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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军备发展目标

综合分析韩国未来五年国防规划，

主要包含以下 3 方面内容。

一是提高军费。规划称，2023 年至

2027 年，韩国将投入 331.4 万亿韩元（约

合 2651 亿美元）用于军备力量建设，年

均增长率为 6.8%。其中，防卫力量改善

费 为 107.4 万 亿 韩 元 ，年 均 增 长 率 为

10.5%；战斗力维护费为 224 万亿韩元，

年均增长率为 5.1%。

韩国国防部表示，为在严峻的安保

态势下建设军队，将在装备费方面优先

分配资金，训练维持费方面则把重点放

在指挥体系和工作条件改善上。

二是强化装备。韩国媒体透露，韩

军装备费占国防预算总额的比重，将从

2022 年 的 31%增 至 2027 年 的 36%。 据

悉，防卫力量改善费将重点用于“韩国型

三轴体系”建设，最终目标是构建在发生

紧急情况时探测并破坏主要目标的“杀

伤链”。

具 体 举 措 包 括 ：增 购 20 架 F-35A

隐形战机、部署战术地对地导弹、继续

引 进 可 搭 载 潜 射 弹 道 导 弹 的 张 保 皋 -

Ⅲ级中型潜艇、列装电网干扰弹等非常

规武器、实现弹道导弹预警雷达-Ⅰ/Ⅱ
同步运用、追加部署 8000 吨级驱逐舰和

雷达等。此外，韩国自研的“天弓-2”中

程 导 弹 防 御 系 统 即 将 进 入 量 产 阶 段 ，

L-SAM 远程地空导弹系统也将在 2026

年 正 式 服 役 ，并 与“ 爱 国 者 ”PAC-3 型

防空系统对接，以构建更完善的导弹防

御体系。

为提升破坏敌军核心设施的能力，

韩军将持续进行高威力、超精密远程导

弹的研发工作，并提高运输机性能，以支

持特殊部队的空中渗透作战。

三是优化结构。指挥机构方面，韩

国国防部将基于应对核武器与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建立战略司令部。在部署新的

宙斯盾驱逐舰的同时，建立相应的海军

机动舰队司令部。

加速尖端技术研发

结合韩国未来五年国防规划及韩军

近期建设动向，主要呈现出几个特点。

首先，以前沿技术为核心，加速构建

作战体系。尹锡悦就任韩国总统后不

久，韩国国防部便发布以“AI 强军”规划

为核心的“国防革新 4.0”发展蓝图，提出

打造尖端科技军队。根据规划，未来 10

年至 15 年，韩军将分阶段建成远程控制

高科技部队、半智能化武装部队和智能

型国防军队。

在《国防网络安全战略》中，韩军进

一步深化网络战和电子战作战理论及实

践运用。在未来五年国防规划中，韩国

国防部提出，将推进基于人工智能的综

合战斗体系，并向高新武器研发领域的

107 个课题投入 11.4 万亿韩元。

规划显示，韩军未来将在各部队列

装功能各异的监视侦察无人机，并积极

研发通信中继无人机、无人机集群运用

控制技术。此外，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各

军 种 和 相 关 部 门 将 基 于《国 防 太 空 战

略》，联合发展太空军事战略和作战理

念，以增强太空战力。

其次，以实战短板为重点，加速增

强作战韧性。为弥补无人机拦截方面

的短板，韩国在未来五年国防规划明确

提出，将投入 5600 亿韩元研发激光防御

武器，打造无人机探测装备及“硬杀伤”

