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10月 14日，随着日本

众议院的解散，意味着连首相位子
还没有“捂热”的岸田文雄也结束

了第 100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任期。
因此，岸田内阁也被媒体笑称是

“史上最短命内阁”。
当然，这只是媒体的戏谑之语

罢了。这届众议院的任期原本就行

将届满，岸田出任自民党总裁的首
要任务就是打赢众议院选举，确保

自公联盟继续执政。
只是，看似乐观的民调背后，岸

田真的能笑到最后吗？

看似胜券在握
日本众议院共有 465个议席，

岸田只需获得 233席以上便能继续

沉浸在当首相的喜悦之中了。
从日本朝野政局的力量对比来

看，各界均对自公联盟继续执政深
信不疑，而日本媒体的民调结果也

与外界的预测相符。如《朝日新闻》

的调查就显示，41%的调查对象准
备投票给自民党，公明党获得了

5%的支持，最大在野党———立宪民
主党则得到了 13%的支持。共同社

的调查结果也显示，44.5%的受访
对象准备在比例代表投票中选择自

民党，而立宪民主党仅仅获得了
14.9%的受访对象支持。

由此看来，岸田面对选举似乎
可以笑逐颜开地高唱祝酒歌了。

“岸田色彩”淡薄
然而，表面上毫无悬念、波澜不

惊的选举，水面之下却另有一番波

涛汹涌，让岸田难以开怀大笑。
作为执政党的总裁和日本政府

的首相，岸田文雄在政党与政府的
双重身份中，都应是最终决策者。但

是，从自民党竞选纲领的内容来看，
却清晰地透露出“岸田色彩”淡薄的

印记。

据日本时事社报道，围绕纲领
的制定，首相官邸（政）和自民党

（党）之间曾出现过激烈争执，从结
果看似乎形成了“党高政低”的态

势。如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于
10月 12日公布党的竞选纲领时十

分罕见地公然承认，“没有完全采用
首相的总裁选举政纲”。她指出，首

相可以在内阁中推进竞选纲领中没
有涉及到的政策。但她也警告说，

“在推进之前，要让自民党内部对政
策进行认真、彻底的审查”。

在这样的操作之下，自民党竞
选纲领中大幅修正了岸田在总裁选

举时宣传的一部分经济、民生政策。

如作为“令和版收入倍增计划”的重
要组成部分，岸田曾主张向育儿家

庭提供更多费用支持、增加护士和
保育员等群体收入。但这一计划就

没有被列入自民党的竞选纲领中。
对此，国民民主党代表玉木雄一郎

就揶揄说：“首相的收入倍增计划就

像海市蜃楼一般消失了。”

保守派主张显眼
另一方面，自民党内以安倍晋

三为代表的保守派政策主张却在

纲领中很显眼。如纲领中浓墨重彩
地大谈所谓“中国威胁”，批评中国

的军事活动。
以此为借口，纲领明确提出要

从根本上强化日本的防卫力量，包

括讨论拥有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
等。进一步地，自民党又在配合竞

选纲领发布的政策集提出，要“争
取增加防卫经费，可以考虑将其提

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

以上”。
对此，连盟友公明党都公开质

疑“防卫费倍增计划”。公明党代表
山口那津男指出，“随着少子化和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重，把资金投入
到社会保障、教育和育儿等民生领

域的呼声高涨”，但自民党却执意

要提高防卫支出，并且陡然增加一
倍。山口那津男认为自民党的主张

难以获得民众支持。
无独有偶，连岸田领导的“宏

池会”的前代表———古贺诚也不无
担忧地表示，“右翼倾向强烈的前

首相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的确为
岸田政权的诞生做出了贡献”，但

“如果岸田首相一直都必须听他们
的话，那就本末倒置了”。

总而言之，面对众议院选举，
岸田文雄可以笑到最后，只是这笑

容背后或多或少地多了些苦涩与
无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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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联合军演，美日缘何震撼
云南财经大学“一带一路”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千里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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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日，位于日本本州岛和四国岛的津轻海峡
出现了历史罕见的一幕———由中俄两军 10艘军舰组成
的海上编队浩浩荡荡地经此国际水域驶向太平洋，令日
本及美国大感震撼，日方称之史无前例。
中俄两军海上编队通过海峡前，两国海军在俄罗斯

