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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合作步入蜜月期

结合相关报道，美菲近期主要从两

个方面推进军事合作。

一 方 面 ，高 调 商 讨 合 作 计 划 。 据

《菲 律 宾 每 日 询 问 者 报》消 息 ，当 地 时

间 3 月 6 日 ，美 菲 军 方 高 层 开 始 讨 论

2023 年 合 作 计 划 。 报 道 称 ，菲 律 宾 陆

军副司令亨利·多尧恩和美国太平洋陆

军副司令马修·麦克法兰，在菲律宾塔

吉格市博尼法西奥军营举行会谈，讨论

两军 2023 年合作计划。会后，菲律宾陆

军发表声明称：“我们同美军的合作将

集中在加强两军配合和提升专业能力

方面。”

另一方面，全面恢复联演规模。据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

奎利诺近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宣布，

今年，美菲计划将联合军事演习恢复到

原有规模。菲律宾陆军司令法乌斯蒂

诺表示，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与美菲

联系紧密的国家，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演习。此外，阿奎利诺重申美国将与菲

律宾“联手对抗区域威胁”的承诺。他

指出，根据美菲《增强防卫合作协议》，

美方已拨款 1250 万美元。美媒称，该协

议旨在增加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

并允许美在菲军事基地增建设施。

“印太战略”进入落地期

在 2 月 11 日发布的任内首份“印太

战略”报告中，拜登政府高调宣称其对

“ 印 太 地 区 ”的 重 视 ，并 把 东 南 亚 作 为

重 点 地 区 。 近 期 ，美 菲 两 国 加 大 舆 论

造势，强化双边合作，推动“印太战略”

落地。

其一，官方强调密切合作。近期，

菲律宾官方呼吁加强美菲联盟，扩展两

国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并对“印太

战略”强调的人道主义援助、救灾行动、

教育帮扶等表示欢迎。菲律宾驻美大

使何塞·曼努埃尔·罗穆亚尔德斯表示，

美菲盟友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牢固。

其二，舆论支持增进关系。菲律宾

媒 体 认 为 ，美 菲 双 方 在 关 键 外 交 政 策

问 题 上 战 略 利 益 趋 同 ，美 国“ 印 太 战

略”能够加强“印太地区”的安全，并能

应 对 地 区 强 国 的 压 力 。 此 外 ，美 国 不

断扩大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等地的

军 事 和 外 交 存 在 ，对 于 维 护“ 印 太 地

区”的稳定至关重要。菲律宾《马尼拉

日报》等媒体刊文称，菲律宾在协助美

国 推 行“ 印 太 战 略 ”时 ，必 须 保 持 自 身

外交的独立性。菲律宾发展与美国的

防 务 和 安 全 伙 伴 关 系 ，不 会 阻 碍 与 其

他国家发展关系。

其三，军方推动采购武器。菲律宾

国防部长德尔芬·洛伦扎纳近日公开表

示，应专注美菲联盟和伙伴关系，强化

军事联系。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消

息，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菲律宾出售 12

架 F-16 战斗机、10 余枚“鱼叉”反舰导

弹和 24 枚“响尾蛇”空空导弹及其他装

备，军售总额近 29 亿美元。该局声称，

此笔交易让菲律宾能够部署带有精确

弹药的战斗机，以支持其南部的反恐行

动，提高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

地区安全陷入动荡期

总的来看，美菲两国近期在推进军

事合作与落实“印太战略”方面的相关

动作，主要是着眼实现自身利益诉求、

达 成 地 缘 政 治 野 心 而 进 行 的 初 步 尝

试。多数合作项目目前尚处于初步试

探或口头承诺阶段，未来在落地层面仍

面临不少阻碍，但相关动作对地区军事

态势走向的影响不容低估。

一方面，美菲合作“同床异梦”。总

的 来 看 ，基 于 长 久 以 来 美 国 的 霸 权 行

径 ，美 菲 之 间 的 战 略 互 信 根 基 并 不 牢

固。菲律宾强调加强与美国在“应对流

行性疾病、打击非法毒品交易等跨国犯

罪、海洋领域意识、法治、贸易和投资”

