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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月举行的第 14届首
尔国际航空航天暨军工业展览会
上，韩国国防工业推出多款新型武
器装备。韩国总统更是亲自站台
推介，展现出该国推动武器出口的
决心。这些成果与相关努力的背
后，是该国期望在国际军贸市场上
占有更大份额。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

平研究所今年公布的数据，2018
年至 2022年，韩国武器出口总额
比上一个五年（2013 年至 2017
年）增长了 74%。如此“韩流”涌
动，是否意味着韩国已经成为武
器出口大国?其武器出口有哪些
优长与短板？能否在短期内实
现其所确定的目标？请看专家
解读。

热点追踪

图①：T-50教练机。

图②：K-9自行火炮。

图③：K-2主战坦克。

图④：德制 209型潜艇。

图⑤：世宗大王级驱逐舰。

资料图片

“鹰鸮”-103 潜射无人机从

水下发射构想图。

“鹰鸮”-103潜射无人机。

韩国是否已成为武
器出口大国

国际上对“武器出口大国”没有明

确的定义。按照有关国际机构统计口

径和相关报告的阐述，一般认为，按所

占国际军贸市场份额从高到低排序，位

居前五的国家被认为是武器出口大国。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

据显示，2018 年至 2022 年间，韩国武器

出 口 额 占 全 球 武 器 出 口 总 额 的 2.4%，

排名第 9，比排名第 5 的德国少了近一

半 。 对 于 许 多 国 家 都 在 努 力 争 夺 、规

模 达 上 万 亿 美 元 的 国 际 军 贸 市 场 来

说 ，每 提 升 0.1%的 市 场 占 有 率 都 很 不

容 易 。 况 且 ，紧 随 韩 国 的 以 色 列 在 国

际 军 贸 市 场 上 所 占 份 额 也 有 2.3%，前

者 的 优 势 比 较 微 弱 。 从 这 个 角 度 讲 ，

韩国距离成为武器出口大国还有不小

差距。

事 实 上 ，韩 制 武 器 热 销 也 不 过 是

近 几 年 的 事 。 据 韩 联 社 、《韩 民 族 日

报》等媒体报道，2011 年至 2020 年间，

韩 国 军 工 出 口 额 一 直 维 持 在 每 年 20

亿 至 30 亿 美 元 的 水 平 。 这 一 数 字 在

2021 年 才 增 至 72.5 亿 美 元 。 去 年 ，这

一 数 字 达 到 170 亿 美 元 ，实 现 了 韩 国

防 卫 事 业 厅 所 说 的“近 半 个 世 纪 以 来

的壮举”。

不过，在军工出口额骤增的背后，

其售出武器的构成及出口方向并不均

衡。

一方面，韩国出口的武器，主要是

K-2 主战坦克、K-9 自行火炮、T-50 教

练机/FA-50 轻型战斗机和一些舰艇。

其中，舰艇出口收益占到其出口总额的

近七成。

另一方面，少数国家的大单凸显了

韩 国 武 器 在 国 际 军 贸 市 场 上 的 表 现 。

比如去年，仅波兰就向韩国采购了价值

近 150 亿美元的武器。根据韩国国防采

办项目管理局发布的数据，从 2009 年到

2022 年间，韩国的武器出口对象国并未

出现爆发性增长。

可见，韩国武器出口快速增长的直

接驱动，是短期内向特定对象出口大量

特定产品。至少从当下来看，其出口武

器的时空分布及范围都比较有限。

是否掌握足够多的
核心军事技术

一般来说，武器出口的快速增长往

往体现着本国国防工业水平的迅速提

升。这条规律同样适用于韩国，其本土

军工业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76 年之前，以组装美

国授权生产的步兵武器为主，如 M16 步

枪等。

第二阶段是 1977 年至 20 世纪 80 年

代末期，开始装配美国授权生产的复杂

武器系统，比如 F-5E/F 战斗机。同时，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技术支持下，韩国

