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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3 日，日本防卫省发布 2021 年

版《防卫白皮书》。白皮书封面封底采

用大幅以日本幕府武士为原型设计的

骑 马 武 士 图 ，象 征“ 威 武 强 大 的 自 卫

队”，让人不禁联想到历史上曾深刻危

害亚洲邻国的“武士道”“军国主义”等

过时且危险的意识形态。

这部 600 多页的白皮书，从封面到

封底，从篇首特辑到正文，从专栏设置

到插图风格，较以往版本均发生较大变

化，集中体现了日本安全战略“对外干

预”指向、防卫力量“扩张攻击”指向、军

事战略“多域联合”指向，引发国际社会

高度警惕。

变脸一：

无端抹黑，粗暴干涉
中国内政

新版白皮书卷首语刊载了日本防

卫大臣岸信夫的署名文章。文章在首

段简要“关心”了一下全球疫情后，话

锋 一 转 ，直 奔“ 抹 黑 中 国 ”主 题 ，无 端

指 责“中 国 在 东 海 南 海 单 方 面 改 变 现

状 ”“ 中 国 海 警 船 在 东 海 活 动 频 繁 ”

“中国出台《海警法》加剧东海南海紧

张 局 势 ”等 ，涉 华 内 容 超 过 全 文 的 四

分之一。

新版白皮书还公然谈论中国台湾

问 题 ，无 理 干 涉 中 国 内 政 。 以 往 版 本

的 防 卫 白 皮 书 在 谈 及 台 湾 话 题 时 ，均

将其置于“中国”章节下，主要围绕两

岸 军 力 对 比 展 开 ，而 且 通 常 会 相 对 客

观地描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台湾

问题是中国内政”等中方立场。然而，

新 版 白 皮 书 不 仅 没 有 这 样 做 ，反 而 首

次 将 台 湾 问 题 置 于 新 设 置 的“中 美 关

系”一节中谈论，反复强调美国对台湾

方面的支持。

今 年 以 来 ，菅 义 伟 政 府 官 员 多 次

颠覆往届政府“一中”立场，粗暴干涉

中 国 内 政 ，公 开 谈 论 台 湾 问 题 。 新 版

白 皮 书 展 示 出 上 述 姿 态 ，与 日 本 政 府

近 期 反 常 言 论 密 切 相 关 ，背 后 也 暗 含

故 意 模 糊 立 场 、有 意 拿 台 湾 问 题 挑 拨

中 美 对 立 的 叵 测 居 心 ，其 用 心 之 险 恶

昭然若揭。

此 外 ，新 版 白 皮 书 还 对 中 国 海 警

在 东 海 南 海 正 常 维 权 执 法 活 动 横 加

指 责 ，并 专 门 设 置“ 钓 鱼 岛 问 题 ”专

栏 ，旨 在 颠 倒 黑 白 ，侵 犯 中 国 合 法 权

益。

变脸二：

填补“真空”，充当
“印太构想”旗手

新版白皮书另一重要“卖点”是热炒

和臆想日本在“印太构想”中的“重要”地

位。在日本看来，印太地区既是世界发

展的核心引擎，也是全球力量格局演变

漩涡的中心。岸信夫在刊首语中直言不

讳地提出：“日本是‘印太构想’的主要倡

导者和推进者，是印太地区普世价值观

的掌旗者，是既有国际秩序的守护者”。

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的插图

中，白皮书特意将日本标为红色，以显示

其核心地位；而美、印、澳、加、英、法、德

等国则标为蓝色，作为第二梯队成员；中

东、北非、南亚、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地区

相关国家则标为绿色，作为第三梯队成

员。事实上，在以内阁决议和新安保法

等途径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同时，日本的

对外防卫合作也进入加速发展期。

一 方 面 ，通 过 更 新《日 美 防 卫 合

作指针》，新赋予自卫队为美军提供“警

卫”“驰援”“护航”等任务。另一方面，

大量签署双边防卫合作协议，不断扩充

“防卫盟友圈”，以便“有事”时可以相互

提供军事支援。这些协定包括《相互提

供物资与劳务协定》《防卫装备与技术

转让协定》《秘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等，涉及装备出口、情报保护、后勤保障

等方面。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暗中推进“去美

国化”进程。除前面提到的主动充当“印

太构想”旗手的动向外，日本近年来还极

力推动驻冲绳美军整编与后撤，单方面与

相关国家和地区组织签署双多边防务合

作协议，并拉拢英法等域外国家参与印太

地区事务。这些动作都有平衡对冲美国

影响力的深层次考虑，体现了日本为“后

美国时代”蓄势的战略取向，其目光不可

谓不“长远”。即使在包含美国在内的“印

太构想”中，日本也更多地是想狐假虎威，

把美国视为帮助自己“防卫海上交通生命

线”的棋子。新版防卫白皮书反复强调

“中美矛盾”，有意无意挑唆“中美对立”，

也暗藏“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祸心。

变脸三：

开足马力，谋求新兴
领域优势

新版白皮书在篇首特辑部分专门设

置新兴领域板块，强调天、网、电等新兴

领域安全的重要性及其面临的挑战，并

称“军事技术革新与新兴领域能力提升”

