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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英德两国在伦敦签署了一

份代号为《三一之家》的双边防务合作

协议。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称，该协议

“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两国军事力

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将“增强北约框架下的军事实

力”和“提升欧洲整体防卫能力”。英德

进一步深化防务合作，将影响欧洲安全

领域力量平衡，推高军备竞赛风险，加

剧欧洲与俄罗斯的地缘对抗。

内容涉及广泛，合作
全面升级

英 国 防 务 大 臣 希 利 说 ，以 往 英 德

在 防 务 领 域 的 合 作 多 属 临 时 性 质 ，新

协议则是两国间首个“全面性”双边防

务合作协议。《三一之家》协议内容涉

及广泛，涵盖军工合作、军事部署等多

个方面。

提 升 军 工 合 作 水 平 。 根 据 协 议 ，

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将于 2027 年底之前

在 英 国 设 立 分 支 机 构 ，为 英 国“ 挑 战

者”-3 主战坦克和德国“拳击手”装甲

车 生 产 火 炮 炮 管 。 协 议 提 到 ，英 德 将

共 同 研 发 新 型 远 程 打 击 武 器 ，其 射 程

和精度将远超两国现役的“风暴阴影”

和“金牛座”导弹。协议还显示，英德

两 国 将 共 同 推 进 多 个 无 人 系 统 项 目 ，

如可充当战斗机僚机的新型无人航空

系 统 、海 上 无 人 飞 行 系 统 和 无 人 驾 驶

地面车辆等。

增强联合军事部署。英德两国在

协议中约定，将增加兵力以强化北约东

翼，在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地区举行更

多联合演训，共同应对地区冲突及混合

战争威胁。双方还制订了空军联合作

战计划，德国 8 架 P-8 巡逻机最早从明

年开始，将进驻英国的洛西茅斯基地，

与英国 9 架同型号飞机共同部署，增强

对北大西洋海域的监视能力。

此外，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也是协

议涉及的内容之一。英国将为此前德

国援助乌克兰的“海王”直升机翻新反

舰导弹系统，并与德国、波兰一同向乌

提供装甲车辆。德国则将与英国和拉

脱维亚一起向乌提供无人机。

捆绑防务关系，着眼
弥补短板

在当前欧洲地区安全形势日益复

杂的背景下，英德两国签署《三一之家》

协议深化防务合作，反映出双方在外交

与安全事务上的综合考量。

俄乌冲突持续延宕是首要外部动

因。俄乌冲突使欧洲国家深陷安全焦

虑 ，也 认 识 到 自 身 在 关 键 军 事 能 力 和

军工产能上的不足。特别是考虑到美

国 大 选 结 果 ，北 约 欧 洲 国 家 担 心 美 国

将 把 军 事 重 点 转 移 到 印 太 地 区 ，降 低

对 欧 洲 安 全 事 务 的 参 与 度 ，并 且 诱 压

欧洲各国分摊更多北约军费。针对这

一 可 能 发 生 的 变 局 ，英 德 制 订 应 对 之

策，谋求加强防务合作，提升欧洲自卫

能力。

英 国 希 望 重 建 与 欧 盟 的 亲 密 关

系。今年 7 月，英国工党击败保守党赢

得 议 会 下 院 选 举 ，首 相 斯 塔 默 上 任 。

与保守党相比，工党秉持“进步现实主

义”外交理念，处理英欧关系更加开放

积极。德国是欧盟的核心国家和第一

经 济 强 国 ，是 拉 近 英 国 与 欧 盟 关 系 很

好的“切入点”。当前，英国出现了军

事建设资金不足、军工“空心化”等问

题，急需整合研发力量和产能，提高武

器生产和采购效率。与德国进行防务

合作，既能扩大英国国防工业的优势，

也能提升其自身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

影响力。

德国希望借此合作来弥补国防工

业 短 板 。 德 国 虽 然 是 欧 洲 工 业 大 国 ，

但“二战战败国”这一历史遗留身份，

一直限制着其“再军事化”的步伐。加

之传统上的“重陆轻海”，德国在远程

打 击 、海 上 装 备 等 方 面 存 在 短 板 。 德

国 此 次 选 择 与 英 国 联 手 ，试 图 以 此 弥

补 其 国 防 工 业 短 板 ，进 一 步 提 升 在 欧

盟 中 的 领 导 力 和 影 响 力 ，实 现 自 身 军

事和安全政策的转型升级。

带来安全风险，加剧
军事对峙

《三一之家》协议签署后，英国国防

部宣称这意味着“英德关系与欧洲安全

事务的根本性转变”。然而，尽管英德

深化防务合作推动了欧洲防务一体化

进程，但也带来了不少地缘安全风险，

将让欧洲安全格局变得更加复杂。

推进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2010

年 ，英 法 两 国 签 署 旨 在 推 进 双 边 防 务

合作的《兰开斯特宫》协议。2019 年，

