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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国 际战略评论 2 0 1 2

中国航母海试 ：

“

起步航母
”

与中国海上力Ａｔ的未来
1

［ 美 ］ 安德鲁
？

埃里克森 （ ＡｎｄｒｅｗＥ ｒｉｃｋｓｏｎ） 亚伯拉罕 ？ 登马克

（

ＡｂｒａｈａｍＤｅｎｍａｒｋ
） 加布里埃尔

． 柯林斯 （
Ｇａｂ ｒｉｅ ｌ Ｃｏ ｌ ｌ ｉｎｓ）

内容提要 ：
2 0 1 1 年 ， 中国的

“

起步航母
”

在经过全面改装之后
， 开始进行海

试 ； 其不仅是
一艘训练舰只 ，

而且具有
一定的作战性能 。 中 国今后会建造多艘航

母
，
但是航母型号的发展方向尚不明确 。 中 国的航母未来可用 于遂行维护领海主

权、 保护海上交通线、 开展人道主义救援、 建立第
一和第二岛链 内 的制海权以及

远程力量投送等 多种任务 。 对于美 国和 中 国 的邻 国而言 ， 最关键的 问题不是中 国

航母的性能和数量
，
而是中 国运用航母的方式 。

关键词 ： 中 国海军 航空母瓶 海洋战略

中国的崛起是过去 2 5 年来最具战略影响 的重大事件之一 。 邓小平制定的改

革开放政策 ， 稳定的外部环境和由美国国际领导力及其军事力量维持的开放的
“

全球公域
”

促使中 国从世界上最不富裕的 国家之一跻身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全雜治影响力随之不断扩展 ， 军事力量也正快速实现现代化 。

美国欢迎
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国 ，

希望北京政府在维护国际稳定与维持现状

中能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虽然美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 但是当前中国战略

意图的不确定性和北京政府试图发挥的国际影响力使得这
一热情减弱 。 随着中国

国力的增强 ，
美国和周边国家开始担忧中国今后会发展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 不确

定中国的军事力量会被用来维持现状并与邻国开展合作 ，
还是会被用来破坏地区

［ 美 ］ 安德鲁 ？ 埃里 克森 （
Ａｎｄｒｅｗ Ｅｒ ｉｃｋｓｏｎ ） 美 国 海军战争 学院副教授 ；

亚伯拉 罕 ？ 登马克

｛ ＡｂｒａｈａｍＤｅｎｍａ ｒｋ ）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亚太安全願问 ： 加布里读尔 ？ 柯林斯 （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Ｃｏ 丨 丨ｉｎｓ
） 密歇根

大学法学博士候选人 。

1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与所厲机构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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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并改变现状。

在关注中国的海上力量之时 ，
这种不确定性之感最为强烈 。 正是在这一领

域 ， 中国新兴的军事力量与周边国家军方开展直接互动 。 通过这一领域 ， 将会考

验中 国的领土野心和对国际法的尊重程度 ， 同时也将考验国际稳定会得到维护还

齡遭到破坏 。

中国海上力量未来的不确定性主要在于中 国发展航母的 目的 、 用途和未来意

图不明 。 随着
一艘航母已进行海试 ， 更多艘航母据称即将完

工或正在建造 ’ 中国正致力于发展成为拥有地区乃至全球影

器平
1 然而 航母

响力的海上强国 。 航母本身并不是改变或维持现状的武器平

的预 途和

’

实际用
台 ’ 然而

， 航母的预定用途和实际用途却能决定一国力量的

途却能决定一国力量
中 国未来会成为现状维持者还是现状改变者尚难定论。

°

这将由未来几十年北京政府在政治 、 军事和经济领域内做出

的各项决策所决定 。 北京政府有关航母的决策
一

航母建造的数量与类型 ， 尤为

重要的是航母的用途 ，
是周边国家和美国观察中国今后会发展成为什么样的大国

的首要参考指标。

一

、 中国的
“

起步航母
”

正如一对新婚夫妇需要一个
“

起步之家
”
一
样 ， 新崛起的海上强国同样也需

要一艘
“

起步航母＇ 中国海军终于实现了长期以来的梦想 ： 拥有航母 ， 并派至

海上 。 这是改变中国海军及其与世界关系的万里长征第一步 。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所长王校轩强调指出 ：

“

中国直到 2 0 1 1

年也没有一艘航母 ， 但美国早在 1 9 1 1 年就有了第
一艘航母 ， 也就是整整 1 0 0年

前。

”
1

王校轩所指的是 1 9 1 1 年 1 月 1 8 日 ， 飞机首次在舰上成功降落 ， 而且首次

使用了尾钩系统。 航空先驱尤金 ？

伯顿
？ 伊利 （ ＥｕｇｅｎｅＢｕｒｔｏｎＥｌ

ｙ ） 驾驶柯蒂斯

型螺旋桨式飞机从加利福尼亚州圣布鲁诺市的坦佛兰机场起飞 ， 降落在了停靠

在旧金山湾的美国重型巡洋舰
“

宾夕法尼亚
”

号 上。 第一

艘真正意义上的航母是于 1 9 2 0年由
“

朱庇特
”

号 （ ＵＳＳ Ｊｕｐ
ｉｔｅｒ ） 运煤船

2

改装而

成的
“

兰利
”

号 （ ＵＳＳ ＺａＢｇ／吵 ） 。 1 9 2 0 年 4 月 1 1 日
，

“

兰利
”

号的舷号被指定为
“

ＣＶ－ 1

”

。

“

兰利
”

号之后 ， 共建了
7 7艘航母 ， 最新一艘是舷号为

“

ＣＶＮ－ 7 8

”

的
“

杰拉德 ． 福特
”

号 （ ＵＳＳＧｅｒａＷＦｏｎ／ ） 。 1 9 2 2年 1 0 月 1 7 日
， 维吉尔

．

Ｃ ■ 格里芬

（ Ｖｉｉｇｉｌ Ｃ ．Ｇｒｉｆｆｉｎ ） 上尉驾机从
“

兰利
”

号上实现首飞 ； 中国可能正好在一个世纪

1Ｗａｎｇ
Ｘｉ
ａｏｘｕａｎ

，

＂

Ｓｔｒｏｎｇ 
Ｎａｖ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Ｉ
ｎｔｅ ｒｅｓｔｓ

，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9 Ｊａｎｕａ ｒｙ，  2 0 1 2
，ｐ ．  9 ．

2 装载煤炭的散货船。
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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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国际战略评论2 0 1 2

后进行首次类似的飞行。

历经 8 0载
， 中国航母梦才得以实现。 1 9 2 8年 ， 中国受过英式海军教育的海

军司令陈绍宽 ， 向国民党政府建议建造航母 ， 但第二年该建议就遭到 了拒绝 。

1 9 4 5年 ， 陈绍宽又上报了两份更为详尽的 申请报告 ， 但是战时条件使其受挫 。

1 9 4 9 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周恩来总理与海军第一任司令员 肖劲光均支

持建造航母。

1

 1 9 5 8年毛泽东主席誓言 ：

“

必须大搞造船工业 ， 大量造船 ， 建立海

上
‘

铁路 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 ， 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 。

”

 1 9 7 3 年 1 0

月 2 5 日
， 周总理在会见外宾时说道 ：

“

我们的南沙 、 西沙被南越占领 ， 没有航空

母舰
，
我们不能让中国的海军再去拼刺刀 ， 我搞了一辈子军事 、 政治 ， 至今没有

看到中国的航母 ， 看不到航空母舰 ，
我是不甘心的啊 ！

” 2

2 0 1 1 年初 ， 中国海军原司令员 （ 1 9 8 2
—

1 9 8 8 ） 、 中国
“

现代海军之父
”

