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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日本政府今年内将与

美国签署一项“战斧”巡航导弹的采购

协议，欲凭借该武器让自卫队快速具备

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近日，日本防

卫相滨田靖一在记者会上透露，日本将

在 2023 年内通过购买美制防卫装备时

的“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与美国签

订一次性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协议。

虽然日本当局对导弹数量和型号讳莫

如深，但据此前审议 2023 年度防卫预

算时透露的消息，此次采购数量约为

500 枚。

日本政府计划自 2026 年度开始部

署“战斧”巡航导弹，2023 年度防卫预

算案已列入 2113 亿日元（约合 15.8 亿

美元）的专项采购费，但对于 500 枚庞

大 数 量 来 说 ，这 只 能 算 是“ 首 付 款 ”。

据悉，日本向美国采购导弹系统、战机

等高价武器时，通常采用名为“后年度

负担”的分期付款制度，日本最长可以

分 5 年向美国政府支付费用。从第二

个年度之后的应支付费用被称为“后

年度负担”余额。随着武器进口的增

加，日本政府近年“后年度负担”急剧

膨胀，这也是导致防卫预算大幅增长

的主要原因。

“战斧”巡航导弹由美国通用动力公

司研制，自 1983年装备美军以来，历经多

次实战应用。目前，该型导弹陆基发射

型号基本退役，只保留了潜艇发射和水

面舰艇发射型号。

日本引进“战斧”巡航导弹，主要用

意在于短期内快速获取防区外打击能

力，并意图以此为牵引发展配套构建导

弹作战体系能力。一旦“战斧”巡航导

弹进入战斗值班状态，需要启动打击任

务计划系统、武器控制系统、发射系统

和数据传输系统等等，这无疑是从实战

化角度对自卫队相关体系能力提出了

具体需求，如情报侦察能力。日本防卫

杂志称，为掌握敌方导弹基地的地理位

置等情报，除利用卫星侦察和无人机侦

察外，还要派遣地面特种部队进行目标

搜索，以保证获取导弹打击所需目标位

置等情报。

同时，引进“战斧”巡航导弹可加快

日本自主导弹研制进程。目前日本正

加紧改进 12 式陆基反舰导弹。“战斧”

巡航导弹的引进，或将带来新的灵感和

机遇，同时推进日本导弹控制和数据传

输技术发展。巡航导弹制导控制装置

使用惯性导航装置和卫星测位系统，除

美国 GPS 卫星外，日本自主打造的准天

顶卫星系统可能在其刺激下诞生新的

组网需求。

“战斧”巡航导弹的引进，标志着日

本所谓进攻作战能力开始走向实质，也

凸显着日美军事一体化进程再次加速，

需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

日本采购“战斧”导弹野心勃勃
■文威入 雍博文

受损方有苦难言

受“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影

响最大的当属俄罗斯。爆炸事件发生

后，俄罗斯不但被欧洲排除在事件调查

国名单之外，还有不少西方媒体故意制

造舆论，试图让俄罗斯承担责任。俄罗

斯通过舆论和外交渠道的发声，在西方

的话语权优势中沦为“非主流”。

在俄罗斯有苦难言之际，美国资深

调查记者西摩·赫什的爆料给了美国一

记重锤。文章详细揭露了美国海军在

炸毁这条俄德关键性能源基础设施中

扮演的重要角色。赫什指出，拜登政府

是幕后“操盘者”，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整

个秘密行动的策划者。整个事件从策

划到实施历时近 9 个月，遥控炸弹由美

国海军布设，挪威海军引爆。由于炸弹

在水下浸泡时间过长，导致放置在“北

溪”天然气管道下方的 8 枚炸弹只有 6 枚

爆炸。

对此，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

示，记者的独立调查结论证明了俄罗斯

此前的判断。俄总统新闻秘书、克里姆

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专门召开记者会，

称赫什的调查结果再次表明，有必要对

有关事件进行公开的国际调查，并惩罚

肇事者。俄外交部和常驻联合国代表

还呼吁组建新的事件调查组。

在爆炸事件中同样“吃了哑巴亏”

的德国，却在赫什爆料后选择了沉默。

德国政府和主流媒体较少对相关情况

给予深度评论，虽有少数党派领导人提

议“索赔”问题，但德国主要政府官员表

示，当务之急是解决天然气来源问题，

而不是在追责中耗费精力。外媒置评，

在当前大国战略博弈和地缘格局重塑

背景下，德国的“审慎姿态”是其迫于美

国压力的无奈选择。

“肇事者”矢口否认

尽管赫什披露了诸多爆炸细节，但

作为此事最大受益者的美国，从总统府

到政府发言人、从军方到国家情报局都

矢口否认。部分美国国内反俄“鹰派”

