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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航与中国海军面临的挑战

师小芹

内容提要 ：
2 0 0 8年底 ， 中 华人民共和国 海军 第

一次扬帆远航
，
赴索马里亚丁

湾执行护航任务。

一

时间舆论纷纭 ，
此举被誉为 中 国海军走向蓝水海军的标志性

一步 。 但对于这支新近成长起来的现代化海军 而言 ， 打击海盗只是其面临的 多 样

化任务中的
一 小部分。 在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海上航线安全问题上 ， 战时护航

是更具根本意义的挑战 。 护航在海军的职能 中应居于何种地位？ 海军战略思想和

装备发展思想如何为其护航任务做准备？ 今 曰 中 国海军之实力与其面临的护航需

求之间的差距有多 大？ 这些都是中 国海军迫切需要回答的 问题。

关键词 ：
中 国海军 护航 索马里

2 0 0 8 年 1 2 月 2 6 日
， 中国海军出征亚丁湾 ， 在海盗猖獗的索马里海域航线上

为中国船只和联合国组织的人道主义救援船只保驾护航 。 这是继郑和下西洋 6 0 0

年后 、 鸦片战争爆发 1 6 8年后以及甲午海战失败 1 1 3 年后 ， 中国海军扬帆远洋的

第一个使命＝ 事实上 ， 无论从海盗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程度 ， 还是海军作为

职业军队在对付海盗方面的成效来看 ，
打击海盗都不是海军施展的主要舞台 。

即使仅就海军的护航任务而言 ， 打击海盗也只是海军可以遂行的护航任务中的
￣ ■

部分。

尽管如此 ， 中国海军索马里护航仍然使一个长期受到忽视的问题展现在中国

海军面前 ： 如何在战时保障对中国至关重要的海上航线的畅通无阻 。 本文认为中

国未来海上作战空间对中国海军提出了强烈的护航需求 。 中国海军需要吸取已往

海权理论与海军实践所积存的护航经验教训 ， 在战略思想上树立护航意识 ， 在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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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结构中引入有效遂行护航任务的航空母舰 。

现实与理论中的护航

自 2 0 0 9年 1 月 8 日至 1 月 2 7 日 ， 中国海军在索马里海域已经执行了 1 0 批次护

航任务 。

1

从其执行任务的情况来看 ，
中国海军采取的是伴随护航的方式 。

2

需要

护航服务的商船在指定海域与海军舰艇会合 ， 组成编队驶往 目的地 。 海军的具体

策略由两舰分组同向护航 ， 改进为两舰分组相向而行护航 。 海军官员很快认识到

伴随护航带来的被护船只等待时间过长等问题。

3

护航方式继而调整为不间断护

航 ，
以减少商船等待军舰的时间 。

4

为最大限度提高护航效率 ， 补给舰艇也开始

单独执行护航任务 。 中国海军迅速的学习和调整过程显示 ， 对于中国海军来说 ，

远洋护航还是一项新鲜的经验。

但就现代海军历史而言 ， 护航是海军的基本职能之一 ，

具有悠久的历史。 从历史上来看 ， 护航一般分为两种 ，

一种ｍ
是对海上航道进行巡逻 ， 另一种是对航道上航行的船只进行

道‘行巡 3 另一种
护航。 对航道进行保护还是对船只进行保护是研究护航首先

是对航道上ｉ ｔ行的船
要面临的问题 ， 即护航的对象是什么 。 侧重于航道保护的护

航 ，

一般要求派出搜猎舰艇 ， 扫清交通线 ；
或者派出巡逻舰

°

艇
， 进行警戒 。 这种方法尽管比较主动 ， 但很容易顾此失彼 ， 因为在茫茫大洋上

捕捉到少量敌方袭扰力量十分困难。 侧重于船只保护的护航 ，

一般要求海军作战

船只伴随商用船只或军用运输船只以保护其安全。 由于海军资源有限 ， 不可能对

每一艘船只进行护航 。 因而 ， 通常需要把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内需要护送的船只

