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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重重 日本“军事大国梦”恐成空
文 /杨震

防务领域动作频繁 冲击亚洲安全格局

    自从菅义伟就任日本首相以

来，日本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引起

了各国关注：据“空军技术”网站 11

月 2日报道，美国波音公司已经接

到订单，向日本航空自卫队提供第

三和第四架 KC-46空中加油机；据
共同社 11月 4日报道，在日本与印

度尼西亚的防卫合作磋商中，日本
向印尼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的方

案曝光；作为已放弃的陆上部署型
导弹拦截系统“陆基宙斯盾”计划的

替代方案，日本政府开始探讨新造

两艘最尖端宙斯盾舰；另外，日本陆
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熊本市）4日

为防备对岛屿地区的进攻，在大分
县举行了训练。

注重进攻能力

加强对美依赖
近来日本在防务领域的大动作

显示出一些鲜明的特点，可能会对

东亚，甚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安全格
局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与冲击。

首先是注重进攻能力的培养。
在日本近期的防务活动中，两件事

尤为引人注目：航空自卫队接收了

美国的空中加油机，陆上自卫队则
进行了攻击岛屿的联合演练。

对于起飞重量有限的战斗机和
攻击机来说，要想多携带武器，只能

少装油；要想多载油而飞得远一些，
就得少载弹。空中加油机使这一问

题迎刃而解。可以说，空中加油机是
航空兵的力量倍增器，能使攻击能

力大为提高。日本引进的 KC-46是
世界上最先进的空中加油机，而陆

上自卫队的演练使其跨海攻击的技
巧和战术得到磨炼，军种攻击能力

大为提高。由此可以看出，日本自卫
队在刻意培养进攻能力。

其次是加强了对美国的依赖。
按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流派学者

肯尼斯·华尔兹的观点，现在能够以
先进技术装备陆海空三军的依然只

是少数强国。一些国家虽然在制造
业以及教育、卫生和运输系统上可

以达到相当水平，但军事上就不一
样了，它们不可能发展出用于陆海

空立体战争的所有武器。大国之所
以强大，不只是因为它们拥有核武

器，还在于它们拥有巨大的资源，能

够在战略和战术层面上形成并维持
各种权力，无论是军事权力还是其

他方面的权力。日本也被排除在“超
级大国俱乐部”之外，如空中加油机

等大型装备，日本既无资金也无技
术研发，只能从美国进口，从而加强

了对美国的依赖。

资源国力不足

发展受到局限
日本的举动是为其走向军事大

国打下基础。然而，通往军事大国的

道路对日本来说并非坦途，反而充

满阻碍。

首先是资源禀赋决定日本的
“军事大国梦”难以成真。学者陈晓

律认为，二战后兵器和武器装备的
进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越过去，仅仅

是武器装备所需要的天文数字般的
预算，也已经超出了二战结束时人

们的想象，更不用说国土资源和其

他的一些硬件了。
仅从一些看得见的指标分析，

在 21世纪要具备军事大国这种“玩
家”资格的，至少应该满足以下一些

条件：第一，国土面积中心点的半径
不能少于 2000公里，低于这个数，

则国家回旋余地有限，各种实验几
乎无密可保，甚至预警的时间也难

以保证；第二，人口至少在一?以
上，最好达到 2?至 3?，这个基

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国家拥
有完全独立的科研、工业门类和国

防实力的人口资源。现代科学的发
展使得各个领域的专业越分越细，

所需要的专家和技术骨干越来越
多，一个国家的人口基数是提供这

种智力来源的土壤；第三是国家的
经济总量。没有足够的经济总量，是

无法成为军事领域的“终极玩家”
的。严格来讲，世界上具有这种资格

的，或具有这种潜在能力的国家屈

指可数，原来的很多工业强国，实际

上已在这样高的门槛下被排除在
外，欧洲几个传统强国就是典型的

例子。二战初期还能独自研制战机
和其他先进武器的欧洲老工业国，

如英法德等，现在财力上已无法独
立支撑新武器的研制了。日本无力

独自研发第五代战斗机和战略运输

机，导弹拦截系统也依赖于美国，就
是明显的例子。

军事理念落后
兵员素质堪忧

日本理念的落后和能力的缺
失，也使它难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军

事大国”。冷战结束后，一体化联合
