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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史地志

军眼观察

军眼聚焦

8月 10日，美太空军发布首部《太空
力量》报告。这份被美太空司令部司令
雷蒙德称为太空军“顶层条令”的文件，
对“太空领域”“国家太空力量”“军事太
空力量”“太空力量的使用”和“军事太空
部队”等做出了界定，对美太空军建设和
运用进行了总体规划，也集中体现出美
军将太空视为战场、谋求太空霸权的危
险动向。

体现强烈对抗色彩——

太空战略再现“高地论”

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发射了世
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人
类进入了太空时代。60 多年来，美太
空安全战略经历多次调整，产生了“庇
护所论”“生存论”“高地论”和“太空控
制论”等太空安全学说。“高地论”在 20
世纪 80年代占据美太空安全战略主导
地位，鼓吹占据太空这个“终极高地”，
发展天基导弹防御和天对地打击能
力。“星球大战”计划是该学说的典型
代表，具有强烈的军事对抗色彩。冷
战结束后，“太空控制论”逐渐取代“高
地论”，认为应当控制太空，以维护美
国的绝对太空优势。

今年6月美国防部发布的《国防太空
战略纲要》和新发布的太空军条令都明
确将“维持太空优势、确保太空行动自
由”列为首要目标。可见，当前美军的太
空安全理论仍以“太空控制论”为主导。
不过，可以看出，美军正试图再次竖起
“高地论”大旗。该报告声称，“高地的价
值是最古老、最永恒的原则之一”。

美军再次出现“高地论”这种“极端苗
头”，很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技术支撑。
当初美政府放弃“星球大战”计划，主要原
因是技术难度太大。但 30余年来，美军
太空攻防武器系统有较大发展，使其有底
气重新提及1998年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
长期规划中的“天基全球打击”。

追求太空绝对优势——

太空力量运用“慑战并举”

2018 年，美军参联会《太空作战》
联合条令抛出了“太空联合作战区域”
概念，强调太空主战场地位。今年的
《太空力量》报告则瞄准太空战，要求
太空军为白宫提供独立的军事选择。

该报告称，首先要注重运用威慑手

段，如果威慑失败，则“采取行动击溃对
手”。其实早在1999年，美国防部《太空政
策》便首次系统阐述了“太空威慑”概念。
美在太空领域的力量运用，与美军“慑战
并举”力量运用模式一脉相承。

在“慑”上，美军一方面不断完善威
慑理论，另一方面不断丰富其威慑手
段。《太空力量》提出将太空力量作为威
慑手段，扩展了战略威慑范畴。

在“战”上，美军不再满足于单项能
力建设，而是将太空能力融入指挥控制、
情报、火力、运动机动、防护、保障和信息
等7项联合职能，最大化太空战略优势。

近年来，美军尤其重视开发多样化进
攻性太空火力：一是软杀伤，如利用激光、
电磁、粒子束等定向能武器，干扰压制或
欺骗迷惑对手的信息获取、传输、指挥控
制系统。二是硬摧毁，如利用空天飞机、
高超音速飞行器、导弹等，直接击毁对手
的卫星。三是在轨搞小动作，如利用“在
轨服务”太空机器人抓捕对手卫星，或将
小型寄生星、遥控炸弹安装到对手卫星
上。通过多样化进攻性的太空火力，美军
力求其太空战略优势最大化，以支援天
空、地面、海上和网络空间的战略竞争。
《太空力量》报告强调，主动防御不

仅包括对敌方的袭击进行反击，还包括
在敌方袭击之前就要“先发制人”，摧毁
或削弱敌方威胁的有效性，以夺取主动
权。这就模糊了“主动防御”和“进攻作
战”之间的界限。

纳入联合全域作战——

打造全谱军事太空力量

美军有关太空行动的概念源自早先
空军和联合参谋部的相关文件，《太空力
量》则将太空军事行动置于更加广阔的
背景，作为国家太空战略的一部分。文
件将太空域划分为 3个维度——物理维
度、网络维度和认知维度，并据此提出了
“全谱军事太空力量”概念。

