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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编成特点鲜明

日本海上自卫队此次行动代号为

“印太部署 2024”。参演兵力中有 6 艘水

面舰艇，包括“出云”号和“加贺”号两艘

准航母，“羽黑”号和“有明”号驱逐舰，

“国东”号两栖登陆舰和“能代”号护卫

舰。此外，还有数量不详的常规潜艇和

两架 P-1 海上巡逻机伴随出航。作为对

比，日本海上自卫队此前在亚太地区部

署时，通常派出 1 艘出云级舰艇，持续时

间 4 至 5 个月。

日本这次大规模海外行动的兵力

编成，基本囊括了一般航母编队的舰艇

构成，堪称“航母特混编队的雏形”。其

以两艘准航母为编队核心，1 艘登陆舰

负责遂行两栖攻击行动，1 艘驱逐舰担

负编队防空任务，1 艘驱逐舰和 1 艘护卫

舰负责反潜作战，常规潜艇则作为水下

掩护兵力。

受“和平宪法”限制，日本两艘出云

级舰艇服役之初，是只能搭载直升机的

两栖攻击舰，但在设计时保留了改造为

航 母 的 潜 力 。 2018 年 ，日 本 政 府 修 订

《防卫计划大纲》等文件，为两艘出云级

舰艇航母化改装创造条件。目前，两舰

均已完成第一阶段改装，具备各搭载约

10 架美制 F-35B 战斗机的能力，变身为

“准航母”。

日本此次派出的护航舰艇中，“羽

黑”号是日本新型防空“宙斯盾”舰摩耶

级的 2 号舰，满载排水量超过 1 万吨，具

备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是日本海上自

卫队水面舰艇主力。“有明”号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陆续服役、主司反潜任务的

9 艘 村 雨 级 驱 逐 舰 中 舰 龄 最 小 的 。“ 能

代”号则属于这几年新下水的最上级护

卫舰，能执行侦察监视、反潜护航及近

程防空等任务，满载排水量约 5500 吨，

升级空间较大。媒体普遍预测，伴航潜

艇很可能是苍龙级或更新式的大鲸级，

旨在进行远洋部署状态下的实际作战

性能测试。

暗藏深层战略考量

日本派主力舰艇进行长期海外部

署，折射出其对这次行动的高度重视。

根据日本防卫省规划，这些舰艇将组成

4 个 海 上 作 战 群 ，分 别 访 问 美 国 、菲 律

宾、澳大利亚、印度及多个太平洋岛国，

并参加所经地区举行的 2024 年度多国

联合演习，包括在法属波利尼西亚举行

的“马拉拉”演习，澳大利亚主导的“卡

卡杜”演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太

平洋之龙”演习，美国和印度共同主导

的“马拉巴尔”演习等。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日本此次规模

空前的海外部署行动背后，隐藏着深层

战略考量。

响应美国“印太战略”，摆脱“战后

体制”束缚。面对美国以重塑盟友体系

为重点的地区战略，日本通过此次力量

投入，展现了参与配合的态度，进而可

依托强化版的美日同盟，与美国的地区

盟友深化合作关系。日本试图通过参

与海外军事活动特别是日益增多的联

合演练，提升相关各方对日本在军事领

域“ 正 常 化 ”的 接 受 度 ，为 其 继 续 突 破

“和平宪法”限制积攒“人脉”。

追随协同美国海军，尽快提升作战

能力。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此

次远航的主要演练内容，是与美国海军

“协同作战”。鉴于日本海上自卫队仍缺

乏对现代航母的实际运作经历，F-35B

战斗机也尚未到位，与美军联合行动，

有助于其快速积累经验。此外，按预定

计划，“加贺”号将于今年 11 月前往美国

东海岸，与 F-35B 战斗机进行“整合试

验”。日本在接收舰载机之前，提前进

行航母与属舰乃至盟国军舰的配合训

练，旨在缩短舰载机交接时间，使航母

编队快速形成战斗力。

相关举动值得警惕

日本政府对外宣称，此次海外部署

行动旨在“增强日本与地区盟友的联合

作战能力，推进地区和平稳定”。实际

上，日本此举是其加速强化海外军事行

动的缩影。这也进一步折射出，日本正

通过建立定期协商和联动机制、签署双

边多边军事协定、参与联合军事演习等

方式，扩大军事伙伴关系网，为实现突破

“专守防卫”原则的战略企图铺路奠基。

作为此举的“前奏”，4 月中旬，日本

高调宣称，将首度向亚太地区多个国家

