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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23

据外媒报道，瑞典政府 1 月 9 日表

示，已开始与美国就达成双边防务合作

协议进行谈判，同时拟将新年度征兵人

数提升至 1 万人，与上一年度相比数量

几乎翻倍。2023 年，瑞典除担任欧盟轮

值主席国外，还计划于年内正式加入北

约。这也促使该国进一步思考其防务态

势，力图在北欧、北极圈内外及整个欧洲

地区提升防务话语权。

防务观念逐渐转变

报 道 称 ，瑞 典 自 1814 年 起 开 始 中

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也保持自身中立地位。正因为

此，瑞典武装力量长期维持适度有限的

规模。冷战结束后，其规模和实力进一

步缩减。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国际问题专

家赫德兰在关于 2019 年瑞典防务状况

的文章中称，冷战结束后，瑞典武装力量

持续缩减，2018 年瑞典国防预算占 GDP

比重降至约 1%，在北欧五国中仅高于冰

岛，这是瑞典放弃传统的国土防御思想

所导致的结果。

赫德兰称，尽管瑞典武装力量在国

际维和行动中表现突出，但其国土防御

能力已明显不足——曾保卫瑞典漫长海

岸线的防御系统被废弃，拥有加固机堡

的空军基地被关闭，瑞典海军失去反潜

作战能力，瑞典武装力量中的地面部队

被大幅削减，炮兵和防空单位几乎全被

裁撤。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瑞典

开 始 重 新 思 考 其 防 务 态 势 ，在 2022 年

申请加入北约之前，已多次与北约成员

国 开 展 双 边 与 多 边 军 事 合 作 。 比 如 ，

2017 年瑞典举行了 20 多年来最大规模

的 联 合 军 事 演 习“ 欧 若 拉 17”，吸 引 法

国、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

挪威、德国和美国等北约成员国，以及

芬兰参加。除瑞典国防部外，还有约 40

个瑞典政府部门参加“欧若拉 17”联合

军事演习。此外，瑞典于 2017 年 3 月恢

复 2010 年 取 消 的 全 民 兵 役 制 ，防 务 理

念中增加网络、动员及向盟国派遣支援

部队等内容。

聚焦北欧防务合作

瑞典地处北欧，长期与北欧其他国

家开展防务合作，并将此视为提升地区

影响力的重要依托。据美国军事与安全

分析人士罗宾·莱尔德透露，瑞典将从 4

个方面寻求突破，以实现在地区防务合

作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目标。

第一，加强与挪威、芬兰及北欧地区

之外盟国的合作。瑞典武装力量最高指

挥官米凯尔·比登表示，将强化该国武装

力量在北极圈内外的存在，并探索与盟

国军队在该地区开展军事行动的方法。

考虑到瑞典与丹麦、挪威在海洋防御方

面存在共同利益，三国还可能合作建造

舰艇等武器装备。

第二，提升武装力量机动性。瑞典

方面认为，在国土范围内由地面部队实

施的“刺猬战略”已经落伍，瑞典陆军应

具备前沿部署至盟国，尤其是波罗的海

地区的机动能力。

第三，强化海、空军联合作战能力。

随着瑞典海军和空军的作战范围不断扩

大，如何综合开发和使用这两个军种的

未来武器平台，也是需要思考和解决的

问题。

第四，拓展与北约盟国在波罗的海

地区的合作。目前，围绕波罗的海的芬

兰、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

波 兰 、德 国 和 丹 麦 均 为 北 约 成 员 国 或

已申请加入北约。瑞典方面提出，应在

波罗的海沿岸北约成员国之间建立联合

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以及联合指挥控

制体系，并推动水面无人舰艇和水下无

人潜航器的更新和使用。

或将成为对抗“前线”

