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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眼观察

本月初，北约新任秘书长马克·吕特

在就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增加北约部

队人数和装备将是他的“优先任务”之

一。随后，多家媒体密集披露北约大规

模扩军计划的相关内容。在俄乌冲突延

宕、欧洲安全形势持续恶化的背景下，北

约新一轮扩军将加剧局势紧张程度，猛

烈冲击全球安全格局。

大幅强化军备

冷战后，北约曾实施多次战略转型，

但很少涉及扩军方面的问题。然而，自

2022 年北约出台新“战略概念”文件，将

俄罗斯视为“最大且直接的威胁”后，便

迅速开启了冷战后力度最大的扩军进

程。据媒体报道，吕特打算启动的扩军

计划大致包括 3 方面内容。

大幅扩充地面部队。德国媒体《世

界报》报道称，根据一份关于北约“最低

能力要求”的文件，北约计划新增 49 个

作战旅、使北约作战旅的总数增至 131

个 ，每 个 新 组 建 的 旅 编 制 约 5000 名 军

人。这意味着北约地面部队总兵力将增

加 24.5 万人，比目前骤增 60%。为指挥

管理这些新作战旅，北约作战军将从 6

个增至 15 个，师级司令部从 24 个增至

38 个。

强化防空力量部署。按照上述文

件 要 求 ，北 约 计 划 将 地 面 防 空 分 队 的

数量从 293 个增至 1467 个，部署的重点

方 向 包 括 北 欧 、东 欧 、波 罗 的 海 等 地

区。目前，波兰、立陶宛等 6 国正在打

造“ 无 人 机 防 御 墙 ”等 区 域 性 防 空 力

量 。 北 约 欧 洲 盟 军 司 令 部 也 宣 布 ，将

增 加 E-3A 空 中 预 警 机 在 罗 马 尼 亚 空

域 的 巡 逻 频 率 ，加 强 在 北 约 东 翼 对 无

人机等“新威胁”的监控。在指挥机构

方 面 ，北 约 拟 在 德 国 于 德 姆 和 西 班 牙

托 雷 洪 两 个 联 合 空 中 作 战 中 心 之 外 ，

增 设 北 极 空 中 作 战 中 心 ，以 提 升 极 地

区域的防空拦截能力。

优化后勤保障体系。为应对可能

发生的冲突、向部队提供充足的物资保

障 和 可 靠 的 战 略 支 持 ，北 约 计 划 在 芬

兰、瑞典等靠近俄罗斯的成员国，修建

包括大型弹药库、战略性机场等在内的

1400 多个军事设施，并储备约 130 万吨

战备物资。这些物资包括通信器材、医

疗设备、武器配件、炮弹、火箭弹、导弹、

野战口粮等，以确保北约部队战时能迅

速投入战斗。

多重因素驱动

北约新一轮扩军计划的力度之大近

年罕见，其背后有着多重驱动因素。

对抗俄罗斯是主要诱因。俄乌冲突

久拖不决，特别是瑞典和芬兰正式加入

北约后，北约与俄罗斯的对峙边界骤然

翻倍，发生正面冲突的概率增加。鉴于

东欧和北欧的地缘和战场环境特点，以

及俄乌冲突中无人、网络攻防等新作战

样式的涌现，北约试图通过扩军，着重增

强前沿陆上和空中警戒防卫力量，对俄

形成立体包围之势。

东进亚太是重要催化剂。美国将北

约视为推行所谓“大国竞争”的工具。在

美国操纵下，近年来北约东进亚太的趋

势愈发明显。操纵北约东进亚太，美国

的目的是维护自身霸权。为了“倚美制

俄”，北约欧洲成员国只好对美国亦步亦

趋。北约扩充军队员额，有助于推进与

亚太伙伴的军事合作，加强双方军事力

量的联演联训联动。

推 进 战 略 转 型 的 现 实 需 要 。 2022

年北约马德里峰会通过的新“战略概念”

