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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策 集“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当前，随着世界新一轮科技与

产业革命的到来，一场以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量子科技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群为基础，以认知

领域为主要舞台，以智能化为核心

主题与基本取向的军事革命正在快

速兴起。新空间和新领域的安全研

究，亟待联合作战实验辅助支持；

新理念和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亟

盼联合作战实验支撑验证；新体制

和新力量的建设和运用，亟需联合

作战实验辅助理顺。我军的联合作

战实验体系建设，要通过“建用结

合”的方式，逐步构建以军地联

合、虚实结合的环境体系为核心，

以军民融合、迭代发展的建设力量

体系为依托，以科学合理、要素齐

全的实验组织管理体系为支撑的完

整联合作战实验体系，满足未来我

军需要。

以联合作战实验为指向，构建联

合作战实验环境体系。实验的环境体

系是联合作战实验体系的核心，它是

各类实验场地、人员、软件系统和硬

件平台的综合集成。从环境体系服务

的对象来看，向上为战略层，向下为

战术或装备技术层；而从服务范围来

看，则包括研究、训练、建设和作战

等各领域。同时，战争是一个复杂巨

系统，必须要在军事专家和计算机的

基础上，将真实部队、真实装备融入

其中，与军事实践活动相结合，构成

一个完整的虚实结合的实验环境，这

样才能使联合作战实验真正发挥作

用。为了更好地构建联合作战实验环

境体系，必须在全军范围内利用好已

有成果，必须走好军民融合这步棋，

统筹军地优势资源和力量，博采众家

之长，走迭代推进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坚决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的

浪费。

以联合作战实验为依托，设计未

来战争新形态。要建成世界一流军

队，我军必须摆脱过去“追随式发

展”的思路，走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

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设计未来战

争，必须要从我军的发展实际和未来

可能的对手情况出发，必须要对“跟

谁打、在哪打、怎样打”有清醒的认

识，这样才能针对潜在对手进行正确

设计。联合作战实验作为一种战争预

实践手段，通过在虚实结合的环境中

构建出未来我方和对手的战争体系，

可以让未来战争在实验室中提前进

行，前瞻性地发现并验证未来战争的

制胜机理，设计出让敌人防不胜防的

作战样式。

以联合作战实验为铰链，蹚出理

技融合新路子。技术决定战术，战术

牵引技术。长期以来，我军在军事理

论和军事科技的很多方面，都还处于

各自为战、相互脱节的状态。要实现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就必

须有一流的军事理论做引导、有一流

的军事科技作支撑。理技融合，是实

现这两者共同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

通过机构、力量和任务的融合，实现

方式方法和思维理念的融合，是理技

融合的必由之路。而联合作战实验，

是打通这条道路，实现最终融合的有

效手段。通过构建虚拟和真实相结合

的实验环境，以更加科学、经济和高

效的方式，检验完善战争理论和作战

构想，实现用技术原理探索制胜机

理，用理论创新牵引技术创新的目

标。

以联合作战实验为平台，构建

研、建、训、战一体的新模式。要紧

跟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演变，紧贴作

战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大兴

作战问题研究之风，坚持仗怎么打兵

就怎么练。通过作战需求来指导研

究，让研究成果融入建设和训练，将

研、建、训、战四者融为一体，构建

四方互相促进的体系，是创新我军能

力建设和战斗力生成模式的一个有益

尝试。以联合作战实验体系为核心构

建的各类研究支撑、建设论证和训练

辅助系统，是实现这一模式转变的基

础物质依托。面向实战需求，在联合

作战实验体系内，围绕战略、战役和

战术问题，将研究、建设、训练融为

一体，从而提高我军备战打仗的能

力，是实现这一模式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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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讲，科技能力强弱影响

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可以说谁占领了科

技创新的制高点，拥有雄厚的经济实

力，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历史

就是这样的吊诡，一千年前的大宋王

朝，本是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高光时

刻：四大发明有三个，活字印刷、火药、

指南针均是集中在宋朝完成或开始应

用的，其经济繁荣程度实际上也远超盛

唐，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留下极为屈辱

的一页，传统的汉民族政权首次被北方

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完全取代。

我们不禁要问，科技和经济都没有

落后为什么也会挨打？是宋朝的军力

不行吗？赵匡胤刚立国时军队20万，到

宋真宗时军队已达到90多万，宋仁宗后

更是扩至125万，军队数量远超对手。

是宋军的武器不行吗？宋朝冶铁技术

发达，冷锻技艺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兵

器的锋利和坚固程度，步兵拥有射程达

400米的神臂弩，1600米的车弩炮。宋

军还能熟练运用火药武器，曾予敌以重

大杀伤。是宋军的战法不行吗？韩世

忠、岳飞所率军队的麻绳大刀战法，吴

玠、吴璘兄弟创造的“番休、迭战、垒战”

