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Ｔｅｌ：０１０－６４０９８３３2E-mail:junshibu@126.com ２０１2年11月9日 星期五中青在线： WWW.CYOL.NET 本版编辑 ／赵飞鹏 9

军事
Ｍ
ＩＬＩＴＡ

Ｒ
Ｙ

Ｗ
ＥＥＫ

ＬＹ
周刊

亚太地区正面临
军备竞赛的残酷现实
那 勇 王云峰

近段时间来， 亚太地区的军购热潮
此起彼伏， 多个国家出手阔绰———日本

宣布“全球鹰”无人机采购计划，随后韩
国推出“爱国者-3”导弹防御系统采购
计划，印度则抛出了600亿卢比军事设备
采购案。

今年3月，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
研究所发布报告称，亚太地区在过去5年
勇夺全球武器进口桂冠， 并包揽了前五
名，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预测亚洲军费
在2012年将赶超欧洲。

世界军贸分析中心预计， 印度2012
年武器进口总额将达94亿美元 ，2012~
2016年将达到514亿美元，并将长期高居
亚太各国榜首。其他国家也不甘落后，日
本购买了42架F-35战斗机，耗资超过70
亿美元。 韩国则抛出了72亿美元的下一
代战斗机投标计划。

而越南则耗费数十亿美元购买

“基洛级 ”潜艇 、苏-30MK2战斗机 、猎
豹级护卫舰、 宝石超音速反舰导弹、斯
托克-E型防空雷达等先进武器。菲律宾
继引进汉密尔顿级巡逻舰后， 又提出了
新的购买巡逻舰、战斗机的计划。

与军购大客户相对应， 在全球武器
出口排行榜上，美国、俄罗斯是“大佬”。
据统计，2011年美、俄和欧洲主要国家军
售额占全球总额的82.53%。

军售大国为了占领市场份额， 也是
各显其能。政要推销、技术合作、借贷消
费，甚至打出石油、核电“能源牌”。法国
“阵风” 战斗机之所以能够赢得印度126
亿美元大单，与重要技术转让息息相关。
日本之所以选定F-35，也与日方企业可
能承担四成制造项目密不可分。

追根溯源， 美军宣布重返亚太直接
拉动了亚太地区的军售， 而美国在亚太
军售的主导地位， 也决定了军售在其重
返战略中既是利益驱动，更是控制手段，
亚太面临“套牢”危险。

据统计， 美国每生产1300亿美元军
火，就能够拉动百分之一的GDP，每增加
10亿美元订单，就能解决上万人就业。中
东军火市场萎缩、 美军自身需求缩减等
原因，都让美国军火商盯上了亚太地区。
虽然美军在亚太还未曾采取强硬军事手

段，但年初以来的多场军演，已经逼真地
营造出了“风雪欲来衣帽急”的氛围，让
美国军火商在亚太大发横财。

对于美国来说， 运用军售杠杆楔入
要点、注入势力，是其惯用的战略手段。
美式武器的系统性、 体系化要求也决定
了军购方如果失去美军的战术培训、技
术升级和情报支援， 武器作战效能就难
以发挥， 军售合同已经变相升级为军事
盟约，被美国控制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比如，对澳大利亚出售“宙斯盾”系
统，吹响了美军进驻达尔文港的前奏。老
古董似的汉密尔顿级巡逻舰， 敲开了美
军重回菲律宾苏比克湾的大门。 美国甚
至正在考虑取消长达28年的对越南军售
禁令的可能性， 美军这一次盯上的是南
中国海上的战略要点———金兰湾。

从战略角度考虑， “让每一个潜在
挑战国都生活在邻国制衡中”，就能让对
手疲于奔命，让盟友死心塌地。美国借口
维护地区军力平衡， 不断加大向亚太国
家出口先进武器的力度， 试图通过周边
的军备膨胀，将中国拖入军备竞赛，遏制
中国崛起。

对待盟友，美国也不搞“一强独大”，
既卖给日本F-35，也支持韩国空军新一
代战机计划， 既向日本出售 “宙斯盾”、
“爱国者”，也不吝向韩国、澳大利亚转让
技术。但是，“买得越多，关系越铁”的魔
咒， 却让其亚太盟友陷入了不停追求优
势，不断形成均势的徒劳循环。对此，美
国只需静观其变。

