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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和芬兰签署防务合作协

议，进一步增强两国军事和安全等领域

合作。根据该协议，芬兰将开放包括空

军基地、海军基地、训练区、仓储区等在

内的 15个区域供美方使用。此举意味

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再度收紧对俄罗

斯的包围。未来，芬兰与俄罗斯之间长

达 1300多公里的边境线将成为北约和

俄罗斯战略博弈的前沿，双方在北欧地

区的军事对抗或将进一步升级。

2023 年 4 月，芬兰成为北约第 31

个成员国，标志着该国军事不结盟的

时代彻底结束。芬兰地理位置重要，

紧邻俄罗斯，向南扼守波罗的海，向北

可进入北极地区。芬兰拥有人口约

560 万，常备武装部队规模 2.3 万人，

战时还有能力迅速征召超过 20 万名

预备役人员。芬兰军队较为擅长冬季

作战，此前美军特种部队曾专程前往

芬兰学习冬季特种作战技能。

与波罗的海三国相比，芬兰的综合

实力更强。通过与芬兰签署防务合作

协议，美国对北欧地区的控制力将进一

步增强。根据此次签署的协议，美国不

但可以使用芬兰的军事基地，还能够使

用芬兰北部的铁路通道，并在通往俄罗

斯边境的铁路沿线设置弹药储存设

施。这份协议，还涉及美军在芬兰领土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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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与芬兰签署防务合作协议的两

周前，美国同瑞典也签署了类似协议，

从而让美国可以使用瑞典的 17 个军

事基地。目前，美国已与挪威、爱沙尼

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丹麦等多个欧

洲国家签署了防务合作协议。这些迹

象表明，美国意在逐步形成对波罗的

海进行封锁的能力，以便需要时将俄

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行动范围限制在

芬兰湾内。对此，俄罗斯媒体分析称：

“自卫国战争以来，俄罗斯将首次面临

潜在敌人控制芬兰湾两岸并能够将俄

罗斯舰队困在其中的局面。”可以预

见，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步步紧逼下，

俄罗斯必将采取加速设立列宁格勒军

区等措施作为回应。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和芬兰此次签

署的防务合作协议并未对核武器作出

任何限制。芬兰国内法律明确禁止在

其境内储存或运输核武器。芬兰国防

部长海凯宁也称，芬美防务合作协议将

确保遵守芬兰法律。不过，国际社会依

然对核武器是否会出现在芬兰抱有担

忧。目前，美国在欧洲部署的核武器主

要集中在德国、荷兰等国境内，一旦这

些核武器推进前移至芬兰境内，北约与

俄罗斯的核对抗将急剧升级。

芬兰外长瓦尔托宁表示，芬美防务

合作协议是两国关系的“里程碑”，协议

的签署将“增强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

安全”。然而，从事实上看，芬兰原本并

不是地缘博弈的热点，直到加入北约

后，芬兰与俄罗斯边界地区的局势才发

生根本变化。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所

说，俄罗斯与芬兰的争端早已得到解

决，不曾有任何问题。但随着芬兰被拖

入北约，“如今将遇到问题”。

芬兰与美国签署防务合作协议，

事实上将自身的国境线变成了潜在的

冲突线。而美国派兵驻扎芬兰，也绝

不是为了保护一个原本不需要保护的

国家，其背后的战略意图或让芬兰付

出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当前，北

约和俄罗斯围绕芬兰乃至北欧地区的

博弈正陷于互相加码的恶性循环中。

这一地区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外来力

量的介入或者更多的武器部署，而是

以理性姿态推动局势实现真正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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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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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事实：俄罗斯《消息报》去年 12 月 25 日报道称，为保护北极航

