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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态势感知计划
酝酿已久

美国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

系”计划酝酿已久。早在 2016 年，美国

会部分参议员就提出设立“亚太海洋安

全倡议”法案，以提升马来西亚、印度尼

西亚和泰国等国的海洋安全与海域态势

感知能力。2019 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

普在国防授权法案中提出将“亚太海洋

安全倡议”扩大为“印太海洋安全倡议”，

内容包括加强与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等

东南亚国家及太平洋岛国的海洋安全合

作 ，并 将 其 扩 大 至 美 日 印 澳“ 四 国 机

制”。分析人士称，美国意图通过部署各

种跟踪识别系统、协调共享数据等方式，

构建以新加坡、印度、太平洋岛国为中心

的海洋信息融合网络，以实现信息共享。

拜登上台后，出台了新的“印太海洋

安全战略”，计划 5 年内投入 5000 万美

元，用于开展包括海域态势感知体系建

设在内的海洋安全合作，同时还配套提

出“太平洋威慑”和“海洋安全”两个合作

倡议，不断加强前沿军事部署。随着太

空卫星、无人和智能化等技术发展，拜登

政府又提出“综合威慑”新战略理念，要

求扩大水面、水下、空中常规和战略性力

量，整合太空、网络、情报等各部门资源，

进行海域态势的综合性侦察，特别强调

加强与准军事及民事力量的协同。

此外，拜登政府还试图以提升联盟

和伙伴关系为基本路径，通过人员训练、

装备转移、基地援建、直接拨款等方式，

整合相关区域内有实力的盟国和伙伴国

力量，提升其海域感知能力，从而建立从

东北亚、东南亚延伸至印度洋及南太平

洋等区域的“准海洋安全联盟”网络。

意图最大化维持地
区力量优势

海域态势感知能力是美军维持地区

制海权和制空权压倒性优势的重要辅助

性力量。美军之所以频频采取行动加强

在亚太地区的海域态势感知，主要是出

于对可能失去地区制海权和制空权压倒

性优势地位的担忧。当前，维持制海及

制空的绝对力量优势依然是美军的主要

战略理念。为在亚太地区保持绝对力量

优势，美国以帮助域内盟国和伙伴国提

升海上军事和非军事力量为借口，使用

多种手段加强对竞争对手舰艇的跟踪与

监视，以达到牵制对手、实现其海洋霸权

的目的。

此外，美国极力推动构建“印太海域

态势感知伙伴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降低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成本。

为缓解美海军部分舰艇老化、战斗机完

备率偏低等问题，美军提出大规模建造

新舰艇、采购新一代战斗机及增加部署

新的防空和中短程导弹等计划，这些都

需要大量资金支持。随着美国经济的持

续低迷，庞大的军费开支让美国财政不

堪重负，这逼迫美军在开展海外部署和

海外行动时不得不考虑经济成本问题。

因此，除要求盟国和伙伴国增加军

费分摊外，与盟国和伙伴国合作构建具

有强烈军事安全意味的海域态势感知体

系，成为美国的重要课题。美国高层认

为，构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

可借助区域盟国和伙伴国的力量，大大

降低地区海域态势感知体系建设及遏制

竞争对手海上影响力外扩的成本，避免

美军在东北亚-东南亚-南太平洋-印度

洋的漫长战线上分散兵力和过度消耗。

深陷“零和博弈”和
“冷战思维”怪圈

事实上，美国一再强调要发挥盟国

和伙伴国力量在“印太地区”海洋安全战

略实施中的不可替代作用，暴露出其意

图以阵营和实力而非互信和多边共识塑

造地区海洋秩序的企图，其根本逻辑是

以“权力至上”和“利益至上”为导向，通

过拉帮结派的方式维护美军在该地区的

绝对力量优势，从而实现其海洋霸权，这

既是对多边主义合作机制与共识的悖

离，也给域内国家带来更多困境。

为寻求抵近海域态势感知的合法

性，美国至今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该公约是目前国际海洋规则秩序

方面最重要的法律文件。然而，美国无

视公约对于国家领海主权的保护性条

款，刻意曲解公约以维持海洋霸权，尽显

美国“强权即公理”的霸权逻辑，也成为

美国奉行“霸权和国家利益优先”的有力

注脚。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不顾国际关系

准则和国际法规定，频繁在西太平洋地

区进行挑衅性的海域态势感知行动，甚

至在行动中时常伴有军事演训等其他动

作，充分表明其安全理念已深陷“零和博

弈”和“冷战思维”怪圈，这不仅无助于亚

太地区传统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治理，

还将使该地区海洋安全秩序的“碎片化”

