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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航展起源于人类早期的航空活

动，并伴随着航空工业的成长而发展起

来。1909 年 9月 25 日开幕的第一届巴黎

航展是世界最早的航展。国际航展发展

到今天，既是人类航空航天成果的荟萃，

也是科学技术的博览；既有友好互利的

合作共赢，也有残酷激烈的国际竞争；既

有当前技术的展示交流，也有对未来的

发展预见。

展览的形式——

不断推陈出新

当前，世界上影响力较大的几个国

际航展上，展品覆盖范围已从最初以飞

机等航空产品为主，拓展至陆、海、天、

电、网等各领域。与此同时，航展的形式

也在推陈出新、不断丰富。现在的大型

国际航展，一般都包括静态展示、飞行表

演、动态展示、视频演示、网上虚拟展示

等 多 种 方 式 ，集 专 业 性 和 观 赏 性 于 一

体。此外，航展上还会举办产品推介、贸

易洽谈、学术交流等活动。

航展上最“吸睛”的莫过于精彩纷呈

的飞行表演。目前，世界上使用三代机

进行特技飞行的表演队只有美国空军

“雷鸟”（F-16）和海军“蓝天使”（F-18）、

俄罗斯空军“勇士”（苏-35）和“雨燕”

（米格-29），以及中国空军的“八一”飞

行表演队。

这些飞行表演队都有自己的看家本

领，“雷鸟”飞行表演队的 4 机“菱形”编

队同步横滚、4 机纵队筋斗变菱形编队、

5 机向上开花等动作，队形密集程度首

屈一指；“勇士”飞行表演队是世界上唯

一一支使用重型战斗机的表演队，2020

年换装新型苏-35S 战斗机，表演的“库

宾卡钻石”“郁金花开”等动作给人带来

强烈的视觉震撼。

实力的展现——

着眼未来战场

先进战斗机作为航空工业的明珠，代

表着一国的科技水平。航展主办国通常

会利用航展公布最新武器装备研制项目、

举行新装备首展、发布着眼未来战场的发

展规划和作战概念等。航展也因此成为

大国展现军事实力、震慑对手的舞台。

在 2018 年范堡罗航展开幕日，英国

国防大臣发布了《作战航空战略：一个

雄心勃勃的未来愿景》文件并首次对外

披 露“ 暴 风 ”未 来 战 斗 机 研 制 计 划 。

2022 年 7 月的新一届范堡罗航展上，英

国国防部公布了“暴风”计划的最新进

展，表示演示样机计划在 2027 年之前试

飞；同时公布的还有“高超声速飞行器

实 验 ”计 划 ，谋 求 10 年 内 造 出 演 示 样

机。这两个项目被英国视作提升空中

作战能力和高超声速装备研发能力的

重要举措，选择在范堡罗航展上公布，

重视程度不言而喻。

2018 年柏林航展上，法国和德国达

成了联合发展“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

协议。这一系统的目标是通过作战云

将现役战斗机、下一代战斗机和各型无

人 系 统 融 合 成 无 缝 协 同 的 空 战 体 系 。

作为项目的重中之重，下一代战斗机的

演示机将于 2027 年首飞。2019 年巴黎

航展上公开展示了下一代战斗机的全

尺寸模型。

一般来说，先进隐身战斗机在航展

上的亮相，通常遵循概念发布-模型展

示-飞行表演-静态展示的步骤。到了

观众能够近距离观看的静态展示阶段，

一般意味着其技术已足够成熟稳定，或

者有了更为先进的在研项目，不怕在航

展上“泄密”。

商业的追求——

提升“吸金”能力

航展成功与否，最直观的答案就是

订单金额。国际航展的东道主，或依靠

自身航空航天工业实力，或背靠独特的

区域优势，紧贴行业发展脉搏不断推陈

出新，增加航展的“吸金”能力。

英国航空航天产业及研发水平一直

居于世界前列。2018 年英国范堡罗航

展的订单总额达 1920 亿美元，为 2010 年

航展的 4 倍还多。巨额订单的背后，是

航空市场的旺盛需求以及航展的国际

性、专业性水平。

迪拜航展受益于海湾地区庞大的军

用和民用航空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自

1987 年 创 办 以 来 ，成 交 额 逐 步 攀 升 。

1999 年举办的迪拜航展，还只有 37 个国

家的 500 多家企业参加，参展飞机大约

80 架，观众约 3 万人。到了 2021 年迪拜

航展，共有 14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0 余

家企业参展，室外展出飞机超过 160 架，

吸引超过 85000 名观众参观，成交的订

