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平使命-2013”中
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今天
在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顺
利结束。此次军演，双方共
出动约 1500名军人和大
约250台军事装备，其中包
括 20余架飞机和直升机，
以及步兵战车和主战坦克。

据介绍，此次演习期
间，中俄双方不仅注重战区
各军种间的联合，而且首次
尝试通过联席会议机构进
行战役指挥。在兵力编组
上，双方也尝试了情报全时
共享、地空火力和特战兵力
混合编组等全新模式。

热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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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军事顾问
（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向守志上将 刘精松上将
吴铨叙上将 隋永举上将

“海上挑事”老手岛屿争端打头阵

血战腾冲：近万名中国将士捐躯

美军“联合无人空战系统”未来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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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修改军供合约 日本又玩“小步突破”游戏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8月3日，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

露正考虑修改与国内相关军品供应商的合约条款，以便打破
“买主独一性”，使军工企业能扩大生产规模，获取成本效益。
此举一旦实施，将极大刺激日企参与军事工业的兴趣，同时
也为动员日本民企投入国际军火市场竞争，甚至为今后组建
规模更大、装备体系更趋进攻性的武装力量大开方便之门。

打破“买主独一性”
从传统上看，受二战侵略历史

的影响，为了显示自己是“和平国
家”，二战后日本没有独立的国营军
工企业，只在防卫省下设技术研究
本部负责新装备研发，军工生产则
由大型民企完成。!"#$年 %月，日
本政府提出限制武器出口的“武器
出口三原则”。!"$&年 '月，日本政
府提出，对三原则对象以外的地区
也不出售武器。!"()年 !月，日本
国会作出《关于武器出口问题的决
议》后，日本一直实行禁止对任何国
家出口武器的方针，日本企业生产
的军事装备只能卖给防卫省。
一位熟谙日本军品交易的专家

表示，长久以来，日本军品生产大致
维持着“公研民产”的格局，这种模
式曾为二战战败后的日本保持隐性
军工潜能带来便利。不过，商业公司
的逐利性和自卫队的有限需求之间
始终存在矛盾，最典型的案例莫过
于 *+!!年爆发的防卫省与东芝公
司关于 ,-.)/ 战斗侦察机开发纠
纷的官司。当时由于防卫省装备革
新方针有变，中途解除合约，东芝公
司本想把已经根据合同搞出的机载
侦察传感器兜售给别的客户，但防
卫省却以合同中的约束条款，禁止
其将已有科研成果挪作他用。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称，打破“买

主独一性”能改变“僵化采购制度”，
通过与民企签约时设定灵活条款，
使民企能把军品销售给其他国家，
促进规模化生产，摊薄成本，避免出
现“黄金坦克”“天价战机”等情况。

被垄断的军工制造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军品的特

殊性，日本防卫省往往只与了解底
细、有相关业内知名度的民间企业
合作，说白了就是“熟客生意”。在日
本，战斗机、坦克、潜艇等特殊军品
领域，越来越呈现出被某家企业垄
断的局面。例如，三菱重工之外的日
本企业造不了战斗机；而没有日本
制钢所，就没有日企能造坦克；除了
三菱，即便是曾建造“日向”号直升
机母舰的石川岛播磨重工集团也造

不了潜艇。由于军工生产成了“独门
生意”，且只能“以销定产”，自卫队
采购国产装备的价格居高不下。

虽然国产武器比进口武器更
贵，但日本政府宁肯花费高昂代价
也要维持本国的军工制造能力。自
上世纪 (+年代以来，自卫队所用武
器中有九成是日本自行研制或从国
外购买专利后在国内生产，仅少部
分是从国外直接采购。
从总量上看，日本军工产值长

期只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0&1，
英国简氏防务信息集团的统计信息

显示，日本排名前 !$位的企业（如
三菱重工、富士重工、住友重工等世

界知名企业）承担了日本 "/1的军
事装备生产任务。
从日本的军购流程看，防卫省

装备设施本部是负责制定与管理军
购业务的核心部门，对外签订军购
合约基本由它负责完成，同时它也
是防卫省对军工生产实施合约管理
的执行机关。正因为没有国营兵工
厂，防卫省装备设施本部在与民间
供应商签署武器采购合约时必须执
行相应的合约管理，对申请承担军
品研制、生产任务的民企进行审查。
有意思的是，防卫省一直对装

备设施本部的体制和操作模式讳莫
如深，披露的信息极为有限，成为外
界了解日本防务的一个“黑洞”。

变质的“和平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在制

定敏感政策方面一贯喜欢采用“小
步突破，层层推进”的手段，在突破
武器出口限制方面也不例外。早在
*++&年 &月，小泉政府就决定放宽
“武器出口三原则”，利用政府开发
援助的名义向印尼提供了 2艘武装
巡逻艇。*+))年 )*月 *$日，日本
政府召开安全会议，再次同意放宽
武器出口限制，允许日本参与武器
研发和生产的国际合作以及以人道
与和平为原则的国际援助。而此次
日本防卫省打算更改与军工企业的
合同条款的做法将使军品出口的涉
及面大增，从“特例”变为“常例”。
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研究

员理查德·费舍尔指出，日本政府通

过采取特殊的合同管理办法，将大
量军工产能保存在民间，长期维持
着“官民结合”的庞大隐性军工复合
体。这种由政府掌握决策权和仲裁
分配权的方法可以避免美欧军火供
应商之间因互相竞争所造成的资源
浪费。目前，日本从事军工生产的主
要企业有 *+++余家，按照比较激进
人士的观点，一旦有需要，日本军工
生产的规模能在短期内增加几倍乃
至十几倍。如果日本将军工生产潜
能与出口市场相衔接，甚至可能打
破国际军品市场的现有格局。
虽然日本防卫省声称此次打算

放开“非单一销售对象”条款的合同
只针对防护服、救灾帐篷等产品，枪
支、坦克等具有杀伤力的武器不在
合约修改之列，但许多军品其实很
难用“杀伤力”来界定，例如发动机
技术、机载（舰载）侦搜设备、观瞄设
备、军用通讯设备等。既然已经允许
军品出口，那么一些所谓的“政策限
制”又能存在多久呢？

韩国《民族新闻》刊文表示，允
许军事装备出口意味着日本抽掉了
“和平国家”形象中关键的一根支
柱。日本当年宣布“无核三原则”
（“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时，通
过秘密条约允许美国核武入境，只
剩“无核外衣”，如今它又不断突破
对武器出口的限制，种种迹象显示
日本已不再甘当一个“和平国家”。
对于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邻国来
说，日本的动向需要警惕。 罗山爱

! 由日本三菱重工生产的10式主战坦克单价高达9.5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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