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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近日，芬兰帕特里亚

防务公司在芬兰耶姆赛举行 F-35 战

斗机生产工厂竣工仪式，标志着其与

美国在 F-35 战斗机项目上的合作取

得重要进展。据悉，相关生产设施预

计今年秋季完成建设，将承担 F-35 战

斗机前机身生产和组装工作。芬兰国

防部长哈卡宁表示，此次合作有助于

提升芬兰军工生产能力与技术水平，

也使芬兰在 F-35 战斗机全球供应链

中的角色从装备采购方转变为核心部

件制造商。

芬 兰 与 美 国 在 F-35 战 斗 机 项 目

上的合作可追溯至 2022 年。当时，芬

兰国防部与美国签署价值近百亿美元

的 F-35 战斗机采购合同。根据合同，

芬兰将在 2025 至 2030 年间采购 64 架

F-35 战斗机，同时引进该型战斗机的

前机身生产线，参与相关元件批量生

产和组装工作，并负责部分战斗机的

测试与维护。同时，芬兰帕特里亚防

务公司与美国普拉特·惠特尼防务公

司 达 成 协 议 ，负 责 F-35 战 斗 机 所 用

F135 发动机的组装和维护。目前，相

关 工 厂 已 在 芬 兰 诺 基 亚 林 纳 沃 里 开

建，计划今年秋季完工并投入使用，以

进一步巩固芬兰在 F-35 战斗机全球

供应链中的地位。

近年来，美国加快推动北约成员国

嵌入 F-35 战斗机全球生产链，以缓解

产能压力。目前，已有多个北约成员国

在采购 F-35 战斗机后获得关键部件生

产线。德国莱茵金属公司承担 F-35 战

斗机中段机身的部分生产任务，意大利

卡梅里组装中心负责该机型总装环节相

关工作。芬兰承接 F-35 战斗机前机身

生产组装工作，也是在这一背景下进

行。其制造的前机身除满足自身采购需

求外，还将供应给其他已签订 F-35战斗

机采购合同的北约成员国。

分析认为，芬兰此举包含多重战

略意图。

推动航空技术发展。芬兰希望通

过参与 F-35 战斗机生产，建立与隐身

材料应用、航电系统集成等前沿技术

领域接触渠道，以推动航空制造技术

发展。同时，芬兰希望在合作中吸引

航空制造领域专业人才，促进技术与

经验交流共享。此外，通过在该项目

上的合作，芬兰为长期专注于陆战装

备研发的帕特里亚防务公司，提供涉

足航空制造业务契机，促使本土军工

企业业务范围实现拓展。

提 高 自 主 保 障 能 力 。 芬 兰 希 望

通 过 该 合 作 推 动 战 斗 机 在 本 土 进 行

维护升级，以降低对外部维修资源的

依赖。目前，芬兰战斗机维修高度依

赖境外零部件，维修周期长且存在安

全 风 险 。 掌 握 部 分 零 部 件 的 生 产 能

力，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供应链中断

风险。

带动区域经济增长。芬兰希望通

过 F-35 战斗机生产线的运营，带动配

套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推动

区域经济持续发展。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芬兰在 F-35

战斗机供应链中角色的转变，客观上

加 快 了 其 与 美 国 国 防 工 业 体 系 的 捆

绑。建立本土化生产线可以提升部分

制造能力，但该合作本质上仍基于美

国技术授权，未来芬兰在 F-35 战斗机

核心技术升级时，仍需依赖美国。此

外，芬兰深度嵌入美制装备生产链的

举措，与欧洲防务自主趋势形成一定

程度的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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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路线鲜明

长期以来，核威慑能力在法国国防

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呈现出鲜明的发

展特征。

保持独立自主特性。法国是欧盟唯

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浓缩铀提取、核

弹制造、发射平台研发等环节，都具备自

主能力。法国拥有 56 座核电站，本土的

欧安诺集团是全球大型核电企业，浓缩

铀产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导弹研发制

造方面，阿丽亚娜集团牵头研发 M51 系

列弹道导弹，欧洲导弹集团法国分公司

负责设计和制造 ASMP-A 空对地巡航

导弹。舰艇建造方面，法国海军技术制

造局主导建造凯旋级战略核潜艇。航空

装备生产方面，达索集团生产“阵风”战

斗机及曾担负空射核弹任务的“幻影”

