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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4 日至 17 日，美国海

军陆战队与日本陆上自卫队在日本多

地举行“坚毅之龙”演习，寻求通过

完善双方指挥控制与协调程序，提高

协同作战能力。

近年来，日本自卫队与美军以演

训为抓手，不断强化“无缝合作”，持

续验证联合行动预案，加速推进作战

融合。与此同时，两国还加紧拉拢域

内外国家在印太地区搅局。美国有意

对日本“松绑”，而日本欲借美国之力

扩大地区影响，日美在印太联手挑衅

肇事的风险明显增大。

根据日本方面公布的数据，2021

年，日美举行双边联演 40 余次，占自

卫队年度演习数量的一半以上。这些

演习在规模、课目、地域等方面实现

了不少突破。

以往，驻日美军很少派出大规模

兵力参加自卫队主导的演习，更多的

是 派 员 观 摩 或 提 供 支 援 力 量 。 然 而 ，

这 一 情 况 正 在 发 生 变 化 。 去 年 11 月

19 日 至 30 日 ， 日 自 卫 队 出 动 1900 台

车 辆 、 10 艘 舰 艇 、 140 架 飞 机 和 约 3

万人，在日本周边海域及西南地区举

行了“令和-03JX”联合演习，这次

演 习 ， 美 军 出 动 了 5800 人 参 演 。 同

月，日海上自卫队出动 20 艘舰艇、40

架 飞 机 ， 在 菲 律 宾 海 举 行 “ 令 和 -

03G”年度演习，美军出动 10 艘舰艇

参演，双方进行联合反潜、海上拦截

等演练。

相 关 演 习 中 ， 日 美 双 方 展 开 针

对 性 联 合 演 训 ， 实 战 化 意 味 更 浓 。

去 年 11 月 16 日 ， 日 美 首 次 在 南 海 举

行 反 潜 战 演 习 ， 日 P-1 型 飞 机 及 美

P-8A 型 飞 机 以 亲 潮 级 潜 艇 为 假 想 目

标 ， 演 练 协 同 对 潜 攻 击 程 序 。 日 陆

上 自 卫 队 与 美 陆 军 去 年 底 启 动 “ 山

樱 ” 联 合 指 挥 所 演 习 ， 演 练 指 挥 控

制 、 网 电 攻 防 等 内 容 。 几 乎 同 时 上

演 的 “ 坚 毅 之 龙 ” 实 兵 演 习 ， 是 日

陆 上 自 卫 队 与 美 海 军 陆 战 队 史 上 最

大 规 模 演 习 ， 重 点 演 练 了 远 程 投

送 、 联 合 反 舰 等 课 目 。 此 外 ， 日 美

还 举 行 了 海 上 机 动 、 防 空 反 导 、 空

中格斗等多个专项演习。

当 前 ， 新 冠 疫 情 与 百 年 变 局 叠

加 ， 国 际 力 量 格 局 深 刻 调 整 。 美 国

实 力 相 对 下 降 ， 担 忧 自 身 霸 权 不

保 ； 日 本 倍 感 安 全 压 力 ， 愈 发 认 为

单 凭 一 己 之 力 难 以 应 对 “ 威 胁 ”。 在

此 背 景 下 ， 日 美 都 表 示 要 共 同 应 对

挑 战 。 去 年 底 ， 日 美 重 申 日 美 同 盟

“对 于 维 护 印 太 地 区 安 全 稳 定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强 调 将 继 续 开 展 紧 密 的 安

