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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日本“安全保障与
防卫力量恳谈会”在首相官邸召开第
5次会议，政府相关人员向恳谈会成
员出示了新版 《防卫计划大纲》 概
要。同日，自民党与公明党针对新防
卫大纲内容召开执政党工作小组会
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计会在 12
月 18 日的内阁会议上，批准通过旨
在规划未来 10 年自卫队力量建设的

新防卫大纲。
去年开始，安倍晋三及防卫省官

员多次透露出修改 2013年版防卫大纲
的意愿。今年 6月，自民党安全保障
调查会及国防小组向安倍提交了防卫
大纲的修订建议。随后，政府相关人
员结合上述建议开始拟定大纲草案。
11月 20日披露的防卫大纲概要，基本
呈现了日本瞄准未来指导自卫队建设
的核心内涵。

发展太空、网络、电

磁领域作战力量

新大纲概要将“构筑并强化自卫
队在太空、网络、电磁领域的作战能
力”列为未来建设的优先事项，表示
要以异于往常的速度发展军事力量。
据了解，新大纲将提出“跨域防卫”
概念，强调构筑陆海空自卫队在多重
领域的联合运用能力。针对这一点，
日本防卫省正讨论成立统管太空、网
络、电磁等领域相关作战力量的综合
部门。

在太空领域，防卫省已决定在
2022年度左右设置用来监视他国卫星
及火箭残骸的“太空部队”，并会将相
关内容列入到新大纲中；在网络领
域，防卫省近年来新建和重构了多个
不同层次的网络部队，新大纲预计会
对网络防护队、西部方面系统防护队
等部门的扩充与重构加以说明；在电
磁领域，新大纲将会明确写入“提升
F-15战机的电子战能力、引进网络电
子战系统、强化电磁干扰作战能力”
等内容。

强化离岛夺还及海

空作战能力

新大纲概要表示“作为海洋国
家，确保海上交通与航空交通的安
全是和平与繁荣的基础”，并将“应
对岛屿攻击”作为自卫队力量建设
的主要内容之一。可见，新大纲将
要求继续强化离岛夺还及海空作战
能力。

近年来，日本为强化在东海海域
的侦察监视及作战能力，开始关注无
人机的引进与运用问题。日本政府已
决定从美国引进 3架 RQ-4“全球鹰”
无人侦察机，近期又开始探讨引进
“复仇者”无人攻击机。其探讨结果将
会反映在新大纲关于“无人机运用”
的相关论述中。此外，鉴于航空自卫
队的 F- 2 战机将于 2030 年后开始退
役，新大纲可能也会明确 F-2战机后
续机的研发方案。

据《读卖新闻》报道，新大纲将
会明确表示要在未来 10年左右建造 22
艘新型护卫舰。该护卫舰排水量 3900
吨，能够无人探查并处理水雷，从而
将弥补海上自卫队现有护卫舰不具备
水雷应对能力的缺点。日本政府预计
从 2018 年度开始每年建造 2艘，直至
2032年左右实现 22艘新型护卫舰全部
服役。

继续推进日美军事

一体化

新大纲概要表示“进一步深化与美
国的同盟关系，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
性”，同时指出“强化自卫队的主体性作
用是深化日美同盟的必要前提”。由此
可见，新大纲将推动自卫队在加深日美
军事一体化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实力并
主动承担更多任务与分工。

2015年 4月，日美两国发表了以“加
深军事一体化”为主要内容的新版《防卫
合作指针》；同年9月，安倍内阁推动国会
通过旨在实现解禁集体自卫权、强化介
入国际安全事务、对美军舰船与飞机进
行防护等目标的“新安保法”。可以想见，
即将于今年 12月中旬出台的新防卫大
纲，定会包含新指针与“新安保法”关于加
深日美军事一体化、强化自卫队主体作
用的内容。此外，新大纲还会要求以“印
太构想”为方针，强化以日美同盟为核心
并辐射印澳韩等国家的军事合作。

企图改变武器装备

进出口及生产研发体制

安倍内阁 2014 年 4 月通过了认可
武器出口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其
主要目的是促进日本军工企业开拓海
外市场。然而，由于日本并不存在类似
于美国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及欧洲空客公司的大型航空或军工企
业，所以日本三菱、住友、东芝等公司相
对分散的防卫产业部门均未能获得较
高利润。为此，防卫省担心“若国内企
业因收益不高而相继裁撤或缩减军工
部门，则会最终导致日本武器装备技术
逐步走向衰退”。

