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瑞士联邦委员会批准瑞士

加入北约支持与采购局主导的“爱国

者”导弹防御系统支持合作项目，以提

升瑞士陆基防空系统战备水平，改善

零部件供应情况，提高后勤效率。

该项目为使用“爱国者”导弹防御

系统的国家提供协作平台，涵盖装备维

护、弹药追踪、技术援助等内容。瑞士

可借此与其他参与国进行联合采购，降

低成本并提升国防基础设施效能。此

外，此次合作还为瑞士军工企业带来契

机，使其有机会参与北约支持与采购局

招标，获取导弹系统维护和后勤相关合

同，推动技术和工业发展。

此前，瑞士已参与北约支持与采

购局负责的“阿姆拉姆”和“毒刺”导弹

系统支持项目，此次合作是双方第三

次合作，进一步扩大瑞士在欧洲及跨

大西洋国防领域合作范围。

瑞士联邦委员会称，瑞士还将继

续探索与北约支持与采购局的合作途

径，如互认政府质量保证评估，以进一

步融入北约后勤体系。

瑞士深化与北约后勤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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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务资讯防务资讯

多重因素影响

欧洲议会发布的公告显示，联合采

购能够降低成本，加快交付速度，并为

欧洲工业发展带来更多稳定性与可预

测性。外媒认为，欧盟此时重提联合采

购，背后有诸多因素。

首 先 ，美 国 战 略 调 整 带 来 消 极 影

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要求欧洲国

家承担更多防务责任。3 月上旬，美国

宣布暂停对乌克兰军事援助，随即切断

对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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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

况 引 发 美 国 盟 友 对 未 来 遭 遇 类 似“ 制

裁”的担忧，促使欧洲国家重新审视武

器装备采购战略。

其 次 ，武 器 系 统 标 准 不 一 形 成 制

约。近日，欧洲议会议长梅索拉指出，

不同规则和标准的武器装备系统严重

阻碍欧洲防务建设进程。数据显示，欧

洲目前有 178 种主要武器系统。以主战

坦克为例，欧洲国家主要装备法国“勒

克莱尔”、德国“豹”2、波兰 PT-91 等 17

种主战坦克。繁杂的型号推高了装备

研发、生产和维护成本，还容易形成技

术壁垒，增加未来战场后勤保障难度。

再 次 ，欧 洲 资 源 外 流 存 在 隐 忧 。

2024 年 9 月，欧洲央行发布的《欧盟竞争

力报告》显示，2022 至 2023 年，欧盟国防

装备采购总支出的 78%流向非欧盟供应

商。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

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 至 2024 年，北约

欧洲成员国武器进口额较上一个 5 年增

长 105%，进口总额 64%来自美国。欧盟

国防和航天专员安德留斯·库比柳斯表

示，“欧洲拥有强大的集体国防工业能

力，却未能很好利用，导致资源外流。”

