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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係針對美國F-35戰機研發案整體預算與品質管控失利，美國空

軍高層透過媒體向公眾坦承該項軍備投資建案，已經無法達成預期目標，

就算是未來繼續勉強執行後續生產製造作業，預期難以負擔維護費用。筆

者依據其建案原始構想與實際執行狀況，提供下列分析說明該研製案遭受

挫敗原因，敬祈先進不吝指導。

壹、一機多工陳義過高

　　F-35閃電II型(F-35 Lightning II)戰機係由美國國防產業洛克希德馬丁(Lock-

heed Martin)公司負責設計生產；該案係衍生自以X-35型先進概念驗證機為基礎，

參與聯合攻擊戰機發展計畫(JSF：Joint Strike Fighter Program)購型競標獲選後

，依據該項軍備研製案所設定標準以及規劃構想進行研製，最後產製出目前該機A

、B以及C型三種基本構造型別，再加上專門為以色列所研製生產之F-35I型機。

　　該機型目前遭人物議最核心重點，就是其原始構想打算透過發展單一機種，統

一取代目前西方各國所使用之多種主力戰機，其中包括F-16、A-10、F/A-18、AV-8B

以及英國皇家海空軍所使用之海獵鷹式戰機。假若依據前述戰機所承擔之任務職能

來說，該型戰機必須能夠遂行基本防空攔截、壓制敵方地面空防、密接支援友軍以

及戰術打擊目標轟炸等戰術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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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一機種要承擔如此多項任務職能，勢必增加系統複雜性，因此就會產生究竟

是將諸多任務所需子系統，內建於儎臺本身，抑或是透過外部掛載武器或是電戰莢

倉，來維持任務派遣與運用彈性。在F-35型機研發過程中，此等兩難取捨不斷成

為難以達成之武器與航太工藝挑戰項目。總而言之，原始期待一機多工確實是陳義

過高難以兼顧。

貳、單機多型變數太多

　　誠如前述，由於原是設計理念要藉單一機種取代多種戰機，實在是難以達到如

此理想，因此到最後該型機就被迫在基本構造規格上，發展出三種衍生機型；其中

包括採用傳統跑道起降的F-35A，短距離起飛/垂直升降機種F-35B，與作為航空母

艦艦儎機的F-35C。儘管前述三種機型都是屬於具備相當匿蹤性能之先進戰機，但

是由於起降方式不同，在耗油量產生重大差異，因此作戰半徑亦因此有所落差，此

對兵力運用與作戰職能來說，形成不容忽視之困擾與限制。

　　特別是當要在機體構造型式上維持相同基本規格，但卻又要同時滿足三種差異

甚大之衍生機型，其實就各項戰機設計工藝考量要素來說，確實會產生無窮變數。

一架美國空軍F-35A戰機8月19日在芝加哥水上航空秀(Chicago Air and Water Show)中，

高速飛越密西根湖(Lake Michigan)。(美國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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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有利於使用傳統跑道起降之空氣動力結構，顯然未見得能夠滿足短距離起飛/

垂直升降所需構造型式需求，此時再加上在航艦服勤為適應升降機，以便順利進入

飛行甲板下方主機庫所需之摺疊機翼，或是在降落階段所必須加裝之機尾捕捉儎，

其實就證明另項該戰機研製案原始指導之謬思，亦就是期待單機多型確實是未能深

思變數將因此增多，對於戰機研發設計在工藝與性能上，絕對會造成多項讓人傷透

腦筋之關卡。

參、多方合作算計不斷

　　由於F-35型戰機研發項目相當複雜，因此亦讓其整個過程同樣曲折；儘管美

國本身預估將會承擔超過400億美元之研發經費，但是英國、義大利、荷蘭、加拿

大、挪威、丹麥、澳洲以及土耳其亦為研究發展計畫，提供出43.75億美元經費。

但是由於前述各個國家在參與研發階段所提供經費額度不盡相同，美國亦依據各國

所提供財務支援狀況、科技轉移分享之質量水準、可參與競標細部零組件分包合約

額度，再加上各個國家在進入量產後取得該型戰機之先後順序，將不同國家分別定

位成三個級別，以便定位合作關係。

以色列F-35I戰機飛行的英姿。（圖/洛克希德馬丁/以色列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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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英國是唯一之第一級合作夥伴，而義大利與荷蘭則是第二級，其餘加拿大

、土耳其、澳洲、挪威以及丹麥則是被定位成第三級合作對象。但最讓各方無法掌

握之合作對象，則是被定位在這三級夥伴外之以色列與新加坡；這兩國具體參與程

度與條件，美國並未對外說明。同時在研發製造過程中，不斷有國家加入成為合作

生產對象，其中詳情美國亦諱莫如深，但諸多爭議與糾葛卻不斷浮上檯面，產生無

限爭議與困擾。

　　許多合作夥伴國在該型戰機研發過程中，不斷對於分攤承包商約額度以及技術

移轉範圍多所抱怨，其中以挪威表態最為強硬。因此許多國家是否最後會捨棄該型

戰機，轉而購買其他戰機或是將目前現役戰機升級，其實充滿算計，這就是為何

F-35型戰機在國際軍備市場，表面上是充滿無限商機，但真正達成商約卻遠不若

預期水準原因所在。

肆、結論：耐心評估審慎進場

    在理解前述F-35戰機所面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困境後，再加上美國空軍高層

公開表態，確實是對該型戰機未來在國際軍備市場銷售產生嚴重打擊。儘管如此，

仍然有許多國家不斷公開表達有意採購該型戰機，但卻未曾產生具體結果。總而言

之，在該型戰機整體運作逐漸成熟穩定前，仍宜保持關注不要貿然決定採購該型戰

機，耐心評估審慎進場是目前該型戰機服勤狀況尚未步入正軌前，最為合理之採購

策略。

　　從該型戰機原先所設計職能定位為搭配F-22主力戰機之低作戰能量機種，到

最後變成造價昂貴，並在各方掣肘下變成父子騎驢之尷尬構造型式，再加上目前所

知之昂貴維持作業預算，更加證明沉住氣觀察該型戰機後續發展狀況，以便判斷其

是否為最適應我國作戰需求之戰機更新換代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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