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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多个关键领域

作为欧盟层面资助各成员国国防工

业的预算机制，欧洲防务基金自 2021 年

启动以来，持续聚焦可能影响欧洲未来

国际军事竞争地位的关键防务领域，推

进开创性与颠覆性技术研究。在项目筛

选与执行中，欧洲防务基金重点支持前

期投入大、风险集中的技术研发项目。

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欧洲

防务基金本轮投资计划从近 300 个候选

国防项目中选定 62个，投入总额达 9.1亿

欧元。结合未来实战需要，本轮投资重

点覆盖以下领域：

下一代旋翼机技术。在所有中标项

目中，下一代旋翼机技术项目获得最高

额度资金支持。该项目总成本预估为

1.6 亿 欧 元 ，此 次 获 得 1 亿 欧 元 经 费 支

持。下一代旋翼机技术项目由欧洲空中

客车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牵头，

聚焦欧盟成员国多任务需求，展开未来旋

翼机关键性能指标、概念框架与作战能力

的系统性研究，并形成具体设计参数和

研发方案。按计划，该项目将在 2035 年

前 后 完 成 技 术 开 发 ，在 2040 年 投 入 使

用。据称，该项目开发的技术也可用于

NH-90 直升机等传统平台的升级。

综合防御系统。欧盟委员会称，为

应对高超音速武器威胁，本轮欧洲防务

基金将投入 7800 万欧元，用于高超音速

武器防御项目。同时，由爱沙尼亚国防

部牵头的欧洲网络防御系统升级项目

“城堡领地”，获得 4800 万欧元经费支持,

以强化网络防御能力。

无人地面系统。本轮欧洲防务基金

批准 5000 万欧元，用于模块化集成无人

地面系统项目。该项目由爱沙尼亚米尔

瑞姆机器人公司牵头，欧洲 15 国 29 家机

构联合研发。作为 2023 年完成的“综合

模块化无人地面系统”项目升级版本，

其旨在开发可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信

号受限情况下作战的低成本无人地面

系统。米尔瑞姆机器人公司负责人称，

该项目旨在通过优化多层级作战模式、

改进无人平台部署战术，并强化新老系

统融合能力，提升欧盟国家间无人系统

的互操作性。

人工智能技术。本轮欧洲防务基

金对 4 个用于卫星图像分析的人工智能

技术项目进行投资。这些项目主要用

于军事活动感知与监视。此外，由挪威

防务公司牵头的欧洲联合扫雷系统项

目获得 2850 万欧元资金支持。该项目

旨在研发一种具备环境自适应能力的

海军自主扫雷系统，通过集成多模态传

感器与智能决策算法，实现对复杂海况

下各类水雷的精准探测。

突出联合研发特点

结合外媒相关报道，本轮欧洲防务

基金投资主要有以下特点：

项目成员持续扩充。欧洲防务基金

要求，一个项目申报至少要有 3个不同成

员国的合格实体参与，以确保资助对象

为欧洲跨国合作项目。从本轮投资计划

看，多个项目参与实体数量超过 10 个。

其中，下一代旋翼机技术项目吸引欧洲

多国 40 余家公司，模块化集成无人地面

车辆系统汇集欧洲 15 国 29 家机构，呈现

跨国多方合作特点。

中小型企业参与度提升。在欧洲

军工产品供应链中，中小型企业基础较

为薄弱。针对此情况，欧盟近年来持续

出台政策，推动欧洲投资银行等金融机

构，加大对中小型企业支持力度。欧盟

委员会表示，在本轮欧洲防务基金投资

中，中小型企业占比达 27%，为该基金启

动以来中小型企业投资占比最高水平。

