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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一架载有 70 名德军的飞

机降落在立陶宛卡尔梅拉瓦。这是乌

克兰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第一批抵达立

陶宛的德军部队。此前，德国宣布将派

出 350 名德军增援驻扎在立陶宛卢克拉

军事基地的一个北约战斗群。这将使

驻扎在当地的德军增加到约 900 人。

据德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 2021

年12月，德国以“国际反恐与强制和平”为

名在热点地区设立的军事基地有7处仍在

运作，年内共接纳德军 3000 多人次。此

外，德国还以培训、交流等名义在美国、法

国、英国等盟国设有多个军事基地，海外

军事行动和海外基地数量不断增加。

谨慎有加逐步实现转型

德 国 联 邦 国 防 军 于 1955 年 建 军 。

冷战结束后，重归统一的德国从东西方

对峙的“前线国家”，变成被友邦环绕的

“欧洲中心”，直接性的大规模入侵威胁

基本消失。同时，被冷战掩盖的民族与

宗教矛盾不断抬头，地区性危机、恐怖

袭击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新威

胁纷纷浮现。

然而，鉴于“世界大战发动者和战败

国”的敏感身份，德国在军队走出国门的

问题上一直谨慎有加。按照联邦德国

《基本法》的规定，德国武装力量只能执

行国土防卫及参与北约集体防卫任务。

1994年 7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定，法

律意义上的“防卫”也包含“制止国际纷

争及危机、维护和平等行动”。此后，“有

法可依”的德军才陆续参与了联合国和

北约在波黑、柬埔寨、伊拉克、南联盟等

国的多边军事行动，但主要执行护卫、培

训、侦察、后勤等非作战任务，而且也并

未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

2001年 11月，阿富汗战争大规模战

事告终后，德国派出近4000名德军加入新

组建的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进驻阿北

部重镇马扎里沙里夫的马尔马尔基地。

此后 20年间，该基地接纳了累计近 16万

人次的德军。以此为标志，德军首开设立

海外基地之先河，实现了从“本土防御型”

向“对外干预型”武装力量的转型。

安全形势发展带来变化

对于纳粹德国发动侵略的历史和

犯下的暴行，德国战后历届领导人都明

确承认，并对其后果“全面承担责任”。

从持续赔偿大屠杀受害者，到为受害者

群 体 建 立 纪 念 地 ；从 立 法 严 禁 宣 扬 纳

粹，到教育下一代与纳粹意识形态做斗

争……德国对历史的深刻清算与反省

赢得了许多国家的原谅。

同时，德国二战后的“军事克制”文

化也一度保持强大的惯性。德国恢复

统一之初，时任总理科尔仍信誓旦旦地

表示：“德军永远不会重回被纳粹铁蹄

践踏过的土地。”

