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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场战争都是孕育下一场战

争的母体。从越南战争的“灵巧炸

弹”到海湾战争的无人侦察机，再

到阿富汗战争的“察打一体”无人

机、伊拉克战争的“背包”机器

人，直至近期叙利亚战争中叙利亚

反政府武装使用无人机群袭击俄空

军基地行动，智能化武器被广泛应

用于战场，智能化战争时代的大幕

正徐徐拉开。

智能化作战体系是一个由各种

智能武器节点构成的信息网络，

通过小微化战场传感体系、智能

化主战装备体系、实时化协同任

务规划体系、自主化作战编队与

集群，以人机融合、自主作战形

式实施非对称作战的作战体系。

世界各国军队不断将人工智能技

术嵌入到太空、空中、地面、海

洋、网络空间等作战域，催生多

域智能化作战新样式。

——智能化指挥控制。2016

年3月，谷歌“阿尔法狗”战胜世

界围棋冠军李世石，标志着类脑

智能技术发展取得新突破。6月，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公布：该校开

发 的 一 套 人 工 智 能 系 统 “ 阿 尔

法”，在空战模拟对抗中，指挥仿

真战斗机编队，击败了有预警机

支持、有着丰富空战经验的美国

空军退役上校。“阿尔法”在空中

格斗中调整战术计划的速度是人

类的 250倍，从传感器搜集信息、

分析处理到作出正确反应，整个

过程不超过1毫秒。其核心采用遗

传模糊技术，在与人类飞行员的

无数次对抗中学习人类指挥决策

经 验 ， 逐 渐 达 到 并 超 越 人 类 水

平。“阿尔法”系统可同时躲避数

十枚导弹并对多目标进行攻击，

还能协调队友并观察学习敌方战

术。该技术成为人工智能在指挥

控制领域的重大突破，将会引发

指挥控制领域的革命。

——无人系统集群作战。目

前，美军正在加紧推进以“小精

灵”“郊狼”等项目为代表的“蜂

群”作战技术研究，验证和评估

低成本无人系统集群技术的可行

性。无人“蜂群”系统具有侦察

监视和自主攻击能力，具备性价

比高和可回收的特点，可实现对

目标的饱和攻击。人机协同作战

是当前地面无人系统作战的基本

方 式 ， 以 这 种 方 式 控 制 的 “ 勇

士 ” 排 爆 机 器 人 与 士 兵 协 同 作

战，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水下无人系统通

过集群实现分布式作战。水下无

人 自 主 系 统 新 技 术 应 用 层 出 不

穷，仿生、深海预置等技术和潜

射无人机等跨域系统拓展了作战

能力。然而，有矛必有盾。各国

对反无人系统集群相关研究已提

上日程。未来，无人系统集群作

战将在攻防两端持续上演。

——新型电子对抗能力。将自

主学习技术和智能处理技术注入

电子战，使之具备对抗新型认知

通信和认知雷达的能力，是美军

战 术 需 求 和 战 略 调 整 的 目 标 。

2016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

局开展了“自适应电子战行为学

习”“自适应雷达对抗”“极端射

频频谱条件下的通信”等认知电

子战项目，研制出认知雷达电子

战系统原型机，并取得了阶段性

进展。认知电子战系统能够在战

场实时自适应对抗遇到的新雷达

威胁。作为 F-35战机上的最重要

技术，它不仅能发现难以探测的

新型防空系统，还可实施更加精

准的电子干扰，创造出压制对方

防空系统新方法，形成非对称优

势。

综上，智能军队建设从单纯打

击方式的智能化进化到侦察、传

输、指挥与控制、打击以及评估整

个作战体系的无人化、智能化。打

造智能军队、实施智能化作战成为

制胜未来战场的发展趋势。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智能化战争大幕拉开
■刘玮琦

5月 9日，多款新式武器装备亮相俄
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73 周年阅兵式。
其中尤以“天王星”-9无人战车、“海
盗”号察打一体无人机、“角鲨”号无人
机等无人作战装备最为吸引眼球。

