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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美加强军事捆绑 欧洲局势更加复杂
近日，美国陆军常驻波兰基

地成立仪式在波兰西部城市波兹
南举行。这座基地坐落于波兹南
市的科希丘什科军营，是美军在
欧洲的第八座常备驻军基地，
也是美军在波兰的首个常驻军
事基地。目前，常驻波兰的美
军人员超过 10000人，波兰是中
东欧地区美国驻军数量最多的
国家和购买美制武器装备最多
的国家。对于波美之间不断升
温的关系，有媒体甚至发表评
论称，波兰已成为“美国在欧洲
的飞地”。

波美迅速走近的背后，是双
方的多重考量。从美国的角度
看，力挺居于“北约东翼核心”位
置的波兰，可以扩大自身在中东

欧的影响力，进一步向俄罗斯施
压；扶植以波兰为代表的“新欧
洲”势力，有助于分化、控制欧盟，
顺便敲打不听话的法国、德国；通
过驻军、提供保护等安全合作，能
换取波兰在其他领域的配合，特
别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选边
站队”。波兰加入北约并在军
事上紧跟美国，主要是为了防
范和抵御外部威胁、维护本国
安全。历史上多次被强邻瓜分
的惨痛经历使波兰政府认为，
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是当前波
兰“最可靠的保护者”。而此次
波兰主动充当美国在欧洲实施
前沿部署战略的“桥头堡”，则
是希望借美欧俄博弈之机，实
现自己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扮演

“更重要角色”的打算。
基于上述利益契合点，波美

双方不断加强双边关系，军事合
作又成为其中的重中之重。不
过，波美两国在开展军事安全领
域合作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容
忽视的分歧。

首先，双方的战略意图并不
一致。与北约特别是美国“霸权
战车”绑定得尽可能紧密，从而降
低遭受攻击的风险，乃至“借力打
力”对付俄罗斯、谋取利益，是波
兰强化对美军事合作的根本动
机。然而，对美国来说，在军事上
同波兰过度捆绑，并不符合其“只
管拱火、不管灭火”的一贯做派。
特别是美国基于“大国竞争”战略
的通盘考虑，已决意将军事重心

转移到印太地区。在波兰或中东
欧地区投入过多精力，并不符合
美国的战略谋划。

其次，在驻军费用的问题上，
双方也有不同意见。美国政府不
提供“免费午餐”，而是尽可能地
向盟友榨取“保护费”。这次在波
兰设立军事基地，美国希望波方
能够分摊更多费用。然而，鉴于
当前的经济形势，波兰国内质疑
增加军费开支的声音此起彼伏，
此时为美国驻军增加拨款，必然
会遇到不小的阻力。

当前，美欧之间的裂痕与日
俱增，欧盟要求战略自主的呼声
日趋高涨，能否坚持“亲美疑欧”
的防务政策，是波兰政府无法回
避的挑战。波兰虽然在政治和安

全问题上与欧盟存在分歧，却在
经济方面高度“欧洲化”。从这一
现实判断，波兰无法忽视欧盟的
立场。

回顾历史，美国并不是能让
波兰靠得住的盟友。二战结束后
划分欧洲国界时，美国就曾经把
波兰作为交易的筹码。近年来，
美国对盟友“薅羊毛”“下黑手”的
例子比比皆是。美国从来只希望
盟友冲到前台、为美国“火中取
栗”，不会与盟友“同舟共济”，更
不会为其“两肋插刀”。对命运多
舛的波兰而言，与邻为善、以邻为
伴才是更加明智的选择。否则，
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美国对
波兰失去扶持兴趣，那时的波兰
又该何去何从？

日创立对外军援新机制，
首次明确背离禁止

将国际援助用于军事目的规定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 5日报道，

日本政府当天召开国家安全保障
会议，并在会上确定了一个名为

“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简
称 OSA）”的新制度，以为“志同道
合国家”提供军事方面的援助。

据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
野博一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

“在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保环
境下，除了从根本上加强我国自身
防卫能力外，提升志同道合国家的
威慑力也至关重要。基于这一观
点，（日本政府）决定在ODA（即‘政
府开发援助’）之外，创设 OSA”。
日本《产经新闻》5日报道称，OSA
与仅限于非军事领域的 ODA 不
同。松野博称，OSA将在“防卫装
备转移三原则”范围内提供援助，
将限制在不太可能与国际冲突直
接相关的领域，比如警戒监视领海
及领空，应对灾难等人道主义援
助，以及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有关的
活动等。

路透社称，这标志着日本首次

明确背离禁止将国际援助用于军
事目的的规定。日本《每日新闻》
分析称，日本政府将推进现有ODA
无法涵盖的军事领域的相关援助，
是出于应对中国的目的。日本广
播协会（NHK）网站称，日本政府正
研究在OSA框架下向菲律宾、马来
西亚、孟加拉国与斐济的军队提供
对领海和领空进行警戒监视的雷
达以及卫星通信系统等。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
员吕耀东 5日告诉《环球时报》记
者，日方此举是为了与一些东南亚
国家加强联系，尤其是安保层面的
合作，寻求法律上的依据。在所谓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形成、
与一些地区性大国建立合作后，日
本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还
有所空缺。日本此举实质是对“防
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扩大性解
释，落实其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
构想”，通过武装这些东南亚国家，
在地区制造紧张氛围，最终目的恐
怕还是针对中国。

