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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渴望跻身“新一
代战机俱乐部”

早在今年 3 月，英国和沙特宣布将

针对在新型战机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展

开广泛讨论。7 月，沙特又向日本表明

了参与意向。为加入欧洲新一代战机

项目“全球空中作战计划”，沙特做出不

少努力。

沙特之所以对该项目表现出强烈

兴趣，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沙特当前引进国外先进战机

频频受阻。无论是欧洲“台风”战机还

是美国 F-35 战机，均由于种种原因未

能顺利列装沙特空军。因此，沙特选择

另辟蹊径，希望通过与更多防务制造商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获得新一代战机，

强化本国空中力量。

二是沙特自身军工基础薄弱，国防

工 业 实 力 并 不 能 满 足 本 国 发 展 需 要 。

加入“新一代战机俱乐部”，有助于沙特

获取航空科技领域先进技术，提升国防

武器装备制造能力。

实 际 上 ，为 减 少 对 外 部 武 器 供 应

的 依 赖 ，改 善 军 工 技 术 长 期 受 制 于 人

的局面，近年来，沙特采取了诸多措施

推 进 国 防 工 业 本 土 化 和 自 主 化 ，其 中

包 括 同 多 国 军 工 企 业 开 展 深 度 合 作 。

此次针对“全球空中作战计划”的合作

意 向 ，同 样 是 沙 特 推 动 军 工 发 展 的 重

要举措。

针对沙特此举，英国和意大利持开

放态度。英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表示，沙

特被视为新一代战机计划的重要合作

伙伴。众所周知，战机研制费用高昂，

研发新一代战机更是耗资巨大。有英

国媒体称，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全球

空中作战计划”需要投入数百亿英镑乃

至更多。沙特虽然技术实力欠佳，却能

为该项目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然而，沙特一旦加入，分工份额、收

益 分 配 等 一 系 列 规 划 必 然 会 变 动 调

整。去年才加入该项目的日本，自然不

想让他国分享“红利”。此外，日本还担

心沙特加入后共享敏感信息，导致项目

产生安全问题。总而言之，日本极其渴

望新一代战机项目能够如期推进且尽

快落地，不想让当前态势变得复杂，因

此对新成员加入并不欢迎。

拉拢更多“新朋友”
加入新项目

当前，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分为两

种，一种是英国主导的“全球空中作战

计划”，另一种是法国主导的“未来空中

作战系统”。两种项目多次“撞车”，竞

争十分激烈。

实际上，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原本

由英、法联合研制。在英国“脱欧”后，

项目不可避免走向分裂，英、法开始各

自主导新一代战机项目。

英 国 最 初 将 新 一 代 战 机 命 名 为

“ 暴 风 ”，并 不 断 发 展 新 的 合 作 伙 伴 。

2020 年底，英国同意大利、瑞典正式签

署 三 方 谅 解 备 忘 录 ，开 始 携 手 研 制 新

一 代 战 机 。 由 于 诸 多 分 歧 ，瑞 典 始 终

游 离 在 合 作 边 缘 。 今 年 初 ，原 本 已 经

消 失 在 合 作 名 单 中 的 瑞 典 发 布 消 息

称 ，将 继 续 参 与 新 一 代 战 机 研 制 。 但

没 过 多 久 ，瑞 典 又 表 示 将 暂 缓 加 入 该

项目。

不 过 ，作 为 欧 洲 航 空 领 域 的“ 新

星”，“暴风”新一代战机项目热度很高，

并不缺乏“新朋友”。2021 年底，英、日