此前，中小型企业投资占比在 18%至 20%

之间。

前沿技术导向鲜明。在 62 个中标

项目中，9 个项目聚焦能够“显著改变或

取代现役国防产品、概念和能力”的“颠

覆性技术”，如下一代隐身材料项目、小

型无人机项目等。

加快防务自主步伐

欧洲防务基金的运作与规划始终

围绕提升欧洲防务自主能力展开，其投

资方向折射欧洲国家在防务自主道路

上的探索与挑战。

从战略目标看，本轮欧洲防务基金

投资是欧盟强化战略自主权的关键举

措。欧盟国防事务专员安德留斯·库比

柳斯指出，本轮投资聚焦弥合成员国国

防能力差距，通过支持先进技术研发与

适配各国国防建设需求的双向布局，推

动欧洲防务协同化发展。

从资源规模看，2021 至 2027 年，欧

洲防务基金总预算为 73 亿欧元。有分

析指出，这一投入对于欧洲防务自主建

设实际效果有限。德国经济研究所的

调查报告显示，2022 年，在欧盟国家采

购的武器装备中，多国联合采购比例仅

仅 18%，远 低 于 欧 盟 设 定 的 35%目 标 。

欧盟内部防务采购与生产呈“碎片化”，

存在坦克、步兵战车等装备型号复杂，

榴弹炮口径不一，各国军用车辆使用的

燃料不通用等问题。从现在的投入规

模来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未来发展看，为提升防务自主能

力，欧盟除持续运作欧洲防务基金外，

正就设立“欧洲防务机制”共同基金展

开磋商。“欧洲防务机制”旨在构建统一

防务采购体系，突破欧盟成员国范围限

制，允许英国、乌克兰、挪威等非成员国

以“伙伴”身份参与，通过资本认购与项

目合作实现防务资源共享。

“欧洲防务机制”的核心运作模式

为 ：基 金 出 资 购 置 武 器 装 备 并 统 筹 管

理，相关债务由基金承担，以缓解成员

国对军购导致债务攀升的担忧；同时，

借助统一采购提升议价能力与资源调

配效率。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指出，

若欧洲全力推进集中采购并将英国纳

入共同防务市场，有望于 2030 年前降低

对美国的军事依赖。

欧盟投资聚焦防务领域新兴技术
■朱 江

据外媒报道，5 月上旬，新加坡国防

科技局与德国蒂森克虏伯海洋系统公司

签订增购 2 艘 218SG 型潜艇的合同，新

加坡海军该型潜艇采购总数增至 6 艘。

分析指出，新型潜艇全部服役后，新加坡

水下部队规模与现代化水平将得到显著

提升，对地区安全格局产生一定影响。

装备全面更新换代

近年来，针对主战舰艇老化问题，新

加坡海军实施“三重海军计划”，同步推

进多用途战斗舰、联合多任务舰及潜艇

采购工作，并启动现役舰艇现代化改造，

以提高整体作战能力。

水 下 领 域 ，加 快 装 备 更 新 换 代 。

2024年，新加坡海军接收首批 2艘 218SG

型潜艇，并在不久后退役最后 2 艘挑战

者级潜艇。按计划 ，2028 年 ，第 3、4 艘

218SG 型潜艇入列后，现役 2艘射手级潜

艇将陆续退役。2034年，第 5、6艘 218SG

型潜艇入列后，新加坡海军将形成一支

完全由新型潜艇组成的水下部队。

218SG 型潜艇由德国根据新加坡需

求打造，采用 X 形艉舵设计，以增强在浅

水区域的机动性；搭载不依赖空气推进装

置（AIP），续航能力达 42 天；配备 533 毫

米重型鱼雷发射装置，具备潜射反舰导

弹发射能力。

水面领域，升级与新建同步进行。

新加坡海军对担任舰队主力的 6 艘可畏

级护卫舰展开中期升级，加装“新一代达

盖”近程防空系统、“蓝矛”反舰导弹和

“火神”导弹等装备，预计 2028 年完成。

根据“三重海军计划”，新加坡海军

开启 7 艘排水量达 8000 吨的多用途战斗