尝试自主设计建造部分武器装备。比

如，1980 年下水的蔚山级护卫舰等。到

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韩国基本建成

门类较为齐全的国防工业体系。

第三阶段是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05

年 左 右 ，韩 国 已 可 自 行 生 产 大 部 分 武

器，并能研发与国际主流技术水平相当

的部分武器，比如 K-2 主战坦克、K-9

自行火炮、T-50 教练机、世宗大王级驱

逐舰等。

第四阶段是 2005 年至今，其部分自

研装备开始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比如

去年首飞的 KF-21 战斗机、下水的正祖

大王号驱逐舰等。

不难发现，韩国军工业是在有“外

援”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通过他国的

援手，韩国能够比较方便地获得西方先

进军事技术，提升武器研制水平，增强

市场竞争力。

但这种经历与现实，也使该国掌握

的武器研发核心技术相对有限。

据外媒报道，韩军现役自研主战装备

的国产化率还不到50%，其中，动力、电子、

武器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仍然依赖进

口。韩国产业研究院2021年10月发布的

报告显示，以 2020年为基准，韩国国防产

品的出口结构高度化指数仅为 51.5，远低

于一些西方国家。报告分析称，这是由于

韩国在制导武器等尖端领域的出口数质

量还不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韩国

对核心军事技术的掌握还不够多。

近些年，韩国也在努力补齐这块短

板。例如，斗山公司一直在研制装甲车

辆 发 动 机 ，以 取 代 大 量 装 备 的 德 国

MTU 系列发动机；韩国航空航天工业

公司宣称 KF-21 战斗机的国产化率已

达到 65%，等等。

武器热销靠的不仅
仅是价格优势

在外界印象中，韩制武器受欢迎的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能够“平替”西方的

一些先进武器。以韩国 2019 年向印尼

出口的潜艇为例，3 艘总价约 10 亿多美

元。该型潜艇的原型——德制 209 型潜

艇在 2013 年卖给沙特时，5 艘的总价则

高达 34 亿美元左右。

不过，就现在的售价来说，韩制武

器也不算便宜。“韩流”涌动，靠的不仅

仅是有着较低的价格。

首先，积极推动其武器融入北约体

系。长期以来，韩国一直在制造能与美

制武器兼容的装备，以吸引那些希望以

较低成本重整军备的国家。目前，韩国

已经成为北约国家中仅次于美国和法

国的第三大军火供应国。

其次，拥有一定产能优势。据韩媒

报道，韩国 3 年就可以生产上百辆 K-2

主战坦克，而德国需要 5 年才能生产 50

辆“豹”2A7 主战坦克。波兰原本同美

国签署了采购“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

统的协议，但由于供货日程无法满足需

求，遂决定同时采购韩国的“天橆”多管

火箭炮作为补充。

再次，采取灵活的军售政策。西方

一些国家出口武器往往会附加技术、政

治 等 方 面 的 限 制 ，韩 国 在 这 方 面 相 对

宽松，还可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和定

制服务。例如，韩国推出的租借政策，

让用户可以先低价租借看中的武器，用

得不错再买。韩华集团推出的“红背蜘

蛛”步战车，是根据澳大利亚陆军要求

专门设计开发的。该公司还承诺，如果

中标澳大利亚陆军下一代步战车项目，

将在澳大利亚建设生产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韩国政府对武器出口高度重视。军工

业是韩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扶持力度最

大的产业之一。2020 年，韩国更新国防

补偿政策，旨在促成本土中小军工企业

与国外武器装备承包商联合，以融入军

贸市场的全球供应链。2020 年 1 月，韩

国总统府表示，将设立“国防工业官”职

位。此外，韩国国防部还新设立了“防

卫产业出口企划科”。这些举措，都旨

在从更高层面推动国防产品出口。

争当全球第四大军火
出口国的目标能否实现

得益于良好的市场表现，去年底，

韩国国防部声称，将以市场占有率突破

5%为目标，争当全球第四大军火出口

国。从当时情形来看，实现这一目标的

可能性似乎较大。2021 年，韩国产业研

究院预测，如果保持近年来的武器出口

增长态势，韩国将跻身全球军火出口四

强行列。

不过，市场不会一成不变，其他国

家也不会原地踏步。2017 年至 2021 年

间 ，韩 制 武 器 的 市 场 占 有 率 一 度 达 到

2.8%，位居全球第八。虽然随后韩国的

武器出口额仍在不断攀升，但市场占有

率却逆势下跌至上文提到的 2.4%。显

然，距离“全球四强”的目标依然较远。

而且，随着武器出口份额的增加，

韩国已经触及其“外援”的“蛋糕”。后

者加强对前者的技术限制，以保证自身

的市场占有率，几乎成为必然。

同时，由于大量依赖外部技术，韩

国武器出口的相当一部分利润需要用

于支付专利使用费，加之“低价+赠品”

的销售模式，使韩国军工企业的利润率

一直不太高。根据韩国防卫产业振兴

会有关数据，从 2000 年至今，韩国军工

企业的利润率中位数为 6.1%左右，远低

于相关公司的民品业务。如果订单规

模不能持续，韩国的一些武器生产线可

能出现大面积关停情况。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公布的数据，近 20 年来，全球武器出口

