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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6 日 ，德 国 正 式 迎 来 新 联 合 政

府，并出台了一份旨在全面振兴国家的

《联合执政协议》。其中，防务领域的重

大调整引人关注。5 月 14 日，德国新任

总理默茨在首次向议会发表的演讲中表

示，德国将把联邦国防军建设成欧洲最

强大的常规军队。

面对日趋紧张的欧洲地缘政治局

势，默茨就任伊始，迅速带领德国开启新

一轮“再武装”进程。有分析人士指出，

此举无疑将深刻影响欧洲安全架构乃至

全球军事格局。同时，囿于多重因素制

约，其前景并不十分明朗，实施进程和效

果有待观察。

多措并举 强化防务

默茨开启的新一轮“再武装”，是自

前任总理朔尔茨宣告德国迎来“时代转

折 ”并 设 立 1000 亿 欧 元 特 别 国 防 基 金

后，德国政府推出的又一项军事扩张计

划。此次，德国强化防务的举措主要包

含三个方面。

大幅提升国防开支。在就任前，默茨

曾表示德国将设立 5000 亿欧元的基金，

以满足国防领域的迫切投资需求。今年

3月，德国联邦两院快速完成修宪工作，调

整了德国延续多年的“债务刹车”原则，使

得国防开支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1%的部

分，不再受到“债务刹车”原则限制，德国

军费增长将“上不封顶”。目前，德国国防

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 2%。德国新

任外长瓦德富尔近期表示，德国政府接受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拟逐步将国防开

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提高军队战备状态。在德国新一届

政府的国防政策中，整合升级国家安全

决策机制是重要内容之一，总理府将进

一步主导国家安全事务，设立国家安全

委员会和危机响应中心，联邦国防军总

监将直接担任总理的首席军事顾问。与

此同时，德国政府将稳步推进扩军计划，

国防部已计划到 2031 年将现役军人数

量至少提升至 20.3 万，加快建立全国统

一的兵役登记与监管体系，以提高军队

动员与储备能力，并对武器装备进行全

面升级。此外，德国政府还计划出台国

防物资采购与军事基础设施建设新法

案，简化审批流程，优先保障军事用地。

军事外交更加积极。默茨刚上任便

访问法国、波兰，同欧盟、北约官员会面，

并与法、英、波三国政府首脑一起访问乌

克兰。密集的出访行程，充分反映了德

国重塑其在欧洲领导力的强烈愿望。德

法同意成立“联合防务与安全委员会”，

加速合作研发新一代坦克、战机和远程

导弹等项目；德波两国总理讨论欧洲安

全局势、援助乌克兰等多项议题，并达成

联合倡议；德国承诺将强化与盟友的协

调，以大幅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涵盖军

事援助和民事重建协作。

影响深远 重塑格局

二战后，德国始终将自身定位为“和

平国家”，“反战”成为社会共识，军力建

设和运用一直保持相对低调克制。如

今，德国转而开启新一轮“再武装”，其影

响将超越欧洲地区范畴，推动全球安全

格局重塑。

欧盟权力版图或将改写。近年来，

“法德轴心”的领导作用因其国内困境而有

所削弱，再加上俄乌冲突成为欧盟主要议

题，地缘靠近俄罗斯的中东欧、北欧国家话

语权有所上升，欧盟委员会影响力也随之

大增。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默茨有意以

增加军费投入为底牌，通过强化德、法、波

“魏玛三角”并联合英国的路径，推动未来

欧盟权力重心呈现“自东转西”、由欧盟机

构回归“大国主导”的态势。

美欧联盟或将深入调整。在美国收

缩对欧洲安全承诺的背景下，德国通过

强化自身军力和欧盟集体防务，将部分

填补美国及北约留下的权力真空。然

而，美国对德国乃至欧盟强化防务能力

的矛盾态度将更加凸显：一方面，美国乐

于见到德国等欧洲国家分担更多的防务

责任；另一方面，美国又时刻防范欧洲事

务主导和支配权易手。在这一背景下，

美欧关系将面临更多分歧与挑战。

全球安全变局出现联动。从一定意

义来说，德国“再武装”或将进一步激化

地缘博弈和军备竞赛。俄罗斯对德国的

相关举动反应强烈，表示将采取反制和

应对举措，这将加剧东欧和欧亚地区的

“安全困境”。同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也

可能会加以仿效，谋求突破战后体制特

别是“和平宪法”限制，加速推动军力扩

张，将对亚太地区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前景未定 平衡不易

德国此次进行“再武装”，是其在危

机驱动下做出的选择，也是全球力量对

比加速变迁的反映，但面临诸多掣肘因

素，需要把握多重关系的平衡。

军事投入与社会福利的统筹。“福利

国家”建设是二战后德国的重要发力方

向，“轻军备、重经济”是其内外政策的主

要特点。然而，受地缘冲突、能源危机等

影响，德国经济已连续两年陷入停滞，美

国掀起的关税战更是让其雪上加霜，很

可能使德国经济出现二战后的首次连续

3 年衰退，这将严重影响“再武装”的推

进。5 月发布的民调显示，在德国受访

民众中，只有 42%支持大幅增加国防开

支，有 50%担心军事投资会损害社会福

利、公共教育等。

谋求欧洲事务领导权与消弭邻国安

全恐慌的协调。重新定义德国的“国际角

色”，是德国急于推动“再武装”的一个重

要考量。然而，德国身居欧盟“心脏”的特

殊地缘位置，以及二战“策源地”“战败国”

