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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首 相 岸 田 文 雄 6 月 15 日 表

示，他将出席本月底在西班牙举行的

北约峰会。岸田文雄将成为首位参加

北约峰会的日本首相。据日本媒体报

道，岸田文雄将在峰会上呼吁北约把

注意力转向亚洲，并“报告”从根本上

强化日本所谓“防卫能力”的方针。

近一段时间，日本与北约的互动

十分频繁，在高层交往、体制融合、联

演联训等方面勾连不断。先是日本外

相今年 4 月首次参加北约外长会，而

后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于

5 月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军事委员

会参谋长级会议。紧接着，北约军事

委员会主席鲍尔于本月上旬访日，与

日本就深化安全防务合作、共同应对

所谓“中俄威胁”达成共识。日本海上

自卫队也与北约有关力量在地中海举

行了联合军事演习。

日本与北约的走近，折射出“操

盘手”美国依托北约捆绑亚太盟友的

企图。

近年来，美妄图借北约建立基于

美 西 方 价 值 观 的 全 球 性 安 全 体 系 。

北约的部分成员国似乎有意紧跟美

国 步 伐 ，为 美 国 的“ 印 太 战 略 ”充 当

打 手 ，将 战 略 防 区 由 欧 洲 向 亚 太 地

区扩展，并与日韩等国频繁互动，企

图将“集团政治”“阵营对抗”投射到

亚 太 地 区 ，对 俄 实 施 欧 亚“ 双 向 钳

击”，对华实施围堵遏制。个别北约

成员国如英国甚至高调宣称要推动

“北约亚太化”。

与此同时，美通过美日印澳等小

多边合作机制，企图将基于冷战思维

的“阵营对抗”投射到亚太地区，向亚

太地区输出“泛北约化”的全球战略，

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以地缘安全威

胁拉拢盟友。这与日本借“集团政治”

“联盟体系”强化应对所谓周边威胁的

企图一拍即合。

美 国 拜 登 政 府 上 台 后 ，日 本 多

次“ 表 忠 心 ”，成 为 追 随 美“ 印 太 战

略 ”的“ 急 先 锋 ”。 特 别 是 俄 乌 冲 突

发 生 后 ，日 方 认 为 如 果 能 够 策 应 北

约 对 俄 罗 斯 构 成 压 力 ，北 约 或 将 投

桃 报 李 ，对 日 本 所 谓 的 安 全 关 切 伸

出 援 手 ，从 而 形 成 美 欧 日 军 事 合 作

体系。

此外，日本迎合北约在亚太地区

寻找战略支点的需求主动向其靠拢，

也有自己的野心。一方面，是希望加

强同北约的军事互动，复制冷战“阵营

对抗”寻求“安全感”，为自己打气造

势；另一方面，日本也想利用中美战略

竞争以及北约同俄罗斯的对抗，提升

自身地缘战略影响。更为重要的是，

日本妄图借机争取美国的姑息纵容，

摆脱和平宪法的约束，成为政治、军事

上的“正常国家”。

不过，集体对抗早已过时，“引狼

入室”害人害己。我们需要问一下北

约有关成员国，在把中东和欧洲搞乱

之后，难道还要再来亚太地区搞破坏

吗？我们更要正告日本，不要逆地区

发展大势和历史潮流而动。毕竟，在

美国人眼中，所谓的盟友是可以牺牲

的“耗材”，随时会遭到被抛弃的下场。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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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前的中途岛海战，被称为太平

洋战争的转折点，也直接影响到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走向。在这场发生于 1942年

