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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认为，军事改革是进行自我
优化的必然形式，也是巩固和扩大军
力优势的重要手段。近年来，美军投
入大量人财物力，不断推进军事改
革，打造具有“全谱优势”的信息化
美军，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
——军事理论先行。美军注重以

军事理论引领军事改革方向，通过军
事理论明确未来军事需求，进而调整
改革军队规模结构、体制编制、教育
训练和武器装备发展，从而解决“建
设什么军队、打什么仗”这一根本问
题。

战略层面的军事理论，主要体现
在由总统、国防部和参联会制定的相
关文件中。例如，特朗普政府去年 12
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及美
国防部今年 1月发布的 《国防战略报
告》，都强调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提
出建设一支强大的美军。可见，美国
下一步的军事改革，将一改过去以反
恐战争为中心的做法，转而为应对大
国竞争做准备。

作战层面的军事理论，由联合作
战理论和军种作战理论构成，是美军
组织和实施军事行动的基本依据。进
入新世纪，美军提出了网络中心战、
跨域协同作战、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
联合等联合作战理论；美陆军提出了
全谱作战、统一地面作战等作战理
论。这些军事理论成为推动美军改革

的思想源泉。
——作战任务牵引。进入 21 世

纪，美军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
战争，并参与了利比亚战争、叙利亚
战争等。这些战争都成了美军新型作
战理论的试验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
战争中，美军凭借自身优势轻松取
胜，但在战后制止冲突、维护稳定中
却伤亡惨重。鉴于此，2007 年美军提
出“混合战争”理论，致力于建设多
任务部队，以应对多种安全威胁。

美军还瞄准未来战争，根据其特
点规律提出作战理论，明确军事力量
运用新方式。例如，美军 2000年就颁
布 《2020 联合构想》，对 20 年后的军
事力量进行设计，体现了其军事改革
的前瞻性。当前，在特朗普政府“重
建美军”方针的指导下，美陆海空各
军种得益于巨额国防预算的支持，纷
纷提出扩军计划，重点加大对高精尖
武器装备的投入，以应对大国之间的
高端战争。
——聚焦联合作战。美军联合作

战目前主要由军种融合向跨域协同发
展。跨域协同是指在不同领域互补性
地运用多种能力，从而在多个领域建
立优势，获得完成任务所需的行动自
由。与过去强调减少军种冲突，理顺
战役层面的联合作战指挥关系不同，
美军如今要求跨越作战领域、跨越指
挥层级、跨越地理辖区、跨越组织隶

属关系，编组跨军种一体化部队，建
设陆、海、空、天、网、电一体化战
场，实施全球一体化作战。

跨域协同除要求加强各军种战役
层面的联合外，还特别强调向战术层
级延伸。这也就出现了美国陆军士兵
需要支援时，立即呼叫空军战机打击
的情况。美军顺应部队建设网络化、
模块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组建了
陆军旅级模块化部队、海军远征打击
部队和航空航天远征部队。在“全球
信息栅格”系统支持下，这一个个基
本的模块单位，如同一块块积木，根
据不同任务的需要，可以对部队进行
灵活的组合、指挥和控制，无缝运用
不同领域的作战力量，从而形成全谱
作战优势。
——科技创新驱动。美军历来十

分重视科技创新对军队建设的促进作
用，还专门成立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
局，负责军事高新技术的研发。全球
定位系统、隐形战机、电磁炮、激光
武器等先进技术或装备，大多由美军
率先推出。

21世纪以来，美军研发的一大批
信息化武器装备，推动军队体制编制
和作战方式等方面发生深刻变革。
2014 年，为夺取在新一轮大国军事竞
争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美军提出“第
三次抵消战略”，目的是通过科技创
新，在武器装备技术上与潜在对手拉