派遣“特别警备队”，支援其海巡机构建

立登船临检等能力。这远远超出日本

防卫所需范围，真实意图则是深度入局

乃至搅局地区安全合作。此番极具进

攻性的“双航母”编队远航，势必助长日

本的野心，未来其军事冒进势头可能更

加凸显，对攻击性军事力量的建设和运

用会愈发有恃无恐。

日 本 这 些 举 动 背 后 ，都 有 美 国 纵

容默许乃至推波助澜的影子。美国正

在 不 遗 余 力 推 行“ 印 太 战 略 ”，布 局 对

抗色彩浓厚的“大国竞争”，日本的“紧

傍”无疑将进一步推高地区紧张局势，

给地区和平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从

近 代 以 来 的 历 史 看 ，日 本 每 一 次 军 力

扩 充 ，都 会 给 周 边 邻 国 带 来 战 火 和 灾

祸。日本当前日益频繁的海外军事活

动，将严重威胁地区安全，值得国际社

会高度警惕。

日本开启大规模海外部署
■王大宁

4 月下旬，美国国防部宣称，其正

准备开发最近 40年来第一款新型核弹

头，以此“跟上未来对手威胁的脚步”。

在国际局势波诡云谲之际，美国全面升

级核弹头，将给全球核安全局势和核军

控体系带来更大冲击和挑战。

美国能源部长珍妮弗·格兰霍姆

和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局长吉尔·赫鲁

比，在为参议院作证准备的发言稿中

表示，美国将研发 W93 核弹头，因为

美国已进入一个充斥着全球威胁的不

安时代。

相关报道称，W93 核弹头是美国

国家核安全管理局申请的 2025 财年

193 亿 美 元 总 预 算 中 的 项 目 之 一 。

2022 年以来，科研人员一直在位于美

国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

实验室，进行 W93 核弹头的可行性研

究。新的核弹头将基于现有设计，因

此在投入使用前不需要进行核试验。

这项新型核弹头计划，将在相当

程度上提升美国海基核打击能力。根

据美国官方发布的消息，W93 核弹头

将采用潜射设计并装填钝感高能炸

药，装备美军正陆续建造的新一代哥

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和现役俄亥俄级

战略核潜艇。未来，该型核弹头将逐

步取代目前部署的 W76、W87 和 W88

型 核 弹 头 ，充 当 美 国 潜 射 核 弹 头 主

力。美海军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目前

配备“三叉戟Ⅱ”D5 弹道导弹，哥伦比

亚级将配备该型导弹的改进版本。报

道称，这些导弹搭载 W93 核弹头后，

可靠性、突防能力和打击效果将得到

提升。美海基核力量也将随之形成新

核潜艇、新核导弹、新核弹头的“三新”

布局。

长期以来，核力量是美国保持军

事 霸 权 、谋 求“ 绝 对 安 全 ”的 重 要 倚

仗。美国公开新型核弹头研制计划，

只是其提高战略核威慑乃至核实战能

力，以图继续“倚核谋霸”野心的“冰山

一角”。美国官方文件及相关报道显

示，美国将在未来 10 年斥资超过 7500

亿美元，全方位更新核打击体系。美

国这项“自‘曼哈顿计划’以来最庞大

的核武器计划”，招致了很多支持核不

扩散活动人士及国内专家的批评。

更有甚者，美国拜登政府 2022 年

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已将美国

核政策目标的表述，从“威慑及应对核

攻击”，改为“威慑、向盟友和伙伴提供

保证，并在威慑失败时实现美国的目

标”，进一步降低动用核武器的门槛。

不少评论人士指出，美国的核政策“已

倒退至冷战时代”。而美国本就拒绝

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核武

器开发上一直持“双标”立场，现在又

高调宣布升级核弹头，进一步更新核

武库。这体现了美国仍在奉行过时的

冷战思维，或将诱发新一轮核技术、核

军备竞赛，导致核对抗“险局”、核扩散

“乱局”愈发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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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自主武器国

