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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文化
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 — 这是中国军人当前的核心价值

观；荣誉，勇气，忠诚 — 这是美国海军的核心价值观；忠诚，责任，尊严，无私，荣誉，正

直，勇敢 — 这是美国陆军的核心价值观；正直为先，无私奉献，追求卓越 — 这是美国空军的

核心价值观。

对照美国军人和中国军人核心价值观，我们既看到双方共性，也看到各自特征。而核心价

值观是军队文化的浓缩。本期主要文章探讨美国的军队文化。

美国朝野对始于 1993 年的“不问，不说”军队同性恋禁令的辩论一直没有停止，最近更是

一波多折，险象环生。“不问，不说”缘何牵动如此众多美国人的神经甚至可能成为掀翻总统

宝座的定时炸弹?“‘不问，不说’军队政策调查报告”一文可给读者提供一些答案 — 以及更

多的悬念。此文所附的 1,163 名退役将军请愿书亦能折射出这项法律无论是废除还是保留后的

长远影响。同性恋问题从来没有成为中国军队的担忧，也不是话题，这也许是中国一些军事和

政策研究者对美军“不问不说”政策不闻不问的重要原因。但是从这篇文章中，读者应超越同

性恋从军问题去思考其对军队文化和信念的深远影响。

本刊本年夏季刊“带兵之道”一文曾介绍空军把 2009 年 7 月到 2010 年 7 月定为“空军家

庭年”，旨在稳固空军将士的“大后方”。和天之骄子的空军相比，在地面摸爬滚打的陆军及

海军陆战队对家庭“战备完好率”的重大意义或许感受更深，因为他们的婚姻/伴侣危机感更

重。“挽救军人家庭”一文讨论现役和退伍军人的离婚及自杀现象，探索这些问题与军人长期

驻外作战的因果关系，并提出一些疏导和缓解建议。

“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文工团奔赴前线慰问“英雄儿女”激励士气的故

事令多少中国人感慨不已。美国军乐队也定期部署到战区。“陆军乐队上战场”一文向我们展

示美国军乐队的更广泛功能，包括战略交往、部队支援、家庭支持、公共外交、社区关系、音

乐教育等等。其中后三种功能明显是出于美军近年倡导的全频谱作战、尤其是维稳和民政支持

方面的需要。

作战准则（条令）的编写和修订是美军各军兵种的一项长期活动。本刊 2008 年秋季刊曾发

文介绍陆军 FM 3-0 野战手册《作战行动》更新版。与 FM 3-0 同期启动修订的还有 FM 5-0，现

在新版 FM 5-0《作战过程》终于出炉。本期所登“新版野战手册 5-0 — 指导持久冲突时代中的

指挥与控制”一文介绍这部新版文件的重大修改。新版 FM 3-0 和 FM 5-0 突出了美军对现代战

争的思维转型，两部文件一脉相承，互相贯通，尤其都强调全频谱作战，都重视在作战计划中

预先考虑行动结束后的维稳和民政支持。另外，FM 5-0  弃用“效基作战”等词汇，也都值得注

意。

美军创造的效基作战理论（EBO）发轫于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初，成熟于此后数场战争之

间，并写入各军种的作战准则。然而突然间，时任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的马蒂斯上将在 2008 年 
8 月突然发函指示终止使用和 EBO 有关的术语（参看《联合部队季刊》2008 年冬季刊）。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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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顿起。“澄清歪曲和误解 — 效基作战理论没有错，错在用之不当”即在此背景下于次年 3 
月发表。作者在空军指参学院授课多年，深谙效基作战理论，底气不可小觑。并且，作者以退

役中校之阶普通研究员之职，公然发文挑战显赫的四星将军，勇气可嘉，诤行可风。

自从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进入“维稳”和“民政支持”阶段之后，美国空军

缺乏小语种外语军官的问题日益突出。如何解决?“培养外语人才：美国空军如何与民间高校合

作共赢”一文试图解答。文章指出，美国空军培养军官一般通过三种途径：空军后备军官训练

团（最大来源，生源为报考民间高校的高中毕业生和民间高校在校生）、军官训练学校（第二

来源，生源为民间高校毕业生）、美国空军学院（第三来源，高中生直接考入）。作为远期储

备和爱国军事教育手段，空军还在许多高中设有青少年后备军官训练团。作者以严密的取证、

分析和论证过程，证明在外语军官培养问题上，这几种入伍途径几乎都与民间高校（和初高

中）的外语教育架构紧密相关，因此欲解决空军小语种外语人才缺乏问题，必须从民间教育改

革做起。中国读者可顺带从此文中了解美国军官生入现役（Accession）体制与中国国防生入伍

（Accession or Enlisting）体制的一些差别。

有人认为，美中军事实力对比中差距最小的领域是网络作战。此论是否成立姑且不论，中

国军方的确极其重视网络作战研究和运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李大光教授的专著《基于

信息系统的网络作战》即是最新成果之一。本期所登之“基于信息系统的网络作战理论研究”

一文或可视为这位作者对其专著的提炼和浓缩。

美国军方在网络作战领域亦从不敢怠慢，如本期“反击时刻已到：将网络防御转向‘作战

化’”一文所言，自 1992 年始即启动网络监控，更于 2010 年 5 月成立了跨军种的网空司令部

（隶属战略司令部）。美国空军先行一步，曾计划设立空军网空司令部，后决定缩编为第 24 编
号航空队，由第 67 网络战联队、第 688 信息战联队、第 689 作战通信联队、第 624 作战指挥中

心等组成，归太空司令部指挥，并作为空军组成部队加入网空司令部的行动。作者认为美国空

军在网络战中被动有余而主动不足，故而建议向“网空寻的和网空交战”的主动出击新战法过

渡。

战略核威慑继续是本刊关注的主题，理由很简单：美国空军严重关切政府的核威慑政策走

向、其对整个国家安全的冲击，以及其对空军未来发展的影响。本期“争鸣建言”栏目中的两

篇文章 —“零核错在哪里?”和“实现可信核威慑”— 对国家当前政策均持反对态度。前文要

求就核武器的未来开展全国辩论；后文提出美国不仅应继续目前的“可靠替代弹头”计划，更

应“设计、试验和部署新型核武器”，以收重振美国核武器生产能力和恢复美国威慑可信度的

双重效果。

本期“将帅观点”栏目登载三位将军的文章，其中包括洛伦茨空军上将的“带兵之道”终

结篇。将军从戎四十一年，拥有特级飞行员证书，驾驶过 8 种机型，累积 3,300 飞行小时，带

领过空军中队、大队、联队，主管过空军财务、审计、教育，可谓阅历无数。而今功成身退，

于 2010 年 11 月从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司令一职回归平民。将军的“带兵之道”，连同他撰

写的其他大量文章和演讲，将成为美国空军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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