。演习前，

法国海军发布声明称“法国武装部队为

未来对抗局势提供多种军事方案，以协

调和同步的方式覆盖陆、海、空、太空、网

络、信息和电磁空间等所有作战域”。演

练中，472 特遣队在陆基防空系统、阵风

和幻影 2000 战斗机的配合下，建立一个

反介入/区域据止区域，检验由航母战斗

群组成的海空部队，在高强度空-海作

战中使用现代高技术装备的能力。

加强与盟友间协同能力。美海军阿

利·伯克级“波特”号驱逐舰、英皇家海军

45 型“龙”号驱逐舰和西班牙、希腊、意

大利等 5 国海军的舰船以及巡逻机，分

别编入蓝军、红军进行对抗。同时，北约

E-3 预警机为对抗双方提供支持，多个

盟国的联络官混编参与演练。通过演

习，提升法军与北约盟友间的协同作战

能力和装备的互操作性。

强化应对未来战争能力。该演习被

法军称为未来战争的“实验室”。演习瞄

准法国海军未来战略任务，力求在多个

冲突领域和环境中整合和同步各种行

动，形成多域作战能力。据悉，此次演习

部署和真实场景，将使法国军队在技术

上和战术上进行创新。

多层战略考量

在经历澳大利亚核潜艇合同风波、

泽西岛海域渔业争端之后，法军举行大

规模军演，并邀请美英舰艇参加，背后有

其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紧跟军事变革趋势。随着世界地缘

政治格局改变，以及人工智能、无人技术

等前沿技术发展，西方强国纷纷进行军

事改革，并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及演习

检验巩固成果。法国举行“北极星 21”

演习，亦是应对世界格局变化，参与国际

军备竞争，抢占军事变革高地，维护大国

地位的应势之举。

强化欧盟主导地位。作为欧洲军事

强国，法国一直追求欧盟防务自主，多次

牵头呼吁成立“欧洲军”。近期欧盟成员

国达成协议，将于 2025 年组建一支 5000

人的快速部署部队。在此情况下，法国

海军举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演习，一

方面是用实际行动支持协议落实落地。

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彰显实力，表明其欧

盟主导地位，为未来获取“欧洲军”更多

话语权打下基础。

威慑俄白表明立场。当前，乌克兰东

部地区冲突、白波边境难民危机引发美欧

与俄白关系持续紧张，双方频频上演“军事

威慑游戏”。如，近日美英分别给予乌克兰

80吨弹药和17亿英镑（1英磅约合8.6元人

民币）军售贷款，德国联邦国防军装甲师也

进入波兰境内，而俄罗斯在俄乌边境集结

重兵，白俄罗斯在边境地区举行演习。法

国此时举行“北极星 21”演习，正是用实际

行动站队美欧的表明立场之举。

上图：演习中，以“戴高乐”号航母为

核心的 473特遣队。

法国海军大规模军演引关注法国海军大规模军演引关注
■徐世伟 王昌凡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网络司令部

