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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 A2/AD 环境
反介入 / 区域拒止即 A2/AD 环境，是美军思考和准备下场战争的主要背景。本刊围绕空海

一体战、前进基地、分布（分工）作战、态势感知、防区外打击、指挥控制、任务指挥权、五

代机等的军事讨论，无不在于思考如何突入和压制这种环境，取得行动自由，然后逼对手就范。

的确，在 A2/AD 时代，基地无分远近，都面临打击威胁。基地的生存对美军海外作战而言，

具有关键的保障意义，美军对基地防卫和快速修复也有新的构思。“防卫基地，修复基地，打赢

战争！”一文介绍美国空军的 FTB/RTB（防卫基地 / 修复基地）概念，按此架构，驻扎基地的

空军战士不分岗位，都要参与对突发事件的处置和修复。为此，入伍基本训练和出征前强化训

练必须增加内容，让所有战士掌握基本的 FTB/RTB（包括施工器械使用）技能，把部队建设成

技能多面、机敏可调、坚韧生存的力量。

面对潜在对手逐步构建强大 A2/AD 环境的现实，邓普西将军在担任参联会主席期间曾专门

发布《任务式指挥》白皮书，积极推广陆军的这种宏观指挥理念，鼓励战术层级在未来分散和

小型化作战中发挥主动性。本刊在 2012 年冬季刊和 2013 年秋季刊对此有大量讨论。“通过任务

式指挥实施联合空中作战的指挥与控制”一文围绕如何将任务式指挥运用于空军 C2，归纳出几

个关键要素 ：上下级互相信任，指挥官明确传达作战意图，战略战役战术层级保持共同理解，

战术官兵发挥自律和知情下的主动性，并敢于承担合理风险。

也是以 A2/AD 环境为背景，“灵活、机敏、致命——修订美军 SEAD 作战准则，应对未来

多变威胁”一文作者提出，潜在对手的现代一体化防空系统（IADS）对美军压制敌防空（SEAD）

作战构成严重挑战，故而基于陈旧作战经验的美军现行 SEAD 作战准则必须更新，尤其应新增“有

备随机压制”作战，突出低显型飞机和防区外武器作用，加强摧毁性作战（相对于电子干扰作

战和破坏性作战而言），和重视由其带来的心理震慑效果。作者建议的“有备随机压制”和上文

中讨论的“主动性”相通，都强调把握闪逝机会窗口，迅速完成杀伤链中的“锁定”和“交战”

环节。此文还提出一个新观点，即现今作战准则都是立足于过去的作战经验，今后也要前瞻未

来战法，新战法只要成功通过练兵场检验，就可写入作战准则。

美军视五代战机为刺穿 A2/AD 屏障的一柄利剑。对五代机，普通军事爱好者更多关注的，

是其与四代机在速度、火力、隐身等指标上的量性对比，而忽略其在数据吐纳、信息处理、情

报生成、知情决策、带队作战方面与四代机的本质区别。“浅议对 F-35A“闪电 II”的情报支援” 

一文认为，五代机整体作战能力的提升，更多是因为信息和情报能力的本质性提高。然而也因

为后者，五代机要求情报支援在本质上有别于四代机。作者提出，美军实战部署 F-35 在即，但

对配合 F-35 的情报支援作战，还没有在思维上从四代机切换到五代机，两者间的巨大缺口，可

能严重影响 F-35 作战能力的发挥。

美国空军的中空武装侦察无人机 MQ-1（以及后来衍生的 MQ-9）问世近 20 年来表现卓越，

举世瞩目。然而，“以作战概念引领技术发展，开发新一代遥驾飞机”一文指出，鉴于通用原子

本　期　导　读



            备战 A2/AD 环境

3

公司是独家供应商，软件系统完全封闭，无法容纳第三方软件技术，故而严重制约了无人机向

更多功能和自主化方向演进，造成了以技术发展牵引作战概念和作战需求的窘境。作者呼吁尽

快扭转这种采购程序，回归到以作战概念生成作战需求而后带动技术发展的合理模式。

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群体对以往经历的沉淀和传承 ；体制性记忆（institutional memory）

则是一个组织群体对以往工作或作战经验教训梳理归纳而成的一种集体记忆。“体制性记忆对美

国空军的影响”一文认为，空军作战准则是传承体制性记忆的最有效工具，但眼下的空军作战

准则继续沉浸于五环打击理论掀起的“沙漠风暴”及其带来的辉煌中，因其关注的是上一场战争，

对条件和环境非常不同的下一场战争的应用其实有限，却严重影响着军事决策和采办，诱惑着

空军追求那种放手大干的总体战或全赴战，一味关注如何以技术优势打赢 A2/AD 环境中的高端

战争。怎么办，作者建议更积极推进美国与盟邦的集体防御，通过集体防御纾解自身军队建设

和采办的压力。

美国空军大学，管理着一个庞大的空军社区学院。所有高中入伍的空军战士，在完成各自

专业代码内的基础专业训练后，直接折算成该社区学院的基础学分，并自动注册入校 ；进一步

修习指定的网上课程或基地内及附近学院提供的课程后，即获大专文凭。有志者可继续发展，

完成专升本。也许因为入学容易，文凭不难，又为士官晋升所必须，导致空军部分官兵中弥漫

着不在乎但不得已而为之的风气。“空军社区学院文凭在空军战士眼中价值几何？”一文对这种

现象进行深入的剖析，并指出军队提供环境鼓励军人在现役期间读大专文凭对退役后走向社会

的重要意义。

美国空军在刚卸任的空军参谋长威尔什上将领导下，从 2012 年开始掀起了全军范围的多

元化和包容性文化建设运动，这些举措，包括提高少数族裔及女性军官比例等硬性指标做法，

遭到了一些官兵的批评甚至抵制，认为有逆向歧视之嫌。“消除偏狭理解，向多元和包容文化良

性过渡”一文分析官兵中产生所谓“偏狭理解”的原因，建议空军领导人正视（而不是否定）

这些正当的担忧，通过对话加以调整，从而推动多元化和包容性部队建设良性展开。

战争与和平，是对生体，没有战争即为和平，成为许多人对和平的思维定式。“思考和平 ：

止步消极和平还是追求积极结果”一文呼吁人们将和平的概念加以延伸，为此作者提出一个“和

平等级表”：严重敌对、轻度敌对、消极和平、温暖和平、安全共同体。作者认为，武力威慑和

军事干预，最多只能实现消极和平。而积极的和平，是持久而由衷的形态，无法借助外部力量

实现，必须依靠内部法制建设和互相价值认同。

互联网人海茫茫，但活动者一举一动，大凡都留下印迹，不查犹可，一查毕现。却有些用户，

有些网站，出于各种目的，想匿名掩迹，于是洋葱路由（Tor）匿名技术应运而生。洋葱路由，

大名鼎鼎，而闻者寥寥，美国海军开发，美国政府资助，逐渐“军转民”。“初探暗网” 一文向

我们简要介绍 Tor 匿名技术的由来和用途，以及哪些人为什么及如何通过 Tor 等匿名工具在互

联网的最深处活动。

              《空天力量杂志》中文编辑姜国成



警报在当地时间 1310 响起，空军战

士刚用过午餐。情报称基地附近发

现恐怖分子活动，并定为紧迫威胁等级。

基地迅速行动，提升部队保护等级，战

士们从各建筑物鱼贯而出，赶到预定集

合点，组队点名报数，等待武器装备。

与此同时，后勤战备中队的机动军械车

迅速驰向集合点。九十分钟之内，600

多名空军战士已经全副武装，做好进入

基地设施各处防卫责任区内“战斗岗位”

的准备。随着指挥与控制全部到位以及

布防要求得到落实，警卫部队后撤，进

入机动态势，随时准备填补防卫缺口，

按照需要提供专业帮助。预先备好的必

需品分发到基地各防卫责任区指挥所。

非本轮基地防卫值守人员一律回原岗继

续工作，或回家休息待命换班。不到两

个小时，基地为之一变，原本平静的和

平时期作

业场所，

现在成为

战备状态下的空中力量平台，随时准备

击退一场二级地面威胁。1 基地可以几

乎无限期地保持这种态势。

读着像小说，其实完全真实——这是伊

利诺伊州斯科特空军基地的一场“防卫基地”

（FTB）作战演习的描述。通过组织基地任务

支援官兵接受“射击、移动和通信”基本技

能训练，联队指挥官可以迅速调用现有人员

投入基地防卫——而如果没有经过这些训练，

这些人员在基地发生紧急情况时就只能按照

命令就地隐蔽。运用同样的架构，指挥官还

可调用这些人员投入“修复基地”（RTB）作战，

在敌对攻击或天灾之后执行修复响应计划。

我们面对的威胁环境日益复杂，基地安全与

否不再取决于离“作战区域”有多远，新兴

作战概念强调的是人员更少，技能更多元 ；

与此呼应，FTB/RTB 概念开辟出一种新途径，

可使全体空军战士参与进来，最大程度地发

挥空军基地作为作战平台的全部能力。

4

防卫基地，修复基地，打赢战争!
Fight the Base, Recover the Base, Win the War!
布雷德利·D·斯佩西，美国空军少将（待命晋升）（Maj Gen (sel) Bradley D. Spacy, USAF）

埃德温·H·奥希巴，美国空军退役上校（Col. Edwin H. Oshiba, USAF, Retired）

尼古拉斯·J·托马斯，专业工程师，美国空军上尉（Capt Nicholas J. Thomas, USAF, PE）

将　帅　视　角

  FTB (Fight the base) = 防卫基地
   RTB (Recover the base) = 修复基地

基地设施，是我们生成天空、太空和网空力量的作战平台。这些平台以及承担平台运作、

警卫和维护的空军战士，是我们投送作战力量必不可少的整体能力。未来的战场，要求我

们的官兵具备强大的机敏性、韧存性和多种技能，要求我们的基地顺势可调，灵活适变，

并且基地与人员无缝衔接一体化。把保卫基地修复基地的庄严使命托付给基地全员官兵，

必可强化战士对生成任务的责任感，由此产生对打赢未来冲突而言至为关键的作战支援合

力效应。

              ——特雷萨·C·卡特少将（Maj Gen Theresa C. Carter）， 
                  空军设施与任务支援中心司令



防卫基地，修复基地，打赢战争!

“舰艇”防卫，为我所用

这种明确要求所有在场军人于紧急状态

中担负主要职责之外的更多职责的做法，对

于美军而言不是新概念。海军早就实施历经

战斗考验的“舰艇防卫”措施，把舰艇和全

体水兵融合为一个整体武器系统。海军的做

法为其他军种提供了借鉴。在舰艇上，一旦

舰长发出“战斗警报！全员进入战斗岗位”

命令，所有可动用的水兵都会立即赶往预定

的战斗岗位报到，确保舰艇以“最大作战能力”

投入战斗。2 海军并将水兵的这种战备训练

用于响应舰艇面临的紧急状况或灾难，一旦

需要，随时动用所有可用人员。3 发生此类

紧急情况时，指挥官同样发出“全员戒备” 

警报，所有水兵立刻就位到指定战斗岗位，

准备做出响应。4 平时的训练包括消防、基

本毁损控制、生化核防卫，以及医疗急救，

舰艇因此做好战备，能立即缓解和 / 或控制

紧急事态的影响。5

形势逼人，战略必需

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变幻莫测，为我从军

40 余年从未所见。

 — 马丁·邓普西陆军上将（Gen 

         Martin Dempsey），2015 年

对于空军而言，组织和动用所有空军战

士参与基地防卫和修复作战，也不是一个全

新的设想。根据“伊拉克自由”行动的经验

教训，空军作战能力需求委员会在 2006 年就

提出一项作战准则修改建议（DCR），以期弥

补空军“在其作战空间充分发现、评估、拒

止和应对地面威胁”能力的缺口。6 DCR 有

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个是“使空军从

冷战时期的常驻部队中心文化转变成远征军

‘防卫基地’文化……让所有的空军战士积极

参与基地设施防卫。”7 DCR 的宗旨是着力塑

造受过战斗训练的空军战士的集体作战能力，

把他们指派到基地防卫的各个“战斗岗位”，

成为一支作战力量。8 后来颁布的空军指令

10-250《设施的武装防卫和应急响应》草案

包含了防卫基地即 FTB 概念，并且有选择地

在若干单位落实，但是从未在整个空军普遍

实施。9

今天，FTB 架构的指导思想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有现实意义。前任国防部长利昂·帕

内塔指出，美国武装部队正处于“战略转折

关头”。10 美军从一场持续十几年的战争中撤

回还不到两年，各军种现在面临的全球安全

环境波动不已、错综复杂而危险丛生。11 我

们的对手在继续发展拒止武器技术，日益压

缩美军惯常拥有的优势，构成严重安全挑战，

因而要求我军保持充分的军事战备，以全频

谱军事行动对抗传统型国家级敌对力量和非

国家级敌对集团的挑衅。12 身处这样的作战

环境，我军还要根据国家要求精简编制和继

续紧缩开支，形势如此，必然要求我们把部

队建设成具备技能多样、机敏可调、坚韧生

存的力量，因此这是一项作战必需。13

空军部在 2015 年发布重要文件《美国空

军 ：响应未来召唤》，阐述其预期的今后 30

年作战环境，强调了上文所述的作战必需。

这份战略文件认为，今后的战场将位于对抗

日趋激烈的区域，因为技术发展和“远程精

确攻击武器的扩散将使得地球上任何地方都

处于打击威胁之下”。14 空军战士将必须在“传

统型”作战空间之内和之外都“飞行，战斗，

制胜”。这样的未来环境，加大了对主要基地

和前沿作战平台的灾难性毁损风险，并可能

造成部署人员的大量伤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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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部队具备在动态多变危险环境中作

战的能力，关键在于把机敏能力建设常态化，

即把我军建设成动作灵敏、调适性强、反应

快捷的部队。15 从作战角度理解，机敏性使

空军能够快速调适和应对敌对行动，灵活利

用可用的资源，在各种作战环境中积极采取

各种有助韧存的措施和手段。16 FTB/RTB 概

念有助于创建一支非常适合这种环境的部

队——其特质就是多技能，精干，机敏。在

这个新概念指导下建设作战能力，将使得空

军显著增强美国境内和境外基地防卫部队的

“集体力量”，能够派遣小分队支援分散作战

行动，并且减少应急基地设施及其人员活动

造成的影响和印迹。总之，可极大地倍增战

斗力。17

防卫基地，修复基地

FTB/RTB 概念把海军的模式应用到空军

基地，把基地视为像舰艇一样的作战平台。

FTB/RTB 概念的基础，就是严格按照需要把

空军基地战士编成各种应急分队，形成作战

能力，并纳入基地防卫或灾难应对计划。在

这个架构下，每 44 名空军战士编成一个分队，

由一名尉级军官和一名高级士官带领，组成

一个 3 人指挥小组。每个分队包含 3 个班，

每个班 13 个人，设一名班长，其余 12 名战

士分成 3 个战斗组，每组 4 个人，包括一名

组长和 3 名战斗组员（图 1）。这个基本组织

结构具有合适的领导层次，并且可以针对任

务要求进行调整。它还可以像组合模块一样，

很方便地融入警卫部队基地防卫部队和工兵

基地修复部队。

FTB/RTB 计划下的分队结构可以叠置到

基地的所有空军中队组织结构上。例如，兵

力支援中队的空军战士平时履行指定的士兵

岗位职责，接受负责该任务领域的一名士官

领导。但是该战士也可以被分配到 FTB/RTB

计划下的“猛士分队”，负责其平时任务领域

的士官也可能在 FTB/RTB 架构中担任班长。

如果一个空军中队无法很整齐地套用 44 人分

6

分队指挥官 (尉官)

FTB/RTB 基本架构
- 每分队由 44 人组成
- 每分队分成 3 个班
- 每班分成 3 个战斗组

高级士官

分队指挥小组成员

战斗组 战斗组 战斗组

班长班长 班长

图 1 ：标准型分队结构



队架构，则可以酌情调整班和小组结构，或

者将与基地其他单位混合，以满足所在基地

的需要（图 2）。

根据 FTB/RTB 计划，所有人员都被指派

到基地设施各处的基地防卫或应急响应“战

斗岗位”。FTB 概念所指的战斗岗位可以是防

守基地周边的防御性作战位置，警戒出入口

控制点，或者执行流动巡逻任务。空军战士

在同一基地驻扎期间，其战斗岗位的指派应

该固定不变，以便他们熟悉自己承担的责任

和区域。例如，可指派编制较小的合约中队

专门负责警戒基地出入口控制点，使他们逐

渐成为这方面技能的专家。工兵中队或后勤

战备中队等人数较多，可被指派担任基地偏

僻区或树林覆盖区的徒步巡逻任务。飞机维

护或消防等特种人员的岗位可能在平时和紧

急情况下都属于“使命关键”类，因此留守“现

职战斗岗位”（即在发生紧急状况时仍履行其

正常职责）。

RTB 概念以 FTB 概念为基础，在发生天

灾或其他突发事件时，将这些具有应急能力

的空军战士增派到基地修复行动中，加强基

地修复力量。RTB 的组织和人员配置类似

FTB 结构，采用同样的班组形式，从而充分

利用各班对其战斗岗位的熟悉和其成员彼此

的技能优势。基地的工兵中队在所有毁损设

备和基础设施的修复作业中发挥核心作用，

尽快修复道路、机场道面和公用设施。该中

队还支援参与修复工程的民营施工机构，向

他们提供必要的设备 / 人员，但必须事先获

得联队指挥官的批准。根据毁损的规模和类

型，工兵中队确定所需的 RTB 人员数量，以

及这些人员的使用地点、时间和方式。

与传统型基地修复计划相比，RTB 在于

预先规划好各种分队，分配好各自负责的应

对领域，以及组织这些战士事先接受必要的

训练。过去，基地的做法是把无相关技能的

人员集中备用，应对突发事件。这样的组织

形式是“临时抱佛脚”，参与基地修复的战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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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B/RTB 混合架构
- 每分队由来自
  三个中队的人员组成

后勤中队
人员

分队指挥官 (尉官)

高级士官

分队指挥小组成员

后勤中队
人员

合约中队
人员

合约中队
人员

兵力支援
中队人员

班长 班长班长

战斗组战斗组战斗组

图 2 ：混合型分队结构



只能边干边学，在应急过程中掌握基地修复

的相关技能。而 RTB 概念要求我们事先组织、

训练和装备空军战士，一旦需要，他们就能

快速有效地形成对实施任务至关重要的作战

能力，修复过程远比目前做法更快。受过训

练的 RTB 班——其成员和班长都是不具备工

程背景的空军战士——可帮助加快基地修复

的速度，例如清理道路碎片残骸，调查报告

毁损情况以增强态势感知，以及改善修复工

程的轻重缓急。他们还可以承担小修小补，

例如用柱子支撑倾斜的建筑物，用木板紧固

破损的窗户，等等。在必要的时候，当军队

向民间机构提供支援时，这些人员还可参与

基地外的修复行动，与民间应急管理组织密

切合作。

根据 FTB/RTB 概念，所有空军战士都有

指派的集合点，当基地警报响起或发出集合

信号时，他们必须自动到各自的集合点报到。

集合点应该在工作区域附近，便于空军战士

尽快徒步到达，而且集合点应该大小适当，

能容纳前来报到的战士。如果场地条件许可，

可设立中心集合点，供几个人数较少的中队

共同使用，而后勤战备支援等人数较多的中

队也许需要有一个专用集合点。空军战士在

各自的集合点集合之后，将获得适当的装备

和必要的指令。

作战概念

在 FTB/RTB 计划下，所有的空军战士在

平时去其所属工作区域报到，执行日常作业。

一旦收到 FTB 集合通知，他们将听从防卫部

队指挥官指挥。进入 RTB 阶段后，他们将接

受基地工兵专家领导。为了确保基地设施进

入规定的战备等级，FTB/RTB 架构包含四种

基地防卫态势，指导基地的空军战士和资源

做好相应准备，应对识别的威胁。防卫态势

随情报指向或威胁等级逐步升高，从“正常”

绿色向“琥珀色”、“橙色”和“红色”顺序

递升（图 3），每个等级直接导致可立即用于

基地防卫或应急响应的空军战士和资源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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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

红色

正常绿色

琥珀色

- 警卫部队、工兵部队和医务单位履行日常职责；
- 全体空军战士发挥“传感器”作用并保持战备状态；
- 人员防护设备保持良好可用状态。

- 发布战术警告，要求所有人员做好进入战斗岗位准备；
- 指定的空军战士根据威胁形势或潜在天灾迫近情况及设施指挥官意图进入战斗岗位；
- 全体空军战士发挥“传感器”作用并保持战备状态。

- 所有可用的空军战士配备自卫武装，或者做好基地修复作业准备；
- 指定战斗岗位有人驻守。

- 警卫部队、工兵部队和医务单位根据需要转变成基地设施快速反应部队；
- 所有指定战斗岗位有人驻守，其余人员按规定隐蔽或者派到指定防卫或修复作业岗位；
- 各部队迅速击溃敌人，和/或响应修复行动要求，继续完成任务。

图 3 ：部队防卫态势（源自第 375 任务支援大队指挥官布雷德利·斯佩西上校 [Col Brad Spacy] 的战况

简报，标题 ：Installation Arming and Response: Fight the Base, Recover the Base [ 基地设施的武装防

卫和应急响应 ：防卫基地，修复基地 ], 17 April 2007, slid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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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18 当 FTB/RTB 警报响起时，有关的空

军战士自动响应，到指定的集合点集合。

空军战士在集合点加入各自的分队和班，

各单位指挥官发布命令。一俟集结就绪，战

士们获得合适的装备和指令。未被指派立即

参与基地防卫的其他空军战士根据命令进入

工作/休息周期（即返回正常职责或回家休息，

等待换班）。在 FTB 态势下，空军战士赶向

集合点报到的同时，后勤战备中队军械库调

遣“机动军械车”到集合点。空军战士们武

装之后，到各自预定的战斗岗位就位。

RTB 态势的性质稍有不同，不一定要求

立刻行动响应。根据 RTB 概念，集合警报也

许在灾难发生之后才会响起。例如，若基地

遭受龙卷风袭击，应该等到龙卷风消失，受

灾区域可以安全地采取有组织的应变措施时，

才会命令空军战士集结救灾。同 FTB 一样，

空军战士听到集合命令后，立刻去集合点报

到，听取参与救灾修复的命令并获发合适的

装备，完成基地修复任务之后，再返回各自

的正常工作岗位。RTB 班掌握基地修复所需

的各种基本技能后，形成一支召之即来、高

效能干的基地修复力量，可协助基地设施指

挥官应对基地内部和外部的突发事件。让我

们设想，一股龙卷风突袭基地，道路受阻，

碎片满地，树木横卧，设施毁损，倾盆大雨

和大风导致平地淹水，整个基地断电，几处

发生火灾和天然气泄漏，燃油管道断裂，等

等。严重的灾情很快导致基地工兵部队不堪

重负，仅仅恢复基本服务和主要道路畅通就

可能需要数日甚至数周时间。此外，如果整

个基地没有基本服务和畅通的道路，大多数

空军战士——紧急救援人员和工兵部队除

外——都可能困守基地而束手无策。

FTB/RTB 架构对常驻基地和作战部署驻

地都适用。部队防卫态势按照突发情况分级，

可确保空军战士有充裕的时间做好进入战斗

岗位的准备。但是，如果发生敌方袭击等“无

预警”紧急事件时，防卫态势可以立即从“正

常”绿色跃升到“红色”。如要求立刻响应，

空军战士一接通知立即去集合点报到。

训练要求

训练是实施 FTB/RTB 计划的关键部分，

但是不应该造成大量资金投入。FTB 训练应

立足于作为部署前要求一部分的地面战斗技

能训练。应该通过常驻基地常规训练提高基

本的地面战斗技能，包括实用的“射击、移

动和通信”技能，例如基本步枪战斗、单兵

和团队移动、手势信号，以及无线电通信。

还可以利用大多数警卫部队中队都有的火器

训练模拟器加强基本的武器使用合格训练。

经常使用模拟器不仅可以加强基本武器技能，

还可以提升空军战士掌握武器的自信心——

目前的“准点”训练即非提前训练方式无法

培养这种自信心。

同样地，RTB 立足于空军战士在基本地

面战斗技能训练中获得的相关训练及信心，

其重点应包括部署前训练中通常不涉及的特

定设备使用技能，例如，重型机械操作、碎

片残骸清除、洪水控制、毁损评估和报告，

以及应急修理方法等。这些技能还可以在拥

有工兵建设能力的任何基地讲授，或者利用

虚拟工具训练。特定领域的专家们将通过动

手训练传授其他技能，包括堆沙袋技术、链

锯和汽油动力吹风机操作、应急专用车辆驾

驶、临时避难蓬搭建、毁损评估和报告，以

及指挥与控制。这些不同的技能训练，确保

空军战士获得各种必要的技能，为 RTB 班长

带来各种选项和灵活性。整体而言，FTB/

9



RTB 训练使所有的空军战士都能掌握新技能

和提升自信心，从而做好准备，应对任何环境。

根据这个概念，在常驻基地接受和使用

的技能就是作战部署环境所需的同样技能，

因而从平时作业向作战行动的过渡达到近乎

无缝衔接。在初期，这些技能应该由特定领

域专家使用与相应职能部门协调的标准化课

程计划传授 ；但是随着 FTB/RTB 文化逐步成

熟，所有的军官和士官都应该能够在每周日

常工作中抽出时间把这些技能传授给属下空

军战士。基地的常规演习应该结合必要的紧

急事件演习，对 FTB/RTB 计划进行全方位验

证。

装备要求

装备是实施 FTB/RTB 计划的另一个重要

部分。除了合适的武器和针对特定应急响应

而分发的特种装备之外，将向所有空军战士

分发一个传统型“A- 包”即常备品包，里面

装有作战部署通常所需的装备，由他们永久

保管。空军战士应该把这个常备品包放在工

作区域内容易拿取的地方，并且负责包内装

备的常规清点和必要维护。把装备放在随手

可取的地方，不仅便于快速进入“战斗岗位”，

而且有助于养成在作战环境中至关重要的“平

时勤保养，战时无故障”的习惯。除了向所

有人员分发常备品包之外，RTB 计划还需要

预备某些特种装备。有些特种装备，例如安

全装备，可以直接分发给空军战士，另外一

些装备，例如重型装备车辆、链锯和工具等，

必须由拥有这些装备的各个中队集中控制。

一旦 RTB 启动，空军战士进入应急响应岗位

时，将携带自己日常使用和维护的装备，而

不是在部署前几乎从未碰过的陌生装备。

好处和机会

FTB/RTB 概念的好处，不只限于立即提

升基地紧急响应能力，而是延伸到更大的范

围。一旦全面制订和落实，FTB/RTB 计划将

有助于营造出“空军人人能打仗”的文化，

可让所有的空军战士承担空军基地的防卫或

修复责任，形成协调一致的作战能力。这样

的协同作用还有助于消除各职能单位之间的

竖向隔阂，增强基地作战行动各方面的团队

合作。另外，长期常规训练传授的战斗技能

可提高空军战士的作战能力，增强他们的自

信心。高度自信和拥有多种技能的空军战士

能够应对各种紧急状况，从而提高空军快速

应变、制敌攻击的能力，并且显著改善常驻

基地和作战环境的部队整体机敏性和韧存性。

今后方向

空军指令 10-250 草案为在整个空军内建

立 FTB/RTB 能力提供了原则基础，应该重新

采用和实施。空军设施与任务支援中心是唯

一具有跨部门代表性和对空军所有设施和任

务支援部队有全局观点的空军机构，它应该

牵头与各职能部门代表协调，为 FTB/RTB 计

划制订相应的战术 / 战技 / 战规文件。此外，

应该全面综合考察空军各个战备训练中心，

确保部署前训练中包含和充实在常驻基地传

授的 FTB/RTB 技能。再有，应该评估各军种

联合训练和兄弟军种协同训练的机会，并应

适当调整专业军事教育，支援 FTB/RTB 文化

形成和“空军人人能打仗”思想。最后，所

有空军战士应该牢记：他们是空军“防卫基地，

修复基地，打赢战争”能力的关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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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基地，修复基地，打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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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关于二级地面威胁，请参看空军手册 31-109, Integrated Defense in Expeditionary Environments [ 远征环境的一体化防
卫 ], 1 May 2013, 6-7, http://static.e-publishing.af.mil/production/1/af_a4_7/publication/afh31-109/afh31-109.pdf.

2.  Department of the Navy, Standard Organization and Regulations Manual [ 标准组织与条例手册 ],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July 2012), 6-118, 4-13.

3.  同上，第 6-118 页。

4.  同上，第 6-118-19 页。

5.  同上，第 6-117 页。

6.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Joint Doctrine, Organization, Training, Materiel, Leadership and Education, Personnel and 
Facilities (DOTMLPF) Change Recommendation (DCR) for Integrated Defense [ 一体化防卫的联合作战准则、组织、训练、
装备、领导与教育、人员和设施 (DOTMLPF) 变更建议 ], (Washington, DC: AF/A7S, April 2006), i.

7.  同上。

8.  同上。

9.  Air Force Instruction (AFI) 10-250, “Installation Arming and Response” [ 设施的武装防卫和应急响应 ] (draft), April 2006. 
请注意，AFI 10-250 现在称为 Individual Medical Readiness [ 单兵医务战备 ], 16 April 2014, http://static.e-publishing.
af.mil/production/1/af_sg/publication/afi10-250/afi10-250.pdf.

1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 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
位 ：二十一世纪国防优先 ],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January 2012), http://archive.defense.
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此引语见于国防部长的信函。

11.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 美国国家军事战略，2005 年 ], 
(Washington, DC: Joint Chiefs of Staff, June 2015), i, http://www.jcs.mil/Portals/36/Documents/Publications/2015_National_
Military_Strategy.pdf.

12. 同上，第 i 页 ；另参看 Brig Gen Charles Flynn and Maj Joshua Richardson,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and the Global 
Response Force: Redefining Readiness” [ 联合作战介入与全球响应部队 ：重新定义战备状态 ], Military Review 93, no. 4 
(July-August 2013): 38-44, http://usacac.army.mil/CAC2/MilitaryReview/Archives/English/MilitaryReview_20130831_art001.
pdf.

13.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 国家安全战略 ],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February 2015), 
8,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14.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America's Air Force: A Call to the Future [ 美国空军 ：响应未来召唤 ],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Air Force, July 2014), 7, https://www.my.af.mil/gcss-af/USAF/AFP40/d/s6925EC1351870FB5E
044080020E329A9/Files/editorial/AF_30_Year_Strategy_2.pdf.

15. 同上，第 8 页。

16.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USAF Strategic Master Plan [ 美国空军战略总计划 ],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Air Force, May 2015), 3, 47, http://www.af.mil/Portals/1/documents/Force%20Management/Strategic_Master_Plan.
pdf?timestamp=1434024300378; and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America's Air Force, 4.

17. Brig Gen Robert H. "Bob" Holmes et al., “The Air Force's New Ground War: Ensuring Projection of Air and Space Power 
through Expeditionary Security Operations” [ 空军新的地面战争 ：通过远征安全作战行动确保空天力量投送 ], Air and 
Space Power Journal 20, no. 3 (Fall 2006): 41-52, http://www.airpower.maxwell.af.mil/airchronicles/apj/apj06/fal06/Fal06.pdf.