全合作。

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继续大力

推行“印太战略”，持续加大对印太地

区的战略投入。美有意通过双多边演

习高调炫耀武力，企图以此聚拢盟友

伙伴，彰显履责姿态，构织更高水平

安全网络，从而维持在印太地区事务

上的主导权。其中，美将日本视为关

键棋子，欲将其塑造为战略竞争的桥

头堡和军事对抗前沿基地，鼓励日承

担更多同盟任务，以弥补自身实力不

足。

日本一方面要“倚美自保”，通过

投靠美国和拉拢他国增加“底气”；另

一方面则想“挟美自重”，借机推进军

事转型，强化作战能力，在攻击性军

事 力 量 建 设 方 面 寻 求 突 破 。 从 长 远

看 ， 日 本 此 举 具 有 更 大 的 战 略 图 谋 ，

即 提 升 日 本 在 地 区 事 务 中 的 影 响 力 ，

并为其介入全球事务、实现军事政治

大国目标铺路。

日美加大常态化联合演训，演练

多域态势感知、高效指挥控制、攻防

一 体 作 战 等 ， 可 谓 虚 实 结 合 ， 既 有

“秀肌肉”的成分，也希望以此为牵引

检验和强化联合作战能力，深化日美

作战融合水平，为日美军事一体化提

供基础。

验证日美任务分工的可靠性。在

“山樱”演习中，从初始阶段的指挥所

设置、兵力集结与编组，到贯穿全程

的电磁网络战应对，均采取日美并肩

作战的形式进行；在“令和-03JX”演

习中，双方则是“有分有合”，日美联

合 实 施 了 反 潜 扫 雷 等 海 上 作 战 课 目 ，

日自卫队则独立实施了岛屿攻防、制

空作战等。

强化双方战术协同能力。相关演

习中，日美舰机多次开展一体化指挥

模式下的混合编组训练，双方火力打

击平台针对同一目标实施联合攻击演

练，作战支援力量相互提供广域警戒

等保障，从而大幅提升了双方战术规

划协调和装备互操作能力。日航空自

卫队去年 11 月 9 日与美“鱼鹰”运输

机等部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北方海域

实施演练，媒体报道称此举可能是模

拟向离岛投送作战部队。

验 证 新 型 战 法 和 新 式 装 备 。“ 令

和-03JX”演习突出对“跨域联合”作

战理念的运用，全面演练综合防空反

导、联合反舰打击、联合后勤保障等

联合作战样式。此外，这次演习还加

入 了 太 空 态 势 感 知 、 网 络 攻 击 应 对 、

联合电子战等新兴领域课目。“坚毅之

龙”演习突出对“远征前进基地”概

念的验证，演练了分散防空和对海拒

止 作 战 等 。 演 习 中 ， F- 35C 型 战 斗

机 、 CMV- 22B 舰 载 运 输 机 、“ 海 马

斯”火箭炮系统等美先进装备先后现

身，体现了对新式装备实战运用检验

的高度重视。

日美近期主导的一系列演练，大

多以“西南有事”为基本想定，聚焦

夺岛作战能力生成。日美设想各种可

能的战争情景，全流程全要素演练战

争应对，将对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

威胁。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正力图

在 美 盟 友 体 系 中 扮 演 更 加 重 要 的 角

色。二战后，日美结成军事同盟，形

成 “ 美 主 日 辅 ”“ 美 攻 日 守 ” 的 军 事

安全格局。近年来，日本自主意识不

断增强，在美默许甚至支持下，正在

从同盟中的“保护对象”逐步转变为

“战区伙伴”甚至“全球伙伴”。这也

表明日美同盟的攻势成分正在不断增

加。

在加强双边联演的基础上，日美

还积极拉拢域内外国家，在“印太战

略”框架下举行海上多边演习，打造

所谓“日美+”盟友体系，妄图增强其

在印太地区的集体战备水平和力量投

送能力。未来，日本很可能继续联美

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和行动，两国

在 地 区 内 联 手 滋 事 的 风 险 不 断 增 加 。

对这种动向，周边国家须高度警惕。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研究生

院）

图①：日美印澳海上力量在孟加

拉湾举行“马拉巴尔 2021”演习。

图②：日美澳德加五国演习中，

F-35C 舰载机在美航母甲板上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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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意“松绑”，纵容日本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日美频繁演兵搅动地区局势
■朱春雨

