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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驾飞机及空军文化冲突
美中军方高层正加快对话步伐。继美国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将军和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将军

相继互访之后，应中国政府邀请，2013 年 9 月 24-30 日，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什将军在太平洋

空军司令卡莱尔上将和空军总军士长科迪的陪同下访问中国，这是美国空军在近 15 年中由参谋

长率团的首次访问。在中国空军快速向攻防兼备战略空军转型的背景下，在亚太国际空域中多

国空中行动更趋频繁和接近的态势下，这次访问对于双方加强交流减少猜疑、增进互信继往开

来意义重大。访问归来，威尔什将军和卡莱尔将军联书“加强与中国空军的了解和交往”一文，

交《空天力量杂志》英文和中文版发表，把美国空军领导人对两国空军保持可持续发展务实军

事关系的看法和期待及时传达给广大读者。

美国空军最近将“教育训练”列为空军的第 13 项核心职能。鉴于美国空军的每一项核心

职能都与其奉行的“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战略追求挂钩，“教育训练”当然是保证

空军全球伙伴建设和全球存在的关键一环。“空军顾问：美国空军对外交往的形象大使”一文向

我们介绍美国空军一所专门培养涉外军事顾问技能的学校。

本期主题栏目再次讨论遥驾飞机（RPA）引发的文化冲突。美国空军的 RPA 部队近十年表

现令人瞩目，与此同时，无人机作战文化与有人机作战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不可避免。在资

源配置上，F-35 采购计划的最高优先地位至今难以撼动，但在预算紧缩和无人机挤占资源的压

力下，一些人相信 F-35 可能再步 F-22 和 B-2 的后尘，难逃被大幅砍削的命运。在文化思维上，

空军作战界一些人沉缅于浓重的战斗机情结中，与 RPA 操作官平起平坐不免心态难平 ；RPA 操

作官虽持有飞行员名分，但想毫无争议地“登堂入室”还有待时日。在晋升体制上，空军参谋

长一职过去二十几年来一直由战斗机飞行员出身者担任（运输机飞行员及特种作战出身的施瓦

茨将军出任参谋长似为偶然例外），高阶军官选拔委员会至今将近期真人驾机小时数视为晋升联

队 / 大队指挥官的必备条件。在对无人机的费效比解读上，也是充满矛盾，世人皆以无人机造

价低、人工少、留空时间长等为其重大优势。但在 2012 年初，当时的空军部长唐利和参谋长施

瓦茨将军出人意料地宣布将彻底退役 MQ-4“全球鹰”block-30 版（虽然遭国会反对）并削减

block-40 版的采购数量，列举的理由包括 ：该款无人机貌似经济，实则费钱费力，捕获海量有

用和无用的信息，导致信息传递和信息筛选耗费大量带宽和人工，总体成本和作战效益其实不

及 50 年前研制的有人机 U-2；这项决定引起人们对无人机的重新思考。然而 RPA 潮流方兴未艾，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空军未来发展的主流方向。

RPA 机组人员的身份认可和晋升一直处于辩论漩涡之中，即使空军已把无人机的称呼规定

为“遥驾飞机”（遥驾者当然属于飞行员类别），也难打破有人机（尤其是战斗机）飞行员出身

者占据空军高层的一统天下。“遥驾飞机遭遇玻璃天花板”一文为我们再现这场辩论的原因、意

义，和出路。作者认为，空军的晋升体制中必须将 RPA 和其它有人作战飞机同等对待，各自单

列成类，RPA 飞行员才有担任联队指挥官的平等机会，才可能进一步晋升到将官和空军领导层。

RPA 将从目前以情监侦及猎杀为主向更多功能（例如，运输、空投、空战）发展，这种趋

势毫无疑问。进一步，由地面操作人员“遥驾”（remotely piloted）的飞机也将从“遥控”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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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主”（autonomous），两者的区别似乎在于，前者由真人微观遥控，目前主要在非布防无

威胁空域飞行，后者被预设程序由真人宏观遥控，未来可单独或伴随有人战斗机闯入对抗天空。

“未来十年的新一代自主化轻型战斗机”一文即为我们展示今后可能出现的自主化无人作战飞机

及其种种潜在能力。

空军一向秉持技术文化。技术的发展使空军从近距格斗演变为超视距对抗，相应的人身风

险也越来越低，以至于未来大多数的飞行员可能不再需要上天，衬托飞行员视死如归英姿的血

色天空将逐渐淡白。于是，文化的冲突扑面而来。“从蜂群、云团和抢占先机谈起：论远程航空

文化辩论的意义”一文认为，航空技术在演进，有人 / 无人机融合作战势在必然，以枪林弹雨

论英雄的时代将成过去。实现融合作战的阻碍不在技术因素，而在文化因素，对飞行员定义的

认知必须与时俱进。与此同时，空军 RPA 作战界不可自怨自艾，而要自重自强。

RPA 是情监侦作战的重要平台。随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逐渐推进，从阿富汗战场撤出

的 RPA 资源势将转向太平洋战区。“以 MQ-9无人机部署亚太推动情监侦伙伴关系建设”一文

建议美国空军尽快开展与亚太盟邦和伙伴国的情监侦双边合作可行性研究，以为 MQ-9 无人机

等情监侦资源即将部署亚太各东道国做好准备。

美英等西方军队对现代战争自动化情有独钟，这不仅表现在积极探索飞机自主化、情报分

析自动化等方面，还表现在指挥与控制领域。“二十一世纪空天作战中心如何运用自适变模型结

构和语义技术改进作战规划和评估”一文向我们展示空军对 C2 领域自动化的思考。此文专业

性很强，作者试图告诉读者，C2 自动化要求对作战规划和作战环境建模，然后将各模型之间的

所有组成元素进行关联。而关联进一步要求所有模型使用的词汇和语义规范化。实现关联，才

能实时反映战场的动态发展 ；把最低层的战术任务挂钩到战术任务目的、战役目的及战略终局

目标，加上直观化工具，就可显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场实景，帮助指挥官及时调整和决策，

实现 C2 中的作战规划、执行、评估的真正动态贯通和交流。

有关加油机采购方案的争论最终以美国空军选择波音 KC-46 结束，但军人对加油机采购流

程的思考没有停止。“用系统工程观指导空中加油机采购流程”一文指出，加油机的采购过去一

直沿循改造现有机身以符合空中加油需要的模式，导致空中加油技术在过去 50 年中变化甚微。

作者认为，今后应重视如何以系统工程方法指导这项能力的研制和开发，即根据客户综合需要

量身定制。文中对加油机历史的追溯也多有启发。

正如低阶校官和尉官主要专注战役和战术研究，军队高层领导人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战略思

考上。如果高阶军官迷失在战役和战术细节中，则后果严重。“战略分神：忽视组织设计的后果”

一文向军方高级领导人敲响这样的警钟。文中关于“设计”定义和“下向压力”的讨论尤其值

得思量。

本刊上期刊登了中国军事学者探讨“空海一体战”概念形成过程及本质的一篇文章。美国

空军战争学院一位学者以“也谈空海一体战，兼与 ‘棋势在中腹——空海一体战的前世今生和
未来 ’作者商榷”与该文对话，并对其多处提出质疑。尤其是，这位学者认为，“空海一体战”

是一种早已存在的、因应新兴军事强国能力发展而演进的作战模式，中国因素是其设计考虑之一，

但绝非其全部 ；它为战略目的服务，但不属战略层次，不可与战略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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