组织起来 、 编成队伍进行护航。 这种方法比较经济 ， 能够在有限的护航力量和无

限的 目标之间取得平衡。 但在现代侦察条件下 ， 船队 目标明

显 ，
易于被敌方发现。

5賴践駐

上
，
因为对护航的轻

至是改变国家命运的事例并不瓶 。 英国根据其在第一次世 视而导致战争不
巧
甚

界大战中的经验发现 ， 战前追求醜队决战并不是海军战斗
至是改变国家命运的

的主要样式 ， 而战前受到英国海军漠视的护航任务却成了维

1 中新网 1 月 2 7 日 电 ，

“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完成 1
0 批次 2 4艘船舶护航任务

”

，
见 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
ｌｆｅｎｇ ．ｃｏｍ／

ｍ ｉ

ｌ／ 2 ／ 2 0 0 9 0 1 ／ 0 1 2 8＿ 3 4 0＿ 9 8 5 2 9 5 ．
ｓｈｔｍ ｌ〇

2 新华社 2 0 0 9 年 1 月 8 日电
，

“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顺利完成首次护航
”

，
见 ｈ ｔｔｐ ： ／／ｍ ｉ ｌ ｉｔａｒｙ．ｐｅｏｐｌｅ ．ｃｃｍｃｎ／

ＧＢ／ 8 6 4 7 1 7 9 ．ｈｔｍ 丨 ； 钱晓虎 、 田源 ：

“

我护航编队三舰分别独立护航
”

， 《解放军报 》 ， 2 0 0 9年 1 月 1 7 日 。

3 孙自法 ：

“

中国麵编队护航四艘商船 ， 分别护航将越来越多＇ 见人民网 ｈｔｔｐ
：

／／ｍ ｉｌａｒｙ．ｐｅｏｐｌｅ ．ｃｃｍｃｎ／

ＧＢ／
1

0 7 6／ 8 6 9 0 1 3 8 ．ｈｔｍ ｌ〇

4新闻联播 2 0 0 9年 

1 月
1 8

日 ， 见中央电视台网站 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ｃｃｔｖ．ｃｏｍ＾
（
ｗｌｂ／ 2 0 0 9 0

＇

ｌ 1 8 ／ 1 0 4 3 0 5 ． ｓｈｔｍｌ 〇

5 Ｇｅｏｆ ｆｒｅｙ

Ｔ
ｉ

ｌ ｌ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ｔｒａ 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ｇｅ ，Ｓｔ ．Ｍａｒ
ｔ ｉｎ

＊

ｓＰｒｅｓ ｓ ， 1 9 8 2
， ｐｐ ． 1 5 8 － 1 6 2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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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国家生存的命脉 。 但
“
一

战
”

后各国海军对英国海军的教训并没有给予重视 。

大舰队和决战思想仍然是海军强国的主导思想 ， 美国护航航母的概念在 1 9 1 8 年

就提出来了 ， 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得以紧急实施 。

1“

二战
”

前的 日本海

军则对护航未做任何准备 。 1 9 4 4年秋天 ， 送往战场的 日本陆军士兵损失在海运途

中的 比例髙达 4 0％ 。 人员 、 装备和物资往往被分割于不同地区。 1 9 4 2 年至 1 9 4 5

年间 ，
日本被击沉的船只共计 1 7 5 9艘 。

2

战略思想上对护航的漠视直接导致 日本

的战时经济和军队输送完全被美国潜艇和飞机所摧毁 、 打断 。 当然 ，

日本战败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 ， 但无疑 日本海上交通线的中断是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 。

各国海军在护航方面的教训与经典海权理论对护航任务的轻视密不可分。 发

轫于马汉的经典海权理论认为 ， 建设一支主力舰队 ，
歼灭敌人主力舰队 ，

是取得

制海权最基本的方式 。 但也往往出现另
一种情况 ， 即一支弱势海军预见到其被歼

灭的命运时 ， 可以拒不出 战。 在这种情况下 ， 进攻—方通常对其基地进行封锁 ，

使其失去效用 ， 从而取得制海权。 制海权获得之时 ，
必然是敌方力量已被歼灭之

后或者敌方力量失去效用之时。 无论是敌方力量的覆灭还是敌方力量的失效都意

味着海上航线得到了全面掩护 ，
可以畅通无阻 。 因而 ， 在很长时间内 ， 普遍的信

念是制海权的获取 自然而然会带来海上航线的安全 。 战斗是海军的首要任务 ， 而

护航则是海军的次要任务 。

不过 ，
这样的绝对制海权事实上从来没有存在过 。 因为实际上很难在数量

上
“

歼灭
”

