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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7 年亚太军事形势发展

唐永胜 吴晓 明

内容提要 ：
2 0 0 7 年亚太地 区的军事安全形势总体上延续 了过去几年和平稳定

的发展态势 ， 国 家之间没有爆发军事冲 突 ，
主要国 家之间积极开展军事外交 ，

尤

其是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取得重大突破 ，
显著降低 了美朝发生军事冲突的风

险。 与 此同 时 ，

＇

亚太军事形势仍然稳中有忧 。 美 国及有关盟友为 了谋求和巩固在
＿

亚太地 区的主导权和绝对军事优势 ， 夸大亚 太地 区 的 军事威胁和战争风险 ，
加速

导弹防御 系 统建设 ， 推动建立
“

亚洲版北约
”

，
使亚太地 区 国 家 间 的 军事竞争更

加激烈。 如何在地区现有安全关 系基础上 ， 建立和健全亚太安全合作机制 ，
仍需

有关 国家持续而艰苦的努力 ，
而正是有效的安全机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亚太安

全 乐观的未来 。

2 0 0 7年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形势总体保持着和平稳定的发展态势 ，

一方面 ，

国家之间没有爆发军事冲突 ， 高层互访、 联合军演等军事外交活动频繁展开 ， 尤

其是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取得重大突破 ， 大大降低了美朝发生军事冲突的风

险 。 但另一方面 ， 美国及有关盟友为了谋求和巩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和绝对军

事优势地位 ，
制造和夸大亚太地区的军事威胁和战争风险 ， 加速导弹防御系统建

设 ， 推动建立
“

亚洲版北约
”

， 使亚太地区国家间的军事竞争更加激烈 。 亚太军

事形势稳中有忧 。

一

、 美国加速谋求在亚太的绝对军事优势地位

美军认为 ， 考虑到亚洲地区的超远距离 、 辽阔幅员以及很难在这个地区找

到
“

友好的
”

军事基地等因素 ， 美国必须具有持久的远程军事投送能力 、 强大的

核威慑力量以及禁区内的远程打击能力 ， 以便必要时不仅可以发动攻击 ，
而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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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在敌人腹地长期执行战斗任务。 美国防部声称在太平洋地区至少要部署六艘航

母 ，
维持美国海军 6 0％ 的潜艇 ，

到 2 0 1 2年之前每年购买两艘攻击型潜艇 。 ｊＯＯ？

年美军继续加速亚太反导系统建设 ， 强化关岛作为前沿核心基地的地位作用 ， 推

动建立美 日 印澳
“

亚洲版北约＇ 将军事力量部署重心进一步向亚太地区倾斜。

继续整合和加强亚太军事力量部署

2 0 0 7年是美军全球军事部署调整的第三个年头 ， 美军这次冷战后最大规模

的全球部署大调整 ， 主要内容包括 ： 欧洲兵力部署向东部移动 ， 增强中亚 、 中东

的军事存在 ， 成立非洲司令部 ， 大幅调整亚太兵力部署 ， 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快速

军事反应能力 。

按照计划 ，
美军减少在 日本 、 韩国的驻军和基地规模 ，

并对原有的一些基地

进行改造升级 ， 提高战斗力 。 美军将原本集中在
“

三八线
”

附近 、 处于朝鲜远程

火炮打击范围之内 的驻韩军事基地 ， 后撤到京畿道的平泽地区 ， 与美军乌 山空军

基地和韩国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镇海基地连成
一体 ， 相互联系配合 。

2

驻 日美军

也进行了最大规模的调整和重组 ， 驻 日本横田 的驻 日美军司令部将移至座间兵

营 ，
驻该基地的第五航空队司令部已经开始移至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 ； 驻冲绳的

