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讯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29日在会见到访的希腊国防部长坎梅诺斯

时表示，北约的军事活动让俄方担忧，俄方希望与希腊开展军事合作。

俄国防部 29日发布新闻公报说，绍伊古与坎梅诺斯讨论了北约在希腊境内增加

驻军等问题。“目前北约在靠近俄边境的若干地区加紧活动，这类军事活动已达冷战

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强度。北约在俄附近的战备规模和程度也在增大，其中包括实

施与进攻性作战相关的训练课目。此外让俄方担忧的是北约正鼓动巴尔干半岛国家

军事化。为此，俄方同希方磋商了地区稳定和双方在军事及军工技术领域开展合作

等问题。”绍伊古说。

绍伊古表示，美国一旦退出《中导条约》会给欧洲及其他地区带来严重后果，因此

北约与欧盟应当广泛讨论美国这一打算。“俄方关注欧洲地区对此作出的反应，该地

区各国应该认识到美国如若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的后果。”

坎梅诺斯表示，目前中东地区和地中海部分地区形势危急，希腊国防部高度评价

俄方在维护上述地区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

俄防长批评北约军事活动
愿与希腊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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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阿联酋国防国务部长巴瓦迪到

印度进行正式访问,当时印度媒体异常兴奋，

因为巴瓦迪不仅和印度国防部长尼玛拉·西塔

拉曼举行了会晤，还去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

参观了。

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可以说是享誉全

球了，凡是经过它制造、大修或升级的飞机，想

要逃过坠毁宿命,那必须得运气爆棚才行。40

年来坠机 1000余架的业绩至今无人能破。

而阿联酋国防国务部长巴瓦迪到那之后，

印度方面给他展示了更加声名赫赫的“光辉”

战机。印度媒体表示，阿联酋对“光辉”战机展

露了非常热切、非常浓厚的兴趣。甚至除了阿

联酋，连新加坡、埃及、斯里兰卡都对“光辉”战

机有着浓厚的兴趣，营造出了一种好些国家排

队要买“光辉”战机的氛围。

然而，当大家还沉浸在这个消息的时候，

又有一个新闻传来：印度国防部和印度斯坦航

空有限公司“闹翻”了。主要是因为印度斯坦

航空有限公司的“拖延症”。该向印度空军交

付的战斗机、直升机和运输机等，迟迟交付不

了。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一直不按时交

货，把钱交了，货定了，却老是生产不出来。

比如说，原本按合同，应该在 2017 年前交

付给印度空军的 222架苏-30MKI多用途战斗

机，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只生产出 197 架。

剩下的 25 架预计在 2020 至 2021 年前才能交

付使用。再看 60多架美洲虎攻击机的升级计

划，已经拖了 6年多了。

而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光辉”战机的批量

生产推迟了 5 年。其中的 20 架原先打算 2017

年初开始服役。但是，印度空军到现在也就收

到了 10 架。剩下那 10 架想在 2021 年之前交

付是没啥希望了。

印度军方当然是不会有好脸色了，但是，

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表示自己也很委屈，之

所以没法按时完成任务，主要是因为印度空军

三天两头地对这些项目提出修改要求，光是“光

辉”战机这些年来的修改就有三百到四百次。

印度国产“光辉”战机从1983年印度政府批

准战机研制，到2016年7月1日服役，前前后后

经历了33年的坎坷时光。可谓是三十多年磨一剑了，甚至被调侃为“史上最难产战机”。

印度搞“光辉”战机的时候，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盯着地里的，想着实验室里

的，今儿看见个新技术，不行，我要加上，明儿看见个新技术，不行，我还要加上。这战

斗机就永远生产不出来了。

除了“难产”，“光辉”战机还有一个指标没完成，就是国产化的程度，原本印度对

“光辉”战机寄予的希望非常大，想要达到 80%以上国产化，然而，根据俄罗斯方面的

统计，“光辉”战机国产研发的部分只占大约 50%。

国产化指标完不成，重度“拖延症”以及闻名世界的摔飞机率，背后都有一个根

源，那就是工业体系有问题，制造业的发展跟不上“野心”的膨胀。

但是，大家都知道，莫迪是个雄心勃勃的领导人，在他上台之后，提出了“印度制

造”的口号，朝着军队现代化的目标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今年 3 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布，将在印度建立 F-16 战机全球生产中心，把

生产线搬到印度，要给印度生产 F-16 最先进的 Block 70 系列战机，还会负责全球

F-16战机的维护。

今年 4 月，波音公司和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马恒达防务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推动在印度生产 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关于印度，我们并不能轻视。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局座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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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观察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网络）

军情速递

“使用了坚船利炮就是机械化战争？有

了信息系统就是信息化战争？同理，用了人

工智能就是智能化战争？”中国工程院院士陆

军认为，这是一组值得冷静思考的问题。

近日，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

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在京开

幕。论坛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与战争形态演

变”议题，吸引了众多中外防务学者热烈讨论。

“无人化装备陆续列装世界各国部队，引

发各国军队的作战方式、作战理论和组织体制

巨变。全世界都在关注下一次军事革命在何

处、由谁来引领。”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

员、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赵小卓大校在现场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机械化战争到信息化

