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开始，美国和北约在
北极举行多场大规模演习，这
对志在夺取北极优势地位的俄
罗斯形成巨大压力。作为回应，
俄国防部计划在北极地区进行
25年来最大规模的发射核导
弹试验，届时俄海军核潜艇将
从水下连续发射多枚“圆锤”导
弹，显示“饱和攻击”能力。
与此同时，俄罗斯海军加

快北极地区军事设施的建设步
伐，以便完善整个北极的战略
布局。军事专家认为，俄海军总
司令弗拉基米尔·科罗廖夫上
将在俄罗斯北极战略中扮演着
极为重要的角色。

军情分析 中亚国家会因水资源爆发冲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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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拟出台新征兵法案
防止极端分子混入军队

为了打击中东极端组织
美军出动“老爷轰炸机”

! ! ! ! !月 "日，美国空军在卡塔尔乌代
德基地部署 #$%&战略轰炸机，美军将
其用于空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此次部署的 #$%&承担之前由 #$)#轰
炸机执行的任务，此前在美军针对 '(

的空袭中，#$*仅承担了 +,的任务架
次，但投放炸弹量却占到总数近 !-,，
威力可见一斑。但由于 #$*#需要回国
翻修后，美军遂调派服役已达 .-年的
#/%&参战，希望保持 '(分子的“军事
高压态势”。据悉，绰号“同温层堡垒”
的 #$%&轰炸机既可发射巡航导弹，也
能临空投掷炸弹，是美军的“多面手”。

! ! ! ! !月 0日，印度军方人士披露，印
度国防部正与美国商谈购买 !-架“掠
夺者”军用无人机，提高海军的监视侦
察能力。路透社援引印军官员的话称，
由于印美战略伙伴关系深化，印度采
购美国武器的限制开始解除，“掠夺
者”无人机一旦落户印军，将显著增强
其海洋监视和侦察能力，该机可连续
飞行 1%个小时，最高飞行高度为 +.&-

米。巴基斯坦军事专家伊贾兹·海德尔
说，鉴于印度的“军事威胁”，巴政府肯
定会对美国展开游说，反对对印出售
军用无人机，因为那将增强印度军力。

印度拟采购美国无人机
提高海洋监视侦察能力

美国航母的!禁地"

对俄罗斯而言，它在北极拥有地
缘优势，因为北极海域呈长条桌形，南
端的俄罗斯处于最靠近北极点的位
置，而美国则偏居东端，加拿大处于北
端，冰岛处于西端，挪威、芬兰、丹麦
（拥有格陵兰岛主权）则位于西南端。
可见，俄罗斯在北极的地缘优势，使其
保持北极军事优势的成本要相对低
廉。在俄罗斯北极战略中，海军扮演着
重要角色，其海空作战平台的独立攻
击范围已达 %-- 千米，如果新一代
00%2型攻击核潜艇服役后，其攻击威
慑范围进一步扩大到 %---千米以上。

在俄海军总司令科罗廖夫看来，
北冰洋多数水域属于俄海军的优势控
制区，这导致美国航母难以在此活动，
因为可供航母战斗群部署的海域必须
有大于 *---千米的纵深，否则难以规
避对方侦察。特别是俄罗斯一侧的“北
极腰带海域”，属于俄罗斯版图的岛屿
星罗棋布，导致航母缺乏隐蔽空间。俄
海军完全可以准确把握时机，随时对
受到严密监视的美国航母战斗群进行
“饱和攻击”。事实上，俄海军策划“水
下导弹齐射”演习，一大目的就是展示
其强大的隐蔽突击能力。

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介绍，以
科罗廖夫为代表的军队高级将领，已
设计出完整的北极防御体系，它依托
北极群岛的侦察防御力量和本土北极
沿岸的海空突击力量。北极群岛的侦
察防御力量平时确保对俄主权岛屿的
实际控制，战时承担观通保障，抗击和
迟滞敌方进攻，同时为反击力量提供
支撑。本土北极沿岸一侧强大的海空
力量作为战略机动部队，平时保持连
接离岛与本土的通道畅通，战时对敌
方海空力量实施歼灭性打击。

亲密战友#萧规曹随
自 &-*&年普京第三次出任俄罗

斯总统后，他高度关注北极战略，在挑
选海军领导时非常注意对象有无在北
极服役经历。俄罗斯《观点报》透露，科
罗廖夫及其前任海军总司令奇尔科夫
都来自北方舰队，曾作为基层舰艇指
挥员长年进出北极水域，对那里的情
况非常熟悉。今年 1月，奇尔科夫因健
康原因向国防部递交辞呈，他推荐的
继任者就是北方舰队司令科罗廖夫。

