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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三
国外长 10日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阿塞
拜疆和亚美尼亚达成在纳卡地区停火
协议，各方同意自当地时间 10月 10 日
12时起在纳卡地区停火，在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协调下交换战俘和遇难者遗
体。但此后双方均指责对方违反协议
发动袭击，交火仍不时延续。

本次武装冲突从 9月 27 日爆发当
天，双方便动用了坦克、火炮、无人机、直
升机和防空导弹等装备。虽然亚阿两国
并非军事大国，但从这轮武装冲突中，人
们也得以一窥未来战争的某些特征。

无人机正深刻改变

作战样式

在叙利亚战争、利比亚战争、也门
战争以及全球反恐军事行动中，无人机
早已成为战场的“常客”和“狠角儿”。
此次纳卡冲突中，无人机的表现更是堪
称“惊艳”。以阿塞拜疆为例，其购自土
耳其的 TB-2中型察打一体无人机，携
带 MAM-L 小型激光半主动制导空地
炸弹，对亚美尼亚的地面装甲部队进行
多次精确打击，以致亚军在后期冲突中
不敢轻易投入装甲部队。

特别是，阿军使用 TB-2无人机配
合购自以色列的“哈比”-2反雷达无人
机，成功摧毁了亚美尼亚十余套防空系
统，其中包括一套 S-300防空系统和一
套“驱虫剂-1”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展
现了惊人的破防能力。

此外，阿军无人机还对纳卡纵深地
区的亚军补给线实施了空袭，导致部分
亚军士兵在冲突后期因粮食弹药匮乏
而被迫放弃阵地。

无人机在纳卡冲突中的表现，引发
了人们对传统的制空权作战理论的再
思考。传统观念中，制空权更多是指使
用空军有人驾驶战机在一定时间内对
战场空域的控制权。然而，传统的喷气
式战机并不是对低空空域进行长期控
制的最佳选择，而长于低空打击的武装
直升机则面临越来越大的反制威胁。
此次冲突中，阿军仅凭借无人机便取得
了战场的制空权。由于无人机具有成
本低且续航时间长的特点，战时可通过
多批次轮换部署的方式，实现对目标空
域的全时段监控。一旦发现目标，便可
实现“发现即摧毁”，从而极大降低空对
地压制作战的难度和成本。同样，装备
无人机的陆军地面部队也可获得争夺
低空制空权的能力，大大降低对空军空
中支援的依赖。

可以预期的是，随着各国对无人机
技术和战法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无人机
向智能化和集群化方向的发展，未来搭

载各种设备的无人机将能够完全自主完
成指挥通信、侦察跟踪及火力打击等任
务，在未来战争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地面部队作用仍不

可替代

此次冲突中，尽管阿军占尽空中优
势，对亚军造成沉重打击，但其地面部
队却推进缓慢，导致最终占领的地区面
积远不如预期。亚军地面部队尽管面
临巨大空中威胁，但往往能够利用“地
利”，灵活运用地雷战、伏击战、合围包
抄等战法，大量消灭阿军地面有生力
量，迫使阿军后撤，导致阿军空中优势
无法通过地面部队转化为对领土的实
际控制。

纵观整个冲突过程，补给线、制高
点、城镇定居点等地面目标仍是战场争
夺的焦点。冲突爆发当天，阿军地面部
队就占领穆罗夫达格山脉的一个制高
点，对连接纳卡地区和亚美尼亚的一条
高速公路实施火力封锁，切断纳卡境内
亚军的重要补给线。双方地面部队也
常围绕某个城镇定居点展开拉锯式攻
防，激烈巷战不时发生。

双方地面部队在冲突中的表现再
次证明，尽管武器装备在战争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决定战争胜负的
仍然是人。阿军虽然装备先进占尽优
势，但这种优势并没有转化为“胜势”。
10月 7日的冲突中，占尽空中优势的阿
军占领纳卡南部部分地区后，训练有素
的亚军士兵利用地形、天气等有利因素
悄悄逼近并包围该地区，用狙击枪、反
坦克导弹、火炮发起突然进攻，击溃阿
军部队。事实上，这种阿军刚刚占领某
个村庄旋即又被亚军夺回的情况，在此

