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上的合作性和依存性则要求两国进一步

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
。

记者
:

说到 国家的战略和政策
,

美 国一

些反华势力虽也承 认现今的中国不会与 美国

全球战略发生 大的碰撞
,

但他们以 中国经济

等的发展必然会向海外扩展为 由
,

认为中国

有朝一 日也会以
“

炮舰
”

为其
“

商船
”

在海

外开路
。

姚有志
: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
,

中国所追

求的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是一种与积极防御

战略相匹配的
、

以本土安全为主的自卫力量
。

中国在历史上曾饱受
“

炮舰政策
”

之苦
。

中

国人深知
“

已所不欲
,

勿施于人
” , “

和为贵
” 。

中国军队自建立至今
,

从没有用武力对别国

进行过军事干涉
,

也没有对别国进行过武装

侵略
,

当然也从未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

相反
,

中国在防止武器扩散
、

反恐斗争
、

维

和行动等方面总是给美国以必要与合理的支

持
。

以防止武器扩散为例
,

正如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孔泉在 2 月 22 日所说
,

中国一向反对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

中美两国在防扩

散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
。

中国认真执行中美

之间 20 00 年 n 月达成的协议
,

并正在制定
“

导弹相关物项出口控制清单及相关规定
” 。

在中国
,

如有人违反有关防扩散的法规
,

都

会依法受到处理
。

中美两国在维护地区和世

界和平等方面目前已进行了良好合作
。

我们

的立场一贯是将来仍然是
“

人不犯我
,

我不

犯人
;

人若犯我
,

我必犯人
” 。

这绝不是权益

之计
。

因为正如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的
,

我

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
,

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

还是战略防御
。

世人有 目共睹
,

中国的复兴之路不是以

例是很低的
,

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呈

下降趋势
。

中国国防支出的总体水平也是比

较低的
。

以20 01 年为例
,

据伦敦国际战略研

究所统计
,

中国国防支出只相当于美国的 5.

5 %
、

俄罗斯的 38 .6 %
、

日本的 42
.

1%
,

与印

度相当
。

中国人均国防费只有美国的 1
.

2 %
、

日本的 4
.

1%
,

低于印度
。

其次
,

中国的国防费大体分为人员生活

费
、

活动维持费和装备经费 3 个基本相等的

部分
。

中国年度国防费主要是在中国社会经

济发展和城区居民人均收人普遍提高的情况

下增加的
,

目的是为了保证军队人员的生活

水平能够同步提高
,

官兵的生存生活条件得

到改善
,

所以是补偿性的
、

维持性的
。

近年

来
,

中国军费的实际购买力呈下降趋势
,

装

备费的增加非常有限
。

值得提出的是
,

尽管中国不谋求超出防

御需要的军事力量
,

但为了能满足防御的需

要
,

适当改进装备
、

提高现代化水平是无可

厚非的
。

中国军队总不能始终处于冷兵器时

代
,

靠小米加步枪去保卫自主的领土
、

主权

的独立与完整吧 ! 战斗力不高
,

装备不精
,

那要军队干什么 ? 为什么有些国家大量投人

军费
,

搞军队现代化可以
,

而中国一搞就是

威胁
,

就是敌人呢?

记者
:

从您上面 的分析来看
,

当今及可

预 见的中国确实不是美国的敌人
,

但 两国关

系的发展史表明
,

两国也不是没有成为敌人

的可能
。

而要都避 免双方不愿看到的这一幕
,

您认为两国谁的责任更大 ? 美国应作 出什么

努力呢 ?

