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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母面临挑战，但仍不可替代
李大鹏

战场需求催生军事变革 。 军事变革
是在武器和科技进步推动下军事领域发生

的质的变化。 军事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军
队作战、 训练以及军事行动 、 战争的样
式 ， 并对国家战略造成巨大的影响和改
变。

“航母+舰载机” 作战系统的出现 ，
是海军史上一次重大变革， 制空权自此成
为夺取制海权和取得海战胜利的关键。

世界上能自行设计、 建造现代化大型
航母及全系列多种型号舰载飞机的国家，
只有美国和俄罗斯。 尽管航母面临不少挑
战， 但这两国都已开始发展新一代航母。

我国是海洋大国 ， 海上维权任务艰
巨， 国家海外利益的保护和拓展需要强

大的远洋海军， 中国海军需要航母。
然而， 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新军事变革

如火如荼， 军事理论和武器装备领域的发
展日新月异。 全球态势感知系统、 高精度
制导武器、 巡航导弹、 高超音速飞行器、
网络攻防战、 无人作战系统等新型新质战
斗力的出现和发展， 已经并将继续改变着
战争进行的模式。

在此背景下 ， 我们需要提高航母在
未来战争环境下的生存能力 ， 建造现代
化的 、 符合未来武装斗争和军事科技发
展趋势的新型航母 ， 并重新定义航母在
未来国家武装力量体系中承担的使命和任

务。

航母有脆弱性， 但仍
不可替代

无法否认， 航母战斗群为大型舰艇编
队， 难以隐身， 且航母本舰防御能力弱，

主要依靠舰载机和编队舰艇为其提供保

护。 当今世界， 武器装备发展突飞猛进，
航母遭受来自空中和水下攻击后的受损概

率增大， 航母固有的脆弱性凸显。
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发布的 《空

海一体战》 报告认为， 中国和伊朗等国家
实施 “区域拒止” 战略， 增强远程打击能
力， 美国海上力量将兵力投送到对其具有
重要战略利益区域面临的威胁增大 。 这
样， 美军将不得不面临选择： 或者改变向
这些地区的力量投送方式， 同时调整军事
能力和兵力结构， 或者为保持军事进入而
付出越来越高甚至不可接受的代价。

但毫无疑问， 在可预见的中短期内，
航母仍将作为海军舰队的核心而存在。 海
上武装力量将广阔的海洋作为机动空间，
以海上为基地， 不依赖岸上设施， 保持持
续前沿存在、 施加影响和实施作战， 能够
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下， 克服外交、 军
事和地理上的障碍实施介入。

现代航母早已超出了传统 “载机平
台” 的概念， 成为信息化条件下体系作战
的关键节点， 能够在陆、 海、 空、 天、 网
电等全维战场空间执行几乎所有类型军事

行动。 航母能从敌人防区外的国际水域实
施机动并发起军事行动， 具有致命打击威
力和独立作战能力， 在显示国家力量、 实
施战略威慑、 支持外交政策、 保证国家利
益、 远程兵力投送、 危机快速响应和地区
冲突控制等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 是实现
国家战略的有力工具。

航母战斗群是美国海军的基本编成方

式， 作为美国海上力量的核心 ， 是实现

“全球部署、 全球到达、 全球打击” 军事
战略的基础。 派遣航母战斗群， 是美国历
届总统处理危机的第一选择。

《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 21世纪
国防的优先任务》 中规定， 美军未来核心
任务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和非常规战争；威
慑与击败挑衅； 无视对手封锁手段的力量
投送能力；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在网络与太空进行有效的行动；维持安全、
可靠和有效的核威慑； 保卫本土和为民政
部门提供支持；提供维稳力量；执行维稳和
反暴乱行动；采取人道主义、灾害救援和其
他行动。上述任务的完成，都需以向海外投
送力量为基础，而航母战斗群，目前是能够
提供这种能力的不二选择。

美军《30年造舰计划》表明，截至2040
年， 美国将稳定地保有11艘航母， 允许短
时间下降到10艘。 2012年12月1日， 世界
上首艘核动力航母 “企业 ” 号退役 ， 这
样 ， 美国海军目前在役的航母下降到10
艘。 美国海军强烈要求维持11艘航母的规
模。 为此， “福特” 级首舰 “福特” 号的
建造在加速， 计划今年年底下水， 2015年
开始部署。

