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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实：据报道，澳大利亚将斥资 15 亿澳元购买更多远程无人机并

升级 P-8A“海神”海上巡逻机，以加强对其北部航线的海上监控。澳方宣

称，由 14 架升级版“海神”海上巡逻机和无人机组成的监控力量，将提升澳

反潜战、海上打击和情报收集能力。

点 评：澳大利亚不断强化军备，意在配合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同时

提高自身预警和作战能力。作为一种新质作战力量，无人机相对于各类传

统军用飞机，成本相对较低、应用前景广阔。澳大利亚决定购买更多无人机

并升级现有“海神”海上巡逻机，表明其将无人作战作为未来的重点发展方

向。从采购来源看，美国无人机大概率是首选。澳大利亚的军事发展构成

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变量。

澳将购买更多无人机加强海上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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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实：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在首都萨那举行大规模阅兵活动。这是

去年也门冲突各方达成临时人道主义停火协议后，胡塞武装再次在萨那举

行大规模阅兵活动。阅兵活动上，胡塞武装展示了大量陆海空装备，包括

导弹、无人机、防空系统、雷达等。

点 评：也门胡塞武装再次举行大规模阅兵活动，一是展示自己的军

事实力，让对手望而却步；二是显示首都尽在掌控，表明自己的正统地

位，为最终控制也门政权造势。也门内战持续了 8 年，尽管去年在各方斡

旋下暂时停火，但尚未实现真正和平。也门内战各方背后有地区大国支

持，导致问题十分复杂。应该说，沙特与伊朗实现战略和解，有助于也门

内战的结束，但由于也门内部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实现最终和平仍需各

方共同努力。

也门胡塞武装举行大规模阅兵活动

P-8A“海神”海上巡逻机。 资料图片

胡塞武装展示武器装备。 资料图片

新闻事实：近日，德国联邦国防部官员表示，德将在今年年底前培训 1

万名乌克兰士兵，并称为乌追加的 4 亿欧元军事援助将用于采购弹药、地

雷、发电机等装备。目前德国向乌提供的军事援助已超过 80 亿欧元。

点 评：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不仅“忍痛”制裁俄罗斯，还向乌克兰提

供大量经费和装备支持，如今又决定在士兵培训上出力，既是展示自身援

乌立场未变，也是示意其他国家对乌克兰继续施以援手。当前，俄乌冲突

正处于胶着状态，德国 4 亿欧元的追加军援将提高乌装备水平，而培训士

兵严格意义上说则是在为乌提供人力支援，两者相加或将提高乌军作战能

力。此举必将引发俄罗斯的不满，可能导致俄德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德称将在年底前培训 1 万名乌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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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豹2”坦克。 资料图片

当地时间 9 月 19 日，阿塞拜疆以

“反恐行动”为名对亚美尼亚控制的纳

卡地区发动军事打击，新一轮纳卡冲

突 爆 发 。 根 据 阿 塞 拜 疆 国 防 部 的 声

明，此次行动将“解除亚美尼亚军队的

武 装 并 确 保 其 从 阿 塞 拜 疆 领 土 上 撤

出”，“恢复阿塞拜疆宪法秩序”。这意

味着阿塞拜疆计划全面控制亚美尼亚

在 上 次 冲 突 后 仍 保 有 的 纳 卡 部 分 地

区。从冲突结果来看，阿塞拜疆目前

已基本达成预设目标。

亚美尼亚在指责阿方侵略的同时，

表示其并未在纳卡地区驻扎武装部队，

也不会采取军事对抗行动，并呼吁俄罗

斯和联合国采取行动制止阿方军事行

动。2020年的纳卡冲突以来，受到土耳

其支持的阿塞拜疆获得了明显的军事

优势，在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的亚美尼

亚一直面临巨大的安全压力。近来两

国边境地带时常出现军事摩擦和小规

模冲突，阿塞拜疆对连接纳卡地区与亚

美尼亚本土的拉钦走廊采取封锁行动，

这也导致亚美尼亚在冲突爆发后无法

对纳卡地区进行支援。长期生活在纳

卡地区的 12 万亚美尼亚人，面临安全

得不到保障与流离失所的困境。

纳卡位于外高加索地区，这里是

欧亚大陆腹地，也是石油、天然气输出

的重要通道，历史、民族、宗教、地缘等

因素错综复杂，素有“高加索火药桶”

之称。域内外势力的利益交织使纳卡

问题成了一个时不时就会爆发的老大

难问题。

作为外高加索地区事务的传统参

与者、亚美尼亚的盟友、阿塞拜疆的伙

伴，俄罗斯一直在纳卡问题中扮演重

要角色。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在

其他地缘方向的投入下降，这让长期

在安全上依赖俄罗斯的亚美尼亚深受

冲击。亚美尼亚方面表示，俄罗斯在

当地派驻的维和部队并没有发挥“安

全 保 证 人 ”的 应 有 作 用 ，对 此 十 分 失

望。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关系的微妙变

化，为美国介入外高加索地区安全事

务提供了机会。

不难发现，此次冲突爆发的时机

颇显“微妙”。9 月 11 日至 20 日，美国

与亚美尼亚举行名为“雄鹰伙伴-2023”

