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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6日，胡塞武装发射“哈德姆 2号”导弹。

近来，欧洲多国相继向日本周边派

出舰机，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开展联合训

练。此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本月将连

续第三年出席北约峰会。这些事实表

明，在美国的鼓动下，日本不断加深与北

约的勾连，积极扮演“亚太北约化”和“北

约亚太化”的推手，将给亚太战略安全环

境带来深刻负面影响。

安全合作不断升级

早在 2008 年，日本便成为北约 9 个

“全球伙伴”之一。2012 年底日本前首

相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积极发展与北

约关系，双方不仅高层互访频繁，安全

合作也不断深入。2013 年，日本首次与

北约签署共同政治宣言，双方同意围绕

打 击 海 盗 、救 灾 、反 恐 等 方 面 开 展 合

作。次年，安倍访问北约总部，与时任

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共同发表《个别伙

伴合作计划》（IPCP），成为日本与北约

关系的指导性文件。此后，双方还对该

文件进行修订，提出包括网络防御、海

洋安全、军备军控、防卫技术等 9 大优先

合作领域。

基于该文件，双方开展了一系列具

体合作。2014 年，自卫队与北约海上部

队在索马里海域两次举行联合反海盗演

训；2018 年，自卫队与北约第 1 常设海上

部队实施联合训练；2019 年，日本防卫

省向北约网络防御中心派员常驻，并开

始向北约海事司令部派遣常驻联络官。

此后，日本连续正式参加北约网络防御

演习。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借机强

化与西方阵营的战略捆绑，同北约的互

动更加频密。2022 年 6 月，岸田文雄作

为日本首相首次参加北约峰会。去年 7

月，再度出席北约峰会的岸田文雄，与北

约 签 署《个 别 针 对 性 伙 伴 关 系 计 划 ：

2023-2026》（ITPP），该合作文件提及网

络防卫应对、太空安全保障等 16 个领域

的合作，还明确自卫队将深度参加北约

演习和联合行动，标志着日本与北约的

安全合作大幅升级。

战略野心相互契合

在 日 本 和 北 约 走 近 的 过 程 中 ，北

约“ 亚 太 化 ”与 日 本“ 大 国 化 ”互 为 驱

动，双方的战略野心相互契合。就日本

而言，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日本追随美

欧对俄采取严厉的制裁举措，引发俄方

强烈不满。日俄关系重陷紧张之际，日

本 认 为 自 身 面 临 的 北 方 安 全 压 力 增

大 ，从 而 开 始 主 动 向 北 约 寻 求 安 全 保

障 。 就 北 约 而 言 ，同 俄 罗 斯 矛 盾 激 化

后 ，也 亟 需 拉 拢 外 部 势 力 壮 大 与 俄 对

抗的声势。为了服务“全球转型”战略

需 要 ，北 约 还 试 图 在 东 京 建 立 首 个 亚

太地区联络处，谋求以日本为跳板，深

度介入“印太”事务。

与此同时，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为

撮合日本和北约发挥了关键作用。2021

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着力重塑其全球

同盟体系，一手拉拢全球盟友推进“印太

战略”，服务对华战略围堵的需要，一手

谋求打通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亚太同盟

体系，实现“两洋联通”，维护其全球霸权

地位。美国将日本与北约定位为西太平

洋和大西洋同盟体系的两大“基石”，希

望二者替美国分担战略压力。

日本则将乌克兰危机视为其彻底挣

脱战后束缚、向全球拓展“大国影响”的

难得机会。日本国内右翼保守势力借乌

克兰危机大肆渲染外部威胁，鼓噪修宪

加强军备。日本政客还炮制出“今天的

乌克兰可能成为明天的东亚”谬论，大肆

宣扬“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不可分割”。

借助同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协调行

动，日本政府不断推动武器装备输出方

面的突破。去年 4 月，日本出台政府安

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制度。日本

对乌防卫装备援助的范围从最初的防弹

背心、头盔、地雷探测设备、发电机等扩

大为军用车辆、无人机侦测系统等。去

年 12 月，岸田政府进一步放宽《防卫装

备转移三原则》，为出口杀伤性先进武器

装备打开了方便之门。

外溢影响不容小觑

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制约，短期内

日本尚难成为北约正式成员，但在美国

强化同盟体系、推动所谓“大国竞争”的

背景下，日本与北约在传统安全以及网

络、太空、信息、产供链、关键技术及基础

