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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军事领域奉行“SCI
崇拜”，会带来巨大的战斗力风险。

目前，中国科技界存在所谓“三大

索引”，即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

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这

些索引基本主导了科技研究的价值评

判标准。无论是职称评聘，还是晋职晋

级，进入“三大索引”的论文，好似“硬通

货”；而国内核心期刊的论文，仿佛低人

一等，不被充分认可。

对于科技界这种“言必称希腊”的

现象，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构生物学家

施一公教授，有过坦率和直接的批评：

“我们在科研上的导向，就是把科研成

果写成英文，发表在西方杂志上，我们

自己的工程师反而无法获得我们的最

新成果。这实际上是在为西方免费劳

动，有时还付费在西方发表文章，这等

于倒贴为西方服务。”

毋庸讳言，这种现象在军事科研中

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军队院校和

研究所，亦步亦趋地将SCI论文作为评

价科研人员能力的权威性指标。如果

说民用领域的“SCI崇拜”仅是损失一

些科技资源，那么在军事领域如果也奉

行“SCI崇拜”，则隐藏着巨大的战斗力

风险。

有学者认为，“SCI崇拜”某种程度

体现的是英语语言霸权。无法想象，西

方的科技研究成果会优先用中文发表

在中国科技期刊上。即便是发达如美

军，在科研成果的发布上，也是非常“小

气”的。例如，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

机“埃尼亚克”，是美国陆军阿伯丁弹道

实验室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

院，于1946年联合研制成功的。电子

计算机的出现对军事领域乃至整个世

界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深远的。其

在科技上的独创性，堪称前所未有。但

是，美军一直对此秘而不宣。到美军将

C3I公开扩充为C4I，即把计算机“C”

（Computer）作为一个要素加入，已经

是40多年后的1989年。

正是对军事科研成果的保护和保

密，才使得美军在信息化建设上取得了

对于其他国家军队的“代际”优势。如

果在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当年，美军科

技人员就将其写成论文公开发表，并被

SCI收录从而广为人知，美军的信息化

“代际”领先优势，即使不会化为乌有，

至少也会大打折扣。

在西方军事领域，不仅最新科技成

果不会随便发表，甚至在技术上已经落

后的产品，都会受到严密保护。以超级

计算机的发展为例，在我国“银河-I”亿

次超级计算机研制成功之前，美国把淘

汰的超级计算机租给我们，不仅租金比

售价还高，而且中央控制室不许中国技

术人员进入，必须花高薪雇佣美国人。

而当“银河-I”亿次机研制出来之后，美

国就开放向中国销售同款型超级计算

机，抢占市场，打压中国产品。

保护军事科研成果至关重要。因

为在军事上，技术突然性就是强大的战

斗力，能够产生强烈的震慑效果。美军

近期多场局部战争所依仗的非对称优

势，很大程度上就是天基信息系统、精

确打击系统、C4KISR系统等最新技术

装备系统所具有的技术突然性带来的。

如果我们在军事领域的科学研究、

技术发明、论文撰写，也以“三大索引”

为导向，那么，我们不仅是将自己的军

事创新自动提供给西方国家，还可能不

自觉地落入西方国家预设的陷阱，在决

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将会面临

无法承受的风险和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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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战必先联训。作为联合作战的

