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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8 日，日本自卫队利用运输机，

向乌克兰运送大批头盔和防弹背心等

装备。至此，在美国纵容下，日本有关

武 器 装 备 出 口 的 限 制 基 本 形 同 虚 设 。

日本企图通过大规模出口武器装备重

建完整军事工业体系，恢复军事政治大

国地位，从而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

目标。

“畸形怪胎”：长期服
务美军的军事工业

二战结束后，日本国家交战权被取

消，武器装备出口也受到诸多限制。美

国为了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避免日

本同自己争夺世界军售市场，对日本军

事工业的发展作出种种限制。

在此背景下，日本逐步形成了专守

防御型、专攻支援保障类装备的畸形军

事工业体系。

尽 管 如 此 ，日 本 仰 仗 自 身 经 济 和

科技实力，在侦察、预警、反潜、防空等

支援保障类装备领域形成了强大的自

主 制 造 能 力 ，许 多 装 备 甚 至 成 为 美 军

的 必 需 品 。 有 数 据 显 示 ，海 湾 战 争 中

美 军 80%的 微 电 子 芯 片 由 日 本 提 供 ，

F-117 轰炸机的隐身涂料也由日本提

供。

随 着 美 日 同 盟 的 深 化 ，美 国 开 始

允许日本以许可方式生产包括主战飞

机、驱逐舰、防空导弹、武装直升机等

美 式 武 器 装 备 ，但 对 于 日 本 自 主 研 发

主 战 装 备 的 尝 试 ，美 国 一 直 保 持 高 度

警惕。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投入数千

亿日元研制的新一代 FS-X 战斗机，就

因 遭 到 美 国 强 烈 反 对 而 被 迫 下 马 。

2017 年 ，当 日 本 投 巨 资 研 制 的 下 一 代

主力战斗机 X-2“心神”进入试飞阶段

时 ，美 国 又 故 伎 重 施 ，向 日 本 出 口 42

架 F-35 战斗机，并允许在日本组装 40

架。最后，“心神”战斗机项目也难逃

下马的命运。

由于日本自卫队采购的武器装备

数量有限，再加上美国收取巨额的技术

和专利使用费，日本生产的美式武器装

备价格极其昂贵。其在国内组装的 F-

35A 战斗机，单机价格比从美国进口要

高出近 4000 万美元，这还不包括建造组

装工厂和工人工资等支出。

“蚕食策略”：不断突
破武器装备出口限制

日本武器装备出口政策，完全服务

于美国战略需要。1967 年佐藤内阁通

过了“武器出口三原则”：不向共产主义

阵营出售武器；不向联合国实施武器禁

运的国家出售武器；不向正在发生或者

可 能 发 生 国 际 争 端 的 当 事 国 出 售 武

器。这是二战后日本限制性防卫政策

的 核 心 之 一 ，也 为 日 本 树 立 了 所 谓 的

“和平国家”招牌。1976 年，三木内阁又

进行补充，对“武器出口三原则”对象以

外的地区也不出售武器，事实上全面禁

止武器出口。

但是，这一原则很快就被突破。出

于日美共同开发反导导弹的需要，1983

年中曾根内阁发表声明指出，向美国提

供武器和技术不受“武器出口三原则”

