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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眼聚焦

军眼观察

兵史地志

近期，有关俄罗斯的一系列军事新
闻接连引发舆论关注。俄罗斯总统普
京签署了 2021 年至 2025 年国防计划，
以及在苏丹组建海军物资技术保障基
地的文件。此前俄方还宣布，俄军即将
建成一个能够经受核打击的战略核力
量指挥所。

在分析人士的解读中，俄罗斯这些
举动主要是为了有效提升自身军事能
力，应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其进行的
战略围堵和遏制。

远近结合，美国公然

挑衅“秀肌肉”

自美国防部出台 2018年版《国防战
略报告》把中俄列为“战略对手”后，美
国一方面加紧实施战略东移，加快推进
“印太战略”，另一方面持续对俄罗斯进
行极限施压。除了在政治、经济、科技
等方面对俄进行打压制裁外，还频繁出
动舰机在俄家门口“秀肌肉”，公然挑
衅。

根据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公布的数
据，2019 年 8月，共有 87架次北约战机
抵近俄领空，2020 年 8 月，则暴增至
120 多架次。进入 9月，北约行动更为
频繁。显然，美国对俄的战略围堵与
军事挑衅并未因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而减少。

在海上，美海军向来颇为神秘的
“海狼”级核潜艇也曾高调出现在挪威
海岸。根据美国海军发布的照片，有
“超级水下杀手”之称的“海狼”级攻击
型核潜艇在挪威近海浮出海面。据美
国媒体分析，这似乎是为了向俄罗斯展
示美国在该地区的水下作战能力，对俄
实施战略威慑。美国还迫使挪威签订
协定，将距离俄罗斯不到 300英里的奥
拉夫斯韦恩海军基地对美军重新开放，
以部署“海狼”级核潜艇。

除了近距离展示“肌肉”，美国还
在落实“动态力量部署”等新概念，希
望在各战区实现更多的军力轮换，让
美国在应对全球挑战时具有更大的战
略灵活性。“动态力量部署”是美国一
个新的战略部署概念，具有不可预测
性、敏捷性和主动部署三大关键特征，
以达到“战略上可预测，行动上不可预
测”的效果。

目前，美海空军已经有计划地开始

实施“动态力量部署”，对俄实施抵近侦察
和模拟空袭。今年新部署到英国的美国
B-52H战略轰炸机，取道乌克兰飞到克
里米亚附近海域，测试俄军部署在克里米
亚的雷达性能及防空实力。美国空军称，
在全球范围内调动和运用战略轰炸机，是
美军应对大国竞争而制定的“动态力量部
署”构想的一环。

针锋相对，俄罗斯苦

练“内功”以牙还牙

对于俄罗斯来说，美军的抵近侦察
和模拟空袭，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和有
意的战略挤压。对此，俄罗斯采取针锋
相对的措施坚决反制。俄军战机多次
起飞，对抵近俄边界的美军战机进行伴
飞和拦截。

除了针锋相对的动作外，俄罗斯方
面还苦练“内功”，通过武器装备的开发
升级和有针对性的部署，来提高应对和
反制能力。今年以来，俄图-160 战略
轰炸机升级版完成试验飞行和交付工
作，航程增加 1000千米；“锆石”高超音
速巡航导弹完成潜射和水面齐射打击
训练；俄军方还披露了苏-57战机的采
购计划。

与此同时，俄还“以其人之道还治
其人之身”，将双方博弈的战场拉到外

线甚至美国家门口。今年内，俄图-95
型战略轰炸机多次到阿拉斯加等空域
进行战略巡航。美国与盟友举行“环
太平洋-2020”演习期间，俄海空军在
美国阿拉斯加附近海域举行大规模联
合演习，有 50余艘军舰和约 40架战机
参加。俄罗斯海军司令叶夫梅诺夫发
表声明称，这是俄海军“有史以来第一
次在那里举行如此大规模的演习”。
更引人注目的是，此次演习中，俄海军
“鄂木斯克”号核潜艇在阿拉斯加外海
突然上浮。这一“以牙还牙”的举动，
显然是对美“海狼”级潜艇上浮的直接
回应。

不久前，俄宣布位于欧洲“飞地”加
里宁格勒的海军陆战旅和摩托化步兵
旅换装新型 T-72B3M 坦克，此举犹如
在欧洲腹地插入一把“尖刀”。在苏丹
组建海军物资技术保障基地，更是俄拓
展在非洲和中东地区影响力的重要举
措，对于突破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围堵
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冷暖自知，美俄关系

