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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以来，海外军事基地是英国维护海外利益、控制战略要道、巩固全球领袖地位和阻止其它大国谋求海

权的“桥头堡”，海外军事基地扩张与收缩是英国全球实力消长的标志。英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大体可分为扩张( 18 世

纪至二战爆发) 、收缩( 二战结束至冷战结束) 和衰弱( 冷战结束以来) 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英国的海外军事基地

部署依次呈“网络化”“集中化”和“小型化”特征，其任务从传统作战功能向军事、民事、救灾、维和与开展公共外交等多

重功能的方向演变。英国维持海外军事基地的关键因素是地缘政治主导型战略和利用海外军事基地进行军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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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hor of the Empire: UK’s Overseas Military Base Deployment
and Strategic Adjustment

Sun Degang
(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3)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modern times，overseas military bases have always been a“bridgehead”for the Great Britain to

safeguard its overseas interests，to control strategic routes，to consolidate its position as global leader and to prevent other coun-

tries from seeking sea power． The expansion and shrinkage of its overseas military bases has been a sign of shift in its global pow-

er． British overseas military base deployment roughly falls into three phases: expansion ( from the 18th century to the outbreak of

WWII) ，shrinkage ( from the end of WWII to that of The Cold War) and declination ( since the end of Cold War) ． The three

stages of UK’s overseas military base deployment in turn took on the features of“networking”，“centralization”and“miniaturi-

zation”，and its tasks have shifted from traditional combat capabilities to multi-fold functions covering military and civil missions，

disaster relief，peacekeep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Geopolitics-oriented strategy and overseas bases used for military training ar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ployment of British overseas military 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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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与陆权大国沙俄和两栖型大国法国和德国不同，英国将发展海权视为国家对外战略的

长期目标。英国商品、贸易、原材料和能源的对外依存度超过了其它欧洲大国，因此在国内政治博弈

中，英国皇家海军长期获得主要财政资源的支持，其先后在同西班牙、荷兰、法国、德国和沙俄的海权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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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中胜出，既巩固了英国作为世界海洋强国的地位，也保护了英国在海外的能源、资源和市场利益，奠

定了近代“世界工厂”的地位。纵观近代以来 300 多年的历史，海外军事基地的部署与调整是英国在全

球军事主导力和政治影响力兴衰的“晴雨表”。目前，学界对英国在全球军事基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上半叶，不少研究成果通过解读解密的英国外交档案加以史学考证，但系统梳理英国海

外军事部署阶段与特征的成果相对有限。① 本文旨在归纳英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三个阶段的特点，

分析每个阶段海外军事基地承担的主要功能，通过历史梳理，分析英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主要动因。

一、“网络化”: 18 世纪到二战爆发时英国海外军事基地的扩张

这里借用当代“网络化”一词，形容英国在这个时段遍布于世界各地便利迅速采取行动的军事基

地。英国作为岛国的地缘环境决定了其无需发展强大陆军保卫本国领土，而更需要发展海军维护海外

利益。但 15 世纪末以前，英国的军事影响力仅限于北海地区，而当时世界权力中心在地中海地区。

1509 年 6 月，被誉为“英国海军之父”的亨利八世登基，开始在泰晤士河河口建立大型造船基地，推行

海洋战略，为英国从北海走向欧洲权力的中心奠定了基础。1558 年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后，英国皇家海

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588 年弗朗西斯·德雷克率领的英国皇家海军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是英国

崛起为欧洲海洋强国的重要标志。② 17 世纪 70 年代，英国打败荷兰，树立了欧洲海权大国的地位。自

18 世纪中期开始，英国主要沿两条线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一条线是沿着大西洋和非洲大陆向南部方

向扩展; ③第二条线是经地中海—红海—亚丁湾一线向印度洋和太平洋方向扩展。④ 海外军事基地是

英国殖民扩张并与其它列强争夺全球霸权的“桥头堡”。

1704 年，英国获得直布罗陀海峡主导权，接着继续向地中海东部进发，相继在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建

立军事据点，其在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军事部署亦不断增强。18 世纪，英国在摩洛哥的丹吉尔( Tangiers)

和突尼斯的突尼斯城建立领馆，从而在与法国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⑤ 1793 至 1815 年，随着荷兰的衰

