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５日 星期四责任编辑/吕德胜 孙琦

军眼观察

E-mail:jfjbtxjs@163.com 天 下 军 事

日本财务省 9 月 5 日公布了政府各

部门 2023 财年预算申请额，其中防卫费

申请额高达 55598 亿日元，比 2022 财年

增加 1910 亿日元。此外，防卫省今年还

“创造性地”提出了大量所谓“讨论事

项”，这些项目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尚处

于讨论阶段，因此暂未明确列出金额。

日媒推测，二者相加，日本 2023 财年最

终的防卫预算可达 6.5 万亿日元规模。

这不仅突破了防卫预算不超过国内生

产总值（GDP）1%的标准，防卫开支增

长幅度也将创造二战以来的新高。

作为一个曾给周边国家带来深重

战争灾难的国家，日本的军事动向一直

备受关注，其持续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

作自然会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

高度警惕。

突破“红线”引发担
忧，“11连增”远非结束

作 为 二 战 战 败 国 ，日 本 在 战 争 结

束 后 制 定 了 和 平 宪 法 ，在 防 务 方 面 陆

续出台了诸如“武器出口三原则”“无

核 三 原 则 ”等 自 我 限 制 措 施 。 防 卫 开

支不超过 GDP 的 1%，也是日本遵守多

年的“红线”。

然而，日本政府近年来打着“国家

正常化”的旗号，不断突破相关政策限

制 ，防 卫 政 策 的 进 攻 色 彩 越 来 越 浓 。

2021 年 6 月，日本确立了以“军力建设

需求”为纲的防卫费开支新导向，正式

废 止 了 已 执 行 40 余 年 的 防 卫 预 算 占

GDP1%的上限限制。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

究所的统计，日本 2021 财年防卫预算已

经排在全球第 6 位。但日本自卫队只有

约 24.7 万现役自卫队员，人均防卫预算

约 20 万美元，远超地区内的邻国。

更严重的是，日本防卫费的增长已

经进入快车道。2023 财年防卫费将实

现连续 11 年增长，而按照日本自民党提

出的 5 年内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2%的

目标，日本防卫费将在现有基础上翻一

倍，全球排名将蹿升至第三位，人均防

卫开支水平也会水涨船高。这也意味

着，日本多年来积极推进的“军事正常

化”将有更为充足的资金支持。其恶果

是增加地区安全风险，或将引发地区军

备竞赛。

突破“专守防卫”原
则，妄图架空和平宪法

与总额的增加相比，日本防卫费的

投向更加值得关注。

日 本 防 卫 省 在 2023 财 年 防 卫 预

算 申 请 概 要 中 指 出 ，日 本 将 把 防 卫 费

增 额 主 要 用 于 强 化 七 项 能 力 ，并 以 此

为 抓 手 落 实 岸 田 文 雄 提 出 的 5 年 内

“ 从 根 本 上 强 化 防 卫 力 ”的 要 求 。 这

七 项 能 力 包 括 防 区 外 打 击 能 力 、综 合

导 弹 防 空 能 力 、无 人 机 作 战 能 力 、跨

领 域 协 同 作 战 能 力 、机 动 运 输 能 力

等 。 而 其 要 义 ，则 在 于 提 升 先 发 制 人

打 击 能 力 ，这 也 是 日 本 突 破“ 专 守 防

卫”原则的重要体现。

在 防 区 外 打 击 能 力 方 面 ，日 本 正

在 研 发 可 用 于 反 舰 与 对 地 攻 击 的“12

式地对舰导弹改进型”，希望将其射程

从 100 余 千 米 提 高 到 1000 千 米 ，并 计

划从 2024 年起在九州与西南群岛部署

约 1000 枚。其他正在推进的项目还有

可在大气层内高速滑空并命中地面目

标 的 高 速 滑 空 弹 、速 度 超 过 5 马 赫 的

高超声速导弹、采购 F-15 战斗机改进

型搭载的防区外导弹“JASSM”等。

在综合导弹防空能力方面，日本计

划建造两艘更加先进的宙斯盾舰，其排

水量与正在进行“航母化”改装的出云

级直升机航母相当，且具备更强大的导

弹拦截能力和打击能力。

在无人机作战能力方面，日本计划

在飞机、舰艇、车辆等各领域配备无人

机 ，其 功 能 除 了 警 戒 监 视 和 情 报 收 集

外，还包括攻击和运输等。

日本还在研究利用人工智能进行

快速决策，强化指挥控制和情报功能，

并准备投资修建可容纳防区外导弹的

大型弹药库、开发无港湾岛屿的登陆支

援系统等。

日本前防卫大臣岸信夫曾声称，鉴

于 周 边 国 家 的 导 弹 威 胁 ，有 必 要 加 强

“反击能力”，甚至可秉持“预防性攻击”

