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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安全威胁

随着北约新战略构想等文件出台，

北约已基本确定未来 10 年战略方向，即

应对所谓俄罗斯威胁和恐怖主义挑战。

在欧洲局部冲突背景下，北约在欧洲地

区全面“抗俄援乌”，同时在亚太地区谋

局布势，谋求发挥全球性作用。

北约认为，当前世界正发生巨大变

化，北约正从危机管理时代过渡到集体

防御新时代。北约将做好长期支持乌克

兰的准备，增加防务投入，提高武器弹药

制造能力。同时，利用好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等技术带来的机遇，保持技术优势，

以更好应对未来战争。

为 此 ，北 约 年 内 大 幅 增 加 国 防 开

支。2023 年，北约总体国防开支达 1.26

万 亿 美 元 ，高 于 2022 年 的 1.17 万 亿 美

元。其中，美国国防开支为 7430亿美元，

北约欧洲主要国家中，英国国防开支为

657亿美元，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 2.07%；法国国防开支为 566 亿美元，

占 GDP 的 1.9%；德国为 681 亿美元，占

比 1.57%。北约 31 个成员国中，有 11 个

国家国防开支达到占 GPD2%的目标。

强化威慑能力

2023 年，北约以应对俄罗斯、恐怖

主义威胁为目标，以强化联盟东翼力量

为重点，以常规力量、核力量及导弹防御

能力组合为基础，以太空和网络等新兴

领域能力为辅助，全方位提升联盟威慑

和防御能力。

加强联盟东翼对俄威慑防御。今年

1 月，北约向罗马尼亚部署 14 架预警机，

执行持续数周的侦察任务。9 月，北约 1

架 RQ-4D 无人机首次在芬兰上空执行

飞行任务，为北约提供大范围监视和侦

察数据。随后，美国向罗马尼亚增派 4

架 F-16 战斗机，加强黑海地区空中巡

逻。9 月 28 日，北约宣布向立陶宛派遣

预警机，监视俄罗斯军事活动。

强 化 海 上 威 慑 和 态 势 感 知 能 力 。

今年 2 月，北约成立海底基础设施协调

小 组 ，7 月 ，北 约 称 将 在 海 事 司 令 部 内

建 立 关 键 海 底 基 础 设 施 安 全 海 事 中

心。8 月，北约第二海上常备部队 2 艘

舰艇，在地中海举行防空、反潜、通信、

海上补给等课目演练。9 月，北约在波

罗的海举行为期 2 周的“北方海岸”年

度演习。10 月，北约批准“数字海洋愿

景”计划，推动盟国与北约海上监视系

统间的协作。

进一步贯彻总体太空政策。今年 2

月，北约启动史上最大规模太空项目——

“太空持续监视联盟”倡议，简化收集和

使用太空数据的方式，加强监视和侦察

能力。7 月，北约维尔纽斯峰会公报指

出，安全使用和自由进入太空，是有效

威 慑 和 防 御 的 关 键 。 同 月 17 日 ，北 约

正 式 建 立 太 空 卓 越 中 心 ，进 一 步 提 升

北约太空整体能力。

全面应对网络威胁。北约在维尔

纽斯峰会上决定，各成员国将“前防后

控”，采取更加主动的网络防御态势。9

月，北约和欧盟举行会议深化网络防御

合作。11 月，北约在柏林举办首届年度

网络防务会议，讨论网络安全和网络防

御方面的战略和制度问题。北约还分

别 于 4 月 和 11 月 底 至 12 月 初 举 行“锁

盾-2023”和“网络联盟-2023”演习。

确保有效可靠核威慑。4 月 6 日和

28 日，北约高级官员先后访问法国隆格

岛核潜艇基地和英国克莱德核潜艇基

地。北约维尔纽斯峰会公报称，将采取

一 切 必 要 措 施 ，确 保 核 威 慑 可 信 、有

效。10 月 16 日，北约在南欧举行“坚定

正午”年度核演习，美军首次派遣战略

轰炸机参演。

谋求东进亚太

近年来，北约不断将触角伸向亚太

地区。维尔纽斯峰会公报指出，亚太地

区的事态发展可能直接影响欧洲—大西

洋地区安全。2023 年，北约持续深化与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亚太地

区国家的伙伴关系。

高层互访频繁。1 月底至 2 月初，北

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先后访问韩国和

日本，讨论加强双方网络安全和防务合

作等议题。3 月 20 日至 24 日，北约合作

安全司军事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 ，讨 论 当 前 伙 伴 关 系 和 未 来 安 全 合