姚有志
:

历史一再表明
,

中美两国合作

则两利
,

对抗则俱损
。

正由于此
,

中方向来

重视发展与美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

但仅此是

不够的
,

双边关系必须靠双方共同维护和推

动
。

正如美国一些政治家所言
,

中国不是美

国的敌人
,

除非美国要把中国当作敌人
。

因

此
,

在中美两国敌与非敌的问题上
,

主动权

应当说在美国人手上
。

美国不把中国当敌人
,

就应放弃过时的冷战思维
,

从战略和长远角

度处理两国关系
,

牢牢把握两国之间的共同

利益
,

格守中美 3 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及

国际法准则
,

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

理解中国在安全上的正当合理需求和行动
。

3 0年前
,

中美两国领导人以非凡的胆识

结束了两个大国相互隔绝的历史
。

中美关系

30 年来虽经历风风雨雨
,

波折不断
,

但总的

看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

这恰恰说明深谙各自

国家利益的两国领导人与熟知中美关系价值

的各界人士已充分认识到
,

中国这个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和美国这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众

多领域有共同利益
,

这是两国关系能够克服

困难
、

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基础
。

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
、

聪慧
、

富有创

造精神的
。

只要双方牢牢把握共同利益
、

放

眼世界潮流
、

坚持中美 3 个联合公报
,

只要

双方保持高层对话
、

促进交流与合作
、

妥善

处理分歧
,

中美两国关系就一定能在新世纪

不断巩固
、

改善和发展
。

这已为中美关系 30

年发展历程所验证
,

为 30 年来包括布什总统

在内的美国历任总统所承认
,

同时也将继续

为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所证明
。

☆

(责编 / 赵 利 )

军事扩张来谋取的
。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

化的发展
,

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依存

度越来越深
。

平等互利
、

公平竞争是大

势所趋
。

中国积极参与这一进程
。

也正

因为此
,

中国才经历巧年的不懈努力和

艰苦谈判加人了 W T O
。

那种中国有朝

一 日也会以
“

炮舰
”

为其
“

商船
”

在海

外开路的认识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

之腹
。

记者
:

说到能力和行动
,

美国多数

人也认为中国现在确实没有威胁美 国
,

但其少数反华势力却以中国近年来军 费

开支增加等为由
,

妄言什么不断强化军

备的中国早晚会威胁到 美国
,

对此应怎

么看 ?

姚有志
:

首先
,

中国一向严格控制

自己的国防支出
。

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

相比
,

中国国防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

美国海军第 7舰队
. ‘

蓝岭
”

号指挥舰访问上海 摄影 z架亥岐



但伊拉克的这些动作对于美国是没有多

大用的
。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 2 月 6 日说
,

布什

总统正在考虑
“

全方位的选项
” ,

以推翻伊拉

克总统萨达姆
·

侯赛因
。

他还表示说
: “

美国

可能会独自行动(推翻萨达姆)
。 ”

这些理由与美国的舆论相互配合
,

是真

是假先不说
,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一切

已经足够美国人
“

出师有名
”

了
。

积极寻求内外支持

对美国政府来说
,

历史上的越南战争因

为失去了民意而失败
,

但这一次的反恐怖战

争却不一样
。

其 1 月份的美国国内民意调查

的结果让布什十分满意
:

竟然有 7 成美国人

赞同出兵伊拉克进行反恐怖作战
。

美国 《时代》周刊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广播网很快就公布了这项民意测验结果
。

结

果显示
,

大部分美国人认为
“

9
·

11
”

事件使

20 01 年成为美国历史上的分水岭
,

因为在这

一年
,

每件事情都被永远地改变了
。

布什政府在此次民意测验中得到超过

80 % 的人的支持
,

特别是政府出兵阿富汗和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动得到了大部分美国

民众的支持
。

此外
,

近3 /4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

应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
。

但是
,

国内支持与国外的反对形成鲜明

对比
。

美国副国防部长伍佛维茨 2 月 2 日在德

国慕尼黑举行的43 国安全会议显得特别的狼

狈
。

他说 最好的防御是发动漂亮的攻击
。

我

们的作法 目的在放预防
,

而非事后惩罚
。

我

们现在处于战时
。

俄罗斯外长伊凡诺夫当时就表示
,

虽然

伊朗
、

伊拉克和北韩可能扩散武器
,

对他国构

成威胁
,

但是
,

他不同意把这些国家贴上
“

邪

恶轴心
”

