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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 年，法国巴黎航展开启。全世

界第一次设立一个舞台，将人们对航空

的热情汇聚在一场博览会上。

一个多世纪过去，2022 年 11 月，第

十四届中国航展如期在珠海拉开帷幕。

珠海航展已成为展示世界航空航天文明

的一个重要窗口。

南海之滨，椰风阵阵。航展上，43

个国家和地区约 740 多家企业参展，121

架飞机进行了展示和表演，签订合作意

向销售总额近 400 亿美元。

馆内静展、室外静展、飞行展示……

本届珠海航展，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将 200 项自主研制的航空装备及技

术项目以全景式、体系化方式呈现，参展

产品较上一届航展增加 34％，其中 55 项

产品为首次参展。

国产无人装备参展数量和种类大幅

增加，是本次航展的重要亮点。参展装

备包括无侦-7、无侦-8 两型无人侦察机

实机，以及攻击-11、彩虹-7、彩虹-10

等无人机模型，涵盖了高空、高速、高威

胁战场突入等各种任务要求的能力。

珠海航展不断进阶背后，是中国航

空航天科技实力的不断跃升。航空发动

机、雷达、航空电子等“看不见”的内核升

级迭代，客机、战斗机、运输机、预警机、

无人机等产品的研发制造随之不断向上

攀登。

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地

面装备动态演示中，以 VT4 为代表的主

战坦克、VN12 为代表的履带式步兵战

车、VN22 为代表的轮式装甲车、5 吨级

履带式地面作战平台为代表的无人车轮

番上阵，铁甲狂飙，将地面动态演示场变

成烟尘漫卷的“沙场”。

一场航展，处处都彰显着强劲的科

技脉动。大量无人装备、智能弹药、数据

链等产品的展示，让人目不暇接。

作为世界五大航展之一，中国珠海

航展已成为集中展示中外航空航天先进

技术和高端装备的重要窗口、促进航空

航天技术和装备领域商贸合作的国际平

台。珠海航展开始举办的 20 多年以来，

人们在飞速发展的中国航展里看到前沿

科技、感受到创新魅力。2022 年的珠海

航展，也为世界军贸产业发展注入了强

大动力。

中国珠海航展，风从东方吹来

印度国产舰载机首次降落航母

2022 年 初 ，印 度“ 光 辉 ”舰 载 机 在

“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上完成首次航母

着舰试验。虽然印度国防部宣布将大批

量采购国产“光辉”战机，但囿于其作战

性能，印度海军明确表示该机仅作为舰

载教练机使用。

俄罗斯计划发展无人机空中指挥所

1 月 27 日，俄罗斯宣布将发展控制

攻击无人机群的空中指挥所。这种指挥

系统能够控制新一代无人机对数百公里

乃至数千公里外的目标实施打击，并可

以与不同军兵种装备进行联合。

欧洲“未来空战系统”合作一波三折

5 月底，法国空客公司公开表示欧

洲国家应加强在防务装备采购方面的合

作，并重点提及法国、德国、西班牙 3 国

联合研制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然

而，在德国自行购入多架 F-35 战机等因

素作用下，作为“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核

心的下一代战机服役时间将至少推迟

10 年。

英国加速人工智能与武装力量融合

6 月 15 日，英国在伦敦技术周人工

智 能 峰 会 正 式 发 布《国 防 人 工 智 能 战

略》。近年来，英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

广泛研究。演习中，英军多次应用人工

智能技术捕捉战场周边的环境和地理信

息，力求在战略博弈和智能化战争中抢

占先机。

法国印度再度开展军事合作

7 月 8 日，法国赛峰集团和印度斯坦

航空公司达成协议，将在印度合作建立

一家航空发动机公司。近年来，法国和

印度在军事领域持续加强互动，意图通

过互利模式提升双方在亚太地区的战略

威慑力和地区影响力。

以色列推出新型智能导弹

7 月 18 日，以色列“破冰者”新型空

地导弹现身国际航展。据以色列方面表

示，该型导弹无须经过特别准备，可以从

多型战机上发射。导弹能在复杂电磁环

境中隐蔽穿越各种地形，精准摧毁目标，

号称“第五代武器”的代表之作。

俄罗斯升级第五代战斗机

10 月 26 日，俄罗斯联合飞机制造公

司完成对苏-57 战斗机的现代化升级改

造，并顺利进行首飞。这是苏-57 战机

服役以来的第一次升级改造，代表着俄

罗斯第五代战斗机开始迈向“边服役、边

改进”的发展道路。未来俄方可能根据

作战需求，研发出更多升级版与改进型

战机。

土耳其新型无人机首次滑跑试验

11 月 20 日，土耳其巴伊卡尔公司主

持研发的“红苹果”无人机完成首次滑跑

试验，下一步预备进行首飞。据发布资

料显示，“红苹果”无人机目前使用乌克

兰 AI-322 发动机，由于近年来乌克兰军

工企业产能下降，这款无人机的后续制

造将面临诸多难题。

美国研发新一代战略轰炸机

12 月 2 日，美国空军和诺斯罗普·格

鲁曼公司举行 B-21 型战略轰炸机首架

原型机的揭幕仪式。美军将 B-21 型战

略轰炸机定义为“第六代战略轰炸机”，

计划于明年试飞。据悉，B-21 型战略轰

炸机自研发以来困难重重，已多次推迟

首飞日期。通货膨胀带来的成本压力，

也将继续影响试验计划开展。

（张耀存、赵长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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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世界杯虽已落下帷幕，但热血与感动仍未远去。

在 2022 年即将画上句号的这个节点，一方面，全世界为了同一种运动欢呼雀跃，“此刻即所有”的口号将

人们的目光凝聚在一起；另一方面，国际形势依旧暗流涌动，世界军工舞台上演着一幕幕风云变幻。

恩格斯曾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这一年，军贸市场的活跃暗藏机锋，一家家国际军

工巨头的股价变动、财报盈亏，某种意义上都是反映大国博弈的风向标，也是国际安全局势的晴雨表。

11 月 21 日，欧盟 27 个成员国达成一致，增加 700 亿欧元军费预算，由欧盟负责军事武器采购的整合工

作。前不久，日本宣布将未来 5 年防卫预算增加至 3180 亿美元。当地缘冲突不断涌现，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

