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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作战力量持续扩充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岸田文雄

表示，利用太空进行情报搜集、监视、通

信等活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日本自卫

队将加强太空作战能力，并在 2027 年前

完成航空自卫队的更名计划。

实际上，这并非日本官方首次提及

航空自卫队更名一事。早在 2018年美国

开始组建太空军后，日本防卫界就曾讨

论依托航空自卫队培育太空作战力量的

可能性。2019 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

日本自卫队转型调整的相关高层会议上

提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非遥不可及。

2020 年 1 月，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日

本政府启动了航空自卫队的更名工作，

预计最快于 2021年完成相关计划。

尽管更名进程一再推迟，但日本强

化太空作战力量的脚步并未停止。2020

年 5 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位于

东京都的府中基地和山口县的防府北基

地，分别成立第 1、第 2“宇宙作战队”，每

支作战队约 20 人，主要承担研究性质的

任务。2022 年 3 月，日本防卫省依托两

支“宇宙作战队”，组建“宇宙作战群”，指

挥 所 设 在 府 中 基 地 内 ，初 始 兵 力 约 70

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预计作战人员

已扩充至百人左右规模。目前，“宇宙作

战群”主要任务是监控和跟踪外国卫星

及太空运动目标，并负责太空态势感知

系统的研发和运用工作。

同时，日本计划在现有航空作战力

量基础上，逐步扩充太空作战装备和人

员编制。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约有 4.6

万人，预计未来从事太空及相关任务的

人员比例将达 30%。

宇宙空间纳入作战领域

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

队，虽然只增添“宇宙”二字，却意味着日

本自卫队正式将宇宙空间纳入作战领

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任务将从传统的

空中防卫转向综合空天防卫。

近年来，日本发展太空军事能力的

思路逐渐清晰。2022 年 12 月发布的《国

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明

确 提 出 将 进 一 步 加 强 太 空 安 全 保 障 。

基于此，岸田文雄指示相关部门牵头制

定《太空安全保障构想》。该构想着重

研究日本在太空安全领域的政策措施，

形成未来 10 年间日本太空安全体系的

建设框架。

当前，日本自卫队围绕太空领域的

建设主要集中在 3 个方面。首先，强化

太空利用，包括建立针对太空的广域、高

频、高精度情报搜集能力，提高导弹威胁

应对能力，加强卫星通信安全，增强卫星

导航和太空运输能力等；其次，强化太空

应对，包括提升对太空目标的探测、跟

踪、识别和编目能力，提升对卫星攻击的

应急响应和处理能力，以及参与制定国

际太空安全规则等；最后，强化太空产

业，包括提升自主太空技术研发能力，增

强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作用，

促进卫星产业发展，以及加大对主要商

业卫星公司的技术和资金支持等。

作战样式发生较大变化

日本媒体称，当前日本自卫队在太

空领域的建设重点，是构筑由小型卫星

组成的“卫星星座”监视网络，加强对高

超音速滑翔武器的探测和跟踪，提高对

太空碎片和不明物体运动轨迹的态势感

知能力，具体举措包括 4 个方面。

一是加强精确导航系统的建设。根

据《太空安全保障构想》，日本计划在未

来 10 年内以每年近 1 颗的速度研发并发

射光学和雷达卫星，至 2034 年形成 20 颗

卫星的网络体系，以提升综合情报搜集

能力。此外，日本还计划短期内发射 3

颗导航卫星，将现有的“准天顶”导航网

络升级至 7 颗卫星，并在中长期内寻求

与美国合作，构建包含 11 颗卫星的导航

系统。

二是加强情报感知系统的建设。目

前，“宇宙作战群”正联合日本防务企业，

推进太空态势感知系统的研发与运用；

日本防卫省负责研发和验证高精度红外

传感系统，以实现对太空目标的有效探

测和跟踪。未来，随着太空态势感知系

统日益成熟，日本航空自卫队将对雷达

警戒、防空反导和空中作战与遥感侦察、

太空感知等力量资源进行整合，使自卫

队的空中作战样式发生较大变化。

三是加强太空技术验证与储备。根

据 2023 年版《防卫技术指针》，日本将在

太空产业中重点发展宇宙长距离航行技

术、高机动航空推进技术、迅捷卫星发射

技术、在轨卫星燃料补给技术，以及卫星

运行的自动化、自适应化、分散化技术。

这些技术目前主要应用于民用领域，一

旦未来面向太空作战，可迅速转变为军

事应用技术。

四是加强与美国太空军事力量的合

作。目前，日本通过日美情报共享机制

获取太空军事情报。未来，日本太空军

事力量将继续加强与美军的协作，在情

报感知、武器研发和技术支持等方面寻

求美军支援。据悉，日本“宇宙作战群”