敌人 ，
即彻底荡平敌方力量。 对敌人的歼灭往往是相对的 、

一

定程度

上的摧毁。 余下的敌方力量虽然无力对主力舰队提出挑战 ， 但仍然可以对航线构

成袭扰 。 其次 ， 再严密的封锁也不能避免敌方部分力量突破封锁线 。 强势海军的

封锁并不能得到绝对的制海权 ，
双方仍然会在海上交通线的控制上展开争夺 。 因

此 ，
英国海权理论家朱利安

？ 科贝特得出结论 ， 制海权的最现实的核心意义就是

控制海上交通线 ， 无论是用于商业用途还是军事用途。

3

不幸的是 ， 无论是对决

策者还是海军学者而言 ， 科贝特思想的影响力都远远不及马汉。

与海权强国 的海军理论相比 ， 弱势海军的理论与实践虽然都重视避免舰队决

战 ， 但在交通线问题上却过于强调破坏敌方海上交通线 ， 而对保护己方海上交通

线重视不足 。
一方面海权大国通常有更活跃的海上贸易 ， 或者其利益范围遍及全

球 ， 对于海上交通线的畅通较为依赖或重视。 另一方面 ，
弱势海军国家通常是大

陆型国家 ， 其地理位置和经济模式使其在对海上交通线的依赖方面不如海权大国

那样严重 。 这两个条件都促使弱势海军将攻击的重点放在强势海军的交通线上 ，

1 Ｈｅｎｒｙ 
Ｍ ．Ｄａｔｅ ｒ

，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ｃｏｒｔ Ｃａ ｒｒｉｅｒ

，

ｗ

Ｍｉ
ｌ
ｉｔａｒ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 ｌ

．  1 2
，
Ｎｏ ． 2 ， （

Ｓｕｍｍｅ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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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ｐｐ ． 7 9
－

9 0 ．

2 Ｙ．Ｈｏｎｅ
， 

＂

ＴＴｉ ｅ
Ｆａｉ

ｌｕｒｅ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ｏｎｖｏ

ｙ
Ｅｓｃｏ ｒｔ

，

＂

Ｕ．Ｓ 
Ｎａｖａｌ Ｉｎｓ ｔ

ｉ
ｔｕｔ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

Ｖｏｌ ．

 8 2
（
Ｏｃｔｏｂｅ ｒ

1 9 5 6
）

，ｐｐ
． 1 0 7 2 － 1 0 8 1 ．

3 Ｊｕ ｌ ｉａｎＳ ．Ｃｏ ｒｂｅｔｔ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ｔｒａ ｔｅｇｙ ，

Ｍ ｉｎｅｏｌａ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ｏｖｅ ｒ

Ｐｕｂｌ 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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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海权大国对海上交通线的依赖使海上交通线的中断具有了战略价值 ， 成为弱

势海军达到其目标的有利途径 。 1 9世纪后半期对法国海军颇有影响的
“

青年学派
”

商业袭击战理论 ，

1

苏联 2 0世纪 2 0至 3 0年代的
“

新海军学派
”

理论 ，

2

以及苏联

5 0年代的海军战略都强调利用鱼雷艇或潜艇打击敌方交通线 。

弱势海军战略理论的悖论在于 ， 如果其自身对于海上交通线的相对依赖性髙

于强势海军 ，
无论是商业运输还是军事运输 ，

它同样为强势海军提供了攻击弱

势海军的有利机会。 有些情况下弱势海军对于海上交通线依赖比强国更深。 强势

一方海军往往希望能集中歼灭弱势一方的主力 ， 但面对敌人强大的集中力量 ， 弱

势一方海军通常会明智地避免决战 ， 并分散其力量对强势方进行袭扰 。 在难于迫

使弱势一方集中力量的情况下 ， 原本以寻求决战为 目标的强势海军不得不转向进

攻弱势海军的海上交通线等间接方式来迫使其出战或打断其战时经济 。 从而 ， 在

寻求舰队决战不果的情况下 ，
海上交通线的争夺便具有了决定性意义 。 特别是当

弱势
一方对海上交通线十分依赖时更是如此 ，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经历就是
￣