难迎“艳阳天”

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俄罗斯与西
方的关系急剧恶化。特朗普政府上台
后，将大国竞争看作“美国国家安全的

首要问题”，通过战略遏制、军事围堵、
经济制裁等手段，对“战略对手”极尽
打压遏制之能事，以维护美国的霸权
地位。

对俄战略围堵方面，不仅以往的舰
艇摩擦和军机追逐“游戏”更为频繁，程
度步步升级，而且布局调整也更加激
进。今年 7 月底，美国从德国撤走约
1.19 万美军，除 6400 人返回美国外，其
余士兵被重新部署到别的北约国家，其
中仅向波兰就增兵 1000人，对俄围堵意
图明显。

放眼未来，美俄关系都很难回暖。
无论是出于“大国竞争”，还是受制于美
国国内的反俄势力，美国政府都很难实
现对俄政策的回调，拜登则更是直言俄
罗斯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在美攻俄守的动态平衡中，美国方
面的政策常常决定着双方博弈的激烈
程度。因此美方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将
给美俄博弈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唯
一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美国这种本国优
先战略和冷战思维继续存在的话，不仅
会加剧双边紧张局势，而且将严重影响
全球战略稳定和地区和平，国际秩序中
不管是出现“黑天鹅”或者“幺蛾子”，都
不会太令人意外。

上图：美国海军“海狼”号攻击型核

潜艇。 资料图片

美国为进一步打压俄罗斯，频繁出动舰机在俄“家门口”挑衅。对此，俄罗斯予
以有力回应—

内外联动，俄罗斯打出反制“组合拳”
■徐秉君

保罗·莎瑞尔 著

朱启超、王姝、龙坤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

《无人军队——自主武器与未来战
争》一书系统研究了自主武器应用对战
争样式、战争规则、战争伦理、军备竞赛
与军备控制等带来的新挑战，并广泛研
究了自主武器的诞生、禁止自主武器的
争论以及相关的法律和道德问题。

充满着自主武器的未来战场将会呈
现何种图景？作者结合大量事例进行了
分析。作者认为，在人类无法生存或通
信受阻乃至崩溃的环境中，自主武器执
行清晰的狭义任务具有明显优势。但
是，保持人对生死攸关决策的干预权是
必要的，也是一条不容突破的底线。

这本书走在关于改变战争游戏规则
辩论的前沿，涉及军事历史、全球政策和
尖端科技等多个领域。但是，作者的一
些观点和立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式”
偏见，需要读者审慎地加以甄别批判。

（桑杨阳、夏 平辑）

无人军队
—自主武器与未来战争

据媒体报道，根据俄罗斯总统

普京 11月 16日签署的相关文件，

俄罗斯将在苏丹境内建立一个俄海

军物资“保障点”。根据双方签署的

协议，俄军可在苏丹港部署不超过

300名人员，同时停泊最多 4艘军

舰，其中包括核动力舰艇，且不用

偿付租金。协议有效期为25年，还

可自动延长10年。这将是苏联解体

后俄在非洲设立的首个海军基地，

也是继叙利亚塔尔图斯海军基地之

后，俄在前苏联地区外的第二个海

军基地。

实际上，俄在苏丹建立军事基

地一事酝酿已久。早在2015年，时

任苏丹总统巴希尔就曾主动邀请俄

在苏建设军事设施。其 2017年 11

月首次访俄时，还与普京就相关细

节进行磋商。此后，双方于2018年

底签署了有关简化两国军舰入港程

序的协议草案，为俄在苏丹建立海

军基地打下了法律基础。

俄此次在苏丹港建立海军基

地，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天时，面临新冠肺炎疫情

的严峻形势，美国和欧洲都无更多

精力顾及非洲地区。美国不仅在全

球范围内收缩兵力，不久前还撤回

了几个驻非洲国家的高级武官。同

时，美总统大选虽然投票已经结

束，但最终结果尚未出炉，能否和

平移交权力仍不确定。

所谓地利，经过几年建设，俄

驻叙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基础设施逐

渐完备，该基地距苏丹港仅1705公

里 （1059海里），俄舰船由此可快

速抵达苏丹港。

所谓人和，无论苏丹政局如何

变化，俄与苏丹都保持着稳定而又

紧密的双边关系，双方在涉及对方

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互相支持。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苏丹在联合

