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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守志上将 刘精松上将
吴铨叙上将 隋永举上将

“鹰派人物”筹谋排除地区“威胁”

“导弹袭城战”演绎“飞毛腿”神话

意大利销售旧舰 菲律宾突然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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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战败教训，日本制纲欲谋“境外”作战
“是否可以研究一下，让自卫队潜入朝鲜，破坏其核反

应堆和导弹发射阵地？”这是2006年11月9日日本众议
员大冢拓向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提出的质询，该问题一度
令舆论哗然。可是今天的日本政界似乎没有这样的顾忌，自
民党政府正推进修改《防卫计划大纲》，争取写入诸如“拥有
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内容，俨然一副要把军事行动拓展到
境外的架势。考虑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一系列言行，外界
担心日本在“军事正常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热点聚焦

《和平宪法》遭诡辩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预定年内

敲定的新大纲旨在明确未来 !"年
日本的基本防卫政策和国家安全战
略，更确切地说，这将是一份向外公
示自民党志向和抱负的防卫大纲。
据已披露的“自民党版”大纲草案内
容，它以“日美适当分工”为前提，罕
见地提出日本自卫队做好“境外作
战”准备等敏感主张，特别是研究拥
有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
其实，安倍晋三不久前在国会

答辩时就诡辩称：“如果没有其他
（遏制）手段，宪法仍可允许自卫队
具备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按照他
的思维逻辑，在并无其他有效手段
阻止敌方攻击时，“（和平）宪法并不
认为可以坐以待毙”。更令邻国担忧
的是，在新大纲里还强调要建设“真
正的自卫队两栖作战力量”。众所周
知，以海军陆战队为代表的两栖部
队是不折不扣的进攻性兵种。
事实上，拿出充满火药味的新

大纲，是日本政府为谋求“正常国
家”而采取的一连串右倾措施的组
成部分。早在今年初，安倍晋三就提
出，要修改宪法把自卫队改建为“自
卫军”，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不仅
如此，安倍还把目光瞄向“联合国
军”。日本媒体称，联合国宪章规定，
安全保障理事会可以组建“联合国
军”，发动军事行动。然而日本宪法
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日本在解决国
际纷争时不得行使武力。对此，安倍
晋三声称，“留下一条可以参加国际
集体安全保障的道路较好”。

自卫队悄然“磨牙”
按照现行的和平宪法及“专守

防卫”原则的规定，日本自卫队还没
有能对他国军事设施进行先制打击
的武器，特别是中远程巡航导弹，但
这不等于它完全丧失“境外作战”能
力。总体而言，日本自卫队虽然缺乏
应对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但其实力
足以满足常规战争中的本土防卫需
要，只是不足以单独进行对邻国的

攻击任务，这恰恰是日本保守派政
治势力所无法忍受的。
事实上，日本军事战略的基础

就是日美军事同盟，以海空兵力来
说，海上自卫队可为美军提供护航、
反潜、扫雷等支援任务，其四个护卫
队群的主战舰艇若搭配航空兵，则
可形成一支单独的打击力量，不仅
能执行制海任务，还可利用两栖运
输舰执行营级规模的登陆作战。上
述因素使得自卫队如果在关键时

机、关键地点投入战场，即可能改变
战场上的力量对比。概括说来，日本
现有的军事实力，无法单独对周边
大国构成有效威胁，但可在大国对
抗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值得警惕的是，通过充当美国

的“军事马前卒”，日本正在美国的
默许下实现军力升级。据美国《防务
新闻》周刊披露，从 #"!!年起，航空
自卫队持续推进国产 $%# 支援战
斗机的改造升级。另据日本《军事研
究》披露，与“扎眼”的攻击性杀伤武
器相比，用于“软攻击”的电子战武
器已悄然在自卫队（特别是航空自
卫队）普及，而且已不再是传统的自
卫型装备，更突出进攻色彩。
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也

在悄悄谋求“境外交战”能力的编制
与装备。据日本《世界舰船》报道，陆
上自卫队“海战化”改革正进入快车
道，尤其要将“西普连”打造成“准海
军陆战队”。该刊声称，西普连“海战
化”有赖于尽快引进美制 &&&'%(

两栖战车，同时推进自卫队的联合
作战能力升级。另外，陆上自卫队还
有望获得一款兼具反舰和攻陆能力
的岸基机动发射导弹，可由直升机
实施中继制导，攻击远程目标。

仍需面对重重困境
《日本经济新闻》强调，拥有攻

击敌方基地能力乃至发展海军陆战
队的内容如果真的写进大纲，势必
改变日本“专守防卫”的形象，加剧
日本与邻国的紧张关系。更重要的
是，军事改革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在
严峻的财政形势下，防卫省如何与

财务省协调也将成为课题。
事实上，所谓战略，就是利用能

够获得的资源和手段来达到目的的
计划，如果没有资源和手段，战略就
无从实施。很显然，日本要想实施带
有“境外作战”色彩的新防卫战略，
在资源和手段上还存在巨大不足。
首先，日本防卫省缺乏统筹大

局的机制。按照军令体制，日本最高
军事危机应变单位是安全保障会
议，地位相当于美国国家安全会议，
有关国家安全事件的大政方针均由
它负责制定。但日本的安全保障会
议基本上有名无实，军职人员不直
接与会，无法制定有效政策。
其次是日本武装力量的编制并

不完善。过去日本的主要目标就是
“强化日美安保合作”和加强“专守
防卫”，防卫重点是北海道和本州东
北地区，这是冷战时期形成的格局。
如果安倍要建“自卫军”，无疑要对
三大自卫队进行“组织再造”。
第三，自卫队能力名不副实。自

卫队一贯以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自
夸，但在光鲜表象背后却有致命弱
点。自卫队的许多武器多为国产，但
日产武器产量小，成本高，其价格往
往是国外同级装备的数倍。装备昂
贵导致各种零备件的价格同样很
高，后勤储备则相对薄弱，装备完善
率和耐战能力大打折扣。更麻烦的
是，自卫队的许多训练和预案都在
沿用几十年前的“老剧本”，许多时
候只是“作秀”而已。 罗山爱

! 去年9月，陆上自卫队和美海军陆战队举行联合演习，学习“海战”能力

5月中旬以来，成都军区空军在云南红土高原摆开战场，开展体系对抗训
练。多兵种部队、几十个作战单元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机动、布势、对抗，进行争
夺制空权和空地攻防的演练。据介绍，此次演练，旨在检验航空兵部队运用突
防突击战术的能力，地空导弹部队、雷达部队的对空抗击和防护等能力。

成都军区空军部队
展开体系对抗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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