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伊始，日本在军事上动作频

频，延续此前的冒进势头。1月 17日，日

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全

体会议上发表上任后的首次施政方针

演说，直言将探讨强化包括所谓“对敌

基地攻击能力”在内的“现实防卫力”。

此前，岸田文雄与澳大利亚总理莫

里森于 1月 6日举行视频会议，签署有关

日本自卫队与澳大利亚国防军联合训练

和应对灾害的《互惠准入协定》。1 月 7

日举行的日美“2+2”会议发表《共同声

明》，重申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第

五条，再次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等问题。日本在军事上频频冒进，引发

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强烈担忧。

巧立名目，图谋
提升防务能力

“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日本在防

务领域的重要目标，其实质是在遭到他

国导弹等攻击之前，对对方国家领土内

的 导 弹 发 射 基 地 实 施 源 头 打 击 的 能

力。为此，日本已明确将发展中远程攻

击能力作为自卫队能力建设的重点之

一。

这是日本提升自卫队作战能力的

一 个 缩 影 。 近 年 来 ，日 本 以 应 对 所 谓

“周边国家威胁”、紧跟“新兴领域”、加

强国际安全合作为借口，连续多年增加

防卫预算，不断推进防务政策调整，其

推进“军事正常化”的野心昭然若揭。

一方面，日本利用美国借重其推进

“印太战略”的心理，以深化美日军事同

盟为由，不断提高“自主安全能力”。日

本于 2018 年 12 月公布的新版《防卫计

划大纲》，提出发展“多域联合作战”能

力。此后，日本自卫队以紧跟“新兴领

域”之名，相继成立太空作战队和网络

防卫队，并组建了 2 个电子战中队，计划

成立第 3 个电子战中队和电子战司令

部，逐步实现由“守”至“攻”的转型，值

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另 一 方 面 ，日 本 以 帮 助 太 平 洋 岛

国、东南亚国家“建设海上执法机构”为

名，同其开展多方面军事合作，将触角

悄无声息地渗透到上述地区。日本还

以“确保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以及日本相

关船只安全”为借口，随意扩大法律解

释，独立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赴中东搜

集情报。这些举动充分表明，日本急于

在国际安全领域显示存在，并希望借此

突破自卫队只能进行本土防御的限制。

日本上述动作，一来是为提高“自

主安全能力”制造借口，诱导国内舆论，

为强化攻势军力提供预算等支持；二来

是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拉住美国，确保

日本在实现“自主安全”之前继续得到

“可靠”保护。

多方利诱，拉帮
结派找人“站台”