的联合军事演习，冲突爆发之日正好

在军演即将结束之时。

实际上，美国拉拢亚美尼亚开展

规模有限的联合军演，主要目的在于

借机对外高加索地区进行安全渗透，

削弱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对于

美国来说，维护亚美尼亚的安全和外

高 加 索 地 区 稳 定 显 然 并 不 是 优 先 议

程，也无意介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

之间的军事冲突。美亚两国军演尚未

结束，阿塞拜疆就发动了此次军事行

动，结果表明，美国介入仅仅是搅乱了

地区局势，并未能起到保障亚美尼亚

安全利益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在外高加

索地区拥有传统地缘利益与影响力，

不会轻易放弃或撤出该地区，更不愿

看到地区国家纷纷倒向美国，美国的

介入必然招致俄罗斯的不满与反制。

虽然俄罗斯目前面临重重困难，但其

地区影响力犹在，并可以联合周边国

家如伊朗、土耳其共同抵制美国的渗

透。此轮冲突发生后，能够发挥实质

性调停作用的仍然是俄罗斯。

总之，外高加索地区各国之间严

重缺乏互信，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关

系高度紧张，以纳卡冲突为代表的安

全问题将长期持续。美俄对抗加剧也

将掩盖地区国家的主体性及其国家利

益，挤压地区国家的政策选择余地，甚

至使其沦为大国对抗的牺牲品。此轮

冲突虽然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暂时平

息，但纳卡地区紧张局势依然，纳卡问

题没有真正消失，外高加索地区的大

国博弈也将不断升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

纳卡地区战火重燃的背后
■邹志强

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水手”

