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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引进美制新型巡航导弹目的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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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世峰

8月28日，美国政府批准向日本出售
搭载在战斗机上的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
对地巡航导弹（JASSM-ER）及相关设
备，总额1 . 04亿美元（约合7 . 59亿元人民
币）。这是二战后美国首次批准向日本出
售远程空地巡航导弹。

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公布的
数据显示，日本提出采购多达50枚该型导
弹及相关设备与技术支持。美国国务院
称，通过出售该型巡航导弹，将向日本提
供应对敌人射程外的“独立防御能力”，进
而加强美国利用盟友应对威胁的能力。

据称，日本计划由航空自卫队的F-
15战斗机挂载该型导弹。目前，日本防卫
省正对F-15进行升级。根据计划，航空自
卫队将有68架F-15战斗机升级到“日本
超级截击机”的标准。

JASSM-ER是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
公司研制的新一代巡航导弹，长4 . 27米，翼
展2 .4米，射程约1000公里，是一款可搭载在
战机上的精确打击远距离目标的空对地导
弹，采用隐形设计，可规避导弹防御系统。

据美国军工企业诺斯罗普·格鲁曼
公司去年8月底透露，美军一架B-2隐形
轰炸机在2021年12月的一次秘密武器试
验中，成功发射了一枚增程型联合防区
外空对地巡航导弹，并击中预定目标。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表示，JASSM

-ER版本是2021年底测试的三种功能之
一，它们共同构成了B-2的一揽子升级，
将进一步提升B-2隐形轰炸机在全球范
围内的打击能力，使其能够更深入打击
有争议的地区。

去年12月，日本政府正式通过新版《国
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
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政策文件，提出日
本将致力于拥有对敌攻击能力等政策主
张，并将在未来5年大幅增加防务开支。

日本防卫省目前正在协调2024年度
预算申请，拟提出创历史新高的7 . 7385万
亿日元（约合3851 . 37亿元人民币）防卫

费。日本防卫省将新开发准确攻击舰艇
和陆地目标的“精确制导导弹”，用于摧
毁他国导弹基地等。此外，日本政府打算
到2027年度为海上自卫队全部8艘“宙斯
盾”驱逐舰配备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相
关费用也被纳入预算申请。

今年2月，日本防卫大臣滨田靖一证
实，打算在2023财年与美国签署“战斧”
巡航导弹购买合同。日本防卫省表示，原
本计划2026财年开始部署“战斧”，但日
方与美方磋商后将部署时间提前。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改变了原本
几年内分批购入“战斧”导弹的计划，改为

一次性购入最多500枚。“战斧”巡航导弹是
美国研制的一种防区外纵深打击武器，可
低空飞行，射程超过1000公里，曾被美军用
于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

除了购买美制远程导弹，日本也加强
了此类导弹的研发，并将开发高速滑翔弹
和高超音速导弹纳入计划。消息人士称，日
本计划研制一款空对空导弹，以供日本与
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下一代战机使用。

日英意三国去年12月公布了“全球空
中作战计划”，宣布将共同开发下一代战
机。日本计划2035年开始新型战机在航空
自卫队服役，替换大约90架老旧的F-2战
机。据称，日本政府围绕这一计划，基本决
定研发国产空对空导弹，力争2035年完成，
以供航空自卫队引进战机初期使用。

岸田政府上台以来一门心思追随美
国，甘当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急先锋。本月
18日美日韩首脑戴维营会晤中，日美两
国同意共同开发新型拦截导弹，计划在
10年内完成。

近年来，日本完全抛弃了“专守防卫”
原则，彻底背离了日本宪法的和平理念。
据《日本经济新闻》29日报道，全球大型军
工企业亚洲业务的重心正在向日本转移，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已把管理亚洲业务的
职能从新加坡移至日本。分析人士指出，
日本政府的这一动向不仅让日本民众陷
入恐慌与不安，更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
社会对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警惕和担忧。

记者 赵恩霆

历经17年发展的金砖国家合作机
制，前不久迎来一次历史性扩员，沙特、
伊朗、阿联酋、埃及、埃塞俄比亚和阿根
廷获邀加入金砖大家庭，成员身份将在
2024年1月1日生效。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2年经济统计
数据计算，扩员后金砖国家的国内生产总
值（GDP）合计占全球比重从此前的25 . 77%
增加到28 . 99%。扩员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注入了新动力，进一步促进“全球南方”国
家团结合作，加强国际多边主义，推动全球
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上述六国既有重要新兴经济体，也
包括拥有重要地区影响力的国家。沙特
和伊朗均为中东地区大国，这对昔日冤
家在中国斡旋下，今年3月在北京历史性

地握手言和，沙伊两国和解进程不断推
进，同时撬动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再
调整，地区国家间关系重组回暖。

沙特和伊朗还同为中东地区重要经
济体，两国都是重要产油国，沙特以及阿
联酋还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
OPEC）的主要成员，其与俄罗斯等非欧
佩克产油国建立的“欧佩克+”机制，极大
影响着国际原油产量和价格波动。

埃及是在中东和非洲拥有传统影响力
的地区大国，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就设在
埃及首都开罗。埃塞俄比亚则在非洲事务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非洲联盟总部就设在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阿根廷是拉美第三大经济体，拥有丰
富的矿产资源，还是全球重要粮食和牛肉
出口国，巴西和阿根廷正研究建立南美洲
共同货币的想法，以期推动“去美元化”。

这些国家还有一个共同标签，就是
“全球南方”国家。近年来，在当前国际秩
序经历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全球南方”
正成为国际格局演变进程中一支不可忽
视的重要力量。

“全球南方”涵盖亚非拉地区的广大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南南合作金融
中心则把“全球南方”定义为“七十七国集
团和中国”。今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发布的

《慕尼黑安全报告》中，55次提到“全球南
方”，七国集团（G7）广岛峰会也将加强与

“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纳入主要议题。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秉持“开放包容，合

作共赢”精神，2017年中国主办的金砖厦门
峰会提出“金砖+”合作模式，旨在推动金砖
国家加强南南合作，进一步扩大金砖朋友
圈。去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就扩员问
题达成共识，今年金砖峰会前，东道主南非

发布的信息显示，已有40多个国家表达了
加入意愿，20多个国家提出了加入申请。

据报道，过去20年来，新兴经济体和
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
达80%；过去40年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
中国家的GDP合计占全球的比重从24%
提升到超过40%。这些国家在国际和地区
事务中的发言权日益增大，金砖国家扩
员体现了“全球南方”的崛起，有助于推
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8月28日
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金砖合作为的是实
现共同发展、普遍繁荣，不搞阵营对抗，与

“小圈子”“小集团”有本质不同。金砖机制
的蓬勃发展，是南南合作平台的拓展，是
维护和平力量的增强，是世界正义阵线的
扩大，是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又一个重
要里程碑，受到绝大多数国家欢迎。

金砖扩员助推“全球南方”影响力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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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装备的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巡航导弹。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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