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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在韩国 ADEX2023
航空航天与国防展览会上，韩国韩
华防务系统公司展示了新研发的
K-NIFV 下一代步兵战车模型，以
及在其底盘基础上研制的工兵战
车、反坦克导弹战车、火力支援战车
等衍生车辆模型，意图打造出一整

套有人和无人复合地面作战系统。
K-NIFV是以韩国出口澳大利

亚 AS21“红背蜘蛛”步兵战车为原
型研发的，并公开宣称该车辆大幅
减少了对国外技术和货架产品的
依赖，使用了更多国产部件。近年
来，得益于吸收引进西方国家成熟

技术和货架产品，韩国战车工业发
展迅速，但在关键部件国产化研发
方面依然面临困难，因此韩国希望
借 K-NIFV 车族研发来破局。不
过，这种还处于概念模型阶段的战
车能否研制成功并列装军队，还是
一个未知数。

拿下澳军步兵战车
竞标，国产化装备试图复
制外贸样本

在外界印象中，部分韩制武器受欢

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能够代替西方

的一些先进武器。

作为 K-NIFV 技术原型的 AS21“红

背蜘蛛”步兵战车，是韩国为竞标澳大

利亚步兵战车项目而设计开发的首款

外贸型步兵战车，从方案设计到部件选

择，都以外方需求为原则。

2023 年 7 月，澳大利亚国防部宣布

“陆地 400”项目第三阶段步兵战车竞标

案结果出炉，韩国 AS21“红背蜘蛛”步

兵战车成功击败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

KF41“山猫”步兵战车。澳国防部与韩

国韩华防务系统公司签订合同，采购总

计 129 辆 AS21“红背蜘蛛”步兵战车，并

在澳大利亚本土搭建生产线组装生产，

首车将于 2027 年交付。

“陆地400”项目是澳大利亚当前最重

要的地面装备换代项目，共有多家有实力

的全球军工企业参与其中，韩国韩华防务

系统公司凭借外贸型AS21“红背蜘蛛”步

兵战车杀出重围。

事实上，韩国战车并非性能最好，

但售价只有西方国家同类车型的 1/4，

加之采用澳大利亚生产的炮塔，给当地

带 来 更 多 就 业 率 ，还 以 澳 大 利 亚 物 种

“红背蜘蛛”为战车命名，赢得更多好

感，最终在竞标中获胜。

虽然 AS21“红背蜘蛛”步兵战车是

韩国陆军 K21 步兵战车的升级版，但它

是外贸型步兵战车，因此大量采用国外

成熟部件——澳大利亚的 T2000 模块

化 炮 塔 和 EOS R400S Mk2 型 遥 控 武

器站、美国 MK44S“大毒蛇”Ⅱ型 30 毫

米链式机关炮、德国 MTU 柴油发动机

和配套传动系统等，可以说 AS21“红背

蜘蛛”步兵战车堪称“万国造”装备。

在对外军贸领域，这种使用国际市

场上较为可靠、具有较好口碑的成熟部

件的做法，不但能大幅降低研制的难度

和成本，而且更容易获得国外客户的青

睐。有了澳大利亚的竞标成功，原本名

不见经传的 AS21“红背蜘蛛”步兵战车

也有了一定知名度，多国相继考察该型

战车并有采购的打算。

反观韩国陆军，虽然从 2009 年开始

装备国产 K21 步兵战车，但车族化一直

未能实现，仅列装了同底盘的装甲抢修

车，其余包括装甲指挥车、火力支援车、

工程车等计划中的辅助车型尚处于方

案或样车状态，故韩国希望下一代步兵

战车的研发以车族化模式展开。韩国

韩华防务系统公司敏锐地抓住这一机

遇，在 AS21“红背蜘蛛”步兵战车基础

上提出了由多个车型组成的 K-NIFV

步兵战车家族，针对韩国陆军提出整体

解决方案。

韩国首次参与并赢得国际市场步

兵战车竞标，这得益于国外成熟子系统

的保障和一贯的低价销售思路，但这一

思路在研发本国使用的 K-NIFV 步兵

战车时，却不一定能提供多少帮助。

韩国战车工业起步
晚，“万国造”装备暴露出
种种问题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

所去年公布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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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制武器热

