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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率“创新高”

美军官方消息称，受地区安全形势

影响，美军航母处于最为活跃的历史时

期。目前，至少有 4 艘航母处于部署状

态，4 艘刚刚结束部署任务，其余 3 艘则

处于大修、泊港和近岸状态。

5 月下旬，“里根”号航母结束远航

前的基础海试工作，将于 6 月执行夏季

巡航。其编队包括 2 艘导弹巡洋舰、4 艘

导弹驱逐舰和 1 艘战略核潜艇，在所谓

印太海域遂行部署任务，包括与日澳等

国举行多航母演习。巡航结束后，“里

根”号航母将返回本土进行大修。

“华盛顿”号航母将接替“里根”号

航母遂行相关任务。当前，“华盛顿”号

航母正在的黎波里海域进行补给，随后

将前往亚太海域。该舰动力系统等核

心部件进行了检修升级，可搭载 F-35C

舰 载 机 ，作 战 实 力 已 超 越“ 里 根 ”号 航

母。美海军计划在 11 月前完成 2 艘航母

的任务交接。“华盛顿”号航母从美国本

土东海岸出发，横跨大西洋、地中海、阿

拉伯海等多个海区完成部署，届时，“里

根”号将循原路返回。

目前，美海军还有 1 艘航母在亚太

海域活动，即今年年初从第 3 舰队辖区

部署至第 7 舰队的“罗斯福”号航母。该

舰先后访问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港口，

参加了美日韩双多边演习等。美海军

官员表示，其将与“里根”号和日本“准

航母”举行大规模军演。

在中东，美海军“艾森豪威尔”号航

母已部署近 8 个月，足迹遍及地中海、红

海水域。不久前，在临近海域执行任务

的美海军“福特”号航母已先期返港，结

束上一周期部署休整的还有“文森”号、

“杜鲁门”号和“林肯”号航母。按照美海

军作战条令，休整期航母处于任务评估

阶段，但依然能够依令快速出海部署。

美海军还披露了其他航母动态信

息。比如，“尼米兹”号航母处于延期服

役的保养阶段，“布什”号正泊港进行休

整，“斯坦尼斯”号处于大修状态。

运维问题频发

在美军极力宣传其航母高出勤率

的同时，多家外媒和美国军工综合体曝

光了美海军航母存在的诸多问题。

报道称，“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实际上

是刚刚结束大修即投入部署，因此次中东

之行为“紧急部署”，并没有进行全面检

测。美军航母部署周期多为 4 至 6 个月，

无论是已部署近 8 个月的“艾森豪威尔”

