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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务资讯

重拾“冷战”产物

“应急应战计划”诞生于冷战时期，

其上次修订要追溯到 20 年前。当时调

整的重点是大幅削减战争准备相关内

容，转而着重提升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

危机等突发事件的能力。2019 年 2 月，

该计划曾短暂启用，目的是防止无协议

“脱欧”引发英国国内秩序混乱。

此次修订工作由英国内阁办公厅

“韧性事务司”牵头，英国国防部、外交

部等机构派员参与。据英国媒体介绍，

该计划内容属于高度机密，修订工作将

对“国家战时动员”“政府指挥体制”“战

略物资储备和防空掩体部署”“内阁和

王室成员疏散路径”“国家级公共广播

运转方案”等一整套应急预案进行统筹

修订，并对可能触发该计划启动的时机

和情境进行全面更新。

外媒评论指出，此次修订重点突出

“战争准备”和“战争应对”两大方向，其

“修订基准”明显向冷战时期所设想的

危机或准战争状态回归。计划首部分

将列出几种“最可能”的战争起始场景，

主要由国防部负责起草。目前，“遭遇

常规导弹或核武器攻击”已被明确列入

清单，“因启用北约集体防御第五条款

而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也被列为触发计

划启动的情境之一。

英国国防部还将详细拟定针对“混

合战争”的应急响应措施，并首次把网

络空间和公海水域纳入事态升级的重

要战场。在网络空间方面，方案设想多

种关键基础设施遭袭场景，包括金融、

交通枢纽的网络系统瘫痪、电力供应大

面积中断等，并据此设计“社会秩序管

控与联合行动机制”；在公海水域方面，

重点聚焦北海、英吉利海峡等水域海底

光缆和油气管道遭破坏的可能情境，制

订应急处置预案。与此同时，英国军方

计划把“遭遇复合打击”列为新的危机

样态，即战略对手可能同步对英国实施

导弹袭击和网络空间攻击。

暴露多重企图

分析人士指出，英国修订“应急应

战 计 划 ”，既 是 冷 战 思 维 的 延 续 ，也 是

其 主 动 谋 求 欧 洲 防 务 主 导 地 位 的 体

现 ，目 的 是 在 欧 洲 防 务 自 主 转 型 进 程

中扛起“重新武装欧洲”的大旗。近段

时 间 以 来 ，从 主 导 年 内 首 场 北 约 大 规

模 联 合 军 演 ，到 派 遣 远 征 部 队 参 与 波

罗的海和极地防卫，再到与法国、德国

和 意 大 利 联 合 研 制 武 器 装 备 ，英 国 在

北约和欧洲防务事务中的活跃度显著

提 升 。 正 如 英 国 国 防 大 臣 希 利 所 言 ，

英 国 正 重 新 聚 焦 欧 洲 安 全 ，将 防 务 战

略重心回归欧洲大陆。

值得注意的是，新版“应急应战计

划”名义上立足于英国本土防御，但其

所构建的战争场景和主要威胁，均以整

个欧洲的安全形势为参照背景。比如，

在“因启用北约集体防御第五条款而宣

布进入战争状态”这一预案场景中，将

“盟友补给船在公海遭遇水下袭击”“公

海或关键航道的海底电缆遭到破坏”等

列为典型诱发因素。外媒评论指出，英

国此举实质是有意将自身的战争准备

与欧洲整体安全挂钩，以凸显其“大国”

