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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张 强

近日，美国和欧盟几乎同时宣布，双方将一起对俄罗斯的金融、能源和防务等领域进

行严厉制裁。随后，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回应，美国的制裁不会以任何形式

改变俄对乌克兰的行动方式。自去年年底以来，围绕乌克兰危机，西方与俄罗斯间不仅

已展开多轮制裁与反制，而且在军事、政治、外交等多领域的对抗与博弈也日渐激烈。请

看科技日报特约专稿——本期特别关注

■军情新观察

■国际防务译点通

■报台联动

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在其巨著《大棋局》中

如此描绘其理想中的亚欧大陆秩序：美国在欧洲的协助下

主导亚欧均势，其他主要国家只能作为地区大国，维护西

方主导下的地区秩序。曾经拥有全球性帝国辉煌过往的

俄罗斯即在后者之列。在布氏眼中，乌克兰属于地缘政治

支轴国家，它的西去还是东归，直接决定俄罗斯是否还有

机会成为全球性大国。而去年年底以来，长期稳步推进的

亚欧“大棋局”横生变故，而乌克兰这枚布氏眼中的重要

“棋子”，恰恰是各方短兵相接的焦点，其何去何从牵动着

亚欧棋局的整体走势。

克里米亚闪电“回归”，俄罗斯
后手变先手

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在北约和欧盟的东扩攻势之下

节节败退却又无可奈何。近几年，北约边界逐渐逼近俄罗

斯的最后屏障乌克兰，并继续虎视眈眈地寻找将其并入的

机会，俄罗斯已退无可退。2013年 11月，乌克兰政府宣布

中止与欧盟签订经济合作协定，转而与俄罗斯加强合作，

这一举动引起乌克兰政局的巨大动荡。短短几个月间，先

是首都基辅爆发大规模示威，不久后，亲俄的亚努科维奇

政府被推翻，亲欧的新政府成立……欧盟东扩的“收官”之

战似乎即将随乌克兰的加入而胜利结束。

然而，这一进程在 2014 年 3 月 16 日突然发生逆转。

当日，乌克兰克里米亚共和国举行公民投票，结果 97%选

民支持脱乌入俄。随后，普京表现出惊人的果断与强硬：

先是派出超过 2 万俄军进入克里米亚，再在联合国安理

会上一票否决关于公投无效的决议，在公投结果出炉第

二天即宣布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联邦，并在接下来不到

一周时间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接收克里米亚的

全部法律程序。当在这一连串攻势下目瞪口呆的美国和

欧盟回过神来之时，克里米亚公投入俄已既成事实，它们

一直牢牢把控的亚欧“棋局”先手优势似乎已经转向俄罗

斯一方。

其实，普京此举虽在美欧意料之外，却实属情理之

中。克里米亚作为黑海出海口和俄罗斯黑海舰队基地的

重大战略意义不言自明，俄罗斯人历史上为克里米亚所流

的鲜血足可染红整个黑海，而失去此地的危险更足以令俄

罗斯人寝食难安。苏联解体以来，北约及欧盟持续东扩，

俄罗斯本想用巨大切实利益保住乌克兰亲俄政府，却难阻

其在街头政治运动冲击下再度倒向西方。已被逼至悬崖

边的俄罗斯只能选择与乌彻底翻脸，而拿下克里米亚既是