等方面的合作，同时，对强化与美军事

合作可能引发的“蝴蝶效应”有所忌惮，

对美关键时刻抛弃盟友的一贯伎俩也

有所防范。

另外，美国国内对加强对菲军售颇

有微词，认为“美国继续向菲律宾出售

武器不仅对菲方不利，对美国自身也很

危险”。总之，由于美菲军事合作“功利

性”“投机性”一面较为突出，未来在推

进过程中势必面临较大阻碍，执行前景

将充满变数。

另一方面，亚太安全险象环生。美

国强化与菲律宾军事合作，是其持续推

进“印太战略”的一个缩影。美国近期

还与日本演练“跳岛战术”，与韩国商讨

海军陆战队合作事宜，向印度提供“御

寒物资”，并不断巩固与英国和澳大利

亚的“奥库斯”联盟。

展望未来，在美加速构筑针对潜在

作战对手的包围圈，以及加快推进与盟

友伙伴一体化、通用性、互操作协同作

战能力的背景下，亚太地区军事对抗烈

度或将进一步抬升，边境冲突、岛屿争

端、兵力前推、威慑巡航等潜在冲突“燃

点”或将进一步凸显，地区安全面临新

挑战。

美菲持续强化军事合作
■傅 波

一直以来，有欧盟“发动机”之称

的法国和德国，在欧洲建设发展尤其

是防务一体化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为推动欧盟防务自主，两国近年

来不断深化防务合作，共同开启了一

系列军事研发项目。然而，近期种种

迹象显示，两国防务合作进展并非一

帆风顺。由于两国在项目实施的具体

分工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导致多个项

目被搁浅，不禁让人们对欧盟防务自

主的前景产生担忧。

防务协议迟迟未能签署。两国在

“未来空战系统”项目上的分歧最为明

显。“未来空战系统”包括下一代欧洲

战斗机、下一代欧洲战斗机发动机、欧

洲中空长航时无人机系统、未来巡航

导弹、蜂群无人机 5 个部分。近期，德

国 MTU 航空发动机公司发布消息称，

法、德、西 3 国下一代欧洲战斗机发动

机研发协议已推迟至今年年中。这项

协议原定于 2021 年底完成，经历此次

推迟后，外界对协议在 4 至 6 个月时间

内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普遍持怀疑

态度。有媒体评论称，协议再次推迟，

可能导致下一代欧洲战斗机原型机首

飞 时 间 从 2025 年 推 迟 至 2027 年 甚 至

更晚。

法国更热衷自主研发。对于上述

延 迟 ，德 国 MTU 航 空 发 动 机 公 司 认

为，协议最终会签署，只是比计划稍晚

而已。实际上，持这种想法的人可能

并未考虑到在莱茵河对岸，法国正在

紧锣密鼓研制新型发动机。近日，法

国国防采办局主导的 Turenne 防务技

术项目取得重要进展。该局声称，其

正在“阵风”战斗机基础上开发对下一

代欧洲战斗机发动机有用的技术，目

前已对发动机原型组件进行了测试。

与此同时，该局还与法国赛峰飞机发

动机公司合作开发高压涡轮叶片、新

型陶瓷材料和金属材料。

德国无意合作项目。德国方面近

期的诸多举动也显示出，其对与法国

防务合作的兴趣正在减弱。据比利时

“航空防御”网站报道，在导弹方面，德

国倾向于为“虎”式武装直升机购买自

己的导弹，而无意与法国进行双边合

作。在反潜机方面，德国选择从美国

波音公司采购 P-8A，似乎没有与法国

等 国 合 作 研 制 的 意 向 。 在 直 升 机 方

面 ，德 国 希 望 购 买 美 制 AH-64“ 阿 帕

奇”武装直升机，而不是与法国共同升

级“虎”式武装直升机。德国还试图主

导“地面主战系统”，对与法方合作态

度冷淡。

两国存在知识产权之争。这也是

两国在“未来空战系统”项目上的核心

分歧之一。德国方面认为，法国达索

公司应分享相关技术，并指出，“知识

产权不是一个黑匣子”。法国方面则

表示，不太可能与德国分享核心技术，

那将损害其防务公司的主导地位。在

未就知识产权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法

国 在 其 他 相 关 技 术 领 域 不 断 取 得 突

破。2021 年以来，法国“阵风”战斗机

迎来新一轮出口热潮。法国先是向阿

联酋出售 80 架“阵风”战斗机，今年 2 月

又 与 印 度 尼 西 亚 签 订 42 架 战 斗 机 合

同。目前，法国已将“未来空战系统”

