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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梳理总结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的演变历程和网络空间力量建设与编成,对其在网络空间领

域的战略规划、组织构建和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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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空间已成为国家安全与利

益的关键领域之一。美国作为全球信息技术的领导者,在网络安

全战略与力量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2003年小布什政

府时期首次将网络安全战略正式化以来,美国的网络安全战略

经历了从防御到威慑的演变,这一历程反映了美国对网络安全

威胁认知的变化以及其对维护其网络空间主导地位的决心。 

1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演变与现状 

美国的网络安全战略经历了从防御到威慑的演变,这一历

程反映了美国对网络安全威胁的认知变化以及对维护其网络空

间主导地位的决心。从小布什政府时期至今,美国的网络安全战

略逐步成熟,成为一个涵盖战略规划、组织构建、技术开发、国

际合作以及法律规制等多个维度的综合体系。 

1.1小布什政府时期。小布什政府首次将网络安全战略正式

化,并确立了初步框架,主要聚焦于本土网络防御。2003年,《网络

空间安全国家战略》报告的发布标志着美国正式确认网络安全政

策的独立地位。该报告设定了三个战略目标：防范针对美国关键

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降低国家面对网络攻击时的脆弱性、最大

限度地减少网络攻击造成的损害和缩短恢复时间[1]。此外,报告还

提出了五项优先计划,旨在增强美国本土的网络防御能力。 

2006年,小布什政府发布的《网络空间作战的国家军事战

略》首次将网络空间视为与陆、海、空和太空同等重要的作战

领域,并明确了在网络空间的主要任务,包括保护美国的网络资

产、确保军事行动在网络空间的自由行动以及在必要时对敌对

网络活动进行反击[2]。这一战略强调了在和平时期和冲突时期

都必须维持网络作战能力,标志着美国军事战略对网络空间重

要性的正式认可。 

1.2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政府时期,网络安全政策逐渐成

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并正式引入了网络威慑的理念。2011

年,《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网络化世界的繁荣、安全和开放》

报告的发布标志着美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得到

强化[3]。该战略提出了网络威慑的概念,并倾向于实施“惩罚威慑”,

对敌对网络行动进行惩罚,同时强调在应对网络威胁时不会以牺

牲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为代价。这是美国首次全面阐述其网络空间

国际政策的文件,体现了政府对网络安全威胁认知的转变。 

2015年,《网络威慑战略》明确提出将综合性采用拒止和惩

罚等手段来实施网络威慑[4]。同年,《美国国防部网络战略》的

发布进一步明确了网络威慑的关键地位,提出以惩罚的手段进

行威慑,在主要对手对美国发起网络攻击前采取适当权力工具

进行威慑,使其意识到对美国进行恶意行动会得不偿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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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特朗普政府时期。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网络安全战略更加