这些新装备的亮相，是俄罗斯近年
加速发展无人作战平台的一个缩影。
2014年和 2015年，俄先后成立机器人技
术科研试验中心和国家机器人技术发展
中心，开始在国家层面对空中、地面和
水下无人作战系统的建设发展进行总体
规划。几年间，俄罗斯一支庞大的“无
人战队”呼之欲出。

在无人机方面，据俄 《消息报》
近日报道，2011 年，俄军拥有 180 架无
人机。截至 2016 年底，无人机数量达
到 1980 架。据估计，俄军现在的无人
机数量远远超过 2000 架。目前，俄陆
军已组建了营属和旅属无人机连。俄
国防部还决定在海军组建无人机团。
此外，俄罗斯还特别注重重型无人机
的研制。去年 7月，俄罗斯国防工业集
团 在 莫 斯 科 航 展 上 展 示 了 其 研 发 的
“猎户座”无人机，这是俄罗斯重型无
人机的首次亮相。

在地面战斗机器人方面，俄罗斯军
工企业已经研发出 10余种技术十分成熟
的履带式地面战斗机器人，包括“平
台”-M、“旋风”、“天王星”系列等地
面战斗机器人。以此次亮相红场阅兵的
“天王星”-9无人战车为例，该战车可
配备反坦克导弹、攻击隐蔽火力点和轻
装甲目标的火箭弹以及防空导弹，能按
照随行装甲指挥车上操控者设定的路线
行进，并能自动辨别、绕过障碍物，自
动追踪目标。

在水下无人作战平台方面，俄罗斯
军工专家本月 12日对媒体说，已被命名
为“波塞冬”的俄洲际无人潜航器将于
2027年前装备俄海军。这一潜航器借助
核动力装置在深海高速航行，航速可超
过新式鱼雷、潜艇和某些水面舰船，并
可发射带有核弹头的鱼雷。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十分注重无
人作战平台的实战运用。
“天王星”-6无人战车在俄车臣和叙

利亚中部古城巴尔米拉执行过扫雷任务，
曾在10天内清除4万平方米空地内的所有
爆炸物，单日工作量能顶20名工兵。

2015 年，在协助叙政府军攻占位于拉塔基亚市郊区一处高地的作战行动
中，俄军派出 6辆“平台”-M参战，战场上所有俄军部队的指挥控制由“仙女
座”-D自动化指挥系统负责。战斗中叙政府军士兵在距离“平台”-M无人战
车后方 150米至 200米处跟随推进。另据俄媒报道，在叙利亚参战的俄军无人机
集群曾达到70至 80架。

综上，俄罗斯虽然在无人作战平台领域起步较晚，但研发速度很快，已实
现了无人装备的批量生产和装备，基本建成了从无人地面战车、无人机到无人
潜艇的立体化无人装备体系。无人作战平台广泛应用于战场，必将引发军事领
域新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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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4日，美军网络司令部正式升

级，成为第10个一级联合作战司令部。

该司令部升级后，将与太平洋司令部及

欧洲司令部同级，执行任务直接向国防

部长汇报。

事实上，自2009年成立起，关于网

络司令部“升格”的声音就没有停止

过。如今的正式升级，不仅是对既定政

策的延续，更透露出美军网络空间力量

发展的重要信息。

首先，此次升级凸显出美军已具

备网络空间实战能力。美军2012年制

定“X计划”，旨在构建网络空间整体

态势图，研制可以发起攻击并抵御反

击的新型计算机武器装备，大幅提升

网络空间作战能力，该计划预期5年完

成。从近年来美军在网络空间的一系

列动作看，该计划进展顺利。2014年

10月，美军颁布首部《网络空间作战》

联合条令，统一规范了美军网络空间

联合作战概念、机构职责、联合程序和

方法；2015年 4月，美国防部发布新版

《网络空间战略》，明确将“网络威慑”