作。7 月，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4 国第二次参加北约峰会。8 月 14 日至

16 日，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布·鲍尔

出席在斐济举行的印太地区国防部长年

度会议。

合作机制化。1 月 25 日，北约启动

“印太地区未来”倡议，进一步推动北约

与印太地区伙伴合作。7 月，维尔纽斯

峰会结束后，北约分别与日本和韩国签

订“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进一步

提升合作制度化水平。此外，韩国和日

本分别于 5 月和 11 月加入北约网络防御

卓越中心。

联合演习增多。4 月 18 日，日本和

韩国参与了北约在爱沙尼亚塔林举办

“锁盾-2023”演习。6 月 12 日，日本作为

除瑞典外唯一非北约成员国，参加北约

史 上 规 模 最 大 的“ 空 中 卫 士 -2023”演

习。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日本和韩国

再度参加北约在爱沙尼亚举行的“网络

联盟-2023”演习。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2023：北约持续强化威慑态势
■刘俊飞 陈 岳

2023 年，在大国战略博弈和军事科

技发展驱动下，世界各国军队十分重视

无人装备的研发运用。这意味着无人

作战力量在联合作战力量体系中所占

比重不断增加，在实战中的地位作用和

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完善体系架构

总体统筹指引方向。今年 9 月，美

军发布新版《联合作战》条令，强调有人

和无人系统协同使用，是未来作战的关

键组成部分，加快推进“敏捷作战部署”

