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编队在远洋航行途中“小动作”不断，在

世界多地“刷存在感”，其意图引起地区

国家警惕。然而，受限于英国国内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经济大幅下滑等现状，以

及世界和平力量崛起的时代大势，英国

虽急欲在海外重温往日帝国残梦，却已

显得力有不逮，难以掀起多大的波澜。

多面发力——

企图大刷“军事存在”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 5 月下

旬从英国朴次茅斯港出发，开始长达 7 个

月 的 所 谓“ 首 次 全 球 作 战 部 署 ”。 按 计

划，该编队经过地中海和印度洋，最终到

达亚太地区，总航程超过 2.6 万海里。远

航途中，编队频频“作秀”：

新航母首次参加打击行动。6 月底，

编队行至地中海东部时，英美两国的 F-

35B 战机从“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起

飞，打击了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残

余势力。这是“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服

役以来首次参加实战，也是自 2011 年利

比亚战争以来，英军首次开展航母打击

行动。

扩大军事存在。7 月下旬，英国国防

大臣华莱士访问日本，并与日防卫大臣

岸信夫发布联合声明表示，航母编队抵

达日本后，英国将把从本土经巴拿马运

河到达亚太与编队会合的 2 艘江河级巡

逻舰，永久性派驻亚太地区；2023 年后，

还将在该地区常态化部署一个由海军陆

战队员组成的“濒海反应群”，负责执行

所谓“撤侨和反恐”等任务。

加 大 联 合 演 习 力 度 。 整 个 行 动 期

间 ，编 队 预 计 将 与 40 余 个 国 家 进 行 互

动。特别是，其将与美国、日本、澳大利

亚等地区盟友举行一系列军演，大有“脱

欧 ”后 急 于 向 国 际 社 会“ 秀 肌 肉 ”“ 赚 脸

面”的意图。

多种考量——

妄图扮演“全球角色”

