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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纲要》即将出炉

依照惯例，俄国防部每 5 年出台一

份武器装备“十年计划”。目前正在执行

的是 2017 年拟制的《2018 年至 2027 年国

家 武 器 装 备 发 展 纲 要》。 今 年 年 底 ，

《2024 年至 2033 年国家武器装备发展纲

要》（以下简称新版《纲要》）即将出炉。

报道称，新版《纲要》的最大特点，是对接

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了军工科研

主要方向，即保障国家安全。比如，俄

《国家安全战略》首次将信息安全列为战

略优先选项，新版《纲要》也基本确定，使

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先进技术改进

信息安全保障方法，特别是在国防领域

优先使用国产技术和设备。

拟制新版《纲要》的工作团队规格

很高。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为主要负责

人 ，各 军 兵 种 装 备 领 域 专 家 和 先 期 研

究 基 金 会 成 员 全 程 参 与 ，“ 时 代 ”军 事

创 新 科 技 园 主 任 、科 技 创 新 中 心 负 责

人 和 主 要 军 工 综 合 体 ，围 绕 前 沿 军 事

技 术 等 课 题 给 出 相 关 建 议 。 之 后 ，由

总统普京签批。

绍伊古在不久前索契国防主题军事

会议上表示，为确保新版《纲要》落实效

率和指导准确性，俄已在国防部内组建

负责组织和监督武器装备设计、试验工

作的管理局。另外，国防部导弹和炮兵

总局、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发展局等，都

将与各军工综合体签订相关合同。管理

局将“跟踪问效”，结合“军品统一验收

日 ”向 绍 伊 古 汇 报 新 版《纲 要》落 地 细

节。绍伊古将在每年的国防订货会议

上，对新版《纲要》执行情况进行点评，对

执行不力情况进行追责。俄媒称，通过

顶层设计，俄新版《纲要》已建立起完备

军事规划体系。

新型武器独一无二

尽管新版《纲要》尚未面世，但外媒

从普京和绍伊古在索契国防主题军事会

议上的讲话中，“圈定”了未来一段时期

俄军装备发展重点。

高超音速和人工智能武器，将成为

建设重点。普京称此类武器独一无二，

是俄军确保军事优势的重要利器。绍伊

古也强调，人工智能将改变战争形态，俄

军正在探索“人工智能环境下，高科技武

器的自主理解和推荐能力”。报道称，未

来俄军将批量接装一系列新型武器，这

是新版《纲要》的主要内容。比如，高精

尖武器方面，“匕首”“锆石”高超音速导

弹将逐渐部署至空天军和海军大部分作

战平台，“先锋”陆基导弹团数量将继续

增加。“佩列斯韦特”“圣山”激光武器将

部署至相关作战单元。绍伊古表示，高

超音速、新概念动能武器是军事技术领

域的重大突破。

新版《纲要》将投入超过 3060 亿美

元发展人工智能武器装备，这一投资规

模几乎与过去 10 年军备计划持平。绍

伊古称，俄军将批量生产作战机器人，并

将它们作为未来武器。俄媒预测，俄在

未来 10 年将拥有超过 20 支作战机器人

混编分队。目前，俄首支该类型分队由

4 个作战机器人组成，主要担负扫雷和

近距离火力打击任务。

俄现代化核武库也将发生巨大变

化。除核力量现代化占比突破 95%的具

体目标外，“波塞冬”“勇士”等深海核动

力潜航器、“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等武

器将陆续服役。未来，它们将融入智能

决策技术，逐步实现由程序引导向自主

判断和作战转变。新版《纲要》还将具体

规划 2035 年前俄军单兵作战装具发展

等内容。

把握发展冲刺期

绍伊古表示，俄武器装备“十年计

划”每 5 年修订一次，是为了让《纲要》在

迭代过程中衔接更紧密。值得一提的

是，处于交集阶段的 2024 年至 2027 年，

将成为俄军工发展冲刺期。

俄军已明确，2027 年年底，常规武

器现代化占比将达 80%，两版《纲要》在

