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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史地志

新闻事实：英国国防部发言人 3 月 21 日发

表 声 明 ，证 实 英 国 将 向 乌 克 兰 提 供 的“ 挑 战

者 ”-2 主 战 坦 克 配 套 弹 药 中 包 含 贫 铀 穿 甲

弹。俄罗斯总统普京随后警告称，英方此举如

果属实，俄方“将被迫做出相应反应”。

点 评：贫铀弹是用含有放射性较弱的贫

铀 238 硬质合金制成的炮弹和枪弹，具有很强

的穿透能力，常作为攻击坦克装甲车辆的重要

弹药。这种弹药第一次大规模使用是在海湾

战 争 中 ，美 国 和 其 盟 国 至 少 使 用 了 80 万 枚 。

尽管贫铀弹的辐射性相较于铀 234 和铀 235 很

低，但依旧对人体有较大损害，尤其是其燃烧

时气溶胶化了的氧化铀和贫铀微粒可以进入

人体内部，以很大的概率被人体器官吸收，形

成严重的内照射，使人体器官受到严重损伤。

同时，其对坦克和坚固建筑物的攻击能力极

强，这也是俄罗斯反应强烈的重要原因。这种

弹药一旦进入俄乌冲突战场，势必导致战争烈

度增大。是否会诱发战术核武器被投入到战

场，成为最令人担心的问题。

美称改向乌提供 M1A1坦克英国证实将向乌提供贫铀弹

点评专家：刘 强，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不 久 前 ，日 本 政 府 正 式 决 定 设 立

“统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

队。据报道，“统合司令官”职位仅次于

统合幕僚长，对日本防卫直接负责，统

一指挥陆上、海上、航空自卫队，以缩减

决策时间、提高自卫队在紧急事态下应

变能力。而为了便于沟通，“统合司令

部”选址位于东京市谷地区，邻近首相

府邸。

这只是日本政府在军事领域诸多

动作的“冰山一角”。事实上，日本以

应对所谓“周边国家威胁”、加强国际

安 全 合 作 等 为 借 口 ，出 台 新 版 安 保 三

文件，连续多年增加防卫预算，加速融

入美作战体系，其推进军事“正常化”

的 野 心 昭 然 若 揭 。 相 关 领 域 专 家 表

示，日本抛弃“专守防卫”原则，肆无忌

惮 加 强 进 攻 性 武 器 装 备 的 研 发 、采 购

和 部 署 ，严 重 冲 击 亚 太 地 区 乃 至 世 界

和 平 稳 定 ，需 引 起 地 区 国 家 和 国 际 社

会高度关注和警惕。

小步快走，加速融入
美军作战体系

自岸田政府上台以来，日本不断强

化与美协同作战能力，从自卫队指挥体

制、武器装备互操作性到联合军演等诸

多方面加速融入美军作战体系。

设立新的指挥体制，加强与美军战

略协调。目前，日本自卫队总体呈“防

卫相-统合幕僚长-陆上总队司令（联合

舰队司令和航空总队司令）-任务部队”

