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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捷克宣布加入由德国主导的欧洲合
作采购协议，计划斥资 520 亿捷克克朗采购 77 辆
豹 2A8坦克，逐步替换现有的苏式旧装备。

这是今年以来继波罗的海 3 国、南欧罗马尼
亚以及北欧瑞典后，又一欧洲国家大批量采购德

制武器。军贸市场向来是大国博弈的“风向标”，
也是国际安全局势的“晴雨表”。捷克这笔军备
采购的背后，有着何种考量？近年来，声浪不断
高涨的欧洲防务自主，又有什么新动向？请看本
期解读。

军工T型台

采购德国豹 2A8 坦
克，捷克军工界有着多重
考量

回 眸 历 史 ，捷 克 军 队 装 备 的 换 代

升 级 如 同 一 面 镜 子 ，映 射 出 欧 洲 复 杂

多 变 的 军 贸 关 系 走 势 。 作 为 原 华 约

成 员 国 ，捷 克 曾 装 备 T-72 坦 克 等 苏

制武器。

随着柏林墙倒塌和冷战落幕，捷克

最终倒向西方阵营。1999 年，成为北约

成员国后，捷克在军事上全面西化，先

后采购奥地利“潘德 II”轮式装甲车、美

国的 AH-1Z“蝰蛇”直升机。如今，捷克

又与德国扩大军备合作，签订巨额合作

采购协议。

两国密切军贸合作的背后，捷克有

着多重考量——

一是减少采购成本。参与联合采

购，可以通过集约效应降低每辆坦克制

造成本、提升装备质量，深化捷克与欧

洲国家在防务领域的合作，增强项目的

市场吸引力和影响力，并享受批量折扣

带来的价格优势，这对捷克政府和军工

企业来说，是一种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方法。

二 是 提 升 军 工 水 平 。 近 年 来 ，随

着 世 界 科 技 迅 猛 发 展 ，捷 克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的 装 备 竞 争 中 处 于 劣 势 ，其 不 甘

