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图：日本海上自卫队“出云”号（前）和澳大利

亚等国舰艇近日在日本近海进行联合训练。

右图：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斗机在“出云”

号上进行起降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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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防卫省近期宣称，海上自卫队

即将实施史上力度最大的编制调整，以

“更有效地整合现有主力舰艇”。分析人

士认为，日本此举的真实意图是构建全

新作战体系、提升远程作战能力。对此，

周边国家须予以高度警惕。

全面实施调整重构

日本海上自卫队现由自卫舰队、“地

方配备部队”、教育航空集团和练习舰队

等组成。自卫舰队是海自的主力，下辖

编入水面主战舰艇的“护卫舰队”及航空

集团、潜艇舰队、扫雷舰群、舰队情报群

等直属部队。“护卫舰队”现下辖四个护

卫队群，每群各下设两支护卫队，一支直

升机驱逐队主司反潜，一支防空驱逐队

主管海基反导和防空。

2005年，海自曾大举重组，各护卫队

群不再负责作战指挥，转为只负责管理、

训练和后勤保障的行政单位，而下属的两

支护卫队则分散配置，不再集中一地。这

对海自指挥运筹、协同作战、训练水准和

后勤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提升

了其插手周边热点事件的灵活度。

根据新的调整计划，海自将所有水

面主战舰艇纳入新成立的“水上舰队”，

主要编成“水面作战群”“巡逻警戒群”及

“水陆两栖和扫雷作战群”等。其中，三

个“水面作战群”将以四个护卫队群为基

础改编而成；一个“巡逻警戒群”将取代

原“地方配备部队”下辖的“导弹艇队”；

一个“水陆两栖和扫雷作战群”将由扫雷

舰群和“地方配备部队”所属的扫雷、运

输和两栖力量合并组成。

同时，原海自系统通信队群，自卫舰

队建制下的舰队情报群、海洋业务和对潜

支援群，以及地方队的警备所等涉情报战

职能单位，将被整合成立与“水上舰队”级

别相同的“情报作战集团”，下设“作战情

报大队”和“网络防御大队”。所有重组计

划在 2026 年 3 月完成，届时“护卫舰队”

“护卫队群”等沿用已久的番号将消失。

整编计划指向鲜明

日本海上自卫队此次整编的重点是

“护卫舰队”，并广泛涉及扫雷舰群和“地

方配备部队”等多个单位，意图明显。

首先，整合主战兵力，强化一线实

力。根据舰艇性能用途和作战职责，合

并重组较分散的专业力量，谋求更为高

效灵活地运用部队。正如防卫省所宣称

的，三个“水面作战群”将各拥有一艘直

升机驱逐舰，其余舰艇的种类和数量也

较原护卫队群有所增加，以便保证更多

战舰接受轮换、训练和维护，开展更高水

平的联合与协同行动。“巡逻警戒群”主

要承担平时海自基地及日本周边海域的

警戒监视任务，也能用于辅助应对长期

行动，还可保障作为主力的“水面作战

群”专注于训练。

其次，充实航母编队，实施远洋进

攻。两艘 2 万吨级的“出云”级直升机驱

逐舰均已初步完成轻型航母化改造，可

搭载垂直起降型 F-35B 战斗机，它们与

一艘“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将分别充任

三个“水面作战群”的旗舰，牵头编组轻

型航母编队，遂行攻击性的制空、制海或

夺岛等任务，并填补亚太美军的航母编

队“空窗期”。另一艘“日向”级直升机驱

逐舰及部分水面舰艇则纳入“水陆两栖

和扫雷作战群”，使之在履行两栖作战及

扫雷行动“本职”任务之余，还可“升格”

为直升机航母作战编队使用。

第三，巩固原有“优势”，弥补能力短

板。目前美日联合演训中的立体扫雷、

两栖登陆和海上运输等重点课目，都将

成为新成立的“水陆两栖和扫雷作战群”