际会议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来自

140 余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非政

府组织和研究机构的 1000 余名官员出

席。此次会议以“站在十字路口的人

类：自主武器系统和监管的挑战”为主

题，聚焦人工智能（AI）与军事技术结合

相关话题，尤其是由 AI 增强和支持的

自主武器系统，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作为一种新兴武器平台，自主武器

系统能够在无人干预情况下独立搜索、

识别并攻击目标。对此，奥地利外交部

长沙伦贝格表示：“谁生谁死的决定权，

必须掌握在人类而不是机器手中。然

而，事实是科技正在飞速发展，政策却

落后了。”

针对当前已有自主武器投入局部

地区冲突的实例，沙伦贝格称：“人类正

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自主武器系统很快

将布满世界战场。我们已经通过 AI 控

制 的 无 人 机 和 基 于 AI 的 打 击 目 标 筛

选，见识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这一代人

的‘奥本海默时刻’。”他提到的奥本海

默，是美国“曼哈顿计划”的首席科学

家，被称为“原子弹之父”。但奥本海默

一直用自己的影响力呼吁控制核武器，

并极力反对核军备竞赛。

此次会议强调了 AI 的军事使用和

AI 军备竞赛的危险，表达了对 AI 武器

化引发的伦理和安全风险的担忧。有

参会人员认为，AI的运用降低了自主武

器制造门槛，可能造成此类武器数量泛

滥，如果落入恐怖分子等非国家行为体

手中，将加剧国际社会的不稳定。美国

信息物理学家阿吉雷发出警告称，2017

年拉塞尔博士预言的“杀人机器人时代

已经到来”。他表示，只要拥有 3D 打印

机和基本编程知识，一名学生便可制作

出有能力引起大规模伤亡的无人机。

另外，人工智能系统如果遭黑客攻击，

导致卫星和其他数据丢失，甚至人工智

能本身引起的幻觉，都可能成为 AI 武

器系统潜在的风险。

会议还探讨了是否应对 AI 武器化

进行必要干预和控制。会议期间，许多

专家建议采取控制武器出口、建立人道

主义法规等措施，应对 AI 武器化带来

的挑战。此次会议达成一项不具约束

力的行为准则，并形成一份强调“以人

为本”的报告，以供下届联合国大会使

用，旨在弥补当前国际法在禁止 AI 武

器化方面的空白。

近年来，国际社会关于监管 AI 武

器化的呼声持续走高。在联合国的主

持下，各国在这方面进行了长达 10 年

的专家谈判。2023 年 11 月，在首届全

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上，28 个国家和欧

盟签署首份针对 AI 的国际性声明《布

莱切利宣言》，同意通过国际合作建立

AI监管方法。

相关评论指出，随着 AI 驱动的致

命性自主武器系统投入实战，继火药

和核武器之后的“第三次军事革命”或

将发生。然而，短期内实现对 AI 武器

的有效管控并非易事。随着全球冲突

不断升级，多国企业不断加大对 AI 的

推广和投资力度，从客观上加大了监

管难度。此外，AI 武器涉及多种技术

组合，也已不再适用传统的军备控制

条约。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斯波利亚

里茨在会上强调，目前还不能保证 AI

武器将来不会落入恐怖分子之手，这也

是为何迅速采取行动监管 AI 武器化如

此重要。有评论人士指出，AI驱动的武

器系统在具备低成本、易操作等优点的

同时，也存在违背道德、容易失控等风

险。利用好 AI 武器这把“双刃剑”，需

要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和对未来责任

的深刻认识，确保其安全可控。

AI武器面临“奥本海默时刻”？
■郭秉鑫 刘明宇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

对韩国的积极态度表示欢迎。他表示，

“奥库斯”第二支柱是技术共享协定而非