“ 分 布 式 海 上 作 战 ”等 作 战 概 念 的 应

用。为强化海上作战优势，美海军提出

构建无人水面舰艇“网状网络”，并与盟

友军队定期举行联合演习。美还提出

“复制者”计划，在 18 至 24 个月内大量

装备无人系统。今年 10 月，日本防卫省

公布海上自卫队未来装备建设重点，具

体包括战斗支援多用途无人艇、无人两

栖车辆等。

专项规划明确路径。今年 3 月，美

国 海 岸 警 卫 队 发 布《无 人 系 统 战 略 计

划》，提出发展无人系统和技术的目标

和方式。6 月，俄罗斯批准 2030 年前无

人 机 发 展 战 略 ，明 确 五 大 主 要 发 展 方

向。7 月，法国海军发布“海底战战略”，

启动 6000 米级军用无人潜航器及相关

作战技术开发计划。

技术发展提供动力。今年 5 月，美

国国防部公布“国防科技战略”，强调研

发和投资无人作战等领域关键技术。6

月，俄罗斯批准 2035 年前无人机发展战

略，明确打造国产无人机系列。日本将

高超音速飞行相关技术等列为不公开

专利的关键技术，计划未来 5 至 10 年推

进相关技术武器化。

实施综合演训

以 系 统 功 能 区 分 ，简 单 装 备 快 速

训、复杂装备专项训。澳大利亚推出造

价 680 美元的“纸板无人机”，可快速投

入战场，实现简单装备的快装快训。相

比之下，大型无人系统精细复杂、功能

多样，需要相对固定的场地、时间、流

程。比如，美军针对 MQ-9 等无人机制

定了专用训练文件；俄军将大型无人机

列入年度训练计划。

以行动样式区分，有人/无人协同

训、无人/无人组网训。美军将有人/无

人协同作战视为无人作战最重要行动

方式。在人装协同方面，美海军第 5 舰

队第 59 无人特遣部队、美空军第 99 无

人特遣部队，多次在中东地区相关海、

空域进行测试。在部队协同方面，美军

于 5 月和 8 月启动“无人系统综合作战

问题”系列演习，让无人特遣部队与常

规部队协同演练。无人/无人协同训练

包括双平台、多平台系统组网和智能无

人集群等。今年 8 月，美空军对 3 架配

备“蜂巢思维”系统的 V-BAT 无人机进

行组网测试，完成对任务目标的自主监

测、识别、定位与报告。

以编组运用区分，军种编组递进训、

联合编组融合训。今年 5 月，英陆军举

行“威塞克斯风暴”演习，运用无人机、巡

飞弹、机器人多种装备，提升城市作战环

境中的编组作战能力。联合编组主要依

托跨军种和国际双多边演训活动，开展

联合训练，加强互操作能力。今年 2 月，

美国和阿联酋两国海军完成首次双边无

人系统演习。其间，参演的 9 艘无人艇

将探测到的信息传输到岸上的作战中

心，由人工智能系统检测、识别和分类，

增强了双方海上无人探测能力。

拓展运用方式

美俄等国重视发挥无人作战的联合

效能、规模效益和成本优势。俄罗斯、乌

克兰在无人作战方面快速积累经验，为

推进无人力量发展和拓宽作战战法提供

了动力。在各类冲突中，民用无人机得

到广泛运用，成为战场上的重要角色。

年内，无人作战的运用形式在实战中呈

现高端低端样式交织态势。冲突各方倾

向于使用低价值无人装备，以自杀式袭

击消耗对手有生力量。同时，美英等国

无人侦察机在冲突地区周边异常活跃。

为应对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引进研

发了一系列反无人机系统；俄军成立反

无人机电子战部队；以色列尝试为坦克

加装金属顶棚、加速部署激光防御系统

等方式，升级反无人系统。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外军加速发展无人作战力量
■许芳铭 陈 岳

当地时间 12 月 18 日，美国与芬兰

在华盛顿签署一份防务合作协议，旨在

进一步增强两国军事和安全等领域合

作。自今年 4 月正式成为北约第 31 个

成员国以来，芬兰持续加强与美国等国

的防务合作，引发外界对地区局势对抗

升级的担忧。

根据协议文本，芬兰将开放包括 4

个空军基地、1 个军港、通往芬兰北部

的铁路通道、训练区等在内的 15 个区

域供美军使用。协议还涉及美军在芬

兰预先部署国防装备和物资、确保美军

及其使用的设施和区域的安全性以及

刑事司法管辖权等内容。

签字仪式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

示，协议生效后将提升美芬两军合作效

率，为双方联合训练提供更多机会，同

时增强北约军事行动的互操作性。芬

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认为，协议的签署

是芬美双边关系的“里程碑”，将增强北

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芬兰国防

部长海凯宁表示，协议将显著增强两国

在应对军事、安全和国防领域各种情形

时一致行动的能力。

尽管美芬两国对增强军事合作表

现出高度期待，但考虑到芬兰所处的地

缘 政 治 位 置 ，其 在 今 年 4 月 加 入 北 约

后，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军事关系，不

利于欧洲整体安全稳定，还可能给欧洲

局势埋下新的不安定因素。

地处欧洲北端的芬兰，与俄罗斯的

边境线长达 1340 公里。一旦美芬防务

合作协议生效，美军进驻芬兰，就意味

着 美 国 军 事 力 量 距 离 俄 罗 斯 更 近 一

步。美军可广泛使用芬兰境内尤其是

靠近俄边境地区的军事设施，实际上等

于跑到俄罗斯“家门口”，对俄形成更强

的军事威慑。

对于俄罗斯而言，美芬防务合作将

使其面临更大安全压力和危机。俄罗

斯方面称，进驻芬兰的北约国家部队将

对俄罗斯构成威胁，相关防务协议将导

致芬俄之间的紧张局势。俄总统新闻

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曾与芬兰

有着很好的关系，但芬兰加入北约，尤

其是北约的军事基础设施进入芬兰，将

对俄罗斯构成显著威胁。俄专家建议

俄军采取主动方式进行回应，将“伊斯

坎德尔”导弹和情报系统，部署到俄芬

边境地区。

俄乌冲突爆发后，随着芬兰入约以

及瑞典即将入约，北欧和北极地区逐步

发展成为北约防御的新重心。事实上，

除芬兰外，瑞典近日也与美国签署防务

合作协议，允许美国在瑞典部署军队、

战斗机，存储武器弹药等物资。挪威也

曾于 2022 年与美国达成类似协议，向

美国开放 4 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随

着美芬军事合作协议的签订，为防范来

自西北部边境的压力，俄罗斯必然会采

取反制措施，在俄芬边境地区部署更多

尖端武器，甚至不排除战术核武器。如

此一来，将进一步加剧北极和波罗的海

地区的军事化，推高地区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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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恒