彼得大帝湾附近海域进行了“海上联合 -2021”军事演
习。中俄两军各自出动新锐舰艇外，还演练了实战化色彩
极强的跨昼夜联合反潜。
两国海军联演与协作折射出两国间日益增强的战略

互信，而这种互信或将引发的各种战略可能，已被日本战
略界关注。本期论坛特请专家为您详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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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彼此取长补短

 日本承受战略敲打

岸田文雄的笑容后藏着多少苦涩与无奈？

    问：对比以往，中俄“海上
联合-2021” 联合军演有哪些
亮点？

答： 中俄 “海上联合-

2021”联合军演比两国以前的

联合军演有了更多看点。

自 2012 年以来， 中俄两

国海军已经进行了 9次“海上

联合”系列演习。按照惯例，中
俄每一次联演都有一个特定

的主题，而以前的主题主要是
“联合防御和保卫交通”。虽然

也会有舰艇锚地防御、海上联
合反潜等等实战化色彩较强

的科目，但是从来都重视反劫

持、搜救等等提供海上公共产
品的科目。

然而，本次联演的主题是

“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这
与以前 “联合防御和保卫交

通”的意味是截然不同的。

本次联演，不仅应召反潜与潜

艇机动摆脱成为双方的重点，而且
主题的改变反映出双方对海军的

战略作用及其运用方式有了更多
共识。

海军的战略作用，本质上是确
保己方使用海域的自由，以及阻止

战时对手自由使用海域。只是因为

国家间综合实力、海军规模、战略
目标等差异，导致有的国家只在本

国附近追求这个目的，而有的国家
却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这个目的。

以美国追求的所谓 “航行自

由”为例，其口号看似冠冕堂

皇，但实质上是要确保美军在
全球范围内可以自由使用任

何一片海域。 近段时间来，美
国及其盟国不断使用军事力

量在中国周边实施挑衅，目的
也正在于此。

美国的战略野心，凸出表

现在南海。 如果美国掌控南
海，那么中国同世界其他地区

几乎 60%以上的贸易、75%的
进口石油就只能仰人鼻息。同

理，对南海航线高度依赖的日
韩两国也只会更加对美国马

首是瞻。

对于俄罗斯而言，如果失

去了在对马、津轻和宗谷三条
海峡的出入自由，那么俄在远

东地区的存在感将被进一步
打压。单靠一条西伯利亚铁路

难以支撑起俄在亚太地区的
战略雄心。

对于中国而言，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一方面需要积极开
拓全球市场，通过扩大对外经济合

作推动国家未来的发展，另一方面
也需要进口大量的油气和原材料

来维持工业体系的运转，以强大的

“中国制造”惠及世界。

从这个角度看，中俄海军联演

“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 的主题

设计绝非文辞上的升华，而是有实

质性的提升。

    问：如何提升“维护海上战略通
道安全”的能力？

答：要实现“维护海上战略通

道安全”的使命，就必须具备相应的
远洋作战能力。

自人民解放军海军建立以来，

前期主要走了一条 “飞潜快” 的路

子，即主要兵力构成是岸基航空兵、

潜艇部队和大量的小型快艇。 这样
一支黄水海军虽满足了当时的国防

需求，但受限于当时经济实力、技术

水平和国际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缺
乏相应的远洋作战能力。

中国发展到了今天， 国家利益
出现延伸是一种必然， 确保海上航

路安全就是确保自身命脉， 对于维
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和手段也都会提

出新的要求。 因此，在 2015年国防

部发表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
中， 中国海军将更加重视 “远海护

卫”，而不是只强调“近海防御”。

近年来，中国海军快速发展，力

求补足历史欠账，从“保卫交通线”

