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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近日美国陆军已

宣布停止采购以色列“铁穹”防空

系统。美国去年8月决定购买两套

该系统进行测试，并计划后续购买

更多。然而，在以军表现亮眼的

“铁穹”，到了美军那儿却遭遇“水

土不服”的尴尬，并被美从采购清

单中剔除。美突然变脸对“铁穹”

说“不”，背后有重要考量。

美起初的确拟用“铁穹”补上

当前防空体系的短板。美陆军现有

的“爱国者”“萨德”等防空导弹系

统，主要用来拦截弹道导弹。一枚

“爱国者-3”拦截弹要花费数百万

美元，“萨德”的拦截弹则更贵，如

果用它们来拦截火箭弹和炮弹，如

同用大炮打蚊子，得不偿失。近程

防空系统是美陆军防空体系的短

板，而以色列的“铁穹”系统是一

款性能优良、久经实战考验的近程

防空装备，已成功实施过上千次拦

截。因此，美国会在2019财年预算

中把“铁穹”系统列入采购计划。

但是，这一计划没有充分考虑

美以两军之间的差异，致使“铁

穹”系统在美军很快遇冷。以军

“铁穹”系统之前成功拦截的多是反

以武装的火箭弹和炮弹。美陆军在

测试过程中，发现“铁穹”系统在

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方面，表现

不尽如人意。反以武装没有先进的

电磁对抗手段，以军的“铁穹”系

统是在基本没有电磁干扰的情况

下，在以色列固定地区的防空中取

得比较突出的成绩。而美军准备的

是全球性机动作战，未来的可能对

手具有较强的电磁对抗能力，在复

杂多变的作战环境下，“铁穹”系统

能否有效承担防空任务值得怀疑。

美国媒体对此评论称，在固定地点

部署“铁穹”系统，保护以色列陆

上区域不受哈马斯或真主党发射的

非制导火箭弹袭击是一回事，与美

国陆军一起部署至世界各地则是另

一回事。

对于放弃“铁穹”，除上述美以

两军之间实际情况的不同外，美陆

军给出的直接原因是以色列不愿提

供该系统的源代码。看来就算美国

前期投了不少钱，以色列对美这个

盟国也是有所保留。这给美陆军装

备“铁穹”系统、发挥其战斗力，

带来诸多问题。一是无法有效进行

系统集成，把“铁穹”系统纳入美

军作战体系，难以形成整体作战合

力。二是无法利用美军现有的技术

和装备，对“铁穹”系统做进一步

的改进优化，破解因军情不同带来

的差异，使其更加符合美军的作战

需求。三是无法透彻了解的外来装

备，还可能留下系统安全和网络安

全漏洞。这些问题是美军无法接受

的，正如美陆军未来司令部司令默

里指出：“基于一些协同作战能力挑

战、网络安全挑战和其他挑战，我

们无法将‘铁穹’融入自己的防空

系统。”

事实上，“铁穹”系统并非美陆

军的主动选择，而是美国会强迫其

接受的。现在“铁穹”系统暴露出的

种种问题，正好给了美陆军反驳和

拒绝的机会。美陆军重新给出解决

方案，即过渡性的“机动近程防空系

统”，加上“间接火力防护能力”计

划。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和莱昂纳多

公司中标的过渡性“机动近程防空

系统”，基本上是对“斯特赖克”轮式

装甲车、“毒刺”近程防空导弹和“长

弓海尔法”导弹等现有技术装备的

集成与改进，可节省时间和成本。

美陆军正在研制的“间接火力防护

能力”系统，具备反导导弹和高能激

光武器等装备，可对火箭、火炮和迫

击炮以及巡航导弹进行防御，预期

于2023年服役，这才是美军真正中

意的防空系统。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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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公布未来 10
年的转型规划。这意味着，随着美军整
体推进“大国竞争”战略，美国对外军事
干涉的急先锋——海军陆战队也将迎来
新变革。

大幅裁员—

以“更轻、更快”回归

两栖战“主业”

