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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韩国举行“2022 军工出

口战略会议”，明确表示政府将积极支持

国防工业成为国家的主导产业，提出将

韩国建成世界第四大武器出口国的目

标。

此前的 11 月 4 日，韩国韩华集团与

波 兰 签 署 了 价 值 35.5 亿 美 元 的 288 门

230 毫米级多管火箭炮出口合同，使韩

国 年 内 军 工 出 口 订 单 额 达 到 170 亿 美

元，创下历史新高。

韩国建国后的最初 20 年间，满足于

接受美韩同盟框架下的美国军援，对发

展本国军工重视不够。从近乎零起点起

步，到如今能够在国际军火市场占有一

席之地，韩国军工的发展轨迹值得研究。

加速推行“自主国防”

上世纪 70 年代，韩国依托逐渐厚实

的经济和工业基础，加速推行“自主国

防”政策。1970 年 8 月，韩国国防部成立

专职的军工科研机构——国防科学研究

所，主要负责研发、试验和评估武器装备

及相关技术，并推进武器国产化。

有了政策支持和工业基础作依托，

韩 国 军 工 产 业 发 展 顺 利 实 现 了“ 多 级

跳”。20 世纪 70 年代，韩国实现了多数

轻武器的国产化，并开始出口军火；20

世纪 80～90 年代，具备自行组装乃至研

发重型装备的能力；进入新世纪后，独

岛 级 两 栖 攻 击 舰 、KDX 系 列 驱 逐 舰 等

一批新型武器陆续装备部队，K-2 主战

坦克、K-9 自行火炮更在国际军火市场

上 站 稳 了 脚 跟 。 2022 年 ，韩 国 新 一 代

“宙斯盾”驱逐舰“正祖大王”号下水，同

时完成 KF-21 新型隐身战机的试飞。

总的来看，韩国军工体系化程度较

高，门类较齐全，能生产飞机、舰船、坦

克、装甲车、导弹、重型火炮、轻武器与弹

药等各种武器装备，常规武器基本自给，

并具备批量出口的市场竞争力。其国内

一些大型企业纷纷深度涉足军工。经过

一系列出售、并购和重组后形成的韩华

集团，是目前韩国军工行业的代表，几乎

涉足所有军工领域，目标是成为“韩国的

洛马公司”。

多管齐下力促军售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提

供的数据，韩国目前是世界第八大军火

出口国，2017 年至 2021 年的出口额，比

2012 年 至 2016 年 增 长 了 177% 。 这 背

后，有赖于韩国出台的多种配套政策以

及美国的支持。

其一，政策支持力度十足。为提高

军工出口的国际竞争力，韩国政府在整

合国防科技研发体系的同时，还为军工

企业发展提供法律、资金和政策支持，

如对品质良好的军工产品做出政府担

保，为确保合同的稳定性推行政府间贸

易制度，提供配件修理、教育训练、技术

支持等售后服务。

其二，充分利用外交空间。由于美

韩盟友关系的存在，韩国的武器系统自

然要与美式装备体系对接，这也使其向

北约及“五眼联盟”国家推销武器时，避

免了许多政治障碍和技术壁垒。此外，

韩国还广泛采用联合研发形式，在引进

多个军工强国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充分

发挥自身在系统整合上的优势。这样既

可降低研发成本和风险，又便于开拓合

作对象国的军工市场。例如，韩国的孙

元一级常规潜艇，基本照搬德国的 214

型潜艇；从美国采购 F-16 战机全套生产

线后，实现了近八成零部件的国产化，为