丢车保帅的托底之举，又是寻求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绝

地反击。可以说，普京用一招险棋向本国民众和全世界表

明他还没有放弃俄罗斯大国之梦，同时也已做好了迎接狂

风暴雨的准备。

美欧挥起制裁“大棒”，俄方反
制互有胜负

克里米亚入俄后，美国和欧盟的制裁随之而至，俄罗

斯也被迫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令人费解的是，在美欧

与俄罗斯你来我往的制裁博弈中，原本拥有战略主动的美

欧，由于内部分歧而显得不是凌乱就是拖延；而可能退后

一步即是万丈深渊的俄罗斯，却依靠坚定意志基本维持了

势均力敌的局面。

首轮制裁沦为笑柄。长期以来在东扩问题上始终“从

胜利走向胜利”使美欧对俄罗斯的激烈反弹明显缺乏准

备。其针对部分俄罗斯和克里米亚政府官员的旅游禁令

和资产冻结在公投结束数天即匆匆推出，但不仅毫无力

度，而且目的不明，以至于人们印象更深刻的反倒是俄罗

斯国家杜马全体成员要求加入制裁名单的讽刺性声明，以

及那张以“我等着你们的制裁”为题的灰熊萌照。与此相

对，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的连锁反

应逐渐开始显现，顿涅茨克等地先后爆发亲俄力量发动的

独立运动。

后续制裁姗姗来迟。乌克兰政府 4 月份即开展针对

东部地区的“反恐”作战，而其后的几个月时间内，美欧更

多时间是在与俄罗斯打口水仗。究其根本，美俄之间仅占

俄罗斯对外贸易 1%的薄弱经济联系，使美国难以对俄施

加有效压力；而与俄经济联系较为密切的欧盟，在发动进

一步制裁问题上却更加顾虑重重。直到眼见俄罗斯寸步

不让，乌克兰政府军在东部久攻不下，为了打破僵局，美国

才于 7月 16日抛出新一轮“力度很大，也很有针对性”的制

裁措施，打击目标直指俄罗斯国有银行、能源公司和国防

企业。而欧盟各国意见的统一，还要归功于 7月 17日满载

欧洲乘客的马航 MH17客机，在乌克兰东部地区上空遭袭

坠毁。

“最严”制裁气势汹汹。MH17 客机坠毁事件至今仍

在调查中，但在其刺激下，欧盟方面于 7 月 29 日宣布将制

裁升至第三阶段，范围包括金融、能源、国防、军民两用产

品及敏感技术等。面对“冷战以来最严厉的制裁”，俄罗斯

则针锋相对的宣布了禁止进口欧洲的水果和蔬菜以及美

国食品的反制裁措施。从当前效果来看，经济上欧俄可谓

两败俱伤，而政治上双方态度却是大相径庭。遭受经济重

创的德国提出共同承担损失，英法两国在金融和对俄武器

出口问题上互相指责，中东欧国家则因被迫为大国地缘政

治冲突埋单而牢骚满腹。反观俄罗斯，普京支持率却已从

克里米亚公投前的 67.8%飙升到 8 月份的 84%。也许外界

确实低估了曾经历苏联解体痛苦的俄罗斯人对重现辉煌

的渴望和对外部压力的承受指数。

军力对决意志比拼，俄国“硬
汉”屡占上风

其实，真正决定棋局走向的终极力量还是双方的综合

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就这一点而言，人们开始质疑，北

约常规军力十倍于俄罗斯，这种巨大差距下俄罗斯又能否

抗住重压？

事实上，尽管整体实力有差距明显，但在现实博弈的

各个回合中俄罗斯却丝毫不落下风。论演习威慑：北约国

家举行的各种演习虽数量众多但却不痛不痒，而俄罗斯则

