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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张 强

据媒体报道，93 岁的美国国防部顶级“战略大师”安德鲁·马歇尔本月就将要离开五

角大楼。作为近年来全球信息化军事革命的倡导者之一，马歇尔贡献了最核心的思想理

论，被奉为美军首屈一指的理论泰斗。同时，他的名字与“持久核战略”及“星球大战计

划”这些重大冷战问题存有关联。那么，马歇尔的隐退会给美军的未来带来什么？请看

科技日报特约专稿——本期特别关注

■国际防务译点通

■报台联动

■军情新观察

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军事史上，安德鲁·马歇尔无

疑是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如此说，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名

字与“持久核战略”及“星球大战计划”这些重大冷战问题

存有关联，更重要的在于，透过这位具有几分神秘色彩的

人物，我们可以窥见今天全球各国力推的信息化“新军事

变革”之来龙去脉。

马歇尔极为低调。这位老人经常斜着眼睛目视远方，

说起话时音量很低，就像好莱坞演员哈克曼那样生怕吵醒

别人。据说，在一次由他发起的关于未来战争的会议上，

他说了几句介绍性的话语之后就陷入沉默，眉头紧锁，双

臂交叠，此后两天内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为沉默寡言，而

似乎又具有无限的“原力”，马歇尔获得了《星球大战》中

“尤达大师”的称号。

是非功过任人评说

安德鲁·马歇尔于 1921 年出生，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

学位。1949 年加入兰德思想库，进行核战略分析研究。

1973 年，在基辛格的引荐下，他被尼克松任命为美国国防

部基础评估办公室主任，从此正式进入五角大楼，成为一

名文职官员。在五角大楼期间，马歇尔逐渐成长为美国战

略思想家中的核心人物。此后，历届总统上任后，都会重

新任命马歇尔担任此职位。

世纪之交时，默默从事战略研究工作几十年的马歇

尔突然间成为媒体的宠儿：《华盛顿人》称马歇尔“影响

力前所未闻”“在塑造美国下个世纪的军事力量上是一

名关键人物，甚至是核心人物”；《华尔街日报》和《新闻

周刊》披露说，早在 1977 年，马歇尔就潜心研究苏联经

济，并指出苏联在和美国进行的军备竞赛中已不堪重负，

其经济已濒临崩溃，基于此，马歇尔提出以经济拖垮苏联

的政策；《华盛顿邮报》则写道：“在国防部满是由腐败和

暗箱操作的官僚组成的汪洋大海中，马歇尔是一个睿智

而正直的孤岛”，可谓“五角大楼最不固守传统的思想家

之一”；《华尔街日报》更是指出，“美军因为在冷战和沙

漠风暴中大获成功而‘瘫痪’，而马歇尔是挽救美军于‘瘫

痪’的英雄”。

另一方面，对马歇尔的评价也有刺耳的音调。批评者

指出，马歇尔并不像其崇拜者那样料事如神，相反，他不过

是一个不断“自寻烦恼”，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的保守主义

者。《民族》杂志的记者希尔沃斯特恩是其中较为激进的一

员。他指出，媒体所报道的马歇尔的许多功绩并不真实，

比如，关于苏联解体的问题。希尔沃斯特恩指出，马歇尔

当时的同事都不记得马歇尔曾经提出过这种观点，事实

上，直到苏联即将解体时，马歇尔还在鼓吹：“苏联人就要

打过来了！”

