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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上旬以来，日本媒体持
续炒作中国海军舰只通过靠近
日本的宫古水道，过度解读中国
海军执行的一次普通例行性演
练。在有些日本媒体看来，中国
海军远洋能力的提升势必会影
响到日本自身的安全。

无论承认与否，因为甲午海
战，一百多年来，中日海军之间
有形与无形的竞争始终存在。毫
无疑问，中日海军远洋竞赛的序
幕已经缓缓拉开。那么，谁将更
胜一筹？

海洋地理优势

日本占优

海军远洋作战能力的构成
要素非常复杂，媒体普遍关注的
舰艇数量、武器装备仅仅是其中
的一个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
一国所处的海洋地理环境、海军
运用传统、海军战略指导思想
等，对于海军远洋作战能力的影
响更为深远。

就客观条件而言，中国处于
一个半封闭的海洋地理环境之
中，发展远洋型海军相当不利。
中国海军九大出海口几乎全部
受制于人，平时受人监控，战时
易被封堵。而日本作为一个海洋
岛屿型国家，其舰艇可以随意进
入大洋。可以说，在战略态势上，
中国处于内线，日本处于外线，
日本拥有先天的海洋地理优势。

从海军运用传统及海军战
略指导思想方面看，日本从近代
以来始终强调建立远洋型海军。
二战结束后，日本海军的舰艇装
备、人员训练仍然始终突出“远
洋”特色。

比较而言，中国海军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奉行“近岸防御”、
“近海防御”战略，海军兵力结
构、训练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以配
合陆军作战、濒海抗登陆、海上
游击战为主。虽然近十年来，中
国海军的装备水平、人员素质实
现跨越式发展，综合作战能力取
得显著提升，但要实现从近海向
远洋的转变，中国海军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日舰远洋经验

领先中国

在海军舰艇的远洋运用方
面，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是

中国海军首次大规模实施远洋
部署。此前，中国海军的远洋行
动仅以礼节性的军舰访问、断续
性的小编队远航训练为主。

相比较而言，日本的远洋活
动则要丰富和广泛得多。从1991
年海湾战争开始，日本海上自卫
队即派遣舰艇参与海外军事行
动。2001年11月至2010年1月，
日本军舰根据《反恐特别措施
法》开始在印度洋长期游弋，累
计已向印度洋派出80余艘舰艇、
1万多名自卫队员。长达九年的
时间里，几乎所有的日本主力舰
艇都不失时机地参与到印度洋
海上轮换机制中，充分锻炼了日
本舰队的远洋作战能力。

中日大型战舰

各有优劣

有美国媒体曾撰文认为，日
本是目前太平洋地区紧随美国
之后的第二大海军强国，拥有11
级46艘现代化作战舰艇，以及16
艘现代化柴电潜艇。相比较而
言，中国海军拥有的舰只数量更
多，有 25艘驱逐舰和 45艘护卫
舰。然而，在这25艘驱逐舰中，有
16艘是与日本同级别舰只老式
得多的“旅大”级驱逐舰。而且大
部分护卫舰也都是相当过时的
“江湖”级。中国的潜艇部队的柴
电潜艇也仅在总量上占优，先进
常规潜艇的数量并不比日本多。

在支撑远洋战力的水面舰
艇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实际拥
有的大型远洋作战舰艇已经达
到5艘。同时，日本还在加速包括
大型远洋补给舰、护卫舰艇、潜
艇等相关编队配套舰艇的装备
步伐。因此，在远洋舰艇平台建
设方面，日本海军的发展速度并
不比中国海军慢。

据相关人士介绍，就是跟西
方发达国家相比，日本海上自卫
队的技术水平都是一流的。这位
人士认为，因为装备有战略核潜
艇，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
国海军远洋作战战力的欠缺。

建海外基地

日本抢先一步

海军的远洋作
战能力，除了取决
于远洋舰队的数
量与性能，还取

决于人员素质以及海外基地。在
人员素质方面，日本海军的军官
培养成功结合了东西方军队训
练体制的特点，在吸收美英先进
训练与作战理念的同时，也融入
了日本旧军队的训练传统。装备
的优势加上仍然严格的训练，保
证了其远洋战斗力的延续。

对于
中国海军
而 言 ，从
战略理念
的转型到海军军官国际化素质
的培养，从大型舰艇装备到国际
交流能力的提升，都需要时间的
磨练。

目前，借助反海盗的东风，
日本已经在非洲吉布提建立了
战后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并正寻
求在印度港口或迪戈加西亚岛
建立补给点。

从长远看，构建可靠的海外
常驻补给点和舰艇驻泊基地，依
然是中国海军实现常态化远洋
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

（本版稿件据《国际先驱导报》）

厉厉兵兵大大洋洋
中日海军远洋战力比较分析

日本海军始终以“确保一千海里交通线安全”为战略目标，
其军备及人员训练突出“远洋”特色；而中国海军要从近海迈向
远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日本作为一个“以海洋立国”的国家，对海上发生的任何
安全问题都十分敏感，尤其是对邻居中国的海军活动，始终保
持高度关注。

在日方眼中，中国军舰通过靠近日本的海域不是第一次。
2009年日本国防白皮书中就声称，近年来多次发生中国海军舰艇
在“我国领海违反国际法航行的事件”。

根据该国防白皮书及日本媒体的一些报道，日本对中国海军总
体实力的大致评估为：中国的海军共有舰艇约890艘(其中潜艇约60
艘)，共计约132万吨。随着中国海军的现代化，中国将具有在更远的
海域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中国海军远洋能力正是日本最为关注的。今年4月25日，日本《读
卖新闻》刊登了题为《中国海军逐步转向远洋型》的分析文章称，“最近
进行的远航活动，是为了配合航母等装备建设而进行的训练。可以预
见，随着中国海军远洋作战能力的提高，其训练还会愈发活跃。”也有
部分日本媒体担心，随着中国海军远洋活动的增加，中日两国的海上
摩擦有可能会加剧。

日担心中国海军

“越走越远”

格相关链接

中国海军 166珠海号导弹驱逐舰，1990年服
役，2003年前后进行了现代化改装，换装反舰导
弹和隐身主炮、红旗-7舰空导弹。(资料片)

编辑：严洁

设计：视觉工作室 组版：马晓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