次纳卡冲突中并不罕见。这也表明，在
涉及领土控制权改变的武装冲突中，仍
需要进行实际的占领和控制，地面部队
的作用仍然不可替代。

军队建设必须考虑

现代战争的高消耗特征

此次纳卡冲突，亚阿双方从一开始
便摆出不惜一切代价决战到底的架
势。9月 27日当天，亚美尼亚就进入全
国戒严状态，进行全国总动员。阿塞拜
疆也从 9 月 28 日零时起进入“战时状
态”。然而，战场的高消耗立即让双方
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在第一天的战斗中，双方共损失 45
架无人机、近60辆坦克和装甲车，人员伤
亡超过750人，此外还包括亚军数个防空
导弹系统和阿军的 4架直升机。随后几
天，双方公布的各项战果数据不断翻番。
虽然不排除双方有夸大战绩的可能，但对
于一年军费约20亿美元的阿军和约5亿

美元的亚军来说，持续的战场高消耗依然
是“无法承受之重”。亚美尼亚被迫拉出
二战时期的火炮作战，阿塞拜疆也面临着
巨大压力。一定程度上说是高消耗促成
了双方最终停火也并不为过。

值得一提的是，阿军高中低搭配的
无人机建设模式在应对冲突的高消耗
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阿军在战前
曾将大量苏联时期价格低廉的安-2双
翼飞机改造成无人机。在战斗中，安-2
无人机负责引诱亚军防空系统开火，紧
跟其后的 TB-2无人机及“哈比”-2无
人机则负责对暴露位置的亚军防空阵
地实施精确打击。可见，面对高消耗的
未来战争，不能片面追求武器装备的
“高大上”，高中低搭配是提高装备的总
体效费比、控制战争成本的有效方式。

图①：9月28日，阿塞拜疆炮兵部
队向纳卡地区的亚军阵地发起进攻（视

频截图）。

图②：9月27日，亚美尼亚民众在
首都埃里温参加招募志愿兵的活动。

资料图片

作战样式发生深刻变化，战场消耗成为“不可承受之重”——

新一轮纳卡武装冲突回顾与启示
■李瑞景 王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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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韩国东南部的釜山，是韩国第一
大港口、第二大城市。釜山海军基地，坐
落于釜山市东部釜山湾内。这里是韩国
海军作战司令部和美国驻韩海军司令部
驻地，也是美国军舰在韩国的主要休整基
地和驻韩美军重要海运与后勤补给基地。

釜山海军基地的历史并不长，2006
年 6月 15日才正式完工，但其扼守朝鲜
海峡咽喉部位，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基
地占地总面积约 53 公顷，可同时停泊

30余艘各型主力战舰，最大的军舰码头
可停泊美海军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整
个工程耗资约 5000亿韩元。基地平时
主要担负韩南部及西南部海域巡逻警
戒任务，战时成为美韩海军重要战略集
结地和出发地，并可作为美军增援朝鲜
半岛的主要卸运港。

基地共划分为军舰停泊码头区、直
升机机场、韩国海军作战司令部和舰队
司令部办公区、水兵兵营、海军支援工
业区以及山上油库和弹药库区等 6大
区域。其中，军舰停泊码头区，是该基地
占地规模最大和最重要的基础设施。这
里有 4座大型码头，均配备非常全面的

港口操作基础设施，可提供包括燃油补
给、岸电、压缩空气、污水排放、油污清除
和存油排放等基本港口操作服务。

2007年 12月，韩国海军最高作战指
挥机构——海军作战司令部从镇海海军
基地搬迁至釜山海军基地内。韩国海军
远洋型主力机动作战部队第7海上特混
支队司令部也设在釜山海军基地，主要
兵力包括世宗大王级宙斯盾导弹驱逐
舰、忠武公李舜臣级驱逐舰等水面舰艇。

基地建成服役后，美海军第 7舰队
“华盛顿”号航母曾经多次停泊到这座
基地内，并参与美韩联合海上军事演
习。此外，美海军第 3舰队下属的“卡
尔·文森”号、“约翰·C·斯坦尼斯”号等
航母战斗群也时常中途停泊于该基地。

