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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恩霆

22日，韩国国防部长官徐旭主持召
开了国防事业推进委员会会议，批准自
主设计建造一艘轻型航母的计划。该计
划预计耗资2 . 03万亿韩元(约合118亿元
人民币)，航母采用韩国技术，拟在2022
年到2033年投资建造并部署到位。

目前，项目尚处于可行性研究阶
段，预算尚需韩国企划财政部和国会
审批。据报道，这艘航母的标准排水
量将超过3万吨，长度超过2 5 0米，可
同时搭载12架垂直起降战机和8架攻
击直升机，而舰载机很可能是美制F-
35B。

近年来，韩国的轻型航母建造计划
开始加速推进。2019年，韩国国防部在
2020—2024国防中期计划中就正式作出
相关表述。2 0 2 0年，韩国国防部又在
2021—2025国防中期计划中提出了基本
概念和设计计划。

去年10月，韩国国会国防委员会国
政监查工作报告会上，韩国海军表示计
划于2033年前在西部海域部署轻型航
母，可搭载20多架垂直起降战机，满载
排水量可达4万吨。

去年12月底，韩国联合参谋本部
议长元任哲敲定了轻型航母发展计
划，韩国国防部防卫事业厅还提出了
101亿韩元的相关预算。不过，韩国国

会批准的总额超过52万亿韩元的2021
年度国防预算中只安排了1亿韩元的
研究经费。

众所周知，韩国拥有位居世界前列
的造船业，可谓是全球造船大国。这一
工业优势也为韩国海军的造舰计划提
供了有力支撑。本世纪以来，在打造一
支“深蓝海军”的目标指引下，韩国海军
自主造舰步伐显著加快。

2007年7月，韩国全通甲板式“独岛”
级两栖攻击舰的首舰“独岛”号服役，使
韩国海军获得了使用舰载机作战的能
力。“独岛”级两栖攻击舰长约200米、宽
30米，满载排水量近2万吨。

“独岛”级两栖攻击舰原本要造4
艘，但后来韩国国会否决了第三、第四
艘的建造计划，而且二号舰“马罗岛”号
的下水时间也较原计划推迟了10年，直
到2018年5月才下水。去年6月曝光的照
片显示，“马罗岛”号舰岛设备安装已基
本完成，服役时间指日可待。

除了“独岛”级两栖攻击舰，另一款
韩国海军引以为傲的主力舰艇是“世宗
大王”级驱逐舰。该级驱逐舰可谓是美
国“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改进型，配
备“宙斯盾”系统，满载排水量达1万吨，
首舰“世宗大王”号2008年底服役，二号
舰和三号舰分别为2010年和2012年服役
的“栗谷李珥”号和“西厓柳成龙”号。

“世宗大王”级驱逐舰与日本“爱

宕”级驱逐舰同为万吨巨舰，“独岛”号
与“世宗大王”号先后入役之际，韩国海
军一时风头无两。与“独岛”级建造计划
被砍掉不同，韩国海军又订购了3艘“世
宗大王”级驱逐舰。

“独岛”号服役的同时，韩国还启动
了“张保皋-Ⅲ”级潜艇项目，这是韩国
首个自行设计制造潜艇的计划。该级潜
艇为排水量3000吨级常规动力潜艇，按
计划将建造9艘，将是韩国海军新一代
主力潜艇。

其中，首艇“岛山安昌浩”号2018年
下水，艇长超过80米，水面排水量高达
3300吨，水下排水量达3900吨。这一指标
比肩甚至超过了日本“苍龙”级潜艇。

“岛山安昌浩”号下水时，韩国总统文在
寅曾表示，这艘潜艇体现了韩国自主国
防的决心，堪称一枚“预告韩国军工产
业腾飞的信号弹”。

这几款“看家武器”中，“独岛”级两
栖攻击舰由韩进重工建造，“世宗大王”
级驱逐舰的一、三号舰由现代重工建
造，“世宗大王”级二号舰和“张保皋-
Ⅲ”级首艇则由大宇造船建造。

截至2019年，韩国海军大型舰艇有
68艘，包括16艘潜艇、12艘驱逐舰、13艘
护卫舰、13艘轻型护卫舰和14艘两栖作
战舰艇。如此看来，韩国的轻型航母计
划看似水到渠成。韩国军方将辅以3艘

“宙斯盾”舰和3艘攻击型潜艇，打造一

支航母战斗编队。
至于未来轻型航母的部署，韩国海

军去年10月曾表示，将在西部海域“北
方界线”附近，与“宙斯盾”舰一道，对朝
实施监视侦察和导弹发射动向追踪。韩
国军方认为，轻型航母是韩国应对全方
位安全威胁所必需的，同时也是对外展
示威慑力量的重要标志。

尽管如此，韩国国内一直存在航母
计划的反对声，一些议员质疑其实际作
用，对航母建造计划的投入和效用比也
持怀疑态度。对韩国来说，拥有雄厚的
造船能力并不等同于实际设计建造一
艘航母，而且从现在算起，韩国总统文
在寅的任期仅剩一年多时间，而航母计
划的可行性研究才刚开始，未来充满了
不确定性。