根据这份方案，美海军陆战队未来
10年将对兵力构成做出重大调整：地面
力量方面，步兵营从 24个降至 21个，榴
弹炮兵营从 21个降至 5个，两栖载具连
从 6个降至 4个；撤编全部 3个坦克营，
以及负责重武器运输的所有筑桥连。空
中力量方面，建议将 17个中型旋翼机中
队和 8个重型直升机中队各削减 3个；撤
销 2个轻型攻击直升机中队以及 2个后
勤团。18个 F-35B/C 战斗机中队维持
不变，但每个中队的战机数量从 16架减
至 10架。
“瘦身”不易，陆战队的裁员幅度引

发较大震动：共裁减 1.2 万人，占目前
18.2万员额的 6.6%。航空中队的缩减比
例，与需要其支援的地面作战营基本一
致。火炮“缩水”大半，坦克则将在陆战
队中消失；特别是，惨遭撤编的 3个坦克
营均为历史悠久的部队，都成立于二战
中，从太平洋、波斯湾，到阿富汗和伊拉
克，历次战争可谓“无役不与”。

该计划高度贯彻 2019 年夏就任陆
战队司令的戴维·伯格所敲定的改革方

针。伯格亲历并深刻反思了伊拉克费卢
杰残酷的巷战，他认为陆战队近年来深
陷打击中东恐怖分子的“治安战泥潭”，
以过时的“二战和冷战思维”依赖重型装
备打传统大规模地面战，导致自我定位
模糊、与陆军职能过分重叠，转型屡屡误
入歧途；要顺应 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
报告确立的“大国竞争”目标，陆战队就
应打造利于全球快速立体投送的轻装部
队，节省宝贵运力，“由陆向海”地回归
“两栖作战”这一“本职主业”，全力配合
海军实施海上联合作战。

导向鲜明—

以“调结构、换装备、

变战法”应对新作战环境

伯格认为，精简后的两栖型海军陆
战队，未来最可能在西南太平洋多岛礁
地带与“高端对手”发生高烈度冲突。陆
战队将专注于岛礁夺控、两栖投送和区
域拒止等任务，从组织结构、武器系统到
作战方式进行广泛调整，提升全方位威
慑力量。

陆战队将保持 3支可全球部署、彼
此迅速支援的远征军，其中总部在日本
冲绳考特尼营地的第 3远征军将被优先
改造和重点加强，并下辖 3个可在“有争
议海域”开展行动的“濒海团”。鉴于潜
在对手能投射远程超高密度精确火力，
大型目标易遭毁伤，陆战队撤销众多旧
作战单位后，各步兵团和营将“因变小而
瘦身”，从“三三制”缩编到可依托遍布于

各岛礁的小型“远征前进基地”进行投送
的规模，能在短短 48至 72小时内完成部
署、介入、攻击和转移，使对手难以搜索
和实施报复性还击。

与变更部队架构相适应，陆战队一
边大量退役封存“大、重、贵”的有人装
备，一边准备采办更多机动性强、小巧
隐蔽、新兴技术含量高的智能化、无人
化装备：可发射火箭弹和弹道导弹的
“海马斯”远程火箭炮营将从 1个增至 3
个；将大量列装轻型越野车，搭载NSM
新型反舰导弹；加强无人侦察和打击系
统，无人机中队数量将从 3个翻倍至 6
个。既能进行空中加油、也可充当运输
机或炮艇机的 KC-130J，也将增编 1个
中队。

伯格认为，陆战队编制体制的完善
和装备技术的进步，将有效降低后勤保
障压力和提升战场全方位感知能力，进
而为作战模式革新奠定基础。陆战队将
一改“伊拉克和阿富汗街头巡逻队”的旧
面貌，转而在各“远征前进基地”之间化
整为零分散行动，通过高速数据链实现
信息共享及“信火一体打击”，有效弥补
海军“分布式杀伤”链条中的“陆基机动
导弹”打击力这一环节，成为“美海军远
征和制海力量的辅助和延伸”。

落实不易—

试图“脱胎换骨”的

构想将面临多重掣肘

这张转型蓝图虽然将继续接受评估

并作出修订，但它已明确设计了美海军
陆战队未来 10年的变革趋势和路径，将
深远影响陆战队主要作战职能和建设重
点乃至印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值得密切
关注。但是，美海军陆战队能否如愿实
现“数十年来最彻底的转型”，还有诸多
变数。