思路，确认对方即将发动对日攻击后，

先行攻击对方军事设施。上述动作，折

射出日本防卫力量正加速“由守转攻”

进程，妄图实现军事上“完全松绑”，从

而进一步架空和平宪法。

配合美“印太战略”，
借船出海谋求军力扩张

日本增加防卫费，最先提出动议的

是美国，最先表示欢迎的也是美国。

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 9

月 2 日在东京发表演讲时，对日本考虑

将防卫费增至 GDP2%的想法表示“称

赞”，并鼓吹美日同盟从所谓“同盟保护

时代”进入了“（向印太地区）同盟投射

时代”。

美 国 的 态 度 基 于 自 身 霸 权 私 利 。

一方面，美国为进行所谓“大国竞争”，

多方推进“印太战略”，需要日本增强

军事力量发挥“打手”的作用，这就为

日 本 改 变 防 卫 政 策 、加 大 防 卫 投 入 提

供 了 政 治 空 间 。 另 一 方 面 ，日 本 增 加

的 防 卫 费 ，将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用 于 驻 日

美 军 的 保 障 和 购 买 美 国 军 火 ，使 美 国

成为直接的受益者。

多年来，日本为了缓解美国对单方

面承担对日防卫义务的抱怨，不仅支付

了驻日美军经费，还出资购买美国产战

斗机、导弹等装备。美国国务院今年 8

月 19 日公布的《2021 年世界军费与武

器交易报告》显示，从 2009 年至 2019 年

的 11 年间，出口武器最多的国家是美

国，平均每年出口额 1616 亿美元；进口

武器最多的国家是日本，平均每年军购

额 264 亿美元。《朝日新闻》早在 2020 年

6 月就曾发文指出，美国依据“对外有偿

军事援助”制度向日本出售大量武器，

但这并不是“援助”，实际上费用由日方

全额负担。2023 财年，日本将继续向美

国购买 F-35A、F-35B 战机和“全球鹰”

无人机等昂贵武器。

日 本 大 幅 增 加 防 卫 费 的 做 法 ，在

其国内并不受欢迎。一个直接的原因

是会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提高财源

的 路 径 无 非 是“ 发 行 国 债 ”“ 增 加 税

收 ”和“ 削 减 岁 出 ”三 条 ，但 无 论 哪 一

条 ，都 会 给 日 本 经 济 发 展 带 来 严 重 影

响 。 而 且 ，对 于 自 民 党 突 破 和 平 宪 法

没 有 经 过 国 会 审 议 便 朝 着“防 区 外 反

击 ”方 向 快 速 推 进 的 动 作 ，不 仅 日 本

共 产 党 等 在 野 党 反 对 ，执 政 盟 友 公 明

党也顾虑重重。

此外，虽然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

获胜，但并不意味着其防卫政策就能顺

利获得民意支持。7 月公布的一份日

本 民 众 舆 论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在 被 问 到

“什么是避免战争最重要的方法”时，回

答“外交对话以争取和平”者排名第一，

选择“扩军备战以防止他国进攻”者仅

占 15%。

需要指出的是，能够让日本获得安

全和尊重的，绝不是高额的防卫费。认

真倾听国际社会声音，深刻反省侵略历

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日本才能真

正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上图：日本研发的用于高超声速导

弹的超燃冲压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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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幅度创造二战之后新高，具体投向显示防卫政策转向—