先 是 演 练 其 令 人 畏 惧 的 战 略 导 弹 军 部 队 ，后 在“ 东

方-2014”中以 10万大军演东击西；论兵力部署：针对乌克

兰东部出现俄罗斯“志愿参战人员”，部分欧洲国家提出的

建立 1 千人快速反应部队和 1 万远征军仅仅还是构想，俄

罗斯 4 万精兵陈于俄乌边境却早已是既成事实；论决战誓

言：与奥巴马早前“俄罗斯会付出沉重代价”的模糊威胁相

比，普京“两天内可拿下基辅”“俄罗斯是核大国”的警告显

然更能令对手胆寒。

整体实力与现实对抗效果的倒挂，体现的是双方决心

意志的差别。先看美国，东扩虽然符合其维护大陆均势的

战略定位，但毕竟是在增强欧洲力量，美国纵能在不伤筋

骨的经济制裁上一马当先，也绝不愿为卷入与俄直接军事

对抗冒一丝风险，因此奥巴马反复叨念不会军事介入乌克

兰丝毫不足为奇。再看欧盟，同样明显缺乏直面俄罗斯的

动力与决心。表面态度最为强硬的英国，面对苏格兰独立

公投的压力其实根本无暇东顾；国内经济压力巨大的法

国，注意力似乎更多还停留在与俄罗斯 12 亿欧元的军舰

大单；德国表态更是明确，“乌加入北约不在议事日程中”

“世上还有那么多冲突需要德国和俄罗斯合作”；而构建规

模与俄军明显相形见绌的快速反应部队与远征军，与其说

是为了防范外部威胁，不如说是北约督促有关国家切实履

行安全义务的内部整顿。反观俄罗斯，在这场关系其国运

的生死博弈上则可谓倾国出击，甚至不惜将核武器都摆上

棋盘。不难想象，以当前西方国家之貌合神离，对抗俄罗

斯这样一个“能源大棒”在手、国家外汇储备世界第三、民

众支持率超 80%且又背水一战的核大国自然讨不到什么

甜头。

棋手意志与力量的差异很快在棋局中有了直观的

体现。8 月份以来，持续收缩的东部亲俄武装发动了突

如其来的大反攻，不仅彻底逆转战局，更使战火蔓延到

了乌南部地区。战局变化迫使此前态度十分强硬的乌

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主动致电普京，在普京所提出“七点

建议”的基础上，双方宣布“永久性”停火，局势暂时恢

复稳定。

面对当前略显被动的形势，西方显然没准备善罢甘

休。9 月 11 日，美国和欧盟宣布对俄罗斯的金融、能源和

防务领域进行更严厉制裁。但耐人寻味的是，美欧同时又

宣称，如果俄罗斯遵守承诺，寻求通过协商来解决与乌克

兰的冲突，美欧可能会撤销制裁。事实上，无论最终结果

如何，上述制裁短期内都很难产生决定性影响，而长远来

看，俄罗斯依然留有经济上“脱欧入亚”的底牌。相比之

下，一旦俄减少天然气供应，如何熬过“异常寒冷的冬天”

将会成为摆在大多数欧洲人面前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

纵观当今亚欧“大棋局”，各方“棋手”的博弈似乎刚入

中盘、激战正酣，但对于“棋子”乌克兰而言，接下来的一步

棋却事关生死。因为棋手若输，充其量输掉势头和机遇；

而棋子若输，则恐连自身完整都难以保全。其实早在克里

米亚公投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指出，乌克兰应在俄

欧间保持中立立场才最为有利。不知正在叫喊加入北约

的乌克兰政客们，有没有听懂智者的劝诫。

（作者单位：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看大国如何角力乌克兰
□ 李 路 李 晶 刘智超

