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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眼观察

新闻事实：据外媒报道，美国白宫官员约翰·柯比不久前强调，乌

克兰必须先打败俄罗斯，才有望成为北约成员国。他还表示，美国正

尽其所能帮助乌克兰强化军事实力。

点 评：柯比的发言基本延续了美总统拜登此前的表态，将乌克

兰加入北约的先决条件设定为打败俄罗斯。俄乌冲突持续两年有余，

美国开出这个条件，一方面是为了鼓动乌克兰继续与俄罗斯战斗；另

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大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难度。对乌克兰而言，白宫

的态度必将使其向美西方加大军援诉求，冲突结束仍遥遥无期。美方

的表态不仅再次暴露了维护霸权的私心，也透露出其难以自圆其说的

逻辑尴尬——乌克兰既已打败俄罗斯又何必加入北约？同时，失去

“重量级”对手，北约又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何不解散了事！

美官员称乌先打败俄才能加入北约

新闻事实：以色列国防部发布信息称，2023 年以色列的国防产品

出口额为 130.73 亿美元，连续第 3 年创下新高。据悉，以色列军工出口

持续增长，年度出口额在近 5 年间约增长 2 倍。

点 评：近年来，以色列大力推动国防工业发展，建成较为完善的

军工生产体系，研制生产的各类武器装备多达 1000 余种，且半数以上

可用于出口。尽管深陷新一轮巴以冲突，以色列的国防产品出口却表

现强势。其原因在于，当前全球趋于恶化的安全形势，刺激了相关国

家对以色列防空系统、无人机和导弹等的需求。去年 9 月，以色列与

德国签署了关于“箭-3”导弹防御系统的价值约 35 亿美元军售协议，

成为以色列“史上最大”的一笔对外军售订单。

以色列军工出口额连续3年创纪录

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

“2024 年 将 是 美 军 加 强 关 岛 防 御

的关键一年。”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美

军计划从今年 10 月起，每年在关岛进

行最多 2 次导弹飞行测试或追踪演习，

为期 10 年。该计划旨在保护关岛免受

弹 道 导 弹 、高 超 音 速 导 弹 和 巡 航 导 弹

的打击。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着力强化

关 岛 战 备 建 设 ，完 善 以 关 岛 为 核 心 的

前 沿 基 地 网 ，本 质 上 是 为 了 巩 固 其 在

亚太地区的威慑力，为所谓的“印太战

略”服务，已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严

重威胁。

战略价值日益凸显

近年来，美国把应对“大国竞争”作

为首要战略目标，积极备战所谓的“高

端战争”，西太平洋地区日益成为其关

注的重点区域。然而，随着亚太地区国

家军事实力的发展以及新兴军事技术

的研发与投入使用，位于“第一岛链”的

美军基地生存能力堪忧；同时，相关基

地所在国并不愿卷入大国对抗沦为牺

牲品。美国不得已开始向“第二岛链”收

缩，兵力投入和布势更加强调梯次化、

隐蔽性；作战理念也逐渐由“重攻轻守”

转向“攻防兼备”，意图形成“可信、纵

深、多层”的防御能力。

在 此 过 程 中 ，作 为“ 第 二 岛 链 ”核

心 的 关 岛 扼 守 西 太 平 洋 要 冲 ，既 可 充

当“第一岛链”美军的后方依托，又可

作 为 后 方 美 军 的 前 进 基 地 ，节 点 和 枢

纽 作 用 不 断 凸 显 ，在 美 整 体 战 略 布 势

中的支撑作用“水涨船高”。仅今年而

言，从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到 4000 名驻

日 美 军 移 防 关 岛 ，到 宣 布 在 关 岛 部 署

“濒海战斗团”，再到“英勇盾牌-2024”

联合军演将部分演习区域设在关岛附

近 ，美 国 对 关 岛 战 略 价 值 的 重 视 程 度

不言而喻。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布势，涵盖

军事投入、同盟体系塑造、军事基地建

设、军事技术研发以及提升盟友和伙伴

国的军事能力等多个方面。关岛是美国

在印太地区军事布势的核心节点。近年

来，美不惜投入巨额经费加强关岛战备

建设。据统计，2015 至 2023 财年，美为

关岛战备工程项目总计拨款 34 亿美元。

2024 至 2028 财年，美国防部还将申请

73 亿美元用于完善岛上的战备工程，全

面提升关岛的指挥、保障和防御能力。

关岛防御圈建设持续推进

随着关岛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美

国对于关岛遭到打击进而瘫痪的担忧

有增无减。为了将关岛打造成“第二岛

链”所谓“不沉的航空母舰”，目前美国

正从三个层面着力推进关岛防御体系

建设。

构建分布式分层导弹防御体系，打

造“增强型一体化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

尽管美军在关岛经营多年，然而其现有导

弹防御体系仍存在力量薄弱、各自为战的

弊端。鉴于此，美计划整合陆军、海军和导

弹防御局驻关岛防空反导力量，构建一体

化防空反导体系。根据此前美国公布的所

谓“关岛防御计划”，部署在关岛的导弹防

御系统将由美海军的“标准-3”“标准-6”