已常态化参与美太空军的“太空旗”演

习，观摩太空情报处理和导弹预警等课

目演练。今年 9 月，有消息披露，美国计

划在日本设立“驻日太空军”，以加强与

航空自卫队“宇宙作战群”的合作。

分析人士指出，相较于日本航空自

卫队缓慢推进的更名计划，日本太空军

事能力建设已步入体系化快速发展阶

段，这无疑将对太空的和平利用造成一

定影响，相关国家应保持关注和警惕。

日本航空自卫队更名计划提上日程

“航空宇宙自卫队”或将登场
■子 歌

据美国媒体 11 月 15 日报道，美国海

军首艘核动力航母“企业”号（CVN-65）

的后续拆解工作，已交由第三方公司负

责，美海军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指导相

关工作，并考虑今后将退役核动力航母

的拆解工作全部委托给第三方公司。

美军退役航母通常面临 3 种结局：

被保留改造成主题博物馆、被拆解后向

其他舰艇提供设备和零部件、被用作靶

舰以完成多种武器试验。“企业”号是世

界上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也是美军唯一

建成的企业级航母。该航母于 1961 年

服役，2012 年退役，是美军服役时间最

长的航母，几乎参与了数十年来美军历

次地区军事行动。“企业”号搭载了 8 座

A2W 压水反应堆，拆除反应堆需要切开

甲板，无法完整保留舰体，同时残留的

辐射物质使其无法作为靶舰，因此只能

拆解。

自 2013 年起，负责建造“企业”号的

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开始了拆解工作。至

2018年，该航母的核燃料全被拆除，同时

拆除约 30%的隔舱、30%的管道和 40%的

线缆，但此后包括核反应堆等拆解工作

受多种因素影响陷入停滞。

首先，拆解难度大。由于核动力航

母整体“头重脚轻”，拆解工作应按照与

建造时相反的顺序进行，这要求使用辅

助设施以确保舰体结构稳定性，通常需

要在原建造单位或大型干船坞内进行。

此外，核动力航母的供能、电子和防护系

统复杂，仅电缆总长就超过 10 千米。最

关键的是辐射污染问题突出，其中核反

应堆是主要污染源，阻燃石棉、溶剂和机

油等也含有有害物质。

其次，拆解成本超预期。相关报告

显示，如果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完成拆

解 ，费 用 介 于 10.5 亿 至 15.5 亿 美 元 之

间。而且，仅移除反应堆冷却水这一步

骤就需要 6 个月时间，整个拆解过程可

能超过 10 年。此前纽波特纽斯造船厂

已安排 1000 多名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参

与拆解工作，若要继续拆解，还需培训专

业人员，可能导致进度进一步延后。

再次，新舰生产优先级更高。按照

美海军最初设想，“企业”号的拆解工作

可由纽波特纽斯造船厂或曾参与该航母

整修的普吉特湾造船厂主导。纽波特纽

斯造船厂作为美国唯一能设计和建造核

动力航母的造船厂，也是核潜艇的主要

制造商之一，日常生产任务繁重。普吉

特湾造船厂主要负责核潜艇的核燃料更

换和整修工作，其 6 个大型干船坞已排

满任务。按照正常排期，“企业”号的后

续拆解工作最早到 2030 年才能启动。

与此同时，“尼米兹”号和“艾森豪威

尔”号核动力航母将在未来 5 年内退役，

美海军不得不统筹考虑核动力航母的拆

解难题。今年 6 月，美军发布一份长达

976 页的报告，探讨了处置“企业”号的 4

种方案。直到最近，美海军终于决定将

“企业”号后续拆解工作全部交由第三方

公司负责。这意味着“企业”号将被拖至

第三方公司指定的地点进行拆解，核反应

堆的处理也由第三方公司负责，美海军和

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将进行全程监督。

分析人士指出，美海军选择完全外

包的商业化方案，主要因为其成本预计

介于 5.54 亿至 6.96 亿美元之间，且仅需

5 年时间。不过，由于缺乏相关经验，第

三方公司在具体操作时的成本和时间尚

不可控，该方案的实际效果有待验证。

美重启核动力航母拆解工作
■王昌凡

据外媒报道，印度尼西亚国家选举

委员会近日举行全体会议，正式确定参

加 2024 年大选的 3 对总统和副总统候

