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事实：近日，美国陆军宣布，计划今年夏天在澳大利亚“护身

军刀”演习期间，派出其在太平洋地区部署的第二套“堤丰”导弹系统

参演，并将使用该导弹系统的发射器发射一枚“标准-6”导弹。

点 评：“堤丰”导弹系统作为美国陆军研制装备的新一代陆基中

程导弹系统，通常配备“战斧”巡航导弹或“标准-6”导弹，具备精确打

击远程目标的能力。近年来，美国加速推进所谓“印太战略”，将军事

同盟作为遏制战略对手的重要工具。2024 年 4 月，美国就以联合军演

为借口，首次在菲律宾北部部署该系统。此次美国故伎重施，企图通

过强化与盟友的军事协作，优化兵力投送效能，完善地区军事存在布

局，将对亚太安全秩序构成重大威胁。

美拟在澳测试“堤丰”导弹系统

美国“堤丰”中程导弹系统。

新闻事实：近日，伊朗公布了其新“导弹城”的视频。据相关人士

对视频的分析，该“导弹城”配备有“伊玛德”“城堡破坏者”“帕韦”等型

号导弹。伊朗方面强硬表示，本国武装部队有数千枚导弹藏于地下，

随时准备反击侵略者。

点 评：这是伊朗今年第三次公开相关军事设施部署信息，旨

在通过展示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对美以形成战略威慑。近期美军对

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多轮空袭 ，但未有效遏制其反击态势。美方认

为，胡塞武装背后的支持者是伊朗，正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同时，美方多次警告伊朗，若不接受伊核问题谈判条件，将面临“前

所未有的后果”。对于海空军力量相对薄弱的伊朗而言，高调展示

导弹研发成果既是战略威慑手段 ，也是向美方展现强硬姿态的政

治宣示。

伊朗公开展示新“导弹城”

伊朗自主研发的“帕韦”导弹。

军眼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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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实：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 2025 财年预算案，其中防

卫预算首次突破 8 万亿日元，增至约 8.71 万亿日元，刷新了 2024 财年

创下的 7.9496 万亿日元纪录。该决定遭到日本一些民间团体及在野

党的强烈反对。

点 评：这 是 日 本 连 续 第 十 三 年 扩 大 防 卫 开 支 。 日 本 新 财 年

防卫预算重点投向三大领域：一是发展防区外远程精确打击能力；

二是强化太空、网络等新型作战力量；三是批量采购 F-35 战斗机、

“ 宙 斯 盾 ”作 战 系 统 等 武 器 装 备 ，企 图 构 建 攻 防 兼 备 的 军 事 力 量 。

日 本 通 过 大 幅 提 高 防 卫 费 、加 速 推 进 与 美 国 军 力 一 体 化 建 设 、公

然谋求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系列动作，已形成对地区战略

平 衡 的 重 大 冲 击 。 国 际 社 会 尤 其 是 亚 太 国 家 对 此 应 保 持 高 度 警

惕。

日本防卫预算再创历史新高

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进行实弹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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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以色列政府作出决定，

