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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访问韩日

韩国是斯托尔滕贝格此次亚洲行的

第一站，这是他 6 年来再次访问韩国。1

月 29 日，斯托尔滕贝格在首尔与韩国外

长朴振举行会晤，并于 30 日会见韩国总

统尹锡悦和韩国国防部长官李钟燮。

斯托尔滕贝格在访问期间，对韩国

的“印太战略”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

北约将加强与韩国在网络防卫等新技术

领域的合作，并称近期韩国与北约成员

国深化军工合作的做法值得赞赏。斯托

尔滕贝格同时建议韩国重新审视不向冲

突国家出口武器的政策。韩国庆熙大学

教授朱宰佑表示，斯托尔滕贝格很可能

与韩国官员讨论了双方“印太战略”的具

体目标。

1 月 31 日起，斯托尔滕贝格开启对

日本的访问，并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

行会谈。两人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表

示，当前世界处于二战以来最严峻、最

复 杂 的 安 全 环 境 中 ，正 面 对 历 史 转 折

点。北约将加强与日本在海上安全、军

备控制、网络空间、打击虚假信息等领

域的合作。

同一天，斯托尔滕贝格前往位于埼

玉县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入间基地，参观

C-2 运输机、F-15J 战斗机和“爱国者”-

3 防空导弹系统等装备。他在现场发表

讲话，强调北约希望加强与日本在安全

领域的合作。他还表示，期待通过此次

访问，找到双方解决全球共同关心课题

和处理重大安全问题的方案。

三方各有盘算

分析人士指出，北约和日韩希望通

过斯托尔滕贝格的亚洲行，实现各自的

战略目标。

首先，加强伙伴关系。美国媒体称，

斯托尔滕贝格此行目的是加强北约与亚

洲地区伙伴的关系。他曾表示，尽管北

约的重心仍在欧洲，但“我们需要应对全

球威胁和挑战，具体方式就是与地区伙

伴进行更紧密的合作”。有评论认为，斯

托尔滕贝格试图在韩日营造一种阵营对

抗的气氛，仿佛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都

陷入一场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对抗。北约

既可借此劝说东亚多国追随其阵营，也

可利用这一点说服那些认为在东亚增强

存在是“浪费实力和资源”的北约成员

国，让他们相信在这里的投入是有价值

且必要的。

其次，转移内部矛盾。日本和韩国

都希望借此次访问减轻国内面临的巨大

压力。从日本来看，岸田文雄面对自民

党和内阁丑闻，以及经济、内政和税制福

利改革等方面的争议，民意支持率已降

至历史新低，他希望通过这次机会扭转

形势。从韩国来看，尹锡悦政府是以微

弱优势当选的右翼政府，在经济困境及

支持率被反对党超越的情况下，迫切希

望在外交领域有所作为。

再次，推进军事布局。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表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正试

