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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

相关链接

    “精工制造”是日本军工企业长

期塑造的品牌，试图让外人觉得昂
贵的日产武器装备“贵得有道理”。

但据日本媒体最新披露，尽管今年
日本防卫预算再破 5 万亿日元大

关，可日本军工业却过得“苦兮兮”，
防卫费里的大头全算给了美国军火

商，而日企缺乏成本控制，加之军品

很难外销，面临着乏人光顾的窘境。

子弹还是买来的好
日本三大自卫队中，航空自卫

队的武器主要从美国采购，海上自

卫队绝大多数核心战斗系统都来自
美国。只有陆上自卫队所装备的武

器，大多数系国内自行研制生产，或
者引进外国技术，由日本公司用国

内材料制造。日本军工圈子有句话，

“得陆自者，得天下”，意思是谁拿到
陆自订单，就能保证有赚头。

尽管陆自一直倾向用“国货”，
但随着经费吃紧，近年来也不得不

顺应潮流，开始引入竞争，用舶来品
解决部分军事需求，其中争议最激

烈的莫过于枪械用弹。2012年，日

本陆上自卫队开放外国子弹进口，
导致国内企业激烈抗议，他们列举

国产子弹种种优点，抨击进口子弹
问题多多，造成自卫队射击训练中

经常出现卡弹、抛壳不良等问题，大
力鼓吹自卫队“国枪用国弹”。
按照日本子弹进口合同，允许

有一定的不良率，从现有数据来看，
进口子弹的不良率在合同要求之

内，如果要降低不良率，只需提高报
价就能达到。而卡弹和抛壳不良问题

主要出在日本国产 64式步枪和 62

式轻机枪上，这两种枪本身就有这些

毛病，即使用国产子弹也无法杜绝。
而进口子弹的价格优势却是实

实在在的。自卫队用量最大的是三
种口径的子弹，即供 89式步枪使用

的 5.56毫米步枪弹，供 64式步枪

和 62式轻机枪使用的 7.62毫米步
枪弹，供各式手枪和冲锋枪使用的

9毫米手枪弹。日本国产子弹平均
每发政府采购价约为 200日元，而

国际市场上，均价仅 66.67日元。按
每年采购 2000万发子弹计算，国产

子弹需要 40亿日元（不含存储费），
而从国外采购，加上 8亿日元的运

输保管费，2000万子弹不过 21.3亿
日元。同样 40亿日元，除去 8亿日

元运输保管费，可以买 4800万发子

弹，是国产的 1倍多。两者差价之

大，难怪日本政府对进口子弹心动。

国产“战袍”也穿不起
“国货”与“洋货”之争，实际上

遍布三大自卫队。众所周知，日本拥

有一流军用造船技术，制造轻型航
母、宙斯盾舰、潜艇都不在话下，但

这些年，随着中韩等国造船业兴旺，
日本民用造船业却急剧萎缩，技术

也显落后，这导致海上自卫队所需

非战斗勤务船只造价越来越高，接
近“买不起”的地步。

目前，世界民船建造趋向标准

化，各种接口都是标准件，外购和自
造没什么区别，各国生产的民用部件

也几乎雷同，造船厂完全可以从多国
厂商购买配件来组装。《军事研究》认

为，海自被舆论所裹挟，大家都明白
从别国直接买船更便宜，但谁也不敢

松口，怕被骂“卖国”。但整体而言，日

本政府对海自非战斗舰船的看法是

“造不如买”，未来必将打破国内企
业的“铁饭碗”。

陆自用不起国产子弹，海自买
不起国产补给舰，身为富国的日本，

自卫队员居然还穿不起国产制服。
据披露，自卫队员冬夏两季的帽子、

制服、作训服、礼服及相应配饰，一

套下来，若全用国货，价格高达 6万

日元，这还不算那些使用高级面料
的外事礼服。每年日本自卫队光为

更新制服就要花费近 60亿日元。
日产衣服昂贵的原因是面料和

人工成本太高。自从 1989年“泡沫
经济”破灭后，日本服装产业逐渐沉

沦，产品价高类少，无力同国外抗

衡，而人口老龄化导致像制衣厂这
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日本几无生

存之地。防卫省计划今后几年把制
服更新费用压到 50亿日元以下，那

么进口制服将成为唯一解决之道。

制造商“算盘”太精明