地位，同时带动盟友协同行动，借此提

升英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影响力和

话语权。

外界普遍认为，该计划被定为高度

机密，但其核心内容大量外泄，可能是

因为英国政府和军方希望借此渲染战

争威胁，以推动本土安防设施建设，加

速军事扩张进程。目前，英国国防部已

启动自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军

事改革。英国陆军参谋长罗兰·沃克表

示，若要实现新版“应急应战计划”的相

关作战要求，英国军队需在未来 2 至 3 年

内大幅提升军力。

与“应急应战计划”同步推进的，还

有新的战略防务审查。这将是 2024 年

7 月 工 党 政 府 上 台 后 首 次 对 英 国 整 体

军 力 状 况 进 行 系 统 性 评 估 。 审 查 内

容 预 计 将 包 括“ 加 强 本 土 防 御 ”在 内

的 多 个 具 体 选 项 ，比 如 建 设 导 弹 防 御

网 络 、扩 编 网 络 作 战 部 队 等 ，形 成 与

“ 应 急 应 战 计 划 ”相 呼 应 的 整 体 战 略

布局。

影响地区局势

分析人士指出，英国修订更新“应

急应战计划”，将给本已复杂的地区安

全格局带来冲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日在布鲁塞尔与欧

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签署英欧防务

合作协议。协议内容涵盖向直布罗陀

海峡部署“欧洲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建

设号称“第五代战术集群”的量子雷达

与高超音速武器混合打击系统，以及构

建“关键技术保护圈”等。

英国此举已引发欧洲多个国家——

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关注和警惕。德

国反对英国分享欧盟防务基金资源，并

对英欧开展多项新型作战域合作项目

持保留意见；西班牙明确表示反对英国

扩大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军事存在；法国

则继续强调“防务战略自主”，对于“脱

欧”后的英国试图重返欧洲防务核心持

审慎态度。

外媒分析认为，尽管英欧在防务合

作形式上呈现“重启”姿态，但各方分歧

并未化解。这种貌合神离的状态，可能

拖慢欧洲防务自主进程，甚至为未来的

安全合作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

英国修订“应急应战计划”
■刘柯涵

据外媒报道，5月 12日至 6月 15日，

法国海军在大西洋及英吉利海峡举行

代号为“北极星 25”的军事演习。法国

国防部表示，此次演习旨在通过贴近实

战的演练，检验法国海军及其盟友应对

复杂威胁的综合作战能力。

法 国 国 防 部 公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此

次演习规模较大，多国共投入 20 余艘

水面舰艇和 40 余架飞机，3000 余人参

演 。 演 习 按 照 计 划 分 为 两 个 阶 段 推

进。第一阶段从 5 月 12 日至 5 月 26 日，

为“混合威胁防御阶段”，由法国军队

独立实施。该阶段围绕本土的布雷斯

特和瑟堡海军基地展开防御演练，模

拟应对网络攻击、无人机突袭、水雷封

锁和特种作战渗透等混合威胁。第二

阶段从 5月 26日至 6月 15日，为“国际联

合行动阶段”，包含 4 个关键节点。6 月

1 日前，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巴

西 等 国 舰 艇 组 建 多 国 特 遣 舰 队；6 日

前，在英国德文郡沿岸开展联合两栖登

陆演练；11 日前，在大西洋海域进行红

蓝对抗式高强度海空联合作战演练；

演习末期，在法国西南部比斯开湾沿

岸实施第二次联合登陆演练，并结合

民用航空管制区域划设，测试复杂环

境下的跨域协同能力。

受“戴高乐”号航母编队缺席影响，

“北极星 25”演习与上一届同系列演习

“北极星 21”相比，参演兵力有所减少。

然而，此次演习周期从两周延长至五

周，这对部队持续作战能力和装备可

靠 性 提 出 更 高 要 求 。 从 演 习 进 程 来

看，其延续了法国海军“多域整合”的

战略理念，并取得一定成果，主要体现

在以下 3 个方面。

在应对混合威胁方面，此次演习新

增“登陆外国海岸”“商业航道保护”课

目，凸显法国对海外利益及海上交通线

安全的重视。同时，网络攻击、无人机

蜂群、水雷封锁等非对称威胁首次被纳

入核心演练内容，要求部队在应对混合

威胁时，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维持

作战行动效能。

在国际协作方面，参演国家从“北

极星 21”的 5 个扩展至 9 个。法国首次

整合北约海上任务群、多国两栖作战部

队，并引入巴西海军陆战队和美军 P-8A

反潜巡逻机。多国部队需要克服通信协

议对接、战术协同等技术难题，以及组

织协调方面的问题，以实现统一指挥下

的联合作战。

在 跨 域 作 战 方 面 ，法 国 首 次 将 太

空、网络、电磁频谱列为独立作战域展

开系统演练。法国空军 E-3 预警机、

A330MRTT 加油机、“死神”无人机，与

海军“阵风”M 舰载机、攻击核潜艇协同

构建立体火力网，强化海空一体化作战

能力。演习期间，法军还首次进行“单

向攻击型无人艇”和 F21 重型鱼雷实战

化测试，并以拉斐特级护卫舰“库尔贝”

