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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军费”

加速装备现代化

近期，美陆军一面积极提交“愿望

清单”争抢军费，一面大力研发新型武

器装备，以加快推进装备现代化建设。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美陆

军日前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愿望清单”，

希 望 在 2023 财 年 再 追 加 51 亿 美 元 预

算。此前，在拜登政府向美国国会提交

的 2023 财年国防预算草案中，美陆军预

算 申 请 总 额 为 1775 亿 美 元 ，较 2022 财

年增加 28 亿美元。据悉，在美陆军要求

追加的预算中，约 25 亿美元将用于更新

武器装备、建设通信设施和升级作战平

台等。

根据美国媒体披露的“愿望清单”，

美陆军将投入 5.24 亿美元，升级并列装

1/2 个旅战斗队所需的“艾布拉姆斯”主

战坦克，以适应其多域联合作战需求。

美陆军还计划采购 10 套“近程机动防空

系统”装备陆军现役和预备役部队（预

算 2.75 亿美元），采购 4 套 AN/TPQ-53

雷达系统装备陆军国民警卫队炮兵部

队（预算 1.21 亿美元）等。

同时，美陆军声称将大力研发新型

武器。据美国“防务日报”网站报道，美

陆军计划于 2023 财年开始研发并测试

新型防空导弹系统，于 2027 财年开始生

产 1 万枚新型防空导弹，以替换现役“毒

刺”防空导弹。美陆军称，新型防空导

弹将具备更远的射程、更大的杀伤力和

更强的目标捕获能力。

此外，据“美国陆军”官网报道，美

陆军近期向 23 家企业授予总额约 1900

万美元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合同，主要

涉及电子战、传感器、信息系统和战场

环境等领域，意图帮助陆军更快更好地

进行决策，提升实施军事行动的速度与

效 果 。 同 时 ，美 陆 军 加 紧 研 发 和 列 装

“未来战术无人机系统”，计划 2025 财年

前为 8 个旅装备该无人机系统。

“刷存在”

推进演训实战化

近期，美陆军多措并举，从 3 个方面

推进演训实战化。

一是突出训练针对性。据美国“防

务头条”网站报道，美陆军将于 4 月 25 日

至 5 月 12 日举行“边缘-22”演习，英国、

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澳大利亚和

加拿大等国参演。该演习将对“多域作

战”和“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等作战概

念进行验证。美陆军为该演习设置了

50 余个技术目标，包括利用电子战手段

与盟国发动两次空袭、测试情报传感能

力和对抗无人机的电子战能力、发射约

30 架无人机执行自主探测和目标识别

任务等。

二是突出平台杀伤力。美陆军导

弹与太空项目执行办公室近日表示，已

筛选出 3 家供应商，将尽快为 AH-64E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未来攻击侦察

机挑选高性能的远程精确弹药，以进一

步提升作战平台的杀伤力。目前，美陆

军已为 AH-64E“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采

购以色列制造的“长钉”远程精确弹药，

作为临时方案。

三是突出技术融合度。美陆军未

来 司 令 部 首 席 创 新 官 托 马 斯·托 德 在

“2022 年陆军航空峰会”上强调，在航空

领域快速且大胆的多任务创新，是取得

未来作战成功的关键。美陆军已将关

键的科学技术与概念开发工作整合至

陆军未来司令部，大力开发综合火力、

定向能武器和高效数据网络等战场突

破性技术，加速提升陆军和联合部队协

同作战能力。

“博眼球”