基于上述背景，新大纲概要列举了
“重新审视并构筑简单合理的武器装备
体系”“强化武器装备技术基础，重点投
资新兴领域及尖端技术并充分挖掘民
用技术”“合理进行武器采购，激发国内
外军工企业间的相互竞争，推动武器出
口并强化与美国等其他国家间的共同
研发，改变贯彻武器寿命周期的管理模
式”“强化军工企业基础，重新审视契约
制度，完善供应链的风险管理，重视引
进装备的维护整修、知识产权与技术管
理的问题”等内容。

据日本媒体透露，新大纲将在“政
府防卫政策”的相关章节中强调“要加
强国内企业军工部门间的融合与协作，
通过业界再编（军工企业间的合并、裁
撤）来提升装备科研技术的国际竞争
力”。另一方面，为了消解人口减少及
少子化带来的自卫官不足等问题，新大
纲除了表示“要提高自卫官福利待遇”，
还会写明“强化对人工智能、无人技术
的研发与运用”等内容。

总体来看，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将
会以未来战场为导向，强化自卫队的作
战能力，进攻性色彩浓厚。日本政府持
续推动军扩的举措，不仅对和平宪法造
成极大冲击，也将会对东北亚安全局势
造成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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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史地志

当地时间 11月 25 日上午，乌克兰
海军 2艘装甲炮艇和 1艘武装拖船组成
的海上编队，在试图通过刻赤海峡进入
亚速海马里乌波尔港口时，俄方以乌克
兰舰艇侵犯俄罗斯领海为由对其进行
拦截。对峙期间，俄方舰艇撞击了乌海
军拖船，并向乌海军一艘炮艇开火，俄
军还出动数架苏-25 战机飞抵刻赤海
峡。目前乌海军 3艘船只已被俄方扣
留。

对于此次俄乌冲突，外交学院教
授杨闯认为，自 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
后，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一直十分
紧张，就在 11月 15日乌方还在亚速海
扣押了俄方船舶。这次对峙事件再次

反映出俄乌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深层
次矛盾。

在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
李抒音看来，今年 5月通车的刻赤海峡
大桥成为俄乌紧张关系加剧的“催化
剂”，该大桥的建成使俄罗斯和克里米
亚的关系更加紧密，而乌克兰的不安全
感迅速增加，乌国内甚至出现了要炸掉
刻赤海峡大桥的声音。

2014年 3月，克里米亚地区经由公
投脱离乌克兰、并入俄罗斯。乌克兰不
承认上述公投，并宣布克里米亚地区为
“被占领土”。杨闯表示，乌克兰《基辅
邮报》将亚速海称作“危险水域”，乌方
此次派舰进入这一敏感海域，其实是借

机宣示乌克兰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
的决心和态度。

俄乌双方对峙事件持续发酵，乌
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宣布进入战时状
态，并要求俄罗斯放人、放船，赔偿一
切损失。美国侦察机飞往黑海。在冲
突不断升级情况下，亚速海局势发展
备受关注。李抒音认为，双方的紧张
局势会慢慢稳定下来，毕竟双方的目
的都达到了——俄罗斯向西方展示了
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和能力；乌克兰
则利用此事件向西方证明了其牵制俄
罗斯的价值，重回西方视野。在杨闯
看来，双方最终可能还是会通过谈判
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俄乌“危险水域”对峙各有目的
■张文文

11月 19日，美国空军第 388战斗机
联队和第 419 预备战斗机联队在犹他
州希尔空军基地，进行了 F-35A“闪电
Ⅱ”的首次“大象行走”演习。
“大象行走”的历史可追溯到二战

时期，当时盟军组织成百上千架飞机执
行轰炸任务，这些飞机在跑道上间距很
小、几乎首尾相连，以密集编队排列等
待起飞，看起来就像成群的大象正列队
向水源地进发的情景。
“大象行走”演习主要是“秀肌肉”，

多数不带作战背景，没有对抗性，也不
进行实弹攻击。美军每次的“大象行
走”，要么是大型的运输机、轰炸机排成
一字长蛇阵，要么是小型的战斗机、教
练机或两架或四架并排停于跑道上排