海军陆战队部队将有 2 0 0 0 0 人移驻澳大利亚 〇
3

在美军的全球基地大调整中 ， 关岛基地的战略地位大大在 美 军的 全球

增强 。 为了把关岛打造成为亚太的前沿核心基地 ， 美军启动 基地大调整 中 ，
关

对关岛海军基地的大规模升级改造 ，
以承担未来陆战队部队 岛 基地 的 战略地位

进驻时的需要 ， 并能够停泊航母、 潜艇和后勤舰只 。 目前 ， 大大增强 。

美军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组建第 3 6联队 ，
部署了先进的

ＡＧＭ— 8 6空射巡航导弹 、 Ｂ— 2 隐形轰炸机 、

“

全球鹰
”

无人侦察攻击机 ，
加强

在亚太地区的航空侦察监视能力 ， 能够在数小时内攻击西太平洋范围内的任何 目

标 。 已经或将要部署在关岛的先进武器系统还包括
“

洛杉矶
”

级攻击型核潜艇 、

航空母舰 、 Ｆ／Ａ
—

2 2 战斗机 ， 等等 。

4

大力推动建立美 日 印澳多边军事同盟

“

二战
”

以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分别与 日本 、 韩国 、 澳大利亚等国家建立了军

事联盟关系 ， 但是进入 2 1 世纪以来 ， 美国为了加强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

1相 关 内 容参见Ｑｕａｃｆｒｅｒｗ／
ａ
／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ｆｔｅｉ／／ｅｗ ｆｔｅｐｏｒｔ， Ｆｅｂ．  6 ，  2 0 0 6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 ｆＤｅｆｅｎｓｅ ，ＵＳＡ ，

ｐｐ
．  4 7

－ 4 8 。

2 金贤英 ：

“

驻韩美军现状及调整方向
”

，
《 国际资料信息 》 ，

2 0 0 7年第 5 期 ， 第 2 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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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大力推动建立由美 日 印澳等国参加的
“

亚洲版北约
”

。

美 国 的 战 略意 2 0 0 7年 ， 这种多边军事同盟有了新的发展 ， 未来将成为长期

图是 ， 在坚持美 日 影响亚太军事和战略形势的重大关切 。

军事 同盟作为 其亚 2 0 0 6年 1 1 月 ， 布什在北约里加峰会上要求北约与 日 、

太 战略基石的 基础 韩 、 澳等国结成
“

全球伙伴联盟
”

， 给予这些国家
“

北约参

上
， 在亚太地 区 建 与者

”

的地位 。 美 国的战略意图是 ， 在坚持美 日 军事同盟作

立
一个以美 日 军事 为其亚太战略基石的基础上 ，

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美 日军

同盟 为核心 ， 包括 事同盟为核心 ， 包括韩国 、 印度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甚至

韩 国 、 印 度 、 澳大 还有越南 、 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在内 的亚洲军事同盟 ，
与欧

利亚、 新 西兰
，
甚 洲军事同盟体系对接 ， 构姨以美国为主宰的全球军事同盟

至还 有越南 、 菲律 体系 。

宾等 东南亚国 家在 2 0 0 7年 3 月 1 2 日
，
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了 《 日澳安全保

内 的亚洲军事同盟 ， 障联合宣言 》 ，
以加强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 。 6 月 ，

日澳举

与 欧洲军事同盟体 行外交和国防部门 负责人共同出席的
“

2 ＋
2

”

会议 ， 宣称两

系对 接 ，
构筑 以美 国已经成为

“

不可分
”

的盟友 。 可以预计 ， 今后的美 日 、 日

国为 主宰的全球军 澳
“

2
＋ 

2

”

会议 ， 可能要发展为美 日澳三方的
“

2＋
2

＋
2

”

事同盟体系 。会议 ， 标志着以美 日 澳为核心的
“

亚洲版北约
”

又向前迈出

了关键性的一步 。

1

加速在亚太地区的导弹防御系统建设

近年来 ， 美国加快了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步伐 ， 不仅在技术上加大投人争取

突破 ， 也在政治和战略上加大推动力度 ， 企图构建全球反导体系 。

亚太是美国全球反导防御系统的重要地区和关键环节 ，
日本 、 韩国 、 澳大利

亚等亚太军事盟
？

国对于导弹防御系统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另一方面 ， 通过

共同参与导弹防御系统建设 ， 美国与各盟国之间 的纽带更加牢固 。 自 1 9 9 4 年开

始
，
美国就在韩国部署了

“

爱国者
”