美俄坚持发展新型航母

美国航母战斗群称霸大洋半个多世

纪， 集中体现了海军技术和战争艺术的最
高水平。 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 美国建
造了数量最大、 型号最多的航母。 现役的
“尼米兹” 级核动力航母， 每艘都有较大
幅度的改进和升级。

“福特”级将取代“尼米兹”级，已开工
建造3艘。“福特”级代表了现代航母的发展
趋势。可预计，在整个21世纪，“福特”级的
技战术水平都将保持遥遥领先地位。

应指出的是， 美国发展航母和组建航
母战斗群， 是以美国强大的经济和科学技
术、 工业基础实力为后盾的， 代表的是传
统、 常规发展模式， 这是其他国家在中长
期内无法复制的。

为与强大的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在大

洋对抗， 苏联海军实施 “不对称” 发展模
式， 潜艇和航空兵被放在优先发展地位，
大型水面舰艇大多被赋予了 “航母杀手”
的角色和任务， 搭载固定翼舰载机的超大
型水面舰艇是被作为巡洋舰设计、 建造和
使用的。

俄罗斯未来航母发展仍将遵循 “不对
称” 模式。 2013年2月， 时任俄罗斯海军
司令员维索斯基表示， 新航母将不是传统
意义上的航母， 会有 “质” 的飞跃， 将搭
载空-天飞行器， 因为制天权和制空权决
定了制海权。 舰载机实现空天战机化， 能
极大地提高和扩展航母作为载机平台的作

战效能和执行任务范围。
对于不具备像美国那样拥有完备的海

外基地体系和海上基地的国家， 航母及航
母战斗群的核动力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另外， 核动力装置也为高能激光和电
磁武器、 电磁弹射、 电力推进等先进技术
在航母上装备提供了充足的能量来源。

补给舰船是航母编队战斗力构成中的

“短板”。 补给舰船难以做到 “高航速” 和
“大吨位” 兼顾。 对于使用常规动力的航

母， 航母和航母编队对油料补给的要求很
高， 对港口、 陆上基地和海上预置船舶的
依赖程度较高， 难以长期远洋巡航和保持
高度战备状态。 “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
号进厂维修， 有方案就是计划将其改装为
核动力。

俄罗斯新型航母必将是核动力的。俄
罗斯未来航母战斗群将主要由核动力舰艇

组成， 包括：1艘新型核动力航母、2～3艘新
型核动力驱逐舰、1～2艘核动力巡洋舰 （改
进后的“基洛夫”级）、1艘多用途核动力潜
艇（“亚森”级）。这样的航母战斗群几乎拥
有无限的续航力和持续的高航速， 是世界
大洋上任何国家都需高度重视的海上力

量。

科学地发展航母

第一， 航母发展属于国家军事战略问
题， 需要进行详细、 周密和科学的论证，
并与 《国家安全战略 》 、 《国家军事战
略》、 《国家防卫战略》、 《国家海上安全
战略》、 《国家海洋学说》、 《国家武装力
量运用原则 》、 《国家武装力量发展计
划》、 《国家武器装备发展规划》 等这些
战略性的指导和规划， 以及 《海上力量运
用原则 》、 《海军学说 》、 《海军作战构
想》 等这些军兵种级的指导和规划保持一
致；

第二， 建造航母和组建航母战斗群，
是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 对国家的军
事和经济实力、 科学技术、 工业基础、 造
船能力都有着极高的要求， 必须要制定现
实可行且具有相当规模的中长期造舰计

划， 才能保障其得以顺利实施；
第三， 发展航母要考虑 “战略与作战

使用需求”。 航母是应 “浮动机场” 的战
争需求而出现的， 本质上是海上可移动的
空军基地， 这在先天决定了航母是远洋进
攻型武器， 属于蓝水海军。 航母的使用海
域 ， 主要是远海和大洋 。 航母的这些特
性， 决定了世界上绝大多数海洋国家没有
必要拥有航母， 因为陆基战术航空兵和远
程航空兵就已经足够了；