“尤达大师”和他的“绝地武士”们

安德鲁·马歇尔是五角大楼唯一一个历经整个冷战时

期的战略思想家。长期在该领域工作，他的周围逐渐汇聚

了一批支持他的改革者，这些人赞同马歇尔的思想，并乐

意为其工作，他们自称为马歇尔的“门徒”，将国防部基础

评估办公室称为“圣·马歇尔殿堂”“安德鲁的预备班”，而

其批评者则根据马歇尔“尤达”的称号，调侃地把这些人称

为“绝地武士”。这些称号流传甚广，以至马歇尔的一位朋

友也曾经以《星球大战》做过类比，说道：“为了学到尤达的

教诲，必须研究绝地武士”。

马歇尔的众多“门徒”不仅在国家安全领域中占有一

席之地，还广泛地渗透在政治、经济及国防工业等多个领

域，形成了一张庞大而影响深远的关系网。1997 年，当新

任国防部长科恩提议削弱国防部基础评估办公室的地位

时，詹姆斯·罗什立即发起反击，以保护自己这一方的人。

马歇尔在媒体界的朋友也参与进来，以《华盛顿时报》《航

空周刊》《每周标准》和《华尔街期刊》等媒体为阵地发起了

支持马歇尔的舆论战。他的一位“门徒”在《华尔街期刊》

上写道：“美国人晚上睡觉前不会担忧我们是否能在下一

场战争中获胜，而安德鲁·马歇尔则会。这就是为什么美

国人应当为这一问题而担心：马歇尔即将被一群无知和官

僚的五角大楼官员们流放到外西伯利亚。”反击无疑取得

了效果，科恩撤回了提议，马歇尔的地位纹丝不动。

“军事事务变革”思想横空出世

以马歇尔低调的处事风格，“绝地武士”们之所以能死

心塌地地聚集在“圣·马歇尔殿堂”中，无疑与马歇尔十分

明确且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有关，其中最著名的是“军事

事务变革”的概念，这一点很有可能使马歇尔名垂史册。

马歇尔十分关注技术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关注的

不是武器装备中包含多少最先进的技术，而是一直强调，

现代军事装备要面向战争形势。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先进

武器具有永恒不动的地位，其暗指的对象包括核航空母

舰、主战坦克和下一代战斗机 F-22等项目。马歇尔认为，

这些令美军引以为傲的项目在未来的战争中将不再是主

角，因为他们更易遭致敌方袭击，并且，一旦遭到损失，又

会因其高昂的价格给美军带来难以承受的损失。

在马歇尔的这一战略思想中，有一点颇发人深省：技

术变革如果不面向战场的实际形势，很有可能成为死亡的

陷阱。他敏锐地指出，现代战争已经是信息化时代的战

争，美国应当进一步有意识地开发远程精确武器和能够使

美国控制战场信息的技术。如持续开发新武器系统的体

制，加大研制远程战斗机、无人机、新式远程精确制导武器

的力度，采购更多的系列空中加油机，并尽可能采用像潜

艇这样不易锁定的武器。

他还提议，海军应该停止建造巨型航母，设计新型的

轻型航母，并提高它们抵御导弹袭击的能力。此外，在他

看来，美军还应探索新战法，不久的将来，他们将无法继续

使用部署在世界各地的前沿基地，因此，应尽可能减少未

来美军需要的援助，并且不应在敌方导弹的射程之内储存

太多军用物资。

因为过于激进而与众不同的战略思想，马歇尔被某些

媒体称为“未来主义者”和“激进的变革者”。凡是变革势

必会遇到阻力，马歇尔也不例外。他所面临的反对一部分

源于思想方面的因素，像核航母、F-22等武器是各军种引

以为豪的掌上明珠，马歇尔的反对深深刺痛了他们骄傲的

神经和对这些武器的感情；另一部分则是出于利益的考

虑，一种武器，特别是像航母、战斗机这样耗资巨大的武

器，总是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众多相关的利益集团（如大型

军工业集团、这些集团所在区域的议会成员，等等），变革

如果触碰到这些集团的利益，自然会遭到反对。

在世界安全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是五角大楼的导师，还是妄想症患者？无论是关于安

