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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马海峡，演兵日本海；穿津轻

海峡，巡航西太平洋……

近 日 ， 中 国 海 军 南 昌 舰 、 昆 明

舰、滨州舰、柳州舰、东平湖舰陆续

起 航 ， 组 成 舰 艇 编 队 ， 奔 赴 远 海 大

洋。10 月 14 日至 17 日，编队与俄罗斯

舰 艇 在 彼 得 大 帝 湾 圆 满 完 成 了 中 俄

“ 海 上 联 合 - 2021” 演 习 ； 17 日 至 23

日，中俄两国海军的 10 艘舰艇搭载 6

架舰载直升机组成联合编队，在日本

海、西太平洋、东海海域成功组织实

施了首次海上联合巡航。

搏风击浪闯大洋，两国海军一路

航 行 、 一 路 演 训 、 一 路 交 流 ， 用 务

实 举 措 进 一 步 发 展 了 中 俄 新 时 代 全

面 战 略 协 作 伙 伴 关 系 。 中 国 海 军 舰

艇 编 队 在 联 演 和 联 合 巡 航 这 两 场 联

合 行 动 中 ， 不 仅 收 获 了 经 验 ， 续 写

了 友 谊 ， 更 开 创 了 历 史 ， 留 下 了 一

串串闪亮航迹。

闪亮航迹关键词之一

新

回顾这次任务，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新”——参演装备有新成员，演习课

目有新拓展，联合行动有新突破。

外 界 最 关 注 的 ， 是 我 055 型 驱 逐

舰首舰南昌舰等新装备首次走出国门

参加联演。中方参演的昆明舰、滨州

舰、柳州舰、东平湖舰均是 2010 年之

后入列的新舰。派出一支由新型主战

舰 艇 组 成 的 编 队 参 加 中 俄 海 上 联 演 ，

体 现 了 中 国 海 军 的 发 展 、 自 信 与 开

放。而俄罗斯海军则派出了“特里布

茨 海 军 上 将 ” 号 、“ 潘 捷 列 耶 夫 海 军

上将”号大型反潜舰以及“响亮”号

和“阿尔达尔·齐坚扎波夫”号新型

护卫舰等主战舰艇。双方参演力量的

阵容表明，中俄两国两军的传统友谊

和战略互信达到了新高度。

此次演习在课目设置上延续了以

往，但广度、深度得到了新拓展。比

如，在联合反潜课目中，中方参演的反

潜巡逻机从国内某机场起飞后，首次经

俄领空飞临演习目标海域进行反潜搜

索，突破性地实现了两国海军固定翼反

潜巡逻机、舰载直升机、水面舰艇协同

反潜。

“ 海 上 联 合 - 2021” 演 习 结 束 后 ，

两国舰艇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各自返航，

而是组成编队开始首次海上联合巡航。

中国海军南昌舰、俄罗斯海军“克雷洛

夫元帅”号指挥舰等 10 艘战舰，浩浩

荡荡驶向大洋。

横跨日本海，穿行津轻海峡，向东

进入西太平洋后一路向南，再向西越过

大隅海峡进入东海……中俄联合编队一

路巡航、一路训练，联合航渡、联合机

动、实际使用武器等课目在茫茫大洋轮

番上演。俄“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

“潘捷列耶夫海军上将”号大型反潜舰

和中方滨州舰、柳州舰发射数枚火箭深

弹，对水下目标进行攻击。这次联合巡

航向外界表明，中俄双方在兵力协调、

交流层次上有了新提升。

闪亮航迹关键词之二

战

不 少 随 舰 摄 影 记 者 感 叹 ：这 次 联

演 ，想 拍 出 中 俄 海 上 大 编 队 的 壮 观 场

面，真的好难。

联演进入实兵阶段后，中俄舰艇立

即进入战斗状态，舰艇前后间距基于海