弱，英国占领了荷兰的殖民地开普敦和锡兰，并夺取了赫尔戈兰、爪哇、特立尼达、塞舌尔、马耳他、毛里

求斯等地，同时，扩大了在印度的殖民地。英国在阿森松岛、圣赫勒拿岛、好望角、毛里求斯和锡兰等建

立了一系列岛屿基地。⑥ 随着世界霸主地位的逐步确立，英国在中东、东南亚、非洲、加勒比、南太平洋

和南美洲等地区也建立了军事基地。英国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呈网络特征，大体可分为四条“战略

弧”: ( 1) 东亚—东南亚—南太平洋“战略弧”; ( 2) 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战略弧”; ( 3) 西非—

南大西洋“战略弧”; ( 4 ) 北美—加勒比“战略弧”。截至 1848 年，英国在世界各大洲均建立了军事基

地，其海外设施达 13 万处左右，远远超过国内的军事设施数量( 4 万处) ，成为海外军事基地和海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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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遍布全球的帝国。①

英国海外军事基地成为英国扩张和掠夺殖民地的保障。1865 年，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在谈到英国

遍布全球的殖民地时自豪地说:“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 芝加哥和( 乌克兰) 敖德萨是我们

的粮仓; 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 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 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们

的牛群; 秘鲁送来白银; 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 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

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②19 世纪末，英帝国达到鼎盛时期，其统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

的 29． 1%，统治面积占世界总面积的 23． 8%，可与历史上的蒙古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全球影响力相媲

美。③ 该时期英国建立了海峡舰队( 保卫英国本土) 、地中海舰队、大西洋舰队和远东舰队。一战时期，

英国和德国进行了激烈的海权博弈，德国战败，英国海军不仅达到了 40 余万人的规模，而且兼并了战

败国德国在非洲和其它地区一些殖民地，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

英国对海外殖民地的控制主要依靠海外军事基地，到一战结束时，英国海外军事基地总数达上千

处，如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苏伊士、亚丁、南非西蒙斯敦、塞拉利昂弗里敦( Freetown) 、肯尼亚蒙

巴萨( Mombasa) 、塞舌尔安森松岛、埃及亚历山大、马耳他、苏丹港、毛里求斯、巴勒斯坦地区的海法、锡

兰、印度孟买、缅甸、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是英国主要海外军事基地驻在地。正如马汉所言，英

国确立世界霸主地位，主要是因为其控制了海上交通要道与贸易航线。④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

的世界霸主地位受到美国的威胁，美国经济成功赶超英国，GDP 总量世界第一。但当时美国受“孤立主

义”思想所困扰，其海外军事力量的发展受到限制。所以截至 1939 年，英国全球军事基地的数量和规

模仍居世界第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英国在海外共部署 77 个作战营，其中 8 个营共 1 万人部署在埃及，成为英

国在中东最重要的军事力量; 13 个营部署在亚太地区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1 个旅部署在日本; 9

个营部署在地中海和欧洲地区的希腊、意大利和奥地利，1 个旅部署在塞浦路斯，18 个营和 8 个装甲团

部署在德国。⑤ 但英国的军事力量在战争中受到重创，其在世界的殖民统治和军事基地部署也受到巨

大冲击。1941 年 12 月，日本海军航空兵击沉了英国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英国的海空力

量受到了打击，使英国丧失了在东南亚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并最终丧失了素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的

新加坡军事基地和其它东南亚军事基地。尽管 1944 年英国将东方舰队分成太平洋舰队和东印度洋舰

队，加强了在东亚和南亚的海军力量，但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仍未根本扭转颓势。直到 1945

年 9 月，英国才勉强恢复了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区的军事基地。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削弱了英国的军事实力，而且也动摇了英国在海外长达 3 个世纪殖民统治的

根基，对英国的全球军事基地部署亦产生重大影响。20 世纪 40 年代，由于国力衰弱、军费投入不足，英

国被迫将西半球的百慕大群岛、巴哈马群岛、牙买加岛、安提瓜岛、圣卢西亚岛、特立尼达岛、英属圭亚

那和乔治城等军事基地租给美国，租期为 99 年。英国还允许美国在其国土上建立 20 多处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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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军人数达 5 万人，通过引入美国力量来阻止英国快速衰落。① 同时英国和美国建立了一些联合军事

