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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论理

陆军全域作战能力，既是陆军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现实

需求，也是陆军由大向强发展、成为世

界一流的必由之路。当前，人工智能

技术发展迅速、成果密集，我们必须足

够敏锐，用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思考

和审视，善假于此，以情报侦察、快速

反应、立体作战、战场生存、持续行动

等为支点，融智化能，助力全域作战能

力提升。

智能识别炼就情报侦察“火眼金

睛”。实时获取第一手的情报信息是

揭开战争“迷雾”、使战场对我单向透

明的核心关键。然而，“知己知彼，百

战不殆”的道理人所共知，对手是不会

“坐等”我方对其实施情报侦察的，更

不会将有用信息“拱手”相送，而是想

方设法隐真示假，使我想要的得不到、

得到的不可靠，甚至“将计就计”陷我

于不利境地。陆军全域作战，地域广、

领域多，目标数量庞大、真假信息海

量，静态发现不易、动态跟踪更难，对

情报侦察提出了很大挑战。陆军应自

觉引入智能识别技术，集文本、图像、

语音、视频等多模态信息智能识别于

一体，高效识别、精准识别、去伪存真，

助力提升情报侦察能力，为全域作战

决策部署提供强大的情报信息支撑。

智能决策打造快速反应“最强大

脑”。快速反应是陆军全域作战赢得

先机、占据主动、战场制胜的关键，而

快速决策则是快速反应的前提。现代

作战“秒杀”式打，要求部队在面对危

机、威胁等突发情况时，必须具备“瞬

态”响应能力，能够快速决策、快速行

动，以“迅雷”之势及时有效应对。目

前看，信息化遭遇“人脑”瓶颈，决策很

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指挥员的直觉判

断，不仅容易“慢半拍”，还极有可能

“冒傻犯错”。打破瓶颈，陆军应主动

挖掘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强力推进智

能化辅助决策系统建设，引入神经网

络算法，为指挥员快速决策、正确决策

提供智能支持，助力提升快速反应能

力，为全域作战开局布势奠定坚实基

础。

智能打击铸就立体作战“超级重

拳”。信息化条件下，传统平面线式作

战已经归入历史，多维立体作战应时

登上舞台。未来战争，开战即决战、发

现即摧毁。先敌发现、先敌开火、精确

打击是夺取先机、一招制敌的关键。

陆军全域作战，作战空间由陆向空拓

展、倚陆向海延伸、域内向域内域外兼

顾转变，多维立体性更加凸显。陆军

要有下好“先手棋”的超前视野，将人

工智能技术全面引入作战体系，围绕

“快、准、狠”研发颠覆性、非对称“杀手

锏”式智能化武器装备，对目标能够智

能探测、跟踪、锁定、打击和毁伤；建强

智能化网络信息系统，使人、装、信息

等交互融合，实现智能打击一体化，助

力提升多维立体作战能力，为全域作

战决战决胜创造先决条件。

智能防护锻造战场生存“钢筋铁

骨”。随着侦察监视技术，特别是颠覆

性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

广泛应用，战场变得更加透明，而来自

陆海空天的精确攻击也使得部队战场

生存越来越困难。没有让对手看不

见、看不清、瞄不准、打不中、难摧毁的

防护能力，全域作战任务可能很难完

成。陆军必须有效应对战场防护面临

的新挑战，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防护

体系，智能化塑形和布势相结合，隐身

于敌侦察之中；智能应对敌网络信息

攻击，有力保证网畅通、链联通，作战

指挥持续不间断；智能感知、规避、拦

截敌无人力量、远程精确火力等综合

打击，在极端残酷环境下有效保存自

己，助力提升战场生存能力，为全域作

战消灭敌人蓄积力量。

智能保障造就持续行动“新鲜血

液”。纵观古今、横看中外，没有哪一

支军队不高度重视保障问题。全域

作战地域跨度大、领域覆盖广，任务

时间紧、对抗强度烈，物资消耗快、装

备损伤多，对各种保障提出了极高要

求。没有保障，作战将极有可能因

“失血”过多而难以持续。陆军应学

习借用人工智能技术，建成高度集成

的智能化综合保障体系，在一体化智

能化平台上综合运用信息、网络、可

视化、无人化等高新技术，努力实现

需求预测精准化、自动仓储无人化、

物流配送高效化、保障指挥一体化，

为部队作战提供实时直达、精准高效

的综合保障支撑，助力提升持续行动

能力，为全域作战取得最后胜利增加

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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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作战，是两栖部队从海上发
起，向海岸或岛礁实施兵力投送的进
攻作战，是一种在现代战争中广泛使
用的传统作战样式，也是一种时空跨
度大、影响因素多、组织实施复杂的
特殊作战样式。随着科技进步和武器
装备的发展，战场环境的变化，战争
实践和作战理论的牵引，现代两栖作
战无论在作战理念、武器装备、战场
空间，还是在作战方式、力量结构、
作战指挥等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体现
出一系列新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一）