图通过将亚太地区军事化来扩大自身势

力范围，“多年来，亚太地区已形成一个

包容、开放、平等的安全合作框架。但现

在，美国和北约推行所谓‘印太战略’，它

们的目标是让该地区军事化”。

意图挑起对抗

分析人士指出，斯托尔滕贝格对韩

国和日本的访问，是一次意在给亚太地

区带来新冷战的对抗之旅。展望未来，

北约可能将亚太地区作为其军事威慑和

兵力部署的前沿阵地，从实际上扩大北

约的“核心”和“外围”。

一方面，“北约亚太化”步伐加快。

去年 6 月，北约发布的新战略概念文件

首次提出加强北约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存

在。韩国和日本的领导人也首次被邀请

参加北约马德里峰会。未来，北约可能

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一起，以潜在

军事威胁为借口，发挥各自优势，推动

“北约亚太化”从概念变成现实。

另一方面，安全风险点可能会不断

增多。日本《东京新闻》评论称，日本利

用北约力量来扩大国际话语权，强化自

身实力，这将增加地区冲突或摩擦的可

能性。北约借助日韩的力量，进一步“越

界”介入东亚事务，也将使该地区的安全

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加剧军事对峙甚至

冲突的风险。

北约秘书长亚洲行制造焦虑
■傅 波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正

计划通过增加财政投入、调整利润率

计算方法等手段，加大对日本军事工

业的支持和刺激，使其摆脱困境。

报道称，1 月 30 日，日本防卫相滨

田靖一宣布，防卫省将采用新的利润

率计算方法，以确保军工企业获得最

高 10%的利润率。同时，日本财政部门

将把采购成本浮动率上调至 5%。这些

措施使得日本军工企业完成防卫省订

单的利润率最高可达 15%。该政策将

于 2023 年 4 月施行。

据介绍，这只是近年来日本加大

对军事工业支持力度的举措之一。由

于订单数量减少、出口困难，日本军事

工业发展陷入困境，一些军工企业利

润率低，甚至亏本经营。这种局面是

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

首先，武器装备采购高度依赖美

国，国内军工企业获得的订单少。虽

然日本防卫预算实现“十连增”，2023

年达到 6.82 万亿日元（约 530 亿美元），

但在日美军事一体化要求下，日本的

武器装备预算大部分流向了美国，本

土军工企业获得的订单非常有限。

其次，利润计算方法特殊，国内军

工企业收益不高。按照之前的计算方

法，日本军工企业预留的利润率约为

5%。再加上研制周期内材料费用和汇

率波动等因素的影响，有时利润率只

有 2%至 3%。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等

军工企业超过 10%的利润率相比，更像

是亏本运营。这一状况导致日本企业

集团把军工板块视为负担。

三是缺乏国际竞争力，难以突破

出口障碍。自日本出台“防卫装备转

移三原则”以来，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多

种方式推销军工产品，扩大武器出口，

但由于日本军工产业链集中度较低，

订单数量较少，生产模式以多品种、小

批 量 为 特 点 ，导 致 成 本 高 昂 、效 率 低

下，缺乏国际市场上的拳头产品。

为扭转局面，近年来日本政府多

方面加大对军工企业的支持力度。一

是强化财政资金支持。根据新修订的

《防卫力整备计划》，未来五年日本防

卫费预算总额为 43 万亿日元，相较于

上一个五年的增幅约 60%。这其中包

括 12 式导弹改进和高超音速导弹研发

等项目，预计日本军工企业很可能获

得这些订单。二是不断增加国产武器

采购订单。例如，在大量采购美制战

斗机的同时，选定三菱重工为主要承

包商，重点研发日本下一代隐形战斗

机 F-X。同时，将一部分进口武器装

备 的 后 期 维 护 工 作 交 给 国 内 军 工 企

业，提高其参与度。三是促使日本军

工业融入国际生产链。在日本防卫省

的推动下，日本军工企业不断强化与

美、英等国的合作，尽可能多地参与联

合研发和零部件供给。例如，日本在

采购美国 F-35 战斗机时，要求由三菱

重工负责总装；日本向波音公司采购

的 KC-46A“飞马”加油机，要求由日本

企业制造 16%的机身结构。四是推进

军工企业重组。日本期望通过军工企

业间的并购重组，诞生出类似洛克希

德·马 丁 这 样 的 大 型 军 工 企 业 集 团 。

然而，由于军工行业在日本企业集团

中占比不高，绝大部分企业对此不感

兴趣。

总的来说，尽管日本政府采取多

方面措施，来解决当前 军事工业面 临

的 困 境 ，但 实 际 效 果 不 明 显 。 深 层

次 原 因 在 于 ，日 本 的 国 家 安 全 战 略

建立在日美军事同盟的基础上，即使

推出再多举措，也难以摆脱对美国的

依赖，日本军事工业的困境很可能还

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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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号航空母舰曾是巴西海军