基地。如英国的属地印度洋中部查戈斯群岛中的最大岛屿———迪戈加西亚岛，面积 28． 5 平方公里，与

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莫桑比克海峡、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距离几乎相等，战略地位显要，是英国

重要的海外军事基地，为英国实施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和地中海“三洋一海战略”的重要依托，英国

在该岛上还建有转播卫星通讯的无线电台、飞机场、大型储油罐、码头等设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

基地作为英美联合军事基地，成为美国重要的通讯联络中心、空军加油基地和印度洋上美国舰只的补

给基地。②

二、“集中化”: 冷战时期英国海外军事基地的收缩

冷战时期是英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英国着眼维持有限的全球大国地位战

略目标，对海外军事部署进行了新的调整，表现为“集中化”特征。

二战后，随着国力的衰落，英国对海外殖民地的控制能力下降，中东巴勒斯坦、以色列要求分治，印

度、巴基斯坦、缅甸、塞浦路斯、马耳他、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英国殖民地纷纷独立，迫使英国海外军事

基地退缩至一些关键地区的运输线上，试图以“小而精”的军事部署，保持在大西洋、地中海、中东、东南

亚等局部地区优势，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同美苏“平起平坐”，延缓霸权的衰弱。③ 在地中海地区，随着英

国军事存在的减少，英国开始引入美国的力量阻止苏联从黑海向南扩张。1946 年 4 月，美国“密苏里”

号战列舰访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彰显了美国反对苏联控制土耳其海峡的决心，也标志着英国主导地

中海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历史终结。④ 英国仅在直布罗陀、马耳他和塞浦路斯保持军事基地。在海湾地

区，1948 年，美英达成非正式协定，美国承认英国继续为海湾地区的保护国，同时英国允许美国的 1 艘

旗舰和 2 艘驱逐舰临时性停靠和使用巴林港。英国垄断海湾军事基地使用权的局面，逐步向英美联合

使用海湾军事基地的格局转变。

上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英国海外军事基地继续由“线”向“点”集中，陆续从巴勒斯坦( 1948

年) 、中国内地( 1949 年) 、索马里兰( 1950 年) 、埃及( 1954 年) 和苏丹( 1955 年) 等地撤出军事力量。

1954 年，英国与缅甸废除军事合作协定; 1956 年底苏伊士运河战争后英国完全撤出在埃及的军事力

量; 1957 年锡兰收回了英国在其领土上的海空军事基地; 1958 年伊拉克革命后，英国关闭在其境内的

所有军事基地。⑤ 尽管如此，英国仍然希望在一些战略支点地区保留军事基地，使之具有向周边投射军

事力量的能力，如二战后英国通过签订协定，分别在海湾酋长国( 1945—1971 年) 、外约旦( 1947—1956

年) 、马来西亚( 1957—1972 年) 和新加坡( 1957—1972 年) 维持了军事基地。

1956 年，日本取代英国，成为头号造船大国，进一步促使英国走上快速衰弱的道路。1957 年的英

国《国防白皮书》承认，英国海军在爆发全面战争后能否保护英国的战略利益，已经具有不确定性;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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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ion for Overseas Bases : the Geopolitics of Access Diplomacy，New York : Pergamon Press，1982，pp． 123 －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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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国力的下降削弱了其在全球长达 150 年的军事基地部署。① 实力衰弱的英国积极与美国合作，无

论是在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下，还是在肯尼迪时期的“灵活反应战略”下，英国的海外

军事基地都充当了美国在全球军事部署的“急先锋”角色。②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又关闭了中东和亚洲的一些军事基地。英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主要分为

两大基地群: 一是也门、科威特、巴林和卡塔尔等亚丁湾—波斯湾地区的海军基地群; 一是塞浦路斯岛

上的陆军与空军基地群。两大基地群分别以控制海湾和地中海为目标，在战略上遥相呼应。埃及、利

比亚和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纷纷宣布关闭西方大国的军事基地，挑战了英国在中

东部署军事基地的合法性，给美苏介入中东事务、排挤英国提供了借口。③ 1971 年开始，英国从苏伊士

运河以东地区撤出军事力量，包括分批关闭在也门、波斯湾等地区的军事基地。20 世纪 70 年代末，英

国在中东的永久性军事部署仅剩下塞浦路斯的两处主权基地———亚克罗提利( Akrotiri) 和德凯利亚

( Dhekelia) 。④ 同时，英国关闭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军事基地。

1979 年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后，英国在全球军事基地部署继续呈“集中化”态势。1981 年 12 月 1