等战法，都曾重创北方骠骑，使对手也

发出了“自海上（贝加尔湖）起兵，皆以

此胜，今已矣”的哀叹。是宋军的将领

不行吗？两宋名将更是数次力挽国运，

“宋良将第一”的曹彬，戍边御敌“先忧

后乐”的儒将范仲淹，“中兴武功第一”

的韩世忠，更不用说还有令敌发出感叹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岳飞了。

那么，大宋立国三百年，二度倾覆，

皆缘外患，徒留靖康之耻、崖山之亡。

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回溯中国战争

史，挖掘战争胜败背后的故事,似乎能

找到答案。指挥体制严重滞后。宋太

祖为了防止征战之将难于驾驭，宋军出

征不设立战场统帅，而由远在千里之外

的宋廷遥控节制。这种背离战争常理

的设置使宋军在作战中吃尽苦头。应

变机制严重滞后。宋军每场战争均由

皇帝预先定下严格的作战方略，甚至定

下排兵布阵之形，将士必须绝对照此执

行，否则就以欺君之罪论处。这导致打

起仗来宋军主将不敢变阵迎敌，经常出

现荒唐的局面。兵力建设严重滞后。

宋朝实行自愿性募兵制，军队分为禁

军、厢军、乡兵、藩兵。除了禁军训练有

素，厢军不担负作战任务，主要作为役

使，而乡兵则类似于后世民兵，藩兵则

是少数民族的部族兵。朝廷允许部队

经商，大部分军队训练废弛，就连岳飞

的岳家军也要靠放贷维持生计。反观

金人实行“军民合一”的国防体制，“壮

者皆兵”。特别是宋朝皇帝自毁长城，

推行乞和求降路线，幻想割地、赔款、遣

送人质以换取苟安偷生，这些行为都严

重挫伤了宋朝军民斗志。没有幽云十

六州的北方屏障、没有长城防线不可

怕，心理的长城防线被摧毁才是致命

的。精神的陷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远

远大于物质的、技术的落后。

“不落后”为啥也挨打
■李春为

未来战场作战单元、要素越来越多，
区域空间越来越广，对抗强度越来越高，
组织难度越来越大，安全管理工作效能
如何，直接关乎战斗力的巩固和作战任
务的顺利完成。只有紧紧围绕未来战场
安全管理特点规律，积极探索创新安全
管理工作的组织形态、方法手段和制度
机制，才能构建科学精确的管理模式，产
生高效稳定的系统效应，确保指控协调
灵敏顺畅，部队行动安全顺利。

战场管理更加趋向联合集成，安全

管理的机构体系要由树状条块向矩阵

复合演进。联合集成是现代战争的基
本特征，具有力量编成多元性、行动方
式多样性、阶段转换频繁性等特点。在
联合行动中，各部队管理关系复杂、管
理结构松散、管理链路不畅，容易出现
职能交叉、权责错位、指管脱节等问
题。必须建立横向扁平的联合管理机
构，串联贯通各军种的纵向管理条块，
形成立体矩阵管理体系，实施有效统管
联控。联合统管与部门分散相结合，在
统一指挥的基础上，分散到各个军种的
业务部门对口组织，建立统分有序、多
元复合的扁平管理体系，做到各任务部
队主动对接管理链，迅速合成管理网，
实现责权细化明确、统分结合、管控有
力有效。层级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

针对时间转移和空间转换，分段指定区
域性安全监察机构，建立相互连接的模
块化监控网络，既能够实施独立的纪律
监察和安全管控，也利于多军种联管联
控的高效落实。军种联管与军地联防
相结合，加强军地之间的沟通联系，必
要时将地方力量纳入联合管理体系。