两国宣布投入 2 亿英镑，合作研发新一

代战机发动机。紧接着，两国又联合启

动了先进机载雷达项目，用以装备未来

新一代战机。此外，两国合作范畴还逐

步涉及总体设计、关键子系统乃至先进

机载武器等方面。

从技术实力来讲，日本整体航空工

业能力不容小觑。虽然日本在航空设

备的整体规划和论证设计能力方面并

不突出，但其航空产业链较为完整，制

造能力可圈可点。有英国高层表示，日

本在航空技术上取得的巨大进步，可以

与英国形成优势互补。

从预期目标来看，日本对于新一代

战机的要求包含较高飞行速度、较远航

程、能够携带重型武器等，这与英国对

于新一代战机的性能追求高度相似。

因此，英、日两国合作进一步走向

深入。去年底，英国、意大利和日本发

表联合声明，宣布将“暴风”新一代战机

项目和日本开展的 F-X 下一代战机计

划合二为一，联手打造“全球空中作战

计划”。

作为新加入的合作伙伴，日本热情

高涨，渴望尽快达成目标愿景。然而，

近期沙特的出现为该项目增添新变数，

日本反对沙特加入并向英国和意大利

表明立场，下一步能否支持新成员加入

尚未可知。

再看欧洲研制新一代战机的另一

种项目——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牵头

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同样遇到相似

处境。前不久，比利时以观察员身份加

入该项目，引起法国公开反对。

整体来看，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不

断上演着分分合合的过程。作为欧洲

空中防务发展的引擎，两大项目充分凝

结了各参与方最先进的航空技术，但各

国现实需要很难统一，种种矛盾层出不

穷，均陷入进展缓慢的困境。

未来，两大项目是走向强强联合还

是延续两极发展，仍是一个未知数。

多国参与依然难解
诸多难题

作为着眼于未来战场的先进航空

装备，“全球空中作战计划”被寄予厚

望 。 2018 年 范 堡 罗 航 展 上 ，英 国 首 次

对外披露新一代战机研制计划，并发布

了《作战航空战略：一个雄心勃勃的未

来愿景》文件，将新一代战机项目定位

至关乎英国航空工业未来发展的战略

高度。

理想虽丰满，现实很骨感。目前参

与该项目研发工作的有：英国 BAE 系统

公司、英国罗罗公司、意大利莱昂纳多

公司以及日本三菱重工等航空防务企

业。各方积极整合了先进的航空技术，

但项目进展并不顺利，“全球空中作战

计划”仍面临诸多难题。

一 是 研 发 成 本 高 。 据 报 道 ，美 国

F-22 战机的研发成本约为 280 亿美元，

F- 35 战 机 更 是 达 到 惊 人 的 551 亿 美

元。相比五代机，研制新一代战机难度

系数更高、耗费时间较长，需要源源不

断注入资金，“烧钱”速度更是惊人。尽

管英、意、日 3 国能够共同分担巨额成

本，但这仍然让各方感到压力很大。目

前，3 国对项目的成本分摊问题尚未达

成一致。

前段时间，英国针对“全球空中作

战计划”投入约 8.16 亿美元，主要用于

新一代战机项目下一阶段研制的技术

攻关。但显然英国的这笔资金投入在

巨额开销前依然是杯水车薪。

二是合作矛盾多。参与战机核心

领域的研发工作不仅能带来技术能力

的 积 累 和 跃 升 ，还 能 获 得 相 关 经 济 收

益 ，因 此 各 方 均 希 望 获 取 更 多 分 工 份

额，赢得主动权。据外媒报道，3 国曾

针对“全球空中作战计划”进行谈判，

主 要 聚 焦 于 由 英 国 担 任 首 席 合 作 伙

伴，还是 3 国拥有平等所有权的问题。

日 本 三 菱 重 工 公 司 一 名 高 管 也 曾 表

示 ，有 诸 多 研 发 领 域 是 众 公 司 都 想 参

与 的 。 时 至 今 日 ，项 目 具 体 分 工 份 额

还未确定。

从此前瑞典在“参与”和“退出”之

间的反复横跳可以看出，形成良好的合

作模式并不容易。一旦冲突难以调和，

各国出于“抱团取暖”目的而达成的合

作极易瓦解。如今，沙特表明了加入项

目的意向，这可能会给项目发展带来更

多不稳定因素。

三是项目达标难。对比目前国际

