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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研发出实招

据外媒报道，近期，在法德两国推动
下，欧洲国家相关武器装备研发取得积
极进展。

空战装备方面，据美国“防务新闻”
网站报道，法、德、西班牙 3国空军目前
已就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未来战斗空中
系统”的关键问题达成一致。据悉，“未
来战斗空中系统”将以有人战机为核心，
同时配备小型侦察和攻击无人机编队，
共同构成“空中航母编队”，并依托人工
智能“作战云”系统进行互联指挥。

据德国联邦国防军透露，目前，“未
来战斗空中系统”项目有 10个备选方
案，各方案的主要区别在于机载武器类
型、编队机动性能、战机及伴随无人机航
程等。目前，法德两国政府计划各出资
8500万美元，依托空客和达索两家航空
巨头，研发“未来战斗空中系统”原型机，
预计2026年正式启动原型机测试工作，
2040年列装各国空军。

地面装备方面，法德两国已正式启
动下一代主战坦克“地面主战系统”的联
合研发工作。据法国媒体报道，“地面主
战系统”将结合德国“豹”2A7主战坦克
和法国“勒克莱尔”主战坦克的优势技
术，底盘使用“豹”2A7现有装备（包括车
身、发动机和悬挂系统等），炮塔则使用

“勒克莱尔”的双人炮塔。
与“未来战斗空中系统”类似，“地面

主战系统”的相关费用由法德两国分摊，
坦克单价约为 1000万欧元。在进入量
产阶段后，德国计划采购300辆，法国计
划采购 250辆。此外，两国还计划将该
型坦克用于出口，目标客户多为欧洲国
家。对于这款重型坦克，法德两国军方
高层均给出高度评价，称其为“具有现代

化通用能力的全新欧洲坦克”。

矛盾问题渐凸显

外媒指出，欧洲国家在大力推进武
器装备联合研发的同时，相关问题也逐
步凸显。

一是队伍较单薄。“未来战斗空中系
统”名义上由法、德、西3国联合研发，但
西班牙更多是一种“点缀”，迄今尚未提
出研发方案。在该系统研发初期，空客
公司首席执行官纪尧姆?福里曾呼吁英
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参与该项目，但未
获积极回应。“地面主战系统”更是仅有
法德两国参与，其他欧洲北约成员国的
态度是“坐享其成”。外媒认为，上述研
发模式不利于欧洲国家防务合作的深入
推进和各国优势技术的有机融合。

二是法德有嫌隙。德国国内有声音
指出，由于法国军用航空技术实力远超
德国，所以法国可能借联合研发“未来战
斗空中系统”之机，强化自身影响力并取
得项目主导权。因此，德国希望将“未来
战斗空中系统”项目与“地面主战系统”
项目捆绑起来，让法国在下一代战机项

目中占据主导地位，德国则主导下一代
坦克项目。由于法国在主战坦克技术方
面与德国旗鼓相当，因此，对德国的提议
不予理睬。

三是进度遭质疑。对于“地面主战
系统”，外媒戏谑称，法德两国2012年便
提出联合研发主战坦克的构想，但在
2017年 前 一 直“ 以 一 种 概 念 形 式 存
在”。对于“未来战斗空中系统”，外界也
有声音认为，该项目相关构想难度过大，
仅凭法德两国当前的军事航空技术，很
难如期完成研发工作。此外，对于上述
两款武器系统未来能否与欧洲北约成员
国的作战指挥体系有效兼容并释放最大
作战效能，外界也表示怀疑。

未来发展需关注

综合来看，法德等欧洲国家近期大
力推动武器装备联合研发，主要是着眼
美国强推“美国优先”战略、美盟关系渐
行渐远的现实，力图通过自主研发武器
装备提升自主防务能力，有效应对外部
安全挑战。

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评价“地面

主战系统”项目时所说的那样：“我不
想看到欧洲国家为能够购买美国或欧
洲以外国家的武器装备大幅增加国防
预算。如果我们增加预算，采购的应
该是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武器，这样
欧洲才能成为一种真正具有主权的共
同体，才不会受制于人。”为加快自主
防务能力建设，未来，法德等国将进一
步扩大军事技术研发“朋友圈”，以尽
快弥补联合作战短板，深入释放协同
作战效能，增强欧洲防务独立性和威
慑力。

与此同时，法德等国的相关做法可
能引发连锁反应。一方面，美欧关系
或将进一步恶化，特朗普政府或将放
弃更多对欧防务承诺，并加大对欧洲
国家军事技术的打压封锁力度。另一
方面，俄欧关系可能持续动荡。法德等
国认为，“未来战斗空中系统”和“地面
主战系统”列装后，将对俄制苏-57战
斗机、T-14“阿玛塔”主战坦克等形成
一定作战优势。对此，俄罗斯势必提
前谋划应对举措，持续推进欧洲方向
战略威慑能力建设，俄欧间军事对抗
或将更加激烈。