日，英国允许伯利兹独立，两国以换文的方式就英国继续在伯利兹部署军事基地达成了一致，英国在该

军事基地驻扎 1500 人的军队; 1982 年英国与阿根廷爆发马岛之战，英军阵亡 225 人。英国虽维持了福

兰克群岛的军事基地并驻守 1600 人，却付出了巨大的军事和经济代价。1983 年 9 月 22 日，文莱苏丹

宣布独立，此后英国廓尔喀营( Ghurka Battalion) 在文莱仅留下 800 人。同时，英国在直布罗陀海峡驻军

1700 人，在香港驻军 6800 人。这些成为英国海外军事力量部署的主要部分。⑤ 总体来看，80 年代初英

国与阿根廷围绕马岛主权争端爆发的战争对英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影响最大，不仅削弱了英国对全球

事务的介入能力，而且使英国的全球战略重点退缩至大西洋地区，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重要陆军、海

军和空军基地相继被美国和苏联夺取。英国在战略上处于守势，不得不在全球安全事务中追随美国。

三、“小型化”: 冷战后英国海外军事基地的衰弱

冷战结束以来，英国在全球的军事基地部署进入第三阶段，呈“小型化”特点。

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英国国家安全形势好转，1990—1998 年，英国国防开支

减少了 23%，军队规模减少了 1 /3，海外军事基地的规模进一步缩小，仅剩下 8 处: 塞浦路斯、伯利兹、文

莱、直布罗陀、福兰克群岛、加拿大( 军事训练基地) 、德国( 北约军队) 和肯尼亚等。驻军人数也比以前

减少，如在北约框架下，英国在德国的军事部署人数减少了近一半。1991 年，英国步兵营撤离直布罗陀

军事基地，取而代之的是皇家直布罗陀团( Ｒoyal Gibraltar Ｒegiment) 。⑥ 在中东仅留下塞浦路斯的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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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 ) ( 英国皇家空军基地) 和德凯利亚( Dhekelia ) ( 英国陆军航空队基地) 两处军事基地拥有主权，这两处基地属于英国国防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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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cht，Boston and London : Martinus Nijhoff Publications，1992，p． 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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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us Nijhoff Publications，1992，p． 78 ; p．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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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提利和德凯利亚两处主权基地。1994 年，英国从伯利兹撤出 1500 人左右的军事力量，关闭军事基

地，仅留下一处丛林战训练学校。英国在沙特、科威特、阿曼的军事基地也进一步“瘦身”，仅维持了柔

性军事存在，主要执行巡逻和军事演习等临时性任务; 在北约框架内，英国在土耳其因切尔利克空军基

地部署的英国皇家空军部队也减少至数百人。①

英国在海外军事基地的功能亦发生变化，一方面，后冷战时期英国海外军事基地继续承担维护海

外领地安全和现实利益保护的功能; 另一方面，履行维和、人道主义救灾、开展公共外交和干预地区事

务等职责。21 世纪初，英国海外领地海岸线长达 13500 英里，总面积 66． 7 万平方英里( 172． 8 万平方

公里，包括 170 万平方公里的所谓英国南极领地) ，拥有广阔的专属经济区，其海外领地物种占英国物

种的 90%，②海外领地人口达 26 万人，成为英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保护这些海外利益的手

段就是部署海外军事基地。③

1998 年 7 月，英国国防大臣乔治·罗伯逊( George Ｒobertson) 在议会发表的《战略防御评估报告》

指出:“英国人民本质上是一种国际化人民。我们相信并且保卫我们的权利，在世界上承担大国责任。

我们不会对人道主义灾难、独裁者和侵略袖手旁观; 我们会引领世界，成为正义之师。”④该报告彰显了

冷战结束后英国的新国际主义，即英国将与美国及北约成员国一道，在热点地区承担独特的安全责任;