号，还是之前的“杜鲁门”号和“布什”号，

部署时长都接近 9 个月。美军工方面表

示，超长时间部署导致航母无法按期进行

保养维修，直接透支航母战斗力。

而 备 受 关 注 的 新 一 代 福 特 级 航

母 首 舰“ 福 特 ”号 ，在 遭 遇 列 装 即“ 病

倒趴窝”窘境后，首次部署时长也超过 8

个月，舰载机起降等关键战力指标，多

次 因 推 进 系 统 故 障 出 现 偏 低 状 况 。 2

号舰“肯尼迪”号因将部分零部件拆卸

后“支援”“福特”号，致使入列时间延后

至 2025 年。这意味着，3 号舰也将推迟

入列。

美海军现役主力尼米兹级航母首

舰“尼米兹”号已服役 50 年，在经历多次

延期服役后，预计 2027 年才能退役。同

样延期服役的还有“艾森豪威尔”号航

母。外媒称，由于退役计划不断变更，

运维和拆解成本不断抬高，五角大楼需

增加上亿美元用于此项开支。

另外，“林肯”号、“尼米兹”号航母

曾先后发生生活用水污染事件，引发舆

论高度关注。美海军迫于压力发布调

查 报 告 ，承 认 管 理 混 乱 ，存 在 明 显 问

题。“里根”号航母也被媒体爆料曾发生

核泄漏事故。虽然美军予以澄清，但外

界担忧始终难以消除。

外媒称，美海军航母存在的诸多问

题 ，加 剧 了 美 国 民 众 和 官 兵 的 信 任 危

机。特别是“林肯”号航母舰长在处置

水污染事件过程中采取瞒报造假行为

后 仍 获 提 升 ，一 度 引 发 政 治 风 波 。 此

外，外界还分析称，高出勤率也导致航

母故障率攀升，特别是“超长待机”致使

舰员工作强度、心理压力增大，操作标

准降低，并可能诱发心理问题。

航母战略转型

与美海军高调宣扬以及外媒借势

炒作相呼应，美国军政界逐渐泛起“让

航母回归大国竞争”的论调。

根据美海军舰船发展规划，航母仍

是建设重点。比如，对新一代福特级航

母的技术完善，以及尼米兹级航母的延

后服役保养，都已纳入 2030 年前美海军

装备建设日程。美海军作战部长弗兰

凯蒂表示，将采取“重回 80 年代”策略，

提高美海军在未来大国战争中的应对

能力，航母编队不可或缺。

在加大投入的同时，美航母训练也

出现新动态，逐步由战场威慑向实战运

用转型。未来，美军航母与盟友的多航

母演习以及海空战略资源联合打击训

练，将趋于常态化。目前，美计划向关岛

部署 B-1B 战略轰炸机，与“里根”号和

“罗斯福”号航母举行代号“英勇盾牌”的

联合防空与打击演习。美航母舰载机也

频 繁 与 日 韩 F- 35 系 列 战 斗 机 举 行 合

练。此外，在近年的美海军年度大规模

演习中，航母均充当核心角色。美炒作

重回航母竞争等话题，将催生全球海上

军备态势升级，不利于地区安全稳定。

外媒披露美航母最新动态
■石 文 白永军

5 月 15 日，芬兰国防部长安蒂·哈

卡宁宣布，芬兰将在 2025 年参加 115 场

国际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活动，预计相

关费用将达约 1075 万欧元（约合 1170

万美元）。这是芬兰自 2023 年 4 月正式

加入北约以来，首次制订对外演训合作

计划。芬兰国防部网站显示，芬军此前

每年参与 60 至 70 场国际演习和训练活

动。这意味着，2025年芬军对外联合演

训场次数量将大幅增加。

芬兰虽长期秉持“中立国”身份，但

芬兰国防军一直积极参加国际演训活

动。在芬兰看来，这有助于其更好参与

联合国或地区组织的“危机管理”行动，

拓展本国国际影响力。目前，芬兰仍在

参加欧盟地中海海上巡逻行动、联合国

驻黎巴嫩维和部队、联合国“中东停战

监督团”等。

芬兰国防部称，“安全环境的重大

变化，以及芬兰与挪威、瑞典、英国和美

国防务合作的深化，将对芬兰国防建设

产生重要影响”。哈卡宁表示：“未来，

北约盟国与芬军一起训练的频率将更

高、时间将更长。”

其实，芬兰早已在深化与北约的合

作，并定期参加北约组织的联合演习。

1994 年，芬兰首批加入北约“和平伙伴

关系”框架。2014 年北约威尔士峰会

上，芬兰又加入北约新成立的“互操作

性倡议”和“增强型机会伙伴”两个机

制 ，并 与 北 约 签 署“ 东 道 国 谅 解 备 忘

录”，同意在军演或发生危机时，为途经

或 进 驻 芬 兰 的 北 约 军 队 提 供 后 勤 支

持。此后，芬兰空军定期参加北约在波

罗的海上空的警戒任务。

2022 年欧洲局部冲突爆发后，芬

兰 决 定 申 请 加 入 北 约 。 芬 兰 正 式 加

入北约前后，北约国家与芬兰的联合

演习次数急剧增加，并在芬兰及其邻

国境内接连举行“北极边缘”“寒冷反

应”“北极挑战”“箭矢”等多场大规模

演习。芬兰国防军还远赴欧洲大陆，

参 加 北 约“ 空 中 卫 士 ”等 针 对 性 演

习 。 美 国 也 迅 速 加 强 与 芬 兰 针 对 北

极 地 区 的 联 合 演 训 ，2023 年 3 月 ，美

军“ 绿 色 贝 雷 帽 ”特 种 部 队 赴 芬 兰 开

展 演 训 ，专 程 向 在 极 寒 条 件 下 作 战

“ 技 高 一 筹 ”的 芬 军 特 种 作 战 团 学 习

技战术。2023 年年底，美芬签订双边

协 定 ，芬 兰 将 开 放 包 括 海 空 军 基 地 、

训练区、仓储区等在内的 15 处区域供

美军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芬兰与俄罗斯的陆

地边界长达 1300 公里。芬兰加入北约

后，北约与俄罗斯的陆地边界长度骤增

1 倍多。为此，芬兰除增加与盟友国家

的联合演训活动外，还有意加快边防军

预备役人员的培训。这难免引起俄罗

斯的警惕，使本已日渐收紧的地区安全

局势更加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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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