导弹 。 美国在经费共摊、 技术合作 、 情报交

流等方面都离不开各盟国的配合和支持 。 如韩国仅向美国采购三艘
“

宙斯盾
”

驱

逐舰 ， 预算总额就达 3 0 多亿美元 ，
日本计划为导弹防御系统提供 1 0 0亿美元的经

费 ， 美澳不仅达成协议 ， 共享澳方先进的高空红外雷达技术 ， 还将联合研制导弹

探索跟踪系统 。

2〇〇 7年 ，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导弹防御系统建设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3 月 ，
日

本部署首套
“

爱国者
一

3

”

导弹系统 。 5 月 ， 日美就共同研制用于助推段拦截的激

光武器系统达成一致 。 5 月 2 5 日 ， 韩国海军第一艘装备
“

宙斯盾
”

系统的
“

ＫＤＸ
—

Ｉ
”

级导弹驱逐舰首舰
“

世宗大王
”

号下水 ， 韩国也成为继 日本之后 ， 在亚洲地

1 汪诗明 ：

“

澳日关系 ： 由
‘

建设性伙伴关系
’

到准同盟
”

，
《现代国际关系 》 ，

2 0 0 7年第 8 期 ， 第 2 7
—

3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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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第二个装备
“

宙斯盾
”

驱逐舰的国家 。

1

另外 ， 日本计划在 2 0 1 1 年部署四艘装

备
“

标准一 3

”

反导系统的
“

宙斯盾
”

驱逐舰 。 澳大利亚也已经决定购买三艘
“

宙

斯盾
， ，

驱逐舰 。

目前 ， 美国及其盟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已经初步具备了实战能力 。 据报道 ， 部

署在 日本的爱国者一 3、弹和明年部署的标准一 3 战区导弹系统已经具备了拦截
？朝鲜导弹的能力 ，

2 0 0 7年 1 2 月 ， 美 日在夏威夷成功地进行了标准
一

3 战区导弹系

统的拦截试验 ， 而且美国在 日本部署的雷达监控半径已经可以覆盖到俄罗斯的西

伯利亚地区 。

值得关注的是 ，
2 0 0 7 年 8 月 ， 美国国会通过的 2 0 0 8财年国防预算中 ， 还拨款

1 亿美元用于
“

快速全球打击
”

计划
，
以增强其

“

先发制人
”

的预防性打击能力 。

2

二 、 亚太国家增加军事投入 ， 军事能力不断取得突破

虽然 2 0 0 7年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总体有所好转 ， 但是在美国推动的世界新军

事变革影响下 ，
亚太国家纷纷加大军事投人 ，

更新军事战略
， 优化领导体制和编

＂

制结构 ， 研发和采购髙新武器装备 ，
以谋求在地区军事力量对比中的优势地位 。

尤其是 日本 、 韩国 、 越南等国家 ， 表现最为明显 。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着眼未来战争样式和安全需求
，
加大军费投入

，
调整军事战略

美军 2 0 0 7 财年的军费？算为 4 4 8 0亿美元 ， 接近世界军费开支总额的
一半

，

日 本军费约为 4 2 0亿美元 ，
加拿大为 了支持军队的海外行动 ，

提高国际影响力 ，

2 0 0 7年的军费预算相比 2 0 0 6 年军费增加了  8 ． 6亿美元 ， 达到 1 4 6 ． 5 亿美元 。

3

日本为了实现世界军事强国的 目标 ， 近年来在调整军事战略 、 突破和平宪法
＇

限制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 近年来 ，
日本利用阿富汗战争 、 伊拉克战争的机会 ，

以美 日军事同盟为依托 ， 努力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 ， 实现向海外派兵 。 虽然表示

坚持 专守防卫
”

政策 ， 但实际上已经向美国的
“

先发制人
”

