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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版本升级迭代

尽管“盟军反应部队”以全新名号

问世，但对“冷战遗老”北约而言，构建

快速反应部队（简称快反部队）并非新

课题。事实上，北约自成立之日起，就

一再试图建立和完善快速反应力量，以

应对所谓军事威胁，并相继推出不同版

本的快反部队。

早 在 冷 战 时 期 ，北 约 就 成 立 名 为

“欧洲盟军联合机动部队”的快反部队，

作为在欧洲地区执行集体防御任务的

骨干力量。不过，该部队从未被动用，

冷战后一度偃旗息鼓，并于 2002 年 11 月

被 新 组 建 的“ 北 约 快 速 反 应 部 队 ”

（NRF）取代。NRF 是北约迄今为止最

主要的快反机动兵力，于 2003 年 10 月初

步 形 成 作 战 能 力 ，2006 年 正 式 完 成 组

建，涵盖陆海空及特种作战力量，总兵

力约 2 万人。该部队一度仅执行一些较

低烈度民事任务，加之北约各国当时可

部署的兵力多被投入伊拉克和阿富汗

战 场 ，2007 年 起 ，该 部 队 兵 员 逐 步 缩

减。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北约

决定重新扩编 NRF，使之持续增至约 4

万人，主要在北约东翼各国轮换部署。

北约还在该部队内部成立战备程度更

高的“先锋”部队——“高度戒备联合特

遣部队”。这是一支约 5000 人的多国陆

军旅，由 5 个营组成，并加强了海空军和

特战力量。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宣布

将快反部队的规模逐步扩充至约 30 万

人，“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部队”增至约 2

万人。这一决策在 2023 年北约维尔纽

斯峰会上再度得到确认。北约欧洲盟

军最高指挥官和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

克里斯托弗·卡沃利表示，处于“完全战

备状态”的北约部队人数已增加 700%。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称，这是北约

应对“战略竞争时代”的举措之一，与派

遣更多部队协防东翼成员国等举措一

起，将成为北约“冷战以来集体防御和

威 慑 的 一 次 最 大 幅 度 改 造 ”。 这 也 为

“盟军反应部队”的组建奠定基础。

能力要求不断翻新

根据不同时期的战略需求，北约对

各版本快反部队的能力，都作出了明确

量化和界定。冷战时期，北约对一度扩

充至近 40 万人规模的“欧洲盟军联合机

动部队”，提出“双 10”概念，即相当于美

军 10 个师的战斗力，能保卫作为对峙前

沿的联邦德国 10 天时间。NRF 成立之

初，主要职能是对后“9·11”事件时代的

危机事态迅速反应，必要时能快速执行

集体防御和全球部署任务，能力指标为

“5 天内部署到位，30 天内保持独立行动

能力”。

2014 年，北约将“主责主业”从“全

球反恐”转回“集体防御”，对 NRF 的要

求随即变为“4 个 30”，即包括 30 个作战

营、30 个空军中队和 30 艘舰艇，可在 30

天（最多 45 天）内迅速进入并掌控作战

地区。其“先锋”部队可在“2 至 3 天内投

入部署”。作为配合，北约按照战备状

况将各成员国主力部队及各级指挥部

分 成 两 类 ，即 高 战 备 部 队 和 低 战 备 部

队，前者可在 90 天内投入作战，后者可

在 180 天内部署到位以支援和轮替高战

备部队。

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称，新组建的

“盟军反应部队”包括网络和太空部队，

以及多支能在短时间内出动的轻步兵

部队，“可在 10 天内投放兵力、火力和施

加影响，以加强威慑力使对手陷入战略

困境”。该部队总部位于意大利，直接

领导英国陆军第 1 师、西班牙特种作战

司令部、北约“海军打击和支援部队”、

意大利海上部队司令部、北约航天中心

和北约网络作战中心等。

折射北约转型方向

从新组建的“盟军反应部队”的各

项能力指标，可以窥见北约新一轮军事

转型的大致轨迹。北约 2022 年 6 月发布

的新战略概念，将俄罗斯界定为最大和

直 接 威 胁 ，提 出 未 来 10 年 三 大 核 心 任

务：威慑与防御、危机预防与管理、合作

安全。相应地，北约推出新防务模式，

着重提升部队快速部署能力，将更多议

题泛安全化。北约防务能力建设的范

畴，也随之扩展至关键基础设施、新兴

和颠覆性技术、太空等领域。

7 月 9 日至 11 日，北约在华盛顿举

行峰会，纪念该组织成立 75 周年。北约

官方称，这次峰会的首要议题仍是“提

升盟军的威慑与防御能力”。自 2022 年

马德里峰会以来，北约军力建设取得一

系列实质性进展：从增加军费开支到加

强前沿防御，从扩充高战备部队到升级

指挥控制系统，从优化联合军演到接纳

整合新盟国芬兰和瑞典……在北约看

来，俄乌冲突可能陷入持久战，为此，需

不断强化北约“欧洲支柱”。北约各国