18. AFI 10-250, “Installation Arming and Response” [ 设施的武装防卫和应急响应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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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武装部队自诞生以来二百余年

间，一直努力在收权于上级和放权

于下级之间寻求完美平衡。这项努力，在空

军体现为集中控制和分散执行原则，在陆军

演进为任务式指挥模式，两者看似不同，深

层思考则不外乎赋予陆、海、空军及海军陆

战队各级官兵更多的信任和责任，调动他们

的主观能动性 ；时至今日，这项努力依然任

重道远。我军当今面对的，是抗衡激烈和行

动受限的作战环境，为有效实施联合空中作

战的指挥与控制（C2），同时备战明天变幻莫

测的威胁，空军和整个联合作战界必须在作

战文化中灌输任务式宏观指挥概念和原则。

因此，本文首先讨论任务式指挥模式的起源

和概念，然后探索任务式指挥原则在空军和

联合 C2 分散作战环境的应用，继而概述为有

效实施任务式指挥模式所必需的 C2 架构系

统、流程和指挥信念。

任务式指挥的概念

任务式指挥的概念可追溯到 1890 年代，

当时一些普

鲁 士 - 德 意

志战术专家

不满意上级

过于发号施令的指挥方式，于是创建了一个

较灵活的架构，称为 Auftragstaktik，以期鼓

励下属指挥官自觉发挥主动性。1 根据美国

陆军训练与作战准则手册 525-3-3《美国陆军

的任务式指挥功能概念》，Auftragstaktik“大

致可翻译成任务式战术”，其基本含义是“要

求每个德意志军官和士官主动承担责任，根

据其个人对战场形势的了解相机行动。”2 这

个概念作用重大，可促使下属在通信缓慢的

作战环境中善用判断力和发挥主动性——在

此类环境中，“采用分散指挥的做法（即任务

式战术）来实施指挥与控制，证明比高度集

中指挥更有效。”3 大约 90 年之后，美国陆

军正式把这些概念纳入陆军作战准则，称其

为任务式命令或任务式指挥，从而为这些术

语进入联合作战准则铺平了道路。4

联合出版物 JP 3-0《联合作战》给任务

式指挥的定义是 ：“任务式指挥是通过以任务

式命令为基础的分散执行来开展军事作战。

要成功运用任务式指挥，需要下级各层军官

发挥自律下的主动性，积极而独立地完成任

务。”5 詹 姆 斯·W· 哈 弗 德 中 校（Lt Col 

James W. Harvard）亦在其所著的“空军战士

与任务式指挥”一文中提出，陆军条令出版

物 ADP 6-0《任务式指挥》不仅提到分散执行，

13

通过任务式指挥实施联合空中作战的指挥与控制
Command and Control of Joint Air Operations through Mission Command
特伦特·R·卡彭特，美国空军上校（Col Trent R. Carpenter, USAF）

作　战　研　究

  C2 = 指挥与控制
   TACS = 战区空中控制系统
   JFC = 联合部队司令
   JFACC = 联合部队空中统领指挥官

战争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难测，因而责任必须越来越分散……这将要求各级指挥官更多发挥

主动、应变和想象能力——在作战中充分利用相对的行动自由。

	 	 ——布鲁斯·C·克拉克将军（Gen Bruce C. Clarke），美国驻欧陆军司令



而且指出指挥艺术与控制科学之间的战略关

联性。6 最后，尽管“任务式指挥”这个术

语未出现在空军作战准则中，但是空军的《基

本作战准则》蕴含了这样的基本原则阐述：“在

C2 架构中，作战行动的执行应该是分散的，

以利前线决策者（例如攻击群指挥官、空战

管理员、前方空中控制员等）在复杂、快变

的作战过程中发挥现场决定能力。”7 即便这

些任务式指挥原则在各个军种内已存在多年，

国防部仍需要把握契机，推动全军将此概念

加以统合，确保以关键的、同步的、一体化

的方式领导联合作战界。

有鉴于此，前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

丁·邓普西将军（Gen Martin Dempsey）在其

2012 年《任务式指挥》白皮书中阐述了灌输

和培育任务式指挥概念的非同寻常的必要性，

认为这项努力“对于美军今后在更加复杂和

多变的作战环境中成功捍卫我们国家有至关

重要的意义。”8 他还指出 ：“任务式指挥的

基本原则——指挥官的意图、任务式命令和

分散执行——不是新的概念，而是联合作战

界和各军种现行作战准则的一部分。”9 将军

的说法与本文上段所述相契合。邓普西将军

着重指出，未来的安全和威胁环境动荡而充

满变数，与我军当前经历的作战环境非常不

同，为了保障“2020 年联合部队”有效执行

作战行动，重新强调任务式指挥概念绝对必

要。10 进一步，我们的作战部队将编制更小，

装备更轻，将在散布全球各地的区域开展联

合作战，能否有效执行分散型和分布式作战

行动将是关键。

邓普西将军还认为，这些“小编制轻型

部队在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和竞争

性的环境中作战，将需要有行动自由，以形

塑战局，快速利用各种机会。”11 这个观点对

于空中力量的运用尤其中肯。空中力量——

以及作为其组成要素的战术层级和战役层级

C2——因其作战能力的独特性，而必须依赖

立足于任务式指挥基本原则下的集中控制 /

分散执行概念。12 空军和联合 C2 作战界，必

须有效应用任务式指挥的这些原则，方能在

抗衡环境中得心应手地执行分布式空中作战

行动。

任务式指挥的原则

立足信任建立团队

任务式指挥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原则是，通过相互信任建立充满凝聚力的团

队。13 陆军 ADP 6-0《任务式指挥》详细阐

述了这个概念，指出“相互信任是指挥官、

下属和合作伙伴之间共享的一种信心，”而且

“能干的指挥官知道如何在相互信任的环境中

建立有凝聚力的团队。” 14 在当今复杂而分散

的全球和区域环境中，若要领导和执行作战

行动，这种信任必不可少。对联合部队而言，

信任必须达到浑然天成的程度，如同呼吸或

走路一样自然。恰如唐纳德·范德格里夫

（Donald Vandergriff）所说，“贯彻任务式指

挥理念，需要军队的文化环境有助于培养指

挥官之间的相互信任，鼓励主动性，并且期

望各级带兵者果敢担当合理风险，敢于根据

不完整的信息做出决策。这种文化环境应该

成为常态。”15 而在许多情况下，因为指挥官

可得的信息量十分巨大，更需要上下之间保

持信任。

在当今和未来的网络化分布式作战空间，

联合部队各级司令官都享有远超以往的大量

可用信息。庞大的信息量既有利于有效的联

合 C2 决策，也诱惑着战役和战略层级指挥官

趋向微观管理。16 任务式指挥概念不仅现在

需要，以适应“范围广泛的潜在任务、复杂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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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任务式指挥实施联合空中作战的指挥与控制

作战环境，和结构错乱的局势，”而且可以“[ 纠

正 ] 1990 年代盛行的、认为新兴技术将驱散

战争迷雾，”并且“使得司令部能够洞察一切”

的防务改革观点。17

要想纠正这种过度依赖技术，指望凭一

盏虚拟探照灯穿透战争迷雾照亮作战道路的

奢想，关键在于建立和灌输信任感。简而言之，

如果指挥官和下属之间没有信任作为中心支

柱，就不可能有效地执行任何联合作战行动。

下属固然必须理解指挥官的意图，而实际上，

“该意图之执行”则必须靠信任引领。18 进一

步，邓普西将军强调指出 ：“信任是把散布的

2020 年联合部队连在一起的道德纽带，”他

还认为 ：“除非这些特性成为联合部队基本属

性的核心部分，否则未来联合部队很难达到

最佳表现水平。”19 再者，联合部队司令必须

充分利用这种相互信任和个人关系，以在其

组织内部和外部（与兄弟军种和多国盟友伙

伴）建立有效的作战团队。20

但是，信任不能一蹴而就。信任是任务

式指挥的基石，如果缺乏互相信任，将严重

阻碍行动实施。具体而言，高层指挥官，尤

其是联盟空天作战中心指挥官，拥有各种可

用信息，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接触到战役

和战术层级的各种数据。此类数据很有用，

可让指挥官们共同了解作战全局 ；另一方面，

难以置信的丰富信息，使得指挥官们能看到

行动过程的各种细节，可以实时评估战术行

动，可以远程虚拟置身于雷达显示屏前、飞

机驾驶舱中，或者执行任务的空军和陆军战

士的战斗岗位上。这种能力的副作用是，可

能侵蚀指挥官和下属之间的相互信任。对于

战术指挥官、空战管理员以及作为战区空中

控制系统（TACS）一部分而领导空战的其他

联合 C2 人员而言，当高层指挥官们居高临下

地紧盯监督，对他们的行动过早质疑，事无

巨细地一味过问，他们会感到自己被越俎代

庖，变得可有可无 ；而对于高层指挥官而言，

一旦看到下属执行任务的方式不同于他们的

思路，就可能忍不住进行实时干预。

建立空中作战信任关系的主要途径之一

是，允许控制与报告中心、机载预警控制系统、

海军陆战队航空兵指挥与控制系统、防空部

队以及 TACS 其他单位的战术层级指挥官等，

能够根据明确的指导意见和指令真正执行其

任务。所谓明确，是指运用详细程度各异的

文件形式清楚列出要求，例如，联合空中形

势评估、联合空中作战计划、空中作战指令、

战区和战役特别指示、交战规则、每日更新

空中任务命令，以及每日特别指示。

此外，必须允许这些下属指挥官及其单

位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用分散方式管理空

中作战，同时维持适当的集中控制程度。这

些指令文件以正式和明确的表述，授权 TACS

各单位和执行空中任务命令的飞行员及机组

人员凭借理智判断和“飞行意识”分散执行

任务。但是，哈弗德中校强调，应根据形势

或作战行动性质，在集中控制和分散执行之

间保持适当平衡。21 在常规防空或近距离空

中支援任务中，下放到战术层级的分散执行

程度相应高些，战略核攻击或太空作战中，

分散执行程度相应低些。22 还有，这些指令

文件和指示不仅是理解上级指挥官关于空中

作战规划和执行方面指导意见及意图的关键，

也对建立相互信任起到重要作用。一旦信任

成为联合部队基因的一部分，灌输任务式指

挥概念的路径将会顺畅得多。

形成共同理解和提供明确的指挥官意图

根据陆军 ADP 6-0《任务式指挥》，形成

对联合作战环境（包括其目的、问题和解决

方法）的共同理解，“对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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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是巨大挑战。”23 而且，正如邓普西将军

所说，“共同理解……可让各层级的决策人员

拥有进行有效决策、管理相关风险以及考虑

第二梯次和后续效应所需的洞察和远见能

力。”24 为了有效地形成共同理解，指挥官必

须“融合指挥艺术与控制科学，”借以整合联

合作战各项功能，并且专业地“理解问题，

预见终局，直观到作战行动的性质。”25 然后，

将这样的理解以布置任务的形式转化成指导

意见和指令。但是，布置的任务（例如，C2、

防空、防御性 / 进攻性制空作战、近距离空

中支援、攻击、空地遮断、情监侦等）必须

在下属部队的能力范围之内，亦即“指挥官

必须了解下属能够做什么，并且充分信任——

但不是盲目信任——他们能做好。”26

总之，要贯彻任务式指挥的基本概念和

做到清晰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级官

兵深刻理解指挥官的整体意图，以及指挥官

在空中作战进行过程中不断更新的指导意

见。根据联合作战准则 JP 3-0《联合作战》：

指挥官的意图是指指挥官关于部队必须

做什么以及部队必须创造什么条件以完

成任务的简明阐述。它以简洁的方式描

述指挥官对整个作战行动以及预期目标

的具体化设想。指挥官的意图符合任务

式指挥的需要，给予下属尽可能最大的

行动自由。27

就联合部队而言，联合部队司令（JFC）

明确设定以上述及的作战意图，它涵盖在

JFC 指挥下的各个作战领域的所有统一作战

行动，例如地面、空中、太空、海上和特种

作战行动。同时，JFC 将指定一名联合部队

空中统领指挥官（JFACC），由其根据 JFC 的

意图和指导意见以及战区、战役或作战计划，

对联合空中作战行动进行规划、协调、下达

命令、执行和评估。28 JFACC 的责任中包括

制订联合空中作战计划，提出空中作战任务

分派建议，分配空中资产和下达任务命令，

制订空中作战指令的每日指导意见，并“在

联合空中作战行动执行过程中提供监督和指

导意见”，评估联合空中作战行动的结果，以

及担当空域管制机构和区域防空指挥官的责

任。29

因此，全面理解 JFC 的意图和指导意见，

使空中作战行动与 JFC 意图挂钩及同步，是

JFACC 的责任。为了履行这个责任，JFACC

将发布后续性补充任务说明和意图，列出作

战目的和预期的军事终局，如以下取自联合

出版物 JP 3-30《联合空中作战的指挥与控制》

的示意图所示。这份联合作战准则文件指出：

联合空中作战的目的是慑阻侵略。倘若

威慑失败，我军将夺取和保持空中优势，

执行进攻性联合空中作战，并且支援

JFLCC	[ 联合部队地面统领指挥官 ]的反

攻行动，以恢复领土完整并确保在稳定

的太平洋区域建立一个合法的政府。30

联合空中作战计划和空中作战指令等其

他文件中，除了陈明指挥官的意图之外，还

要表述预期的军事终局。JFACC 要明确地列

出其期待实现的终局目标，这些目标必须挂

钩并支持 JFC 要求达到的全局目标。除此之

外，这些文件还要包含围绕空中力量而设定

的一些目标，包括 ：

a. 敌方军队虽然仍能实施有限的防御作战，

但已停止进攻作战，并已遵守多国停战条

件。

b. 敌方将不再保持 WMD [ 大规模杀伤武器 ] 

能力。

c. 联军恢复该国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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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西方联军的 JFACC 将 ATC [ 空中交通管制

权 ] 移交给当地机构。31

尽管这些指导意见起源于战略和战役层

级的高层指挥官，它们往下传递到战术层级

执行空中作战的专家。重要的是，这些讯息

和意图必须清晰地体现在联合部队用于执行

空中作战的每日文件中。这些文件，例如空

中作战指令、战区和战役特别指示、空中任

务命令，和空域管制命令，是战术层级部队

的主要关注点，因而也是传递上级意图的主

要途径。

其余各种文件（如战役计划、JFC 预测、

JFACC 参谋部预测、联合空中作战计划、空

中作战指令、区域防空计划、空域管制计划

以及 JFACC 每日指导意见）也都反复载列、

陈述和重述 JFC 及 JFACC 的任务说明、指挥

官意图和终局要求，这样做似乎累赘多余。

然而，为了有效执行任务，这样的重复绝对

必要，是为服务两个目的（参看以上示意图）。

第一，确保所有的任务和努力都被清晰陈述、

被充分理解，并且在整个联合部队、所有组

成部队，以及所有作战领域保持统一和同步。

第二，确保所有的执行层级——从战略和战

役层级“全局图”规划人员，到战役层级 72

小时空中任务命令周期计划制订人员和联盟

空天作战中心人员，再到战术层级 C2 单位以

及执行飞行任务的具体空中平台和人员——

都做到完全理解自身的角色。各层级各岗位

人员受命执行各自的“空中任务命令线”，同

17

通过任务式指挥实施联合空中作战的指挥与控制

联合空中作战规划

联合部队任务

JFC 预测

行动目的和 AOR 及 JOA 全面视角

JFACC/JFC 参谋班子的形势预测

联合空中作战计划

支援计划 / 区域防空计划 
- 空域管制计划

空中攻击主计划和支援命令 / 空中作战指令 
- 空中任务命令 / 空域管制命令

JFACC 和/或 JFC 参谋班子推荐的
COA / JFC 批准 COA

JFACC 每日
指导意见

AOR = 责任区
COA = 行动流程
JFACC = 联合部队空中统领指挥官

JFC = 联合部队司令
JOA = 联合作战区

缩写语

联合空中作战规划示例（取自 Joint Publication 3-30, Command and Control of Joint Air Operations [ 联

合空中作战的指挥与控制 ], 10 February 2014, III-2, http://www.dtic.mil/doctrine/new_pubs/jp3_30.pdf.）



时还需理解随战局变化的战役、作战行动和

任务所指向的整体意图。根据任务式指挥的

概念，空军官兵通过这种意图下传效应及效

应合成，就能按照命令正确做好行动准备——

或者说，更重要的是，知道如何在不断恶化

的抗衡和受限联合作战环境中，随时随地见

机行事，发挥自律主动性。

发挥自律主动性

培育和灌输“自律主动性”概念是推行

任务式指挥模式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通过指挥官的指导意见和意图

形成的共同理解，而且立足于信任这个关键

的基础。陆军 ADP 6-0《任务式指挥》把自

律主动性定义为 ：“在没有命令时，或者现有

的命令不再适合当前形势时，或者出现未预

见的机会或威胁时，自主采取的行动。”32 此

外，联合出版物 JP 3-30《联合空中作战的指

挥与控制》指出 ：“联合空中作战通常采用集

中控制和分散执行原则，以实现有效的控制，

并促进主动性、响应能力和灵活性。”33

上述两个定义都点明了陆军任务式指挥

模式和空军集中控制 / 分散执行原则的主要

目的 ：建立以信任为牢固基础的文化思维，

鼓励各级领导人根据可得的信息以及该信息

与其目前形势的关系做出正确的决策。尽管

ADP 6-0 特别提及这种主动性应受“自律”

（disciplined）的约束，其实还有另一个必备

的要求，即主动性应接受教引或“知情”

（educated）的约束。这里，“知情”是教引各

级官兵充分了解任务目的、预期效果和指挥

官的总体指导。具体而言，执行作战行动的

空军、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必须透

彻了解相关的主导文件、规程和指导意见，

例如战区特别指示、交战规则、空中作战指令，

以及 JFACC 发布的每日更新 / 调整的指导意

见。

知情原则也适用于负责制定和发布意图、

目的和整体指导意见的高层指挥官。若要战

役和战术层级指挥官发挥自律和知情下的主

动性，高层指挥官必须清楚表述其明确的意

图，是以引导下属指挥官正确发挥主动性。

邓普西将军赞同这个概念，认为“各级军官

必须学会如何接收和发布任务式命令，尤其

重要的是，如何清晰地表述意图。”34

进一步，在这种教引和知情基础上建立

起的信任是在指挥链上下推行任务式指挥的

必要条件。邓普西将军认为 ：“信任也是在教

引过程中通过学习养成的一种行为……以高

度责任感实施任务式指挥决不等同于盲目信

任，这个教引过程是使指挥官具备识别和认

可下属军官执行任务式指挥模式的能力，并

且知道何时和如何改进自身对下属的监管技

能。”35 邓普西将军强调的这种信任，以及各

级官兵发挥自律主动性的能力和意愿，对于

在地理分散而抗衡的环境中执行空中作战极

为重要。这种环境全然不同于所谓的准入环

境，于后者，美军或联军能够有效地实施分

散和分布的作战行动，毫无阻碍地使用所有

必需的媒介和载体，包括无线电频谱、卫星

通信、视距和超视距通信，以及通过这些媒

介传输的所有数据和信息。即使在这些准入

环境中，战役层级领导人要想让战术层级单

位和指挥官真正按照指导意见和意图执行作

战行动，也并不容易，尤其在空中作战并未

面临强大的空中威胁时。这种全部或部分集

中执行方式抑制战术层级的主动性，导致下

属单位逐渐迟钝而不能及时做出分散作战决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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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论，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现通

信功能显著受阻、作战单位广泛分散、空中

威胁力度强大等情况，问题就会复杂得多。

在这种抗衡环境中，一旦通信和数据链路功

能受阻或完全丧失，战术层级联合 C2 单位和

指挥官就只能根据其在战役过程中获得的对

上级意图和指导意见的理解，发挥自律和知

情下的主动性。而且，执行飞行任务的飞行

员和机组人员一旦全部或部分丧失与战术 C2

单位的通信时，也必须遵循这种分散执行模

式。这种分散执行——或称为任务式指挥——

使得联合部队能够保持适当的作战节奏，就

像邓普西将军所说，“以问题出现的速度作

战。”36

最后，除了根据上文所述的所有任务计

划和执行文件理解上级意图和指导意见之外，

联合 C2 单位还必须收到上级根据预定任务结

果而更加明确阐述的指导意见。这类明确阐

述的指示称为任务式命令，它是历经时间考

验的、界定分明的有效作战工具，应该用于

引导战术层级部队执行任务。37

使用任务式命令鼓励下属单位发挥主动性

根据陆军 ADP 6-0《任务式指挥》，任务

式命令“向下属单位强调必须实现的效果，

而不是实现效果的方式。”38 此外，ADP 6-0

还指出，指挥官们使用此类命令“提供指示

和指导意见，使部队行动集中于实现主要目

标，由此设定优先顺序，合理分配资源，影

响形势发展。”39 在本质上，这些任务式命令

旨在传达针对预期结果的确切指导意见，同

时让下属单位享有最大程度的行动自由，促

进其发挥自律主动性。40 而且，指挥官们使

用此类命令，仍能有效监管其下属单位，但

不是过度控制形势，而是仅在必要时行使干

预，导引全局形势向着作战行动整体概念的

方向发展。41 这种节制，在当今广泛网络化

作战空间中，尤其重要，并且取决于指挥官

是否有能力提供合适的指导意见和监管，同

时做出“持续的认知努力，理解、适应和有

效地引导各级官兵实现全局意图。”42

尽管任务式命令概念主要来自陆军为实

施有效指挥与控制所做的努力，它肯定也适

用于联合空中作战 C2。例如，在防空作战中，

任务式命令可以包括简单的预期效果，诸如

“保护设防资产清单所列的重要资产，防止其

遭受空中或导弹攻击，”或者遵照空中作战指

令所列的优先顺序，“在任务执行过程的所有

阶段，防卫和保护第一波和第二波攻击群，

包括集结待发、进入、打击目标和撤出阶段。”

这种指示使得战术层级联合 C2 指挥官和空战

管理员能够根据 JFACC 列出的优先顺序和任

务意图，妥善使用所有可用的资产。

据此，控制与报告中心指挥官（作为区

域防空指挥官）、或者其下属单位防空指挥官、

或者机载预警控制系统 E-3G 指挥机上的总监

将负责管理和使用其控制之下的空中资产。

具体而言，这些空战管理指挥官或与其对应

的联合部队军官拥有授权，可以部署空中战

斗巡逻，持有“投入战斗权限”，在他们认为

必要时调度更多飞机紧急升空，管理空中加

油机卸载燃料和空中定位，指示空地遮断，

决定优先顺序，指示与敌方交战，组合打击

能力和适当的支援能力，以及根据上级指挥

官的指导意见和优先顺序执行其他各种空战

管理任务。此外，执行空战任务的战术层级

联合 C2 单位根据 JFC 和 JFACC 为这场战役

主导制定的各种文件（包括联合空中作战计

划、空中作战指令、空中任务命令、战役特

别指示和每日更新的指挥官指导意见）和其

中包含的指导意向，自主决策并发挥自律和

知情下的主动性。这些文件是框架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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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联合 C2 指挥官和作战单位运用任务式命

令所列的具体指导意见，重点明确地分散执

行，形成合力，共同实现空中战役的整体目标。

但是，诚如以上哈弗德中校所言，通过

任务式命令等方式促进主动性，需要与集中

控制保持适当的平衡 ：“如果对空天力量控制

太紧，会扼制其灵活性，并剥夺作战人员的

主动性 ；对空天力量控制太松，就无法利用

联合部队的整合和配合，而减弱其有效性。”43 

俗话说得好，“见机行事”，什么时候需要分

散执行以及分散到什么程度，并没有非黑即

白的答案，也无法用瑞士军事学家约米尼的

公式来计算。分散的程度受到许多因素的影

响，例如任务类型、威胁状态及其严重性、

通信强度 / 等级 / 可用性、数据流，以及其他

作战环境因素。另一方面，分散程度和下属

指挥官在执行任务式命令过程中如何发挥主

动性还取决于战役和战术层级指挥官承受合

理风险的意愿。

承受合理风险

承受合理风险作为一项原则，取决于对

任务式指挥的其他原则的透彻理解和遵循。

贯彻任务式指挥并非必定是一步接一步的过

程，更可能是对任务式指挥的所有原则的同

步整合和应用。

若使联合部队敢于承受合理风险，指挥

官们必须首先理解风险的不同等级和定义，

因为风险因军种而异，战术层级的风险也不

同于战略层级的风险。陆军 ADP 6-0《任务

式指挥》指出，所有的军事行动都有多变的、

不确定的、复杂的和模棱两可的因素，因而

指挥官们必须要接受风险。44 此外，该作战

准则还把承受合理风险定义为“指挥官们在

对任务执行结果和所付代价做出比较判断之

后，决定承受值得的伤害或损失代价。”45 空

军李梅作战准则编写与教育中心发布的《附

录 3-30 ：指挥与控制》指出 ：“指挥官应该

依靠下放授权和传达指挥官意图作为控制部

队的方法。指挥官的意图应该具体指明预期

目标、优先顺序、可接受风险，以及行动的

约束因素。”46 联合部队只有通过这种明确界

定的意图、分析和风险承当，才能合理地衡

量完成任务或打击行动收获的好处与潜在的

代价，在两者之间做好平衡。

这种以任务为主导的模式类似联合作战

准则 JP 5-0《联合作战计划制订》所定义的

风险评估，但是它把风险分为四类 ：

(a) 极高 ：丧失完成任务的能力 ；

(b) 高 ：严重削弱按照任务必要标准执行任务

的能力 ；

(c) 中 ：一定程度上削弱按照任务必要标准执

行任务的能力 ；

(d) 低 ：对任务的完成几乎没有影响。47

无论如何，发布任务式命令的指挥官和

接收此等命令的下属都必须分析和评估合适

的风险等级。这么做有利于加深对指挥官的

命令和意图的理解，并促进下属如上文所述，

自律地和知情地发挥主动性。归根结底，最

终是在战术层级做出以任务为主导的决策，

是基于上级指导意见和可得信息，以及这些

信息和“全局图景”与当前局势的关系，来

做好决定。

因此，控制与报告中心、机载预警控制

系统或其他战术层级联合 C2 指挥官必须评估

风险，依据与其具体“车道”或作战管理区

域相关的职责、任务和目的来研判风险。判

断中需要解答的问题包括诸如，由于防空系

统无法完全识别威胁类型而让某种威胁突入

了防线，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 如果出现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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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任务式指挥实施联合空中作战的指挥与控制

空中威胁，而且通信功能受阻，在什么时刻

需要自行决断，做出阻止该威胁攻击受保护

区域（民众聚居点、基础设施等）的决定，

而不必等待迟迟未到的上级司令部允许交战

的批准 ? 如果控制与报告中心或其他联合 C2

单位直接与来袭威胁交战，会有什么样的风

险 ?

所有这些都是常见的风险问题，在几乎

任何已发生的空战场景中都曾经反复出现。

它们都是战役和战术层级指挥官们无法回避

的固有问题，这些指挥官在履行其空中作战

责任时都必须面对和不断地评估这些风险。

一个简单的基本事实是，这些战术层级指挥

官必须知道，他们的上级领导信任他们能够

根据当时可得的信息做出风险应对决策。此

外，战术层级指挥官和单位有责任尽最大努

力去了解其作战环境，并且充分准备、研究

和针对形势发展，正确应用上级的指导意见、

意图及任务优先顺序。简而言之，这不是邓

普西将军所告诫的“盲目信任”，而是通过努

力、教引、体验和训练所培育出的可靠的信

任。48 这种信任至关重要，它为战术层级指

挥官在战争迷雾中主动做出判断和决策开放

“绿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当仁不让，并有

上级支持和信任他们。这种当仁不让的信任

也是为作战指挥官亮起绿灯，使他们相信自

己的下属能够适应变幻莫测的作战空间环境，

主动做出决策。

指挥流程、系统和信念

任务式指挥的最后一个概念，涉及通过

任务式指挥在抗衡环境中有效执行联合空中

作战所需的指挥流程、系统和信念。联合空

中作战 C2 所用的空军主要系统就是称为

TACS 即战区空中控制系统的 C2 架构。TACS

以及构成该系统的流程和武器系统（例如，

联盟空天作战中心、控制与报告中心、防空

系统、机载预警控制系统，和空中支援行动

中心），加上其他军种的联合 C2 系统（海军

陆战队航空兵指挥与控制系统、海军宙斯盾

和 E-2D 预警控制机等），是实施空中作战集

中控制和分散执行的关键手段。空军作战准

则指出 ：“集中控制和分散执行是 C2 的重要

原则 ；它们使空军官兵能够发挥空中力量的

速度、灵活性和普适性。”49 此外，空军《基

本作战准则》要求 ：“由于空中力量拥有独特

的潜力，能够直接影响战争的战略层面和战

役层面，因此它应该由一名空军军官统一控

制，该军官具有平衡和按优先顺序使用……

有限力量所需的全局战略眼光。”50

空中作战行动的执行交由一名联盟或联

合部队空中统领指挥官（即 C/JFACC）负责，

由其统管和调配相关作战资产和机制，根据

局势变化有效地同步协调、规划、执行和评

估联盟或联合空中作战行动，一切为着支持

JFC 设定的全局目标。51 但是，控制的范围

和相关的控制平衡是重要的考虑因素，诚如

哈弗德中校所说 ：“我们通常把在伊拉克和阿

富汗这两个战场的空中行动视为最适宜在战

役层面实施集中控制，这样的控制范围是基

于我们的 C2 基础设施健全而且不受威胁的现

实。”52 但是，在抗衡力度大和更难进入的作

战环境中，由于通信功能受阻，电子干扰严重，

空中威胁险恶，就需要优先考虑有效的分散

执行，它比维持大范围控制更加重要。53

为了有效执行高强度和对抗性的空中作

战，JFACC 必须确保在这样一种 C2 架构内实

现分散执行，“该结构促使前线决策者（例如

攻击群指挥官、空战管理员、前方空中控制

员等）发挥在复杂和快速展开的作战行动中

进行现场决策的能力。”54 这种执行模式是任

务式指挥的核心概念，也是成功实施作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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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一个绝对必要条件，在此类联合作战环

境中更是如此。除了灌输和坚持任务式指挥

原则和概念之外，作战策划的其他各种考虑

因素，例如覆盖范围、连接能力、功能性和

部署定位等，对于确保落实有效的 C2 系统和

流程也很重要。

联合空中作战指挥与控制的若干考虑因素

在建立能够通过任务式指挥模式执行空

中作战的有效联合 C2 架构时，首先要考虑战

区空中控制系统即 TACS 的整体兵力部署，

包括传感器类型和通信覆盖范围，以及与

TACS 的高层 C2 单位（空天作战中心 AOC）

连接的能力。55 进一步，空军《附录 3-30 ：

指挥与控制》指出 ：“空天作战中心应该有安

全和冗余通信能力，连接上级和同级司令部

以及下级单位。”56 另外，在大多数情况下，

需要空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的联合 C2 资产

实现真正的联合行动，以完全覆盖联合作战

区域。在地形各异和海面辽阔的分散区域环

境作战时，将陆基（控制与报告中心、海军

陆战队航空兵指挥与控制系统）、舰载（宙斯

盾）和机载（E-3G、E-2D、E-8C 联合监视目

标攻击雷达系统）等联合 C2 单位合理搭配正

确混合特别重要。

连接能力是建立有效的联合 C2 架构时需

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附录 3-30》要求：

“TACS 单位的结构和位置应按需调整，以有

效地控制空中力量，”其中不仅强调上述传感

器和通信节点的地理位置和邻近部署的重要

性，而且强调传感器类型和所用的连接媒介

的重要性。57 作战规划指导意见、上级意图

和随后的任务式命令通过各类媒介传送，例

如无线电频谱、视距和超视距通信、战术卫

星通信、光纤，以及其他各类通信（语音、

数据、“聊天”协议、云计算等）。此外，在

执行空中作战时，这些媒介是主要的实时通

信方法，具体因任务和 / 或层级或准入程度

而异。一方面，云计算可用作非动能、时敏

性较弱的任务式命令的主要传输手段。58 另

一方面，超高频和其他视距 / 超视距战术通

信方式可用于传达时限紧迫的动能攻击任务

式命令。最后，如果通信功能降级或被敌方

阻断，云计算等冗余规划和执行能力则至关

重要，可确保根据指挥官的意图和预期的终

局状态（即按任务式命令方式）继续执行作

战行动，尤其在分布式作战环境中，更是如

此。59

在确定传感器和通信类型，以及提供传

感器和通信系统的联合或联盟合作伙伴之后，

联盟空天作战中心 C2 计划制订人员必须决定

它们的部署地点。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但

是传感器的功能、易得性和地理位置（即地形）

需要优先考虑。最理想的是，计划制订人员

根据功能部署陆基和机载资产，使它们尽量

靠近作战管理区域。但是，东道国的许可、

威胁环境和基地支援等因素也许会导致部署

地点不是十分理想或在战术上不是最有利。

此外，可行的联合 C2 架构必须拥有冗余和备

份 功 能， 以 确 保 作 战 行 动 连 续 性， 使 得

JFACC 能够在通信功能部分或完全受阻环境

中继续有效地实施联合空中力量的指挥与控

制。空军第 505 测试与评估大队前任指挥官

马修·史密斯上校（Col Matthew Smith）强

调这种作战行动连续性的重要性，他说 ：“任

务式指挥概念对于在抗衡环境中有效执行空

中作战至关重要，任务式命令和云计算等工

具将发挥很大的作用，可确保在此等环境中

的作战行动连续性。”60 此外，为了在抗衡环

境中维持空中作战行动连续性而制订的战技

和战规也可用于协助海上、陆上、太空和网

空作战行动。61 如果一支联合部队——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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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任务式指挥实施联合空中作战的指挥与控制

