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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5 日，北约国防部长会议通过了

新制定的“能力目标”，即“打造一个更强

大、更公平、更具杀伤力的联盟，并确保

未来数年保持战备状态”。

从频繁举办大规模军事演习，到成

员国大幅提升国防投入并着手推进“5%

防务开支计划”，再到北约秘书长吕特强

调 要 在 集 体 防 御 方 面 实 现“ 质 的 飞

跃”……近期，北约扩张军备动作不断，

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分析人士指出，北

约相关举动已超出“防御”范畴，将进一

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严重冲击全球安

全格局。

加大投入 行动不断

近期，北约在扩张军备上的相关行

动持续不断——

“5%防务开支计划”提上日程。近

来，特朗普政府多次要求北约成员国将

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提

升至 5%。北约部分国家选择听从美国的

要求，不断增加军费投入。今年 4 月，波

兰 国 防 部 长 卡 梅 什 宣 布 ，波 兰 计 划 在

2026年将防务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

的 5%。为了更快推进“5%防务开支计

划”，吕特近日提出一项折中建议，即新

的 5%防务开支目标，包括 3.5%用于核心

防务支出和 1.5%用于基础设施等安全相

关投资，并提议将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

定为 2032年。

推进大规模军力扩张计划。去年

10 月 ，吕 特 在 其 就 职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表

示，增加北约部队人数和装备将是他的

“优先任务”之一。在日前召开的北约防

长会上，各成员国已就北约启动大规模

军备升级计划达成一致，德国将承担该

计划的很大一部分。尤其令人关注的

是，德国联邦国防军将增加 6 万名现役

士兵。此外，吕特还表示，北约需要增加

数千辆装甲车和数百万枚炮弹，并将欧

洲防空反导能力提升 400%。

频繁举行大规模军演。今年 5 月以

来，北约在北欧、东欧、波罗的海和大西

洋方向接连举行了“刺猬 2025”“北方打

击 2025”“地中海打击 25”“波罗的海行

动-2025”等多场大规模军事演习。在

这些演习中，英国、法国、德国以及芬兰、

爱沙尼亚等北约欧洲成员国扮演了主导

角色，承担了更多的任务，而美国的参与

度则相对下降。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

在爱沙尼亚举行的“刺猬 2025”军事演

习，不仅有来自英国、法国、美国等 12 个

国家的 1.6 万人参与，创下该系列演习参

演人数新高，还邀请了以色列和乌克兰

的观察员和教官现场观摩，并且分享了

各自情报和作战经验。

应对挑战 多重考量

有分析人士指出，北约正陷入前所

未有的挑战：既要面对不断扩大的军费

压力，又要应对成员国安全观念的分歧，

还要处理美国要挟“退约”带来的冲击。

重重压力之下，北约这个拥有 76 年历史

的军事联盟，正在试图做出一系列相关

调整。其扩张军备的背后，包含着多重

考量。

发出有力威慑。当前，俄乌冲突持

续延宕、谈判进程缓慢，特别是俄军近期

攻势猛烈，其在弹药产能、兵源调动等方

面的优势日益显现，北约欧洲成员国的

安全焦虑不断攀升。有北约高层认为，

俄罗斯“在未来数年内攻击北约成员国”

的 可 能 性 ，已 经 从 理 论 变 为“ 潜 在 现

实”。为此，北约要通过扩张军备以便提

高“集体防御能力”，进而威慑俄罗斯和

保卫北约免受相关威胁。

应对“退约”威胁。特朗普政府多次

警告，如果北约欧洲成员国的防务支出

持续不达标，美国将退出北约。舆论普

遍认为，吕特最新提出的防务开支折中

建议，是北约成员国试图安抚特朗普政

府，避免美国真的退约。但许多北约欧

洲成员国也意识到，无论“退约”与否，美

国都正在减少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为

此，欧洲需要快速提升军事能力，以承担

更多的防务责任。

弥补内部分歧。当前，美欧在防务

分摊、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分歧严重，其

裂痕已难以掩饰，跨大西洋关系摇摇欲

坠。有评论指出，2025 年的海牙峰会，

可能会成为北约历史上“最具负面影响”

