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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防务安全

领域动作频繁。作为维持海上安全及治

安的行政机构，日本海上保安厅持续强

化装备建设，与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演

习，逐渐推动军事化发展。

以警充军动作多

据外媒报道，近日，日本海上保安

厅与海上自卫队举行“综合应对”演习，

以“从机制上将海上保安厅纳入军事体

系”为目标，重点围绕灰色地带、紧张对

峙、对抗冲突、稳定局势等场景，进行联

合演习。其中，在灰色地带场景中，日

本海上保安厅假想发生“灰色事态”，独

立应对威胁；在紧张对峙场景中，日本

海上保安厅在海上自卫队支援下处置

突发状况；在对抗冲突场景中，日本海

上保安厅主要担负搜救、避难支援、情

报信息保障、港口警戒等任务，配合海

上 自 卫 队 展 开 行 动 ；在 稳 定 局 势 场 景

中，日本海上保安厅作为执行任务的主

要力量。

2023 年 4 月，日本政府敲定“统制要

领”，规定“在国家遭受武力攻击时，首相

可 命 令 防 卫 大 臣 统 辖 指 挥 海 上 保 安

厅”。随后，日本政府出台新版《海洋基

本计划》，表示“要以日本遭受攻击时，防

卫大臣统辖指挥海上保安厅为想定背

景，开展海保力量与海上自卫队联合训

练”。此后，日本海上保安厅与海上自卫

队加快深化合作，以提高应对所谓紧急

事态的能力。日本海上保安厅与海上自

卫队每月组织 1 至 2 场联合演习，深化合

作机制。

日本防卫省宣布，在即将举行的“自

由之刃”演习中，日本海上保安厅将出动大

型巡逻船，参加美国航母出港警戒、海峡要

道护航、低慢小目标防卫等课目演练。

除强化协同训练外，日本海上保安

厅还与海上自卫队加快装备和技术合

作，并推动后勤保障资源和情报信息共

享。日本海上保安厅第 11 管区已向辖

区内的自卫队部队开放训练场馆、锚泊

地和维修场所。日本海上保安厅还将其

采购的 MQ-9B 无人机部署至海上自卫

队基地，与海上自卫队共同使用，日本海

上自卫队则向海上保安厅提供海上威胁

预警信息。

突破限制新途径

日本推动海上保安厅开展海上安全

防务外交活动，将其行动范围向海外拓展。

5 月底，日本海上保安厅次长濑口

良夫出席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并与美

国、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国海警机构官

员展开双边会晤。

近期，日本海上保安厅行动副指挥

官渡边保范出席美日韩海上安全合作会

议，并签署《美日韩海上保安机构合作意

向确定书》。美日韩三国在日本海等水

域举行首次海上执法力量联合演习，被

外界视为美日韩三边关系加速深化发展

的体现。日本海上保安厅赴夏威夷与美

国海岸警卫队举行“蓝宝石”联合演习，

日美双方计划将该演习制度化，并邀请

韩国海洋警察厅参加。

今年以来，日本海上保安厅多次赴

东 盟 和 太 平 洋 岛 国 开 展 海 上 安 全 合

作。尤其是在 4 月启动“政府安全保障

能力强化支援”机制后，日本海上保安

厅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斯里兰卡沿岸

警备厅、马来西亚执法局、密克罗尼西

亚联邦和马绍尔群岛的海警机构等提

供“能力提高支援”。支援内容包括人

员 培 训 、联 合 训 练 和 巡 航 、装 备 援 助

等。外界认为，日本海上保安厅意图以

装备和技术援建之名，建立双边情报交

流机制和信息交换平台，通过一体化行

动扩大地区影响力。

日本海上保安厅还与美军达成初步

协 议 ，为 美 海 军 舰 船 提 供 基 础 维 修 业

务。此前，日本海上保安厅已与澳大利

亚、英国、德国等多个国家达成港口物资

技术补给协议。

分析认为，日本将海上保安厅的军

事化运作视为军事外向化发展的重要

途 径 ，其 推 动 海 上 保 安 厅 与 海 上 自 卫

队一体化运用，目的是进一步架空“和

平 宪 法 ”。 日 本 意 图 在 处 理 海 洋 争 端

等 不 便 出 动 军 事 力 量 的 情 况 下 ，派 遣

海上保安厅执行相关任务。此种做法

给 亚 太 地 区 安 全 稳 定 带 来 严 重 挑 战 ，

需要高度警惕。

日本推动海上保安厅军事化发展
■刘 澄

据 美 国“ 防 务 邮 报 ”网 站 近 日 报

道，美国国防部与 49 家国防和技术公

司签订价值 9.82 亿美元的合同，旨在研

发无人水面舰艇系统。近年来，美海

军加快兵力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无人

水面舰艇，欲建构分布广、小型化、低

成本的无人舰艇集群作战模式，以维

持其海上霸权。

据悉，早在 2020 年，美国海军就与

6 家研究大型无人水面舰艇的公司，签

订总额 4198 万美元的合同，计划在 5 年

内 采 购 10 艘 无 人 舰 艇 组 建“ 幽 灵 舰

队”，以实现“分布式海上作战”目的。

2022 年 1 月，“游骑兵”号和“游牧者”号

无人艇交付美海军，主要用于指挥控

制系统整合与任务载荷试验。同年 9

月，美海军通过“游骑兵”号无人艇搭

载模块化垂直发射系统，发射“标准-6”

导弹。2023 年 2 月，“阿巴拉契科拉”