战争的变革都源自军事科技，他认为，人工智

能有潜力引领第三次军事领域革命。

那么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无人化装

备，智能化战争真的已经扑面而来？

这就要从决定战争形态的关键要素说

起。陆军院士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

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的要素才是真正决定

战争形态的关键要素。

以机械化战争和信息化战争为例，陆军

院士认为，机械化战争事实上囊括了单平台

机械化战争和信息系统支持下的机械化战争

两类。前者很好理解，指使用单个的战机、军

舰以及子弹、炮弹、炸弹和导弹等武器来消灭

敌人的机械化战争；至于后者，就算战场上大

量使用导引头、雷达、通讯、导航等电子设备，

如果目的是辅助武器发挥更大的打击优势，

最终消灭敌人的还是子弹、炮弹、炸弹、导弹，

那么仍属于机械化战争范畴，信息系统在这

其中只是充当“倍增器”。不能简单以为有了

信息系统就是信息化战争，装了人工智能就

是智能化战争。

真正在信息系统支持下的信息化战争、智

能化战争什么样？在陆军院士看来，那就不再

是用武器的威力进行目标打击，电磁域与信息

域都是战场，比方改掉一“比特”可能就让对手

彻底“停摆”。而电磁武器、信息武器的规律以

及支持电磁武器、信息武器打击的信息系统，

将完全不同于机械化战场。此外，打击目标可

能就是电磁域或者信息域，比方散播电脑病毒

甚至利用舆情操控一个国家。

然而，“人类在信息系统和人工智能的基

础理论和应用基础理论尚处于形成和实践阶

段，这是全人类的共同难题。”陆军表示，今后

网络化、无人化和智能化的战争将逐渐变成

“无时无刻”，极大考验人类智力。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朱启超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曾表示，“可以预见，各类智能化无人系

统与作战平台将在地面、空中、水面、水下、太

空、网络空间以及人的认知空间获得越来越多

的应用，深刻改变未来战争人工智能的技术比

重”。然而，朱启超研究员现场表示，传统战争

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混合战争范畴之下，国

家、非国家、恐怖主义、黑客爱好者的应用，将

带来战争概念的泛化，除了精确定位、准确杀

伤，可能政治领域会存在信息操控，国家关键

基础设施的安全影响和担忧也会日益广泛。

北京香山论坛首设“人工智能与战争形态演变”议题，防务专家热议——

AI会引发第三次军事革命吗

实习记者 唐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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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防部长帕利近日宣布，法国

正式启动航空母舰更新计划。帕利表

示，法国将首先就新航空母舰的特点、

将面临哪些威胁和承担哪些任务以及

如何创新使其更高效和实用展开相关

研究，为期 18 个月。此外，这一研究还

将确定法国和欧洲所需新航空母舰的

数量。

关于法国新一代航母的消息已经流

传多年。如今，法国终于要动真格的了。

对此，军事评论员程硕人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法国目前仅有一艘‘戴

高乐’号航母，由于航母每年都有固定

的在航时间和在港修整时间，所以法国

海军每年都有至少半年的时间无航母

可用，相当于只有半个航母，而且一旦

需要进行大修升级，那么法国就无航母

可用，大量的舰载部队也就无用武之

地。此前‘戴高乐’号刚刚完成为期 18

个月的大修，这期间法国就陷入了没有

航母的尴尬境地。因此，法国确实需要

一艘航母。早在 2006 年，英法两国就

签署过协议，将共同研制并建造 3 艘航

空母舰，不过在 2013 年该计划不了了

之。如今，随着未来国防经费的逐年上

升，这个让法国魂牵梦绕的计划也自然

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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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洲的传统大国，法国具有建

造和使用航母的丰富经验。

法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是 1928年 5

月加入海军的“贝亚恩”号航空母舰，这是

法国利用战列舰改造而成的航空母舰。

二战结束后，法国开始考虑自己独立建造

航母。法国人结合航母实际操作中获得

的经验，并结合自身技术实力提出了建造

下一代航母的计划，克列孟梭级航空母舰

因此诞生。1955年11月，克列孟梭级首舰

“克列孟梭”号开工，1961年 11月 22日服

役。1957年2月，克列孟梭级次舰“福煦”