据德国《图片报》当地时间 9 月 17 日报道，由美国主

导，来自波兰、拉脱维亚、格鲁吉亚、德国、乌克兰等 15 个

国家的 1200 名士兵，在乌克兰雅夫罗夫靶场举行“快速

三叉戟”军事演习。美国率领 15 个国家在乌克兰的土地

上举行军事演习，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第一次，给暂时

陷入僵局的乌克兰局势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美国尽

管声称军事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是在乌克兰东部危

机陷于胶着状态的敏感时刻，不能不让我们认为美军的

言论仅仅是托辞。

结合乌克兰当前以及世界形势，我们可以推测美军在

乌克兰境内组织军演大体有三大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强化

对俄罗斯的压力。此前美国、北约、欧盟等宣布对俄罗斯

的制裁主要集中在工业、经济、金融、外交、能源等领域，尽

管对俄罗斯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效果并不明显，也在世界

面前暴露了欧美面对强硬对手的软弱和不团结。因此，在

乌克兰组织军演带有向俄罗斯展示军事实力的味道，同时

向世界展示北约、欧盟团结抗俄的威慑姿态。其次是对处

于对抗俄罗斯一线的乌克兰的安慰。乌克兰危机源于乌

克兰西部亲欧势力执意加入欧盟，触碰了俄罗斯的战略底

线而导致。面对这个一心脱俄入欧的乌克兰，一直推动北

约东扩的西方国家乐见其成。但面对与俄罗斯的强硬立

场，西方国家却也有些投鼠忌器。因此，尽管乌克兰反复

向西方呼吁援助，但西方的援助规模并没有达到乌克兰现

政府的预期。面对危局，如果不能为乌克兰境内的亲西方

势力打气，恐怕也会让他们寒心。而最能体现力量的军事

演习就是为乌克兰打气的最好方式。再次是通过演习提

升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美军主导的军事演习，尽管无法

迅速提升乌军的战斗力，但可以为乌军的作战思想、军事

指挥、与西方国家联合作战以及与俄军对抗等提供一些针

对性的新思路，这对提升乌军战斗力也会带来积极影响。

尽管美国及北约国家有自己的小算盘，但这种规模有

限且远离俄罗斯的联合军演事实上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乌

克兰局势，更无法威慑自信而强硬的俄罗斯。与伊拉克、

阿富汗等弱小的地区国家不同，俄罗斯幅员辽阔，是世界

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是世界少有的几个可以完全自给的国

家。最为关键的是，俄罗斯拥有世界最大的核武库和强大

的国防能力。这就决定了俄罗斯拥有和西方多国“单挑”

的资本和底气，同时也使西方国家不可能在与俄罗斯的正

面对抗中大规模使用武力。因此，这就决定了美国主导的

联合军演只能是虚张声势的演习，他们根本没有和俄罗斯

摊牌的勇气和实力。

事实上，乌克兰危机走到今天，俄罗斯与欧美等西方

国家已经走到了冷战结束以来双方对立的又一个“沸点”，

但还远远不是爆发正面战争的临界点。目前，俄罗斯在这

场危机中已经退无可退，如果在西方制裁和封锁面前表现

丝毫怯懦或者让步，那么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和大国地位将

受到进一步削弱，也会对国内的民族凝聚力产生很大负面

影响。以上影响很可能会延伸影响执政党的执政根基。

加之俄罗斯也咬定西方国家没有与俄彻底撕破脸的勇气，

更没有完全离开俄罗斯能源供应的实力。所以，我们可以

预测，在未来的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会保持一如既往的

强硬，不太可能做出大尺度的让步。

综上所述，尽管美国主导 15 国在乌克兰举行军演开

了先河，但只是虚张声势罢了。如果美国、北约以及乌克

兰现政府，指望这个小规模的军演就能够震慑俄罗斯，无

异于痴人说梦。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虚张声势的“大棒”
□ 刘征鲁

连日来，美军在关岛举行了为期一周的

军事演习。包括两艘航母在内的19艘军舰、

200多架军机和大约 1.8万名美军士兵，参与

了这场代号为“英勇盾牌”的演习，演习内容包

括如何搜寻潜艇，在海上拦截可疑船只以及

使用岛上新安装的导弹防御系统。那么，这

次大规模演习有哪些看点？又昭示了美国怎

样的战略企图呢？相关问题，中央台记者采

访了军事观察员、国防大学教授李莉。

演习重点为对空对舰作战，锻炼美军联
合反潜能力

美军曾在 2006 年、2007 年、2010 年和

2012年举行过“英勇盾牌”演习。李莉认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次演习算是一次较大

