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 空 军

生 于 技

术，长于技术，诞

生至今，始终以技

术为身份和力量的

核心。从一开始，

远见卓识的领导人

就认识到技术教育对发展空中力量的深远意

义。多年来，高等教育机构如美国空军理工

学院，以及其所管理的民间高教计划，一直

致力开发技术，培养人才，确保美国空军保

持锐利的战斗锋芒。当今技术发展推动空军

进入太空和网空新领域，面对新领域的种种

挑战，如何提供符合国防需要的技术教育更

成为关键。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利用我校的

科研协作网络，培养具备技术知识并熟悉作

战需求的空军人才，对于提升空军能力而言

意义重大。鉴于国防对这些毕业生的需求不

断增长，国家必须相应增加对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的投资。今天和昨

天一样，具备国防技术教育背景和丰富经验

的空军领导人继续是确保美军保持领先的关

键。空军理工学院从 1919 年诞生起就致力满

足国家的这项需要，现在继续视之为己任。

回溯以往

莱特兄弟从俄亥俄州的代顿开创了人类

航空时代，虽然当时技术简陋（木材、铁丝

和纺织品），羽翼初发，但动力飞行本身就是

奇迹，从一开始就启示了军事领导人思考其

在军事上的运用，其对战争的革命性作用。

自此而今，在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教育

和科研一直引领着天空、太空、网空力量的

发展方向。在航空发轫的年代，一位充满远

见的军事领导人班恩上校（Col Thurman H. 

Bane）主导创办了空中应用学校，即空军理

工学院的前身。班恩意识到 ：技术将是空军

作为未来新军种的识别标志和能力核心，因

此对航空兵必须采取以技术为主的教育，才

能保持这个军种充分发挥效能。班恩向在首

都华盛顿负责军事航空的领导人写信，强调

了以教育支持新生的空中力量的重要性，他

说：“一无所知的外行担当领导将一事无成。”1 

学校开办后，由 Edwin Aldrin 中尉（宇航员 

Edwin “Buzz” Aldrin Jr. 的父亲）为骨干的第

一届学生于 1920 年毕业。从此以后，空军

理工学院造就出一代又一代的高级军事领导

人，他们立足技术教育背景和基础，为空军

的发展规划方向。

空军传奇人物中还有两人在成为传奇之

前也曾在空军理工学院深造。后来晋升将军

的乔治·肯尼和吉米·杜立德为别是该校 

1921 年和 1923 年的毕业生，学成后都成为

技术创新倡导者和高瞻远瞩的领导人。试想：

对肯尼在 1920 到 1921 年的两年技术教育投

资相对而言不会很大，但将军正因为从学校

获得技术教育，得以不断拓展空中力量的边

界，成功推动在机翼上安装机炮及开发弹跳

滑翔轰炸战术等新概念。这后一种创新战术

在俾斯麦海战中全歼日军供应船队发挥了重

大作用。2

杜立德的传奇是另一个靠坚实技术背景

引领作战创新的经典例子。他是仪表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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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多项飞行速度记录的保持者，审慎然

