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４日 星期四责任编辑/吕德胜 张文文

军眼观察

E-mail:jfjbtxjs@163.com 天 下 军 事

前不久，美国国防部网站公布了一

份 简 短 的《2022 年 国 防 战 略 的 基 本 情

况》（以下简称《基本情况》），提出了所

谓的“保卫国土、加快应对中国日益增

长的多领域威胁”等 4 项战略目标。尽

管篇幅非常有限，但字里行间充斥着冷

战思维与零和博弈理念，暴露了美国企

图通过谋求绝对军事优势维护自身霸

权的战略图谋。

渲染所谓的“中国威
胁”，确立认知新定位

《基本情况》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最重

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声称“中国在印太地

区的挑战是头号威胁”，要“加快应对中国

日益增长的多领域威胁”。这样的表述，

在美国的战略文件中尚属首次，表明其对

世界认知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

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总体上奉行对

华“接触”政策，认为可以影响甚至塑造

中国的未来发展。进入 21 世纪，所谓的

“中国威胁论”在美沉渣泛起，小布什政

府明确提出“中国是竞争者，不是战略

伙伴”。但“9·11”事件后，恐怖主义跃

居为美国首要的安全威胁，美国遏制中

国的“战略重心东移”计划暂时搁置。

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开始着手

结束“反恐战争”，实施以遏制中国为目

的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第三次抵消战

略”等。特朗普政府时期将大国之间的

战略竞争视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

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定位大幅前移。

拜登政府不仅延续特朗普政府时

期“全政府”“全社会”对华遏制策略，还

积 极 推 动 集 团 对 抗 ，从 强 化“ 五 眼 联

盟”，到兜售“四边机制”、拼凑三边安全

伙伴关系、收紧双边军事同盟，在亚太

地区排出“五四三二”阵势。这些举动

完全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推行“一体化威慑”，
企图打造竞争新优势

《基本情况》指出，“一体化威慑”是

美国实现有关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

威慑始终是美国国防战略的重要

手段。拜登政府执政后，调整了大国战

略竞争的策略方法，特别强调发展并运

用威慑手段。由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提出的“一体化威慑”概念，强调将技

术、作战概念和各种能力以恰当的方式

组合交织在网络中，形成可靠、灵活和

强 大 的 威 慑 能 力 。 根 据 美 方 的 表 述 ，

“一体化威慑”不仅是制定新版《国防战

略》的主导思想，而且将作为“美国国防

基石”长期发挥指导作用。

“一体化威慑”包括四层含义。一

是作战领域一体化，即发挥网络威慑、

太空威慑、认知威慑的作用，使之充分

融入传统作战域，塑造多域力量优势叠

加的威慑态势。二是全球战区一体化，

即打破各战区之间的地理界限，加强作

战力量的动态部署和一体运用，达到全

球一体化作战的威慑效应。三是国家

力量一体化，即充分运用所有军事和非

军事手段，深化国防部与国务院、商务

部、能源部等政府机构的合作，形成资

源集成的威慑合力。四是适用范围一

体化，即将威慑应用到从“灰色地带”竞

争、小规模武装冲突到高端战争等各种

场景，贯穿和平、危机和战争的全过程

全时段，最大限度地发挥威慑功能。

不难看出，美推进“一体化威慑”，

是 信 奉 零 和 博 弈 、实 力 制 胜 的 丛 林 法

则，着眼赢得大国竞争、企图打造军事

竞争新优势的举措。这再次证明，美式

霸权是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挑战。

强调“数据赋能”与
盟友体系，突出维护霸权
新路径

《基本情况》在提出有关战略目标

的基础上，也指出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具

体路径。其中，对内重点是通过技术创

新“强化持久军事优势”，对外则要借重

“互利的联盟伙伴关系”这一“美国长期

享有的优势”，要求制定防务规划的每

个阶段，都要融入盟友的思想、能力和

优势。

美 军 认 为 ，数 据 以 前 所 未 有 的 速

度在整个战场空间进行创建、传输、分

析 和 分 发 ，成 为 影 响 作 战 行 动 成 败 的

重 要 因 素 。 为 更 好 地 适 应 这 种 变 化 ，

美军颁布了《国防部数字现代化战略》

《国防部数据战略》《陆军数字化转型

战略》等远景规划，增设了“国防部首

席数字和人工智能主管”“国防数字服

务处”“作战数据小组”等高级职位和

部门机构，实施了“大数据到决策”“人

工 智 能 与 数 据 加 速 计 划 ”等 重 大 工 程

与项目。

在 具 体 实 施 层 面 ，美 国 建 立 了 以

云 计 算 技 术 为 基 础 的 标 准 化 情 报 网

络，并与军方情报机构建立共享系统；

国 防 部 与 工 业 界 、学 术 界 和 盟 国 建 立

伙 伴 关 系 ，确 保 获 取 最 先 进 的 人 工 智

能技术；制定《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战

略》及其实施计划，将“先进战斗管理

系统”作为核心技术架构，集成来自五

代战斗机、驱逐舰、无人机、太空系统

等 的 传 感 器 数 据 ，为 联 合 部 队 提 供 先

进 、有 效 的 地 面 和 空 中 目 标 指 示 及 多

域 作 战 指 挥 控 制 能 力 。 未 来 ，美 军 将

加速推进以数据共享为核心的前沿技

术 开 发 及 运 用 ，以 谋 求 更 大 的 技 术 优

势。

美国自诩拥有全球最广泛的盟友

体 系 ，认 为 这 是 任 何 竞 争 对 手 无 法 匹

敌的非对称优势。2021 年 3 月，拜登政

府颁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提

出 ，要 重 点 提 升 与 印 太 和 欧 洲 盟 友 的

关 系 ，确 保 在 对 华 竞 争 中 取 胜 。 2022

年 2 月，拜登政府颁布《印太战略》，进

一步深化细化了与印太联盟伙伴加强

关系的构想。

在 盟 友 体 系 中 ，美 国 始 终 发 挥 着

“召集者”“赋能者”“担保者”的主导作

用，推进盟友体系范围不断扩大、军事

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当前，美国已构

建以双边关系为支点、盟友间安全合作

为依托的大范围防务合作网络，并重点

从作战思想、编组编成、武器装备、计划

制定等方面推动实现一体化，提高互操

作性。同时，合作领域不断向网络、太

空、人工智能、无人自主、量子通信、深

海航行等领域延伸。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国防战略》渲

染 对 立 对 抗 ，妄 图 谋 求 单 方 面 军 事 优

势，只会加剧地缘政治竞争，严重破坏

国际安全秩序，破坏全球战略稳定。其

所作所为，违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的时代潮流，折射出其思维仍停留在冷

战对抗、零和博弈的旧时代。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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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渲染威胁制造对立对抗，谋求绝对优势维护自身霸权—

