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4年 4月 15日 星期一 国 际责任编辑 / 张小丽 Tel：010-66720063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电话：（010）66720745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全年定价 150元 零售每份 0.57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地址同社址）

据外媒报道，4 月 4 日，德国国防部

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柏林就北约成立 75

周年发表讲话时表示，他已签署一项命

令 ，计 划 自 上 而 下 重 组 德 国 联 邦 国 防

军。此次调整被视为德国自冷战以来

“最全面的军事改革”，延续了其国防政

策由保守型向强硬型的转变，或将重构

欧洲军事力量格局。

报 道 称 ，德 国 重 组 联 邦 国 防 军 的

决 定 ，是 基 于 当 前 国 家 战 备 需 求 和 区

域 作 战 经 验 作 出 的 ，实 施 时 间 为 6 个

月 ，主 要 体 现 在 军 事 结 构 和 兵 力 储 备

两个方面。

军事结构上，德国紧前推进指挥能

力 建 设 ，加 大 新 型 作 战 力 量 融 入 。 在

陆、海、空军的传统架构上，新组建网络

作战部队，旨在适应未来战争需求，应

对网络安全威胁。此外，德国将两个分

别部署于国内外的司令部进行合并，组

建新的中央司令部，对 4 个军种进行统

一指挥，以期实现快速决策，对接北约

作战指挥体系。

兵力储备上，德国或将恢复义务兵

役制度。自 2011 年 7 月取消义务兵役制

以来，德国联邦国防军一直难以吸引新

兵。该部队目前拥有 18.2 万名士兵，是

北约规模较大的军队之一。在德国看

来 ，这 仍 难 满 足 其 日 益 扩 大 的 战 略 需

要。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联邦国防

军 要 为 重 新 实 行 义 务 兵 役 制 做 好 准

备。关于年轻人服役模式的提案，将在

未来几周提交议会审议，以便到 2031 年

将军队规模扩充至 20.33 万人。

此次军事改革最早可追溯至 2023年

1 月，当时，德国前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

完成长达 600 页、约 200 项措施的军事改

革方案报告，并将此报告定义为“变化的

开始”。此后德国不断加速国防军建设

步伐，先后推出该国二战后首份《国家安

全战略》和 12年来首份防务指导方针，并

于今年 1月制定百余页的绝密行动计划，

为此次军事改革作了充分铺垫。

近两年，德国一系列国防政策的重

大转变，既是对 2022 年 2 月德国总理朔

尔茨在联邦议院演讲中提到的“时代转

折”观点的呼应，也反映出德国对现代

战争形态的认识和在国际安全事务中

的强硬态度。此次军事改革，反映出德

国以下 3 点战略考量。

增强军事实力。此次军事改革将

直接促进德国国防军现代化进程，提高

技术研制性价比，同时推动国防开支持

续增长。值得一提的是，德国 2024 财年

国防预算已达到北约规定的国防开支

占 GDP2%的要求，创下历史新高。

坚定北约站位。皮斯托里乌斯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的目标是使重组

后的联邦国防军在防御和战争中处于

最佳状态。他指出，德国军事改革对外

所传达的声音是“任何人都不应该有攻

击 北 约 领 土 的 想 法 ”。 此 次 军 事 改 革

后，德国政府官员和北约盟国及军事指

挥部之间的关系或将更加明确。

打造战略枢纽。随着北约和欧盟

不断东扩，大量新欧洲国家逐步向以德

法为中心的老欧洲国家靠拢，同时中东

欧 国 家 寄 望 于 武 装 德 国 以 对 抗 俄 罗

斯。随着此次军事改革不断深入，德国

或将进一步提升军事机动性，谋求在盟

友中的领导地位。

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目前的

经济体量和先进制造业，能够为其重整

军备提供一定支撑。如果德国今后按

照 之 前 的 承 诺 ，持 续 加 大 军 事 领 域 投

入，将很快成为世界上军费开支排名第

三的国家。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

德国此次军改仍面临不少挑战。一方

面，仍受阻于民众接受度、经费使用等

方面的困难；另一方面，或将进一步加

剧欧洲内部的紧张态势。另外，德国重

整军备的影响可能不仅局限于欧洲地

区，一旦引起其他国家仿效，将导致全

球安全形势恶化。

德国全面军改计划开始实施
■郭秉鑫 高 娜

开启“汰旧换新”进程

丹麦和芬兰空军主要装备美制战斗

机，目前，两国正着手对其进行更新换

