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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媒体报道，莫斯科地铁公司
和俄军事历史协会联合设计的列车
日前投入运营，将持续运行半年。列
车车厢内布满卫国战争期间的招贴
画、书信和照片等，反映苏联红军当
年 的 作 战 行 动 、武 器 装 备 和 卓 越 功
勋。莫斯科地铁负责人表示，开通特
别纪念列车，不仅是为感谢卫国战争
亲历者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是借此
吸 引 俄 青 年 一 代 关 注 历 史 ，预 计 有
300余万人将接受鲜活生动的爱国主
义教育。

俄《共青团真理报》称，俄军各大单
位纷纷举办庆祝活动。其中，东部军区
和空降兵部队分别于 1月底和 2月初开
展数千公里的滑雪急行军拉练。中部
军区司令员亚历山大?拉宾日前宣布，
将于 4月 26日派出“胜利专列”，携带俄
军曾经和正在使用的武器装备，以及卫
国战争时期的文物，从伊尔库茨克车站
出发，自东向西在军区所辖区域行进，
一路停靠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
沿岸所有大城市的火车站，预计5月8日
抵达终点叶卡捷琳堡市，全程长达 4044
公里。

无独有偶。俄南部军区也在筹划
开通“胜利专列”，预计 4月 21日从罗斯
托夫州巴泰斯克市出发，5月8日抵达终
点站顿河畔罗斯托夫。专列将设4节车

厢，摆放“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高加
索会战”“斯大林格勒战役”“现代化军
队”题材的展品；6节平板车展出卫国战
争时期大名鼎鼎的 T-34-85、IS-3坦
克，BM-13“喀秋莎”火箭炮，ZIS-3、
BS-3、D-1火炮等；两节封闭车厢举办
军事医务工作者和反间谍机关战争期
间活动展览等。按计划，专列将途径曾
爆发激战的20余座城市及枢纽站，每到
一处都会组织民众参观展品，并由军人
奉献精彩演出，还将在车站设置合同兵
移动招兵站。

据俄专家介绍，俄军利用专列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已逐渐成为一种惯
例。2018年底，俄曾与老挝达成协议，
由老挝提供 30辆二战时期大名鼎鼎且
状态完好的 T-34坦克，供俄各城市举
行阅兵式、更新博物馆藏品和拍摄历
史影片。去年 2月 23日祖国保卫者日
当天，俄国防部启动“叙利亚转折”专
列，满载俄军在叙利亚战场上缴获的
40余件战利品，包括火炮、自制爆炸装
置、手榴弹、地雷和外国产轻武器和扫
雷器等，从莫斯科前往太平洋沿岸的
海参崴，开展长达 75天的巡游展览。
专列在 61个大城市和居民点各逗留数
小时供民众参观，既展现了俄在中东
的反恐战果，又提升了俄民众的信心
和士气。

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

俄各地开通“胜利专列”
■李子实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为巩固在叙
利亚的行动成果，俄军正在该国关键
地区选址建设新机场和基地。分析人
士指出，面对国际战略格局重塑和地
缘安全环境变化，近年来，俄不断完善
驻独联体国家基地设施建设、轮换兵
力部署机制，并在其他地缘利益区拓
展影响力，为稳定地区安全形势、维护
国家核心利益发挥重要作用。

家门口构筑安全“篱笆”

报道称，俄在中亚、高加索和东
欧 地 区 拥 有 多 个 空 天 军 和 陆 军 基
地。特别是在独联体国家一体化联
合防空任务框架下，俄在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和亚美尼亚设有 6处航空兵基地
和雷达枢纽站。

这些基地为俄与上述国家开展联
合训练、加强技术合作提供良好平
台。目前俄白两国联合空天防御体系
基本构建完成，白俄罗斯巴拉诺维奇
市的第474雷达站成为其关键支撑点；
俄白哈塔四国也建立空天防御情报共
享机制，其中塔吉克斯坦第 1109电子
侦察站、哈萨克斯坦第 49雷达站成为
获取和传递信息的重要节点；驻白俄
罗斯博布鲁伊斯克市的第 757航空兵
基地被称为俄境外“最先迎击西方空
中侵扰之地”，俄总统普京、防长绍伊
古多次前往视察，俄白两军多次在此
开展联合防空演练；俄设在吉尔吉斯
斯坦的坎特空军基地还曾在俄美中亚
地缘博弈中“身价翻倍”，并成为俄巩
固中亚地缘安全的“压舱石”。

陆军基地方面，驻塔吉克斯坦的

第 201军事基地和亚美尼亚第 102军
事基地，以及驻摩尔多瓦的维和部队
集群，成为俄在边境外围抵御来自中
亚和高加索地区恐怖势力、分裂分子
的安全屏障。此外，俄在哈萨克斯坦
租用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被称为
国家第5航天发射试验场，重要性不言
而喻。

利益区布设关键“支点”