近日，美国海军 MQ-25A 舰载无

人加油机首架原型机在“布什”号航

母进行了上舰资格认证测试。去年以

来，它与 F-35C、F/A-18、E-2D 等

多 型 战 机 成 功 进 行 了 对 接 、 加 油 测

试。作为美国海军即将服役的第一款

舰载无人加油机，MQ-25A 将为未来

的舰载无人机运用打下基础，成为美

国海军维护霸权的“新工具”。

最初，X-47B 舰载无人机曾被认

为是支撑美国海军未来实施远程打击

的中坚力量。但随着技术发展，许多

新型反舰导弹的射程已远超 X-47B 舰

载无人机的作战半径。基于此，美军

开始调整发展战略，着力解决舰载机

空中加油的问题，以增加舰载机作战

半径，提升航母的生存能力。在此背

景下， MQ-25A 舰载无人加油机项目

应运而生。

从性能上看，MQ-25A 具有载油

量大、续航和隐身能力强、适配航母

作战体系等特点。

MQ-25A 使 用 外 挂 式 加 油 吊 舱 ，

载油量约 6.8 吨，可为 4-6 架 F/A-18

战 斗 机 或 F- 35C 战 斗 机 实 施 空 中 加

油。其可将 F/A-18 作战半径从目前的

725 千米延伸至 1300 千米以上，F-35C

作战半径从 1100 千米提高到 1800 千米

左右。

同时，MQ-25A 采用的 AE3007N

发动机，具有推力适中、油耗低等特

点 ， 能 提 供 较 强 的 续 航 力 。 据 推 测 ，

MQ- 25A 的 滞 空 时 间 可 达 14 小 时 左

右 。 此 外 ， 其 采 用 翼 身 融 合 气 动 布

局，可大幅降低雷达反射信号，隐身

性能较佳，可跟随隐身战机深入一线

执行伴随加油任务。

更重要的是，MQ-25A 本身具有

较强的舰载机“基因”，许多特点都适

配 航 母 作 战 体 系 。 它 的 机 翼 折 叠 后 ，

机体大小与 F/A-18 战斗机相当，不占

用太多飞行甲板空间。而且，其电子

系统设计基于美海军现有指控平台可

以顺利融入航母指挥体系。最近的上

舰资格认证测试也表明，MQ-25A 可

在航母上弹射起飞和降落。

基于以上特点，MQ-25A 部署后

将能够大幅释放美军舰载机的作战效

能。此前，受停放空间的限制，美军

航母上无法部署大型加油机，舰载战

斗机的空中加油任务主要采用伙伴加

油 的 方 式 。 据 统 计 ， 美 军 航 母 上 F/

A-18 战斗机 20%至 30%的飞行架次用

于执行伙伴加油任务。这样的安排不

仅浪费本就有限的舰载机资源，还会

大大增加飞行员负荷，消耗战斗机的

有效作战小时数。MQ-25A 作为舰载

专用加油机部署到航母上后，将有效

提 升 F/A-18、 F-35C 等 战 斗 机 的 战

斗力，同时缓解舰载机飞行员数量短

缺问题。

具备较强隐身能力的 MQ-25A 在

作 战 运 用 时 ， 可 同 其 他 隐 身 战 机 组

队，使加油区更加接近战场前沿。这

也意味着，MQ-25A 单架次飞行将可

保障更多的受油机，从而增强舰载机

群 的 作 战 能 力 。 此 外 ， 有 分 析 称 ，

MQ-25A 可能安装标准化的加油和受

油装置，可在单架次任务中同时执行

受油和加油任务。未来，相关作战力

量可在战场外围按梯度划分无人加油

区和有人加油区，通过 MQ-25A 的接

力供油保障战场加油需要，并提高大

型有人加油机的安全性。

MQ-25A 无人加油机还可为美军

未 来 舰 载 无 人 机 的 发 展 积 累 技 术 经

验 ， 为 无 人 战 斗 机 融 入 航 母 作 战 体

系、快速形成作战能力打下基础。报

道称，美海军计划耗资 13 亿美元采购

76 架 MQ-25A。 有 专 家 指 出 ， MQ-

25A 运 用 成 熟 后 ， 可 根 据 战 术 需 求 ，

对其进行大幅升级改造，衍生出多用

途加油机、战斗机或预警机等前沿作

战平台，遂行制空、制海、对地打击