开明显代差，以绝对技术优势压倒作
战对象。
——法规制度保障。美国注重以

法规制度形式，将改革措施固化下
来，形成强制约束。《国家安全法》
《国防部改组法》规定了美军领导指挥
体制的架构；《空军组织法》《陆军组
织法》《海军组织法》等法规则明确了
各军种的组成和任务。但凡重大改革
举措，都需要通过对这些法律的修订
来推动。例如，每个财年的《国防授
权法》《国防拨款法》通过对经费预算
的硬性控制，明确该年度美军改革建
设的主要内容。在作战训练层面，美
军主要通过作战条令来规范执行，仅
参联会颁布的联合作战条令就有 100多
部。
——通过实战检验。在伊拉克战

争中，美军轻型部队因防护能力弱，
常遭到伊拉克反美武装的袭击，人员
伤亡惨重。最后，美陆军转变“轻型
部队更便于作战”的观念，又重新选
择了轻重装备结合的发展道路。

在阿富汗战争中，无人机作战效
果很好，但也暴露出其在数量和性能
上的一些问题。针对这种情况，美军
这些年来高度重视发展无人机系统，
其性能持续得到提高。目前美军有 1
万余架无人机，并计划未来几年将
大、中型多功能无人机的数量再增加
1倍。

从特朗普宣布组建太空军到美陆军设立未来司令部，美军不断出台的改革
举措背后，有着怎样的思维逻辑和霸权考虑—

号一号美军改革的“脉”
■伏小涛

据外媒报道，美军目前正在创建

“全球一体化演习”机制，以进一步整

合战区指挥官和高层司令部，提高全

球一体化作战能力。

参联会是美军“全球一体化演习”

的主要推动者。2017年，参联会主席

邓福德签署发布了2017至2020年联

合训练指导文件，突出强调跨战区协

同作战和全球一体化作战。

“全球一体化演习”项目旨在评估

和调整联合参谋部工作流程，使之实

现全球一体化。

从功能上看，“全球一体化演习”

为战区指挥官和高层指挥机构提供了

在时间、空间等方面共同评估全球风

险的环境，使其能够将所有联合作战

力量资源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运用，从

而为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最好

的军事建议，提高战略决策效率。

从内容上看，“全球一体化演习”构

设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演习：第一类演习

中，联合参谋部和国防部一些负责人将

是主要训练对象，与相关各级作战指挥

官共同训练；第二类演习由战区指挥官

领导，两个或两个以上战区司令部和联

合参谋部是主要训练对象。

然而，参联会提出的全球一体化

作战理念，还存在很大局限性。

首先，目前采取的单一战区司令

部演练方式，缺乏与更高权威机构的

关键性交流，难以提供真正进行全球

一体化作战的演练机会。而且，演练

课目主要集中在现有战区作战计划、

战区司令部参谋工作流程、各军种要

素训练目标，很少涉及多个战区司令

部共同参与。

第二，相关参与者平时工作繁忙，

没有足够精力进行演习。而一个完整

的“全球一体化演习”却要求参与者脱

离自己的工作岗位全程参加。这不可

避免会影响演练项目的辐射范围和节

奏进度。

第三，联合参谋部在指挥链中的

地位受到限制。美国法律规定参联会

主席的职责主要是向总统和国防部长

提供建议。参联会主席在部署力量实

施全球一体化作战方面虽具有关键作

用，但不是决策者。正如邓福德一再

指出的，只有国防部长有权指挥全球

一体化作战。

尽管“全球一体化演习”具有上述

局限性，但仍具有重要的探讨价值。

这一机制不仅能使战区司令部之间有

效协同，而且通过多次迭代，能够创建

全球一体化作战所需要的组织结构。

换言之，“全球一体化演习”将通过建

立起适应全球一体化作战行动要求的

指挥程序，为联合作战力量改革提供

助力。

总而言之，“全球一体化演习”机

制被美军看作应对当今日益复杂的战

略挑战的一种积极、有效和创新的手

段，为未来进行必要的战略规划和指

挥体制改革提供了全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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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一般是指人口超过
1000万的城市。地形广阔复杂、人口
密集分布、基础设施高速运转、各行各
业交叉渗透、网络高度互联以及移动
终端大量接入，使得超大城市成为巨
大复杂的生态系统，为地面、海上、空
中、太空和网络等领域的作战带来了
极大挑战。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
莱直言“当前陆军并不具备顺利完成
超大城市作战任务的能力”，呼吁大力
发展超大城市作战理论。

