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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实：据日媒报道，日本自卫队和美军从 10 月 23 日开始，举

行“利剑”联合军事演习。此次演习双方投入约 4.5 万人，以及约 40 艘

舰艇和约 370 架飞机，是在日本举行的最大规模日美联合军演。

点 评：这是日美举行的第 17 次“利剑”联合军演，演习地域主要

在冲绳和九州，演习课目包括海上交通要道保护、抗登陆作战、部队空

降、导弹防御等，涉及太空、网络、电磁等多个领域，具有极强针对性。

近年来，日本持续渲染地区安全局势，妄图突破和平宪法谋求军事现

代化和外向化，而美则欲借日本之力推进“印太战略”。双方彼此勾

连、相互利用，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日 美 举 行“ 利 剑 ”联 合 军 事 演 习

（点评专家：刘 强，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军眼观察

据媒体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加

贺”号于本月初前往美国圣迭戈海军

基地进行海上测试。10 月 20 日，美国

海军 1 架 F-35B 战斗机在“加贺”号上

完成降落，这是 F-35B 战斗机首次在

“加贺”号上着舰。很多分析指出，“加

贺”号此次赴美主要是为了验证今年 3

月 底 完 成 的 第 一 阶 段 航 母 化 改 装 成

果，而 F-35B 战斗机完成起降测试，则

意味着日本距离真正拥有航母的目标

更近了一步。日本在背离和平宪法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需要引起国际社会

高度警惕。

二战期间，日本曾拥有多艘航母，

最初的“加贺”号便是其中之一。该舰

在 1942 年的中途岛海战中被击沉。二

战战败后，日本右翼从未放弃重新发展

航母的野心。近年来，从大隅级到日向

级再到出云级，日本海上自卫队大型舰

艇的排水量从不足 1 万吨快速上升到

2.6万吨，逐步接近真正的航母。

此次赴美进行测试的“加贺”号于

2017 年 3 月正式服役，是出云级的 2 号

舰，也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吨位最

大的舰艇之一。建造之初，日本对外

声称该舰为“大型直升机驱逐舰”，并

表示其不具备起降战斗机的功能。然

而，“加贺”号采用直通甲板布局设计，

配备甲板下机库、飞机升降机等设施，

一直被外界视为准航母。2018 年底，

日本政府不再遮掩，在新《防卫计划大

纲》和新《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中

明确表示，将从 2020 年开始对“出云”

号和“加贺”号进行航母化改装，使其

能 够 搭 载 从 美 国 引 进 的 F-35B 战 斗

机。

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出云”

号和“加贺”号的改装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针对飞行甲板和起降系

统；第二阶段主要涉及舰体内部结构

改造，包括机库、弹药库等空间的重新

规划。目前，两艘舰艇的第一阶段改

装均已完成，第二阶段改装预计 2025

年初启动，2027 年 3 月完成。此前，日

本与美国敲定了 2025 年前采购 42 架

F-35B 战斗机的合同。一旦“加贺”号

与“出云”号完成改装，日本将拥有双

航母。

按照和平宪法规定，日本奉行“专

守防卫”原则，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

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然

而，拥有航母后，日本的海空作战能力

将大幅提升，其自卫队将实现由“盾”

向“矛”转变，和平宪法也将名存实亡。

事 实 上 ，二 战 结 束 以 来 ，日 本 右

翼 从 未 放 弃“ 军 事 大 国 梦 ”。 2015 年

安倍晋三政府强行解禁集体自卫权，

令 日 本 宪 法 对 自 卫 队 施 加 的 活 动 范

围限制消失。2022 年底，岸田文雄政

府 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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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 求 获

得“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突破和平宪

法约束和“专守防卫”承诺，标志着战

后 日 本 安 保 政 策 的 重 大 转 变 。 日 本

的这些“新军国主义”动向，不仅让日

本民众陷入恐慌与不安，更加剧了亚

洲 邻 国 和 国 际 社 会 对 日 本 未 来 发 展

方向的警惕和担忧。

日本不断进行军事扩张，离不开

美国的默许。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

区拉帮结派组“小圈子”，将日本视为

推行所谓“印太战略”的“马前卒”，不

断支持日本进行军事松绑。近几届日

本政府一门心思追随美国，希望换取

美国对日本“正常国家”的认可，加速

完成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转

变。然而，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高

地，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局。日本

为一己之私配合美国搞阵营对抗和大

国竞争，不仅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

最 终 也 不 利 于 日 本 自 身 的 安 全 和 发

展。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在军事安全

领域谨言慎行，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

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而言才是

正确选择。

（作者单位：海军研究院）

近日，“加贺”号在美完成 F-35B 舰载机着舰测试—

警惕日本距离真正拥有航母更近一步
■赵永杰 孙会丽

图①：北约培训乌克兰士兵驾驶

“豹”式主战坦克。

图②：德国“狂风”战斗机参加北

约“坚定正午”核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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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眼聚焦