四级常态领导指挥体制。而“统合司令

部”将负责与美军情报信息交换战略合

作，以及紧急情况下的沟通交流，此举

将进一步强化日美之间的战略协调。

加 快 装 备 更 新 步 伐 ，提 升 与 美 军

装 备 互 操 作 性 。 在 装 备 更 新 方 面 ，岸

田政府一方面积极联合美国开发全新

武 器 装 备 ，另 一 方 面 大 量 采 购 并 部 署

美 式 装 备 ，进 一 步 提 升 日 美 军 事 捆 绑

程 度 。 据 报 道 ，日 美 将 合 作 研 发 无 人

僚 机 ，以 配 合 日 本 在 西 南 诸 岛 一 带 有

人 战 机 协 同 作 战 ，在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加

持下，完成空中侦察、战场监控、对地

攻 击 等 作 战 任 务 ，为 有 人 战 机 提 供 护

卫、侦察、感知、干扰和打击协助，以提

高空中作战效能。此外，今年年初，岸

田文雄还公开宣称，日本将采购 400 枚

美制“战斧”导弹。

加大与美军演训规模和频率，突出

“盟友”身份。近年来，美日两国联合演

训项目不断拓展。2022 年 11 月，美日

举行代号为“利剑”的联合军演，共出

动 3.6 万 人 、30 艘 舰 艇 和 370 架 飞 机 。

演习部分项目在日本自卫队与那国岛

基地进行，这是该基地 2016 年建成后

首次 提 供 给 美 军 使 用 。 此 外 ，两 国 还

不断扩大在护航、反海盗、扫雷、侨民保

护、情报搜集、弹药供应等多项任务中

的合作。

借机“破窗”，打造进
攻性军事能力

去年 12 月，岸田政府通过新版《国

家防卫战略》等安保文件，明确加快日

本军事发展步伐、加大防卫规划力度，

着 力 强 化 自 主 防 卫 ，积 极 打 造 进 攻 性

军 事 能 力 ，加 速 建 设 新 型 作 战 力 量 和

研 发 颠 覆 性 技 术 装 备 ，以 全 方 位 提 升

作战能力。

以“军力建设需求”为纲，日本防卫

费的增长已经进入快车道。日本决定

将 2023 财年起的 5 年间用于防卫建设

的支出上调至 43 万亿日元左右，该金额

约为以往金额的 1.6 倍。如此巨额的防

卫 预 算 ，不 仅 可 以 大 大 增 强 日 本 在 太

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的作战能力，还

让日本在承担驻日美军费用上有更大

操作空间。

为了发展“离岛作战”能力，构建西

南“不沉航母”布局，日本开始在冲绳、

宫古、石垣等西南诸岛，集中部署警备

部 队 、离 岛 守 卫 部 队 以 及 岸 舰 导 弹 部

队 ，以 增 强 对 岛 屿 及 周 边 海 域 控 制 能

力。在侦察监视上，日本利用西南诸岛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加强对周边海空

域情报收集。在力量准备上，着手组建

两 栖 机 动 作 战 旅 ，实 施 地 面 部 队 快 反

化改编，提升应急机动作战和两栖作战

能力。

在水面作战能力方面，日本加快水

面舰艇改造升级。其中，“出云”号改造

取得实质性进展，已成为可配备固定翼

飞机的准航母。2021 年 10 月，两架美

军 F-35 战机在其上进行了起降试验。

2022 年 6 月，“出云”号与美“里根”号核

动力航母进行联合战术演练，并首次参

加“环太平洋”军演。与此同时，日本还

加速推进“加贺”号直升机驱逐舰的航

母化改造。2022 年 3 月，“加贺”号进入

船坞维修升级，增大飞行甲板面积，延

伸跑道长度，以满足 F-35B 短距/垂直

起 降 隐 身 战 斗 机 起 飞 之 用 。 改 装 后 ，

“加贺”号将成为二战后日本第一艘真

正意义上的航母。

岸田政府还积极推动发展高超音

速导弹和弹道导弹技术，部署多类型反

舰导弹，打造攻击性军事能力。同时推

动构建新型导弹拦截系统，在北海道增

加部署“爱国者”-3 型导弹，计划 2023

年在日本国内部署两套陆基“宙斯盾”

导弹防御系统，构建由“爱国者”-3、“宙

斯盾”舰和陆基“宙斯盾”系统组成的三

重导弹拦截系统，形成覆盖日本全部领

土的导弹防御能力。

暗藏祸心，全力谋求
成为军政大国

二战之后，作为战败国，日本颁布

和平宪法，在军事上奉行“专守防卫”政

策与“无核三原则”。然而，日本内部的

保守势力不但从未熄灭成为军政大国

的野心，反而步步为营、浑水摸鱼，妄图

以“蚁穴”蚕食千里之堤。

其中，“应对地区安全威胁”和“要

做正常国家”是其掩人耳目的最常用借

口。俄乌冲突爆发，日本将之视作难逢

的良机，一方面对美曲意逢迎，多方配

合，甚至在二战后首次将军事装备运往

处于冲突之中的乌克兰；另一方面则大

肆鼓噪“中俄威胁”，渲染地区安全紧

张 形 势 ，为 其 扩 张 军 力 找“ 靶 子 ”、戴

“面具”。

美国醉心于“印太战略”，不但不戳

破 日 本 虚 有 其 表 的 障 眼 法 ，反 而 与 其

“司马昭之心”一拍即合，大开绿灯、默

许纵容。从安倍晋三政府到菅义伟政

府再到岸田文雄政府，随着印太地区在

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作为美国

在该地区主要盟国，日本的“重要性”也

水 涨 船 高 。 这 为 日 本 扩 充 军 备 、抛 弃

“专守防卫”原则提供了必要条件。

悬崖在前，一意孤行将粉身碎骨。

无论是扩军，抑或是加紧与美国勾连，都

无助于日本自身的发展以及地区的和平

稳定。以史为鉴，日本应真正遵循和平

宪法，发展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睦邻友

好关系，这才是正道。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日本持续加强扩军备战野心毕露
■徐娟娟 黄嘉瑜

