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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攻防
美国国防部在 2010 年公布了四部重要军事战略文件（见封三图片），这套系列文件中包括

有史以来第一部《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如报告所示，导弹防御在阶段上涉及到助推/上升

段、中段和末段拦截，在军种上涉及到陆基、海基和空基拦截，在兵器上涉及到逼近爆炸拦

截、直接撞毁拦截和光电（定向能）拦截，在预警上涉及到固定、移动、陆/海/空/天载荷平

台，在态势上涉及到被动防御、主动防御和联盟防御，其他还有政治、外交、法规、预算、技

术等各方面的考虑。美国的导弹防御是一项庞大和长期的国家战略，美国空军在这项战略中具

有哪些独特的能力和潜力，如何自我定位，应该和可能担当什么角色，怎样与其他军种和产业

界竞争及合作，以及如何影响国家防/反导政策走向和预算? 本期第一篇文章“美国空军参谋长

施瓦茨上将在第八届美国导弹防御年会上的发言”对这诸方面都有直接或间接涉及。第二篇文

章“《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概要”为读者理解这部重要文件提供权威的介绍。

施瓦茨将军在上述讲话中特别提到了空射型撞毁拦截弹（ALHK）的潜力。本期中“空军

在积极导弹防御中的作用”一文即对这种拦截导弹作详细分析。作者认为，对弹道导弹的防御

必须立足于对费效比和可行性的考虑，而 ALHK — 由空军战机携带的小型、无爆破弹头的撞击

式拦截导弹 — 能在许多方面满足这些要求。文章从技术角度分析助推段、中段和末段拦截方

式的优劣，并进一步将末段拦截分为低层和高层拦截，由此得出结论：ALHK 应用范围更加宽

广，凭借战斗机平台，能够在来袭弹道导弹的助推段、上升段（中段早期）和末段（高层）成

功实施拦截。

美国空军不仅在发展 ALHK 等动能拦截导弹，也在非常积极地研究定向能武器。这种兵器

收放自如攻防两宜的优势本刊上期已有介绍。据报道，雷神公司的最新激光武器在 2010 年 5月

加利福尼亚州外海测试中，成功击落四架无人飞机，雷神副总裁特别提到：“在海洋环境中进

行的测试是激光科技方面的巨大进步。”为何特别点出“海洋环境”?“发展专业化气象保障，

优化定向能武器效能”一文可提供部分答案，并帮助读者把定向能武器和气象保障作战联系起

来。作者认为，定向能武器的研制正在快速推进，但空军气象部门尚未做好同步准备，无法提

供这些武器所需的极度精确的大气层气象特征信息，故而必须从教育、科研、资金、领导重视

等方面加以改进。

中国空军杂志近载“从一击致命到一击制胜”一文，显见中国军方开始追求一击制胜的导

弹打击能力，中国军事学者的许多文章也展现出对中国拥有一击致命精确武器的日益自信。然

而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任职的吉原恒淑博士对这种“自信”有不同解读。“中国的导弹战略与

美国在日本的海军部署 — 北京的作战观”一文深刻分析了中国新兴的对日“导弹威逼作战理

论”（Missile coercion doctrine），包括此作战观的兴起背景、内容、目标、纵横向冲突升级风

险、升级控制对各方的挑战，以及这种理论的严重缺陷。同他的上一篇文章“明知不可想而想 

— 东京的核选择”（见本刊 2009 年冬季刊）一样，此文笔调依然冷峻，但更敏锐和尖锐，尤

其是“批判性分析”一节观点独到。联系到美韩日越最近展开的联合军事演习，以及美国超级

核航母“乔治·华盛顿号”就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这一事实，本期刊登此文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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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太空保障和支援地面/海洋/天空作战? 美军经过最近几场战争，在由本国各军兵种参

与的联合作战（Joint operations）方面已比较成熟，但在由多国部队参与的联盟作战（Combined 
operations, Coalition operations, Allied operations）方面仍面临许多挑战。“新地平线：联盟太空

作战”一文认为，开展联盟太空作战的时机已经来临，但美军和盟友都没有做好准备，因此应

尽早组建联盟太空作战支援组，并在作战准则、组织结构、指挥与控制、教育和训练，装备和

工具等诸方面加以调整。从联合作战到联盟作战，从空地一体到天地一体，美军始终保持超前

思维，遂能引领战场风骚。

奥巴马总统在部署从伊拉克撤军的同时，把兵力配置向阿富汗短期倾斜，但长期目标是加

强阿富汗本国的安全部队，扶助阿军尽早接过本国的安全重担。“联盟空军过渡部队扶建阿富

汗空中力量”一文遵照这项“本土化”战略指向，介绍以美军为主的联盟空军如何将阿富汗国

民军航空队“扶上机，送一程”。作者身为盟军驻阿空军过渡部队总指挥，着重提醒在扶建阿

富汗空中力量过程中，包括机种选择、人员培养、程序编写，人力情报的使用等诸方面，都应

充分尊重本国国情，避免欲速不达。 

阿富汗战乱正酣，哥伦比亚平叛渐熄，前车之鉴，弥足珍贵。“哥伦比亚可以教阿富汗（和

美国）如何取胜”一文强烈质疑美军在扶建阿富汗军队的过程中一味扩充阿军人数的做法。文

章指出，哥伦比亚九十年代的动乱和阿富汗目前局势颇多相似，但原本不堪一击的哥伦比亚政

府军最终打垮了不可一世的反叛力量，作者认为制胜之道有三点：加强国家对军队领导，提升

军人专业素质，以及重视直升机打击力量。

奥巴马总统要求美军作战部队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全部撤出伊拉克。然而把 12 万大军和 
330 万件装备中的绝大部分完好撤离一个仍然充斥着敌意的国家，谈何容易!“在伊拉克强悍到

底：空军为何必须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最后撤出”一文认为空军在撤军过程中的作用非常

关键，尤其是不可削弱其在近距离空中支援、情监侦、空中电子攻击等方面的支援职能。作者

呼吁美国空军决策人员抑制撤军诱惑，“挺住再挺住，坚持到最后离场。”

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军介入各种区域冲突和事件，军事行动的概念急剧扩大，它包括诸如

平叛、非正规战、网空攻防、舆论战、救灾、人道援助、与伙伴国的战区安全合作、外国内部

协防等各种使命。“改变冷战思维：确保空军新版作战准则 AFDD 3 反映空军当前的作用和使

命”一文认为美国空军现行作战准则（条令）AFDD 2《作战行动和组织》仍未脱离冷战思维，

具体表现在把“作战行动”狭隘地理解为对“拥有相当强大的传统和/或核军事能力的对手实施

重大应急作战行动”，专注于武力打击。因此空军在将 AFDD 2 更新为AFDD 3 时，必须“体现

空军对全频谱军事行动联合作战的多重能力和贡献。”联想到《中国军事科学》近期一文，其

中指出：“战争所包含的政治诉求规定着战争的内在演变规律与外在表现形态，”从而引领战

争向“三无”（无人、无形、无声）方向发展。用“政治诉求”来解释美军为何从“专注武力

打击”向全频谱作战发展，想来亦同样贴切。

《空天力量杂志》中文编辑姜国成



引言

多 谢 你 的 开

场 介 绍， 欧 莱 利

将 军， 也 感 谢 你

对导弹防御局的

杰 出 领 导。 你 的

努 力， 以 及 导 弹

防御局所有专家

的 才 智 与 奉 献，

不仅有助于加强美国与盟邦的安全，也保护

着美国的全球利益。

能向本届大会致辞，并与到会的各路知

名专家讨论《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的实施，

本人不胜荣幸。这项任务的实施将不容轻松。

技术之复杂，外交之微妙，战略环境之无常，

这种种因素交织，使导弹防御问题成为我国

当前最棘手的挑战之一。要战胜这些挑战，

需要包括在场各位在内的顶尖专家全力以赴，

精诚合作 ；要制定出国家的前进路线图，需

要政界、工业界和学术界的一流精英各抒己

见，集思广益。

有感于此，我以振奋之心出席本届年度

大会和其他类似会议，期待大家提出创新见

解，汇聚成评估计划，并最终成为行动项目。

我们需要丰富的创造力，需要把远大志向与

合理务实相结合，毕竟，我们面对着非常真实、

非常严峻的挑战。

战略环境和美国战略

没有几个国家 — 更没有任何非国家行

为体 — 能抗衡美国的整体军事实力。作为

一名空军战士，我可以说，绝大多数国家不

具备和我们相当的空中能力。

于是，有一些行为体诉诸不太复杂、不

太昂贵的导弹系统，指望以此阻碍我们在天

空、以及在海洋和陆地的行动自由。与此同时，

拥有强大弹道导弹能力的国家越来越多 — 

不幸的是，其中也包括那些藐视国际法则、

违反国际条约和政治协议等记录可疑的国家，

他们在追求令人担忧的导弹计划，并把先进

导弹技术扩散给我们的敌人。包括国家和非

国家组织在内的这些行为体干着有损美国和

国际伙伴利益的事情，他们有可能运用自己

的导弹能力来破坏地区安全并威胁国际秩序。

有时候，这些国家无视国际谴责，公开

宣布自己开发导弹的意图 ；也有些时候，他

们欲盖弥彰，把导弹开发伪装成研制火箭和

航天器发射工具，声称是运载科研仪器和用

于非军事用途。然而，我们再清楚不过，这

些技术，包括设计、制造和运行弹道导弹、

火箭、或者航天器发射工具，在本质上都是

一样的。一枚有效的航天器运载火箭既能载

运科研仪器，或把卫星送入轨道，就能用来

发射武器，稍做改装即可。事实上，发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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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茨上将在第八届美国导弹防御年会上的发言

器和发射非军事载荷有时用的就是同一种运

载火箭。

因此，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

涉及到对意图的判断和威胁的衡量。在这个

增加的维度中，充满了微妙和牵扯，所以我

们必须采取政府统一行动的做法，协调外交、

军事、金融、情报等各方面的努力。

尽管没有条约明文禁止导弹技术的输出，

但是美国通过其他手段，例如有 34 个成员

国本着共同利益形成的国家间政治协议，即

“导弹技术管制制度”（MTCR），来控制导弹

及和导弹相关军事敏感技术的扩散。该体制

通过各成员国本国立法设规和自觉执行来实

施输出控制，从而阻止可能用于投送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的导弹研制。美国由国务院牵头，

带领国防部、商务部、能源部、情报部门，

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还有财政部和司法部，在 

MTCR 指导下开展防止导弹、导弹技术和相

关设备扩散的政府运作，这是政府统一行动

的一个范例。

然而，尽管做出了这些重要和积极的预

控努力，扩散仍在发生。对此，《弹道导弹防

御评估报告》说 ：“在今后 10 年里，弹道导

弹发射系统带来的威胁可能会扩大，而且更

加复杂。”因此，威慑、外交和其他积极预防

措施固然重要且需要我们关注，但我们同时

必须做好准备，防患于我们的努力不能充分

生效之时。

一体化防空和防导

我因此想谈谈我们在导弹防御上的努力

和空军对该领域的贡献。第一个要点是 ：我

们不能只看到导弹防御自身的作用，因为我

们面对的威胁不只是导弹能力，这种导弹能

力不可能与其他军事手段分离，也不只用来

达到有限的目的。更确切地说，这种威胁涵

盖一整套军事能力，包括战斗机与轰炸机、

无人机、电子战、信息战，等等。一旦发生

对抗，这些能力统统都会派上用场，和巡航

导弹及弹道导弹一起形成饱和打击，以达成

更大的目标。

在思考这种更宽广的作战观时，我们定

然会认识到 ：必须从全局出发，将防空和防

导统筹规划和实施，做好两者间的平衡。直

截了当地说，就是我们不能把防空和防导分

开，而必须将两者整合。

制空权

无论这些威胁是针对美国本土，或是针

对美国有利益所在和人员活动的世界其他地

区，美国空军都提供制空权。比如在欧洲，

我们与北约盟国携手构筑雷达网，实施空中

巡逻，并运作快速反应警戒机队和联盟空中

作战中心，藉以识别并在需要时截击擅自进

入北约空域的不明飞机。

这种联盟国携手的努力保障着我们的安

全和主权，也保障友军在其他战场的行动自

由，从而把空中袭击的威胁降至最小。我们

通过防空功能实现这种效果，防空功能包括

防御性和进攻性能力，不仅保护友军，同时

阻止对手运用其空中和导弹能力达成其期望

的目标。从联合作战的原则来看，防空使命

包括由空中能力和导弹防御共同组成的分系

统。而空军通过其一整套进攻性空中打击能

力，阻止敌人发射导弹和开展空袭 ；空军也

提供防卫能力，摧毁敌人的来袭飞机和巡航

导弹，使其无法侵入友军控制下的防卫空域。

在近期和中期，更为迫切及可能的导弹

威胁主要来自短程和中程导弹系统。从长远

来看，中远程系统的威胁将逐步加大，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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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系统目前虽处于初级开发阶段，但对手

为提高这些技术正在不懈努力，故而构成风

险。而且，我们在这些地区的伙伴和盟国需

要依靠我们的能力来对抗这些不断增长的威

胁，需要我们从技术、外交和军事等多种角

度给予支持。所以我们必须在各条战线上协

同行动。

对空中资产的指挥与控制

来自区域行为体的导弹威胁在发展，《弹

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认识到这一战略现实，

因此指示整个导弹防御界把努力重点放在战

区层次，并确保我们具备指挥和控制战区部

队和武器的能力。美国空军除了具备建立制

空权的优势之外，还具备指挥与控制能力优

势。防空系统的整合、指挥和控制是区域防

空协调官即 AADC 的职责，此职责又是联合

部队空中部队统一指挥官即 JFACC 的职权的

一部分。空军当仁不让，将继续承担这些职责，

虽非全然舍我其谁，但的确当仁不让，因为

正如作战准则所示，JFACC 和 AADC 的责任

应由具备空天能力优势、并能整合、指挥和

控制这些能力的军种来担当。空军依靠现有

的联盟空中作战中心 — 随战区沿线建立的

指挥框架 — 能有效地整合、指挥和控制战

区层次的天空、太空及空军网空资产，并将

效应渗透到战争的所有三个层面。指挥与控

制就是把所有互不相干的联合能力调动起来，

按照平衡、连贯和整合的原则加以运用，它

实际上正是空军一项最重要的长久功能，在

此应得到充分发挥，以把各军种用于与空天

控制和防导使命的所有传感器和发射武器整

合使用。

《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特别指示我们

加强对欧洲作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的注意。对

这一地区，导弹防御局制定了分段自调计划，

包含陆基“宙斯盾”SM-3 Block IA 拦截导弹、

末段高空区域防御（THAAD）雷达，以及机

载传感器。然而，对这个未来的、所有联合

与联盟伙伴都将能使用的一体化防空防导系

统，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其指挥和控制能力。

空军一直在努力设计北约和美国可通用的操

作系统架构，包括硬件、软件、设施和协调

机制。我们尤其感激导弹防御局高层领导的

鼎力支持，感谢他们支持空军设计用以整合

防空和防导的态势感知工具，在防空这一块，

空军已卓有成效，在防导这一块，空军正加

强能力建设。

空军也很高兴能向未来一体化防空防导

架构的指挥与控制机制提供人才和现有基础

设施支持。在德国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

我们有一个空中作战中心，即第 603 作战中

心，和一名战区高级空军军官，即美国驻欧

洲空军（USAFE）司令官。其位置优越，又

符合作战准则规定，正是协调北约和美国对

未来欧洲一体化导弹防御指挥与控制的最佳

地选和人选。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兼北约欧

洲盟军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海军

上将（Admiral Jim Stavridis）已挑选 USAFE 

和第 603 作战中心执行这一任务，把海军和

陆军兄弟军种所提供的“射手”能力进行整

合。这项任务目前进展顺利。 

像我们所有其他合作一样，我们的盟国

也会在这项努力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从

而增加能力和复杂性。他们显然希望 — 也

应该 — 参与对这些资产的指挥与控制，以

保护自身地区的利益。无论是派兵（比如“爱

国者”导弹部队或其他部队），提供传感器和

雷达，或仅仅是接受和安置这些军事装备，

他们的参与都至关重要。从作战角度来说，

身兼北约空军司令的美军驻欧洲空军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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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茨上将在第八届美国导弹防御年会上的发言

将代表斯塔夫里迪斯上将负责为这种国际能

力制订作战方针。

对空军而言，另一项同等重要的优先任

务，是研制空基和天基传感器，因为我们跟踪、

瞄准和攻击敌人导弹的能力完全取决于我们

发现它们的能力。我们将继续与导弹防御局

紧密合作，研制新的传感器，把它们整合到

空军现有的系统架构中，并编制新的战术、

战技和战规。我们还要努力培养一支新的一

体化防空防导专业队伍，通过这批杰出、敬业、

忠诚的骨干人才，将这种新兴的能力“战斗

化”。

最后一点，空军也在研究运用动能武器

加强一体化防空防导能力。空射型撞毁拦截

弹（ALHK）利用空中力量与生俱来的快速、

远程和灵活性实施精确杀伤，具有重大潜力，

因而正受到应有和认真的关注。这种动能武

器概念强调将敌方弹道导弹摧毁在其弹道之

三段距离中的第一段，即助推段与早期上升

阶段，同时保持对其下降段和末段的打击能

力。我们认为，ALHK 能为弹道导弹防御系

统提供辅助能力，尤其是能大幅度提高其灵

活性，从而降低不确定性、突然性和风险。

空军和导弹防御局都认识到这种武器概

念的前景，共同支持一项研究计划，探讨撞

毁拦截弹概念的操作可行性，然后确定是否

正式立项。研究结论认为 ：ALHK 在技术上

可能，在操作上可行，并具备战役级影响潜

力。然而，它不便宜，在预算吃紧购买力下

降的财政环境中，其成本必须慎重考虑。所以，

研究小组在得出以上结论的同时，建议空军

和导弹防御局在做出重大采办决定之前，首

先做详细的费效比研究，并把握关键的知识

节点。这是审慎明智之举，我们期望在不久

的将来就这些建议做出决定。

结语

空军和导弹防御局之间的合作令我十分

鼓舞。我们国家需要这种协作来保护本国利

益及国际伙伴的利益，反击敌人手中导弹的

威胁。随着技术的进步，导弹能力也与时俱进，

其射程、有效载荷和精确度都会提高。正如《弹

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所言 ：“很难精确地预

测对美国本土的威胁会如何发展，但威胁肯

定存在。”

我们必须做好应对这种必然威胁的准备，

加强努力，遏止导弹及相关技术和设备扩散

的潮流。这需要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家共同

努力，需要这些国家运用一切可行的政府治

理手段。与此平行，我们必须在技术上继续

开展研究、制造、试验和评估，部署新的对

抗系统，并发展相应的体制架构，做好各系

统之间的平衡和整合。

我说过 ：我们必须着眼长远战略。为保

证下一代技术和一体化导弹防御系统取得成

功，我们需要每个人贡献创造和才智，通过

精心引导，形成集体创新的合力。

它要求雄心大志和果断领导，一如欧莱

利将军及其领导的导弹防御局团队的作为。

它不仅需要整个政府的协同，而且需要

“整个国家”的努力，需要工业界和学术界伙

伴的参与。

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我请大家认真听

取各路著名专家在大会宣读的技术发言，并

积极辩论，坦诚交换意见，帮助我们制订出

更可行的解决方案。

我非常感激各位为这项事业所做的专业

奉献，并期待大家继续为我们共同的国防大

业鼎力合作。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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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弹道导弹防御评估

国防部长于 2010 年 2 月 1 日向国会递

交《2010 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

国防部从 2009 年 3 月到 2010 年 1 月

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弹道导弹防御

（BMD）评估工作。

•	 遵照国会命令和总统指令的指导，这份

评估报告全面评审了美国的弹道导弹防

御政策、战略、计划和项目。

•	 报告根据近期地区弹道导弹威胁调整导

弹防御态势，同时维持并从技术上加强

美国防备有限远程袭击的本土防御能力。

•	 报告收纳了美国政府所有机构提供的意

见。

这份报告首先概述弹道导弹对美国及其

盟国和伙伴国的威胁，然后说明政府的战略

和政策框架及优先事项。

•	 报告阐述了政府提出的不仅要保卫美国

本土也要保护美国海外驻军、盟国和伙

伴国不受威胁的具体步骤。

•	 报告设定了加强弹道导弹防御领域国际

合作的详细步骤。

•	 报告并论述了一系列与国防部导弹防御

计划的管理相关的问题。

弹道导弹威胁

弹道导弹的威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在增

长，并可能在今后十年继续如此。

目前的全球趋势表明 ：弹道导弹系统的

灵活性、机动性、生存能力、可靠性、精确

度都在提高，而且射程更远。

数个国家还在为自己的导弹研制核、化

学和 / 或生物弹头。

地区行为体，例如北朝鲜和伊朗，在继

续研制能威胁到美国的远程导弹。

至于这种能威胁到美国本土的远程导弹

何时及如何发展成熟，目前难以确定，但是

区域威胁的存在却确定无疑。

在美国有驻军的和保持着安全关系的地

区，短程、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SRBM, 

MRBM, IRBM）的威胁在不断扩大。

 战略和政策框架

遵照总统指令的指导，本评估报告设定

了以下六项政策优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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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防御态势，是以应对目前和未来的挑战。



《2010 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概要

•	 美国将继续保卫本土，防御弹道导弹袭

击的有限威胁。	

•	 美国将继续防御区域导弹对美国海外驻

军的威胁，同时保护盟国和伙伴国，使

它们有能力保卫自己。

•	 新能力在部署之前，必须经过测试并完

成真实作战条件下的评估。

•	 新能力研发项目必须在财政上能长期承

担。

•	 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必须充分灵活，

能随威胁的变化而调整。

•	 美国将努力寻求主导和扩大导弹防御的

国际努力。

保卫本土

美国目前能防御有限的洲际弹道导弹袭

击。

这是过去十年中对陆基导弹中段防御

（GMD）系统投资的结果。

由于陆基导弹中段防御系统在不断完善，

并且陆基拦截导弹的部署数量在不断增加，

与北朝鲜和伊朗潜在的远程弹道导弹能力相

比较，美国有能力对抗这两个国家在可见未

来的预期威胁。

为了长久保卫美国本土，抵御弹道导弹

袭击的有限威胁，同时防御可能出现的新威

胁，我们将 ：

•	 继续发展在阿拉斯加州格里利堡陆军基

地和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的现有作战能

力。

•	 进一步投资开发	SM-3 导弹，用于未来

陆地部署，以应对洲际弹道导弹威胁的

成熟。

•	 增加对传感器和早期拦截击毁系统的投

资，以进一步挫败导弹防御对抗措施。

防御地区威胁

过去十年内，美国在研制和部署防御短

程和中程弹道导弹袭击的能力方面取得了重

大进步。这些进步包括能力更强大的 ：

•	 用于重点防御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	 用于探测和跟踪弹道导弹的	AN/TPY-2	

X- 波段雷达；

•	 用于区域防御的导弹末段高空拦截区域

防御（THAAD）系统；

•	 天基传感器；

•	 海基能力，如	SM-3	Block	IA	型拦截导

弹。

国防部将对这些可部署资产作进一步投

资，同时发展将提高我们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能力的新能力。

整合地区能力

随着威胁升级且技术解决方案的成熟，

根据地区情况对低密度 / 高需求导弹防御资

产的部署做战略性思考更加迫切。

这种部署必须根据每个地区的独特威慑

和防御要求来设计，因为每个地区的地理状

况、威胁特征，以及建立合作导弹防御所依

靠的军队与军队关系，都有重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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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地区整合，美国将与盟国和伙

伴国合作，加强地区性威慑结构，在每个地

区内针对该地区的特有威胁和形势实施导弹

防御分阶段自适应措施，并发展机动和转场

式能力。

加强国际合作

美国寻求建立一个国际环境，在此环境

中，凡研制、采办、部署和使用弹道导弹的

地区对手将面临威慑，威慑的主要目的是使

他们对这种袭击的效力丧失信心。

为了这一目的，美国寻求基础广泛的国

际合作。

加强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合作，发展和部

署实用且费效比好的能力是一项重要的优先。

在欧洲，政府决心实施北约框架内的新

“欧洲分阶段自适应措施”。

在东亚，美国正努力通过一系列双边关

系来改善导弹防御。

美国也在努力加强与中东许多伙伴国的

合作。

政府也争取使俄罗斯和中国参与导弹防

御。

•	 与俄罗斯，我们正在讨论广泛的议题，

重点放在共享导弹发射早期预警、可能

的技术合作，甚至作战合作。

•	 与中国，我们寻求就两国关心的战略问

题，包括导弹防御，开展进一步对话。

管理导弹防御计划

政府决心部署经过大量试验和评估而且

能长期负担的能力。

为了保证充分监督导弹防御计划，国防

部加强了导弹防御执委会（MDEB）的作用和

责任，执委会以合作姿态，对国防部内所有的、

以及国防部之外的一些导弹防御相关方提供

监督和指导。

执委会也监管“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寿命

周期管理程序”，国防部用这个程序来确认需

求、分配资源、提供国防部对成本控制的意见。

经过认真研究，国防部得出结论，认为

让导弹防御局（MDA）参与联合能力整合发

展系统（JCIDS）或国防部的全部 5000 采办

报告程序目前看不到益处。

但是，加强对项目管理的改革会带来益

处，国防部正考虑建立更多的混合型 MDA/

军种项目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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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弹道导弹

防御争议不

断。有人视之为重

要工具，为保障现

代安全必不可少 ；

也有人认为它挤占关键资源，耽误了更迫切

的需求。1 自从德国第一枚 V-2 飞弹于 1944 

年在欧洲战场亮相以来，有关导弹的探索从

未停止。在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军方部署

了防御远程导弹的初步能力，还提高了现有

的战区防御系统的数量和质量。2 但是，随

着新的危险涌现，我们面临的战区弹道导弹

（TBM）威胁也在发生变化。3 鉴于美国正把

近期关注重点转移到防范区域威胁，我们或

许应抓住时机，重新思考空军在这个挑战性

使命领域中的定位。4

在构建积极导弹防御方面，空军应如何

发挥作用 ? 它能提供陆 / 海基和天基部队所

缺乏的哪些独特能力 ? 空军作战部队是否应

在这个使命领域担当主角 ? 进一步，我们能

否在不削弱空军作战部队传统核心作战能力

的情况下承担新的防导使命 ?

空射型撞毁拦截弹概念

本文介绍一种拦截弹道导弹的方式，它

与拦截常规喷气动力兵器类似，遵循相近的

作战准则，也运用当今空军作战部队采用的

许多相同技术。这种拦截方式称为“空射型

撞毁拦截弹”（Air-launched Hit-to-Kill，缩写

为 ALHK），它采用小型动能拦截弹，由警戒

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导引到目标。拦截弹目前

由战斗机携带升空，但将来可由遥驾空中作

战系统携带。ALHK 不是一个新概念，但是

我们和武装部队、国防工业及学术界的一些

人对此概念进行了改造，形成本文阐述的概

念。我们认为，空军具备实施这个分布式作

战概念的条件，能够在大多数来袭弹道导弹

的助推段、上升段（中段早期）和末段实施

拦截并击毁。

本文提出的性能估算参照了美国物理学

会 2004 年出版的关于导弹助推段拦截系统

的报告及其中所列的威胁模型和时段线，都

属公开资料。5 我们采用该学会的模型，将

它们化入整个拦截过程的三自由度三维端到

端模拟，从中产生本文论述的结果。这种蒙

特卡洛模拟（即通过反复模拟试验生成统计

性能预测数据）包括传感器杂讯、切合实际

的预测拦截点误差，以及经过实战验证的制

导和筛选技术，这些技术可用于击中处于助

推段、上升段和末段的目标。这种拦截模拟

是对笔者之一原先发表的模拟方式的进一步

延伸。6 我们到目前为止的研究结果表明，

ALHK 拦截系统从概念上看，可在弹道导弹

最易受攻击的时段将其撞毁，更重要的是，

其费效比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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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审视 ALHK 概念之前，我们需要

认真评估威胁。我们所讲的威胁，除了成品

导弹数量及拥导国家之外，是否的确还在增

加 ? 到目前为止，常规（非核）TBM 从未构

成能够威胁关键资产或阻止实现关键目标的

重要军事能力 — 尽管它们能够突破大多数

防线。7 核弹头虽有改变局势的能量，但是

我们可以认为，我方的威慑足以遏制那些有

研核能力的敌人不至轻举妄动。那么，TBM 

威胁是否确实在变化 ?