在日本防卫省的采购官员眼

里，军购就是一个“江湖”，本国制造

商为了独占维修备件的生意，在武
器中大量采用不必要的特构零件，

唯一的好处是自卫队只能依赖他们
提供售后保障，否则武器就要“趴

窝”。日本军事记者菊池雅之提到，

部署到吉布提的日本陆自轻装甲
车，只能不远万里从日本购买专用

防沙尘过滤网以及特制电火塞，简
直是匪夷所思。

日本军工厂商为了“逼迫”防卫
省持续购买“国货”，还会故意将武

器设计冗余度调得极小，没有未来
改进的空间，如此一来，自卫队入列

国产武器没几年，原来的技术优势
就不复存在，又不能继续升级改造，

只能坐等新武器来替换，这样做的
唯一好处就是军火商能持久从防卫

省获得新武器订单，每隔几年就给
自卫队来一次“大换血”，结果是造

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例如，为陆自水陆机动团开发

新两栖战车的三菱重工特车部门，
竟把战车三分之二的零部件弄成专

门设计，哪怕发动机固定螺栓的螺
纹都与现役战车不同。日本学者警

告，将来一旦“有事”，浑身上下与众
不同的国产两栖战车很可能因备件

供应不上“掉链子”。这种状况也导
致恶性循环，为了避免麻烦，水陆机

动团指挥官很可能索性让该车停在

仓库里，完全不去发挥作用。
正是看透国内军工业的“小九

九”，也出于密切日美安

保同盟的目的，日本

自卫队使用“洋货”蔚

然成风，日本军工制

造业人士心里很不是

滋味，因为这样的口子会越

开越大，抢订单恐怕更没指望了。

由于国情特殊，日本军工企业
只能靠本土订单过活，产量低，无法

摊薄研发费，造成日本军品价格远
高于国外产品。过去日本追求军事

独立，明知“国货”更贵仍咬牙采购，
但如今经济不佳，这种花“冤枉钱”

的方式已难以维持。分析人士认为，

未来日本军工体系很可能被国际军
火产业击垮。

日本军品出口
前景并不乐观
    六年前， 日本安倍晋三

政府废除施行近 50年的“武
器出口三原则”，并出台“防

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目的是
外销日本武器， 满足国内军

工企业利益需求， 将所得利
润投入到新武器的开发项目

当中， 还能扩张日本的势力

范围。

纵观日本军工企业，从

三菱重工到川崎重工、 富士
通， 都是在军品和民品两个

领域同时发力的企业。 可多
年下来， 日本军贸却乏善可

陈，除了向菲律宾、越南半卖
半送巡逻船艇外， 再无更多

像样的出口。

日本学者认为， 日本军

工产业的深层次缺陷， 例如
价格高昂、缺乏升级空间、可

靠性偏低、 未经战场考验等
因素， 导致销售前景并不像

政府预估得那么乐观。

日本军工产业体系存在

诸多短板。首先是技术“受制

于人”，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主
力战机多为美国引进或与美

国联合研制； 海上自卫队的
大中型作战舰艇的主机多引

进美国、 英国产品许可后生
产；在直升机、无人机、火炮

等领域，日本也多从美国、德

国等引进。

其次， 日本武器售价过

高，战斗机、坦克、舰艇等的售
价往往是西方国家同类产品

的两倍。

此外， 政治因素也成为

影响日本军售的因素之一。

武器销售的背后都有着多重

政治利益的考量。 由于军品
的特殊性， 军贸双方往往具

有较好的双边关系和军事合
作，而在此方面，与日本“志

同道合”的伙伴并不多。为从
日本手里拿到一些军事装

备， 需要被迫在外交上声援
日本， 这显然不符合大多数

国家的利益。

以目前日本的军工生产

能力和在国际上的政治地
位， 想在国际军贸市场上有

一番大作为，一个字：难。

“国货”斗不过“洋货”

日本军工产业
面临存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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