单总额超过 4980 亿人民币。

美国的 F-35 战斗机是多国合作研

发的项目。然而，其 2006 年首飞之后，

就各种故障不断。2014 年，美国曾计划

派 F-35 战斗机在英国范堡罗航展上进

行飞行展示，但由于当年出现 F-35 起火

事 故 而 临 时 取 消 ，改 为 展 示 全 尺 寸 模

型。直至 2017 年，F-35 战斗机才在巴黎

航展上进行了 6 分钟的单机飞行表演，

展示了垂直爬升、“落叶飘”、快速滚转等

动作，总算是勉强为自己正了名。

政治的折射——

着力扩大影响

如今，航展的影响力已经从经济和

技术领域延伸到了政治领域。无论是新

兴航展，还是历史较为悠久的航展，各主

办国无不着力扩大参展商的来源和规

模，以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影响。

近年来，俄罗斯遭到西方多轮制裁，

但莫斯科航展仍保持较大的国际影响

力。2019 年 8 月举行的第 14 届莫斯科

航展上，中国首次作为主宾国以“中国

馆”形式联合参展，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作为特邀嘉宾，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

参加开幕式并致辞。媒体指出，本届莫

斯科航展不仅是俄罗斯展示近年来航空

航天工业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也是其

拓展对外合作圈的重要平台。

第 51 届范堡罗航展，是英国脱欧前

的最后一届航展。当时，英国已经退出

了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的合作，空

客等多家公司均计划将有关生产线迁出

英国。英国政府迫切希望向外界展示，

即便脱欧，英国依旧能与欧洲及欧洲以

外的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的贸易关系，

而范堡罗航展无疑是一个良机。为此，

主办方无论是在参展企业的邀请、最新

产品的展示，还是在飞行表演的安排上，

都煞费苦心，尽力维持航展的传统地位。

（作者单位：空军研究院）

国际航展，热闹背后有“门道”
■石汉娟 李同安 陈柄君

军眼聚焦

巴黎航展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世界性航展，被专家誉为

“世界航空工业的晴雨表”。回看近几

届巴黎航展，能够明显感受到无人机

锐不可当的发展势头。迄今，参展无

人机已覆盖高中低空、远中近程、大中

小型，智能化、自主化、隐身化、集群

化、可消耗等特点愈发明显。

2001 年的巴黎航展上，美国首次

在大型国际航展上公开展示“全球鹰”

无人侦察机，引起业界广泛关注。当

时有专家预判：无人机除进行远距离

遥控侦察外，今后还将具备对地攻击

和发射导弹的能力，无人驾驶将成为

世界航空发展的新趋势。

2005 年的巴黎航展上，美国洛马

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以色列

航空工业公司、欧洲宇航防务集团、俄

罗斯的苏霍伊公司，以及东道主法国

的达索、泰雷兹等航空业巨头纷纷展

示了各自研发的新型无人机。参展的

众多军用无人机在飞行速度、升限、使

用半径和任务载荷方面都有很大的提

高和拓展。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

无人机明星 RQ-4A“全球鹰”进行了

户外实物展览，俄罗斯展出了“探测

器”系列军民两用无人机，法国在室内

醒目位置展出了“神经元”无人机验证

机的全尺寸模型。

到了 2009 年的巴黎航展，无人机

已被誉为“明日之星”和“未来空战场

的主角”。除了“全球鹰”“神经元”等

无人机继续参展外，另一个无人机强

国以色列展出的“哈洛普”自杀式无人

机，以其与众不同的外形、先进的数据

链和察打一体能力吸引了众多关注。

奥地利的“坎姆考普特”S-100 垂直起

降无人机成为唯一一款在本届航展上

进行飞行表演的无人机。

2011 年的巴黎航展上，参展无人

机的数量有了进一步增加。美国军方

展出了最新型的 MQ-9B“收割者”察

打一体无人机，意大利带来了“隼”EVO

和 Sky-Y 无人机，瑞典的萨博公司展

示了最新型的 SKELDAR-V 200型无

人侦察机。以色列则持续了在无人机

领域不断创新的势头，展出了“轨道-3”