然而，正所谓时移世易，随着安全环

境的变化，德国对军队走出国门的认知

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按照德国 2016

年版国防白皮书的表述，“德国正同时面

临着空前多样而高密度的挑战”。毕竟，

上 一 版 国 防 白 皮 书 发 布 已 是 10 年 之

前。当时，叙利亚和利比亚还未开始内

战，还没有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乌克兰

尚未发生大规模冲突，欧洲也无难民危

机。在德国精英看来，欧洲“不稳定周

边”的范围在不断扩展，应重新定义“周

边安全”的内涵和军力运用的意义。

这种认知变化也体现在公众层面。

2015年 11月，巴黎遭恐袭后，法国要求启

用欧盟条约中的互助条款，德国迅速回

应，出动 1200 名德军参与多国对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民意反应普遍

积极。而仅仅 5年前，时任德国总统科勒

还曾因一番德国出兵阿富汗“有保护经济

利益的作用”言论，引起国内强烈批评，最

终被迫辞职。如此强烈的反差，也折射出

在德军走向海外问题上的民意变化。

同时，美国战略东移留出的北约欧

洲防务空缺，英国“脱欧”后腾出的欧盟

防务联合“旗手”位置，以及法德在追求

欧洲防务一体化和战略自主上的默契，

都为德军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提

供了平台。

热点地区展现军事存在

在阿富汗战争之后，德军参与海外

军事行动愈加频繁，并在欧美亚非各大

洲“安营扎寨”，开设了众多海外基地。

一方面，德军大力开展与盟国军队

的协作和交流，在对方境内设立军事基

地。由于在阿富汗问题上积极配合美

国，德美军事关系迅速升温。德军在美

国佛罗里达、新墨西哥、得克萨斯、亚利

桑那等州建立了飞行员训练基地，均由

位于弗吉尼亚州雷斯顿基地的驻美德

军指挥部管辖。此外，在北约及欧盟框

架下，德国还在法国、英国、荷兰等国设

有军事基地。

另一方面，德军以“国际反恐与强制

和平”为由走出国门，在多个热点地区展

现军事存在，开设军事基地。德国在立

陶宛卢克拉的军事基地，就是根据北约

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多国“增强

型前沿战斗群”的决议，于 2017 年向立

陶宛派驻装甲部队时开设的。2006 年

10 月，德国海军因参加联合国驻黎巴嫩

维和部队，在塞浦路斯的利马索尔港建

立了一个后勤补给基地。在打击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的行动中，德军在伊拉克

和约旦分别设立了军事基地。

非洲也有多处德军基地。为向打

击索马里海盗的欧盟军力提供支持，德

军 在 吉 布 提 建 有 一 个 后 勤 保 障 基 地 。

2012 年，德国响应联合国决议，向非洲

萨赫勒地区的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乍

得、马里和毛里塔尼亚五国派遣维和部

队，目前仍在马里有两处小型基地。

参加海外军事行动不仅提高了德

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为德军提供了更多

与盟国军队联演联训的机遇，使其获得

了对一些多国部队的指挥权，积累了联

合训练与作战的经验。未来，德国在北

约及欧洲防务领域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德军的身影或将出现在更多地区。

图①：德军在马里执行维和任务。

图②：德军舰艇驶入其驻吉布提后

勤保障基地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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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视 德 国 海 外 军 事 行 动
■海 宁

军眼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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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政府发布《美国印太战

略》报告，全面阐述了拜登政府对印太

地区的认知定位，提出了美国在印太

地区的战略目标和行动计划。在新冠

阴云依然密布、全球挑战层出不穷的

当下，这一战略文件充斥过时的冷战

思维，延续对华竞争基调，其对“竞争”