德法签署覆盖安全、防务、经济、外交

等诸多议题的《亚琛条约》。随着英德

此次签署《三一之家》协议并得到法国

支 持 ，欧 洲 三 大 军 事 强 国 之 间 的 三 角

双边防务协议全面形成。英德此次防

务 合 作 ，是 备 受 瞩 目 的 英 欧 关 系 调 整

和北约欧洲盟国合作深化的前奏。《三

一之家》协议特别提到，所有合作项目

均 对 其 他 伙 伴 开 放 ，预 留 了 从 双 边 扩

展 为 多 边 机 制 的 空 间 ，可 能 引 发 更 多

欧洲国家效仿，签署一批类似的“交叉

双多边协议”，从而增强欧洲本土自卫

能力。

欧盟内部力量平衡面临冲击。《三

一之家》协议的签署，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德国的“再军事化”政策在欧洲内部

已 得 到 英 国 的 认 可 ，而 英 国 也 将 借 机

加大对欧盟防务领域的渗透。这都将

影响欧盟内部“法国主导政治军事、德

国主导经贸”的传统格局。此前，英法

《兰开斯特宫》协议和德法《亚琛条约》

也曾被赋予“里程碑般重大意义”，但

在 关 乎 国 家 主 权 和 安 全 的 防 务 领 域 ，

英 、法 、德 三 国 彼 此 间 仍 存 在 各 类 矛

盾 ，导 致 深 度 军 事 合 作 落 地 程 度 有

限。《三一之家》协议会否步二者后尘

尚属未知。

欧洲安全环境继续趋于恶化。《三

一 之 家》协 议 针 对 俄 罗 斯 的 意 图 十 分

明显。英德计划研发的新型远程打击

武器，大概率将与法国、德国、意大利

和 波 兰 7 月 推 出 的“ 欧 洲 远 程 打 击 倡

议”并轨，其核心目标是开发一种射程

为 1000 至 2000 公里的新型陆基巡航导

弹 ，从 北 约 东 翼 发 射 即 可 打 击 俄 罗 斯

欧洲部分的纵深乃至腹地。英德空军

开 展 联 合 空 中 巡 逻 ，将 不 可 避 免 地 挤

压俄海上方向战略空间。加之协议涉

及 进 一 步 对 乌 克 兰 提 供 援 助 ，这 些 都

将加剧北约同俄罗斯在欧洲地区的军

事 对 峙 ，导 致 未 来 欧 洲 的 安 全 格 局 变

得更加复杂。

英德新防务协议影响欧洲安全领域力量平衡
■王恒文

日 本 海 上 自 卫 队 的 直 升 机 驱 逐

舰“加贺”号，近期在美国圣迭戈海军

基 地 进 行 为 期 一 个 多 月 的 海 上 测

试 。 测 试 的 主 要 内 容 包 括 美 国 海 军

F-35B 战 斗 机 在“ 加 贺 ”号 上 垂 直 降

落、短距起飞等。对“加贺”号完成第

一 阶 段 航 母 化 改 装 后 的 成 果 进 行 检

验，意味着日本距离真正拥有航母的

目标更近了一步，也折射出日美军事

勾连持续升级。

“加贺”号的升级改造，是日本加

速发展海上进攻性力量的最新进展之

一。此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水面主战

舰艇编为“护卫舰队”，下辖 4 个“护卫

队群”，每个“护卫队群”下辖 2 个护卫

队。2025 财年日本防卫预算草案要求

书提出，将撤编“护卫舰队”和“护卫队

群”，新设司令部设在横须贺的“水上

舰队”。“水上舰队”下辖 3 个“水上战

群”，每个“水上战群”配备一艘大型直

升机驱逐舰。从“护”到“战”，这种文

字上的调整，正是日本自卫队加速追

求所谓“正常化”的折射。有分析人士

认为，正在加紧进行航母化改装的“加

贺”号及其姊妹舰“出云”号，未来极有

可能成为“水上战群”的旗舰。

在 日 本 发 展 进 攻 性 力 量 的 过 程

中，美国不仅在政策上为其“松绑”，

还向其提供不少助力。此前，美国就

与日本敲定了 2025 年前向其出售 42

架 F-35B 战斗机的合同。只不过，为

了 减 少 国 际 社 会 对 日 本 是 否 拥 有 航

母的争议，日本防卫省遮遮掩掩地表

示，F-35B 不会固定配属在“加贺”号

和“出云”号上，而是机动部署在日本

西南诸岛，成为“多域防卫力量”的一

环。今年 1 月，美日正式签订合同，日

本将在 2025 财年至 2027 财年期间从

美国获得约 400 枚“战斧”巡航导弹。

此 外 ，美 国 还 同 意 在 日 本 生 产“ 爱 国

者 ”防 空 导 弹 ，与 日 本 共 同 开 发 无 人

僚机、可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的新型导

弹等装备。

除了武器装备方面的合作，美日

还在体制编制、装备互操作性、联合演

训等领域加强勾连。日本是美国在东

亚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也是美国推进

印 太 战 略 、介 入 亚 太 事 务 的“ 马 前

卒”。今年 4 月，美日达成旨在提升防

务安全合作水平的一系列合作协议，

对《日美安保条约》进行了“60 余年来

最大规模的升级”，使双方勾连与捆绑

程度进一步加深。按照计划，日本将

在今年年底新设“统合司令部”，统一

指挥陆海空自卫队，并与驻日美军司

令部进行直接协调和信息共享。无论

是自卫队的改革，还是“加贺”号的海

上测试，都旨在提升日美两国装备的

互操作性，增强自卫队和美军一体化

作战能力。

美国的肆意纵容，让日本积极扩

军的野心不断膨胀。近年来，日本不

断通过推动“美日+”军事协作模式落

