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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有外媒报道，乌克兰海军接收了一批来自土耳其卡勒·
巴卡公司的TB-2无人机。

这不是土耳其和乌克兰首次军贸合作。据了解，2019年以来，乌
克兰军方从土耳其陆续订购了 17架 TB-2无人机。在此基础上，土
耳其和乌克兰联合成立合资企业，生产了至少48架 TB-2无人机。

纵览全球无人机发展现状，美俄等军工强国的无人机技术日益

成熟，特别是在数据整合和自适应飞行计划方面，正向自动化模式转
变。尽管土耳其、伊朗等“后起之秀”在尖端无人机技术上无法达到
军工强国的水平，但在续航时间、武器载荷、电子对抗等方面具有一
定技术优势，有望分得无人机市场的一块“蛋糕”。

土乌两国联合制造无人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未来前景如
何？我们一探究竟。

30 多年前，“人力资源”这一概念被

引 入 我 国 。 之 后 ，这 一 热 词 逐 渐 取 代

“人事”“人力”等传统名词。字词之变，

折射出“人才是宝贵的战略资源”这一

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尽管对人才无限渴求，但有些单位

始终不得其法，甚至弄巧成拙。有的企

业管理者揠苗助长，注重使用却不注重

培养；有的企业管理者引而不用，错失

人才成长黄金期……种种现象表明：人

才的培养和使用是一门具有系统性、连

续性、配套性的科学，遵循规律则事半

功倍，违背科学则事倍功半。

如何把握人才培养规律？人才管

理专家库克提出的观点发人深省：“不

要把人才当作一个水库来看守，而应该

把人才当成一条河流来管理；不要期待

它不流动，而应该设法管理它的流速和

流向。”如同治理一条河要调控流速、引

导流向一样，规划清晰、合理的育人蓝

图，支持人才的合理流动、保证人才的

重点流动、控制人才的任意流动，才能

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确保人才的积极性

和创造力充分发挥。

实 际 上 ，不 少 知 名 企 业 将 规 划 人

才职业发展的“路线图”，作为人才培

养 的 一 项 重 要 工 作 。 当 年 ，华 为 公 司

就 曾 建 立 一 套 完 整 的 行 为 标 准 和 知

识、技能标准的任职资格体系，为每名

员 工 规 划 成 长 路 径 。 如 今 ，在 完 备 的

人 才 培 养 体 系 支 撑 下 ，华 为 公 司 屡 屡

冲 破 国 外 技 术 封 锁 ，在 无 线 通 信 设 备

研 发 、集 成 电 路 设 计 等 诸 多 领 域 取 得

长足进步。

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竞争，归根

结底是人才竞争，是人才培养制度的竞

争。就军工企业来说，当前，世界高科

技飞速发展，技术构成日益复杂，专业

分 类 更 加 精 细 ，对 人 才 队 伍 专 业 化 建

设、路径化培养、精细化管理提出更高

要 求 ，更 需 要 企 业 管 理 者 以 整 体 性 思

维、全局化视野规划人才培养的“方案

表”“路线图”，建立一套科学高效的人

才培养机制。

尊 重 人 才 培 养 规 律 ，不 能 零 敲 碎

打，来回折腾“翻烧饼”，让人才处于频

繁切换状态，空耗时间和精力。企业管

理者应着眼长远，依据人才特长规划成

长路径，坚持精准培养、适度超前，以制

度优势谋求人才优势，以人才优势赢得

市场优势，使人力资源成为企业发展的

不竭动力。

把握人才的流速和流向
■巩沛文

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内，3 支国产 56 式半自动步枪引人注

目。这 3 支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列装

的第一种制式半自动步枪。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大多数枪

支是从敌人手中缴获而来的，种类繁

多、维修困难。为改变这一现状，枪支

亟须制式统一。