强化优势压对手

分析认为，美陆军近期在装备、训

练 和 战 备 方 面 的 相 关 动 向 ，主 要 是 为

进一步拉大与其他军事大国的战力优

势 ，提 前 谋 划 布 局 新 一 轮 军 事 科 技 革

命，塑造下一场区域对抗的形态，以赢

得战略主动。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

陆军高层反复渲染“大国战略竞争”威

胁 ，不 过 是 为 赢 得 更 多 经 费 支 持 的 老

套伎俩。

美陆军为获得更多“存在感”，避免

被边缘化，不断强调提升陆军多域联合

作战能力，相关行动值得警惕。近期，

在推进战备活动过程中，美陆军事事聊

“多域”、时时谈“联合”，相关演训活动

成为“多域作战”和“联合全域指挥与控

制”等作战概念的试验场。

伴随着上述两大作战概念逐步从

理 论 转 化 为 实 践 ，美 军 各 军 种 的 联 合

作战能力及美军与其盟友军队的协同

作 战 能 力 将 得 到 提 升 。 同 时 ，美 军 全

球作战体系的耦合度也将不同程度提

高 。 未 来 ，以 美 国 为 首 的 北 约 或 将 进

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等主要作战对手的

围 堵 力 度 ，相 关 情 况 将 对 地 区 安 全 产

生负面影响。

美陆军加紧验证新作战概念
■章 池

在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社会斡旋下，

也门冲突各方于 4 月 2 日达成协议，开始

为 期 2 个 月 的 人 道 主 义 停 火 。 按 照 协

议，若各方同意，停火可在 2 个月后继续

延长。停火协议达成后不久，也门总统

哈迪宣布辞职，并解除副总统穆赫辛的

职务，将权力移交给由 8 人组成的总统

委员会，由委员会履行总统和副总统职

责。哈迪在声明中表示，愿与胡塞武装

进行全面对话协商。沙特阿拉伯、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承诺为这一过渡期提供

30 亿美元援助。就在也门局势缓和、危

机解决取得进展的关键时期，一直乐于

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关心的却是沙

特尚未支付的空中加油费用。

美国“空军时报”网站近日刊文称，

自 2015 年 3 月至 2018 年 11 月，美国国防

部耗资 3 亿美元，为参与也门冲突的沙

特、阿联酋等多国联军军用飞机提供空

中加油支援。据悉，3 亿美元中主要包

含 2.61 亿美元空中加油机的飞行成本和

0.38 亿美元的航空燃料费用。

上述两项费用全部由沙特和阿联

酋两国共同承担。加油机飞行成本方

面，阿联酋承担 1.04 亿美元，沙特承担

1.57 亿美元。2021 年 1 月，沙特向美军

中央司令部支付最后一笔 630 万美元的

款项。至此，沙阿两国已同美国结清全

部加油机飞行成本费用。航空燃料费

用方面，阿联酋承担 1500 万美元，剩余

2300 万美元由沙特承担。受汇率变化

影响，由沙特承担的 2300 万美元已逐步

缩减至 1720 万美元。美国五角大楼表

示，自 2021 年夏季后，美国再未收到任

何沙特支付的款项。外媒报道，美军中

央司令部、国防后勤局和五角大楼在沙

特的军事训练合作部门将继续督促沙

特结清剩余费用。

据悉，自 2015 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

军参与也门冲突起，美军开始为其提供

情报和后勤方面的支援。据统计，截至

2016年 8月，即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参

与也门冲突近一年半之际，美军 KC-135

和 KC-10 加油机已飞行 1100 架次，为多

国联军的 5525架次军用飞机提供空中加

油支援，共加注约 18370吨航空燃料。

2018 年，因五角大楼和沙特均认为

沙特军方已具备能力独立完成空中加油

任务，美军结束了空中加油支援。美国国

会也通过了禁止美国干涉也门冲突的法

案，但该法案于 2019 年被时任总统特朗

普否决，美国对也门冲突的干涉并未停

止。今年 2月，美军中央司令部时任司令

麦肯齐声称，将帮助阿联酋拦截胡塞武装

对其发射的导弹。同时，美军还在实施打

击“基地”组织也门分支的军事行动。

长达 7 年多的冲突，造成也门大量

人员伤亡，近 300 万人流离失所。长年

战乱，加上近几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自

然灾害频发和石油价格低迷对沙特等传

统能源型国家经济的影响，促使冲突各

方纷纷调整政策。

目前，冲突各方均表现出停止冲突、

对话协商、恢复和平的意愿。但仍需注

意的是，也门国内力量利益关系错综复

杂，国外相关势力也各有盘算。自 4 月

初起的停火虽是一个较大进展，但国际

社会仍需保持谨慎态度。在此关键时

刻，国际社会特别是相关大国，应担负起

相应责任，在联合国主导下推动也门结

束冲突，实现彻底和平，而非将精力耗费

在讨要债务之上。

上图：美国空军美国空军 KC-KC-135135 加油机为加油机为

沙特等多国联军军用飞机提供空中加油沙特等多国联军军用飞机提供空中加油

支援支援。。

也门冲突方同意暂时停火也门冲突方同意暂时停火

美国急于向沙特讨要美国急于向沙特讨要““油钱油钱””
■朱仙意

作为北约成员国海军中为数不多

具备远洋航行能力的柴电潜艇，荷兰皇

家海军的海象级潜艇或将迎来服役生

涯中的“超长待机”。近日，荷兰国防部

正式宣布，将为海象级潜艇启动第二轮

升级计划，帮助该级潜艇服役至本世纪

30 年代中期。

荷兰虽不是潜艇生产大国，但有着

悠久的潜艇制造史。1620 年，荷兰工程

师科尼利斯德雷布尔用牛皮包裹铁框

木架，用羊皮囊控制潜浮，造出世界上

第一艘潜艇。此后，荷兰不仅制造了大

量潜艇，还发明了很多新技术。比如，

让潜艇能真正在水下潜航的实用通气

管技术，就是荷兰人改进的。

此次需要延寿的海象级潜艇是荷

兰潜艇的代表作。在拥有海象级潜艇

前，荷兰皇家海军曾先后使用海豚级潜

艇和旗鱼级潜艇。1975 年，考虑到海豚

级潜艇临近退役，荷兰皇家海军迫切需

要新一代潜艇来填补水下力量空缺，海

象级潜艇项目应运而生。1978 年 6 月，

荷兰皇家海军与荷兰鹿特丹船坞公司

正式签订潜艇建造合同。该级潜艇首

艇因火灾事故推迟服役，2 号艇“海狮”