刘华

清将军逝世 。

3

刘华清寻求将中国海军首先建设成一支
“

绿水
”

海军 ， 然后最终

将其建设成一支具有地区性 ， 甚至全球性力量投送能力的
“

蓝水
”

海军。 他坚称

自己不是
“

中国的艾尔弗雷德 ？ 塞耶 ． 马汉
”

（Ｃｈｉｎａ
’

ｓ Ａｌｆｒｅｄ ＴｈａｙｅｒＭａｈａｎ ） ， 但

他主张的
“

近海防御
”

思想与马汉提出的美国海军战略需求 （ 即控制墨西哥湾 、

加勒比海 、 巴拿马运河和夏威夷群岛等 ） 却不尽相同 。 航母是实现刘华清战略远

景的关键所在 ， 据说 1 9 8 7年刘华清誓言 ：

“

不搞航空母舰 ，
我死不瞑 目 。

” 4

中国

长期以来的梦想最终得以实现 ， 刘上将现在可以瞑 目了 。

早在 1 9 9 8 年 ，
北京政府就已经开始了迈向航母的漫长征程。 当时 ， 中国的

创律旅游娱乐公司 （ Ｃｈｏｎｇ
Ｌｏｔ Ｔｒａｖｅ ｌＡｇｅｎｃｙ ） 以 2 0 0 0万美元从乌克兰购买了前

苏联未完工的
“

瓦良格
”

号 （ 松 7呢 ） 航母的舰体以及 2 0 吨的设计图纸 。 经过

一年半的谈判 ， 中国说服了安卡拉政府 ， 允许
“

瓦良格
”

号通过博斯普鲁斯海

峡。 2 0 0 1 年 ， 舰体在拖船牵引下通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 ，
经过了直布罗陀海峡 ，

绕过了好望角 ， 穿过了马六甲海峡。 历经两年八个月 ， 航经 1 5 2 0 0海里的风雨航

程 ， 最终
“

瓦良格
”

号于 2 0 0 2年 3 月 3 日抵达大连港。 随后 ， 在大连港对
“

瓦良

格
， ，

号进行了全面改装。

5

1 Ｈｕ Ｙｉｎａｎａｎｄ Ｌｉ Ｘｉ
ａｏｋｕｎ， 

＂

Ｃａｒｒ
ｉ
ｅ ｒ

Ｓｅｔ ｆｏｒ Ｍａｉｄｅｎ
Ｖｏｙａｇｅ，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2 8 Ｊｕ ｌｙ，

 2 0 1 1
，
ｗｗｗ．ｃｈ 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

ｃｏｍ ．ｃｎ／．

2 何宇 ：

“

2 0 1 1
， 中国航母元年

”

，

《 当代海军 ＞ ， 2 0 1 1 年第 1 2期 ， 第 1 2 页。

3 刘华清将军于 2 0 1 1 年 1 月 1 4 日逝世 。
一译者注

4Ｗ ｉ ｌｌ
ｉ
ａｍＣｈｏｏｎｇ ，

＾

Ｒｅａｓｏｎｓｔｏ ＦｅａｒＣｈ ｉｎａ
＇

ｓ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Ｃａｒｒｉｅｒ
，

＂

ＳｔｒａｉｔｓＴｉｍｅｓ，1 9
Ａｕ

ｇ
ｕｓｔ

，
 2 0 1 1

，ｗｗｗ．

ａｓ ｉａｎｅｗｓｎｅｔ ．ｎｅｔ／．

5 航东 ：

“ ‘

瓦良格
’

号航母走向 中国的艰难航程＇ 《当代海军 》 ，

2 0 1 1 年第 1 1 期 ， 第 3 6— 3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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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航母海试

大连海军造船厂和中国国防工业部门正在对前
“

瓦良格
”

号进行一系列交付

所需的试验与改装 ， 其中包括 2 0 1 1 年 8 月 1 0 日至 1 4 日在渤海湾的首航及随后进

行的三次海试。 中 国海军显然非常满意该舰改装的质量 。

1

中国国防工业及其监

管部门 已经进行了重组 ，
以解决之前出现的军事系统研发和生产效率不高的问

题 。 据最近互联网上的照片显示 ， 停泊于大连港的前
“

瓦 良格
”

号的甲板上 ，
出

现了歼 －

1 5 型舰载战斗机和直 － 8型空中预警直升机的模型机 。

“

据新闻媒体和互联网 的报道 ，
中国正在俄罗斯的苏 －

3 3 型
“

海侧卫
”

舰

载机的基础上 ， 生产一款型号为歼 －

1 5 的舰载机 。

”

丹尼尔
？ 科斯特卡 （ Ｄａｎｉｅ ｌ

Ｋｏｓｔｅｃｋａ ） 解释称 ，

“

据
一个网站的消息透露 ， 该型机的第一架原型机已于 2 0 0 9

年 8 月 3 1 日实现了首飞。 2 0 1 0年 5 月 6 日还进行了首次岸基
‘

滑跃
’

（跑道终端为

一个上翘的坡道 ） 起飞试验。

” 2

在网上可以找到歼－

1 5岸基试飞的视频 。

3

完成试验与海试任务之后 ， 将于 2 0 1 2 年举行舰船命名仪式 ， 前
“

瓦良格
”

号将正式加入中国海军服役。

4

随后
，
航母舰员就可以离开 目前正被用做航母舰

员居住和训练的辅助舰船 8 8舰 （ 舷号为 8 8 ） ， 换乘到航母上居住 。

“

从 目前来讲 ，

‘

瓦 良格
’

号的海试还没有什么特别突出明显的 、 看得见的军

事意义 。

”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杨毅海军少将指出 ，

“

不过可以预见的是 ，

在不久的将来 ， 当我国的航空母舰具有了战斗力 ， 能够充分地发挥其 自身作用的

时候 ， 就可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不受到外部的侵犯和伤害 ， 在提高我国国防能

力的同时 ， 也保护和促进其他能力的发展 。

” 5

虽然中国航母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广泛关注 ， 但是外界对中国首艘航母的实际

作战能力却不甚了解 ， 对中国海军关于航母的战役与战略用途规划更是所知甚

1
＂

Ａ
ｉ ｒｃｒａｆｔ

Ｃａｒｒ ｉｅ ｒＰ ｌａｔｆｏ ｒｍ 

＊

ｓＳｅａＴｒｉａｌｓＡｃｈ ｉｅｖｅ Ｅｘｐｅｃ
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 ｔｓ
，

＂

ＰｅｏｐｌｅｄＤａｉｌｙ，
 3 0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


2 0 1 1
，

ｈｔｔｐ ：／／ｅｎ
ｇ

ｉ
ｉｓｈ ．

ｐｅｏｐｌ ｅｄａ ｉ
ｔ

ｙ
．ｃｏｍ ．ｃｎ／ ．

2 Ｄａｎ ｉｅｌ Ｊ ． Ｋｏｓｔｅｃ ｋａ
，

＂

Ｆ 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ａ ：ＰＬＡ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ａｎｄｔｈｅＥｍｐ 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ａ
－ＢａｓｅｄＡｉ ｒｐｏｗｅｒ ，

