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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军纵横

群策集

谈兵论道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战术运用之所以胜，本质上就是

对敌形成了“数”的优势，并最终实

现“数中求胜”。合理运用战术，就必

须仔细考察和分析战斗进程中各种形

式的“数”，探求其发展规律，从而指

导作战、服务打赢。

“大吃小”是“数”的基本形

式。“大吃小”是战术制胜的基本形

态或最初形态。机械化及以前的战争

中，作战人员素质大体相当，武器性

能差别不大，作战双方很大程度上就

是靠作战人员和武器装备在数量上的

优势，形成作战合力，达成最基本、

最有效的大吃小。有人做过统计：历

史上记载的战例中大约有60%的战斗

由占数量优势的一方获胜；如果把防

御态势这一倍乘因子考虑进去，那

么，历史上大约有80%的战斗由数量

占优的一方获胜。诚然，所谓“大”

并非仅仅是表象呈现出的“多”，而

是某种条件下的“优”，并且毫无疑

问，在不同的情况下，“大”的具体

数值还有不同的解释。军事历史表

明，兵力数量不占优势的军队最终获

胜时，其战斗力总是局部大于失败一

方。

“快打慢”是“数”的内涵表达。

历代军事专家在总结战斗规律的时

候，都会提到一点：突然性能极大地

增强战斗力。突然性不仅能够倍增战

力、彰显威力，而且可达成出奇制胜

效果。突然性的本质就是在战斗进程

中的某一点上，达成“快打慢”的效

果。可达成突然性的途径很多、形式

多样，但最朴素的理解无非就是实现

快慢速率上“数”的优势，“快”对手

一步，其本质在于剥夺敌人的反应能

力和时间，以速率差赢得时间差、空

间差，进而形成力量差，实现快打

慢。二战期间，德军势如破竹的“闪

击战”就是对突然性的最好诠释。信

息化战场上，随着新型武器装备不断

问世，新技术的运用更能达成超出想

象的“先人一步”，快打慢必将成为主

流。

“精制粗”是“数”的必然要

求。有道是：天下武功，唯快不

破。但“快”只是第一步，若只

“快”却“不准”，必将还是徒劳。

两军交战，如果一方只快不准，只

能打击对手的边边角角而非要害，

不但不能速战速决，反而暴露了自

身信息，致己陷入不利局面，使对

方得到后发制人的机会。作战中实

现“一剑封喉”的“高”命中概

率，自古以来就是战斗中孜孜以求

的目标。一般而言，精确打击武器

的命中概率在50%以上，有的可达到

80%以上。今天，大力研制精确打击

武器，提升武器命中概率已成为各

军事大国发展的重要一环。美国

《全球大趋势 2030：变化的世界》 指

出：未来 15～20年，战争机器的类

型将越来越多样化，尤其是精确打

击武器。科索沃战争中，美军使用

的精确制导弹药虽然只占对地攻击

弹药的 35％，但其消灭的目标数量

却占总数的 74％。依托精确打击武

器，对敌作战体系的关键节点和要

害目标实施“点穴”“封喉”“斩

首”式的作战能量精确释放，达成

击点、瘫体、控局的作战目的，提

高作战效费比，由“概略”向“精

细”转变，必然成为战术运用的发

展趋势。

“少变多”是“数”的最终遵

循。战斗中，不管是从量维度上的

“大”，速维度上的“快”，还是从准

维度上的“精”，来达成对敌“数”

的优势，其最终目的都是在已有条件

下以最高效的方式释放作战能量，从

而达成作战目的。因此，战术运用中

首要考虑的是如何在“数”上达成对

敌优势，不能在量维度上数大，就在

速维度上数大，或是准维度上数大，

或是三者的综合运用。身处同样的作

战条件，面对同样的敌人，不同的指

挥员指挥同一支作战力量，取得结果

会不尽相同，是因为他们形成对敌

“数”优势的能力不同；不同作战方

案的效果不同，本质上讲就是同一支

作战力量置于同样的敌情和战情，可

以实现“小变大”的能力不同，战术

方案的得分“数值”高低不同，获胜

者自然是选择得分最高的方案作为执

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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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个别单位存在着这样一种
现象：部队训练以练射击、练体能代
替练谋略，讲工作替代讲战役战术，
参演离不开脚本，讨论离不开讲稿，
战法研究大而化之，笼而统之，谋战
不深，备战不实，务战不力；有的单
位对部队反映的问题无动于衷，缺乏
真打实备的紧张劲、较真劲；训练考
核认真较真不够，落实制度严肃严实
不够，实战实训思想树得不牢，从难
从严要求没有形成自觉，用不打仗的
心态准备打仗。

