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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澳大利亚海军高调曝光潜艇

部队发展方案，包括建造周期、维护保

养设施建设和艇型构造等细节，引发外

界广泛关注。自 2021 年美国、英国和

澳大利亚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美英承诺向澳方提供核潜艇技术以来，

澳方围绕潜艇部队建设“大做文章”，意

图扩大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

近 几 年 ，澳 大 利 亚 加 大 亚 太 地 区

事务的参与力度，频繁在周边海域遂

行 演 习 训 练 、水 下 警 戒 等 军 事 行 动 。

澳海军目前装备 6 艘柯林斯级常规动

力潜艇，均部署于澳西海岸珀斯的斯

特林基地。澳海军自诩柯林斯级潜艇

为“远洋作战的水下先锋，可称雄南太

平洋海域”，事实上其难当大任。2021

年，澳大利亚柯林斯级潜艇在美日印

澳“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美澳韩日“太

平洋先锋队”海上联合军演等演习中

均有亮相。澳潜艇在演习中表现不尽

人意，被盟友评论为“不专业”“无法融

入体系”。

到 2026 年，柯林斯级潜艇将开始

陆续达到寿命期。为此，澳方开始推进

“未来潜艇”引进项目。

2021 年 9 月，美英两国提出支持澳

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澳方随后公布依

靠美英转让技术建造 8 艘核潜艇的计

划，并成立“核潜艇工作组”。按规划，

澳核潜艇将是对柯林斯级潜艇的“深度

改造”，技术挑战性较大。其服役时间

设定在 2040 年前后，其间，澳潜艇将面

临较长一段时间的“空窗期”。

近期，澳海军加大潜艇部队建设宣

传力度。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称，核

潜艇项目将成为提升澳海军在南太平

洋和南印度洋整体军力的基石，同时也

是其和盟友战略合作的纽带。

在澳大利亚近日推出的“近 40 年

最大规模扩军计划”中，澳海军成为计

划重点，其中潜艇部队人员将从 900 人

增加至 2300 人。

澳政府计划投入 100亿澳元（1澳元

约合 4.7元人民币）在东海岸修建潜艇临

时驻泊基地，布里斯班、堪培拉和纽卡斯

尔 3处港口加入备选名单。澳海军高官

称，基地选址工作将于 2023年年底前完

成。届时，2 个潜艇基地将分别用于应

对太平洋和印度洋方面的“威胁”。其

中，西海岸斯特林基地将作为核潜艇军

事指挥中心，东海岸基地将作为“增强太

平洋海域战略遏制力的前沿”。

值得关注的是，3 月底，美海军“弗

兰克·凯布尔”号潜艇支援舰对澳大利

亚 东 海 岸 3 处 备 选 港 口 进 行 连 续 访

问。外媒称，该舰意在配合澳方对潜

艇港口选址工作进行考察。同时，该

基地可能成为美舰艇进出印度洋、太

平洋的据点，为其靠泊补给或维护保

养提供保障。

澳高调曝光潜艇部队“纸面实力”
■刘 澄

寻求自产遭美施压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在印度

防务装备中，60%是从俄罗斯进口。在

当前国际形势下，印度担忧供应链受影

响，决定加快武器装备国产化进程。

4 月 7 日，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表示，

印度将加紧自主生产直升机、坦克发动

机、导弹和机载预警系统等军事装备。

他说，印度的目标是成为防务装备生产

大国。同日，印度国防部网站公布未来

5 年“进口转自产”的军事装备名单，相

关装备总价值达 278 亿美元。

一直以来，印度的武器装备体系主

要依赖进口。在美国近年来不遗余力

的推销下，其逐渐成为印度主要的军购

对象之一。2008 年至 2019 年，美印两国

军工贸易总额从“几乎为零”增至 150 亿

美元。印度从美国采购了远程海上巡

逻机、C-130 运输机、导弹和无人机等

装备。

2020 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印

度总理莫迪签署价值 30 亿美元的武器

装备采购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向印

度出售“阿帕奇”直升机和“地狱火”导

弹等装备。

尽管销售金额不断增加，但在印度

的 武 器 装 备 供 应 国 中 ，美 国 仅 排 名 第

三。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

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至 2021 年间，印

度致命武器进口 12%来自美国、27%来自

法国、46%来自俄罗斯。

近日，美国在武器装备采购上不断

向印度政府施压。美方强调，印度应该

使用美国和其他国家武器，替换部分俄

制武器。4 月 5 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表示，印度继续购买俄罗斯武器系统“不

符合最佳利益”。他称，美国可以向印度

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武器系统”，“美方将

加强与印方的军事合作，以确保印方在

与美兼容的武器装备上进行更多投资”。

进退两难处境尴尬

日前，印度政府宣布，在 2022 财年

国防预算支持下，68%的防务装备生产

将由国产承包商完成。不过外界认为，

印度军工企业“难当大任”，“印度制造”

