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 星期四责任编辑/吕德胜 冯升 孙琦 E-mail:jfjbtxjs@163.com 天下军事

近期，尽管俄美两军都受到日益严
峻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双方在叙
利亚的角逐并未停止。最近一段时间，
双方在叙利亚及附近海域上空就接连
上演了侦察与反侦察、拦截与反拦截的
戏码。

战机接连上演“亲密

接触”

据报道，驻叙利亚俄军于 4月 19日
在地中海中立水域上空发现正在向其
驻叙军事基地靠近的空中目标，随后一
架隶属俄驻叙赫迈米姆空军基地防空
部队的苏-35战斗机起飞识别该目标，
并对这架判明为 P-8A“海神”反潜巡逻
机的美军战机进行拦截和伴飞，在其改
变航向后，俄战斗机返回基地。

无独有偶。4月 15日，同样是美军
一架 P-8A“海神”反潜巡逻机，也在地
中海东部上空遭到俄军苏-35 战机的
拦截，最近距离不足 8米，几乎堪称“亲
密接触”。事件发生后，美方向俄罗斯
提出抗议，指责俄方的行动对双方来说
都十分危险，且违反了国际法。俄国防
部则回应称，俄军的动作是对实施抵近
侦察的外国战机的正当回应，苏-35飞
行员处置得当，完全符合国际法。

通常来说，对于向自己方向飞来的
空中目标，俄军会先进行识别，判明对
方的意图，然后再作出是否派战机升空
拦截伴飞的决定。这意味着，美军的侦
察行动要比已经披露出来的多得多，双
方在空中上演的侦察与反侦察、拦截与
反拦截的戏码，也比人们想象中要激烈
得多。最为典型的一幕发生在 2019年
6月 4日。当天，俄军战机对抵近赫迈
米姆空军基地实施侦察的美 P-8A 战
机，在 175 分钟之内实施了 3次拦截行
动，才最终迫使其飞离。事后，俄国防
部还向外界展示了相关视频。

抵近侦察意在“一石

二鸟”

有关资料显示，美军的 P-8A 战机
改装自波音 737机体，飞行性能优越，续
航力强，搭配无人化的“广域监视系
统”，还能与无人机相配合，提供长时
间、大海域的情报。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说法，美军接连
实施抵近侦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
要获取部署在赫迈米姆空军基地的俄
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工作频率，继而
对其进行破译。

该系统是俄军现役最先进的防空
系统，通常由至少8个发射器、32枚导弹
和一个可移动的控制中心组成，可以应
对来自作战飞机、预警机、战术导弹和
其他精确制导武器的空中威胁，拦截和
摧毁 400公里外的空中目标。俄军部署
在赫迈米姆空军基地的S-400防空导弹
系统，防御范围几乎覆盖叙利亚全境、
土耳其南部、塞浦路斯以及以色列境内
的地中海沿岸城市，使美军及其盟友在
叙利亚空域的自由飞行受到极大制约。

在 S-400防空导弹系统之外，美军
机的行动还有另外一重目的，就是对赫
迈米姆空军基地实施侦察。

俄军在叙利亚军事行动的成功，作
为主力的空天军功不可没，而赫迈米姆
空军基地则是俄军指挥其所有在叙利
亚军事行动的中枢。来自俄国家防务
指挥中心的所有指令，均通过设在该基
地的驻叙利亚军事集团指挥部发出，俄
派驻在叙利亚各战术方向军事顾问发
来的前线报道也都汇总到这里。俄在
叙军事行动的战机，大都从这里起飞。
此外，这里也是俄军对叙利亚政府军指

挥员进行培训的基地，以及俄在叙境内
组建的敌对各方和解中心、叙利亚难民
家园协调中心所在地。

为此，美方一直想探究赫迈米姆空
军基地的秘密，试图掌握俄空天军在叙
利亚行动的运行规律、俄空军梯队的飞
行安排等情报。

博弈之中互有默契

尽管俄美在叙利亚的博弈已经常
态化，类似于空中危险接近的事情也多
次发生，近 5年来双方却没有发生过一
次直接对抗。

就在 1个多月前，同样是美军的一
架 P-8A反潜巡逻机在地中海飞行时，
被俄出售给叙利亚政府军的 S-300 防
空导弹系统发现。当时，叙军士兵打开
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火控雷达，成功
锁定了这架 P-8A 战机，但在开火前 3
分钟被俄派驻在叙军的顾问紧急叫停。

