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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 12 月 9 日报道，在接连发生

重 大 坠 机 事 故 后 ，美 军 近 期 宣 布 全 面

停 飞“ 鱼 鹰 ”运 输 机 ，并 将 于 2026 年 关

闭其生产线。相关决定在短期内中止

了“ 鱼 鹰 ”运 输 机“ 带 病 飞 行 ”的 情 况 ，

从 长 期 看 ，或 将 对 美 军 作 战 能 力 产 生

一定影响。

迫于压力宣布停飞

11 月 29 日，驻日美军 1 架“鱼鹰”运

输机坠海，造成机组人员全部罹难。这

是驻日美军 5 年来首次发生致命军机坠

毁事故。12 月 1 日，坠机事故发生仅 48

小时后，美军“鱼鹰”运输机继续在冲绳

上空飞行，被当地民众视作挑衅。

为平息民众不安和不满情绪，日本

多名政府官员密集发声表达关切。日本

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

示，日本已要求美军在非紧急情况下停

止在日本领土飞行“鱼鹰”运输机。日本

防卫大臣木原稔表示，这类事故引起民

众极大焦虑，并称已要求美方在确认飞

行安全后，再让部署在日本的“鱼鹰”运

输机执行飞行任务。木原稔还罕见地召

见驻日美军司令鲁普，再次提出停飞“鱼

鹰”运输机的要求。日本外相上川洋子

也紧急约见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要

求美国迅速向日本提供相关信息。

迫于外界压力，美军近期宣布，在

对最新坠机事故进行调查期间，将全面

停飞“鱼鹰”运输机。据悉，上述事故发

生后，“鱼鹰”运输机继续在日本多地起

降逾百次后，才最终被停飞。

“带病飞行”饱受诟病

初步调查显示，此次坠机事故可能

由装备制造缺陷引起，引发了有关“鱼

鹰”运输机安全性的新疑问。据不完全

统计，自服役以来，“鱼鹰”运输机已发

生 17 起坠毁事故，造成 65 人死亡。从历

次 坠 机 情 况 看 ，飞 行 员 失 误 和 机 械 故

障，是“鱼鹰”运输机频繁坠毁的主要原

因。由于该型机执行任务时携带的人

员众多，一旦坠毁往往损失惨重。更糟

糕的是，随着服役时间增加，该型机机

体老化带来的安全隐患越来越突出。

美 媒 援 引 知 情 人 士 的 话 称 ，“ 鱼

鹰 ”运 输 机 存 在 两 大 安 全 隐 患 。 一 是

“ 灰 尘 ”问 题 。“ 鱼 鹰 ”运 输 机 在 泥 土 场

地 垂 直 起 降 时 会 带 起 大 量 灰 尘 ，部 分

灰 尘 可 能 在 高 热 的 发 动 机 舱 内“ 玻 璃

化”，导致严重机械故障。尽管美军设

计 了 多 种 发 动 机 过 滤 器 ，但 仍 无 法 解

决这一问题。二是离合器“硬接合”问

题 。“ 鱼 鹰 ”运 输 机 的 离 合 器 经 常 因 不

明 原 因 滑 落 ，被 重 新 接 合 时 容 易 出 现

“ 硬 接 合 ”现 象 ，导 致 旋 翼 的 动 力 分 配

不均匀，进而出现机身失控倾斜，甚至

部件损坏。类似故障导致该型运输机

多次出现险情。

美军“鱼鹰”联合项目办公室曾表

示，将尝试通过更换输入套筒组件缓解

这一问题，每次更换需耗时 6 天。今年 9

月，美军方人士承认，该问题仍然存在。

负面影响持续发酵

美国国防部于 1981 年提出“多军种

先进垂直起降飞机”项目，贝尔与波音

公司联手研发了“鱼鹰”运输机，客户是

美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鱼鹰”运

输 机 于 1989 年 首 飞 ，由 于 涉 及 技 术 复

杂，直到 1999 年才正式服役。目前，美

军共有约 480 架该型机。

作为曾经的“明星飞机”，美军原本

对“鱼鹰”运输机寄予厚望。该型机既

能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悬停，又能

像固定翼飞机一样高速飞行，在速度、

载荷能力等方面远超直升机，适合执行

空中运输、特种作战等任务。伴随着美

军全面停飞“鱼鹰”运输机，其负面影响

也将持续发酵。

一方面，作战能力受到削弱。美媒

认为，此次停飞，受影响最大的是美海

军陆战队。作为美海军陆战队“远征前

进基地”作战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鱼

鹰”运输机在两栖作战中扮演重要战略

