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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草案创新高

美 国“ 防 务 新 闻 ”网 站 报 道 称 ，6

月 22 日 ，美 国 国 会 众 议 院 军 事 委 员 会

投 票 通 过 一 项 提 议 ，即 在 美 国 总 统 拜

登 提 出 的 7730 亿 美 元 国 防 预 算 基 础

上 增 加 370 亿 美 元 。 在 此 之 前 ，美 国

国 会 参 议 院 军 事 委 员 会 批 准 2023 财

年 增 拨 国 防 预 算 450 亿 美 元 。 美 国 国

会参众两院将在相关会议上决定最终

预 算 金 额 ，但 无 论 如 何 ，至 少 8100 亿

美元的国防预算将创下历史新高。结

合 美 国 国 会 参 议 院 发 布 的《2023 财 年

国防授权法案》执行摘要，美军在 2023

财年将着重强化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

建设。

一是加快部署高超音速武器，弥补

与对手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和测试上

的差距。推动创新解决方案，以加快高

超音速武器研发并提高制造能力。评

估高超音速项目优先事项，填补资源缺

口，消除部署障碍。

二是建立关键弹药储备。评估国

防部空中打击、拦截、防空反导等任务

所需的关键弹药库储备能力。制订弹

药供应与储存计划，加速弹药交付，并在

每季度向国会报告弹药储备情况。

三是强化网络作战能力。投入 2.45

亿美元支持美国国防部实现全域快速

数据共享愿景。投入 4400 万美元支持

网络司令部“前出狩猎”行动，向海外派

遣网络战精锐力量。投入 5000 万美元

支 持 网 络 司 令 部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开 发 。

投入 3000 万美元支持美国国防部高级

研究计划局将人工智能和自主技术应

用于网络安全等领域。

四是加强重点技术研发。制定反

无人机蜂群部署战略、伙伴关系技术合

作投资计划、5G 基础设施转型计划、电

子战攻防能力整合计划等。其中，投入

2 亿美元支持 5G 技术开发，投入 5000 万

美元支持低成本消耗型飞机开发，投入

8500 万美元支持防干扰、电子战等技术

的开发和测试。

合伙牟利被批评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经济形

势严峻的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高额国

防预算草案，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

拜登表示，要有充足资金确保美军

是世界上装备最好的军队。美国国防

部长奥斯汀称，国防预算反映美国国家

安全战略，能够帮助美国有效应对未来

挑战，使美国维持全球领导者地位。美

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杰克·里

德认为，增拨 450 亿美元军费是为冲抵

“失控的通货膨胀”。

美国《纽约时报》称，西弗吉尼亚州

民主党参议员曼钦以通胀为由，阻挠民

主党多项政策议程，却联手共和党人批

准 天 价 军 费 草 案 ，遇 事 必 起 争 执 的 民

主 、共 和 两 党 议 员 争 相 为 天 价 军 费 站

台，目的是为实现“军工复合体”中政客

和军火商的利益共享。

美国媒体称，美国的军费开支长期

处于高位。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

测，未来 10 年，美国将在军事领域花费

约 8.5 万亿美元，超过其他非军事领域预

算总额 5000 亿美元。加大对新武器和

海外基地的资金投入，不能弥补美国在

尖端科研、基建和贸易政策等领域的失

败。军费预算持续增加，美国公民却越

来越缺乏安全感。

两大趋势需警惕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名誉主席科德斯曼曾表示：“国防预算是

战略决心，并非购物账单”。从美国国防

预算的投入重点来看，美军未来军力发

展呈两大趋势。

一方面，瞄准“大国竞争”。美国国

会参众两院的国防预算草案，均要求划

拨 60 多亿美元支持亚太地区盟国，40 亿

美元支持欧洲盟国。其中，亚太地区经

费投入主要用于加强地区军事存在，深

化与盟友的合作，在亚洲打造基地和部

署武器。欧洲地区经费投入主要用于对

外军援，为波罗的海安全倡议提供支持，

及制定战略和资源保障计划，使美军能

够适应东欧多变的安全环境。

另一方面，聚焦前沿科技。技术研

发经费在美国 2023 财年国防预算草案

中占据主要份额，这表明美军依旧将“技

术 制 胜 ”奉 为 圭 臬 。 在 国 会 同 意 增 加

2023 财年国防预算的同时，美国国防部

常务副部长希克斯签署“人工智能战略

和实施途径”文件，明确美国国防部将制

定实施人工智能基本战略。美军对人工

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无人自主等技术

的实践运用将持续深入，并谋求以此推

动军队建设发展。

美创纪录国防预算草案引争议
■林 源

关注绿色飞行

柏林航展始于 1909 年，是全球最大

的航空航天展之一。此次航展，共有 3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550 家企业参展。航

