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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军

事科技对军事学术的影响渗透越来越

大，军事理论研究人员只有了解现代科

技知识，掌握现代科技思维方法，理解

现代战争的科学技术基础，才能真正取

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20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融合发展的特征日益凸显，军

事理论研究与军事技术研究呈现出

一体化综合化的明显趋势，交叉学科

和课题任务不断涌现，客观上要求军

事理论科研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现

代科技素质，否则就难以搞好本职研

究。在这方面，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

很好的榜样，他在《论线膛炮》《步枪

史》等军事理论文章中，以枪炮的物

理构造、技术性能为研究起点，阐述

了武器对军队战术和编制的种种影

响，使“技术决定战术和编制”的结论

有血有肉、分外深刻。目前，我国学

科划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借鉴苏联

模式建立起来的，存在文理分离、专

业壁垒明显的不足，现有军事理论研

究人员大多是这种模式下培养起来

的，军事科技素质相对较弱。

现代科技素质可以理解为运用

现代科技知识和方法，认识、判断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层次上看，可以

分为现代科技知识、现代科学的研究

方法、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思维方式

和现代科技研究文化四个层次。首

先，知识是基础，没有一定的现代科

技知识，就无法认识现代战争，更谈

不上搞好军事理论研究。20世纪 80

年代，钱学森曾提出：“社会科学工作

者除了学习社会科学的专门知识外，

还要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

术知识，以便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

更 好 地 运 用 现 代 科 学 技 术 的 新 成

果。”其次，科学研究方法对于科学创

造有着重要的作用。多年以来，军事

理论的研究方法相对稳定，而随着现

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军事科技的

研究方法进步很大，出现了大数据分

析法、复杂网络和深度学习法等新的

研究方法，完全可以借鉴过来为军事

理论研究所用。再次，思维方式是人

们进行思维活动的方法和形式，没有

正确的思维方式，就无法得出正确结

论。因此康德讲：“重要的不是给予

思想，而是给予思维。”军事理论研究

者应当紧跟时代步伐，注意把握和运

用现代科技网络化思维、大数据思

维、虚拟化思维等新的思维方式，善

于从不同角度研究军事理论问题，得

出更为客观全面、不落窠臼的答案。

最后，科研文化是科研活动过程中最

深层、最持久的精神因素。课题任

务、学科知识是常变常新的，研究方

法甚至思维方式也是与时俱进的，但

作为文化层面的科研之道却是相对

稳定的、深层次的，影响也是最为深

远和持久的。军事理论研究人员应

注意了解现代军事技术科研文化，发

掘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部分，取长补

短、为己所用。

提高军事理论研究人员现代科技

素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当前，应把

抓好军事理论科研人员高科技培训作

为一个有力举措，不断强化军事理论

研究人员对军事科技知识的掌握和运

用水平，为认识纷繁复杂的现代战争

提供有力武器。重视发挥科研学术活

动的牵引带动作用，以综合性课题为

