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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眼观察

2023 年 10 月 7 日，巴勒斯坦伊斯兰

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爆发新

一轮冲突。时至今日，战火持续已经一

年。这一年，加沙地带人道危机前所未

有，战争惨剧骇人听闻；冲突外溢效应持

续蔓延，从黎巴嫩到叙利亚、从也门到伊

朗，地区热点交织共振。在这场冲突延

宕一周年之际，回顾梳理战事的发展脉

络，尤其是其中出现的新战法、新技术，

有助于洞悉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

先进情侦网络也有
盲区死角

最近几十年，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

发展，世界各国尤其是军事强国的态势

感知能力大幅增强，获取情报信息的效

率有了质的提升。然而，通过新一轮巴

以冲突观察，这依然无法彻底改变战争

的不确定性。

此轮巴以冲突爆发前，以色列在和

加沙接壤的边境地区修建了长 65 公里、

高 8 米的高科技隔离墙，在太空部署了

“地平线-8”“奥费克-13”等侦察卫星，

在网络空间使用“黑鹰眼”等黑客软件实

时监控可疑通信，可以说在巴以之间构

筑了一道道立体多域的“观察哨”。

为对抗以色列的高科技情侦监网

络、实现突然袭击，哈马斯采取了一系列

反侦察反监视措施。一方面，哈马斯对

突袭行动严格保密，只有极少数核心成

员掌握行动计划；另一方面，哈马斯将行

动时间定在 10 月 7 日，既是为了纪念第

四次中东战争，也因为这一天是犹太民

族的安息日，以色列军队的战备相对松

弛。为进一步增强突然性，哈马斯将袭

击发起时间选在凌晨，多个以军岗哨来

不及反应就已失守。哈马斯成功实现奇

袭表明，再先进的情侦网络也有盲区死

角，通过严格保密、战场欺骗、战法创新

等方式，依然能够发起令对手措手不及

的战争。

人工智能技术得到
更多运用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军为提

高作战效能，大量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

启了一种新的作战模式。

据媒体披露，以军的这一作战模式大

致分为 5 个步骤：第一步，使用“薰衣草”