代。丹麦空军现有 43 架 F-16 战斗机，

其中约 30 架可随时投入使用。这些战

斗机均为较先进的中期升级型，集成了

“利坦宁”先进瞄准吊舱，能在远距离实

施目标探测、识别和跟踪。丹麦 F-16 战

斗机在国际舞台上相当活跃，曾越境部

署到立陶宛和冰岛等北约国家。

长期以来，丹麦一直秉持“大西洋主

义”和“北约至上”，与美国防务关系十

分紧密，是美国 F-35 联合战斗机（代号

“闪电”）项目的“三级合伙人”之一。早

在 2016 年 6 月，丹麦政府就把本国下一

代战斗机锁定为 F-35 战斗机，并决定采

购 27 架 F-35A。目前，丹麦空军已先后

接收 10 架 F-35A 战斗机，其飞行员正在

美国接受新战斗机转换训练，以确保这

批战斗机于今年上半年正式列装。

芬兰空军现役主力战斗机为美制

F/A-18C/D 战斗机。这些战斗机此前

完成两次中期升级，能通过 Link-16 数

据链与北约各国空军互联互通。经过多

轮竞标，2021 年 12 月，F-35A 战斗机最

终力克“阵风”“台风”“鹰狮”等竞争对

手，斩获芬兰最新战斗机采购大单。芬

兰 将 采 购 64 架 F-35A 战 斗 机 ，预 计 于

2026 年具备初始作战能力，2030 年形成

全面作战能力。届时，F/A-18C/D 战斗

机将全数退役。

芬兰 2023年 4月正式加入北约后，对

F-35A战斗机的列装需求愈加迫切。然

而，新机列装可能会有意外。芬兰确定

购买更先进的 Block IV 批次，据称，配套

的新型发动机不会早于 2026年到位。按

计划，芬军首批 F-35A 战斗机将于 2025

年交付，并于 2026 年部署至罗瓦涅米空

军基地，充当北约的“北极前哨”。这意

味着，届时芬兰只能先接收 Block Ⅲ批

次，待相关技术成熟后再进行升级。

“极圈‘闪电’”初具规模

挪威与丹麦同为北约首批正式成员

国，也是 F-35 联合战斗机项目“三级合

伙人”。自 2022 年年初开始，挪威空军

着手用 F-35A 战斗机全面替换 F-16 战

斗机。挪威空军 55 架 F-16 战斗机已全

部进入二线状态，其中 32 架将销往罗马

尼亚，合同总金额约 5.14 亿美元。4 月 5

日，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计划在未来

12 年增加 6000 亿挪威克朗（约合 560 亿

美元）的国防开支。2036 年，挪威国防

开支占 GDP 的比例将达到 3%。鉴于挪

威空军战斗机已完成更新，这些开支将

主要投向海军和陆军。

早在 2008 年 11 月，挪威即确定采购

52 架 F-35A 战斗机，但直到 2012 年 6 月

才获得采购首批两架战斗机的授权。这

两架战斗机长期驻留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的卢克空军基地，用于训练挪威空军飞

行员和地勤人员。2017 年 11 月，首批 3

架 F-35A 战斗机加入挪威空军第 332 战

斗机中队，随后开始在北极圈附近展开

测试。2019 年，该中队所有 F-35A 战斗

机具备初始作战能力，接受了密集作战

测试和评估，并在挪威北部与本国陆海

军和特种部队进行联合演练。挪威空军

第 331 战斗机中队正在组建中，被定位

为“测试、训练和战术中队”。

目前，挪威 F-35A 战斗机的交付和

列装在稳步进行中，预计到 2025 年将完

成全部 52 架的交付。据悉，挪威 F-35A

战斗机接受了极端环境检验，是在全球

最高纬度地区服役的“闪电”。对 F-16

战斗机进行替换后，挪威将建成世界上

首支全隐形战斗机空军。

“‘鹰狮’之国”独树一帜

在北欧地区诸邻国不断装备美制

战斗机的情况下，2024 年刚加入北约的

瑞 典 ，其 空 军 依 旧 保 持 着 独 立 发 展 特

色。瑞典空军主要装备国产“鹰狮”战

斗机。30 多年来，“鹰狮”衍生出多代型

号 ，以 不 断 满 足 瑞 典 空 军 的 定 位 与 需

求。最新一代型号为 JAS-39E，瑞典空

军共采购了 60 架，预计于 2025 年开始

全 面 列 装 ，并 与 其 前 两 批 次 改 进 型 号

JAS-39C/D 共同服役。按计划，到 2030

年，瑞典“鹰狮”战斗机中队将从目前的

6 个增至 8 个，包括 6 个 JAS-39E 中队和

2 个 JAS-39C/D 中队。

在可预见的未来，瑞典的天空仍将

属于“鹰狮”战斗机。瑞典空军发言人

表示：“我们拥有自己的航空航天产业，

有能力以其他许多国家无法做到的方

式高速发展战斗机。”近期，瑞典宣布独

立研制下一代战斗机。3 月下旬，瑞典

主管军工生产的国防物资管理局向“鹰

狮”战斗机的制造商萨博集团，以及航

空航天公司 GKN 授出合同，委托其分

别对新一代战斗机和战斗机发动机进

行预研，预计 2025 年结束预研转入正样

研制阶段。新一代战斗机将于 2040 年

前后正式具备作战能力。瑞典正继续

以“单干”势头，加入全球第六代战斗机

“研发俱乐部”。

总体检视北欧空中作战力量即可发

现，美国制造的比重在持续加大，F-35