规模的演习，出动了两艘航母。其中一艘是

目前在日本长期驻扎的“华盛顿号”，另外一

艘就是前段时间美国海军向亚太派遣的“卡

尔文森号”。但是，从以往来看，这次演习不

算是最大的。2006年、2007年，都有3个航母

战斗群参加，各型作战飞机有300多架。

李莉提到，这种演习不是例行的，是间

断 的 。 从 2006 年 开 始 ，2007 年、2010 年、

2012 年分别举行过。除了关岛本身位置的

重要性，基本看点就是对空、对舰作战和反

潜作战，反潜作战明确针对的是在亚太地区

新兴的常规潜艇和核动力攻击型潜艇。这

次演习重要的联合作战科目是搜潜反潜能

力，以及美军目前海军、空军之间，空军和海

军陆战队之间的联合作战。

联合军演是美军重返亚太战略的组成部分
针对这次演习，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发言人

苏珊·哈林顿说：“美军内部的高级别、联合训练

将确保部队在这一地区保持卓越军事实力，从

而有能力兑现对盟友、伙伴及朋友的承诺。”

李莉介绍，哈林顿这段话突出了三个层

次：一是对盟友的承诺，二是对伙伴的承诺，

三是对于朋友的承诺。潜台词中透露了对

亚太盟友的承诺，美国希望坚定盟友追随美

国实现亚太战略的决心。据此可以梳理出

这次演练的几个背景：

首先，这次的演习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

的一部分。因为，美国重返亚太的步伐非常

明确，除了把军事力量加强，向亚太地区部

署以外，还有高规模的演习。

其次，航母战斗群部署到亚太，可以实

施美国对亚太的军事威慑。现在美国判断

认为，随着美军在全球整体实力的衰退，亚

太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地位

会受到挑战。

再次，对盟友提供安全承诺。这个安全

承诺主要体现在实际联合军演的层面。这

次军演，巩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关

系，加强了对潜在伙伴们的安全承诺。

美军加强关岛地区的演练，打造亚太战
略前沿支点

关岛被称为美军在太平洋上“不沉的航

空母舰”。李莉指出，美国加强了对关岛军

事基地的建设并在此进行演习，目的就是打

造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支点。

关岛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美

国重返亚太的大背景之下。这些年，美军又

对关岛进行了多处扩展，投入近 200亿的扩

建经费。更重要的是，随着美国所判断的对

方反介入能力的增强，美国在一线的部署，

比如说在日本、菲律宾沿线的部署，可能需

要后撤。如果后撤，就撤到关岛，所以在这

里加强新一阶段的海空联合演练、海军陆战

队演练，是一个现实举措。（本栏目由科技日
报军事部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晚高峰观军情》栏目联合主办）

美联合军演为重返亚太造势
□ 李 琳 孙 利

据《简氏防务评论》报道，美国海军已经

将其 4 艘“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中的

两艘部署到亚太地区，在存在争议的亚太海

域执行战备巡逻。

近日，美国海军“密歇根”号潜艇停靠在

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它是美军目前部署

在亚洲水域的“俄亥俄”级潜艇之一。在按

计划进行此次访问之前，该潜艇已在水下活

动了 3 个月。该文称，“密歇根”号配有 154

枚“战斧”对陆攻击型巡航导弹以及相当数

量的特种作战人员，是该地区令人生畏的武

装力量。“密歇根”号潜艇的艇长本杰明·皮

尔森在采访中称，自从 2013 年 12 月起，“密

歇根”号潜艇即被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执

行监控、训练和其他秘密任务。皮尔森说：

“我们在东海、南海以外以及菲律宾海执行

任务。这些区域对我们没有任何困难。”