号快速运输舰入列，该舰排水量 1515

吨 ，是 当 前 美 海 军 最 大 的 无 人 舰 船 。

今年年初，美海军“幽灵舰队”下属 4 艘

无人舰艇完成为期 5 个月的首次亚太

部 署 ，并 进 行 自 主 运 行 模 式 性 能 测

试。美海军还计划在 2026 年前列装 26

艘无人舰艇，其中超过半数为大型无

人舰艇。

基于“分布式海上作战”概念，美

海 军 正 试 验 性 组 建 多 支 无 人 舰 艇 部

队，并重点进行有人/无人舰艇协同、分

布式作战演练。今年 5 月，美海军成立

第二支无人水面舰艇中队，即第 3 水面

无人舰艇中队。该中队专注于小型无

人艇相关战术战法和作战概念试验。

近日，美国欧洲和非洲司令部宣布，美

海军第 6 舰队所辖第 66 特混舰队完成

力量调整与改组，成为美海军首支“全

域 特 混 舰 队 ”。 该 舰 队 装 备 MQ- 9、

“幽灵-4”无人机及“探索者”无人艇等

至少 80 套无人技术装备。

此外，在 2022 年发布的《美国海军

结构规划 2045》中，美海军计划到 2045

年 组 建 一 支 由 373 艘 有 人 驾 驶 舰 艇 、

150 艘无人水面舰艇和无人水下潜航

器组成的庞大舰队。然而，着眼当下，

美海军无人舰艇集群作战的所谓宏大

构想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

在研制大型无人舰艇方面，美国

受机电、动力系统等关键技术掣肘，如

“游骑兵”号无人舰艇的最大航程仅约

4400 海 里 ，无 法 完 成 长 期 部 署 任 务 。

在水面无人舰艇集群作战方面，如何

完 善 集 群 协 同 避 障 技 术 及 动 态 规 划

等，是待解决的难题。这也是美国国

防部斥巨资与多家公司开展无人舰艇

研发合作的目的之一。

美国国内一些人士认为，美海军在

无人水面舰艇技术还不成熟时就投入

大量资金，或将导致美军无人水面舰

艇成为“昂贵但不见成效的试验品”。

上图上图：：美 海 军美 海 军““ 探 索 者探 索 者 ””无 人 艇无 人 艇

（（前前））和和 T-T-3838无人艇无人艇（（中中）。）。

美军加快建设水面无人力量
■宋可旸 程红波

6 月 16 日，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国

际和平研究所发布报告称，2023 年度

全球核武器支出持续走高，美国年度

总支出达 515 亿美元，高于其他拥核国

家核武器支出总和。

实战部署数量增加

报告称，过去 5年，全球拥核国家在

核武库建设方面支出增加33%。2023年，

全球核武器支出总额达 914 亿美元，较

2022 年度增加 108 亿美元，增长 13.4%。

其 中 ，美 国 是 增 长 最 多 的 国 家 ，增 长

17.8%，主要支出用于推进弹道导弹升

级、核潜艇更新换代等项目。紧随其

后的是英国，增长 17.1%。

据统计，截至今年 1 月，全球核弹

头总数 12121 枚，比去年同期减少 391

枚。报告称，随着冷战时期的核武器

逐步退役并拆除，全球核弹头总数持

续下降，但作战用的核弹头数量逐年

增加。例如，装载在导弹与飞机上的

核弹头数量为 3904 枚，比上一年度增

加 60 枚，约 2100 枚核弹头处于“高度战

备状态”。

报告称，目前，美国有 1770 枚核弹

头处于部署状态、1938 枚处于储存状

态 ，还 有 1336 枚 已 退 役 但 尚 未 拆 除 。

俄 罗 斯 有 1710 枚 核 弹 头 处 于 部 署 状

态、2670 枚处于储存状态，及 1200 枚退

役但尚未拆除。法国拥有 290 枚核弹

头，其中 280 枚处于部署状态。英国拥

有 225 枚 核 弹 头 ，处 于 部 署 状 态 的 为

120 枚。

美国不断加大投入

报告对美国核武器支出情况进行

分析后表示，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快核

武器建设。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在

2023 年，向美军交付超过 200 枚翻新核

弹头。美国还计划大幅提升新型核弹

头的生产制造能力，将其生产数量从

现在的每年 10 枚提升至每年 80 枚。此

外，美国有超过 3000 亿美元的未完成

核武器合同，其中一些合同将持续到

未来 10 年，这意味着美国的核武器支

出还将持续上涨。

美国国防部称，美军将部署新型

B61-12 和 B61-13 战术核弹，以替换现

役的老式核弹。新型核弹不仅可用轰

炸机投送，还可以用 F-35、F-15EX 等

战斗机投送。其中，B61-13 战术核弹

可产生约 36 万吨的破坏力，是 1945 年

广岛原子弹爆炸当量的 24 倍。

在报告发布的前一天，北约秘书

长斯托尔滕贝格称，北约正在探讨使

更多核武器处于战备状态。他表示，

美国正在对其位于欧洲的核弹头进行

现代化改造，欧洲也在对负责执行北

约核任务的飞机进行升级。据称，美

国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

部署有约 100 枚 B61 战术核弹。

分析认为，美国拥有部署状态的

核弹头数量居世界之首，仍斥巨资对

现 有 核 弹 头 和 运 载 平 台 进 行 全 面 更

新，并强化核共享和延伸威慑，相关做

法将抬高核战争风险，不利于全球战

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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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装备亮成果