部署海外军事基地是英国承担“国际责任”的重要手段。以非洲为例，冷战后英国在肯尼亚建立了英国

和平支持小组( BPST) 及英国军事训练组( BATUK，英国派出训练官 166 人左右) ，还在肯尼亚成立了国

际扫雷行动训练中心( IMATC) ，参与在东非地区的扫雷行动; 2002 年后英国还在塞拉利昂成立了国际

军事援助训练小组( IMATT) ，以帮助塞拉利昂政府训练军队、维护国内秩序; 英国国防部还通过与南非

国防部合作，在南非成立英国和平支持小组〔BPST( SA) 〕; 冷战结束后，英国还在联合国框架内，继续向

塞浦路斯派驻 150 人左右的维和人员。⑤

21 世纪以来，英国的大型海外军事基地只剩下文莱、直布罗陀、福兰克群岛、塞浦路斯和英国在大

洋上的一些托管地等。2011 年 5 月，英国国防大臣利亚姆·福克斯( Liam Fox) 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指

出，由于英国经济衰退、国防预算减少，国防部为实现经费使用效益最大化，未来将评估英国在塞浦路

斯的两处永久性主权基地，特别是如何更好地使用这两处军事基地，使之成本最小化、价值最大化。⑥

在北约框架下，英国驻德国的军事基地也体现出“小型化”特点。英国在德国的军事基地包括赫尔福德

基地( Herford Station) ( 部署有英国第一装甲师) 、伯根-霍内基地( Bergen － Hohne Garrison) ( 部署有英

国第 7 装甲旅) 、帕德博恩基地( Paderborn Garrison) ( 部署有英国第 20 装甲旅) 、特斯洛基地( Gütersloh

Garrison) ( 部署有英国第 102 后勤旅) 、莱茵基地( Ｒhine Garrison) ( 英国驻德国武装力量总部) 等。根

据英国国防部海外军事基地重组计划，英国拟于 2020 年关闭在德国所有的军事基地。⑦

尽管 21 世纪英国海外军事基地的数量减少，但英国的军事作战能力与单兵素质仍处于世界前列，

英国仍然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核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的国家之一，尤其是英国皇家海军在西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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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首屈一指。英国海军拥有 39420 名官兵、22180 人预备役部队、3 艘航母( 其中 2 艘在建) 、8 艘驱逐

舰、15 艘核潜艇，在朴茨茅斯( Portsmouth) 、法斯莱恩( Faslane) 和德文波特( Devonport) 拥有三处主要海

军基地。① 在海外，英国在北约和联合国框架内还于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阿富汗、伊拉克、

格鲁吉亚、科索沃等地区临时部署了军事力量，建立了小型军事基地。为弥补自身实力不足，英国还积

极与法国合作，2010 年 11 月，两国签订的军事协定规定: 未来两国将联合组建 1 万人规模的远征军，用

于维和、搜救和作战。②

英国在塞浦路斯的主权基地是 英 国 海 外 军 事 基 地“小 型 化”的 典 型，该 基 地 承 担 维 护 英 国

地中海和中东利益的双重任务。截至 2008 年，英 国 在 塞 浦 路 斯 的 两 处 军 事 基 地 人 口 为 14500

人，包括近 7000 名塞浦路斯居民及英国军人和家属约 7860 人。③ 2011 年，英国在塞浦路斯岛上

的两处主权基地的皇家空军与海军减少至 3000 人。④ 2012 年，英国在塞浦路斯军事基地的驻军人数

进一步下降至 2880 人，主要任务仍然是为驻阿富汗英军的军事行动和英国在中东地区其它军事行动

提供后勤支持。受欧盟债务危机的影响，英国国防部计划在 4 年时间里( 2012—2016) 将国防开支减少

8%，英国在塞浦路斯军事基地也将受到影响。⑤ 即便如此，英国在海外的“小型化”军事基地在打击索

马里海盗、发动利比亚战争( 2011 年) 、参与英国在海外的撤侨行动、遏制反西方政权等方面，仍发挥多

重作用。

冷战后英国在全球军事力量部署一览表⑥

基地东道国 驻军人数 部署的军种 军事部署周期 备注

阿富汗 7800 陆军、皇家空军 临时部署

2014 年后，英国关闭了在
阿富汗境 内 的 所 有 军 事
基地，仅保留数百名军事
训练人员

伊拉克 4000 陆军、皇家空军 临时部署

2009 年后，英国关闭了在
伊拉克境 内 的 所 有 军 事
基地，仅保留少量军事训
练人员

波黑、科索沃 850 陆军、皇家空军 永久部署 参与国际维和行动

文莱 900 陆军、皇家海军 永久部署 军事威慑与军事训练

塞 浦 路 斯 亚 克 罗
提 利 和 德 凯 利 亚
军事基地

3300—2880 陆军和皇家空军 永久部署
这两处基 地 属 于 英 国 国
防部土地

联 合 国 驻 塞 浦 路
斯维和部队

150 陆军、皇家海军、皇家空军 永久部署 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福兰克群岛 1300 陆军、皇家海军、皇家空军 永久部署 英国领地

