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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实：英国首相办公室近日发表声明说，将采购 12 架可搭载

核武器的美制 F-35A 战斗机，这也是英国为增强核威慑能力采取的重

大举措之一。

点 评：F-35A 战斗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具备搭载

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双重能力”。分析人士认为，英国可能会使用F-35A

搭载美制 B61核弹遂行核威慑和核打击任务。这批战斗机将被部署在

英国皇家空军马勒姆基地，凸显英国核威慑能力，同时加强北约核威慑

态势。从建造新型核潜艇到采购 F-35A 战斗机，英国大幅升级核力量，

将进一步加深与俄罗斯的核安全互信“鸿沟”，严重冲击欧洲乃至全球

安全局势。

英 国 将 采 购 可 携 带 核 弹 的 F-35A 战 机

美军 F-35A 战斗机投放 B61训练弹。

新闻事实：荷兰国防大臣布雷克尔曼斯 6月 24日宣布，荷兰将向乌

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 1.7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包括雷达系统、无人作战

车辆和无人机等。

点 评：布雷克尔曼斯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宣布这一对乌军事

援助计划，并透露荷兰还与乌克兰相关企业达成协议，双方将合作生

产 60 万架无人机。本次北约峰会，乌克兰议题明显降温。在美国大

幅减少对乌军援的背景下，荷兰等北约国家出于安全焦虑决心继续

援助乌克兰。无人装备成为部分北约国家援乌重点方向。俄乌冲突

充分证明了无人装备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乌方试图通过强化

无人作战车辆和无人机使用，摆脱战场被动局面。

荷兰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军事援助

荷兰与乌克兰举行援助舰艇交接仪式。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日前在荷兰海

牙闭幕。从三天缩短为两天的会期、史上

最短峰会成果文件成为“亮点”，日韩澳三

国领导人近年来首次集体缺席北约峰会

引发种种猜想。同时，这也是美国总统特

朗普再次上台后首次参加北约峰会。峰

会举行正值俄乌冲突持续延宕、中东局势

格外敏感之际，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成果仅具象征意义

本次峰会结束时发布的成果宣言

仅有 5 项措辞模糊的原则性政策宣示，

被一些媒体称为北约史上最短峰会成

果文件。2024 年华盛顿峰会、2023 年维

尔纽斯峰会发布的宣言，分别涵盖较具

体 的 44 项 和 90 项 事 宜 。 舆 论 普 遍 认

为，本次峰会最终成果不仅数量寥寥，

且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内容。

军费增长达成妥协。海牙峰会的

核心议题和最大“共识”，是根据特朗普

的强硬主张，宣布在 2035 年前将北约成

员国的年度国防开支从目前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 2%提高至 5%。其中，3.5%用

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与安全相关

的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北约各国将制

订“渐进达标”计划，并于 2029 年接受中

期审查。部分成员国认为实现 5%的目

标存在较大困难，因此宣言并没有强调

“全部”成员国必须达标。尽管如此，5%

的目标对大部分北约成员国来说已是

国防开支的大幅增长甚至是倍增。作

为“回报”，特朗普同意重申《北大西洋

公约》第五条有关共同防御义务的“坚

定承诺”继续适用。

援乌抗俄明显降温。欧洲重点关

注的乌克兰议题明显降温，上次峰会中

举行的北约—乌克兰理事会领导人会

议此次取消。发布的峰会宣言仅表示，

成员国在计算国防开支时将“对乌克兰

提供支持”纳入考虑范围，涉及俄罗斯

的表述只有“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

长期威胁”，且与“持续存在的恐怖主义

威胁”并列表述。此外，宣言只字未提

2024 年华盛顿峰会上关于乌克兰入约

的承诺问题，一家美国媒体发表评论表

示，美“已实质性排除乌克兰加入北约

的可能性”。

北 约“ 东 进 ”遭 到 冷 遇 。 日 本 、韩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是所谓北约“印

太 四 伙 伴 ”（IP4）的 成 员 ，日 韩 澳 三 国

领 导 人 却 以 国 内 事 务 繁 忙 、行 程 冲 突

等理由集体缺席北约峰会。有北约官

员在本次峰会上表示，“暂不考虑”设

立北约东京办事处的计划。分析人士

认为，作为“北约全球化”战略转型的

重点支柱，美国力推的“北约印太化”