战略迅速靠拢 。 在

其 2 0 0 7年版的 《 防卫白皮书 》 中 ， 除了强调要继续加强 日
‘

日 ； 日ｇ
美安全保障体制 ， 加强导弹防御系统建设之外 ，

更引人注 目
事同盟 ＾速迈向军

的是 ， 其中首次使用了
“

遏制侵略于未然
”

的提法 ， 并提出
事强国 ＾ ）战略举措正

对敌人导弹发射基地实施
“

先发制人
”

打击 。 综合看来 ，
日在打破亚太地区原有

本凭借美 日 军事同盟 ， 加速迈向军事强国的战略举措正在打
的力量平衡。

^

1 据韩国 《朝鲜 曰报 》透露 ，

“

ＫＤＸ＿ Ｉ Ｉ Ｉ

”

级导弹驱逐舰比 2 0 0 7年 3 月 日本部署的最新型
“

爱宕
”

级
“

宙

斯盾
”

驱逐舰系统更强大 ， 详细情况参见 ：

“

韩国
‘

ＫＤＸ
—

Ｉ

Ｉ

Ｉ

’

级与曰本
‘

爱宕
’

级
‘

宙斯盾
’

驱逐舰作

战能力比较
”

，
《外国军事学术 》

，

2 0 0 7年第 1 0 期
，
第 7 4

、
7 5 页 。

2 全克林 ：

“

略论美国的
‘

快速全球打击
’

计划
”

， 《现代国际关系 》
，

2 0 0 7 年第 1 1 期
，
第 7 页。

3 
“

2 0 0 7
：
西方七 国军费齐涨

”

， 《 中国国防报 》 ，
2 0 0 7年 3 月 6 曰

， 第 2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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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亚太地区原有的力量平衡。

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后 ， 确立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 ， 将海洋资

源的开发和利用作为本国经济的增长点 ， 军事战略调整为
“

陆守海进
”

， 并制定

了面向 2 1 世纪的
“

新全民国防军事战略
”

。 要求把
“

保卫海洋领土和海洋资源
”

作为新军事战略的重心 ， 将应付海上突发事件和局部战争作为作战重点 ， 强调海

上战场的战略价值 ，
提出依靠海上防御纵深来缓和陆地防御纵深较浅的新安全思

想 ， 优先发展海空军 。

优化领导指挥体制和编制结构

在信息化战争时代和新的多样化安全威胁形势下 ， 对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的高

效性和编制结构的灵活性提出 了更高要求 。 美军作为新军事变革的引领者 ， 在优

化指挥体制和编制结构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 亚太各国也在优化编制体制结构

方面力求取得突破 。 2 0 0 7年新年伊始 ，
日本就在提升 自卫队执行任务能力方面动

作频频 ， 原有
“

专守防卫
， ，

政策正变得有名无实 。 1 月 9 日
，
日本酝酿已久的

“

缸

卫厅
”

升格为
“

防卫省
”

终于得以实现 ，
防卫厅长官随之升格为防卫大臣 ， 大大

减少了层层审批手续和各方的制约 ，
提高了防务部门的决策权 ， 强化了 日本的战

＇

时指挥职能 。 1 月 1 3 日
，
日本政府着手研究放宽对 自卫队在海外执行任务时使用

武器的限制 ， 2 月 2 8 日 ， 日本陆上 自卫队成立
“

中央快速反应部队
”

， 随时准备

执行海外维和任务 ，
4 月 6 日

、
日本内阎批准成立新的

“

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

提案 ，

其职责类似于美国的国家安 4 委员会 。

韩国 目前正在按照 《 战略空军建设发展规划 》 组建 自 己的战略空军 。 将以

新一代战斗机、 预警机 、 运输机 、 空中加油机 、 侦察机 、 远程预警雷达 、 侦察

卫星为重点
，
组建一支以首尔为 中心 、 打击半径达 3 1 0 0公里 、 具有远程空中精

确打击能力和较强威慑能力 的战略空军。 韩国空军计划分三步走 ： 第一步购买

Ｆ
—

 1 5Ｋ 战斗机 ；
第二步提升战略机动能力 ， 采购大型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 ；