据外媒 3月 24日报道，欧盟领导人

23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上表示，继续

支持加快向乌克兰供应弹药、联合采购

和增加军事生产的计划，包括在未来 12

个月内向乌供应100万枚火炮弹药。此

前，在美国的鼓动和施压下，西方国家

已经多次就援乌问题“统一立场”，不断

升级对乌军事援助。然而，加码军援并

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战局走向，只会令西

方国家越来越深地卷入这场冲突，进一

步加剧乌克兰危机。

据统计，2022 年欧盟国家与机构

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财政和人道

主义援助总额接近 520亿欧元。其中，

德国是欧洲最大对乌援助国，法国次

之。目前来看，西方国家对乌援助正呈

现“步步加码”特征：一是武器质量不断

提高。俄乌冲突早期西方国家主要援

乌单兵防御装备，战局僵持后援乌库存

苏制“老装备”和西方二线装备，现已拓

展至防空系统、主战坦克等现役先进装

备，未来还有可能援乌先进战斗机、远

程导弹等。二是带动效应愈加明显。

作为欧洲“领头羊”的德国，在军援乌克

兰方面一度比较克制。而当其转变态

度同意援乌“豹”-2 坦克后，挪威、芬

兰、波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纷纷表态

将跟进援助该型坦克，英国也表示将提

供“挑战者”-2坦克。乌驻法大使奥梅

利琴科透露，多个国家承诺提供的重型

坦克数量已超过 300辆。

总体来看，欧盟加码对乌军事援

助背后有多重考量，但这些目标未来

恐难以实现。首先，加码军援旨在为

今年可能发生的大规模作战做准备，

助乌使用西方坦克等装备实施反攻行

动。不过，乌军仅凭数量有限的先进

坦克难有胜算。西方重型坦克生存能

力堪忧，在泥泞的沼泽地区行动不便，

在城市地区容易受到空中攻击或反坦

克步兵袭击。再加上使用西方坦克存

在驾驶操作、维修保养和后勤保障等

困难，与乌军现有苏制装备协同行动

难度很大。鉴于此，西方提供重型坦

克只能有助于建立战场均势，不会从

根本上改变战局走向。

其次，企图通过调控军援力度持

续以乌耗俄，但西方国家援乌之举无

法动摇俄战略决心。当前，乌克兰本

土国防工业基本瘫痪，乌军完全依赖

外国援助才能继续作战。在美国主导

下，西方国家精确控制援乌武器的数

量和种类，企图使战局按照西方意志

进展，尽可能拉长冲突进程，从而持续

耗俄弱俄。同时，西方国家也试图通

过“温水煮青蛙”的策略逐步突破军援

上限，试探俄罗斯的忍耐底线。不过，

俄罗斯的战略决心不会轻易动摇，俄

方近日表示，“向乌克兰运送任何新武

器都不会影响俄实现其目标”。

再次，美欧协调援乌立场以彰显

“联盟团结”，但难掩双方深层矛盾分

歧。美企图借俄乌冲突紧紧拉住欧洲

国 家 ，构 筑 起 所 谓 的“ 反 俄 统 一 阵

线”。此前，德国对援乌“豹”-2 坦克

颇为犹豫，但迫于同盟压力最终“达成

一致”。美欧虽表面上“协同一致、同

步跟进”，但实际上，自俄乌冲突爆发

以来，欧洲国家承受了大部分的代价

和成本，而美国却趁机大捞好处，通过

《通胀削减法案》加速吸引欧洲国家的

产业和资金转移。在结构性的利益冲

突面前，美国所谓的美欧团结不过是

“美国优先”下的团结，美国所谓的“灭

火”不过是为冲突火上浇油。欧盟各

国应该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早日推动

俄乌双方开启和谈进程，才是最符合

自身长远利益的应有选择。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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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实：3 月 21 日，美国防部宣布，为加