德鲁·马歇尔的定位，还是其军事战略思想，关于他的所有

问题似乎都存在争论，无怪乎同一时期媒体对他的评价截

然不同。马歇尔现已 93 岁高龄，自世纪之交突然因媒体

的关注而红火过一阵之后，关于他的报道如今极为稀少，

他重又归于本属于他的一份平静。并且，一如既往，他对

赞同和批评都不置一词。

然而，与他的沉默相反，不论是他的“绝地武士”们，还

是他的“军事事务变革”思想，都在美国乃至世界安全领域

产生了也许并不振聋发聩，但绝非昙花一现的重要影响。

姑且不论正确与否，他的战略思想至少在提出之后引起了

广泛的争论，对于战略研究者来说，这本就已经是很高的

成就，而他关于“军事事务变革”的许多真知灼见，更是对

信息化战争时代中如何利用新技术力量提出了高瞻远瞩

的见解，其中许多直到今天仍极具启发性。就为这一点，

安德鲁·马歇尔的名字也值得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上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或许正因此，美国前海军部长理查德·丹泽最近在谈

到马歇尔的继任者时说，马歇尔最终的继任者所必须维持

的一个关键特性是，“做一个能够深谋远虑并具有独创性

的人。这个继任者不需要成为安迪的影子。”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安德鲁·马歇尔

“导师”还是“妄想者”？
□ 杨晓琳 李婷婷 石海明

1 月 7 日，法国政治讽刺杂志《查理周

刊》巴黎总部遭到恐怖袭击，包括杂志主编

在内的 12 名人员丧生。目前，参与袭击的

一名武装分子自首，两名武装分子被击毙。

此次袭击是发生在法国国土上最严重的恐

怖事件，其直接原因是《查理周刊》发布了一

幅讽刺漫画。显然，这是恐怖分子很牵强的

借口。

事实上，法国遭受严重的恐怖袭击并非

一人一时之过，而是近年来法国积极介入周

边事务的结果。与美国相比，法国尽管没有

掌控全球利益的渴望，但法国一直坚持独立

自主的“戴高乐主义”，并一直以欧洲老牌强

国自居，在原法国殖民地，在法国影响深厚

的非洲大陆，以及环地中海地区活动积极。

特别是 2012 年以来，法国积极介入所谓的

“阿拉伯之春”运动，主导了推翻卡扎菲政权

的利比亚战争，并为其他受阿拉伯之春运动

影响的国家的反对派提供各种帮助。而如

今，利比亚、埃及动荡不安，叙利亚也陷入僵

局。法国推动的所谓民主运动并没有给阿

拉伯世界带来实惠，却已然在很多阿拉伯国

家培养了不少反法极端分子，这为法国发生

恐怖袭击提供了思想依据和海外土壤。

从公开的新闻画面看，发动袭击的恐怖

分子装备了 AK47 自动步枪，还有火箭筒，

行动迅速，冷静沉着，战斗力颇为强悍，带有

严密的组织性。基地组织也门分支的一名

成员在发给美联社的声明中宣布阿拉伯半

岛基地组织领导层策划了此次袭击。参与

此次袭击事件的谢里夫·库阿希声称自己接

受基地组织也门分支的资金援助。这些线

索都直接将基地组织列为袭击事件的黑手。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基地组织尽管在阿

富汗战争中遭受重创，但其在数十年的斗争

中建立了一个熟谙恐怖活动的网络，并建立

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遭受西方制裁

或者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国内政治动荡的伊

斯兰国家，其号召力更显突出。同时，近年

来基地组织通过国际互联网、非法移民、反

动视频等方式，逐步加强对西方社会的渗

透，特别注重在欧美国家的穆斯林族裔中传

播极端思想，培养了一批忠于基地组织的

“信徒”或者崇尚暴力极端主义的“准信徒”，

这些人成为威胁西方社会稳定的“不定时炸

弹”。法国有欧洲大陆最大的穆斯林移民群

体，这种威胁更为严重。总而言之，巴黎恐

怖袭击事件，不仅体现出基地组织发动恐怖

袭击的能力已经延伸到欧洲本土，而且也暴

露出通过其“软实力”培养的“本土”恐怖分

子已经具备在欧洲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