在广阔地域为美军带来优势的
装备和战术，在普通城市作战中很
难发挥同等效力，更别提在超大城
市中。坦克与装甲车在街巷中难以
施展身手、远程武器和用以探测敌
人的传感器在拥挤的街区效能发挥
受限、无人侦察机难以观测藏身楼
内或地下通道的敌人、直升机易受
便携式防空导弹和 RPG火箭筒攻击
等问题，都削弱了美军的陆上和空
中火力优势。

1993 年美军在索马里首都摩加
迪沙展开军事行动，特遣突击队员在
拥挤的街道与当地非正规民兵、游击
队以及暴动民众展开激战，最终遭遇
惨败。摩加迪沙只是一个人口 200多

万的较小城市，若将该情景设置在一
个超大城市内，像特遣突击队这样的
小型战斗编队会更容易沦陷。

随着美军深入推进网络空间作
战，通过获取网络空间和电磁频谱
的优势来保障部队在实际地域的行
动自由，成为超大城市作战的新思
路。在超大城市作战，获取网络空
间优势的关键是具备监控和收集数
字通信的能力，必须设法进入城市
的数字通信基础设施，包括蜂窝网
络和有线网络，以及被禁止访问的
敌方通信网络。

自 2007年起，美国国家安全局发
起“棱镜”项目，向谷歌、雅虎、脸谱等
网络巨头收集通信流量数据，为美国
了解全球超大城市的网络地形，提供
了重要资源。美国国家安全局与有线
和无线网络供应商签订了协议，在必
要时能够进入由美国公司所持有的世
界上任意一座超大城市的蜂窝网络。
而以上两种途径都无法获取的部分，
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司令部可以通
过黑客手段秘密获取。

一旦获取了网络优势，便可以突
破超大城市物理域的界限，为作战提
供有力支撑。地面部队通过网络空间

和电磁频谱收集到的情报，可以识别
目标和开辟通道、对敌方部队进行定
位、关闭目标区域通信网络、破坏敌方
网络中的资金流转和补给活动、定位
或关闭敌方设备、切断目标区域的电
力等。空中部队可利用非致命性火力
和网络空间情报搜集手段去破坏敌方
防空目标系统、在进攻目标前预先定
位和持续监视、从空中进行电子监控
和侦察以及破坏敌方的通信。

2011 年利比亚战争就是网络空
间优势博弈的重要范例。反政府武
装联合境外势力，破解了卡扎菲的
蜂窝无线网络和通信数据库，建立
了自己的数字通信系统和网站，来
发动起义和募集资金、影响国际舆
论、向北约情报中心传输目标数据、
躲避政府的网络侦察。卡扎菲政府
也意识到网络空间的重要性，采用
了间歇性断网来争取更多的调动时
间、屏蔽不利于己方的信息、对民众
进行网络宣传、雇佣黑客窃取反政
府网络中的情报等手段，试图稳定
国内局势、扼杀反对派，但无力抗衡
北约在网络空间开展的全方位入
侵、通信和雷达干扰以及指挥系统
破坏，致使最终战败。

