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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实：以色列军方 5月 29日发表声明说，以军对加沙地带与埃及

边界的“费城走廊”实现“完全作战控制”，并指控哈马斯通过“费城走廊”向

加沙地带走私武器。

点 评：控制“费城走廊”，是以色列近来取得的重要成果。以色列

认为“费城走廊”是哈马斯运送物资、走私武器、人员流通的通道，控制了

“费城走廊”相当于掐断了哈马斯的补给线。以色列方面曾表示，必须控

制“费城走廊”，确保加沙地带在战后保持非军事化。但控制“费城走廊”

并不代表实现消灭哈马斯的目标。为了巩固已有成果，以军罔顾国际社

会批评声浪，继续推动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此外，由于“费城走廊”由众

多地道和竖井组成，又靠近埃及，冲突持续可能会迫使加沙难民越过边

界进入埃及，触及埃及的安全利益，恶化以色列与埃及本已紧张的关系。

以色列宣布控制“费城走廊”

近日在以色列与加沙边境以方一侧拍摄的以军部队。

新闻事实：据外媒近日报道，波兰已经与美国签署了价值 7.35 亿美

元的合同，由美国供应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波兰不久前还宣

布，美国将向其交付价值 9.6 亿美元的空域侦察系统。

点 评：在现代战场上，拥有打击敌后纵深目标的能力至关重要。

这款由美国供应的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全长 4.27 米，翼展 2.4

米，射程约 1000 公里，并采用隐身设计，具有较强的突防能力和较高

打击精度。这些特性使该型导弹即使远离前线也能打击目标。随着地区

冲突持续延宕，波兰加大军费投入，大量采购进攻和防御性武器，甚至

发出“做好准备在本国境内部署美国核武器”的言论，已成为美国在欧

洲地区对抗俄罗斯的桥头堡。但分析人士认为，这并不能为波兰带来想

要的“安全感”，反而会因为依赖美国而失去更多的自主权。

波兰斥资订购美空地导弹

美军装备的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

新闻事实：俄罗斯国防部日前表示，俄已在南部军区进行第一阶段非

战略核力量演习。本次非战略核演习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执

行专用弹药获取、弹头装填，以及携弹进入发射阵地的演练任务。据悉，

俄军出动了“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参加演习。

点 评：俄罗斯目前进行的非战略核力量演习，本质上是俄核威慑战略

的实战演练，意在向美西方传达必要时会动用战术核武器的信息。尽管俄战

略核部队会定期举行演习，但这次是俄近些年来首次公开举行的战术核武器

演习。北约对乌克兰军援力度不断加大、紧贴俄进行大规模军演，同时对乌

攻击俄本土不加限制声音趋强，导致俄战略压力越来越大。对俄罗斯而言，

进行核威慑更多是无奈之选。然而，这种战术核演练很可能诱发北约拥核国

家展开类似演习，从而推高地区核战争风险。

俄进行非战略核力量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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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士兵在演习中吊装“伊斯坎德尔-M”弹道导弹。