是空基、海基、陆基或天基——正在在抗衡

环境中以各单位分散形式作战，任务式指挥

概念和用于执行这些概念的工具都可适用。

而且，施加于联盟空天作战中心 C2 计划制订

人员的这些共同制约条件确实将增强联合部

队执行分布式作战的能力。

《附录 3-30》认为 ：“当独立或相互依存

的节点或部署点参与作战行动规划和 / 或作

战决策流程，以完成参战指挥官的目标 / 任

务时，即形成分布式作战行动。”62 在远程分

工作战（split operations）——分布式作战的

一种类型——中，一个 C2 单位（例如联盟空

天作战中心）可以分拆部署到几个不同的地

点，但是同一名指挥官（即 JFACC）“应该监

督这种分散分工 C2 作战行动的所有方面。”63 

这种监督使得联盟空天作战中心能够在后方

或后备阵地执行人力密集型任务（例如制订

大多数空中任务命令），同时又能减少前方阵

地部署规模。64 即使联盟空天作战中心不采

用后方和前方分散部署架构，而是全部部署

在前方两个或更多的阵地，其内在的冗余性

可确保作战行动连续性，使得敌方难以破坏

和削弱空天作战中心的作战运行。65

在论述覆盖范围和连接能力的关键考虑

因素方面，《附录 3-30》强调 ：“通信和信息

系统应该保障前方阵地和后方阵地之间的优

先数据传输始终畅通无阻。”66 尽管维持适当

程度的集中控制很重要，但是指挥官必须抑

制冲动，不可试图“直接控制远方事件和推

翻前方指挥官的决定，”特别是在现代化通信

和传感器能够提供大量信息的情况下。67 在

任何时候，通过任务式指挥实施 C2 的程度和

有效性将极大地取决于指挥官的领导风格和

指挥信念。

指挥信念

除了要求遵循任务式指挥概念和原则，

以及有效运用 C2 架构和系统之外，指挥官本

身始终是任务式指挥模式发挥效用的基石，

指挥官必须调音定调，有效沟通，并且以身

作则，带头执行。68 此外，为能有效传递愿景、

计划或意图，要求各级官兵完全理解手头的

问题和任务。熟练的交流技能也很重要，指

挥官即便对自己想要表述的任务和指导意见

了如指掌，还必须能够清晰、简明、正确和

有效地交流传递给各级官兵。如果没有这种

技能，即使是经过周密分析和专业制订的失

误率极小的计划，也可能由于沟通不良和误

解而落空。最后，指挥官责无旁贷，应该致

力于建立和培育至关重要的信任文化 ；没有

信任，任务式指挥和这种指挥模式下的空中

作战就无法成功。

就空中作战而言，这种信任藉由 JFACC

及其参谋班子建立和培育。他们提供机会，

让战术层级联合 C2 指挥官和单位能够发挥主

动性，根据与其具体作战管理领域相关的形

势和面对的威胁做出决定。必须允许这些指

挥官和单位犯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如上

文所述，如果限制这些指挥官和单位在合适

的层级做出决定，而凭借可得的大量信息和

通信居高临下地对他们进行微观管理式的干

预，则会很快地瓦解信任，扼杀下级分散执

行的积极性。

尽管如此，如哈弗德中校所言，也许有

的时候，需要更多具体的指示和较少的分散，

但是集中控制和集中执行应是例外——而不

是常态——尤其面对恶化的阻入环境时。69 

指挥官有权决定何时和如何向下属单位授予

适当权限，这种决定必定影响着战术层级指

挥官是否有意愿真正地发挥自律主动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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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述，稳固的信任基础至关重要，而这

种信任必须从一开始就建立和培育。

若要使任务式指挥概念和原则能够在联

合空中作战领域全面落实，JFACC 必须做到：

(1) 具备与实施任务式指挥所需的概念和原则

相辅相成的指挥信念 ；(2) 熟练地通过多种形

式（文件、任务式命令等）传达指导意见和

意图 ；以及 (3) 鼓励下属指挥官和单位发挥

自律和知情下的主动性。此外，有效实施任

务式指挥并非只是 JFACC 和作战层级或战略

层级指挥官的责任。大部分工作和责任落在

战术层级联合 C2 单位和指挥官的肩上。他们

不仅有责任训练和教育其单位成员，而且有

责任阅读和理解所有的主导规程、计划和执

行文件以及 JFACC 提供的每日指导意见 / 意

图。战术层级单位只有透彻理解自己的责任，

并且时时对照上级传达的意图和指导意见，

才能使 JFACC 对他们放心，从而建立有效实

施任务式指挥所必需的信任基础。

结语

为了在当今抗衡和阻入的作战环境中卓

有成效地实施联合空中作战 C2，同时做好准

备应对明天的动态威胁，美国空军和联合作

战界必须在其文化建设中灌输任务式指挥概

念和原则。为此，联盟空天作战中心的战役

层级指挥官以及执行联合空中作战的战术层

级联合 C2 指挥官和单位必须首先建立和培育

至关重要的上下级信任基础。此外，战役层

级指挥官必须使所有的参战单位对整体战役

目标形成共同理解，并且提供明确、清晰和

简洁的意图及指导意见，供战术层级指挥官

和单位用作指南，正确发挥自律和知情下的

主动性。进一步，运用 JFACC 发布的任务式

命令，将有助于推动下级官兵敢于担当合理

的风险，积极实施分散执行和发挥主动性。

最后，重要的是，要发展和使用有效的 C2 架

构系统及流程，通过任务式指挥宏观领导联

合空中作战。更加重要的是，指挥官自身要

培养和运用宏观指挥信念，营造必不可少的

上下级信任文化——没有信任，就决不可能

成功实施任务式指挥和遂行有效的空中作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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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S 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 (TRADOC) Pamphlet 525-3-3, The United States Army Functional Concept for Mission 
Command [ 美国陆军的任务式指挥功能概念 ], 13 October 20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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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时代，一方空军要想取得绝对

空中优势，不仅要制服敌空军，而

且要对付敌陆基防空系统。过去 20 年来，美

国在其参与的每场重大冲突中都保持着毋庸

置疑的制空权。这无可匹敌的成功，促使其

他国家重新评估其自身的对应之策，并开发

反介入 / 区域拒止（A2/AD）作战理论和实践，

将其作为国家战略的核心部分。A2/AD 策略

主要依靠先进的远程武器，力图拒敌于本国

领土范围之外。我空军现在所担忧的，是对

手将拥有更先进的一体化防空系统（IADS），

其中将包括比以前各代射程更远、速度更快

的导弹，以及能导引这些导弹以毁灭性的精

确度攻击目标、同时自身抗干扰能力更强的

雷达，还有更完善的指挥与控制（C2）单元。

何况，IADS 系统的所有这些组成装备都具有

机动能力，很难定位和锁定。

近年来，美国空中力量取得了极大成功，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几乎都对美军掌控

制空权视为理所当然。可能因为这种对空中

优势的推定，导致我军目前的压制敌防空

（SEAD）作战准则同潜在对手正在发展的能

力之间产生差距。

需要指出，西方国

家空军最近针对利

比亚、伊拉克和科

索沃防空系统实施

打击取得的成功，

产 生 了 危 险 的 误

导，使政策制定者们沉湎于我们以陈旧战机

和过时战术战胜敌人落伍 IADS 的荣耀，而

不思发展。美军在以往战斗中从未有机会和

最新一代 IADS 系统交手，而且很多关于以

非隐身或非低显型飞机和陈旧战术对抗这些

最新防空系统的预测，都显示凶多吉少。美

军现行的联合 SEAD 作战准则尚未按照对手

A2/AD 环境中的防空威胁做相应调整。有鉴

于此，我们必须发问 ：美国是否已经制定了

最优化的作战准则，确保以己方最小的损失

去战胜对手的现代化 IADS?

本文为论述起见提出五个方面的假设 ：

(1) A2/AD 环境内的 IADS 能抵御网络攻击而

生存 ；(2) 对手将极力抗衡我电子战能力并制

造各种困难 ；(3) 我方用于摧毁敌方特定作战

资产的低显型战机能在未被敌方这类兵器发

现之前就安全抵达武器发射距离 ；装备防区

外武器的非低显型战机也能取得同样的作战

效果 ；(4) 布置在 IADS 各关键单元周围的点

防御武器无法提供可靠防御，难以抵挡来袭

兵器摧毁或削弱这些关键单元 ；(5) 敌方地面

雷达一旦开机，就会被我方发现和定位。

美军现行 SEAD 作战准则的不足

美军联合出版物 JP 3-01《防空和反导作

战》（特别是第四章“进攻性制空规划和作战”）

目前指导着美军开展压制敌防空（SEAD）作

战。1 该文件虽然承认对手以先进技术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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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机敏、致命 — 修订美军 SEAD 作战
准则，应对未来多变威胁
Flexible, Smart, and Lethal: Adapting US SEAD Doctrine to Changing Threats
艾略特·M·巴基，美国空军少尉（2nd Lt Elliot M. Bucki, USAF）*

* Michael Martindale 中校、Thomas Swaim 上校、Dustin McCauley 少校和 Douglas Buchanan 少校指导了本文的调研和写作，并协
助确定了论文中概念、假设及术语的正确性。此外，Jim Titus 博士对本文的格式和结构设计提供了宝贵意见。特致感谢。

  A2/AD = 反介入 / 区域拒止

   IADS = 一体化防空系统

   C2 = 指挥与控制

   SEAD = 压制敌防空

   SAM = 地对空导弹

   ISR = 情监侦

   TST = 时敏目标



现代化 IADS 系统造成许多复杂障碍和挑战，

但在讨论美国 SEAD 作战思维应如何相应调

整以克服这些威胁方面，却语焉不详。

JP3-01 非常广泛地分析了潜在对手 IADS

系统的种种可能性，其中涉及的许多方面，

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此系统在 A2/AD 环境中构

成哪些威胁极为重要。文件第四章指出，敌

人可能会部署高度分散的 C2 系统，形成内在

冗余，使得我方锁定打击其 C2 功能比以往更

艰巨。此外，该章特别提到，对手 IADS 系

统可能使用欺骗和不断变位实现高度机动，

使我方锁定目标更加困难 ：对手“SAM（地

对空导弹）部队已向更加机动和强杀伤方向

发展，一些系统展示出能在几分钟、而不是

几小时或几天，完成‘发射并转移’的能力。”2 

对手凭借这种机动性严重阻碍我方情监侦

（ISR）平台发现、识别和跟踪其 IADS 系统各

单元的能力，从而阻滞整个杀伤链。JP3-01

还指出，现代 IADS“几乎不发出任何预警就

可能发射武器，”使飞行人员没有足够时间对

此前未经确认的威胁做出反应。3 飞行人员

的反应时间被压缩，要求我们的作战计划保

持高度流动灵活，确保一有动静就能调整。  

这份联合作战准则提到战胜现代 IADS

所需的各种要素，但未能充分解说如何把这

些要素有机组合，形成对抗新兴 A2/AD 威胁

的可行的作战策略。例如，在论述进攻性制

空作战中实施预选和随机目标打击时，该文

件称 ：

OCA（进攻性制空作战）可先发性出击，

或反应性出击，作战计划可采用预定目

标打击或随机目标打击。预定目标打击

任 务 针 对 的 是 预 定 的（deliberate 

target）或预期待现的目标（on-call 

target），包括列入空中任务命令中、依

靠持续和准确的情报、在具体地点和时

间确认的目标。随机目标打击任务针对

的是未曾预料 / 未曾计划的机会目标，

例如某些未列入空中任务命令周期、需

采取立即行动将之消灭的机动性时敏目

标（TST），打击这些目标的机会通常只

在几分钟之内，因此，目标选定过程和

空中任务命令中必须容纳快速反应和灵

活性，否则将难以有效地打击那些必须

立即采取行动的目标。4

作战规划中纳入分散执行原则，对在

A2/AD 环境中实施 SEAD 至关重要，原因在于，

它允许参战者把握住闪逝性机会窗口，及时

完成杀伤链中的“锁定”和“交战”阶段。

JP3-01 正确评估了打击预期待现目标的重要

性，指出这些目标是在 A2/AD 环境中开展任

何摧毁性 SEAD 行动的打击重点，如前所述，

“持续和准确的情报”起着关键作用。但是，

就压制或摧毁 A2/AD 环境中的 IADS 能力而

言，JP3-01 没有将这些概念加以充分整合。

问题的关键是，这份联合作战准则文件

在“压制敌防空”一节中，仅简要提及 SEAD

问题，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给出的指导

充其量只是模糊地一笔带过。必须指出，任

何两场冲突不可能完全一样（因此，作战准

则需要允许高度的灵活性），现代 IADS 都是

精心部署，其所构成的威胁不可等闲视之，

要求我们制定专门的作战准则，将之击败。

SEAD 作战的目的，在于减少己方作战损

耗，建立“有利己方空中作战的更有利条件”，

为此分为三种作战类型 ：(1) 责任区 / 联合作

战区全范围联合防空系统压制；(2) 局部压制；

(3) 随机压制。5 这三种类型，虽然就预期的

空中作战效果而言，仍可适用于 A2/AD 环境，

但并不能充分指导 SEAD 作战应对这种环境

所构成的越来越复杂的挑战。第一类 SEAD

作战，即责任区 / 联合作战区全范围防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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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压制，在于“锁定打击高回报（防空）资产，

导致敌人整个系统功能蒙受最大的削弱。”该

压制作战的打击重点放在敌 IADS 的关键 C2

节点，旨在“摧毁或破坏敌人（空中和导弹

防御）的一体化和同步能力。”6 在敌人的现

代化 IADS 中，由于其 C2 能力的冗余性和机

动性越来越完善，要想在 A2/AD 环境中实施

这第一种 SEAD 作战类型会更难，至少更难

及时地完成。7 第二类 SEAD 作战，即局部压

制，限于某个地理区域内，并“跟特定时间

内特定目标或特定通道有关。”局部压制有时

是责任区 / 联合作战区全范围防空系统压制

的子集，跟时域及地域相连，因此与某一

A2/AD 环 境 相 关 ；但 是 JP3-01 并 未 论 述

SEAD 在这种环境中更相关的作战要素。8 第

三种 SEAD 作战类型，即随机压制，承认现

代 IADS 系统的强大机动性以及由此构成的

大多数挑战，也承认需要制定交战规则，以

及做好策划以优化交战 ；不过，文件中讨论

的语气，让人觉得这是一种基本上不事先规

划的 SEAD 作战，只是对威胁做出反应。9 如

JP3-01 所述，如果想把这种随机压制的相关

要素和在 A2/AD 环境中实施 SEAD 的需要调

和起来，就应该建立一种新类型的压制作

战——它把局部压制的预先规划性与随机压

制的战术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对付威胁的更

主动更前瞻的 SEAD 新作战类型。本文将这

种提议的新作战形式称为“有备随机压制”

（planned opportune suppression）。   

这种压制作战要求将 SEAD 的某些武器

平台驻位待命，这些平台装备针对交战区内

已知威胁的武器——无论是不明威胁，还是

在制定计划和执行任务期间可能转移的威

胁。一旦威胁出现，立刻调用这些 SEAD 资

产与威胁交火，这样做必能有效打击或压制

那些在随机目标定位过程中可能转移的机动

目标，增加这种 SEAD 作战所需要的内在灵

活性。为使有备随机压制作战切实可行，需

要制定专门适应此 SEAD 作战的灵活交战规

则，而且要求相关情报快速从 ISR 资产传送

到武器平台。

JP3-01 列出了执行 SEAD 作战的两种手

段 ：摧毁手段和破坏手段。前者被明确定义

为“寻求摧毁目标系统或操作人员”，而后者

被描述为“暂时拒止、削弱、欺骗、推迟或

瘫痪敌人地面（防空）系统。”10 破坏性手段

进一步分为主动和被动手段。11 但任一种定

义都没有提到使用作战资产迫使敌 IADS 人

员采取对我方有利的行动，例如敌人不敢频

繁开机照射，或被迫频繁转移，从而无法形

成与我方飞机交火的条件。如果摧毁性 SEAD

能产生足够效果，那么敌人 IADS 人员可能

会认定，他们的人员和装备能生存下来的唯

一途径，就是保持雷达根本不开机（视情况

而定）。 

现行 JP3-01 中对 SEAD 作战资源的描述，

感觉上就像是一份包揽一切的清单，凡可能

对 SEAD 作战有所贡献的，都包括在内。12 

虽然指挥官和策划人员有必要知道他们可以

利用的所有资产，但本文认为，SEAD 作战资

源中应该特别强调低显型飞机和防区外武器，

因为它们在 A2/AD 环境中的作用至为关键。

现代一体化防空系统的能力

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军对付的，都是苏

联时代出口的陈旧 IADS 系统，经常由缺乏

充分训练的人员操作，系统的大多数单元为

固定安装，没有机动能力，我方很容易跟踪，

或规避。此外，他们的导弹只具备短程能力（相

对于现代系统而言），而且导弹的几乎所有技

术细节都已被泄露。13 但俄罗斯和中国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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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AM 系 统， 即 SA-10、SA-20、SA-21 和

HQ-9 等，其导弹射程更远，机动性更强，配

以升级的雷达系统、先进的数据链和 C2 系统，

并且具备在很短时间内撤收和转移能力。14 

另外，对于 IADS 的操作而言，操作人员是

否训练有素不再那么至关重要，自动化和电

脑技术的进步，使很多从前复杂的工作变成

非常简单的操作，甚至完全由电脑自动化处

理。15 美军尚未在实战中面对具备所有这些

特征的 IADS。

俄罗斯研发的 S-400“凯旋”防空导弹

系统就是一个将对美军构成挑战的例子。16 

这套系统，北约命名为 SA-21“咆哮者”，是

SA-20 系统的升级版，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对

已具备强大能力的 SA-20 进行了提升。SA-21

及此前各型号，是专门针对美国对这种系统

的反制而设计。抵抗电子攻击，跟踪更多目标，

击落来袭精确制导武器，发现更小雷达印记，

这些能力，都是俄罗斯在设计 SA-21 时认为

必不可少而追求的特征。17  

在 SA-21 系统的 C2 单元中置入冗余通

信手段，我们的对手就可以将这个系统的 C2

部署到远离雷达或导弹 100 公里以外的地方，

通过无线电或陆地线连接，包括模拟电话电

缆。18 这样的冗余通信，使得攻击方打击这

些通信链接的努力极为困难，如目前的联合

作战准则所言。19 此外，“这套防空系统的所

有组件，都由轮式自走全地形底盘运载，并

配备专用电源、导航和地理定位系统、通信，

以及生命支持设备。”20 这套系统的强大机动

性，进一步增加了攻击方锁定其任何单元的

复杂性，事实上，有关该系统位置的任何必

要情报，只是在确定其未曾转移的前提下才

有用。 

该系统使用多种导弹，射程覆盖可达

400 公里，高度达 30 公里。其各种出口版本

专门设计成摧毁“对手的防区外电子干扰飞

机、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 / 机载预警和控制

飞机、侦察和武装侦察飞机、装载巡航导弹

的战略轰炸机、巡航导弹、战术 / 战区 / 中远

程弹道导弹，以及大气中的任何其他威胁，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激烈的电子对抗环境

中。”21 即使该系统不能像他们所宣传的那样

强大，至少其导弹射程的加大可能使我方高

价值空中资产被迫进一步远离战场 ；更严重

的是，该系统的射程将超过不具备低显特性

或不装备防区外武器的 SEAD 飞机。

除此前所论述的能力外，该系统能与老

旧的系统联网，从而提高其有效性。其所连

接的雷达是 92N6“墓碑”截获及火控雷达，

使用类似西方的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计

算能力。因此俄罗斯宣称，他们能在更远的

射程范围打击低显目标。用“边扫描边跟踪”

的模式，该雷达能跟踪 100 个目标，并能同

时引导导弹射向 6 个目标。92N6 配备跳频雷

达，以及可变脉冲重复频率和扫描速率，从

设计之初就以挫败大功率有源噪声干扰机为

目的。这些雷达和 C2 单元还能同 SA-20 等

其它 IADS 系统整合。22 美国的 SEAD 作战准

则应承认，SA-21 或具有类似特性的任何系

统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局势。23

现代一体化防空系统的扩散

目前，俄罗斯和中国生产的 IADS 系统

及各组成装备对美国飞机的威胁最大，而且

这两个国家都有意愿向全球扩散这些武器。

虽然人们通常会辩论美国同俄罗斯或中国发

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同装备了俄罗斯

和中国高端武器的较小的区域强国或武装组

织交战，则完全有可能，甚至高度可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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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未来的冲突中面对谁，美军可能必须

在受到先进 IADS 保护的环境中作战。 

作为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美国一直积

极向其盟国提供常规武器，俄罗斯和中国等

国也是如此。除经济利益以外，军售还能培

育双边军事关系，确保盟国不会因某一敌对

强国的军事技术转让而陷于危险。25 俄罗斯

和中国出售的高技术武器通常旨在对抗美国

的战略和战术，故而被预期在未来可能同美

国对抗的其他国家视为最理想武器。例如，

中国经常鼓吹的 A2/AD 策略主要就是依靠先

进的 IADS 和远程、陆基武器来阻止美国在

靠近中国海岸的区域作战。26 如下所示，这

种相同的技术能被另一个国家使用，拒止美

国进入其领空。中国和俄罗斯都迫不及待地

向那个国家出售这些系统。

美国国会研究处的一份题为《2004-2011

年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常规武器》的文件指出，

在过去 10 年，俄罗斯和中国向发展中世界出

售了大量武器，包括 SAM 系统。27 从 2004

到 2006 年，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武器，俄罗斯

名列第一，此后每年位居第二。28 这些军售

大多数包括尖端武器，例如导弹和飞机。29 

从 2004 至 2007 年，俄罗斯向发展中国家提

供了 6340 枚 SAM 导弹，从 2008 至 2011 年

为 7750 枚。30 中国出售的数量较少，2004

至 2007 年仅 530 枚，2008 至 2011 年为 780

枚，但与西方国家的军售相比，数量仍然很

大。31 虽然这些数字并不代表军售的质量或

确切的系统种类，却表明俄罗斯和中国向全

球扩散防空武器的意愿，不管他们是出于政

治还是经济利益。

尽管中国人尚未像俄罗斯那样出口那么

多武器，他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多导弹，

但通常不是整个导弹系统。32 中国人最近决

定向土耳其出售 HQ-9 SAM 系统，此举表明

他们的政策可能在改变。33 更令人担心的是，

即使面对逆向工程的担忧，俄罗斯总统普京

已批准向中国出售俄罗斯最先进的 S-400 导

弹系统（SA-21“咆哮者”)。此举只会继续

扩散先进 IADS 技术，提升中国对在台湾和

钓鱼岛（二者均为潜在冲突热点）上空飞行

的飞机的威胁。34  

像美国一样，俄罗斯寻求通过更灵活的

支付系统和售后支持来建立新的长期客户。

这种支持采取的形式是，“对售出的武器系统

提供及时有效服务和零部件。”35 除技术支持

外，俄罗斯还提供训练和专业技术，帮助客

户组建 IADS，向采购他们系统的客户传授战

术和作战准则。这些战术专门针对与低显型

飞机交战而优化，能大幅提高该系统操作方

的作战效果。36  

先进防空技术扩散的一个目前例证是，

俄罗斯预期将向伊朗和叙利亚出售 S-300

（SA-10“咆哮”）。37 在起初屈服于西方的压

力后，俄罗斯决定不向伊朗出售 S-300，但

在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 2015 年 1

月访问德黑兰之后，俄罗斯似乎最终可能会

向伊朗交货。在会谈期间，绍伊古提到，俄

罗斯可能也愿意出售威力更大的 SA-21。38 早

些时候，俄罗斯还试图出售短程导弹“托尔”

（北约代号为 SA-15“臂铠”）。39 虽然伊朗人

拒绝了这项提议，但即使在国际压力下，莫

斯科继续出售 SAM 系统的意愿，进一步证明

其向任何愿意付款的政府提供这些系统的意

图。俄罗斯还计划向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

政权出售 S-300PMU-2（SA-20“滴水嘴”）。

但出于各种原因，交货从未完成。40 尽管如此，

俄罗斯愿意向这样一些国家出售先进防空武

器意味着，其最先进的系统将最终扩散到与

美国敌对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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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国支持的武装团体能获取先进

的防空武器。最近，据称乌克兰东部的分离

势力被发现操作俄罗斯的“铠甲”S1（北约

代号 SA-22“灰猎犬”）。41 这些系统是俄罗

斯军火库中最现代化的武器之一。如果这些

系统由分离势力，甚至由俄罗斯人直接操作，

这种现象表明，俄罗斯人只要认为符合自身

的利益，就愿意向外国势力提供其最尖端的

技术。SA-10、SA-20 甚至 SA-21 可能会被部

署在乌克兰冲突或类似的作战环境中使用，

美国及其盟国很可能在与敌对武装团体交战

之中，发现这些对手得到新型 IADS 的支持，

甚至该系统由某大国军队操作。 

三个新的假设

面对 A2/AD 环境，为制定有效的 SEAD

作战准则，需要对 IADS 威胁的特性作出三

个主要假设。第一，IADS 系统的几乎所有单

元都是机动的，且在具备高度冗余的系统中

相互连接。第二，任何非低显型飞机或没有

配备防区外武器的飞机，都处在 IADS 的射

程范围之内。第三，IADS 自身具备抗干扰和

抗电子攻击能力。这三个假设为制定在 A2/

AD 环境中实施 SEAD 所需的作战准则提供现

实基础。

第一个假设对于杀伤链中的发现—识

别—跟踪—锁定阶段具有重要含义。在“联

盟力量”行动期间，塞尔维亚军队的 IADS

操作人员把他们的 SAM 分散隐藏，并设定以

控制发射模式运行，使盟军很难确定其位置

并发动攻击。42 狡猾的敌人会从美军以前的

空中行动中吸取教训，并且相应地制定他们

的作战方式。例如，与后来塞尔维亚的系统

相比，“沙漠风暴”行动中的伊拉克 IADS 高

度集中，因此很容易成为盟军目标锁定的重

心。这种控制节点，虽已加固，仍是静止的，

因而相对容易被定位。43 根据 JP3-01，“固定

地点和加固设施通常比移动系统更容易被定

位。对固定地点的攻击也能事先规划使用适

当的武器，以增加杀伤概率。”44 美国的对手

察觉到这两种情形，因此制定相应的作战准

则和策略，以此来最大化他们的能力，拒止

美国及其盟国达成理想的终局。45 正因为此，

现代 IADS 在设计时特别把机动性作为所有

单元的重要能力。此外，我们应假设，对手

部署这些 IADS 系统，必定以能最大程度阻

挠对方 SEAD 作战的方式进行，以避免自身

系统被摧毁和压制。 

本杰明·兰伯斯（Benjamin Lambeth）在

其专著《科索沃和持续的 SEAD 挑战》中评

论道，“联盟力量”行动中“这种努力（摧毁

敌防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数据周期时间

必须很短，足以让攻击方在敌防空系统转移

到新地点之前，捕捉到发射信号的雷达。”46 

为缩短数据周期，必须制定计划，让信息从

ISR 平台和其他信息来源快速传送到攻击平

台——并且调整交战规则，以便这些平台一

旦确定威胁的位置就立即开火。这些效果具

有双层意义：(1) 能摧毁目标或大幅降低威胁，

降低敌人系统的整体有效性 ；(2) 一旦取得第

一层效果，敌人极可能限制雷达开机，以免

自家系统受到锁定。这种战术能产生对我方

有利的终局状态，尤其是敌人的 IADS 将无

法危及我方的飞机。 

IADS 的机动性表明，时域或时间维度比

以往更为关键。由于雷达被发现后又向新地

点转移，而攻击方需要花时间调度打击群然

后起飞，等到一切就绪，几小时前存在的打

击时间窗口可能已经消失。防空和制空作战

局势如此快速变化，要求空中任务命令必须

包括相当程度的灵活性。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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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假设，即任何没有装备防区外武

器的非低显型飞机都会落入 IADS 的射程之

内，将影响杀伤链中的交战阶段。如果 SAM

能抢在攻击方战机针对其发射武器之前就发

射，那么 SAM 操作人员理所当然会抢占发射

先机 ；这一事实对杀伤有人驾驶飞机概率高

达 90% 的高精确度 SAM 导弹来说，尤其如

此。48 如果 SEAD 飞机尚未出剑就被击落（尤

其是在交战中有 90% 被击落的概率），致使

无法摧毁敌人的 SAM 能力，那么敌 IADS 操

作人员就会一鼓作气，继续攻击我方其他飞

机。这种假设证明现有的推理是错误的。我

们目前的推理是，SEAD 飞机能抢先摧毁对方

的 SAM 发射能力并全身而出。49 如果要使我

方飞机成为摧毁敌 IADS 组系的可靠手段，那

么这些飞机必须是低显型战机，或装备防区

外武器，以保持在 SAM 武器交战距离以外。

我方飞机能以两种方式成功打击现代

IADS ：(1) 缩短自身被发现的距离 ；(2) 延长

自身武器的射程（或二者结合）。低显型飞机

虽做不到对雷达完全隐身，但能缩短被雷达

侦测和跟踪的距离，尤其是在 SAM 火控雷达

使用的较高频率上。50 这样做能让我方飞机

在更接近敌人 IADS 的位置上发射武器，而

不会首先遭到攻击——没有装备防区外武器

的传统战斗机则无法做到。这种假设的重大

意义在于，它对能同 IADS 交战的飞机构成

严重限制，同时也将影响可以用于其它任务

的飞机总数。例如，如所有 F-22 都承担摧毁

敌 IADS 的任务，则被排除在防御性制空或

打击任务之外。可替代的做法是，为非低显

型飞机装备防区外武器，如 AGM-154 联合防

区外武器，使之在被攻击前先发制人对 IADS

实施打击。51 但必须知道，不管执行 SEAD

任务的飞机或武器是什么，该资产原本可以

用于执行其它任务。52 任何特定的飞机或武

器本身，其重要性都无法和达成理想终局相

比。SEAD 作战准则必须承认现代 IADS 加大

射程所构成的更大威胁，并采纳最好的建议

去战胜它。

第三个假设，即 IADS 本身能抵御电子

干扰，将削弱目前破坏性压制手段的有效性

甚至使之完全失效。现代陆基有源电子扫描

阵列雷达利用改进的固态技术和先进的商业

技术，辅之以更优化的处理，形成了有效对

抗攻击方干扰的能力。53 此外，频率敏变雷

达（快速变换发射脉冲频率的雷达）几乎无

法干扰，不过只有在这种频率模式真正成为

随机时，这种说法才能成立。54 例如，俄罗

斯 Nebo SVU 搜 索 雷 达 能 同 SA-20 或 SA-21

系统并网，利用频率敏变、波速控制敏变，

以及全数字处理技术，使对方的电子攻击异

常困难。55 如果拥有 IADS 的对手尽一切努力

抵御，使攻击方的电子攻击和破坏的效果甚

微，实施 SEAD 作战的攻击方就只能诉诸摧

毁手段，物理摧毁对方的 IADS 各种单元，或

迫使对手无法或不敢对我方飞机发射武器。

修改作战准则的几项建议

鉴于此前论述的三个基本假设，美军应

修改其联合 SEAD 作战准则，以对付 IADS 技

术和战术的进步。首先，为对抗 IADS 机动

单元，我们需要在 JP3-01 中增加“有备随机

压制”这种新作战形式，重点放在增加交战

规则和相关机制的灵活性，以允许快速的动

态目标选定和锁定打击。第二，为解决我方

空中资产射程不足问题，我们需要把低显型

飞机和防区外武器正式列为 SEAD 作战资

源。第三，为对抗抗干扰雷达，我们应着重

强调 SEAD 中物理打击现代 IADS 系统的摧毁

性作战。如果是这样，那么作战准则应进一

步认可 SEAD 摧毁性作战的心理效果。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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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空中作战的时间维度越来越重要，空中