牵引，广泛抽调各领域专家组建跨学

科联合课题组，让分属不同研究单位

的专家在共同研究中碰撞、磨合，加深

相互间的认识和了解。经常举办专题

性的军事科技知识讲座，定期交流通

用基础性军事科技研究成果，加深对

军事科技知识的了解。打破学科界

限，选调合适岗位人员在各研究单位

间进行交叉任职，努力培养复合型创

新人才。同时，军事理论科研人员还

应增强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解力，深

刻认识现代战争中技术因素地位作用

日益提升的发展趋势，增强对新技术、

新发明、新知识的敏锐性，重视追踪挖

掘新技术、新装备、新理论的军事价值

及影响，努力将军事理论研究创新的

增长点转到基于科技进步和运用科学

方法上来。

为军事理论研究插上科技翅膀
■李晓辉 李 明

挑灯看剑

观点争鸣

有矛即有盾，面对混合战争的威胁，
反混合战争的研究日益被世界各国重
视。面对未来地区安全环境及混合战争
的挑战，加强反混合战争问题研究成为
一个紧迫课题。

深化对混合战争本质问题研究。

所谓反混合战争，即在综合使用各种资
源的情况下，制定和使用行之有效的对
抗战略，以对抗和削弱对手发动的混合
战争。加强混合战争本质研究，是制定
反混合战争战略的基础。混合战争具备
以下特征：混合战争是不宣而战；发起国
在一定时间内不会暴露自己；不实施大
规模动员行动；破坏对方的政治、经济以
及文化世界观；使用外交施压、经济制
裁、信息侵入，加快对对手雪崩式破坏的
进程，等等。随着混合战争实践的不断
发展，还会涌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行动
方式。应动态实时把握混合战争的本
质，有的放矢地制定反混合战争战略，保
证反混合战争战略的针对性、有效性。

制定多维度反混合战争统一战略计划。

混合战争是各种领域、各种手段在时间
和空间上的综合运用，反混合战争也应
围绕同一战略目标制定统一战略，确保
“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对抗。一方面，应
注重多域一体。在统一目标下，将经济、
军事、文化世界观领域的行动融入战役
计划框架内，制定多域一体的战略计
划。在经济、军事及外交等各条战线上
统一用兵、形成合力，才能整体粉碎敌人
混合战争企图，削弱其混合战争效果，或
迫使对方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及其他方
面的让步。另一方面，应注重战役融

合。按统一的总目标制定一系列战役行
动计划，把军事行动与非军事行动、秘密
的和公开的、宣传和反宣传战役联合起
来，使各种战役效果相互迭代、累积，形
成反混合战争战略的整体涌现。

注重反混合战争战略主动持久性。

随着国际形势和安全环境的变化，反混
合战争的战略可能是防御性也可能是
进攻性的。在制定反混合战争战略时，
应以“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为指导，分清
对于国家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参加战
争行动的规模等，识别战机、塑造战机、
利用战机，主动反击，争取战略主动
权。由于反混合战争战略应对的是国
家安全与世界秩序竞争，具有长期性和
持续性特点。应树立持久作战思想，不
争一域一地一役得失，利用强大的战略
纵深和资源优势，利用和放大敌人弱点，
注重持久作战、持续增强反击力度，以促
成敌人作战顶点提前到来，实现强弱优
劣态势转换。

加强反混合战争战略国际合作。

混合战争以国家为对象，涉及国家的方
方面面及国际之间的活动，而且发起者
也多以联盟或合作方式出现，迫切需要
加强国际合作，以合作对合作。根据战
略总目标，与伙伴国建立全面关系，共同
反击国际关系领域内产生的破坏性影
响，为顺利完成反混合战争战略任务营
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与相关国家建立持
久的良好的关系，努力达成安全合作等
协议，提高联合行动能力。反混合战争
面临许多重大难题，仅凭自身力量将很
难解决，需要与伙伴国一起，合力预测解
决面临的难题，如发起国可能使用的新
的破坏性技术、寻找混合攻击的源头等，
并在反混合战争战略的统一框架内采取
应对措施。