选人。各候选人将于 11 月 28 日开启为

期 75 天的竞选活动，印尼约 2.05 亿选

民将于 2024 年 2 月 14 日投票选出下一

届总统。随着大选进入冲刺阶段，各候

选人纷纷阐述其国防政策理念。

据介绍，这 3 对总统和副总统候选

人分别是：雅加达首都特区前省长阿

尼斯和印尼民族复兴党主席穆海敏，

中爪哇省前省长甘贾尔和印尼政治、

法律和安全事务统筹部长马福德，印

尼国防部长普拉博沃和现任总统佐科

的长子、梭罗市市长吉布兰。除共同

强调提升印尼国民军现代化水平和本

土 国 防 工 业 实 力 外 ，3 对 候 选 人 均 承

诺，若当选将继续实行印尼传统的多

边主义，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中立且不

结盟的立场。

阿尼斯和穆海敏在竞选宣言中，

强调印尼建设“蓝水海军”和“智能化

空军”的重要性。阿尼斯表示，希望印

尼国民军在采购武器装备时更加注重

质量，逐步实现标准化和体系化，以降

低维护保养难度。他认为，印尼要进

一步贯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不应加

入四方安全对话等合作机制。

甘贾尔和马福德提出“防御系统

5.0”概 念 ，希 望 重 点 提 升 印 尼 国 民 军

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以及战略

投 送 能 力 。 他 们 宣 布 将 在 印 尼 国 民

军中组建网络战部队，从国家层面提

升 网 络 防 御 能 力 。 此 外 ，甘 贾 尔 承

诺 ，将 大 幅 增 加 海 上 国 防 预 算 ，以 提

高 印 尼 海 军 保 卫 其 广 阔 领 海 和 岛 屿

的能力。

普拉博沃和吉布兰宣布了逐步增

加国防预算的计划，并强调加强印尼

准军事部队建设。他们提出的“最优

基本力量”概念，被认为是对印尼政府

将于 2024 年到期的“最低国防力量需

求”计划的延续和发展。在武器装备

采购方面，普拉博沃秉持更具现实主

义的立场。近年来，在他的支持下，印

尼投入大量资金从西方国家采购武器

装备，以推动印尼空军和海军的现代

化发展。

分析人士指出，印尼下一届总统

在 推 行 国 防 政 策 时 ，将 面 临 一 些 问

题。其中，资金短缺是制约印尼国防

政策实施的主要障碍。报道称，印尼

2023 年防务开支达 88 亿美元，在东南

亚地区仅次于新加坡。然而，长期以

来，印尼国防预算 GDP 占比仅为 0.6%

至 0.8%，未达到其国家中期发展计划

规定的至少 1.5%标准。资金短缺问题

已影响到印尼国民军现代化进程和武

器装备更新速度，也成为阻碍印尼国

防工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印尼武器采购政策的摇摆不定，

将 成 为 制 约 其 国 防 工 业 发 展 的 重 要

因 素 。 以 往 印 尼 政 府 在 采 购 武 器 装

备 时 ，不 仅 仅 追 求 军 事 现 代 化 ，还 提

出多项附加条件，目的是通过与国际

军工企业合作，提升本土国防工业的

技 术 和 生 产 能 力 。 2022 年 4 月 ，印 尼

曾成立印尼国防工业公司，并提出到

2024 年 跻 身 全 球 防 务 企 业 前 50 强 的

目 标 。 在 当 前 印 尼 国 防 工 业 高 度 依

赖外国技术的背景下，政府换届可能

导致其武器采购等政策出现调整，引

起 国 外 军 工 企 业 对 继 续 开 展 合 作 的

担忧。

此外，印尼近年来启动的诸多武

器装备采购项目，如与韩国联合研制

KF-21 战斗机、从意大利购买 6 艘贝尔

加米尼级护卫舰、从法国引进 2 艘鲉鱼

级柴电潜艇、从美国西科斯基飞机公

司购买 24 架 S-70M“黑鹰”运输直升

机，以及从英国采购 A-330 多用途加

油机等，目前面临进展缓慢、部分项目

资金不足等问题，这些都需要印尼下

一届政府给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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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媒体 11 月 17 日报道，土耳

