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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南近几年在南沙动作频

频
,

企图强化对南沙的

实际占有
,

引起 了各方

的关注
。

日前
,

越南政府

突然宣布
,

将在其强占的南沙群岛部

分岛屿举行所谓
“

国会代表
”

选举
,

同

时还与英国合修天然气管道
。

据4 月 13

日英国 《金融时报》报道
,

这两个大型

天然气田名叫
“

木星
”

和
“

海石
” ,

距

越南南部沿海城市头顿约 23 0 英里
。

该

报道还说
,

这个投资加 亿美元的天然

气 田和管道项 目
,

是英国石油公 司

(B P ) 和越南国有企业
—

越南石油

天然气总公 司共同进行的
,

项目尚处

于计划阶段
。

而越方则声称与英国石

油公 司的合作从 2 0 00 年就已开始
。

越

南的举动
,

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

抗议
,

而且还使南沙问题更加复杂
。

越南海军的发展还得从 20 年前的

越南经济改革说起
。

19 86 年底
,

越共
“

六

大
”

作出了重大决策
,

全面推行革新开

放政策
,

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

努力

使越南摆脱社会经济危机
。

进入新世纪

以来
,

越南经济迅速发展
,

经济结构和

经济增长质 量大为改善
,

国家财政收入

稳步增长
,

金融状况有所好转
,

投资环

境得到改善
,

社会投资踊跃
,

已基本走

出基础差
、

积累少的困境
。

虽然越南经

济仍面临极大的挑战
,

但其基础已经稳

固
,

同时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也为越南

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
,

越南未来经济发

展潜力巨大
,

前景乐观
。

随着经济的改善
,

越南对海洋的

依赖越来越大
,

再加 上 199 4 年通过的

《联合国海洋公约》的刺激
,

越南的海

洋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
。

尤其是越共
“

九大
”

后
,

越南大力推行海洋发展战

略
,

企图以海军为先锋不断向海洋扩

展
,

努力成为 21 世纪东盟乃至 世界的

海洋大国
。

与这
·

变化相适应
,

越南的

军事战略
,

尤其是海军战略作了较大

幅度的调整
,

把海军的发展放在 厂军

队建设的首要位置
,

并制定了近期
、

中

期和远期的海军发展规划
,

努力使海

军成为其谋求海洋权益的
“

保护神
” 。

按照 l二述精神
,

越南近些年在海军建

设上花费了巨大的人力
、

物力
,

将海军

建设带入了快车道
,

企图在不久的将

来打造
一

支精锐的海 上力量
。

由 1
二

越

南独特的海 1:战略地位
,

在南沙地区

又与我国存在着领土争端
,

因此
,

其海

军发展的动向格外令人关注
。

O 调整军事战略

越南自从 19 7 5 年实现南北统
·

之

后
,

一直以构建印支联邦
、

抗衡
‘

川闷
、

称霸东南亚作为其国家战略日标
,

竭力

推行以联苏
、

侵柬
、

反华为核心的
“

南

攻北防
”

战略
,

造成经济形势恶化
、

社

会政局不稳定
、

国际处境孤 盆
。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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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后期
,

世界形势发生了由对抗转

向对话
、

由紧张趋于缓和的重大变化
。

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
,

19 86 年 12 月

召开的越共
“

六大
”

确定了新的国家发

展战略
: 即

“

以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
,

逐步建成一个拥有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

社会主义国家
,

巩固和提高大国地位和

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
” 。

随后
,

越军从

198 7年初开始调整军事战略
,

由
“

南攻

北防
”

逐步转向
“

积极防御
” ,

主动收

缩陆地战线并转为防御
。

从柬埔寨撤军后
,

越南确立了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
,

将海洋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作为本国经济的增长

点
,

军事战略调整为
“

陆守海进
” ,

并

制定了面向21 世纪的
“

新全民国防军事

战略
” 。

该战略奉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

针
,

要求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

家的经济建设 把
“

保卫海洋领土和海

洋资源
”

作为新军事战略的重心
,

将应

了创每上突发事件和局部战争作为作战重

戍 强调海战场的战略价值
,

提出依靠

海上防御纵深来缓和陆地防御纵深较浅

的新安全思想
,

改变过去战略部署上的
“

北重南大中间轻
”