日本大幅提升防卫费暴露野心
■梁宝卫

有媒体近日报道称，日本外务省

或设立专职驻北约大使。此举将一

改日本此前驻北约代表由驻比利时

大使兼任的做法，标志着日本进一步

与北约“捆绑”。在国际形势动荡不

安的当口，日本这样一个有着军国主

义历史的国家，与当今最强大的军事

政治同盟不断走近，势必引发国际社

会高度关注和警惕。

近年来，日本积极向北约靠拢，

支持构建美国设想的“亚太版北约”，

还妄图在其中发挥重要影响。日本

领导人本世纪初访问北约布鲁塞尔

总部之后，其与北约的互动就愈发频

繁。2013 年，日本首次与北约签署共

同 政 治 宣 言 ，双 方 同 意 围 绕 打 击 海

盗、救灾、反恐等方面开展合作。此

后，双方又进一步加强军事领域的互

动。今年 6 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参

加北约马德里峰会，成为第一位参加

北约峰会的日本首相。此外，日本还

在美国主导的四边机制和印太经济

框架中频频出力。不难看出，日本已

成为美国和北约搅乱亚太局势的主

要“帮凶”。

而 日 本 显 然 对 此 并 不 满 足 。 毕

竟 ，以 非 成 员 身 份 参 加 北 约 马 德 里

峰会的国家，还有韩国、澳大利亚和

新 西 兰 等 国 ，而 韩 国 更 在 此 前 加 入

了 北 约 合 作 网 络 防 御 卓 越 中 心 ，成

为该中心首个亚洲正式成员国。设

立 专 职 的 日 本 驻 北 约 大 使 ，可 以 使

日 本 更 好 地 与 北 约 保 持 沟 通 ，进 一

步 稳 固 日 本 在 北 约 的 地 位 与 作 用 。

岸田文雄在参加北约马德里峰会期

间呼吁北约加大对印太事务的关注

度 与 参 与 度 。 从 长 远 来 说 ，日 本 极

可 能 图 谋 成 为 北 约 在 这 一 地 区 的

“办事处”所在地。

当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

非日本的风格。配合北约扩展影响

只 是 日 本 拉 拢 北 约 的 幌 子 ；让 日 本

成 为“ 正 常 国 家 ”，才 是 其 极 力 讨 好

北 约 的 根 本 目 的 。 在 美 国 推 动“ 大

国竞争”、将中俄视为主要战略对手

的背景下，日本随之起舞，不断渲染

“中国威胁”，企图换取美国对其军事

松绑的认可，借机发展自身军力，以

实 现“ 从 根 本 上 强 化 防 卫 力 ”的 目

标。不难看出，日本已决意充当北约

向亚太地区拓展的“带路党”。只 要

北约持续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作

为“桥头堡”的日本便可以借机发挥

更大的军事作用，甚至重塑“亚洲军

政大国”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日本

妄 图 暗 度 陈 仓 ，进 一 步 突 破 和 平 宪

法 的 限 制 ，借 口“ 作 出 国 际 贡 献 ”让

自 卫 队 走 出 国 门 ，并 着 力 发 展 进 攻

性军事力量。

届时，日本在军事上或将出现这

样的景象：军力加速提升，在海外军事

舞台上更加活跃，从军事上插手亚太

地区事务更加频繁。由于日本至今还

没有对过去侵略战争历史进行彻底深

刻的反省，日本这样做意味着其再次

成为地区动荡源乃至战争策源地的可

能性急剧上升，地区和平稳定将受到

严重威胁。

一 个 是 军 国 主 义 阴 魂 不 散 的 国

家，一个是作为美国霸权主义工具的

全球最大军事组织，日本与北约不断

走近，试图将已在欧洲被证明失败的

安全模式引入亚太，只会制造新的动

荡。需要正告日本的是，“祸水东引”

极不明智，“引狼入室”终将自戕。无

论是建立所谓“亚太版北约”或推动加

快北约“亚太化”，都是在悖历史潮流

而动，必将遭到地区国家的强烈反对，

最终落得机关算尽、误人误己的可悲

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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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5 日，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馆