各种迹象表明，此言不虚。伊朗等国家

正在建造弹道导弹武库，并且给导弹配备精

确制导能力。8 在技术上，这算不上是大跨越，

因为现在很容易获得全球定位系统或具有同

样功能的其他系统，它只是将弹头导向目标

的手段，在许多方面类似于联合直接攻击弹

药。两者的区别是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是从

飞机丢下去，而 TBM 则是作为弹头“抛射”

出去的，但是两者在最后 15 秒的飞行状态

非常相似，都使用空气动力修正制导误差。

我们还必须考虑其他制导方法（反辐射、激

光照射等），决定它们是否也可用于弹道导弹

运载系统。我们认为，在未来某个时候，甚

至移动装备都可能受到弹道导弹的精确攻击。

敌方获得精确制导战区弹道导弹的后果

若要更好地了解精确制导的重要性，我

们应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飞弹对荷

兰安特卫普港的攻击，设想如果德国人当时

掌握了精确制导技术，将如何改写那场关键

战役的结局。从 1944 年秋到 1945 年春，盟

军依赖作战物资源源不断运入欧洲，而安特

卫普是当时盟军可以使用的少数卸货港之

一。德国人对盟军的空中优势束手无策，于

是改为采用 V-1 和 V-2 飞弹来攻击港口，试

图延阻盟军的后勤运输。

在那段时间里，德国人对安特卫普地区

发射了 1,700 多枚 V-2 和 4,000 多枚 V-1，

但只有约 30% 击中市区。9 飞弹攻击杀死了 

3,700 多人，击沉了一艘船舶，阻碍了物资

供应线的运作，但始终未能终止港口的运行。

当时，“突出部之役”正处于胶着状态，德国

飞弹如果能够瞄准具体的船舶、码头和仓库，

也许会对战役结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对越南清化大桥的轰炸可看作弹药向精

确制导武器过渡的历史范例。在六年多的时

间里，美国空军总共出动了 871 个架次，用

无制导炸弹多次轰炸清化大桥，却无法如愿。

后来，美军在 1972 年 5 月 13 日发射第一

枚实战激光制导炸弹，直接命中桥墩，导致

桥面中间一拱垮塌江中，遂致大桥关闭。10 

尽管美军早就意识到精确攻击的价值，至今

为止，我方从来没有受到精确攻击的威胁。

但是，敌方拥有精确制导 TBM 之后就可能改

变整个局面。

此外，我们还应考虑敌方在某个特定时

间集中攻击某个特定目标的能力。统筹规划

多枚弹道导弹同期发射并同时到达目标并非

难事，足够数量的来袭导弹可使任何陆 / 海

基防御无以招架。这种密集攻击能力（亦即

许多武器同时到达目标，而现在有些潜在敌

方已拥有这种能力）与精确制导相结合，能

够压制任何陆 / 海基防御系统，摧毁其关键

的跟踪雷达。一旦传感器失去作用，防御系

统的弹道导弹拦截能力将荡然无存，此后，

敌方可阻止盟军使用港口和机场。

我们认为威胁确实在变化，将影响未来

作战的方式和地点。敌方作战能力的增强，

不在于弹道运载系统与大规模杀伤武器结合，

而在于和精确制导系统结合，再加上对重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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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在积极导弹防御中的作用

阵地的密集攻击能力，因而能够在未来作战

中显著遏制盟军的兵力投送选择。

对威胁的深入分析

TBM 的发射位置很难确定，而且在发射

前不需发出任何可能暴露行踪的信号。发射

装置可长期隐蔽，然后毫无预警地突然出现、

竖架和发射。发动机点火之后，TBM 变得清

晰可见，很容易与战场上遇到的其它导弹区

别。例如，地对空导弹加速很快，其发动机

喷焰加速时间通常不到 20 秒，导向目标的

飞行路径有些不规则。11 相比之下，弹道导

弹加速较慢，发动机燃烧时间要长得多。射

程较远的弹道导弹（中程至洲际导弹）起初

几乎垂直上升，可用长达一分钟的时间爬升

到 10 公里的高度。根据弹道导弹的尺寸和

射程的不同，发动机燃烧时间可能超过四分

钟，而且导弹可能不止一级。有些弹道导弹

在发动机燃料燃尽或熄火分离之前可达到 8g 

至 15g 或更大的加速度。12 （参看图 1 所示

的单级普通中程弹道导弹 [IRBM] 飞行高度和

加速度模拟曲线。）需要注意的是，IRBM 的

轴向加速中有一部分似乎是为了躲避追击的

拦截弹而采取的目标机动，拦截弹为了击中

目标而需要的加速度则与此目标机动的幅度

有关。

拦截弹若要在来袭导弹的助推段将其击

落，必须在拦截发生环境中以类似来袭导弹

的加速度进行加速。在 35 公里高度以下，

TBM 的加速度较低，但是随着燃料消耗，其

加速度会迅速提高。升到 50 公里高度后，

TBM 的加速度可能超过 5g（图 1）。拦截弹

相对于来袭导弹所需的增强加速度取决于拦

截几何和所用的制导类型。按照传统的比例

制导，拦截弹的机动优势必须显著超过来袭

导弹（比例为三比一或更大）。但是，笔者认

为如果优化制导能力，可大幅减小这个机动

优势比，也许只需比来袭导弹的加速能力稍

强即可。13

在助推段之后，弹头与助推器分离，还

可能会放出假目标等作为防御性对抗手段。

此时，除非有后助推系统施加推力，纠正助

推段的制导误差或针对移动目标进行制导补

偿，否则，导弹的中段飞行路径将保持弹道

轨迹，有很高的可预测性。根据导弹至目标

的距离，这段弹道飞行段可持续好几分钟，

从而让防御飞机有足够的时间从区域地面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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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普通 IRBM 在助推段中加速度与高度的函数关系



机场做出响应。在本文所举的普通 IRBM 例

子（图 2）中，我们看到飞行中段大约从第 

200 秒开始，在第 1,050 秒结束，表明拦截

目标的飞行路径在这大约 14 分钟的时段内

有很高的可预测性。

然后弹头下降，在约 80 公里高度再入

上部大气层，表示弹道导弹进入飞行末段。

尽管此高度空气非常稀薄，但还是会产生阻

力。导弹上的重部件开始升温，干扰箔条和

诱饵气球等轻部件则往后掉落，各自都有识

别特征。随着导弹继续降落，空气密度越来

越大，这些效应也越来越明显。燃料箱等形

状不规则的重部件开始翻转，最终解体。在

大约 30 公里高度，空气密度大到足以使锥

形弹头的操纵面微幅机动，以补偿制导误差

或开始自动寻的。在末段仍未受损的部件开

始减速，并处于极高温状态。等降到 15 公

里以下高度时，即使速度最快的弹头（射程

最大的弹头）也已经减速到每秒低于 5 公里，

并且通常和地平线成 20 度或更大夹角接近

目标。从 15 公里高度到最终击中目标大约

需要 15 秒，其间因空气动力作用，导弹的

潜在机动幅度为最大。14 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机模拟，将若干个物体的弹道系数作为常数，

即可显示这些物体（诱饵气球、燃料箱和再

入弹头）以每秒 3 公里的速度再入大气层后

的减速状况（图 3）。15 阻力越大（即弹道系

数 β 越小）的物体，在更高的高度就达到最

大减速度。该图说明所有物体的减速曲线都

不相同，我们可以利用和减速度相关的量值

来识别不同的物体。

万用拦截弹只是一厢情愿，事实上没有

任何一种拦截弹能够在地面以上任何高度拦

截住所有导弹。在 35 公里高度以下大气层

中实施拦截的拦截弹可利用空气动力进行机

动，但必须能承受速度增快带来的温度升高。

我们将这些拦截弹称为低层拦截弹，根据熄

火时 1.75 km/sec 的飞行速度显示其性能。

在更大高度上实施拦截的拦截弹必须使用横

向火箭推力或推力矢量来实现机动，而且与

导弹壳体空气动力性能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

因而在高度不足 50 公里时极易造成问题。

这些高层拦截弹还需更快的速度，不过在 50 

公里以上高度实施拦截，可以避免温度升高

问题。我们根据熄火时 3.5 km/sec 的飞行速

度显示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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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在积极导弹防御中的作用

无论是高层还是低层拦截弹，如拦截飞

行末段的来袭导弹，各自都有优缺点。高层

拦截弹没有来袭导弹高空减速的问题，并具

备在高层助推段实施拦截的敏捷能力，既具

备此能力，在拦截飞行末端导弹时也可做高

速机动，但需克服来袭导弹放出诱饵后与大

气摩擦形成的复杂互动，以准确撞中弹头。

低层拦截弹必须应对来袭导弹更大的减速度，

其可拦截区段极短窄，亦即来袭导弹的无拦

截航程更长 ；但是由于最小拦截高度很低，

因此如果第一次拦截失败，还可补射一枚拦

截弹。

空军的用武之地

空军按照分布式作战概念，运用普通空

射型拦截弹和普通机载传感器，可在来袭 

TBM 的助推段、上升段（中段初期）和末段

实施拦截。空军参与导弹防御，不仅只提供

一个能够最接近对方导弹发射点并在其助推

段或上升段进行拦截的作战平台，或是一个

能够从地面待机场快速响应并在来袭导弹飞

行末段进行拦截的作战平台 ；16 更重要的是，

指挥官能将进攻作战中常见的速度和灵活性

应用于防导作战。指挥官无需依赖基于固定

雷达站的固定防导手段，而能够快速建立或

加强防导态势，调动飞机到作战前沿，实施

助推段或上升段拦截，或者运用空中战斗巡

逻机实施末端拦截，以保护地面部队的移动。

此外，在 12 公里以上高度发射拦截导

弹对其性能有重大影响。尽管超音速战斗机

的飞行速度也许只有 0.3 km/sec，但是在大

气层内 90% 以上的高度发射拦截导弹可以减

少导弹遇到的气动阻力，因而也许可使拦截

弹的熄火时速度增加 1 km/sec 以上。

例如，根据以前所做的拦截模拟研究结

果，假设一枚 3,000 公里射程的 IRBM（图 4 

和 5）从伊朗北部向罗马发射，将在大约 17 

分钟后落地爆炸。17 在伊朗空域内飞行的攻

击或护航飞机将能自主侦测并拦截处于助推

段的来袭弹道导弹。此外，在土耳其东部空

域执行空中战斗巡逻任务的飞机能够自主侦

测到处于助推段的来袭导弹，并在其上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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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物体的阻力越大（即弹道系数 β 越小），就越早达到最大减速度。



拦截摧毁，同时将来袭导弹的精确轨迹数据

传送给下游单位，以准备好在其飞行末段继

续拦截。假设侦测导弹发射、发出警报、紧

急起飞和开始爬高所需的时间都符合标称值，

驻守在意大利艾维亚诺空军基地的地面待命

战斗机将有足够的时间起飞、捕获和跟踪来

袭导弹，然后发射拦截弹进行末段拦截。18 

文中的两幅图显示战机升空保卫罗马和拦截

从伊朗发射的 IRBM 的作战区域，其中图 4 

显示低层拦截弹的作战能力，图 5 显示高层

拦截弹的作战区域。我们从图 4 可以看到，

低层系统不具备在来袭导弹上升段实施拦截

的能力。

每架飞机都可以自主作战，在来袭导弹

助推段或上升段实施拦截，也可以作为防导

网络的一部分参与末段防卫。防卫飞机可以

集结在某个地点，或者分散到一个大区域的

若干地点。它们可以部署到持久性陆 / 海基

防御系统中的某个港口或机场，提供有时间

限制的末段防卫，也可在战斗机巡弋作战中

实施助推段拦截以削弱对方导弹攻击波。最

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本文提出的这个防导

概念立足于研发一种小型拦截弹，其成本应

该低于它试图拦截的导弹，符合费效比要求，

从而使基于空中力量的防导概念更加可行。

空射型武器

这些防导武器应具备哪些特征 ? 武器的

大小与其最大应用范围直接相关。空射型拦

截弹必须高速飞行，才能快速到达预期的拦

截点 ；但同时又必须高速机动，才能精确进

入拦截目标的位置。空射型拦截弹还需要具

有足够的横向加速度，才能实际撞击到来袭

导弹。低层拦截弹可利用空气动力实施机动；

但若试图在超过 150 公里的高度拦截，拦截

过程将发生在大气层以上，从而需要有推力

装置，才能根据制导指令实施机动。若试图

在来袭导弹助推段的最大拦截范围中拦截目

标，就要求拦截弹必须能在助推段末期即来

袭导弹加速值最大的时刻撞击到目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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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截弹必须具有极好的机动能力。但是，我

们必须解决两个主要的技术风险 ：一个是拦

截武器在大气层外的机动能力，另一个是上

升段 / 末段之判别。本文稍后将详细讨论这

两个问题。

低层拦截系统

美国雷神公司导弹系统部研制的网络中

心机载防御单元（NCADE）是一种尺寸类似

目前的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的拦截弹。这种

两级拦截弹的形状与空对空导弹相似，没有

弹头，但有一个红外寻的头。19 在 2007 年 

12 月进行的试验中，寻的头准确导引和命中

处于助推段的目标 ；随后的试验进一步显示

这种拦截弹也具有良好的末段拦截能力。20 

NCADE 拦截弹的燃料与质重比值很高，采用

两级结构，而且制导系统很轻，因而其速度

很有可能超过空对空导弹若干倍。21 如此快

的速度使它能高速接近助推段导弹，并使其

最大应用范围达到约 150 公里。但是这个应

用范围取决于来袭导弹的相对位置、加速度

和拦截弹发射时来袭导弹已飞行的距离。22 

NCADE 拦截弹的设计中还包括一个横向推力

装置，使它能够在远高于 35 公里高度上实

施某些拦截。

美国洛马公司提议的空射型撞毁拦截概

念是使用“爱国者先进能力”3 型导弹（PAC-3）

作为拦截弹。23 PAC-3 的体型较大，速度超

过上述 NCADE 拦截弹，并配备一个类似上

述中程空对空导弹的主动式雷达寻的头。因

为 PAC-3 拦截导弹的长度大，增加了飞机携

带的难度并限制了携带数量。但是这种定型

拦截弹的卓越性能已经实战验证，几乎不需

要修改就能从飞机上发射，并且目前已在生

产。

雷神拦截弹和洛马空射型拦截弹都采用

动能拦截概念来摧毁来袭导弹，不携带爆破

弹头。设计无弹头的拦截弹似乎不合常理，

但是在反导武器设计中，逼近目标的速度极

高，故而增加近发引信的难度，并降低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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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战机携带高层拦截弹保卫罗马拦截伊朗 IRBM 的作战区域



弹头的效用。此外，在逼近速度大于 2.9 km/

sec 时，拦截弹撞击目标的动能超过同等质量 

TNT 炸药的化学能。24

高层拦截系统

高层拦截系统的研发涉及两方面的挑战：

(1) 如何制造出能满足机动性和燃料要求的动

能杀伤飞行器 ；(2) 如何研制出能判别上升段

拦截和末段拦截的飞机传感器。实施远程拦

截，就要求拦截导弹体型加大，速度加快，

并且杀伤飞行器具有足够的大气层外机动能

力，以能撞击到加速度达到 15g 的目标。根

据其他文献论述的拦截模拟参数分析，我们

应该建造一种重量为 750 公斤的武器，其熄

火时速度至少为 3.5 km/sec，并保留足够的

燃料额外加速 1.5—2 km/sec （亦称为转向速

度），且其横向加速度超过 10 g，能击中中程、

中远程和洲际弹道导弹。25 给这种武器设置

设计要求时，应保证能由 F-35 或海军遥驾空

中作战系统内载，且能由 F-15、F-16 或 F-18 

外挂。

建议的高层拦截系统只在 50 公里以上

高度实施拦截，但这个极限不是硬性规定。

不过，能够在远高于 50 公里的高度上实施

拦截，可扩大助推段拦截包线，并获得上升

段拦截能力。如必须在末段拦截，要尽量把

拦截时机定在低至 50 公里的高度，在这个

高度范围中，来袭导弹的诱饵对抗手段被大

气削弱其效能，此特征对末段拦截非常重要。

遗憾的是，尽管本文认为这种系统是可

行的，至今却无人明确演示此概念。又考虑

到钝感弹药涉及的各种问题和海军不愿使用

自燃液态燃料的现状，这种武器的设计就更

具挑战性。26 上文说过，这个反导系统概念

需要面对两个主要技术挑战，其中之一就是

要求具备卓越的大气层外机动能力，但受到

这些作战要求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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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助推段作战区域，假设在伊朗发射 IRBM 后 10 秒时发射一枚 3.5 km/sec 拦截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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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和图 7 是保卫罗马的一枚 3.5km/sec 

拦截弹在伊朗 IRBM 助推段和上升段实施拦

截的作战区域示例。飞机携带一枚 3.5km/sec

拦截弹，可在图中任一小方块代表的拦截点

成功拦截 IRBM。请注意，若要实施助推段拦

截，发射平台可能需要在伊朗空域内或者非

常接近伊朗空域的部位作战。如果实施上升

段高层拦截，发射平台的作战区域可以远在

伊朗边境之外。

飞机传感器

空射型撞毁拦截反导武器要求具有远达 

1,000 公里的精确跟踪能力。战斗机能够快

速爬升到云层以上，因此被动式红外传感器

可替代主动式雷达。红外传感器只能提供角

度信息，但这些角度数据比雷达测量的数据

要精确的多 ；此外，战斗机中的雷达或激光

测距器（作为选项加装到红外传感器中的一

种测距功能）所提供的主动测距数据可作辅

助，配合使用，形成非常精确的跟踪能力。

如果距离太远或目标特异性而无法实施主动

式测距，可用大致相隔 100 公里的两个传感

器进行立体跟踪，这样也能提供足够精确的

跟踪数据，应用于助推段和上升段拦截。

研究分析显示，孔径约为 15—20 厘米

的红外传感器可达到所需的性能要求。27 换

言 之， 该 传 感 器 将 非 常 类 似 目 前 使 用 的 

Sniper 和 LITENING 瞄准吊舱。事实上，在 

2008 年 12 月于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外进行

的地面导弹防御（GMD）系统飞行试验（FTG-

05）期间，空军从爱德华空军基地起飞两架 

F-16，在来袭导弹的整个助推段跟踪 GMD 拦

截弹，已经成功验证了 Sniper 瞄准吊舱的性

能。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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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上升段作战区域，假设在侦测到来袭的 IRBM 后 80 秒发射一枚 3.5 km/sec 拦截弹，并在 270 秒
后（IRBM 熄火后两分钟）拦截目标。



但这种红外搜索跟踪系统传感器除了侦

测和跟踪之外，还必须具备更多功能 ：它必

须能够协助拦截弹判别弹头和其他物体，例

如诱饵物 — 而真实的空中杂物与故意施放

的诱饵相互混杂，使得判别过程很困难。本

文认为无论是红外搜索跟踪系统传感器还是

拦截弹寻的器，皆无法独立完成判别，这两

者必须相互配合，才能成功实施拦截。另一

方面，我们分析了过去由类似系统进行的反

导试验，觉得有理由相信能够做到成功判别。

这种上升段和末段拦截判别能力是本文所述

防导概念的第二个主要技术挑战。

尺寸要考虑，小一点更好

在导弹成本分析中，有趣的是成本与重

量有密切关系。大型导弹的成本高于小型导

弹，这一点原本不言而喻 ；但用图表列出最

近制造的所有导弹的单位生产成本与导弹重

量的关系，则将此关系更清楚地显示出来，

甚至还可归纳出一个计算公式。尤金·弗里

曼（Eugene Fleeman）指出 ：作为初步设计考

虑因素之一，生产成本与重量成函数关系。

也就是说，C1000 ~ $6,100 WL0.758，其中 

C 代表第 1000 枚导弹的单位成本，而 WL 

则是以磅为单位的重量。29 弗里曼的数据库

只包括最大重量为 1,500 公斤的武器，因此

将该计算公式延伸到 25,000 公斤显然不妥，

但是历史数据表明小型导弹的制造成本远远

低于大型导弹。根据他的公式，一枚 500 公

斤拦截弹的制造成本是一枚 25,000 公斤拦

截弹（陆基中段防导拦截弹）制造成本的 

5.2% ；因此，既可提高生产率，又有助于降

低单位成本。单位成本降低之后，从经济角

度看，增加试验次数的可行性升高，从而增

加对反导系统性能的信心。而空军提供运载

平台，使运用小型拦截弹实施空射撞毁拦截

成为可能。

结语

许多潜在敌人正在竭力提高弹道导弹运

载系统的精确制导能力。这些对手中的大多

数难以运用作战飞机与美军正面交锋，于是

弹道导弹成为他们的一个替代选择，也许可

利用这种运载系统突破我们的防线。我们认

为，空射型撞毁拦截弹即 ALHK 能够以符合

成本效益的方式击败 IRBM 威胁。尽管本文

只论述 IRBM 威胁，有研究分析显示 ALHK 

也能拦住其他多种弹道导弹。

从一架在作战空域内或附近飞行的隐形

战斗机发射一枚小型拦截弹，其动能打击性

能同从远离该区域发射的一枚大型陆 / 海基

拦截弹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实施助推段

拦截要求作战行动发生在 IRBM 发射国境内，

因而需要不易发现的平台。实施上升段和末

段拦截则不需要这样的隐形平台，因而可使

用第四代战斗机。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可用于

被动式侦测和跟踪，其成本只占陆 / 海基雷

达的一小部分，而且可广泛装备于美国和盟

国的空中作战部队。小型拦截弹和红外搜索

跟踪系统相结合，形成生存能力强和高度灵

活的防 / 反导能力，挫败敌方的计划，甚至

提供超出防/反导功能以外的其他能力。例如，

军方可设计能执行远程侦测、跟踪和识别空

中目标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以及在极远距

离拦截来袭导弹的低层拦截弹。

当然，这项使命对作战飞机提出了新的

要求。它要求有地面预警，在某些情况下还

要有持续空中预警，以及可能需要的突破对

方防空网的突防能力，这些要求对目前的空

中作战部队增加了很大负担。今后，海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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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驾空中作战系统等飞机预计将具有 100 小

时的续飞能力，而且其雷达信号特征很弱，

因而可满足持续预警和突防能力要求。30 但

是，即使海军在目前的航母演示计划之后启

动“初始作战能力”计划的研发，到真正拥

有这种能力起码还需要 10 年。在这 10 多年

期间，战斗机仍是主要的可用平台。

第五代战斗机，例如 F-35，将具有支持

高层和低层拦截弹实施助推段拦截所必需的

所有内设传感器能力。我们的分析显示，只

要视线无障碍，F-35 的分布式孔径雷达系统

能立即侦测和跟踪相对于飞机任何方向和任

何高度的助推段 TBM。装备红外搜索跟踪系

统的第四代战斗机将具有携带高层和低层拦

截弹实施上升段和末段拦截的能力，而低层

拦截弹的初始作战能力最早可望在 2015 年

成为现实。假定有一个技术开发计划不久能

解决敏捷性要求，高层拦截弹的初始作战能

力可望在随后两至四年内实现。

在 2009 年，美国空军参谋长和导弹防

御局局长批准了一个 ALHK 联合研究项目，

该项目认定这个防导概念在技术上可能，在

作战层面可行，但需将重大决策推迟到完成

详细的成本效益分析之后。31 到目前为止，

尽管空军带头倡导这个概念，所有相关人士

都意识到，只有作为一个联合系统，它才能

具备充分的作战能力。用舰载飞机增强撞毁

拦截弹作战能力，可赋予联合部队指挥官更

大的防御灵活性，也使敌方更难确定我们的

意图。

但是，像任何新的作战能力一样，ALHK 

研发成本很高，需要彻底评估计划外费用以

及对作战飞行的影响，还需要仔细评估和检

视敌方可能采取的对抗措施。我们必须考虑

敌方今后可能取得的技术发展，在各种未来

作战模型中融入这些考虑，以此检验我们拥

有的防御能力。我们还必须客观地评估这种

能力，然后再作出采购决定。但是，在我们

慎重考虑是否要让空军承担这项防 / 反导使

命时，还应该衡量 ：如果不这么做，从长远

看会有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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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描述大气环境特征对优化定向能武器

效能至为关键。开发、采办和维护定向

能武器需要投入艰巨的努力，既然投入部署，

就应实现其最优效能。这些武器系统必须在

大气环境中运作，而大气是一种高度动态的

介质，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武器的效能，因

此我们必须具备了解大气环境和预测大气变

化的能力。定向能武器系统，特别是用于低

空环境的高能激光，在不同的层域、时段和

年段会呈现重大的性能差异。空军气象界以

空军气象局为统一渠道，根据指令向参谋长

联席会议、空军、陆军、联合司令部、国家

情报界和其它部门提供陆地和空间气象支

持。1 本文简要介绍大气环境对定向能武器

产生的独特影响，讨论专业化气象保障可如

何加强作战能力和武器功效。

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恐怖袭击以

后，空军气象界和国防部其它部门共同承担

起预测战争性质变化的责任。空军气象界不

能坐等定向能武器系统发展成熟后才开始被

动应付。2006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

“作战指挥官需要新的能力应对非对称威

胁。”2 在这里，“新的能力”并不是总是指

武器本身 ；定向能武器领域中科技能力的提

升，在许多方面还涉及到高保真建模和模拟

能力及其向作战使命策划工具的转化。它们

作为决策辅助工具，辅之以及时和精确的环

境评估，能够帮助定向能武器专家优化武器

运用战略。空军气象界通过准确判定和优化

利用目标地区气候条件信息，指导武器专家

在各种环境中明智应用定向能武器，这种能

力对控制未来作战空间至关重要。利用气象

信息的一个实例，就是为低空运行的高能激

光确定最佳时机、攻击航向和攻击高度。

定向能武器的主要种类

本文探讨两种定向能武器系统 ：高能激

光与高功率微波。高能激光是将一束聚焦能

量精确对准目标的一点，实施损坏或摧毁。

高功率微波不产生物理摧毁，而是侵入目标

的电子系统，扰乱其内部的组件、电路和开关；

此外，高功率微波还能使生物机体心生恐惧

而改变行为。高功率微波不象高能激光那样

需要精确瞄准，它是一种面积打击武器，其

功效取决于频率、视野、目标距离范围和涉

及面的大小。3

这两种武器互为补充，各具优点和缺点。

高功率微波武器不能象高能激光武器那样聚

高能于一点，但能有效地穿透云雾，在云雾

条件下它的衰减性（即由于吸收和散射而损

24

发展专业化气象保障，优化定向能武器效能
Optimiz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irected Energy Weapons with Specialized 
Weather Support 
利昂 •C• 纳西斯，美国空军少校（Maj De Leon C. Narcisse, USAF）

史蒂芬 •T• 菲奥里诺，美国空军中校（Lt Col Steven T. Fiorino, USAF）

理查德 • 巴泰尔，美国空军预备役上校（Col Richard J. Bartell, USAFR）*  

  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

	 	 	 —	孙子（编注：似应来自《六韬·龙韬·军势》。）

* 提交本文时，Narcisse 少校任马萨诸塞州汉斯科姆空军基地第 651 电子系统中队运作主任；Fiorino 中校为空军理工学院大气物理专
业助理教授；Bartell 上校为空军理工学院定向能研究中心物理学家。



发展专业化气象保障，优化定向能武器效能

失能量）要比高能激光低两个数量级。高功

率微波武器会在整个目标区域上方产生高电

场，这与激光以强能量集中射向某特定和精

确挑选的点目标形成鲜明对照。4 另外，它

还能够影响敌方的电力系统，无论这些系统

处于工作或关闭状态。5 例如，高功率微波

能够停止正常运行的机载、陆基或舰载系统。

再者，高能激光和高功率微波武器由于以光

速传播，因此能够几乎瞬时同时打击多个目

标。6 还有，定向能武器拥有取之不尽的“深

弹夹”，就是说，只要维持充电和冷却，它就

能保持火力不断。7 因为定向能武器只消耗

能量，所以每次发射的成本只相当于为装置

补充动力的成本。靠电产生自由电子束的激

光只需接通电源即可，与常规武器相比，它

无需考虑运输、储存和装填弹药等问题，并

把对后勤保障的需求降到最低程度。制造化

学激光器的工厂能够直接补充货源，故而排

除长期库存的需要。8 高能激光武器能够提

供近乎外科手术般的精准度，因此大幅降低

连带毁伤的风险。

和大气层相关的问题

在真空中，电磁波在传导中不会衰减，

因此从理论上讲，可保持最大能量直到击中

目标。但是地球的大气层中含有损耗因素，

会减弱定向能武器抵达目标的强度。这些因

素包括大气层中的线性及非线性效应，会从

总体上影响定向能武器或电磁能的传播。线

性效应是指定向能射束在运行中不改变大气

层特征 — 例如由分子、悬浮微粒、雨滴或

其它颗粒造成的散射。非线性效应指能热扩

散等现象，即由于射束在运行路径中吸收而

发热从而造成散焦，是定向能射束自身存在

及其强度所导致的。9 线性和非线性效应共

同削弱了射束抵达目标的强度。

因为大气层密度随高度增加而急剧变稀

薄，其对高能激光和高功率微波传播的影响

在垂直方向上变化最大，我们据此可界定出

大气层的垂直结构。在本文中，大气层由接

地层、低 / 中 / 高层、高空层（按空军的定义）

和太空域组成（见图 1）。10 大气层的不同层

域不仅影响在其内运行的定向能武器的能力，

而且影响这些武器的保障需求。

 军事武器系统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的一

点，是使用者了解这些武器运作的环境条件。

定向能武器在接地层内水面或陆面上空的运

动行为不同于在大气高层内的运动行为，因

为大气环境的不同层域会以不同的方式施加

影响（图 1）。即使一种武器系统在同样的接

地层内运作，但是这同一层域中仍有许多不

同的气候（如沙漠气候、热带气候、丛林气

候等），更不消说与四季相关的气候变化。为

军事用途开发或规划定向能武器系统时，必

须充分考虑此武器所将运行的环境。

定向能武器系统与环境

我军各军种根据不同的使命开发适用的

定向能武器系统。陆战与海战及空战相比，

作战范围相对较小。陆军、空军、海军和海

军陆战队必须根据各自独特的环境调整对定

向能武器的要求。

陆军武器系统及其预期的运行环境

移动战术高能激光器是美国陆军与以色

列合作研制的武器，用于击毁火箭弹 / 火炮

弹 / 迫击炮弹（RAM）、巡航导弹、短程弹道

导弹和大气接地层内的无人飞行器。11 除了

击毁 RAM 炮弹之外，陆军还可能考虑使用

定向能武器来对付路边炸弹和便携式防空导

弹。12 移动战术高能激光器研制计划虽然已

被搁置，但为诸如“天空卫士”（Skyg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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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武器项目提供了借鉴。“天空卫士”是由诺

格公司生产的陆地战车，配备激光防空武器，

可打击来袭的短程弹道导弹、RAM 炮弹、无

人飞行器和巡航导弹。13“天空卫士”为飞

机提供大约 20 公里（12.4 英里）范围的保护，

击落进入此范围的便携式防空导弹 ；对于更

坚固的 RAM 目标，它的有效打击范围为 5 

公里（3.1 英里）。14 另外，一些“悍马”战

车上配有激光销毁弹药系统，叫做“宙斯神”

（Zeus），已投入伊拉克战场，用于摧毁地雷

和未爆弹药。还有一种由移动战术高能激光

器衍生的武器，称为“高能激光反火箭火炮

迫击炮”战车，也由诺格公司生产，作为一

种高能激光武器安装在卡车上，用于摧毁 

RAM 威胁。15

预期在未来，陆军定向能武器既能在数

十公里范围内摧毁大型武器，也可在数百米

的范围内打击小型火器，其打击的目标主要

是在大气接地层内的长距离及近乎水平轨迹

的来袭武器。随着定向能武器向模块化和小

型化发展，将可能进一步配备到陆军的其它

平台（如履带车、轮式车和直升机）上。高

能激光以其精准和速度，可能成为反狙击或

者狙击行动中的兵器选择 ；又以其隐蔽特性

（高能激光发出的光束肉眼看不见，而且没有

声音），可以达成以往战争中无法实现的战术

奇袭效果。16

陆军的高能激光武器将立足于陆地，激

光成斜角射入大气层，在接地层中长距离运

行击中目标，故而受到浓密大气的强大影响。

另外，悬浮微粒和光学湍流会在高能激光器

发射孔周围造成大气扭曲，这种应力效应最

难处理，容易导致光束弯曲或能量散射，极

可能降低激光武器的打击效能。17 因此，气

象作战预报和战术决策援助很可能在陆军使

用高能激光武器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空军武器系统及其预期的运行环境

空军的机载激光系统是由改装的波音 

747-400 飞机携带高能碘氧化学激光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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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专业化气象保障，优化定向能武器效能