系统、美陆军的“爱国者”“萨德”反导系统

组成。其中，“标准-3”和“萨德”系统属于

高空反导系统，可拦截中远程导弹；“爱国

者-3”反导系统偏重末段反导；而“标准-

6”和“爱国者-2”更偏重防空，适合应对巡

航导弹袭击。同时，美将继续推进陆军“低

层防空反导传感器”项目，在关岛部署 4

座 AN/TPY-6 型雷达、3 座低层防空反

导传感器雷达和数座哨兵 A4雷达，配合

陆基“宙斯盾”系统，大幅提升空中威胁感

知能力。

引入“分布式打击”作战思想，打造

环关岛作战体系。尽管关岛的反导篱笆

看似密不透风，但实战效果存疑。为留

有余地，美军将包括天宁岛、塞班岛、威

克岛在内的北马里亚纳群岛纳入环关

岛作战体系，试图构建“多点、散布、弹

性”基地网。2022 年 2 月，美军着手扩建

距离关岛约 160 公里的天宁岛机场，以

减轻关岛安德森机场的航空保障压力。

塞班岛和威克岛空军基地也在扩建中。

未来，关岛、天宁岛、塞班岛、威克岛和

夏威夷将一路延伸，形成相互呼应且具

有一定纵深的岛屿基地群。

加强和亚太地区盟友的合作，强化

关岛周边作战能力。近年来，美国军方一

直在采取行动，以期更好地将该地区盟

友整合到关岛防御体系中。为此，美不但

频频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关岛周边

开展演习，还谋图通过各种方式取得地

区国家尤其是太平洋岛国军事基地及重

要基础设施的临时使用权。美企图以增

加节点、分散功能等方式，将军事力量广

泛分布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从而打造广

域分布的西太平洋地区作战体系。

危害地区和平稳定

尽 管 美 国 在 关 岛 倾 注 了 大 量“ 心

血”，然而相关计划的落地仍然困难重

重。一方面，关岛面积狭小，现有反导系

统机动部署困难，在面对高超音速导弹

等先进军事技术手段打击时存在拦截

能力弱等诸多问题。而其计划部署的包

括高超音速武器在内的部分装备仍处

于实验状态，进展不力。另一方面，美军

在关岛加强军力引发当地民众担忧，这

无疑会给基地建设带来阻力。

此外，美国在关岛构建防御体系，必

然会刺激相关国家加快进攻能力建设，

甚至在西太平洋地区引发新一轮军备竞

赛。事实上，美军频频宣称要强化关岛防

御，本身就是对关岛防御缺乏信心的表

现。关岛的军事基地修建得越多，就越容

易吸引导弹袭击，逼迫美军继续强化关

岛的防御。反复加码博弈，让这座不大的

岛屿成了“第二岛链”上名副其实的“炸

弹磁石”。这也再次证明，为了一己霸权

私利妄图追求所谓“绝对安全”，得来的

是绝对不安全。

美国强化关岛军力，“自守”虽不足，

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全却有余。多年来，亚

太地区保持总体稳定，已成为全球发展

最快的地区。美在该地区加紧战备，相当

于“把篱笆扎到别人家门口”，不仅严重

损害了地区国家的战略互信，刺激地区

紧张局势，也向其盟友传递出可以冒险

挑衅滋事的错误信号。种种迹象表明，痴

迷于“大国竞争”、无视他国安全与福祉

的美国，已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乱源。

亚太地区不是零和博弈的角斗场。

试图依靠穷兵黩武、阵营对抗谋取所谓

“大国竞争”优势，只会让自身陷入新的

安全困境，走入战略上的“死胡同”。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

究院）

美强化关岛战备建设严重威胁地区稳定
■陈 岳 陈 健

军眼聚焦

上图：美国在关岛的安德森

空军基地。

左图：美军 F-35战斗机停在

关岛。

据英国媒体日前报道，北约计划

在欧洲设置多条“陆地通道”，作为人

员、装备等的调动路线，保障战时美国

的增援部队快速抵达位于欧洲东部的

战场前沿。分析人士认为，在俄乌冲

突延宕不止的背景下，北约通过推动

设置“陆地通道”加强军力，不但无法

实现其所宣称的“集体安全”，反而会

加剧欧亚大陆本已紧张的局势。

根 据 计 划 ，北 约 设 置 的“ 陆 地 通

道”主路线是从荷兰的鹿特丹港登陆，

再铁路机动至德国和波兰。其余替代

通道包括：从意大利经斯洛文尼亚和

克罗地亚前往匈牙利；从希腊或土耳

其经保加利亚前往罗马尼亚。此外，

北约还计划让挪威、瑞典和芬兰参与

后勤装备方面的物流保障。

北约设置“陆地通道”，主要目的

是解决冲突爆发时部队紧急向相关地

区调动的问题。当前，随着北约越来

越深入地介入乌克兰危机，其与俄罗