■例。

由于经典海权理论都是建立在强国海权经验的基础之

上
，
对于弱势海军而言 ， 盲目遵循这些信条是十分危麵 。

相反 ， 对处于弱势 、 被封锁一方海军来说 ， 由于在争夺制海

权中往往处于劣势 ， 所以更重要的任务应该放在护航上 ， 特
封锁

，

臟对依謙上臓麵鱗Ｗ言Ｍ她 。 Ｍ ， 如上

所述 ， 强敌很难取得绝对制海权 ， 这为弱势海军打破封锁 ，

保存力量繼了可能 ， 也为保卫己方交通线提供了可能 。通线雖了可能。

中国海军面临的护航需求

与法国和苏联海军曾经走过的道路一样 ， 中国海军战略思想也给予破坏敌方

交通线较高的重视 。 朝鲜战争之后 ， 美国成为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 。 中国海军在

思谋如何应对强大的美国海军时 ， 创造性地发展了
“

海上破袭游击战
”

理论。 本

着以劣胜优 ， 依托岛岸 ，
以待远道来犯之敌的指导思想 ，

“

海上破袭游击战
”

避

免与敌舰队进行正面交战 ， 而是强调避强击虚 。 对于跨越太平洋而来的敌人 ， 其

后方漫长的交通线无疑是最可资利用的薄弱环节 。 从而 ， 海上破袭游击战的首要

目标就是破坏敌后交通线 。 考虑到中国海军缺少远离海岸的作战能力 ， 当时所谓

1 关于法国
“

音年学派
” 理论的详细论述

，

见Ａｍｅ
Ｒｏｋｓｕｎｄ

，
7ｈｅ Ｊｅｏｎｅ ＆ｏｔｅ：

 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ｆｉｅ
ＶＶｅａｋ，

Ｌｅ ｉｄｅｎａｎｄＢｏｓｔｏｎ ：Ｋｏｎ ｉ ｎｋｌ ｉ
ｊ
ｋｅＢ ｒ

ｉ ｌｌ ＮＶ
， 2 0 0 7 〇

2 关于苏联
“

新海军学派
”

理论 ，
见谢 ？ 格

■

戈尔 ｔｍ夫 ： 《 国家海上威力 ＞ ，
房方译 ， 北京 ： 海洋出版社 ，

1 9 8 5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ａｒｉｎ

ｇ
Ｈｅ ｒｒｉｃｋ

，

Ｓｏｖｉｅｔ ＮａｖａｌＳｔｒａ ｔｅｇｙ：
Ｆ

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Ｎａｖａｌ 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ｅ

Ｐｒｅｓｓ
， 1 9 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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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敌后交通线并非指的是辽阔的太平洋 ， 而是靠近中 国海岸的敌后 ， 因为设想敌

人会尽可能逼近中国海岸 ， 甚至实施两栖登陆行动 ，
以中国沿海为其交通线 。 由

于中国海军长期准备反侵略战争 ， 中国海军在破坏敌后交通线方面拥有丰富的经

验 ， 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训练演习 。

与破坏敌方交通线相比 ， 保卫己方交通线的护航思想在

中 国海军战略思想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 护航思想的出现

是随着 中国经济的发展才逐步形細 ， 但到 目前为止 ， 仍

然停留在战术层面 。 2 0世纪 8 0年代末 ， 保护海上交通运输 、

淮树产、 麵雅 、 科学鎌簡糊査等獅的安全被

＾
有得顯獅

勸鮮的主要任务之
－

， 雛鮮作離备巾是否列入护
Ｈｍ〇

航作战样式尚不清楚。 随着冷战后美国海军战略思想由大洋

战略转向瀕海战略 ， 美国干涉中国祖国统
一大业的可能性难以完全排除 ， 加上中

国在东亚濒海利益的增多 ，
在未来的海上斗争中 ， 保卫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的

安全或者保障中国运输船只安全的需求进
一步突出 。 在这种情况下 ， 东亚濒海地

区将成为中 国未来海战的主要战场 。

冷 战结束后 ， 美 国取得 了 在 全球公共 空 间 的 制权 （ Ｃｏｍｍａｎｄ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

ｃｏｍｍａｎｄｏｆ ｔｈｅｓｅａ
，
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ａｉｒ ） 。 在可预见的未来 ， 没有哪个国家

能够在军事上有战胜美国 的希望 ， 唯有在
“

竞争地带
”

（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Ｚｏｎｅ ） ， 美国

的对手才能多少有取胜的希望。

1

这些
“

竞争地带
”