乘坐美海军陆战队运输机抵达与那国

岛。鉴于与那国岛是日本最西端的岛

屿，也是日本自卫队在所谓西南地区开

展警戒监视活动的关键据点，美国大使

的此次出访备受关注。

近年来，日本自卫队在与那国岛重

点部署了两支力量。

一是警戒监视部队。早在 2016 年，

日本即在该岛开设驻地，成立编制约

160 人的“沿岸监视部队”。其隶属陆上

自卫队西部方面情报队，下辖雷达班、监

视班、警备排和后方支援队，负责全天候

监控附近舰机动向。2022 年 4 月，日本

航空自卫队西南航空警戒管制团所属第

53警戒队一部约 50人也进驻该岛。

二是电子战部队。今年 3 月，日本

陆上自卫队在该岛部署了一支约 40人的

电子战部队，专门负责收集分析周边舰

机发出的电波、监听通信和干扰雷达。

这支新部队的成员，抽调自 2022 年 3 月

成立的陆上自卫队电子战司令部下辖的

第 101 电子战队和第 301 电子战中队。

日媒称，位于冲绳那霸、知念和与那国岛

驻地的 3处电子战分基地，将共同构筑日

本所谓的“西南电子岛弧”，并陆续换装

能干扰导弹和无人机的新型设备。

为加强对上述部队和驻地的防护，

日本防卫省计划在 2025 年将与那国岛

驻地面积扩张约 60%，新建射击场与弹药

库，并部署装备 03式中程地对空导弹（加

强型）的陆基防空导弹部队。该岛机场

已被列为“军民共建共用试点基地”。

伊曼纽尔在与那国岛停留了 4 个

多小时，同当地官员及渔民代表见面，

视察了该岛最西端的灯塔，并进入自卫

队基地同日方进行磋商。伊曼纽尔声

称 ，此 行 旨 在 彰 显 美 日 同 盟 的“ 威 慑

力”。随后，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己

“是第一个访问与那国岛的美国驻日大

使，但预计不会是最后一个”。日本官

方 称 ，这 是“ 自 1997 年 有 相 关 记 录 以

来，美军飞机首次降落与那国岛机场”。

其实，早在 2022 年 11 月日美举行

“利剑”年度联合演习期间，与那国岛即

已作为主要参演场地，首次出现驻日美

军的身影。当时，美海军陆战队搭乘自

卫队的运输直升机，从位于冲绳本岛的

那霸基地起飞进入该岛，随后换乘自卫

队装甲车向演习地开进，并在岛上设立

“联合战术协调中心”。

目前，日本在西南方向的军备建设

仍在提速，该地区的奄美大岛、冲绳岛、

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等岛屿上，

均部署有“反击能力”不断强化的预置

守备力量。日本右翼团体炒作称，与自

卫队强化西南防卫相对应，伊曼纽尔的

到来，预示着美日“将在与那国岛实施

更为复杂的联合军事行动”。评论人士

指出，美国大使这次“罕见访问”，对日

本岸田政府发出了信号，即“美国希望

日本对美国的追随和支持不要停留在

口头上，更要体现在行动上”。

随着日美持续强化军事一体化，两

国在日本西南方向共用机场和港口等设

施，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引发当地民众强

烈反对。长期以来，冲绳美军基地带来

的安全事故、飞机噪音和犯罪等问题，严

重影响日本民众日常生活。美军一向自

诩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却在“治外法权”

荫庇下肆意妄为。美国号称是在保护盟

友的安全，实际却将盟友领土变为“对抗

一线”，成为盟友的“威胁源”。

对于伊曼纽尔搭乘美军飞机到访

与那国岛一事，日本冲绳县知事称：“根

据冲绳县的一贯方针，除紧急情况外，

应避免美军使用民间机场。在县政府

再三要求下，美军飞机仍使用与那国岛

机场的做法，令人非常遗憾。”不少日本

当地民众也举行抗议集会，喊出“不要

将我们的岛屿变为军事要塞和战场”

