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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4日，日本防卫省发布了“令和
2年版”（2020年版）《防卫白皮书》。这
部篇幅长达 471页的新版白皮书，封面
采用紫红底色，用梅花和富士山代替了
以往冷冰冰的武器装备，画风看起来柔
和不少。

然而，细读之后不难发现，白皮书
的内容却充斥偏见、渲染“威胁”，特别
是对自身军力扩张的辩护，明面上是为
了展现“和平国家”“军事透明”的国际
形象，深层目的则在于通过渲染安全环
境的严峻性、扩大法律解释等手段，为
自卫队的扩张寻找借口。这一“明”一
“暗”，正是日本防卫政策“名”和“实”的
体现。

名：渲染周边威胁

实：寻找扩军借口

朝鲜、俄罗斯、中国均是日本的重
要邻国，也是历版《防卫白皮书》重点关
注的对象，只是“威胁”的排序在不同年
份有所不同。

和往年相比，今年的白皮书在渲染
周边国家“威胁”上依旧不惜笔墨。白
皮书声称，朝鲜通过研发核武器和导
弹，“追求攻击方式的复杂化和多样化，
稳步提高攻击能力”，对日本安全构成
“严重且紧迫的威胁”，并首次作出了
“朝鲜具备了对日本发动核攻击能力”
的判断。关于俄罗斯，白皮书称其在北
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继续驻扎部
队，活动更加频繁，日本将继续关注其
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动向。

相比之下，白皮书对中国无端指责
和抹黑较往年有过之而无不及。白皮
书称，中国在钓鱼岛海域“执拗地不断
尝试单方面改变现状，令人强烈担忧”；
在南海海域“以实力为背景，使单方面
改变现状成为事实”；在网络领域“不断
加强军队网络攻击能力”；在太空领域
“加强干扰美国及其盟国的太空利用能
力”，在电磁领域“平时便实施对抗训
练，以提高实战能力”。

不难看出，作为日本防卫省的官方
出版物，白皮书在渲染所谓“周边威胁”
方面可谓不遗余力，特别是对中国正常
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如既往地妄加指
责。这种人为煽动紧张、制造矛盾的做
法，罔顾事实、恶意臆断的手法，不过是
企图通过塑造自身“迫不得已”的形象，
骗取国际社会和日本国民对其转变防
卫政策甚至修改和平宪法的理解和支
持。

名：紧跟新兴领域

实：谋求战力提升

在“国际社会课题”部分，白皮书
对新兴领域发展动向表现出特别的关
注，不仅在标题上增添了“新兴领域”
字样，在论述的次序上也将太空、网
络、电磁领域以及与之相关的军事科
技动向排在前列，而传统意义上的海
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恐怖
主义等议题则被排在靠后位置。这不
仅体现出日本防卫当局关注重点的明
显变化，也与 2018 年版《防卫计划大
纲》中提出的“多域联合防卫力量”建
设目标形成密切呼应。

近年来，日本在安全手段的运用上
更加注重军事力量的核心地位，提出发
展“跨域作战”能力，大力发展远程、进
攻性武器装备，并希望尽早获得新兴领
域技术优势。白皮书围绕强化各领域
能力，明确提出了 2020 年度自卫队力
量建设的优先发展目标。

例如，在太空领域，航空自卫队新
建宇宙作战队，联合参谋部组建太空领
域规划班（暂称），建设太空态势感知系
统，整体强化太空领域情报搜集能力。
在网络领域，扩充网络空间防卫队人员
规模，陆上自卫队新建网络防护队（暂
称）。在电磁领域，研发防区外电子战
机，采购电子防护能力优越的 F-35A

和 F-35B 战机，加强电磁频谱管理。
在海空领域，采购 P-1 反潜巡逻机、
SH-60K 舰载反潜直升机，新建驱逐
舰、潜艇，将“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改
装为轻型航母，采购无人水下潜航器，
研发日本主导的新一代战机等。

此外，日本还计划采购防区外打击
导弹，以强化一体化导弹防御体系；采购
“标准-3”ⅡA导弹，改进“爱国者”导弹，
以提高导弹拦截能力；增加采购16式机
动战车、19式 155mm自行榴弹炮，以强
化部队机动部署能力等。日本的这些动
作可能会刺激周边国家同步推进军力建
设，从而导致地区新一轮军备竞赛。

