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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务资讯

合作不断深化

欧洲地区局部冲突爆发后，瑞士以

强化自身安全为由，开始寻求与外界的

防务合作，其中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合

作最为广泛。

签署多份防务合作协议。2024 年

7 月，瑞士正式申请加入“欧洲天空之盾

倡议”。该倡议由德国发起，旨在通过欧

洲国家统一采购防空系统和导弹，建立

覆盖欧洲地区的多层次一体化防空反导

系 统 ，目 前 已 有 20 余 个 国 家 加 入 。 今

年，瑞士加入欧盟“永久结构性合作”防

务机制下的两个合作项目。1 月，瑞士

获欧盟批准加入“军事机动”项目。该项

目旨在突破边境限制，简化军事运输流

程，保障欧洲部队和装备通过铁路、公路

和海路快速调动。5 月底，瑞士加入由

爱沙尼亚领导的“网络靶场联盟”项目。

该项目旨在整合欧洲多国网络安全训练

资源，推动参与国围绕人工智能安全、关

键基础设施防护等领域开展技术研发与

协同训练，目前已有奥地利、比利时等

10 余个欧洲国家参与。

采购多种武器装备。近年来，瑞士

持续增加防务支出。外媒预测，2025 至

2028 年，瑞士防务支出总额将达 258 亿

瑞士法郎（约合 315亿美元）。到 2030年，

该国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由

目前的 0.7%提升至 1%。基于此，瑞士寻

求采购新型武器装备。4月，瑞士联邦国

防采购局表示，将从德国代傲防务集团

订购 4 至 5 套 IRIS-T 中程防空系统，合

同谈判已进入后期阶段，预计第三季度签

署采购协议。今年年底前，瑞士陆军将从

通用动力欧洲公司接收 32 套 120 毫米迫

击炮系统，2026年起接收第二批 16套。

参加多场联合演习。2023 年 5 月，

瑞士派遣 6 架 F/A-18 战斗机参加由瑞

典、芬兰和挪威牵头的“北极挑战”防空

演习。2024 年 9 月，瑞士空军与法国空

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随后，瑞士与意

大利举行首次联合军事演习。瑞士空军

F/A-18 战斗机与意大利空军“台风”战

斗机、F-35 战斗机进行高强度训练和模

拟对抗。外媒称，近 3 年，瑞士至少参加

20 次欧盟国家牵头或在欧洲地区举行

的联合军事演习。

折射多重意图

分析指出，瑞士持续深化与欧盟的

防务合作有多方面考量。

缓解安全焦虑。在国际安全形势持

续变化的背景下，2023 年，瑞士国防军

发布政策文件，称欧洲和平时代即将终

结，武装冲突和潜在安全隐患使瑞士重

新审视自身所处的战略安全环境。普菲

斯特表示，未来几年，战争风险是瑞士面

临的主要威胁，瑞士必须做好准备。为

此，瑞士开始尝试一系列多边防务合作，

以增强安全信心。

推动军队建设。外媒分析指出，即

便不存在地区局部冲突，瑞士也面临军

队现代化建设的急迫需求。冷战结束

后，瑞士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从最高 1.58%降至 0.68%，战斗机、火炮、

