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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

长里亚布科夫不久前表示，俄罗斯敦

促美国就恢复在《关于进一步削减和

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简

称《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框架内的

双边核查问题展开合作。此前，受美

对俄施加制裁影响，俄方有关人员无

法按照条约规定进入美境内进行现场

核查，俄被迫暂停条约双边核查机制。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美俄间

仅存的双边核裁军条约，对维护战略

稳定与国际安全具有特殊重要作用。

条约规定，美俄每年都要允许进行 18

次现场核查活动，重点对部署进攻性

战略武器的场址进行核查。资料显

示，自条约生效以来，美俄均充分利用

现 场 核 查 活 动 的 机 会 ，累 计 已 开 展

328 次现场核查。

2020 年因受疫情影响，美俄只各

自进行了 2 次核查，此后中断，即使在

条 约 延 期 后 也 未 得 到 恢 复 。 今 年 3

月，美动用单边制裁手段，对俄所有航

班关闭领空、对俄人员停发签证，导致

俄现场核查人员无法乘坐飞机进入美

境内，而美方人员仍有权进行现场核

查活动，直接违反条约缔约方权利均

等原则。俄就此向美表达严重关切，

但始终未收到回复，被迫做出暂停条

约核查机制的决定。

条约将于 2026 年 2 月正式到期，

但美国单边制裁直接导致条约履约核

查暂停，对国际核裁军进程造成消极

影响，为世界战略安全形势带来新的

困难。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数

十年来将首次面临相互监督和彼此透

明机制被完全破坏的风险，这不仅破

坏多边核裁军的前提条件，也抬升了

爆发核战争的风险。美国这种行径无

异在“玩火”。

多年来，为谋求军事领域战略优

势，实现“绝对安全”，获得不受限制的

向对手进行军事政治施压的能力，美

国肆意破坏相关稳定维护机制。2001

年，为放手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宣

布退出《反导条约》；2019 年，美正式

退出《中导条约》；2020 年，美宣布退

出《开放天空条约》。不难看出，美国

对国际军控条约采取“合则用、不合则

弃”的双重标准，其实质是将军控作为

削弱对手、加强自身实力的手段。这

也是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战略

安全领域的延伸。

美国这种肆意破坏现行军控体系

的行径十分危险，已经引起国际社会

广泛批评。就连其国内也有不少反对

的声音。《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

美方首席代表、国际知名军控专家罗

斯·戈特莫勒称，俄罗斯在履行条约的

其他执行方面做得非常好，包括定期

向美国发送武器系统动向的通知。美

国军控协会防扩散政策主任达文波特

也对媒体表示，针对俄方暂停条约核

查机制的举措，美国政府应该采取克

制行动，优先考虑外交渠道。鉴于俄

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在所有与核查

相关问题得到解决后俄将立刻收回暂

停核查的决定”，分析人士认为，在美

做出切实行动回应俄方关切后，该事

件仍有回旋余地。

美俄作为拥有世界最大核武库的

两个国家，应切实履行核裁军特殊、优

先历史责任，以可核查、不可逆和有法

律约束力的方式，进一步大幅、实质

削减各自核武库，为最终实现全面、

彻底核裁军创造条件。特别是美国，

必须立即停止危险的“玩火”行径，积

极回应俄方正当合理关切，以实际行

动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

补齐对国际核裁军事业的赤字。

（作者单位：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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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8 日，韩国海军新一代“宙斯

盾”驱逐舰“正祖大王”号举行下水仪

式。“正祖大王”号舰体长 170 米、宽 21

米 ，满 载 排 水 量 11500 吨 ，是 韩 国

KDX-Ⅲ 计 划 中 第 二 批 驱 逐 舰 的 首

舰 。 该 舰 装 备 了 新 式“ 宙 斯 盾 ”导 弹

防 御 系 统 ，提 高 了 对 弹 道 导 弹 的 探 测

及 追 踪 能 力 ，同 时 计 划 配 备 远 程 舰 空

导弹。

近 年 来 ，韩 国 不 断 加 大 投 入 ，加

快 打 造 远 洋 海 军 步 伐 ，引 发 各 方 高 度

关注。

态势—

战略转变不断提速

“正祖大王”号驱逐舰由韩国自主

建造，而韩国海军刚成立时，仅有购

自美国一艘退役的 300 吨级“白头山”

