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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计划，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

海上联合军演“环太平洋-2022”于 6

月底开始在美国夏威夷附近海域举

行。与上届相比，今年的“环太平洋”

军演规模更大、兵力更多、装备更全，

折射出美欲借演习拉帮结派搞“大国

竞争”的险恶用心，反映了美夯实主导

地位、推进印太战略的政治图谋。

“环太平洋”军演始于 1971 年，起

初一年举行一次，1974 年后改为两年

一次，目前已举行了 27 次。演习由美

军参联会总体协调，美海军第 3 舰队

具体组织实施。2017 年将中国定性

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后，美将这一军

演作为孤立中国、维护地区霸权的重

要工具，明确把“应对中国挑战”作为

演习的重要目的。

美海军第 3舰队发布的消息显示，

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共有来自 26国

的 2.5万名官兵参演，出动水面舰艇 38

艘、潜艇 4 艘、战机 170 余架。如此大

阵仗背后，是美国将演习作为推进印

太战略工具的深层次政治考量。

一方面，展示美国在印太乃至全

球的“领导力”。2 月 11 日，拜登政府

出台《美国印太战略》报告，称要加大

在印太地区的资源投入，强化美在印

太地区的领导角色。然而，突如其来

的俄乌冲突牵扯了拜登政府大量精

力。尽管拜登政府声称有能力“一边

嚼口香糖，一边应对中俄两个对手”，

但其推进印太战略的能力受到广泛质

疑。此次军演，美邀请 13 个亚洲国家

和 12 个域外国家参加，意在显示其锚

定印太的决心，以打消印太盟友和伙

伴国的疑虑，彰显其地区和全球影响

力。

另一方面，检验印太盟友的“忠诚

度”。为了给美国捧场站台，美国多个

亚洲盟友为此次军演作出了特别安

排。菲律宾海军派出新入役的“安东

尼 奥·卢 纳 ”号 导 弹 护 卫 舰 和 1 架

AW-109 直升机；日本海上自卫队则

首次派出“出云”号直升机航母参演；

韩国海军则派出了以“马罗岛”号两栖

攻 击 舰 为 旗 舰 的 4 艘 舰 艇 参 演 ，超

1000 人的参演兵力为韩方 1990 年首

次参演以来的最大规模。

更为重要的是，此次演习硝烟味

明显比以往更浓，瞄准应对“大国竞

争”的趋向更加明显。

据美方宣称，今年的演习安排了

一系列实战程度较高的演练课目，包

括扫雷、反潜、实弹射击、海上防空、两

栖登陆等“高端”战争课目，演习场景

的复杂程度也有所提高。据美媒报

道，因涉及多个战术领域，演习对参演

各方在情报信息共享、战术保密通信

等敏感领域的协同作战能力提出了更

高要求。

同时，新型装备和作战力量也将在

演习中得到检验。据报道，美海军将在

演习中投入以往只在内部演习中测试

使用、属于高度机密项目的 4艘无人水

面舰艇，检验其与有人舰艇的协同行动

能力。此外，今年 3月组建的美海军陆

战队首个濒海战斗团将在演习中公开

亮相，将检验其与盟友军队展开作战协

同、进行“高端”战争的能力。不难看

出，“环太平洋”军演正成为美应对所谓

“大国竞争”的重要练兵场，将给地区和

平稳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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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以来，美军在印太地区展开了