第四， 新建造航母应是现代化的， 符
合未来武装斗争和军事科技的发展趋势，
但建造现代化航母， 对于美俄之外的其他
国家， 几乎都是从零开始。 如果受限于国
家的军事、 经济、 科技和工业实力， 如印
度购买二手航母进行现代化改装， 或对已
有航母进行现代化升级， 也不失为快捷、
经济和现实的选择；

最后， 航母战斗群能够改变国际政治
和军事格局， 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军事、 政
治、 经济、 外交等多方面因素间的相互影
响与作用。 还应考虑到， 美国为维持世界
军事霸权地位， 不会欢迎另一支可与自己
航母战斗群相抗衡的海上力量出现， 必将
采取政治 、 外交 、 经济 、 军事等多种手
段， 打压任何有可能对其海上力量构成威
胁的现代化航母发展计划。 “乌里扬诺夫
斯克” 号最终被解体， 就是最好的警示。

（作者单位： 海军工程大学）

军事看点

退役战机改成无人机，用来干什么？
王 鹏

近日， 波音公司在佛罗里达州将退役
的F-16喷气式战斗机改装成无人驾驶飞
机， 并成功进行了一次飞行试验。 据悉，
波音公司总共改装了6架F-16战斗机， 并
将这种新机型命名为QF-16。

美军F-16战斗机的退役数量巨大 ，
改装成无人机属于 “废物再利用 ” ， 但
QF-16的实用价值不可低估， 有人认为，
QF-16的诞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件。

产生于靶机的改装无人机

实际上， QF-16远不是第一种由有人
驾驶飞机改装而成的无人机。 早在上世纪
30年代初， 就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架有人驾
驶飞机改装的无人机。 1931年9月， 英国
费尔雷公司将一架 “女王” 有人驾驶双翼
飞机改装成 “费利王后” 靶机， “费利王
后” 在密集的舰队防空火力中足足飞行了
两个小时而未被击中。 这次试验充分展示
了此类改装无人机用作靶机的实用性。

此后， 飞机进入喷气时代， 为了既能
够真实检验武器装备的实际作战性能， 而
又不使飞行员置身于高危的试验环境中，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就展开了将有人驾

驶飞机改装为无人机的工作。 在此期间，
F-86 “佩刀”、 F-100 “超级佩刀”、 F-4
“鬼怪”、 米格-15 “比斯”、 米格-21 “鱼
窝” 等一大批空战名机都在退役之后被相
继改装成无人靶机用于试验和训练。

我国于上世纪60年代先是从国外引进
靶机， 之后也开始利用退役多年的废弃战
斗机自行研制靶机。 先后成功研制出了由
米格-15 “比斯” 改装的靶五乙系列靶机
和由歼七改装的超声速无人驾驶靶机， 为
我国武器装备发展和提高部队训练水平发

挥了重要作用。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改装无人机

的主要用途就是靶机。 因为战机改装后的
靶机最接近一般军用飞机的形态， 可以提
供与真实目标非常接近的模拟效果， 还能

够通过改造机上设备进行诸如编队飞行之

类的更为复杂的模拟。 因此， 试验和训练
价值极高。 而大批现成的退役飞机也较好
地解决了这种实体型高速大型靶机的机体

来源问题。
随着航空机载设备和控制技术的不断

发展， 改装无人机的性能不断提高， 功能
也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和延伸。

一些改装无人机保留了原来的有人驾

驶能力 。 如美军上世纪80年代曾将 “鲁
坦 ” Long-EZ轻型有人驾驶飞机改装为
CM-44多用途飞机 ， 既可有人驾驶 ， 也
可由地面遥控驾驶， 设计功能主要是执行
战场侦察、 电子战和通信中继等任务。

一些民用飞机也被作为改装无人机的

原型机。 在1998年12月的 “沙漠之狐” 行
动中， 英国空军击毁了一座伊拉克机库，
发现里面有12架已经被改装为无人机的捷
克造L-29喷气式教练机， 英军判断其可
能主要用于实施自杀式无人攻击。