＂

Ｎａｖａ ｌＷａｒＣｏ ｌｌ
ｅｇｅＲｅｖｉ

ｅｗ
，Ｖｏ ｌ

． 6 4
，Ｎｏ ．3

，Ｓ ｕｍｍｅ ｒ 2 0 1 1 ，ｐ
． 1 3 ，ｈ ｔ ｔｐ ： ／／ｗｗｗ ．ｕ ｓ ｎｗｃ ． ｅｄｕ／

ｇｅｔ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6 1 ｄｃ 4 9 0 3 －

2 6 0 ｆ－ 4 1 5 8
－

9 4 7 ｃ
－

ｄ 4 0 ｆｄ 2 ｆ 7 0 8 ｃ 5／Ｆ ｒｏｍ
－

ｔｈｅ
－Ｓｅａ—ＰＬＡ

－

Ｄｏｃ ｔ ｒ ｉｎｅ
－ａｎｄ

－

ｔｈ ｅ
－

Ｅｍｐ ｌ 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Ｓ．

3 Ｓｅｅ
＂

Ｊ
－

1 5 Ｔｅｓｔ－Ｆｌ ｉｇｈｔＣｏｍｐ ｉ ｌ ｉ ａｔ ｉｏｎ
＂

［ ｓ ｉｃ ］
ｔ
ＹｏｕＴｕｂｅ

，
 6 Ｍａｙ， 2 0 1 1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ｙｏｕｔｕｂｅ ．
ｃｏｍ／

ｗａｔｃｈ？ｖ＝Ｇ 6ＡｃＶＱｍｋ 8Ｅｇ．

4 Ｗｕ
Ｊ ｉａｏ

，

ａ

Ａ ｉｒｃｒａｔ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ｔｏ

Ｂｅｇ ｉ

ｎ
Ｓｅｒｖｉ

ｃｅ
Ｔｈ ｉ

ｓ
Ｙｅａｒ ： Ｗｅａｐｏｎｒｙ 

Ｄｅｖｅ ｌ

ｏｐ ｉ

ｎｇ 
ｉ
ｎ

Ｌｉ
ｎｅ ｗ

ｉ
ｔｈＲ ｉ

ｓ
ｉ
ｎ
ｇ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Ｎｅｅｄｓ
，
Ｓａｙ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Ｍａｒｃ ｈ 1 3

，
 2 0 1 2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ｃｈ ｉ ｎａｄａｉｌ

ｙ
． ｃｏｍ ．ｃｎ／ｒｎ／ｄａｌ ｉ

ａｎ ／2 0 1 2 － 0 3／ 1 3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1 4 8 1 9 3 2 2 ．ｈｔｍ
；

“

中国海军副 司令员 ： 计划安排航母今年入役
”

， 多维新闻 ， 2 0 1 2年 3 月 8 日 ，

ｈｔｔｐ ： ／／ｍ ｉｌ ｉ
ｔａｒｙ．ｄｗｎｅｗｓ ．ｃｏｍ／ｎ ｅｗｓ／ 2 0 1 2

－ 0 3
－ 0 8 ／ 5 8 6 4 3 4 8 8 ．ｈｔｒｎ ｌ ｏ

5 杨毅口述 ， 本报记者黄莹莹采访 ／ 整理
，

“

杨毅 ： 中国航母万里长征第
一

步
”

， 《国际先驱导报 ＞ ，
2 0 1 2

年 1 月 9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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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以下是关于中国首艘航母的已知现状、 可信趋势和未知情况的综述 。

｛

一

） 已知现状

中国是从一个较低的起点开始发展航母的 。 从 2 0 0 6年起 ， 美国防部开始在

其公开的关于中国军力发展的年度报告中探讨中 国积极发展航母的可能性。 在

2 0 1 1 年版的报告中 ， 美国防部认为前
“

瓦 良格
”

号
“

未来将首先用做训练和评估

平台 ， 并最终形成有限的作战能力
”

。

1

报告还论述道 ：

“

到 2 0 1 2 年底 ， 虽然该舰

不搭载舰载机 ， 也能够执行作战任务 。 然而 ， 对于一支由 固定翼和旋翼舰载机组

成 ， 具有可靠作战能力的航空大队来说 ， 即使要形成最低水平的作战能力也需要

数年的时间 。

”
2

虽然前
“

瓦 良格
”

号航母的作战能力还处于
“

改进过程中
”

， 但是它已经不

仅仅是一艘
“

训练舰
”

。 它的硬件设施并不需要进行全面升级就能执行作战任

务 。 它已经安装了一部
“

龙眼
”

相控阵雷达 、

一套新的点防御导弹系统和新的近

防武器系统 。 据报道 ，

“

龙眼
”

相控阵雷达可以追踪多达 1 0 0 、

个作战 目标 ， 并同时锁定 5 0个 目标 ，
目标探测距离可达 6 5

海里 （ 1 2 Ｇ公里 ） ， 目标跟踪距离可达 4 8 ． 6麵 （ 9 Ｇ公里 ） 。

3而是具

备一定作战能力的作

艘训练舰 ， 而是具备一定作战能力的作战舰只 。

战舰只。

中国首艘航母是短距起飞 、 拦阻降落型 （ ＳｈｏｒｔＴａｋｅｏｆｆ ｂｕｔ Ａｒｒｅｓｔｅ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以下简称短飞阻降型 ，
ＳＴＯＢＡＲ ） 设计 ，

它将非弹射、 由滑跃辅助的滑跑起飞方

式与传统的拦阻降落方式相结合 ， 使战机能够在航母较短的甲板空间上降落 。 短

飞阻降型设计造成了诸多的重大限制 ，

一个最为关键的限制就是不能够起降重型

飞机 ， 因而这种类型的航母比较适合搭载防空飞机或轻载、 遂行近程打击作战任

务的飞机。 此类航母的空中预警能力受制于预普直升机的飞行高度与作战半径以

及雷达探测能力 的限制 。

（ 二 ） 可信趋势

中国可能会组建由数艘航母组成的舰队 ，
以随时保持有一艘航母在海上 ， 同

时其他航母进行翻修或开展训练。 美国国防部认为 ：

“

未来十年 ， 中国可能会建

造多艘航母及相关的支援舰艇 。

” 4

据官方媒体报道 ：

“

关于建造中 国国产航母 ，

1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 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Ｍｉｌ

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ｅｖｅ
ｌ
ｏｐｍｅｎ ｔｓ

Ｉ
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

ｅ
＇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ｂｏｆ

Ｃｈｉｎａ  2 0 1 7
， ｐ ．  3 ．

2 Ｉｂ ｉｄ ．
， ｐ ． 4 6 ．

3
＂

ＨＨＱ
－

9
，

＂

Ｊａｎｅ
＇

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Ｗｅａｐ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ｊ
ｓｗｓ．

ｊ

ａｎｅｓ ．ｃｏｍ／
；

＂

ＨＨＱ － 9Ａ
，

＂

Ｄｅａｇｅｌ ．ｃｏｍ ．

4 Ｕ
．Ｓ． Ｄｅｐａ 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2 0 1 1

，ｐ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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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元帅之子徐小岩少将
1

表示这还需要一段时间 。

‘
一艘绝对不够 ， 起码应该

有个三四艘吧 。 中 国航母应该 自 己组建舰队 。

’” 2

许小远 （音译 ）

3

中将表示 ：

“

中

国至少需要三艘航母 。

，’ 4

鉴于一般航母作战 ， 尤其是远程打击作战的复杂性 ， 中国最初的航母作战理

论将会把重点放在防空作战上 。

5

这一考虑也表明 ， 就航母

，
强度打击任务

作战能力而言 ，
中国最初的意图是拥有

一

艘能够可信地展现
并不是中国海军最初

国家形象且能起降轻载 大型战机的航母。 这也进
一步表明

航母规划的重点。

高强度打击任务并不是中 国海军最嫌聰腦重点 。

（ 三 ） 未知情况

就中 国发展航母的规模及其历史影响而言 ， 中国政府在航母的建造 目的 ， 甚

至在航母已经建造这一基本事实上面 ， 所表现出来的沉默显得非同寻常 。 2 0 1 1 年

6 月 ，
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终于打破了北京政府官方对此一事件的沉默 ， 他表

