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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察：马 腾 夏 昊 尹 航

兵器控

品味有故事的兵器

兵器广角

欧洲很“大”，“欧洲

制造”很小

欧洲是一个宽泛的地理概念，从国
家数量上讲，欧洲够“大”，仅欧洲本土就
有44个国家。但如果把目光聚焦到武器
装备研发上，欧洲其实很小，因为只有英
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具
备高水平的国防科技工业实力。目前，
诸如空中客车公司、欧洲导弹公司等防
务企业基本也是由上述国家出资建立。

从外部看，国际环境的变化是促使欧
洲倾向于独立研发武器装备的重要原
因。冷战时期，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以
英、法、德为代表的西欧国家遍布美式武
器装备。可以说，当时的欧洲，防务命脉
被美国牢牢抓在手中。冷战结束后，欧洲
内部对于摆脱美国控制的呼声逐渐增
强。近年来，欧盟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
增，随着美欧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分歧越来
越大，欧洲各国通过加强防务合作推动国
防独立的决心进一步坚定，加快自主研发
武器装备步伐正是其中重要一环。

从内部看，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
西班牙为代表的“老欧洲”有意愿、有条件
也有必要联合研发装备。作为曾经的世
界舞台中心，“老欧洲”无时无刻不想恢复
昔日的荣光。这些国家虽然国防科技工
业积淀深厚，但规模普遍不大且囿于经济
困境，无力全面发展军备。同时，它们地
缘关系密切，外交和国防政策比较一致，
具有相似的防务需求，联合研制既能分担
风险，也能平摊成本，是提升军事能力、增
强国际影响力的最有效方式。

欧洲很“大”，“欧洲制造”很小，这
是欧洲各国军事力量发展不均衡的真
实写照。

定位很高，份额很低

虽然“欧洲制造”是少数国家联合
起来的“手笔”，但这些武器装备无一例
外处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英、德、意、
西联合研制的“台风”战斗机与同期的
F-15 和苏-27 战机相比，丝毫不落下
风；法、德联合研制的“虎”式武装直升
机首次将制空作战纳入设计思想，在机
动性、续航力、射击精度方面均优于“阿
帕奇”武装直升机；英、法联合研制的
“美洲豹”通用直升机更是成为风靡一
时的抢手货。这些武器装备大多经历
过实战检验，表现堪称优异。

具体来讲，欧洲联合研制生产的武器
装备一般具有“平台通用、接口统一、功能
各异、型号自定”的特点，即在参研国联合
开发的统一构型下，各国通过自选功能组
件进行个性化定制，以最大程度地满足自
身需求，最终形成本国装备序列中的型
号。例如法、意联合研制的欧洲多任务护
卫舰，除舰体采用统一的模块化建造外，
动力、作战、电子系统等都由两国自行选

择适配，定型后的法国版和意大利版不仅
吨位有别，战术技术性能也各有侧重。

遗憾的是，除了“美洲豹”通用直升
机等少数装备畅销外，“欧洲制造”无论
是在欧洲内部还是在国际军火市场上
都显得很“小众”。

一方面，欧洲各国防务经费长期在
低水平徘徊，武器装备更新换代速度
慢、周期长，制约了“欧洲制造”在内部
推销的规模。

另一方面，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美
俄武器装备凭借多年来积攒的人气和
口碑，基本包揽了高端武器装备的份额，
许多购买国形成了以“美俄制造”为基础
的武器装备体制，这种地位一时难以撼
动。相对而言，“欧洲制造”虽然性能优
异，但价格上优势不明显，且一些装备的
独特接口使得其在现有装备体系中无
法做到“即插即用”。

定位很高，份额很低，高不成低不
就的“欧洲制造”亟须破局。

共识很多，分歧不少

“欧洲制造”并不等同于“欧洲联
合”，事实上，长期以来欧洲各国武器装

备研发和采购基本上是各自为政，“求
大求全”的问题比较突出。德国总理默
克尔曾透露，美国只有 50至 60 种武器
系统，而欧洲有 160多种，且许多系统无
法兼容。有数据显示，欧洲只有不到
20%的武器装备是联合研制的，防务经
费使用上存在效率较低的问题。

