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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争鸣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无人系统的大量运用，将明显压缩战争成本，减少作战人员伤亡，
从而降低战争决策门槛，刺激军事强国在武力使用上可能出现随意性。

●随着无人作战的广泛运用，士兵们能够远离前线以非直接交战方
式作战，使战争变得越来越相对安全和简单化，这可能使他们把敌人仅

仅当作屏幕上的光点而不是真正人类来看待，从而导致无限制的攻击和

杀戮。

对战争进行伦理和法律的约束及制
衡，是人类社会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人
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战争伦理，是
支撑现代战争法的道德基石。但随着战
争中无人系统的大量投入使用，一些公
认的战争伦理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
冲击。

国际人道原则被边缘

无人系统在战争中的广泛运用，在
实际发挥其军事效益的同时，也给现行
的国际法原则及规范带来许多新情况、
新挑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无人系
统必将走向高度智能化、自主化，降低后
方操控人员的干预程度、减少作战环节，
以迅速把握作战时机，有效应对瞬息万
变的战场态势。但高度智能化的无人系
统，对战场上已经受伤失去战斗能力或
被剥夺武器、主动放下武器的敌方人员，
如何识别和判断其真正意图并给以正确
回应，甚至遇到敌人以平民为掩护实施
袭击时，如何准确地加以区分并精确实
施攻击，是比较难以解决的。一旦判断
错误，就很容易导致滥杀无辜。这将严
重挑战国际人道法要求的“无论何时均
应在平民和战斗员之间，在民用物体和
军事目标之间加以区别”以及战斗员不
再从事敌对行动或放下武器时即应停止
攻击的区别原则。

即使在当前，借助远距离传输的视
频或电子信号，无人作战系统的后方操
控人员也不是每一次都能准确辨别前方
战场的情况。2010年，驻阿美军与塔利
班武装在阿富汗南部激战时，美军内华
达空军基地的军事人员利用无人机锁定
向交战区域行驶的 3辆公共汽车，在经
过长达 3 个半小时的跟踪监测与分析

后，最终判定车队是向塔利班提供支援，
并实施了攻击，但事后证实车内并非武
装分子，而是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
民。另外，无人作战技术的发展，无人系
统的打击精度会越来越高，但在特殊的
作战环境中，由于诸多客观和主观因素
影响，无人作战的附带伤亡相对也比较
高。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估算，美军
在阿富汗战争时使用无人机在巴基斯坦
西北部地区打击恐怖分子的行动中，死
亡的平民与武装分子比例高达 10∶1。
这种高附带损伤率已经超出国际人道法
的必要性原则，并严重背离“对军事目标
进行攻击时，应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平民
和民用物体造成的附带损害……不应超
过在军事行动中所要达到的预期的、具
体的、直接的军事利益”的比例原则。随
着未来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些问题可能
会有所减少，但它对国际人道原则的冲
击仍将存在。

战争决策门槛被降低

人员的巨大伤亡，一直是制约现代
战争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无人系
统的大量运用特别是未来无人化战场
上，“死伤”的主要是没有生命并可以大
量快速再造的“智能机器”，使战争成本
大大降低，并能够实现己方作战人员的
“零伤亡”，战争的政治、外交风险明显降
低，这就可能会因战争顾虑和压力减少
而降低战争决策的门槛，刺激军事强国
在武力使用上可能出现随意性，从而使
战争的爆发更加容易和频繁，导致战争
从“最后的选择”转变为“首选的手段”。
美军联合部队司令部机器人项目部主任
约翰逊告诉五角大楼的决策者们：“即便
是在高科技战争的今天，只要打地面战，
那么美军官兵的伤亡无可避免。就算美

国军人平均每天死 1人，那么只要战争
持续时间超过一年，白宫和五角大楼就
得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而使用机器战
士就不会有此顾虑。”特别是使用无人机
恰好能以“我打得着敌人，敌人打不着
我”的非接触作战方式消灭敌人，可以使
一国政府避开士兵的战靴踏上别国土地
所带来的政治风险。美国空军少将查尔
斯·邓拉普对此评论道：“我不愿看到大
量美国士兵战死沙场，但不介意机器在
战场上被摧毁。”