于击毁处于助推段的来袭弹道导弹。机载激

光主要在 12—16 公里高度中运行，这个高

度范围非常适合高能碘氧化学激光武器，因

为这个层域中基本无云，水蒸气量也大量减

少，气压只及海平面的大约 20%，因此进一

步减少大气吸收。在此范围中，激光能射出

数百公里。在 2007 年 1 月，机载激光平台

向 NC-135E“大乌鸦”靶机发射了两束固态

照射激光，以验证其跟踪空中目标的能力并

测量大气湍流。18 在 2008 年 9 月 8 日加州爱

德华兹空军基地的地面试验中，机载激光飞

机发射高能化学激光首次成功击毁目标。19 

机载激光试验计划进一步预定在 2009 年进

行拦截飞行中弹道导弹的首次试验。20

空军的先进战术激光系统是在改装的 

C-130 飞机上安装碘氧化学激光器，主要用

于支援特种作战行动，激光束穿透大气接地

层，照射和打击地面目标。因此，悬浮微粒

效应的昼夜变化，再加上大气层的低层和接

地层的动态特征，对于照射范围为数十公里

的先进战术激光的效能影响极大。

高能激光在大气接地层中运行会发生衰

减，衰减效应随任意一天中相对湿度的变化

（图 2）而不同。并且，接地层的厚度和光学

湍流的强度也是昼夜变化的。有时，相对高

湿度加重散射而导致衰减更加严重，但如接

地层相对较薄或光学湍流较弱的话，可在一

定程度上抵消这种负面影响。如何量化这些

效应以提升高能激光的打击效能，可能是最

重要的工作。

 先进战术激光先进概念技术演示项目主

任曾经表示，波音公司正在考虑设计携带先

进战术激光的固定翼平台系列。2007 年后期，

该公司将碘氧化学激光器安装到 C-130H 飞

机上。在 2008 年 8 月 7 日的一次试验中，

飞机通过其光束控制系统发射高能化学激光，

并且遵照先进战术激光作战管理系统的指令，

锁定并导引激光束射中地面目标。21

空军研究实验室开发了“阻止人员和刺

激反应”便携式激光点穴武器，这是一种非

致命性的阻遏手段，用来保护军队和控制敌

对人群。这种武器的操作环境是大气接地层

的最低部分，用激光照射意图攻击者，使对

方“眼花缭乱”，无法看到激光源和附近区域，

从而短时制服对方。22 但在雨雪或者大雾中

使用这种武器，可能发生偏离光轴的连带伤

害，但这种效应至今没有完全量化。

还有一种非致命性高功率微波定向能武

器，称为主动拒止系统，专门设计用来对付人，

它将毫米波光束聚焦于人体皮肤，产生难以

忍受的焦灼感。主动拒止系统安装在车上，

主要在大气接地层内沿水平路径射向地面目

标。根据 2007 年 1 月在美军佐治亚州穆迪

空军基地向媒体举行的演示，战车的两名乘

员锁定并射灼到 500 多米以外的目标。这种

武器的批量生产预定在 2010 年开始。23 有

关气候对主动拒止系统的战术影响，还需开

展进一步的量化研究，因为在热带的许多地

方，主动拒止系统光束能量可能在 1 公里距

离内损耗 30%。鉴于这种严重的衰减，主动

拒止系统操作员可能不得不根据环境湿度调

整能量输出。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武器系统及其预期的运作

环境

海军正在集中力量研究定向能武器系统

的若干潜在用途，比如保护舰队。研究的定

向能武器打击范围包括空射和海射巡航导弹、

快艇、遥驾飞机、火箭、漂浮水雷、直升机、

固定翼飞机，以及其它新出现的威胁。24 任

何设计用于海军水面作战舰船的武器系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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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充满水蒸汽和潮湿的海洋环境中运作，

为舰船提供保护和向地面部队提供间接火力

支持。25 这些系统从海面舰船向陆地或者空

中目标照射。如果定向能武器系统进一步安

装到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用于支持地面部队和

提供舰队保护的飞机中，也将经常在大气接

地层的最低层域，即衰减效应最严重的层域

中运行。

海军陆战队按照各种规模陆地作战和近

距离作战需要所研制的定向能武器系统，可

能与陆军拟用于战术环境的系统相似。因此，

他们可能有机会借鉴其它军种的研究成果。

气象保障的几点考虑

为了正确使用和发挥定向能武器的效能，

对气象的描述和预测可能需要精确到前所未

有的水平。我们必须更充分了解大气层与定

向能武器的相关性，不仅要利用对环境问题

的研究成果，还必须认识定向能武器对气象

的要求。

准确描述大气层特征

定向能武器要求我们准确描述传感器和

目标之间的大气路径的气象特征。传统武器

也有同样的要求，但远不需要如此精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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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专业化气象保障，优化定向能武器效能

是因为一枚炸弹在从其投射平台到预期目标

之间的路径中，大气层特征对武器轨迹的影

响不是发生在分子层面。例如，风能够将从

高空落下的炸弹吹离几百米，但是炸弹仍会

落在地上爆炸。定向能武器光束则不然，其

在传播过程中的每一段都可能因大气层的影

响而改变强度、杀伤力和整体效能。显然，

这类武器对气象描述精确程度的依赖超过其

它任何武器。

激光武器要求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激光束

在射向目标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现行的预测能力难以满足这种要求，因此精

确描述定向能武器可能传播路径的特征具有

重要意义，必须不断强调。为充分分析交战

距离和环境变化，空军气象局现有的建模和

模拟能力都欠不足，需要升级。目前的许多

研究都是围绕和机载激光相关的光束控制问

题，而这种机载激光的运行环境主要是相对

有利的大气中、高层域。空军应同等重视对

小型定向能武器在大气接地层中运行的研

究。根据空军气象局的转型指南，我们必须“预

期和管理日益发展的建模技术，从地面到近

太空的纵向区域，以及新入库武器系统的物

理要求（即机载激光）。”26 眼下，空军气象

局担忧其气象保障能力难以满足定向能武器

使用的预期要求。

利用别人的成果

由陆军装备司令部领导的战场环境部是

国防部研发专供陆军使用的接地层武器的主

要机构。空军气象局应可与陆军研究实验室

合作，充分利用他们对陆军定向能战场武器

大气影响的研究成果。这项成果不仅有助于

空军气象局了解大气层对陆军这类战术武器

的影响 ；而且还可支持专项气象预报产品的

研发，以满足目前尚未列入议程的现行和预

期的需求。27

按定向能武器要求做好气象备战

和高能激光及高功率微波武器相关的战

术很可能不同于常规武器系统使用的战术。

常规武器系统喜欢的“好天气”不一定适合

定向能武器。仍以图 2 为例，好天气白天中

的时段对低空定向能武器的打击效果有巨大

影响。气象员在支持诸如低空、战术、高能

和固态激光攻击行动时，需要平衡一些气象

状态下的相互抵消效应，比如，下午时段光

学湍流剧增而悬浮微粒散射较弱 ；上午时段

悬浮微粒散射较强而光学湍流明显减弱。尽

管图  2 描述的是平静天气，如果没有对大气

接地层昼夜不同高度的高精确预报，就无法

对高能激光在接地层内产生预期效果所需要

的驻留时间做出准确评估。28 对这类显然不

是“坏天气”的情况，仍需做出如此详尽的

气象预报，这和传统的空军和陆军气候保障

要求大不相同，但也不是没有先例。1970 和 

1980 年代红外传感器和成像系统的出现和广

泛使用，促使研制出供气象员使用的光电战

术决策助手工具，此工具基于研发所用的早

期辐射传输建模算法，配备直观的图形用户

界面，经重新组合，便成为作战决策辅助手

段。29 这些辅助工具有多种用途，包括作为

红外寻的系统的“热交叉网络”，通过突出冷

热背景的反差来帮助识别目标。随着高能激

光和高功率微波武器进入武库，我们将需要

立足当今的先进建模、模拟和研究技术手段，

研制出定向能武器的作战决策辅助工具。

建议

在我们开始为定向能武器提供气象保障

时，可利用许多目前正在开展的项目和活动，

29



空军气象局可在许多方面改进气象保障。我

们必须继续现有的研究，争取更多资金投入

对大气层的特征描述研究，除了研究课题和

资金等关键问题以外，我们还必须得到各军

种最上层领导的支持。

利用空军目前的气象教育科研能力

作为起步，空军气象局可以选择密西西

比州基斯勒空军基地第 335 训练中队，加强

对新预报员的教育和训练，增加一个关于气

象对定向能武器传播的影响的学习单元。例

如，增加一份“供您参考”文档或者“空军

气象局技术说明”，这对本专业领域的预报员

会有所帮助。定向能专业协会在其主办的大

部分会议和研讨会上，都提供高能激光传播

和高功率微波的速成课程，由专家授课。30 

开展建模与模拟代码的研究，比如由空军理

工学院定向能中心开发和管理的“高能激光

端至端作战模拟”（HELEEOS），以及由空军

研究实验室太空飞行器部管理的“定向能环

境模拟工具”（DEEST），都可用于研发作战

与战术决策辅助工具。31 安排国防部高层领

导人参加相关汇报会或短期课程，推动他们

逐步了解气象的影响。简言之，空军气象局

应开始抓教育，一方面培养预报员，另一方

面教育国防部内外的高层领导人。领导人了

解了气象预报对定向能武器效能的影响之后，

就会支持科研和技术开发，做出有利的资金

分 配。 研 究 中 应 用 高 保 真 建 模 代 码， 如 

HELEEOS 和 DEEST，将有助于把气象影响和

定向能传播挂钩，覆盖从紫外线到无线电频

率的所有频谱。这些现有的代码程序作为气

象作战部门的决策辅助软件，是经过实践验

证的优良建模工具，已在研究界赢得好评。

借鉴当前的研究活动

空军气象局必须审查由“高能激光联合

技术办公室”主管的现有项目，从大气层影

响评估和定向能武器发展预测的角度，判定

当前研究活动的方向是否正确。高能激光联

合技术办公室成立于 2000 年，任务是全面

管理国防部属下的高能激光科技开发工作。

该办公室最近几年的年度经费超过 7000 万

美元，所支持的研究项目散布于工业界、学

术界和政府部门。32 这些项目包括 ：空军理

工学院的“高能激光端至端作战模拟”项目

和空军研究实验室的“定向能环境模拟工具”

部分项目。借鉴空军研究实验室定向能研究

部、海军研究局和陆军太空与导弹防御司令

部等部门目前开展的研究，也可能对高能激

光和高功率微波的大气传播研究提供有用的

支持。

争取研究资金

资金有助于支持许多方面的研究。一个

重要的研究课题是 ：当今气象观察对定向能

武器系统的保障是否达到了要求的程度。我

们可能需要开发新气象产品，比如 ：光学湍

流图、分子和悬浮微粒吸收图、散射图、激

光能热扩散图，等等。这些环境研究活动将

涉及学术界、私营界以及国防部。

我们必须敦促国防部和国会的高层领导

人意识到 ：继续支持定向能和环境对定向能

影响的技术研发和测试具有重大的意义。要

对环境的影响加以量化，就必须对环境进行

准确的特征描述和预测。定向能武器的优点

很多，如光速攻击、精准打击摧毁、大面积

打击瘫痪、每发弹药的平均废药筒量低（深

弹仓）和每发弹药成本低。33 与此同时，美

国的对手也在迅速发展定向能武器（尤其是

高能激光）。34 如果我军能够深化理解气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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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专业化气象保障，优化定向能武器效能

境如何影响这种武器的效能，即使对手拥有

先进硬件，我们也将占据一项重大的优势。

推动各方支持

空军气象界和空军气象局通过作战能力

气象需求委员会，必须继续与采办部门合作，

共同预测和确定独特的气象保障需求。35 新

定向能武器系统的应用需要各种预报信息，

比如光学湍流预报、悬浮微粒浓度分析、大

气接地层高度预测，等等，而这些情报的研

究将需要空军气象局的政策支持与协调。正

在研发的许多系统还可能需要更多气象产品

的支持。

空 军 装 备 司 令 部、 情 报 与 需 求 总 部

（AFMC/A2/5）可能是解决气象研究与空军定

向能武器系统相关的采办问题的最佳机构，

有助于促进定向能武器从实验室向实战过

渡。对空军来说，空军装备司令部可以成为

这项努力的主导部门。AFMC/A2/5 总部必须

负责在任何空天系统投入实战之前，解决和

大气研究相关的问题。空军研究实验室定向

能研究部、陆军太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海

军海上系统司令部、采办专业人士以及作战

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亦必不可少。

这项努力中还涉及到政治考量。选错和

打错目标会产生巨大的地缘政治后果，甚至

影响到可能改变战争方式的新型武器的接受

与使用。

结语

空军气象界具有雄厚实力，如能加强努

力，继续获得研究资金和高层领导支持，将

能为定向能武器研究和应用提供卓越的气象

保障。高能激光联合技术办公室、主要军事

司令部和陆军都可提供资金，帮助我们探索

如何最大程度地削弱或者最终利用大气层的

影响，来发挥定向能武器的效能。在各司令

部和机构都在争夺宝贵资源的现状下，我们

要努力取得各方面的支持。必须使高层领导

人明白，如果不支持这些研发努力，可能产

生严重的后果（例如 ：由于没有全面预测环

境影响，定向能武器未能达到预期效能）；以

及如果不提供充分支持，可能导致对未来作

战不利的意外战略 / 政治后果。我们应鼓励

当前的研究努力，支持这些努力迅速转化成

用于大气特征描述和评估的实用决策辅助工

具。我们还要组织高层领导人和空军气象界

各级相关人员接受定向能武器方面的教育和

训练，确保我军的定向能武器能有效对付潜

在敌人。美国的对手不会等到明天 ；他们已

经开始行动。36

我们预期空军气象界不需做重大调整，

但可能需要派遣气象专业人员进入高能激光

联合技术办公室、空军研究实验室定向能研

究部或者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等机构担任关

键职务，这样做才能推动和主导对大气层特

征的研究。高能激光联合技术办公室、空军

研究实验室定向能研究部、学术界和私营界

必须开展合作，才能保持立足于军用科研技

术发展的前沿。空军理工学院和空军研究实

验室应该得到资金，以继续升级和改进高能

激光端至端作战模拟和定向能环境模拟工具

等软件代码程序 ；进一步，我们必须充分利

用这些研究工具，在其基础上开发出作战任

务层级的决策辅助工具。在目前的财政环境

下，要求增加人力难以如愿，可能的替代方

式就是加强运用决策辅助工具来精确描述大

气层特征，这也是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空

军气象界必须今天就行动起来，为明天的定

向能武器及其效能发挥提供强大的气象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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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美国的防务分析家们大幅

修改了他们对中国导弹威力的估

计。十多年前，大多数观察家把北京的弹道

导弹看成是打不准目标的粗笨兵器，只能吓

唬平民百姓。而今，美国战略评论界逐渐出

现共识，认为中国导弹能够准确攻击包括港

口和机场在内的许多军事目标，可造成致命

破坏。这种转变的结果之一是，许多观察家

抛弃了以前认为台湾在海峡两岸军事抗衡中

拥有决定性质量优势的乐观评估。实际上，

当辩论聚焦到中国的威逼力量和台湾在威逼

下的明显无奈时，一种宿命的氛围已然形成。

兰德智库在 2009 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

警告说，中国庞大的现代化导弹和空军部队

可能对台湾和美国试图掌握台海和台湾上空

制空权的努力构成几乎无法克服的挑战。报

告作者们认为，用弹道导弹对台湾空军基地

实施密集打击，将严重削弱台湾战机升空架

次和争夺空优能力。他们声称 ：“随着中国提

高其隔海精确火力打击能力，美国和台湾想

保护台湾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免受严重毁损

的难度将越来越大，以至不可能。”1 这些作

者们由此指出 ：“中国用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压制台湾和当地美国空军基地的能力严重地

威胁着在台海上空保持制空权的防卫能力。”2 

他们进一步断言 ：“美国对在空中打赢制空权

争夺战已不再自信，标志着中国与台湾的对

峙局势在五十多年后发生了巨大变化。”3

 中国的导弹还威胁着台湾的海上防卫能

力。威廉·默雷（William Murray）认为，中

国能够密集发射弹道导弹，击沉或严重损毁

停泊在海军码头的许多台湾军舰。他声称：“中

国的二炮战略导弹部队不断扩充准确度越来

越高的短程弹道导弹储量，北京也许可运用

导弹突袭和后续打击，瘫痪台湾海军的大部

作战能力，停飞或摧毁台湾空军的大部分战

机。”4 结论严酷而冷静。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

显示，中国已将注意力转向拥有几个世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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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导弹战略与美国在日本的海军部署
      — 北京的作战观
Chinese Missile Strategy and the U.S. Naval Presence in Japan ─ The 
Operational View from Beijing*
吉原恒淑博士（Dr. Toshi Yoshihara）

编按 ：本刊在 2009 年冬季刊曾发表这位作者的“明知不可想而想 — 东京的核选择”一
文，相信给读者留下了印象。本期这篇文章的英文完整版已发表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评论》

2010 年夏季刊第 63 卷第 3 期，作者对原文适当删减后交本刊翻译成中文发表。文中引

用的中文均为“回译”，即有人将中文译成了英文，本文作者加以引用，本文译者再回译

成中文。因此，回译的中文可能和中文原文稍有出入。

*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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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导弹战略与美国在日本的海军部署 — 北京的作战观

大海军和空军基地的日本。长久以来北京一

直在担心，一旦海峡两岸开战东京可能如何

动作。尤其是，中国分析家们对于美国显然

可自由使用日本列岛作为干涉台海事变的跳

板感到恼怒。过去，中国闭口不谈日本若向

美国军事行动提供后勤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

将如何应对。但最近在向反面转变，解放军

近期出版的文章多次暗示，用导弹威逼台湾

的方法也可随时用于美军在日本的前进基

地。这些文章体现了中国的高度

自信，认为其导弹力量能够迫使

东京限制美国使用其海军基地，

并能够有选择地摧毁这些基地上

的重要设施。这些作战思维的发

展应该引起华盛顿和东京严密注

意，以免今后与北京发生危机时，

这个跨太平洋联盟会措手不及。

本文就中国如何看待以导弹威逼

美国驻日军事目标的效果作初步

探讨，以期加深领会。

本文只限于解读中国对美国

驻日海军基地的评估，不涉及中

国有关嘉手纳和三泽空军基地等

其他重要军事设施的文献资料。

中方关于美国海军部署的著述可

谓汗牛充栋，远远超过对美国驻

日陆军和空军的研究。美国曾在 

1996 年台海危机期间派遣两个航

母战斗群进逼到台湾附近海域，

刺激了北京重新评估对台军事战

略。自不待言，中国人对美军航

母高度关注，包括支援航母作战

的设施和基地。本文即以这个丰

富的背景为衬托，探讨中国人正

如何构思其导弹战略，加大美军

使用日本列岛军事基地的难度。

本文首先列举中方关于美国

驻日海军部署的著述，展现中国对于美国在

亚洲军力结构的关注程度。中国分析家认为

美国依赖少数几个基地投射军力的做法是一

根主要软肋。接着，本文梳理中国作战理论

文献，这些文献就解放军如何使用弹道导弹

干扰或阻止美军使用日本的港口设施提出各

种见解，论述之绵密令人惊异，且中国防务

专家们对导弹战术的威逼价值深信不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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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本文点评中方著述，着重分析和导弹威

逼预期效果相关的一些错误假设。最后，本

文指出在解放军进行导弹攻击时美日同盟可

能会遭遇的几个关键作战难题。

中国人对美国驻日海军基地的看法

有些中国战略评论家完全从地缘政治角

度评估华盛顿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态势。他们

套用原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

在冷战初期推出的“太平洋防卫圈”逻辑，

认为中国处于同心、分层的“岛链”围堵之中。

他们声称，美国及其盟国在各个岛屿驻扎了

强大的海军远征部队，可以从这些海上堡垒

包围或封锁中国大陆。持这种观点的分析家

们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想象这些岛链。

例如，于洋和祁小东将美国在亚洲的军

事基地结构称为“三线配置”。5 第一条线是

一个弧形，从日本和南韩延伸到印度洋上的

迪戈加西亚岛，形成一个“前沿基地带”。中

国战略评论界广泛认同这个观点，认为美国

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力部署形成一个紧

密连接的基地防线。6 第二条线连接关岛和

澳大利亚。第三条线从夏威夷向北延伸，穿

过中途岛，到阿留申群岛，在阿拉斯加终止。

尽管这些岛链设想也许与美国的实际方针和

规划大相径庭，但是中国人竟然花如此精力

研究美国军力在亚洲的地理结构，却值得注

意。这些观察家看到沿此岛链分布着一群相

互支援的基地、港口和进入点。在西太平洋

的基地体系中，日本列岛是第一条岛链的北

端支撑点，岛链的这一部分特别引起中国人

的警觉。

也许，中国人对横须贺的关注程度远远

超过其他任何地方，中国分析家称横须贺是

美国在亚洲基地体系的核心。7 有一位分析

家描述了一个“东北亚基地群”，从横须贺辐

射延伸到佐世保、釜山和镇海。8 中国的作

者们从各个方面详细描述了横须贺海军基地，

包括其精确位置、周围地理环境、码头数目（尤

其是能停靠航母的码头）、维护设施类型和数

目，以及弹药、燃料和其他补给仓库的仓储

能力。9 例如，吴建发现横须贺的地理特征

与大连相似，而大连是中国海军北海舰队的

一个主要基地。10

除了地理特征相似之外，横须贺还勾起

中国人一些不愉快的回忆。有一位评论家回

忆说，在 1958 年台海危机时期，美国从横

须贺将 203 毫米口径重炮转交给金门岛上的

国民党军队。11 另一位观察家则追寻近期事

态发展，注意到“小鹰”号航母战斗群每次

从横须贺进入台湾附近海域，都是在台湾总

统选举期间，例如 2000 年、2004 年和 2008 

年。12 诚如佩环所述，“横须贺一直刺激中国

人民的神经。”13 此外，中国分析家们十分清

楚横须贺的战略地位。杜朝平说 ：

横须贺是美国海军在远东的主要战略集

结点和部署点，也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和

印度洋区域使用海上兵力的最理想据

点。在那里部署一艘航母，就好像美国

海军在西太平洋安插了一把锋利无比的

匕首，随时可以出鞘。航母西行可以控

制东亚大陆，转向西南则可进入印度洋，

保卫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其他

重要航道。14 

值得注意的是，杜朝平将横须贺视为中

心枢纽，把太平洋和印度洋紧密连接成一个

整合战区。

横须贺舰艇修理和维护设施的不可缺少

性也成为中方文献中经常讨论的话题。中国

分析家们经常提到，横须贺是夏威夷以西唯

一拥有航母大修能力的基地。有些分析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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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拥有舰艇大修能力的新基地出现之前，

横须贺是不可取代的。经常评论海军事务的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李大光质疑关岛是否可能

取代横须贺，他指出关岛缺乏维持航母所需

的基础设施和规模经济。15 中国的《舰船知识》

杂志曾经刊载一篇从日本军事杂志《Gunji 

Kenkyu》（日本军事评论）翻译的文章，阐述

关岛作为航母永久母港在实体条件上的局限

性。16

综上所述，中国战略评论家们显然看到

了美国驻日海军基地在履行各种区域和超区

域责任方面的重要性。实际上，有些分析家

相信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完全依赖美军可

以随时使用日本列岛上各个军事基地的能

力。田武声称，如果美军在日本没有基地，

他们将不得不退回到关岛或夏威夷。田武直

言不讳地说 ：

如果美军被迫撤出冲绳和日本，他们将

不得不后退数千公里，在第二条岛链建

立防线。这样，他们不仅会丧失大批战

略防御纵深区域，而且会丧失在东亚大

陆沿岸作战的有利条件，以及通过中国

南海支援印度洋和中东作战的一个重要

战略转运站。17 

这些兴起的讨论提供了几条线索，有助

于了解北京对美国驻日海军基地部署的思

路。中国战略评论家们综合看待这些基地，

认为它们既是对中国利益的威胁，也是美国

的一个死穴。一旦台海形势突变，美国很可

能从这些驻日基地派遣海上力量。另一方面，

中国人很了解美国显然只依靠几个基地投射

军力。他们推测，如果出于政治或军事原因，

美国无法进入或利用这些基地，华盛顿的区

域战略则会迅速分崩离析。尽管上面所列的

中方文献并无官方权威性，它们的目的很清

楚，都是强调美国驻日前进基地的战略价值

和不牢靠性。

美国驻日基地和中国的导弹战略

权威性的解放军文件与这种新兴的共识

持相似的观点，也认为必须从战略和战役角

度密切注意日本列岛上的美军基地。实际上，

中国的作战理论著述清楚地显示，如果美国

干涉海峡两岸的冲突，驻日美军很可能成为

解放军的攻击目标。最近几年，公众比较容

易在中国获得第一手资料，这种前所未有的

情况打开了探索中国战略思想的窗口，揭示

了一个真正具有竞争性的知识环境，极大地

推动了中国人对军事问题的探讨。此类文献

越来越多，有助于西方增进对解放军的了解。

本文尽量利用中国近期的开放局面，援

引与解放军密切相关的各类文献，包括著名

的中国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出版的文献，

这些文献论述对亚洲地区美军基地实施威逼

战术的构想。其中有些著述被西方军事分析

家们广泛引用，视为反映目前解放军思维方

式的权威资料。有些著述可能得到官方认可，

用作高级军事指挥官的作战理论指导或教学

材料。这些研究文献的作者都是解放军高级

军官，有的在战略问题和军事行动研究领域

享有盛誉，有的拥有丰富的作战和指挥经验。

综观这些文献，它们提供了一个扎实的起点，

便于我们探索亚洲地区美军基地在中国的作

战策划中处于什么地位。

在这类文献中，西方战略评论家们特别

看重《战略学》，将其视为权威性的解放军出

版物。该书的作者彭光谦和姚有志主张“在

未来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采用间接

方式对抗和击败占有技术优势的敌人。为了

取得胜利，解放军必须尽力避免或绕过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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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敌方野战部队，直接攻击支援前方部队的

后方梯队和指挥体系，因为它们易受攻击。

彭光谦和姚有志形象化地将敌方比喻为人体：

“就像逐步分解敌人的身体一样，摧毁他的大

脑和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加速战争进程有很重

要的意义。”18 他们认为，战争机器的大脑和

中枢神经系统就是那些指挥和协调单位，消

灭了这些单位，战斗部队就会崩溃或瓦解。

可见，其目标是开展进攻作战，打击敌

方军事力量的主要源头，亦即这两位作者所

说的“作战系统”。他们声称，“战争爆发之后，

我们应该尽量到最远的地方去攻击敌方，将

战火引到敌方的作战基地，甚至到战争源头，

主动攻击构成敌方战争系统的所有有效力

量。”19 他们认为，管理指挥、控制和后勤的

作战系统（卫星、基地等）是主要目标 ；他

们将投送火力的战术平台（军舰、战斗机等）

放在第二位。两位作者很坦率地列举了敌方

作战系统包含哪些部分。与本文论述特别有

关系的是，他们把供应系统视为一个主要目

标 ：

未来的作战重心不应该是与敌方的进攻

系统直接对抗。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应

该坚持将信息系统和支援系统视为首选

攻击目标……至于供应系统，我们应该

尽量在地面打击敌方，切断其作战效能

的物资供应，取得釜底抽薪的效果。20 （强

调部分为笔者后加）

摧毁供应系统等于是掐死敌方。彭姚二

作者认为，为了扼杀敌方发动战争的能力，“必

须摧毁其大部分供应系统。”21 他们关于在高

科技条件下打赢局部战争的方案在暗示，某

场局部冲突横向升级而殃及美国在亚洲地区

基地是完全可能的。更加令人不安的是，有

些中国评论家似乎设想用猛烈火力重击美军

前进基地。尽管《战略学》不应被视为中国

官方对解放军的战略导引，该著作中关于未

来与占有技术优势的敌方发生冲突的设想提

供了有用的思维架构，有助于思考中国万一

对美军区域基地发动导弹攻击的情景。

中方作战理论著述中有大量证据显示，

解放军防务战略专家预见到将目标群的地理

范围大幅扩大的可能性，以把美国在东亚的

前进基地包括在内。尽管这些文件没有明确

提到美国在日本的海军基地，其所描述的情

景强烈暗示横须贺是一个主要目标。在这些

著述所假定的突发事件中，美国的干涉即使

不是一个必然行动，至少也是一个关键前提。

尤其是，中国战略专家们预计华盛顿会命令

航母战斗群部署到中国海岸线附近，这是北

京极为恼火的局面。正是以这种高度绷紧（并

非超乎想象）的场面为背景，中国将美军基

地置入作战考虑。

解放军作战策划专家认为，主要目的是

在源头威慑、干扰或遏制航母部署，也就是说，

以航母起航的基地为目标。鉴于中国空军和

海军的作战能力、作战距离和生存能力都有

限，大多数研究文章都预见会广泛使用远程

常规弹道导弹来实现打击美国前沿存在的目

的。赵锡君在《威慑战》中建议，一旦发生

危机或战争，可使用几种非同寻常的导弹战

术来威慑准备使用海军基地的敌方。他建议

发射示威导弹到敌国附近的海域，威逼敌方

收敛。他解释道 ：“逼近（在边界附近）威慑

攻击涉及将弹道导弹发射到敌方舰船周围或

敌国领土附近（或者敌方占领的岛屿上和附

近海域）。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敌方感到，如果

一意孤行将遭到无法承受的挫败，从而迫使

敌方放弃某些行动。”22

赵锡君把其中一个战术称为“钳形逼近

攻击”，这与使用导弹对付美军基地尤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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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他详解道 ：“钳形逼近威慑攻击就是把弹

道导弹发射到敌占岛屿（或敌方领土）上至

少两个重要目标附近的海域（或陆地）。这种

包围攻击使敌方首尾受敌，顾此失彼，从而

可产生巨大的心理冲击。”23 他还建议“岛屿

凌空攻击”，作为钳形攻击的一种变换方式。

他声称 ：

对盘踞在岛屿上的敌人采取高强度威慑

时，在岛屿凌空攻击中使用射程加长和

具有卓越突防能力的常规弹道导弹，飞

越敌方的重要城市和其他战略目标上空，

使敌方产生心理恐惧，知道大难即将凌

空而降。这个方法可产生意料不到的效

果。24

尽管这些导弹战术的主要目的是威逼台

湾，在理论上，它们也可用于任何一个岛国。

回顾解放军在 1996 年台海危机中的作为，

他们也可能发射一枚或数枚弹道导弹，溅落

到横须贺附近海域（飞越本州和大都会地区

上空），藉此威吓东京领导人置身台海突发事

件之外，不让美军使用军事设施，或限制美

军使用其在日本的海军基地。

如果恐吓的威慑意图不起作用，中国人

也许会试图干扰美国海军从日本列岛的基地

发起军事行动。论述解放军战略火箭部队的

最权威性著作《第二炮兵战役学》极其逼真

地描述了中国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对外国干涉

采取常规导弹作战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

本著作探讨了“火力骚扰”作为抵御外国干

涉的潜在有效战术。鉴于该部著作明确提到

美国使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有必要在

这里全文引述该书中关于骚扰攻击的段落 ：

当强敌使用分布在我国周边的盟国军事

基地和作为飞机发射平台的航母，试图

进行各种形式的军事干涉的时候，当我

国周边的敌方盟国军事基地在我国武装

部队的火力射程以外的时候，以及当航

母战斗群远离我国海岸线，因而我们难

以利用各军种和各兵种火力协调发挥整

体作战优势的时候，可以使用常规导弹

对我国周边的敌方盟国军事基地和航母

战斗群进行骚扰攻击。25

换言之，如果军舰、轰炸机和潜艇的火

力射程达不到敌方基地，解放军战略专家们

打算指派弹道导弹部队执行远程攻击任务。

鉴于美国在南韩的基地处于中国短程弹道导

弹、岸基飞机、水面作战舰只和潜艇部队的

火力射程以内，上述著作指称的“敌方盟国

军事基地”只能是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对于

该书作者而言，骚扰攻击可能包括定期发射

导弹到海军基地附近的禁区，以“封锁敌方

重要港口的出入点”，也可能包括直接攻击“敌

方港口内的重要目标，例如加油和燃油装卸

设施，以及后勤供给设施。”26 这些作战行动

的目的是严重扰乱美国海军的补给和运动。

除了选择性攻击之外，有些中国分析家

主张对美军基地采取高毁损打击。在一份关

于解放军对台湾实施封锁行动的研究报告中，

中国战略专家们设想让军事行动大幅度纵向

和横向升级以挫败美国干涉的可能性。报告

的作者们提出“伺机反击”，藉以击败对中国

的海上、空中或大陆沿海地区目标实施打击

的航母战斗群。在这个情景中，解放军将尽

一切可能持续损伤、孤立和最终击沉航母。

除了对航母进行强大杀伤攻击之外，该篇研

究报告作者们还设想通过协同作战方式摧毁

支援航母行动的军事基地。朱艾华和孙龙海

说，“为了惩罚外部敌人和端正世界舆论，仅

仅击沉敌方航母是不够的……必须摧毁作战

行动的跳板，打烂作战基地，切断敌人的退

路……以清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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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中国战略分析家们系统探讨了吓