T-50 教练机的研发和出口积累了经验。

其三，发挥自身价格优势。与惯于

拖工期、涨价格、降性能的一些西方军

火商不同，韩国的军工产品价格相对低

廉，而且基本都能按时交付。在此基础

上，韩国还注重根据客户需求采取有针

对性的营销方案。对美国、德国、以色

列等军事发达国家，韩国放低身段，主

动扮演对方“零部件委托生产基地”和

“标准弹药供应国”的角色；对发展中国

家市场，韩国则凭借与北约基本统一的

技术标准和价格优势，提供“平价替代

品”，而且灵活采用转移生产线、金融资

助乃至易货贸易等形式推进军工出口。

掣肘因素依旧存在

韩国军工虽然出口经过多年发力取

得了一些成果，但能否长期维持高速增

长仍有待观察。毕竟，韩国军工要走向

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掣肘因素并不少。

国际环境变化影响。有报道称，今

年前 9 个月，韩国军火出口订单总额达

到约 130 亿美元，是 2020 年以前年均出

口额的 4 倍。不过，这种“井喷”式增长

更多地与欧洲安全形势相关——俄乌冲

突带来的安全恐慌以及欧洲国家向乌克

兰提供大量装备援助带来的缺口，导致

军购应激性增长。一旦俄乌冲突逐渐平

息，欧洲国家特别是波兰的采购需求有

可能直线下降。同时，韩国军火出口对

象多为美国盟友，这种优势在达到一定

程度后也会成为劣势。毕竟，撬走美国

的军火客户、同美国争夺订单，势头太猛

也会引起美国的警觉和反制。

核心竞争力有待提高。在航空航

天 等 至 关 重 要 的 领 域 ，韩 国 军 工 根 底

薄 弱 ，基 础 研 究 以 及 自 主 研 发 能 力 不

足，相当部分核心部件依赖进口，装备

生产及出口许可均严重受制于人。韩

国 军 工 企 业 惯 于“ 拉 长 战 线 ”，大 规 模

生 产 已 定 型 装 备 ，虽 然 可 以“ 短 平 快 ”

方 式 获 利 ，但 也 压 低 了 对 技 术 创 新 的

热 情 ，抑 制 着 韩 制 武 器 品 质 的 提 升 。

K- 9 自 行 火 炮 的 雷 达 故 障 和 炸 膛 事

故 、KDX-Ⅱ 型 驱 逐 舰 的 海 上 停 电 事

故 、张 保 皋 级 潜 艇 的 螺 丝 断 裂 现 象 、

KF-21 新型隐身战机没有内埋弹舱等，

都 折 射 出 韩 国 军 火 的 质 量 和 水 准 问

题。事实上，不少国家引进韩国军品，

更多是救急的权宜之计。部分美国盟

友已表示，韩制 FA-50 仅为“替代和辅

助性”战机，未来将主要引进欧洲联合

研制的新一代战机和美制 F-35 战机。

盈利状况总体欠佳。由于美国等西

方军工强国拒绝向韩国转移高端产业，

“攒机”“拼装”甚至“韩国装配、万国制

造”几乎成为韩国军品的代名词。这也

意味着，韩国很难通过大额订单拿到大

头利润。此外，韩国军品采取“主打中低

端、涉足高端”的外销路线，出口对象不

少都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在疫情冲击

下，许多订单只是“意向性合同”，且要采

取分期付款方式，存在“变数多、收款难”

的风险。因此，韩国军工发布的订单额

与实际的交付数据往往有较大的落差。

上图：韩国 K-2主战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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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持续发力军工出口
■倪海宁