多管齐下发力

为应对未来风险挑战，欧盟提出以

“更好、更联合、更欧洲化”理念开展武

器装备采购，推动更多成员国参与欧洲

战略项目，具体采取以下举措。

一是突出政策牵引。为改变欧洲

武器装备采购“各自为战”的局面，欧盟

从顶层政策入手，陆续通过多个法案、

出台多份文件，引导成员国联合采购。

2023 年，欧盟紧急通过《支持弹药生产

法案》，其中重要内容是支持成员国联

合 订 购 弹 药 和 导 弹 。 其 后 ，欧 盟 出 台

《通 过 共 同 采 购 加 强 欧 洲 国 防 工 业 法

案》，鼓励成员国在欧洲范围内加强联

合 采 购 ，减 少 采 购 过 程 中 资 源 过 度 分

散 、采 购 流 程 过 于 繁 杂 等 问 题 。 2024

年，欧盟发布《欧洲国防工业战略》，提

出将联合采购比例提高至欧盟采购物

资的 35%。今年 3 月 19 日，欧盟首次推

出防务未来白皮书，明确提出打造一个

真正的欧洲防务装备市场，实现欧洲军

工自产自购。

二是扩大资金支持。俄乌冲突爆

发后，欧盟投入 3.1 亿欧元（约合 3.36 亿

美 元）专 项 资 金 用 于 武 器 装 备 联 合 采

购。欧盟安全研究所的报告显示，2024

年，欧盟 27 个成员国国防支出约为 3260

亿欧元，同比增长 17%，武器采购支出达

1020 亿欧元，约占总支出的 30%。最新

出台的“欧洲重新武装计划/2030 年战

备计划”表明，欧盟将投入超过 8000 亿

欧元，帮助成员国增加预算外的国防开

支。其中，欧盟委员会将在资本市场筹

集 1500 亿欧元防务贷款，用于助力成员

国开展武器装备联合采购。

三是发展重点领域。俄乌冲突爆发

后，欧盟围绕防空反导等领域进行联合

采购。2024年底，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

等 9 个欧盟成员国决定向欧洲导弹公司

联合采购 1500 枚“西北风”-3 近程防空

导弹，强化陆基反导能力。今年 3 月，法

国、英国和意大利 3国向欧洲防空导弹公

司联合订购 218枚“紫苑”防空导弹，提升

海上防空反导能力。最新出台的欧洲防

务未来白皮书提出，欧洲将在防空反导、

火炮、弹药、反无人机、新兴领域技术和

战略支撑等 7个关键领域加强联合采购。

未来前景难料

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共同作用

下，欧盟加强武器装备联合采购看似前

景良好，但安全专家分析指出，欧盟要

实现欧洲范围内联合自主采购，仍面临

诸多难题。

短期内与美国装备脱钩困难。一方

面，欧盟无法制造武器采购清单中的部

分产品。例如，在战斗机领域，欧洲国家

尚未成功研发五代机，六代机项目又进

展缓慢，欧洲多国采购美制 F-35 战斗

机。另一方面，欧盟从美国采购的武器

装备高度依赖美国情报和通信支援，如

“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P-8反潜机等。

欧洲军工产业整体能力存疑。冷

战结束后，欧洲军工产业逐渐衰落，难

以迅速恢复生产和增加产能。如德国

莱茵金属集团曾表示，坦克装甲专用钢

需要数月交付，而部分坦克生产所用的

电子元件交货时间达 24 个月，反映出欧

洲军工产业在供应链、熟练技术工人等

生产关键要素方面均存在问题。

采购背后利益关系复杂。由于政

府需对本国国防产业和经济利益负责，

欧洲多国在前期采购中与欧洲以外国

家形成利益共同体，开展本土化组装或

配给。如罗马尼亚和韩国签订约 1.3 万

亿韩元（约合 9 亿美元）K9 自行火炮合

同，包含关键技术产权转让和本土化组

装，这是欧洲联合采购难以提供的。有

评论指出，从经济角度看，联合采购有

利于法、德、意等强国军工发展，对部分

欧洲国家并不友好。

欧盟加快武器装备联合采购
■薛国斌

近期，加拿大政府接连签订一系列

国防采购合同，总金额超过 300 亿加元

（约合 210 亿美元），涵盖新型极地破冰

船 、北 极 救 援 直 升 机 及 天 波 雷 达 系 统

等。这一系列国防采购计划紧密围绕

北极地区展开，凸显加拿大强化北极地