限制。冷战结束后，日本不断谋求“国

家正常化”，松绑武器装备出口成为重

要内容。1996 年，日美《相互提供物资

和劳务的协定》允许日本向美国提供武

器零件。日本还长期以猎枪和运动用

枪为名出口轻武器。

近年来，在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

和“印太战略”过程中，美国需要日本充

当更为有力的帮手，所以在日本增加军

费、出口武器装备、解禁集体自卫权等

问题上持纵容态度。2006 年 6 月，日本

政府决定利用政府开发援助向印尼提

供 3 艘武装巡逻艇，事实上放松了武器

出口限制。

2014 年 4 月 ，日 本 安 倍 内 阁 通 过

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即：不允许

向争端当事国或在违反联合国决议情

况下出口、转移武器装备；仅限有利于

作出和平贡献和有助于日本安全情况

下 允 许 出 口 ；仅 在 能 够 确 保 妥 善 管 理

情况下允许出口武器用于其他目的或

转 移 至 第 三 国 。 为 掩 人 耳 目 ，安 倍 政

府 将 武 器 出 口 改 名 为 装 备 转 移 ，且 所

谓的“和平贡献”“日本安全”“妥善管

理 ”等 都 可 任 意 解 读 。 这 一 修 改 大 幅

放宽了日本对外输出武器装备和军事

技术的条件。

此后，日本防卫省又于 2015 年 10

月成立了统管武器装备研发、采购、出

口 等 业 务 的 机 构 —— 防 卫 装 备 厅 。

2017 年 5 月 ，日 本 国 会 通 过 修 改 后 的

《自卫队法》，允许将自卫队的二手装

备 免 费 或 低 价 转 让 给 他 国 。 近 年 来 ，

日本先后宣布向澳大利亚出口潜艇技

术、向印度出口水陆飞机，并向南海周

边 国 家 赠 送 武 装 巡 逻 艇 、巡 逻 机 和 教

练机。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于 3 月 8 日

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同意修改“防

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适用指针，决定

首次向正处于交战状态的乌克兰提供

武器装备。当天晚上，日本自卫队将防

弹背心等物资装上军用运输机运往乌

克兰。这一动作为日本下一步公开全

面出口武器装备探了路。

“麻烦制造者”：暗藏
摆脱战后国际体系野心

近 年 来 ，日 本 通 过 解 禁 集 体 自 卫

权、提高防卫预算、增加海外派兵等形

式，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企图彻底

摆脱二战后的国际政治体系，实现成为

“普通国家”的目标。放宽武器装备出

口 限 制 ，也 成 为 日 本 谋 求 军 事 政 治 大

国地位、实现“国家正常化”的重要途

径。相关动作必将对国际社会产生重

大影响，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受出口禁令和自卫队订货数量限

制，日本军工企业产能长期严重过剩，

陷入“高投入—高价—再高投入”的恶

性循环。如日本“90”式坦克、F-2 战斗

机的采购价格均相当于美国同类装备

的 2 至 3 倍。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将释

放日本军事工业生产潜力，大大降低武

器研制和采购成本。有专家预测，如果

日本全面放开武器出口限制，5 年内即

可进入武器出口国前 5 名，10 年内就能

超过俄罗斯。

同 时 ，日 本 还 可 通 过 与 美 欧 国 家

的 防 务 合 作 ，提 升 武 器 装 备 技 术 水

平 ，重 建 完 整 的 军 事 工 业 体 系 ，并 逐

步 摆 脱 对 美 依 赖 。 目 前 ，日 本 已 与 澳

大 利 亚 、印 度 、菲 律 宾 、英 国 、法 国 等

国 签 订 了《防 卫 装 备 品 及 技 术 转 移 协

定》，其 与 德 国 、意 大 利 、瑞 典 等 国 围

绕 该 协 定 的 谈 判 也 有 较 大 进 展 。 届

时 ，意 大 利 的 舰 艇 技 术 、德 国 的 坦 克

技 术 和 瑞 典 的 潜 艇 技 术 ，皆 有 可 能 为

日本所用。

需要警惕的是，近年来，日本先后

向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赠

送数十艘巡逻艇和巡逻机，并与美、菲

等 国 在 南 海 频 繁 举 行 联 合 军 事 演 习 。

这些都表明，日本仍在服务于美国战略

需要，肆意挑拨地区矛盾，成为地区安

全的“麻烦制造者”。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上图：日本川崎重工生产的 C-2军

用运输机。 资料图片

在美国纵容下，日本多次修改武器装备出口规定—

日本放开武器装备出口暗藏祸心
■况腊生

百里基地位于日本东京首都圈内

的茨城县。该基地直属日本航空自卫

队，占地总面积约 425 公顷，驻有航空

第 7 团、第 12 机动警戒队、第 401 基地

防空队、第 3 设施保障队、侦察航空队

等单位。基地除承担针对日本首都圈

的战斗机紧急升空拦截任务外，还担

负针对全国的空中全天侦察使命。

百 里 基 地 的 历 史 可 追 溯 到 1938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曾是