“哈比”“苍鹭”等多型无人机。首次在

巴黎航展上亮相的“轨道-3”无人机，可

以在军舰上弹射发射，采用降落伞、回

收气囊或拦阻网等多种方式回收，并可

在短时间内做好下次飞行的准备。

2015 年的巴黎航展共有 130 架飞

机参展，意大利的“锤头”、法国的 LHD

等低成本长航时多用途无人机，土耳其

的“安卡”先进战术无人机等，吸引了更

多关注。“神经元”无人机延续着在 2013

年巴黎航展上真机展出的巨大魅力，一

度被认为有望打破美国在无人机领域

一家独大的局面，欧洲多国通过联合研

制“神经元”无人机形成了紧密互补的

合作联盟。

2017 年的巴黎航展上，以色列新

研制的“轨道-4”多用途无人机在航展

上一亮相，就被业内人士称为新一轮

技术革命的引领者，将推动无人机装

备发展进入全新转型期。“轨道-4”无

人机是一个先进的多任务平台，其自

动控制、信息处理、新材料等高新技术

成熟，通过开放的架构，携带不同有效

载荷，使用不同通信技术，可以在不同

地区执行多样化任务，对传统作战理

念和战争形态产生强烈冲击。

2019 年的巴黎航展上，空客法国

公司展示了中高空长航时“欧洲无人

机”模型，以及 ALIACA和 DVF2000ER

等小型无人侦察机。意大利展出了

“隼·探索者”大型远程无人机。以色列

展出了“轨道-1K”、“赫尔墨斯”45、“苍

鹭”等战术无人机。

从近几场局部战争来看，无人机的

军事应用正由以侦察监视为主逐步向

察打一体、攻防并重方向发展，无人机

已成为未来军事装备发展的重要方

向。相关专家表示，未来十年内，全球

无人机研发和采购开支将井喷式增

长。面对广阔的市场前景，世界各军火

巨头将不遗余力借助各类展会进行技

术和产品推广，相关竞争将愈发激烈。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空军研

究院）

下图：巴黎航展上展示的法国“神

经元”无人机模型。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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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日本宣布正式加入北约

