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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
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
四大边缘海中，南海是
面积最大、平均水深最
深、生物资源最丰富的
一个。然而，这片本应
给沿岸国家带来繁荣
与富庶的海域正越来越处于争端的暴
风眼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域外国
家的插手与干预。美日近来在南海举行
的联合军事演习就是这种插手和干预
的集中体现，本期“论坛”特请专家对此
进行分析。

    问：美日此举是否会影响地区格局？

答： 此次军演将在相当程度上对南海局
势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让南海的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在当今世界海权战略格局中， 南海是一个关

键枢纽。这片海域沟通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并
拥有多条世界级的海上航道和丰富的资源，

因此导致各国利益在此碰撞， 海洋权益争端

频发， 而美国等域外国家的插手使南海问题

变得复杂。

此次美日公然在南海地区搞针对南海沿
岸国家中国的联合军演， 使域外国家对南海

局势的干涉达到一个高峰， 后果必然是恶化

南海地区安全形势，增加风险。

其次，激化中美和中日海权矛盾。 “亚太
再平衡”和“印太战略”的先后出台从本质上

来讲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海权的结果， 也是
中美海权矛盾的映射与体现， 矛盾的焦点现

阶段集中于南海地区。 而日本在挑起与中国
的海洋权益争端后日益处于下风， 因此也想

将矛盾引向南海地区， 以减缓东海方向的战

略压力。 此次联合军演就是中美和中日海权

矛盾的体现。

鉴于南海对中国战略利益的特殊重要
性———海基核力量主要的集结与机动海域、

航空母舰战斗群主要的训练海域以及文昌航

天发射中心所在地， 中国必将就此采取强有

力的反制措施。

展望未来， 美国主导的类似军演可能还

会继续，而且实际上已经拉开序幕———11月
21日到 11月 30日，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

德国、 日本和美国的海军在太平洋进行多边
联合军演，主要课目包括海上联合反潜、侨民

疏散、难民救援以及海上联合通讯、联合编队

巡航等。 共有 20艘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10

艘美国海军舰艇、2艘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舰

艇、1艘加拿大皇家海军舰艇和 1艘德国海
军舰艇参加演习，规模之大，令人惊讶。

在新冠病毒变异新毒株“奥密克戎”肆虐
之时， 作为全球霸权国家的美国想的却是如

何遏制中国， 不能不让人感慨西方世界在道
德领域的堕落以及战略方面的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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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

    自去年以来， 立陶宛频频在反华议题上

进行炒作， 不仅自己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的“17+1”合作机制，还企图拉上其他中东欧

国家一同退出， 并号召欧盟成员国采用所谓
“更有效、更团结的‘27+1’模式”，试图在欧盟

层面形成新一波对华强硬政策。 在退出“17+

1”当天，立陶宛又宣布将在中国台湾开设“贸

易代表办公室”。近期立陶宛更是不顾中国强

烈反对和多次劝阻， 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
“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频踩中国红线。

“弹丸小国”立陶宛为何敢于开展一系列
反华举动， 对中欧关系和台海局势稳定构成

负面影响？究其缘由，最主要的当然是为了向
美国递“投名状”，博取美国的赏识和北约盟

友的回应。

博取美国关注
在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 印太区域内外

的一些小国开始活跃在反华阵营一线。 立陶

宛此次将自身包装成西方对华采取强硬政策
的“主角”，不惜通过打“台湾牌”来挑战中国

的红线，正是为了表明自己站队美国，以此获
得拜登政府关注。

通过激怒中国， 甚至承受中国的报复措

施， 立陶宛妄图发挥出超越其小国身份的政
治影响力，换取美国和北约盟友在政治、经济

和安全领域的巨大回报。

迎合欧洲疑虑
除此之外， 来自欧洲和立陶宛自身的历

史因素也不容忽视。

首先， 立陶宛这一系列举动极大地迎合

了西欧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疑虑。 西欧
一直对“17+1”及其联合投资项目感到担忧，

认为该机制会在欧洲制造分裂。 在这样的背
景下，立陶宛作为本该受益于“一带一路”和

“17+1”的中东欧国家，在去年拒绝了中国对
其主要港口克莱佩达港的投资， 今年又号召

其他欧洲国家终结“17+1”机制，极大地迎合

了西欧发达国家的疑虑， 也对匈牙利等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的中东欧国家构成压力。