俄军的反应其实有点像是在“投桃
报李”。2017 年和 2018 年美军以叙拥
有化学武器为由，对叙利亚实施过 2次
大规模空袭，但行动前均通过特定渠道
通知俄罗斯，袭击也都有意无意地绕过
了俄军的基地和军事人员。俄方对此
也心知肚明。

俄美在叙利亚军事博弈的复杂态
势，表明两国都不愿爆发正面冲突，而只
是将军事行动控制在直接对抗的边缘地
带。这实际上是由双方的利益决定的。

对美国来说，其既不想与俄直接对
峙，又不想放弃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
既不想过多卷入中东地区的军事竞争，
又不能不顾及地区盟友的想法。

对俄罗斯来说，尽管出兵叙利亚是
其介入中东地区事务、提升国际影响力的
有力抓手，但其毕竟更多的是为了自身利
益而出兵。因此，俄也一直在小心翼翼地
拿捏着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介入程度，以确
保其进退之间都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不难看出，双方都把叙利亚视作一
个过招的舞台，都不愿在此同对方直接
展开武装冲突。尤其对俄罗斯来说，其
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既是为了自己在
中东的利益，也可借此增加其与美在乌
克兰等诸多问题上要价的砝码，而一旦
撕破脸发生直接冲突，就得不偿失了。
当然，双方的利益也决定了，两军在叙
利亚战场上的博弈绝非短时间内可以
结束的。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上图：在叙利亚西北部拉塔基亚的