阻、扰乱和阻止美国使用中国周边军事基地

的战略、作战准则和作战概念。这些研究显

示解放军已准备好针对美国前进基地采用各

种规模和强度的军事行动，包括威慑、胁迫

和高强度冲突。同样明显的是，对日本列岛

进行导弹作战也在中国作战计划的考虑之

内。一旦事态发展需要，解放军也许会毫不

犹豫地使危机或冲突大幅度升级，用导弹密

集攻击日本，藉以显示政治决心，防止日本

介入，或挫败美国干涉。

对中国导弹作战理论的批判性分析

中国人有充分的理由考虑在针对亚洲区

域基地的威逼行动中选择纵向和横向升级。

与此同时，解放军导弹部队似乎也准备将射

程大幅超出中国近邻周边之外。中国的愿望

和能力相结合，将在一旦发生冲突时使危机

管理和维稳、升级控制以及战争终止等更加

复杂化。但中方作战理论著述中有若干漏洞，

使人有理由对冲突复杂化感到担忧。

第一，中国战略分析家们很少考虑精确

火力的使用与解放军希望达到的作战效果之

间的机制或事件链。他们的大多数论述很有

把握地假设或假定使用某些导弹战术将导致

美国作出一系列预期反应。但是，如果仔细

考虑实际情况，可以看到这些战略分析家们

也许低估了美国海军承受猛烈火力攻击的能

力，因而把行动与反应之间的动态关系看得

太简单。例如，全面摧毁燃料库和后勤补给

设施不大可能直接或立即影响到正在赶向作

战区域或已在积极参战的航母战斗群。美国

海军可以调派其他增援航母到战区，并且从

关岛、夏威夷和圣地亚哥紧急派遣海上整补

舰船到作战区域。这样的应对措施可缓解对

美国驻日后勤设施的毁灭性打击，使美军能

继续顺利作战。实际上，横须贺和佐世保基

础设施的毁损要到许多星期之后才会影响到

前线作战部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不

得不面对长期作战局面。这样的潜在结果与

解放军历来主张的在战役层面快速取得决定

性胜利的期望截然相反。

第二，作战理论著作要求解放军指挥员

保持进攻态势，掌握战役开始阶段的主动权。

实际上，中国战略分析家们强调，在任何冲

突中，中国应该先动手。率先出重拳，把敌

人打懵，使解放军能主导战争节奏。诚如《第

二炮兵战役学》所述 ：

“把握先机打击敌人”主要是指二炮常规

导弹部队需要先发制人，对敌发起突然

袭击，当敌人在作战活动中毫无准备时

打击它。突然袭击可在战役初期使用，

或在战役的某个阶段使用……因此，就

战役规划而言，必须先下手为强，抢先

发起攻击，并保持进攻强度，直到战役

胜利结束。28

更令人不安的是，中国战略分析家们主

张使用常规弹道导弹对敌人后方进行先发制

人的攻击 ：

导弹部队可利用其隐蔽性和突袭能力、

主动和智能型反应能力以及强大的突防

能力等优势，对敌方重要的纵深目标进

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因此，战役指挥

员必须首先考虑快速攻击敌人，努力掌

握主动权，而且避免损失。在敌人发现

我们的战役意图和行动之前，必须把握

先机打击敌人，出敌不意，抢先行动，

快速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29（强调部

分为笔者后加）

从这些作战论述来看，中国人可能会用

导弹突然袭击停泊在港口和码头的不设防航

母和军舰，一举消灭美国海军。攻击停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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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的舰队就像攻击固定目标一样。击沉或

击毁停泊舰船将产生直接的、立竿见影的、

相对容易衡量的攻击效果。日本皇军海军偷

袭驻守旅顺港的俄国舰队和驻守珍珠港的美

国太平洋舰队，都展示了这种大胆突袭的思

维逻辑。

从严格的作战角度来看，先发制人的做

法很有效。另一方面，中国战略制定专家也

承认，需要权衡这种做法的战术利益和外国

认为中国无端发起攻击而产生的国际谴责。

解放军的著述明确地提到这类道义和名誉考

虑。但是，这些文件没有就如何在强调率先

攻击和战略大局因素之间取得平衡给出具体

指导，北京的决策者拥有下达突袭命令的最

终决策权，而战略大局考虑因素又可能束缚

决策者们不敢贸然做出影响深远的突袭决

定。战术利益和政治大局之间的紧张并未消

除，政策与战略失配的阴云笼罩。

第三，如何控制冲突升级将是北京面临

的一个严峻挑战。中方著述显示他们知道导

弹威逼会带来升级问题，担心误用导弹战术

可能造成战争的动态关系显著变化，激怒干

涉方加大干涉力度，动用更大兵力，同时又

导致冲突范围扩大，牵入更多的第三方。赵

锡君提出警告 ：“在进行逼近威慑攻击时，必

须与敌方边界线（领海线）保持一定的距离，

并且选用高度精确的导弹，以防由于飞行控

制不准确或失去控制而掉落到敌方领土（或

敌占岛屿）或直接击中敌方航母。” 30

赵锡君承认，如果出现意外或失算，超

出恫吓界限，就可能改变冲突的性质而对中

国不利。敌方受到直接伤害后可能激起斗志，

不再畏惧后续恫吓威胁。《第二炮兵战役学》

认同此说，给出告诫 ：“指挥员应审慎决策，

选择合适的机会，选用高精度导弹对关键目

标实施准确打击，防止导弹偏离目标，让别

人有借口引入第三国军事干涉。”31 以横须贺

为预定目标的弹道导弹一旦失控，很可能掉

落到基地周围人口密集的居民区或其飞行路

径上的某个大城市。可以想象，日本受到伤

害之后将对中国报复，拒绝限制美国使用其

在日本列岛的军事基地（或者，甚至同意美

国扩大使用这些基地）。实际上，日本继续默

许美国使用这些军事设施，可能足以挫败中

国的战略。

但是，北京还面临中方文献中没有提及

的更严峻的挑战。中国战略专家们似乎假定

日本领导人和公众会清楚和客观地区分严格

针对军事设施的定向攻击和针对民众居住区

的肆意攻击。用导弹攻击横须贺将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列岛遭受的首次外国侵略

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日本人会去

无谓地辩论中国导弹攻击的性质和意图 ；北

朝鲜在 1998 年发射“大埔洞”导弹飞越日

本列岛上空，日本就曾作出激烈反应，这段

历史可资参照。换言之，冲突升级的压力强

度远甚于中方文献的假定。恫吓战不可能打

出泾渭分明干净利索的效果。实际上，它可

能触发蕴藏于任何战争的内在情绪力量，远

远超出中国的控制。

更广义地看，解放军战略专家们似乎过

度自信某些导弹战术将能确切地传达北京的

意图。他们想象在危机或战争时期，精确使

用火力可向敌方传送清晰而互有区别的信

号。他们似乎相信有针对性地少量使用导弹

也许可说服敌人退让，停止或放弃意图。这

种推理方式可部分解释他们认为中国可以利

用升级迫使敌方降级的反直觉逻辑。但这种

逻辑不仅自欺欺人，而且可能误导。挨打的

一方不会把来袭导弹视为经过精确调试的武

器。对原来是作为警告或示威而发射的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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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方可能认为是全面攻击的前奏，因而反应

过度，而非三思而行。中国人得到的结果也

许是未曾预料的纵向或横向升级，或者纵横

同时升级。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军队和美国军

队之间的作战互动可能会迅速升级，破坏稳

定局面。伊凡·梅德洛斯（Evan Medeiros）

敏锐地指出，美中双方的作战思想有相似之

处，都倾向于在冲突开局就实施突袭、快攻

和攻击敌人后方梯队，以夺取主动权。32 因此，

攻击区域性基地显然不是一张王牌，也不是

一个风险甚微的选择方案。如果作战计划算

计不准，一如所有战争的走势所示，中国可

能陷入长期冲突，将必须面对一个以上的强

敌，这些强敌毫不手软、又有丰富资源，而

且像中国一样决意夺取冲突升级主导权。北

京是否在台海问题或其他争执上以铤而走险

谋求胜算，尚有待观察。

美日同盟在战略和战役层面的意义

随着中国的战区攻击能力增强，华盛顿

和东京将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的威慑架构。在

美、日、中三方角力中，行动和反应之间的

动态关系远不及美日同盟对北朝鲜的威慑态

势那么直截了当。美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优

势对平壤构成的现实威胁，一般而言足以镇

住北朝鲜不敢轻举妄动。中国则不然。北京

拥有生存能力渐强的报复性核攻击体系，包

括一支成长中的公路机动战略导弹部队和一

支新生的核潜艇威慑力量，因而可能有足够

信心，敢在其核保护伞下进行战区层面的常

规导弹作战。过去十年笼罩着南亚次大陆的

战争恐惧说明，拥有核武器的区域强国，因

为对对方核威逼或惩罚的恐惧减少，也许会

凭一股底气挑动常规冲突升级。33 夹在两个

核强国之间的日本及其境内多个令人眼馋的

基地目标，很有可能成为战区层次的常规冲

突战场。

假定朝着动用核武器的纵向升级能够得

到遏制，美日联盟仍然必须考虑如何打掉中

国试图惩罚日本的念头。盟军的导弹防御系

统按照目前的部署，很难对付“东风 -21”

等战区弹道导弹。海军退役少将艾立克·麦

克瓦东（Eric McVadon）指出，如果海峡两岸

发生冲突，“由于‘东风 -21’属于中程弹道

导弹，其再入大气层速度比短程弹道导弹高

得多，因此锐不可当，台湾可能想到的任何

导弹防御系统都无能为力。”34 美日盟军拥有

比台湾更先进的多层导弹防御体系，但是射

程较长的导弹同样会使日本防御系统感到紧

张。如果从中国东北的发射场发射导弹，盟

军可用的反应时间将非常急促。解放军可使

用廉价技术和反制手段，例如饱和战术和诱

饵弹，压制或击溃盟军的导弹防线。这些防

御系统是按对付北朝鲜和伊朗不太复杂的区

域性威胁来设计的。如果二炮部队以导弹连

射密集攻击同一个战略目标，盟军的弹药可

能被迅速耗尽，因而影响其保护其他目标的

能力。

冲突升级控制亦令盟军棘手。冲突升级

的一道关键门槛是敌对行动是否启动，即确

定中国是否准备或发起首波导弹攻击。盟军

想有把握地辨别常规导弹和核弹头导弹将非

常困难。事实上，能否发现导弹都很难说，

因为公路机动型“东风 -21”几乎肯定会分

散到各个隐蔽发射场，以降低敌方先发制人

攻击的威胁。更复杂的是，中国的常规导弹

也许和核导弹共用同一个基地。天基监视和

侦察系统最多只能提供不完整的中国作战导

弹部署信息。总之，谁也不能肯定射向横须

贺的中国导弹是一枚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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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危机或战争的迷雾和摩擦，只会使这种

不确定性更加诡秘。

面对导弹来袭，盟军是否宁信其不带核，

抑或宁信其带核 ? 中国若发动常规轰炸，美

国采用何种程度的军事反应方为合适 ? 日本

对美国的反应有何期待并如何表达其期待 ? 

盟军是否做好了将战争扩展到中国大陆的准

备 ? 陷入战火的日本是否挤压美国加强对中

国的惩罚打击以致超过美国的意愿 ? 如果华

盛顿保持克制不诉诸不对称惩罚以控制冲突

升级，是否失去东京的信任 ? 如果这种信任

在冲突中和冲突后崩塌，会产生什么后果 ? 

这诸般难题要求东京和华盛顿保持清醒判断，

既不可屈从作战诱惑而反应过度，又要顾及

反应不足的政治后果。慎重需要克制，但是

危机和战争的心理焦虑可能严重扭曲理性判

断。

以上的分析显示，用常规导弹攻击区域

基地而形成的战区层面作战互动可能极不稳

定，对抗各方都可能误算。中国的导弹威逼

作战理论显然缺乏充分论证，很多有关敌方

的假设都有可疑之处，这一切可能加剧已经

暗潮涌动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美日同盟

对延伸威慑的讨论仍局限在初步阶段，并未

完全把握显现于亚洲的导弹威胁的复杂性。

因此，华盛顿和东京务必预见到一个远比过

去二十多年更加隐晦和焦虑的作战环境，美

日同盟必须掌握中国关于威逼战的发展思路，

同时探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强化同盟的各种

途径，以应对北京新兴的导弹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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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阿富汗未来而战的斗争中，“空中力

量”意味着什么 ? 在美国武装部队中，

对什么是空中力量以及它能发挥哪些作用等

问题并不容易找到一个客观的视角，即使是

知情的军事领导人，在触及这个话题时很少

不带强烈的主观意识。驻阿富汗美军前最高

指挥官麦克里斯特尔将军最近说过 ：“空中力

量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1 他的指责不无

道理，并非无的放矢，是对一枚导弹击中某

个民宅区之后的有感而发。空袭能消灭敌人，

也能伤及无辜，故而空中武力打击所造成的

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一旦授人以柄，反而助

长叛乱滋生。然而在辩论中，空中力量除了

武力打击之外的其他作用，却常被快速遗忘。

空 中 力 量

还有其他作用 ：

它把民主选举

宣传资料运送

到阿富汗的边远地区，使选举得以在全国大

范围展开，从而提高民选结果的广泛代表性；

它使当地部队获得战场机动性，从而加强对

抗并打败叛乱分子的能力 ；它为阿富汗公民

提供空中运输工具，填补其新生商业市场迫

切需要的物流环节 ；它欢迎年轻人参军保家

卫国，使他们通过为政府工作追求光明的未

来。经过了 30 年连绵的战祸，这个国家的

政府已经醒来，看到了新的、充满希望的前程。

空中力量既有各种表现形式，当我们讨

论阿富汗“空中力量”的时候，就不应该用

一把大刷子把它刷成一种颜色。在美国空军

与其兄弟军种联合参与的最令人振奋和最体

现回报的当前努力之中，不难看到空中力量

的效用。多数人都知道国际联盟正与阿富汗

合作，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必须强化阿富

汗的政府职能，同时削弱那些希望国家倒退

到内乱局面的叛乱组织的能力和影响。但较

45

ASPJ

战　略　战　术

联盟空军过渡部队扶建阿富汗空中力量
The Combined Air Power Transition Force: Building Airpower for Afghanistan
迈克尔 •R• 伯伊拉，美国空军准将（Brig Gen Michael R. Boera, USAF）

  CAPTF = 联盟空军过渡部队

  ANAAC = 阿富汗国民军航空队

  ANA = 阿富汗国民军



少有人了解空军为促进阿富汗的持久安全所

做的各方面努力。空军将士运用空中力量，

正在这个国家播撒更加光明的未来种子。

联盟空军过渡部队（CAPTF）是国际社

会为重建阿富汗国家体制所做的努力的一部

分，它提供三根支柱，分别支撑政府治理、

国家治安和社会经济发展。2 国际协议已确

定由美国主导对阿富汗安全部队进行系统改

造，CAPTF 是美国和北约组织领导下的军事

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阿富汗的军方和

警方领导人一起努力，发展可持久的治安能

力。3 该部队司令部的使命明白无误 ：与阿

富汗的陆军和航空兵并肩作战，帮助建立一

支能满足阿富汗安全需要的“强大、称职、

持 久 ” 的 阿 富 汗 空 军 即 国 民 军 航 空 队

（ANAAC）。4 ANAAC 作 为 阿 富 汗 国 民 军

（ANA）的一个关键组成，将在保障阿富汗人

民安全的斗争中担当关键重任，直到剿灭武

装叛乱威胁。

本文围绕三个方面开展讨论。首先列举

空中力量对阿富汗未来的重要性，接着简述 

CAPTF 在阿富汗各地辅助阿富汗航空兵开展

的行动，然后通报阿富汗航空兵的一些重要

和即将出现的发展。有证据表明 ：空中力量

是阿富汗争取和平生存的关键，我们最近的

进展正推动阿富汗即将实现空中力量的突破，

尽管这种突破与许多军事领导人头脑里想象

的空中力量大不相同。

阿富汗的空中力量

阿富汗延宕至今的斗争，说到底是平叛

战争。空中力量学者詹姆斯·科拉姆（James 

Corum）和雷伊·约翰逊（Wray Johnson）通

过研究反恐和平叛战争总结出几点经验教训，

提醒我们在制定阿富汗策略时必须加以重

视。第一条经验是 ：必须依靠综合战略 — 

即合理运用外交、政治、军事和经济资源以

达成某种政治目标 — 来实现整体效应。5 在

这方面，CAPTF 已具备良好条件，因为它触

及整条大战略链上的各个环节。我们同阿富

汗政府和军方领导人保持密切的辅导关系故

而熟悉当地的政治和社会挑战 ；我们把国际

社会为提高阿富汗军事能力而提供的物资运

送到指定地点 ；我们还参与保障这些物资得

到合理使用。阿富汗军事能力由此得到强化

并进而增强阿富汗政府的合法性，同时使军

队能更好地保护人民。因此，CAPTF 所推动

的阿富汗空中力量建设涉及到大战略的各个

领域，也有助于早日达成平叛战争的核心政

治目标。 

CAPTF 在阿富汗开展行动所适用的第二

条经验是 ：空军在这类冲突中所能发挥的最

重要作用常常围绕支援航空领域，例如空运

和战场机动。6 我们当前开展的行动表明，

CAPTF 目前的精力几乎全部集中在提供这些

能力上，把大量固定翼和旋翼飞机投入到这

些行动中。只要大致浏览阿富汗的地理形势，

看到一个个人口群聚区被崇山峻岭和戈壁沙

漠所分隔，就会理解强调空运能力是明智之

举。

阿富汗位处西南亚的内陆，国内地理隔

绝，这些特征迫使它成为一个“天然”的空

军国家。7 山峦和沙漠把国家割裂，都市孤

立散布，公路网尚未成形。重建阿富汗的工

作开展以来，一直受阻于地面基础设施的缺

乏。北约国家已经认识到 ：必须由战术空运

和直升机来支援在阿富汗各省执行重大基础

设施重建项目的建设队伍。8 CAPTF 还看到 ：

战术空运所提供的能力对当选的阿富汗领导

人至关重要，政府官员别无它途，只能依靠

这种能力访问全国互相隔绝的区域，建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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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合作和对联邦政府的信任。阿富汗是

个天然空军国家，因为如果缺少了只有空中

力量才能提供的机动性，它就无法像一个现

代国家那样运作。

CAPTF 应记取的下一点是 ：用空中战役

来对付位于或非常靠近人口稠密区的叛乱及

恐怖分子，通常都会适得其反。”9 如果敌人

运用最有效的信息战术，把民众舆论转向谴

责国家政府对“占领者和异教徒”的依赖，

情况会加倍恶化。10 尽管美国拥有所谓的外

科手术式打击能力，地面指挥官无论出于何

种善良初衷，仍难避免招致民怨，从而把公

共宣传战的胜利拱手让给叛乱分子。最近由

塔利班在昆都士省劫持两辆油罐车而引发的

不幸事件及其后果，再一次提醒我们关注这

个难题。11 最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帮助阿富汗

自我发展空中力量，使 ANAAC 凭借自身能

力将阿富汗士兵投送到战场，从而减少对外

国空军实施空中打击的依赖。这反过来又能

削弱叛乱分子指责政府沦为西方玩偶的宣传，

与此同时，ANA 可大张旗鼓地打击塔利班、

基地组织和其他袭击团伙。

即便有了极大的战场机动能力，空中力

量的火力打击能力在平叛战争中仍有其作

用。但是在阿富汗的平叛战场上，斗争的政

治性表明 ：本国自身作战能力对于取得全面

胜利的价值，要远远大于任何外国能力。在

这方面，ANAAC 正在培养前方观察员，使他

们能从地面位置执行净空观察和协调空中火

力。培养计划的第一个目标是让他们担任 

Mi-35 攻击直升机的观察员，在阿富汗各靶

场参与实弹任务通讯训练（图 1）。CAPTF 正

在帮助制定密切协同规程，此规程文件将用

于阿富汗战场，最终将包括固定翼攻击平台。

同理，既然本国地面部队比外国部队更具价

值，一旦 ANAAC 有能力从空中独立开展平

叛战斗，就意味着无需外国军事介入就可实

现持久稳定。

科拉姆和约翰逊归纳出的第四点认为 ：

“低科技”空中手段在平叛战争中能产生巨大

的正面效应。12 虽然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

传统上喜欢采用高科技军事方案，但高科技

在阿富汗派不上用场。修建学校的登山家格

莱格·莫顿森（Greg Mortenson）在个人努力

促进和平的过程中认识到 ：阿富汗文化的耐

性以我们的标准来衡量难以置信。然而有时，

我们需要“聆听大山的声音”，并接受这一事

实，即以耐心建成的能力，虽然有限及寻常，

却是为阿富汗留下持久空中力量的最有效途

径。13 目前作战和训练使用的是阿富汗人熟

悉且对这个国家很实用的机种，包括 Mi-17 

和 Mi-35 直升机，以及固定翼 An-32 运输机

（见图 2）。正加入该空军机群的 C-27 “斯巴

达人”运输机，将提供更大的空运能力、战

场机动性和仪表飞行，但它却像 An-32 运输

机那样简单和耐用，而且我们的阿富汗伙伴

喜欢驾驶此机型。在培养使用这些机种的能

力过程中，CAPTF 和 ANAAC 追求的是这些

能力在外国顾问撤离后能继续存在。14

第五点是 ：必须理解“联合作战是有效

利用空中力量的关键。”15 CAPTF 在北约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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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和辅导部队中地位独特，可以影响 ANAAC 

的发展方向，使它能与它所支持的规模更大

的阿富汗国民军的发展互相配合，因为我们

所交往的阿富汗人就是辅导地面部队当前和

未来领导人的教官。我们有机会帮助阿富汗

打造一支能独立行动的航空部队，并确保其

发展与它所支持的陆军部队相辅相成。我们

将为阿富汗培养一支灵活的、有能力在战略

上和战术上为地面部队提供关键支援的空中

力量。

在培养阿富汗空军部队的过程中，不仅

有美军各军种的联合努力，还有多个联盟伙

伴的参与。仅在喀布尔国际机场，每天就有

不少于 36 个国家的人员在同一个餐厅用

餐。一位西班牙指挥官目前负责监督设备安

装，该岗位由北约国家轮流担当 ；比利时人

员辅导 ANA 如何建设和管理地面保安部队 ；

捷克教官帮助阿富汗直升机空勤人员学习如

何更有效地作战。CAPTF 除辅导任务以外，

还努力突破障碍，推进盟军更多参与阿富汗

安全部队的运作。

最后一点 ：CAPTF 清楚认识到，空中力

量能够“提供灵活性和主动权”，而这两点在

平叛作战中原本通常是叛乱分子的优势所

在。16 地面部队肯定需要介入平叛作战，这

一点永远不会变。而空中力量的某些功能 — 

空运、战场机动和轻型攻击 — 在作战中都

是战斗力倍增因素。按照平叛作战的黄金标

准，对应于每 1000 名本土居民，通常需要

部署一支 20- 50 名战士的部队，如果有了空

中力量的及时响应，这个比例可能大幅缩小，

即可以更少的兵力有效地对付叛乱分子。17 

在阐述 CAPTF 在发展阿富汗空军方面的重

要 作 用 之 后， 下 面 我 进 一 步 讨 论 我 方 与 

ANAAC 开展协作的现状。

空中力量的当前发展

CAPTF 通过训练、扶助和辅导 ANAAC，

希望在四个领域培养其持久能力，而我们的

目标是跨越这些容易量化的作战线。简略地

说，我们的努力是 ：(1) 建立向这支航空兵部

队提供飞机的供应能力 ；(2) 为这支部队培养

一批训练有素、积极进取、精明能干的航空

官兵 ；(3) 在阿富汗各地修建并改善机场及相

关基础设施 ；(4) 与此同时，保障和支持关乎

这个国家生死存亡的持续作战行动。最重要

的是，我们希望把更先进的程序制度、指挥

与控制（C2）职能以及训练文化植入整个 

ANAAC 之中，融进我们所关注的所有这四个

使命领域的阿富汗军事文化之内。下面我简

要介绍目前我们在这每一个领域的活动。

正如所想，建设 ANAAC 的重点始终放

在培养空运能力上，阿富汗的多山地形和支

援地面部队开展平叛作战的需要，是其主要

动因。ANAAC 机群中的主力机是 Mi-17 多用

途直升机（图 3）和 An-32 运输机。Mi-17 

作为一种通用型直升机，最适合在阿富汗高

山地区作业 ；An-32 是一种固定翼运输机，

能够在短距离土跑道起降。这些飞机的日常

任务包括运送兵员、伤员和货物。有些我们

在西方已习以为常的能力最近在 ANAAC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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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发芽，并将成为进一步发展阿富汗职业军

队的基石。兹举一例。

2009 年 9 月下旬，一架 An-32 运输机

将两名在坎大哈省负伤的 ANA 士兵运送到

喀布尔。ANAAC 飞行医护人员在喀布尔机场

停机坪把他们移交给国家军事医院的医护人

员，再送上一架装有航空医疗运输担架的 

Mi-17 直升机，一直送到国家军事医院，途

中一直没有中断护理，全部由阿富汗机组人

员和医务人员执行。18 通过展现向 ANA 士兵

提供这种高质量护理的能力，可以加强这支

军队的信心和信任。我们在这些能力方面持

续辅导和投资，有助于阿富汗安全部队招募

并留住这个国家新一代中的精英人才，防止

他们被叛乱组织网罗过去。

为了巩固在空中力量保障下的成功，我

们必须认识到眼下正在进行的一个飞机建设

项目的重要性，这就是向 CAPTF 和 ANAAC 

提供一批翻新的 C-27 运输机（图 4）。这批

飞机从 2009 年 11 月开始交付，直接从意大

利起飞，机内加装了货盘滚轮装卸系统、空

投系统，以及专用医护后撤设施，为阿富汗

航空兵目前的短跑道和土跑道起降机队增添

了一个新机种。C-27 最终将成为阿富汗固定

翼空运机群的主力军。盟军向阿富汗提供军

事训练的结果，加速了这种运输机翻新计划

的实施，其中 8 架飞机计划在 2010 财政年

度完成翻新，还有 18 架飞机计划在 2012 年

结束之前交付。19

旋翼机群的发展也同样惊人。Mi-17 直

升机队每月都在壮大，Mi-35 攻击直升机最

近几个月在阿富汗各地靶场开展实弹训练取

得成功。Mi-17 机队是战场机动和医务运输

的关键工具，也是运送政府官员的可靠方式，

根据计划，此机队到 2013 年将扩大一倍以

上。Mi-17 性能可靠、高海拔能力佳、与邻

国设施兼容性好，并有现成的维修设施，这

些优势使这款直升飞机成为阿富汗的最佳选

择。20 为阿富汗建造一支强大的旋翼机群是

建立 ANAAC 持久能力的明智做法，因为在

这个地势大起大落的国家，直升机将始终不

可或缺。

仅仅为 ANAAC 提供飞机还不够。为了

建立一支高效的部队，我们必须培养有技术

和进取心的航空兵。这是 CAPTF 参与的最难

也最有意义的努力，其影响也最深远。我们

的努力涉及到 ANAAC 机构的各个层次，阿

方和美方人员保持全方位合作，无论是制定

一项 C2 决策，还是讨论 An-32 最佳装货方

式，双方都进行协商。美国教官提出适合阿

富汗行事方式的建议，做到既完成任务又保

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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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一架 Mi-17 直升机在空投 ANA 部队