国大会上对就克里米亚问题谴责俄

的决议投了反对票。2019年 4月，

苏丹政权更迭以后，新政府依然把

俄作为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的重要

来源，双方签署了为期7年的军事

合作协议，俄不仅向苏丹出售或援

助武器装备，还向其派驻军事顾问

指导苏军建设。此次俄军进驻苏丹

港，将成为两国两军关系的一次再

升级。

俄在苏丹建立海军基地，是其

提升大洋海军实力、向实现海洋

大国梦想迈出的重要一步。苏丹

港位于红海中部，是连接地中海

和阿拉伯海的关键通道。俄在苏

丹港的海军基地建成后，将与塔

尔图斯海军基地遥相呼应，实现

俄在地中海和红海地区常态化兵

力部署，构建起扼守苏伊士运河

两 端 的 有 利 战 略 格 局 。 美 媒 认

为，这不仅是俄海军向印度洋方

向进军的重要一步，更是重返世

界舞台中心的关键举措。

届时，黑海的塞瓦斯托波尔

港、地中海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

以及红海的苏丹港海军基地，将形

成一个遥相呼应、不断延伸的基地

体系，大幅提升俄海上力量的投射

能力，有助于俄更为积极地参与地

区事务，提升国际影响力。同时，

这一布局也有助于俄罗斯打破美国

和北约长期以来对其的战略围堵。

当然，提升大洋海军实力也

好，打破战略围堵也好，都不会是

一帆风顺。

一方面，美国的制海权思想由

来已久，控制重要海上通道安全是

其长期以来固守的观念。近年来，

美国不断推进印太战略，还将其太

平洋司令部改为印太司令部。对于

俄海军畅通无阻地进入红海并持续

拓展其在印度洋的影响力，美国自

然很难长期容忍。双方海军将来在

红海或者印度洋上演“近距离接

触”，也是可以想象的事。

另一方面，俄的经济实力能否

支撑海洋大国梦想也存在着变数。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低

迷，财政收入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的

俄罗斯注定要过上一段紧日子。而

且，除了正常的训练与装备采购

外，俄有限的军费还要维持在叙利

亚的反恐行动、在纳卡地区的维和

行动，并完善在克里米亚、北极以

及塔尔图斯港等军事基地的基础设

施建设，难免捉襟见肘。不久前，

俄财长还要求国防部削减 10%的军

人员额，以缩减国防预算，减轻国

防负担。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提升大洋海军实力，助力破解美国围堵—

俄在非洲“保障点”的反制意义
■董媛琪

罗塔海军基地位于西班牙西南部沿
海、加的斯湾北侧，距加的斯市 11公里。
该基地紧邻直布罗陀海峡西侧的出入口，
扼守着大西洋与地中海海上往来的交通
要道，被称为通往地中海的“玄关”。

罗塔港本身是一个大型深水港口，
即使在低水位时，仍然能够停泊吃水很
深的大型舰艇。作为西班牙海军最重要
的基地，罗塔海军基地驻扎着该国海军
作战舰队司令部及其下属投送大队、第
41护卫舰中队、第 10特种作战部队等。
西班牙空军第 2侦察中队、752空中机动
中队以及北约的海上运输分队等也部署
在这里。

罗塔海军基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由
美国和西班牙军队共用。事实上，这里
拥有美国在西班牙最大规模的军事基础
设施。在美西共同防御协定框架下，两
国海军共同领导和分享基地的设施，营
区内部的安保也由两军宪兵队共同管

理。目前，罗塔海军基地占地约 2468.58
公顷，但由美国海军负责的面积就超过
2100公顷。

尽管如此，这里名义上还是西班牙海
军罗塔基地向美军提供的“租借设施”，对
外悬挂西班牙国旗，司令官由西班牙海军
中将担任，基地外围的安保也由西方负
责。一般美军基地的许多惯例景象，在罗
塔基地是不常见到的，例如星条旗原则上
只能在美国国庆日当天展示和悬挂。

作为地中海地区唯一能为两栖作战
部队提供支援的基地，该基地是美军飞
机从美国进入欧洲的重要节点，主要为
驻守于地中海海域的美国海军第 6舰队
下属各级特混舰队、美国空军空勤司令
部下属各级机动军事力量提供燃料、弹
药等物资补给，以保障美国海空军的行
动。该基地与美军的另外两座基地——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锡戈内拉海军航
空基地、位于希腊克里特岛的苏扎湾海
军航空基地，在部队指挥、管制和后勤上
构成重要的支援网络。