显然，局限于“老欧洲”这个小圈子
开展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欧洲制造”只
会在叫好不叫座的困境中止步不前，必
须从更大范围内加强资源统筹的力度，
提高研制效率。这就要求欧洲各国在
集体框架下而非国家框架下研究防务
问题，形成强大合力。

欧盟理所当然地扛起了这面大旗。
2016年，欧盟提出“欧洲防务行动计划”，
设立每年50多亿欧元的欧洲防务基金，要
求至少涉及3个成员国合作的项目才能获
得资金支持，旨在促进防务领域的共同研
发及产业发展。2017年 12月，欧盟25个
成员国签署了防务领域“永久结构性合
作”联合协议。不过，欧洲太“大”了，每个
国家的目标和利益诉求都不相同，在防务
合作方面也经常“同床异梦”。

以法、德、意为代表的激进派是推
进欧洲防务深度合作的坚定倡导者，但
中东欧国家由于历史原因，无论是国防
体制还是经济能力都跟不上欧盟节

奏。许多防务合作政策看似“普惠”实
则只能让少数国家受益，这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部分成员国的积极性。

根据 2018年欧盟理事会发布的“永
久结构性合作”第一批 17个开发项目清
单来看，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参与程
度较高，爱尔兰、立陶宛、波兰等国参与
程度低，内部分歧可见一斑。

此外，英国也是最大的不确定因
素。出于本国的战略考量，冷战后的英
国甚至反对欧洲防务局的国防产业改革
方案与防务能力整合项目，单方面宣布
保留对本国国防采购的所有权利。作为
欧盟中的军事强国，英国一旦完成“脱
欧”，对欧盟防务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掣肘，欧洲很难

内部分歧或许能够通过政策倾斜慢
慢解决，但“欧洲制造”还面临着强烈的外
部干扰，干扰源正是“无处不在”的美国。

事实上，美国对欧盟推动欧洲防务
一体化“又爱又恨”。美国希望欧盟增
加军费投入，更多地承担欧洲防务和域
外干预任务，尽最大可能为美国减负。
但同时又担忧欧盟借防务合作之名行

防务独立之实，趁机摆脱美国控制。美
国前防长马蒂斯在 2018年慕尼黑国际
安全会议上曾向欧盟提出严正警告，指
出：“欧洲防务建设只能是北约的补充，
而非削弱、分裂甚至取代或离开北约。”

既然有“大棒”必定也有“胡萝卜”。
前段时间，美国政府提出了“欧洲资本重
组激励计划”，为6个购买美国军工产品的
欧洲国家提供总额高达1.9亿美元的资金
支持。这将使本就游离在欧盟边缘的中
东欧国家接受“欧洲制造”变得“更加不
易”。

由于欧洲大部分国家处于北约框
架内，所以用联合研发武器装备的方式
推进防务自主，必定会遇到与北约集体
防务冲突的问题。如何消除北约对欧
盟自身防务建设的本能顾虑，将是欧盟
必须面对的棘手难题。

设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就决
定了欧盟自主研发武器装备、推动欧洲
防务一体化之路将会依旧艰难。

图①：欧洲“虎”式武装直升机；图
②：“台风”战斗机；图③：“美洲豹”通用
直升机；图④：“未来作战航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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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制造”的窘境
■杨王诗剑 史 峰

今年 6月的巴黎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上，由德法两
国联手推出的“未来作战航空系统”登场亮相，重新唤醒
了人们对“欧洲制造”昔日风光无限的记忆。