“对抗”和“霸权”的追逐，与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

注定遭到可耻的失败。

与前两份印太战略报告相比，美

国新印太战略报告进一步提升了印太

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地位，

折射出美国妄图掌控印太继而维护全

球霸权的野心。

但是，这份战略文件把对抗中国

作为强化其在印太地区力量存在的逻

辑起点，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实

力增长，用美式霸权逻辑揣摩中国的

发展意图，企图通过肆意抹黑中国，来

动员有关国家加入美国主导的反华阵

营。这种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做派，

充斥着赤裸裸的集团政治冷战思维，

违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

作、图共赢的愿望，不仅中国无法接

受，广大国际社会也不会认同。

美国新印太战略将未来 10 年视

为对华竞争的“决定性阶段”。尽管美

国承认“改变中国的能力有限”，但这

份文件仍列出了强化同盟和伙伴关系

的行动计划，如提升日本在印太事务

中的定位，让日本在牵制中国方面发

挥更大作用；帮助澳大利亚尽快获得

核潜艇，将澳大利亚彻底绑上美国“战

车”；支持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发挥领

导作用，企图抬高印度抗衡中国；将北

约盟友和欧盟伙伴纳入印太联盟体

系，编织国际反华阵线，等等。这种

“拉小圈子”、推动集团对抗的举措，违

背时代潮流和人心向背，将严重破坏

地区和平与稳定。

事实上，美国新印太战略在实施

层面面临一系列挑战，最终难逃失败

的命运。

首先，拜登政府没有足够的资源

推进新印太战略。新印太战略称要

“聚焦印太每一个角落”，但实际情况

是，拜登政府执政一年多来，美国在许

多亚洲国家都没有任命大使，在大部

分太平洋国家没有设立大使馆。在这

种情况下，很难想象美国如何有效推

进各项举措。经贸层面，被拜登政府

寄予厚望的“印太经济框架”在吸引

力、包容性、法律要求、党派斗争等方

面面临诸多掣肘因素，短期内恐难落

地。

其次，拜登政府在国内面临抗疫

不力、通货膨胀、政治极化等多重困

境。持续走低的民意支持率和日益临

近的中期选举，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

拜登政府将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国内

问题上。一旦民主党在今年 11 月的

中期选举中失利，那么本届美国政府

将提前进入“蹩脚时刻”。而乌克兰问

题的持续发酵升温，也将对拜登政府

推进新印太战略形成牵制。

更关键的是，中国是国际社会的负

责任大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周边国家共

建美好家园，共护地区安宁，谋求共同

发展。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的形象深入人

心。美国企图拉拢地区国家“塑造围绕

中国的战略环境”，注定会落空。

历史经验表明，美国势力来到哪

里，哪里就会陷入混乱和冲突，因为

美国常常不是问题的解决者，而是问

题的一部分，甚至是问题的制造者。

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疫情反弹、经济

复苏和供应链恢复脆弱、地区局势动

荡等多重挑战，团结合作、共谋发展

是地区各国的普遍共识和期待。《美

国印太战略》报告强调美国将“锚定

印太地区”，其实质不过是美国搞集

团对抗来维护自身霸权的工具。如

此违背时代潮流的战略，必将遭到可

耻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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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眼观察

不久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

示，该公司 2 月 3 日发射的 49 颗“星链”

卫星中，多达 40颗卫星受地磁暴影响将

从 210千米高度陆续离轨坠毁。这则消

息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航天器安全和太空

安全的关注。

航天器安全指航天器进出太空和在

轨运行过程中处于不受威胁和损害的状

态并保持该状态的能力，涵盖运行安全、

工作安全和航天员安全等方面。自然因

素是引发航天器故障与安全问题的首位

因素，包括太空环境中的地球大气、地球

电离层、地球磁场、空间粒子辐射、光子

等太空物理环境以及流星、太空碎片等，

可分别对航天器的轨道和姿态维持以及

硬件外表、元器件、软件等产生影响或危

害，属于非人为蓄意威胁。社会因素是

指造成航天器安全问题的人为威胁，包

括使用动能、定向能、核爆和在轨操控等

对航天器造成物理毁伤，或以信息干扰

和网络攻击等方式对航天器进行非物理

毁伤，以达成部件失灵、功能降效等破坏

效果。

所有在轨航天器都面临着自然因素

的威胁，但人们更为忧虑并极力反对的

是人为因素的破坏，其中美国是航天器

面临人为威胁的主要来源。近年来，美

军推动研发、部署了“标准-3”导弹、X-

37B、“老鹰”机动作战飞行器等多种反

卫星武器，多次实施弹道拦截试验，并举

办“黑颗星”挑战赛验证网络攻击卫星技

术。这意味着各国航天器面临着严重的

攻击性军事威胁，太空军事化乃至武器

化、战场化形势愈加严峻。

美国官方和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为

代表的商业实体还打着“飞行自由”和

“外空透明”的幌子，利用在轨航天器频

繁迫近滋扰他国卫星正常运行，极大威

胁 太 空 公 域 的 日 常 轨 道 运 行 安 全 。

2019年，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为了测

试“卫星自动脱离轨道的技术”，让“星

链-44”卫星下降到 320 千米高度，险些

与欧洲航天局的“风神”气象卫星相撞，

欧洲航天局不得不紧急调整“风神”轨道

以规避。需要指出的是，2021年 3月，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签署协议，约定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应操

作靠近国际空间站或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所属航天器的“星链”卫星实施机动规

避，但并未提及“星链”卫星在靠近其他

国 家 航 天 器 时 应 尽 的 责 任 和 义 务 。

2021 年 7月，美国军方一颗代号 USA271

的 地 球 同 步 轨 道 空 间 态 势 感 知 计 划

（GSSAP）卫星多次故意抵近中国实践二

十号卫星，严重干扰并危及卫星正常运

行安全。据美军专家透露，美军自 2014

年至今已在轨部署 6颗 GSSAP卫星，验证

和开发太空态势感知战术、技术与规程，

以在轨服务、燃料加注、报废卫星处理等

试验为名，干“邪恶的威胁之事”。

太空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探索和利

用太空涉及人类的共同利益，太空安全

需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少数国家为谋

求太空绝对优势和霸权地位，执意发展

危及航天器安全的手段和能力，加剧太

空军事化形势。这些阴暗行径与大多数

国家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社会、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望与诉求背道