这一既定目标方面完全统一。其中，海

军和空天军将成为建设重点，包括海军

航空兵和无人作战能力、新型空天防御

指挥系统和空天防御体系“统一信息空

间”建设等。

在此期间，俄军新质作战力量将获

突破性进展。2024 年至 2025 年，俄西部

和南部军区将率先组建“猎人”无人攻击

机部队。俄军事专家表示，在大规模军

事冲突中，该型机可完全替代有人战机，

并能在最危险地区上空执行任务。此

外，自 2024 年起，俄军通信网络将引入

人工智能和量子加密技术，逐步实现通

信体系向数字化转变。

在交集阶段，俄国防部还将加快军

工综合体现代化改造，提高生产效率和

制 造 能 力 。 其 中 ，最 具 代 表 的 当 属 第

280 中央制图厂等军工企业。报道称，

该 类 企 业 有 助 于 完 善 人 工 智 能“ 知 识

库”，促进高技术武器研制和量产。“时

代”军事创新科技园等国防军工“技术孵

化器”，也将进一步发展壮大。该园数据

处理中心二期工程将于 2027 年前完工

并交付，计算机运算效率和数据存储容

量将提升 2 倍，总人数增加 40%。绍伊

古表示，两版《纲要》顺畅衔接，将保障俄

未来几十年高水平军事安全。

俄武器装备建设迈入新阶段
■石 文

机密文件曝光

“欧洲军”一词，最早可追溯至 20 世

纪 50 年代。在美苏冷战背景下，法国倡

议组建“欧洲防务共同体”统率的“欧洲

军”。1987 年，法德成立混合旅，欧盟联

合部队初具雏形。1992 年，法德首脑会

议宣布将法德混合旅扩编为欧洲军团。

2002 年，欧盟宣布成立欧洲联盟军，统

一协调欧盟联合军事行动，但常设兵力

仅 1000 余人。

今年 5 月，法德等 14 个欧盟成员国

首次提议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并着

手草拟“战略指南”，寻求就建设联合军

事力量问题达成一致。11 月 15 日，欧盟

各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布鲁塞尔就

“战略指南”有关内容进行辩论，并宣布

将于明年 3 月敲定最终内容。

据英国路透社披露，一份从欧盟意

外泄露的 28 页机密文件显示，欧盟正考

虑在 2025 年前组建一支 5000 人的快速

反应部队，以干预各种危机，并摆脱对美

国军事依赖。该部队由陆海空三军组

成，可根据危机情况进行交叉部署。

这份机密文件认为，欧洲需要“反应

更快速、更稳健和更灵活的部队”，以承

担全方位军事危机管理任务，同时应对

迫在眉睫的威胁或对危机局势快速作出

反应。报道称，这一部队并不要求所有

欧盟成员国参与，但任何部署行动都必

须获得全体成员国同意。

各方态度迥异

从媒体报道情况看，对于欧盟组建“欧

洲军”这一问题，有关各方存在较大争议。

一方面，欧盟多国表态积极。欧盟

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

欧盟各成员国总体对该方案持积极态

度。博雷利希望欧盟各国承诺“提供相

关资产和必要战略支持”。他还透露，欧

盟目前有近 60 个武器开发和其他联合

军事项目。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朗丝·帕

利表示：“‘战略指南’体现了各国的雄心

壮志，提出了具体和可操作的建议，达成

了很好的平衡。”意大利国防部长洛伦

佐·圭里尼表示，“欧洲军”成军将是对北

约的补充并将加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此外，波兰、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等东欧国

家也表示支持组建“欧洲军”。

另一方面，外界提出警告质疑。北

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我们欢迎

欧盟加强自身防务建设的努力，但欧盟

创建快速反应部队不能占用北约资源，

也不能取代北约。”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表示，欧盟组建“欧洲军”的想法不是一

个可以顺利实施的计划。很多欧盟成员

国同时也是北约成员国，它们可能不会

支持这一想法。

可行性存疑

总的来看，欧盟此次加快“欧洲军”

