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军装备市场透视 

  
                                宏   大  

      军品的生产与贸易不仅受一艘商品规律的制约，而且还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因此，军品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是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经济行为。它在受政治、经济、军事、技术因素制约的 
  同时，又会对上述因素产生不可忽视的反作用。 
      冷战后，以往那种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格局和相互的威慑已不复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形势 
  的主流。许多国家纷纷裁减兵员、压缩防务开支、减少装备订货。世界格局的变化，使冷战时期建立在军事 
  威慑基础上的海军武器市场由旺转平。但是，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对军事装备的质量要求越来越 
  高，需要研制或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在现代战争中，特别是在海湾战争以后，许多国家都十分注重高技术 
  装备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这些原因是当前海军武器市场得以维持与发展的直接动力。 
      据法国负责海军装备出口事务的多米尼克·卡斯特朗估计，在今后10年内，潜艇和中等吨位的水面舰艇 
  及其作战系统的市场需求，可能达到1500～2000亿法郎。仅此可以说明世界海军装备市场可能出现发展的势 
  头。在这种发展形势中，供货(新舰或二手舰)主要来自西欧和美国，大幅度增长的需求主要在亚太和海湾地 
  区。 
    根据有关资料报道分析，当前世界海军武器装备市场的发展趋势可归纳以下几点： 
     1 总的趋势是买方市场 
      冷战结束以来，大多数供应国在大幅度削减军费，减少装备订货，因此国内采购额起码下降了四分之一， 
  从而加剧了国际市场的竞争，使世界舰艇市场由旺转平。 
     2 第三世界国家需求渐增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海军装备多为陈旧、且技术含量较低的舰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进行更新换代， 
  因而需求出现上升的趋势。 
      在太平洋地区，进入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军费也在相应地增加。为捍卫200海里经济区，需要购 
  置新型舰艇，驱/护舰有可能逐步取代快舰艇。在1996～2000年期间，这一市场的需求可能达到350艘各类舰 
  艇的水平。 
      在海湾地区，沿海国海军有能力象欧洲和日本那样，向保护海上运输线的方向发展，护卫舰、巡逻艇、 
  炮艇和导弹快艇拥有一个潜在的市场。估计1996～2005年需要 234艘此类舰艇，并且需求国希望能在这类舰 
  艇上装备优良的武器系统。 
      在南美地区，有些国家打算更新自己的舰艇，使之具有远洋作战的能力。这些国家包括智利、巴西和阿 
  根廷。 
     3 二手货占居一定的市场份额 
      一方面原因是，由于一些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舰艇装备陈旧，采购新舰艇价格昂贵，且供货周 
  期长，因此购买二手舰作为过渡；另一方面是，海军大国(如美国)面对国内市场大幅度缩小，希望重新部署 
  出口，积极推销本国淘汰的且价格低廉的旧舰。在过去的6年中，大约有15个国家的约250艘舰艇被出售、转 
  让和出租。 
    4 开展海军装备国际合作 
      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海军装备的国际合作，1996年11月德、法、英、意成立了联合装备合作组织，负责装 
  备的研制和采办计划的管理。西欧联盟也成立了西欧军备组织，负责管理其装备研制计划。合作研制与采办 
  的优点是：发挥各参与国的技术优势，提高装备的研制水平；降低研制成本；缩短研制周期；提高海军装备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5 压缩军工企业规模，调整产品结构 
      由于军费削减、订货减少，西方大国力图压缩规模，调整产品结构，走向民品转化的道路。例如，美国 
  建造核潜艇的企业，由于海军订货减少，重新回到民船市场的竞争中；建造航空母舰的企业至今只剩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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