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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澳大利亚军方将采

购 12 架美制 MH-60R“海鹰”直升机，

以取代由空中客车直升机公司研制的

MRH-90 直升机。同时，澳军还将加

快推进 29 架 AH-64E“阿帕奇”武装直

升机的采购进程，以尽早替换由欧洲

直升机公司研制的“虎”式 ARH 武装

直升机。据悉，两型美制直升机均计

划于 2025 年交付。

2004 年，澳政府和军方选中空中

客车直升机公司研制的 NH-90 直升

机，与其签订一份价值约 26.16 亿美元

的合同，采购 46 架该型直升机。按照

合同，除 4 架在欧洲制造外，其余 42 架

由澳大利亚航空航天公司制造，澳军

型号定为 MRH-90。2007 年 12 月，首

架 MRH-90 直升机交付。该型直升机

自服役后故障不断，如挡风玻璃开裂、

惯性导航系统校准慢、高湿高盐环境

下机体易腐蚀等。

由 于 问 题 长 期 得 不 到 解 决 ，2021

年 12 月，澳大利亚政府和军方决定耗

资 48 亿美元从美国西科斯基公司采购

40 架 UH-60M“黑鹰”直升机。此次，

澳又斥资 9.85 亿美元，从西科斯基公司

采购 12 架 MH-60R“海鹰”直升机，替

换澳海军的 MRH-90 直升机。

无独有偶。近年来，澳大利亚装

备的“虎”式 ARH 武装直升机也问题

频出。2001 年，澳大利亚与欧洲直升

机 公 司 签 订 合 同 ，购 买 22 架“ 虎 ”式

ARH 武装直升机。2004 年至 2011 年，

22 架该型直升机相继交付。该型武装

直升机目前平均服役期仅 10 余年，但

由于其为定制机型，零件维修成本高、

耗时长，大幅推高该机维护成本，甚至

还因故障不断，一度遭到澳军飞行员

的抵制。2021 年 1 月，澳大利亚国防部

宣 布 ，购 买 美 国 波 音 公 司 的 AH-64E

“ 阿 帕 奇 ”武 装 直 升 机 ，取 代“ 虎 ”式

ARH 武装直升机，合同总价值超过 30

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斥巨资

采购美制直升机替换欧制直升机，不

仅是因为欧洲产品问题频发，还与近

来澳大利亚与美国不断接近有关，特

别是美英澳三国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

系后，加强与美国的军事联系也成为

澳大利亚采购美制军火的重要影响因

素之一。

由于 MRH-90 和“虎”式 ARH 两

型直升机服役时间都不长，远未到退

役年限，澳大利亚政府和军方斥巨资

采购美制直升机进行替换的举动，引

发 澳 国 内 多 方 质 疑 。 澳 大 利 亚 工 党

对此表示，莫里森政府在国家安全方

面表现糟 糕 ，其 国 防 采 购 问 题 较 多 。

同 时 ，这 也 是 继 去 年 法 国 与 澳 大 利

亚 潜 艇 合 同 被 单 边 毁 约 后 ，欧 洲 军

工业在澳大利亚遭受的又一次失败，

或 将 影 响 澳 大 利 亚 与 相 关 欧 洲 国 家

的关系。

澳军直升机采购弃欧投美
■宋 坤

5 月 9 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发布年度

更新版《兵力设计 2030》（以下简称新版

报告），这是该报告自 2020 年发布以来

的第三版。报道称，这份报告将作为美

海军陆战队未来 10 年能力建设的纲领

性文件。

裁减员额注重保留人才

据悉，新版报告继承了 2020 年首版

报告中的“裁军”理念，准备将海军陆战

队总员额减少至 17.5 万人。

新版报告称：“在过去两年中，我们

已 裁 减 约 7000 名 现 役 海 军 陆 战 队 队

员。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裁军减员计划，

在平衡实力的前提下对总部机关、支援

单位和其他所属单位人员进行调整，人

员裁减比例将达 15%。”美海军陆战队

作战发展司令部副司令马克·克林根在

解读以上表述时强调，员额裁减计划并

非一刀切。按计划，美海军陆战队所属

非作战单位人员裁减比例将最大，作战

单位人员裁减比例会针对性减少。“比

如 每 个 营 级 作 战 单 位 现 有 员 额 为 896

人，原定将削减至 735 人，但后续可能缩

小裁减比例，全营人员保持在 800 人至

835 人。”

