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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齐下推动发展

2022 年，时任美海军作战部长迈克

尔·吉尔戴在国防工业会议上首次提出

构建一支包含 150 艘无人舰艇、舰艇总

数达 500 艘的有人/无人混合舰队设想，

推动美海军体系化发展无人系统并加强

有人/无人系统协同作战能力建设。

在战略规划方面，美海军明确了发

展目标。2022 年，美海军相继发布《海

军作战导航计划》《兵力设计 2045》，提

出打造一支由 350 艘有人舰艇以及 150

艘无人舰艇和无人潜航器组成的混合舰

队。2024 年，继任的美海军作战部长莉

萨·弗兰凯蒂发布新的《海军作战导航计

划》，强调继续扩大无人系统规模和数

量，并加强其与有人作战平台的融合。

在编制结构方面，美海军通过创设

针对无人系统的专门职级和岗位，集中

资源推动无人系统建设、运用和维护。

2024 年，美海军颁布第 36/24 号文件，设

置“机器人专家”职级，涵盖无人潜航器、

无人机等 6 个类别。美海军人员可通过

院校培训、网络自学和岗位实践等途径

获得相应技术等级。此外，美海军在舰

艇上增设“机器人专家”岗位，由拥有相

应技术等级的现役水兵担任，他们将成

为未来海上无人作战的重要力量。

在装备采购方面，美海军认为，大型

无人水面舰艇是实现分布式海上作战

的关键装备，需具备在前线部署并与有

人舰艇协同作战的能力。美海军预计

将 以 每 年 2 艘 的 速 度 采 购 大 型 无 人 水

面舰艇，共计采购 10 艘，并推动其他类

型无人水面舰艇和无人潜航器的采购

工作。

在训练试验方面，加快创新验证步

伐。在有人/无人混合舰队概念定型之

前，美海军已开展有人/无人舰艇的协同

作战演练。2019 年，美海军组建第 1 水

面舰艇发展中队，专注于海上无人作战

研究。2021 年，成立体系化无人装备试

验部队——第 59 特遣队，标志着水面、

水下和空中无人装备首次实现系统整

合。为进一步支持混合舰队构想，第 59

特遣队设立下属指挥部，专门负责有人/

无人协同作战演练。目前，美国所有大

型海上联合演习均有无人装备参与，且

有人/无人协同演练课目不断增加。

面临诸多难题挑战

外媒分析认为，美海军在推动混合

舰队建设方面频繁发力，但其发展建设

面临诸多挑战。

无人系统自身存在短板。一方面，

美海军在尚未完全明确无人系统作战概

念的情况下，已在大型无人水面舰艇试

验上投入超过 5 亿美元。由于缺乏连贯

稳定的发展方案，美国国会对后续资金

投入持谨慎态度。另一方面，无人舰艇

在复杂电磁试验环境中的表现未达预

期，其在现代海战激烈对抗环境下的实

战能力令美海军感到忧虑。

有人/无人系统关系失衡。短期内，

有人系统和无人系统之间竞争大于合

作。此前，美海军主要将无人系统用于

侦察监视和反水雷任务，然而，近年来重

点发展的大型无人舰艇更强调具备反舰

能力，这与现役军舰的能力出现重叠。

同时，在总建造经费相对固定且建造时

间紧迫的情况下，有人舰艇和无人舰艇

之间存在互相争抢发展优先权的矛盾。

虽然美海军建议加快无人舰艇建设，但

美国国会对于将有人舰艇建造经费转移

给无人舰艇持反对意见。

外部环境干扰因素较多。2024 年 8

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指出，美海军舰

艇 建 造 处 于 近 25 年 来 最 糟 糕 的 状 态 。

由于技术工人短缺、供应链不稳定及采

