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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联盟呼之欲出

据法新社报道，10 月中旬，北约 14

个欧洲成员国与芬兰在北约总部签署一

项名为“欧洲天空之盾倡议”的防空系统

联盟意向书。据悉，签署国包括德国、比

利时、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

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挪威、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英国和芬兰。

从发展脉络看，防空系统联盟倡议

始于今年 8 月 29 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当

日在位于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查理大学

发表演讲时表示，希望与欧洲邻国一同

建立一个新的防空系统，以便“使整个

欧洲的安全获益”。朔尔茨表示，与每

个国家都建立各自昂贵且高度复杂的

防空系统相比，欧洲防空系统将更加经

济 有 效 ，各 国 可 联 合 购 买 新 的 武 器 系

统，这些系统将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覆盖

大片区域。

从系统构成看，欧洲媒体指出，“欧

洲天空之盾倡议”寻求采购以色列“箭”-

3、美国“爱国者”和德国 IRIS-T SLM 防

空系统等，以便构建一个多层次一体化

防空系统。据报道，该倡议还将讨论采

购针对弹道导弹威胁的更高层级防空系

统和专门用来保护较小区域或军车车队

的近程防空系统等。

欧洲媒体猜测，以色列“箭”-3 防空

系统可能是欧洲国家的首选。报道称，

利用美国政府的大量资金和其他支持，

自 2008 年以来，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

司 一 直 在 与 美 国 波 音 公 司 联 合 研 制

“箭”-3 防空系统。该系统于 2017 年 1

月入役以色列军队，并在大约 3 个月后

击落 1 枚叙利亚地对空导弹。

军事投入持续加大

对于“欧洲天空之盾倡议”，欧洲北

约国家期待颇高。北约发布新闻稿称，

该倡议将使所有参与国联合开发一种防

空系统，可与欧洲现有系统搭配使用。

“这种多国和多层面的策略，将为各国提

供一种灵活和可升级的途径，进一步强

化北约威慑和防御能力。”