在稳固“基本盘”同时，俄通过合
法维权和境外军事行动，在利益攸关
区设置海外军事“支点”。俄格冲突
后，俄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设立第4
和第 7军事基地，每个基地规模超过
4000人，配备S-300防空系统、无人机
和电子战分队，成为反制北约东扩的

“桥头堡”。在克里米亚“回归”后，塞
瓦斯托波尔基地的“转正”，也被俄媒
体称为“光彩的一笔”。

通过持续逾4年的中东反恐战事，
俄不仅在战略层面提振国际影响力，
也从战术层面依托海外基地强化在叙
军事存在。其中，塔尔图斯物资技术
保障基地“升格”为海军基地，进一步
完善升级后可停靠包括航母和战略核
潜艇在内的大型战舰，为在地中海行
动的俄军编队舰船驻扎靠泊提供保
障；赫梅米姆空天军第 25航空兵基地
修筑有武器库、机库和机场跑道等设
施，具备停靠俄军现役主要机型的能
力；去年底租借的卡米什利空军基地，
将主要部署战斗直升机，与战斗机和
轰炸机驻地赫梅米姆相互搭配，优化
俄军指挥调度、任务分配和资源保障
能力。

稳定地区安全形势 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俄军强化海外“支点”建设
■刘磊娜

据美国“突破防务”网站 3月 5日
报道，美海军已启动未来航母研究计
划，将成立“2030年未来航母任务组”，
利用半年时间研究航母如何对抗新一
代隐身潜艇和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美
《国家利益》杂志网站3月6日宣称，随
着技术的发展，未来航母将面临越来
越多潜在威胁。

潜于九渊的“沉默杀手”

报道称，自二战以来，潜艇一直
被视为最危险的航母杀手之一。不
过，潜艇攻击航母要克服诸多困难。
比如，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目标、隐匿
行踪突破层层防御，并抢在对方护航
舰艇和飞机反击前进入攻击射程，以
及完成攻击后设法脱身等。随着水
面舰艇反潜能力日益提高，潜艇的水
下攻击能力受到更多限制，“大部分
情况下连航母编队的防御圈都无法
突破”。

然而，无人潜航器的出现，或许会
解决上述问题，“它们能够无限期藏于
幽深的水下，在航母可能行经的航线
上耐心等待，一旦发现目标便可快速
发动攻击，且不必担心攻击后的脱身
问题”。文章认为，在预设环境下可自
主活动的无人潜航器，即便只携带少
量武器，也将令未来航母“头疼”不已。

动于九天的航母克星

曾几何时，飞机是航母的“战场克
星”，但随着精密雷达、防空导弹及防
空指挥系统的发展，使得飞机突破航
母的空中防御圈越来越难。巡航导弹
虽可实现防区外发射，但同样难以突
破航母编队的防空系统。

随着无人机的发展，或许将解决

针对航母的空中突击难题。具备自主
作战能力的无人机有能力使用防区外
武器和近距离攻击武器，同时不必顾
虑飞行员的生存问题——既可发射远
程防区外弹药实施攻击，又能强行突
入对目标发起近距离攻击，还能在弹
药耗光后直接撞击航母。

神出鬼没的“网络狙击手”

航母作为大型水面舰艇，本身拥有
复杂的作战系统，还要与护航舰艇等实
现联结，构成一个整体作战体系。未
来，以航母为核心的作战网络将更加
庞大。神出鬼没的“网络狙击手”可能
采取各种手段干扰或侵入航母编队的
计算机系统，“至少会令航母‘耳塞目
盲’，增加其执行任务的难度”。

更糟的是，网络攻击可以锁定航
母的位置，使其更易遭到导弹和潜艇
袭击。在极端条件下，网络袭击还
能让关键系统失灵，使航母丧失自保
能力。

猝不及防的“闪电攻击手”

高超音速武器既结合了弹道导
弹和巡航导弹的致命性，又拥有二者
不具备的速度优势，“当它猝不及防
出现时，防御系统很难实施拦截”。
即便不携带爆炸式弹头，其自身冲击
力就能对航母造成一定损伤。此外，
使用高超音速武器造成的政治影响
将比使用弹道导弹小得多，因为在人
们印象中，弹道导弹往往与核弹头联
系在一起。

当前，一些国家已在高超音速武
器研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有一种说
法是：只需两艘装备高超音速巡航导
弹的舰艇，便可摧毁一支航母编队。

未来航母面临四大威胁
■战 扬

美俄占据半壁江山

报告显示，2015年至 2019年，美俄
武器出口稳坐前两名，两国交易额占据
全球武器市场半壁江山。

美国武器出口额大幅增加，继续维
持一家独大，相较于上个 5年增长 23%，
在全球武器出口总额的占比从 31%升
至 36%，比第二大武器出口国俄罗斯高
76%（上个 5年高 17%）。从美国采购武
器的国家和地区多达 96个，其中中东
地区占 51%，美国将 1/4的武器卖给沙
特，5年间向沙特交付 30架作战飞机和
5.9万枚制导炸弹。亚洲和大洋洲国家
采购额占美国武器出口总额的 30%，欧
洲占 13%。SIPRI高级研究员韦兹曼介
绍说：“过去 5年，欧洲、澳大利亚、日本
等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军用飞机的需求
有所增加。”