指的是围绕亚欧大陆边缘的

地带 。 它们离美国本土较远 ，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海军在政治 、 地理和技术领

域的相对优势 。 在这些地区 ， 中小海军或者
“

非对称
”

作战对象对美军造成重大

损失的相对能力较高 。 针对这种情况 ，
美国海军战略在冷战后由

“

大洋战略
”

调

整为
“

濒海战略
”

， 其主要作战空间集中在其他国家的瀕海地区 ，
主要作战对象

是享有地利之便的中小国家海军 。 强调拥有
“

由海向陆
”

投送力量 、 影响陆地事

务的能力 ， 海军力量结构的建设随之也向适应濒海作战要求的武器系统和技术

倾斜 〇

2

美国由大洋向东亚濒海推进的势头 ， 构成了中 国海军现代化极重要的
一个外

部限制 。 按照美国海军的定义 ，
濒海作战空间的具体参数大致是

“

陆地海岸延伸

出去 6 5 0海里之内
”

。 加上技术提供的可能 ，
濒海空间的海上部分即

“

美国海军

力量打击范围之内
” 3

大约为 1 〇〇〇海里 ， 也就是美国
“

战斧
”

巡航导弹的射程之

内 。 自东亚大陆边线向海延伸 1 0 0 0海里 ， 基本囊括了中国近海防御的范围 ， 即

1Ｂａｒ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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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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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海
一

勸海 、 黄海 、 东海和南海的安全和权益 。

除了领土 、 资源等安全和经济权益之外 ， 沟通中国与全球市场的海上航线也

大都处于这 1 0 0 0海里之内 。 在 3 0年对外开放政策之下 ， 中 国东部沿海和近海航

线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心脏和命脉 。 中国东部沿海的五个省份拥有全国人口总数

的 1 ／ 5 、 占到全国 ＧＤＰ 总额的 2 ／ 5 。 中国沿海地区有 5 5 0 0 万人 口依靠贸易提供的

就业机会为生 ， 外贸依存度髙达 9 5 ． 9％。

1

中 国经济的开放和发展使中国对外部市

场和海上通道的依赖不断上升 。 2 0 0 4年 ， 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存度达到 4 0％ 。 至

2 0 1 0 年 ， 铁矿石 、 铜和铝的对外依存度可能分别达到 5 7％ 、 7 0％ 和 8 0％。

2

2 0 0 6

年 ，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 1 0 6 8亿美元之中的 1 0 0 0 多亿美元的货物是通过海运

和港口物流实现的 。

3

中国对海上交通线的依赖使其成为敌方对中国进行打击的
一个非常有价值的 目标。 能否保障海上交通线的畅通对于中

国在战时贏雛利至关重要 。

如果说中美海军之间存在冲突或者战争的可能 ， 那么这
之 丨旬存在冲突或者战

个空间最有可能是在东亚瀕海 。 考虑到中美是核国家的现

实 ，
避免冲突或者战争升级会始终铭记在双方决策者心中 。

空间最有可能是在东

在这种情况下 ， 即使是直接冲突也蕴涵着极大的风险。 假设 亚激海。

美中进人战争状态 ， 美国很可能对中国进行远距离封锁 ， 或

者切断中国的海洋运输 ，
以削弱中国的作战意志 。 中国海区当第一岛链变成

的封闭和半封闭性质也为美国海军可能的封锁行动提供了便
一条封锁之链

，
中国

利 ， 同时使中国海军处于脆弱的境地。 如前所述 ， 中国海军 的海洋航线便处于直

奉行的弱势海军战略将使其极力避免与美国舰队对决 ， 而强 接威胁之下。 打破封

势美国海军对中国海军进行封锁是有利的选择。 当第
一

岛链 锁和保交护航将是中

变成一条封锁之链 ， 中国的海洋航线便处于直接威胁之下 。
国海军面临的最现实

打破封锁和保交护航将是中国海军面临的最现实的任务 。的任务。

中国海军需要护航航母

前文谈到 ， 对于绝对制海权的教条信仰 ， 以及相信制海权与海上交通线安全

之间的机械的因果关系的观念 ， 导致许多人相信 ， 能够取得制海权的海军力量结

构也足以胜任保护交通线的任务 。 这些信念也深深地影响到和平时期海军力量的

结构 。 强调战列舰或航空母舰等大型主战舰艇的大舰队思想居于海军建设思想的

1Ｗ ｉ ｌ ｌ ｉ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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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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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Ｐｒｅｓｓ

