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厉兵秣马为哪般?        ——有感于日本加强海上自卫队
建设 

                 ● 文 武 

  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加快了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步伐。由于其特殊的 
地理环境，日本决定首先加快发展海上自卫队，这使日本进入了重点扩充海上自卫队的新时期。 
特别是1997财年，日本又较大幅度地增加经费，用于海上自卫队的现代化建设。这是日本海上自 
卫队由“沿岸防御”转变为“远洋防卫”和“海上歼敌”战略的重要步骤。 
  1997财年(从1997年4月1日起)，日本在军事预算中拨出1.1万亿日元(约100亿美元)用于海上自 
卫队的现代化建设，比去年增加了5.1％，并高于其他军种的增长率。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1.加速建造现代化作战舰艇 
  1993财年，日本开始建造3艘军舰，其中1艘潜艇；1994财年，建造6艘军舰，其中2艘驱逐舰， 
1艘潜艇；1995财年，建造6艘军舰，其中驱逐舰2艘，潜艇1艘；1996财年，建造4艘军舰，其中驱 
逐舰1艘，潜艇1艘。而1997财年，根据军舰军事建设计划，日本开始建造16艘作战舰艇和辅助舰 
船，总排水量18389吨，造价2601亿日元。其中包括2艘驱逐舰(每艘4400吨)，1艘潜艇(2700吨)， 
1艘扫雷舰(510吨)，1艘训练支援舰(4500吨)，1艘特务船(400吨)，2艘锚地拖船(分别是260和50 
吨)，1艘自航油驳(50吨)，1艘自航货驳(11吨)，3艘自航驳船(18吨)和2艘潜水工作艇(每艘300吨)。 
可见，1997 财年日本明显加强了海上自卫队的装备建设。 
  鉴于2001年“筑后”级护卫舰DE223“吉野”号和DE224“熊野”号将退出现役，1997财年开 
始建造2艘“村雨”级驱逐舰。从 1998年起日本海上自卫队将开始建造一批先进的驱逐舰，排水 
量4900吨。目前，该型驱逐舰正由日本防务厅科研中心牵头研制。 
  日本新的“亲潮”级潜艇已于1996年10月下水试航，将于1998年3月加入战斗序列。1997财 
年开始建造的潜艇是用来更换“夕潮”级的SS577“滩潮”号的。 
  新建造的扫雷舰是用来更换“初岛”级MSC659扫雷舰的，新建造的训练支援舰是用来更换 
“吾妻”号的。根据以前签订的合同，1997财年，1艘驱逐舰、1艘潜艇、2艘扫雷舰、1艘扫雷舰 
浮动船坞和1艘坦克登陆舰将加入战斗序列。 
  2.加强航空技术装备建设 
  1997财年共拨出经费646亿日元建造13架海军飞机：2架US-1A搜救水上飞机、7架SH-60J反潜 
直升机、2架UH-60J搜救飞机和2架OH-60D教练机。 
  根据以前签订的合同，1997财年将有10架飞机(1架P-3C基地巡逻机、1架UP-3D型训练支援和 
无线电电子对抗机、1架US-1A 搜救水上飞机、5架SH-60J反潜直升机、1架UH-60J搜救飞机和1架 
T-5教练机)编入海上自卫队。 
  3.积极研制新式武器装备 
  目前，日本科学家正加紧进行新武器装备系统的研究工作。用于海军方面的武器项目主要有： 
射程加大的“阿斯洛克”反潜火箭、近距离防空导弹系统、K-RX2自动移动水雷、G-RX4反潜鱼雷、 
S-10反水雷装置。此外，还准备革新SH-60J反潜直升机。 
  4.进一步完善通信联络手段 
  在推广海上自卫队控制系统的同时，计划积极利用商业通信线路。还准备向海上自卫队提供 
与陆上自卫队的通信系统相匹配的通信设备。 
  5.加强战备训练和对外军事交往 
  1997财年，日本海上自卫队除加强传统的战役和战斗训练措施，如一年一度的由总部领导的 
海上自卫队的演习、护航演习、扫雷演习外，还加强与美国、俄罗斯等国海军的交往。计划出访 
美国西海岸和东南亚岛屿。同时与美国等国海军举行联合演练。 
  6.确保部队编制和兵员 
  1997财年，海上自卫队在其组织编制不变的情况下努力保障部队兵员数量不会减少，以确保 
部队战备等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到1997财年年底，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编制人员为49558人(45752 
名军人和3806名文职人员)，后备役人员1100人。部队满员率为94.4％。 



选择本期文章题目 

  近年来，日本不断扩充海上自卫队，特别是今年又进一步增加经费加强海上自卫队的现代化 
建设，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和政治军事企图。 
  首先，从外部因素来说，这是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几年来，日本通过向海湾派扫 
雷艇和不断介入地区事务，进一步诱发了其通过强化海上自卫队扩大政治军事影响的欲念，并在 
国际上造成了“既成事实”。而且，美国的《东南亚战略报告》和《美日安全保卫协议》的重大 
调整，为日本扩充海上自卫队提供了契机和“保护伞”。特别是今年日美将《日美防务合作协议》 
作重要修改，两国企图将台湾海峡也包括进去，这无疑将再次扩大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未来行动范 
围，并要求提高其各方面的作战能力。为此，日本一方面不断加强海上自卫队的现代化建设，另 
一方面将海上自卫队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作战原则从过去的“沿海防御”改为“远洋防卫”和“海 
上歼敌”。即，海上自卫队要作好“从远离日本国土的海上打仗”，“将敌歼灭于沿海之外”的 
准备。 
  其次，从内部因素来看，成为政治大国是日本人多年来的梦想，加速走向政治大国的基本战 
略，是其扩充海上自卫队的直接原因。日本视强化海上自卫队作为其走向政治大国的重要先导和 
坚强后盾，从而使其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 
  再次，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使日本国内的保守和右倾势力有所抬头，推动了海上自卫队的不 
断扩大，与海外交往的进一步加强。日本的右倾保守势力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它是积极支持 
加强海上自卫队的政治基础。 
  最后，由于日本特殊的岛国条件，决定了扩充海上自卫队是其长期的发展国策。从发展的眼 
光来看，日本扩充海上自卫队的势头将不可逆转。21世纪日本将不断迈向政治、军事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