中东和亚太局势波诡云谲之际，英

国以航母牵头开展其海空军“近 30 年来

最大的一次海外行动”，有多种考量。

凭借武力“秀肌肉”，彰显国际影响

力。为缓和外界特别是盟国对英国“脱

欧”后发展前景的疑虑，英国近年在“全

球 英 国 ”构 想 指 导 下 ，千 方 百 计 宣 示 其

“全球行动”的意愿、立场和能力。今年 3

月，英国政府发布的涵盖外交、国防与安

全政策的“综合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印

太地区”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源，地缘政治重要性不断攀升，因而将

是英国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

配合美国，凸显和借力“英美特殊关

系”。在“脱欧”与疫情双重冲击之下，英

国不仅经济难振，战略回旋空间也大幅

缩小，急需通过更多迎合美国的战略关

切，显示其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稳住

英美关系这一英国外交的“基本盘”。急

于“呼朋引伴”增加对印太事务布局的美

国，也正需英国作为“马前卒”加入，配合

其“太平洋威慑倡议”。

助 推 军 事 改 革 ，获 取 支 持 增 加 军

费。此次航母编队远航期间，与多个国

家针对性地演练防空、近岸支援、双航母

作战等课目，意在检验和提升英国海空

军多方面能力，展示其所谓“现代化改革

的阶段性成果”，获取国内军政界对军改

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与此同时，英海

军 2020 年 以 来 已 在 欧 洲 地 区 多 次 验 证

“濒海反应群”编组，有意借此次远航的

契机将其复制到印太地区。

在英国看来，军力有效“重返苏伊士

运河以东”，有助于推动和巩固其与印太

主要经济体的经贸、外交与安全关系，进

而“超越欧洲、融入印太”，扮演所谓“真

正的全球角色”。

多重恶果——

“宏图”难免黯淡收场

显然，在地区国家看来，英国海军难

以抛却殖民时代的帝国残梦，高估了自

己的角色定位，尤其是其甘当美国“马前

卒”的“作秀”行为，更非明智之举。

这无助于消除恐怖威胁。航母编队

在地中海虽打出“反恐”旗号，但其经行

之地沦为恐怖势力肆虐和外溢的“重灾

区”，英国难辞其咎。其在“殖民撤退”时

遗留的众多领土争端、民族宗教冲突等

棘手问题，以及追随美国发动几场局部

战争，成为恐怖分子滋生蔓延的重要诱

因和催化剂。英国非但不深刻反思，还

一味逞强用武，难免遭恐怖袭击“反噬”。

这无益于缓和国际局势。当前俄与

北约的地缘博弈不断加剧，印太地区风高

浪急，中东则沦为北约国家与俄罗斯对峙

的“角力场”。英军的一系列动作，令大国

关系和地区形势都更趋紧张。

这无法掩盖英国自身的外强中干。英

军虽拼力走出了“航母真空期”，但由于财

政压力导致海军经费及舰载机采购量一再

削减，此次航母远航仅搭载 8架 F-35B，近

似“裸舰”，只得借用美海军陆战队的 10架

F-35B。英军甚至无奈提前退役 23型护卫

舰，将备件用来确保航母正常运作。由于

26型护卫舰迟迟不能入役，45型驱逐舰数

量不足且故障频发，英军只好借用1艘美国

驱逐舰和1艘荷兰护卫舰来帮航母编队“撑

台面”。大型水面舰艇缺位，致使英军只能

在亚太部署主要执行近海巡逻、护渔、临检

等低强度任务的2艘江河级巡逻舰，火力比

本地区不少国家的海岸警卫队巡逻船还

弱，“常驻”日本更多是政治作秀。6月底，

英海军编队一艘驱逐舰转道并强行穿越克

里米亚附近海域时，遭俄军舰机拦截后仓

皇撤逃，更折射出其色厉胆薄。

近年来，英国综合国力特别是军力

尽 显“ 捉 襟 见 肘 ”之 态 ：性 骚 扰 、醉 酒 值

班、上传艳情照片、公开泄露作战流程机

密等“惊悚”事件，刷新着英国民众对本

国海军职业操守底线的认知；新航母漏

水 、驱 逐 舰“ 趴 窝 ”、核 潜 艇 在 家 门 口 搁

浅、与盟国舰艇互撞等事故层出不穷，暴

露出英国海军官兵技术水平滑坡、装备

平台难堪大用、训练体系失位等深层次

痼疾；经济复苏乏力，新冠疫情蔓延，造

成航母官兵大规模感染，反映出英国社

会治理、军队管理等结构性弊病。

英国自身问题众多却不思医治，仍

不惜国帑贸然以航母远航作为“赚吆喝”

的工具和抓手，折射出其“脱欧”后对外

战略方向上的“迷航”，行动与目标南辕

北辙，难免落得黯淡收场。

上图：被自捧为“欧洲第一舰”的英国

海军45型驱逐舰自入役以来故障频频，让

人大跌眼镜。英国国防采购部长日前承

认，6艘 45型驱逐舰有 5艘处于“趴窝”状

态。图为该型舰艇停靠在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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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航母编队近期频频在世界多地“刷存在感”，调门虽高却难掩实力的虚弱—

帝国残梦 难掀波澜
■倪海宁

近来，日本海上自卫队与英国海

军互动频频。英国“伊丽莎白女王”

号航母将于 9 月访问日本，英国国防

大臣日前又宣布，可能在日本永久派

驻两艘江河级巡逻舰。两个昔日的

“帝国主义殖民国家”再次“合流”，高

调向世界展示联合干预国际事务的

倾向，引起国际社会警惕。

日英两国近年来战略互动频繁，

防卫合作日渐升温，联合干预地区局

势的指向性越来越明显。从日英签

署防卫合作备忘录，以及《防卫装备

技术转让协定》《情报保护协定》《相

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到双方定

性为“强有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全球安全伙伴”关系、“全球战略伙

伴”关系……双方的合作逐渐深入。

此次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

击群在亚太“刷存在感”，便是英国在

与日本举行的会议中敲定的。

然 而 ，此 次 英 国 与 日 本 在 印 太

“合流”，双方意图却显然不同，存在

“温差”。此举是日本极力拉拢英国

参与其“印太构想”系列举措的一个

缩影。

日 本 向 英 国 成 功 推 销“ 印 太 构

想”的理由，无外乎老调重弹拿所谓

“中国威胁”说事。殊不知，日本追随

美国拉拢英国“壮胆儿”，本就居心不

良。英国相隔半个世纪以后，再次派

航母编队远赴亚太地区显示存在，一

方面是为了向国际社会“秀肌肉”“赚

脸面”，另一方面也是看重日本巨额

装备技术订单，寻求“薅日本羊毛”以

分担国防费。当前，日英正在推进新

型空空导弹、新一代战斗机辅助系统

以及新一代侦察机雷达系统的联合

研制和可行性论证。日本也多次背

着美国，与英国、法国、瑞典、挪威等

欧洲国家展开谈判，试图引进先进武

器装备。

实际上，日英关系跌宕起伏，远

没 有 表 面 看 起 来 那 么 紧 密 。 第 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 1 艘战列舰、