防美制俄—

欧洲加快武器自主研发步伐
■林 源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5月
26日，美国防部负责核事务的副助理
部长德鲁?沃特表示，美已在内华达州
找到合适的地下试验场，只要总统下
令，美军数月内就可重启地下核试
验。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其他
高级官员曾公开讨论是否重启中断近
30年的核试验。尽管目前消息显示，
美国尚未做出重启核试验决定，但讨
论这一问题本身已释放出危险信号，
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

目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
国际核军控体系的重要支柱。从 1945
年美国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
地带引爆世界上首枚原子弹至今，至
少有8个国家进行了约2000次核试验，
其中美国进行的核试验超过 1000次。
1999年 10月，联合国以压倒性多数票
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包括美
国在内5个核国家均已签署条约，并作
出“暂停核试验”承诺。该条约虽未生
效，但禁止核试验已成为国际规范。

此次美国冒天下之大不韪试图重
新恢复核试验，主要目的是强化其在
核武器方面的绝对战略优势。实际
上，过去几十年，虽然美国一直力主推
动全面禁止核试验，但从未放弃发展
核武器。由于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和
完整的核数据积累，美国完全可以通
过电脑使用三维模拟方式进行核武器
研究，因此，对现实环境中的核试验需
求并不是特别大。1999年，美国率先
停止核试验的原因也在于此。

近年来，美国一直在推进核武器
小型化和“战术化”研究，报道显示，美
国正在研制低当量全新袖珍核弹，并
试图将其投入战场使用。外媒分析
称，美国在这方面的数据并不充分，必
须通过核试验获取并验证相关数据。
沃特就曾表示，“我们需要更好的物理
和计算机模型弥补数据的缺乏”。

从未来发展看，一旦美国重启核
试验，必将激发其他核国家效仿，引发
前所未有的核军备竞赛。冷战结束
后，全球核武器数量得到大幅削减，在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约束下，世界
主要核大国没有进行过核试验，国际
社会基本进入一个相对安稳的历史时
期。《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已成为全
球核裁军、防止核扩散的重要依据。
而美国一旦重启核试验，就如同打开

一个“潘多拉魔盒”，将打破现有核约
束框架体系，让全球上空笼罩核战争
阴影。

此外，美国重启核试验还将极大
冲击现有国际战略格局和核安全形
势，特别是对美俄关系未来发展产生
深远影响。目前，美国已相继退出一
系列关乎国际军控稳定的重要条约，
特别是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开始
重启类似“潘兴-Ⅱ”的全新导弹研制
计划。如果退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约》，美国就可以全面放开手脚，通过
大规模核试验强化自身核威慑。面
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俄罗斯必然
采取针锋相对的举措，包括加强战术
核武器的研制和部署，重新恢复核试
验等，这些都会大大增加美俄之间爆
发意外战争的风险，必须高度警惕和
关注。

（作者单位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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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网站近期刊
文称，由于皇家海军战略核潜艇存在
技术问题，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英军持续50余年的“不间断海上威慑”
行动已难以为继，海上核威慑战略正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冷战结束后，世界战略形势发生
巨大变化，英国也随之调整自身核战
略，开始奉行“最低限度核威慑”，试图
用最小规模的核力量对敌人实施打
击。在此背景下，英国于 1992年撤除
陆基核武器，1998年结束空军核战备
执勤，仅剩由战略核潜艇构成的海基
核力量。

目前，英国对外核威慑主要依赖
部署在苏格兰西海岸的 4艘前卫级战
略核潜艇来实现，该型潜艇搭载“三叉
戟”潜射弹道导弹。无论是在港休整、
大修还是小修保养，这4艘战略核潜艇
总有1艘处于战备巡航状态，确保英国
保有核威慑能力。

文章称，英国皇家海军持续 50余
年的“不间断海上威慑”行动正处于危
险之中。

一方面，前卫级战略核潜艇存在
诸多技术问题，难以执行“不间断海上
威慑”任务。根据英国海上核威慑战
略，海军要保持至少1艘战略核潜艇在
海上处于战备巡航状态，2艘处于港口
待命状态，1艘处于维护状态。可以

说，前卫级战略核潜艇是英国核威慑
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

而现实情况是，前卫级战略核潜
艇首艇“前卫”号于2015年12月返回德
文波特港进行长达42个月的大规模整
修，目前已延期大约 1年。分析称，该
潜艇不大可能于今年重新加入部队，
这意味着英国持续多年的“战略核潜
艇值班”可能出现中断。

文章指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对英国海上核威慑战略构成额外
挑战。冷战结束后，英国皇家海军潜
艇艇员总数大幅下降，相关预算也随
之减少。受疫情影响，皇家海军必须
采取额外预防措施，包括对相关潜艇
艇员进行隔离，对潜艇设备进行消杀
作业，增加了潜艇艇员的压力，打乱了
潜艇巡逻计划。

另一方面，前卫级战略核潜艇面
临“后继无人”的困境。该级潜艇于
1993年开始陆续服役，最初设计寿命
为 25年，原本将在 2020年前后达到服
役期限并相继退役。2016年 10月，英
国开始建造继承者级（后改为无畏级）
战略核潜艇，但由于建造过程中出现
技术问题，该级潜艇很可能到本世纪
30年代初仍无法服役。这就要求前卫
级必须服役 37年至 38年，远超最初设
计寿命。随着艇龄增长，其战备状态
将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英军海上核威慑行动
难以为继？