作为战略目标，首次明确提出必要时

可以实施网络攻击。2016年 10月，美

军宣布网络空间部队已经具备初始作

战能力。按照时间表，“X计划”应该

已经完成。此次美军网络司令部正式

升级，充分表明其网络作战力量已经

足以支撑这一指挥机构履行职能，基

本完成了作战准备。

其次，此次升级突出了网络司令部

的作战职能。网络司令部刚成立时，是

隶属战略司令部的二级司令部，由国家

安全局局长兼任司令。通过近10年的

运行实践，该司令部羽翼渐丰：一方面，

借助战略司令部完成了作战指挥机构的

组建，机构设置、管理模式、作战运用等

逐步趋于完善和成熟，已经能够完全独

立运作；另一方面，借助国家安全局的技

术储备和基础设施完成了网络空间力量

的组建、扩建。美国网络司令部陆续组

建了133支、总计约6200人的网络空间

任务部队，据称将在今年10月形成全面

作战能力。美军新任网络司令部司令保

罗·中曾根称，网络空间将与国家安全局

切分，突出网络司令部的作战职能，持续

强化网络空间作战能力。

再次，此次升级提升了网络司令部

指挥权限。网络司令部提升为最高级

别联合司令部，与战区联合作战司令部

平级，有助于简化网络空间行动指挥和

操作，提升网络空间行动效率。因此，

网络司令部升级的实质在于提升指挥

权限，在指挥网络空间力量独立遂行国

家安全任务和作战任务、配合战区或者

在战区配合下实施作战行动、组织与盟

军开展联合网络空间作战行动等方面，

拥有更多自主权。

需要注意的是，美军升级网络司令

部，看似是在“登高”，于国际安全却非“望

远”之举，势必对国际网络空间力量发展

以及网络空间安全形势产生不利影响。

一是催发网络空间军备竞赛。自

美军网络司令部成立以来，英国、德国、

法国、以色列、日本等国纷纷宣布组建

网络战部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

100多个国家在积极发展网络军事力

量。为了在网络空间占有一席之地，各

国将强化互相竞争，不断制造破坏性更

强的网络武器，加快提升网络攻防能

力。可以预见，全球性网络空间军备竞

赛将迎来高潮。

二是导致网络空间威胁常态化。网

络司令部升级为一级联合作战司令部，

表明美国网络安全战略重点转向国家级

网络攻防能力体系建设，凸显了浓重的

“作战”色彩。该司令部升级会使网络空

间行动超出以往行为界限，被美国列为

竞争对手和打击对象的国家，可能会遭

到频繁的威胁和遏制。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美军升级网络司令部—

“登高”未必能“望远”
■逯志安 林 涵

军眼观察

近日，美国海军动作频频。先是 4
月份，美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国会举行的
一次听证会上表示，为应对“大国竞
争”，将大幅调整海军航母部署方式。
后在 5月初，美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宣
布，依据此前美《国防战略报告》中关于
加强“大国竞争”的要求，将重新恢复海
军第二舰队建制。

因何调整——

宣称为应对“大国

竞争”

无论是调整航母部署，还是恢复第
二舰队建制，美国所给出的理由都是
“大国竞争”。

事实上，“大国竞争”并非新提法。
美国早些时候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均把“大国竞
争”摆在了突出位置。《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提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国
防战略报告》则指出“国家之间的战略
竞争——而并非恐怖主义——是现在
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

理查森在宣布恢复第二舰队建制
时也说：“随着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变得
更具挑战性和复杂性，美国已经重新回
到海洋大国竞争时代。”

因此，此番美国调整航母部署以及
恢复第二舰队建制，从根本上说是落实
上述报告所提出的应对“大国竞争”的
具体举措。

至于与谁竞争，美国直言要抗衡
俄罗斯海上力量发展。近年来，随着
俄罗斯军力的复苏及其全球海上存在
增强，特别是其舰机在乌克兰、叙利亚
等国家周边海域活动增强，美军认为
俄罗斯海军力量虽不能与苏联时期相
比，但在大西洋北部、波罗的海和北冰
洋等海域都明显增加了活动。美军现
任驻欧部队司令詹姆斯·福戈上将曾
撰文指出，俄罗斯潜艇在大西洋游弋，
对美军舰艇造成威胁，“俄罗斯的行为
和提升军力是为了挑战美国和其他北
约盟国”。