很可能改变未来战争的“游戏规则”。

根据《2019 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

纲》规划，日本自卫队已将发展“多域联合

防卫力量”作为新时期建设目标。为此，

自卫队确定了一手提升陆、海、空传统地

理空间作战能力，一手强化天、网、电等新

兴领域作战能力，并使二者有机融合、最

终实现“跨域作战”的防卫力量建设方针。

根据白皮书相关内容，太空战力量

方面，自卫队现已初步具备卫星情报侦

察、导航定位、信息通信三大能力，正在

构建太空态势感知系统，预计 2023 年投

入使用。届时，自卫队将新增实时监控

太空卫星、碎片及其他飞行物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自卫队还设想通过小卫星

组网技术，掌握天基侦察追踪高超声速

滑翔器能力，这一技术未来可用于辅助

反导作战。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计

划年内组建新的太空作战群，下辖此前

编成的太空作战队，用于实施太空战。

网络战力量方面，自卫队计划撤编

原联合参谋部指挥通信系统队及其下辖

的网络防卫队，在此基础上，改编新设

“自卫队网络防卫队”，加上新收编的陆、

海、空自卫队网络战相关人员，总编制约

540人。该部队成立后，将与现有中央指

挥所运营队、网络运用队共同作为常设

联合部队，直接受防卫大臣指挥。

电子战力量方面，陆上自卫队新编

电子战部队，并着手接收网络电子战系

统，研发防区外电子战飞机；海上自卫

队和航空自卫队正在研发电子侦察干

扰装置以及大功率微波、激光武器，以

全面提升光电领域对抗能力。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

院、研究生院）

热炒“印太构想”凸显野心，谋求“跨域作战”能力优势——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大变脸”
■刘世刚 董致远

近来，日本右翼政客频频在台湾

问 题 上 乱 放 厥 词 。 先 是 日 本 防 卫 副

大 臣 中 山 泰 秀 在 美 国 一 个 研 讨 会 上

狂 言 ：“ 日 本 必 须 保 护 台 湾 作 为 一 个

民 主 国 家 而 存 在 。”接 着 ，日 本 副 首

相 麻 生 太 郎 又 妄 称 ，中 国 大 陆 如 果

对 台 湾 动 武 ，将 会 被 日 本 政 府 认 定

为“ 存 亡 危 机 事 态 ”，日 本 届 时 可 能

行 使 集 体 自 卫 权 与 美 国 一 同“ 防 卫

台 湾 ”。 这 些 言 论 极 其 错 误 、极 其 狂

妄 也 极 其 短 视 而 危 险 ，激 起 了 中 国

人 民 的 强 烈 愤 慨 。 我 国 政 府 已 向 日

方提出严正抗议。

日本政客的狂妄言论在政治上很

危 险 。 1972 年《中 日 联 合 声 明》和

1978 年《中 日 和 平 友 好 条 约》等 四 个

政治文件，从法律上确认并巩固了两

国 关 系 的 政 治 基 础 。 中 日 双 方 亦 达

成了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

神 发 展 中 日 关 系 的 共 识 。 这 不 仅 是

两国政府来之不易的努力成果，也反

映 了 两 国 人 民 期 盼 和 平 发 展 的 共 同

愿 景 。 日 本 一 些 右 翼 政 客 接 连 在 涉

台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公然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违背日方

在 台 湾 问 题 上 对 中 方 作 出 的 政 治 承

诺 ，违 反 中 日 四 个 政 治 文 件 精 神 ，严

重损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是对两

国睦邻友好关系的肆意破坏。

日本政客的狂妄言论在战略上很

短视。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在

“七七事变”84 周年的前夕，麻生太郎

等右翼政客为了牵制中国发展，为了捞

取政治资本，疯狂叫嚣“美日共同防卫

台湾”，暴露出日本少数政客复活军国

主义的野心和不汲取历史教训的愚蠢，

凸显战略上的短视和道义上的失信。

其紧随美国的指挥棒起舞的背后，隐藏

着企图利用中美博弈浑水摸鱼的投机

心理。然而，正所谓“识短则蔽”，日本

这些政客没有看到世界大势的变化，没

有看到煽风点火的后果，如不悬崖勒

马，势必付出沉重代价。

日本政客的狂妄言论在法律上很

严 重 。 日 本 军 国 主 义 曾 对 中 国 和 东

南亚国家犯下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

是《联 合 国 宪 章》规 定 下 的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的“ 敌 国 ”。《联 合 国 宪 章》第

