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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加入北约刚满一周年的瑞典

接连传出军备建设消息：发布国防建设

计划、大规模采购武器装备、频繁开展演

训活动。评论人士称，瑞典的军事举措

既受欧洲安全局势影响，也意在借北约

北扩扩大自身影响力。

根据瑞典近期发布的 2025 至 2030

财年国防计划，瑞典 2025 年的国防预算

约 13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未来 5 年

将额外投入 168.64 亿美元用于防务建

设 。 到 2028 年 ，该 国 国 防 开 支 占 GDP

的比例将达到 2.6%。

按计划，到 2030 年，瑞典陆军将完

成 4 支旅级战斗群部署，年均征兵人数

突破万人，将在北约盟友指导下，增加训

练课程、提升兵员素质。同时，该国还将

对武器装备进行升级，加快装备巡航导

弹 、反 舰 导 弹 和 火 箭 炮 等 远 程 打 击 武

器。今年初，瑞典从德国订购 44 辆新型

“豹”-2A8 主战坦克，并对现有 66 辆坦

克进行现代化升级。同期，瑞典军方还

向两家本土军工企业订购 4 型 775 辆军

用卡车，预计在 3 年内交付。

瑞典海军将在未来 5 年换装新型吕

勒奥级护卫舰，并完成对现役 5 艘维斯

比级护卫舰的中期改造，包括加装新型

防空系统；岸防导弹部队将扩编 1 倍，并

部署至北极沿岸和波罗的海临近地区。

瑞典空军计划采购 3 架“全球眼”空中预

警 机 ，并 于 2026 年 接 收 新 型 JAS- 39E

“鹰狮”战斗机，同时将“黑鹰”直升机和

SK-50 教练机列入采购清单。此外，瑞

典还将效仿德国国防军组建专门负责国

土安全的新部队。

从 2027 年起，瑞典国防部将大幅提

高科研经费投入，增幅超过 50%。根据

计划，瑞典还将加快网络、太空、防空反

导等领域建设，推动加入北约综合防空

反导系统，与北约盟国就极地太空监测

开展军事合作等。

近段时间，瑞典军事动作十分频繁。

1月，以陆军第 71营为主体的约 600人组

成海外特遣部队，进驻拉脱维亚。瑞典首

相克里斯特松表示，这是瑞典加入北约后

首次海外驻军。随后，第 71 营加入多国

旅级战斗群，参加在波罗的海沿岸举行的

“橡树决心”联合演习。从 2 月起，瑞典海

军 2 艘护卫舰开始在芬兰湾至波罗的海

北部一线参加北约“波罗的海哨兵”行

动。4 月起，瑞典“鹰狮”战斗机将担负

波罗的海空域战斗巡逻任务，此项任务

由多个北约国家轮流承担。

近日，瑞典空军派遣约 8 架“鹰狮”

战斗机赴波兰对北约运补线和后勤枢纽

进行防护，同行的还包括 110 名工作人

员。外界称，瑞典试图通过扩大海外驻

军并参加多项演习，在北欧和东欧地区

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扩大自身影响力。

瑞典持续强化军备建设
■石 文

并非全新概念

“核共享”概念已在北约框架内存

续数十年。自冷战开始至今，为欧洲提

供“核保护伞”的一直是美国。美国在

盟国领土上部署核武器及载具，盟国则

负责提供基地和部分载具，并参与涉核

行动，从而获得延伸核威慑能力。公开

信息显示，目前美国在德国、比利时、意

大利、荷兰和土耳其 5 个北约成员国部

署有约 100 枚战术核弹。和平时期，这

些核武器在美军看管监控之下；战时，

一旦触发特定条件，上述部署国将获得

授权，提供载具和人员参与核武器投放

任务。此外，美国于 2008 年从英国撤走

核弹，但根据 2024 年新修订的《美英利

用原子能共同防卫协定》，美英可共享

核设备及机密信息。

随着法德等欧洲国家防务独立倾

向不断增长，早在 2007 年 9 月，时任法国

总统萨科齐就向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

建议法德共享法国核武器，共同形成欧

洲核威慑，以冲淡对美国“核保护伞”的

依赖。2020 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场

关于法国核威慑政策的演讲中，提议就

“法国核武器在欧洲集体防务体系中的

作用”开展战略对话。然而，这些提议

响应者寥寥。

今年 2 月 21 日，德国联盟党总理候

选人默茨表示，必须准备好应对特朗普

不再履行北约集体防御条款，德国需要

与英法就“核共享”问题展开深层次对

话，进而建立欧洲自主防卫能力，作为

北约的替代性选择。23 日，默茨在德国

大选中胜出，他表示，鉴于美国政府对

欧洲防务的冷漠态度，德国必须从根本

上重塑自身安全体系。与法国或英国

向“核共享”方向迈进，将是其组阁谈判

及 与 欧 盟 和 北 约 伙 伴 讨 论 的 重 要 问

题。这为法德近期密集探讨“核共享”