示 ：

“

航母已在建 ， 但还没建成 ！
”

他的回应却引起了更多的疑问 。

6

陈总长的表

态可能隐含中 国要建造更多航母的意图 ， 但是汉语本身的精妙加之前
“

瓦 良格
”

号航母此时的非正式地位 ， 都为理解他的本意增加了不确定性。 因而 ， 无法肯定

中 国国产航母是否已经开始建造 ， 而且对
“

建造
”

也很难进行界定 。 例如 ， 中国

造船厂或许早已开始建造航母的组件 ， 但这能算做
“

建造
”

吗？ 更广义而言 ， 中

国会首先仿制
“

瓦良格
”

号 ， 建造自 己的航母吗 ？ 如果是的话 ， 那么其建造速度

或许已经进展得非常迅速 。 还是中国会等到掌握了更加复杂的工艺以后 ， 再建造

一艘弹射起飞 、 拦阻降落型 （ 以下简称弹飞阻降型 ，
ＣＡＴＯＢＡＲ ） 航母？

长期以来 ， 外国分析人士都在争论前
“

瓦良格
”

号航母在抵达中 国之时是否

仍装备有引擎 。

一

家中国官方媒体的消息称 ：

“

1 9 9 8年
，
在卖给中国之前 ， 乌克

兰工程师已经拆除了武器和引擎。

” 7

无法确定写这篇报道的记者从何处获得这一

消息以及该消息是否可靠 。 在拆除之时 ， 引擎处于怎样的安装和保养状态？ 在引

擎拆除后 ， 当被拖船拖动之时 ，

“

瓦 良格
”

号的浮性和操控方式会受到什么样的

影响 ？ 原有引擎的质量和状态较差 ， 很难在其基础上进行改装 ； 中国投人越多精

1 徐小岩实为中将军衔。

一

译者注

2
Ｍ

Ｅｘ－Ｖａｉｙａｇ 
Ｃａｒｒｉｅ ｒＭａｙ


Ｊｏ ｉｎＰＬＡ

Ｎａｖｙ


ｉ

ｎ 2 0 1 2
，

＂

Ｐｅｏｐｆｅ
＾

ｓ Ｄａ／ｉｙ， 1 0
Ｍａｒｃｈ ，  2 0 1 2 ．

3 根据来源 ，
应为徐小岩中将。

一译者注

4Ｙａｎｇ 
Ｊ ｉａｎ

， 

＂
Ｎｅｗ Ｒｏｌ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

ｓＣａｒｒｉｅｒＬａｔ
ｅｒ ｔｈ ｉ ｓ Ｙｅａｒ，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Ｄａｉｌｙ，  9
Ｍａ ｒｃｈ ，

2 0 1 2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ｄａｉ ｌｙ．ｃｏｍ／ａ ｒｔ ｉｃｌｅ／？ ｉｄ＝4 9 6 2 0 7＆ｔｙｐｅ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

5 相关中文研究 ， 参见海军指挥学院研究人员尹文彬 、 许腾、 侯博、 盖世昌 ：

“

舰载航空兵防空作战指挥

流程时间性能分析
”

， 《 火力与指挥控制 ＞
，

2 0 1 1 年 6 月
， 第 1 0 6— 1 0 8

、
1 1 1 页 。

6 胡威 ：

“

中國航母在建 不會被入他國
”

， 《香港商報 》 ，
2 0 1 1 年 6 月 7 日

，
ｗｗｗ ．ｈｋｃｄ ．ｃｏｍ．ｈｋ／。

7Ｗｕ
Ｊ ｉａｏ

， 

＂

Ａｉ ｒｃｒａ ｆｔ
Ｃａｒｒ ｉｅｒｔｏ


Ｂｅ

ｇ
ｉ ｎ

Ｓｅ ｒｖｉｃｅ

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

＂
．

原注如此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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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研发和装备自 己的动力系统 ， 就越合算 。 不管怎样 ， 前
“

瓦良格
”

号的动力系

统现在已经能够正常运转 。

中国首艘航母的母港在哪里仍然不确定 。

“

现在首艘航母的母港还没有确

定 。

”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李杰大校说 ，

“

个人认为青岛附近完全有可能成为航母
ｆ
ｒ
ｒａｗ

．” 1

母港。

前
“

瓦良格
”

号
“

只有在人役数年后 ， 待固定翼舰载机航空团形成了作战能

力 ， 才能完全发挥作战潜能
”

，

2

但是何时才能实现却不得而知 。 至于航母的指

挥体制 ， 前
“

瓦 良格
”

号航母上的航空部队指挥官是否由团级军官担任 ， 并行使

与 1 9 9 0年后美国海军航空大队指挥官 （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Ａｉｒ Ｇｒｏｕｐ ，

ＣＡＧ ） 类似的

职能 ， 或者采用其他的指挥方式 ， 都无法确定。 航空大队指挥官的军衔为上校 ，

负责控制所有的舰载机 ， 不接受舰长的领导 ， 但却接受航母战斗群指挥官的指

挥 ， 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组织性差别 。

三 、 中国航母发展规划

显然 ， 中国海上作战能力并不是由航母发展规划所决定的 。 实际上 ， 中国海

军一直将其主要投人放在发展性能先进、 作战功能各异的水面舰艇和潜艇上 ，
在

发展航母上的投人则相对较少 。 中国的近邻对于这些中国舰船所折射出 的中国政

策倾向感到非常担忧 ，
也在发展本国相应的作战能力 。

由于航母能够潜在地增强解放军初步形成的力量投送能虽然目前中国的

力 ， 因而中国发展航母的规划也引起了并不与中国紧邻的国 航母发展有限 ， 但
一

家的关注 。 虽然 目前中国的航母发展有限 ， 但一个强力 的航 个强力的航母发展规

母发展规划却能使中国海军将力量投送并保持在南海 、 印度 划却能使中国海军将

洋和太平洋远洋地区 。 虽然并不清楚中国建造航母的数量和 力置投送并保持在南

类型 ， 但可以通过分析中国海军能够发展的航母类型 ， 折射 海、 印度洋和太平洋

出北京政府希望航母担负的任务和具有的作战能力 。远洋地区 。

（

一

） 未来航母模式

航母吨位越小 ， 作战能力和作战效能就越低。 任何慎重发展航母的国家都要

在航母的几种基本类型中做出选择。 按照吨位从大到小 ， 技术难度从高到低 ， 作

战能力从强到弱的顺序 ， 航母的基本类型可以分为 ：

1 西陆 ：

“

中国航母 ， 航归何处 ？

”

， 《南方周末》 ， 2 0 1 1 年 1 1 月 2 4 曰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ｉ

ｎｆｅｍ ．ｃｏｍ／ｃｏｎ ｔｅｎｔ／

6 5 2 1 5。

2Ｌ ｔ
． Ｇｅｎ ．Ｒｃｘｉａ

ｌ

ｄＬＢｕｒｇ
ｅｓｓ， 

Ｊｒ．
，
ＵＳＡ， Ｄｉｒｅｃ ｔｏｒ

，
Ｄｅｆ

ｅｎｓｅ
 Ｉ
ｎｔｅ

ｌ
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
ｇｅｎｃｙ ：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 ｔ

