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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美军主导的“环太平洋-

2024”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在夏威夷群岛

及其周边海域逐步展开。作为美军在

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军演，“环

太平洋-2024”演习延续了该系列演习

参演兵力多、海空装备齐、持续时间长

的特点，并且参演国家进一步增多，演

练内容的指向性也更强。

然而，对于美方试图通过这场军演

拉帮结派、逼迫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真

实动机，世人看得清清楚楚。和平的亚

太不欢迎冷战思维与阵营对抗的祸水，

美欲借此次军演整合盟友体系、挑动阵

营对抗的图谋难以得逞。

演习呈现两大特点

“环太平洋”系列军演始于 1971 年，

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应对苏联在太平洋

地区的海上威胁。起初，演习由美国、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三国联合实施，每

年举行一次。冷战结束后，改为每两年

举行一次。

近几年，美军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

区每年至少组织 70 场多国联合军演，

“环太平洋”是其中规模最大的演习。

“环太平洋-2024”军演分靠港培训、分

队合训和战术训练三个阶段，持续时间

超过 1 个月，参演装备包括 40 艘水面舰

艇、3 艘潜艇和 150 多架飞机，总兵力超

过 2.5 万人。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军演呈现两大

特点。

一 是 参 演 国 数 量 创 新 高 。 今 年

共 有 29 个 国 家 参 演 ，比“ 环 太 平 洋 -

2022”多 3 个 国 家 ，是“ 环 太 平 洋 -

2010”的 2 倍多。就参演国数量而言，

“环太平洋-2024”军演是目前全球规

模 最 大 的 多 国 海 上 联 合 演 习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今 年 的 参 演 国 不 仅 包 括 印

