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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务资讯

渲染军工“景气”局面

近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

公布年度首份军工大单，价值 31 亿欧元

（约合 32.5 亿美元）的德国国防军士兵数

字化框架合同，用于为德国国防军升级

采购“未来步兵拓展系统”。作为单兵作

战装备，该系统能辅助士兵通过网络与

步兵战车进行信息交换、快速识别敌友、

请求战场支援，还能监测士兵身体状况，

减轻体力负担。

该项目由莱茵金属公司牵头，30 余

家公司共同研发，共包括 12000 余套“未

来步兵拓展系统”，可装备 368 个排。皮

斯托里乌斯称，这是军工综合体与德国

国防军的双赢合作。

德国媒体指出，“未来步兵拓展系

统”并非全新研发。10 余年前，该系统

的早期版本就已部署列装。此次推出的

3.0 版本核心内容是旧系统迭代升级，处

于常规改进阶段，并未凸显德国本土军

工产业技术优势。

同时，德国国防部披露陆军新一代

高 机 动 性 装 甲 救 护 车 即 将 交 付 、海 军

F-127 新型护卫舰开工建造等武器装备

建设动态。德国国防部表示，上述项目

均由德国军工企业承包，有望带来可观

经济效益。

德国总理朔尔茨在竞选集会中高调

宣布，计划把阿尔斯通的一家火车制造

厂改建为生产“豹-2”坦克及装甲车部

件的军工厂。朔尔茨认为，这一举措能

“给处于低谷的德国工业界带来希望”，

为工业发展开辟前景。

然而，部分外国智库指出，德国军工

生产长期存在效率低、成本高的问题。

技术研发与产品制造进度缓慢，无法快

速响应市场和军事需求变化。过高的生

产成本使德国军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

乏价格竞争力，产业效益被严重夸大，实

际盈利和发展潜力不及预期。此外，“民

转军”带来的人事结构调整问题不容忽

视。生产模式和技术需求的转变，可能

导致近半数岗位裁减，大量工人面临失

业风险，使这一举措在社会层面遭遇重

重阻力。

调整军事战略布局

德国不仅在军工建设上动作频频，

在军事战略布局方面同样雄心勃勃。

近日，德国陆军发言人宣布，将在 4

月 1 日完成组建一支由预备役和现役军

人构成的国土安全部队，负责保卫境内重

要设施，最终兵力将超过 1万人。此举拉

开德国国防军新年度改革的序幕。2024

年 4 月，德国国防部开启“自冷战以来最

全面的军事改革”。目前，德国国防军正

稳步推进扩军计划，预计今年内增编 3个

师的兵力，未来总兵力将达到 23万左右。

今年初，德国空军在波罗的海地区部

署 2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担负东欧

地区空天安全防卫任务。德国官方媒体

借机炒作一系列相关行动，包括在德国设

立北约波罗的海特遣部队指挥部、组建东

欧安全援助与培训计划指挥部、在立陶宛

建设永久性军事基地等，称其为“对欧洲

安全贡献的历史性成果”。

有评论认为，朔尔茨执政以来，在军

事战略上对美国亦步亦趋，大幅增加国

防开支。特朗普重新当选美国总统后，

继续施压欧洲加大军事建设投入，德国

政府此时大力推进军事扩张，不乏向美

国示好，换取政治支持的考量。

不过，外界对德国的军事扩张计划

充满质疑。从经济层面看，德国经济增

长乏力，庞大的军事扩张开支可能引发

其他领域的连锁反应。从政治层面看，

德国国内右翼思潮涌动，朔尔茨执政前

景充满不确定性，其精心布局的军事扩

张计划面临重新审视与调整的风险。

折射欧洲“安全焦虑”