名：中东“调查研究”

实：突破法律限制

白皮书明确将自主防卫体制、日美
同盟、国际安全合作视为其实现防卫目
标的三大支柱。在强调日美同盟的基
础上，白皮书在论及自主防卫体制时，
专列“中东地区旨在确保日本相关船只
安全的情报搜集”一节，用较大篇幅为
其向中东派兵辩护。

今年1月，日本内阁会议正是以“确
保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以及日本相关船只
安全”为借口，决定独立派遣海上自卫队
舰艇赴中东搜集情报。2架 P-3C型反
潜巡逻机和“高波”号驱逐舰，分别于
2020年 1月 11日和 2月 2日出发赴中东

海域。之后，“高波”号返回日本，由“雾
雨”号驱逐舰接替。按照白皮书的说法，
此次派兵合乎日本国内相关程序，对外
“与相关国家进行了充分沟通和合作”，
还得到了业界的“欢迎和感谢”。

实际上，此次派兵的法律依据在日
本国内是存有争议的。据称，此次派兵
援引的是《防卫省设置法》中的“调查研
究”条例。事实上，《防卫省设置法》原
本是用来规定防卫省所辖事务和相关
机构设置的法律，而日本却将其适用于
武装力量的海外运用。针对这一做法，
有日本学者批评安倍政府“扩大解释了
法律，过于牵强和随意”。安倍政府这
一“创新”之举，充分表明日本急于在国
际安全领域显示存在，并希望借此突破
自卫队只能进行本土防御的限制。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政策性制约和
自身发展受限等原因，当前日本尚不具
备自主在国际安全领域伸展手脚的条
件，日美同盟框架仍是日本实现“军事
正常化”必须倚仗的平台。同时，在美
强化对华遏制战略、中美博弈升级的大
背景下，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牵制中国
也是美国的战略意图。美日间这种以
中国为战略对手的利用与反利用的关
系格局，将持续对我周边安全环境和地
区安全稳定构成重大威胁。

上图：2月2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高

波”号驱逐舰离开横须贺海军基地，启程

前往中东地区，执行情报搜集等任务。

新华社发

封面画风柔和，内容却充斥偏见、渲染“威胁”，并为自卫队的扩张寻找借口—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名”与“实”
■梁宝卫 袁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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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以色列空军新组建的