重视反混合战争问题研究
■谢 蕾

古人云：“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

者亡。”军队打仗，必须先谋划，再行动。

经验表明，任何“知胜”的奇谋良策，要想

达成“制胜”目的，无不取决于人。首先，

自己人务必不折不扣地贯彻意图，执行

计划。其次，敌人是否中计，能否就范，

这一点更重要。如果只是“剃头挑子一

头热”，敌人“不配合”、不上当，“奇谋”设

想再好也难以实现。

兵者，诡道也，因敌而制胜。诸葛亮

巧设“空城计”，因为对手是生性多疑的

司马懿，若换个猛张飞，此计便万难奏

效。所以，任何计谋本身并无新旧之分、

奇正之别，关键在于是否用在了恰当的

场合、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对象身上。

根据这个道理，一个违反常理或军事常

规的非常之举，如果用在对此有所防备

的敌人身上，其效果会大打折扣；一个以

往“熟视无睹”的计谋，却有可能出乎对

手预料，取得出奇效果。事实上，在漫长

的人类战争史上，既有因得计而争得主

动的，也有因中计而陷于被动的；既有因

谋高一筹而顺利达成预期目标的，也有

因不测风云而功亏一篑的；既有因反用

经验而出奇制胜的，也有因奇袭不成而

丢盔弃甲的。究竟哪种计谋能成为“奇

谋”，全看对手识破没识破，接受不接受。

“声东击西”是个奇谋，但弄不好也容

易被对手识破。所以《三十六计》在这一

计的解语中，没有讲具体的使用方法，而

是强调运用条件，即在敌人丧失抵抗意

志、失去清醒的判断头脑时，用之易见效。

刘伯承说过：“打仗嘛，你摸过来，

我摸过去，无非就是把敌人的脾气摸

透，不能烧香找错庙门，蚊子叮泥菩萨，

看错对象。”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之所

以不按常理出牌，在七亘村重叠设伏重

创日军，就在于其抓住了敌人的“命

门”：日军虽然在七亘村吃了一次亏，但

他们向平定地区进行补给的任务并没

有完成，而从当时交通条件看，七亘村

是他们必经之路，不可能绕道而行。同

时，敌指挥官熟悉中国古代兵法，定会

以为我军不会也不敢在七亘村二度伏

击。结果众人已经知晓，日寇正中八路

军的下怀。

其实，那些古今中外善施奇谋的能

手，无一不是把对手看透的高手。苏联

卫国战争，朱可夫曾有句充满自信的名

言：“我不知道德军将要行动的计划，但

根据对手情况的分析，他们只能这样，

而不会有别的做法。”预先研判出敌人

“只能这样”，在战场上就能牵着对手的

鼻子走，拖着对手的辫子打。在长征四

渡赤水之战中，红军与国民党的兵力对

比极为悬殊。然而在蒋介石看来没有

悬念的围歼之战，却被毛泽东导演成一

幕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历史活

剧：一渡赤水“避敌”，二渡赤水“歼敌”，

三渡赤水“诱敌”，四渡赤水“甩敌”，红

军从此顺利走上了战略转移之路。35

年后，美国传记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

里对毛泽东出神入化的军事谋划艺术

赞叹不已。他用诙谐的语言写道：毛泽

东牢牢把握住了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思

维，后者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的习惯

于条件反射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么

样，他便怎么样”。

现在我们有些人一谈起领兵打仗，

总想来个“声东击西”“调虎离山”“背水

一战”等神奇的大手笔，但也时常让人感

到心里发虚。原因无他，根本就在于没

有弄清楚敌手的斗争哲学、思维轨迹和

作战习性，还没有具体分析透战场环境、

实施条件，就轻易地把对策设计出来。

这样做的后果恐怕只有一个：闭门造车、

出不合辙，“偷鸡不成蚀把米”。

没有对手，就没有对策。奇谋的运

用，重要的不是设计奇法，而是“奇”逢对

手，研究对手，吃透对手。

奇
谋
的
关
键
是
吃
透
对
手

■
张
西
成

把握全域聚优的

基本内涵

科技快速发展及其在军事上的广
泛应用，使得战争“域”的概念内涵
得到极大丰富，不仅包括陆海空天电
网等传统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甚至
还包括生物、量子、认知等更广阔的
领域空间。全域聚优就是着眼战争需
要，把不同方向、不同层级、不同领
域、不同空间的优势聚合起来，给对
手最大程度地施加压力或进行打击，
以维持或取得优势地位，赢得战争主
动。

全域聚优是优中选优、优中聚

优。全域聚优不是各种作战单元、作
战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着眼发挥战
略布局优势、力量结构优势、体系支
撑优势，实现各种优势的重组重构重
塑。全域聚优强调精兵制胜、聚优谋
胜，突出体现在聚集优势兵力、火
力、信息力和认知力等精锐力量，获
取全域感知优势、决策优势、机动优
势、打击优势和保障优势，是从已有
优势中选优聚优，从而实现新的更大
优势。

全域聚优是以网聚优、形散神

聚。当前，作战力量部署呈现出“从
集中到分散、从一域到多域、从实体
到虚体”的趋势，全域聚优不是机械
地把各种作战单元、作战要素集中到
某一处，而是根据需要，通过大容
量、高速度的网络，将分散部署的各
种优势作战力量汇聚起来，形成基于
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体系、全域
作战体系，实现优势力量全域分布、
全域联动，从而达到形散而神聚的效
果。