107 条明确规定，“本宪章并不取消或

禁 止 负 行 动 责 任 之 政 府 对 于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中 本 宪 章 任 何 签 字 国 之

敌 国 因 该 次 战 争 而 采 取 或 受 权 执 行

之 行 动 。”日 本 若 胆 敢 在 台 湾 问 题 上

越雷池一步，无疑将触发“敌国条款”

的适用，引起“负行动责任之政府”的

强有力的“行动”。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

国 领 土 不 可 分 割 的 一 部 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是 代 表 中 国 的 唯 一 合

法 政 府 ，这 是 国 际 社 会 公 认 的 事

实 。 日 方 应 当 深 刻 反 省 历 史 ，正 确

判 断 形 势 ，立 即 纠 正 错 误 ，以 实 际 行

动 恪 守 一 个 中 国 原 则 和 中 日 四 个 政

治 文 件 精 神 ，在 台 湾 问 题 上 谨 言 慎

行 ，停 止 一 切 涉 台 错 误 言 行 。 台 湾

问 题 事 关 中 国 主 权 和 领 土 完 整 ，涉

及 中 国 核 心 利 益 。 中 国 绝 不 容 许 任

何 国 家 以 任 何 方 式 插 手 台 湾 问 题 ，

任 何 人 都 不 要 低 估 中 国 人 民 捍 卫 国

家 主 权 和 领 土 完 整 的 坚 强 决 心 、坚

定意志、强大能力！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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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日凌晨，随着最后一批运输机

飞离机场的地平线，美军给身后阿富汗巴

格拉姆空军基地留下一片漆黑和寂寥。

美军及其盟国部队撤离这座基地

时，既没有通知阿方，也没有与阿政府军

进行任何交接。毫不知情的阿富汗指挥

官库希斯塔尼，在美军连夜“跑路”数个

小 时 后 ，才 赶 到 这 座 只 剩 下 空 壳 的 基

地。其目光所及，是附近民众乘虚而入

“拾荒”后的一片混乱景象。库希斯塔尼

说：“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撤离的时间表，

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离开。”