如果美军重返亚太是加剧军售的主

要外因，那么缺乏安全感、互不信任、技术
落后就是无法忽视的内因。受地理、历史、
宗教语言、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等因素影
响，亚太国家缺乏应有的安全感，经济崛
起后表现更甚。朝鲜问题、中印问题、南海
问题，包括钓鱼岛、苏岩礁、独岛等争端，
都成为各国争相军购的有力推手。 对此，
美国部分战略学者也毫不讳言，“并非中
国鏖战群雄，其他国家也互为对手”。

另外，危险往往也来自国家内部，菲
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的穆斯林分裂主义和

地方家族武装等问题尚未解决，泰国、印
尼也面临同样困境，“伊斯兰团”、“柬埔
寨自由战士”等多股恐怖势力的存在，也
成为拉动军售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亚太国家在全球军购市场
上的靠前排位，也反映了该地区军事技术
水平的整体落后。即使日本、印度这样的
大国，许多重要装备也难以自给自足。

其实，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让亚洲
整体脱贫。 印度一方面军购频出大单，另
一方面其国内仍有超过4亿人口生活贫
困。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却不惜投入169亿
日元购买舰艇飞机。不难发现，盲目军购
已让亚太地区各国花了不少冤枉钱。

巨额军火的购入为原本就不平静的

亚太地区注入了新的不安分力量， 军购
热潮带来的只是“战略寒冬”，只希望目
前的“口舌之争”不要演变为最终的“大
打出手”，否则，那将不仅仅是亚洲的悲
剧。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军区）

翱翔在世界屋脊上的“黑鹰”
闵 捷 李 伟

20世纪80年代， 人们从电视屏幕上经
常可以看到“黑鹰”直升机在大漠、丛林、山
谷中穿越战火硝烟的身影， 其超强的战斗
力令人印象深刻。其实，中国也曾从美国进
口了24架“黑鹰”直升机，这些“老功臣”有
的至今仍在飞行。

多年来，翱翔在青藏高原上的中国“黑
鹰”直升机完成了赴西藏空运物资、搜索营
救、抢险救灾、回收返回式卫星、军事演习等
数百次重大任务，并为我国的人道主义救援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飞行的航线被称
为青藏高原的“人道走廊”，“黑鹰”直升机也
被当地人民誉为救苦救难的“雪域神鹰”。

“黑鹰”降落中国
在中国美丽的大西南， 雄踞着素有世

界第三极之称的青藏高原， 高原上的边防
哨所大多在海拔4000米以上， 由于那里终
年积雪、气候恶劣、地形复杂，边境巡逻和
物资补给十分困难， 我们迫切需要一种能
在高原地区执行任务的直升机。

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含
氧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 稀薄的空气会使
直升机发动机功率大大减小， 旋翼效率降
低，从而导致飞机升力不足，一般性能的直
升机很难飞上青藏高原。20世纪80年代以
前， 我国一直没有能够在青藏高原使用的
直升机。

恰在此时，中美关系迎来了蜜月期，双
方在军事领域开展了大量合作。1983年，中
央军委决定在国际市场上引进一型能适应

青藏高原恶劣气候环境的先进运输直升

机。当年，各竞标厂商的产品被空运到拉萨
贡嘎机场进行高原性能试飞。结果，美国西
科斯基公司的“黑鹰”直升机表现出色。在
这次验证飞行中，“黑鹰 ” 直升机达到了
7315米的巡航高度， 这一卓越性能使其脱
颖而出，成为当之无愧的“高原之王”。

1984年7月， 中美双方签订了购买24架
S-70C民用“黑鹰”直升机的合同。合同包括
24架单价600万美元的“黑鹰”直升机、3套单
价78万美元的外挂式副油箱系统，以及维护
直升机所需的工具备件等， 总价1.5亿美元。
中方还派出8名飞行人员和部分机务人员赴
美培训。尽管这些飞机价格高昂，但后来的
事实证明它们是值得花这么多钱的。1984年
11月，首批4架“黑鹰”直升机运抵天津，最后
一批7架“黑鹰”直升机于1985年10月交付中
国。

西科斯基公司为我国“黑鹰”直升机分
配的编号为S-70C-2， 该机型在美军中的
编号为UH-60。美国军队习惯以印第安土
著部族的名字来给飞机命名，“黑鹰” 是福
克斯印第安部族的一位酋长。1832年，他在
威斯康星州的斧头河边与美军激战， 部族
被灭，但美国人仍十分敬畏他，于是将20世
纪80年代美军主力通用直升机命名为 “黑
鹰”。 另外，“黑鹰” 直升机与凶猛的飞禽
“鹰”具有某些共性也是以此命名它的重要
原因。

