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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跨域作战体系

新版白皮书体例与往年保持一致，

分为 3 个专题和 5 个篇章，总篇幅超过

500 页，重点规划 3 个方面的转型。

一是在指挥体制方面，白皮书详细

阐述向常设联合作战体系转型的具体

措施。卷首专题“统合作战司令部与联

合作战”介绍了统合作战司令部自今年

3 月成立以来的运行情况。该司令部负

责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及太空、网络

作战相关部队。在紧急事态发生时，统

合作战司令部将在防卫大臣授权下，向

适合的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协调多任务

并行推进，实施资源再分配并掌控作战

进程。目前，该司令部正在推进“中央

指挥所”和“地下抗毁指挥所”的建设工

作，并投入资金开发新一代联合指挥控

制系统。

二是在作战概念方面，白皮书提出

“跨领域作战”概念，设定远程拒止、跨域

非对称作战和岛屿防御 3 种作战场景。

在远程拒止作战场景中，日本将重

点发展“防区外防卫能力”，即打击他国

境内导弹基地的能力，明确提出尽快启

动美制“战斧”巡航导弹采购计划，目标

是在 2026 年前完成 500 枚部署。

在跨域非对称作战场景中，日本计

划依托太空、网络和电磁领域实施反击，

包括组建太空作战部队、强化太空域态

势感知、扩充“网络防护队”编制、升级电

子战系统等。

在岛屿防御作战场景中，日本将重

点发展机动部署能力和高超音速武器系

统，推动高超音速滑翔弹、无人作战系统

的研发部署，增加轮式装甲车、“鱼鹰”运

输机等机动装备的部署，提升离岛快速

增援能力。

三是在力量布局方面，白皮书持续推

进西南诸岛要塞化建设。通过渲染周边

军事威胁，日本将防卫重心进一步向西南

方向转移，明确提出构建以九州地区为枢

纽、西南诸岛为前沿的“多层阻击链”。

具体措施包括：在宫古岛、石垣岛、

与那国岛部署改进型 12 式反舰导弹和

03 式中程地对空导弹，形成对宫古海峡

的封锁能力；扩建西南离岛海空基地，在

奄美大岛新建警备部队基地，在马毛岛

建设日美共用军事基地，计划 2030 年前

建成战机跑道和雷达站；扩建那霸基地

军用港口，使其可停靠 2 艘万吨级登陆

舰，并在石垣岛新建弹药库，确保支撑

14 天的高强度作战。

强化日美联合威慑

白 皮 书 明 确 提 出 ，日 本 军 事 活 动

的 主 线 是 构 建 以 自 主 防 卫 为 核 心 、以

日 美 同 盟 为 支 柱 、以 与“ 志 同 道 合 国

家 ”建 立 紧 密 军 事 伙 伴 网 为 外 延 的 防

卫能力体系。

在日美同盟方面，白皮书强调发挥

联合威慑力，重申构建日美“共同反制

能力”的目标。计划整合日美导弹打击

体系，将日本“反击能力”与美军“打击

威慑体系”相结合，形成由日本负责前

沿情报搜集、美日联合锁定敌方导弹发

射平台或指挥中心并实施打击的“日美

共同威慑架构”。同时，主张扩大联合

作战训练领域，新增太空、网络和电磁

空间联合训练，推进统合作战司令部与

驻日美军作战司令部的指挥系统互联

互通。

在军事伙伴关系构建方面，白皮书

提出推进多角度、多层次防卫合作与交

流 。 主 要 举 措 包 括 ：强 化“ 四 边 机 制 ”