第

三步建设隶属于空军的
“

宇宙司令部
”

。

1

加速研发和采购先进武器装备

2 0 0 7 年 ，
亚太国家研制和采购的先进武器装备呈现快速增长势头 ， 其中最

为引人注 目 的还是美 日澳等国在导弹防御系统方面进展迅速 。 2 0 0 7年 日本用于

导弹防御的经费预算为 2 1 9 0亿日 元 ，
比 2 0 0 6年增加了 5 6 ． 5％

， 主要用于购买
“

爱

国者
”
一

3 型拦截导弹和
“

宙斯盾
”

战舰的
“

标准
”
一

3 型导弹 。 在 日本向美国

采购最先进的 Ｆ
—

2 2
“

猛禽
”

战机项 目搁浅之后 ， 转而计划斥资 5 亿美元研制新
一代隐形战机。 同时 ， 日本在

“

二战
”

结束以来建造的吨位最大的驱逐舰 （排水

1ｈｔｔ
ｐ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ｘ ｉｎｈ ｕａｎｅｔ ． ｃｏｍ／ｍ ｉｌ／ 2 0 0 7
－

0 1 ／ 2 9 ／ｃｏｎｔｅｎｔ
＿

5 6 6 6 5 2 8
．ｈｔｍ ．

2 8 8…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一 －—一—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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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 3 5 0 0 吨 ） 、 有
“

直升机航母
”

之称的 1 6ＤＤＨ直升机驱逐舰下水。

1

2 0 0 7年 5 月 ， 韩国海军第一艘装备
“

宙斯盾
”

系统的驱逐舰下水 。 1 ． 4 万吨

级
“

独岛
”

号大型两栖登陆舰正式进人实战部署 ， 该舰被认为是韩国的小型航

母 。 另根据韩 国设想 ，
未来其战斗机部队将由 1 8 0 架 ＫＦ

—

1 6
“

战隼
”

战斗机、

6 0 架 Ｆ／Ａ
－

5 0轻型战斗机 、 少量本土第二代战斗机和 Ｆ
—

Ｘ 下一代战斗机组成 。

2

越南从俄罗斯购买了 1 1 架苏一 2 7战斗机后 ，
海军的空战能力大大增强 ， 而

购买苏
一

3 0ＭＫ 、 米
一

2 8Ｈ 、 卡
一

3 1 和苏
一

3 9 、

“

基洛
”

级柴电潜艇等计划也在推

进之中 。

2 0 0 7年 5 月 ， 新加坡海军威武级隐身护卫舰首舰
“

威武
”

号在樟宜海军基地

正式服役 ， 新加坡国防部长亲 自主持服役庆典。 威武级护卫舰具有全球领先的隐

身性能 、 多功能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导弹发射系统 、 直升机搭载平台等多项技术 ，

是东南亚地区 目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作战能力最强的舰艇 。 新加坡海军六艘威

武级全部服役后 ， 将继续保持在东南亚地区海军装备上的领先优势 。

澳大利亚已与美国签署购买 2 4架 Ｆ／Ａ
—

 1 8 Ｅ／Ｆ
“

超级大黄蜂
”

战斗轰炸机协

议 ，
并正在积极求购 Ｆ

—

2 2和 Ｆ
—

3 5
， 计划以 1 5 6亿美元买 1 0 0 架 Ｆ

—

3 5
， 完成

“

澳大利亚历史上的最大一次军购
”

， 使其空军力量
“

提高一代
”

