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2年 4月 8日 星期五 国 际责任编辑 / 周 星 Tel：010-66720063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电话：（010）66720745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本期售价：0.57元 月订价：12.5元 年订价：150元 本报北京印点：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3 月 30 日至 4 月 7 日，海湾合作委

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就也门问题在

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磋商。此次磋商

涉及也门冲突的军事、政治和社会复

苏等议题，旨在开放也门的人道主义

通道并实现地区稳定。

磋商首日，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

军暂停在也门的军事行动，以回应海

合会秘书长哈吉拉夫的“斋月停火倡

议”。也门冲突的重要“主角”胡塞武

装虽然拒绝派团参会，但高度关注磋

商进程。当地时间 4 月 2 日 19 时起，也

门冲突方在国际社会调停下，开始为

期两个月的人道主义停火。

海合会从此前涣散的状态中恢复

元气，并组织此次也门问题磋商，离不

开两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沙特与卡

塔尔断交危机逐步缓解，减轻了海合

会内部的对立情绪。2017 年 6 月，沙特

以卡塔尔“支恐”为名，对其采取断交

与封锁的系列攻势，巴林、阿联酋和埃

及等阿拉伯国家也与卡塔尔断交。沙

卡断交危机极大影响了海合会内部的

团结，卡塔尔选择以缺席海合会峰会

和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方式进行对

抗。这种局面一直到 2021 年 1 月海合

会首脑会议上才有所转变——沙特等

国恢复了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2022

年 2 月，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与卡塔尔

埃米尔举行会面，有助于进一步修复

海合会内部的关系。

其次，部分海湾君主国在进一步

巩固对美国、对以色列关系的基础上，

试图借助海合会的框架，以也门问题

为突破口来协力纾解来自伊朗方向的

压力。随着《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以

及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等海湾君主

国外交关系的突破，再加上以色列与

沙特政治互动的日益频繁，美以联合

包括若干海湾君主国在内的反伊阵营

逐渐成形。2022 年 3 月 27 日至 28 日，

以色列史无前例地召开有美国参与的

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峰会，阿联酋与巴

林两个海湾君主国与会。此次峰会毫

无悬念地讨论了伊朗问题。在此基础

上，沙特等国推动海合会走到也门冲

突解决的第一线，也是顺势而为。

海合会组织此次也门问题磋商，

还反映出沙特等海湾君主国希望加快

解决“阿拉伯之春”遗留问题的基本思

路。“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海湾君主国

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诸多共和制阿拉

伯国家则陷入政权动荡乃至持久内战

中，最典型的便是叙利亚和也门。随

着近年来叙政府军渐次收复关键大城

市及该国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取

得明显成效，沙特与阿联酋等海湾国

家对叙利亚问题走向采取更审慎的态

度。2022 年 3 月 18 日，叙利亚总统巴

沙尔出访阿联酋，与阿联酋副总统兼

总理暨迪拜酋长以及阿布扎比王储会

面，实现了“阿拉伯之春”以来首访阿

拉伯国家的“破冰”之旅。也门作为阿

拉伯半岛国家，其安全局势对于海湾

君主国的影响更为直接。尤其是沙特

曾体会胡塞武装对其境内石油及基础

设施越境袭击所造成的“切肤之痛”。

正因为此，此次磋商就胡塞武装控制

下的荷台达港和萨那国际机场相关问

题释放了善意。

尽管在海合会主导磋商下，也门

冲突方达成停火协议，但该协议能否

在设定的两个月停火期内得到有效执

行，仍需观察。2018 年 12 月，也门政府

与胡塞武装曾在联合国斡旋下就停火

和换俘达成一致，但有关成果很快因

双方矛盾激化成为泡影。也门问题是

新旧政治势力争斗、教派主义冲突、南

方分离主义涌动和外国势力阵营化博

弈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再加上多

个恐怖组织“趁火打劫”，使得也门安

全局势持续恶化。也门问题难以通过

一次磋商得到解决，其中存在诸多变

数，包括冲突方互信的建构进程，以及

胡塞武装对停火欢迎态度的延续与否

等。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

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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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方设法争取预算