难怪有人说，现实有时比小说更加

荒诞、更加魔幻。

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坐落于阿富汗兴

都库什山脉环抱的一处平原上，距离首都

喀布尔约 50 千米。2001 年 10 月阿富汗

战争爆发后，阿富汗现政权前身北方联盟

先控制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而美军认为

这是阿富汗唯一适合建立大型空中走廊

的空军基地，逐渐获得对基地的控制权。

此后，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规模不断

扩大，拥有 3 个大型机库、1 座塔台、5 个

大型停机坪，成为北约联军在阿富汗最

大的军事基地。这里可起降 C-5 大型

运输机、B-1 等战略轰炸机及各型战斗

机和直升机，最多时美曾在此屯兵 4 万

余人。基地占地约 77 平方千米，被建设

得像一座小镇，邮局、健身房、影院、购

物 中 心 和 医 院 等 一 应 俱 全 。 基 地 内

3000 多米长的跑道上，有无数次飞机起

降后留下的黑色轮胎印记。美国前总

统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曾到访过

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承诺要给阿富汗带

来胜利和更美好的未来。

然而，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仍

然难逃失败的命运。美军的撤离，再次

印证了阿富汗“帝国坟场”的名声。基

地的一片混乱，直接隐喻着美国给阿富

汗留下的烂摊子。

美国仓促撤军后在阿富汗留下的

“安全真空”恐将让这个国家面临更加严

峻的形势。有报道称，美国和盟友忙着

撤军的同时，卷土重来的塔利班，在短短

一个月时间内，强势占领了数十个地区，

甚至一口气打下连接首都喀布尔的 5 座

城市。大量政府军被迫投降，或者越境

进入邻国躲避。目前，塔利班兵力已经

抵达距离首都喀布尔郊区约 20 千米处，

只要外国军队撤离完毕，就可以直接发

起猛烈攻势。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认

为，在美军全部从阿富汗撤出后，阿富汗

现政府最快 6个月就有可能垮台。

此外，由美国不负责任撤军导致的

阿富汗安全形势恶化，或将让这个国家再

度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等很可能再次将其作为据点，这对

美国和地区国家来说都是巨大的风险。

有外媒发表评论称：“结束永无休止的战

争”是某些人的口号，但他们却对眼下这

场逐渐逼近的灾难保持沉默。就连美国

学者也抨击道，从阿富汗撤军是拜登执政

以来外交政策上“最糟糕的决定”。

美国和北约撤军后，阿富汗再度面

临战与和、乱与治的抉择。多年来，阿富

汗人民为掌握自己命运而进行改造社会

的实践从未停止，国际社会促进阿持久

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仍在进行。阿

富汗政府与塔利班 18 日在卡塔尔首都

多哈结束新一轮和平谈判，双方就继续

进行高级别和谈并加快谈判进程达成一

致。但愿有一天，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能

见证阿富汗的重建，见证和平与繁荣重

新降临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

下图：7 月 3 日，在阿富汗帕尔万省

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附近，当地居民在

美军遗留下的物品中捡拾废品。

新华社发

美军从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撤离时，既没有通知阿方，更没有
与阿政府军进行交接——

美式撤军：魔幻的现实 明显的隐喻
■韩 震 张佳琦

军眼聚焦

日前，美国国家核安全局向外界证

实，原计划 6月中旬进行的次临界实验

“夜影 B”已经完成。据该机构介绍，美

国将在未来几年内每年进行 2到 3次次

临界实验。

次临界实验是指通过高能炸药制

造接近核武器起爆的条件，并在这种

条件下对未达到临界状态的钚等特殊

核材料动态性能进行研究的一种实验

方式。由于这种实验中特殊核材料没

有达到临界状态，不产生核当量，因此

看上去符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

要求。

自 1997 年首次次临界实验至今，

美国共进行了 32 次该类实验。其中

2000年前进行了 13次，2001年至 2010

年进行了 13次，2011年至 2020年锐减

到只有 5次。上一次是 2020年 11月进

行的次临界实验“夜影 A”，后续次临界

实验“夜影 C”预计将于今年年底进行。

进入 2021 年，一度走低的美国次

临界实验频次开始出现逆转。这一变

化的背后，是美国持续推进核力量现代

化建设、寻求提升核打击能力的意图。

在国际军控总体形势不容乐观的当下，

值得各方警惕。

美国一直宣称次临界实验符合其

对暂停核试验的承诺，也符合《全面禁

止核试验条约》的要求，并将次临界实

验作为库存核武器性能和功能认证不

可替代的核心手段，甚至用以研发新

型核弹头。

对美国来说，开展次临界实验不

仅可以研究核武库中的特殊核材料性

能、验证核武器新设计、新工艺，更重

要的是，可以保持核武器从设计、加工

到装配、试验的全流程、全要素能力，

从而为随时恢复全面核试验做好基础

设施、诊断设备和技术人员等方面的

准备。

尤其是最近 10年美国开展的缩比

综合次临界实验，虽然将核弹头的弹芯

尺寸等比例缩小为原来的一半或 3/4，

但实验涉及核武器研制、生产以及核试

验的各个方面，甚至用于研制低当量等

新型核武器，可以说已经是“次临界”的

核试验。

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美国正加

紧对次临界实验提供支持。早在 2014

年，美国就启动了为期 10年的“增强次

临界实验能力”计划，着力改扩建次临

界实验场 U1a 并加强次临界实验诊断

技术的研发。

目前，U1a 内正同时为 3 至 4 项次

临界实验做准备工作。根据规划，U1a

地下设施将在未来 5年内建成 3个互不

干扰的次临界实验区，未来可以保障最

多 450 人在 U1a 进行实验活动。而正

在研发的“天蝎座”射线照相系统和“中

子诊断次临界实验”则能够实现更高的

成像质量、获取接近传统核试验的武器

数据。待 2025年上述这两个新系统完

成部署后，美国次临界实验的频次可能

会进一步加快。

美国加紧次临界实验为国际核军

控进程敲响了警钟。此前还有一些人

对拜登政府的核战略调整抱有幻想，认

为美国核战略将有可能从追求核制胜

逐渐回调至核威慑。需要保持清醒的

是，不管谁上台执政，美国政府致力于

自身核力量现代化发展、谋求核力量上

的绝对优势这一大方向没有变。6 月

23日，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拜登政府

的新版核态势报告将核政策置于更广

泛的国防战略中。这或将导致国际核

军控进程更加曲折。

美加紧次临界实验值得警惕
■曾 鹏 郭熠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