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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媒体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

斯托留斯表示，到 2031 年，德国在弹药

方面必须投资超过 200 亿欧元。此前，

德国总理朔尔茨也表示，要提高军费预

算。德国近年来愈发重视国防实力的提

升，从颁布《国家安全战略》，到不断扩大

海外军事行动地域，其重振国防实力的

步伐不断加快。作为西方大国和欧盟的

核心国家，德国国防实力的发展动向引

人关注，其国防政策的调整转型也将影

响欧洲乃至全球的安全格局。

传统弱化，强硬色彩
日益凸显

当前，德国国防实力建设和运用不

断转型，二战后形成的“和平主义”“军事

克制”传统在逐步弱化，其国防政策的强

硬色彩日益凸显。

出台战略规划。德国联邦政府日前

正式出台二战后首版《国家安全战略》，与

德国政府发出的“时代转折”政治宣言相

呼应，成为其国防政策转型和建设的蓝

本。这份长达 76页的文件，全面分析了德

国的安全环境，将俄罗斯界定为“欧洲-大

西洋地区最大的威胁”；将“积极防御”列

为保障德国“综合安全”的三大支柱之首；

文件声称，德国要在防务领域更具韧性和

抗风险能力，国防开支将增至国内生产总

值的 2%，以达到北约规定的标准；联邦国

防军将成为“欧洲常规防御的基石”。

加大资源投入。除一再重申提高国

防预算外，德国政府还另外设立了总额

达 1000 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更新和

补充装备。如投资重大军工项目，200

亿欧元用于补充火炮和弹药，30 多亿欧

元用于推动军队数字化建设等；与欧盟

伙 伴 国 共 同 研 发 新 一 代 装 备 ，拟 划 拨

340 亿欧元夯实欧盟“战略自主”根基；

加强跨大西洋军事合作，分别投入 150

亿和 50 亿欧元购买美制 F-35 战机和美

制新型重型运输直升机。依托增加的军

费 ，德 国 已 开 启 新 一 轮 军 改 ，计 划 在

2031 年将全军扩充至 20.33 万人，并为

欧盟“快速反应部队”和北约“高战备部

队”提供兵力支持。

拓展军事干预。德国从提供防护头

盔等“非致命性装备”，到提供反坦克武

器、防空导弹、榴弹炮、“豹”式坦克等重

型装备，近期一再加大对乌克兰军援力

度。德国还以欧洲和亚太地区为重点，

“双线并行”加强海外军事部署。6月底，

德国宣布计划在立陶宛永久驻扎 4000人

的战斗部队，并建立德国最大的海外军

事基地。德国还计划 2024年向亚太地区

派遣一艘最新型的巴登·符腾堡级护卫

舰和一艘支援舰。日前，德国军队首次

参 加 了 在 澳 大 利 亚 举 行 的“ 护 身 军 刀

2023”联合多边演习。诸多迹象表明，德

国谋求在亚太地区“常态化军事存在”的

意图日益明显。

内外动因，共同推动
调整变化

德国国防政策的调整转型，源于国

际安全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德国国内

政治发生的新改变。

从外部看，俄乌冲突使欧洲大陆面

临数十年未遇的“热战”威胁。近年来，

美国战略重心逐步东移，对欧洲的军事

投入持续减少。同时，美国又在乌克兰

问题上不断“拱火”，这使得长期高度依

赖北约保护的德国乃至欧盟各国处境愈

发尴尬，现有的军事硬实力不足以维护

自身的传统安全。因此，包括德国在内

的许多欧洲国家，纷纷加快整军备战步

伐。同时，俄乌冲突危及德国作为外贸

大国的海外“供应链”安全，这看似是经

济问题，实际与大国竞争、地缘博弈和军

事对抗密切相关，因此也是德国国防政

策重点关注和保障的对象。

从内部看，德国重整军备是对二战

后历任政府国防政策的调整和升级。德

国总理朔尔茨提出“时代转折”，这一判

断折射出，德国政界迫切希望摆脱所谓

的“二战阴影”，试图在军事上恢复成为

“正常国家”，在欧盟乃至世界范围发挥

更大的“领导作用”。之前，许多德国民

众对军事议题兴趣寥寥，也不支持增加

军费开支挤占社会福利份额，海外派兵

更屡屡引发抗议。但俄乌冲突对德国民

众的安全观冲击极大，出于对安全的担

忧，如今近七成德国民众赞成提高国防

预算和将军队派驻东欧国家。

挑战重重，实施效果
有待观察

虽然德国不断谋求扩大军事领域影

响力，但德国国防政策的转型仍面临诸

多制约，其调整力度与效果有待观察。

国防建设是系统工程，短期难见实

效。当下，德国想在国防实力上补齐短

板，非一日之功。据报道，德国援助乌克

兰的装备，多为库存装备甚至是“陈年旧

货”。在制度层面，总理府和外交部的分

歧，使得德国政界高度关注的“国家安全

委员会”迟迟无法组建，不利于国防资源

统合。联邦政府、联邦审计局、联邦国防

军采购办公室、军工企业“四角共决”的

繁 冗 采 购 机 制 ，导 致 德 军 装 备 更 新 迟

缓。同时，德国对俄罗斯制裁的反噬效

应也逐渐显现，通胀高企使得装备采购

成本上升，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能否持

续保障国防投入尚难预料。

置身多边机制，使德国难以完全按

照自身设计进行转型。在“时代转折”背

景下，德国希望充当“欧洲的守护者”，需

从西方盟国那里得到更多理解和支持。

目前，德国一方面对美国及北约的依赖

程度在上升，一方面又积极参与欧盟防

务机制建设。与西方盟国紧密的绑定，

使其更倾向于承担联盟内部责任，在西

方多边安全架构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但德国拟升级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欧