预实践，联合训练是提升联合作战能力

的基本途径。走实联训之路，创新联训

之法，提升联训之效，不仅要摆脱传统

训练体制的窠臼，还须从思维理念“动

刀”，破除阻碍联合训练效果提升的思

维定式，真正让心“同”力“协”成为联合

训练主旋律。

破除自转思维。目前，联合训练中

“自转”现象仍未完全消除，有的单位游

离联合制订训练方案，淡忘联合设计训

练内容，抛开联合创新训练手段，喊携

手联合的口号，做单打独斗的动作，将

训练目标定格于种好自家“一亩三分

地”。无视联合搞“自给自足”，会诱发

烟囱林立等乱象，违背联合训练的初

衷。毕竟，种好“一亩三分地”是军种训

练而非联合训练解决的问题，“一亩三

分地”种好了，只是具备了联合训练的

准入资格。各级对此须有清醒认知，切

实从“一亩三分地”的自转思维中解放

出来，跳出一隅看全局，跳出眼前看长

远，同上下友邻一道紧扣“联”筹划设

计，瞄着“联”攻坚克难，贯彻“联”真训

训真，让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融入联

合，真正植入联合基因，释放联合效能。

破除配角思维。配角，顾名思义就

是担负辅助或次要角色。未来战争是基

于作战力量互补交融的体系对抗，每个

战位都不可替代。虽然作战力量有主

辅、配属之说，但联合训练要求参训各方

必须以主人翁姿态投入战斗，发自内心

地、本能地为联合谋事做事，将自家绝技

和兄弟友邻的本领充分结合、扩容升级，

最大限度提升体系作战能力。由于存在

思想认识误区，有的单位将牵头等同于

主角，将配属对应为配角，只要不牵头，

就将自身放于次要位置，感觉无主责一

身轻。甚至个别单位出于利益考量，以

“不属职责范围”“上级未安排”“对相关

事宜不清楚”为托词，对联训内容搞选择

性补位，对联训任务搞选择性领取，对联

训难题搞选择性失明。联合训练打的是

“团体牌”，应做到练兵重担大家挑，彼此

摆问题、查短板、找软肋，共同献诤言、谋

良策、训实招，画好最大同心圆。还应自

觉将兄弟友邻的相关训练事项一并统筹

考虑，缺口自觉补位，瓶颈共同攻关，责

任共同承担，不分你我、联手协同。

破除逞强思维。作为众人划桨的

联合训练，不求一枝独秀，而要聚力

同心；不求单项冒进，而要齐头并进。

只有各家练硬“一指禅”，方能聚“钢

指”成“铁拳”，实现联合战力整体跃

升。实践中，有的单位扛旗心切，热衷

于抢“风头”，唯恐他人立头功、抢彩

头，一面听着联训任务部署，一面打着

自己出彩挂号的算盘；盯着上级关注

点“蹭热度”“赶时髦”，什么热门就训

什么，什么易出彩就练什么，甚至超越

边界盲目搞创新。在联合训练中，各

参训方必须摒弃逞强思维，不要被成

绩绑架，不要拼命比你高我低，不要一

味唱“独角戏”，而应把注意力集中于

奏好联合训练“交响乐”。把对提升联

合作战能力的贡献率作为练兵基点，

互享训练秘诀、互学特色强项、互用优

势资源，自觉同频共振，让联合训练整

体能力获得提升。

破除依赖思维。联合训练是系统

工程，需上下发力，立体推进；是探索工

程，需广掀“头脑风暴”，创新驱动；是攻

坚工程，需扭住训练难点重点，综合施

策。实施好联训这项大工程，任何人任

何单位都不能置身事外。实践中，有的

单位对联训消极应对、被动融入，等靠

依赖思想严重，遇难题找上级解决，视

上级为“保姆”，缺乏自我挖潜、自创条

件破难解困的责任，缺乏主动为上级排

忧减压的担当。抓实联合训练，需要各

级主动做攻坚克难的奋斗者、敢闯敢试

的探索者；主动拆利益藩篱，破专业“围

墙”，搭“联手”平台；主动为上级献计献

策、排忧解难、送上精品力作。做到上

级宏观、概略交代的事，要研究提出建

议，列出计划清单，做好请示报告，让宏

观概略之事成为具体实在、便于操作之

事；上级未交代的事，要自抛话题、自找

活干，勇于投石问路，敢于另辟蹊径，力

争为上级提供有价值、有影响、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成果，不断尝试开拓联合

训练的新领域、新境界。

画好最大同心圆
—破除影响联合训练的思维定式

■李 军 武青平

观点争鸣

●对于新兴里一战，彭德怀在著作中提到：“一般包围美军
一个团，全部歼灭要两天时间，他的空军和地面机械化部队拼命

救援。全歼美军一个整团，一个人也未跑掉，只在第二次战役中

有过一次。9兵团27军创造了这样的范例。”

●1950年 12月 11日，美国 《时代周刊》 评价此次战役为
“败北——对美国来说从未有过的最大的败北”。《新闻周刊》则

拿此战与同样在12月份发生的珍珠港事件做了对比，并发表以

下评论：“也许这是美国历史上自珍珠港事件以来在军事上遭受

的最惨痛的失败。如果在军事上或外交上没有奇迹的出现，投入

到朝鲜战场的美军中三分之一将重演巴丹半岛的悲剧，除非能够

再来一次新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一线论兵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
但如果缺乏完备的作战数据支撑，再
先进的作战体系也难以发挥作用。近
年来，我军作战数据建设取得明显进
步，但与“末端化采集更新、网络化传
输处理、虚拟化存储管理、多元化交换
共享、智能化融合应用”的目标还有较
大差距。未来，要有效提升基于网络
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必须把作
战数据体系建设摆到战略位置统一筹
划、科学施建。

