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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放】今年 5月，包括法德在内

的14个欧盟国家提议组建一支5000人的

快速反应部队。欧盟官员透露，这支包括

陆、海、空等力量的部队将于 2025年正式

成立。尽管规模有限，但这支快反部队或

多或少折射出了“欧洲军”的雏形。

【新闻点评】“欧洲军”一词最早可

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该构想因过于

超前而未能实现。近年来，欧洲国家越

来越认识到，在安全上已经无法像过去

那样依赖美国，欧洲需要继续强化防务

自主。然而，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

素，“欧洲军”最终能否建成存在诸多变

数，欧盟要通过防务一体化真正实现战

略自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NO.10

欧盟推进防务一体化
欲打造“欧洲军”

【事件回放】4 月 23 日 ，长 征 18 号

艇、大连舰、海南舰集中交接入列；9 月，

歼-16D、无侦-7、教-10 等装备首次亮

相中国航展……今年，一大批新型武器

装备频频出镜，折射出中国军队全力以

赴加快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步伐。

【新闻点评】“十三五”时期，在党中

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坚强领导下，中国

军队武器装备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

历史性成就。15式新型轻型坦克、远程箱

式火箭炮、直-20直升机列装部队，首艘国

产航空母舰、075两栖攻击舰、055万吨驱

逐舰下水入役，歼-20飞机、歼-16飞机、

歼-10C飞机代次搭配、形成实战能力，东

风-17导弹、东风-26导弹等批量装备。

NO.1

中国军队武器装备
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事件回放】10 月 2 日，美国海军海