作战功用由“大规模登陆”向
“小规模特战”转变。传统两栖作战，
由于装备发展水平限制，需要依靠大
规模输送兵力抢滩建场、争夺要地，
达成作战优势，实现作战目的。未来
两栖作战，由于各国都难以承担大规
模两栖作战带来的巨大消耗，将主要
谋求有限目标夺占、重心精确打击、
“象征性占领”，甚至“威慑性突袭”，
来实现“作战收益”，发生大规模两栖
登陆的可能性将逐渐降低。两栖作战
力量由于其特有的快速反应能力及机
动灵活性，担负非战争军事任务、特
种作战、濒海区军事介入等小规模两
栖作战行动的比例将逐步增多。

作战要求由“抢滩建场”向“打
点控场”转变。传统两栖作战，虽然
有集结装载、海上航渡、突击上陆和
巩固扩大登陆场等多个作战阶段，但
其核心目的是抢滩建场，为保障后续
力量由海向陆发展纵深进攻创造有利
条件。两栖作战的战斗、战役和战略
目的存在明显的递进性，战略目的的
达成是不同层次战役战术目的的累
加。未来的两栖作战，很可能只需要
通过打击和夺控敌占岛屿的核心目标
以达成控制登陆场的目的，两栖作战
的战斗、战役、战略目的更加趋于重
合，战斗的独立性减少、关联性更
强，往往关键节点上的两栖战斗，将
决定整个两栖作战的胜负。

作战空间由“陆海空”三维向“陆
海空天电心网”全维转变。传统两栖作
战，战场空间主要局限于登陆部队装载
和上陆的陆地、海岸，两栖编队航渡、
展开的海区及其上空。未来两栖作战，
将从岛岸、陆上、海上、天空，到深
海、临近空间、外层空间，乃至电磁空
间、心理空间、网络空间等全维战场同
时展开，物理可见的制空制海作战、对
岸火力打击、突击上陆行动等，背后是
电子战、网络战、心理战的角逐，一次
战术级的两栖作战行动都可得到整个国

家各空间领域的战略支援，空间对抗将
异常激烈。

作战重心由“陆上作战”向“海空
优势”转变。为达成抢占滩头阵地、影
响陆上态势的目的，传统两栖作战虽然
也强调先期海空作战的作用，但主要依
靠登陆部队装备的直升机、坦克、步战
车等装备进行陆上要域的争夺来达成作
战目的，陆战能力是整个两栖作战的核
心和根本，直接影响着战争胜负。未来
两栖作战，由于输送方式、战场感知、
指挥方式、打击手段的变化，攻城略
地、维持海岸卸载区的战略诉求减少，
作战规模将趋于小型化发展，拉锯战式
的陆上争夺重要性逐渐下降，获取和维
持海空优势，以控制要点目标和节点的
重要性逐步上升。

（二）

作战指挥由“计划概略指挥”向
“动态精准指挥”转变。传统两栖作
战指挥，指挥层级多、关系转换频
繁、临机调控难，对作战计划的周密
性和指挥员的指挥经验要求高。未来
两栖作战，是大数据支撑下的动态精
准指挥，作战筹划将充分依托智能化
决策系统，通过将战场上海量数据信
息进行融合分析处理，形成近实时的
战场情报和战场态势图供指挥员决
策，实现“脑机融合”，将信息优势
转化为决策优势。同时，指挥员依据
实时战场态势变化和作战效果评估，
迅速调整作战节奏、力量部署和行动
方案，临机处置突发情况，精准调控
两栖作战进程。

作战编组由“数量规模型”向
“精干多能型”转变。传统两栖作战
编组是一种基于协同作战的功能组合
式编组，规模大、要素全。未来两栖
作战，将是基于体系支撑的联合作
战，强调以目标为中心，按需匹配编
组作战力量，力求形成一支高度合
成、功能聚合、精干高效、保障高效

的两栖作战力量，确保作战资源的最
优化利用。同时，还将根据遂行任务
的需要进行模块化组合，具备不同的
两栖作战能力，实现“规模可变、功
能多样、持续作战、兼容性强以及远
征作战”的目的。