想从口号变为现实绝非易事。

印媒称，印度自产武器装备不仅研

发时间长、经费投入多，且性能堪忧，屡

遭军方诟病。印度海军曾拒绝购买国产

舰载型“光辉”战斗机，称该战机因起飞

重量超限，可携带的武器和燃料“少得可

怜”，作战能力“几乎为零”。外界认为，

印制武器的安全性、可靠性、实用性均存

在发展障碍。

由于印度采购武器装备的来源较为

复杂，各类武器平台不兼容，甚至存在相

互干扰等问题。印军若想构建一体化、

通用化、集成化的作战体系，武器装备采

购策略或面临大幅调整。

美施压印度购买武器
■傅 波

向“大国竞争”转移

3 月上旬，美海军陆战队首个濒海

作战团在夏威夷卡内奥赫湾正式成立。

该部队由美海军陆战队第三陆战团改

编，隶属第三陆战师。其主要任务为“在

濒海地区夺取和控制关键地域、通道和

海峡，以强化对前沿海域的掌控权”。

美濒海作战团主要由濒海战斗队、

濒 海 防 空 营 和 濒 海 后 勤 营 3 个 作 战 单

位 组 成 ，规 模 约 1800 人 。 尽 管 美 国 国

防部和海军陆战队高调公布首支濒海

作战团组建的消息，但该部队目前仍处

于 初 创 阶 段 ，预 计 2023 财 年 达 到 初 始

作战能力。

濒海战斗队作为行动主体，主要用

于构建“远征前进基地”。濒海战斗队由

1 个步兵营和 1 个导弹连组成。步兵营

以原海军陆战队第三陆战师第三陆战团

1 营为主组建。反舰导弹连以第 12 陆战

炮兵团 1 营的 1 个炮兵连为班底组建。

濒海防空营主要遂行防空任务，具

备前沿空管、海空监视能力。

濒海后勤营负责补给、运输，管理和

分发战斗地域内的弹药、油料、物资，并

提供野战急救和装备维护。

外媒称，美濒海作战团在《美海军陆

战队规划指南》和《美海军陆战队部队设

计 2030》两份文件指导下组建，是海军

陆战队改变尴尬现状、摆脱“第二陆军”

“治安部队”等头衔的举措。

外媒认为，组建濒海作战团意味着

美军正加紧推进海军陆战队转型，从而

将战争准备的焦点由“清除恐怖主义”向

“大国竞争”转移。

按照美方预期，完成转型的海军陆

战队将为美军夺取海上控制权提供重要

支撑，在战场行动中将依托陆基反舰导

弹和防空与侦察力量，完成美海军从“蓝

水地带”到“近岸滩涂”的一体化海上作

战任务。

演练新作战概念

最近一段时间，美军方多次提及“远

征前进基地作战”等新作战概念，加快发

展和实践新战法。

据美媒披露，濒海作战团是首次亮

相，但濒海战斗队的主要班底海军陆战

队第三陆战团 1 营，在 2 月举行的美日

“丛林作战”大规模联合军演中，已参与

岛屿夺控演练，检验了快速投送和封控

关键海上通道的能力，验证了“远征前进

基地作战”中“运用和部署机动性强、隐

蔽性好的远征部队，遂行海上控制和反

介入/区域拒止行动”的概念。

此次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

中，美濒海作战团与 1 艘船坞登陆舰、1

艘远征基地舰和 1 艘菲律宾护卫舰组成

“加强版远征火力打击大队”，聚合陆基

远程火力、舰载导弹和空基打击力量。

美濒海作战团搭乘美海军“米格尔·

基思”号远征基地舰，在近岸和濒海地区

快速构建简易基地，“为美海军及盟友大

规模投入作战力量，执行更广范围作战

行动创造条件”。美濒海作战团借助海

军舰船出海作战，使用海军武器装备和

通信系统开展军事行动，实践近年来美

军方多次提出的“海军陆战队为海军舰

队持续作战提供支持”理念。

美海军陆战队飞行联队 CH-53 运

输直升机和 MV-22 倾转旋翼机，协同美

濒海作战团开展攻防演练，为濒海防空

营和濒海后勤营的组建“积累经验”。其

间，美海军陆战队构建“前沿弹药和油料

补给点”，对进驻“远征前进基地”的海军

和空军飞机进行综合保障，并担负一定

范围内的地面防空、空中预警等任务。

“以陆制海”维持霸权

外媒称，在未来演习和地区军事活

动中，美军或将加大濒海作战团出动频

次，推行所谓“以陆制海”作战理念，谋求

在新形势下维持海上霸权。

按计划，美军将于 2030 年前组建 3

个濒海作战团，除部署在夏威夷的首个

濒海作战团外，另两个分别部署于日本

冲绳和关岛。根据美军的战略构想，在

战争场景下，3 个濒海作战团可从常驻

地迅速前出，沿岛链动态分布式部署，构

筑多层“远征前进基地”，为两栖登陆舰

实施“前沿海域控制作战”奠定基础，最

终完成对关键海峡的封控。

美军对濒海作战团的发展前景抱有

很高期待，但外界对此并不看好。外媒

称，长期以来，美国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在

经费分配上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美海

军陆战队长期受海军挤压。加之美海军

陆战队自身的装备选择权有限，难以摆

脱主战装备使用陆军和海军“淘汰产品”