1 艘 巡 洋 舰 被 日 本 海 军 航 空 兵 击

沉 。 2019 年 ，英 国 第 2 艘 伊 丽 莎 白

女王级航空母舰下水，该航母采用

被 日 本 击 沉 的 战 列 舰“ 威 尔 士 亲

王”号作为其舰名。今年，英国“伊

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首次全

球部署核心目的地选在日本，其隐

含 意 义 也 是 在 向 日 本 展 示 其 海 军

已“再次强大”。

长期以来，英国作为美国盟友，

参加了美国挑起的多场局部战争，

已 然 是 美 盟 友 团 队 中 第 一 梯 队 成

员。而日本则受和平宪法束缚，无

法参加“正在发生战斗”或“伴随战

斗行为”地域的后方支援或国际维

和行动，只能成为美盟友团队中第

二甚至第三梯队成员，担负战场外

围支援补给任务。2015 年新安保法

出台后，日本自认为具备了海外使

用武力的条件，遂大胆推进与美国

及其一线盟友的军事合作力度，力

争早日升格为美盟第一梯队成员。

这次日本接受英航母打击群临时入

驻本国港口，并准备与驻日美军一

道举行联合演练，一方面企图拉近

与英国的防卫合作关系，另一方面

也是在着手为将来参加多国部队执

行作战任务做准备。

长远来看，英国的入局，也只是

被日本当作全球战略野心的一块“垫

脚 石 ”。 日 本 2021 年 版《防 卫 白 皮

书》公布的“印太构想”示意图中，把

英国和美国同样作为第二梯队成员，

俨然认为自己才是在印太的第一梯

队。短期内，日英双方仍将有一段防

卫合作“蜜月期”，但在感受“蜜月期”

之前，日本不得不经受“伊丽莎白女

王”号航母及部分舰艇上船员大批感

染新冠病毒的考验。该航母编队后

续活动能否顺利实施，仍要打上一个

大大的问号。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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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媒体报道，日美双方定于今

年 8 月上旬就驻日美军费用分担事宜

重新启动正式谈判，讨论日本承担更多

费用的问题。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

日本向驻日美军缴纳“保护费”已经有

50余年，且大约每隔 5年双方还会就日

本负担的比例、金额和事项等进行谈

判。而所谓的谈判，也常常是由美军单

方面定价，而日本对于这样的“一口价”