其身。

站在新年的门槛上回顾与展望，起伏波动的军贸数据，暗藏什么样的玄机？风起云涌的军贸市场，又将

演化出何种新格局？本期，让我们把目光投向 2022 年世界军工舞台一出出“大戏”，解析其背后的密码。

2022 年 10 月 ，国 外 一 家 网 站 发 布

2021 年世界军工企业百强榜。据统计，

百强企业军品总收入达 5950 亿美元，较

上年增幅达到 7.9%。这一数据已连续 6

年保持增长，持续刷新着百强军品总收

入纪录。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的春风吹入军贸

市场，众多军工企业感到融融暖意。去

年，法国达索航空集团与阿联酋签下价

值高达 170 亿欧元的“天价”合同，涵括

80 架“阵风”战斗机和配套武器弹药；今

年，印度尼西亚与达索集团达成协议，计

划花费 81 亿美元购买 42 架“阵风”战斗

机。乘着“阵风”战机的风势，达索集团

出口总额上涨 65.2%。

装备有源相控阵雷达，具备一定隐

身能力……“阵风”战斗机凭借不逊于五

代机的性能和战场上的亮眼表现，引得

不少买家青睐。法国灵活的对外出口政

策，也助推了军工集团的海外商业化之

路。“阵风”热销，让达索公司在百强榜上

名次节节攀升，排名第 20 位。

激烈的军贸竞争，催生出多样化的

市场策略。榜单上，被列入“新兴军工

体”的韩国、土耳其等国军品销售额涨势

明显。作为国际军贸市场上的新星，近

年来，韩国大举进军菲律宾、印尼、泰国

等亚洲国家武器市场。数据显示，韩国

去年对外售出价值约 70 亿美元的武器

装备，创下历史纪录；今年这一金额预计

再创新高，达到 100 亿美元。

为了提高市场吸引力，韩国军工企

业一边打“价格战”，一边送上技术转让、

提供贷款等各种福利。2022 年 7 月，韩

国向波兰出售近千辆 K2 主战坦克、648

辆 K9 自行榴弹炮以及 48 架 FA-50 战斗

机。而波兰之所以签下这笔“大单”，除

了韩式装备性价比高外，更是希望通过

这次交易在波兰本土建立生产线、飞行

学校和维修中心，以促进国防军工能力

的增长。

与此同时，在军贸市场的浪潮激荡

下，并非所有军工企业都能交出合格答

卷。今年，日本仅有 2 家军工企业登上

百强榜单。日本国内的军工市场一向陷

于“国货”“洋货”之争，防卫预算大都流

向美国军火商。这其中，既有美国强买

强卖之嫌，也有日企缺乏成本控制、过度

精于算计的缘由。

部分日本军工企业为了让防卫省持

续购买“国货”，在设计武器时故意将冗

余度调得极小。因此武器入列没几年，

原来的技术优势就不复存在，只能坐等

新武器替换。这也让日本政府产生了

“造不如买”的感慨。在对外军贸市场

上，日本企业更是乏善可陈，除了向菲律

宾、越南半卖半送的巡逻船艇外，再无大

宗出口。

军贸市场向来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

场。透视一张百强榜，许多军工企业之

所以始终处于领先甚至垄断地位，是因

为他们常怀忧患意识、紧盯买家需求量

身定制。当新兴军工强国不断涌现，国

际军贸竞争愈发激烈之时，军工企业一

旦失去求变之心、陷入固步自封，衰落也

就不可避免。

军工擂台“放榜”，几家欢喜几家愁

丘吉尔曾说：“能看到多远的过去，