在裁减员额的同时，新版报告还强

调要保留人才。报告称：“我们将通过延

长服役时间等方式，增加所属高级别士

官的人数，让海军陆战队更成熟、更专

业。”报告透露，美海军陆战队将在今年

夏天出台一套人才保留方案，改变过去

频繁招募新兵、退役老兵的惯例，形成保

留人才的文化，让更多有经验、有技术的

专业人才，帮助美海军陆战队向更职业

化的方向发展。

负责人力资源与后备事务的美海军

陆战队副司令戴维·奥提根阐释上述内

容时指出，陆战队最需要保留的是在信

息战和网络战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人

才，以及步兵营中信号情报和电子战专

业的陆战队员。

美海军陆战队总军士长特洛伊·布

莱克认为，新版报告保留人才的决定非

常正确。他说：“士兵素质是我们最大的

战 略 优 势 ，取 胜 的 关 键 在 于 人 而 非 装

备。战胜同等级对手的关键在于拥有高

素质的士兵，而非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的

装备。”

突出侦察与反侦察能力

美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伯格指出，

前期的设计报告重在发展海军陆战队小

型分布式作战单元的杀伤能力，即发射

陆基反舰导弹的能力、防空能力和干扰

能力等。新版报告不仅重视杀伤能力，

同时更加强调提升侦察与反侦察能力。

伯格称：“我们要在过去关注发展杀

伤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对隐藏/发现、侦

察/反侦察、隐蔽/反隐蔽能力建设的重

视。如果不能发现敌人，或者不能隐藏

自己，再强大的杀伤能力也无济于事。”

新版报告强调，在遍布先进传感器

和精确打击武器的作战环境下，美海军

陆战队小型分布式作战单元的第一要

务，是在发现对手的同时尽可能隐藏自

己，以便侦察更远的地方。下一阶段，美

海军陆战队将大量采购并装备专属侦察

传感器系统，并构建闭合式侦察与杀伤

链条，帮助其濒海作战团拥有针对海上

作战空间的探测能力，确保其在联合部

队侦察与探测体系受到干扰的情况下也

能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

或将丧失传统任务能力

《兵力设计 2030》报告自 2020年出台

以来，一直饱受质疑。许多美军高级官员

认为，伯格主导的海军陆战队改革方案过

于激进。这种以推进现代化进程为由、大

幅削减重型武器装备的做法，将导致美海

军陆战队作战能力失衡，进而丧失两栖登

陆、海上突击等传统任务遂行能力。

美海军部前部长吉姆·韦伯认为，过

去 3 年见证了美海军陆战队的“不平稳

发展”，过于针对某些方面的能力建设方

案，将让这支老牌部队沦为一支低等级

部队。韦伯称：“没有大型两栖登陆舰

船，没有陆战远征部队，海军陆战队将无

法再执行传统的作战任务和人道主义救

援等任务。”