据外媒报道，12 月 13 日，在意大利

国防部支持下，该国莱昂纳多集团与法

德合资的 KNDS 防务集团签署合作协

议。该协议将致力于共同推进欧洲下一

代主战坦克计划——“主要地面作战系

统”（简称 MGCS 项目），同时协助意大

利完成“豹-2A”主战坦克采购工作。

MGCS 项目最初由法德合作开发，

旨在设计欧洲下一代主战坦克。由于两

国对技战术指标要求不同、参与项目的

防务企业在合作框架下的地位责任不

明、关键技术研发滞后，经常导致项目拖

延甚至陷入困境。

今 年 8 月 ，有 媒 体 称 ，意 大 利 对

MGCS 项目表现出极大兴趣，凭借其国

防工业实力和坦克研发方面的经验，将

在该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此外，法意

两国曾在“紫菀”防空导弹和地平线级护

卫舰等项目上进行合作。法国支持意大

利参与 MGCS 项目，被视为两国深化防

务合作的重要一步。

意大利莱昂纳多集团与法德合资的

KNDS 防务集团签署合作协议，主要有

以下两个方面的考量。

一是补充坦克库存，提升战斗力。

据报道，在该合作框架下，意大利将从德

国购入约 133 辆“豹-2A”主战坦克，以

补充其为局部冲突提供援助耗尽的坦克

库存。此外，三国防务企业还将为意大

利设计制造一种新型步战车及配套战斗

支援系统，提升其陆军现代化水平，取代

上世纪末装备的“达尔多”步战车。

二 是 深 化 跨 国 合 作 ，奠 定 发 展 基

础。根据意大利 2023 年国防预算文件，

其中一项价值约 150 亿欧元的计划，将

通过多国防务合作来完成。意大利深化

与法德防务合作，将为欧洲下一代主战

坦克研发带来新的技术和资源，同时意

大利也将获得一条“豹-2A”主战坦克生

产线，为未来国防工业发展奠定基础。

今年 10 月，莱昂纳多首席执行官罗

伯托·辛戈拉尼表达了对欧洲组建巨型

防务企业的支持，以期能够同美国等大

国平等竞争。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意大

利将进一步提升军工生产和研发能力，

满足持续增长的欧盟国家防务需求。此

外，三国防务企业还将在陆基电子战系

统领域进行合作。

有分析认为，意大利深化与法德两

国防务合作，不能从本质上解决法德两

国在 MGCS 项目上存在的矛盾。此外，

由于欧盟防务合作的框架机制较为复

杂，意大利一直倾向于在北约框架下开

展防务合作，其防务预算更多用于购买

现成武器装备。这与法德意建立欧洲防

务集团的想法有出入，或将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三国未来防务合作。

上图上图：：德国德国““豹豹--22AA””主战坦克主战坦克。。

法德意深化防务合作法德意深化防务合作
■■郭秉鑫郭秉鑫 周宇宽周宇宽

2023 年，北约在乌克
兰危机延宕背景下加速改
革。自 2022 年新战略构
想发布以来，北约采取多
种举措推动这一构想尽快
落地，围绕所谓俄罗斯威
胁和未来安全挑战，不断
整合资源，进一步强化威
慑和防御态势。

美陆军士兵在芬兰参加军事演习美陆军士兵在芬兰参加军事演习（（资料图资料图）。）。

今年今年 99月月，，美海军与北约盟国海军在亚得里亚海进行联合训练美海军与北约盟国海军在亚得里亚海进行联合训练。。

今年今年 55月月，，美海军举行美海军举行““无人系统综合作战问题无人系统综合作战问题””演习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