美国有专家分析认为，俄军舰艇进
入西大西洋进行演习或者侦察活动，令
美国东海岸一系列重要军事设施暴露

在俄军视野下。俄军核潜艇可能会进
入美国东海岸外深水区，打击美国东海
岸任何城市和目标。俄军潜艇甚至有
可能采取二战时期德军“狼群”战术切
断美欧之间的补给线。

鉴于此，美军高层官员近年来多次
以俄军威胁为由呼吁恢复第二舰队，以
加强美海军在大西洋的巡逻和威慑，遏
制俄罗斯海上力量扩张。

怎样调整——

航母部署更加“不可

预测”

美军无论是调整航母部署方式还
是重建第二舰队，从本质而言都是要调
整力量编成和部署。

对于航母部署方式将如何调整，美国
《防务新闻》日前发表的题为“马蒂斯正计
划对海军部署方式进行根本性改变？”的
文章透露了一些信息。文章指出，在大国
竞争时代，马蒂斯认为海军应该出现在
“预计不到”的地方，这种部署不但能让舰
队减轻负担，还能让潜在对手更加担忧。

目前美海军航母编队的训练和部
署周期模式是根据“优化舰队反应计
划”于 2015财年开始实施的，每个周期
为 36个月，其中海外部署期为 8个月。
马蒂斯希望缩短航母的部署时间，增加
不规则性、不可预测性，并增加在有关
地区的军事存在。

美国海军第二舰队在二战之后设
立，作战区域包括美国东海岸和北大西
洋，主要功能是支持北约盟国应对来自
苏联的威胁。2011年 9月，奥巴马政府
以削减国防预算和俄罗斯威胁已经消
除为由，正式解散第二舰队，将其下辖
的 126艘舰艇、4500架飞机和 9万名官
兵分配到其他作战部队，原有防务任务
由负责拉美防务的第四舰队和部署在
意大利的第六舰队等部队分担。

作为冷战时代的主要作战机构之
一，第二舰队重建后，司令预计将由一
名三星中将担任，司令部将设在美国
东海岸诺福克基地，行动范围包括美
国东海岸与大西洋北部海域。重建计
划拟于今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根据
目前公布的信息，美军初期将委派 11

名军官和 4名士兵组成舰队司令部，随
后逐步扩充到 85名军官和 164名士兵。

前景如何——

未来发展充满“不确

定性”

美国军方即将进行的上述重大力
量调整，其可行性和潜在后果引发了广
泛质疑和批评。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
美军重建第二舰队假想敌是俄罗斯，所
瞄准的目标区域是北冰洋和大西洋海
域。美国军方人士近来多次提到俄罗
斯在开发北极一事上已走在前面，美军
重建第二舰队以后，可以通过进行潜艇
演习等方式为极端、复杂气候条件下与
俄出现的对抗做准备。与此同时，在大
西洋海域，美方重建第二舰队的目的就
是直接应对俄罗斯在这一方向上战斗
力的提升，这将增加俄美潜艇在北大西
洋海域发生正面对抗的可能性。

美军此次大幅调整航母部署方式
的计划，能否有效实施尚难以预料。前
不久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前任司令奥金
中将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因为第七
舰队承担了远超额度的任务，且由于人
员大量被抽调回美国本土，出现了严重
的人手不足，最终多方问题累加在一起
导致第七舰队去年发生两起撞船重大
事故。如果美国航母编队未来被要求
在世界各地加大存在，并打乱航母编队
部署的规则，必将充满更多的“不确定
性”，很可能引发类似灾难。

美国军方计划恢复第二舰队以及
大幅调整航母部署方式，将俄罗斯等大
国明确作为未来作战对象，给世界和平
蒙上了一层阴影。

美国军方这种追求绝对安全、不断
加大对他国威胁的举动，既会增加其他
国家的安全危机，引发军备竞赛，也会
破坏大国间的信任，影响大国间在国际
反恐、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
面的合作，给国际安全带来更大的“不
确定性”。
（作者系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

员）

上图：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战

斗群。 图片来源：东方IC

美大幅调整海军航母部署方式、重新恢复海军第二舰队建制—

冷战思维卷积“对抗阴云”
■张军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