不久前，法国“阵风”战斗机在一

次“模拟核袭击”飞行中，成功试射了

一枚可搭载核弹头、但未携带有效载

荷的 ASMPA-R 导弹。此前，俄罗斯

南部军区进行了一次非战略核力量演

习。在俄乌冲突延宕难测的背景下，

法国与俄罗斯接续释放核威慑信号，

备受外界关注。

法方此次试射的ASMPA-R导弹，

是原有 ASMP-A 核巡航导弹的升级

版本，在继承该系列导弹超音速、空射

巡航等特性的基础上，还采用了新型

隐身技术、惯性制导系统和弹头，使导

弹机动飞行模式与突防弹道路径更加

灵活多元，提高了在复杂电磁环境下

的精确打击能力。该型核导弹的成功

试射，意味着法国的战术核威慑能力

进一步提升。

法国自 1998年裁撤全部陆基核力

量以来，一直保留海、空“两基”核力

量。海基核力量是法国核武库的主

力。法国现有的约 290 枚现役核弹头

中，约 80%的载具是核潜艇。与海军发

展“水乳交融”，是法国空基核力量的一

大特色。遂行空中核打击任务的“阵

风”战斗机，除被编入空军的两支飞行

中队外，还有一部分隶属于海军航空兵

战斗轰炸机部队，可携带核弹“上舰”，

进行全球机动部署。为有效展示核威

慑，法国每年至少举行 4场代号为“扑克

牌”的空中核打击演习，通常所有具备

核打击资质的“阵风”战斗机都会参演。

法国希望“以核护欧”，对俄罗斯举

行战术核演习作出回应。目前，欧洲拥

有核武器的国家只有英国和法国。英

国在战略政策和军事技术方面紧贴美

国，是美在欧洲方向核威慑力量的主要

组成部分。法国作为欧盟内唯一拥有

核武器的国家，有一种天然的“责任

感”，一直致力于推动欧洲核自主。在

俄乌冲突持续延宕的背景下，美国加强

在欧核部署、举行北约“坚定正午”核演

习等，高调展示核保护伞。俄罗斯也针

锋相对，启动近些年来首场战术核演

习，发出核威慑信号。法国自认为是世

界核格局中的一级，也应当在保卫法国

和欧洲利益上有所行动，展现大国地位

和“护欧”实力。

法国提高核威慑力，也有借核自主

推动欧洲“战略自主”尽快落地的考

量。法国历届政府首脑都提出过领导

欧洲安全防务事务的概念。戴高乐政

府时期，倡导法国的命运与欧洲的命运

紧密相连，认为法国的核力量可以保护

近邻。密特朗执政时，法国在《防务白

皮书》中明确提到，没有核能力欧洲便

不可能有防务自主，法国要承担起欧洲

防务的重任。如今，法国总统马克龙更

加强调拥有核武器的法国在欧洲防务

的领导地位，甚至邀请法国的合作伙伴

参加核威慑对话和法国的核演习。

当前，俄乌冲突不止，欧洲的安全

焦虑不断上升，对美国及北约防务依

附的倾向愈发严重。一直以来希望充

当“欧洲守护者”的德国，在欧洲防务

问题上对美国几乎亦步亦趋。欧洲

“战略自主”倡议的核心——“防务自

主”理念遭到严重冲击。法国不得不

担当起欧洲“战略自主”坚定倡导者的

重 任 。 从 法 国 总 统 批 评 北 约“ 脑 死

亡”，到提出“欧洲军”计划，再到呼吁

“在北约支持下进行‘欧洲支柱’防务

建设”、宣称法国的核武库“有助于提

高欧洲防务的可信度”……以上种种

举动表明，法国力推乃至主导欧洲“防

务自主”的目标从未改变。

然而，法国领导欧洲防务、实现欧

洲核自主的构想，未来仍面临诸多现

实挑战。一方面，法国的核武器数量

相对较少且核力量平台单一，随着俄

罗斯反导能力的提升，法国的核威慑

能力会被逐渐抵消。另一方面，欧洲

不少国家一谈到最后的安全屏障，仍

会习惯性依赖美国主导下的北约。可

见，只要北约的安全框架还在，法国很

难越过美国成为欧洲安全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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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抱守冷战思维处心积虑推进

其“印太战略”。今年以来，美军以“肩

并肩”“盾牌”等系列军演为名，持续向

菲 律 宾 军 事 基 地 前 推 部 署 武 器 系 统 ，

并借机加强与菲军事捆绑。分析人士

认 为 ，美 制 造 分 裂 ，煽 动 对 抗 ，强 化 与

菲“ 勾 连 ”，对 地 区 安 全 格 局 构 成 严 重

冲击。

“快放快收”，企图实现
兵力动态运用

近年来，美国认为主要竞争对手不

断上升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反进入/区域

拒止”能力，正加速削弱自身传统军事优

势。为此，美提出“一体化威慑”战略，不

断强化印太地区军事力量预置，企图依

托盟伴前沿军事基地，实现“出入自由、

动态聚优”的兵力运用。

检验新型部队战斗能力。当前，美

国各军种正积极推动部队转型升级。作

战力量小型化、轻型化编配和动态化、隐

蔽化部署成为改革重点。美陆军第 1 多

域特遣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第 3 濒海战斗

团作为美军两支重要新型力量，在今年

举行的“肩并肩”“盾牌”等演习中分别参

与多项演练课目。按照美军的战略构

想，这两支部队战时可从常驻地迅速前

出，沿岛链动态分布式部署，成为“介入”

前沿的第一波作战力量，有效支撑联合

全域作战。

检验在菲新增基地实战效能。在

2023 年菲律宾向美军新开放的 4 个军事

基地中，有 3 个都参与了“肩并肩 2024”

演习。尤其是位于巴拉巴克岛和吕宋岛

拉罗机场的基地，前者靠近南海，后者靠

近台海。美菲优先考虑这两个基地的综

合运用，意在提升双方在南海和台海周

边的军力快速反应与协作效率，形成共

同应对中国的策应态势。在演习中，拉

罗机场的作用尤为突出，不仅见证了美

军 C-130 运输机部署“海马斯”火箭炮

系统，还为 CH-47F“支奴干”直升机、

UH-60M“黑鹰”直升机等频繁的空中

支援任务提供保障，是美向菲投射海空

力量的重要“枢纽”。

检验动态兵力运用方式。近年来，

美军全力打造“体量小、反应快”的“小

散”部队，意在以动态兵力运用实现“快

放快收”。在“肩并肩 2024”演习中，美

军尝试运用运输机、气垫登陆艇、两栖船

坞运输舰等装备，以接力方式在菲多个

基地间完成“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快速

运转，检验了该系统在太平洋岛屿环境

中的快速部署和发射能力。目前，美军

在菲基地已具备 30 分钟完成“海马斯”

