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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近日报道，为

尽快替换从 2002 年开始服役的“达多”

步兵战车，意大利启动了一项总额 52.3

亿欧元（约合 56.4 亿美元）的装备采购计

划，未来将购买 1000 辆新型步兵战车，

目的是进一步提升意大利的军事现代

化水平和在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

据悉，意大利拟采购的步兵战车目

前命名为“陆军装甲战斗系统”。意大

利陆军明确要求该车具备与其他作战

平台共享目标数据，以有效应对简易爆

炸装置、反坦克导弹和蜂群无人机袭击

的能力。同时，意大利陆军还希望该车

具 备 较 强 的 指 挥 控 制 系 统 、可 扩 展 装

甲、模块化设计和开放式架构，以及与

地面无人作战车辆协同作战能力。

按计划，意大利将在未来数月内选

定陆军装甲战斗系统的研制方案，并先

期投入 4800 万欧元推动项目研制。一

旦项目进展顺利，意大利将采购该型步

兵战车。

从项目研制方式上看，意大利从技

术难度和开发成本等角度出发，倾向于

与法德合资的 KNDS 防务集团或德国

莱茵金属公司开展跨国合作。

事实上，意大利是欧洲为数不多能

自 主 研 发 主 战 坦 克 和 步 兵 战 车 的 国

家。意大利陆军“公羊”C1 主战坦克、

“半人马座”系列步兵战车和此次计划

替换的“达多”步兵战车，均由意大利自

主研制生产。近年来，意大利开始注重

通过国际合作引入更先进技术，进一步

提升自身国防工业水平。2023 年 12 月，

在意大利国防部支持下，意大利莱昂纳

多集团与 KNDS 防务集团签署合作协

议，共同开发欧洲下一代主战坦克。意

大利还专门在国防预算法案中设立 150

亿欧元项目基金，用于组建多国合作的

“欧洲军工联盟”。面对意大利抛出的

1000 辆 新 型 步 兵 战 车 意 向 采 购 大 单 ，

KNDS 防务集团和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积

极筹划参与联合项目研制。针对意大

利在推进陆军装甲战斗系统项目中明

确提出的“最大限度提高意大利工业投

入、就业率和相关技术水平”，德国莱茵

金属公司计划为意大利提供履带式“山

猫”步兵战车，并宣称可向意大利提供

技术转让和进一步改进设计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意大利用于

武器装备采购的金额逐年上升。数据显

示，意大利 2023 年武器装备采购预算达

到 61 亿欧元，较 2022 年的 54.2 亿欧元增

长 12.5%，远超 2021 年的 40 亿欧元。根

据意大利国防部发布的《2023 至 2025 年

国防规划》文件，预计 2024 年意大利武

器装备采购预算达到 81.6 亿欧元，2025

年突破 87 亿欧元。目前，意大利已计划

采购 133 辆德国制造的“豹”2 系列主战

坦克，同时对现有的 125 辆“公羊”C1 主

战坦克进行升级。除陆军装甲战斗系统

外，意大利还启动了“半人马座Ⅱ”和新

一代 VBM“箭”式步兵战车的采购工作，

加速提升意大利陆军的地面作战能力。

意大利启动步兵战车采购计划
■张乃千 王浩宇

陆海空全方位展开

海军方面，1 月上旬，美国海军和韩

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韩国济州岛

周边海域举行海上联合演习。美日韩 3

国 共 出 动 包 括 宙 斯 盾 舰 在 内 的 9 艘 舰

艇。演习内容包括反导防御、情报支援

和海上联合打击等。美国海军派出“卡

尔·文 森 ”号 航 母 打 击 大 队 。 这 是 自

2023 年 11 月以来，该航母时隔两个多月

再次驶抵朝鲜半岛。

该演习结束后，美国海军派遣“罗斯

福”号航母打击大队进入西太平洋海域，

与“卡尔·文森”号航母及日本海上自卫

队“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开展联合巡

航。“卡尔·文森”号航母和“罗斯福”号航

母 打 击 大 队 均 隶 属 于 美 国 海 军 第 3 舰

队，在此次行动中，以“前沿部署支援”模

式赴西太平洋地区。外媒称，美军向该

地区调派域外力量，是在其“印太战略”