的职责，使其在保持扫雷这一传统“强

项”的同时，“担纲”两栖和运输这两个海

自近年来为“备战西南方向”而重点关注

的领域。新的“情报作战集团”则吸纳水

文、声学及电磁等多类型情报侦察与分

析力量，将提升海自在情报战领域的联

合作战能力。

黩武图谋越发暴露

早在今年 5 月，日本参议院通过了

《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批准防卫省设

立一个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常设机

构“统合作战司令部”，形成一元化的联

合作战指挥体制。日本海上自卫队本轮

整编，目的是强化海上作战能力，适应新

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要求，充分折射出

日本扩军备武、加速向“军事大国”迈进

的危险图谋。

编制体制将更具变革性。本次整编

只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史上最大规模改

革”的序幕。根据 2022 年出台的“安保

三文件”中的设想和一些媒体披露，海自

计划在 10 年内，将“水上舰队”按 6 个群、

21 个护卫队的新体制进行整编，驱护舰

数量将增至 54 艘。为顺应科技发展趋

势，海自不断投资建造高度自动化、智能

化 的 驱 护 舰 ，以 持 续 增 编“ 水 面 作 战

群”。海自还特别重视情报战领域力量

整合，企图通过情报支援的方式干预周

边热点和冲突。“水陆两栖和扫雷作战

群”重组完毕后，很可能是一支编有直升

机母舰、携带气垫登陆艇的运输舰和若

干驱护舰、扫雷舰的大型特混两栖舰队，

将显著增强其制海与力量投射能力。

兵力兵器将更具攻击性。近年来，

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海自是日防卫

费的重要投入方向，力量建设将显著强

化。在总额高达 591 亿美元的 2025 财年

防卫预算中，海自分得了不菲的“蛋糕”：

约 22 亿美元用于建造三艘标准排水量

4800吨的新型多用途护卫舰；约 5.6亿美

元用于开发和测试两艘新型“宙斯盾”系

统搭载舰；约 2.1 亿美元用于研制潜艇垂

直发射系统；约 1.32 亿美元用于研发可

打击无人机等“小型威胁源”的舰载高功

率激光系统等。这些新锐武器装备均将

成为海自新作战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使其编制表上的“护卫”标签名实俱亡。

美日军事联动将更加全方位。助推

与驻日美军间的指挥一体化，是日本自

卫队当前的改革大方向，此番海上自卫

队的整编只是该进程的开始，陆上和航

空自卫队会陆续展开类似整编。最终，

在指挥体制上，将完成驻日美军司令部

的改造、日本自卫队“统合作战司令部”

的组建以及两者之间的对接；在力量编

成上，则将完成陆海空自卫队的力量充

实与整编。美国利用日本弥补其推行

“大国竞争”战略的军力缺口，日本则利

用美国走向全面“再武装”，地区乃至全

球和平与安全正面临严峻挑战。

增加防卫费投入强化力量建设，成立“水上舰队”取代原“护卫舰队”—

日海上自卫队大规模整编欲何为
■王恒文

新闻事实：9 月 23 日，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

大规模空袭。此前，两名黎真主党高级军事指挥官在以军“定点打击”

中身亡。黎真主党近日持续向以北部发射火箭弹。

点 评：黎以局势正朝着更危险的方向急速滑落，引发国际社会

对双方爆发全面战争的担忧。以色列将黎巴嫩真主党作为重点打击

目标，在以黎边境的军事行动逐渐从防御转向更加主动的进攻性策

略，其目的是震慑真主党，从而在潜在的冲突中掌握主动权。以军连

日的袭击，招致黎真主党更加猛烈的回击，双方平民都在付出高昂代

价。黎以冲突的发展同加沙局势息息相关，只要以色列仍在加沙地带

开展军事行动，黎真主党就不会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实现加沙地带

停火是缓解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本途径。

黎以局势持续升级引担忧

新闻事实：当地时间 9 月 21 日至 22 日，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在美

国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宣布将加强海洋安全领域合作，并举行

四方海岸警卫队联合巡航行动。

点 评：美日印澳寻求举行海上联合巡航，是其防务合作进一步

细化的具体体现，意味着四国将以联合巡航的名义更频繁地介入地区

议题。“四方峰会”完全由美国主导，是其推行“印太战略”的工具。近

年来，美日印澳四国打着所谓“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自由航行”