成密集队形，场面极为震撼。
“大象行走”也是作战的需要。战

时双方的空中对抗始终处于快节奏、大
强度、高消耗之中，谁能在最短时间内
起飞尽可能多的飞机，谁就能抢先一步
在作战中获得主动，而所有飞机只有紧
密排列快速跟进起飞才能在短时间内
升空。

此次“大象行走”，美空军称共出
动了 36 架 F-35A，战机以 20 至 40 秒
的间隔在 11 分钟内起飞了 35 架，虽
有 1 架未能起飞，但也体现出参演战
斗机联队的飞机完好率和一次最大
出动率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标
志着美空军 F-35 战机已经整建制形
成规模化的作战能力。美军官员说：

“我们已经做好了今晚就战斗的准
备。多个 F-35 中队一起演习可以证
明我们有能力击败任何地方可能出
现的任何潜在对手。”

美空军试图将 F-35打造成一种全
能机型，将其主要作战任务从一开始的
以制空为主，转变为对空与对地打击兼
顾，可谓集多种用途于一身。为了满足
高通用性和多种用途的要求，F-35 不
得不在气动外形上做出改变，采用多种
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其实战表现能否
达到预期，仍需拭目以待。

下图：美空军第388战斗机联队和

第419预备战斗机联队在希尔空军基

地举行“大象行走”演习。

图片来源：东方IC

美军战机“大象行走”再“秀肌肉”
■宗 明

韩国济州岛，在许多人眼中是个
旅游度假的好去处。实际上，济州岛
还有另一副“面孔”。

2018韩国海军国际阅舰式，上月
在济州岛海军基地举行，来自 10多个
国家的 40余艘舰艇参与其中，规模创
历史之最。这显示了济州岛海军基地
较强的舰船驻泊保障能力，更凸显了
其在韩军甚至驻韩美军东北亚战略中
的“支点”地位。

济州岛孤悬于朝鲜半岛西南侧，
面积 1800 多平方公里，北隔济州海
峡与半岛相望，是出入朝鲜半岛的门
户，堪称“东北亚战略要冲”。济州
岛被韩国人称为“香加坡”，即“香
港+新加坡”，足见韩国对其期望之
深。

二战时期，这里成为日本轰炸机
侵华的前沿机场，日军还曾修建 80多
个堡垒洞窟抵抗美军登陆。

2016年竣工的济州海军基地，建
设历程持续多年，历经了韩国 5届政
府。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并决心推动
基地建设，但囿于历史原因和当地民
众对环境的顾虑，基地直至 2007年才
启动选址等工作，后历时近 10年终于
建造完成。

1993年，金泳三政府首次提出建
设济州岛海军基地的必要性，但因遭
到国内民众强烈反对而作罢。2002
年，金大中政府曾试图推进济州岛海
军基地建设项目，但当地民众以环境

安全为由抗议抵制，致使计划再度搁
置。

2005年，卢武铉政府加大宣传造
势力度，并根据民意调整方案计划，
还将济州岛命名为“世界和平之
岛”。2007 年，济州岛海军基地建设
预算案终获国会预算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作为“国策项目”重点推进。
随着 2012 年完成海岸爆破工程，济
州岛海军基地建设进入实质推进阶
段，时任总统李明博亲临现场。在朴
槿惠任内的 2016 年，济州岛海军基
地终于竣工。

济州岛海军基地位于济州岛南部
西归浦江市江汀村一带沿海，占地
约 49 万平方米，码头和防波堤分别
长 2.4公里和 2.5公里，可停靠包括航
母在内的 20 余艘军舰和 2 艘 15 万吨
级游船，并设置军民共用设施、舰
上公园等。

基地启用后，韩海军担负远海作
战任务的第 7机动战团将部分兵力由
韩东南部的釜山和镇海基地前推部署
至济州，快反应急能力大幅提升。与
此同时，该基地也成为美国布局东北
亚的重要棋子。有媒体称，该基地有
望成为美在“印太”时代的又一个
“横须贺”。

出入朝鲜半岛的门户 堪称“东北亚战略要冲”