现代心理学表明，心态决定行
为、影响行为。有怎样的心态，就会
有相应的行为。用不打仗的心态准备
打仗，军人的血性就会一天天被销
蚀。嘴上喊着打仗，心里却想着别的

事情；明知搞“花样盆景”打起仗来
要吃亏，却热热闹闹走过场，明明心
里没有底，却胸脯拍得当当响。在军
不言战、不谋战、不务战，就会让战
斗力标准软下去，最终在战场上付出
血的代价。

军人只有两种状态，打仗和准备打
仗。作为军人，有打仗的心态，才会想
打仗的事，干好打仗的活儿。摒弃“不
打仗”的心态，领导干部要做真抓实备
的模范，首长机关要做谋打赢的先锋，
基层官兵要做练打仗的尖兵。必须强化
“想打仗、谋打仗”思想，教育官兵凝
神聚力，把精力聚焦于随时准备打仗，
在战斗警觉上不能有丝毫的“精力转
移”。战斗本领的锤炼最忌动力不足，
缺乏“本领恐慌感”和实战概念，搞花
拳绣腿。要引导官兵端正训练动机，在
练体魄的同时，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和
实战化训练的激情，增强官兵战斗本领
锤炼的自觉性。

警惕用不打仗的心态准备打仗
■张 超

●日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
美国可能在2025年左右研制出一种反

高超声速武器。俄罗斯在其新一代空

天防御系统发展规划中，也明确将拦

截高超声速巡航导弹、助推-滑翔弹头

等任务作为2020年前的发展重点。美

国、俄罗斯在大力发展高超声速武器

的同时，正在加紧研发反高超声速武

器，以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高超声速

武器威胁。

高超声速飞行器潜在的颠覆性价

值巨大，使美俄正不遗余力地推动高

超声速武器尽早列装。临近空间高超
声速飞行器融合“高高空、高超速、
高机动”特点于一体，具有发射模式
灵活、载荷多样以及“速度即隐身”
带来的突防成功率高、生存能力强等
优点，将主要用作远程快速精确打
击、全球力量快速投送、天地往返运
输以及拦截弹道导弹、摧毁太空系统
等平台，兼具战略威慑和实战应用，
已成为大国为打破战略平衡、打赢未
来战争极力发展的新型“杀手锏”。

当前，美国三军正合力研制先进
高超声速武器，其经费预算暴涨。基
于早期试验基础，美国或将迎来以陆
基/海基、战术助推滑翔、吸气式/助
推滑翔式等为代表的高超声速武器
“井喷式”发展。面对美国不断加强全
球反导体系建设对俄罗斯战略打击能

力的抵消，俄罗斯不断加大高超声速
武器研制力度进行战略应对。俄罗斯
将研制和部署高超声速武器列为重大
优先事项之一，计划在 2020~2022年间
装备空射型高超声速导弹。俄罗斯海
军将在 2025年后开始装备高超声速武
器系统。

美国正通过新老手段结合全力发

展反高超声速武器技术，或在2025年

左右研制出反高超声速武器。防御能
力与进攻能力总是相辅相成的。美国
《2017 年度国防授权法》 已明确要求
导弹防御局 （MDA） 制定专门应对
高超声速导弹威胁计划。如在启动
“远程高超声速拦截导弹”项目的同
时，全新发展用于拦截滑翔弹头等目
标的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在全球一体
化多层导弹防御系统中增设反高超声
速武器方案等。近期，作为应对高超
声速武器威胁的过渡方案，除正在研
制增程型 THAAD-ER 拦截弹外，还
提出“标准-6”拦截弹同样具备反高
超声速武器的潜力。远期，准备采用
激光武器、轨道炮甚至天基卫星反导
系统等，提升对高超声速武器的拦截
能力。

与此同时，美国为有效跟踪和瞄
准高超声速目标，正计划通过升级地
基雷达、部署高空无人机以及天基卫
星平台、小卫星星座等，将雷达和天
基传感器网络联合起来，发展持续监
视并覆盖全球的高超声速武器探测系
统，用于开展太空传感器技术、多域
指挥控制能力升级等，以完善反高超
声速武器全杀伤链技术，在 2019 年

前实现对大部分高超声速威胁的实时
预警。美国空军正在寻求实现太空智
能感知与识别高超声速目标，加速更
新美军下一代导弹预警卫星系统，该
系统将可用于探测高超声速武器目
标。

俄罗斯将拦截高超声速目标作

为 2020年前空天防御发展的重点，

甚 至 不 惜 再 次 抛 出 核 威 慑 。 早 在
1999 年，俄罗斯即开始论证未来复杂
空天作战环境下防空武器体系构想。
针对高超声速飞行器、无人机等空天
进攻体系中威胁严重的环节和武器，
计划运用最先进的技术研发武器系统
群，构建“防空反导一体化地空导弹
武器系统”，以实现与空天进攻武器
之间的体系对抗能力。目前，俄罗
斯正在完善的“防空反导一体化地
空导弹武器系统”，使军事对抗的战
场高度提升并扩展到临近空间及太
空领域。

