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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实：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日本和德国两国政府 1 月 29

日签署了日本自卫队与德军分享食物、燃料和弹药的《物资劳务相互

提供协定》。报道声称，该协定旨在促进物资和后勤支持，便利双方共

同训练，深化防务领域合作。

点 评：近年来，日本的军事动作不断。签署该协定既是其谋求

“普通国家”化的举动，也是利用美“印太战略”借船出海、实现军事大

国野心的体现。事实上，在德国之前，日本已分别与美国、英国、法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六国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从这些

国家的地理分布不难发现，日本正试图通过引入域外力量，强化其在

地区的影响力。日本此举也是在配合甚至助推北约“东进亚太”，将为

地区安全与稳定埋下隐患。

日德签署防务协定强化安保合作

德国与日本举行联合空中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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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 1 月 31 日发表声

明说，该组织向在红海行驶的美国“格雷夫利”号驱逐舰发射了数枚导

弹。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已经将“所有在红海和阿拉伯海行驶的美

英军舰视为合法攻击目标”，并将在“适当时刻”对这些军舰发动打击。

点 评：自红海危机爆发以来，美英等国与也门胡塞武装的报复与反

报复事件不断发生。当地时间 2月 3日晚，美英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

地区的 13个地点 36个目标发动新一轮空袭。对此，胡塞武装高级官员

称，该组织将“以升级来应对升级”。红海危机本是新一轮巴以冲突外溢

的结果，但目前已演化为中东地区新的安全问题，若得不到有效控制，或

将引发更大的危机，局势将愈发动荡紧张。

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美国军舰

红海海域的胡塞武装。

新闻事实：当地时间 2 月 1 日，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

特别峰会上，就 500 亿欧元援乌计划达成一致。该计划将向乌克兰提

供关键的预算支持，用于未来四年的基本财政支出。作为协议的一部

分，欧盟成员国同意每年就援乌计划的实施进行讨论。

点 评：新援乌计划能够通过，得益于匈牙利态度的转变，这一转

变显然是欧盟妥协和让步的结果。匈牙利此前不赞同，实际上是想借

机解冻其被欧盟冻结的数百亿欧元欧盟预算资金。欧盟在自身经济状

况不佳的情况下依旧选择强力援乌，欲以“政治正确”之名增强自身凝

聚力。但随着俄乌冲突延宕，匈牙利等国对欧盟援乌战略的疑虑和不

满将不断加深，未来欧盟内部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分歧恐将扩大。

欧盟就500亿欧元援乌计划达成一致

德国援助乌克兰的“猎豹”防空坦克。

军眼聚焦

军眼观察

近日，北约“坚定捍卫者 2024”演习

正在举行。作为冷战结束后北约最大规

模军事演习，“坚定捍卫者 2024”既是对

北约新战略概念和新防御计划的验证，也

是北约在俄乌冲突延宕背景下作出的应

对之举。不过，该演习不但不能给欧洲带

来安全，反而会进一步恶化地区局势，甚

至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特点——

数十年来最大规模军演

“坚定捍卫者”演习每 3 年举行一

次，旨在检验北约各国军队联合作战能

力 。“ 坚 定 捍 卫 者 2024”于 1 月 24 日 启

动，将持续到 5 月 31 日。本次演习恰逢

北约成立 75 周年，由北约总部直接筹划

和指挥，整体动静可谓不小。

规模庞大、多域联动。“坚定捍卫者

2024”是 1988 年以来北约举行的最大规

模军演，参演人员约 9 万，分别来自北约

31 个成员国以及伙伴国瑞典，参演装备

包括航空母舰、驱逐舰等 50 多艘舰船，

80 多架战斗机、直升机、无人机等飞行

器，以及 1100 多辆作战车辆。上一次

“坚定捍卫者 2021”只有来自 22 国的约

1 万军人参演。本次演习覆盖陆、海、

空、网络等多个领域，旨在充分检验北

约多域联合作战能力。

应对危机、着眼实战。“坚定捍卫者

2024”的背景想定是波兰和立陶宛边界

苏瓦乌基走廊遭到攻击，由此触发《北大

西洋公约》第 5 条集体防御条款。演习

内容包括跨大西洋调动北美兵力和快速

部署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基本思路是用

