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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海军联盟”发布两年一

度的咨询报告《2025 至 2026 年海洋政策

声明》（以下简称报告），强调海洋战略

利益对美国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一系列

旨在快速增强海军整体实力的对策建

议。由于“海军联盟”及其背后利益团

体对美国国会修订海洋政策、审批海军

预算等有较强影响力，该报告引发外界

广泛关注。

面临复杂挑战

报告指出，近年来，美海军的全球

领先地位不再凸显，内外两方面危机严

重影响美国海洋安全。

内部因素方面，造舰能力萎缩和糟

糕的战备状态削弱美海军舰队威慑能

力。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 2024 年指

出，美海军舰艇建造能力处于 25 年来最

低水平。美联社报道称，美国 13 家海军

造船厂中已有 9 家停产，80%的造舰工作

依赖英格尔斯工业和通用动力集团承

担。此外，受熟练工人短缺、供应链不

稳定、成本超支等问题影响，美海军舰

艇普遍延期交付。

作为美国实施海外威慑核心力量

的航母打击群和两栖戒备群，也被指战

备能力堪忧。美国“海军协会”网站指

出，美海军 11 艘现役航母仅 4 艘能执行

任务。2024 年年底，美国政府问责局发

布报告称，美海军现役 32 艘大型两栖舰

船中，超过半数战备状态不佳，严重影

响海军两栖戒备群的作战能力。

外部环境方面，传统竞争与非传统威

胁并存。报告指出，主要竞争对手海军实

力不断增强，与美海军舰队实力差距越来

越小。此外，美海军在红海等区域受到非

对称对手的无人机和无人艇等新兴武器

威胁，牵扯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

筹划应对方案

为确保美海军持续在全球范围内

拥有战略主动权，维护美国霸权地位，

报告从 5 个方面提出具体举措。

一是持续增加装备预算。基于人

力和原材料等成本上涨趋势，报告建议

在 现 有 预 算 基 础 上 ，每 年 额 外 增 加 约

400 亿美元经费用于建造新舰艇。这与

美 海 军 向 国 会 提 交 的 最 新 提 案 相 符 。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分析，按照该提