需 就“ 四 个 更 多 ”达 成 一 致 ，即 更 多 资

金 、更 多 战 斗 力 、更 多 能 力 和 更 多 合

作。特别是，作为对“更强大常规威慑

力”的必要补充，各国需加强对“混合威

胁”（如网络攻击和对关键基础设施的

破坏）的防御能力。

北约选在华盛顿峰会召开前夕，宣

布 新 快 反 部 队 及 其 指 挥 机 构 的 启 动 ，

旨 在“ 一 石 三 鸟 ”地 为 峰 会 造 势 ：展 示

军 力 建 设 阶 段 性 成 果 ；为 将 来 全 面 扩

充 和 维 持 快 速 反 应 军 力 打 造 样 板 ；催

促诱压欧洲各成员国为“四个更多”提

供 资 源 。 这 也 充 分 暴 露 出 ，自 称 防 御

性组织的北约，依然顽固秉持对抗性、

扩 张 性 和 排 他 性 的 安 全 观 ，延 续 扩 军

备 战 之 路 ，势 必 将 对 地 区 格 局 和 国 际

秩序造成巨大冲击。

北约启动新快反部队有玄机
■海 宁

据外媒报道，7 月 6 日，西非国家尼

日尔、马里和布基纳法索三国军事领

导人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举行萨赫勒

国家联盟成员国首次峰会，并宣布成

立“萨赫勒国家邦联”。此举标志着西

非三国向摆脱外国控制、推进一体化

建设迈出重要一步。

峰会上，三国军事领导人主要讨论

了安全、反恐、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合作

问题，强调将致力于推动成员国之间更

深层次融合。三国签署“萨赫勒国家邦

联”条约，并通过邦联内部条例草案。

三国组成邦联之后，将拥有约 7200 万

居民，有助于加强成员国之间的一体

化。三国还决定在邦联内部建立一家

投资银行并设立平准基金，同时建立促

进人员、商品和服务流通的机制。

作为法国前殖民地，尼日尔、马里

和布基纳法索三国彼此接壤，面临相

似的安全和发展问题。近年来，三国

所在萨赫勒地区安全形势恶化，法国

多年反恐成效不大，并对相关国家进

行制裁，导致民众反法情绪高涨。这

为 三 国 探 索 一 体 化 之 路 奠 定 民 众 基

础，使三国加速联合步伐，大胆探索区

域合作机制。

2023 年 9 月，三国在马里首都巴马

科签署《利普塔科—古尔马宪章》，宣布

建立萨赫勒国家联盟。根据该宪章，当

一个缔约国遭受袭击时，其他缔约国必

须 提 供 援 助 ，包 括 军 事 支 持 。 今 年 3

月，三国在尼亚美举行萨赫勒国家联盟

参谋长会议，宣布组建一支联合部队，

用于打击恐怖组织、跨国有组织犯罪

等。在此次峰会上，三国军事领导人对

联合部队的反恐行动表示肯定。

“萨赫勒国家邦联”的建立，强化

了三国对外对内军事实力，有助于三

国政权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据悉，

三国正寻求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

比如，创建共同货币减少外部经济波

动给三国带来的影响，简化三国之间

贸易上的流程，消除货币兑换障碍，降

低贸易成本等。

“萨赫勒国家邦联”的建立，也标

志着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正

式分裂。此前，由于西共体曾在三国

发生军事政变后对其实施制裁，三国

于今年 1 月正式退出西共体。他们认

为，在外国势力影响下，西共体已背离

初创原则，对其成员国及人民构成威

胁。此举被视为三国正式断绝与法国

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军事关系。尼日尔

保 卫 祖 国 国 家 委 员 会 主 席 奇 亚 尼 表

示，西共体在反恐斗争中的缺位是显

而易见的。他呼吁建立一个远离外国

势力控制的共同体，让萨赫勒国家联

盟成为一切区域集团的替代方案。

该邦联的建立，也标志着西方倡议

在该地区的终结，将深刻改变区域地缘

政治格局。从因政变遭受外部制裁，到

走向联合团结建立萨赫勒国家联盟，寻

求自主发展，再到建立打击恐怖主义的

军事联盟共同应对安全问题，直至建立

“萨赫勒国家邦联”，尼日尔、马里和布

基纳法索三国的一体化之路是地区国

家联合的一次大胆尝试。这一举措打

破了长期以来由西方尤其是法国主导

的该地区合作机制，是“以非洲方式解

决非洲问题”的具体实践。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对西非三国

建立邦联之后的走势表示担忧，认为

未来发展形势仍不容乐观。一方面，

三国仍需要下大力气稳定国家政治，

打 击 恐 怖 主 义 ，推 动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

另一方面，未来三国如何处理与西方

国家关系、如何利用外部形势助力国

家发展，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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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日本政府密集出台一系列措