媒体分析认为，德国在军备领域的

一系列动作，是整个欧洲地区“安全焦

虑”的缩影。

近期，欧洲国家在军事领域动作频

频。英法航母编队进行海外部署，荷兰、

意大利表示将向海外派遣舰队；挪威牵

头在北极地区筹建北约第三个空中作战

指挥中心；法国、西班牙、希腊、保加利亚

等 9 个欧洲国家在希腊等地举行“坚定

飞镖”演习；波兰、立陶宛等国计划将国

防 开 支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比 重 提 高 至

5%。上述举措反映出欧洲多国陷入严

重的“安全焦虑”，意图通过军事建设增

加“安全感”。

有外国军事专家分析，欧洲的“安全

焦虑”源于复杂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因

素，而特朗普重新执政进一步加剧了恐

慌。许多欧洲民众担忧，无论是向“战争

经济”模式转型，还是以欧洲“防务自主”

为名展开武器装备建设，都难以摆脱美

国的操控。

随着东欧局部冲突持续，欧洲多国

在装备援助、培训支持等方面的压力可

能进一步加大。内部焦虑膨胀和外部

压力升级，可能使德国等欧洲国家被美

国裹挟，成为大国博弈、地缘格局重塑

的棋子。

德国军事布局凸显欧洲困局
■刘磊娜

近日，第 17 届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落下

帷幕。在中东地区长期保持大规模军火

采购的背景下，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被

视为各国进军中东军火市场的重要平

台，备受全球瞩目。

热度高涨成果突出

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每两年举办一

届，不仅是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防务展

会，也是全球最为活跃的防务交流平台

之一。本届防务展延续了以往较高的热

度，亮点突出。

一是规模再创新高。数据显示，本

届防务展吸引 1565 家防务企业参展，较

上一届增长约 16%。其中，731 家企业

首次参展。室内展馆总面积约 18 万平

方米，比上届增加约 10%，参观总人数

超过 15 万。

二是交易持续攀升。此前，阿联酋

政府已连续 9 届在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

上签订超 100 亿迪拉姆（约合 27 亿美元）

的军购合同。本届防务展上，阿联酋仅

在开幕后的前两日，便宣布已签订约 98

亿迪拉姆的 18 份合同。

三是主题不断拓展。除传统防务领

域外，本届防务展将人工智能、网络安全

和下一代防务技术列为重点展示领域，

还特别新建一个展馆，汇聚 30 余家防务

企业，集中展示防化学生物武器、防核辐

射和防爆领域的前沿创新成果。

聚焦前沿特色鲜明

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主席法里斯表

示，希望以防务展为依托，把阿联酋打造成

为在防务和安全领域具备区域乃至全球影

响力的关键枢纽。防务展的诸多特色，彰

显东道主拥抱全球、聚焦前沿的设想。

一方面，国际化与国产化并重。本

届防务展以“防务创新与合作的世界舞

台”为口号，向全球军工企业展现开放包

容的姿态。参展国家总数达 65 个，其中

卡塔尔、匈牙利和立陶宛等 7 个国家首

次参展。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防务展邀

请超过 10 家俄罗斯军工企业参展，并将

其武器装备展示于主展馆。

同时，本届防务展延续阿联酋主推

本土企业的一贯做法。阿联酋国家馆面

积最大且位于核心位置，213 家本土企

业参展。阿联酋政府在防务展开幕当日

就与本土企业达成 9 笔交易，总额近 40

亿迪拉姆，涵盖弹药、装甲车和人工智能

系统等多个领域，助力本土企业提升国

际影响力。

另 一 方 面 ，无 人 与 反 无 人 技 术 角