其次， 立陶宛妄图成为一部分中东欧国

家对华施压的代言人。 个别中东欧国家为了
在同中国的合作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 近年

来不断抱怨相关合作机制未让它们在基础设
施、持续投资、扩大出口等方面显著受益。 立

陶宛抓住这一机会， 试图通过反华行动将自
身打造为这部分国家对华施压的代言人，鼓

动它们逐步降低对“17+1”和“一带一路”的参

与水平。

掺杂历史因素
另一方面，部分立陶宛“精英”基于历史记

忆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及对中国台湾的所谓“好

感”，也是立陶宛反华行为的重要内在因素。

波罗的海三国对苏联及俄罗斯缺乏好

感， 喜欢将自身视作西方同俄罗斯公开抗争
的“前线”。因此，当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时， 立陶宛也将对俄的反感渗入对华

关系中，大肆渲染、污蔑所谓“中国的间谍活
动”已成为其国家安全威胁。

与之相对的， 历史记忆让一部分立陶宛

政客与社会精英对“台独”势力产生“共情”，

荒谬地将中国统一的历史趋势和反“台独”斗
争等同于苏联对其加盟共和国的“压迫”。 早

在去年 4月， 就有超过 200名立陶宛政治与
学术精英致函总统瑙塞达， 希望支持台湾地

区参与国际组织， 并建立与台湾当局的所谓
“外交关系”。正是在这些“精英”鼓动下，立陶

宛对中国的多次警告置若罔闻， 一意孤行继

续挑衅中国。

下场可想而知
立陶宛甘当美国和西方反华势力的马前

卒，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粗暴干涉中国

内政， 这样倒行逆施的举措绝不会给该国带
来任何安全， 更不可能有益于该国人民的长

远利益。

实际上，无论是政治影响力、经济体量还

是历史渊源， 都注定了立陶宛不可能成为美

国的铁杆盟友， 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政府和台
湾当局对立陶宛选边站队的回报大都口惠而

实不至。 未来， 中美两国大概率会在气候变
化、抗击疫情、实现全球经济复苏等领域展开

合作，共同承担应对全球挑战的大国责任，届
时一意孤行的立陶宛的下场可想而知。

深
海评 向美国递“投名状”立陶宛算盘打错了

桑
小
川

上
海
政
法
学
院
上
海
全

球
安
全
治
理
研
究
院
助

理
研
究
员

美日在南海联合军演意欲何为？
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杨震

    问：此次军演有哪些主要内容？

答： 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近日
在南海首次与美国海军实施反潜联

合训练，双方演练了探测潜艇位置、

确认攻击程序等 “高难度内容”，意

在通过联合训练“牵制中国”。 海上
自卫队幕僚长山村浩表示：“能在任

何海域实施高难度训练， 显示出日
美相互运用能力之高， 训练象征着

海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的威慑力与
应对能力。 ”

除了首次前往南海的潜艇外，

日本还派出了“反潜探测能力优越”

的 P-1巡逻机、“加贺”号直升机母

舰、“村雨”号驱逐舰参加演习，其中

P-1巡逻机也是首次在南海参加日
美反潜演习， 美国海军则派出了驱

逐舰和 P-8A巡逻机。

从军事学角度来讲， 各国进行
军事演习的主要目的包括提高各级

指挥员和机关组织指挥现代战役战
斗的能力； 使部队熟练掌握各种战

斗技能，密切诸军种、兵种之间的协
同动作；培养战斗作风，增强组织纪

律性， 适应战时环境， 提高实战能
力；检验组织编制、武器装备和条令

教材，探讨作战方法。但有的国家还
利用军事演习向敌方炫耀武力，以

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以军事演习为名，调动军
队，集结兵力，掩护战争准备或发动战争的，

也不乏先例。 从美日此次联合军演的科目来

看，主要目的还是炫耀武力。

问：美日此举意欲何为？

答：美日各有各的算盘。从美国的角度来
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目的：

首先是经济利益的诉求。 军演是演练和
展示高技术装备、吸引军火订单的重要舞台，

联合军演隐含的商机尤其被世界各国特别是
军事强国所看重。 一些国家在参与联合军演

时， 刻意推出一些从演习需要来看没必要出

现的装备，除了检验新装备外，也在于展示其
优越性能， 吸引军火订单。 阿富汗战争结束

后，美国军火订单大幅度消失，因此急需新的
经济增长点。 通过这样一场军演制造紧张气

氛，并借机打广告，可望带来新的订单。

其次是地缘政治的需要。 自冷战结束以

来， 美国一直企图通过优势的海上力量实现
霸权护持的梦想， 并竭尽全力在欧亚大陆边

缘地带对可能冲击美国霸权的国家进行全力
打压。中国因其强大的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国

