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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务资讯

据外媒报道，在过去 16 年里，斯里

兰 卡 将 军 队 人 数 从 约 30 万 人 削 减 至

13.5 万人，其国防预算却持续增长。斯

里兰卡政府日前公布 2025 财年国防预

算，金额达 15 亿美元，相较于 2024 年增

长 3%，较 2023 年增长 15%。在预算分

配方面，陆军获得 7.61 亿美元，海军和

空军分别获得 3.13 亿美元和 2.44 亿美

元 ，与 2024 年 相 比 ，增 幅 分 别 为 3%、

12%和 4%。

斯里兰卡国防部长迪萨纳亚克在

议会发表讲话时称，新政府将延续前

任政府削减军队人数的决策，目标是

到 2030 年打造一支规模更小、专业性

更强且效率更高的军队。国防预算的

大部分用于经常性开支，仅少部分用

于装备投资。未来几年，斯里兰卡将

持续推进海军和空军的现代化建设，

增加海外训练经费，并强化军事基础

设施建设。

（杜朝平）

斯里兰卡公布国防预算

争论持续升温

早在 2021 年，韩国媒体报道称，韩

国空军新列装的 F-35 战斗机需获取美

国定期提供的密钥许可，才能使用完整

功能。当时，这一报道未获韩美两国官

方回应，结果不了了之。

本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美军随即切断对

乌克兰军队 F-16 战斗机的电子战支持，

以及对“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定位信

息共享，致使这两种武器暂时失效。这

一行动引发美国盟友对未来自身可能

遭遇同样“制裁”的担忧，尤其是对技术

含量高、国际市场销量大的 F-35 战斗机

潜在“后门”问题格外关注。

据统计，当前已有 18 个美国盟友及

伙伴计划采购 F-35 战斗机。截至 2024

年，该型战斗机国际订单超过 1000 架。

其中，欧洲国家预计到 2035 年前将装备

600 架，成为主要海外用户。外媒称，因

德国、英国、丹麦等多个使用 F-35 战斗

机的欧洲国家民众在网络上就“后门”