地，绑定美日与第三方的军事合作关

系，并且在加入“奥库斯”、加强同“五

眼联盟”合作等问题上表现积极。今

年，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向海外派遣

“特别警备队”，并出动舰艇编队赴太

平洋和印度洋海域进行长达 7 个月的

部署。日本自卫队的定位，俨然正从

向美军提供后勤支援的辅助角色，逐

渐变得更具攻击性。在这种情况下，

美 日 联 手 干 预 亚 太 地 区 热 点 问 题 的

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加。

尽管日本一再声称，其所有的扩

充军备之举，都是防御性行为。但日

本在美国支持下不断强化进攻性力量

的种种危险行径，严重背离和平宪法，

不断掏空“专守防卫”原则，势必严重

冲击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局势，值得多

方高度关注和警惕。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日本加紧直升机驱逐舰航母化改装，提升自卫队和美军一体化作战能力——

掏空“专守防卫”原则 冲击地区安全局势
■徐娟娟 黄嘉瑜

军眼聚焦

新闻事实：据报道，英国日前已批准与意大利、日本联合研制新

型战斗机，英国防务公司正与意大利莱奥纳多公司和日本三菱重工

共同开展该项目。

点 评：这一合作项目依托“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把日本的 F-X 项

目与英国和意大利的“暴风”战斗机项目合并，希望在 2035年前生产出下

一代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尽管英国声称此项目旨在增强各国的防御

能力以应对威胁，但英国更想借助意大利和日本的既有项目基础，尽快

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下一代战斗机，也企图通过这一合作推动国

内军工企业创新、促进就业以提振国防工业。这一军工合作项目也将拉

近英、意、日三国之间的军事关系。

英 国 批 准 英 意 日 战 斗 机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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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本次“自由之刃”演习的美国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

英、意、日三国联合研制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新一代战斗机模型。

上图：德国空军装备的英德

两国参与研发的“台风”战斗机。

左图：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生

产的火炮炮管，将装配于英国“挑

战者”-3主战坦克。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新闻事实：11 月 13 日，美国正式启用位于波兰北部的伦济科沃基

地，该基地部署了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是北约导弹防御系统的一

部分。

点 评：伦济科沃基地是北约 2016年在罗马尼亚部署第一座类似设

施后，启用的又一个部署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的基地。波兰外交部长

西科尔斯基此前指出，除拦截导弹外，此系统还能发射射程约 2400公里

的“战斧”巡航导弹，并可携带核弹头。显然，这是北约应对俄罗斯核威慑

的又一措施。此外，波兰一直希望能够在本土拥有美国的反导系统以应

对俄安全威胁。此举必将加剧北约与俄罗斯的对峙，造成地区局势愈加

紧张。

美在波兰陆基“宙斯盾”基地启用

美国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设施。

新闻事实：韩国、美国和日本 11 月 13 日至 15 日在济州岛以南公

海，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演习。这是三方今年以来第二

次实施该演习。

点 评：6 月，美日韩举行今年第一次“自由之刃”演习。时隔不到

半年再次举行的这次演习，聚焦于海上反导、反潜作战、防空作战、海

上拦截、网络防御等内容，三方派出了包括“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和多

艘“宙斯盾”驱逐舰在内的多种武器装备。尽管三方声称此次军演旨

在维护包括朝鲜半岛等在内的印太地区和平，但美国欲借勾连日韩掌

握东亚地区战略主动权的用意昭然若揭，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只会变

得更加复杂严峻。

美日韩再次举行“自由之刃”军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