力。受近年来局部冲突和武器装备技术

发展影响，无人与反无人技术角力成为

本届防务展的一大亮点。阿联酋参展企

业全面展示陆、海、空无人作战平台。米

勒姆公司展示了新型 8×8轮式战斗机器

人，该装备采用混合动力，作战半径更大，

可与阿联酋去年采购的 40辆无人作战车

辆零配件通用，有效降低使用成本。阿布

扎比造船厂牵头制造的 DV10 无人水面

艇采用隐身设计，配备远程武器站，可单

独或组成集群执行任务，重量不足 3 吨，

吃水 0.4 米，具备在全球海域行动的能

力。EDGE 集团展出的 HT-750 无人直

升机，配备模块化吊舱系统，可执行情

报、侦察、监视和后勤医疗等多种任务。

反无人技术也日益成熟。俄罗斯UVZ

公司首次公开展示更新后的 T-90MS 主

战坦克，该坦克加装抵御无人机的防护装

备，强化了顶部和尾部的被动防护。瑞

典萨博集团推出的最新海岸控制雷达，

采用紧凑模块化设计，可集成到桥梁等

设施中，实现全角度覆盖，能在远距离和

恶劣环境下探测小型快速移动的无人水

面舰艇。韩国韩华集团展示的最新混合

短程防空系统，配备多功能雷达，可有效

应对低空飞行的各型无人机。

前景广阔挑战仍存

相 关 专 家 分 析 指 出 ，规 模 不 断 扩

大、影响力日益增强的阿布扎比国际防

务展，体现了阿联酋支持国防创新、强

化 国 际 合 作 、促 进 国 防 经 济 发 展 的 决

心，巩固了其在区域国防工业领域的领

先地位，助力阿联酋朝着成为全球国防

解 决 方 案 关 键 合 作 伙 伴 的 愿 景 迈 进 。

尽管发展前景广阔，但阿联酋仍面临本

土企业国际影响力有限、地区大国办展

竞争等挑战。

阿布扎比防务展亮点纷呈
■王昌凡

据《爱尔兰镜报》报道，爱尔兰计

划投入 4 亿欧元（约合 4.18 亿美元）采

购约 100 辆装甲车，以替换老化的装甲

车队。

目前，爱尔兰武装部队装备有 80

辆“食人鱼”装甲车和 27 辆 RG-32 轻

型战术车。尽管爱尔兰国防部近几年

已花费 6800 万欧元对“食人鱼”装甲车

进行升级，但爱尔兰国防军委员会仍

认为有必要更换该型车。爱尔兰国防

军委员会称，需要足够的装甲运兵车

来满足海外作战需求，同时为常备部

队国内训练提供支持。为此，爱尔兰

大幅增加国防预算，2025 年国防预算

增长 8%，达到 13.5 亿欧元。

据悉，参与该项目竞争的车型可

能包括瑞士“鹰”和“食人鱼 V”装甲车、

法国“薮猫”和 VBCI 装甲车，以及德国

“拳击手”装甲车。

此次采购是爱尔兰军队现代化升

级 计 划 的 一 部 分 ，爱 尔 兰 还 计 划 在

2028 年前，将服役人员从 7400 人增加

到 11500 人。

（梓骁）

爱尔兰将更换老旧装甲车

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计划派遣

海上自卫队“最上”号护卫舰前往澳大

利亚进行“现场营销”，目的是在高达

百亿澳元的澳大利亚护卫舰项目竞标

中，与德国展开最后的对决。这场竞

标不仅关乎一笔巨额武器装备订单，

更反映出日本在军事外交和战略布局

上的多重考量。

澳大利亚海军于 2024 年 2 月宣布，

计划采购 11 艘新型护卫舰，以替换老

旧舰艇，预计投入 111 亿澳元（约合 70

亿美元）。澳大利亚要求采用合作开

发方式，在合作方现有的主力护卫舰

基础上联合研发，前 3 艘在合作方国内

船厂建造，其余 8 艘转到西澳大利亚州

亨德森造船厂进行制造。据悉，澳大

利亚计划在今年内确定合作伙伴，并

开始技术设计，预计 2029 年开始接收

新舰。目前，西班牙、韩国等竞标者相

继出局，候选名单上仅剩日本和德国。

为 在 此 次 竞 标 中 战 胜 德 国 基 于

MEKO 多用途标准护卫舰的低成本研

发方案，日本政府集合相关职能部门

与三菱重工等企业，成立官民联合委

员会，向澳大利亚推出基于日本海上自

卫队最上级护卫舰的研发方案。日本

政府表示将全力支持此次竞标，若获得

此订单，为澳大利亚造舰的优先级将高

于日本海上自卫队。

最上级护卫舰强调水雷作战，航