“黑鹰”直升机落户中国后，最初部署
在空军。1986年10月3日， 中央军委批准组
建陆军航空兵部队，“黑鹰” 直升机也随之
转入陆军航空兵。划归陆航前，“黑鹰”直升
机已累计飞行11000小时。

西科斯基公司曾期望出售100架 “黑
鹰”直升机给中国，然而1989年后中美亲密
关系戛然而止，美方对我国实施了禁运，从
此再也没有向我国出售“黑鹰”直升机。由
于看到中国的“黑鹰”直升机基本上飞翔在
青藏高原， 而且执行的任务多数为人道主

义救援任务， 美国从1993年以后又对中国
恢复了“黑鹰”直升机零配件的供应。

勇闯墨脱死亡之谷

1985年后，“黑鹰” 直升机开始进入青
藏高原地区服役， 从而结束了我国高原上
没有直升机服役的历史。 当年10月， 两架
“黑鹰”直升机接到命令，到青海唐古拉山
格尔木地区抢救遭暴风雪袭击的牧民。当
时，“黑鹰” 直升机还处于合同飞行训练阶
段，飞机上没有安装氧气系统，飞行员只好
带上氧气袋就出发了。

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飞行员驾驶“黑
鹰”直升机不断向牧民点投放食品、饮料，
并把生病的牧民和老人安置在安全的地

方。当直升机需要加油时，则把加油车开到
公路上，直接在公路上为“黑鹰”直升机加
油， 从而顺利完成了数百户灾民的撤离工
作。这是“黑鹰”直升机第一次在中国公众
面前亮相。

同年11月，4架“黑鹰”直升机又奉命进
藏运送给养，飞赴被称为“高原孤岛”的墨
脱县。墨脱，译成汉语是“鲜花之地”，藏语
经典里说，在人类浩劫降临的时候，这里是
唯一躲避灾难的“极乐世界”。该县绕过海
拔7756米的南迦巴瓦峰， 躲在多雄拉山背
后，是我国当时唯一没有通公路的县。

多雄拉山谷位于海拔4200米以上，是
一条长200多公里、宽2~3公里的峡谷。来自
印度洋的热风与青藏高原的寒流在峡谷间

汇合相撞，交织成令人发憷的恶性气流。因
此，这里被称为 “鬼门关 ”，是不可跨越的
“飞行禁区”。

然而， 我英勇的飞行员凭着高超的技
艺，驾驶4架“黑鹰”直升机勇闯死亡之谷。
在一个月内穿梭于海拔7000米以上的群峰
间，总飞行时间达320小时，完成了对墨脱
军民一年所需物资的补给，而在此之前，只
能靠牦牛和人力在每年7月~9月运送物资
进墨脱。从此，崇拜雄鹰的门巴族和藏族老
人见到来援的 “黑鹰” 直升机就会顶礼膜
拜。 这次行动不仅掀开了中国军队现代化

后勤保障历史性的一页， 也为日后科学考
察、发现世界第一大峡谷奠定了基础。

抢险救灾的“空中功臣”
西藏每年冬季都会大雪封山， 有时还

有雪灾，时常造成牧民粮食短缺。由于地面
封冻，给救援带来了极大不便。西藏地区机
场少、气象条件恶劣，实施航空救援风险非
常大。从内地到拉萨的航线，不少航段被称
为 “空中陷阱”和 “死亡航线”。据美国官
方公布的数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空
军3年内在这条航线上损失飞机486架，牺
牲和失踪机组人员1579人。

然而， 我英勇的陆航飞行员却驾驶着
“黑鹰 ”直升机，一次次通过这一 “死亡航
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1995年， 藏北那曲等地发生50年罕见
的特大雪灾。 在巴青县境内，190余人遭灾
后音信全无。接到救援命令后，3架“黑鹰”
直升机迅速奔赴巴青县。 经过一次又一次
低空、超低空飞行，飞行员终于找到被困的
牧民。当载满救灾物资的“黑鹰”直升机降
落在雪地上， 机组人员把棉衣送到藏族同
胞手中时， 挂满欢喜泪水的藏族老人向着
直升机连连磕头，口中念道：“天菩萨，天菩
萨!”