安全同盟。韩国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技

术实力，是与澳大利亚共享价值的战略

合作国家，双方在技术领域保持密切合

作。“奥库斯”第二支柱项目将带来发展

机会，日本也可能参与其中。

美英澳三国于 2021年 9月签署“奥库

斯”协议。该协议由两个支柱组成，第一

支柱是在非拥核国家澳大利亚部署搭载

常规武器的美国核潜艇，并由英澳建造下

一代核潜艇；第二支柱是加快成员国人工

智能、量子计算、高超音速武器、电子战等

关键技术的协同发展，并将其应用于军事

领域，增加成员国武装部队之间的互操作

性。据报道，美英澳三国已成立数个工作

组，推进上述领域先进能力建设。

今年以来，在美国的主导下，“奥库

斯”联盟多次讨论扩员事宜，谋求将美国

的关键盟友拉进第二支柱，帮助美国及其

盟友实现深度技术合作与能力融合，提升

高科技战争条件下的一体化威慑和联合

攻防能力。日本已被“奥库斯”联盟确定

为扩员的首选对象，此前也有韩媒传出

“奥库斯”想拉韩国入伙的消息。韩国《中

央日报》4 月 11 日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

委员会一名高级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韩国可以成为“奥库斯”的合作国。

该官员称，“奥库斯”正考虑接收包括韩

国、加拿大、新西兰在内的多个合作伙伴，

这些国家能够为其第二支柱带来独特优

势。报道称，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公开表明

韩国加入“奥库斯”联盟的可能性。

“奥库斯”联盟考虑将韩国列为第二

支柱合作伙伴，主要是看中了韩国的技

术研发能力。近年来，韩国军工产业发

展迅速，在网络安全等方面的优势比较

突出。另外，作为该联盟的主导国，美国

拉日韩等国入伙，也是想通过建立更高

的技术壁垒，维护自身军事科技霸权。

日韩等国加入后，有助于美国向盟友索

取技术和转移产业链，满足美国军工复

合体的利益要求。

韩国谋求加入“奥库斯”联盟，也有

自身利益考量。韩国总统尹锡悦上任以

来，抛弃了韩国此前相对平衡的外交路

线，对美亦步亦趋，重新拉紧美韩同盟和

美日韩三边军事安全合作，并与北约展

开密切互动。韩国不断在军事安全领域

与西方加强捆绑，主要目的是希望在地

缘格局重塑过程中牟取一席之地，提升

在亚太地区的大国地位，充当西方在亚

太地区的代理人。同时，韩国也有应对

所谓朝鲜核威胁的现实考量。

作为一个排他性的军事安全合作机

制，“奥库斯”联盟奉行的是零和博弈和

阵营对抗的冷战思维。美英澳不顾地区

国家和国际社会普遍担忧，不断释放扩

员信号，拼凑排他性“小圈子”，制造分

裂，将给亚太地区蒙上“新冷战”阴影。

这不仅会增加亚太地区军备竞赛风险，

更可能将亚太地区推向危险的阵营对

抗，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上图：今年今年 33 月月，，美海军美海军““安纳波利安纳波利

斯斯””号核潜艇停靠澳大利亚号核潜艇停靠澳大利亚。。

韩国谋求加入“奥库斯”联盟
■李 伟 董小超

据日本媒体报道，5月
3日开始，日本海上自卫队
首次出动包括两艘出云级
准航母在内的舰艇编队，
在印太海域开展为期 7 个
月的联合演习和访问，此
次行动将于 12 月 15 日结
束。这被视为日本海上自
卫队迄今为止“规模最大
的一次海外部署”，引发外
界普遍关注。

继新西兰和日本之后，
韩国也谋求加入美国、英国
和澳大利亚组成的“奥库斯”
联盟。5月上旬，韩国和澳大
利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
第六次外长防长（2+2）会议，
共同探讨韩国加入“奥库斯”
联盟的可能性。韩国国防部
长官申源湜在联合记者会上
称，韩方欢迎“奥库斯”成员
国考虑将韩国列为第二支柱
合作伙伴，韩国的国防科技
力量将为“奥库斯”第二支柱
发展作出贡献。

美国现役美国现役 WW8888核弹头核弹头。。

日本海上自卫队日本海上自卫队““出云出云””号准航母号准航母。。

奥地利外交部长沙伦贝格在奥地利外交部长沙伦贝格在自主武器国际会议上自主武器国际会议上发言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