上提出的新一代战机标准——超声速

巡航能力、超强隐身能力、超级机动性、

高端综合航电和战场感知能力，该战机

能 否 跃 升 至 新 一 代 战 机 范 畴 还 很 难

说。首先，综合分析其发动机和气动外

形等情况，恐怕难以达到新一代战机飞

行速度。其次，纵使战机的诸多设计体

现了对隐身性能的考量，但远未形成突

破性进展，要想应对各种波段的雷达探

测还有困难。

实现战机跨代升级的难度很大，对

制 造 国 航 空 工 业 水 平 提 出 了 极 高 要

求。综合来看，“全球空中作战计划”仍

处 于 研 究 和 探 索 阶 段 ，相 比 上 一 代 战

机，并未形成绝对的压倒性优势。

2022 年范堡罗航展上，英国表示，

新一代战机项目的飞行验证机计划将

在 2027 年前试飞。目前，“全球空中作

战计划”正朝着 2035 年形成初始作战能

力，2040 年前后替代“台风”战机的目标

前进。然而，这些美好愿景最终能否达

成，还取决于项目各方能否步调一致，

发挥协作优势。

上图：“全球空中作战计划”的“暴

风”战机模型。

资料照片

沙特欲成为欧洲“全球空中作战计划”全面合作伙伴——

“暴风”战机项目能否迎来“新伙伴”
■赵 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始终

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

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

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

续推进。其中的“保持历史耐心”对于

现代化武器装备研制，同样具有十分

重要的指导意义。

古人曰：“百工治器，必几经转换，

而后器成。”所谓“转换”，实际上就是

一个探索、创新、冶炼、试验、磨合、定

型的过程，当然需要付出足够的研制

成本和时间成本。从实践经验看，武

器装备研制是一项以先进技术为支撑

的科学实践活动，不能图省事、置内在

逻辑规律于不顾；是一项与作战对手

拼智力、拼耐力、拼效力的系统工程，

不能总想着投机取巧、奢望“四两拨千

斤”；是一场需要经过一代人甚至几代

人努力的接力赛，不能一味地赶工期、

搞突击。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无论是武器装备的制造还是使

用，只有攒足了“台下”功夫，才有“台

上”闪亮的一刻。马岛战争，英军“轻

剑”导弹经过长距离海上运输仍保持

良好的装备完好率，吊运导弹发射架

的直升机受到攻击，发射架从空中抛

下后被摔弯，英军将其简单修复后仍

可继续使用，共击落了 10 余架阿军战

机。可见，现代战争中，部队战斗力强

弱越来越取决于武器装备设计水平与

质量标准的高低。

信息化战争时代，研制武器装备

必须要有超前意识，主动瞄准明天的

战争加快推进新型武器装备发展，才

能取得更大的战场优势和主动权。而

发展新型武器装备必然要攻克一系列

“卡脖子”技术。“卡脖子”技术大都具

有投入高、耗时长、难度大等特点，这

既需要科研人员耐得住寂寞、坐得住

冷板凳，也需要国家在政策、保障等方

面加大支持力度，科学布局、稳定支

持、久久为功，才能为国防科技创新发

展积累后劲，为打赢未来战争提供坚

实支撑。

兵法云：“急胜为下。”作为军工

科研人员，要力戒眼高手低、心浮气

躁，本着对武器装备质量高度负责、

对 部 队 战 斗 力 高 度 负 责 的 态 度 ，把

基 层 调 研 功 夫 下 足 、把 部 队 实 战 需

求 找 准 ，用 敏 锐 的 眼 光 、独 到 的 判

断，迸发研发制造的思想“火花”，努

力提高武器装备的设计水平和质量

标 准 ，不 断 锻 造 出 适 应 未 来 战 场 的

打赢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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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寒风凛冽。清晨，天蒙