改装无人机的独特优
势和局限性

与专门设计的无人机相比， 改装无人
机拥有诸多优势。 首先， 它具有较高的使
用效费比。

改装无人机一般采用的是对现役机型

的 “拿来主义”， 因此在平台技术和改装
技术的成熟度上都比较高， 从而在设计和
生产的过程中免去了研究论证、 试验定型
等一系列复杂环节的投入 ， 具有风险较
低、 能够迅速研制并部署的明显优势。

其次， 改装无人机飞行性能优异。 一
般情况下， 只要控制技术和手段过关， 改
装无人机基本上是直接继承了原型机的飞

行性能。 而且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 甚至
还能突破原来有人驾驶时飞行员生理极限

所带来的制约。
比如， 此次美军QF-16的飞行就是在

12200米的高空以1.47马赫的速度进行的，
飞行过程中的机动过载能力达到了7倍重
力加速度， 而飞机本身则能够达到9倍重
力加速度， 这是一般飞行员难以承受的。
现代专门设计的大部分无人机与之相比，
由于受到发动机功率和载油量的限制， 在

巡航速度 、 飞行高度和航程上都逊色很
多， 只有少数几种长航时、 高空战略无人
机才可与之媲美。

再次， 改装无人机载荷能力强。 无论
从机体外的挂载能力， 还是机体内安放设
备的角度讲， 改装无人机都远优于专门设
计的无人机。 目前， 在专门设计的武装无
人机中， 美军MQ-9 “收割者” 攻击无人
机的载弹量最大， 达到1.7吨， 可以携带4
枚 “地狱火” 导弹和两枚500公斤航空炸
弹。 即使是在研最先进的X-47B无人战斗
机， 载弹量也只有两吨 ， 只够携带两枚
2000磅级的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而此
次改装的QF-16载弹量则为8.85吨。 同为
无人机， 不同的载弹量体现出的是不同的
潜在战斗力。

但改装无人机也有自身局限性， 体现
在两个方面： 一是起降条件要求高。 改装
无人机的起降与有人驾驶飞机无异， 离不
开机场跑道和相关设施的保障， 这与现代
专门设计的无人机所采用的多种简易起降

方式相比， 在部署和运用的机动灵活性上
差距较大。

二是改装无人机隐身能力差。 由于改
装无人机的原型机基本上都是退役老旧机

型， 气动布局和机体结构都已落后 ， 因
此， 其雷达反射和红外特征都很明显， 容
易被现役的各种先进探测设备捕捉， 与采
用多种隐身方式和手段的现代无人机相

比， 战场生存能力较弱。

QF-16改装无人机意
义非同小可

改装无人机自身的这些优缺点， 在某
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当前无人作战体系中

的地位和作用。 客观地讲， 与专门设计的
无人机相比， 改装无人机的种类与型号数
量比较少。 究其原因，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
因素。

一方面， 专门设计的无人机因其满足
的是特定需求， 很多功能是量身打造的。
因此， 更适合现代战场的需求。 实力雄厚
的国家还是愿意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用于

研制瞄准未来战场的专用无人机。
另一方面 ， 目前改造无人机的出发

点， 更多还是对退役飞机 “生命 ” 的延
续。 比如此次试验的F-16早就退役 ， 在
亚利桑那州的某地已经封存长达15年之
久。 波音公司对它的改装多少有些 “废物
再利用” 的意味。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改装无人机已经
没有发展的动力和空间 。 对于实力较强
的发达国家而言， 改装无人机的战场价
值可能远远不如专门设计的无人机大 。
但是， 对一些实力较弱的国家 ， 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而言， 重新设计和制造专门
无人机无疑成本巨大 ， 而研制改装无人
机则不失为其发展自己无人作战力量的

一条捷径。
值得注意的是 ， 此次QF-16的试验

飞行表明， 它在将来的具体应用上， 会有
与之前改装无人机很大的不同之处。 据报
道， QF-16在试验中完成了一系列包括横
滚和半滚倒转在内的高难度飞行动作， 这
是空中格斗中躲避被空空导弹锁定的动