心 做 一 个 纯 粹 的 武 器 买 家 ，而 是 要 在

这场军备竞赛中“分一杯羹”。签订协

议 时 ，捷 克 明 确 要 求 本 国 军 工 企 业 参

与 到 豹 2A8 坦 克 制 造 的 整 个 供 应 链

中，这无疑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斯

柯 达 、布 尔 诺 等 老 牌 军 工 企 业 打 通 国

际 军 贸 市 场 的 大 门 ，以 此 提 升 国 防 工

业现代化水平。

三是巩固国防实力。作为豹 2 家族

的“新生代”，豹 2A8 坦克在火控系统、

主 动 防 御 、通 信 链 路 等 方 面 都 进 行 升

级，性能更加全面。根据采购时间表，

第一批豹 2A8 坦克将于 2027 年开始交

付，到 2030 年捷克陆军将拥有多达 122

辆现代化主战坦克，一跃成为中欧地区

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捷克

将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完成从“中欧

老兵”到“北约新锐”的蜕变。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难免会有差距，

在捷克经济增长预期下调的情况下，这

笔巨额军购费用并不会轻而易举落地，

捷克总理菲亚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只是迈出了“必要的中间一步”，最

终审批还有待各方商榷。

捷克国内对此反应不一。尽管捷

克高层称，这是提升国防能力的必要之

举，但质疑声也不少——反对派认为大

规模军备采购或将引发不必要的地区

紧张局势；捷克民众则担忧巨额国防开

支可能挤占社会福利投入。

捷克能否有足够的财政实力支撑

这笔军备采购？豹 2A8 坦克能否带来

与其高昂价格相匹配的战力提升？这

些都是横亘在捷克面前的实际问题。

此次军备采购或将
引起双刃剑效应

在全球化时代，军备合作不再是孤

立事件，每一笔军购，每一次战略调整，

都是对国际秩序的一次重新审视。

从采购方看，捷克此次购买豹 2A8

坦克的决定，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湖

面，正在激起阵阵涟漪。

放 眼 整 个 欧 洲 局 势 ，捷 克 西 邻 德

国，北接波兰，处于东西欧的交界处，是

重要的战略通道。绝佳的地理位置，带

来区域优势的同时，一旦发生冲突和战

争可能会首当其冲。

近年来，欧洲东部的安全框架频现

裂痕，地区局部冲突升级，装备的老化

和军火库的“空虚”，让捷克产生强烈危

机感，不得不加强国防工业发展，力求

在 波 诡 云 谲 的 国 际 局 势 中 占 据 主 动 。

深入探究，不难发现，此次联合采购不

仅是军事层面的简单操作，其背后折射

的是捷克乃至整个中东欧地区对国际

安全环境的“主动防御”。

凡事都有两面性，此次军备采购或

将引起双刃剑效应——

面对复杂国际关系格局，“抱团取

暖”好过“单打独斗”。捷克同欧洲各国

加强防务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把更多的欧洲国

家团结起来，形成一种高水平的军事合

作 模 式 ，以 提 防 美 国 等 大 国 单 方 面 的

“军事讹诈”，保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和维

护多边主义原则。

另一方面，这样一笔军贸“大单”，

也使欧洲防务自主的内在脆弱性得以

呈现。从军售方看，德国利用部分国家

的战略焦虑，正以军售交易为手段，将

多 国 纳 入 以 其 为 中 心 的 联 合 军 购 体

系。除以合资方式推出新款豹 2A8 坦

克，和竞争对手法国“抢生意”外，德国

军工综合体还在政府支持下，向捷克等

国派驻技术顾问并寻求联合办厂，借机

将对方纳入德国军工体系。

据了解，过去一年，德国经济萎缩

约 0.3%，军火贸易却逆势增长 40%。目

前，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已在波罗的海和

东欧国家建厂，这被外界视为德国军工

开辟欧洲产业链的重要一步。随着军

品外销渠道拓展，德国军工“走出去”已

成为必然趋势，有助于其实现防务外交

领域的利益捆绑。

引 人 关 注 的 是 ，德 国 军 工 重 新 崛

起，直接触动了另一欧洲强国法国的利

益，与法国提出的欧洲军工综合体相冲

突。近期，法国也抛出被外界视为“战

争经济”模式的军工发展思路。两国在

军工领域的竞争，明显不利于欧洲防务

一体化建设。如果在军贸合作上，欧洲

各国立场不一、龃龉不断，或将加剧欧

洲阵营化对抗格局，让构建平衡、有效

和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变得更加遥

遥无期。

各方理念存在分歧，
防务自主前路漫漫

防 务 建 设 是 一 个 国 家 安 全 的 基

础 。 如 何 在 防 务 上 摆 脱 对 外 依 赖 ，从

而 在 战 略 上 实 现 自 主 ，避 免 被 裹 挟 拖

入 险 境 ，是 一 道 摆 在 欧 洲 各 国 面 前 亟

待解决的难题。

近年来，美国单边霸权主义甚嚣尘

上，倒逼欧洲“战略自主”意识不断提

升。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在接受采访

时说，北约内部缺乏战略协调。其意在

唤起欧洲各国的自主意识，地区的紧张

局势也让德国等国重新审视自身安全

发展环境。

德国军方高层认为，长久以来，欧

洲的安全一直由美国保障，但美国现在

已逐渐将重心转移至太平洋地区，其对

欧洲盟友的保护能力和意愿降低。因

此，欧洲尤其是德国，应该发挥更重要

的主导作用。

此 次 德 国 与 捷 克 扩 大 军 备 合 作 ，

可以看作欧洲国家推进防务自主的一

个缩影。自 2022 年以来，随着地区安

全 局 势 急 剧 变 化 ，欧 洲 各 国 愈 发 认 识

到发展独立安全防务能力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

据外媒报道，2022 年，德国批准了

一项增加 1000 亿欧元特别国防基金的

申 请 ，用 于 联 邦 国 防 军 更 新 和 补 充 装

备。在欧洲，并非只有德国上涨军费。

比利时、波兰、罗马尼亚等国也相继提

出增加军费开支，旨在通过增加军费投

入，提升本国军事实力，以期在欧洲防

务自主中获得更大话语权。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欧洲各国都在

提防务自主，但欧洲主要国家在共同防

务建设理念上存在差异。法国是欧洲

防务自主的坚定倡议者，呼吁“欧洲安

全由欧洲做主”，德国则主张在北约框

架下发展欧洲防务一体化。同时，欧洲

各国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相互并不完全

信任。法、德等国视英国为“美国在欧

洲的代表”，对其防务举动持提防态度；

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则希望在欧洲地缘

重塑中取得更重要地位。

分歧的存在，让美国有机可乘。一

边是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强调推进防

务 自 主 ，另 一 边 是 波 兰 等 国 密 集 采 购

M1A2 主战坦克、“阿帕奇”直升机等美

制武器。尤其是部分国家采购的 F-35

战 机 或 将 对 欧 洲 正 在 推 进 的“未 来 空

中作战系统”和“暴风”等六代机项目

产 生 严 峻 挑 战 。 以“未 来 空 中 作 战 系

统”为例，该作战平台涉及大量知识产

权，参与研发国家之间矛盾重重，研发

项目持续延期。法、德、西 3 国军方采

购 部 门 ，目 前 已 对 该 项 目 持 续 延 期 表

达强烈不满。

未来，随着美国军工产品在欧洲军

贸市场的持续输入，以及美国利用欧洲

各国政策分歧和利益矛盾，坐收渔翁之

利，法、德等欧洲国家的防务自主之路

或将更加漫长。

上图：豹 2A8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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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加入由德国主导的欧洲合作采购协议—