分析人士指出，客观上看，瑞典具

备成为北欧防务合作关键角色的实力，

未来加入北约后也将发挥一定的影响

力。据介绍，瑞典国土面积仅 45 万平方

公里，人口只有 1000 多万，但其具备较

为完善的军工实力，可独立研发制造从

飞机舰艇，到坦克火炮，再到导弹及轻

武器等一系列武器装备，在国际军贸市

场上口碑良好。瑞典武装力量由陆海

空三军和国土防御部队组成。其中，陆

军 装 备 121 辆 主 战 坦 克 、800 辆 步 兵 战

车、1300 辆轮式装甲车；海军主要装备 5

艘潜艇、7 艘护卫舰；空军装备 210 架各

型军用飞机。

不过，瑞典加强在波罗的海地区、北

欧地区乃至北极圈内外军事存在的做

法，并不会给自身及地区局势带来真正

的和平与稳定，反而可能使其成为西方

与俄罗斯对抗的又一“前线”，推升地区

安全风险。同时，北约和欧盟框架下不

断强化的防务合作，将进一步加剧俄罗

斯对西方的怀疑和担忧，不利于欧洲局

势的缓和。

瑞典谋求提升地区防务话语权
■张思远 李 享

中东地区形势的发展趋向，与该

地区复杂多元的国际关系生态演进、

域外大国的介入力度、国际热点问题

产生的辐射效应息息相关。自 2020 年

以来，中东地区格局在内外因素共同

作用下呈现出新的面貌，其中《亚伯拉

罕协议》（2020 年 9 月 15 日，以色列和

阿联酋、巴林在美国白宫签署的一项

被称为改变中东格局的历史性和平协

议）的诞生、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等起到

了较为直接和关键的作用。与 2022 年

相比，2023 年中东地区形势将呈现总

体稳中向好、局部徘徊不前的局面，关

注点主要聚焦于 4 个方面。

首先，阿拉伯国家内部团结趋势

将更加明显。2010 年以来的“阿拉伯

之春”和 2017 年“卡塔尔断交危机”的

叠加，一度导致阿拉伯国家内部阵营

化对抗加剧。随着 2021 年初《欧拉宣

言》的发表，以沙特为首的阵营逐步恢

复 与 卡 塔 尔 的 外 交 关 系 。 2022 年 11

月，卡塔尔发挥主场外交优势，借世界

杯开幕式成功开展“足球外交”，进一

步修复与相关国家的关系。此外，随

着叙利亚局势日趋稳定，其他阿拉伯

国 家 对 叙 和 解 步 伐 有 所 提 速 。 基 于

此，2023 年阿拉伯国家弥合诸如穆斯

林兄弟会问题所造成民族情感裂痕的

力度会有所加大，在叙利亚回归阿拉

伯国家联盟问题上也将持审慎与积极

态度。

其次，中东国家复苏经济步伐将

显著加快。2022 年，迪拜世博会和卡

塔尔世界杯先后落幕，两场盛会反映

出 中 东 国 家 借 由 举 办 大 型 国 际 会 展

和国际赛事提振经济的思路。此外，

叙利亚等遭受战争创伤的中东国家，

也为推进重建加速谋划。2023 年，中

东 国 家 特 别 是 油 气 大 国 将 在 化 石 能

源问题上更加维护自身的主体地位，

最 大 限 度 顶 住 外 部 国 家 施 加 的 政 治

压力，并全力发展绿色能源和旅游经

济。中东地区形势的总体缓和，也将

为 地 区 国 家 推 动 经 济 发 展 合 作 创 造

更多机会。

再次，巴以关系将面临更为严峻

的局面，巴以关系与阿以关系愈加复

杂交织。2022 年底，内塔尼亚胡第三

度 出 任 以 色 列 总 理 。 这 实 际 已 为

2023 年 巴 以 关 系 走 势 定 下 基 调 。 内

塔 尼 亚 胡 一 直 在 耶 路 撒 冷 首 都 问 题

和犹太人定居点上态度强硬，此次组

阁成功后，他便就扩大约旦河西岸犹

太人定居点问题发表公开讲话。2023

年新年伊始，以色列新任国家安全部

部长、极右翼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伊塔

马·本 -格 维 尔 进 入 耶 路 撒 冷 老 城 的

圣殿山（穆斯林称“尊贵禁地”），引发

巴勒斯坦等多国谴责。此外，2023 年

以 色 列 将 延 续《亚 伯 拉 罕 协 议》发 展

对阿关系的总体布局，并谋求与沙特

关系的深化发展。

最后，伊核谈判仍将是困难与机

遇并存。拜登政府上台后，对伊朗的

态度有所缓和。尽管美欧与伊朗之间

围绕核问题的谈判断断续续展开，但

当前美国解决问题的意愿明显不足。

2022 年 9 月以来，伊核谈判进程实际上

裹足不前。2023 年初，伊朗一方面对

苏莱曼尼事件旧事重提以示立场，一

方 面 在 核 协 议 谈 判 上 对 美 国 心 存 期

待。伊朗外交部表示，已做好完成伊

核协议相关谈判的准备，但能否达成

协议取决于西方的意愿。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

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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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两栖作战部队士兵演练使用瑞典两栖作战部队士兵演练使用 RBS-RBS-1717岸防导弹系统岸防导弹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