防空系统等关键装备亟需更新换代。其

中，担任瑞士空军主力的 F/A-18 战斗

机，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服役。其机队

累计飞行时长在 2016 年就已达到 10 万

小时,促使瑞士国防部着手采购新型战

斗机。担任瑞士陆军主力的 M109 型自

行火炮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服役，经历

两次升级，综合性能仍不能满足现代战

争需求。在此情况下，瑞士加速推进武

器装备现代化进程。

降低防务成本。瑞士联邦国防采购

局指出，采用欧洲统一标准武器装备，有

利于降低使用和维护成本，并提升与其

他国家军队在区域联合行动中的互操作

性。例如，瑞士加入“网络靶场联盟”项

目，可直接使用欧盟国家网络培训系统，

节省独立开发成本与时间。

外溢效应明显

外媒评论指出，瑞士扩大与欧盟防

务合作将对其自身发展及欧洲安全局势

产生一定影响。

从瑞士自身看，瑞士政府强调瑞士

将在防务合作项目中“有选择地参与”。

有评论认为，与欧盟加强防务合作的做

法不符合该国中立政策，将导致其政治

独立性受损，危害国家利益。2023 年，

瑞士非官方民调显示，91%的投票者支

持瑞士中立原则，担忧因防务合作卷入

战争。2024 年，瑞士人民党前议员向瑞

士联邦总理府提交一份超过 13 万名国

民签名的“中立倡议”提案，要求加强瑞

士中立性，从宪法上限制参与可能损害

瑞士独立地位的防务合作项目。

从欧洲范围看，在瑞典、芬兰两个长

期秉持“中立国”身份的国家相继加入北

约后，瑞士与欧盟及北约加强防务合作，

引发外界对欧洲安全局势的担忧。瑞士

地处欧洲中心位置，北接德国、西邻法

国、南连意大利、东与奥地利和列支敦士

登接壤，若融入欧洲防务体系，将增强区

域联合，刺激潜在对手，加剧局势对抗。

此外，有观点认为，随着瑞士与欧盟

防务合作逐步深化，其在装备采购、联合

训练及技术标准等方面与外部军事体系

逐渐捆绑。在此背景下，瑞士能否在后

续合作中坚持“有限参与”“自我决定”原

则，平衡自身政策传统与外部合作需求，

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瑞士扩大与欧盟防务合作
■万重峰

据外媒报道，近日，美国陆军对战术

无人机发展计划作出调整，决定终止其耗

时 7 年的“未来战术无人机系统”项目。

有分析指出，该项目宣告失败，意味着美

陆军战术级无人装备发展陷入困境，更折

射其装备采购体系存在结构性矛盾。

问题凸显

自 21 世纪初以来，美陆军高度依赖

RQ-7“影子”无人机执行战场侦察、监视

任务。随着智能化技术发展与全域作战

需求升级，该型机逐渐显露出战场生存能

力弱、数据兼容性差、复杂环境适应性不

足等问题，难以满足美陆军未来作战需

求。为替换 RQ-7“影子”无人机，美陆军

于 2018年提出“未来战术无人机系统”项

目，并启动招标计划，寻求采购用于高空

侦察任务的新一代战术无人机。

美陆军视该项目为航空侦察体系革

新 的 关 键 部 分 ，将 其 列 入 优 先 事 项 。

2023 年，美陆军选定德事隆公司推出的

“航空探测器”HQ、诺斯罗普·格鲁曼和

马丁公司联合打造的“蝙蝠”、格里芬公

司的“英勇”、L3 哈里斯公司的 FVR-90，

以及航空环境公司的“跳跃”20 无人机

参与竞标。经过近 1 年的评估，美陆军

选择格里芬和德事隆公司的方案进入技

术验证阶段。据称，在项目终止前不久，

两家供应商都完成了关键飞行演示。

有分析指出，美陆军“未来战术无人

机系统”项目以失败告终，是因其从需求

定义到技术性能，均存在难以调和的结

构性矛盾。

一方面，需求不断调整，方案反复修

改。项目成立初期，美陆军提出该系统

需具备垂直起降、行进间指挥控制能力

等核心指标。开发过程中，美陆军不断提

出模块化载荷集成、全频谱低可探测性

等更高要求。这种缺乏顶层设计的需求

调整，导致供应商不得不持续修改技术

方案，项目进度多次延期。相关分析认

为，需求频繁变更实质是“战略目标模糊

化”的体现。

另一方面，存在技术瓶颈，性能难以

达标。报道称，进入飞行演示阶段的两

款无人机均存在关键技术瓶颈，总体性

能不尽如人意。“英勇”无人机混合动力

系统存在问题，续航能力较设计指标低

20%；“航空探测器”HQ 无人机载荷快速

集成能力未能通过复杂电磁环境测试，通

信中断故障率高达 15%。美陆军内部评

估认为，两款原型机尚未达到可部署的作

战系统标准，还停留在试验层面。

受到质疑

美陆军终止“未来战术无人机系统”

