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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急需新舰

据报道，罗马尼亚即将采购的舰艇，

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造船厂正在建造的

希萨尔级巡逻舰。土耳其计划建造 10

艘该级舰，第一批次 2 艘已于 2023 年 9

月下水，目前仍在海试，原计划交付土耳

其海军。有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将其

中 1 艘舰艇出售给罗马尼亚，颇有几分

“雪中送炭”的意味。

冷战时期，罗马尼亚海军是苏联黑

海舰队的重要辅助力量，其海军工业获

得苏联大力扶持，能自行生产护卫舰等

舰艇，曾建造排水量超过 5000 吨的“马

拉塞斯蒂”号驱逐舰，该舰是当时黑海地

区屈指可数的大型战舰。20 世纪 90 年

代至今，罗马尼亚长期处于经济转型期，

除 2003 年向英国采购 2 艘 22 型大刀级

护卫舰外，海军主力舰艇几乎再无更新

升级。直到 2018 年，该国才传出希望采

购欧洲新型舰艇的消息，后因价格问题

不了了之。

不过，罗马尼亚依托冷战时期的工

业基础、北约欧盟双重成员国身份，特别

是劳动力成本优势，获得欧洲多国造船

企业的青睐。荷兰达门集团、法国海军

集团等欧洲军工企业，都在罗马尼亚设

有合作性质的造船厂。俄乌冲突爆发

后，濒临黑海且距离乌克兰较近的罗马

尼亚急于获得新型舰艇，并且最好是“现

货移交”。2024 年，罗马尼亚曾向荷兰

达门集团提出请求，希望后者把在罗马

尼亚加拉茨造船厂为巴基斯坦建造的护

卫舰“匀给”罗马尼亚 1 艘，遭到拒绝。

罗马尼亚随即将目光投向与之隔海相望

的土耳其。

带动双边合作升温

土耳其造船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产

品被不少国家视为西方海军舰艇的“平

替 ”。 罗 马 尼 亚 看 中 的 希 萨 尔 级 巡 逻

舰，是土耳其岛级轻型护卫舰的改进版

本，满载排水量约 2500 吨，能较好满足

罗海军近海防御需求。该级舰基本沿

用岛级舰舰体，但换装更多土耳其国产

装备，如 76 毫米舰炮、双联装 35 毫米近

防炮和“雀鹰”反舰导弹，以及单面有源

相控阵雷达、声呐和电子战系统等。此

外，该舰还将安装岛级舰尚未装备的垂

直发射装置，并搭载 8 单元“堡垒”中近

程防空导弹。

土耳其和罗马尼亚已建立战略伙伴

关系，长期有大量移民交流，目前互为东

南欧地区最大贸易伙伴。在黑海乃至东

欧地区安全挑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两

国安全利益和目标更加相近，防务关系

愈发密切，军火交易正成为两国防务合

作的重要纽带。

除舰艇交易外，两国在装甲车方面

也有合作。土耳其奥托卡防务公司已在

罗马尼亚设立子公司。两国将共同生产

1059 辆“眼镜蛇”Ⅱ轻型轮式装甲车，首

批 278 辆在土耳其生产，其余在罗马尼

亚生产，预计从今年冬季起分 5 年交付

完毕。该合同包含基础设施建设、人员

培训及车辆组件供应等内容，从而使罗

马尼亚不仅能生产和维护装甲车，还可

获得土方的技术转让。此次舰艇采购，

罗马尼亚也希望获得土耳其相关技术转

让，目前两国正就此进行谈判。

折射土方造舰实力

在向罗马尼亚出售舰艇的同时，土

耳其国防技术工程和贸易公司还与葡萄

牙海军签订合同，为后者建造 2 艘海上

补给和支援舰，这是土耳其首次向欧盟

成员国出口海军舰船。有分析称，从向

葡萄牙出售后勤舰船到向罗马尼亚出售

主战舰艇，土耳其国防工业触角正迅速

向欧洲地区延伸，折射出该国日益增长

的舰艇制造实力。

近年来，土耳其国产水面舰艇“三

步走”计划加速推进，目前已进入第三

阶段，即打造具备综合指挥能力的防空