■兰顺正

近期，美海军在西太平洋海域动作
不断，暂时摆脱疫情的“里根”号、“罗斯
福”号和“尼米兹”号航母相继在该地区

“刷”存在感，各型战舰活跃于包括日本
海在内的临俄水域。美方密集展开示强
行为，引发俄海军高度关注和针对性反
制，有俄媒就展示了俄海军图-142反潜
机飞临美舰的图片。分析指出，未来美
俄两国海军将针对性发展自身优势，并
在西太平洋地区展开持久较量。

美谋求整体优势

经过数十年经营，美海军在西太地
区的兵力规模、基地布局、资金投向等均
对俄形成相对优势。特别是其遍布日韩
等盟国境内的军事基地，成为遏控俄罗
斯周边海上通道的“桥头堡”。比如，韩

国釜山、东海等基地，是美海军舰艇前出
日本海的重要依托；日本佐世保基地是
美封控对马海峡的关键支点；驻日美军
横须贺基地是美海军在西太地区的核心
基地，美舰由此出发，既可北上取道津轻
海峡出入日本海、赴鄂霍次克海周边等

“俄重要利益区域”，又可向西驰援日本
海、冲绳等地。

兵力方面，美在该地区常态部署 1
艘航母、3艘导弹巡洋舰、3艘至4艘两栖
战舰、9艘至 10艘导弹驱逐舰、4艘战略
核潜艇、2艘濒海战斗舰以及各类保障
舰船，谱系齐全、性能先进，形成稳定的
海上作战体系。

近年来，在所谓“印太战略”指引
下，美海军不断增加西太地区动态部
署。近期，美军将出动20余艘舰艇在该
区域执行巡航、演训等任务。俄媒称，

美出动大量海上兵力活跃于太平洋海
域，意在显示力量存在，保持对俄海上
优势。美还在西太地区“定制”多项以
俄为主要假想敌的海上军演，比如，美
日“多路航行”海上联合演习，旨在提升
海洋管控能力。

俄打造非对称战力

与美海军相比，俄海军在西太方向
军力稍显逊色，在整体吨位和载弹量不
及美海军的背景下，俄海军不断发展灵
活、快速响应和分布式杀伤等战术，在维
护自身海上安全的同时，打造针对美日
等国的非对称优势。

俄海军太平洋舰队主要担负该海域
执勤任务，在“远景海军”战略框架下，该
舰队不断加强非对称制衡能力建设。远

东堪察加半岛维柳钦斯克核潜艇基地是
俄海军第 25潜艇总队所在地，共部署 6
艘战略核潜艇。该基地临近鄂霍次克
海，地理位置优越，俄潜艇可迅速潜入大
洋深处，形成对美战略核反制。另外，俄
在西太地区还驻有6艘至8艘常规潜艇，
具备成熟的“中近海域渗透能力”。在此
前美韩军演中，俄海军 1艘基洛级潜艇
曾秘密潜入演习区，导致美航母转向，演
习中断。

俄海军还根据舰型特点，创新发展
“小、快、灵”分布式杀伤部署模式。今年
以来，两艘 20380型护卫舰在西太平洋
进行30余天远洋部署，探索“小舰”编队
部署新模式。

海战场上演持久较量

乌克兰危机后，美不断加大对俄
海上遏制力度，除针对性临近军演外，
所谓“航行自由”是美对俄威慑挑衅的
又一手段。2018年以来，美海军每年
均会出动“宙斯盾”舰前出日本海抵近
俄滨海边疆区活动。作为回应，俄侦
察舰船则游弋于美军事基地周边海
域，2019年美方就曾公开一张俄“卡累
利阿”号侦察船在珍珠港附近活动的
卫星图片。俄还针对性安排图-142反
潜机等海军航空兵力量实施海空策
应，美韩军演期间，该型机曾对美航母
实施低空掠顶飞行。

因应美加大在西太地区部署力度，
俄也针对性加强该地区先进武器平台建
设。比如，美国新型两栖攻击舰“美国”
号部署西太地区后，俄罗斯随后宣布国
产两栖攻击舰命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
号，将于 2027年交付太平洋舰队。近
期，美海军宣布在其装备的 11艘航母
中，有 7艘在击退新冠肺炎疫情后即将
恢复巡航，俄海军随即宣布北风之神级
战略核潜艇载弹出航的消息。

俄美海军西太地区持续角力
■刘磊娜

美部署在西太平洋海域的美部署在西太平洋海域的““罗斯福罗斯福””号航母号航母

““未来战斗空中系统未来战斗空中系统””模型模型

据外媒报道，出于对美国
和俄罗斯的双重防范，法德等
欧洲国家近期在武器自主研
发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上
述行为在推动欧洲自主防务
的同时，或将对地区安全形势
产生微妙影响。

前卫级战略核潜艇前卫级战略核潜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