作。 波音公司表示， 该型机可能被用来帮
助飞行员培训， 为他们在空中射击训练中
提供演练对手， 这将改变改装无人机在训
练中常常被当作靶机的 “悲惨” 命运， 使
其一跃升级为对抗性的陪练。

从更深层次来看， 尽管试验的QF-16
是由两名美国空军飞行员在地面控制飞

行， 但在其由佛罗里达的一个基地飞往墨
西哥湾的整个过程中， 始终有两架美国空
军战机实施伴飞 ， 并保持视距范围的距
离。 由于QF-16本身就具备了良好的机动
能力， 再加上还可携带高速反辐射导弹和
空空导弹等武器， 这意味着， 该型无人机
拥有与有人驾驶飞机共同编队完成作战任

务的能力， 这是当前专用无人机与有人驾
驶飞机协同作战方面最大的缺项。 由于专
门无人机在平台性能上与有人驾驶飞机差

距太大， 因此， 目前还无法与有人驾驶飞
机实现真正的协同作战。

不难想象， 未来的战场上很可能会出
现QF-16参与压制敌防空火力、 空战等作
战行动 ， 与美军的有人驾驶飞机同进同
退、 共同战斗， 前当先锋、 后为掩护的协
同作战场景。 无怪乎有人认为， QF-16的
诞生具有战略意义。

（作者单位： 空军工程大学）

要航空母舰，也要风帆训练舰
康永升 闫宇明

风帆训练舰 ， 是指用风帆获取动
力， 供海军院校学员和水手进行海上实
习训练的勤务舰只。 据不完全统计， 全
世界目前有23个国家的海军拥有29艘大
型风帆训练舰。

历史上， 风帆航海曾是人类文明发
展的重要标志。 人类的航海史有3000多
年是风帆史 。 只是后来蒸气动力的出
现， 才使叱咤海洋的风帆战舰逐步淡出
历史舞台。 但帆船并没有彻底隐退。 当
然， 这些舰船大多经过现代化改装， 已
非昔日帆船的翻版。

目前， 绝大多数风帆训练舰都采用
混合动力， 配有柴油发动机和螺旋桨，
保障舰船能在特殊气象条件下或进出港

时自由航行。
美国海军 “鹰” 号风帆训练舰的主

机是1台柴油机。 使用柴油动力， 最高
航速可达19节 ， 以7.5节的速度可巡航
5450海里。

为了利于远洋航行， 风帆训练舰一
般都配备有现代远航装备 。 智利海军
“埃斯梅拉达” 号风帆训练舰， 装备有
两台海水淡化装置， 配备了雷达、 导航
和无线电通信等电子设备。

虽然经过现代改造， 但风帆训练舰
还是保留了历史上的原生态， 最典型的
特征是桅杆。 目前世界各国的风帆训练
舰大多是二桅、 三桅船， 有一部分是四
桅船。

“埃斯梅拉达” 号是当今世界第二
大帆船 。 舰上有4根高48.5米的铁质桅
杆， 可悬挂29面帆。 帆全部张满时面积
达2870平方米， 可推动舰船以17.5节的
速度前进。

有人认为， 部分国家海军之所以保
留帆船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 的确，
与柴油动力、 核动力相比， 风帆训练舰
使用的是比较经济的风能。 但各国保留
风帆训练舰， 主要还是看重它在培养海
军学员、 提升海军军官素质方面的综合
价值。

风帆训练舰有助于海军军官更快、
更好地认识和熟悉海洋。 “海洋感知”
是风帆训练舰的重要课目。 学员们通过
驾驶帆船航行与大海零距离接触， 在大
风大浪中 ， 通过体验气象 、 水文 、 潮
汐、 洋流等对海上军事行动的影响， 可
以形成集人船海于一体的全面认知。

参加过风帆训练舰环球航行的海军

学员都认为， 风帆训练舰的抗摇摆、 抗
风浪能力差， 爬桅杆可以更好地锻炼平
衡能力和对各种海状的适应能力。

风帆训练舰还有助于帮助海军学员

掌握基本航海技能。 在风帆训练舰上，
学员从最原始的水手工作学起， 可以得
到观天象、 识水文、 打绳结、 攀高桅等
最基本的航行技能训练。

利用六分仪测量天体高度为舰船定

位， 是传统的海洋定位手段。 在信息化
条件下进行这类训练并不过时。 战时，
GPS导航等先进的导航定位系统一旦被
敌方摧毁， 六分仪就会派上用场。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至今还保留着一