维尔京群岛 900 陆军、皇家海军、皇家空军 永久部署 英国领地

—37—

孙德刚 /帝国之锚: 英国海外军事基地的部署及其战略调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ndrew T． H． Tan，The Politics of Maritime Power : A Survey，London and New York : Ｒoutledge，2007，p． 247 ．

Jamie Gaskarth，British Foreign Policy，Cambridge，UK : Polity，2013，p． 130 ; p． 135 ．

Defence Analytical Services Agency，Tri-Service Pulbications，No． 6，London : Defence Analytical Services Agency，July 31，2007 ;

James Ｒogers and Luis Simon，“The Status and Location of the Military Installation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ir Po-

tential Ｒole for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Policy Department External Policies，February 2009，p． 13 ．

British Forces Cyprus Pre-arrivals Guide，April 2011，London : Military of Defence，2011，p． 6 ．

Adrian Croft，“Britain Launches Ｒeview of Cyprus Military Bases，”Ｒreuters，May 24，2011 ．

数据来源: 英国国防部。参见“Where Are British Troops and Why?”BBC News，29 April 2008，http : / / news． bbc． co． uk /1 /

hi / uk /4094818 ． stm ; http / / www dailymail． co． uk / home / moslive / article-2015260 / Ourmilitarybases． htm; “英国海外驻军和外派部队

一览”，http : / / tieba． baidu． com / p /2926968345 ．



基地东道国 驻军人数 部署的军种 军事部署周期 备注

开曼群岛 550 陆军、皇家海军、皇家空军 永久部署 英国领地

直布罗陀 300 皇家空军和北约军队 永久部署 英国领地

德国 21，500 陆军、皇家空军和北约军队 永久部署 执行北约任务

伯利兹 100 陆军 永久部署 军事训练

科威特 750 陆军、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 临时部署 军事训练、培训等

巴林 50-500 皇家海军 永久部署
军事训练、维护英国在海
湾利益

卡塔尔 170 皇家海军 临时部署 军事训练

加拿大 21000 英国驻加拿大军事训练人员 临时部署 接受军事训练

塞拉利昂 302 英国驻塞拉利昂军事培训营 临时部署 军事培训

肯尼亚 201 陆军、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 临时部署 军事训练与扫雷等

其他 330 陆军、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 永久部署
参加联合 国 在 其 它 地 区
的维和行动

四、英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动因分析

300 年来，英国实力由盛到衰，但仍维持着海外的军事基地。究其原因，首先受英国地缘政治主导

型战略思想的影响。英国始终认为自己是英联邦发展中国家的“宗主国”，肩负着维持全球和平、稳定

与安全的特殊使命，英国在全球的军事存在是英国维持“世界警察”地位的重要力量保证。

从地缘政治主导型战略思想来看，贯穿英国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的主线是英国对海权的诉求。英

国作为海洋强国，对来自海洋大国、陆海两栖型大国和陆权大国挑战海权的野心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通

常从“海权对陆权”“海上强国对陆上强国”的二元对立逻辑出发，审视陆上强国对英国海权构成的挑

战。如 20 世纪 70 年代前英国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出于遏制伊拉克的目的; 英国在新加坡和文莱的军

事基地出于遏制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目的; 英国在中国香港的军事基地出于遏制中国的目的; 英

国在锡兰的军事基地出于遏制南亚次大陆的目的; 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出于遏制中东伊斯兰反

西方国家的目的; 英国在亚丁的军事基地出于遏制也门和埃及等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的目的，等等。

冷战结束后，尽管英国的综合实力与美国相比已经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近年来 GDP 远落后

于亚洲大国中国和日本，在军事上 已 日 益 沦 为 中 等 强 国，但 是 英 国 的 大 国 雄 心 未 发 生 变 化，仍

然希望通过维持在海外的 军 事 基 地 来 巩 固 自 己 的 世 界 大 国 地 位。尤 其 在 政 治 领 域，英 国 仍 然

奉行大国外交，只不 过 英 国 的 大 国 外 交 通 常 依 靠 美 英 特 殊 关 系、欧 盟、英 联 邦 和 北 约 来 实 现。

2003 年 12 月，英国《国防白皮书》———《变换世界中的安 全 投 射》指 出:“英国皇家海军将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视快速投射军事力量。这就要求我们的力量具有可部署性与可持续性，特别是在