欧洲军贸市场再起波澜
■周 韵 詹乾坤 杨 恒

“祝贺赵阳同志通过高级技师技

能鉴定考核。”前不久，南部战区空军

某旅某雷达站晚讲评会上的一则喜

讯，让三级军士长、雷达技师赵阳再次

成为大家眼中的焦点。

说起赵阳，战士们称赞有加。他

是全旅唯一一名两次获得全军士官优

秀人才奖的专业技术人员。翻阅他的

简历，入伍前他只有大专学历。16 年

的军旅生涯，他如何从“专业小白”成

长为“行家里手”？从战友口中，笔者

找到了答案。

初次接触雷达修理专业，赵阳的

经历与大多数新兵一样，面对迷宫般

的电路图，一时无从下手。“只要足够

努力，你一定能成功。”班长的话给了

赵阳信心。那段时间，为了提升操作

能力，赵阳一边刻苦学习基础理论，一

边动手实践加深理解。为了搞清楚装

备线路走向，他钻进雷达方舱、爬上雷

达天线，一遍遍摸索线路，随身笔记本

也记得密密麻麻。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凭着这股

韧劲，赵阳很快获得单独值班资格。

随后几年里，结合院校培训学习、重

大任务淬炼等时机，赵阳勤学苦练、

稳步提升，逐渐成长为本专业的“行

家里手”。

“信息化战场瞬息万变，战机稍纵

即逝，唯有随时能战，方能赢得主动。”

一次模拟空情保障演练，雷达突发故

障。由于那次故障较为少见，赵阳虽

然排除了故障，但耗时较长贻误了目

标探测时机。任务结束后，赵阳开始

认真复盘维修过程，并对各种故障逐

一进行剖析，最终形成了一套故障预

防与快速定位方法。经过实践运用，

装备故障率明显降低，维修保障效率

也得到显著提升。

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本领，赵阳

多次完成大项保障任务，被评为“空军

作战部队技术骨干”。那年，经过综合

测评、组织鉴定等程序，赵阳获得军旅

生涯中第一个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

现代战争，雷达往往是对方首要

攻击目标。作为机动雷达，要想求生

存、保打赢，不仅需要过硬的机动作战

能力，还要学会“隐藏”自己。一次演

训前夕，为解决机动雷达战场生存难

题，赵阳主动请缨为新战法提供技术

支撑。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新研发器

材运转稳定，并在演训中充分发挥效

能，有效提升了机动雷达战场生存能

力。演训结束后，该新研发器材得到

上级推广使用，赵阳也因此再次获得

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

一时间，一名雷达技师两度获全

军士官优秀人才奖的消息在旅里不胫

而走。面对战友夸赞，赵阳并没有懈

怠，始终保持学习奋进姿态。去年，某

新型装备列装该站，赵阳带领战友铆

在雷达阵地，熟悉雷达功能结构、学习

装备操作方法，短短一个月时间便熟

练掌握新装备性能，梳理出一套高效

操作检修流程，有效提高了装备战时

保障能力。

上图：赵阳正在检修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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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机在恶劣天气下进行起降时，受

气流影响会产生剧烈颠簸，飞行员需要

不断调整战机姿态，确保飞行稳定。然

而，完全依靠飞行员手动操控战机飞行

难度很大，这时需要运用陀螺仪，辅助

控制战机平稳飞行。

陀螺仪的工作原理基于陀螺效应，

是利用陀螺在高速转动中转子产生惯

性，可以自动监测到战机在空中的飞行

姿态、朝向和转动角度等，为飞行员提

供精确的方位、速度和加速度等一系列

信息。当陀螺仪发现战机机翼稍有下

压，就会立即发出指令调整，帮助飞行

员进行相应操作，校正战机飞行姿态。

陀螺仪技术已有 170 多年发展历

史。19 世纪 50 年代，法国物理学家莱

昂·傅科为了研究地球自转，发明了世

界上第一台陀螺仪。陀螺仪诞生后，

首先被应用到航海领域。1908 年，单

转子摆式陀螺罗经问世，它可以凭借

重力力矩自动寻找方向，解决了当时

舰船导航问题。

随后，陀螺仪又成功应用到航空领

域。二战时期，德国科学家发明的惯性

导航系统，便是利用陀螺仪确定飞行方

向和角速度，以控制飞弹飞行和打击目

标。不过，那时候德国飞弹的惯性导航

系统采用的是机械式陀螺仪，受技术影

响，飞行精度偏差大，并没有达到预期

效果。

为了突破机械式陀螺仪的技术瓶

颈，美国一家公司于 1963 年研制出激

光陀螺仪，并将激光陀螺仪应用到战机

制造上。稍晚出现的光纤陀螺仪也是

一种光学陀螺仪，与激光陀螺仪相比，

具有体积小、成本低、便于批量生产等

优点，得到广泛应用。

进入 21 世纪，随着微机电和量子

技 术 发 展 ，陀 螺 仪 的 发 展 驶 入“ 快 车

道”，以微机电系统陀螺仪、半球谐振陀

螺仪为代表的振动陀螺仪和以核磁共

振陀螺仪、原子干涉陀螺仪为代表的原

子 陀 螺 仪 等 新 型 陀 螺 仪 得 到 快 速 发

展。这些新型陀螺仪的出现及应用，对

现代战机发展起到关键作用，让战机平

稳飞行。

陀螺仪，让战机平稳飞行
■朱志清

保障达人

军工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