此次恐怖行动影响恶劣，法国政府必然

会采取应对行动。概括起来是先解燃眉之

急，再寻长久之计，控制行动规模，精确展开

反恐。解燃眉之急是迅速把恐怖分子绳之

以法，平息国民怒火。再寻长久之计是以此

次事件为契机，深挖国内潜藏的“独狼”，并

很可能会加强与美军的合作，伺机打击基地

组织的部分目标，或者消灭基地组织的典型

力量。但法国预计不会借机扩大事件影响

范围，精确打击恐怖组织才是法国政府最可

能的选择。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巴黎恐袭非“一人一时”之过
□ 刘征鲁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防部扩大会

议中指出，2015 年俄将把空天导弹部队与

防空部队合二为一，成立空天军。不仅如

此，空天军未来还可能将取代现有空军成为

俄军三大军种之一。震惊之余，细细想来，

俄军此举其实丝毫不足为奇。

首先，俄军空天构想由来已久。作为传

统航天强国，早在 1992 年，继承了苏联丰厚

军事遗产的俄罗斯即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建

立了“军事航天力量”。而后经过不断探索

和尝试，俄罗斯于 2001 年将军事航天力量

和导弹太空防御兵从战略火箭军中分离出

来，正式组建航天兵。此后，在继续推进航

天军事力量建设的同时，俄罗斯开始着手加

强空天力量整合，尤其是 2008 年将部分陆

军防空力量划归空军指挥，为建立攻防兼备

的空天一体力量打下了良好基础。如今若

将航天兵与空军合并为空天军，可算是其十

余年持续建设的水到渠成之举，标志着其集

航空航天、防空防天于一体的空天作战体系

将初具规模。

其次，西方现实威胁推波助澜。如果说

追求空天一体的军事传统是俄罗斯推进相

关军事力量的内在驱动，那么近年来不断恶

化的周边安全形势则是促使其加紧整军备

战的外部推力。2012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

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跌入冷战结束以来最

低点。面对西方的挑战，俄罗斯虽然立场强

硬，但军事上的底牌着实不多，论常规兵力

北约至少十倍于俄，这也是俄罗斯屡次亮明

核大国身份，并加紧本国“北方之神”核潜艇

和核导弹列车部署背后的原因之一。现实

威胁之下，能够有效钳制对手信息作战和防

空反导优势的空天力量，含金量尤为凸显。

因此，俄罗斯不顾经济困难依然拿出“有条

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态度，

加紧发展空天力量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各国激烈竞争时不我待。尽管俄

罗斯推进空天力量建设的决心不容置疑，但

其综合实力在国际竞争中却谈不上领先。

力量体系构建方面，其主要对手美国早已形

成“空军主导，联合航天，空天弹一体”体制，

由航空力量、航天力量和地地战略导弹力量

共同构成进攻型空天力量，虽无独立成军之

名，却有空天一体之实。相关技术研发方

面，美国一马当先，空天飞机多次成功试飞，

新技术层出不穷，不断刺激着俄罗斯的安全

神经。此外，英、法、日、印等国近年来在空

天领域也奋起直追，尖端技术不断取得突

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对于俄罗斯而言，

空天竞争可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出于

前文所述的原因，为保证本国安全和实现大

国雄心，加速发展空天一体力量成为其必然

之选。可以想见，随着俄罗斯空天力量正式

成军，空天领域的国际竞争只会愈加激烈。

（作者单位：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俄 缘 何 加 速 组 建 空 天 军
□ 李 路 李 晶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月 5日在新年记者