设施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日益密

切，双方正尝试构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军

事同盟关系的新型“类同盟”安全关系，

其产生的外溢影响不容小觑。

首先，“北约亚太化”将加剧国际社

会阵营化趋势。北约作为冷战时期阵

营对抗的产物，本应随着冷战结束而消

亡。而冷战后北约要维系存在，就必须

通过不断挑起争端、制造安全风险，来

为其存续制造正当合理性。当前“美主

日从”推动“北约亚太化”的发展，同样

必须通过渲染“外部威胁”，炮制“民主

对抗威权”等阵营对抗的叙事来实现这

一目标，这势必加剧国际社会的震荡及

割裂程度。

其次，“亚太北约化”将恶化亚太安

全局势，阻滞区域一体化进程。亚太地

区成为全球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

区，得益于各国排除意识形态干扰，尊重

多样性，践行包容、开放的合作理念。美

日将北约引入亚太，挑动地缘矛盾对立，

导致朝鲜半岛及台海、南海等矛盾升温，

使“新冷战”阴云笼罩东亚上空。以东盟

为代表的地区中小国家被大国对抗的风

险所裹挟，面临选边站队的困境。最近，

美日积极拉拢域外势力介入南海，怂恿

支持菲律宾采取挑衅行动，严重威胁地

区的和平稳定。

此外，与北约深度勾连恐将激活日

本的破坏性能量。日本为满足“政治大

国”的一己之私，以邻为壑，将外部势力

引入亚太，挑动矛盾对抗，不仅增加了日

本与邻国的信任赤字，也使地区发生军

事摩擦和意外冲突的风险上升。从历史

上看，日本对外战略中充满冒险主义和

机会主义色彩，容易走极端。当前日本

国内右翼保守势力主导政坛，谋求扩军

备武的民粹主义风潮抬头。鉴于日本始

终缺乏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随着和

平宪法的制约被逐步架空，“军事大国”

进程提速，日本国家发展走向中包含的

危险倾向不断凸显，应当引起国际社会

高度警惕。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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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妄图挣脱战后束缚，实现“政治大国”目标；一个为维系自身存在，蓄意煽动阵营对抗——

日本与北约互动更加频密
■项昊宇

新闻事实：6 月 26 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首

次使用自主制造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哈德姆 2 号”，在阿拉伯海对以色

列船只“地中海莎拉 5”号货轮进行了打击。

点 评：高超音速导弹研发和制造难度极大，目前只有极少数国家

拥有。不论胡塞武装是否真正拥有高超音速导弹，其在红海水域袭击

商船，给地区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当前红海紧张局势是加沙冲突的外

溢表现之一，有关各方应积极推动加沙地带停火，如此才能实现红海局

势降温。

胡塞武装首次使用高超音速导弹

新闻事实：6 月 27 日至 29 日，美日韩首次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

多域联合军演。演习涵盖海洋、天空、网络等多个作战领域，包括美军

“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在内的多型舰机参演。

点 评：美日韩举行多域联合军演，表明三国将在美韩、美日同盟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三边军事合作水平。这次军演既是美国彰显其

东北亚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也是北约向亚太地区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将

导致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更加复杂、更趋严峻，国际社会对此应保持

高度警惕。

美日韩举行首次多域联合军演

“自由之刃”军演期间，美军战机从“罗斯福”号航母上起飞。俄军装备的“伊斯坎德尔-M”战术导弹。

新闻事实：据俄媒 6 月 28 日报道，俄罗斯军事专家阿列克谢·安皮洛

戈夫表示，作为对美国在菲律宾部署“堤丰”导弹系统的回应，俄可能恢

复生产中短程导弹，并在白俄罗斯及朝鲜部署。

点 评：撕毁《中导条约》后，美国陆军马上装备了可发射“战斧”巡

航导弹的“堤丰”系统，不久前还将该武器运抵菲律宾投入军事演习。俄

方此举显然是为寻求与美西方的战略平衡所采取的重要预防性措施。

在核威慑策略支撑下，俄可通过此举进一步威慑美国和北约以及欧亚地

区的美国盟友。

俄或将恢复生产和部署中短程导弹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里克·赖

德近日表示，“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

击群已离开红海任务区域，将在地中

海水域作短暂停留后返回美国，接替

它的是目前在亚太地区活动的“罗斯

福”号航母。不久前，“艾森豪威尔”