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Ｓｅｎａｔｅ
ＡｒｍｅｄＳｅｒｖｉ

ｃｅｓＣｏｍｍ ｉ
ｔｔ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 ｔｅｓ
Ｓｅｎａｔｅ

，
1 6 Ｆｅｂｒｕａｒ

ｙ，
 2 0 1 2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 ｉａ ．ｍ
ｉ ｌ／ｐｕｂｌ

ｉ
ｃ

－ａｆｆａｉ
ｒｓ／ｔｅｓｔｉｍｏｎ

ｉ
ｅｓ／ 2 0 1 2 － 0 2 － 1 6 ．

ｈｔｍ 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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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射起飞 、 拦阻降落型 （ 以下简称弹飞阻降型 ，
ＣＡＴＯＢＡＲ ） 。 此一类型的

航母最初 由英国发明但经美国完善 ，
目前发展该型航母的国家包括美国 、 法国和

巴西
， 英国的下

一

代航母也可能采用此种设计 。

1

对于具有远距离作战能力的大

载荷重型战机而言 ， 发展此类航母是非常必要的 。 目前 ，
中国没有发展此类航母

的能力 ， 但是为了获得实施髙强度航母作战所需的手段 ， 中国就必然要发展此类

航母。 目前 ， 对于中国来说 ， 研发弹射系统是一项新的重大任务 ， 而这比改装前

苏联航母或者仿制并不适合弹射起飞的俄罗斯战机更具挑战性。 弹射系统必须

经过精心的设计与制造才能有效运转 。

一位美国专家曾告诉笔者 ：

“

9 9分也不及

格 。

”

航母还必须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 ， 在驱动弹射系统的同时 ， 能够迎风行驶 ，

以便为飞行作业做准备。

搭载性能先进的歼－

1 5 战机 ， 中国未来的弹飞阻降型航母就具备了执行远程

打击作战任务的能力 。 然而 ， 虽然经过改装 ， 歼 －

1 5 战机具备在航母上降落的能

力 ， 但是它的前端并没有进行加固 ， 不能满足弹射起飞的条件 （ 冲击力过大会使

其瞬间断裂 ） 。 目前 ， 美军航母航空联队主要由具备超音速、 全天候 、 多任务作

战能力 的 Ｆ／Ａ－ 1 8 型
“

大黄蜂
”

战斗机组成 ， 还包括一个 Ｅ
－

2 型
“

鹰眼
”

战术空

中预警机中队和部分直升机 。

“

大黄蜂
”

可以执行战斗机 、 攻击机 、 预警机 （ 通

过挂载干扰吊舱 ， ＥＡ－ 1 8Ｇ 型机今后将取代 ＥＡ－ 6Ｂ 型
“

徘徊者
”

电子战机 ） 、 侦

察机 （ 通过挂载侦察吊舱 ） 和加油机 （ 通过挂载加油吊舱 ） 等机种的作战任务 。

由于
“

侧卫
”

家族战机的机身具有多用途性 ， 中国海军的弹飞阻降型航母也可以

搭载类似的航空大队 ， 由歼－

1 5 型机执行战斗机、 攻击机 、 预警机 、 侦察机和加

油机等机种的作战任务 ， 由 固定翼空中预警机和直升机执行其他任务 。 虽然中国

能否研发出与美军 Ｅ－ 2Ｃ 型机类似的固定翼空中预警机等作战支援飞机 ， 并培训

飞行员在高压作战环境下执行此类任务的能力仍有待观察 ， 但是研发出相应的作

为平台的舰船却是必不可少的主要前提 。

短距起飞、 垂直降落型 （ 以下简称短飞垂降型 ，
ＳＴＯＶＬ ） 。 这一设计使用滑

跑起飞方式 （ 经常需要借助滑跃坡道 ） ， 但以垂直方式将飞机收回舰上 。 西班牙

和英国 目前的航母设计都采用了这一系统 （ 虽然英国未来的航母可能会回归弹

飞阻降型设计 ） 。
一般而言 ， 具有垂直降落能力的飞机理论上也能够实现垂直起

飞
， 但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

与滑跃辅助的滑跑起飞方式相比 ， 垂直起飞会使飞机

的有效载荷和作战距离大大减少 。 中国可能会发展此种类型的航母 ，
但只会作为

短飞阻降型航母或者弹飞阻降型航母的补充 。 如果北京希望采取相对直接部署大

型和具有强大打击能力 的短飞阻降型或弹飞阻降型航母 ， 更巧妙的方式展示力

1 据报道
，
英国政府正在重新考虑 2 0 1 0年购买弹射起飞型而非垂直起降型Ｆ 3 5 联合攻击战斗机的计划 ，

因为修改两艘
“伊丽莎白女王

”

级航母的设计并加装弹射器的成本上升 ， 报道见
“

Ｍ 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Ｕ－Ｔｕｍ

ｏｎＦ
－ 3 5 Ｆｉｇｈｔｅｒ／ Ｓ 8Ｃ ， 1 9 Ｍａｒｃｈ， 2 0 1 2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ｂｂｃ．ｃｏ ． ｕｋ／ｎｅｗｓ／ｕｋ
－

ｐｏ ｌｉｔ ｉ ｃｓ
－

1 7 4 3 7 2 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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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那么
，
短飞垂降型航母就非常适合用于在亚太地区执行人道主义救助和灾难

救援任务或者在海外执行非作战撤侨任务 。

在这一问题上 ，
最关键的指标是中国是否在研发多次被媒体报道的具有短飞

垂降型或垂直起飞性能的歼－

1 8型战机。

1

如果中国决定将大量资源用于发展短

飞垂降型航母和飞机 ， 那么这就表明中国更为关注展现国家的形象 、 实施低强度

作战和促进非传统安全 ， 而不是向海外投送强大的空中力量 。 鉴于中国海军预算

的增加以及中 国对非传统安全关注的提髙 ， 在接下来几年中 ， 中 国的短飞垂降

型航母有可能出现。 然而 ，
主要挑战在于研发短飞垂降型战机及其动力 系统。

目前 ，
中国正在建造更多的 1 7 0 0 0至 2 0 0 0 0 吨的 0 7 1 型

“

玉昭
”

级 （ ｙ？ｚ／ｗｏ－

ｃ ｌａｓｓ ）

船坞登陆舰的舰体 ， 这是一种大型的全通甲板两栖战舰。 与建造大型航母相比 ，

建造 0 7 1 型登陆舰的价格要低 ， 建造速度也要快 。 在战略意义 日益重要的滨海地

区
，

0 7 1 型登陆舰能够执行多样化的军事任务 ， 甚至能够在应对台海危机中发挥

重要作用 。 然而 ， 它的火力不够强大 ， 直升机的数量与质量也不足 。

2

垂直起降型 （ ＶＴＯＬ ） 。 美国曾多次计划建造此一类型的航母 ， 但是美国 目

前只有搭载 ＡＶ－ 8Ｂ
“

海鹤 ｎ
”