美国新版《国防战略》充斥过时冷战思维
■焦 亮 胡峰笙

4 月 3 日，德军总监察长佐恩接

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德国准备设立

的德军“特别基金”是“专项经费”，

只能用于未来一个时期军队装备建

设。此前，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将

设 立 1000 亿 欧 元 的 德 军“ 特 别 基

金”，并将军费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

总值的 2%以上。各界普遍认为，德

将迎来“历史转折”，正式告别长期

的“克制”安全政策。

德之所以设立“特别基金”，与

德军长期以来的“顽疾沉疴”有关。

冷战结束后，德军以非传统威胁为

主要挑战，部队建设一直以“小、快、

灵”为主。随着传统威胁回归，北约

重提“集体防御”，德陆军压力陡增，

补充重型装备迫在眉睫。经过多年

发展，已有一个师完成“全副武装”，

但仍以“老旧装备”为主，且相对分

散 。 德 军 目 前 亟 须 升 级“ 豹 2”坦

克，以“美洲豹”和“拳师犬”替代“黄

鼠狼”步兵战车，并补充装甲救援车

和重型卡车等装备。

事实上，经费不足引发的装备

陈旧一直是困扰德军发展的老问

题。2015 年出台的首份《德军装备

报告》指出，德军主要装备项目结项

延时 51个月，费用超出原计划 129亿

欧元。历经多年，这些问题仍然没有

改善。2021 年 12 月公布的最新《德

军装备报告》显示，这两项数据仍在

增长，分别为 52个月和 138亿欧元。

俄乌冲突则为德顺势推出“特

别基金”提供了契机。佐恩表示，俄

乌冲突使德意识到军队装备升级迫

在眉睫。目前，德政府对如何使用

“特别基金”已有初步方案。根据 3

月 16 日联邦内阁批准的预算，德军

今年军费为 503 亿欧元，2023 年至

2026 年将维持在每年 501 亿欧元。

如果这一数额不足国内生产总值的

2%，可通过“特别基金”补齐缺口。

佐恩表示，德将结合 2019 年公布的

《北约军事战略》和日前出台的欧盟

《战略指南针》研判威胁形势，制定

防御计划，明确采购优先事项。

据德国军事化信息网消息，预

计“特别基金”会有约 680 亿欧元用

于本国大型装备项目采购，包括欧

洲战机、新式重型运输直升机、新型

护卫舰等；其余部分将被投入多边

防务项目，涉及新型火炮、潜艇、未

来空战系统等。

与德以往国防预算相比，1000亿

欧元的“特别基金”的确不是一笔“小

数目”。然而它能否让德军在短时间

内脱胎换骨，还需打上问号。根据佐

恩的想法，这份“特别基金”所有军种

“见者有份”。这种“撒胡椒面”的做

法，恐难使德军能力实现质的提升。

此外，“特别基金”还面临法律

上的障碍。德国曾在《基本法》中

写入结构性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

值 0.35%的“债务刹车”条款。虽然

德国政府于 3 月 16 日批准了关于设

立德军“特别基金”和修改《基本法》

的法律草案，但修改《基本法》必须

获得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 2/3 以

上多数支持。德国最大的在野党联

盟党目前表示，“如果不明确说明

‘特别基金’将如何使用，该草案不

会得到联盟党的支持”。而且，考虑

到此前《德军装备报告》指出的诸多

问题，想靠这笔钱一次性解决德军

的陈年积弊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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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 4 月 2 日爆发、历时 74 天的

马 岛 之 战 ，是 二 战 后 发 生 在 南 美 地 区

规 模 最 大 的 战 争 ，更 是 一 次 典 型 的 现

代化海岛争夺战例。高举“恢复主权”

