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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给印印度度海海军军““大大跃跃进进””打打个个问问号号

美国《防务新闻》近日报
道，印度海军上月底宣布了一
项雄心勃勃的大计划，到2027
年，印度海军舰艇将从现役138
艘增加到200艘，飞机将从230
架增加到600架。此外，还要掌
握超过100项最新海军核心科
技，包括激光武器、高超音速反
舰导弹等前沿科技，而且这些
都将是“印度制造”。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
不信！就连报道这则消息的《防
务新闻》也不无调侃地评价道，

“计划到底能否成真？这是个价
值百万美元的问题。”

身为地区大国的印度，一直
在做着全球大国的美梦。但人有
多大胆，绝不意味着地就能有多
大产。印度海军的这一“大跃进”
计划，不禁让我产生三个疑问：

其一，制订这一计划的目
的何在？

实际上，印度海军近日已经
给出了答案。日前，在与美国讨
论进行反潜合作期间，印度海军
官员说，印度平均每三个月就会
发现四次中国潜艇的行踪，其中
一些是在靠近马六甲海峡的安
达曼和尼科巴群岛附近。

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所
言，是中国近来在东南亚和印
度洋的水下活动，导致印度产
生了危机感。除了美国，印度可
谓印度洋沿岸国家中屈指可数
的海上强国。当另一个拥有相
对更强大海军实力的大国涉足
这片水域时，印度本能地做出
了“膝跳反应”——— 强化海军装
备和战力。

此外，中国潜艇曾停靠斯
里兰卡港口，因印度封锁边境
导致出现能源危机的尼泊尔选
择向中国求助，老对手巴基斯
坦将从中国购买8艘新潜艇，也
导致其不得不一再强化自身的
应对能力。加之近年来美国、日
本等域外国家的频繁介入，促

使印度希望借强化军力以与美
日有更多更深的合作。

其二，为何既“大跃进”又
强调“印度制造”？

印度海军之所以急急忙忙
地要在未来10年内造舰62艘、
增加战机370架，一大主因就是
相比陆军和空军，海军在印度
三军之中最不受待见，在三大
军种中获得的军费最少。2015
年至2016年印度国防预算中，
大约53%拨给了陆军，23%拨给
空军，海军只占了16%。

印度虽然一直强调军队现
代化，但实际上进度缓慢，本国
军工产业效率低下，对进口装备
依赖度过高。早在上世纪90年
代，印度就计划提高武器装备国
产化比例，计划在2005年之前把
该比例从30%提高至70%，但至今
未能实现，印度军队仍有超过
70%的装备依赖进口。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
研究所统计，印度2011年至2015
年武器进口占全世界的14%，成
为最大的武器进口国。与2006年
到2010年相比，印度2011年至2015

年武器进口量增长了12倍左右。
预计未来7年，印度进口武器装
备的费用仍高达1300亿美元。

正因如此，印度海军的大
计划才会强调“印度制造”。然
而，基于实际能力和表现，要自
主掌握激光武器、高超音速反
舰导弹等超过100项海军前沿
核心科技，未免太过理想化了。

其三，这一扩张计划能按
期实现吗？

印度财政部的数据显示，
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印度
国防预算从上一财年的约327
亿美元增长至约363亿美元，占
GDP1 . 75%，增幅10 . 9%。IHS简
氏咨询公司预测，到2020年，印
度将超过日本、法国和英国，成
为全球军费开支第四大国。

虽然海军很难一下子改变
在三军中军费最少的处境，但
在印度军费连年增长的大背景
下，海军必然会分到越来越多
的国防预算。但对印度海军而
言，砸钱与按期造舰未必能划
等号，拖沓反倒是常态。

以潜艇为例。5月1日，印度

首艘国产常规潜艇“卡尔瓦里”
号，在折腾11年后终于成功进行
首次海试，计划9月底正式服役，
届时将成为印度海军16年来首
艘新常规潜艇。与其同款的潜艇
还有5艘，将按照依次间隔9个月
的时间入役，该进度比原计划晚
了约5年。有趣的是，“卡尔瓦里”
号竟没配备任何攻击武器，其装
配重型鱼雷的计划因国防部的
采购丑闻一拖再拖。

前不久，印度首艘国产核潜
艇“歼敌者”号经过7年试航后终
于完成所有测试，在技术上可以
随时服役。印度原计划耗资29亿
美元建造5艘“歼敌者”号同款核
潜艇，但因技术问题搁置多年。

