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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战场竞争力”

《计划》将“赢得战场竞争力”定为

“第 33 号项目”，即美海军第 33 任海军作

战 部 长 项 目 。 项 目 专 注 于 3 个 发 展 重

点：推进联合作战体系融合、创新发展

“分布式海上作战”能力和针对“大国竞

争”加强人才培养。

弗兰凯蒂提出，美海军应在联合作

战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以体现其战场

核心竞争优势。具体而言，主要是根据

联合作战概念加强海上作战能力设计，

为联合部队的海上拒止、力量投送、海上

通道控制等行动提供指导。

关于“分布式海上作战”，《计划》提

议通过联接多域指控节点、传感器和火

力平台，形成多点分布、动态调整、结合

软硬杀伤力的多样化打击能力。在人才

培养方面，除提升专业素养外，美海军还

推出“卓越文化 2.0”计划，旨在培养通晓

对手国家战略、文化、条令等方面知识的

人员，以此训练能够在认知层面“欺骗对

手、影响决策”的专业队伍。

《计划》还详细阐述了实现上述目标

的多个发展路径，具体包括：提升海军作

战平台维护效率，确保到 2027 年 80%的

舰艇和飞机处于良好战备状态，目前这

一比例仅为 60%；加快海战场人工智能

军事化步伐，推动机器人和自主作战系

统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并建设有人/无人

混编舰队；遵循分布式作战特征，以太平

洋舰队为样板，打造经过认证的海上作

战中心，到 2027 年所有舰队司令部均下

设此类中心，以增强信息和决策优势；招

募和保留人才，确保 3 年内现役和预备

役人员 100%满编；建设“实兵—仿真—

模拟”一体化综合训练体系，提升部队应

对高端战争的技战术能力；在 2027 年前

修复直接支持海军关键性任务的岸上基

础设施，比如码头、跑道等，以加强在高

危地区的作战准备。

密集打出“组合拳”

与《计划》相契合，近段时间以来，美

海军已在多个领域加强能力建设。

在部队组建方面，第 6 舰队所辖第

66 特混舰队调整改组为美海军首支“全

域特混舰队”，旨在强化无人系统发展、

研发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海战场军事行

动，以及促进陆海空天网等领域力量的

一体化运用，并计划在驻守西太平洋的

第 7 舰队继续试点该类型部队。同时，

筹组第 1 无人潜航器大队，验证水下兵

器运用和培养操作人员。

在训练模式方面，美海军提高标准

要求，明确规定航空兵学员需在教练机

和模拟器上训练超过 100 小时，才能通

过初级飞行训练；潜艇部队则推广“登艇

即上岗”的新型训练模式。此外，航母巡

航期间，舰员每天约一半时间处于非执

勤状态，以保持较好的精神面貌。

在装备应用方面，开展“黄海鳗”等

新型无人潜航器的研发与验证；其重金

打造的“虚拟宙斯盾”系统已在第 7 舰队

的 1 艘导弹驱逐舰上安装测试，计划年

内扩展至 6 艘导弹驱逐舰，2027 年前加

装至小型海上平台，该系统可将多个作

战平台整合至统一系统，实现各作战平

台间快速高效互联互通。

此 外 ，美 海 军 在 军 工 领 域 扩 大 外

包业务范畴。美海军信息战司令部最

近完成代号为“海上与岸上水手边缘”

的 系 统 研 发 ，该 系 统 能 够 通 过“ 星 链 ”