旧日本海军筑波航空队百里分遣队所

在地。二战结束后，基地被废弃，由农

民在此开垦田地。

二战后，美国为了争霸需要，开始

重新武装日本。1958 年，日本航空自

卫队将这里重新辟为军事用地。此

后，日本政府不断加快建设百里基地

的 步 伐 。 1965 年 ，百 里 机 场 建 成 竣

工。次年，百里基地正式成立。为迅

速扩充兵力，第 7航空团司令部和侦察

航空队分别于 1967 年和 1975 年搬迁

至百里基地。

基地建成后，不断进行武器装备

更新升级。1972 年，日本三菱重工开

始授权生产 F-4EJ“鬼怪”Ⅱ战斗机，

首批便装备给了百里基地第 301 飞行

队。1985 年 3 月，基地开始部署美式

F-15J/DJ战斗机。

冷战结束后，日本航空自卫队主

要关注方向从北方转向西南，百里基

地因此“日渐衰落”。2009 年 3 月，日

本航空自卫队将航空第 7 团的第 204

飞行队改派冲绳县那霸，企图提高其

在西南方向的制空能力。2016 年，隶

属航空第 7 团的第 305 飞行队转移到

位 于 九 州 岛 宫 崎 县 的 新 田 原 基 地 。

2019 年，该基地第 302 飞行队退役了

所有 F-4EJ“鬼怪”Ⅱ战斗机，并成为

第一支装备 F-35A 隐身战斗机的飞行

队，整个飞行队也转场到位于本州岛

青森县的三泽基地。未来，随着一些

新式武器装备的入驻，进入“暮年”的

百里基地或将迎来新的发展。

下图：百里基地地理位置示意图。

资料图片

百里基地——

日本首都圈
的防空要地

■王崇嘉 沈业宏

近期，美国国会正式批准向波兰出

售250辆M1A2“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及

其相关配套装备，采购合同总价值约 60

亿美元。美方声称该项军售有助于提高

北约盟国“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

力”。

此次军售清单中，美方需向波方交

付的相关配套装备包括 250 套 AN/VLQ-

12“公爵”反简易爆炸装置电子干扰系

统、26 辆 M88A2“大力神”装甲抢修车、

17 套 M1110 联 合 突 击 架 桥 车 ，以 及

XM1147多用途弹药。

事实上，2021 年 7 月，波兰便向美

方提出大批量采购新型“艾布拉姆斯”

主战坦克的诉求。但受多方因素影响，

该计划一度处于待定状态。直至今年

1 月，该项军售再次被提上议程，并随

着乌克兰局势持续升级加速落地。

冷战结束不久，美国主导的北约开

启了东扩进程。美国一直有意抬高波

兰在强化北约东翼防务力量、挤压俄罗

斯地缘生存空间上的独特价值。1997

年，波兰就和匈牙利、捷克一起，被北约

确定为首批扩员对象。2010年 5月，美

军首批“爱国者”PAC-3 反导系统运抵

波兰莫龙格军事基地，波兰也由此成为

第一个部署“爱国者”导弹的东欧国家。

以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为转折点，

波兰显著加快与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合作

步伐。美国也于 2019年批准向波兰出

售32架 F-35A战斗机和电子战系统。

两国于 2020 年签署《加强防务合

作协议》后，双方防务与安全合作不断

提速升级。在外部军事力量进驻波兰

一事的态度上，波方由“谨慎应对”变为

“主动接纳”，并为紧急状态下将更多北

约部队转移至波兰预留空间。根据美

波《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目前驻波美军

人数已增至约 5500 人，并在波境内成

立美陆军第五军前沿指挥部，负责对北

约 东 部 边 界 的 美 军 实 施 统 一 指 挥 调

度。此外，北约东翼部队的指挥中心也

设在波兰境内。

在防务政策加速向美靠拢的同时，

波兰国防力量的主战装备也逐渐由“苏

式”向“美式”转型。以陆军装甲力量为

例，除了 240余辆“豹”-2系列主战坦克

外，波兰还拥有 150余辆 T-72主战坦克

以及230余辆在T-72主战坦克基础上改

造而来的PT-91主战坦克。波兰此次采

购的M1A2“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或将

替换日益老旧的T-72主战坦克。

需要注意的是，渲染安全威胁、激

化安全矛盾一直是美国扩大武器出口

的重要手段。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

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16 年至 2020

年间，美国军火出口占到全球总数的

37%，且仍呈大幅增加态势。事实证明，

美出于一己私利而置其他国家安危于

不顾的做法，非但不利于东欧地区安全

局势缓和，还会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军备

竞赛，再度坐实了美国地区安全“搅局

者”“破坏者”的角色。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上图：M1A2“艾布拉姆斯”主战坦

克。 资料图片

美国正式批准向波兰出售 250辆 M1A2“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借机兜售军火 不利局势缓和
■季 澄

俄乌冲突发生后，欧洲多国打破

诸多原有“禁忌”，密集出台应对举措，

其防务政策进入新一轮变革期。

对乌军援屡屡破例。德国突破此

前禁令，首次公开向“战乱地区国家”

