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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基“宙斯盾”成功试射
明年用于欧洲反导计划

三艘西方军舰集结黑海
北约加强东欧地区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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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鹰”首次部署日本
预计六月上旬投入运用
! ! ! !据共同社报道，一架来自美军关岛
安德森空军基地的“全球鹰”无人侦察
机 !月 "#日飞抵位于日本青森县三泽
市的驻日美军三泽基地。为了避开关岛
当地的台风季，这架“全球鹰”预计将临
时部署于三泽基地至 $%月左右，这是
该机型首次部署日本。据悉，这架“全球
鹰”将于 &月上旬投入运用，参与亚太
地区的侦察活动。据日本防卫省介绍，
“全球鹰”的飞行高度超过 $'!万米，高
于民航飞机，对周边区域的影响可控制
在较小范围。日方将向美方要求事先协
调飞行计划等，努力确保安全运用。

! ! ! !据悉，分别来自美国和法国的 (艘
军舰近日将在黑海集结。它们是法国
“舒尔库夫”号护卫舰和“德普伊·德·洛
梅”号侦察船，以及美国的“韦拉湾”号
巡洋舰。早前，美法两国军舰驶入黑海
在俄罗斯引起巨大反响。北约秘书长拉
斯穆森 #月曾表示，北约计划在东欧部
署额外军事人员，以加强战备和举行演
习，鉴于乌克兰局势还将重新审议防御
计划。此外，北约决定加强在东欧地区
的空中巡逻，并向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东
部派遣军舰。不过，拉斯穆森也表示，北
约尚未决定在东欧部署常驻军事基地。

! ! ! !美国导弹防御局宣布，位于夏威夷
的太平洋导弹试射场 !月 )%日首次通
过陆基版“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试射
$枚“标准*(”型拦截导弹，成功追踪 $

枚模拟弹道导弹。“标准*(”型导弹由雷
神公司生产，该公司相关人员表示，该
型导弹目前已部署在海基导弹防御系
统，这次成功试射意味着“标准*(”型导
弹有望在 )%$!年顺利部署陆基导弹防
御系统。按照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欧洲反
导计划，美国定于 )%$!年在罗马尼亚
部署陆基版“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
)%$+年在波兰部署第二个防御系统。

! ! ! !俄罗斯 !月 +日进行了一场包
括陆基与海基导弹发射的核应对演
习。据介绍，演习模拟了俄罗斯在受
到攻击后如何进行大规模核反击。
俄战略火箭兵、空天防御兵、海空军
战略力量和四大军区部分部队参
演。俄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亚美尼
亚、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四
国的总统一起在俄国防部总部监督
了本次演习。
外界分析认为，在乌克兰危机

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高度紧张的
背景下，俄罗斯举行大规模核应对
演习有着深层次战略考量。
第一，检验新的国家安全战略

对军队改革的影响。
)%%,年 !月，时任俄总统的梅

德韦杰夫签署命令，批准了《)%)%
年前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五年
来，基于该国家安全战略，俄罗斯遵
循“大安全观”原则，大张旗鼓地在
国防、内政、外交及经济等领域展开
了一系列改革。其中，针对军队的大

规模改革已经使军队面貌焕然一
新。前不久，在克里米亚“脱乌入俄”
过程中，俄罗斯向世界展示了一支
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能远程机动快
速部署的精锐军队。随后在俄乌边
境举行的大规模战略演习则进一步
向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展示了俄
罗斯军队改革取得的成就。
第二，威慑北约和乌克兰现政

府，支持乌东部亲俄地区举行公投。
)月 ))日，乌克兰发生政权更

迭，亲西方的议长图尔奇诺夫成为
代理总统后，向议会提出加入北约
的议案。这一突发情况引发了乌境
内俄罗斯族居民对未来的担忧。

(月 $&日，大多数居民是俄罗
斯族的克里米亚半岛举行全民公
投，之后宣布独立并加入俄联邦。俄
方则迅速完成了克里米亚入俄的法
律程序。虽然乌克兰政府和北约国
家纷纷表示“公投无效”，不承认克
里米亚独立，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克
里米亚入俄已是“既成事实”。

在克里米亚入俄成功的鼓舞
下，长期亲俄的乌克兰东部地区掀
起“公投潮”，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
克州也于 !月 $$日举行公投，随后
宣布大多数民众同意“脱乌自治”。
在此情况下俄军举行大规模战略核
反击演习被许多西方媒体解读为对
乌东部亲俄地区举行公投的支持。
第三，对外展示俄核威慑能力