标签
。

他说
: “

我没看到这些国家支

持恐怖主义的资讯
,

对这些国家进行打击是

错误的
。 ”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米西拉也发言反

对美国
“

独断独行
” 。

德国保守派在野党官员

拉默斯把欧洲的关切作一总结
。

他说
: “

你们

美国自己作决定
,

然筱要我们去遵行
,

那是不

行的
。 ”

而这种反对声音近来更是不断从世界

各地包括德
、

法
、

加等美国的盟国中传来
。

但势瘾幽翻幽教府能听进他国的劝

告吗 ? 答案是否定的
。

美军显然开始紧急集结

美国要打伊拉克的明显信号莫过于开始

调动部队
。

实际上
,

从去年 12 月中旬开始
,

两万多名美军已经开赴中东地区紧急集结
。

这是美国准备将反恐战争转向下一阶段作战

行动的明显信号
。

美国新阶段的打击目标非常清楚
,

即伊

拉克的萨达姆
·

侯赛因
。

英国国防部人士说
,

美国五角大楼早就下令将美国陆军第 3 军的

指挥部从美国本土转移到科威特
。

从那以后
,

美军便开始了在中东地区的大规模集结
。

第

3 军是美军中央战区的主力地面部队
。

中央

战区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
,

职责是

分管美军在中东和阿富汗地区的行动
。

《每日

电讯》说
,

虽然五角大楼对外宣称军队的调

动属于正常轮换
,

但英国国防部官员称
,

在

过去的许多天内
,

美军只撤出了一个团
,

约

40 00 人左右
;
而调人的却超过 2. 4 万人

。

与

此同时
,

美国的北约盟国捷克 12 月 19 日不

经意吐露了
,

它将派遣 4 00 人的部队加入美

军反恐作战
;

这 40 0人的目的地不是阿富汗
,

而是科威特
。

美国总统布什说
: “

如果萨达姆不同意

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进入的话
,

他应该知道

事情的严重性
。 ”

美国一直在怀疑伊拉克在发

展大规模杀伤性生化武器
,

并谋求发展核武

器
。

受到阿富汗战场的启发
,

白宫日前派遣

中东事务助理副国务卿雷安
·

克罗克
,

前往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居住区
,

同当地反对萨

达姆的库尔德人领袖举行秘密会谈
,

寻求建

立
“

反萨达姆联盟
”

的可能性
。

据悉
,

布什

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女士希望库尔

德人能配合美军
,

从内部给巴格达致命一击
。

美国想借用阿富汗战场利用北方联盟打击塔

利班的成功经验
,

在伊拉克则利用库尔德进

行反萨达姆的向南部进攻作战
,

配合美国人

的空袭
,

不知道此时与彼时会不会是一样的

结果
。

空中打击仍是首选

伊拉克不是阿富汗
,

萨达姆也不是塔利

班
。

区区 4 万人的兵力
,

加上内外交困一切

无援的情况
,

塔利班是必败无疑的
。

但伊拉

克还有力量
。

美国人地面进攻当然不是好的

选择
,

大规模的空袭自然还是首选
。

从美军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可以看出
,

大兵压境
,

空袭先行
,

是一种比较符合美国

鑫战效益原则的选择
。

美军打仗多用空军的一个原因是从死人
、

花钱和时间这几个方面的综合效益考虑的
。

谁都明白
,

要打仗就要准备死人
,

这是任何军

队都不能避免的
。

美军认为 在几次大的战争

中
,

美军的死伤人员主要集中在步兵参加的

地面作战中
。

据美军 自己统休 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
,

19 个月的作战
,

22 .4 万伤亡人员中
,

19
.

5 万人是步兵
,

占87 %
。

二次大战中
,

44 个月

的作战
,

82 3 万伤亡人员中
,

66
.

1万人是步兵
,

占 80%
。

朝鲜战争中
,

步兵的伤亡数占84 %
。

在 84 个月的越南战争中
,

伤亡达 23
.