问题争论不休，最终促使多个官方出面

解释。

F-35 战斗机主要制造商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特意向多家媒体发函，声称

在任何地区服役的 F-35 战斗机，均不存

在 字 面 或 引 申 意 义 上 的“ 终 止 按 钮 ”。

美国国防部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发言

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F-35 战斗机

是基于美国与盟友及全球其他伙伴牢

固合作的联合、联盟平台，旨在为所有

用户提供所需全部功能。

部分欧洲国家也作出回应。比利

时国防部长表示：“F-35 战斗机并非遥

控飞机，不可能被远程控制或停飞。”瑞

士国防部发布公告称，瑞士可自主、独

立地随时使用 F-35 战斗机进行防御，无

需他国同意。

隐藏更多限制

在有关“一键停飞”的争论暂时平

息后，有技术专家指出，即便不存在物

理意义上的按钮，美国在 F-35 战斗机后

续使用和维护环节，实际上对其他国家

施加了诸多限制。

首先，美国对核心部件供应严格管

控。F-35 战斗机虽号称依赖全球供应

链制造，但其核心部件知识产权完全由

美国军工集团掌控。发动机维护、电子

设备升级、隐身涂层更新等项目，均须

由美国指定承包商执行。由于所需部

件具有高度保密性、先进性和复杂性，

其他国家难以从别处获取。

其次，F-35 战斗机须借助专门系统

进行维护。目前，该机型依赖美国制造

商研发的“自主后勤信息系统”实现持

续更新与维护。该系统可收集 F-35 战

斗机操作、维护、寿命预测、零件供应等

多方面数据。战斗机每次执行任务返

回基地后，还会通过该系统，将任务期

间收集的情报及其他信息数据回传至

美军数据库，以供其后台整理，进而持

续提升战斗机整体备战效能。当前，美

国仅允许以色列安装本国同类的独立

系统，其他盟国仍需安装美制“自主后

勤信息系统”。

再 次 ，美 国 牢 牢 把 控 关 键 作 战 能

力。隐身性是 F-35 战斗机区别于欧洲

四代机的一个关键指标。F-35 战斗机

用户须通过专用接口，从美军数据库下

载任务规划数据包，这些数据包含敌方

防空系统及其他重要情报信息，可帮助

战斗机依据对手防空火力布局、自身隐

身和电子战能力，以及机载传感器探测

范围，规划最佳飞行路线。若战斗机被

禁止访问美军数据库，其隐身效果和任

务规划能力将因战场情报滞后而大幅

削弱。

此外，对于多数欧洲用户而言，与

F-35 战斗机相关的其他软硬件系统，如

超 视 距 通 信 系 统 、情 报 侦 察 和 监 视 系

统 、空 对 空 导 弹 等 ，均 深 度 依 赖 美 国 。

正如英国媒体所言，美国无需设置“一

键停飞”按钮，仅暂停提供一项或几项

关键技术服务，F-35 的战场竞争力便会

大幅下滑，如同“只能拨打电话的智能

手机”。

解绑并不容易

分析人士指出，经此事件，欧洲多

国愈发意识到对美制武器装备的高度

依赖，或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然而，

与美制武器装备“脱钩”并非易事。

以德国为例，其已斥资约 83 亿欧元

（约合 90 亿美元）订购 35 架 F-35 战斗

机，这些订单很难取消。其一，国际市

场上缺乏可替代的五代机。欧洲自主

研发的“台风”“阵风”和“鹰狮”等四代

机，性能上逊于 F-35 战斗机，而欧洲联

合研发的六代机距服役尚需时日。其

二，德国企业深度参与 F-35 战斗机供应

链。2024 年，德国莱茵金属公司与两家

美国公司合作，在德国韦策市开建全球

第二条 F-35 中段机身生产线。预计该

生产线至少将制造 400 个中段机身，可

带动德国航空航天配套产业发展，并提

高德国在项目中的参与度。其三，德国

依靠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供安全保障，

并需要满足北约提出的安全要求。根

据北约“核共享政策”，美国在德国布切

尔空军基地部署 20 枚 B-61 战术核弹，

德国负责提供搭载这些核弹的空中平

台。此前承担这一任务的德国“狂风”

战斗机即将退役，其他机型不允许进行

相应改装，F-35 战斗机成为唯一选择。

其他欧洲国家在采购战斗机时，也

面临与德国类似情况，即在配套武器系

统建设上长期依赖美国。瑞典斯德哥

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新报告显示，欧

洲 20 年来首次超过中东，成为美国武器

最大出口地区。即便美国在关键武器

装备上设置“后门”，欧洲国家短期内也

没有应对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倡导防务自主

的法国已接替美国，承担在乌克兰的情

报和电子战任务。有分析认为，此次风

波或有利于法国主导的欧洲防务自主

计划，加速欧洲防务自主进程。

F-35战斗机“后门”问题引关注
■薛国斌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

究 所 最 新 发 布 的《国 际 武 器 转 让 趋 势

2024》报 告 ，2020 至 2024 年 间 ，日 本 的

武 器 进 口 量 较 上 一 个 5 年 大 幅 增 长

93% ，使 其 成 为 全 球 第 六 大 武 器 进 口

国 。 同 时 ，日 本 在 本 土 武 器 研 发 上 也

保 持 高 额 投 入 ，显 示 出 其 在 武 器 发 展

上采取购买与自主研发“双轨并行”的

策略。

重点更新主战武器

自 2022 年底修订并更新安保三文

件后，日本突破了防卫预算 GDP 占比不

超过 1%的限制，以“应对周边安全威胁”