作战行动由“点线面”线式推进向
全纵深“遍地开花”转变。传统两栖作
战基本遵循由海向陆、由点到线、由线
到面逐步推进的“线式”作战模式。首
先在夺取战场控制权的基础上，登陆兵
突击上陆和夺取水际滩头，然后向纵深
发展进攻，建立登陆场。整个行动过程
呈现出海陆两个比较明显的阶段。未来
两栖作战则将完全摆脱由前到后、渐进
发展的模式，消除泾渭分明的海陆战场
界线，实施全纵深立体作战。作战初始
就紧紧围绕快速达成目的的需要，将与
作战目的相关的整个登陆区域纳入直接
攻击范围，运用速度、火力和信息优
势，以联合火力打击为依托，以一体化
信息作战为保障，采取快节奏多点攻击
的方式，对重要目标实施立体攻击，全
纵深“遍地开花”，破击敌抗登陆防御
体系。

作战方式由“有人化、信息化”向
“无人化、智能化”转变。传统两栖作
战，无论是依托登陆舰船、气垫艇、直
升机、两栖车辆的快速突击上陆，还是
以“传感器到射手的无缝链接”为特点
的信息火力精确打击，都强调依托有人
装备和信息技术优势达成作战目的。未
来两栖作战，除先进登陆工具的使用
外，将依托泛在云联基础网络与联合作
战网络的智能决策，“无人化”武器装
备执行作战任务将成为主流。使用无人
驾驶航空部队用于两栖作战先期火力打
击和战果评估；使用无人驾驶潜艇、水
下机器人等实施登陆海滩进行水下侦察
和水下排障等；使用无人机蜂群实施直
前“饱和式突防、分布式杀伤和先导式
突击”；使用机器人实施近距突击、障
碍排除和目标引导，等等，这些都将在
未来两栖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实现

以目标为中心的两栖作战创造更有利的
条件。

（三）

装备体系由“突破岸滩防御”到
“保障舰到目标机动”转变。传统两栖
作战装备立足突破敌海岸防御体系，主
要发展登陆舰艇、两栖装甲车、舰载火
力支援装备、登陆兵作战装备为主。未
来两栖作战，为实现“舰到目标机
动”，在装备体系建设上，一是发展大
型两栖攻击舰、综合船坞登陆舰，及其
配套舰载中型气垫艇、重型运输直升
机、倾转翼飞机等新型投送装备，确保
成建制输送兵力装备，快速机动至敌岸
内陆目标；二是发展舰载对陆巡航导
弹、远程精确制导炮弹、短距垂直起降
飞机等超视距海空火力打击装备，袭击
敌方纵深重要目标，打乱其岸防整体部
署，掩护输送兵力快速向目标机动；三
是发展机载化轻型战车和察打一体无人
机、智能化作战机器人、水下无人作战
系统等，满足中低强度区域控制和力量
快速投送需要。

部署模式由“临时应急部署”到
“前沿常态部署”转变。传统两栖作
战，通常根据作战任务需要，临时部署
两栖编队赴任务区域作战，主要采取
“岸-舰-岸”的力量投送模式。未来两
栖作战，类似美军发展海上远征打击大
队，打造“海上基地”，在海上重要方
向前沿保持数支精干顶用的两栖作战力
量将成为新常态。该力量具备较强的跨
海快速投送能力、空地一体突击能力、
多域特种作战能力、综合信息攻防能力
和海上独立作战能力，平时执行低强度
打击和非战争军事行动，战时利用“前
沿存在、快速反应”优势，实现由海向
目标的力量投送。

作战支援保障由建立陆上“滩头
堡”向建立海上“浮动基地”转变。
传统两栖作战，特别强调由登陆部队
建立陆上滩头阵地，巩固和发展登陆
场，并将其视为能否取得突击上陆成
功的关键。而未来两栖作战更加强调
海基的指挥控制、后勤以及火力支援
的重要性，要求把海洋看作是登陆作
战的基本机动区域，建立海上“浮动
基地”，通过先进的情报信息系统，使
登陆部队指挥所在海上即可进行有效
的指挥；通过有力的海基火力支援，
大大提高登陆部队机动的自由度，组
成更加实用、更加轻便、更加有效的
战斗队形；通过把登陆母舰作为浮动
支援平台，利用舰载气垫艇和直升机
的运输能力和机动性，为登陆部队提
供快速直接的后勤装备保障。