的历史包袱和身份标签，使其深陷矛盾之

中：在防务领域过于克制，会被欧洲盟友

抱怨“不担当义务”；而一旦有所动作，又

将引起一些邻国的忌惮与猜疑，甚至会被

翻历史旧账。由此可见，德国试图通过增

强军力谋求欧洲领导权并非易事。

对美独立性与跨大西洋关系的兼

顾。有分析人士指出，默茨是资深的“大

西洋主义者”，多次强调美国是不可或缺

的盟国，但其为顺应形势，目前正更多彰

显自身“欧洲主义者”的新形象。长期以

来，德国防务高度依赖美国及北约，特别

是德国乃至欧洲在数字经济浪潮中逐渐

沦为美国的“技术追随者”，使德国在信

息化和智能化时代下的“再武装”之路充

满不确定性。德国如果无法在人工智

能、超级计算和微芯片等前沿关键技术

上取得突破，进而将科研实力转化为有

效的生产力和战斗力，“再武装”前景恐

不甚乐观。

德国防务领域重大调整引人关注
■海 宁

新闻事实：据外媒近日报道，美国与菲律宾两国军队于 5月 26日至 6

月 6日举行“2025海上勇士合作”联合演习，日本陆上自卫队和韩国海军

陆战队也参与其中。

点 评：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派出 110 名水陆机动团成

员，与韩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共同参与海啸灾区救援科目训练。值得注

意的是，这是日本水陆机动团与韩国海军陆战队首次在多边场合共同

参加实兵演习。美国与菲律宾在联合演习中拉上日韩，其实有着各自

的盘算。菲方意在寻求更多国家的支持，美方则希望借演习持续拉拢

印太地区盟友，进而形成跨区域的“海陆一体”作战准备框架。这种危

险动向，需引起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

美菲举行“2025海上勇士合作”联合演习

意大利和法国援助乌克兰的 SAMP/T防空导弹系统。

新闻事实：据外媒报道，欧盟理事会 5月 27日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

全行动”贷款项目，总规模达 1500亿欧元，用于支持成员国在关键防务领

域的投资，包括防空系统、无人机及战略能力建设等。

点 评：今年 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重新武装欧洲”计

划，拟筹措 8000亿欧元打造“一个安全而有韧性的欧洲”。此次贷款项目

是“重新武装欧洲”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旨在通过向符合条件的国家提供

武器采购资金来加强欧洲的防务能力，并提升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欧盟

此举意在减少对外部尤其是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若推行顺利，在一定意义

上将增强欧洲的防务自主和战略自主。但不容忽视的是，欧盟大量先进武

器装备一旦涌入乌克兰，势必会给持续已久的俄乌冲突增添新的变数。

欧盟批准“欧洲安全行动”贷款项目

军眼聚焦

军眼观察

近期有媒体报道，北约正在开展

一项新防御计划，试图在其东部区域

建立一道大规模的“无人机墙”，从而

增强自身侦察与威慑能力，以应对持

续不断的俄乌冲突。然而，该计划能

否有效运行并缓解欧洲的安全焦虑，

仍面临重重挑战。

根 据 目 前 披 露 的 信 息 显 示 ，该

“无人机墙”是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大

量侦察无人机组成，同时还有卫星、

移 动 对 抗 平 台 等 提 供 相 关 技 术 支

持。建成后，“无人机墙”将成为北

约东部区域的永久性预警和侦察网

络，既可用于防御，也可用于进攻。

整个计划由德国牵头，爱沙尼亚、拉

脱维亚、立陶宛、芬兰、波兰和挪威

等北约成员国加入，目前相关工作

已在波兰展开。

“建设‘无人机墙’，缘自欧洲安

全焦虑的不断攀升。”中国人民大学

欧洲研究协会青年研究员潘子阳表

示，当前，俄乌冲突延宕不止，再加

上欧美在乌克兰危机以及欧洲未来