正在遭受冷遇。

美欧难掩貌合神离

本次峰会的表面共识难掩美欧之

间的貌合神离。当前，美欧在防务责任

分摊、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分歧严重。

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跨大西洋伙伴关

系加速松动，加上北约对国际安全形势

变化应对乏力，内忧外患让北约面临前

所未有的挑战。

美 国 极 力 避 免 陷 入 被 牵 连 的 泥

潭。特朗普政府秉持“美国优先”和孤

立 主 义 外 交 政 策 ，认 为 北 约 已 从 巩 固

美 国 霸 权 的 得 力 工 具 ，变 为 美 国 为 欧

洲 国 家 支 付 安 全 账 单 的 负 资 产 ，因 而

以激进、直接，甚至霸凌、胁迫的方式，

让 北 约 欧 洲 成 员 国 承 担 更 多 防 务 责

任，配合美国在全球搞所谓的“大国竞

争”，重塑北约的功能定位。本次峰会

前 后 ，特 朗 普 多 次 模 糊 对 欧 洲 的 共 同

防 御 义 务 ，刻 意 淡 化 欧 洲 国 家 最 为 关

注 的 乌 克 兰 议 题 ，不 惜 强 令 盟 友 骤 增

军费、承担责任，却抛出美国“无须遵

守 5%目标”的“例外论”。

北约欧洲成员国担忧沦为战略“弃

子”。在美国逐步脱离欧洲防务的背景

下，这些国家对所谓“美国安全保障”逐

渐失去信心，不断加快防务自主进程。

但 其 困 局 在 于 ，谋 求 防 务 自 主 特 别 是

“再武装”有心无力，短期内难以填补美

国弱化对欧防务投入后留出的军力需

求空白，因此急需安抚和“挽留”美国。

一家欧洲媒体发表评论指出，北约峰会

就提升国防支出达成妥协性共识，对北

约欧洲成员国而言，这既是一项拉住美

国的“投资”，也是为应对美国抽身而预

先“弥补资金缺口”。

近期，特朗普政府一边对他国普遍

强 征 关 税 ，一 边 逼 迫 盟 友 大 幅 增 加 军

费。美国“合则用、不合则弃”的霸道政

策，使日韩澳等域外伙伴国不得不重估

北约“东进”的负面影响。此外，随着俄

乌冲突延宕、谈判进程趋缓，特别是俄

军近期攻势猛烈，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安

全焦虑不断攀升，援乌抗俄疲态尽显，

北约对俄威慑的可信度和对冲突走势

的掌控力日渐式微。

裂痕分歧折射危机

海 牙 峰 会 匆 忙 且 草 率 收 场 ，不 仅

进一步暴露出北约内部蔓延的裂痕分

歧 ，也 凸 显 了 北 约 对 欧 洲 乃 至 全 球 安

全 局 势 极 具 破 坏 性 的 特 征 ，折 射 出 北

约陷入结构性危机与战略迷失的黯淡

前景。

军费增长温差难消。本次峰会就

军费新标准达成表面一致，本质是特朗

普极限施压欧洲盟友的“急就章”，难以

改变各国在该议题上意见四分五裂的

常态。特朗普抛出美国“例外论”，意味

着北约本轮提高军费只是美国摆脱对

欧共同防御义务的前奏和风向标。基

于不同的经济财政状况和现实威胁感

知，北约欧洲成员国提升军费的主观愿

望和客观能力不同，这些都将引发北约

内部的持续争议。本次峰会举行之际，

英国和波兰极力讨好美国，英国率先宣

布决心执行 5%标准，拟购买至少 12 架

可 携 带 核 武 器 的 美 制 F-35A 战 斗 机 ，

波兰除宣布保持军费持续增长外还邀

请美国在其境内部署核武器。作为鲜

明对比，西班牙则仅承诺将军费占比提

升至 2.1%，斯洛伐克、比利时等国也表

示 保 留 和 争 取“ 自 主 灵 活 决 定 ”的 权

利 。 此 外 ，北 约 对 1.5%军 费 用 于 与 安

全相关的关键基础设施投入的模糊界

定 ，以 及 将 对 乌 克 兰 援 助 计 入 国 防 开

支，给各成员国玩弄“数字游戏”、进而

将军费达标变成一张难以兑现的空头

支票，打开方便之门。

安全理念失道寡助。作为冷战遗

存、阵营对抗和集团政治产物的北约，

本质是美国维护霸权的工具，本应随着

冷战的结束而终结，但美国为了一己私

利，不惜四处树立“假想敌”、挑动冲突

对抗为北约“续命”。此次峰会期间海

牙街头的大规模抗议浪潮、意大利国防

部长克罗塞托“北约维持现状则毫无存

在必要”的言论，都反映出欧洲有识之

士对北约军事扩张的反思。北约在欧

洲 制 造 分 裂 、加 剧 对 抗 的 诸 多 不 良 记

录，将使其在亚太这片全球最富发展活

力且长期和平稳定的区域遭受更多冷

遇。事实已经证明，固守冷战思维并不

能使北约重振雄风，反而会加剧其陷入

失道寡助的境地。

分 析 人 士 认 为 ，北 约 长 期 依 赖 美

国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的传统模式，

正 遭 遇 美 国 单 边 主 义 、孤 立 主 义 和 欧

洲“战略觉醒”的共同解构。此次峰会

核心议题“军费达标”之争，背后是美

欧 各 怀 心 思 ：美 国 企 图 借 此 对 欧 洲 推

销更多武器，更好地“虹吸”和控制欧

洲 ；欧 洲 则 试 图 以 尽 量 拉 住 美 国 和 尽

快 做 强 自 己“ 两 条 腿 走 路 ”来 重 振 防

务。加之美欧对俄罗斯威胁定位的加

速 分 化 ，双 方 本 就 潜 藏 的 分 歧 逐 步 显

性 化 ，欧 洲 安 全 秩 序 势 将 从 剧 烈 调 整

走 向 全 面 重 塑 。 未 来 ，北 约 维 持 既 有

架构运转都勉为其难，终将日薄西山、

走向瓦解。

北约峰会暴露分歧和危机
■王伟安 赵永强

上图：民众在荷兰海牙参加反

北约集会。

右图：北约“波罗的海行动-

2025”演习的情景。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新闻事实：6月 24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北海道地区静内对空射击