号猎潜艇。海军装备的不断发展，凸

显出韩国海军 70 多年来的巨大变化，

折射出其打造远洋舰队的意图。

冷 战 前 ，韩 国 海 军 以 中 小 型 舰 艇

为 主 ，主 要 担 负 沿 岸 防 御 任 务 。 冷 战

结 束 后 ，随 着 经 济 实 力 的 增 强 和 海 外

利 益 的 拓 展 ，针 对 周 边 邻 国 特 别 是 日

本 海 上 力 量 的 迅 速 发 展 ，韩 国 加 紧 推

行自主防卫建军方针和攻势防御国防

战略。韩国海军也加快向远洋防御的

战 略 转 变 ，其 作 战 任 务 从 消 极 防 御 转

变 为 战 略 威 慑 、夺 取 制 海 权 等 。 在 此

背 景 下 ，韩 国 海 军 逐 渐 从 一 支 近 岸 防

御部队成长为拥有 170 余艘各型舰艇

的 体 系 完 备 、配 套 均 衡 的 海 上 作 战 力

量，其中包括 2 艘两栖攻击舰、12 艘驱

逐舰、28 艘护卫舰、22 艘常规潜艇等主

力舰艇。

此 次 新 一 代“ 宙 斯 盾 ”驱 逐 舰“ 正

祖大王”号下水，表露出韩国建设海洋

强 国 、助 力 战 时 作 战 指 挥 权 回 收 进 程

的 强 烈 愿 望 。 当 前 ，韩 国 政 府 认 为 国

家 定 位 应 进 一 步 超 越 半 岛 范 围 ，担 当

起“全球枢纽国家”的角色。韩国军力

建设也相应发生改变。今年 7 月，韩国

政府发布了“国防革新 4.0”发展蓝图，

明 确 要 进 一 步 加 大 国 防 资 源 投 入 力

度，推动军队“跨越式发展”。在国家

战略需求牵引和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的

情 况 下 ，韩 国 打 造 远 洋 海 军 步 伐 将 进

一步提速。

行动—

大力推进造舰计划

“正祖大王”号由现代重工集团于

2020 年开始建造，预计 2024 年即可正

式入役，造船周期相比美日同类型舰船

耗 时 更 短 ，体 现 出 韩 国 雄 厚 的 造 船 实

力。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韩国造船实

力便跃居世界前列，三星重工、韩国大

宇、现代重工等旗下的造船厂长期排名

全球前 10。以此为依托，韩国大力推动

以国防自主为目标的系列造舰计划，包

括 KSS-Ⅰ/Ⅱ/Ⅲ 三 型 级 潜 艇 、KDX-

Ⅰ/Ⅱ/Ⅲ三 型 级 驱 逐 舰 、FFK 和 FFX-

Ⅰ/Ⅱ三型级护卫舰等项目。

以驱逐舰发展为例，1996 年，满载

排水量 3900 吨的 KDX-Ⅰ广开土大王

级驱逐舰首舰下水，标志着韩国海军走

上 了 主 力 舰 艇 大 型 化 、国 产 化 的 快 车

道。2007 年，KDX-Ⅲ世宗大王级驱逐

舰首舰下水。不到 30 年时间，韩国便研

发和部署了三个型级驱逐舰，技战术性

能迅速提升，实现了几年一台阶的跨越

式、迭代式发展。当前，韩国正加速生

产 KDX-Ⅲ级驱逐舰、KSS-Ⅲ级潜艇、

FFX-Ⅱ级护卫舰，并推动研制新一代

KDDX 驱逐舰。2021 年，KSS-Ⅲ首艇

“岛山安昌浩”号在海试中成功发射一

枚潜射弹道导弹，标志着韩国成为第 8

个掌握潜射弹道导弹技术的国家。

此外，韩国在航母和两栖攻击舰方

面的发展也同样引人注目。2005 年，独

岛级两栖攻击舰首舰下水，其满载排水

量 1.8 万吨，成为当时东亚最大水面作

战舰艇。二号舰“马罗岛”号 2018 年下

水后，有报道称韩还计划建造第三艘该

型 舰 以 进 一 步 增 强 两 栖 作 战 能 力 。

2020 年，韩国发布《2021 年至 2025 年国