驱逐舰。今年 1 月，土耳其 TF-2000 驱

逐舰首舰在伊斯坦布尔海军造船厂举

行 钢 板 切 割 仪 式 ，该 舰 集 合 了 一 坑 四

弹、多功能垂发、综合射频、柴燃混合动

力等技术。土耳其舰艇出口规模也持

续攀升，作为国产水面舰艇第一阶段成

果的岛级轻型护卫舰，其改进型已相继

获得巴基斯坦（4 艘）、乌克兰（2 艘）和马

来西亚（3 艘）的订单。为解决武器出口

市场相对单一问题，土耳其凭借北约成

员国身份，不断向欧洲盟友推销产品。

当前欧洲国家普遍增加防务开支并加

快装备更新换代，为土耳其开拓欧洲军

售市场提供机会，也是土耳其获得葡萄

牙和罗马尼亚舰艇订单的重要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造船业仍高

度依赖美欧的核心技术。以 TF-2000驱

逐舰为例，其动力系统和防空装备来自

美国和德国，雷达技术虽称是国产，但诸

多电子元器件来自意大利和法国。土耳

其建造的舰艇未来能否抢占更多欧洲市

场份额，还有待观察。

土耳其拟向欧盟国家出口战舰
■王大宁

4 月中旬，日本防卫省下属的南关

东防卫局发布简报称，日本海上自卫

队首批 4 艘新型巡逻舰，已于今年 2 月

在日本海洋联合公司横滨矶子造船厂

同时开工。

该型舰于 2021 年正式立项，被称

为“令和 5 年巡逻舰项目”（05OPV），已

经开工的首批 4 艘舰预计于 2027 年交

付。日本政府在 2022 年底发布的《国

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及近

几年的《防卫白皮书》中，披露和界定

了该型舰定位和性能参数。其将替换

老旧的阿武隈级护卫舰（共 6 艘）和隼

级导弹艇（共 6 艘），执行所谓中近海区

的巡逻、跟踪和监视任务。

日本加快该型舰建造进度，与日本

防卫省于 2024 年 9 月宣布的海上自卫

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兵力重组”计划

密切相关。根据该计划，日本将对现有

的地方队进行改革，其下辖的扫雷队、

导弹艇队等部队将撤编，组建新的“巡

逻警戒群”，主要承担自卫队基地及日

本周边海域的警戒监视任务，保障新组

建的、拟作为海上自卫队主力的“水面

作战群”正常训练。日媒称，05OPV 型

舰计划建造 12 艘，将成为日本海上自

卫队“巡逻警戒群”的重要力量。

05OPV 型舰长约 95 米，舷宽约 12

米，满载排水量约 2300 吨。从舰体规

格看，该型舰属于偏细长的高速舰型，

与国际上常见的短粗巡逻舰型有所不

同。其采用柴电混合动力系统，能在

需要时迅速提升航速，在平时低航速

巡逻时，可通过电动推进方式达到节

能效果。侦察能力方面，其采用带有

直升机库的一体设计，舰壳内部安装

有声呐。分析指出，该型舰部分性能

对标英国海军河流级巡逻舰，很可能

与拟长期部署亚太地区的英国海军 2

艘河流级巡逻舰“协同联动”。

相 较 于 阿 武 隈 级 护 卫 舰 ，05OPV

型舰最大特点是高度自动化：通过优

化舰上的航行、动力和战斗管理系统，

舰员定额从 120 人减至 30 人，以缓解人

员征召难题。为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

展，该型舰加装可操作无人机和无人

潜航器的配套设备。不过，为便于快

速批量生产，该舰的武器配置大幅简

化，固定主战武器是一门位于舰艏的

MK44“大毒蛇Ⅱ”30 毫米机炮，火力不

及海上保安厅装备的部分巡视船，后

者已换装瑞典博福斯集团制造的 40 毫

米 70 倍径 Mk.4 型舰炮。该舰舰载供

电系统的配置水平也不高，基本与阿

武隈级持平，使用中可能影响动力系

统稳定性。

日本开工建造新型巡逻舰
■王成文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威尔

士亲王”号航母将于 4 月 22 日从朴次茅

斯出发，率航母打击群前往地中海和