组建步伐，主要目的是着眼日益严峻的

恐怖主义威胁和难民危机，汲取美军在

阿富汗背信弃义的“前车之鉴”，通过加

强自主防卫能力建设，改变其“经济巨

人、政治矮子、军事侏儒”的窘境。展望

未来，“欧洲军”成军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其一，北约不答应。欧盟领导人早在

20年前就同意组建一支 5万至 6万人的部

队，但始终未能付诸实施。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愿“欧洲

军”做大做强。下一步，北约因素仍将是

“欧洲军”成军难以逾越的“鸿沟”。

其二，内部不团结。对于组建“欧洲

军”，欧盟的“双引擎”法国和德国看法不

一致。法国对组建“欧洲军”奔走相告、

出力颇多，德国则基于历史等因素表态

和行动相对谨慎。在欧盟内部无法形成

合力的情况下，“欧洲军”成军势必难以

顺利推进。

其三，实力不托底。目前，“欧洲军”

的指挥控制、任务目标、兵力配置、后勤

保障等尚不明确。外界普遍认为，5000

人规模的“欧洲军”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

义，难以有效应对欧盟当前面临的现实

威胁，即使成军也很可能沦为“鸡肋”。

欧盟加快“欧洲军”组建步伐
■林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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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

白女王”号航母编队，通过多边联合军

演、强闯敏感水域等形式在亚太等海

域“刷存在”，以显示其“全球投射力和

威慑力”。殊不知，在印度洋深处，一

场关于查戈斯群岛的主权争夺战，正

令英国深陷尴尬。

无视联合国决议

查戈斯群岛位于印度洋中部，是毛

里求斯原有领土，1810 年被英国占领。

1965年，作为毛里求斯获得独立的附加

条件，查戈斯群岛成为“英属印度洋领

地”。之后，英国用各种手段驱逐群岛

上原住民，支持美国兴建军事基地。

2019 年 2 月，国际法院裁定英国的

行为违反联合国第 1514 号决议，敦促

英国尽快结束对查戈斯群岛的殖民状

态。同年 5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敦促英国尽快向毛里求斯归还查戈斯

群岛。今年 8 月 25 日，万国邮政联盟通

过压倒性决议，所有来自查戈斯群岛

的邮件必须贴上毛里求斯邮票，禁用

英国邮票。这一决议再次表明毛里求

斯 对 查 戈 斯 群 岛 拥 有 不 可 争 辩 的 主

权。迄今为止，英方仍未履行上述决

议，其践踏国际法的做法遭到国际社

会强烈谴责。

面 对 国 际 社 会 指 责 和 联 合 国 决

议，英国为何态度强硬？

一方面，查戈斯群岛地缘位置十

分重要。其扼守印度洋海空要冲，是

亚、欧、非和大洋洲间众多国际航线的

必经之地，距霍尔木兹海峡 4600 公里，

距马六甲海峡 2000 公里，就像英美嵌

入 东 亚 、东 南 亚 和 阿 拉 伯 世 界 的“ 钉

子”。一直试图重振“日不落帝国”的

英国，势必不会轻易放弃如此重要的

地缘高地。

另 一 方 面 ，有 美 国 在 背 后 撑 腰 。

美在印度洋唯一的军事基地——迪戈

加西亚基地，便隶属查戈斯群岛。该

基地是美军战略轰炸机唯一无需加油

便能对东、西半球进行军事干预的军

事基地。目前，迪戈加西亚基地驻有

约 3000 名美军士兵。今年 7 月，毛里求

斯曾向美国方面寻求对该群岛主权归

属的支持，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

量，选择支持英国。

折射英国国内问题

英国对主权诉求不予理睬，使查

戈斯群岛问题更趋复杂。实际上，看

似无解的岛屿主权归属问题折射出英

国国内诸多问题。

2006 年和 2007 年，英国高等法院、

上诉法院裁定查戈斯群岛居民有权重

返家园。英国国内部分政治势力为争

取政治红利，也主张给予查戈斯群岛居

民重新定居权。比如，以工党为首的左

翼势力多次攻击保守党政府，以获得选

民支持。同时，苏格兰民族党等也对约

翰逊政府强化和更新查戈斯群岛军事

设施的做法表示反对，并在议会层面阻

挠相关战略部署和经费支出。

另外，面对“脱欧”和新冠肺炎疫

情双重打击，英国国内包括支持返还

查戈斯群岛在内的反殖民主义民众，

开 始 同 英 国 保 守 势 力 激 烈 斗 争 。 自

2020 年 5 月延续至今的各类反殖民主