在物理维度，强调占据重要天际交
通线路和关键轨道，前者包括宇航中心
发射轨道、航天器回收轨道等；后者指航
天器用来支持用户、收集信息、保护其他
资产或实施对敌打击的轨道。

在网络维度，强调太空网络系统
的脆弱性，因此要保护己方的网络链
路和节点，同时也要储备太空域网络
进攻力量。

在认知维度，强调既要使己方保持强
大的战场感知能力以确保决策优势，又要
通过威慑等手段来影响对手的决策。

此外，由于电磁频谱对上述 3个维
度影响重大，因此美太空军将利用电磁
频谱进行攻防作战。

美军全谱太空作战思维的形成是一
个渐进过程，从最开始侧重物理维度，到
近年来强调网络维度，再到太空军新条
令增添认知维度，其趋势是越来越重视
将太空战纳入联合全域作战，突出强调
太空作战的全球性、多域性、联合性与层
次性，努力实现太空域与其他作战领域
协同增效。

美军一方面声称要做遵守《外层空
间条约》等国际法的“太空管理员”，另一
方面却在太空军事化甚至是太空武器化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作为备受美太空军
司令称道的文件，《太空力量》将本该和
平利用的太空视为战场，从战略学说、力
量运用、指挥模式到作战思维，均体现出
浓厚的军事对抗色彩。其反复强调维护
美军在太空领域的行动自由、强化联合
部队的杀伤效能、为美国实现太空霸权
提供支持等 3大支柱职能，公开宣扬天
基对地打击，计划向战术级指挥员“放
权”，降低太空冲突门槛。这些都将对世
界和平造成极大威胁，值得高度警惕。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

上图：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施里

弗空军基地，是美军“施里弗”太空战

系列演习的举办地。美太空军目前在科

罗拉多州、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均

有部署，并在海外保持相当规模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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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意宣扬天基对地打击，刻意模糊“主动防御”和“进攻作战”界限—