提供了政治基础和途径。

英国媒体援引一名法国官员的话

称，法国可考虑将携带核武器的“阵风”

战斗机部署到德国。3 月 1 日，马克龙在

采访中称，已准备好讨论欧洲核威慑问

题。3 月 5 日，马克龙发表电视讲话，重

申欧洲的未来应由欧洲自主决定，而非

由美俄主导，并强调法国拥有独立核威

慑能力，使用核威慑的决定权始终掌握

在法国手中。他表态称，为响应未来德

国总理的呼吁，决定与欧盟伙伴展开战

略对话，讨论法国为欧洲提供“核保护

伞”问题。

多重因素推动

美国对欧洲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引

发上述变化的直接诱因。重返白宫的

特朗普，不仅质疑北约存在的价值，逼

迫盟友大幅增加军费开支，还暗示美国

不 会 无 条 件 履 行 对 欧 洲 的 安 全 承 诺 。

这引发欧洲盟友不安，使欧洲各国从对

美战略依赖转向自保。在此背景下，不

少在防务领域高度依赖美国的欧洲国

家，都对法德提议表现出欢迎态度。波

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法国的方案非常有

前景，若法国能为欧洲提供核保护，将

提 升 欧 洲 安 全 保 障 水 平 ，减 少 对 美 依

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称，瑞典倾向

减少核武器数量，但也十分看重法国和

英国的核能力。

法国是推动欧洲“核共享”倡议的

关键力量。作为欧盟内部唯一合法拥

有核武器的国家，法国一直有意通过牵

头整合包括核威慑能力在内的欧洲各

领域军事力量，强化自身国际地位。马

克龙强调，欧洲要实现战略自主，首先

需要在防务上更加自主，而法国核武器

的独立性正是欧洲防务自主的核心，因

为法国的核战略关乎欧洲利益。俄乌

冲突延续和特朗普发出一系列“疑欧”