两栖作战，战争舞台的“长青树”
■史益星 吴志丹

军事科学以军事特别是战争为独特
研究对象，以服务强军胜战为根本职
能。新时代强军胜战新任务新需求迫切
呼唤加快发展现代军事科学，既巩固拓
展我军战争理论和作战思想等传统优
势，又打造强化新的军事技术优势，使
我军不仅要在作战理论和战法上努力高
敌一筹，而且在军事技术上也要争取具
有非对称优势，促进我军实现由以往的
“以劣胜优”向“以优对优”“以优胜
劣”的历史性跨越。

坚定目标指向，始终聚焦强军胜战

抓科研谋创新。军事科学是指导军事
实践、引领军事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世
界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迅猛发展和强
军兴军事业深入推进的新形势下，必须
把军事科研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为
推动强军兴军、服务备战打仗提供理论
和科技支撑。强化设计战争的责任担
当。大兴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之风，盯
住对手之变、战场之变、科技之变，跟上
战争形态、战场空间、作战手段演进步
伐，深刻把握未来战争制胜机理，深入
研究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坚持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加强核心作战
概念和作战理论开发，打造研究战争、
设计战争、打赢战争的“最强大脑”。立

起服务打仗的工作导向。始终聚焦服
务备战打仗这个主责主业，强化科研力
创新力就是战斗力的意识，强化研战一
体、研用一体的意识，强化备战打仗“指
挥棒”的意识，一切工作都向备战打仗
聚焦、与备战打仗对表、用备战打仗检
验，使战斗力标准真正立起来落下去。
打通对接实践的闭环回路。坚持问题
导向，始终把打仗需要作为科研需求、
把备战难题作为科研课题，尽快补战场
建设缺项、强作战体系弱项，创造条件
让科研人员走出书斋、走向战场，使科
研创新链嵌入决策咨询链、作战指挥
链、战斗力生成链，推动科研创新成果
更好进入军事实践。

把准战略基点，把自主创新的思想

鲜明确立起来。当前，科技已成为核心
战斗力。大国军事博弈很大程度上体
现为技术上的颠覆和反颠覆、突袭和反
突袭，是军事科技创新能力的较量尤其
是自主创新能力的较量，依靠别人、依
附于人必然受制于人。只有坚持自主
创新的战略基点，坚定不移加快自主创
新步伐，才能掌握先机、赢得未来。主
动把握自主创新的时代机遇。当前全
球科技创新空前活跃，主要国家都把夺
取科技优势作为谋求军事优势的战略
举措，大力发展颠覆性技术。科技创新
历来是时间和速度的赛跑，必须增强科
技认知力、创新力、运用力，抓住机遇加
快自主创新步伐，切实在激烈的军事科
技竞争中跑出加速度、赢得新优势。清

醒认识自主创新的使命忧患。关键核
心技术受制于人是国家安全的心腹大
患、打赢制胜的最大短板。关键核心技
术是国之重器，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
来的，必须立足自主创新、自立自强。
军事科研人员要坚守科技兴军、科技报
国的初心本色，树立勇攀高峰的雄心壮
志，组织优势力量打好攻坚战，为实现
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掌握创新主动
权作出应有的贡献。紧紧扭住自主创
新的关节重点。推进自主创新必须突
出重点、有的放矢，坚持非对称思想，坚
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强化战略导向
和目标引导，以国家和军队重大战略需
求为牵引，加强对关系根本和全局的科
学问题的研究部署，在关键领域、卡脖
子的地方下大功夫。要加强基础研究，
夯实创新基础，补齐科研短板。要加强
科学展望和技术预见，在最前沿、最敏
感、最重要的科学领域和发展方向作出
战略性安排，一项一项攻关突破，努力
推出标志性、原创性重大成果。

探索走开新路，努力构建开放协

同联合创新格局。进入大科学时代，
传统的线性、单打独斗的科研模式越
来越不适应重大攻关需求，跨团队、
跨领域、跨学科的联合开放科研成为
大势所趋，必须坚持“开门搞科研”，
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努力构建
科研创新大联合、大协作的生动局
面。在转变思维理念中打破桎梏。融
合结合，贵在心合。强化理技融合观