等各类作战任务。这有助于美海军完

善其无人装备发展体系，并在此基础

上催生并检验有人-无人协同打击的航

母攻击作战新模式。虽然这些设想成

为现实仍有一段距离，但对于美滥用

无人机作战系统，国际社会有必要保

持高度警惕。

融入航母作战体系，释放舰载机作战效能—

MQ-25A无人加油机：美海军维护霸权“新工具”
■郭 舜

近日，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海军

陆战队以“离岛防卫”为基本想定，

在日本北部及东北部地区举行“坚毅

之龙”联合实兵演习。此次演习，日

美首次验证了“远征前进基地”作战

概念下双方融合成果和实战水平，折

射出双方加大安全捆绑、加速军事融

合的图谋。其中，日“离岛防卫”策

略向“岛屿拒止”转变，须引起世人

高度警惕。

此 次 演 习 参 演 兵 力 规 模 大 、 涉

及 地 域 范 围 广 、 演 习 要 素 较 为 齐

全。日美双方出动 12 架“鱼鹰”运

输机及 C-130 运输机、CH-53 重型

直升机、AH-1 武装直升机等多型军

机，参演兵力包括日陆上自卫队第 9

师 第 5 步 兵 团 为 主 的 约 1400 人 和 美

海军陆战队约 2650 人。演习地域包

括王城寺原、岩手山等 8 处日美军事

设 施 。 演 习 全 流 程 演 练 指 挥 控 制 、

远 程 投 送 、 空 中 机 动 、 对 舰 攻 击 、

后勤补给等课目，旨在提升双方协

同作战能力。

自 去 年 2 月 发 布 《远 征 前 进 基

地作战暂行手册》 以来，美海军陆

战 队 显 著 加 快 了 对 “ 远 征 前 进 基

地”作战概念的推演验证。去年驻

日美军曾与日自卫队在冲绳岛西北

海岸附近，针对该概念进行模拟演

练 。“ 远 征 前 进 基 地 ” 作 战 概 念 ，

强调以高机动性且易于维护的海上

远征部队，利用在敌方火力覆盖范

围内分散的简易临时基地，实施海

上 拒 止 和 制 海 支 援 作 战 。 其 中 ，

“ 海 马 斯 ” 火 箭 炮 系 统 被 美 视 作 实

践这一作战概念的利器。此次演习

期间，美海军陆战队使用 C-130 运

输机，将“海马斯”火箭炮系统从

冲绳普天间机场运至日海上自卫队

八 户 航 空 基 地 。 同 时 ，“ 鱼 鹰 ” 运

输机首次现身日本东北部地区实施

物资与兵力投送，验证了该飞机的

远程投送和跨区运用能力，其意图

是 确 保 一 旦 “ 有 事 ”， 可 从 远 方 迅

速进行转场机动。

日 媒 援 引 自 卫 队 高 官 言 论 表

示，寻求日“多域联合作战”理念

与美“远征前进基地”概念的融合

是 目 前 日 美 防 务 合 作 的 最 大 焦 点 。

据报道，此次演习想定在日西南离

岛等地发生战事时，日美两国共同

应对可能的威胁。日陆基雷达、美

侦 察 卫 星 及 P- 8 巡 逻 机 发 现 敌 情

后，通过临时成立“联合陆上战术

协 调 所 ” 共 享 预 警 情 报 及 战 术 情

报。随后，日陆上自卫队陆基反舰

导弹部队与美“海马斯”火箭炮系

统部队根据联合对舰攻击要领，协

调打击目标、确认协同流程，分散

在 6 处 射 击 场 进 行 非 实 弹 作 战 模

拟。日相关分析人士认为，现代战

争 条 件 下 应 该 提 前 分 散 部 署 传 感

器、导弹、补给据点等，防范和分

摊 风 险 ， 形 成 “ 岛 屿 防 线 ”， 在 提

高己方生存能力的同时，增强对敌

综合火力。

此 前 ， 日 陆 上 自 卫 队 与 美 海 军

陆战队的联合演训通常以两栖登陆

等传统夺岛作战课目为重点。本次

演习将演练重点转向远程投送和岸

基 反 舰 ， 体 现 出 自 卫 队 正 在 根 据

“ 远 征 前 进 基 地 ” 概 念 转 换 “ 离 岛

防卫”思路。值得警惕的是，这一

思 路 转 换 实 际 上 是 从 “ 岛 屿 防 卫 ”