输送防空和反坦克等“致命性武器”。

瑞典、芬兰均实质性放弃“中立”传统，

对乌提供武器弹药支持。欧盟宣布动

用多达 5 亿欧元的“欧洲和平基金”，

“史上首次”为“正遭受攻击的国家”购

买、运送“致命性武器”以及燃料和防

护装备，已基本用完该基金本年度的

预算份额。欧洲多国公开支持或默许

本 国 公 民 作 为“ 国 际 雇 佣 军 ”赴 乌 参

战。

扩 军 备 战 风 潮 涌 动 。 尤 为 引 人

关注的是，自 1990 年两德统一后德国

首次大幅追加国防预算，宣布设立总

额 达 1000 亿 欧 元 的“ 特 别 基 金 ”用 于

提升军备，且表示今后每年都将把国

防开支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2%以

上 。 这 也 意 味 着 ，德 国 将 超 过 印 度 ，

成 为 世 界 第 三 大 军 费 开 支 国 。 德 国

国 防 部 已 宣 布 ，将 购 买 35 架 美 制 F-

35 战斗机。波兰加速从美国接收 250

辆 M1A2“ 艾 布 拉 姆 斯 ”主 战 坦 克 ，其

议会几乎全票通过《保护祖国法》，规

定自 2023 年起，将国防开支在国民生

产总值中的占比从目前的 2%提升至

3%。此外，还有多个欧洲国家出台了

提升军备的方案。

北欧国家转变立场，积极靠拢多边

防务机制。芬兰民意发生重大突变，民

调中首次出现了过半数人员支持加入

北约的状况。瑞典和芬兰两个“中立

国”政府均愿强化与北约的关系。秉持

“大西洋主义”和“北约至上”的丹麦，则

有意参与欧盟共同防务机制，拟于今年

6月就此事举行全民公投。

诸多欧洲国家防务政策的调整如

此相近，既是面对变局的应激反应，更

是由于俄乌冲突深刻影响了欧洲人的

安全观。

进 入 21 世 纪 后 ，传 统 的 军 事 安

全 问 题 在 欧 洲 人 的“ 安 全 词 典 ”里 已

然淡化。2003 年底，欧盟在首份安全

战 略 文 件 中 ，开 门 见 山 地 抒 发 了“ 欧

洲 从 未 如 此 繁 荣 与 和 平 ”的 喜 悦 ，以

及“ 大 规 模 军 事 入 侵 威 胁 不 再 ”的 宣

言。彼时的欧俄关系，正以双方规划

“ 四 大 共 同 空 间 ”（共 同 经 济 空 间 ，共

同 自 由 、安 全 和 司 法 空 间 ，共 同 外 部

安 全 空 间 ，共 同 科 教 文 化 空 间）蓝 图

而 攀 升 至 冷 战 后 的 巅 峰 。 2008 年 的

俄 格 冲 突 和 2014 年 的 克 里 米 亚 入

俄 ，虽 令 欧 俄 战 略 互 信 下 降 ，但 其 关

系缓和仍颇有空间，双方经贸及能源

往 来 甚 至 不 减 反 增 。 欧 盟 2016 年 出

台的最新版《全球战略》，也仅将俄罗

斯 归 为 风 险 相 对 较 低 的“ 混 合 战 争 ”

威胁。

本轮乌克兰危机中，欧洲领导人

马 不 停 蹄 地 开 展 了 一 系 列 旨 在 平 息

事态的“穿梭外交”。然而，美国持续

推进北约东扩、罔顾俄方安全关切的

“拱火”之举，最终导致欧洲大陆重燃

战火。这令弥漫在全欧的反对“防务

开 支 挤 占 社 会 福 利 ”的 民 意 顿 时 反

转，原本惟恐“穷兵黩武”被选民嫌弃

的 欧 洲 各 国 政 要 ，转 而 纷 纷 做 出“ 厉

兵 秣 马 ”之 状 ，以 迎 合 骤 然 逆 转 的 选

民情绪。

乌克兰问题的演变有着复杂历史

经纬。乌克兰沦为大国对抗的前沿，

也令欧洲受伤颇深。俄罗斯是“搬不

走 的 强 邻 ”，美 国 是“ 请 神 容 易 送 神

难 ”的“ 盟 主 ”，欧 洲 各 国 更 是 各 怀 心

思甚至龃龉不断。在这一背景下，构

建平衡、有效和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

构遥遥无期。面对纷乱复杂的局面，

如 何 真 正 实 现 欧 盟“ 战 略 自 主 ”与 欧

洲大陆的“持久和平”，值得欧洲人深

入思考。

多国防务政策发生重大转向，构建平衡、有效和可持续的欧洲安全

架构遥遥无期—

乌克兰危机影响欧洲安全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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