密集的演训活动。6 月 2 日，美印太战

区海军与韩国海军在日本冲绳附近公

海 海 域 举 行 海 上 联 演 ，美 派 出 航 母 参

演；6 日，美开展“勇敢之盾-2022”大规

模演习，印太战区海军、陆战队、陆军、

空军、太空军五大军种悉数参演；8 日，

驻日美海军陆战队第 3 远征旅举行危机

响应演习；15 日，美驻夏威夷第 199 战

斗机中队赴日本与日航空自卫队开展

联合训练；29 日，“环太平洋-2022”演习

在夏威夷拉开帷幕，来自 26 国的 2.5 万

名军人参演。

事实上，驻印太美军每年与域内国

家 军 队 举 行 有 代 号 的 演 训 就 有 90 多

场。这些演训课目不同、规模各异，但

有着共同的指向和逻辑——维护美在

印太地区的霸权地位。

拉拢地区盟友，强化
印太主导权

近年来，为应对所谓“大国竞争”，

美更加注重借助盟友和伙伴国的力量

制衡中俄。2019 年美国防部印太战略

和拜登政府今年 2 月公布的《美国印太

战略》，都把盟友和伙伴关系网视为美

对华竞争最大的非对称优势。通过联

演联训控制盟友、影响伙伴，构建由美

主导的印太安全秩序，成为美国维护自

身霸权的重要选择。

抓牢传统盟友，强化内部粘合力。

过去几年，美与日、澳、韩、菲、泰等盟友

开展全方位、多领域、高频次联演联训，

意图通过军事一体化将日、澳牢牢绑上

美战车，并遏制韩、菲、泰三国离心倾

向。仅 2019 年，美菲两军就开展了数十

场联演联训，美借机为菲方安装了战区

综合信息交换系统等指挥信息系统，提

升两军互联互通互操作水平，企图将菲

方牢牢锁定在美战略轨道上。值得一提

的是，美还在探索“美日（澳）+盟友”或

“美日（澳）+盟友+X”的“小三边”或“小

多边”联演联训模式，妄图推动构建网络

化、模块化同盟体系。

拓展伙伴关系网，提升对印太地区

的 塑 造 力 。 为 了“争 夺 印 太 每 一 个 角

落”，美还寻求与南亚、东南亚、南太等传

统上不受重视的地区国家开展联演联

训，积极拓展伙伴关系网。例如，2017年

美与斯里兰卡首次举行“卡拉特”海上联

演，2018 年首次与文莱开展“勇士”陆上

演习，2019 年首次与东盟开展“东盟-美

国海上演习”。同时，美还向巴布亚新几

内亚、斐济、汤加等南太岛国派遣训练顾

问组指导组织训练，促其在军事上对美

依赖、价值观上对美认同。美还借联演

联训之机，在多个东南亚国家海洋指挥

控制中心安装野战信息保障通信系统，

无形中将这些东南亚国家海洋监控网络

纳入美印太作战体系。

引入北约盟友，壮大美在印太地区

的声势。在美协调敦促下，近年来印太

地区出现了“美印太盟友主导、若干北

约国家参与”的“小多边”联演联训模

式，如美日英反潜演习、美日法澳“圣女

贞德”演习、美日印澳法“拉彼鲁兹”演

习、美日澳英加“太平洋皇冠”演习等。

此类演习中，英、法、加等北约国家多以

派遣小型舰艇编队的形式赴印太地区

参演，心怀各自的“小算盘”展示拥美挺

美姿态。

备战“高端”战争，谋
求军事优势

2017年美将中国确立为首要战略竞

争对手后，美军对战区内演训活动进行了

大幅调整，突出对预设战场环境的掌握、

对新型战法概念的检验和对多军种多域

战力的整合，谋求提升“高端”战争能力。

抵近练兵，熟悉预设战场环境。西

太地区是驻印太美军海空精锐力量的集

结区，也是美预设的未来大国战争的主

战区。近年来不断扩大的美陆军“太平

洋通道”训练项目，以轮训方式将美陆军

作战旅部署到相关印太国家，使其了解

当地自然环境、风俗民情和友军情况。

美军在南海及周边区域开展的大型演训

活动，除对华实施威慑外，也意在搜集南

海水域气象、水文、海床地质和地形地貌

等环境数据信息，供未来作战使用。

以训促建，检验新战法新力量。近

年 来 ，印 太 美 军 注 重 发 挥 实 战 化 训 练

“试验场+孵化器”作用，利用演训机会

开展战法攻关和开发作战概念，重点检

验海上分布式作战、敏捷战斗部署、远

征前进基地作战等军种核心作战概念，