以上 。

3

三、 朝鲜核危机的突破性进展使东北亚面临的轉冲突顺

大大降低

朝核危机爆发以来 ， 美 日两国与朝鲜围绕核问题展开了ＩＩ 曰 与 朝 鲜可

激烈的斗争 ，

一方面 ， 美 日等国多次在东海和 日本海附近举 能 因激烈对抗 引 发

行针对朝鲜的防扩散海上拦截演习 ， 对朝鲜施加强大军事压 军事 冲 突 ，
是 近年

力 ； 另一方面 ， 朝鲜反制美 日 的军事威慑 ， 数次举行导弹试 来威胁亚太地区 和

射 ， 甚至进行核试验。 美 日与朝鲜可能因激烈对抗引发军事 平 与稳定的重大 安

冲突 ， 是近年来威胁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安全隐患 。全隐患。

朝核危机取得实质性突破 ， 使东北亚军事安全形势趋向好转

经过中 、 美 、 俄 、 日 、 韩 、 朝等国的共同努力 ，
2 0 0 7年朝核危机终于取得突

破 ， 向着和平解决的道路迈出 了决定性的步伐 。 2 0 0 7年 2 月 1 3 日 ， 朝核问题第五

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通过了 《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 》 的共同文件 ， 内容包

括朝方关闭并封存宁边核设施 ，
以及各方同意向朝鲜提供价值相当于 1 0 0万吨重

1 详细情况可参见 ： 《国际展望 》 ，
2 0 0 7 年第 1 8 期 ， 第 3 8

￣

5 6页 ，

“

日本自卫队武备升级
”

专题 ， 以及美

国国防部网站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ｄｅ ｆｅｎｃｅ． ｏ ｒｇ

．ｃｎ／ａｒ ｔｉｄｅ
－

5
－

7 3 8 8 6 ． ｈ
ｔｍ ｌ ｏ

2 谭正平 ：

“

明曰高丽战鹰
——

韩国空军采购计划透视
”

， 《 国际展望 》 ，
2 0 0 7 年第 1 1 期 ， 第 8 4 页。

3 戴亮 、 倪海宁 ：

ａ

试析澳大利亚 的国防战略调整与军事力釁建设＇ 《外国军事学术 》
，

2 0 0 7 年第 9期
，

第 2 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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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的经济 、 能源以及人道主义援助 。

6 月朝美之间的
“

金融制裁
”

问题得到解决 ， 朝鲜随即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

工作代表团访朝 。 7 月 1 4 日
， 在韩国运送的第一批 6 2 0 0 吨重油抵达朝鲜先锋港

后 ， 朝方关闭 了宁边核设施 。 同 日
，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时隔五年后重返

朝鲜 ， 前往宁边地区监督和验证关闭核设施 。 此后 ， 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多次前

往宁边地区进行了监督验证。 朝核问题向着和平解决的道路迈出了关键性的步

伐 ， 东北亚地区紧张的军事安全形势终于有所缓和 。

朝美关系向着正常化方向发展 ， 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降低

一

伴随朝核危机向和平方向不断取得突破 ， 朝美关系也出现了重大进展 。 3 月

5 日至 6 日
， 美朝关系正常化工作组会议在美 国纽约举行 ， 金桂冠与希尔首次就

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交换意见 。 4 月 8 日至 1 1 日 ， 由新墨西哥州州长比尔 ？ 理查

森率领的美国高级代表团访问朝鲜 。 双方讨论了朝核问题以及在朝鲜战争期间死

亡的美军士兵遗骸的挖掘和送还等问题 ， 并带回了六具美军士兵遗骸。
6 月 2 1 日 ，

希尔首次作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团长访问朝鲜 。 9 月 7 日 ， 美国总统

原 本 紧 绷 的 朝织、＃胃人非￥式会议￥  Ｉ司 ，

美关＾ 出 现了 和 平
如果朝鲜以可验证的方式放弃核武器计划 ， 美国将考虑与其

协 商 良 好 态势 ，

签订正式和平协议 。 美国 国务卿赖斯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了

爆发朝 美军事冲 ＾＆其任内 ｉ方 丨句朝鲜Ｗ胃能性 。 原本紧 美关系 4 现ＩＴ＃

平协商的 良好态势 ，
爆发朝美军事冲突的风险大为降低 。

朝韩关系急剧升温 ， 半岛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呈下降趋势

2 0 0 7年 1 0 月 2 日
， 韩国总统卢武铉跨过军事分界线 ，

从陆路进入朝鲜并与

金正 日举行会谈 ， 成为朝韩关系好转的重大标志 。 1 0 月 4 日
， 会谈后朝韩领导人

发表 《北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 》 ， 双方在军事上寻求和平 ， 政治上促进和