战斗机正在借机“收割”更多订单。在美

国鼓动下，2023 年 3 月底至今，丹麦、挪

威、芬兰、瑞典四国正加紧组建一支规模

达 250 架战斗机的“北欧联合空军”，其

中包括从美国采购的 143 架 F-35 战斗

机。未来这支联合空军将作为北约麾下

最大一支常备空中威慑力量，对北欧及

北极地区安全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北欧四国竞相提升空中战力
■王大宁

近期，12 个北约成员国同意通过

北约“欧洲飞行训练计划”，扩大北约军

事航空培训。这 12 个国家已确认今年

将首次派出 50 名飞行员在 4 个培训基

地接受训练。据报道，目前，参与国正

在新建 9 个培训基地，并计划组建 1 个

行业咨询委员会。

2020 年 6 月，保加利亚、克罗地亚、

捷克、希腊、匈牙利、黑山、北马其顿、葡

萄牙、西班牙、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共

11 个北约成员国发起“欧洲飞行训练

计划”。随后，比利时于 2021 年 2 月加

入该计划。

上述计划的目标是最大限度整合

相关国家现有飞行训练资源，并在必要

时扩大或新建设施，组建飞行员培训网

络，重塑欧洲飞行员培训格局，减少分

散性、降低培训成本、提高互操作性，满

足战斗机、直升机、运输机飞行员以及

无人机操控人员等不同类型飞行员的

培训需求。

北约成员国启动“欧洲飞行训练计

划”主要有 3 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目前军机飞行员的培训成本

越 来 越 昂 贵 ，在 技 术 上 也 更 具 挑 战 。

尤其是 F-35 战斗机等机型对飞行员

的技能提出更高要求，进一步推高了

培训成本。

二是大部分欧洲国家空军每年所

需的军机飞行员数量并不多，为此专门

设立或继续维持飞行训练中心的性价

比不高。“欧洲飞行训练计划”旨在将这

些国家零散的军机飞行员培训需求进

行整合，满足各国需求。

三是“欧洲飞行训练计划”旨在使

北约欧洲成员国有能力训练自己的机

组人员，在飞行员培训方面实现自给自

足，改变以往飞行员只能远赴美国参加

培训的局面。

近年来，北约欧洲成员国不断拓展

“欧洲飞行训练计划”相关内容。

一方面，拓展培训基地。2021 年

12 月，“欧洲飞行训练计划”参与国将

捷克国营航空培训中心和意大利国际

飞 行 训 练 学 校 ，指 定 为 官 方 培 训 基

地。其中，意大利国际飞行训练学校

最 初 的 校 区 在 加 拉 蒂 纳 空 军 基 地 ，

2023 年 5 月正式启用位于撒丁岛的德

西莫曼努新校区。新校区占地面积 13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3.5 万平方米。每

年飞行时数可达 8000 小时，每年可培

训 80 名新飞行员。2023 年 1 月，参与

国决定在希腊、匈牙利和北马其顿增加

3 个培训基地。今年 3 月，北约副秘书

长米尔恰·杰瓦纳宣布，“欧洲飞行训练

计划”的培训基地将增至 14 个，分布在

7 个欧洲北约国家。

另一方面，拓展受训国家。除上述

12 国外，今年 3 月加入北约的瑞典，近

期也尝试加入“欧洲飞行训练计划”。

瑞典国防部近期发表声明称，瑞典空军

与意大利空军签署了军事飞行训练服

务协议。未来 10 年，瑞典空军将派出

100 名学员和 4 名教员前往意大利接受

飞行训练。据悉，基础阶段训练将在意

大利加拉蒂纳空军基地进行，高级阶段

训练将在撒丁岛的德西莫曼努空军基

地进行。

此外，英国空军近期也与意大利空

军签署“委培”协议，意大利国际飞行训

练学校将为英国飞行学员、教员提供高

级阶段培训。未来 3 年，将有 12 名英国

空军飞行员在意大利国际飞行训练学

校接受战斗机飞行训练。

杰瓦纳说，北约通过系统的共同培

训和建立相互信任关系来促进团结。

“‘欧洲飞行训练计划’这一重要的多国

努力，将帮助我们打破国家孤岛，以共

同的方法培训下一代空勤人员。”北约

在一份官方声明中表示，预计今年上半

年将有更多盟国加入上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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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拓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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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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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刚