议员还倒打一耙，称俄罗斯正自导自演

一出闹剧。对此，俄罗斯表示，这是美

国政客的惯用伎俩。

报 道 称 ，在 白 宫 授 意 下 ，《纽 约 时

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等媒体纷纷刊文，为美国政府“打掩

护”。部分媒体称，从实力上讲，美国是

具备这种破坏能力的少数国家之一，但

还需要来自欧洲专门的调查委员会的

证 据 ，而 不 能 仅 凭 一 名 记 者 的 片 面 之

词。同时，还有媒体认为，就“北溪”天

然气管道被毁一事的性质而言，不能称

之为“战争挑衅”，只是一场较为严重的

事故，“纵使追责，按照法律也是对建设

费 用 进 行 赔 偿 ”。 根 据 瑞 典 方 面 的 计

算，赔偿费用应在 15 亿美元左右。

旁观者有喜有忧

作为世界能源领域，特别是欧洲能

源安全的一次重大事故，“北溪”天然气

管道受损带来的影响广泛而深远，除藏

在幕后的“肇事方”大大受益外，一些国

家和地区也因局势变化和相关举措或

喜或忧。

英国、波兰和拉脱维亚等国公开表

示，赫什的爆料及俄罗斯的发声不会改

变西方民众对俄罗斯的印象。三国表

示，无论凶手是谁、目的如何，这一事故

都将使俄罗斯更加孤立。路透社、德国

《商报》等媒体发文质疑赫什，称他早已

从调查报道界的传奇人物变成喃喃自语

的作家。波兰前外交部长、现任欧洲议

会 主 席 西 科 尔 斯 基 甚 至 表 示“ 感 谢 美

国”。报道称，因历史纠葛和意识形态领

域的矛盾，这些国家并不在意能源渠道

遭到破坏所造成的后果，更在意俄罗斯

受到多大影响。

此 外 ，间 接 受 益 的 还 有 哈 萨 克 斯

坦 、印 度 等 能 源 输 出 国 和 转 运 国 。 近

期，德国已与哈萨克斯坦签署重启“友

谊”能源管道的相关协议。印度媒体则

称，以低廉的价格引入俄罗斯原油再进

行中转是一笔划算的买卖，不仅可以赚

到丰厚的利润，还可借机提高印度的国

际影响力。

总体而言，除少部分国家在经济或外

交领域受益外，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欧洲国

家普遍对未来局势感到担忧。一些北欧

国家媒体称，无论赫什的言论是否正确，

欧洲都要为这场危机埋单。欧盟内部也

传出一些消极声音，认为欧洲经济和安全

正更加紧密地绑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战

车上。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预计将有更

多细节浮出水面。这场牵动多方利益和

神经的管道事故，也将引发多国在地缘、

外交、能源、舆论等领域的深度博弈。

“北溪”爆炸细节引发多国博弈
■石 文

据法国赛峰集团官方消息，近日，法

国一架 NH90 直升机使用可持续航空燃

料成功完成首次试飞。赛峰直升机发动

机公司项目负责人克里斯蒂安·卡内耶

斯称，这是大规模部署可持续航空燃料

路线图中的重要一步，帮助军队早日启

动脱碳进程，并逐步减少使用传统化石

燃料。

参与试飞的 NH90 直升机由北约直

升机工业公司（现为空中客车直升机公

司）生产，是一种中型双发通用直升机，动

力装置为两台 RTM322 型涡轴发动机，

单台发动机功率 1600 千瓦。该机在法

国、德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均有服役，可

执行运输、突击、反潜、搜救等任务。

在赛峰直升机发动机公司、道达尔

能源公司及空中客车直升机公司的多方

努力下，法国军备局成功完成 NH90 直

升机的首次试飞，两台 RTM322 发动机

中的一台使用了可持续航空燃料。

此次试飞是在没有对 NH90 直升机

发动机进行改装的情况下进行的。试飞

成功证明了军用直升机能够以 50%的比

例混合可持续航空燃料完成飞行任务。

下一步，法国还将进行 100%比例可持续

航空燃料的飞行验证。届时，相关碳排

放量将减少 80%。

可持续航空燃料是传统航空燃油

的一种低碳替代品，主要由废油脂、农

林废弃物、城市废弃物、非粮食作物和

二氧化碳等加工而成。除原料来源多

样、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显著减少外，可

持续航空燃料与传统航空燃油相比所

产生的烟尘、氮氧化物和硫化物也大大

降低，且无须对当前的飞机和发动机结

构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设计，因此被业界

视作实现行业碳中和的有效措施。本

次 NH90 直升机试飞使用的可持续航空

燃料，由道达尔能源公司利用加氢处理

酯和脂肪酸工艺从废旧食用油中生产

获得。

当前，各种先进武器快速发展、战争

形态日新月异，加上乌克兰危机后世界

石油价格大幅波动，多国纷纷启动军事

能源转型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减少对石