以及跳岛作战、对抗环境下近海作战、

内线作战等战法。此外，驻印太美军还

利用演训助推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与运

用 。 如 印 太 战 区 陆 军 在“ 环 太 平 洋 -

2018”“东方盾牌”“护身军刀”等军演中

投入多域特遣部队，重点演练多域目标

锁定、跨域火力投送、网电作战等课目，

探索优化其作战编成及运用方式。此

次在“环太平洋-2022”军演中投入新组

建的濒海战斗团，也有检验其编制装备

合理性的目的。

整合力量，谋求军事优势。在美军

方看来，当前中俄两军与其在单域单平

台的差距已不明显，美军只有加大对多

军种作战资源的跨域整合，形成联合全

域作战能力，才能再次形成代差优势。

驻印太美军组织的“大规模全球演习-

2021”“勇敢之盾-2022”等大型军演，演

练内容包括防空反导、联合反潜、网电

攻防、太空作战等课目，出动航母、两栖

攻击舰、第五代战斗机、战略轰炸机等

最先进装备，演练地域横跨多个时区，

意图探索激烈对抗环境下多军种跨域

协同作战的技术、流程和机制，提升进

行“高端”战争能力。

玩弄离岸平衡，搅乱
地区和平稳定

美国长期奉行现实主义权力政治，

防止欧亚大陆出现势均力敌的竞争对

手挑战其霸权秩序，因而多次扮演离岸

平 衡 手 角 色 来 维 持 美 国 的 优 势 地 位 。

当 前 美 国 对 华 竞 争 ，也 是 基 于 这 一 逻

辑。其目的是利用联演联训玩合纵连

横的把戏，拉帮结派，搞排他性“小圈

子”，制造国家间的分裂与对抗。

比 如 ，驻 印 太 美 军 每 年 与 韩 军 举

行“同盟”“海上综合战斗”等数十场联

演联训，借“共同防御”之名行“威慑挑

衅”之实，严重破坏朝韩间战略互信，

致 使 半 岛 局 势 持 续 紧 张 。 再 比 如 ，刚

刚开始的“环太平洋-2022”军演，美军

邀请了 13 个亚洲国家、6 个美洲国家、5

个欧洲国家和 1 个中东国家参演，却把

中 国 这 样 一 个 亚 洲 大 国 排 除 在 外 ，孤

华 遏 华 的 意 图 不 言 自 明 。 此 外 ，像 美

日印澳“马拉巴尔”演习等，也带有明

显 的 冷 战 思 维 和 地 缘 政 治 考 量 ，其 根

本 目 的 是 组 建 反 华 军 事 集 团 ，把 亚 太

地区带入地缘博弈、阵营对抗的陷阱，

自己从中坐收渔利。

不仅如此，美日离岛夺控演习、美

印 高 寒 山 地 演 习 、美 菲 联 合 控 岛 演 习

等，明显指向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的领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美国通过传

授作战技能、加强信息共享，怂恿相关

国家与华对抗。这种激化矛盾、煽动对

抗的做法，如不加以遏制，极有可能削

弱亚太地区长期和平稳定的根基，严重

影响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须引起

相关国家的高度警惕。

上图：美此前主导的“环太平洋”演

习期间，参演舰艇进行实弹射击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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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张声势维护霸权，搅乱局势从中渔利—

美军印太地区密集演训居心叵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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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的