解
， 经济上加强合作等方面达成一致 ，

宣言还包括了离散家属的团聚 、 社会文化

交流及在国际上加强合作等内容 。

1

按照双方领导人的商定 ， 朝韩国防部长会谈和南北经济合作共同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先后举行 ， 就履行 《北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 》 中军事和经济领域

的具体问题进行磋商。 双方在分阶段裁军 、 安全合作 、 扩大南北经济合作 、 实现

民族经济均衡发展与共同繁荣等方面达成多项共识 。 朝韩关系在经历了一段低谷

后 ， 加速向和平稳定的道路前进 。

当然 ， 要全面彻底地消解朝核危机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 朝鲜半岛仍然面

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 如美、 日 、 韩等国对朝政策的可能变化 、 美朝之间的相互承

1 李军 ：

“

2 0 0 7 朝韩首脑会谈评析
”

， 《现代国际关系 》
，

2 0 0 7年第 1 0 期
， 第 5 4

－

5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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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能否真正落实等问题 ， 都可能使脆弱 的半岛无核化进程重朝鲜半岛仍然面

陷泥潭 。
2 0 0 7 年 1 2 月 3 1 日 ， 朝鲜未能按照 1 0 月 3 日 第六轮 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

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所达成的 《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 如美 、 日 、 韩等国对

动 》 共同文件要求 ，

“

完整 、 准确地申报其所有核计划
”

，

1

预 朝政策的可能变化 、

示着半岛无核化进程仍然艰难曲折。 未来半岛形势的不确定 美朝之间的相互承诺

性仍将是亚太地区长期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 。能 否真正落实 等 问

题
， 都可能使脆弱的

四 、 高层互访引人注 目 ， 军事外交活动全方位展开 半岛无核化进程重陷

泥潭。

2 0 0 7年亚太军事形势中的
一个突出亮点 ， 就是各国军队

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非常活跃 ， 高层军官互访频繁 ， 军舰访问 、 联合演习等军事外

交活动形式多样 。

高层互访和磋商频繁

2 0 0 7 年
，
不仅美 日 、 日澳 、 美澳之间举行了外交部长和国 防部长共同参加

的
“

2 ＋
2

”

会谈 ，
1 0 月 1 3 日

，
美俄之间也就导弹防御问题举行了

“

2 ＋
2

”

磋商 ，

不过因为双方分歧太大没有达成
一

致。 2 0 0 7 年 ， 朝韩还先后举行了 国防部长和将

军级的会谈 ，
主要围绕维护半岛和平 、 防止黄海军事冲突 、 设定共同渔场 、 确保

经济合作交流安全的军事措施等展开讨论 ， 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

2 〇〇 7年 ， 中美军方高层互访也非常引人注 目 。 3 月 2 2 日
， 美国参联会主席佩

斯在上任之后首次访问中 国 ， 参观了八
一

大楼 ， 近距离体验苏一 2 7战机 ， 并就

建立军事热线 、 加强两军合作等问题与中方展开磋商 。 其后 ， 先后有中国海军司

令员吴胜利访美、 美国太平洋军区总司令基廷访华 、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等多

批军方高层互访活动 ， 对于加强中美两军交往、 促进军事互信起到了很好的推动

作用 。

值得一提的是 ， 中 日 两军关系在经历了低谷之后 ，
2 0 0 7年终于打破了僵局 。

8 月份 ， 中 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访日
， 中 日两军达成诸多共识 ， 包括 ： 继续开展高

层交往 ， 尽早在北京举行下
一轮防务安全磋商 ， 开展在军兵种 、 军事医学 、 军事

学术 、 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 ， 加强人员培训合作 ， 扩大包括青年军官在 内的人