狼级核潜艇“康涅狄格”号在南海海域

发生碰撞事故。事故发生后，美方极力

拖延遮掩，至今未对该核潜艇的航行意

图、事故发生的具体地点、有没有造成

核泄漏等问题作出明确说明。

【新闻点评】这次事故的根源，在于

美军舰艇在亚太地区大范围、高频度的抵

近侦察、干扰挑衅、炫武示强等军事活动，

在于美大搞南海军事化和航行霸权。不

管美方如何拖延遮掩，藏不住的事实是：美

国一直以来是不可靠不可信的信息传播

方、是国际核安全最大的风险源、是南海地

区安全的最大祸源，也是世界和平和地区

安全最大的破坏者。

NO.6

美核潜艇在南海
海域发生碰撞事故

【事件回放】今年以来，中国军队陆

续向巴基斯坦、柬埔寨、菲律宾、塞拉利

昂、苏丹、老挝、黎巴嫩、匈牙利、加蓬、

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塞尔维亚、玻利

维亚、缅甸、越南、孟加拉国等 30 余国军

队提供新冠疫苗援助。

【新闻点评】一位受援国民众在社交

网络上留言说：“收到中国军队的疫苗犹如

沙漠中长途跋涉的旅行者遇到绿洲。”眼

下，世界仍处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

中。向30余国军队提供新冠疫苗援助，是

中国军队落实习主席关于将中国新冠疫

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重要宣示的实际行

动，也是中国军队积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贡献力量的生动例证。

NO.2

中国军队向30余国
军队提供新冠疫苗援助

【事件回放】9 月 6 日至 15 日，“共同

命运-2021”国际维和实兵演习在陆军

确山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举行，中国、蒙

古国、巴基斯坦、泰国等国 1000 余名官

兵参加，演习设置课目基本涵盖当前联

合国维和任务的主要行动样式。

【新闻点评】这次演习是中国军队首

次组织国际维和多边实兵演习，是中国军

队首次以联演形式检验维和待命部队建

设成果。演习期间，中外部队混编联训，外

军全部使用中国武器、装备、器材进行演

训。这次演习既表明了中国军队积极推

动维和国际合作的诚意，也彰显了中国军

队全面提升维和能力、为维护世界和平作

出更大贡献的坚定决心。

NO.3

中国军队首次组织
国际维和多边实兵演习

【事件回放】今年中俄两军互动频

繁，俄军首次来华参加中方“西部·联

合-2021”演习，双方共同举行“海上联

合-2021”演习和首次海上联合巡航，组

织实施第 3 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共同

参加“和平使命-2021”联演。

【新闻点评】近年来，在习主席和普京

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两军各领域

交流合作日益深入，战略沟通迈上新台阶，

务实合作实现新突破，机制建设取得新进

展，为两国关系不断充实战略内涵。今年

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

两军高水平的交流合作表明：中俄两军关

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NO.4

中俄两军务实
合作实现新突破

【事件回放】4 月，美国总统拜登宣

布，驻阿富汗美军将于 5 月 1 日开始撤

离。塔利班随后发动迅猛攻势，于 8 月

基本控制阿富汗全境。8 月 30 日，美国

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完成从阿富汗

撤出的任务。

【新闻点评】2001年10月7日，美国以

“反恐”为名发动阿富汗战争。美国入侵

及其后的长期驻军令阿富汗山河破碎、民

不聊生。20年来，美军在阿军事行动造成

10多万名阿平民伤亡，1000多万人流离失

所，平均每天造成6000万美元的损失。这

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也让美国自身

耗费巨资、民怨沸腾，尤其是最后阶段的

仓促撤离令美国信誉扫地颜面尽失。

NO.5

美从阿富汗仓促撤军
信誉扫地颜面尽失

【事件回放】9 月 15 日，美国、英国

和澳大利亚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

伴关系，美英两国将支持澳海军建立核

潜艇部队，澳方将与美英合作在澳建造

核潜艇。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地区国

家和国际社会的警惕和抵制。

【新闻点评】美英澳核潜艇合作的要

害是美英这两个核武器国家向澳大利亚

这个无核武器国家转让成吨的核武器材

料，这显而易见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的目的和宗旨。三国迄今始终回避这一

基本事实，甚至还试图混淆视听，完全是掩

耳盗铃之举。美英澳核潜艇合作严重冲

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如果强行推进，就犹

如打开潘多拉魔盒，将带来巨大安全隐患。

NO.7

美英澳核潜艇合作
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

【事件回放】今年 11 月以来，俄罗斯

与乌克兰关系加速恶化，双方在边境地

区 部 署 了 大 量 军 事 人 员 和 装 备 。 自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乌关系急

转直下，但像近期这样陈兵边境、剑拔

弩张的局面尚属罕见。

【新闻点评】俄罗斯坚决反对乌克

兰全面倒向西方，认为乌克兰的外交政

策与俄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发展战略紧

密相关。乌克兰将加入欧盟和北约视

为外交优先目标，触及了俄罗斯的战略

底线。由于各方的结构性矛盾长期存

在，且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渠道，在

乌克兰问题上出现擦枪走火风险的可

能性正在上升。

NO.8

俄乌两国陈兵边境
双方关系加速恶化

【事件回放】11月 26日，日本政府在

临时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防卫省提出

的 7738亿日元的 2021财年补充预算案。

加之日本防卫省去年12月通过的2021财

年5.34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日本年度防

卫费用总额首次超过6万亿日元。

【新闻点评】近年来，日本不断渲染周

边地区紧张局势，其防卫预算已连续 9年

增长。日本的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在强化

日美同盟，另一方面也是在挑战日本和平

宪法的边际，暴露了其推进“军事正常化”

的野心。在美国的默许甚至支持下，日本

不断提升“多域联合作战”能力，连续发展

攻击型力量，企图实现防卫建设由“守”向

“攻”的转型，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NO.9

日本防卫建设
企图由“守”转“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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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球被层层阴霾笼罩，新

冠肺炎疫情警报不断，地缘博弈复杂

激烈，安全形势起伏跌宕，经济复苏步

履艰难，世界又站在新的十字路口。

这一年，美西方抱守冷战思维，

挑动分裂对立，制造集团对抗；这一

年，大国军事竞争更加激烈，国际军

备竞赛聚焦关键领域；这一年，地区

热 点 问 题 虽 总 体 趋 缓 ，但 突 发 危 机

事 件 有 所 增 多 ，全 球 安 全 治 理 形 势

依然严峻。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

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

际行动回答“时代之问”。中国军队在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

同时，为维护世界和平勇毅前行，展现

了大国军队的大国担当。

(一)