等人工智能系统识别标记武装组织成员；

第二步，依托“爸爸在哪里”系统追踪被标

记人员，锁定其住所；第三步，由人工情报

分析师对目标进行审核；第四步，由“火力

工厂”软件根据目标性质和特征自动完成

武器匹配和弹药量计算，并对目标进行攻

击排序；第五步，作战飞机根据“火力工

厂”下发的指令实施打击。

分析人士指出，人工智能系统的识

别能力并不绝对准确，会给平民带来巨

大伤害。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军方人

士称他们有时在决定发起攻击前只有

20 秒来“审核”人工智能“推荐”的袭击

目标，且军方高层鼓励“自动批准”人工

智能系统提供的击杀名单，“即便他们清

楚该系统存在约 10%的错误概率”。有

专家指出，新一轮巴以冲突表明，新技术

某种程度上正在支配人类，“自主战争已

不再是未来的设想，它已经到来，并且后

果令人恐惧”。

城市作战难以发挥
装备优势

城市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本轮巴

以冲突中，由于交战双方实力相差悬殊，

哈马斯主要依托城镇坚守，使得城市成

为双方的主战场。

哈马斯对城市作战预有准备，瞄准

以军弱点进行灵活机动作战。在兵力编

组上，以多人战斗小组为基本作战单元，

分散于不同街区独立作战，对以军发动

出其不意的攻击。在武器使用上，优先

使用 RPG-7 火箭弹、反坦克导弹等，攻

击以军坦克和装甲车辆薄弱部位。在战

术运用上，利用坚固建筑物和地道网实

施城市游击战，采用伏击、狙击等战法，

且打了就跑，令以军防不胜防。此外，哈

马斯还采取围点打援、陷阱诱杀等方式，

给以军造成了较大伤亡。

通过利用城市特有的环境，哈马斯有

效削弱了以军的空中侦察优势、精确火力

优势和装甲防护优势，在与以军周旋过程

中取得了不小的战果。以军王牌部队戈

兰尼旅，就因对城市作战“水土不服”，导

致战损过高被迫退出战斗。巴以双方的

拉锯战显示，今时今日，城市仍是战争中

进攻方难啃的硬骨头、防御方的铠甲。

认知对抗成为重要
作战手段

2014 年以军实施“护刃行动”后，美

国兰德公司总结出 3 条经验，其中 2 条与

提升认知战能力相关。此轮巴以冲突

中，双方均高度重视认知博弈，使用多种

策略手段开展认知攻防。

以色列利用其与西方媒体亲近的

优 势 ，第 一 时 间 向 外 界 披 露 哈 马 斯 发

动 袭 击 的 消 息 ，反 复 渲 染 以 色 列 军 民

被 劫 持 的 画 面 ，强 化 自 身“ 受 害 者 ”形

象 ，为 实 施 报 复 行 动 制 造“ 合 法 性 ”。

发 起 报 复 行 动 后 ，以 色 列 指 责 哈 马 斯

以 平 民 为 人 盾 发 动 袭 击 ，为 轰 炸 行 动

提 供“ 合 理 性 ”；利 用 社 交 媒 体 大 量 推

送以军行动报道，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采取物理断网、技术屏蔽、限制采访等

方式，对加沙地带实施信息封锁，阻止

不利信息外流。

哈 马 斯 作 为 弱 势 方 ，将 认 知 战 作

为非对称作战的重要手段。突袭行动

成 功 后 ，哈 马 斯 第 一 时 间 在“ 电 报 ”等

社 交 媒 体 上 传 战 斗 视 频 ，此 后 定 期 发

布伏击、狙击以军的视频画面，展示作

战 能 力 ，提 振 反 以 反 美 力 量 士 气 。 同

时，哈马斯不断重申突袭行动是“对以

色 列 压 迫 的 反 抗 ”，旨 在“ 争 取 巴 勒 斯

坦 民 族 真 正 独 立 ”，并 专 门 发 布《阿 克

萨 洪 水 行 动 报 告》，全 面 阐 释 行 动 理

由 。 此 外 ，哈 马 斯 还 通 过 半 岛 电 视 台

等阿拉伯媒体广泛报道以军行动造成

的平民伤亡。

如今，以军行动在加沙地带所导致

的空前人道主义灾难世人皆知，美国公

开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英国等欧洲国

家暂停向以出售武器，玻利维亚等国与

以色列断交或撤回大使，联合国大会高

票通过决议要求以结束对巴领土非法占

领……这些事实凸显了以色列在国际社

会的被动、孤立。

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

统计，过去一年，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

行动已造成巴方约 4.2 万人死亡、近 10

万人受伤。这就是说，冲突造成的巴方

死伤人数占加沙地带总人口超过 6%，其

中巴方死亡人数特别是平民死亡数量超

过历次中东战争。

一年来的冲突事实带给世人的最

大启示是，武力不能带来安全，更无法

通往和平，实现真正的和平，必须彻底

放下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执念。立即实

现持久停火，是加沙民众的迫切期盼，

也 是 国 际 社 会 的 压 倒 性 共 识 。 落 实

“两国方案”是终结中东“暴力循环”的

唯一可行出路。战争考验人类的良知

与 正 义 ，和 平 需 要 各 国 的 智 慧 与 决

心 。 所 有 热 爱 和 平 、主 张 正 义 的 国 家

应 当 加 大 劝 和 促 谈 的 努 力 ，共 同 推 动

战火早日平息。

（作者单位：陆军指挥学院）

左上图：10月 6日，在加沙地带北部

杰巴利耶，一名男子站在建筑废墟上。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从新一轮巴以冲突看未来战争
■陈航辉 张 珏