北约峰会，主要议题包括继续为乌克兰

提供支持、审议芬兰和瑞典入约问题，

以及通过指导未来 10年发展的新战略

构想等。按照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

格此前的说法，北约将把俄罗斯称为

“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同时，北约的新

战略构想有很多目标指向中国。

分析人士指出，冷战已经结束 30多

年，北约这个“冷战遗孽”为了证明其存

在的必要性，仍在不断地鼓吹集团对

抗，挑起冲突矛盾。北约的所作所为有

违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早已不合时

宜，早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事实

上，北约自身一直面临着三大悖论。

其一，性质上，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

北约声称是防御性组织，但在冷战

结束之后不断东扩，目前正在经历第六

轮扩大，准备吸收长期奉行中立政策的

芬兰和瑞典，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合

围。对于俄罗斯指责其违反冷战结束当

年“不扩一寸”，尤其保证不吸纳波罗的

海国家的承诺，北约辩称自己奉行“门户

开放”政策，加入北约是主权国家的权

利。北约视俄为冷战失败者一再对其进

行羞辱，将进攻定义为防御的思维逻辑，

彰显了其霸道作风和对外进攻色彩。

事实上，北约的扩大，不仅违反了

欧洲有识之士“欧洲的安全应由欧洲人

掌握”的理念，也让“欧洲的安全不应针

对也无法绕开俄罗斯”的理智声音被抑

制，《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中“不可分

割的安全观”被扔进故纸堆。

而且，23 年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在没有成员国受到攻击、没有得到邀请、

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

悍然对南联盟发动 78天的持续轰炸，投

下近 42万枚炸弹，造成 3500多人死亡，

100 多万人沦为难民。此后，北约又多

次执行域外干涉行动，显示出咄咄逼人

的进攻姿态。

其二，区域上，是北大西洋的还是

全球的？

北约虽然全名为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但其不仅把用兵范围突破到传统的

防区之外，还把触角伸向所谓的“全球

公域”——即太空、极地、深海、互联网

等新领域，将之作为自身“合法性”的新

来源，妄图为北约超越传统地理空间的

行动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不仅如此，北约还开始将中国视为

“理想的敌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事

务协调人柯比更是妄称，中国不仅对于

印太地区的安全构成“威胁”，也对全球

安全构成“威胁”。本次北约峰会邀请亚

太地区的非北约成员国——日本、韩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国出席，就是要在

北约这个大框架下把美国在各地的“小

圈子”融合起来，打造“全球北约”来打压

中国。由此导致的地区局势紧张，必将

引起亚太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

惕。

其三，从属上，是美国的还是欧洲

的？

北约 30 个成员国绝大多数都是欧

洲国家，北约却一直处于美国领导下，可

谓“美国的脑子、欧洲的身子”。面对美

国种种牺牲欧洲利益的做法，安全上无

法自主的欧洲国家许多时候不得不忍气

吞声，“打落牙齿和血吞”。难怪曾任欧

洲理事会主席的图斯克会感叹：“有（美

国）这样的朋友，谁还需要敌人？”

所以，尽管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

源，欧洲也不得不在“支持乌克兰”的名

义下忍痛割爱，承受物价高涨、难民潮

等战乱溢出的后果。

同时，尽管中欧在距离上相隔甚

远，双方也有着密切的经贸联系和巨大

的共同利益，但北约的战略也不可能脱

离美国的指挥棒，只能紧跟着美国将中

国锁定为“挑战”和“威胁”。

有分析人士指出，面对美国的坏，

欧洲更多是无奈，而不是愚蠢。在吸取

多次教训之后，欧洲人只会越来越警惕

被美国绑架、被美国出卖的后果。事实

上，此次峰会还未召开，大批欧洲民众

就聚集到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喊出了“停

止战争、解散北约”的口号。东道主西

班牙成立的“不要北约，争取和平”全国

联盟获得了几个党派的联合支持，并将

在 北 约 峰 会 会 场 外 举 行 一 场“ 反 峰

会”。这更加凸显了美国面临的领导力

危机与信任危机。

左上图：6 月 26 日，示威者在西班

牙马德里参加反对北约峰会的抗议活

动。 资料图片

违背时代主题鼓吹集团对抗，遭到多重抗议暗藏内部危机—

北约的三大悖论
■王义桅

横跨日本东京都练马区和埼玉县的

日本陆上自卫队朝霞基地，是日本陆上

自卫队最重要的基地之一，驻有陆上总

队司令部、东部方面总监部、中央情报

队、东方通信群、第一设施大队等单位。

朝 霞 基 地 的 历 史 可 追 溯 到 1930

年，该地曾是“东京高尔夫俱乐部”的一

处场地，后被陆军省收购。日本筹备太

平洋战争期间，将陆军预科士官学校分

校迁至朝霞。再加上陆军军服、降落伞

等生产厂都设立在此，朝霞当时也被称

为“迷你军都”。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

后，美军在这里建立“德雷克营”基地，

军服生产厂与学校的兵舍分别作为美

军本部与美军兵营被保留了下来。朝

鲜战争时期，美军在朝霞建立远东司令

部，“德雷克营”基地则成为美军士兵前

往朝鲜半岛参战的转运点。1960 年，日

本正式建立朝霞基地。越南战争时期，

这里建造了野战医院，用来接收治疗美

军伤病员。

近年来，日本不断强化防卫力量。

2018 年 3 月，日本防卫省宣布在朝霞基

地成立陆上总队，作为陆上自卫队的最

高指挥机构。此举令日本陆上自卫队摆

脱了一直以来 5 个方面队条块分割的弊

病。陆上总队的主要功能，是负责重大

事件发生时统辖各方面队，与驻日美陆

军协调相关事项，并与航空自卫队、海上

自卫队进行协同等。

朝霞基地还见证了日本新型作战力

量的发展。2019 年 12 月，日本自卫队与

美国陆军在该基地举行了约 6600人参加

的大规模网络战联合军演。今年新成立

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电子战部队”司令部

也设在该基地。“电子战部队”的主要任务

是收集和分析敌方电磁波情报，干扰对手

通信，并统一管理自 2021年来以九州、冲

绳为中心设立的电子战专属部队。未来，

朝霞基地作为陆上自卫队“中枢神经”的

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其动向也更加值得国

际社会警惕。

下图：朝霞基地卫星图。

资料图片

朝霞基地——

日本陆上自卫队“中枢神经”
■曲刚耀 田 岳

兵史地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