区军事存在的战略意图。

多项采购计划

加拿大公布的国防采购计划，旨在全

方位强化在北极地区态势感知、应急响应

能力，并保持在该地区长期军事存在。

在极地破冰船项目上，加拿大政府

分别与温哥华造船厂和尚蒂埃·达维公

司签订 31.5 亿加元和 32.5 亿加元合同，

用于建造 2艘新型极地破冰船，以替代服

役超过 60 年的“路易斯·S·圣洛朗”号极

地破冰船。按计划，新船将分别于 2030

年和 2032年交付，承担北极搜救、科研及

破冰护航等任务。此项目是加拿大国家

造船战略关键组成部分，强调本土化建

造以拉动国内经济并创造就业机会。

在直升机采购上，加拿大计划在未

来 20 年内投入 184 亿加元采购新型直升

机，以替换现役“格里芬”直升机。加拿

大空军称，新型直升机将在 2033 年形成

初始作战能力，执行包括快速反应行动

在内的多项任务。

在雷达系统采购上，加拿大与澳大

利亚达成价值 60 亿加元的合作协议，共

同开发北极雷达系统。该系统采用超

视距雷达技术，能够在广阔区域内持续

追踪目标，主要用于探测和应对远距离

潜在威胁，以满足应对现代空中威胁需

求。

此外，加拿大还将额外投入 4.2 亿加

元，用于在北极地区新建军事基地、机

场及装备仓库等。

加拿大此番围绕北极地区的军事

动作背后有清晰的战略考量。

从技术自主权与供应链安全角度

看，加拿大在国防采购方面长期依赖美

国，近期加美贸易争端暴露出技术依赖

风险。加拿大意图通过在本土建造破

冰船、与澳大利亚共同开发雷达技术，

分散供应链风险，强化技术主权。

在打造配套救援体系方面，北极救

援直升机将配备低温防护系统与救援

吊舱，可在极寒条件下执行救援任务，

同时承担装备空运职能。值得注意的

是，直升机采购与雷达系统升级之间可

以形成战术闭环。澳大利亚官方数据

显示，超视距雷达能在 3000 千米范围内

持续监控，结合直升机快速反应能力，

有望构建起“探测—定位—救援”的完

整链条。

受到现实制约

加拿大一系列国防采购合同体现

出其强化北极地区军事存在的决心，但

在推进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合同执行风险与时间压力。加

拿大国防项目普遍存在延期交付和成本

超支问题。极地破冰船项目交付周期长

达 5 至 8 年，随着现役舰艇持续老化，一

旦 延 期 交 付 ，极 有 可 能 出 现 能 力 空 窗

期。此外，北极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成本

高昂，受到恶劣环境制约，短期内难以构

建起全覆盖监控网络。

二 是 技 术 可 靠 性 与 成 本 效 益 争

议。超视距雷达在理论上可提升预警

能力，但在极地电离层干扰下的实际效

能仍有待验证。同时，开发和部署该雷

达系统需投入高昂成本。在此背景下，

如何确保装备性能契合北极复杂环境

需求同时合理控制成本，将成为加拿大

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三是地缘政治平衡考验。加拿大

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化动作可能会刺激

到域内其他国家。北极理事会停摆后，

环北极国家之间缺乏有效对话机制，误

判风险增加。同时，美国对加拿大防务

自主性的态度，也将对加拿大北极战略

可持续性产生影响。

加拿大一系列举措，为北极地区局

势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短期内，加

拿大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实力或许会有

所提升，但从长远看，这些行动可能引

发新一轮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地区紧

张局势。

加拿大加强北极地区军事存在
■刘一澳

据外媒近日报道，目前，美陆军正

在寻求一款新型自行榴弹炮，以推动炮

兵能力现代化。

在 2024 年 3 月终止“增程式火炮”

