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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驾飞机部队建设
在美国空军，遥驾飞机（RPA）自投入作战以来，始终是一项紧缺资产。RPA 部队全天候

全时段投入作战，仍难满足联合作战界持续增长的 ISR 需求和遥控打击任务。飞机短缺，人才

更短缺，有报道称，空军培养 RPA 飞行员的速度，甚至不抵其流失的速度。从空军近期作为来

看，解决途径有几条。一是通过经济奖励提高 RPA 作战界的留伍率，RPA 飞行员中专业代码为

18X 者（完成飞行学业后直接成为专职 RPA 飞行员而不具有人机飞行经历者），在规定的 6 年

服役期后，如选择继续留伍 5-9 年，将每年获奖励最高 1.5 万美元。二是加快 RPA 飞行员培养

速度，力争从目前每年毕业约 180 名提高到 300 名。三是允许士官担任 RPA 飞行员，而目前体

制是， RPA 飞行员岗位必须由获授衔军官担任，士官只能担任传感器操作员。包括这三项措施

在内的各种努力，能否缓解 RPA 作战界士气低迷的现状并解决 RPA 供需矛盾， 抑或引发新的矛

盾 ? 《空天力量杂志》一直是 RPA 文化冲突的重要辩论平台，本期继续推动这方面的学术讨论。

本刊 2015 年春季刊曾载“自主化无人作战飞机在空对空作战中的前景”一文，其中指出，

无人机从遥驾执行 ISR 为主，正逐步向自主化机驾及执行更危险任务演进，其成为空中战争主

角的时代必将到来。但是空军文化长久浸润于战斗机情结，虽经受着 RPA 带来的文化冲击，终

究严重滞后于技术进步。该文作者因此再发表“空中力量变革刻不容缓”一文，作为上文的续篇。

作者通过调研 RPA 作战界的离职潮现状，归纳出人心思离的三个主要原因 ：工作上超负荷三班

倒，文化上继续独尊战斗机，体制上阻碍 RPA 官兵晋升。作者最后提出解决方案，这就是从组

织体制着手，新建专门统辖 RPA 的大司令部。

如果说，上一篇文章是为 RPA 战士所受待遇不公而叫屈，“MQ-1和 MQ-9无人机战士在
远距作战中的感受和体验”一文则为这同一个群体所受“游戏机心态”指责而鸣冤。无人机战士，

因为待在活动车厢或地下室隔间中，靠键盘作战于显示屏上，因此被称为“隔间武士”或“桌

面武士”，又因为遥控打击“杀人不见血”，状似玩暴力电子游戏，而被非难为“麻木不仁”。作

者以大量调研数据证明，无人机战士对待杀戮，同样有精神约束和心理压力 ；认为需要更新思

维调整心态的，不是这些战士，而是局外评判人。

对 RPA 向自主化作战飞机（UCAV）发展的趋势，极端乐观者和极端悲观者都大有人在，“检

视遥驾飞机和自主化无人作战飞机的未来”一文作者似居两者之间。作者指出空中力量向以

UCAV 为主的部队转型将困难重重，包括人工智能不可能发展到人类智能高度，成本差距不似

想象那么大，国际政治和战争法对机器人杀手必有约束，以及空军文化和体制总有羁绊。作者

认为，最现实的未来是，有人机、无人机，以及半自主化作战飞机（大意指仍由人操控的高端

RPA）形成一定比例的混合，在战争的不同阶段各自发挥主要作用。

威慑也一直是本刊的一个热点议题。继奥巴马总统的布拉格讲话之后，美国在 2010 年发

表国家《核态势评估报告》，有人理解这部政策文件是建议美国以加大先进常规军力建设来保持

减核后的威慑力度。“在不确定性增大背景下以常代核构建威慑后患无穷”一文审视此报告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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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美俄中三国核威慑关系，认为以常代核，继而以常制核，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俄罗斯和

中国并不欣赏美国的零核宏愿及其削核努力，却更加担忧美国常规力量较之于核武器的更高的

战略可用性，故而反其道而行之——加强而非减少对核能力的依赖。美国对此必须有所醒悟。

进入后冷战时代，俄罗斯的常规军力失去优势，作为逻辑选择，便更加借重核威慑。“非

战略核武器：核军备控制中的弃儿”一文提醒美国不可只盯住核军备控制中的战略核武器，还

要关注俄罗斯大力研发非战略核武器的努力，而后者并不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等军控协

议范围之中。作者指出，在非战略核武器上俄罗斯已经对美国构成不对称优势，且有差距加大

趋势，若不加制衡，后果难料。

苏（俄）美核角力，消长七十年，中国刻意超然于竞赛之外。“中国军事现代化对战略核

武器控制的意义”一文认为，中国以经济和军事现代化发展的速度，虽不至对美国和俄罗斯构

成核战略均势或优势，必可在当前 10 年或在此后不久形成“超过最低限度”核威慑的潜能，因

此需将中国因素置于美俄的核威慑等式之中 ；美俄两国如追求战略核武器的进一步削减或限制，

不可继续锁在双边对话框内，而应考虑建构三边关系。

空中力量，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决定以武力解决冲突时的首选，原因包括空中打击快准狠，

印迹小，且附带毁伤低。然而，附带毁伤终不可免。“空中力量在现代战争中的运用”一文详尽

回顾了杜黑以来空中力量思维的百年演进，然后引出“暴行阈值”概念，从西方民众对附带毁

伤的敏感和西方民主的敌人对附带毁伤的操纵这两个方面，来解说暴行阈值或门槛对民众及政

府意志的制衡和影响。

“在抗衡空域开展联合情监侦”一文认为，过去 10 年战争的空中战场没有威胁，未来战争

的空域则充满抗衡，抗衡空域对习惯在无险空域运作的 ISR 作战平台构成重大挑战。因此无论

是战术 ISR 平台（如哨兵 / 捕食者 / 收割者），还是高空长航时平台（如全球鹰），或是天基平台，

都必须升级，将生存性列为各种能力之首，有生存，其他 ISR 能力才能大显身手。

太空战争虽是禁忌话题，却可能成为不幸的现实。“制定全球太空控制战略之我见”于是

敦促美国索性公开声明追求全球太空控制（制太空权），为发展进攻性太空防御作战能力打开绿

灯，既为强化威慑，也为威慑不成随时先机制敌做好铺垫。

空军参谋长威尔什将军在本刊 2014 年夏季刊著文讲述美国空军的新愿景《世界最伟大空军，

官兵注力，创新加燃 ：美国空军愿景》，其中特别强调“官兵、使命、创新”三大要素。如何培

养和发扬空军动力之源的创新力 ? “约翰·博伊德上校的创新基因”一文重提博伊德传奇。作者

认为，博伊德巨大的创新力基于五项品质要素 ：观察、关联、实验、质疑、结交，现在的空军

战士需要培养这些素质，才能成为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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