额排名前五的位置只在 6 个国家间轮番

变动，充分反映出这类贸易背后的特殊

之处。作为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

实力的综合体现，面对如此排名，韩国

想要短时间内“入圈”并不容易。

供图：阳 明

军贸“韩流”背后的冷思考
■杨王诗剑

兵器连连看

法国国防部网站称，今年 9 月,法国

海军的絮弗伦号攻击型核潜艇成功发射

了由 Diodon 无人机公司研发的潜射无

人机。

相关视频中，只见一个浮筒由潜艇

释放后浮到水面。在水面，浮筒打开，露

出内装的无人机。很快，无人机起飞，开

始执行侦察任务。据称，该型无人机执

行完任务后可降落在海面上等待回收。

絮弗伦号攻击型核潜艇的这次试

射，并不是潜射无人机的首次亮相。自

20 世纪 90 年代潜射无人机概念提出以

来，多国开始研发潜射无人机。在一些

国家，潜射无人机已进入实际应用阶段。

美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早。2003 年，

美军曾用俄亥俄级核潜艇进行了发射“鸬

鹚”潜射无人机的试验。为克服水下发射

带来的压力，该型无人机使用了钛金属

“塑身”、泡沫塑料填充、充气式密封等技

术。2021 年，美国海军宣布采购航宇环

境公司的上百架“黑翼”-10C无人机作为

侦察和通信中继平台，包括用来实现对潜

通信。“黑翼”-10C无人机为达到管式潜

射条件，其弹出式机翼平时藏在机体内，

传感、定位、导航系统等也被“压缩”在其

中。发射时，它连同发射筒一起被抛至海

面，在水面完成姿态调整，然后由发射筒

自行射出。此外，美军还研发过“海上哨

兵”“弹簧刀”等潜射无人机系统。

以色列在潜射无人机研发方面也取

得一定进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鹰

鸮”-103潜射无人机。该无人机采用与

“黑翼”-10C 无人机类似的封装发射方

式。不同的是，发射后它可在海面上待

机较长时间，然后再起飞。除担负情报

收集任务外，它还可在紧急情况下作为

巡飞弹来使用。

德国对潜射无人机的研发，采用了

“简单、直接”的方式。一是对现有手持

发射无人机加以改进，然后在潜艇的升

降桅杆顶部为其“筑巢”——设置密封耐

压器，在潜艇处于潜望镜状态时，将其放

飞。二是对有短板的无人机，通过用其

所长，发挥其作用。其“飞鱼座”潜射无

人机通信距离有限，但通过先将信息储

存在无人机上，待其进入通信距离后再

发送给潜艇的方法，“飞鱼座”潜射无人

机得以继续立身。

应用前景广阔，短板也不少，是潜射

无人机当前发展的现状。由于大多是从

潜艇导弹发射管里发射，受客观条件制

约，潜射无人机一般载重较小、续航力有

限。同时，有限的续航力和通信距离，使

它只能在距潜艇较近的地方活动，这可

能会造成潜艇位置的暴露。更让研发人

员和使用者无奈的是，潜射无人机与潜

艇的通信，由于要跨越空气与海水两种

介质，目前还无法实现空中无人机与深

海潜艇的顺畅、隐蔽通信。

这意味着，探索先进潜空通信手段

将成为今后潜射无人机发展必须解决的

问题。只有这样，潜艇才能真正借力潜