2013 年 5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公开讲话，阐述美
国的武装无人机政策时指出，采用常规
军事手段进入他国领土打击恐怖分子会
被认为是“领土入侵”。这实际上在暗示
使用无人机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即不承认无人机的越境打击行为是“侵
略行为”，是有意模糊武装无人机实施越
境打击的国际法律争议，试图为无人机
颁发“合法”的“杀人执照”，为美国的非
法行为披上合法外衣。美国机器人战争
专家彼得·辛格说：“我们拥有可消除发
动战争的最后政治障碍的技术。无人系
统的最大吸引力在于，我们不必把某个
人的子女送到战场。但是，当政治家能
够避免吊唁函的政治后果以及军人伤亡
对选民和新闻媒体的影响时，他们就不
再以相同的方式对待曾经严肃的战争与
和平问题了。”无人作战技术将“降低暴
力使用的门槛”，无人系统的使用可能使
战争更容易发生。

战场道德约束被弱化

无人系统操控人员远在后方，与无
人作战平台形成空间分离，敌对双方作
战人员之间距离越来越远，这使幕后的
操控人员不会受到愤怒情绪和情感因
素的影响，不亲身处在战斗环境中，也
不会看着自己的战友在身边死去，因而
也不会导致其情绪失控，可以从容不迫
地按计划展开行动。但是，没有身体接
触的远距离杀戮，极大地增加了敌对双
方的疏离感。正如有人描述的，“坐在
远方的军人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嚼口
香糖，一边指挥机器人攻击敌人”，这样
的军人既无生命危险，也没有对战场环
境的直观感受，对战争残酷性的感知度

降低，杀戮时的心理和道德障碍也随之
削弱，操控员将如同电脑游戏一样被虚
拟化、冷漠化，难免“置身事外”、麻木不
仁，这会进一步弱化人类对战争的约束
力。

军队心理学家的许多研究也表
明，不在现场会使人更容易犯下谋杀、
虐待等暴行。一位指挥“捕食者”无人
机的空军中校曾深有体会地指出：“当
你指挥他们操控无人机时，你经常会
忍 不 住 说‘ 要 杀 死 这 个 ，不 要 杀 那
个’。”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也指出，美国
用无人机发动攻击“犹如玩电子游戏
一样夺走人的生命”“坐在 7000 英里外
的操控台前控制一片你从未踏足的土
地上人的生死，这对任何人类而言都
是一种过度的权力……它只能使人败
坏”，没有任何合法性可言。由此，也
有专家指出，这种作战模式应该被规
范，否则，那些手里握着操控杆的小伙
子们，感觉自己就像是在玩战争游戏，
他们不会过多地考虑即将被炸死的是
恐怖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因此，随着
无人作战的广泛运用，士兵们能够远
离前线以非直接交战方式作战，使战
争变得越来越相对安全和简单化，这
可能使他们把敌人仅仅当作屏幕上的
光点而不是真正人类来看待，从而导
致无限制的攻击和杀戮。

总之，无人作战的出现，必将导致一
些传统的战争伦理发生深刻变化，这需
要引起高度重视。目前，一些国家已经
提出，给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军用无
人系统制定国际法和伦理准则，以约束
其战场行为。2013年 5月 27日，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例行会议也指出，将机器人
从远程遥控发展至自动判断敌情、杀死
敌人，可能误伤准备投降的士兵。这种
机器人不仅使战争中遵守国际人道法变
得更为困难，而且把是否杀害人类的判
断交给机器更是“道义责任的缺失”。这
就告诫我们，既要利用战争伦理维护自
己的利益，又要研究改变战争伦理为无
人系统使用提供合法保障，或者发展符
合战争伦理规范的无人系统。比如，对
无人系统进行规范，要求其能够自动识
别、瞄准敌人所使用的武器，使其失效或
遭到摧毁，解除对己方构成的威胁，却不
必杀死相关人员，以减轻人们对潜在“机
器人杀手”的种种担忧。