韩美日举行反潜和搜救联合演习，美核动力航母“尼米兹”号参加
美日韩三国自3日起在韩国

济州南部公海实施为期两天的
反潜联演和搜救联合演习，美
军核动力航母“尼米兹”号参加
演习。韩联社 3 日称，这是韩
美日时隔 6 个月再次实施反潜
联演。

据韩国国防部 3 日消息，
此次反潜联演由美国第11航母
打击群指挥官克里斯托弗·斯威
尼负责指挥，旨在提升韩美日联
合应对“朝鲜日益升级的潜射导
弹等水下威胁”的能力。在演
习中，三方将利用韩美海军的

一次性水下自航靶，提升对朝
鲜水下威胁的三军协作探测、追
踪、情报共享、击沉能力。

韩联社称，这是韩美日三国
自 2022年 9月后实施的首次反
潜联演。三国曾于上月 22日和
去年 10月进行联合反导防御演
习。此外，韩美日还时隔 7年重
启联合搜救演习，该演习始于
2008年的灾害应急及人道主义
救援演习，2016 年之后停摆至
今。《韩国日报》提到，去年日本
海上自卫队成立 70周年观舰式
时，也曾举行包括韩美日在内的

多国搜救演习，但韩美日三国搜
救演习实属罕见。韩国国防部
表示，这是为了韩美日安保合作
正常化。

《韩国日报》称，韩美日三国
海上战斗力在展开以朝鲜为假
想敌的反潜演习。随着近期朝
鲜水下武器体系多元化，三国有
必要以强大的联合战斗力应
对。尤其是为表现出强大的对
朝遏制力，此次联演还动用了美
军核动力航母。随着韩美日密
切互动，朝鲜 4月会如何反制备
受关注。

芬兰“入约”将加剧俄西军事对抗烈度
4日下午在其位于布鲁塞尔的

总部举行芬兰加入北约仪式。芬
兰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

当天早些时候，芬兰外交部长
哈维斯托向北约文件保管国美国
国务卿布林肯递交芬兰加入北约
的文件，标志着芬兰正式入约。芬
兰总统尼尼斯托当天在入约仪式
上说，芬兰加入北约标志着该国军
事不结盟的时代已经结束。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
仪式上说，这是北约历史上最快的
入约进程，也期待着瑞典能尽快加
入。

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
说，北欧曾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地区
之一。随着芬兰加入北约，该地区
局势发生根本变化，芬兰入约对俄
芬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俄总统新
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北约的
扩张是对俄罗斯安全和利益的破
坏。俄方将采取反制措施，在战术
和战略上确保自己的安全。

非政府组织芬兰和平委员会
当天在其官网撰文指出，武装和军
事联盟不会促进和平，实现和平需
要的是外交、和平谈判和在联合国
框架内恢复基于协议的合作。

芬兰和瑞典 2022年 5月同时
申请加入北约。同年 7月，北约 30
个成员国的代表签署芬兰和瑞典
加入条约的议定书。按照规程，北
约必须在 30个成员国“一致同意”

前提下才能吸纳新成员。目前，土
耳其和匈牙利尚未正式批准瑞典
加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
洲所 董一凡

4月 4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
北约外长会，芬兰正式加入北约，
成为这一军事集团的第31个成员，
标志着乌克兰危机后芬兰放弃中
立地位“谋安全”的进程正式落地，
西方舆论纷纷鼓吹此举为“北约的
历史性时刻”。而由于芬兰特殊的
地缘位置，此次北约扩员恐将深刻
改变欧洲战略格局，加剧俄西军事
对抗烈度和风险。

芬兰和俄罗斯历史上有着密
切和复杂的历史联系，也身处欧洲
国家与俄罗斯的断层线之上，二战
结束后芬兰选择在东西阵营之间
平衡的战略，既一方面融入美西方
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市场，
另一方面则在两大阵营之间保持
军事上的中立。而冷战后数十年
芬兰先后加入了欧盟和欧元区，亦
遵循了经济融入欧洲和地缘政治
中立的平衡法则。

然而，乌克兰危机后，芬兰迅
速放弃过去的战略立场，将投靠北
约视作根本安全保障，并与瑞典一
道迅速递交了“入盟书”。芬兰国
际事务研究所指出，加入北约是自
1995年加入欧盟以来芬兰外交政
策发生的最大转变。随着芬兰历

经数月解决了其与土耳其、匈牙利
等国围绕入盟问题产生的利益分
歧，北约开始了了向北欧地区的新
一轮扩张，从三个方面改变了地区
安全格局。

一是北约军事投射能力得以
进一步延伸和强化。芬兰是欧盟
国家中与俄罗斯领土接壤程度最
大的国家，双方边界长度达1340公
里，芬兰的加入意味着北约与俄罗
斯边界扩展近一倍。同时，芬兰作
为中立国家，拥有一只约三万人

“小而精”的武装力量，拥有火炮数
量甚至超过波兰、德国、挪威、瑞典
的总和，且具有较强极地作战能力
和网络作战能力，实际上提升了北
约综合军事能力水平。此外，芬兰
的特殊地缘位置，不仅意味着北约
由北极到黑海对俄形成弧形包围
圈，并且增强其对俄罗斯飞地加里
宁格勒以及重要城市圣彼得堡的
威胁。

二是北极军事化进程加剧。
俄罗斯与西方在北极地区的博弈
持续至今，双方始终在这一地区的
军事存在和力量投射方面进行或
明或暗的较量。芬兰以及未来瑞
典的加入，使得主要北极圈国家都
纳入北约的战略范围，对俄水面、
水下、空中力量态势感知能力将大
大增强，同时也意味着俄北双方极
地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失衡，北约加
剧军事对抗和战略冒进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