的峰会。若情况向不利方向发展，北约

的凝聚力、连贯性和可信度将遭到广泛

质疑。从这一背景上观察，北约选择在

峰会召开前集中发力，围绕扩张军备做

出一系列动作，充分反映出有意化解分

歧，进而向外界展示北约的团结和力量。

穷兵黩武 加剧困境

本是冷战产物的北约，在冷战结束

后却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近年来，

北约更是在穷兵黩武的道路上越走越

远，对内不断扩张军备，对外持续东扩，

不断蚕食和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缓冲空

间。这些不负责任的做法，不仅加剧了

北约的内部矛盾，给成员国带来沉重经

济负担，还严重冲击了地区乃至全球的

安全稳定。

加大成员国之间分歧。乌克兰危机

爆发后，北约各成员国虽已就增加军费

开支、提升军事能力达成基本共识，但成

员国之间根深蒂固的安全观念分歧，以

及对北约战略定位的认知矛盾从未消

弭。再加上欧洲多国正面临财政紧缩和

民粹主义等多重压力，北约若继续扩张

军备，强行将防务开支目标抬高到 5%，

势必将给北约欧洲成员国造成沉重的经

济负担，甚至加剧社会动荡和引发政治

危机。而北约原本建立在“集体安全”基

础上的统一战略逻辑，将会被成员国各

自为政的国家利益与政策取向所削弱。

加剧全球安全困境。北约试图以

“力量吓阻”应对所谓俄罗斯“威胁”，其

相关举动必然引发俄方强烈反应，双方

的军事较量和军备竞赛可能进一步升

级，擦枪走火的风险也陡然增高，导致

欧 洲 安 全 形 势 深 陷 不 断 恶 化 的 漩 涡 。

在北约“波罗的海行动-2025”军事演习

开始之前，俄罗斯也在附近海域进行了

大规模军演。此举被外界视为俄对北

约军演的“提前反制”。从全球安全格

局 来 看 ，2024 年 全 球 军 费 开 支 总 额 达

2.72 万 亿 美 元 ，其 中 北 约 总 开 支 达 1.5

万 亿 美 元 ，占 全 球 军 费 开 支 总 额 的

55%，国际军力对比严重失衡。如果北

约 未 来 继 续 加 快 推 行“5%防 务 开 支 计

划”，失衡局面将进一步加剧，严重威胁

世界和平与安全。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

院）

北约扩张军备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刘俊飞

新闻事实：欧盟近期批准了“永久结构性合作”联合防务机制下的

11 项新合作国防计划。其中，西班牙和意大利将合作开发基于定向能

量武器的防空系统。

点 评：据报道，西意两国此次承担的任务，旨在研发用于短程和

超短程防空的机动式激光防空系统，其包含一种激光炮，能够抵御“无

人机系统”、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等攻击。此外，该系统的研发要

求是模块化、可扩展，能够安装在移动发射平台上，以便整合到欧盟多

国武装部队共同构建的综合防空体系中。若项目推进顺利，不仅标志

着欧洲在提升整体防御能力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也将进一步推动欧洲

军工产业的发展和军事创新能力的提升。但鉴于这一项目没有具体

的先例可遵循，该系统的研发及落地尚需克服不少困难。

西班牙意大利将共同研发激光防空系统

新闻事实：据外媒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6 月 11 日宣布，土耳

其与印尼签订了一份合同，土方将在 10 年内向印尼出口 48 架“可汗”

战斗机，并提供相关技术转让。

点 评：土耳其国产第五代战斗机“可汗”项目于 2010 年启动，去

年 2 月完成首飞。该战机装配有两台涡扇发动机，具备对空与对地作

战能力，可取代土耳其现役的 F-16 战斗机。此次交易，是土耳其“可

汗”战机的首笔出口交易，也将成为土耳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出

口合同。这一举动也透露出，印尼与土耳其的军事合作进一步深

化。此前，印尼和土耳其宣布将成立一家战略防务合资企业，或将合

作研发潜艇。近年来，印尼不断拓展其军事合作的范围，除了美国等

西方国家之外，也开始与其他地区国家进行深入的军事合作。

土耳其将向印尼出口48架“可汗”战斗机

土耳其研发的“可汗”战斗机。

新闻事实：菲律宾海军近日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

系统将留在菲律宾，用于训练目的。今年 4 月，美军以“肩并肩”军事演

习为由，首次在菲律宾部署该系统。

点 评：远征舰艇拦截系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濒海战斗团”的核

心装备之一，其射程超过 200 公里，具有可快速部署、隐蔽性强、无人操

控等特点。去年 4 月，美国以“肩并肩”演习为由，在菲律宾部署“堤丰”