图 4 ：一架为 ANAAC 改装的 C-27 斯巴达战术

运输机



美国空军一支飞行联队指派每一种职能

的专家在阿富汗提供训练、咨询和辅导。从

土木工程师到机场经理，美国人和阿富汗人

一道工作，分享经验，探讨阿富汗空军建设

的各种优化做法。在阿富汗开设的 30 多年

来的第一个装卸师培训班在 2009 年 7 月结

束了三个月的培训课程，授予 8 人基础装卸

师证书，训练他们做好向 C-27 运输机过渡的

准备。21 除此之外，我们还提供英语强化训练，

使空勤人员以及在国际飞行系统内作业的其

他阿富汗人了解安全规定，胜任本职工作。

我们的教官和辅导员来自军队各个部门和民

间合同商，其中最大的一个团队在喀布尔生

活和工作，但是 CAPTF 还监管坎大哈机场的

一个小组和派遣到阿富汗各地区的分组。

训练与辅导不只在阿富汗进行。在 2009 

年 7 月，我们将 30 名 An-32 驾驶员送到美

国得州圣安东尼奥的国防语言学院接受英语

强化训练。语言班结束以后，他们继续接受

仪表飞行训练和 C-27 过渡训练。22 美国人和

阿富汗人一起执行任务，共同建设 ANAAC，

尽管有时遇到严重的语言和文化障碍，他们

都表示获得了满足感、相互尊重感和成就感。

这种进步在每天一起工作的任何一组美国教

官和阿富汗学员中都显而易见，大家为着同

一个目标努力。

有了经过训练的空勤人员、保障人员和

飞机，还必须有良好的机场结构，才能开展

有效的运作。CAPTF 正在整合其在喀布尔阿

富汗国际机场的总部，目的是与 ANAAC 及

新成立的、设在同一机场的国际安全援助部

队联盟司令部加强合作，形成合力。除了在

喀布尔的机场建设以外，CAPTF 还在坎大哈、

贾拉拉巴德、信丹德、赫拉特、加德兹和马

扎里沙夫协助规划和建设机场设施。在 2009 

年 10 月 5 日，坎大哈航空兵联队举行了成

立庆祝会，此联队归属 ANA 第 205 军团，

成为自喀布尔航空兵联队 2001 年成立后的

阿富汗第二支联队。

作战行动是 CAPTF 关注的第四个也是

最后一个任务领域。飞行作战行动在阿富汗

从没停止过，“边造边飞”这个说法贴切地描

述了 CAPTF 和 ANAAC 的团队努力。我们希

望增加训练并将新的 C2 措施制度化，但常

常和其他因素发生冲突，如飞机数量严重不

足、紧急任务没完没了、作战节奏始终慢不

下来，等等。

除了日常战斗和其他军事行动以外，

CAPTF 事项清单上目前最受关注的任务还

有 ：支援国家选举、一年一度的穆斯林麦加

朝圣，以及飞行训练升级，特别是 Mi-17 的

训练。ANAAC 出色地支持了阿富汗的 2009 

年大选，毫无保留地做好各种准备，支持预

期的总统竞选对决。尽管一位候选人后来退

出竞选，导致第二轮决选取消，但阿富汗的 

Mi-17 不辞辛劳地把选票资料运送到全国各

地，为决选做好准备。ANAAC 为边远地区的

穆斯林朝圣者提供空运服务，把它们送往阿

富汗各枢纽机场。因为朝圣的文化重要性，

这种支持使 ANAAC 成为所有阿富汗人心目

中的一个重要机构。2009 年的朝圣活动发生

在 11 月下旬，这时寒冬已经来临，对本已

艰难的后勤保障增加了额外的压力。

飞行训练是任何空军部队保持正常运作

的一部分，但 ANAAC 因为必须满足各种特

殊 要 求， 难 以 调 配 资 源 专 门 用 于 训 练。

ANAAC 的许多正规驾驶员都有数年的飞行经

验，有时为了执行阿富汗当前平叛斗争所要

求 的 紧 急 作 战 行 动 而 不 得 不 放 弃 训 练。

CAPTF 通过增加可用飞机数量，扩充可调遣

的飞行员队伍，以及在阿富汗建立训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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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空军过渡部队扶建阿富汗空中力量

等措施，正在帮助 ANAAC 培养训练文化，

规范业务能力要求，把训练视为安全及有效

开展军事飞行的一个组成部分。

显然，为了推进阿富汗空中力量的建设，

大量的努力正在展开。每项计划都展现诺干

领域中资源和能力的发展，以及因此可带来

的不可估量的好处。下一节概要介绍 CAPTF 

和 ANAAC 的计划。 

面向未来的飞行计划

在推进阿富汗空中力量建设的同时，我

想强调指出，CAPTF 制定的各种计划必须和

阿富汗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的计划充分相容，

决不可把一支完全仿效我们美国空军模式的

空军部队强加给阿富汗。我们已经开始使阿

富汗领导人相信 ：既有决策权又接受统一指

挥的组织才是控制空中力量的有效途径。然

而，现实的文化环境是一切决定由高级领导

人严密控制，这就意味着军事文化最多只能

缓慢地改善。相较之下，美国空军调整自身

组织结构总是雷厉风行，其步伐之快根本无

法见容于阿富汗文化，故而证明不可行。记

住了这些告诫，我们来看一看 ANAAC 的一

些近期发展计划及其乐观的前景。

在飞机采办方面，ANAAC 将继续发展 

Mi-17 和 C-27 机队。而且我们正在考虑增加

旋翼和固定翼教练机及轻型攻击平台。与此

同时，ANAAC 将培训更多的飞行人员和保障

人员，以和飞机的增加保持同步。目前的计

划是把机群规模从 43 架扩大到 154 架，并

在 2016 年结束之前把航空兵人数从目前的 

2700 名增加到 8000 名以上。23 

扩大阿富汗各地航空基础设施的计划也

同样雄心勃勃。最近建立的坎大哈省空军联

队就是个好兆头，预示着飞行部队将在全国

各地建立起来。到 2016 年，ANAAC 将在马

扎里沙夫、贾拉拉巴德、加德兹和赫拉特成

立永久分队，整个阿富汗都将为此感到骄傲。

另外在信丹德将建成一支航空兵联队和训练

中心，加上现有的喀布尔及坎大哈航空兵联

队，这些部队及设施将构成 ANAAC 的骨干，

阿富汗航空兵将拥有相当强大的能力，能对

全国各地的需求做出响应（图 5）。

在为 ANAAC 的这些发展计划振奋的同

时，绝不可忘记耐心的重要性，正如两位著

名的阿富汗平叛作战专家所言 ：“外国人做得

再完美，不如本国人做得差不离。”24 我们在

热切帮助阿富汗发展自己的空中力量时，切

不可操之过急，要让我们的东道主慢慢适应，

自己学会新的方式。如果我们急躁冒进，就

可能把我们的“帮助”变成障碍，也就意味

着鲜血和财富都付之东流。反过来说，耐心

能使阿富汗新一代的航空官兵和领导人消化

并掌握新的能力，从而成为一种投资，最终

导致在这个复杂战争领域取得胜利。

在培养耐心和韧性的同时，在阿富汗参

加平叛作战的将士必须掌握一门关键艺术，

这就是理解各种可能性。读者如果熟悉科拉

姆和约翰逊对空中力量在平叛战争中的作用

的论述，定然记得其文章中的假设 ：“小战争

是密集情报战，”但可能不知道空军如何通过

加强情监侦作战影响阿富汗战局。25 这片战

场上进行的平叛战争无疑必须依靠密集情报，

阿富汗军队在搜集和利用人力情报方面成绩

卓著，再加上盟军投入的各种高科技情报平

台，两种情监侦手段相结合，促成了数百次

作战行动的成功。 

虽然这种协同取得成效，但如果把发达

国家那种靠计算机运作的高科技情报基础设

施匆促地移植到阿富汗，眼下并不可行，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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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也是徒劳。阿富汗需要时间来培养一批精

通技术、胜任各种未来岗位的战士。更重要

的是，阿富汗军队作为一个整体需要有机会

制定和实施符合自身状况的程序，使投资建

造的技术情报系统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不切

实际地按照美军情监侦模式在阿富汗建造同

样的新系统，既不可行，还会对目前运作良

好的人工情报能力造成破坏。

结语

科拉姆和约翰逊指出 ：“小战争是持久

战。”26 有关阿富汗的任何战略都必须考虑一

个长久的现实，这就是平叛斗争很可能久延

不决，可能远远超出任何西方政府的坚持能

力。菲克（Nathaniel Fick）和纳格尔（John 

Nagl）认为 ：“好刀不血刃。”27 与其用外力

镇压顽固的叛乱分子，不如发展阿富汗本国

的安全能力，这本身就是一种本土发展模式，

可以推动各种更能争取民心的做法，例如为

民众提供水电供应及工作和教育机会，等等。

两相比较就能看出 ：我们投资阿富汗的最佳

做法，就是在外部介入力量做好该做的事情

之后，让本国人民建设安全能力和政府治理

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近期的历史在挑战我们，告诫美国必须

扶持阿富汗“重新站起来”，才能“在混乱的

政治环境中巩固胜利。”28 CAPTF 通过指派

教官培训阿富汗航空兵来参与阿富汗空中力

量的建设，这对于帮助建设伙伴国能力的努

力具有示范作用。通过灌输培养而在 AN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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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6 年 ANAAC 机场设施布局（由阿富汗联合安全过渡司令部 CSTC-A / 联盟空军过渡部队

        CAPTF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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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成的新能力将经久不衰，翱翔在阿富汗

上空的新生“战鹰”将维护国内安全，同时

保护国家边远地区，使之不受外国恐怖分子

的利用。29 这些职业军人和努力帮助他们成

长的教官们共同努力，将显著并持续加强阿

富汗安全部队的能力。空中力量中一些容易

被遗忘的作用其实具有巨大的潜能，能把这

个国家带进一个和平稳定的时代。阿富汗的

胜利是全世界的胜利，CAPTF 能在这个胜利

的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我们为之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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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60 次战斗任务。还部署部队支援过“沙漠盾牌”、“沙漠风暴”和“提供舒适”（Provide Comfort）行动，以
及南亚海啸人道主义援助即“联合救援”行动。伯伊拉将军是空军中队指挥官学校、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和空
军战争学院的毕业生。



为展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太空力

量的目前状况，联合空中力量能力中心

（Joint Air Power Competence Centre）于 2009 

年 1 月发表了《北约太空作战评估报告》，

其中提出 23 条建议，是以推动北约将太空

能力更有效地整合到军事行动中。1 北约领

导的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目前面临严重

挑战，凸显出开展联盟太空作战的必要性。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追求的作战模式是在陆地、

海洋、天空和太空开展多国联盟作战和多军

种联合作战，需要利用和整合一切可用资源，

但在整合各国太空能力方面尚处于初期阶段，

而这些能力是开展作战的关键保障因素。整

合方式之一是建立联盟太空支援组，为给这

些支援组开展太空作战创造条件，我们必须

解决作战准则、兵力配置、教育训练和装备

方面的问题。本文就建立联盟太空支援组提

供一些看法和建议。

历史视角

“沙漠风暴行动”被广泛认可为人类历史

上第一次太空战争，尽管美军在这场冲突之

前很早就发展和使用过太空能力。2 从历史

视角看这些能力，我们需要回顾越战和冷战。

美军从 1960 年 8 月至 1972 年 5 月期间使

用了第一个照相侦察卫星系统“科罗纳”。3 

同样在 1960 年，美国海军试射了第一个卫

星导航系统，它由 5 颗卫星组成，每天能进

行四至六次的导航修正。4 第一个导弹防御

警报系统于 1963 年开始运行，其目的是作

为一个天基早期预警系统，防范苏联发射的

弹道导弹。5 此后又出台了国防支援计划，

它运用红外辐射监测技术来发现导弹或太空

飞船的发射以及核爆炸。国防气象卫星计划

从 1960 年代中期开始提供云层覆盖信息，

帮助军方在越战中制订更精确的空中行动计

划。6 在 1970 年，美国发射了第一颗信号情

报卫星。7 更为人熟知的全球定位系统最早

在 1978 年发射，并在 1993 年达到初步的运

行能力。8 尽管美国运行这些和其他卫星已

有 50 多年，我们只是最近才开始将卫星能

力全面整合到作战行动中去。 

盟国的太空能力

我们的联盟伙伴也开发和运用各种太空

技术。法国在 1965 年发射第一颗卫星，成

为继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公认太空国家。9 

目前法国管理的卫星执行通信、光电、红外

监视、信号情报和电子情报任务，法国并计

划在 2020 年把早期预警系统送入太空。10 意

大利和德国也拥有太空防卫能力，意大利在 

2001 年发射了第一颗通信卫星，并在 2007 

年发射了四颗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网的第一

颗。11 德国在 2006 到 2008 年之间发射了一

组六颗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并将于 2010 年再

添一颗。此外，德国在 2008 年发射了五颗

中分辨率光电卫星。12 德国人还研制了两颗

通信卫星，其中一颗已入轨，另一颗预计在 

2010 年发射。13 欧洲的其它军事卫星通信项

目 包 括 英 国 的“ 天 网 ” 计 划 和 西 班 牙 的 

Hisdesat 卫星组网计划。欧盟的“伽利略”

计划将提供全球定位 / 导航 / 定时能力。显然，

欧洲人能提供的东西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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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技术和硬件以外，我们的联盟伙伴

国努力培养和训练太空人员，很多国家在研

究我们的太空作战准则并迅速赶上。法国人

设立了在整个欧盟培养军事太空文化的目标，

该国的联合太空司令部可能在 2010 年夏天

组建，这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步骤。14 德国在 

2008 年宣布将在德国的于德姆建立一个太空

态势感知中心。15 英国皇家空军在海威科姆

设有太空作战协调中心。16 西班牙在托雷洪

建立了欧盟卫星中心。17 随着欧洲国家太空

能力的持续发展，这些国家的专业人才队伍

也随之壮大。此外，诸如日本、印度和澳大

利亚等国家都在发展自己的太空能力。整合

这些联盟资源有各种益处，包括迅速重组丧

失的能力，增加能力，减少卫星重访次数，

等等。盟国的太空专业人员给整合过程带来

不同的文化视角，通过多样化加强整体实力。

他们作为各自太空系统和组织的专家，对地

缘政治环境有不同理解并可提供不同的解决

方案。美国与这支越来越壮大的太空专业队

伍合作，可以获得大量益处，但这样的合作

关系也需要我们变革我们目前运作的方式。

为何组建联盟团队? 

联盟作战不是新生事物。多国组成的联

盟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巴尔干战争、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美国中

央司令部所辖作战区域的将士参加各种联合

及联盟作战。阿富汗、澳大利亚、比利时、

加拿大、德国、伊拉克、意大利、法国、荷

兰和英国等都和美国一道开展空中行动。盟

军联合行动不仅提供国际政治支持、共同承

担风险、资源和费用，还在国际社会确立其

合法性。现代战争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涉

及外交、政治、社会、经济、信息和军事等

层面，且开支巨大，很少有国家能长期支撑

这样的战争。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政府已紧密

交织，互相牵制。更重要的是，派兵打仗需

要国内外的政治支持。对一个联盟体来说，

共同的安全担忧，对话及合作的益处，以及

共同的文化和认知，远比日常面对的任何挑

战更加重要。毋庸置疑，各国将继续组成联盟，

参加战争。

遗憾的是，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和

大多数国家既没有充分意识到太空作为一个

领域的重要性，也没有完全利用太空资产的

能力。联盟部队需要以太空为基础的情报 /

监视 / 侦察、卫星通信、全球定位 / 导航 / 定时、

友军行踪、太空控制、环境（气候）监视、

以及导弹预警能力。一般而言，这些太空能

力之所以可用，是因为具有可行的费效比，

或者因为太空高地是可以部署这些能力的唯

一空间。联盟部队当前在开展各种行动时，

需要伙伴国之间分享大量通讯、图像、情报

和信息。北约领导的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

部队在分享情报和信息方面，由于保密等级

和体制不一，因而面临挑战。情报的请求、

布置、处理、利用和分发，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困难不仅体现在技术方面，还体现在政策、

数据管理和分享等方面。但是，太空能力能

为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带来重大利益，因此我

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优化利用一切可用资源。

信息裂缝，例如无法共享一份关键的情报，

会减弱作战的有效性。故而我们需要改变太

空社区中的作战思维模式。既然是作为联盟

参战，我们就必须包括太空联盟。几年前还

被认为是“绝密”的一些产品和服务，现在

已经解密，能从商业公司获得。因此，我们

应该为克服这些挑战迈出关键的一步 ：整合

联盟伙伴的太空能力。

美国太空能力整合的渐进过程，可作为

我们开展联盟太空作战的范本。美国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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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能力的过程中，注重解决整合、政策、

准则和人才培养问题。多年来，美军作战准

则不断发展，训练课程增加和更新，并开设

了太空人才培养专业。现在，美国拥有一支

具备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经验的太空专业队

伍，这支队伍经历成熟，其中包括多年参与

太空任务的将官人才。太空作战力量的配置，

虽然继续是空军和陆军之间的辩论话题，将

随着美军参与联盟军事行动而不断调整和适

应。那么其他国家和组织，如北约等，在开

始考虑太空能力的发展时，必须思考如何发

展太空部队并纳入联盟作战行动。另一些国

家也可借鉴美国的太空整合思路，建立一个

能在联盟框架中开展太空作战的兵力结构。

军事训练和作战准则

空军在整合太空中面临的最大难题，是

如何培养一名空天军官来运用一支空天

部队。

— Lt Col Mark P. Jelonek，《迈向

空天部队时代》，1999

拥有太空资产，并不一定说明作战将士

在使用它们，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太空能

力整合到作战之中。为发展联盟太空能力，

我们需要借鉴美军开展太空作战训练和编写

作战准则的经验。多年来，美国一直努力整

合并全面利用高度机密和隔离的太空系统，

其中一个解决办法是建立太空支援组，类似

于联盟部队的太空支援团队。美军太空司令

部于 1990 年代中期组建联合太空支援组，

此支援组与各军种的太空小组一道，支援战

区指挥官和联合特遣部队，帮助他们理解太

空能力在战争中的作用和运用。18 在 1995 

年，美国空军组建了第 76 太空作战中队，

协助空中部队统一指挥官理解和运用太空能

力支援空中作战行动。19 空军的这些太空团

队以支援空中作战中心和战争的战术层面为

职责，先后参加了“合力”、“禁飞”、“沙漠

之狐”、“沙漠惊雷”和“联盟部队”等军事

行动。20

美国拥有强大的太空能力，但是“沙漠

风暴”让高级领导人意识到，我们尚未充分

加以利用。太空战术学校正是在这种形势下

于 1994 年应运而生，并于 1996 年成为美国

空军武器学院的太空武器教官培养计划。21 

该计划培养了 215 名毕业生，其中 8 人现在

官至上校军衔。22 太空武器军官协助区域作

战指挥官，并成为空中作战中心的组成部分，

通过提供太空专业知识和效果，支援联合部

队空中部队统一指挥官。他们的成功向空军

展示了嵌入这类人才的价值。

在 2000 年底，空军开始将太空人员直

接整合到整个空军作战部队中，从而结束了

联合部队及空军太空支援组的做法。再后来，

空军设立了太空部队总监一职，负责向联盟

部队空中部队统一指挥官提供建议，并协调

战区的太空任务和效果。太空总监作为指挥

官参谋班子的一员，必须依靠嵌入到各空中

作战中心和各作战地区的太空人员来搜集任

务需求和效果，把太空作战纳入日常作战行

动中。此方法已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作战中

证明行之有效，但是美国陆军尚未采取设立

太空总监的做法，而是继续部署太空支援组。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中具备太空作战专门知识

的人员不多，这两个军种都没有部署太空支

援组。 

陆军整合太空能力的主要做法是组建太

空支援组和太空支援小分队，前者由 6 名军

人组成，随时部署，后者常常由 2—3 人组

成更小的单位，派往旅部或师部。23 陆军于 

1995 年开始部署太空支援组，使太空成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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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作战的一部分。24 在 1998 年，陆军设立

了第 40 功能区（FA-40）职位（太空作战官），

作为训练和培养太空专业人员的机制。25 陆

军的太空支援组和小分队负责在整个作战规

划和执行过程中协调太空行动，确保太空使

命领域的各种任务有条不紊地开展。

太空支援组和小分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

战争中经受了考验，继续在各类作战中保持

快节奏部署和行动。在联盟联合特遣部队结

构中嵌入这样的太空专业人员，能确保把太

空能力和效果纳入作战规划并支援作战。遗

憾的是，只有极少空军人员被派往参与把太

空能力整合到地面作战的过程。空军需要加

强努力，增派人员到使用天基能力的部队中。

只有通过进一步联合的做法，才能帮助作战

部队更好地理解并优化使用太空能力。

就太空而言，空军和陆军作战准则的最

根本区别在于，空军主要是能力提供方，而

陆军主要是使用方。联盟作战既需要提供方

也需要使用方。空军设有指挥、控制和整合

太空能力的岗位，陆军则通过部署太空支援

组来使用天基服务。在空中作战方面，为了

改善空中和地面整合，空军在地面部队中嵌

入空中联络官和战术控制员，他们是擅长和

陆军联手使用空中力量的专家，负责协调通

讯和飞机，实施空中精确打击。但是，空军

尚未设立太空作战联络官，来满足太空能力

和地面作战整合的需要。我们已在思考未来

的联盟太空作战策划和实施，因此必须审视

并修改美国的太空整合模式，整合过程中，

不仅要包括我们的各军种，还要包括盟军的

各军种，以取得效果。

为此，我们首先应了解现行的太空作战

准则，判断它能否指导联盟太空作战，是否

需要调整。在北约所有国家中，美军的太空

作战准则最为先进，其中太空联合作战准则

在 2009 年更新，空军准则在 2006 年更新，

陆军准则在 2005 年更新，海军太空政策在 

2005 年实施。26 北约也积极行动，于 2009 

年颁布了天空和太空作战的准则文件。27 欧

盟在 2007 年出版了太空政策。28 澳大利亚、

英国、荷兰、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正在或

已制定国家太空政策和作战准则。但不幸的

是，没有一个国家充分考虑了在阿富汗开展

联盟作战中与太空相关的现实问题。本文无

意讨论为什么美军准则必须修改以支援联盟

太空作战，但我们应解决几个关键问题，才

能理解联盟太空支援组需要什么。鉴于其他

国家也提供太空能力、人员和作战中心，美

军准则将需要设定这诸方面的关系结构，以

及互动的方式。例如，法国已派遣一个由三

人组成的太空分队，支援他们的快速反应部

队和空中作战中心，因此我们需着考虑制定

一个共同的框架，定义和使命领域。29 下面

的论述讨论建立联盟太空作战基础的构想。

现行的美国和北约太空使命领域包括太

空兵力增强、太空控制、太空支援和兵力应

用。30 这些使命术语已经使用多年，都需要

修改（只有“太空支援”仍可使用）。太空的

作用不再仅仅是加强部队的作战，它已经成

为联合作战的一个关键保障因素。太空控制

经常和进攻性对空作战混为一谈。后者的目

的是控制敌人的领空，防止敌人发射对空火

力，其任务可能包括摧毁敌人的空对空和地

对空部队，阻断敌人的空中行动，保护空中

通信路线，并且建立空中作战的局部军事优

势。31 此外，其他国家从和平利用太空的原

则出发，认为“太空控制”这个术语的攻击

性和进攻性太强。没有任何国家愿意看到美

军控制太空。其他国家还认为“兵力应用”

这个术语意味着太空武器化，在政治上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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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因此没有必要。兵力应用这项使命会

引起其他国家担忧，怀疑美国已将武器秘密

部署到太空中，否则的话，为什么我们为不

存在的武器设立作战准则呢 ? 既然那些国家

在研究我们的作战准则，我们就需要审慎对

待准则传达的信息。

对美军和北约的太空使命领域，我们需

要制订一个新的指导框架，包括联合保障太

空作战、防天作战，以及太空支援作战（表 1）。

这种框架结构使太空使命领域更容易理解，

并更能准确地反映实际行动。例如，联合保

障太空作战将包括全球定位 / 导航 / 定时、卫

星通信、情监侦、导弹预警和环境监视，因

为这几项使命都直接保障联盟部队的作战行

动。我们应在“兵力增强”中增加一项当前

没有包括的使命 — 太空能力的整合和开

发。太空使命中一些现有的跨功能项目并不

适合放到任何特定的能力区域之下。此外，

作战准则中如果没有“整合和开发”这一项，

不利于我们申请最需要的资金或项目，尤其

是那些运用太空能力保障联合作战将士的项

目。如上所述，联盟太空作战准则不应提及“太

空控制”，应以更恰当的“防天作战”这一术

语取而代之。最后，我们只需将“太空专业

发展”加入太空支援作战这个使命领域，而

避免使用上述提及的“兵力应用”。

列出这些建议的使命区域之后，我们可

以思考联盟太空团队的构成（表 2）。太空团

队应根据使命需要确定合适的规模，应包含

情监侦、全球定位 / 导航 / 定时、卫星通信、

导弹预警，太空态势感知、进攻性和防御性

防天作战等方面的专业能力。陆军的太空支

援组和小分队作为组成单位经过训练和部署，

已有收获，但把这些支援组转变为多国部队

的支援团队，在组织、训练和装备方面定然

要面对一些挑战。

职位 等级

太空协调分队 O-5

太空作战高级策划官 O-4

太空作战规划官 O-5

太空支援团队

太空团队队长 O-4

作战军官 O-3

防天作战规划官 O-3 或 E-6

太空作战规划官 O-3 或 E-6

情报分析员 E-6

信息系统操作员 E-5

太空支援分队

太空作战高级策划官 O-4

太空作战规划官 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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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保障太空作战 * 防天作战 太空支援作战

全球定位 / 导航 / 定时 太空态势感知 发射和场地作战

卫星通信 进攻性防天作战 卫星作战

情报 / 监视 / 侦察 防御性防天作战 太空兵力指挥与控制

导弹预警 作战测试和评估

环境监视 太空专业发展

整合和开发

* 北约此处用词是“joint”（联合 [ 作战 ]），相当于美军的用词“combined”（联盟或多国协同 [ 作战 ]）。

表 1 ：建议的太空作战使命区域

表 2 ：太空支援团队的典型构成



兵力配置

在确定使命区域之后，我们必须考虑美

军应如何在战区内配置这支太空兵力。现行

的美国空军作战准则规定把相关的空军人员

纳入空中作战中心。在陆军，太空支援小分

队是所在师的一个组成部分，太空支援组则

根据联盟联合特遣部队的需要部署以增强其

能力。北约的作战准则仅着眼于高层次的太

空作战行动，没有在如何具体体现太空能力

和兵力上提供指导。32 此外，美军联合作战

准则仅简单述及多国行动中的太空问题。33 

自从阿富汗战争开始至今，我们一直缺乏整

合太空人员的战略规划，但是国际安全援助

部队正在制定一个旨在更好利用太空能力的

组织结构。在北约的联合作战层次上，两名

太空军官被派往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联合司令

部，其中包括一名太空作战指挥官，担任该

部队的高级太空官。在区域层次（和美国作

战准则中军种统一指挥官的同一层次）上，

陆军的太空支援组被派往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的东区和南区司令部。西南区司令部的美国

海军陆战队也有一个陆军太空支援组。此外，

已要求指派更多的太空人员支援北区和西区

司令部。遗憾的是，过去八年来，部队对太

空人员的需求经常是临时提出，这种特殊的

做法导致指挥关系混乱，有些区域司令部中

缺少具备太空专业知识的人。

根据我军在阿富汗的经验，本文建议按

下列两个阶段将太空支援力量整合到多国部

队组成的联盟联合特遣部队中。首先，太空

力量的作用应体现在美军联合作战层次上，

即体现在 J-3 级（联合行动）和 J-5 级（联

合策划）上。此外，假设已经设置联合部队

空中部队统一指挥官，空中作战中心应继续

配备太空人员，因为该指挥所在空中作战行

动中是指挥、控制、策划和实施节点部位。

联合部队空中部队统一指挥官通常也是空军

本军种部队指挥官，应在 A-3 级（空中行动）

和 A-5 级（空中策划）配备太空军官。陆军

方面，可继续采用将太空支援组融入地面部

队的做法。34 在联合部队中的每个军种司令

部（以及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区域司令部）

中，应配备一个联盟太空支援组。在下属司

令部的军团层次，应配备一个联盟太空支援

小分队。因为每个军种具备其本身的专业知

识和能力，太空支援组和小分队需要的是太

空联合作战人才。请注意，支援组和小分队

的人员数量取决于使命的要求和作战的节

奏。太空支援组的规模和构成应随机应变，

以满足作战的需要。例如有时候，或许只要

一名太空军官，而不是整个太空支援组，就

足以承担协调任务。 

第二阶段是整合联盟伙伴（图 1）。此阶

段要考虑解决团队的整合、训练，以及接触

机密信息的标准。而更高层司令部需要配备

多国人员。整合这样的人员，最困难的是在

战术层次上，因为他们需要详细的作战行动

和系统知识来执行自己的使命。由于组建多

国太空支援组或小分队极不容易， 本文建议

指派本国的小组来支援本国的部队，但有一

些支援组可能容纳多国人员，具体情况取决

于双边和多边的安全协商安排。我们还必须

解决被指派的太空人员的单位归属，通常作

为远征太空作战中队的一部分，归属联合部

队空军军种指挥官指挥。尽管如此，他们可

能被派给其他司令官或军种指挥官。鉴于太

空资产的政治和战略特性，这些单位很可能

要向各自本国政府直接报告，获得交战规则

的指导。他们将根据本国的指示和使命，确

定指挥关系。一般而言，我们已将成熟的太

空能力融入日常作战行动中并建立标准化。

情报分队规划并实施对天基情监侦资产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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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讯分队负责卫星通信。但是我们仍然

需要一些战略和战役层次的专业人员。在这

个建议的结构中，由于已将太空职位完全纳

入指挥结构，因此不再需要设立太空部队总

监。35 

太空支援和后方支持

在 2009 年“施里弗 -5”太空作战演习

开始后不久，军方就意识到，需要整合部队

结构，以加速联盟作战的协调。36 这种认识

导致建立起一个类似联盟联合特遣部队的组

织和联盟太空作战协调中心的构想。基于此

概念，我们能为联盟部队设计一个理论上的

太空支援结构（图 2）。

联盟联合特遣部队的太空部队必须整合

效果并保障使命取得成功，有时可向后方的

太空作战协调中心请求支持。通常，联盟联

合特遣部队指挥官将为太空行动指定一个负

责部门，最适宜的应是联合部队空中部队统

一指挥官和联盟空中作战中心。联盟空中作

战中心作为受援的多国指挥部，从联盟太空

作战协调中心获得直接支持 ；又鉴于指定牵

头国的太空作战协调中心自然成为联盟的协

调中心，因此该中心可作为实质上的协调中

心。任一国家的太空作战协调中心也可直接

支持联盟太空作战协调中心。对于一些时间

敏感的作战支援要求，最好的做法是联盟空

中作战中心同某国的太空作战协调中心直接

协调安排。国家太空支援组可通过本国指挥

部门和支援渠道从本国后方获得信息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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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联合
特遣部队

J-3级太空作战部长 J-5级太空策划部长

 地面部队
统一指挥官

 海上部队
统一指挥官

 空中部队
统一指挥官 特种作战部队

  联合部队
空军军种指挥官

联盟太空
支援组

联盟太空
支援分队

   A-3级
太空作战主任

   A-5级
太空策划主任

联盟太空
支援组

远征太空
作战中队

师 联盟空中作战中心

联盟太空
支援分队

作战处 作战策划处 战略处 情监侦处

太空小分队 太空策划员 太空战略员 太空情报员

图 1 ：建议的联盟联合特遣部队结构



例如，支援美军中央司令部作战的太空人员

被派到联盟空中作战中心后，可能向美军战

略司令部负责太空和联合太空行动中心的联

合职能部队司令官请求信息支持。

联盟作战行动需要一些国家提供太空能

力，会涉及到军用卫星和商用卫星服务。结

果是，每个国家的太空作战协调中心需要保

持自己的太空图像，并同盟国的太空作战协

调中心分享其中一些数据，以生成所需的整

合图像。每个太空作战协调中心都可以作为

接触该国太空能力的联系节点。一国的指挥

部门在向联盟作战行动提供议定的太空能力

或服务时，将维持对本国资产的控制。这样

做需要我们今天就达成协议，逐步制订出指

导信息安全分类、网络互通互动、任务下达

和信息分发程序的纲领文件。这样的结构需

要多年的努力才能建成，如果坐等危机出现

才启动努力则为时已晚。

教育和训练

教育和训练是成功的重要关键。我们对

此往往事前认识不足，事后悔不当初，经常

派遣训练不足经验缺乏的太空人员参战。必

须确保我们的太空部队获得适当的组织、训

练和装备。虽然美国在培养太空专业人员方

面取得一些成就，但我们需要的是专家。在

过去 10 年，填补这些岗位的主要是太空武

器军官。但此岗位逐步把重点向空军太空司

令部的部队单位调整，而且岗位数量有限，

因此空军应设立专精太空能力整合和开发的

培养专业。目前陆军的 FA-40 培养计划或空

军的太空武器教员课程，都可作为范本。其

他多数国家既不具备军用太空体系，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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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指
挥
部
门