空甲板下方设有水雷任务舱，可容纳

数十枚水雷，并搭载无人水面艇、无人

潜航器等执行反水雷作战任务。这种

设计对于易被海上封锁的岛国日本来

说十分适用，但对于地域广阔的澳大

利亚而言，实用性将大打折扣。即便

日 本 根 据 澳 大 利 亚 情 况 进 行 设 计 调

整，也很难完全符合澳大利亚需求。

日本争夺澳大利亚护卫舰订单背

后有多重战略企图。

一是突破武器出口限制。近年来，

日本多次修订武器出口法规及实施方

案，与英国、意大利、菲律宾等国签署防

卫装备出口相关协议，意图在国际军贸

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然而，除了与英

国、意大利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斗机外，

日本在主战武器方面的订单几乎一无

所获。突破法规限制后对产业复苏的

期待，使日本在此次澳大利亚护卫舰合

同争夺中充满紧迫感。一旦中标，日本

将有机会通过装备技术捆绑，将澳大利

亚纳入其主导的“安全技术联盟”，构建

美日澳武器系统互联互通网络，进而长

期占据澳大利亚军贸市场。

二是提升日澳军事关系。一段时

期以来，日澳军事互动日益频繁。双

方签署新的《安保合作共同宣言》，将

双边关系提升至新层次，《互惠准入协

定》的生效让日本自卫队战斗机编队

实现在澳短期部署，澳大利亚军队也

首次赴日参加军事演习。两国军事互

动从表层的军事互访、机制构建和联

合军演，向技术合作、作战协同等深层

次发展。若日本主战军舰成功加入澳

大利亚海军序列，未来日澳在联合推

进项目研制、交付列装等方面的长期

对接，将带动更多深层次军事互动，推

动双边军事关系朝同盟方向迈进。

三是加强地区战略布势。日本在

美国划定的框架内，以共同应对地区

威胁为借口，频繁拉拢澳大利亚插手

亚太地区事务。一旦澳大利亚海军装

备日式军舰，其干预区域事务的能力

势必进一步增强，日本意图借此拉帮

结派，扰乱地区秩序和正常发展节奏，

凭借拼凑起来的军事联盟体系，为自

身谋取利益。

日
本
全
力
争
取
澳
护
卫
舰
订
单

■
子

歌

近期，德国政府高调向
外界展示一系列军事建设
成果，并结合防务转型进程
强调其对欧洲地区安全的
贡献。分析认为，德国目前
面临经济萎缩和政治波动
等问题，德国政府这些举动
既反映出自身执政需要，也
折射出整个欧洲地区的“安
全焦虑”。

德国士兵在立陶宛进行军事训练德国士兵在立陶宛进行军事训练。。

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报道，2 月

16 日至 22 日，“科莫多-2025”联合军事

演习在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举行。俄

罗斯、美国、法国、英国等 30 余个国家

海军参演。

此次演习旨在演练如何高效地为

人道主义灾难中的受害者提供及时有

效的援助。

俄罗斯派出太平洋舰队“尖锐”号

护卫舰、“俄联邦英雄阿尔达尔·齐坚

扎波夫”号护卫舰及“佩琴加”号中型

补给舰参演。

演习过程中，参演国家海军对人

道主义救援模式、多方合作下的组织

协调等内容进行交流沟通，确保未来

一旦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相关国家具

备联合救援能力。

俄 罗 斯 太 平 洋 舰 队 前 司 令 谢 尔

盖·阿瓦基扬茨表示，俄罗斯与北约国

家参与同一演习是“重大转变”，这一

变化受到近期国际政治形势和美国新

政策的影响。

俄罗斯和北约舰艇“同台亮相”

爱尔兰武装部队爱尔兰武装部队““食人鱼食人鱼””装甲车装甲车。。

日本海上自卫队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最上””号护卫舰号护卫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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