的态势
,

将作战区

域局限于本国的领土领海范围内
,

重点

加强中部地区和越占岛屿的兵力部署

注重质量建军和
“

全民性
”

国防建设
,

裁军的同时加强后备力量建设 注重诸

军兵种的协调发展和海空军优先的发展

原则等等
。

而与此同时
,

近年来世界各国利

用和开发海洋的自觉性不断增强
,

海

洋不但是天然的安全屏障
、 “

伟大的战

略通道
” ,

而且已经成为人类可持续发

展的
“

资源宝库
” 。

21 世纪被人们视为
“

海洋世纪
” ,

海洋权益斗争在国际政

治斗争中的地位愈发重要
。

特别是

199 4 年 11 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

式生效以来
,

全球范围内出现 了一场
“

蓝色圈地运动
” ,

越南与周边国家的

海洋权益争端也日益加剧
。

19 9 3年
,

越

共中央政治局和政府总理发出
“

发展

海洋经济
、

建设海洋强国
”

的号召
。

199 6年
,

越共
“

八大
”

正式确定了
“

结

合国防安全开发海洋的最大潜能
,

发

展社会经济
、

保卫祖国海洋
”

的总的
“

海洋战略
” 。

这一战略的要点是 控守

北部湾
、

南海西南部和泰国湾的产油

因 控制南海海上交通线 维护其石油

开发区的安全
,

为发展海洋经济提供

海上安全保障
。

显然
,

新军事战略要求海军的发

展
,

必须以捍卫海洋权益为使命
,

其作

战能力要能有效应对主要来自海上的

威胁
,

进而为越南的海洋经济发展战

略的推行
“

保驾护航
” 。

因此
,

为巩固

和提高海军的地位
,

21 世纪初的越南

吹响了海军改革的号角
。

O 优化编制部署

越南地处中南半岛东部
,

是一个狭

长濒海的国家
,

陆地南北长 16 50 公里
,

东西最宽处6(X) 公里
,

最窄处仅50 公里
,

战略纵深很浅
。

历史上
,

法国
、

日本
、

美国等国都先后从海上对越发动过侵略

战争
,

侵略者不仅封锁了越南海上交

通
,

而且还切断了越南陆上的南北联

系
。

在未来一段时期
, “

从海上或以海

洋为基地从空中对越发动进攻仍然是侵

略者的首选方向
” 。

因此
,

集中建设一

支强大的海上力量
,

成为摆在越南党和

政府面前的首要课题
,

其中把海军建设

成为
“

革命化
、

正规化
、

精锐化
、

现代

化
”

的力量是重中之重
,

以在实施海洋

军事战略中发挥中坚作用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越南海军相

继对机关
、

部队和院校的编制体制进

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
。

先后撤销了海

军第 5 海区所属 10 1
、

9 50 陆战队
,

驻

昆仑岛的 10 3和 14 5守备团
,

第 4海区

所属 9 55 运输旅
,

第 3 海区所属 16 2舰

艇旅
。

海军司令部经济建设局降格为

东海海产开发总公司
,

所属的 128
、

129

渔船团改为 128
、

129 公 司
。

将原隶属

各海区的海上警察部队调整由海等总

局直接指挥
、

管理
。

与此同时
,

加强了

作战部队建设
。

在 171 舰艇旅基础上组

建了海上应急机动部队
,

将 卫26 陆战旅

的 8 61 水上特工营扩编为团级单位
,

将

原海军雷达中心扩建为远程海上雷达

警戒中心
。

新组建了两个岸炮旅 (团 )
、

I 个海测团和 I 个潜艇训练团等单位
。

计划到 2 0 1 0 年前后逐步调枯部队结

构
,

重点加强水面舰艇部队
、

导弹部

队
、

潜艇部队
、

特种部队和海军航空兵

部队的建设
,

以建立一支兵种齐全的
“

强大海军
” 。

根据军事战略重点的变化
,

越南海

军还对兵力部署进行了相应调整
,

逐步

形成以中部沿海为重点
、

南北兼顾
、

分

0 川南海军司令部趁峨外一 O 此南海军 . 经

使用过的苏制卡
一 25 宜升机

.