3 月下旬，美军在位于日本神奈川

县的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向日本自卫

队提供与“战斧”巡航导弹相关的实地

培训。日本海上和航空自卫队 25 名人

员参加本次培训，研究和学习“战斧”巡

航导弹的发射装置构造、装填方法及伤

员应对等，并于 3 月 28 日首次登上以横

须贺为母港的美海军“麦坎贝尔”号导

弹驱逐舰，在战斗指挥所进行了实地训

练。日本自卫队人员坐在指挥所屏幕

前，用英语向美军提问并确认操作方

法。按计划，美海军将以每月 1 次的频

率对日本自卫队人员进行此类培训，全

部培训将在 2025 财年内完成。

美 日 两 国 均 高 度 关 注 此 次 训 练 。

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亲临现场并表

示，此举旨在“提高美日同盟的威慑力

和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可靠性”。他强

调，在 4 月举行的美日首脑会谈中，提

升日本的“反击能力”是重要议题。日

本防卫大臣木原稔也发表声明强调，将

继续推动各种远程导弹的采购，以“早

日建成区域外防御能力”。日本海上自

卫队参谋长酒井良在记者会上表示，日

本自卫队与美军“可共享攻击目标情报

并攻击同一目标”。

按 照 日 本 防 卫 省 公 布 的 消 息 ，日

本将在 2025 财年至 2027 财年从美国采

购 400 枚“战斧”巡航导弹，加上相关控

制 和 支 援 保 障 设 备 ，总 价 值 约 23.5 亿

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原计划从

2026 财年开始采购 400 枚最新型“战斧

Block V”巡 航 导 弹 ，但 鉴 于 所 谓 越 发

严峻的安全形势，最终决定将采购计

划提前 1 年。由于美国产能不足，日本

决定改为混合采购相对较老的“战斧

Block IV”和更新的“战斧 Block V”巡

航导弹各 200 枚。

“战斧 Block IV”巡航导弹是美军

现役主力型号，射程超过 1600公里。“战

斧 Block V”在 IV 型基础上换用更先进

的弹载制导设备和数据链，提高导弹命

中精度和抗干扰能力。“战斧 Block V”

又分为 A、B 两种型号，其中 A 型主要用

来打击水面舰艇，配备新型半穿甲战斗

部，末制导方式由红外制导改为雷达制

导，强化对水面舰艇的搜索和锁定能

力。B 型配备新一代联合多效战斗部，

强化导弹对不同种类地面目标的打击

效能。按照日本的计划，这些导弹将主

要配备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

包括 4 艘金刚级、2 艘爱宕级、2 艘摩耶

级以及规划中的新型驱逐舰。

日本在引进“战斧”巡航导弹项目

上表现出的急迫心态，尤其是宁可放弃

采购最先进型号、也要争取提前获得的

做法，十分引人关注。日本媒体普遍承

认，引进“战斧”巡航导弹是强化日美同

盟的重大信号。美军为自卫队迅速展

开“战斧”巡航导弹相关培训，显然将进

一步加快日本获得并使用这种进攻型

武器的速度。在美国纵容和助推下，日

本“主动进攻”能力将得到快速提升，进

而支撑日美同盟的新调整和日本进攻

性军事力量发展，势必为地区安全局势

带来重大负面影响，值得关注和警惕。

上图：33 月月 2828 日日，，在在““麦坎贝尔麦坎贝尔””号号

导弹驱逐舰上导弹驱逐舰上，，美军对日本自卫队进行美军对日本自卫队进行

““战斧战斧””巡航导弹相关培训巡航导弹相关培训。。

日美展开“战斧”导弹培训
■李 海

33月月 1111日日，，参加参加““北欧响应北欧响应--20242024””演习的挪威空军演习的挪威空军 F-F-3535战斗机战斗机。。

44月月 44日日，，德国联邦国防军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德国联邦国防军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在欧洲局部冲突依
然持续的当下，“增加军
费、强化军力”已成为多
个欧洲国家的主题词。
由于“平衡外交”传统与

“和平主义”战略文化受
到冲击，拥有常备军的
北欧四国（丹麦、挪威、
芬兰、瑞典），正加快提
升本国空军实力，纷纷
添置新型战斗机。

从美国加速采购“战
斧”巡航导弹，被外界视
为日本自卫队强化所谓

“反击能力”、推动军事战
略“由守转攻”的标志性
举措。近日，在美国扶持
下，日本在此方面又出现
重大新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