这次救灾，“黑鹰” 直升机共飞行16架
次，机降物资3070公斤，使600多名受灾群
众转危为安，200多万头牲畜死里逃生。

2002年4月29日，正在新藏线多玛兵站
附近执行任务的两名武警新战士突患高原

疾病，引发肺水肿，生命垂危。两架“黑鹰”
直升机迎着寒风从喀什机场腾空而起，奉
命飞赴阿里高原。在返回途中，“黑鹰”直升
机多次遇到强气流，出现大幅度颠簸。机组
人员克服重重困难， 及时将两名武警战士
送达喀什，保住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还有一次，63岁的日本游客三田于恭
子女士到阿里旅游，因食道大出血，生命垂
危，旅游团向中国政府求救，“黑鹰”机组接
到救援命令后， 在复杂天气情况下连续飞
行6个多小时，克服气候多变、地形复杂等

困难，快速将三田女士运送到了喀什。
长期飞翔在雪域高原上执行救灾、补

给任务，使中国的“黑鹰”直升机不为大多
数普通百姓熟悉， 但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却使很多人认识了“黑鹰”直升机。震后第
二天，“黑鹰”直升机就出现在救灾现场，成
为最先赶到的直升机， 并顺利执行了救灾
物资配送、人员运输等任务。这次救援，是
中国“黑鹰”直升机出动规模最大的一次，
总计运用了18架。一下子看到众多“黑鹰”
直升机， 许多人惊叹： 原来中国有这么多
“黑鹰”!

性能卓越受青睐

“黑鹰”直升机是美军广为装备、普遍
使用的一种武装直升机，用途广泛，改型众
多，其高原性能十分优良。该机于1974年10
月进行原型机首飞，1979年6月交付美军使
用。“黑鹰”直升机全长19.76米、宽2.36米、
高5.1米、旋翼直径16.36米。

为满足高原地区使用的需要， 出口中
国的S-70“黑鹰 ”直升机与美国陆军标准
的UH-60“黑鹰”直升机略有不同。S-70出
口我国时， 美方采用了新型加大推力的发
动机，比美国陆航的“黑鹰”直升机功率增
大了10%。由于制式不同，中国“黑鹰”直升
机使用的整套电子设备是当时最先进的。
飞机最大起飞重量9185公斤， 转场航程大
于500公里，外部货物钩可以起吊3630公斤
重的货物，内部油箱1370升。该机配备两名
飞行员，货舱内可以搭载12名乘员，紧急情
况下可以搭载19名乘员。

“黑鹰”直升机具有结构简捷、易于维
修、安全可靠等突出特点 ，飞机上的T700
发动机只有两个保险丝，其改进型甚至取
消了保险丝， 所需的随机工具也不多；而
俄罗斯米-8直升机的发动机有很多处需
要用到保险丝， 随机工具甚至多达45件。
“黑鹰”直升机的安全性更是一流的，据称
它保持着从13米高空坠落、 机内成员不受
伤的纪录。

“黑鹰”直升机还具有良好的防腐蚀能

力，机上有完善的除冰系统，可大大降低在
高原地区使用的风险， 它是解放军青睐的
“明星”武器装备，其出勤率非常高，很长时
间内， 它是我国唯一能在高原地区顺利执
行任务的直升机。从“5·12”汶川大地震救
灾中的表现看， 很多直升机都执行不了的
任务，最后还是由“黑鹰”直升机来执行的，
这是“黑鹰”直升机优良性能最有说服力的
证据。

“黑鹰”也曾折翼
高出勤率以及长期在气象条件恶劣的

青藏高原使用，自然使“黑鹰”直升机发生
事故的概率增大。目前，中国的“黑鹰”直升
机只剩20架，其余4架失事。造成这些事故
的主要原因有气候方面的， 也有机械故障
导致的。

1987年10月8日，一架编号为831的“黑
鹰”直升机配合纪录片《柴达木之光》摄制
组执行外景拍摄任务。 在从青海格尔木返
回西宁途中， 飞至都兰县诺木洪乡境内时
突发机械故障，尾桨突然失效坠地，落地后
断成三截，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