陆基中程导弹系统。此后，“堤丰”便一直留在菲律宾。今年，美国故

伎重施，再次向菲律宾部署新型导弹系统，借演习之名强化其在菲军

事部署的野心昭然若揭。而菲律宾甘愿充当美国搅局亚太的“马前

卒”无异于与虎谋皮。美菲不断加强军事勾连的恶劣行径，严重威胁

地区安全稳定，需引起地区国家高度警惕。

美国借军演在菲律宾部署新型导弹系统

装有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的岸舰导弹发射车。

军眼聚焦

军眼观察

前 不 久 ，日 本“ 改 进 型 12 式 反

舰导弹”和“超高速滑翔弹”两种新

型导弹，首次亮相“富士综合火力演

习 2025”。未来列装后，日本的远程

打击能力将进一步提升。近年来，

日本不断调整安保战略，以所谓“对

敌基地攻击”“在敌方射程之外进行

防御”为由，通过多种手段持续升级

远程作战能力，严重冲击地区安全

稳定。

研 制 采 购 相 关 武 器 ，构 建 陆 、

海、空远程打击体系。此次演习亮

相的两种新型导弹，均是日本发展

远程打击能力的重点，其射程在 900
至 1000 公里，相较于其现役导弹的

射程，可以说提升明显。不仅如此，

尚在研制的“超高速滑翔弹”升级型

号 ，未 来 最 大 射 程 可 达 3000 公 里 。

此外，“改进型 12 式反舰导弹”陆基

型，拟于今年年内完成研发，海基和

空基版本也在同步研发，未来将实

现陆海空通用。除了自行研制多种

远程导弹，日本还加紧从美西方国

家引进可用于海上发射的“战斧”巡

航导弹，以及可搭载在 F-35A、F-15J
战斗机上的 JASSM-ER 空射巡航导

弹和 JSM 联合打击导弹。在发射平台

方面，除积极推进采购 F-35 战斗机，

并与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第六代战

斗机外，日本还计划建造两艘能够搭

载远程反舰导弹的万吨级宙斯盾舰，

并研发可用于潜艇的新型通用垂直发

射系统。上述武器装备列装后，日本

远程作战能力将大幅提升。

调整军力部署，整合远程打击能

力。为使远程反舰导弹发挥最大效

用，日本陆上自卫队近两年陆续整

编岸舰导弹部队，进一步谋求区域

威慑乃至拒止能力。今年 3 月，日本

陆上自卫队在九州大分县基地组建

了第 8 岸舰导弹联队。至此，陆上自

卫队共建有 7 支岸舰导弹联队，分别

部署在北海道、本州岛北部、九州、

冲绳等地，以控制西太平洋关键航

道。为形成更大的打击范围，各岸

舰导弹联队计划于 2026 年起陆续换

装“改进型 12 式反舰导弹”。此外，

日本还在九州、北海道各新建了一

支 配 备“ 超 高 速 滑 翔 弹 ”的 导 弹 大

队，并计划于 2030 年列装该导弹的

升级型。

借船出海，积累远程作战经验。

今年以来，日本接连派出海上自卫队

准航母“加贺”号、陆上自卫队“水陆

机动团”远赴菲律宾，参加由美国主

导的多场联合演习。日本在今年 4
月启动的“印太部署 2025”中提出，日

本海上自卫队派出由多艘主战舰艇

组成的联合任务编队，参加“护身军

刀”“马拉巴尔”等多场多国体系化实

战演练，时间长达 7 个月，航行范围

远及南太平洋。这些动向表明，日本

自卫队正通过频繁参与盟友组织的

各项联合演训，在提升力量投送能力

的同时，积累大规模远程作战经验，

进而提升远程作战能力。

日本提升远程作战能力的系列举

动，既面临资金、技术、民意等方面的

制约，也严重背离和平宪法，除了加剧

日本自身安全困境和发展困局外，还

会进一步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

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在军事安全领

域谨言慎行，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

邻国和国际社会，而不是在扩军路上

越走越远。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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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上图：参加“地中海打击 25”军事演习的

北约多国军舰在航行。

右图：希腊空军的 F-16 战斗机在北约

开展的“拉姆施泰因旗帜 25”军事演习中编

队飞行。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激光武器对空中目标进行射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