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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张 强

5月 9日，俄罗斯将举行参加人数为 1.4万人的阅兵仪式，庆祝伟大卫国战争 70周年。据

媒体报道，届时俄罗斯将展示其最新武器装备。俄联邦武装力量陆军总指挥奥列格萨柳科

夫上校说：“预计这将成为俄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请看科技日报特约专稿——

本期特别关注

■军情新观察

日美两国于近日联合发表第三版《日

美防卫合作指针》（以下简称“新指针”）。

同前两版相比，虽然日本口口声声说的是

“防”，但是字里行间却透出更多“攻”的杀

气。特别是“新事态”的提出，更是改变了

防卫的实质。

1978 年 11 月底，在美国的主导下，美

日两国制定了第一版“指针”，提出了三种

事态：平时预防对日本的武装入侵；日本遭

受武力进攻时采取共同行动；远东地区发

生影响日本安全的事态时双方进行军事合

作。这份“指针”针对的是苏联对日本的威

胁，具有较明确的防卫性质，但仍带有地区

干预色彩。“指针”出台后，日本借机大搞

“基础防卫力量”建设，采购先进武器装备，

强化自卫队军事素质，并不断完善职业化

兵役制度，积极扩军。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剧变，日美关系也

发生了龃龉。经过摇摆期后，日本认识到抱

紧美国大腿的重要性。两国于 1997年又出

台了第二版“指针”，规定了在平时、日本遭到

武力进攻时和日本周边发生紧急事态时双方

进行军事合作和联合作战的内容与方法。这

一版提出了“周边事态”的新概念，防卫的性

质开始模糊化，地区干预性质增强。依照日

本政府的解释，“周边事态”无关地理，而是指

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态。

日本甚至把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也划了

进来，真不知是“防卫”还是“干涉”了。

第三版“指针”又提出了“灰色地带事

态”“重要影响事态”以及“存亡危机事态”

的新概念。这些“新事态”的定义是非常暧

昧的。比如 2014 版《防卫白皮书》将“灰色

地带事态”定义为：“既不属于完全的和平

时期，但又不属于战争冲突状态，处于这两

者中间的大范围状况。”至于“存亡危机事

态”则是“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到武力

攻击而威胁到日本生存”的事态。这样来

看，日本就有了更为广泛的军事活动空间，

可以将干预范围扩大至全球。而且，这些

“新事态”的判断完全是日本政府说了算，

没有客观标准，更具随意性和危险性。

“新指针”提出的“新事态”，完全超出

了防卫的范畴。日本早就不是第一版“指

针”中的受保护者，也不满足于第二版中的

地区事务干预者，而是妄图充当全球事务

干预者。日本这么不安分，是新国家主义

思潮在作祟——不仅要摆脱对美国的军事

依赖，还要和美国平起平坐，更要伺机建立

新的霸权取代美国。

当今世界，安全问题是综合性问题，各

国需要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

手段，消除和应对各种威胁，不能片面依赖

军事力量。安倍政府无视和平发展的主

流，顽固坚持右翼思维，不顾深刻的历史教

训，继续在危险的扩军道路上狂奔，必将重

蹈覆辙！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从“ 新 事 态 ”看 日 美 新 指 针 的 变 质
□ 武养浩