优势将更限于局部，可能只能保持短时间 ；

因此，空中均势可能成为未来冲突的常态。

在 JP3-01 中加入有备随机压制，把作战

策略的重点放在该文件中所称的“有备待现

目标”上，能为攻击敌 IADS 机动单元提供

最大的灵活性。56 有备随机压制需要交战规

则更加灵活，交流渠道更多，让来自任何来

源——不仅仅来自 ISR 平台——的情报，能

够被及时收集、分析并分发到适当的平台，

以采取行动，从而加速随机目标打击过程。

这个过程将减少整个杀伤链的运行时间，以

应对不断压缩的时间窗口。在这个时间窗口

内，一旦确定机动 IADS 的位置，就能立刻

对其开火。这种压制适用于各个层面，从局

部区域到整个责任区 / 联合作战区。由于

IADS 机动单元会不断地改换地点，僵硬死板

的作战计划不足以实施压制。  

低显型飞机和防区外武器应纳入 JP3-01

的“资源”类别。57 针对当代射程更远的

IADS，旧式的 SEAD 武器和平台，还未抵达

预期的武器发射区域，就可能遭到现代 SAM

导弹攻击。相对而言，低显型飞机和防区外

武器能摧毁或削弱对手的这些资产，而自身

不会受到攻击。如果对手的 SAM 导弹自身受

到攻击，无法持续威胁低显型飞机，那么他

们就必须调整策略，想法保护自己的 IADS

资产（意味着对手受到抑制而不敢与我方飞

机交火），否则将冒失去这些系统的风险。58 

任何一种结果都有助于阻止 IADS 攻击我方

飞机。鉴于这些原因，在规划如何突入 A2/

AD 环境开展作战时，应把低显型飞机和防区

外武器列为关键的 SEAD 资源。

SEAD 的摧毁性打击手段将成为这种环

境中的对敌作战重器。但 JP3-01 应承认，对

敌 IADS 各单元施以物理打击而削弱或摧毁，

并不是以摧毁性方式压制敌 IADS 的唯一途

径。关于物理摧毁的心理效果，兰德公司

2004 年的一篇论文用博弈论分析 SEAD 作战，

文章指出 ：“美国的一些成功能力，尤其是打

击时敏性目标的能力，经常产生令敌闻风丧

胆的瘫痪效果。不怒自威，以威制动，才是

上策。”59 我方针对敌 IADS 有效运用 SEAD

摧毁能力，将迫使敌人思考被攻击的风险，

而采取相应的规避行动。在某个时刻，我方

对敌 IADS 发动摧毁性 SEAD 打击，将迫使敌

人修改其策略，把重心放到如何保护自己的

IADS 资产，再不敢轻举妄动，以免被打得血

本无归，于是产生有利于我方的理想终局状

态。60 因此，JP3-01 应更加注重 SEAD 摧毁

性打击的心理效果。

最后，如果美国的资产一直面临 A2/AD

威胁，表明在制空权争夺中将以空中均势为

常态，这种均势局面需要在文化层面被接受。

我方在 A2/AD 环境中作战可能取得有限的空

中优势，但这种优势只有在我方将正确的平

台和兵器部署到位才能维持。如果打击能力

组合搭配不当，就容易成为敌人先进 IADS

的靶子。根据敌人使用的战术的不同，有时候，

只有在冲突进入后期阶段我方才能取得空中

优势或绝对空中优势——这种可能性至今不

见容于美国公众和军方。进一步，在 A2/AD

环境中开展行动，要求我方在 SEAD 作战中

投入比其他战区更多的资产。虽然如此使用

空中资产非我所愿，但既然是 SEAD 作战，

若想己方战机损耗可接受而达成理想的终局

状态，这可能是唯一途径。 

仅凭推断不能编写出优秀的作战准则。

此前论述的各点，应在安全的实验环境中加

以验证，例如内华达试验和训练靶场，然后

正式编入作战准则文件。这种试验能验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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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理论和准则的正确性，从而减少我方在实

战中不必要的伤亡。

结语

如本文开篇所言，国防部对作战准则有

明确定义 ：“是指导军事部队和单位为支持国

家目标开展行动的根本原则。作战准则具有

权威性，但在应用中需相机判断。”61 作战准

则的构成不可完全基于以往经验，也必须具

有前瞻性。有鉴于此，对作战准则的修改仍

需在不会出错的安全环境中经历严格试验加

以检验。在 A2/AD 环境中，与我军对抗的现

代 IADS 系统，无疑根本不同于我们在以往

冲突中所经历的环境。这些系统机动性强，

射程加大，具备抗电子攻击能力，故而要求

我军在进入 A2/AD 环境作战之前，尽快更新

作战准则。要制服 IADS 的这些先进能力，联

合 SEAD 作战准则必须着眼于如何缩短打击

IADS 机动单元的杀伤链时间。为此，我们需

要制定专用于 SEAD 作战的交战规则，并建

立加快向武器平台传递信息的机制。我们还

必须进一步修改现有的作战准则，把低显型

飞机和防区外武器正式列为 SEAD 作战的关

键资源，强调 SEAD 的摧毁打击功能在压制

敌防空作战中的核心作用。如果全然以基于

经验归纳的反应性被动，而无积极的前瞻性

主动，来编写作战准则，那么可能导致我军

将士原可避免的伤亡，或因现行作战准则不

足以应对某种局势，而对努力应对这种局势

的作战策划者构成不必要的压力。

在进一步研讨如何更新 SEAD 作战准则

时，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各种难

题。本文假设，现代 IADS 能抵御网络攻击，

这是对最坏可能局势的合理假设，但在真实

冲突中可能并非如此。例如一个特工也许能

将网络武器秘密植入敌人的系统中，即使封

闭式网络也可能遭到网络武器攻击。关于把

网络武器引入 SEAD 作战准则的研究，理应

受到更多重视。此外，本文没有考虑使用大

量无人机来压倒敌 IADS 的可能性。多架低

廉的可消耗作战平台可以替代几架昂贵的有

人飞机达成优越效果。因此，如何大量使用

这类无人空中系统用于 SEAD 作战，是另一

个值得探讨的方面。再者，研究人员可以研

讨在敌人后方发动攻击以削弱其 IADS 系统

的案例和可能性，类似于在 2003 年入侵伊拉

克之前，我特别行动队在伊拉克西部猎杀伊

军的机动“飞毛腿”导弹发射器，并将这种

战法纳入 SEAD 作战准则。62 还有一个值得

研究的课题，是使用太空资产压制敌防空，

本文未予述及。最后，对机密层级的研究，

本文亦无法在此涉及或引用，这些研究当可

就如何改进 SEAD 作战准则提供更深入的见

解。

本文利用非机密的资料来源，提出一些

修改现行 SEAD 作战准则的建议。战争动态

多变，各层级的作战规划总会受到未知因素

的影响 ；但作战准则必须尽一切可能，反映

潜在敌人在军事能力上的发展。现代 IADS

不断增加先进能力就是例证。面对这些能力，

我军应认真思考如何修改美军联合 SEAD 作

战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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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5“闪电 II”是第五代作战飞机中

首款联合攻击战斗机，因此空军、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都需要制订对第五代战机

的情报支援要求。为了做出知情决策，我们

首先需要从作战角度切实理解目前的情报缺

口和不足，以及它们对空军执行受派任务能

力的影响。而要达到这样的理解程度，空军

领导人必须清晰地看到存在的威胁。本文试

图帮助读者了解 F-35 的作战能力和任务规划

相关因素，识别情报使用和分发方面的缺陷，

并提出关于今后单元级情报处理发展方向的

建议。本文不探讨 F-35A 的任务下达和分配，

亦不分析信息处理、归纳和分发，因为这些

议题需要另行专门阐述。

F-35 的作战能力

第五代战机技术的设计目的是进入拒止

或阻入空域。具体而言，F-35“闪电 II”是

一款多用途战斗机，将接替 A-10、AV-8B、F-16

和 F/A-18A/B/C/D 飞机。F-35 不是上述任何

一种飞机的延续机型，而是全新的第五代平

台，因而需要有更多的情报信息。有鉴于此，

我们不可用四代机思维方式来对待这款飞机

的情报支援要求。

就是说，面对任何五代机规划，思维方

式必须切换到第五代，否则无从谈起。五代

机技术的主要特点是隐身低显迹性，并且通

过有效的任务规划实现优化。五代机的低显

性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雷达截面积、红外

线光谱、可见

光谱、声发射

和射频发射。由于大量采用这些先进技术，

五代机能否发挥效用，更有赖于任务规划。

空军官兵必须对隐身低显原理有基本的了解，

这对发挥全员作战效能至关重要。这些基本

概念一般不属保密，应该纳入对情报专业人

员的入门教育范围。

对于第四代战斗机而言，速度和能量等

于生命和生存能力。而对第五代战机而言，

情报信息等于生命。从 F-16 演变到 F-35，就

像从固线电话演变到智能手机，手机随身，

可使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自动化，可保持对

社交媒体和电子邮件的态势感知，并可随时

查阅银行账户信息。五代机飞行员不需要执

行过时的功能性作业，因为飞机会自动向他

们提供融合信息，即航空界所称的传感器融

合，主要凭借制电磁权及红外线光谱优势。

在四代机平台，飞行员必须操纵繁琐的

航空仪表，其传感器的精准度较低。相比之下，

F-35 占据着频谱优势，飞机运用高度灵敏精

确的传感器，然后把它们摄取的信息传入尖

端电脑，电脑经过快速处理后提供可作为行

动依据的数据。F-35 是一款海量信息吐纳的

战机。驾驶四代机，大量信息负担主要靠飞

行员来承担，情报支援在于确保飞行员做好

战斗准备。五代机平台将通过高度数据可靠

性减少信息模糊。如果获得有效的情报支援，

F-35 可成为强大的战力倍增器。从设计理念

上说，只要 F-35 参战，就可助其他飞机提高

杀伤力，弥合四、五两代飞机之间的差距。F-35

拥有许多前所未有的强大信息收集能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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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快速分析和分发，从而保障在未来作战中

胜出。

F-35 情报信息运用和分发的缺口

空军领导人必须知道，部署新一代飞机

的同时，必须确保有充分的能力收集、归纳、

分析和分发战场情报，迅速提供给作战决策

者，这两种能力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把这

些飞机发送的正确信息及时有效地传递给相

关的使用者，对于提升作战效力非常重要。

在信息战争中，信息处理和分发的速度及准

确度决定战争的胜负。

目前，分析周期过于缓慢，无法适应 F-35

作战能力的要求。随着信息技术飞跃发展，

情报作战界必须改变数据处理的方式。先进

分析领域的最新趋势是向基于活动的情报

（ABI）的方式发展，这种信息处理方式能从

来自多个传感器的大量数据中归纳辨识出潜

在的模式、趋势和网络。尽管 ABI 和大数据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种处理 F-35 情报分析

的方法很适合大数据问题组，因为 F-35 可产

生大量的信息。

此外，单元情报支援无法访问 F-35 使用

的任务规划软件。目前，无法创建或分发该

软件内存的任务后产品，比如武器系统视频。

按照进度，空军大约在一年后可开始使用F-35

作战能力，但是如何把正确的情报在正确的

时间传递给相关的使用者，这个问题仍未解

决。F-35 情报支援人员必须能够访问任务规

划软件，才能满足这个要求。

其他第五代战机在着陆之后能够在基本

层面卸载数据，用于归纳和分发。然而，利

用空军的分布式地面共用系统架构进行实时

归纳分析，才可确保相关使用者尽快收到情

报。由于目前无法分析 F-35 可能提供的全部

信息，我们必须利用收集—管理流程和 ABI

方法，以判别特定的情报需求。

有三个主要障碍，妨碍着归纳节点使用

第五代战机生成的信息。第一，大多数归纳

节点并未安装与此类数据兼容的系统。如果

能使节点与 F-35 单元目前使用的共用操作系

统兼容，分析人员将能够及时查看、归纳和

产生情报。

第二，在访问作战计划层面，第五代平

台部队与外部仍然严重隔离。例如，F-22 部

队和 F-35 部队很难在同一个实体环境中、在

作战计划层面共同制订任务计划。若要充分

发挥这些飞机的作战能力，他们必须能够在

同一个空间制订计划和实施行动。必须有一

个符合五代机作战需要的生态系统，以便所

有的飞机和支援系统都能够在里面成功地交

换信息。这个生态系统应该设置所有参与者

共用的特别计划访问资格、共用的任务规划

空间，以及所有第五代平台适用的系统。

第三，我们没有部署能够通过视距内架

构分发近实时视频和 / 或图像以便有效实施

近空支援任务的作战能力。这种能力的缺乏

降低了联合终端攻击引导员与飞行员之间的

确认程度。如果配备远程操作视频增强接收

器（ROVER）能力，则可使飞行员在空中的

观察结果与引导员在地面的观察结果产生视

觉关联。

单元级情报支援

第五代战机单元级情报在任务规划流程

的几个阶段都很重要。首先，作战单位向领

导人和任务规划人员提供作战环境 / 预测性

作战空间感知评估等情报准备。这个步骤奠

定了任务规划人员利用五代机隐身低显性压

制敌方一体化防空系统（IADS）交战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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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并且判定可能阻碍其实施任务的威胁。

其次，单元级情报向任务规划人员提供最新

的战斗序列。通过预测性作战空间感知来分

析敌方的一体化防空系统——结合空中、海

上、地面、电子战和防御性导弹作战等领域

的不同战斗序列——使得任务规划人员能够

将战斗序列细化到逐个严密审视威胁因素，

从而优化第五代战机的航线。

根据本文论述的任务规划考量因素，单

元级情报在保障第五代战机飞行员的生存能

力和任务成功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单元级情

报的主要作用是，提供详细的敌方威胁分析，

据此生成武器选定、交战规则、特殊指示、

航线分析和总体飞机整合等方面的建议。该

作战单位把敌方一体化防空系统的三项功能

（空域监视、战斗管理和武器控制）与己方战

机的作战能力进行比较，从中发现可一举击

破的薄弱环节。

最后，情报作战界一直把关注焦点落在

空军技术专业代码 1N0（情报应用）对第五

代战机的支援问题，而往往忽视相关士官专

业代码的要求，包括 ：1N1A（地理空间情报

分析）、1N1B（目标选定）和 1N2A（信号分

析）。也许，图像和信号情报与 1N0 支援一

样重要，或者可以说更加重要。对来自第五

代战机的特定信息必须尽快加以分析和消

化。所有这几项专业都将对 F-35 的能力发挥

起关键作用。因此，在对这些技术专业代码

军人正式训练的初级阶段，应该包含对第五

代战机的基本了解。

结语

审视第五代战机的作战能力及其在不同

的作战环境中的相关缺陷，有助于计划制订

人员更好地了解这些飞机的特性，制订可行

的改进策略，并且适当调整飞机的这些新能

力，以减少此等缺陷的影响。各军种都应该

意识到，尽管这款平台的设计目的是对抗高

端威胁，它同样可用于侦察。将来，对第五

代战机的情报支援将呈现为某种混合型态，

其中有传统型单元支援、情监侦，以及按照

当前隐身低显型平台要求调整的目标选定支

援。此外，对于分布式地面站和第五代战机

飞行员群体可消化的信息，有许多安保考量，

因而在当前的跨国环境中，信息传导可能不

太方便。尽管有这些局限性，第五代战机还

是展现了令人瞩目的作战能力。情报作战界

应抢在冲突发生之前尽快解决这些缺陷。为

了有效地发挥第五代战机的联合作战威力，

空军不可忽视由新平台带来的对情报支援的

更高水平要求，而必须着力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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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开发一种新的作战概念，就明确预

示战术、技术及作战界思维和作战

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研发新作战概念，本

身成本不高，但其推动力足以改变整个作战

界的发展方向。现行中空遥驾飞机（RPA）

是美国空军鼎力发展的装备，其作战概念发

展至今已近二十年，其间对预算、人力、需

求和技术多有推动。为求进一步发展，空军

必须改革采购 RPA 技术的思路。尽管财政环

境阻碍着空军研发全新下一代 RPA 系统，但

空军可以利用

现 有 的 RPA 装

备， 改 变 其 软

件结构，加装数字数据链，实现能力的重大

提升。如果在 RPA 上配置开放性软件结构，

就可跟上工业界的技术发展自然速度，扭转

目前以技术带动需求的、久已落伍的 RPA 采

购程序，而回归到以作战需求带动技术发展

的模式。只有到那时，空军才可能重新担当

其引领工业界研发 RPA 技术的大任，并打破

独家供应商来源的格局。

定义作战概念和军事需求

作战概念是一种书面陈述或图画描述，

它清楚、简要地表达联合部队司令官希望实

现的目标，以及利用现有资源达成目标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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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战概念引领技术发展，开发新一代遥驾飞机

法。1 当前普遍接受的 RPA 的作战概念大致

定义为 ：由一名飞行员和一名传感器操作员

对一架武装飞机实施模拟控制，执行昼夜不

间断空中作战巡逻，武装侦察时敏目标，向

作战指挥官提供支援。空军的“远程分工作战”

（RSO）是这种作战概念的一个子集，需要前

方发射回收分队和后方任务控制分队协同，

方可允许后方基地人员执行战斗架次。

对武器装备的军事需求，我们可宽泛地

定义为实施总体作战概念所必要的能力。

RPA 必须提供全动态视频和信号情报能力，

执行作战指挥官要求的情监侦任务 ；RPA 还

要配置武器，随时动能打击那些闪逝目标，

而且必须昼夜 24 小时不间断留空。因此，对

武器装备军事需求的论证，应从执行任务所

必要的能力入手，要允许多个方案选项，并

且有可能吸收工业界和合作伙伴的创新成果

和效率。界定需求之后，再将之分解为二阶

和三阶参数与属性，作为参照基础，由工业

界对系统进行定向工程设计和制造。根据上

述作战需求，当今 RPA 的设计师们选择了适

应长航程的大展弦比机翼和高效发动机，挂

载武器的承力点，以及能将多光谱目标系统

和其他传感器集成的数据母线。2 从理论上

讲，从软件到飞机设计，再到指挥与控制，

所有的一切都应该追溯到作战需求，并且由

需求加以验证。

空军现在称为 RPA 的这种无人航空器，

在起源上虽然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之前，其真实潜力在过去 20 年的国际安全挑

战环境中，才逐步显露。3 随着“远程分工

作战”的发展，情报作战界得以在全球任何

地方实时控制这种侦察平台。这种作战样式

与 RPA 的极佳燃油效率相结合，创造出史无

前例的持久留空，也成就了RPA的重大优势。

2001 年，负责快速开发 / 采购 / 部署的美国

空军项目办公室——别称“Big Safari”——

从 MQ-1“捕食者”上发射了第一枚“狱火”

导弹之后，无人机武装侦察的作战概念就此

诞生，形塑出 RPA 作战的现代形象。4 这种

新作战概念的兴起，为空军的采购历史书写

出一篇璀璨的传奇。作战指挥官们从此意识

到，原先只用于单一情监侦用途的 RPA，现

在完全可以对其发现的目标实施动能打击。

随后刮起一阵风的武器采购和能力配置，但

这篇传奇戛然而止，空军再没有写出中空

RPA 的成功续篇。

成功变成绊脚石

RPA 的作战概念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初，

逐步停滞下来，“捕食者”亮相不久，因发射

“狱火”而光芒四射，人们忘乎所以，再不去

思考无人机的进一步演进需要。通用原子航

空系统公司加足马力生产，仍无法满足作战

指挥官们对这种新能力的巨大胃口，“Pred 
porn”（浏览无人机捕食精彩瞬间）和“drone 
strike”（无人机攻击）等新名词风靡美国。5 

一派热闹中，摄像机品质提高了，各种配件

挂到了机翼下，接着，能携带更多设备的改

版无人机 MQ-9“收割者”问世。“捕食者”

还是一款仍处于高技术示范发展阶段的系统，

就已成为可能是空军有史以来最大和最快的

一项装备采购。它似乎圆了空军的大梦，原

本是官僚阻力重重让人心力交瘁的采购过程，

这一次，空军不费力，不费时，不费钱，就

轻易获得了一支庞大完整的无人机队。

然而且慢，这种做法的隐形成本和后果，

也在资产的使用寿命过程中显现出来。“捕食

者”是以快速采购样机模式投入空军现役，

缺少作战需求论证，包括缺少其本身隐含的

作战概念。这款系统因为早期表现出色，引

发了井喷式的生产，当时指派空军负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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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这款无人机，初衷仅用于有限的隐秘

用途，现在突然要面对数十亿美元军事采购

项目所特有的监督和标准。

通用原子原本是一家起步仅几年的新公

司，羽翼待丰，现在必须学会如何遵循政府

关于适航性、生产、安全、维持、软件和培

训等领域的监督和标准，所有这一切非常耗

时和昂贵，而且不包括在这款无人机系统原

始合同中。6 “捕食者”和“收割者”系统因

为是通过快速采购渠道置办，故而在适航性

方面被列为实验类，此类别效率低阻力大，

根据规定，空军每次遥驾此机穿越国家领空，

都必须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签发的批准

证书。这一做法将 RPA 限制在基地和军事行

动区域之间的狭窄走廊中，是以确保同民用

航空保持安全距离。如前述，该系统最初的

设计意图是在军方控制空域内做有限的隐秘

使用，因此无需启动为取得美国法典第十卷

要求的适航性证书所必经的发展测试和评估

文件程序。而今“捕食者”和“收割者”从

隐秘使用转入更常规性的使用，空军更迫切

需要通过标准适航性认证。这两款无人机的

项目办公室肩负着对未来生产和合同追溯的

责任——也就是说，空军现在要花费数百万

美元来补做发展测试和评估文件程序，来证

明这个已成功飞行 200 多万小时的系统的适

航性 ! 对采购过程的文件程序要求如此僵硬，

全然是为满足文件要求而做文件，个中荒谬，

不说也罢。但“捕食者”项目也促成了两项

显著的效果。第一，它的确成功地在无人机

上装备了武器和传感器，并在此基础上衍生

出另一款改型机“收割者”，改型机显著地改

善了原始“捕食者”A 型机的用途，并将武

装侦察作战概念推向全面成熟。第二，它确

保了通用原子公司的未来，使其成为空军无

人机生产、维持和继续发展的独家供应商。

空军积极编制向武装侦察使命演进的作

战需求论证，并企图打破独家供应商来源模

式，但这项努力难以为继。例如，一个 RPA

作战中队受命装备一种由通用原子公司把持

着专属产权的多机控制系统，但最后不了了

之。7 因为这套软件受制于授权许可，空军

无法在开放市场通过招标购置，因此空军要

么接受通用原子公司的合同条件，要么同意

出天价买断这套专属产权软件。这套多机控

制系统经一个作战中队在“增兵”状态下使

用之后，更加命运多舛。结果是，可供学习

的只是一份简要大纲，简单得根本无法让操

作员获得足够经验以熟练使用此系统。到头

来，最初一批经验有限的飞行员放弃了该系

统，既是因为不“信任”该系统，也因为作

战行动负担太重而无法挤出充分时间来好好

学习使用这套系统。8 中空 RPA 机群的现状

和潜在未来，就像以下这段寓言描述 ：

设想一群人手持砍刀，披荆斩棘踏进一

片丛林，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问题的

解决者，他们一路砍伐，开出道路。管

理人员跟在后面，为他们磨刀，为他们

编写政策和使用手册，制定肌肉锻炼计

划，引进革新技术，并且为这些砍伐者

制定工作进度和报酬计划。某日，其中

一人爬上了最高的一棵树，张目四顾后

大叫一声：“快停下 ! 我们进错了丛林 !”

且听那些忙得不亦乐乎的生产者和管理

者如何作答 ?“快闭嘴 ! 我们正努力前

进着呢。” 9

空军在大步努力向前，力争满足国防部

长提出的总共组建 65 个作战空中巡逻队的宏

伟目标。10 空军培养出一些最优秀的战术专

家，他们经历实战，总结并提炼出令人叹为

观止的战术 / 战技 / 战规（TTP），使“捕食者”

能执行多种作战任务和一整套使命，远远超

出系统设计者的预想。“捕食者”项目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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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规划全面升级，将纳入各种改进、修正，

和新技术。11 每年中，后备役和国民警卫队

都有几个单位从老旧飞机部队改编为 RPA 部

队。空军开发了一套全新的飞行员训练计划，

教导军官们驾驶“捕食者”和“收割者”。12 

空军并围绕通用原子公司的中空 RPA 建立了

一个完整的空军专业编码和全套培养计划。

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努力和进展，只是在不

断擦拭已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同一个作战概念，

在继续喂养这独家供应商的模式，在寓言的

错误丛林里越走越深。

军事技术研究和开发界过去数年以来，

通过各种技术演示，一直在边缘开发下一代

RPA 的作战概念。他们经由各种项目，研发

出一些关键的保障和推动性技术，例如感应

与规避、自动空中加油、人对机接口、机对

机接口、多机控制，以及自主起降等等。13 

所有这些成果都是未来作战概念下作战需求

的片段。这里的关键错误，就是一直注重个

别技术，并试图将它们应用于武装侦察作战

概念。但为什么所有这些技术都没能进入“捕

食者”或“收割者”系统 ? 究其原因，就是

独家供应商模式在作祟，阻碍着各种创新的

应用，因为即使拥有合法垄断权的承包商能

够提供新的功能，空军仍可能不加解释地一

口拒绝，这是军队文化使然。这种做法把我

们面对的危险展现出来，这就是，没有明确

的作战概念，就无法将政府的需求推向市场

来牵引市场，而只能被动地接受市场提供的

技术和功能。14 仅举一例，诸如自动起降

（AT&L）这样直截了当的技术，陆军早已在

通用原子公司生产的“灰鹰”无人系统上成

功使用多年，却至今未能用于空军的“捕食者”

和“收割者”。RQ-4“全球鹰”几乎全部使用

这一功能，而海军的 X-47 也已在航母上进行

自主降落。15 前空军参谋长约翰·江帕说 ：

我们一直允许着这种飞行员文化（人工

驾驶飞机）主宰对飞机的控制，而原本

飞机控制应向技术方向演进，降低人工

控制的需要。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动飞

行和传感器功能的作用和效果，适时允

许飞机分组，开发更多高级任务规划软

件，并且推动自动任务执行模式……可

是 RPA 领域发展到今天，继续表现为过

度关注投入而不是产出，不必要地过多

坚持人在圈内，过少地允许传感器整合

及机对机自动化，这些做法不利于任务

的成功执行。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下一

代 RPA 应全面开发作战指挥官看重的多

项能力，提升任务效能，重心转向产出

和结果，转向以完成任务为中心的作战

原则，大力提倡自动化，减少人力、训练、

带宽管理等领域的新现负担……。16

约翰·博伊德上校曾就空军抱持着过时

标准不放的文化危险提出警告。在他的论文

《创造和毁灭》中，他指出一个组织如果顽固

坚持一成不变的标准与概念，任其支配组成

元素，将随着新元素的加入，陷入无序的状

态。17 换句话说，一个组织如果一味坚持某

种作战概念，而不具备必要的能力和远见，

不知道如何针对形势发展分析评估、战略前

瞻、选择以及制定相应的新作战概念，然后

付诸行动，这样的组织，随着新观念和新技

术的涌现，将眼看着 TTP 越来越复杂和混乱

而无以应对。根据博伊德的观点，如果不想

陷入这样的无序，唯一途径就是放弃旧标准，

让现有的概念瓦解，找出新旧标准之间的共

同的属性和特质，创造出新的标准，让新事

物驻扎生根。说白了，就是一个组织应做到

该弃则弃，放弃旧的作战概念，利用新兴的

TTP 和技术，而形成新的作战概念。否则，

它所面对的复杂和混乱局面将不断恶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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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整合新技术，却总是方枘圆凿，陷入无计

可施的境地。

打造新观念

听上去，开发一个新的作战概念像是要

投入多年的努力和数十亿的纳税钱，尤其在

讨论“自主化”这个话题的时候。但实际情

况并非如此。作战概念的最重要的成本，就

是运用批判性思维。按此概念，首先通过推

理分析生成指导原则，形成作战需求，再进

一步引领技术研发。技术研发的预算已经执

行（例如已经研发出自主起降、感应与规避

等），但在如何运用这些技术（即投入和产出）

上，空军受制于观念思维，需要改革的是观

念。18 空军领导层必须扭转 RPA 的发展模式，

把以承包商技术驱动作战需求和作战概念的

做法反过来，由空军开发未来的作战概念，

在此基础上制定长远的作战需求，再牵引和

主导技术的发展。否则的话，到可预见的未来，

空军将一直困顿于独家合同商来源的模式，

无法动弹。

为阐述如何从前瞻和战略规划作战概念，

到开发作战概念，再到技术设计的正确流程，

本文假设研发出一个自主化的任务规划和执

行（AMPLEX）系统。在这项观念性的设计中，

首先由主管任务的指挥员向 AMPLEX 系统下

达一整套应达到的目标，系统据此生成一个

多机多架次出动流程，并配有任务航线图表

供审核。经指挥员批准后，系统自主执行，

并根据实际情况实时调整，以管理容许的性

能偏差。此例中的 AMPLEX 系统和当今 RPA

作战方式之间的区别是，于前者，操作员“人

在圈上”，于后者，操作员“人在圈内”。这

种区分听起来可能过于简单，而这正是作战

概念的目的所在，这就是，作战概念只要清

楚阐明关键要素，而避免陷入技术或战术细

节。这才是回归技术发展高速公路的正途，

才是在正确的丛林中开辟道路。

作战概念若像 AMPLEX 系统那样，就要

首先做好信息分析，指导制定作战需求，再

以作战需求驱动技术开发，从而重新设定政

府与工业的关系，这就是政府需求引领工业

开发。其实，支撑AMPLEX的作战概念的技术，

已经在更高技术层次上存在并就绪，比“捕

食者”系统刚部署时的技术就绪程度还要高；

然而，以需求引领技术的做法一直停滞不前，

因为武装侦察作战概念被一个专属的、封闭

的技术生态系统所控制，想把其他就绪技术

结合到这种封闭系统中困难重重。19 初期阶

段，AMPLEX 系统能顺利运作，而无须升级

任何重要硬件，无需建造新飞机或设施，利

用现有的指挥控制基础设施即可。然后，我

们将踢到绊脚石，即独家合同商来源模式，

在此模式中，合同商垄断着软件系统和结构，

把持着耗资费力的软件更新过程，如果松手

交由开放市场竞争，他们将无法生存。软件，

更具体地说，地面控制站软件，是重新定义

现代飞机能力的关键，它也是 AMPLEX 系统

作战概念致力推动的主要改变内容。

在这一层级的创新上，存在着大量自设

的障碍，其中包括 RPA 作战界的陈旧观念，

作战界与研发界在各自努力上的脱节，以及

领导层不求文化改革但求保持现状的微妙心

态。再者，RPA 操作员熟悉现有作战方式积

累经验后，便自然而然倾向于抵制无人机自

主化，他们的典型担忧是，机组人员会越来

越依赖自主化功能，以致自身备战松懈，一

旦面临高度复杂任务，自主化功能无法应对

时，人就会束手无策。支持这种关注的观点，

就近期角度来看或有其道理，但从中期和长

远角度来看，历史一再证明，依赖技术提升

任务执行成功率，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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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开始，然后谨慎对待，慢慢接受，最终

依赖和信任。目前，就执行需要高度智能的

飞机机动而言，机组人员已经完全依赖自动

驾驶仪功能，例如增稳系统和自动驾驶保持

模式等。如果大量使用 RPA 执行连续情报收

集或武器运用任务，而自动驾驶仪发生功能

故障，风险的确很高。然而，那些恐惧更先

进自动化的人们，对其目前已经依赖自动化

的现实视而不见。同样，作战界已在大量使

用支持软件，他们承认这些软件对于飞行安

全、任务管理，以及武器发射区的确认至关

重要。机组人员允许依靠自动驾驶仪和相关

工具，因为系统已经过 200 多万飞行小时考

验，充分证明这些工具高度可靠，有力支持

了 RPA 任务的有效实施。

现实是，技术研发界在观念上和开发成

果上已经远远超前于目前的作战能力，致使

RPA 作战人员感到沮丧，因为他们意识到更

优秀的技术选项早已存在，却没有装备到他

们的飞机上。20 这种差距形成的印象是，他

们将永远不可能使用诸如自主编队、多机控

制、人工逻辑与决策等技术。但我们要知道，

自主化是必要的，虽然其水平应按照实际情

况来实施，需要谨慎接纳新的自主化技术和

功能，逐步建立对系统自主运作的依赖。21 

是的，所有这些功能在技术上已经成熟，我

们需要做的，是在 RPA 的作战概念和 TTP 上

迈开大步跨越，才能将这些技术和功能成功

投入作战使用。22 现在缺乏的是一个连接桥

梁，将当前的一整套 TTP、可行做法、训练，

以及技术和不断发展的最新工艺连接起来。

进入新境界

虽然圈内上层一些领导人尚不知情，其

实下层官兵中已经有人开始建造这样的桥梁

了 ! 一些才华横溢的作战操作员，在严密研

判和处理“捕食者”和“收割者”系统的运

用支持数据（实时飞机和传感器有效载荷遥

测），以及数字地形高程数据 （系统所使用的

地形和高程值数据库）之后，建造了支持无

人机驾驶的一系列基本辅助工具——这是迈

向信任自主驾驶的第一步。最初，这些工具

只是作为设定飞机传感器观测角度，以及空

速、方向和高度等飞行数据的快速参考。另外，

这些工具能提供目标坐标、高程和飞机相对

于目标的高度等数据。此等工具不仅能为飞

行员提供自己飞机的数据集，而且还能选定

网络中其它飞机，将它们的数据调出。接下来，

这些高手从运用支持数据中推导出按照战术

情况相关要素量身定做的二维视觉图像，并

可根据飞机的高度与倾斜角而不断更新。目

前，他们已将这些工具编写成程序，可根据

飞机转弯半径和当前风向，提供预测的位置

点，从而帮助飞行员确定更为精确的攻击位

置。23 此等工具作为一种态势感知手段，受

到无人机操作飞行员的广泛欢迎，有效帮助

飞行员减轻在复杂机动过程中的脑力负荷。

然而，作为业界整体，却仅仅认可这些工具

作为直观辅助和快速数据参考手段。飞行员

和作战领导层之间，还在按钮的位置和功能、

颜色代码、飞行员交叉检查工具的最佳定位

等问题上纠缠不休，殊为可笑。他们居然还

未意识到，摒弃这类繁琐而耗时的操练的时

机已经成熟，弃之，必有助于我们拓宽视野，

看到这些辅助工具的应用和扩展，将在不远

的将来为我们带来的种种革命性能力。

依循直觉，下一步应该是根据当前风向

和指令倾斜角，二维直观显示不断更新的“预

测”飞行路径弧。再下一步，应该是将一条

三维指引线叠加到飞行员平视显示器的视频

输入图像上，标出转向信号提示和有限转向

路径，实现最佳精确定位。如此一来，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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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彻底取消飞行员在当前的 8 个监视器上做