趋势愈演愈烈。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副教授）

美加强海域态势感知行动
■方晓志

近期，巴以关系持续恶化，多名巴

勒斯坦人在与以色列军队发生的冲突

中死亡。当前，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

多个国际问题持续分散国际社会注意

力的情况下，巴以问题日益边缘化，未

来走势不容乐观。

巴 以 冲 突 是 国 际 关 系 中 的 老 问

题。自 1948 年建国后，以色列与巴勒

斯坦围绕耶路撒冷归属、定居点扩建、

巴勒斯坦建国和难民回归等问题不断

爆发冲突，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长期

紧张。

巴以问题之所以逐渐边缘化，一方

面 是 因 为 中 东 地 区 形 势 出 现 深 刻 变

化。2011 年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让中

东各国的社会问题愈发严重。如何改

革脱困，成为这些国家政府的工作重

点。因而，各国对巴以问题的关注逐渐

减少。此外，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

比亚等国战乱不断以及恐怖主义组织

的发展扩散，也进一步分散了相关国家

的精力。

另一方面，以色列近年来与阿联

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实现关系正

常化，并尝试与北非等国进行安全合

作。这导致巴以双方实力差距进一步

扩大，加大了巴以问题的解决难度。

此外，巴以问题复杂难解也与巴勒

斯坦内部各派别同以色列间的不对称博

弈有关。控制加沙地带的伊斯兰抵抗运

动（简称“哈马斯”）与以色列长期陷于

“冲突-被压制-再冲突”的恶性循环

中。对哈马斯而言，与以色列的冲突，能

凝聚民心，帮助其在巴勒斯坦内部获得

更多支持。对以色列政府而言，在占据

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其可借冲突激发民

族情绪，抓牢泛右翼选票，推进定居点扩

建等政策落实，扩大巩固实际控制区

域。与此同时，以法塔赫为首的巴勒斯

坦民族权力机构，则选择与以色列保持

合作，试图维护其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地

区相对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虽有意离间

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的关系，分化巴勒

斯坦人的力量，但近期以色列的强势做

法可能促使双方改善关系。至于两个组

织关系改善是否会对巴以局势产生明显

影响，仍需进一步观察。

（作者为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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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由