大旗且占有“主场”地利和参战兵力优

势的阿根廷，虽然曾取得击沉英国“谢

菲尔德”号驱逐舰等战果，但最终作战

失利，马岛也得而复失。整整 40 年过

去 了 ，关 于 参 战 双 方 的 得 失 已 多 有 论

述，但许多教益仍穿越时空引人思考。

“伐交”有失
—— 阿 根 廷 错 判 形

势遭美背叛
比起明显低估对手——英国撒切

尔政府的战争决心和外交手腕，阿根廷

更致命的失误，在于其严重错判国际形

势，“伐交”布势失败。

未 认 清 美 国 外 交 冷 酷 的“ 实 用 主

义”本质。阿根廷军政府总统加尔铁里

认为，自己的亲美立场，足以确保美国

及北约坚持中立、不倒向英国；以“清除

殖民残余”的名义收回马岛，也能迎合

凭 借“ 反 殖 民 主 义 ”击 垮 英 帝 国 的 美

国。然而，“反殖民主义”只是美国对外

战略的口号和手段，而非原则和目的。

随着主要英属殖民地独立和英镑体系

瓦解，英国已蜕变为美国的“配角”而非

竞争对手。而面对此时苏联咄咄逼人

的攻势，在美国眼中，阿根廷作为“地区

合作伙伴”的利用价值，远不如可充当

“全球合作伙伴”的英国。与此同时，英

国则通过渲染阿根廷军政府“独裁”展

开舆论战，并以“反对用武力解决国际

争端”的口号进行法律战，争取到包括

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支持。

外 交 缺 乏 弹 性 、未 形 成“ 统 一 战

线 ”。 作 为 英 国 当 时 最 主 要 威 胁 的 苏

联 及 华 约 集 团 国 家 ，未 给 予 坚 决 亲 美

反共的阿根廷任何援助。忽视与第三

世 界 国 家 特 别 是 不 结 盟 国 家 加 强 关

系，导致除秘鲁和厄瓜多尔外，绝大多

数发展中国家对阿根廷的支持仅停留

在 口 头 ，而 未 提 供 实 质 性 的 资 金 和 军

事援助。由于争当“南美领导者”情结

强 烈 ，阿 根 廷 与 另 外 两 个 南 美 洲 强 国

巴西和智利关系不睦。军方长期强烈

亲 英 的 智 利 ，更 是 直 接 对 英 军 情 报 力

量 开 放 基 地 和 监 听 站 ，甚 至 在 边 境 地

区 制 造 紧 张 气 氛 ，牵 制 了 阿 根 廷 大 量

空军和重装陆军。

“伐兵”乏力
—— 阿 军 可 惜 未 能

“半渡而击”
阿根廷军政当局在具体军事指挥

中 的 一 些 做 法 ，一 直 为 后 世 批 评 。 如

在 备 战 阶 段 ，阿 军 忽 视 建 设 空 中 优 势

和争夺制海权，没有跳到外线作战，使

英军建立起海上供应线并对马岛实施

海 上 封 锁 。 但 这 些 失 误 的 背 后 ，更 多

的是阿军的有心无力。

无法组织和实施战机“无预警、突

发 性 大 规 模 转 场 部 署 ”。 战 机 离 开 基

地 开 赴 远 方 ，不 仅 需 要 有 优 良 跑 道 和

停 机 坪 的 机 场 ，还 要 运 输 和 库 存 足 够

的燃油、弹药和备件 ，维修、指挥和通

信 也 要 跟 上 ，保 卫 机 场 安 全 的 预 警 和

防 空 体 系 更 不 可 或 缺 。 当 时 ，阿 空 军

虽 一 直 接 受 美 国 的 训 练 和 装 备 ，但 配