舰建造工作，首舰已于 2024 年 10 月铺设

龙骨，第 2 艘于今年 4 月完成首块钢板切

割。近 2 万吨级“联合多任务舰”计划于

2030年前建成，以替代现役两栖登陆舰。

4艘近海巡逻舰建造工程启动，前 2 艘已

于今年 4 月铺设龙骨。

空中领域，展开新装备采购评估。

新加坡海军和空军共同调配的 5 架“福

克”-50 海上巡逻机服役时间超过 30 年，

为增强领海上空侦察监视能力，新加坡

展开相关采购工作。目前，新加坡国防

部正对美国波音公司 P-8A“波塞冬”反

潜巡逻机和欧洲空客集团 C-295 预警

机，进行最后阶段对比评估。

发展策略引发关注

受地理环境、经济结构等因素影响，

新加坡高度重视海洋安全，其海军发展

策略受到外界关注。

目标规划方面，长期布局和短期调

整相结合。新加坡较早启动舰队扩充规

划，明确以护卫舰、潜艇、两栖登陆舰为

核心的装备体系建设方向，推动海军作

战范围从近海向远海延伸。在舰艇采购

过程中，新加坡政府针对技术指标与区

域安全环境，提出更高需求。2000 年，

新 加 坡 启 动 主 力 护 卫 舰 设 计 工 作 ，提

出 打 造 地 区 最 先 进 舰 艇 。 在 此 背 景

下，新加坡政府与法国造舰局签约，采

购 6 艘以拉 斐 特 级 护 卫 舰 为 基 础 打 造

的 新 一 代 护 卫 舰 ，并 命 名 为 可 畏 级 护

卫 舰 。 该 级 舰 首 舰 于 2007 年 交 付 ，至

今 已 服 役 近 20 年 ，仍 能 保 持 一 定 技 术

优势。

新加坡不断调整海军发展目标。今

年 3 月，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公开表

示，周边国家中，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

越南等国潜艇数量均超过 4 艘，因此新

加坡计划在原有 4 艘 218SG 型潜艇基础

上再采购 2 艘。外媒称，周边国家海军

发展态势，使新加坡加快调整潜艇发展

路径。

装备发展方面，技术引进和本土制

造相结合。新加坡凭借较好的工业基

础，推动相关技术转让和本土制造。可

畏级护卫舰首舰由法国建造，其余 5 艘

均在新加坡本土造船厂完成建造与后续

升级；8 艘独立级濒海多任务巡逻舰由

新加坡和瑞典合作研发，在新加坡本土

生产。

人员部署方面，精简人员和无人化

发展相结合。澳大利亚海军研究机构

称，通过合并任务、安装智能化系统等方

式，新加坡海军同类型装备比其他国家

部署的人员更少。218SG 型潜艇编制仅

28 人，较最初设计减少 40%；新型多用途

战斗舰人员配置 80 人，约相当于同吨位

美军舰艇人员配置的 30%。

同时，新加坡关注无人平台发展，

加快列装海上无人系统。据称，目前新

加坡海军已部署 3 艘无人巡逻艇，执行

常态巡逻任务，计划于 2027 年列装自主

研发的无人潜航器。多用途战斗舰也

将作为无人装备集成平台。黄永宏表

示，未来新加坡海军无人舰艇数量将占

舰艇总数的一半。此举目的是在人口

有限的情况下，保证海军舰队的持续作

战能力。

有分析指出，作为连接太平洋与印

度洋的关键节点，新加坡海军加快装备

体系建设，将影响东南亚海域军事力量

结构。在全球海洋安全复杂化的背景

下，区域国家军事现代化进程加速，或对

既有安全平衡构成潜在挑战。

新加坡海军现代化建设加速
■王昌凡

防务资讯

据外媒报道，近日，欧盟
委员会宣布，将基于欧洲防
务基金框架，向欧洲国防工
业领域投入 9.1亿欧元(约合
10.3 亿美元）。此次投资旨
在通过欧洲科研界与工业界
协同合作，弥补欧洲国家军
队在相关领域关键能力方面
的缺口，全面提升欧洲防务
能力和自主水平。