号和“游骑兵”号无人舰艇近日首次部

署在西太平洋，以测试无人舰艇的监视

和攻击能力。此前，美国国会推出 2023

年版《海军战斗部队舰艇评估和需求》

报告，明确提出要加速打造无人舰队，

以 此 强 化 美 海 上 作 战 力 量 的 规 模 优

势。近年来，美国海军加快兵力结构调

整步伐，大力发展攻击性无人舰艇，图

谋维持海上霸权。

“重回制海”牵引美
海军战略转型

美海军为降低航母等高价值重资

产被“一锅端”的风险，大力推动“分布

式海上作战”概念落地，企图在提高生

存能力的同时确保海权优势。

美多次发布战略文件，渲染所谓的

“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认为其海上优

势在冷战后遭遇严重挑战。2017 年，美

海军发布《重返海上控制：水面舰艇部队

战略》，明确其战略正式从“由海向陆”转

向“重回制海”。随着美国国家安全和国

防战略重回“大国竞争”，美海军作战思

想也从传统的集中兵力向分布式作战转

变。2018年 12月，时任美海军作战部长

约翰·理查德森发布《维持海上优势规划

2.0》战略文件，在此前“分布式杀伤”基

础上，正式推出“分布式海上作战”顶层

概念，并提出增强单舰进攻能力、广域分

散机动部署、给予舰艇复合型资源以坚

持战斗等三大支柱。

“分布式海上作战”意在通过数量

优势，进行兵力广域分散配置、效能集

中 释 放 ，在 降 低 己 方 被 侦 测 和 毁 伤 风

险 同 时 ，使 敌 陷 入 决 策 困 境 难 以 应

对。但美海军评估认为，当前 290 余艘

“重资产”舰队正处于冷战后最低数量

规模，现役主战舰艇编入航母打击群、

两 栖 作 战 群 后 所 剩 无 几 ，不 足 以 支 撑

分 布 式 作 战 需 要 。 为 此 ，美 海 军 加 速

调 整 兵 力 结 构 ，致 力 于 增 加 各 类 战 斗

舰 艇 的 总 体 数 量 ，尤 其 是 大 幅 增 加 低

成本、高效能、模块化的大中型无人舰

艇 数 量 ，确 保 持 续 全 球 存 在 和 及 时 全

球到达。

演练“有人+无人”舰艇
协同和分布式作战

美海军一直高度关注无人技术对

海战的作用，“分布式海上作战”成为顶

层作战概念后，牵引推动美海军无人系

统快速发展。

修订规划牵引发展。2007 年、2009

年、2011 年、2013 年和 2018 年，美海军

先后 5 次发布《无人系统发展路线图》，

滚 动 修 订 无 人 系 统 发 展 重 点 和 路 径 。

2019 年 6 月，美国会发布《海军大型水

面无人艇和水下无人潜航器背景和相

关问题》报告，明确要加速研发和采购

无人系统，使之尽快成为构建分布式舰

队 架 构 的 关 键 。 2021 年 ，美 海 军 发 布

《无人作战框架》报告，提出要体系化推

进包括无人机、无人潜航器、无人舰艇

在内的无人作战系统建设，使其与有人

作战系统形成搭配合理、相互支援的一

体化、分布式作战体系。

多个项目不断推出。美海军无人

舰艇发展基本遵循由小到大的渐进思

路。2007 年，美海军发布《无人水面舰

艇计划》，明确先期重点发展 3 至 11 米

长的“X”级、“港口”级、“通气管”级和

“舰队”级无人舰艇，并相继推出“蓝色

骑士”“X-2”“斯巴达侦察兵”等多个中

小型无人艇项目。2010 年，美国防部高

级研究计划局立项“海上猎人”，当前该

项目已向美海军交付两艘中型无人舰

艇并基本具备量产条件。随着美海军

兵力结构调整，多个大中型无人舰艇项

目相继推出。2020 年，美海军启动“海

上列车”和“无人值守舰船”项目，全力

发展大型无人水面舰艇。2023 年 2 月，

首艘具备自主能力的“阿巴拉契科拉”

号 快 速 运 输 舰 入 列 ，该 舰 排 水 量 1515

吨，成为当前美海军最大的无人舰船。

组建部队开展演训。美海军已开

始 组 建 试 验 性 无 人 舰 艇 建 制 部 队 ，牵

头 相 关 作 战 试 验 和 建 设 任 务 ，并 重 点

演练“有人+无人”舰艇协同和分布式

作 战 ，企 图 推 动 无 人 系 统 快 速 融 入 当

前 作 战 体 系 。 2019 年 ，美 太 平 洋 舰 队

成立第 1 水面舰艇发展中队，专职研究

海上无人作战。2021 年 4 月，该中队参

加 美 海 军 首 次 举 行 的“无 人 系 统 综 合

战斗问题”演习，开启无人舰艇常态参

与演习之路。同年 8 月举行的“大规模

演习-2021”中，“流浪者”号等无人舰

艇与“林肯”号航母及多艘驱逐舰协同

行动，完成外围警戒、态势感知和通信

中继等任务。在“环太平洋-2022”多

国 联 合 演 习 中 ，美 海 军 演 练 了 有 人 和

无人平台联合发射导弹打击水面舰艇

的课目。

无人舰队“大饼”或
难充饥

美海军为支撑分布式作战需求，规

划新方案、组建新部队、入役新装备等

动 作 不 断 ，一 支 无 人 舰 队 似 乎 呼 之 欲

出。但“宏伟蓝图”的背后，是其面临的

诸多挑战。

技术瓶颈掣肘。和装备成熟度相

对较高的无人机、无人潜航器相比，美

海军无人舰艇研发起步较晚，受制于恶

劣海况、复杂海上交通、进出港口控制

等情况，相关技术难度更大，一直以来

都 是 美 海 军 无 人 作 战 体 系 中 的 短 板 。

如在“大规模演习-2021”中，“游骑兵”

号和“游牧民”号无人舰艇在圣迭戈出

港和入港阶段仍需人工辅助，无法实现

全流程自主控制。当前人工智能技术

在无人舰艇上的运用仍处于试验阶段，

执行任务时仍需“人在回路”进行实时

或近实时监控，距离完全的自主化、智

能化决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观念分歧不断。当前美海军无人

舰艇以运输、扫雷、侦察等作战保障任

务为主，随着其任务逐步向火力打击拓

展，将不可避免面临和当前无人机作战

类似的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特别是自

主决策、自主打击将引发更多争议。美

国会、国防部和海军之间对预算投入、

兵 力 结 构 和 发 展 重 点 等 仍 存 在 分 歧 。

无人舰艇是有人舰艇的补充延伸还是

颠覆替代，已成为相关各方之间的争论

焦点。

实战效果存疑。无人舰艇面对的

海 洋 战 场 环 境 极 为 复 杂 ，同 时 面 临 空

中、水面、水下立体探测与打击威胁，自

身缺乏有效防卫手段，因此美国会和国

防部一些人士对无人舰艇的分布式作

战 效 能 与 战 场 生 存 能 力 持 怀 疑 态 度 。

此外，无人舰艇维护保养难题突出，执

行任务时远离后勤支持和维修设施，一

旦发生故障只能由工程人员搭乘直升

机登舰维修或依靠附近海域舰艇回收，

这无疑推高了无人舰艇的维护难度和

全寿命维护成本。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适应所谓的“分布式海上作战”需要，加快兵力结构调整步伐—

美国图谋打造无人舰队维持海上霸权
■赵永杰 陈 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