美太空军“顶层条令”传递危险信号
■李美红 雍 鑫

不久前，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一项

对日本的军售计划，包含105架F-35

战斗机和相关装备及服务，使日本有

望成为F-35最大海外客户。

然而，热衷采购 F-35的不止日

本，还有韩国——继购买 40架 F-

35A后，近日韩方决定续购 20架垂

直/短距起降型 F-35B。8月 10日，

韩国还在《2021-2025年国防中期计

划》中宣布，将建造首艘航空母舰。

韩日竞相扩充军备，非但不能增强

安全感，还给东亚局势增添了不稳

定因素，唯一受益者却远在大洋彼

岸。

日本很“无奈”。由于美国禁止

为其提供对陆地和海面攻击的武

器，日本在此领域的自主研发实力

又严重不足，因此计划搭载 F-35B

的“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在未来

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即便改装成为

轻型航母，主要作用仍仅限于增强

舰艇编队的空中攻防能力，难以从

事实际的对地作战行动。毕竟，对

美国而言，拥有强大自主研发武器

能力的日本，就像翅膀硬了的飞鸟，

怕是会挣脱鸟笼。届时，美国的军

火商少了一个大买家不说，这颗布

局在远东的棋子会不会听话都很难

说。

韩国则挺“迷茫”。韩国早已酝

酿了堪称雄心勃勃的两套“新一代

航母+舰载机”发展方案：7万吨级大

型航母+F-35C，或 4万吨级轻型航

母+F-35B。综合考虑建造周期、技

术难度、关键设备、资金特别是舰载

机外购带来的高额支出等因素，轻

型航母方案对韩国来说更现实可

行，引进 F-35B的消息也间接佐证

了这一倾向。

由于历史积怨，在韩国国内，与日

本竞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对抗是

一种政治共识。比如，韩国首艘“准航

母”级别的两栖攻击舰，就被命名为

“独岛”（日本称此韩日争议岛屿为“竹

岛”）号。而此番韩国决定发展航母，

想必同日本将“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

改装成轻型航母脱不了干系。面对日

本军备扩充的动向，韩国也不甘示弱：

日本从美国购入F-15J新一代重型战

斗机，韩国就引进了F-15K，并由时任

韩国空军参谋长亲自驾驶巡航独岛空

域；日本有了“金刚”“爱宕”级“宙斯

盾”驱逐舰，韩国就打造“世宗大王”级

“宙斯盾”驱逐舰……

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韩国版

本新装备的个头和性能，都力图盖过

日本一头。这次也不例外，韩军参谋

长联席会议2019年提出新一代航母

发展规划时，就特别强调：新舰要比

“出云”号大。

然而这种竞争或对抗是有限度

的。两国同为美国盟友，美国既不

会乐见日韩武器自主研发取得实质

性进展，也不会坐视二者刀剑相

向。韩日间纵然有着历史积怨和半

导体摩擦等“新仇旧恨”，但对于韩

日而言，美国才是幕后的操纵之

手。“提线木偶”即便有了新舰、新

机，也终究只能停在威慑层面而已，

摆脱不了“有枪乏弹”的尴尬和不能

自主掌控本国武装力量的窘境。

这种暗暗较劲导致的军备竞逐，

难以给韩日增强安全感，却不可避免

地给东亚地区局势增添了不稳定因

素。而向韩日两边兜售武器、刺激两

国持续砸钱扩充军备的美国，则实打

实收到了真金白银——这正是名为美

国盟友、实为“小弟”乃至“跟班”国家

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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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韩国军方指挥所联合演习