遭到爆炸袭击，造成包括 2名俄使馆职

员在内的多人死亡。当天，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一事

件。阿富汗媒体 6日报道称，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宣布对该事件负责。

近来，国际恐怖组织的活动大有

重新抬头之势。阿富汗境内的“伊斯

兰国”恐怖分子人数不断增加，“伊斯

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等恐怖势力在

非洲萨赫勒地区的恐袭活动也日渐猖

獗。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反恐办

公室主任沃龙科夫不久前在安理会会

议上公开警告称，“伊斯兰国”恐怖组

织正利用乌克兰危机在欧洲制造恐怖

袭击活动。这些都表明，国际恐怖组

织正利用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

高通货膨胀等多重叠加的全球危机伺

机反弹。

出现这一现象，表面上的原因，是

美欧和俄罗斯集中精力在乌克兰危机

中进行博弈，影响了国际社会对全球

反恐的关注、投入与合作，使得国际恐

怖组织获得喘息之机。深层的原因则

是，在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斗争中，美

欧惯常采取选择性反恐政策，秘密资

助国际恐怖组织，利用其发动代理人

战争以打击竞争对手。这种工具化的

操作，也是国际恐怖组织难以彻底根

除的重要原因。

比如，在叙利亚，为打击巴沙尔政

权和驻当地俄军，美国通过招募和训练

恐怖分子，利用其制造暴力冲突，以长

期操控叙利亚局势；在阿富汗，美国 20

年间一直根据自身地缘政治目标进行

选择性反恐，只要需要，可以把任何组

织列入或移出恐怖组织名单。

在乌克兰，美欧也如法炮制。美国

利用驻叙利亚军事基地训练极端组织

成员，将其派遣至俄乌战场。在美欧的

资助与支持下，不少恐怖组织借机壮

大，甚至学会使用反坦克导弹系统、无

人机、先进的通信和监视设备。

更让人担忧的是，国际恐怖组织正

从武器黑市获取大量美欧武器装备。

乌克兰本就是欧洲最大的武器黑市，俄

乌冲突爆发后，美欧又为乌克兰提供了

大量武器装备。然而，乌政府并无力监

管其去向，许多武器装备都被出售牟

利。国际刑警组织和欧洲刑警组织日

前公开警告，西方大规模援助乌克兰的

武器装备，已大量出现在武器黑市或落

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手

中。这也使国际反恐形势更加严峻。

同时，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基

地”组织等也开始抱团，在加速向南亚

和中亚渗透的同时，加强了与非洲“博

科圣地”、索马里“青年党”以及美欧极

端组织等势力的勾连。在疫情和能源

危机、粮食危机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一

些国家的治理体系面临崩溃，也为恐

怖 组 织 的 扩 张 提 供 了 新 的 土 壤 。 然

而，美欧并不愿意帮助这些国家解决

实际问题、提高治理能力，反而一心想

借机“割韭菜”，从中牟利。这些国家

一旦“破产”，将成为恐怖主义滋生和

壮大的温床。

而在手法上，除了传统的通过人

口走私招募青少年难民、利用武器黑

市获得装备之外，国际恐怖组织也在

利用大数据和暗网等先进信息技术进

行宣传、招募、筹资、购买武器等活动，

并在组织结构上实现基层化、技术化

和去中心化，不断策划线下“独狼”式

恐怖袭击。

国际恐怖组织的壮大，对美欧产生

了类似“9·11”事件那样的反噬效应。

美国愈演愈烈的枪支暴力案件中，有数

起作案者都佩戴着乌克兰极端组织“亚

速营”的服饰。另外，进入欧洲的乌克

兰难民达数百万之多，在无法有效融入

当地社会的情况下，也很容易受到极端

思想影响，走上暴力恐袭道路，影响欧

洲的安全稳定。如果美欧不及时改变

选择性反恐政策，这种反噬效应将愈发

严重。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多重危机叠加产生催化作用，美欧选择性反恐带来恶果—

国际恐怖势力重新反弹
■况腊生 闫文虎

军眼聚焦

兵史地志

近日，由澳大利亚军方主办的“漆

黑-2022”军演在达尔文空军基地、廷达

尔基地和安柏利基地举行。曾作为美

国航天飞机应急着陆场的达尔文空军

基地，也再次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该基地位于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

市以北 13 千米，距离印度尼西亚约 840

千米，距离南海约 2500 千米，被美国视

为其在海外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基地

也被西方媒体炒作为“美国重返亚洲、

牵制中国的起点”。

该 基 地 机 场 建 设 始 于 1938 年 。

1940 年这里成立了澳大利亚皇家空军

达尔文站。1941 年澳大利亚皇家空军

第 12 中 队 从 帕 拉 普 机 场 迁 至 达 尔 文

站，基地雏形初现。

太 平 洋 战 争 爆 发 后 ，达 尔 文 基 地

为盟军提供了大量支援保障，被日本

视为“眼中钉”。1942 年日军在占领新

加坡后第 4 天，就对达尔文发动了首次

也是规模最大的突袭，手段与偷袭珍

珠港如出一辙。这次行动也在太平洋

战争的历史上留下了两个名词：“达尔

文空袭”和“澳大利亚的珍珠港”。二

战期间，达尔文地区遭日军轰炸多达

63 次。

目前，达尔文空军基地部署有澳大

利亚皇家空军第 92 中队、第 452 飞行中

队、第 321 联队、第 396 联队司令部以及

达尔文空军基地中队，配备 F-18 战斗

机 、KC-30A 加 油 机 等 机 型 。 与 此 同

时，美军也在该基地部署了 F-35 战斗

机、RC-135 电子侦察机、“鱼鹰”倾转

旋翼机等。

澳 大 利 亚 地 处 南 半 球 大 洋 洲 ，是

所 谓“ 第 二 岛 链 ”的 南 部 终 端 。 近 年

来，出于所谓“大国竞争”的需要，美国

在达尔文扩建军事基地群，企图将其

建设为继关岛基地群后的“二号”基地

群。目前，达尔文港就有两座海军基

地、两座陆军兵营和一座空军基地，这

一基地群与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基

地群、太平洋上的关岛基地群组成掎

角之势，成为美国扼控整个东南亚地

区的重要支点。2021 年 9 月，美澳举行

外长防长“2+2”会谈，决定强化两国空

军合作，所有机型的美国战机都将轮

换部署到澳大利亚。未来的达尔文空

军基地将迎来更多美军战机，须引起

地区国家高度警惕。而充当美式霸权

主义的“帮凶”是福是祸，也值得澳大

利亚军政高层深思。

左上图：达尔文空军基地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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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空军基地—

美澳军事勾连的重要支点
■茅蔚业 周嘉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