2000 战斗机。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法国在核武

器使用决策上自主性较高。例如，英国

核潜艇的“三叉戟”导弹依赖美国技术维

护，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境内部署的战

术核武器依靠美国战斗机发射，德国虽

拥有能挂载核弹的“狂风”攻击机，但发

射决定权由美国掌握。

具备多维打击能力。法国曾长期具

备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冷战结束后，

基于战略威胁评估，法国自 1998 年起不

再部署陆基核武器，不过仍是北约欧洲

成员国中唯一保留空基和海基两种核弹

发射方式的国家。法国海军“戴高乐”号

航空母舰可搭载具备核打击能力的舰载

机，是北约国家中少有的可执行核相关

任务的水面舰艇。外媒称，M51 系列弹

道导弹与“阿丽亚娜”5 号运载火箭使用

同类型助推器，法国具备发射陆基核弹

的潜在能力。

维持一定数量规模。数据显示，法

国目前储备约 290 枚核弹头，数量较其

历史峰值减少约 250 枚。法国根据战略

环境变化，遵循“严格充足”原则确定核

弹数量。马克龙表示，法国核力量可对

潜在作战对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键

目标造成毁灭性破坏。具体配置方面，4艘

凯旋级战略核潜艇共配备约 240 枚核弹

头，其余约 50 枚核弹头由 50 架“阵风”战

斗机配备。

涉及多个领域

今年以来，在地区局部冲突持续、美

国调整对欧洲政策及国际安全形势复杂

的背景下，法国推进核威慑能力建设的

动作加快。

推动基础设施改造升级。今年 3月，

马克龙在视察东部地区的卢克索伊空军

基地时宣布将对该基地进行翻修，包括

重新建造机库、延长加固跑道和打造现

代化后勤设施，使其成为法国第 4 个具

备核威慑能力的空军基地。该基地指挥

官表示，2035 年升级完毕后，基地规模

将扩大一倍，可容纳 50 架“阵风”战斗

机 。 同 时 ，基 地 将 配 备 1000 名 技 术 人

员，以实现 15 分钟更换弹射座椅、60 分

钟更换发动机的效率。

导弹研发建设不断提速。经过 6 次

试射，最新的 M51.3 型弹道导弹计划于

今年服役。有法媒报道，M51.3 型弹道

导弹可携带 10 枚核弹头，射程约 1 万千

米。该导弹主承包商阿丽亚娜集团透

露，鉴于 M51.3 型弹道导弹的使用寿命

仅 15 年，下一代 M51.4 型弹道导弹的设

计研发已提上日程，将着重提升突防能

力，以跟上未来反导技术发展。此外，今

年 1 月，法媒还披露 ASN4G 高超音速核

巡航导弹研发进展。该导弹代号“普罗

米修斯”，将搭载新型超燃冲压发动机，

飞行速度达 6 至 7 马赫，射程超过 1000

千米，采用特殊隐身涂层，并内置电子战

对抗配件，预计 2035 年投入使用。

核打击平台逐步更新。2024年 3月，

法国海军在瑟堡造船厂举行第三代弹道

导弹核潜艇首艇钢板切割仪式，标志着

该级潜艇正式开工建造。据悉，该级潜

艇将替代现役凯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

首艇预计 2026 至 2027 年完成组装，2030

年前后下水，2035 年交付。按计划，法

国将建造 4 艘该级潜艇，旨在将水下核

威慑能力维持至 2080 年。近日，法国达

索集团首席执行官表示，该公司计划生

产的“阵风”F5 型战斗机将配备更强发

动机、改进雷达及传感器系统，并具备控

制“神经元”无人机的能力。首架“阵风”

F5 型战斗机预计 2027 年交付。同时，法

国与多个欧洲国家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

斗机“未来空战系统”，也将具备空射新

型核弹能力。

面临诸多挑战

外媒称，在未面临直接核威胁的情

况下，法国加快核武器建设，并推动欧洲

“核共享”，意在促进欧洲防务自主。

法国作为欧洲防务自主的主要推动

者，一直以来尝试采取多种手段整合欧

洲军事力量，并未取得显著效果。如今，

法国依托自主核威慑体系再作尝试，希

望在欧洲国家对美国“核保护伞”的可靠

性产生疑虑的背景下，将欧洲“核共享”