的骄傲，巴西前总统卡多佐称赞它帮助

巴西海军成为“少数几个能在公海高效

运作的海上力量之一”。然而，时过境

迁，这艘航母在大西洋漫无目的地漂泊 3

个多月后，最终迎来被击沉的命运。

“圣保罗”号原为法国海军“福熙”号

航母。“福熙”号于 20世纪 50年代末在法

国建造，1963年服役。该航母长 266米，

排水量 3.2万吨，可搭载约 40架飞机，曾

参加法国在太平洋进行的首次核武器试

爆，并在非洲和中东等地区部署。2000

年 9月，“福熙”号被以 1200万美元的“友

好价”卖给巴西，成为巴西历史上第二艘

航母。尔后，这艘高龄航母多次发生事

故，包括 2005年一次蒸汽管道爆裂、2012

年一次火灾等。在经历漫长而无效的升

级后，“圣保罗”号于 2018 年底宣告退

役。巴西海军将其停靠在里约热内卢的

海军军械库码头，寻找合适的买家进行

拆解。

2021 年，土耳其造船商瑟克海事贸

易公司花费约 200万美元买下退役的“圣

保罗”号，准备将其拖回土耳其进行拆

解。2022 年 8 月，在一艘荷兰拖船的拖

曳下，“圣保罗”号离开里约热内卢，前往

土耳其。

不久后，“圣保罗”号的航程便遇到瑟

克海事贸易公司单方面取消交易的麻

烦。由于“圣保罗”号在建造时使用了石

棉等大量高污染的防火材料，土耳其环境

保护部门禁止该船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并

进入土耳其领海。瑟克海事贸易公司只

得取消交易，并将船体所有权归还给巴西。

巴西海军不愿接收退回的“圣保罗”

号，该国港口也以代价高昂和无力应对

为由，拒绝“圣保罗”号的停靠请求。被

嫌弃的“圣保罗”号只能在巴西近海岸漂

泊。2023年 1月，巴西海军宣布禁止“圣

保罗”号靠近巴西领海或港口码头，并命

令它驶向远离巴西海岸“更深的国际海

域”，以保证领海航行安全、防止近海环

境污染。

巴西海军在一份声明中称，2022 年

10月和 12月的检查报告显示，“圣保罗”

号的船体状况呈现逐渐退化的趋势，浮

力和稳定性严重下降，极有可能在巴西

海岸搁浅，甚至沉没，对其他船只和沿岸

野生动物造成威胁。

巴西海军虽然禁止“圣保罗”号靠近

巴西海岸，但也不想让这艘曾经珍爱的

军舰成为海上孤儿，于是提出将“圣保

罗”号击沉的方案。2 月 3 日，巴西海军

宣布，“圣保罗”号按照计划于当天下午

在距离巴西约 350公里的大西洋海域“受

控沉没”，沉入约 5000 米深的海中，沉没

海域远离环境保护区且没有铺设海底通

信缆线。

上图：巴西巴西““圣保罗圣保罗””号航空母舰号航空母舰。。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巴巴西击沉退役航母西击沉退役航母
■王 权

据美国媒体 1 月 31 日报道，美国空

军 F-35A 战斗机已首次部署在地球上

位置最北的美军基地——格陵兰岛（丹

麦属地）图勒空军基地。该基地建于二

战时期，一直保留至今。美国正计划对

其进行升级，以便持续保持在北极地区

的竞争优势。与此同时，美国军方表示，

将向北极地区增派特种作战部队，并通

过大量军事演习、极地空投及作战训练，

提高在该地区的军事威慑力。

为何选择特种部队

美国《印太事务》杂志认为，在大国

围绕北极地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

美国军方当前最主要的一项任务，便是

确保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军事优势。前美

军驻阿拉斯加陆军司令艾弗尔表示：“派

遣特种部队到北极地区，将向全球发出

一个信号，即该地区对美国国家安全具

有无可比拟的战略重要性。”