印度海军参谋长多万上月
宣布，目前印度公私船厂在造
海军舰船和潜艇共有46艘。然
而，已有3个重大国产战舰项目
延迟了6到8年时间。目前，印度
海军有13艘现役常规潜艇，均
已是高龄进口货，数量远少于
1999年根据30年潜艇计划批准
的24艘。这么看来，新计划能否
如期实现还真有点儿悬。

美国白宫5月1日宣布，总
统奥巴马的大女儿玛利亚将
于2017年秋季进入哈佛大学
求学，与父母成为校友。奥巴
马和夫人米歇尔都曾在哈佛
大学法学院求学。

奥巴马在4月30日白宫记
者协会晚宴上曾表示，总统任
期结束后，他们一家计划继续
在华盛顿生活两年，以便小女
儿萨莎能完成高中学业。玛利
亚将先度过一个“空档年”再
去上大学，不过她也不会闲
着，媒体报道称，玛利亚曾利
用暑假在斯皮尔伯格监制的
美剧《传世》剧组担任剧务。

巧合的是，最近三任美国
总统小布什、克林顿以及奥巴
马都是有女无子，玛利亚并非
第一个在父亲任总统期间攻
读大学的“第一女儿”。

1997年克林顿总统任内，
他与希拉里的独生女切尔西
开始在斯坦福大学的本科课
程学习。切尔西学的专业是历
史学，当时为确保她的安全，
一名特工装扮成学生住在她
的宿舍内。2001年克林顿卸任
后深陷绯闻，切尔西为躲避风
波远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硕
士，2 0 0 3年获得硕士学位，
2014年5月又获得牛津大学国
际关系学博士学位。

近年来，切尔西一度淡出
媒体视线。2010年7月31日，切尔
西和同样出身政治世家的梅兹
文斯基举行了奢华的婚礼。这
场婚礼总共花费约3200万元人
民币，被认为是那一年全美国
最贵的婚礼。2014年9月，切尔西
生下了女儿夏洛特。去年底，35
岁的切尔西宣布怀上二胎。

不过，比起美满的家庭生
活，切尔西在事业上可以说是
毁誉参半。2011年，尝试过多
种职业的切尔西，突然想要投
身于媒体行业。2011年11月，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60万美
元的高额年薪雇用切尔西担
任特派记者，然而，她在记者
这行干得并不好，报道中的表
现乏善可陈，被斥为“史上最
乏味记者”。

如今希拉里正在参选美
国总统，切尔西为母亲的选举
也不遗余力。美国“肯塔基新
闻网”称，4月29日，切尔西在
为母亲希拉里开设一个竞选
办公室时接受了列克星敦市
民的提问。36岁的切尔西表
示，“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
重要的总统大选。”很多人对
切尔西表达了支持，其中一名
62岁的老妇人甚至认为切尔
西应该竞选总统。

小布什的女儿芭芭拉和
詹娜是美国第一对双胞胎“第
一女儿”，1981年生于得克萨
斯州达拉斯市，比切尔西小1
岁。芭芭拉的名字取自她们的
祖母、老布什的夫人芭芭拉·
布什，詹娜则与外祖母同名。

这对长相、发色各不相同
的异卵双胞胎姐妹，有着不同
的人生轨迹。两人在小布什
2000年当选总统数月前进入
大学学习，詹娜就读于老家的
得克萨斯大学，芭芭拉则沿袭
家族传统进入耶鲁大学。

詹娜一度是令人头痛的
问题少女，曾多次被曝光酗
酒、逛夜店。她的学业也一般，
毕业后曾担任过小学老师。
2009年，詹娜开始在美国全国
广播公司新闻脱口秀节目《今
日秀》中担任特约记者。全国
广播公司的人员称，詹娜一度
成为该公司最受欢迎的记者
之一，风头盖过了切尔西。

芭芭拉获得学士学位后积
极为全球卫生事业奔走，她曾
先后在南非开普敦的红十字儿
童医院、博茨瓦纳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实习和工作。此后，她亲
手创立了非营利组织“全球医
疗服务团队”，该组织旨在帮助
国际间各领域的专业青年以特
长配对，前往美国境内外的国
际医疗组织报到，在贫困社区
进行为期一年的工作。不仅如
此，她还大力推动同性婚姻。