道安全，俄军将新组建一个“混合航空军团”。该军团隶属俄军北方舰

队，主要包括 2 个歼击航空团、1 个混合航空团和 1 个直升机团。

点 评：俄罗斯此举主要是针对美国、加拿大以及部分北欧国家

近期在北极地区的种种动向。北极航道是指穿越北冰洋，连接大西洋

和太平洋的海上航道。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等原因，北极航道的航

运价值愈发凸显。作为环北极国家，俄罗斯深知北极航道在其与美西

方博弈中的战略价值，组建“混合航空军团”就是期望更好地集成空中

作战能力，保护其在北极附近的国家利益和领土安全。

俄组建“混合航空军团”保护北极航道

新闻事实：据法新社去年 12 月下旬报道，最后一批法军士兵已于当

月 22 日撤离尼日尔。至此，1500 余名法国驻军及其作战装备全部撤离

尼日尔。

点 评：西非萨赫勒地区多数国家曾是法国殖民地。这些国家陆续

独立后，法国仍通过驻军等手段，维系对各国的控制。近年来，该地区接

二连三发生军事政变，民众反法情绪高涨，新当局纷纷对法军下达“逐客

令”。从 2020 年开始，法国先后从马里、中非共和国和布基纳法索撤军。

随着法国在萨赫勒地区的军事存在日渐式微，这一地区的安全局势走向

值得关注。

法国在萨赫勒地区的军事存在日渐式微

新闻事实：德国官方去年 12 月 27 日发布的信息显示，德国政府

2023 年批准出口的武器装备价值总额超过 117 亿欧元，同比增长 40%。

其中，出口到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大约占三分之一，价值 41.5亿欧元。

点 评：德国是欧洲重要的军工产品生产国。2023 年，德国出

口的武器装备主要流向俄乌战场和西方国家。除乌克兰是最大接

收国外，挪威、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也采购了大量的德制武器装备。

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尤其是俄乌冲突的持续延宕，是德国武器装

备出口额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德国政府批准增加武器出口，也反

映出其与美国对外政策的进一步趋同。

德国 2023 年武器装备出口额大幅增长

法国军人准备登机撤离尼日尔。德国制造的 PzH-2000自行火炮。俄军战机在北极圈内的摩尔曼斯克州进行飞行训练。

不久前，日本政府审议通过新版《防

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和运用指针，决定向

美国提供在日生产的“爱国者”防空导

弹。这是 2014 年日本内阁决议通过《防

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首次允许出口杀

伤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大幅调整安保

政策，逐年增加防卫预算，不断放宽武器

出口限制，其背后的野心图谋值得国际

社会高度警惕。

打破战后禁忌

违背“专守防卫”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

颁布《武器出口三原则》，明确不向“共产

主义阵营、联合国实施武器禁运的国家、

正在或可能发生国际争端的当事国”出

售武器。这一“禁令”成为日本“专守防

卫”原则的重要基石。冷战后，日本政府

一再借机修改相关法律条款，不断打破

《武器出口三原则》，妄图扩大武器出口

的范围和规模。

2014 年，日本政府决议通过《防卫

装备转移三原则》用以代替《武器出口三

原则》。在文字表述上，日本政府以“防

卫装备”和“转移”取代“武器”和“出口”，

企图降低政策敏感性，但事实上已大幅

放宽武器装备及相关技术的输出限制，

为武器“出海”打开方便之门。2017 年，

日本国会修订《自卫队法》，允许将自卫

队的二手装备免费或低价转让给其他国

家。自此，日本得以向越南出售巡逻艇，

向菲律宾出售巡逻艇和防空雷达系统，

向印度出售“独角兽”通信系统，不断制

造二战后武器装备出口的先例。

俄 乌 冲 突 爆 发 后 ，日 本 政 府 违 背

“不向冲突当事方提供防卫装备”的规

定，紧急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和

运用指针，为向乌克兰输送头盔和防弹

背心等非杀伤性装备“开绿灯”。2023

年 4 月，岸田内阁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

力强化支援”（OSA）实施方针，正式确

立向“志同道合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