防中期计划》，宣布将在 2033 年前建造

2 艘 可 搭 载 20 余 架 F- 35B 战 斗 机 的

LPX-Ⅱ轻 型 航 母 。 若 该 计 划 顺 利 实

现，韩国将建成包括 3 个两栖打击大队

和 2 个航母打击大队在内的“战略特遣

舰队”，而两批次 6 艘 KDX-Ⅲ型驱逐舰

将在其中担负防空、反潜、反舰等任务，

极大提升体系作战能力。

影响—

注入更多不稳定因素

虽然由本国建造，但“正祖大王”号

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进口设备组装而

成的驱逐舰，尤其在雷达系统、航电系

统和武器系统方面，韩国需要花费大量

资金向美国购买。尽管如此，韩国加速

打造远洋舰队的举措，将使地区有关国

家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进一步加深，

给本就矛盾交织的地区形势带来更多

不稳定因素。

给半岛局势带来变数。当前，韩国

政府摒弃对朝和解政策，转而推行强硬

路线，表示要实现基于实力的和平，声

称“若朝进行核导挑衅，韩方除了先发

制人打击，别无选择”。面对韩国先进

装备接续入役，朝鲜或将进一步发展相

关能力以确保战力平衡，南北双方也将

在螺旋竞赛中推高半岛紧张局势。

加剧日韩军备较量。由于日本对

朝鲜半岛的侵略历史及围绕独岛的领

土争端等现实因素，日韩军备较量已成

常态。此次下水的“正祖大王”号与日

本 2021 年 3 月下水的“羽黑”号驱逐舰

相 比 ，尺 寸 和 标 准 排 水 量 几 乎 如 出 一

辙，但满载排水量以略微优势胜出。目

前，日本共拥有金刚级、爱宕级、摩耶级

三型 8 艘“宙斯盾”舰，韩国也针对性发

展世宗大王级、正祖大王级两型 6 艘“宙

斯盾”舰。2007 年下水的“世宗大王”号

以 微 小 排 水 量 优 势 超 越 日 本 金 刚 级 。

近年来，日本将 2.7 万吨级的“出云”号

直升机驱逐舰改装为可搭载 F-35B 战

斗机的航母，韩国便紧跟推出 4 万吨级

的 LPX-Ⅱ轻型航母计划。未来，随着

韩国新舰不断下水，日本或将针锋相对

地发展相关战力。

上图：“正祖大王”号驱逐舰下水仪

式。 资料图片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大力推进远洋防御战略，不断加速装备更新升级—

韩国谋求打造远洋海军
■陈 岳 张元勇

8月 15日，法国从西非国家马里完

成撤军，结束在该国历时 9年的反恐军

事行动。从 9 年前受邀反恐，到 9 年后

被马里现政府视为“不受欢迎者”，法国

在马里的经历折射出西方国家的海外

反恐窘境。

马里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对法国军

事行动构成严重制约。马里国内有 23

个民族，各民族间矛盾冲突频发，特别是

北部分离势力与政府军的内战，使马里

局势长期动荡。在种族矛盾、分离势力

以及极端宗教势力的合力之下，马里成

为萨赫勒地区暴力活动的中心。2012

年，马里北部分离武装与伊斯兰极端组

织联合向马里政府军发动进攻，并一举

占领该国2/3的面积。此后，法国受邀在

马里开展反恐行动。然而，复杂的民族

宗教矛盾决定了马里政权经常发生“颠

覆性”变革，而一旦新政权高举民族主义

大旗“反法”，法军自然不受欢迎。

法 国 长 期 驻 军 招 致 当 地 民 众 反

感。2013年，法军受邀以“保护者”的姿

态进入马里，随即以反恐为由驻军。然

而，马里人逐渐有种“请神容易送神难”