网络战—

美军“超大城市”作战新思路？
■杨 洋 王云雷

据美国军事网站报道，美国陆军预

测下一场战争将在大城市发生，而如何

控制和占领地铁、排水系统等地下设施

将是战争中较为棘手的问题。

其实，九地之下的“地道战”由来已

久。该战术凭借“隐蔽自己，猝不及防

给予对手致命一击”的优势，屡次创造

战史上的传奇。

战国时期的《墨子·备穴》讲解了开

凿地道进行攻防作战的对策。三国时

期，曹操尤其擅用地道作战，著名的亳

州古地道就是曹操专门修筑的地下军

事战道，最初用于运送士兵，后用于攻

城、撤退、联络、伏击等。但总体上，由

于技术所限，地道战术在古代的使用频

率并不高。

随着挖掘装备的发展，地道战术不

断成熟。一战期间，英法联军在索姆河

战役中，为避免与装备精良、战术多变

的德国步兵师硬碰硬，变更作战策略，

转用地道战术。1917年4月，双方爆发

了一战中规模最大的地道作战——阿

拉斯地道战。英法联军在阿拉斯地下

埋伏2.5万名士兵，出其不意攻入德军

阵地，成功将战线向前推进了10多公

里。二战期间，中国抗日军民运用地道

战，有效打击和牵制了日本侵略者。

进入 21世纪，地道战术依然没

有过时。究其原因，非对称作战中，地

道战仍然是以弱胜强的有效途径。

2014年的加沙冲突中，加沙地道就发

挥了巨大作用。冲突初期，以色列通过

空中打击破坏加沙地道未果。巴勒斯

坦9名武装人员反而从地道潜入以色

列境内袭击以军基地，最后竟有8人成

功从地道逃脱。叙利亚战争中，反政府

武装借助地道网络，给政府军带来了很

大困扰。

随着核技术和现代侦察技术的发

展，地道作战不再是弱者的专利。在核武

器的威胁下，为了保证自身的指挥控制中

心和重要目标免受核武器袭击，各国都将

指挥中心向地下转移。同时，由于侦察手

段日益丰富，精确制导武器和新概念武器

广泛发展，地上战场几乎透明、难有死角，

向地下寻求空间成为一大趋势。

据悉，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

局开展了一个名为“地下挑战”的项

目。该项目旨在开发新的侦察探测手

段，感知在地下作战部队动态，并面

向全球征集能够在地下环境中快速绘

制地图、导航和搜索的方案。该局战

术技术办公室主任说：“我们现在到了

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机器人、自主技

术甚至生物系统，都可以帮我们完成

探索地下环境这类对人类来说太危险

的任务，我们用不着回避洞穴和隧

道，是否需要进去，里面有什么，这

些问题我们有办法回答。”

下图：库尔德武装从“伊斯兰国”手

中夺回伊拉克辛贾尔镇后，在当地建筑

下发现极端分子挖掘的大量地道。

图片来源：东方IC

通向未来战场的“地道”
■史 飞

一周军情

1名美军士兵在叙利亚曼比季

附近为土美联合巡防队提供安全警

戒。根据土耳其和美国近日达成的

合作路线图，土美军队联合巡防曼

比季地区。 图片来源：东方IC

日本《每日新闻》 7月 29日报道
称，防卫省开始研究为自卫队引进具
有干扰对方雷达和通信功能的电子攻
击机，目的在于提高应对向网络化推
进的现代战争的能力。

尽管航空自卫队正在争取引进的
F- 35 战斗机具有一定的电子战能
力，但防卫省认为还需要能力更强大
的电子攻击机。由于电子攻击机具备
对基地的攻击能力，“专守防卫”原
则恐将再遭蚕食。

日本拟引进

电子攻击机

俄罗斯总统普京 7月 29日在圣彼
得堡出席俄罗斯海军节庆祝活动时表
示，俄海军今年将新增26艘舰船。

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天发布消息
说，普京表示，俄海军今年将新增各
类舰船 26艘，其中 4艘配备“口径”
巡航导弹。目前，俄海军已新增 4艘
水面舰艇和 3艘辅助舰船等。

俄海军今年将

新增 26艘舰船

据叙利亚通讯社 7月 28日报道，
叙政府军近日在叙南部耶尔穆克谷地
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行动取
得持续进展。

报道说，自从对德拉省西部的
“伊斯兰国”控制区发起集中军事
打击以来，叙政府军先后收复了耶
尔穆克谷地的 8 个村镇，消灭大量
“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并缴获大量
武器装备。

（王天林、王年华辑）

叙政府军打击“伊斯

兰国”取得持续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