项目，引发美国国内舆论质疑。

美国国内评论认为，美国军方决策

失误导致浪费纳税人资金。据行业相关

机构估算，仅格里芬和德事隆公司两家

供应商的原型机开发、测试设施改造及

配套保障体系建设，累计投入已超过 5亿

美元。美陆军在项目终止前仍持续投

入，暴露装备采购体系的系统性缺陷。

美国国内担忧，项目突然终止会对国

防工业造成冲击。格里芬公司作为主要

竞争者，为该项目投入数千万美元资金，

并按照军方要求扩建生产设施、提高产

能。项目终止使其前期投入无法回流，可

能造成资金链断裂，并引发供应链的连锁

反应。该公司管理层称，美陆军此举已对

其商业可持续性构成实质性威胁。

相关分析指出，“未来战术无人机系

统”项目的失败并非个例，而是美军近年

来装备项目频繁调整的缩影。从“下一

代主战坦克”项目取消到“远程精确火

力”计划缩水，美陆军在现代化进程中多

次推翻既定规划，暴露出其决策层面存

在的问题。

美陆军战术无人机发展受挫
■何 昆

美国格里芬公司美国格里芬公司““英勇英勇””无人机试验机无人机试验机。。

据外媒报道，近日，
瑞士国防部长马丁·普
菲斯特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瑞士将加强与
欧 盟 等 组 织 的 防 务 合
作。该言论被外界质疑
有违瑞士中立政策，引
发多方对瑞士未来防务
发展走向的关注。