度 洋 和 太 平 洋 地 区 国 家 ，还 包 括 7 个

欧洲国家。

二是演习指向性更强。此次军演，

美国邀请了印度、马来西亚和新西兰等

14 个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参演，

却将中俄排除在外，服务“大国竞争”战

略的意图十分明显。在演练内容设置

上，今年的军演突出反潜战、舰艇编队

水面作战、两栖登陆作战等，更加聚焦

备战大国冲突。演习期间，美军还将排

水量 4 万吨的“塔拉瓦”号两栖攻击舰

作为靶舰，此举显然是为大国冲突中的

反大型水面舰艇作战测试弹药和战法。

企图达成三重效果

美军将“环太平洋-2024”军演的主

题确定为“伙伴：整合与战备”。从中不

难看出，美方希望以此次军演为契机，

巩固拓展其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盟

伴关系网络，扩大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

力优势，同时为大国之间的高端战争进

行准备。

拉 拢 盟 友 伙 伴 ，强 化 地 区 安 全 事

务 主 导 权 。 拜 登 政 府 执 政 以 来 ，将 整

合盟友体系作为实施“大国竞争”战略

的 主 要 途 径 ，试 图 通 过 组 织 联 合 军 演

等方式，持续拓展盟伴关系网络，重塑

地区安全格局。有评论指出，此次“环

太平洋”军演，美方不仅试图在武器装

备 、通 信 系 统 等 物 质 层 面 上 影 响 来 自

印 度 洋 和 太 平 洋 地 区 的 参 演 国 军 队 ，

还欲借机向他们推广美式思维与价值

观 ，进 而 扩 大 美 国 在 这 一 地 区 的 影 响

力和话语权。

整合盟友体系，维持军力优势。一

段时间以来，美国积极推动“北约亚太

化”，怂恿北约国家向这一地区投射力

量，意图借助北约强化其在该地区不断

弱化的军事优势。此次军演，除美国外

共有英、法、德等 7 个北约国家参演，他

们将与日、澳、韩等美国的盟友组成联

合特遣舰队。由此可见，“环太平洋-

2024”军演已成为美国整合跨区域盟友

军力的平台。

检 验 新 技 术 新 战 法 ，备 战 大 国 高

端 战 争 。 据 美 海 军 部 长 透 露 ，美 国 海

军将在“环太平洋-2024”演习中测试

所有 4 个“霸王”项目中涉及的无人舰

艇 ，加 速 推 动 这 些 无 人 舰 艇 形 成 战 斗

力 。 此 外 ，演 习 还 专 门 设 置 了 航 母 打

击 群 多 方 向 防 御 演 练 ，以 实 兵 对 抗 方

式 ，测 试 美 军 航 母 打 击 群 应 对 多 方 向

威 胁 的 能 力 ，从 而 探 索 关 于 航 母 打 击

群 防 御 的 新 战 法 ，提 升 其 在 大 国 冲 突

中的生存能力。

搞小圈子不得人心

利用军演拉帮结派是美国的一贯

伎俩。美方宣称“环太平洋-2024”演

习旨在“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团结，维护

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但诸多评论指

出，此次演习实则是美国展示实力，诱

迫他国选边站队的工具，其根本目的是

维护美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霸

权地位。

表 面 上 看 ，此 次 演 习 可 谓 声 势 浩

大 ，但 细 究 之 下 充 满 徒 有 其 表 之 嫌 。

从各国出动的参演力量来看，在 29 个

参演国中，有 11 个国家派出小型地面

分队，印度、印尼等国则是象征性地派

了一艘护卫舰，就连日、澳、韩等美国

亚 太 盟 友 也 没 有 派 出 直 升 机 航 母 、两

栖 攻 击 舰 等 主 力 舰 船 参 演 。 反 观 美

军 ，其 出 动 的 兵 力 占 到 了 演 习 总 兵 力

的至少一半。这种参演热情的“温差”

表 明 ，多 数 地 区 国 家 并 不 支 持 美 国 执

迷的“大国竞争”，也不愿选边站队、随

美起舞。

近年来，美国对各种同盟关系加以

整合，试图打造规模更大的同盟体系，

其真实目的绝非其口口声声的“共同防

御 ”和 维 护 所 谓“ 自 由 开 放 的 印 太 秩

序”，而是要通过搅乱局势浑水摸鱼，遏

制竞争对手、维护自身霸权。

无数事实表明，拉帮结派搞对抗的

冷战思维无法解决争端、带来安全，只

会激化矛盾分歧。美国妄图以军演为

幌子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的做法，与亚

太地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大潮流背

道而驰，不得人心，注定失败。

近日，美军主导的“环太平洋-2024”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拉开帷幕。对于美方试图通过这场

军演拉帮结派、逼迫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真实动机，世人看得清清楚楚——

美欲借军演挑动对抗难得逞
■陈航辉 范闻博

新闻事实：日本防卫省 7 月 4 日宣布，已与美国政府签署引进美制

JASSM 空射巡航导弹的相关文件。据报道，日本计划花费约 7500 万美

元从美国采购 50 枚该类巡航导弹，并于 2027 年开始装备给航空自卫

队的 F-15 战机。

点 评：JASSM 是美国研制的新一代空对地巡航导弹，射程约 900

公里。日本计划购买的可能是其增程版本，即 JASSM-ER 导弹。该导

弹采用隐形设计、打击精度较高。日本引进该型导弹，意味着其在背离

专守防卫政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

制，大力发展进攻性武器，向世界传递出危险信号，即日本企图颠覆战

后国际秩序，成为军事大国。

日本将引进隐形空射巡航导弹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上图：参加“环太平洋-
2024”军演的美军“卡尔·文

森”号航母在夏威夷附近海

域航行。

左图：英国皇家空军 P-
8A 反潜巡逻机飞抵夏威夷

美军基地，参加“环太平洋-
2024”军演。

新闻事实：芬兰外交部 7 月 5 日宣布，芬兰总统斯图布当天签署

了芬兰与美国防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芬兰将开放 15 个军事基地

供美军使用。协议还将授权设立一些仅供美国人员使用的专属军事

区域。

点 评：芬兰与俄罗斯拥有上千公里的边界线，芬美签署防务合

作协议，意味着美军可以将兵力部署到距离俄罗斯更近的地方，从而

形成更强的军事威慑。加之此前瑞典也与美国签署了类似协议，美国

对北欧地区的控制力和对波罗的海进行封锁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俄罗斯必然会采取反制措施，双方在北欧地区