和“软杀伤”武器体系等，提高无人机拦

截能力。

韩国国防部表示，目前，相关武器研

发项目处于测试评估阶段，预计于 2026

年研制完成，2027 年实现部署。

再次，以军工研发为牵引，加速提升

保障能力。一直以来，韩国希望通过军

工生产推动军工企业发展。韩媒称，在

未来五年国防规划中，以“韩国型三轴体

系”为主的装备费大幅增加，将为韩国国

防工业提供重要发展机遇，帮助韩国逐

步摆脱对美军工产品的深度依赖，打造

自主军事工业和作战保障体系。

推高半岛紧张局势

韩国媒体称，韩国将以未来五年国

防规划为指导推动军备建设，其中对朝

威慑意味明显，或将持续推高半岛紧张

局势。

尹锡悦政府上台后愈发重视倚美

慑朝。韩国军方日前表示，将进一步扩

大 韩 美 联 合 军 演 规 模 ，两 国 军 队 将 在

2023 年举行“双龙”联合登陆演习等 20

余场联合军演，演习规模将与过去的韩

美“秃鹫”联合军演水平相当。韩国《国

民日报》称，此举实际上是使 2018 年文

在寅政府时期中断的“秃鹫”联合军演

“复活”。

在此消息公布前，韩美空军在韩国

济州岛西南方向举行联合空战演习，美

国空军 B-52H 战略轰炸机、F-22 战斗

机和韩国空军 F-35、F-15K 战斗机等参

演，对朝威慑意味浓厚。

韩国国防部长官李宗燮日前表示，

韩美军事同盟的发展，重点是加强核保

护伞。为此，韩国军方决定 2023 年将在

朝鲜半岛长期部署美国战略武器，并修

订针对朝鲜核及导弹威胁的遏制战略。

同时，韩美双方还将拟订实战性演习方

案，扩大野外机动演习规模。

外界认为，在半岛局势复杂敏感的

背景下，韩国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建设，积

极配合美强化前沿兵力布势，加强对朝

前沿威慑，或将使半岛局势更趋紧张，相

关动向值得关注。

韩国公布未来五年国防规划
■林 源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近日报道，

印度政府于 2022 年 12 月底批准了总额

8432.8 亿卢比（约合 101.8 亿美元）的预

算，计划在进一步支持印度本土国防工

业的基础上，大规模购置国产武器装备。

根据最新预算方案，印度政府计划

采购包括防弹头盔、步兵战车、轻型坦

克 和 导 弹 系 统 在 内 的 一 系 列 武 器 装

备。此前，印度陆军曾估算共需约 1750

辆未来步兵战车、350 辆轻型坦克和 800

套车载火炮系统。印度空军则将通过

此次军购装备新一代空对地反辐射导

弹、远程制导炸弹、常规炸弹增程套件

和相关侦察监视系统。此外，印度国防

采购委员会批准了印度海军的反舰导

弹、水下潜航器和新型多用途船只采购

计划，同时还批准为海岸警卫队采购新

一代全国产化濒海巡逻舰。按照计划，

此番军购完成后，订单中的新型国产武

器装备将于 2030 年后开始服役。

近年来，印度军费开支大幅增长，根

据 瑞 典 斯 德 哥 尔 摩 国 际 和 平 研 究 所

2022 年 4 月发布的报告，印度已成为世

界第三大军费开支国，其 2021 年军费开

支达到 766 亿美元，其中用于武器装备

采购的支出约为 184.8 亿美元。

长期以来，由于大量引进武器装备，

印军主力装备一直处于“万国造”状态。

2020 年，在印度总理莫迪推动下，印度

大力推动本土国防工业的发展。此次印

度政府批准百亿美元军购预算后，印度

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国防采购委员会共

批准 24 项国防装备采购提案，其中 21 项

采购来自印度本土军工企业，本土采购

金额占采购总额的 97%以上。印度国防

部表示，这一“史无前例”的军购计划将

推动印度军队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同

时促进印度本土国防工业发展。

印度新闻信息局发布消息称，过去

5 年 ，印 度 的 军 工 产 品 出 口 增 长 了

334%。2021 财年至 2022 财年，印度国防

出口达到 1300 亿卢比，向超过 75 个国家

出口军工产品，其中包括轻型直升机、导

弹、濒海巡逻舰等。对此，印度国防部长

辛格表示，曾被认为是最大武器进口国

的印度，目前已跻身全球前 25 名国防产

品出口国之列。

分析人士认为，印度高调宣扬其国

防工业发展成就，并抛出百亿美元军购

订单扶持本土国防工业，仍难掩其内在

缺陷。印度诸多国产武器装备的核心

系统和配件仍需从国外购置，存在“受

制于人”情况。此外，近年来印度频繁

曝出国防采购腐败案，采购官员在军事

采购过程中为获取巨额利润，将采购来

的 武 器 装 备 以 次 充 好 ，导 致 质 量 不 过

关。印度国防部如果不着手解决上述

问题，百亿美元军购订单产生的效能会

大打折扣。

上图上图：：印度国产印度国产““光辉光辉””战斗机战斗机。。

印度斥巨资采购国产装备
■瑷 敏

近 日 ，澳 大 利 亚 国 防 部 宣 布 投 入

3200 万澳元（约合 2180 万美元）升级军

事研究设施，以提升军事研究设施的现

代化水平、增强科研人员使用新技术的

能力、推动澳大利亚军队的现代化发展。

推动设施升级改造

澳大利亚国防部计划通过升级设

施，方便各类研发人员使用集中式、高

端化的制造和测试设备。为此，该项目

的牵头方澳大利亚国防科技集团采取

多项措施推动升级改造。

一是全面推进设施升级。澳大利

亚国防科技集团统筹负责澳大利亚全

国国防科研工作，其研究范围涵盖陆、

海、空、太空、信息等多个领域。该集团

在澳大利亚境内 8 个城市设有超过 22

个研究中心，包含作战系统实验室、潜