俄罗斯赫迈米姆空军基地拍摄的俄空

军S-400防空导弹系统。

新华社发

在叙利亚及附近海域上空，俄美两军多次上演侦察与反侦察、拦截与反拦截
的戏码，近5年来却没有发生过一次直接对抗—

俄美空中较量虚实相间
■李抒音

日前，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发布《东亚战略概观2020》。自1997

年开始，《东亚战略概观》一直聚焦

“东亚地区的战略环境、安全事

务”，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日本自

身进行年度战略评估。在今年的报

告中，日本以“自由开放的印度-太

平洋”为主题详述了其对外安全政

策，提出要以多样化军事合作为依

托，积极向印度洋方向拓展影响，

其“印太战略”军事篇的轮廓已然

非常清晰。

报告提出，日本“自由开放的印

度-太平洋”构想是要打造“多角

度、多层次”的安全合作战略，即在

日美军事同盟关系之外，发展同韩

国、澳大利亚、印度、东盟等的军事

合作。并且，日本还为此找了一个看

似合理的借口，即弥补美国在东亚的

力量缺失。

目前，日本自卫队已与澳大利

亚、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军队

分别签署 《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

定》，与印度军队签署协定的相关准

备工作也已经完成。日本还与澳大

利亚、法国、英国、韩国、印度建

有外长、防长的“2+2”会谈机制。

不断扩大同澳、印之间的军事联

演，是日本自卫队加快战略构想落

地的重要举措。据不完全统计，

2019年日本自卫队举行或参加的演

习共有29次。其中，日本与澳大利

亚举行或共同参与的联合演习有 7

次，日本与印度举行或共同参与的

演习有4次。

日本以维持“西太、东南亚、

跨越印度洋到非洲广大地区”的

“自由、民主、法治”为理由，企图

在全球多地保持军事存在。其实质

上，就是要推进日本自卫队走出国

门，实现日本对海外重要利益地区

的军事介入。2017年以来，日本每

年派遣“出云”号、“加贺”号等大

型舰艇到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进行

长期巡航。日本航空自卫队也一直

在通过参加双边和多边联合训练以

及运输机的海外通航训练，不断强

化在海外的军事存在。2019年，日

本自卫队还举行了名为“印度-太平

洋方面派遣训练部队”的行动，以

海上自卫队力量为主到东南亚、印

度洋各地进行访问和靠港，并与地

区各国展开联合训练。

以对东南亚国家实施军事援助

为杠杆，增强地区影响力。近年

来，日本通过与东南亚国家签署海

岸警卫合作协议、帮助训练海岸警

备队人员、援助海上巡逻船只、提

供反潜巡逻机和教练机等形式，帮

助相关国家提高海上警备能力，不

断扩展其影响力。去年11月，日本

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出席在曼谷举行

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同时参

加了第5次日本-东盟防长非正式会

谈。河野太郎在会上强调，日本将

继续为提高东盟能力提供支持，特

别是在技术方面。通过装备输出、

联合训练演习、人才培养、学术交

流等手段，日本正加速扩大军事力

量在东盟地区的影响。

不难看出，日本 《东亚战略概

观 2020》 研究报告通篇充斥着冷战

思维，试图以各种借口来扩大日

本自卫队活动范围和影响力，为

其在事实上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

蓄力。对此，国际社会应当予以

高度警惕。

（作者单位：空军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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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母一直被视为大国海军的“标
配”，一直做着“有声有色大国梦”的印
度自然也不例外。按照印度海军司令
部的规划，印度应当拥有至少 3 艘航
母，即东西海岸各部署一艘，另外一艘
后备。目前，除俄罗斯赠送的被命名
为“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外，印度第
一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已经下
水，第二艘国产航母也在设计中，且被
命名为“维沙尔”号。但从现实情况来
看，印度第二艘国产航母依然前途未
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权力之争。今年 1 月 1 日，
印度前陆军参谋长比平·拉瓦特正式
就任第一任国防参谋长。这一职位
是印总理莫迪在去年印度独立日讲
话中宣布设置的，是国防部长与陆海
空三军种相关事务的首席军事顾问，
主要负责国防部下属联合司令部的
调整与设立，以及三军训练与人员配
置、装备采购与预算编制等原本属于
各军种职权的事务，重要性可见一
斑。

纵观印军历史，此前从未有类似于
总参谋部性质的机构来统筹各军种的
发展，海陆空军均直接隶属于国防部，
彼此之间经常因为军费和地位问题龃
龉不断。国防参谋长的设立，虽然意在
解决这个问题，但也造成了国防参谋部
与海陆空军司令部之间相互掣肘的新
问题。事实上，拉瓦特上任后曾公开对
建造第二艘国产航母表示怀疑，并认为
该航母被批准建造的时刻“不会很快到
来”。虽然印海军参谋长卡拉姆比尔·
辛格回应称，“维沙尔”号航母将于 2020
年下半年正式开工建造，但其前景已然
蒙上了一层阴影。

其二，理念之争。印度军方高层
在优先发展航母还是潜艇的问题上存
在巨大分歧。一些印军高层认为，应
对海上威胁时，有 2 艘航母作为海上
平台基本可以保持水面力量优势，反
而来自水下的威胁甚于水面。印度常
规潜艇没有装配不依赖空气动力装置
系统，若要维持对巴基斯坦的相对优

势，至少应打造一支由 6 艘新一代攻
击核潜艇组成的舰队。在这一理念指
导之下，印军第一艘歼敌者级核动力
潜艇已经部署，新型 K-4 弹道导弹也
在今年 1 月试射成功。同时，在技术
成熟度上，印军潜艇项目虽也受益于
外部帮助，但国产化能力比航母要高
出不少。

其三，经费分配问题。据估算，
“维克兰特”号的建造成本约为 1900多
亿卢比，而“维沙尔”号排水量和性能
都要超过“维克兰特”号，建造成本自
然也更为高昂。根据有关报道，“维沙
尔”号设计排水量达 6.5 万吨，比“维克
兰特”号的 4万吨要多出不少，预备搭
载近 60 架战斗机，也比“维克兰特”号

的 30 架要多近一倍，还要装配电磁弹
射起降系统。而且，航母编队还需配
备 5 至 15 艘护卫舰艇，成本比建造潜
艇高得多。然而，印度 2020 年国防预
算增幅却是 1962 年至今最小的，其中
海军现代化拨款仅为 2668.8 亿卢比，
资金短缺也使“维沙尔”号的未来充满
了不确定性。

此外还有“拖延症”的困扰。
效率不足一直是印军装备建设的痼
疾，“维克兰特”号航母早在 1999 年
就被批准立项， 2006 年 开始建造，
但其预期正式服役的时间从 2011 年
一推再推，直到今年仍未能进行海
试，比原定服役时间至少推迟了 10
年。而据印度消息人士透露，在对

