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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眼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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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眼聚焦

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

新闻事实：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国会

参议院 3 月 28 日通过 2023 财年预算案，其中防卫预

算增至 6.8219 万亿日元，是 2022 财年的 1.26 倍，创

历史最高纪录。该决定遭到日本民众及部分在野

党的强烈反对。

点 评：2022 年 12 月，日本正式通过新版《国

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

备计划》三份安保政策文件，提出日本将致力于拥

有对敌攻击能力等政策主张，并将在未来 5 年大幅

增加军事开支。根据文件，2023 至 2027 财年，日本

防卫费总额将增至约 43 万亿日元。作为上述五年

计划的开年，日本 2023 财年防卫预算较上一财年增

长 1.4214 万亿日元。事实证明，日本近年来严重违

背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政策 ，借所谓“外部威

胁”，大幅增加防卫支出，深化美日军事合作，谋求

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成为地区和平、安全与

稳定的现实“威胁”。

3 月 21 日，美国陆军常驻波兰基地

成 立 仪 式 在 波 兰 西 部 城 市 波 兹 南 举

行。这座基地坐落于波兹南市的科希

丘什科军营，是美军在欧洲的第八座常

备驻军基地，也是美军在波兰的首个常

驻军事基地。目前，常驻波兰的美军人

员超过 10000 人，波兰是中东欧地区美

国驻军数量最多的国家和购买美制武

器装备最多的国家。对于波美之间不

断升温的关系，有媒体甚至发表评论

称，波兰已成为“美国在欧洲的飞地”。

波美迅速走近的背后，是双方的多

重考量。从美国的角度看，力挺居于“北

约东翼核心”位置的波兰，可以扩大自身

在中东欧的影响力，进一步向俄罗斯施

压；扶植以波兰为代表的“新欧洲”势力，

有助于分化、控制欧盟，顺便敲打不听话

的法国、德国；通过驻军、提供保护等安

全合作，能换取波兰在其他领域的配合，

特别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选边站队”。

波兰加入北约并在军事上紧跟美国，主

要是为了防范和抵御外部威胁、维护本

国安全。历史上多次被强邻瓜分的惨痛

经历使波兰政府认为，美国及其领导的

北约是当前波兰“最可靠的保护者”。而

此次波兰主动充当美国在欧洲实施前沿

部署战略的“桥头堡”，则是希望借美欧

俄博弈之机，实现自己在重大国际问题

上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打算。

基于上述利益契合点，波美双方不

断加强双边关系，军事合作又成为其中

的重中之重。不过，波美两国在开展军

事安全领域合作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不

容忽视的分歧。

首先，双方的战略意图并不一致。

与北约特别是美国“霸权战车”绑定得

尽可能紧密，从而降低遭受攻击的风

险，乃至“借力打力”对付俄罗斯、谋取

利益，是波兰强化对美军事合作的根本

动机。然而，对美国来说，在军事上同

波兰过度捆绑，并不符合其“只管拱火、

不管灭火”的一贯做派。特别是美国基

于“大国竞争”战略的通盘考虑，已决意

将军事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在波兰

或中东欧地区投入过多精力，并不符合

美国的战略谋划。

其次，在驻军费用的问题上，双方也

有不同意见。美国政府不提供“免费午

餐”，而是尽可能地向盟友榨取“保护

费”。这次在波兰设立军事基地，美国希

望波方能够分摊更多费用。然而，鉴于

当前的经济形势，波兰国内质疑增加军

费开支的声音此起彼伏，此时为美国驻

军增加拨款，必然会遇到不小的阻力。

当前，美欧之间的裂痕与日俱增，

欧盟要求战略自主的呼声日趋高涨，能

否坚持“亲美疑欧”的防务政策，是波兰

政府无法回避的挑战。波兰虽然在政

治和安全问题上与欧盟存在分歧，却在

经济方面高度“欧洲化”。从这一现实

判断，波兰无法忽视欧盟的立场。

回顾历史，美国并不是能让波兰靠

得住的盟友。二战结束后划分欧洲国界

时，美国就曾经把波兰作为交易的筹码。

近年来，美国对盟友“薅羊毛”“下黑手”的

例子比比皆是。美国从来只希望盟友冲

到前台、为美国“火中取栗”，不会与盟友

“同舟共济”，更不会为其“两肋插刀”。对

命运多舛的波兰而言，与邻为善、以邻为

伴才是更加明智的选择。否则，一旦国际

形势发生变化、美国对波兰失去扶持兴

趣，那时的波兰又该何去何从？

下图：美军在波兰设置的陆基“宙

斯盾”反导系统。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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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9 日，波兰政府宣布已通过一

项决议，将从预算中拨款 4.48 亿美元，

用于扩大武器弹药生产规模。俄乌冲

突爆发以来，波兰是表现极为活跃的欧

洲国家之一，不仅积极追随美国对俄罗

斯实施多轮制裁、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

助，还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大力推动扩

军，这一动向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大幅加强军备建设

近年来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面对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日益趋紧的