号为平台开展近爆水雷抗冲击试验，推

动新型装备的战场应用。

分析人士指出，法国推动“北极星

25”演习蕴含三重战略考量。

一 是 强 化“ 高 烈 度 战 争 ”应 对 能

力。法国海军参谋长沃茹尔曾提出“提

升即时战斗力”的目标。在此次演习

中，法军模拟“对等对手”威胁，以两栖

攻击舰编队对抗“敌”驱逐舰编队，以适

应大国竞争下的海上对峙需求。

二 是 抢 占 新 兴 作 战 领 域 制 高 点 。

近年来，法国将网络空间、太空及人工

智能视为未来战争的关键领域。在此

次演习中，法军不仅测试了卫星通信抗

干扰能力，还联合盟友部队开展认知域

作战演练，旨在提升战场决策效率，维

持技术优势。

三是巩固欧洲防务自主战略。尽

管“北极星 25”演习被纳入北约框架，但

法国仍强调“欧洲主导”。演习期间，多

国特遣部队由法国指挥，且主要参演平

台为英国湾级登陆舰、西班牙加利西亚

级两栖船坞运输舰等欧洲国家舰艇。

此举呼应了马克龙政府“欧洲战略自

主”倡议，谋求在防务领域降低对美国

的依赖。

“北极星 25”演习是法国海军践行

“多域整合”战略理念的集中体现。通

过覆盖传统和新兴作战领域的实战化

演练，以及多国力量协同机制的构建，

法国在强化高烈度战争应对能力、抢占

军事技术制高点、推动欧洲防务自主等

方面持续发力。在当前国际安全形势

复杂多变、军事技术加速迭代的大背景

下，法国海军战略理念的实践成效和后

续动向，值得持续关注。

法国海军演练多域作战能力
■郭秉鑫

韩国竞标波兰潜艇项目

据欧洲媒体报道，波兰即将在未

来几周内选定“虎鲸”（Orca）潜艇采购

项目的首选投标方。该项目计划采

购 3 艘排水量约 3000 吨的常规潜艇，

并 包 含 全 周 期 维 护 、维 修 和 大 修 服

务，总价值 53 亿美元。

目前，韩国两家军工企业——韩

华海洋公司和 HD 现代重工在政府协

调下，以联合方案参与竞标，已提交

基于 KSS-Ⅲ型潜艇的改进方案。作

为韩国海军现役主力装备，KSS-Ⅲ型

岛山安昌浩级潜艇水下排水量 3700

吨，配备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AIP），

能够在水下持续航行 20 天，具备垂直

发射巡航导弹的能力，并集成先进声

呐系统和作战管理系统。韩方竞标

方案强调，将在波兰本土投资建设维

护保障设施。韩国政府公开支持该

项目，并宣称韩方在交付速度和成本

控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分析人士指出，韩国此次“政企

协 同 ”旨 在 通 过 获 得 波 兰 的 潜 艇 订

单，进一步向加拿大、中东及拉美地

区拓展潜艇出口业务，确立其全球潜

艇市场重要供应商地位。

芬兰着手设计新破冰船

近日，芬兰交通基础设施署向阿

克北极技术公司授予一份破冰船设

计合同，正式启动大中型破冰船更新

项目。根据规划，新型破冰船设计工

作将于 2026 年完成，随后进入建造招

标阶段，预计 2028 年交付服役。该项

目是芬兰破冰船队现代化计划的重

要组成部分，旨在提升应对波罗的海

复杂冰情的助航能力。

阿克北极技术公司表示，气候变

化导致波罗的海海冰条件显著改变，

冰层活动性增强，暖冬季节破碎化程

度加剧，对破冰船的设计提出更高要

求。作为高度依赖海运的国家，芬兰

96%的贸易通过波罗的海运输，冬季

航 道 畅 通 对 其 经 济 安 全 至 关 重 要 。

新型破冰船被定位为 B+级，介于大型

A 级与中型 B 级之间，设计寿命 50 年，

主要用于为中小型船舶护航。其部

署计划为：初冬时节在波的尼亚湾执

行破冰任务，严冬时在波的尼亚湾或

芬兰湾执行破冰任务，以适应不同区

域的冰情需求。

西班牙模块化导弹亮相

在 日 前 举 行 的 马 德 里 国 际 防 务

展 上 ，西 班 牙 英 德 拉 公 司 展 示 了 新

型“瓦莱罗”导弹系统。它并非传统

意 义 上 的 导 弹 系 统 ，本 质 上 是 基 于

轻型多用途飞行器的模块化武器平

台 ，可 通 过 地 面 发 射 装 置 或“ 台 风 ”

战斗机等空中平台投放，具备监视、

电 子 战 、目 标 欺 骗 及 精 确 打 击 等 多

重任务能力。

作 为 西 班 牙 国 防 自 主 战 略 的 关

键项目之一，“瓦莱罗”于 2023 年启动

研发，由英德拉公司牵头，整合工业

界、高校及科研机构资源，并借鉴英

德 拉 公 司 在“ 未 来 作 战 空 中 系 统 ”