按照惯例，拜登在正式签署 2022 财

年国防预算法案后，便着手制订 2023 财

年国防预算草案。在草案公布前，美军

各军种已通过高层“哭穷”、听证会“煽

风”、媒体“唱衰”等方式，想方设法为自

己争得更多预算。从当前情况看，各方

基本实现预定目标。

陆军强调战备建设。美陆军 2023

财 年 预 算 申 请 总 额 为 1775 亿 美 元 ，较

2022 财年增加 28 亿美元，重点是确保高

水平战备，并支持陆军战略转型，从专注

反恐转向应对大国挑战。其中，军队人

员预算 691 亿美元、作战与维护经费 697

亿美元。另外，还包括 350 亿美元采办、

研发、试验与鉴定经费，主要用于远程火

力、下一代战车、网络、防空反导、提升士

兵杀伤力等项目，以及国防工业基础建

设、先进技术整合等领域。据称，美陆军

将在 2023 财年对 24 种先进的作战系统

与技术进行验证。

海军主推优先事项。美海军 2023

财 年 预 算 申 请 总 额 为 2308 亿 美 元 ，较

2022 财年增加 91 亿美元，以支持美海军

部长托罗提出的“加强海上主导地位、赋

予军人权力、加强战略伙伴关系”等优先

事项。其中，27.9 亿美元用于造舰，包括

推进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项目、

采购 9 艘作战舰艇等；96 亿美元用于采

购 48 架固定翼飞机、36 架旋翼机和 12

架无人机；241 亿美元用于推动创新和

现代化项目；27 亿美元用于远程火力和

高超音速技术研发和采购。此外，美海

军希望在 2023 财年退役 24 艘舰艇，以

实现在未来 5 年内节省 36 亿美元。

空军、太空军聚焦转型升级。美空

军和太空军 2023 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

1940 亿美元，较 2022 财年增加近 200 亿

美元，增幅 12%。美空军部长弗兰克·肯

德尔表示，2023 财年预算将为其发展应

对当前威胁所需的能力提供支持，并加

快推动实现现代化，以应对高端战争。

美空军将在 2023 财年退役和转让约 250

架各型飞机，大力生产并采购 B-21 轰

炸机，推进陆基战略威慑项目、下一代空

中优势概念，加快先进传感器、弹性通信

和飞行器的研发与试验，采购 F-15EX

战斗机、KC-46 空中加油机、MH-139

直升机等。

值得注意的是，美太空军 2023 财年

预算申请总额达 245 亿美元，比 2022 财

年增加 70 亿美元，增幅高达 40.8%，其中

大部分用于研发工作。美空军副部长吉

娜·琼斯表示，随着太空军更具弹性、生

存能力和防御能力的体系架构更为清

晰，相关预算将聚焦太空重点领域的投

资建设，包括为“弹性导弹预警和跟踪”