等旗号，在亚太地区多次开展双边、三边或四边联合军演，严重威胁地

区和平稳定。相较于军演，联合巡航层级低、规模小，却更灵活，频次

可能更多。美国这种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的行径，埋藏着搅局亚太的

祸心，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美日印澳将举行联合海上巡航

9 月 10 日 至 16 日 ，俄 罗 斯 军 队

举 行“ 大 洋 -2024”战 略 演 习 。 俄 总

统 普 京 表 示 ，这 是 俄 30 年 来 规 模 最

大 的 海 军 演 习 。 在 俄 乌 局 势 僵 持 、

俄 本 土 遭 受 攻 击 等 多 重 背 景 下 ，俄

军 开 展 如 此 规 模 的 海 上 军 演 ，除 了

彰 显 强 大 的 军 事 能 力 威 慑 对 手 外 ，

也透露出其着力提升海上作战能力

的现实考量。

据悉，此次演习分为指挥机关演

练和实兵行动两个阶段，旨在检验俄

海军和空天军指挥机关、部队和编队

战备状态的关键要素，确保行动协调

性，并结合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检验俄

军综合使用高精度武器和先进武器的

准备情况。

俄 不 惜 投 入 大 批 海 空 作 战 力 量

参加此次演习，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

慑与反制意味强烈。此次演习范围

广、投入兵力多，在一定意义上展现

了 俄 仍 具 有 强 大 的 战 略 控 局 能 力 。

演习在太平洋、北冰洋、地中海、里海

和波罗的海等多个海域进行，共出动

了 400 多艘舰艇、125 架飞机、7500 多

件 武 器 装 备 和 9 万 多 名 官 兵 。 值 得

注意的是，俄此次演习与北约在俄周

边一系列演习基本同时举行，释放出

强烈对抗信号。特别是近期美欧多

国扬言要取消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

器打击俄本土目标的限制，俄此次演

习的反制意味更加明显。

与此同时，俄“大洋-2024”战略

演习演练形式、课目设置，以及强化海

空协同的特点，也都透露出俄通过加

强实兵演练提升海上作战能力的迫切

需求。

对抗演练贴近实战环境。对标实

战进行对抗是俄军一贯的演练形式。

此次演习中，太平洋、波罗的海舰队和

里海区舰队为红军，北方舰队则为蓝

军，双方均出动主力舰艇完成预定任

务。这种强对抗性演习，可以有效提

升俄军在复杂环境下的快速反应能力

和作战能力。

吸 收 俄 乌 冲 突 的 战 场 经 验 设 置

课 目 。 在 俄 乌 冲 突 中 ，乌 方 无 人 作

战 力 量 采 用 诸 多 新 战 法 ，多 次 使 用

无 人 艇 、无 人 机 等 对 俄 黑 海 舰 队 舰

艇、基地等发起突袭，给俄军造成较

大战损。此次演习的课目设置充分

吸 收 了 俄 乌 战 场 经 验 ，重 点 演 练 击

退 假 想 敌 海 上 大 规 模 进 攻 内 容 ，针

对性设置了反无人艇、反无人机、海

军 基 地 防 御 作 战 、海 上 登 陆 和 运 输

护航等课目。演习中，俄出动卡-29

攻 击 直 升 机 、反 破 坏 艇 和 电 子 战 装

备 演 练 反 无 人 艇 和 反 无 人 机 课 目 ，

表明俄正将战场经验运用于军事训

练 ，推 进 战 法 创 新 以 适 应 无 人 作 战

新形势。

海 空 协 同 提 升 海 上 联 合 作 战 能

力。演习中，俄空天军出动百余架各

型飞机和直升机参演，以配合海军完

成相关演练任务，着重演练空海协同

一体化作战能力。俄空天军苏-30SM

和苏-35S 战斗机掩护图-160 战略轰

炸机飞越巴伦支海域，对“敌”重要目

标发射巡航导弹；图-22M3 远程轰炸

机分别在鄂霍次克海和波罗的海上

空 攻 击“ 敌 ”舰 队 ；苏 -24 轰 炸 机 在

苏-33 舰载机掩护下对科拉半岛的地

面目标实施轰炸。海空力量联合参

与演习，有助于提升俄军的整体作战

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大洋”系列演习

是苏联海军大规模海上演习的传统代

号 。 在 美 苏 争 霸 背 景 下 ，1970 年 的

“大洋”演习首次向西方展示了“戈尔

什科夫时代”苏联海军强大的作战能

力，给北约带来极大震慑。数十年后，

“大洋”演习再次重启，不仅意图展现

俄对大国地位的孜孜追求和以武力捍

卫国家安全的强大实力，更彰显出其

在与北约的对抗中不妥协、不退让的

决心。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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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眼观察

美日印澳四国举行“马拉巴尔”海上联合演习。

新闻事实：9 月 17 日，美国驻欧洲空军司令詹姆斯·赫克表示，北

约正研究在北极建立空中作战中心，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相关

提议已得到北约欧洲司令部司令的批准。

点 评：近年来，北极航道的潜在优势不断显现。由于蕴藏着丰

富的自然资源，北极的战略价值也愈发凸显。种种原因导致美俄两国

围绕该地区的博弈日渐升温。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约在北极地区举行

联合演习的频率和规模都呈上升趋势。随着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8

个环北极国家已呈现“北约 7 国与俄对峙”的局面。北极空中作战中

心的建立将增强北约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为各种进攻性作战力量

进入北极铺路搭桥。俄罗斯在北极拥有重要战略利益，北约此举势必

会引起其强烈反应，从而使北极地区的安全态势更为严峻。

北约拟建立北极空中作战中心

美核潜艇在北极地区活动。 9月 22日，黎巴嫩南部地区遭以色列袭击后升起浓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