（QUAD）框架下与美国、澳大利亚、印

度 的 海 洋 安 全 合 作 ，举 行 例 行 联 合 军

演 ；在 亚 太 地 区 广 泛 建 立 安 全 伙 伴 关

系，向菲律宾、越南等国提供巡逻艇和

雷 达 系 统 ；在 欧 洲 方 向 深 度 参 与 北 约

“东进”战略，持续参加北约网络防御演

习 ，邀 请 北 约 成 员 国 参 与 亚 太 安 全 事

务。白皮书还提出进一步推进《互惠准

入协定》《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防

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等制度性框架

落地，借此在实现自卫队常态“出海”及

强化日本参与全球防卫事务中寻求新

的战略支点。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在 深 化 日 美 同 盟

的 同 时 ，日 本 正 通 过 装 备 自 主 和 战 略

差异化谋求更大独立性。在武器装备

领 域 ，尽 管 采 取 对 美 采 购 和 国 产 自 主

研 发 并 行 路 线 ，但 防 卫 省 将 改 进 型 国

产 12 式 反 舰 导 弹 、国 产 高 超 音 速 滑 翔

弹（HVGP）等项目作为装备建设重点，

体现其逐步摆脱对美武器依赖的战略

意图。

持续增加防卫预算

2025财年日本防卫预算达到 9.9万亿

日元（约合 667亿美元），占 GDP 的 1.8%，

并计划至 2027 财年提升至 2%。对近期

特朗普政府提出将日本防卫预算 GDP占

比提升至 5%的要求，日本已明确拒绝。

有评论指出，日本正利用美国军事战略

收缩契机，逐步扩大军事自主性。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 2025 年版《防

卫白皮书》凸显其加紧推动战略转型，

加快构建以所谓“反击能力”为核心的

战略威慑体系的意图。相关举措将加

剧 东 亚 地 区 军 备 竞 赛 ，影 响 亚 太 安 全

稳定，甚至推高地区紧张局势，应予以

高度警惕。

日《防卫白皮书》强调发展“反击能力”
■子 歌

据外媒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

《释放美国军用无人机优势》备忘录（以

下简称“备忘录”），旨在通过改革加速无

人作战系统建设，重点推动小型无人机

快速列装，以提升无人作战能力。

放宽标准与权限

备忘录对中小型战术无人机进行

分类界定，并放宽其来源渠道和架构设

计限制。依据重量和飞行高度，具体划

分为 3 类：第一类重量不超过 9 千克，飞

行高度不超过 366 米；第二类重量 9 至

25 千克，飞行高度不低于 1067 米；第三

类重量 25 至 600 千克，飞行高度 1067 至

5486 米，速度 185 至 463 千米/小时。前

两类作为小型无人机，被定位为战场消

耗品，第三类中小型战术级无人机功能

更广，可执行情报侦察、通信中继和载

弹打击等任务，兼具一次性使用和重复

部署能力。这一分类为小型和中小型

战术无人机的研发生产及训练教材编

制提供依据。

在标准规范方面，美军全面放宽限

制，小型无人机的定型生产和列装验收

不 再 受 北 约 STANAG4846 标 准 约 束 。

该标准对无人机系统互操作性的设计、

集成和测试流程以及通信、导航等功能

提出具体要求。备忘录明确提出，小型

无人机可由生产商与军方通过“合作定

制”模式推进生产，中小型无人机则需由

军兵种单位与生产商共同拟制生产标

准。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将压缩冗长的

招标采购流程，提升生产商参与度，释放

民间资源潜力。

战场操作权限也进一步下放。陆

军、海军陆战队、空军的上校级军官及海

军舰长级指挥官，被赋予小型无人机的

“测试、训练、使用”权限。外媒评价，此

举可加速小型无人机列装，依托“边训练

边作战”模式提升其作战能力。

推动作战概念落地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备忘录推

介中要求，到 2027 年，所有重大军事行

动和训练活动须全面融入无人机战力。

备忘录强调，小型无人机是“加速战斗力

生成的重要力量倍增器”，需与主战武器

系统享有同等优先地位。

外 媒 分 析 认 为 ，备 忘 录 提 出 的 内

容与美军各军兵种新型战法及作战概

念深度衔接。比如，美国陆军“复制者”

计划将成主要受益者。该计划最新指

标要求常态化保持 1000 架以上中小型

无人机装备规模，用于视距外侦察和打

击 任 务 。 外 军 专 家 测 算 ，备 忘 录 生 效

后，相关无人机单价将从约 8 万美元降

至 2.5 万美元以下，设计使用寿命 3 至 5

年，产能可满足需求。该计划与备忘录

接轨后，中小型无人机将与炮弹等常规

弹药共同构成“陆军火力杀伤链”的重要

组成部分。

美国海军陆战队训练事务负责人

沃 森 表 示 ，无 人 化 作 战 将 推 动 部 队 从

传 统 两 栖 作 战 向 濒 海 及 高 技 术 对 抗

作 战 转 型 。 定 制 版 小 型 无 人 机 批 量

列 装 后 ，将 优 化 作 战 编 组 并 增 强 渗 透

隐蔽性。

美 国 空 军 的“ 蜂 群 战 术 ”“ 忠 诚 僚

机”等概念与备忘录存在诸多交集。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备 忘 录 同 样 适 用 于 无 人