， 2 0 0 7
，
ｐ ．

 1 9 5 ．

2 冯梁 、 张春 ：

“

中国海上通道安全及其面临的挑战
”

，
《 国际问题论坛 》

，

2 0 0 7年秋季号。

3 曾培炎在
“

中国一东盟港口发展与合作论坛
”

上的讲话 ，

2 0 0 7 年 1 0 月 2 8 日
，
见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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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地位 ， 而规模要求较小而数量要求较多的护航船只则相对不受重视。

在更为具体的战役战术层面
，
东亚濒海地区护航的难度尤其显著。 东亚瀕海

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非常有利于对中国海上交通线进行袭击 。 第一是南中国海

航线处于周边岛屿陆基力量的打击范围之内 ； 第二是中国瀕海处于驻泊于公海的

航母舰载机和舰载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 ； 第三是濒海地区为潜艇活动提供了 良好

的场所 ， 却对反潜活动施加了诸多限制 。 另外 ，
这些打击力量在空间技术的支持

下 ， 其精确性和实时性也非常髙 。 面对来 自多方面的威胁 ， 很难找到某一种有效

的方式或力量来加以应对 。

长期以来 ， 中国海军都维持着以潜艇为主力 ， 中小型水面舰艇和作战半径有

限的岸基海军航空力量和舰载直升机提供支持保障的力量结构 。 面对既可以来 自

于潜艇 ， 也可以来 自于水面舰艇 ， 还可以来 自于空 中力量的多维威胁 ， 中国海军

的主力一潜艇并不能很好地满足护航的任务需求 。 首先 ， 潜艇的技术特征决定

了它的隐蔽性和战斗力之间存在矛盾 。 潜艇因其隐蔽特长 ， 在突破封锁线方面较

有优势。 但潜艇一旦失去隐蔽 ， 其生存能力就大为下降 ，
很易为水面舰艇和空中

力量所摧毁 。

1

其次 ， 潜艇对水面打击和空中打击的反击能力很弱 。 再次 ， 潜艇

要形成大规模的作战力量 ， 就离不开水面力量和空 中力量的保护 。 单一的潜艇力

量在战略威慑和袭扰方面能够发挥作用 ， 但无法遂行主要作战任务 。 因此 ， 海上

交通线的保障无法仅靠潜艇兵力 。 与潜艇相比 ， 水面舰艇既可以配备反潜力量 ，

也可以配备航空力量 ， 可以对交通线实施全方位的保护 。

2

因此
，
最有效的护航

力量仍属于水面舰艇 。

在水面舰艇家族中 ， 具有立体护航能力的莫过于航母 。

由
航母通常又可分为护航航母械击航母。 与攻击航母雛 ，

航酡
护航航母的攻击能力较低 ， 而防御色雜厚。 与驱逐舰等水

面主力舰艇相比 ，
护航航母的空中力量又较强 ， 可以发挥机

动的空军基地的作用 ， 弥补陆基飞机打击半径有限的弱点 。 同时 ， 在两栖作战

中 ， 还可以为登陆部队提供支持 。 最早提出对中 国建造航母问题进行研究的前海

军司令员刘华清将军就设想中国的航母不是攻击型航母 ， 而是直升机航母或者护

航航母 。

3

护航航母的概念源于
“
一战

”

后的美国 ， 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 护航航母

出现的最初动力是分散大型航母被击中后的风险 。 规模较小而数量较多的护航航

母可以成集团作战 ，

一艘失事 ， 则其飞机可以从其他航母上继续参战 。 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 ， 护航航母显示出 了其多用途性能 ， 它既可以遂行侦察 、 反潜等任务 ，

为运输船队保驾护航 ， 还能担负起向战区运送飞机 、 人员和航空器材等任务。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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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华清 ： 《刘华清回忆录 》
， 北京 ： 解放军出版社 ，

2 0 0 7 年版
，
第 4 7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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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航母甚至还可以在两栖作战 中为登陆部队提供支持 ， 发挥战斗职能 。

1

从其技

术性能来看 ， 护航航母是现阶段中国平衡政治风险和满足军事需求的适宜选择。

除了中国海军面临的具体任务对护航产生的需求以外 ， 未来战争的性质也决

定了护航的重要意义 。 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证明 ， 大国之间的战争已经变成了
一