近日，美国和菲律宾进行了“肩并肩

2015”联合军演，双方参演兵力共计超过了

1万人，较去年整整增加了一倍。据外媒报

道，此次美菲年度军演是美国新提出的“太

平洋通道”计划的一部分。在今后的 5 年

里，美军将按照“太平洋通道计划”，同亚太

地区的 12个国家进行 29场联合军演。

“太平洋通道”计划，美方的表述是：

为实现美军在亚洲的“半永久”性存在，在

亚太地区与相关国家进行的一系列联合

军演。“半永久”的具体意义为“非永久的，

暂时的”，其实质是美国陆军将在亚太多

个国家以参加联合训练或演习为借口，进

行暂时性的进驻，而具体进驻持续的时

间，将根据美国的实际需要而定。具体进

驻的地点，每年都会有所变化，但基本以

年初确定的训练通道为基线进行站点式

部署。每年的训练通道将不少于三条，且

要分布在不同的地理区域。2015 年，美国

陆军计划在太平洋地区进行至少三个旅

级部队的部署，每个旅级部队的部署时间

初步确定为 4 个月。这些部队将与菲律

宾、泰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韩国等

多个国家军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依据

“太平洋通道计划”，美国陆军可以在亚太

地区的多个关键地域进行任意规模的预

先部署，这将极大地增强美军在亚太地区

的军事威慑实力。

“太平洋通道”计划的主导力量为美

国陆军，其实际目的是对抗之前由美国海

军 和 空 军 为 主 设 计 的“ 空 海 一 体 战 ”方

案。“空海一体战”方案的意图是阻止一切

所谓“敌对美国国家”对美国盟友发动的

军事侵略。该方案的最大特点是完全抛

弃了传统的陆军，是美国空军与海军共享

的一场盛宴。在美国，各军种间为了自身

利益，一直都有着互相竞争的传统。近年

来，随着美国逐步消减国防预算，军种间

相互斗争变得更加激烈。而之前由于阿

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美国陆军一直没有精

力插手亚太地区。随着美国从伊拉克陆

续撤军，美国陆军终于腾出手来，将注意

力投向了亚太。2013 年底，美国陆军发起

了大规模转型运动，以此为契机，通过不

断游说五角大楼，终于获得了介入亚太的

机会。今年 1 月 8 日，五角大楼正式将“空

海一体战”概念更名为“全球公域介入与

机动联合”，这一全新概念与之前“空海一

体战”的最大不同，就是美国陆军的全面

参与。通过不断扩大“太平洋通道计划”，

美国陆军将从伊拉克战争中赚取的利益，

继续牢牢攥在手中，避免了自身被边缘化

的尴尬境地。

美国多次宣称：美国的未来与亚太紧

密相连，美国在亚洲具有重要利益，将在经

济和战略上继续保持领导地位。“太平洋通

道计划”正是美国实现其战略意图的重要

一环，通过“太平洋通道计划”，美国有效整

合了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菲同盟等军事

同盟网络，使美军能够在整个同盟网络之

中进行系统的、灵活的、不受约束的自由部

署。另外，通过密集的军演，加深了与这些

国家的军事联系，将其牢牢控制在美国的

势力范围之内，必要时可以鼓动部分国家

成为实现其战略意图的“马前卒”。

（作者单位：西安政治学院）

“太平洋通道”能确保美国亚太影响力吗
□ 朱建微 郭云飞

2015 年 5 月 9 日，二战胜利 70 周年之

际，在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俄罗斯将向世

界展示最新武器装备。对于深陷乌克兰困

局的俄罗斯人来说，他们对这个时刻期待久

矣：首先，对外以正视听，重申前苏联对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贡献，展示国威军威；