的窘境。作为海军陆战队转型“先锋”的

濒海作战团，目前在装备发展和体系建

设方面，均未按照计划节点完成。外界

普遍认为，“未来数年内，濒海作战团难

以形成全面作战能力”。

美濒海作战团首次亮相军演
■石 文

4 月 7 日，欧盟多国与尼日利亚在

拉各斯举行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的联合

行动，参与活动的欧盟成员国包括意

大利、西班牙、希腊和法国。此次活动

是欧盟及欧盟成员国提升在该地区介

入能力的新动作。

尼日利亚位于非洲西海岸，毗邻几

内亚湾，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欧洲

国家作为非洲的原殖民者，对非洲国家

始终保持传统“势力范围”思维。近年

来，为保持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维护经

济、政治、安全利益，欧盟不断加强对几

内亚湾的介入能力。

政策层面。2014 年，欧盟出台《欧

盟几内亚湾战略》，提出“建立对威胁的

共同认知”“帮助地区国家建设强有力

的政府机构”“支持经济繁荣发展”“加

强现有合作机制”4 项战略目标。2015

年，欧盟发布《欧盟几内亚湾 2015 年至

2020 年行动计划》，围绕 4 项战略目标

设定 5 年内欧盟相关机构参与的 67 项

行动。此后，欧盟几乎每年出台涉及几

内亚湾的海洋安全政策文件。

经济层面。2015 年，欧盟投入 600

万欧元（1 欧元约合 7 元人民币），启动

海港合作项目，支持西非国家加强海港

建设能力。2016 年，欧盟投入 930 万欧

元，启动几内亚湾区域网络项目，通过

建立信息共享网络，提高该地区 19 个

国 家 对 海 上 安 全 的 重 视 程 度 。 2018

年，欧盟投入 1500 万欧元，参与几内亚

湾 的 渔 业 资 源 可 持 续 利 用 和 管 理 。

2019 年，欧盟投入 2800 万欧元，启动西

非综合海事安全项目，全方位介入几内

亚湾的海事安全治理。

军事层面。欧盟成员国与尼日利

亚海军积极展开海上联合行动。2021

年 8 月，西班牙与尼日利亚达成港口停

靠协议，随后双方海军举行联合演习。

2021年 10月，意大利海军和法国海军访

问尼日利亚，三国进行合作交流并举行

联合演习。此次活动结束后，来自意大

利和西班牙的两艘舰船与尼日利亚海

军举行海上安全治理行动演习。

提升对几内亚湾的介入能力，是

欧盟对非整体战略的一部分。随着内

部危机的不断出现，欧盟在全球的话

语权逐渐减弱。欧盟将对非洲西海岸

的安全治理，作为其提升国际威望的

途径之一。欧盟希望通过介入非洲事

务，扩大对该地区的地缘影响力，以此

获得非洲国家在一系列多边问题上的

支持。预计欧盟将以此次同尼日利亚

举行的加强海上安全合作联合行动为

契机，将更多资源和关注度投向非洲

西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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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和菲律宾高
调举行史上最大规模“肩并
肩”联合军事演习。美海军
陆战队首个濒海作战团搭
乘“米格尔·基思”号远征基
地舰亮相军演，为“远征前
进基地作战”等新作战概念

“试水”。外媒称，美军急于
展示尚未“定型”的濒海作
战团，既是联合盟友在热点
地区“秀肌肉”，也是为海军
陆战队转型积累经验。

33月月 2828日至日至 44月月 88日日，，美国和菲律宾举行美国和菲律宾举行““肩并肩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联合军事演习。。

西班牙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与西非国家举行联合演习葡萄牙等国与西非国家举行联合演习（（资料图资料图）。）。

据外媒报道，在当前国
际形势下，作为国际军购市
场的大买家，印度面临“进
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
印度决心大力发展国产装
备；另一方面，美国向印度
施压，要求其采购美制装
备。在对外采购“陷入困
境”、自主发展“质量堪忧”
的情况下，印度武器装备发
展前景不容乐观。

印度国产印度国产““光辉光辉””战斗机战斗机。。

澳大利亚柯林斯级潜艇澳大利亚柯林斯级潜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