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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澳大利亚同美英两国签署一

份交换核机密和转让核材料的协议，迈

出为澳海军装备核潜艇的关键一步。在

此前举行的新一轮美澳防长和外长“2+

2”会谈上，双方宣布将深化一系列军事

合作，包括升级位于西澳大利亚州和北

领地的关键空军基地，增加美国在澳的

轮换兵力以及巡逻机、侦察机、轰炸机的

部署频次，加强精确打击导弹等弹药生

产合作等。

近年来，随着美国推进所谓“大国竞

争”和“印太战略”，美澳军事同盟关系在

美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双方军

事合作逐步升级，在战略合作、战术融

合、装备和后勤一体化等方面呈现出许

多新动向，成为影响亚太地区安全局势

的不确定因素。

升级关系——

意在打造同盟“支点”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 1951 年签

订的《澳新美安全条约》，是美澳军事同

盟的起点。此后，澳历届政府都把与美

国的同盟机制作为其防务政策的压舱

石。2014 年，美澳两国签订军力部署协

议 ，为 美 在 澳 的 军 事 存 在 设 定 法 律 框

架。美澳防长和外长“2+2”会谈也成为

机制化的沟通渠道。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加快实施“印

太战略”，更加重视澳大利亚的作用。在

深化美澳双边军事同盟的基础上，美国还

不断打造“小多边”联盟网络，以维护美国

霸权、威慑战略对手。如建立美英澳三边

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加强美日澳三边

防务关系、升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巩

固“五眼联盟”等，涉及领域涵盖情报交

换、战略协调和军事技术合作等。

为 了 迎 合 美 国 ，澳 大 利 亚 在《2020

年国防战略更新》中提出，将印太地区作

为未来国防规划的重点方向，主张发挥

澳作为印太地区“支点”国家的特殊作

用。继 2021 年澳同美英正式建立“奥库

斯”并寻求进口核潜艇后，今年 4 月，美

英澳三国又拉拢日本加入“奥库斯”，将

军事技术合作扩展到人工智能、自主系

统、高超声速等重要军事技术领域。未

来，美澳军事同盟升级步伐或将进一步

加快。

升级设施——

强化岛链“南锚”作用

澳大利亚一直被美国视为第二岛链

的“南锚”要地，与作为“北锚”的日本遥相

呼应。澳大利亚不仅允许美驻军使用澳

军基地，还开放现有的军事训练场所和军

港，确保美驻军训练和先进武器装备的预

置。美国则不断加大在澳军事投入，推进

基础设施建设，企图将其打造成为集进

攻、侦察和支援于一体的不沉“航母”。

在美军全新的军事常态化部署计划

中，澳北部的达尔文是一个重要的战略

枢纽。达尔文地处印度洋与太平洋的连

接要道，与关岛和迭戈加西亚共同构成

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新威慑圈。当前，美

海军陆战队在达尔文基地轮驻人数已增

至 2500 人，并计划与澳军组建联合训练

旅。2022 年 3 月，澳宣布将耗资 100 亿

澳元在东海岸建造新的潜艇基地，用来

停靠美英澳合作研制的核潜艇，并保障

其定期部署。

此外，美军还出资实施“航空中队行

动中心”计划，在澳廷德尔空军基地为

B-52 战略轰炸机建造专用作战指挥中

心、停机坪和维护中心、弹药库等设施，

完成后也可用于部署 B-21 战略轰炸机

等多种战略投送平台。美利用澳北部多

个基地频繁轮换部署 P-8 反潜机、B-52

和 B-1B 轰炸机等，为驻关岛和冲绳的

美军提供了分散部署方案。

不难看出，随着所谓“大国竞争”对

手“区域拒止/反介入”能力的提升，美国

愈发重视澳大利亚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

缘价值。澳国内有识之士对此表示担

忧，认为美澳军事同盟的不断升级，将使

澳在军事上更加依赖美，其外交和安全

政策也将受制于美。如果澳不能保持自

身的战略自主，继续随美起舞，将面临引

火烧身的风险。

升级演训——

提升一体化作战能力

近年来，美澳通过“环太平洋”“漆

黑”等双多边联演，全面提升两军的“互

操作性”，将澳军作战力量设计进以“大

国竞争”为背景的高端战争准备中，打造

一体化联盟作战体系。

2017 年 2 月，美澳两国空军启动“强

化空中合作”协议，旨在“迅速强化澳空

军能力，实现美澳两国空军无缝合作”。

在此框架下，今年以来，从澳首次派出

F-35A 战机赴美参加“红旗”演习，到派

出 F-35A 战机、E-7 预警机和 KC-30A

加油机的组合，参加美空军主导的“对抗

北方-2024”联合演习，再到美英澳菲等

20 个国家派出 140 余架飞机参加“漆黑-

2024”多国联合军演，美澳两国空军主战

装备频繁进行空中演习和战术训练，以

此提高联合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

美澳共同参与海上演习也十分频

繁。今年 4 月，美澳日菲四国在南海举

行首次联合军演，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

和 海 上 巡 逻 等 ；6 月 ，在“ 环 太 平 洋 -

2024”多国海上联演中，澳海军“悉尼”号

驱逐舰发射“海军打击导弹”，击沉了作

为靶舰的美退役两栖攻击舰“塔拉瓦”