会上表示，将在总体上继承“村山谈话”的立

场。那么安倍是否会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

做出彻底反省？他突然高调宣扬日本所谓

“和平国家的道路”又有什么样的企图呢？

就相关话题，中央台记者采访了军事专家孟

祥青。

孟祥青说，“村山谈话”是指在 1995年 8

月15日，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

投降50周年纪念日之际，时任日本首相的村

山富市发表讲话，明确承认日本曾实行了错

误国策，走上了战争道路，并表示要深刻反

省历史，吸取历史教训，必须把战争的悲惨

告诉年轻一代，以便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

然而，对于安倍的表态，许多媒体持怀

疑态度。孟祥青指出，安倍将会在何种程度

上继承“村山谈话”中对军国主义历史的反

省尚不确定。首先安倍作为一个右翼分子，

曾对“侵略”这一词提出过异议，不承认有慰

安妇问题，并推动修改教科书等等。现在安

倍突然提出要继承“村山谈话”，那么他过去

这些言论又该如何解释？第二就是安倍的

行为，在安倍执政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一再

讲“积极的和平主义”，其终极目标就是要修

改《和平宪法》第九条。为了实现这样一个

目标，安倍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比如解禁集

体自卫权；再比如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

期报告明确提出，要打造日美军事同盟一体

化，实现所谓无缝的合作。执政两年多以

来，安倍实行的一系列右翼政策可以说再次

加深了日本和亚洲邻国之间的隔阂。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孟祥青指出，安倍在此时高调宣扬日本

所谓“和平国家的道路”，是出于国内和国际

政治背景的需要。首先，安倍的目的非常明

确，就是为了修改《和平宪法》，但是修改《和

平宪法》需要越过很多门槛。日本国内有相

当一股和平力量，即所谓的鸽派。在这样一

个特定背景下，安倍提出总体上继承“村山

谈话”，有利于新组建的内阁长期执政，有利

于下一步继续推进《和平宪法》的修改。其

次，国内经济和国际外交的困局给安倍政府

带来了一系列两难选择。安倍上台以后提

出了“安倍经济学”，虽然在一段时间刺激了

日本经济的增长，但并没有根本解决日本经

济的结构性问题。最后，安倍计划今年访问

美国，当前正在与美国紧锣密鼓的磋商。面

对 2015 年 8 月 15 日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

美国政府也希望安倍在历史问题上不要掀

起大浪，不要再导致跟邻国新的隔阂。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安倍公然开历史倒

车，显然不利于他长期执政，也不利于日本

与亚洲各国关系的改善。

（本栏目由科技日报军事部与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国防时空》《晚高峰观军情》栏目
联合主办）