北约副秘书长米尔恰·杰瓦讷表示，

该倡议的目的是让欧洲盟国能够更迅速

地采购这些急需的武器装备，同时带来

盟国之间的协同优势。德国国防部长克

里斯蒂娜·兰布雷希特说，通过这项倡

议，欧洲各国将把各自资源进行整合，共

同履行对欧洲安全的责任。

除强化一体防空外，欧洲国家近期

还持续加大军事投入。法国国防部官方

网站近期发布消息称，法国 2023 年国防

预算将达到 439 亿欧元，较 2022 年增加

30 亿欧元，增幅达 7.4%，比 2017 年增加

了 36% 。 此 举 令 法 国 满 足 了 北 约“ 将

GDP 的至少 2%用于国防”的要求。法

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表示，

有必要通过加大军费投入，增加法国军

队的弹药储备，增加军事科研投入力度，

同时升级陆海空军主战装备。

英国也寻求增加军费。英国《每日

电讯报》援引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的

话称，到 2029 年，英国国防开支将明显

增长，在目前 480 亿英镑基础上翻番，达

到 1000 亿英镑左右。英国政府承诺，到

2026 年，英国国防支出占 GDP 的比重将

提升至 2.5%，2030 年达到 3%。华莱士表

示，英军倾向于在情报和侦察能力方面

加大投资，提升英国武装力量对抗无人

机等新兴威胁的能力。

防务自主任重道远

近年来，随着美欧关系降温和欧洲

局势升级，欧洲国家危机意识增强，不

断倡导和强化“战略自主”理念，并多举

措提升自主防务能力。近期，组建快速

反应部队已被写入欧盟理事会“战略指

南针”行动计划。此次多个欧洲国家签

署“欧洲天空之盾倡议”，以及英国、法

国等欧洲大国加大军费投入力度，都体

现出相关国家推进欧洲防务自主的强

烈意愿。

展望未来，欧洲国家“自我捆绑”进

程或将进一步加快。朔尔茨近日再次表

态支持欧盟扩大。他表示，乌克兰、摩尔

多瓦、巴尔干国家和有望成为入盟候选

国的格鲁吉亚等必须满足入盟标准。此

外，欧洲必须加强自身能力，并呼吁推进

欧洲防务工作。与此同时，他还认为，欧

盟需对“一致性原则”进行改革。

尽管欧洲国家持续推进防务自主意

愿十分强烈，但实际上，欧洲一体化防务

依旧任重道远。

一是内部难协调。欧洲各国防务政

策存在较大差异，内部协调机制并不顺

畅，未来很难实现共同军备采购。

二是外部难抗压。多年来，欧洲安

全防务高度依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装

备不足甚至老旧过时，一定程度影响了

自身战力。另外，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军

队缺乏实战经验，未来在推进防务自主

时很难有力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

三是经费难维系。以英国为例，英

镑目前处于贬值通道，特别是英镑对美

元的汇率持续震荡下行。这种趋势对一

些国防采购项目的消极影响十分明显，

即使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提高

利率，英国国防部设定的军费增长率也

很难落到实处。

欧洲加快防空一体化进程
■林 源

近期，德国政要在欧洲社会民主

党 代 表 大 会 上 再 次 表 态 支 持 欧 盟 扩

大，宣称更多成员组成的欧盟将在国

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此番言论代

表了欧盟内部积极东扩的声音，也显

示出欧洲地缘政治动荡加剧背景下，

欧盟希望加大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和塑

造。然而，欧盟东扩愿景与现实仍存

在一定距离。

诚然，欧盟扩大曾是欧洲一体化

发展强劲的象征。冷战后，中东欧国

家将加入欧盟与繁荣和富裕画等号。

2004 年以来，欧盟通过新一轮东扩收

获了广阔市场、更大地缘政治与经济

影响力，经济体量、国际影响力迈上新

台阶。近年来，为抵消俄罗斯在东欧

和西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欧盟不断

向周边国家售卖入盟门票。2020 年 2

月，欧盟启动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

入盟程序。2022 年，欧盟先后给予乌

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入盟候选

国地位，并与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

进行入盟谈判。上述举措旨在增强对

周边国家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增加欧

盟地缘竞争筹码。

从加入欧盟的程序 、条件和当前

形势看，入盟邀请信和真正入盟仍存

在 很 大 距 离 。 法 国 总 统 马 克 龙 曾 表

示，乌克兰加入欧盟可能要经历数十

年时间。从程序上看，一个国家获得

候选国地位，只是漫长入盟道路上的

第一步。按照欧盟规则，接下来将进

行入盟谈判，这被认为是最复杂也最

耗时的阶段。完成谈判后，还需成员

国共同支持才能走完整套程序。当前

欧盟极力拉拢的国家距离欧盟设立的

基本标准仍相去甚远，阿尔巴尼亚、乌

克兰、摩尔多瓦等国人均 GDP 水平比

欧盟最不富裕的成员国保加利亚还要

低上一大截。这些国家的法治、社会

治理等，一直是欧盟机构和西欧国家

抨击的对象。虽然近期欧盟出于地缘

政治目的将乌克兰捧为“民主和自由

的标杆”，但其实际心态和认识恐怕相

去甚远。

从欧盟实际情况看，持续东扩更多

是一种政治信号和愿景，真正落实在收

益和成本上，恐怕并不是一笔合适的

买卖。事实上，欧盟吸纳新成员国，意

味着欧盟经济、社会、市场体系将向新

成员完全开放，共同农业政策、团结基

金 等 福 利 补 贴 性 制 度 也 需 惠 及 新 成

员。目前，欧盟拉拢入盟的国家社会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普 遍 低 于 欧 盟 平 均 水

