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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堵漏洞
俄罗斯联邦实行兵役和动员

统一的领导体制，总参谋部内设组

织动员总局，具体领导军事动员工

作。现役部队按满编程度分为两

类：一类是常备部队，人员满编率达

到战时编制的80%，武器装备率达到

100%，兵员全是职业合同兵；另一类

是战略预备队，由义务兵和预备役军

人填充。2021年秋，俄国防部单独

组建国家预备役作战部队（BARS，

意译雪豹），这种部队一般为营级，

由自愿与国防部签订合同并通过兵

役局选拔考核的预备役人员组成，

主要用于加强战略预备队。

俄乌冲突爆发之初，俄罗斯没

有搞军事动员，也没派战略预备队

上前线，投入一线的基本是合同

兵。与此同时，俄国防部还禁止各

部队派义务兵参与冲突。直到

2022年9月，因哈尔科夫

前线局势紧张，俄政府才进

行了局部动员，新征召的30万

人中，有9万人补充到严重缺编的

现役部队，20万人用于补充新组建

的领土防御部队，只有少数人员经

培训后补充到前线基干部队。

当前，俄方把兵员补充重点放

在合同兵上，最大问题是数量不

足，不得不降低征募标准。以持续

大半年的巴赫穆特攻坚战为例，俄

军参战兵员平均年龄接近28岁，不

少援兵因训练不足，只能编入补给

班或防守班，有时干脆当野战卫勤

担架兵使用。

与乌方尽量明确士兵的具体

复员期限不同，俄方表示军事行动

结束前不太会让动员兵回家。过

去三年，俄方不断完善兵役制度，

推出对动员登记等环节进行监督

的条例，未来还将规范向应征服役

者发出电子通知书和登记的技术细

节。由于俄罗斯未像乌克兰那样宣

布国家进入战时状态，在这个时候

进一步完善兵役制度，将能更有效

地防堵某些人钻“制度的空子”。

复员问题大
北约情报部门认为，截至去年

8月，乌军累计伤亡近20万人，但由

于实施国家总动员，乌军纸面上的

编制员额得以扩大，2021年不到

20.5万人，2022年7月初已达70万

人，出现更多的部队番号，其中包

括12个机械化旅，每旅编制4000

人。但从2023年夏末开始，该国人

力动员资源呈现下滑迹象，社交网

络不断传出街头抓人参军、滥开医

学证明、越境偷渡躲避征召等视

频。仅去年一年，光乌边防军就拘

捕1.1万名躲避兵役者。

尽管如此，乌国防部坚信今年

内仍能完成50万兵员的征募任务，

以满足参战满一年的军人进行轮

换的需要。为了鼓励青年入伍，乌

政府还推出独特的激励政策，即安

排“猎头公司”参与招收合同兵，向

征召对象宣传合同兵役制的好处，

帮助应征者选择心仪的部队，甚至

未来退役后有获得工作岗位的优

先权，这与义务兵入伍后只能被动

分配到部队形成鲜明反差。

有趣的是，当前乌克兰社会最

尖锐的问题，不是动员而是复员问

题。乌克兰虽处于战时状态，但超

期服役士兵的亲属坚持要求2020

至2021年入伍的义务兵以及在战

时状态下服役36个月以上的军人

应该立即复员，但基辅当局担心会

影响部队士气，因此不敢答应。

共同的困扰
作为欧洲面积和人口都居前列

的大国，俄乌恶斗多年后，在征募兵

员方面都面临相同的困扰。

首先是武器供应不足。尽管

俄罗斯军工体系满负荷运转，但实

际上只能弥补战场损失而已。俄

国防部曾宣称，俄军去年接收1530

辆坦克，但作战损失量累计达2585

辆，其中2245辆是永久损失，1530

辆新坦克只能装备不到50个坦克营

或不到50个摩步团（每团约2000

人），满打满算只能武装10万动员

兵。如果俄军要进一步扩员，就只

能增加相对廉价的步兵，其装备只

有最基本的突击步枪和老式火箭

筒。乌克兰的情况更糟，基本靠西

方国家提供军火来武装动员兵，组

成二线的领土防御旅，这些部队大

多只能从事阵地防御，难以从事野