项目划拨 10 亿美元等。

战略“野心”更膨胀

结合美国 2023 财年国防预算有关

情 况 ，及 美 军 近 期 公 布 的《国 防 战 略》

（2022 财年）概要，当前美军建设发展主

要呈现以下新特点。

战略威慑凸显“灵活”。为实现战

略目标，美军提出三大战略威慑方式。

第 一 ，遂 行 综 合 威 慑 ，通 过 跨 区 域 作

战、军种联合以及构建与盟友的关系网

络，获得最大威慑效果，并维持安全、可

靠、有效的核威慑。第二，在竞争中增

强威慑力，并使美国获得优势，将美国

防部的活动与美国其他国家力量工具

相 结 合 ，使 竞 争 对 手 的 军 事 准 备 工 作

复杂化。第三，加快改革创新，为未来

的 联 合 部 队 建 立 持 久 优 势 ，通 过 改 革

加速部队发展，加快技术获取、培养军

事人才。

战力生成紧盯“多域”。美国各军种

及战区均将多域战能力建设，作为战斗

力生成的关键一环。美国陆军宣布，在

2023 财年预算中为新建第三支多域特

遣部队申请了资金，该部队将在竞争阶

段与对手保持“接触”，并遂行电子战与

网络战任务。

战备建设聚焦“两洋”。太平洋方

向，美军将为太平洋威慑计划划拨 61 亿

美元预算，用于推进关岛防御、导弹预警

和跟踪能力建设，太平洋多域训练和试

验等。大西洋方向，美军将为“欧洲威慑

倡议”提供 42 亿美元经费，其中 3 亿美元

用于援助乌克兰和支持美国欧洲司令部

责任区内的安全合作计划。

尽管美国防预算已迈入“8 字头”时

代，但美国一些政客仍不满意。近日，美

参众两院武装力量委员会的 40 名共和

党议员向拜登联名致信，要求 2023 财年

国防预算增长额度应达 5%，即总额为

8211 亿美元。随着审议过程的深入，美

国防预算额度还可能水涨船高。

美国媒体称，美国政府此次以削减

抗疫经费为代价，使国防预算再创新高，

这对军备建设和民生改善均弊大于利。

预算草案公布后，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

会主席桑德斯就表示：“我们不需要大幅

增加国防预算。”如果美国坚持在制造假

想敌、挑动集团对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最终被拖垮的只能是美国自己。

美国各军种争抢军费“蛋糕”
■林 源

信号局获巨额投资

报道称，澳大利亚信号局是该国最

机密的情报机构之一，主要负责外国信

号情报监控、网络监控和威胁监测，并

为军事行动、网络战和信息战提供支

持。该机构在之前的预算分配中一直

默默无闻，此次披露的新财年预算令其

一夜之间成为焦点。

按照计划，澳大利亚政府将向信号

局投入 99 亿澳元（1 澳元约合 4.8 元人

民币）资金，帮助其扩大规模、改进装备

和培训，并提升在网络空间的攻防能

力。澳大利亚财政部长乔希·弗莱登伯

格表示，这是澳大利亚信号局“75 年历

史里获得的最大一笔投资”。在“红辣

椒计划”支持下，澳大利亚信号局规模

将至少扩大一倍，网络进攻能力至少提

升 3 倍。

强化“小圈子”存在感

澳大利亚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此

次莫里斯政府在网络战领域的大手笔

投入，主要是“战略环境逐步恶化、快速

发展的技术带来机遇与挑战、网络空间

对战争和国家安全日益重要”3 个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澳大利亚政府宣称，

“红辣椒计划”将使澳大利亚在未来 10

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具备网络反击能力，

有助于维护其在所属地区的战略性优

势地位。乔希·弗莱登伯格认为，这笔

巨额预算投入将强化该国在五眼联盟

和“奥库斯”三国联盟中的存在感。

分析人士指出，莫里斯政府对“红

辣椒计划”信心满满，源于其需要招募

大量情报分析师和技术人员、行政及其

他辅助人员，可以为澳大利亚提供 1900

余个新工作岗位。乔希·弗莱登伯格表

示，在即将到来的联邦议会选举中，选

民们不仅希望知晓澳大利亚在太平洋

地区的战略立场，还想了解防务支出究

竟可以创造多少就业机会。他以“防务

支出下降，将导致澳大利亚就业机会减

少”作为论点，对在野党工党进行抨击，

“我们的反对者（指工党）曾把防务支出

水平降到 1938 年以来的最低点，很多

澳大利亚人因此失去工作机会”。

落实面临两大难题

澳大利亚部分工党议员对“红辣椒

计划”提出质疑。议员蒂姆·瓦茨表示：

“总理先生剥夺了国防部长在网络安全

方面的权责，而且在 4 年内换了 4 位部

长。现在却希望我们相信他提出的所

谓‘十年网络安全能力提升计划’，我们

难道不应该有所质疑吗？”影子国防部

长、工党议员布莱登·奥科诺，更是直接

批评“红辣椒计划”华而不实。

奥科诺认为，“红辣椒计划”具体实

施时至少面临两大难题。其一是人才

短缺。他说：“由于莫里斯政府长期的

忽视，澳大利亚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人才

储 备 严 重 不 足 。”其 二 是 资 金 来 源 问

题。奥科诺指出，“红辣椒计划”第一笔

4 年期支付资金为 42 亿澳元，但澳大利

亚政府只能拨付 5.887 亿澳元，其余要

靠其他国防投资的节余补足。这种拆

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无疑将影响其他

项目的正常运转。

澳为情报和网络安全投入巨资
■孙 浩 梁中宝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政府计划近

期敲定购买以色列防空反导系统的具体

方案。3 月 27 日至 31 日，德国国防部考

察组在以色列实地观摩了“箭-3”防空

反导系统的模拟试验，并初步拟定 20 亿

欧 元（1 欧 元 约 合 7 元 人 民 币）采 购 计

划。在刚刚申请购买美国 F-35 战机后，

德国又紧锣密鼓地公布新军购计划，引

发外界关注。

报道称，德国当前的“反导盾牌”存

在漏洞，虽然其 2018 年采购了近距离防

空装备，但中距离防空计划于去年搁浅，

且不具备远距离防空能力。目前，德国

负责中距离防空的 12 套“爱国者”系统，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已经服役，在多次