战场管理更加注重要素融合，安全

管理的功能定位要由保障安全向指管

一体延伸。未来战场机动作战、立体攻
防将成为主要作战样式，其内核是单元
与要素的融合，体系与结构的对抗。指
挥和管理相互关联、相互交织、相互支
撑，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不能把管
理工作孤立化、静止化、简单化，单纯界
定为安全保障功能。一是指管责任一
体落实。未来作战样式，要求对各个作
战平台、各类作战力量进行整体筹划、
系统管理、统一指挥，组织指挥与管理
控制一体化已成必然趋势。要贯彻逐
级负责、按级负责的原则，层层分解管
理责任，具体到各级指挥机构，落实到
各个指挥单元，确保职责分明、责任具
体、责权一致。二是战管行动一体推
进。未来各军兵种融合程度越来越高，
体系集成越来越强，作战指挥与管理控
制，作战行动与管理活动的界限越来越
模糊，二者功能密不可分。必须把安全
管理纳入作战筹划范畴，与作战行动统
一研究、统一部署、统一要求、统一计
划，部署任务时要提出管理要求，实施
管理要始终围绕任务完成。三是效能

评估一体实施。严格的管理，既是巩固
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倍增器”，也是保
证各种作战力量联合的“黏合剂”，还是
最大限度降低非战斗损耗的“减震器”，
对取得作战胜利发挥重要的支撑作
用。把安全管理作为组织指挥的重要
内容、行动控制的重要手段、信息保障
的重要领域、指挥机构的重要职责，一
并复盘研讨、一起改进提高。

战场管理更加聚焦打仗标准，安全

管理的工作重心要由行政管理向作战

管理拓展。紧紧围绕打赢标准，始终着
眼作战需求，进一步拓宽管理视野，拓
展管理范畴。突出战场信息管理，确立
战场信息管理新观念，把工作重心由单
纯的军事信息保密转移到对指挥、通
信、控制等作战环节的信息管理上来，
把信息管理作为与人力、物力、财力管
理同等甚至更为重要作战资源来抓。
突出心理调适管理，坚持心理管理与行
为管理并重，在加强心理调适的基础上
管好官兵行为。特别是心理战、策反战
地位作用明显提高，不利信息的传播渠
道更为多样，如何稳定军心、鼓舞斗志、
维护纪律，成为部队作战管理的艰巨任
务。突出力量投送管理，实施平战一体
化的机动管理模式、管战一体化的机动
管理机制，打防一体化的机动管理措
施、军地一体化的机动保障体系，形成
“指挥——保障——抢修”三位一体，确
保力量投送安全顺利、及时有序。突出
高新装备管理，加强爱装管装教育与训

练，熟悉新装备的特点性能、掌握使用
方法、提高管装能力，使装备始终处于
良好战斗状态，符合实战要求。

战场管理更加突出临机检验，安全

管理的指导模式要由经验粗放向精准高

效转型。针对战备状态转得快、人员装备
动得急、直前准备时间紧等实际，由传统
的粗放式经验管理转变到集约式精确管
理上来。管理方案预置化。把制定安全
管理预案作为作战行动预案的重要内容，
针对部队行动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情况，
明确总的管理原则和各种情况的处置措
施，确保在突然出现的复杂情况下始终保
持管理连续性。管理手段科技化。探索
模块化机构管理，探索数字化人员管理，
探索网络化资料管理，探索智能化风险管
理，在分析评估、辅助决策、警戒勤务，甚
至隐蔽伪装等各个方面使技术管理手段，
通过先进科技与安全管理的有机结合，减
少管理程序，简化管理过程，提高管理效
率。管理程序简捷化。作战行动快速化
要求管理程序的简捷化，在建立严格的请
示报告和情况通报机制同时，缩短管理决
策过程，必要时可下放管理权限，实现委
托式管理、分散式管理。管理标准具体
化。标准明确，目标清晰，是简化管理程
序，提高管理效率的前提。针对不同军种
的协同、不同空间的转换、不同阶段的行
动，提出适当明确的安全管理任务和目
标，对可以规范的内容尽量做到程序化、
规范化、标准化。
（作者单位：中部战区陆军保障部）