全域聚优是即时借优、快速用

优。未来的战场对抗将是全域对全域
的激烈对抗，各战场之间的流动性、
关联性、耦合性大为增强，一域之强
并不代表全域之强，一域之弱也不一
定是全域之弱，各单元、各要素均可
根据任务需要极大突破原有任务空间
界限，相互借用不同战场空间的异质
优势实现跨界联手，在关键时段优势
叠加形成决定性优势，并快速利用优
势、释放优势，从而实现非对称打击
优势。

认清全域聚优的

主要特征

当前，以大数据、移动互联网
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群不断发
展渗透，随之带来的是作战力量、
作战手段、作战方式的巨大变化，
作战体系网络化、扁平化，指挥决
策数据化、智能化，交战过程无人
化、集群化，传统的战争样式逐渐
被新质力量所主导的新的战争样式
所取代，制智权、制算法权等新的
领 域 制 权 成 为 战 争 制 权 争 夺 的 焦
点，全域聚优赋予传统的集中优势
兵力以新的时代特征。

由单域聚优向多域聚优转变。未
来的战场将是真正的多域战场，仅仅
依靠某一个或某几个域的优势难以从
根本上慑敌制敌，只有把多个域内的
相对优势进行重新布势、全面整合和
同步运用，才能形成效能更为突出的
优势。多域聚优不仅体现在事关全局
的战略和战役行动中，甚至在一次单
纯的战术行动中也是如此，一场看似
在单域发生的战斗，背后实则串联起
多域的战场。

由实体聚优向虚拟聚优拓展。

技术的进步使得物理上的实体空间
与网络、信息、认知构成的虚拟空
间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软硬结
合、虚实交融”的特质更加明显，移
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在全领域的渗透赋能，加速了信
息的处理和对态势的感知，并进一步
主导了认知域的活动，辅助指挥员快
速精准决策，进而获得决策优势并将
其转化为物理域中的行动优势。这
些虚拟空间的新技术以及由此产生
的新质作战力量将成为新的战略制
高点，并随时转化为能够决胜全域
的战略突袭能力。

由静态聚优向动态聚优转变。

全域聚优并不意味着全时段全空间
全领域同时保持压倒性优势，对于
整体上处于劣势的一方，可通过网
络布势、体系联动、多域策应，集
中精兵利器于“一点”，在动态聚优
中对敌形成局部优势。动态聚优的
关键是实现全域行动自由，即在陆
海空天等实体空间以及电磁网络、

认知等虚拟空间自由切换行动，同
步协调多域作战力量，使得任一交
战空间内的对抗，都能得到来自其他
域作战力量的响应，从而在广阔的空
间内形成全域聚优的整体效果。由此
带来军事力量体系编配方式新的变
化，打破区域限制、军种限制，注重
发挥网聚功能，根据作战需求精选、
抽组新质和精锐力量，采用模块化编
组、积木式组合、任务式联合的动
态力量编成方式，开展大范围跨域
机动，确保全域到达、全域制敌、
全域保障。

由指令聚优向自主聚优转变。未
来战场，通过指令控制部队的方式将
难以适应全域作战快节奏、高强度、
复杂化的战场环境，指令聚优将加速
向自主聚优转变。在移动互联网、人
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撑下，自主聚优的
实现成为可能，具体体现在：自主感
知战场态势，即采用智能传感器与网
络技术，通过自主协同探测、多源情
报融合、深度数据挖掘、知识图谱推
理等进行战场情况研判；自主规划作
战任务，即通过预置的作战规则，运
用机器学习、深度神经网络等技术自
主进行战术甚至战役行动规划和危机
处置；自主协同作战行动，即各种分
布式无人集群在目标区周围快速聚拢
并建立协同关系，自主确定攻击发起
序列，自主协同完成战术动作；自主
评估作战效能，即自主完成打击效果
评估信息的采集分析对比，精准评估
打击效果，依据评估结果自主进行后
续决策。