据悉，美国海军现役有 4艘“俄亥俄”级

巡航导弹核潜艇。“密歇根”号潜艇是美国海

军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序列中的第 2

艘。同时，它也是第 3艘以密歇根州之名命

名的军舰。该艇长 170.7米、宽 12.8米，水下

排水量约为1.9万吨。该艇原计划2004年退

役，但美国海军选择在普吉特湾海军造船厂

对它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升级改造。2006年，

此潜艇重返美国海军潜艇编队。该艇最多

能载 102 名如海豹突击队员等特种作战人

员，能在短短的6分钟内将它所装备的154枚

“战斧”对陆攻击型巡航导弹全部发射出去。

第七潜艇大队司令的发言人亚伦·卡基

尔少校称，“密歇根”号潜艇具备在该地区执

行舰队作战的独特能力。它让美国海军在

亚太地区具备广泛的打击能力，能在超过

1000 海里的范围内攻击有着严密防护的高

价值目标。据《简氏防务评论》报道，除了

“密歇根”号外，美国海军的“弗吉尼亚”级核

动力攻击潜艇“北卡罗来纳”号也于 2013 年

下半年从珍珠港部署到了该地区。此艇长

约 107 米，排水量约 7000 吨，是第 4 艘美军

“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也是现今世

界上最隐秘和技术最先进的潜艇之一。在

“密歇根”号潜艇到访的 4个月之前，美海军

的“北卡罗来纳”号潜艇也曾停靠在樟宜海

军基地，进行人员修整和补给。

分析人士认为，这两艘核动力攻击潜艇

是华盛顿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根据

这一战略，美国计划在 2020 年前将其 60%

的海军兵力重新部署到远东地区。届时，美

国海军目前的 4 艘“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

潜艇中的 2 艘和 10 艘“弗吉尼亚”级攻击核

潜艇的 3 艘都将被派往亚太地区。另据报

道，这两艘潜艇由美国的关岛基地提供支

援。除了新加坡外，这两艘核动力潜艇还访

问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其他盟友，包括

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作者单位：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美军在亚太部署巡航导弹核潜艇
□ 吴东风 侯 豫 编译

近日，一名日籍嫌疑人携带测量设备，

从甘肃庆阳出发，沿秦岭一路向东测量，在

宝鸡某要地被抓。外国间谍多次非法测绘

窃取我地理信息坐标，这不是第一次，当然

也不是最后一次。

近年来，我国西部多次发现外国人非法

测绘，并屡见报端。2006 年，日本公民大林

成行等人在新疆和田非法测绘；2010 年 2

月，新疆塔城地区测绘局发现某日本公民以

旅游、环境考察为名，手持测量型 GPS 接收

机采集我国境内地理信息坐标 598个，其中

588 个位于新疆，涉及塔城军事管理区有 85

个；2012 年，新疆测绘局曾透露查处了一起

美国公民在新疆非法测绘案件。此人使用

手持 GPS 接收机，共采集并存储我国境内

地理坐标 9万余个。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各国坐标体

系和起算点都属于绝密。先进的卫星摄影

摄像能把地面物体拍摄得比较清晰，但没有

坐标数据则找不着北。外国人不可能利用

我国已公布的数据来计算我国境内某一目

标的准确位置，只能实地测量后，用他们的

测量数据和 GPS 对照确定位置。他们往往

利用 GPS 接收机采集具有明显特征的建筑

物、独立的地形地物等坐标，往往将前进路

径或采集的信息在地形图上标注。不久前，

陕西省测绘档案资料馆向众多新闻媒体展

示了整理出的部分侵华日军使用过的军事

地图。早在 1925 年，日本就已经对中国的

地形地貌进行了测绘。从地图上可以看出

日本侵华野心早就蓄谋已久，并且为发动战

争做好了充分准备。在战争中对大范围地

区如何实施侵略、如何实施轰炸进行了周密

计划，其所暴露出来的攻击线路让人触目惊

心。这些历史地形图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的罪恶历史铁证。

在信息战时代，这些间谍非法测绘我国

地理信息坐标，将令导弹及制导炸弹更精确

地摧毁我军战略目标，完成点穴战和斩首

战。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姑息

养奸，对于这些战略间谍要判重刑、严惩

罚。全国军民要防范和注意一些奇怪的“旅

游者”，早发现、早举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

美好家园。 （作者单位：武警工程大学）

信息战时代更要保护地理信息坐标
□ 宋光辉 邓芸倩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