6月的战役中，美军凭借破译对手密码和

侦察得力成功伏击日军，一直是被津津

乐道的亮点。其实，此战还另有很多细

节，值得辩证剖析，以资借鉴。

时间与空间之辩
—— 日 军 犯 下 兵 力 分 散

和任务多重的“大忌”，“病根”
何在？

世人普遍认为，日军败北的重要原

因，是在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两个方向

上分散兵力，赋予在中途岛打头阵的南

云忠一航母编队歼敌驻岛航空兵、寻歼

敌航母、支援登陆这些多元而矛盾的作

战任务，导致其临阵难做取舍。

其实，日军上述“昏招”只是表象和

结果，除前人述及的“轻敌”外，更有深层

次的思维因素，即对时间、空间与军事力

量这“军事行动三要素”间的辩证关系认

识并不到位。

解密档案表明，日军坚信，进攻具有

政治意义的阿留申和中途岛，均能诱逼

美舰队决战；美舰队无论救援这两地中

的哪一个，日军位于“外线”的 6 个编队，

依托无线电联络，都能迅速向心合围实

施夹击。

客观而言，日军的布势能较好应对以

“天”为计量单位的传统平面海战。然而，

在以航空兵为主力的快节奏立体海战中，

这种部署就缓不济急。中途岛海战实际

交战时间只有约 10 个小时，美机重创日

军 3艘航母、锁定胜局仅用了 6分钟。

其实，日军航母编队当时的组织指

挥、战机性能和人员技能优势明显：其攻

击中途岛的 108 架舰载机，完成机群编

组仅用时 15 分钟；而美军首波攻击日舰

队的 116 架舰载机，却 1 个多小时仍未编

组就绪，且各机型配合完全脱节。再结

合此前珊瑚海海战的经验，日军认为，南

云编队足以应对数量相近的敌舰载机；

主司对陆攻击的美陆基战机，则不足以

实质性威胁高度机动的舰艇。

日军没有料到的是，此次海战中，美

军看似无害的陆基飞机和协同很糟的舰

载机，已足以耗尽直接掩护航母的日军

战斗机的油料和弹药，并干扰原计划轰

炸中途岛的日军航母的反击组织进程。

而由于情报不力，日军舰载机挂载武器

在鱼雷和炸弹之间来回倒换，直接贻误

了战机。当美国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机

群发起“致命一击”时，却被只盯着低层

防空的日军机群忽视，最终得手。

战役与战争之辩
—— 日 军 海 上 决 战“ 法

宝”，对美为何“失灵”？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以海上决

战歼灭对方主力战舰乃至舰队，是日海

军赢得制海权的不二法门。这也是其发

起中途岛海战的深层次逻辑所在。

中 途 岛 海 战 后 不 久 ，在 围 绕 所 罗

门 群 岛 的 一 系 列 大 海 战 中 ，日 海 军 凭

借 尚 存 的 航 空 兵 及 鱼 雷 优 势 ，先 后 击

沉、重创美航母共 4 艘，一度令美军在

太平洋战区陷入“零航母”的窘境。不

过，失去“头等战舰”航母后，美国仍能

占据战场主动并最终赢得太平洋战争

的胜利，靠的是其强大的战争潜力和动

员能力——其航空工业能够源源不断

研发生产出新锐战机，各类航空俱乐部

培养出海量的后备飞行员，工程兵部队

则能迅速将被炸得千疮百孔的机场跑

道整修一新。

而且，美军在南太平洋依托众多岛

屿，迅速形成以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亨

德森机场为中心的前线机场群，以陆基

战机配合水面舰队的作战模式不断打击

日军。日海军战前储备的精英飞行员却

被无情地消耗殆尽。

面对工业化程度更高、综合国力更

强的美国，日本妄图通过偷袭和速决战

赢得太平洋战争，注定不可能成功。日

军即便拿下中途岛，也将很快到达其扩

张“边缘”和进攻“顶点”，难以取得最后

的胜利。

进攻与防御之辩
—— 美 日 航 母 抗 毁 能 力

天差地别，背后有何奥秘？

中途岛海战后半程，在美机首次打

击下幸存的日军航母“飞龙”号，仍单独

顽强完成了 2 次攻击行动，其舰载机更

创下俯冲轰炸 7 投 3 中、鱼雷攻击 4 投 2

中的惊人纪录，却未能彻底击沉美航母

“约克城”号。而南云编队旗舰“赤城”号

航母仅被直接命中 1 枚航空炸弹，就彻

底丧失战斗力；而其被击沉的 4 艘航母，

自身防空火力据称仅击落 1 架美机，其

余均为舰载机击落。

事实上，通过珍珠港事件和珊瑚海

海战，美军已认识到，航母作为新的“海

战王者”，也是敌方的首要打击对象，但

其防护能力远不及战列舰、重巡洋舰等

传统主力水面舰艇。

有鉴于此，中途岛海战前，美海军在

为航母配备尽可能强大的护卫和警戒兵

力外，还采取多种措施提升其战场生存

力：用二氧化碳气体预先保护航空燃油

管路；损害管制训练技能普及化；翻新指

挥控制系统，防空火力密度和自动化程

度较高；装备雷达以争取更长的预警时

间。这与日军形成鲜明对比。

二战后，日海军将原子弹、雷达以及

被称为“变时引信”的高炮 VT 信管并称

为 太 平 洋 战 争 中 美 军“ 三 大 杀 器 ”，后

两者都是防御性装备。其实，在磁控管、

天线等雷达开发的关键领域，日本当时

的技术水平并不落后，但“重攻轻防”的

思维定式限制了其雷达的研发步伐。等

到雷达全面装备日军主力舰时，太平洋

海战已至尾声，日军也回天乏力了。

中途岛海战的经验教训弥足珍贵：

重视和升级防御技术，特别是对新型主

战力量的防护，是战争哲学成熟和强者

思维的表现。正如孙子所言：“先为不

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较之进攻武器，

有效的防御系统更为复杂和昂贵，需久

久为功，更加考验国家的研发实力和战

略定力。

左上图：被战火笼罩的中途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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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岛海战镜鉴新探
■海 宁