号开工，1963年7月15日服役。

2001 年服役的“戴高乐”号航空母

舰是法国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它使

得法国成为世界上除美国外唯一能制造

核动力航母的国家。总体来说，“戴高

乐”号在设计建造上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但这艘航空母舰却叫法国人又爱又恨。

此前有专家表示，法国“戴高乐”号

核动力航母将凯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

反应堆略微做了改进后，移植到了航母

上。结果导致标准排水量仅有 3.5 万吨

的“戴高乐”号动力始终不足，虽然后来

经过不断改进，但依然问题众多。

程硕人也指出：“‘戴高乐’号从建造完

成开始就问题不断，先是舰上核辐射超标，

不得不更换更好的防辐射材料。其推进系

统也曾遭遇巨大问题，在2007年换上了新

的推进器后问题才得到解决。由于改进时

间过长、问题较多，期间技术标准难免出现

变化，这又无形间增加了改造难度。此外，

‘戴高乐’号航母的体量很小，排水量不到

美国‘尼米兹’和‘福特’级航母的一半。”以

至于美国媒体曾发文嘲讽“戴高乐”号到底

是“超级武器还是纸老虎”。

“戴高乐”号让人又爱又恨
为法首艘核动力航母但排水量仅为“福特”级一半

“‘戴高乐’号航母曾计划建造两艘，第

二艘被命名为‘黎塞留’号。但由于国防预

算删减，加上‘戴高乐’号的一些弊端，‘黎塞

留’号最终被搁浅，还有传言称其将改为传

统动力。但‘戴高乐’号舰载机出击频率较

低，而改进问题的耗资如此巨大，这就更加

不允许本来就预算吃紧的法国冒风险建造

‘黎塞留’号。选择合适的方式建造下一代

航母就成了法国人的最佳选择。”程硕人

说，“从‘戴高乐’号以往执行的任务看，其作

战任务大多都是协助美军执行军事打击，

而对象大多是中东和非洲国家，对付这些

国家，‘戴高乐’号的战力绰绰有余，然而现

在的‘戴高乐’号航母战力虽可观，但是作

为本国唯一一艘航母，法国断不敢让其去

打硬仗。未来新航母如果能够建成，应该

会使法国有底气和军事实力更强的国家掰

一掰手腕。”

帕利表示，新的航空母舰还将考虑

到搭载法国和德国正在联合研制的新一

代战斗机的需要以及电磁弹射技术等相

关颠覆性科技的发展情况，并确定是采

取核动力还是常规动力。

媒体曾报道，法国经与英国反复磋

商，决定 2012年后打造满载排水量达 7.5

万吨、采用常规动力的PA-2航母。当时

海军专家李杰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虽

然法国的航母之路充满了独辟蹊径的特

点，但它在不少方面的发展思路却过于

“混沌”，甚至一些领域的研发方向使人

有点匪夷所思。法国航母的动力装置方

式选择上大起大落，从最初的常规动力

到核动力，最终又回归到常规动力，使法

国核动力装置弊端甚多、新航母无法运

用的说法得以证实。按照正常思路，法

国在未来的 PA-2 航母动力装置的选择

上，应该“轻车熟路”地选择核动力，即选

择K-15型核反应堆的改进型号。

记者注意到，直到今天，法国在下一

代航母究竟采用常规动力还是核动力上

还处于论证阶段，这也部分验证了专家

的看法。程硕人也认为：“随着英法合建

航母计划的搁浅，英国很可能停止提供

‘伊丽莎白女王’号使用的MT-30型燃气

轮机的相关技术，这将迫使法国采用核动

力方案。可能是沿用‘戴高乐’号的K-15

型核反应堆，当然肯定是升级版。因此，

新型航母将可能与同期研发的法国第3代

战略核潜艇共用核动力装置。‘戴高乐’号

的弊端，新航母应该依旧存在，但有了前

车之鉴应该会处理得更好。”

新航母动力方式仍处论证阶段
可能沿用“戴高乐”号 K-15型核反应堆升级版

新航母上采用何种战机会比较好？

2017 年 7 月 13 日，法、德两国领导人在

举行联合内阁会议后，宣布同意共同研

究新一代战斗机，用于取代法国达索公

司的“阵风”战斗机和欧洲战斗机公司的

“台风”战斗机。

程硕人指出：“法国和德国均有较强

的飞机制造能力，这次可以说是强强联

手。F-35作为舰载机，问题不断出现，而

价格却一涨再涨，原本参与 F-35初期研

发，并且希望以较低价格拿下 F-35的法

国，急需找到一个替代方案，而其作战效

能应当接近F-35。如果新款战机能取代

现在的‘阵风’战斗机，将使新航母的战力

大大提升。”众所周知，电磁弹射等新概念

技术在美国“福特”号航母上已经应用。

但是第一次使用电磁弹射的“福特”号此

前出现不少问题，以至于服役刚满一年就

返回船厂维护升级，据称电磁弹射拦阻系

统将是着重解决的问题。

那么，法国会在新航母上采用电磁弹射

这些新技术吗？程硕人认为：“电磁弹射技

术非常的耗电，这对全舰的电力供应和分配

系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福特’号还

遇到了电磁弹射拦阻系统可靠性问题。因

此，虽然电磁弹射技术会是法国优先考虑

的选项，但如果预算和技术不允许，还是会

采取难度较低的代替方案，比如已经成熟

并有实际使用经验的蒸汽弹射。”

程硕人判断：“新一代航母至少在电

子系统上应该会继承‘戴高乐’号，因为

这样更有利于协同、一体化作战的要

求。综合分析来看，法国新一代航母虽

可能会尝试一些创新，但出于预算和技

术的限制，整体可能还是‘戴高乐’号的

‘新瓶装旧酒’。”

新船电子系统或继承“戴高乐”号技术
而整体创新方面将受到预算与技术限制

法国法国““戴高乐戴高乐””号航母号航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