除上述动作之外，日本还以“确保

自身安全”及“履行同盟义务”为由，加

强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开展防

务合作，推动日本军事力量的外向型转

变及运用。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政治、安全等

领域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驯服”，

成为西方阵营坚定但极为“另类”的一

员。近年来，美国在所谓“大国竞争”战

略引导下，不断鼓动盟友联动采取对华

“遏制”政策，但应者寥寥，大多数盟友

并不愿意付出实际行动。在这一背景

下，日本积极构建和强化日美澳印四方

安全对话机制，进而以此为轴，拉拢英

国、法国、加拿大等北约国家派遣军舰

前往西太平洋为其“站台”。

目前，日本同越南等 11 个国家签订

了《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与德

国等 9 国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与印度等国签署了《物资劳务相互提供

协定》，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建

立了外长防长“2+2”会谈机制。2021 年

11 月，日本自卫队首次对美军以外的对

象实施“武器等防护”，为澳大利亚海军

舰船提供警备防护。

在此基础上，日本频繁与相关国家

开展军事演习，不断加强海上自卫队远

海作战能力，持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

事存在与伙伴关系，给亚太地区的安全

格局带来负面影响。

此次与澳大利亚签署《互惠准入协

定》，是日本自 1960 年基于《日美安保条

约》与美国签订《驻日美军地位协定》以

来 ，首 次 与 其 他 国 家 签 订 类 似 军 事 协

定。该协定将为日本自卫队、澳大利亚

国防军前往对方国家开展联合训练等活

动扫除法律障碍，并为日美澳三国在澳

大利亚、日本及周边地区深化军事合作

提供依据。日本还希望这一协定能起到

示范作用，加强其与印度、英国、加拿大

等国的军事协作。

暗藏祸心，妄图
成为政治军事大国

二战结束后，日本长期以“日美同

盟”为基轴谋求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

在不断发展进攻型、外向型军力以增强

“自主安全”能力。

为 实 现 上 述 两 类 手 段 的“ 无 缝 衔

接”乃至“叠加运用”，日本需要在持续

强化“自主安全能力”、渐进减轻对美安

全依赖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在这个

过程中，日本一直在借机增强自身军事

能力。

事实上，日本真正的目标是实现政

治和军事层面所谓的“国家正常化”，解

除和平宪法对日本军力的限制，获取政

治、军事大国地位。长期在日本政坛一

党独大的自民党，在制定或修改《立党

宣言及纲领》时，均明确将“修宪”或“制

定 新 宪 法 ”作 为 基 本 政 策 。 尤 其 是

2012 年以来，安倍晋三、菅义伟、岸田

文雄内阁加速推进“制定新宪法”，接力

进行法制及舆论准备。日本妄图以军

事上的冒进实质性架空和平宪法的规

制，渐进提高国内外舆论对日本“强兵”

及“攻势强兵”“外向型用兵”的支持度、

容 忍 度 ，倒 逼 日 本 选 民 接 受 乃 至 支 持

“制定新宪法”。

从这个角度观察，2022 年伊始的日

澳《互惠准入协定》、日美“2+2”会议《共

同声明》，仅是日本以“挺美遏华”为名，

谋求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新一轮尝试的

序幕。日本在军事冒进的路上越走越

远，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

上图：日本“日向”号直升机驱逐舰

参加美日联合演习。

资料图片

借口谋求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持续加强在印太地区军事存在—

日本在军事冒进的路上越走越远
■孙绍红 刘雅楠

据报道，美国和澳大利亚不久前

达成一项数十亿美元的军购协议，澳

大利亚计划从美国采购 120多辆坦克

和其他装甲车，以提升其军事力量。

继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之

后，美澳安全合作继续“走近”，其对

地区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

澳大利亚是美国的铁杆盟友，采

购美国的军火也是日常操作。不过回

顾近年来的美澳安全合作，强化的态

势愈加明显，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澳大利亚从美国采购的军事

装备不断增加。澳大利亚新版国防战

略表示要大幅增加军费，加强澳大利亚

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澳大利亚不

断增加军费开支势必使美国军工利益

集团大为受益。美国日前取代法国为

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抢得原本属于法

国的大订单。此次澳大利亚与美国签

署的军购大单，以装甲车、坦克为主。

据报道，未来澳大利亚将从美国购买

1300余辆重型武器装备，开支高达420

亿美元。这也将确保澳大利亚成为美

国数一数二的军备出口对象。

二是美澳军事基地与军事演习

合作日益加强。近年来美国在澳大

利亚的军事基地建设不断加强，澳大

利亚甚至不惜花费数亿美元改善其

北部军事基地以便加强美澳军事合

作。据外国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北领

地的一处机场跑道将被延长，以支持

大型飞机起降，一个靶场也将被翻

修，为澳大利亚国防军和美国海军陆

战队建立新的训练设施。美澳之间

的军事演习也日益频繁，覆盖陆海空

不同军种，几乎涉及从后勤协作到联

合作战所有课目。

三是“美澳+”多边合作范围不断

拓展。澳大利亚在美澳联盟基础上

不断拓展安全合作关系，通过美英

澳、美日澳、美日印澳等多边安全合

作，澳大利亚在美国亚太安全网络中

的作用得到强化。近期，日本和澳大

利亚的安全合作在美国的撮合下明

显升温，日澳《互惠准入协定》的签

署，将提高两国联合军事训练和行动

的规模和强度，并使两国互派部队到

对方境内更加有章可循。

美澳不断加强安全合作，实际上是

双方各取所需。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其

二战以来一直追随美国，双方形成了极

为密切的安全合作关系。澳大利亚认

为应对亚太地区的不确定性，最可靠的

方法是加强美澳联盟。澳大利亚通过

大量购买美国军火，不断增强美国在澳

的军事存在，可以更加紧密地维持美澳

联盟关系。对于美国而言，基于大国竞

争的战略考量，美国对联盟关系更加依

赖，更加注重对盟国的利用。而且，澳

大利亚对于在美国亚太战略中充当“马

前卒”尤为积极，美国更是借机利用，鼓

动澳大利亚为其“火中取栗”。

需要指出的是，美澳双方秉持冷战

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理念，不断炒作

所谓的“中国威胁”，为其联盟强化寻找

借口，既违背时代潮流发展，更不利于

地区安全稳定，违背亚太地区多数国家

的和平发展意愿，必将遭到更多反对。

（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

中心主任）

美澳安全合作损害地区稳定
■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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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2 月 4 日，这一耸人听闻的新闻标