曾几何时，欧洲凝聚了人类在军事科技领域的精华，
不少经典的武器装备曾诞生在这里。斗转星移，战后欧

洲武器装备制造一度走向式微。但近年来，从“台风”战斗
机到“虎”式武装直升机，再到欧洲多任务护卫舰，“欧洲
制造”正以多国联合的全新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那么，
“欧洲制造”曾经历了什么，为何在近年会被再次提起？它
的发展前景又会怎样？请看专家的有关解读。

性情温顺、外表可爱的猫咪，看起来与汪

洋大海、铁甲军舰毫不相干。在俄罗斯的海

军战舰上，它们却享有特殊地位。

猫咪上战舰有史可循。风帆时代，战舰

都是木质结构，无孔不入的老鼠啃啮船体、

偷吃食物、传播鼠疫，成为海上官兵必须面

对的“大敌”。猫咪上舰能明显控制住鼠患，

于是，它逐渐成为那个时代战舰的“标配”。

随着科技进步，战舰发展为钢制船体，

舰员对付老鼠的手段也更加多样。比如舰

艇靠岸时，在连接码头与船只的缆绳和管线

上设置挡鼠板，除非老鼠像《猫和老鼠》中的

杰瑞那样神奇，否则根本上不了战舰。当

然，也可以采取投放鼠药、鼠夹或用化学药

品熏舱等方式消灭老鼠。加上考虑到猫咪

在战舰上会带来一些卫生和安全隐患，所以

不少国家的海军开始禁止猫咪上舰。

但是，俄罗斯的军舰依然保留着饲养猫

咪的传统，这甚至成为他们海军文化的一部

分。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认为，猫是吉祥

物，能够带来好运。而且，海上航行经年累

月，生活比较枯燥，养几只萌萌的猫咪，可以

帮助舰员排解压力。甚至有的俄海军士兵半

开玩笑地说：猫咪也是一种战斗力。

萌
猫
上
战
舰

■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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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

日常生活中提到“列车”，人们常会
想到火车。实际上，列车指的是成列的
车组，除铁路列车外，还有公路列车。

前不久在阿布扎比举行的国际防
务展上，展出了白俄罗斯生产的新型汽
车列车。这辆载重量高达 136 吨的汽
车列车，以其高效、灵活、舒适等特点，
成功赢得中东地区武器大买家阿联酋
的订单。

所谓汽车列车，是指由牵引车和一
辆或一辆以上的挂车组成的车组，它是
公路运输军用装备的一种重要方式，主
要用于运输诸如超高、超宽、超长、有特
定要求的军用装备或物资。

白俄罗斯这款汽车列车，由明斯克
轮式牵引厂研制。它由三个部分组成，
分别是一辆8×8全驱动的牵引车，一辆
最高载重量为 76吨的半挂车和一辆最
高载重量为 60吨的全挂车。根据运输
任务需要，它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进行
组合。

明斯克轮式牵引厂成立于上世纪
50 年代，素有“技术质量双过硬”的美
誉。生产重型军用汽车底盘，尤其是
公路机动型导弹运输发射车底盘，是
该厂的“看家本领”。

这款汽车列车的牵引车配备有六
缸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排量大、功
率大，最大扭矩为 3300 牛米。这除了
赋予汽车列车强大的动力外，也让它
具有较佳的通过性。无论俄罗斯最
北部的永久冻土还是中东地区的炎
热气候环境，都阻挡不住它滚滚向前
的车轮。

时速方面，当采用“牵引车+半挂
车+全挂车”组合模式时，其最高时速可
达60千米/小时，最大行驶距离为900千
米；采用“牵引车+半挂车”组合模式时，
其最高时速可达 70千米/小时，最大行
驶距离为1000千米。

载重量方面，高达 136 吨的载重
量让它有了公路运输界“大力士”的美

誉。它能够运输包括飞机、坦克和步
兵战车在内的多种军用装备。对阿联
酋来说，新型汽车列车可同时运输 2
辆“勒克莱尔”坦克和 1 辆 BMP-3 步
兵战车。当然，它也可以运输安 -
124、安-22 和 C-5 等运输机或者其他
军用装备。

