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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余名顶级专家今年 7 月发表公开信，呼吁禁止使用“具有攻击性的自主化武器，”并称“自

主化武器被视为继火药和核武器之后的第三次战争革命。”战争革命和军事革命有无定义分野，

革命的代次如何划分，让理论界来厘清。现实是，由地面操作员遥控无人机执行斩首任务正成

为引领战争风骚的美式战争常态，自主执行空战和空袭的无人战斗机也呼之欲出，美国海军部

长马布斯已经在“海空 2015 年度大会”上宣布，美国海军认定 F-35“应该而且几乎肯定是海

军购置或飞行的最后一代有人战斗机。”以自主无人机、高能激光炮、3D 打印舰、网络攻击包、

太空飞机等为代表的全新兵器，是否昭示第三次战争革命的到来，仍待观察。但可以说，军事

革命从来都是由非对称思维、颠覆性思维、改变游戏规则的思维所引发，军事革命的结果，便

是战争革命。而此等非对称思维经常发轫于军队的文化、教育和训练。从二战前陆军航空兵战

术学校开始，美国空军铸就了鼓励军人创新思维的教育传统，因此发展出许多无人可抗衡的非

对称空中能力 ；与此同时，空军中始终有人提醒关注军队文化以及教育训练对创新思维和新生

事物的阻拦，如以下数篇文章所示。

本期开场，两位战略思想家就战略一词的滥用开展了一场题为“直瞄轰击：战略名存实亡？”

的对话，亦庄亦谐，聊加点拨。的确，上网稍做检索，满目皆“战略”，情侣约会、草坪护理、

人类每一项崇高的或者世俗的作为，都言必称战略。作者认为，战略原表示构建意图 / 方向 / 目

标的顶层框架设计，上示而下行，局部服务整体。战略战役战术，层层相接相依，自有重叠，

但无“僭越”。

美军太空司令部两位前首席科学家联袂为本刊撰写“太空态势感知：难度大、成本高、但

必不可少”一文。此文指出，太空态势感知（SSA）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监控感兴趣太空物体的

位置和轨道信息 ；但其更重要的目的，是确定这些物体的功能和状态，以及其拥有国的意图。

为此，作者建议美军应向地球同步轨道部署一颗传感卫星，收集轨道内近 600 颗卫星的重要信息，

还应考虑向其他轨道发射诸如伴飞卫星等监视手段。

回到本期文化正题。在美国空军，飞行员地位崇高，大致感觉是战斗机飞行员居主，轰炸

机飞行员居次，无人机“飞行员”又位列其后。而每位飞行员的身后，更有大量的非飞行员在

提供支持，首尾比例悬殊。“部落战争在现代空军社会中的表现”一文以部落战争为喻，剖析这

种“重首轻尾”尊卑现象的历史传承。作者指出，虽然空军传统等级观有碍向新兴作战空间发

展而需要调整，但规制易改，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思维难变。

美国空军虽然做到男女同酬且女性军官授衔率达到 24%，但是到 O-4 级以上中阶和高阶军

官层，女性比例越来越低。“空军接纳多元化：笨拙的拥抱”一文从女性军官角度审视美国空军

在性别多元化方面的作为，作者指出，空军目前鼓励女性军官留伍的政策（延长调防、无薪休假、

更灵活的服役连续性计算等），有的隔靴搔痒，有的留在纸上或执行不力，需要加大执行力度。

作者认为空军应抓住各种教育机会灌输多元化，尤其是需要高层领导全力和长期支持。

先前，美国空军曾委托兰德智库对空军培养高级领导人（校官和将官）的流程加以评估，

兰德的研究报告指出，尉官晋入校官后，需要培养他们掌握“主要技能”和“次要技能”，亦即

必须有目的地定期派往不同岗位（包括专业外）历练和接受发展教育，才能逐步具备向战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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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岗位晋升的多种素质和技能。“一项关于领导人才培养的高层领导看法调研”一文的几位作

者参照这份研究报告，就空军各部队领导力培养指导小组的做法和效果再做调研，主要通过征

求相关高层领导人的看法取得权威数据并用于定性分析，调研的结论以正面肯定为主，也指出

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对威慑的教育和研究，美军从来没有掉以轻心，例如美军战略司令部多年来一直召开著名

的威慑专题年度研讨大会。但是“专业军事教育必须重视威慑研究”一文认为，军事教育院校

对威慑教育的重视远远不够，尤其在威慑战略所处的当前环境已然比冷战时代更多元更复杂的

情况下，这种缺失更加令人担心。作者就改进威慑教育提出了八点具体建议。

战场的残酷，要求军人长期坚持体能训练和战斗操练，前者是后者的身体能力基础。“对

美国陆军体能战备训练教范的建议”一文指出，美国陆军目前的体能训练教范在讲解上有欠简明，

操作上不很切实际，因而不太受欢迎。士兵们不喜那些弯腰屈腿扭肢等大妈大姐式的简单训练，

更愿意从事诸如杠铃、俯卧撑、越野跑等高强度体能训练。但后者的负伤几率也更高。作者因

此认为，提升体能教官的水平、职责与权限，以及修改体能达标测验等，是改进体能训练整体

效能的重要途径。

八十和九十年代出生的人和其前辈一样，踊跃从军报效祖国，他们挟带着信息时代人的种

种优势和“缺点”，对传统的部队文化带来强烈冲击。“带兵九零后，几点小体会”一文作者身

为这批年轻军人的联队指挥官，就如何发挥其优势、利导其缺点分享心得体会。

航空布雷，无论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布雷，在二战及其后的几乎所有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低空慢速飞行的布雷飞机始终面临着被击落的巨大风险。那么，当防区外精确制导航

空布雷技术面世后，对战争会产生什么影响 ?“二十一世纪航空布雷”一文向我们介绍航空布

雷的历史和未来。

美国军政界，有不少人批评美军只盯住高端对手，不惜耗费高昂成本，一味追求尖端能力，

而视其他所有对手为等而下之的“附带”威胁。“战略改革，从纠正假设开始”一文认为，这种

战略规划思维的问题在于它立足于三个需要质疑和纠正的基本假设前提。作者进一步指出，军

方在思维定式上应该赶快从“基于能力”切换到“基于环境”，即针对现今安全环境中几类不同

对手来建设高中低兼顾的作战能力。

“空战与海战及陆战在野战用兵上的差异辩证”一文来自台湾军事学者。作者力图探讨陆

海空三域作战在用兵概念上的差异，并具体从制域权、武力投射、攻 / 守势作战、交通线 / 补

给线、作战线等五个方面解说此三域作战的异同及辩证关系。

“净评估”一词，自马歇尔领导美国国防部内净评估办公室以来，在美国政军界可谓久盛

不衰，而今不谙净评估概念者，甚难参与圈内对话。“净评估”作为分析美国安全战略的一种常

用的架构（或者说分析方法），其分析对象是战略对手以及之间的竞争，重点关注的是战略互动、

长期趋势、多面性、社会政治波动和政权更迭，以及战略思维和行为的不对称，因此必然注重

其中广泛且必然发生的变数，即不确定性。中国大陆学者投寄的“净评估方法与不确定因素”

一文重点解说“不确定性”在净评估中——以及国家长远战略规划中——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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