当时，我国工业基础薄弱，于是决

定引进苏联 SKS 半自动步枪，由国营

某军工厂负责仿制。

老一辈军工人发挥聪明才智，自

行研制钢材代替铬、镍含量较高的进

口钢材，降低成本、提高机械性能；改

进击针与击针截面形状，调整击针头

部的尺寸与角度，有效解决击针易断

裂等问题……经过数月艰苦攻关，56

式半自动步枪开始定型量产，并列装

部队。

得益于良好性能，56 式半自动步

枪在我军官兵手中大放异彩：某部战

士宋世哲，40 秒内射出 40 发子弹，命

中 40 块钢靶，其间还 4 次压弹；“孤胆

英雄”岩龙创造了 125 发枪弹连续毙

敌 56 人的战绩。

56 式半自动步枪取得成功，为我

国后续枪支研发奠定了基础。我国自

行 研 制 的 第 一 支 63 式 自 动 步 枪 ，刺

刀、木质全型长枪托、瞄准装置等，均

与 56 式半自动步枪如出一辙。

如 今 ，56 式 半 自 动 步 枪 成 为 礼

宾 用 枪 ，装 备 到 三 军 仪 仗 队 和 国 旗

护卫队。

时代在变，经典永存。跨越半个

多世纪，56 式半自动步枪不愧为我国

枪械发展史上的一个传奇。它在战场

上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在迎宾和阅

兵上彰显了国威军威。

上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展出的 3支国产 56式半自动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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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机舱盖如同汽车车门，开启后供

飞行员进出座舱。我们常见汽车采用

直拉门、侧滑门、剪刀门和鸥翼门等开

门方式。那么，战机舱盖又有哪些“开

门”方式呢？

战机舱盖一般分为后滑式、侧翻

式、后翻式和前翻式等开启方式。选择

何种“开门”方式取决于战机设计需求：

一是看飞行员进出座舱是否方便；二是

确保战机具备良好的气动特性，特别是

具有抛放功能的舱盖，必须考虑抛放气

动特性；三是易于敷设机械开启系统。

早期，战机机身高度低，后三点式

起落架导致视野较差，飞行员经常打开

舱盖飞行，后滑式舱盖由此而生。后滑

式舱盖结构简单、技术难度小、材料要

求不高，飞行员可以手动操作将舱盖开

启，比如 P-47、F-86、米格-15 等战机。

侧翻式舱盖的优势在于侧面打开

空间大，方便飞行员出入。侧翻式舱盖

一般为右侧铰链连接，多用于串列式双

座战斗机。比如米格-21、F-104、“阵

风”等战机。

后翻式和前翻式主要应用于一体

式水泡形整体舱盖上。这两种舱盖气

动阻力小、飞行视野好，但结构复杂、技

术难度大、材料要求高。后翻式舱盖省

去了滑动导轨，气动阻力小，抛盖比较

容易，有效提高飞行员飞行安全系数，

如 F-16、F-22 等战机；采用前翻式舱

盖的战机大多是因为舱盖后方空间不

足，如 F-35 战机舱盖后的升力风扇占

用一定空间，舱盖只能向前翻起。

战机巧“开门”

军工档案

军工科普

飞行表演是展示国家航空工业水

平的重要平台。蔚蓝天空，一架架战机

如同画笔，画出色彩斑斓的“彩虹”，给

观众以美的感受。

其实，飞机画“彩虹”是飞行过程中

的拉烟表演。常见的飞机拉烟有白烟和

彩烟两种，白烟原理简单，在喷口喷射滑

油，高温下迅速汽化成白色烟带。而彩

烟原理较为复杂，分为固体拉烟和液体

拉烟两种。固体拉烟采用固体拉烟弹，

内置电爆管，通过电控设备触发电爆管，

引燃拉烟弹形成彩烟。固体拉烟安装使

用简单，适用于各种类型飞机，但颜色稍

显暗淡。液体拉烟则需要将液体烟剂储

存在拉烟舱内，选择拉烟颜色，接通电源

开关，将烟剂输送到拉烟喷嘴，在高温下

形成扇形烟雾，拉出不同颜色的烟雾轨

迹。液体拉烟烟雾色彩艳丽、滞空时间

长、材料环保，但安装更复杂。

选取何种拉烟方式，取决于不同的

飞行表演要求。比如，2018 年中国航

展，歼-10B 飞行表演采用固体拉烟，而

八一飞行表演队驾驶的歼-10 则采用

液体拉烟。

文字：易 舒、方 蕾 图片：周 闽

天空画“彩虹”

匠心慧眼

情投意合

促成土乌成功“牵手”