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人类战争的历史表明，军事是一个时

代科技的集合体。谁能取得科技优势，率

先使用某一新型武器装备或某一新型作

战力量，谁就更容易在作战中占据主动。

随着世界范围内国防投入水涨船高、

竞争对峙日益升级，各国纷纷奔向云计

算、物联网、大数据的数字赛道，争夺军事

科技发展制高点。无论是美国的工业互

联网战略规划，还是德国推出的“工业

4.0”，核心都是通过创新将信息网络技术

与现代制造工业技术深度融合，从而继续

抢占全球制造业发展的科技高地。

风云激荡的时代，危险与机遇总是

并存。今年百强榜中，土耳其有 3 家企

业上榜，军品收入总额达 43.7 亿美元，同

比增长 25.7%。过去，土耳其凭借其“引

进—消化—模仿”的“山寨”模式，打造了

“阿尔泰”坦克、T-155 风暴自行榴弹炮

等 物 美 价 廉 的 产 品 ，逐 步 打 入 国 际 市

场。产品售出后，土耳其又将资金反哺

到无人装备、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研

发中。

对积淀不深、体量不大的企业而言，

另辟蹊径、弯道超车，同样是在残酷的市

场竞争中生存发展的方法。如今，土耳

其装备研发项目达 800 个，规模超过 600

亿美元。大规模的投入渐渐显出成效，

土耳其不仅为本国军队提供了大批新式

武器，与此同时，TB-2 无人机、“蜂群”

无人艇也成了军贸市场的“网红”产品。

无人作战平台已然成为土耳其军事工业

的新名片。

“开放合作，互利双赢”，这是瑞典军

工企业提供的另一种思路。近年来，瑞典

军工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研发计划，通过共

享技术，与法国合作研发“神经元”无人攻

击机、与巴西合作研发“爱立眼”预警机、

与欧洲多国合作研制“流星”导弹、与美国

合作研制“神剑”智能炮弹……依靠这种

跨国合作方式，瑞典军工企业在降低研发

成本的同时，也能保证产品质量。

此外，许多国家通过加深军地企业、

人才之间的技术转换效率，激发企业的

创新活力。俄罗斯设立了“时代科技城”

等机构，依托高级研究基金会吸纳军地

人才，积极构建科技生产集群和研究集

群，拓展军地人才双向交流机制。以色

列鼓励军方与民用、半民用企业深度合

作，许多重要技术创新成果首先应用在

军事领域，形成政府、军队、企业和学术

机构联动的融合生态。

科技改变战争形态，也影响着战争

的胜败。各大军工强国在创新赛场上

“各显神通”，归根结底是希望在竞争中

抢占先机。在国家战略的牵引下，军工

企业只有发挥自己的专长，走出一条创

新突破、转型发展的道路，才能在世界军

工擂台上夺得一席之地。

奔向数字“赛道”，争夺战争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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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军 工 这 一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