运输角色。停飞决定让该军种损失了

大部分空运能力。此外，“鱼鹰”运输机

装有多模式雷达系统，能在夜间和不利

气象条件下飞行，其停飞也将影响美空

军特种部队遂行任务的能力。

另一方面，对外军售化为泡影。“鱼

鹰”运输机极高的事故率，让外国买家

望而却步。据悉，除日本外，印度尼西

亚 等 国 原 本 都 有 意 采 购“ 鱼 鹰 ”运 输

机。目前，这些国家正在考虑转购既便

宜又保险的“黑鹰”直升机。由于国内

外采购数量不增反减，美国国防部正在

推进结束“鱼鹰”运输机的采购计划，并

于 2026 年关闭生产线。这款预计使用

至本世纪 50 年代的运输机，或将提前退

出历史舞台。

美全面停飞“鱼鹰”运输机
■胡 波

近期，欧洲防务局公布 2022 年度

欧盟军费信息统计报告。报告聚焦欧

盟 2022 年度整体军费情况，关注 27 个

成员国具体军费支出，指出欧盟一体

化防务存在的问题，预计将对欧盟未

来防务合作产生重要影响。

报告指出，2022 年，欧盟军费总额

实现连续 8 年增长，达到 2400 亿欧元

（约合 2588 亿美元），比 2021 年增长约

6%。具体来看，瑞典、卢森堡和立陶宛

3 国军费增幅超过 25%，西班牙、比利时

和希腊 3 国增幅超过 10%。

今年 6 月，德国发布首份“国家安

全 战 略 ”，将 国 防 预 算 增 至 GDP 的

2%。法国 2024 年至 2030 年国防预算

总额将增至约 4000 亿欧元，比 2019 年

至 2025 年增长 40%。波兰 2024 年国防

预算将增至 GDP 的 4.3%。分析指出，

随着地区局部冲突和欧洲安全环境不

断出现新变化，欧盟军费增长势头仍

将延续。

欧盟在装备采购和研发方面的投

入 也 实 现 了 新 突 破 。 据 统 计 ，欧 盟

2022 年度防务投资支出超过 580 亿欧

元，比 2021 年增长 5.9%，占军费总额的

24.2%，连续 4 年超出欧盟各国商定的

20%基准线。具体来看，欧盟在防务投

资中的装备采购金额继续上涨，达到

486 亿欧元，装备研发费用略有下降，

为 95 亿欧元。

报告也明确指出欧盟共同防务存

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军费支出差异大。一方面，

增加军费开支意愿有分歧。尽管欧盟

总体军费持续上涨，但 2022 年度，有 7

个成员国军费开支出现下滑，比例超

过 1/4。另一方面，军费开支目标难统

一。根据欧盟“永久结构性合作”框架

协议，各成员国军费支出应达到 GDP

的 2%。2022 年，欧盟 27 个成员国军费

支出占 GDP 的平均比例为 1.5%，只有

5 个国家超过 2%的基准线。

二 是 本 土 采 购 份 额 低 。 报 告 显

示，2022 年，只有 9 个欧盟成员国参与

了本土装备采购，远少于前两年。有

欧盟官员称，欧洲国际防务合同总价

值的 81%流向了美国防务公司。

三是自主研发投入少。由于自主

研发投入高、回报周期长，各成员国对自

主研发兴趣不高。根据欧盟各成员国商

定的指导性投入基准，欧洲自主防务研

发应至少占防务研发总支出的 20%。报

告显示，2022年这一比例只有 7.2%。

针对上述问题，欧盟试图采取多种

举措推动战略自主，加深成员国间的合

作，加快防务一体化建设。欧洲理事会

主席查尔斯·米歇尔等人近期提议欧盟

发行“欧洲防务债券”，在未来 10年汇集

6000 亿欧元国防资金。欧洲防务局局

长何塞普·博雷尔表示，欧洲防务局将

继续在欧洲中空长航时无人机、第五代

“超视距”反坦克导弹、高超音速武器项

目等方面，推动各成员国深入合作。

欧盟防务一体化建设，受各成员

国国内经济和政治影响较大。由于各

国经济水平、防御需求、安全优先事项

不同，难以达成长期稳定的共同战略

愿景，导致军费支出差异大、军事能力

发展不平衡。可以预见，欧盟未来防

务一体化建设仍将充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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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月月 3030日日，，在日本鹿儿岛县屋久岛海域在日本鹿儿岛县屋久岛海域，，日本海上自卫队船艇和直升机参与搜寻美军日本海上自卫队船艇和直升机参与搜寻美军““鱼鹰鱼鹰””运输机残骸运输机残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