购成本上升，美海军建造的舰艇普遍面

临交付延期问题。原定于今年交付的 2

艘大型无人水面舰艇，交付时间已被推

迟到 2027 年。

发展前景难以预料

为应对上述问题，美海军已针对混

合舰队建设提出多项举措。

明确作战能力目标。美海军科学技

术委员会近期发布《无人系统前进之路》

报告，建议重点聚焦无人系统在态势感

知、火力打击、后勤保障、通信保障和战

术欺骗等 5 个领域的作战能力发展。

增加试验演练频次。近期，美海军

更加注重加强有人/无人系统的联合演

练。第 66 特混舰队作为美海军首个“全

域特混舰队”，已完成 80 余次有人/无人

装备的协同演练，并整合网络空间作战

和太空军力量装备，为混合舰队的实战

运用提前做好准备。

加大外部支持力度。3 月 4 日，特朗

普宣布将在白宫设立造船办公室，并通

过税收优惠等政策手段重振美国军用及

民用造船厂，以推动美国造船业整体复

苏。该举措可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有人和

无人舰艇的交付速度。

美海军在有人/无人混合舰队建设

上持续发力，但受技术瓶颈、系统协同难

题、经费分配矛盾等因素影响，其发展前

景存在不确定性，相关动向值得关注。

美海军多措推动混合舰队建设
■王昌凡

3 月 6 日，欧盟在布鲁塞尔召开特别

峰会，会议通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

恩提出的“重新武装欧洲”特别融资计

划 。 该 计 划 总 额 达 8000 亿 欧 元（约 合

8600 亿美元），目标是构建“一个安全且

具有韧性的欧洲”。冯德莱恩表示，“重

新武装欧洲”计划将通过 5 项举措突破

现有防务体系的限制。

财政松绑释放军费空间。欧盟将

首次启动《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豁免程

序，允许成员国在不触发过度赤字程序

的情况下大幅增加防务开支。该举措

主要针对德国等国因“债务刹车”规则

而在扩军过程中面临的难题。预计在

未来 4 年内，这一措施将为成员国释放

6500 亿欧元的财政空间，创造增加军费

投入的条件。

专项贷款推动联合采购。欧盟计划

设立“泛欧洲能力领域”贷款工具，提供

约 1500 亿欧元贷款，助力成员国联合采

购防空系统、火炮、无人机等装备。此举

旨在改变成员国在装备体系建设方面各

自为政的状况，推动装备标准化生产与

产业链整合。

调整预算结构强化投资。欧盟允许

成员国利用“凝聚力政策资金”等现有预

算渠道，加大对国防研发和军工产业的

投入，以弥合“经济欧洲”与“军事欧洲”

之间长期存在的政策差距。

加速引入私人资本。欧盟将通过改

革金融市场规则，引导养老基金、保险资

金等长期投资资本流向防务领域，缓解

公共资金投入不足问题。

欧洲投资银行融资介入。欧洲投资

银行将打破传统上“不资助杀伤性武器”

的限制，为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和关键技

术研发提供信贷支持。

“重新武装欧洲”计划作为冷战后欧

洲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计划，反映出在

俄乌冲突背景下，欧洲多国安全焦虑的集

中爆发。同时，它也是欧盟试图减少对美

国军事依赖、重塑全球战略地位的标志性

举措。该计划的实施或将引发连锁反应。

一方面，欧盟防务开支大幅增加可能导致

其与北约的职能出现重叠，使得美国与欧

洲的军事合作模式从传统的“主从关系”