战主动进攻。

其次是两国都忌惮过度动员

会伤及经济。大规模军事动员意

味着相当多的劳动力从经济部门

脱离，可能导致工业生产人手紧

张，俄乌多地都出现这种苗头。此

外，巨额的军人薪水，以及国防订

货增长，固然会刺激某些经济部

门，但终究对民生开支造成“挤出

效应”，俄乌高层都在慎重拿捏。

俄军事专家达维德 ·根杰尔曼强

调，俄罗斯在2023年就招募了50

万合同兵，现在每天也有大致千人

的招募规模，在莫斯科看来，这基

本满足前线人力需求，暂未看到新

一轮动员的必要性。

李文敏

太赫兹（TeraHertz）指频率在

100吉赫至1万吉赫范围的电磁波，

其波长在0.03至3毫米范围内，介

于微波与红外光之间。它被称为

21世纪最重要的新兴学科技术之

一，起初在生物、化学、材料、天文等

基础学科展现优势，之后在军事领

域呈现出强大魅力，成为各国竞相

投入的新赛道。

由于军事强国热衷发展隐身武

器，可对目标进行神出鬼没的打击，

因此太赫兹技术最先应用到反隐身

雷达的开发上。与传统红外、激光

传感器相比，太赫兹雷达视野更宽，

有更强的穿透性，而与毫米波雷达

相比，太赫兹雷达频率更高，具有更

高的成像分辨率。

目前隐身武器主要通过两种手

段达到隐蔽效果，一是设计特殊的

外形，将雷达探测信号散射，二是在

目标表面涂覆吸波材料，减弱探测

回波。对于通过修改外形来隐身的

目标而言，这些手段在太赫兹雷达

面前很容易“破功”，因为它的波长

非常适合探测尺寸更小的目标，进

行更精确的定位，况且它又包含丰

富的频率，有非常宽的带宽，能以成

千上万种频率发射纳秒甚至皮秒级

脉冲，大大超出现有隐形技术的作

用范围。因此，不管面对形状隐形、

涂料隐形，乃至传闻中的等离子体

隐身目标，太赫兹雷达都能让它们

“无处遁形”！

正因为太赫兹波的波长特性，

特别适用于沙尘暴、浓烟浓雾等复

杂作战环境，对处于隐蔽伪装状态

的车辆、人员乃至地雷进行侦察定

位。美欧都投入大量资源研发太赫

兹成像装置，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新

近研发的一种太赫兹雷达对地面坦

克车辆的成像达到惊人的3.5厘米高

分辨率，换言之，能看清车体擦伤的

痕迹。目前，各国军用太赫兹研究集

中于低频段传感器，但未来势必朝着

高频率传感器发展，因为高频率意味

着更高的分辨率和更好的成像效果，

但这需要突破器件材料、发射功率

等限制。

另外，保密通信是战场指挥的

基础，由于太赫兹波具有较强的抗

干扰能力，且波束较窄，具有抗窃

听、抗干扰和抗探测的特点，可用于

在短距离战场上的保密通信。2018

年9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公开

发表对6G技术的展望，提出将6G

技术应用于太赫兹频段。国际通信

联盟也指定了两个太赫兹频段作为

6G的使用频段。未来的6G无线军

事通信技术中，有望实现现有通信

网络和太赫兹频段融合，并结合卫

星、无人机、飞艇和空间站等平台作

为无线中继设备，形成“空天地海”

多层次一体化的通信，实现“空-

天-陆-海”全方位融合技术，为偏

远地区、无人区和基站破坏等地区

的部队、兵团通信提供便利，满足信

息化战争对于信息传输速率、范围

和环境等要求。

很显然，太赫兹争夺战，将是未

来军事斗争的“制高点”。

李鹏

太赫兹：军事新宠儿军事科技

征募动员，各家有各家难处
兵民乃胜利之本。

攻城拔寨需要人冲锋，先
进武器也需要人驾驭。
俄乌冲突进入第三年，交
战双方均需补充前线兵
员损失，然而在征募动员
方面，他们都要克服不少
现实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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