现在陈列在越两空军月

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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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设防的总体布局
。

199 0年起
,

越南海

军 95 4 反潜飞行团 (后于 199 2 年6 月调

归防空
一空军3 72 航空师管辖 )以及 172

舰艇旅分别从北部的吉碑
、

河修调至中

部的视港
,

126 陆战旅由海防地区南调

至金兰湾
。

1 994 年
,

越海军将原驻海防

的岸舰导弹旅一分为二
,

组成 2个岸舰

导弹团
,

分别部署在越北部和中部地

区
.

200 2 年 5 月 3 日
,

俄罗斯正式向越

南移交金兰湾基地之后
,

越海军随即于

7 月 10 日在金兰湾重新组建了 162 舰艇

旅和 l个守备团
。

其中
,

162 舰艇旅主

要装备俄制毒蜘蛛级导弹艇
,

重点担负

金兰湾以南至南沙海域的作战任务
。

O 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

目前
,

越南海军是一支以轻型装

备为主体的近海型海上力量
,

现役舰

艇普遍存在型号老化
、

武器落后和吨

位较小等缺点
、

远远不能满足越南海

洋扩张战略的需要
,

甚至难以执行越

来越多的海上巡逻
、

侦察
、

护航
、

护渔

和打击走私等任务
。

为此
,

越南海军制

定了
“

三步
”

发展规划
,

坚决走自行研

制与向外购买相结合的道路
,

准备列

装从飞机
、

轻型护卫舰
、

大型驱逐舰到

导弹艇
、

潜艇等一整套的海战利器
,

提

高海军的立体作战能力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越南海军逐

步加快了装备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

越国

防部 200 3 年 4 月出台的 《越南 2 01 0 年

前军事战略》明确提出未来越军武器装

备建设工作重点之一
是增强海军战斗舰

艇
、

岸舰导弹和巡逻飞机的机动能力和

火力系统
,

购进导弹艇和岸舰导弹
。

近

年来
,

越海军先后从俄罗斯引进了 4艘

毒蜘蛛级导弹艇
、

2 艘 Mo n 址a 级导弹

巡逻艇
、

11 架苏一27 型战机 从澳大利

亚接收了4艘44 吨级护卫艇 ; 从瑞典接

收了 12 艘巡逻艇 ; 从法国购进了一批

海军电子通信
、

远程雷达
、

舰载电子监

控设备
。

19 97 年 6 月
,

向朝鲜购买了 2

艘桑戈级二手潜艇
,

经改装后平时用于

训练潜艇部队
,

战时则可作为水上特工

的袭击平台
,

也可用于水下设伏
,

偷袭

敌舰船编队
。

今年 l月
,

越国防部与俄

国防出口公司签署一项总价值近3亿美

元的合同
,

规定在 200 7 年底前由俄向

越提供 2艘 fl 66 1型猎豹 一3. 9护卫舰和

】套装配
“

红宝石
”

超音速反舰巡肮导

弹的最新型岸基反舰导弹系统
“

棱堡
” 。

11 66 1型护卫舰船体坚固
,

噪声和辐射

水平较低
,

隐形能力强
,

装备现代化武

器
、

指挥控制和无线电电子系统
,

可起

降卡 一28 或卡 一31 直升机
。

越南在大力引进先进武器装备的

同时
,

重视发展国内造船工业
,

不断提

高装备自制能力
。

20 仍 年初
,

越南在

俄北方造船厂帮助下
,

开始在胡志明

市许可生产装备
“

匕首
”

防空导弹系统

的 C 一22 00 型护卫舰
。

俄罗斯中小型舰

艇建造公司也同意越南从 20 0 6 年起在

本国造船厂自行生产 10 艘装备
“

天王

星 一E
”

导弹系统的闪电级导弹快艇
。

今年 4 月 6 日
,

越广宁省下龙造船厂为

英国制造的 5
.