据外国媒体报道，日本计划在今年

年内组建第 2 支太空作战队，主要监视

针对日本卫星的电磁干扰情况。经多

处选址，该部队将部署于航空自卫队防

府北基地。

防府北基地位于日本西部山口县

防 府 市 ，北 面 傍 山 ，南 面 临 海 。 日 本

2020 年在东京都府中基地组建第 1 支

太空监测部队“太空作战队”。防府北

基地与府中基地在地理位置上形成东

西呼应，被称为日本太空监视的“西部

据点”。日本在此组建太空作战队，进

一步反映出其转变防卫策略、争夺太空

主导权的野心。

防府北基地的历史可追溯到 1944

年，当时这里的机场隶属于日本陆军航空

队。1945年日本战败后，该机场被盟军

征用。1955年，该机场完全移交给日方

后，日本航空自卫队第一飞行训练学校在

此成立分校，1956年2月成立防府基地。

1959 年 6 月 ，防 府 基 地 分 为 防 府

北、防府南两基地，前者正式成为日本

航空自卫队防府北基地。基地总面积

约 254 万平方米，主、副跑道各 19 条。

多年来，防府北基地主要担负日本自卫

队飞行员的教学任务，目前部署有第

1、第 2 飞行训练中队、第 12 飞行训练联

队和陆上自卫队第 13 中队。

在防府北基地组建的“第2太空作战

队”初步编制约 20人，负责调查干扰卫星

与地面系统之间通信的无线电波来源和

特性，聚焦“天地”通信能力，涉及卫星发

射和运用的核心技术。目前，日本政府

正在组建地面太空跟踪系统，部署在防

府北基地的空间监视雷达将于2023年启

用。太空跟踪系统投入使用后，可以随

时定位空间中的某一目标，同时也可为

制导反导作战提供情报和数据支持。

近年来，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太空

态势数据共享、导弹预警数据共享等方

面展开了合作。2020年 12月，美国同意

在日本的“准天顶”卫星系统中搭载 2个

美国有效载荷。2021 年 4 月，日本航空

自卫队向美国太空司令部总部派驻一名

全职联络官。如今，在防府北基地组建

“第 2太空作战队”，表明日本将进一步深

化同美国在空间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其

背后的企图应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下图：防府北基地地理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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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府北基地—