定位为“阵风＋”，试图摆脱对德国资

金的依赖。

两国对武器出口态度迥异。法国

视武器出口为经济支柱产业，德国在

武器出口方面则有严格限制。统计结

果显示，法国研制“阵风”战斗机共耗

资 470 亿 欧 元（1 欧 元 约 合 7 元 人 民

币），目前出口额已达 520 亿欧元。法

国预期未来出口 300 余架下一代欧洲

战斗机。而德国很难允许该战斗机出

口到印度、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和印

度尼西亚等国。可以说，武器系统的

出口问题，将成为阻碍法德防务合作

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

综上，由于出发点和目标不一致，

法德两国各有自己的“小算盘”，导致

在防务合作具体方式和程度上存在差

异。目前来看，这种差异已成为两国

深化防务合作的重要阻碍。嫌隙渐生

的法德防务关系，会否在争吵中继续

前行，仍然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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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媒报道，3 月上旬，日本联合多

国举行线上网络战演习。这是日本首次

主办多国网络战演习，折射出其提升网

络战能力的迫切心态。

注重攻防兼备

据报道，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法国、

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军方的网络

战人员，以及来自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和

防 卫 大 学 的 10 支 队 伍 ，参 加 了 此 次 演

习。演习采取红蓝对抗模式，模拟了防

务机构遭网络攻击，“黑客”试图劫持计

算机系统、获取情报信息等场景。

演习具体承办方是日本陆上自卫队

系统防护队。该队属于军种网络战力

量，约 60 人规模，主要负责陆上自卫队

指挥通信系统的监控与防御。

此次演习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

参演主体多元，存在明显的指向特征。

既有日本的网络战“启蒙老师”美国、“四

国机制”中的澳大利亚，也有北约成员国

中网络战经验较为丰富的法国，同时还

拉上了不少亚太地区国家。这表明日本

网络战能力建设既着眼全球，又指向亚

太周边。二是演习模式带有攻防兼备特

征。日本官方宣称，演习旨在进一步提

升防御能力，但在实施过程中，攻防角色

转换并无明显界限，日方参演人员也在

演练进攻作战技巧。

尽管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举办多国

联合网络战演习，实际上，日本网络战力

量并不缺乏参演经验。日本自卫队定期

组织跨部门网络防护演习，并参加美国

主导的“网络风暴”“国际监视与警戒网

络”系列演习。日本自卫队组建“网络空

间防卫队”后，多次派遣人员赴美国学习

网络战课程，加强与美情报交流，常态参

与相关演训活动。

着眼跨域联合

在演习开幕式上，日本陆上自卫队

通信系统和情报部门负责人足立吉树，

强调了各国在网络领域合作的重要性。

他表示：“在现代混合战争中，网络攻击

是一种便捷的攻击方式。我们希望通过

此次演习发展多国合作。”实际上，这也

点出了日本近年加快网络战能力建设的

着眼点和实现路径。

日本于 2018 年提出“多次元统合防

卫力量”概念，即在重视陆、海、空联合作

战基础上，加强太空、网络和电子战等领

域作战能力。经过不断演变，日本逐渐

形成所谓“跨域联合作战构想”，要求网

络战在跨域联合作战中发挥作用。根据

计划，今年 3 月，日本防卫省将整合现有

网络战力量，建立新的“网络防卫队”，编

制增至 540 人，未来进一步增至千人规

模。不少媒体猜测，千人规模的网络战

编制形成后，日本可能效仿美国组建自

卫队网络战司令部。

在 实 现 路 径 上 ，日 本 强 调 多 方 合

作。合作路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

官民合作模式下培养人才。日本自卫队

不断强化与大型企业、高等院校的合作，

抓住各种机会培养和训练网络战相关人

才。防卫省也计划组建专门负责培养网