快反部队应对最初的危机，用增援力量

打赢大规模“战争”。值得注意的是，本

次演习首次利用真实地理数据设置演习

场景，聚焦实兵实战的意味浓厚。

历时数月、覆盖面广。“坚定捍卫者

2024”由一系列独立演习组成，将历时 4

个多月，地点从北美延伸到北欧、中东

欧，接近俄罗斯边境，跨度长达数千公

里，几乎环绕整个乌克兰战场。演习重

点以德国为纵深保障基地，向波兰、立

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部署北约快

速反应部队，以“展示北约在任何条件

下从北欧到中东欧，历时数月、跨越数

千公里的范围内开展和维持复杂多域

行动的能力”。

目的——

对俄进行军事慑压

尽管北约宣称不针对任何国家，但

演习抵近俄罗斯边境且正值俄总统选

举时间，对抗与威慑意图明显。俄乌冲

突爆发以来，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持续

紧张。2022 年，北约在新版战略概念中

将俄罗斯重新定义为“最大、最直接的

安全威胁”。

北约举行“坚定捍卫者 2024”演习，

最直接的目的是推动新防御计划落实，

检验跨大西洋兵力投送和快速反应部队

作战的能力，实现作战概念由危机应对

向大规模联盟战争转变，谋求提高战备

水平，强化对俄作战准备。此次演习是

首次落实去年北约维尔纽斯峰会通过的

新防御计划。该计划把俄罗斯与恐怖主

义列为北约受到的两大威胁。

同时，北约在俄乌战场上乌军反攻

受挫、西方国家表现出“援乌疲劳症”的

背景下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不仅意图

通过战争宣传营造出“全面抗俄”的氛

围，让西方民众继续支持向乌克兰提供

军事援助，更是为了安抚久战师疲的乌

克兰，为其打气助威。

此外，北约剑拔弩张搞军演的背后

是政治考虑。今年美国和欧洲多国均将

迎来大选，特朗普重新上台的可能性以

及欧洲右翼势力的日益崛起，已成为悬

在跨大西洋盟友关系之上的“达摩克利

斯之剑”，北约各国之间极可能因此出现

裂痕。因此，北约需要通过证明自身的

存在价值来为“重视盟友”的拜登政府站

台。同时，显示“价值观和核心原则”也

成为北约此次军演的重要目标。

影响——

加剧地缘局势紧张

北约虽然试图通过军演威慑俄罗

斯，但是并不会对俄乌战场造成实质性

影响。其采取的阵营对抗举动更无法解

决成员国安全关切，反而会加深欧洲国

家与俄罗斯之间敌意，让整个地区的安

全局势更加恶化。

北约举行军演的前后，一些西方政客

大肆渲染“俄罗斯威胁论”，挑动阵营对

抗，从英国防长沙普斯发出“和平红利时

代已经结束”的论调，到德国防长皮斯托

里乌斯称俄罗斯会在 5到 8年内攻击北约

国家，从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伯·鲍尔

警告说，北约面临“几十年来最危险的世

界”，到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公开放话称

“瑞典可能发生战争”，为给这次规模空前

的军演打配合，西方政客可谓使足劲去叫

嚣鼓噪。但其声嘶力竭的“拱火”，除了进

一步渲染氛围的紧张程度外，并不能真正

捍卫欧洲的安全，反而将北约目前面临的

矛盾与危机不断暴露出来。

一 方 面 ，欧 洲 动 荡 难 安 本 身 就 是

美 国 追 求 自 身 霸 权 私 利 、主 导 北 约 不

断 东 扩 的 结 果 。 北 约 借 军 演“大 秀 肌

肉”，与其所宣称追求的“集体安全”南

辕 北 辙 ，必 将 进 一 步 刺 激 地 缘 局 势 紧

张 。 就 在“ 坚 定 捍 卫 者 2024”启 动 当

天 ，俄 罗 斯 正 式 终 止 了 与 芬 兰 的 跨 境

合作协议，次日，普京现身波罗的海舰

队 总 部 所 在 地 加 里 宁 格 勒 州 ，其 中 的

警告意味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北约搞大规模军演犹如

一把双刃剑，在威慑对手的同时，也对

自己造成负面影响。在部分北约国家，

民众在恐慌情绪的刺激下，已经开始抢

购收音机、户外炊具、手电筒和水壶等

商品。当前，欧洲国家普遍深陷发展停

滞、社会撕裂的泥潭，极右翼势力的日

益上升严重冲击了欧洲传统的政治安

全结构。尽管俄乌冲突让各国在北约

体系内有所抱团，但并无法改变北约有

心无力的实质。

总之，美国牵头举行大规模军演，

不过是故伎重施，试图在转移国内困境

的同时加紧对欧洲的掌控。越来越多

的人已看清，美国主导下北约的种种挑

衅行径，才是加剧世界动荡的根源，美

国的霸权形象也将持续崩塌。

图①：美军船坞登陆舰“冈斯顿·霍

尔”号。

图②：北约军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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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举行“坚定捍卫者 2024”演习，32国参加，持续 4个多月—