新闻事实：据媒体报道，英德两国 10 月 23 日在伦敦签署了《三位

一体防御协议》，决定在一系列国防项目以及多个领域开展系统性合

作。这是两国之间的首份全面防务合作协议。

点 评：在俄乌冲突延宕与美国总统大选来临的背景下，不少欧

洲国家都主张加强军事合作应对安全局势。英德签署的这份协议，内

容包括在北约东翼举行联合演习、共同开发生产远程导弹和无人机

等。英国称此举将为其与欧盟建立广泛安全与防务合作奠定基础。

此前，英德都同法国签署了安全协议，《三位一体防御协议》生效后，三

国将形成防务交叉合作体系。

英德签署首份全面防务合作协议

英国空军装备的“台风”战斗机。

新闻事实：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10 月 22 日报道称，澳大利亚政府当

日发表声明，确认将花费 70 亿澳元从美国采购“标准”系列防空导弹，

以加强澳海军的防空和反导能力。

点 评：澳政府去年发布的《国防战略评估报告》警告说，现代战

争“极大地削弱了”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优势。为此，澳大利亚开启了

二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防战略调整，决定优先发展远程精确打击

能力。澳方此次采购的美制导弹，将提升澳大利亚的军事威慑能力。

同时，这项采购计划也表明澳美军事合作水平提高，澳大利亚进一步

与美国进行军事绑定。

澳大利亚购买美国“标准”系列导弹

美国海军舰艇发射“标准-2”导弹。

10月 17日至 18日，北约成员国国防

部长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这次

北约防长会不仅邀请乌克兰领导人参

加，还首次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防务部门领导人出席，讨论北约

与四国加强合作相关问题。长期以来，

美国主导的北约固守冷战思维，通过挑

动阵营对抗、制造安全焦虑为维护美国

霸权服务。此次北约防长会前后，在美

国操弄下，北约对外政策呈现“三加”特

点，即加大对乌援助、加强对俄施压、加

速东进亚太，这些行径不利于世界和平

稳定，只会加剧全球安全风险。

拱火俄乌冲突

这 次 北 约 防 长 会 上 ，北 约 新 任 秘

书 长 吕 特 明 确 表 示 ，北 约 国 家 正 在 兑

现向乌克兰提供 400 亿欧元军援的承

诺，今年上半年已落实 209 亿欧元。防

长 会 结 束 后 ，美 国 也 立 即 宣 布 了 包 括

“海马斯”火箭炮、“标枪”导弹、装甲车

等武器装备在内的新一批 4 亿美元对

乌军援。

在此之前，德国表示将于今年底前

与比利时、丹麦和挪威共同向乌克兰提供

价值约 14 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

防空系统、无人机和弹药等。德国还将从

其 2025年联邦预算中拨款 40亿欧元，用

于向乌克兰提供直接军事援助。法国对

乌克兰军队飞行员和技术人员的培训正

在进行中，计划明年初向乌方交付配备新

型电子战装备的“幻影”战机。

如 今 ，俄 乌 冲 突 已 经 是 第 三 个 年

头，战火仍在蔓延，外溢风险上升，和平

曙光尚未显现，局势发展令人担忧。这

种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继续拱火

递刀，再次暴露其煽动对抗、挑乱生战

的本性。

此次北约防长会还讨论了乌克兰

加 入 北 约 的 问 题 ，虽 然 各 方 都 表 示 支

持，但同以往一样，根本没有就加入时

间等具体问题进行商议。分析人士指

出，对乌克兰作出的所谓入约承诺，不

过是北约高高吊起的“胡萝卜”，目的是

诱拉乌克兰、遏制俄罗斯。国际社会看

得很清楚，北约的算盘是利用乌克兰危

机绑住欧洲，从战略上拖住俄罗斯，并

不会冒着与俄直接开战的风险接纳乌

克兰入约。

企图搅乱亚太

这次北约防长会，首次邀请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国防务部门

领导人参加。会议期间，北约与四国达

成共识，将加强彼此在国防生产与创新

领域的合作。这不仅标志着北约合作

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也折射出北约对推

进“亚太化”进程的执念。

从短期来看，北约同日本等四国加

强防务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借助这

些国家的工业和技术实力，弥补成员国

国防工业的产能不足。由于长期处于

和平环境，加上有美国的保护，北约不

少成员国武器装备更新缓慢，军工产能

严重不足。很多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援

助的武器装备，多为库存旧货。比如，

英国援助乌克兰的“挑战者 2”主战坦

克，使用传统的线膛炮，炮口动能先天

不如主流的滑膛炮，其配备的钨芯穿甲

弹 也 很 难 击 穿 俄 军 主 战 坦 克 的 装 甲 。

由于缺乏订单，英国军工巨头 BAE 系统

公司早在 2009 年就关闭了“挑战者 2”