销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据外媒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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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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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似风光的热销数据，实则暗藏不

少隐患。众所周知，韩国长期依靠外援

发展国产化装备，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

国外技术和货架产品的引进。随着武

器出口份额增加，当韩国触及其外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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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研制成功并列装军队，在后期

使用维护过程中，一些关键核心部件损

坏而没有国产替代品，外援断供很可能

导致战车报废。

韩国战车工业从仿制起步，依靠引

进国外技术支撑国产步兵战车研发，但

因经验不足导致列装陆军的 K21 步兵

战车事故频发。

20 世纪 90 年代初，韩国陆军装备

的 是 K200 步 兵 战 车 ，但 该 车 是 美 制

M113 装甲输送车的仿制型号，主要武

器仅一挺机枪，与真正意义的步兵战车

相差甚远，而此时世界主流步兵战车已

经发展到第三代。

1998 年，韩国决定研制国产 K21 步

兵战车。韩国大宇集团公司负责计划的

全面实施，韩国国家防御研究所承担步

兵战车的总体方案设计，另有其他 10 家

韩国企业和一些国外承包商共同参与。

没想到，两年后韩国大宇集团公司宣布

解体，生产装甲装备和其他军用品的部

门被并入新成立的大宇重工和机械有限

公司，2005 年又被韩国斗山集团公司收

购，更名为斗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还吸

收了原来斗山集团公司的军品部门，成

立新的防务产品分部。2008 年，斗山防

务产品分部独立出来，成立斗山防务系

统与技术公司，后又并入另一家韩国大

型公司——韩华防务系统公司。K21步

兵战车的研制工作就在这种企业分裂合

并的大环境中艰难推进，韩华防务系统

公司成为最后的“接盘侠”。

当时，韩国在火炮、弹药、动力等方

面研发能力基础弱、底子薄，因此积极

奉行“拿来主义”，通过引进国外技术特

许生产方式推进 K21 步兵战车的研制

工作。比如，韩国统一重工有限公司特

许生产了瑞典“博福斯”机关炮和美国

通用动力公司的 HMPT500 液压自动传

动系统；斗山集团公司引进生产了德国

曼 恩 公 司 D2840L 涡 轮 增 压 柴 油 发 动

机；三星泰勒斯公司将法国火控系统技

术引入韩国；惯性导航则直接采用美国

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产品。

即使有这些国际大牌公司保驾护航，

也没有让 K21步兵战车步入世界先进行

列。由于韩国开发部门经验匮乏，导致原

始设计暴露出不少重大安全问题。2009

年，刚装备韩国陆军的1辆K21步兵战车，

在浮渡中因河水涌入发动机进气口导致

发动机熄火，随着进水增多导致车体沉

没。2010年，同样事故再次发生，1名士兵

未能及时逃脱，被困车中溺水身亡。

调查发现，多个设计问题导致上述

事故发生。比如，原始设计弊端导致全

车一半以上的重量位于车体前部，下水

后容易出现“埋头”现象，破坏车体平

衡；违背技术任务书要求，将防浪板高

度降低了一半，车辆浮渡时无法发挥有

效作用；标配的抽水泵功率不达标，无

法应付车辆进水问题等。这些问题导

致已经交付的 K21 步兵战车全面停止

使用，直到 2011 年紧急修改设计后才重

新开始量产。

此外，韩国国产反坦克导弹研发进

度缓慢，导致 K21 步兵战车至今只能依

靠机关炮作战，不具备打击敌方主战坦

克的能力。

K21 是韩国首款步兵战车，从研发

到列装耗费 10 多年时间，由于技术开发

和评价试验非常不充分，导致装备陆军

