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首任国防参谋长拉瓦特日前在
自家军机空难中身亡，震撼了印度，也震
惊了世界。虽然印度军机坠毁率着实有点
高，但累及本军最高将领的操作仍举世罕
见。因此，各种阴谋论在印度不胫而走。

其实，阴谋论多不可信，印度军工体
系多年累积的弊病，尤其是因拉瓦特之死
而前景堪忧的军事改革，才是印度应该关
注的。正如中国媒体所说，中国不是印度
的敌人，落后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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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军工体系改革还有戏吗？
文 / 艾舟

首任国防参谋长在自家军机空难中身亡

坠机数量触目惊心
尽管空难真相仍在调查，但在

一片悲戚的印度舆论中，俄罗斯被

架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上。
一方面，拉瓦特坐的米-17V5

直升机是俄罗斯 2012年交付印度
空军的首批该型直升机，型号中的

“V5”就是该机型的最新改进版，尤

其提升了高海拔地区飞行性能；另
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 6日刚刚

到访新德里，与印度签署了奠定未
来俄印军事合作的重磅协议。两天

刚过，印军最高将领就在俄制直升
机的事故中殒命。俄印未来的深度

军事合作，似乎开头很不吉利。
论及印度对俄制飞机的情感，

的确是爱恨交加。
冷战时期，由于印度与苏联的

密切关系，俄制装备在印军武器系
统中奠定了优势地位，成为印度国

防的倚仗。尽管这一局面在冷战后
有所改变，但至今苏-30MKI、米格-

29 和米格-21 三款俄制战机仍是
印度空军争夺制空权的绝对主力。

尴尬的是，在印度空军闻名于
世的坠机数量里，这些战机也“贡

献”不少份额。米格-21今年已坠毁
4架，较新的米格-29去年坠毁了 3

架，最新的苏-30MKI服役以来也
坠毁了 10架以上。

米格-21 由苏联于上世纪 50

年代设计，近乎古董，至今仍有约

100架在印度空军服役本身就是奇

迹，坠机率较高尚能理解。但其余两
款战机频频坠机则绝不正常，印度

国内出现对俄制战机的抵触声音，
似乎不难理解。

但是真相的细节往往不忍直
视：世界上装备俄制战机的国家众

多，如同印度空军这般摔的却少见。
这批俄制米-17V5直升机虽不是在

印度生产，但俄罗斯应印度要求在
昌迪加尔为这批直升机专门建立了

组装和维护设施。也就是说，飞机日
常维护工作是由印度自己完成的。

从组装和维护做起，是后发国
家在军工等方面追赶制造业强国的

必经之路，但印度军工的表现，甚至
令本国空军都难压怒火。

以作为印度空军现役主力的
苏-30MKI为例，俄罗斯本已同意

提供相关生产线和零部件，由印度
斯坦航空公司自行组装，但出自该

厂的飞机事故率明显高于俄罗斯工
厂。2018年，该厂组装的战机甚至

出现了尚未交付空军便在试飞中坠
毁的案例，不仅刷新了苏-30MKI

坠机纪录，也迫使印度不得不又斥
资从俄罗斯购买原装战机。

军工发展恶性循环
客观而言，印度军工体系近年

来其实取得不少进步。毕竟，能够研

发制造包括核武器和洲际导弹在内
的大多数现代装备，并从国际军火

市场分一杯羹的国家，终究是少数。

印度军工体系之所以给人一种
孱弱的感觉，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

方面，无论在印度国内还是在世界
舆论里，总是拿中印两个相邻的发

展中大国相互比较；另一方面，更重
要的是，印度精英始终怀揣成为“有

声有色的大国”的梦想，而印度脆弱
的工业基础和弊病丛生的社会基础

难以支撑其雄心。
这种梦想和能力间的巨大差

距，是印度在国际舞台挣扎不已的

重要原因。这种挣扎，又深刻影响和
塑造了印度军工体系的现状。具体

而言，就是在国产武器设计上不顾
实际能力，一味追求好看的指标和

先进的性能，总想一步到位赶超世
界先进水平。而当事与愿违时，又缺

乏足够的耐心和长远的计划，倾向
于进口替代国产，导致无法形成促

使本国军工企业锤炼研发制造队
伍、逐步完成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印度“30 年磨一剑”的“阿琼”
主战坦克，正是印度政府和军方朝

