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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海军水面系统司令部

作战中心发布《水面作战：竞争优势》

报告，对美国海军未来 10 年水面部队

发展作出规划。美国海军水面部队指

挥官罗伊·基奇纳在美国水面海军协

会 研 讨 会 上 ，对 报 告 内 容 作 出 阐 述 。

他称，报告旨在更好地调整水面部队，

以应对日趋严峻的战略挑战。

未来10年任务目标

报告指出，未来 10 年将是空前复

杂的 10 年，为确保美国海军继续保持

海上优势，水面部队必须全方位做好

准备。为此，报告为美国海军建设提

出五项任务目标。

一是加强人才培养。水面部队将

通过培训、教育和指导，为美国海军培

养士兵和军官。尽管未来水面部队将

采用更多的先进技术平台，人才仍是

核心要素。

二 是 快 速 部 署 新 舰 艇 和 武 器 平

台。对水面部队原有作战力量进行全

新评估，并考虑通过优化采办策略、舰

船维护保障和操作，提高水面部队在

新型平台引入方面的能力。

三是加强数据分析。提升水面部

队对数据分析的重视程度。从过去 50

年的作战任务中吸取经验教训，并以

此为依据提高作战能力。

四是发展新型战术和作战概念。

考虑到未来部署作战系统和平台的数

量和复杂性，明确和创新作战概念的

需求至关重要。同时，应依靠海军水

面和水雷作战发展中心及作战战术研

究人员，开发和创新训练战术。

五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水

面部队基础设施建设，聚焦水面部队

的指挥控制设施及支持水面部队发展

所需的陆基基础设施。针对特定类别

的基础设施需求，制定 10 年路线图，以

降低技术引入风险。

无人舰艇发展划重点

报告称，根据美国海军发展计划，

未来 10 年，将有 10 个新研或改进型舰

艇平台加入美国海军舰队或进入生产

阶段。主要项目包括朱姆沃尔特级驱

逐舰、星座级导弹护卫舰、轻型两栖战

舰、中型无人水面作战舰艇、大型无人

水 面 作 战 舰 艇 和 下 一 代 导 弹 驱 逐 舰

等。同时，宙斯盾“基线”10 作战系

统，将集成新型 SPY-6 系列舰载雷达

和改进型 SEWIP 舰载电子战系统，装

备于下一代导弹驱逐舰。

从报告内容看，中型与大型无人

水面作战舰艇将服役令人瞩目。报告

指出，为确保无人舰艇服役后迅速具

备作战能力，美国海军水面部队司令

部将专门为其研发新型战术。由于无

人舰艇的运行高度依赖网络技术，“电

子基础设施”等新型概念被纳入强化

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目标，包括大数

据的应用与管理、人工智能技术等。

近年来，美国海军将无人装备定

位为具有独特优势的新型作战力量，

赋予其与有人装备同等重要的地位。

当前，美海军正在加快形成无人装备

体系化实战能力，构建有人-无人结合

的新型海军装备体系。在美海军持续

推进的“分布式海上作战”概念中，水

面部队补充大量的大中型无人水面作

战舰艇，是满足这一作战概念的重要

一环。报告显示，美海军已经开始为

无人舰艇的广泛应用，进行人力和物

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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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外媒报道，近日，俄罗斯先后与

美国、北约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简称

欧安组织）举行会谈，但均未取得实质性

成果。在此背景下，俄与西方的战略博

弈或将持续加剧，地区安全形势存在恶

化风险。

安全对话无果而终

1 月 10 日，美俄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战略稳定对话。1 月 12 日，北约-俄罗斯