蒙亮，北部战区海军某部机械技师闫洪

林已穿戴整齐走向停机坪。领完工具，

他快步走上工作梯，开始对战机螺旋桨

进行安装和复检工作。

冒 着 -10℃ 的 低 温 ，闫 洪 林 的 双

手冻得通红，呼出去的热气在帽檐上

快速凝结成一层白色的冰霜，他仔细

排 查 着 结 构 精 细 的 战 机 组 件 。 片 刻

后 ，伴 随 一 阵 发 动 机 轰 鸣 声 ，完 成 换

桨的战机呼啸升空，闫洪林的脸上露

出笑容。

“发动机是战机的‘心脏’，一旦发

生故障，后果不堪设想。”担任机械技师

以来，每次战鹰起飞，闫洪林总会守在

这里，目送战机远航。

入伍时，闫洪林文化基础差、底子

薄，一本《飞机维护规程》对他来说晦

涩难懂。面对深奥的航空理论知识和

复杂的设备原理线路图，他没有退缩也

没有认输，始终坚信勤能补拙。白天工

作、晚上看书，遇到不懂的专业知识点

向工厂专家请教……那段时间，他把专

业书翻起了毛边，写下近 10 万字的学

习笔记。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正是凭着这

股韧劲，闫洪林在同年兵中首批放单，

率先走上机务保障战位。战机要擦得

一尘不染、工具要摆放得整齐划一、标

线要画得跟尺一样直……经过多年的

淬炼，他从“门外汉”成长为本专业的

“行家里手”。

那年寒冬，飞赴外地执行任务的

战机出现发动机故障，作为技术骨干

的 闫 洪 林 主 动 请 缨 参 加 异 地 紧 急 换

发。

时间紧、任务重，战友忧心忡忡地

问：“老闫，换发能不能按时完成？”闫洪

林听后，信心十足地回答：“能！”

机 场 温 度 骤 降 。 尽 管 闫 洪 林 身

上 裹 着 厚 厚 的 地 勤 大 衣 ，仍 然 感 到

寒 风 刺 骨 。 他 和 战 友 们 克 服 天 气 寒

冷 、异 地 保 障 不 便 等 诸 多 困 难 ，凭 借

过 硬 的 业 务 技 能 和 扎 实 的 工 作 作

风 ，短 时 间 内 完 成 了 发 动 机 和 桨 叶

的 更 换 任 务 ，确 保 训 练 任 务 的 顺 利

进行。

“不放过任何细节，不留下任何隐

患。”这句话一直是闫洪林的座右铭，他

说，干机务工作必须做到快速准确、用

心负责。

“机务工作关系着战友生命安全，

关系到部队战斗力建设，容不得半点

马虎。”在机务工作中，闫洪林是一个

较真的人。那年，闫洪林在检修一架

战机时，发现一个零部件有轻微磨损，

可能造成飞行隐患。当时，有人提出：

“ 这 点 缺 陷 不 影 响 飞 行 ，可 以 继 续 使

用。”

闫洪林态度坚定地说：“不能让故

障过夜，不能带隐患‘上天’。”经过检查

分析，随队保障的工厂专家们肯定了他

的观点，更换新的零部件，故障最终得

以排除。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

职，其职必举。从事机务保障工作 30

年，闫洪林多次成功处置战机疑难故

障；他带教出来的新人，很多成长为技

术骨干；他总结创新的维修法，被兄弟

单位推广使用。

“视战鹰为第二生命。”每次机务保

障，闫洪林都会尽心尽力地把关复检，

用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托

举战鹰高飞远航。

图为闫洪林检修战机。

邢 云摄

北部战区海军某部机械技师闫洪林——

“视战鹰为第二生命”
■本报记者 张东盼 通讯员 邢 云

前段时间，有消息称，沙特申请加入欧洲新
一代战机项目“全球空中作战计划”，成为该项目
的全面合作伙伴。英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表示，项
目各方仍在探讨沙特加入的可能性，尚未给出明
确决定。

对于沙特的申请，英国和意大利持开放态
度，颇有开展合作意向，但日本提出反对。自去
年底正式加入“全球空中作战计划”项目，日本表

现十分积极，同各方在诸多研发领域展开合作，
渴望尽快实现空中防务跨越式发展。此次，日本
担心“新伙伴”加入会影响项目研发进度及之后
分工份额，因此持反对态度。

事实上，自英、意、日共同研发“暴风”战机以
来，3国关于技术共享、成本分摊、分工份额等问
题的分歧一直存在。如今，沙特加入的强烈意愿
令尚未进入平稳发展轨道的该项目再生变数。

军工T型台

匠心慧眼

保障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