场进行了 88 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训练，这是日本首次在本土进行远程地

对舰导弹发射训练。

点 评：88式地对舰导弹和 12式地对舰导弹是日本陆上自卫队两

大主力反舰导弹，相关试射训练之前多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进行。首

次在本土试射，暴露了日本摆脱对盟友试验场的依赖、强化导弹运用能

力的野心，同时也意在为后续换装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导弹“试水”。

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和“专守防卫”承诺发展进攻性武器，需引起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警惕。

日本在本土试射远程地对舰导弹

日本陆上自卫队的 88式地对舰导弹。

一家国际防务研究组织近日发布

报告称，2024 年全球核武器开支持续

增长，美国核武器年度总支出高达 568

亿美元，超过其他所有拥核国家总和。

近年来，美国在核武方面动作频频，除

逐年加大核现代化项目投入外，还频繁

通过前沿部署、联合演习、技术转让等

方式与盟友一道强化核协同作战能力，

种种举动违背全球核军控、核裁军共

识，恐推高核战争风险，严重破坏全球

战略稳定。

加 大 经 费 投 入 ，提 升 核 装 备 性

能 。 美 国 以 应 对 等 量 级 大 国 挑 战 为

由，持续加强对核力量发展的支持，全

面提升核打击能力。美国会预算办公

室今年 4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未来 10

年，美核力量运营和现代化投入约为

9460 亿美元，其中现代化投入为 4600

亿美元，占总投入近一半。以美正在

加紧研制的哥伦比亚级战略导弹核潜

艇为例，该项目用于取代俄亥俄级战

略核潜艇，总投入约为 1300 亿美元，占

20 年代中期至 30 年代中期美海军造船

预算的五分之一左右。哥伦比亚级核

潜艇使用全电推进系统，可将噪音降

至 95 分贝以下。其装备的“三叉戟”Ⅱ
型 潜 射 弹 道 导 弹 配 备 MK-6 制 导 系

统，隐蔽接近和精准打击能力增强，加

之可搭载大当量的 W88 或中等当量的

W76-1、低 当 量 的 W76-2 弹 头 ，基 本

具 备 从 战 术 核 打 击 到 战 略 核 摧 毁 能

力，显著降低核战争门槛。

转变核武器运用理念，提升核实战

能力。近年来，美国核运用理念由以战

略威慑为主，向常态化威慑、实战化运

用方向转变。一方面，通过模糊核常攻

击界限，提升核实战效力。当前，美战

略核战争计划明确要将常规武器作为

关键可用选项纳入总体核战争设计之

中。借助年度军演契机，美不断加强核

常一体化演练。2024 年“坚定正午”核

演习，美重点演练战机协同和核武器模

拟挂载任务，目的就是验证低当量核弹

头配合常规力量作战模式。另一方面，

通过模糊核力量前推意图，提升核实战

能力。美经常以演习或临时部署为由，

规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核武器部

署限制。2024 年 8 月，美 B-2 战略轰炸

机动态部署至澳大利亚空军基地，除了

强化与澳协同作战能力，还有意将澳打

造为战略跳板。未来一旦形势需要，美

军机可从澳空军基地起飞实施战略威

慑。此外，美还以轰炸机特遣部队演习

为名，将 B-52 战略轰炸机前沿部署至

芬兰、罗马尼亚等国，对俄实施抵近威

慑，这些动作实质上都是美核实战能力

的常态化检验。

加强盟友间协同，强化一体化

核作战水平。美以“延伸威慑”为由，通

过变相核技术转让、核常武器前沿部署

等方式，逐步在盟友国家间实现隐性核

扩散，其核心目的在于提升前沿慑压态

势 、降 低 威 慑 成 本 、优 化 协 同 作 战 能

力。美以“奥库斯”第一支柱为合作架

构，采取“先部署、再出售、后建造”的

“三步走”方式，携同英、澳共同建造攻

击型核潜艇。美还以 W93 潜射核弹头

为合作契机，拉拢英共同打造通用型海

上核打击能力，进一步加剧核扩散风

险。此外，美在 2024 年借与菲律宾联

演契机，将“堤丰”中导系统动态部署至

菲律宾，并计划今年在澳大利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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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导系统参

演，企图通过强化与盟友的军事协作，

对地区国家进行前沿慑压。

美国拥有世界最大 、最先进核武

库，却持续强化核武能力，本质是通过

系统性军备升级和盟友内部核扩散，将

核力量从最后威慑手段异化为实战可

用工具。在当前全球安全局势持续动

荡、冲突频仍之际，美所作所为将加剧

核扩散与核冲突风险，需引起国际社会

高度警惕。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警惕美蓄意提升核实战能力
■李 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