后暴露出种种问题，其整体性能与世界

先进步兵战车相比有不小差距。因此，

对于韩国陆军来说，K21 仅仅是解决了

步兵战车的有无问题，要满足未来作战

需求，还得依靠下一代步兵战车。

新车族推出4款概念
模型，实际效能有待检验

现代战争，依托体系协同往往能够

“碾压”仅有单一优势的武器装备。鉴于

此，韩华防务系统公司推出了 K-NIFV

车族，不但有基础版的步兵战车，还有工

兵战车、反坦克导弹战车、火力支援战

车。一连推出 4 款新车概念模型，反映

出韩华防务系统公司打造体系化装备的

雄心壮志，但这也大幅增加了项目推进

难度和不确定性，因此有专家称这是给

韩国陆军“画大饼”。

在 AS21“红背蜘蛛”步兵战车的基

础上，K-NIFV 全面升级防护、机动性

和武器装备，对于地形复杂的韩国本土

作战环境，过重车体将对机动性带来负

面影响。

在 各 子 系 统 方 面 ，韩 华 防 务 系 统

公 司 的 步 子 迈 得 很 大 。 比 如 ，火 炮 选

择 了 丰 山 金 属 公 司 正 在 研 制 的 40 毫

米 埋 头 弹 火 炮 系 统 ，火 炮 和 弹 药 目 前

仍处于研发阶段。防御武器则选择了

韩 华 防 务 系 统 公 司 研 制 的“坦 克 狙 击

手”反坦克导弹，这本是一种直升机搭

载 导 弹 ，目 前 地 面 发 射 系 统 的 集 成 工

作 尚 未 完 成 。 在 动 力 方 面 ，韩 华 防 务

系 统 公司将采用柴电混合系统，并使

用 橡 胶 履 带 ，这 些 技 术 的 难 度 系 数 都

不低。

从步兵战车延展至整个 K-NIFV车

族，也有一些装备技术上的“亮点”可圈可

点。其中，火力支援战车是在 K-NIFV

底盘基础上换装了比利时科克里尔公司

的炮塔武器系统；反坦克导弹战车的研

发核心是 12 枚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生产

的“长钉”非直瞄反坦克导弹，可以说这

两 种 车 辆 走 的 还 是“ 拿 来 主 义 ”的 老

路。从外观看，工兵战车造型科幻，炮

塔换成了激光武器，并搭载了无人机、

扫雷机器人等。此外，韩华防务系统公

司还为 K-NIFV 车族配置了一种小型无

人地面车辅助作战，对外宣称拥有人工

智能。

为了吸引韩国陆军，韩华防务系统

公司不但制作了精美的模型，而且在展

会上播发了大量宣传视频，将 K-NIFV

车 族 描 绘 成 科 技 感 十 足 的“ 陆 战 王

者”。但事实上，该车族在动力、武器、

指挥控制等方面采用了大量尚不成熟

的 技 术 ，在 关 键 技 术 模 块 上 必 须 依 托

外 援 产 品 支 持 ，离 完 全 国 产 化 尚 有 一

定差距。

总的来看，K-NIFV 步兵战车家族

并 不 是 一 系 列 成 熟 的 设 计 方 案 ，展 会

上 展 出 的 仅 为 概 念 模 型 ，想 要 让 纸 面

性 能 真 正 形 成 战 斗 力 ，还 有 很 长 的 路

要走。

上图：在韩国 ADEX2023航空航天与

国防展览会上，韩国韩华防务系统公司

展示了新研发的 K-NIFV 下一代步兵战

车模型。

资料照片

韩国启动下一代步兵战车研发工作——

“出口转内销”未必称心如意
■王笑梦

夜色深沉，第 83 集团军某旅修理

工间内，修理技师、三级军士长赵领科

正在认真梳理最近执行某装备维修试

点任务的心得体会，并将相关成果经

验写入维修工作笔记。

案台前摆放着一摞维修工作笔记，

这是他从事火炮修理工作保持至今的

习惯。常年奔走在装备维修保障一线

的他，是战友们眼中的“兵专家”，也是

执行急难险重任务值得托底的人。

去年 8 月，该旅组织实弹射击训

练，某型火炮突发故障。紧急关头，赵

领科主动请缨前出排除故障。断电、

排气、开闩……赵领科严格按照规程

操作，最终将故障成功排除。

“不愧是兵工厂里走出的‘兵专

家’！”该旅领导说，赵领科能够成长为

“技术大拿”，离不开他日复一日地学

习积累，得益于他在“兵之初”打下的

坚实基础。

2003 年，赵领科在一家兵工厂下

属单位从事战车发动机等设备的制造

和维修工作。同年底，赵领科参军入

伍，下连后被分配到修理连。凭借优

异表现，赵领科被选送到某兵工厂继

续深造维修技术。

一天，在对某装备进行维修时，兵

工厂师傅发现赵领科有一定的基础，

但在经验方面还有欠缺。为此，师傅

鼓励他说：“有基础不一定代表有实

力，面对日新月异的武器装备，要始终

保持学习钻研的劲头，真正把车辆装

备的理论搞懂、性能吃透，才能成长为

一名优秀的修理工。”