未来战场安全管理应咋“管”
■贾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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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互联网＋”、超算技术在军事领
域的广泛运用，战争方式正迅速从信息化向智能化作战演变，
呈现出信息生“智”、以“智”赋“能”和“智”主释“能”的
新特征。信息化向智能化作战转型，比拼的是智慧、是谋略、
是系统工程的顶层设计，必须要打破多领域的行业壁垒，开
放、流转并运用好作战数据，并对现有的体系作战力量进行重
组重构、对人工智能辅助决策流程进行再造，体现自主作战和
智能化体系作战的作战指导，体现加快军事智能化步伐的时代
要求。

读史论理

信息如何生“智”

信息生“智”，是在信息网络、大
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
撑下，具有辨别是非、自主行为的能
力，可按照人类事先设定的规则或算
法，进行“类脑”的思维活动，是信
息化迈向智能化较为突出的特点和品
质，也是信息化向智能化作战形态演
变或转型的重要标志。信息生“智”
成为影响未来战争制胜的第一要素，
它不仅使作战行动具有了自适应化、
精准化特点，而且还能够通过敌我双
方的信息博弈，自主发现并判明敌作
战体系弱点，提供人工智能辅助决策
的目标规划、任务规划和行动规划，
为指挥员快速、精准决策提供科学依
据。即基于大数据的战略分析自主设
计战争、学习战争，基于海量数据的
“云计算”结论，提供战争目的、战争
手段、战争方式的辅助决策方案，优
选体系作战计划，并分别对不同战争
辅助决策方案，进行达成战争目的、
战役作战指标成功概率、风险概率、
人员伤亡和战争损耗的深算、精算和
细算；基于大数据的海量信息收集和
深度学习，自主纠偏、自主行动、自
适应协同，也就是说信息化向智能化
作战转型的过程中，其作战体系架构
是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神经网
络”，通过卷积神经网络的“权共
享”，产生自主智慧。

辨别真伪之智。运用具有自主识
别、多源平台信息融合的“人工神经
网络”处理系统，洞察战场真实动
态，掌握单向透明的信息获取优势。
它既是信息火力打击实施先敌发现、
先敌打击的前提和基础，又是信息化
向智能化作战转型的重要标志。一方
面是运用深度学习法，赋予“人工神

经网络”处理系统多源平台融合的信
息获取能力，提升目标感知的精准性
和高效性。另一方面是运用智能反情
报获取手段，提高自身伪装、欺骗和
军事佯动能力，使敌无法准确掌握我
方兵力布势和战场态势。

自适应通信之智。即运用自组
网、自进化的“人工神经网络”通信
系统，实现高动态、抗强扰、抗截获
的全域情报信息传输。它既是系统与
系统之间沟通的枢纽，是实现“分布
式杀伤”的前提，又是信息化向智能
化作战转型的基础。其主要特征是基
于卷积神经网络 （CNNs），构建扁平
化、多链路迂回的“管神经”信息传
输系统，以满足信息化向智能化作战
转型过程中，通信对抗环境不断恶
化、通信需求量不断增大的客观实
际。它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卫星通
信为枢纽，采用网格式和辐射式相结
合的“管神经”传输架构，在固定与
移动通信支持下，形成以综合干线通
信网为主体的大容量、多功能深度置
信通信网络系统。

辅助决策之智。运用遗传算法、
遗传规划等进化计算，实现基于信息
博弈的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精准指挥
和灵活控制。它是信息化向智能化作
战转型过程中，指挥员和指挥机关组
织筹划和科学谋略的外在表象，其实
现路径是平时加强主要作战对手情报
信息侦察和活动规律研究，将“大数
据”的情报收集与“云计算”的分析
处理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在联合作战
中谋求指挥决策优势，实现战场态势
优劣转化，将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型的
优势，彻底转化为战场胜势。

如何以“智”赋能

以“智”赋能，是指通过数据分

析、信息融合生“智”，为作战体系中
多军兵种作战要素、作战单元、作战
系统，甚至是作战平台灌输自主“智
慧”和自适应协同能力，实现要素寻
优协作、智能辅助决策、无隙自主联
动、大群跨域组网，从而完成自主协
同的作战任务。从本质上讲，信息化
向智能化作战转型是由信息主导向智
能主导过渡，信息在流转过程中，逐
步由少到多、由分到合、由繁到精，
由“大数据”分析到“云计算”处
理，进而产生智能，赋予多军兵种联
合作战指挥拥有“超级大脑”，最终推
动智能化军事装备逐步从类脑水平向
真脑、群脑水平快速递进。从这个角
度说，信息的综合集成是利用“算
法”生“智”，赋予多军兵种信息火力
打击平台、传感器、指控系统精准发
现、识别、捕获和摧毁目标的“智
慧”，不仅能够自主控制己方多军兵种
作战平台及多维空间、多元化作战行
动，而且在快速的体系攻防过程中，
能主动捕捉作战对手的信息流转规律
及其薄弱环节，进而遏控或主导作战
对手的体系运行和各种行动，掌握包
括制信息权在内的综合制权。