平，若吸纳这些国家入盟，将稀释南欧

和中东欧欠发达国家享有的政策倾斜

红利，欧盟内部各国利益分配差异带

来的矛盾将更趋尖锐。同时，由于欧

盟 成 员 国 享 有 劳 动 力 自 由 流 动 的 便

利，新入盟国家可能出现大规模移民

潮和打工潮。在当前欧盟经济压力增

大、就业形势紧张背景下，社会文化、族

裔等方面的冲突不可避免，新旧成员国

之间矛盾恐将更为激烈。另外，列入入

盟候选国的国家大多存在民族、宗教矛

盾，有些国家甚至陷入地区冲突之中，

在欧盟当前内外危机不断的背景下，扩

大进程只会麻烦缠身。

根据欧盟入盟决策机制，每个现

有成员国都手握一票否决权，可在候

选 国 地 位 、入 盟 谈 判 过 程 中 提 出 异

议，甚至拖慢整个谈判进程。这也是

事 关 入 盟 国 家 成 功 与 否 的 重 要 因

素。比如，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土耳

其 便 获 得 欧 盟 候 选 国 地 位 ，然 而 ，时

至今日也未能走完流程，很大程度上

源 于 希 腊 与 土 耳 其 两 国 关 系 极 其 复

杂。在北马其顿入盟进程中，保加利

亚 亦 以 主 权 、历 史 、文 化 等 多 重 纠 葛

提出异议，使入盟问题成为两国关系

中的争议焦点。可以说，在欧盟各成

员 国 对 扩 员 问 题 存 在 不 同 战 略 考 量

的背景下，扩员进程很难在欧盟内部

形成普遍共识，也不大可能在短期内

取得重要实质进展。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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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媒报道，近期，日本和印度就

向印度出口海上自卫队“独角兽”通信

天线一事达成初步意向。这是日本修

改武器装备出口相关限制后，再次向印

度发起武器出口尝试，试图借此强化与

印度的防务关系。

印度相中“独角兽”天线

此次日本计划出口的“独角兽”通

信天线，具有隐形功能，已装备在海上

自卫队今年 3 月服役的“熊野”号护卫

舰上。据悉，该天线能够有效减少电波

反射，可降低被探测捕捉的概率。

此前，日印两国防卫部门依据 2015

年签署的《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

定》进行业务层面磋商协调，日本方面

声称，该天线符合“不具备攻击用途的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相关条款。9 月，

日本和印度在东京举行外长、防长（2+

2）会谈，双方就“独角兽”通信天线出口

事宜进行磋商。会后，印度防长辛格前

往日本海上自卫队横须贺基地，登上

“熊野”号护卫舰实地考察天线系统，并

听取功能和运用介绍。

如果这份天线出口合同进展顺利，

对于日本武器出口来说，无疑是重大突

破。自 2014 年突破“防卫装备转移三

原则”限制后，日本在国际军火市场动

作频频，政府和军方高层多场合亲自下

场带货，频繁邀请潜在客户参加日本防

卫装备展会，通过联合军演等方式对 90

式主战坦克、苍龙级潜艇、US-2 水上飞

机等进行营销包装。虽屡屡传出达成

合作意向消息，但实际上，除在东南亚

部分国家通过半卖半送、二手甩卖方式

获得少量小额订单外，至今没能签到像

样大单。此番印度释放针对新型天线

的采购意向，虽只是通信天线，并非成

套武器系统，但印度武器市场体量和潜

力很大，受到日本政府高度重视。

两国防务关系再走近

作为全球最大武器进口国之一，印

度武器装备主要购自俄罗斯。俄乌冲突

爆发后，印度对俄军购力度明显放缓，并

寻求扩大军备采购渠道，让日本看到再

次“截胡”的可能性。此前，印度在采购

水上飞机时，最初看上俄罗斯别-200水

上巡逻机，但在比较了日本 US-2 水上

飞机后，转而计划采购 12 架日本产品。

经过耗时 5 年多的拉锯磋商，印度最终

以单价过高、采购预算不足为由终止采

购程序，转而采取相对廉价的租赁方式，

日本对印武器出口首单未始即终。此次

通信天线出口，是日本再次尝试打开印

度武器市场的突破口。

虽然谈论此次采购最终结果为时

尚早，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近年正在不

断强化对印防卫安全合作。自 2004 年

起，两国军事合作从未中断。2020 年，

两国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允

许双方武装力量共享后勤服务和物资。

2021 年以来，同处所谓“四方安全对话”

