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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9自行榴弹炮成为
首款在澳大利亚本土生产
的韩国装备

实现先进武器装备的自主创新，其

难度如同在贫瘠的土地上培育参天大

树。于是，总有一些国家想要“另辟蹊

径”，试图通过技术引进，迈上国防自主

的“快车道”。从 K9 到 AS9，澳大利亚费

尽心思从韩国引进自行榴弹炮，便是典

型例子。

2021 年，澳大利亚国防部与韩华防

务澳大利亚公司（以下简称韩华防务）

签署 7.88 亿美元的军贸合同，计划采购

30 辆 AS9 自 行 榴 弹 炮 和 15 辆 AS10 装

甲弹药补给车。为了满足澳大利亚提

升国防工业实力的诉求，韩华防务不仅

向其转让生产线，更是于 2024 年在澳

大利亚建成组装厂，使 AS9 自行榴弹炮

成为首款在澳大利亚本土生产的韩国

装备。

韩澳两国的军贸合作被韩国媒体

包装成“技术合作典范”，但其背后韩

国 打 的 是 军 工 资 本 向 海 外 扩 张 的“算

盘 ”。 通 过 在 澳 大 利 亚 建 立 装 甲 车 辆

卓 越 中 心 ，韩 华 防 务 意 图 将 其 打 造 为

辐射南半球的军工枢纽。韩华防务澳

大 利 亚 公 司 负 责 人 表 示 ，该 中 心 是 公

司 全 球 供 应 链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将 进

一步加强澳大利亚和韩国之间的防务

合作关系。

这种“技术输出+本土化组装”的模

式 ，与 韩 国 韩 华 航 空 航 天 公 司 在 土 耳

其、印度的生产线模式如出一辙——以

“技术输出”名义规避政治阻力，将采购

国锁定为零部件长期生产国。可以说，

这次军贸合作既为韩国军工开拓全球

市场铺设跳板，又满足了澳大利亚对武

器装备自主化的诉求。

一时的技术引进或许能解燃眉之

急 ，但 失 去 自 主 创 新 的 根 基 ，终 将 沦

为 他 国 工 业 技 术 链 条 上 的 附 庸 。 从

K9 到 AS9，这场名为“自主”的技术引

进 ，实 际 上 不 过 是 韩 国 对 关 键 技 术 的

“巧妙整合”——AS9 自行榴弹炮的发

动 机 来 源 于 德 国 ，从 德 国 莱 茵 金 属 公

司 引 进 先 进 炮 管 技 术 ，澳 大 利 亚 的

“自主生产”仅限于车体焊接、炮塔组

装等环节。

“技术空心化”使得澳大利亚在国

防工业发展道路上陷入“看似自主、实

则 依 附 ”的 现 实 境 况 。 韩 国 通 过 生 产

线 转 移 ，将 澳 大 利 亚 纳 入 其 全 球 军 工

产 业 链 的 低 端 环 节 。 从 表 面 上 看 ，澳

大 利 亚 获 得 组 装 能 力 ，但 这 种 合 作 方

式 ，不 仅 削 弱 了 澳 大 利 亚 自 主 研 发 能

力，更使其在装备升级、维护保养等方

面长期受制于人。AS9 自行榴弹炮火

控 系 统 由 挪 威 康 斯 伯 格 公 司 研 发 ，澳

方 装 备 若 发 生 故 障 ，需 要 欧 洲 工 程 师

远程诊断操作。

澳大利亚虽然参与车体制造，但其

工艺标准仍受韩方严控，甚至焊接参数

都需要韩国公司远程授权。可以看出，

澳大利亚国防工业发展陷入困境——

既无足够实力研发重型火炮，又试图通

过“贴牌生产”维系所谓的武器装备自

主创新。

产品远销多国，依靠
营销策略打开海外市场

当前的国际军贸市场，各国博弈激

烈，除澳大利亚外，韩国已向土耳其、波

兰、挪威、芬兰、印度、埃及和罗马尼亚

等多国军队出口 K9 自行榴弹炮。

自 2001 年拿到土耳其的 10 亿美元

军贸大单后，韩国 K9 自行榴弹炮的销

量开始持续飙升。据韩国媒体统计，截

至 2024 年，K9 自行榴弹炮对外出口数

量达到 1400 多门，占据全球市场很大

份额。

韩国火炮工业起步于 20 世纪 70 年

代，初期基础薄弱，主要依靠仿制美式

装备。1994 年韩国造出第一门 K9 自行

榴弹炮样炮，1998 年才正式服役。从火

炮工业“零基础”到火炮市场“佼佼者”，

真正改写 K9 自行榴弹炮命运的是特殊

的营销策略。

韩国军工企业深谙“市场换技术”

