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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伙伴关系
“建设伙伴关系”是美国空军的 12 项核心职能之一。这项使命最早出现在美国国防部 2001 

年《四年防务审查报告》（QDR）中，在 2006 QDR 及其后续路线图中有更清晰的表述。美国空

军则自 2007 年《空军态势报告》开始提到这项使命，而后在每年度态势报告，尤其是 2009 年

到 2012 年的态势报告中，都明确将“建设伙伴关系”列为空军的一项核心职能。如 2012 年《空

军态势报告》所述，建设伙伴关系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关键要素，同时有助于伙伴国家

维护本国安全和地区稳定，并减少美国的资源投入。对美国军方而言，伙伴关系还意味着确保

盟（友）军之间互通操作、互相整合、互为依存。

建设伙伴关系（Building partnership）作为一项使命，涉及到伙伴双方，一方面要求美军自

我培养建设伙伴关系的全方位能力，即“Building partnership capabilities”，另一方面要求美军

运用这些能力扶助伙伴国建设自主防卫能力，即“Building partner capacity”。放眼全球，美军

在欧 / 亚 / 澳的联盟 / 伙伴关系建设已经卓有成效且在继续延伸 ；在拉美，美军建设伙伴关系的

努力也到处可见；对非洲，美军已成立非洲军区，建设伙伴关系更是其重中之重。作为长远投资，

在出版本学刊的美国空军大学校园中，国际军官学校、指挥参谋学院和战争学院每年接纳 60 多

个国家的优秀空军军官和教官前来深造和教学，对“建设伙伴关系”产生深远影响。本学刊领

所有军种之先，出版五种外语版，推动各国空军军事学术交流，亦是“建设伙伴关系”努力的

一个重要部分。本期就“建设伙伴关系”提供几位作者的视角。

曾被视为世界第六空军的伊拉克空军经两次海湾战争而彻底瓦解。“联盟空军过渡部队重

建伊拉克空军”介绍攻陷巴格达之后美国空军帮助新生的伊拉克政府重建空军的努力。此文可

与本刊 2010 年秋季刊中“联盟空军过渡部队扶建阿富汗空中力量”一文参照阅读。

“美国和伊拉克空军伙伴合作之我见”一文至少在时间上和上文有延续性，可以作为上文

的续篇。此文介绍美军第 52 远征飞行训练中队援助伊拉克空军建立飞行训练能力的成果，作者

同时就美军在 2011 年尾撤出伊拉克之后，仅靠挂靠在大使馆外交使团安全合作处之下的一小支

部队能否继续执行伙伴关系建设使命，提出疑虑。

美国在欧洲建设伙伴关系的努力从未停止。本刊先前刊登的“改革美国驻欧空军，加强波

兰力量 ：F-16 向东飞”（2009 年秋季刊）和“新地平线 ：联盟太空作战”（2010 年秋季刊）等

文章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种努力。只是，“老欧洲”的一些盟友，尤其是法国，一直让某些美

国人耿耿于怀。本期文章“建设全球伙伴关系——重温《对法国人的 112 条抱怨》”文笔从容，

以大量事实批驳了美国人埋怨法国人不知报恩的心态，用“本国利益至上”原则透彻解释了法

国和美国在各种国际事务中的种种恩怨。

医援交往可以说是国家安全利益服务工具箱中最显亲善的手段，也是美军在各种双边和多

边演习及人道援助项目中的一项重要活动。“医援维稳作战多面观”一文论及医援交往对美军当

前建设伙伴关系的努力的重要意义，从作战准则、组织、训练、教育、演习、物资、领导、人员、

设施，以及规划等方面开展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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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 平台要从收集信息的单一功能演变为开发、处理、分发和执行情报的多重功能，ISR 
资产要跨军种管理和调度，ISR 信息要跨军种分享——美国空军中许多有识之士多次这样呼吁。

但军种樊篱难以逾越，即使国防部建立了 ISR 特遣部队，仍难实现这些目标。“全面改进 ISR
运作”一文建议空军把目前隶属于空中作战司令部的 ISR 局独立出来，提升为单独的一级司令部，

既担当空军的统一声音，也在 ISR 特遣部队起挂帅作用。作者进一步提出，要重视帮助伙伴国

建设 ISR 能力，构建跨伙伴国的情报融合，思考如何将伙伴国的情报系统融入到美国的系统中，

从而强化美国的整体情报能力。（另可参看本刊 2011 年夏季刊有关借助北约 ISR 能力的文章“规

划美国欧洲司令部 2010—2015 年情监侦战略”）。

一个目标从被发现到被摧毁，需要经过大量的作战单元分析、核实、处理、分发，涉及冗

长的语音和人工打字通信，周期长且出错几率高。“光标锁定目标：运用激励创新机制革新空军

指挥控制系统” 讲述一个具体事例，说明激励创新的机制如何推动美国空军的指挥控制能力发

生革命性变化。

美军于 2010 年在战略司令部下成立了多军种联合的网空司令部，但联合作战准则的编写

相对滞后。“网空中的联合目标选定”一文认为，当前的联合作战准则 JP 3-60《联合目标选定》

虽然立足于传统的动能（武力）打击作战实践，只要经过一些修改，尤其是纳入空军本军种作

战准则 AFDD 3-12《网空作战》的一些内容后，应可适用于具有非动能攻防特征的网空联合作

战领域。

中国是否也在开展建设伙伴关系的努力 ? “中国拉美军事交往：善意、善做生意、意在战

略地位”通过极为丰富的引证来论述中国对拉美诸国的军事交往，探讨其行为方式、动机、收益、

目的，以及这些日渐广化和深化的活动对美国未来国家安全、军火生意及其在拉美战略布局的

影响。

东亚海上安全秩序多年来一直表现为美国主宰下的“霸权和平”，中国全方位的军事崛起

能否打破这种平衡 ? “中国军事现代化及对美国安全及东亚安全秩序的影响”一文认为中国水下

舰艇、水面舰只，以及日显重要的陆基能力相结合，已在重塑台海战区，也对美国在东亚海上

的行动自由构成挑战，但想打赢美国或改变现存联盟格局仍遥遥有待时日。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某高人把据称是古代中国的某句咒语译成英文 ：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句中“interesting”暗藏机锋，故而走红西方文化界。而今回译，对应汉语已

不可寻，或译为“生不逢时 / 乱世苟生”之类，但受难之余的“趣”义荡然无存。想来原文更

可能出自古代中国某谶语 / 禅语 / 偈语 / 格言之类，含“趣难”之义，“难”前加“趣”，方显东

方哲学辩证之趣。值《空天力量杂志》英文版从 2012 年始放弃印刷版而改为纯电子版双月刊之

际，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司令赖斯上将特为本刊撰“开创未来”一文，起首便引用以上这句

中国智语。这番引用，原无警醒，将军却从“趣难”联想到汉语中另一机趣妙词 ：危机——危

难和机遇并存。将危机之“机”解释为“转机”之“机”，尽得东方哲学辩证之妙。将军要求各

级指战员在当前财政紧缩的“趣难”时期抓住危机之“机”，象《空天力量杂志》一样，及时脱

旧引新，提升效能，用更少的资源办更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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