号；在本月初举行的“太平洋之龙-2024”

演习期间，“悉尼”号驱逐舰试射了一枚

美制“标准-6”导弹，表明澳海军已将该

型导弹整合到其海军防空武器库中。

在这些演训活动中，澳军积极配合

美军，验证敏捷作战部署、分布式杀伤、

穿透性制空等新型作战概念，提升新旧

装 备 混 合 使 用 、多 军 种 跨 域 协 同 等 能

力。美军则提升了向亚太南部远程投送

兵力的能力，实现美军战略力量从“连续

驻扎”向“动态兵力运用”转变，增强了兵

力部署的灵活性。

种种事实表明，美国正极力联合澳

大利亚推高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态势。

随着美澳军事同盟的强化，澳防务政策

正在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介入”。美

澳军事同盟的这种升级态势，将使亚太

地区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从而给地区和

平稳定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作者单位：空军研究院）

深化一系列军事合作，配合实施“印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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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实：8 月 16 日，德国执政联盟就削减开支达成最终一致。

根据计划，德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将削减一半，减至 40 亿欧元，由于本

年度的援乌预算已经用尽，明年援乌计划已经超额，这意味着德国政

府无法为乌克兰提供新的援助。

点 评：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紧跟美国步伐，向乌克兰提供了

包括坦克、装甲车和防空系统等在内的大量军事援助，成为仅次于美

国的第二大援乌国。此次暂停援乌，德国有着多方面的考量。一方

面，巨额的军事援助对德国经济造成沉重负担，面对国内日益增长的

财政赤字和经济挑战，德国需要集中资源用于其他更紧迫的领域；另

一方面，面对胶着的战局和国内的质疑声浪，德国也担心过度介入俄

乌冲突会损害自身利益，因此不得不在内外政策上做出权衡。

德国政府将暂停军援乌克兰

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豹-2A6”主战坦克。

新闻事实：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斯 8 月 14 日

签署了一份价值约 100亿美元的合同，用于从美国制造商购买 96架“阿

帕奇”武装直升机以及相关的后勤和训练服务。这些直升机将替代波

兰陆军目前装备的米-24直升机。

点 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拥有良好的性能，能够在复杂环境

下执行任务，其引入将有效增强波兰军队的作战能力。俄乌冲突爆发

以来，波兰不断加大军费投入，此前宣布今年将把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4%以上用于国防，是北约 2%目标的两倍。从 F-35 战机到“艾布拉姆

斯”主战坦克，从“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到 AIM-120C 先进中程空对空

导弹，波兰斥巨资大量采购美制武器以加强军事实力，但与此同时，也

将自身置于北约与俄罗斯斗争的前沿。

波兰采购96架“阿帕奇”直升机

美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新闻事实：8 月 15 日，第四次土耳其伊拉克安全峰会在土耳其首