前俄国防部官员科马里齐称，奇
尔科夫和科罗廖夫是一对“黄金搭
档”，“俄海军总司令部在 &-*&年迁到

圣彼得堡后，为了协调国防部与海军
之间的关系，两人进行了分工，科罗廖
夫呆在圣彼得堡总部，具体落实国防
部的指示，监督俄北方舰队的战备训
练情况，而奇尔科夫主要协调海军与
国防部及其他军种的关系，确保国家
对海军的扶植政策保持稳定”。据悉，
今年 !月科罗廖夫正式出任俄海军总
司令后，他原来所担任的北方舰队司
令一职由叶夫梅诺夫中将接手。

俄军退役上校利托夫金表示，科
罗廖夫将会延续奇尔科夫时代的海军
政策，重点强化北极地区的战备部署。
据悉，俄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将获
得更多的 "%% 型战略导弹核潜艇和
00%2型攻击核潜艇，这些“水下猛
兽”非常适合在北极冰盖下隐蔽活动，
对美国和北约构成巨大战略威慑。据
俄国防部红星传媒报道，俄军总参谋
部已建立独立第 0-北极摩步旅，并在

新地岛部署防空部队和米格31*截击
机，这些力量与俄海军实现密切协同，
可在北极遂行高强度战斗任务。

俄军事科学院教授科久林指出：
“按照莫斯科的主权声索，未来可供航
行的北极航线大部分贯穿俄罗斯领
海，令其他欲在北极大陆架分得一杯
羹的国家无法在该地区开展积极行
动。但这种主权声索必须依赖海军力
量的支撑，如果没有海军常驻，我们对
领土的完全控制就无从谈起。”

既懂作战#又懂生活
具体到科罗廖夫本人，他出生于

*"%%年，*"++年从海军学校毕业，分
配到苏联北方舰队的潜艇上服役。经
过 *-年锻炼，*"0+年，科罗廖夫当上
4$!00号核潜艇大副，1年后升任 4$

10+号战略导弹核潜艇艇长。&--&年，
科罗廖夫升任俄北方舰队主力兵
团———第 *&潜艇战役分舰队司令。

&--"年 0月，科罗廖夫出任北方
舰队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当年北方
舰队在他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所有年
度训练任务，不但实施了大西洋远航
勤务，还在极地水域发射了洲际导弹，
包括科罗廖夫在内的多名官兵因工作
出色荣获勋章。&-**年 .月 &1日，科
罗廖夫正式接手北方舰队司令的重
任。正是在这一年，俄军“新面貌”改革
进入“深水区”，海军四大舰队从原来
只接受海军总司令部的垂直领导，转
隶为新的联合军区管辖，像北方舰队
就隶属于新成立的西方军区，舰队功
能也从原来的战略战役集群变成隶属
军区的战役兵团，舰队司令的角色也
从过去的宏观领导转变为具体组织指
挥。科罗廖夫有着丰富的基层指挥经
验以及扎实的专业技能，符合改革后
的新军区对兵团级指挥员的要求。
科罗廖夫不是“只懂作战，不懂生

活”的将领，他深知部队官兵的疾苦。
近年来，由于俄罗斯各地房价上涨厉
害，住房问题成为困扰官兵的头等大
事，&-**年 **月，科罗廖夫在北方舰
队网站上发表文章，承诺舰队将严格
遵照规定分配军官住房，他还多次组
织军官、军属代表和主管部门官员的
联席会议，他公开喊出“舰队没有被愚
弄的排队者”的口号，强调“公平、公
开”的分房原则，这一举措使科罗廖夫
在俄海军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雷炎

! ! ! !不久前，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
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因边境纠纷变得
关系紧张，双方都向边境地区增兵，
一度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据俄罗
斯《独立报》披露，双方矛盾的焦点
是前苏联遗留的水利设施的归属。
事实上，围绕国际河流用水量的争
夺，已成为多个中亚国家之间的主
要矛盾。美国中亚问题专家艾丽卡·
马拉特认为，乌兹别克斯坦不允许
邻国利用上游大坝截流河水，而位
于上游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
坦也不甘示弱，频频举行军事演习，
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自己的水利设
施。美国《纽约时报》声称，展望未
来，中亚最重要的资源也许不是石
油，而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水。

边界纠纷掩盖!真相"