的道理——对土耳其转让生产线和技

术，助力其打造 T-155“佛缇纳”自行榴

弹炮；向印度开放 90%本土组装权限并

转让 50%技术，以 6.4 亿美元合同打开

南亚军贸市场；对波兰仅出口底盘助力

研制“蟹”式火炮，并凭借技术绑定收获

火炮底盘出口订单。

这 种“ 买 一 赠 多 ”的 营 销 策 略 ，不

仅 能 快 速 回 收 成 本 ，还 可 以 通 过 本 地

化生产网络形成长期供应链依赖。在

产 品 端 ，韩 国 推 行 K9 自 行 榴 弹 炮 的

“菜单式”定制服务——为埃及产品加

装 沙 漠 适 配 空 调 、为 澳 大 利 亚 产 品 集

成本土防御系统、为挪威产品配套 K10

弹药补给车……

此外，韩国将 K9 自行榴弹炮出口

纳 入 国 家 顶 层 设 计 ——2025 年 ，追 加

9 万 亿 韩 元 出 口 信 贷 ，以 低 价 策 略 抢

占 市 场 ；将 该 型 炮 纳 入 对 波 兰 、埃 及

等国的外交议题，借“战略伙伴关系”

背 书 破 除 贸 易 合 作 壁 垒 ；推 动 该 型 炮

纳 入 北 约 通 用 弹 药 体 系 ，使 其 能 够 发

射 美 制“ 神 剑 ”制 导 炮 弹 。 韩 国 还 积

极促成本土中小型军工企业与国外武

器 装 备 承 包 商 合 作 ，融 入 全 球 供 应

链 ，大 幅 降 低 本 土 企 业 武 器 出 口 和 在

海 外 生 产 交 付 的 技 术 费 用 ，这 些 举 措

为 K9 自 行 榴 弹 炮 打 开 国 际 军 贸 市 场

提供有力支持。

可以说，韩国 K9 自行榴弹炮的营

销策略，为韩国火炮工业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有数据显示，2024 年，韩国军贸

出口金额达 56.91 亿美元，占全球武器

交易总额的 5.1%，K9 自行榴弹炮功不

可没。

光鲜数据的背后是
“拼装式”研发的缺陷

韩国军工企业推动火炮成功外销，

得益于“高性价比”这一重要卖点。从

纸面数据看，经过澳大利亚本土化生产

后的 AS9 自行榴弹炮，搭载的 52 倍口径

155 毫米火炮，最大射程超过 40 公里，

远超澳大利亚现役 M777 牵引榴弹炮；

1000 马力的德国原装发动机赋予其 60

公里/小时以上的最大行驶速度，增加

辅助动力装置，可以在不运行主发动机

情况下进行射击，提高战场隐蔽性和攻

击 性 。 此 外 ，AS9 自 行 榴 弹 炮 售 价 为

400 万美元，比德国 PzH-2000 自行榴弹

炮便宜，性价比更高。

不过，种种光鲜数据的背后是 K9

自行榴弹炮“拼装式”研发的缺陷——

引进德国莱茵金属公司 52 倍口径炮管、

德国弗里德希哈芬公司的柴油发动机、

美国艾利逊公司和霍尼韦尔公司的传

动装置和火控系统……这些产品全部

进入 K9 自行榴弹炮的组装清单。

“拼装式”研发虽然缩短周期，却埋

下隐患。据韩国官方资料显示，2005 年

至 2015 年，K9 自行榴弹炮多次发生炸

膛事故。2017 年 8 月，K9 自行榴弹炮在

韩军实弹射击演习时起火，造成人员伤

亡事故，其安全性与可靠性受到质疑。

这充分暴露出韩国军工产业重营销轻

研发的缺陷。

低价的光环往往掩盖了代价的阴

影。所谓“性价比优势”只是一场数字

游戏。AS9 自行榴弹炮看似售价相对

便宜，但隐性成本远超预期。韩华防务

宣称，AS9 自行榴弹炮最大射程达 60 公

里，但这需要依赖增程炮弹，而澳大利

亚仅采购 2000 枚此类弹药，常规训练仍

以 40 公里基础射程为主。

AS9 自行榴弹炮的半自动装弹系

统 标 称“15 秒 3 连 发 ”，但 其 机 械 故 障

频 发 ，使 用 效 果 并 不 理 想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AS9 自 行 榴 弹 炮 战 斗 全 重 达 52