员交流 ；
逐步探讨在抵御 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交流 。 为防止发生海上不

测事态 ，
维护东海和平 ，

双方同意建立海上联络机制 ， 并尽早就此进行专家组磋

商 。

2

随后 ， 中国海军
“

深圳
”

号导弹驱逐舰于 1 1 月 2 8 日抵达东京访问 ， 这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 国人民海军舰艇首次访问 日本 ， 标志着中 日两国在防务领域

的交流掀开了新的一页 。

1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ｎｅｗｓ ． ｘｉｎｈ ｕａｎｅｔ ． ｃｏｍ／ｎｅｗｓｃｅｒｒｔｅ ｒ／ 2 0 0 7

－

1 0／ 0 3／ｃｏｎｔｅｎｔ
＿ 6 8 2 9 0 6 4 ． ｈｔｍ ．

2ｈｔ ｔｐ ：
／／ｗｗｗ．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ｗｏ ｒｌｃ ｉ／ 2 0 0 7

－

0 8 ／ 3 1
／ｃｏｎ ｔｅｎｔ

＿ 6 6 3 7 5 2 6 ．ｈ ｔ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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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军演多层次展开

综合 2 0 0 7 年亚太各国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情况 ， 美军和 日本 、 韩国 、 澳大

利亚等盟国之间的联合军演次数最为频繁 ， 规模也相对较高 。 如根据美 日两国达

成的协议 ， 双方 2 0 0 7年至少举行了 1 5次联合演练 。 美韩军队 3 月 在韩国全境举

行代号分别为
“

2 0 0 7 联合战时增援演习
”

和
“

秃鹫
”

的两大年度联合军事演习 ，

遭到朝鲜的强烈反对和抗议 。

2 0 0 7年中国军队参加了数次中外联合军演。 8 月 9 日至 1 7 日
，
由 中 、 俄 、 哈 、

吉 、 塔 、 乌六国武装力量共同组织实施的
“

和平使命一 2 0 0 7

”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武装力量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在中 国的乌鲁木齐和俄罗斯的车里雅宾斯克举行 。

这是中国军队首次成建制 、 大规模 、 携重装备出境参加的多国联合军事演习 ， 对

于促进军队交往 、 借鉴外军经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 1 2 月 2 1

—

2 5 日 ， 中国和印

度军队在云南省边境地带举行了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 也具有历史突破性的政治意

义 ， 标志着中印之间的军事互信迈出 了第
一

步 ， 按照双方的计划 ，
2 0 0 8 年中印还

将在印度境内举行类似的演习 。

在新形势下 ，
亚太国家之间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

非
卞
统 领

促进国家关系的有效途径 ，

一

些国家拓展和深化反恐、 防扩
域
ｆ
国 际 军事 口 作

散 、 禁毒 、 反走私 、 打击海盗 、 海上搜救 、 人道主义救援等
候 已成

2
非传统安全领域方面的军事合作 ， 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

某 ＝ 国
＾
± 丨旬 政 ｝口

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 更为突 出的是 ， 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
关 系取得进

＿

翻 突
轉合作擁斜候已成为某麵肋職縱棘得进展

的突破口 和重要标志 。

展望 2 〇〇 8 年的发展前景 ，
亚太军事形势在总体上仍可望保持基本的稳定 ，

但同时也潜藏着一些不安定乃至动荡危险 ，
如朝核危机的进展情况、 东南亚地区

的恐怖主义威胁、 马六甲海峡的海盗问题 ， 等等 ， 都可能给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局面带来严重冲击 。 尤其要关注美国推动的
“

亚洲版北约
”

可能与其他亚太国家

之间引发的矛盾和军事对抗 ， 将是未来亚太地区长期面临的军事安全隐患 。 如何

建立健全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机制 ， 仍需有关国家持续而艰苦的努力 ， 而正是这

种有效的安全机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亚太安全乐见的未来 。

■（ 作者单位 ： 国 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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