交叉检查的做法，简化为一个主平显，将多

种来源的输入信息叠加透明显示在屏幕上，

以供选取；或者采用类似“谷歌眼镜”的工具，

允许选择和透明显示本文提议的第三方多源

信息叠加软件。24 在地面控制站的传感器—

操作员方面，工作台的平显也具备类似的多

源信息叠加透明显示能力，可能包括指向另

一有效载荷的打击目标的指示标。例如，用

一个箭头指向另一架飞机传感器观测的方向，

然后在传感器屏幕上置一悬浮框，悬停在另

外一架飞机所跟踪的机动车上方——这样做

将使目标监管移交这样的战术任务简单许

多。此外，该软件可以并应该允许由目标锁

定军官所操控。他们应能在系统中放置目标

坐标，布置诸如观察角、投射距离和摄像机

种类等收集目的，然后根据弹药配载、独特

能力，以及维护状态的可用性，将目标分配

给特定的飞机。系统然后会直观地展现目标

和收集参数，将新目标通知到所选飞机。这

种能力是对RPA收集信息常规的根本性改变，

即从考虑飞机和机组能够提供什么信息，改

变为受援单位希望从目标获得什么信息。这

更是观念和视角的改变，是将焦点从机组人

员的信息输入转移到提供符合客户需要的输

出。

目前为止所讨论的内容，构成了图形用

户界面和信息网络化的基本操练。如果能找

到合适的承包商，大概不消六个月的工作，

就可完成建构、测试和实施。目前作战界所

使用的这个系统，就是由飞行员一个人利用

业余时间，在自家电脑上，花几个月的时间

开发的。25 RPA 能力和 TTP 的巨大跃进，其

实比大多数操作员认识到的更加超前。例如，

可以对假设软件程序包要求进行修正（如今

已非常简单），从而置入新的能力，可将不断

更新的系列 GPS 坐标和航线点分配到其预测

的飞行路径和有效载荷提示中。这些提示根

据客户所需的观察角、投射距离和信号情报

效果等收集参数，建立各种持续保持模式。

从客户的优先目标列表（包括所需收集参数

信息）入手，系统构建出最优轨道，并给出

飞机能力和弹药配载建议。系统随后利用从

空中任务命令获得的知识，或者遵循空中交

通管制事先指派的共同路线，生成往返基地

机场和目标之间的航渡任务 ；与此同时，持

续监测回程所需的燃料。失链后应急路线（指

飞行员目前手工设置的一系列自动驾驶飞行

航线点，以供飞机在彻底失去卫星链接时，

可遵循这些航线点返回基地）将会自动跟随

飞机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并维持返回

回收基地的安全路径。其数据来源将包括天

气、限制运行区域，以及空中交通管制活动，

省去了飞行员持续更新路径的需要。在当今

的配置中，唯一能将系统脱离直接控制飞机

功能的因素是飞行员本人。缺失的环节是一

种能够容纳与现有地面控制站软件有双向接

口的第三方软件的能力。如果空军能订购一

款软件更新或升级，允许地面控制站接受来

自具备安全验证的另一来源的、有别于操纵

杆、方向舵和油门的其他控制台指令，那么

飞机就可以遵循第三方系统的提示，绕开系

统的专属产权部分，从而释放 RPA 的真正潜

力。

这样，拒绝—慎待—接受—依赖新技术

的过程由此开始。最初，该系统将生成飞行

路径，由飞行员审核，决定接受或者拒绝。

飞行员将选择是否允许系统生成行动路径和

应急路径，并且上传到地面控制站。在“慎待”

阶段，可以在系统的“剧本”上添加功能（最

好将它们视作“应用程序”），例如 ：特定收

集机动、最优信号情报收集轨道，乃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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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的目标留空时间点把握（仅指飞机就位，

不是武器实际发射）。自动化功能的水平应是

可以调节的——犹如有一个自主化“刻度旋

钮”，可以让操作者选择直接控制系统的程

度。经过一段时间后，“慎待”将演进到“接

受”，作战界的通行做法将指导飞行员如何使

用该系统，并传授给新飞行员，作为任务管

理 的 主 要 方 式。 最 终， 作 战 界 将“ 依

赖”AMPLEX 系统，来执行枯燥、乏味的一

系列任务中的大部分。那种使用原始专属产

权软件手动输入航线点、建立乖僻导航路径

的日子，将成为过往的记忆。

上述的第三方系统应该是开放式软件架

构，不仅允许自主化功能大步跨跃，而且将

为新能力的快速集成提供方便。可能纳入的

首要的和最重要的能力，是将“Link -16”数

据链（战术数字信息链接 [TADIL-J]）或者其

它空对空 / 地对空数据链集成到 RPA 机群

中。第三方系统能否接管飞机和传感器有效

载 荷 控 制， 将 再 次 成 为 限 制 因 素。 配 置

Link-16 的飞机可选择将其传感器有效载荷从

属于或从动于 Link-16 坐标系和自动旋镜，

以观测或标定目标。RPA 需要在飞机上配置

同样的功能，以免 Link-16 和瞄准吊舱之间“机

对机”提示的瞬间过程，被“机对人对机”

接口和手动输入目标坐标所阻滞。同样，能

够通过遥控视频增强接收机查看视频输入的

地面用户，理论上而言应可以掌控有效载荷，

迅速获得对周边环境的态势感知，并亲自验

证己方和敌方部队的位置。这种作战概念，

应将取代目前陆军、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

用户必须把目标用语音“交代”给传感器操

作员的做法。

除了利用开放结构的地面控制站任务软

件之外，进一步在 RPA 之间配置内联链接，

让目标坐标在空中和地面资产之间快速流传，

将有力提升 RPA 对作战指挥官的用处。同样，

将 Link-16 整合到“捕食者”/“收割者”中

的过程，可用来为在这些无人机上挂载空对

空或新式空对地武器提供条件。第三方软件

可以将飞机实时遥测数据移入武器投放区验

证软件程序中，并将该区域投射到特制的平

显屏上，确保飞行员对准交叉提示目标快速

释放武器，且精确度在有效投放参数范围内。

内联链接还能作为备份手段，在失去卫星数

据链接的情况下发挥作用。飞机仍能保持全

动态视频或信号情报收集的自主功能水平，

将信号传输转向战区节点，并继续把有效载

荷从动于战区联合作战伙伴所发送的提示。

欣然引领创新

以上假想的 AMPLEX 系统可能看起来雄

心勃勃——其中包含这么多的“如果…那么”

假设，似乎真想实现武器系统自主化，简直

不现实，各相关方自然对这种作战概念如何

实现普遍存疑。然而请记住，创建技术解决

方案来实现作战概念的责任，不在作战中队、

大队和联队指挥官的肩上。他们应有的和应

做的，就是充分发挥想象，开出空白支票，

形塑出新的作战概念，表述其规范的及最佳

的实施方式 ；他们无需纠缠于空军内其它单

位和机构以及工业界如何实现此作战概念的

种种细节。有了明确界定的作战概念之后，

空军便可开始编制前瞻性作战需求，工业界

则做出呼应，遵循正常的市场机制，与军方

互动。这种流程才能引领技术发展跨出大步，

亦即，军方不是看当前货架上有什么，或者

等推销商拿出什么新能力，然后小修小补地

添加到飞机中，而是主动构建概念，为技术

的潜在应用提供桥梁，搭接到军事战术上，

从而使战术获得大幅改进和提升，甚至彻底

改变空军的作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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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经修改成为插拔式软件，用于“雷神 - 索利普系统”的 “宙斯”软件，该软件由 Focused Support LLC 公司开发。）

24. 谷歌眼镜是一种头戴式光学显示器，能够向用户视野投射半透明的数字数据。

25. MissionX 客户端完全由马格努森上尉在业余时间开发，在他的个人电脑与政府电脑之间多次转换，并数度改进，
一直到他离开内华达州克里奇空军基地为止。

柯蒂斯·G·威尔逊，美国空军上尉（Capt Curtis G. Wilson, USAF），奥本大学理学士，Embry-Riddle 航空大学航空
理科硕士，现任内华达州克里奇空军基地第 556 测试与评估中队 MQ-1B 和 MQ-9A 双重资格使命控制分队评估官、
MQ-9 发射回收分队飞行员、任务指挥官兼武器主任。此前他任第 867 侦察中队 MQ-1 武器分部主任，执行“捕
食者” 和“收割者”系统各类多项任务 2,000 余小时。上尉曾在俄亥俄州赖特 - 帕特逊空军基地空军研究实验室

（AFRL）担任 XP 无人系统程序系列主管，负责集成跨 AFRL、国防部长办公室及北约合作伙伴有关无人飞行器系
统的研发成果。其后作为首批志愿军官之一参加 18X 本科级遥驾飞机训练。他也曾在 MQ-9A 系统办公室担任第
五批次 “收割者”系统工程师，领导诸如自主起降、感知与避让、适航性认证和特别项目的开发工作。威尔逊上
尉兼具采办、工程、测试与作战多领域经验知识的独特融合。



虽然“现代战争”这个术语颇带模糊，

导致美国空军前参谋长莫斯利将军

提及的战争语焉不详，但将军签署的这份

2007 年白皮书，引发了对空中力量的影响和

历史记录的一些疑问，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伊

阿两场冲突在该年底又导致美军陷入困境

时。1 空中优势是否攸关军事行动的成败，

这个问题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美国围绕空中

力量的作用，激烈争论已经持续了 100 多年。

诸如原子弹、超音速飞行、精确制导武器、

乃至隐身飞机这样的技术里程碑，始终无法

平息这场关于空军和空中力量在国防对话中

如何定位的争论。在每种新技术经受战场检

验之后，有关空中力量作用的学术界争论总

是周而复始，再来一轮。不同学派争鸣固然

有益于军事思想的发展，但最终总要回归于

一些根本问题，而对根本问题的答案又随当

时战略背景的不同而千差万别。空中力量如

何为联合部队做出最大贡献 ? 空中力量是支

援军兵种还是受援军兵种 ? 空中力量能否独

力达成战略目标 ?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

仅是学术争论，它们形塑空军的政策制定，

影响联合作战的规划，也为国家当局应对国

内外危机提供多种选择。

由于问题的答案总是相互关联，有时自

相矛盾，并依赖于对全球战略背景的深刻理

解，所以，对空中力量能如何促进国家安全

目标的辩论题，空军必须制定并保持一种连

贯的信念。与这场持续辩论不相合拍的因素

有许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空军的

体制性记忆（institutional memory，一种经过

梳理归纳后的集体记忆），它关注空军如何打

仗、用什么打仗 ；换句话说，就是关于空军

作战的方法和手段。美国空军的体制性记忆

是其在世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然而，这

种记忆却严重受到本文提出的两个核心因素

的影响 ：(1) 钟情“美式战法”；(2) 空军通过

“沙漠风暴”行动自我认定了在联合作战界的

地位和作用，这种自我认定对空军后来发展

形成巨大影响。美军钟情的“美式”战法——

尽管极具争议，常被纳入考虑，却很少付诸

实战——其实就是总体战或全赴战（total 

war），不顾约束，全力以赴，速战速决。军

队的历史、成功的记录、目前的采办政策，

以及部队如何组织、训练和装备，所有这一

切都在追求打造一支能巅峰对决的部队。而

空中力量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的辉煌成功，

进一步加深了空军对这方面的集体记忆，导

致了在战术和战役层面顽固追求并不总是适

合当前时局需要的做法。为此，本文分析体

制性记忆的概念，并解释上述这两个因素如

何助长空军的体制性记忆和对各层面决策的

影响。

体制性记忆

复杂的组织往往努力获得和保持体制性

记忆。这个术语经常与“集体知识”和“组

织记忆”混用，它被定义为“一个人或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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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Memory and the US Air Force
丹尼尔·J·布朗，美国空军中校（Lt Col Daniel J. Brown, USAF）

打现代战争，从未有不具备空中优势而取胜的先例。

	 	 ——迈克尔·莫斯利空军退役上将，	2007 年空军白皮书



体制性记忆对美国空军的影响

人在工作场所长期积累起来的一套集体经历、

学到的经验和最佳实践。”2 把一个成员来自

五湖四海且频繁更替的组织所积累的集体经

验和经历归纳而铸成体制性记忆决非易事，

但是空军有其独特的工具可供使用，其中最

重要的工具就是空军作战准则和集体经验。

作战准则，包括各种武器系统的战术 / 战技 /

战规，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签发的总纲

性联合出版物系列在内，是美军体制性记忆

的一个核心储备库。此外，现役空军、空军

后备役部队和空军国民警卫队加起来超过 60

万人，整个部队拥有足以重塑其成员的巨大

的作战经验宝库。这种专业经验，加上世界

上最好的训练机会，使空军能够把得之不易

的体制性知识一代接一代传承下去。许多大

型的民间和政府机构可能也都极力传承体制

性记忆，但惟有空军做得最为出色。要说全

赴战是真正和唯一的“美式”战法，或许言

过其实 ；然而，它至少是影响着美军自第二

次世界大战成长为现代军队以来，出于多种

原因而发展出多种作战方法和手段的，首当

其冲的因素。

全赴战与沙漠风暴行动

由于二战及其之后的冷战威胁到国家的

生存，迫使美军率先发动、并一直为全赴战

作准备。对美国空军而言，这种备战意味着

在其独立成军后的前四十年里，它的组织、

训练和装备主要都是为了打全球范围的战

争。备战过程中，空军投入对越南的有限战争，

但对其战术的调整适应很迟缓，作为严重不

充分战略的一部分，调整就更加艰难。最终，

空军认定，假如当时多一份类似全赴战的努

力，如“后卫 II”行动那种打法，也许原本

可能改变战争的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

种持续关注演变成一种体制性记忆，从而导

致空军一直准备与同等级对手打一场高端战

争。虽然这样的备战在“沙漠风暴”行动中

获得丰厚回报，但空军现在面临着一个重大

挑战，即如何在应对全球当前的复杂安全形

势与备战不确定的未来之间做好平衡。可以

说，这种理论思维方式及实际应用的成因源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其目前的形式受到一

位著名战略家的影响，他对美国军事思想的

影响至今无人超越。

现代的全赴战构想起源于拿破仑——他

以卓越的能力驾驭了法国大革命后民众思想

解放的激情，同时还通过全民征兵控制了国

家的资源。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这位世

界上最著名的拿破仑战争观察家，把战争描

述为“一种武力行为，（并且）克劳塞维茨看

不到对武力使用有任何逻辑的‘内在’或自

我强加的约束。”3 当断章取义式地或不加批

判地阅读时，这位普鲁士人的著作很容易被

诠释为对全赴战的认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

间的时期，英国军事战略家利德尔·哈特（B.H. 

Liddell-Hart）实际上把代价高昂的“西线”

战略归咎于克劳塞维茨和他的巨著《战争论》：

“他是‘绝对战争’学说即一战到底理论的始

作俑者……。克劳塞维茨只看到战争的结束，

而看不到战争之后的和平。”4 如果相信利德

尔·哈特是对的，那么任何遵循克劳塞维茨

教诲的战略家，都可能陷入对全赴战过度强

调的风险。有趣的是，越战之后，空军重新

振兴其全赴战概念，发展了一套更新的理论

基础，在此基础上，克劳塞维茨成了影响战

略和专业军事教育两个方面的关键人物。

《战争论》对军人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

几个军事历史学家或“书卷气”军官组成的

小圈子，确切地说，它是美国军事思想的基

础 文 献， 如 菲 利 普· 梅 林 格（Phillip 

Meilinger）所言 ：“克劳塞维茨已经成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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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种军官们的偶像，他的思想在美国所有军

种的战争学院、参谋学院、军官学院中讲授。

军事作者或新闻通报官在发言的开始或结束，

也常常会引用克劳塞维茨语录，为自己增添

些许权威性。”5 著名的冷战理论家伯纳德·布

罗迪（Bernard Brodie）描述了这种痴迷背后

的不幸事实，他感叹说，克劳塞维茨“很少

被人读过，更少被人理解，却被大量引用。”6 

利德尔·哈特对克劳塞维茨的上述批评，虽

然清楚，但实际上呼应了这些话 ：“好像一百

个读者里也没有一个能理清他逻辑中的微妙

所在，或是保持这种哲学戏法之间的真正平

衡。”7 《战争论》这部著作，尽管有误导读

者的名声，尤其是对战争之全面性的描述，

但其中不断地揭示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细微差

别。克劳塞维茨的逻辑体现于其辩证方法，

它承认“绝对战争（全赴战）”和“真实战争”

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战争的动机越强大、

越鼓舞士气……战争就越接近于其抽象概

念……战争的军事目标和政治目的就会越加

靠近，而战争看起来也就更多呈军事性而少

含政治性。”8

请注意克劳塞维茨如何把向全赴战的趋

移称为接近其“抽象概念”的移动，同时承

认这种全赴战冲突形式的罕见性。他的著作

显示“真实战争”的规模明显要小于全赴战，

因为后者是极端例外，而不是常态规则。从

越南战争中空中战役的无可奈何的渐增和拖

延来看，就容易理解美军和空军为什么钟情

《战争论》中貌似呼吁坚持全赴战思想的特定

章节，根据这种作战思想，投入压倒性的军

事力量是取胜的关键。注重这类战争的体制

性记忆，加上建立在对克劳塞维茨误解之上

的新知识基础，是否助长了空军坚持以获取

先进技术来备战全赴战的信念 ? 根据美国国

防大学的观点，“一个组织可能会对成功和失

败有不充分的记忆，因为领导者总是为解决

眼下的问题制订方案，但是未能评估这些解

决方案是否有未来价值。”9 因此，误导性的

体制性记忆源自没有适当分析导致其成功或

失败的具体境况。就空军而言，“沙漠风暴”

行动的巨大胜利严重地影响了其后 25 年的发

展，这出于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未能充分

赏识（或承认）解放科威特之战的独有特征，

结果导致了在空军的作战思想中纳入了不完

整的经验教训。其二，隐形技术和精确制导

武器的双管齐下（而且全球播放），其惊人效

果强化了空军对技术优势的重视，这一点迄

今继续影响着决策。

任何作战准则从来不可能完善，需要不

断审视。以美国陆军野战手册 FM 3-24 / 海军

陆战队作战出版物 MCWP 3-33.5《平叛作战》

为例，这部陆军的平叛作战（COIN）准则文

件经历漫长的编写过程，在 2006 年 12 月颁

布。10 从其背景看，伊拉克战场在经历常规

作战阶段之后，整个国家旋即陷入混乱，美

军很快就发现，以传统 COIN 作战准则存在的

体制性记忆根本不足以胜任眼前的使命。在

当时彼得雷乌斯中将的领导下，美国陆军和

海军陆战队就 FM 3-24/MCWP 3-33.5 的编写

开展合作，收集归纳了这两个军种联合作战

取得的新经验，同时唤醒那些关键的但遗忘

已久的传统COIN教训。这部作战准则的发布，

连同彼得雷乌斯将军在 2007-2008 年向伊拉

克“增兵”期间实施的 COIN 战略，获得广

泛赞誉，FM 3-24/MCWP 3-33.5 成了所有官

兵、学者，甚至普通民众的必读之物。可以说，

在美国的国民意识中，军事准则从未占居过

如此显赫的位置。虽然，FM 3-24/MCWP 3-33.5

在大众文化和实践两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但有重要一点需记住，即如约翰·内格尔（John 

Nagl）所言，作战准则总是作战准则总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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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开展学习的“跟随指示器”。11 因此，一个

军种必须要把作战准则根植于对背景形势的

了解，归纳总结学到的经验教训，而不是用

它来炫耀过去的成功。如果只是炫耀，就表

明没有从经验中学到真正的教训。FM 3-24/

MCWP 3-33.5 的编写中融合了近期的作战经

验，相较而言，空军作战准则的编修自“沙

漠风暴”以来，远更缓慢。

继“沙漠风暴”行动之后，空军全盘接

纳了约翰·沃登上校（John Warden）的作战

思想。作为空中作战计划的核心设计师之一，

沃登以他的“五环”理论为指导制定了这份

瘫痪伊拉克的计划 ；空军官兵当时对越战中

难以为继的“滚雷”战役仍然记忆尤深，而

沃登就是这场战事影响下的产物。他创立了

自己的“五环”理论，部分就是对空军的越

战体制性记忆的反思，他甚至将海湾战争的

这份空中作战计划命名为“迅雷”，用心良苦

地和之前的“滚雷”作速度上的区别。1991

年对伊拉克作战的辉煌成果，现在为空军提

供了一个拓展知识范围的机遇——寻求和发

现能在各种环境中有效运用空中力量的新的

和更好的途径。其后，空军作战准则不断更新，

但是沃登的理论模型始终占据空军战略思想

的核心，因此留给人的印象是，空军只是沉

湎于上一场战争，总是企图把下一场战争套

入自己熟悉和喜欢的理论模型中，乐此不疲

而徒然无果。对于安德鲁·希尔和史蒂芬·杰

勒斯（Andrew Hill and Stephen Gerras）来说，

这一事实并不令人吃惊 ：“占优势的组织都惯

于把组织精力和注意力集中于经验的利

用——即尽可能维持现状，不断完善已经做

成的事情。”12 当你可以飞越战场去打击前线

后面纵深 1000 英里的目标而赢得战争，还有

什么必要思考诸如近距离空中支援或其他独

特任务的新途径呢 ?

遗憾的是，空军无法在随后的冲突中复

制“迅雷”的成功。实际上，这种经验的效

用降低，本不应该让人感到意外。在取得巨

大成功之后，人们通常不能或者不情愿改变

现行做法，这是“成功带来的合理结果”，一

如希尔和杰勒斯所言。“然而，有效利用经验

的代价往往就是失去继续学习和创新的意

愿。”13 卡尔·布德尔（Carl Builder）指出，

空军本应该看到解放科威特之战的本来面目，

它是一系列独特情境的逻辑演进 ：“历史也许

将展示，‘沙漠风暴’行动是一个军事时代行

将结束的最终表现，而不是下一场战争的原

型示范。”14 虽然关于“沙漠风暴”对于未来

有何意义，大家各执己见，但国家安全领域

的各部门领导者都盛赞“迅雷”空中战役，

认定它标志着一场新军事革命已经发生。这

场战役的种种优点固然可圈可点，但是它对

未来的应用其实差强人意——这种作战模式

没有带来许多人原先预料的长久战略优势。

如布德尔以上暗示的那样，历史再三证

明，军事革命的保鲜期从来都是短暂的。拿

破仑的全赴战概念也相当于一场军事革命，

他在 1811 年统治了几乎整个欧洲。1812 年，

他率领 40 多万大军（有些文献估计多达 60

万以上）入侵俄罗斯，到那年圣诞节的时候，

他抛弃了幸存的约 3 万人，赶回巴黎应付政

变。这是一场颇为经典的失败，却又注定被

希特勒所复制。纳粹战争机器带来了另一场

军事革命，用闪电战驾驭装甲车队的如虹之

势。当一场军事革命的优势开始衰退时，无

论是出于技术、政治、还是对手成熟的原因，

有些人就是一直不肯松手——常常付出高昂

的代价。美国的战略家和政治家们也没有免

于这种综合症，其中有些人仍在赞美 2011 年

利比亚“奥德赛黎明”和“联合保护者”行

动的空袭战役。那些吹嘘空中力量对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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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效果的领导者们，必定对空袭造成的恐

怖份子滋生地和动荡混乱局面熟视无睹。

空中力量“踢倒大门”的能力常常被誉

为一种基本能力。事实上，从空中开展全赴

战（和“踢门”这个比喻）的重大局限是，

你踢倒别人的大门之后，通常应该有一个理

由进门解决某种问题。如果没有的话，你可

能就需要道歉，并把门重新安好。话虽如此，

如果美国不打算在“决定性”空中战役之后

留下某种形式的地面存在或维稳部队，那么

它就会像在利比亚所干的那样，留下一副虚

掩的破门，使任何人都可以长驱直入。从根

本上说，美国空军一直不断地在理论和实践

两方面都筹备打一场靠技术驱动的全赴战，

使这种战争形式成为一个充满诱惑的快速“取

胜”工具。但是这是一个在战略效用上有着

局限性的工具。为这种最危险但并非最可能

或可行的行动过程做准备，成本高昂，且存

在固有风险 ：“一部安全战略，如果倾力关注

罕见局势，而在思考和行动上全然不顾及常

现局势，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可接受的最有用

战略框架。”15 尽管空军拥有世界上最优秀和

最昂贵的训练程序，但还有人声称，如果空

军做不到在技术上领先一代，那么它就无法

全面支持联合作战界或全面保护美国利益。

1995 年，当时为少校的大卫·费达克

（David Fadok），一位注定要升任美国空军大

学校长的罗德学者，在以下著述中援引了军

事战略家艾略特·科恩（Eliot Cohen）的话，

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 ：

科恩警告我们，不要用这样一种分析法

对待军事战略，因为它视敌人为“一个

被动的目标群”，假设敌人会像我们一样，

而且认为技术而非人的本性是战争的控

制元素……。总体而言，这些假设“麻

痹人们不去详细地研究自己的对手，包

括对手的语言、政治、文化、战术，和

领导结构。”16

费达克和科恩异口同声，精确地预测了

美军后来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面临的困境，在

这两个战场上，对战略问题的技术解决方案

始终无处寻觅。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都

痴情于各种不同的武器系统，但这些军种都

从根本上受到地域限制。陆地、海洋，和濒

海一直是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各自的核

心所在。虽然空军宣扬天空、太空和网空都

是其主属领域，但空军真正关注的领域是技

术。17 布德尔警告这种痴情的危险性 ：“相比

而言，空军以空中武器作为自己的身份定位，

将自己植根于对技术优势的追求决心。这种

追求的不良后果是，它逐渐转化成了目的本

身，这时，飞机或系统，而非使命，就成了

追求的重点。”18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夜间新闻播报的关于精确制导武器准确击中

目标的场面，成了“沙漠风暴”行动的一些

经典图像。这场行动的指挥官诺曼·施瓦茨

科普夫陆军上将和查尔斯·霍纳空军中将在

新闻发布会上使用这些镜头，产生了强烈的

效果，向全世界展示了美国军队，尤其是美

国空军的令人敬畏的威力。空军近期在采办

方面的行为就证明，空军显然在很大程度上

也受到这些图像的影响。

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其个人回忆

录《职责》中，把空军描写为“我的最大头

痛之一”。19 这当然不是什么溢美之辞，甚至

还给留了面子，因为这些话出现在标题为“破

事儿一件接一件”的一章中。在此章中，他

详细陈述了解职空军部长迈克尔·韦恩和参

谋长迈克尔·莫斯利的经过。20 盖茨清楚表示，

解职的直接原因是他们违反了空军核部队操

作规程，但是，他对空军的失望自任职初期

就开始滋生。他批评空军对当前的战争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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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性记忆对美国空军的影响

关注——这是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每次莫

斯利和韦恩来见我，几乎都是为了争取研制

一款新型轰炸机或生产更多的 F-22 战机。”21 

仅在解职两位高官的两个月之前，盖茨在空

军学术重镇空军大学向学员演讲时，公开说

出了自己的无奈 ：“我的担心是，我们的各军

种在战争时期依然迈不开大步，不能提供战

场上现在就需要的资源。几个月来，我一直

在奔走呼吁，为的是把更多的情报、监视和

侦察资源调往战区。然而，因循守旧大有人在，

结果就像拔牙一样，动辄叫痛。”22 在盖茨看

来，体制性记忆，即空军的老一套“经营之道”，

阻碍了当前的作战行动。固守已久的信念，

当通过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相互交织时，会

产生一种极难克服的惰性。

何去何从

“军事战略”和“军品采购”两个术语，

频繁出现在对空军政策的分析批评中。实际

上，它们都是误称。纯粹的“军事”战略或

采购都是陈年往事了。在拿破仑和克劳塞维

茨时代，将军和政治家是同一个人，因此这

些 词 汇 的 精 神 也 有 着 非 常 不 同 的 含 义。

二十一世纪复杂而混乱的政治，在美国空军

政策和实施的几乎各个方面都起着巨大而专

横的作用。国会议员敏锐地意识到空军面临

的预算难题，但是并不同情空军凭借预算提

案发出的核心信息。当空军提出 A-10 攻击机、

KC-10 加油机、U-2 高空侦察机、或其它充满

感情而未予更新的替代平台时，感觉上似乎

是在吓唬国会—一这是一场空军不可能赢的

危险游戏。因此，必须要充分理解体制性记

忆如何影响空军的决策制定。变革，特别是

那些影响国会选区饭碗的变革，总是富有情

绪化。但是空军在游说宣传中，最好还是更

多展现空军如何对习惯于打全赴战的部队根

据战争的新需要积极加以调整，多多述及这

方面的光辉历史，才有可能与国会更成功地

合作，从而使他们接受空军最重视的提案。

政治的影响既不可避免，也是空军诸多

明显失误的一个致错因素，但不能以此为借

口而不去寻求新的、有创意的方法来思考战

略决策。不幸的是，无论空军的思维如何超前，

也总会有时无法领悟可能决定其未来的微妙

政治变化，这也可以理解。迈克尔·克拉克

（Michael Clarke）阐明了这一点，他说，要理

解政治决策过程的如何、什么、为何或何时

等问题是何等困难，这种困难使军事战略家

或采办官员的任务进一步复杂化 ：“对任何有

关国家在特定时段的外交政策的研究都表明，

根本就没有一系列明确的决定，而只有一个

持续不断的、令人困惑的‘行动流程’，一个

其中夹杂着政治决定、非政治决定、官僚程序、

以往政策之延续，和纯粹意外事件的混合

体。”。23 这种混乱政治程序驱动着军事战略

和采办，留给决策制定的空间又过于狭窄，

面临这种复杂的情况，空军该何去何从呢 ?