瑞士空军瑞士空军 F/A-F/A-1818战斗机进行公路起降训练战斗机进行公路起降训练。。

近日，日本防卫省公布，日本海上

自卫队正对一款新型水面无人艇开展

测试工作。这是日本自主研发的首款

大型水面无人艇，计划 2030 年前展开

部署。在全球海上无人装备研发加速

的背景下，日本此举引发关注。

据称，这款新型水面无人艇由日本

防卫省防卫装备厅与三菱重工公司联

合研制，艇长约 50米，集成光电/红外传

感器及雷达系统等设备。该艇搭载的

人工智能系统能够依靠算法实时识别

海上威胁，并支持其在自主模式下独立

作出决策。该艇采用模块化设计，可快

速更换载荷，兼容对海、对空及对地导

弹，也可搭载鱼雷或无人潜航器。此

外，该艇安装的三菱 CoasTitanC2 指挥

系统，可与无人机、潜航器共享数据，

以编队协同形式执行复杂任务。

近年来，日本持续加大对无人作战

系统的投入，其国家安保战略明确将无

人装备列为“提升防卫能力的七大支

柱”之一。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显

示，2023 至 2027 年，日本将投入 1 万亿

日元（约合 69 亿美元）专项资金，用于

支持无人系统研发与采购，并明确提出

要开发可与有人舰艇联合部署、有效执

行多类作战任务的水面无人艇。

有分析认为，日本加快研发水面

无人艇，除应对兵力短缺问题，将人力

资源集中于有人舰艇外，还存在多重

战略考量。

打 造“ 无 人 水 面 舰 队 ”。 日 本 计

划在 2030 年后，打造一支由水面无人

艇组成的“幽灵舰队”，执行从监视到

作战的多样化任务，以提升日本海上

自卫队辐射范围和作战韧性。

提升关键海域常态威慑。日本计

划以冲绳岛为支点，在其周边海域部

署可长时间自主航行的水面无人艇，

执行情报搜集、监视和侦察任务，以提

升常态监视效率。在关键战略海域则

重点构建水面无人艇与无人潜航器协

同 的 立 体 监 视 网 络 ，增 强“ 发 现 — 打

击”威慑能力。

探索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模式。日

本海上自卫队有意将有人/无人混合编

队作为未来海上力量发展方向。日本

计划探索使用水面无人艇和无人潜航

器协同最上级导弹护卫舰，执行反舰、

防空和反潜等作战任务的战术战法，以

达到强化海上防御和威慑态势的目的。

外媒称，日本进行水面无人艇测

试并制订部署计划，并不意味其已突

破该领域核心技术障碍。事实上，其

在 复 杂 环 境 下 的 无 人 系 统 决 策 机 制

尚未成熟，电磁对抗中的通信链路稳

定性难题尚未解决，且从样机测试到

形成实际作战能力仍需跨越多个技术

验证阶段。在此背景下，日本所规划

的水面无人艇作战部署、构建有人/无

人混合编队等目标，都面临较大不确

定性。

日
本
加
速
研
发
水
面
无
人
艇

■
子

歌

日本三菱重工公司展出新型水面无人艇模型日本三菱重工公司展出新型水面无人艇模型。。

据外媒报道，6 月 5 日，由美国主导的

北约“波罗的海行动-2025”大规模军事

演习在拉脱维亚正式启动。此次演习有

德国、美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等 16个北约

成员国参加，共投入 40 余艘舰艇、超 25 架

飞机和约 9000 名兵力，演习将持续至 6 月

20 日。

演习期间，参演部队的行动范围覆盖

波罗的海南部，从丹麦海峡、日德兰半岛

延伸至格但斯克湾。演习内容涵盖两栖

作战、防空、排雷、爆炸物处理，以及实弹

射击等。据悉，无人装备的作战应用将成

为此次演习重点，水面无人舰艇和无人潜

航器将融入海上行动，用于检验有人/无

人协同作战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约军演开启前，

5 月底，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已在波罗的

海区域启动防御演习。俄军投入 20 余艘

军舰、快艇和保障船，25 架固定翼飞机和

直 升 机 ，近 70 件 军 用 特 种 装 备 ，以 及 约

3000 名兵力，开展反潜作战、防御无人艇

攻 击 、海 上 和 空 中 目 标 打 击 等 内 容 演

练。北约与俄罗斯几乎同期在波罗的海

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引发外界对该地区

紧张局势的担忧。

北 约 在 波 罗 的 海
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据外媒报道，为更好维护国家海

洋 权 益 ，尼 日 利 亚 海 军 近 日 完 成 重

要装备升级。在尼日利亚海军成立

69 周年纪念日活动中，3 艘快速巡逻

艇 正 式 列 装 ，将 承 担 几 内 亚 湾 北 部

海 域 的 安 全 保 障 任 务 。 同 时 ，3 架

AW109 直 升 机 投 入 使 用 ，用 于 执 行

超 视 距 监 视 、目 标 锁 定 和 走 私 犯 罪

预防等任务。

尼日利亚海军参谋长伊曼纽尔·奥

加拉称，新装备具备先进监视技术和

快速反应能力，将显著增强尼日利亚

海军的态势感知与应急处置效率。

根据规划，尼日利亚海军还将于

今年年底前接收 2 艘远洋巡逻舰、3 艘

快速巡逻艇及若干拖船，进一步扩大

舰队规模。同时，其还将加强舰艇人

员技术培训，以提高装备妥善率和作

战效率。

报道称，此次装备升级是尼日利

亚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旨

在通过强化硬件实力与深化国际合

作 ，筑 牢 几 内 亚 湾 附 近 海 域 安 全 防

线，为区域经济活动和国家安全提供

有力保障。

（刘一澳、韩科润）

尼日利亚海军扩大舰队规模

据外媒报道，近日，意大利国防

部发布招标公告，计划研发采购一款

新型地面侦察车辆。公告显示，意大

利 将 采 购 600 辆 该 型 车 辆 ，项 目 第

一 阶段拟投入 1.4 亿欧元（约合 1.6 亿

美元）。

外 媒 推 测 ，此 次 大 规 模 采 购 计

划或预示着意大利陆军“美洲狮”装

甲 车 将 更 新 换 代 。 目 前 ，意 大 利 陆

军装备有至少 180 辆“美洲狮”4×4 轮

式装甲侦察车和超过 380 辆 6×6 轮

式 的 该 型 车 辆 。 这 些 装 甲 车 服 役

年 限 已 超 过 20 年 ，整 体 性 能 已 逐 渐

落后。

今 年 以 来 ，意 大 利 一 直 在 加 速

推 进 陆 军 现 代 化 进 程 ，多 项 采 购 与

研发计划同步进行。今年 1 月，意大

利 宣 布 两 项 重 大 军 购 项 目 ，计 划 投

入 160 亿 欧 元 采 购 超 1000 辆 KF41

“山猫”步兵战车，以及投入 100 亿欧

元 采 购 380 辆 KF51“ 黑 豹 ”主 战 坦

克 。 此 外 ，意 大 利 国 防 部 还 计 划 为

陆 军 采 购 76 辆 中 型 装 甲 战 车 ，以 持

续强化陆军作战能力。

意大利陆军寻求采购新型侦察车

意大利陆军装备的意大利陆军装备的““美洲狮美洲狮””

66××66轮式装甲侦察车轮式装甲侦察车。。

停靠在德国罗斯托克海军基地停靠在德国罗斯托克海军基地

的北约舰艇的北约舰艇。。

尼 日 利 亚 海 军 接 收尼 日 利 亚 海 军 接 收 AWAW109109
直升机直升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