俄罗斯《独立报》称，1月 *0

日，约有 !-名乌兹别克斯坦士兵在
两辆 #5630-装甲车掩护下，进入

与邻国吉尔吉斯斯坦有争议的阿拉
布卡地区，随后乌安全人员采取限
行措施，禁止吉国公民入境。作为回
应，吉军也向该地区派遣数十名军
人和装甲车，并宣布在 1个边境检
查站对乌国公民实施限行措施。吉
国一些组织甚至呼吁政府对乌方采
取“军事反应”。为防止局势升级，俄
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组织紧
急介入，经过多天谈判，乌吉两国同
意让各自军队脱离接触。

俄罗斯专家亚历山大·科尼亚
泽夫表示，此次冲突根源是位于乌
吉两国交界处的阿拉布卡水库，乌
国认为这座关系到数万国民生活的
战略设施应当属于自己，因为 *"!*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动用乌兹别
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的资金修建该水
库，在苏联解体后，乌国多次主张对
其享有主权。可是，阿拉布卡水库是
建在吉国境内，后者当然不会允许
自家国土上出现“别人的飞地”。

乌兹别克斯坦学者拉法克·萨
伊夫林指出，乌吉两国有将近四分
之一的陆地边界（超过 1--千米）未
明确划分，成为双方冲突不断的重
要诱因。但在边界纠纷的表相之下，
却是乌吉之间难以调和的“水战”。
作为农业大国（尤其是种植耗水作
物棉花），乌经济发展高度依赖锡尔
河、阿姆河等跨国河流的来水量，而
地处上游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
斯坦等国热衷建设水利项目，希望
通过出口水电等方式增加收入，因
此这些国家屡屡发生冲突。

苏联解体留下难题
在中亚，水源紧张是个历史性

话题，尤其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周边
邻国之间，水资源分配牵动着数以
千万计的人口，谁都有可能为水而
动用武力。目前，中亚两大国际河
流———阿姆河和锡尔河为吉尔吉斯
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提供电力供应，

为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和乌兹别克
斯坦提供灌溉用水。其中，乌兹别克
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出口国之
一，它急需阿姆河来灌溉自己广阔
的棉田，而塔吉两国却准备在河上
新建一系列大坝和水电站，这当然
令乌兹别克斯坦感到恐慌。
乌总统卡里莫夫曾联络同为下

游国家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
耶夫发起“保护阿姆河运动”，反对
一切单边破坏阿姆河生态环境的行
为，他们担心上游国家的一系列截
水计划都会影响到本国的水量供应
以及咸海的蓄水量（阿姆河和锡尔
河都最终注入咸海）。&-*-年，联合
国秘书长潘基文遍访中亚各国，其
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劝说乌总统卡里
莫夫不要反对塔吉克斯坦在阿姆河
上游修建罗贡水坝（6789: ;<=）并
使用世界银行的贷款。尽管联合国
的斡旋起到效果，但乌兹别克斯坦
依然疑心甚重，生怕更多的水坝出

现在“生命之河”的上游。
实际上，当初在苏联统一调配

下的中亚水网已陷入崩溃，中亚国
家围绕水资源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上世纪中叶，&!--千米长的阿姆河
和 &1--千米长的锡尔河及其支流，
多数流域位于苏联境内，河流的管
理和适应完全由莫斯科一家说了
算。结果，两条河流的上游都用来建
造堤坝来提供电力，而下游干旱少
水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因
为国家计划调度，也不用为小麦和
棉花种植的用水问题发愁。可如今
苏联解体 &-多年了，政治格局发生
巨变，但各国对水资源的需求却没
有变化。从上世纪 "-年代以来，“跨
国水资源协调委员会”（'>?>）以及
“咸海国际基金会”（'@A(）进行了多
番努力，试图化解危机，但由于这两
个机构没有实质性权力，往往也不
了了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亚水危
机很可能成为国际焦点。 柳玉鹏

! ! ! !德国国防部计划于 !月下旬提交
新的征兵法案，目的是加强对入伍新兵
的身份核查，防止具有极端思想倾向的
“危险分子”混入军队。根据法案，所有
新兵在入伍前必须接受身份背景调查，
此前德军只对分配到涉密岗位的新兵
展开相关调查。德国议会负责军队事务
的专员巴特尔斯说：“那些寻求武器和
军事技能训练的极端分子，希望从德军
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些人对我们构
成切实危险，我们不能有半点疏忽。”德
国反恐部门称，有 &"名前德国士兵参
加极端组织，眼下正在中东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