3 万吨级
“

佛罗伦萨
”

号

轮船下水
,

表明越南造船工业水平达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越南船舶工业集

团主席兼执行总经理范青平在该集团

成立 10 周年之际公开表示
,

越南船舶

工业集团的目标是在 201 5年使越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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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第四大造船强国
。

为进一步提高海军作战能力
,

越

南还大力加强海军配套设施如军港建

设等力度
。

根据越交通运输部至 2 0 10

年的建设规划
,

越南计划在 2 01 0 年前

投资60 万亿越盾 (约 4 0 亿美元 )改善

全国海港系统
。

在北部地区
,

扩建海防

港
、

盖遴港
,

兴修来县深水港
。

其中
,

海防港扩建工作将从 20 07 年启动
,

投

资总额 5亿美元
,

建成后港区面积约 3

万公顷
,

具备停靠 4 万吨级舰船的能

力
,

可有效缓解大型舰船只能停靠在

南部金兰湾基地的困境
,

将越海军战

斗保障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

在中

部地区
,

升级格鲁港
、

疑山港
、

头盎港
、

榕橘港
、

珍梅港
、

规港港群
、

归仁港群
、

八角港群
、

芽庄港群
,

兴建奇河港及云

封国际中转港
。

在南部地区
,

分别改

造
、

升级和建设在胡志明市
、

同奈省及

巴地一头顿省的 3 个海港群
。

O 困难重重

乐观的军事专家估计
,

由于越南

政府制定了优先发展海军的军事战略
,

不断加大对海军建设的投人
,

越南的

海军实力很快会有很大的提高
。

但更

多的人认为越南的经济和技术基础较

差
,

海军的水平又太低
,

即使越南倾尽

全力
,

也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大幅度

提升海军战力
。

从「!前看来
,

越南要实

现海军现代化 目标有三大障碍要去克

月及:

经济因紊 由于连年的内外战争
,

穷兵漱武的越南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
,

长期处于停滞或倒退状态
,

虽然结束

对外战争后
,

经济建设有所改观
,

尤其

是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很快
,

但国内生

产总值也只有 l千亿美元左右
。

19 94 年

以来
,

越南的军费支出持续增长
,

但因

国民经济水平的制约
,

至今也只有 80

多亿美元
,

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8% 左

右
,

这种状况短期难以改变
,

加之军费

的大部分用来改善军队的生活条件
,

用于武器建设的款额并不多
,

海军装

备建设更难速成
。

日前
,

越南有
一

份庞

大的武器采购计划
,

因经济实力不济
,

很难尽快实现
。

政治因素 未来的军队建设不能关

起门来搞
,

必须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

尤其像越南这样经济技术基础薄弱的

国家更需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装备
。

冷

战结束后
,

越南改变 了
“ 一边倒

”

的外

交政策
,

大力推行
“

平衡
”

外交
,

努力

寻求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
,

但效果并

不理想
。

近年来
,

越南向美国频摇橄榄

枝
,

美国似有
·

些积极的回应
,

但从对

越的武器禁运并未取消和对越武器改

进工程招标横加干涉的现实来看
,

美

国仍不完全信任越南 ; 现在越南还欠

俄罗斯大量的外债
,

而这个传统的武

器供应国也逐渐对其失去了信任和耐

心
,

如今没有现款的越南将不可能从

俄得到所需武器
。

另外
,

东盟国家更不

希望越南海军强大起来
,

威胁其海洋

权益
。

这些都对越南的海军建设带来

不利影响
。

军事技术阵礴 越南的工业基础薄

弱
,

国防工业是在中闲
、

前苏联和东欧

一些国家于 2 0 世纪六 七 l
‘

年代援建墓

础上建立起来
,

存在规模小
、

技术水平

低
、

设备陈旧和生产能力有限等弊端
。

目前
,

越南只能生产 一些轻型武器弹药

和 2 0 0 0 吨以下的中小型船只
,

仅能修

理部分型号的作战 屹机消则挺
,

不能生

产大型舰只和重炮
,

而舰载雷达
、

导航

和声呐等电子信息系统则完全依赖国

外
。

虽然越南正积极引进技术和外资
,

提高生产能力
,

使军事工业逐步由维修

型向技术改造
、

制造与维修相结合型过

渡
,

但因经济和国际政治因素的制约
,

恐怕要有很长的
一

段路要走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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