案，到 2054 年，美海军增加的预算总额

将超过 1 万亿美元，舰艇数量由当前的

295 艘增至 381 艘。

二是大力扶持造船业。报告呼吁

升级干船坞等基础设施，并为急需更新

换 代 的 潜 艇 制 造 业 提 供 专 门 解 决 方

案。当前，首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延迟

12 个月交付，2 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预

计至少推迟 24 个月交付，主要原因均为

船坞数量不足。

三是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报告指

出，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友在弹药生产

方面的滞后问题凸显。2024 年，美海军

在红海地区的“繁荣卫士”行动消耗了

数百枚“标准”-2 导弹，出现弹药补给不

及时等问题。为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

更多复杂情况，美国一方面要督促盟友

保证弹药生产，另一方面要拿出专项资

金，逐步扩大国内弹药生产线。

四是关注通用性船只建造。报告

指出，美国应扩大对民用通用性船只的

关注和支持，尤其重点关注在北极地区

使用的破冰船建设。

五是增强海军职业吸引力。报告

提出，若美海军按计划扩大舰队，需继

续增加相应的官兵数量，为此应提高人

员待遇，提前新建营房等基础设施，确

保新建的舰艇如期形成战斗力。

多方意见不一

“海军联盟”的咨询报告长期为美

海军、海军陆战队和其他海上力量以及

造船业发展造势。“海军联盟”负责商船

事务的主席乔纳森·卡斯金表示，报告

虽不能轻易说服国会批准为海上力量

建设投入巨资，但可以为国会提供所需

信息。报告的例证、观点和建议，将对

美国海军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美国防务专家分析称，报告提出的

举措侧重于推动造船业复苏以帮助海

军舰队实现既定发展目标，有一定的合

理性和预见性。

从海军需求看，造舰资金仍有较大

缺口。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指出，美海

军对舰船制造成本估算偏低。例如，美

海军计划量产的阿利·伯克Ⅲ级驱逐舰

成本从平均每艘 21 亿美元升至 25 亿美

元，未来或将持续增加。若要按期或提

早实现 381 艘造舰计划，美海军需要足

够资金支持。

从建造进度看，造船业仍需强力刺

激。专家指出，造船业复苏并非一蹴而

就，上下游配套企业应同步发展，也需

要大批有经验的技术工人。若没有长

期稳定的资金注入，复苏进程将缓慢，

进而影响舰艇交付。

不过，也有不少观点对报告内容的

可靠性提出质疑。有专家指出，美海军

造舰成本已考虑到人力和原材料成本

增加、通货膨胀率走高等因素。报告提

出在此基础上增加预算，显然是为军种

和背后军工集团牟利。还有分析指出，

美海军目前的舰艇单价过高，应加大审

查力度，一味增加预算支出，非但不能

提升建造速度，反而容易滋生腐败。

美“海军联盟”发布咨询报告
■王昌凡

近日，据外媒报道，比利时新联合

政府正式宣布一项重大决策，将在未来

几年内逐步增加国防预算，全面加强国

防力量。

长期以来，比利时国防支出一直处

于较低水平。2024年，比利时国防支出

约为 79亿欧元（约合 81.6亿美元），仅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 1.3%，在北约成员国国

防开支排名中相对靠后。

为扭转这一局面，比利时新联合政

府决心进行改革，通过增加国防预算加

强国防力量。根据联合执政协议，比利

时计划 2029 年达到北约所规定国防预

算占国内生产总值 2%的目标，并进一

步 在 2034 年 前 将 这 一 比 例 提 升 至

2.5%。据称，这次投资将成为冷战以

来，比利时最大的国防投资。

在具体投入方向上，比利时将紧密

围绕北约和欧盟的防卫目标，全面提高

部队作战能力。

武器装备方面，多个关键领域成为

投入重点。在防空能力上，计划采购防

空系统，构建多层防空体系，以应对日

益复杂的空中威胁。在空中作战装备

上，除现有采购计划外，还将增购 F-35

战斗机，强化空中作战力量；考虑到现

有 7 架 A400M 运输机在实际运用中的

局限性，计划增添小型运输机，优化空

中运输体系；同时，组建武装直升机机

队，提升近距离空中支援和机动性。在

海军装备上，计划采购第三艘护卫舰，

并强调提高海上扫雷能力，增强海军在

复杂海域环境下的作战与防御能力。

军事行动资源方面，比利时首相

巴特·德韦弗强调，当前比利时面临弹

药短缺问题，补充弹药和战略储备成为

当务之急，这对于配合北约开展军事行

动至关重要。他还指出，一支训练有素

的部队是国防发展的基石。然而，比

利时用于军事训练的开支常被削减，

导致训练不足。未来，政府将着力解

决这一问题，确保军队能够得到充分

的训练资源。

在人员编制上，比利时新联合政府

也有明确规划。目前，比利时军队拥有

2.5 万名士兵，政府计划到 2030 年将这

一数字扩充至 2.91 万，同时逐步延迟军

人退休年龄。此外，比利时新联合政府

还希望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战斗预备

队，以保卫领土安全。

在对外合作领域，比利时将深化与

盟友的合作关系。一方面，加强与荷兰

和卢森堡在海空领域的合作，整合区域

军事资源，提升联合防御能力。另一方

面，拓展与法国在陆地机动车辆领域的

“机动能力”合作项目，为该项目下现有

的摩托化旅采购新型火箭炮，增强部队

的纵深打击能力，提升在陆地作战中的

战略威慑力。

分析人士认为，比利时加快国防建

设一定程度上与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

总统相关。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就职

前曾提出，北约成员国应将国防支出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至 5%。虽然

这一观点未得到北约其他成员国的普

遍认同，但也表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

化，北约对成员国国防支出的要求将进

一步提高，2%的占比或不再是最低标

准。同时，特朗普的“回归”给未来欧洲

地区局势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促使欧

洲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国防力量建设存

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未来，比利时等

国家的国防预算是否持续攀升，仍有待

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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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海军美海军““黄蜂黄蜂””号两栖攻击舰在大西洋执行任务号两栖攻击舰在大西洋执行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