艇实验室、推动系统中心、导弹模拟中

心等。其将根据各研究中心的设施情

况，升级老旧设备或采购新设备，确保

每个研究中心都能提供最新的技术支

持。

二是积极探索前沿技术。据报道，

此次澳大利亚将重点升级材料制造、精

密光学制造、大规模计量、振动和声学

测试等设施，为太空光学、超高音速和

复杂快速制造等研究领域提供有力的

技术支撑。此外，澳大利亚国防科技集

团还专门组建团队，积极探索可能对国

防工业发展产生颠覆性影响的新技术。

三是广泛开展多方合作。澳大利

亚国防部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开展

合作，进一步推动设施升级。例如，澳

大利亚国防科技集团与林泰克、米克里

奥等军工企业，阿德莱德大学、昆士兰

大学等高校签订设施共享协议，利用企

业和高校资源服务军队研究工作。

加快国防工业发展

近年来，为扩大地区影响力、加强

前沿军事存在，澳大利亚不断加快军事

研究和国防工业发展步伐。

首先，在战略方面预先谋划，澳大利

亚 政 府 出 台《2020 年 新 版 国 防 战 略》

《2030 年国防科技战略》等纲领性文件，

指导军工科研发展。其次，提供资金和

技术支持，推出“下一代技术基金”“资产

更新计划”“国防科学伙伴计划”等框架

协议。再次，搭建合作平台，寻求多方合

作，如澳空军“忠诚僚机”项目，有超过

35家本土科研单位和军工企业参与。

尽管澳大利亚加大投入扶持本国

企业，但由于其军事工业基础较弱，当

前的军事研发能力并不能有效支撑其

军力发展。此次军事研究设施升级，

是澳方寻求掌握少数关键领域核心技

术的尝试。澳方希望升级后的军事研

究设施不仅为军事研究单位服务，还

能帮助其他学科的科研团队累积核心

技术。

澳大利亚升级军事研究设施
■王昌凡

据外媒报道，近日，波兰和法国签

署一项价值 5.75 亿欧元（约合 6.15 亿美

元）的军事协议。根据该协议，法国将

向波兰出售 2 颗“昂宿星”观测卫星和 1

个用于处理情报图像的地面站，并对

波兰开放卫星数据的访问权限，直至

波兰卫星投入运行。报道称，此举旨

在提高波兰军队的太空侦察监视和图

像情报获取能力。

据悉，法国向波兰出售的卫星由

空中客车公司负责设计制造和运营维

护 ，将 与 法 国 现 有 卫 星 群 联 合 组 网 。

通过配套的地面情报处理站，波兰军

方可以随时在数字平台上查看情报图

像，并针对图像展开分析研判。

该型卫星系统的采购是波兰首次

涉足太空军事活动，也意味着法波两

国太空领域合作重点将向军事领域延

伸。波兰政府积极推动该项目进展，

主要基于 3 方面考量。

一是拓展“军事疆域”，应对现实

安全威胁。长期以来，波兰一直担忧

侦察监视能力不足会给国家安全带来

不确定性。波兰在 2020 年发布的新版

《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将增强

本国军队在外层空间的活动能力，以

应对新兴技术对波兰国家利益带来的

未知威胁。此次采购的卫星系统在一

定程度上填补了波兰军队太空监视能

力的空白，进一步拓展波兰军队的作

战空间。

二是汲取成熟经验，孵化本国太

空技术。波兰在太空领域的发展，相

比欧洲几个航天大国起步较晚、经验

较少，军事应用领域几乎空白。因此，

波兰迫切需要与拥有成熟技术和运营

维护经验的国家展开合作。在太空领

域，法国在态势感知、目标轨迹监控和

天地通信技术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对波兰而言，通过加强与法国的军事

合作，可以在短期内拥有自主太空监

视力量，孵化本国太空技术基础能力，

进而推进更多方面的合作。

三是配合北约总体太空政策，加

速生成实战能力。2022 年 1 月，北约发

布“总体太空政策”，将太空领域纳入

北约集体防御体系。在此背景下，波

兰 跟 随 北 约 加 速 太 空 军 事 化 的“ 大

流”，推动太空能力建设，加强与北约

在太空领域的安全利益捆绑，提升自

身在北约太空事务中的参与度。

分析认为，波兰此次购买的卫星

融 入 其 现 有 装 备 体 系 并 形 成 作 战 能

力仍任重道远。一方面，波兰目前不

具备军事卫星自主研发、发射和运营

维护能力，其卫星系统作战能力将在

较 大 程 度 上 受 制 于 出 口 国 。 另 一 方

面，相较于在武器装备采购上的高额

支出，波兰用于太空能力建设的经费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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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

李

伦

20222022年年 1212月月 2929日日，，韩国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韩国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韩军士兵模拟拦截无人机韩军士兵模拟拦截无人机。。

波兰向法国采购的波兰向法国采购的““昴宿星昴宿星””卫星卫星。。

据 外 媒 报 道 ，近 日 ，
韩 国 国 防 部 公 布 未 来 五
年国防规划，凸显武力谋
强、军事倚强的战略指导
思想，有关动向未来或将
对 半 岛 军 事 安 全 态 势 产
生不利影响。

澳大利亚国防科技集团的澳大利亚国防科技集团的直升机变速器测试设施直升机变速器测试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