第二艘国产航母建造计划完成详细
研究之后，印国防部成立了 3人专家
委员会来审查该计划，但这个委员
会从未真正推进这项工作，计划一
直在原地转圈。

近年来，印度先后推出了面向西
太平洋的战略构想以及“东向”政策，
印度海军也一直有“守护印度洋、迈向
太平洋”的战略规划。这种背景下，国
产航母建造计划已成为印度实现其国
家战略及海洋战略的重要抓手。当
然，面对种种不确定因素，其第二艘国
产航母建造计划有可能同“维克兰特”
号一样遭遇多次延期的命运，服役更
是遥遥无期。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印度第二艘国产航母前途未卜
■席慧刚

美国《防务新闻》4月20日报道，美

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的一份内部评估报告

显示，为应对“未来的大国威胁”，美国海

军需要裁掉2艘航空母舰、冻结大型水

面战舰扩充计划，以换取新增数十艘轻

型无人作战舰艇。

近年来，美国将大国竞争列为首要

威胁，美海军也从注重“由海向陆”的力

量投送，向全面增强制海作战能力转

型。在此背景下，美海军部发布了新版

《舰队结构评估报告》，提出美海军舰艇

数量将由原计划的 308艘增至 355艘，

在计划增加的47艘舰艇中，大型高端舰

艇占了39艘。美海军于2019年3月向

国会提交的《2020财年海军舰艇长期建

造计划》，再次明确了 2034财年实现

355艘舰艇的目标。

然而，美海军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

却因为经费紧张被浇上一盆“冷水”。按

照美军的估计，如果海军舰艇规模在

2034财年增至355艘，年度运行与维护

费用将从当前的240亿美元增至300亿

美元甚或400亿美元。按照《2020财年

海军舰艇长期建造计划》预想，美国未来

5年年均造舰支出为203亿美元，2026财

年至2034财年年均造舰支出将进一步

增加到260亿至280亿美元之间。虽然

美国军费长期高居世界第一并且连年增

长，但如此高昂的费用，恐怕仍是“不可

承受之重”。

去年底，一份来自美国白宫行政管

理和预算局的备忘录显示，由于经费预

算有限，美海军将不得不控制一下过大

的“胃口”。比如，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未

来5年的建造数量从12艘减少到7艘，拟

列入2021财年预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

核潜艇由2艘变为1艘，2021年至2022

年新一代护卫舰FFG（X）的建造速度也需

要从每年2艘变成每年1艘。

与此同时，美海军造舰计划也直接受

制于造船能力的不足。有关数据显示，在

过去的20年中，美国整个国防工业共损

失2.5万家本土制造企业，造船业不断萎

缩，国内大型船坞生产能力不足，具备成

熟经验的造船技术人员也严重缺乏。原

本美国有借“355大舰队”计划重振国内造

船业的想法，但该行业实际面临的困境却

很可能反过来制约美海军的发展。

但不容忽视的是，未来美海军极有

可能采取“变相”的方式，通过发展无人

舰艇来实现其造舰计划。

美军认为，近年来其他大国军力的

发展，让美海军造价高昂的大型有人水

面舰艇变得相对脆弱。相比之下，无人

水面舰艇和无人水下潜航器等无人海上

平台成本更低、可生产和部署的数量更

多，既符合美海军提出的“分布式杀伤理

念”，也不会有人员身心疲累和伤亡的问

题，极可能成为美海军弥补舰队数量缺

口、维持和提升作战能力的重要补充。

这样的设想也有一定的现实基

础。在实践中，继 2017年组建首个无

人潜航器中队后，美海军又于 2019年

组建了第1水面舰艇发展中队，计划将

无人水面舰艇和其现役最先进的朱姆

沃尔特级驱逐舰混编，用以测试这一新

型有人水面舰艇和无人水面舰艇的训

练管理与协同配合。而美国2020财年

国防授权法案也计划将大中型无人舰

艇定义为“军舰”，并提出要在海军舰队

架构中增加大型无人水面舰艇和无人

水下潜航器的比例。由此观之，未来美

国海军的行列中，出现相当数量的无人

舰艇应是大概率事件。

冻结大型战舰扩充计划，大力发展无人作战舰艇—

美拟“变相”推进造舰计划
■兰顺正

军眼聚焦

军眼观察

2013年8月12日，印

度第一艘国产航母“维克

兰特”号在印南部港口科

钦首次正式下水，当时仅

完工 30%，连舰岛都没有

建成。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