吨，必须依赖 C-17 战略运输机投送，

而澳空军仅有 8 架 C-17，跨区域部署

效率不高。

将武器装备战斗力生成命脉系于

他国之手，如同“沙上建塔”，稍有风吹

草动就可能轰然坍塌。AS9 自行榴弹

炮的深层矛盾在于体系依赖性，澳大利

亚将不得不面对复杂的产品供应链。

AS9 自行榴弹炮的每次维修都可

能 涉 及 多 个 国 家 的 零 部 件 供 应 商 ，导

致后勤保障难度成倍增加——发动机

维 护 费 用 远 高 于 韩 国 本 土 型 号 ；以 色

列装甲模块寿命周期低于欧洲同类产

品 ；挪 威 康 斯 伯 格 公 司 火 控 系 统 升 级

需 额 外 支 付 授 权 费 。 2022 年 至 2023

年 ，波 兰 从 韩 国 韩 华 航 空 航 天 公 司 采

购 218 辆 K9A1 自行榴弹炮，曾因零部

件 短 缺 、柴 油 发 动 机 与 波 兰 陆 军 使 用

的 生 物 燃 油 不 匹 配 、弹 药 供 应 不 足 等

问题，导致近三分之一的装备闲置，而

澳大利亚同样面临这一风险。

韩 国 在 关 键 技 术 上 的 缺 失 ，使 得

AS9 自行榴弹炮的升级潜力受限，一旦

战场需求发生变化，澳大利亚可能面临

设备无法自主改进的尴尬局面。此外，

K9 自行榴弹炮的部分核心技术从国外

引 进 ，但 不 同 国 家 不 同 标 准 的 设 备 组

装在一起，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

在 全 球 军 工 产 业 格 局 深 刻 变 革

的 今 天 ，如 何 在 引 进 装 备 与 自 主 创 新

之 间 找 到 平 衡 ，如 何 在 短 期 利 益 与 长

期 战 略 之 间 做 出 抉 择 ，将 是 澳 大 利 亚

必 须 面 对 的 考 验 。 而 韩 国 军 工 想 要

突 破 核 心 技 术 瓶 颈 ，真 正 实 现 从“ 组

装 者 ”到“ 创 新 者 ”的 蜕 变 ，还 有 漫 长

的路要走。

上图：AS9自行榴弹炮。资料图片

澳陆军接收首批在本土生产的韩式AS9自行榴弹炮—

一场名为“自主”的技术引进
■周 韵 詹乾坤 胥迪文

前不久，韩华防务澳大利亚公司（隶属于韩国韩华
航空航天公司）向澳陆军交付了第一批 2辆 AS9自行榴
弹炮，标志着 2021年 12月两国签署的 7.88 亿美元军贸
合同进入实质性执行阶段。

澳陆军签下这项合同，旨在替换 M777 牵引榴弹
炮，提升火力机动性和远程打击能力。根据合同，韩国
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将在澳大利亚建立装甲车辆卓越中
心，生产 30 辆 AS9 自行榴弹炮和 15 辆 AS10 装甲弹药
补给车，计划于 2027年完成全部交付。

AS9 基于韩国 K9“雷霆”自行榴弹炮平台研发，
配备一门 52 倍口径 155 毫米火炮，射程超过 40 公里，
使用增程炮弹射程可达 60 公里，并配备北约标准火
控系统。

然而，“耀眼”的性能设计也暴露出缺陷，自 1998
年列装以来，K9 系列自行榴弹炮曾多次发生事故，导
致部分士兵伤亡。那么，澳陆军为何还要采购 AS9 自
行榴弹炮？此次军贸合作的背后又有着怎样考量？请
看解读。