概念打造为推动欧洲防务自主的重要举

措，并借此强化自身在欧洲安全事务中

的主导权。然而，这一战略构想在实施

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采购和维护成本高昂。法军

报告显示，2019 至 2023 年，法国核武器

开支总计约 250 亿欧元（约合 290 亿美

元），2024 年达 66 亿欧元，约占当年国防

总支出的 14%。其中，1 枚 ASMP-A 空

射 战 术 核 弹 采 购 价 达 1500 万 欧 元 ，

ASN4G 高超音速核巡航导弹价格预计

达 3000万欧元。此外，目前 50 枚核导弹

年度维护费用超过 1.5 亿欧元。在经济

增长乏力、民生需要改善的背景下，法国

政府难以将大量财政资源用于核威慑能

力建设，这将给欧洲“核共享”战略构想

的长远规划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其次，武器平台性能存疑。近期，执

行空射核弹任务的“阵风”战斗机作战效

果受到外界质疑，其若无法按照预期执

行空中核打击任务，不仅会削弱法国自

身核威慑的有效性，还直接影响构建欧

洲联合核威慑体系的预期效果。

再次，国际舆论压力较大。法国持续

提升核威慑能力、推动欧洲“核共享”的行

为，被外界认为增加全球“核扩散”风险，可

能引发核对抗升级，加剧地区局势紧张。

法国核威慑能力建设提速
■张 珏

据外媒报道，近日，丹麦国防部宣布

新 一 期 武 器 装 备 采 购 计 划 ，拟 投 入 约

9.19 亿美元，从多家欧洲军工企业采购

或 租 赁 相 关 装 备 ，以 提 升 自 身 防 务 能

力。这是丹麦在多次增加国防预算及额

外军事开支后，再次作出相关举动。在

当前欧洲安全形势复杂的背景下，丹麦

此举引发外界关注。

构建要地防空系统

丹麦国防大臣波尔森表示，此次采

购清单中的主要装备是陆基防空系统，

目的是保护重要军事目标和关键基础设

施免受来自空中的威胁。按计划，首批

武器系统将部署于丹麦境内战略要地，

预计 2026 年完成交付。

报道称，招标文件发出后，丹麦国防

部共收到来自德国、法国、土耳其、以色

列、意大利等国军工企业的 10 份竞标方

案。经过综合评估，丹麦选定从法国欧

洲导弹集团、德国迪尔防务集团订购防

空系统，并从挪威康士伯格集团租赁相

关武器装备。

外媒根据中标公司产品类型及标书

中的性能要求推测，采购内容可能包含

欧洲导弹集团“紫苑”-30 中近程防空系

统、德国迪尔防务集团 IRIS-T SLM 地

空导弹系统。“紫苑”-30中近程防空系统

能够在 150千米范围内构建防御屏障，主

要用于战略目标防护；IRIS-T SLM 地

空导弹系统机动性能突出，布防灵活、响

应迅速，具备较强的反无人机、拦截巡航

导弹和打击低慢小目标的能力。

从挪威康士伯格集团租赁的装备或

为“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该系统以

AIM-120 或 AIM-9X 导弹作为主要武

器，能够对 120 千米范围内的 60 个目标

进行监控，拦截射程 50 千米，主要用于

构建城市防空网络，弥补点防御的不足。

有军事专家分析称，依托上述武器

装备，丹麦将构建起“1 套核心中程防御

系统+多套点防御系统”的分布式防空

网络。在部署地域上，从法国和挪威采

购和租借的防空系统将优先用于保护哥

本哈根、海军港口、能源基础设施等重要

核心目标。从德国采购的防空系统则部

署在丹麦海峡附近，以保护连接北海和

大西洋的重要通道。

多措推进防务建设

波尔森称，制订此次采购计划，是因

为丹麦正面临“最为复杂的周边安全环

境”。有外媒分析认为，在大国博弈日益

激烈的背景下，北欧地区可能成为新的

对抗前沿，特别是格陵兰岛的主权防卫

问题日益突出，丹麦意图通过加快武器

装备采购，增强自身在区域安全事务中

的应对能力，以维护其地缘政治利益与

国家安全。

近两年，丹麦加快军事力量建设步

伐，其军事现代化举措呈现多领域同步

推进特点。2023 年 5 月，丹麦宣布为期

10 年的大额国防投入计划及 5 年额外军

费开支安排，为装备升级与能力建设提

供资金支撑。同时，丹麦政府拟通过简

化招标审查程序，缩短武器装备采购流

程，加快武器装备列装速度。

海上领域，今年 4 月，丹麦公布“大

规模海军扩充计划”。计划采购数十艘

新型舰艇，以提高海军在领海及周边区

域作战与防御能力。

空中领域，今年 5 月，丹麦空军接收

4 架 F-35 战斗机，并考虑增购 8 至 10 架，

同时计划改建格陵兰岛军用机场，以强

化空中作战与北极快速部署能力。此

外，丹麦将投入 1.84 亿美元，采购攻击无

人机等新一代作战武器系统，推动装备