念，打破唯理论、唯技术“二元分
立”、双轨运行的思维窠臼，增强融合
意识，培育复合型思维。强化协作共
赢意识，使人人想融、自觉促融、能
融尽融成为科研创新的行为习惯，防
止形聚神散。克服埋头书斋、闭门造
车的思维定式、固有模式，着力解决
科研成果转化周期长、利用率低等问
题，把创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
斗力。在重塑体制架构中优化布局。
优化布局是对军事科研体系更高层次
的构建塑造。要加强科学规划设计和
编配组合，激发军事科研系统的“涌
现性”，产生“1 + 1＞2” 的 创 新 效
应。科学搭配理论研究和技术研究力
量，巩固优势学科，打造特色学科，
发展新兴学科，提高军事科研体系的
集成优势。积极走开“小核心、大外
围”的科研之路，强化“一元多点”
总体布局，深化国际交流互动，实现
全球融智借力，增强创新整体效能。
在坚持任务牵引中凝聚合力。现代军
事科研多学科专业交叉群集、多领域
技术融合集成的特征日益凸显，必须
加强力量整合、资源统合、体系融
合，克服科研“孤岛”现象。围绕国
防和军队建设改革重大现实问题、全
军性重大演训备战活动等，科学设置
重大科研课题，重视打造“产学研
用”一体的创业园区，把创新链、产
业链有效衔接起来，实现协同创新、
持续创新的良性互动态势。

把准军事科研创新着力点
■吕立业 洪超印

虽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但于战争规律却不尽然。从战争发起

者与应战者的初衷和想法来说，双方

并不想久战，他们不过是为了得到如

荀子所说的“王夺之人，霸夺之与，疆

夺之地”三个层面的利益罢了，攻战之

前，所想的莫不是“速决”“灭此朝食”

的痛快，岂知这就犯了大忌。克劳塞

维茨说：“战争不是消遣，也不仅是在

冒险和胜利中寻求乐趣，无责任感的

好战之徒是无存在余地的。战争是一

种达到严肃目的的严肃手段。”墨子对

因侵略成性导致败亡则举出了例子，

“吴以阖闾夫差之好战而天下莫强，乃

卒不免灭于勾践。晋之智伯势冠六

军，兼并为务，而终败于三家”“以攻战

亡者不可胜数”。

都知“极武者伤”，那么根由何在

呢？除了道义及物质方面的原因外，

很重要一点就是求速胜的“坏心态”

遇上了保远胜的“缓称王”，比谁笑到

最后，那就一定是“坏心态”给“缓称

王”做注脚了。战国末期的赵国名将

李牧，战功显赫，一生从未打过败

仗。在对匈奴之战中，他刻苦操练士

兵骑射技能，小心警戒边境烽火台，

优待将士，并制定了应敌军纪：“匈奴

一旦来犯，立即收拾物资退回城堡固

守，对擅自出去抓捕俘虏的要处斩。”

匈奴几次侵犯都占不到便宜，以致匈

奴和赵王都认为李牧怯战，直到几年

后匈奴大举进犯，被李牧的精兵强将

一举围困，斩杀十余万。随后十余

年，匈奴不敢靠近赵国边境。李牧不

求小胜，苦心营谋，始终坚守相持之

道，长期示弱并暗中训兵以待，忍用

几年工夫终决一胜，可谓千古绝唱。

日本侵华狂妄一时，失败是必然结

果。但是，对日军的作战，也有一个

正确地判断形势的问题。抗日战争

爆发后，毛泽东基于对“全部基本要

素”的研判，发表《论持久战》，阐明处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有战略的

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

径”。实际上毛泽东持久战的思想早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基本形成，

得出“中国红军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

可能很快战胜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

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

可能失败”的论断，并将其规定为“我

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

的重要方针之一”。这一清醒的判断

和决定，为防范“左”倾冒险主义者们

葬送革命力量以及在持续艰苦的革

命斗争中保证红军力量不断发展壮

大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孔子的“毋欲速，毋见小利，欲速

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与孙子的

战争已发生时应力求拙速，而不可巧

久的思想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持久为

胜、不求速胜的这一战争本质规律。

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军，以及

梦想着打到鸭绿江边吃圣诞火鸡的美

军并没有什么不同，过度的狂妄必然

导致迷信蛮力而疏于谋略，一旦陷入

战争泥潭也只能徒叹奈何了。

战略持久是门艺术
■刘玉海

随着时代发展，两栖作战正发生深刻变革，作战功用由“大规
模登陆”向“小规模特战”转变；作战要求由“抢滩建场”向“打
点控场”转变；作战空间由“陆海空”三维向“陆海空天电心网”
全维转变；作战重心由“陆上作战”向“海空优势”转变；作战指
挥由“计划概略指挥”向“动态精准指挥”转变；作战编组由“数
量规模型”向“精干多能型”转变；作战行动由“点线面”线式推
进向全纵深“遍地开花”转变；作战方式由“有人化、信息化”向
“无人化、智能化”转变；装备体系由“突破岸滩防御”到“保障
舰到目标机动”转变；部署模式由“临时应急部署”到“前沿常态
部署”转变；作战支援保障由建立陆上“滩头堡”向建立海上“浮
动基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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