作战成为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基本作

战模式，体系破击战成为主要战法。
所谓一体化联合作战，是围绕

统一的作战目的，以各作战单元、作

战要素高度融合的作战体系为主
体，充分发挥整体作战效能，在多维

作战空间打击或抗击敌方的作战样
式。它具有体系对抗、整体联动、精

确高效的鲜明特点，强调从指挥系
统、作战平台、作战空间、作战力量、

作战行动和作战保障多方面的一体
化。而在这方面，日本显然落后于时

代潮流———前几年日本自卫队高官

妄言一周内歼灭中国海军，就充分
暴露其作战思维还停留在单一军种

对决的机械化战争时代，而整个自
卫队也从未举行过一体化联合作战

的实兵实弹演习，可以说，日本在这
方面的能力是相当欠缺的。

最后，日本征兵的形势不容乐

观。近年来，由于日本频频突破和平
宪法，战争风险大大增加，导致大批

年轻人不愿意加入自卫队，社会上
低欲望的“食草族”人群壮大，使这

种情况雪上加霜。即便是应征入伍，
素质也堪忧。

由于兵员素质达不到要求，导
致日本自卫队在演习中事故频频。

2010年 8月20日，陆上自卫队一辆
90式坦克在为“富士演习”做准备

时，炮身前端约 50?米处突然炸开，
碎片飞散到 200米外的观众席。2015

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连续发生两
起事故。8月 18日，一辆 74式坦克

在演习中履带脱落，只能呼叫抢修车

辆将坦克拖走。紧接着 8月 22日，一
辆 10式主战坦克发生误击事故，导

致一枚 120毫米演习用炮弹的碎片
击中了观众席上的两名男性。2015

年 2月，陆上自卫队第 7师团第 11

普通科连队的 89式战斗装甲车，在

惠庭市演习场训练时遭到一发机关
枪子弹的误射。2016年 5月，在陆上

自卫队然别演习场，由于使用电脑申
请空弹过程中出现输入错误，以及在

领取炮弹时未认真检查等原因，自
卫队误用实弹并造成 2名自卫队员

轻伤。显然，这样的兵员素质很难让
日本走向军事大国。

此外，国土面积狭小导致战略
纵深不足、自卫队编制体制的不合

理等因素都限制了日本成为“军事

大国”，然而，这并不妨碍它野心勃
勃挑衅强邻，估计对于二战的惨烈

下场，日本还没有吸取足够的教训。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

研究中心副主任）

突破和平宪法
日本“向右转”

    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兼

战争策源地，本已放弃战争权
利，为何最近在防务领域频频

发力呢？

首先是地缘方面的考虑。

日本的海洋政策咄咄逼人，与
多个国家存在领土争端。 为了

增加在海上博弈的筹码， 日本

频频在防务领域发力， 以图逐
步达成地缘政治目标。

其次是外交领域的算计。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

对华遏制成为地缘政治领域的

主基调。 在原有“亚太再平衡”

战略效果不彰的情况下， 美国

抛出了“印太战略”，试图在更
大范围内和战略纵深地带遏制

中国， 意在阻止中国发展成为
海权强国。

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军
事色彩浓厚、 涉及领域多且覆

盖地域广阔， 因此联盟关系在
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对“美

日澳印” 四边安全合作机制投
入大量资源。 日本是该机制的

重要成员， 也是美国在东亚最

重要、 最强大的盟友， 并且对
“印太战略”的构建与实施态度

积极。 通过防务领域的一系列
动作， 日本可以增强美日军事

同盟的基础， 并提高在同盟内
的发言权。

最后是政治运作的盘算。

近年来，日本整体“向右转”，右

翼思潮泛起， 多次悄悄突破了

和平宪法的诸多限制， 不但装
备和组装了先进的第四代战机

（按照美俄的标准是第五代战
机）F-35A，还将“出云”级准航

母逐步改装成轻型航母， 将拥
有亚洲最先进的舰载固定翼飞

机 F-35B。

前不久接替安倍上台的菅

义伟首相认为， 应该在加强日
美同盟的基础上， 最大程度保

证日本的安全。

菅义伟主张解除 “禁止行

使集体自卫权”这一枷锁，并多
次在公开场合和媒体面前表示

“各个政党现在最应该做的事，

就是积极考虑宪法修正案的通

过”。安倍晋三在任期间就极力
推动修改宪法一事， 目的是希

望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关
系更加紧密， 使日本能够拥有

更为强大的国防军。 在这种政
治理念的指导下， 日本自卫队

动作频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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