走 向 以 陆 制 海 的 “ 岛 屿 拒 止 ”， 预

谋 “ 击 敌 于 海 上 ”， 企 图 为 联 美 干

预外部事务做铺垫，给地区和平稳

定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鱼鹰”运

输机曾在日本国内发生多起事故，此

次演习遭到了当地居民的抵制。冲绳

县知事也对美军未经县政府许可起飞

“鱼鹰”表示极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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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欧洲“未来空战系统”项

目向公众进行了模型展示和特征介绍。

作为当前欧洲防务领域最大规模的项

目，其核心是新一代战斗机的研制。该

项 目 2017 年 7 月 由 法 德 两 国 发 起 ，

2019年西班牙正式加入。去年 8月，法

德西三国国防部长在巴黎签署协议，正

式 开 启 新 一 代 战 机 “1B/2 阶 段 ”

（2021-2027 年） 的研制工作。据悉，

“1B/2 阶段”涉及发动机性能、机动

性、隐身性以及雷达探测和通信系统等

多项关键技术的开发和验证，预计投入

将超过 70亿欧元。

近年来，面对深刻变化的地缘政治

格局和大国竞争态势，欧盟内部追求战

略自主的呼声日渐高涨。以“未来空战

系统”项目为代表的高端武器装备的共

同研制，或将欧洲寻求战略自主的雄心

从安全防务领域延伸到工业、科技、金

融、贸易等其他领域，从而成为欧洲经

济复苏的“催化剂”。

然而，该项目面临的技术挑战极

大。德国和西班牙均不具备战机独立研

制能力，技术实力雄厚的法国尽管曾凭

借一己之力研制出性能不俗的“阵风”

战机，但在五代机的研发方面未有建

树。三国在此背景下直接研制六代机，

试图实现弯道超车和跨越式发展，将面

临很多难题。据悉，此次签署的协议是

可修订的框架协议，三国国防部将于

2023 年检验研发进度，并对项目的后

续执行作出必要调整。目前一些技术尚

处于初级研发阶段，如不能加快整体研

制进度，届时恐影响后续工作的实施。

由此可能引发的利益再分配、责任再划

分恐将导致三方再起分歧，进而拖累研

制进度，推高研发成本，增加项目实施

的不确定性。

来自项目外部的挑战同样不可忽

视。欧洲目前正并行开展两个六代机项

目，除“未来空战系统”项目，英国、

意大利和瑞典主导下的“暴风”战斗机

项目也已进入概念评估阶段，未来 4年

英国政府计划投入超过 20 亿英镑。这

种情形使人联想起当年欧洲“阵风”

“台风”“鹰狮”三型战机并行研制衍生

的后果——成本高、产量低、销路窄，

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在当前疫情难平、

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相关国家需要

足够持久和强大的政治决心和经济技术

实力才能将并行研制的道路坚持走下

去。据外媒报道，空客公司早前曾多次

向英国方面表示希望将欧洲两大战机项

目合并。但英国是否会同意，即使同意

下一步如何划分投入与收益比重，都是

未知数。

与此同时，美国的“下一代空中优

势”六代机项目也在稳步推进。该项目

在设计理念、技战术指标、研制进度和

成本控制上相较于“未来空战系统”都

具有一定优势。美国也公开表示北约成

员国应在六代机研制方面“同步”，避

免“内耗”。尽管美方的言论并不会改

变法德西三国自研战机的战略决策，但

未来如何确保这一项目行稳致远，三国

无疑面临诸多考验。

欧洲下一代战机研制面临多道难关
■周默草

军眼观察

MQ-25A与F/A-18战斗机进行对接加油测试。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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