媒体分析认为，美军高层针对改革

方案的争论焦点，在于是建设传统的海

军陆战队远征分队，还是改建新型陆战

队濒海作战团。前者可依托两栖作战平

台保持持续作战能力，执行人道主义救

援、救灾、两栖突击和更高强度的作战任

务；后者则是一种量身定制式的作战单

位，大部分时间是以小型、机动、分布式

作战单元出现，执行游击式的打击任务，

这将使美海军陆战队沦为一支只能应付

低强度冲突的战斗部队。

美海军陆战队小幅调整改革方案
■李学华

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作为欧盟

轮值主席国领导人，在欧洲议会所在

地斯特拉斯堡的“欧洲未来大会”上发

表演讲，提议建立一个比欧盟更广泛

的新政治联合架构——“欧洲政治共

同体”，将英国、乌克兰等非欧盟国家

吸纳进来，以拓展政治合作新空间，共

同维护欧洲大陆的稳定。

一直以来，法国在欧洲一体化进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7 年 5 月，马

克龙上台后，发起关于“欧洲未来”的

大讨论，内容包括欧洲未来的中长期

规 划 、欧 洲 机 构 和 制 度 改 革 等 ，声 称

“北约正经历脑死亡”，不能再依靠美

国来保卫欧洲，要构建独立自主的欧

洲防务力量，从而达到巩固欧盟凝聚

力 、提 升 欧 洲 集 体 防 御 能 力 的 目 标 。

2020 年 1 月，英国“脱欧”后，欧盟面临

国际地缘政治定位模糊、内部机构和

制度错位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和动力不

足等诸多问题，同时在应对重大危机

时 凸 显 出 较 大 脆 弱 性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加强欧盟改革迫在眉睫。

2022 年 4 月，马克龙连任成功后，

立即发出扩大欧盟的信号，明确表示

希望在 6 月召开的欧洲理事会上以“必

要的大胆和勇气”来讨论欧盟的改革

事宜。目前，包括土耳其、塞尔维亚、

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黑山等 5 个国

家已被欧盟列为入盟候选国，乌克兰

近期也向欧盟提出加入申请。此次马

克龙提议建立的“欧洲政治共同体”，

是一个相对外围和结构松散的组织，

其目的是希望与退出欧盟的英国重新

建立某种联系，同时吸引更多国家，意

图 在 这 一 新 框 架 内 寻 找 更 多 合 作 空

间，进一步提升欧盟在国际社会的影

响力，同时彰显法国在欧洲的独特地

位和领导力。

从未来发展来看，作为欧盟最主

要的大国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起者

和倡导者，法国必将继续推动“欧洲政

治共同体”的建立，加快欧洲一体化进

程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同时积极

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例如，马克龙

在出席完“欧洲未来大会”后，随即赶

赴柏林与德国总理朔尔茨进行会谈，

寻 求 后 者 对“ 欧 洲 政 治 共 同 体 ”的 理

解，强调双方要在强大、自主的欧洲框

架内共同应对时代挑战。不过，由于

欧洲内部长期以来分歧严重，“欧洲政

治共同体”的构建又涉及各国较为敏

感的主权领域，因此各国的看法和态

度 能 否 统 一 ，仍 存 在 较 大 不 确 定 性 。

特别是法德两国，尽管都是欧洲一体

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但各有自

己的“小算盘”。法国希望以此加强其

在欧洲事务中的主导权，进一步提升

自身在欧洲甚至全球的影响力，德国

则主要希望通过扩大欧洲政治合作，

修复和巩固因英国“脱欧”而损害的欧

洲团结，同时限制法国在欧盟的优势

地位。可以预料的是，由于各国在对

待欧洲一体化的具体方式和程度上存

在较大差异，政策落实和具体行动的

意愿和力度也不尽相同，构建“欧洲政

治共同体”的前景不容乐观。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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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装备的澳大利亚装备的 MRH-MRH-9090直升机问题频出直升机问题频出。。