新加坡海军新加坡海军 218218SGSG 型潜艇型潜艇。。

新加坡海军可畏级护卫舰新加坡海军可畏级护卫舰。。

欧洲多国联合研制的欧洲多国联合研制的 NH-NH-9090直升机直升机。。

挪威海军挪威海军 SONACACSSONACACS声学扫雷系统声学扫雷系统。。 欧洲综合模块化无人地面系统欧洲综合模块化无人地面系统。。

英国扩大空中任务
机组人员培养规模

据外媒报道，近日，英国国防部

宣布投入 3 亿英镑（约合 4 亿美元），

启动“未来情报监视侦察及后舱机组

人员训练”计划，以提高航空人才培

养效能。

该计划目标是将空军与海军关

键任务机组人员的年培训规模提升

至 140 人，较此前增长 3 倍。据悉，该

项目采用“虚拟+实飞”双轨训练模

式，约 85%的课程通过新型任务模拟

器在虚拟场景中完成。空中训练将依

托 4 架升级后的“空中国王复仇者”双

引擎飞机。其机载系统与地面模拟器

实现软件互通，确保学员从虚拟模拟

到实机操作无缝衔接。

训练内容覆盖多型装备操作技

能，包括 P-8 反潜巡逻机、RC-135W

电子侦察机、“梅林”Mk2 和“野猫”直

升机，以及“保护者”RG Mk1 无人机

等，使参训人员具备执行全球部署任

务的实战能力。英国空军官员称，项

目特别整合电磁频谱作战、智能决策

等前沿训练模块，以提高机组人员对

复杂战场环境的适应能力。

土耳其“巴尔坎”无人
战车投入量产

近年来，土耳其持续加快无人装

备发展步伐，在无人机技术愈发成熟

的背景下，推动地面及海上无人装备

发展。据外媒报道，近日，土耳其国

防工业执行委员会宣布，“巴尔坎”无

人战车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巴尔坎”无人战车由土耳其哈

韦尔桑公司研制，于 2023 年列装土耳

其武装部队。该车可执行战术监视、

运送伤员、核生化威胁探测等多样化

军事任务；采用模块化设计，支持任

务载荷快速适配，具备遥控操作与自

主 运 行 双 重 模 式 ；搭 载 集 群 作 战 系

统，可通过中央指挥系统与其他无人

装备协同执行任务。

“巴尔坎”无人战车最大速度为

12 千 米/小 时 ，采 用 电 力 驱 动 ，续 航

时间达 8 小时，可在零下 20 摄氏度至

52 摄氏度环境下作业。该车已完成

超 1000 千米复杂地形测试，验证了在

冰雪、泥泞等特殊地形的可靠性。据

悉，改进型“巴尔坎”-2 无人战车还将

具备巡飞弹发射能力。

立陶宛持续加强东部
边境防御

据外媒报道，近日，立陶宛政府

宣 布 将 在 未 来 10 年 投 入 11 亿 欧 元

（约合 12.4 亿美元），强化东部边境防

御体系。其中，超 8 亿欧元将用于购

置反坦克地雷及配套系统，其余资金

用于提升电子战能力、采购反无人机

系统及完善监视预警网络等。立陶

宛国防部表示，此举是国家防御战略

的关键构成，在面临外部威胁时可有

效阻滞侵略行动。

据称，立陶宛防御战略重点是保

护苏瓦乌基走廊。这条长 105 千米的

狭窄地带连接立陶宛与波兰，是波罗

的海三国与北约盟友仅有的陆地通

道。立陶宛正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共同推进“波罗的海防御线”项目，旨

在构建连贯完整的工程防御屏障。

与此同时，北约向立陶宛部署 3架

E- 3A 预 警 机 ，以 增 强 东 翼 防 御 力

量。这些预警机将从立陶宛北部希

奥利艾空军基地起飞，执行周边空域

及海域监测任务。

（何昆）

英军空中任务模拟器英军空中任务模拟器。。

土耳其土耳其““巴尔坎巴尔坎””无人战车无人战车。。

立陶宛放置于东部边境的军事路障立陶宛放置于东部边境的军事路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