印太地区执行任务。该航母打击群将

首次部署由 9 架 T-150 无人机组成的

无人机运输中队，主要承担后勤物资

和维保零部件等较轻重量物品在舰船

间的运送任务。相关人士表示，英国

此举是推动无人机海上协同作战的一

次重要尝试。

T-150 无人机是一款由英国马洛

伊 航 空 公 司 研 制 的 八 旋 翼 中 型 无 人

机，是英国国防部领导的创新项目之

一。该型无人机最大载重 68 公斤，最

大飞行距离 70 公里，最长续航时间 40

分钟。T-150 无人机于 2024 年 8 月列

装英国海军，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配

给后勤空运任务的测试机种之一。

在此次任务行动中，T-150 无人机

由英国海军 700X 航空中队的 12 名官

兵操作使用，每个无人机编组由 1 名操

作手和 1 名指挥单元监控手组成。无

人机将最先在“威尔士亲王”号航母、

潮汐级补给舰“春潮”号和 45 型驱逐舰

“无畏”号 3 艘舰船上展开部署。

根据计划，英国海军无人机运输中

队将随舰部署 8 个月。英国希望其在

与美国、印度、新加坡等国的联合演习

中实现两个目标。

一方面，验证垂直补给能力。考

虑到英国海军辅助舰队面临人员流失

等问题，英国此次海外部署将不配备

专用的干货支援舰。虽然随行的挪威

“莫德”号补给舰和英国潮汐级补给舰

“ 春 潮 ”号 都 具 备 一 定 存 储 和 运 送 能

力，但二者均难以与英国长期处于预

备役状态的主力补给舰“维多利亚堡”

号相媲美，且都依赖垂直补给。T-150

无人机垂直起降的性能可满足相关运

送要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担部分

有人直升机的运输任务。

另一方面，提升有人/无人协同效

率。相关人员表示，英国海军舰艇部

署过程中，无人机运输中队将采用少

量多次、多机并行方式，完成 90%以上

的物资转运任务。此外，英国还将派

遣“梅林”或“支奴干”直升机从陆地基

地运送货物，同时在访问巴林、新加坡

等盟国时，在港口进行补给。

报道称，英国于 2020 年对 T-150

无人机上舰展开首轮试验，随后在多场

演训任务中投入使用。英国海军计划

将开放式结构、完备的网络和无人机系

统作为所有舰船的标配。

长期以来，英国海军注重将无人机

整合至作战体系，并有意通过加快部署

占据竞争优势。在战略规划方面，英国

已发布《国防部无人机战略》等文件，确

立“无人机优先”的装备发展原则，并承

诺未来 10 年在该领域投入 45 亿英镑

（约合 59.5 亿美元）经费。在装备部署

方面，英国海军瞄准在空中、水面、水下

构建蜂群作战体系，陆续推出“海神”

“游隼”等多款无人机，并通过“自主推

进部队 4.0”等系列任务推动人机协同。

有报道称，英国海军加快部署无

人机部队，将增加其在未来战场的作

战优势。不过，英国海军当前在航母

维护和舰艇制造等方面问题频出，军

工研发和生产能力出现衰退，发展前

景不容乐观。未来其无人机运输中队

能否发挥最大效益，仍需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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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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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
鑫

据外媒报道，罗马尼
亚最高国防委员会已批准
从土耳其采购 1艘巡逻舰，
作为护卫舰使用。新舰将
于今年内交付，这是土耳
其首次向欧盟成员国出口
主 战 舰 艇 。 媒 体 普 遍 认
为，此举将对两国双边关
系发展和地区军贸格局产
生较大影响。

