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空军新版《科技战略》提出新目标和新举措
2019 年 4 月 17 日，美国空军公布《美国空军科技战略：为 2030 年及之后加强美国空军科技》文件（以下简称《战

略》），以美国新版《国防战略》提出的“对中俄军队竞争、慑止和制胜”要求为指导，描述了美国空军维持科技优势面临的挑

战，提出了 2030 年及以后的科技发展愿景、主要目标和关键举措。尽管公布的文件内容仅 32 页，但美国空军阐释了未来

战争的核心能力目标及五大战略能力需求，提出了打造从科技到战斗力的“直通车”，勾勒了提升科技地位和话语权的新做

法，是美国空军为保持对中俄科技领先战略优势而提出的一份系统性、战略性顶层设计文件。

1 《战略》制定背景及过程
美国空军认为，在过去 20 年里主要与恐怖主义作战，采取了渐进式的科技发展模式，以支持现有作战概念，弥补近期

能力差距。然而，随着中俄军队开始装备一体化防空系统、远程导弹、反卫星系统等武器，战场的对抗性和复杂性加剧，威胁

到美国空军力量投送和保护本国及盟友的能力。新的科技战略需针对这些重大威胁，为美国空军的战略转型提供关键助

力。

为此，美国空军部长希瑟 •威尔逊在 2017 年 9 月宣布开始制定新科技战略，目的是通过确定科技优先事项和变革科

研方式，重振科技研发，确保优势地位。该工作由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AFRL）具体负责，该实验室为此调研了 12 家科技机

构，其中包括未与美国国防部合作过的科技机构和盟友科技机构。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委员会也平行开展研究，以提供独立

和专业的观点。最终，AFRL 收集了来自学术界、工业界和政府共 1500 多个创意，于 2019 年 3 月完成了《战略》编制。

2《战略》的主要内容
《战略》指出，要想赢得未来战争，美国空军必须大幅增强韧性、敏捷性、持久性和到达能力，迫使对手面临无法应对的

多重困境。《战略》提出了一个未来战争的核心目标：在未来战争中的所有作战域中，主宰时间、空间和复杂性，以投送力量

和保卫国土。为此，《战略》提出了三个具体的目标及相应的关键举措，意图通过敏捷的方式发展技术并形成跨越式转型。

2.1 目标一：发展并形成战略转型能力

针对该目标，《战略》阐释了美国空军五大战略能力需求，并提出了全新的科技投资组合计划。

五大战略能力：一是全球持久感知。提出了为及时、持续了解敌人，在各作战域分布大量的配装低成本传感器的平台，

有力补充防区外配装更贵传感器平台，通过数量和冗余提供韧性，并利用自主计算能力加快情报分析。关键技术包括分布

式多模感知；激光和多基地雷达、高光谱和量子感知；小卫星和低成本发射系统；网络情监侦；支撑性微电子学、光子学和材

料。二是有韧性的信息共享。提出灵活、可靠地连接不同类型和时期的计算机、系统、有人和无人平台，需研究灵活强韧的

网络技术，自动分享异类和不同保密等级的数据。关键技术包括可实时感知频谱的敏捷系统；组网和拓扑管理；分布式账

本和稳健的加密；基于视觉、天文和磁的替代导航；冷原子加速度计、原子钟和量子纠缠。三是快速、有效的决策生成。提

出发展高水平人工智能，理解不可预测和不确定的环境，分辨无用和多源零散数据，提供可信任的硬杀伤作战系统等，增进

战况理解，加快决策生成，比任何对手更快行动。关键技术包括机器学习；基于机器的推理；预测性数据分析；数据融合和

可视化，自主的电子战和网络战智能体；认知集成和人机编组。四是复杂且不可预测的规模化作战能力。提出为提高敏捷

性，需以大量廉价和低端系统增强高端平台能力。例如，低成本自主“蜂群”适应性强、可容忍部分战损，能依托数量和复杂

性以不可预测的方式攻击对手。关键技术包括低成本航空航天平台；敏捷的数字和增材制造；合作式自主和蜂群；基于风

险的认证；多域指挥与控制。五是提高破坏和杀伤的速度及范围。提出采用速度更快、射程更远的手段，通过原型化竞争

和试验，发展高超声速武器、先进灵巧弹药和无人机、微波和定向能、一体化网络战、电子战及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包括超燃

冲压推进；高温材料；高超声速飞行控制和试验；低成本网络化巡航导弹和灵巧弹药；微波和激光定向能；网络战。

提出“先锋”计划。《战略》认为美国空军需要两种类型的科技投资组合，一是 AFRL 实施的宽泛、赋能和持久的投资组

合，二是主题更聚焦并可设计全新战争的投资组合，其初步经费目标是美国空军年度科技预算的 20%。为此，《战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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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专注于五大战略能力技术解决方案的“先锋”计划，以快速原型化和实验，发展、孵化和演示验证先进科技，引领作战概念