为借口，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新增预算

的大部分被用于武器采购或支持日本

防卫产业。2025 财年，日本防卫预算高

达 8.7 万亿日元（约合 585 亿美元），其中

用于武器进口和自主研发的预算超过

3.5 万亿日元。

在武器进口领域，过去 5 年，日本每

年用于武器采购的资金几乎均超过防

卫预算的 20%，其中 97%流向美国。采

购项目涵盖先进战斗机和远程打击武

器等。日本已向美国订购 147 架 F-35

战 斗 机 ，包 括 105 架 F- 35A 和 42 架 F-

35B，意图借此构建全球第二大 F-35 战

斗 机 机 群 。 日 本 还 购 入 17 架 MV-22

“鱼鹰”倾转旋翼机，旨在增强对西南诸

岛的机动部署能力。在远程打击武器

方 面 ，日 本 购 置 了 400 枚“ 战 斧 ”Block

Ⅳ/Ⅴ型 巡 航 导 弹 ，计 划 部 署 于“ 宙 斯

盾”驱逐舰，以填补远程对陆打击能力

空白；采购 150 枚“标准”-6 导弹，用于

强 化 海 上 反 导 和 区 域 防 空 能 力 。 此

外，日本还引进美制情报与指挥系统，

依 靠 美 国 提 供 的 卫 星 侦 察 、目 标 锁 定

及 中 继 制 导 支 持 ，弥 补 国 产 系 统 覆 盖

范围的不足。

在武器自研领域，过去 5 年，日本重

点推进一系列周期长、具有明显新兴技

术特征且要求技术突破的武器装备项

目。在远程打击武器方面，日本对国产

12 式反舰导弹实施重大改进，将射程从

200 千米提升至 900 千 米 ，并 拓 展 了 多

平 台 发 射 能 力 ，计 划 部 署 数 量 超 1000

枚 ，以 实 现 对 周 边 关 键 航 道 的 全 覆

盖 。 同 时 ，日 本 积 极 推 进 高 超 音 速 滑

翔弹（HVGP）的研发工作，在 2022 年 7

月成功测试自主研发的超燃冲压发动

机 后 ，提 出 于 2026 年 部 署“ 早 期 装 备

型”，并计划在 2028 年部署性能更为优

越的“性能向上型”，该型号将采用更先

进的乘波体设计弹头，具备更复杂的机

动变轨能力。

在主力战斗机研发上，日本联合英

国和意大利启动“全球空中作战计划”，

投入 1087 亿日元，推动三菱重工、英国

BAE 系统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集团

共同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该机型将融

合人工智能和隐身技术，预计于 2035 年

服役。在无人作战系统方面，日本大力

投入无人潜航器、水面舰艇及协同作战

系统的研发，以增强情报监视和反介入

能力。在太空监测领域，日本投入 2832

亿日元建设小型卫星群，以提升目标探

测和反导预警能力。

武器进口削弱自研动力

总体而言，日本在武器进口和自研

项目上呈现出较高趋同性，在高性能战

斗机、远程打击武器和太空监测等多个

领域均有体现。这表明日本期望短期

内通过大规模采购尖端武器，迅速填补

能力空白，提升作战能力；长期则凭借

大量研发投入，助力本土防卫产业突破

技术瓶颈，加速实现“国产替代”。

然而，这种发展战略不可避免地受

到两大因素影响。一方面，受战略转型

焦虑和防卫产业利益驱动，日本近年来

不断夸大周边安全威胁，以应对所谓潜

在冲突为由，加速武器装备从“防御”向

“进攻”的布局，并持续对武器装备研发

投入高额资金，试图借助尖端武器技术

突破推动武器出口，促进本土防卫产业

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美国的

战略捆绑和同盟压力，美国通过“对外

有偿军事援助”框架，赋予日本更多同

盟责任，不断施压日本增购美制武器。

而日本持续增长的对美武器采购规模，

实际上已削弱本土防卫企业突破尖端

技术的决心与信心，甚至陷入对美国技

术路径依赖的恶性循环。

日本“双轨并行”发展武器装备
■子 歌

随 着 欧 洲 防 务 自 主 呼 声 日 益 高

涨，欧盟太空监测项目正朝着自主化

方 向 迈 进 。 据 美 国 媒 体 报 道 ，3 月 5

日，欧盟太空监视和跟踪伙伴关系组

织（EU SST）主席帕斯卡尔·福彻在第

11 届年度太空交通管理会议上表示，

欧盟正加速推进太空态势感知（SSA）

计划，并将更广泛地运用商业技术，助

力欧洲摆脱对美国太空跟踪系统的严

重依赖。

早在 2015 年，为应对太空碎片给

在轨航天器带来的威胁，法国、德国、