洲天空之盾”倡议，以及优先采购美制

F-35 战机之举，引起力推欧洲“战略自

主”的法国严重不满。欧盟内部关于欧

洲安全的“欧洲主义”和“大西洋主义”路

线之争将持续存在，德国国防政策的转

型也必将不断随之发生变化。

德国加速推动国防政策转型
■李 海

近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

省拟申请 2024 财年防卫费预算，数额

超过 7 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据悉，

这笔高额的费用包括：能够破坏他国

领域内导弹基地的远程导弹购买费、

“宙斯盾”舰建造费、用于岛屿防御的

“高速滑翔弹”量产费等。日本防卫费

预算申请的大幅增加，是对岸田政府

“防卫费增额”的进一步落实，旨在为

所谓的“转守为攻”提供更多资金支

持。

为大幅提升防卫费预算，法律准

备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环 。 早 在 6 月 16

日，日本参议院就表决通过一项特别

措施法案，提出将通过出售国有资产、

增加国民税收等多种筹措方式，为自

卫队逐年攀升的防卫费提供财源。此

举标志着岸田政府力推的“防卫费增

额”具有了直接的法律依据。其实，自

2012 财年开始，日本防卫费就一路走

高。2023 财年防卫预算总额高达 6.82

万亿日元，是 2022 财年的 1.26 倍。日

本 2023 年版《防卫白皮书》明确提出，

将在 2023 至 2027 财年将防卫费总额

增加至约 43 万亿日元。

日本不断增加防卫费，既是谋求

突破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1%”上

限，借机发展“转守为攻”防卫力量，同

时也是迎合为美国分担防卫责任的要

求，企图“借船出海”。

去年年底，日本政府颁布“安保

三 文 件 ”，为 未 来 5 年 自 卫 队 的 建 设

提 出 新 目 标 。 作 为 周 期 内 的 元 年 ，

2023 财年日本自卫队将重点发展以

“防区外防卫能力”为代表的先发制

人能力。据日本 2024 财年防卫费预

算申请，西南地区是自卫队力量部署

的重点，日本意图在西南方向增建弹

药库、扩编作战部队。不难发现，未

来日本自卫队的建设和运用，明显呈

现“转守为攻”趋势。同时，岸田政府

多次公开表示，将对照北约标准，在

2027 年之前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

值 的 比 例 提 升 至 2%，为 实 现 从 根 本

上强化防卫力量的目标提供必要支

撑。随着日本防卫费的增加，日本发

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的步伐将越来越

快。

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体制束

缚，离不开美国的怂恿。日本提出按

照北约标准增加防卫预算，以便从根

本上强化防卫能力，一是表达日本属

于西方阵营的立场，并向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家展现出合作意愿；二是认

为北约标准与本国经济等实力更加匹

配，暴露出日本希望从经济大国向军

事大国迈进的意图；三是将绝大部分

预算用于购买美制装备，满足美国希

望日本支持其军工产业发展的需求；

四是在国际力量平衡发生变化的局势

下，迎合美国希望日本共同承担防务

压力的要求。

日本大幅增加防卫费，极力配合

美国印太战略，不仅不利于自身发展，

更会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当前，日

本国内经济低迷，物价高涨等问题凸

显。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非但没有

将有限的财源用在亟待解决的各类民

生问题上，反而置各界反对之声于不

顾，为实现防卫费的逐年攀升，甚至强

行通过了以增加国民税收为前提的特

别措施法案。这种不惜牺牲民众经济

利益，换取防卫费大幅提升的行径，遭

到日本民众和在野党的强烈抗议，岸

田政府支持率或将因此面临挑战。同

时，日本提高防卫开支，购买美制“战

斧”巡航导弹、提升自卫队 12 式岸舰

导弹性能等危险举动，也将使地区局

势趋于紧张。

和平、发展、合作是亚太地区的主