澳大利亚太空作战协调中心

加拿大太空
作战协调中心

德国太空
作战协调中心

美国太空
作战协调中心

法国太空
作战协调中心

英国太空
作战协调中心

商业太空部门

联盟空中作战中心可从各国家
太空作战协调中心获得直接支持

联盟太空
作战协调中心

联盟部队地面统一指挥官的
太空支援组负责与联盟空中
作战中心协调

国家太空支援组可从本国
太空作战协调中心获得
直接支持

联盟联合
特遣部队

空中部队 地面部队

联盟空中
作战中心

联盟太空支援组

第一师 第二师

联盟太空
支援分队

第一旅 第二旅

联盟太空支援
分队 (英国)

图 2 ：建议的太空支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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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太空专家，因此他们必须培养具备太空

专业知识的人员，并建立相应的培养专业。

由于联盟太空支援组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

各伙伴国必须设立训练项目，培养能将太空

能力整合到地面、空中和海上行动中的军事

专家。 

在设立一个培养专业之前，我们必须清

晰了解太空能力的作战需要。陆军野战手册 

FM 3-14《陆军作战的太空保障》（2005 年 5 

月版）明确规定了陆军太空支援组及太空作

战官的作用和任务。37 我们对部署的太空人

员寄予厚望，要求他们全面了解国家太空体

系、能力、局限和保障组织，理解联盟联合

特遣部队的使命、轻重缓急及作战行动，然

后知道如何将太空能力整合到作战计划过程

中。他们必须同许多情报和太空组织协调，

监视太空系统的状态和变化，确定对战区的

可能影响，发现和跟踪薄弱环节与威胁。战

区太空军官也可能担任其它保密岗位。在联

盟作战环境中，他们还可为其它国家的太空

资产和程序履行这些职责。美国空军训练和

培养的人才首先以资深上尉和少校军衔支持

战区司令官，而后经进一步培养而担任更高

级的职位。要满足上述要求，我们需从美军

联合和联盟太空作战规划官和联络官中抽调

少批人员加强培养。

作为开始，美国空军可依托现有的一些

训练项目解决上述需要。如人们所料，美国

提供太空训练的绝大部分。但是加拿大、英国、

法国和北约也在提供太空课程。如果我们博

取各家之长，应可编制出适用的课程。鉴于

联合部队和联盟部队指挥官和作战规划者都

需要基本了解太空的能力和局限，指参学院

和其他高级院校应在课程设置中包含太空基

础课程。正如指挥官和参谋官能从有关太空

军事用途的课程获益一样，高级政治和军事

领导人也能从介绍战略太空问题的纲领性课

程获益。北约成员国可以合理的费用加入这

类课程学习。此外，在更高层次上，在德国

的北约进修学院提供唯一的太空作战规划课

程，此课程以没有或几乎没有太空知识背景

的参谋官和作战规划官为学员对象，以 5 天

时间讲述如何将太空能力整合到作战行动策

划过程中。但 5 天根本不够。事实上，学员

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有关太空的

基础和高级训练。没有适当的教育和训练，

我们向战区司令官提供的太空支援人员充其

量只是勉强上阵，而非完全称职。

装备和规划工具

没有工具，我们就无法将太空勇士投入

作战。为保持态势感知，各太空支援组必须

拥有整合的太空态势图像，从中了解美国、

盟友、敌人和商业企业的各种太空资产 ，一

如我们对地面、海上和空中力量的信息掌握。

我们必须监视和展示系统和网络状况，并评

估对战区的影响。各支援组必须配备计划和

协调工具，以在联盟作战环境中依照统一保

密等级分享信息。联盟成员国之间应配备互

相连通的网上对话软件、电子邮件，以及电

话网络。电脑系统应能处理中等机密级的信

息。（大多数情报信息和产品，如果删除其中

的来源、方式和方法等机密内容，就能够作

为解密信息共享。）为使这项努力进行下去，

我们必须生成整合后的情报产品，许多国家

必须参与这个过程。更重要的是，因为联盟

中的各国部队都必须了解联盟有哪些能力和

产品可供使用，美国不应继续困自己于国家

系统中，而应开始在联盟网络系统中运作。

太空人员还需要某些特定的装备。例如，

陆军太空支援组配有可自行部署的卫星通信

终端和计算机，能以此获得或生成太空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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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三维视图、卫星飞越报告、通信干扰报告

和影像地图等。他们使用卫星链接，能监视

太空环境、航天器运行状况、太阳气候影响

等空间态势。他们还能担任主要的导弹预警

节点。不过美军的这些小组不适宜参加联盟

作战，因为其所掌握的许多太空情报不能向

联盟伙伴公布。联盟部队的太空支援组除了

拥有整合的太空态势图像以外，必须能生成

卫星飞越预测、分析通信链路，分析并管理

情监侦资源、评估来袭威胁、开展电子战 /

通信对抗作战规划以及其它许多任务。因此，

这些太空小队需要具有可自行部署的卫星通

信能力，至于支持这些装备运作的信息系统

和 软 件， 则 更 属 必 备， 后 者 应 包 括 诸 如 

Analytical Graphics 公司生产的广泛使用的卫

星工具包等，以帮助联盟部队太空支援组开

展工作。38 作战指挥官必须随时知道飞机、

军舰和地面部队的位置和状态，否则就无法

指挥打仗，因此联盟各国必须提供相关的轨

道数据、飞机信息和其他数据，才能生成完

整图像。遗憾的是，联盟太空态势感知的现

状远远不尽人意。

结语

在过去 15 年中，美国经过摸索，发展

并部署了太空部队，向战区指挥官提供支援。

我们的太空能力和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并取

得空前的联合作战能力，但是今天的多国协

同作战要求我们将太空能力更好地整合到联

盟作战中去。最近，一些盟国发展了自己的

太空能力。现在采取下一步骤的时机已到，

这就是开展联盟太空作战。为此，我们必须

制订和调整作战准则、组织结构、指挥与控制、

教育和训练，装备和工具，以及太空合作双

边协议。这诸方面目前都无法满足实施联盟

太空作战的要求。

在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其它

地方正在继续展开的各种联盟作战行动，推

动着我们更好地整合和运用各种可用的太空

能力。改进我们的组织、训练和部队装备，

将增强太空能力对联合作战和联盟作战的支

援和保障效果。太空属于每个人，包括我们

的敌人，因此我们决不可拖延耽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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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 • 辛格尔空军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Single），Worcester 理工学院理学士，Regis 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空军
理工学院理科硕士，现任驻德国 Kalkar 的联合空中力量能力中心空天战略官。他曾担任该中心太空作战专家，
负责发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及成员国的天空与太空能力。他现部署于阿富汗喀布尔的国际安全援助部
队联合司令部，担任该部队太空作战主任。辛格尔中校拥有洲际弹道导弹、太空及空天作战中心武器系统等领
域的作战经验。他也曾在空军太空司令部总部武器与战术处担任战区支援主任，参与过美军中央司令部、欧洲
司令部及太平洋司令部辖区内举行的若干次联合多兵种行动与演习并获得奖励，担任过一系列太空指挥官职务。
辛格尔中校作为国际公认的专家，曾多次应邀出席国际会议演讲，并发表过若干篇关于北约及联盟太空作战的
论文。

双方（美中）关系自有分歧和困难，但是两国并非注定要互相为敌。

   —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2009 年 11 月访问北京时的讲话

Our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has not been without disagreement 
and difficulty. But the notion that we must be adversaries is not pre-
destined.”

            — US President Obama, during his Nov-2009 Beijing tri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彼此为敌，彼此成敌 ；彼此为友，彼此成友。 

— 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少将潘振强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 2010 年“中美应对海
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研讨会上的发言

Mutual hostility may turn us into enemies; mutual goodwill may turn 
us into friends. 

— China PLA Maj Gen Pan Zhenqiang (Ret.) at 2010 Symposium on “Chinese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To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sponsored by 
US Naval War College 



应急作战行动的演变，以及太空战和信

息战的迅速成熟……已经改变了空天力

量的效能考量。

— 空军准则文件 AFDD 1《基本准则》

（2003 年 11 月 17 日）

美国空军正处于十字路口。国防部长在 

2008 年将空军部长和参谋长一并解职，

并质疑空军在核安全上疏于职守。进一步，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已发展为平叛作战的

现实下，其他军种和防务分析家公开质疑是

否需要一支技术先进的空军。为什么会发生

这些事件和疑问 ? 具体说，为什么空军似乎

在失去国防部高层领导的信任 ?

原因之一可能是 ：空军没有及时修改和

更新自己的作战准则，故而未能正确指导在

各类军事行动中战役层面的兵力运用，而是

继续提倡在冲突中开展武力打击。这种偏见

经常妨碍天空/太空/网空能力的跨领域整合，

使空军策划人员在设计联合行动时处于不利

之地。1 空军作战准则文件是“经正式批准

的文件陈述，包括战争信念、作战原则和术

语解释，描述和指导在军事行动中如何恰当

使用空天力量。”2 这里的一个关键词是“军

事行动”。在空军成立以来的大部分时期，它

都把这种“行动”理解为对拥有相当强大的

传统和 / 或核军事能力的对手实施重大应急

作战行动，这样的理解决定了作战准则的编

写会严重倾向于在战争中运用空中力量打击

敌人。3 然而冷战结束后，军事行动的概念

已经扩大，它包括诸如人道援助、救灾、平叛、

非正规战、与伙伴国的战区安全合作等各种

使命。空军已颁布了这些使命领域的细则性

作战准则文件，但是，它的纲领性作战文件 

— AFDD 2《作战行动和组织》（2007 年 4 月

3 日）— 仍然反映了专注武力打击的狭隘视

角，没有体现空军对全频谱军事行动联合作

战的多重能力和贡献。

在对 AFDD 2 进行更新并把它重新编号

为 AFDD 3 的过程中，作战准则编写人员应

该修改内容，为空军官兵阐明天空 / 太空 / 网

空基本概念，并指导联合行动中战役层面的

策划和协同，使它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纲领

性文件。通过扩充文件内容，准确反映天空 /

太空 / 网空部队参与多种军事行动的能力，

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空军的作用和使命的了

解，为战役层面的参谋提供制定行动计划的

指导，成为理解天空 / 太空 / 网空概念、制定

作战计划和实施作战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的

统一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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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冷战思维：确保空军新版作战准则 AFDD 3 反映空军当前的作用和使命

现行的 AFDD 2 是怎么说的？

AFDD 2 作为战役层作战准则的纲领文

件，是为在“各类军事行动的战役层面组织、

策划和运用空天部队”提供指导。4 它分为

八章，覆盖的主题有 ：开展作战行动、指挥

空军本军种部队（AFFOR）、组织空天远征特

遣部队、将空天部队嵌入联合部队、制定联

合作战计划，等等。它在结束部分论述空天

指挥中心和 AFFOR 参谋部。本文的讨论只限

于第一章“空天作战概述”、第二章“作战行

动”，和第六章“作战规划”。

第一章为理解空天力量性质打下基础，

它指出 ：空天力量源于“空天部队使用致命

和非致命手段来达到战略、战役和战术目的，”

并且“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现目标或目标群，

空天力量都有能力进行作战并使其效果影响

到整个战区。”5 这一章接着描述应如何把目

标分类，分类依据是按照对目标攻击的效果

而非目标的物理位置。此陈述表明 ：空中力

量意欲在整个作战区和各种不同作战层次产

生致命和非致命效果。遗憾的是，我们再难

找到对这些陈述的进一步论证，因为这一章

的其余部分只摘取“沙漠风暴”和“伊拉克

自由”行动中的事例，狭隘审视空中力量在

重大冲突中的武力作用。这一章在最后部分

简要论述了在进攻性军事行动期间如何运用

空天力量开展并行及不对称作战行动。

第二章一开始就宣称 ：“任何军队的总体

目标都是时刻准备为支持国家的政治目的而

开展作战行动 — 为国家而战。”6 许多人也

许不赞同这个提法，认为应该是为着一个远

更符合克劳塞维茨观点的目标 — 为支持政

策而战 — 并可能指出 ：作战行动只是国家

间互动之更宽广频谱中的一个点。其实，这

段开场白准确地为后面的效基作战（EBAO）

方式，即本章主要关注的问题，打下了基础。

对 EBAO 的讨论全面而均衡，着眼于摆布敌

人随我变化从而达成预期效果，此作战观念

对和平和战争时期均适用，为在第六章进一

步展开论述定下了基调。

第二章第二部分论述了天空和太空（但

没有网空）力量在各种军事行动中的运用。7 

它概括了在进攻性作战行动之前或期间夺取

空天优势的必要性，其中只用很小篇幅论述

空天作战在其他类型军事行动中的运用。值

得注意的是，除了在“危机反应行动”这个

标题下列出了一个行动类型清单之外， “交

战、合作和威慑行动”这部分只列举了作战

行动的一般例子，没有提及诸如非战斗人员

撤离、维和，或人道援助等形式的作战行动。

此章结尾部分简述了较小规模突发事件的政

治维度，以及部队的“结束、过渡和重新部

署”。因此，第二章第二部分提供的只是一般

性讨论和一个考虑事项清单。它没有把第一

部分谈到的 EBAO 方式与后面述及的各项使

命联系起来。此章用大部分篇幅开出一份作

战行动列表，只以重大武力打击行动为背景

阐述空天力量的运作，而没有具体讨论空天

力量在其他类型作战行动中的应用。

第六章概述联合作战策划的过程，其重

点是联合作战。然而，此章总共 24 页的篇

幅中有 7 页是复叙联合作战准则 JP 5-0《联

合作战规划》（2006 年 12 月 26 日），还有 

10 页进一步讨论第二章提到的 EBAO。其余

的 7 页概述了联合空天评估程序，在这部分

中，AFDD 2 应该就如何将天空 / 太空 / 网空

这三个领域的能力加以协同并形成综合空中

作战计划提供指导。然而在现行版本中，这

一章虽审视了三个主题（作战策划过程、基

于效果的策划、联合空天评估过程），但没有

明确提供一个把这些过程与制定符合战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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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要求的联合空天作战计划联系起来的明确

架构。第六章提及了 AFDD 2-1《空中战争》

（2000 年 1 月 22 日）和 AFDD 2-1.9《目标

锁定》（2006 年 6 月 8 日），从而再次突出

了 AFDD 2 对重大冲突期间运用武力的重视。

总而言之，AFDD 2 没能达到这部文件自

己宣称的目标，即为在“各类军事行动的战

役层面组织、策划和运用空天部队”提供指

导。当前，这份纲领文件以下有共 27 份系

列 -2 细则作战文件提供支撑，共同组成供策

划参谋人员使用的战役层次指导纲要。8 然

而，这份文件对天空 / 太空 / 网空作战协同的

指导很有限，也缺少与各种类型的军事行动

相应的典型空中行动的信息，故而削弱了文

件的总体价值。AFDD 2 需要重新编写，才能

为作战行动策划人员提供更准确的指导，也

才能更好地描述天空 / 太空 / 网空部队在战争

中的多重作用和职能。

未来的 AFDD 3 应怎么说？

空军颁布并讲授作战准则，把它视为培

养和运用空天部队最佳途径的共同参照

框架。

— AFDD 1《空军基本准则》（2003 

年 11 月 17 日）

现行的 AFDD 2 声称“阐述美国空军在

各种军事行动的战役层面如何组织和运用空

天力量。”9 但这部文件没有达到这个崇高目

标，因为它把焦点放在了在重大冲突期间如

何开展空中武力打击上。而且，它也没有论

证以下基本作战准则陈述 ：“空天力量的运作

方式与其它军事力量形式有根本的不同”；“空

天部队能夺取主动权……预料敌人动向、捕

捉战术和战役先机”；以及“空天部队开展攻

击作战时，能采取行动直接实现联合部队指

挥官的……目的。”10 这部文件的未来修订版，

即 AFDD 3，应该真实地阐述天空 / 太空 / 网

空力量在军事行动整个频谱上的多种运用，

具体来说，应将 27 份系列 -2 细则作战文件

所提炼的“最优做法”归纳进来。其实据我

来看，空军已经拥有一部可供这次修订借鉴

的综合纲领文件，此文件也带有多份细则文

件，既系列 -3 文件。11

系列 -3 作战准则文件是“战术手册”类

文件，着重阐述空军的战术、战技和战规，

指导如何具体运用大多数空天平台和空天作

战概念。这套系列之首就是上述的可供借鉴

的纲领性文件，它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

述空中力量的基本概念和战术指挥与控制的

作用。依照这条基线，该文件进一步论述战

术任务策划和策划人员的注意要点，并运用

系列 -3 细则文件中详述的概念，旨在传递一

个普遍信息，即战术人员必须了解作战策划

要素才能执行战术任务。最后部分概要介绍

各类主题，例如太空作战、信息作战，等等。

系列 -3 文件为战术人员提供良好指导，它经

络分明，框架简洁，有效解释了战术层次整

合所需的基本作战策划要素，辅之以详尽的

说明文件。

建议的 AFDD 3 可遵循同样的指导结构，

也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综合论述空中力

量 及 其 与 联 合 部 队 的 关 系， 可 保 留 诸 如 

AFFOR 的指挥和组织等主题，以保证其对各

类军事行动的普适性和连贯性，但应删去有

关 AFFOR 参谋部以及空天作战指挥中心的段

落，因为其下的系列 -2 细则作战准则文件可

以论述参谋职能。第一部分还要说明联合部

队指挥官需将哪些权限授予 AFFOR 指挥

官。所授权限应该包括联合部队空中统一指

挥权、区域防空指挥权、空域控制权、空间

协调权等 — 这些权限都是战役层作战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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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冷战思维：确保空军新版作战准则 AFDD 3 反映空军当前的作用和使命

所必须的基本权限。如此，AFDD 3 的这一部

分就可提供如何组织和指挥 AFFOR，以及如

何把这些部队嵌入联合作战行动的基本指南。

第二部分应围绕天空 / 太空 / 网空全谱作

战行动提供作战策划的指导。由于空军作战

准则中目前没有专门论述这种作战策划的手

册，所以这一部分的内容应参考联合作战准

则 JP 5-0 及 JP 3-30《联合空中作战的指挥

与控制》（2010 年 1 月 12 日）。这部分将讨

论三个相关的主题 ：一是空中联合作战策划

过程（JOPP-A）；二是在各类军事行动中从“零

阶段”直到冲突结束后的空军作战阶段划分；

三是就目前 AFDD 2 中界定为“较小规模突

发事件”、“危机反应行动”和“交往、合作

和威慑”的作战行动设定作战策划要素。12 

如上所述，由于空军没有专门论述作战策划

的准则文件，JOPP-A 部分应向读者提供循序

渐进的详细指导。有关作战阶段划分的信息，

尽管和 JP 5-0 阐述的方法密切相关，应强调

战区战役的策划，而非大型应急作战的策划。

因此，它应把空天力量视为能产生各种战区

效果的战略资产，所谓战区效果包括威慑对

手、保证伙伴国安全、武力打击对手，以及

策划冲突结束后布局方案。另外，第二部分

应在 AFDD 3 的第一部分所描述的指挥关系

和权限基础之上，进一步就如何建立指挥关

系和协同各方要求以纳入整体战役或特遣部

队给出指导。

第三部分的重点应放在作战行动上，就

天空 / 太空 / 网空部队在各具体任务领域的运

用给出简洁概述，这些任务领域包括重大战

斗、平叛、救灾、太空态势感知、计算机网

络防御，等等。这部分的格式应参照细则作

战准则中的一些重要信息，如 AFDD 2-1《空

中战争》（2000 年 1 月 22 日），AFDD 2-2《太

空作战》（2006 年 11 月 27 日），从而成为

天空 / 太空 / 网空作战行动的统一参考来源。

由于这一部分将大量依赖细则作战准则提供

支持说明，所以应建立与相关细则文件之详

细信息沟通的大量连接。

结语

采用上述建议的结构，AFDD 2 应可摆脱

目前的缺陷，脱胎为 AFDD 3，新的文件将可

把天空 / 太空 / 网空基本作战原则、战役层作

战策划，以及兵力运用明确地联系起来。鉴

于军事行动的概念在不断扩大，已经超出重

大应急作战行动的范畴，又因为联合作战策

划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因此这部文件及时更

新的意义尤其重大。我们可以借鉴空军的丰

富作战史，把 AFDD 3 设计成一部能紧密满

足当今战役层策划人员需要的指导文件。正

如 AFDD 1 所言 ：“作战准则在于规范空军组

织、训练、装备和维持自己部队的方式。”13 

因此，这部用于天空 / 太空 / 网空部队战役层

作战策划和兵力运用的纲领性指导文件，必

须包括和各类军事行动相关的全面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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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作者在 2008—2010 年间担任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远程作战策划员时碰到了这个问题。

2.  Air Force Doctrine Document (AFDD) 1, Air Force Basic Doctrine,[ 空军作战准则 AFDD 1 ：基本准则 ], 17 November 

2003, 3, http://www.dtic.mil/doctrine/jel/service_pubs/afdd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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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编写空军作战准则的综合性讨论，可参看 Robert Frank Futrell, Ideas, Concepts, Doctrine: Basic Thi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 思想、概念、准则 ：美国空军的基本想法 ], 2 vols. (Maxwell AFB, AL: Air University Press, 

1989). 

4.  AFDD 2, Operations and Organization [AFDD 2 ：作战行动和组织 ], 3 April 2007, vii, http://www.dtic.mil/doctrine/jel/

service_pubs/afdd2.pdf.

5.  同上，第 1 页。

6.  同上，第 13 页。

7.  从 AFDD 2 的颁布日期（2007 年 4 月 3 日）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没有任何有关网空的讨论。然而，这个遗漏也说明：

我们需要修改和更新这部文件，以反映天空 / 太空 / 网空的跨域整合和策划协同需要。

8.  采用“系列 -2”这个术语是因为这个层面的每部文件都以数字“2”开头（比如 2-1、2-2，等等）。

9.  AFDD 2, Operations and Organization [AFDD 2 ：作战行动和组织 ] , [i].

10. 同上，第 xi 页。

11. 采用“系列 -3”这个术语是因为这个层面的每部文件都以数字“3”开头（比如 3-1、3-2.28、3-3.4，等等）。

12. AFDD 2, Operations and Organization [AFDD 2 ：作战行动和组织 ], 22–24, and 29. 第 705 训练中队编写了一本《空中

联合作战策划过程指挥官手册》，可以纳入 AFDD 2 改写讨论的内容。  

13. AFDD 1, Air Force Basic Doctrine [AFDD 1 ：基本准则 ], 3.

大卫 •K• 墨勒，美国空军中校（Lt Col David K. Moeller, USAF），怀俄明州立大学理科学士，海军研究生院文科硕士，
空天高级研究学院空天研究文科硕士，目前在北卡罗莱纳州西摩—约翰逊空军基地第 333 战斗机中队任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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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5 月 22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

《2009 年武器系统采办改革法》。该法案

由参议员卡尔·列文（Carl Levin，明尼苏达

州民主党）和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

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共同发起，此二位分别

是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主席和资深委

员。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签字仪

式上表示 ：该法案将“消除我们国防项目中

的一些浪费和效率低下，其所体现的改革将

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国家，更好地保护我们的

军队。”总统并说 ：“我们始终保证为我们的

军队提供执行使命所需的装备和保障，但那

种认为我们必须浪费纳税人数十亿美元来保

持国家安全的观念我必须拒绝。”1 

这项跨党派议案首先在参众两院获得一

致通过，然后送交白宫签署。议案的标题是“改

善国防部重大武器系统采办及用于其它目的

的组织和程序法案”。2 奥巴马总统在签署该

议案之前说，“一劳永逸终结这种浪费的努力

虽然还有很长路要走，但我即将签署的这项

法案，对于建立更加有效、更加负责、更快

响应以保持公众信任的政府，是非常重要的

步骤。”这部改革法包含下列规定，分为三章：

第一章 ：采办组织

第 101 节 ：设立一名成本估算和项目评估主

任，负责项目分析和评估办公室的运作，包

括成本分析改善小组的运作。该主任负责在

总统预算提交国会后 10 天以内，向国会有

关国防各委员会提交年度成本评估活动报告。

第 102 节 ：设立发展测试和评估主任以及系

统工程主任。要求他们颁布联合指导方针，

并就所从事的活动提交联合年度报告。

第 103 节 ：要求一名高级官员负责重大国防

采办项目的性能评估和根源分析。

第 104 节 ：指示国防研究和工程主任评估重

大国防采办项目关键技术的技术成熟度。

第 105 节 ：指示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征求并

考虑各作战司令部司令官提出的意见，确定

联合军事需求。

第二章 ：采办政策

第 201 节 ：要求国防部长确保建立和实施一

种能合理平衡国防部采办计划中成本、时间

和性能目标的机制。要求联合需求监督委员

会确保能合理平衡各项联合军事要求。要求

国防部长确保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对其提议

的每一项联合军事新需求都做到征求并考虑

各作战司令部司令官的意见并遵守合理平衡

要求。

第 202 节 ：指示国防部长确保每项重大国防

采办项目的采办策略都包括具体衡量指标，

以确保在整个采办周期内，在主包层面和分

包层面上，都采用竞标或竞标选项，并把选

定承包商的理由详尽记录在案。

第 203 节 ：指示国防部长修改国防部的指导

方针，确保每项重大国防采办项目的采办策

略中都规定，进度里程碑决策组在批准里程

碑 B 之前看到竞争评估用的原型机，除非决

策组根据某些规则放弃这一要求。要求总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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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长对进度里程碑决策组以原型机成本太高

为由提出的豁免要求进行审议。

第 204 节 ：要求进度里程碑决策组在收到项

目经理提出的项目成本增长或工期延误超过 

25% 的报告后三十天以内，向国会各国防委

员会提交报告，列举成本增长或工期推迟的

根本原因，并就项目未完工部分的研发提出

衡量采办表现的适当措施。报告中还必须包

括进度里程碑决策组的书面证词，说明重大

国防采办项目的必要性，或者终止此采办计

划的必要性，如果决策组认定这样做符合国

防利益。

第 205 节 ：为某些重大国防采办项目增加更

多的要求。

第 206 节 ：如果重大国防采办项目或指定的

子项目的研发单位成本或采办单位成本增加，

且其百分比等于或大于该项目或子项目的关

键成本增长门槛，指示国防部长找出成本增

长的根本原因，并同负责成本评估和项目评

估的主任磋商，实施相关评估。在完成评估后，

国防部长将终止该项目，除非国防部长向国

会提交不终止项目的决定。

第 207 节 ：要求国防部长修改联邦采办条例

的国防补充规定，提供统一的指导方针，消

除或减少重大国防采办项目中的各组织利益

冲突。

第三章 ：额外的采办规定

第 301 节：指示国防部长启动一项奖励计划，

奖赏国防部工作人员在产品和服务采办中的

杰出业绩。授权国防部长动用现金作为奖赏。

第 302 节 ：修改邓肯·亨特 2009 财年国防

授权法中的获值管理规定。

第 303 节 ：扩大国家技术和工业基础的国家

安全目标。

第 304 节 ：要求美国总审计长提出重大国防

采办项目的成本和财务信息报告。

美国空军采办改进计划

当武器系统采办改革法案在接受立法程

序审议时，空军部长唐利和空军参谋长施瓦

茨上将于 2009 年 5 月 24 日发出一份备忘

录，指示空军实施采办改进计划，以此作为“我

们对天空、太空和网空系统实施关键的现代

化升级和调整中所依循的战略框架”。备忘录

再次强调，空军决心通过采办改进计划“恢

复卓越采办”。此采办改进计划设立了 5 项

目标和 33 项行动，确保“整个空军采办界

严格、可靠和透明”。3 

空军部长和空军参谋长指定负责采办的

助理空军部长作为实施采办改进计划的主

管。改进计划在过去采办程序失误的经验教

训基础上，建立了 5 个目标和 33 个相关行

动。负责落实这些目标的主要责任办公室和

连带责任办公室包括 ：采办整合处、负责人

力 / 人员 / 服务的副参谋长、负责作战 / 计划

/ 需求的副参谋长、负责战略计划和项目的副

参谋长、空军财务管理助理部长办公室、项

目管理和卓越采办办公室，以及空中作战司

令部、空中机动司令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

令部、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空军装备司令

部和空军太空司令部的司令官。采办改进计

划列出五项行动计划和子任务，如下 ：4

1. 重振空军采办队伍

1.1. 利用新获得的加快招募授权，填补目

前文职空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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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根据需要增加对军事和文职人员的授

权和资金。

1.3. 充分利用 2008 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852 条规定的招聘、培训和挽留人才资金。

1.4. 发展并落实招聘和挽留人才计划，包

括管理培训项目和适当的奖金。

1.5. 提高文职和军人采办人员编制补岗优先。

1.6. 审视军人和文职采办人员组合。

1.7. 制定各专业领域采办领导人梯队培养

计划程序。

1.8. 设立培训和经验目标，以此作为每个

采办专业培养路径的一部分。

1.9. 评估采办队伍，确定完成政府本身工

作所需的适当人员规模。

1.10. 审视将采办队伍管理责任重新交给作

为主管司令部的空军装备司令部的可能性。

2. 改进需求生成程序

2.1. 确保在制定项目需求的初期就有采办

人员参与和领导，以支持主管司令部的工

作。

2.2. 要求高级采办主管，以及如必要时，

要求装备司令部司令或太空司令部司令，

证明采办界能成功地满足能力发展文件中

的要求。

2.3. 要求项目执行官同为主提出需求的一

级司令部或该司令部的指定人协调招标书

编制工作。

2.4. 谨慎调低关键性能参数到最低可接受

值，确保所有需求都界定明确、可度量、

有优先顺序、并在选择供货源过程中可被

评估。

2.5. 要求采用增量采办策略且此策略能有

效削减成本、工期和技术风险。

2.6. 在发包时冻结项目需求，不得再有增删。

3. 树立预算和财务纪律

3.1. 在初步设计评审后，就成本、工期和

技术性能设定项目底线。

3.2. 确定并落实能提高成本评估信心水平

的措施和建立更现实项目预算的措施。

3.3. 稳定项目资金。

3.4. 建立对承包商管理费用的正式评估以

确保合理。

3.5. 评估各项合同的利润率，确保利润和

奖励费同成本、绩效及工期全面挂钩。

3.6. 重新强调承包商获值管理系统的重要

性。

4. 改进空军主要系统供货源选择

4.1. 修改空军供货源选择程序，加强供货

源选择管理。

4.2. 改善供货源选择培训。

4.3. 要求使用多功能独立评审小组。

4.4. 指定最能干的空军供货源选择专家组

成小组，对供货源选择过程随时提供咨询

和支持。

4.5. 设立一个文职和军人专门档案，发现和

选拔在供货源选择领域具备能力和经验的人。

4.6. 评审目前采办规划程序。

4.7. 尽可能简化供货源选择程序。

 5. 在采办组织中明确规定权限和责任

5.1. 重新评价空军联队 / 大队 / 中队建制。

5.2. 探索重组合同职能部门绩效评估和报

告链，确保合同官员的独立性。

5.3. 重新评估采办执行官的管理结构，并

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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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评估在各中心重建功能矩阵式管理的

价值。

空军采办改进计划的重点，是重建空军

采办文化，恢复卓越采办信誉，做到按进度、

按预算、按法规指导，提供产品和服务。

空军太空司令部目标: "以随需速度提供"

空军太空司令部的战略计划中五个目标

之一，是“重新设计采办，以随需速度提供

能力”。5 该目标遵循空军提出的“恢复卓越

采办”这个重点，并将其设为本司令部的重

点。6 最近，太空司令部在一次场外战略规

划会议上，指出有两个领域直接适用于采办

改进并受《武器系统采办改革法》的影响。

首先，太空司令部必须“保持领先”，它

事关保持我军优势，要求我军领先于变化的

速度，紧跟突飞猛进的技术发展。为实现此

重点领域目标，太空司令部必须努力加速，

确定并满足需求、采办和技术研发要求。

第二，太空司令部必须“将灵活、速度

和纪律带入采办”。发展、提供和保持太空，

尤其是网空系统，需要一个比过去“工业时期”

的采办程序和管理方法更灵活、反应更迅速

的新战略。网空领域竞争激烈，易受攻击威胁，

需要采取能迅速发现、分析、反应以及复原

的技术解决方案，来确保我们的网络安全。

人才队伍对这些采办改进过程至关重

要。太空司令部必须招聘、培训和挽留美国

最优秀的人才。建立和维持采办专业队伍对

采办过程意义重大。

太空司令部及其在太空和导弹系统中心

的采办分支，就执行采办改进计划过程中出

现的采办问题密切合作，确保各项顺畅及优

化程序得以落实。通过贯彻《2009 年武器系

统采办改革法》以及空军采办实施计划，我

们将重振卓越采办，按照时间和成本要求向

我们的空军提供所需的装备，保证空军在天

空、太空和网空飞行、战斗，直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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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ublic Law 111-23, “Weapon Systems Acquisition Reform Act of 2009 (S.454. enrolled as agreed to or passed by both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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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ECAF, CSAF, memorandum, “Air Force Acquisition Improvement Plan” [ 空军采办改进计划 ], 4 May 2009.