问题的答案，至少在表面上看，并不过

于复杂。首先，2015 年《国家安全战略》在

其 29 页的文本里使用了 “伙伴关系”这个词

达 27 次。24 它清楚地说明，与各种不同实力

和规模的同盟国合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

“我们将帮助最易受攻击的国家和社区建立在

当地打击恐怖分子的能力。与国会通力合作，

我们将训练和装备当地的合作伙伴，提供作

战支援，旨在战胜恐怖组织。我们也要努力

更好地融合、分享信息与技术，以及支持更

具包容性和负责任的国家治理方式。”25 为了

培训和装备美国的伙伴，并与之分享信息和

技术，空军必须有一个合理平衡的硬件基础。

许多国家都参与了 F-35 项目，但其中没有一

个是脆弱或衰败的国家。如果在采办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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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一些低技术、低成本方案，弥补这方面

的能力缺口，就能给予空军一些优势，使之

能够帮助那些不可能梦想使用昂贵技术但最

需要帮助的国家。这种性质的转变，应该能

把空军的关注焦点从备战总体战或全赴战扭

转到努力推进集体防御上来，后者才是可持

续的长期战略。

当宣传空军的战略或采办决定时，空军

领导人必须始终意识到体制性记忆对空军的

影响，其战略和许多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一味追求高技术备战全赴战的左右。在有些

情况下，这种追求对美国的未来安全有巨大

助益，比如，我们已经看到，经过长期的技

术积累，这些武器系统在“沙漠风暴”行动

中得到成功运用。但在其他情况下，就像前

国防部长盖茨所指出的那样，空军的体制性

记忆成为严重的障碍。无论如何，空军领导

人都应该注意，“许多曾经辉煌的军队，因为

没有能够改变组织和文化，没有采用新的作

战概念，或者未能充分利用突破性技术，因

而很快溃败，这样的失败例子，历史上比比

皆是。”2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忠告正是

美国空军参谋长迈克尔·莫斯利在被解职的

前几个月写下的。制定出一个明确的战略，

用合理的方法组织、 训练和装备空军，使空

军备战应对最有可能发生的、而非最危险的

安全挑战，就能减少体制性记忆的影响，并

加强美国在全球的安全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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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空军社区学院（CCAF）一个校

友团体最近在领英（LinkedIn）网

站张贴文章“CCAF 持续为空军及其士兵提供

价值”，引发了一百多条来自 CCAF 毕业生对

母校文凭价值的评论。1 对 CCAF 的这份大专

文凭，他们在价值认可上可谓千差万别，有

的 说“ 毫 无 价

值”，有的称“对

职 业 和 目 标 有

重 大 影 响 ”。2 

上 述 情 况 作 为

催 化 剂， 促 使

笔者开展一项两阶段研究。我们意识到，只

有对照问题的正反两面，才能真正回答有关

这个文凭价值的问题。第一阶段包括目前的

研究部分，重点是向 CCAF 毕业生征询对其

文凭价值的看法，并进行归纳分析。第二阶

段准备向各行各业的人才招聘经理征询对

CCAF 文凭的看法，以及他们在审查申请者学

历证明时对该证书的评价。

CCAF 学位课程

隶属空军大学的 CCAF，是一所由南方院

校联盟认证、联邦政府特许的授两年制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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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社区学院文凭在空军战士眼中价值几何？
Just Checking the Box - Do Our Airmen Value Their CCAF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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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院校。3 这所院校只面向空军，入伍士兵

学员基于所分配的空军技术专业代码（AFSC）

成功修完 CCAF 课程后，获授相应的应用理

科副学士（AAS）学位。学院的宗旨是培养

文化空军，通过指导士兵钻研学术知识，掌

握实用技能，打下理论基础，使他们在各种

技师岗位和领导岗位上做出更大的成绩。

空军士兵从基础军事训练开始，积累

CCAF 学位学分。他们入伍后首先进入各种

AFSC 技术培训学校学习，被分配学习不同的

空军专业课程即 AFSC 课程，结业的同时，

也获得 CCAF 的技术教育和课程所要求的入

学学分。他们无论在现役、空军国民警卫队、

或空军预备役，都自动被 CCAF 录取，注册

到与其 AFSC 相连接的学位课程。这些学位

课程包括由空军各技术培训学校提供的航空

兵技术教育、由认可的民间高等院校提供的

核心普通教育，以及空军或民间机构提供的

管理课程。CCAF 的副学士学位规定最少 64

个学分 ：

• 24 个技术教育类学分——通常通过附属技

术培训学校的课程和为提升技能水平的实

习拿到这些学分 ；

• 6 个领导力、管理、军事研究类学分——

最好通过航空兵领导力学校、士官学院、

和 / 或空军高级士官学院达到这一要求 ；

• 4 个体育学分——完成基础军事训练就能

取得这些学分 ；

• 15 个普通教育类学分——可以从被认可的

院校转入学分或通过参加大学水平考试获

取 ；

• 15 个选修课学分——技术教育、领导力、

管理、军事研究，或普通教育方面的课程

可以满足这个要求。4

 “普通”知识

为了更好地理解研究结果，我们必须首

先熟悉“普通教育机动（GEM）计划”、“空

军大学副学士学位合作（AU-ABC）计划”，

和对持有 CCAF 文凭者晋升高级士官领导人

的要求。让我们分以下几部分介绍，然后再

继续讨论研究结果。

填补缺口

空军为其士兵提供多种机会来满足 CCAF

的普通教育要求。战士们通过基地内的或由

基地资助的考试中心，可以免费考试取得大

学学分，只要从 33 门初级“大学水平考试计

划”中选择自己所需的学科，然后通过考试

即可。5 此外，CCAF 还与地区认可的民间教

学机构（它们通过 GEM 计划提供大学一、二

年级普通教育课程）建立了伙伴关系。这个

远程学习平台使普通教育课程得以随时、随

地通过空军网络教育中心提供。如此，它加

快了 CCAF 课程的完成，并减少了空军士兵

因部署出征、永久性调防和其他家庭责任对

修读课程的影响。 

作为专升本的台阶

空军通过在 AU-ABC 计划之内建立的伙

伴关系，最大程度地运用军事职业教育和训

练。这种合作把 CCAF 的 AAS 学位接续到与

该大专文凭相应的在线四年制本科学位课程，

对提升空军教育水平具有特别的价值。AU-

ABC 计划包括地区和国家认可的授学士学位

的高等院校，因此 CCAF 毕业生拿到大专文

凭之后，只要再修 60 个学分就能拿到学士学

位即本科文凭。加入该计划的每位学员都收

到一份完成学业的契约，它锁定转校学分，

也明文规定还要修哪些学分才能满足学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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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要求。AU-ABC 计划的这些学分要求也可以

在军人退伍或脱离空军之后完成。

作为晋升的必备条件

空军把 CCAF 的 AAS 学位用作认证航空

兵专业和技术能力的多项方法之一。它充当

空军士兵晋级系统中的一个必须满足的关键

指标，也提供一种确保把士兵和士官培养成

合格的空军资产管理人的手段。AAS 学位意

味着，这名士兵已经获得了胜任本职工作所

需要的大专知识和技术经验。任何一名士兵

若想晋升到士兵兵力结构的最高两层——二

级军事长和一级军事长——必须在晋升资格

评审截止日期之前就已被授予 CCAF 两年制

学位。CCAF 学位可以是任何学科。6 这个副

学士学位证书每年颁发两次（四月和十月），

且必须出现在当时的士兵数据验证记录中才

能在下一次晋升周期中反映出来。

调研方法

我们对这个调研课题的设计，围绕着两

个中心问答题展开 ：Q1 ：你看重这个学位吗 ? 

以及 Q2 ：你会向其他人推荐它吗 ? 答案只有

是与否。这是两个顶层问答题，其余的解释

性提问似乎都为附属，在于帮助课题组对此

两个中心问题做进一步分析。附属性提问包

括 ：对空军的某些计划（比如 AU-ABC 和

GEM）的了解程度，预期的完成学业时间，

一般概念及其价值（比如，促进终身学习、

处理问题更有章法等），攻读学位过程中遇到

的障碍，以及通过 CCAF 课程提高的具体能

力（比如，口头交流等）。有些提问下面给出

自由评论栏，从而允许应答者对其答案作进

一步解释。对定量数据的描述使用信息图表，

当数据之间有某种关系存在时就使用交叉表

格。定性数据以代码形式表示，用的是标准

关键词和基于概念的代码表。

CCAF 用 了 126 天（ 从 2014 年 10 月 1

日到 2015 年 2 月 3 日）完成数据的收集，

提供给本课题研究组。符合本次调研条件的

学生总人数为 6357 人，其中 1516 人提交了

答卷。这个取样规模足以允许从中得出可信

度为 99% 的结论。7 在数据初审阶段，调研

问卷的某些局限性便浮现出来——比如，问

卷中使用了带偏见性的提示。问卷对某些“是

/ 否”题的说明是 ：“如果选‘否’，请解释。”

这意味着选“否”者可以进一步自由评论，

而选“是”者则无此选择。有些应答者选择

忽略这些说明，只写下肯定性评论，得以进

入编码供后续分析。在这份问卷的答题要求

的基础上，许多书面回答都偏向于否定，但

并不能说明否定意见占压倒多数——只是反

映了应答者依循答题要求的引导而形成的结

果。对于如何改进调研设计，本文在建议部

分给出具体意见。

调研结果

定量数据

上述的两道主要提问，在于评判该文凭

的价值，以及完成学业的应答者是否会向他

人推荐这个学位课程。绝大多数学员（分别

为 92% 和 97%）给出肯定回答。笔者制作了

一张与其他问答题相关的交叉表格，以便确

定对此文凭持肯定或否定的这两组人与其它

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

在对此文凭价值持肯定态度的人（1385

人）中 ：

• 99% (1,376 人 ) 会向他人推荐该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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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40 人 ) 在读 CCAF 学位之前已经获
得一个学位 ；

• 72 % (995 人 ) 称这是其高中毕业之后拿到
的第一个学位 ；

• 5 % (75 人 ) 不确定或还没有继续深造的计
划 ；

• 64% (890 人 ) 清楚地了解 GEM 计划及其
与 CCAF 的关系 ；

• 64% (880 人 ) 了解 AU-ABC 计划。

在对此学位价值持否定态度的人（128

人）中 ：

• 70 % (89 人 ) 会向他人推荐该学位 ；

• 8 % (10 人 ) 在此前已经获得一个 CCAF 学
位 ；

• 52 % (66 人 ) 称这是其高中毕业之后拿到
的第一个学位 ；

• 15 % (19 人 ) 不确定或还没有继续深造的
计划 ；

• 43% (54 人 ) 清楚地了解 GEM 计划及其与
CCAF 的关系 ；

• 42 % (54 人 ) 了解 AU-ABC 计划。

以下表 1 和表 2 检视应答者的各项回答

之间的关系，旨在更好地理解他们如何和 /

或为什么重视这个学位。例如，看重此文凭

价值并希望继续深造者相信教育能改善其履

行使命。这些士兵较有可能领会教育的重要

性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无形利益。同样地，这

些持肯定态度的军人表现出他们意识到 CCAF

文凭对士兵发展的重要性。反过来，在对此

文凭持否定态度的群体中，上述这种关系就

不存在。

有趣的是，我们从交叉表格结果中注意

到，应答者无论是否重视这个大专文凭，大

多数人都有兴趣继续深造。而且，在对此学

位持否定态度的群体中，绝大多数（70%，

89 人）仍然会向其他人推荐 CCAF 学位。另

一点也很明显，即不重视此文凭者也不大可

能了解 GEM 和 AU-ABC 计划。把肯定群体和

否定群体的相关性系数加以比较，可以看到，

前者在相关项目数量和程度上都明显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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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达到
教育程度

对 GEM 
的了解

对 AU-ABC
的了解

有助提高 
职业素养

有助促进 
终身学习

有助做好 
自身工作

有助士兵 
未来发展

对 GEM 的了解

对 AU-ABC 的了解

有助提高职业素养

有助促进终身学习

有助做好自身工作

有助士兵未来发展

有助规范处理问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示无差错状态下，紧密相关。

* 表示不计算一类潜在误差的情况下，紧密相关。（所谓一类误差，是指当多重关系被同时测试时，就会发生这种误差。
假设每种关系被测试的可信度在 95%，当测试 8 种不同情形时，误差率就从 5% 增到 5% x 8。为了把潜在误差纳入
计算，研究人员常常乘上被测试的关系数目，来缩小这个 5% 的误差窗口。

表 1 ：对 CCAF 文凭价值持肯定态度者的各项回答之间的相关性



就是说，了解该计划的毕业生更能看清其价

值，并感觉它在较多方面都积极影响自己的

发展。

这些统计数据也表明，这项大专教育对

学生有重要作用 ：学生中有 36%（548 人）

希望继续攻读学士学位，还有 49%（741 人）

想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表 1 和表 2 中的相关

性也证明，希望具有较高学历的学生（那些

可能更清楚教育影响的人）也重视CCAF学位，

且更容易看到在其他领域的利益。大部分学

生（67%，1015 人）计划在一到三年内继续

深造，这其中有些人（24%，356 人）估计需

要四年或更长的时间完成下个阶段的深造。

课题组承认，参与这次调研的所有应答者都

拿到了 CCAF 学位，但是，当被问及他们所

经历的障碍时，其中有 45%（1162 人）表示，

日常工作量和家庭生活对他们完成此学位造

成一定的困难。

为采样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技能，问

卷中还设计了一些多项可选题（同一题可以

选多个答案），以确定 CCAF 文凭是否有助于

提高某些技能。表 3 列出了这些技能和回答

人数，以及肯定及否定回答的百分比。

数据表明，有些技能有所提高，也有些

方 面 没 有 提 高。 应 答 者 中 超 过 50% 认 为

CCAF 文凭无助于提高以下这些技能 ：决策技

能、批判性思维、服从技能、韧存技能、主

观能动性及个人信心、本职工作创新能力。

把这些调研数据与他们对先前提问的问答情

况相比，我们看到有悬殊差异。在先前的回

答中，有 80%（1,211 人）认为，获取 CCAF 

学位有助提高军人的职业素养，84%（1,273

人）相信，CCAF 在培养专业士兵队伍方面起

着重要作用。这种差异，有可能是在设计提

问时使用的措辞不当而导致 ；不过，也许还

需要审查未来版本问卷的可靠性或内在一致

性。而且，也许有些学生之前就已经掌握了

这些技能，因此没有把 CCAF 教育看成进一

步提高这些技能的源泉。例如，30% 的毕业

生在拿到 CCAF 文凭之前就已经持有一个文

凭。如果他们在那段学习期间学习了写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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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达到
教育程度

对 GEM 
的了解

对 AU-ABC
的了解

有助提高 
职业素养

有助促进 
终身学习

有助做好 
自身工作

有助士兵 
未来发展

对 GEM 的了解

对 AU-ABC 的了解

有助提高职业素养

有助促进终身学习

有助做好自身工作

有助士兵未来发展

有助规范处理问题

*

*

*

*

**

**

**

**

**

**

**

**

** **
** 表示无差错状态下，紧密相关。

* 表示不计算一类潜在误差的情况下，紧密相关。

表 2 ：对 CCAF 文凭价值持否定态度者的各项回答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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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把这项技能进一步

归功于 CCAF 教育。

定性数据

对定性数据的收集，主要来自应答者的

自由评论，作为对具体答案选择的详细解释。

在该调研问卷的设计中，应答者只有对第 1

道提问（Q1 ：你重视自己的 CCAF 学位吗 ?）

和 第 2 道 提 问（Q2 ：你 会 建 议 其 他 人 读

CCAF 学位吗 ?）选择否定回答时，他们才受

到鼓励进一步自由解释为什么。而在肯定答

案的下面，没有提供自由评论填写栏，因此

对 Q1 和 Q2 的自由评论就偏向于否定。8

在对 Q1 或 Q2 问答题的否定性表述（128

人）中，最多的负面意见包括以下 ：

• 我只是生怕自己的士兵考绩报告不理想，

才努力读完这个学位。

• 它是士兵考绩报告中的一个评审指标，但

出了军队就没有价值。学士学位应该更有

分量。

• 这是只有空军才看重的一个普通文凭。

• 不止一个机构告诉过我它们不接受这个文

凭。

• 它仅仅是个台阶，在民间没有任何意义。

此外，有些人在获得 CCAF 文凭之前，

已经获得一个学士学位（25 人），也有些人

称他们的 CCAF 学位或 CCAF 学分不能转往

其他院校，或者说该学位在民间院校没有份

量（22 人）。在对第二道题（你建议其他人

读 CCAF 学位吗 ?）选择否定者（47 人）中，

最多的负面表述是 ：该学位只用于晋升目的

（13 人）（见表 4）。还有其他各种表述，虽然

提供丰富信息，只占 Q2 答案总数的一小部分，

故在此不作列举。课题组必须承认 ：上述否

定评论使人领悟，但在回答总数中所占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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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CCAF 文凭对学习和生活技能的影响

技能 总数 有助提高 无助提高

本职业领域的技术能力

口头交流技能（人际交流和工作汇报）

写作技能

决策技能

批判思维

领导能力

服从技能

职业素养

韧存技能

主观能动性及个人信心

本职工作创新能力

779

1,008

792

673

717

816

566

771

534

713

511

51%

66%

52%

44%

47%

54%

37%

51%

35%

47%

34%

49%

34%

48%

56%

53%

46%

63%

49%

65%

53%

66%



不大。绝大多数应答者对这两个问题都选择

了“是”，即认为这个文凭有价值，值得向他

人推荐。

对这些问题的附加评论或反馈包含相当

多的对个人境况的抱怨，或是与 CCAF 学位

质量不相关的意见。从分析中浮现出四个主

题（表 5）。大部分毕业生的评论反映出他们

对 CCAF 文凭和该文凭对其职业将产生或已

经产生的效果基本满意。另一组最常见的评

论表明他们对 CCAF 处理学分和 / 或寄发学生

成绩单所需的时间期限不满意。

好几位毕业生评论说，在获取学位方面

的信息时，他们难以得到上级指挥链的支持。

其他人指出了关于 AU-ABC 或 GEM 计划的信

息不足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课题组很快

地在 CCAF 网站上找到了这些信息。有些学

生（甚至那些对 Q1 和 Q2 问答提持否定意见

的人）仍然能看到 CCAF 文凭的价值，例如

以下 ：

对这两道提问，我选择了“否”，对此我

想应该做个解释。我个人从没受到强迫

来修 CCAF 学位。事实上，在修课期间，

普通教育课是我最后考虑的事。有许多

空军战士从不知道，大概修五门课就能

拿到这个副学士学位。这个信息应该传

递给大家。是的，CCAF 文凭会对你的职

业有帮助，但它只需要大约一年时间就

能完成。如今我在逐步晋升，所以我明

白这些情况，并把这些信息告诉我的战

友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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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F 文凭是否有价值 总数 是否向别人推荐  总数

空军之外无价值

已拥有一个学士学位

空军之外无法转换学位或学分

强制性的

只为晋升需要

不是一个有名气的学位

晋升 / 职业发展

累计

26

25

22

16

13

12

11

128

是，因为这是晋升必须的指标

是，如果空军是你的职业选择

学分或技能不能转

不是一个实体机构

浪费时间

晋升 \ 职业发展

只对士兵考绩报告有好处

累计

13

8

7

4

4

3

3

47

表 4 ：对 CCAF 文凭价值评论的定性数据排列

附加评论或问题    合计

对该学位对职业发展的影响满意

寄发成绩单 / 转学分的处理时间漫长

缺少信息或课程支持

不受民间重视 / 学位学分不被民间部门接受

   46

   41

   26

   18

表 5 ：对附加评论部分的定性数据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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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类院校网站的对比定性分析

课题组还对 CCAF 网站内容做了一次定

性分析，希望有助于了解某些应答者的定性

评论的原因。做此分析，是因为从问卷调研

中发现了一些共性的问题，例如其中之一是：

学生们感到必须具备这个 CCAF 文凭，“否则

就……”；再一个例子是，对该学位的（有形

的和无形的）价值，士兵们并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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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主页

内容

社区院校

空军社区

学院 *

特拉华技术

社区学院 *

潮水社区

学院 *

俄克拉荷马

市社区学院 *

宾州哈里斯堡

地区社区学院

密西西比海口

沿岸社区学院

校长致辞

常见问答

学校概况

资格认证

继续教育

学校手册

学分转换

入学与申请

学生资源

活动日历

新闻公告

学校杂志

社交媒体链接

学生要闻

更多信息联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下图中有其主页截屏

表 6 ：几个社区学院网站内容的对比定性分析



我们抽取了几个类似的社区学院网站，把这

个小规模样本与 CCAF 网站排列在一起相比，

就看出 CCAF 的位置如何（见上表 6 和 图）。

从对上述几个网站的对比定性分析，我

们看到大多数社区学院在设计网站时的共同

思路和框架。这个基本共同的框架中包含丰

富的信息，信息重点放在教育教学及专业录

取、社交媒体链接、学校活动日历、关于学

生 / 学 校 成 就 的 新 闻 报 道 等。 表 6 显 示，

CCAF 网站的内容和一些同类院校网站相比有

相当大的脱节。CCAF 网站主页中约 90% 的

版面刊登了校长欢迎辞和照片，其余部分是

几个下拉式菜单，链接到常见问答页、资格

认证、学院目录、学分转换等信息。以上主

页截屏对比图还表明，CCAF 网站在页面美学

和布局上与其他院校有差异。

讨论与建议

对调研数据的归纳分析表明，总体上，

毕业生认为 CCAF 为空军士兵提供的教育有

价值、鼓励学习、促进晋升、也有益于空军

的使命。这次调研也确实暴露出一个挑战，

这就是要求我们继续评估该文凭的有效性，

还要将那些从 CCAF 获得真正教育的人和那

些为了晋升不得已而为之但其实没有学到多

少东西的人区分开来。根据上述情况和收集

的数据，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提高离校毕业生调研表的清晰度

对调研工具本身做透彻检视和分析，可

以获得有益的启示。课题组发现，问卷中的

多个技术错误可能影响了其可靠性和有效

性。首先，对“是 / 否”性质问答题不应偏

向引导，而应鼓励肯定和否定回答者都提供

自由评论，从而收集到正反两方面的反馈，

如此，才能有助于确定为什么应答者会做出

如此选择，也消除书面回答中偏向于否定的

倾向。

第二，应通过调研确认 CCAF 的教学目

标，问卷应围绕这些重点设计提问。例如第

13 道题，Q13 ：“CCAF 对培养士兵士官队伍

专业素养是否起到重要作用 ?”，对于那些不

具体了解士兵士官部队全貌，或不甚了解

CCAF 与其个人经历之外的职业素养之间有什

么联系的应答者而言，这道题实际上迫使他

们提供猜测答案或给出没有根据的评论。10 

从应答者对此题的开放评论来看，证明上述

分析并非虚言，说明这道题令应答者困惑或

误解。11

第三，这份 CCAF 毕业生调研表的设计

者没有在问卷中包括“中立”或“我不知道”

这类选择。虽然相关文献支持这种调研方法，

多数情况下是为了防止答题者避而不答 ；但

有时候，应答者对某个提问的确会感觉中立

或不知道答案。12 上一段中所列举的那道题

就是证明，即应答者本来有可能选“我不知

道”，但问卷中无此选择，只好被迫给出肯定

或否定回答。在开放评论栏中，一位应答者

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 ：“假如该问卷中有‘中

立’这个选项的话，我本来可能对大部分提

问选择‘中立’回答”。

最后，问卷中最好只评估学校具体教过

的内容，以及那些可以被确认并评估为 CCAF

课程的成果的内容。比如，如果 CCAF 并没

有明确（直接而不是附带地）传授过生存韧

存能力或服从技能，就最好不要提问这些间

接技能是否得到提高，因为这个变量很难测

量。应答者通常无法精确进行这种内省性测

量，一旦有间接联系出现时，就容易高估自

己的知识或业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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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 CCAF 网站质量

对 CCAF 网站的定性分析揭露出许多需

要改进的地方。在当今的数字世界，互联网

市场宣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尽管

CCAF 不是一个靠学费运作的传统社区院校，

但向客户传递信息和提供价值仍然非常重

要。调研已经证实了网站设计和达到组织战

略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14 一个比较

现代化的设计，同时与兄弟院校的设计有比

较密切的相配之处，将有助于 CCAF 更好地

与其现在及未来的士兵学生沟通——他们大

部分是九零后一代人，成长在数字时代，习

惯于从网站搜索信息和价值。

教育教学——CCAF 如果在其网站增设一

个“教育教学”栏目将受益匪浅，在这部分，

可以简要介绍每个 AAS 学位，并把它和民间

对应的功能挂钩。不妨看一看空军对外开放

的网站，其中有专页介绍各种空军技术专业

编码及其技术培训计划。15 此介绍非常有效，

使空军官兵了解这些专业在空军服役期间及

退役后的不同价值。

学生资源——应该增设一个“学生资源”

栏目，该栏目包括有关 CCAF 学位目的和用

途的信息，也包含连接到现有 GEM 和 AU-

ABC 计划介绍的子链接。还应包含连通到基

地各教育办公室的链接，就像民间公共社区

学院的网站通过链接将学生连接到各种学生

服务办公室那样。这些信息可以在空军网络

教育中心网站中找到，但是，CCAF 网站作为

潜在学生和新入伍空军战士首先访问的网站，

如果继续以干瘪面孔示人，当然不足以吸引

浏览和创造价值。

新闻博客——CCAF 的公开网站如果在主

页增设一个动态新闻博客栏，必获改善功效。

该动态栏将突出报道学生主要成就——尤其

是和攻读或完成 CCAF 学位有逻辑联系的成

就。另外，许多文章和故事平时都刊登在非

CCAF 拥有的领英网站中，但是从来没有与

学院的网页连通。此动态栏目除了快速介绍

学生和校友成就之外，还应刊登学校动态简

讯，这样做必可进一步增加价值。

社交媒体链接——脸书、推特和领英等

社交媒体的出现，让各种组织机构可以跟踪

了解自身的口碑和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由在

线社交媒体转变到离线交流。16 正规的组织

机构中，不在这些社交媒体上建立存在的已

经极少，同样也很难找到一家不与这些社交

媒体连接的组织网站。所有高校网站，都注

重分析本校与社交媒体链接的效果，而 CCAF

网站却没有，因此尤其需要关注本文的这项

建议。连接到社交媒体，不仅为军人学生增

添价值，更超越这些基本效用，进一步作为

市场工具为整个空军进行宣传。

虽然本文提及的民间社区学院都具备地

区院校认证机构认可的资质，但它们都没有

在其公共网站主页中提及，也许是因为人们

通常都知道它们是被认可的，和比它们高一

级的州立院校相差无几。而 CCAF，颇像许多

营利性学校的做法，必须极力证明自己与其

他社区学院平起平坐的身份 ；也像营利性院

校的难兄难弟那样，需要通过展示自己的资

质，才能比那些无需提及资质的传统社区院

校多收获一点好处。

积极经营 CCAF 形象

在本次调研中，尽管定量分析中大部分

结果对 CCAF 的价值表示肯定 ；但定性分析

表明，学生的某些看法具有共性。例如，有

些学生感觉，完成 CCAF 文凭教育是晋升途

中必须跨越的一个障栏，或者说是一个必选

项。这当然也许是事实，但同样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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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使学生认识到其它的好处（比如，学习

新知识，获得学位，扩大交往，等等）。许多

士兵从战友或上级领导那里获取有关 CCAF

的信息，这些人的态度会影响年轻士兵的看

法。17 CCAF 应该提高自身形象——通过宣传

学生成功故事，刊登能证明学校价值的报道

和文章，以及其他有关学校教育的评价等，

使军人学生不仅从别人口中，更从学校的宣

传中吸收这些信息，了解 CCAF 教育的全面

价值。18 从现在的口口相传，转换到网络传播，

CCAF 当可向未来的学生提供更准确而全面的

信息。进一步，通过宣传加强 CCAF 与其他

社区院校平起平坐的竞争形象，有助于学校

领导层改变其只此一家的垄断心态，也有助

于突显 CCAF 文凭真实而全面的价值。19

结语和未来研究

总体来说，CCAF 毕业生重视这份文凭，

但是有个重要问题仍待未来研究 ：为什么重

视 ? 由于已完成的调研问卷中，因为无心的

设计失误，导致调研结果发生偏差，具体而言，

只允许选择“否”的应答者提供开放式解释，

而选择“是”的应答者无此选项，使课题研

究组无法了解他们给出肯定答案的原因和程

度。大量提及文凭价值的“附加评论”都指

向晋升机会，由此表明 ：许多重视此文凭价

值者，和许多不重视此文凭价值者，都出于

同样的理由，这就是，此文凭只为晋升所需，

若无晋升之需，文凭也就失去其价值。看来，

对此文凭的这种认知已经成为空军部队中的

定见，普遍认为获得此文凭对晋升很重要。

而对年轻的空军士兵的认识灌输中，忽视了

如何让他们意识到，从高等教育中获得理论

知识，也是本职工作所必须，并可终身受益。

再者，空军官兵觉得，这份文凭中有许多学

分是“自动”授予的，基本上“人人有份”，

文凭于是随之贬值。他们许多人没有认识到，

持有该文凭者其实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

需要在“具备正式资质的教室环境中完成若

干 80 个学时周（并且大多数课程需要拿到

80% 正确答题率的最低及格分），才能获得这

些“自动”学分。部队的直接带兵干部应该

引导士兵认识高等教育的价值，而不是强调

这份文凭对晋升的重要性。

了解空军官兵对此文凭价值的看法只是

第一步。因为读取该文凭是受空军资助，被

空军接受，也被用作晋升关键指标，所以它

自有内部的价值——无论军人是否认识到这

一点。未来的研究，应该思考民间雇主如何

看待 CCAF 的这份文凭，毕竟大量空军官兵

总要退役，离伍，回归民间寻觅适合自身专

业的工作，可能需要在简历中列出这个学历。

只有综合两项研究的结果，才能看清这份文

凭的真正价值。

最后，在本文的建议被接纳并实施两年

之后，应将本次调研重复一次，其结果就能

更准确地反映毕业生对此文凭价值的评定，

因为改进后的调研会产生更可靠的数据。立

足这些数据，加上部队带兵干部正确引导士

兵理解高等教育的价值，加上 CCAF 网站经

过重新设计更加吸引学生，这些措施结合起

来，必定为 CCAF 的在校学生和往届校友，

都带来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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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Robert Goetz, “CCAF Continues to Provide Value to Air Force, Enlisted Members” [CCAF 持续为空军及其士兵提供价值 ], 
Joint Base San Antonio-Randolph Public Affairs, 11 September 2014, http://www.jbsa.mil/News/News/tabid/11890/
Article/598856/ccaf-continues-to-provide-value-to-air-force-enlisted-member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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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dwin Hernandez, “Value of the CCAF Degree Article” [ 关于 CCAF 学位价值的文章 ], Community College of the Air Force 
Alumni Group, January 2015, https://www.linkedin.com/grp/post/64715-5952882538375626754.

3.  Air University: Community College of the Air Force, 2014-2016 General Catalog, Number 20, [ 空军大学空军社区学院 2014-
2016 普通目录第 20 号 ], 9 March 2015, http://www.au.af.mil/au/barnes/ccaf/catalog/2014cat/2014_2016_General_catalog.
pdf.

4.  同上。

5.  “General Education Mobile Program” [ 普通教育机动计划 ], CCAF, http://www.au.af.mil/au/barnes/ccaf/publications/gem_
web_brochure.pdf.

6.  Air Force Instruction 36-2502, Enlisted Airman Promotion/Demotion Programs [ 空军指令 36-2502 ：空军士兵晋级 / 降级
计划 ], 12 December 2014, 10, http://static.e-publishing.af.mil/production/1/af_a1/publication/afi36-2502/afi36-2502.pdf.

7.  “Sample Size Calculator” [ 样本规模计算图表 ], Survey System, http://www.surveysystem.com/sscalc.htm.

8.  感谢 Marques Armant 博士帮助我们对第 1 和第 2 道题及开放式评论做了最初修正和编码。

9.  直接引用了 CCAF 一位毕业生在问答卷中书写的“附加评论 / 问题”。

10. Sara Dolnicar, “Asking Good Survey Questions” [ 设计良好的调研问答题 ],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 no. 5 (March 
2013): 551, doi:10.1177/0047287513479842.