艘100多年前的风帆训练舰。 俄海军军
校的毕业学员首先要在风帆训练舰上当

水手， 才能到现代化舰艇上工作。 俄海
军认为， 科技不能包打天下， 最基础、
最原始的人工操作永远都是最后保障。

风帆训练舰有助于推动国际海军之

间的交流。 海军是一个国际性军种， 邀
请外国军人共同参加航海训练， 已成为
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 与现代高精尖的
海军舰艇相比 ， 风帆训练舰装备比较
“简陋”， 只配备有少量用于防卫的武器
装备， 毫无秘密可言， 便于各国海军之
间进行 “无障碍” 交流。

智利海军的 “埃斯梅拉达” 号风帆
训练舰， 每年都要组织环球航行。 2008
年， 该舰航行170天、 27000海里， 到访
了12个国家的13个港口， 期间邀请了10
个国家共34名海军军官随舰远航。

值得注意的是， 风帆训练舰也是培
养海军团队精神的 “利器”。 海军学员
在风帆训练舰上都是集体活动， 升帆、
收帆等需要很多人配合才能够完成， 这
种 “同舟共济” 的意识和习惯自然会催
发团队意识。

美海军 “鹰” 号风帆训练舰舰长曾
寄语受训学员， 科技是不断变化的， 但
是总有一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 如对未
知的好奇、 站在桅顶的挑战、 团队合作
精神等。 这些都是可以在 “鹰” 号学到
的东西。 在 “鹰” 号上， 凭你一个人的
力量， 是无法完成任何事情的， 你必须
融入到团队中去。

除此之外， 各国海军保留风帆训练
舰的最重要原因是传承海军文化。

历史上， 正是风帆取代桨撸后， 部
分国家海军才得以由近海走向深海， 成
为蓝水海军。 1805年爆发的特拉法加海
战被称为帆船时代最后一战。 此战不但
成就了英国海军长达200年的霸业， 基
于帆船战舰创建的一套海军文化也被传

承至今 ， 成为各国海军共同遵循的惯
例。 对于风帆训练舰的军事文化传承价
值 ， 一位中国海军军官深有感触 ， 他
说， 登上风帆训练舰， 如同穿越历史，
使我亲身体会到了 “我是谁？ 我从何而
来？ 我为何而战？”

为弘扬海军文化， 许多国家的风帆
训练舰以重要人物或本国英雄来命名。
比如， 葡萄牙海军将其风帆训练舰命名
为 “萨格里Ⅱ” 号， 以纪念历史上， 亨
利王子在萨格里城组织地理研究与航海

探险， 使葡萄牙成为15世纪海上霸主。
该舰船艏还置有亨利王子的雕像 ， 前
桅、 主桅帆面镶有葡萄牙海军的传统标
志。

强海军既要发展高精尖的海军装

备， 培养高素质的海军人才， 也要重视
培育强大的海军文化 。 有军事专家说
过， 一个对海洋陌生的国家和民族， 是
不可能真正拥有和正确使用海军的， 他
可以买来最优良的战舰， 但买不来海洋
意识和海战理论。 风帆训练舰恰好可以
补上这一课。

目前， 中国海军还没有大型的风帆
训练舰。 也许是源于历史的启示， 有人
呼吁， 既要有航空母舰， 也要有风帆训
练舰。

（作者单位： 军事科学院 昆明民族

干部学院）

外军透视

观 点

歼-15舰载战斗机从辽宁舰滑跃起飞。 胡锴冰摄

葡萄牙海军 “萨格雷斯” （Sagres） 号风帆训练舰。 1937年下水， 满载
排水量1893吨， 续航力5450海里。

2010年7月27日至8月20日， 中国海军学员邓冉子随环球航行的 “萨格雷
斯” 号风帆训练舰完成了 “横滨—种子岛—长崎—仁川—上海” 段的航行任
务。 邓冉子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