首先，地面作战能力明显削弱，制约
着陆战队的战略角色发挥。不少美国军
政分析人士警告称，过度关注大国竞争
导致陆战队“矫枉过正”——无论是用于
垂直投送和对地近距离支援的航空兵，
还是确保攻坚能力的坦克和炮兵，若按
该计划削减，会让陆战队难以独立灵活
处理中东等热点地区的陆地冲突，而在
这些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更大。伊拉
克战争曾使陆战队转型设想夭折，这次
转型也存在因重大突发事件而中断的巨
大风险。

其次，经费和装备更新有隐忧。
尽管陆战队力求与海军更紧密地融合
转型步伐，更充分地整合双方的开支
和行动，但与海军“同锅吃饭”的陆
战队，其预算分配长期因规格矮半
截、归海军部管理而备受海军挤压。
在美各军种争抢预算加剧的背景下，
陆战队能否如愿恐不容乐观。加之陆
战队自身的独立装备选择权极有限
（地面、空战武器分别受陆、海军指
导），难以摆脱主战装备使用陆、海军
“淘汰货”的窘境。

上图：美海军陆战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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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身”不易“转身”更难
—解读美国海军陆战队公布的未来10年转型规划

■唐 凌 海 镜

1944年，太平洋战事正酣，美军

参联会主席马歇尔案头却出现了两

份互相指责的报告。事情的起因，是

一位陆军师长拉尔夫·史密斯，被姓

氏同为“史密斯”的海军陆战队上级

罢了官。

1943年8月，美海军陆战队组建

两栖第5军，担纲在太平洋战场争夺

岛礁作战的主力军；军长是陆战队名

将、后被誉为“美国两栖作战之父”的

霍兰德·史密斯。随后，有两个作战单

位编入该军：陆战第 2师，师长朱利

安·史密斯；陆军第 27师，师长拉尔

夫·史密斯。

1943年 11月，三位“史密斯将

军”挥军首战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

和马金两个环礁。陆战2师经3天血

战拿下塔拉瓦，以伤亡约3000人的高

昂代价全歼日军4000多精锐。而陆军

第27师攻克只有800日军的马金，竟

也花了3天。日后争执的伏笔就此埋

下：军长霍兰德罔顾马金地形更复杂、

27师新兵较多等客观不利因素，认为

陆军“停滞不前、表现拙劣”，师长拉尔

夫囿于一战“在炮火掩护下按部就班

冲锋”的经验，“思想僵化、指挥呆板”。

1944年6月，两栖第5军登陆塞班

岛，“史密斯们”之间的风暴也在战火中

酝酿。23日攻击正式开始，霍兰德令

麾下3个师齐头并进：陆战2师在左，陆

战4师在右，陆军27师居中。战至傍

晚，两个陆战师均推进至该岛制高点塔

波乔峰附近，27师却不见踪影。原来，

拉尔夫师长担心夜间行军迷路，未率部

及时前出，致使进展迟缓。受27师拖

累，美军战线拉成了U形，两个陆战师

因侧翼有危险而终止进攻。拉尔夫当

即被怒不可遏的霍兰德临阵撤职并遣

送回珍珠港，成为二战中美国第一个被

陆战队撤职的陆军将领。

媒体很快就此事吵得沸反盈天：

有的谴责拉尔夫“领兵无方”，有的指

斥霍兰德“进攻鲁莽”。时任陆军驻珍

珠港最高长官理查森则火上浇油，不

仅立马组建调查团，还直接跑到塞班

岛给参战陆军军官授衔，并当众嘲笑

陆战队将领“在指挥方面没有资格与

陆军将军相提并论”。嘴仗之后是笔

仗，笔墨官司一直打到华盛顿。经马

歇尔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出手调

停，此事才告一段落：拉尔夫调到欧洲

战场，算是陆军默认对他的解职命令；

霍兰德虽升任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

司令，却从此再未赴一线指挥部队。

美军这次史密斯“同姓相煎”，固

然带有争功斗气的现实矛盾，也反映

了鲜明的军种文化差异：海军陆战队

提倡“抢滩突进”，陆军却惯于“稳扎稳

打”。这为世界各国组织联合作战及

协调军兵种关系提供了镜鉴。

“史密斯罢免史密斯”
—美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间的一段龃龉往事

■海 镜

据外国媒体 4月 3日报道，日本防
务部门已确定将自主研发下一代战斗
机。不过，日本防卫装备厅发言人表
示，正如防卫省在中期防卫计划中所
提到的，该项目不排除国际合作的可
能性。