3 万人
,

18 .4 万人也是步兵
,

占 80 % 左右
。

其中海军

陆战队死亡 129 3 1人
,

陆军2 550 0人
,

海军一2 42

人
,

空军虽然出动50余万架次
,

投弹达 129 万

吨
,

但仅仅伤亡 552 人
。

空军伤亡的人数明显

少于陆
、

海军的原因是因为直接上前线的人

员与指挥保障人员的比例
,

空军是 1 :

70
,

陆



军是 1 : 5
。

空军的战损率一般在 2 % 以下
,

即

被击落击伤的飞机一般为出动总架次的 2 %

以下
,

在有绝对空中优势的情况下
,

战损率会

大大降低
,

几乎可以跟平时训练的事故万时

率相等
,

即飞行一万小时损失 0
.

3 一 0
.

5 架

飞机
。

而实际的战果表明
,

海湾战争中在

多国部队总共出动的 n 万架次飞机中
,

因战

斗因素损失的飞机只有 31 架
,

战损率不到出

动架次的万分之三
。

真正战死的飞行员只有

几名
。 “

沙漠之狐
”

作战中
,

美军的飞机没有

一架被击落
。

科索沃战争
,

美军 4万多架次的

作战飞行
,

只有一架F 一 1 17 和一架 F 一 16 被

击落
,

而在阿富汗战争中
,

近 80 天的轰炸将

近 60 00 架次的作战飞机
,

竟然没有被击落一

架飞机
。

这些当然都是美军愿意承受的
。

因

此
,

近几年美军作战每次都是以空军打头阵
,

除了空军机动力强
、

作战距离远
、

火力迅猛之

外
,

空军作战死人少是一个重要原因
。

最近
,

美国的军事机构曾经反复研究
,

但

最后结论却是在战争开始地面出兵不行
。

有

一份报告认为
,

如果出动地面部队解决伊拉

克问题
,

可能需要 20 万一 30 万人的部队
,

当

年 50 万人的大军集结过
,

还需要作战飞机和

海上兵力的配合
。

死人可能达到2万 一 3万人
,

花钱需要超过300 亿美元
。

这当然不是美国人

愿意承担的
。

因此
,

这次仍然选择空袭攻击的办法
,

就成了战略上的一个上策
。

这几年美国在用

军事手段解决许多国际冲突中
,

几乎全部选

择空中打击的办法
,

其原因也就是出于此种

战略上的考虑
。

因此
,

这一次也将选择空袭

这一作战样式来对伊拉克进行打击
。

战法估计还是
“
老三样

”