明晰全域聚优的

关键途径

未来战争需要运筹协调方方面
面的力量，需要克服人机结合复杂
性带来的巨大挑战，需要精确组织
多力量多要素的一体联动，这就要
求在深入理解全域聚优内在机理的
基础上，以网络、数据、智能等新
技术新手段为抓手，有力推动全域
聚优的实现。

网络聚优。建立能够覆盖全域
的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将各个战场
空间的不同层级的情报侦察、指挥
控制、火力打击、全维防护、综合
保障等各要素紧密融合成一体，形
成依网布势、依网聚优、依网调控
的一体化网络信息体系，实现各作
战力量、作战单元、作战要素全程
无缝链接、互联互通互操作，是充
分发挥网络聚优效能，赢得战争的
关键。网络聚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网络聚优全域感知，充分发挥
网络信息系统以网控域的优势，将

分布在陆海空天电网等多域空间的
各类传感器联为一体，克服地域限
制 实 现 对 战 场 情 况 的 全 域 精 确 感
知；网络聚优泛在互联，打造战场
云环境，将作战体系中的人与人、
人与装备以及装备与装备之间进行
按需互联，实时交换各类信息，提
高作战协同效能，实现由平台为中
心向以网络为中心的转变；网络聚
优高效抗毁，以网络为纽带，各作
战要素灵活进行动态组合，当网络
中的某一节点遭打击瘫痪时，各节
点能够迅速重组，形成不间断的高
效抗毁能力。

数据聚优。未来战争，谁拥有更
强的数据获取、处理和传输能力，谁
将获得战场的主动权。数据聚优的关
键在于打通数据融合共享的通道，实
现以数据为纽带，不同作战力量、作
战单元、作战要素之间信息的高速流
动、高效共享、高度融合。打造数据
聚优的全域作战环境，首先要使数据
“汇”起来。建立以网络云环境为基础
支撑的大数据“资源池”，将海量信息
资源、信道资源、计算资源分门别类
纳入其中，并对数据资源内容不断更
新，确保数据资源足够充实。其次，
让数据“动”起来，通过数据通信链
路，在传感器、指挥控制系统和武器
装备平台之间建立起数据关联关系，
方便各级指挥人员以更快的速度接
收、分析、处理、同步、共享数据。
最后，把数据“用”起来。数据是发
挥全域作战效能的基础支撑，然而海
量的数据未经处理是难以直接使用
的，必须通过统一的数据处理标准，
利用相关算法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
提炼并激活出作战数据的真正价值，
从而将数据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行
动优势。

智能聚优。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性技
术，具有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
应。智能聚优就是要确立智能主导的
理念，把当前的主要资源、主要精力
集中到军事智能化发展过程中，把智
能技术渗透到作战全流程全要素，着
力提升智能化情报侦察、指挥控制、
无人攻防能力。具体体现在：智能化
情报侦察优势，依托全域布控的无人
侦察力量，实现目标自主识别、态势
自主融合、情报自行处理；智能化指
挥控制优势，以“人机协同”为主要
特征，区分情况采取“人在回路上”
“人在回路中”“人在回路外”的决策
方式，快速、准确地判断情况、定下
决心、制定计划、协调控制；智能化
无人攻防优势，依托算法优势，快速
耦合编组全域无人作战集群，聚焦目
标实施分布式主动攻击、蜂群式消耗
杀伤，形成群体规模优势效应，实现
以“智”取胜。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战争制胜应确立全域聚优理念
■邱 滨 张德群 吴永亮

随着战争形态加速演变，战场空间由近及远、由实向虚、由中尺
度向微观和宏观全尺度深度延展，各作战要素跨界联动、跨域融合，
战争活动已不再是各军兵种在自身活动空间通过与其他军兵种的外部
协调联合来实现，而是演变为打破军兵种界限、聚合各域优势来实
现，全域聚优将成为战争制胜的新理念。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古今中外善施奇谋的能手，
无一不是把对手看透的高手

●将军事理论研究创新的增长
点转到基于科技进步和运用科学方
法上来

引

言