其正考虑向欧洲国家购买二手“台风”

战斗机，以解决从美国购买 F-16 战斗

机受阻的问题，并填补其国产隐形战斗

机 TF-X 服役前的战斗力空缺。不过，

分析人士指出，土耳其这一计划可能面

临阻碍。

“台风”战斗机由英国、德国、意大

利和西班牙联合研制，其出口需要得到

4 国一致同意。路透社称，11 月 16 日，

土耳其国防部长亚萨尔·古勒宣布，土

耳其正与英国和西班牙就购买二手“台

风”战斗机进行谈判。他表示，尽管目

前未与德国沟通，但将努力争取德国的

同意。若交易达成，土耳其计划分两批

购买共 40 架二手“台风”战斗机。

分析人士指出，土耳其选择购买二

手“台风”战斗机，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

一方面，由于土美关系恶化，土耳

其向美国购买新制造的 F-16 战斗机和

现代化套件计划推进不力。今年 7 月，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政

府正寻求在与国会协商后，批准土耳其

购买 F-16 战斗机，但该项交易迟迟未

能确定。土耳其提出购买二手“台风”

战斗机，可同时提高向美国购买 F-16

战斗机的议价能力。

另一方面，土耳其在获得先进战斗

机方面受到限制。由于土耳其从俄罗

斯 购 买 S-400 防 空 导 弹 系 统 ，美 国 以

“威胁美国国防安全”为由拒绝向土耳

其提供 F-35 战斗机，使土耳其空中力

量建设受挫。同时，土耳其自主研制的

TF-X 隐形战斗机，预计至少到 2030 年

才能服役。

此外，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长期争

端，也是土耳其急于采购二手“台风”战

斗机的原因之一。土耳其与希腊互为

邻国，隔爱琴海东西相望。由于希腊在

爱琴海上岛屿众多，与土耳其本土距离

接近，两国长期在海洋权利和岛屿归属

等问题上存在争议，双方军机时不时在

爱琴海上空对峙。目前，希腊空军已引

进法国研制的“阵风”战斗机。通常情

况下，土耳其也将采购新型战斗机作为

回应。

分析人士指出，研制“台风”战斗机

的欧洲 4 国和装备该型战斗机的奥地

利，可能考虑将首批生产的“台风”战斗

机售予土耳其。土耳其将要求对飞机

进 行 升 级 ，比 如 装 备 更 先 进 的 雷 达 、

MBDA 超视距空对空导弹和先进空对

地武器等。

目前看来，英国和西班牙对土耳其

的采购意向持欢迎态度，这将使两国处

理掉旧款“台风”战斗机，从而腾出资金

购买最新型号“台风”战斗机和 F-35 战

斗机，或用来升级现有的“台风”战斗

机。而德国可能对土耳其购买“台风”

战斗机的意向表示反对。一方面，德国

本就执行严格的武器出口政策；另一方

面，考虑到当前的政治环境，以及德国

和土耳其在库尔德问题上一直存在争

议，德国可能运用否决权。此外，作为

“台风”战斗机研制国之一的意大利，目

前尚未表态。这些都将为土耳其的采

购计划增添变数。

上图：英国空军“台风”战斗机从费

尔福德基地起飞。

土土耳其求购耳其求购““台风台风””战斗机战斗机
■张 杨 李 磊

设在日本航空自卫队府中基地的“宇宙作战群”。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
本航空自卫队前不久举行
的航空阅兵式上，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表示，将在 2027年
前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
空宇宙自卫队。若该计划
实现，将是自 1954年日本自
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军种级
别的更名，显示出日本加快
太空军事布局的意图。

停泊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港口的美海军“企业”号核动力航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