旋 律 ，也 是 世 界 人 民 共 同 追 求 的 目

标。日本扩军备战、谋求发展先发制

人能力的种种图谋，严重违背和平宪

法，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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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专家：滕建群，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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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实：美国导弹防御局高级官员近日称，将在 2024 年对关岛综

合防空反导体系的组成部分进行首次测试，其中包括试射“标准-3”反导

拦截弹。据报道，这套防空体系旨在拦截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

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一系列“潜在威胁”。

点 评：关岛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至关重要的军事基地，随着现代

武器装备远程打击能力的提高，强化关岛的防空反导能力成为美军的

关注焦点。此前，美军已在关岛部署了“爱国者”和“萨德”防空反导系

统，在明年试射“标准-3”反导拦截弹，是对当前防空系统的又一次强

化。但从实际效果看，目前关岛的防空力量对高超音速武器的拦截和

防御效果仍然有限。且美国这种穷兵黩武式的军事部署，只会劳民伤

财，破坏国际关系稳定。

美国将在关岛试射“标准-3”反导拦截弹

上图：德国海军 F125 型巴

登·符腾堡级护卫舰。

资料图片

左图：参加“护身军刀 2023”

演习的德国士兵。

资料图片

新闻事实：8 月 11 日至 22 日，“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在澳大利

亚东海岸举行。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四国派军舰参加。军演

内容包括潜艇和飞行演练等联合作战课目。“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

演始于 1992 年，每年举行一次。今年是澳大利亚首次主办这一军演。

点 评：“马拉巴尔”军演本是美印之间的军事合作，近年来吸纳

日本和澳大利亚参与其中。日本企图“借船出海”，实现海外派兵机

制 化 ；澳 大 利 亚 积 极 配 合 美 国 印 太 战 略 ，意 图 在 地 区 事 务 中 分 一 杯

羹。从近几次“马拉巴尔”军演来看，四国试图进一步谋求深层次军

事合作。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一直处于和平稳定状态，有关国家

出于私利前来搅局，频繁举行军演制造紧张，必然引起亚太地区国家

的强烈反对。

“ 马 拉 巴 尔”海 上 联 合 军 演 在 澳 举 行

军眼观察

“标准-3”反导拦截弹发射。 资料图片

新闻事实：据报道，日本正在考虑改装 C-2 运输机，让其具备发射

远程巡航导弹的能力，成为一款准战略轰炸机。改装后的 C-2 运输机

可从后舱门释放配备导弹的托盘。释放后托盘和导弹分离，导弹打击

目标。目前，日本航空自卫队装备了 10 余架 C-2 运输机。

点 评：使用运输机搭载导弹是美军提出的项目，此前已完成多

轮试验。日本看好这一技术，考虑把 C-2 运输机改作此用，填补战后

没有轰炸机的空白。随着安保政策由自卫防御向主动进攻转变，日本

提出要发展具有远程打击能力的导弹系统。在研发运输机搭载远程

导弹的同时，日本还将引进美制空射巡航导弹。但须知，一味扩军备

战并不会让日本更安全，只会加剧周边地区紧张局势，给亚太地区和

平与稳定带来新威胁。

日本研究使用运输机搭载发射远程导弹

日本航空自卫队 C-2运输机。 资料图片 “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在澳大利亚举行。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