题在美国彭博社网站置顶了大约半

个小时才被撤掉。事后，彭博社只用

轻飘飘的“意外”和“遗憾”了事，连正

式的道歉都没有。

事实上，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美

国就不断通过外交渠道和媒体，大肆

炒作俄乌“战争风险”，渲染俄罗斯在

边境地区举行军事演习的威胁。最

近 一 段 时 间 ，美 国 又 打 出“ 撤 人 、制

裁、军援、增兵”的“组合拳”：授权美

国驻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撤离；宣布

将通过对俄实施经济制裁等方式制

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三批含致

命性武器的军火援助空运至乌克兰；

在命令约 8500 名军人进入高度戒备

状态的基础上，又以应对俄乌紧张局

势为由，派出包括第 82 空降师在内的

约 3000 名美军前出至德国、波兰和罗

马尼亚。通过这些动作，美国营造出

一种俄欲大规模入侵乌克兰的氛围。

然 而 ，就 连 当 事 方 乌 克 兰 都 表

示，乌局势与以前相比并没有明显升

级，并不如美国渲染得那般严重。2

月 1 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签署 3

年内扩军 10 万和提高军人薪水的政

令时特别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与俄罗

斯的战争迫在眉睫，并呼吁各界人士

“ 不 要 散 布 和 利 用 国 内 的 恐 慌 情

绪”。泽连斯基此前指责，“很多媒体

都在营造一种感觉，让外界认为乌克

兰的坦克正在基辅的大街上行驶”。

不难看出，乌克兰局势之所以出

现越来越多的“火药味”，主要拜美国

的再三“拱火”所赐。正如俄总统新

闻秘书佩斯科夫所说，美方无论从言

语还是实际行动上，都在加剧乌克兰

周边紧张局势。

在分析人士看来，美国在乌克兰

问题上连续“拱火”，是希望在持续打压

俄罗斯的同时，进一步破坏俄欧关系，

让欧洲尤其是中东欧国家在安全上更

加依赖美国，同时向美国国内反俄势力

交差，为民主党在今年的美国中期选举

中加分。这些考虑既没有照顾其欧洲

盟友的利益，也不是出于地区和平稳定

的考量，完全是为了美国的一己私利。

美方的举动令俄罗斯十分恼火。

面对北约的战略挤压，俄罗斯在乌克兰

问题上划出两大“红线”：一是西方不得

接纳乌克兰为北约成员国；二是西方不

得在乌克兰部署重型进攻性武器。但

美国对俄罗斯的核心关切不予理睬，反

而拿乌克兰局势借题发挥，发动“有毒

的宣传战”，企图将俄罗斯“黑化”成“侵

略者”和“欧洲文明的敌人”。对此，俄

方多次强调在安全保障问题上没有妥

协的余地，并向外界澄清自己的动作只

是针对北约进逼到波罗的海、黑海等地

的回应。1月 28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

夫表示，如果与乌克兰是否开战只取决

于俄罗斯，那么战争将不会发生。

欧 盟 也 希 望 为 乌 局 势“ 灭 火 降

温”。欧盟一直想让乌克兰充当隔离

欧俄的“缓冲区”，并不想其同俄直接

兵 戎 相 见 。 毕 竟 ，一 旦 俄 乌 爆 发 冲

突，欧俄各领域合作势必受到严重冲

击，导致地区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因

此，在乌克兰问题上，欧盟并不愿意

一味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欧盟外

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日前

表 示 ，西 方 将 继 续 作 出 集 体 外 交 努

力，说服俄罗斯走上对话道路。德国

不但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严禁波

罗的海国家对乌转让德制武器，还与

法国一同促使乌局势回归“诺曼底模

式”四方会谈框架。

美国的战略思想中，通过制造地

区动荡从中牟利的“溃疡面战争”始

终占据重要位置。然而，这种伎俩用

得多了，难免会被识破。要不然，乌

总统泽连斯基也不会一再反驳美英

关于“俄罗斯随时会攻击乌克兰”的

警告，甚至直接指责，“美国的不当做

法引起了人们对俄罗斯可能入侵乌

克兰的恐慌”。

美国，是该好好自我反省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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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不久前与德国正式签订协