学在苦中求，艺在苦中练。那段

时间，赵领科给自己制订了详细的学

习计划。为弄懂专业理论，他认真研

读 20 余本专业书籍，逐个符号背记、

逐个难点攻破；为练习操作技能，他把

自己“焊”在火炮上，反复摸索实践，熟

记操作步骤、掌握动作要领。久而久

之，火炮上密密麻麻的线路和上百个

零部件参数，都被他记在脑子里，实操

能力也显著提升。

凭着这股韧劲，赵领科开始独立

承担旅队火炮中修任务。这名从兵工

厂走出来的修理工，逐渐成长为独当

一面的技术能手。

那年，赵领科参加上级组织的地

面火炮修理班组比武。直到开赛前 1

个月，他们才接触到参赛装备。为了

取得好成绩，他带领班组成员争分夺

秒地开展训练，最终取得了第二名的

好成绩。

“打铁必须自身硬，一流的班长才

能带出一流的兵。”与火炮打交道 20多

年来，赵领科是战友们眼中的“兵专

家”，也是大家公认的“兵教头”。最近，

赵领科将自己的维修工作笔记整理成

册，送给了身边的年轻战友，帮助他们

快速成长、尽早成才。

左上图：赵领科检修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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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进入隆冬，军车的保养和使用

进入关键期，特别是地处低温雨雪天气

时间较长的地区，车辆容易发生各种故

障：发动机不易启动、轮胎开裂、制动失

效……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军车性能和

安全行车系数。那么，冬季该如何维护

保养军车呢？

保持车身清洁。给军车全身清洁

时，要注意一些细节：擦拭车辆时尽量使

用温水，清洗完后务必及时擦干，不得冲

洗发动机；重点清理车门、车窗缝里的残

留水渍，避免结冰；清除胎纹缝里的石子

和冷暖风管道的异物。车辆如果长时间

暴露在户外，应当披上车衣。

关键部位重点保养。冬季低温对发

动机和供油系统带来影响，要定时清洁

燃油滤清器；检查制动片和制动盘的磨

损情况，确保刹车功能正常；检查轮胎的

胎压和胎纹深度，对于使用时间较长、磨

损严重的轮胎需要及时更换；关注传动

轴、万向节等部位的润滑情况，确保其正

常运转；对车辆的电气系统进行维护，重

点检查电瓶电量和车灯损坏情况。

更换油料和防冻液。冬季低温，机

油和润滑油黏度增大，在严寒地区行驶

的车辆，应当及时换用适合当地温度的

低凝点冬季用油。另外，冬季军车还需

区分地区和车型更换不同型号的防冻

液，注意不要混用防冻液。入冬前应根

据当地气温更换防冻型玻璃水，避免

“撑爆”水箱。

军车的维护保养，是保证部队遂行

训练、作战任务的重要环节，那么冬季

出车执勤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运动先热身，开车先暖车。将车辆

启动 1至 2分钟后再行驶。冰雪路面，车

辆起步较为困难，因此起步时要轻踩油

门。行驶过程中尽可能控制好车速，避

免猛打方向。如在结冰路面行驶或车辆

下陡坡的情况下，应尽可能采用发动机

牵引力进行制动。当车速较快时，采取

缓慢点刹防止车辆打滑。冬季驾车，驾

驶员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风险预判

必不可少。转弯前，提前降低车速；转弯

时，尽量保持方向盘平稳。需要特别注

意的是，在冰雪路面上行驶，回正方向盘

方向的时机应略早于正常路面。

下图：冬日，西藏军区某旅某运输

连官兵对车辆进行维修检测。

李松原摄

军车冬季如何维护保养
■黄辛舟 邢 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