号航母曾因疑似遭到胡塞武装袭击

而一度成为舆论焦点，此番撤离及美

军的轮换部署再度引发国际社会的

广泛关注。

去年 10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全面

爆发后，为应对胡塞武装在红海对“关

联以色列”船只发动的连续袭击，美海

军“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紧急出发，前

往红海和东地中海等海域遂行武力威

慑任务。此后，美国还组建联盟开启

“繁荣卫士”护航行动，对胡塞武装重

要目标展开空袭，其中“艾森豪威尔”

号成为指挥护航联盟的中枢和打击力

量核心。

美 国 航 母 一 次 海 外 部 署 的 时 长

一般为 6 个月，然而“艾森豪威尔”号

航母在红海部署已长达 8 个月，超期

部署的背后是美国航母“疲于奔命”

的窘境。8 个月来，美海军反复发起

空袭，消耗约 10 亿美元的弹药，还消

耗 了 大 量 拦 截 导 弹 ，但 结 果 收 效 甚

微。不管“袭击疑云”真相如何，美军

不但无法保护红海水域航运安全，自

身威慑力反而受到严峻挑战已是不

争的事实。

曾 经 凭 借 强 大 军 事 和 经 济 实 力

在国际舞台上呼风唤雨的美国，面对

不断露头又不断隐蔽的胡塞武装分

子却无计可施，只能如“打地鼠”一般

陷入反反复复的攻防战。据不完全

统计，去年 11 月以来，胡塞武装向途

经红海的各类商船发动了 50 多次无

人机、无人艇和导弹袭击，“艾森豪威

尔”号航母也数次成为其打击目标。

一名美海军指挥官坦言，“胡塞武装

几乎每天都会向红海、亚丁湾及曼德

海峡发射导弹”，这种不对称的长期

消耗战，让美军持续高度紧张因而人

困马乏。彭博社评论称，胡塞武装成

功挫败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这是

美国寻求限制巴以冲突外溢所遭遇

的最新挫折。

然而，“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离

开并不意味着美军从红海撤离。“罗

斯福”号航母在结束与日韩的联合军

演后，将接替执行红海水域的护航和

威 慑 任 务 。 根 据 美 国 军 方 的 表 态 ，

“罗斯福”号将在红海继续履行美方

作出的安全承诺。针对美军航母轮

换，有评论指出，此前，美军付出的高

昂代价，并未能让全球航运业重拾对

红海运输安全的信心，但若此时彻底

离开，不仅意味着胡塞武装的胜利，

而且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长期经贸

利益也将严重受损。此外，可能再度

急剧升级的中东局势，也迫使美军不

得不“赖”在红海，通过军事存在实现

对相关势力的威慑。

“ 艾 森 豪 威 尔 ”号 回 家 和“ 罗 斯

福”号接班，凸显了美军当下在应对

胡塞武装等中东地区势力时所面临

的 两 难 困 境 —— 进 ，打 不 赢 ；退 ，走

不了。

说到底，美军航母的去留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地区局势，但却无法成

为真正解决问题的手段。一段时间以

来，美国偏袒个别国家的立场以及动

辄以武力恫吓和军事打击对手的方

法，导致中东地区矛盾重重，巴以问题

难以解决。当前红海水域紧张局势不

断升级，以致“艾森豪威尔”号深陷“袭

击疑云”，正是新一轮巴以冲突外溢的

直接体现，而这背后的始作俑者正是

美国自己。

可 以 预 见 ，只 要 巴 以 冲 突 不 平

息 ，胡 塞 武 装 对 有 关 商 船 和 美 英 军

舰 的 袭 击 就 不 会 停 止 。 因 此 ，要 真

正 平 息 红 海 局 势 和 中 东 危 机 ，除 了

推 动 巴 以 冲 突 得 到 公 正 解 决 ，美 国

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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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法舰艇在日本附近海域进行联合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