民经济以及巨大的体量， 被美国视为冲击其
霸权的国家。 “亚太再平衡”就是在这种背景

下出台的，但是效果不理想。 随后出台的“印
太战略”，妄图在更大战略纵深以更多手段对

中国进行遏制。 而日本是“印太战略”重要的
参与国，通过这样的反潜演习，能够夯实“印

太战略”的军事基础。

最后是军事领域的考虑。 美国的霸权是

建立在对海洋进行有效控制基础上的， 水下
战争优势则是美国夺取、 保持并利用制海权

的关键因素。过去，美国对自身的反潜作战能

力一直非常自信，并创造了“全谱反潜”概念。

基于这种观点，美国海军组织了十余名专家，

根据潜艇活动的一般规律， 制定出一个名为
“全谱反潜战”十大步骤的作战原则，将潜艇

从出动到接敌的过程细分为十个阶段， 并相
应给出对策。然而，科学技术特别是对手所掌

握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使美国的水下战争优

势受到挑战。主要表现在静音潜艇、无人潜艇
以及大数据的广泛应用， 使对美国来说非常

重要的濒海地区成为美国潜艇的高危地带。

中国在上述领域的快速进步让美国感到底气

不足，加上“康涅狄格”号核潜艇水下碰撞事
件的发生， 让美军觉得有必要在南海拉上日

本这个反潜作战实力较强的国家实施一次联
合反潜演习， 找到对付先进常规动力潜艇的

方法，以保持自身的海洋优势。

对于日本来说，同样有其算盘：

第一个目的是为钓鱼岛问题减轻战略压
力。钓鱼岛问题本系日本挑起，目的在于获取

对华海上优势，从而实现“东亚海洋主人”的

梦想。但是令日本始料未及的是，中国对此展
开针锋相对且卓有成效的斗争， 不仅使日本

原本的妄想全盘落空， 还利用装备和训练方

面的优势， 迫使日本逐渐丧失对钓鱼岛的控

制。为了减轻钓鱼岛及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

日本将目光投向了南海。 此次借助美国实施

海上联合演习， 日本的首要目的就在于牵制

中国。

第二个目的是向美国证明日本在遏制中
国方面的价值。 美国把海军作战能力分为 6

种：反水面舰艇作战能力、防空能力、反潜能
力、对地攻击能力、两栖作战能力和水雷战能

力， 而日本海上自卫队最突出的就是反潜能
力。 冷战时期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主要作战任

务，就是扼守对马、津轻、宗谷诸海峡，阻止苏

联潜艇南下太平洋。冷战结束后，日本又将主
要目标转向擅长潜艇作战的中国海军。 日本

海上自卫队的 99架 P-3C反潜巡逻机能够
覆盖日本周边海域，反潜密度达到世界第一，

加上可以搭载大量反潜直升机的“出云”级直
升机航母和性能优异的大型固定翼反潜机

P-1，进一步提升了日本的反潜作战能力。 此
次南海联合军演，日本就是想使美国认识到，

要建设围堵中国的“千舰海军”，日本海上自
卫队这支被戏称为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反潜

大队”的海上力量将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第三个目的则是为扩军制造外部舆论。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回潮， 并开始大力加强
军备建设。在防卫白皮书中，日本宣称：“我国

作为印太地区普世价值的旗手， 必须与志同
道合的伙伴携手，热爱自由，信奉民主主义，

对侵犯人权的行为深恶痛绝， 坚持反对任何
企图通过强权改变秩序的行为。”在南海与美

国举行联合军演，日本这个自封的“旗手”意
在挑起地区紧张局势， 从而为其扩军寻找合

适的借口， 并逐步发展包括远程精确打击能
力在内的各项进攻性作战能力， 从而实现军

事大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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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双方各有自己小算盘

炫
耀
武
力
向
中
国
“秀
肌
肉
”

南海安全形势将更加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