展主题为“开创性航天航空”，下设航天、

航空、防务与支持、供应商集团、先进空

中交通 5 个板块。航展采取线上直播和

线下展览相结合的方式。

柏林航展历来关注最新科技。此次

航展上，多家企业展出航空领域的绿色

能源、电力驱动、无人驾驶等新技术的最

新研究成果。

欧洲空中客车公司为 A350XWB 机

型提供绿色方案，依靠 3D 打印和仿生技

术，减轻飞机组件重量，从而减少燃料损

耗。据介绍，部分飞机组件重量可降低

35%至 40%，总重减少 1 吨以上，能够大

幅降低燃料需求。

德国阿普斯公司推出“零排放”4 座

通用飞机 I-2。该飞机使用氢燃料电池

作为主要能源，以实现零二氧化碳、零氮

氧化物、零噪音的环保目标。装备结构

集成式储氢系统的 I-2，有效航程达到

1000 公里，巡航速度 300 公里/小时，未

因环保要求而降低性能。

英国劳斯莱斯公司展示全电动飞机

“创新精神”模型。该机采用 6000余个能

量密度极高的电池，组成 400千瓦电动动

力系统，最高时速可达 623公里/小时。

外界认为，以上减轻重量、延长续

航、增强静音等技术成熟后，或将运用于

军事领域，成为战机和军用无人机作战

效能的“倍增器”。

侧重军事领域

受近期地区紧张局势、德国军费大

幅增长和德国空军密集采购武器装备等

因素影响，此次航展的防务与支持板块

成为展示重点。

6 月上旬，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通过

1000 亿欧元（1 欧元约合 7.1 元人民币）

的特别国防基金，用于军备采购和防务

现代化建设。多家航空巨头纷纷在此次

航展上展示相关装备，意图在德国空军

的采购计划中博得一席之位。EA-18G

电子战飞机与电子战和侦察型欧洲战斗

机、“虎”式直升机与“阿帕奇”直升机在

展览期间“同台竞技”。

欧洲空客公司展出“欧洲无人机”及

其武器装载系统。该机计划装载“宝石

路”激光制导炸弹和“地狱火”空对空导

弹，打击性能超过一般攻击机。

此外，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和以色列

优视公司，联合推出“英雄”系列巡飞弹

的最新型号。该武器系统结合无人机和

巡航导弹的优势，既能长时间在空中监

视、侦察，也能作为攻击武器实施精确打

击。德国代傲集团展出“未来空对空导

弹”。该导弹作为“未来空战系统”的一

部分，采用现代设计、组件、网络、数据链

和推进系统，具备外挂隐形功能。该导

弹不仅适配“未来空战系统”战机，还能

应用于德国即将列装的 F-35 战斗机。

柏林航展聚焦前沿技术
■王昌凡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出于对澳大

利亚建造核潜艇能力的担忧，美国政府

考虑以出售或租借方式，向澳方提供两

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以满足澳大利亚

水下作战力量更新换代需求。一旦协

议达成，澳海军有望在 2030 年前后装

备核潜艇，将比在澳本土建造核潜艇的

预定交付时间提前 10 年。

调整合作

2021 年 9 月 ，美 英 澳 三 国 组 建

“ 奥 库 斯 ”军 事 联 盟 。 根 据 三 方 签 署

的合作协议，美英两国将为澳大利亚

研制核潜艇、组建核潜艇编队提供技

术 支 撑 。 2021 年 11 月 ，美 英 澳 三 国

正 式 签 署《海 军 核 动 力 信 息 交 换 协

议》，为 共 享 核 潜 艇 机 密 信 息 奠 定 基

础。然而，随着澳大利亚政坛政党轮

替 ，美 澳 核 潜 艇 合 作 方 式 发 生 变 化 ，

由美英转让核心技术、澳本土建造，转

为美国直接出售或租借弗吉尼亚级核

潜艇。

据前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现任反对

党领袖彼得·达顿透露，早在大选前，澳

国防部便已着手拟订弗吉尼亚级核潜

艇采购计划。他曾前往弗吉尼亚级核

潜艇生产地，与美军方人士就采购事宜

进行接触，声称美制潜艇是澳方的最佳

选项。此外，澳大利亚新任国防部长马

尔斯表示，新政府将持续推动澳海军获

得核潜艇的各项工作。

报道称，未来美方提供给澳方的核

潜艇，将由美澳两国海军人员共同操

作，以便美军在使用和部署上保有控制

权。美国国会众议院海上力量和投射

力量小组委员会，拟于近期通过《澳美

潜艇军官输送法案》，允许澳海军每年

派遣两名军官参加美海军核潜艇军官

培训课程，并进入美核潜艇实习，以尽

快熟悉操作流程。

各有盘算

对澳方而言，与引进技术、本土建