拟 加 大 对 巴 勒 斯 坦 伊 斯 兰 抵 抗 运 动

（哈马斯）的军事压力，力争早日与哈

马斯达成加沙地带被扣押以方人员获

释协议。自 3 月 18 日以色列恢复对加

沙的军事行动以来，以色列和哈马斯

再次陷入对抗状态，加沙和平前景充

满变数。

事实上，缺乏共同谈判基础是以色

列重启军事行动的直接原因。对哈马

斯而言，持续近一年半的高强度战斗已

使其组织架构和战斗力遭受重创，手中

仍扣押的以方人员是其同美以进行谈

判、力求自保的重要筹码。哈马斯坚持

任何交换在押人员的协议必须以全面

终止当前军事行动作为关键条件。同

时，尽管明确表示愿放弃参与战后加沙

治理，但哈马斯面对以色列提出的彻底

解除武装且领导层悉数流亡海外的要

求，仍难以接受。

从以色列方面看，“消灭哈马斯”的

终极目标正前所未有地接近达成，其地

区绝对军事优势和战略威慑也达到历

史最高水平。部分以强硬形象示人的

以色列政客，决不能容忍哈马斯未来继

续对以构成安全威胁，坚信通过军事手

段能达成战略目标。

除了谈判条件的不对等，内塔尼亚

胡政府调整决策优先级也是对哈马斯

态度愈发强硬的主要原因。哈马斯发

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后，内塔尼亚胡领

导层承受来自国内极右翼势力的持续

施压。对奉行“武力至上”的极右翼势

力来说，彻底清剿哈马斯是其惯有的立

场和态度。今年 1 月，在国际社会的强

烈敦促下，相关方达成三阶段停火方

案。该方案最重要的共识之一是，以色

列需从加沙地带全面撤军，包括从连接

加沙与埃及的“费城走廊”区域撤离驻

军。对此决定，以国内极右翼势力表示

极度不满，甚至有议员以辞职要挟表达

抗议。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内塔尼亚

胡政府已决定全面拥抱极右翼立场，其

决策优先级的首位是确保执政联盟稳

定，其次是武装清剿哈马斯，最后才是

解救被扣押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助攻”让以

色列更加无所顾忌。分析人士指

出，美国实际上并不关心加沙停火与

否，对加沙局势的关注始终集中在两

点：一是确保以色列安全屏障体系的绝

对性；二是推动以军在中东地区构建

“基于质量优势的军事威慑”。这种战

略取向，本质上服务于美国维持地区霸

权与地缘利益的根本需求。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需要借加沙

战事展现其对中东局势的关键影响力，

并意图塑造强人形象。对特朗普而言，

停火固然是一个选项，但若停火不成，

以军事手段“打服”对手，同样符合其塑

造政治形象的需求。当前加沙停火谈

判陷入僵局，美国不再寄望短期内通过

谈判达成战略目标，转而默许以色列恢

复军事行动。

曾被视为和平曙光的加沙停火协

议如今被束之高阁。未来，哈马斯在实

力严重受挫的背景下可能作出战略妥

协。但长期看，以色列单方面军事行动

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哈马斯在意识形态

领域的影响力。要实现中东持久和平，

必须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回归以“两国方

案”为基础的政治进程，这才是化解冲

突的根本路径。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以军重启战斗 加沙路在何方
■李子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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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在印太地区军