套保障的标准和水平，无论是抢建、抢

运 和 抢 修 ，还 是 大 型 预 警 雷 达 和 指 挥

系统，抑或防空导弹和高炮，都远不能

与 美 军 相 比 ，也 达 不 到 英 军 的 水 平 。

弹药和燃油露天堆放，飞机、指挥与预

警 设 施 无 防 护 掩 蔽 ，在 现 代 战 争 条 件

下，基本就是白送给对方的战果。

难以提供持续有效的海上侦察能

力。阿军战斗机作战半径和对海搜索

能 力 均 不 足 ，无 力 为 几 无 防 护 力 的 美

制 S-2 舰 载 反 潜 机 和 更 老 旧 的 P-2V

海 上 巡 逻 机 提 供 空 中 掩 护 。 因 此 ，阿

军 战 机 即 便 大 批 部 署 到 马 岛 ，也 只 能

被 动 等 待 英 军 舰 队 暴 露 行 踪 ，而 不 能

实 质 性 地 建 立 海 空 控 制 圈 。 同 样 ，阿

海军虽有 2 艘常规动力潜艇可用于埋

伏 偷 袭 和 抵 近 侦 察 固 定 目 标 ，但 囿 于

航速慢、潜航时间短，无力跟踪监视高

速机动且有强大反潜护航力量的英国

舰 队 。 这 种 情 况 下 ，阿 海 军 舰 队 如 果

贸然大举出击的话，不仅难以取胜，甚

至无法“全身而退”。

“守城”无成
—— 阿 军 被 动 守 岛

缘于实力不足
阿军消极防守马岛，在反封锁阶段

放弃反潜和保护海上交通线，在反登陆

阶段坐视英军上岛以致被动挨打同样

为人诟病，但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实力有

限导致的无奈。

战略空运能力不足。想长久坚守

孤悬海外的岛屿，必须能突破封锁、持

续“输血”。阿空军虽可利用英军战机

数量不足的弱点开辟“空中走廊”，可惜

仅有 7 架 C-130 运输机，无法满足马岛

守军之需，即便征用波音 707、福克 F-

27 等民用飞机，也受制于载重量小、对

跑道要求高的痼疾。这些都成为制约

阿军解决补给问题的瓶颈。

海运“破围”困难重重。英国海军

反潜和反制反潜的手段和经验都很丰

富，其潜艇质量当时在北约内部可与美

国海军比肩。马岛战争中，面对英军 5

艘核潜艇严密的水下封锁，阿军只能望

洋兴叹，根本建立不了安全稳定的海上

交通线。阿军的反潜机不仅数量有限，

还都是老式飞机，航程和留空时间远远

不足。阿海军具有反潜能力的水面舰

艇，最新锐的恰是 2 艘英制“缩水版”42

型驱逐舰，英国对其知根知底。阿军的

常 规 动 力 潜 艇 在 对 战 核 潜 艇 时 ，只 会

“追不上、打不着、跑不掉”。

联合抗登陆实操不易。空地有效

协 同 、避 免 误 伤 己 方 ，需 要 长 时 间 演

练。英军在圣卡洛斯港登陆马岛后，阿

陆军没有与空军联手反击英军滩头阵

地，也是平时缺乏联合训练的结果。这

也 启 示 世 人 ，仗 怎 么 打 ，兵 就 要 怎 么

练。平时不保持忧患意识，不认真备战

训练，战时就只能吞下失败的苦果。

题图：马岛战争中被击沉的英国

“谢菲尔德”号驱逐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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