其次，对内同仇敌忾，进一步增强民族自豪

感与凝聚力，激发斗志和决心。

规模宏大，展示实力

根据俄权威媒体公开的资料，俄罗斯

阅兵活动被严格区分为年度阅兵和大庆阅

兵两种类型，规模大小明显不同：从参阅装

备看，红场上的机械化方阵，日常年份仅有

100 辆各式军车，而大庆年份高达 200 辆；

空军方面，日常年份只有 5 架直升机参阅，

逢五和逢十周年阅兵时，共计有 160 架飞

机参阅。

但是，规矩并非一成不变。以 2013、

2014 年的胜利日红场大阅兵为例，当时总

统普京任命军人出身的绍伊古取代文职官

员谢尔久科夫，成为新一任俄罗斯国防部

长。普京寄望绍伊古能有所作为，特别是挽

救俄罗斯失败的军事改革。

内忧如此，外患尤甚。彼时的俄罗斯，

正遭遇西方的全面围堵，特别是 2014 年克

里米亚的回归，加剧了俄乌以及俄美之间的

矛盾，争端升级。内忧外患之下，俄罗斯亮

剑红场，意味深长。尽管只是普通的年度阅

兵，俄罗斯却在 2013、2014 年两次阅兵式上

展示了豪华方阵。与 2012 年阅兵相比，每

个机械化方阵的武器型号虽变化甚微，但数

量略有增加；而在空中，则大为不同，共有

40架而不是 5架各式战机，气势磅礴飞越红

场上空，其中包括首次亮相的苏 34 歼击轰

炸机、米 28NM 武装直升机和卡 52 攻击直

升机。

2015 年的阅兵式，更加值得期待。它

是绍伊古任俄罗斯国防部长以来所经历的

第一次大庆阅兵。加之乌克兰危机下，面对

西方日益收紧的封锁，俄罗斯势必迎头而

上，更加强硬。参照 2005年、2010年红场大

庆阅兵的规模与装备型号，俄罗斯将借此契

机，大规模推出自己近 10 年来最新的武器

装备研究成果，向世界展示其军威国力，示

强西方，正面迎敌。

地面方阵：全力以
赴，推陈出新

作为阅兵式上绝对的主角，地面机械化

方阵一直备受关注。然而，近十年以来，俄

国防经费支出向战略核力量倾斜明显，导致

陆军装备发展处于停滞不前状态。仅以装

甲车辆为例，阅兵式上的主战坦克，自 2008

年以来，一直是 T90，经年不变；自行火炮则

是清一色的、自 1986年开始服役的 2A19“姆

斯塔”；轮式装甲车是 BTR80 及其衍生型

号，服役时间长达 30 年之久。到了 2013 年

红场阅兵时，情况有所变化，出现了“菊花”