而驰，必将遭到全世界热爱和平人士的

抵制和反对。

（作者单位：航天工程大学太空安全

研究中心）

美国阴暗行径严重威胁航天器安全
■常 壮 薛 武

近日，以色列和美国正式签署了引

进 2 架 KC-46A“飞马座”新一代空中加

油机的协议，成为继日本之后 KC-46A

的第二个国际客户。

KC-46A 加油机由美国波音公司

在波音 767 客机的基础上改装而来，最

大载油量可达 96 吨，硬式加油的加油管

输油量达到每分钟 1200 加仑，均较现役

的 KC-135 加油机有较大提升。而且，

KC-46A“软硬兼备”，共安装了尾部伸

缩套管、后机身中心线加油平台和翼下

加油吊舱 4 套加油设备，据称可为美军

当 前 几 乎 所 有 固 定 翼 飞 机 实 施 加 油 。

因此，KC-46A 也被视为美空军未来几

十年的主力加油机，将用来逐步替代平

均机龄高达 50 多岁的 KC-135 加油机。

以色列周围对手环伺，加油机则为

以空军战斗机延长空中待命时间、执行远

程作战任务提供了可能。目前，以色列拥

有 9架 KC-707加油机和 4架 KC-130H

加油机，其中 KC-707 服役年头比 KC-

135 还要久，堪称“老爷机”，不仅性能落

后，而且零备件严重短缺，维护起来困难

重重。因此，以色列一直密切关注美国

KC-46A加油机的研发交付进程，希望将

之引进以替代原有加油机。最终，美国同

意出售8架KC-46A给以色列。

不过，合同虽然签了，但以色列要

想接收 KC-46A 加油机恐怕还需一些

时日。2011 年，美国空军和波音公司签

订了采购 179 架 KC-46A 的合同。按计

划 2017 年美军就应当接收 18 架具备初

始 作 战 能 力 的 KC- 46A，但 直 到 2019

年，双方才完成首架飞机的交付。目前

按 照 每 月 2 架 的 速 度 接 收 交 付 ，截 至

2022 年 1 月，已接收 50 架。而据媒体披

露，美国不久前拒绝了以色列以打击伊

朗核设施为由让美方走简便程序立即

交付两架 KC-46A 的要求。

更大的问题在于，KC-46A 在测试

过程中就被发现布线冗余度不足、加油

杆稳定性不够、货物锁不牢靠、硬管加油

操作远程观测系统不准确等一系列问

题。特别是 2018 年底，KC-46A 被发现

机体结构内存在生产工具和垃圾碎片遗

留，这表明其装配管理和质量控制存在

严重威胁飞行安全的低级失误。由于上

述技术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美空军

仅开发了已接收飞机的运输能力，其核

心的日常加油能力尚未形成，想要实现

完全作战能力还看不到明确的时间表。

正由于问题百出且交付速度严重

滞后，KC-46A 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不少

冷遇。包括澳大利亚、法国、英国、沙

特、阿联酋、韩国和新加坡在内的很多

潜在客户都改变主意，转而购买欧洲空

客公司的 A330 加油机。同时，以色列

改装生产空中加油机的经验也比较丰

富，2008 年曾获得为哥伦比亚空军改装

多功能加油/运输机的订单，两年之后

就顺利交货。以色列还成功将其推向

国际市场。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仍然坚

定地购买 KC-46A，折射出美以之间特

殊的政治军事关系。

一方面，国际军售本身就是各方利

益权衡的结果，以色列在许多领域依赖

美国的庇护，购买美国的加油机则有利

于与美保持军事合作和技术交流，巩固

两国特殊关系。而且，KC-46A 虽然并

不算成熟，但许多技术问题假以时日都

可以解决。

另一方面，这笔军售也符合美国的

利益。帮助以色列提高军事能力，有助

于美国持续在中东地区发挥影响。向

以色列出售 KC-46A，不仅有助于波音

公司扩大该机型的出口，相关数据和实

践经验也可以对未来改进提升飞机的

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当然，目前情况下，早已和美国深

度捆绑的以色列除了间歇的催促和漫

长的等待，怕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左上图：美军KC-46A加油机为F-15

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 资料图片

以色列购买加油机的渴望与无奈
■詹 璐 罗尔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