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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美持续加强勾连强化军事同盟

关系的背景下，厚木海军航空基地作为美

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基地，已然

成为巩固美日同盟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

厚木海军航空基地位于东京西南 35

千米的神奈川县，临近横须贺海军基地。

1938年，日本海军开始建造厚木飞行

场，后与日本陆军飞行队的调布飞行场、柏

飞行场、松户飞行场、成增飞行场并列为日

本首都圈重要的防空基地群。二战期间，

日本海军最大的航空队第302海军航空队

就驻扎在这里。大批“零式”等战机从这里

起飞，发起对美舰的“神风”特攻行动。

二战结束后，基地由美军接管。前来

参加日本投降仪式的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就

是乘军机在这里踏上日本领土。美军最初

将之作为一个后勤中心，后于1953年正式

交付给美国海军航空队，与日本航空自卫

队和海上自卫队共同使用。上世纪 70年

代，美国海军第7舰队中途岛号航母将日本

横须贺港作为前沿部署母港，航母舰载机

编队则部署到厚木基地。此后，厚木基地

也成为美海军西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司令部

的驻地和第7舰队航空兵部队的大本营。

基地总面积约 5平方千米，跑道长约

2400米，宽46米，跑道维持整备、航空管制

业务由日本海上自卫队管理。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这里曾拥有美军在西太平洋最大

的海军航空设施，驻有美海军第 5航母舰

载机联队、第51轻直升机中队等单位。

美国海军飞机长年训练的噪音给周

边居民造成很大困扰。根据美日签署的

《驻日美军整编计划》，美国的 KC-130空

中加油机于 2014年从厚木基地移驻到日

本本州岛西南部的岩国基地。2017年至

2018年，第 5航母舰载机联队的固定翼战

机也转移部署到岩国基地内，该基地取代

厚木基地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大

的海军航空兵基地。

厚木基地还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航空

兵司令部及其下属的第 4航空群的驻地。

第4航空群主要负责日本周边海域的警戒

监视与情报收集任务。担任值班任务的

巡逻机和搭乘人员需要 24小时待命，确保

紧急事态下能够迅速起飞。随着美军战

机的转移部署，日本海上自卫队也逐步将

一些航空兵部队转移部署到厚木基地。

右图：厚木海军航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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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木海军航空基地——