施，加速提升网络空间作战能力，凸显

其 对 网 络 空 间 地 位 作 用 的 高 度 重 视 。

分析称，日本上述举动旨在谋求网络作

战“出海”，将对全球网络安全造成严重

威胁。

扩编网络安全机构

日本政府 7 月 1 日宣布，将扩充内

阁 网 络 安 全 中 心 ，以 更 好 监 视 和 应 对

“ 日 益 增 长 的 网 络 攻 击 活 动 ”。 据 报

道，该中心现有约 90 名专职人员，将增

加 85 人 ，并 吸 纳 更 多 具 备 专 业 知 识 的

民间兼职人员。目前，该中心设有 3 名

专 职 局 次 长 级“ 内 阁 审 议 官 ”，计 划 新

设 1 名次官级、2 名局长级、3 名局次长

级领导职位。这些官员将从国家安全

保 障 局 及 相 关 省 厅 遴 选 ，以 强 化 该 中

心指挥系统。

日 本 政 府 相 关 人 士 认 为 ，要 快 速

有 效 进 行 网 络 作 战 ，不 仅 需 要 建 设 正

规 网 络 战 部 队 ，还 需 要 在 国 家 层 面 设

置统一且横跨各部门的网络空间作战

指 挥 机 构 。 为 此 ，日 本 于 2014 年 通 过

《网 络 安 全 基 本 法》，于 2015 年 设 立 网

络 安 全 战 略 总 部 ，并 专 门 设 置 内 阁 网

络安全中心。

根 据 日 本 新 版《国 家 安 全 保 障 战

略》，日本从今年起引入并推行“主动网

络 防 御 ”构 想 ，将 此 前 单 纯 的“ 网 络 防

御”扩展为融监视、预警、防御和反制于

一体的网络作战。为此，日本将改组和

升格内阁网络安全中心，使之充当事实

上的网络空间作战司令部。分析称，本

轮内阁网络安全中心扩充之举，是日本

政府为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主动网络

防御”构想相关法案而做的相应准备之

一。今后，日本政府将继续拓展该中心

的职能和权限，使之统管自卫队和警察

厅的网络战部队。提高级别后的该中

心主任，可与美欧网络安全机构负责人

直接对接和协调。

出台网络人才战略

7 月 2 日，日本防卫省发布“网络人

才综合战略”，提出将设立新的人才任

用制度，以完善“强化培养内部人才”和

“积极接纳外部人才”并举的体制。该

战略明确指出，为培养网络战部队专业

指挥官，2025 年起，日本陆上自卫队将

举行针对网络领域的专门考试，遴选专

职负责网络作战的自卫官；在自卫队人

员教育和研修进程中开设更多网络相

关课程，及早培养具有网络专业知识的

自卫队队员；优化自卫队与政府机关和

民间企业网络人才交流制度，以尽快扩

充网络战预备自卫官队伍。此外，日本

还将放宽负责网络相关业务自卫官和

预备自卫官的体检标准。

近 年 来 ，日 本 政 府 不 断 加 强 网 络

战人才队伍建设。根据日本政府 2022

年 底 发 布 的 新 版《防 卫 力 量 整 备 计

划》，到 2027 年 ，自 卫 队 中 网 络 专 业 部

队 将 扩 充 至 约 4000 人 ，防 卫 省 和 自 卫

队内部网络领域相关业务人才将达到

2 万人规模，同时增加负责网络防御和

网络装备研发的技术性和事务性自卫

官名额。

鉴 于 网 络 人 才 培 养 成 本 高 、见 效

慢，为弥补人才缺口，日本政府直接从

民间引入人才。2019 年，日本防卫省开

始以“特定任期制”形式聘用民间网络

专家负责网络攻防，任期 5 年。2020 年，

日本自卫队引入预备自卫官制度。预

备自卫官平时在地方供职，但需接受必

要培训，以便尽快融入自卫队网络作战

体系。

引进运用人工智能

7 月 2 日，日本防卫省制定并发布首

个“人工智能推进运用基本方针”，设定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七大重点领域，包

括目标探测与识别、网络和电磁领域信

息的收集与分析、指挥控制与决策、后

勤支援、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无人作战资

产、网络安全等。尽管该方针称，“日本

无意开发人类无法操控的致命性自主

武器”，但一些评论人士指出，日本在网

络领域更加广泛地引进和运用人工智

能技术，已是大势所趋。

日本防卫大臣木原稔在同日举行

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大力发展人工智