式对地攻击机的两栖攻击舰仍在采用此种设计。

与短飞垂降型航母不同 ， 垂直起降型航母不能搭载任何类型的固定翼飞机 ， 因为

在舰艏没有滑跃坡道 ， 也不能够在甲板上形成风 （ 也就是不能高速迎风行驶 ） 。

除开展海上外交与人道救援行动 、 为岸上的海军陆战队员提供近距离空 中支援和

执行有限的护航任务外 ， 垂直起降型航母的作战用途非常有限 。 中国同样可能发

展此种类型的航母 ， 但也只会作为短飞阻降型航母或者弹飞阻降型航母的补充。

与垂直起降型航母相比 ， 短飞垂降型航母能够搭载直升机和短飞垂降或垂直起降

型战机 ， 如
“

海鹞
”

式和 Ｆ
－

3 5 Ｂ 型战机 ； 部署在短飞垂降型航母上时 ， 这些机

型可以获得的载荷 ， 要比部署在垂直起降型航母上时更多 。 因而如果中国想拥有

类似性能的作战飞机 ， 发展短飞垂降型航母要比建造垂直起降型航母更为合适。

（ 二 ） 展單未来

虽然中国在舰载航空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 ， 但是对其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大都

还不能确定。 正如丹尼尔 ． 科斯特卡指 出的 ：

随着 中 国海军继续建造具有飞机起降能力 的现代化新型舰艇 ，
包括航母、 两

栖攻击舰和大型水面作战舰艇 ，
中 国海 军对舰载航空的需求急剧增加…… 中 国

海军未来能否形成一套飞行 员及舰载飞行作业人员 的培养机制 ， 将会决定舰载航

空兵是成为 中 国海军的有机组成部分 ，
还是仅仅变成 少数精英飞行员 的特权。 另

1例如 ■


Ｗｅｎｄｅ ｌ ｌＭｉ ｎｎ ｉ ｃｋ，

“

Ｉ ｓＣｈ 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ｇ 

ａ 
ＶＳＴＯ ＬＦｉ

ｇ
ｈｔｅｒ？

”

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ｅｗｓ ， 2 2 Ａｐｒ
ｉ ｌ

， 2 0 1 1
，

ｈｔｔｐ ： ／／

ｍｉ ｎｎ ｉｃｋａ ｒｔ ｉｃｌ ｅｓ ．ｂ ｌｏｇｓｐｏｔ ．ｃｏｍ／ 2 0 1 1 ／ 0 5 ／ｉｓ
－

ｃｈ ｉｎａ
－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
ｇ

－

ｖｓｔｏ ｌ

－

ｆ
ｉ

ｇ
ｈｔｅ ｒ．ｈｔｍｌ ｏ

2 叶颀 ：

“

遥望
‘

小平顶
’

一浅谈中国大型两栖作战舰艇的未来
”

， 《 当代海军 ＞ ，
2 0 1 1 年第 1 1 期 ， 第

4 2，4 4 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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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如果 中 国海军要成为

一支具有综合性海上作战能力 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海

军 ， 那么就必须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 ， 解决如何组织 、 训练和装备
一支规模更

大 、 作战能力更强的舰载直升机力量的 问题
，
以满足数量不断增加的具有直升机

起降能力 的舰艇的需求。

1

鉴于短飞阻降型航母存在不能起降空中预警机和其他携带大量燃油和武器的

重型飞机的内在局限
，
中国最初的国产航母舰体能够清晰地反映出中国会采用何

种类型的航母设计。 中 国会在研发短距起飞战机方面投人多少以后 ， 才会转而考

虑发展弹飞阻降型航母呢 ？ 从
“

路径依赖
”

的角度讲 ，
发展短飞阻降型航母就意

如果要转向发展
味着一笔巨大的

“

沉没成本＇
“

路径依赖
”

就是说即使做出

弹飞阻降型航＾ 中
当前决策的条件今后不复存在 ， 未来的决策也仍受到当前决

国至少需要裳握
二
善

策的制约 。 但是 ， 如果要转向发展弹飞阻降型航母 ， 中国至

弹射系统并对战盂进
少需要掌握完善弹射系统并对战机进行大幅改装。

＇

与此同时 ，
解放军需要以某种形式的空基能力支援海基

°

Ｃ 4 ＩＳＲ（ 指挥 、 控制 、 通信 、 计算机 、 情报监视与侦察 ） 系

统的能力 ， 因为海基平台很难获得足够的雷达视距 。 虽然无人机能够弥补这一能

力的不足 ， 但是性能先进的对空搜索雷达体积过大 ， 不适合安装在无人机或者具

有滑跃起飞能力的飞机上 （ 除非中国国防工业部门在对空搜索雷达小型化方面取

得重大进步 ） ， 因而必须安装在舰船上。 在近海海域 ，
在一定时期内中国可以依

靠陆基预瞀雷达和空 中预警机为作战提供支援。 这就需要军种间做出协调 ，
也成

为了解放军需要达成的
一个重要 目标 。 另一方面 ， 在执行近海作战任务时 ， 中国

军方可以使用各种可能的
“

权变措施
”

和
“

后备手段
”

来弥补当前的不足 。 例

如 ， 中国海军正在列装以运－ 8型机为基础的空警－

2 0 0 型
“

平衡木
”

空中预警机 。

虽然无法在性能上与空军装备的基于更大的伊尔 － 7 6 型运输机的空警－ 2 0 0 0型空

中预警机媲美 ， 但是空警 －

2 0 0 型机却强于任何中国海军能够在舰艇上配备的预

警机。

2

四 、 对于中国未来海上力量的影响

本质上讲 ， 中国引入吨位较小 、 作战水平有限的航母 ， 在军事上的影响有

限 。 中国分析人士已经认识到 了掌握舰载航空及其复杂的系统体系极具挑战性和

1Ｄａｎ ｉ

ｅ
ｌＫｏｓｔｅｃｋａ

，


ａ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 ｔｓ
ｆｏｒ

Ｃｈｉ
ｎａ

＊

ｓ
Ｓｈ ｉｐ

－

Ｂａｓｅｄ Ａｖｉ
ａｔ

ｉ

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 ，

＂

Ｊａｍｅｓｔｏｗｎ

ＣｈｉｎａＢｒｉｅｆ，Ｖｏ ｌ
． 1 2 ， Ｎｏ． 1

，  6 Ｊａｎｕａｒ
ｙ，  2 0 1 2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ｊ

ａｍｅｓｔｏｗｎ ．ｏｒ
ｇ／ｐｒｏｇ ｒａｍｓ／ｃｈ ｉｎａｂｒ

ｉ
ｅｆ／ｓｉ

ｎｇ ｌ
ｅ／ 7 ｔｘ＿

ｔｔｎｅｗｓ％ 5 Ｂｔｔ
＿

ｎｅｗｓ％5 Ｄ＝ 3 8 8 5 7 ＆ｔｘ＿ｔｔｎｅｗｓ％ 5ＢｂａｃｋＰｉｄ％ 5Ｄ＝ 2 5＆ｃＨａｓｈ＝ 4 6 8ｂ 8 0 9 1 6 1 2ｃ 6 4 5ａａ 7 6 8 8ｆ4 1 5

ｄ 9ｅ 1 6ａ 3 ．

2
＂

Ｓｕｒｖｅ ｉｌ ｌａｎ ｃｅ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

＂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ｖｉａ 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 ：／／ｃｎａ ｉｒ． ｔｏｐ 8 1 ．ｃｎ／ｙ

－ 8ｘ
＿

ｓｈ
－

5
＿

ａ－ 5 0 ｉ ．ｈｔ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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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 ， 并且需要很长时间 。

1

单艘航母大部分时间需要进港维修保养 ， 在此期

间海军就彻底丧失 了空中力量的投送能力 。 即使是 目前阶段 ， 前
“

瓦 良格
”