创新和技术转化。该计划主要聚焦高级技术发展类（6.3 类）技术，但也选用基础研究（6.1 类）、应用研究（6.2 类）和高级

部件发展和原型机（6.4 类）技术组合，并独立于 AFRL 管理。管理团队职责包括：为五个战略能力分别制定路线图、管理具

体项目执行、营造竞争性科研环境等，作战相关性是选择项目建议书的关键。

2．2 目标二：改革领导和管理科技的方式

《战略》指出，美国空军目前的科技发展责任分散到各级指挥官手中，导致科技在战略规划编制和决策制定中的地位不

突出；缺乏统一的领导使科技发展聚焦近期需求，无法带来巨大的能力进步。为此，《战略》提出美国空军需参考大型科技

公司，设立首席技术官这一高层职位，其主要职责是引领美国空军顶层科技规划；与军种一级司令部和采办部门合作，管理

科技投资组合，如“先锋”计划；统筹科技发展，专注于计划、规划、预算和执行；加强与科技研发机构交流，为全新作战概念

提供输入和反馈；雇用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等。

2.3 目标三：优化拓展科技研发机构的人才建设及对外合作机制

《战略》提出，美国空军的技术优势依赖于国内外的科技机构，需重新聚焦军队内部科技人才，并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利

用外部人才。为此，《战略》提出两大举措：一是雇用和支持顶尖技术团队。举措包括以丰厚的奖金提高大学教职对美国空

军项目的参与程度；以激励竞争机制，鼓励适当冒险；最大限度扩展获得专业知识的途径；培育军人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

学素养；为有科技专长的军人提供晋升机会；消除科技团队发展的限制；使用灵活的雇用方式等。二是通过合作驱动创新。

举措包括在研究型大学为美国空军人员设立客座教授等职位；利用和扩展作为美军样板的陆军研究实验室“开放校园”概

念；打造外部专家与美国空军内部专家联系的平台；开展定期外访；扩大“卓越中心”；加强与非传统承包商的合作等。

3 看法和建议
3.1 对《战略》的主要看法

结合其他情报资料进行系统分析，对《战略》形成三点看法：一是美国空军已识别了未来关键制胜优势，将全面加速

信、网、智能力的发展及其与平台优势的融合。提出要在所有作战域中主宰时间、空间和复杂性，表明美国空军拟通过敏捷、

跨域和复杂系统等获得关键制胜优势。结合其 2020 财年预算等看，其将大力发展应用多域指挥与控制、对抗环境中的感

知、强韧通信组网、智能决策、高超声速、无人集群等领域技术，提升平台能力的同时寻求在体系层面将信、网、智能力及优势

与平台优势融合，大幅放大自身优势，制造难以察觉和应对的技术突袭。二是美国空军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将发生较大变化。

在军种总部设立首席技术官职位，将解决科技发展决策机构通常层次低、难以保持独立等问题，提升科技决策层级；设立

“先锋”计划，开辟了快速发展针对中俄原型系统的“直通车”渠道；改革人才及合作机制，可能形成利用人才和增进合作的

新局面。三是《战略》的落实仍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和验证。美国空军高层曾明确提出：要使对手无法确定其计划落实在

何处，并扰乱对手的战略。因此，在对《战略》等予以重视和分析的同时，还需继续密切关注美军科技研发动向，持续观察和

验证其目标、方向和重点。

3.2 启示建议

启示方面：一是制定方法上，《战略》以美国《国防战略》为指导，在广泛调研及多方参与的基础上，汇聚群智，从作战对象

转变、作战概念变革出发，牵引出五大作战能力，进而再确定关键技术，自顶向下、层层递进，脉络清晰。二是目标设定上，《战

略》不仅规划了能力及技术目标，而且提出了改革领导和管理，以及吸收、引进、激励全球科技人才，扩大对外交流等机制。

我国正进入发展战略滚动研究及“十四五”规划制定期，借鉴《战略》制定，提出如下建议：一是注重作战对象、作战概

念和能力需求研究，打牢战略和规划制定的根基。二是进一步强化科技、概念和能力需求的关联，注重技术转化。三是广泛

调研、多方参与，强化创新思维，征集多方新创意。四是注重管理优化及人才队伍建设，着力提升管理及科研人员的科技素

养。五是提出对美国空军五大能力的应对设计，并识别相关技术发展方向及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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