的感觉——自从进驻之后，法军就以种

种理由不断延长驻军时间。这也使得马

里民众对法军的耐心逐渐丧失。此外，

曾经的“宗主国”身份不仅没给法国带来

额外的好处，反而使马里民众对其长期

存在更加敏感。越来越多马里民众认为

法国的军事存在动机不纯，多次举行抗

议活动。在 2020年一次抗议活动中，马

里民众更是喊出“打倒法国”“结束‘新月

形沙丘’行动”的口号。2021年 1月，法

军“误炸”平民婚礼的事件使马里民众对

法军的态度降到冰点。尽管随后联合国

调查人员证实20多名死者中确实有3名

恐怖分子，但法军的形象已无可挽回。

法军反恐效果难以满足马里民众预

期。在长达 9年的反恐行动中，法军驻

马里部队人数始终保持高位。这些法军

精锐在作战中确实取得过一定战绩，仅

2020年就击毙了 1300至 1500名恐怖分

子，其中包括“基地”组织分支“伊斯兰马

格里布基地组织”头目德鲁克德勒。但

事实一再证明，单纯依靠军事手段打击

恐怖组织治标难治本。马里是世界上最

贫穷的国家之一，再加上长期的战乱，社

会治理水平低下，许多地方近乎处于无

政府状态。这种情况下，恐怖组织通过

极端思想蛊惑民众，就可轻易实现扩张，

导致马里民众普遍产生失望情绪。

法国反恐代价高昂引发国内民众

质疑。随着法国士兵阵亡消息的不断

传回以及法军误伤平民事件的频频发

生，特别是 2020 年马里驻法国大使迪

亚罗在法国参议院公开批评法军驻马

里外籍军团后，法国国内对这场反恐行

动的质疑声越来越大。法国媒体民意

调查显示，2013 年法国民众对出兵马

里的支持率达到 73%，但到 2021 年，反

对 法 军 继 续 驻 守 马 里 的 比 例 已 超 过

51%。这样的民意反转让寻求连任的马

克龙不得不考虑将法军撤出马里，减少

在萨赫勒地区的反恐投入。在连任成

功后，马克龙只能兑现撤军承诺。

去年8月30日，美军最后一架C-17

运输机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仓

皇起飞。一年后，法军匆忙撤出马里。

西方国家纷纷从“反恐”前线撤出，是有

心还是无力，是偶然还是必然，是短期行

为还是长期趋势，或许有不同的看法。

然而，只要西方大国不改变其夹带私货

式的海外反恐模式，相关行动就只会越

反越恐，自身国际形象也将越来越差。

左上图：8 月 15 日，最后一批法军

撤离马里。 资料图片

法国撤军马里折射西方国家反恐窘境—

夹 带 私 货 越 反 越 恐
■李瑞景 王 毅

据媒体报道，日本鹿儿岛县鹿屋市

市长中西茂日前表示，将接受美军在海

上自卫队鹿屋基地部署 8 架美军 MQ-

9“死神”无人机的计划。这是日本方面

首次允许部署美军无人机，已确认限期

部署 1 年。

鹿屋基地位于日本鹿儿岛县鹿屋

市，因城得名，是日本群岛最南端的军

事基地，扼守着从东海前往西太平洋的

交通要道。

鹿 屋 基 地 的 前 身 可 追 溯 到 1936

年，当时日本在鹿屋市设立了第五航空

基地，这里也是日本“神风特攻队”最大

基地之一。至今，在鹿屋基地跑道旁，

还有当年为零式战斗机修建的掩体遗

迹。因鹿屋的海湾地形与珍珠港相仿，

制订偷袭珍珠港计划的“鹿屋会议”便

在此召开。或许是一种历史的巧合，

1945 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鹿屋海岸首

次登陆日本本土。基地办公楼也成为

东京审判甲级战犯永野修身等人的实

物罪证之一。

战 后 ，鹿 屋 基 地 归 属 日 本 海 上 自

卫队，目前部署有担负日西南海域巡

逻任务的第 1 航空队，以及第 1 航空维

修 队 、鹿 屋 航 空 基 地 军 团 、第 22 航 空

队鹿屋航空支队、空中训练司令部第

211 中 队 和 第 212 中 队 等 部 队 。 该 基

地 正 逐 步 新 增 国 产 的 P-1 反 潜 机 ，用

以 替 换 原 有 的 美 P-3C 反 潜 机 ，另 装

备 有 SH-60K 反 潜 直 升 机 和 UH-60J

救援直升机。

近 年 来 ，鹿 屋 基 地 在 日 美 军 事 合

作 中 扮 演 着 愈 发 重 要 的 角 色 。 日 美

多次依托该基地举行联合演习。2019

年 9 月 起 ，鹿 屋 基 地 开 始 承 担 美 军 岩

国 基 地 KC- 130 空 中 加 油 机 训 练 任

务，同时为前往普天间基地的美军直

升 机 、战 斗 机 提 供 中 途 经 停 加 油 服

务 。 在 今 年 的 日 美 外 长 、防 长“2+2”

会议上，两国就加强日西南诸岛地区

日 自 卫 队 和 美 军 设 施 共 同 使 用 情 况

达成共识，鹿屋基地则是其中的重要

部分。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驻 日 美 军 的 存 在

遭 到 当 地 民 众 的 强 烈 反 对 。 基 地 产

生 的“ 令 人 难 以 容 忍 的 噪 音 ”是 一 方

面 ，更 重 要 的 是 ，当 地 民 众 对 美 军 被

允许扩大使用基地权限担忧不已，唯

恐美日从这里再次策划新的战争，招

来 战 火 。 鹿 屋 市 民 曾 多 次 在 集 会 中

高 举“ 鹿 屋 不 需 要 美 军 ”的 牌 子 以 示

抗议，对暗藏祸心的部署表达了强烈

反对。

下图：鹿屋基地鸟瞰图。

资料图片

日本鹿屋基地将部署 8 架美军 MQ-9“死神”无人机——

暗藏祸心须警惕
■茅蔚业 周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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