秦暮楚、协调不一、缺乏定力的真实
写照。1972年，印度国防部向战斗

车辆研发中心下达了研发一款新型
坦克的指令，要求是全面超越联邦

德国当时正在研制、后来被誉为最
优秀主战坦克之一的“豹 2”，且发

动机、火炮、弹药、装甲防护等主要
子系统均要国产。

尽管印度政府划拨了当时可称

为天文数字的巨款支持，但印度军

工企业直到 12年后才制出首批样
车，首次广泛的技术验证更晚至

1988年。当时“豹 2”早已量产服役
10年并大量出口，而“阿琼”在验证

中表现之差令印度陆军火冒三丈，
要求政府直接将该项目下马。

但考虑到沉没成本、政府脸面

和国民士气，印度政府拒绝军方提
议，追加巨资试图挽救，同时降低对

性能指标的要求。然而在 1994年和
1995年验证中，“阿琼”被陆军判定

为“不适宜上战场”，一些军方人士
更直言“阿琼”是“无用的累赘”。

其实，在印度政府及军方意识
到本国技术实力无法支撑“阿琼”的

性能目标时，曾果断向以设计制造
“豹 2”坦克闻名的德国克劳斯 ·玛

菲公司求助。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
又没有对印度需要的战场环境作细

致考察，不仅让坦克在不断改进中
成了各国零部件的昂贵大杂烩，而

且一些先进的设备如德国的发动机
也因水土不服频频趴窝。坦克重量

更是严重超标，以至于在印度大部
分公路和桥梁都无法通行。

到上世纪末“阿琼”坦克勉强定
型时，非但技术指标领先世界成为

奢望，甚至连基本的可靠性都无法
保障。然而，印度政府 2000年仍强

迫印度陆军采购了 100多辆“阿琼”
来撑颜面。讽刺的是，这批坦克起初

的采购预算已高达单车 235 万美

元，到了制造环节实际高达 470万

美元，甚至比美军主力“艾布拉姆
斯”坦克还贵。最终，这批坦克于

2004年开始交付。但到 2015年印
度陆军便证实，高达 75%的“阿琼”

坦克因技术问题已经停驶。
更糟的是，由于印度与巴基斯

坦等邻国关系不睦，印度政府出于

边防压力和安抚陆军，不得不于
2001年斥巨资从俄罗斯购买了 310

辆 T-90S 坦克。印度费时费力费
钱，军队没有得到可靠的国产装备，

科研队伍没有积累足够的自主创
新，制造工艺还是一如既往地停滞

不前，彻底捞了个“三无”结果，最后
还让肥水流了外人田。

综观“阿琼”的身世，印度政府
和军方上下错误百出，进退失据：首

先，不顾自身工业基础和技术实力，
盲目拉高要求，从而导致项目一拖

再拖，终至烂尾；其次，由于政府、军
方与军工企业间缺乏信任与协调，

政府无法打造长期稳定的外部环

境，军方也无法确立小步前进、以国
产装备为主的渐进式装备更新策

略，只能动辄通过进口增强战力，牺
牲本国军工企业的成长，满足军事

强国的虚荣心。这样的恶性循环，印
度过去深陷，未来也恐难跳出。

军事改革积重难返
“他的离去让我悲痛。”印度总

理莫迪在拉瓦特身亡当天表示深切

哀悼，“他为军队现代化作出巨大贡

献，对战略问题的洞察力和观点都
很出色。”

莫迪所指的现代化，就是拉瓦
特生前竭力推进的军事改革。除试

图组建联合作战司令部、打造以战
区为单位的联合作战体系外，制定

国防采购新规则、引入民间及海外

资本强化本土国防工业，也是改革
的核心内容。

印度虽然在国际军火市场以豪
购闻名，但由于国防体系臃肿不堪，

且经济水平终究有限，军费资源长
期不足，用于装备更新和国防工业

升级的资源更少之又少。
以 2017 年印度 306.1 亿美元

的国防预算为例，支付 140万现役
军人的工资津贴以及退休人员养老

金都已不够，以至于不得不寅吃卯
粮才能勉力维持少部分装备更新，

更别提对国防工业和技术研发进行
大笔投资。而资源紧缺，以及“三军

分立”缺乏居中协调的传统，又导致
印度陆海空三军关系长期紧张。

在首任国防参谋长拉瓦特治
下，印度三军的矛盾与分歧暂时得

到压制，但这并不代表印度军事机
制长期积累的弊病得到改善。随着

拉瓦特身亡，印度军队现代化改革
也可能“中道崩殂”。

首先，在疫情未消、整体经济增
长乏力的背景下，印度军事资源紧

缺难以缓解。中印去年在加勒万河

谷长期对峙后，莫迪政府提出斥资
38亿美元采购本国武器装备，既试

图宣示强硬态度，又想借此提振本
土国防工业。但基于此前的种种问

题，即便这笔资金落到实处，实际效
果也令人生疑。

其次，印度军事采购长期不透
明，“吃回扣”等现象严重，长期形成

的利益集团并非拉瓦特所能撼动。
如上文提及的“阿琼”坦克，以及国

产“光辉”战机的采购，这些装备性

能不佳且价格不菲，但之所以仍受
“青睐”，与腐败关联紧密。印度国防
部此前调查发现，上至采购官员下

至办事小职员，统统参与了“分肥”。
而近年披露的案件显示，印度军购

回扣率已从 3%升到 10%左右。
最后，印度军工体系臃肿低效，

待遇较低，官僚主义盛行。印度军工
研发体系虽拥有 3万多名科学家和

工程师，顶尖的专业技术人才却屈
指可数。以实力最雄厚的印度国防

研究与发展组织为例，不仅行政辅
助人员多于技术人员，技术骨干学

历也普遍较低，仅 10%拥有博士学

位。同时，大量印度顶尖科技人才首
选出国，近年来每年流入美国的信

息技术人才就有约 5万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印度军

事体制的诸多弊病看似是军事问
题，实则源于印度社会。即便拉瓦特

后继有人，其改革之难也绝非个人
之力所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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