安倍“继承”村山谈话实为以退为进
□ 朱西迪

据国家利益网站近日报道，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海

军发挥作用越来越大，面临着新任务和挑战。海军承担着

执行本国战略核威慑、反弹道导弹、空间部署、人道援助和

赈灾等任务。目前，全球有五大海军强国。

毫无疑问，美国海军位列之首，拥有全球最多舰船，执

行最多样化任务，控制最广区域。只有美国海军能够在太

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地中海、波斯湾和非洲之角等区域

执行常规任务，此外，美国海军还在日本、欧洲和波斯湾等

地区部署战舰。美国海军拥有 288艘作战舰艇，包括 10艘

航空母舰、9 艘两栖攻击舰、22 艘巡洋舰、62 艘驱逐舰、17

艘护卫舰和 72艘潜艇。此外，美国海军拥有 3700架飞机，

美国海军人员数量位居世界第一，拥有 32 万余名现役军

人和近 11 万名相关人员。美军的航母数量和吨位超过世

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其拥有世界最大的两栖舰队，擅长运

输和敌方海岸登陆。美国海军装备的攻击核潜艇，包括洛

杉矶级、海狼级和维吉尼亚级三个级别的攻击核潜艇，承

担美国海上战略核威慑。

在过去的 25 年中，中国海军获得了长足进步。中国

海军从只有过时的驱逐舰和快速攻击船的绿水海军，发展

成为真正的蓝水舰队。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尤

为值得关注。在各国纷纷展开航母部署的当今世界，“辽

宁”号旨在成为中国的一艘训练航母。中国海军舰艇部队

军力相对混杂，共有各类潜艇 60艘，核心力量包括 3艘 092

“夏”级导弹核潜艇，9 艘“元”级潜艇，14 艘“宋”级潜艇以

及 10 艘从俄罗斯进口的改进基洛级潜艇（外媒估算，仅供

参考）。

俄罗斯海军正处于老化之中，舰船更新速度慢。俄罗

斯海军有 79艘护卫舰或者尺寸更大一些的舰船，包括 1艘

航空母舰、5艘巡洋舰、13艘驱逐舰和52艘潜艇。除了一小

部分攻击船和巡航导弹潜艇之外，几乎所有俄罗斯海军的

战斗力量都建于冷战期间。几十年的资金不足，使俄罗斯

海军面临着行动反应迟缓的问题。俄罗斯的大舰船，如“库

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和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在远

航时通常都由拖船牵引。同前苏联一样，俄罗斯海军实力

集中在潜艇部队。理论上说，俄罗斯拥有 15艘攻击型核潜

艇、16艘攻击型常规动力潜艇、6艘巡航导弹潜艇和 9艘弹

道导弹潜艇。其中，9艘弹道导弹潜艇是俄罗斯最宝贵的核

二次打击实力，大约也是舰队中敏捷反应度最高的舰船。

英国皇家海军，攻击力日渐衰退，拥有 3 万余名现役

军人和 2600 名预备役人员。皇家海军拥有 3 艘大型两栖

攻击型舰、19艘护卫舰和驱逐舰、7艘攻击型核潜艇和 4艘

装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潜艇。海军航空兵部队和舰队航

空兵部队拥有 149 架飞机。皇家海军水面部队核心力量

是 6 艘 45 型导弹驱逐舰，可以对抗大范围的空中威胁，包

括弹道导弹。皇家海军潜艇部队缩减，潜艇数量已不足 12

艘。通过引进机敏级核潜艇，皇家海军 7 艘攻击型核潜艇

的打击力得以提升。在建的两艘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

和“威尔斯王子”号，满荷载重都超过 7 万吨，将成为英国

皇家海军最大舰船。

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海军不能称之为海军，日本海

上自卫队不是一支军事力量。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人员是

文职人员，不是水兵。然而，日本海军却不知不觉中建设

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先进和人员配置最专业的海军部队之

一。日本海上自卫队共有舰船 114 艘，人员 4 万余人。核

心战斗力是大型驱逐舰队，设计保卫进出日本的海上航线

畅通，免于二战中日本海上航线被切断的窘境。舰队包括

了 46 艘驱逐舰，超过了英法海军驱逐舰数量总和。日本

保持着适度，却不断增长的两栖登陆作战能力。自卫队拥

有 3艘载重 9000吨的装甲登陆船，可用直升机和气垫船运

送 300 人和 12 辆车离舰登陆。日本潜艇部队是世界上最

先进的舰对舰潜艇部队之一。海上自卫队拥有 16 艘最新

式的苍龙级潜艇，装备了先进的空气动力推进系统，苍龙

级潜艇下潜时间超过了常规潜艇。近日，日本宣布潜艇数

量将增至 22艘，以抗衡中国海军日益增长的军力。

点评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海军发展迅猛，

但是，对比其他海上力量强国，尤其是称霸全球的美国海

军，中国海军军力差距明显。原文作者认为中国海军军力

全球第二，这表现出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的严重，以及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不安和遏制。同时，日本海军的力量变

化，也应引起重视。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全球海军强国大起底
□ 曹 旸 侯 豫 编译

马歇尔认为马歇尔认为，，没有什么先进武器具有永恒不动的地位没有什么先进武器具有永恒不动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