中美双方赴坠毁地检查残骸， 发生激
烈争执。 西科斯基认为是中方使用不当造
成的，后来我方专家组在研究其零部件时，
在直升机尾桨上发现一道难以察觉的金属

刀痕，经电子显微镜及光谱分析后，认为正
是这道出厂时未检测出来的刀痕令金属疲

劳及尾桨传动轴断裂，从而导致机毁人亡。
西科斯基方面这才让步， 并向中方赔偿了
300万美元的航材和赔偿金。

1988年5月27日，某团邱光华机组驾驶
一架“黑鹰”直升机执行运输任务，在飞越
林芝至墨脱间多雄拉山口时， 直升机由于
气象原因撞毁在低于山口 100米的缓坡
上 ，机上人员全部侥幸生还 。然而不幸的
是，大难不死的邱光华在20年后的汶川抗
震救灾中 ，突遇低云大雾和强气流 ，驾驶
的米-171直升机不幸撞山坠毁，邱光华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

1989年4月1日， 又是在林芝至墨脱间
的航线上， 张崇海机组驾驶的5626号 “黑
鹰”直升机失踪。至5月10日，军地派出直升
机50余架次， 人员3100多人次， 搜索面积
4000多平方公里， 一无所获。 直到入夏以
后，才有当地群众报告，在多雄拉山口东侧
发现直升机残骸和4具遗体。 因路途险恶，
无法将烈士遗体带回， 遂在野外简陋条件
下就地火化。 工作组在事故现场顺着直升
机滚落痕迹在峭壁上发现了撞击点。 这次
事故最终被确定为气象原因。

1991年6月16日，成都军区领导带领工
作组沿中尼边境调研， 视察完樟木口岸边
防连后，工作组在聂拉木登机起飞，其中一
架直升机在向右转弯180度的过程中不幸
撞山， 机上包括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在内的
12人全部牺牲。事故的最终结论是，由于气
象原因，“黑鹰” 直升机在起飞时遭遇下降
气流，导致转弯时撞山。

“黑鹰”的传奇正在慢慢画上句号
我国的“黑鹰”直升机服役已经20多年

了，这些直升机当时曾引领风骚，但现在已
经算不上先进了。美军“黑鹰”直升机的许
多升级型号，例如，UH-60L、MH-60G等，
其性能已大大超过中国的“黑鹰”直升机。
随着中国“黑鹰”直升机的逐渐老化，目前
能完好使用的已经不多了。当前，我国正在
考虑使用其他直升机替换“黑鹰”直升机去
高原执行任务，中国“黑鹰”们的传奇正在
慢慢画上句号。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韩国进攻型军事动作或引发半岛新危机
吕正韬 姜 波

近来，韩国军事动作频频，并呈现进攻
型态势， 使得朝鲜半岛局势又陡然升温。10
月24日， 韩美两国举行了第44次安保协议
会，重新认定朝鲜是两国“最大的威胁”，并
协商构筑在朝鲜发射导弹前对其进行打击

的“杀伤链体系”。10月25日，韩国举行了覆
盖韩国全境的“护国军演”，参演人员多达24
万人，涵盖韩军各军种以及警察系统。

本月稍早时候，韩美两国达成一致，美
国同意韩国将弹道导弹射程由现在的300
公里延长至800公里，以实现打击范围覆盖
朝鲜全境， 韩国海军也宣布将大规模扩充
大型舰艇部队。 韩国的一系列进攻型军事
动作引起了朝鲜的强烈反应， 甚至韩国国
内的一些学者也认为，韩国正在走“黩武之
路”， 朝鲜半岛也可能因此而孕育出新的、
更大的危机。

韩国咄咄逼人背后有深意

朝鲜新领导人金正恩上任后， 在坚持
“先军政治”的同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发
展经济中， 朝韩关系也出现了短暂而难得
的相对宁静期。韩国近来却主动打破平静，
连续在军事上发力，咄咄逼人的背后，韩国
有着自己的战略考量。

首先， 东北亚的整体安全压力紧绷是
韩国军事动作频频的大背景。 近一个时期
以来，东北亚国家由于岛屿和海洋争端，彼
此间矛盾持续升级。加大军事实力，以保障
和巩固自身利益已经成为各个国家最重要

的战略选择。韩方认为，朝韩间传统张力没
有丝毫缓和， 新领导人金正恩对韩政策的
不确定性依然存在高风险。

在应对以朝鲜为主要威胁的同时，韩
日独岛之争今年呈升级之势， 韩国力求加
强军力以应对多种可能的安全威胁。 韩国
此次扩大后的导弹射程不仅覆盖了朝鲜全

境，而且覆盖了中国、日本和俄罗斯部分地

区。韩国军方高级官员曾直言不讳地指出，
韩国海军建造大型战舰的长远目的是抗衡

日本海上自卫队。 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金
星焕也在最近公开表示， 东北亚仍有多个
安全风险要素， 中国经济增长和军事影响
力的增强使得东北亚的安全和经济版图不