征战叙利亚、巡弋爱琴海……自服

役以来，TB-2 无人机每次亮相都吸睛

无数，是不折不扣的明星装备。

从技术水平来讲，该款无人机尚属

入 门 级 ，与 世 界 主 流 攻 击 型 无 人 机 相

比，各项性能指标仍有不小差距。

此次从土耳其订购该无人机，一向

精 打 细 算 的 乌 克 兰 ，为 什 么 出 手 如 此

“阔绰”？这还要从近年来乌克兰国防

工业发展现状谈起。

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乌克兰军方

高层认识到，只有大力发展以无人机为

代表的高精尖武器，才能有效提升本国

军事实力。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国防工业发展

举步维艰，哈尔科夫坦克厂、马达西奇

公司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军用舰船、

装甲装备等传统领域，在无人机等新兴

领域明显经验不足。无奈之下，乌克兰

不得不向西方国家求援。

从 目 前 国 际 形 势 看 ，乌 克 兰 想 争

取 到 欧 美 无 人 机 的 出 口 许 可 证 很 难 ，

高 昂 的 采 购 成 本 也 令 乌 政 府 难 以 承

受。

此 时 ，土 耳 其 无 人 机 走 进 乌 克 兰

军方视野。土耳其 TB-2 无人机不仅

性 价 比 高 ，还 在 多 个 战 场 上 表 现 抢

眼 。 特 别 是 在 纳 卡 冲 突 中 ，阿 塞 拜 疆

利用这款无人机对亚美尼亚防空系统

进行“点穴式”打击，优异性能得到实

战检验。

一番权衡后，乌克兰决定通过引进

TB-2 无人机提升军事实力。

对土耳其而言，与乌克兰开展军贸

合作，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在 中 东 地 区 ，土 耳 其 一 直 是 西 方

国家的战略“棋子”。自 2016 年以来，

土 耳 其 和 美 国 等 北 约 国 家 的 关 系 龃

龉 不 断 。 此 前 ，土 耳 其 不 顾 美 国 反

对 ，斥 资 25 亿 美 元 购 买 4 套 S-400 防

空系统，因此被美国“踢出”F-35 联合

攻击机项目。

据媒体报道，美国洛克希德·马丁

公司计划向土耳其交付的首批 F-35 战

机已被美国空军“扣留”，目前由美军作

战联队使用。这意味着土耳其将失去

获得先进技术的机会，相关国内军工企

业也会遭受损失。

除美国外，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也不

断加码施压，令土耳其在战略博弈中处

于不利地位。去年 11 月，德国军舰汉堡

号参与欧盟组织的军事行动时，对土耳

其货船进行拦截搜查，引发土耳其外交

部强烈抗议。

有分析人士认为，一系列事件直接

导致土耳其面临的安全环境迅速恶化，

迫使该国不得不通过自主行动获得安

全保障。目前，土耳其正在积极寻求与

乌克兰等国家合作，以减少对欧美制造

商的依赖，加速建立独立的国防工业生

产体系。

抱团取暖

以期度过艰难“寒冬”