具有进攻性,侧重于通过网络攻击来削弱主要对手的网络能力,

旨在通过积极的网络行动来预防潜在的网络威胁。2018年,特朗

普总统签署的《第13号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NSPM-13)显著增

强了美国网络司令部的自主权,以便更快速和高效地执行网络

行动[6]。同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网络空间战略概要》要求构

建更强大的网络力量,通过“前置防御”来主动塑造网络领域的

竞争格局[7]。“前置防御”旨在源头遏制及打断恶意网络行为,

确保威胁在触及目标前就能被中止。 

同年,《国家网络战略》的发布强调了美国将不断深化其在

网络攻防领域的“非对称性”布局,倾向于“以战止战”的主动

策略,推崇“最好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的作战理念,试图绕

过网络战的限制条件对外实施低烈度网络攻击[8]。 

1.4拜登政府时期。拜登政府时期将多边竞赢作为美国网络安

全的主要战略目标,侧重于在网络空间领域采取“小多边”的方式,

对主要对手进行综合性遏制。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战略》[9]的

发布提出了以“建立可防御、有韧性的数字生态系统”为愿景,未

来十年里美国将与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共同努力,提高集体网

络防御能力,共同挫败主要对手对互联网未来的“黑暗愿景”。 

同年,《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实施计划》明确了如何将战略转

变为具体行动的路线图,包括加强国家安全和提高针对重大网

络攻击长期防御能力的具体要求与举措[10]。此外,《2023年国

防部网络战略》强调了美国国防部在网络防御方面的行动,包括

投资和确保其网络和基础设施的防御性、可用性、可靠性和弹

性,并支持非国防部机构发挥其相关作用,以保护美国国防工业

基地[11]。战略还致力于通过建设盟友和合作伙伴的网络能力来

提高美国集体网络弹性。 

2 美国网络空间力量建设与编成 

美国网络空间力量建设通过成立和发展网络司令部及其网

络任务部队,实现了从防御到攻防兼备的战略转型。网络司令部

的升级、网络任务部队细致的专业分队编成,以及持续的部队扩

张,加上“网络旗帜”演习等国际合作,共同构建了一套高效、

全面的网络作战体系,体现了美国在网络领域的领导力、防御决

心和对全球安全合作的重视,旨在维护和提升其在网络空间的

主导优势。 

2.1美国网络司令部发展历程。美国网络司令部成立于2009

年6月23日,作为美国国防部下属的专门指挥机构,负责计划、协

调和执行网络空间内的军事行动[12]。最初,它作为美国战略司

令部下的一个次级联合司令部于2010年5月21日正式运行,由时

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凯斯·亚历山大中将兼任首任司令。2012年,

随着网络任务部队的成立,美国网络司令部开始承担更多责任,

包括保护国防部信息网络、支持军事行动和防御关键基础设施。 

2018年5月4日,美国网络司令部正式升级为第十个一级联

合作战司令部,这意味着它在执行任务时可以直接向国防部长

报告,并在必要时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向总统报告。这一升

级确立了“总统-国防部长-网络司令部”的网络战指挥机制,

并强化了网络司令部在整个美军中的地位。升级后的网络司令

部下辖陆军网络司令部、海军网络司令部、空军网络司令部和

海军陆战队网络司令部,形成了一个全面覆盖各军种的网络作

战体系。 

为了加强国际合作和应对网络威胁的准备,美国网络司令

部定期举行“网络旗帜”系列多国战术演习。例如,2024年的“网

络旗帜”[13]演习吸引了来自“五眼”联盟成员国和韩国在内的

18个国家参与,演习期间各国通过研讨会和网络实地训练等方

式合作模拟针对复杂网络攻击的防御。 

2.2美国网络任务部队力量编成。美国网络任务部队是美国

网络司令部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一支高度专业化的网络作战力

量。从2013年到2018年,美国网络司令部与各军种共建成了133

支作战力量的网络任务部队,大约拥有6200名成员。这些部队必

须满足高标准的要求,包括接受高级培训、获得相应资格认证等,

以确保全面作战能力。 

2018年,网络任务部队宣布达到全面作战能力,表明它们已

准备好执行计划中的网络任务。这些部队细分为五种类型,分别

是国家任务分队、网络防护分队、网络作战分队、作战支援分

队和国家网络支援分队。这些分队的具体编成如下： 

表1 美国网络任务部队编成数据具体细分 

陆军 海军 空军 海军陆战队 类型合计

国家网络任务分队 4 4 4 1 13

网络防护分队 20 20 20 8 68

网络作战分队 8 8 8 3 27

作战支援分队 6 5 5 1 17

国家网络支援分队 3 3 2 0 8

 

网络任务部队的每个分队都有特定的任务和职责： 

(1)国家任务分队(National Mission Teams,NMT)：主要负

责保护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和民主进程免受网络攻击。(2)网络作

战分队(Combat Mission Teams,CMT)：执行进攻性网络作战任

务,以支持军事行动和战略目标。(3)网络防护分队(Cyber 

Protection Teams,CPT)：负责保护国防部信息网络的安全。(4)

作战支援分队(Cyber Support Teams,CST)：提供必要的支援和

增强能力,以支持其他网络任务分队的行动。(5)国家任务支援

分队(National Support Teams,NST)：为国家任务分队提供额

外的支持和资源。 

2022年12月19日,美国网络司令部将其网络任务部队改制

为二级联合司令部,标志着网络任务部队在网络空间保卫美国

的持久使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改革使得网络任务部队

能够更快地做出反应,从而更快地发挥作战效能。 

近年来,美国不断扩充网络任务部队,发展其进攻性网络力

量。2022财年,美国国防部新增4个战斗任务分队,将原有的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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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网络任务部队扩大到137个,并计划在2023年和2024年再新建

10个网络任务部队,这意味着网络任务部队将从拜登政府上台

前的133支增加到147支。 

美国网络任务部队也是执行“前出狩猎”行动的主要力量。

2023年,美国网络任务部队在17个国家开展了22次“前出狩猎”

行动,曝光了90多个恶意软件样本,限制了对手的机动自由,支

持了合作伙伴加强网络防御,并为加强自身防御获取了重要见

解。这些行动展示了美国在网络空间的领导力和防御决心,以及

对全球安全合作的重视。 

3 特点分析 

美国通过持续演进网络安全战略视角、加强组织灵活性与

力量建设、促进技术创新与智能化作战、深化国际合作与多边

主义,来提升自身的网络安全能力,旨在保持其在网络空间领域

的霸主地位。 

3.1持续演进的战略视角是网络安全发展的基石。美国网络

安全战略从防御到威慑的转变,反映了对网络安全威胁认知的

不断深入以及对维护网络空间主导地位的决心。从小布什政府

的初步框架到奥巴马政府引入网络威慑理念,再到特朗普政府

的积极进攻性策略,直至拜登政府强调多边竞赢和韧性数字生

态系统的构建,这些演变显示了战略视角的持续演进对于适应

网络安全挑战的重要性。 

3.2组织灵活与力量建设是提升网络作战能力的基础。美国

网络司令部的升级与网络任务部队的专业化展现了美国在网络

空间领域的组织灵活性。网络司令部从2009年成立以来经历了

多次重大改革,包括2018年升级为一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这大大

增强了其自主权和灵活性。网络任务部队的建立与发展,特别是

不同类型的分队分工明确,展现了高度专业化和灵活性,这些组

织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于提升网络作战能力至关重要。 

3.3国际合作与多边主义是维护网络安全的重要途径。美国

通过与盟友的合作,在网络空间领域建立了广泛的合作伙伴关

系,促进了网络安全领域的多边主义。通过技术转移和支持合作

伙伴的网络能力提升,影响着全球网络空间的技术水平和安全态

势,这种国际合作有助于构建更安全、更稳定的网络空间环境。 

4 结语 

美国在网络空间的探索与实践,不仅彰显其在全球信息技

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也揭示了战略动态调整与创新的重要性。从

防御到威慑,美国通过不断优化其网络安全战略,强化组织机构

与力量建设,推动技术创新及深化国际协作,构建了一个多层

次、全方位的网络空间安全保障体系。随着网络威胁的日益复

杂化,美国持续推动跨领域融合与多边合作,以适应不断变化的

网络空间局势,确保其在网络空间中的领先地位,同时为全球网

络空间治理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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