斯发生正面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然而，除少量前沿部队，美军主要力量

仍部署在美国本土，这让其快速增援

欧洲面临重重困难。北约制定多港口

登陆、多路线运输的计划，就是要确保

冲突升级时，部队调动不会因部分港

口或铁路遭袭而中断。

北约推动“陆地通道”计划，也是

为了试探俄罗斯的反应，并通过展示

北约快速部署部队的能力，达到战略

威慑的目的。出于同一企图，今年 1

月 24 日至 5 月 31 日，北约举行了“坚

定 捍 卫 者 2024”军 演 。 来 自 32 个 成

员国的约 9 万名军人，参加了这一冷

战 结 束 以 来 北 约 最 大 规 模 的 军 事 演

习 ，以 展 示“ 北 约 在 任 何 条 件 下 从 北

欧 到 中 东 欧 ，历 时 数 月 、跨 越 数 千 公

里 的 范 围 内 开 展 和 维 持 复 杂 多 域 行

动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推动设置“陆

地通道”背后，还有强化跨大西洋伙伴

关系、维系其在欧洲安全事务中领导

地位的私心。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东

欧部分国家“恐俄”情绪泛起，原本已

“脑死亡”的北约地位重新凸显，而作

为北约主导者的美国则趁机重新加强

其对欧洲的控制力。此次设置“陆地

通道”，某种程度上便是要将这种主导

权 以 更 具 体 的 形 式 固 化 下 来 。 事 实

上 ，这 些 在 欧 洲 纵 横 延 伸 的“ 陆 地 通

道”，将成为美国长久控制这片大陆的

“血管”，其内里输送的不只是兵力，还

有美国的霸权利益。

对于美国的企图与谋划，欧洲国

家 并 非 一 无 所 知 。 在 匈 牙 利 、意 大

利 、罗 马 尼 亚 等“ 陆 地 通 道 ”沿 线 国

家，多数民众并不支持本国政府与北

约进行深度军事捆绑，更不想充当美

国的运兵通道，被动地卷入潜在的军

事 冲 突 中 。 这 种 政 治 层 面 上 的 压 力

已 成 为“ 陆 地 通 道 ”计 划 落 地 的 最 大

障碍。此外，该计划还面临众多现实

技 术 难 题 。 北 约 不 仅 要 突 破 沿 线 各

国基础设施标准规格不同、维护状态

各异的瓶颈，还要减少武器弹药跨境

运输许可等程序性障碍，更要研究如

何 协 调 各 国 民 用 交 通 优 先 服 务 于 军

事运输需求。目前看，计划能推进到

何种程度仍是未知数。

安全是不可分割的，以威胁他国

安全的方式换取自身安全，只能事与

愿违。对于当下的俄乌冲突，北约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时又推进“陆

地通道”计划，无疑会让地区局势变得

更加复杂，给冲突的和平解决带来更

多阴霾。世界不需要“新冷战”，欧洲

更不需要“新冷战”，只有彻底摒弃冷

战思维，通过对话谈判寻求构建均衡、

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才是通

向欧洲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阳光大道。

名为“陆地通道” 实为霸权“血管”
■姜 超 徐陈琮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即将运往乌克兰的美“布拉德利”步兵战车。

新闻事实：据外媒报道，韩国与罗马尼亚签署了一份金额达 9.2 亿

美元的军售合同。根据该合同，罗马尼亚将向韩国采购 54 门 K-9 自

行榴弹炮、36 辆 K-10 弹药输送装甲车以及其他武器装备。这是罗马

尼亚近年来最大的武器采购项目。

点 评：韩国军工能力发展迅猛，对外军售额快速攀升。瑞典斯

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2018 至 2022 年，韩国武器装备出

口总额排名世界第 9，并在 2022 年创下 173 亿美元的武器出口新纪

录。2023 年 12 月，韩国与波兰签署了一份价值超过 26 亿美元的军售

协议，将于 2027 年前向波兰出口 152 门 K-9 自行榴弹炮。进入北约军

火市场是韩国长期以来的目标，数笔军售合同的达成表明，韩国与北

约成员国的军事合作正日益深化。

罗马尼亚与韩国就高额军售达成协议

韩国 K-9自行榴弹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