号 1990 年率先服役。海象级潜艇艇长

67.73 米，艇宽 8.4 米，水下最大排水量

达 2800 吨 ，最 大 航 速 21 节 ，潜 深 大 于

300 米。海象级潜艇在结构上采用水滴

形艇体和 X 形尾舵。这种舵面设计可

以显著提升潜艇在水下航行时的机动

性和抗沉性，一度引领当时潜艇舵面设

计的新潮流。

从 1990 年正式服役至今，海象级

潜艇经历了 30 余年的风雨洗礼。2010

年，荷兰皇家海军宣布对 4 艘海象级潜

艇进行中期延寿升级，以支持该级潜艇

继续服役至 2025 年。

事实上，除为海象级潜艇升级“打

气”外，荷兰皇家海军也考虑建造新一

代潜艇。2014 年，荷兰国防部宣布计划

于 2025 年 替 换 目 前 服 役 的 海 象 级 潜

艇。2018 年荷兰公布的《未来防卫政

策》中，进一步明确将专门为新型潜艇

分配超过 25 亿欧元（1 欧元约合 7 元人

民币）的专项资金。2018 年年底，海象

级潜艇的替换项目信息计划书正式发

布。法国海军集团、西班牙纳梵蒂亚公

司等诸多国际军火巨头为此展开激烈

角逐。由于多种原因，该项目不断被推

迟。荷兰皇家海军被迫调整计划，决定

再次升级海象级潜艇。近期，荷兰国防

部声称将尽快制订相关经费计划，预计

今年年底开始招标。此外，荷兰皇家海

军还称，希望短期内退役 1 艘海象级潜

艇，将节约的经费用于维护和升级其他

3艘潜艇。

事实上，通过升级方式为老旧潜艇

延寿十分普遍。美国海军此前声称，将

改造升级老旧的洛杉矶级核潜艇，以实

现前沿部署。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计划

耗资 46 亿美元，用于升级改造全部现

役的柯林斯级潜艇。分析人士认为，对

于积累大量常规潜艇设计建造经验的

荷兰而言，升级后的海象级潜艇或将成

为其未来水下力量的重要“撒手锏”。

荷兰海象级潜艇超期服役
■瑷 敏

据印度媒体报道，近日，印度完成

向巴基斯坦“误射”导弹事件的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多名官员应对此承担责

任。3 月 9 日，印度空军误射一枚“布拉

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导弹落入巴基

斯坦境内，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随

后，印度成立事件调查委员会，认定这

是在例行维护过程中因技术故障导致

的意外事故，要求印度空军对各种程序

规范进行审查，以确保将来不会发生类

似事件。巴基斯坦就该事件向印方提

出抗议，对由于两国缺乏有力的降低风

险的协议或机制，类似意外可能升级并

引发冲突表示担忧。

长期以来，印度不断谋求大国地

位，意图增强地区影响力，并不断加强

军备建设。其中，发展各种类型导弹、

提升打击与威慑能力成为其重要举措

之一。在相关计划的推动下，印度相继

研制了“大地”系列近程弹道导弹和“烈

火”系列中远程弹道导弹。“大地”系列

近程弹道导弹共 3 种型号，是印军实施

战役纵深精确打击的主要手段。“烈火”

系列中远程弹道导弹共 5 种型号，是印

度实施对敌威慑的战略性武器。其中，

“烈火-5”弹道导弹射程达 5000 千米，

可搭载多枚核弹头，执行战略核打击任

务，是印度目前威力最大、射程最远的

战略导弹。当前，印度还在继续研制

“烈火-6”弹道导弹，预计射程将超过 1

万千米。

除自主研发外，印度还积极与国外

进行合作，希望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尽快掌握更多核心军事技术，以提

升导弹性能。“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

弹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该型导

弹以俄罗斯“宝石”超音速反舰导弹为

基础，目前已形成陆基、空射、舰载 3 种

类型。印度方面声称，未来还将研发潜

射版，与“大地”“烈火”弹道导弹一起，

形成各层次火力梯次配置，应对多种威

胁并实施战略威慑。

与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相比，印度

当前的武器研发现状不容乐观。特别

是在导弹研发领域，虽然印度已掌握导

弹制造的相关技术，但获得自主知识产

权的技术并不多，很多核心技术都来自

国外。加上印度始终未能建立完整的

国防工业体系，其研制的武器总是不尽

人意。此次“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

弹“误射”，也充分暴露其导弹设计本身

存在的缺陷和印度在导弹研发方面能

力的不足。可见，印度的导弹技术仍然

面临研发过程不顺、性能优势不足、体

系建设不完善等多重困难，“实战之路”

依然遥远。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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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象级潜艇荷兰海象级潜艇。。

印度印度““布拉莫斯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超音速反舰导弹。。

综合外媒有关报道，美国
陆军近期刻意渲染“大国战略
竞争”威胁，以装备现代化和
演训实战化为牵引，不断强化
和实践“多域作战”“联合全域
指挥与控制”等作战概念，加
快推进战备建设。

美军士兵对美军士兵对““艾布拉姆斯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进行维护与检查主战坦克进行维护与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