艇 、无 人 潜 航 器 等 水 面 及 水 下 无 人 系

统，为美国海军拓展无人舰艇编组模式

及“分布式作战”样式提供支持。赫格

塞 斯 称 ，备 忘 录 将 确 保 美 军 快 速 适 应

“低成本、高消耗、快速迭代”的无人化

作战环境。

建立配套训练设施

备忘录提出，自 2026 年起，五角大

楼 将 主 导 小 型 无 人 机 部 队 训 练 规 划 ，

要求以“未来战争实际参与方式”开展

训 练 ，包 括 无 人 机 部 队 间“ 红 蓝 对 抗 ”

演练。

美军将与联邦航空管理局协调，建

立涵盖实弹投射、联合武器运用及“蜂

群”战术测试的无人机专属训练区域。

此项工作预计 10 月中旬取得“阶段性进

展”，届时将建成至少 3 个国家级无人机

训练靶场（含 1 处海上靶场），参训系统

可获较大训练空域。

首批试验部队将于 9 月 1 日前组建，

由陆、海、空、海军陆战队分别设立，现役

人员和装备进驻国家靶场开展训练，计

划 2026 年具备海外部署能力，首个部署

地点可能选在澳大利亚。各军种均设立

无人机资源管理项目办公室，欧洲地区

和印太地区同步设立专责小组。

根据发展路线图，到 2026 年底，美

军各军兵种将组建“规模可观”的小型无

人机作战部队。在具体部署上，欧洲方

向以第一、二类小型无人机为主，印太方

向额外配备第三类中小型无人机和水面

及水下无人系统。美军新财年预算也计

划增加专项军费，以加速小型无人机作

战力量的组建。

美军发布中小型无人机运用指南
■君 玉

据外媒报道，法国陆军参谋长皮埃

尔·席尔近日在国民议会国防委员会发

表讲话时宣布，法国将于 2027 年初组

建第二个导弹炮兵团，以增强其在北

约东翼的威慑力量。目前法国仅拥有

1 个导弹炮兵团，配备 9 套 LRU 多管火

箭炮系统。此次组建是基于对冲突经

验、外部威胁及能力短板的综合考量，

旨在提升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和战场响

应速度。

法国计划由陆地部队装备和系统

综合保障部牵头，于 2025 至 2028 年对

现有火箭炮系统进行维护升级，延长其

服役寿命直至下一代系统列装。新导

弹 炮 兵 团 将 于 2027 年 初 正 式 启 动 组

建，2028 至 2029 年列装新型火箭炮系

统，确保作战能力无缝衔接。至 2030

年，该团将具备体系化作战能力，计划

列装 13 套火箭炮系统，并于 2035 年进

一步增至 26套。

武器采购方面，法国依托“远程地

面打击计划”，面向本土军工企业公开

招标，计划以约 6 亿欧元（约合 6.98 亿

美元）预算采购 15 至 30 套新型发射装

置及配套制导弹药。尽管最终合同尚

未敲定，但泰雷兹集团等多家企业已提

交方案，其中图吉斯·加亚尔公司研发

的“闪电”火箭炮系统受到重点关注。

该系统为法国自主研制的多管火箭发

射平台，性能类似于美国“海马斯”自行

火箭炮，具备快速部署、精确打击和模

块化设计等特点，可在北约作战体系框

架内执行纵深打击任务。

新 导 弹 炮 兵 团 将 部 署 于 法 国 东

部，任务范围覆盖从波罗的海至黑海

的广大区域，计划招募约 800 名士兵，

所有人员需接受数字化系统操作与战

术射击专项培训。该团将重点培养技

术专家，并结合陆军改革同步推进人

才培养机制。

法国组建第二导弹炮兵团是其军

事力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步骤，相关

规划与法国国防预算增长周期高度契

合。未来法国新导弹炮兵团建成后，

将提升北约在欧洲中部地区的常规打

击能力，覆盖包括加里宁格勒和克里

米亚在内的关键战略区域，一定程度

上增强北约东翼的威慑力量。

法
国
将
再
组
建
导
弹
炮
兵
团

■
郭
秉
鑫

英国国家审计署近日发布报告，

揭示英国海、空军 F-35B 战斗机机队

正面临人员短缺、设施滞后、装备配套

不足及后勤保障薄弱等多重困境，实

际 作 战 效 能 与 预 期 存 在 显 著 差 距 。

F-35B 被英国军方视为构建航母打击

群和远程打击力量的核心装备，其现

状在英军内部引发担忧。

F-35B 具 备 远 程 打 击 、舰 队 防 空

和情报收集等多任务能力，其多传感

器数据融合、电子战性能和低可探测

性，理论上可提升英军在对抗环境中