地缘博弈，波兰不断调整安全政策。当

前，加强军备建设已成为波兰内外政策

的优先选项。

军队员额大幅扩编。波兰武装力

量主要由五大部分构成，分别为陆军、

海 军 、空 军 、特 种 部 队 和 国 土 防 卫 部

队。2022 年初，波兰军队共有现役官兵

12.2 万人。俄乌冲突的爆发，刺激波兰

不断加快扩军步伐。2022 年 3 月，波兰

颁布《保卫祖国法》，宣布将军队员额增

至 30 万人。同年 6 月，波兰执政党法律

与公正党主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又

宣称，波军总兵力将增至 40 万人，其中

陆军规模将扩大 5 倍。

军费开支不断上升。近年来，波兰

不断增加军事投入，2020 年和 2021 年

的 军 费 开 支 分 别 为 120 亿 和 137 亿 美

元 。 2022 年 ，波 兰 军 费 增 至 145 亿 美

元，占其 GDP 的 2.4%。当年，北约仅有

7 个成员国的军费 GDP 占比达到“2%标

准”，波兰是其中之一。目前，波兰政府

已经批准总额为 310 亿美元的 2023 年

国防预算，其军费占 GDP 的比重已高

达 4.2%，高居北约各成员国之首。

大量采购武器装备。加入北约后，

波兰一直希望按照北约标准改进波军

武器装备体系，但受制于多种因素，尤

其是经费有限，不得不保留大量冷战时

期列装的老式武器。俄乌冲突极大刺

激了波兰的安全神经，使其决意更新军

队武器装备，以实现在技术标准上更好

融入北约体系的目标。目前，波兰已从

美国订购了 250 辆 M1A2 坦克和 116 辆

M1A1 坦克、500 辆“海马斯”高机动火

箭炮发射车，以及 45 套陆军战术导弹系

统 ；向 韩 国 订 购 了 980 辆 K-2 主 战 坦

克、648 辆 K-9 型 155 毫米自行榴弹炮、

288 辆 K-239 型火箭炮和 48 架 F/A-50

轻型战斗机。此外，波兰还打算在已采

购 2 套“爱国者-3”改进型防空导弹系

统的基础上，再增购 6 套该系统。

扩军原因复杂多元

波兰近期出现一系列重大扩军动

向，究其原因，除应对俄乌冲突带来的

安全压力外，还有着其他方面的考量。

谋 求 提 升 自 身 话 语 权 和 影 响 力 。

由于历史原因，波兰对欧洲邻国特别是

德国等地区大国并不信任。加入欧盟

后，波兰的经济实力以及综合国力不断

提升，这也让其更加不甘心听命于在欧

盟内部扮演主导角色的德国和法国，在

难民接收、农业补贴份额等问题上，波

兰屡屡与欧盟唱反调。此外，波兰还致

力于成为中东欧地区的“领头羊”。因

此，通过靠拢美国从而提升自身在北约

和欧盟内部的地位，成为波兰的重要外

交策略。波兰主动扩充军备、展示鲜明

的反俄决心，都正合美国之意。

提防德国的扩军动向。波兰和德

国同为北约和欧盟成员国，但波兰多次

被瓜分乃至亡国的历史都与德国及其

前身普鲁士有关。此外，波兰还担心德

国 向 其 索 要 二 战 后 被 划 入 波 兰 的 领

土。俄乌冲突爆发后，在防务问题上一

向低调的德国政府开始大幅增加国防

预 算 。 2022 年 ，德 国 宣 布 设 立 总 额 达

1000 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加强军

备建设，且今后每年都将把国防开支设

定在 GDP 的 2%以上。有了这些资金的

支持，德国打算逐步扩大军队规模、添

置新式武器，这令波兰深感不安。

迎合本国民意的政治策略。近年

来 ，波 兰 国 内 民 族 主 义 情 绪 不 断 上

升 。 某 种 程 度 上 说 ，正 是 这 种 局 面 让

右翼保守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得以在波

兰 长 期 执 政 。 俄 乌 冲 突 爆 发 以 来 ，波

兰以“亲美、疑欧、反俄”为特征的民意

空 前 高 涨 ，法 律 与 公 正 党 不 遗 余 力 地

推动政府扩军，也是希望展示其“强硬

而 可 靠 ”的 形 象 ，从 而 提 高 民 众 支 持

率、抬升选情。

冲击欧洲战略格局

波兰位于欧洲大陆中部，地理位置

十分重要，其扩大军队规模、加强军备

建设的主张和行动，将对欧洲战略格局

产生较大冲击。

恶化欧洲东部安全环境。波兰在

更新本国军队武器装备的同时，不断向

乌克兰提供其腾挪出的旧武器，并借此

倒逼其他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的军

援力度，导致北约已经事实上越过“不

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武器”的红线，这

必将为俄乌冲突的走向增添更多不确

定性。近一年来，多名波兰政要还呼吁

欧盟“回归政治现实主义、地缘政治优

先于地缘经济”，甚至公开发表“波兰未

来将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可能进

军 乌 克 兰 西 部 ，与 俄 罗 斯 交 战 ”等 言

论。波兰的种种言行，势必引发俄罗斯

的强烈不满和愤怒，进而升级俄罗斯与

波兰乃至西方国家的对抗。

弱 化 欧 盟 凝 聚 力 、迟 滞 欧 洲 共 同