4.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Air Force (Acquisition), “Acquisition Improvement Plan” [ 采办改进计划 ], 4 Ma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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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心脏、神经和精力早已衰枯，

你要不辱使命强撑住自己，

肉体的一切都不存在可你仍在坚持，

惟靠意志召唤着你：挺住！

	 		—	鲁德亚德 •吉卜林，《如果》

吉卜林的诗歌《如果》描写了男子汉应

具备的各种坚强品质，其中“挺住”无疑正

是美国空军目前在伊拉克的意志写照，“不辱

使命”坚持到底，坚持到其他所有人皆已撤

离之后。这是 1991 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的真

实情况。事实上空军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伊拉

克，在整个 1990 年代及随后十年间，空军

继续执行“北方守望”和“南方守望”行动，

此后又为 2003 年美军攻打伊拉克做了将近

两年的战场准备。1 展望未来，“伊拉克自由

行动”终将收尾，在最后的数月中，特别是

在地面部队逐步撤出伊拉克之时，空军在此

地保持相当强大的存在仍有必要。因此，我

们必须抑制自己

的期待，不能想

当然地认为空军

将随着陆军的回

撤而减少，或者

将遵循同样的撤

军时间表。空军

的作战策划者在

决定“伊拉克自由行动”剩余阶段对空军的

需求时，必须防止匆忙做出“商业决定”，而

应把注意力放到有助于保证撤军成功的作战

规划上。显然，在部队回撤过程中，空运机

队的运用可以预测，但其它保障能力，如情

监侦（ISR）、近距离空中支援（CAS），和战

术空军控制组支持等，对美军行动的成功也

至关重要。虽然“持久自由行动”耗用了大

量资源，虽然许多人认为空中力量在以非武

力冲突为主的环境中难发挥作用，空军必须

自我抑制，继续保持强悍的作战能力，坚持

到地面部队回撤结束之后。2

哪些因素迫使空军必须在“伊拉克自由

行动”中保持强大存在 ? 首先，空军必须继

续担当在平叛作战中目前的角色。空军已经

向“伊拉克自由行动”投入了巨大的资源，

包括多个战斗机和侦察机中队，以及其它各

式机种和数以千计的空军人员，执行着从作

战策划到巡逻治安的大量行动。3 其次，陆

军从海军陆战队接管了安巴尔省，在失去了

海军陆战队航空兵的支持之后，陆军直升机、

空军战斗机和侦察机部队必须取而代之，以

更少的资源在整个伊拉克执行同样繁重的任

务。飞行量的加重使资源进一步吃紧，需要

发挥创造性来保障可靠的远程指挥、控制和

通信。另外，空军的 ISR、CAS 和战术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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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指挥官

AEA = 空中电子攻击

TIC = 与敌交火部队

TACP = 战术空军控制组



控制组等人力和物力资源，将在 12 万军队

和装备撤出伊拉克的过程中监视敌人举动，

保护友军车队，其作用至关重要 — 因为如

此大规模的人员和装备转移无疑会引发敌人

的袭击。4 因此，空军必须要比陆军的回撤

行动延后半拍，必须保持目前角色以及相当

的作战力量，直到最后一支部队离开伊拉克

的土地。5

空中力量的支援作用在游击战争中常常

最重要和最有效。

—	James	Corum	and	Wray	Johnson，

《小型战争中的空中力量》

伊拉克自由行动：现在的战争，而非我

们原来希望的或日后想要的战争

“伊拉克自由行动”中的平叛作战对空军

能力有特别要求，而且需要相当数量的“战

场空军”参与执行相关的支援和联络任务。“伊

拉克自由行动”中空军的使命主要包括 ISR、

CAS 和空中电子攻击（AEA）。6 截至 2009 年 

11 月， 联 合 部 队 空 中 部 队 统 一 指 挥 官

（CFACC）指挥的部队每周飞行至少两百多个

小时的 ISR、CAS 和 AEA — 虽然已远低于 

2009 年夏季的飞行量。随着地面作战部队的

减少，固定翼能力更加重要，因此飞行量没

有明显降低。相对来说，在撤离战区的过程中，

空军支援部队不能与陆军旅战斗队同步撤离，

因为空军仍需在战区中监视敌人行动、干扰

敌人电子装备，并在必要时消灭敌人。再者，

未来几个月中充满了太多的战术不确定性。

伊拉克新政府执政可能引发新一轮暴力升级，

可能需要 CFACC 提供一切可能的空中支援。

再加之伊拉克作战空间范围广大，空军资源

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将突然显得紧缺。

鉴于这些原因，我们决不可轻率大规模撤出

飞机和作战人员。

高层指挥官认识到战机和空军战士对使

命整体成功至关重要，不能仓促撤出。多国

伊拉克军团司令官美国陆军雅各比中将对担

任 CFACC 的美国空军中将霍斯蒂奇说过 ：在

“伊拉克自由行动”中，空军的情报、空中保

护和对与敌交火部队（TIC）的呼叫响应，是

地面指挥官对空中力量最迫切的需求。7 尽

管阿富汗战场需要更多的战争资源，CFACC 

保持了空军对伊拉克战场的支持，没有提前

从“伊拉克自由行动”中撤出战场空军以及 

MC-12 和 F-16 战机。8 有些人更倾向于保守，

认为在地面部队回撤的最后阶段，空军实际

上应该加强力量。美国空军退休中将肖特建

议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由空军处置最危

险的敌方行动，尤其是不断升级的暴力行动。

他指出 ：“如果空军布署得过于稀疏，我们的

陆军战友因未及时得到空中支援而牺牲的话，

这对于空军来说将是非常丢脸的头条新闻。”9 

根据战区内的战术需求，这种加强空军力量

的建议不一定被接纳 ；但是在一段时间内，

空军将全面保持现有力量，其理由很多，收

集情报是其使命之一。

目光短浅的人就像井底的虾蟆，以为天

空只有井口那么大。它如果能跳出来，

就能看到不同的情况。

	 	 	 						—	毛泽东

平叛作战靠情报取胜

伊拉克的天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有人和

无人 ISR 飞机。这些明察秋毫的“眼睛”和

其他各式传感器发现和搜集情报，把敌人所

有行踪传送给陆军战术作战中心。当叛乱活

动发生时，作战人员非常依赖由浮空探测器、

塔顶摄像机以及飞机所提供的全动态视频来

迅速监控热点地区。这些装备中有许多属于

陆军，但是 CFACC 所掌管的空中装备一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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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地保持巡逻，对感兴趣的地区提供几乎不

间断的监视覆盖，并选择跟踪可疑的通信路

线，期待发现变色龙式的敌人。尽管这种坚

持不懈的监视很少导致当场抓住现行的坏人，

但是它所提供的数据信息却为有关袭击事件

发生后开展调查提供证据。简单地说，这是

侦探工作，其价值往往到借助证据顺藤摸瓜

抓住元凶时才实现。即使是“联合监视目标

攻击雷达系统”，虽然有时被认为是战略级装

备而起不了战术作用，但是它能够提供移动

目标踪迹，将敌人发射火箭的地点与藏匿之

处联系起来。这就象发现了犯罪现场的脚印

一样，我军依靠这些踪迹已经逮捕了数名恐

怖分子。10 即便在伊拉克安全部队逐步接管

治安责任期间，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这种支

持会停止。美国军人常常陪伴伊拉克人主导

的巡逻，只要美国人面临危险，美军飞机就

应该随时在场帮助规避风险。“伊拉克自由行

动”中虽然很少使用动能武器打击，空军的

职责中必须保留 CAS 使命。

扔炸弹的几率微乎其微，为什么还要保

留 CAS 使命?

CAS 是 CFACC 提供空中存在和 TIC 响

应的主要方式，此两项支持为地面部队指挥

官认为必不可少。11 诚然，有许多观点反对

在作战中保留 CAS 平台。例如，“伊拉克自

由行动”中发生 TIC 交火事件的情况越来越

罕见，即便是发生了 TIC 事件，CAS 并不总

是首选和最好的处置方法。师级指挥官们决

定派遣哪些装备去支援自卫反击的地面部队，

陆军的航空武器系统，其中包括“阿帕奇”

和“基奥瓦”直升机，常常是最实用的支援

选择，因为几乎每一个陆军旅级战斗队的作

战空间内都有这些装备，因此可以快速反应。

通常情况下，临时变更固定机翼的原定任务

而改线去执行 CAS 和 TIC 响应，程序很繁

琐，特别是考虑到这些飞机扔炸弹的几率微

乎其微时。

另外，在执行 TIC 响应任务过程中，尽

管交战规则允许使用兵器，但丢炸弹的做法

已经极为罕见，特别是在都市区域可能性更

小。地面部队指挥官不愿意看到空中力量“开

火”，顾忌附带毁伤的战略后果难以承担。更

糟糕的是，我们按住扳机不发的时间越长，

就越难下开火的决心。简而言之，我们在作

茧自缚。

但是，随着陆军旅级战斗队的战场空间

扩大及兵员人数减少，速度和距离对执行 

TIC 响应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当美军巡逻

队、训练队或者运输队在偏远地区遭受袭击

时，固定翼飞机是迅速抵达并提供 CAS 支援

的唯一可行选择。不过，这种情况很可能要

在数月之后才会发生。

与此同时，陆军虽将缩减规模和作战能

力，仍需应对当前承担着的全谱作战使命。

地面部队指挥官必须度过一段作战使命超过

承受能力的无奈时期，亦即必须以明天削减

后的兵力来对阵今天的敌人。在伊拉克各地

区，美军和伊拉克政府军仍将联手开展作战，

但是美军旅级战斗队很快就会意识到，要在

整个战场空间内开展全谱作战将力不从心，

将不得不选择有限的作战行动，或者转换到

新的使命，而后者尚未纳入考虑，要等到新

的伊拉克政府组成以后才能安排。为这后一

种选择作准备，联合参谋部必须明确规定旅

级战斗队担当顾问和援助之职的作用和使命，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 CFACC 提供支援的必

要性与规模。无庸置疑，美军驻伊部队正在

竭力界定“伊拉克自由行动”的终结状态，

并且启动“新黎明行动”，以此体现“与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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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政府关系的演变”。12 这将是 CFACC — 乃

至美国空军 — 知道何时停飞并将战场空军

撤回的唯一判断依据。

是空军把成堆的钢铁、成桶的螺栓螺母、

各种微处理器和电路版转换成美国的作

战锋刃。

	 ─美国空军前参谋长莫斯利将军

战术空军控制组：陆军与 CFACC 空中

力量联结的关键一环

如果没有在伊拉克各地陆军部队内嵌入

足够数量的战术空军控制组（TACP）的话，

CFACC 的飞机就无法执行许多支援任务。13

因为战场空军的许多人员在“伊拉克自

由行动”的各个层面发挥重要的地面功能，

我们毫无疑问需要 TACP 的持续支持，直到

最 后 一 支 地 面 部 队 离 开 伊 拉 克。 考 虑 到 

TACP 已经人手紧张到极限，另外阿富汗战

场上也有很大的需求，因此对于空军来说，

这是一项十分沉重的任务。当然，随着陆军

旅级战斗队回撤而不再派新部队接替，“伊拉

克自由行动”所需的 TACP 数量将逐渐减少；

但是，只要地面部队仍然需要 CAS，空军就

必须随时派遣 TACP。陆军方面已经坚定表

示，它需要固定翼的 CAS，以展现空中存在

并随时对 TIC 的呼叫做出响应。14 只要执行 

CAS 的战机有向友军位置附近投弹的可能 — 

无论这种可能性是多小 — 就必须嵌入 TACP 

根据联合指令来控制这些飞机。我们希望能

正确估算出地面作战所需的 TACP 人数，但

是近期经验表明，这种估算极难准确。

支持“伊拉克自由行动”所需的 TACP 

人数主要由陆军旅级战斗队的数目来决定 ；

也就是说，陆军旅级战斗队数目越少，所需

的联合终端攻击控制员人数就越少。15 旅级

战斗队层次上现有的大部分 TACP 目前运作

良好 ；不过，战术层面的一些陆军部队对此

有不同结论。比如，随着旅级战斗队的战场

空间扩大，TACP 有可能受通信范围的限制

而无法控制飞机向在偏远地区行动的作战营

提供 CAS 支援。16 陆军旅级战斗队曾经满足

于让 TACP 随旅部行动，但今后可能会感到

需要在某些作战营中嵌入 TACP 人员，否则

这些部队就无法获得 CAS 能力。陆军和空军

都认为，CAS 架次减少就意味着 TACP 能够

从旅级战术行动中心通过实施“二类控制”

来支持整个旅级战斗队。17 事实上，这一推

断可能并不实用，因为它需要把技术解决方

案、TACP 任务组织和陆军“联合火力观察员”

结合起来才能实现。18 联合火力观察员是陆

军中一种较新的火力支援专业岗位，上岗者

需要接受空军观念训练并使用 CAS 语言，才

能更好的为地面部队获得空中支援。19 毫无

疑问，在“伊拉克自由行动”的最后几个月中，

他们将成为指挥和控制 CAS 作战的重要参与

者，特别是在陆军开始大规模回撤的时候，

因为这时车队大量使用偏远公路，向伊拉克

边境运动。

“漫漫回乡路” 

根据美国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安全协议，

在 2010 财政年度，大约 7 万名陆、海、空

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将离开伊拉克，另 5 万名

军人在 2011 年 12 月底之前完成回撤，总计

减少 12 万人。20 观察过去的经验，在 2009 

年 1 月至 10 月期间，回撤人数仅为 23,000 

名。21 相对来说，人员撤离容易解决，棘手

的是装备。截至 2009 年 12 月，共有约 330 

万件美军装备在伊拉克境内，根据国防部长

盖茨批准的移交方案，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会

留给伊拉克。22 这项巨大的任务需要动用大

量陆海空机动能力，其中陆地运输将最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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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部队撤离中我们预期可能发生什么

事情 ? 我们预测叛乱组织将抓住机会，设置

路边炸弹袭击美军车队，声称取得微小的胜

利。要把这些不可避免的袭击阻止到最低程

度，CFACC 将必须保持强大的 CAS、ISR 和 

AEA 能力，以对车队和中转装卸区域实施监

控和保护。联合参谋部战略策划与政策主任

海军中将温尼菲尔德说，“我们计划继续执行

撤军计划，在妥善保护下撤出我们的军人和

平民，维护好国家提供给我们的物资，决不

影响我军的战备状态，同时留下一个稳定、

安全和自立的伊拉克，一个堪称美国长期战

略伙伴的国家。”23 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

飞行部队、战场空军和空军其他多方面的持

续参与，需要空军展示强大存在到最后一刻。

直到每双眉头舒展，每只手握暖，直到

每一曲歌唱毕，每场战斗打赢，直到每

一个士兵回家。

	 				—	美国联合劳军组织座右铭

结语

许多因素将迫使空军在“伊拉克自由行

动” 保持强大存在，至少要坚持到 2011 年 

12 月底，即在美军完成伊拉克撤军计划之

后。24 在此之前，空军将必须坚守在平叛行

动中的目前职责，继续覆盖广阔的战场空间；

并在地面部队和物资装备回撤过程中执行警

戒和保卫。这些任务将要求空军与陆军之间

做好协调，了解对方的期待，确保撤军过程

有条不紊，“伊拉克自由行动”有序结束。

CFACC 已经采取了明智措施来确定空军

回撤的适当速度，然而策划参谋人员 — 特

别是空军参谋人员 — 必须把稳心态，抵制

诱惑，切勿匆忙将空军人员和装备从伊拉克

调往阿富汗。陆军也必须在空地整合过程中，

特别是在配置联合火力观察员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当这些观察员试图为相隔极远的地面

部队呼叫空中支援时，陆军和空军需要配合，

综合运用技术解决方案、TACP 任务组织和

陆军联合火力观察员，来应对重大挑战。这

些因素对撤军的成功至关重要，将有助于减

少美军回撤中的可能伤亡。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空军认识到，战争

经常要求空军首先进场最后离场。所以空军

必须在伊拉克坚持到最后一刻并不意外。空

军的作用与地面部队指挥官的需求紧密相关，

在当前的“伊拉克自由行动”中，空军做好

空地整合，坚持提供 CAS、ISR 和 AEA 支援，

对美国取得最终胜利至为重要。尽管阿富汗

的“热战”需要更多的空军资源，并且其中

一些方面（如 TACP）早已供不应求，我们

仍必须控制好自己。一如诗人吉卜林的期待：

我们必须挺住再挺住 , 坚持到最后离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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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Lt Gen Robert J. Elder Jr., USAF, retired, “Air-Mindedness: Confessions of an Airpower Advocate” [ 天空意识 ：一位空中
力量倡导者的自白 ], Air & Space Power Journal, 23, no. 3 (Fall 2009): 11–18, http://www.airpower.au.af.mil/airchronicles/
apj/apj09/fal09/fal09.pdf.

2.  Sgt 1st Class Michael J. Carden, “Iraq Drawdown on Track, Policy Chief Says” [ 政策主管表示 ：伊拉克撤军按部就班 ], 
American Forces Press Service, 21 October 2009,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newsarticle.aspx?id=56339 (accessed 17 
November 2009). 此报道中所言“地面部队回撤结束”是指总统所定义的全部剩余美国军队。假设美国在伊拉克保
留一些军事顾问和自主警卫部队，地面部队指挥官必须根据军队的数目来确定终结状态。取决于伊拉克新一届政
府对未来安全合作的决定，美国空军在伊拉克保持存在应在预料之中。

3.  JoAnne O' Bryant and Michael Waterhouse, U.S. Forces in Iraq,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S22449 国会研究服务报告 
RS22449 — 美军在伊拉克],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4 July 2008), http://opencrs.com/document/
RS22449/2008-07-24/download/1006/; 和 Amy Belasco, Troop Levels in the Afghan and Iraq Wars, FY2001–FY2012: Cost 
and Other Potential Issue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40682 [ 国会研究服务报告 R40682 — 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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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规模，2001-2012 财年成本与其它潜在问题 ],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 July 2009), http://
opencrs.com/document/R40682/2009-07-02/download/1013/. 国会研究服务部的报告显示 ：截至 2008 年 6 月，共有 
13,050 名空军人员驻扎在伊拉克（现役 10,800 人，空军国民警卫队 1,200 人，空军预备役 1,050 人）。这些数字
只包括在伊拉克境内服役的军人，不包括驻扎在卡塔尔的大约 8,000 名和驻扎在阿联酋的 2,000 名空军（据 
R40682 号报告的数字），这些人也可能向“持久自由行动”提供支援。尽管这些数字自从 2008 年以来有所减少，
但仍然很高。

4.  见注释 2。

5.  尽管美国空军正在帮助重建伊拉克空军，笔者不大相信伊拉克空军到 2011 年结束时能具备足够的能力来取代美国
空中力量。据认为，伊拉克现有空军将集中支持伊拉克部队。另外，美国如果依赖伊拉克空军来支援美国军队，
在政治上也站不住脚。

6.   “空中电子攻击”（AEA）广泛用于车队的保护。尽管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是 AEA 的主要提供者，但在“伊拉克自由
行动”中，此一使命是空军最可发挥作用的领域，特别是在地面部队回撤期间。由于运输车队的数目和规模庞大，
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是否能够向陆军提供充分的 AEA 支援仍是未知数。

7.  Lt Gen Gilmary Hostage III, CFACC，2009 年 8 月 24 日对第 368 空中保障远征作战大队成员的讲话。

8.  同上。

9.  笔者 2009 年 10 月 30 日对空军退役中将 Michael Short  前 CFACC 的访谈。

10. 笔者 2009 年在伊拉克巴格达 MND-B 总部工作的亲身经验。

11. 见注释 7。

12. 国防部长盖茨 2010 年 2 月 17 日致美国中央司令部前司令比得雷乌斯将军的备忘录。 http://a.abcnews.go.com/
images/Politics/08144-09.pdf. 

13. 战术空军控制组（TACP）是“战术空中控制管理系统中的一个下属行动组成部分，设立此系统是为给地面部队提
供空中联络和飞机管控。”参看 Joint Publication (JP) 3-09.3, Close Air Support, 8 July 2009, GL-18 [ 联合作战手册 JP 
3-09.3 ：近距离空中支援 ], http://www.dtic.mil/doctrine/new_pubs/jp3_09_3.pdf. 该文件要求美国空军成员与为地面指
挥官提供 AEA 和 ISR 支援的大部分飞机开展通信。这些成员作为任何一个陆军战术行动中心中保证天空与地面整
合的关键一环，在空军资源重新调配执行新的使命时，其价值更加明显。

14. 见注释 7。

15. 在目前“伊拉克自由行动”的任务组织架构下，大部分 TACP 都集中在旅级战斗队层级，根据需求向作战营提供
支持。因此，TACP 人数少于美国空军与陆军达成的协议备忘录的规定，其中说 ：“美国空军将向陆军每一个实施
机动的单位，从军团到作战营，提供一个 TACP，作为联络和对 CAS 的终端控制。”参看 United States Arm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subject: Army / Air Force Liaison Support, memorandum of agreement [ 主题 ：陆 / 空军联络支援，
协议备忘录 ], 23 January 2008.

16. 这取决于卫星通信和遥控图象增强接收器的质量，此接收器能够使 TACP 看到飞机先进目标锁定吊舱的信号。

17. 联合作战准则 JP 3-09.3《近距离空中支援》第 xv 节规定：“实施二类控制的条件是，当联合终端攻击控制员（JTAC）
要求控制具体的攻击行动，并且以下任何或全部条件存在时 ：JTAC 无法在发动攻击的飞机发射弹药时肉眼看到此
飞机，JTAC 无法肉眼看到目标，以及 / 或者发动攻击的飞机在释放弹药之前无法获得目标标记 / 目标。”

18. 本文所提的技术解决方案主要指通信相关技术。改善远程通信可靠性有多种选择。首先，卫星通信能够提供定位
数据并与包括执行 CAS 的飞行在内的各种支援飞机进行通信。第二种选择是将转发站安装在地面，或者可能的话
由浮空探测器携带 ；不幸的是，后者容易遭到叛乱分子的破坏，易受天气（比如风向）的影响，而且浮空探测器
需要定期回收。第三种选择是采用机载通信转发器，例如“滚动式超视距增强装置和战场机载通信节点等，这种
选择能够战胜大距离和高地势对通信构成的挑战。第四种选择需要把一名 JTAC 安置到飞机中， 或者在特定的 
CAS 支援飞机编队中安置一名前进空中控制官。要想确保可靠的全面通信，可能需要使用两种或者更多选择。

19. 联合作战准则 JP 3-09.3《近距离空中支援》第 II-10 节规定 ：“联合火力观察员（JFO）是经过训练并获资格证书
的军人，能请求、调整和控制地对地炮火，提供目标锁定信息以支持二类和三类 CAS，并且实施（终端引导）。
JFO 能够增强联合作战能力，但不能在 CAS 行动中提供终端攻击控制。JFO 提供行动环境中运用这些机会的能力，
亦即一个训练有素的观察员应能发挥作用来有效地支持空中炮火和地对地炮火并协助目标锁定。”

20. 见注释 2。

21. 见注释 2。

22. 见注释 2。

23. 见注释 2。

24. 见注释 2。



历史一再表明，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会引

发冲突，甚至导致社会和文明崩溃，这

种情况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屡见不鲜。1 西南

亚两河流域和中东部分地区的许多民族、中

美洲玛雅文明、东南亚的高棉文化，还有美

国西南部的阿纳萨吉绝壁文化，其之消失都

是 例 证。 玛 丽· 奥 康 奈 尔（ Mary Ellen 

O’Connell）著文说道 ：“在 1970 年代，日

本领导人率先指出国家安全不仅指安全受到

传统的军事威胁。作此辩护时，正值 [ 美国 ] 

政府逼迫日本增加国家安全开支。日本领导

人争辩说，保护环境及食物和能源来源的耗

费也都应计入国家安全开支。”2 环境问题与

国家安全及武装冲突之间的这种联结，正是

非洲许多国家的典型反映。

非洲大陆凸显出环境生态与武装冲突之

间的复杂关系。环境恶化会削弱长久和平的

可能性，加大民众未来生存的风险。彼特·格

雷克（Peter Gleick）认为 ：“在水资源稀缺的

地区，对水源的竞争可能导致集团、部落、

乃至整个国家把争夺水资源视为攸关生死的

头等大事。”3 资源空虚和环境恶化会酝酿风

险，把相关地区卷入纠纷，从而形成人民贫困、

政权动乱、武装冲突、环境更加恶化、人民

更加贫困的恶性循环。

在非洲，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之间的

纠结更为经常和普遍。环境恶化或资源稀缺

成为暴力冲突的导火索，且可能蔓延燃开，

威胁整个地区的稳定。非洲之角就是此类地

区之一：“……此地区环境受到多方面的破坏，

植被消失，土壤侵蚀和盐碱化，气候干燥，

荒漠连片，物种减少。这个地区还饱受各种

冲突，国家、地区、民族、部落、村庄之间

的争斗不断。”4 另一个例子是刚果民主共和

国 ：“该国虽然拥有丰富的稀有金属和矿物资

源，却充塞着钻石开采争夺、疾病、饥饿和

部落纷争，一国之民，竟有 500 多万因此死

于非命。从 1990 年代起，部落武装霸占各

种小型钻石矿场，再把所获利润转用于叛乱

活动。”5

为探究非洲的暴力冲突根源，学者倾注

了大量研究，学术争论在最近数年非常热烈。

那些认为非洲的暴力冲突起源于种族、

宗教或文化差异的传统观点有着严重的局限

性。除了“古老”冲突之外，更多的种族分

裂竟是暴力冲突的后果而非原因。然而，种族、

宗教和文化分裂却又施加着强大的影响，左

右着人们对冲突的认识，冲突双方的许多斗

士都据此划分立场。冲突越是持久，种族、

宗教和文化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在一

些长期冲突中，引发冲突的最初原因可能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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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以及大规模人口迁移等，会严重损害社会，并引发全民冲突和社会衰败。

	 	 	 	 	 —	曼斯菲尔德（William	Mansfield），2009	年



已消失无踪，那些“抽象的”意识形态中的

种族却成为活性材料和社会力量。6

在大多数冲突中，例如发生在苏丹、卢

旺达和索马里的冲突，种族问题只是表象，

其所掩盖的，是环境恶化过程中对稀缺资源

的控制争夺。生态问题演变为强烈的政治问

题，在现实中则表现为上层集团争夺对国家

的控制。“暴力冲突对非洲的人类安全构成最

大的威胁。非洲的战争已对这片大陆造成广

泛的基础性毁灭，导致千百万民众流离失所，

无以为生，并且严重破坏了环境。”7 根据世

界银行的预测，在 1990 年代，非洲的暴力

冲突对经济发展的破坏一直以 2% 净损失速

度年复一年地发生。8

大多数非洲国家现在都在认真努力，力

图防止暴力冲突。非洲联盟已采取行动，建

立了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是以促进和平与安

全，其职责之一就是“早期预警规划，对非

洲出现的冲突和危机形势作出及时并有效的

响应。”9

美军非洲司令部（AFRICOM）努力为非

洲带来可持续发展及人类安全，这种努力还

应追求更大的目标，这就是“争取民心”，从

而防止民众支持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

义。有些学者在 1990 年代曾指出，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可以把“环境恶化与石油短缺、

激进意识形态，或者武器扩散问题同等看待。”

同 样，AFRICOM 也 可 采 纳 这 个 观 点。10 

AFRICOM 还应该重点考虑两个相关的挑战 ：

教育事业和非洲儿童。事实上，“每增加一年

教育可以减少 20% 的冲突发生几率。”11 另

一个全世界都存在然而在非洲尤其普遍的问

题是，童兵现象更加严重，这也是最近诸年

中最可悲的发展。早在 1996 年，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就对以往 20 年儿童受害者做出估

计如下 ：

•  200 万被杀害

•  400-500 万被致残

•  1200 万无家可归

•  100 万以上成为孤儿或者与父母分离

•  1000 万以上遭受心理创伤。12

这些冲突对儿童造成如此巨大的伤害，

正直的人们难以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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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 人类社会的命运 ],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2.  Mary Ellen O' Connell, “Conflict and the Environment” [ 冲突与环境 ], review of Conflict and the Environment, ed. Nils Petter 
Gleditsch, Human Rights Quarterly 22 (2000): 1099, http://muse.jhu.edu/journals/human_rights_quarterly/v022/22.4oconnell.pdf 
(accessed 8 March 2010).