于全球变暖导致海水升温，英国皇家海

军多艘舰艇可能因海水温度升高、冷却

效果不佳导致发动机出现故障。

英国国防部气候变化问题监督员

理查德·福吉表示，持续升高的海水温

度将对英国军舰产生影响。过于温暖

的海水不仅无法起到冷却作用，反而

容易产生“热毯”效应，有可能导致发

动机故障频发。

作为船舶的重要系统之一，船舶主

机冷却系统的任务是确保船舶动力系

统正常工作，海水冷却正是冷却系统中

的重要一环。舰艇在航行时，其发动

机、发电机、锅炉等设备不断散发热量，

需要冷却降温才能保持正常运转。为

减少直接用海水冷却带来的腐蚀和泄

漏风险，舰艇往往会通过一级淡水冷却

环路将各自产生的热量带走，汇集至中

央冷却系统，随后由二级海水通过淡

水-海水换热器集中冷却，再将热量排

放至海洋中。

随着海水温度的上升，船舶主机

冷却系统的工作效率会降低，甚至达

不到冷却效果，进而影响动力系统散

热 ，船 舶 的 维 护 成 本 也 会 随 之 增 加 。

福吉强调，当前英国周围海域的海水

温度已可能让舰艇发动机失灵，一旦

舰船行驶至炎热的海湾地区，其故障

率将更高。

除舰艇发动机外，全球变暖对英

国的港口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福吉声

称，海平面持续上升、极端天气频发等

问题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让英国

港口处境十分艰难，甚至面临被淹没

的风险。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斯坦利港

已受到较大影响，如果情况持续严重，

朴次茅斯港和德文港也无法幸免。据

悉，今年 7 月，北极圈的温度一度升至

32.5℃，覆盖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的

冰盖也在加速融化。

此外，由于英国在塞浦路斯等地的

军事基地天气日益炎热，英军士兵的训

练计划一度受到影响。英国气象局的

一项研究称，到 2040 年，持续升高的气

温可能导致英国军队的训练天数急剧

减少。

事实上，全球变暖不单单是英军

面临的课题。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

导致各种自然灾害频发。未来，国际

社会需加强沟通协商，合力应对气候

变化挑战。

英媒：海水变暖或导致舰艇故障
■常雨康

美海军美海军““汉森汉森””号海洋测量船号海洋测量船。。

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图为在冲突中被毁的车辆图为在冲突中被毁的车辆。。

近期，美军在西太平洋
地区频繁进行海域态势感知
行动，先后派出多艘海洋测
量船与海洋监视船进行海洋
气象水文调查、海底地形地
貌探测，以支持其在该区域
的活动。此前,美国在美日印
澳“四国机制”领导人峰会
上，高调推出一项海上安全
新倡议——“印太海域态势
感知伙伴关系”,声称将提升
太平洋、东南亚和印度洋地
区各盟国和伙伴国的海域监
控能力，并将此作为构建全
球海域态势感知体系的重要
手段，引发外界关注。

法国法国““阵风阵风””战斗机战斗机。。

法印高层会晤

11 月 25 日至 26 日，法国国防部长

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访问印尼，与印尼

国防部长普拉博沃·苏比安托举行会晤，

宣称法国正加强与印尼和东盟的战略合

作。勒科尔尼在采访中称，印尼和法国

正形成一种强大的战略关系。报道称，

双方还讨论了在法国军事院校培养印尼

军官等计划。

据悉，今年 2 月，印尼与法国签署一

项价值 81 亿美元的合同，包括购买法国

的“阵风”战斗机和鲉鱼级潜艇，印尼也

由此成为法国在东南亚的最大军火客

户。在近日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

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讲话称，法国

正在推进向印尼提供战斗机和潜艇。

美国不甘落后

对于印尼不断拉近与其他国家的关

系，美国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以军机采

购为例，采购“阵风”战斗机并非印尼空

军的第一选择。早在 2015 年，印尼就决

心引进俄制战斗机取代老旧的 F-5E/F

战斗机。3 年后，印尼国防部与俄罗斯

国家技术集团经过多次议价，最终敲定

采购 11 架苏-35 战斗机的方案。

然而，印尼宣布采购方案后不久，美

国开始向印尼施压。印尼空军参谋长普

拉塞蒂奥于 2021 年 12 月声称，出于预算

考虑，印尼被迫放弃苏-35 战斗机的采

购计划，转而在美国 F-15EX 战斗机和

法国“阵风”两款战斗机之间作选择。今

年 2 月，印尼国防部长普拉博沃宣布签

署“阵风”战斗机采购协议。数小时后，

美国国务院宣布印尼采购 F-15EX 战斗

机的订单通过审议程序。美国防部声

称，这份与印尼达成的订单包括采购 36

架 F-15EX 战斗机的一揽子方案，合同

总价值高达 139 亿美元。这意味着，印

尼将同时购买美国 F-15EX 和法国“阵

风”两款战斗机。

影响值得关注

展望未来，法国与印尼军事合作带

来的影响值得持续关注。

一方面，此番印尼接连采购两款四

代半战斗机，将大幅提升其空军实力，加

上此前采购的 F-16 战斗机和苏-27/30

战斗机，印尼空军现代化战斗机数量将

超过 100 架，规模在东南亚国家中排名

第一。不过，鉴于法国、美国、俄罗斯 3

国的战斗机机载武器和后勤设备不兼

容，印尼空军未来在作战和后勤保障方

面将面临挑战。

另一方面，近期，勒科尔尼声称，法

国将加强其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能

力并使其现代化。在美国“印太战略”

和美日澳印“四国机制”相继出台后，亚

太地区安全局势愈发复杂，法国的介入

可能将引发盟友的不满和地区国家的

警惕。

法国与印尼军事合作升温
■傅 波

据外媒报道，近
日，法国以军备采购
为契机，持续深化与
印度尼西亚的防务合
作，引发美国的关注，
有关动向未来或将对
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产
生一定影响。

英国皇家海军英国皇家海军 2323型护卫舰型护卫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