新制度。

据日媒报道，最近这次政策修改的

重点在于，允许日本将其生产并组装的

成品武器出口到给予日本“生产许可”的

授权国。而在此之前，日本仅能向授权

国出口相关武器的零部件。新版《防卫

装备转移三原则》和运用指针还确定，只

要事先征得日方同意，这些成品武器还

可经授权国出口到其他第三国，但当前

被认为正在进行战斗的国家除外。

暗藏多种图谋

谋求军事领域松绑

很多分析评论指出，日本政府再次

修改武器出口制度，不断突破武器出口

“禁区”，背后暗藏多种图谋。

推动防务产业发展。由于武器出

口长期受限，自卫队需求又有限，日本

防务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成本高昂、效

率 低 下 、国 际 竞 争 力 不 强 。 其 90 式 坦

克、F-2 战斗机的采购单价，是美国同类

装备的 2 至 3 倍。日本政府每年都要拿

出大量补贴，以维持武器自主研发和生

产 能 力 。 即 便 如 此 ，2003 年 至 今 仍 有

100 多家日本公司退出防卫业务。近年

来，日本在多笔国际军贸大单竞争中接

连败北。一旦放宽出口限制，日本就可

以激活释放本国企业的武器装备生产

潜力，摊薄研发和采购成本，争夺国际

军贸市场份额，并借武器出口订单提振

国内经济。

加快军事领域松绑。近年来，日本

为突破“战后体制”、实现所谓“国家正常

化”，除进行解禁集体自卫权、增加防卫

开支和自卫队海外行动、发展进攻能力

等“正面突破”外，还注重展开更具隐蔽

性、内外阻力也更小的“横向突破”，即拓

展和深化对外军事合作。通过此次政策

修改，日本不仅可以对外转赠闲置的武

器，还能对外援助自卫队现役乃至新开

发的武器，从而获得更多外交手段。同

时，日本还能更方便地与其他国家联合

研发武器装备，提升自卫队的武器水平。

倚靠美国借机谋利。由于日美关系

的特殊性，日本武器出口政策的制定和

调整，背后都有美国的授意或默许，并服

务于美国的利益需要。近年来，美国力

推美日同盟升级转型，纵容日本解禁武

器出口，以呼应其“大国竞争”战略。日

本在追随美国构筑“印太包围圈”的同

时，也趁机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值得

注意的是，日本此次修改武器出口政策，

正值美欧武器产能遭遇瓶颈、难以同时

满足乌克兰和以色列武器需求的特殊时

期，显然在迎合、对接美国激增的武器输

出需求。

背离和平道路

破坏地区安全稳定

此次修改武器装备出口政策，折射

出日本政治右倾化不断加剧，值得国际

社会高度关注。

日本在军事领域的外向性和进攻性

越发抬头。近年来，日本加快发展进攻

性武器，除了没有核武器、洲际导弹、战

略轰炸机和大型航母，自卫队目前已配

备轻型航母、F-35 战机、“宙斯盾”战舰

等先进武器装备。2024 财年是日本新

“安保三文件”实施后的第二个财年。在

最近通过的日本 2024 财年政府预算草

案中，防卫预算约为 7.9 万亿日元，同比

上涨超过 16%。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是

日本背离二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最新动

向。日本政府架空“和平宪法”及“专守

防卫”原则的种种行径，引发国际社会广

泛批评和国内民众强烈反对。

破坏地区安全稳定，制造地缘冲突

风险。日本政府曾宣称，对外武器装备

合作是用于国际紧急援助、反恐、打击

海盗等目的，但岸田政府大肆渲染所谓

“周边威胁”，打着维护“海上通道安全”

的旗号，将武器装备合作的重点对象，

瞄向了南海周边国家。随着武器出口

政策的不断放宽，日本很可能作出更具

挑衅性的行为。日本政府需要充分认

清，充当地区安全“搅局者”，只会加剧

自身安全困境和发展困局。日本政府

应当切实尊重周边邻国的安全关切，深

刻 反 省 侵 略 历 史 ，坚 持 走 和 平 发 展 道

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

社会。

图①、图②：日本自卫队装备的“爱

国者”防空导弹和 F-35战机。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和运用指针，首次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

日本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欲何为
■海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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