种商业战和消耗战 。 在中 国经济对外依存如此严重的条件下 ， 中 国必须为战时经

济安全和战略输送安全早做筹划 。 因而 ， 以何种武器平台或者武器系统作为护航

舰队的主力 ， 是具体层面的问题 ， 还可以不断探讨 。 但在战略层面树立起护航意

识 ， 并在海军建设中考虑这一因素 ， 是必须加以严肃考虑的一项紧迫要求。

发展航母要避免的误区

尽管以潜艇为主力既能够降低政治成本 ， 充分体现防御特色 ， 而且还比航母

经济 ， 但在满足中国至关重要的战略需求 ， 即保障海上交通线的畅通方面 ，
以潜

艇为主力的舰队结构却存在很大的缺陷 。 要满足护航需求 ， 航母是海军不可或缺

的力量 。

但航母问题自刘华清将军首度公开提出以来的二十余年间一直备受争议 。 反

对建造航母者或者担心中国航母招致美国的疑虑 ， 政治成本过高 ；

2

或者认为在

现阶段的财政和技术能力下 ， 潜艇是费效比最高的选择。

3

但早在 8 0年代刘华清

担任海军司令时期就指 出 ， 财政和技术原因不构成建造航母的重大障碍 。

4

 2 0 0 7

年 1 月 8 日
， 国防科工委发言人关于

“

中国具备制造航空母舰
”

能力的发言已将

技术原因排除在外 。 因而 ， 中国海军力量结构调整的最大限制来 自政治考虑 ， 即

避免给美国留下挑战其海权的印象。

5

毋庸否认 ， 航空母舰的意义不仅仅在军事层面 ， 更在国际政治层面 。 航空母

舰是把陆海空力量结合得最紧密的武器系统 ， 是现代海军的主力船只 ， 是一国海

军实力的象征 。 在国际战略层面 ， 拥有航母不仅将改变
一

支舰队的内部结构 ， 而

且能大大改善国家摆脱地理环境束缚的能力 。 航母作为
“

浮动领土
”

的特性 ， 配

合以远程打击能力 ， 使国家可以通过海洋接近原本距离遥远的敌手 ， 并摆脱对盟

国和海外基地的依赖 。 如此 ， 地理位置带来的武器威力的递减规律被大大抵消

了 ， 遥远的国家可以成为邻居 。 因而 ，
航母能够给予国家相当的安全距离 。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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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尽管这
一＾法过于简单地把进攻性武器等同于进攻性战略 ， 而且某种武器的性质是否可以简单地按照进

攻还是防御进行分类都是
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 但由于潜艇或航母的选择能够很直观地与中美海权关系联

系起来
，
本文暂且采用此两分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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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安全距离发生变化 ， 大国关系就会相应受到影响 。

尽管建造航母属于中 国主权事务 ， 不会因外国反对而放

＾ 弃 ， 但中酿然需要清ｉｓ地意侧建造航母可能存在麵个

误区 ：

一是认为主力航母战斗群可以适用于各种作战空间 ，

能够遂行各种作战任务 。 事实上 ，
世界海战史翻 ， 单方面

适
翻某

一兵种都蕴歸极大的危险 ， 働卩以麵为主的苏联
够
苎 海军在

“

二战
”

中的挫败 。 除非能像
“

二战
，，

中的美国一样

能够在战争开始后迅速修补力量结构 ， 均衡海军才是最好的

龄准备 。
二是不航＿夸大継随■征意义 。 在

1 8 8 0年至 1 9 1 5年的海权竞争中 ， 由 于各国
“

政治领导人认

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和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次序是通过看起来庞大有力的舰艇而

不是小型而且无法引人注 目的舰艇来显示的
”

，

1

导致多数海军把战列舰视为主

要武器 ， 而把潜艇视为补充性武器。 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战史证明 ， 预想中的

主力舰队对决并没有出现 ，
而先前被轻视的潜艇却几乎将英国逼至饿殍的边缘 。

综上所述 ， 中国海军可能面临的艰巨任务要求及时调整力量结构 ，
在作战需

求与政治考虑之间找到平衡点 ，
尽快发展护航航母。 在发展航母时 ，

应时刻铭记

国际关系史和世界海战史上的经验教训 ，
实现和平崛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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