等商业通信卫星接入国际互联网；“卡

尔·文森”号和“福特”号航母、“拳师”号

两栖攻击舰以及 10 余艘“宙斯盾”舰和

补给舰也部署使用“星链”系统，被认为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舰队通信系统升级；

美海军还向韩国厂商开放舰艇维护、修

理 和 大 修 业 务 ，并 于 9 月 签 订 首 份 合

同 ，预 计 未 来 将 与 更 多 国 家 在 该 领 域

展开合作。

问题频发显露窘态

就在美海军高层规划未来作战能力

建设的同时，美海军装备和人员暴露出

多个问题。比如，“华盛顿”号航母和 2

艘新型攻击核潜艇被确认存在焊接缺

陷，且其他舰艇可能存在同样问题。虽

然美方宣称不会导致安全风险，但该问

题已对其军工信誉造成负面影响，美海

军正对 23 艘舰艇的焊接情况进行检测，

被美国媒体批评是在浪费开支。

装备延期交付已成为美海军面临

的 一 大 问 题 。 受 劳 动 力 和 供 应 链 短

缺影响，首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哥伦

比 亚 特 区 ”号 的 交 付 时 间 需 要 推 迟 12

至 16 个月，即便加速工程进度，该艇也

无法在 2031 财年实现部署。美海军第

六代舰载战斗机的服役时间被调整至

2030 年 之 后 ，相 比 美 空 军 版 六 代 机 来

说 明 显 落 后 。 弗 兰 凯 蒂 表 示 ，美 海 军

在 战 斗 机 领 域 相 较 于 美 空 军“ 陷 入 代

差 ”，她 还 试 图 将 主 要 原 因 归 咎 于 预

算受到大幅压缩。

此外，数据显示，今年美海军仍面

临 2.2 万人的员额缺口，考虑到美军在

国内民众中的低认可度，美海军难以按

计划完成满编目标。这些问题使外界

对《计划》中相关内容的推进和实施效

果提出质疑。

美海军布局未来战场能力建设
■石 文

根 据 韩 国 宪 法 ，韩 国 国 会 拥 有 宣

战、派遣军队至国外和外国军队在韩国

境内驻留的同意权。然而，韩国国防部

近日对允许日本自卫队临时进入韩国

一事解释称，日本自卫队短暂进入驻韩

美军基地并不属于宪法规定的“短暂停

留”，因此无需国会同意。这意味着未

来驻韩美军可根据需要邀请日本自卫

队进入朝鲜半岛。虽然日本自卫队进

入韩国的实际情形、时机和规模尚有限

制，但此举对长期存在龃龉的日韩关系

而言是一个突破。

近年来，在美国拜登政府推动下，日

韩关系开始走向所谓的“和解”。特别是

在 2023 年 8 月的美日韩戴维营首脑峰会

后，日韩在外交层面的互动增加。在军

事领域，双方展现出互动节奏加快、事务

层面对接密集等特点。2023 年 12 月，通

过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协调，日韩分别实

现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雷达指挥控制

系统、韩国军队与驻韩美军雷达指挥控

制系统的互联互通，意味着三国可实时

共享导弹预警情报；今年 6 月，美日韩海

警机构首次在日本海举行海上联合演

练；6 月底，美日韩首次在济州岛以南公

海举行名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涵

盖海域、空域、网络等多个领域；7 月，美

日韩三国防长签署“美日韩安全合作框

架协议”，并决定美日韩将定期轮流举行

防长会议、总参谋长会议、安全会议等高

级别会议。此外，基于多年的联演计划，

三国将定期、系统地进行美日韩“自由之

刃”演习，以此建立三边联合演习机制。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日韩关系缓和

且军事互动增加，并不代表两国能在短

期内被美国“捏”成盟友。这是因为，日

韩关系的波动受到多个因素影响。

从美国角度看，拜登政府自上台以

来，持续推动所谓的“联盟威慑”战略，试

图在东亚地区将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升

级为美日韩三边同盟，以便整合和调动

东北亚的军事资源。但鉴于日韩之间长

期存在历史问题和领土纷争，两国不具

备建立同盟的互信基础，现阶段关系的

改善，主要是受到美国持续放大两国安

全焦虑的影响。随着美国大选进入倒计

时，未来新一届政府能否维持现有的外

交推动力度，还需进一步观察。

从韩国角度看，半岛的和平态势走

向至关重要。韩国试图通过加强与美日

军事合作，增强对朝鲜的威慑能力。然

而，允许日本自卫队在特定条件下进入

韩国的决定，已在韩国国内引发大量抗

议和反对声，反映出韩国社会对日本仍

有深刻不满和猜疑。

从日本角度看，主动介入地区热点

问题，是其突破自身军事能力限制的惯

用手段。近年来，日本多次渲染朝核等

地区安全威胁，分步构建可先发制人打

击敌方导弹基地的能力。同时，日本在

美国主导的安全框架内持续加强对外军

事勾连，推动自卫队常态化执行海外军

事行动，并不断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

石破茂内阁上台后，是否会继承岸田内

阁对韩国的“外交遗产”，目前尚不明确。

此外，日韩关系还受到亚太地区安

全局势等因素的影响。总体来看，日本

和韩国各有盘算，其彻底“和解”的历史

和现实基础仍然相当脆弱，这在客观上

限制了两国军事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上图上图：：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在东富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在东富