上态势不断拉大，队形不再像从前那么

密集。站在南昌舰舰艏，一个镜头只能

装进两三艘战舰。

这种新情况，中方指挥员李烈称之

为“形散神聚”。他说，联演编队由密集

向松散转变，是向实战化迈进的科学选

择。编队看似散了，但信息和火力比以

往都集中，掌握的态势更准，管控的海空

域更广，战斗力更强。

根据实战要求排兵布阵，在联演期

间屡见不鲜。编队防空演练中，中俄舰

艇根据实战需要，针对空中来袭目标情

况快速切换队形，从单纵队到环形再到

双纵队，多次临机变阵。夜晚进入锚地，

双方舰艇也是按照战斗队形抛锚，并组

织锚地防御。

未来战争是什么状态，演习就是什

么状态。从通过水雷威胁区、编队防空，

到主炮对海射击、锚地防御，每个课目都

设置典型的作战场景。

跨昼夜联合反潜演练中，编队深夜进

行搜潜作业时恰好遇到寒潮来袭，海上最

大风力达到 10级、浪高三四米，顶风航行

的双方舰艇在风浪中上下起伏。环境的

突变对声呐探测产生较大影响，让反潜演

练难度陡增。中俄海军抓住机会，在实战

环境中磨砺官兵的指挥水平和操作技能。

演习期间的每个夜晚，中方指挥员

都会带领参谋人员进行检讨式复盘，查

找问题，总结经验，积极借鉴俄方的训法

战法提升能力素质。

闪亮航迹关键词之三

变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此次演习没

有在岸上开设联合指挥机构，双方人员

减少了面对面探讨交流，取而代之的是

分别在各自指挥舰上开设导演部、指挥

所。如此一来，中方编队的“中军帐”就

出现了许多新变化。

指挥机构更静了。在中方指挥所，

不仅人员减少了，听到的多是官兵轻点

鼠标、敲击键盘的声音，一切关于联演

课目的筹划、安排，几乎都在悄无声息

中进行。

中方指挥所作战参谋于涛说：“海军

主战舰艇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南昌舰作

为海军最新主战平台，是一款基于现代作

战系统的网络化指挥平台。编队内部构

建了完整的信息化网络，各级指挥和各作

战单元之间实现了态势共享、高效互传。”

演习方案变薄了。在中方指挥所、

南昌舰驾驶室等重要场所，都张贴着一

张大幅兵力行动管控图，联演期间的舰

艇航线、时间节点、演练内容、气象条件

等元素，都一一标在上面，既直观又简

洁，让所有人都能实时掌握演习动态。

演习方案浓缩成一张大图表，这种

变化让官兵感触颇深。“一图胜千言，简

约不简单。”中方编队参谋长王建强表

示，演习作战筹划从文字时代走向图表

时代，解决了中俄双方语言沟通带来的

不便，让情况处置更加高效。

临机协调顺畅了。联演中的一些战

术细节需要临机确定，加之双方导演部随

时会出难题，考验着一线组织指挥人员的

随机应变能力。比如，10 月 15 日全天安

排了作战要素衔接紧密的 7个演习课目，

战术细节随时都在变化，在“炮弹出膛前

的最后一刻”，目标仍然可能改变。

可无论怎么变，官兵都能沉着应对，

见招拆招。中方指挥员李烈说，此次演

习突出任务式指挥，参演各作战单元被

模块化分组，各级指挥员可根据实际需

求灵活组合，提升兵力使用质效。

闪亮航迹关键词之四

活

当地时间 10 月 19 日上午，中俄海军

舰艇编队正在浩瀚无垠的西太平洋进行

联合巡航。南昌舰为新上舰的“00后”官

兵举行了一场特殊仪式——主题为“英雄

逐梦、砺剑远洋”的大洋成人礼。参加仪

式的官兵在甲板整齐列队，面朝鲜红的军

旗庄严宣誓：“向海图强，建功大洋！”

宣誓时，2000 年出生的新兵温涵超

眼含热泪：“万吨的战舰，万吨的责任。

刚上舰就有机会出国参加中俄联演和首

次海上联合巡航，我感到非常自豪。大

洋成人礼将令我终生难忘。”