防务建设。在波兰的“示范带动”下，

不少欧盟国家也纷纷计划从美国采购

武器装备。这将使欧洲本土的军工企

业 失 去 订 单 ，对 其 发 展 造 成 不 利 影

响 。 同 时 ，欧 盟 国 家 加 强 与 美 国 的 战

略 捆 绑 ，将 导 致 欧 盟 的 内 部 关 系 更 趋

复 杂 ，这 也 会 严 重 阻 碍 欧 洲“ 防 务 自

主”进程的推进。

不过，波兰要实现预期扩军目标，

还面临着诸多难题。波兰要打造和维

持 40 万兵力规模且拥有相应现代化装

备的合同制军队，无疑需要大量资金。

当前，在追随美国多轮制裁俄罗斯后，

欧洲国家纷纷遭遇“反噬效应”，波兰也

不例外，国内通胀高企，民众生活受到

严重影响。这种情况下，扩军的经费从

何而来无疑将困扰波兰政府。此外，波

兰 虽 然 拥 有 约 3800 万 人 口 ，但 已 于

2010 年彻底取消义务兵役制。如何尽

快吸引众多适龄人员参军、如何使新增

兵员尽快形成战斗力，这些都是波兰无

法回避的问题。

近年来，波兰不断增加军事投入，2023 年国防预算占 GDP 的比重高达 4.2%，这一
数字高居北约各成员国之首——

波兰成为欧洲扩军“急先锋”
■海 宁

美高超声速导弹试射失败

新闻事实：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 3 月 29 日报

道，美国空军于 3 月 13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的一

次 高 超 声 速 武 器 试 射 失 败 ，此 次 试 射 的 是 一 枚

AGM-183A 高超声速导弹，美国军方没有透露试

射失败的具体细节。

点 评：高超声速导弹通常指最大速度超过 5

马赫的导弹，是近年来导弹发展的新方向。该型武

器拥有速度快，突防能力强、威力大等特点，因此具

备强大的战略威慑力。美国是最早研发高超声速

导弹的国家之一，但成果有限。俄罗斯后来居上，

成功研发出多款高超声速导弹，并投入实战运用。

美国空军此次试射的 AGM-183A 高超声速导弹由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最大射程约 1000 千米，可

由 B-52H、B-1B 等轰炸机携带。去年 5 月前，该导

弹曾连续 3 次试射失败，因此这次试射失败将给该

项目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如若后续试射再次失

败，该项目很可能被迫终止。

美参议院欲限制总统战争权

新闻事实：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参议院于 3 月

27 日发起一项投票，结果多数票赞成支持进一步

推进废除《使用军事力量授权法》。此举折射出，

美 国 国 会 和 公 众 已 经 开 始 重 新 审 视 美 国 的 战 争

政策。

点 评：根据美国宪法，拥有战争决策权的是

国会，而不是美国总统。然而，美国国会 2001 年通

过的《使用军事力量授权法》，允许总统在未得到国

会批准的情况下发起军事行动。在伊拉克战争和

阿富汗战争中，这一法案就被时任美国总统用来当

作出兵的重要法律依据。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国

会和公众对这一法案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很多参议

员认为该法案已经过时，不再符合国家利益。废除

《使用军事力量授权法》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复杂程

序，最终结果如何仍存在很大变数。不过，美参议

院的这次投票表明，美国国会和公众已经开始反思

对待战争的态度。

法国新型核潜艇下海测试

新闻事实：据 美 国《防 务 新 闻》网 站 报 道 ，法

国 国 防 部 3 月 28 日 表 示 ，法 国 最 新 型 核 潜 艇“ 特

劳 温 ”号 已 经 开 始 进 行 下 海 测 试 ，该 艘 潜 艇 的 系

列测试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预计年内交付法

国海军。

点 评：“特劳温”号是法国梭鱼级攻击型核潜

艇的第二艘。梭鱼级是法国海军的第二代核潜艇，

该级潜艇计划建造 6 艘，预计 2030 年前全部完成交

付，用于取代法军现役的红宝石级核潜艇。梭鱼级

核潜艇的水下排水量约 5300 吨，几乎是红宝石级的

两倍。与红宝石级相比，梭鱼级攻击型核潜艇的用

途更加多样，兼具执行反舰、反潜、对地打击、特种

作战支援、情报监视和侦察等任务的能力。着力更

新升级现有核潜艇，法国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其不

断发展变化的国防需求，确保法军在未来战争中保

持装备技术优势，同时促进本国制造业的全面发

展，提高国家科技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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