框架下搅局布势的缩影。

同期，美、日、韩、澳、印 5 国在关岛

举行第六届“海上之龙”联合反潜演习。

美国海军派遣 P-8A、P-3C、P-1 反潜机

和 MQ-4C 无人机参加夜间反潜演练，

并出动 1艘攻击核潜艇充当假想敌目标，

重点演练昼夜不间断作战和有人/无人

机协同反潜战法。

空军方面，1 月中旬，美国空军派遣

“轰炸机特遣部队”前往亚太地区。B-1B、

B-52H 战略轰炸机先后在新加坡、冲绳

和关岛地区短暂部署，与日本、新加坡等

盟友开展联合训练。

2 月上旬，来自美、韩、日、澳、法、加

6 个国家的 80 余架飞机及 3000 余人，参

加了美国空军主导的“对抗北方-2024”

联合演习。该演习在关岛至马里亚纳群

岛一线展开，美日出动 F-15 和 F-2 战斗

机负责遂行战斗任务，澳韩法加出动预

警机、加油/运输机执行保障任务。

陆军方面，1 月以来，美国陆军与日

本陆上自卫队在北海道实施了为期 1 周

的“北风-2024”实兵训练；与菲律宾陆军

开展了持续 3 周的群岛海岸防御演习。

美国陆军部还宣布，将邀请日澳等国参

加以北约成员国为主体的“会聚工程-

2024”多国联合演习，以提升亚太地区盟

友的指挥控制和联合火力行动能力。

此外，美韩“自由盾牌”军演、美日澳

联合指挥所“利刃”演习等综合性演习也

相继展开。在网络空间等新兴作战领

域，美菲混合编组参加了英军“国防网络

奇迹”演习。

演习策略全面调整

报道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演习突出

阶段性、层次性和分域性等特点。无论是

指挥机构推演，还是实兵训练，美军注重由

“灰色地带”危机向战时状态转进的内容

演练，重点推动其一体化军事策略落地。

在力量使用方面，战略武器平台频

繁亮相。美军出动两支航母打击大队参

加联合演练，并进行多型战略轰炸机的

前沿部署，折射出美国战略重心倾向于

应对所谓大国间的“高端战争”。

在兵力投入方面，美军以辖区外兵力

为主，突出检验远程支援和跨区作战能

力。“海上之龙”联合反潜演习中，美国海

军 P-8A 反潜机从距离目标区域 2500 千

米的基地起飞，遂行反潜任务，日澳等国

参演力量采取“就近用兵”或提前部署模

式，演练盟友间的一体化反潜作战。

美国盟友的参与方式也有变化。“海

上之龙”“利刃”等演习的参演国不断增

加；日澳菲等国参加北约成员国为主的

“会聚工程”“国防网络奇迹”等演习。外媒

称，这是“北约亚太化加剧的直接体现”。

此外，地区盟国在演习中的参与度

明显提升。澳大利亚预警机成为“对抗

北方-2024”军演中的主要力量；日本陆

上自卫队反潜编组在“海上之龙”演习中

扮演蓝军主力；“自由之盾”指挥推演中，

韩军“戏份”明显加码；菲律宾也将在“国

防网络奇迹”演习后，首次承办美菲“肩

并肩”网络防御演习。

“绑架”盟友捞取红利

外媒称，美国将联合军演视为检验

与盟友关系的“试金石”。韩媒称，日韩

澳菲等国在美国怂恿下，已成为美国在

地区事务中的“马前卒”，美国以“延伸威

慑”等噱头为幌子，在加剧军备态势和地

缘紧张气氛中捞取经济和外交红利。

美国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战略框

架下，不断推进与日印澳三国的防务合

作，并将此视为在亚太地区施加影响力

的重要手段。

美日韩不断升级加码的联合训练，

为三边关系持续升温增添动力。美国表

示，接下来将推动日韩两国直接开展军

事合作。日韩国内媒体担忧，两国将成

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行动的代言人，

被迫卷入战争的风险升高，美国却只需

在幕后发号施令。

美菲两国关系的不断深入，使美国

在东盟中增加新的追随者。日澳主动融

入北约防务机制，也是美国推动盟友一

体化的暗箱操作。

随着美国大选临近，拜登政府试图