议，将斥资 30 亿欧元从德国蒂森-克虏

伯海洋系统公司购买 3 艘潜艇，其中第

一艘潜艇将于 9 年内交付。有分析认

为，这次军购既是以色列实现装备升级

换代的重大步骤，也体现了其着眼地缘

环境进行备战的长远战略考量。

目前，以色列海军的主力潜艇是德

国生产的“海豚”级常规动力潜艇。该型

潜艇不计航程的续航时间长达 30 天，携

载的巡航导弹射程达 1500 千米，可以配

备常规弹头或核弹头，能对周边敌对国

家形成有效威慑。但以色列至少有 3 艘

“海豚”级潜艇下水已超过 20 年，需要做

好更新换代的准备。以色列此次从德国

新购买的 3 艘潜艇是现有“海豚”级潜艇

的升级版，定名为“达喀尔”级是为了纪

念 1968年在地中海海域失踪的“达喀尔”

号潜艇。“达喀尔”级潜艇采用先进的 AIP

推进系统，在水下不依赖空气可继续运

转柴油发电机，利用电力进行推进，具有

潜航时静音、低阻的优点。更关键的是，

该型潜艇将配备可发射核导弹的垂直发

射装置，具有较强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

根据协议，德国还将在以色列建造

潜艇培训模拟器，并提供后勤支持和备

件供应。此外，德国还同意按照原来的

承诺为此次交易提供 6 亿欧元补贴。这

些优厚条件都是此次军购能够顺利推

进的重要因素。

以色列这笔潜艇采购大单背后，还

有着深层次的地缘战略考量。以色列地

域狭小、资源匮乏，陆上方向长期处在周

边国家的围堵之中，地缘政治条件非常恶

劣，历史上多次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在

地中海东岸的海岸线和港口，是以色列与

欧美国家联系的重要通道。以开国总理

本·古里安曾说：“如同我们必须化沙漠为

绿洲一样，我们也必须征服海洋。”因此，

以色列历来重视加强海上武装力量建设，

以保护海洋方向安全。“达喀尔”级潜艇订

单若能顺利交付，对以海军战略威慑和打

击能力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提升。

这项军购也折射出以色列通过军事

技术优势弥补地缘环境劣势的战略意

图。以色列历经多次战争在中东站稳脚

跟，领土面积也不断扩张，使越来越多的

阿拉伯国家不得不正视并接受其存在。

2020 年下半年，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

关系实现了突破。不到 4个月的时间，阿

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相继宣布与以色

列关系正常化，这无疑打破了阿拉伯国家

长期坚持的“先巴以和平后阿以和平”基

本共识和“以土地换和平”原则。这背后

离不开美国的推动，但更主要还在于以色

列强大军事实力的支撑。

尝到甜头的以色列也因此进一步

加大军队建设力度，在军购方面更是接

连豪掷重金。仅去年，以色列与美国的

两次军购额度就达数十亿美元。2021

年 5 月，巴以交火之际，美国政府批准向

以色列出售价值 7.35 亿美元的精确制

导武器。2021 年 12 月 31 日，以色列与

美国签署了购买 12 架 CH-53K 直升机

和 2 架 KC-46 加油机的协议，总价值约

31 亿美元。此次从德国购买具有二次

核打击能力的潜艇，既可帮助以色列应

对来自敌对国家的核威胁，也有助于其

保持和扩大在中东的军事优势。

此外，以色列还将军火贸易作为对

接盟友、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尽

管历史上有着纳粹大屠杀的黑暗一页，

但因为德国对历史的深刻反省，德以两

国关系得到较好发展，双方长期保持密

切的军事合作关系。以色列利用德国

在历史情感上的愧疚和现实中的军售

利益，不断深化同德国的军事合作，也

积极争取德国在中东问题上对以色列

提供政治支持。

上图：以色列“海豚”级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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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购买潜艇大单意在“一石多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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