新闻事实：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当局 10 月 3 日宣布，在波兰开设了

一个海外征兵处。该征兵处设置在波兰东部城市卢布林的乌克兰领事

馆内，旨在招募在海外的乌克兰人参军。

点 评：俄乌冲突爆发已经两年多，由于战场伤亡和人员外逃，乌

克兰面临兵源不足的困境。在波兰设立征兵处，乌克兰希望能征召海

外乌克兰人参与作战，前往俄乌冲突战场。

（点评专家：刘 强，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乌克兰在波兰开设征兵处

新闻事实：据媒体报道，立陶宛议会 10 月 3 日批准了立陶宛与德国

的防务合作协议，详细规定了将要驻扎在立陶宛的德国军队的各项权

利，为德国向立陶宛派遣常驻军人做好了法律层面的准备。

点 评：2023 年 12 月，德国和立陶宛签署德国军队永久部署在立陶

宛的协议，约 5000 名德国军人将被部署到立陶宛靠近俄罗斯的边境地

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德国首次在海外部署常驻军队，也

是北约强化对俄遏制的重要手段。这项计划凸显了德国国防战略的转

型，将引起俄罗斯的强烈反制。

德国将派军队常驻立陶宛

新闻事实：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 9 月 30 日说，美国将向中东地

区派遣数千名军人以加强地区安全，并在必要时保卫以色列。美国国防

部发表上述声明前，以色列已经对黎巴嫩发动了跨境袭击。

点 评：美国长期在中东问题上“拉偏架”，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场合

偏袒以色列，是导致巴以冲突的重要原因。当前，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外

溢效应冲击整个中东，地区动荡不断加剧，爆发全面战争风险激增。此

时此刻，美国宣布向中东增兵，将进一步刺激中东地区的反美反以力量，

导致局势更加复杂。

美国计划向中东地区增兵

9 月末，伊拉克外交部发表声明

说，伊政府已经与美方达成协议，在

未来 12 个月内结束美国主导的国际

联盟在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的军事任务，最晚不迟于 2025 年 9

月底。为防止“伊斯兰国”带来的恐

怖主义威胁从叙利亚东北部卷土重

来，根据实际情况和伊拉克同美国及

国际联盟其他成员国间的协商，国际

联盟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将持续至

2026 年 9 月。

然 而 ，美 国 方 面 表 示 ，即 便 在

2026 年后，一支小规模美军部队仍可

能继续留在伊拉克，为驻叙利亚美军

提供后勤支持。可以看出，美方并不

希望完全从伊拉克撤出军队，仍在找

借口赖着不走。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伊拉克政府

从未停止过驱逐美军的努力，但进展

十 分 缓 慢 ，直 到 2008 年 金 融 危 机 发

生，美国才同伊拉克商定 2011 年底前

撤出所有美军战斗部队。而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的猖獗，又给了美军再次

大规模驻留伊拉克的借口。2020 年 1

月，美军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对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将领苏莱曼

尼实施“定点清除”，一同遇难的还有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

织”副指挥官穆汉迪斯。事后，伊拉克

总理以美军严重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

与安全为由要求美国就撤军进行谈

判，却遭到美国拒绝。去年 10 月新一

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伊拉克各界对

美国偏袒以色列的言行极为不满，大

大小小的反美游行示威频繁上演，驻

伊美军基地也多次遭到袭击。

多年来，面对伊拉克国内不断高

涨的要求美军撤离呼声，美国一方面

装聋作哑，另一方面则在金融、内政、

司法等领域不断加大对伊拉克的控制

力 度 ，以 谋 求 继 续 在 伊 驻 军 。 2020

年，美国曾威胁伊拉克，倘若驱逐美

军，将冻结伊拉克在纽约联邦储备银

行的重要账户。去年 7 月，美国以涉

嫌洗钱和向伊朗输送美元为由，禁止

14 家伊拉克银行开展美元交易，目前

美国制裁名单中的伊拉克银行已达

30 余家。可见，美国 2003 年发动伊拉

克战争至今，并没有为伊拉克带来所

谓的“和平与尊严”，驻伊美军反倒成

了伊拉克驱之不散的梦魇。

美军之所以在伊拉克赖着不走，

是不想放弃这个推进其中东战略的重

要支点。美国在伊拉克苦心经营多

年，一旦从伊拉克完全撤军，将折射出

其中东政策的失败，以及对中东控制

力的减弱。更为关键的是，在美国看

来，如果美军撤出伊拉克，最大的受益

者无疑将是伊朗。就在上个月，佩泽

希齐扬就任伊朗总统后首次正式出访

就选择了伊拉克，两国领导人就巴以

冲突和地区局势等交换意见，并签署

涉及多个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向

外界传递出扩大两伊伙伴关系的决

心。中东地区反美力量的团结，对美

国的中东地缘利益将是沉重的打击。

此外，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延宕，外溢

效应不断显现。正在多线作战的以色

列，亟须美国的军事支持。在当前情

况下，美国需要维持对中东地区的管

控，在类似伊拉克这样的重点国家保

留一定的军事力量，将帮助其实现震

慑地区对手、安抚重要盟友、巩固自身

中东话语权三大目的。

正因如此，伊拉克想把驻伊美军

彻底“扫地出门”很难如愿。伊外交部

在 9 月末发表的声明中称，由两国官

员组成的伊美高级军事委员会，将就

结束国际联盟在伊军事任务制定时间

表和机制。然而，在多重因素影响之

下，驻伊美军主导的多国联军完全撤

离伊拉克的进程注定不会顺利，相关

协议可能再次沦为“空头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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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立陶宛部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目前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林肯”号航母。 乌克兰新兵在培训结束仪式上集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