油资源的依赖、大力发展清洁高效能源

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其中，制备可持

续航空燃料被认为是重要的突破方向。

一方面，航空燃油历来是军事能源

消耗大头。以美国为例，美国空军是国

防 部 乃 至 联 邦 政 府 最 大 的 能 源 用 户 ，

2017 财年消耗燃油 4900 万桶, 占国防

部燃油消耗总量的 57%, 比陆军、海军

消耗量的总和还多。目前，美军使用的

生物燃料已由以生物柴油、生物乙醇为

代表的第一代、以纤维素生物燃料为代

表的第二代发展到以藻类为原料的第三

代，并已用于战斗机、直升机等空军主力

机型。

另一方面，可持续航空燃料在民航

领域的推进已为其向军用领域发展奠定

了基础。目前，已有至少 38 个国家出台

可持续航空燃料相关政策。截至 2022

年，全球已有 50 家航空公司使用添加了

可持续燃料的航空燃油。

基于全球能源安全和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当前及今后若干年，以可持续航

空燃料为代表的新型替代能源或将逐步

取代传统化石能源，世界各国的军事能

源转型也将步入新阶段。

上图上图：：NHNH9090直升机首次使用可持续直升机首次使用可持续

航空燃料成功完成试飞航空燃料成功完成试飞。。

法国军机试用可持法国军机试用可持续航空燃料续航空燃料
■常雨康 梁旭东

据外媒报道，近期，美国、英国、澳

大利亚三国空军在位于美国内华达州

的内利斯空军基地，进行了为期近 3 周

的军事演习。据称，此次演习目标是

解决三国空军在跨太平洋地区远距离

作战需要应对的问题，旨在提升三国

空军战备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在国

际局势紧张的背景下，三国进行的大

型联合演习将对地区安全稳定造成较

大负面影响。

“红旗”军演是美国空军最高水平

的空战军事演习，一般每年举行 4 次。

演习中，参演的作战飞机被分为红蓝

两队，通过近似实战的空中对抗演习，

提高部队空战能力。

此次演习是美国 2023 年举行的第

一场“红旗”军演，有以下 3 个特点：一

是演习规模较大。此次演习持续时间

长，参演人员和装备数量多，演习范围

广。美、英、澳三国共派出超过 3000 名

军人和 100 余架各型飞机，演习空域超

过 3.1 万平方千米。二是参演装备齐

全。美国空军派出 F-22、F-35、F-16

战 斗 机 、B- 52 轰 炸 机 和 C- 130 运 输

机 。 英 国 空 军 派 遣“ 台 风 ”战 斗 机 和

KC-2 加油机。澳大利亚派出 EA-18G

电子战飞机。这些参演战机均是三国

空军当前的主战装备，构成一条较完

整的空战链。三是模拟水平较高。此

次演习选择在内利斯空军基地。该基

地驻扎有美国两个“入侵者”假想敌模

拟中队。两个中队装备的战机均采用

对手的战机涂装，并运用对手的空战

战法，具备较高的模拟水平。

外媒分析，虽然“红旗”军演是美

国空军演习的例行项目，但美国此番

扩大演习规模和影响，是为进一步布

局亚太，维持太平洋周边地区空中优

势和影响力。一方面，美国密集牵头

或参与多项空中演习增强地区威慑。

除刚结束的“红旗”军演，美国近期还

在亚太地区主导了美韩 2023 年度首次

联合空中军演、美韩第五代战机联合

军演，试图通过高频次演习达成威慑

效果。另一方面，美国计划通过演习

进一步强化“奥库斯”联盟。此次演习

是美国拉拢英、澳两国增强空中协同

作 战 能 力 的 具 体 举 措 。 分 析 人 士 表

示，频繁军演既是对地区安全秩序的

严重破坏，也加剧了地区军备竞赛，在

此基础上的三方合作更有可能造成不

可控的核扩散危机，使地区安全形势

变得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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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上自卫队计划改造日本海上自卫队计划改造““宙斯盾宙斯盾””战舰战舰，，以搭载以搭载““战斧战斧””巡航导弹巡航导弹。。

近日，美国资深调查记
者西摩·赫什发表名为《美
国如何摧毁北溪管道》的
重磅报道，称“北溪”天然
气管道爆炸是一起由美国
白宫下令、美国中央情报
局实施的秘密行动。报道
发表后，美国政府第一时
间矢口否认，但缺乏细节
的反驳被认为空洞无力。
一时间，有关谁是“北溪”
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幕后
黑手的讨论在国际社会引
发广泛关注。

位于德国的位于德国的““北溪北溪--11””天然气管道天然气管道（（资料图资料图）。）。

美国空军美国空军 F-F-1616战斗机战斗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