“美国海军陆战队不要来”等口号。

日美加速布局与那国岛
■王大宁

近日，法国和德国国防部长在巴黎正

式签署一项军工合作协议，明确两国将

共同研发具备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

“地面主战系统”，即“未来坦克”。这份政

府间协议，标志着法德两国这一长达数年

的武器研发合作项目取得新进展，被视为

欧洲防务装备一体化的关键节点。

作为传统陆战武器制造强国，法国

“勒克莱尔”和德国“豹”式主战坦克，都

被视为装甲武器的“拳头”产品。早在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德国联邦国

防军就根据战场信息，判定其主要陆战

装备“豹 2A6”主战坦克难以在未来战争

中发挥原先设想的作用，尤其是在火力

打击方面。在时任国防部长冯德莱恩推

动下，德国联邦议院批准研发新一代坦

克。与此同时，法国军方也有意采用更

先进坦克来接替已服役多年的“勒克莱

尔”主战坦克。经过与法德两国政府谈

判，德国韦格曼公司与法国奈克斯特公

司于 2015 年底组建 KNDS 防务集团，为

法德共同展开坦克研发奠定产业基础。

2017 年，两国宣布正式启动“地面主战

系统”联合研发工程。

根据设计，“地面主战系统”将打造

一种未来陆地作战系统，其中涵盖一系

列无人作战载具，包括能够自动驾驶的

地面车辆以及各种轻型、中型或重型载

人装备。除新的车辆外，“地面主战系

统 ”还 将 发 展 新 的 战 术 和 协 同 作 战 能

力。此前，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

科尔努表示，法德将设计“与其说是未来

的坦克，不如说是坦克的未来”。

然而，跨国合作并非一帆风顺，理念

不同与利益协调，成为法德两国推进该

项目面临的重要问题。在 2018 年欧洲

防务展上，欧洲防务系统公司推出的项

目样车便是“混血儿”，由“豹”式主战坦

克底盘和“勒克莱尔”主战坦克炮塔组合

而成。这种将车体和底盘重组的做法，

被指意义不大。在今年 4 月 26 日的协议

中，法德两国再次对“未来坦克”的设计

作出规划：在项目 8 个技术支柱中，法国

和德国各自主导 2 个，另外 4 个由双方共

同主导。利益方面的调和同样不容忽

视，尤其是这一大型项目将对法德两国

防务产业带来深远经济和科技影响。项

目启动伊始，其制造生产配额就是个敏

感话题。经过两国政府谈判，双方达成

协议，法国奈克斯特公司负责 50%的生

产配额，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和韦格曼公

司负责另外 50%。

报道称，尽管面临不少问题，法德两

国还是保住了这个大型跨国项目。按照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的说法，近

期的协议使法德坦克合作项目成功重

启。有分析人士认为，法德联手打造欧

洲“陆战之王”值得持续关注。随着项目

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对此表现

出兴趣，英国、意大利、波兰、挪威已获得

参与该项目的许可。在此基础上，法德

两国有意将该项目打造成欧洲防务装备

一体化的样板工程。有报道称，若法德

联合坦克项目进展顺利，将对未来空中

主战装备的发展产生影响，越来越多的

武器装备将被打上鲜明的“欧洲”标签。

对于近年来追求战略自主的欧洲国家来

说，法德联合打造“未来坦克”，显然具有

重要政治意义。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

上图上图：：在在 20222022 年欧洲防务展上年欧洲防务展上，，法法

德展示联合研发的坦克样车德展示联合研发的坦克样车。。

法德合作打造欧洲法德合作打造欧洲““未来坦克未来坦克””
■孔 刚

55月月 1616日日，，美海军美海军““里根里根””号航母驶离日本横须贺港号航母驶离日本横须贺港。。

近日，美国海军官方
网站以“点名”形式发布各
艘航母动态信息，并表示
航母出勤率已创“非战争
状态”下峰值。对于美国
军方大张旗鼓地宣传造
势，美国国内存在两种不
同声音。部分美国军工综
合体公开“唱反调”，炒作
技术故障和资金难题。部
分美国媒体则认为，航母
是大国竞争时期未来战场
的重要战略资源。

55月月 1717日日，，美国和芬兰陆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和芬兰陆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55月月 1717日日，，日本民众抗议伊曼纽尔访问与那国岛日本民众抗议伊曼纽尔访问与那国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