都安卡拉举行。会后，两国防长就军事、安全和反恐合作签署了谅解

备忘录。根据这项协议，两国将在巴格达建立一个联合安全协调中

心，在巴希加建立一个联合培训与合作中心。

点 评：这是土耳其和伊拉克首次在安全领域签署协议。这两个

中心的建立，将促进两国的军事合作，重点是打击库尔德工人党。近

年来，土安全部队持续越境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

目标，导致土伊两国龃龉不断。去年以来，两国关系有所改善。作为

两国高级别安全合作机制，土伊安全峰会旨在共同努力打击在伊拉克

北部地区的库尔德工人党。今年 4 月，土总统访伊进一步推动了两国

在反恐、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多领域的合作。

土伊签署安全领域合作文件

土耳其对伊叙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目标发动空袭。

8 月 14 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

布，将不参加 9 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

选举。这意味着自民党新总裁选出

后，岸田将退任日本首相。回顾岸田

执政这些年，日本不断试图摆脱战后

体制，加速军事力量调整与发展，在战

略调整、作战运用和军力建设等方面

呈现一系列危险动向。

在战略调整上，出台系列战略文

件加速防卫政策转型。岸田政府上

台以来，接连出台各类文件，对相关

战 略 做 出 较 大 调 整 。 2022 年 底 ，日

本 政 府 正 式 通 过 新 版《国 家 安 全 保

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

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政策文件，提

出日本将致力于拥有对敌攻击能力

等政策主张。随后，日本公布《防卫

技术指针 2023》和《防卫生产基础强

化法》等，为新版安保和防卫战略落

地 提 供 切 实 政 策 支 撑 。 此 外 ，在

2023 年版《防卫白皮书》明确日本自

卫 队 着 重 强 化 防 区 外 防 卫 、综 合 防

空 反 导 、无 人 系 统 防 卫 等 七 大 作 战

能力的基础上，2024 年版《防卫白皮

书》进一步提出，相关能力提升将逐

步 补 齐 自 卫 队 在 指 挥 控 制 、远 程 打

击 和 后 勤 补 给 等 方 面 的 短 板 ，增 强

无 人 装 备 防 卫 等 核 心 能 力 ，以 便 最

大 限 度 地 利 用 现 有 武 器 装 备 ，实 现

自 卫 队 由“ 盾 ”向“ 矛 ”的 根 本 性 转

变。

在 作 战 运 用 上 ，强 调 立 足 自 身

条 件 强 化 实 战 意 味 。 随 着 防 卫 战

略 调 整 ，日 本 自 卫 队 不 断 贴 近 作 战

实 际 需 求 ，重 点 关 注 中 远 程 打 击 、

防 空 反 导 和 夺 岛 作 战 等 领 域 ，实 战

意 味 日 趋 浓 厚 。 尤 其 在 西 南 诸 岛

方 向 ，岸 田 政 府 更 是 持 续 推 进 军 事

据 点 建 设 ，提 出 最 晚 至 2027 财 年 ，

日 本 自 卫 队 可 在 出 现 突 发 事 态 时

迅 速 赶 赴 西 南 诸 岛 。 在 军 力 部 署

上 ，日 本 强 调 采 取 总 体 均 衡 、机 动

运 用 、突 出 西 南 方 向 的 战 略 布 势 ，

在 冲 绳 、八 重 山 等 西 南 诸 岛 集 中 部

署 部 队 ，以 增 强 对 西 南 诸 岛 及 周 边

海 空 域 的 控 制 能 力 。 在 力 量 准 备

和 方 案 设 计 上 ，其 一 方 面 着 手 组 建

两 栖 机 动 作 战 旅 ，实 施 地 面 部 队 的

快 反 化 改 编 ，另 一 方 面 则 通 过 组 织

兵 棋 推 演 和 实 兵“ 联 合 夺 岛 ”演 练 ，

检 验“ 西 南 诸 岛 防 卫 作 战 构 想 ”，并

通 过 联 合 演 训 ，公 开 强 化“ 离 岛 作

战”能力。

在军力建设上，图谋“从根本上

强化防卫力量”。为向所谓的“军事

大国”迈进，岸田政府不断调增防卫

预 算 ，加 大 安 保 防 卫 领 域 投 入 。 当

前 ，日 本 已 实 现 防 卫 预 算 连 续 12 年

增长。2023 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出

对标北约，未来 5 年实现防卫预算占

GDP 总值 2%的目标。据称，该计划

如今已实施约 42%，预计 2024 财年日

本防卫支出将达到 8.9 万亿日元，占

GDP 比 重 达 1.6% 。 不 仅 如 此 ，在 防

卫 预 算 连 年 增 加 的 支 持 下 ，岸 田 政

府 声 称 要 强 化 自 主 防 卫 ，积 极 打 造

进 攻 性 军 事 能 力 ，试 图 通 过 先 发 制

人 的 打 击 形 成 威 慑 。 目 前 ，日 本 自

卫队在加大力度采购进攻型武器的

同 时 ，还 在 加 快 传 统 战 略 性 武 器 升

级 改 造 ，加 速 建 设 新 型 作 战 力 量 并

研 发 高 技 术 装 备 ，试 图 全 方 位 多 领

域提升自卫队作战能力。

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框架，不

断 掏 空 专 守 防 卫 原 则 ，日 本 的 国 家

发展已严重背离和平主义路线。鉴

于日本始终缺乏对侵略历史和战争

罪 责 的 深 刻 反 省 ，其 在 军 事 安 全 领

域 的 危 险 动 向 ，着 实 令 亚 洲 邻 国 和

国 际 社 会 感 到 担 忧 ，应 当 引 起 各 方

高度警惕。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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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在“环太平洋-2024”
演习中，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悉

尼”号驱逐舰发射导弹。

右图：美军 F-22A 战机和澳

大 利 亚 皇 家 空 军 F- 35A 战 机 、

KC-30A 多用途加油机在澳廷德

尔空军基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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