美在西太平洋重要海军航空设施
■辛 文

联合国安理会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

2020年 3月，一架土耳其 STM公司生产的

“卡古-2”军用无人机，在被编程为不依靠

操作员的情况下，在利比亚战场上跟踪并攻

击了正在撤退的“利比亚国民军”，导致一人

死亡。有报道称，这可能创下了致命性自主

武器在自主模式下攻击人类的首个案例。

在没有接收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自

主对人类发起袭击，必将带来战争伦理

和作战方式的双重挑战。事件曝光后，

各国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应对致命性自主

武器的发展和使用进行限制。

一个明显的趋势

致命性自主武器扩散
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自主
攻击能力也在迅速提升

具备自主攻击能力的军用无人机同

无人战车、哨兵机器人、无人舰艇一样，

都属于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俗称“杀人

机器人”。这些武器具有敌我识别、数据

交换、指令交互、行动协调等功能和全天

候作战能力，能根据实际战场环境和态

势变化，实施自主化、无人化作战行动。

作为新型作战力量的代表，致命性

自主武器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

近年来，俄罗斯相继成立了国防部机

器人技术装备科学研究与试验总中心、无

人机国家中心和陆军机器人研发中心等

机构，大力发展致命性自主武器。“奥兰-

10”无人机、“波塞冬”核动力洲际无人潜

航器、“平台-M”履带式机器人等装备陆

续亮相。预计到 2025 年，无人武器在俄

装备体系结构中的比例将达到 30%。

美国也发布了数份《无人系统综合

路线图》，对未来无人武器发展作出长远

规划。美军计划到 2030 年，将其 60%的

地面作战平台实现智能化。

此外，法国、日本、英国、土耳其、伊

朗、韩国等国也加大了对致命性自主武

器的研发和采购力度。

与此同时，得益于人工智能、态势感知、

人机交互等技术的不断进步，近年来致命性

自主武器的智能化水平也得到飞速发展。

早在 2000 年，美空军研究实验室就

提出了无人机自主能力的等级划分标准，

用来衡量无人机自主水平。“卡古-2”无

人机属于微型战术多旋翼攻击无人机，能

按照预设航迹飞行，还能以 20 架组成一

个机群压制敌防空系统，搭载的自主目标

识别系统可以自主定位、跟踪和识别人

员、车辆等地面移动目标，进行持续监视

或发动攻击。按照该标准，“卡古-2”无

人机自主能力等级达到 5 级以上。

美军正在实施“空战进化”“空天博格

人”等一系列提升无人机自主作战能力的

研发项目。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主导

的“拒止环境下的协同作战”项目，2018年

至今利用“复仇者”“幽灵”“虎鲨”等不同无

人机开展了多次试飞演示，探索和深化分

布式空战无人机的自主和协同技术，验证

的无人机自主能力等级已达到8级以上。

一组对立的矛盾

自 主 作 战 能 力 的 提
升能减少己方伤亡和附带
损伤，也带来相应风险

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提高智

能化水平和自主能力，一直是致命性自

主武器的发展方向。

一是可以提高目标判断的准确性和

打击精度，减少平民伤亡和其他附带损伤；

二是随着自主能力的提升，其可以

更多地替代人类执行高难度和高风险任

务，最大限度地避免己方人员伤亡；

三是采用自主识别和智能分析等技

术，可以避免由于控制者精神不集中、目

标误判等人为失误引起的误伤。

然而，硬币都有两面，致命性自主武器

智能化水平的提升也带来了相应的风险。

其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扩

散，致命性自主武器得以廉价批量生产，

极易被恐怖武装或极端分子获得，或被相

关国家大规模装备使用，从而引发新的冲

突和军备竞争。目前，无人机已经扩散至

包括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内的多个武

装组织。叙利亚恐怖分子也曾多次使用

无人机袭击叙利亚政府军和俄罗斯驻叙

军事设施。

其二，由于控制者远离战场，其对军事

打击的后果变得更为“麻木”。随着越来越

多的致命性自主武器出现在武装冲突一线，

人类或将比以往更容易迈过战争的门槛。

其三，由于战场态势复杂或程序纰

漏，致命性自主武器脱离人类控制后，很

难完全避免误伤已经丧失战斗力的伤员

和准备投降的士兵，遵守相关国际法变

得越发困难。

这些问题的出现，以及由之引发的

道德和伦理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探讨如何从道德、条约、法律等不同层

面规制致命性自主武器的发展和使用。

一种理性的声音

人 类 必 须 保 留“ 喊
停”的权力，必须通过国际
法防止“潘多拉魔盒”打开

此次“卡古-2”无人机自主攻击事件，

折射出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有效控制致命性

自主武器的紧迫性，必须对具有自主决策

能力的无人武器发展和使用进行约束。

在相关领域专家看来，致命性自主

武器在没有人的干预下自动选择和攻击

目标，意味着将剥夺鲜活的自然人生命

的权利交给了冷酷无情的机器人。这既

是“道义责任的缺失”，也对国际人道法

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是人类“无法承受之重”，必须通过国际

法的规制捂紧这个“潘多拉魔盒”。

中国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首倡在

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框架下缔结具

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协议来规制致命性自

主武器。欧盟拟通过制定文件来避免自主

武器对人类的伤害，其发布的《可信任人工

智能道德准则》是首个否定致命性自主武

器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区域性国际法文书，

提出人工智能不能侵犯人类的自主性。

2014年起，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缔

约国根据会谈机制，专门以致命性自主武

器系统的军备控制为议题，召开多次非正

式专家会议和正式政府专家组会议。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也成立专门委员会讨论是否

应冻结“杀人机器人”研发。2018年在瑞

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

议上，2400多名人工智能领域学者共同签

署《禁止致命性自主武器宣言》。

受战争伦理制约，开火权不可能完全

交由致命性自主武器，最多只是在特殊情

况下部分地、有条件地放权。这种放权改

变的只是人类参与战争的方式，只是将传

统由有人武器完成的作战任务交由无人

武器执行，人由前台退居幕后，在后方起

着控制或监控作用。因此，即使未来致命

性自主武器具备了完全自主决策、完全自

主行动的能力，人仍然需要对其遂行任务

情况实时进行监督，并在必要的情况下随

时进行干预。不管是为了战局还是为了

人类自身，人类都必须保留在关键时刻对

致命性自主武器“喊停”的权力。

左下图：土耳其“卡古-2”军用无人

机。 资料图片

一架土耳其军用无人机在没有接收到任何指令情况下，对目标发动自主攻击——

“卡古-2”给人类拉响警报
■石汉娟 张慧军 高庆龙

始于 1941 年 6 月 22 日、被苏联及

俄 罗 斯 人 民 称 为“ 伟 大 卫 国 战 争 ”并

坚持隆重纪念的苏德战争，堪称第二

次 世 界 大 战 的 最 重 要 篇 章 。 苏 联 历

经 1418 个 昼 夜 残 酷 战 火 赢 得 胜 利 。

时 至 今 日 ，战 争 从 未 绝 迹 ，苏 军 最 终

获胜的经验仍弥足珍贵。

“人民的、神圣的战争”——

军民上下团结一心、
不畏强暴，焕发出惊人的
战斗力

“让最高贵的愤怒像波浪翻滚，进行

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苏联伟大作

曲家亚历山德罗夫的这首《神圣的战争》

享誉世界，也道出苏联的“胜战之本”。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制胜靠士兵与

装备，更离不开民心与士气的支撑。面

对不可一世的纳粹德国的种族压迫乃

至灭绝政策，苏联各民族空前团结，焕

发出保家卫国的高度热忱。苏联当时

人 口 大 约 1.9 亿 ，共 计 征 召 军 人 2700

万，牺牲和失踪约 1000 万，负伤 1800 万

人次。当时的适龄男人，除军工部门的

熟练工人、行政干部、警察及残疾人外，

几乎都进了兵营。

在《小路》《喀秋莎》等旋律伴奏下，

苏联儿女前仆后继，将城市化为巷战的

炼狱，把沦陷区变为开展游击战消耗敌

人的泥潭，其激情和勇气让江河沸腾、令

天地燃烧。战争中，苏联涌现出无数英

雄人物，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巴甫洛

夫大楼 24 勇士、烈士姐弟卓娅和舒拉、

以身躯堵住枪眼的马特洛索夫……在希

特勒叫嚣苏联军民“血快流干了”之际，

苏联却扭转战局转入反攻。面对逼近柏

林的苏军铁流，时任德国外长里宾特洛

甫唯有叹息：“我们遇到了一个砍掉了脑

袋还能长出来的九头怪兽！”