意大利、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成立太

空监视和跟踪联盟。2022 年 11 月，该

联 盟 重 组 为 太 空 监 视 和 跟 踪 伙 伴 关

系组织，成员国扩展至 15 个。该组织

主要承担太空态势感知任务，涵盖太

空监视和跟踪，更新和维护在轨物体

的数据记录，评估近地物体撞击地球

的可能性及后果等。

目前，由 15 个成员国提供的军用

传感器，构建起欧盟太空监视和跟踪

伙伴关系组织的雷达和监视网络。帕

斯卡尔·福彻透露，很快将有 3 个新国

家加入该组织。截至目前，全球已有

67 个 航 天 器 运 营 商 使 用 这 一 监 视 网

络，其中大部分来自欧洲，其余包括澳

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日本、韩国和美

国等国的运营商。该雷达和监视网络

当前对 543 颗军用和民用卫星实施保

护性监控。

欧盟太空监视和跟踪伙伴关系组

织 在 运 作 模 式 上 有 其 独 特 之 处 。 比

如，成员国之间每日共享太空态势感

知数据，不仅“分享航天器的属性”，还

涵盖具体操作情况。然而，经过多年

运行，其整体实力仍与美国存在较大

差距。

帕斯卡尔·福彻认为，欧盟与美国

在太空监视能力上的差距，主要源于

资金不足和技术相对落后。相较于美

国，欧盟难以构建密集的军用传感网

络或投入大量资金，因此决定借助技

术创新，提升欧洲初创企业在太空态

势感知领域的竞争力，在太空监测方

面更广泛地使用商业系统。欧盟委员

会和欧洲空间局将对相关项目进行投

资，欧洲防务基金也将用于推动太空

态 势 感 知 领 域 的 商 业 创 新 。 帕 斯 卡

尔·福彻表示，欧盟太空监视和跟踪伙

伴关系组织成员国需密切合作，充分

挖掘商业技术和系统的潜力，从而有

效补充军事传感器网络。

近年来，欧盟对太空安全的重视

程度与日俱增。2023 年，欧盟理事会

通过《欧盟太空安全与防务战略》，要

求成员国加强对太空威胁的认知，并

强化应对太空威胁的措施。2024 年 9

月，在巴黎举行的太空防御与安全峰

会上，法国太空司令部司令菲利普·亚

当指出，太空环境的挑战性和竞争性

日 益 加 剧 ，欧 洲 必 须 为 未 来 做 好 准

备。为此，法国赛峰集团正在扩大其

卫星监测地面站数量，计划从 94 个扩

展至 125 个，覆盖法国、美国、泰国和澳

大利亚等国。此外，德国 Vyoma 公司

计划今年将其首台望远镜发射至近地

轨道，用于目视侦察，并逐步将观测卫

星数量增加至 10 颗或 12 颗，从而将欧

洲多国目前每 4 到 8 小时一次的观测记

录频率缩短至每 45 分钟一次。

欧
盟
太
空
监
测
迈
向
自
主
化

■
马
金
平

3 月 10 日，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卡梅什正式宣布新建岸舰导弹旅的计

划。该旅将基于现有导弹部队组建，

未来将发展成为波兰海军的一个战术

兵种。通过运用尖端导弹技术，该旅

将增强其攻击和防御能力，尤其是在

波罗的海方向显著提升波兰海军的作

战实力。

此前，波兰海军已从挪威康斯伯

格防务和航空航天公司引进 74 枚“海

军打击导弹”Block 1，主要用于海岸防

御。2023 年 9 月，波兰又斥资 18 亿欧

元（约合 19.5 亿美元）订购数百枚升级

版的“海军打击导弹”Block 1A，这批导

弹计划于 2026 年开始接收。随着武器

装备的增加，波兰决定成立岸舰导弹

旅。未来，该旅将由波兰国防部领导，

由国防部长直接指挥，能够对海上舰

船及石油平台、沿海基础设施等高价

值目标实施打击。

波兰新建岸舰导弹旅

““海军打击导弹海军打击导弹””发射瞬间发射瞬间。。

斯里兰卡空军装备的安斯里兰卡空军装备的安--3232运输机运输机。。

近日，德国媒体报道
称，计划于 2026 年装备
德国空军的 F- 35A“闪
电”Ⅱ型战斗机可能面临
被美国远程“一键停飞”
的风险。此消息一出，关
于 F-35 战斗机存在“后
门”的说法在多个采购该
机型的国家迅速传播，引
发广泛关注。

美国空军人员对两架美国空军人员对两架 F-F-3535AA 战斗机进行维护战斗机进行维护。。

日本海上自卫队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金刚””号导弹驱逐舰号导弹驱逐舰。。

欧盟太空监视和跟踪伙伴关系组织位于意大利的地面监测设备欧盟太空监视和跟踪伙伴关系组织位于意大利的地面监测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