近期，国际预测机构“验证市场研

究”发布《2024至 2031年军事人工智能市

场价值评估》报告，对全球军事人工智能

的规模体量、驱动因素、应用重点、主要

挑战和发展格局等进行分析评估。

从规模体量看，人工智能“总市值”

将持续扩大。未来一段时间，军事人工

智能系统将被广泛应用于情报分析、监

视、侦察、自主武器系统、后勤、网络防御

等多个领域，用于提升作战决策精细化

和 武 器 系 统 自 动 化 水 平 。 报 告 预 测 ，

2024 至 2031 年，军事人工智能市场年均

复合增长率预计将达 14.49%，市场规模

将从 2024 年的 132.4 亿美元增长到 2031

年的 355.4 亿美元。

从驱动因素看，人工智能的诸多技

术优势，使其在军事应用方面颇具效费

比。总的来看，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驱

动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更好适应

复杂战场环境。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无

人机和无人驾驶车辆等自主系统，能够

在复杂战场环境中执行任务，有效降低

作战人员面临的风险。二是更好处理海

量战场数据。通过利用人工智能快速处

理和分析海量战场数据，可为决策者提

供参考。三是更好应对实时战场威胁。

以网络安全为例，人工智能将越来越多

地用于实时检测和应对网络战场威胁。

此外，人工智能系统对后勤、通信和作战

管理的整合作用将进一步提升。

从发展重点看，人工智能新效能将充

分释放。从当前情况看，多个军事强国都

在加速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认知、对

话/人机交互、分析预测与决策、目标驱动

系统、自主系统、模式识别与异常检测”等

技术正在转化为实战能力。报告预测，在

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中，有两点值得高

度关注。一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军事

通信的影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够分

析和解释大量数据，在文档翻译、报告生

成和情感分析等任务中起着重要作用，

还可通过识别大量文本数据检测威胁和

评估风险。二是天基人工智能系统对作

战行动的影响。报告认为，天基人工智

能系统可提供实时数据和高分辨率图

像，将对情报搜集和作战规划产生重大

影响，进而影响作战行动的走向。

从主要挑战看，目前人工智能仍存

在薄弱环节。一是系统兼容问题。人工

智能与现有军事系统和基础设施的集成

存在一定难度。二是法律道德问题。由

于各国普遍缺乏管理人工智能驱动军事

系统的明确法规和框架，各界普遍对问

责、决策及冲突地区自主技术可能被滥

用等感到担忧。三是防御脆弱问题。人

工智能系统运行需要大量硬件设备和海

量信息数据，是网络攻击的“诱人目标”，

任何破坏活动都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严

重后果。四是成本高昂问题。人工智能

技术的开发和维护，需以高投入为支撑，

对于国防预算捉襟见肘的国家来说，可

能心有余而力不足。

从区域态势看，报告认为未来两大

区域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左右市场格局。

北美地区发展迅速。报告称，北美地区

在军事人工智能市场占据重要位置，该

地区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的主要特点是

研发资金投入和网络空间资产多，先进

卫星能力较强。亚太地区后劲十足。随

着亚太地区各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防投

入持续加大，该地区军事人工智能市场

将大幅增长。日本、韩国、印度等国正在

制订新的太空计划，并大量投资卫星通

信、侦察和导弹防御系统。相关国家政

府正与私营公司一道，合作推进天基人

工智能系统的开发和部署。

外媒预测军事人工智能市场价值
■朱 江

英国英国 BAEBAE系统公司研制的自主战术轻型装甲车辆系统公司研制的自主战术轻型装甲车辆。。爱沙尼亚米尔雷姆公司研制的无人作战车辆爱沙尼亚米尔雷姆公司研制的无人作战车辆。。

英军英军 700700XX 航空中队在航空中队在““威尔士亲王威尔士亲王””号航母上操作号航母上操作 T-T-150150无人机无人机。。

土耳其自主建造的土耳其自主建造的希萨尔级巡逻舰希萨尔级巡逻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