框架的日印两国，不断加强双边对话与

互动。在近期的“2+2”会谈中，两国明

确继续提升部队训练水平，尽早举行双

边战机联合演习。日印防务关系不断走

近，值得周边国家持续关注。

上图上图：：安装安装““独角兽独角兽””通信天线的日通信天线的日

本海上自卫队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护卫舰。。

日日本拟向印度出口军用装备本拟向印度出口军用装备
■文威入

据外媒报道，美国军事运输司令部司

令杰奎琳·范·奥沃斯特日前表示，按照美

国国会专家小组建议，该司令部将通过采

购二手运输船和建造全新运输船两种方

式替代老旧运输船。奥沃斯特强调，采购

二手运输船将作为优化运输船队的短期

办法，新建运输船才是长久之计。

美国军事运输司令部成立于 1987

年，与非洲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太空司

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等同为美军作战

司令部。主要任务是在和平和战争时

期，通过陆海空多种运输手段为美军在

全球各部署地运输人员和物资。该司令

部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斯科特空军基

地，下设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海军军事

海运司令部、陆军地面部署与配送司令

部、联合作战支援空运中心和联合赋能

司令部。

据报道，在美国发动的对外战争中，

90%的车辆和物资都由军事运输司令部

所属运输船队运输。目前，该司令部各

型运输船平均使用年限已达 46 年，设计

寿命接近极限。奥沃斯特表示，美军需

为这些老旧运输船支付高额维护费用。

运输船队中共有 50 艘大型滚装船，其中

37 艘将在下个 10 年退役。这些滚装船

多改装自汽车运输船，用来运输重型车

辆等平台。

2019 年，美国国会批准购买 7 艘二

手 运 输 船 ，截 至 目 前 ，2 艘 已 交 付 。 不

过，由于商业市场对运输船需求很大，导

致二手运输船价格高涨，美国政府无法

以国会拨付的资金购买后续船只。奥沃

斯特称，采购负责人已挑选出后续运输

船，但由于市场对商业船只的需求不断

上涨，导致这批运输船至今无法交付。

不过，奥沃斯特并不认为这是个严重问

题。她表示，国会拨款还有数年才过期，

美国政府正在等待时机，待价格合适时

便下单购买。“我希望每两年购买一批二

手运输船，其间，将根据市场价格调整采

购时机和数量。”

在谈到设计和建造全新运输船的可

能性时，奥沃斯特称，尽管所有人都喜欢

新船，但购买二手运输船更经济实用。

美国军事运输司令部发言人补充说，建

造新运输船确实受到普遍欢迎，但综合

多方面因素考虑，军事运输司令部还是

倾向于在国会授权下重点购买二手运输

船，以在短期内调整运输船队结构。根

据“2023 年国防授权法案”，美国军事运

输司令部下属海事管理局将负责设计建

造 10 艘运输船。不过，该项计划要真正

落实，还需得到参议院同意和国会拨款。

对于运输船队老旧现状，奥沃斯特

持乐观态度。她说，当这些运输船启动

以后，它们的工作状况很好。然而，事实

并非如此。在 2019 年“涡轮增压”演习

中，军事运输司令部所属运输船行动迟

缓，只有 40%的运输船能够启航。

客观而言，美国目前经济发展乏力，

国会拨款也不充裕，加之国内造船厂产

能不足、产业工人流失严重、生产技术水

平和产品质量下降，新造运输船面临一

系列现实困难，短期内难以落实。相比

之下，购买二手运输船更为经济实用，交

付后稍经改装便可投入使用，但二手运

输船价格受市场影响颇深，而市场有其

自身规律，显然不会照顾美国军事运输

船队早已十分紧迫的更新换代需求。

美军批量采购二手运输船
■李晓东

据外媒报道，欧洲国家
近期借口地区安全威胁，加
快推进防空一体化进程。相
关情况在加速欧洲防务自主
进程的同时，也将对地缘安
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军事运输司令部运输船正在卸载车辆美国军事运输司令部运输船正在卸载车辆。。

以色列以色列““箭箭””--33防空系统将成为欧洲国家首选防空系统将成为欧洲国家首选，，上图上图（（左左））为为““箭箭””--33导弹发射装置导弹发射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