快援助进度，此前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 M1A2

型“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将改为翻新改装的

M1A1 型坦克。今年 1 月，美国曾宣布向乌提

供 31 辆 M1A2 型坦克。

点 评：美国防部称，之所以改变原有计划

向乌克兰提供 M1A1坦克而非 M1A2坦克，主要

是考虑到可以实现更快交付。要交付全新的

M1A2坦克至少需要一年时间，而改为现有库存

的 M1A1坦克，则在今年秋天即可交付。这种说

法仔细品味还是有些味道不对，尤其是原来的

军事采购将改为从库存分拨，多少给人以去库

存的感觉。当然，尽管 M1A1比 M1A2性能上差

一些，但对于急需装备补充的乌克兰而言，并无

太多选择余地。需要说明的是，就目前俄乌战

场态势而言，即便美西方武器不断进入，也很难

改变当前的胶着状态，冲突双方似乎都难以发

动较大规模的进攻来改变战场态势。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 资料图片

军眼观察

近日，日本正式启用了冲绳县石垣

岛基地。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石垣

岛上建立的首个军事基地，不仅驻扎了

570 名自卫队成员，还部署了先进的岸

基反舰导弹和中程防空导弹。日本对

外宣称石垣岛基地将填补西南地区的

防卫空白，并致力于将石垣岛在内的一

连串岛屿基地打造成“不沉航母”。

石垣岛位于琉球群岛八重山列岛的

南方，其周长约 90 公里，面积为 222.6 平

方公里，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受日本军

国主义连年战争影响，该岛在二战后才

得到了短暂的休养生息。但好景不长，

进入 21 世纪后，日本右翼势力推动军国

主义“死灰复燃”，又把石垣岛推上了“风

口浪尖”。

在美国庇护下，日本对历史问题从

未有过真正反省。近年来，日方极力渲

染“世界不安全、日本很忧虑”，以此谋求

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发展进攻性力量。

2021 年，日美推出的应对所谓“紧急事

态”联合作战计划草案提到，日本将在石

垣岛建立导弹基地。

石垣岛基地是继与那国岛和宫古岛

之后，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西南方向岛屿上

建立的又一个军事基地。作为加强所谓

“西南诸岛防御”的重要举措，日本自卫队

先是在与那国岛建立基地，派驻了负责收

集情报的沿岸情报监听部队；之后又在宫

古岛部署防空导弹和岸舰导弹部队以及

警备部队。而今启用的石垣岛基地，将常

态化部署约 570人，分为警备部队和导弹

部队，导弹部队配备 12 式岸舰导弹以及

03式中程地对空导弹，这些导弹正在或者

已经从日本本岛运送至石垣岛。

连日来，石垣岛当地民众对基地启

用表示抗议，他们担忧石垣岛将卷入战

争，并表示整个琉球群岛没有忘记日本

的武力侵略，琉球群岛人不想成为美日

的地缘利益牺牲品。

上图：石垣岛上新建成启用的日本自

卫队驻地。 资料图片

石垣岛基地——

日“西南诸岛防御”的前哨
■袁智源 赵 林

新闻事实：据外媒 3 月 17 日报道，土耳其

研发的 TF-X 第五代隐形战斗机的首架原型

机 已 完 成 一 系 列 滑 行 测 试 ，于 18 日 正 式 下

线。其制造商 1 月曾表示，这款战机今年可能

实现首飞。

点 评：土耳其近些年来在政治外交上一

直雄心勃勃，有意在地区扮演重要角色。然

而，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采购俄罗斯 S-

400 防空导弹系统，引发美国的强烈不满。之

后，美国将土耳其排除在 F-35 战斗机的采购

国之外。这激发了土耳其研发第五代战斗机

的“斗志”。从目前显示的资料看，TF-X 第五

代隐形战斗机更像是小一号的 F-22，不仅具

有较好的隐身性，还配备了先进的光电瞄准系

统，但发动机使用的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航空

发动机集团的 F110 涡轮风扇发动机，这与美

国的 F-22 和 F-35 有所不同。按照土耳其的

计划，这款战斗机将于 2030 年前实现量产并服

役。尽管目标能否如期实现不得而知，但 TF-

X 一旦大批服役，必将对地区军事平衡产生重

要影响。

土耳其首架第五代战机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