无人作战如何冲击战争伦理
■赵先刚 刘晓星

1940年5月10日凌晨3时，德军代

号为“花岗岩”的突击小队搭乘11架大

型滑翔机，在 JU-52运输机的牵引下，

从德国奥斯特海姆机场飞向比利时埃

本·埃马尔要塞。突击小队经过50分钟

飞行，除1架掉队1架提前降落外，其余

9架全部降落到要塞顶部，69名德军突

击队员击溃十多倍于己的比利时守军，

摧毁要塞上控制要道的炮塔，保障德军

佯攻部队顺利通过大桥，成功吸引英法

主力向法国北部调集。德军突袭比利

时埃本·埃马尔要塞行动，被美国前特

种作战司令部司令麦克雷文上将称为

特种作战历史上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

场胜利，其抓住枢纽创新运用、精确计

划反复演练、隐蔽突然发起作战、运用

先进技术提升效果等做法，对现代条件

下实施特种作战具有极为现实的借鉴

意义。

抓住枢纽，以新求破。面对法国固
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德军一改精心
准备的“施利芬计划”，将进攻矛头指
向所有人都认为不可逾越的阿登森
林，试图从侧翼包抄，一举突破法、比
赖以抵抗的两条防线。此举成功的关
键，就在于德军佯攻军团能快速通过
艾伯特运河上的费尔德韦尔特、弗龙
霍芬、凯恩三座大桥，形成从比利时主
攻之势。而这三座大桥都在埃本·埃
马尔要塞火炮的控制之下。因而，埃
本·埃马尔要塞就成为此役之枢纽。
埃本·埃马尔要塞顶部以下分为三层，
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深达 50余米，
可承受德军“斯图卡”轰炸机 24小时不
间断轰炸。东北和西北是垂直的悬崖
峭壁，下面是水流湍急的艾伯特运河，
南面设置宽大的反坦克壕和 7 米高的

防护墙，还有 1200 余名士兵守卫，地面
部队短时间内根本无法突破。德军采
用了当时被视为新式秘密武器的滑翔
机，抓住要塞顶部未设防的漏洞，从空
中实施突破，一举拿下这个坚固堡
垒。在未来作战中，指挥员抓战役枢
纽需要关注的问题很多，但通常来讲，
须从战略全局选准战役枢纽，要有“战
略眼光”；从战役战场的地理条件把握
战役枢纽，得其利、避其害；从战役发
展的时间概念上把握战役枢纽，因时
而定、因时而动。

精确计划，反复演练。特种作战，
兵寡而刃利，力弱而效奇。因而，精确
计划、反复演练便成为其扬长避短、取
得成功的关键。德军为顺利夺控要塞，
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了要塞设计图，计算
出顶部便于滑翔机着陆的场地面积，获
知只有面北的炮塔才对三座大桥构成
威胁。精准的情报减少了未知因素，为
简化作战计划提供了有力支撑。计划
人员根据要塞顶部面积和需要摧毁的
炮塔数量，精确计算出突击队规模，规
划出飞行航线，并制作了一个与要塞一
模一样的沙盘供突击队员熟悉任务。
计划拟定后，滑翔员被送到专业滑翔运
动中心进行滑翔训练，突击队员被派往
高级爆破学校学习爆破技术，熟悉火
炮、防空武器系统，并在类似的要塞上
进行实际爆破。最后，突击小队在沙盘
上进行反复合练，熟悉每一个目标和爆
破动作，检验计划的漏洞、团队的合作
和每名队员的任务完成度。正是进行
了精确计划和反复训练，突击小队精准
地降落在要塞顶部，在极短时间内顺利
完成任务。未来联合作战，战场情况将
更加复杂多变，精确计划和反复训练将

更加重要，成为作战取得胜利的必要前
提和基础。

隐蔽企图，突然发动。就特种作战
特点来讲，“发现即失败”。隐蔽企图，
是降低作战风险、确保行动成功的前
提。“花岗岩”突击小队从接到命令到攻
击行动开始，只有队长知道目标的确切
名字和地点。突击队每转移一个地方，
就要换一次名字。为了掩人耳目，突击
队还制订了欺骗计划，在当地报纸散布
假新闻和假消息，并使用烟雾制造机制
造浓烟，来掩盖滑翔员的训练活动，躲
避空中侦察。隐蔽企图，为的就是在对
方最意想不到的时机，采用最意想不到
的方式发动突然猛烈的打击。突击小
队利用夜暗，以最不可思议的“自杀”式
着陆方式从天而落。比利时守军被这
些无声无息朝着要塞飞来的“大鸟”惊
呆了，一度不曾开火。在比军还未集中
起来抗击时，突击队已纷纷着陆，直接
冲向目标。在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破声
中，坚固炮塔瞬间土崩瓦解，极大震惊
了守军，摧毁其抵抗意志，达成了突然
发起作战之目的。在未来信息化联合
作战中，侦察手段更加多样，战场信息
更加透明，攻方的隐蔽工作虽然无法阻
止对方做好防范工作，但如果能够采取
有效的欺骗、隐蔽手段，可以防止对方
获得行动的具体细节，从而为达成作战
突然性奠定基础。隐蔽企图、突然发
动，也就成为未来作战“一击决胜负”的