断发生变化，话语间影射了“中国的威胁”。
其次， 韩国意图为形成独立作战指挥

能力铺垫实力基础。一直以来，美韩军事同
盟中的作战指挥权为美国所垄断， 韩国在
作战指挥权的问题上一直矛盾纠结。 一方
面， 作战指挥权在本质上是国家主权的象
征，韩国一直希望能够实现独立作战指挥。
另一方面， 韩国在安全防卫上对美军有重
大依赖，它也担心收回作战指挥权后，美军
在军事支援上会出现松动，同时，韩国对自
身的独立作战指挥能力也并不自信。

根据韩美的磋商， 美方原计划于2012
年向韩方移交作战指挥权， 但由于李明博
政府自认“能力不逮”，而将移交时间延后
至2015年。面对紧迫的时间节点，韩国力求
快速推进整体军事实力， 以为最终收回并
驾驭作战指挥权做实力上的铺垫， 从这一
角度来看， 韩国在未来还会有更多加强军
事实力的作为。

最后， 作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
一环，韩美在强化军事实力，巩固同盟关系
上相互倚重。美国自启动战略东移以来，不
断使用谋略在整个亚太地区布局，其中，通
过策动地区张力来为自己加分是其屡试不

爽的手法。在东北亚方向，韩国和日本是美
国最为重要的两翼。 美国先是借助中日钓
鱼岛争端， 加大对冲绳和关岛基地的军事
投入， 并把日本打造成其全球反导体系的
亚太第一道防堤。

一直以来， 韩国在美国的亚太反导战
略中并不积极，甚至另起炉灶，引进了俄罗
斯的反导技术， 致力于建立独立的低层反
导体系。美国通过朝鲜半岛的传统张力，在
支持韩国提升军力的同时，巩固同盟关系，

减少韩国的离心倾向。 而倚靠美国加强自
身的防卫能力也正是韩国的迫切需求，美
韩可谓相互利用，各取所需。

爆发新冲突并非危言耸听

韩国咄咄逼人的军事动作使半岛局势

又回到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 从韩朝两国
的战略动机来看， 半岛爆发新的冲突甚至
擦出战争火花并不是危言耸听。

从朝鲜方面来看 ，“以超强硬应对强
硬”向来是朝鲜的战略传统，而且朝鲜具有
先发制人的意志和胆魄， 绝不会容忍韩国
的军事挑衅。不久前，韩国民间团体“朝民
联”试图向朝鲜散发20万张心理战传单，朝
鲜极为严厉地表示，将“不做警告”直接军
事打击韩国临津阁地区。就在同一时间，朝
鲜直接派出了4架米格战斗机，越过韩国军
方设定的“战术行动线”，向南飞至开城上
空附近，令韩国大为紧张。

作为新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年纪轻、
资历浅， 通过军事强硬手段应对韩国是一
条对内树立绝对威信、巩固执政地位，对外
展示铁腕和才能的快捷通道。 有观察家指
出， 金正恩上台伊始就已经表露出了强硬
姿态。其中，一个重要表征就是朝鲜媒体在
2012年的社论中对往年必提的 “实现朝鲜
半岛无核化” 只字未提， 而是重提美军为
“侵略性外来势力”，强调“阻止内外好战分
子的战争策动是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提
出要 “阻碍朝鲜半岛和平的最大障碍———
美国侵略军撤出南朝鲜”。

一年来， 金正恩考察和走访最多的就
是部队，他先后考察了第四军团、黄海南道
对敌斗争尖刀部队、 朝韩军事分界线板门
店炮兵等一线单位。甚至有韩国媒体称，金
正恩非常注重展示自己的军事才能， 在延
坪岛炮击事件中， 正是金正恩亲自进行了
军事部署。此外，韩国总统大选临近，在这
样的敏感时刻， 朝鲜的任何示弱都可能为
主张对朝强硬的韩国新国家党加分， 朝鲜