安全架构上分歧显著，欧洲面临的

安全压力巨大。为缓解安全焦虑，

北约亟需强化其东部区域的军事部

署，并提升对“灰色地带冲突”及“混

合战争”手段的防御能力。因此，构

建“无人机墙”是其一项重要的应对

举措。

在俄乌冲突中大量涌现的无人

机，展现出高性价比的不对称作战

优势。这一战场特点，也极大激发

和加速了“无人机墙”的建设。潘子

阳表示，相较于调动地面部队，由先

进无人机和相关侦察技术构建的防

御体系，为北约国家提供了更理想

的解决方案。为此，北约希望通过

整合无人机等尖端技术，建立一个

更有效的多层防御方案并形成可靠

的威慑力量。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

际安全所助理研究员谢浩看来，建

设“无人机墙”，在某种程度上还能

够进一步激活欧洲国防工业，为欧

洲防务自主提供有效抓手。长期以

来，在军用无人机领域，无论是技术

研发，还是装备配置，欧洲多国都非

常依赖美国和以色列。为摆脱这一

局 面 ，欧 洲 一 直 在 尝 试 寻 求 突 破

口。“此次北约在东部区域大规模部

署无人机，并强调需要用欧洲生产

的无人机系统来确保战略自主性。

这样可以倒逼德国等欧洲国家，在

无人机领域加大资本投入与技术创

新。”谢浩表示。

然而，大规模部署“无人机墙”，恐

怕难以消解欧洲的安全焦虑，还将导

致地区军备竞赛持续升级。针对北约

加强其东部区域军事部署的一系列举

动，俄罗斯势必将予以强烈反制。

潘子阳表示，北约与俄罗斯的主

要地缘矛盾在于北约东扩，在该问题

未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一味强化

北约东部区域的军事威慑力量，只会

引发更加激烈的军事对抗，双方或将

陷入难以摆脱的安全困境。

需要注意的是，“无人机墙”计划

在欧洲内部也面临不少挑战。一方

面，该项目汇集了多国资源，尤其是

在各国财政普遍紧张且对安全威胁

认知存在分歧的背景下，计划的推进

无疑将面临巨大阻力；另一方面，该

计划也需要突破技术上的瓶颈，大规

模的无人机如何协同、信息如何共

享、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如何处置等问

题，都需要成熟技术支持。因此，该

项目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有效运行，离

保障自身实现更加安全的预期目标

更是十分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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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美国船只在进行联合巡逻。

新闻事实：前不久在日本举行的一场防务装备展上，日本、英国和

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下一代战斗机模型正式亮相。日方负责人表示，该

项目目前处于“概念设计”阶段。

点 评：此次展出的模型长2米，宽1.5米，约为实机的十分之一。与

去年 7月发布的概念模型相比，其主翼、后机身、尾翼等都有明显变化。

机翼比之前的版本更大，由“兰姆达翼”改为“三角翼”，表明该战机的设计

重心将更多偏向提高续航里程、速度和有效载荷。自2022年12月日、英、

意三国政府签署合约启动联合研制下一代战机以来，该项目已投入大量

资金，但一直进展缓慢。此前有媒体披露，日本政府计划将下一代战机

出口至澳大利亚，并且已开始与澳大利亚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日英意下一代战斗机模型亮相防务装备展

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模型。

上图：德国海军 F125 型巴登·符腾堡级

护卫舰。

右图：挂载“金牛座”巡航导弹的德国

“龙卷风”战斗机。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