却只有接受，很少能够还价。

日本《读卖新闻》曾综合日本承担

的各项美国驻军费用，计算出日本政府

每年大概需要为其支出近 7600亿日元

（约 67亿美元），大约是 2021年防卫经

费的七分之一。相比其他美国的盟国，

日本承担的驻军经费比例和金额也是

最高的。据日本防卫省网站公布的数

据显示，从 1978 年到 2021 年，这笔费

用已经增长了数十倍。除去因美军基

地租赁的私人土地或国有设施的租金

等直接费用外，日本还负担着庞大的所

谓“体贴经费”，即用于表达对美军提供

保护而感激的“心意”，其中不仅包括支

付被雇佣的日本工人的福利、劳务费、

基地用的水电煤气费等常规项目，甚至

还包括供美军娱乐的高尔夫球场、电影

院、咖啡馆、美容院、健身房等费用。此

外，美在日本驻军产生的很多隐秘的衍

生费用，也需要日本承担。

作为美国在亚太的“马前卒”，日

本起初支付“保护费”也有自己的考

量：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挣不脱美国

的控制，于是“主动”依附美军武装自

己，并且出于战败国“身份恐惧”，想通

过依附美国融入西方。如今，这项大

额支出已然成为日本政府烫手的山

芋，且搞得民怨沸腾，但由于美日畸形

同盟关系的存在，日本也只能哑巴吃

黄连，任由美方喊价。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驻军费用在

上升，但美军却有意退后一步保全自

己。近年来，美国正在逐步缩减在东

亚地区固定部署的常驻兵力：将原计

划撤往关岛的驻冲绳海军陆战队中

“司令部人员及家属”换成了“战斗部

队”，将在关岛定期轮换部署的轰炸机

部队撤回了本土。

不难看出，美军想扶植日本成为

挡在身前的炮灰。在新版《日美防务

合作指针》中，美方更是将对日本“尽

早出兵支援作战”，改为了“支援和补

充作战”。此外，美国一方面默许日本

对出云级驱逐舰进行航母化改装，搭

载美制 F-35B 战机上舰，另一方面不

断加大对日本自卫队的陪练力度，近

年来美日频繁举行的联合演练中，日

本出动的兵力规模已经在美军之上。

日本对此虽然心知肚明，但相比

受到军力发展的限制，其更希望能借

此迅速壮大军事实力。日方认为，只

有在日美军事同盟体系中承担更大的

责任，才有资本在驻日美军经费谈判

中“讨价还价”，将出钱作为筹码换取

更多的利益。但是，只要日美同盟的

畸形关系仍在，就难以改变上缴“保护

费”的命运。2009年，以强硬反美赢得

大选的日本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

由于无法兑现大选时做出的“重新‘审

视’美日同盟、削减驻日美军经费、将

普天间美军基地迁出日本”等承诺，最

终执政不足一年就被迫辞职。2016

年，为了回应冲绳抗议民众的要求，日

本政府以财政困难为由希望削减日方

负担的驻日美军经费，美却以在日本

国内新部署两艘“宙斯盾”驱逐舰为

由，直接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日本政

府为了安抚美军的不快，当年支付的

费用较上一年度甚至还增加了 369 亿

日元。由此可见，触碰驻日美军利益

早已成为日本政府的禁忌，收缴“保护

费”时日本便需随时奉上。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国内

蔓延，东京奥运会不仅无法提振日本

经济，反而曝出一幕幕财政审计丑闻，

而即将到来的美驻日费用分担谈判，

无疑会令其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作者单位：空军研究院）

日本难逃美“保护费”勒索
■郭一伦 万 方

直布罗陀海峡位于西班牙和摩洛哥

中间，是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咽喉要

道，全长约 90 公里，最窄处仅 13 公里。苏

伊士运河通航后，从波斯湾运载的石油必

须经过这里才能到达西欧和北美，因此直

布 罗 陀 海 峡 被 誉 为 西 方 的 能 源“ 生 命

线”。这里也是北约海军出入地中海、俄

罗斯黑海舰队进入大西洋的必经之路，战

略地位不言而喻。

作为几百年来的兵家相争之地，英国

一直觊觎西班牙领土，试图掌控该海峡。

170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国门防

守空虚，英国趁机占领直布罗陀。1713年，

西班牙被迫签订《乌得勒支和约》，将直布

罗陀永久割让给英国。并且，英国宣布对

直布罗陀周边 3海里的领海拥有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直布罗陀海

峡战略地位显要，英国在此修建了海军和

空军基地，其中包括一条军民两用机场跑

道，还有一条 35 公里长的隧道。二战结

束后，反殖民主义兴起，全球各地的殖民

地纷纷独立或者归属原国。在这种氛围

下，西班牙要求英国归还直布罗陀，但遭

到了英国的拒绝。

此后，西班牙也加紧了对直布罗陀

海 峡 的 控 制 。 西 班 牙 海 军 最 重 要 的 基

地——罗塔海军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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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塔海军基地目前由美国和西班牙

军队共同使用，驻扎着西班牙海军作战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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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中海地区唯一能为两栖作战

部队提供支援的基地，美军也将其视为战

机从美国进入欧洲的重要站点。

对于英国强占本国领土，西班牙一直耿

耿于怀，双方将围绕直布罗陀的主权、海峡

附近海域的控制权持续展开争夺，这也成为

横亘在两国关系面前难以跨越的“鸿沟”。

下图：直布罗陀海峡地理方位示意图。

资料图片

直布罗陀海峡—

横亘在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鸿沟”
■石良玉 王哲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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