信号，让马克龙加速推进上述构想。这

也使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意识到，美国

的“核保护伞”已不再稳固，法国的核力

量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德国则是关键的“突破口”和“催化

剂”。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和战

败国，几十年来，德国一直秉持“无核国

家”立场，在国际事务中尽量避开与核

武器相关的敏感区域。面对核威胁日

益增加的压力，德国在核问题上寻求与

法国合作，既是现实需要，也有现成共

同防御机制作为依托。2019 年法德两

国签署《亚琛条约》，规定两国需防务互

助，在其中任何一国领土遭受武装侵略

时，另一方将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

手段予以协助。有德国外交官员认为，

法德共同提议“核共享”将加大对英国

的压力，倒逼其协调立场。

面临较多障碍

法德“核共享”倡议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欧洲自我防卫意识正在逐步增强，

欧洲的自主防务能力建设将成为未来

国际政治的重要变量，也将为全球安全

秩序演进增添新的不确定性。鉴于核

武器控制和使用的敏感性及美欧防务

关系的惯性，该倡议落地仍面临复杂的

内部博弈和外部制约。

单就军事层面而言，“核共享”构想

暴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与美俄相

比，欧洲的核能力差距明显，法国和英

国的核武库规模都较小。美国科学家

联合会统计，目前法国约有 290 枚核弹

头，英国约有 225 枚。2008 年，时任法国

总统萨科齐表示，将把法国的核弹头数

量减少并保持在 300 枚以下水平。马克

龙上台后也表示，将继续维持该承诺。

与仅有海基核力量且受制于美国、

惯于对欧洲施以“离岸平衡”的英国相

比，法国核力量更为均衡和独立，分为

空基与海基两大领域，且独立于北约指

挥之外，在客观实力和主观意愿上，对

支 撑 欧 洲 的“ 核 保 护 伞 ”更 具 实 际 意

义。然而，法国能否将控制和使用核武

器的决策权上交欧盟，是否有决心和实

力代替欧洲各盟友承受潜在对手的核

报复，在法国国内仍颇具争议。法国极

右翼政党领导人勒庞称，法国的核威慑

力量必须始终是法国的，不能被分享，

更不能被委托。此外，欧洲“核共享”也

将给核不扩散机制、核裁军乃至国际格

局带来较大冲击。

法德倡议欧洲“核共享”
■王成文

3 月上旬，英国国防采购和工业技

术 国 务 大 臣 玛 丽 亚·伊 格 尔 表 示 ，英

国已正式启动下一代主力防空反导战

舰——83 型驱逐舰项目，目前已完成相

关市场调研，正处于需求标准制订阶

段，为下一步正式招标做准备。

83 型驱逐舰项目是英国未来空中

优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型舰预计

将在本世纪 30 年代末形成初始作战能

力，并逐步替代现役 6 艘 45 型驱逐舰。

目前，该型舰具体性能指标暂未明确。

有报道称，英国军方倾向打造的新战舰，

将具备排水量更大、功能更齐全、载弹量

更多且能够防御高超音速导弹等特征。

对于这款新舰，不少英国军工界人

士曾提出与传统思路不同的构想，即转

变乃至放弃大型战舰设计，建造一种与

法国罗纳克海军上将级中型防空战舰

类似的“一等护卫舰”，吨位控制在 4000

至 5000 吨，需 40 至 50 名船员操作，主要

执行防空作战任务。这种扮演特定角

色的舰艇，职能和规格得到简化，建造

和维护成本随之降低，部署灵活性得以

提高。不过，这一方案受到英国造船行

业和军方决策层的冷遇，前者更在乎建

造吨位较大战舰的丰厚利润，后者更注

重舰队的远洋续航能力。

目前，英国军方和军工界基本达成

共识，将采取相对保守的建造方案，充

分利用现有成熟设计。舰体方面，将在

被称为“全球战斗舰”的 26 型护卫舰基

础上进行扩大。26 型护卫舰采用比 45

型驱逐舰更好的隐身设计，长 150 米，

宽 20 米，满载排水量约 8000 吨，稍加修

改即可放大到万吨级别。动力系统方

面，将使用 45 型驱逐舰的电力系统和

可靠性较高的发动机。

防空导弹系统方面，该型舰将放弃

现役“席尔瓦”垂发系统和“紫菀”导弹组

合，转而采用综合性能更好的美制“标

准”系列导弹，载弹量预计与美国正逐步

退役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载弹 122

枚）大致相当。该型舰配备的主雷达，有

进口和自研两种选择。有报道称，英国

军方可能不会采用 45 型驱逐舰搭载的

“桑普森”雷达，而是自行研制，以在该领

域保持自主创新和前沿水准。英国还可

能与澳大利亚合作，在澳海军新一代猎

人级护卫舰（首舰 2023 年已开工建造，

预计 2031 年服役）搭载的 CEAFAR2 有

源相控阵雷达基础上进行改良。

近年来，由于英海军 45 型驱逐舰

不断暴露严重问题甚至长期“趴窝”，英

国对新一代驱逐舰的需求愈发迫切。