文件，将“拒止威慑”和“前沿防御”重新

置于北约战略的核心地位。在该文件指

导下，北约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扩充前

沿防御力量、优化“快速反应部队”、完善

军 事 指 挥 体 系 、强 化 联 合 军 事 演 习 。

2023 年以来，北约相继在拉脱维亚和波

兰成立多国部队北方司令部和东北方司

令部。今年 10 月 8 日，北约宣布在距俄

罗斯不远的芬兰城市米凯利设立北约北

欧陆军司令部。以上种种举措以及新一

轮扩军计划，都可以被看作是北约推进

战略转型的具体步骤。

冲击全球安全

分析人士指出，作为冷战产物的北

约不断增加军事开支，大力扩充军力，不

仅给成员国带来沉重经济负担，而且严

重威胁世界和平稳定。

煽动阵营对抗，刺激军备竞赛。作

为北约“领头羊”的美国，近年来执迷于

“大国竞争”，企图通过阵营对抗以武谋

霸。无论是地理意义上的扩大，还是军

事层面的扩军，北约的矛头首先对准的

对象就是俄罗斯。北约扩军之后，将越

来越深入和直接地介入乌克兰危机。这

势必遭到俄罗斯的强力反制，并产生严

重的外溢效应，导致欧洲安全形势陷入

不断恶化的旋涡。俄罗斯宣布扩军并大

幅提高国防预算，就是针对北约的重要

反制措施。

恶化安全形势，破坏发展环境。分析

人士指出，北约扩军的背后，美国才是最

大的受益者，既打击了对手俄罗斯，又强

化了对欧洲盟友的掌控。事实上，北约内

部有识之士已在质疑“扩军究竟为谁服

务”。北约扩军对亚太和平发展也是一种

威胁。北约扩军后，将进一步加强与亚太

国家的军事联系，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

活动。近年来，美国为了一己私利，不断

推进“北约亚太化”，对亚太数十年来繁荣

稳定的局面形成严重威胁。

在长期援乌带来巨大经济包袱、欧

洲自身面临经济困境的背景下，北约如

此大规模的扩军将使许多成员国背上沉

重的财政负担。近年来，在美国的裹挟

下，许多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预算都有大

幅增长。法国 2024 财年国防预算为 497

亿美元，比去年增长 7.5%。德国 2024 财

年 国 防 预 算 总 额 达 到 565 亿 美 元 。 然

而，高新技术武器的研发采购，新部队的

组建和维持，均需持续注入大量资金。

多数北约国家虽已达到军费占 GDP 的

2%这一标准，但为确保扩军质效，北约

各国的军费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未来数年还须继续提高。

本月初，北约新任秘书长表示，增加北约部队人数和装备将是他的“优先任务”—

北 约 掀 起 新 一 轮 扩 军 潮
■王恒文 冯 雨

新闻事实：欧盟理事会上周就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援助一揽子计划达

成协议，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 350 亿欧元贷款。据报道，这笔贷款是

落实七国集团向乌克兰提供总额 450 亿欧元贷款承诺的一部分。

点 评：今年 6 月，七国集团领导人就以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所产生

收益作为抵押、向乌克兰提供总额 450 亿欧元贷款达成共识，承诺将在

今年年底前向乌方提供贷款。目前来看，这笔贷款多半会由七国集团共

同出资变成欧盟独自承担。对此，仍未完全走出经济低谷的欧盟国家肯

定心生不满。随着俄乌冲突延宕，西方国家在援乌问题上的矛盾分歧必

然不断扩大。

欧盟将向乌克兰提供350亿欧元贷款

新闻事实：据 美 国 媒 体 报 道 ， 美 日 印 澳 四 国 10 月 8 日 至 18 日

举 行 “ 马 拉 巴 尔 ” 海 上 联 合 演 习 。 此 次 演 习 在 印 度 维 沙 卡 帕 特 南

及 其 周 边 海 空 域 举 行 ， 演 习 内 容 包 括 防 空 、 反 舰 、 反 潜 与 海 上 补

给等。

点 评：“马拉巴尔”演习始于 1992 年，起初是美国和印度的双边军

演，近年来日本和澳大利亚相继加入，使其成为四边联合军演。该军演

已成为美国推行所谓“印太战略”、维护自身霸权的工具。美国在亚太

地区局势复杂敏感的情况下拉帮结派，以军演方式展示合作关系，不利

于地区稳定，只会对地区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美日印澳举行“马拉巴尔”联合军演

新闻事实：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韩国国防部近日表示，日本自卫队为

使用驻韩美军基地而临时进入韩国境内无需得到韩国国会同意。由于

韩国历史上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这一表态在韩国引发巨大争议。

点 评：韩国国防部的表态，表面上是放松对日本自卫队的入境限

制，实质上是对美国的妥协，再次折射出美韩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为打

造“亚太版北约”，美国近年来大力整合其亚太盟友伙伴。韩日在美国的

撮合授意下，搁置争端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就

是例证。美国拉扯盟友伙伴在亚太搞“小圈子”，将进一步推升地区阵营