日本的国产战机梦早已有之，但战
后由于受到美国的严厉限制，日本一直
难以独自研发战斗机。目前，日本的战
斗机研发和生产能力都相当滞后，只能
持续不断地引进美国的战斗机。日本
航空自卫队目前所拥有的战斗机有 3种
机型：F-2、F-4 和 F-15。日本政府和
防卫省欲以F-3战斗机替代F-2，对此，
自民党国防议员联盟曾向首相安倍晋
三呼吁独立研发 F-3战斗机，争取早日
实现隐形战斗机的国产化。

这一愿望，遭到美国的强力打压。
为稳住日美安全同盟，近年来日本对美
“爆买”军火，如陆基宙斯盾系统、中远
程导弹，再加上最大的 F-35 订单。这
使日本距离独立研发国产战机的道路
越来越远。

同时，从成本角度来看，日本独立
研发第 5代战斗机也是不现实的。第 5
代战斗机的技术非常先进，其研发成本
极为高昂，据预测 F-3的研发费用将高
达 5万亿日元。而且，目前日本国内的
战斗机研发队伍不断萎缩，人员相继老

化，如果不能参与独立研发第 5代战斗
机，几年后这支队伍将不复存在。

从技术角度来看，实际上所有核心
技术仍将以美国为主，根本谈不上日本
主导。考虑到与美军共享信息不可或
缺，日本新一代战斗机很难实现纯国
产，必须引进外国技术。例如，在三菱
重工的爱知县小牧工厂内，该军工企业
目前在参与组装 F-35战斗机。但在组
装过程中，美国洛马公司的员工始终在
场监视，任何改进程序均由美方人员来
完成。而且该机型的电子系统与日本

并不兼容，也无法搭载日本生产的导
弹。也就是说，虽然 F-35在日本组装，
但实际上日本是没有任何主导权的。

因此，从可行性而言，最后不是从
美国直接引进就是与美国联合研发。
但出于更长远的国家利益考量，日本历
任防卫大臣在这一问题上一直坚持以
下条件：具有确保制空权的足够能力；
新战斗机必须在技术上与 5代机处于同
一层面；维修方便；国内企业参与研发；
成本低廉。其中，防卫省尤为看重的是
维修方便。按照这一思路，如果由日本

来主导 F-3战斗机的研发，则维修方便
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由此也可确保新
机型具备5代战斗机的技术水准。

新一代战斗机的研发时间长达 15
年，F-3预计将于 2035 年服役。目前，
日本政府基本上倾向于由本国主导研
发，并自 2020年开始拨款研发费用，估
计整个研发开支将高达 1.5 万亿日元。
其指导思想是让该战机具备强劲的作
战能力，可搭载远程巡航导弹，并具备
很强的反潜能力，预定生产 90架。之所
以坚持本国主导研发，是因为如果联合
研发的话，日本无权“随意改动”，因此
至少在机身和飞机的系统合成等关键
领域必须确保国产。

但需要指出的是，2020年是美国的
大选年，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对日本的
压力是不难想象的。日防卫省以及相
关防卫企业能否实现国产战斗机这一
夙愿仍面临众多不确定因素。更为重
要的是，日本如果“吊在美国这一棵树
上”的话，今后在防卫问题上就没有任
何自主性可言，只能对美国言听计从，
完全被美国牵着走，这根本不符合日本
提升威慑力的初衷。

左上图：日本 2019年底发布的下

一代战机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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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防卫省希望以第5代战斗机的研发为突破口，推动日本形成一个相关的产业群，

但面临重重困难—

日本恐难圆战机国产梦
■陈鸿斌

军眼观察

战史钩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