而大胆地冒着生命危险拓展飞行极限。杜立

德 1923 年从空军理工学院毕业，获航空工

程学位，继而入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于 1925 

年获博士学位。在惊天动地的 1942 年东京

空袭中，他率领 B-25 机队从航母起飞直奔东

京，完成轰炸后迫降中国。这场空袭不仅展

现了他的领导才能，也显示了他的技术理解

能力，从而成就了别人不敢想象的壮举。

更举一例 ：伯纳德·A·施里弗将军被

尊称为“空军太空和导弹计划之父”，其传奇

在尼尔·希恩（Neil Sheehan）所著《冷战中

的血火和平》有详尽描述，将军以其从空军

理工学院获得的工程技术教育，领导空军飞

向太空领域。3 他是一名精明而老到的领导，

不仅熟悉华盛顿的迷宫厅廊，也理解科技发

展动态，能够交往民间科学家、工程师、承

包商和项目决策者，仅用几年时间就带领美

国洲际弹道导弹（ICBM）计划从蓝图发展成

真实的作战能力。施里弗堪称学者型领导人

典范，依靠经验和知识，在动态发展环境中

推行领导，不断拓展极限。

在我军的一些伟大领导人中，以上几位

将军的特点在于其之伟大更多地得益于先进

技术教育。千千万万的更多理工毕业生，成

就虽不似显扬，但都在科技开发领域中有所

作为，为我军在每一个新使命领域中装备优

势技术能力做出独特贡献。

新领域，新挑战

随着空军的使命逐步扩展，对我军领导

人的技术教育要求在广度和深度上也相应扩

大。正如施里弗将军领导空军飞向太空，新

一代领导人肩负着引领我军深入网空的重

任。这一新的作战领域需要对所有军衔和技

能层级都投入重资，开展 STEM 教育。网空

与天空及太空有一点不同，这就是进入成本

低，但若遭破坏，则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破坏

巨大。网空领域在演进中其复杂程度呈几何

速度增长。4 网空作战训练固不可少，但不

足以保证成功。我们还必须对部队开展技术

教育，使军人能预测和评估风险，研发解决

方案，确保占据网空优势。空军理工学院响

应空军太空司令部的要求，加强发挥培养未

来军队领导人的前沿作用，在网空研究生教

育和规划发展教育中增加了网空专业继续教

育课程。这种有着明确目标的多层次教育围

绕各种网空科研项目展开，更重要的是，输

送大量拥有学位或证书的毕业生，强化我空

军网空技术力量。

空军面对着困难的挑战，同时承受着必

须提高效率的越来越重的压力。空军正把强

化核武器管理作为一项主要任务，由此引发

对这个领域的重新重视。空军全球打击司令

部主导这项任务，但是需要得到与核武器相

关的许多部门的配合支持。国防部长领导下

的国防部核武器管理特遣队特别点出了教育

和训练的意义，认为只有通过教育和训练才

能保障我军形成核管理万无一失的文化。5 空

军理工学院及时响应，重新开设核工程课程，

除了传统研究生学位课程之外，又增加了证

书课程，教学内容也都更新。空军理工学院

是为空军和陆军提供国防核工程技术研究生

学位教育的唯一单位。民间核工程教育的重

点是核发电和核医学，空军理工学院的重点

是解决国防中的独特问题。国防部不仅关注

核材料的安全和安保，还对核武器的效果与

运用研究有特别要求。这些需求引发相关的

国防技术教育和科研需要，而空军理工学院

有现成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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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防技术教育的关键意义