主战坦克的生产线。由于军工企业产

能有限，美国向乌克兰交付援助武器的

速度也十分缓慢，很多时候都是先下订

单生产再将物资交付。

从 长 期 来 看 ，为 配 合 美 国 推 行 所

谓“大国竞争”和“印太战略”，北约在

持 续 搅 乱 欧 洲 的 同 时 ，不 断 将 黑 手 伸

向亚太。自 2019 年北约伦敦峰会首次

将 中 国 列 为 正 式 议 题 以 来 ，北 约 在 推

进“亚太化”方面屡屡炮制新招数：明

确日、韩、澳、新为北约亚太伙伴国，邀

请 四 国 领 导 人 参 加 北 约 峰 会 ；频 频 派

舰 机 赴 亚 太 刷 存 在 感 ，并 与 地 区 个 别

国家举行联合军演；与日、韩、澳、新在

网络安全、应对虚假信息、人工智能等

领域开展合作……

对于东进亚太，北约内部一直存在

反对声音。法国坚决反对北约在东京

设立新办事处，中欧地区的北约成员国

也希望北约专注于本地区。为此，美国

和北约一方面抛出“北约后院的安全遭

到破坏”等言论，为东进亚太捏造借口；

另一方面以敏感性相对较低领域的合

作开路，减少东进扩张面临的阻力。此

次与日、韩、澳、新四国的国防生产合

作，就是典型的例子。

应当反省自身

20 世纪 90 年代，当冷战刚刚结束、

北 约 酝 酿 东 扩 之 时 ，美 国 冷 战 问 题 专

家乔治·凯南就提醒说，北约东扩将是

后 冷 战 时 期 美 国 政 策 最 大 的 错 误 ，是

一次危险的赌博。他预言北约东扩可

能 刺 激 其 他 国 家 的 反 西 方 情 绪 ，重 新

营 造 冷 战 氛 围 ，而 这 些 消 极 后 果 将 由

欧洲承担。

不幸的是，那时的美西方刚刚赢得

冷 战 ，凯 南 的 警 告 遭 到 了 忽 视 。 近 年

来，北约走到哪里，就把动乱带到哪里，

可以说是一部行走的“战争机器”。哪

怕冷战结束多年之后，北约仍抱守过时

的零和思维。

对 俄 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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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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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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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 久 前 ，媒 体 还 披 露

了北约新增 49 个作战旅、扩军 24.5 万

人的庞大计划。

然 而 ，欧 洲 与 美 国 的 利 益 关 切 其

实有着极大差异。美国把北约当作谋

求全球霸权、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但

稳 定 可 靠 的 全 球 产 业 链 、能 源 供 应 链

对欧洲则更加重要。德国总理朔尔茨

就 公 开 强 调 ，德 国 有 责 任 确 保 当 前 的

俄乌局势不会升级为俄罗斯和北约之

间的战争。

北约东进亚太，同样引起不少质疑

和反对。追求和平繁荣是亚太地区国

家的共识。柬埔寨前首相洪森警告说，

北约“亚太化”趋势令人担忧，这对亚洲

安全稳定构成威胁。韩国前总统顾问

文正仁认为，北约连自己的问题都无法

解决，凭什么到亚洲来指手画脚。澳大

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撰文说，北约“将

阵营对抗的毒药输出到亚洲，无异于让

亚洲迎接瘟疫的到来”。

“世界是密切关联的，安全也是如

此。”吕特在北约防长会期间的这句话，

应当被北约用来自我反思、自我反省，

而不是甩锅嫁祸。坚持搞地缘竞争、大

国对抗那过时一套的北约，真的需要认

清 时 代 的 发 展 变 化 ，好 好 改 造 一 下 自

己的“世界观”。

10月中旬，北约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此次会议前后，北约对外政策呈现“三加”特点，
即加大对乌援助、加强对俄施压、加速东进亚太—

北约：挑动阵营对抗的“冷战遗孽”
■亓林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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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利剑”联合演习的美军 F-22战斗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