11 月 12 日，埃塞俄比亚联邦政

府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以下

简称“提人阵”） 签署协议，为落实

双方此前达成的和平协议制定了路线

图。此前，在非盟的牵头调停下，双

方在南非达成协议，宣布“永久停火

以结束埃塞俄比亚北部持续约两年的

冲 突 ”。 冲 突 的 和 平 结 束 ， 是 非 洲

“消弭枪声”倡议的重大成果，对非

洲的安全稳定意义重大。

“提人阵”是原执政联盟埃塞俄

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的核心政党，

曾 实 际 控 制 国 家 政 权 。 2019 年 12

月，埃塞总理阿比正式成立新执政党

埃塞俄比亚繁荣党，把“提人阵”排

除 在 外 ， 两 党 矛 盾 随 之 加 剧 。2020

年 11 月，“提人阵”武装与埃塞政府

军发生冲突。此后，多种力量纷纷介

入，使冲突不断复杂化、扩大化、国

际化。

作 为 域 外 大 国 ， 美 国 虽 然 派 出

特 使 进 行 斡 旋 ， 但 一 直 暗 中 支 持

“提人阵”，一再利用经济和安全制

裁、舆论压制、人权等工具，频繁

向埃塞政府施压，要求其停止军事

行动。在地区范围内，埃及、苏丹

两 国 在 埃 塞 北 部 边 境 举 行 联 合 军

演，抗议埃塞修建“复兴大坝”控

制青尼罗河水源的计划。此举一定

程 度 上 牵 制 了 埃 塞 政 府 对 “ 提 人

阵”的军事行动部署。

厄 立 特 里 亚 的 介 入 则 更 为 直

接。提格雷地区和厄立特里亚曾建

立统一的文明。在长达 30 多年的厄

立特里亚独立战争中，“提人阵”曾

与“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并

肩作战，反对当时的埃塞当局。“提

人阵”在埃塞掌权后也承认了厄立

特里亚的独立地位。然而，厄立特

里亚的独立也让埃塞失去海岸线成

为内陆国，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直

到 1998 年爆发边境战争，此后冲突

延续了 20 年。

2018 年，“提人阵”在大选中失

利，但凭借保留的军事力量使提格雷

成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通过大

选上台的埃塞总理阿比凭借推动与厄

立特里亚的和解取得了厄立特里亚方

面的支持。在此次冲突中，厄立特里

亚以保护在提格雷的难民为由出兵越

境打击“提人阵”武装。

“奥罗莫解放军”等力量的加入

给形势火上浇油。埃塞各大族在各自

州内拥有地方武装，独立意识比较

强。埃塞政府改变联邦制、加强中央

集权的做法遭到许多州的反对，“奥

罗莫解放军”甚至在南部发动叛乱并

快速推进。在“奥罗莫解放军”的支

援 下 ，“ 提 人 阵 ” 武 装 不 仅 收 复 失

地，还一度向毗邻的阿法尔州和阿姆

哈拉州进军。

由于提格雷地狭人少，综合实力

并不占优，“提人阵”还是不得不接

受解除武装等和谈条件。当然，这次

和谈能否带来真正的和平还有待观

察。

尽管如此，此次双方在非盟主导

的调解下达成和平协议，对于非洲解

决自身安全问题积累了珍贵的经验。

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等前政要在

调解中发挥的作用也表明，非洲有自

身独特的资源和优势处理自己的问

题。非盟 《2063 年议程》 提出了非

洲“消弭枪声”倡议，旨在通过结束

一切战争和内战，消除基于种族、性

别或肤色的暴力行为并防止种族灭

绝，使非洲成为一个安全可靠的大

陆。充分挖掘自身资源和优势，丰富

自身解决问题的工具，是非盟及非洲

各国实现“消弭枪声”目标的重要途

径。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

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达成和平协
议，对非洲安全稳定意义重大—

“消弭枪声”倡议的重要成果
■马汉智

近日，韩国两家军工企业分别

向 波 兰 军 方 交 付 了 一 批 坦 克 和 火

炮，这是今年 7 月下旬波兰同韩国

签署的一份大额军购合同的首批交

货。根据媒体报道，准备打造“欧

洲最强陆军”的波兰，斥资 70多亿

美元，从韩国进口 180 辆 K-2 系列

主战坦克、48 架 FA-50 战机以及一

批 K-9 自行火炮等。这也是韩国军

工企业首次打开欧洲市场的大门。

以往，欧洲军火市场主要被美

国 和 法 德 等 欧 洲 本 土 军 工 强 国 主

导，其他国家很难有大作为。韩国

武器出口此前主要面向亚洲和北美

市场。因此，这笔号称“韩国历史

上规模最大”的军火交易，不仅令

韩国军工行业欣喜若狂，也在国际

舆论场上引发不少关注。波兰军火

大单“花落”韩国的原因，一时成

为热议的话题。

标准统一。韩国军品的技术标

准与北约基本统一，可节省后勤保

养成本。这些订货的关键技术与部

件，大多直接从美国、德国和英国

进口，波兰把对美欧军品的青睐，

延伸到韩国军品身上。韩国此次竞

标时，又祭出屡试不爽的销售“组

合拳”，即“薄利多销”、转让技术