据 外 媒 报 道 ，6 月 以 来 ，韩 国 国 家

科学研究院、海军、陆军先后在韩国西

南 部 海 域 进 行“玄 武 4-4”潜 射 弹 道 导

弹、“海星”潜射巡航导弹、新型火箭弹

和“ 玄 武 -2”弹 道 导 弹 发 射 试 验 。 其

中，“玄武 4-4”潜射弹道导弹有效载荷

达到 2 吨，“海星”潜射巡航导弹射程突

破 1000 千 米 。 韩 国 国 防 事 业 厅 宣 布 ，

新 型 远 程 地 空 制 导 导 弹 近 日 完 成“ 战

斗适用性考核测试”，满足技术开发标

准和军队要求，计划 2025 年实现量产，

2028 年 实 战 部 署 。 外 媒 称 ，韩 国 今 年

上 半 年 密 集 实 施 导 弹 发 射 ，其 数 量 已

超 过 2023 年 全 年 发 射 总 数 ，其 目 的 是

通过高频次试射活动，加速“韩国型三

轴体系”战力生成，提升韩军战略打击

能力。

海军方面，武器装备加速列装。据报

道，6月 19日，韩海军接收 3架美制 P-8A

“波塞冬”反潜巡逻机。韩军方称，早在

2022 年，韩国飞行员就已前往美国进行

专项训练，此批飞机接收后可立即投入

使用。韩国还公布了海军舰艇的建设

训练情况。新一代张保皋-Ⅲ级潜艇 2

号 艇“ 安 武 ”号 将 实 施 载 弹 巡 航 任 务 。

新一代国产“正祖大王”号驱逐舰将交

付海军舰队。

空军方面，推动装备实战部署。早

些时间，韩国自研 KF-21“猎鹰”战斗机

进行了中距导弹发射测试，及连续起降

和空中基础战术动作的性能检测。目

前，KF-21“猎鹰”战斗机正在进行飞行

和地面测试，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实现部

署。韩国国产中高空无人机和装载国产

有源相控阵雷达的侦察机，也进入“初始

战斗值班”状态。此外，韩军在 6 月提交

的工作筹划中明确，继第 2 颗军事侦察

卫星升空运转后，韩国将于 2025 年年底

前，完成 1 颗光学成像和 4 颗合成孔径雷

达侦察卫星的升空。

陆军方面，新型武器投入训练。韩

国陆军在西北岛屿地区靶场进行改进

型“天舞”火箭炮发射和新式电子干扰

武器训练活动。

外媒称，韩军展示多款核心武器装

备 研 建 列 装 情 况 ，意 在 凸 显 韩 国 政 府

《国防改革 4.0》基本计划的推进效率，展

示军队现代化成效。

军事演习秀肌肉

韩 军 除 高 调 展 示 最 新 武 器 装 备

建 设 成 果 外 ，还 组 织 或 参 加 多 场 军 事

演 习 。

国 内 演 习 聚 焦 协 同 作 战 。 近 日 ，

韩 空 军 在“ 翱 翔 鹰 ”空 中 演 习 结 束 后 ，

马上投入空中防渗透战役级演习。前

者重点演练 F-35A 和 F-16 等战斗机在

不 同 场 景 下 的 协 同 作 战 ，以 提 升 空 战

对抗水平；后者以空军为主，协同陆军、

海军和网络战部队，进行区域性攻防作

战演练。韩海军综合战斗训练在韩国