士训练场参加空降演习士训练场参加空降演习。。

日韩加大军事勾连程度
■子 歌

据外媒报道，瑞典政府日前向议

会提交一份提议，提出将为北约提供

一支“应对北大西洋地区潜在威胁的

武装力量”。此举表明，瑞典正积极参

与北约的军事行动，并试图在北约的

威慑链条中扮演重要角色。

冷战结束后，瑞典废除了义务兵

役制，其常备军主要执行国际维和任

务，导致国防实力显著下降。在冷战

高峰期，瑞典能够动员多达 80 万人，如

今其现役和预备役人员总计约 5.7 万

人 。 瑞 典 武 装 力 量 最 高 指 挥 官 米 凯

尔·克拉松曾把瑞典国防军比喻为盆

景，即“外表精致实则脆弱”。

瑞典自加入北约以来，从根本上

改变了传统的不结盟政策，并与美国

签署一项允许美军使用瑞典军事基地

的防务协议。瑞典国防委员会在报告

中敦促政府“加强国防能力”，为此瑞

典政府已采取多项措施。

米凯尔·克拉松认为，恢复义务兵

役制是当前一项重要任务，未来瑞典

应在此基础上加快进行军事建设。同

时 ，瑞 典 正 持 续 增 加 军 费 开 支 。 自

2020 年以来，瑞典的国防预算已增加

一倍，预计到 2030 年将增至 1850 亿瑞

典克朗（约合 170 亿美元），GDP 占比达

2.6%。在经费支持下，瑞典针对性地开

展武器装备采购和军事改革，到 2030

年前，瑞典陆军将重组 3 个机械化旅和

1 个步兵旅，并大幅提升以反无人机为

主的防空能力，同时大批量采购巡航

导弹。

北约一直将威慑和防御作为联盟

战略的核心，试图 推 动 各 成 员 国 强 化

军 事 实 力 ，参 与 联 盟 组 织 的 军 事 活

动 ，向 外 界 展 示 维 护 集 体 安 全 的 决

心 。 在 此 背 景 下 ，瑞 典 愈 发 展 现 出

深 度 融 入 联 盟 的 姿 态 。 据 介 绍 ，瑞

典计划为北约提供的新武装力量，将

由 陆 军 、海 军 和 空 军 的 作 战 分 队 组

成 ，共 计 1200 人 ，包 括 6 艘 舰 艇 和 24

架 飞 机（占 瑞 典 军 机 总 量 的 1/4），主

要 负 责 在 北 大 西 洋 和 波 罗 的 海 地 区

为 北 约 部 队 提 供 支 援 。 瑞 典 外 交 大

臣斯蒂纳加德表示，这将是瑞典政府

的 历 史 性 举 措 ，“ 有 助 于 增 强 北 约 的

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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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