向“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转变，

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但是，中国海军
仍面临着一定的挑战：首先，舰载航

空兵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还不能有
效压制潜在对手的岸基航空兵，同

潜在对手舰载航空兵作战能力的差
距甚至更大；其次，中国海军虽然在

亚丁湾护航行动中积累了一些执行

远航任务的经验， 但还是缺乏舰艇
大编队的远洋作战经验。

反观俄罗斯海军， 虽然在苏联

解体后失去了世界一流强国综合国

力的支撑， 使俄海军总体实力不断
萎缩， 但是俄海军仍勉力维持了一

定的远洋作战能力， 甚至可以确保
一定的远距离兵力投放能力。否则，

普京总统怎么可能在叙利亚战争中
的关键时刻展现神来之笔呢？ 俄罗

斯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了俄如果要

确保自己的战略空间不被过度挤

压，就同样不能只采取沿岸防御，必
须保证自己还有一定的中远海作战

能力， 一如其在介入叙利亚战局时
的做法。

俄海军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大编
队远洋行动的经验丰富。 在冷战时

代， 苏联海军在全球大洋同美国海

军的对峙对抗中， 积累了丰厚的相
关经验。

因此， 中俄海军具有很强的互
补性， 联演对于两军发展是一种互

利的行为———俄罗斯需要了解中国
海军近些年在大批量新型舰船使用

中积累的经验， 而中国海军可以从
俄方学习到大编队远洋行动中的相

关经验。

所以， 中国海军首次派出了新

锐万吨级 055型驱逐舰出国参加联
合军演， 俄方同样出动了最近两年

才下水的新型护卫舰 “俄罗斯英雄
阿尔达尔·齐登扎波夫”号和“响亮”

号。而这些舰艇，也毫不意外地出现
在通过津轻海峡的海上编队中。

    问： 为什么美国对中俄此次联
演的反应十分强烈？

答：对于中俄联合军演中展现

的新变化，美国非常焦虑，以至于
出现了美军“查菲”号驱逐舰试图

硬闯中俄海军联演水域和彼得大
帝湾俄领海这般史无前例的事情。

以前， 美国即便再充满了窥视欲，

也只是派出舰机在周围打转观望。

美国之所以这般胡闹，一方面

是中俄海上联演中的一些设计科
目需要高度的互信与协作，为未来

双方协同作战铺垫了可能，是一种
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举动。 比如，“联

合防空”和“联合反潜”需要双方的
舰艇之间高度互相开放，对于对方

的指挥、战术，乃至重要武器装备
的操作和性能都有全面的了解。

另一方面，中俄两军的一些活
动，已表现出一些对现实高度关照

的协作态势。 除了上述的两军海上

编队巡航外，俄海军在演习开始的

四天前出动了太平洋舰队的镇山
之宝“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等十

余艘舰艇，在日本海进行了一次性
试射 10 枚导弹的大规模军事演

习，让注意力转向“西南列岛”的日
本感受到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特异

状况”。

对于日本来说，俄罗斯海军虽
然衰弱了， 可是对 20世纪初日俄

战争中俄海军“浦盐舰队”引发的
恐慌并没有遗忘。 当时，日本海军

的主力联合舰队去旅顺口围堵俄
太平洋舰队主力的时候，从符拉迪

沃斯托克出发的由三艘装甲巡洋
舰组成的一支俄太平洋舰队小分

舰队，以其神出鬼没之势把整个日
本搞得鸡飞狗跳，甚至天皇都不敢

靠近海岸，生怕不小心吃了俄罗斯
巡洋舰的炮弹。

中俄海军前所未有的密切协

作，以及普京总统“中国是最可靠

的合作伙伴”的明确表态，势必迫
使日本思考这样一种可能———当

日本自卫队追随美国军队干预中

国内政的时候，“浦盐舰队”的往事

会不会重现？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世界上并

非只有明确缔结盟约的国家之间

才会出现配合性的军事行动，足够
友好的战略伙伴之间也会。 翻看历

史，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1965年第
二次印巴战争巴军遭遇全线败局

时中国对印度发出的最后通牒，以
及 1979年在越南入侵柬埔寨期间

中国发起的自卫反击战。

近期中俄两国海军的联演和

协作，毫无疑问会对日本形成一个
最有力的敲打。 一旦日本对其现行

外交安全路线产生怀疑，是否还会
如此积极地追随美国？ 这是美国不

能接受的疑问。 然而，只要美日不
放弃对中俄恶意满满的打压和围

堵，日本需要承受的敲打也绝不只
有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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