8月18日起举行，这是两军今年首场

联合军演。演习以朝鲜半岛爆发严重

危机态势为背景，采取计算机模拟形

式，分防御和反击两个阶段，演练美

韩联军在作战程序上如何协调应对半

岛危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韩两军

参演人数、演习规模、演练内容较往

年有所减少。然而，在疫情风险笼罩

下，美韩执意练兵，除共同应对半岛

可能出现的危机态势外，背后还有各

自战略考量，并伴随着复杂的利益争

斗。

韩国在推动联合军演方面态度积

极。一方面，借助同盟力量维护自身

国家安全和半岛局势稳定是其一贯做

法。当前，朝核问题和平解决进程出

现波折，南北首脑会谈共识难以落

实，合作计划受阻，和解意愿有所衰

减，双方关系出现了向着对抗示强方

向发展的苗头。通过联合军演，保持

一定程度的威慑态势，韩国意在展现

以压促谈、前推南北关系的姿态，有

效回应国内民众安全关切，赢得舆论

支持。

另一方面，由于上半年既定的美

韩联合军演无限期推迟，此次军演

对韩军极为重要。根据美韩达成的

关于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相关协

议，双方将分3个阶段，通过联合演

习训练对韩军作战能力进行评估。

2019年已完成韩军初始作战能力评

估，此次演习主要是评估韩军完全

作战能力，2021年还将进行遂行任

务能力评估。如果条件具备，韩军

有望在 2022年，也就是文在寅政府

任期结束前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移

交，实现对国民的既定承诺。事实

上，在几天前的 8月 10日，韩国国

防部公布《2021-2025年国防中期计

划》，计划 5年投入 300.7万亿韩元

（约合 1.7656万亿元人民币），发展

多种作战能力，推进武器装备更新

换代，并持续调整完善韩美联合指

挥体制等，为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扫除障碍。

美国在联合军演问题上始终半推

半就，留有一手。特朗普政府认为军

演费力耗财，效果有限，近两年来根

据其对朝政策和半岛局势发展变化，

减少同韩国的军演次数，缩减军演规

模，并乐见韩国在自身防务方面承担

更多责任，以减轻美国在半岛事务方

面的安全负担。

与此同时，美国更希望利用盟友

谋取地区战略利益，争取大国博弈优

势，因而始终把联合军演作为推动美

韩军事一体化的重要手段。与韩军关

注内容不同，美军重点演练双方联合

指挥体制、联合作战程序、武器装备

的互联互通互操作性等，关注的是两

军融合度和一体化，目的是为未来实

现战略上的有效运用奠定基础。更为

重要的是，美国积极利用韩国急于求

成的心理，开始坐地起价，谋求韩国

在美印太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希望

必要时韩能支援美在韩以外地区的军

事活动，并在经贸和军售、驻韩美军

防卫费分担等问题上，争取一些看得

见的现实利益。

有分析认为，此次“缩水版”的

军演难以一次性完成对韩军的完全作

战能力评估，部分评估内容可能延期

至明年初举行，韩军作战能力这一硬

指标能否如期具备尚未有定数。加

之，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仍在蔓延，国

际安全形势和半岛局势也可能出现新

情况，已经多次推迟的战时作战指挥

权移交将面临更大变数。

同时，由于美韩同盟关系的不对

称性，两国围绕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

将不时加剧。美国在战时作战指挥权

移交等方面玩“太极推手”，韩国争

取战略自主的努力必然面临更大阻

力。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即便

韩国在半岛事务上的话语权增大，战

略自主性有所提升，韩国在亚太地区

乃至全球问题上也仍将受制于美，甚

至还可能面临在许多敏感问题上选边

站队的艰难抉择。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

院）

韩收回作战指挥权遭遇“太极推手”
■陈 岳

美国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最受欢
迎的自然景观是“上帝花园”。经过自然
风化作用形成的红岩峰，造型独特，吸引
了无数游客驻足观赏。除此以外，这里
的花岗岩山体之下还隐藏着一座鲜为人
知的夏延山军事基地。

夏延山军事基地是全世界防护最严
密的军事枢纽之一。1958年 5月，为了应
对苏联洲际导弹和远程轰炸机的威胁，
美国和加拿大决定共同成立北美防空司
令部，指挥中心就选在了夏延山。这里
位于北美大陆深处，周围群山环抱，便于
隐蔽，同时还有数百米厚的花岗岩作掩
护，能够抵御核进攻。从山洞口到指挥
中心的大门要经过500米长的隧道，大门
厚达 2米，重约 20多吨，内部系统和设施
均具备抗震、防电磁脉冲等功能。

夏延山军事基地是世界上唯一具有
全天时、全天候和全球性监视航天器活
动能力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国所有卫星
及空中、地面预警系统侦察数据都在这
里汇总，能够为北美防空司令部、战略司
令部、太空司令部和北方司令部等指挥
机构提供情报分析，也为最高层决策提
供重要依据。

该基地除了上述 4大司令部的联合
指挥中心之外，还有其分管的航天预警
中心、导弹预警中心、航天控制中心、综
合情报监视中心、天气支援中心和系统

中心等，隐藏着全美甚至全球最先进的
军事指挥系统。

资料显示，夏延山联合指挥中心拥
有由超大型、大型计算机组成的网络，
美军用卫星、民用卫星、空中雷达预警
系统和地面雷达预警系统所获取的数
据都在这里汇总。这里还有数百条专
用通信线路，可以随时与美国总统、五
角大楼、美国各大司令部、加拿大及分
布在全球各地的美国各主要军事基地
保持联系。如果说五角大楼是美军的
最高指挥中心，夏延山联合指挥中心则
起着信息搜集、处理中心的作用，从这
里发出的信息，是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
作出决断的重要依据。

联合指挥中心共由 15 幢钢铁建筑
组成。内部墙壁、地板、天花板、走廊和
楼梯等全部由钢板拼焊而成。每座大楼

底部均由近百枚重达 4.5吨的超大弹簧
支撑，楼与楼之间还留有一定间隙，以抵
御地震或核攻击造成的剧烈震动。不仅
如此，地下中心还建有通风过滤设备，专
门用来防御生化武器的攻击。整个指挥
中心发电站、蓄水站、排水系统、空调系
统等一应俱全，确保特殊时刻能够维持
正常运转。

作为备用指挥中心，夏延山军事基地
始终以隐蔽的方式默默处于值班状态，如
遇紧急状态则立即启动使用。“9·11”事件
发生后，该基地发布了全美非军用飞机立
即停飞的命令，这是该基地成立后第一次
启动。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美军北方
司令部已经将重要战略人员送至夏延山
军事基地。

上图：夏延山军事基地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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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延山军事基地—

美军作战指挥的“神经中枢”
■陶 然 慕佩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