当今，无人机作为新质作战力量，

被广泛应用于多种军事行动。

事实上，土耳其早就注意到无人机

广阔的应用前景。起初，土耳其打算采

购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的“苍鹭”无人

机，却因两国关系恶化不得不中断。随

后，土耳其试图进口美国通用公司“死

神”无人机，但至今无果。

放弃幻想，土耳其决定走“自主+引

进”的道路——从国外企业购买技术，

再装配土耳其国产零部件。

2016 年，新加坡航展，TB-2 无人机

甫一亮相，便吸引一些客户的关注。卡

塔尔订购了 6 架 TB-2 无人机，同样与

土耳其保持密切防务合作关系的沙特、

阿联酋、印尼等国也表现出浓厚兴趣。

一时间，无人机领域一颗“新星”冉冉升

起。

在军工制造领域，引进国外装备技

术固然能解决燃眉之急。但从长远看，

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产品只能算是半截

子工程。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企业难

免会受制于人。

去年纳卡冲突期间，加拿大庞巴迪

公司暂停出口 TB-2 无人机的核心部件

后，土耳其部分飞机就因得不到及时维

修而趴窝。土耳其卡勒·巴卡公司的无

人机项目也因此遭遇“寒冬”。

面对危机，土耳其主动寻求应对之

策，尝试与乌克兰老牌军工企业开展合

作——签署一项战略合作协议，旨在共

同研发和生产先进无人机。此外，根据

框架协议，乌克兰还将与土耳其在陆、

海、空各领域开展后续合作，其中涉及

发动机制造、防空系统研发、舰船联合

生产等关键技术领域。

不难看出，无人机项目其实是一个

纽带，将土乌两国连在一起，有利于双

方开展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例如，土

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的新一代战斗

机 TF-X 项目研发停滞不前，是因为研

制不出适用的发动机。而乌克兰马达

西奇公司是研制发动机的“专业户”，土

乌两国开展合作刚好能形成技术互补。

从乌克兰方面分析，与土耳其建立

合作关系，可以满足本国对无人机的需

求，为国防工业发展找到新的增长点。

近年来，乌克兰军工企业普遍效益

不好，出口贸易量连年下降。为重振国

防工业，乌克兰曾对军工企业实行改革

重组，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军工产业下滑

的趋势。但在强手如林的国际军贸市

场 ，既 要 面 对 欧 美 传 统 军 事 强 国 的 打

压，又要同南非、巴西和韩国等新兴国

家 竞 争 ，乌 克 兰 国 防 工 业 发 展 举 步 维

艰。

由此看来，土乌两国开展军贸合作

实属抱团取暖，以期度过艰难“寒冬”。

前途未卜

考验两国国防工业实力

从目前情况看，土乌两国军工合作

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乌克兰国防工业发展乏力。苏

联解体后，乌克兰借助地缘优势继承了

苏联约 35%的军工企业。这些年，缺乏

研发资金投入，乌克兰军工企业科技人

才大量流失，国防工业发展陷入困境，军

品产量大大缩减。比如，以生产野牛级

气垫登陆舰闻名的乌克兰海洋造船厂，

一度缺少订单、发展缓慢，在接到国外订

单后才艰难走出困境；马达西奇公司在

全球发动机市场中的份额已不足 0.1%，

濒临破产边缘。

二是土耳其消化吸收技术能力存

疑。以土耳其目前工业基础，想完全消

化吸收乌克兰军工技术，并不是件容易

的事。虽然近年来土耳其在国际军贸市

场赚得盆满钵满，但军工技术底子薄的

问题不容忽视。一旦受到国外制裁，出

现技术“卡脖子”的情况，土耳其军工企

业很难拿出应对之策。此外，土耳其军

事电子工业公司、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戈

尔朱克海军造船厂等大多数军工企业所

研发生产的武器系统，主要建立在欧美

国家的技术标准基础上，而乌克兰大多

数军工企业是以苏联工业体系为基础，

双方联合研制仍需一段时期磨合。

三是无人机研发难度系数高、耗资

大。无人机研发是集高精尖技术于一

体的复杂系统工程。从设计、测试到列

装军队，需要国家从战略全局对军工产

业 进 行 全 面 部 署 ，更 需 要 投 入 大 量 人

力、财力和物力。因此，不少国家至今

尚 未 拿 到“ 无 人 机 俱 乐 部 ”的“ 入 场

券”。换句话说，要想拥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无人机，对航空技术基础和经

济状况都不乐观的土乌两国来说，仍有

很长的路要走。

然而，似乎再大的困难也阻挡不了

土乌两国合作研制无人机的意愿。有

媒体报道，土耳其军工企业研制能力正

在迅速提升，出口清单上已经出现武装

直升机、军用舰船等装备。而乌克兰成

立了高级研究与发展总局，对军工企业

从研发到生产进行全程监督，有助于提

升军工领域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一系

列举措的背后，凸显了土乌两国追赶世

界无人机潮流的信心和决心。

值得一提的是，由土耳其和乌克兰

合作开发的一款喷气动力无人机系统

“MIUS”已进入设计阶段。这款新型无

人机能够在 12000 米高空以 1.4 马赫时

速飞行，并携带多种先进制导武器。有

分析人士认为，若该机研制成功，将成

为 继 X-47B 无 人 机 、“ 死 神 ”无 人 机 、

“神经元”无人机后又一款先进的攻击

型无人机。

上图：土耳其 TB-2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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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和乌克兰谋求联合制造军用无人机——

一次前途未卜的军贸“牵手”
■杨 杨

军工世界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