美国特种作战专家赛特菲尔德和空

军中校简森，表达了对特种部队部署北极

地区的支持。不过，他们同时表示，这一

计划目前尚不可行，主要因为近 20年来，

美军特种部队的极地作战能力严重下降。

北极地区极寒气候、极昼极夜、缺乏

植被等环境特点，要求部署在这里的军

队必须具备生存、躲藏、侦察、行军和作

战等技能。然而，近年来忙于反恐作战

和反游击作战的美军特种部队，已经无

法熟练掌握这些技能。赛特菲尔德说：

“考虑到北极地区的恶劣环境，部署在这

里的特种作战部队必须重新进行实战化

极地训练。”

美军极地生存训练学校校长威廉姆

表示：“对于军人来说，仅仅在北极地区

生存就需要接受大量的训练和特殊装备

的支持。相比装备，训练的重要性要高

出许多。如果在没有得到正确、有效训

练的情况下贸然进入极地，恶劣的环境

随时可能让人丧命。”

启动大量实战演习

报道称，美国北方司令部的特种作

战司令部拟定了一份名为“北向入口”的

训练大纲，旨在策划、实施、指挥、控制和

评估特种部队在北极地区的适应性和提

升性训练。大纲中写道：“我们不能在危

机爆发的前一刻，才开始考虑建立一支

极具战斗力的特种部队。”

根据“北向入口”计划，包括绿色贝

雷 帽 、第 160 特 种 作 战 航 空 团 、接 受 过

SERE（生存、躲避、抵抗、逃脱）训练的部

队等美军特种作战力量，都应该在极地

危机或冲突发生之前，从人员组成、组织

编制、战术训练、装备调整等方面，做好

进入极地作战并获胜的准备。

为此，北方司令部的特种作战司令

部将与美国各军种的相关部门合作，一

方面验证极地地区作战的理念和装备，

另一方面组织相关部队接受极地实战训

练，并举行大量以极地作战为背景的实

战演习。

为方便特种部队进行极地训练，美

军在阿拉斯加建立了极地生存训练学校

和国家级训练基地“太平洋多国联合战

备中心-阿拉斯加”。在学校里，学员们

可以体验 80 千米/小时的风速（相当于 9

级大风）、-60℃的低温和无尽的黑夜，

并学习如何构建掩体和冰屋、发送求援

信号、寻找食物以及保持身体状态，以适

应高纬度极寒条件。

赛特菲尔德表示，特种部队在训练

和演习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将被收集起

来，以改进极地训练和作战条令，优化部

队编制结构，提高相关训练和装备水平

等。他强调，在训练中，提高人员的极地

生存和作战能力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应

该向爱斯基摩人学习。数百年来，爱斯

基摩人在极地生存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比如如何确定行进路线、需要携带哪

些装备、如何翻越高山、如何进行救援

等，这些都值得军方在制订训练和作战

计划时进行参考和借鉴。

美国陆军第 10 特种大队少校马丁

等人认为，招募爱斯基摩人加入美国军

队是非常必要的。早在二战时期，美国

政府就已经以爱斯基摩人为主要人选，

组建了“爱斯基摩侦察队”，为防范日本

从北方入侵美国本土提供重要的情报和

后勤支持。美军绿色贝雷帽部队在官网

上宣称，“爱斯基摩侦察队”曾经是美国

北部领土的眼睛和耳朵，“在未来，没有

任何人比他们更适合在极地地区活动”。

美军特种部队备战北极
■闫地灵 李 磊

斯托尔滕贝格试坐日本斯托尔滕贝格试坐日本 F-F-22战斗机的驾驶舱战斗机的驾驶舱。。

1 月 29 日起，北约秘
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开启为
期 4 天 的 亚 洲 之 行 。 其
间，北约与韩国和日本频
繁进行军事互动，加速利
益捆绑，推进“北约亚太
化”的意图明显。

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在阿拉斯加举行演习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在阿拉斯加举行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