义运动和街头暴力政治，严重撕裂英

国社会，部分市政府、警局等英国地方

机构，也公开支持查戈斯群岛去殖民

化 运 动 ，令 英 国 社 会 深 陷 政 治 迷 思 。

可以说，查戈斯群岛问题将英国日益

割裂的国内政治生态暴露无遗。

查戈斯群岛问题困扰英国
■刘赫然

有外媒近日发布一份 2021 年世界

各国空军实力排行榜，其中，美国空军

实力依然排名第一。该排行榜显示，

美空军之所以排名靠前，主要原因是

先进战机数量多，各项技术指标相对

均衡。不过，有美国媒体近期给了美

空 军“ 差 评 ”。 美 国《空 军 杂 志》网 站

称，2021 年，美空军几乎所有战机关键

战力指标均在下滑。

《空 军 杂 志》网 站 称 ，“ 任 务 能 力

率”是衡量战机战备状态的指标，与战

机 至 少 执 行 一 项 核 心 任 务 的 能 力 有

关。例如，F-16 战机任务包括空战、对

地攻击或压制对手防空系统。此前，

美空军要求其大多数战机“任务能力

率”在 75%至 80%之间，但直到 2021财年

结束时，没有任何一款战机达到这一水

平。报道称，2020 年至 2021 年，美空军

F-35A 机队“任务能力率”从 76.07%下

降至 68.8%，原因是越来越多的 F-35A

战机发动机存在问题 。 过 去 一 年 ，发

动机短缺导致大约 40 架 F-35A战机停

飞。美国 F-35 联合计划办公室预测，

这一状况可能持续数年。

2021 财年，美空军 F-15E 机队“任

务 能 力 率 ”下 降 约 3 个 百 分 点 ，从

69.21%下降至 66.24%，而且存在持续下

滑 趋 势 。 2019 财 年 ，这 一 指 标 为

71.29%。F-15C 机队“任务能力率”从

71.93%下 降 至 69.48%，F-15D 机 队 从

70.52%下降至 68.56%。美空军 F-15C

机队已超出计划使用寿命，受诸多行动

限制和零件短缺困扰。美空军 F-16C/

D 机队“任务能力率”从 73.9%下降至

71.53%。F-16D 机队从 72.11%下降至

69.32%。F-22 隐身战机“任务能力率”

为 50.81%，比 2020 财年下降约 1 个百分

点，与 2019年大致持平。

另外，根据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发

布的《2022年美国军事实力指数》报告，

美空军实力目前只能算“勉强合格”，战

备能力归为“薄弱”等级。报告认为，美

空军战机退役速度超过新机入役速度，

将制约空军作战能力的发挥。另外，美

空军飞行员长期短缺，飞行时间严重不

足，也将影响空中作战力量的数质量。

2020 年，美空军飞行员出动率为每周

1.5次，年飞行时间 131小时。按照美空

军要求，出动率应达到每周 3 次，年飞

行时间达到 200小时。

报道还指出，美空军战机战备率

低，能够投入作战的战机数量少于实

际战机数量。以 F-22 战机为例，按照

纸 面 数 据 ，美 空 军 共 装 备 186 架 该 型

战机。其中 28 架用于训练飞行员，16

架用于测试装备，还有部分处于维修

保养状态。目前能够随时出动作战的

F-22 战机有 74 架，完好率仅为 52%。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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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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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岁末，俄军在武器装
备领域接连抛出重磅消息。
比如，高精尖武器开发取得重
大成果，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
突破既定目标，新概念武器设
计理念引发外界关注。报道
称，这既是对俄联邦武装力量
《2018 年至 2027 年国家武器
装备发展纲要》落实成效的检
验，也为未来武器装备建设标
定方向、奠定基础。

美空军美空军 F-F-3535AA战斗机战斗机

据欧洲媒体报道，“欧
洲军”成军具体计划和时
间表近期曝光，引发国际
舆论高度关注和有关各方
迥异反应。总的来看，受
多重因素掣肘，“欧洲军”
成军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前景不容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