2016年2月，此前位于首尔的美国驻
韩海军司令部，也搬迁到了该基地内。按
照美军此前的说法，这是为了使两国海军
可以进行更紧密的协调与合作。不过，这
一动作也与美军向韩国移交战时指挥权
的进程紧密相关。根据移交计划，目前处
于零散部署状态的驻韩美军将被合并到
50个左右的大型基地中，逐渐将更多防御
任务移交给韩军。也有分析认为，美驻韩
海军总部南迁实际上意在摆脱“专注朝鲜
半岛防务”的角色，进而使之具备干预印
太乃至全球事务的机动能力。

左上图：美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

抵达釜山海军基地。 资料图片

釜山海军基地—

新基地甩不掉“老客户”
■李祥辉 盛 莉

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围绕纳卡地

区爆发的新一轮武装冲突中，人们又一

次看到了作为地区重要力量的土耳其的

身影。土耳其坚定支持同为突厥语系、

穆斯林占多数的阿塞拜疆，不仅为其提

供相关武器装备，还被指从叙利亚调派

数千名武装人员直接卷入亚阿冲突。俄

罗斯总统普京10月14日应约同土耳其

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时，就专门对“来自

中东地区的武装人员”参与纳卡冲突表

示严重关切。

事实上，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

来，土耳其就频放“大招”，接连出兵叙利

亚和利比亚，并在东地中海向希腊高调

示强。此外，其同美俄之间也在军售和

地区主导权问题上矛盾重重，龃龉不断。

然而，曾几何时，土耳其一直将自己

定位为连接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桥梁，

采取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零问题”外

交。“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对外政

策逐渐转向。特别是2013年伊斯坦布

尔骚乱后，土从以软实力影响为主的“零

问题”外交，转为主动介入地区事务的

“积极进取”战略。土总统埃尔多安多次

释放信号，“土耳其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

全球性大国”“土耳其必须在叙利亚占有

一席之地”。

总体上看，埃尔多安尝试将土耳其

嵌入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并试

图按照自身利益塑造对其更为有利的国

际格局，在多个战略方向四处出击。土

耳其频繁参与地区斗争、直面大国对抗，

是其对外战略转变的体现，也是其转移

国内压力的现实举措。

东线，以泛突厥主义为载体，希望重

塑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土耳其欲从民族

认同中寻找支撑，重新构建出一个以其

为宗的政治文明体系。土耳其在纳卡冲

突中坚定支持同为突厥语系、穆斯林占

多数的阿塞拜疆，被俄媒评论为“近年来

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众多例证之一”。

西线，加强对地中海沿岸的控制，以

期营造战略主动态势。2019年底，土耳

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达成合作，包

括建设两个军事基地以及参与勘探地中

海沿岸资源。土深入介入利比亚战事，

不仅意在获得石油资源，还能对希腊、塞

浦路斯形成威慑。

南线，高举逊尼派大旗，试图领导伊

斯兰世界。在叙利亚战争中，土耳其利

用沙特与伊朗之间的矛盾，不惜代价支

持同为逊尼派的叙反对派，以期在推翻

巴沙尔政权后，借道打开直至阿拉伯半

岛的通道。而土耳其的长远打算，则是

在此后逐步拉拢“渗透”约旦、伊拉克等

国的逊尼派，以最终逐步取代沙特的地

位。

北线，加强与欧盟接触，期望加快现

代化发展。尽管土欧关系近来颇为不

睦，但欧盟方面在难民等诸多问题上仍

有求于土，这是土耳其的底气所在。土

的短期目标是在2023年，也就是土耳其

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加入欧盟。

土耳其近年来之所以四面出击，除了

希望恢复奥斯曼帝国荣光外，一个重要原

因在于借此转移国内治理的诸多矛盾。

除库尔德武装的袭击、世俗派的军事政变

威胁以外，土耳其还面临着国内严重的经

济问题。近年来，土耳其本就因为货币超

发的后遗症逐步爆发而陷入经济动荡，新

冠肺炎疫情又使土经济雪上加霜。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土经济将萎缩