号也

需要随航的护航舰艇与后勤舰艇提供支授与保护 。 然而 ， 如果不幸地 、 出人意料

地与诸如美国这样的军事强国发生了冲突 ， 那么现有的保护显然是不够的 。

这并不是说前
“

瓦 良格
”

号对中国来说毫无军事价值。 事实上 ， 走向缓和

的两岸关系 、 持续不断的近海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 不断增长的海外资源与市

场需求促使解放军的防务关注点转向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 （Ｕ ．Ｓ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Ｎａｖ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所概括的 ：

“

在保护中国领海外的海上交通线 ， 进行人道救助和灾难

救援 ， 扩展海军外交等方面新近出现的有限的需求 。

”2

在距离更远的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 ， 中国 尚不具备高强度作战的军事能

力
，
而是通过平时的力量部署发挥影响 。 中国海军航空兵的建设与这种远距离 、

低烈度的行动相关联 。 中 国 自 主发展多艘吨位更大 、 作战能力更强的航母 ， 能够

落实这一战略构想 。 因而 ， 不应把眼光局限于前
“

瓦良格
”

号存在的重大缺陷 ，

而应该关注一支更为强大的海军航空兵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

可能担负的任务

中国航母能够独立遂行或者参与多种类型的军事任务 。 非传统安全任务■一

灾难救援和反海盗￣￣构成了绝大部分军事应急任务 ， 而航母对完成这些任务大

为有利 。 另外 ， 即便是初步形成的海军航空作战能力也能增加中 国在解决各项争

端中的谈判筹码 。 虽然中国航母的数量与作战能力在
一

定程度上决定了航母担负

的任务 ， 但决定性因素却是北京关于如何使用不断壮大的中国海上力量的政治决

策 。 除了军事训练和海上外交以外 ， 按照考虑的顺序 ， 航母可担负以下几个方面

的任务 。

维护南海的海上主权要求 。 即使是单艘航母也能极大地延伸中 国空中力量的

作战范围 ， 对弱小的东南亚国家海军形成决定性优势。 刘华清上将把维护中国在

南海的主权要求视为航母担负的首要任务 。 与两栖攻击舰或直升机航母相比 ， 搭

载歼－

1 5 型现代化战机的航母执行这一任务 ，
能够产生更大的军事与外交影响 。

刘华清担心两栖战舰不能提供足够的空 中掩护 ， 但认为航母能弥补这一不足 。

“

昆仑山
”

号两栖攻击舰
3

与驱逐舰、 护卫舰和补给舰一道 ， 曾分别于 2 0 0 8年 1 1

月 和 2 0 0 9年 6 月 在斯普拉特利群岛 （南沙群岛一￣译者注 ） 争议海域执行了远

海巡逻任务 ， 随舰的海军陆战队员还进行了至少一次夺岛演练 。

一

位中国专家

1 刘鹏翔 、 邵希文 、 文盖雄 ：

“

美国航母舰载机亊故及应对措施
”

， 《舰船知识 ＞ ，
2 0 1 2 年 3 月 ， 第 3 6

－

3 8 页。

2 7 ？？ｆｌｅｃｐｔｅ
＇

ｓ
Ｕｂｅｒａｆｃｎ

Ａｍｙ


Ａ Ｊ Ｓａｙｙｃ Ａ Ｍｏａｔｅｍ ＡｆａｖｙＯＴｉｅｓｅ Ｃｔｏａｃｔｅｆｉｓｆｃｓ
，
Ｓｕ ｉｔｌａｎｄ ，

Ｍａｒ
ｙ

ｌａｎｄ ：
Ｕ．Ｓ．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 Ｎａｖａｌ 
Ｉｎｔｅ ｌｌ ｉｇｅｎｃｅ ，

Ｊｕ ｌｙ
，
 2 0 0 9

， ｐ ． 4 5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ｆａｓ

．
ｏ ｒｇ／ ｉ ｒｐ／ａｇｅｎ ｃｙ／ｏｎ ｉ／ｐ ｌａ－

ｎａｖｙ． ｐｄｆ ．

3 
“

昆仑山
”

号实为两栖船坞登陆舰。
一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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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犧ｆｌ ｉＰＰｌｉｉｉＢ
Ｍ

表示 ：

“

我们的航母绝不会与强大的美军航母战斗群发生冲突 ， 却足以对像越南 、

印尼和菲律宾等与 中国有领土争端的邻国构成象征性威胁。

” 1

最近 ， 《解放军报 》

高级记者郭建跃大校在中 国 国防部主办的一家新闻网站上撰文称 ：

“

如果我们没

有使用这种舰只解决领土争端的勇气和意志 ， 我们造它干什么 ？
” 2

保护海上交通线 ， 打击低强度威胁。 其中之一就是执行

反海盗任务 。 反海盗任务强调直升机协同随舰特战队员登临
舰

＝ 船只 ， 而航母搭载的专用空中侦察平台勝大大增强这一能

力 。 臟攻击机繊成为吓阻和攻击海細可靠手段 ， 姆

中 国改变打銷麵作战麵 ， 甚至可以用来攻击海盗的陆
够大大増强

上巢穴 。 另外 ，
航母还可以用来打击南海 、 印度洋和其他海

区意图骚扰中国商船的其他海上威胁。

开展人道救助与灾难救援 。 虽然中国海军没有在海外执行过灾难救援任务 ，

或许也无意执行此类任务 ， 但是在诸如 2 0 0 4 年的印度洋海啸和 2 0 1 1 年的 日本地

震灾难发生后 ，
中国海军如果能派出航母在灾难发生地区实施密集的直升机救援

行动
， 那么中国就能从中获得很大的外交利益 。 2 0 0 4 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 ， 因使

用舰载航空力量开展了人道救助和灾难救援行动 ， 美国甚至包括印度和 日本都受

到了广泛的赞誉 ， 但是当时中国却无力做出这样的选择。 作为胡锦涛主席所强调

的
“

多样化军事任务
”

的重要组成部分 ， 执行此类非传统安全任务被许多解放军

专家视为中国海军开展
“

信息化
”

条件下局部战争训练的大好机遇 。

3

应对台海危机？ 刘华清将军把应对台海危机作为发展航母的重要依据 ，
并巧

妙地向解放军髙层推销
，
作为减少新机场建设需求的高效益手段 。 无疑 ，

随着

2 0 世纪 8 0 年代晚期台湾 （ 地区 ） 民主化进程的展开而出现的美国介入的条件使

得这一设想被搁置起来 ， 航母发展计划也被推迟 。 虽然最近两岸关系得到改善 ，

但是中国海军仍然注重增强地区
“

反干涉
”

能力
，
防止台湾 （地区 ） 宣布独立 ，

保卫大陆近海海域 ， 阻止外敌的干涉和入侵 。 在台海危机中 ，
前

＂

瓦良格
”