“第7联队”在帕勒马希姆空军基地成

立。飞行联队是以空军基本编制单位，

下辖飞行中队。不过，与其他飞行联队

不同的是，“第7联队”其实是一支货真

价实的特种部队。根据以色列国防军

的声明，这支联队整合了以空军多支作

战力量，包括“翠鸟”特种突击队、空中

搜救作战部队和相关情报部队等。

“翠鸟”特种突击队，即 5101部

队，以反恐作战为主要任务。突击队

装备有夜视仪、头盔、制式突击步枪、

远距离观瞄设备等，在具体行动上主

要采用美军“海豹突击队”模式，即利

用直升机到达指定地点、实施突击、为

空军带路并完成撤退。

空中搜救作战部队，即669部队，

常驻泰勒诺夫空军基地，主要任务是拯

救坠毁飞机的机组人员并及时提供医

疗救护。在其4个组成部分中，营救翼

是战斗单位，也是最大的一翼，任务是

实施实际营救，努力将受伤人员抢救回

直升机；撤离翼由熟练掌握基本战斗技

能的医生与护士组成；技术翼负责部队

装备维护与新装备测试；战斗搜救学校

翼则负责人员挑选与培训工作。一个

基本的669部队小队由营救翼6到8名

队员和撤离翼的1名护士与1名医生组

成。处于警戒状态的小队要在接到召

唤后15分钟内行动，然后在30分钟内

到达以色列境内的任何地点。

情报观测部队，即 5707部队，主

要任务是搜集轰炸目标区域的情报，

运用激光指示帮助飞机瞄准地面目

标，以及进行轰炸效果评估。

空运防空部队，即7298部队，主要

任务是为执行深远穿插和远程侦察巡

逻任务的特种部队提供快速、强大的防

空掩护。为了更好地提供防空掩护，该

部队成员需要具备突出的定向与野外

战斗能力。

蓝军部队，即5107部队，是一个独

特的假想敌模拟部队。和平时期主要

负责模拟敌方防空单位，来协助以空军

进行训练；战时则会在重要的位置部署

展开，以将敌军引入防空埋伏圈。该部

队还负责为特种部队建造详细的模型，

以模拟目标地区的地形与建筑物。

以色列空军是以国防力量中战备

水平最高、作战能力最强、发挥作用最好

的军种，“第7联队”的组建某种程度上

折射出了以军建设发展的特点和动向。

强化“空军第一”原则。以色列国土

面积狭小，缺乏战略纵深，而周边环伺着

多个阿拉伯国家，空军的表现直接关系

到以色列军队和整个国家的存亡。因此

在军事力量建设上，以色列确定了“空军

第一”的原则。历史上，以空军通过长途

奔袭、巧妙奇袭，创造了贝卡谷地空战、

“巴比伦行动”等经典战例，被誉为“大卫

王之鹰”“中东长臂”。“第7联队”的成立

将进一步增强以空军的作战能力。

着力应对反恐需求。以色列建国

后，多次在常规战争中击败周边阿拉伯

国家，迫使后者接受和维持某种程度的

对以“和平”。但哈马斯、杰哈德、黎巴

嫩真主党等组织，时常采取自杀式袭

击、汽车炸弹、劫持人质、刺杀等方式对

以实施暴恐行动。以空军新组建的这

支“第7联队”，便是为应对日益紧迫的

反恐需求而组建的反恐特种部队。

彰显生命至上理念。以特种部队

1976年千里奔袭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营救

人质的突击行动，是世界反恐作战史上

的一个创举。对于作战人员的生命，以

军更是异常重视。“第7联队”形成战斗力

后，将担负起救护遇险人员特别是飞行

员的任务。专门组建一支特种部队担负

救护任务，体现出的正是以色列对于生

命尤其是作战人员生命的重视。

（作者单位：空军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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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由乌克兰和美国主导