俄罗斯武器出口额明显减少，相比
前 5年下降 18%，但仍占全球武器出口
总额的 21%。5年间，俄向 47个国家和
地区交付武器，其中 57%销往亚洲和大
洋洲，19%销往中东地区，非洲、欧洲、

美国各占 17%、5.7%和 0.8%。报道称，
俄罗斯一定程度上丢失印度这个长期
客户，是导致武器出口急剧减少的原因
之 一 。 此 外 ，中 东 国 家 采 购 额 增 加
30%，埃及和伊拉克成为俄在中东的主
要客户。

欧亚国家紧随其后

过去 5年，欧盟成员国武器总出口
额全球占比达 26%，比前 5年增加 9%。
排前 5名的分别是法国、德国、英国、西
班牙和意大利。

报告称，2015年至 2019年成为自
1990年以来法国武器出口最多的 5年，
占同期全球武器出口总额的 7.9%，比
2010年至 2014年增长 72%。本世纪以
来，法国武器出口额时高时低，主要取决
于大宗武器（尤其是战斗机）交易情况。
2015年至 2019年，法国向 3个国家出口

“阵风”战斗机总额就占其同期武器出口
总额的 1/4。SIPRI研究员达席尔瓦表
示，法国武器工业得益于埃及、卡塔尔和
印度的需求。

德国武器出口额比上个 5年增加

17%，占全球的5.8%。其间，德国向韩国
出口4艘潜艇，向埃及和希腊各出口3艘
潜艇，向哥伦比亚和意大利各出口两艘
潜艇，向以色列出口 1艘潜艇。这些交
易占同期德国武器出口总额的39%。

英国是近5年全球第六大武器出口
国，占比达 3.7%。由于向沙特、印度和
美国出口的武器减少，比上个 5年出口
额下降15%。

亚洲国家的武器出口也占据一定比
重。报告指出，作为世界第八大武器出
口国，以色列武器出口额较上个 5年增
长 77%，占全球市场的 3%，达到历史最
高水平。韩国增长了143%，占全球市场
的2.1%，首次进入十大出口国之列。

冲突地区“大买特买”

报告显示，冲突国家和地区成为重
要的武器进口源。2015年至 2019年中
东 国 家 武 器 进 口 额 比 上 个 5年 增 加
61%，占全球武器进口额的35%。

其中，沙特成为全球最大武器进口
国。与前 5年相比，沙特武器进口增加
130%，占全球武器进口额的 12%。报道

称，尽管美国和英国对沙特在也门的军
事干预表达“关切”，但在2015年至2019
年，沙特武器进口总额中有 73%来自美
国，13%来自英国。

印度是过去5年世界第二大武器进
口国，巴基斯坦排名第 11位。SIPRI高
级研究员魏兹曼说：“数十年来，许多武
器出口国一直为这两国提供武器，而且
经常同时向双方出口武器。”

2015年至2019年，亚美尼亚与阿塞
拜疆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希望通过武器
进口提升军力，其中，亚美尼亚主要从俄
罗斯采购武器，阿塞拜疆武器进口总额
中有60%来自以色列，31%来自俄罗斯。

土耳其的武器进口额比上个5年减
少 48%，主要原因包括重点武器项目延
迟交付、与美国取消战斗机大笔交易和
本国武器工业的发展等。

此外，一些国家基于现实需求采购
了大量武器。其中，西欧、中欧各国
2019年底从美国进口 380架作战飞机。
埃及 2015年至 2019年武器进口额比前
5年增长两倍，成为世界第3大武器进口
国。巴西武器采购额仍是南美最高，占
该地区武器进口额的31%。

最最新全球武器交易报告出炉新全球武器交易报告出炉

美武器出口维持一家独大美武器出口维持一家独大
■张 娜 高晓征

叙利亚塔尔图斯港的俄海军接受检阅叙利亚塔尔图斯港的俄海军接受检阅

俄士兵向民众介绍专列上的展品俄士兵向民众介绍专列上的展品

3月 9日，瑞典斯德哥尔
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
发布 2015年至 2019年全球
武器交易报告。报告显示，
与 2010年 至 2014年 相 比 ，
2015年至 2019年全球武器
交 易 额 增 加 近 5.5% ，排 在
前 3名的武器出口大国分别
是美国、俄罗斯和法国。同
时，流向中东的武器有所增
加，沙特成为全球最大武器
进口国。

△△法国法国““阵风阵风””战斗机战斗机
��沙特空军装备的英国沙特空军装备的英国““狂风狂风””战斗机战斗机

5月9日苏联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俄罗斯各
地开始筹备大规模庆祝活动。其中，开通地铁和铁路专列逐渐成为
一种惯例。

““叙利亚转折叙利亚转折””专列展示俄军在叙利亚缴获的武器专列展示俄军在叙利亚缴获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