“业精于勤，行成于思。”我认为这

是干好机务保障工作的关键。

2010 年，我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

成为空军航空兵某部的一名机械师。

15 年的军旅生涯，我见证了多型战机

列装部队，空军装备实现跨越式发展。

日常工作中，我总结出一套航空机

务保障“三问”的经验做法，经常与战友

们讨论分享。

何为“三问”？

一 问“ 机 件 是 什 么 ”。 战 机 系 统

结构复杂、机件种类多、功能各异，航

空 设 计 师 往 往 用 最 精 炼 的 文 字 概 括

机件名称与功能，在学习过程中我们

要 对 此 加 以 熟 记 。 有 的 机 件 名 称 虽

然 只 有 细 微 差 别 ，但 因 设 计 功 用 不

同 ，维 护 重 点 也 大 不 相 同 。 例 如 ，燃

油 温 度 传 感 器 和 滑 油 温 度 传 感 器 看

上去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前者的功能

主要是监测燃油温度，防止战机主泵

出 现 壳 体 卡 滞 、损 坏 等 问 题 ；后 者 则

用于监测滑油温度，及时告警滑油超

温 稀 释 ，确 保 战 机 传 动 机 构 安 全 可

靠。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学习理解，能

够 深 入 掌 握 专 业 知 识 ，形 成 知 识 体

系，同时防止误操作发生。

二问“机理为什么”。这一步是研

究机件功能如何实现。随着战机迭代

更新，系统功能更加复杂，一旦没有学

懂悟透机理，认知偏差容易导致操作失

误，为保障工作带来风险。对机务人员

来说，首先要熟记结构图和原理图，重

点要学懂各系统功能。在日常机务保

障过程中，我会边操作边向新战友提

问：“系统是通过什么原理实现这一功

能的？”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这种启发

式教学，可以让新战友快速掌握专业知

识点。

三问“维修靠什么”。首先靠过硬

的维修本领。机务保障大多是周期性、

重复性工作，例如更换战机轮胎，机械

员需要通过成百上千次拆装训练，形成

“肌肉记忆”，才能在任务中做到“快、

稳、准”。其次要勤于思考、善于总结。

对于机务人员来说，每次排除故障任务

就像是考试，必须掌握这道题的全部知

识点，才能取得好成绩。有时不仅要分

析故障表象，更要思考系统工作原理，

列举诸多可能原因进行比对排查、举一

反三。任务结束后，应当认真做好复盘

工作，“故障原因是什么”“问题堵点在

哪里”“换个思路怎么办”……这些问题

梳理与经验总结，有利于我们熟练掌握

装备性能、摸清装备底数，提高故障处

置效率。

（李司央整理）

下图：施金铖正在检修战机。

郑煦洋摄

航空机务保障“三问”
■施金铖

前段时间，土耳其自主研发的安

卡-3MIUS 无人机进行首次试飞，飞

行时间为 70 分钟，并达到 2438 米的飞

行 高 度 和 277.8 千 米/小 时 的 飞 行 速

度。该款无人机采用无尾飞翼机身布

局，设计了襟副翼和机翼外侧开裂式

减速板。

飞翼机，是一种特殊布局的飞机，

其特点在于机身的主要部分被整合在

机翼内部，使得整个飞机看起来像是一

个巨大的翼面。这种设计通过巧妙的

空气动力学布局，提高空气动力效率，实

现复杂飞行动作。此外，飞翼机机翼末

端装有减速板，可以在飞行过程中起到

独特作用。

当飞机向前飞行时，如果打开一

侧减速板，该侧减速板会受到一个向

后的力，形成相反方向偏转的力矩。

例如，当左侧减速板打开时，飞机左侧

会受到向右后方的力，形成向左偏转

的力矩，飞机向左偏转；反之，当右侧

减速板打开时，飞机则会向右偏转。

当两侧减速板同时打开时，左右偏转

力矩抵消，飞机不会偏转，但向后阻力

叠加，实现飞机减速。

此外，一些飞翼机采用开裂式阻

力方向舵（SDR）进行航向控制。例

如，B-2 轰炸机的机身后侧有一对开

裂式翼面，需要改变航向时，根据飞行

控制指令，通过机械传动或者其他方

式使单侧 SDR 展开，另一侧 SDR 闭

合，左右翼附近产生非对称阻力使飞

机偏转。当两侧 SDR 同时展开时，可

以用作减速板。

还有一种方法是利用差动压力控

制航向。例如，无尾设计的X-47B无人

机即是如此，它的尾喷管中间有一个可

动隔板，可以调整喷流方向，同时利用射

流效应产生侧向力对航向进行控制。

值得一提的是，飞翼机的偏航方向

是不稳定的。这意味着一旦飞机在飞

行过程中偏航，它无法自动在风力作用

下回到中心位置。因此，飞翼机需要飞

控系统不断监控飞机是否偏航，并实时

调整飞行方向。当飞机向左偏转时，飞

控系统会自动把飞机向右拉；当飞机向

右偏转时，飞控系统会自动把飞机向左

拉，确保飞翼机不失控。

总的来说，飞翼机是一种设计理

念独特、性能优异的航空器，对空气动

力、材料科学、飞行控制等领域的技术

应用提出很高要求。未来，随着科技

进步，飞翼机有望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和发展。

左上图：美国 X-47B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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