精要所在。
技术支撑，行动果断。德军突袭埃

本·埃马尔要塞，采用了两项新技术。一
是滑翔技术。1933 年，德国人亚历山
大·利皮施发明了大型滑翔机，很快被德
国空军用于实战化研究。到 1939年，德
国已经生产出具有实战价值的 DFS-
230 型滑翔机。但是，该型机不具备短
距着陆功能，也从未在实战中运用过。
为满足实战要求，突击队联系DFS公司
对滑翔机进行了全面改装，确保滑翔机
能迅速在规定距离上停止，同时还不会
对突击队员造成危险。二是聚能爆破技
术。这是由美国人查理斯·门罗于 1888
年发明的聚能炸药改装而成，可使少量
炸药产生极大的杀伤效果，对钢铁和混
凝土具有巨大的穿透力，并杀伤内部人
员。为确保破坏效果，研究人员专门找
到与要塞相似的堡垒进行实爆实测。这
两项技术在当时都属于先进技术，在运
用中存在极大危险性。但是，突击队员
做到了胆大心细，在反复训练中掌握了
方法技巧。正是这两项先进技术的运
用，加上突击队员的较高素养，在突击过
程中对要塞守军产生了极大震撼。事实
证明，科学技术注入作战体系，能促进作
战样式和作战方法的极大变革，尤其是
与高素质的军人相结合时，就能产生极
大的战场威力。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事法制研