和常规作战能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一方

面针对北约东扩、美国在欧洲部署
反导系统、独联体内发生“颜色革
命”等现实威胁，大力推进核力量建
设，在常规作战能力处于劣势的情
况下依靠核威慑维持针对美国的军
事战略平衡。另一方面，俄海、陆、空
三军频繁以实战演习的方式展开有
针对性和目的性的战备演练和突击
检查，提升常规战力和战略核力量
的战备水平。此次举行大规模战略
核反击演习也是向外界展示其核威
慑能力和常规作战能力。

第四，检验俄军防空、反导、战
役突击、核反击和战略指挥体系。
此次大规模战略演习分为指挥

所演练和实兵演练两部分。在指挥
所演练阶段，俄最高领导人在国家
防务指挥中心全程监督参演部队执
行任务，检验了俄军最新部署的指
挥系统。在实兵演练阶段，俄战略火
箭兵部队发射了 $枚“白杨”洲际弹
道导弹，俄海军 )艘“德尔塔”级战
略核潜艇发射了 ) 枚战略弹道导
弹，俄空军 $架“图”*,!-.战略轰
炸机发射了 &枚可携带核弹头的巡
航导弹，均准确命中目标，展示了俄
军的核反击能力。俄军空天防御部
队使用“阿穆尔”反导系统成功拦截
弹道导弹，展示了反导能力；俄参演
陆军部队动用 .*/%%、“山毛榉*

-$”、“铠甲*.$”等防空系统和“龙
卷风”多管火箭炮等装备，进行了战
场防空与火力打击演练。

第五，通过邀请“集安组织”成
员国领导人观摩演习，显示俄罗斯

与盟友的亲密关系，暗示“集安组
织”成员国在维护安全问题上将采
取一致对外的立场。
俄罗斯近年来通过经济、军事、

外交等多方面措施加强对独联体地
区的主导。在经济方面，俄罗斯与白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 "%$%年启
动关税同盟，签署启动统一经济空
间协议，牵头成立欧亚经济委员会，
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在军事方面，
俄罗斯通过培训军事骨干、提供军
事装备、举行联合军演等方式，不断
加强对独联体国家和“集安组织”成
员国的影响力。在外交方面，俄罗斯
推行独联体一体化政策，争取“颜色
革命”后的乌克兰回到独联体一体
化的轨道上是其重点。分析人士认
为，乌克兰危机可能成为俄罗斯重
整“集安组织”的“契机”，通过邀请
“集安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观摩演
习，显示俄罗斯与盟友的亲密关系，
特别是在维护安全问题上一致对外
的立场。 国防大学 李大光

5月22日，泰国陆军
总司令巴育·占奥查上将宣
布政变接管政权，并以军方
主导的国家维和委员会主
政。之后，泰国军方向街头
的抗议民众发出最后通牒，
迫使其自动散去。巴育把发
动军事政变的理由归结为
无休止的政争让国家陷入
混乱，军人必须负起保卫国
家的职责。据统计，这已是
1932年泰国君主立宪后发
生的第19次军事政变，人
们不禁要问，为何被称为
“佛陀之国”的泰国频频陷
入“军人干政”的局面呢？

!标准化"军事政变
关于此次军事政变，其实早有

征兆。泰国陆军总司令巴育曾于 !

月 "%日越过看守政府，宣布全国戒
严，他引用 $,$0年的《戒严法》说，
军队在危机时期拥有“超级权力”。
当时他宣称这不是政变，可是两天
后政变还是发生了。
在这次政变的过程中，泰国军

方采取了“标准化流程”：政变、军事
管制、控制信息发布渠道、控制或传
唤政要和麻烦制造者、建立政变当
局、废除宪法和立法机构、觐见国
王，接下去就是组建过渡政府。可以
预期的是，在军方认为“国家已经准
备好交给民选政府”之前，军人会一
直当政。目前泰国军方宣称自己的
目标是恢复稳定，是在泰国法律和
传统内行事。然而，许多批评者对这
种说法不以为然，称军方只是想摆
脱它无法忍受的政府领导人。
纵观世界历史，引发政变的原