美海军陆战队队员演示轻型防空综合系统和美海军陆战队队员演示轻型防空综合系统和 FIM-FIM-9292““毒刺毒刺””导弹导弹。。

实战演习多向发力

近期，英军持续提高演习频次，与盟

友合作进行多种实战场景模拟演训，进

一步提升典型场景作战能力。

与美军联合演练丛林作战。近日，

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

第 31 远征部队在关岛进行丛林战演习，

旨 在 研 究 丛 林 作 战 新 技 能 、试 验 新 战

术。演习内容包括丛林伏击、侦察巡逻、

两栖海滩突袭和海岸防御等。双方还重

点演练了美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前进基

地作战”概念，包括快速部署远征小分队

至岛屿或要塞进行情报搜集、限制对手

在重要战略地区行动、演练从岸上定位

和瞄准敌方舰船等内容。

与法军联合演练城市作战。近期，

英军和法军组成联合远征部队，在法国

东北部的西松进行城市作战演练。据

悉，这里建有一个城市作战训练中心，参

照现代城市特点设置了大量建筑物和制

高点，环境十分复杂。参训英军军官表

示，城市战是未来战争的重要作战样式

之一，此次与法军的联合演练能帮助英

军尽快适应城市作战环境，加速提升城

市作战能力。

与多国联合演练协同作战。近日，英

国、美国和立陶宛三国在立陶宛卡兹卢鲁

达举行“军刀出击-2022”联合军演。演

习中，立陶宛凯斯图蒂斯机动步兵营搭乘

三国军机，从帕布拉德快速部署至卡兹卢

鲁达训练区，并根据演习设想遂行作战行

动，摧毁假想敌关键地区的非传统目标。

此外，英军还在爱沙尼亚塔帕中心训练区

与爱沙尼亚国防军进行联合演习。

战备建设紧密推进

除大力强化演习训练外，英军近期

还以新型力量建设、前沿军力部署和盟

友军事合作为重点，持续强化日常战备

建设。

组建新型作战力量。近日，英国陆

军机器人与自主系统部主管莱蒙特宣

布，英国陆军已选定第 16 空中突击旅作

为首支机器人与自主系统加强旅，该旅

将于 2025 年具备初始作战能力。分析

认为，英军此举是针对未来旅级战斗队

转型建设的初步探索。未来，英国陆军

将在不改变现有组织框架的前提下，通

过为旅级战斗队加装辅助性机器人、无

人运输装备、无人侦察监视和信息处理

设备等，扩大战场覆盖范围，提升火力打

击能力。

加强前沿军力部署。日前，英国国

防部决定，再向罗马尼亚米哈伊尔·科加

尔尼察努空军基地部署两架英国皇家空

军的“台风”战斗机，用于执行北约空中

警戒任务。本次部署后，英国皇家空军

部署在东南欧的战斗机总数将达到 14

架。另据英国《苏格兰人报》报道，近期，

英国将在欧洲大陆部署约 8000 名士兵，

与北约其他成员国以及芬兰、瑞典等国

的数万名士兵，共同参加北约夏季军事

演习。

强化协同行动。5 月 5 日，英国首相

约翰逊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伦敦会晤

后宣布，双方就新防务协定《互惠准入协

定》原则上达成共识。根据该协定，日英

将共同部署军队以开展联合演训和救灾

活动等。英国政府称，英国是继美国、澳

大利亚后第三个同日本签署该类协定的

国 家 ，此 举 将 有 助 于 其 印 太 战 略 的 实

施。此外，5 月 11 日，约翰逊相继访问瑞

典和芬兰，并与两国签署安全协议，承诺

在瑞、芬两国受到攻击时提供支援，以维

护“欧洲安全”。

地区安全影响颇多

分析人士认为，英国近期大力推进

实战演训和战备建设，主要意图是以地

区局势变化为噱头，尽快摆脱“脱欧”负

面影响，加速构建全域威慑力，保持其所

谓全球影响力，重温“帝国旧梦”。未来，

英军必将借机推进军备建设，相关动向

或引发新的地区安全问题。

一方面，英军或将以《2021-2031 年

装备开支计划》为指导，大幅增加装备

研发、采购和列装经费，大力发展先进

武器平台，同时以情报监侦、新技术研

发和一体化联合战力生成等为重点，通

过深化盟友合作、政府间合作和军地合

作等方式，进一步强化战略威慑能力。

另一方面，在欧洲安全形势陷入胶着的

背景下，英国或将联合更多盟友，进一

步 强 化 其 前 沿 存 在 ，不 断 插 手 地 区 事

务、寻机制造矛盾。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受经济、科技、

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下降影响，英

军在实现陆海空天网战力有机融合方面

存在较大短板，在有效应对传统和非传

统安全威胁方面也面临诸多问题。此

外，英国“脱欧”后急于加强与美国的特

殊关系，与欧洲盟友渐行渐远，在号召他

国共同塑造地区安全格局方面缺乏必要

的信誉和实力。

英军密集主导并参加联合演训
■章 池

英军在爱沙尼亚参加联合演习英军在爱沙尼亚参加联合演习。。

综合外媒有关报道，
近期，英军以所谓外部威
胁为噱头，主导实施并参
加多场实战演习，持续强
化日常战备建设，加速提
升战略威慑能力，一系列
做法不仅无助于维持地区
安全稳定，还可能产生负
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