北约“大秀肌肉”恶化地区局势
■语 冰 韩光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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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 日，据报道，美军出动战机

和无人机，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受

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的指挥部、武器

仓库和其他设施等目标进行空袭，这

是对 3 名驻约旦美军士兵遭无人机袭

击丧生的报复。

此前，美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的军

事基地已经多次遭遇袭击，其中多数

被认为是来自于伊拉克“伊斯兰抵抗

组 织 ”等 叙 伊 两 国 的 民 兵 武 装 组 织 。

这些武装组织声称袭击是对美国支持

以色列打击巴勒斯坦哈马斯的回应，

以及为了促使所有美军撤离伊拉克等

地。美国军方称，2023 年 10 月以来，

美国的中东军事基地曾遭遇较大规模

的袭击，其中，伊拉克安巴尔省的阿萨

德空军基地、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

的美军基地、叙利亚哈塞克省和代尔

祖尔省的多个美军基地成为主要被袭

击对象。此次约旦美军基地不仅是首

次遇袭，更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

来首次有美军士兵死亡。

为回应驻中东军事基地的频繁遇

袭，美国多次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民兵

武装进行空中打击，然而威慑效果十分

有限，根本无法遏制当地民兵武装蜂群

式的袭击和骚扰。此次约旦美军基地

遇袭，美国确认是伊拉克民兵武装“伊

斯兰抵抗组织”所为。美国认为其受到

伊朗的支持，多次指责伊朗是这一切的

“幕后黑手”，美国国内甚至有声音要求

直接打击伊朗，这使外界普遍担忧可能

出现更大范围的中东冲突。但美国国

防部和白宫都表示“不希望与伊朗开

战”；美国总统拜登重申不希望中东地

区爆发“更广泛的冲突”。这表明美国

试图在强力回应和避免冲突外溢之间

实现某种平衡。

美军中东基地频繁遇袭，不仅给

拜登政府带来军事和政治压力，也反

映出当前美国在中东地区顾此失彼、

进退失据的尴尬处境。

美国在中东地区遭遇日益突出的

非对称冲突挑战。中东地区广泛存在

各种非国家行为体，黎巴嫩真主党、巴

勒斯坦哈马斯、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

和叙利亚的民兵武装在中东局势中拥

有日益增大的影响力，并表现出鲜明

反美、反以特征。美国的传统军事优

势和威慑能力，难以对这些非国家武

装组织发挥作用，他们利用火箭炮、无

人机、导弹等方式对美军中东基地和

设施灵活发动袭击，使美防不胜防、疲

于奔命，陷入非对称冲突的困境。

美国在应对中东危机中割裂式的

应对之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近

期美军基地频繁遇袭，与巴以冲突这一

中东核心问题密切相关。美军在叙利

亚不请自来和在伊拉克赖着不走，本就

遭到所在国政府和民众的反对。新一

轮巴以冲突的激烈爆发和美国对以色

列的明显偏袒，又极大地刺激了中东地

区的反美情绪。在此背景下，非国家武

装组织更趋活跃，通过袭击行动回应加

沙冲突，扩大自身影响力，当地的美军

基地自然成为其袭击的靶子。与此同

时，美国割裂式地看待在巴勒斯坦、也

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的危机，回避

在中东核心问题上的责任，企图通过武

力分别解决危机，其结果只会是火上浇

油，导致冲突不断扩散。

美国的中东战略收缩与维持地区

主导权的既定战略遭遇新阻力。美国

希望借助有限军事存在和盟友联合来

配合其中东战略收缩，努力维持地区

主导权，集中精力开展大国竞争。但

新 一 轮 巴 以 冲 突 爆 发 以 来 的 地 区 乱

局，不仅打乱了美国撮合以色列与阿

拉伯国家改善关系的计划，还不得不

加大对中东的军事、政治和外交投入，

甚至短期内被迫重返中东。

未来，美以阵营与以伊朗为首“抵

抗阵营”之间的全方位博弈仍将持续

展开，多条战线上的间接冲突和“暗战”

难以避免。但须知，当前中东地区局势

高度复杂敏感，袭击与报复的恶性循环

必将导致地区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东研究

中心）

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频繁遇袭—

美国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
■邹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