向“竞争性互补”转变。另一方面，计划

中“为乌克兰生产武器”等相关条款，可

能进一步激化欧洲多国与俄罗斯之间的

矛盾，加剧地区局势紧张。

与此同时，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面

临诸多挑战，包括欧盟战略自主性先天

不足，产业整合面临政治阻力等。在财

政方面，南欧国家担忧欧盟放松赤字管

制可能引发主权债务危机；东欧国家则

批评 1500 亿欧元的贷款需所有成员国

担保，认为这是让财政实力相对较弱的

国家为富裕国家的军工产业分担成本。

未来，“重新武装欧洲”计划能否实现预

期目标，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欧盟欲“重新武装欧洲”
■郭秉鑫 黄敬博

近日，丹麦政府与军方公布一系列

强化军备举措，并设立专项防务基金。

分析人士指出，受东欧战事持续胶着及

特朗普重返白宫等因素影响，丹麦的安

全忧虑与日俱增。

2 月中旬，丹麦防务情报局发布一

份“国家安全威胁评估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指出丹麦及其周边国家面临

诸多安全挑战，涵盖战争威胁、极地安

全、领土主权争端，以及各类“无形战

场”和“灰色地带”危机。报告着重强

调，丹麦需投入大量资源，以应对来自

网络、太空、深海和电磁频谱领域的非

传统安全威胁。

基于上述情况，2 月底，丹麦政府

宣 布 一 系 列 加 强 防 务 建 设 的 措 施 。

其中包括设立总额达 67 亿欧元（约合

72 亿 美 元）的 装 备 采 购 专 项 基 金 ，同

时推进防务机构改革、创新采购流程、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快速扩充武器库

存 等 。 丹 麦 国 防 部 和 国 防 司 令 部 的

部分机构也将进行重组，旨在提升决

策效率。

在装备采购方面，丹麦首相弗雷泽

里克森表示，丹麦将优先选择能够迅速

增强防御能力、显著提升威慑力的武器

系统，并注重产品交付速度。据外媒分

析，德国的防空系统、坦克和土耳其的

无人机等，都可能成为丹麦首批采购的

对象。在人员招募方面，丹麦国防部长

波尔森宣布，自 2026 年起将推行新的

兵役制度，届时丹麦年均服役人数将达

5000 人，义务兵役最低时长从 4 个月延

长至 11 个月。

针 对 特 朗 普 此 前 多 次 提 及 欲“ 购

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言论，丹

麦将此轮国防投资重点聚焦于北极地

区，特别是格陵兰岛的军事建设。丹麦

国防部已出台“最新防御计划”，内容包

括组建极地海军舰队和北极司令部、改

造民用机场跑道以适配 F-35A 战斗机、

加速采购新型北极海军舰艇和远程无

人机、升级卫星监测系统，以及组织陆

战队员开展适应性训练等。

此外，丹麦防务情报局在报告中建

议，丹麦应与北约及欧洲盟友强化军事

战略协调，通过联合采购等方式，共同

应对当前欧洲面临的安全挑战。

丹麦空军宣布，在美国支持下，丹

麦空军首支 F-35A 战斗机中队即将具

备初始作战能力。目前，丹麦空军现役

F-35A 战斗机数量已达 17 架，其中 11

架部署在丹麦本土，6 架留驻美国卢克

基地用于培训。丹麦共向美国订购 27

架 F-35A 战斗机。此外，丹麦已将退役

的 F-16 战斗机送往东欧战场，以此作

为“防务外交与盟友支援的象征”。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近期宣布，

丹麦已与挪 威 达 成 国 防 工 业 和 区 域

协 同 防 御 合 作 协 议 。 合 作 内 容 包 括

共 建 F-35A 战 斗 机 技 术维护站、在北

海和波罗的海入口以及北极地区设立

联合侦察站，同时推动两国军工产业链

互补，支持关键装备本土化生产与研发

合作。

与此同时，丹麦陆军正与德国就引

进“豹”2 坦克最新型号展开磋商，丹麦

海军已邀请英国海军航母编队在北海

巡航期间访问丹麦港口，并倡议北约

舰 队 在 该 地 区 实 现 常 态 化 部 署 。 此

外，丹麦还将继续参与美国在红海主导

的“繁荣卫士”行动和欧盟独立开展的