近期提出新作战行动概念，试图帮助美

军在联合网络作战架构下整合新能力、

形成新优势。未来，美军此举或将加剧

全球网络空间军备竞赛，对国际安全格

局产生较大负面冲击。

高调公布作战概念

综合美媒报道，美军网络司令部发

布的作战行动概念包括以下几点。

作战样式凸显“敏捷性”。美军认

为，网络空间具有高度敏捷性，把网络

工具定义为武器平台并不准确，武器

的 敏 捷 性 不 足 以 清 晰 描 述 网 络 空 间

平 台/工 具 的 特 性 。 另 外 ，网 络 空 间

不 具 备 实 体 地 理 位 置 和 目 标 位 置 ，

陆、海、空、天作战域的边界、地点、基

地 等 实 体 概 念 在 网 络 作 战 域 都 不 存

在。基于以上特点，在网络对抗过程

中 ，美 军 网 络 司 令 部 拟 推 广“ 常 态 化

接战”战略，即基于网络域，在任何场

所与对手接战，实时响应对手的进攻

性行为。

能力生成突出“融合度”。美军指

出，在联合网络作战架构下实现单一、

零星网络能力的有机整合。如，信息战

和网络战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而情报

成为连接两者、实现融合的关键环节。

尤其是在认知领域，为准确理解对手的

战略方向和目标目的，美军需要搜集大

量情报，通过“人-物-环境”的融合，提

升网络空间优势战力。

概念落地强调“参与面”。为确保

作战概念落地见效，美军成立能力管理

办公室，主要界定各军种的角色和责

任，加强工作落实情况督导。据悉，美

军各军种下一步也将深入研究作战概

念具体落实情况，包括理论研究、人员

配备、资源配置等实践层面问题。

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总的来看，美军此次高调宣布新的

网络作战行动概念，是其近年来推进网

络空间实战化和战力优势绝对化的又

一例证。未来，美军相关动向的潜在负

面影响值得高度警惕。

首先，大国战略博弈或将白热化。

在发布新作战行动概念后仅一周，美军

网络司令部副司令查尔斯·摩尔便指出，

美军网络司令部目前已将俄罗斯等国视

为首要作战对象，并密切跟踪监视其“在

国际网络空间内的活动”。摩尔透露，美

军网络司令部正与印太司令部合作发展

针对“印太”区域未来冲突事件、以地区

大国为主要目标的网络战手段。在白俄

罗斯与波兰难民危机持续发酵的背景

下，美俄双方或在网络领域展开“暗战”，

从而撬动地区局势新一轮动荡。

其次，网络空间作战或将常态化。

近年来，在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力量、

破坏伊朗疑似核设施、“定点清除”重要

暴恐分子等时机，美军网络武器均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据美军高层透露：

“美军网络部队正为美国网络空间的安

全作出贡献，比如干扰敌军指挥部队、

阻挠敌军侦察战况，以及阻碍敌军进行

金融活动和破坏他们的支付能力等。”

可见，在美军全球作战行动中，“兵马未

动，网络先行”或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再次，网络武器运用或将无序化。

近年来，经过美军在网络作战能力建设

方面打出的“组合拳”，网络武器目前已

成为继核武器、“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等

常规战略武器之后，美军又一种新的非

常规战略武器。值得警惕的是，美军在

网络作战领域已形成非对称优势，而目

前网络战缺乏国际法的制约。如何制

约美军网络武器的运用，将是各国共同

面临的难题和责任。

美军更新网美军更新网络作战行动概念络作战行动概念
■■林林 源源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11 月 15 日，俄罗斯击毁
一颗待报废的卫星，完成
反卫星导弹射击试验。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
美国太空司令部和美国
航空航天局先后发声，指
责俄罗斯此举造成的太
空碎片可能危及国际空
间站和人造卫星。

据外媒报道据外媒报道，，法国海法国海
军军 1111 月月 1818 日至日至 1212 月月 33 日日
在 地 中 海 西 部 举 行 代 号在 地 中 海 西 部 举 行 代 号

““北极星北极星 2121””演习演习。。法国海法国海
军 一 半 以 上 兵 力 以 及 美军 一 半 以 上 兵 力 以 及 美
国国、、英国英国、、希腊希腊、、西班牙西班牙、、意意
大 利 海 军 均 派 出 舰 艇 参大 利 海 军 均 派 出 舰 艇 参
演演。。该演习无论是演习规该演习无论是演习规
模模，，还是演练强度还是演练强度，，均被外均被外
界称为界称为““史无前例史无前例””。。

对卫星资源的破坏和争夺将成为未来太空作战的重要方面对卫星资源的破坏和争夺将成为未来太空作战的重要方面。。图为卫星资料图图为卫星资料图

美军网络司令部美军网络司令部（（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