专利和转移生产线，因而比美欧同

类产品有价格和技术输出优势。韩

国 K-2 坦克的单价约为 1300 万欧

元，比德国的最新款“豹-2”坦克

约 低 600 万 欧 元 。 对 资 金 不 算 宽

裕，既需要引进先进装备还希望提

升本国军工生产能力的波兰而言，

韩国开出的条件极具吸引力。

美欧“腾位”。波兰是目前援助

乌克兰重型装备最多的国家，军火库

亟须补充。不过，市场上可供选择的

余地并不大。能自主生产先进坦克和

重炮的国家本就不多，基于外交关系

的考虑，美欧原本是波兰军火采购的

首选来源。然而，基于北约冷战后

“全球干预”的军事学说，北约各国

的陆军建设转向“轻型化快反化”，

重型武器产能严重下降，短期内也难

以恢复。以主战坦克为例，美国和德

国的年产量不超过三位数，法国和英

国更是关闭了原有的生产线。法德主

导研发的下一代主战坦克则尚未成

型，且拒绝波兰“入伙”共同研制。

在此背景下，韩国军火便成为波兰当

前的选择。

交货及时。为保持交货速度，

韩国不仅充分挖掘本国产能加速生

产，还打破常规，不惜“内销转出

口”，将原计划下发本国军队的装

备，优先保障出口。此次签约不过

三个月，波兰便获得首批成品。

韩国还从波兰的军火订单中看

到 了 更 大 的 市 场 机 遇 。 冷 战 结 束

后，欧洲许多国家认为“历史已经

终结”，开始“马放南山”，装备更

新几近停滞。近年来，美国极力推

进所谓“大国竞争”，要求欧洲国家

提升军费开支占比，为装备更新提

供更多资金支持。欧洲国家持续向

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军火库也亟

待填充。这种情况下，韩国看到了

拓展欧洲军火市场的商机。有评论

人士指出，与波兰的需求有较多相

似 之 处 的 希 腊 、 意 大 利 、 罗 马 尼

亚、保加利亚和挪威等国，都是韩

国军火的潜在买家。

当然，韩国军火进军欧洲也面

临诸多障碍。俄罗斯的反对是一方

面，另一方面则是欧洲本土军工企

业的抵制。欧洲各国自身军火市场

有限，相关军工企业生存发展本就

不易。无论是主张推进欧洲共同防

务的“泛欧派”，还是想保持自身军

工独立性的“自主派”，都会对外来

的竞争者保持高度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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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轰鸣，灯光闪烁，机场跑道引

导 员 正 指 引 一 架 搭 载 核 弹 头 的 C-17

“ 环 球 霸 王 ”战 略 运 输 机 滑 行 至 预 定

位置。发生在荷兰沃尔克尔空军基地

上的这一幕，显示出其正是美国在欧洲

部署战术级核弹的重要“巢穴”。

位于荷兰埃因霍温市附近的沃尔克

尔空军基地，是荷兰皇家空军和美军共同

使用的军事基地，担负着确保北约集体防

御的核威慑力量安全、有效的重要任务。

基地驻有荷兰皇家空军第 312、第 313 飞

行中队和第 900 维护中队、第 901 后勤中

队、第 640 基地作战中队，另驻扎有美国

空军第 52 战斗机联队、第 52 弹药维修大

队和第 703 弹药支援中队。基地设有两

条长度超过 3000 米的平行跑道，右侧跑

道宽 45米，可起降大型飞机。

冷战期间，美国与北约达成“核共享”

协议，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

其和英国等6个北约成员国部署有核弹存

储设施，核武器平时由美国保管，发生冲突

时由驻在国提供基地和战斗机等参与核威

慑活动。1982年至1984年间，荷兰在沃尔

克尔空军基地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的 F-

16 战斗机。2018 年，美军曾在该基地对

B61 系列战术级核弹的最新版——B61-

12进行测试。近年来，荷兰推动战机的更

新换代，已将首批从美国引进的 F-35A战

机部署在该基地。该型战机同样可以携带

核弹头，而且性能更加先进。

其实，沃尔克尔空军基地存放有核

武器早已是公开的“秘密”。2013 年，英

国《每日电讯报》曾报道称荷兰前首相吕

贝尔斯证实沃尔克尔基地存放了 22 枚

核武器。2019年，“今日俄罗斯”报道称，

由北约议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成员撰写

的报告草案中提到，大约 150 枚美国 B61

系列核弹头存放在 6 个欧洲基地，沃尔

克尔基地是其中之一。

不过，该基地保管核弹的能力正受

到质疑。去年，美军第 703 弹药支援中

队 的 一 张 照 片 出 现 在 网 络 上 造 成 泄

密。研究人员据此确定照片拍摄地的

具体位置和掩体的名字，并通过分析确

定此处存放的是一枚 B61 空包弹。分析

人士称，外界可由此推断出该基地的哪

处掩体藏有真正的核弹。

上图：沃尔克尔空军基地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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