新型汽车列车的安全舒适性体现
在它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增加诸如外部
装甲、遮阳篷等附属设备，满足多样性
需求。车辆的驾驶室可选择 8座或者 3
座加 1床位两种模式。另外，驾驶室内
安装有乘员使用武器时所用的固定支
架，在顶端还有一个可架设机枪的回转
式固定舱口，这些设计有助于在运输装
备过程中为列车提供安全防护。

汽车列车：公路运输界的“大力士”
■赵艳斌 宋宇建 梁优子

新装备展台

著名的卡拉什尼科夫集团在本次论

坛上走起了“黑科技”路线，推出了“柳叶

刀”无人机系统。机如其名，“柳叶刀”无

人机可以发起“手术刀式”的自杀式攻击。

“柳叶刀”造型独特，采用前后双X

型的气动布局，适合中低速巡航。机头

安装光电转塔，便于实时搜索目标和回

传目标信息。发现目标后，它即一头撞

向目标，发起自杀式攻击。

该系统分为大小两个型号，大号的

“柳叶刀-3”搭载3公斤战斗部，续航时

间40分钟，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110公

里。小号的“柳叶刀-1”最高速度相同，

搭载1公斤战斗部，续航时间30分钟。

为便于隐蔽接敌，“柳叶刀”采用纯

电力驱动，工作时十分安静。加上机体

轻巧灵活，便于携带，“柳叶刀”在战场上

可以做到四处出击、神出鬼没，无疑是一

款“称手”的空中打击利器。

自爆“急先锋”

“柳叶刀”无人机

前不久，俄罗斯“军队-2019”国际

军事技术论坛在莫斯科近郊举行，展出

了不少先进武器装备。本期兵器控将为

您介绍3款颇具人气的武器装备。

由俄罗斯KBP机械设计局研制的

“铠甲-S1M”防空导弹系统在本届论坛

上一经亮相，就“吸粉”无数。

该系统是俄军现役的“铠甲-S1”近程

防空系统的升级版本，整个装备基于“台

风”装甲车底盘，采用与前代相同的火控雷

达，并配备红外光电目标跟踪系统。作为

一款弹炮合一的防空系统，“铠甲-S1M”

既能发射射程更远、拦截性能更好的高速

导弹，又能依托30毫米口径的速射炮坚守

最后防线，可谓是“远近通吃”的“射手”。

去年年底，以色列空军派出战机，对

叙利亚大马士革西部的多个目标进行空

袭。一时间，16枚高精度制导炸弹从天

而降。结果，16枚炸弹中有14枚被打得

“空中开花”，仅有2枚命中目标。据叙

利亚一方透漏，完成这次防空任务的“功

臣”，正是“铠甲-S1M”防空导弹系统。

对空“神射手”

“铠甲-S1M”防空导弹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在论坛上展示

了“莲花”空降型自行火炮系统。这型火

炮有着“花美人”的美誉，被看作是俄罗

斯火炮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作为一款为空降部队量身打造的自

行火炮，“轻”“快”是“莲花”的鲜明特

点。该火炮系统采用新型底盘技术，整

个装备重量为18吨，1架伊尔-76就能

搭载 2辆“莲花”，并且还支持“人车同

降”。在 450马力“大心脏”的加持下，

“莲花”能在公路上轻松跑到每小时70

公里，越野环境也能达到每小时 40公

里，快速开赴作战点位不在话下。

轻巧的体型并没有限制“莲花”的火

力，配备的一门120毫米迫榴炮弹药基

数达80发，射击速度为每分钟8发，有效

射程达到13公里，可以提供强大的火力

支援。此外，“莲花”还配备有自动化指

挥系统、炮兵前沿侦察雷达、炮口闪光和

声测侦察站等，这些指挥火控系统将进

一步提升“莲花”的打击效能。

空降“花美人”

“莲花”自行火炮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