（FCAS）项目中积累的技术经验。该

系统由发射装置、地面控制平台及配

套设备组成，外形与西班牙空军现役

“金牛座”KEPD-350 巡航导弹相似。

“瓦莱罗”的核心优势在于模块

化 设 计 ，可 根 据 任 务 需 求 灵 活 配 置

载 荷 ，支 持“ 蜂 群 ”作 战 及 多 平 台 协

同 。 与 美 制“ 战 斧 ”、法 英“ 风 暴 阴

影”等一次性巡航导弹不同，其具备

可选回收能力和低成本集群投放特

性，可在大规模作战中作为诱饵或智

能弹药使用。此外，“瓦莱罗”的系统

架 构 支 持 C4ISR 集 成 与 实 时 协 同 控

制，展现出对网络中心战模式的较强

适应性。

（杜朝平）

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日，日本陆上

自卫队幕僚监部宣布，陆上自卫队北部

方面队将于 6 月在本土开展 88 式地对

舰导弹实弹发射训练。这是日本自卫

队首次在日本本土进行此类训练，引发

多方关注。

此次训练选址为北海道新日高町的

静内对空射击场。作为日本自卫队现有

最大训练水域所在地，静内对空射击场

禁航区域面积达 1256 平方千米，呈扇形

布局，具备实弹射击条件。同时，该场地

紧邻日本陆上自卫队北部方面队驻地，

装备和人员能够快速部署，可减轻后勤

保障压力。根据计划，任务部队将在 6月

24日至 29 日期间择机开展演练，模拟从

陆地对海上舰艇实施打击，预计分两天

各发射 1 枚导弹。

长期以来，日本自卫队的地对舰导

弹实弹射击训练，多选择在美国、澳大利

亚等拥有广阔训练海空域的国家进行，

导致参训规模受限。此次依托本土训练

场地，日本陆上自卫队北部方面队下辖

第 1、2、3 岸舰导弹联队抽调人员组成任

务部队，参训人数超过 300 人（约 5 个导

弹中队），规模达到以往海外训练的两倍

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还计划在东

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新建导弹射击

场，初步规划于 2026 财年投入使用，显

示出其推进本土导弹训练体系化建设的

意图。

日本媒体称，此次训练提前近两个

月发布公告，且计划使用的 88 式地对舰

导 弹 为“ 近 海 中 短 程 防 御 型 ”（射 程 约

180 千米），但由于训练选址靠近日俄有

争议的领土，引发俄罗斯强烈反应。截

至目前，日本自卫队尚未透露取消或推

迟训练的计划。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次训练行动

蕴含多重目的。

其一，推动本土导弹训练体系常态

化。以往日本自卫队进行此类训练需奔

赴海外，面临运输成本高、训练周期长、

训练频率低等问题。此次选择在本土开

展训练，是推进“本土导弹训练常态化”

的第一步，旨在为后续靶场建设和训练

体系升级奠定基础。

其二，强化实战协同能力。与此前

在海外测试 12 式导弹侧重于武器性能

优化不同，此次训练的核心目的是提升

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和多兵种协同作

战能力。针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重组 7 支

岸舰导弹部队后，在情报侦察、战场预

警、海空联合打击等要素融合方面的短

板，训练可能着重强化“发现—打击”链

条的协同效率。

日本在本土实施地对舰导弹实弹训

练，被视为其加速从“专守防卫”向“主动

进攻”战略转型的标志性动作，相关举动

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上图上图：：日本自卫队日本自卫队 8888式地对舰导弹式地对舰导弹。。

日本将在本土试射地对舰导弹
■子 歌

韩国韩国 KSS-KSS-ⅢⅢ型潜艇型潜艇。。

据外媒报道，英国政府
正对“应急应战计划”进行修
订更新，旨在全面应对潜在
威胁。该计划系统规范了战
时政府的各项应对机制，广
泛覆盖防务领域的诸多方
面。分析人士指出，在东欧
战事持续、欧洲多国加速防
务转型的大背景下，英国此
举无疑会对地区安全形势产
生一定影响。

55月月 1414日日，，英国空军英国空军““台风台风””战斗机抵达爱沙尼亚战斗机抵达爱沙尼亚，，准备参加多国联合军事演习准备参加多国联合军事演习。。

法国海军拉斐特级护卫舰法国海军拉斐特级护卫舰。。

芬兰芬兰““北极星北极星””号破冰船号破冰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