究院）

一次兵寡而刃利的奇袭
——解析二战埃本·埃马尔要塞突袭行动

■马儒林

1944年11月，美军第6航空队奉

命轰炸广西和贵州交界处六甲地区的

日军，由于机场指挥部译电员失误，将

电文中的“六甲”错译为100公里外的

“六寨”，结果多架美军飞机对驻扎该

地的国民党第四战区张发奎部实施了

轰炸，一字之差导致国民党军1名中

将、2名少将、8名上校、200多名中校

以下军官，800多名士兵和5000多名

难民丧生。这一事件充分说明，实战

中细节往往与胜负紧密相连，若是不

重视细节不做好细节，不仅不能叩开

战争胜利的大门，反而会招致意想不

到的灾难。

我军历来有重视细节的传统。刘

伯承元帅曾要求参谋指挥人员必须做

到：研究上级指示要细，研究敌情要

细，军事组织工作要细，检查工作要

细，草拟军事文书要细，下达任务、传

达指示要细，不能含糊其词。正是坚

持这一好的传统，对细节足够重视，各

项工作周密细致，才使我军在各种复

杂情况下能够从容应对，始终占据主

动。和平时期，瞄准未来战场做好练

兵备战工作，不断提升战斗力水平，更

需要我们处处注重细节，从细小之处

做起，筑牢实战意识、强化实战观念、

提高打仗本领，确保在未来战场上立

于不败之地。

思维模式上关注细节。1953年，

抗美援朝战场，志愿军第20兵团代司

令员郑维山大胆地在“联合国军”眼

皮底下组织 3000余人的白天大潜

伏。他要求部队认真研究：咳嗽怎么

办？睡觉打呼噜怎么办？大小便怎

么办？蚊虫叮咬怎么办？敌人打冷

枪怎么办？……正是靠着对细节精

益求精的追求，我志愿军硬是完成了

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出其不

意给敌人以重创。信息化条件下的

战场对抗，说到底是交战双方对战争

制胜细节把握的较量，是心细如发的

思维模式的较量。因此，细节是检验

思维模式的一把尺子，具体到实际作

战中，就体现在研究敌情要细，检查

工作要细，方案之间的衔接要细，努

力靠细的思维、细的要求、细的举措

赢得作战主动权。

备战打仗上聚焦细节。在美军击

毙本·拉登行动中，海豹突击队在实体

模型中进行了3周的演练，对如何穿

过院子周围的马铃薯地、门是向外开

还是向里开等细节进行了反复的模拟

训练。1986年，以色列突袭伊拉克核

反应堆只花了2分钟时间，而突袭队

在行动准备上却花了很长时间，对突

击的时间、环境等细节进行了反复演

练。可见，实战的成功源于平时对细

节的聚焦。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战场

节奏加快，进程缩短，战前准备越充分

胜算才越大。尤其是对战场保障、情

报收集以及临战训练等方面提出更高

更细的要求，对于非对称、非线性、非

接触的作战方式，应充分预想情况，对

作战行动反复研究、反复推演，做到周

密细致、考虑周全，才能在战前赢在

“起跑线”。

末端落实上抓好细节。美国“挑

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后爆炸，原因就

是在做最后的检查时，由于一个工作

人员检查不仔细，忽略了一个密封圈

在低温下出现的性能变化，导致了航

空灾难。未来信息化战场，对单兵的

作战能力要求更高，每个人都可能是

作战行动的关键环节，这就需要每名

官兵精准完成自己的作战任务，不能

出现失误。在备战训练过程中，要求

每名官兵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抠，一

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练，不降低一项标

准，不放过一个问题，决不用“差不多”

“大概是”含糊其词，马虎了事。瞄准

实战在细枝末节上用力，从专注于一

招一式、一枪一炮开始，以具体求深

化、积小成为大成，严格按打仗要求练

就实在管用的战斗技能，才能真正把

实战化落到末端落到实处。

细节连着战场胜负
■守海兵

实现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

展的最佳效益，前提是在思想上认清军

队建设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基本

内涵与特征，厘清相互关系，进行科学

布局。否则，思想认识上的模糊不清，

会导致发展上的步骤紊乱、举棋不定，

不仅不能发挥综合效益，反而可能造成

相互扯皮、力量抵消，甚至资源浪费。

首先，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

本质是对人的能力的拓展延伸。正

如生产工具是人的劳动能力的拓展、

延伸和加强，武器装备的机械化、信

息化、智能化是对军队战斗力构成要

素的拓展、延伸和加强。机械化、信

息化、智能化分别对应人的体能、技

能、智能。机械化极大地提升了人的

承载能力和传输能力，在战场上体现

为投送能力和机动能力。信息化极

大地提升了人的基本技能，在战场上

体现为广泛的信息共享以及武器装

备、作战系统、战场空间、作战行动之

间的高效耦合与一体联动。智能化

已经非常明显地拓展和延伸了人的

记忆力、计算能力，在某些特定方面，

能够替代人类部分思考和推理能力，

在战场上表现为自主寻的、目标筛选

和某种程度的辅助决策。

其次，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是

逐次提升的递进关系。在信息化建设

之初，我们就认识到，机械化是信息化

的载体，信息化是机械化的主导。脱

离机械化的信息化是空中楼阁，没有

信息化的机械化是相互分离的“孤

岛”，无法发挥整体作战效益。例如一

部智能手机，如果没有软件系统，它不

仅没有所谓的“智能”，甚至就是一个

躯壳、一具“僵尸”，什么功能也完成不

了。同样地，不是说有了信息化、智能

化就可以不要机械化；不管是信息化

还是智能化，都离不开机械化这个基

础。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三者中先

有机械化，再有信息化，最后才有智能

化，三者逐次递进，后一个“化”在包含

前一个“化”的基础上迭代升级。

最后，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之

间不都是简单递进，智能化是信息化

的替代递进。机械化是信息化的承

载，机械化和信息化可以同时存在于

一个武器装备和系统之中。信息化

同样是智能化的基础，从发展阶段上

说，先有信息化，再有智能化。但是，

对一个具体的装备和系统而言，当它

从信息化进化到智能化阶段的时候，

就已经超越了信息化。所以说，智能

化是信息化的高级阶段。这样说并

不否定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的

合理存在，因为对于军队建设整体来

说，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无法避免的，

机械化建设、信息化建设、智能化建

设不仅在理论上可以并行，而且在实

际上大量存在。即使这样，强调信息

化与智能化的替代递进仍然非常重

要，即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尤其是

在进行新一代作战力量和武器系统

的规划设计时，没有必要按部就班在

信息化的基础上进行智能化建设，而

是可以在机械化的基础上直接进行

智能化叠加与融合。

厘清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的

基本问题，有助于突破一些既定的思

维定式。机械化的基础地位不可动

摇，但是，在信息化主导和智能化引领

之间，可以增加适当的灵活性和超前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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