因错综复杂：有的纯粹是统治集团
内的争权夺利，有的是革新派与保
守派的斗争，有的是旧势力的复辟，
有的是国际强权势力通过代理人干
涉别国内政、颠覆别国政府。但在泰
国，以上的情况往往并不成立。相
反，泰国政变似乎有自己独特的特
点。首先国王是泰国政治生活的一
个稳定力量，无论政客间如何争吵，
或与军队发生矛盾，没有人会批评
普密蓬国王，其崇高地位让他在很
大程度上能以超然的态度鼓励敌对
派系解决纷争。其次，泰国政变通常
不会发生流血事件，本次政变同样
不费一枪一弹。

军政积怨由来已久
现年 &%岁的巴育年轻时先后

在武装部队预备学校、指挥参谋学
院和泰国国防大学深造，主修步兵
专科，并拥有泰国皇家军事学院的
军事科学学士学位。)%%)年，巴育
成为陆军第二步兵师的副师长，一
年后升为师长，)%%&年成为第二步
兵师隶属的第一集团军司令，)%%+
年荣升为陆军参谋长，并于 )%$%年
接替阿努蓬·保津达成为陆军司令。
在泰国的军事体制中，帕提·马

帕高是名义上的最高司令，但并不
掌握实权。由于陆军是泰国军队的
绝对主力，陆军司令才是泰国军方

的主要实权人物。原本巴育应在 0

个月后退休，但目前泰国的局势可
能阻止他退居二线的脚步。

据泰国媒体披露，巴育曾在
)%%& 年推翻他信政府（英拉的兄
长）的行动中出过大力，并在随后武
力镇压“红衫军”的过程中态度积
极。)%$%年，支持他信的“红衫军”
占领曼谷的商业中心并拒绝离开，
导致政府军开火，当时的陆军总司
令就是巴育。由于巴育对于支持他
信以及英拉政府的“红衫军”采取敌
对态度，英拉 )%$$年 +月当选总理
后，亲他信的政治势力期望重塑军
队权力格局，但遭到巴育等将领的
抵制。随后，英拉政府大幅削减陆军
预算报复军方，使泰国军方与英拉
政府的积怨进一步加深。
有媒体披露，为了防范“红衫

军”的影响渗入军营，加强对泰军基
层军官的掌控，巴育曾在 )%$)年初

对泰军所有现役营长进行书面测
试。消息人士透露，那次测试的题目
共有 $1页。表面上，这次测试是为
了让营长们表达对泰军面临困难的
看法，可实际上，这次测试是让巴育
判断“营长们的倾向”。一旦发现有
人可能支持他信，巴育就会亲自与
之交谈，努力让其“改变思想”。

!军人干政"已成传统
客观而言，巴育背后其实是有

军人集团支撑的。泰国王室 $,世纪
末主动打开国门，进行西式改革后，
从开明专制转化到君主立宪，但接
下去的政局变化却并不顺利。上世
纪 /%年代，陆军总司令銮披汶发动
政变，接管政权，成为大商人、大地
主和军人集团的代表。在之后的几
十年间，军方成为泰国政治生活的
重要力量，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纷纷
竭力拉拢军方，希望获得军方的支
持，结果使军人集团在某种意义上
扮演了“仲裁人”的角色。
需要指出的是，泰军内部素有

“东部之虎”和“王后卫队”两大派
系，前者主要来自镇守泰国东部边
境的第 )步兵师或第 )$步兵团，巴
育和他的前任阿努蓬都属于“东部
之虎”，“王后卫队”派则主要由出身
于王室贵族的军官构成，两大派系
长期在军方内部争权夺利。上一任
陆军司令阿努蓬上台后“东部之虎”
派在军中占据优势，但并不意味着
“王后卫队”派已被边缘化。有分析
认为，巴育之所以能在 )%$%年后坐
稳陆军总司令的位置，与他曾在王
后卫队中服役的经历不无关系。还
有消息称，为了在“东部之虎”与“王
后卫队”间搞平衡，巴育曾安排“王
后卫队”成员出任第一军区司令。

对于“军人干政”的影响，专家
认为应从正反两方面来看。首先，军
人集团在泰国往往被看作是专业与
忠诚的象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由
于此前“红衫军”和“黄衫军”持续半
年的街头对峙让国家陷入瘫痪，现
在军方出面“踩刹车”符合民众对安
稳生活的追求。其次，军事政变终究
是对国家制度的破坏，不受约束的
独断专行容易酿成灾祸。这在泰国
历史上曾有过教训。 雷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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