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成为继韩国之

后第二个加入该组织的亚洲国家。进

入 2022 年，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日

本与北约互动频频。此次网络安全领

域的合作，是日本与北约加速勾连、北

约妄图扩大对亚太影响力的最新例证。

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设立

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主要任务是通过

跨学科研究、教育培训、演习等方式，为

北约及该组织成员国提供能力建设、国

际法研究等方面的专业支撑，是北约网

络实力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日本

防卫省自 2019 年 3 月开始派遣人员，以

研 究 员 等 身 份 参 与 该 中 心 组 织 的 活

动。2019 年，时任内阁总理大臣辅佐官

薗浦健太郎，曾在相关活动中以日本安

全保障和网络空间为题进行基调演讲。

当前，日本防卫省与北约之间已经

建立起“网络防御相关职员会谈”机制，

围绕各种网络安全议题进行情报共享

和意见交换。日本也已成为该中心年

度“锁盾”网络演习的正式成员。2022

年，日本参演部门涉及防卫省、统合幕

僚监部、陆海空自卫队网络部队、自卫

队网络防卫队、内阁网络安全中心、警

察厅、民间重要基础设施企业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加入北约合

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其实是双方各取

所需的结果。

日本企图借助北约增加网络对抗

能力。近年来，日本网络作战力量建设

不断加速。根据计划，到 2027 年日本自

卫队应对网络攻击的专业部队最多可

增至 5000 人，相当于现在规模的 5 倍。

日本自卫队还在大力发展网络进攻能

力。在此基础上，日本也在加强网络外

交。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是《塔

林手册》的推动者以及“网络冲突国际

会议”的组织者，日本加入其中有利于

宣扬自身主张、增加话语权。更重要的

是，日本将可通过深度参与该中心组织

的各类活动，深化与组织内其他成员国

的合作，实现同北约在网络安全领域的

利益捆绑。2021 年 6 月，北约在布鲁塞

尔峰会上声明，将视自己遭到的网络攻

击等同于武装攻击，并适用于其集体安

全条款。日本加入该中心，有望在日美

同盟的基础上获得北约的网络力量支

持甚至保护承诺。

日本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

中心还将产生深层的政治、外交影响。

近年来，日本与美国和北约的勾连程度

不断加深。日本海上自卫队参加了北

约在地中海、波罗的海举行的联合军事

演习；今年 4 月，日本首次派外相参加北

约外长会；5 月，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

参加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6

月，岸田文雄成为首位参加北约峰会的

日本首相，他在会上呼吁北约把注意力

转向亚洲，并宣称将从根本上强化日本

所谓“防卫能力”。日本还决定，未来 5

年防卫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从

1%提升到 2%的北约标准。不难看出，

日本正加速向北约靠拢。

北约欲借日本进一步介入亚太局

势 。 继 今 年 上 半 年 吸 纳 韩 国 之 后 ，北

约 合 作 网 络 防 御 卓 越 中 心 又 吸 纳 日

本 ，意 在 拓 展 北 约 在 亚 太 的 影 响 。 今

年 6 月，北约峰会首次邀请日、韩、澳、

新等国领导人与会，出台的《北约战略

概念》文件将俄罗斯定位成“最大且直

接威胁”，将中国称作“系统性挑战”，

剑指亚太的意图十分明显。这些举措

与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目标一致 ，

即增加地区影响力，构建对华、对俄的

多重对抗联盟。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利用北约力量

扩大国际话语权，强化自身实力，将增

加地区发生摩擦或冲突的可能性。北

约 借 助 日 韩 之 力 ，进 一 步 介 入 东 亚 事

务 ，也 将 使 地 区 安 全 形 势 变 得 更 加 复

杂。日本和北约加速勾连的行径，必然

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日本加入北约网络防御合作卓越中心居心叵测—

警惕日本与北约加速勾连
■付红红 张雨欣

摩加迪沙位于索马里东南部，濒临

印度洋西岸，地处谢贝利河流域，是东非

重要的交通枢纽。

历史上，摩加迪沙曾是一座商贸繁

荣、物阜民丰的文化名城。1871年，摩加

迪沙被桑给巴尔苏丹国占领，不久后又

被意大利控制，成为意属索马里首府。

二战期间，英国军队从意大利军队手中

夺取此地。1960 年，索马里独立，并将

摩加迪沙定为首都。

然而好景不长，1986 年索马里内

战爆发，索马里全国陷入军阀混战之

中。1993 年，一支武装组织袭击了正

在 摩 加 迪 沙 巡 逻 的 美 军 与 联 合 国 部

队。当年 10 月 3 日，美国出动特种部队

发起“艾琳行动”，突袭该武装组织位于

摩加迪沙市中心的据点，但这次行动不

仅没有抓捕到目标人物，美军还付出了

阵亡 19 人、伤 70 余人、损失 2 架“黑鹰”

直升机的惨痛代价。“黑鹰坠落”事件也

成为美军永远的痛。

此后，摩加迪沙的动荡局势从未停

歇。2008年以来，索马里“青年党”等恐

怖组织迅速壮大，摩加迪沙发生了大量

针对维和部队、外交使团、政府人员乃至

平民的暗杀、袭击和破坏活动。摩加迪

沙西北约100公里处，建有美国空军的巴

勒多格勒基地，它由前苏联军事基地翻

新而成，可驻兵 800多人。2019年底，巴

勒多格勒基地改造完成不久，就遭到“青

年党”的汽车炸弹袭击。美军随即展开

多轮报复，累计空袭近百次，但始终未能

改变本地区日益恶化的安全形势。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不断缩减在

非洲的安全投入。今年 5 月 16 日，美国

总统拜登推翻了前总统特朗普有关从

索马里撤军的决定，批准一支 500 人以

下的部队重返索马里，维持“小型持续”

的军事存在。此外，拜登还批准美国防

部的一项请求，给予其长期授权，以打

击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索马里“青年

党”武装人员。只不过，经历长年战乱

的摩加迪沙已是满目疮痍，而仅凭枪炮

和军队，无法帮助当地民众走出长期面

临的安全、治理、发展困境，更无法帮助

这座古城找回昔日的繁华。

摩加迪沙：历史古城期待和平
■李孟远 黄彦坡

军眼观察

兵史地志

上图：2021年 11月

14 日，阿联酋迪拜国际

航展上的飞行表演。

新华社发

左图：法国、德国、

西班牙联合研发的“未

来空中作战系统”下一

代战斗机模型在航展上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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