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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在近日举行的年度

国防会议上，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宣

布，瑞典计划于 2025 年初向拉脱维亚

派遣一支地面作战部队。该部队将加

入由加拿大领导的北约加强型前沿驻

军战斗群，在北约框架下展开行动。

拉脱维亚是波罗的海地区的主要

国家之一，于 2004 年加入北约，长期以

来一直积极推动北约加强在其国内的

军事存在。2019 年 3 月，北约多国部队

北方司令部在拉脱维亚成立，这是北

约首次在波罗的海地区设立司令部，

主要任务包括制订防御计划、组织军

事训练、协调联合军事项目等，以强化

波罗的海三国乃至北约所有成员国的

集体安全。

目前，包括加拿大、意大利、波兰、

西班牙和阿尔巴尼亚等多个北约成员

国在拉脱维亚驻有军队，其中加拿大

的军队数量最多，达到 1700 人。加拿

大计划在 2026 年前，将其部署在拉脱

维亚的军事人员增加至 2200 人，同时

投入 1500 万加元（约合 1120 万美元），

用于建设新的军事基础设施。

此次瑞典宣布向拉脱维亚派遣的

地面作战部队，是一个由 800 名士兵组

成的机械化营，装备有 8×8 模块化装

甲车和 6×6 装甲运兵车。瑞典方面表

示，该部队完成部署后，将进一步提升

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实力。

2022 年 5 月，瑞典正式提交加入北

约的申请。此后，瑞典一直与北约保

持密切合作关系。瑞典多次与北约部

队进行联合训练、参与北约在波罗的

海地区的空中警戒任务。2023 年 2 月，

北约发布公告称，瑞典已加入由德国

倡导的“欧洲天空之盾倡议”，成为 17

个倡议签署国中唯一一个尚未加入北

约的国家。

2023 年 12 月，瑞典和美国签署首

份防务合作协议，允许在瑞典加入北约

前，与美国进行双边军事演习并加强军

事关系。根据该协议，瑞典将向美军开

放全国 17 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并允

许美国在瑞典领土上驻扎军队、进行演

习和储存军事装备等。美国国防部官

员称，该防务协议有助于美军在瑞典开

展行动，包括美国军事人员和军事物资

在该地区的预先部署，该方案为瑞典在

加入北约前，与相关国家开展相关军事

行动铺平了道路。

从未来发展来看，瑞典承诺向拉

脱维亚派遣的地面作战部队，也是其

推动加快进入北约进程的又一举措。

瑞典官员表示，瑞典还将发布一项全

面的“历史性”防御计划，以加强该国

作为北约盟友的作用。该计划包括打

造能力更强的武装力量部队、长期在

北欧地区采购弹药、改进国防创新战

略和建立更完备的防御机制等。

目前，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外事委

员会已通过瑞典加入北约议定书。下

一步，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还要面对

土耳其议会全体会议表决，以及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签署等环节，变数依

然存在。此外，匈牙利也尚未批准瑞

典的入约申请。

由于瑞典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

如果加入北约，将对欧洲现有安全格

局造成较大冲击，可能导致欧洲安全

形势进一步恶化。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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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欧洲国家加大在防务领域的