美国《赫芬顿邮报》近日
披露，芭芭拉近日在一档访谈
节目中采访了母亲劳拉，后者
讲述了她获悉“9·11事件”时
的情况。 据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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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晚一一年年上上大大学学，，没没什什么么不不好好

2008年，当奥巴马意气风
发地在就职典礼上告诉女儿：

“萨莎，玛利亚，我爱你们”时，
他的大女儿玛利亚还是个10岁
的小姑娘。如今，老爸的第二个
任期即将结束，玛利亚已经长
成了大姑娘，还作为“学霸”顺
利地被哈佛大学录取。不过，将
于今年6月高中毕业的玛利亚
做出了一个让不少中国家长惊
讶的选择：她决定“放空”一年，
等到明年再去大学报道。

这个决定在我们看来比较
稀罕，但在西方有个固定说法，
叫“空档年”（Gap Year）。这个
词最早起源于英国，是说学生
可以选择离开学校一段时间

（一般为一年），经历一些学习
以外的事情，之后再回来继续
学业。在不少中国父母看来，
这不是让孩子浪费时间吗，奥
巴马怎么会同意女儿去做这
么糊涂的事？其实，在欧洲和
美国，让孩子“放空”一年再读
大学，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家长
所接受。

关于玛利亚将如何度过这
一年，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官方
说法。但美国《华盛顿邮报》报
道，等到2017年，奥巴马到时已
经卸任，玛利亚这一年倒是可
以避免在大学校园中被特工处
的保镖“簇拥”着，享受更多个
人自由。不过，玛利亚选择“空
档年”，更多应该是希望追寻自
己的兴趣爱好，提升自我。

不少网友对玛利亚此举表
示大力支持。来自美国马里兰
州的网友詹姆斯·沃克说：“我
支持玛利亚的做法。很多高中
生都不知道自己毕业后想做什
么，为什么不干脆拿出一年来
先试试水呢？找一份慈善工作，
磨练自己的生活技能。只要‘空
档年’利用得好，这些经历将让
你更加成熟，也会让你在读大
学后更具竞争力。”

正在迪拜学习的斯洛文尼

亚女孩席琳·艾克特就是这样，
因为不知道自己想在高中毕业
后学习哪个专业，她想走出去
看看更多选择。“我想去德国，
接触不一样的文化。我在迪拜
被保护得太好，想试试一个人
的生活。”她说，自己打算参加6
个月的“互惠生”项目，希望明
年回到迪拜后学习美术或心理
学或是营养学。“但现在我还没
想好。”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迈克
尔·摩尔是一位家长，像奥巴马
一样，他也有两个女儿，而且她
们都曾有过“空档年”的经历。

“上大学前，她们去欧洲呆了一
年，参加了‘互惠生’项目（互惠
生即为了学习语言而住在当地
人家里并照看小孩的外国年轻
人）。这一年下来，她们不但学
会了外语，对人也更加温和。她
们的转变让我惊讶。”

不过，也有人认为，能够选
择“空档年”的孩子，大多来自
比较富裕的家庭。实际上，随着
这一趋势逐渐流行，有些大学
开始为一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
学生提供资金援助，让他们也
能享受利用“空档年”丰富人生
阅历的机会。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前不久
刚接受了35名秋季新生的“空

档年”申请，该校还为这些学生
提供了高达5万美元的奖学金。
该校本科研究和学术交流中心
主任乔·欧谢伊说，佛罗里达州
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是目
前美国仅有的两所为“空档年”
提供资金支持的州立大学。

欧谢伊说，这项举措并不
意味着让学生在“家里的沙发
上无所事事地过一年”，而是希
望以此鼓励学生走入社会，在
国内外从事非盈利性或社区工
作，如到农场工作、到社区学校
当志愿者等。学生们能在工作
中发掘自身潜力，形成属于自
己的价值判断和兴趣爱好，从
而更好地为升入大学做准备。
他表示，能申请到“空档年”奖
学金的学生一定要“充满活力，
勇于挑战自我”。

据总部设在俄勒冈州波特
兰的美国“空档协会”统计，在
美国，每年会有３万至４万名学
生选择“空档年”，而２０１５年这
一人数比２０１４年增加２２％。在
18岁的门槛上，有越来越多的
孩子选择出去看看世界，接触
社会，思考自己的职业方向，再
真正开始大学生活。至少，他们
不会等到三四十岁时，才后悔
从事的工作只是当年随波逐流
或他人指引的选择。

奥巴马和大女儿玛利亚。（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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