造相比，直接采购核潜艇成本低、时效

快。一方面，评估认为，在澳本土建造 8

艘核潜艇，将耗资 1170 亿至 1710 亿美

元，远高于直接采购所需费用。另一方

面，澳方在核潜艇设计和建造方面缺乏

经验，本土建造完工时间难以确定。澳

海军现役 6 艘柯林斯级常规潜艇最迟

将于 2038 年退役，采购核潜艇能及时

弥补其水下力量缺陷。

对美方而言，向澳方出售或租借核

潜艇，不仅可以倾销老旧核潜艇，使其

军火商赚取巨额利益，而且还能利用敏

感的核技术加强对澳大利亚的“捆绑”，

以此深化在澳军事部署，塑造于己有利

的地缘战略环境。

美欲出售或租借核潜艇给澳大利亚
■季 澄

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日，日本航空

自卫队幕僚长井筒俊司宣布，日本与

菲律宾将在太空领域展开防务合作。

日本近年逐步加大对菲武器装备和防

务技术出口，两国防务合作关系逐渐

加深，引发外界关注。

转移太空军事技术

6 月 23 日，井筒俊司在菲律宾出席

双边联合演训活动时宣布，日本将推

进向菲律宾的防务技术转移，两国将

在太空领域展开防务合作，重点关注

如何利用人造卫星收集情报信息。

6 月中旬，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

机构与菲律宾航天局签署合作框架协

议，双方承诺将在卫星开发、太空技术

研发、太空政策等方面展开合作。此

次井筒俊司的表态，意味着日菲太空

领域合作重点将向军事领域延伸。

菲律宾航天局成立于 2019 年，该

国太空技术起步晚、经验少，军事应用

领域几乎空白。因此，菲律宾迫切需要

与拥有技术经验的国家展开合作。在

太空领域，日本在态势感知、目标轨迹

监控和天地通信技术等方面具有一定

优势。

包含多重战略意图

近年来，日本不断拉近与菲律宾

的防务合作关系，其中包含多重战略

意图。

一是拓宽武器装备和防务技术出

口市场。日本突破武器装备出口和防

务技术“转移”限制后，瞄准菲律宾的

潜在市场，寻求出口侦察、预警、反潜、

防空等领域的武器装备。此番将合作

扩大至太空领域，也是着眼于太空技

术和服务出口。

二是深耕东南亚，强化地区影响

力。长期以来，东盟国家一直是日本

外交的着力点。日本意图通过加强与

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在东南亚增强军

事存在。

三是为打造“亚太版北约”拉帮造

势。作为落实美国“印太战略”的马前

卒，日本不断在亚太地区分化阵营。在

日菲“2+2”会议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

指出，鉴于菲律宾的地理位置，日本将

其视为“安全战略点”。日本强化对菲

关系，意在为未来建立新安全机制拉拢

成员。

对菲律宾而言，在大国间寻求平

衡是基本国策。通过加强与日本的防

务合作，可以推进更多层面合作，获得

军事和经济援助，孵化本国太空技术

基础能力。

分析人士指出，包括此次太空防

务合作在内的日菲军事关系升温，体

现出两国各取所需的考量，具体合作

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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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菲律宾举行联合海上执法演习日本与菲律宾举行联合海上执法演习。。

6 月 26 日 ，2022
柏林航展在德国勃兰
登堡机场会展中心落
下帷幕。以欧洲航空
巨头为主的多家参展
商，在此次航展上展
出“ 开 创 性 ”科 技 成
果，引发外界关注。

66月月 2222日至日至 2626日日，，20222022柏林航展在德国勃兰登堡机场会展中心举行柏林航展在德国勃兰登堡机场会展中心举行。。

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据外媒报道，近日，美
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先
后通过各自版本的 2023
财年国防预算草案。两份
国防预算草案均要求大幅
增加技术研发和装备采购
等经费，预算金额创下历
史新高，在美国国内引发
争议。

美国与欧洲盟友举行美国与欧洲盟友举行““波罗的海行动波罗的海行动--20222022””联合军事演习联合军事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