自行反坦克导弹、“虎”、“猞猁”轻型装甲车

和“台风-K”重型装甲运输车，它们给陈旧

单一的机械化方阵增添了亮色。尽管如此，

主战装备却一如既往，这使得外界普遍对俄

罗斯陆军装备的发展并不看好。

今年，情况则将大有改观。据俄罗斯卫

星网 2015 年 2 月 24 日报道称，俄新一代主

战坦克 T-14“阿玛塔”即将在阅兵后开始服

役。吸收俄罗斯坦克制造业全部经验和教

训，“阿玛塔”采用装备全新 2A82 式 125 毫

米滑膛炮的无人炮塔，设有采用“耐寒”装甲

制成的炮塔前置装甲防护区，配备自带雷

达，指挥完全数字化，可在极端气候区作战，

将在未来代替服役 30 年之久的 T80 和 T72

坦克。首批“阿玛塔”坦克将于 2015 年 3 月

中旬抵达阿拉比诺阅兵场进行阅兵训练。

与以往的俄式坦克不同，“阿玛塔”将实现战

车“车族化”，即在相同底盘上，衍生出步兵

战车、运输车、自行火炮等一系列战车，这在

俄罗斯坦克制造史上尚属首次。此举将极

大降低装备的研发成本，并且实现武器后勤

保障一体化，对提高俄军的战斗力有着重要

的意义。此外，其它新式装备，如双管型“姆

斯塔”——“联盟-SV”自行火炮、新型空降

战 车 BMD-4M、空 降 运 输 车 BTR-MDM

“海螺”、战斗机器人“平台-M”也将一一亮

相，接受检阅。

在导弹方阵中，S-500 地空导弹的服役

预计将至 2017 年，因此 S-400 依然是防空

力量方阵的主角。俄国防部新闻局战略火

箭兵发言人伊戈尔·叶戈罗夫 2015 年 3 月 5

日表示，捷伊科沃导弹师 3辆“亚尔斯”洲际

弹道导弹发射车组成的车队日前启程，长途

机动 400 余公里向莫斯科近郊的阿拉比诺

靶场进发，在那里进行红场阅兵前的针对性

训练。新型“亚尔斯”导弹将替代自 2008 年

俄罗斯恢复“重型武器上红场”的传统后，就

从未缺席红场阅兵的“白杨—M”，成为阅兵

式上地面方阵的压轴戏，让世界尤其是西方

各国初识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新成员，领略

其风采和实力。

总的来说，此次地面机械化方阵的型号

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内忧外患之下，作为主

战力量的陆上方阵只有全力以赴，扬名立

万，对外以威慑，对内则增强信心，如此一

来，方能不负众望。

空中方阵：稳步推
进，主打尖端

与陆上方阵不同，此次的空中方阵，虽

有部分装备将是首次亮相红场，但由于它们

在 2014 年、2015 年的几次世界航展上进行

过预热，因此，这次亮相估计不会产生太大

的反响。其中最典型的是第五代歼击机

T-50 和“四代半”歼击机苏-35S，此二者皆

为苏霍伊公司的拳头产品，是俄罗斯空军未

来的中流砥柱。

T-50 在性能上不逊色美国的 F-22，甚

至还有一些指标优于F-22。2014年8月6日，

俄空军司令维克托·邦达列夫中将表示，俄罗

斯空军将在2015年年初迎来第一架T-50飞

机，但其批量进入俄空军服役，预计要等到

2016年，首批计划采购60架T-50战机。

苏-35S多用途歼击机——苏 27家族的

最新成员——是俄罗斯空军目前最先进的

战斗机。苏-35S在建造中大量使用第五代

歼击机技术，包括复合材料等，是俄罗斯空

军的主要打击力量，直到它逐步被第五代

T-50 歼击机所取代。苏-35S 自 2015 年开

始装备俄罗斯空军，并有相当的出口潜力。

相比之下，空中方阵的其他装备与往年

相比变化甚微。新一代战略轰炸机的研发

工作尚未完成，因此，由图 160、图 95MS 战

略轰炸机和图 22M3 远程轰炸机组成的“三

驾马车”依然是空中方阵的排头兵。令人稍

感振奋的是，新一代大型预警机 A-100“首

演 ”有 望 在 今 年 的 阅 兵 式 上 首 发 登 场 。

A-100 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服役的

A-50“野蜂”预警机的替代者。在外观上，

A-100 与 A-50 极 为 相 似 ，二 者 均 以 伊

尔-76“耿直”运输机为平台；只是 A-100 机

身更长，机翼下的发动机效率更高，同时，由

于指针式仪表被多功能显示屏所代替，其驾

驶舱玻璃面积更大，并搭载先进的有源相控

阵雷达。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亟待亮相红

场，A-100 的交付期限提前，此前计划是

2017 年。另外，作为历年阅兵式上的常客，

伊尔-76“耿直”运输机也将被家族的新成

员——伊尔-476运输机所取代。

直升机方阵的飞机型号预期变化不大，

新面孔是米-8AMTSh-VA 和米-38，皆为

加强北极防务所研制。前者代号中的后两

个字母 VA意为“北极专用”。米-38的独特

之处在于其高达 6吨的货运能力，以及多达

30 人的客运能力，该直升机可用于运送人

员和物资，也可以作为搜救直升机和空中医

院。这两种机型的服役，将极大地提升俄罗

斯处理北极事务的能力。

尽管不如陆上方阵那么炫目，但通过上

述新式机型的展示，透露出俄罗斯空军更新

换代的决心：运输机更换新机型，新式战斗

机搭配新式预警机，新一代战略轰炸机也在

积极研制之中……俄空军的升级换代更像

是一个系统工程，步步为营，环环相扣，积累

量变，实现质变，最终完成俄空军战斗力的

飞跃和提升。

实力较量，仍在场外

然而，阅兵毕竟只是阅兵。正如普京所

言：“我们的坦克不是为了阅兵而制造的，必

须在现代战场上具备足够的性能优势，因此

现代化装备价格高也是正常的。”俄罗斯能

否为数量庞大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买单，有待

进一步观察。若仅仅只是购置少量装备，红

场一秀，终是外强中干。当年，赫鲁晓夫命

令 3架新式的“米亚—4”战略轰炸机在红场

上空飞来飞去，制造米亚—4 大量生产的假

象，成功地迷惑了西方势力。

对于俄罗斯来说，大量新式武器的研发

工作，虽是着眼未来的战略投资，却未必能

解当下之急。或许，收拾谢尔久科夫改革中

留下的烂摊子，解决俄军职业化中存在的问

题，加速新式单兵装备的入役进程，实现部

队全面信息化，才是当务之急。一言以蔽

之，俄罗斯要全方位实现作战体系的更新和

提高，尚需时日，破解其中的难题，定不能一

蹴而就。

红场阅兵，固然值得期待；而红场以外

的较量，如火如荼，从未停止。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

红场阅兵武器装备抢先看
□ 李佑任 马建光

T-T-5050战机战机

S-S-400400导弹导弹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所属第四研究院

是我国固体弹道导弹的摇篮，创造了中国航天

史上的多个第一，为国防武器装备建设和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四院围绕

二次创业、转型升级，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加快青年创新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步

伐，目前该院 35岁青年已占到在岗职工总数

近一半，青年创新人才骨干业已成为推动转型

升级、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和主力军。

政策引领：打出青年创新人才培养“组合拳”
近年来，随着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布