11. 应答者对第 13 题“CCAF 在专业士官士兵队伍培养素养方面是否起着重要作用 ?”给出如下评论 ：“基于我个人的
经历，这是 [ 一个 ] 既同意又不同意的回答。我过去的同事中有几位很会读书，读 CCAF 课程毫不费力 ；然而，学
得好不等于用得好，因为缺乏实际经验，他们不知道如何把课堂知识化为专业工作能力。我自己的专业素养是在
AFSC 专业领域工作多年培养出来的。因此我相信，大专院校教育与专业素养稍有关系，但不完全是。”应答者对
14 题“CCAF 毕业生处理问题是否往往更有章法 ?”给出如下回答 ：“基于我个人的工作经验，这也是一个既同意
又不同意的回答。学校课程中采用多种不同情景来训练学生按章法处理问题 ；但在边干边学边积累经验的实际环
境中，我们所学的和所培养的，是针对日常任务找出一套处理问题的章法。我与拿到了 CCAF 文凭的人一起工作过，
当他们试图用课堂上学到的章法处理具体问题时，就陷入方枘圆凿的尴尬，因为身处的实际工作环境不同于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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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莎 ·D·达考斯塔 - 保罗，美国空军后备役少校（Aisha D. DaCosta-Paul，USAFR），空军社区学院应用科学副学士，
内布拉斯加大学理学士，西卡罗来纳大学项目管理硕士，现以项目管理专家身份担任国防部管理顾问，就联邦政
府采购、供应链威胁分析及物流等领域提供专业咨询，也以后备役军官身份担任战备后勤官。少校还是社会创业家，
她领导巴尔的摩一个名为 “I Am O’Kah!” 的非盈利机构，面向低 - 中收入家庭及其 10–18 岁子女传授企业所有、
房地产投资和个人财务等方面知识。

贾森·A·福勒，美国空军三级军士长（MSgt Jason A. Fowler, USAF），空军社区学院应用科学副学士，现任空军
社区学院机构效能管理主任，行使校园关系发展部主管职能，负责监督调查材料分发，学院数据收集和趋势分析，
以及全部季度与年度报告事宜。他还负责督导校园关系发展部检查校园设施，控制学院检测程序，以及审核 108 
所关系院校教职员资历，确保全院严格遵循南方院校联盟委员会有关规条。

亚伦·M·格拉斯曼，管理学博士（Aaron M. Glassman，DMgt），帝国州立学院理学士，Embry-Riddle 航空大学航空
理科硕士，马里兰大学学院管理学博士，现任 Embry-Riddle 航空大学管理学理科硕士学科助理教授兼学科主任。
此前他是金印级飞行教员、飞机所有者和航空企业业主，拥有管理一所多分校地区性航空训练学院各方面业务的
经验。他的研究重点在于商业教育、学习分析、管理学、人力资源，以及高校行政管理。

贾森·M·纽卡玛，管理学博士，美国空军少校（Jason M. Newcomer, DBA, USAF），空军社区学院应用科学副学士，
Embry-Riddle 航空大学理学士、航空理科硕士，Walden 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任俄克拉何马州俄克拉何马市总部空军
飞行标准局空中交通管制与着陆系统后勤保障处副处长，领导一个由超过 100 名军人和文职维护人员、后勤专家
及程序管理人员组成的、遍及世界各地的多元化团队，保障空中交通管制与着陆系统昼夜全时间连续运行。少校
是 Embry-Riddle 航空大学兼职助理教授，讲授管理学与航空学课程，在管理、组织发展、航空学，及训练等领域
具有广泛的经验。



电影《点球成金》中有个叫彼得·布

兰德的人，说了下面的话 ：

在棒球界，常有一种对形势发展的无知

和误解如瘟疫般蔓延，于是导致美国职

棒大联盟各球队对球员判断失误，对球

队管理失措……经营棒球俱乐部的人只

考虑怎么买球员。可你的目标不应该是

购买球员，你的目标应该是购买取胜场

数；为了购买取胜场数，你就需要购买

得分……。但得分从何而来 ? 我看到这

班人对这个问题的偏狭理解……。他们

的棒球赛思维已经老掉了牙，问的都是

错误的问题。可如果我对人这么说，人

们一定把我当成麻风病人，避之不及。1

  这部电影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它详

细描述了布兰德，一位持有耶鲁大学经济学

位的毕业生，如何说服美国职棒大联盟“奥

克兰竞技”球队的总经理比利·比恩重组自

己的球队，是以充分发挥球队的潜力。比恩

和布兰德面对着顽固的抵抗，也遇到了许多

人怀疑，谁也不认同他们的做法。尽管如此，

两人一起确定了鼓励对话和挑战文化信仰的

基调，不厌其烦地解说新战略，以坦率直言

而赢得信任，最终大获成功。

电影中的这项球队文化改革，与空军目

前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推进计划惊人地相似。

空军高层领导人已经确定，多元化和包容性

是部队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并在 2015 年 3

月公布了空军加强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新计

划。2 该改革计划的目的在于加强空军的战

斗力，其中的九项多元化和包容性举措固然

是好事。然而，就像比恩和布兰德一样，这

些领导人也面临强大的阻力，部队官兵都深

表关切，许多人公开提出批评。3 他们称这

些措施为歧视性配额，认为会导致选择性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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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和随意决定而不顾及二、三阶效应。4 然而，

就像《点球成金》里的情况一样，空军似乎

对这个问题也是“偏狭理解”，这个议题的争

议性，阻碍了对上述举措的严肃、坦率的讨论。

本文对空军的多元和包容政策不持拥护

或反对态度，而旨在帮助空军做好文化转型，

希望通过转型促进官兵团结而不是分裂。如

上所述，许多官兵认为这些新举措不公平，

并抵制所建议的变革。若想成功推行，空军

领导人需要得到自下而上的支持，为此，需

要做到 ：(1) 确立旨在鼓励对话的正确组织基

调 ；(2) 贯彻一个均衡的战略 ；(3) 通过解决

对不公正性的担忧而重建信任。空军毫无疑

问是一个比奥克兰竞技队更复杂的组织 ；因

此，如果战略不当，其后果将比一个赛季落

败远更严重。

正确的组织基调

我拒绝接受以绝望作为对历史的含糊的

最后反应。我拒绝接受所谓定型之人永

无至善之追求的定性论。

  ——马丁·路德·金博士

当前的空军文化与十年前有巨大的不

同。在 2012 年，空军参谋长马克·威尔什上

将（Gen Mark A.Welsh）启动了肃清空军中歧

视性做法的行动。将军的初衷是加强空军文

化。这个大规模行动强化了空军的零容忍政

策，多名高官被解职的事实震动了所有空军

官兵，让他们意识到，允许歧视行为将不可

原谅——这是朝正确方向迈进的了不起的一

步。5 然而，在向着更多元更包容方向前进

的战斗中，空军仍然面临着一场硬仗。

空军认识到了多元化的重要性，也正努

力把它用作一个力量倍增器。6 空军把多元

化界定为“与空军核心价值观和空军使命相

一致的个人特征、经验和能力”。7 空军的多

元化网站把这个概念描述为囊括“个人经历、

地理背景、社会经济背景、文化知识、教育

背景、工作背景、语言能力、身体能力、哲

学 / 精神信念、年龄、种族、民族、性别等”

的综合体。8 这个定义产生了一些问题。尽

管区分种族、族裔和性别等相对容易，但多

元化的其他方面（比如个人经历、地理及社

会经济背景等）的识别就困难多了。进一步，

在一个越来越多元化的文化环境里，今天相

对可区分的类别，比如种族、族裔和性别，

在未来将越来越难以严格分类。这场对话必

要而且关键，因为军队政策也随着日益变化

的美国文化规范在迅速更改，比如解除变性

者入伍禁令的动向就是证明。9

威尔什将军宣称 ：“我们空军最强大的力

量是我们的官兵！我们官兵最强大的力量是

他们的多元性！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家庭经历、不同的社会经历。每个人

都为大集体带来不同的技能和独特的看法。

我 们 不 仅 仅 赞 扬 多 元 化 …… 我 们 欣 然 拥

抱 !”10

来自不同背景的个人通常都有过不同的

经历，这些经历塑造了各自的性格和思维方

式。因此，一旦有效地利用不同的观点和思

想来生成更广泛的意见，多元化组织就有了

优势。11 认识到这些显而易见的好处，也许

会倾向于把那些对多元化计划持谨慎态度的

人归类于思想狭隘、种族主义、或性别主义

者。然而，要想使空军多元化建议获取广泛

的支持和持久的效果，就必须了解不同的观

点，并消除正当的担忧。

在《任职五角大楼》一书中，作者派瑞·斯

密斯和丹尼尔·格斯坦（Perry M. Smith & 

Daniel M. Gerstein）展现了一条常识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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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反映了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希望、梦想、

抱负、缺点，和优点。”12 既然如此，军队必

须始终作为缩影代表更广大的美国人口。根

据 2010 年人口普查，按人种统计，少数族裔

占美国全体人口的 23.7%。13 进一步，《2013

年人口特征 ：军队概况》给出数据 ：少数族

裔占空军士兵的 29%，空军军官的 18.9%。14 

军官与士兵的总体比例相当接近民间社会的

比例。然而，如果看得再仔细些，就会发现

军阶越高，悬殊越大。少数族裔在 O1-O3 级

军官中占 21.2%，在 O4-O6 级中占 16%，在

O7-O10 级中只占 5.9%。15

有人指出，这种悬殊所显示的留伍和晋

升比例的差异，正是对所谓良好秩序和纪律

的批判。16 为了回应这一批评，提高少数族

裔在空军军官各阶层的比例便成了空军多元

和包容努力的一项关键原则。空军正在下气

力解决种族比例悬殊问题，这些努力包括颁

发多元化建议来增加选送军官训练学校的士

兵人数，向晋升甄选委员会提供补充指导，

以及通过召集培养小组委员会来“形塑”专

业领域。17

另外，空军中女性的比例以前一直在上

升，持续到 2000 年，然后在近 15 年间再无

明显增长。在 2000 年，女性占现役部队人数

的比例为 18.8%，在 2014 年是 18.9%。18 提

升女性比例是多元化和包容性推进计划的另

一个关键方面，希望通过改革把女性申请人

数从 25% 提高到 30% ，并明确放宽对入伍

身高要求，目的就是想扩招女性入伍。19 此外，

女性和男性军官留伍率之间也存在差异。在

2014 年，女性军官占军官总人数的 23.6%，

但是在将官阶层仅占 8.3%。20 有些措施，包

括如果怀孕可以推延派外部署时间，并允许

职业间断，其目的都是为了改善女性的留伍

率。21

然而，这些措施受到了抨击，被认为是

歧视大多数的不公平选择性优惠。22 这些令

人不安的指控，矛头直指空军一向称道的优

胜劣汰基本原则。类似的批评在美国社会中

并不鲜见，围绕“反向歧视”和一些院校推

翻择优录取原则而出现的担忧，与在平权法

及相关纲领上出现的国家看法分歧及担忧，

可以说平分秋色，各执一词。23

按照社会固定的观念，军人从不质疑权

威，只知盲目服从命令。军中人士明白这种

成见根本不符合现实。的确，军事领导人能

够通过直接命令获得服从，但是有效的领导

者懂得获取军人“心悦诚服”和承诺的重要

性。如何使文化变革制度化，对部队而言是

重大挑战，因为军队规模庞大，历史丰富、

包含众多亚文化，和根深蒂固的多种价值体

系。24 只有当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些举措的价

值，文化变革才能在全军展开，生根，形成

常态 ；但是，这只有在反对者的抵制缓解之

后才有可能发生。空军领导人面临着艰巨的

任务，他们必须继续向全军提出令人信服的

理由，证明这些举措的好处。进一步，他们

必须与那些不情愿改变的人互相了解，才能

培养联系。

为了令人信服，并通过联系建立信任，

领导者必须首先解决当前的部队文化问题。

2012 年的全军反歧视运动卓有成效——成效

如此之大，以致于忽视了二阶效应，这就是，

军队上下普遍及明确地认识到防止歧视、性

骚扰和性攻击的必要性，但对这种必要性的

认识过于敏感，笼罩着当前关于多元化和包

容性的讨论。无人质疑反歧视措施，这是禁忌，

因此可以理解，尤其是空军高度重视反歧视。

然而，另一种思潮似乎正在官兵中形成，这

就是，把质疑这些举措的好处与质疑多元化

和包容性的价值相提并论。大势之下，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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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使反对某些具体举措，想一吐为快，也

只敢“不入档案”地在网上写点博客发些贴

文之类。他们选择从“后门”悄悄反对，认

定空军领导人不愿意正视和处理他们的担忧，

这样的做法和想法，其实妨碍了坦率的讨论，

妨碍了利益相关者提出有创意的解决方案。

在对多元化和包容性努力的普遍担忧中，

大部分都不涉及它们是否对组织有好处 ；确

切地说，其实都是关于实施的具体细节。我

们应该鼓励健康的对话，认真检视这些担忧。

如果没有对话，空军中就会充斥无所作为的

追随者，这些人对任何建制都构成危险，对

军队的危害更甚。

罗伯特·凯利博士（Dr. Robert Kelly），

一位研究人类生产力的专家，归纳出追随者

的五种基本类型“小绵羊、应声虫、疏离型

追随者、实用型追随者，和模范追随者。25 

前述的反歧视努力造成了一种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的避险思维，于是凯利博士所说的模范

追随者越来越少，小绵羊、应声虫和疏离型

追随者越来越多。小绵羊盲目跟随，应声虫

讨好领导，疏离型追随者沮丧消沉但感受到

气候的压抑，实用型追随者则置身事外。

包容与多元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必须

鼓励公开讨论，敢于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

重视不同见解。交流和不同意见的碰撞应被

视为这个过程中的动力，而不是对所建议改

革的威胁。通过有意识地消除恐惧和鼓励有

益的对话，空军领导人将阻止小绵羊、应声虫、

疏离型和实用型追随者们得势，同时为模范

追随者，即那些独立思考、敢于提出不同意

见和建设性备选方案的官兵广开言路。

鼓励有益对话和建设性备选方案，是帮

助个人应对变化的关键部分。著名作者和组

织 管 理 顾 问 威 廉· 布 里 奇 斯（William 

Bridges）博士在其转变模型中讨论了这个重

要性，该模型被界定为“人们在适应并逐渐

接受变化引起的新形势的细节时所经历的三

段 [ 心理 ] 过程。”26 他认为转变主要是一个

内在过程，而变化则是即使人们不同意也会

发生的外在事件。”27 这个模型特别适合研究

空军向更多元更包容文化的演变。在其模型

中，布里奇斯鉴定出人们面临变化时要连续

经历的三个阶段 ：结束过去、中间区域、开

启新端。”28 问题在于找出人们在这个连续过

程上的位置，然后积极引导组织走向新的开

端。

布里奇斯把第一阶段（结束现状）概括为：

想告别过去但感到损失和困难。领导人的目

标应该是帮助人们妥善应对这种损失感，使

他们继续向前迈进。作者说的中间区域是个

过渡阶段，其主要特征是混乱和模糊，在这

个阶段“会发生关键的心理调整和模型重

塑。”29 领导人的作用是通过鼓励革新而帮助

个人从心理上维系于这个阶段。最后，他把

新开始阶段的特征描述为象征更新的篇章。

布里奇斯声称，人们抵抗变化不像他们

抗拒曾经历的损失和告别过去、以及他们正

在抵制的转变那么强烈。”30 因此，空军领导

人应该调查哪些人感觉失去了什么，并积极

解决这些问题。此外，布里奇斯断言：讨论“变

化的结果会如何之好”是徒劳无益的。31 这

个观念有助于解释奥克兰竞技球队的布兰德

和比恩遇到的许多抵抗，并启示空军领导人

理解，为什么不能简单地在空军官兵中散布

新方针如何如何之好的话。

空军领导人应该直接解决官兵感受的损

失和结束过去所带来的问题，而不是仅仅谈

论积极的成效。布里奇斯为此详细列出了以

下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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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哪些人损失了什么 ；

• 承认个人损失的现实和重要性 ；

• 不要对“过激反应”感到吃惊 ；

• 公开承认损失并表示同情 ；

• 预期并接受悲伤的迹象 ；

• 及时交流信息，并持之以恒 ；

• 界定什么结束了，什么没结束 ；

• 标记结束 ；

• 尊重过去 ；

• 让人们保留一点旧的方式 ；

• 表明过去虽已结束，有用的内容会传承下

来。32

通过诚实地看待并尊重内在转变过程的

正当性，空军领导人就能够引导个人过渡到

理想的最终状态。如果无视官兵对这些举措

感到不安的事实，他们实质上就是把空军滞

留在中间区域。

空军领导人必须认识并理解官兵们的担

忧，由此突破思想障碍并推动他们走出中间

区。有了这样的前提，领导人就能进一步鼓

励这些身手不凡的官兵们不断创新，发挥正

能量，同时建立信任（以下专节讨论），信任

所构成的这个“联盟”能促进空军开启布里

奇斯展望的新开端。

均衡战略

毫不奇怪，人们都害怕失去自己身份中

那些珍贵的东西——种族、部落，以及

自己的信仰这个最为强大的精神源泉。

在有些地方，这种惧怕导致了冲突；有

时候，甚至会感觉我们好像在倒退。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设计一个能提高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有效

战略并不容易。空军领导人力争把建议变为

现实的当前努力和采取的步骤值得称许。要

实现这一个目标，需要克服应时适变和技术

调整这两方面的挑战。罗纳德·海费茨和唐

纳 德· 劳 丽（Ronald A. Heifetz & Donald L. 
Laurie）把如何适变的问题界定为“没有现

成答案”、也没有明确因果关系的“系统问

题”。33 而技术方面的问题更直截了当，因此

相对容易解决。

海费茨和劳丽告诫告领导者要尽量克制

自己的冲动，不要自以为是地提供解决适变

性问题的方案，而应从广大员工中征求意见

反馈。作为利益相关者，员工们将承担新的

角色，他们许多人可能会接纳新的思想、行

为和价值观。34 经历转型的人往往会发现高

层领导人看不到的解决途径。

另外，文化转型可能导致人们质疑个人

文化信仰，因此转型过程会令人苦恼。 然而，

参与转型领导工作的领导人鼓励自下而上的

解决方案建议，可以缓解这个困境。35 有人

也许会争论说，空军正在征求解决这些适变

性问题的意见 ；然而，如前面所讨论过的，

许多官兵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意见和观点。于

是，其余的人继续做小绵羊、实用主义者，

或疏离的追随者，大家袖手旁观。 

设计和推行综合性多元化和包容性推进

计划的过程中，不仅要解决由此造成的适变

性问题，同样艰巨的技术问题也需要解决。

这些问题需要一种理性、分析的方法。目前

计划的主要趋势，是寻求技术解决方案，包

括培养小组正在从事的许多工作——调整授

衔军官比例，增加士兵加入军官培训学校的

申请人数，等等。可惜的是，如上所述，其

中有些建议被认为是歧视性配额而遭到了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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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36 这种批评类似于在 1990 年代困扰国家

的忧虑 ：“为了调整以往对一个群体的歧视，

于是反向歧视另一个群体，结果可能导致今

天优待甲方明天优待乙方的无限循环的补偿

性调整。”37 空军领导人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种系统几乎总会被那些当时没有受

到优待的群体视为不公平。”38

关于 2012 年空军全军开展反歧视运动所

引起的二阶效应，自此之后一种系统性的思

想转变已经发生，部队官兵承认多元化的价

值并反对歧视。在这种背景下，多元化建议

所依据的规则应该不同于平权法下各种计划

所依据的规则。根据不同类型（种族、性别、

性取向，等等）区别对待的规则来衡量和晋

升人员， 如上所述，总是会被另一些人认为

是反向歧视而受到批评。这样的计划不适合

正在迅速向多元化发展的部队。像美国空军

这种最先进的组织机构，需要一个有新意的

多元化计划。本文建议一个多元化计划，它

认可和表彰的，是人而不是类别，它希望倡

导和发扬的，是国家武装力量为应对正发生

着本质变化的战争所需的那些品格和特征。

本文以多元化努力中的性别比例问题为

例，探索如何制定这样一种计划，来回应官

兵的担忧。空军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推进计划

中，有一项目标是争取把女性申请入伍人数

从 25% 提到高 30%。网上讨论表明，官兵对

此批评甚多，因为空军无法拿出技术数据来

证明和支持这个比例的“正确性”。他们称提

出这样的比例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39 这种

看法是妨碍整个组织走出布里奇斯所称的中

性区域的因素之一。 

在《女性气质是力量倍增器》这本专著中，

作 者 伊 迪 丝· 迪 斯 勒 博 士（Dr. Edith A. 

Disler）对“男性和女性的互补特征”和各自

相应的优势做了深刻的分析。40 她论证说 ：

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为了在当前和未来冲

突中取得胜利，部队应该欣然接纳像移情和

直觉这些主要是女性的气质特征。41 迪斯勒

认为 ：不同性别之间以及在各自具有的男 /

女气质方面，存在着可测量的差异。

里查德·里帕（Richard A. Lippa）支持

这种说法 ：“一般情况下，男性和女性在许多

性格特质上有差异。用性格五要素模型来评

估时， 男性在一些外向性方面（例如果断、

支配）比女性得分高，但在其他方面（例如

社交、热忱）就比女性低”。42 如迪斯勒所指

出，社交和热忱，还有移情，都和女性有较

高的关联。而社交、热忱和移情都是重要的

品质，有助于促进空军随不断变化的战争文

化取得成功。43

空军可以使用迪斯勒和里帕提出的证据，

来制定出一种新型的建议。所有人都拥有多

种强度不等的男性和女性气质，由此构成人

类力量的连续频谱。如果在这个力量连续频

谱上标示出不同群体个人的平均值，那么，

我们就能看到可测量的差异。把所有个人的

平均值标出来，就能将空军全军以及空军各

专业领域的目前性格排列方便地显现无遗（图

1）。由此再进一步，我们就能检视这个连续

频谱中类似球棒上“最有效击球点”的区域，

从历史来看，这个区域中的人最容易被提拔

到领导岗位（图 2）。通过这种从历史角度对

性格排列的检视，以及由此产生的针对性的

反思，我们的领导人就能判断应该在什么部

位做出刻意的调整。

如果做到不凭主观感受而是有理有据地

展现我们为什么需要某些特定素质，并从中

归纳出基于事实的数据，就有助于证实为什

么我们要在入伍申请人数比例上加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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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我们就能消弭各方面对空军所建议

的改革举措的种种批评，并给出不同的选

择——比如，最有效击球点可以被刻意移动、

扩展、或经由验证来满足所展现的需要（图

3）。此外，找到了这些趋势，就有可能对暂

时不在“历史最有效击球点”区域内的人进

行更有效的教导和培养。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专业领域都应该采

用这种男女气质特征的相同搭配。不同的专

业领域和相关岗位必然要求不同的性格属性

或“最有效击球点”，相信不会有人反对这种

说法。例如，终端空中管制员群体的“最有

效击球点”不同于采购工程师群体，后者又

不同于太空系统军官群体。承认这个事实，

是围绕这个议题开展有意义讨论的重要一步。

况且，明确规定男女比例，并不能保证

这些个人都充分拥有理想的男/女气质。因此，

我们不能纯粹靠性别组成比例来保证一支部

队的战斗力。然而，这些比例可为研究这个

问题提供一个起点。

那么，另一个挑战就是决定由谁来确定

“最有效击球点”的调整。空军高层领导人如

果不广泛征求意见，就难做好这项工作。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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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群体性格标度示例（本图非常简化，只为提出一种共同参照，据此理解性格排列模型。实际的

性格排列频谱要更加复杂，需要更精深的分析。）

图 2 ：在性格标度上额外标出“最有效击球点” 示例 （本图非常简化，只为提出一种共同参照，据此理解

性格排列模型。实际的性格排列频谱要更加复杂，需要更精深的分析。）



空军应咨询各专业领域管理班子及资深领导

人的看法。无论如何，通过开展研究，帮助

建立和推动空军官兵在文化思维上接受各专

业领域的“最有效击球点”，将减少陈旧偏见

继续存在的机会。

研究“最有效击球点”，是多元化和包容

性努力中针对多种挑战设计应对技术方案的

一个可行方法。但这还不够，我们还必须鼓

励有益的对话，激励官兵自下而上发表各种

技术性和适变性看法——如果空军希望制定

出一个有助于空军团结的均衡战略的话。

重建信任

“设计可信赖的组织”一文的作者，探讨

了造成信任失败的原因和避免失败的可行措

施 :

在调查信任失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经常导致信任普遍丧失的一类矛盾是，

所制定的公司战略…… 有意或无意地偏

袒了一个利益相关者团体的利益而背离

了其他团体的利益……。诚然，组织机

构区别对待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例子

并不少见。然而，信任背叛的发生，不

仅仅是因为这个组织选择性优待了某些

群体，而是其在积极迎合一个（或多个）

团体的同时，没有持守对其他团体的责

任。44

此文之所以有意思，在于它正好描述了

空军官兵反对空军多元性和包容性举措所表

述的许多担忧。空军 2013 年《多元化战略路

线图》宣称 ：“我们的意图是立足择优晋升原

则实现这些目标，保证所有官兵在公平环境

中表现和竞争。”45 然而，在某些人看来，

2015 年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建议似乎与这个原

则前提有冲突。46

罗伯特·赫尔利（Robert F. Hurley）及

其同事们提出了一个框架，也许有助空军领

导人排除担忧并恢复信任。他们认为：群众“在

决定是否信任一个人、一个团体，或一个组

织时，”主要关注以下六个信号 ：

1. 共同价值观 ：被信任者是否秉持与我们相

同的价值观和信念 ?

2. 共同利益 ：被信任者与我们的利益是否相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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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空军文化中的
“最有效击球点” (假设)
进行移动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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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在性格标度上对“最有效击球点”进行移动和扩展的性格标度示例（也可能不需要调整最有效击球点。

但是如果有必要调整，此工具可为领导层提供一个系统性方法。本图非常简化，只为提出一种共同参照，

据此理解性格排列模型。实际的性格排列频谱要更加复杂，需要更精深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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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文关怀 ：被信任者是否关心我们的福

利 ?

4. 实际能力 ：被信任者是否有实际能力履行

承诺 ?

5. 可期待性和公正性 ：被信任者是否遵守共

同接受的道德标准（诸如诚实和公平），

其言行和结果是否可期待 ?

6. 加强交流 ：被信任者是否倾听并参与公开

和相互对话 ? 47 

空军应按照以上六步——共同价值观、

共同利益、人文关怀、实际能力、可期待性

和公正性，以及加强交流——来重建信任，

应该把这种综合战略纳入空军的多元化和包

容性努力。制定这样一个战略并非易事，但是，

只有正视并迎头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让全体

官兵衷心拥护和参与这项努力。

高层领导人已经把第一步，即解决“共

同价值观”的问题列为优先任务，例如，空

军在《多元化战略路线图》中表示 ：“我们秉

持 ‘品正行端，先国后己，卓越自律’核心

价值观，并继承创新的传统，这一切要求我

们始终将多元化视为一项优先任务。”48 围绕

这些核心价值观展开讨论，就会使所有官兵

都认识到自身的相关性。

第二步是继续展现多元化和包容性如何

与全军官兵的“共同利益”保持一致。然而，

空军官兵只有在经历了能实在感受到的好处

之后，才会在文化思维上全面接受多元化和

包容性。因此，重要的是，倡议之后要有相

应的行动，有成功要及时彰显，让大家都感

受到。

第三步是多面向展现“人文关怀”。领导

人不仅要对少数群体和女性的成功提供承诺

和支持，也必须表明他们对非少数群体和男

性同样重视。对所有利益相关者一视同仁，

就会产生信任，使所有官兵都积极投身到多

元化和包容性文化建设中。

第四步是展现“实际能力”，难度虽很大

但可以做到。为了展现这种实际能力，领导

人首先需要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向官兵交

流该政策的二阶和三阶效果。比如，如果母

亲生孩子之后可以缓期 12 个月再派外部署，

那么此政策对男性和没有孩子的女性会有什

么影响 ? 又比如，在军官授衔入伍、超期服

役和晋升方面对某些群体优待，此政策对非

少数群体和男性又会产生什么二阶效果 ? 消

除这些担忧很重要，因为它们对官兵有真实

的影响。最后的收益应该大于成本，最终，

实际能力需要通过表现来证明。这些举措要

么产生理想的效果，要么应及时修正。

第五步是展现可期待性和公正性，这涉

及到先前讨论的概念。如上所述，空军宣称

立足择优晋升原则建设部队，但是许多人认

为，这个多元化建议影响到优胜劣汰制。49 

空军领导人应该直面这些担忧。比如，晋升

甄选委员在考察某人时，其表现报告中并无

与多元化和包容性相关的具体成绩，委员会

如何确定其展现“在空军多元包容文化下培

育和引领”的实际领导能力 ?50 这些多元化

和包容性举措会导致歧视性晋升标准吗 ?51 

增加某群体的申请者人数，会导致空军减少

从其他群体招收高素质人才吗 ?52 这些政策

会导致优待某些群体而给予配额指标吗 ?53 为

了重建可期待性并证明公正性，空军应对这

些一再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54

最后一步是“加强交流 ”，这是建立信

任的关键。如上所述，领导人必须公开说明

这些举措的好处和成本。运用坦诚交流技能

开展沟通，可以起到邀请全军官兵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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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也能破除大家不敢畅所欲言的顾虑。

进一步，领导人必须倾听并公开和诚实地直

接解决官兵表达出来的担忧。这样做，就能

建设出一种良好氛围，既要求全军服从命令，

也欢迎所有级别、专业领域、种族、族裔、

性别、宗教信仰的官兵参加对话并提出革新

建议。

结语

六十多年来，美国用我们公民的鲜血和

我们的武装力量担当了全球的安全。我

们男女军人的服役和牺牲促进了和

平……也促使民主牢牢生根。

    ——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 年发言

奥巴马总统发表过一些尖锐的言辞，它

们直接相关多元化和包容性辩论。他指出了

美国军队在世界上担当的重要作用，然而他

也警告说 ：“我们一旦放弃了自己为之奋力捍

卫的理念，就会丧失自己。我们践行这些理念，

不仅要坚守于顺境，更坚守于逆境。”55 我们

奋力捍卫的多种理念中包含这一信念，即对

这个社会所有种族、族裔、宗教和性取向的

男女民众，都应保持同等的尊重，都应赋予

同等的成功机会。

空军通过 2015 年多元化和包容性举措

力图坚守这些理念。然而，像任何文化转型

一样，会出现挑战。这种文化转向必须最大

化发挥包容性和多元化的效益，由此提高作

战效能。目前的计划是善意的尝试，旨在充

分利用多元化提供的力量。为引导空军 “平

稳滑降”，领导人必须促进鼓励公开对话的健

康氛围，确保其所实施的文化转型战略对各

种群体均衡，能考虑到存在问题的适变性和

技术层面。最后，领导人必须正面解决官兵

的担忧而重建信任。这些措施结合起来，将

有助于缓解官兵对多元化和包容性举措的“偏

狭理解”，推动空军向更多元、更包容的文化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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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就在手边——这是美国国家安全

顾问亨利·基辛格 1972 年 10 月

说过的一句名言，体现出他对达成结束越战

协议指日可待的信心。从公元前 440 年雅典

与斯巴达签署《三十年和平》条约，到 2014

年乌克兰与俄罗斯，加上从乌克兰分裂出去

的两个新共和国共同达成《明斯克协议》，所

谓的“和平”协议一直被用来终止军事冲突。

所有这些事例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以一种

狭隘和消极的理解来界定和平——没有战争

即为和平。此定义最为常见，甚至主导着学

者和政策制定者对和平的思维。

在安全分析中，战争与和平通常被视为

对生体。争战，或者民间冲突中泛滥的暴力，

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阈值，才可以被定

义为战争 ；所有未能漫至这一刻度的其它情

形，都归类于和平。一些认定战争在减少的

知名著述指称，世界更加和平了，很大程度

上是由于暴力行为在减少——常常是以打仗

死了多少人来衡量。1 同样，美国军事战略

家和政府决策者主要是以和平的消极概念来

思考问题。“非战争军事行动”（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这个术语，其早期的使用就

反映了将所有非常规军事应用归拢在一起的

一种军事理论。后来取而代之的术语，即所

谓的“稳定与支持行动”（stability and support 
operations），对“非战争”类别做了稍更微

妙的处理，但其对稳定——压制暴力武装——

的突出强调，则继续把追求重点放在消极的

和平成果。不妨看一看 2014 年版美国陆军野

战手册 (FM) 3-07，其标题只有简单的两个字：

稳定。再看经济与和平研究所编纂的《全球

和平指数》，为了给每个国家计算综合和平指

数，该手册开列了 27 项内部和外部和平指标，

其中几乎每一项都涉及消极和平，典型的指

标包括杀人犯罪率、小型武器可得性、军费

开支，以及对外部冲突的参与。

结束暴力行为当然是值得称赞的目标，

但以消极的条件定义和平，将导致学术分析

和政策制定的结果事与愿违。按照大多数的

定义，当代伊拉克没有陷入内战 （没有达到

与军事交战相关的战斗死亡和其它指标），但

如果将那里的局势视为和平，将美国行动的

结果视为满意，或者分析时将其与加拿大等

具有种族或其它分歧的国家相提并论，则是

谬误。同样，不能仅凭 1953 年以来美国和北

朝鲜之间没有发生任何持续军事交战，就将

两国的关系视为和平状态。学者和政策制定

者所需要的，是一种对和平的更广义的理念。

为什么政策制定者应该重视这种概念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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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 ? 如此理解是否只是从语义区别角度对这