加快体系化建设步伐。尽早立起
作战数据体系建设的四梁八柱，成体系
整体推进作战数据建设。首先，应搭好
体系框架。构建以战区联指作战数据
中心为枢纽，基本战役军团作战数据中
心为节点，纵向延伸至旅营连乃至单
兵、横向联通各军兵种的分布交互式作
战数据体系。其次，应细化建设标准。
借鉴国家《科学数据共享工程标准规
范》，设计开发通用数据标准，各军兵种
可据此进行二次开发，确保数据无缝链
接、高效流转。再次，应完善配套法
规。出台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法律法规
和条令条例，规范作战数据的建设、管
理、运行和维护。

着力提升数据处理水平。构建现
代作战数据体系，需积极应对海量战
场数据对数据处理能力的严峻挑战。
为此，应注重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
升级软硬件系统。主要是对指挥信息
系统进行升级换代，为数据快速流转
提供平台和技术支撑。二是推动作战
数据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

研究。强化大数据、云计算、分布式数
据库等技术的实践运用，提升智能化
处理水平。三是大力抓好数据人才培
养。院校可增设作战数据本、硕、博专
业，开设相关课程教学，为培养人才提
供学科和专业支撑。同时，强化作战
数据人才岗位实践锻炼，不断提升任
职能力。

锻造实战化运用能力。作战数据
体系建设，必须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
业。应注重加强战场传感器体系建设，
增加传感器数量和种类，拓展传感器布
设范围，不断提升组网运行能力、数据
采集能力和战场生存能力。建设新型
数据传输网络，以高速数据链建设等为
突破口，构建广域互联、安全高效的战
场数据网。做好联演联训、非战争军事
行动等任务中相关数据的搜集、整理和
储备工作，并依托相关技术，实时采集、
高效处理、适时更新作战数据库。制
定、更新和落实作战数据安全法规，加
强技术防范手段建设，逐步降低作战数
据安全风险。

打通军地数据建设链路。地方在
数据采集、运用等方面有着先发技术优
势和更多便利条件。应聚焦太空、深
海、网络等新领域新空间，加快军地资
源整合、力量聚合，加速推进数据标准
军民通用化建设，消除技术装备军地通
用隔阂，打通军地数据建设链路。依托
国家在超算、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
战略实力，升级、优化作战数据体系架
构、软硬件环境，提升作战数据建设和
运用能力。充分发挥民用数据采集范
围广、持续性好、时效性高等特点，进一
步丰富作战数据采集渠道、拓展采集空
间、扩容数据储备，为提升联合作战能
力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把作战数据体系建强用好
■郭 强

战斗简介

1950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2 日，在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东线战场上，
志愿军第 9 兵团 27 军 80 师在 81 师的
配合下，全歼美军步兵第 7师 31团、32
团 1营和炮兵第 57营。此战，号称“北
极熊团”的美军第 31 团团长麦克劳恩
上校被击毙，志愿军共毙伤敌 2807人，
俘虏 384 人，击毁坦克 7 辆、汽车 161
辆，缴获火炮 137 门、火箭筒 127 具、枪
2345 支（挺）、坦克 11 辆、汽车 199 辆，
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以劣势装
备全歼美军 1个加强团的典范战例，打
出了国威军威，震惊了美国朝野上下，
浇灭了美军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对
取得东线战场甚至是第二次战役的胜
利、扭转朝鲜战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讲评析理

志愿军赢得新兴里之战，至少给我
们以下几点启示：

周密筹划是取得作战胜利的基

本前提。国家最高统帅毛泽东、志愿
军总司令彭德怀等同志对东线战场
十分关注，新兴里战斗准备阶段反复
给第 9兵团宋时轮司令员等电示兵力
部署方案和作战设想；要求充分利用
第一次战役刚结束，美军骄狂轻敌的
有利条件，诱敌深入、分割包围东线
美军；命 42 军采用边打边退的战法，
诱敌冒进；令第 9兵团敌进我进，隐蔽
接敌，避开大路走小路，白天小休息，
晚上急行军，悄无声息地翻山越岭穿
插至美军侧后。由于志愿军周密筹
划，使第 9 兵团 27 军成功将新兴里美
军分割合围，当 11 月 27 日 16 时战斗
打响时，美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部署被彻底打乱，为我军赢得战斗胜

利取得先机。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打仗亦如

此。未来作战，作战要素更多、作战单
元更复杂、作战体系更庞大，要想赢得
战争，战前进行周密筹划尤为重要。应
有针对性地融合信息侦察、指挥控制、
信息进攻、信息防御和综合保障等要
素，确保精确、合理、高效地运用各种作
战要素，最大限度地发挥体系作战优
势；有针对性地配置信息作战单元，并
通过信息系统将其有机地集成为作战
体系，最优化地使用兵力，获取最大的
作战效益；在共享战场态势信息的基础
上科学决策，在整个战场空间实施一体
化作战行动，确保各空间的作战效果互
相促进、互为增益。