射无人机，获得更大范围的情报侦察能

力和持续的态势感知能力。

随着所搭载潜射无人机数量的增

加、智能化以及自适应协同技术的发展，

潜射无人机编队集群对目标进行打击甚

至对反潜飞机实施反击，大概率会变为

现实。在不久的将来，通过潜射无人机

的“接龙”，空中、水面和水下空间各种力

量还可能更紧密地联为一体，进一步提

升体系作战能力。

潜射无人机功用仍在“挖潜”
■潘翔燕 李 芮

在各国防空系统性能不断升级、防

护覆盖面持续变大的情况下，实施空降

突击作战的风险与日俱增。但是，从近

期发生的几次局部冲突看，以动力翼伞

为载具的空中渗透行动似乎又获新生。

动力翼伞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 ，

它将机械推力装置与滑翔伞结合在一

起，分为背负式和轮椅式两种。背负式

动力翼伞通常是将推力装置安装在飞

行员后背位置；轮椅式动力翼伞的外观

就像翼型伞下吊着一辆卡丁车，飞行员

坐在车里。两种结构都比较简单，造价

相对较低。

动力翼伞主要通过伞翼提供飞行升

力，其推力装置的大部分能量能够用于

携带载荷。据悉，某些动力翼伞的挂载

能力甚至比中小型无人机还强。这种先

天优势，使其能够适应较多的军事应用

场景，尤其是用于实施敌后渗透。

一方面，动力翼伞机动性较强。利

用动力翼伞实施空中渗透作战，能够实

现平地起飞，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飞机

的依赖，进出战场比较迅捷。加之有动

力辅助，空中滑翔阶段的自主性较强，能

够有效避开敌人防空火力网。据报道，

动力翼伞远距离飞行的纪录是 1000 千

米，具备把作战人员运送到较远地域的

能力。

另一方面，它的隐蔽性也不弱。动

力翼伞的最高时速一般在 30 千米/小时

至 90 千米/小时之间，平均巡航高度约

为 5 千米至 9 千米，特殊情况下可以降至

100 米左右的高度飞行，还可通过一些

狭窄空间，是典型的“低慢小”目标。正

因为这样，利用动力翼伞实施兵力投送，

不易被传统的防空雷达发现。即使被发

现，也不易拦截。

上述特点使得作战人员既可以利用

动力翼伞进行较远距离的渗透，也能趁

着暗夜穿越复杂地貌实施低空突袭，增

强行动突然性。曾几何时，操纵动力翼

伞是许多国家特种作战人员的必备技能

之一。由于上手难度较小、安全性相对

较高，动力翼伞也为传统轻步兵提供了

一种有效的快速机动手段。

不过，动力翼伞也存在抗横风能力

弱、对气象条件要求高等不足。目前，

各国纷纷开始研发无人动力翼伞、小型

旋翼机等，以期同传统动力翼伞一道，

构建起适用于现代特种作战的空降装

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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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特种兵使用的动力翼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