能和网络技术，可有效提高自卫队运作

效率。实际上，日本政府正不断扩大人

工智能技术在网络领域的应用。2019

年，日本防卫省要求参照网络防御和人

工智能水平领先的美国、以色列等国，

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目前，日本已

将人工智能界定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技

术”，不断提升自主研发投入和技术引

进力度。

可见，日本政府正持续将网络空间

作为突破“和平宪法”的重要抓手、扩大

国际影响力的机会窗口和实现跨域作

战的关键要素。随着日本网络攻防能

力 迅 速 提 升 ，其 作 战 指 向 也 将 更 加 明

显，值得关注和警惕。

日本提升网络空间战力凸显野心
■李 海

近期，英国数据分析和咨询公司

“环球数据”发布数据显示，美军在电

子战领域的投入正不断增长，2021 年

至 2023 年，其在该领域的支出已占全

球 的 45%。 2024 财 年 ，美 军 已 花 费 约

50 亿 美 元 提 升 电 子 战 能 力 。 至 2033

年，美军用于电子战能力的投入预计

将增至 75 亿美元。

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曾于 2023 年

指出，美国正在失去电子战方面的优

势，这阻碍了美国开展军事行动的能

力。该委员会建议美军增加电子战投

资、开发新概念，将电子战能力纳入作

战平台和系统。

美 军 已 用 电 磁 频 谱 战 代 替 电 子

战概念，并将电磁频谱域与陆、海、空、

天和网络空间并列为六大作战域。美

军认为，与传统电子战概念相比，电磁

频谱战涉及领域更广，包括电子战、通

信、传感器等多个方面。

近年来，美军不断更新电磁频谱作

战相关条令和战略。2020 年 7 月，美军

公布 JP3-85《联合电磁频谱行动》条令

文件，同时废除《JP3-13.1：电子战》条

令，并对旧版条令中与电子战相关的术

语进行修改。2020 年 10 月，美国防部

发布《电磁频谱优势战略》，提出电磁频

谱发展的 5 个目标。2021 年 7 月，美军

发布《电磁频谱优势战略实施方案》，以

改造升级电磁频谱领域关键能力，并对

相关组织机构进行调整优化。

为提升电磁频谱作战能力，美军

不 断 推 进 装 备 研 发 与 技 术 更 新 。 目

前，美各军种已研发并列装 550 余种各

类型号的电磁频谱战装备。其中，美

军 对 空 基 电 磁 频 谱 战 系 统 的 投 资 最

大。在机载装备方面，美 F-35 战机搭

载的 AN/ASQ-239 系统，具备实时战

场空间态势感知和快速反应能力，是

美军目前电磁频谱作战的关键系统，

正处于持续升级改造阶段。美军还在

加速推进“下一代干扰机”研发，以逐

步 替 换 现 役 EC-130H、EA-18G 等 电

子战飞机。

在舰载电磁频谱战装备方面，AN/

SLQ-32（V）系统是美海军目前最主要

的电磁频谱战系统。目前，美海军正

对其进行升级，以提高该系统对反舰

导弹的防御能力，提升舰船对周边威

胁的态势感知能力。在陆基电磁频谱

战装备方面，美陆军正逐步开发旅级

战斗队地面层系统。这是一种新型综

合电磁频谱战系统，也是美陆军首个

融合电磁频谱、信号情报以及网络空

间作战的系统。2024 财年，美陆军为

其申请了 6500 万美元预算。

此外，美军还不断将人工智能、机

器学习等技术融入电磁频谱作战能力

建设，着手推进新一代“认知电子战”

“先进电子战能力”等项目，推动美军

电磁频谱战向技术智能化和装备无人

化方向演变。

上图上图：：装备装备 AN/SLQ-AN/SLQ-3232（（VV））系统系统

的美海军舰艇的美海军舰艇。。

美美加大电磁频谱建设投入加大电磁频谱建设投入
■王大宁

美空军人员向日本自卫队人员介绍网络防御武器系统美空军人员向日本自卫队人员介绍网络防御武器系统。。

北约军事官员近期表
示，作为升级欧洲防御计
划 行 动 的 一 部 分 ，7 月 1
日，北约在意大利瓦雷泽
省的索尔比亚泰奥洛纳举
行仪式，正式启动一支新
的快速反应部队“盟军反
应部队”。分析人士指出，
该部队的特点和启动时
机，颇有战略意味。

66月中旬月中旬，，波兰士兵参加北约综合空中和导弹防御演习波兰士兵参加北约综合空中和导弹防御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