这样的仪式，是编队政治工作灵活

多样、活跃有力的一个缩影。

“从受领任务开始，我们就注重把发

挥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贯穿到演习

全过程。”编队指挥员告诉记者，他们针

对编队兵力编成实际，重点开展“短、小、

新、活”政治工作，以见缝插针的形式嵌

入任务各个环节，确保政治工作随任务

转换而转换，随航迹延伸而延伸。

活，还体现在编队各舰的特色文化活

动上。滨州舰的“联演之声”广播，柳州舰

的甲板运动会，东平湖舰的“大洋生日会”，

虽然内容不同、形式各异，但都起到了调节

官兵情绪、服务战斗力提升的作用。

在远海大洋参加联合军演、联合巡

航，任务转换频繁，官兵长时间处于紧张

状态。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全过

程，持续激发官兵动力活力，充分调动积

极性主动性，汇聚起忠诚使命、英勇善

战、建功海洋的强大精神力量，为这次任

务的圆满完成提供了坚强保证。

左图：演习中，中方南昌舰主炮射击

海上目标。

本版图片由特约记者李唐、孙飞，通

讯员孙金刚、王游摄

版式设计：贾国梁

根 据 双 方 商 定 的 年 度 计 划 安 排 ，

中俄两国海军于 10 月 14 日至 17 日在

俄 罗 斯 彼 得 大 帝 湾 附 近 海 域 举 行 了

“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演。这是继

“西部·联合-2021”演习之后，中俄两

军今年举行的又一场重大联演。演习

之后，两国海军舰艇组成联合编队，组

织实施首次海上联合巡航。联合军演

和联合巡航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加

强中俄战略互信、锤炼部队实战本领、

提高两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能力

的目的和效果，有助于巩固发展中俄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助

于共同维护海上通道安全 、构建海洋

命运共同体。

“海上联合”系列演习是中俄双边

框架内规模最大的海上联合演习，已成

为两军合作的重要平台，受到国内外广

泛关注。此次演习是 2012 年以来中俄

海军举行的第 10 次联演，呈现出不少

亮点。

首先，本次演习的时机、课目设置

和双方派出的参演装备充分体现了中

俄两国两军的高度战略互信。在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严峻的背景下，中俄

双方仍然按预定计划举行此次常态化、

机制化海上联演，推动中俄两军合作前

行，展示了中俄双方共同维护国际和地

区安全稳定的坚定决心，体现了两军关

系发展的高水平。联合防空、反潜等课

目，需要双方相互开放舰艇等，折射出

双方高度的战略互信。此外，中俄双方

投入演习的舰机都是现役主战装备，技

术含量高、作战能力较强，从中可见双

方对此次联合军演和两国两军关系发

展的高度重视。

第二，沟通交流顺畅，两军联合程

度进一步提升。“联合”始终是中俄海上

联演的关键词。经过多年海上联演的

磨合，双方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规范的

联演组织实施模式，演习执行越来越高

效顺畅。此次海上联演，两国海军不设

岸上联合指挥机构，不预先组织图上推

演和战术协同，直接举行海上实兵演

习，体现了双方高水平的联合行动能

力。海上演练中，双方兵力互通海空特

情，及时共享信息，密切掌控周边态势，

协同默契，顺利完成了预定演练课目，

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两军未来联

合行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演练课目实战化程度高，提

高了两军海上防御作战能力。此前，

中俄海上联演已成功举行 9 次，砺兵强

度越来越大，战法不断向实战贴近，双

方 官 兵 互 学 共 进 ，实 战 能 力 得 到 锤

炼。反潜作战是世界各国海军公认的

难题，也是近年来中俄海上联演的重

头戏。今年的联合反潜演练，中俄双

方动用了包括舰艇 、固定翼反潜巡逻

机 和 舰 载 直 升 机 在 内 的 多 种 装 备 平

台，采取多种方式联合搜潜，昼夜连贯

实施，对抗性高、实战性强。此次演习

对中方参演部队在远海陌生海域 、复

杂海况条件下遂行任务能力，对万吨

级驱逐舰等多型新质力量作战水平，

都是一次全面的锤炼和检验。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中俄海上联演

和首次海上联合巡航，完全符合国际法

和国际实践。中俄两国作为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共同肩负着维护世界

和地区安全稳定的重任。两国举行的

海上联演性质是防御性的，旨在提高共

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有助于维

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作者系海军研究院研究员）

彰显中俄高度战略互信
■张军社

深化务实合作 锤炼实战本领
—回眸中俄“海上联合-2021”演习和首次海上联合巡航

■本报特约记者 李 唐 孙 飞 记者 韩 成

2012年至 2020年，中俄海军

已成功举行了 9次海上联演。

★ 2012 年 4 月 22 日 至 27

日，“海上联合-2012”演习在中

国青岛附近海域举行。中俄双方

派出多型舰艇、飞机和特战分队

参加。演练课目覆盖空中、水面、

水下和特种作战等内容。

★2013 年 7 月 5 日至 12 日，

“海上联合-2013”演习在彼得大

帝湾举行，中俄海军共派出 18艘

各型水面舰艇、1 艘潜艇、3 架固

定翼飞机、5架舰载直升机和 2个

特战分队参演。

★2014年 5月 20日至 26日，

“海上联合-2014”演习在中国长

江口以东的东海北部海空域举

行，中俄海军共派出 14艘各型水

面舰艇、2 艘潜艇、9 架固定翼飞

机，以及舰载直升机、特战分队等

兵力参演。

★ 2015 年 5 月 11 日 至 21

日，“海上联合-2015（Ⅰ）”演习

在地中海海域举行。中俄海军

派 出 各 型 水 面 舰 艇 、舰 载 直 升

机、特战分队、两栖装备参演，此

次演习将课题设置为“维护远海

航运安全”。

★2015年 8月 20日至 28日，

“海上联合-2015（Ⅱ）”演习在彼

得大帝湾和日本海海空域举行。

中俄海军共派出 20余艘舰艇、20

余架飞机和 40 多台两栖装备参

加，分别进行了联合防空、联合反

潜、联合登陆等课目演练。

★ 2016 年 9 月 12 日 至 19

日，“海上联合-2016”演习在南

海举行。此次联演创造了中外联

演的诸多纪录：首次以红蓝方“背

靠背”对抗的方式展开、首次演练

联合立体夺控岛礁课目、首次启

用海上联合专用指挥信息系统。

★ 2017 年 7 月 22 日 至 27

日，“海上联合-2017（Ⅰ）”演习

在波罗的海举行，这是中俄两国

海 军 首 次 在 波 罗 的 海 举 行 联

演。演习主要围绕联合防空、联

合登临检查、海上搜救、航行补

给等课目进行。

★ 2017 年 9 月 18 日 至 25

日，“海上联合-2017（Ⅱ）”演习

在彼得大帝湾至鄂霍次克海南

部海域举行。中方派出 4 艘舰

艇、2 架舰载直升机及陆战队员

参加。此次联演，双方首次组织

了多兵种、多机种、多舰种联合

反潜演习。

★2019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4

日，“海上联合-2019”演习在中

国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中俄海

军共出动 2 艘潜艇、13 艘水面舰

艇、固定翼飞机等兵力，围绕联合

援潜救生、联合反潜、联合防空等

课目展开全程嵌入式混编训练。

资料整理：赵仰鹏、胡广涛、

韩 震、马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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