项目后，美陆军将目光投向更容易获得

的自行榴弹炮。德国莱茵金属、英国航

宇—博福斯、韩国韩华防务、美国通用

动力陆地系统和以色列埃尔比特系统

等公司，都基于现有技术和产品推出

定制版火炮，参与美陆军榴弹炮项目

竞标。美陆军计划于 2026 年 1 月在亚

利桑那州尤马试验场开展集中演示评

估，以确定下一代自行榴弹炮方案。

美陆军未来司令部远程精确火力

项目负责人约翰·克鲁克斯表示，美军

现役火炮存在射程不足、性能不佳、数

量欠缺等问题，在许多国家大量换装

自行火炮的趋势下，美陆军炮兵装备

发展滞后。现代战场对火炮射程、精

度和机动性提出更高要求，促使美陆

军 将 下 一 代 榴 弹 炮 计 划 列 为 重 点 项

目，旨在研发射程更远、机动性更强的

先进自行榴弹炮。2021 年，美陆军在

尤马试验场进行演示评估后，决定优

先研发“增程式火炮”。该项目以现役

155 毫米口径 M109A7PIM 自行榴弹炮

底盘为基础，通过现代化改造，使其能

适配新型弹药，并将射程提高至 70 千

米。该项目原计划于 2023 年年底开始

交付，因遇到“工程难题”无法投产。

“增程式火炮”项目下马后，美陆

军调整新的常规火力战略，全面探索

评估火力增强途径。同时，美陆军提

出“增程式火炮”的替代方案，即在国

内外寻找符合要求的现有自行榴弹炮

系统。美陆军采购负责人道格·布什

表示，美陆军正在调整相关策略，如有

合 适 方 案 ，将 选 择 其 中 一 种 投 入 生

产。2024 年下半年，美陆军对工业界

提供的多个方案进行评估，了解系统

成 熟 度 ，并 在 2025 财 年 预 算 中 申 请

5500 万美元，用于寻找替代系统。

经过全球范围的演示和评估，美

陆军发现韩华防务的 K9、莱茵金属的

RCH155、航宇—博福斯的“弓箭手”、

埃尔比特的“西格玛”和通用动力陆地

系统公司的“食人鱼”系统在射速和弹

药投送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美陆军地

面作战系统项目主管格伦·迪恩称，目

前正在考虑是将选定的火炮系统集成

到 M109 自行榴弹炮上，还是直接替换

M109 自行榴弹炮。此外，美陆军还计

划更换牵引式榴弹炮，以提高炮兵在

现代战场上的生存与作战能力。美陆

军为每个参与公司提供约 500 万美元，

用于对各公司推荐的火炮系统进行为

期 9 个月的评估。

多个国家的军工企业参与竞标，

凭借差异化产品营造出激烈的市场竞

争 环 境 ，为 美 陆 军 选 型 提 供 更 多 选

项。无论哪种火炮系统最终入选，都

将重塑美陆军炮兵装备格局，并对国

际火炮市场发展态势带来重要影响。

美
陆
军
寻
求
下
一
代
榴
弹
炮

■
穆

昇

加拿大新型极地破冰船设计效果图加拿大新型极地破冰船设计效果图。。

据外媒报道，近日，
欧洲议会呼吁欧盟各成
员国增加武器装备联合
采购，尽快减少对非欧盟
国家的装备依赖。此举
被视为欧洲加强防务自
主的重要举措，将对欧洲
防务能力建设产生重要
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欧洲多国采购德国欧洲多国采购德国““豹豹””22主战坦克主战坦克。。

美陆军现役美陆军现役 MM109109自行榴弹炮自行榴弹炮。。

据外媒报道，为强化本土国防制

造能力，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发布

意向书，计划挑选 4 家印度私营企业，

共同进行 AMCA 战斗机的生产工作。

在即将成立的合资企业中，印度斯坦

航空有限公司将持有 50%股权，每家入

选企业获得 12.5%的股份。

据称，AMCA 战斗机具备隐身性

能和超音速巡航能力，并配备先进航

电系统。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计划

将飞机组装划分为前机身、中机身、后

机身、机翼尾翼 4 个部分，各部分分别

由一家私营合作企业负责制造。

根据意向书，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

司计划生产 126 架 AMCA 战斗机，2035

至 2036年开始制造，初期每年生产 9架，

2039 至 2047 年增至每年 10 架。印度空

军预计需要约 90 至 126 架该型战机，装

备 5 至 7 个中队，以填补机队数量缺口。

AMCA 战 斗 机 原 型 机 计 划 于 2028 至

2029年首飞，2035年左右正式列装。

（郭敏）

印度推进战斗机生产项目

印度印度 AMCAAMCA 战斗机全尺寸模型战斗机全尺寸模型。。

““爱国者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导弹防御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