局推进，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主动融入国

家发展大战略，积极应对市场化和互联网经

济发展带来的诸多挑战，聚焦航天防务、信息

技术和装备制造三大主业提出了“1+2+3+

4+5+N”转型升级发展战略和若干重大举

措，推动军民融合式发展。“我们要抢抓国家

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长江中游城市群建

设等新一轮发展契机，加快青年创新人才培

养储备，为四院实现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

集聚力量”，四院党委书记、代院长郭勇如是

说。为此，四院近年来聚焦落实集团公司技

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的“三创

新”，充分发挥政策机制的顶层牵引和激励，

先后出台了《青年科技创新团队奖励》《拓宽

员工成长通道 激发各类人才潜能实施意见

及建设方案》《基于实际绩效的考核激励机

制》等多项政策，设置了陈德仁院士青年科技

创新基金，加大从重点院校引进高素质毕业

生，加大各类高端青年领军人才引进力度等，

在促进青年创新人才培养和集聚方面打出了

一套政策“组合拳”。不断优化各级领导班子

年龄结构，院领导班子中“70后”、所属二级单

位领导班子中“80后”的比重不断加大，青年

科技人才茁壮成长。“青年已经成为支撑我们

四院武器装备研制的骨干力量，发挥着主力

军的作用”，四院主管人才工作的党委副书

记、副院长谭千红说道。

助力成才：搭建青年创新人才发展“新高地”
在四院青年创新人才培养中，四院两级

团组织坚持党建带团建，充分发挥团组织联

系和服务青年优势及作用，强化青年思想引

领，坚定青年理想信念，补足青年人才“精神

之钙”，深入组织推进“我的中国梦”、“奋斗

的青春最美丽”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唱响

青年人才“创新创业之歌”，积极培育和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青年理想人格，

凝聚推动发展强大正能量。近年来，聚焦四

院改革发展和青年创新人才培养，四院团委

坚持“让青年以实战的状态接班”为标准，积

极开展青年助理选聘、青年创新工作室创

建、青工职业技能大赛、青年“五小”成果和

青年科技（管理）论文评选、为青年创新人才

涌现和成长发展搭台唱戏，营造了浓厚的青

年创新创业创优氛围。院属团组织和青年

多次荣获中央企业五四红旗团委、中央企业

青年岗位能手等称号。

科技强军：砥砺青年创新人才成长“主战场”
作为国防武器研制骨干研究院，四院秉承

“科技强军、航天报国”的神圣使命，承担着为

国家提供高科技武器装备的重要职责，在建设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弹道导弹和固体运载火

箭研究院，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端装备制

造和服务企业”新征程中，青年创新人才正在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四院被誉为“中国

固体弹道导弹的摇篮”、“铸造共和国脊梁的

地方”，在中国航天史上谱写了“巨浪”奔腾、

“东风”浩荡的壮丽篇章，涌现了以两弹元勋

黄纬禄院士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英才。而

今，沿着老一辈航天人富国强军的足迹，四院

青年创新人才勇敢地扛起了责任，在载人航

天工程、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任务中挑大梁、

担重任。取得重大技术突破，该团队型号“两

总”的平均年龄 40 岁，参与研制的技术人员

35岁上下的青年是主体，自主创新掌握了多

类核心关键技术，获得了 100 余项创新成果

和发明专利。该型号历经 10 余年技术攻关

和工程研制，全国7大军工集团公司所属300

余家单位，几十所院校、试验基地、部队院所

等参与研制，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形成新的

方案设想，开创了我国导弹武器装备史的又

一全新领域。型号研制工作得到了各方的高

度肯定，2014年该型号研制团队代表受到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主要技术负责

人荣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青

年创新人才引领型号研制，型号研制砥砺青

年创新人才，在当下的四院已经成为一种新

常态。

2015 年在重要型号研制中发挥主力军

和骨干作用的四院青年科研团队和个人获

得了团中央的表彰，四院第四总体设计部总

体室、第九总体设计部运载及空间技术总体

室 2 个集体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第四总体设计部副总设计师郝昀、十七所副

总设计师石晓荣、指挥自动化中心副主任设

计师李昌隆和三○七厂 215 所数控加工中

心组长徐斌等 4 名青年获得“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的殊荣，沉甸甸的奖章记载着四院的

年轻人为科技创新、航天报国中做出的突出

贡献，亮闪闪的奖章将继续激励着四院团员

青年为国防现代化事业建设奉献出青春的

才华与智慧、热血与力量！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有序推进，以互联网+为特征

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潮流风起云涌，为转

型升级、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四院也

将勇立潮头，在加强青年创新人才培养方面

不断探索实践，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政策研

究，树立青年人才队伍建设正确导向，努力

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做出航天军工企

业应有的贡献。 （时伟 王爽）

让青年成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主力军
——中国航天科工四院青年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