领导人的表率作用对激励人民尤

其重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

宁的儿子、时任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

的长子都在一线英勇献身。最高统帅

斯大林本人在战争开始时，便要求两

个儿子必须到前线，其长子雅科夫也

在德军的战俘营中牺牲。雅科夫出征

前 在 车 站 给 斯 大 林 打 了 最 后 一 个 电

话，斯大林只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一句

话：“孩子，去战斗吧！”

“最适合的武器”——

结 构 简 单 、皮 实 耐
用、便于量产的苏式武器
更适应大规模战争需要

最好的不一定是最适合的，最适合

的才是最好的。这个道理同样适应于

武器装备的研发生产。波波沙冲锋枪、

T-34 坦克、喀秋莎火箭炮、“黑死神”强

击机……这些赫赫有名的武器装备为

苏联红军铸就了摧毁强敌的“钢铁拳

头”。二战中，苏联生产出了世界上最

多的坦克、迫击炮、冲锋枪，这些装备尤

其适应恶劣的战场环境。

奇迹应归功于沙俄时期奠基、被苏

联“举国体制”发扬光大的军工传统。

斯大林敏锐地意识到：历史留给苏联的

时间很有限，一战留下的隐患太大，二

战的爆发已进入倒计时；而“没有重工

业，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就

会“任人蹂躏”。所以，要集中全民之力

和全国资源，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兵工

厂。

这 种 情 况 下 ，苏 联 军 工 形 成 了

“ 简 单 就 是 好 ”的 设 计 理 念 。 比 起 追

求精良完美却造价高、生产工时长、产

量低的德军“精英武器”，结构简单、价

格低廉、皮实耐用、便于量产的苏式武

器更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例如，

德军“虎”式、“豹”式系列坦克造价分

别为苏联 T-34 坦克的 6 倍和 4 倍，战

争 期 间 总 产 量 分 别 不 过 1800 辆 和

5600 辆，而且还要投入两线作战；苏联

重型坦克产量则超过 3000 辆，T-34 中

型 坦 克 更 高 达 5 万 辆 ，坦 克 大 战 的 结

果就是“好虎架不住一群狼”。主体为

木 质 、发 动 机 寿 命 只 有 200 小 时 的 苏

军“胶合板战机”，虽然在性能上比不

过 发 动 机 寿 命 超 过 1000 小 时 的 德 军

战机，但足以与之在战场上搏杀，一较

高下。

“打仗挑干部”——

一 大 批 指 挥 人 才 经
过实战磨砺脱颖而出

斯大林虽深刻意识到武器装备、工

业基础、组织动员乃至精神意志的重要

性，却因其一连串的“清洗”风暴，极大

削弱了“职业军官团”。这也是希特勒

敢冒两线作战风险突袭苏联的一个重

要因素。

苏德战争爆发时，70%的苏军指挥

员只接受过中等学校和短期培训教育，

仅有 26%拥有作战经验，且多数军事理

论与思想严重过时。相比之下，深通新

式战法的德军官兵如臂使指、长驱直

入。具有高度专业素养的各级指挥员，

顿时成为苏军最为抢手的“宝贝”。

斯大林开始放手寻找使用指挥人

才。有的人接到特赦令直接走上指挥岗

位，更多的军官在火线崭露头角，被破格

提拔、一路升迁。其中包括被誉为“战场

救火者”和“胜利象征”的朱可夫、成功策

划诸多重大战役的华西列夫斯基、从斯

大林格勒打到柏林的“巷战之王”崔可

夫、面对各种复杂突发局面都应付自如

的罗科索夫斯基……

斯大林和苏军将士共同艰难摸索

机械化时代联合作战的规律，终于走出

暗夜迎来曙光。1941年底，苏军仅勉强

在莫斯科城下稳住阵脚；1942 年底，苏

军就在斯大林格勒吹响反攻的号角，令

德国第 6 集团军陷入重围而归于覆没；

进入 1944年，苏军已能够连续发起雷霆

万钧的“十次突击”，歼灭德军 136个师，

解放了全部被占国土，将战线向西推进

了 1100 千米。仅一次白俄罗斯战役即

几乎全歼整个德国“中央集团军群”。

战争结束时，苏军的陆战水平被公认达

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峰，“大纵深作战

理论”已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上图：5 月 9 日，俄罗斯在莫斯科

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

利 76周年。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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