资金和精力投入，包括筹划设置千亿欧

元 的 专 项 军 事 基 金 、联 合 开 发 武 器 平

台、开放基地使用权限等。外媒称，来

自俄乌冲突和美国方面的压力，让欧洲

安全焦虑骤增，囿于内在分歧和能力不

足等因素，欧洲防务自主道阻且长。

加大资金投入

长期以来，欧洲的安全保障依赖于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1 月 15 日，美国总

统大选正式拉开序幕。民调显示，前总

统 特 朗 普 支 持 率 与 现 任 总 统 拜 登 持

平。报道称，尽管欧洲一直不愿接受特

朗普回归的可能，但现在不能再无视这

种风险，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或

将回撤军事力量，减少对欧洲盟友的延

伸防卫投入，让欧洲国家自己承担地区

安全责任。

在不久前举行的欧盟峰会上，爱沙

尼亚总理卡拉斯提议设立一个千亿欧

元 的 军 事 基 金 ，以 在 特 朗 普 重 返 白 宫

时 采 取 相 应 措 施 。 她 表 示 ，应 确 保 欧

洲军事安全成为下一届欧盟委员会的

工 作 重 点 ，国 防 成 为 欧 盟 三 大 优 先 事

项之一。

针对这一倡议，德国外交关系协会

会长沃尔夫称，千亿欧元的军事基金可

以为欧洲技术创新提供支撑，从而带来

更好的安全保障。

外媒称，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

优 先 ”政 策 使 跨 大 西 洋 伙 伴 关 系 陷 入

低 谷 ，欧 洲 普 遍 担 忧 美 国 新 一 届 政 府

会 重 拾 对 欧 洲 盟 友 的 激 进 政 策 ，届 时

欧 洲 防 务 对 美 依 赖 的 被 动 性 将 再 次

凸显。

对此，欧洲多国明确将增加国防预

算。德国 2024 年常规国防预算将提升

至 518 亿欧元（约合 564 亿美元），另有

192 亿欧元额外补充费用，创下历史新

高 。 法 国 宣 布 未 来 7 年 的 预 算 总 额 为

4133 亿欧元，较上一周期增加 40%。丹

麦计划未来 10 年在防务领域追加投入

1430 亿丹麦克朗（约合 206 亿美元）。荷

兰国防预算由 2023 年的 150 亿欧元提高

至 2024 年的 210 亿欧元。

加强防务合作

在增加国防预算来增强内部信心

的同时，欧洲多国联合开展装备研发、

建立安全合作机制等，增强内部凝聚力，

以推动延宕多年的欧洲防务一体化。

2023 年底，德国和立陶宛签署驻军

协议“路线图”。根据该协议，2024 年第

二季度，德国国防军战斗旅先遣队将正

式入驻立陶宛，并于 2024 年底组建旅级

指挥部，2025 年完成约 5000 名德国武装

部队人员的长期部署，2027 年前进入全

面战备状态。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

德国此举是在为欧洲未来的安全状况

提前布局。立陶宛将在连续数年内花

费 GDP 占比 0.3%的资金为德国国防军

提 供 住 房 、训 练 场 和 其 他 基 础 设 施 。

同 时 ，德 国 计 划 在 爱 沙 尼 亚 建 立 弹 药

生产厂。

英国国防部宣布将加强在北欧地

区 的 军 事 存 在 ，计 划 在 2024 年 向 该 地

区派遣 2 万兵力。瑞典、挪威、芬兰和

丹 麦 4 个 北 欧 国 家 组 建 战 斗 机 联 队 。

欧盟理事会批准通过《欧盟太空安全与

防务战略》，欧洲共同防务建设拓展至

太空领域。

外媒称，与以往美国牵头北约加强

欧洲威慑与防御力量不同，此轮调整由

欧洲国家主动发起并完成，从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欧洲国家对当前安全状况的

不安。

除加紧兵力布势外，欧洲国家在军

工领域也纷纷加强合作。德法意三国组

建军工联合体，共同推进欧洲下一代主

战坦克项目。意大利在本国预算法案中

设立 150 亿欧元项目基金，用于组建多

国合作的“欧洲军工联盟”。

荷兰寻求加入欧洲联合军备合作

组织，意图在推动欧洲防务合作方面发

挥作用。该组织由法国、英国、德国和

意大利在 2001 年成立，几年后西班牙和

比 利 时 加 入 ，年 度 运 营 预 算 为 60 亿 欧

元，涉及 A400M 运输机、FREMM 多任

务护卫舰和欧洲无人机等 17 个项目。

多重因素掣肘

报道称，欧洲国家看似作出很多努

力，但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将受多重因素

掣肘。

作为欧洲“领头羊”的德法两国，在

欧洲防务自主问题上各有盘算。德国

希望在北约框架下开展军备建设，兵力

布局和防务投入都凸显北约存在的必

要性。法国则追求欧洲战略自主，期望

脱离北约，建设欧洲自己的防务力量。

以德法意等国为代表的“老欧洲”

与以波兰为首的“新欧洲”，在共同防务

理念上存在分歧。外媒称，来自政治外

交的“离心力”，让欧洲防务自主道阻且长。

目前看似火热的军工合作也存在风

险。欧洲联合军备合作组织、德法意军

工联合体等，与美国在全球军售市场存

在竞争关系，未来在技术供应链等方面

势必受到美国阻碍。同时，欧洲军工产

业产能有限，即使产品技术取得突破，也

无法在短时间内供应足够的武器装备。

欧洲在安全焦虑中加大投入
■石 文

立陶宛军队进行军事训练立陶宛军队进行军事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