然而，英国现代主战舰艇发展走了不少

弯路，特别是在驱逐舰方面。排水量达

7000 吨的 82 型驱逐舰，虽装备先进多

目标追踪雷达，是“海标枪”防空导弹的

首型搭载舰，却因成本过高和动力系统

问 题 遭“ 半 路 腰 斩 ”，最 终 只 建 造 1 艘

“布里斯托尔”号，且早早转岗为训练

舰。有“超级谢菲尔德”之称的 43 型驱

逐舰，由于其原始模板 42 型驱逐舰在

马岛海战中表现欠佳，没能投入后续建

造。现役 45 型驱逐舰可靠性堪忧且升

级潜力有限，落得“建造数量缩减 50%、

综合作战能力比预期降低 30%、造价上

升 70%”的局面。

现代主战舰艇发展走过的弯路，导

致英国在新一代驱逐舰项目上反复犹

疑，最终采取偏保守的建造策略。外

媒称，以英国海军 26 型护卫舰为基础

建造、预计 2030 年代中期完成的澳大

利亚亨特级护卫舰和加拿大河流级护

卫舰项目，将为英国提供技术积累和验

证。不过，其能否帮助 83 型驱逐舰少

走弯路，仍待进一步观察。

上图上图：：英国海军现役英国海军现役 4545型驱逐舰型驱逐舰。。

英军启动下一代驱逐舰项目
■王大宁

意大利与土耳其将
合作生产无人机

3 月上旬，意大利军工企业莱昂

纳多公司和土耳其无人机制造企业

拜卡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准备成立

合资企业生产无人机，以抢占欧洲无

人机市场。

双方在联合声明中预测，未来 10

年内欧洲无人机市场将增至约 1000亿

美元规模。莱昂纳多公司首席执行官

说，无人机将在欧洲防务体系中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双方将针对这一

市场共同打造一家示范性企业。该合

资企业总部将设在意大利，在意土两

国均设立生产基地。

分析人士称，考虑到由莱昂纳多

等公司联合开发的欧洲无人机项目

进展缓慢，难以在 2027 年实现首飞，

意大利与土耳其合作，将给欧洲无人

机项目研发注入新动力。据报道，莱

昂纳多公司生产的机载电子系统和

传感器与拜卡公司生产的无人机兼

容度很高。

美空军首次命名无
人战斗机

美空军已将通用原子公司和安

杜里尔公司正在开发的无人机分别

命名为 YFQ-42A 和 YFQ-44A，作为

“协同作战飞机”项目“增量 1 阶段”的

一部分。这是美国军方首次对用于

空战的无人战斗机进行命名。

美空军参谋长大卫·阿尔文在近

期举行的空军和太空军协会战争研

讨会上公布了这一命名。在美军飞

机和导弹命名规则中，“F”代表战斗

机，“Q”代表无人机，前面的“Y”表示

原 型 设 计 。 美 空 军 计 划 采 购 100 至

150 架上述无人战斗机。

据报道，这些无人战斗机将充当

飞 行 的“ 导 弹 卡 车 ”，与 有 人 战 斗 机

协同作战，并执行电子战和情报、监

视、侦察及其他作战任务。

拉脱维亚启动反无
人机计划

据外媒报道，拉脱维亚国防部近

期授予 3 家防务公司反无人机系统研

发合同。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安德里

斯·斯普鲁兹称，这是拉脱维亚应对

当前和未来空中威胁的战略举措之

一，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防空能力，

同时有助于扩大与欧洲其他国家在

反无人机领域的合作。

根据合同，3 家防务公司将专注

于反无人机领域尖端技术，研发新型

无人机拦截器、基于电子战的解决方

案和制导导弹系统等。拉脱维亚还

将与 WeMPS 公司合作对现有武器系

统进行改装，以适应特定的反无人机

角色，提升应对空中威胁的能力。

这些项目将由拉脱维亚国防部

和相关公司共同出资。其中，约 65%

的 资 金 来 自 拉 脱 维 亚 国 防 部 ，剩 余

35%由防务公司承担，项目总投资预

计 将 达 1000 万 欧 元（约 合 1086 万 美

元）。报道称，这种合作模式有助于

推动拉脱维亚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

实现资源合理利用。随着参与项目

的合作伙伴或任务范围扩大，上述比

例可能发生变化。

（子洋）

防务资讯防务资讯

土耳其拜卡公司推出的土耳其拜卡公司推出的““突突

袭者袭者””无人机无人机。。

拉脱维亚士兵放飞无人机拉脱维亚士兵放飞无人机。。

安杜里尔公司开发的安杜里尔公司开发的YFQ-YFQ-4444AA
无人战斗机无人战斗机。。

近期，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多个场合表态，已准备好
讨论欧洲的核威慑问题，法
国可以用本国核力量保护
其他欧洲国家。德国候任
总理默茨也表示，德国需要
与英法两国讨论“核共享”，
以应对欧洲安全新形势。
这些言论引发外界热议：如
果美国放手不管欧洲安全，
法国能为欧洲撑起“核保护
伞”吗？

法国法国““阵风阵风””战斗机可挂载超音速核导弹战斗机可挂载超音速核导弹。。 法国梭鱼级攻击核潜艇法国梭鱼级攻击核潜艇。。

参加北约演习的瑞典和美国士兵正在练习装填炮弹参加北约演习的瑞典和美国士兵正在练习装填炮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