理事会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

举行。1 月 13 日，俄罗斯与西方在欧安

组 织 框 架 下 ，于 奥 地 利 维 也 纳 开 展 对

话。3 轮对话均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3 轮对话的焦点均围绕乌克兰局势

及俄与西方关系等议题。俄方提出 3 个

基本要求，分别是北约不东扩、不在俄邻

国领土部署打击性武器、驻军退回 1997

年东扩前的防线以内。外媒称，“美国及

北约依旧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对手，未满

足俄方对北约不东扩等安全保障要求”，

安全保障对话陷入僵局。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

与西方的安全保障谈判，反映出俄与西

方在世界舞台上的严重对抗，西方试图

维护其主导地位。俄罗斯副外交部长里

亚布科夫表示，俄方目前没有理由在未

来几天重启同样对话，俄方也不会在该

问题上作出让步。

美国常驻欧安组织代表卡彭特表

示，美方有对话的意愿，同时也在为危机

可能进一步升级做准备。

美欧各方表态不一

在俄与西方进行多轮对话无果而终

的同时，美国与欧洲的表态存在差异。

美国方面态度强硬。在俄罗斯与西

方谈判之际，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进

驻与乌克兰接壤的斯洛伐克机场。外媒

称，斯洛伐克政府已批准与美国签署一

项军事协议，为美国使用斯洛伐克空军

基地的可能性设定框架。美国希望通过

扩建两个军用机场，增加其在斯洛伐克

的军事存在。1 月 15 日，美国国家安全

顾问沙利文表示，经过一周的谈判，美国

对俄已“不抱任何幻想”，美国准备采取

必要措施、保护盟友和伙伴，并对可能发

生的“侵略行为”进行反击。

此外，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近

期提交一份制裁俄罗斯的议案。根据该

议案，一旦乌克兰遭到俄罗斯袭击，包括

普京在内的俄罗斯军政官员将受制裁。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

示，把国家元首列为制裁对象，相当于提

议断绝关系，在一系列会谈举行的背景

下，美方的此类文件和言论极端负面。

欧洲方面谨慎表态。法国、德国和

意大利等国，希望美国避免全盘否定俄

方诉求，优先缓和乌克兰局势。北约秘

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期在布鲁塞尔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约愿意与俄罗

斯就军备控制、导弹部署和建立信任措

施再次举行会谈。

德国国内有声音认为，俄罗斯要求

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提议具有正当

性。德国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议员斯

特芬·科特表示，冷战结束后，北约不顾

协议向东扩张，越来越接近俄罗斯边境，

美国在俄罗斯周边建立多个军事基地，

俄罗斯因此陷入困境。俄方对此行为作

出抵抗理所当然，坚持不让北约吸纳乌

克兰是正当的。

战略博弈或将加剧

综合来看，俄与西方安全对话会无

果而终，既是双方在乌东局势、中程导弹

部署、北约东扩等现实问题的对立体现，

也是双方自冷战结束以来结构性矛盾的

集中体现。未来，双方的战略博弈或将

持续加剧。

一 方 面 ，博 弈 领 域 或 将 扩 展 。 此

前 ，尽 管 以 美 为 首 的 西 方 国 家 一 再 声

称，要用“史无前例的、决定性的措施”

回应所谓“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但

这些措施仅停留于能源和金融制裁、芯

片禁运等层面。此轮会谈后，美国方面

表示，美国情报界尚未作出俄罗斯决定

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的评估，但美国

已做好“两手准备”。下步，美俄战略博

弈格局或将从经济为主、军事为辅，逐

步转变为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结合，

全时全域对抗。

另一方面，冲突风险或将提升。据

俄媒报道，拉夫罗夫表示，如果美国和北

约不接受俄罗斯关于安全保障的提议，

俄罗斯将评估情况并根据自己的利益采

取行动。

外媒认为，在 3 场“同桌不同频”的

对话后，俄罗斯对以美为首西方国家的

战略忍耐基本消耗殆尽。外媒称，面对

“退无可退”的严峻外部形势和在乌克兰

问题上骤然增加的“擦枪走火”风险，俄

罗斯或主动出击，以军事示强举动向美

国和北约高调施压，展示俄方捍卫国家

安全利益的坚定决心。美俄欧间的军事

冲突风险或将持续加剧。

俄与西方对话“同桌不同频”
■章 池

俄罗斯西部军区在靠近乌克兰的地区举行军事演习俄罗斯西部军区在靠近乌克兰的地区举行军事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