灵活多变是掌握战场主动的重要

保证。 11 月 27 日新兴里战斗发起前，
第 9兵团首长判断美军部署在新兴里
地区的兵力为陆战 1 师的 1 个营。战
至 29 日，志愿军发现新兴里之敌为 1
个团兵力，比之前判断多了不止 3倍，
于是马上修正预定的作战决心，调整
作战部署，以 81 师主力进入新兴里地
区，共集中 5个步兵团，以 4个团进攻，
1个团阻击援敌，围歼新兴里地区的美
军。经过灵活调整，志愿军于 30 日晚
23 时向新兴里地区的美军发起总攻，
于 12 月 2 日凌晨 4 时结束战斗，全歼
新兴里地区美军。

灵活是战略战术的灵魂。新兴里
战斗的胜利，得益于志愿军指战员善
于因情而变、以“变”制“变”。针对美
军害怕近战、夜战等特点，坚持以己之
长击敌之短，积极调动敌人，创造和利
用敌人弱点，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攻击
敌人，广泛采取切断、迂回割裂、突然
攻击的灵活战术，分割包围挤压敌
人。“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
河。”未来信息化战争，既是体系对决，
更是智谋较量。信息化作战中的谋略
运用空间、条件、思维方式和谋略较量
的着力点等内容发生了变化，表现为

更加注重破敌体系，更加注重虚实结
合、多法并举。只有以变应变，变中求
新，才能达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
境界。

顽强作风是打赢攻坚战斗的根本

支撑。 11 月 27 日晚，志愿军发起首次
攻击，238 团配属 240 团 2 营，从北面
展开进攻。238团 3营 8连在攻击中被
敌人火力点所阻，配合该连作战的师
炮兵团 92步兵炮连 5班班长孔庆三以
血肉之躯当作火炮基座将敌火力点摧
毁，而他则因火炮后坐力的撞击以及
弹片击中壮烈牺牲。240团 2营 5连发
起冲锋后，受敌 57 野战炮兵营炮火压
制，全连呈战斗队形卧倒在雪地上，最
后全部冻死，犹如悲壮而威严的冰
雕。从南面进攻的 239 团，翻越 1455.6
高地和 1250 高地后，如幽灵般踏着齐
腰深的积雪向敌炮兵营发起冲击，捣
毁敌指挥所并歼敌 300 余人。 30 日
晚，志愿军向新兴里之敌发起总攻时，
240 团 1 营 3连为攻下敌所占 3座独立
房屋，战斗到只剩下战士王德一人。
志愿军“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顽强
战斗精神，令美军深感震惊和恐惧。

战争不仅是武器装备的对抗，更是
军心士气的较量。未来要打赢面对强
敌的信息化战争，必须继承弘扬我军大
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英勇顽强
的战斗作风，锤炼不畏强敌、勇往直前
的必胜信念，锻造吃苦耐劳、牺牲奉献
的意志品质，让官兵永远保持革命战争
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革命热情、
那么一种拼命精神。

保障有力是确保打赢的关键环

节。新兴里战斗虽然取胜，但志愿军
亦付出了沉重代价。第 80师参战部队
在 11 月 27 日和 28 日的战斗中，因冻
伤、冻亡和战斗伤亡减员过于严重，29
日各步兵团不得不合并建制，整顿各
级战斗组织。分析原因，除志愿军装
备落后外，主要还是后勤保障没跟
上。新兴里战斗发起时，当地已是冰
天雪地，最低气温达-40℃。长期战斗
在亚热带、温带地区的 27军，因紧急入
朝作战，部队御寒冬装未能发齐，药
品、粮食及油料等物资短缺，对当地恶
劣气候极不适应。部队指挥员在战争
开始前研究极寒环境作战特点不够，
没有行之有效的防寒抗冻措施，面对
严寒束手无策。由于恶劣环境和美空
军及地面炮兵的狂轰滥炸，志愿军的
物资弹药补给严重脱节。志愿军官兵
有时只能端着只剩几发子弹的步枪与
美军的坦克、大炮对抗，付出了比正常
条件下多几倍的伤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古人

早就认识到的道理。习主席强调：“打
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打保障”“大仗小
仗都要打保障，离开后勤就打不了
仗”。战争形态越发展，作战对后勤的
依赖性越大。必须坚持一切为了前线、
一切为了胜利、服务部队、服务官兵的
后勤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着力建设强
大的现代化后勤，为打赢未来信息化战
争提供坚强保障。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

史军史研究中心）

●“败北—对美国来说从未有过的最大的败北”—

新兴里之战：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典范
■黄学爵

●联合训练像一台全速运转的
机器，参训各方好比零部件，零部件
作用的有效发挥必须服从服务于整
台机器的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