5％，通货膨胀率将升至12％，失业率将提

高到17.2％。出兵叙利亚、利比亚等一系

列的外部军事行动，也是意在煽动民族主

义情绪以转移国内矛盾。

土在战略方向选择上其实面临多重

困境。在东线，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国都

对泛突厥主义保持强烈的警惕；在西线，

希腊在欧盟的支持下与土分庭抗礼；在

南线，逊尼派“领头羊”沙特对土的敌意

加重，逐渐从网站封禁发展到贸易抵制；

在北线，针对土方的激进行为欧盟表示

或将重新考虑双方关系。或许，土耳其

正在陷入“国内困难——对外进取——

更加困难——更加积极进取”的恶性循

环。

抛弃“零问题”外交政策，在多个方向卷入相关冲突——

土耳其四处用兵收获几何
■李瑞景 潘 晨

将数据视为战略资产，推出国家、

机构和企业数据战略已成为世界性风

潮。10月8日，美国防部发布首部《数

据战略》，宣布要将国防部建设成为

“以数据为中心的机构”，目的是以一

定的速度和规模使用数据来获取作战

优势和提高效率，形成中心辐射战场

的联合全域指挥控制数据支持模式，

从而更好地维护其全球军事霸权。

这份11页的文件列出了实现战

略所需遵循的8项指导原则，应当具

备的4个基本能力，以及预期达到的7

大数据目标。“数据资产”“数据伦理”

“数据设计”“数据访问”“数据训练”

“数据适用”等领域前沿名词出现在原

则之中，数据“标准”“治理”“文化”等

被列为基本能力，而那些大数据时代

越来越为人所熟知的数据增值赋能方

法——“可视”“可访”“可解”“可信”

“可保护”“可链接”“可互操作”——被

当作建设目标得到了高度重视。

“数据可以是石油，也可以是弹

药。”所有这一切的终极意图，在于将武

器平台、连接设备、传感器、训练设施、

试验场和业务系统所产生的大量数据

从抽象的、特定于机器的输出，转化为

有用的、可共享的信息，让美军在联合

全域指挥控制系统中能够像使用弹药

一样共享数据。从这个角度观察，这份

文件，既是美军从网络中心战迈向数据

中心战的重要环节，也是国防部作为推

行数字现代化的核心部门为自身设计

的未来十年“数字化改造”路线图。

作为一种适应当前无边界网络的

数据安全策略，新战略有着所有数据战

略与生俱来的“破壁”意识，比如试图突

破常规管理走向覆盖全部环节的数据

治理，突破数据技术与文化之间的隔膜，

突破数据持有迈向数据共享的障碍。

与此同时，新战略与一般意义的

数据战略相比也有着显著差异，那就

是典型的联合作战意识。由于坚信联

合全域指挥控制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

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数据，如何令国

防部数据成为能够带来即时和持久军

事优势的高附加值战略资产，让美军

在联合全域作战的战场上取得数据优

势，将是新战略未来十年的关注焦点。

这其中，精确意识是通过“数据弹

药”获取作战优势的关键所在。追求

精细的标准化、讲求精密的架构性、致

力于精准的协同性，才能将正确的数

据通过正确的链路共享至正确的人，

最终发挥效用。

由于这份《数据战略》只是一项国

防部方案，而非国防战略，因此有着强烈

的机构意识和本位意识，意在通过由国

防部首席数据官所领导的数据机构建

设，让其逐步拥有美军数据中心的资格

和能力。据此，美国国防部将成为一个

数据文化养成机构，宣讲并调动起全员

良好的数据行为和现代的数据思维；一

个数据决策形成机构，提供全域数据驱

动的决策支持；一个数据建设指导机构，

制订并发挥数据伦理、数据合规以及数

据标准的作用；一个位于中枢的数据服

务整合机构，以数据服务推动所有层级

的明智决策；一个数据人才管理机构，发

现、培养和维持一支数据专家队伍，并通

过搭建数据工程中心，为促成专家间合

作培育一个支持性的生态系统。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防部的这份

《数据战略》，虽然表面上颇有拓荒意

味，实质却是美军在数字现代化进程

中由分支实践倒逼中心改革的结果。

早在2003年，美国防部就曾正式发布

过《国防部网络中心数据战略》，以满

足当时的“网络中心战”建设需求。此

后，各军种又竞相展开“数据中心战”

实践。美国防部推出的《数据战略》，

更多的是在各军种和军事机构“数据

中心战”实践的基础上去完成整体协

调和统合治理，具有“千呼万唤始出

来”的补丁意味，具体落实和实际运行

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作者单位：江苏紫金传媒智库国

家形象与传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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