对抗的风险。

韩国放松日本自卫队临时入境限制

近日，俄罗斯政府向国家杜马提

交了 2025 年至 2027 年预算文件。其

中，2025 年俄国防预算为 13.5 万亿卢

布（约合 1450 亿美元），比 2024 年增长

约 30%，创下历史新高。

自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

国防开支连年增加。2021 年，这一数

字为 3.6 万亿卢布，2024 年增至 10.4 万

亿 卢 布 。 根 据 俄 政 府 文 件 ，俄 罗 斯

2025 年国防预算占俄国内生产总值

的 6.3%，比俄总统普京去年提出的 6%

目标还要高出一些。文件还显示，这

一比重在随后两年将分别降至 5.6%

和 5.1%。近年来，俄罗斯不断加大国

防投入力度有着多重现实考量。

大幅增加国防预算是俄为应对严

峻外部安全形势作出的决策。在俄乌

冲突延宕的背景下，乌克兰计划 2025

年将全部政府预算的 60%以上用于国

防和安全，数额约为 540 亿美元。美

国和欧盟也在加紧推动援乌计划的落

实，致力于使乌克兰具备长期对俄作

战能力。此外，北约在不断东扩的同

时，还大力推进扩军和转型，试图通过

强化前沿部署等方式加强对俄罗斯的

战略围堵。面对这些挑战，俄罗斯需

要增加国防预算，实现“强化国家防卫

力量”的目的。用俄财政部长西卢安

诺夫的话说，“军费增加的相当部分是

为了采购军队所需的武器装备、支付

军人工资以及保障军人待遇”。

为大规模高强度长期作战提供支

持。在乌克兰战场上，俄军武器装备

消耗量巨大。相关统计显示，俄军平

均每天消耗炮弹超过 1 万发，最多时

每天甚至消耗超过 4 万发，如此规模

的弹药消耗，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撑。

当前，俄军工企业体系运转已转入战

时机制，武器产量成倍提升，需要投入

更多资金保证军工产品生产。此外，

面对美西方军事遏压升级的现实威

胁，俄将备战基点转为应对大规模战

争。目前，俄军为储备规模化陆上作

战力量而新增设的师级作战部队亟待

补充装备。有媒体分析，即便俄乌冲

突结束，为了加强相关部队建设，俄国

防开支也不会很快大幅降低。

满足兵员扩充和提升参战人员福

利待遇需要。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

大幅增加武装力量编制员额，明确提

出在 2026 年前将军队编制员额增加

至 150 万人，其中合同制军人增加至

69.5 万。为解决前线兵力短缺和兵员

征集难题，俄大幅提高参战人员福利

待遇，同时开出高额报酬吸引更多人

参军参战。2023 年 10 月，俄罗斯通过

法律，规定参战人员的工资自当月起

增长 10.5%，支付给阵亡军人遗属和

伤员的抚慰金也相应增加。目前，莫

斯科市支付给合同兵的单人一次性奖

励已经增加到 230 万卢布，加上工资、

津贴以及家属补助，一名合同兵服役

第一年可以拿到 520 万卢布，是莫斯

科人均收入的 4 倍多。以上这些措施

的落实，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

支持国防工业体系升级改造。俄

乌冲突被很多人称为“人类历史上第

一场智能化战争”，以无人机、高超声

速武器等为代表的新型武器大量投入

战场并发挥重要作用。面对智能化战

争浪潮，俄传统军工企业只有升级技

术、优化产线、更新产品，才能适应形

势需要。实现这一目标，无疑需要持

续的资金投入。

受西方长期制裁等因素影响，俄

罗斯能否将大幅攀升的国防预算真正

落实面临不小的挑战。不过，经历了

两年多的俄乌冲突，目前俄经济社会

运转已基本适应战时状态。俄经济发

展部门认为，俄罗斯 2025 年国防预算

与自身宏观经济走势大体相适应，并

非某些西方媒体所称的“不堪重负”。

当前，俄乌冲突进入胶着阶段。乌克

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表示，希望不晚

于 2025 年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大选

后，新政府对俄乌冲突的政策也存在

一定变数。如果俄乌局势走向缓和，

俄或许会对国防预算进行一定的调

整。尽早结束俄乌冲突，在欧洲构建

起更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

构，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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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眼聚焦

参加美日印澳“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的舰机。参加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的舰艇编队。 乌军使用英制 AS90自行榴弹炮。

上图：“拉姆施泰因旗帜 24”
演习中北约国家战机越海飞行。

右图：北约国家海军陆战队

员参加“北欧响应-2024”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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