俄罗斯也高度重视对高超声速目
标的预警能力建设。2018年 12月，俄
军首座最新型“集装箱”超视距侦察
和导弹预警雷达开始投入测试作战值
班，计划明年正式投入实战。这种超
视距雷达能确定 2500公里外的各种飞
机和高超声速导弹坐标，可同时追踪
5000 个目标。这是俄军对抗西方最新
高超声速武器的盾牌。此外，俄罗斯
联邦委员会甚至建议，如果俄罗斯受
到“高超声速和非核战略武器”攻
击，应允许俄罗斯使用核武器进行报
复。

美俄竞争态势凸显发展反高超声

速武器的紧迫性困难性必要性以及策

略性。面临战略竞争对手高超声速武
器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与实战能力突
破，美俄愈发觉得发展反高超声速武
器非常急迫。如美国国防部发布《弹
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威胁评估》 报告，
将对手正在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
器定义为“新兴威胁”。同时，考虑到
高超声速武器极高的速度、机动能
力、飞行高度以及“速度即隐身”确
实难以探测和防范的实际，美俄均认
为之前的防空体系还没有足够的防御
能力来有效应对高超声速武器威胁。
因此，美俄一方面宣称自己的高超声
速武器无法被有效拦截，一方面又加
紧改进升级传统防空系统、加快发展
新的预警与拦截手段，以此作为有效
应对对手高超声速战略威胁与打击的
首选途径。

美俄均认为，新的拦截与预警手
段建设对有效实现反高超声速威胁至
关重要。但美国不论是在拦截方案还
是在预警方案方面，都是新老结合多
管齐下，以尽快形成能力优势。而俄
罗斯仍采取务实策略，主要以 S-500、
新一代超视距雷达为主要手段，且明
确以核反击作为保底手段。正如俄罗
斯以“匕首”服役拔得高超声速导弹
竞争头筹一样，或许在反高超声速武
器竞争上务实策略仍较有效。

高超声速武器的“快”是优点，
很难被探测和拦截。但也正是因为
“快”，其气动外形甚至不能遭受有效
“微创”，其信息传输与控制系统甚至
不能遭受有效“干扰”成为其缺陷。

美俄反高超声速武器竞争趋紧
■丰松江

“不打堂堂之阵”一

直是指导我军战胜强敌

的战争指导

纵观我军战史，“不打堂堂之
阵”一直是指导我军战胜强敌的战争
指导，其中蕴含着战争强弱相互转化
的思想，揭示了作战主动与被动的辩
证关系，是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的精髓
所在。进入信息时代，这一战争指导
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顺应战争矛
盾运动的发展趋势，仍是我军克敌制
胜的重要法宝。
“不打堂堂之阵”是对战争制胜

规律的科学总结。战争从来没有包打
天下、一成不变的制胜宝典，“怎么
有利怎么打、怎么主动怎么打”“你
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按敌人的套
路打才是赢得胜利的永恒法则。革命
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能够以弱胜
强、以劣胜优，靠的就是灵活机动的
战略战术。从国内革命战争的“十六
字诀”、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游击
战”、解放战争的“十大军事原则”，
再 到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的 “ 零 敲 牛 皮
糖”，无不闪耀着“不打堂堂之阵”
的光芒，这些都是我军战争实践的经
验结晶，也是面对强敌敢于亮剑的信
心所在。

“不打堂堂之阵”是打赢信息化战
争的现实要求。从世界近几场局部战
争看，作战双方在信息化程度上的代
差倍增了作战实力的差距，获胜一方
更加注重利用与对手的技术差、信息
差，主导战局发展，以最低代价甚至
是“零伤亡”赢得胜利；竭力创新战
法运用，尽可能避开敌之锋芒、以低
制高。应辩证地看待信息化战争的
“变”与“不变”，既主动顺应大势、
找准规律，师夷长技；又要始终以自
己的方式研究战争、设计战争、打赢
战争，积极创新实践切合我军发展实
际、适应战争形态演变的作战指导和
战略战术。
“不打堂堂之阵”是应对未来挑

战的务实之举。我军是在“小米加
步枪”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建设，一些常
规武器性能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但总的来看，我军现代化建设还处
于全面发展之中，武器装备仍将经历
一个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有机融
合的长期过程。此外，我军 30 多年
未经战事，部队缺乏打信息化局部战
争的经验，各项建设成果缺乏实际作
战的检验。在这些背景下作战，我们
不能与“龙王比宝”，更不能逞匹夫
之勇、与强敌“死磕”，而是要着眼
发挥我们的优势和强项打，瞄着敌
方的软肋和死穴打，扬己之长、避
己之短，抑敌之长、击敌之短，以
能击敌之不能。