2021 年，新一届美国政府继续推

行大国竞争政策。为一己之私，美国

拉“小圈子”搞集团政治，挑动地区阵

营对立，用早已过时的冷战思维大肆

破坏国际规则和世界秩序，成为当今

世界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加剧上升的

源头。

欧洲方向，美国通过拉扯盟友频

繁举行军演、常态化派遣军舰炫耀武

力、组织模拟核打击演练等方式对俄罗

斯保持高压态势。同时，美国明里暗里

制造摩擦，挑拨俄与乌克兰等国的关

系，从而强化欧洲对美安全需求，维持

其自身领导地位。面对美国的咄咄逼

人，俄罗斯采取强势军事反制，在多个

战略方向组织战役级军演，在太平洋中

部开展远海作战演练，推进俄白一体化

进程，与美形成对峙态势。

印太方向，美国加紧调整军力部

署，企图构建“多点、散布、弹性”的基

地网。同时，美国怂恿日本、印度与华

对抗，拉帮结派搞美日印澳“四国机

制”，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利用南海问题持续离间中国与域内相

关国家关系，妄图推动形成由美主导

的印太安全格局。美国的这些做法与

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严重破坏地区安

全与稳定。

（二）

今年，随着美国的对外政策不断

向大国竞争聚焦，很多延续多年的国

际热点问题发生了变化。

其中，阿富汗局势之变让国际社

会大跌眼镜——“喀布尔时刻”美军的

狼狈撤离、塔利班兵不血刃闪电夺权

让外界瞠目结舌。国际主流媒体纷纷

用“失败”来评价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

争。这场美国“史上最漫长战争”以十

分“潦草”的方式收尾，让全世界进一

步见证了美国霸权的衰落。

朝核 、伊核问题出现缓和趋势。

朝核问题上，美朝双方发出了互不敌视

信号，如果美国能用实际行动展示善

意，朝核问题有可能向好发展。伊核问

题上，今年各方举行了 7轮谈判。尽管

美伊分歧仍然严重，但重启谈判至少为

解决问题创造了条件。

值得关注的是，在一些热点问题

趋缓的同时，今年国际突发危机事件

有所增多。平静数年的巴以边境硝烟

再起，埃塞俄比亚北部冲突有失控的

风险……在疫情和战乱夹击下，全球

难民问题愈发突出。据媒体报道，截

至今年 11 月，全球流离失所人数超过

8400 万。此外，法国宣布结束在非洲

萨赫勒地区的反恐行动、全球贫困人

口持续增加等因素为恐怖主义回潮埋

下了伏笔。

（三）

随着国际安全格局加速演进和

科技水平进步，美、法、日、印等国纷

纷增加国防预算，推进军事转型，围

绕关键领域重点发力，提升“高端战

争”能力。

世界迎来新一轮加强核军备热

潮。美军大幅改进核指控和通信系

统，加快研发 B-21 远程轰炸机，采购

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潜艇，年度核武

库现代化升级开支高达 289 亿美元。

俄军批量接收“亚尔斯”洲际弹道导

弹，列装北风之神-A 级战略核潜艇，

战 略 核 力 量 装 备 现 代 化 水 平 接 近

90%。法国启动第三代战略导弹核潜

艇研制工作，英国计划大幅增加核弹

头数量，印度试射“烈火-5”弹道导弹。

现代战争加速步入“秒杀”时代。

俄军继续推进“先锋”“匕首”两款高超

声速导弹批量列装，试射“锆石”高超

声速导弹，继续扩大领先优势。美军

把高超声速技术列为最优先发展技

术，鼓励多军种并行竞争研发，边完善

技术、边实装训练。法军、英军、日本

自卫队也都在推进高超声速武器技术

研发工作。

军事智能化竞争如火如荼。美军

把人工智能列为优先发展技术，推动

人工智能在情报、指控、后勤、网络防

御等多领域应用。俄军重点提升指控

系统、无人装备的智能化水平，推进智

能战斗机器人系列化、体系化发展，探

索优化有人-无人协同战法。英法等

国也通过组建专门机构等途径研发智

能化武器装备。

（四）

2021年，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

交织叠加，中国军队同各国军队开展交

流合作，积极参加国际维和、亚丁湾护

航、人道主义救援等行动，广泛开展抗

疫国际合作，携手应对共同安全威胁和

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服务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重要贡献。

一年来，中国军队向 30 多国军队

提供新冠疫苗援助，通过举办中非和

平安全论坛军事医学专题视频会议，

同非洲朋友分享疫情防控经验。同

时，中国军队通过举办“2021 年西太

平洋海军论坛医学研讨会”，参加“金

色眼镜蛇-2021”多国联合演习人道

主义救援减灾演习，与越南军队开展

“和平救援-2021”演习，同各方分享

人道主义救援经验，提升共同应对灾

害的能力。

今年，中国军队还首次组织“共同

命运-2021”国际维和实兵演习和“共

同使命-2021”维和特派团指挥所联合

推演，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维和演

训品牌。中俄两军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背景下成功组织系列联合演训活动，

进一步提升了两军联合行动能力。中

俄两军的密切协作，为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充分表明，不管国际风云如

何变幻，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

护者。中国军队将积极向国际社会提

供公共安全产品，始终做维护世界和

平稳定的坚定力量。

世界在大变局中跋涉前行
■陈航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