3.  Peter H. Gleick, The World's Water, 1998–1999 [ 世界水形势，1998–1999],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8), 108.

4.  John Markaki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Social Conflict in the Horn of Africa” [ 非洲之角的环境恶化和社会冲突 ], 
in Environment and Conflicts Project, ed. Kurt R. Spillmann and Günter Bächler, ENCOP Occasional Papers (Zurich/Berne, 
Switzerland: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ETH Zurich/Swiss Peace Foundation, 1992–95, [111].

5.  “Conflict Diamond Issues” [ 钻石引发的冲突 ], Brilliant Earth, http://www.brilliantearth.com/confict-diamond-trade (accessed 
9 March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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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ohamed Suliman, “Resource Access: A Major Cause of Armed Conflict in the Sudan: The Case of the Nuba Mountains” [ 争
夺资源是苏丹武装冲突的主要原因 ：Nuba 山区争夺战研究 ],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Washington, DC, 10–14 May 1998), http://srdis.ciesin.columbia.edu/cases/
Sudan-Paper.html (accessed 9 March 2010).

7.  Training Course o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Security and Peace Policy, Development Diplomacy 
Programme, [ 发展外交项目安全与和平政策中的区域与国际合作教程 ], Kofi Anna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Training 
Centre, http://www.inwent.org/imperia/md/content/bereich2-intranet/abteilung2-03/inwent_kaiptc_ddp_course_description.pdf 
(accessed 9 March 2010).

8.  World Bank, Economics of Crime and Violence Project [ 世界银行 ：犯罪和暴力经济研究项目 ],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0 April 1999).

9.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onflict Prevention in Africa: Towards the Operationaliz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Early Warning 
System” [ 在非洲开展冲突预防 ：实现非洲大陆早期预警系统的运作 ], Africa Union, http://www.africa-union.org/root/
ua/Conferences/decembre/PSC/17-19%20dec/home-Eng.htm (accessed 9 March 2010).

10. 见 注释 2，第 1100 页。

11. Paul Collier, “Doing Well out of War” [ 摒弃战争为民造福 ], (paper prepared for Conference on Economic Agendas in Civil 
Wars, London, 26–27 April 1999), 5.

12. “Children in War,” in UNICEF,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1996 [ 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 1996 年发表的世界儿童状
态 ：战争中的儿童 ], (New York: UNICEF, 1996), http://www.unicef.org/sowc96/1cinwar.htm (accessed 9 March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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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总统于 2009 年 12 月 1 日宣布了

阿富汗新战略。1 总统打算在 2010 年

向阿富汗战场增派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共

三万名，然后从 2011 年 7 月开始撤军，将

阿富汗的安全责任移交给阿富汗安全部队。

奥巴马的计划要求阿军在 18 个月内做好接

管安全责任的准备。不过，虽经数年努力，

阿富汗安全部队要满足这一目标仍将困难重

重。在最近阿富汗赫尔曼德省马尔贾对塔利

班的围剿行动中，美军和英军步兵不得不带

领作战，此战印证了阿军是否就绪仍存疑问

的担忧。2

美国政府最近的一些报告也就阿富汗军

队现状做出了令人忧虑的结论。例如，阿军

中每年有 19% 的士兵擅自脱队或逃跑。3 阿

军在所有层级都缺乏称职带兵干部，也没有

能力快速培养合格领导人。更有甚者，尽管

美国政府在 2009 财年花费了 56 多亿美元来

训练和支持阿富汗安全部队，但是真正能够

独立行动的阿富汗作战营数目实际上比过去

更少。4 尽管阿军目前存在诸多问题，阿富汗

与北约官员仍希望加速军队扩充，规划从当

前 的 97,000 名 兵 员 扩 充 到 2011 年 底 的 

171,600 名，五年内扩充到 24 万人。5

十年前，哥伦比亚面临的安全危机在许

多方面比阿富汗现状更糟。但在过去十年里，

哥伦比亚大幅降低了谋杀与绑架案发率，粉

碎了一连串与政府作对的反叛组织，解散了

在 1990 年代权力真空时涌现出的各种准军

事团体，并且有效恢复了法治和政府在全国

各地的存在。

在过去十年间，哥伦比亚在一个美国顾

问团的帮助下重建了本国军队。与目前阿富

汗的计划相比，哥伦比亚着重强调了军队的

质量，而不是数量。哥伦比亚军队和其它安

全部队在打击许多方面都与阿富汗反叛势力

类似的平叛努力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相较而言，尽管有将近 10 万北约士兵支撑

阿富汗并在安全援助方面耗费了数十亿美元，

阿富汗的形势似乎在继续恶化。

阿富汗和美国官员们力图建设一支有效

的阿富汗部队却步履维艰，或许可借鉴哥伦

比亚的成功经验。本文探讨阿富汗与哥伦比

亚反叛势力之间的共性和差别，审视哥伦比

亚是如何改革自己的安全部队的，并讨论如

何把哥伦比亚的成功经验应用到阿富汗。

阿富汗与哥伦比亚反叛势力的共性和差别

哥伦比亚和阿富汗的平叛部队面临若干

相似的挑战。首先，两国地域都崎岖不平，

为反叛分子提供了藏匿场所，并限制了平叛

部队的地面运动。第二，哥伦比亚和阿富汗

的反叛分子都利用边境地区作为藏身之地，

并且都通过毒品走私为叛乱行动提供资金。

在最低潮时，两国反叛武装的力量不相

上下。在巅峰时期（大约在 2001 年时），哥

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和国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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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可以教阿富汗（和美国）如何取胜

（ELN）等反叛武装可纠集 21,500 之众，就

是说，哥伦比亚全国每 1,000 名适龄参军男

子中大约有 1.9 名叛军士兵。6 目前对阿富

汗塔利班叛军较高的估计数字为 17,000 人，

或者说，阿富汗全国每 1,000 名适龄参军男

子中有 2.3 人参加叛军。7

1990 年代中后期，哥伦比亚几乎谈不上

依法治国。在 1995 年时，哥伦比亚四分之

一的大城市没有警察。8 在 1990 年代后期，

哥伦比亚每 10 万人中有 62 人被杀害 — 年

谋杀率几乎是美国的 10 倍。9 警察和法院系

统腐败透顶，准军事化民兵组织利用国家权

力真空孳生繁衍。10 在 1994 至 1998 年间任

哥伦比亚总统的埃内斯托·桑佩尔是在哥伦

比亚贩毒集团支持下上台的。11 再看阿富汗，

在 2009 年，各种叛乱行动造成 2,412 名平

民死亡— 相当于每 10 万平民中有 8.5 人因

此丧身。12 有人甚至可以认为，1990 年代末

期的哥伦比亚在腐败、暴乱和政府无能方面

比今天的阿富汗还要严重。

九十年代末期是哥伦比亚安全局势最糟

糕的时期，政府几乎彻底丧失了抗击反叛武

装的能力。革命武装力量部队毫无顾忌地与

政府军公开作战。1996 年 8 月，革命武装

力量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政府军在普图马约地

区的一个基地，打死和抓捕了 100 多名军

人。1998 年 3 月，革命武装力量的部队歼

灭了第 52 反游击营，当时这个营被视为政

府军的一支精锐部队。13

显而易见，哥伦比亚和阿富汗之间也存

在着鲜明的差别。哥伦比亚是一个比较富裕

的国家，能够依靠本国收入向安全部队提供

资金支持。尽管在 1990 年代末，哥伦比亚

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但是它曾经拥有一

个有效的中央政府，而且有过实施西方法治

理念的经验。而阿富汗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这

样的历史。

更显见的是，尽管哥伦比亚政府在 1990 

年代末既腐败又低效，但是它至少还拥有军

队和警察的建制。而 2002 年阿富汗军队的

重建是从零开始的。14

再者，这两个国家所得到的国际安全援

助的性质不同。哥伦比亚有一个盟国：美国。

美国将军事援助限制在不超过 800 名教官，

而这些教官不得随哥伦比亚安全部队参战。

美国对哥伦比亚的安全援助或许是美国最大

的此类援助项目之一，但其规模与在阿富汗

的使命不可同日而语。有 40 多个国家向阿

富汗派驻将近 14 万名军人（2010 年统计），

执行形形色色的军事任务。15 但是，最大的

不同在于 ：哥伦比亚注重军队质量，这是哥

伦比亚取得成功的最好解释。

哥伦比亚是如何改造军队的

哥伦比亚军队改革开始于帕斯特拉纳担

任总统期间（1998-2002），在乌里韦总统任

职内（2002 年至今）得到快速发展。16 三项

重要改革将哥伦比亚军队从低效、龟缩军营

的杂牌军转化为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军队，打

垮了革命武装力量和国民解放军等反叛武装。

更换军事将领

1998 年，在美国官员的强烈敦促下，帕

斯特拉纳启用新将领（塔皮亚斯 [Fernando 

Tapias]、莫拉 [Jorge Enrique Mora] 和奥斯皮

纳 [Carlos Ospina]），替换了军队里的三名最

高领导人。新任命的将领都在美国军校受过

训，并且都在营级和旅级岗位上磨练过，作

战经验丰富。17 新将领上任后即更换掉那些

在战场上缺乏进取的下层指挥官。然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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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比亚军队开始重视为军队的作战部队挑选

和训练素质更高的专业士官。18 在《指挥问题》

一书中，马克·莫雅尔（Mark Moyar）对各

种不同的平叛战役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作

战的成功，关键在于带兵者的素质，而不是

战役规划或者战术。19 哥伦比亚在平叛行动

中的表现，验证了莫雅尔的观点。

重组军队

从帕斯特拉纳政府开始，一直到乌里韦

政府时期，哥伦比亚重组了军队，使其成为

一支机动化和技能精熟的职业化部队 ；此外，

还为维护地方安全设立了征兵制部队。20 在

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教官的指导下，哥伦比亚

军队的职业部队组建了多个空中机动、游骑

兵、山地作战、缉毒和特种兵作战营。21 这

些部队根据自身特长执行特定的任务，因此

改善了军队的整体效能。或许同等重要的是，

乌里韦总统将军队的征兵制部分集中投入保

卫乡村安全。他创建了 600 多支“家乡保卫

排”，每个排由大约 40 名士兵组成，就驻扎

在自己的家乡，负责提供基本安全保障，同

时负责搜集反叛活动的情报。这些作战排阻

遏了反叛组织在乡间的活动，让职业军队能

够腾出手来发动进攻作战。22 哥伦比亚军队

还增加了对后勤保障和情报分析方面的开支，

这些都是美国顾问团所支持的行动。23

加强直升机力量

还有，哥伦比亚军队和警察所拥有的直

升机数目从 1998 年的约 20 架增加到了 

2008 年底的 255 架。为了克服哥伦比亚多

山和丛林地域环境，军队非常需要空中机动

能力。如今，借助美国的广泛支持，哥伦比

亚军队拥有全球第三大 UH-60“黑鹰”武装

攻击直升机群。24 哥伦比亚的直升机群使得

军队能够对反叛组织支持的地区实施进攻。

由于这些改革，哥伦比亚军队重创了革

命武装力量和国民解放军。一项研究估计，

在 2002—2008 年之间，在哥伦比亚军队的

军事打击下，革命武装力量的进攻能力减损

了 70%。到 2008 年时，曾经在 1990 年代全

面压倒政府军作战营的革命武装力量部队已

经无法开展班以上规模的行动了。在 2006—

2008 年间，革命武装力量有 3,000 多名士兵

开小差逃离，其剩余的力量据信已经支离破

碎，组织混乱，并且脱离了与最高层领导人

的联系 ；因为最高层首领已经逃亡到厄瓜多

尔和委内瑞拉。25

哥伦比亚可供阿富汗借鉴的经验教训

肩负阿富汗军队建设的官员们能够从哥

伦比亚借鉴三方面的经验教训。

质量胜过数量

阿富汗和北约官员计划将阿军的规模由

约 10 万人增加到近 25 万人。26 相比之下，

哥伦比亚以区区 86,000 人的职业军队粉碎

了数量可观的顽固反叛势力，基本上使这个

面积几乎是阿富汗两倍、同样也是险峻山区

的国家实现了和平。在不足 800 名的美军教

官（教官不随哥伦比亚军队参加战斗）的协

助下，哥伦比亚注重挑选高质量的军事领袖，

训练专业士官队伍，在职业作战部队内培养

专业化而非通用型作战单位。在阿富汗的目

标是迅速增加军队总人数，却不管是否已具

备一个必需的领导架构来支持这种军事扩

充。驻阿富汗美军前最高指挥官麦克里斯特

尔将军以其特种作战专业背景，毫无疑问应

知道军人质量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阿富

汗国民军人数的快速增长更加令人困惑。按

照哥伦比亚的经验，现在应该冻结阿军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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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可以教阿富汗（和美国）如何取胜

充，重视培养军人的素质和领导能力，创建

专业化部队，以胜任国家安全任务的要求。

组建护乡部队

目前阿富汗军队存在的问题（曾经也是

哥伦比亚的问题）是，许多士兵不愿远离家

乡去服役。因此，阿富汗国民军中逃离的比

率很高。27 如上所述，乌里韦总统创建了“家

乡保卫排” ，即征召本地人入伍，保卫自己

的家乡。阿富汗政府不应该扩充国民军的规

模，而应允许（并资助）地区和省政府组建

这类护乡部队，以维护地方治安。瓦尔达克

省正在试行某种类似的“阿富汗公共保安计

划”。28 另外，在楠格哈尔省，美国军方直接

向一个反抗塔利班的大型部落提供援助。29 

美国与阿富汗政府应该利用这些试验的结果

来改善和扩大地方安全部队。

增加直升机作战能力

与哥伦比亚一样，阿富汗军队必须深入

险峻山区剿灭反叛力量。哥伦比亚建立了一

支庞大的直升机力量，为其训练有素的职业

化军队提供机动性，并及时从战场上撤出伤

亡人员。美军对阿富汗援助不应把重点放在

增加阿军人数，而是放在这项作战支持上。

美国在阿富汗作战的教训

美国可以将哥伦比亚的经验应用到阿富

汗战争中去。更重要的是，美军训练人员应

注重提高阿富汗国民军 97,000 之众的军队

质量，而不是规模。除此之外，阿军自己的

训练与支持机构应该加强地区层级的护乡计

划，而不是支持人员的扩充。最后，美国的

安全援助计划应该扩大阿富汗的直升机项目。

阿富汗和北约的战役计划只求迅速扩充

阿富汗军队，却不顾阿富汗缺乏有效的军事

领导结构来适应军队的扩大，缺乏后勤系统

来提供保障，缺乏直升机来有效运送兵力进

入广大险峻的山区作战。十年前，哥伦比亚

领导人面临类似情况的时候，在一个美国顾

问小组的协助下实施了一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该方案以哥伦比亚人担任领导，耐心培养和

发展，最后取得巨大的成功。美国与阿富汗

官员在试图建立一支有效的阿富汗军队的努

力中，应该汲取哥伦比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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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空军支援过两次大规模人道主义行

动，时间相隔六十多年。两次行动在灾

难程度、救援难度，和民众受难原因等方面

各不相同 ；但两次行动的目标一致，都是帮

助另一个国家的民众生存，也都只能通过天

空这条通道提供救援。

美国空军最近的一次重大行动是向遭受

地震重创的海地提供人道救援。而在大约 60 

年前，美国空军还对德国展开了一次代号为

“李梅煤炭和食品运送系统”的行动，即更多

人所称的“柏林空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三年，冷战开始，当时美国空军独立成军

尚不足一年。1948 年 6 月 24 日，苏联封锁

了盟国通往柏林的铁路和公路，企图迫使盟

国接受苏联提出的未来德国供应计划。两天

后，柏林空运开始，美国空军 C-47“空中列车”

向西柏林运送牛奶、面粉和药品。

到 1948 年底，美国和英国飞机运送的

物资每天达到 5500 吨，总计达 75 万吨。正

如 62 年后的海地空运一样，柏林空运为当

时年轻的美国空军提供了一次展示空中力量

的机会，表明空军在需要时，能送达的不仅

是炸弹和导弹。美国空军国家博物馆的一位

历史学家说，与海地行动不同的是，那场美

国人当年称为“储粮行动”的柏林空运，还

具有重要的军事目的 ：遏制共产主义进一步

向西欧蔓延。

 杰弗里 .S. 安德伍德博士（Dr. Jeffery S. 

Underwood）指出 ：“虽然两者都属人道救援

性质，却不容易放在一起比较。柏林空运不

仅具有人道意义，也具有地缘政治意义。这

场空运行动除了人道主义使命之外，还展示

了民主精神对共产主义的优势。我们知道我

们必须取胜，因为如果柏林倒下，围堵共产

主义的整个政策就将陷入危境，从二战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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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号到共产主义在整个欧洲解体的一切都将

无从谈起。”

安德伍德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获得美

国历史博士学位，写了一部有关二战时期空

中力量的书，名叫《民主的翅膀 ：1933—

1941 年空中力量对罗斯福政府的影响》。俄

亥俄州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博物馆还推

出了有关柏林空运的展览，名为“柏林 ：被

绑架的城市，1948—1959 ：人道主义的胜

利”。安德伍德相信，这两项使命，虽相隔

五十几年，却都展现了空军在人道救援行动

中的效能，以及美国人的仁爱情怀。

 这位作者说 ：“两场行动都是人道救援，

空军通过救援表现了常人并不注意的重要一

面。人们很难想到人道空运是空军的一部份，

但它却确确实实是空军的一项重要使命。两

次人道救援都证明了美国人民乐于助人。帮

助海地，是我们的全民意志 ；正如当年帮助

西柏林，是我们的人民意愿。我想，这正好

表明，美国人血脉中有些元素永远不会改变。”

运往海地的物资，在数量上相当于柏林

空运期间向西德投送的物资。在海地地震后，

美国发起“统一响应行动”，在震后的 17 天

内派遣 17,000 多名美国军人，动用 19 艘船

只和 120 架飞机，运送了 350 万磅物资。根

据美军南方司令部提供的统计数字，截止 2 

月 1 日，美国飞机运送了 210 万瓶水，190 

万份食物，160 万磅散装食品和 104,000 磅

药品。

在柏林空运期间，盟国飞机在 464 天的

行动中飞行了 278,228  架次，运送了 200 

多万吨物资。在 1949 年 3 月中的一个星期，

盟军空军向西柏林运送了 45,500 吨物资。

两个月后，苏联解除了封锁，但空运行动一

直持续到 9 月底。值得一提的还有另外一次

人道空运，这场称为“提供承诺行动”的空

运从 1992 年至 1997 年一共运送了 179,910 

吨物资，受援者是波黑萨拉热窝民众。

与盟国飞行员在柏林空运中面临的天气

相比，海地空运中的天气条件要好得多，飞

机和导航系统技术也大为先进，为飞行员提

供了许多便利。但是海地空运中的飞行人员

必须克服一个重大的困难，这就是只能使用

太子港一个机场，后来 30 英里以外的雅克

梅勒机场开通，供加拿大人道救援飞机起降。

相较而言，柏林空运开始时可使用两个机场，

后来增加到九个。

海地空运中只有一条跑道，并且必须先

建立空中交通管制，然后运载物资的飞机才

能降落，但美军在这个通常每天只处理 5—

15 架次的机场，做到了平均每天接纳 280 架

次。在空军新闻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佛罗

里达州赫伯特空军基地第 23 特种战术中队

的一名机场引导官谈及了海地空运和柏林空

运的对比。

总军士长托尼·特拉维斯（Tony Travis）

说 ：“在 12 天的时间里，我们对机场实施控

制，军人的表现令人起敬。如果仅计算固定

翼机，我们平均每 5.3 分钟起降一架 ；如果

包括旋翼机，平均每 4.2 分钟起降一架。和

当年的柏林空运相比，那时候有 3 条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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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空中的救援

每 3 分钟一次起降。我们在海地的人员只有

一条跑道和一条滑行道，完全就是个瓶颈。

能做到这样，实在难能可贵。”

在海地空运期间，飞行员看到的破坏程

度可能也与柏林不同。当时二战已经结束三

年，在苏联封锁期间，柏林重建工作已全面

展开。

安德伍德说 ：“在柏林，人们至少有房子

可住。但是在海地，地震在瞬间摧毁了一切。

海地的情况或许更像 1945 年的柏林，而不

是 1948 年的柏林。但这两地都只能依赖外

界的支援，我们向两地空运物资，都攸关民

众生死。”

这两次人道主义行动除了时代背景不同

以外，还有危险程度的不同。柏林空运中飞

行员驾驶的飞机远比不上海地空运中的飞机

先进及可靠。再者，柏林空运中的飞行员不

知道苏联飞机是否真向他们开火。虽然没有

遭遇苏联的直接敌对炮火，在 464 天的行动

中，仍有 101 名飞行人员殉职。 

安德伍德说 ：“飞行员在飞往海地的过程

中如果偏航，他会被提醒纠正航向。飞行员

在柏林空运中如果飞偏了一点点，就可能被

击落。柏林天空的危险要高得多，一个失误

就可能引发战争。”

飞行员在现代人道使命中最大的优势是

知道自己一定能成功。参加海地空运的飞行

员毫不怀疑这一点，因为他们已经有过这样

的经验。柏林空运则是新独立的空军第一次

面对的重大考验，更不用说是冷战中东西方

之间的首波重大对决之一。

安德伍德说 ：“柏林空运的最大教益是，

我们能够把空运行动维续到国家当局所希望

的任何时间。这是一个伟大的示例，它表明

空军能做的，不仅仅是向目标投掷炸弹或向

飞机发射导弹。空军所做的许多事情民众通

常难以看到，但他们能看到我们的 C-130 或 

C-17 飞向其他国家，看到我们的空中交通管

制人员在帮助人民。”

“海地空运和柏林空运有许多不同，但目

的相同 — 帮助人民生存。一个是面对自然

灾难，另一个是面对共产主义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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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美国应当保持三合一战略核力量

吗 ?”和“美国核威慑政策 ：奥巴马总统以

身作则引领世界正当其时”

《空天力量杂志》中文版 2010 年第一期

刊登了两篇讨论美国核威慑政策而结论不同

的文章。其中，美国空军研究所的洛瑟博士

在“美国应当保持三合一战略核力量吗 ?”

一文中，认为威慑以及延伸威慑政策的有效

性均建立在强有力的三合一核力量之上，因

此“美国削弱三合一核战略当非明智之举”。

与此相对，英国皇家空军的贝洛上校则在其

“美国核威慑政策 ：奥巴马总统以身作则引领

世界正当其时”一文中鼓吹美国应“去核至

最低威慑水平”，因为“当代的威慑环境已全

然不同”于传统核威慑理论赖以产生和生存

的冷战环境。

正如该期杂志首篇文章“构建二十一世

纪的威慑”中美国空军研究所所长肖德博士

指出的那样，对核威慑战略再检讨的原因在

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新生的和有待破

解的挑战”。如果笔者理解正确的话，在冷战

结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洛

瑟博士无意修正建立在古典经济学假设上（理

性的自我封闭和独立的国际关系主体通过利

益的考量和博弈建立和稳固秩序）的传统的

核威慑理论（以 MAD [ 互相确保摧毁 ] 理论

为代表），只是由于环境参数的变化需要在该

理论框架下对结论作一些重新解读。毫无疑

问，传统的核威慑理论的说服力是难以抗拒

的，但是该理论的僵硬之处似乎就在于其假

设从根本上就排除了环境参数的变化及其后

果，认为国际关系从根本上看仍然是国家的

自利和博弈本能所支配的。应此，洛瑟博士

尽管考虑了废核论者提出的环境参数的变化，

但实际上也无法直接就变化的参数造成的影

响进行解答。

饶有兴趣的是，洛瑟博士文中也提到的

弗兰西斯·福山的有关自由民主模式为西方

赢得冷战胜利这一论断。尽管这并不会和 

MAD 理论的有效性冲突，但如能进一步探讨

两者的关系以及对现在核威慑政策的影响，

则对读者是更为有益的。实际上，特别是冷

战结束以来，变化的世界让人们反思古典经

济学假设下的一系列政治理论 ：究竟是实力

还是信念决定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 ? 在许多

人眼里，苏联帝国的垮台很大程度上是信念

而不是实力的胜利。通过反思古典经济学假

设而诞生的新经济学是行为经济学，在美国

政治中为自由派所重。行为经济学大力攻击

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似乎更重视行

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建构。特别是奥巴马总

统就任以来，上述政策取向表现得更明显。

似曾相识似的，在贝洛上校的文中，更多出

现的也是“信念”、“信任感”、“缓解紧张关系”

等。尽管不能完全确认其理论基础与行为经

济学的关系，毫无疑问，这和古典经济学支

撑下的传统核威慑理论是乖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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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篇文章结论互异，对照阅读可增加

理解。期待贵刊继续就“威慑”展开讨论，

让读者过瘾。

张新军

中国北京

读者评论“一个关于核武器的完美风暴”

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一个关于核武器

的完美风暴”（英文版 2009 年秋季刊，中文

版 2009 年冬季刊），并赞同门罗中将的观

点。我还认为，美国的威慑观念必须进行重

大调整，以适应二十一世纪显现的多样威胁。

从冷战时期延续下来的传统威慑战略缺乏足

够的适配性，需要大检修。当我们重新定义

并重新制定出威慑战略，确定它的涵义之后，

我们的国家就能将之应用于对付伊朗和北朝

鲜等新强国家。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把防止

核扩散的努力结合到威慑战略之中，使国家

具备更强大的手段来阻止核武器的泛滥。更

进一步，即使某些国家真的获得了这些武器，

他们将知道，一旦动起了使用这些武器的念

头，美国将如何反应和反击。

因此，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力量需要“调

校”，以保证我们的威慑不是纸老虎，将能够

有效镇住从非国家行为体到新兴超级强国在

内的所有潜在侵略者。美国首先需要制定正

确的战略，然后打造正确的力量来实施这项

战略。只要我们把这项“分层威慑”战略调

节好，就能够建设出一支和这项战略相适应

的洲际弹道导弹力量。最终，是正确的战略

指引我们建设正确的力量，亦即战略在先。

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的国家迫切需要“调校”

我们的核威慑战略。

Scott Edwards，美国空军中校 / 空军研究员

美国 Oak Ridge 国家实验室

读者评论“美军的人员结构、性格特征、领

导素质及世界观”

此文（《空天力量杂志》中文版 2010 年

夏季刊）值得一读。从题目到内容，这篇文

章的确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美国军人的形象。

我尤其注意美国人参军的三个典型动机：

教育福利和训练、冒险精神、爱国主义。请

注意 ：“教育福利和训练”是放在第一位。根

据我的一些零星了解，美国军人退伍之后，

得到国家的很好照顾，作为对其奉献年华保

卫祖国的回报。退伍军人进大学读学位、进

企业工作、进政府部门等，都有一定程度的

优先，学费也有很大照顾，医疗条件更好（各

州市都有退伍军人医院）。美国许多大学都设

有招收退伍军人入学的比例，并以能招到退

伍军人为荣 ；而退伍军人也以事实证明，虽

然入学时理论功底可能差一点，在大学的成

绩至少不比直接从高中入学的学生差，因为

前者积累了更加宝贵的社会经验。军人在现

役期间获得的各种训练和学到的各种技能，

对退伍后找工作（私企和政府公务部门）也

极有帮助，且在工作中晋升更快。事实上美

国退伍军人的形象和现役军人同样高大。

或许有人认为入伍动机不纯，必定影响

士气和作战效果。这种推断在事实面前不堪

一击。面对美国军队在越战以来各种战争中

的表现（战争的正义性不在讨论范围），有谁

敢说中国军人比美国军人更不畏险，更强悍，

更爱国 ? 相反，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在安

置退伍军人方面远远不如美国，可以说不可

同日而语。大学招收他们吗 ? 灸手可热的公

职岗位对他们优先吗 ? 社会福利对他们倾斜

吗 ? 正是因为中国没有做好从参军前到退伍

后的整个配套工程，没有激励参军的政策，

我们看到的中国军人形象参差不齐，动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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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成份逐步减少，退伍后无从着落的

担心越来越强。从朝鲜战争让对手折服，到

自卫反击战先勇后疲，到八九十年代热衷经

商，到现在身在军营而心有旁骛，中国的军

人在现役中尚且如此，退伍后更难有作为，

极易沦落成社会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我毫不

怀疑我们的军人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愿意为国

捐躯 ；但我也知道，一旦发生战争，退伍军

人必须成为全社会支援战争的中坚力量。

须知 ：中国的安全环境从来没有像现在

这样严峻。而参军动机（包括军人对未来的

期待），不仅塑造着现役军人的形象，也同样 

塑造着退伍军人的形象。

贾明正

中国南京

读者评论“全球动态作战 — 在各指挥部之

间调配遥驾飞机”

近读贵刊“全球动态作战 — 在各指挥

部之间调配遥驾飞机”一文（《空天力量杂志》

中文版 2010 年夏季刊），不得不佩服美国军

人的创新能力。

如该文开头所言，“空中力量最有价值的

属性之一是灵活性。”美军则把这种灵活性发

挥到了极致，到了人机分离，从万里之外遥

控无人飞机（RPA）的境界，运用远程分工

作战（RSO）的战法，只需把放飞和回收小

组部署到战区，无需正规机场，甚至不需要

跑道，就能在遥远的机组人员（虽人在地面，

仍是不折不扣的驾机飞行员）的指令下，把

无人机放飞到敌人领空，进行侦察和 / 或开

展斩首行动。这样做可把作战人员面临的风

险降到最低，而把作战效果提到最高。

更重要的是，美军并没有就此止步。按

照该文的思路，美军将建立专门管理 RPA 的

全球作战管理架构，就是说，将各战区内各

军种的无人飞机资源进行统一调配，及时并

充分应对各战区各战场发生的事件。另外，

同一个机组在操控一架 RPA 的同时， 还能监

控多架 RPA，把操控功能和监控功能搭配，

从而最大程度地利用无人机飞机资源和无人

机人力资源。

美军对无人机的运用已入化境，真的佩

服。中国空军需要认真学习，迎头赶上。

秋田

中国南京

读者评论本刊

我是个语言文学爱好者，中英文都看得

懂，但不懂军事。2007 年发现贵刊中文版之

后，出于好奇，就常对照两种语言阅读。感

谢贵刊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使我逐步

了解军事领域的变革和知识。贵刊能使我坚

持阅读至今，首先是因为它所选登的文章不

仅知识性强，而且也有可读性，使原本不懂

军事的我愿意读下去。

除了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外，阅读贵刊还

给了我额外的收获，使我欣赏到翻译的美妙，

学 到 了 翻 译 的 技 巧。 比 如， 把“What 

Differnece Can You Make?”这个标题译为“你

也能造就不凡”（中文版 2008 年春季刊）就

很传神。另外，英文原文中经常出现的句中

套句的长难句，我发现译者总有办法把句子

打断，把层层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这一点

很使我佩服。翻译难，从事过翻译工作的人

都会有体会。感谢贵刊的编辑和那些无名的

翻译人员，你们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值得我

学习。

一位语言文学爱好者

美国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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