日本太空监视的“西部据点”
■王泽民 赵宏畚

6 月 3 日至 9 日，美海军一周之内接

连发生 3 起严重坠机事故，造成 6 名机

组人员死亡。根据美海军航空兵司令

的命令，全球范围内超过 300 支美海军

航空兵部队在 6 月 13 日停飞，以审查其

安全程序和操作。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初以来，美军

已发生至少 9 起坠机事故，造成 12 名机

组人员死亡。事故涉及美海军 F-35C

战 斗 机 、F/A-18E 战 斗 机 、E-2D 预 警

机 、MH- 60S 直 升 机 ，美 海 军 陆 战 队

MV-22B 倾转旋翼机，美空军 F-22A 战

斗机、F-16C 战斗机，美陆军 UH-60 直

升机、AH-64 直升机等型号，基本将美

各军种现役主战飞机无差别地摔了个

遍，让不少军事专家大跌眼镜。

而美国国家军事航空安全委员会

曾 在 2020 年 的 一 份 报 告 中 指 出 ，自

2013 年 以 来 ，美 军 的 飞 行 事 故 已 造 成

224 名飞行员和机组人员死亡，损毁了

186 架飞机，并使军方损失了 116 亿美

元。美军飞行事故频发，暴露其在理念

和管理等方面的许多深层次问题。

霸权主义至上，到处
耀武扬威，造成任务过载

美国向来以“世界警察”自居。作

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工

具，美军长期保持高强度全球部署，并

打着“航行自由”“联合军演”等旗号到

处耀武扬威、搅局生事。

特别是在“大国竞争”理念指导下，

美军为应对所谓的“全球威胁”而采取各

类军事行动的频率不断增加，规模不断

扩大，经常面临任务过载现象。高强度

的战备和海外部署，让美军飞行员疲于

奔命、不堪重负，战机更是超负荷运转，

导致飞行事故隐患增多。

按美军有关规定，其航母编队每年

正式执勤时间不超过 6 个月，但实际执

勤时间在 9个月左右，超出 50%。美国海

军学会网站称，美海军航空兵的主力战

机 F/A-18 的机龄普遍较长，但鲜有“档

期”入厂接受深度检修和延寿改造。

人员缺口较大，训练
不足，陷入恶性循环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美军成为

疫情的重灾区。有消息称，截至 2021 年

8 月，美军新冠累计确诊人数已超过 20

万。美空军曾曝出 5 天内新增 126 名飞

行员确诊新冠的消息。大量飞行员和

保障人员感染新冠，导致人手不足，严

重影响战备工作。

此外，频繁的海外部署、与大国爆

发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也使负面心理和

不满情绪在美军内部持续蔓延，提前退

役的情况越来越多。而美军飞行员与

维修人员在民间公司高待遇的吸引下

纷纷离去，致使人员流失严重。据有关

报道，美军飞行员缺口达 10%，美空军、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多次发布飞行员短

缺情况报告。

与人员不足相比，训练不足是影响

美军飞行安全更为致命的问题。飞行

就跟外科手术一样，是一种容易回生甚

至丢失的技能，需要常规练习以保持熟

练程度。然而，包括美国国家军事航空

安全委员会在内的多家机构都指出，美

军飞行员和机组人员没有得到足够的

训练飞行。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项分

析发现，从 2017 年到 2020 年，美国空军

战斗机飞行员的平均飞行小时数下降

了 39%。以 F-15E 战斗机飞行员为例，

2017 年 平 均 每 月 飞 行 19.1 小 时 ，但 到

2020 年每月仅飞行 6.6 小时。

据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战斗机的

维修人员平均只有几年的经验，但他们

维修的飞机及设备却日益精密、复杂。

2020 年 5 月，美空军一架 F-22 战斗机起

飞后不久便失控坠毁，直接原因竟是地

勤 人 员 违 规 操 作 ，直 接 用 水 管 冲 洗 飞

机，导致机载精密设备进水。

经验不足的教练员来培养下一代

飞行员和维修人员，只会使美军战斗力

生成陷入恶性循环。

装备维护不善，拆东
墙补西墙，多年没有改观

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曾发布报告称，

从2011年到2019年的9年时间中，美军只

有 3种机型达到了年度平均妥善率目标，

现役46种机型中居然有24种从未实现年

度妥善率目标，整体可靠性堪忧。而今年

2月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美军的战

机妥善率“基本没有取得多少进步”。

由于疫情导致开工不足、优先满足

对外军售等原因，新型号飞机延迟交付

的现象普遍存在，很多老旧型号的飞机

不得不继续担负作战、训练等任务。有

些飞机长期超负荷服役，但维修保养并

不及时充分，导致飞机长期处于“疲劳

飞行”甚至是“带病飞行”状态，存在安

全风险和事故隐患。

此外，备件供应不足也对美军飞机维

护保障产生了较大影响。据统计，美海军

现有 500多架 F/A-18系列战斗机，其中

处于可飞行状态的只有 50%左右，能担负

战备值班任务的只有30%左右。这种情况

下，拆东墙补西墙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政商关系扭曲，管理
混乱，存在“黑箱”操作

上述乱象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

于美国政界、军队与军工企业之间错综

复杂的关系。受企业利益输送、军种争

夺激烈、政府统筹不力等因素影响，新

型号装备交付延误、指标降低、造价上

涨 等 现 象 普 遍 存 在 ，造 成 军 费 日 益 膨

胀、建设效益低下。坠机事故对于某些

官员和军火商来说，可能还是好事，因

为其可以就此申请获得更多的改进项

目和新增经费。

因为缺乏有效的项目管理和经费

控 制 ，美 军 众 多 项 目 最 终 未 能 达 到 预

期，草草收场，浪费了巨额资金。美军

目 前 单 机 作 战 性 能 最 好 的 F-22 战 斗

机，因网络作战能力相对较弱、维护成

本太高等原因，只生产了 187 架就停产，

其中首批 33 架已列入 2023 财年退役计

划。而 F/A-18 战斗机之类的成熟主战

装备，虽然价格不贵，却无法得到足够

的维护经费，造成零部件短缺。

（作者单位：海军航空大学）

左上图：3 月 30 日，美军一架 E-2D

预警机在弗吉尼亚州附近海域坠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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