据英国媒体报道，挪威海军正寻求

“亲密盟友”协助，采购至少 5 艘新一代

导弹护卫舰，以取代现役的南森级护卫

舰。目前，共有 11 个方案参与竞标，主

要包括英国 26 型护卫舰、法国中型护

卫舰（FTI）、德国 F126 型护卫舰、荷兰

反潜护卫舰（ASWF）、西班牙 F110 型护

卫舰和挪威基于美国海军星座级护卫

舰的改进型方案等。报道在分析挪威

海军需求和主要竞标者的情况后认为，

虽然 26 型护卫舰具备一定优势，但由

于交付能力不足，其能否竞标成功尚待

观察。

今年 4 月，挪威宣布采购新型护卫

舰，并计划为此投入约 85 亿欧元（约合

93 亿美元），这一预算涵盖舰艇和舰载

系统、直升机成本及运维费用。挪威

方面表示，新护卫舰的反潜作战能力

和适用性是主要考察指标，同时希望

首舰于 2029 年交付。考虑到从敲定采

购计划到首舰建成不到 5 年时间，候选

方案必须是成熟设计且已进入建造规

划的舰艇。此外，挪威海军人数仅 4000

人，预计新护卫舰将把精简舰员作为一

个重要目标。

英国媒体在对主要竞标者进行分

析后指出，西班牙 F110 型护卫舰竞标

获胜的可能性较小。这是因为，挪威现

役南森级护卫舰就是基于 F110 型的前

代 型 号 F100 型 而 设 计 ，该 级 舰“ 英 斯

塔”号曾于 2018 年与一艘马耳他籍油

轮相撞后沉没。此次事故被认为与南

森级护卫舰的设计缺陷有关，这势必影

响相关方对 F110 型的信任。

德国 F126 型护卫舰是一款大型多

用途军舰，首舰已开始建造。该舰排水

量 1.06 万吨，舰上搭载可更换的任务模

块，自动化程度较高，舰员编制仅需约

110 人。虽然挪威和德国在潜艇等多个

项目上合作紧密，但 F126 型护卫舰的

尺寸远超挪威需求，且反潜作战并非其

主要优势。

荷兰 ASWF 排水量 6400 吨，采用柴

油—电力混合动力推进系统，能够实现

超静音运行，专为反潜作战设计。荷兰

和比利时共采购 6 艘（荷兰 4 艘、比利时

2 艘），首舰将于 2025 年开工，预计 2029

年交付。从技术参数来看，ASWF 较符

合挪威海军的需求。

法国 FTI 是一款多功能通用舰艇，

它是昂贵的“欧洲多任务护卫舰”的经

济型替代方案。法国海军已订购 5 艘，

首舰“罗纳克海军上将”号预计于 2025

年服役。FTI装备 16 或 32 单元的“席尔

瓦”垂发系统，能够发射“紫菀”导弹。

法国舰艇的一大特点是广泛采用欧洲

舰载系统，这对于以美制系统为主的挪

威来说可能带来兼容性问题。此外，

FTI 采用全柴动力系统，在降噪性能方

面不如柴电混合动力系统。

挪 威 VARD 公 司 联 合 多 家 本 土

企 业 推 出 的 基 于 美 海 军 星 座 级 护 卫

舰 的 改 进 型 方 案 ，最 大 亮 点 是 可 在

挪 威 本 土 完 成 建 造 。 VARD 公 司 隶

属 于 意 大 利 芬 坎 蒂 尼 集 团 ，后 者 负

责 美 海 军 星 座 级 护 卫 舰 的 设 计 与 建

造 。 VARD 公 司 在 建 造 民 船 和 海 警

船方面拥有较多经验，但从 未 参 与 过

复杂大型军舰的建造。此外，美海军

星座级护卫舰项目推进缓慢，首舰的

舰 体 基 本 建 成 ，但 最 终 设 计 尚 未 敲

定，且成本持续攀升。在所有竞标者

中 ，该 方 案 最 不 被 看 好 ，唯 一 优 势 是

其采用美制“宙斯盾”系统，与 挪 威 现

役 的 南 森 级 护 卫 舰 所 配 备 的 旧 版 本

“ 宙 斯 盾 ”系 统 相 兼 容 ，且 本 土 化 建

造 的 吸 引 力 较 大 。 今 年 9 月 ，挪 威 国

防 部 长 和 财 政 部 长 曾 访 问 VARD 船

厂 ，对 该 方 案 表 示 满 意 ，但 未 作 出 明

确承诺。

在英国媒体看来，挪威的“亲密盟

友”主要是美国和英国。若美海军星座

级护卫舰的改进型方案未中选，英国 26

型护卫舰则可能脱颖而出。26 型护卫

舰满足挪威公布的 3 个关键初始要求：

由盟友开发、技术成熟，且该舰的反潜

作战和降噪能力突出。同时，英国与挪

威的防务合作由来已久，除均为北约成

员国外，双方还在联合远征部队（JEF）

框架内密切合作。目前最大问题是英

国的产能有限，若要满足挪威的交付要

求，可能需将 3 号和 4 号舰优先交付挪

威，这将使同样亟需 26 型护卫舰的英

国海军继续面临等待。

挪威护卫舰项目花落谁家
■杜朝平

美海军一架美海军一架 F/A-F/A-1818EE““超级大黄蜂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准备在战斗机准备在““福特福特””号航母上降落号航母上降落。。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
海军作战部长弗兰凯蒂日
前签发新版《美海军作战部
长领航计划》（以下简称《计
划》），明确未来作战能力建
设重点和实现路径。近段
时间以来,美海军推出一系
列战斗力提升举措，但诸如
工程事故、项目延期和航母

“疲态”等问题，已影响到美
海军作战能力的发挥。

建造中的英国建造中的英国 2626型护卫舰型护卫舰 22号舰号舰。。

据日本媒体 10 月 9 日
报道，韩国国防部已同意允
许日本自卫队在战时为驻
韩美军运送物资而临时进
入韩国。这一决策一定程
度上标志着日韩之间军事
隔阂的缓和，意味着日本
自卫队在二战结束后可能
再次进入朝鲜半岛，同时
也表明由美国主导的美日
韩三边军事合作向前推进
一步。

瑞典空军瑞典空军““鹰狮鹰狮””战斗机战斗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