济州岛：不只是旅游胜地
■刘小辉

从这两个战例看，现代战争面貌

不断刷新，不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而且比想象的快得多。信息化战

争形态正在由“数字化+网络化”的

初级阶段，向“智能化+类人化”的高

级阶段加速演进。俄军战斗机器人

精彩的实战表现，使电影里的“终结

者”军团走进现实，也折射出无人化

作战已成为智能化战争新特点。未

来智能化战争必须对无人作战平台

高度重视，将其作为首选或必选的作

战力量使用。应紧跟世界无人武器

发展潮流，加快研发用于作战的无人

攻击机、无人战斗机、无人潜艇等，同

时注重发展“察打一体”“察扰一体”

等多功能无人武器，力求形成大、中、

小、微型，远、中、近程，太空、空中、地

面、水面、水下，战略、战役、战术级衔

接配套，系列化、标准化、模块化的无

人化装备体系。在此基础上，积极组

建无人化作战力量，推动其融入联合

作战体系。

当前，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

蓬勃兴起，随着战争形态加速向信

息化、智能化战争转变，采取技术

突袭的作战行动，必将成为未来作

战的重要方式。美军专家说，“未

来战争中，技术突袭的作用会凸现

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无论是俄军

动用战斗机器人攻击 754.5高地，

还是恐怖分子用无人机蜂群攻击

俄军基地，本质都是试图利用技术

突袭击败对手。技术突袭即运用

对手不熟悉或想不到的武器装备

和技术手段突然发起进攻。与传

统战术突袭相比，技术突袭轻可逆

转态势，重则锁定胜局。现代战争

已进入技术突袭活跃期，军事强国

都在大力发展颠覆性技术，谋求技

术竞争优势。如美国国防高级研

究计划局专设“颠覆性技术办公

室”，组织实施无人作战系统等尖

端科技项目。俄罗斯成立面向国

家安全与发展的“未来研究基金

会”，旨在捕获包括颠覆性技术在

内的新兴前沿技术机遇。英国启

动“地平线扫描”计划，牵引尖端科

技创新发展以免遭技术突袭。

无人化：审视智能化战争窗口
■张 翚

2015年 12月，叙政府军在俄军战斗
机器人强力支援下，成功攻占“伊斯兰国”
武装分子控制的拉塔基亚754.5高地。俄
军投入一个机器人作战连，包括 6部“平
台-M”履带式战斗机器人、4部“暗语”轮
式战斗机器人、1个“洋槐”自行火炮群、数
架无人机和一套“仙女座-D”指控系统。

战斗打响后，无人机首先升空，将战
场情况实时传送到俄军指挥系统。战斗机
器人在操作员操纵下发起集群冲锋，抵近

武装分子据点100米至120米后，用机枪、
榴弹和反坦克导弹进行攻击，叙利亚政府
军则在机器人后150米至200米相对安全
的距离上肃清武装分子。遇到坚固火力点
时，“洋槐”自行火炮群根据无人机和机器
人传回的画面，实施精确炮击，彻底摧毁目
标。一边倒的猛烈打击令武装分子毫无还
手之力，77名武装分子被击毙，参战的叙
政府军只有 4人受轻伤。此战规模虽不
大，但凸显了战斗机器人的巨大优势。

战例一：战斗机器人助攻754.5高地

2018 年 1 月 6 日凌晨，俄防空部队
发现 13个小型空中目标向俄驻叙海空
基地快速移动，其中 10架无人机飞近赫
迈明空军基地，3架飞近塔尔图斯港补
给站。俄军立刻采取反制措施——实施
灯火管制并对来袭无人机发动电磁攻击
和火力打击。电子战部队干扰迫降了 6
架，剩余 7架则被“铠甲 S”弹炮合一防空
系统全部击落，俄军人员装备没有任何

伤亡损失。这是恐怖分子对俄基地发动
的一次无人机蜂群攻击。

俄军专家组对俘获的无人机进行分
析后发表声明称，恐怖分子使用的无人
机，是外表故意做旧的高新武器。这些
无人机呈现出三大高新技术特点——机
载航弹新、飞控技术新、集群战法新。面
对这一高技术恐怖袭击，俄军交出了合
格答卷。

战例二：成功抵御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叙利亚战争，已然成了人们审视现代战争的一扇窗口。在这场战争中，新的武器装备、新的作战理论、新的战术手段被广泛

应用。作为重要参与方，俄军以无人化为代表的作战手段值得关注。

军眼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