的博弈或将不断升温。

芬兰与美国签署防务合作协议

芬兰空军与美国空军进行联合训练。

新闻事实：7 月 2 日至 6 日，由“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

“帕申”号补给舰等组成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抵靠拉瓜伊拉港，对委

内瑞拉进行了为期 4 天的访问。此前，该编队对古巴进行了约一周的

访问。

点 评：俄国防部表示，该编队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在远海重要作

战地区的军事存在。拉美地区历来被美国视为自家“后院”。在乌克

兰危机持续延宕的背景下，俄罗斯派出舰艇编队访问古巴和委内瑞拉

意在震慑美国，让美国产生更大的忌惮心理。同时，美国长期对古巴

和委内瑞拉指手画脚，两国希望借助外部力量支援，增加与美博弈的

筹码。

俄海军舰艇编队访问委内瑞拉

7 月 2日，俄“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抵达委内瑞拉拉瓜

伊拉港。

军眼聚焦

●

7 月 2 日，德国总理朔尔茨访问华

沙并与波兰总理图斯克举行会谈，双方

表示将在保护欧盟东部边境安全和防

空领域加强合作。这是两国自 2018 年

以来首次举行政府间磋商，双方就涉及

欧洲安全的重大问题达成一致，为两国

在欧洲安全领域建立双边工作机制奠

定了基础，同时也意味着德波防务合作

将进入新阶段。

当前，俄乌战事久拖不决，欧洲极

右翼政党快速崛起。舆论分析认为，面

对一系列挑战，德国和波兰执政当局不

得不认真思考：该如何应对眼下的局

面？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安全威胁，两

国希望通过加强合作化解风险，确保欧

洲边界和空中安全，共同发挥欧洲局势

“稳定器”的作用。

近年来，德波两国对国防建设的

重视程度显著上升，双方对安全态势

的 判 断 和 认 知 不 断 趋 同 。 乌 克 兰 危

机 升 级 后 ，德 国 于 2022 年 设 立 总 额

1000 亿欧元国防特别基金，并将国防

预 算 提 升 至 本 国 GDP 的 2% ，成 为 第

一 个 达 到 北 约 标 准 的 欧 洲 大 国 。 波

兰则于同年通过《国土防御法案》，将

增 加 国 防 预 算 列 为 政 府 工 作 三 大 优

先 事 项 之 一 ，其 2024 年 国 防 预 算 占

GDP 的比例高达 4.2%，成为所有北约

成 员 国 中 国 防 投 入 占 本 国 GDP 比 重

最高的国家。

与此同时，德波两国愈发注重在

欧洲安全领域加强政策协调。俄乌冲

突爆发后，德国提出旨在增强北约欧

洲成员国防空能力的“欧洲天空之盾

倡议”，目前已有 15 个国家签署参加这

一倡议的意向书。波兰不但宣称希望

加入该倡议，还积极呼吁更多欧洲国

家参与。今年 5 月，波兰推出“东部盾

牌”计划，宣布将斥资 25.5 亿美元加强

东部边境安全，这一计划也得到了德

国的大力支持。

此外，根据德波官方发布的信息，

两国未来计划在防务安全领域展开一

系列务实合作。双方不仅打算在政治

层面和军事层面建立定期会晤机制，还

将基于新的安全形势，调整各自武装力

量发展的优先方向，从而提高两国武装

部队作战能力之间的互补性。

值得注意的是，德波两国加强防务

合作，将对欧洲未来的政治格局和安全

形势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从短期看，两

国在欧盟东部边境和空中安全领域加

强合作，符合欧盟提出的将自身打造为

“成熟防务联盟”的愿景，有助于稳定欧

洲局势。从中期看，德波不断升级安全

合作，试图主导未来欧盟防务发展的方

向，将对欧盟目前的法德“双轴”政治结

构造成冲击，导致欧盟内部关系更加复

杂，难以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欧洲

在政治上将更加分化。从长期看，德波

在地缘上与俄罗斯紧密关联，两国深化

防务合作、加强军事力量建设，会进一

步刺激俄罗斯，可能最终导致欧洲与俄

罗斯走向直接对抗。

目前，德波防务合作尚处于起步

阶 段 。 两 国 防 务 合 作 关 系 的 发 展 之

路，必然充满诸多内部和外部因素的

掣肘。出于各自利益，美国以及一些

欧洲国家并不希望德波走得太近。德

波防务合作的未来可谓长路漫漫，并

非坦途。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德波防务合作：长路漫漫非坦途
■陈雅东

军眼观察

（本版军情点评小组）

美制 JASSM-ER导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