升级后计划于 2025 年退役，最晚服役至

2030 年。此次德国决定新购防空反导

系统，正是要补齐中远距离的防空短板。

起初，德国对以色列“铁穹”防空系

统很感兴趣。该系统经过多年实战检

验，部署灵活、成本较低。不过，反对人

士认为，“铁穹”防空系统虽然实战经验

丰富，但使用强度不高，且无法提供更远

距离的防护。在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大

幅增加国防开支后，各方一致决定购买以

色列新型的“箭-3”防空反导系统。

“箭-3”防空反导系统由以色列航

空航天工业公司和美国波音公司联合

研发，既能应对中距离的各类飞行器威

胁，也能在大气层外拦截弹道导弹。其

主要特点是拦截精度高、持续跟踪能力

强、可实施多次拦截。该系统由“超级

绿松”预警雷达、战场控制中心和导弹

发射装置组成。其中，“超级绿松”预警

雷达最远探测距离达 800 千米，能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监测，在德国境内 3 处地

点部署后，即可形成覆盖全境的网络，

甚至能够覆盖波兰、罗马尼亚等国。今

年 1 月，“箭-3”防空反导系统在美国境

内试验期间，成功拦截 1 枚弹道导弹，实

力得到验证。

按照计划，德国将于 2025 年前完成

“箭-3”防空反导系统的部署工作。该

系统售价约 1.7 亿美元，一枚拦截弹售价

约 300 万 美 元 ，再 算 上 培 训 、维 护 等 费

用，德国的预算可以购买 1 个营约 9 套防

空系统。一旦完成部署，德国将在短时

间内迅速增强中、远程防空实力，搭建起

低、中、高立体防空网络。

据介绍，德国选择购买以色列的防

空反导系统，并非一时兴起，两国在防空

领域早有合作。此前，以色列航空航天

工业公司和德国亨索尔特公司，联手为

德国陆、海、空三军的防空雷达系统完成

升级改造。去年 6 月，德国从以色列采

购 69 套“守望者”移动式雷达，以增强地

面战场监视和预警能力。更重要的是，

以色列的防空反导系统不仅性能上符合

德国需求，而且采用北约通用标准，能够

完美融入区域防空体系。

德国近来频繁由自主研发转为外购

军事装备，实属无奈。以此次采购防空

反导系统为例，德国本身已有陆基防空

导弹系统的研发方案，即下一代战术防

空系统。该系统能够应对直升机、无人

机、巡航导弹和中短程导弹的威胁，原计

划将替代“爱国者”防空系统。不过，上

述项目去年因经费紧张被叫停，即便未

来重启，仍需美国提供拦截导弹的核心

数据。而且，参与研发的美国、意大利在

研发任务分配上意见相左，导致项目进

展缓慢。德国担心，该系统未来装备部

队时已经落伍，因此决定直接采购“箭-

3”防空反导系统。这暴露出德国不掌握

先进武器装备核心技术的关键问题。

总的来看，自主研发意味着长期投

入、漫长等待及其他变数，直接购买意味

着快速解决问题但受制于人。未来，德

国在换装其他武器时将如何解决这一矛

盾，值得持续关注。

德国拟购以色列“反导盾牌”
■■王昌凡王昌凡

据英国《卫报》报道，澳
大利亚政府 3月 29日公布新
财年预算。预算显示，澳大
利亚将在情报和网络安全方
面投入巨资，以提高该国防
范和应对网络威胁的能力。

澳大利亚政府表示，这
笔投资将通过“红辣椒计划”
（Redspice，弹 性 、效 能 、防
御、太空、情报、网络和促成
者的首字母缩写）落实，未来
10年可以为澳大利亚信号局
（ASD）创造约 1900个新工作
岗位。

据美国媒体报道，拜登
政府 3 月 28 日向美国国会
提交 2023 财年国防预算草
案，预算总额达 8133 亿美
元，其中向国防部拨款 7730
亿美元，较 2022 财年增加
307 亿美元，增幅约 4.1%。
在国防预算再创新高的背
景下，美国各军种加紧瓜分
军费“蛋糕”。同时，伴随着
《国防战略》概要的曝光，美
军建设发展的新思路、新特
点更加清晰。

以色列以色列““箭箭--33””防空反导系统进行模拟试验防空反导系统进行模拟试验。。

美陆军近程机动防空系统发射美陆军近程机动防空系统发射““毒刺毒刺””防空导弹防空导弹。。

澳大利亚信号局工作人员在处理情报信息澳大利亚信号局工作人员在处理情报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