通过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大打军备牌，为

本届政府捞取政治资本和经济红利。一

方面，大幅展示“军备现代化成果”，为竞

选拉分；另一方面，通过制造紧张气氛，

推动军工等产业经济发展。演习中，美

国国防部多次鼓吹 F-35 战斗机、P-8A

反潜机的作战效果，并鼓励盟友“加快装

备通用性和互操作性的建设进度”，为武

器装备出口造势。

美密集拉拢盟友举行军演
■刘磊娜

近日，新西兰与澳大利亚两国外

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墨尔本举行首

次“2+2”会谈。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

顿·彼得斯在会谈后表示，将寻求与澳

大利亚建立更紧密的防务关系，并与

澳大利亚讨论加入美国、英国和澳大

利亚组成的“奥库斯”联盟可能性。这

标志着有关新西兰加入该联盟的讨论

正式提上日程。

2021 年，美英澳依据三方安全协

议成立“奥库斯”联盟。根据协议，美

国和英国将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

术，帮助澳大利亚组建核潜艇部队，同

时三国互享技术，共同发展远程打击

能力。美国曾希望新西兰也加入该联

盟，但新西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

直奉行无核化政策，认为该联盟严重

损害《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精神，并

带来核安全、核潜艇军备竞赛、导弹技

术扩散等诸多隐患和危害，对加入该

联盟保持谨慎态度。

随着新西兰国内政治生态发生变

化，新西兰政府开始对加入“奥库斯”

联 盟 表 现 出 较 大 兴 趣 。 2023 年 3 月 ，

时任新西兰国防部长利特尔表示，新

西 兰 正 在 考 虑 与“ 奥 库 斯 ”联 盟 进 行

合作，共同发展人工智能和网络战领

域的先进技术，但不涉及有关核技术

的内容。此后，美国加紧拉拢和游说

新西兰加入“奥库斯”联盟。2023 年 7

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新西兰时

表 示 ，新 西 兰 作 为“ 五 眼 联 盟 ”的 一

员，长期与美国在国家安全领域密切

合 作 ，新 西 兰 可 以 在 任 何 时 候 加 入

“奥库斯”联盟，共享武器开发和采购

项目等。

在这种情况下，新西兰也加快向

“奥库斯”联盟靠拢的步伐。2023 年 8

月，新西兰发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文

件和第一阶段国防评估报告，强调美

国在新西兰防务合作中的重要地位，

及澳大利亚的紧密盟友关系，并表示

将 通 过 区 域 合 作 ，提 高 总 体 战 略 能

力。外界认为，此举为新西兰加入“奥

库斯”联盟提供了政策依据。

2023 年 12 月，新西兰新任总理克

里斯托弗·拉克森在访问澳大利亚时

表示，将研究加入“奥库斯”联盟的利

弊，及与该联盟进行新技术合作的可

能。他声称，只要不涉及核潜艇事宜，

新西兰并不排除加入该联盟的可能。

从 未 来 发 展 看 ，新 西 兰 加 入“ 奥

库 斯 ”联 盟 的 意 愿 越 来 越 强 烈 ，但 受

到诸多因素制约，完全加入该联盟还

需时日。

新西兰虽然与美国同属“五眼联

盟”，但两国的核政策大相径庭。正因

为新西兰坚持反核的立场，20 世纪 80

年 代 拒 绝 携 带 核 武 器 的 美 国 军 舰 造

访，才导致美澳新三国同盟体系破裂。

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新西兰

的核政策会发生变化。在此次“2+2”