全球化的发展增加了美国对海外资源、

技术和人力的依赖，不断挑战着我们保持技

术优势的能力。美国必须继续自主培养出新

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不断补充到国防部和

空军队伍之中，否则我军的技术创新能力将

面临萎缩危险。6 空军理工学院连同空军研

究实验室，是 STEM 人才的摇篮，是应用研

究、教育和国防使命的聚合点，其显著作用

一目了然。我们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就多有贡

献，在毕业之后同样能迅速发挥所长，运用

学位课程知识服务国防部和空军的各种重大

项目。对他们的教育投资，在其投身工作之后，

成效立竿见影，效益长久深远。

大协作，大力量

要跟上技术发展，就需要集教育、研究、

以及那些依赖技术实施使命的各应用部门的

力量。根据对技术领导人才的需求，用人单

位和培养单位互动互助，就能在正确的时间

和地点培养出正确的人才队伍。合作与协同，

对于提高教育效果及扩展科研机会至为重

要。空军理工学院拥有莱特—帕特森空军基

地的独特地理优势，毗邻空军研究实验室、

空军装备司令部、以及国家空天情报中心等

高科技部门。而且，空军理工学院积极和全

国许多机构开展合作，包括国家安全局、国

土安全部、国家侦察局等，机构间共享专业

技术、实验设施和其他资源，同心协力实现

共同目的——增强美国空军和国家的天空、

太空和网空力量。国防界、学术界、及政府

有关部门长期合作，构筑核心框架，在战争

时期、变革时期和财政紧缩时期提供不同的

制胜能力，满足战场将士的需求，保证我们

的毕业生紧跟全球当前作战形势需要，及时

调整技能，充分发挥作用。

空军历来奉行职衔顺序晋升和专业网络

交流的做法，从而持续为空军创造内外合作

的机会。这种合作对于满足紧急使命需求而

言至为重要和珍贵。空军理工学院通过跟踪

学生的升迁调任，通过与校友、使命伙伴和

出征教职员保持联系，及时了解到各种紧急

的科研开发要求。在此基础上，军事组织就

能以空前的速度和灵活性做出响应，而无需

等待政府和民间部门签署繁复合约才能启动

开发。在 2009 年，当美国中央司令部提出

对阿富汗空军建设的进展进行监督后，北约

训练部负责阿富汗军训练的部门找到空军理

工学院，请求研发一种自动化工具，要求能

够自动收集全面数据，开展日常回归统计，

跟踪关键指标。空军理工学院经过三个月科

研攻关，就研制出第一套样机。也是应中央

司令部的要求，空军理工学院设计出用于伊

拉克军队的 22 种后勤采购课程，从本年开

始交付。学院中拥有宝贵的教学和科研力量，

不仅能迅速培养军队技术领导人才，还能系

统化地开发先进科学技术。

这些实例表明了核心技术教育能力的价

值，表明获得高等技术教育的毕业生对保证

我国现代空军始终保持技术创新的重要作

用。学生在学校的研究成果和课堂项目能应

用到作战实践和国家的其他科研计划中 ；毕

业离校后参加各种最新科研项目，也会把信

息反馈到学校，以助课堂内容及时更新。这

种科研与课程设置的共生和循环关系，要求

学校保持足够数量的学生和教员，要求国家

提供足够的经费，以保证技术教育的繁荣，

生成预期的结果。依靠坚实的技术教育计划，

我们将培养出杰出的技术型领导人，研发出

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尖端技术。如果我们无

法持续稳定提供具有国防技术教育背景的人

才，以技术为支撑的空军将在所有方面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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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影响。军队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不断升高，

空军理工学院已经改造教育方式，引进网上

和卫星通信教学法，一方面把学生招进校园

课堂，另一方面把网络课堂送到空军基地。

经过这些努力，去年一年就有 28,000 人获

得继续技术教育毕业证书，320 人获理工硕

士学位，31 人获博士学位，2,600 人从各民

间院校毕业。

展望未来

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学会最近公布

报告，指出空军在技术竞争能力上的衰退，

将引发科学、工程和国防采办的数个领域中

出现问题。7 表述空军总部对科学技术远景

展望的《技术地平线报告》也承认 ：我军所

需的这些能力潜在敌人也可能发展出来，因

为他们能接触到相同的科学和技术。8 在国

防预算紧缩之时，决不可松懈技术发展，凭

借技术，我们才能提高人力效能，加强空军

的各项能力。空军理工学院所拥有的科研和

教育能力，能在多个领域直接支持《技术地

平线报告》表述的远景目标，其中包括提高

网空韧性、研发自适应自主系统、在无地球

定位系统（GPS）环境中作战、建造快速组

网卫星系统、提高太空态势感知，等等。根

据这份报告的精神，本期《空天力量杂志》

从我校大量论文中选择发表了具有代表性的

几篇，这些论文谈及了一些关键的科研领域，

如网空发展、能源和燃料、GPS 替代技术、

以及能改进作战效能和效率的技术。

和当年施里弗将军力主研发洲际弹道导

弹能力一样，要想有效推动现在的这些军事

技术发展，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指引必不可

少，这些领导人必须具备坚实的科技知识基

础，拥有强大的技术教育背景。早在过去，

阿诺德将军就认识到 ：能启发他发现自己需

要什么的首先是科学家和工程师。9《2010 

年空军科技战略》是我空军科技研发工作的

纲领，指引我们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在其他

国家也在开发类似技术和人力以求发展出先

进作战能力的形势下，确保我军继续保持技

术优势。并且，美国必须继续通过坚实的 

STEM 教育，培养出新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

吸引他们加入空军，否则我们的技术创新能

力将走向萎缩。10 要培养出这些资质优异的 

STEM 专业人才，空军理工学院是一个关键

的源泉。

国防技术教育对国家的最大贡献就是培

养毕业生。他们思维敏捷、掌握科技知识后，

将成长为攻克各种技术难关的带头人。他们

甚至在学校承担科研项目时期，就注意联系

当今问题和未来挑战，取得重要的科研成果。

长期而言，他们无论在军队还是在民间发展，

其影响和贡献将随着肩上的责任加重而提

升。例如，空军理工学院最近一位著名的校

友 雷 伊·O· 约 翰 逊 博 士（Dr. Ray O. 

Johnson）目前就任洛克希德·马丁集团资深

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他从空军理工学院获

得电气工程硕士和博士学位，通过学校学习

打下坚实的技术知识基础，在空军服役期间

成就卓著，现在进入国防工业再做贡献。他

的发展虽非个别，但是，如果我们希望继续

保持空军和整个国家的技术领先地位，就必

须培养出更多的肯尼、杜立德、施里弗、埃

伦斯，和约翰逊。

为此目的，相关机构必须注意拓宽和增

加 STEM 学生的生源。虽然空军理工学院的

学生主要是空军军官，其他各军种和其他许

多伙伴国家也派遣军官前来求学。并且，从

2004 年开始，我校已有 75 名学生以士官身

份取得理工硕士学位。这些军人学者学业优

异，再一次表明空军也必须依靠获得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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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拥有坚实科技知识的士官队伍。莱特—帕