力建设方面动作频频。3 月初，驻冲绳

美海军陆战队宣布，第 12 濒海作战团第

12 濒海战斗队正式组建完成。3 月中

旬，美陆军第 3 多域特遣部队披露，正在

接收“堤丰”中程导弹系统，并计划年内

开展前沿部署训练。

作为美军应对战争形态变化最近

成立的新型作战力量，海军陆战队濒海

作战团和陆军多域特遣部队的加速组

建，将对印太地区力量平衡和军事博弈

产生重要影响，相关动向值得地区国家

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现状——

初步建成多军种力量体系

近年来，为维护军事霸权，美军将

印太战区作为重点战区打造，持续强化

印太战区军力部署，重点推进战区新型

作战力量建设，初步构建了多军种、多

领域新型作战力量体系。

组建战区专用部队。2017 年，美陆

军宣布组建 5 支多域特遣部队，用于应

对冲突，其中 2 支常驻印太战区。目前，

印太战区专用的第 1 多域特遣部队已完

成组建并具备初始作战能力，第 3 多域

特遣部队计划于 2027 财年组建完毕。

无独有偶，2020 年 3 月，美海军陆战队

发布《兵力设计 2030》文件，计划在 2030

年前，专为印太战区组建 3 个濒海作战

团 。 目 前 ，首 个 濒 海 作 战 团 已 组 建 完

毕，计划在 2025 年形成完全作战能力；

第 2 个濒海作战团将于 2025 年完成组

建，2027 年前后形成完全作战能力；第 3

个濒海作战团预计 2027 年前组建，2030

年前形成完全作战能力。

编 配 新 域 作 战 力 量 。 2022 年 11

月，美军率先在印太司令部内设立太空

军 司 令 部 ，统 一 指 挥 印 太 战 区 卫 星 导

航、太空通信和导弹预警等天基任务，

印太战区就此成为首个编配太空作战

指挥机构的海外战区。同年 12 月，美军

在韩国乌山空军基地建立驻韩太空军

部队，驻韩美军率先成立编配太空作战

力量的野战司令部。2024 年 2 月，美军

又在日本横田基地设立驻日太空军部

队。至此，印太战区目前已成为美军太

空作战力量体系最完备的海外战区。

发展无人智能力量。印太战区是

美军优先发展无人智能海上作战力量

的海外战区。2023 年夏末，美太平洋舰

队组建第 1 无人水面舰艇中队，负责测

试和部署大、中型无人水面舰艇，这是

美海军首支真正意义上的无人水面舰

艇部队。2024 年 5 月，太平洋舰队组建

第 3 无人水面舰艇中队，负责开发小型

无人水面舰艇相关技术、战术和程序。

在美军各战区中，印太战区是唯一一个

同时配备大、中、小型无人水面舰艇的

战区。

目标——

构建慑战一体新格局

当前，美海军陆战队濒海作战团、

陆军多域特遣部队、海军无人水面舰艇

部队等新型作战力量正加速融入印太

美军力量体系。从美军公布的相关文

件和演训活动看，印太战区美军意图通

过建设部署濒海作战团等新型作战力

量，实现其三大战略目标。

强化一体化威慑。美军认为，面对

同等量级的对手，只有形成核常兼备、

多 域 联 动 、灵 活 反 应 的 一 体 化 威 慑 能

力，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上风。与传统作

战部队相比，濒海作战团、多域特遣部

队等新型部队编制精干、装备轻便，能

够快速部署至前沿地域，迅速对各类危

机事态作出反应，从而有效提升美常规

威慑的灵活性和可信度。此外，美太平

洋舰队无人水面舰艇部队是美军新型

作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作用是

阻断与威慑。

实施分布式作战。分布式作战是

印太战区战役级作战概念，基本构想是

在印太战区分散配置作战力量，依托先

进的网络信息系统聚合作战效能，提高

部 队 生 存 力 的 同 时 增 强 作 战 灵 活 性 。

根据美军设想，一旦与地区国家发生冲

突，濒海作战团、多域特遣部队和无人

水面舰艇部队将作为“内线部队”隐蔽

且分散地部署在前沿群岛和水域之中，

依 托 有 利 环 境 执 行 反 潜 反 舰 、防 空 反

导、对陆打击等任务，扼控关键水道；同

时，与“外线部队”内外策应，构建多层

火力环，压制对手海空力量。

赋能联合全域作战。联合全域作

战是当前美军联合作战顶层概念，旨在

融合海陆空网等所有作战领域的力量，

实施联合作战。2022 年以来，美军之所

以率先在印太战区构建太空作战力量

体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挥天基系统

在联合全域作战中的关键赋能作用，使

联合全域作战成为可能。与此同时，濒

海作战团除了执行作战任务外，还可执

行前沿态势感知任务，为海空作战提供

情报支援。其多域特遣部队编配的多

域效应营具备全域感知、跨域协同和网

络电磁攻击能力，是陆军参与并支撑联

合全域作战的重要依托。

影响——

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近年来，美国沉迷于霸权美梦，积

极 扩 军 备 战 ，使 国 际 形 势 愈 发 变 乱 交

织。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直言不讳地

指出，“美国俨然已经变成世界上的破

坏性角色”。美军加快组建并部署濒海

作战团等新型作战力量，将给地区军事

平衡和国际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

因素。

加剧军备竞赛。2024 年，美海军陆

战队司令埃里克·史密斯声称，组建濒

海作战团的目的就是慑压潜在对手，维

护军事优势。美执迷于扩张军备，大搞

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反映的是其对早已

过时的冷战思维的执迷，对求和平、促

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悖逆。

制造对立对抗。激化矛盾、制造对

立 进 而 实 现 非 对 称 制 衡 ，是 美 国 扮 演

“离岸平衡手”的惯用伎俩。美军在冲

绳常驻第 12 濒海作战团、在菲律宾部署

第 1 多域特遣部队“堤丰”中导连、在澳

大利亚轮换部署第 3 多域特遣部队，主

要目的就是强化对日菲澳等亚太盟友

的军事捆绑，将盟友锁定在美国的战车

上 。 近 年 来 ，一 些 地 区 国 家 间 关 系 紧

张，美国在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和不负

责任的角色。

推高战争风险。环顾世界，从巴以

冲突到乌克兰危机，每一场重大冲突背

后几乎都有美国的影子。当前，美军在

印太战区紧锣密鼓地推进新型作战力

量建设，有意制造地区紧张局势，以此

推进其战略目标。这将进一步削弱大

国间战略互信，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维护军事霸权 搅乱地区局势

美加紧推进印太战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
■陈航辉 秦芳菲

参加“2025 太平洋

斯特勒”联合演习的美、

法、日三国舰艇在海上编

队航行。

美陆军多域特遣部

队多域效应营士兵进行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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