个概念高谈阔论 ? 须知，更广义的和平概念，

对于各国可能实施的军事和政治行动会产生

重大影响，特别是对结束冲突后的伊拉克而

言，以及如果也能到达这一阶段的叙利亚和

也门而言。

没有严重的暴力冲突肯定是和平的一个

要素，但不应被视为唯一。至于和平还应包

含其它所有哪些因素，尚无共识，且可能因

情形而异——例如国与国关系、国家级社团，

以及团体间互动，等等。然而，人权、正义，

和冲突管理等特征，通常会被引用，从而将

对和平的理解，从仅关注暴力向外扩展。顺

此思路，和平涉及多种系列的互动，是一种

持续进行的更长期的关系，而不是只维系于

一种事件，如战争。因此，对和平的评估，

需要参照广泛的指标和考量。进一步，对和

平的更好的理解，是将之视为一种囊括了各

种关系的持续统一体，而不是相对于战争的

简单二元区分。

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应如何采纳更广义的

和平观念，并将其应用于现实世界实例 ? 具

体来说，我们不仅要审视战争计划和冲突的

交互作用，也要观察外交、沟通，以及功能

集成。在这种理念基础上，我们可以生成一

个由下列五种类型构成的、反映随国家之间

不同关系而变化的“和平等级表”：严重敌对、

轻度敌对、消极和平、温暖和平，以及安全

共同体。2 前两个等级（严重和轻度敌对）

属于对抗性质，表示国家之间在不同程度上

互为敌人，处于极可能升级为战争的巨大风

险之中。当代印度—巴基斯坦关系，以及

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德

国关系，符合“严重敌对”这个尺度。这里

请注意，战争不经常或者说不频繁发生，但

强烈的敌意持久存在。“轻度敌对”的例子有，

当前的美国—俄罗斯关系，以及桑地诺执政

时期尼加拉瓜与美国的关系，在这里，互相

之间敌意也很明显，但军事冲突的频度要低

得多，有时只是间接冲突。

大多数国家间关系处在这个等级表中间

的“消极和平”尺度上，例如，戴维营会谈

后的埃及—以色列关系。在这个等级上，相

关国家之间既非好友，也非仇敌。请注意，

消极和平在这里不同于我们随口所用的和平

说法，这里的消极和平不包括下述的积极和

平示例，也有别于以上更趋向战争的敌对等

级。

和平等级表的其余两类所描述的国家关

系代表着积极和平，分别是“温暖和平”和“安

全共同体”。仅仅因为存在着一个共享的联盟，

例如北约，不足以被归类为“安全共同体”，

甚至达不到“温暖和平”尺度。可以说，希

腊和土耳其互相之间就是敌人，因为双方在

塞浦路斯和爱琴海问题上存在着军事化对抗

和其他敌对性互动。联盟成员国之间还有其

他例子，表明互相之间的关系处于“消极和平”

尺度上，因为，除了联盟这个约束之外，互

相之间并无多少融合或者协调。积极和平除

了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或者在安全政策方面

有某些协调之外，还要求有更多的内容。“温

暖和平”关系下的国家，具有相似的外交政

策偏好和高度发达的跨国关系，但没有建立

像“安全共同体”那样能确保集体决策的机

制或安排。“温暖和平”环境中的经济互动，

不一定像“安全共同体”环境那样受某种正

式机制或安排的推动或治理。对“安全共同体”

环境下的相关国家而言，战争或暴力冲突不

仅不存在，甚至不可想象。因此，“温暖和平”

（例如美国和英国）与“安全共同体”之间的

区别，更多体现在程度上，而不是实质上。“安

全共同体”关系，诸如欧盟中众多的两国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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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还可能涉及一致认同的身份、价值观

和信念。此外，互相之间还有若干层次上的

广泛合作互动，包括个人层次和政府层次的

互动，以及共同的长期利益。

“达文波特和平标尺”是衡量和平的另一

个例子，更广泛地适用于国家、团体、个人

和其它行为者。3 这个标尺刻出七个等级点，

从“互相对立”到“互相交融”，以“互相冷

淡”作为中间点，力图划分国家互相作用的

不同类别。该标尺将这七类关系置于四个维

度下衡量：行为、组织、语言、价值观。例如，

“互相交融”的特征包括一致的行为，包容的

组织，体现共同身份和共同使命的语言，以

及对生活社会积极价值的一致认可。北欧国

家多年来就是这种和平社会的缩影。

和平的概念并不止步于战争的消失和终

止。这些概念不认为分歧会消失，它承认分歧，

认为冲突的几率和规模相对较小，并可通过

现有的机构和政治进程得到解决，且其结果

被视为合法。解决框架可能是民主机构（例

如国家法院）和一个国家内部的程序，或者

是国家间的谈判和共同规则，例如世界贸易

组织。因此在这些条件下，战争或重大暴力

事件必定不容易引发或重燃 ；在极端情况下，

当分歧出现时，战争或暴力行为甚至根本不

会被纳入考虑。

 一项能够终止战斗并促成停火的和平协

定，应该算作一项重大成就。的确，这种消

极的和平可能会成为将敌对双方的和平进一

步深化的先决条件。然而，停火状态也可能

非常短暂。在波黑内战期间，终止战斗的停

火协定先后达成了几十个，有些墨迹未干就

被打破。还有些协议即使超越了简单的停火，

进一步增加了解决悬而未决问题的条款，战

火复燃的风险依然很高。研究发现，内战中

所谓的和平解决协议中，有 40% 以上都被打

破而将双方重新推入战争。因此，如果以为

和平仅仅就是没有战争，这样的和平之光，

也许转头便灭。

如果将和平的消极理念作为国家的战略

核心，除了重陷战争的风险之外，还有两种

潜在有害的影响。首先，一旦战斗停止，就

会倾向于停止维和、军事干预和其它行动。

国家领导人们可能以为所有目标都已实现，

于是将资源和外交重点转向别处。一个著名

的例子是 2003 年悬挂在小布什总统头上的那

条横幅，上书“Mission Accomplished”（大

功告成），宣称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努力达到

了理想的终局目标。其实，更广泛的和平理

念对这样的使命有不同的期待，包括设置更

广泛的目标。在国与国之间的背景下，这些

目标可能包括 ：减少武器数量或者从朝鲜半

岛撤军，以及在那里推进更重要的经济一体

化。在中国和台湾之间，推进积极和平的初

始步骤，清晰地体现在不断扩展的双边贸易

和两岸领导人的会晤之中。因此，防止战争

的策略远不止于军事威慑，还需包括更多的

合作行为。内战结束之后，它可能意味着培

育公民社会机构，例如在阿富汗和其它地方，

通过若干行动鼓励促进和解。

首先，最重要的，是建立冲突管理机构

以及社会规范，认可这些机制是解决分歧的

正确途径。军队，甚至维和部队，都不是以

解决对立双方的分歧为目的。在国际层面，

这意味着国家之间将就分歧进行谈判，并且

依靠诸如欧盟或者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区

域组织加以调解。这些原本为促进经济利益

而建立的组织，越来越多地包含冲突管理的

程序和机制。在国家层面，也应诉诸司法和

准司法机构解决分歧，例如，作为海洋法公

约和世贸组织一部分的争端解决机制。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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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冲突结束后的国家，这意味着创建和重整

法治机构，如法院和法典等。上述那部美国

陆军以维稳为主题的野战手册 FM 3-07，朝

这个方向采取了若干措施。

第二，将稳定作为主要或唯一的目标，

可能会削弱更广泛意义上的和平努力，甚至

会削弱非政府组织等其它行为者的努力。制

止暴力可能涉及镇压不同群体或将局势冻结

在多方甚至所有方都不喜欢的现状层面。停

止流血冲突固然是一项重大成就，而且不应

质疑其所产生的拯救生命的结果。然而，如

果实现稳定或维稳的方式不当，就可能损害

建设和平的其他种种努力，包括启动政治选

举、构建公民社会、落实人权保护、重建基

础设施，等等。例如，当有团体反对促成稳

定的军事行动时，几乎不可能举行选举或保

护人权。但反过来，如果没有稳定，要想实

施和平建设的其他任务，可能也同样问题重

重，于是陷入类似“第 22 条军规”的两难

境地。

呼吁敌对双方更加努力深化和平是一回

事，这种努力能否成功却是另一回事。尽管

回报效果可能很大，但是会有很多制约，使

得寻求积极和平的努力非常困难。第一个障

碍与积极和平所需要的手段有关。实现消极

和平，可能主要利用军事力量，通过强行实

施停火或者镇压暴力活动而取得。美国、北约，

或其它联盟所使用的战略与军事机制，并不

适用于积极和平的努力。虽然各国军队在维

和训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也通过和平建

设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但是社会的重建

需要不同的技能和活动能力，而军事人员通

常无法提供这些能力。其净效果是，促进积

极和平的努力，需要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

以及诸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合作。当前的

一些权宜性安排，可能对应用于诸如刚果等

国家的情势而言不够充分，未来将会出现许

多挑战，因为不同的行为者可能提出对抗性

的利益诉求和行为协定。

再一个担忧是，建立积极和平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需要国际社会广泛和持续的承诺。

这种长期努力通常与民选领导人的短期政治

需求不匹配。当收益遥远而分散时，这些领

导人不会愿意作出或者维持必要的承诺。此

外，无论民主和非民主的领导人，都难以从

专为遥远的外国所设的计划项目中获得太多

的国内当前政治利益 ；于是，一点也不奇怪，

在诸如联合国主导的援助项目中，成员国信

誓旦旦承诺的数目往往低于其实际提供的援

助。

即使有最好的外部参与者的努力，成功

也远远没有保障。积极和平不仅仅需要主要

参与者的默从，而且需要冲突各方的积极合

作。也就是说，积极和平不是外部参与者能

够强行实施的。有一些冲突是不太可能在主

要行为者中间找到共同立场的 ；因此，共同

价值观、未来的愿景和融合，都可能是难以

实现的追求。在这种情况下，消极和平可能

是能够达到的最好结局。以色列—巴勒斯坦

关系有可能朝这个方向发展。此外，伊拉克

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滋生，

使人们很难想象与他们和解，或者建立包括

这个组织在内的类似共同机制。除非在军事

上将他们打败，这种情况意味着一个“搅局者”

始终存在，这样的行为者不仅威胁积极和平

的发展，也威胁对消极和平的维护。

如果以实现消极和平条件或者停止武装

对抗作为国家政策努力的终点，专注于这些

目标的实现无疑值得追求。但是，这终将误

导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造成他们的短视。将

更广泛的和平概念构建到国家战略之中，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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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挑战巨大，但更有可能促成长远的稳定，

减少反复使用军事行动来实施和维持稳定的

必要性。对于学者来说，放弃传统概念，有

助于开阔视野，拓展研究范围，协同防务分

析专家们解决一些关键的问题，例如 ：从消

极和平关系过渡到积极和平成果，需要哪些

必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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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互联网有多种网络。首先是明网

（surface web），它由谷歌和其它搜

索引擎可索引的网站组成，在其中通过各种

链接开展索引和查询。本质上，明网就是公

开可用索引的总索引网，基于搜索条件和链

接来提供搜索结果。明网规模很小，仅占 4%。

第 二 种 网 络 称 为 深 网（deep web）， 约 占

96%，亦即互联网的其余空间。它的组成包

括要求用户输入验证数据才能进入的受保护

网站（例如电子信箱或网上银行）、未设链接

的内容（例如未发表的博客或机构数据库）、

专属数据（例如研究成果、财务报告、研发

资料），以及个人信息（例如病历档案或法律

文件）。这些都属于深网，标准的搜素引擎无

法进入这些网站，因此无法搜索。最后一种

网络称为暗网（dark web），它是深网的一部

分。暗网需要专门的软件、登录名和知识才

能 进 入， 那 些

喜 欢 躲 在 暗 处

的 隐 蔽 网 站 都

在这里安家。

黑客、政府调查机构、欧洲刑警组织、

向记者提供消息的匿名来源、言论自由受压

制国家的异议人士、毒品交易者、恋童癖者、

受雇职业杀手、内部揭发者、隐私窥探狂热者，

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什么 ? 他们都依靠网上匿

名获得保护，或为确保隐私和保护个人信息，

或为表达言论自由，或为开展与言论自由相

悖的言论审查。此外，他们还依靠网上匿名

从事非法活动。无论是交流通信，浏览网站，

还是托管数据，这些个人和组织都在暗网中

从事他们的活动，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暗

网是什么，它如何运作，主要哪些人在使用，

了解这些至关重要，因为暗网代表着由来自

社会各方面很多不同性格人物组成的隐藏服

务的混合体。

暗网是什么？

有些人称暗网是“互联网肚脐以下见不

得人的下腹部，人们在这里能购买毒品、武器、

儿童色情，以及雇凶杀人。”1 也有人强调其

90

初探暗网
Dark Web 101
杰明·科尔，美国空军少校（Major Jeremy Cole, USAF）

  ISP =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P = 互联网协议



初探暗网

如何“帮助政治异议人士逃避政府审查。”2 

无论是哪种情况，暗网是那些难见真容的网

站的集聚地，因为暗网“不能够被诸如谷歌

等搜索引擎索引，也不容易被标准的网络浏

览器找到。”3 简要概述一下暗网的技术发展

和演变，可为本讨论做出界定。在一般意义上，

暗网，亦称黑网，就是让有些人通过互联网

交流通信、托管数据，或访问特定的网站，

而把他们的这些网上活动遮掩起来。传统上

来讲，互联网的使用，取决于互联网服务提

供商（ISP）把其用户跟互联网连接。ISP 给

其用户和数据宿主分配互联网协议（IP）地

址。IP 地址中包含关于 ISP、其地理位置、

最近的城市、访问的网站，以及其他确认身

份的信息，这称为元数据。暗网能让其用户

和数据宿主匿名浏览互联网，托管一个网站，

或使用某个隐蔽其用户 IP 地址的全球网络进

行通信。这种匿名技术来自美国海军研究实

验室（NRL）研发的一套软件。在 2004 年，

NRL 发布了第二代“洋葱路由器”，即人们常

说的“Tor”。同年 5 月，Tor 有“32 个节点，

24 个在美国，8 个在欧洲。”4 今天的 Tor 网

络超过 6000 个节点，使其成为国际上最大的

用于进入暗网的首选工具。5

被称为“Tor”的洋葱路由技术为暗网用

户匿名曾经发挥过好处，但此后暗网逐步向

其他更多用途发展，有些合法，有些非法。

Tor 的原始研发者之一迈克尔·里德（Michael 

Reed）说，Tor 最初用于合法目的，“其‘目的’

是供美国国防部和情报部门使用……不是帮

助异议人士……和罪犯（或者）‘比特洪流’

（bit-torrent）用户……。”6 但是，在第二代

Tor 启用 9 年后，使用 Tor 的卢森堡大学研

究者评估了近4万个隐藏的Tor网站。简言之，

他们“发现 Tor 隐秘服务的内容非常多样。

提供非法内容或专门用于非法活动的隐藏服

务的数量，几乎同其他性质的隐藏服务（致

力于人权、言论自由、匿名、安全等）的数

量相等。”7 有趣的是，他们的分析发现，合

法的网站（56%）和非法的网站（44%）在数

字上几乎是各占一半。8 鉴于 Tor 节点在全球

的覆盖面如此之广，可以公平地断言，暗网

中的内容并非都是坏的。美国政府 2013 年对

Tor 投资大约 180 万美元。9 此外，Tor 现在

是“由志愿者管理，由活动人士、非营利组织、

大学和政府支持的开源项目。”10 所有这些因

素表明，Tor 和其所寄居的暗网，可能并非

像此前人们所认为的完全充斥着犯罪和非法

活动。尽管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暗网的存

在让个人，不管他们的意图为何，能够匿名

地交流，托管数据或浏览网站。当然，暗网

及其所使用的工具已演变到包括范围广泛的

各种活动，但始终以匿名为重。

暗网如何运作？

暗网使用加密技术和匿名软件来保护其

用户和数据宿主。暗网用户使用加密工具并

非鲜见。例如，恐怖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

斯兰国（ISIL）据报早在 2013 年 11 月就开

始实验使用加密工具。11 两年后，新的报道说，

ISIL 现在拥有一个“全天候的‘服务台’，向

不断壮大的圣战者提供加密通信咨询，以便

逃避当局的监控”。12 关于 ISIL 加密技术细

节的公开源报道很少，尤其是涉及到攻击策

划。例如，起初人们认为，ISIL 使用加密技

术策划了巴黎攻击事件。但是后来的情报证

实，所谓 ISIL 使用 PlayStation4 游戏主机加

密其行动策划的报道有误。13 目前尚无公开

信息表明，2015 年 12 月初在美国加州圣贝

纳迪诺发生的一起 ISIL 思潮煽动下的攻击事

件，在策划中使用了加密手段。14 但是，据

美国陆军属下打击恐怖主义中心的亚伦 F·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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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特利（Aaron F. Brantly）说，至少有“120

个不同的（通信）平台，其中很多经过加密……

建 立 一 个 空 间 …… 能 不 受 直 接 监 视 地 运

行。”15 虽然这些突出的消极案例可能让人们

失望，但是加密技术对保护现今在网上做的

各种事情——从支付有线电视帐单，到管理

个人财务，浏览喜欢的网站，在社交媒体上

发表评论，分享自己认为重要的看法，欣赏

在线音乐，等等——有着功大于过的价值，

由于加密对于保护个人网上信息，对于只允

许授权者访问而言必不可少，匿名软件将继

续依靠加密技术。

总体而言，暗网通过加密技术和匿名软

件相结合，来隐蔽其用户和数据宿主。虽然

互联网中还有其他的选择，如虚拟私用网

（VPN）、同行网（P2P）、隐形互联网项目（I2P）

等，但 Tor 是暗网中最常用的匿名软件。16 

用匿名软件来隐藏身份的技术有很多，例如，

Tor 以“多层加密网络交通遮掩‘你上网去

哪里’过程，并穿过从全球计算机节点（上

述提到的 6000 多个可用节点）中随机选取的

几个，每经过一个节点像剥洋葱一样剥去一

层加密，然后将数据传递给或者说跳跃到网

络中的下一个节点。”17 这个被称为“跳传”

的数据传递过程，把 Tor 用户和数据宿主的

私人信息经由随机选取的三个节点传递而使

其 IP 地址隐藏起来，使人很难辨识源头。18 

在通过 Tor 运行一个网站时，用户的 IP 和网

络服务器连跳三次，而 VPN 仅跳一次。19 另

外一种被称为欺骗的常用技术，让你的 IP 看

上去是在其他什么地方。20 这很适用于访问

那些按照 IP 地址只能在特定物理位置范围才

可看到的特定网上资源（电视节目、购物、

新闻等）。例如，使用 VPN，人们能进入设在

美国的 Netflix 电子影视读物公司，而用户本

人则可能住在意大利，使用意大利的互联网

服务供应商。VPN 让客户选择世界多个国家

的 IP，让他们能匿名读取网上的资源。VPN

由于“免费而且通常比经过 Tor 网络浏览速

度更快，更容易使用而受到欢迎。”21 匿名软

件和加密，向用户和数据宿主提供安全隐藏

其真实身份的能力。由于加密能确保只有经

过授权才能访问特定的数据，暗网用户依赖

加密。如果同能隐藏身份的 Tor 或 VPN 等软

件一起使用，能大幅增加保持匿名的程度，

因此更能保护用户或数据宿主的身份。

谁使用暗网

这个问题很微妙，因为大多数暗网用户

选择匿名，你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考虑

到互联网用户的数量，可用网站的数量，暗

网用户浏览什么，怎么浏览，等等，我们可

以知道，暗网使用人数极少，目的也五花八

门。例如，全球互联网目前每天用户超过 32

亿，而 Tor 的用户据称仅为 200 万。22-23 假

设 Tor 的这个数据是准确的，这就等于有

0.0625% 的互联网用户在使用 Tor。那种认

为 200 万用户使用 Tor 进入暗网的目的，不

外乎贩毒或浏览儿童色情的推论，是无识之

见。来自 Tor 的数字称，“在所有流量中……

仅有 1.5% 跟隐蔽网站有关。”24 互联网上大

约有近 10 亿个网站。25 Tor 估计，暗网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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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000 到 30000 之间。26 换言之，Tor 的暗

网约占全部网站的 0.003%。27 这些数据表明，

暗网用户、数据宿主和可用数据组成的群体

很小。根据 Tor 项目的说法，这个群体包括

极力想保护自身的“一般人”，其中有 “不择

手段躲避的营销商和偷盗身份的窃贼、无国

界记者、美国之音 / 自由欧洲 / 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的公民记者、执法人员、揭发者、企业

高管、博客作者、军方的外勤特工、秘密特

工部门、情报部门，等等。”28 于是可以想象，

这些人通过 Tor 匿名工具使用暗网来隐藏自

己的网上踪迹。暗网中还有一些 Tor 项目没

有提及的其他使用者，例如，两年前，某人

设立了一个暗杀服务市场，以比特币作为支

付货币，接单暗杀政治人物。29 另一个例子

是黑客推销网上黑道服务，这其中颇有些讽

刺，因为“为了建立商业关系，黑客必须礼

貌待客，及时完成每一单秘密任务，在某些

情况甚至要提供退款保证。”30 另一方面，还

有一些黑客义士，例如一位被称为“Intangir”

的黑客， “他在 2014 年侵入暗黑维基网站，

删除了所有儿童色情网站的链接，使他成为

暗亦有道的暗网捍卫者。”31 再一个例子是 X

医生，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内科医生，有志

帮助人们减少对毒品的依赖，于是设立了一

个网站，帮助毒品市场上的使用者。他说，“人

们向我询问各种不同药物混合的真正危险和

副作用（非法的和处方的），以及糖尿病或神

经疾病患者等不同身体状况的人如何使用相

关药物。”32 这些利他行为提供了人的尊严能

存在于匿名之中的希望。

鉴于暗网用户和网上提供的服务数量很

少，通过审视热门浏览内容来获取统计数据

和了解暗网用户，得到的调研结果各各不同。

例如，互联网观察基金（IWF）的报告发现，

“31,266 个 URL（统一资源定位符或网上资

源链接）含有儿童色情图片。”33 IWF 称，其

中，“在 2014 年，我们确认出 51 个此前未

曾发现的隐蔽服务，散布儿童性虐待内容，

比 2013 年增长 55%。”34 这些隐蔽的非法内

容，仅占 0.002%，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隐

秘服务的使用者在增长，推动着儿童色情市

场的发展。这意味着通过暗网提供儿童色情

服务的团伙在增加。再举第二个例子，可了

解暗网中毒品商贩的习惯。2014 年 11 月，

17 个国家的司法当局在一次代号为“署名行

动”的合作中，对暗网中的毒品市场进行打

击。35 这次行动逮捕了 17 人，吊销了（Tor

托管的）414 个“.onion”（洋葱）域名，“没

收了超过 100 万比特币（网上使用的数字货

币，没有任何合法银行机构参与），和 25 万

美元现金，”并查封了其他资产和多个网上毒

品市场。36 这次行动获得成功，但是继“暗

网中最受欢迎的毒品网站‘丝绸之路’被查

封”，又有其他网站取而代之。37 像 Agora 之

类的网站应运而生，提供“超过 16,000 种大

部分为非法的产品。”38 在 6 个月后，2015

年 4 月 24 日的数字证实，暗网中较小规模的

毒品网站“在过去一个月出现了大幅度的增

长。”39 似乎，由于“丝绸之路”被取缔出现

的真空，反而促使毒品市场事实上得以扩展。

这种现象意味着，毒品市场在“署名行动”

后继续生存，甚至扩大了在暗网中的存在。

耐人寻味的是，暗网中的毒品大网站 Agora，

最近因担心“Tor 的隐蔽服务中含有可能致

使其服务器被发现的漏洞，”因而关闭了网站

运作。40 基于这些例子，以及此前提及的卢

森堡大学研究的结论，我们可以认定，暗网

群体很小，仍在继续推进非法活动 ；尽管执

法机构不断打击，暗网群体依靠最新的技术

趋势，尽各种努力保持隐身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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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网的手段各异，要辨识出暗网的用户

或数据宿主相当困难。例如，英国朴茨茅斯

大 学 教 授 加 雷 斯· 欧 文 博 士（Dr. Gareth 

Owen）经过对隐蔽的 Tor 网站进行了 6 个月

的研究发现，75% 的暗网用户访问过儿童色

情网站。不过欧文对这个数字表示质疑，因

为“大多数的隐蔽服务我们仅见过一次，这

些服务的存在时间通常不很长。”41 欧文的发

现证实，非法网站的一个基本策略是定期更

换网址。于是可以想象，经常的光顾者若想

继续访问这些不断变换的网站，就必须谨慎

巧妙地跟数据宿主联系，获得网站的最新地

址。另一个常用的策略是使用虚假的或者遮

人耳目的网址。由于无从知道哪个网址为真

或为假，使得执法努力变得复杂。例如，一

份关于“署名行动”的报告称，“被查封和关

闭的网站中近一半不是假的就是骗人的。”42 

因此，这种策略为暗网用户提供了一种隐身

保护，在这种环境中，光顾者“离毒品和枪

支——坦率地讲，还有更丑陋的交易——只

在一键之遥。”43 再一种策略是在审查管控环

境中使用 VPN 软件，从暗网中开展通信。一

位中国博客在暗网中开设了一个博主站，宣

称“这里是自由的中国互联网世界，欢迎来

此畅所欲言。”44 另一个博客兴奋地回帖说，

“我到现在还觉得紧张，实在是因为自己生性

胆怯。我从来没想过我第一次跟暗网接触是

在一个中国的网址上。衷心希望站主将这个

网站坚持下去。”45 这些策略的使用，反映出

用户对保护身份的担忧，生怕自己的违法或

被认为违法的言行被发现被捉住。总而言之，

数据显示，暗网群体——用户和提供服务的

网站——只不过是公认的“互联网”大水桶

中的一滴水。由于人们使用各种技术遮掩活

动印迹，对网络访问的评估很难帮助我们确

认暗网群体，而只能提供不同的结论。

结语

增加对暗网以及暗网如何运作的认识，

有其困难，而确定暗网群体身份更加困难。

起初，暗网为美国政府的合法目的服务，为

那些从事调查、现场工作和情报搜集的人员

提供保护。但是，随着主要使用 Tor 进行犯

罪活动的人群增加，使暗网得以兴旺发展。

有趣地是，Tor 的设计者曾预期会发生这种

情况，指出“这个技术将不可避免地用于其

他用途……而且如果那些用途能形成更多的

掩护流量，就能更好地隐蔽我们使用网络从

事的活动，那当然多多益善。”46 暗网依靠加

密和匿名来保护其用户和数据宿主。数据加

密是一个古老、规范的保护标准，确保只有

授权者能访问可验证的、持久不变的数据。

把加密技术与匿名软件结合使用，给暗网群

体提供了错综复杂和强有力的保护。但与互

联网用户总人数相比，暗网用户的数量少得

几乎不见存在。此外，可用的暗网网址数量

跟标准的网站相比，同样微不足道，小得不

能再小。鉴于暗网的性质，辨识其用户很难。

从获得的信息，大致可以知道有这么几类人，

例如一些借其技能帮助他人躲避法网的电脑

奇才，一些信奉利他主义的电脑高手，一些

执着保护个人信息的普通老用户。在今天这

个互联的全球世界中，暗网社群可能越来越

受欢迎，越来越扩大，折射出一个困扰在法

律和道德难题中的社会，这个难题，目前无

人能够破解。

暗网只是深网的一小部分。在互联网上

就某个题目做简单搜索，并不能显示全部的

结果。互联网包含着浩瀚的信息，其中被称

为“深网”的巨大空间，通常不能被搜索引

擎索引。而这些信息对于跟踪罪犯、恐怖活动、

性交易和疾病传播很有用。科学家也能使用

深网搜索来自太空船的图像和数据。展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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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 http://blog.dictionary.com/dark-web/. 笔者 2015 年 11-12 月间访问各网站，有些内容可能后来删除。下同。

2.  见 http://www.npr.org/sections/alltechconsidered/2014/05/25/315821415/going-dark-the-internet-behind-the-internet,%20
accessed%2030%20November%202015.

3.  见 http://www.ibtimes.co.uk/ukraine-combatants-turn-dark-web-advice-bridge-bombing-anti-tank-missiles-1487256.

4.  Roger Dingledine, Nick Mathewson, & Paul Syverson, Tor: The Second-Generation Onion Router [Tor 第二代洋葱路由器 ], 
NRL Release Number 03-1221.1-2602, 13.

5.  见 http://www.wired.com/2015/09/mapping-tors-anonymity-network-spread-around-world/.

6.  见 https://cryptome.org/0003/tor-spy.htm.

7.  Alex Biryukov, Weinmann Ralf Philipp, & Ivan Pustoarov, Content and popularity analysis of Tor hidden services [Tor 隐蔽服
务的内容和普及性分析 ], 29 July 2013. 

8.  同上。

9.  见 http://www.independent.co.uk/voices/comment/the-dark-web-is-not-just-for-paedophiles-drug-dealers-and-
terrorists-9920667.html.

10. 见 http://f3magazine.unicri.it/?p=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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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见 http://thehill.com/policy/cybersecurity/260402-isis-help-desk-aides-would-be-terrorists-with-encryption.

13. 见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intersect/wp/2015/11/16/everything-the-internet-hoax-machine-tricked-you-
into-believing-about-paris/.

14. 见 http://www.ibtimes.com/obama-couldnt-stop-san-bernardino-shooters-expect-more-isis-details-sunday-speech-2213315.

15. 见 http://www.nbcnews.com/storyline/paris-terror-attacks/are-isis-geeks-using-phone-apps-encryption-spread-terror-n464131.

16. 见 http://www.wired.com/2014/11/hacker-lexicon-whats-dark-web/.

17. 同上。

18. 同上。

19. 见 http://motherboard.vice.com/read/what-firewall-chinas-fledgling-deep-web-community.

20. 见 http://www.pcadvisor.co.uk/how-to/internet/what-is-dark-web-how-access-dark-web-deep-joc-3593569/.

21. 见 http://motherboard.vice.com/read/what-firewall-chinas-fledgling-deep-web-community.

22. 见 http://www.internetlivestats.com/watch/internet-users/.

23. 见 http://www.wired.com/2015/06/dark-web-know-myth/.

24. 同上。

25. 见 http://www.internetlivestats.com/total-number-of-websites/.

26. 同上。

27. 同上。

来，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通过一项称为

Memex 的计划，正在研发一种能够访问深网

神秘世界并做分类检索的、远比当前商业性

质搜索引擎强大的软件。加利福尼亚州帕萨

迪纳的美国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也加

入到这项计划的努力中来，以从深网访问中

获益为科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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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bitco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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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选登词汇多来自当期或近期美军文章，但在主流英汉词典中未能找到相应词条或贴

切译文。一家之“译”，仅供参考。

• ACCE (air component coordination element) = 空中部队协调官（联合作战中空中组成部队 [空军] 派

驻于其他军兵种部队的协调官或协调小组）

•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 = 飞行适航性证书

• ammunition load-out = 弹药配载（包括弹药种类和载量）

• AOD (air operations directive) = 空中作战指令

• A bag = A-包（美军行军作战，需根据要求带上A/B/C/D等包，A-包为常用品包。其他几类包依各军种

作战需要有不同的内容，例如陆军B-包中要求有一套平民衣服，空军B-包为御寒品包。C-包为生化防

御包。）

• cross-cued target = 交叉提示目标

• engagement and fire control radar = 截获及火控雷达

• frequency-agile radars = 频率敏变雷达（快速变换发射脉冲频率的雷达）

• FTB/RTB (Fight the base / Recover the Base) = 防卫基地/修复基地训练计划（美国空军为备战A2/AD
环境，在前进基地推行的基地全员保卫和修复基地的训练）

• institutional memory = 体制性集体记忆

• institutionalize = 体制化，常态化，习惯化

• interlinking = 内联链接

• localized suppression = 局部压制

• lost-link contingency routes = （预先规划的）失链后应急路线

• meritocracy = 优胜劣汰体制，择优升迁原则

• mission-essential position = “使命关键”类军事岗位

• mobile armories = 机动军械车，流动军械车

• on-call target = 待现目标（属于预定目标打击任务概念范畴）

• passing custody of a target = 目标监管移交

• planned opportune suppression = 有备随机压制（计划能力之外可用于随机压制的能力）

• prudent risk = 合理风险

• reactive strike = 后发制人打击，后发打击，被动打击（与 preemptive 即先发制人打击相对）

• recovering base = （无人机）回收基地

• ROVER (remote operational video enhanced receiver) = 远程操作视频增强接收器

• selectable overlay source input = 叠加透明显示的可自选多源信息输入（各种来源的信息叠加透明显

示在同一个（而非多个）屏幕上，使用者可点取选择）

• SIGINT (signal intelligence) = 信号情报

• temporal window = 闪逝机会窗口

• total war = 全赴战，总体战（全力以赴不受约束的战争，与有限战争相对）

• TST (time-sensitive targets) = 时敏目标

• weapons-employment-zone validation program = 武器投放区验证软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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