会谈中，新西兰重申“不准备妥协或改

变无核立场”，并将继续支持南太平洋

地区无核化。新西兰明确表示，只就

参与“奥库斯”联盟的非核部分进行讨

论，仅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高超音

速技术及电子战等新兴技术领域开展

合作，不涉及有关核技术的部分。上

述表态使新西兰能否完全融入以核潜

艇建设为主体的“奥库斯”联盟充满未

知数。

从本质上看，“奥库斯”联盟具有

明显阵营化、集团化特征，体现美英澳

三国的冷战思维。目前该联盟正在积

极 寻 求 扩 员 ，一 旦 新 西 兰 加 入“ 奥 库

斯”联盟，美国将继续为该联盟拉拢更

多国家，这不仅会加剧地区军备竞赛

和地缘对抗，还会破坏亚太地区乃至

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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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美国拉拢
盟友在亚太地区密集举行
军事演习，并调整演习策
略，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乃至全球军备竞赛中捞取
好处、谋求利益。报道称，
美军以演习为平台，高调
展示军事存在，并推动阵
营化格局重塑，成为地区
不稳定局面的始作俑者。

美国海军双航母编队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展开联合巡航美国海军双航母编队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展开联合巡航。。

意大利现役意大利现役““达多达多””步兵战车步兵战车。。

据美国海军新闻网报道，近日，德

国海军司令卡克表示，德国海军今年将

派遣 1 艘护卫舰和 1 艘补给舰前往亚太

地区。这是继 2021 年派遣护卫舰前往

亚太地区后，德国海军在该地区的又一

次部署，引发外界关注。

方案基本敲定

早在 2023 年 6 月，德国国防部长皮

斯托瑞斯就宣布，将于 2024 年派遣两

艘军舰前往亚太地区。经过长期筹划，

该行动方案基本成形。

德 国 此 次 计 划 派 遣 的 护 卫 舰 是

F125 型“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该

舰是德国海军新一代主力护卫舰，武

器 系 统 为 1 门“奥 托 ”127 毫 米 舰 炮、2

座 21 联装 RIM-116 防空导弹和 2 座四

联装“鱼叉”反舰导弹，主要用于中低

强度海上行动。此次计划派遣的补给

舰是柏林级“法兰克福”号补给舰。该

舰是德国现役吨位最大的补给舰，满

载排水量 2 万吨，配备北约标准的海上

补给系统和大型模块化医院，可用于

水、食品、燃料、武器弹药等物资补给

及医疗救援等任务。

目前，德国海军还在协调具体停靠

的国家和港口。卡克透露，新加坡、马

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日本和

美国夏威夷等，都将是此次部署的访问

地或补给点。

德国海军将此次部署列为 2024 年

“三大优先事项”之一，此次派出的 2 艘

舰艇不仅将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等区

域联合演习，还将独立遂行巡航任务。

欲达双重目的

外界分析，德国海军再度进行亚太

部署，背后用意值得深思。

一方面，深化多边合作，增强地区

军事存在。德国此次部署直接目的是

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防务联系。近

年来，德国积极开展多边军事合作，重

点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交流。德国

从 2006 年起向新加坡提供“豹”2 系列

主战坦克并提供相关培训，还向新加

坡出售 4 艘 218SG 潜艇；于 2023 年派遣

人员参加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护身军

刀”多国演习；与日本签订《物资劳务

相互提供协定》《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

协定》《情报保护协定》等军事合作协

议。总体来看，德国运用武器销售、联

合演习、协议签订等多种方式，不断提

升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合作水平，强化

军事存在。

另一方面，践行亚太战略，扩大地

区影响力。2020 年，德国政府发布《德

国—欧洲—亚洲：共同塑造 21 世纪》报

告，明确提出亚太地区是德国外交政策

的优先议程。随后，德国海军 F123 型

“拜仁”号护卫舰进行了近 20 年首次亚

太部署。此番计划再次部署是德国持

续践行亚太战略的具体举措。特别是

在 2023 年 出 台 首 份《国 家 安 全 战 略》

后，德国安全观从单一军事安全转向包

含经济安全的整体安全概念，高度关注

经济、贸易较为活跃的亚太地区，希望

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防务专家指出，德国海军实力相对

较弱，即便派遣最新型护卫舰，影响力

也十分有限。欧盟的一份报告指出，一

旦发生冲突，欧盟在亚太地区的舰队几

乎起不到任何作用，更何况德国的小型

编队，德国海军精心筹划的亚太部署可

能仅具象征意义。

上图上图：：德国海军德国海军 FF125125 型型““巴登巴登··符符

腾堡腾堡””号护卫舰号护卫舰。。

德国海军再度谋划亚太部署德国海军再度谋划亚太部署
■王昌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