更何况，从韩国所处的地缘环境来
看，航母并不是必需品。一方面，韩国所
处的朝鲜半岛周边水域比较局促，航母
有点大材小用。另一方面，打造“深蓝海
军”的重要目的是维护本国日益增长的
海外利益，而韩国这方面的需求似乎并
没那么迫切。

相反，对于在国家安全方面十分敏
感的朝鲜来说，韩国的航母计划将被视
为战略威胁，如果真像韩国军方所言部
署至半岛西部海域、韩朝之间尚存争议
的“北方界线”附近，恐将加剧朝韩军事
对抗，加剧半岛紧张局势。

韩国要在2033年兑现“航母梦”？军
情
时
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首席记者 王昱

生于1833年2月28日的德意志第二
帝国（1871-1918）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
冯·施利芬，在1913年1月去世，他死时距
离一战爆发还有一年半时间，但此人却
被认为是影响整个一战的最关键人物。
因为他留下了一个以其名字命名的作
战计划，而这个计划坑苦了德国。

19世纪崛起的新兴列强德意志第
二帝国，在地缘上十分不利，西边是宿
敌法国，东边则是庞大且野心勃勃的沙
俄；北方临海但要处理与海上霸主英国
的利益纠纷，唯有南面是同文同种的奥
匈帝国。

如何在夹缝中生存，成为困扰德意
志第二帝国决策者的难题。德意志第二
帝国首任宰相俾斯麦原本希望通过外
交上纵横捭阖，阻止法国与沙俄的协
约。可惜，这个计划在俾斯麦下台后迅
速“流产”。1893年法俄协约正式形成，
德国一下子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为了
应对这一局面，未雨绸缪制定作战计划

的责任交给了时任德军总参谋长施利
芬。而且，施利芬还真想出了一个看似
高妙的方案。

施利芬认为，法俄这两个对手有本
质区别，法国工业发达、海外殖民地众
多，其战争机器一旦启动，实力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变得越发不可战胜。与之相
比，沙俄虽然庞大，但经济相对落后，国
家动员缓慢。

由此，施利芬制定了自己的计划：
一旦与法俄开战，德国应当利用沙俄动
员缓慢的缺点，首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在西线对法国发动猛然一击，在一到两
个月内迅速结束西线战斗。打垮法国之
后，德军立刻挥师向东，利用德国境内
高效的铁路网调动兵力，与沙俄展开决
战并逼迫其投降。

这是“施利芬计划”的大体思路，由
于这个计划在军事上看似十分完美，以
至于德国在此后的战略部署中一直在
这个框架下添砖加瓦。要与法俄开战，
就必须用“施利芬计划”，成为德国上下
默认的共识。

但谁也没想到，“施利芬计划”最终
将德国拖入一战噩梦。1914年，在施利
芬逝世一年多后，萨拉热窝事件爆发，
由于遇刺的费迪南大公是奥匈帝国的
皇位继承人，而事发地塞尔维亚又是沙
俄的小兄弟，俄奥关系随即紧张起来。
沙俄为了防备与奥匈帝国可能的战争，
宣布了国家总动员令。听闻沙俄的总动
员令之后，德国开始慌了：“施利芬计
划”执行的前提，是利用沙俄反应慢的
特点，在其军队没动员起来时先去打法
国。可如果沙俄事先宣布了总动员令，
战争机器提前预热，德国的整个计划就
将彻底泡汤。

乱了阵脚的德国，只得向沙俄发出
照会，要求其立刻解除总动员令，否则
意味着对德宣战。面对德国赤裸裸的威
胁，沙俄无动于衷。于是，德国只好转过
头向法国发出照会，要求法国不要插手
未来可能爆发的俄奥冲突。结果，又在
法国人那儿碰了一鼻子灰。

于是德国只好为了防止沙俄抢先
动员而对俄宣战，而又为了对俄作战能

顺利，又先要对法宣战。
到了真正执行“施利芬计划”时，德

国又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了对法作战
顺利，施利芬设想德国要借道德法之
间的比利时，而宣布中立的比利时不
愿让德国借道。对德国来说，只能对比
利时动武。

但问题是，由于比利时紧邻欧洲大
陆与英国之间的多佛海峡，英国早前已
照会法德两国，谁若对比利时宣战，就
视为对英国宣战。这样一来，为了执行

“施利芬计划”，德国的敌人名单上又多
了英国这样一个强劲的对手。至此，为
了沙俄那一纸看似轻飘飘的总动员令，
德国不得不与英法俄同时开战，而这一
切只是为了执行那个“施利芬计划”。

德国在一战前这番看似精巧、实
则愚蠢的谋划，曾被丘吉尔辛辣地讽
刺为“一个人因为惧怕死亡而开枪自
杀”。“施利芬计划”固然高明严密，但
当一项计划变成唯一解决方案时，计
划往往会反过来成为目的，导致整个
行动走样。

施利芬计划：一个坑死德国的完美方案史
海
回
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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