美国目前没有公开作战行动计划
,

但是

据分析
,

将采取传统的 3 轮空袭
、

两线进攻

和一种基本模式的方法来摧毁伊拉克的目标

体系
。

美军的部署也似乎已经作好了这种行

动的充分准备
。

这种空袭的基本特点可能将区别于阿富

汗战场的小规模点穴式的
,

应该是一种沙漠

中
“

信息战条件下的精确打击
” 。

具体说
,

空

袭可能分 3 轮进行
。

第一轮是空袭雷达和通信指挥设施
。

主

要使用 E A 一 6 B 等电子战飞机实施电子压

制
,

远程的巡航导弹开始对重要的指挥机构

进行攻击
。

这样的目标估计有数十个
,

需要

3 天左右的时间进行攻击
。

第二轮是攻击机场和高炮
、

导弹阵地
,

同时继续压制通信指挥 目标
。

这一轮除了巡

航导弹外
,

主要可能是 F 一 巧
、

F 一 16
、

B 一

52
、

B 一 l及 B 一 2 实施空袭
。

其强度要大大

超过对阿富汗山区目标的空袭
。

第三轮是攻击生化基地
、

弹药库
、

部队

阵地
、

营房和桥梁和经济目标
。

这是美军这

些年在战场上得以成功的作战方法
。

南北两线进攻是美国人的最好选择
。

南

部的科威特
、

巴林
、

沙特等
,

加上波斯湾上

航母编队
,

力量是相当强大的
。

每天出动 500

架次作战飞机不成问题
。

北部以土耳其的基

地为主
,

目前有 150 架作战飞机
,

每天出动

400 多架次也是可能的
。

一种模式就是在这 3 轮空袭的中间
,

可

能采取一种打打停停逐步升级的作战方法
。

因为从作战目的上分析
,

美国人所谋求的最

终目标是将萨达姆赶下台
,

不是要
“

打死
” ,

而是要
“

打服
” ,

只要同意美国的政治条件
,

仗当然便会
“

戛然而止
” 。

在空袭时机上
,

肯定将在夜间进行
。

无

论美军空袭利比亚
,

还是海湾战争
,

科索沃
、

阿富汗空袭
,

在空袭兵力的运用上
,

美军都

表现出这个新的特点
。

尤其是海湾的沙漠空

袭之后
,

几乎全部是夜间行动
。

这已经由单

纯的
“

夜间开始
” ,

发展成为
“

夜间进行
” ,

而

且是
“

全程夜间
”

进行了
。

海湾战争的空袭

飞机有 78 % 的架次是在夜间进行的
。

夜间空

袭的好处对于美军来说
,

主要是作战信息
“

单向透明
” 。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
,

夜间空中

作战用的是
“

双亮器材
” ,

照明弹和探照灯一

照
,

作战双方同时看得见
,

实际上是
“

挑灯

夜战
” 。

2 0 世纪80 年代以后
,

这种
“

明争
”

逐

渐成为
“

暗斗
” ,

美军的夜间空袭专用器材已

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

目前已经装备了 3 0 多

种
。

第 3代的微光夜视器材已经非常普及
,

第

4 代的
“

微光电视
”

已经发展到技术成熟阶

段
。

由此看出
, “

夜间开始
,

全程使用
”

的特

点是美军海湾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
,

也可能

是对伊拉克空袭作战的一个重要特点
。

空袭行动样式在 3 轮空袭行动中
,

可能

体现出
“

察
、

到
、

迷
、

进
、

炸
” “

五步曲
” 。

“

察
” ~

一在平时对伊拉克航空航天侦察
的基础上加上战时的紧急航空航天侦察

,

查

清准备空袭突击的目标
。

在空袭的过程中
,

反复核查空袭效果
,

实施补充空袭
。

但这个

侦察过程时间长短相差较大
,

一般根据空袭

作战的目的和规模确定
。

按照
“

OO D A’
,

理

论
,

这是整个作战行动的起点
,

比起其他要

素来都显得更加重要
。

因此
,

美军禁飞区中

对伊拉克这上面下得功夫比较大
,

平时的战

略侦察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

“

到
”

—在平时部署的基础上向战区实

施空袭兵力的快速机动
。

美空军的战略导弹

部队
、

作战司令部和机动司令部所属的空袭

作战兵力全部部署在本土
,

占空袭总兵力的

70 % 以上
。

19 89 年美空军海外基地 121 处
,

19% 年只保留了17 处
。

其部署的大部分兵力

只有靠本土的73 处空军基地了
。

因此
,

较大

规模的空袭作战行动必须向作战地区机动相

应的空袭作战力量
。

按照美国空军部部长的

观点
,

这叫作
“

全球视野
、

全球到达
、

全球

作战
” 。

因此
,

这一次部署在国内的 B 一 1和

B 一 2 飞机也可能投人使用
。

“

迷
”

一
一

在临战前一周左右或几小时
,

开始实施麻痹性电子欺骗
,

在空袭行动开始

后实施直接的电子突防压制
,

还要配合其他

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欺骗活动
。

“

进
”

—
即突防

,

有两条路
:

一是从电

子武器软压制或空中武器硬摧毁空袭走廊中

突人空袭武器发射阵位
,

二是以隐形飞机直

接进行空中隐蔽突防
。

但这两种突防行动样

式往往综合运用
。

通常的办法大概有 10 个利

用
:

利用夜间
、

利用天气
、

利用盲区
、

利用

低空
、

利用方向
、

利用干扰
、

利用佯动
、

利

用机动
、

利用隐形
、

利用远距
。

“

炸
”

—
远距或近距临空精确轰炸或

面积轰炸
。

第一是
“

非线式的超越轰炸
” 。

传

统的样式是先打
“

四肢
” ,

再打
“

心脏
” ,

打
“

四肢
”

时双方对抗
,

因此需要50 % 以上的兵

力为空袭的突击编队进行保障
,

最后也只有

部分突击飞机能够顺利轰炸 目标
。

要地目标

在其周围
,

按距离和武器设防部署
,

构成
“

远

中近程
” 、 “

高中低空
”

的防御体系
。

最远是

歼击机
,

中间是导弹
,

内环是高炮和一些必

要的障碍等
。

这是典型的机械战争时期的防

空作战的线式部署样式
,

依靠的是层层拦截
,

双方消耗之后
,

靠最后的
“

剩余量
”

决定战

果和结局
。

但是
,

信息时代的今天
,

这种样

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

像隐形技术
,

用F 一

1 17 飞机突防
,

用不着对抗
,

直接突击要害
。

这种
“

非线式的超越轰炸
”

打的就是信息仗
,

因为对方没有关于飞机突防的任何信息
,

当

然也就无法组织有效的抗击行动了
。

对伊拉

克来说
,

目前这是一种最大的威胁
。

此外
,

伊拉克的防空体系在沙漠风暴

之后又经过禁飞区美英军 10 多年
“

零打碎

敲
”

的折磨
,

40 % 以上的防空兵力和 50 % 以

上的预警系统己经处在相互
“

孤立无援
”

的

非系统状态
,

加上作战指导思想的消极
,

如

果这样的话
,

伊拉克被动挨打就成为必然

的结果
。

再好的作战预测与实战也会有一定差

距
,

但是根据目前的这些基本情况的分析
,

相信不至于离题太远
,

请读者拭目以待
。



美伊兵力对比

如要实施空中打击
,

目前美军的空袭兵

力已经占有绝对优势
。

伊拉克虽然兵力相对

不少
,

但技术水平却大大落后
,

因此处于相

对弱势
。

自19 91 年海湾战争以来
,

美国在海湾地

区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
,

包括
:
(l )驻

沙特阿拉伯
、

科威特和土耳其的战机
,

这些

战机一直在伊拉克的禁飞区领空巡逻
;
(2 )在

海湾的航空母舰
,

它们可以发射远程
“

战斧
”

巡航导弹
;
(3) 大量的陆军装备

,

一旦需要在

海湾部署陆军
,

它们立即可以投人使用
。

美国国防部正在下令部署和调整 2 0 0 一

2 50 架 F 一 16 和 F 一 1 5 战机
,

还有 B 一 52
、

B 一 1
、

B 一 2 轰炸机
,

空中加油机以及数目

不明的陆军
。

此外
, “

罗斯福
”

号航空母舰及

它的舰群
,

包括超过 1
.

5 万名士兵前往地中

海
,

进行临时部署
。

美国第 5 舰队的总部在巴林
,

可以指挥

2 一 3个航空母舰编队作战
。

巴林首都南面有

一美军空军基地
,

此外有一运输机机场
。

科威特有多处美军空军基地
,

其飞机常

年巡逻在伊拉克南部
。

基地部署有
“

爱国者
”

导弹及支持陆军的大量装备
。

沙特阿拉伯部署有许多美国空军的战

机
,

空军基地附近有大量美军军事人员
。

他

们参与培训沙特军队
。

土耳其的因其尔利克空军基地的美军战

机同样常年巡逻在伊拉克北部禁飞区
。

阿曼
:

部署美军运输机的支援力量
。

卡塔尔
:

大量美军陆军的装备在等着作

战
。

烈翼竺⋯翼胜烹夏霍正:蒸竺

防空系统
。

防空建设处于优先于空军的地位
。

优待防空建设的理由很简单
。

萨达姆政

权希望击落在禁飞区巡逻的联军的飞机
。

地

对空导弹被看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
,

因为势力衰弱的空军根本不可能指望能对现

代化的西方空军取得很大的胜利
。

这是从海

湾战争多国部队展示的空中绝对优势中得到

的严酷教训
。

虽然联军的空袭给防空点造成了很大的

损失
,

但防空司令部表现出了很强的恢复能

力和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气势
。

防空司令部的

兵力约有 1
.

7 万人
,

司令是亚辛
·

穆罕默德
·

沙欣上将
。

他曾在 19 91 年海湾战争中担任防

空司令部副司令
。

半地下的防空司令部靠近

巴格达曼苏尔地区的穆萨纳机场
,

与 4 个地

区防空中心一巴士拉 (南部 )
、

拉马迪 (西

部)
、

基尔库克 (北部 )和库特 (东部) 相连
,

每个中心协调着区域内的一系列防空站点
。

这个防空系统是在一个被称作
“

K A RI
”

的指挥
、

控制和通信系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该系统是 20 世纪 80 年代由法国技术人员安

装的
,

目的是把混合使用的苏联和西方设备

协调起来
。

但是该系统在海湾战争期间遭到

了严重的毁坏
。

最近外界估计防空司令部的导弹力量包

括20 一 30 个拥有 100 个发射单位的SA 一 2炮

兵连
,

25 一 50 个拥有 140 个发射单位的S A 一

3 炮兵连
,

36 一 55 个拥有 100 多个发射单位

的 sA 一 6 炮兵连以及
“

罗兰
”

地对空导弹
、

高射炮和由西方与苏联分别设计的雷达混编

系统
。

与防空部队相比
,

伊拉克空军现在不过

是过去的空军的一个空架子
,

可能是所有部
_ _

⋯冲塾蒙黔犷
-

队中受到打击最沉重的
。
19 91 年海湾战争期

间空军损失惨重
,

但因为受着制裁
,

无法进

行补充
。

由于伊朗拒绝归还在战争期间飞往

其领土避难的 100 多架先进战斗机
,

声称它

们是对 20 世纪 80 年代两伊战争中伊朗所受

损失的赔偿
,

这给空军部队带来致命一击
。

另外
,

美军划定的禁飞区极大地阻碍了

哪怕是正常的飞行活动
,

如训练
。

空军在受

到最初的
“

沙漠风暴
”

的打击后还没有真正

恢复元气
。

199 8 年 12 月发动的
“

沙漠之狐
”

进攻又对空军的基础设施造成了破坏
。

但是
,

自从
“

沙漠风暴
”

以来
,

伊拉克

战斗机违规进人禁飞区的记录已有数百次
。

虽然它们往往力求避免直接的空中对抗
,

但

它们经常试图引诱联军的飞机进人地对空导

弹的射程
。

萨达姆在一次电视讲话中说
,

伊拉克防

空部队总的来说好于空军
,

所以他希望空军

要有所提高
。

在这次电视讲话结束之后
,

他

立即解除了他的亲戚哈塔比
·

提克里蒂上将

空军司令的职务
,

任命后者的副手哈米德
·

拉贾
·

沙拉上将为作战司令一这可能表示要

重新强调发展空军
。

(哈塔比
·

提克里蒂的新

职务是国防部秘书长
。

)

伊拉克的空军现在大概拥有两个轰炸机

中队
、

大约 22 个战斗机和地面攻击机中队
、

13 一 17 个截击机中队
,

还有一个侦察机中队

和运输机中队
。

各型飞机加起来
,

目前能作

战的也许不到 300 架飞机
,

而且飞行员训练

不足
、

飞机没有配件
。

这正如萨达姆说的
,

真

正与美国对抗起来
,

还要靠防空军的导弹的

力量
。

☆

(责编 / 牛俊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