装机、卸载后 10 分钟开火的能力。这种

动态兵力运用方式正是美破解“反进入/

区域拒止”的基础逻辑。美军企图藉此

在太平洋广阔水域实现分布式作战和

“跳岛”作战，提升在印太地区的战场生

存能力。

煞费心机，展现所谓
“威慑能力”

虽然美菲一再声称今年的多场演习

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但无论是从议程内

容，还是从区域范围看，相关演习战略指

向可谓十分明显。

从参演装备看，美菲在“盾牌 2024”

演习第一阶段以及“肩并肩 2024”演习

中，于吕宋岛北部临时部署新型陆基导

弹系统“堤丰”。据悉，该系统配属于美

陆 军 第 1 多 域 特 遣 部 队 战 略 火 力 营 陆

基中导连，包括 4 台发射车、1 个指挥中

心以及相关后勤保障车辆。每台发射

车有 4 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打击模

块，全连共配备 8 枚陆射型“战斧”巡航

导弹和 8 枚陆射型“标准-6”多用途导

弹 。 美 自 2019 年 退 出《中 导 条 约》以

来 ，便 谋 划 在 印 太 地 区 部 署 陆 基 中 导

“火力环”，图谋对地区大国形成有效常

规威慑。美借军演之名在菲实施动态

部署“堤丰”，也是在为后续正式部署进

行试探。

从演练课目看，“肩并肩 2024”演习

中，美菲在南海水域进行了包括模拟敌

对行动、击沉模拟敌舰、反登陆演练等多

项针对性极强的演练课目。其中，在击

沉模拟敌舰时，美军派遣一架 AC-130J

空中炮艇机，将一艘已退役补给舰“卡里

拉亚湖”号击沉。而演习所谓“夺回被敌

对势力占领岛屿”、强化所谓“航行自由”

等议程，指向性不言而喻。

从演习区域看，4 月初，美菲日澳四

国联合军演将演习地点设在菲巴拉望岛

西北近海的南海海域，期间，菲组织多艘

船 只 在 南 沙 群 岛 鲎 藤 礁 临 近 海 域 活

动。随后，美菲“肩并肩 2024”演习更是

首次将活动地点拓展至超出 12 海里以

外的南海海域，挑衅意味强烈。

居心叵测，持续搅动
“印太”局势

美菲借军演加强军事捆绑，并非一

时之举。这是美加紧优化“印太战略”布

局，以及菲律宾妄图趁机侵权扩权背景

下双方不谋而合的结果。

以菲为“战略支点”，有效布局第一

岛链。对美国来说，菲律宾具备联动南

海和台海的特殊地理位置，显然可以成

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如今，

美国还在聚力打造美日菲安全小多边机

制，日菲正在商议签订所谓《互惠准入协

定》，拟为日本军事力量进入菲参加军事

演习扫清障碍。届时，美国将借日、菲两

个盟友，进一步完善第一岛链布局，挑唆

亚太阵营化对抗。

倚靠美国之力，达到在南海侵权扩

权的目的。今年 3 月，菲军方宣布启动

“全面群岛防御规划”战略，旨在将菲律

宾军事责任范围扩大到领海以外并进

入 所 谓 专 属 经 济 区 。 在 今 年 的“ 肩 并

肩”演习中，菲打着“领土防御”的名义，

首次将域外军事力量引入所谓专属经

济区，企图达到单方面侵权扩权目的。

菲现政府上台以来，除向美新开放军事

基地外，还允许美将中程导弹系统“堤

丰”部署至本土。菲种种举动无异于引

狼入室，不仅难以获得“安全保障”，还

将整个地区置于美炮火之下，把巨大战

争风险带入域内。

美菲为各自私利，强化军事同盟，是

赤裸裸的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将进一

步打破地区战略平衡，制造新的紧张对

立。特别是美菲种种挑衅行为严重背离

东盟国家的基本准则，严重冲击东盟主

导的地区合作架构，不符合地区国家和

平发展的共同愿望。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

院）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美军近期以“肩并肩”“盾牌”等系列军演为名，持续向菲律宾军事基地前推部署武器系统，

并借机加强与菲军事捆绑—

警惕美菲“勾连”冲击地区安全格局
■李 喆

4月 11日，美国陆军第 1多域特遣部队在菲律宾吕宋岛临时部署“堤丰”陆基中程导弹发射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