以强硬行动打击新国家党士气， 影响韩国
政治走势的可能现实存在。

从韩国方面来看， 李明博总统任期将
于明年2月结束，韩国临近总统大选，这将
是韩国对朝战略的微妙期。一方面，行将卸
任的李明博执政压力大减，李明博考虑更
多的将是历史评价。 从 “天安舰事件”到
“延坪岛事件 ”，李明博都被认为 “应对朝
鲜挑衅不力”。 李明博在一次国务会议上
也曾扼腕表示 ，延坪岛炮击时，韩国军队
没有给予有力的回击，这令他终生遗憾。所
以， 李明博在执政收尾阶段对朝鲜开展更
加强硬的军事动作，以报一箭之仇，并挽回
政治声誉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另一方面， 李明博执行对朝强硬动作
可以为身后的新国家党在明年的总统大选

中加分。在今年上半年的韩国议会选举中，
执政的新国家党顺利取胜， 这在很大程度
上表明，韩国民众支持对朝采取强硬政策，
尤其是新上台的金正恩在对韩战略上仍不

明朗， 这给韩国民众的心理增大了不确定
性。 李明博奉行对朝强硬有利于迎合韩国
民众的保守心态。

由此，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朝鲜半岛
的直接张力双方都不排斥强硬， 甚至有冲
突的动机和意愿。在这样的战略空气下，朝
韩爆发新的摩擦甚至演变为较大冲突的可

能性大大提高， 而韩国的进攻型军事动作
无异于在弹药库旁玩火。

东北亚安全局势将更复杂

东北亚安全局势由于交织着各种复杂

的新旧矛盾本已十分脆弱，韩国此番进攻型
的军事动作不仅使朝鲜半岛紧张空气急剧

升级，而且很可能在更深的战略层面使东北
亚，甚至整个亚太的安全环境持续恶化。

其一， 将对朝鲜发展核武起到负向催
化的效应。韩国综合实力优于朝鲜，又有美
韩同盟作为靠山， 韩国一而再地强化军事
实力只会使本就缺乏安全感的朝鲜以更极

端的方式来实现军事平衡， 朝鲜很可能更
加坚定地推进核武计划。

通常， 外界普遍认为朝鲜发展核武的
战略带有相当程度的战略心理战的色彩。
但朝鲜第一副相姜锡柱曾经明确表示，朝
鲜“研制核武器不是为了放弃”。联系朝鲜
在核问题上的一系列战略步骤， 朝鲜的核
武计划在本质上很可能并不是一种虚张声

势的政治牌，而是实打实的军事战略。如果
美韩为了一时的政治利益而不断增大朝鲜

安全压力， 则很可能使朝鲜的核战略更加
固化，半岛核问题的调和空间将更加压缩，
届时，整个亚太安全将面临巨大挑战。

其二，将可能引发亚太军备竞赛。韩国
单方面大幅提升自身军事实力的同时，美
国同意修改美韩《导弹协定》放宽韩国的导
弹射程， 是对韩国军事实力扩展的一种纵
容，这势必起到很坏的示范作用。韩国导弹
射程的扩大不仅给朝鲜带来更大安全威

胁，同时给中俄日也带来了更大安全压力。
尤其是韩日间由于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
彼此政治互信脆弱， 而且近来日本右翼势
力抬头，军国主义倾向有复活之迹。韩国大
力强化导弹、舰艇力量，以及朝鲜半岛安全
局势的恶化， 很可能给日本进一步突破和
平宪法，发展进攻性武器以借口。

其三， 充满火药味的东北亚将使美国
难以独善其身。一直以来，美国是搅动东北
亚安全局势复杂化的重要推手， 美国善于
在挑动各方适度紧张的环境下火中取栗、
乱中牟利。然而，目前朝鲜半岛已经深深陷
入极端政治互疑刺激军备竞赛， 军备竞赛
又加剧彼此互疑的恶性循环之中， 而且这
种恶性循环很可能已经处于爆发冲突的临

界状态。美韩、美日间的单向同盟尽管较为
成熟，但彼此间依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
再加上朝鲜半岛交织着复杂的大国关切，
一旦半岛局势出现失控，美国收获的是“利
益”还是“代价”依然是个巨大的问号。

（作者单位：解放军某研究中心）

外军透视

2004年7月5日， 新疆军区派 “黑鹰” 直升机飞抵海拔近4000米的三十里营房， 对一名在山体滑坡中受伤的士兵进行营救。
图为 “黑鹰” 直升机飞离三十里营房医疗站。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