紧跟战争形态演变

把握蕴含于“不打堂堂之

阵”中的“活”的灵魂

现代战争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这
些变化看上去眼花缭乱，但背后是有规
律可循的。探寻这些变化背后的规律，
最关键的就是紧跟战争形态演变、紧贴
形势任务发展，全方位认知和把握蕴含
于“不打堂堂之阵”这一军事战略思想
中“活”的灵魂，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准
开启制胜之门的钥匙。

核心是“奇”，奇正结合、出奇制
胜。“不打堂堂之阵”最关键的就在于
力避与对手在固定战线上拉开架势，硬
碰硬、攻对攻地拼消耗。现代技术的快
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使得战场日趋“透
明”，传统方式很难达成作战的突然
性。必须准确把握信息时代战争制胜机
理，与时俱进创新谋略运用的方式方
法。靠以快吃慢出奇，做到先敌发现、
先敌决策、先敌行动，尽可能增大敌我
反应的时间差，力求在敌判明我作战企
图、完成作战准备、展开行动之前就达
成决定性战果；靠以明制盲出奇，构建
多维一体、多源融合的侦察体系透视战
场，用足用好信息作战力量手段盲敌侦
察预警、断敌信息链路，致其失聪失明，
做到形人而我无形；靠以长击短出奇，发
挥综合优势，用足远程火力，多维控制、
多手打击、多样行动，整体作战、组合出
拳，以能击不能；靠以聚胜散出奇，基于
信息系统网聚诸军种作战效能，陆海空
天电多维一体打击，非对称打击敌人；靠
毁点瘫面出奇，选准支撑敌作战体系的
节点要害目标，活用精确作战手段实施
“点穴”打击，使其指挥失灵、协同失
序，兵力虽存、但战力尽失。

关键是“变”，因敌而变、因势而
变。两军相争重在谋势布局，用主动
性争取战场主导权、控制权，致人而
不致于人。一方面要主动求变。在准
确研判战场态势、预估作战进程的基

础上，通过隐蔽、示形、牵制等手段谋
势造势，尽可能调动、消耗和削弱敌人，
牵着对手的鼻子走，使其由逸变劳、由
聚变散、由实变虚，在动态中抓住敌软
肋打、瞄准敌死穴打、各个击破；另一方
面要灵活应变。不仅要积极适应战场、
更要主动创造战场，充分预想可能出现
的最复杂最困难局面，牢牢抓住体系对
抗的要害点、作战转换的衔接点、临机
处置的关节点、事关全局的风险点，搞
好作战全过程的运筹谋划和控制协同，
不为对手假相所迷惑、不因局部得失乱
阵脚，始终做到统揽全局、把握重心，
以积极有效的军事行动改变力量对
比、创造有利态势。

要义是“活”，你打你的、我打我
的。这是我军一直遵循的制胜之道。
土地革命战争是“你打你的正规战、我
打我的游击战”，抗日战争是“你打你的
速决战、我打我的持久战”，解放战争是
“你打你的阵地战、我打我的运动战”，
抗美援朝战争是“你大打钢铁战、我零
敲牛皮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战争史
上的奇迹。未来信息化战争，我拥有正
义在我的道义优势、主动在我的先机优
势、力量装备的实力优势、潜力雄厚的
支撑优势，更应一以贯之地坚持“你打
你的、我打我的”，不照常理“出牌”、不
按“规则”打仗，不以敌期望的程式和方
式交战，怎么有利、怎么主动、怎么擅长
就怎么打，更为积极地设计战争、创新
打法，虚实结合谋布局、慎重初战猝开
局、临机应变巧控局、因势利导稳收
局，打低代价的高效益战，打低风险
的高胜算战，打由我主导的速决战。

根本是“实”，立足现有、扬长避
短。我军历来强调有什么装备打什么
仗，注重利用敌我双方在战术、力量及
战场环境等方面的不对称性，通过谋略
及战法的灵活运用，实现人与武器的最
佳结合，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我们既不
能寄望于“用明天的装备打赢明天的战
争”，更不能停留于“用今天的装备打
赢昨天的战争”，必须发挥各级的主观
能动性，根据新老融合的实际条件，
挖掘人装耦合的内在潜力，积极创新
克敌制胜的战役战法。

探索“不打堂堂之阵”的制胜之策
■张学锋

应对信息时代的战争，要尽量避免在高技术领域同
敌人打堂堂之阵，而应瞄着敌人的软肋和死穴打，着眼
于发挥我们的优势打，以能击不能。这一重要思想深刻
揭示了现代战争指导规律和制胜机理。打赢未来信息
化局部战争，必须深刻领悟“不打堂堂之阵”的深邃内
涵，深入研究现代战争制胜机理，运用这一思想指导作
战运筹，确保未来信息化战场能一招制敌、速战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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