周边海域展开。韩海军 3 支舰队共出动

60 余艘舰艇和 20 余架飞机，演练海上

对抗、跨区支援和联合打击等课目。韩

海军陆战队与美军共同举办第 10 届太

平 洋 登 陆 部 队 指 挥 官 研 讨 会 ，交 流 两

栖作战经验。

海外演习扩大影响力。韩军以“防

务 外 交 ”为 名 ，赴 海 外 参 加 联 合 军 演 。

近日，韩军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清

海部队与西班牙海军进行了为期 2 天的

联合训练，其还计划与过航的意大利、

德国海军舰船举行联合演习。韩海军

“栗谷李珥”号宙斯盾舰、“忠武公李舜

臣”号驱逐舰、“天子峰”号坦克登陆舰

和 1 艘潜艇，以及 P-3 反潜巡逻机，赴美

国夏威夷参加“环太平洋-2024”多国联

合演习。韩国防部称，此次韩军派兵规

模创新高。

6 月 底 ，韩 美 日 将 启 动 首 次“ 自 由

之 刃 ”多 域 联 合 演 习 ，韩 海 军 、空 军 及

网络和太空作战部队参演。韩国网络

作 战 司 令 部 还 将 派 遣 一 支 任 务 小 队 ，

赴美国网络空间司令部开展为期半年

的 海 外 驻 训 ，并 参 加“ 网 络 同 盟 ”网 络

战演习。

防务政务相承接

分析人士称，韩国在防务领域的一

系 列 动 作 ，实 质 是 政 府 增 加 政 绩 的 手

段。上半年，尹锡悦政府遭遇国会选举

失利，其本人执政差评率在多场民调中

超过 60%，迫切需要扭转颓势。

一方面，以军工产业成果博取民意支

持。军工产业是尹锡悦上台后倾力打造

的“经济支柱产业”，此轮军事建设成果展

示，为韩国军工产品起到推广宣传作用，

吸引伊拉克、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采

购该国防空系统。一定程度上转移了韩

国民众对经济政策、社会福利和医疗司法

等改革的注意力，缓解不满情绪。

另一方面，借助多边军演深化盟友

合作。近日，韩国国防部公开美战略轰

炸机在韩空军护航下实弹投射影像，声

称“美 B-1B 轰炸机时隔 7 年再度抵韩进

行实弹投射演习，是美韩核延伸威慑协

议的重要成果”。“自由之刃”军演前，韩

国防部长申源湜表示，此次军演不仅是

韩美日三国军事合作方面的突破性进

展，更是三边特别是日韩间取得多领域

合作成果的缩影。

韩国密集开展军事活动
■刘磊娜

近日，韩国军队接连举
行和参加多场演训活动。同
时，韩国新型导弹、新一代反
潜机的自研测试、外购武器
列 装 工 作 等 也 步 入“ 快 车
道”。外媒分析，密集军事建
设的背后，透露出当前尹锡
悦政府欲通过防务成效以增
加政务业绩，提高民意支持
率的意图。

韩国陆军进行火炮射击训练韩国陆军进行火炮射击训练。。

日本海上保安厅舰艇日本海上保安厅舰艇（（右右））与美国海岸警卫队舰艇举行联合演习与美国海岸警卫队舰艇举行联合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