的“海上微风-2020”多国联合军演在

黑海举行。据报道，来自乌克兰、美

国、土耳其、西班牙、格鲁吉亚等北约

成员国、伙伴国的27艘军舰、19架飞

机和约2000名军人参加了此次军演。

美国近年来不仅经常派出各种战

机和舰艇到俄罗斯附近海空域炫耀武

力，进行战略威慑，还积极拉拢鼓动俄

周边邻国对抗俄罗斯。尤其是“联乌

制俄”的动作越发频繁，不仅向乌交付

了包括“标枪”反坦克导弹在内的军用

物资，还决定以6亿美元的价格向乌

出售 16艘 MarkVI巡逻艇和相应设

备，以帮助乌克兰“抵抗黑海和亚速海

现有的和潜在的威胁”。

“海上微风”是乌克兰与美国在

1997年发起的多国联合军演，此后发

展为年度例行军演，通常持续两个星

期左右，在乌南部黑海海域举行。演

习的针对性和目的性都很强，乌克兰

想借北约之力确保主权与领土安全，

北约则借机对俄罗斯保持军事压力。

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联合

军演时间缩短为一周，课目也只保留

海上项目，但仍然引发俄方的强烈反

应。俄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7月20

日表示，北约的举动并不符合保障地

区安全的实际需求，反而使地区安全

局势恶化，使欧洲出现新的“分界线”。

巧合的是，同样在7月20日，俄罗

斯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俄军方对黑海舰

队编队进行了突击战备检查，涵盖黑海

舰队3000多名军人和300余件包括军

舰、战机在内的装备。此外，黑海舰队

海军陆战队在当天还进行了登陆作战

演练。有俄罗斯军事专家称，俄军此举

是对“海上微风-2020”军演的回应。

无疑，“海上微风-2020”军演将

对俄乌关系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但这

种影响是有限的。在克里米亚事件以

及刻赤海峡扣船事件发生后，俄乌两

国关系一度剑拔弩张。但 2019年4

月泽连斯基当选乌克兰总统后，却并

没有如外界想象的那样继续走对俄强

硬的路线，两国关系出现缓和趋向。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泽连斯基

深知，俄罗斯这个强邻的存在是无法

改变的地缘政治事实，与俄交恶对自

身的安全和发展都极为不利。乌克兰

虽然需要美国的支持，以便于在克里

米亚以及乌东问题上和俄罗斯讨价还

价，但无意成为美国的傀儡，而是更愿

意采取一种平衡战略，通过美俄相互

制衡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另一方面，俄罗斯也不想把乌克

兰彻底推向美国的怀抱。乌克兰是俄

罗斯与西方的缓冲地带，如果彻底倒

向西方，将进一步压缩俄罗斯战略空

间。而且，在低油价冲击下，俄罗斯目

前经济低迷，与乌克兰陷入冲突只会

进一步消耗本就有限的国力。

在上述因素驱动下，近一段时间

以来，俄乌两国不仅在相持不下的天

然气管道过境费用问题上达成一致，

还在交换战俘、乌东地区停火等问题

上相互展现出了诚意。在这样的背景

下，美国企图借“海上微风”军演在俄

乌之间掀起“巨浪”的如意算盘，恐怕

要落空。

军演地点异常敏感，美国企图“联乌制俄”——

“海上微风”能否掀巨浪
■兰顺正

威克岛，是太平洋深处星罗棋布
的众多岛屿之中的一个。该岛西距关
岛 2060 公里，东距夏威夷 3200 公里，
是横渡太平洋航线的重要中间站，素
有太平洋的“踏脚石”之称。因其所处
位置佳而极具战略价值，该岛成为掌
握太平洋制海权的核心要塞之一。

虽然被叫做“岛”，但它其实只是
由 3个小礁岛组成的环礁，3个礁岛之
间有堤道相连，呈新月形展开。在这
个面积不足 9 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岛
上，共有数百名驻军，维持着岛屿的正
常运转。

在大众视野里，威克岛显得平静
而低调，但在历史上却发挥了不小的
作用。1898 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
把菲律宾和关岛收入囊中，并趁机吞
并了威克岛，将其作为中转基地。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这里

一直都是美军重要的前哨阵地。
1941年 12月 7日，日军偷袭珍珠

港，随后掉头轰炸威克岛。半个月后，
威克岛被日军攻占，成为日军太平洋
防线的重要一环，直到 1945年日本投
降后，才被交还给美国。

威克岛被历史铭记，还与一场会面
有关。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于 1950
年 9月在仁川登陆，并将战火烧过“三
八线”。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
麦克阿瑟主张要将战争无限扩大，认为
中国不敢出兵，甚至疯狂叫嚣要和苏联
决一死战。他甚至以战事紧张脱不开
身为由，拒绝了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让
其回国讨论战局的要求。杜鲁门不得
不屈尊飞往威克岛，于1950年 10月 15
日和麦克阿瑟会面。随后，麦克阿瑟拒
绝同杜鲁门共进午餐，匆匆飞走。结
果，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朝

鲜战场出现逆转，麦克阿瑟也在毫不知
情的情况下，从广播里听到了自己被杜
鲁门解职的消息。

从 20世纪 70年代中期至今，威克
岛一直是美军用和民用飞机的紧急降
落备用机场，也是美军飞机从夏威夷往
返东京和关岛的重要加油站。岛上建
有一条2980米长的跑道，配有现代化的
导航设备，可供包括大型喷气机在内的
所有军用和民用飞机起落，美军还在该
岛部署了KC-135空中加油机。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
化和飞机续航能力的提高，威克岛的
地位有所下降，但仍是美军在太平洋
地区重要的中转补给站。近年来，美
国前国务卿蒂勒森、前任国防部长马
蒂斯、前任参联会主席邓福德等高官，
都曾造访过威克岛。

最近几年，美国国防部向这个弹
丸小岛投入了数亿美元。有卫星图像
显示，从今年年初至今，美军对威克岛
基地进行大规模升级，扩建了机场跑
道，增加了相应基础设施。东部停机
坪和辅助停机坪也有大幅度扩建，该
岛西部地区还新建了一个大型太阳能
发电场。如今，威克岛既可以部署B-
52 等战略轰炸机，也可进行 B-2“幽
灵”隐形轰炸机的二次武装和加油。
在有需要时，它将会是把美空军推向
西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后援基地。

左上图：美军机编队飞越威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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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克岛—

掌握太平洋制海权的核心要塞之一
■李祥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