以“料敌先机”之智赋“信息火力”

之能。即以洞察先机之智驱动信息火
力之能，构建智能牵引物质能的直达式
信息火力打击通道，将参与作战的多军
兵种联合作战单元、作战要素、作战系
统融合为有机的作战整体，从而使智慧
智能、信息能、物质能相互融合、彼此交
融，进一步形成全域、全谱智能优势。

以“脑机交互”之智赋“批亢捣虚”

之能。即通过“脑机交互”方式，分析研
究敌联合作战体系的网络结构，找出破
击敌作战体系的要害目标或薄弱环节，
赋予联合作战体系捕捉要害、击敌要害
的智慧。通过“脑机交互”、网络赋权使
多军兵种作战单元、作战要素、作战系
统甚至是作战平台，具有自适应规划和
自主协同的“智能”，使智慧智能、知识
与物质、智能与物质能紧密结合，产生
智能物化的倍增效能。

以“神经网络”之智赋“自主行动”

之能。即通过智能化的“神经元”网络
赋权，为多军兵种、多元化作战力量、多
维空间作战行动，分配目标信息、引导
信息、协同信息和指令信息，使之由原
来的被动听令者、执行者融入体系，成
为体系内平等的参与者、执行者和智慧
智能的“贡献”者，形成扁平化的指挥控
制方式，把战术行动指挥控制权集中到
联合战役、甚至是战略指挥员及其指挥

机构。

何为“智”主释能

“智”主释能，就是以智能主导信息
火力融合，主导信息火力打击，主导体
系结构破击，充分发挥多军兵种非对称
的精确打击威力，最大限度地精准释放
智能化打击威力，对作战对手联合作战
体系中的重要目标或关键性薄弱环节
实施精准毁伤，在大幅提升打击效能的
同时，减少人员的附带损伤，以最低代
价获得最佳的联合作战效果。从其内
涵上看，信息化向智能化作战转型的过
程中，战场优势不仅仅局限于以往追求
的信息优势、兵力优势、火力优势和机
动优势，而是力争对作战对手形成全空
间、全要素、全系统、全流程的智能优
势，掌控战场主导权和控制权，使战争
按己方意图进行或结束。
“智”主信息火力融合。即智能融

入信息作战系统、火力打击平台，智能
主导信息力与火力融合，将针对敌作战
体系弱点的谋略技术，以人工智能方式
集成到信息火力平台中，主导信息作战
单元和火力打击平台对目标实施精准
的复合性打击，实现对作战对手攻防策
略的全掌握，占据战场透明、完全信息
博弈的“智”差优势。
“智”主信息火力打击。平时利用

大数据技术，收集作战对手情报信息，
分析研究其战争持续力和民众的心理
承受力，建立基于智能化评估的战略目
标数据库、任务规划数据库和联合行动
方案库等，一旦发起作战，信息、火力打
击平台从信息生“智”中掌握目标本质
特征，从智能化网络中获取目标精准的
指示信息，从“神经元”网络“赋权”中凝
聚信息火力打击能量，从智能作战运用
中达成作战目标，使作战中分散配置的
信息力和火力作战力量，通过“智”主释
“能”实现整体行动的同步化打击，空前
地提高信息火力的整体打击效能。
“智”主体系结构破击。从作战体

系看，体系之坚基础在结构，体系之利
取决于结构，而体系之肋也在于结构。
因此，利用智能化打击手段和作战方式
毁瘫作战对手的体系结构，发现并破坏
作战对手体系的网络结构和数据结构，
毁瘫其网络软件系统，破坏数据链的信
息传输，使作战对手体系内各种作战要
素、平台既不能互联互通，又不能各自
为战，成为信息“孤岛”，从而肢解对手
作战体系，使之土崩瓦解。

信息化作战何以走向智能化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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