的生存和作战效能。然而，审计数据

显示，截至 2024 年，英军列装的 F-35B

中仅 33%达到“全任务能力”（可执行

全部 7 项核心任务），具备“基本任务能

力 ”（至 少 执 行 1 项 任 务）的 比 例 为

50%。报告指出，人员和保障体系的缺

陷已严重制约 F-35B 机队作战能力的

发挥。

人员短缺问题，贯穿工程师、网络

安全和飞行队伍全链条。F-35B工程师

队伍编制到位率仅 58%，工程保障能力

不足直接导致英国海军第二支 F-35B

前线中队组建被迫推迟。网络安全人

员缺乏影响搭载复杂软件和任务数据

的作战平台正常运行。飞行员储备同

样告急，英军 F-35B 飞行员与战斗机

配比显著低于国际水平，飞行教官缺

口尤为突出。比如，英国空军第 207 中

队编制需 16 名全职教官，目前仅配备 5

人，导致新飞行员培训周期延长、战斗

力生成受阻。

基地设施建设滞后，也是一大问

题。尽管英军 F-35B 主基地——马勒

姆空军基地已完成跑道、维护机库和

“闪电作战中心”等专用设施改造，但

多数营房宿舍破旧、生活设施匮乏，热

水供应不稳定，导致人员招募和留任

困难。

专用设施缺失进一步加剧保障困

境。英国第 809 海军航空兵中队因缺

乏永久性设施，至今无法从马勒姆基

地迁出独立运作，只能在临时板房开

展工作。用于检测和维护战斗机隐身

性能的“飞机特征评估设施”（ASAF）原

计划 2021 年启用，现推迟至 2030 年以

后，英军不得不将部分 F-35B 送往意

大利检测，受资源限制每年最多仅能

送修 2 架，严重影响作战自主性。

报告指出，制约 F-35B 机队实战能

力的最致命短板是远程空战武器的缺

失。当前英军 F-35B 主要依赖“宝石路

Ⅳ”激光制导炸弹。该弹药射程有限、

不具备防区外打击能力，难以适应高强

度对抗环境。替代方案“矛”-3 导弹因

供应商履约不力、零部件短缺等问题，

整合计划推迟至 2030 年左右。“流星”

超视距空空导弹的整合也延迟至 2030

年以后。尽管可临时使用 AIM-120D

中距导弹，但该弹交付节奏与战斗机采

购进度严重脱节，导致现役 F-35B 缺乏

与作战半径相匹配的远程打击能力。

备 件 短 缺 问 题 同 样 严 峻 。 受 美

国“ 全 球 保 障 方 案 ”（GSS）未 能 按 需

扩容影响，英军 F-35B 备件供应严重

滞 后 。 2024 年 10 月 至 2025 年 1 月 ，

F-35B 因缺件停飞时长超标准值 2 倍

以上，“无法执行任务状态”时间超出

预期近三分之二。虽可通过临时调拨

备件和维护人员缓解上述问题，但需

以削弱本土训练保障能力为代价，不

具备可持续性。

英国国家审计署强调，英军虽能

短 期 集 中 调 配 F- 35B 执 行 高 强 度 任

务 ，但 长 期 支 撑 体 系 存 在 根 本 性 缺

陷。英军在第五代战斗机项目上的大

额投入未能同步匹配人员储备、武器

系统、基础设施及后勤保障的发展，导

致国防部迄今无法兑现“实现 F-35B

机队完全自主作战能力”的承诺。若

不尽快补齐保障短板，英军航母打击

群 和 远 程 打 击 平 台 将 难 以 支 撑 大 规

模、持续性作战行动，其预期作战能力

恐成空谈。

上图：英军英军F-F-3535BB战斗机正在起战斗机正在起飞飞。。

英英军军 F-F-3535BB机队机队陷多重困陷多重困境境
■邹 亮

日本防卫省近日发布
2025 年版《防卫白皮书》，
以“国际社会正面临战后
最大考验”“世界进入‘新
的危机时代’”为主线，系
统渲染周边安全威胁，强
调日本需加快推进防卫
战略转型，重点发展所谓

“反击能力”（即对敌基地
攻击能力），并在指挥体
制、作战概念、力量布局
等方面进行深度调整，意
图在实质上突破“专守防
卫”原则的限制。

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使用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使用 RR8080DD““骑空士骑空士””无人机改进型进行训练无人机改进型进行训练。。

日本陆上自卫队改进型日本陆上自卫队改进型 1212式反舰导弹进行发射试验式反舰导弹进行发射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