上图：西班牙罗塔海军基地一角。

资料图片

西班牙罗塔海军基地—

通往地中海的“玄关”
■岳玉宝 桑杨阳

美国及北约对俄罗斯持续进行战

略围堵与军事挑衅，有渲染外部威胁以

保持联盟内部凝聚力的因素，也有通过

“成本强加”战略对俄施加压力的考量。

“成本强加”最早由兰德公司研究

员安德鲁·马歇尔提出，1976年正式纳

入美国防部文件。这一战略设计的核

心理念在于，通过有意识的策略性行

动，以多种方式，增加竞争对手实施相

关政策的经济、政治、社会成本，加剧

其资源消耗，直至危及其政府合法性

与控制能力，迫使其因持续的“战略失

血”而退出竞争。里根政府时期，美国

制定并全面实施对苏联的“成本强加”

战略，以打破美苏间“恐怖的核平衡”，

重新夺回竞争优势。在许多研究者看

来，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

同美国的军备竞赛耗费了大量资源。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俄罗斯不仅

没有手下留情，反而进一步加大围堵

与遏制力度。除了经济制裁、外交攻

势、舆论宣传、培养内部反对派等方

式，美国在军事上也是招数频频。

加强在俄周边的兵力部署。美国

在波兰、罗马尼亚、韩国、日本以及本

土阿拉斯加部署的“宙斯盾”“萨德”

“爱国者-3”等导弹防御系统，形成了

对俄的反导“包围圈”。2017年开始，

美国拉拢北约以轮驻的方式向爱沙尼

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部署4个北

约战斗群，每个战斗群约1000人。今

年，美国又以对抗“俄罗斯威胁”为由，

向波兰增派约1000名驻军，使驻波美

军增至约5500人。美国驻波兰大使

莫斯巴赫还公开表态称，美国可以将

部署在德国的核武器转移到波兰，引

发俄罗斯强烈不满。

提高对俄军事挑衅的频度和强

度。根据俄国防部披露的数字，北约

每年在欧洲举行近40场明显针对俄

罗斯的大型军演。2019年沿俄罗斯

边界的空中侦察次数同比增加了

33%，海上/沿海岸侦察次数增加了

24%。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但今年北约对俄军事挑衅次数不减反

增。美军B-52H战略轰炸机还分别

在黑海、爱沙尼亚、加拿大和北极地

区，实施过空中发射巡航导弹攻击俄

罗斯的战斗训练，对俄“导弹空袭模

拟”演练已然常态化。

加快先进武器装备和新型作战条

令开发进程。多年来，美国一直在推进

核武器的小型化、实战化。2019年，在

《中导条约》失效后第16天，美国就进行

了此前受条约禁止的陆基中短程导弹

试验。美国还成立了网络司令部和太

空司令部，占领“网络军备竞赛”“太空

军事竞赛”先机。与此同时，美军方推

出的“多域战”“全域战”“决策中心战”

“马赛克战”等作战理论也层出不穷。

以上种种，对俄罗斯形成了强大

的安全威胁与战略压力。对于国内经

济本就处于弱势、疫情中更是遭受重

创的俄罗斯来说，要应对以美国为首

的北约军事集团的长期袭扰挑衅，多

少会有些吃力。而这种步步升级的袭

扰可能给俄罗斯造成战略上的紧迫

感，从而投入更多精力加快先进武器

装备研发或采取其他军事应对策略，

使俄罗斯在大国竞争中背负更高成

本，反而一定程度上丧失其他方面的

竞争能力。而这样的结果，正是“成本

强加”战略的目标所在。

美国从冷战时期的“锦囊”中掏出

“成本强加”的“妙计”，充分证明其冷战

思维、零和博弈观念根深蒂固。事实

上，对俄罗斯的敌视在美国军政两界有

着相当庞大的市场。而俄罗斯应对的

主要方式，既不是退让，也不是扩大事

态，而是更好地通过战略力量的调动和

配置，占有高超音速武器研发应用等关

键节点，集中力量在局部打造非对称优

势，避免与美耗时耗力的缠斗，从而在

激烈的大国博弈中寻求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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