特森空军基地的文职人员也踊跃报名参加空

军理工学院的课程，在过去数年中，通过各

种赞助计划，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防部科

学 / 数学 / 研究转岗（SMART）奖学金计划，

我校文职学员人数不断增加。我校所在城市

代顿地区研究生学院（DAGSI）作为当地高

校工程研究生学院的协同总校，积极挖掘当

地的生源，也为我校提供了许多文职学员。

自 DAGSI 成立以来，招收到 700 多名 DAGSI 

奖学金学生，其中有 119 名 STEM 学生进入

空军理工学院深造并毕业，他们中大多数人

最终在莱特—帕特森基地获得政府工作。

虽然成就显著，但我们深知 ：我们未能

为美国空军培养出足量的拥有先进 STEM 技

术知识和学位的未来领导人，原因之一就是

目前的人事管理模式不能准确匹配和管理军

队的需求。我们正在讨论缓解这个问题的方

案，这就是运用一个类似于管理评级部队的

人才储备管理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发现和界

定真正的人才需求，确保军队保持具备国防

技术教育背景的军事后备领导人才的充分储

备。11 这个系统还将允许少量技术博士军官

进一步拓宽经历，让他们在战场和教学领域

都能更好发挥作用，而不会因为称职教官人

数不足就简单地派他们在空军军官学院和空

军理工学院轮流教学。

回到1919……以及未来

空军从一开始就拥有技术基因。我们的

第一代领导人在航空技术发轫之初就认识到

这个事实。我们的领导人还理解国防技术教

育对于空军承载国家使命、满足国家需要、

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正

引导我们进入新的作战领域，足以证明我们

只有在国防技术教育上看得更远，做出更大

努力，才能保持我军的竞争锋芒和实力。

民间机构若需充实高层主管，可从内部

提拔，也可从外部招聘。军队组织则不然，

必须自己培养。这种晋升金字塔结构凸显出

军队投资技术教育的必要性，从而确保未来

的空军领导人具备必要的教育和技术基础，

知道如何为空军和国家发展作战能力。空军

理工学院正是培养这些领导人的园地，为国

家、为盟国、为我们的整个武装力量，积极

提升天空、太空和网空力量。我们将继续致

力提供符合国家需要的国防技术毕业生，同

时开展继续教育、科研和咨询服务。空军前

参谋长加布里埃尔（Gen Charles A. Gabriel）

曾经说过 ：“空军理工学院的今天代表着美国

空军的明天。”12 此语对 1919 年而言自是贴

切，对今天而言更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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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D·吉翰空军少将（Maj Gen Walter D. Givhan, USAF），南方大学文学士，州立特洛伊大学理科硕士，高级空天
研究学院军事艺术科学硕士，武装力量工业学院理科硕士，现任俄亥俄州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空军理工学院院长。
空军理工学院主要培养国防科技高级人才，并具备持续教育、科研、咨询等功能，以推进美国及其武装力量与伙伴的
天空、太空和网空力量为使命。吉翰少将出生于阿拉巴马州 Safford 镇，由军官训练学校获授军官衔。他曾在“沙漠
盾牌”与“沙漠风暴”行动中担任法国地面部队将级指挥官的美国空军联络官。将军指挥过战斗训练中队、作战大队、
空军基地联队及空军远征联队，在担任空军理工学院现职以前，是驻喀布尔的阿富汗联盟安全过渡司令部下属的联盟
空中力量过渡部队将级指挥官。将军是指挥飞行员，飞行过 T-37、T-38、T-1、AT-38、F-15 和 A-10 等多种机型，拥
有超过 2,500 小时飞行经验。他也曾任麻省理工学院国家安全研究员。将军获得的军功奖励中包括二橡叶簇功绩勋章
和铜星勋章。

埃立克·D·特赖亚斯空军少校 / 博士（Maj Eric D. Trias, PhD, USAF），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理学士，空军理工学院理
科硕士，新墨西哥大学博士，现任俄亥俄州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空军理工学院院长行动组主任兼计算机科学助理教
授。他于 1988 年入伍，并入围空军 1994 年度十二位杰出航空兵奖候选人。他于 1998 年通过航空兵教育及军官授衔
计划和军官训练学校获授军官衔，曾作为网空作战官在韩国乌山空军基地和汉弗莱陆军基地、以及新墨西哥州克兰德
空军基地分布使命作战中心服现役。他的科研领域涉及知识发现与数据采掘、信息系统安全、数字法庭，及若干网空
相关课题。特赖亚斯少校是空军中队指挥官学院和空军指挥参谋学院的毕业生。

威廉·H·艾伦空军少校（Maj William H. Allen, USAF），基督教兄弟大学理学士，空军理工学院理科硕士，现任俄亥俄
州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空军理工学院行政官。他于 2000 年通过孟菲斯大学预备役军官训练团课程获授军官衔。他
曾以工程师身份在各种岗位任职，包括弹药测试、火箭推进设计、评估与系统工程等。艾伦少校是空军中队指挥官学
院空天基础课程和空军指挥参谋学院的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