未能获得军事进入权、军事基地或领空飞越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①正是维持大国地位的雄心使英国

始终寻求维持在海外军事基地。

2014 年 12 月，在巴林麦纳麦对话会议上，英国和巴林政府宣布: 英国将在巴林建立永久性军事基

地。这是 1971 年英国从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撤军后第一次在该地重新部署军事基地，在海湾地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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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获得了军事落脚点。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两国将斥资 1500 万英镑在美国军事基地附近的米纳·

苏尔曼港( Mina Salman Port) 建立军事基地，以储存设备、增加部署 4 艘扫雷艇。英国国防大臣法隆

( Michael Fallon) 指出:“这一新的军事基地将为英国皇家海军扩大影响提供永久性落脚点，确保英国更

多和更大战舰能够维护海湾地区稳定。”英国国防参谋长尼古拉斯·霍顿( Nicholas Houghton) 上将指

出，该基地具有战略意义，而不仅仅是临时军事部署，因为英国的利益与海湾地区稳定息息相关。巴林

外交大臣哈立德·哈里发( Khalid Al Khalifa) 就英国与巴林签署军事基地部署协议指出: 该协议“重申

了我们在地区形势发生变化时我们共同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决心”，因此“巴林期待该协议能够早日

实施，并愿意同英国和其他伙伴一道应对地区安全威胁”。① 英国重返巴林军事基地，虽不能重振昔日

“日不落帝国”的国威，也无力挽回英国“江河日下”的颓势，但体现了新时期英国的地缘政治抱负。

英国维持世界大国地位，仍以欧洲为中心。如在看待中东和北非问题时，英国习惯于从欧洲中心

主义的视角，将该地区视为缺乏良治的近邻地区; 英国对该地区的治理和干预行动是英国作为宗主国

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承担的责任，这种逻辑彰显了英国的地缘政治型战略思想。2003 年英国《国防

白皮书》指出:“欧洲的近邻地区，包括近东、北非和海湾地区，对我们以及对整个欧洲的安全利益构成

了最有影响的挑战，其潜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要求我们采取积极行动、预防冲突，在危机爆发后

迅速对危机采取反应，……在这些广阔的近邻地区，中东对我们构成了最严峻的安全挑战。”②

其次，从操作层面看，英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承担了重要的军事训练功能。英国属于岛国，国土狭

小，国内气候、地形和自然条件相对单一，不适合英国军队从事各种自然环境下的作战训练，而英国在

海外的军事基地则提供了重要军事训练基地。例如，根据英国和肯尼亚政府达成的协议，英国每年向

肯尼亚军事基地派出 6 个步兵营，从事为期 6 周的军事训练，从而熟悉在非洲的气候和地形状态下开

展军事行动。英国在文莱的四处军事基地为英军在丛林环境下开展作战行动提供了训练条件。自

1972 年以来，英国每年都向加拿大艾伯塔省( Alberta) 萨菲尔德军事基地( Suffield) 派出 1 个团，从事为

期半年的军事训练，使之适应严寒和冰冻状态下的作战行动，该基地可供 5 个作战集团( 每个集团 1400

人) 训练使用。1994 年以来，英国还利用伯利兹的丛林作战训练学校，开展军事训练。③

结 论

纵观历史，英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与英国的全球和地区大国地位息息相关。18 世纪末期到 20 世

纪初期，英国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增强了英国在与其他强国安全博弈中的优势; 二战结束后，英国综合

国力下降，其在对外战略上主要依靠三环———英美特殊关系、英联邦和联合的欧洲，海外军事基地使英

国勉强维持了全球大国地位; 冷战结束后，英国事实上成为美国和欧洲大陆之外的西方“第三支力量”，

地缘政治主导型战略思想和维护海外军事训练场所是英国维持海外军事基地的重要动因。21 世纪，英

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存在是冷战后英国避免重蹈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等近代欧洲列强覆辙，沦为地区

“二流小国”的重要保证。

( 责任编辑 仲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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