号在

台湾岛以东海域并不能发挥有效作用
——

陆基战机能够完全覆盖整个岛屿 ， 而且

使用作战能力有限的单艘航母来吓阻美国海军特遣舰队或增加其接近的难度也是

不明智的 。

建立第一和第二岛链内的制海权 。 以发展导弹为中心 ， 以保卫大陆近海为重

点 ， 解放军发展的规模和建设的主要 目标依然是为了维护近海主权要求 ；
而不是

1Ｍ ｉ

ｎｎ ｉｅ
Ｃｈａｎ ，

＂

Ｃｈａｌ ｌｅｎ
ｇ
ｅＷｉ

ｌ

ｌＢｅＴｒａ
ｉ
ｎ

ｉ

ｎｇ

Ｐ

ｉ

ｌｏｔｓ
，Ｅｘ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ａｙｓ ，

＂

Ｓｏｕ ｔｈＣｈｉｎａ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
，
 1 Ａｐ ｒ

ｉ ｌ

，

2 0 1 0 ．

2 ＜解放军报 》记者郭建跃 ：

“

军报 ： 若没勇气用航母解决领土争端造它干啥
＂

， 中国军网 ，
2 0 1 1 年 8 月 1 0

日
，
ｈｔｔ

ｐ
：／／ｊ

ｚ．ｃｈ ｉ ｎａｍ ｉｌ ＿ｃｏｍ ．ｃ ｒＶ ｏ

3ＸｕＰｉｎ 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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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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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超地区性的远洋制海权 。 解放军现有战斗序列主要包括世界先进的非战略性

和陆基机动导弹 ， 如东风－

2 1 Ｄ 型反舰弹道导弹 、 装备巡航导弹 、 鱼雷和水雷的

柴电潜艇和装备性能不断增强的导弹的改进型水面战舰和战机 （如歼 － 2 0 型战斗

机 ， 可能于 2 0 1 7
—

2 0 1 9年形成战斗力 ， 成为中 国第一代隐形战机 ） 。

航母最终能够帮助中国海军将在第一和第二岛链之内的作战 目标从
“

反干

涉
”

转变为建立制海权。 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主动性与被动性
一前者寻求在一

定时间 内拒止敌人进入特定的作战区域 ，
后者寻求在相对较中国航母将为水

长的一段时期内控制特定的海域 。 在第一和第二岛链间 ， 中
面舰艇编ｐ人提供有效

国航母确实能发挥作用 ， 但不会以美国的方式进行 。 中国航
的空中掩护 帮助反

母将为水面舰艇编队提供有效的空中掩护 ， 帮助反舰巡航导
瓶 ［巡筋：导＾

“

射手
， ，

弹
“

射手
”

们进人能够打击敌人的射程内 。

ｆｆｌ进 打击敌Ａ
在实施这

一

战略的过程中 ， 航母发挥的作用包括扩展当

前陆基战术空中远程侦察系统的侦察范围 、 增强反舰攻击能
°

力 、 提髙防空拦截和预警能力 。 当然 ， 完成这一新型任务还需要其他作战能力 ，

尤其是反潜作战能力 ； 但
一艘航母 ， 尤其是多艘航母能够帮助 中 国实现上述能

力 。 然而 ， 中国依然受到地理上的巨大限制 ， 将会面临一个非常艰难、 复杂和漫

长的转型。

实施远程力量投送 。 中国经济的健康与繁荣发展依赖于通向海外市场和能源

产地的海上贸易通道 。 其中最重要的通道经过南海与印度洋 ， 连接中国与中东和

非洲的能源产地 。 实际上 ， 中 国 向欧洲 、 非洲和中东出 口 的 9 5％ 和从欧洲和中

东进 口 的近 1 0 0％ 都要通过印度洋 。 因而 ， 确保进人这些能

源产地和市场是中国重要的国家利益 ， 也是中国海军担负的

新型任务 。 长期来看 ， 航母对维护中国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

晒益至关重要 。 为完成这
－

目标 ， 需要多个航母编队定期
度洋的利资

在这些重要航道进行经常性巡航 ， 保护中 国海运 。关重要 0

完成此类任务的后勤需求繁重 ， 作战要求复杂 。 在一定程度上 ， 中国在他国

没有军事存在的情况下 ， 快速提髙的空间能力能够支援中国的远程作战行动 。

但是 ， 鉴于陆基预警能力不足 ， 需要部署短飞阻降型航母 ， 提供足够的空中预警

能力 ， 而且要有足够数量的航母 ， 确保其他任务和维修保养顺利完成 。 另外 ，
远

程投送并维持军事力量的存在需要健全的支援体系 ， 包括在印度洋地区建立军事
“

基地
”

网或者至少要组建可靠的
“

地点
”

（ 如补给地 ） 网 。 组建这样
一个基础设

施网络 ， 中国需要在战略思维上做出重大改变。 长期以来 ，
中国 自豪地坚持

“

不

干涉
”

的原则和反对
“

霸权
”

的立场 ， 包括不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 北京如何调

整兵力部署和相关的传统政策显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 在国务院下属的中国现

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月刊中 ，

一篇文章指出 了这一困境 ：

“

就学界和军界 目

前热议的以航母保护中国海外利益而言 ， 有了航空母舰就能够保护中国的海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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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ｉｇｇｉＢＴＯ——

益吗 ？ 即使从纯军事角度看 ， 中国在缺乏海外军事基地的情况下 ， 航空母舰上的

几十架舰载机所能发挥的实际功用也非常有限 。

” 1

五 、 结论

中国发展航母的道路遵循了中 国哲学家老子
“

千里之行 ， 始于足下
”

的哲

理 。 航母之路漫长而又曲折 ， 但是如果中国希望精于高强度航母作战行动 ， 那么

就必须有一定的起点一－因而就需要
一

艘起步航母 ， 即前
“

瓦良格
”

号 。

邓小平在描述 2 0世纪 7 0 年代晚期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时 ，
宣称中国将

“

摸

着石头过河＇ 意指他并没有万全的计划 ， 但是在遵循总体前进路线的同时 ，
要

维持计划的灵活性并根据条件的变化做出调整 。 北京发展航母似乎也在走相同的

道路一似乎没有关于航母力量最终发展形式的顶层设计 ， 也没有关于航母担

负任务的顶层规划 。 然而 ， 中 国海军在航母发展道路上似乎更具适应性和灵活

性——在逐步改造和翻新第一艘航母的同时 ， 在条件允许时采购航母 ， 逐步组建

航母的护航舰艇编队 ， 低调地培训第
一

代舰载机飞行员 。

短期来看 ， 在起步航母的发展问题上 ， 中 国也会遵循相同的路线 。 中国海军

可以从中汲取大量经验 ， 并将其应用到后续建造的航母上 。 因而 ， 未来航母的作

战能力会更加强大 ， 作战使用也会更加有效。 同样
， 航母担负的任务也会随着时

间推移而有所调整 ，
对航母的技术水平和舰员的能力逐渐形成考验。 正如美国第

一代海军航空兵与其后辈相差甚远一样 ， 未来的中国海航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也会

更加专业化和精干化 。 为了拥有 自 己 的航母 ， 已经等了八十多年 ， 因而中国有足

够的耐心 ， 有条不紊地掌握舰载航空作战行动 。

中 国完全有权将新获得的财富投人航母发展 ， 并按照 自 己 的意愿决定航母建

造的数量 。 最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并不是航母的数量和作战能力而是航母的运用方

式 。 如果北京选择使用航母与邻国和美国开展合作 ， 并由此促进国际体系的健康

与繁荣 ， 那么这就可能会开启
一个

“

双赢
”

的战略合作新时代 。 如果北京选择使

用航母胁迫或威胁邻国和美国 ， 挑战国际体系基本的开放性和稳定性 ，
就很可能

会引发大国间的竞争甚至冲突 。

一如既往 ， 决定性因素不是武器系统本身而是武器系统的使用方式。 正如 2 0 0 8

年 1 1 月钱利华少将所言：

“

问题不在于是否拥有航母 ， 而在于拥有之后会做什么？

” 2

（ 付洪宝 译
；
李晨 校 ）

1 唐昊 ：

“

关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战略思考
”

， 《现代国际关系 》 ，
2 0 1 1 年 6 月 ， 第 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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