智能化升级。

防 空 领 域 ，丹 麦 政 府 宣 布 ，将 在

2025 和 2026 年，增加总计 76.7 亿美元的

额外军费预算，主要用于采购导弹防御

系统等武器装备。此次采购计划中的陆基

防空系统，正是这项预算的具体落实。

陆地领域，丹麦在此次采购计划中，

还将订购 1000 辆德国奔驰 G 级全地形

车，以提升地面部队机动能力，配合整体

军事部署需求。

有分析指出，丹麦此次采购计划，在

提升自身武装力量现代化水平的同时，

也为欧洲防务一体化拓展了合作空间。

丹麦国防部在声明中指出，此次采购计

划所选供应商皆来自欧洲盟友。这些武

器系统兼容性较强，合同约定的交付周

期较短，未来或将融入欧洲一体化防空

建设体系。同时，法国、德国通过此次军

售，凭借装备供应、设施运维、技术交流

等活动，使自身军事影响力在北欧地区

有所延伸。丹麦的一系列军事动作，显

示欧洲地区防务格局正加速演变，其对

地区安全态势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关注。

丹麦加快构建现代化国防体系
■君 玉

德国迪尔防务集团德国迪尔防务集团 IRIS-T SLMIRIS-T SLM 地空导弹系统地空导弹系统。。

据外媒报道，近日，法
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愿与其他欧洲国
家讨论部署携带核武器战斗
机相关事宜。自今年3月以
来，马克龙多次公开提及由
法国主导的欧洲“核共享”概
念，意图凭借核威慑能力巩
固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力。

挂载挂载 ASNASN44GG 高超音速核巡航导弹高超音速核巡航导弹的法国的法国““阵风阵风””FF55型战斗机型战斗机（（下下））与与““神经元神经元””无人机协同作战效果图无人机协同作战效果图。。

正在组装的美国正在组装的美国 F-F-3535战斗机战斗机。。

据外媒近日报道，英国政府高层

透露，目前正与韩国政府展开磋商，探

讨联合开发用于 KF-21 战斗机的新型

发动机的可行性。新型发动机将用于

替代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F414 发动机，

目的是为该型战斗机出口扫清障碍。

报道称，F414 发动机是 KF-21 战

斗机的动力来源，而美国对该型发动

机实施出口限制，阻碍韩国向海外客

户出售 KF-21 战斗机。

韩国政府已启动国产战斗机发动

机研发项目。牵头此项目的韩华航空

航天公司表示，将在 2036 年完成国产

战斗机发动机的研发工作，预计开发成

本在 37 亿美元左右。韩华航空航天公

司认为，其在发动机授权生产、小型推

进系统开发方面积累的经验，为此次研

发奠定了基础。据称，该公司计划将工

程师数量增加至 600 人，较当前人数翻

倍，并在韩国建造一座价值 3000 万美

元的工厂，同时在美国和欧洲设立海外

研发中心。该公司称，其研发的发动机

推力和燃油效率将超过 F414 发动机，

投入大规模生产后，将瞄准东南亚、中

东和东欧地区市场。

然而，外国军事专家对韩华航空

航天公司在目标时间内，独立研发满

足 现 代 高 推 力 需 求 的 发 动 机 持 怀 疑

态 度 。 在 此 情 况 下 ，英 国 政 府 介 入 ，

提议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作为联合开

发伙伴，并称此方案可以作为韩国在

具 备 完 全 自 主 研 发 能 力 前 的 过 渡 。

英国官员认为，这样的合作将降低项

目 风 险 、加 快 开 发 进 程 ，并 建 立 持 久

的 产 业 合 作 关 系 。 据 悉 ，罗 尔 斯·罗

伊 斯 公 司 也 在 寻 求 与 印 度 就 AMCA

战 斗 机 发 动 机 开 发 达 成 类 似 协 议 。

按 照 该 模 式 开 发 的 发 动 机 将 不 受 美

国出口限制。

近年来，韩国加速推进国防自主

化进程，计划开发国产战斗机发动机

是 其 意 图 摆 脱 对 美 国 技 术 依 赖 的 缩

影。从国产舰艇建造到导弹研发，韩

国正通过“技术合作+自主研发”双轨

模式，逐步重构国防工业体系。不过，

韩 国 国 防 工 业 长 期 嵌 入 美 式 装 备 体

系，短期内难以完全割裂与美国的技

术合作。同时，在地缘政治博弈下，美

国或将通过出口管制、联盟施压等手

段 干 预 韩 英 合 作 。 在 美 韩 同 盟 框 架

下，韩国想要达到技术自主与安全合

作关系之间的平衡，仍面临挑战。

英韩或联合开发战斗机发动机
■肖 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