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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岸性海军的海战概念及装备

刘江平 

一、向岸性海军新战略 
  ９０年代以来，世界海洋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前苏联
的解体，俄罗斯海上力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与美国海军抗衡，
因此世纪之交爆发大规模海上战争的可能性变小。美国海军认为，今
后面临的主要对手将是以近海防御为主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这些国家
的政治、经济、科技等中心和人口聚集地大多相对靠近海岸。这些
“黄金海岸”是濒海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命脉。２１世纪全球经济一体
化的发展趋势，决定了“黄金海岸”关键性的战略价值。现代海军高
技术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舰载机、火炮等武器装备具有打击陆地
纵深１５００千米目标的能力。而双方海上力量的悬殊对比又决定了
美国可以运用海军机动作战力量，集中兵力在近海歼灭敌方海军舰队
并对敌方沿岸及纵深目标实施全维精确打击，从而达到战略目的。基
于上述认识，美国海军于１９９２年初提出了“从海上……”的战
略，两年后经修改提出“从海上……到前沿”的海军新战略。这直接
推动了当今“向岸性海军战略”的诞生。于是，濒海方向的“外科手
术”战、封锁战、超地平线战以及“禁飞区”、“禁航区”等新的近
海军事斗争方式纷纷出台。英国、法国等区域性海军强国也紧随美
国，宣布本国２１世纪初期海军运用的重点是近海热点地区。现在正
处于一个以高技术联合作战为特征的“向岸性”海军战略的大调整阶
段。 
在向岸性海军新战略的指导下，２１世纪美国海军的地位、作用、以
及作战任务，作战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以下４
个方面： 
１ 变“远洋决战”为“对付地区冲突”； 
２ 变“在大洋作战”为“从海上出击”； 
３ 变“前沿部署”为“前沿存在”； 
４ 变“独立实施海战”为“从海上进行不对称的联合作战”。 
二、新战略下的海战装备发展 
  基于向岸性新战略，美国海军的装备发展体现出增强近海战斗能
力，加大对岸攻击精度，以及谋求战区空中、水下联合打击的协调
性、隐蔽性和全维性，全面融合作战飞机、水面舰艇，攻击潜艇在联
合的以海制陆作战中的进攻性。在２１世纪初，美海军水面舰艇、潜
艇、武备、信息战设施将执行一系列的发展计划。第一是导弹驱逐舰
的重大改进计划。该计划将使“伯克”级中的ＤＤＧ ８９～ＤＤＧ 
１０１与前３８艘 ＤＤＧ ５１～ＤＤＧ ８８ 有很大差别，它们
将有远程水面火力和精确对地攻击能力。第二是导弹巡洋舰现代化改
装计划。对“提康德罗加”级中的ＣＧ ５２～ＣＧ ７３等进行改
装，重点是战区弹道导弹防御和对陆战队的海上火力支援。其中１２
艘舰经改装具有面防空指挥舰 ＡＡＤＣ 能力。第三是对地攻击驱
逐舰 ＤＤ ２１ 计划。ＤＤ ２１是新军事革命在水面舰艇设计的
具体化，预示着革命性的技术飞跃和水面舰艇设计的重大变化。虽然
它是一级多用途驱逐舰，然而其主要任务是向岸攻击，计划建造２３
艘ＤＤ ２１。第四是４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具备常规作战
能力，如特种作战、对地攻击、导弹防御等。第五是首批“弗吉尼
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将开工建造，该级潜艇被赋予了一些特殊性能，
使其能更有效地支持特种部队向岸渗透的作战行动。一个可搭载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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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乘员舱和特种作战装备的舱室，将作为新型攻击潜艇的标准装备。
第六是加速海军战术弹道导弹系统的开发，这一系统将比陆军型有较
大的增程，使水面战舰、潜艇在距离敌海岸线较远的情况下，能够占
据有利阵位，对重要目标保持打击能力，从而给战区指挥官提供一种
对沿岸快速机动部队实施精确火力支援的手段。第七是开发一系列新
技术提高水面舰艇、潜艇战场信息战能力。例如，水下无人航行器和
无人飞行器的实战应用，将使水面战舰、潜艇全天候的远距离观察能
力大大增强。在未来的近海行动中，联合作战将成为美军的主要作战
样式。美海军作战部长约翰逊海军上将称：“这些新装备将能在任何
时间、任何地方直接或间接从海上影响近岸事件。” 
三、新战略下的海战概念演化 
在未来的从海上到前沿的登陆行动中，新一代海战装备所拥有的良好
隐身性和多用途性，将使其在联合作战中占有重要位置，既可以凭借
其自身能力作为制海利器，同时又可以在沿海作战中成为海、陆、
空、信息网络行动的先锋。那么，２１世纪的非对称海战将有哪些新
变化呢？以下的海战新概念值得关注： 
１ “地平线”上的“２１世纪信息技术” 
美国海军的“地平线”概念特别引人注目：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性
沿海，如海湾、朝鲜半岛等热点海区，长期部署一支熟悉当地环境的
海军远征部队，这种相对固定性有别于以往美海军的轮换制。而“２
１世纪海上信息技术”则是把美海军的Ｃ４ＩＳＲ系统纳入一个统一
的、有扩展余地的开放式多媒体网络，美海军首先对第５、６、７三
个前沿舰队联网。到１９９９年底，该项技术已装备了８艘航母和８
艘两栖攻击舰。 
２ 从“加大航母使用效率”到“浮岛”闪亮登场 
“航母高效率使用”的概念的核心是改变航母的飞机编成，增加先进
弹药、导航和探测装置系统的编配数量，减少维护工作，将舰载机的
出动率增至２００架次以上，提高对地攻击能力。而“浮岛”概念则
是欧文斯海军上将提出的方案，实际上是一个浮动的海军基地，可执
行一系列海上任务。作为战术、后勤、指挥控制、海军联合战区作战
基地等。美国海军与挪威克瓦纳造船公司签订了一项６００万美元的
合同，进行可靠性研究。 
３ “灵巧港湾”中的“灵巧舰” 
１９９６年２月“灵巧舰”的项目得到了美国海军的正式批准。其目
的是提高舰艇的自动化程度，减少现役和未来海军水面舰艇、潜艇的
舰员，提高工作效率，节省费用。大西洋舰队的“宙斯盾”型巡洋舰
“约克城”号 ＣＧ ４８ 被指定用作演示灵巧舰概念的平台。“灵
巧港湾”则是在海军基地推广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利用商业信息网络
技术精减人员，提高效率。其中包括，同步传输模式多媒体通信设
施，分布交互式的共享数据库网络服务器，人员“灵巧卡”等。 
４ 燃烧的“火环”映照下的“网络中心战” 
“火环”概念是指将舰艇、导弹、航空火力结合起来，为登陆部队提
供灵活、分布式的火力支援。美海军举行的“阿尔法”舰队战斗实验
表明，“火环”通过统一指挥，密切协同，使不同战斗平台的武器仿
佛成为一个整体，更迅速、准确、有效地提供近海火力支援。“网络
中心战”使得海军各级作战人员和各武器平台可以一起实时共享来自
航天器、有人机、无人机、飞艇、水面舰艇、潜艇和地面侦察部队获
得的各种敌军目标信息。迅速、全面、可靠地洞察整个近海水域——
沿岸战场的局势，互相协同，联合作战，指挥整个网络中的各类平
台，对敌军实施非对称的连续打击，象一只变幻无穷的“魔方”，令
敌军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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