“盾牌行动”。

报道称，丹麦国防部已与波兰和立

陶宛建立防务协作机制，共同组建三国

联合巡逻舰队。丹麦还计划与波兰、挪

威、瑞典及波罗的海三国组建陆上联合

战斗群。同时，丹麦政府高层有意向英

国开放其北极基地，允许英国“台风”战

斗机临时进驻。外媒分析认为，丹麦在

防务领域的活跃度日益提升，表明其已

逐渐偏离传统“中立国”定位，相关举措

或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上图上图：：丹麦士兵参加演习丹麦士兵参加演习。。

丹麦公布加强军备举措
■刘磊娜

日本引进英国高速
登陆艇

2 月 27 日 ，日 本 海 洋 联 合 公 司

（JMU）与英国船舶设计企业 BMT 集

团宣布，双方已与日本防卫装备厅签

订 合 同 。 该 合 同 将 以 BMT 集 团 的

“凯门鳄”型高速登陆艇为原型，为日

本自卫队新成立的“海上运输群”建

造下一代高速登陆艇，预计首艇将于

2026 年度交付。

日本引进的“凯门鳄—日本”型

高 速 登 陆 艇 是 基 于“凯 门 鳄 ”-60 型

改进而来。该型艇采用三体艇艏型

设计，长约 30 米，宽约 8 米，最大航速

可 达 20 节 ，能 够 运 载 一 辆 主 战 坦 克

或两辆重型车辆。日本媒体称，这种

登陆艇可提升自卫队在和平时期参

与救援及战时兵力投送的灵活性和

效率，主要用于将车辆和人员运输至

离岛，或在缺乏码头等基础设施的小

岛上快速部署部队。

新加坡国防军添购
新装备

3 月 3 日，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

在提及增加国防开支时表示，面对当

前全球动荡形势，构建坚实的国防能

力和保卫国家利益是当务之急。为

此，新加坡将为陆海空三军配备新型

武器装备，包括潜艇、海上巡逻机、装

甲车和反无人系统等。受此影响，新

加坡 2025 财年国防预算将增至 234 亿

新元（约合 174 亿美元），较上一财年

增加 12.4%。

新加坡海军此前已订购 4 艘长胜

级潜艇，即德国制造的 218SG 型，其中

两艘于 2023 年服役，另两艘预计将在

2028年前交付。最新方案提出将增购

两艘潜艇，使其潜艇总数达到 6艘。空

军方面，自 1993年起服役的福克-50型

海上巡逻机迫切需要更新换代，备选机

型包括 P- 8A 和 C- 295 海上巡逻机。

2024 年，新加坡宣布增购 8 架 F-35A

战斗机，并已正式签订合同。新加坡陆

军将引进“巨人”步兵战车，同时对自

2010年起使用的“海马斯”系统进行性

能升级。此外，新加坡还将搭建一套

反无人机防御系统，并成立专门的反

无人机发展与防御团。

韩国成为北约科技
组织伙伴

据韩国媒体报道，3 月 1 日，韩国

正式加入北约科技组织（STO）伙伴关

系。这标志着韩国获得该组织伙伴

国地位，可与北约成员国同等地参与

科技组织理事会，共同开展先进科技

领域的研发活动。韩国也成为继日

本、澳大利亚之后，第三个加入这一

伙伴关系的国家。

北约科技组织是专门推动成员国

间先进科技合作的机构，也是全球最

大的国防与安全领域合作研究组织之

一。韩国加入该组织伙伴关系后，将

与其他成员国开展联合研发，并在该

组 织 的 科 技 委 员 会 下 规 划 各 类 项

目。韩国国防部官员表示，加入北约

科技组织将为韩国与欧洲国家在国防

科技领域的多边合作奠定基础，拓展

韩国的防务研究领域，并为韩国与北

约防务合作带来突破性进展。

（杜朝平）

防务资讯防务资讯

近日，美国媒体披
露了美国海军在有人/
无人混合舰队建设方
面的新动态。一段时
间以来，美海军致力于
打造一支规模庞大、具
备高度协同作战能力
的混合舰队，相关举措
引发外界关注。

美海军美海军““海上猎人海上猎人””号无人水面舰艇号无人水面舰艇。。

““凯门鳄凯门鳄””型高速登陆艇效果图型高速登陆艇效果图。。

韩国韩国 KK1010弹药补给车弹药补给车。。

欧洲多国联合研发的欧洲多国联合研发的““台风台风””战斗机战斗机。。

新加坡陆军人员参加联合军新加坡陆军人员参加联合军

事演习事演习。。

美海军美海军““虎鲸虎鲸””超大型无人潜航器超大型无人潜航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