络战人员的教育部队，并依托陆上自卫

队通信学校设置网络战通用课程，加快

人才培养。二是强调借助美国及其他伙

伴的能力。日本防卫省官员表示，日本

与美国进行网络合作十分必要，因为识

别网络攻击的来源需要复杂的计算机技

术。现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将网络空

间纳入日美合作范畴，有助于日本融入

以美国为首的网络战体系。

日本首次举办多国网络战演习
■文威入

报道称，新组建的网络部队主要负

责应对网络攻击，将与新加坡其他军种

一道，共同保障新加坡国家安全。新加

坡政府表示，上述举措十分必要。近年

来，新加坡遭网络攻击的频率逐年增

加。2021 年，该国遭到勒索软件和僵尸

网络攻击的次数达 9080 次，2018 年这

一数字为 4977 次。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近日表示，

网络领域已变得和陆、海、空领域一样

真实和重要。对于年轻人来说，网络领

域甚至占主导地位，最近元宇宙持续受

到各界关注，就是很好的例证。来自网

络领域的威胁一定程度上将影响现实

世界中事件的发展。在安全方面，没有

虚拟和现实的区别，两者已错综复杂地

交织在一起。2021 年 5 月，美国最大燃

油运输管道运营商受到网络黑客攻击，

被迫关闭整个供应网络，导致美国大部

分地区一度出现燃料短缺现象。同年

10 月，伊朗加油站系统遭到网络攻击，

导致全国多地加油系统停止服务。

黄永宏指出，近年来，其他国家遭

受网络攻击的次数和频率不断增加，有

的服务器和数据库遭破坏，有的电力和

通信被中断。多国政府已认识到这一

点，并在其武装力量中增设网络部队。

例如，德国整合战略侦察司令部和作战

通信及地理信息中心，组建网络和信息

空间司令部，总人数超过 1 万。新加坡

应吸取这些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发展和

调整自身网络部队，为潜在网络攻击做

好准备。

据 报 道 ，过 去 10 年 ，新 加 坡 逐 步

提升其在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

情报等关键领域的能力。2013 年，新

加坡成立网络防卫行动中心，希望全

面系统地应对网络威胁。2015 年，新

加坡成立网络安全局，负责监督和协

调国家网络安全工作。2017 年，新加

坡设立国防网络组织，负责协调网络

安全议题。2020 年，新加坡宣布设立

综合网络指挥部，重组网络安全指挥

结构。

黄永宏认为，上述举措仍难以满足

新加坡武装部队日益增长的需求。他

补充道，新加坡已公布最新国防蓝图，

2040 年左右，网络部队将成为下一代武

装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新加

坡武装力量十分优秀且雄心勃勃，但在

能力方面仍存在差距。我们将打造一

支在科学技术、数据科学、心理学、语言

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等领域具有专长的

武装力量，使新加坡具备应对各类威胁

的能力。”另外，组建“第四军种”将扩大

人员招募，使网络人员有更好的职业发

展前景，进一步增加就业岗位，同时使

新加坡武装力量成为一支网络化、综合

型部队。

据报道，新的网络部队预计今年底

投入使用。考虑到新部队所需预算，

2022 年，新加坡国防开支预计增至 120

亿美元，同比增长 6.5%。

新加坡拟组建“第四军种”
■刘 恒

综合外媒相关报道，在出
台新版“印太战略”报告后，美
国持续深化与亚太地区盟友
和伙伴的军事合作。作为美
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盟友，
菲律宾近期在军事领域频繁
与美互动，引发外界广泛关
注，有关情况或将对地区安全
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33月月 55日日，，美菲联合军事演习开幕美菲联合军事演习开幕。。

据美国《防务邮报》3
月上旬报道，为更好应对
网络威胁，新加坡武装部
队 将 组 建“ 第 四 军
种”——网络部队，以整
合和提升其在网络安全
领域的防卫能力。据悉，
新组建部队预计今年底
投入使用。

新加坡网络安全人员新加坡网络安全人员。。

美日网络战人员进行讨论交流美日网络战人员进行讨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